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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自1895年由遜清租借與英國，在英

國長期的統治經營下，其政治運作、法律體

制、社會制度與教育理念與英國本土相去不

遠，教師中心的興革亦見其流脈與影響。在

書同文的華人世界裡，香港教師中心的發展

史也具體而微的呈現一個時代教育的縮影，

對當前台灣各教師研習中心面臨多元進修的

競爭挑戰，就近提供參酌借鑑的典範。

壹、沿革

香港教師中心的發展歷程可區分為輔導

視學處及香港教師中心兩大階段，茲敘述如

後：

當英國於1964年起積極推動教師在職進

修活動普設教師中心之際，英屬香港政府亦

將相關工作責成教育署所屬輔導視學處辦

理。該處係透過所轄六大教學中心（中國語

文、英語、數學、理科、社會科、美工科）、

三大教材資源中心（公民教育、宗教/倫理/道

德教育和性教育）、郊野學習中心及英文專業

圖書館，實施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工作

重點在提高教師基本學歷素養、學習新的教

育理念、增進教學方法與技巧。

英屬香港政府根據1984年教育統籌委員

會的建議，在輔導視學處內設置教師研習中

心(將各教學、教材資源、郊野學習中心及英

文專業圖書館整合為一)，並於1989年6月及

1995年10月分別於北角、九龍設立香港教師

中心本部與分部。職司中等（含）以下各級

各類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的在職進修研習工

作，提供教育人員（含教師、教育行政人員

及教育團體等）教育專業圖書館及進修研習

場所，透過多元的學習模式，推動教育人員

的終生學習教育；鼓勵教師社群進行組織學

習及實務經驗分享，豐富教師的專業知能，

闡揚教師的專業精神，進而建立良好的教學

情境，開發並提昇學生內在的潛能，培育具

世界觀的國際公民為目標。

貳、組織

香港教師中心不祇為教師專業進修研習

而設立，教師更透過行政機制（諮詢管理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參與教師中

心的管理工作，承擔教師中心的決策，監督

和執行各項行政事務及教育人員進修研習等

活動。

諮詢管理委員會由35個教育團體、35位

教師、2位教育統籌局局長委任者所組成，職

司擬定教師中心的發展策略和監督教師中心

任光祖/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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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並向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負責。教

師中心的主任，為諮管會的執行秘書，並向

諮管會負責。

常務委員會由諮管會的主席、2位副主

席，2位教育統籌局的代表和9位諮管會委員

所組成，為諮管會所轄的行政組織，負責教

師中心的日常行政運作和推動各項教育人員

的研習活動。

常委會之下設有六個工作小組：專業發

展小組、康樂小組、教育研究小組、圖書館

及教學資源小組、出版小組、章程小組，負

責策劃及推動各項教育人員在職進修研習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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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設備

香港教師中心於香港九龍（本部）和北

角（分部）設立教師進修場地；共計佔地約

為1929平方公尺，設有三間大型演講廳兼展

覽廳、三間會議室、五間教室、兩間資訊科

技教室、兩間教育團體綜合辦公室、兩座教

育專業圖書館和兩間休息室，各教室或演講

廳均配置現代化視聽教學設備。

現有九龍及北角兩座教育專業圖書館，

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出資協助設立，館

內典藏中、英文教育專書12000多冊，中英

文刊物164種，教育錄影（音）帶教材310

套，學習教材222套及光碟110套，電子圖書

( e-books ) 240冊，研習課程講義與專刊，

以及各類考試試題等教育與教學參考資料。

另設立電子資料庫，提供線上查閱國際教育

文獻資料 ( ERIC) 和約20種教育期刊的內

容，讓教師社群能運用網際網路教育資源、

進行學術研究、自我進修及準備教學教材。

兩間教育團體綜合辦公室，係免費提供

場地及設備供教育團體處理會務及籌劃教育

活動；該中心員工於必要時也會協助教育團

體處理有關文書與聯絡等事務性工作。

肆、職責

香港教師中心透過六個工作小組，推動

各項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茲分述如下：

（一）、專業發展小組。主要工作：1.暑

假期間辦理新進教師職業導入課程，平常期

間開辦一般研習課程；2.與各學科教育專業

團體辦理研討會、專題講座、研習課程等活

動；3.加強教師運用科技融入學科教學的能

力；4.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海外考察觀

摩。

（二）、康樂小組。工作內涵：形塑教師

中心良好的公眾形象，加強聯繫及凝聚教師

社群的情誼，培育教師休閒情趣與雅緻，弘

闊教師社群的襟胸和視野，陶冶性情與紓解

工作壓力。

（三）、教育研究小組。工作重點：1.舉

辦教育研究專業培訓課程，提昇教師從事學

術研究的專業能力；2.透過經費補助方式鼓

勵教師社群進行各項教育（學）或調查研究

等工作（例如：行動研究）；3.參與規劃教

師在職進修研習課程；3.規劃與編輯「香港

教師中心學報」、學術論文集、教育專題研究

等。

（一）、圖書館及教學資源小組。工作內

容為：1.典藏教育專業書刊；2.建置網際網路

圖書服務；3.舉辦圖書館專業研習課程與工

作坊等研習。

（二）、出版小組。經常性業務為：1.編

印『傳真』、『年報』、『學報』、『研討會論

文集』與印製『專題研究報告』等；2.將前

項之文稿上載於教師中心網頁；3.透過網際

網路，加強與師生、家長及公眾的聯繫及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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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三）、章程小組。目的在透過專業團隊

提供法學專精理念，適時對『香港教師中心

章程和附則』與行政規章，提出繕訂、增修

與補充的意見，以符合運作及實務的考量，

彰顯法治的理念與精神，翦除人治的疏失。

伍、特色

該中心之專業發展小組、康樂小組、教

育研究小組、圖書館及教學資源小組均積極

開辦各項教師專業進修、教育研究培訓、國

際學術研討會、文教交流與參訪等活動，極

力開闊學術及國際地位。

該中心經由教育研究專業培訓課程，提

升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的專業知能，在日常教

學中進行專題或調查研究等工作；發揮教育

研究的功能及推廣教師社群的研究績效。

該中心特別規劃部分課程實施遠距教

學，並規定參與進修的教師必須將研習成果

或報告，透過網際網路上傳至中心專屬網

頁，供教師社群共享學習成果與教育資源。

香港教師中心積極推動場地和設備之出

借，以提高使用率及降低閑置率；善用民間

捐款、舒緩政府財務負擔；開放及延伸圖書

服務時段，加速知識的流通與知識經濟的推

展；建立良好的社區互動，落實「取之於

民、用之於民」的理念與美意。

法規小組是最直接與實際提供法律諮詢

的服務，務求該中心之行政運作與教學研習

活動的合法性與適法性，並就當前與未來的

發展情勢提供的建議，其審慎、週延、適法

的長處，可供借鏡。

香港教師中心的幅地、設備、人力與資

源有限，透過與公、私立組織進行教師在職

研習課程的規劃與推動，減輕政府與教師中

心自辦的負擔，援引民間豐沛的資源、活絡

教育理念與教學方法，落實社會參與教改的

層面。

積極與各學科團體或教育專業團體建立

密切的夥伴關係，為教師開辦專業及學科進

修課程，加速提升教師專業素養與研修教學

新法，滿足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的需要；兩

者在緊密互動中為教育及課程改革，建立專

業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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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國際性及區域性學術研討會，引進

最新教育理念，加速學術研究與世界接軌；

舉辦海外參訪活動，有助於香港教育體制及

教師進修制度之興革與成長。

陸、結語

一、終生學習與知識經濟理念，引導教

師進修研習多元化發展

隨著知識經濟蓬勃的發展，學習多元化

的取向，教師進修活動除專責進修機構承辦

外；政府積極鼓勵民間教育團體參與各項教

育學習活動，激揚潛蓄的教育資源與活力，

投入知識經濟的建設及終生學習的活動。

二、教師中心的定位及未來發展趨勢

教師在職進修活動於自由市場競爭機制

朝向多元進修的發展趨勢，值此之際；或可

將現有各教師研習機構整合成教師在職進修

體系，碩博士學位仍由各大學研究所負責培

育，各教師研習中心與大學院校、民間教育

團體結合，規劃各領域或專門學科研習；透

過網際網路開設高中職、國中小遠距教學課

程，分由大學院校(高中職)、國立中等教師

研習會(國中)、國立教育研究院及台北市教

師中心(國小)負責，開放各地教師選修；地

區性教育課題與學校行政主管研習，仍由各

地方教師中心負責。既可維持地方教育的自

主性與適切性，又能整合資源達成共榮共享

的獨立性與發展性。

三、調整教師中心組織，朝向永續發展

經營

面對自由市場競爭，教師中心亦可適切

的將組織區分為教輔組、研究組、資訊中

心、行政組；由縱向的組織結構調整朝專業

分工發展，橫向組室聯繫加強領域整合功

能，以專業化及服務化的教育理念，增強中

心教育機制，以因應教師進修研習多面向的

挑戰。

四、法制小組的建制與落實依法行政的

教育理念

社會環境的變遷及法規的變動往往不及

實務面的迫切；教育人員在行政事務上常依

行政運作為考量，往往造成違反行政程序法

的疏憾。因此；教師研習中心任何行政規章

之刪訂增修應透過法制小組取得內部共識，

復呈報教育部(局)核定後修訂內部規章並公

告實施，依法行事得以翦除行政上不必要的

紛爭與困擾。

五、舉辦學術研討會與海外參訪活動，

提昇國際學術地位及教育經驗交融

我國各教師研習中心鮮少辦理學術研討

會與海外參觀訪問，面對教師進修的自由市

場競爭，實有必要舉辦學術研討會或國際參

訪學習，以宏擴國際學術地位與經營的理

念，更能取得杏壇的認同與支持，形塑屹立

不搖的地位。

六、提昇編輯人員專業素養，以企業經

營理念持續出版教育專業刊物

我國各教師研習中心所編印的教育刊

物，普遍獲得杏壇同仁的稱許及認同；未來

可在現有基礎上，或延請專業人士參與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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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或委外辦理。以市場區隔為構想劃分

為初等、中等與綜合性教育刊物，由國立教

育研究院、國立中等教師研習會與台北市教

師研習中心分別負責編輯發行；學報、專輯

等仍維持各自發行，並朝電子報刊數位化發

展，得以提昇專業研究地位，朝學術性刊物

邁進。

教師進修研習已成為教師在職期間不可

或缺的專業教育，也是個人終生教育的一部

分，教師中心更承擔起教師進修研習的重

任；各國國情與教育理念或有所差異，對教

師中心的功能卻有一致性的看法，它是一個

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精進研究能力，聯誼社

群情感，獲得輔導諮詢服務的快樂園地。

香港教師中心提供我們觀摩學習的對

象，亦得以窺見英國教師進修研習情形之一

二，實有助於我國各教師研習中心，在多元

且遽變的進修教育領域，尋得轉型發展的新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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