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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自 2006 年起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計畫，透過實施教學觀察和教學檔案評量，希冀引導教師打破保守、

封閉和孤立的教學型態，建立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本研究採敘事法，結

合訪談法和文件分析，敘說新竹縣坪林國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歷

程與教師成長。研究發現，因為行政和專業支持力量，促使教師同儕在「信

任」基礎上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藉由教學夥伴的專業對話和教學省思與

改進，結果營造出一個「共好」的學習共同體，讓教師願意為提升教學專業

成長和學習成效而共同努力。

關鍵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業成長、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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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levate teaching qualities and increase students’ performanc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executing the plan of teachers’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olpment(TEPD). Since 2006, this plan aimes to guide teachers to 

enrich teaching styles and establish a support system for tea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by implementing teaching observation and teaching portfolio assessment.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methods of narrative inquiry, interview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and growth of Ping-Lin Element School to find out how it carries 

out TEPD.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it was based on the trust provided by the 

support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ing profession that teachers would rather 

join TEPD. Through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it helps creating 

a positive learning community to attract teachers to elevate teaching qualities and 

increase students’ performances significantly.

Keywords: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growth, narrative research



 145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師是教育改革與學校革新的主體，也是教育品質良窳的關鍵。一位任

教於國民中學或小學的教師，從新手教師、經驗教師到成為專家教師的歷

程，都要持續不斷的學習與成長，方能裨益於發展和充實其教學專業內涵，

以符應課程革新與教學創新的需求。然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最好採「由下

而上」方式，讓每位教師因為有自我成長的需求而引發主動學習。

教育部自 2006 年起推動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底下簡稱為教

專評鑑），希望以專業發展做為主軸，透過診斷、輔導、形成性評鑑的方

式，提供教師自我反省教學的機會，並輔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促進教師同

儕合作，進而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換言

之，教專評鑑促使教師開放自己的教室，透過善意第三雙眼的教學觀察，並

與其他教師同儕共同討論教學，找出改進教學的具體方向，也得到持續性的

專業成長（吳俊憲，2014）。

教師為專業成長的主體，做為一名教學實踐者，應能更積極主動追求教

學精進和自我實現。此外，教師從教學省思中可以獲得專業發展的契機，成

為引發教師成長的內在趨力與動機。為達此一目標，有賴學校行政運作提供

成長介入的支持，引導教師同儕進行專業對話和教學省思，讓教師走上「自

然發展」到「自覺發展」的專業道路。在這項過程中，教師文化是否產生何

種變革，如何讓教師成長在教師心中逐漸發酵並付諸實踐，實在是有賴行政

和教學彼此緊密結合，行政協助教師教學，進行溝通協調，解決衝突危機，

進而導引教師獲得持續的專業發展，以適應教育革新，符合學生需要，進而

引發教師對自己的教學進行反思，以進行自我引導、自我剖析、自我選擇、

自我設計、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的成長歷程。

要言之，教專評鑑鼓勵教師與教師同儕建立教學夥伴關係，一起為提升

教學專業成長而努力，進行專業的合作與投入，形成專業工作上相互支持的

團體。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藉由同儕的支持與關懷，一來可以紓解因教

育變革而產生的壓力，二來也可以在團體互動中，激盪出更豐富的教育生命

力。本研究旨在實踐省思校內教師專業發展行政運作、教師實踐與成長介入

三者之間的連結，進而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在推動行

政措施和教師追求專業發展之提昇教師教學成效之參考。茲將本研究的目的

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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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學校進行教師專業發展上行政運作情形。

（二）探究教師專業發展過程教師實踐與省思的情形。

（三）探究教師專業發展成長計畫的有效性與團體支持的情形。

研究場域與方法

一、學校與我
坪林國小於民國 9 年創設石岡仔公學校坪林分離教室，13 年改稱石光

公學校坪林分教場，31 年奉准獨立稱坪林國民學校，57 年改稱坪林國民小

學，算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據地方耆老口述，全盛時期學生超過千人，

時至103年3月，國小部學生剩下45人，最小的班級只有2人。學校為6班的

偏鄉小校，一天只有兩班公車經過，一些家長認為這是一所「沒有競爭力」

的學校，因此，近年來有許多學生遷移戶口到附近較「都會型」或學生人

數較多的學校就讀。本校教師編制9人，從民國98學年辦理教專評鑑計畫迄

今，除了第一年是在校長的曉以大義之下參與教專計畫外，99學年至今，全

校教師（包含一年期的代理教師）都自願參與，除了退休及離職教師外，無

人退出教專評鑑計畫。

我（本研究的第一作者）是坪林國小現任的教導主任，具有 26 年正式

教師年資，近幾年擔任五、六年級科任老師，主要教授的教學領域是社會和

本土語言（客語），參與教專評鑑人才培訓通過初階證書和進階證書，也是

教專評鑑計畫的夥伴教師。

二、推動優勢與困境
教專評鑑計畫初期在坪林國小的推動上，有其優勢與困境，分析如下：

（一）推動優勢

1. 教師產生危機意識：面對學生逐年減少，冀望可以透過教專評鑑計

畫，重新型塑教師專業，吸引流失的學生再回流到坪林國小就讀。

2. 教師流動率較穩定：從民國 98 年參加教專評鑑計畫迄今，有一位教

師調離、一位教師退休，民國 102 年新進 2 位教師，有 7 位教師都是

居住在學校鄰近社區，有 2 位居住在外縣市，由於教師流動率相對穩

定，有助於教專評鑑的持續推動。

3.教師富有敬業精神：教師同儕對學生樂於付出關懷，教學尤其認真，

下午 5~6 點左右都還經常可以看到多位教師留在學校辦公或進行教學

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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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組織氛圍和諧：學校是一個充滿信任、開放的教學環境，有利於

教師開放心胸、追求專業成長。

（二）執行困境

1.時間壓力：計畫往往趕不上變化，學校承接的專案和辦理的教師研習

活動太多，導致壓縮了原已訂定執行教專評鑑計畫的進度，必須經常

因應調整。

2.期待落差：教師參與教專評鑑計畫，感受到與原先預期結果有落差，

且落實度不夠，行政單位企求找到更好的方法，幫助教師精進成長。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透過敘事研究，結合訪談法並蒐集分析學校辦理教專評鑑的

相關文件（例如會議記錄和省思回饋記錄等），重新檢視坪林國小從民國 98

年推動教專評鑑計畫迄今產生的教師成長情形，然後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教

育行政機關、學校規劃行政措施及教師追求專業發展的參考依據。研究期程

自民國 103 年 3 月到 103 年 12 月，文中老師以英文匿名方式呈現。之所以採

敘事探究，主要是學校生活裡的教學故事、班級內師生互動方式，一向是敘

事研究者深感興趣的主題，這是因為教學現場交織的故事有相當豐富脈絡的

意義（王勇志、鄧明宇譯，2003；莊明貞等人，2101；Clandinin & Commelly, 

2000）。現在重新敘說坪林國小參與教專評鑑進而推展教師教學實踐與專業

成長的這些故事，有助於瞭解更深層意義、發覺潛在問題並找到解決之道。

訪談記錄說明如下：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 訪談內容綱要

103年05月22日
A、B、C、D、E、F、
G、H

加入教專評鑑後，對於自己教
學上帶來什麼影響 ( 或助益 )？
學生的學習有何改變或進步？
行政給予哪些支持和協助？

103年05月28日 B、 C、 G 、H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從 95 年
開始試辦，於 96 年的校務會議
中，您為何投下反對票？

103年06月05日
A、B、C、E、F、G、
H、M

加入教專評鑑的過程，曾遇到
哪些困境或問題？您有什麼建
議可以讓推動教專評鑑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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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 訪談內容綱要

103年06月11日
B、C、D、E、F、G、
H、P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
自己教學上帶來什麼影響 ( 或
助益 )？學生的學習有何改變或
進步？行政給予哪些支持和協
助？ 

103年06月18日 A、C、D、E、F、G、H

” 教 育 是 生 命 感 動 生 命 的 志
業”，你覺得學校在參加教專評
鑑和社群的這些年下來，是否
發展出什麼特色？學生在課業
或生活上的學習有沒有成長？
老師和學生的生命是否碰撞出
什麼火花？

103年08月11日 陳逸榛老師

在100年時，您參加環境教育教
材社區生態導覽創作，獲得教
師組特優，您覺得和學校的植
物踏察學習社群有關聯嗎？

103年08月25日 黎玉女老師

103 年 85210 健康到位教學模
組設計競賽，榮獲第三名，教
學設計與健體社群的關聯性如
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坪林國小的實踐歷程

一、作繭~自縛
教專評鑑自民國 95 年開始試辦實施，一開始學校教師們都抱持著觀望

的態度，大家面對永遠做不完的（教學和行政）工作已經忙到焦頭爛額，看

到教專評鑑當時既然是「試辦」性質，心裡難免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想法，也擔心會加重負擔，因此一直存著觀望逃避的心態；直到 97 年度的

某次晨會時，將是否加入教專評鑑方案進行提案表決，尤值一提的是，當天

校長到校外參加一項重要會議，由教導主任主持朝會，結果並沒有通過辦

理。隔天，當時的教導主任向校長報告這項結果，校長很不高興，甚至表示

要召集全校老師講話，他想要向全校老師說明參加辦理教專的用意，目的是

希望大家在教學上要有一些突破，而且不要碰到新的政策措施，都還沒做就

說不要做。以下是訪談教師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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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應該是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感到害怕、陌生，聽起來就是個龐

大的工程。教專到底是什麼東西？要做些什麼？大家平時的工作量大，也擔

心事情是否又要增加。(訪B-1030528)

我能體諒他想求變的用意，但不免心裡想：「你又不用做這些事，大家

又要去研習又要做觀察，還不知道做得成嗎？」。我非常不想做，更別是說

要當學校重要的推手，光看到上網要填一堆資料煩都煩死了，也要花很多

時間去搜尋別校的規準，再選取適合的給學校用。主要是因為教專沒有強制

性，把做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眼前倒是看到事情多

了很多。教育處都會說將來可能和教師分級有相關，我是覺得那條要通過困

難重重，等通過了我可能已經快要退休了，如果真的通過強制性要做，到時

再做就好啦！(訪C-1030528)

當時想每個老師都很認真，沒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也不會影響教學，而

且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訪G -1030528)

保守心態想安於現狀，而且對教專計畫不瞭解，發現真正申請這個計畫

的學校不是很多，不想增加麻煩，如果大家有共識投「反對」票，就不會顯

得自己很孤單。(訪H -1030528)

學校申辦教專評鑑計畫的條件要求校務會議提案通過，因為大家已有

共識：「不要參加教專評鑑計畫」，因此 97 學年的申辦計畫並未通過，我心

想：「至少可以有一年的相安無事吧！我們並不想伸展教師專業的能力，把

自己衛裝在集體製作的繭中，看似安全，不管世事，大家心中似乎鬆了一口

氣！」

二、平地一聲雷~灌頂
又經過了一年，民國 98年 3月校長希望校務會議表決可以通過推行教專

評鑑計畫，學校同仁依然透過私底下運作，希望可以在校務會議表決時不要

通過辦理教專評鑑，於是實際付諸表決時，果然贊成票為「0」票。但是這

次校長有備而來，突然大吼一聲：「什麼都不推行，什麼都不做，就像一攤

死水一樣！」「來，再表決一次！」「平地好大一聲雷」，這次表決換成反對

票「0」票！

那是因為校長生氣了，不想變成箭靶，每天被放大鏡檢視，或在晨會裡

被抓出來批鬥，就要照他的意思做，所以心裡再不願意，還是要乖乖做。但

這樣的結果其實很諷刺，教專評鑑的本意是自願性質，覺得願意改變、願意

被人觀察、願意做教學檔案的人來做，其他人可以投同意票但不參加，當時

的肅殺氛圍，讓大家沒人敢說真心話，就算是推行了教專評鑑，也是跟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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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學校有做教專。」但真正改變了什麼？我說不上來。那時心裡跟

前一年想法一樣，不想參加，會參加是因為上級的壓力。(訪C -1030528)

當時想或許該有些變化，有教專評鑑也許會讓教學有所不同，加上校長

的堅持，其他老師的不作聲，就順勢而行了。(訪G -1030528)

因為被校長的憤怒震懾住了，心裡很害怕，不想再挨罵，只好投「贊

成」票，其實心理一百個不願意。(訪H -1030528)

我們很害怕校長的作風（至今陰影仍持續存在著），平時不苟言笑，更

不用說，口氣一沉「大吼一聲」，當下沒有嚇得屁滾尿流，就已經是阿彌佗

佛了。在無奈的情形下，應該也被嚇傻了，自己做了什麼不知道，可能是身

體自然防衛的動作下舉手贊成吧！(訪B -1030528)

聽到這些受訪教師心理的想法，原來當時大家都害怕被雷劈呀，在驚恐

中，沒有任何人投反對票！

三、成蛹~滋養
98 學年度坪林國小第一次投入教專評鑑計畫，雖然大家在寒假參加 18

小時（民國 98 年 1 月 21-23 日）初階人員的研習，也看了影帶和現場實作，

但返回學校真正要施行起來，卻是一籌莫展，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著手進

行。猶記得第一次開會時，大家都仰望著教導主任的帶領，心想：「反正一

切都有教導主任挺著，主任怎麼說，我們配合著做就是！」為了推動上的順

暢，教導主任一開學便先邀請新竹教育大學的陳教授到校輔導。當時學校遇

到的困境是：

（一）教師對教專評鑑的內容及撰寫方式不熟悉

（二）教師對教專評鑑的不瞭解而心生恐懼

（三）教師與行政人員不知道如何進展。（坪林教專計畫會議紀錄-980923）

陳教授提供給我們的建議是：

（一）給予教師信心，幫助自己成長

（二）讓教師瞭解，評鑑不是看一場完美的演出，不是挑毛病，而是理解、

學習、找尋共同對話的起點

（三）先把「心」安好，用鑑賞的眼光，沉浸其中；再用「心」，用已經

有的教學故事、經驗、與好友對話、分享。（坪林教專計畫會議紀

錄-980923）

在經過「雷劈」後，陳教授到校的帶領，就像一場及時雨，滋養了教師

們原本徬徨不安的心靈，雖然仍舊擔心害怕，但因為有專家的相伴，至少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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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受到一些溫暖，原來教專評鑑的重點不在於「評鑑」，而是理解、學

習、找尋共同對話的歷程。

別人的看法也可以列入自我檢核，是提供給自我「反思」比較重要，看

自己和學生、自己和教學、或某個事件的反思，可做重點紀錄或某一部份， 

要對自己有幫助的。重要的是文字的描述和反省。重點不是在判斷老師是否

「優良」、「滿意」、「再努力」，而是看見教室的實相，當老師的另一雙眼睛。

（坪林教專計畫會議紀錄-981230）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為參考他校的實施經驗，我邀請了寶石國小何

主任和大肚國小張主任到校分享。當時何主任建議我們：「在進行教學觀察

前，要先讓老師們熟習評鑑表格、工具的應用和實施流程，才能避免因為

不確定感而引發退卻。」（坪林教專計畫會議紀錄-981021）。而張主任建議

我們：「尋找信任夥伴，逐步實施。」（坪林教專計畫會議紀錄-981007）我

想，後來坪林的教專評鑑計畫之所以能順利推展，施行迄今不輟，這兩位輔

導夥伴的建議真是受益良多，都是滋養我們教專評鑑持續前行的養分。

四、羽化~蛻變 
教專評鑑計畫有四個層面，我們剛開始原本想要實施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兩個層面，我也自認為很盡責的蒐集了許多學者專家和各個

學校的評鑑規準（含參考檢核重點）讓所有參與的教師參考。經過幾次會議

討論後，我們發現一下子要做兩個層面，似乎有點吃力，於是在 98 學年度

第 6 次討論會議中決定：「先實施班級經營與輔導這個層面，檢核方式採用

『優良、滿意、再努力、未呈現、補充說明』來呈現（坪林教專計畫會議記

錄-981216），而在第 7 次會議中（坪林教專計畫會議記錄-981230）決定採

用教學觀察來進行同儕互評。

當大家正要邁開步伐，全心投入教專評鑑計畫時，原帶領我們的教導主

任卻發現身體不適，於民國 98 年 10 月以後向學校申請長期休假，於是由我

接手教專評鑑的執行工作，後來在 98 學年度下學期轉任為教導主任，由校

內一位教師兼任總務主任。很無奈的是，這位才走馬上任的總務主任不到

一個月就病倒，此後申請 2 年公傷假直到退休。如此多災多難，原來在民國

98 年 9 月 30 日召開第 2 次教專評鑑會議時已經將教師分組進行互評，因著上

述的變化球，只好在下學期再討論如何重新分組，以便讓教學觀察（同儕互

評）可以順利進行。我感受到的是，大家似乎越挫越勇，雖有兩位教師同儕

病倒了，加重大家的工作負擔，理應心情更加沉重，但大家反而更加團結一

致，在風雨飄搖中逐步完成教學觀察前會談、入班觀察和觀察後回饋會談。

吳佳樵、葉榮昌、  吳俊憲  敘說一所國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歷程與教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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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9 年 6 月 9 日是學校初次實施教專評鑑的最後一場會議，以下記錄

可以看出我們的對話充滿能量。

K 老師：我觀察C主任、H主任上課情況、自評部分，發現他們上課

時，學生都很認真、守秩序。

陳教授：上體育課的時候，對於不想參與的學生要如何處理？為何

上C、H主任的課時，學生都很專注？有時是興趣，不一定

是愛班規、管秩序，體育課如何上，學生會很認真、有興

趣？

L老師：魅力！

G老師：上客語課，「主任」在上，學生會怕權威！

陳教授：不同的時間點要有分別，充實課程的教學方法和內容的吸引

力！

B老師：學生很喜歡K老師，有時沒分清楚。

陳教授：不同的時間，用不同的方法。

H主任：C主任運用各種方法策略，學生非常專注；K老師下達口令

後，學生未接收，建議徹底執行後再教學。

陳教授：這是溫柔的堅定。

N老師：因為有人觀察，學生那天表現特別好，有點失真；個人那天

因為有同儕觀察，比較緊張，是不是要多觀察幾次才比較

真？

陳教授：建議要聚焦，一節課可以觀察15~20分鐘；或一學期看兩

次，在自然狀態下進行觀察。

G老師：六年級的班級也很棒。

B老師：三年級也一樣棒。

陳教授：學生知道有很多老師在關心我們，學校很棒的是，大家是一

個社群，大家都很關心學生。

陳教授：大家都在常態下進行，很棒！

M老師：入班觀察時，學生會有一點緊張，個人較忽略左、右兩邊的

同學。觀察別人可以學到別人的授課技巧，例如：A、G老

師上數學很有邏輯性，看了N老師可以知道國語如何教，還

有一些班級經營技巧。

陳教授：我們學校真的很棒。

G、M老師：大家都很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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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老師：自己上課時，臉部都僵掉；觀察那天，特別順，比較會讚美

學生。個人較會注意不講話、不舉手發言的學生，也建議

其他老師注意。建議同儕老師，上課的後半段，發現學生

坐不住時，可以讓學生動一動或動手做！

陳教授：可在別的同學面前鼓勵另一同學，該同學知道後會受到鼓

舞。多利用策略轉換學生的學習，並維持學生的自信「你

很棒」、「我很看重你」！

B老師：申請證書要附上紀錄，自評和他評的觀察紀錄，既是「保

密」又要呈現，是否有疑慮？

陳教授：不會有疑慮，如果有缺失是很正常的事！看到後續如何改進

是很寶貴的經驗！

H老師：看到自己的缺失然後不足而改進是很棒的事，如果都是優點

就不需要觀察了！

陳教授：因為要認證的關係，所以要檢附資料；資料審查著重在反省

的部份，看見問題、反省改進。初階過後可以參加進階研

習。

H老師：但是進階老師有限制推薦名額。

陳教授：名額的部份會跟教育部反映。

B老師：同儕教師老中青都有。E、L雖然年紀輕，但是很有經驗。

五年級學生很活潑，大家都很踴躍發言，個人常習慣點不

專心的同學，上課很要求同學專心。她們可能不好意思說

我缺點，希望被點醒，很怕哪裏沒做到，做不好，很希望

同儕多觀察一點。希望學生喜歡數學，除了趕進度，所以

會帶一點其他的數學題材（如運用光碟）。教越久希望能越

充實。

陳教授：自我充實、放空一些（未來要如何走），有熱情就有希望。

L老師：B老師教數學能讓學生從中找樂趣，探索、思考如何解決問

題，很特別。

陳教授：不要害怕學生沒有說出答案。有耐心、肯等待，延續孩子的

好奇。

B老師：學生如果找到老師的問題有一朵花！

陳教授：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很棒！自己察覺到「探究」、「自我學

習」的樂趣！

吳佳樵、葉榮昌、  吳俊憲  敘說一所國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歷程與教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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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老師：16位學生都很積極認真，很難得。我自己上英文，分組

學習、演戲教學、唱英文歌。四年級的班很安靜，那天上

課很安靜，希望能常態觀察、行間巡視多一點，要求學生

專注，這種專業的對話很棒！（坪林國小教專評鑑會議紀

錄-990609）

無疑的，在經過一年的摸索後，我們從一開始的擔心、害怕和疑慮，不

知所措，到現在可以發現相同的班級由不同的老師去上課，造成的教學效果

不同，讓我們開始主動探索如何精進教學的各種可能原因。同時也發現，原

來 B 老師教數學這麼有趣，甚至有老師表示日後還希望可以再進班做觀摩察

習。H 老師說：「看到自己的缺失和不足，然後據以改進是很棒的事。」L 老

師也說：「可以進行這種專業對話真的很棒！」我看到了夥伴們在教學上都

有成長蛻變！在教學觀察中發現，相同的學生，在不同的老師授課下有著很

大的反差，這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因為有了同儕的專業對話、教學觀察

和討論回饋，加上陳教授提醒我們：「不同的時間點要有分別，充實課程的

教學方法和內容的吸引力！」，日後在繼續參加教專評鑑計畫的過程中，竟

也衍生出三個教學行動研究，我們設計了一些教案參加競賽也有很好的成

績，足見我們一直在進步！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坪林國小帶來成長和改變

一、叛逆學生阿度的故事敘說
阿度是一位六年級的男孩，母親未婚生下他就交給外祖父撫養，直到阿

度三歲以後才出現，父親不詳。外祖父是一位肢體殘障者（只有一隻手），

年事已高，家境不好，務農維生。另一位和阿度一起生活的是小阿姨，小阿

姨需輪休上班，自顧不暇，無法負起教育阿度的責任。阿度在學校是一位

不受歡迎的學生同儕，功課常無法如期完成、人際關係欠佳、上課不遵守秩

序、常口中念念有詞、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經常狂笑，當老師制止他的不

當言行時，阿度會用：「誰鳥你」來頂撞老師，是讓許多老師都感到頭疼的

學生，經常可以在辦公室聽到老師們對阿度的抱怨與無奈感！

因為參加教專評鑑計畫促使老師們經常性的進行專業對話和教學分享，

當老師們發現阿度的學習狀況後，這個學生就成為老師們對話的焦點，透過

教師同儕力量，討論出一些教學策略企求改善阿度的學習態度和偏差行為，

例如使用名人勵志故事，進行伴讀、共讀及召開同儕討論會議，結果發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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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增進阿度的學習能力，也能幫助阿度肯定自我存在價值，讓阿度體會

人間有愛，繼而產生向上、向善的希望。以下是教師同儕在民國98年12月4

日以阿度為焦點的對話：

G老師：最近阿度和阿維比較會發生衝突！早上還被三年級的學生告

狀，下課撞人還跑掉！我帶他去三年級向被撞的同學說對

不起。比起五年級，現在的他的確進步很多，但偶爾還是

會干擾上課，例如認為我不公平，好像對他不好，要人一

直注意他！

J老師：和上學期比起來，他這學期好像懂事多了，比較少和同學發

生口角衝突。

M老師：最近阿度好像進入叛逆期，上課時，要用麥克風才能蓋住他

的聲音，星期一上課時，他一直故意關掉我的麥克風，我

制止了兩三次還是故意不聽！最後，忍無可忍就打了一下

他的肩膀。下課時，看他在碎碎念，「白痴」、「王○蛋」，

我不想理他！不然會氣死，如果是自己的小孩，可能會被

我打死！

G老師：有時氣死我了！作業也不交，K主任拿他沒辦法，我就不會

放過他，沒帶？補完再回家！

L老師：我很兇，上我的課都還算很正常！

P老師：其實阿度上音樂課的時候，很認真，很有天份，唱歌和直笛

我都給他很高分。上課秩序也很OK，可能是他有興趣的科

目吧！

G老師：他的畫畫也很有天份，畫得很好！ 

G老師：比起上學期，前一陣子真的進步很多，最近兩星期，很糟

糕，碎碎念，又不寫作業，你每天給他麵包，他還很跩的

說：「我早餐吃飽了啊！」真是白疼他了！

M老師：我現在都採取「忽視他」的作法，不然他都一直耍一些小動

作，要別人注意他！

H老師：這學期阿度擔任朝會司儀，其實很稱職，語文競賽也獲得全

校的書法佳作，很不錯喔！

J老師：比上學期長大了一些，比較不會和同學起衝突！（坪林國小

教專評鑑會議記錄-981204）

吳佳樵、葉榮昌、  吳俊憲  敘說一所國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歷程與教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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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3月12日的教師對話如下：

M老師：「阿度最近上課變得好棒喔！很乖，小考全班最高分，還跟

我說要考前十名！但是他馬上又說：『我一定做不到』，我

就一直鼓勵他！」

L老師：「對呀！開學到現在他的作業全部都有完成，而且單字都有

背，好神奇喔！」

G老師：是啊！到現在都沒有作業缺交過。

B老師：對呀！朝會時的三分鐘演講，我覺得他講的好棒，比以前進

步好多喔！（坪林國小教專評鑑會議記錄-981204）

二、魔鬼班的班級經營故事敘說
三年真班是學校出了名的「魔鬼班」，全班共有 14 名學生，12 名男生，

2名女生，其中有3名學生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有持續服用醫生所開藥物控制；有 2 名學生嚴重的

注意力不足，但家長不願帶去給醫生檢查；有 1 名學生是臨界智能不足，還

有一些是有樣學樣的喜歡嘴巴吱吱喳喳動個不停。

從一年級開始，班級導師就不斷的提出班級經營的困境，例如：學生鬧

哄哄無法上課、接收不到老師的訊息、經常話很多想說就說、動不動打斷老

師上課、尖聲怪叫且躁動不安無法安靜，全班只有少數兩、三位學生可以安

靜下來聽課！雖然一年級的級任老師也曾表示這個班的學生真的很難帶，讓

導師備感辛苦，但是兩年帶下來也還算平安順利，甚至在學校的三項競賽中

（整潔、秩序、勤勉）經常進入前三名。

只是這個班的學生在升上三年級後，似乎一切就變了樣。學校護士就在

三年真班旁邊的辦公室，便是經常反應這個班的學生整日鬧哄哄，令她感到

疲勞轟炸、頭痛欲裂。就連行政處室主任也好幾次衝到三年真班的走廊外

面，希望藉由走察來嚇阻吵鬧不休和尖銳聲音，只是效果有限。班上的代課

老師完全招架不住，一節課下來都是「坐好」、「不要吵」的咆哮聲！

在多次的教專評鑑會議的討論中，曾圍繞在一個問題：「為什麼三年真

班的學生在上某些老師的課時，班級秩序很ok，但是上某些老師的課時，卻

又鬧哄哄？」後來也促發我們去思考下面這些問題：「究竟要如何才能促使

教師能順暢進行教學工作？要如何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建立良好的班

級常規，並提升教師班級經營的專業知能，減少任課老師的挫折？要如何維

持學生上課的專注能力，培養學生行為自我控制能力，使學生動靜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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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三年真班是個令人頭痛的班級，校長好幾次也因為受不了學生吵鬧

而進班觀察，即便如此，只要校長一離開，他們還是我行我素。後來校長指

定我們在進行教學觀察時，要優先針對三年真班進行觀課。年輕的老師要

求資深教師協助入班觀察，希望提供改善意見並協助維持上課秩序。全校教

師因為都瞭解在這個班級上課的「痛苦」，因此當教導主任在晨會中徵詢大

家的意願，結果全都表示義不容辭的自願幫忙，自動安排入班觀察並提供協

助。以下是針對三年真班班級經營問題進行的教專評鑑會議討論內容：

H老師：開學至今，三年真班的班級狀況有越來越失控的趨勢，針對

真班上課情況、下課情形及其他日常生活情況，請相關老

師提出討論。

H老師：上我的課，學生秩序良好，只有小雨有時候會尖聲怪叫。

M老師：小俊常滿場跑，小輝常嘴巴停不下來，小祥有時講話很大

聲。

K老師：有些小朋友會產生言語干擾，例如：小元、小府、小雨，常

自言自語出怪音。

M老師：小俊會一直抖腳；小輝常動來動去，坐「兩腳椅」，還曾跌

倒四腳朝天！

Q老師：小雨比較控制不住自己，一直講話離開位置。小元偶爾會跑

到前面一直要跟老師講話。小輝一直注意小元，很愛告同

學狀，有時自己私底下一直玩。

M老師：上藝文課是屬於較輕鬆活潑的課，小朋友很有興趣，比較會

一直問「老師，要怎麼做？」

L老師：上課秩序全班都還好。小元比較不受控制，想講就講，同學

對他很反彈。如果小元沒有吃藥，就很難控制。

M老師：媽媽說，要積極帶小元去看醫生。最近小元在家裡情況也很

嚴重，媽媽懷疑他有其他症狀，例如：自閉症，常自己一

個人在玩！

K老師：這可能跟他的成長背景有關，父母離婚都不管他，小元跟姑

姑一起住，姑姑的小孩又大他很多，沒有玩伴！

R老師：小俊常上課遲到，原因多是去上廁所。小元話很多，常不舉

手就發言。小輝有時會直接躺在長椅子上，要常制止。（坪

林國小教專評鑑會議記錄-990426）

吳佳樵、葉榮昌、  吳俊憲  敘說一所國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歷程與教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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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同儕在三個多月裡召開數次的會議討論如何改善三年真班的情形，

逐步修正改進策略，運用正增強、自我檢核、公開表揚、使用聯絡簿、蓋

「表現良好」章及不斷的提醒鼓勵、心理建設及剝奪等策略，後來發現三年

真班的班級經營確實在進步中。校長亦於晨會中公開稱贊三年真班的改變，

家長會長也給予極大的肯定，甚至希望這個班在升上四年級時，能繼續由

M 老師擔任級任導師。但因為 M 老師是短期代課教師，且未具有合格教師

證，未來尚不確定是否可以繼續在學校任教。可喜的是，三年真班在課業上

的平均成績從 50 分進步到 80 分，班級常規改善了，老師上課的挫折感減少

了，學生自我控制的能力提升了，尤其是團體規範也正逐漸成形中，學生的

榮譽感正在增加獎，對於三年真班的改變，令全校師生和家長都有感受到。

這個真班升上四年級後由黎老師擔任導師，當年度黎老師考進新竹教育

大學數學教育教學碩士班，一方面進修數學教學的專業知能，另方面因為察

覺到學生在上數學課時經常是「沒有社會規範，許多人不會聆聽別人說話，

課堂是吵鬧的」，如果想要進行課室討論，就先要把「社會規範」給建立起

來（黎玉女，2013）。於是黎老師的碩士論文主題就是針對真班的班級經營

社會規範問題進行探討。底下表1是示例：

表1 

真班班級經營困境—形成的社會規範—使用的策略

困境 形成的社會規範 使用的策略

上課想發言
就開口，常
會未舉手即

發言。

舉手發言
（已部分建立）
（有問題之學生

不容易達成）

策略一：利用班上發生的事件給予學生
老師的期望

老師告訴了學生老師的期望，每個人都
想回答問話，但要有忍的功夫，遵守舉
手發言的規範，才能讓課繼續上下去。 

策略二：採用觀察學習與模仿
老師示範舉手給學生模仿，不過對那些
較特殊的學生成效不大。 

策略三：給予遵守者增強，違規者採忽
略、消弱、制止

給予有舉手的先發言，這是增強；沒有
舉手就不能發言，是採忽略、消弱、制
止。有時一直大聲吼說不要講話，不
如停下來不說話等學生自己停下來的有
效。 

資料來源：黎玉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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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老師也有參加教專評鑑計畫，為避免自我封閉，她將自己的教學結

果，請教會提出改進意見的同事，透過與諍友的談話，成為自我省思的依據

之一。例如諍友會告訴她：「對於這班學生的表現，期望不要太大，他們已

經有進步了，要慢慢來。」也建議可以讓各小組發表優秀的學生帶頭說明，

或許會有模範的功能。 

以下是103年5月28日對黎老師的訪談紀錄： 

學校辦理教專評鑑計畫後，99學年度我擔任了四年級的班導師，這是

一個特殊的班級，大部分的學童是特殊的，有多位學童是ADHD，所以必須

花費很大的精神在班級經營上，教學才能繼續。剛好這年我幸運地考上竹教

大數學教育教學碩士班，學習到課室討論的教學法，知道一個課室要進行有

效的教學必須仰賴課室內的社會規範，所以著手教導學童遵守教室的社會規

範。加上教專評鑑中觀察我教學的老師所給的建議與我觀察其他老師的教

學，我學到了許多班級經營上的方法，在自己的課室內不斷的修正實施。再

加上學童隨著年齡長大而比較聽得懂並能遵守指令，所以在101學年度時，

再度進行教學觀察發現六年級的他們表現得與兩年前有所不同，有進步。其

實，我只是想辦法要好好的改善這班的教學現況，希望能讓所有的學童都可

以學到東西，不管是知識或態度行為。幸運的，這個班級的學生沒有讓我失

望，表現有很大的進步。（訪黎-1030528）

我心想：這是教專評鑑的力量帶動師生學習能量的提升嗎？還是黎老

師在研究所的修練有成？又或許是一種「霍桑效應」？不過，誠如黎老師提

到在參加教專評鑑過程中鼓勵了一群彼此信任的夥伴，更重要的是找到「諍

友」，就像一面鏡子，時常給予積極性的建議，大家相互扶持一起前行就會

產生能量。如果沒有透過教學觀察，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班級上課的窘境！如

果沒有經過教專的增能，我們不敢答應入班協助！如果不是建立了一個信任

基礎的環境，大家不會願意一起攜手前行！

三、教專評鑑社群成為教師成長的支持機制
坪林國小一直以來都沒有健康與體育領域（以下簡稱健體領域）的專長

教師，靠的都是其他領域專長教師的支援教學。參與教專評鑑後，教師們警

覺到自己在健體領域教學上的缺失和不足。近年來教育部要求任教健康課

的教師必須於每學年度完成 8 小時研習進修，任教體育課的教師必須於每學

年度完成 2 門各 6 小時的專業研習，那麼，我們該如何保障和提升學生的學

習權和受教權，尤其是學校加入教專評鑑後的兩年內就有多位教師陸續在健

康方面亮起紅燈，有生病請長假的、有住院手術的、有因工作壓力暴瘦而需

要心理諮商的。這些讓我們省思到：「沒有健康的老師，如何教出健康的孩

子？」於是我們就以「健康與體育教學研究工作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

吳佳樵、葉榮昌、  吳俊憲  敘說一所國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歷程與教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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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題，連續申請了兩年（101~102 學年）的教專評鑑社群，根據縣府人

員指出，全國教專評鑑社群乃經過嚴格審查和淘汰，坪林國小是少數計畫通

過的學校之一，或許這也是對我們的一種肯定吧。

四、辦理成果受到肯定
98學年度開始實施教專評鑑計畫時，全校幾乎沒有人有意願加入，只因

為當時校長震怒之下，我們以「迫於無奈」的心情一致同意參加。連續參與

到第三個年頭，在教專評鑑帶給教師們的淬煉下，從當初的懵懵懂懂、無法

聚焦和不知所措，演變到引導教師同儕之間有更多專業對話、更主動投入教

學工作，會一起擬定教學計畫、翻轉學習，也因此在 100 學年度坪林國小成

為新竹縣政府推薦實施教專評鑑計畫學校接受教育部成果訪評的四所績優學

校之一。

回首教專評鑑來時路—代結論

許多研究均顯示，行政及專業支持是推動教專評鑑成功的關鍵要素（周

麗華、張德銳，2014；張素貞、李俊湖，2014；馮莉雅，2014；潘慧玲、吳

俊憲、張素貞，2014）。坪林國小自 98 學年開始實施教專評鑑計畫，至今已

邁入第 6 年，在行政運作上，我們省思到：（1）激勵組織成員調整心態，參

與教專必能產生許多火花；（2）給予情感溫馨支持，安全的發言環境，凝聚

像家人般的感情，相互扶持；（3）安排相關研習、邀請專家學者、典範學校

夥伴到校分享，減少教師疑慮困境；（4）遇到教專評鑑的問題，召開會議共

商解決對策；（5）適時提供教學需求及支援，用行動帶來感動；（6）在教專

評鑑會議前先公布討論主題，省去瞎子摸象時間；（7）事先準備文件表單

提供教師參考，減輕教師負擔；（8）事先蒐集典範學校相關文件表格提供

參考，讓教師發現原來教專評鑑「這麼簡單」；（9）符應教師教學需求、學

生學習成長需要申請教專評鑑社群計畫；（10）發掘教師優勢專長，成為校

本領頭羊，由教師帶領教師以增強參與意願；（11）擬定周全計畫，列入學

校行事曆，定期省思對話，發現教專評鑑的美好；（12）校長、主任事先提

醒，週三進修熱情參與；（13）激勵教師，延伸教學教案設計並參與競賽，

增進教師自我實現高峰經驗，同時贏得尊榮、行銷自己與學校，也獲得心理

成就滿足。

在具體支持方式上，我們省思到：（1）細水長流，先從課程設計與教學

或班級經營與輔導兩層面擇一進行，不能操之過急；（2）尋找信任夥伴，擔

任善意的第三隻眼；（3）尊重、支持與鼓勵，觀課後要給老師的不是批評而

是建議；（4）透過專業對話，確實引導夥伴關照內省、自我成長；（5）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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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和教學檔案成為教師日常教學生活的一部分；（6）從計畫擬定到執行，

要重視民主參與共同討論；（7）成立教專評鑑社群目的要聚焦在教學需求、

學生學習；（8）透過教專評鑑發掘教學改進問題，結合行動研究尋找解決良

方。

在教師成長上，我們做到了以下的改變：（1）教學觀察前會談，讓自己

更清楚教學的脈絡；（2）因為加入教專評鑑，會想辦法讓教學更多元；（3）

藉由夥伴扮演第三隻眼的角色，協助自己看見優點和盲點；（4）加入教專評

鑑計畫，使教師專業成長更有系統的在校內推展；（5）藉由觀察同儕的教學

和檔案，能看見差異、反思自己，進而找到自信亮點與省思修正教學；（6）

有系統的蒐集、整理及製作教學檔案，讓自己看見在教學上的成長歷程；

（7）藉由教學觀察分享，整體提升了教師作文教學能力，榮獲新竹縣政府作

文教學抽測特優。

在學生身上，我們看到了以下的轉變：（1）因為教師改進教學技巧，學

生學習成效跟著提升；（2）教師懂得善用正向鼓勵學生，增強學生學習自

信；（3）教師學會在課堂上要做即時的教學調整或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效

果；（4）因為健體社群應用於教學上，使得學生參加體育競賽和舞獅競技都

有亮眼的成績，舞獅經常受邀表演，學生找到自信；（5）教師作文教學能力

提升後，學生作品在近一年多來投稿至國語日報等專刊有將近 20 篇獲得刊

登。

未來，「怎樣可以讓教專評鑑做得更好？」首先，要引進專業領域教師

同儕進行更深入的教學觀察，才能更明確指出教學上的盲點和缺失，以提升

教學品質；其次，持續邀請學者專家和夥伴教師到校輔導和分享經驗，減輕

行政和教師不知如何前行的壓力。第三要提供誘因，對於參與評鑑過程中表

現優良的教師要提報到縣政府敘獎，也要持續提供教師教學表現的舞臺。第

四，要整合校內承接的專案和研習活動，避免疲於奔命。第五，要簡化運作

程序，不要一次進行太多評鑑層面和規準，也要提供給教師一些參考作法有

所依循，避免造成教師壓力而心生厭煩。此與吳俊憲（2014）提出辦理教專

評鑑「三化取向：轉化簡化內化」的觀點不謀而合。

感謝前任校長當時的堅持和督促，如今回想，如果沒有當時的「一聲

雷」，就不會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一路走來竟也邁入第 6 年了。在申請辦理

103 學年度教專評鑑計畫時，現任校長曾在會議中提到：「如果大家不想繼

續申辦教專評鑑計畫，我們就停掉好了！」這或許是校長「以退為進」的策

略，但卻也讓我們省思到，現在我們擁有自主決定參加與否的機會，這次沒

有一點勉強或半推半就，最後付諸表決的結果是：「全數通過繼續參加」。如

果不是參加教專評鑑有帶來了「美好」，教師成長了、學生進步了，我想，

大家一定會舉手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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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專評鑑計畫這麼有「神效」嗎？不，它帶給教師其實是一點一滴的練

功機會，即使不參加教專評鑑也有很多管道可以幫助自己教學精進成長，但

是教專評鑑是一項有系統化的教師專業成長系統，自然可以發揮相當功效。

郭昭佑、陳美如（2014）提出「信任」是評鑑能否有意義的關鍵因素，「信

任本位」的教專評鑑是促發教師成長的機轉。吳俊憲（2013）則認為學校教

師文化氛圍是影響辦理教專評鑑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確實有助於教師同儕

間的互動交流和互助合作。過去，我們還曾疑慮教師同儕間會不會因為參加

教專評鑑而心生嫌隙，或是故意「雞蛋裡挑骨頭」？其實根本不會，過程中

我們就是因為「信任」而彼此關照教學問題、解決困境，同時也凝聚出像家

人一般的情感，成為一個相互支持關懷讓大家「共好」、「更好」的學習共同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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