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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促進素養導向教學的發展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與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從 108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由於新課綱係採「素

養導向教學」（competency-based teaching）。對於第一線的中小學教師而言，「素

養導向教學」 是一項須積極面對的專業挑戰與學習課題。對於學生而言，由於

教育的不可回溯性，「素養導向教學」勢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失敗的話，將

嚴重影響學生生活適應的能力，也將對國家的競爭力產生深遠而不利的影響。 

為了促進素養導向教學的實施與發展，本文擬從「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mentor teacher program）的角度加以探討。唯在討論此一主題之前，先略為分

別說明一下素養導向教學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意涵。 

二、素養導向教學的意涵 

「素養導向教學」或稱「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簡言之，係指為培養學生

「素養」，特別是「核心素養」所進行的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而「核心素養」

是指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下所細分的「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應變創新」、「符號運用與溝

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教育」、「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九項素養（教育部，2014）。 

葉興華（2017）指出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設計，主要有三種型態：領域的、

跨領域／科目的、以及主題式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葉氏認為在上述的三

種型態中，領域內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必須由各科目的授課教師在平日教

學中落實，份量仍最大。跨領域與主題式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則可以配合

學校的活動、彈性學習課程等，設計學校本位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而其所占

的份量相對較小。 

范信賢（2016）指出，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原則有四：(1)把知識、

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應只偏重在知識上面；(2)強調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也就是朝向學習意義的感知以及真正的理解之學習；(3)
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4)強調在學習中實踐力行，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 

張德銳、林偉人（2018）指出素養導向教學的教學策略，宜先把握有效教學

中的「清晰授課」、「多樣化教學」、「任務取向教學」、「引導學生投入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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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學習成功率」等關鍵性教學行為。然後在有效教學的基礎下，教師宜持續

學習與運用「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學」、「學思達」、「差異化

教學」、「建構式教學」、「多元智慧教學」、「問題導向學習」等等以學生學習為中

心的教學策略，來帶好每一位學生，有效地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 

另外，在學習評量上，吳璧純（2017）主張，素養係發展而來的，不是灌輸

而來的，亦即素養是要透過一次次的實際表現、反思和調整，逐步深化累加而成

的。是故在學習評量上，吳氏指出教師可以運用多元評量、表現評量、真實評量

等方式，例如實作、作品、報告、表演、紙筆測驗、學習歷程檔案等，來檢視學

生的學習表現，並給予適當的回饋。 

三、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意涵 

「教學輔導教師」（mentor teacher）是指「經由一定遴選程序選出而工作性

質異於行政人員的資深優良教師。其職責在於提供同儕在教學上有系統、有計畫

的協助、支持及輔導，進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提高整體教

育品質」（張德銳，2021，頁 4）。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係歐美先進國家自 1980 年代起一個被普遍推展的實

務，用以有效實施初任教師導入輔導並促進資深教師專業成長。國內教學輔導教

師制度自 2001 年開始引進推動後，所服務的對象除初任教師之外，亦擴及新進

教師、教學困難教師以及自願成長的教師。這些教師被泛稱為「夥伴教師」（partner 
teacher），以示和教學輔導教師共同成長的「夥伴關係」。 

張德銳（2021）指出國內之所以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

察：從夥伴教師而言，它可以協助初任教師導入輔導以及幫助教學困難教師解決

教學困境；從教學輔導教師而言，其主要目的係促進資深教師的專業發展，並提

供其薪火相傳與教師領導的管道；從學校革新與發展而言，它可以形塑同儕合作

的教師文化以及推動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唯從

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的實施經驗來說，前二方面之目的業已受到關注，但隨著國內

教育的發展趨勢，例如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行，第三方面的目的和功能之發揮

在未來宜更加以正視。 

四、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促進素養導向教學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是可以有效促進素養導向教學的，茲從教師領導、同儕輔

導、研究教師設置、教學輔導工具運用等四個角度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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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領導 

教師是教育改革的關鍵人物；沒有教師的參與和投入，教育改革是不可能成

功的，而要讓教師參與教育改革的最佳途徑之一便是讓教師承擔起領導者的責

任。諸多學者（如 Barth, 1988; Fullan& Hargreaves, 1996; Sergiovanni, 2002）分別

從教師發展、課程改革、學校變革、學校文化、教育領導等角度，論述教師領導

的重要性並開拓教師領導的研究範圍。教師領導已成為當代教育領導理論的主要

發展趨勢之一。 

教學輔導教師其實便是承擔著教師領導的任務，透過帶領初任教師、新進教

師、自願成長的教師以及教學困難的教師，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效能。

是故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宜善用教學輔導教師在教師領導的巨大潛能，也

就是說，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可以先培訓這群資深優良教師先具有素養導向

教學的能力，再由這群教師來帶領教師同儕實施素養導向教學，這樣便可以收事

半功倍之效。 

(二) 同儕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互動方式，除一對一的輔導之外，更強調同儕輔

導（peer coaching）的實施。「同儕輔導」是一種教師同儕工作在一起，形成夥伴

關係，透過共同閱讀與討論、示範教學，特別是有系統的教室觀察與回饋等方式，

來彼此學習新的教學模式或者改進既有的教學策略，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

成教學目標的歷程（張德銳，2001）。 

同儕輔導所強調的教師同儕平等互動關係是中小學教師頗能接受的，它可以

引領教師們以小組方式（原則上以同學年或同領域為主，但可以允許跨年級、領

域或跨校）共同研讀、討論素養導向教學模式或技巧，然後透過示範教學或教室

觀察與回饋，實施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落實素養導向教學。 

和同儕輔導非常近似的一個專業發展策略便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為配合十二年國教的實施，筆者建議各學校可

以鼓勵教師以組成社群的方式，由教學輔導教師承擔社群領頭羊的角色，來落實

素養導向教學的學習與實踐。 

(三) 研究教師設置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從 2001 年開始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已有近 20
年的光陰了，另自 2018 年起在教學輔導教師的基礎上，設置「研究教師」（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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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凡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二學年以上，至少輔導二位教師以上者，得申請

擔任研究教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8）。 

張德銳（2020）指出，研究教師的設置，固然有利於教學分軌以及教師生涯

進階的推動，但以教學輔導教師和研究教師來推動學校的革新與發展，進而有益

於學生的學習，才是此次制度改變所傳達的時代意義與精神。這一點從「臺北市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所揭示，各校

研究教師之職責如下：(1)針對現場教育議題進行研究，藉由長期教室觀察、教

師輔導、共同研討、調查訪談、教學輔導等過程，利用科學方法蒐集資料並評估

教育的各個面向，包括課程發展、教學創新、教育實驗、學生學習、教學方法、

教師培訓和課堂動態等，最後提出建議與發展；(2)擔任教學輔導教師召集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等教師領導角色，協助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2018）。 

為配合學校素養導向教學的推動，臺北市研究教師這幾年的研究主題也多與

素養導向有關。以 109 學年度研究教師的研究計畫為例，建國中學曾慶玲老師的

研究題目係：「建中校訂必修『專題寫作與表達』檔案評量之發展」；南湖高中賴

宛瑜教師的研究題目係：「校園公共藝術與美感素養關係研究」；木柵高工張素靜

教師的研究題目係：「國語文『探究式教學與素養導向評量』課程模組設計之探

究」；南港高中邱健銘教師的研究題目係：「學習歷程檔案的教學與實作」（臺北

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2020）。 

(四) 教學輔導工具運用 

教學輔導教師在實施教學輔導時，主要的工具有三，即教學觀察與回饋、教

學檔案製作與分享、教學行動研究。茲說明這三者與素養導向教學的關係。 

1. 教學觀察與回饋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教育部，2014，頁34）： 

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

位教師每學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

回饋。 

由此可見，課室的教學觀察與回饋行將成為中小學教師教學現場的常態，如

何善用教學觀察與回饋這一個利器而有益於素養導向教學的施行與發展，是學校

與教學輔導教師可以用心規劃與執行的（張德銳、林偉人，201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3），頁 56-61 

 

素養評量的推動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60 頁 

2. 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 

教學檔案的製作與分享，也是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在素養導向教學的成

長利器之一，這是因為「凡是走過的必應留下足跡」，而教學檔案最能代表教師

在教學現場實踐素養導向教學的完整歷程。透過教學檔案製作，教師可以反思自

己在素養導向教學的過程與結果；經由教學檔案的交流與分享，教師可以傳承素

養導向教學的經驗，建構素養導向教學的集體智慧（張德銳、林偉人，2018）。 

3. 教學行動研究 

此外，行動研究亦可以是素養導向教學專業成長的利器之一。教學輔導教師

與研究教師經培訓後，多具有行動研究的能力，是故學校可以鼓勵教學輔導教師

與研究教師帶領教師同儕，善用行動研究工具，一方面解決素養導向教學的實施

問題，另方面做為解決問題後，個人及集體教學實務智慧的建構（張德銳、林偉

人，2018）。 

五、結語 

教育部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發揚師道、百年樹人》中，明白宣示

要「建構中央—地方—學校三級教學輔導體制」（教育部，2012，頁 90）： 

建立學校內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落實中央與縣市國教輔導團運作，增加三

級輔導諮詢教師的減授時數，加強橫向統整以及縱向連結學校教學輔導制

度，邁向三級輔導諮詢教師的法制化與專職化，以建構從中央到地方到學校

的三級課程與教學輔導網絡，成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這個三級教學輔導體制，係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很可惜

的，教育部及各界教育人士對於這個體制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這個環節迄

今仍在失落中。如何善用這個體制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及如何善用教學輔導

教師這個制度來促進素養導向教學的發展，是國人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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