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主題 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出版

月
刊

Ta i w a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v i e w Monthly

2024年6月

第13卷 第6期

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資本，我國在2000年實施九年一貫後，本土語

文在國小成為正式課程，國中則採選修方式。至2018年通過「國家語言發

展法」並將本土語文列為國中與高中的部定課程後，已明顯對國高中課程

產生重大影響，因自111學年起國中生七、八年級學生每週有一節必修本

土語文課程，高中生則是安排必修兩學分來實施。產生的問題包含：學校

行政增加許多課程安排的負擔，如何解決？本土語文教學的教師師資是否

足夠，即便教育部已增加本土語文師資培訓，但教學專業化如何兼顧？會

不會對彈性學習課程或雙語國家政策造成衝突和排擠？如何加強差異化教

學與沉浸式教學，以減少學生文化背景的差距？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冀針對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現況進行分析和檢

討，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雖然此一評論主題的論述範圍

的焦點在於國中和高中階段，也廣納小學本土語文之實施進行教育評論。

　　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8篇，議題相當多

元，包含課程與教學實施問題及省思、本土語文課程與在地化教育發展、

實施差異化教學策略、客語文AI系統發展與應用等，也進一步針砭本土語

文實施之師資人力補充、教學專長培訓機制、實施現況與問題檢討，並提

出具體建議。此外，自由評論收錄19篇，專題評論收錄2篇，每一篇都值

得深讀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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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資本，我國在 2000 年實施九年一貫後，本土語文在國小成為正式

課程，國中則採選修方式。至 2018 年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將本土語文列為國中與高中

的部定課程後，已明顯對國高中課程產生重大影響，這是因為自 111 學年起國中生七、八年級

學生每週有一節必修本土語文課程，高中生則是安排必修兩學分來實施。產生的問題包含：學

校行政增加許多課程安排的負擔，如何解決？本土語文教學的教師師資是否足夠，即便教育部

已增加本土語文師資培訓，但教學專業化如何兼顧？會不會對彈性學習課程或雙語國家政策造

成衝突和排擠？如何加強差異化教學與沉浸式教學，以減少學生文化背景的差距？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冀針對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現況進行分析和檢討，提出未來可以改

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雖然此一評論主題的論述範圍的焦點在於國中和高中階段，也廣納小學

本土語文之實施進行教育評論。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 8 篇，

議題相當多元，包含課程與教學實施問題及省思、本土語文課程與在地化教育發展、實施差異

化教學策略、客語文 AI 系統發展與應用等，也進一步針砭本土語文實施之師資人力補充、教

學專長培訓機制、實施現況與問題檢討，並提出具體建議。此外，「自由評論」收錄 19 篇，

「專題評論」收錄 2 篇，每一篇都值得深讀及推廣。 

本期收錄的所有文章均符合本刊教育評論宗旨，議題多元且析論觀點透徹，能從不同面向

針砭教育問題並加以探析，然後提出精闢的見解與評論。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

本刊物的支持，對於審稿者、執行編輯林怡君、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付出，在此也一併

致謝，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本期方能順利完成。 

第十三卷第六期輪值主編 

 

吳俊憲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第七屆理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吳錦惠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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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問題分析與活化教學 
吳俊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博雅教育中心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第七屆理事 

 

一、前言 

語言是人們溝通的工具，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資本，具有傳遞族群文化和價

值認同的功能。對於某些族群來說，語言也可做為族群辨識的符號標記。教育部

在 2000 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在課程綱要中將本土語文納入國小階段的正式

課程，國中則採選修課程方式。2019 年 1 月 9 日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1

條揭櫫立法之目的在於：「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

復振及發展，特制定本法。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外，依本法之規定。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

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因此，本土語文小學階段推動將近 20 年後，自此也正式列為國中與高中的

部定正式課程。只是如此一來，也對國中、高中的課程結構和教學現場產生許多

影響，例如自 111 學年度起國中生每週安排一節本土語文必修課程，高中生則是

安排必修 2 學分來實施，產生的問題包含：學校行政增加許多課務安排的負擔，

如何解決？本土語文教學的師資是否足夠，即便教育部已增加本土語文師資培

訓，但教學專業如何兼顧？會不會對彈性學習課程或雙語國家政策造成衝突和排

擠？如何加強差異化教學與沉浸式教學，以減少學生文化背景的差距？ 

本文針對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現況進行問題分析，其次針對制度問題與活

化教學提出精進策略。 

二、實施現況及問題分析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2021 年教育部修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在國中和高中教育階段調整課程結構，國中七、八年級的學生每週必

修一節本土語文課程，高一學生則必修 2 學分本土語文課程。本土語文類別包含

閩南語、閩東語、客家語及各原住民族語，希冀透過學習本土語文來增進認識相

應的語言與文化，進而培養出文化覺察、文化回應及文化同理的觀念，以實現社

會共好的理念（教育部，2021）。 

面對這項法令政策的轉變，教育部首要之務乃先致力於盤點、整備及培訓所

需師資人力的機制；其次是課程支持與教材開發。推動過程中，也面臨許多問題，

需要尋繹解決之道（王燕萍 2023；蔡昊宸，2021；羅玉君，2021；教育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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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資人力方面的問題 

1. 鼓勵學校薦送正式教師參與培訓並取得認證，以穩定校內教授本土語文的師

資人力。目前新增獎勵機制是全額補助教師參加本土語言中高級認證報名費，

有條件補助學校本土語課程之材料費，以及針對現職教師跨校支援教學者提

高補助交通費。只是，這樣就可以提升教師參與培訓和教授本土語文的意願

嗎？提供哪些實質奬勵才能成為最佳誘因呢？ 

2. 現行本土語文教學的師資是以教學支援人員為主（以下簡稱教支人員）、正式

教師為輔，為了補足政策實施後的師資人力短缺問題，縣市政府推動區域教

支人員進行跨校媒合，以及同步進行直播共學開課。但是，各校有班級規模、

開課需求預估等差異性的考量，如何預估需求？如何有效開課、排課?課程填

報系統、請假調課、鐘點及保險費申請核銷等，都造成學校行政人員的負擔。

其次，直播共學的線上教學，可能面臨學習成效不彰的問題；第三，教支人

員面對國中生和高中生，課堂上不是只有教授語言而已，可能還有班級經營

和行為輔導等問題要處理，容易阻礙教學。 

3. 同步辦理職前與在職併行方式培訓師資，包含開設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並增設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持續辦理國中、高中現職教師閩、客語認證培訓

輔導，並參加閩、客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同時，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高中以下

本土語文教支人員培訓課程，培養跨教育學習階段教支人員，並進行國中、

高中班級經營培訓。以上的立意雖佳、方法雖好，但是考量投資報酬率後是

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又有多少人願意花時間實際投入培訓和認證呢？ 

(二) 課程教材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1. 學校囿於經費拮据，開班授課經常要顧慮修習人數考量，因此教育部取消成

班之人數限制，並提供額外需要的相關經費支持。教材研發規劃方面，教育

部於 110 學年度成立「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已著手進行學習教材及教師

手冊編寫，以及相關教材進行數位化。 

2. 國高中教育階段，學生的課業壓力原本就很大，現在增加本土語文課程，其

實也會加重國高中生的學習負擔，更甚者，反而容易令學生失去學習興趣。 

三、制度問題與活化教學的精進策略 

(一) 制度面的精進策略 

1. 師資人力來源應持續補足：政府和學校要提出實質奬勵，吸引職前師資生和

正式教師願意參與培訓、修習學分、參加認證，並實際投入本土語文教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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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次，須擴大招募及培訓教支人員的數量，並提供符合教學需求的回流

教育或增能研習課程。 

2. 110 學年度成立「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中心任務為協助辦理高級中等學

校本土語文課程與教學。檢視該中心目前建置的資料，設置各區域前導學校，

辦理優良教案甄選，提供教學示例分享和電子報；相關資源包含年度研討會

成果、線上資源、圖書繪本推薦及直播共學節目等。另外，也有辦理教師教

學增能研習，以提升本土語文教學應用能力，藉以強化本土語文教學效能和

學習成效，如表 1。由此可知，新成立的中心規劃和執行了相當多工作，未來

除了持續開發及累積教案、教學示例（含影音）外，可著重於推廣及應用工

作，才不會讓這些本土語文教學寶庫束之高閣。其次，教學增能課程可分階

段（如初、進階）進行，課程主題可著重於教材教法，如活化教學、有效教

學、差異化教學、探究教學、素養導向教學、數位教學等；或是增加班級經

營技巧、學生問題解決與輔導、師生衝突與處理、情緒管理、輔導知能、人

際溝通等。第三，未來也可蒐集學生多元學習的資源和成果。 

表 1 本土語文之教學增能研習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時數 

閩南語文課綱解析 

簡介 12 年國教閩南語文課程綱要的重要內涵，包含

說明核心素養內涵、學習重點，以及課程規劃之注

意事項。 

3 

閩南語文學習評量 
認識閩南語文學習評量的概念與方式，並透過實際

操作，瞭解運用技巧與時機。 
3 

閩南語文教學及 

媒材選擇與運用 

認識閩南語文各種常見的教學媒材，並透過實際應

用，瞭解運用技巧與時機。 
3 

議題（性平）融入 
介紹議題（性平）融入閩南語文教學內涵、課程設

計策略，並分享教學示例。 
3 

閩南語文教案撰寫 

介紹素養導向的閩南語文教學活動設計，以及教案

撰寫技巧，並於課堂中進行活動設計和教案撰寫練

習。 

3 

閩南語文教學示範 
透過教學示範與共同議課，瞭解如何經營閩南語文

課程。 
3 

資料來源：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2024）。取自 https://cirn.moe.edu.tw/WebNews/details.aspx?sid=1195&mid=13150&nid= 

3734&mode=cirn&ext=0&wid=0 

(二) 活化教學的精進策略 

1. 語言的學習包含聽、說、讀、寫，由國小、國中到高中階段可採螺旋式課程

設計，課程不能侷限於書寫及拼音音標，內容須逐漸加深加廣。此外，教學

和評量須導向沉浸型式，營造生活化的學習情境，並強調生活應用。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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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別，可由遊戲化到多元探究，藉以引發學習興趣、引導自主學習，也同

時達到文化傳承、保存和認同之效果。 

2. 到了國高中階段，一則學生本土語文程度差異大，另則學生已逐漸發展出自

主學習能力，為回應學生的差異化需求，可鼓勵教師在課堂中實施差異化教

學，包含教材差異化、教法差異化、評量差異化、分組差異化等；其次，可

實施多元活化教學及多元評量，例如角色扮演法、分組合作學習法、探究教

學法、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以引發學習興趣並提升學習成效。 

3. 因應當前大力推動的科技化輔助自主學習（生生用平板）政策，加上現今有

許多數位學習平台或網路資源，未來可鼓勵教師結合平板教學，可提升學習

動機和興趣，也增進自主學習效果。這需要鼓勵教師參與數位教學增能研習，

或是成立專業學習社群進行課程共備及觀議課。 

4. 學校可在校訂課程中採跨域設計，整合文化、歷史、地理、自然、文學、藝

術等知識內涵；或是在領域課程中實施本土語教學，例如社會領域、綜合領

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等，以增加師生使用本土語文的機會。到了國高中階段，

也可結合探究與實作進行深度學習，例如指導學生寫故事劇本，然後用本土

語演出；或是指導學生蒐集、整理資料，並使用本土語文進行導覽解說；或

是採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化的主題，進行戲劇教學、角色扮演及

社區文史走讀等。 

5. 除正式課程外，非正式和潛在課程也要重視。例如國小暑期實施的夏日樂學

計畫，就是透過辦理營隊活動，結合本土語文教學，讓學生一邊學習語言，

也一邊體驗族群特有的文化生活。也可進行校園或班級情境佈置和辦理語文

競賽，或是鼓勵家長或祖父母陪著學生一起聽、說、讀、寫本土語文，同時

也能增進親子或祖孫互動關係。 

四、結語 

本文針對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現況進行問題分析，發覺當前面臨師資人力

短缺、課程支持不足、教材開發量少、學校行政負擔大、學生學習動機低等許多

問題。政府雖致力於盤點、整備及培訓師資人力，多方提供經費補助，並成立本

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但未來仍需中央、縣市及學校從制度面共謀解決問題的具

體策略。其次，本文認為尤須重視課堂實踐與精進教學，可推動活化教學、有效

教學及差異化教學等策略，一方面增進教師教學能力，另方面也提升學習興趣和

成效，讓學生願學、樂學並能應用於生活中，同時也能深入瞭解族群文化生活，

進而發展出本土意識和在地關懷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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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課程與在地化教育發展： 

以客委會客語融入 12 年國教校訂課程優選教案為例 
林香吟 

高雄市中山高中校長 

黃琇苓 

苗栗縣苗栗高中主任 

 

一、前言 

教育部於民國 103 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明訂學校

正式課程依性質區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二大類，「部定課程」由國

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校訂課程」則

由學校因應所在地及學生屬性進行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

展（教育部，2014）。其所在地概念除了地點符號之外，還具有「文化地理」的

概念，即當地宗教、藝術、儀式、節慶、文學、產業、公民責任等知識、技能、

態度所交織而成在地的地方系統（Yemini et al., 2023）。 

而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文化的載體。就文化平權的角度而言，臺

灣各族群語言均應受到同樣的保障，隨著國際人權理念對語言文化權的重視，語

言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日益受到關注。Howley et al.（2011）指出，在地化教育強調

地方具有「生物和文化多樣性」特徵，教師使用在地文化特有的素材，在課程中

進行語言、藝術或其他學科概念的教學過程，促使學生從環境與社會正義意識等，

對於複雜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的教育，能使學生形成不同的信息假設，通過在地

層面理解全球永續議題，並具有同理心以創造更加人性化的社會。 

二、本土語教育政策及作法 

有鑑於國內本土語言/臺灣手語所面臨的傳承危機，政府於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制定公布《國家語言發展法》，以多元、平等、保存、發展之理念，支持語言

復振與傳承。以下就教育部、行政院客委會對於本土語課程規劃、推廣發展基本

資料解說： 

(一) 教育部：部定課程領域學習、彈性學習、加深加廣 

在國民基本教育層級，將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列為各教育階段之部定課程，

以保障學生持續修習本土語文/臺灣手語之機會。其中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部定必修 2 學分，以第一學年開設為原則，亦可於其他年級

實施。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加深加廣口語表達與溝通、語文專題研究選修 4 學

分；技術型、綜合型與單科型等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可依據學生需求與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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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及特色，參照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得於部定必修課程修習完畢後，於校訂課程開設本土語選修課程。 

由部定課程規範可看出，政府對與本土語課程的重視，從語言領域學習必修

課程，也鼓勵擴展到其他跨領域結合，甚至到彈性學習課程、加深加廣課程的推

廣。Granit-Dgani（2021）指在地化教育的學習框架有:在地方學習、地方研究、

從地方學習、為地方而學習。政府希冀透過本土語學習，能夠啟發學子對在地的

興趣，培養主動探索、熱愛及主動學習的態度；培養聽說讀寫能力，使期能靈活

運用於思考，表達情意；進一步擴充生活經驗，應用所學於生涯發展，關懷在地

多元文化，培養語言復興的意識；最後透過本土語學習，與人互動、關懷別人，

尊重各族群語文和文化，發展 108 課綱多元文化及國際理解之核心素養。 

(二) 行政院客委會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於 108 學年度實施，行政院客委會於

107 學年度辦理「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計畫，並整合原已在教育現場

推動得「客語生活學校」、「沉浸式客語教學」、與「客家藝文競賽」計畫，引導

學校於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依學生學習需求，結合在地客庄特色，發展學生核心

素養及落實學生客語學習。Smith（2002）表示，教師將社區經驗與現象作為課程

設計的基礎，引導學生透過在地學習以檢查各種抽象的知識模組，並克服學生對

於教室內與實際生活所需知識的隔閡。在地化教育讓學生理解自我與社區他人生

活的依存關係，提供學生利用社區代間文化等多元資源，探索社區地理、生態、

人文、社會、產業和政治等知識的機會。 

1. 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 

客委會認為客語結合校訂課程，透過文史走讀尋根、文化生活體驗、文創美

感設計、文學在地創作等方式，有效整合跨領域的學習重點，以發展學生的核心

素養，增進學生之學習的質與量，提升學生學習客語的動機及品質，進而增強親

師生對客語之認同及使用能力與意願，促進客家語言的推動與復甦，最後發展系

統性客語校訂課程、提升模組化客語教學實踐，完成以客語為基底，文化共榮的

核心素養之終極目標。最後亦將能促進校本特色課程的整體規劃與發展。 

2. 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 

「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旨在強化師親生對客語之認同，引導同儕間以客

語對話並協助各級學校、幼兒園營造自然講客之校園環境，期學生能自然說客語

並讓說客語之習慣由小而大發酵至家庭、社區及公共領域場，讓客語成為生活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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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語沉浸式教學實施計畫 

為落實客語向下扎根，提升學童接觸客語之頻率，創造師生以客語互動的機

會，營造客語學習環境，推動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辦理客語沉浸式教學，提升

本土語教學（客語教學）之成效，並建構客語沉浸式教學模式，增進客語教學及

運用能力。 

4. 客語藝文競賽 

本計畫透過客語歌唱、口說藝術或戲劇的表演方式，保存並傳達客家文化豐

富之內涵，闡揚客家文化，推動本土語言教學，除了提供觀摩機會，讓參賽者得

以發揮所長並促進交流，發揚客家語言及文化之美，也希望增進師、親、生對客

家文化之認同。 

地方是人們感知並建立自然和文化環境連結的地點，描述該感知連結的結構

則稱之為「地方感」。Semken & Freeman（2008）認為，增強地方感是有效評估

在地化教育的學習成效。McInerney et al.（2011）指出，在地化教育不僅對於提

高學業成績有益，且能引導學生與社區建立牢固的連結，讓學生從在地自然環境

的探究與欣賞，增強形成正向積極、為社會貢獻的公民承諾；此外更珍貴的是，

當地通過在學校課程及學習活動的積極參與，社區公民及組織的活力和環境品質

都能得到改善。行政院客委會藉由以上四個計畫，旨在多元推動社區學生從小開

始扎根培養學生說客家話的能力，建立自然講客之校園環境，與社區資源結合擴

展客家話使用的機會，促成說客家的意願，進而增進客語教學及運用能力，以客

語歌唱、口說藝術或戲劇的表演方式，保存並傳達客家文化豐富之內涵。其中客

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更透過多樣化文史走讀尋根、文化生活體

驗、文創美感設計、文學在地創作等客語課程教學模組的設計，從整學年系統性

的課程深化客家語文化區的地方感。 

三、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特優教案分析 

行政院客委會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從 108 年起辦理教案

比賽，提供申辦學校檢視實施成效與分享交流的機會，達成典範觀摩的學習效果

遴選優良課程教學方案；迄今五年特優教案共有 40 件（107 學年度年 6 件，108

年 10 件，109 學年度 8 件，110 學年度 9 件，111 學年度 8 件），以下就獲獎區

域、教育年段、課程內容分析。 

(一) 區域 

以縣市累計得獎分析，苗栗縣 14 件，高雄 9 件，新北市 8 件，桃園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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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彰化 2 件，花蓮 1 件。得獎學校所在縣市多主要集中於桃竹苗地區，符合

客家重點地區，聚焦在北臺灣，尤其是苗栗區得獎教案高達 14 件，其次高雄區

獲獎的多在美濃、六堆區域，多為客家人居住聚落，客語重點發展區域。 

 
圖 1 縣市累計得獎次數圖 

(二) 教育年段 

客語融入校訂課程申請為國小、國中、高中，五年來得獎教案，集中於國小

得獎數最多，高達 32 件，其次國中 6 件，最後為高中 3 件。高中職件數偏少的

原因在其本土語課程在國家語言法頒布前，各校幾乎未曾實施，111 學年開始實

施本土語必修課程後，各校急於尋找師資，112 學年高中現場仍以教支人員授課

為多數，教支人員對高中教學現場不熟悉且因與校內教師互動缺乏，大都以語言

教學為主，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模式顯得吃力；因此參與本計畫的高中職並

不多；如何進一步推廣、拓展，在本土語師資逐漸穩定後，113 學年如何增加高

中職的參與已是該計畫的重要目標。 

進一步統計得獎學校，每個學校參與計畫的年份不同，本表僅就年度得獎統

計，期中可以看到連續五年參與計畫且獲得五次特優的學校為南湖國小、秀山國

小，逐步的發展出學校本位課程特色，南湖國小更榮獲 112 年教學卓越獎金質

獎。 

 
圖 2 客語融入校定課程特優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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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設計發展類 

就各校特優教案分析，整體課程有四大趨勢：脈絡化、素養化、在地化、多

元性，特優教案學校的課程設計，不僅僅是一年發展，而是逐步發展成六年、三

年的結構脈絡課程；若只是單純學習語言，並未了解其文化背景，便失去本土語

言開設之意義（王燕苹，2023）。課程內容結合學生生活與跨學科學習，植物、

藍染、食物等，也結合在地走讀，挖掘在地客家特色，發展客家文創美感，從靜

態剪紙到動態戲劇、合唱，更有些學校結合數位資源，進行報導、剪輯，整體課

程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連結社區資源，更部分課程與國際教育、數位學習結合，

擴展了客語融入校訂課程，客語於生活應用的可能性。 

         
圖 3 課程設計趨勢：賦予新意/嶄新出發 

四、結語 

本土語文不光是學習一種語言，它更是蘊含本土文化、歷史、自然、地理、

文學、藝術等在地的文化內涵（蔡昊宸，2021）。在地化教育透過課程引導學生

從在地學習跨文化能力，重要核心概念在於自然與文化感知連結的地方感，學生

在本國學習環境中，藉由多元方式學習跨文化理解/覺察的能力，如此有助於學

生發展國際化、全球化及跨文化理解溝通的能力（王湘月，2019）。高中本土語

課程的實施，借鏡行政院客委會客語融入 12 年國教課綱校訂課程計畫的經驗，

本土語學習應從語言地方感開始，教案設計透過文史走讀尋根、文化生活體驗、

文創美感設計、文學在地創作等有效整合跨領域的學習重點，提升學生學習本土

語的動機及品質，最後發展系統性本土語校訂課程、提升模組化本土語教學實踐，

將學習目標提升到國際教育、數位教育等不同議題，最後促進將本土語課程發展

為在地化校本特色課程。 

•秀山、龍肚、龍山、僑育、南湖

1.脈絡化：點－線－面－→

•植物、食物（辦桌）、藍染

2.素養化：生活

•客家獅、剪紙、伯公、生態

3.在地化：尋找特色→創造特色

•戲劇、走讀、音樂會

4.多元化：

主題：
文學

議題：
食農

國際：
SDGs

數位：
數位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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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教學進行曲：探究國高中本土語教學現況及建議 
林玉芬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臺中市惠文高中特教組長 

舒富男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臺中市立人國中校長 

 

一、前言 

語言是人類寶貴文化資產，含有族群獨特而豐富的生活、人文、歷史、自然等

資訊及經驗智慧，承載著一個民族之記憶和圖像，亦包含族群心智互動結晶。（吳

俊憲，2014）。臺灣是一個充滿多元化的社會型態，又各族群多有專屬的語言，作

為表徵族群獨特性的母語，並以之聯繫族群的情感，形塑族群的歸屬與認同，這樣

的多元化風貌，讓臺灣社會不僅呈現多元思考的特質，也展現蓬勃的生命力量（黃

建銘，2011）。惟因過去歷史影響了各族群語言的自然發展，導致諸多本土族群語

言面臨消逝危機，如原住民族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嚴重流失

及瀕危，連較為通用的臺語也發生嚴重世代斷層，有關語言文化之保存與傳承工作

實刻不容緩（行政院，2019）。 

因此，政府於 2019年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本土語文列為各教育階段部定

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開始實施新課綱後 3年（即新的 111學年度）施行。至今已實施一年多，有許

多實施教學現況的議題仍待研討。 

二、學校現況及問題 

自 111學年度起，國中 7年級、8年級學生每周必修 1節本土語課，高中生則

必修 2學分，以第一學年開設為原則，也可於其他年級實施。而 111學年度及 112

學年度就學的國高中的學生，不管是高中生在中斷了至少三年的本土語言課程之

後，要再重新接受本土語的教學；又或者是國中生雖然是銜接國小的本土語課程，

似可順利進行未來國中兩年的課程，但是學生們都要在新課綱沈重的教學中及校

內或有第二外語課程、雙語教育等多面夾擊的情況下進行本土語言學習。在本土語

的教學現場上，常遇到的困境如下： 

(一) 教材選擇未能完全符合學習需求 

目前民間版本的課本內容常令學生困惑，也讓教學現場的老師困擾（吳冠緯等

人，2023）。而搭配授課內容，老師大多會額外另找補充教材，例如；在課堂上讓

學生們觀看本土語言的電視劇，以學習劇情和對白，如：《戲說臺灣》等，但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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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節與明清時期故事、民間傳說與現代生活相去甚遠，限制了學生對臺語的歷

史認識（蘇凰蘭，2023）。 

(二) 學生學習心態有待導正 

學生使用的語言與其生長及學習環境習習相關。語言的本質在於牽扯其中複

雜的認同與集體記憶，當一個族群對自己的語言沒有認同、沒有記憶，他們怎麼會

願意去學習（蘇凰蘭，2023）？加上本土語言並非考試學科、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

學生對於考科的準備會優先於本土語言的學習，更是讓本土語言的學習雪上加霜。 

(三) 師資來源有待補充 

本土語師資不足、師資專業度不足（王燕苹，2023），政府規劃研習及認證制

度協助養成師資及增能，加上直播共學、鐘點費挹注等措施目前或許稍稍緩解師資

不足問題，但來自各語群教學的師資雖同校，卻很難有共同的時間對話、建立共識、

教材共備及辦理活動，也没有共同的評量標準，這對成績核算、繁星作業的衝繫勢

必出現。 

(四) 課程跨域及生活融入尚待推進 

本土語在加入必選課程後，普遍被視為「額外」加入的學科，未能普遍被視為

生活中可以融入活用的在地語言課程，在課程教學的就地取材及應用走讀還有很

大的空間可以拓展。 

三、建議策略 

(一) 鼓勵創意、落實適性 

教材編輯可以請教學現場的老師協助，蒐集學生的意見，建立符合學生需求，

並鼓勵創意，將在地及流行因素融合，如：地方特色、流行歌曲及動畫等，在原來

的課本內容中重新規劃單元，新增選讀文章，以利教師彈性運用。政府或民間團體

可以開發更多以本土語製作且具有高品質的影音作品，以影響孩子對本土語言的

使用和認知。 

(二) 上行下效、提高認同 

本土語言不僅僅只是一個學科而已，雖然只有一節課，藉由部定的課程，語言

環境要長期且持續地建置。在學校、家裡及社區裡，結合教學及活動，我們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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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族群的記憶與認同。要提升母語的重要性，需要教師和家長共同啟發孩童的語言

意識，增強他們學習本土語的意願。 

(三) 師資整合、群策群力 

可建立數位學校教師社群或跨校數位學校教師社群，鼓勵教師搭配四學模式，

建立共識及增能。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提供更多元的本土語第二專長培訓班

隊及跨域融入增能研習，增加更多型態的本土語師資及專長，有助於本土語各面向

的推進，也能解決因師資不足單一教師同時排課的困難。 

四、結語 

自 2001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綱起，小學生正式接受本土語言教育，一直到 2021

年，本土語教學發展已經走了 20年。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可以透過完備相關

法制基礎，並將本土語文列為各教育階段部定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如此可以培育更充足的師資、鼓勵創意、跨域融入在地元素、增進師生

認同，積極改善母語消逝或斷層危機，讓每一位國民都能更有自信、尊嚴地使用自

己的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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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不土，在地國際：國中本土語文課程實施探討 
葉玫君 

高雄市國昌國民中學教師兼教務主任 

 

一、前言 

臺灣僅 3 萬 6 千平方公里，卻有近 50 種本土語言，這不僅是臺灣多元文化

的瑰寶，亦是臺灣各族群重要的文化資產。一個國家對於多元文化的落實在於向

下扎根的重視，深遠的影響會體現在維護文化多樣性和促進社會和諧上，並提升

個體文化認知與認同能力，以及對國家整體多元文化形象的雕刻與未來的傳承。 

在 2018 年底，《國家語言發展法》三讀通過，修法通過後，自 111 學年開始，

本土語納入國高中成為部定必修課，以期促進語言的保存、傳承和再生。然而對

於學校與國中現場老師而言充滿著陌生與焦慮，家長亦對於選擇本土語言部分有

錯誤的解讀，以為是才藝課，或是多語言選修的概念，在 111 學年整備之初，讓

學校在校本課程的規劃上重新取捨、在排配課上面臨比以往更為困難的班群排

課，由於筆者服務於國中階段，針對國中本土語文課程實施探討如下。 

二、教學人員不足，排課困難 

111 學年度尚未有取得本土語第二專長師資，本市教育局為此在 110 年即規

畫了閩南語初階、中階跟進階課程來輔導現場教師取得閩南語中高級認證考試，

同時也提升教育現場有心教授閩南語教師的相關知能，但通過中高級認證的教師

中包括平常就有在使用閩南語的「臺語人」跟平常沒有在使用閩南語的「華語使

用者」，其中的差別是即便已經通過閩南語中高級認證，但在口說上卻是極度沒

有信心，導致雖取得中高級認證卻抗拒教授閩南語課程。另一個情況是，因為學

生自由選擇修習的本土語，會有同一班同一節課有修習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

族語、臺灣手語與新住民語等的情形，有一些語言別師資聘請不易；或是能配合

的時間有限，因此同一節課會需要更多的閩南語師資方能排課，所以學校要鼓勵

更多的老師取得本土語語言認證，才能稍稍緩解排課上的窘迫。 

在政策逐年要求下，116 學年度任教閩南語的教師需為得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專長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這不僅增加了閩南語師資不足的壓力，對學校而言也

增加了教師聘用的負擔，未來可能導致短期內合格師資供不應求的情況，在整體

排課上也會增加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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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共備社群，降低課程焦慮 

筆者服務的學校屬於大型學校，也因此須配合本土語-閩南語課程排課的教

師數也較多，111 學年度閩南語入部定課程，任教閩南語的教師尚在摸不著頭緒

下，就著唯一版本的教科書，透過社群的運作開始共備課程，利用社群的經費規

畫每月一次的共備課程，外聘具有豐富閩南語教學經驗的老師提供策略與教材教

法，從一開始給方向、提供教學策略等，在第 3 次共備中即發現，老師們開始分

享各自上課的技巧、有使用那些媒材、網路影片資源增加趣味等，焦慮感明顯降

低，取而代之的是開始著手申請輔導學生參加語言認證的社群，也看到推廣本土

語的能量正在橫向擴散，學校通過客語中高級的老師們，開始主動的邀請並訓練

學生參加客語的相關比賽。 

四、學生學習動機低落，改善語言方式 

學生延續國小本土語的學習上到國中，很多都是維持原來國小修習的語言

別，在課堂上會看到不同的學生學習樣態，臺語人的學生聽、說都沒問題，但遇

到羅馬拼音或漢字書寫就呈現放棄，有的是家裡堅持不說閩南語只說國語，從頭

到尾抱持旁觀者心態，更有些是覺得這不是會考考科，也就不會付出較多的學習

心力，儘管在課堂上老師們總是鼓勵再鼓勵，不想要學生將母語當成外來語般的

抗拒，但仍會有班級學習風氣的落差，其中有一部原因是家庭中本土語使用的機

會少很多甚至沒有在用本土語，學生語言沉浸的環境消失了，遂加大學習本土語

的困難。 

另一個筆者觀察到的現象，是學生在國小時期的本土語學習歷程，讓孩子產

生了「厭惡」的情緒，造成了學生在國小須完成的學習內容是支離割裂的，升上

國中除了延續對本土語的情緒外，並沒有達到原本該有的能力，因此需透過更多

活動式的語言學習策略，才能激起學生多一些的學習動機。  

五、輔以沉浸式本土語學習，提升熟悉度 

國中本土語入部定課程並不等於這些臺灣珍貴的本土文化就能一路安心的

延續下去，因為從民國 91 年起便推動小學本土語言課程，而至今卻成效不彰就

可得知，沒有開口說的環境是其中的關鍵，而宥於國中課程架構，維持本土語課

程一週一節的情況下，學校可以透過申請沉浸式本土語計畫，除了增加學生與本

土語的接觸外，也讓本土語與其他學科的結合，降低學生的抗拒進行沉浸學習。 

學校在硬體環境與相關標語的建置上，亦可將本土語文置入，形塑多語言學

習的情境，使用看久了就記起來了策略，有機會就營造現今社會互動中的本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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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學校大型活動中融入本土語闖關活動，潛移默化的改善學生對學習本土語

文的思維模式，這同時也是在落實國家語言之間的平等精神，透過學校的本土語

文學習，實現語言多樣性的永續發展。 

六、結語 

臺灣的本土語言有許多已經瀕臨衰微，急需儘速復振，然而本土語文實際實

施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卻不容忽視，由於筆者是道地的臺語人，成長的過程經歷

政府推行「國語運動」的年代，在那個沒有漢字建構閩南語文，母語的學習是透

過家裡日常的使用，因此筆者能用流利的閩南語交談，然而學習本土語不僅僅只

是會開口說而已，困難的是，學生常常是會講但卻不會拼音與文字，長此以往語

言的消失會日益嚴重，透過學習本土語的拼音與文字，才能將這些日漸消失的語

言繼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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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本土語教學實施現況與反思 
陳春男 

新北市中和國中校長 
 

一、前言 

《國家語言發展法》於 2018 年 12月 25 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為中華民

國語言政策的法源依據，各項語文教育因而規劃和修訂。並在 2019年 1月 9日，

總統蔡英文簽署華總－義字第 10800003831 號總統令公布此法（國家語言發展

法，2019）。而根據行政院網站公告，國家語言發展法訂定的目的，在於改善語

言斷層危機、尊重多元文化發展，立意良善。 

臺灣為多元語言文化國家，目前，在臺灣使用的語言，如閩南語（現行課綱

使用之名稱）是僅次於國語使用率和人數最多的語言，分為南部腔、北部腔、內

埔腔，海口腔 4大腔調；客語亦有通行之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與詔

安腔等 5 種腔調（另有主張四縣腔宜細分南四縣腔、北四縣腔，而成為 6 種腔

調）；原住民族更有阿美族、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邵族、排灣族、

魯凱族、卑南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噶瑪蘭族、雅美族（達悟

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 16族 42種語言別。 

其中，《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9 條第二項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

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第 18 條本法除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於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

實施後三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可想而知，若要在現行公立國中小推行本土語教學，事先的規劃與配套措施，

需要審慎的因應師資安排與排配課問題解決，才能順利推動。 

二、課綱修訂 

全國高中以下學校於 108年 8月 1日起實施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將學校課

程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因學習階段不同，依相關規定訂定「校訂

課程」，並有其規範及限制。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公布施行，教育部於 110 年 3 月 15 日完成《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修正，自 111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國民基本教

育各階段相關規範修正如下： 

1. 國小：除原已將本土語文課程納入部定課程外，亦將臺灣手語課程納入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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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每週一節課。 

2. 國中：將本土語文/臺灣手語課程列入七、八年級部定課程，每週一節課。於

九年級列為彈性學習課程之選修，由學校調查學生學習意願後開課；另為保

障原住民籍學生學習權益，學校應於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開設原住民族語文

課程至少每週 1節。 

3. 高級中等學校：列入部定必修 2學分，學生得依語言學習意願擇一語別選擇。

另學校可依照學生學習需求，於校訂課程中規劃 4學分供學生選修。 

三、實施現況 

法規制度面的修訂完成之後，現場的執行狀況為何？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

面來思考與探究： 

(一) 教材 

根據教育部所屬 112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指出，依據教育部及民間業者編

輯之相關教材，本土語教材已完成編輯（立法院全球資訊網，2023）。 

1. 2008年，教育部修正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本土語言教科書

是否實施審定制度，並未取得共識；目前為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

審查，除原住民族語無民間出版不予審查外，包括閩南語、客家語，接受民

間出版業者之審查申請。但「初階審查」不同於「審定制度」，審查通過之教

科書僅標注「教育部審查通過」字樣，並未明定有效期限。國中階段閩南語

目前僅一版本通過。 

2. 本土語教科書未納入聯合議價，客語與族語課本由教育部補助，但閩南語目

前可使用版本書價高於其他科教科書許多。 

3. 因國小可選讀新住民語，到國中本土語課程確有程度銜接問題，在教材的銜

接上也確是教學現場問題之一。 

(二) 師資 

依立法院全球資訊網（2023）的資料顯示，按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計 3,874 校、9 萬 2,246 班、19 萬 5,337 位教師。依前揭相關辦法之師資定義，

本土語文師資主要包括具本土語文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具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

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等，依國教署提供截至 111年 7月底本土語師資統計，除了

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本土語言課程綱要選修之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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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逾千人外，閩東語僅 68人、臺灣手語 371人，相較 110學年度學校數 3,874

校顯不足。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計 5,257人，以 110學年度學校數計算，平均每

校教學支援人力為 1.36人。 

另由各教育階段現職教師通過本土語文能力認證觀之，國小及國中雖自 90

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綱即推動，惟取得本土語認證之現職教師合計別為 8,044人及

1,927人，占 110學年度各該教育階段教師總人數比率分別為 8.2%及 4.18%，致

以 110學年度國小及國中學校數平均分配，平均每校能教本土語現職教師國小僅

3.06人、國中則為 2.63人。111學年度施行高級中等學校，取得本土語認證之現

職教師僅 691 人，平均每校能教本土語現職教師僅 1.34 人，恐難以滿足部定必

修 2學分及校訂選修 4學分教學現場需求。此外，部分偏遠地區及小規模學校師

資媒合不易，允宜研謀遠距教學及跨校選修以滿足學生選習需求（立法院全球資

訊網，2023）。 

可見師資人數是有困難的。再加上這幾年的少子女化趨勢，以及因推動新課

綱，教師面對現場趨勢與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需求，退休人數等因素，學生人數

少，班級數減少，教師超額等因素，導致無法開出本土語的教師缺額。 

(三) 課程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 12 年國教，各校盤整師資結構與課程元素，開發出出

適合在地本土學生學習的校訂課程，因《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定，於 111學年

度施行本土語部定課程，原本規劃好的校訂課程面臨衝擊，必須再次檢核與修訂。

學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勢必再次面臨當初 12 國教實施之

初，各校領域教師因課程安排與節數計算之後的校訂課程爭奪與重新調整。 

(四) 排課 

排課最大的困難，為保障每位學生的受教權，必須在同一「時間」，因應學

生選修不同本土語，安排不同語言「教師」與「教室」，做同步的學習，尤其在

整體師資不足與教室空間有限的情況之下。等於學校因應本土語課程的施行順

利，必須考量學校的規模、師資、學生選修人數、空間，予以安排課程。若是學

校規模龐大，班級數眾多，還必須按照年級跑班排課；反過來說，少子女化的時

空背景下，有些縣市高達 6 成以上是 12 班以下的總班級數，各領域師資本就捉

襟見肘，無法開本土語缺額。因為開了缺額，本土語教師除了上本土語之外，還

需配其他領域的課程，對於學生的受教權，是種考驗；而開不了本土語教師缺額，

沒有本土語教師，對於課程的安排，是另一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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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實施 

如果是原本學校教師修習第二專長並取得相關證照，達成本土語教師資格，

開設本土語課程，在課程實施上，沒有太大問題；若是由外部人員，取得本土語

教師證照，到校兼本土語課程的教師上課，教學專業因取得證照，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對於班級經營相關的技巧與班級秩序維持，有些問題，很可能因為過於吵鬧，

影響學生學習。 

目前在多為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在教學現場支援本土語課程，教學教材法的運

用上，明顯有程度上的不足與落差。而在國中端的教學現場，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的課堂秩序控管能力，與授課時的輔導管教專業知能，確已產生不少問題。 

再者，因為師資缺乏，有些需線上共學的語言課程，更因為班級上沒有教師，

必須再另行安排協同人員，協助學生設備設置、線上課程開啟確認與秩序管控，

否則將影響學生學習，而協同鐘點並不能含於教師基本授課鐘點，在人員尋覓上

也造成學校行政單位在課程執行上的難題。 

線上課程的互動性，本有侷限，加以需要線上共學的語別，通常是特殊語別，

很多是耆老級教學支援人員擔任講課，講者的準時到課、對科技設備的使用能力，

教學法是否能讓學生專心學習，都是目前課程實施遇到問題。 

四、反思 

語言學習關乎文化的存廢，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若要國民中學的本土語文課

程教學順利，學生能夠習得相關母語並應用於生活之中，有些部分還可能需要思

考改進之道。 

(一) 師資 

在少子女化的環境語前提下，無法開出或少部分開出缺額，並不能緩解現場

教師荒的現象。因此，建議有相關誘因與配套，鼓勵現場教師願意習得本土語相

關研習，取得證照，擁有教授本土語的課程資格，方能減緩現場師資不足的困境。 

(二) 課程安排與實施 

在每個學校師資足夠的條件與環境下，才有可能讓課程的實施，比照校內社

團活動的實施，予以簡單順利地安排課程，除減低空間的要求，更大大的減少排

配課的限制，才有可能緩解教務主任與教學組長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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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量 

現行的施行，只為學生習得相關語言，會說自己的母語並通過評量。不要忘

記了，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是文化，如何透過課程的實施，以完成文化的傳承與

創新，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參考文獻 

◼ 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 

pcode=H01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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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以下實施本土語文之現況與建議 
蔡婉緩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小總務主任 

新竹市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主任輔導員 

 

一、前言 

語文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資本，課程的演進由鄉土教學活動科下的鄉土語言到

本土語言必修到本土語文，從 2000 年的國小正式課程，2018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

將本土語列為部定課程，國高中必修課程，111 學年度起本土語言在各階段別正

式實施，代表國家對本土語文的重視，改善語言斷層危機、尊重多元文化發展。

但學校非僅有學習本土語文一項，雙語政策、升學壓力等在學校也產生擠壓，本

文希望透過現場的觀察，探討高中以下學校現場因應本土語文，希望國家能提供

更完善之配套措施，讓語言能夠持續流傳。 

二、國中小本土語文現況問題分析 

(一) 本土語文師資仍不足，多元任教管道填補仍未達成效 

不論是哪一種階段別，本土語課程的師資比起其他領域來說是相對來源複

雜，主要以在職教師兼任、教支人員與教師直播共學三種構成。無論是教支人員

或在職教師，都需要取得本土語檢定才可任教。儘管因應本土語教育政策，部分

師培大學已設立各本土語的師培課程，期待培育專業性高的本土語的專任教師。

然而，由於較晚設立，且學校多優先將教師的聘用額度用於升學科目，難留額度

給本土語師資，所以很少開缺。因此以實體授課而言，仍然多以在職教師兼任與

教支人員為主。教支老師面對不熟悉的教學對象，對於高中生，需要調適不一樣

的師生互動，畢竟高中生是半個大人了，不能再用對待小學生的方法上課，在進

行訪視時，不少教支人員也反映在教學上挫折感很大。直播共學比較適合學生數

在少數時，老師才有辦法與每個學生互動，上課的成效就會不錯，但當學生數較

多時，學習的成效就略顯不彰。對遠距線上課程，就有學生反應，用 Google Meet

開課程，同學根本沒在聽，只是在做自己的事。 

(二) 行政端疲於填報系統，作業繁複耗損人力 

本土語文的課程實施，除了學校的教務處得努力尋找本土語已不足的師資

外，學校的行政端負擔大，特別是教學組承受最大壓力，課程平台的填報系統，

師資的盤點時程，尤其是學期間常會面臨本土語師資臨時變更請假，造成現場措

手不及的調度；另鐘點費填報繁瑣、主聘從聘人員制度、經費給付手續繁瑣、撥

款時程與填報系統時程不一致等，都讓學校端疲於奔命，也造成行政大逃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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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偏重於語言之學習，未能將文化或其他領域融入之缺失 

長期以來，本土語文多為教支老師所任教，透過學校教育復振本土語，立意

良好，不過一週僅有一堂課，或在升學壓力大的國高中階段的學習，成效有限，

不少學生離開課堂後，仍無法使用本土語溝通，僅有在鄉土劇還有部分作品中的

黑道、流氓這類角色出場時，才會聽到閩南語，而客語、原住民族語的能見度更

是低得可憐，少有像英文課本那樣多人對話的課文形式，上課中的所學不易消化，

也難以應用到日常生活。 

三、國中小本土語文推展建議策略 

(一) 研議培育本土語文課程師資之獎勵措施 

師資培育不足是推動本土語言最嚴重的問題，為提升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課程

成效，教育部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全面檢視調查所轄學校

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所需師資人力之實際需求，並研擬培育本土語言師資之獎勵措

施，不管是實質或是精神上的支援，尤其是在身處都市原住民的都會區，原住民

師資更是面臨嚴重不足的問題，族語教師必須疲各校交通，教育單位應適時鼓勵

長期擔任各校教學支援之本土語教師，並鼓勵各級學校及結合推動本土語言的民

間團體，共同達成培育質量均足的本土語言師資目標。 

(二) 充實閩南語認證網站建置資源，提供多元管道認證空間 

不管是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政府皆定期辦理認證考試，讓社會大眾

及有意擔任本土語文教學取得資格，立意甚佳，本土語言學習資源中，目前原住

民部分建有資料庫龐大的「族語 E 樂園」，客家部分建有「哈克網路學院」，惟南

語的網站建置不如其他兩種建置完善的資料庫，語言認證應多建立考古題，讓有

志學習的人可以廣泛的學習，而近年來閩南語中高級以上認證題目也偏難，對於

有志學習的人員也是門檻不易跨越之處，尤其是閩南語不像客家語及原住民語有

中央級的部會進行統籌，目前僅有成功大學及教育部委託的臺灣師範大學辦理，

建議可以多開放大學具有語言所的學校辦理認證，讓全民都有機會擔任教支老

師。 

(三) 結合跨領域的學習，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本土語文的學習若僅限於語言上的學習，易使學生失去學習興趣，應結合現

有的各領域之學習，如民俗節慶、信仰，如正流行臺灣的媽祖進香、遶境、聖誕

等活動，可結合社會、綜合、藝文等領域，運用各領域的結合，讓本土語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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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連數學的教學活動也可以用本土語文說出，如同政府目前所推的雙語政策，

進行課室中的本土語文，學者也研究指出，推動語文教學最佳方法為沉浸式教學，

尤其是本土語文中有些俚語或俗諺，這些老祖宗的智慧之語，更可以讓學生輕鬆

的學習，而夏日樂學活動，讓學生在夏令營式的多元學習語文，也是應多鼓勵學

校開辦的良好措施，另帶領學生進行個語言的文化生活體驗營活動，走出戶外，

讓位處都市較少接觸到原鄉的孩子，可以更能體驗族群文化。 

(四) 根植於文化的本土語文教學，讓本土語文多元化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原住民族語有多種處在極度瀕危，如以該項標

準評比，客語屬嚴重瀕危。就連相對多人使用的臺灣臺語，在十五歲至二十四歲

的族群中，只剩約一成作為主要語言。語言不只是溝通，也承載文化發展的重要

角色。復振這塊土地上的多樣語言，是保留文化豐富性的第一步。透過跨域課程

設計，讓學生理解各族群文化，語言學習才能走出課堂上的限制。面對師資與教

材不足現狀，教育部應擬定相關措施，鼓勵更多人才投入傳承行列。創造多語言

的生活環境，使下一代認同自己的獨特語言，尊重不同文化，則有賴家庭、學校

一起努力。 

四、結語 

「國際化」與「本土化」是並重且並行不悖的兩大潮流，本土語言教育是國

家百年大業，非是政策頒令或師資到位就有成效，需要家庭、校園、政府或地方

團體一起共創與推展，終使本土語言與文化能達到傳承永續，落實文化平權、保

護語言文化的教育政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國家的根基」，語言學家、

史學家、科學家…皆可以透過語言的研究探討，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國家、族群過

去的歷史脈絡與生活文化背景，語言文化對國家而言，是寶貴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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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文 AI系統發展於教學可能性 
黃琇苓 

苗栗縣國立苗栗高中圖書館主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科技與教育博士 

 

一、AI語文系統發展 

語音人工智慧讓人們能夠與裝置、機器和電腦透過語音交談，從此簡化溝通

流程，進而改善生活。對話式人工智慧的子技術包含自動語音辨識（ASR）和文

字轉語音（TTS），可將人類的聲音轉換成文字，並依據書面文字產生類似人類的

聲音，因此讓虛擬助理、即時轉錄、語音搜尋和問答系統等強大的技術得以實現。 

聯合國（United Nations）2019 年訂為原住民語言國際年，根據英國倫敦動

物學學會研究報告指出，指全球共約 7,000 種語言中有四分之一正瀕臨消失。

2014 年語言學習新創公司 Duolingo 於其 app 上推出愛爾蘭語學習課程，研究者

Jason Lovell 於 2018 年打造出可以用來學習毛利語的 Facebook Messenger 聊天機

器人「Reobot」。隨著 AI 技術發展，各種人工智慧能應用的領域，國際上許多研

究人員正透過人工智慧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保存這些越來越少人會講，即

將消逝的語言，拯救瀕危語言與文化，並將它傳遞給下一代，而這個稀有語種的

AI 可以永遠跟你互動，甚至教你學稀有語種。 

AI 透過蒐集到的大數據不斷學習，2023 年客委會建置語音資料庫，AI 學客

語，為語言保存帶來利多消息，從 AI 演算到客語 AI 未來整合應用，用 AI 來救

客語，讓語言的傳承更有希望。然而 AI 在教學上的功能又為何？ 

二、AI客語文系統介紹 

人工智慧 AI 科技（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本土語關鍵的三項技術是機器

翻譯、語音合成與語音辨識。筆者就目前臺灣客語文 AI 系統進行介紹： 

(一) 陽明交大：Beta 測試版的臺客語（機器翻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語音研發中心」的廖元甫教授團隊，從「國臺

語資料庫建置技術」，到發展支援臺語「鬥陣來開講」和客語『歡迎來打嘴鼓』

的語音輸入、語音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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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歡迎來打嘴鼓（Beta 測試版） 

資料來源：https://speech.bronci.com.tw/hakka-taide.html 

(二) 國立聯合大學：阿知牯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文創系張陳基教授與諾思資訊李鴻欣博士的研

究團隊，共同研發客語 AI 系統，目前發展出翻譯阿知牯、客語知識庫 Hani、語

音合成到語音辨識系統，是目前看到最全方面發展的系統。 

1. 「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 

「阿知牯」系統華語轉客語、客語轉華語的文字翻譯系統，可以用來進行詞

彙查詢、幫助客語書寫外，也可將各式華語文章翻譯成以客語書寫文章，大大降

低客語文字書寫的門檻，更連結 Chatgpt 進行互動對話。 

 
圖 2 客語機器人阿知牯 

資料來源：https://chat.gohakka.org/ 

2. 客語語音合成系統（Text To Speech，TTS） 

透過分析語音特徵，發展客語語音合成系統，進一步可結合 AI D-id 虛擬人

物程式，設計出虛擬主播後，整合客語文字腳本，進行有聲書朗讀、客語新聞播

報，進一步擔任語音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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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客語語音合成系統 

資料來源：https://www.gohakka.org/prime-tts 

3. 客語語音辨識系統（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 

語音辨識系統，為辨識語音，可以就發音者發音進行即時回饋，針對文句咬

字、音調提出改善其發音的建議，來提升口語表達能力。 

 
圖 4 客語語音辨識系統 

資料來源：https://www.gohakka.org/prime-asr 

(三) 成功大學：盧文祥多語語音辨識（未開放） 

成大資工系教授盧文祥所開發點選其中的例句，就可以聽到客語發音，也可

以語音翻譯出河洛語、客語、華語、印尼語與英語等 5 種語言。 

三、本土語 AI系統應用 

近幾年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被教育學者認為是下一

個改變教學型態的重要技術。透過人工智慧的輔助，學生進行更有效的學習並獲

得更適性化的學習內容。隨著機器學習和人工神經網絡等技術的進步，AI 在許

多領域取的了長足的進步，包含：計算機視覺、自動駕駛汽車、醫療診斷、語音

識別和生成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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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loom's Taxonomy 所提出來的教育目標分類來 AI 應用於教學的模式。

Bloom's Taxonomy 分類法分別有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估和創造。從教育

應用的角度來看，根據學者的建議，將 AI 分為以下幾個角色：tool、tutor 以及

tutee。 

 
圖 5 AI 角色：tool、tutor、tutee 

(一) Tutor：提供個人化的學習指導+更人性化的介面 

相較於傳統的 AI 應用，AI 可以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導師一樣，為學生提供摘

要、解決問題和創作藝術等方面的幫助。例如，如果學生在寫程式時遇到困難，

可以向 AI 尋求幫助，它可以顯示給他們如何寫程式 

(二) Tutee：一起進步的智慧學習同伴+更人性化的介面 

AI 作為 Tutee 可能是相對較少見的案例，其也是最有潛力發展的；因為大部

分 AI 教育系統通常著重於幫助學習者，而非提供機會讓學習者擔任導師或顧問。

但是，讓學習者能成為知識的產出者，並再度從 AI 獲得回饋時，有助於提升他

們的高階思考能力和知識水平。 

(三) Tool：智慧的學習工具 

在訓練學生的資訊呈現邏輯、知識組織、聚斂思考與發散思考歷程方面，AI

應用可以提供一個強大的工具，以幫助學生組織和聚焦他們的思考過程。 

本土語 AI 系統，客語語音辨識系統 ASR 可作為學習診斷及回饋的工具；客

家阿知牯可作為輔助發想的工具，結合 Chatgpt 對話，進行歌詞、詩句等創作，

並輔以哈妮 Hani 客家知識庫，更可以掌握客家知識；客家語音合成系統，可作

為專題應用的工具，如應用在口語表達、戲劇演說等。另外其他 AIGC－語音、

繪圖、音樂等工具，更可帶動客語文課程設計，教學教具創發等多樣化的體驗與

活動。 

Tutor

ToolTutee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27-31 

 

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主題評論 

 

第 31 頁 

四、結論 

在 AI 時代的教師素養，能使用 AI 工具（含生成式 AI）進行備課、教學，

讓 AI 作為學習診斷、專題應用、輔助反思與評量回饋的工具。然而聯合大學張

陳基教授指出：「客家語言在人工智慧技術開發上被視為是低資源語言（Low 

Resource Language）」。對於人工智慧而言，低資源語言是指可用於訓練機器學習

模型的數位化資料數量有限的語言。數據集不足上訓練的，會導致客家族群可能

無法享受 AI 技術帶來的好處。 

「今晡日个科技，天光日个客家！」臺灣，不但技術成熟，語音辨識合成、

翻譯系統都堪用；政策方面，有 2018 年通過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更有行政院

111-115 年規劃用於本土語言的約 300 億總經費，有一部分可以用於語料庫建置、

語音 AI 的開發，為目前本土語言復振創造了良機。因此，我們需要多方合作整

合打造本土語資源，方能建立良好的 AI 本土語工具，實現人工智慧技術在各個

族群的多樣性發展，並且確保對所有族群文化都被公平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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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閩南語文差異化教學實務初探 
王崇憲 

高雄市五福國中閩南語文教師兼學務主任 

 

一、前言 

教育部在 111 學年開始，將本土語文列入國中一二年級、高中（一年級）部

定課程。許多在職教師與支援教師在參與本土語文之實際教學後，發覺學生的程

度差異頗大，有少部分學生的本土語文能力是精熟，大部分學生則是基礎能力，

也有部分學生是待加強，少部分學生甚至無法聽、說本土語文，故本土語文教師

在教學時，其實面臨極大的挑戰。 

有學者或教師團體倡議實施差異化教學，以面對學生程度大幅度差異之問

題。筆者以自身在國中教授臺語之教學經驗，並根據 Tomlinson 及教育部所提供

之差異化教學理念，在班上臺語課進行差異化教學，並就其實施之實際過程與實

務上遇到的困難與挑戰，提出省思以及未來展望。 

二、閩南語文差異化教學實施方式 

(一) 學生分組方式 

1. 上學期異質性分組 

在一年級上學期學生剛開始上課時，因為筆者尚未了解學生之學習準備度，

所以先以異質性分組學習。教師先讓學生自評，自評自己的程度，教師於每個組

別中有安排程度較佳、中等、較弱之學生，以分組學習為主要之上課方式，確保

每人皆能參與學習。 

2. 下學期同質性分組 

下學期開始，教師已有學生上學期的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之評量成績，

教師亦了解學生之大概程度，故依差異化教學的原則，依照學生的「學習準備度

（程度）」實施同質性分組，教師將學生分為「雞母組（程度較佳）」2 組、「土雞

組（程度中等）」2 組、「雞囝組（程度較弱）」2 組等三種程度共 6 組同質性分組，

各組組長由學生推舉。其座位分組方式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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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座位分組方式 

第 6 組 

土雞 

第 5 組 

雞母 

第 4 組 

雞仔囝 

第 3 組 

雞仔囝 

第 2 組 

雞母 

第 1 組 

土雞 

1 組長 1 1 1 1 1 

2 2 組長 2 2 2 組長 2 

3 3 3 3 3 3 組長 

4 4 4 組長 4 4 4 

5 5 5 5 組長 5 5 

(二) 課堂中差異化教學實施方式 

1. 教師教學實施方式 

教師依學生之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講聽讀寫）、學習風格（視覺、聽覺、

手做）」等差異，來安排不同的「教學內容（課程教材）、教學過程（差異教法）、

學習成果（多元評量）」等。 

2. 學生分組進行方式 

(1) 座位由教師依學生程度做同質性分組，但由各組自己選組長。教師安排

雞仔囝坐講桌正前方，雞母坐雞仔囝的兩邊，以雞母帶雞仔囝的方式來

進行教學，以提升雞仔囝之程度。 

(2) 雞仔囝：差異化教學中，教師提供雞仔囝較簡易教材（課文簡化），教

學過程也讓學生以「聽、說、讀、寫、畫」來進行學習與呈現不同之學

習成果評量方式。 

(3) 土雞組：土雞組為中等程度學生，教師上課時的進度，他們大部分都能

跟得上，教師也依他們的學習興趣，提供差異教法，讓他們可以選擇「說

或寫」來呈現學習成果。 

(4) 雞母組：分組競爭時，依差異化教學精神加強「雞母組」之得分難度，

提高其學習任務之難度（可敬任務），同時也降低「雞仔囝組」之得分

難度，目的是增加各組學生之學習興趣。實施方式之依據如表 2： 

表 2 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之實施方式 

學生屬性 

 

教師設計 

學習準備度 學習興趣 學習風格 

教學內容－課程教材 

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 
教學過程－差異教法 

學習成果－多元評量 

學習環境－環境班經 

資料來源：張惠貞、王崇憲等（202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土語文教材教法，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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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語文差異化教學所遇困境 

(一) 分組不易 

1. 學生程度不易掌握 

剛接觸到學生時，尚不了解學生之程度，只能先以一般性之教學方式，無法

以差異化教學之方式進行教學。需等到下學期或是教師了解學生之程度後，方能

實施差異化教學。 

2. 學生容易覺得不公平 

教師在實施差異化教學時，為了要讓學習準備度較弱之組別參與教學活動，

常會提供較容易之教材、得分方式給「雞仔囝組」，但初期常會引來其他兩種組

別，如雞母、土雞抱怨不公平。但在教師多次溝通與說明後，明確告知學生，老

師使用「差異化教學」，目標是讓全班同學程度同步提昇，特別是提高雞仔囝之

學習意願及學習程度，學生後來皆能理解，並且能接受教師所提出之差異化教學

教材、過程、教法、學習成果等方式。 

3. 容易造成學生分級疑慮 

教師因以同質性分組來進行教學，會以學生之成績，如段考等當做分組之考

量。筆者一開始想以 ABC 來分為三大組，又擔心會有分級之疑慮，故最後以「雞

母、土雞、雞仔囝」之分組來減輕學生或可能導致之家長擔憂。 

4. 教師需具備教學經驗及技巧 

前述所言，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時，因為在同一節課進行不同之教材、教法、

學習成果，所以無論在班級經營、教學活動、學習評量各方面的教學過程中，都

會遇到不同之問題，需要教師在當下依自己的教學經驗與技巧來立即處理，故若

是新進教師欲實施差異化教學，恐怕也會面臨多種教學挑戰。 

(二) 教師備課不易 

1. 教師要準備不同程度的學生教材 

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時，需依學生之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講聽讀寫）、

學習風格（視覺、聽覺、手做）」等差異，來安排不同的「教學內容（課程教材）、

教學過程（差異教法）、學習成果（多元評量）」，教師備課時，其實不容易安排

設想學生適用的教材，只能憑藉教師之教學經驗來處理，例如同樣的課文，如何

準備「雞仔囝」的教材，就只能由筆者的經驗來設想及簡化教材，出版社不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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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準備，也沒有標準可依循。 

2. 需設計不同學習興趣的學習單 

教師會提供「聽說讀寫畫」的學習單，供學生依不同之學習興趣來選擇並完

成學習評量，如何做出符合學生不同興趣之需求，但又能完成學習之內容，需由

教師依經驗來自編完成。 

(三) 耗費過多教學時間 

1. 不同的教學內容及教材，學生需要時間消化 

統一之教材，教師只要教過、教完或許就能算已經完成教學，但差異化教學

因為在同一節課內有不同之教材給不同組別學生，教師為確保學生真的能吸收其

內容，就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進行形成性評量來評量學生，特別是要注意雞仔囝能

否吸收，故教學時間會拉長許多。以筆者經驗，一課課文若實施差異化教學，可

能需要至少 5-6 節的課堂教學時間。 

2. 差異化的教學過程，教師需使用多種不同之指示語 

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因為有不同組別的不同上課教材或學習單，學習活動，

故教師也需要給予不同之教師指導語，指示語，並且給予不同之任務。有時不同

之任務內容，學生因不常有多樣化之選擇，需要與教師再三確認，這樣在溝通的

時間上，相對耗費較多。 

四、閩南語文差異化教學未來展望 

(一) 差異化教學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差異化教學讓雞仔囝願意參與臺語的學習，也讓他們感到臺語教學沒有那麼

難。Tomlinson（1999）提到，教師為了達成教學目標，應在課程內容、教學過程

及學習成果方面進行適切多元的安排，盡力回應所有學生的學習需求。所以教師

可以根據學生的不同需求，提供學生不同的「菜單」讓學生主動或被動選擇。以

筆者的經驗，差異化教學是真的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尤其看到「雞仔囝」

由生澀到熟練的回答問題並且完成學習任務，教師心中也燃起教學鬥志與一股油

然而起的教學感動。 

(二) 教師可依差異化教學之精神授課 

差異化教學能因應學生的差異，提供學生「適性教學」。但因為它也可能花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32-36 

 

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主題評論 

 

第 36 頁 

費太多教學時間，以致於教師會有課上不完的疑慮。以筆者的經驗與建議，教師

可以在一學期，擇定某一課來進行 5-6 節的差異化教學「細教」，其餘的課文或

教材，教師可在課堂上依「差異化教學精神」，讓不同程度的學生或組別，有不

同的學習過程或學習成果，不一定要每一課都要有「不同教材、不同教法」。只

要學生願意參與學習，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所做的「差異化教學」過程，

都是有意義的。 

五、結語 

自 111 學年教育部將將本土語文列入國中一二年級、高中（一年級）部定課

程後，有許多老師投入本土語文的教學，發覺學生程度差異頗大，許多教師在教

學心力交瘁之際想尋求解方，一時之間差異化教學似乎成了最佳解藥。差異化教

學有其適性教育之理論基礎，也的確有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之功能，但差異化教學

並非解決學生程度差異大之萬靈丹，它需有教師實施之強烈意願與相對應之教學

經驗與技巧，若教師未能了解其實施之背景知識，或未能有相對應之配套措施，

也可能會耗費教師大量之時間與精力，甚或無法完成差異化教學之目標。 

其實，差異化教學有其教育功用，亦有其侷限性，筆者投入臺語教學多年，

近年來也嘗試以差異化教學來實施臺語教學，並以自身實施之經驗，提供現場教

學之實務過程，供有意實行之教師參考，希望能有更多教師願意嘗試差異化教學

之教法，累積更多教學心得與回饋，以提供本土語文教師更多的差異化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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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雙殺？臺灣私立學校法及其退場條例探討 
蔡米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黃純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一、前言 

臺灣私校正面臨少子女化、招生不足的困境，除原 1974 年頒布的《私立學

校法》，2022 年增設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此二法令猶如兩

把利刃對私校辦學造成有形與無形的「雙殺」。從《私立學校法》（簡稱《私校法》）

到《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簡稱《私校退場條例》）的歷史發展

脈絡中，政府對私校的教育決策與實務作為，係透過不斷修改私立學校法令，對

私校辦學產生箝制並剝奪其自主權。此二法令加劇私校內部衝突問題，導致私校

於臺灣教育體制中不斷弱化且邊緣化，甚至最終被迫退場。使得私校教育不公平

與不正義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教育機會均等是實現多元文化社會與族群平等的基本人權（Jackson & Solis, 

1995），覺察社會教育政策的文化差異與公平正義勢在必行。而 Young（1990）

壓迫五面貌理論的批判視角，為審視臺灣私校問題提供理論參考框架。本文依據

Young 的理論以及多元文化教育公平正義的觀點，探討《私校法》和《私校退場

條例》對私校造成的雙重衝擊，並據以提出政策和實踐上的建議，期能在多元社

會中維護私校教育發展的價值意義與公平正義。 

二、臺灣《私立學校法》制定背景與歷史變革  

掌握臺灣《私立學校法》制定背景、脈絡與歷史沿革，有助於瞭解私校發展

的軸線及其設立的特色與問題。茲分為四期四階段說明如下，包括國民政府播遷

來臺前、中華民國在臺初期、臺灣社會經濟轉型期與私校退場條例制定期。之所

以如此劃分，係基於臺灣私立學校法制定過程中的歷史背景與主要變革，以呈現

《私校法》發展軌跡和面臨的問題；同時參考李俊璋（2019）、周志宏（2001）、

周慧茹（2022）、蔡錦堂（2022）文獻，統整歸納之。 

首先為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前階段，民國政府成立後，1929 年公布「私校規

程」，對私校設立、董事會組織及職權有明文具體規定，1932 年《中學法》訂定

「私人或團體亦得設立中學」，1944 年公布《國民學校法》對私校原則上不禁止

或排斥。此後，國民黨政府基於訓政需要，強力介入私校管控，此政策延續至國

民政府遷臺後的私校政策（周慧茹，2022；蔡錦堂，2022）。第二為中華民國在

臺初期，國民政府遷臺後，進行各機關、學校接收工作，1946 年訂定「臺灣省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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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等學校管理規則」加強對私校監督，並要求私校須補辦理董事會立案學校開

辦之程序（周志宏，2001）。 

第三，1970 年代臺灣社會經濟轉型期，政府以農業為經濟基礎，工業化為政

策目標，技術人才需求反映於教育之需求（李俊璋，2019）。1974 年 11 月 16 日

通過頒布《私立學校法》，此法原先旨在促進私人捐資興學，鼓勵私校發展並增

加國民就學機會。但隨著社會變遷《私校法》歷經十幾次修正，已跳脫其初始「公

共性」（Publicity）與「自主性」（Autonomy）之立法原旨（李俊璋，2019）。 

1987 年政府為回應民間團體 410 教改訴求，遂開放廣設高中與大學。但近

年少子女化衝擊，私校面臨招生困境，引發私校財務危機。為規範私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停辦後的處理程序，教育部 2017 年擬訂《私校退場條例》草案，2022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此為第四階段。 

如上述四階段發展可知，政府依《私校法》鼓勵私人捐資興學並監督私校辦

學。而《私校退場條例》則具體規範學校退場後財產處理方式，明文保障私校學

生受教權和教職員工之工作權，同時強調私校的公益性，以避免學校惡意脫產。 

然而，依循《私校法》無從解決當今私校實際需求與問題。例如，面對經濟

通膨、物價上漲和調薪等現實壓力，卻限制學雜費調漲，這不僅難以因應成本增

加更危及私校發展自主權；再者《私校退場條例》強調私校財產公益性，亦即私

校解散清算後賸餘財產歸屬地方政府、捐贈退場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這

些跟當初制定《私校法》的精神背道而馳，更有「校產充公」之虞。政府與私校

兩造之間對此產生爭議歧見，始終未達共識（李侑珊，2022；李秉芳，2022；林

志成、李侑珊、林和生，2023；吳亮賢，2022）。但依據《私校退場條例》，專案

輔導學校於兩年改善期限內需提出轉型計畫，且由政府擔任審核單位，未通過則

需被迫退場。 

三、多元文化主義與私校二法令 

民主、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跟教育本質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多元文化主義

教育是實現社會正義，追求自由公民權和文化權的方式（莊勝義，2009）。此觀

點跟 Foucault（1977）提出超越權力模式，以理解其對社會影響力的主張相符。

Young（1990）提出相似看法，認為壓迫是系統性現象，為了實現多元文化主義

的公平正義，必須消除社會統治階層的壓迫結構，包括公平的教育機會、合理的

分配資源，以及尊重不同社會階層和種族群體的獨特性與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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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公平正義與私校二法令 

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論述中，黃純敏（2014）認為以正義為中心的教育應去

除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階級主義、性別征服、恐同症、年齡主義和能力主義的

壓迫。楊深坑（2008）指出 Young 訴諸社會壓迫與宰制結構之解除的差異政治，

強調教育機會均等不僅是資源的分配公平，更是對各族群獨特性的尊重與認肯

(recognition)。從這些論述可知，《私校法》與《私校退場條例》此二法令的實施

對教育公平性和多元性產生諸多箝制，這跟民主、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以及教育

公平正義的原則相衝突。以臺東東公高工為例，有不少原住民學生與弱勢學生，

是少數採師徒制學校，以木工培訓聞名，是國際技能競賽的常勝軍，然此二法令

衝擊其教育資源分配，導致失衡問題，並剝奪其辦學自主權和教學特色。近日或

聞，賣地以求生，但是也不知能撐多久。 

此外，Freire（2000）強調尊重差異觀點的能力是民主的基本原則。教育亦為

一種文化現象，對學校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發展及教學歷程提供啟示（黃

純敏譯，2006）。而 Apple（2013）也主張教育應關注學校和社會的反抗與矛盾，

透過不同觀點、理論的整合，以因應現代教育挑戰；同時重視多元文化和公民權，

建立更包容、公正的社會，對教育做出更有意義的貢獻。 

綜上所述，批判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精神是教育發展公平正義的關鍵。國家

有興辦學校的行政責任，保障私校體系的存在並支持私校的自主發展（吳雅筠，

2006）。然政府以法令的增訂或修訂，箝制私校辦學理念與特色，不但跟尊重差

異、整合不同觀點之教育論述相違背，更與批判多元文化主義和教育公平正義理

念相衝突。再者，《私校退場條例》強制私校停招、停辦，甚至最終被迫退場，

不僅剝奪私校的自主發展權，也導致社會忽視教育的多元文化價值和公民權利。 

(二) 壓迫五面貌理論與私校壓迫 

Young（1990）在《正義與差異政治》提出「壓迫五面貌」，包括：剝削

（exploit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無力感（powerlessness）、文化的帝國

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此理論廣泛用於分析與社會公平

正義相關議題，包括教育。特別對私校內部，如董事會、教職員工作權、學生受

教權等衝突問題的解決與外在法令的壓迫，可提供理論的支持。私校受《私校法》

與《私校退場條例》雙重的法令壓迫，導致教育資源分配失衡，以及教育多元差

異與發聲權等問題，迫使私校淪為弱勢、邊陲、非主流的教育群體。政府在教育

政策制定或法令修改過程居於主導地位，加劇私校不公平的壓迫，使之居於教育

系統的邊緣化，從而使壓迫合理化。其中《私校退場條例》引發私校與不同團體

角力，政府主導私校法令制定，恐有假法令之名，行奪取之實（彭杏珠，202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37-43 

 

自由評論 

 

第 40 頁 

例如嘉義大同商職等校，對於退場後校產充公提出疑慮，計畫尋求行政救濟 （陳

至中，2022），但結果為何也仍未可知。 

Young（1990）指出壓迫是結構性概念，促使某些群體受到不公平不正義的

對待，而邊緣化壓迫的不正義源自於整體分類的結果，剝奪其運用自身能力的機

會及社會認可方式參與社會生活。《私校法》與《私校退場條例》二法以法令形

式將私校邊緣化。過程中，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在群體分類結構下，使私校喪失

辦學特色，並且在必須遵守法令規範下，將其排擠如「社會邊緣人」。如同 Young

的主張，要在產生剝削中帶來正義，必須從制度、結構、文化等著手，尤其制度

與決策層面。換言之，依據 Young 的理論主張，解決此二法令對私校造成的雙殺

壓迫，就須從法令層面提出改革，使私校獲得教育正義和辦學自主權。 

四、結論與建議 

《私校法》與《私校退場條例》對臺灣私校產生雙重壓力甚至是壓迫，可謂

有形無形的「雙殺」。首先，此二法令對私校辦學產生關鍵衝擊，尤其學雜費收

取限制對私校資源分配和校務經營帶來艱鉅挑戰，剝奪教育公平機會。其次，此

二法令對不同身份群體，特別是弱勢者，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弱化私校，更進一步

加劇社會教育不公平現象。因此，政府應重視私校的存在，支持其自主發展，並

保障私校辦學理念與特色的多元性，落實教育多元文化與公平正義。綜整上述，

對私校法令政策與實務，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一) 尊重私校辦學法理精神與特性 

政府制定政策時，多理解和尊重私校辦學特性，確保法規不過度干預私校校

務運作，使私校與公校保有各自辦學特色，而非將公校法令一體適用於私校，讓

私校無法依據其特色和優勢發展課程與教學，從而與教育的多元化相矛盾。尤其

賦予私校彈性收取學雜費之自主權，即依據實際校務需求，因應社會政經發展，

彈性收取學雜費，使資源分配更加靈活。 

(二) 促進對話和發聲權 

現今《私校退場條例》僅規範退場，卻無退場後續相關法令使其積極「重生」。

政府採開放態度，給予私校參與相關法令政策制定討論的發聲權，提供充分表達

觀點的機會，多方共同制定符合私校辦學需求的法令，為教育公平與正義和多元

文化與尊重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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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 

私校須主動積極跟家長、學生、社區、教育組織等相關人員團體建立溝通管

道與合作關係，共同倡議私校辦學自主權並促進教育多元公平，以擴大私校在政

府法令制定過程的話語權與地位。 

(四) 穩定私校團隊士氣 

私校招生人數銳減直接衝擊財務資源。部分私校採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等方

式，減少支出以維持運作，如此卻導致內部工作士氣低落。私校可建立公平的獎

勵機制，提升工作士氣，並開闢多元財務收入管道，如活化校園閒置空間，提升

教學品質，強化學校品牌，吸引學生就讀意願，同時增加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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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位醫學系公費生價值觀初探 
黎士鳴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蔡耀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公費生 

吳晉祥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院長 

 

一、 前言 

醫師人力與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國民健康息息相關，近年來因為社會經濟、

醫療環境、保險給付等多重因素，導致急重難症科別醫師招收不易，所以政府於

2016 年（105學年度）重新開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生制度計畫」，此計畫分成兩

期，第一期為 105學年度到 109學年度；第二期為 110學年度至 114學年度，第二

期的服務地點為(1)偏鄉地區醫療院所(2)醫學中心支援計畫，主要是解決偏鄉醫

療人員不足（張原翊等人，2022）。醫學系公費生在其生涯的規畫上，對於解決醫

療人力不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內的醫學教育往往將公費生與一般生混班上

課，針對公費生未來的發展較少深入探討。由於價值觀與個人的生涯與工作投入

有明顯的關聯性，自我的想法與概念在未來執業時若能符合現實，更能夠投入服

務與自我肯定。在強調個人獨特的時代，面對偏鄉人力不足的現況，公費生的內

在價值觀對於未來偏鄉服務具有相關的影響力，本文將從功能性價值觀理論出

發，來發展探討公費生偏鄉服務的內在價值與功能，並且提供未來醫學教育現場

之建議。 

二、 功能價值觀理論 

Gouveia（2014）等人以功能理論（functional theory）出發探討人類的核心價

值觀，彙整了 Schwartz 的價值觀之內涵，根據謀生（survival）與創生（thriving)）

兩個核心需求（need）以及個人（personal goal）、生活（general goal）以及社會

（social goal）三種目標彙整出六大價值觀以下說明六大價值觀之內涵（Vilar, Liu, 

Gouveia, 2020）：(1)追求成功（Promotion）：物質與社會層面的滿足與成就，如：

權力地位與成功。(2)生活體驗（Excitement）：在生理需求的滿足。如：愉悅感、

情緒與性滿足。(3)超越自我（Supra-personal）：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與美感，如:美

感、成熟、知識。(4)人際互動（Interactive）：強調社會接觸的重要性，如：愛與

歸屬感、社會支持。(5)循規蹈矩（Normative）：著重在社會規範與原則，如：社

會規範、傳統價值。(6)安身立命（Existence）：基本生存與安全感的滿足，如健

康、穩定、生存。 

如同我們現實生活，人會優先滿足謀生的需求，對於基本的生活若無法達成，

則對於後續創生的維度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根據功能理論（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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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中六大維度內的分類，可以探討許多面向的價值觀。創生跟謀生兩大區

分，可以對應到所謂人道主義或者是唯物主義的概念，受唯物主義影響的個人會

偏向從滿足生物學的基本角度出發，會優先滿足個人的需求；相對來說人道主義

的人通常會傾向創造，心態的開放等等，也可以對應到大眾耳熟能詳的馬斯洛需

求理論，這是兩階段的需求層次，當我們滿足了自己的要求後才有進一步思考如

何實踐想法、自我成長的階段，而功能性理論也將這兩個大方向分開討論，讓人

們的行為可以加倍說明是何種層次驅動了行動的力量。 

在兩大維度中又各自區分了三個主軸，人是群居動物，存在必有互動，因此

針對個人、生活、社會又有各自對應之價值觀可以去仔細了解，在六區塊中彼此

也許互相牽制，同件事情的出發可能同時有許多解釋，以就讀醫學系來舉例，出

發點也許是滿足生活層面謀生需求（工作與薪資穩定），就讀過程中受到鼓勵肯

定也會同時滿足個人創生需求（自我實現與肯定），這樣多重的價值觀重疊更值

得去探討其中的相互關係。而基於此功能性理論，將公費醫學生以及偏鄉醫療服

務等相關價值觀，分別依照六大區塊所定義去做分類，並且探討當前公費生的價

值觀取向，進一步提供對應的教學策略。 

三、 偏鄉服務價值觀 

目前常見的價值觀理論為 Schwartz 的價值觀研究，然 Schwartz 的價值觀研

究隨時間的推進，從最早期的 7 個基本價值觀（chwartz& Bilsky, 1987）、10 個

（Schwartz,1992）到後期修訂後的 19 個動機性價值觀（Schwartz et al., 2012）。

後期，Gouveia（2014）以功能理論（functional theory）為基礎，彙整了 Schwartz

所提到的人類價值觀，並且有結構地從個體、生活、社會三層面以及謀生與創生

兩大需求來分成六大價值觀。由於本文探討偏鄉服務之需求，其價值觀需考慮實

際功能性，因此，本文以六大功能性價值觀（Gouveia, 2014;Vilar, Liu, Gouveia, 

2020）為基礎，來進行公費生偏鄉服務價值之探索。經過深度訪談公費生探討走

入偏鄉服務後的對應價值觀內涵，透過訪談後將功能性價值觀修正如下：(1)追求

成功（Promotion）：在偏鄉服務的成就感。(2)生活體驗（Excitement）：享受偏鄉

生活的樂趣與體驗。(3)超越自我（Supra-personal）：追求偏鄉服務的自我挑戰。

(4)人際互動（ Interaction）：重視在地人際互動與文化融入。 (5)循規蹈矩

（Normative）：遵循相關（公費生）政策規範。(6)安身立命（Existence）：穩定的

收入與生活品質。 

後續邀請 11 名公費生填寫階層分析問卷，篩除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與大於一致性比例（Consistency Ratio, C.R.）大於 0.1 者後，選取 5

名樣本其 CI 值小於 0.1，進行進一步價值觀權重分析，根據分析結果 λ 值=6.21，

CI=0.04，CR=0.03 顯現資料在可接受的範圍中，彙整價值觀之權重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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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價值觀權重分析 

 個人（personal goal） 生活（general goal） 社會（social goal） 

創生 

（thrive） 

生活體驗 0.255 

（excitement value） 

超越自我 0.103 

（supra-personal value） 

人際互動 0.231 

（interactive value） 

謀生 

（survival） 

追求成功 0.148 

（promotion value） 

安身立命 0.173 

（existence value） 

循規蹈矩 0.090 

（normative value）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結果來看生活體驗、人際互動為最重要的價值觀，接下來是安身立命、追

求成功以及超越自我，最後才是循規蹈矩，呈現出未來要服務於偏鄉之公費生之

特性。在臺灣人口較少的地區，醫療可替代性相較於都會區較低，若在都市你感

覺胸悶，你有許多醫院、胸腔科醫師可以選擇，但在這些資源缺乏地區你若無法

建立病患間的信任，他們可以尋求的額外資源非常遙遠，因此建立在醫療專業的

根本，公費醫師在偏鄉執業時是需要融入當地的生活與文化，在高壓的醫療環境

外，若無法享受生活抑或是產生另一種壓力源，對於醫師本身或是當地醫療資源

的提供都有其風險性，身心靈的健康在現代生活非常被強調與重視的部分，因此

資料也可以顯現大家在偏鄉服務中可以有良好的人際互動與適應，來使偏鄉執業

過程可以更加付出與投入。 

安身立命、追求成功與超越自我這三項價值在一般醫學生與公費醫學生比較

偏向於共同價值觀，這三個價值中「謀生」概念佔多數，回到現實層面來說工作

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讓自己可以生活，無論何種身份別醫師、何種職業都是共同目

標。追求成功此價值觀上面聚焦在個人的部分，成功的定義其實是非常廣泛的，

病患的感謝、職位的晉升、獎項的肯定，當各自在不同崗位時，都是需要持續被

認同與鼓勵，因此在這幾個項目中雖非是顯著價值，卻也是不可忽略之部分。 

公費醫學生就讀前須簽署合約來履行權利義務，在現今資訊發達情況下，大

多數公費生在選填志願前會確認是否能接受相關條款再做出決定，雖說有些政策

存在模糊的解釋會使公費生感到不確定，但在公費醫學生小組持續與衛服部及退

輔會的溝通下漸漸地達成共識，並在合理範圍內適當開啟相關自由度給公費醫學

生，因此在遵循規範上面會使大家更能去接受，當真正損及權益時，政府政策也

會受到檢討與社會檢視，因此在這幾項因素下，使得此價值觀相對來說比較不會

是公費生擔憂的部分。 

四、 結論與建議 

公費醫學生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改善當前醫療資源不足之現況，特別是偏鄉服

務。希望未來公費醫師具有專業熱情，奉獻己力於偏鄉醫療。然個人之價值觀與

生命體驗，深深影響著個體的未來表現與專業投入。參照史懷哲精神，在醫學教

育現場可透過正式、非正式與潛在課程等多種課程模式，提供公費生多方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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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經驗以提升專業之行為（McGurgan et al., 2023），因此建議如下： 

(一) 推動課外參訪 

在現今公費醫學生課程中與多數人相同，到大五才真正接觸臨床醫療，但臨

床實習場域多為都會區之醫學中心，因此真正接觸到偏鄉醫療的機會少之又少，

而醫學領域是專業且有獨特性，當公費醫學生想要去瞭解實際情況多半只能透過

衛福部的暑期計劃，若各校能夠安排醫院的交流使學生及早去實際接觸難題與困

境，對於在公費醫生的人才培養上可以建立其對於未來想法與規劃，應該會是各

校之間可以去發展與討論的一大方向。 

(二) 強化典範學習 

多數醫學系目前都有相關「師徒制」課程，使同學們可以儘早體會臨床的感

受，舉例來說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On-Doctoring 課程，會有配對臨床醫師與學生

的教學制度，在大一到大四有許多機會跟臨床醫生討論或實際參與規範內的臨床

體驗，在此方面同學們也有建議可以將有相關偏鄉醫療經驗的醫師來跟公費醫學

生的學習做搭配，如此一來在面對相關問題時會有前輩來解惑，甚至有機會透過

此項課程跟著該名醫師進入社區醫療、巡迴醫療等不同於一般想像之醫療模式，

實際的偏鄉醫療模式參與與討論，對於公費醫學生就學期間的不安定感，也會是

一大幫助。 

(三) 推動社會實踐 

多數同學都會參與服務性社團或者是醫療服務相關的出隊，在此方面是醫學

生可以第一線去接觸目前醫療資源較缺乏地區的問題與現況，多數以衛教相關為

主體，有時候缺乏相關醫療資源的連結，如何使學生發現問題時可以找到有效的

資源去挹注及幫忙，對於醫療服務來說可以更有意義，使學生暸解偏遠地區醫療

並非是孤立的，如同衛生福利部所推動醫中計畫，結合資源豐富地區去協助，對

於整體醫療體系將是種善的循環，學生在此類活動多半參與家庭訪問、鄰里間舉

辦長者活動，若可以將相關資料紀錄下來對於醫生可以更全面的了解病患狀況，

也會是可以去努力的部分。 

從權重分析，可以發現生活體驗與人際互動等創生層面之價值觀，對於公費

生而言最為重要。面對公費生的培育計畫，透過穩定的就學與就業的謀生需求之

滿足，希冀公費生的核心需求可以從謀生轉化成創生。在課程中可增加課外參訪

來提供偏鄉生活體驗，利用典範學習來催化超越自我，從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來

強化人際互動等創生相關價值觀之提升，以成為投入偏鄉之臺灣史懷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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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之需求評估研究 
鄒庭涵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受到全球化趨勢與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變遷影響，各國愈來愈重視

年輕人面對未來所需具備的核心能力（曾子旂，2019）。我國於 2014 年發布《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核心素養為課程主軸，強調核心素養為個

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並達成自動、互

發、共好三理念（教育部，2014）。在此趨勢下，教師的角色顯得更為重要，教

師身為教學的設計者與執行者，必須積極進行自我專業成長，適時調整其教學思

維、策略及方式，以達成新課綱的教育目標。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亦有非營利或是非政府組織各自

發展不同的教師培訓課程，如夢的 N 次方、螢光教育協會等，共同支持現場教師

提升自身專業能力（陳玠妤，2023）。研究者長期關注在臺灣深耕教育議題的非

營利組織，其中，「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DFC 臺灣）」創立於 2010 年，創

辦人許芯瑋將印度河濱學校校長Kiran Bir Sethi 發起的Design For Change （DFC）

引進臺灣。DFC 以設計思考為背景，透過四步驟：感受、想像、實踐、分享，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培養學生以實際行動解決周遭問題之能力。DFC 臺灣有

感於臺灣現今的教育趨勢，與臺灣的中小學教師合作，在保有 DFC 原先的四步

驟下，將起源於印度的 DFC 轉化為更適合用於臺灣教學環境的 DFC，並將 DFC

更名為「DFC 學習法」。DFC 臺灣亦於 2019 年起提供教師培訓課程，帶領教師

學習 DFC 學習法（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2024）。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稱為「DFC 種子教師認證計畫」。此培訓課程分

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於寒假期間、第二階段於同年度的暑假期間，教師需完整參

與兩個階段的培訓課程，才得以成為 DFC 學習法種子教師。目前全臺灣已有將

近 20位教師成為DFC學習法種子教師（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2024）。

研究者認為 DFC 學習法欲培養的學習能力，與臺灣現今的課綱理念不謀而合，

但是此培訓課程發展至今，仍未有一套明確的評鑑方式，來評估培訓課程是否符

應現今教師的需求，十分值得關注。 

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 Altschuld and Kumar（2010）提出之需求評估方式，

以由下而上的方式，聚焦於教師認為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培養的教學專業

能力之重要性，以及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是否如實符合其課程目標，並從

兩者間的差異，了解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需求，以此作為日後設計培訓課程的重

要依據。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一)教師認為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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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為何？(二)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目標符合性為何？(三)分析兩者差距

後，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需求為何？ 

二、需求評估意涵 

Altschuld and Kumar（2010）提出需求評估是一個線性的歷程，藉由需求評

估能夠幫助組織或企業解決潛在的需求問題。Altschuld and Kumar（2010）說明

歷程分為三階段，分別是先前評估、評估、決策。 

在先前評估階段，研究者應蒐集應有及現有的資料進行分類，聚焦在組織或

企業的需求。此為最重要的階段，當研究者釐清對可能的需求了解多寡、評估的

重點，才能執行後續的兩個階段，並藉由先前評估的結果，減少需求評估後期的

工作、時間或是資源；接著於評估階段，研究者進行全面的評估後，排出優先順

序並嘗試擬定解決策略。在此階段，研究者將決定是否需要搜集更多資料，或是

釐清產生需求的背後原因，以利找出適合的解決策略；最後則為決策階段，研究

者將採取實際行動，做出解決問題的決定、執行、監測及評估成效。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架構上，根據需求理論及參考 DFC 臺灣（2022）於官方社群媒體公

告的第三屆種子教師培訓計畫簡章中，種子教師培訓目標之四大面向：DFC 學習

法的理解、課程設計、教師心態建立、推廣 DFC 學習法，建構本研究的研究架

構（圖 1）。透過培訓課程的重要性與目標符合性的差距，探討教師的需求。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研究對象以參與「DFC 臺灣第三屆種子教師培訓計畫」之四位教師為主，四

位教師參皆在學校單位任教，且完整參與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 

在資料蒐集上，本研究採取混合研究法，先採取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法，

再以質性研究中的半結構訪談進行資料的補充，探討問卷答案後的深層意義。第

一階段採取問卷調查法，本研究的問卷根據需求評估理論：方案的目標即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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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達到的樣貌，因此以 DFC 臺灣之第三屆種子教師簡章中的「種子教師的目標」

四大面向作為問卷架構，並自行擬定題目；擬定題目後，邀請兩位 DFC 臺灣課

程人員與一位專業的評鑑人員進行專家效度，協助審定與修改題目，完成此份問

卷。問卷包含兩部分，分別為「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重要性」與「DFC 臺

灣的教師培訓課程目標符合性」，其中，DFC 學習法的理解 6 題、課程設計 7

題、教師心態建立 5 題、推廣 DFC 學習法 5 題，共計 23 題。採用李克氏五點量

表，重要性為 1 至 5 分，代表「非常不重要」至「非常重要」；符合性為 1 至 5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本研究的需求為重要性與符合性的差

距，當重要性大於符合性，差距為正，代表課程未能滿足教師的需求；反之，當

重要性小於符合性，差距為負，代表課程已滿足教師的需求。問卷實施時間為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第二階段採取半結構訪談，訪談題目共有八題，針對

問卷結果探究填答原因，例如：「在 DFC 學習法的理解中，研究者發現『我能

夠理解 DFC 學習法中四個步驟的意涵（感受、想像、實踐、分享）。』為教師

認為最重要的項目，您也是這樣認為嗎？請闡述原因。」。研究者邀請二位教師

作為訪談對象，每位教師訪談 30 分鐘，選取二位教師的原因為：一位是從未有

DFC 學習法教學經驗之教師；另一位是曾經參與過 DFC 學習法單日工作坊，並

已有多次 DFC 學習法教學經驗之教師。透過與不同經驗之教師訪談，了解教師

於培訓課程中的實際情況。 

在資料分析上，分為數據與文字兩類。數據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為主，利用平

均數、標準差及平均數差距，描述教師對於 DFC 教師培訓課程的需求。文字資

料則分為三步驟：資料整理與編碼、歸納資料間的關係、與數據資料交叉對比。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各構面之重要性分析 

表 1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各構面之需求分析表 

四大面向 題項 
平均值（標準差） 需求 

重要性 符合性 差距 排序 

DFC 學習法的理解 1-6 4.13（.38） 4.54（.19） -.42 3 

課程建立 7-13 3.96（.22） 4.14（.24） -.18 1 

教師心態建立 14-18 3.95（.33） 4.35（.38） -.40 2 

推廣 DFC 學習法 19-23 3.55（.21） 4.30（.21） -.75 4 

整體 3.91（.34） 4.23（.29）   

根據研究結果（表 1），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重要性的平均值為 3.91，

四大構面依序為：DFC 學習法的理解（4.13）、課程設計（3.96）、教師心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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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3.95）、推廣 DFC 學習法（3.55），顯示參與教師培訓課程的教師，認為理

解 DFC 學習法內涵與運用於課堂，為前二重要之項目。 

其中，DFC 學習法的理解的次項目中，「我能夠理解 DFC 學習法中四個步

驟的意涵（感受、想像、實踐、分享）」分數最高，受訪教師描述，理解一個新

的學習法意涵是第一步，熟悉後才會再思考如何設計課程。 

我覺得對於學習法的理解，比較像是一個大的骨架，要先知道骨架，才有

辦法往內放小支架，例如課程設計。（H師＿20240202） 

在課程設計的次項目中，分數最高為「我能依據不同的課程目標，結合 DFC

學習法規劃與設計課程」，經由訪談，可以發現學生是教師持續進修的主因，因

此如何將所學結合現有課程，也是教師認為重要的項目之一。 

我覺得設計思考是一個很難使用卻重要的工具，然而如何讓學生也可以使

用這樣的工具，我是完全沒有頭緒的，因此我想藉由 DFC 學習法設計課

程，帶領孩子認識這個工具。（T師＿20240203） 

(二)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各構面之符合性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表 1），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符合性的平均值為 4.33，

依序為：DFC 學習法的理解（4.54）、教師心態建立（4.35）、推廣 DFC 學習法

（4.30）、課程設計（4.14）。各構面皆高於 4 分，代表教師高度認同 DFC 臺灣

的教師培訓課程符合課程目標。 

DFC學習法的理解的次項目中，分數最高為「我能夠理解 DFC學習法中四個

步驟的意涵（感受、想像、實踐、分享）」及「我了解設計思考的定義與內涵」，顯

示教師於培訓課程中充分學習 DFC學習法。受訪教師表示在培訓課程中，推翻自

己原先對於四步驟的理解，並且從中知道更多的細節項目，進而提升課堂設計能

力。 

一開始看到四步驟時，我會覺得大概就是文字表達的意思。實際上課才發

現它其實有很多的細節，像是「感受」就分成探究問題、聚焦問題。每一

個步驟都有更小的步驟去操作，對我來說很有幫助，可以提升規劃課程以

及怎麼設計課程。（T師＿20240203） 

而在教師心態建立的次項目中，「我理解學生的獨特性，保持開放的心態」

最高分，教師於受訪的過程中回應，產生此感受並非有專門的課堂教導，而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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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的上課方式中，自然的意識此概念。 

我覺得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好像就會知道要去理解學生的獨特性。例如在

討論的過程中，學生會用便利貼，或是其他方式歸納。而在那樣的過程中，

自然而然就會理解到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想法。（H師＿20240202） 

(三)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各構面之需求分析 

本研究藉由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各構面之重要性與符合性兩者之間的

差距，分析教師的需求。從結果（表 1）得知，四個構面差距皆為負數，代表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超過教師的需求；而當數值的絕對值越大，表示超過需求的

程度越高。 

其中，「推廣 DFC 學習法」差距為-.75，此數值的絕對值為四個構面中差距

最大者，顯示此構面已遠遠超過教師的需求。受訪教師表示，一開始不認同推廣

是重要的構面，因為自身不熟悉 DFC 學習法，以及未有擔任講師的經驗。但歷

經培訓課程後，認為 DFC 學習法適合用於教學現場，而培訓課程亦有專業教師

教授如何擔任講師，減少原先的擔憂；因此教師認為推廣 DFC 學習法的確相當

重要，且部分教師已於 2023 年擔任 DFC 臺灣推廣活動之講師。 

實際培訓之後，我覺得 DFC 學習法在學校推廣，會變成老師們比較容易

上手的一個方法。所以會覺得把這樣的理念推廣出去，蠻不錯的！（H師

＿20240202） 

「課程設計」差距為-.18，此數值的絕對值為四個構面中差距最小者，雖然

此構面已滿足教師的需求，但是超過需求的程度不高。受訪教師提及在實體課程

時，課程的架構清楚，使教師能夠理解 DFC 學習法的主要概念；但是回到教學

現場時，即使有教學手冊，仍不清楚如何與現今教學課程結合。 

我覺得給予我們的教學手冊中，只有關鍵字，所以等到回到課堂操作時，

會記不太起來那個裡面到底是什麼？（H師＿20240202） 

五、結論 

本研究欲探討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是否符應現今教師的需求，結果顯

示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均大於符合性，表示課程符合教師需求，其中「推

廣 DFC 學習法」超過需求的程度最高；「課程設計」超過需求的程度最少。藉

由結果，亦可得知此培訓課程符合其訂定之目標，未失焦培訓課程的重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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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不僅能提升教學專業能力，將習得的能力兌現

於教學，學生也能從更多元的課程中產生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建議 DFC 臺灣可於未來的教師培訓課程中，增加更多 DFC 學習法實際運用

於課程的案例，以及支持教師的資源，或是與教育部、民間組織合作推廣，使更

多教師認識 DFC 學習法。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DFC 臺灣第三屆種子教師，未

來研究可再深入探討不同屆數的參與教師與 DFC 臺灣的教師培訓課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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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初任教師之心聲 
陳知穎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現今社會快速變遷下，對教師的期許與角色定位將有其改變，教師角色也

需重新定位與塑造，才能符應新時代、新需求，因教育發展目標最終渴望能搭建

教師自主專業以促進教師成長，並深化地方教育支持系統。偏鄉學校常因人員編

制不足致使初任教師身為新進教育新手，在尚未完全熟悉教學環境及適應心理壓

力，需同時兼任學校行政業務而造成極大的內在適應障礙。 

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無可避免，張德銳（2003）也提及不論在教學或行政，

沉重的教學負荷與層出不窮的班級經營問題更使得他們黔驢技窮，造成初任教

師感到無助與挫折感倍增，更重要的是臺灣偏鄉學校比率偏高，偏鄉地區國小孩

童教育需求人數更佔全國高達 54%（張雅淳，2023），地方政府又該如何擬定偏

鄉教育配套措施，以透過落實教育政策並縮短城鄉教育差距，藉此提高偏鄉學生

基礎學力及減少社會教育成本，值得教育主管機關重視及省思。為確保每一位偏

鄉教師不因學校地處位置等種種因素影響，均能在相同的教育環境體制下，獲得

無差別待遇且適切的專業培力、支持與陪伴，進一步整合政府相關資源與地方需

求進行連結，依在地人文背景及文化需求，有效轉化以建置屬於地方教育特色模

組，藉此深化才得以落實永續經營地方教育支持系統。 

二、偏鄉初任教師困境 

(一) 偏鄉教育政策與制度潛在問題 

為達成教育機會實質均等、改善文化不利教育條件，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

區計畫」望其有效發揮各項補助之實質效益。雖說教育政策制度有了，以偏鄉教

育來說，相關研究調查曾指出，當學校規模越小、經費需求卻越高，在學校人事

經費支出後所剩無幾，轉而需仰賴申請其他專案計畫來補足。人力與資源皆匱乏

的狀態下，申請非常態性之專案計畫，雖解決一時的經費困境但依舊屬於不穩定

的經費來源，將牽動著教育現場不穩定的運作，也間接造成行政的壓力與負荷。 

1. 偏鄉教育自我三感－安全感、歸屬感、認同感 

不論是透過教師甄選或是以分發方式分發到偏鄉的公費師資生，一旦通過教

師甄選後如分發至偏鄉學校服務，才是真正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偏鄉教

師，如何奠定教師對於偏鄉教育的認可，在沒有任何通則的情況下；從何引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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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從教育職場環境中找尋之自我三感，從心靈「安全感」轉化成為自我「歸屬感」；

有了歸屬感再產生「自我認同感」，經歷內在歷程轉換將認同自己是屬於該教育

環境的一份子，才會在偏鄉教育上「深耕」；在學生身上「生根」，讓教師在偏鄉

教育「不只是：教書」。 

2. 至偏鄉服務意願－城鄉差距 

留不住教育人才，是偏鄉學校頭痛且棘手的問題，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無意願

常駐偏鄉，原因不外乎與交通便捷程度、行政負擔或生涯規劃等因素有關，在少

子化及高齡化時代夾擊下，帶來正面的衝擊－招生不易，學齡兒童數的減少主導

了地方政府在偏鄉小校班級數編制的裁定，班級數少了教師及行政組織編制也隨

之短縮，但各校需處理的行政事務量是等量的，校長兼撞鐘是偏鄉常態的現象。

學生數若少，偏鄉小校裁併校機率將大幅提升，在環環相扣不可分割的影響因素

下，讓初任教師考取教師選填志願時，經多方考量可能將偏鄉列為不得已的選擇，

偏鄉教育最終「等嘸人」，等嘸老師也等嘸學生，偏鄉學校及社區的沒落與潰散

必定將在不遠處。 

(二) 教育現場實況 

1. 這條路好遠－自主增能專業培力 

職涯發展對教師來說是不間斷且持續性的自我成長歷程，為因應新時代社會

變遷與社會教育接軌，希冀透過專業成長與增能達成自我實現。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能寓教於樂，並能以教學工作為榮、具備教育愛及培養持續成長的專業能力，

增強自我核心素養與教學專業；能依教育趨勢需求，發揮教育專業並在此過程中

描繪出專屬自己短、中、長程的職涯藍圖。而理想與現實往往是存在差距的，偏鄉

大多地處偏遠甚至離島地區，交通往返不易，例如：臺東縣長濱鄉至臺東市區距

離約 85.7 公里，光車程就需耗時將近 2 小時；路途遙遠耗時成本提高，導致參加

各類研習課程意願大幅下降；現實層面還包含偏鄉聘請代課教師不易，致使即使

有意願參加自主增能課程也必須考量現實面向問題，就此阻礙增能研習之念頭。 

2. 行政負荷程度－自主性 

教師在工作職場扮演多重角色會遇到課程教學與行政工作上職務重疊的情

況，偏鄉學生數少、編制相對來說規模較小，但行政工作量並不少於一般學校，

鄭燿男（2017）提起，若擔任行政救火工作，公務繁忙卻沒有尊嚴，恐怕願意兼

任行政的教師，只剩下想往主任、校長職位邁進的教師而已。如能施予相對工作

自主性使其在職務上施展抱負，或許能提升教師接任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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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重角色之內在衝突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長期以來都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需同時扮演及適應兩

種不同角色，除了需要教授課、備課、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外，下課後還得利用

課餘時間處理繁瑣的行政職務，如為上、下學期交界之際做準備，除了處理學生

事務外還需申請新學期教師增能計畫等，寒、暑假期間也需到校輪值，雖說兼任

行政職務享有減課、行政加級相關福利，在面臨行政事務範疇廣泛及業務繁雜情

況下，以至於整天忙碌下來沒能好好調息，導致資深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意願低，

教育現場出現奇特現象－由新手初任教師接任。尚未熟悉教育環境的情況下，即

需馬上兼任課程教學與繁重的行政職務，讓初任教師壓力不堪負荷，出現了偏鄉

教師服務期滿後主動申請調職現象，又談何穩定偏鄉師資。 

三、結語 

在教育政策之外，還能怎麼做？才能讓教育在遠方深耕。跳脫白紙黑字的框

架思維，讓教育在體制下保有一定調整彈性，多數偏鄉可能因文化刺激匱乏、家

庭功能不彰及資源失衡，學校若能支撐起家庭結構的漏洞並善用各偏鄉地區特色

發展，建置屬於當地的偏鄉支持網絡，從學校出發到家庭、社區至地方教育主管

機關，橫向溝通連結資源成為在地支援，能自發永續、一起共好；找到有共識且

能一起成長的夥伴，亦能減輕偏鄉初任教師獨自面對所背負的壓力，讓城鄉差距

不再是侵蝕教育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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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科技教育應用 6E 教學模式教學之省思 
吳詩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在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教育的形式也必須與時俱進，以應對快速變化

的社會需求與學生的學習需求。科技教育作為培養學生創新思維以及實踐操作技

能的重要一環，其教學模式也應隨之更新與革新。其中，6E 教學模式作為一種

融合了傳統教學與現代科技的教學方法，為教師提供了一個全方位促進學生學習

的框架。本文將以國中科技教育應用 6E 教學模式教學之省思為題，探討這一教

學模式在國中科技教育中的應用及其對教學的影響和啟示。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學生所需要具備的能力也隨之不斷變化。傳統的教

學模式往往難以滿足學生的需求，而 6E 教學模式則提供了一種更具彈性和靈活

性的教學方式。透過引入探索、實驗、展示等元素，6E 教學模式能夠激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培養其主動學習的能力，使其能夠在面對未知挑戰時能夠靈活應對。 

二、6E教學模式 

在國中科技教育的實踐中，6E 教學模式能夠更好地促進學生對科技知識的

理解與應用。通過引導學生進行探索性學習和實踐性操作，學生能夠更直觀地理

解科技原理，並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解決中。同時，6E 教學模式也注

重展示和分享，使學生能夠將自己的成果呈現給他人，進一步加深對所學知識的

理解，提升其表達能力和溝通能力。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6E 教學

模式在實踐中可能面臨著一些挑戰。首先，教師需要具備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科技

知識，才能夠有效地設計和引導 6E 教學活動。然後，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自主

性也是影響 6E 教學效果的關鍵因素，教師需要通過適當的引導和激勵，激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 

美國科學課程促進學會（Science Curriculum Improvement Study, SCIS）於

1960 年提出一個基礎的教學模式，對於科學教育提出了一套教學流程，包含了

「探索、發明、發現」三步驟（姚經政、林呈彥，2016）。ITEEA（2021）以 5E 模

式（BSCS 5E Instructional Model）為基礎根據 Bybee（1997）的研究，提出一個

「透過設計的學習」的 6E模式（ITEEA’S 6E LEARNING BYDESIGN™MODEL），

來整合探究與設計。 

關於科學探究的方法，從 POE（預測、觀察、解釋）、POEC（預測、觀察、

解釋、比較）、到 4E、5E，可以歸納出這些探究方法都在強調實際體驗及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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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而到了 6E 則加入工程步驟，其要素如下表 1（ITEEA,2021）： 

表 1  6E 六階段要素 

名稱 說明 

參與 Engage 體驗、問答、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探索 Explore 預測、實際測試、觀察、發現、紀錄、重測、討論。 

解釋 Explain 發展、成長、進步。 

工程 Engineer 應用、概念化、細部設計、建模、創造。 

深化 Enrich 互動、提問、實驗、紀錄、提出結論。 

評量 Evaluate 分析、綜合。 

綜上所述，6E 教學模式作為一種融合了傳統教學與現代科技的教學方法，

為國中科技教育提供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教學框架。通過不斷地實踐和探索，我們

相信可以進一步完善這一教學模式，提升教學效果，為培養具備科技素養的新一

代人才做出更大的貢獻。 

三、教學活動 

課程中將利用 6E 教學模式發展教學活動，課程單元為手搖發電手電筒單元，

本研究根據民國 108 年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學暨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歸納出表 2，表 2 為本活動之學習目標、學習表現及

學習內容，本課程參考翰林出版社的生活科技課本教案，並由作者修改成適合結

合 6E 教學模式的課程內容，教師透過引導使學生思考，進而完成作品。6E 包含

六個階段，分別是參與（Engage）、探索（Explore）、解釋（Explain）、工程（Engineer）、

深化（Enrich）、評量（Evaluate），表 3 將針對此六個階段進行說明。 

表 2  手搖發電手電筒之學習目標、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名稱 說明 

學習目標 製作一個可以利用手搖及電池兩用的 LED 手電筒 

學習表現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學習內容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與使用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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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E 六階段課程說明 

階段 名稱 內容 

一 
參與

（Engage） 

1.激發學生的興趣，使學生確實參與實作活動。 

2.以寶可夢中含有電及磁力屬性的角色介紹展開序幕，讓學

生引發興趣。 

二 
探索

（Explore） 

1.使學生對活動實作活動有所理解，以利後續小組相互討論、

腦力激盪，並說明自己的想法。 

2.展示手電筒可以使用電池及手動發電，請學生觀察此狀況，

並請同學發表自己的意見。 

三 
解釋

（Explain） 

1.使學生消化吸收後，有機會可以用自己的話語解釋或定義。 

2.在銲接 LED 之前先讓學生使用麵包板練習，說明正負極的

差異及原理，再使用銲接將 LED 銲接起來。 

四 
工程

（Engineer） 

1.以實作所獲取到的經驗，去思考實作活動進而得到深度理

解。 

2.完成作品之後，可以理解手搖發電手電筒的原理。 

五 深化（Enrich） 

1. 1.使學生可以將實作活動所學習的能力，去解決更複雜的問

題，並加深學習的經驗。 

2. 2.請同學思考手搖發電手電筒是否有可以延長燈泡亮光的方

法。 

六 
評量

（Evaluate） 

1. 1.作為一個檢核，目的在於使教師與學生能夠了解此課程所

學與理解的程度為何。 

2. 2.透過機智問答、學習單牛刀小試，檢測學生是否明白手電

筒中的電子零件應用及原理。 

四、國中科技教育應用 6E教學模式教學之省思 

國中科技教育的教學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探索和反思，以確保教學活動能夠

真正地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在應用 6E 教學模式的過程中，我們也遇到了一

些挑戰和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檢討和省思。 

首先，雖然 6E 教學模式強調了學生的主動參與和探索性學習，但在實際教

學中，我們發現有些學生可能缺乏足夠的學習動機和自主性，導致教學效果不如

預期。這可能與學生的學習習慣和學習環境有關，根據周惠柔（2018）的研究認

為，未來欲透過 6E 教學模式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除了釐清 6E 教學模式的內

涵與核心外，應將團隊合作能力以及輔助學習設備的合適度納入考量。 

另外，6E 教學模式強調了學生的合作與互動，但在實際教學中，我們也發

現有時候學生之間的合作存在問題，例如合作不協調、分工不明確等，這可能影

響了教學活動的進行和效果。因此，我們需要更加重視學生的合作能力培養，並

提供相應的指導和支持，使其能夠更好地協作完成教學任務。 

實施 6E 教學模式需要教師在每個階段都精心設計教學活動。這將促使教師

提升他們的教學設計能力，包括選擇適當的教學資源、設計具挑戰性的問題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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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及構建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教師也需要不斷地反思和改進他們的教學實踐。

這種反思和改進過程促進了教師的專業發展，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學生的需求，

並針對性地調整教學策略。 

綜上所述，應用 6E 教學模式的國中科技教育教學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時，

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和問題。我們需要通過深入的檢討和省思，找出問題的根源，

並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以不斷提升教學效果，實現科技教育的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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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之運用 

—以 CASEL為例 
呂欣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組 

 

一、前言 

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簡稱 SEL）是美國非營利機

構「學業與社會情緒能力學習組織」（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簡稱 CASEL）所提出，CASEL 是一群熱心且致力於協助學

生認識社交以及情感學習的教學者，希望所有兒童和成年人都能成為自覺、關懷、

負責，強調合作，形成一個跨足教室到社區的社群，讓社會與情緒學習成為高質

量且公平的教育的一部分（Mahoney et al., 2021）。 

SEL 可以是獨立的課程、融入學科、合作團體競賽，通常臺灣的學校做法是

以繪本讓學生團體討論，或者以一個事件讓學生情境演練。研究者認為此架構類

似一零八課綱「自發、互動、共好」，自我覺察與自我管理屬於「自發」，自發是

學生能自主行動，擁有學習的熱情；社會覺察與人際技巧屬於「互動」，互動是

學生能與他人溝通合作；承擔決定則是「共好」，共好是關心身處環境，並樂於

參與，促使社會進步。以下是 SEL 五大內涵以及核心能力說明（CASEL, 2020a）： 

(一) 自我察覺（Self-awareness）：可以認識自己、了解自身情緒，以及能評估自

己的能力範圍，並對自己有信心。 

(二)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可以在不同環境下調節自我情緒，且會設定

自我目標，專注去實現目的。 

(三) 社會察覺（Social- awareness）：學習尊重不同的文化，並能換位思考，從不

同觀點同理他人。 

(四) 人際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學會與人溝通與互動，能傾聽他人說話，與

人建立良好關係，在困難時會尋求幫助。 

(五) 承擔決定（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在面對衝突的時能承擔後果，能夠

反思自我，並找到解決方案。 

社會情緒學習的短期目標有兩項，第一，提升學生的自我察覺、自我管理、

社會察覺、人際技巧和承擔決定的能力。第二，改善學生對自己、他人和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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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和信念（CASEL, 2013）。目前 SEL 在美國已經有 18 個州（阿肯色州、伊利

諾州、印第安那州、堪薩斯州、因州、密西根州、明尼蘇蓬州、内華達州、細溧

巧州、細約州、北遊科達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羅德島州、田納西州、

華盛頓州、西維吉尼亞州、威斯康辛州）依此架構為依據，發展從幼兒到高中連

續的 SEL 指標架構，希望減少行為問題、改善情緒困擾、增進社會行為以及提

高學業成績（CASEL, 2020b）。 

二、課堂中常見的 SEL問題 

青春期是學生尋找自我的時期，過程中學生會與他人對立，生理上，前額葉

未發育完成，而是從顳葉來判讀資訊，導致思緒受到情感、情緒影響（張曦允，

2021）。研究者在課堂上常看到學生的問題有三點，第一「以自我為中心，不在

乎別人感受」，第二「對學習沒有動力，又干擾他人學習」，第三「面對錯誤不自

我檢討，而責怪他人」，以上皆是在課堂中容易形成衝突的導火線。 

(一) 以自我為中心，不在乎別人感受 

研究者在課堂上常發現學生愛比較的心態，學生只會想到自己的利益，而忽

略其他同學的感受，像是在玩桌遊時，學生會認為自己的規則才是對的，並要求

大家都要聽他的指示，這時我就會聽到學生說「我不要玩了」、「都你在說」，甚

至直接怒罵「為什麼你說的就是對的」，更嚴重的是直接破壞遊戲局面，因此學

生需要學習換位思考與了解同理心。 

(二) 對學習沒有動力，又干擾他人學習 

研究者常看到學生不想寫考卷就丟橡皮擦或是出怪聲音吸引對方注意，導致

干擾正在寫考卷的學生，而受干擾的學生就會說「老師他好吵」、「幹嘛丟我」，

或是直接反擊丟回去，這時兩個人就會出現肢體動作的衝突，研究者認為學生對

學習沒動力的原因是不知道練習對他的幫助是什麼，也就是說學生需要找到想要

做的目標，才會賦予學習的意義。 

(三) 對錯誤不自我檢討，而責怪他人 

研究者在下課時，曾經看到有學生跌倒，直接責怪地板害他跌倒，或是當學

生事情沒做好時，會責怪父母「是你沒有告訴我」、「你沒有提醒我時間，害我遲

到被罵」，或是在拿東西時，因雙方碰撞而把桌上的水翻倒，就責怪是別人的錯。

研究者發現學生缺乏自我反思以及對事情不負責任，因此學生需要有良知的判斷

和負責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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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是在課堂上常見的問題，在課堂學生最常遇到的人際互動問題來源是

學生自己本身，若學生對自己的行為不加以認識與探討，就會對他人造成困擾，

而將自己當成被害者，而出現排斥他人的想法。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現高年級學

生經常發生人際關係的衝突問題，高年級生需要透過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去發現深

處內在的自我，改善學生人際關係，教師需要在課程設計反思與情境，提出解決

困境的方法與策略。 

三、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安排 

CASEL（2020）提到有效的社會情緒學習有四要點，縮寫為 SAFE，(1)順序

（Sequenced）：要促進能力的發展，需要遵循一套協調的培訓方法。(2)積極

（Active）：激勵學生主參與學習，透過積極參與來掌握新技能。 (3)專注

（Focused）：在課堂上有意強調 SEL 能力發展的課程。(4)明確性（Explicit）：明

確定義和針對特定的技能、態度和知識進行培訓。 

由於現在學校已經有既有的課程，教師難以有空堂實施社會情緒學習課程，

因此研究者提供教師能在上學術課程前花 10-15 分鐘，讓學生能靜下心，也能夠

了解自己目前情緒狀態或是看待事情的想法，以下將社會情緒學習的五大核心觀

念，結合美國社會情緒學習的教科書（Carrizales-Engelmann, Feuerborn, Gueldner, 

& Tran, 2016）的技巧，提供教師實施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之方式： 

(一) 課前預備 

教師實施時可以使用投影機、複印機、圖表紙、粉筆、彩色筆、計分板，以

及課程需要時運用網路影片或影像。在課程前先讓學生知道本課程的概念以及帶

學生定義名詞，兩分鐘正念呼吸，讓學生先靜下心專注在教師身上。 

1. 方法一：自我察覺（Self-awareness）－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教師帶領學生認識每個人都有多樣的情緒感受，如：我們會感受到害怕、憤

怒、喜悅與悲傷等。透過角色扮演與搭配情緒溫度計，了解自己的情緒強度，發

現身體的變化，並能表達內心想法。教師帶領學生思考行為的動機，以及知道情

緒產生的原由，教導學生學習穩定情緒的方法，並將情緒視為協助我們自我認識

的最佳夥伴，理解後便能獲得同理他人的能力。 

2. 方法二：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處理憤怒與認識思維陷阱 

教師給予學生「憤怒是一種正常的情緒」的觀念，情緒的出現是一個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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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發，當學生做出行動時，就需要承擔後果，教師提供學生圖片，讓學生猜測這

張照片的想像，並公布圖片背後的原因，以及探討在過程帶入憤怒時會發生的行

為，教師也能讓學生透過證據辨別思維陷阱，例如：雙目視覺、黑白思維、墨鏡、

算命、怪罪遊戲等。 

3. 方法三：社會察覺（Social- awareness）－解決人們的問題 

教師先讓學生知道發生社會衝突或是人際衝突時，能採取的策略，並且提供

有效的方法以及如何預防，教師能運用角色扮演讓學生模擬衝突解決四步驟（確

定問題→制定計劃→評估計畫→實施計畫），教師也能讓學生多討論社會議題，

多方的換位思考能培養學生正向的思維能力，學會樂觀的看待事物，並以此信念

來找尋解決辦法，也學習跳脫負向的思維框架，進而學會轉念，也知道如何誠實

的表達內心感受。 

4. 方法四：人際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學會與人互動 

教師引導學生日常感恩，事物的出現都是他人的幫助所獲得，教師設計送禮

的活動，了解他人的需求，並感謝幫助我們的人，讓學生學會以感恩的心，來看

待外界的事物，就會得到一份發自內心的滿足與快樂。學會知足感恩時，除了會

讓其他人更願意靠近自己外，也會讓內在更加強大，這才是我們快樂的泉源。 

5. 方法五：承擔決定（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建立目標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 

教師分享積極生活的例子，讓學生規劃能實現的短期或是長期的目標

（SMART 目標），短期目標像是規劃一週或是一個月的行程表，其意義是讓學生

能知道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困難的情境，並能在過程中認識自己的優劣勢。 

教師也能舉出學生常發生的事件，讓學生預先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法，當下次

遇到就知道要承擔後果。學生需要先在腦中不斷的思辯，來提升我們是非對錯的

判斷力。 

(二) 課程收尾 

課程結束前教師會給予學生回家作業以及閉上眼睛，吸氣吐氣，結束課程，

而這些作業是不會影響下一堂課，學生也能把這些課程內容與生活做結合，像是

學生能回家觀察自己每天的情緒是什麼？或是生氣時會有什麼反應出現等等，關

閉呼吸則是讓學生沈澱心情，結束課程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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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社會情緒學習有五項核心能力，自我察覺、自我管力、社會察覺、人際技巧、

承擔決定，目的是幫助學生了解自己，以及維持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實現自

我能達成的目標，也能支持我們的家人、朋友與社區環境。 

研究者遇到「以自我為中心，不在乎別人感受」的學生，會使用方法三社會

覺察的要點實施課程，透過模擬生活事件，並選擇當下的感受，例如：考試不會，

想看同學答案，但同學不讓你你看，你的感受是……？失落？生氣？焦慮？學生

選擇後並讓分享原因，以此來達到自我覺察。 

次要「對學習沒有動力，又干擾他人學習」的學生，研究者會使用方法五承

擔決定，教師帶學生去思考夢想職業，並去討論此職業的必備能力及如何養成，

例如：賽車手要具備什麼能力？在哪些科目可以學到？在回答過程中，學生不可

能想得很周到，因此老師需要多加補充知識以拓展視野。 

最後「對錯誤不自我檢討，而責怪他人」的學生，研究者會使用方法四人際

技巧，教師請學生寫出自己對他人喜歡接近，以及抗拒排斥的特質，學生分享後，

教師引導學生多往好的特質前進，並改掉使人困擾的特質，以此來增進人際關係。 

臺灣目前實施 SEL 課程都是在特定時間或是地點實施活動，在學校沒有固

定的時間實施，也比較少使用正念引導學生靜心；美國則是有一套系統化的教科

書，也會在學校課程中實施，以改善學生的行為問題，或是提高學業成績。 

(二) 建議 

在 SEL 課程中，教師和學生是互信互助的關係，教師需要理解和欣賞每個

學生的獨特優勢和需求，讓學生願意從自我走向團體，能改正錯誤行為，並達到

自我反省。教師是帶領者，可以尋求學生的想法，使學生成為教學過程中的合作

夥伴。課程中結合學生的個人經驗和價值觀，能讓話題更加多元，也提高他們的

學習主動性。 

教師上課時可以依照自己的科目或是需求，去調整正課前 15 分鐘想要進行

什麼方式，研究者認為在課前讓學生有心靈上的體驗或是思辨的過程，日積月累

會讓學生的行為改善，把重心放在自己，而不是只會捉弄他人，而教師在實施 SEL

課程時，可以融入多種教學策略，讓學生有參與的意願，以下提供實施 SE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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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1. 教師給予學生明確的指導：課程結合環境與文化之連結和實踐社交情感技巧，

達到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多元合作學習：夥伴之間建立培養信任關係與得到夥伴的支持。 

3. 角色扮演：教師給予一個事件或是情境讓學生角色扮演模擬情境，教師帶領

學生能從不同角度看待事件。 

為了達到課程效果，教師的心態是要能接納學生所提出的意見，並給予認同，

會讓學生更願意深入思考，最後再以分享的方式來引導錯誤想法。雖然一開始實

施較為困難，但教師先不要把重點放在學生的反應，而是注重引導過後的轉變，

也需要時時刻刻提醒學生的說話方式，從學生和他人互動來確認引導方向是否正

確，以及時常思考該如何修正，達到在課程上建立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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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教育治理解決常見教育行政問題 
施喩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 前言 

近年來，教育治理已蔚為各國政府首要致力改革的方向，然而教育體系的有

效運作一則需要考量國家整體政策目標，一則應兼顧地方殊異多元的發展需求

（Burns & Köster, 2016）。誠如吳清山（2020a）指出，在未來時代中，難以避免

層出不窮的、無法預測的突發事件，都可能衝擊到人類的生存和教育發展。因此，

置身詭譎多變的社會，教育作為需要更多的彈性，妥適因應各種局勢的變化，才

能有效面對與解決遭遇的困境。 

盱衡現況，教育的民主化、分權與自治的改革儼然已蔚為當代教育的主流方

向，且受到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想風潮影響下的教改，引領教育領域朝向

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邁進，肇致臺灣教育趨向學校本位管理，促使教育的實施更重

視教師、家長、學生及社區的參與事務與決策（林雍智、吳清山，2018）。誠然，

優質的教育治理是提升教育品質的關鍵，其核心是揉合集權和分權兩種方式，優

化共治主體的權責關係，解決傳統教育管理中政府宏觀管理能力不足、社會參與

不足以及學校經營自主權不夠等的問題。 

二、 教育管理與教育治理的區別 

教育治理是在二十世紀末大量被提出的新概念，主要緣於許多先進國家為了

提升行政效能和教育品質，著力於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與學校自治（school 

autonomy）政策（吳政達、張雅婷、謝瑞君、張攸萍，2018），跳脫長期科層體

制拘限，讓教育漸次拓展參與的對象，藉以發揮多元互動與協同合作精神，打造

高品質的教育。我們仔細審視，傳統的教育行政體制習於發號司令的「管理」思

維，它是縱向的、垂直的，亦即是自上而下的系統性活動，通常是指透過計畫、

組織、領導、協調、管控等手段來執行政策，驅動他人行動，藉以實現既定目標

的活動過程。而現今全球的趨勢已朝向分權化，起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治理」

形式，其所謂的「治理」是多元的，可以從上而下、由下到上，抑或從中間向上、

向下延伸，是共同參與互動朝向同一個目標進退，它著力於不同利益和衝突間的

調和，藉此聯合行動致力於達成目標。茲將兩者的區別，臚列於下： 

(一) 參與主體容受的組合不同 

傳統的管理主體指的是政府部門的統治和管理；而治理的主體包括各種非政

府組織、社會團體、私人部門和個人的多元化民主的參與管理。這項變革意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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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已然轉變為多元的參與合作、協同共治與管理。 

(二) 權力賦予的來源不同  

政府的管理權源自於法律和權力機關的賦予，縱然那是全民的授權，畢竟是

間接的。而治理權是主體成員民主化的集中體現，是人民權力的直接行使，此即

為所謂的自治、共治。 

(三) 運作模式的機制不同 

傳統管理是承襲科層體制直線性、强制性、剛性的運作模式，因而管理行為

常遭遇抨擊、質疑，延宕政策的執行。而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包容的、多元的、協

力的，其治理行為比較廣受到重视，增益執行的效率與效能。  

承上，我們知悉管理與治理的區別，若教育行政的運作適切穩當，能讓不同

政治色彩、不同的教育主張與訴求得以充分表達，也能讓教育決策得到應有的討

論，自然能驅動教育的正向發展。長久以來，治理經常出現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等

領域，後來運用到教育領域希冀對教育發揮更大的效能。而所謂的教育治理，吳

清山（2020b）將其界定為「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運用其權力，從事各項教育政

策或事務的規劃、執行和評估的過程，以有效管理教育經費、人力和其他資源，

達成教育目標。」，可見教育治理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有效處理行政事務，讓行

政運作順暢，達成教育目標。 

三、 臺灣當前教育行政常見問題 

近年來，隨著科技運用的勃興，全球已然轉入變化迅捷的年代，許多社會組

織部門已警覺到傳統的模式無法有效處理問題，轉而尋求各類的創新或改革方

案，冀期促使組織能適應相互關聯且快速變遷之環境，朝更好的方向發展（林素

卿、顧毓群、莊雅然，2018）。揆諸實際，政府在教育管理上的保守、僵化、踰

越時遭詬病；而學校辦學活力不足，欠缺自主精神，以及社區利害關係人參與管

理不足等，難以解決現存的教育問題。反觀，市場機制在發展和有效運用資源上，

顯現出高度的效率與優越性，衍生磁吸效應，但也肇致市場壟斷、分配不公與權

貴化等弊病。可見，傳統科層體制的積極干預，以及單純的市場手段，都難以實

現教育資源的高效率分配與教育效能的發揮。值此變動的時空背景下，環境在變、

科技在演進，沒有組織可以固守過去的做法，因此，教育管理革新勢在必行，政

府教育行政職能亟待轉變，茲摘述其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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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源籌措不足，窒礙各級教育的革新發展 

近幾年，國內教育經費的增幅有限，111 年度「整體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比率，僅有 4.33%，是民國 70 年以來的最低點；同年度「公部

門」教育經費占 GDP 的比率，亦是民國 69 年以來最低，僅有 3.4%（國政評論，

2023）。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習於將教育問題責任歸咎於財源不足，導致學校

經費拮据，影響相關教育活動的推動與落實。再者，現今法令與政策規定，各縣

市大多數都要有配合款，才能申請補助，不利財政拮据的縣市推動教育活動，以

及進行修繕與設備採購，窒礙縣市教育的革新發展。 

(二) 教育業務龐雜，政府治理能量不足委由學校代辦 

教育業務包羅萬象，而六都外的縣市教育處是府內處，需透過縣府縣長才能

行文，徒生不少的限制與束縛；又源於編制員額較少，業務量大，經費執行又多，

常需借調學校教師協助，且經常將業務委由基層學校承辦，例如國語文競賽、音

樂比賽、舞蹈比賽、教師進修研習、教育志工表揚大會、科學展覽，以及各項體

育競賽等不勝枚舉，徒增學校額外的工作負擔，耗費不少的人力資源與時間，影

響學校教育品質的精進。因此，中央應讓縣教育處成為獨立局，增加編制，讓行

政可以更靈活運作，減少束縛與牽制。 

(三) 學校教職員編制不利國小和偏鄉學校運作 

現行高中職、國中和國小教職員工編制比例不同，尤以國小行政人力更顯不

足，不少教師須兼任非教學專業之行政工作，比如午餐秘書每天需要檢視蔬菜、

魚肉等的品質和重量，以及烹調處理的衛生，工作繁雜且壓力不小，影響辦學與

教學。再者，現行國中、小員額編制對偏鄉及小型學校來說相對不利，面對一樣

多的公文處理與繁瑣事務，卻只有少數人力承擔，加重教師的負荷；又由於行政

人員的福利與級任教師相差不多，小校行政人才難覓，行政團隊不齊全，導致弱

勢學校難以運作怎奢談翻身，不符公平正義原則。 

(四) 法令落差未能符應需求，不利學校組織再造 

目前國中小學校行政人員除了主計和人事有專任人員外，其餘大多由教師兼

任，而「國民中小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額編制準則」中，賦予各校的幹事、助理

員、管理員及書記（包括各處室職員及圖書館、教具室、實驗室管理員等）也不

敷需求，肇致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狀況難以改善。再者，有些法令訂定忽略學校

實務不易執行，比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其立法宗旨良善，但學校教職

員之來源背景有其專業或需求特性，強制學校落實此法之結果，反令不少學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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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遭到罰款（林斌，2012）。 

(五) 欠缺公允適切的評鑑機制，難以驅動教育效能 

在重視智育掛帥和升學導向的社會氛圍下，我國教育政策依舊傾向投入面的

政績表現，輕忽輸出面向的績效標準。尤其是針對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教師工

作條件的調控、學生學力與行為表現的把關等，欠缺完整具體的統計監測數據，

而且囿於教師團體等的抗拒，未能建立完整的績效及目標導向管理機制，導致難

以窺見教育部門的績效。揆諸實際，評鑑可以運用在各種領域，它是健全專業服

務之基本要素，其目的在蒐集資料，從事價值判斷，以提供決策之參考（張德銳，

2006），若能做好教育治理，匯集各方智慧與資源，建立公允適切的評鑑機制，

就可藉此檢視教育行政與教學的品質，得以不斷的自我反省與修正，才能驅動教

育效能，永續的成長精進。 

四、 匡正之道－從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 

管理的關鍵在控制，治理的鎖鑰在引領和驅動。揆諸實際，教育發展動力不

足問題，錯綜複雜，而傳統管理機制的決策和執行可能遭遇一些認知的解讀落差、

利益衝突等產生排斥抗拒等的阻礙，倘若能讓教育行政部門、社會團體、學校、

老師和家長組成一個教育治理共同體，發揮各自的智慧、經驗與行動力，彼此協

調互動朝向共同目標邁進，更能發揮效益。 

(一) 體認「管」的核心內涵，導正偏頗的認知 

管理的「管」，不是監督控制，而是「責任」的含義，是要承擔風險，為自

己和未能做到的事負起責任。管理的本質是協調、是激發善意，它建立在組織的

信任上，倘若政府未能提供滿意的公共服務，就需要再委託其他部門為公眾提供

更理想的服務。管理具有科學性和藝術性，科學性的表現在於透過有效的方法和

步驟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管理的藝術性在於發揮創造性，能因人、因時、因

地制宜採取適切措施，為有效管理創造條件。爰此，我們應正確體認「管」的核

心內涵，重新界定政府與學校的關係，共同攜手發揮教育應有的效能。 

(二) 跳脫傳統行政體制，落實行政鬆綁和分權化  

行政應跳脫傳統科層體制的框架，透過鬆綁分權激發行政的創意與活力。一

般而言，從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必然導致教育的鬆綁和分權，原本作為單一管

理主體的中央政府，應該以前瞻的視野、宏觀的管理，對教育的發展走向起決定

作用的決策引導，然後適切分權轉移給參與共同治理的多元主體，包括向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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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權，賦予縣市政府教育自主權；其次，地方政府要下放權力給學校、社會和

市場，擴大參與的格局，結合各方的資源與力量才能掌握複雜，在變局中創造高

績效，共同致力於教育的興革。 

(三) 運用協調機制同心合作，活絡教育治理管道 

威權式、獨斷式的教育行政，雖然可見到治理效率，但可能不利於治理的和

諧性和民主性的協力合作，影響教育效能。盱衡實際，我國教育行政體制並非完

全屬於中央集權制，其內涵具有均權制的精神，所以應朝向教育分權化的體制邁

進，為教育權力的結構與治理方式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陳榮政，2019），讓教育

治理的概念得以開展，漸次向地方層級和學校鬆綁。因此，政府應建立溝通協調

機制，形塑中央、地方和學校友善溝通的管道，不僅可使決策更加週延，亦可活

絡教育治理通路（吳清山，2020b），裨益教育發展。 

(四) 建立發展性的評鑑機制，驅動教育的革新 

評鑑是借助內省與外證，引領組織領導者自動自發、努力向上的經營動力。

評鑑可以讓我們透過另一雙眼，發現行政與教學的優、缺點，協助領導者察覺行

政經營的盲點，檢視教師教學的品質，藉由不斷的自我反省與滾動修正，才能永

續的成長精進。發展性評鑑（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DE）的概念，符合數據化

潮流、多元複合利害關係人與立即回饋等特性，對於日趨繁雜的教育變革與創新

方案，能有效發揮應有的評鑑功能（Rey, Tremblay & Brousselle, 2014），驅動教

育的革新精進。 

五、 結語 

教育貴在將資源轉化爲成果、進而創造績效與價值。目前，我國教育部門潛

藏許多問題，亟待我們審視關注，舉凡地方教育資源不足、法令落差影響學校組

織再造、業務龐雜委諸基層學校代勞、教職員工編制比例不利國小和偏鄉學校，

以及欠缺問責的適切評鑑機制，窒礙教育的革新發展。爰此，我們應深刻體認到

政府並非萬能，不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指揮中心，應該轉換思維重新配置公共權力，

讓「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掌握管理的核心精神，兼重管理的科學性與

藝術性，透過相關法規的修訂與統整，跳脫傳統行政的框架，透過分權賦能，讓

各縣市政府和學校能因時、因地制宜，活絡教育權力的結構與治理方式，提升行

政的彈性與韌性，激發學校的創意與活力，再藉由建立發展性的評鑑機制，不斷

自我審視修正，回應社會需求，打造高效能與高品質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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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衝突的主因與解決之道 
陳春華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學校是提供學生學習知識和技能的重要組織，但看似平靜的校園，並非代表

學校完全都沒有任何衝突發生，反而因有時學校內部結構系統更動或內部教職員

工因公務接觸密切頻繁，致使學校出現衝突的情況。學校衝突破壞了組織的和諧，

打擊學校成員的士氣，造成組織成員工作投入度降低，甚或可能間接影響學生的

相關權益。張德銳（2000）認為衝突為兩個以上的個人團體或組織間，因目標、

認知、情緒和行為不同，產生矛盾和對立的互動歷程。而學校衝突來源主要有行

政部門間的衝突，或是行政系統和教學系統間相互衝突，亦即學校官僚與專家系

統對立。教師形成專家系統的鬆散結合特性，與重視上對下絕對權力的官僚體系，

而因理念差異造成衝突。學校常存在科層文化與專業文化衝突。這兩種文化雖各

有其正向功能，但有時卻造成學校運作的緊張關係（秦夢群，2003）。 

學校往往因為種種特定的或不特定的原因引發衝突，因此學校組織發生衝突

是在所難免的，但當組織出現衝突時，若未採取有效的方式妥善處理，就會讓衝

突加劇，最後可能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學校組織有衝突亦非全然是壞

事，只要能將衝突妥善處理，並做好衝突管理，則衝突將有利於學校組織的健全

發展，甚至可為組織帶來意想不到的創造性結局。 

二、組織衝突正面性的相關主張 

一般而言，多數組織都將衝突視為很負面的東西，最好能避則避，能躲則躲，

但有部分學者對於組織的衝突是持正面的看法，Richard（1978）的研究指出組織

衝突正面性如下： 

(一) 衝突應被視為是一個中立的事物 

學者 Follett 認為衝突和合作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任何組織的日常，因此衝突

和合作是互惠的歷程，或者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要體認衝突在任何一個

組織中都是必然的（引自 Metcalf & Urwick , 1940）。 

(二) 衝突常可激化岀較高階的領導權 

衝突通常引發改變，有能力的領導者在發生衝突時會比沒有衝突時更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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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組織獲得完善的改變。 

(三) 衝突讓組織變得比之前更強大 

Coser（1956）曾指出衝突為組織帶來的益處有宣洩釋放潛在的敵意、檢視分

裂的勢力、澄清不同的目標、整合不同的目標、將政策與程序精緻化、證實實際

的資訊和知覺等。 

此外，Johson（1978）認為衝突既可以使人離散，也可以使人更緊密地結合

在一起；它可以是破壞的種子，帶來攻擊；但也可以是合作的種子，帶來相互的

瞭解，衝突含有澄清創造理性辯證的內涵。另外，Greenberg 與 Baron（1995）認

為組織衝突可鼓勵新觀念的發現，重新思考政策流程，促成組織變革的動力。 

三、學校組織衝突的主因 

學校是一個複雜的組織體，除了基本的行政處室如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輔導室外，還有各個學年，另外還有教師會、家長會、志工隊。由此可知學校這

一個大組織，旗下包含了不少的小單位，而學校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下，引發學校

衝突的因素有那些呢？張德銳（2000）認為學校組織衝突的原因可分成下列幾項： 

(一) 目標的不一致  

組織內不同部門或不同的個人因彼此間的目標與達成目標之手段無法達成

共識，如對兒童節的慶祝方式，各處室可能會有出現意見相左的情況。 

(二) 責任的不明確  

組織內垂直的命令階層和水平間執掌或管轄範圍模糊，當產生爭奪權或責任

歸屬爭議時，將勢必會造成部門間的衝突，如當上級來公文交辦某事項時，會出

現該公文應歸何處室處理的爭議。 

(三) 資源的有限性  

資源稀少性無法滿足所有團體或成員需求，增取有限資源，常會造成衝突。

如智慧教室裝設，在有限的經費，哪幾間教室可優先改裝呢？ 

(四) 酬賞的不公平  

如果某一成員或團體認為他們所得到的報酬、工作任命、工作條件或地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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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遠低於預期的結果，可能會與分配利益的主管或獲得利益者發生衝突。如認

真寫計畫案爭取補助，結果後來所爭取到的補助，該當受惠的單位所分配到的補

助款與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 

(五) 工作的互依性  

組織團體或成員執行任務時必須彼此支援工作相互依賴，且當彼此是屬於高

度的相互依賴就更易產生衝突。如以學年為單位的活動，屬該學年的老師，會因

任務分配上工作互依性大，易生衝突。 

林欽榮（2004）亦指出在工作的互依性中，當不同的個人或團體需要依賴相

同的對象，則會造成彼此間的緊張或產生一些時間壓力的衝突等；在資源的有限

性下，面臨共同資源的分配時，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奪資源，勢必會引起彼此的衝

突；在目標的差異性裡：目標不同的個人或團體間，因為有交互行為的關係，也

會引發衝突。 

柯進雄（1994a）則將學校行政組織衝突產生的原因，歸納為下面五項：(1)

經濟的衝突：學校組織中各單位或人員間為爭取有限的資源而產生之衝突。(2)權

力的衝突：學校行政層級中，上下層級對權責認知的差距，會造成支配權與服從

權間的爭執。平行單位間對於權責分配的糾紛，亦會產生衝突。(3)價值的衝突：

學校組織中之各處室組織及人員，由於本位主義作祟及個人意識形態，出身背景

等差異而產生價值的衝突。(4)利害的衝突：學校組織中各單位或個人，常因「爭

功議過」、「趨利避害」而產生有功、有利大家爭，有過、有害互相推諉的現象，甚

至造成嚴重的衝突。(5)人際的衝突：學校中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間，或非正式

組織相互間之成員，因任務角色的不同或個性不合等原因，而產生人際間的衝突。 

綜上所述，導致學校組織衝突的因素是複雜多元的，但主因大致可分成三大

類：第一類是學校組織結構的因素，如職位階層與職權劃分等；第二類是學校組

織成員的個人因素，如不同的背景或個性等；第三類是客觀的環境因素，如有限

的資源和人力等。 

四、學校衝突解方與實務作法 

因學校組織長期處在自身的權力階層結構因素、不同背景組織成員的個人因

素和資源有限性的客觀環境因素交互作用下，致使衝突的發生是必然的，故當衝

突發生時，處理方式顯得格外重要。誠如上述對組織衝突正面性主張所言，如果

衝突處理得宜的話，對組織可能具有加分作用。反之，若處理不當的話，對組織

而言就是災難一場，甚或讓組織元氣大傷，而一蹶不振。Gross（1964）曾指出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75-79 

 

自由評論 

 

第 78 頁 

突發生後會出現的情況有以下幾種：分別是「迴避」、「僵局 」、「一決勝負」、「妥

協」和「整合」。Follett 認為多數的衝突多具有變異性，因此採用「整合」的方

式將是對衝突最有效的處遇（引自 Metcalf & Urwick , 1940）。 

為維持學校組織正常的運作，組織內的成員常常一件工作需要組織內的成員

長期輪流分擔，如導護工作。校方與老師或老師和老師間可能因導護輪值工作安

排有所衝突，而如果衝突的結果是落入「迴避」、「僵局」此二種情況的話，學校

重要的導護工作就被停擺擱置，最後學童成為此衝突的最大受害者。但若落入「一

決勝負」、「妥協」的情況，雖有人員可輪流擔任導護工作，但輪值人員口服，而

心卻是不服的，這樣長久下來必會影響組織的工作氣氛。但如果此衝突最後是進

到「整合」的局面，如校方收集各方的困難點並聽取老師的意見，然後予以整合，

同時找尋相關的資源或引入第三方的力量，如愛心媽媽，將相關的人、事、物整

合後，再研擬出一個大家都能認同的導護工作執行方案。再者，如「生生用平板」

的政策推動，是指生生都能有使用平板的機會，而不是生生每人配置一台平板，

在這種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會上演平板資源競逐的衝突。當校內出現這種衝突

時，校方應先調查各年段和每位老師使用平板的次數頻率，並整合老師使用後的

意見，共同擬訂可行的使用方案，並同時整合其他可能的資源，如尋求學校家長

會或企業贊助添購。如此一來，就可弭平資源競逐的衝突，並解決老師要用平板

教學時卻沒有平板可用的窘境。由上述的「導護輪值工作安排」和「平板教學資

源使用」兩案例衝突解決評析可知，「整合」的運用是一個處理衝突的理想方式。 

因衝突有時含有一些爭議性的議題，致使整合過程中易出現憤怒與焦慮的情

緒，甚或誤解，導致整合的困難度增加。在美國加州獨立學校當了 20 年的主任

與 13 年的校長 Baer（2010）建議可用以下方法步驟讓整合變得順暢可行。第一

是有效的傾聽 ٬ 聽出對方在乎關注的點，莫因個人知覺訊息的差異造成溝通障

礙（秦夢群、鄭文淵，2016）⸰第二是界定議題，對所界定的議題不要辯駁、防

衛，而是保持中立，進行澄清和解釋。第三是將關注的議題切割細分，不帶情緒

將每個細節交代清楚。第四是先處理爭議性較低的議題，情緒性的議題放後面處

理。第五是透過討論找到共識。第六是採取都同意的行動計劃，共同擬訂可行的

方案。第七是安排追蹤的確認會議，確認計畫進度。由上述步驟觀之，當衝突發

生，進行溝通時，彼此都應互為主體性，傾聽對方的意見，不能先入為主，不要

情緒化，這樣才能達到有效溝通，最後達成共識，並共同擬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締造雙贏的局面。 

五、結語 

學校是社會體系架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組織，擔負了教育的重責大任。學校

組織有其複雜性，組織內部系統或人員彼此交互作用影響，再加上學校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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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模糊不確定的因子與資源稀少性，學校組織衝突發生是必然的，但無論是身

為學校的行政管理階層或教職員工都不能習以為常，等閒視之。學校有權責的人

員不能坐視不管，相反的，擁有權責的人員更應該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組織的

衝突，先去了解衝突的主因，再採取最適宜的解決方案，將相關團體或個人的利

益整合，進行充分有效溝通，激發衝突可能具有的正面效益，而由衝突衍生出的

正面效益，將使學校組織在衝突過後有機會出現一番新局面，學校也因此變的更

強大更健全，一個強大健全的學校組織將是莘莘學子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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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真誠領導之探討 
余惠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全球化脈絡的影響，各國教育政策改革，以績效導向問責制監督學校的辦學

績效，期望學校治理更加民主化，然教育市場化促進學校競爭加劇的現象，對學

校經營產生重大影響（Gardiner, 2015）。爰此，校務經營產生矛盾、衝突與艱難

道德選擇的情境，更突顯校長面對外在高張的壓力情境之下，仍具有美好道德操

守的重要性（Wilson, 2014）。美國 2015 年頒布「教育領導者專業標準」（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PSEL），強調有效能的校長皆以倫

理美德為規準經營學校。Duignan（2014）指出校長真誠領導為教育領導的核心

策略，尤以面對複雜多變的教育情境，學校更要展現韌性與正面積極的態度。校

長真誠領導能激勵教師，增強教師對組織的變革，提升教師工作投入，益於學校

整體改進與提升學校效能（Kulophas et al., 2018）。 

二、校長真誠領導之意義 

真誠領導源自正向心理學與正向組織行為，重視領導者高度道德守則的自我

要求，以指引自我覺察反省，追求真實的自我。Luthans 與 Avolio（2003）研究

真誠領導者表現出正面的領導行為，例如誠實、利他、仁慈、公平、樂觀、韌性

等正面行為對待部屬，進而影響部屬展現正面的態度與行為，以建立領導效能；

真誠領導關注領導者與部屬間互動的真誠關係，Avolio 等人（2004）認為真誠的

領導者凝聚希望感，建立追隨者對領導者的信任，藉由激發追隨者的個人認同和

社會認同來引發追隨者的積極態度。 

領導是影響成員完成組織目標的歷程，Duignan（2014）提出真誠領導者透

過倡導價值、集體願景、道德目標，進行領導與學習的變革。學校為重視道德實

踐之組織，Wilson（2014）認為學校領導者實踐真誠領導，應充分發揮道德領導

者的公共責任，展現忠實於自己信念的領導作為，並致力於符合學校、社區、社

會的期望與價值觀。馮丰儀與楊宜婷（2015）提出真誠領導係指領導者能以高度

道德標準自我要求，覺察己身的教育價值與信念，透過自省及他人回饋進行自我

調節，表現出言行一致的領導行為，建立真誠關係，獲得組織成員信任，進而對

成員及組織產生正向的影響歷程。 

基於以上之說明，校長真誠領導係校長覺察自身的教育價值與信念，具有高

度的內在道德觀，藉由自我反省涵養道德修養，展現與教育價值一致的領導行為，

與部屬建立真誠信任的關係，激勵部屬真誠正面的行為，對學校產生正向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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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共同創建最佳的學習環境。 

三、 校長真誠領導之內涵 

校長時常面對處理工作、法規、人事，公共關係等複雜情境，如何使校長保

有熱情、信念，秉持道德價值，不畏名利誘惑與壓力挑戰，亦關乎校長真誠領導

之實踐。真誠領導之內涵，Walumbwa 等人（2008）提出真誠領導的四個層面，

包括自我覺察、關係透明、平衡的訊息處理、內化道德觀，多數研究者亦採取此

層面（馮丰儀、楊宜婷，2015；Kulophas et al., 2018; Roncesvalles & Gaerlan, 2021），

茲歸納說明如下： 

(一) 自我覺察 

校長能洞察到自己的優勢，潛能，能力和自我的全面性，透過與他人建立關

係促進對自我的理解，進而影響他人的理解，以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 

(二) 關係透明 

校長能表現真誠的自我，包括公開分享信息和表達自己的真實信念，增進與

部屬間的信任，與部屬間營造真誠透明的關係。 

(三) 平衡的訊息處理 

校長在做出決定之前，客觀地考慮所有重要的資訊與數據，以公正的態度詮

釋訊息、秉持開放性的態度，公平的原則經營校務。 

(四) 內化道德觀 

校長的領導行為由內在的道德原則所指導，並且能夠高度自律、自省，不懼

怕外部壓力，促使內在價值展現於決策行為的一致性。 

四、當前校長領導面臨之挑戰 

21 世紀的世界是充滿變動的變革時代，而非傳統的線性發展模式，所產生

的問題威脅著社會與教育發展（Fullan, 2020），尤以新冠疫情後為教育場域帶來

劇烈的衝擊，考驗校長的領導能力，當前校長領導面臨下列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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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導無力感 

校長肩負中央政策的執行方針以及應對地方政府的教育績效壓力，在校內經

營也必須面對教師需求與家長的期待，促使校長的角色與任務越來越繁重，必須

一肩擔起學校變革的使命，同時校長領導面臨有責無權的現況，校長背負著比以

往更沉重的工作負擔和心理壓力，造成校長的無力感，深深影響到工作士氣及學

校辦學績效（林琪蓉、吳清山，2022）。 

(二) 教師兼任行政意願低落 

學校行政工作的運作效能影響教育目標的達成，然當前教育現場，兼任行政

教師申請專案計劃、撰擬訪視評鑑報告、檢視法令規範之執行，如期完成各項成

果填報，以達成業務督導與考核，教師身分與角色除了教學之外，亦需肩負行政

管理與績效考核的壓力。行政工作增量與複雜化，加重教師心理負擔，降低教師

兼任行政職的意願，學校兼任行政職務的人力不穩定，造成教育環境不利的循

環。 

(三) 教師的工作壓力繁重 

教師身處教育實踐第一線，這一波新課綱的課程，使得教師面臨課程改革的

壓力，乃至 COVID-19 疫情衝擊，後疫情時代教學與學習型態轉變為線上與實體

的虛實整合，相較傳統教學型態更為變化多端（謝傳崇，2023）。教師還需進行

班級經營與輔導管教，為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德行為負責，再加上家長對教師的

要求日益繁多，增加教師的工作壓力，降低教師對工作的熱情與價值感（張志銘、

鍾惠珍、伍木成、張世沛，2018）。 

(四) 確保學校績效責任 

過去二十年來，各國教育政策改革的重點，以績效數據監督學校的辦學成效，

成為提高學校教育品質的重要策略（Day, Gu, & Sammons, 2016）。面對外在環境

挑戰，以及家長期望學校提供卓越的教育品質，學校經營必須力求革新和創新（林

琪蓉、吳清山，2022），而學校績效表現是全體成員共同的責任，因此，校長必

須透過領導策略，營造教師間良好的合作關係，促進學校整體教學和學習的能力，

以確保達成學校績效責任。 

五、 校長運用真誠領導因應挑戰之策略 

校長採取真誠領導能因應當前的挑戰，促進學校整體發展，依據相關文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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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及實務觀察結果，可以有以下作法： 

(一) 校長提升真誠領導力，壯大領導效能 

Avolio 與 Gardner（2005）指出領導者的真誠領導力是可培養發展的，領導

者亦具備學習者的需求。Wilson（2014）強調真誠領導力的培養必須透過自律與

他律的方式並進，校長以高道德標準自我檢視，致力於對個人經驗、生活故事進

行深度自我反思、撰寫省思札記，培養自我覺察的智慧，並輔以適當的培訓和持

續的專業發展，例如：參與案例分享與解決問題情境為主題的校長社群，從校務

經營兩難道德情境的案例研討，促進校長間的專業知識交流與分享，使校長汲取

真誠領導的實踐智慧；他律的部分，校長應建立回饋機制，積極尋求教師、學生、

家長或社區成員的回饋，運用線上網路通訊軟體或是實體的教師對話或家長座談

等時機，回應問題並聆聽建議，這樣可以幫助校長了解自己的盲點和不足之處，

並且及時作出改進，以提振校長領導效能。 

(二) 校長展現內化的道德觀，激發教師組織承諾 

真誠領導者不是用權威的方式來說服組織成員，而是展現真誠的價值觀和行

為來產生影響力。校長創建師生獎勵計劃，設置教師表揚牆以及學生風雲榜，給

予師生真誠正向的賞識，感謝教師的辛勤工作和奉獻，以正直、誠懇的態度與教

師建立良好信任關係，對教師組織承諾產生正面影響，激勵教師展現組織公民行

為（Roncesvalles & Gaerlan, 2021），願意額外付出心力時間，從事學習和教學的

工作。這樣對學校具有忠誠認同以及無私奉獻的行為，能提升教師擔任行政職之

意願，促使學校教育工作更有效的執行。 

(三) 校長決策公平透明，強化教師心理資本 

校長運用真誠領導，展現真實自我想法來與學校成員溝通，培養成員對校長

的信任感與向心力（馮丰儀、楊宜婷，2015）。校長善用各式會議，與教師、家

長和學生分享學校的發展情況和挑戰，在學校的官方文件中明確表述學校的使命

和核心價值觀；校長處理學校事務，能秉著公開透明的態度，客觀的傾聽各方的

聲音，以創造鼓勵開放和誠信的溝通管道，隨時與成員溝通彼此的理念與作法，

以公平透明的處事信念，獲得教師之信任與共識。校長採行真誠領導的方式，能

涵養教師具備積極心理狀態，即便遭遇困難挫折時，能迅速恢復正常的心理韌性

（Fe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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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長善用真誠領導，創建積極正向的學校氛圍 

營造學校積極正向的氛圍，為成功的校長領導作為，Kulophas 等人（2018）

指出校長實踐真誠領導能夠創建正向積極的學校氣氛，使教師對工作更加投入。

因此，校長定期舉辦專業發展活動和自強活動，營造互動和交流的機會，以了解

教師在工作和生活遇到的困難，真心誠意給予教師關懷與支持，讓教師感受到自

己是學校的重要成員；也讓教師參與學校事務的決策，確保教師的意見被重視與

採納，可以強化教師對學校的認同感，使學校往更積極正向的目標發展。 

六、結語 

真誠領導注重領導者道德價值的表達和樹立楷模（Avolio & Gardner, 2005），

以創建正向積極的學校氛圍，校長運用真誠領導策略，敏於覺察自我與他人的理

解，適時表達真實感受與道德信念，以民主開放、公平信任的態度，時時以良善

的價值觀為經營方針，進行校務管理與決策，必能創建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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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U型理論探討校長公開授課之實踐反思 

－以新北市校長實踐經驗為例 
吳佳珊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長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103 年發布，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

施，強調素養導向教學，並關注教師的專業增能。因此，總綱明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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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105 學年度起推動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從「公開授

課」在教學現場實施現況來看，正反兩極評價皆有，造成認知落差情形嚴重。有

些校長認為公開授課需向老師借課，會打亂教師課程連貫性，或認為校長本職為

穩定學校校務運作，教學工作應由教師本專業進行；有些老師則認為，難道沒有

打開教室大門開放公開觀課，就意味著沒有教學專業嗎？甚至提出質疑：「這麼

多人站在學生旁邊盯著他們看，誰能保證不會干擾學生學習？」 

U 型理論作者 Scharmer 提出，決定成功的因素不僅是領導者的行為及方式，

還有引發他們行動的「內在狀態」，即注意力的源頭和質量（邱昭良、王慶娟、

陳秋佳譯，2013）。以新北市近幾年推動公開授課實施成效而言，校內成員能否

接受新的教育改革並化為具體行動，與校長領導行為及學校組織文化有關，此與

U 型理論部分概念不謀而合，而校長為學校最高領導人，其對於任何教育變革之

內在認知與外顯行為，攸關學校教學能否得以翻轉，實為舉足輕重之要角。 

二、U型理論之意涵 

(一) U 型理論之發端 

U 型理論係用於促進個人、團隊及組織轉型之理論，強調人們需從舊有思維

模式及行為方式中跳脫出來，方能真正實現創新與變革（Scharmer, 2009）。

Scharmer 更提出大部分領導者所面臨的挑戰都無法單靠省思過去來回應，有時

候過去經驗並非特別有幫助，有時候它正是使團隊無法以嶄新的眼光看待處境的

原因所在。U 型理論整合兩種不同的時間觀：U 的形狀是服膺東方的循環觀，箭

頭則是取法西方的線性發展觀，圖 1 呈現 U 型理論的核心流程，以及注意和共

同塑造世界的七種方式（戴志中譯，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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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U 型理論：注意和共同塑造的七種方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戴志中（譯）（2019）。 

沿著 U 的左側下行，會經歷下載、觀察、感知及自然流現四個認知層面。然

而若想成功進入這些深層次認知空間，必須跨越三個界點：暫懸、轉向、放下。

暫懸是暫停或擱置習慣的模式；轉向是把你的注意力從「外部」重新引向「內部」，

使其轉向心智過程的源頭，而不再是客觀事物本身；放下則意味著「接受我們的

體驗」（Varela, 1991）。 

(二) U 型理論之五個關鍵觀點 

從 Scharmer 所提變革的五個層次及六個轉折點，歸納出 U 型理論之五個關

鍵觀點（邱昭良等譯，2013），說明如下： 

1. 新的社會技術建立在內在三器互相協調的基礎上 

新型領導技術建立在「打開思維」、「打開心胸」及「打開意志」三器上。「打

開思維」建立在腦力或智商基礎上；「打開心胸」關係到人們利用情商的能力；

「打開意志」關係到人們達到真實人生目標和自我的能力，也稱作靈商。 

2. 最重要的領導工具是自己 

我們必須學會放下「小我」和習慣性「小我」，以利「大我」的湧現。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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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過去發生的經歷所形成的個人或團體；大我則是走向未來時能夠成為的個人

或團體。當「小我」和「大我」開始湧現時，我們就和最高的未來潛能建立微妙

但非常真實的聯結。 

3. 領導的內在工作是面對和征服三個敵人 

第一個敵人封鎖了通往打開思維的大門，稱作「評判之聲」；第二個敵人封

鎖了打開心胸的大門，稱作「嘲諷之聲」；第三個敵人封鎖了通往打開意志的大

門，稱作「恐懼之聲」。 

4. U 型理論是活性場域的理論，非線性的機械式過程 

U 型理論是一個矩陣，是一個綜合的整體，而不是線性的過程。為提高與正

在生成的深層場域之共鳴，組織需建立三種不同的基礎結構場所：共同感知、共

同自然流現、共同創造。 

5. 生成性和創造性社會空間的興起（自然流現的流程）是與毀滅性社會的衰亡

和轉變（故步自封的流程）相關的 

揭示「自然流現」及「故步自封」這二種力量是互相關聯的，我們常會看到

人們在面臨極度毀滅的同時覺醒，獲得了更高層次的意識和察覺。 

三、新北市推動公開授課之現況 

(一) 公開授課之意涵 

公開授課是授課者在「共同備課」之後，打開教室的門進行說課、觀課以及

專業回饋的歷程。歷程中以友善、互信的氛圍和同儕討論，看見自己教學的不同

面向，繼而激發改進的動力，提昇課程與教學的視野（吳麗君，2018）。 

(二) 新北市推動公開授課現況 

從新北市教育局網站「公開授課」專區之相關文件檔案說明（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2024），歸納新北市推動公開授課現況如下： 

1. 逐年推動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育局自 105 學年度起推動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訂定「各級學校校長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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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開授課規定暨獎勵實施計畫」，明定自 105 學年度起，各級學校教師（含校長）

公開授課達成率應為 25%、50%、75%、100%，108 學年度進入全面公開授課。 

2. 各校需訂定校本公開授課計畫並上網公告 

各校需經各教學研究會、年段會議或課發會議等共識討論通過，訂定適合學

校運作之校本公開授課實施計畫；並應連同學期公開授課行事曆，於校網首頁設

置「公開授課專區」進行公告。 

3. 授權學校公開課實施方式得多元彈性 

各校辦理公開授課應包含共同備課、安排觀課教師任務、實施公開觀課、共

同議課及彙整相關紀錄表件。辦理校內公開授課研究會，可結合領域研究會、輔

導團分區與到校輔導、教師社群、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等多元形式辦理。  

4. 訂定公開授課獎勵機制 

受學校指派擔任校內教學示範者，以及辦理跨區域策略聯盟之區級公開授課

研討會，教學者及工作人員（含校長）得依不同獎勵標準予以敘獎。 

5. 建立公開授課支持體系 

教育局提供第一線教師專業發展行政支援，同時建立公開授課支持系統，由

聘任督學組成公開授課地方輔導群，每學期到校輔導；並編輯公開授課資源手冊、

影片資源等。 

6. 學習共同體 8 年實踐經驗有助於推動公開授課 

新北市自 101 學年度起推動學習共同體，以嚴謹的「備課」、「觀課」及「議

課」模式，帶領教師具體實踐與反思。因此，多數校長在過去推動學習共同體皆

已實施公開授課，對於新課綱要求進行公開授課之規範，反彈阻力相對較小。 

四、以 U型理論探討校長公開授課之實踐反思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於人力、物力及其他主客觀條件因素無法一一進行訪談，爰以立意

抽樣方式，以新北市成功進行公開授課之校長，一般地區及偏遠地區學校各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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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訪談對象，共計 2 人。 

(二) 研究發現 

1. 校長認知層面應建立在「打開思維」、「打開心胸」及「打開意志」互相協調

的基礎上 

校長進行公開授課動機除了要先對公開課具有專業知能外，亦要具備不抗拒

的正面心態，同時願意與第一線老師共備，以率先示範者的角色，獲取教師認同

與支持，進而帶領校內教師進行教學翻轉。 

我第一次進行公開課是在 102年我初任校長的十月份，當時是因為學校

有申辦學習共同體，因此依照計畫規定校長要率先辦理公開課，因此我

就開始了我的第一場公開課。當時也有一種校長要跟老師生活在同一個

脈絡的想法，因此就勇於辦理公開課，而且當時我也希望我的教學能力

能獲得老師認同，以方便之後要跟老師進行課程對話時不會有一種上下

從屬的框架。（P1，2019/12/31） 

2. 校長最重要的領導工具是「自己」 

教師一旦轉化為校長角色，多如牛毛的行政事務占據校長多數時間，時間一

久，校長也會習慣以過去校長行政領導的角色來領導；惟學校主體為學生，學習

才是教育真正核心，教學專業也更顯重要。因此，校長要將過去習慣的自我角色

認知進行轉化，以開放心胸與老師共同學習，與時俱進，如此方能有另一層次的

領導思維湧現。 

校長教書絕對不會比老師教得更好，但是校長親自進行公開課是一個可

以展現校長具有學習精神以及與教師建立專業連結的機會。校長也可以

透過跟著老師一起進行公開課，放下身段讓老師放下戒心，無論是在行

政事務上或是專業發展上，要形成共同願景會更容易。（P1，2019/12/31） 

校長進行公開課，跟老師一起備觀議課，具有宣示示範的意義，對於新

課綱的推動有很大的作用，因為會帶動全校老師想要改變。（P2，

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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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長需先面對和征服「評判、嘲諷及恐懼」三個敵人，方能順利經歷「下

載」認知層面 

校長對於進行公開授課，一開始多會擔心自己離開教學現場甚久，害怕過去

的教學能力或教學方法不被認同，因此或多或少有抗拒或擔心的心理因素；但只

要改變自己的認知與心態，清楚知道公開授課目的並非在於評斷教學優劣，而是

透過備課、課觀及議課歷程，將焦點轉移至學生學習是否真實發生，如此一來，

即能跨越原先心理層面的不安與焦慮感。 

在進行公開課前，以校長而言我剛開始會擔心自己的授課能力會不會無

法獲得同儕的認同，或者是無法針對授課內容提出好的教學設計。後期

則是認為公開課對授課教師而言並無成功與否的價值判斷，關鍵在於學

生是否有達成學習的目標，學習的目標是否設定適切。（P1，2019/12/31） 

校長平常並不授課，久而久之，對於課程教材難免生疏，心理上會產生

教學自信心不足，如果教的不好，難免會受到老師的質疑，這樣要怎麼

做教學領導，心理壓力是大的，至於如何去克服，我覺得就是要多跟老

師一起備課、觀課、議課，不要因為是校長身分就有所顧忌。（P2，

2020/01/01） 

4. 達成學習及變革四層次（反應－重設－重構－自然流現）關鍵為教師共識及

行政支援 

公開授課一詞出現後，學校聲音正反兩極，推動初期因為種種認知及配套不

足，以致於推動上面臨不少阻礙。Scharmer（2009）提出組織變革往往是在出現

危機開始，校長可以從理解第一線教師對於公開授課之擔憂開始，並透過親自參

與公開授課歷程，逐步建立共識。此外，建立教師支持系統及行政配套措施亦為

重要成敗關鍵，改變教師潛在思維後，亦需針對現行的行政制度適時調整因應，

提供老師最大的行政支援。 

學校在推動教師或校長的公開課，主要的困難點可能在於共備概念的建

立，以及共備時間的安排。共備其實是公開課的基礎，沒有好好進行共

備就進去課堂進行觀課，對於觀課及議課的精準度一定會大打折扣，如

此教師就無法感受到公開課對他的幫助。所以學校的行政可以將教師依

據他的特質進行分組，同時在排課時安排群組老師共同空堂，以利於群

組教師進行共備，能落實共備公開課才會水到渠成。（P1，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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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合過去經驗較易突破 U 型底部「自然流現」歷程 

校長結合過去推動「學習共同體」備觀議課的經驗，對於新課綱規範全面公

開授課，較能有正向的心態及專業知能來因應，並能清楚說明「公開授課」為何

而做，以及公開授課如何與新課綱政策相連結。因此，校長內心先有其明確的認

知，方能觀察教育現場生態及未來趨勢，並據以提出實際行動策略。 

我的感受並沒有什麼壓力，因為過去在推動學習共同體時就已經以校長

身分辦理過公開課。我也認為應該要從實踐的反思去找到對新課綱的理

解，如果沒有公開課，教師對新課綱的理解可能會很淺薄。（P1，

2019/12/31） 

從先前的自信心較為不足，單純只是為符應教育局規定，到現在很習慣

跟老師一起備觀議課，教學領導更能遊刃有餘，突破心理障礙後就更有

自信了，也比較能同理老師的教學，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P2，

2020/01/01） 

6. 學校團隊需經歷「下載、觀察、感知、自然流現、結晶、建立原型及運行」

歷程，進行創新及變革；惟執行與溝通過程仍是一大挑戰 

新課綱規定校長及教師每學年須進行至少 1 次公開授課；惟學校團隊成員對

於公開課認知差異甚大，無疑是加劇學校因應新課綱所面對的衝擊與考驗。校長

一人或許容易突破 U 型理論底端，通過「自然流現」歷程；惟學校屬於多數教師

組成的有機體，要能影響每位教師同時改變，且朝同一個願景進行創新與變革，

仍有許多挑戰尚待磨合與克服。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你比較無法掌控公開課班上的學生，畢竟你只是去

上一節課，對班上學生之前的學習狀況是陌生的，他們跟你也不像跟班

級導師那麼有默契，上起課來難免生疏，突破的點在於跟班級導師的備

課時間要拉長，大略了解每一個班上學生的學習狀況，尤其是需要特別

關心輔導的學生。另外還有教材的部分也要多花時間跟老師一起備課。

（P2，2020/01/01） 

偏鄉的另一個困境是部分領域教師沒有學科同儕，共備時也許只能進行

教師教學技術或是活動設計層面的對話，無法進行領域學科內涵的專業

對話，這個部分當時我透過計畫經費的支撐，邀請學科專家（教授、輔

導團員）入校參與共備及觀議課予以克服。（P1，2019/12/3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86-94 

 

自由評論 

 

第 93 頁 

五、結語 

本文以 U 型理論探討校長公開授課之實踐反思，並以新北市校長實踐經驗

為例。新北市自 105 學年度起，逐年推動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推動初期校長及

教師質疑反對聲浪不少，甚至多數處於觀望心態；經過凝聚共識、持續溝通以及

適切之行政配套措施，學校完成比率穩定成長。 

U 型理論提及新領導技術中最重要的工具是領導者本身，必須跨越 U型圖底

端的基本界點，如果穿過的過程失敗，所有變革努力只會流於表面，因此必須學

會放下小我，以利大我實現；惟學校組織成員（教師）背景差異大，對於學校願

景有無共識，以及對於教育改革認同度等，皆會影響學校變革創新能否順利進行。 

此外，U 型理論提及組織學習的盲點，認為人們必須放下落後的工具、放棄

傳統的運作模式，用嶄新的眼光看待情勢。以行政機關或學校組織為例，組織變

革或教育創新理當為組織成員所一致認同之方向，但在推動上似乎又不及私人企

業，可能原因為教育產業所服務的對象為學生，且教育人員具有高度專業自主性，

除非能明確證明「新」的方式確實相較「現行」方式為優，否則改變似乎更加困難。 

在現行組織運作，特別是行政科層體制下，似乎很容易流於下級執行上級命

令之表面運作，對於跨越 U 型圖底端界點，達到真實的自然流現狀態，似乎仍有

挑戰。再者，從新北市目前公開授課執行現況來看，若以結果論，完成公開授課

人數比例似愈趨穩定；惟若以實質成效論，是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或

徒有形式卻未符合公開授課之「備觀議」本質之情形，則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唯有適時滾動式修正執行策略，方能發揮新課綱公開授課之實質精神，透過每一

次的教學實踐與反思，讓學生學習真實在課堂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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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信任：教師對學生與家長的關係建立 
江承翰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碩士 

桃園市田心國民小學學務主任 

大溪區樂齡學習中心執行秘書 

 

一、前言 

從心理學的視角而言，信任涵蓋了諸多行為，例如依靠他人，以及相信某人

會考慮到他人利益、心理、自信和安全感，並以一種可靠的方式行事（Thagard, 

2018）。這些行為信念源自於信任的認知與情感（如對伴侶的深摯關心與關係交

往的美德）（引自 Sun et al., 2023）。因此，人們在進入相互信賴的關係前，信任

成為關鍵，若沒有信任方的參與和貢獻，就無法實現互惠的目的。 

針對學校的信任關係，Hoy 與 Tschannen-Moran（2003）對學校教師信任的

概念與測量有所探討，強調教師信任是一種群體的信任組成，教師為群體願意承

擔可能風險的程度，表明信任關係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礎。Hoy 與 Tschannen-

Moran（2003）、Tschannen-Moran（2009）進一步闡明教師信任源自於人際關係，

係指影響個體相信的程度，提出四個層面：對學生的信任、對同事的信任、對校

長的信任、對家長的信任，並將對學生與家長的信任合併為「教師對客戶的信任」，

此因家長與學生皆為學校提供服務的共同接收者，而在概念上並無二致（曾若玫、

范熾文，2017）。故此，在與時俱進的變革時代，教師與同事互動、與家長往來

以及與學生相處皆環環相扣，教師信任顯然涉及多樣關係的層面。然教師若打造

關懷與支持性環境，並視家長為教育合夥人，建立緊密的親師生關係，將有利於

教師的班級經營（林易萱、龔心怡，2017）。而依據我國教育部（2016）所發布

的教師專業表現指標，界定出各項專業內涵與條件，揭示出教師與家長維持互信

合作關係之必需性，明確可知教師維繫與學生和家長的信任，及建立其信賴關係，

為職責實然與專業應然之核心表現。 

二、教師對家長和學生的信任意涵 

曾若玫與范熾文（2017）提出教師對學生和家長的信任之意義，乃教師對學

生及家長的信任關係，及其所促進的合作關係，意即教師認為學生是有能力學習

的，並且家長是真誠、可靠、能配合教師教學的，教師便會對學生和家長產生信

任感。廖梅君（2022）則指出教師對家長和學生的信任感即教師對雙邊構築正向

信任關係。Beard 等人（2010）認為教師營造出信任的安全環境時，學生便會放

心地從中學習，家長也願相信教師為學生的最佳利益而努力，其強調教師愈相信

學生與家長可符合期待，愈能為學生設定更高的目標及可達成的願景。Van Maele

與 Van Houtte（2012）則相同於 Hoy 與 Tschannen-Moran 所提之教師信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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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以學校內外部的組織角色來識別信任，而對學生、家長的信任代表個人對集

體性的信任，仁慈、可靠、能力、誠實和開放則是教師判斷學校成員可信度的五

個標準。因此，教師對家長和學生的信任可被定義為「教師願意對另一方表現出

脆弱的態度，因為他相信對方是仁慈的、可靠的、有能力的、誠實的及開放的」。 

綜上述，當教師認為學校的服務對象在行為和態度上滿足他們的期望時，便

會對他們產生信任，故家長和學生展現的學習熱情或對學校的支持、以及對教師

教育理念的接受或認可，會是促進家長與親生關係合作的契機，進而共同改善學

生學習的基石之舉。 

三、教師對家長和學生信任與學生學習相關研究 

Goddard 等人（2009）在研究學生背景及其學業成就的關係，發現教師對家

長和學生的信任能正向調節社經地位弱勢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根據

Chang（2011）以我國公立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分布式領導、教師學業樂觀

（academic optimism）及學生成績之關聯性，教師與學生和家長的信任構面對學

生成績有其正面影響。Bevel 與 Mitchell（2012）認為教師的工作是以關係為信任

基礎，發現教師與學生和家長的信任對學生學業成績佔有主要的正向效益，指出

教師、學生及家長共同合作的重要性，並主張創建追求卓越和支持所有學生成功

的文化是一個可行的目標。Mitchell 等人（2016）、Tschannen-Moran 與 Gareis

（2015）對美國中小學的學校結構、學業樂觀及學業成績關係之有關研究，顯示

教師對家長和學生的信任可促進學習成績，並超過學生背景與社會經濟地位的影

響。Tschannen-Moran 與 Gareis（2017）研究亦指出，學校內外部成員的關係信

任能強化建立高效合作所需的行為。 

故此可知，教師若對家長和學生有所信任，能增進教師對兩者在認知與情感

層面的連結，以利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校的整體成就。換句話說，如此的信

任關係可能影響學校內部的運作和架構，從而取得更多的協作可能性，以實現更

理想的學習品質。 

四、教師對家長和學生的關係現況問題 

Brewster 與 Railsback 認為影響學校裡信任的因素包含：未能以學校最大利

益考量、無效的溝通模式、能力不足的教職員、教師的高流動率及教師的人際疏

離（引自賴志峰，2018）；再者，教師的外部互動不僅對教學有所影響，他們所

選擇的交流方式同樣會產生影響，如引起同事情感的共鳴、關心學生的學業進展、

重視家長的意見等等（傅佳君，2022）；然家長教育權的持續擴張，亦無疑增加

了家長干涉教育的權利，允許他們選擇性參與學生的學習（秦夢群，2015），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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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提出國內親師生信任關係待改善之可能問題： 

(一) 家庭結構與意識轉變 

影響教師與親生互動的社會因素主要有兩個：首先，社會的快速變化導致家

庭結構和功能發生變化，例如雙薪家庭、高齡結構的人口趨勢及隔代教養的常態；

其次，隨著消費者的商業意識增強，教育被視為一種產品的輸出，演化成「教育

服務業」並不為過（鈕文英，2021）。因此，以檢視商品的角度來評選學校和教

師。如果感受到「消費者權益」未被尊重，便會採取行動維護自己的權利。 

(二) 社群媒體的雙面效應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網際快速世代，社群媒體在塑造學校信任方面扮

演了複雜角色（蔡進雄，2010）。它能為親師生供予便捷的交流平台，並透過此

分享學校活動、學生作品及教學資源，不僅促進家長參與，更有助於增進雙方的

理解和協作。另方面，若傳播訊息不準確、具負面言論、對教育的公開指責或以

非正式管道關說時，都可能導致教師感到被誤解或打擊士氣，影響教師與親生之

間的信任關係，也會間接造成學校的公眾形象蒙受陰影，進而破壞學校內部成員

之間的信任。 

(三) 溝通管教方法與管道的差異 

良好溝通是建立教師與家長之間信任的重要課題，包括有效溝通方式、親師

合作等等（傅佳君，2022；賴志峰，2018）。而教師與家長對學生學習的期望不

同，無論是偏重成績還是全面發展，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衝突。再之，少子化現

象亦可能加深這種不信任；忙碌的家長無法參加或參與度低，也影響教師的動力

和教學效果。另外，教師在對社群軟體（如 LINE、臉書）的想法信念上，往往

將其視之為私人領域或半公開，不會真正透露情感或真正想法在公事處理上，以

致溝通可能偏離重點，而以打字輸出的方式更難以體現真實的關懷給師生。 

(四) 家校主權的拉鋸與班級適應問題 

雖然教師負責領導班級與扮演指導學生的角色，但學生的幸福乃家長終身責

任，家長與學生間存在深厚的依附關係，因此家長將學生視為自己的延伸為理所

當然，相比之下，教師與學生間的情感連結較少（鈕文英，2021）。這種落差導

致家長在面對學生問題時，可能會偏向學生利益，以較直接的方式反應。因為當

學生受到批評，家長可能會感受到像對自己的批判一樣，較難以客觀態度來看待

情況，進而產生親師生隔閡關係。再者，疫情後的返校與層出不窮的校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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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校園霸凌、性別平等、違禁品等議題，迫使教師必須克服學生適應環境的挑戰，

若不能信賴家長與學生可以齊心渡過，並及時地化危機為轉機，輕則干擾班級經

營，重則親師生身心俱疲，嚴重影響教師教學（江承翰，2023）。 

五、增進親師生信任之建議作法 

(一) 建立尊重與合作的夥伴關係 

在未來的教育中，服務導向的趨勢啟示教育家需要打破將家長視為僅是旁觀

者的傳統觀念，而應將他們轉化為主動的參與者。透過鼓勵與關注學生的學習發

展，進一步吸引家長成為教育過程中的協力夥伴。因此，教師深入了解學生的家

庭環境、肯定學生的長處、聆聽各方面的意見，以及讚賞家長對孩子教育的貢獻，

是實現教育成功的重要策略（鈕文英，2021）。二者，學校更可以提供家長相關

的教育機會與成長活動，增強對當代教育挑戰的認識，提升與家長相互尊重的意

識感，來縮短雙方的距離並鞏固合作關係。 

(二) 強化學校溝通與信任機制 

在當前媒體普及和資訊透明的時代背景下，堅持單打獨鬥的方式將逐漸削弱

專業優勢，教師有必要重新關注人際與同儕之間的關係成長，以建立支持信任的

專業學習文化（黃旭鈞，2013）。然而，面臨外界多變與充滿不確定性的挑戰時，

學校亦應該建立明確的溝通渠道和及時發布準確資訊，並透過舉辦各項正式會議

與非正式溝通，以增進教師與家長對政策的理解與用意。同時設立反饋機制，如

成立主管應變社群、對外發言人等等，快速應對不實訊息或負面評論，以維護學

校形象和加強校內外的信任關係。 

(三) 穩固良性的親師生溝通途徑 

部分教師認為自身的專業訓練足以判斷學生的最佳利益，並期望家長對學生

的表現承擔責任，但這種態度會帶給家長壓力，而教師再因此不願意面對溝通和

拒絕互動，則會加劇關係的屏障。故教師與家長皆宜先投以雙向理解及嘗試同理

彼此，平常可以在學生聯絡簿或接送期間時維繫溝通，一旦出現意見分歧，便可

迅速解決，以防止不良情緒累積，這樣的互動模式不僅有利親師交流，同時支持

親生關係與提供其正向的溝通榜樣。再者，學校宜實行關懷領導，此舉能促進教

師積極聆聽、尊重並包容學生，而關懷的心理支持作用更是保障全校和諧關係的

理想策略（江承翰，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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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凝聚教與學的協作共識 

為求培養學校與家庭的深層協作關係，教師需精進在同理心和溝通技巧層面

的能力，並強化對學生個別需求的支持，以更有效地滿足家長和學生的期望。然

則，學校也應經常性的舉辦親職講座與成長研討會，幫助家長深入了解學校的環

境和教學理念，引導他們認識到參與教育合作的重要性，以及透過集結所有合作

夥伴的信任與力量，共同創造一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好以穩定班級管理並提高

師生整體的福祉。 

六、結語 

教師與家長同為學生學習成長階段的最佳雕塑家，皆能堅定為學生精雕細琢

地勾勒出大好光彩。但在學習探險的逐夢旅途中，專業與情感的相互支持不可或

缺，更需要的是願為教育努力的情誼，讓教育奉獻的力量不再形單影隻而發揮百

分百的教育專業。也惟有如此，主人翁的未來路途才得以幸福完整，彰顯教育真

正的存在價值。在此，作為教育實踐者的我們，必須體認親師生間的信任至關重

要，共創共贏才是教育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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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自主學習模式於課堂教學之芻議 
張孝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何宇龍 

國立臺南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108 課綱》），重視核心素

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並與「自發、互動、共好」基本理念相互連結，

提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強調學生乃是自發

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學習興趣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發展與自我、

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各種互動的能力，教師將協助學生實踐所學、體驗生命

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永續，共同謀求互惠和共好（教育部，2014）。

故以「自主學習」為研究動機與方向，從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到核心素養，似乎

更能清楚明白地揭示自主學習模式是未來的學生學習圖像。 

本文乃由作者採取行動研究取徑進行資料收集與探討，並經分析課堂觀察紀

錄、學生回饋學習單，以及教師訪談紀錄等後，展開多元文件資料的詮釋與解析

之所得；主要目的則是希冀透過自主學習的課堂教學實踐，融入自主學習的模式

與策略，增進課程與學習活動的發展，從自主學習模式的課堂教學中驗證反饋，

可以省思理論到實務的過程，並提出未來自主學習應用的建議與參考。 

二、自主學習之相關意涵 

(一) 自主學習的定義 

從現有文獻可以發現，「自主學習」涉及不同的語義。二十一世紀培養終身

學習者核心素養的自主學習意涵為何？在英文中使用相關自主學習的語詞有：

autonomous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等。而這些不同

的名稱，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不同研究者在自主學習的界定問題上存在分歧的觀點 

（Zimmerman, 1995）。例如“self-directed learning”乃是強調個人意志「自我導向

的學習」，而“self-regulated learning”則是側重在「自我調整的學習」，但兩者皆關

注學習者是學習的主體（高寶玉，2018）。自主學習指涉學習者在他人不同程度

協助之下，了解自身學習需求、設定目標、區辨應用的資源、運用適當的學習策

略、並能進一步評估學習成果的歷程（Knowles, 1975）。 

然而，自主學習也被定義為自我所引發具有循環性、持續性，達成個人學習

目標的想法與行動，自我調整學習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公民必備的核心技能，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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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將其放進國家的課程標準中（Cleary et al., 2017）。自主學習乃是學習者透

過內在思考的心智能力，並轉化為學術技能的過程，包括了能適時尋求外在協助、

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制定目標、管理時間等，最終以促進學習者投入學習為有

效教學重要指標（Zimmerman, 2002）。教師在自主學習的課堂教學過程，必須應

時時牢記要「教導學生如何釣魚，而不是給學生魚吃」的前瞻思維（吳清山，2017）。

所以，自主學習也是個人的主動與維持目標導向的認知與行為，學生將心智能力

積極地轉化成學業技巧的自我引導過程，然其涉及到個人認知、後設認知、動機

與行動等的交互作用。如果從教育哲學的觀點來看，自主學習是以學生為中心，

在學習過程中，重視學生需求、自主性、學習動機及其潛能的啟發，而教師角色

則是扮演成為建議者、輔助者、促進者、激勵者、協同者與評論者。 

(二) 自主學習的模式 

在課堂的教與學上，為了促進自主學習目標，使得研究者與教育工作者必須

將自主學習概念加入心理學內涵，或是尋求有效的教育方法與學習者訓練取向

（Benson, 2001, 2006）。為了協助學生在學習過程擁有主控權，自己掌握學習目

標與內容，藉由反覆操作與持續的練習，而讓學生逐漸地養成自主學習能力，

Zimmerman 及 Schunk（2001）建議教師透過課堂教學介入教導學生自主學習的

循環模式，包括「目標設定與策略計畫」、「策略實施與監控」、「策略結果與監控」

和「自我評價與監控」等四個階段。自主學習模式精神，在於學習者能主導學習，

通過問題解決關鍵能力，強化帶著走的學習素養，進而對生命態度的實踐與落實。 

另外，高寶玉（2018）分析三種自主學習模式：首先「中國大陸導學案模式」，

以先學後教方式，透過學生的課前學習單（導學案）整理與反思，並包含了課前

預習、課中小組合作探究學習、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其次為包括課前閱讀

與整理筆記，進行教學影片預習或資料搜尋，並由線上評量測驗自我診斷，帶動

師生互動，課堂上強調合作學習模式，以提升學習動機的「臺灣翻轉教室的自主

學習模式」；再來則是以基隆市深美國小為例，全校佈局縱貫發展，從教導學習

策略到依不同主題進行專題學習的「全校性自主學習模式」。也有學者研究香港

自 2002 年推動以「學會學習」為目標的課程改革，並歸納推行自主學習的三種

模式，包含從擬定學習目標、監控與調整學習、自我反思等階段，為西方主要推

行的「後設認知取向」自主學習模式、「導學案」自主學習模式，以及「資訊科

技導入」自主學習模式（趙志成，2015）。儘管自主學習具有上述不同模式，但

教師皆從教學決定者轉移至學習鷹架搭建者、學習引導者、學習支持者的角色，

而學校經由課堂教學設計與時間空間安排，提供學生進行不同程度的自主學習。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102-108 

 

自由評論 

 

第 104 頁 

三、自主學習在課堂教學之實踐 

(一) 自主學習在教學中的任務重點 

自主學習能應用於課堂教學中。亦即教師可藉由「學生自學」、「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教師導學」等四種學習模式（何世敏，2014），建立良好自主學

習課堂教學循環。教師引導學生自我學習，並設計小組內或各組間的學習活動，

以營造不同階段或更高層次學習體驗。所以，遵循扣緊自主學習的課堂步驟流程

與教學原理原則，逐步引導學生進行分組合作學習的自主學習方案（參閱表 1）。 

表 1 自主學習模式循環的課堂教學銜接與連結 

尋找難點 目標任務 

課

前

預

習 

(1) 學生自學 

    學生透過下載的任務影片，並

記錄自學學習重點，教師透過網路

平臺上傳的學生學習單，期能尋找

出全班的學習困難之處。 

(2) 組內共學 

    教師讓小組同學進行討論與互

動，，藉由組內的核對與補充，，以合作

解決個別的學生學習盲點，，並準備展

示各組的學習成果報告。 

展

示

方

式 

 

課

後

延

伸 

(4) 教師導學 

    教師最後說明學習重點與目

標，，聚焦全班的學習難點給予回饋，，

引導學生思辨批判與價值澄清，並

進行學習的總結與延伸。 

(3) 組間互學 

    教師促進各組之間的交流與觀

摩，並相互比較分析每組的學習成

果，，然後同儕提出問題與意見，，進而

修改調整小組的學習內容。 

 

評

估

準

則 

聚焦回饋 總結檢討 

資料來源：由作者彙整自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網站 

1. 第一階段的任務活動（定標/先學後教）－學生在課堂自學 

教師預先指派所要學習的活動，學生進行課前的預習。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再

次觀看教師設定的任務影片，專心註記學習重點，完成自學任務的學習單，積極

提升學生學習效率。教師檢視學生的自學任務學習單內容，並可以在網路平臺的

提問區或回應區，掌握分析全班或個別學生的預習困難之處及其學習盲點。 

2. 第二階段的任務活動（擇策/以學定教）－學生在組內共學 

教師發揮班級經營技巧和功能，實施小組任務的分工合作活動。程度好的學

生主持小組全體成員的共同討論，其他學生則是分別要擔任學習過程紀錄、負責

操作平板電腦或上臺報告。然後利用網路平臺來發布討論主題，引導每組的學生

完成其任務互動討論，並達成小組共識，然後上傳課堂作業與回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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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階段的任務活動（監評/教少學多）－學生在組間互學 

教師運用觸控式電子白板或學習網路平臺，來展示每組學生的課堂作業與回

饋學習單，並將平板電腦畫面投射到電子白板的螢幕，以方便全班學生共同討論

學習。然後每組進行上臺報告或分享，其他小組則是依據同儕互評的機制，提出

相關問題意見，並比較觀摩各組學習成果，適時調整修改組內的學習內容。  

4. 第四階段的任務活動（調節/減負增效）－教師在課堂導學 

教師最後說明學習重點與目標，並聚焦在全班學生的學習難點而給予回饋，

以及進行學習總結、補充與延伸，然後利用學習網路平臺系統，實施課堂之後的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期能達到概念釐清與釋疑目標。針對各組報告分享的迷

思，引導學生思辨批判、價值澄清，並詳記錄正確答案在自主學習筆記中。 

因此，協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擁有主導權，課堂教學運用自主學習模式四個

步驟，讓學生掌握學習目標策略，透過反覆操作與持續的練習，培養其自主學習

能力，藉由評估、回饋與學習成果調整學習方式，建立自己的自主學習循環內涵。 

(二) 自主學習模式的課堂及其反饋 

學生課堂教學經驗的回顧與學習滿意的了解，亦有助於教師交叉的檢視驗證

課程教學對於學生意義，更有助於教師從學生的分享與回饋，進而省思課程籌畫

與教學設計的妥當性與周延性（甄曉蘭，2003）。故為更深入了解自主學習模式

在課堂教學的收穫與心得，在整個課程實施結束之後，訪問志願的學生，做成教

師訪談紀錄，並在每節單元活動暫告一段落時，詢問學生有什麼話想要對老師說，

可以在學習單上寫下來，然後從學生回答的字裡行間，窺知推測一二。 

1. 學生在「點燃熱情及其興趣」方面 

自主學習模式應用於課堂教學透過培養預習自學，確保主控權回歸到學生。 

學生可以完成預習內容，紀錄整理學習內容，找出學習困難地方，激發學生積極

投入課堂教學的學習主題，讓學生學習如何思考學習，而遠勝過於教師一味地去

灌輸知識，進而培養學生能積極地覺察生活周遭環境、追求真理的態度與興趣。 

2. 學生在「自動自主投入參與」方面 

自主學習模式應用於課堂教學藉由切磋交流共學，發揮學生主動學習潛能。

每組學生可以彼此核對與補充內容，分工解決學習困難，並努力展示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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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實議題觸發融入課程，鼓勵適性對話及規劃執行，提供學生相互依靠進取、

解決問題的機會，將學生從被動的聽講者轉化成為主動思考而且參與實際操作。 

3. 學生在「激勵啟動團隊合作」方面 

自主學習模式應用於課堂教學重視小組合作互學，促進學生學習歷程完整。

各組學生可以相互比較分析學習成果，提出問題與不同意見，並依據其他小組的

意見調整修改內容，進而有利於促進學生彼此互動討論、分工協調、共享成果，

支持深入課堂教學核心領域，提升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與創新應變的能力素養。  

4. 學生在「學習評量達成目標」方面 

自主學習模式應用於課堂教學經由評量機制互評，有效改善學生學習狀況。

教師總結學生學習的經歷與體驗，從同儕間的學習評量結果，坦誠面對評價自己

的優點，並針對不足之處進行學習目標或策略的調整，而提供評量規準對於各組

作品評分及建議，讓全班知道有更好做法，使之見賢思齊，產生正向激勵功能。 

5. 學生在「延伸發展寬廣視野」方面 

自主學習模式應用於課堂教學給予聚焦點撥導學，看見學生積極學習轉變。

教師說明學習重點與目標，根據學生難點給予回饋，以及進行學習補充與延伸，

而在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與平板電腦不但突破傳統教學限制，能更快速、更貼近

學生學習狀況，且知識訊息隨時隨地更新，拓展學生全球視野並能更精采學習。 

四、自主學習模式教學實踐之省思（代結論） 

(一) 真正落實「學生自學、共學、互學，以及教師導學」的自主學習模式 

在運用自主學習模式的開展中，強調學生擁有管理學習與時間規劃的能力，

此項能力養成需經過長期在學習過程不斷重複提醒自己，逐步使得學生有效管理

與掌握自己學習狀況與成效，進而調整自主學習節奏或誘發自主學習遷移能力。

自主學習是一個由「定標」、「擇策」、「監評」與「調節」所組成的動態活動過程，

如何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自主學習課堂教學模式，也就是透過「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組間互學」與「教師導學」等四階段步驟，在教師專業素養導向

「先學後教」、「以學定教」、「教少學多」與「減負增效」等教學原則下，讓學生

於自主學習過程中，能激勵學習動機，促使主動學習，以提升學習品質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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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積極推動「以學生為中心，數位科技輔助教師教學」的自主學習策略    

面對未來複雜且快速變化的世界，從數位平權到數位學習的教育政策，正是

重構學生學習權的關鍵。教育部推動「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政策，每一位

學生都能透過個別化與適性化的數位學習經驗，學習數位技能、數位協作及數位

創新素養，發展興趣探索性向，以增強學習動機與成效（教育部，2022）。因此，

在課堂探究與實作上，建議將數位科技輔助「翻轉教學」、「合作學習」或「適性

學習」等的教師教學方法與策略，嘗試整合融入於自主學習的四學模式，進一步

來培養學生數位學習能力與習慣，以達到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目標。 

具言之，《108 課綱》改革是一項不斷發現並解決問題過程，而自主學習模式

也是一個滾動式調整發展的思維，亟需每位教育工作者，思考如何強化學生自主

學習素養，翻轉教學現場，才能真正使自主學習的理念模式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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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直接教學法在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之識字成就 
劉芯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研究生 

 

一、 前言 

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及閱讀上，因為受到個體限制，需要大量的協助，尤其

在聽說讀寫上，常有學習上的困難及阻礙。如聽方面，會因為字音相近，無法寫

出正確的文字；而在閱讀識字上，常因字形相近，容易誤判文字；在書寫上，常

會漏寫文字的部件或因個人在閱讀上的困難，無法立刻識得文字。直接教學法藉

由選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有用字來教學，利用讀字、解釋字義及用處，運用反

覆練習和教學活動來確定學生已經了解該字，以確認學生識字量的多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在識字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

運用直接教學法來提升其識字成就。中度智能障礙學生通常具有智商在 50-70 之

間，學生在語言、記憶、注意力、理解、思考等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弱，學習識字

常常是一個困難的任務；透過本研究的結果，希望能提供實際可行的教學策略及

建議，以協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提升其識字能力，進而提高其學習成就。 

二、 文獻探討 

(一) 直接教學法的理論基礎 

黃秀霜（1996）提到雖然視覺對識字的影響未獲得一致的結論，但從兒童識

字的錯誤類型來看，字型混淆的類型佔最多。胡永崇（2006）指出直接教學法

（Direct Instruction, 以下簡稱 DI）並非是一種特定的教學方法，而是一項源於行

為學派理論的教學原理，此教學原理具有幾項基本理念：(1)不涉及學生之障礙病

因或障礙類別；(2)不涉及基本心理歷程之訓練；(3)教學由教師主導；(4)教師直接

對學生指導；(5)教師採有效教學原則；(6)教師採有效的教學方法；(7)直接評量。 

「直接教學法」是一種以工作分析為基礎、以編序的方式設計教材，並運用

系統化方式呈現教材的直接教學法對國小特教班學生識字學習成效之研究一種

高度結構性教學法，而「大量的練習和複習」更為其重要的教學方式（胡永崇，

2006）。 

曾世杰、陳瑋婷、陳淑麗（2013）表示行為分析理論認為行為是透過學習而

來的，教師可以藉由工作分析、引起動機及注意力、選取範例、修正錯誤與給予

回饋等各項控制環境事件的方式，使學習產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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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困難 

謝錫金、張慧儀、羅嘉怡和呂慧蓮（2007）於書寫漢字錯別字的研究中，分

析學生常寫的錯字和別字，其中可以大致歸納為四大類別：「部件問題」、「空間

組合問題」、「筆畫問題」和「字形問題」。這些書寫錯別字類型可能會導致讀者

的困惑，因此在書寫時，應該特別注意字形、筆劃和連寫等方面的正確性，以確

保文字的準確性和可讀性。 

楊佳綾、唐榮昌（2013）直接教學法的評量過程宜採形成性評量，教師於教

學中對學生實施形成性評量，有助於掌握學生學習進度。 

(三) 直接教學法提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之識字成就的相關研究 

鈕文英（2003）指出直接教學法既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案；陳瑋蓉、黃

麗君、楊雯婷（2019)：「直接教學法在智能障礙學生英文字詞識別之應用：以一

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為例」，使用直接教學法協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提升英文字

詞識別的能力。以上研究均探討直接教學法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識字成就的影

響，並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方面存在差異。 

宣崇慧、盧台華（2010）研究結果指出識字困難學童接受直接教學法後均有

正向的進步效果，但其中雙缺陷識字困難學童的進步趨勢與其他兩位無聲調缺陷

學童不同。雙缺陷學童會在基本字與規則字介入後產生較顯著的進步，但當不規

則字介入時，其進步趨勢則趨於平緩。 

黃妤穎（2020）指出針對身心障礙學童認知、理解能力普遍低落，且記憶、

類化能力不佳，故高結構性、系統化且具備反覆、分散練習特性的直接教學法，

便適用於智能障礙學生。 

直接教學法可提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成就，增加學生的識字、增強其

對單詞的認知和理解能力，進而提高其整體閱讀水平。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對象為小東（化名）是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一年級學生，手冊證明

為中度智能障礙（第一類），在閱讀方面，讀取速度較慢，認識的字彙量也相對

較少，在書寫技能上，寫字的速度慢，且只能寫下有限的數量的字，這表明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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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達上可能遇到困難，在應用數學知識和理解數學概念上存在障礙，難以記住

學習的內容，在聽力和理解能力方面，雖然學生能聽懂語句，但對抽象概念的理

解有限，且在口語表達時使用較短的句子。 

(二) 研究方法 

運用個案研究方法來深入研究特定個體、組織或事件，以獲取詳細的信息和

洞察力，使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如訪談、文件分析和觀察等。 

四、 研究設計 

(一) 教學實驗步驟 

學生首先進行前測，接著學生唸讀文章一遍，這有助於熟悉文章內容和相關

的讀音。接著教師對文章的內容及其讀音進行了詳細講解，旨在加深學生對文章

理解和發音的準確性，當學生有提出對於生字的疑問，釐清對特定字詞的認識。 

為加強學生對新字的記憶，運用圖字卡作為一種視覺學習工具，透過圖像聯

想來認識文字，學習部首的知識及其在書寫中的應用，實際練習書寫來進一步鞏

固學習成果，學生還練習了使用注音符號打字，這一步骤不僅提升了他們對字音

的理解，也加強了拼音和文字。 

生字圈詞練習讓學生在文章中尋找並圈出新學的字詞，促進對生字的辨識能

力和記憶，最後後測，評估學生經過一系列學習活動後，在語言認知和應用方面

的進步，整個過程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方法，加深其對文字的理解和運用，促進語

言學習效果。 

(二) 時程進度 

開始時間︰於 112/4/21 進行前測。112/4/28-6/9，每週 2 堂課程，共 10 堂課

進行教學，最後再進行評量測驗。 

五、 研究工具 

(一) 量表︰中文年級認字量表（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Test） 

黃秀霜（1996）編製的認字量測驗旨在篩選出認字困難的學生和診斷閱讀障

礙兒童的認字錯誤組型。測驗包含 200 個字頻高低排列的中文字，學生需唸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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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以評估認字能力，錯誤分析揭示了念錯音的心理機制，包括多種錯誤組型。

建立了多種常模，包括百分等級、T 分數，以及基於性別、地域和年級的常模，

信效度高，顯示測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計分方法簡單，答對一題得一分，分數

可對照常模轉換成百分等級、T 分數或年級分數。 

表 1 個案書寫文字錯別字一覽表 

錯誤字 分析 

內容︰側耳傾聽 

錯字︰聴 

正確︰聽 

分析︰（缺漏） 

少了左下的部件 

內容︰六親不認 

錯字︰ 

不（注音聲調錯誤） 

認的右上寫錯成「刀」 

正確︰認（右上為刃） 

分析︰ 

（字形混淆）注音聲調錯誤 

（缺漏）少了一點 

內容︰借問 

錯字︰間 

正確︰問 

分析︰（添加） 

多了一橫筆順。 

內容︰八面玲瓏 

錯字︰入 

正確︰八 

分析︰（添加） 

將八的字，連在一起 

六、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施測結果 

前測日期︰112 年 4 月 21 日，得分︰33，年級分數︰1.3。 

表 2 唸錯組型分析劃記表 

錯誤組型 目標字與讀的差異 總計 

一、字音相近 

(一)調值錯誤 

伯（ㄅㄟˋ）、海（ㄏㄞˊ）、 

本（ㄅㄣ）、門（ㄇㄣ）、採（ㄘㄞˊ）、 

剃（ㄊ一）、猛（ㄇㄥˊ）、疹（ㄓㄣˊ） 

8 

(二)聲韻類似 
拼（ㄅㄧㄣˊ）、吵（ㄘㄠˊ）、責（ㄓㄜˊ）、 

枯（ㄍㄨ）、肉（ㄌㄡˋ） 
5 

二、字形加字音混淆 
袖（ㄧㄡˋ）、皿（ㄒㄧㄝˊ）、逼（ㄈㄨˊ）、 

饒（ㄕㄠ） 
4 

三、字形加字義混淆 隆（ㄐㄧ）、垃（ㄕㄜˋ） 2 

四、不明錯誤 霄（ㄉㄢˋ）、併（ㄊㄨˊ） 2 

分數 33 

該生最常犯之錯音組型為   調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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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日期︰112 年 6 月 6 日，得分︰31，年級分數︰1.4。 

表 3 唸錯組型分析劃記表 

錯誤組型 目標字與讀的差異 總計 

一、字形混淆 
(一)形似字 嗅（ㄔㄡˋ）、鏢（ㄆㄧㄠˋ） 

圜（ㄩㄢˊ） 
3 

(二)部件相同字 

二、字音相近 

(一)調值錯誤 

本（ㄅㄣ）、又（ㄧㄡ） 

海（ㄏㄞˊ）、永（ㄩㄥˊ） 

伯（ㄅㄟˋ）、警（ㄐㄧㄥˊ） 

6 

(二)聲韻類似 
陪（ㄊㄟˊ）、結（ㄒㄧㄝˊ） 

爆（ㄉㄠˋ）、責（ㄓㄜˊ）、枯（ㄍㄨ） 
5 

(四)增加音 猛（ㄇㄨㄥˊ） 1 

三、字形加字音混淆 袖（ㄧㄡˋ)、皿（ㄒㄧㄝˊ) 2 

四、字形加字義混淆 澆（ㄕㄠ) 1 

分數 31 

該生最常犯之錯音組型為   調值錯誤     

(二) 研究討論 

1. 識字能力的進步 

從前測到後測，學生的錯誤得分從 33 分降到 31 分。這表明在約一個半月的

時間裡，學生的識字量有所提升，雖然提升幅度不大，但仍顯示了學習的進步。 

2. 錯誤類型的分析 

學生最常犯的錯誤類型為「調值錯誤」，這在前後測中都是最頻繁的錯誤。

這種錯誤涉及到聲調的辨識和記憶，顯示學生可能在聲調的學習上遇到特別的困

難。 

3. 字形和字音混淆的情況 

從錯誤分析來看，學生在「字形混淆」和「字音相近」方面都有錯誤，這表

明學生在視覺（字形）和聽覺（字音）的語言處理方面可能都有挑戰。特別是在

「字音相近」方面，學生不僅有調值錯誤，還出現了聲韻類似、省略音和增加音

的錯誤，學生可能在聲韻辨識和聲韻轉換的過程中存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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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直接教學法在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成就方面具有潛力，教師需要注意並

解決相應的困難，提供適當的支持和個別化的教學，幫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建立

起字音與字形之間的連結，提高識字能力，並為未來的學習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

礎。 

(二) 未來研究建議 

運用直接教學法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成就探討，仍有許多方面值得進

一步研究和探討，以下是一些未來研究的建議： 

1. 個別化教學策略：根據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個別需求和能力進行個別化的直

接教學，包括調整教學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輔助，以確保學生能夠從

中獲益最大化。 

2. 教師培訓和支持：提供教師培訓和支持計劃，使其熟悉直接教學法的原則和

實施策略，包括提供教師指導、專業發展機會以及與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的合

作，以促進知識共享和最佳實踐的交流。 

3. 長期追蹤研究：評估直接教學法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識字成就的長期影響。

這可以通過定期測量學生的識字能力和進步，並觀察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的

應用情況來實現。 

4. 教學環境優化：探索如何優化教學環境，以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促進學生的專

注度和學習效果，包括適當的座位安排、減少課程教學的干擾源，利用技術

輔助工具和教學資源來增強學習體驗。 

未來的研究應該專注於進一步深入瞭解直接教學法在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

識字成就方面的應用和效果，可以為教育實踐提供指導，促進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的學習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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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症幼兒早期療育之個案課程實施探討  
吳錦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李介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教室內的一角 

在藍天早療中心（化名）的一角，有多位特殊幼兒正在教室內進行課程活動，

巧巧（化名）是位腦麻的幼兒，穿著鐵製鞋在練走路。竹竹（化名）因為早產所

以身體無法自主直立，早療中心幫她客製化坐椅，使用安全帶協助綁坐在客製化

坐椅上讀繪本，老師拿出立體書，並提問：「青蛙吃什麽？」並將立體書拿的很

近給幼兒觀察，並拉著幼兒手指頭指著青蛙要吃的東西，唸一次，請幼兒跟唸。

小糖（化名）是位唐氏兒幼兒，正在練習扭罐子，並把拚圖、水果模型放罐子裡，

老師想讓幼兒扭蓋子，但幼兒還是不會做，老師正在示範一次，再由幼兒練習，

仍學不會，故老師捉著幼兒的手來放置模型。而木木（化名）因為小腿肚筋太緊，

所以昨天剛打完肉毒，正因疼痛而在哭泣，老師幫忙木木在他的腳下放墊子，墊

高讓腳不懸空，以減少疼痛，木木的手正在練習拉餐具袋拉鍊。柯柯（化名）則

因為不會放書包，老師使用活動簡化，老師先把門打開，幼兒直接放書包。主主

（化名）正在練習捉握，老師讓其捉玉米模型。此為藍天早療中心每天在教室中

重覆發生的教學活動情境。 

早療服務流程通常是四大步驟。發現通報、通報轉介、聯合評估、療育安置。

一開始家長或學校老師發現可能有落後，會進行通報；接下來進入第二步通報轉

介流程，會有通報轉介中心或個案管理中心接受通報、轉介，或派案後訪視進行

資源連結，並轉給附設有早療單位的醫院（陳昭蓉，2022）。徐美芳（2022）也

指出把握 0~6 歲早期療育積極治療期，將其障礙限制減低最小程度，早療期間

配合相關專業團隊建議性支援（楊子翎、李玉嬋，2020）。 

本文以觀察藍天早療中心（化名）之服務的人員為主要的觀察對象，包含教

保員 1 人、職能治療師 1 人，選擇進一步瞭解早療中心人員如何協助唐氏症幼兒

小糖（化名）個案增加參與教室活動，以及各項動作發展課程，以為早療課程的

認識與參考。 

二、個案背景描述與資料編碼說明 

藍天早療中心地處沿海地區，主要的服務對象為 0 至 6 歲發展遲緩兒童，含

智能障礙、唐氏症、自閉症、腦性麻痺、多重障礙（有手冊或有綜合報告書的幼

兒）。而其照顧服務方式包含有日托服務、時段服務、社區療育據點，有時會跑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116-122 

 

自由評論 

 

第 117 頁 

時段到家裡 1.5 小時支援家長照顧。目前中心內有 16 位幼兒。生師比 4：1，中

心內目前有 4 位編制老師以及一位職能治療師。活動空間包含有一樓多功能運動

室、活動室二間、保健室、圖書室。 

主要受觀察特殊幼兒背景說明如右，個案小糖（化名）男幼兒 3 歲，唐氏兒。

進到早療中心之前就有在進行早療，社工有做 IFSP，進到 IEP。每天在早療中心

會進行職能治療。語言治療 1 個月會有 2 次。沒有發音也沒有語言。有遠視、散

光。 

本研究採以教室觀察方式蒐集資料，並以觀察日誌及觀察記錄表作為觀察工

具。觀課記錄編碼說明：主要觀課記錄老師代稱：教師 T1、職能治療師 T2。「訪

20230503T1」代表 2023 年 5 月 3 日晤談教師 T1，「觀 202300503T2」代表 2023

年 5 月 3 日觀察職能治療師 T2 教學。 

三、早療中心之課程實施 

本次觀課的幼兒為早療中心幼兒，在融合教育中老師的教學行為已屬於特定

幼兒焦點行為 CFIS 與一般幼兒園的教學截然不同，老師的教學行為如下說明： 

(一) 能力較好的幼兒會與鄰近國小附幼先進行半天的融合教育 

藍天早療中心以個案輔導為主。老師提到班級上如果有能力較好的幼兒（指

生活自理能力、情緒及口語表達能力）會送到鄰近的國小附設幼兒園先進行半天

的融合教育。而當幼兒離開早療中心之後，幼兒會進入特教班、資源班或特殊班，

轉銜仍以學區為主。此時會與鑑輔會討論或依個案程度進行轉戶籍就讀。早療中

心有個主要的任務在幫家長挑友善學校，會按幼兒能力分配給適合的老師輔導，

而在學期中也會依幼兒能力再重新做調整。 

(二) 環境調整會利用鐘響提醒幼兒注意力 

一般幼兒園的一日生活作息是由老師依照作息表安排可彈性微調進行課程

內容，且幼兒園內一般而言並不會像中小學有上下課的鐘響。但是早療中心的幼

兒在注意力與專注力較一般幼兒低落，常常需要老師提醒才能有動作的發生。而

受觀課的藍天早療中心設有上下課鐘響，以便提醒幼兒們課程的結束與即將進入

到另一生活作息進行。 

(三) 教學內的課程安排儘量多元化 

藍天早療中心的主題內容規劃是參考 IEP 來進行各項的教學活動，但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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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時並不會強迫幼兒們要把動作做的很好。另外教師 T1 老師也表示，課程部

份並不是只有單一的主題教學活動，而是在課程中也會設有各項適合學習的才藝

班、幼兒體能練習與美感音樂律動與陶土製作活動。以協助幼兒能夠從多元學習

活動中獲得多方面的能力增強。例如：受訪老師談到「早療中心會依 IEP進行主

題活動，活動行時會將標準放低，也有才藝班，包含體能、奧福音樂、美陶等多

元學習活動（訪 20230503T1）」。 

(四) 每天進入教室後要先做幼兒園一日作息的練習 

因為幼兒的記憶能力不佳，故受訪老師提到每位學生進入教室第一件事情就

是先做一日作息練習，重覆協助幼兒認識今天的一日作息。觀察中發現幼兒的口

語表達能力也不佳，受觀察的幼兒小糖是沒有語言回應的。老師也必須自由從教

學經驗中判斷幼兒的學習力，再進一步彈性教學。例如：「老師利用進出口的門

後方用魔鬼氈貼上各式用具圖卡，對小糖提問：請你幫我拿剪刀。小糖拿到正確

圖卡貼在牆面個人練習區第一個位置。老師再口語表達，再來我要拿杯子。那個

是杯子？小糖拿到正確圖卡貼在牆面個人練習區第二個位置（觀

20230503T1）」」。 

(五) 先使用提示卡及提供兩個不同的提示卡來供幼兒選擇，最後才是直接使用語

言提示提示下一個活動，如果前三種提示卡使用幼兒都無法完成動作，則會

進行幼兒的表情及動作預測，進一步了解沒有動作產生的原因 

藍天早療中心的個案幼兒小糖，因為認知能力不佳，老師經常只能大量使用

提示卡來協助幼兒學習。首先會先請幼兒主動去拿取老師口說指定的圖卡，若幼

兒無法聽懂指示，則由老師拿取兩張提示卡供幼兒選擇，如果仍無法指出正確提

示卡聽，老師就會直接口語告知幼兒會拿取的正確指示卡，並用口語再講一次，

請幼兒聆。例如：「我們來放提示卡。老師讓小糖拿著小組活動提示卡，手指著

正確位置（小糖沒有反應）。老師用雙手大聲拍掌，提醒小糖要把提示卡貼在正

確位置。小糖完成動作要求。接著 T1老師說下午我們要探索活動，來貼提示卡 ，

老師這次沒有直接拿正確的提示卡給小糖，反而拿出兩張提示卡，要小糖選擇。

小糖還是選不出。老師用語言提示：我們刷牙之後要睡覺（觀 20230503T1）」。

又例如：老師口語提示「吃完飯你要做什麽？（老師提示幼兒要把剛才的提示卡

放回原位，然後再拿出喝湯提示卡）。小糖有照著做動作，喝完湯後拿空碗給老

師檢查。接下來要吃水果，老師跟小糖說，接下來要做什麽？但是小糖沒有去拿

水果提示卡，提示三次小糖仍無動作，老師將提示本收起來，並告訴小糖：沒有

水果了（老師在檢視小糖是本身就不想吃？還是在跟老師玩遊戲中？）（觀

20230503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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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同儕先示範再模仿學習 

小糖因為能力不佳，所以老師會利用同儕先做一次示範，然後再請個案幼兒

進行學習模仿，等待幼兒自主完成學習。例如：「老師拿出一張 A 4撕成兩半，

啊大（化名）跟小糖（化名）各半張。老師在白紙上畫點點，要兩幼兒拿蠟筆將

點對點連起來。啊大連完了，小糖不會。老師把啊大的作品拿給小糖看，小糖照

著模仿畫（觀 20230503T1）」。 

(七) 活動簡化課程調整 

因為個案幼兒小糖尚未培養出做複雜的動作技能，像刷牙動作工作分析必須

先打開櫥櫃門，拿出牙刷、牙膏及潄口杯、擠出牙膏、刷牙及潄口。但小糖會站

在櫥櫃前而沒有動作，故會由老師簡化動作，先由老師打開櫥櫃門，再由小糖拿

出牙刷、牙膏及潄口杯。之後再由老師幫忙擠出牙膏，之後由小糖獨立完成刷牙、

潄口。再如，當個案幼兒不會放書包時，老師先把門打開，讓幼兒直接放書包。 

(八) 老師善用手指動作、提問策略來協助幼兒學習 

觀察到老師在進行繪本教學時間，老師會用食指指讀繪本「14 隻老鼠大搬

家」，並拉著幼兒的手指進行點數 1~14 及指讀故事名，而在說故事內容，使用提

問策略，例如：「這隻老鼠怎麽了？」，再請幼兒翻頁，提問：「這裡的老鼠怎麽

跑了？」。同時也讓幼兒嘗試自己翻頁，當幼兒無法獨立翻頁時，老師會在頁與

頁之間用手掌撐開故事頁角，以方便幼兒翻頁。教學過程中遇到幼兒不專心，老

師會用手指點幼兒手背，提醒幼兒。幼兒趴在桌上，老師改為點幼兒後背，提醒

幼兒注意。當故事講到跨頁，會以帶幼兒用手指走路的方式進行到下頁。 

(九) 感覺統合教具動作訓練 

感覺統合教具對於幼兒觸覺、前庭覺和本體覺神經系統的發展特別重要。也

能在幼兒遊戲中，依照不同的情況提供不同形式、強度、頻率的感覺刺激，藉此

改善幼兒的整體學習狀況。 

1. 運用彩虹石來進行感覺統合動作訓練 

第一輪進行幼兒單獨遊戲：讓幼兒先擺一個彩虹石，老師跟在後面，老師再

拿一個彩虹石給小糖（老師會協助翻起前面的彩虹石，讓幼兒往前走）。順利前

行，老師會鼓勵小糖「很棒」。接著在幼兒快掉下去彩虹石的時侯，老師會拉著

幼兒後背衣服，增加幼兒安全感，鼓勵幼兒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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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加入同儕共同遊戲：在幼兒個人自己單獨操作完成動作之後，接下來

會加入幼兒同儕共同遊戲，結束之後鼓勵幼兒間相互打招呼，同時增加幼兒間互

動次數。例如：「我們去找啊大玩。找到啊大之後，給啊大”give me five”，完成之

後，我們再去找其他朋友玩（觀 20230503T1）」。 

第三輪增加遊戲難度：在第三輪遊戲中，老師會請幼兒自己拿著所有的彩虹

石，並具體指著彩虹石，請幼兒自己由下往上拉翻彩虹石。然後要自己要去找朋

友玩。 

第四輪任務化訓練幼兒自己收拾教具：在遊戲的最後，老師會以進行任務的

方式，提醒幼兒進行教具的整理。例如：受觀察的老師 T1 跟小糖說：「這是你的

任務喔，來，把彩虹石都搬回來，我們要疊起來，放進袋子。小糖要把拉鍊拉起

來，來這裡，對這裡（觀 20230503T1）」。 

2. 利用圓木盤移動進行前走訓練 

為了訓練幼兒平衡能力，職能治療師會利用圓木盤來訓練幼兒感覺統合能

力，但在課程進行中，從一片到兩片疊高，再兩片兩片圓木盤逐步增加行進的高

度。例如：職能治療師會請小糖「站在圓盤上，並扶著幼兒雙肩及脊椎。走去再

走回。當幼兒停下來，職治師用手指壓在幼兒肚子上，提醒幼兒再往前走。接著

前兩盤疊起來，幼兒要往上爬升。再慢慢兩個兩個一疊，到所有木盤疊起（觀

20230503T2）」。 

(十) 應用軟墊積木方型橋體趴著擲籃訓練雙手無力 

因為幼兒手沒力、斜肩、低張，故職能治療師會請幼兒小糖躺在方型橋體上，

並去按壓肩膀試圖讓幼兒放鬆。接著請幼兒趴著並準備擲籃，先請幼兒拿一顆球

想辦法擲進在地面上的籃框裡，接著再請小糖拿小玩具擲進，最後再拿大玩具擲

進。直到所有老師準備的教具全部擲完才結束活動。 

四、省思與建議 

(一) 特教老師與治療師等心態上必須比一般幼兒園教師更保有高度的教學耐心 

透過觀察早療中心課程，發現其教學經驗與往常一般幼兒園的課程實施方式

著實不同，在早療中心裡面的幼兒就像一隻初生幼鳥，想要飛卻怎麼樣都飛不高。

想要動也動不起來，甚至於想要自由的遊戲也做不到。在觀課時，甚至可以看到

有些幼兒是很痛苦的靠著輔具來進行學習，部份幼兒因身體上的限制也只能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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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上卻無法自由行動。早療中心的老師們真的比一般幼兒園所的老師來得辛

苦，要為個別發展功能不同的孩子去設計各種不同的課程設計，甚至一個小小的

動作、簡短的語句都要每天不斷重覆的教學，每個動作可能都要教很久，這些動

作幼兒們可能學的會，也可能學不會，而讓老師們無法獲得教學成就感，故老師

們必須要時常保有耐心才能維持教學動力。 

(二) 針對特殊幼兒的課程以老師主導的課程實施為主體 

    經由本次觀察發現，在早療中心的課程大部份是老師主導的課程，是由老師

依據每位幼兒的 IEP 計畫內容來加以個別化設計課程，且幼兒對於課程的回饋也

較少甚或無回饋反應，故而在現場教學上老師很少是參考幼兒學習興趣來設計課

程。 

(三) 課程的形態以功能性技能訓練為主體 

早期療育的核心是「功能訓練」，幫助孩子達成日常生活所需。依據訓練的

能力不同，又可以分成職能、物理、語言、心理治療等常見早療方式。從觀課中

發現早療中心的課程實施的課程形態以結合理論、八大課程調整策略、崁入式學

習與 CFIS 來進行特殊幼兒肢體動作等功能性技能訓練為主，其隨時也在進行現

有的課程與教學調整，以切合實際的現場需求情境。 

(四) 課程的內容以生活經驗及幼兒生活自理為出發 

早療中心的課程內容，大部份以生活經驗學習為內容，當發現幼兒問題時並

即時提供引導與幫助，以訓練和培養他們不足的能力，使他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

獨立自主地參與各種活動，例如進食、遊戲和課堂學習等。 

(五) 以提示卡、成人示範、同儕支持、活動簡化與感覺統合訓練為主 

早療中心老師的課程主要以提示卡、成人示範、同儕支持、活動簡化及感統

訓練等教學策略來建構特殊幼兒的動作基礎，並經過分析、運用、規劃，讓這些

基礎在生活中發揮作用。當幼兒最後學會，可以看到老師臉上的微笑，彷佛在告

訴我們慢飛天使的「等待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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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的傷害－無形的「暴力」 
應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溫床；然而，對於一些家庭而言，家庭暴力卻成為孩子

的噩夢。家庭暴力並非只體現於肢體暴力的傷害上，有時暴力是無形的，並非

帶有實質的攻擊性。像是言語為我們溝通的媒介，無論是表達愛意、鼓勵他人

還是分享快樂，都是重要的溝通方式，而當言語被扭曲時，也可能會成為一種

傷害。 

何謂言語暴力？其為情緒虐待的一種表現形式，指透過言語的攻擊、支

配、嘲笑、操縱或貶低他人，從而對他人精神或心理健康造成傷害（Karakurt & 

Silver, 2013）。家長對孩子的言語侮辱，算是言語暴力嗎？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

之間施行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的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第 1 款）。言語

暴力被歸類為精神上的不法侵害；因此，家長對孩子的言語侮辱也被視為言語

暴力。 

在「2019 年台灣兒少遭受家長言語暴力經驗調查報告」中，其將言語暴力

清晰地界定為使用具傷害性、侮辱性的言語對待，以及大聲叫嚷的方式，使孩

子感到害怕、心靈受創，甚至引發自卑感。在對成年人進行回溯調查時，發現

有 32.5%的兒童和青少年曾經遭受過家長使用言語暴力的管教方式，而 5.2%的

兒童和青少年則表示經常或總是遭受家長的言語暴力管教（兒福聯盟，2019）。 

二、成人會遺忘兒時遭受之負面言語嗎？ 

根據成年人回溯調查，未成年時曾經遭受過家長的言語暴力的人中，有

73.8%至今仍然難以釋懷（兒福聯盟，2019）。言語暴力對孩子的影響不僅僅是

表面上的言辭傷害，更涉及其心理和情感層面。言語傷害的影響因個人的心理

防衛機制而異，有些孩子可能表現出明顯的情緒困擾，而有些則內化這些傷

害。若孩子在成年後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可能有助於逐漸淡忘所受到的心靈

創傷。 

三、言語暴力的源頭 

家長可能因為缺乏育兒經驗或承受生活壓力，情緒的種種負擔使其難以冷

靜應對孩子的問題或行為。特別是當孩子的行為牽涉到家長焦慮的事件時，隨

即脫口而出的言辭成為釋放其負面情緒的方式。有時，家長也可能無形中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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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期望投射到孩子身上，當孩子無法達到家長所期望的標準時，家長對孩子

產生失望、擔憂或焦慮的情緒。 

在情緒難以控制的瞬間，家長可能會不慎說出不適當的言語，試圖在情感

上獲得掌控感。此時，家長所表達出來的言語可能是一種情緒的宣洩，用以釋

放自己的負面情緒或是排解情緒困擾。 

四、言語暴力的源頭 

不同階段的孩子有不同的需求和行為特點，需要適性地調整教育方式，適

時地提供支持和引導，讓孩子更願意表達自己，藉此理解孩子的感受和需求。 

(一) 成人自我情緒的覺察 

成人在處理孩子的問題或行為前，先察覺自己的情緒狀態。若發現自己正

處於生氣狀態，請提醒自己保持情緒穩定，避免將情緒轉嫁給孩子。因為，我

們要解決的是孩子的問題、行為，而非製造與孩子的對立與隔閡。 

(二)「對人」與「對事」的差別 

「對人」的表達方式是將負面評價直接針對孩子本身，可能引起他們的反

感或情緒受傷。而在「對事」的表達方式則強調的是具體的行為或問題，目的

是提醒或引導改進。「對事」的方式為關注問題本身，著重於鼓勵孩子改進而非

責難。在親子溝通中以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方式與孩子交流，可促進親子之間

的互動。舉例： 

情況 1：使用「對人」的表達方式，「你怎麼那麼不懂事，每天都讓我擔心

你上學會不會遲到」、「你真是個懶惰的孩子，總是讓人生氣」，針對孩子本身的

說法會引起孩子的反感或情緒受傷。 

情況 2：採用「對事」的表達方式，「我們應該趕快出發，以免你上學遲

到」、「你的書桌看起來有些亂，該整理了」，避免直接針對孩子本身，強調具體

的行為或問題以提醒或引導孩子。 

(三) 尊重差異找其平衡點 

可試著檢視自己對孩子的期望與標準是否合理可達成，是否符合孩子的實

際能力和發展階段。期望與標準如果過於嚴格可能使孩子感到壓力、負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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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甚至引發心理健康問題。應考慮到孩子的個體差異，對於孩子的努力和嘗

試給予肯定，讓孩子知道本身的努力也是受到肯定的，而非僅著重於結果。在

與孩子的互動中，使用正向的言語和引導方式，鼓勵孩子克服困難、發揮潛

能，皆有助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五、結論 

教師如發現學生或學生家長於情緒、壓力、婚姻、親子、人際關係和憂鬱

防治等方面之需要，可以協助其尋求學校輔導室、輔導諮商中心或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的輔導服務，如心理諮商、網路諮詢或信件溝通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2021）。 

言語暴力不論是有心亦或是無意為之，都可能在孩子的心靈深處留下深淺

不一的傷痕。儘管，這種傷害不如肢體傷害那般顯而易見，卻同樣深刻而持

久。透過專業人士的協助、輔導和宣導，強化對言語暴力問題的教育和預防措

施。使家長能夠認識到言語暴力對孩子心理健康的潛在危害，同時鼓勵家長建

立正向的親子互動模式，有效降低和預防言語暴力的發生，讓孩子在健康的氛

圍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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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正念藝術團體之發展及其效益初探 
黃楷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社會文化環境快速遞嬗，學齡兒童於童雉時期所產生的各項身心議題，

逐漸引起許多教師與家長的關注。依此，國際間以培養自我身心調適能力為核心

目標的兒童正念教育方案興起，已被證實能夠有效增進學童的專注程度、情緒調

適、正向行為及學習表現（Weare, 2013）。近年來，學者嘗試結合正念技巧練習

與表達性藝術創作活動，以多元有趣的藝術媒材協助學童覺察自我身心狀態，並

引導其學習如何與自我身心同在（Being），進而促進身心健康（Hinchey, 2018）。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目前推行的兒童正念教育方案中，以藝術媒材融入正念

教學的研究尚在初始階段。故本文藉由探究兒童正念藝術團體的發展歷程、介入

方式及實施效益，期望讀者能夠對此項正念介入方案內容有初步的認識與理解。 

二、兒童正念藝術團體之發展歷程 

目前國內外推出的兒童正念教育介入方案中，大多數皆以兒童正念減壓療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for Children, MBSR-C）及兒童正念認知療

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Children, MBCT-C）為課程架構基

礎。藉由不同於以往認知型的填鴨式教學，改採引導學童從體驗中學習，調適與

當下身心經驗互動的模式，並配合團體教師本身的正念狀態及融入多元有趣的教

材教法（例如：藝術創作、繪本故事及輔助影音等），現今已被研究證實是一個

能夠在各級學校推行，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專注力、情緒調適與人際互動之教育

介入方案（Semple et al., 2017）。 

而論及正念與藝術的結合，可追溯至西方的宗教祭祀與樂舞儀式。藉由專注

沉浸於藝術表達的過程中，培養接納且開放的態度來覺察當下所感知到的任何經

驗，以獲得身心的平靜與自在（吳明富、陳雪均、江佳芸，2018）。爾後，有學

者嘗試替癌症病患，規劃設計一套以團體帶領形式，並結合正念技巧練習與表達

性藝術創作的治療性介入方案，已被證實能夠有效調適病患的身心狀態，成為正

念藝術治療（Mindfulness-Based Art Therapy, MBAT）的濫觴（吳明富等，2018）。 

反觀兒童正念藝術團體，是一種奠基於 MBAT，並依循 MBCT-C 之課程架

構與內容，所發展出來的教育性心理團體方案（Potirala, 2020）。首先，採取團

體介入的形式有助於學童與其他團體成員溝通、互動與交流，再配合具有脈絡性

的課程內容設計，即能促進其覺察自我、調適情緒及改善人際關係（鄭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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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其次，藉由多項具體且有趣的表達性藝術創作媒介，作為學童接觸正念

練習的途徑，相較於單純的正念技巧練習，往往更能夠有效地引起學童學習正念

的動機（Coholic, 2011）；最後，團體教師需掌握「一日多次、每次短時間」的

教學模式，並以體驗式教學作為核心價值，再從每一次的團體歷程中，系統性地

引導學童覺察並分享自身於正念練習或藝術創作時的身心經驗，以促進師生間的

共同學習，進而協助學童全人發展（黃鳳英，2015；Bokoch & Hass-Cohen, 2021）。 

三、兒童正念藝術團體之介入方式 

本節梳理國內外目前兒童正念藝術團體的介入方式與實施步驟（吳姿瑤，

2022；Coholic & Eys, 2016；Klatt et al., 2013），具體條列說明如下： 

(一) 團體前置階段 

本階段會先確立團體課程的核心價值、具體教學目標及預期實施效益，並根

據目標規劃設計整體課程架構與內容，其涵蓋適切的正念技巧練習、表達性藝術

創作活動、正念相關繪本故事及團體課程遊戲，以執行後續教學資源準備工作。 

(二) 團體初始階段 

本階段團體內容包含建立團體規範與支持性氛圍、進行團體破冰遊戲與自我

介紹、認識正念相關概念及培養正念的態度（例如：接納、不評價與不反應等）。 

(三) 團體轉換階段 

本階段團體內容包含正念技巧練習（例如：正念瑜伽、五感體驗、呼吸正念

與身體掃描等）、表達性藝術創作活動（例如：繪畫與雕塑等）及正念繪本賞析。 

(四) 團體工作階段 

本階段團體內容包含深化正念藝術體驗、情緒與人際相關課程及長養慈心。 

(五) 團體結束階段 

本階段團體內容包含團體學習歷程回顧、整理與分享及團體課程結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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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正念藝術團體之實施效益 

兒童正念藝術團體發展至今已有十餘年，藉由許多國內外實徵性研究發現，

無論是在增進學童的專注力、情緒調適能力與人際溝通技巧上，抑或是改善其

內、外化行為問題及促進心理韌性（Resilience）方面，皆能從此項正念介入方

案中獲得正向效益（吳姿瑤，2022；Bokoch & Hass-Cohen, 2021；Coholic, 2011）。 

在一項為期 8 週、每週 60 分鐘的兒童正念藝術減壓團體，並針對 4 名國小

高年級學童，以「調適考試壓力」為主軸之行動研究指出，學童能夠透過正念技

巧練習與藝術創作活動，增進壓力情緒的覺察、表達與調適能力，同時十分有意

願將正念藝術的體驗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吳姿瑤，2022）；而另一項針對 47 名平

均年齡 10 歲的學童，進行為期 12 週、每週 120 分鐘的正念藝術團體課程之研究

顯示，除了上述提及的正向效益外，在提升學童的自信心與同理心方面亦有其成

效，且證實此方案能夠順利於校園中施行，並受到學校管理人員、教師與學童的

高度認同（Coholic & Eys, 2016）。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參與

學童確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依此，學者開始探究除了一般學童外，在面對具有特殊障礙或身心疾患的兒

童時，施行正念藝術團體介入方案是否一樣有其正向效益。研究發現，在學校課

程中，以表達性藝術創作活動結合簡短的正念技巧練習（例如：正念瑜伽、呼吸

正念、身體掃描及坐式正念等），有助於提升國小 ADHD 學童的專注程度及降低

過動／衝動行為問題（Klatt et al., 2013）；另一項研究指出，此項正念介入方案

除了可以有效改善 ADHD 學童的核心徵狀與臨床表現外，亦能夠使其照顧者降

低育兒壓力、促進自我照顧的能力，進而獲得良好的親子關係（Potirala, 2020）。 

可惜的是，目前國內外針對特殊障礙學童執行正念藝術團體的課程介入研究

尚在初始階段（Hinchey, 2018）。尤其是在面對特殊孩童時，團體教師如何調整

課程架構、內容及教材教法，並搭配嚴謹的研究設計及掌握正念介入品質，再透

過自身的專業背景與正念狀態來引導學童學習正念，皆是未來研究需要關注的議

題，且待更多實徵性研究證實以特殊孩童為對象之正念藝術團體的實施可行性。 

五、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兒童正念藝術團體」嘗試以教育性心理團體帶領形式，並

透過多元有趣的表達性藝術創作媒介，結合多項體驗式的正念技巧練習，藉此引

導學童培養自我身心調適的能力；而其課程架構與內容的發展及實施效益也可在

近十年來的實徵性介入研究中窺探一二。然而，未來研究如何依據教學對象的身

心發展歷程與需求，規劃設計一套具有結構脈絡性的課程架構與內容，並在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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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主題目標的前提下，適當地融合正念技巧練習與藝術創作活動，皆是團體教

師需要深思熟慮的議題。 

反觀，論及兒童正念藝術團體的可能限制與應注意事項，首先，教師需帶領

學童共同訂定團體規範，建立一個開放、接納且安全的支持性環境，以利後續團

體良好的互動與合作；其次，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應時刻帶入正念態度的提醒，

例如專心觸碰藝術媒材、接納不同筆觸描繪的感受，以及用不評價的心態欣賞自

己與他人的作品，方能進一步帶領學童看見創作歷程如何影響自我情緒、想法與

身體感受；再次，亦需注意在團體歷程中，不要流於認知型教學或過度側重藝術

創作，避免本末倒置成為一般的美術教學或手工勞作，仔細思量藝術表達與正念

體驗之間的平衡至關重要；最後，惟有透過團體教師自身的正念狀態，方能有效

地促進他人正念的發展，而兒童正念藝術團體的實施才有可能產生相應的正向效

益，使學童免於受到傷害，並將正念織入日常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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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現況與問題 
高沛瑀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於 2012 年幼托整合後，將幼兒園招收兩足歲到入小學前，由教育部主

管；零到二歲為家庭托育及機構式，由衛福部主管，機構式則分為托嬰中心及家

園兩種。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22）資料顯示，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統計，

全國公共托育家園 150 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235 處、私立托嬰中心 1121 處（衛

生福利部，2022）。 

為鼓勵生育及減輕家長育兒負擔，2016 年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動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收托年紀滿 2 足月至未滿 2 足歲之嬰幼兒。「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以下簡稱家園）是公辦民營方式，收托型態介於大型公托和居

家保母之間，這種創新型模式是提供小規模、透明化的社區托育照顧服務，由托

育人員相互補位照顧 12 位混齡嬰幼兒，主要利用公有或國中小閒置空間進行整

修，不僅可以達到空間活化，也可以提供家長近便性的托育服務，使 0 歲開始到

國小的教保服務真正達到托嬰、幼教、小教，0~12 歲的「一條龍」服務（葉育

菁，2018）。由於孩子同時可與多位不同年齡層孩子互動學習，在這個少有手足

的現代家庭，得到許多家長青睞。 

二、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現況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2018）表示三歲以下孩子參與高品質的幼兒教育和保

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CEC）在孩子初期幾年會有較好的福

祉、學習和正向發展，高品質幼兒教育和保育有助於嬰幼兒學習發展及學習。特

別是零到二歲孩子表達及認知能力都尚未發展完成，與照顧者建立穩定安全依附

關係有其必要性，主要照顧者須隨時在稚嫩嬰幼兒身邊給予安全看顧及協助。 

(一) 人員配置 

依「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家園托育人員照顧比為 1：3，既為一

位托育人員（含主管人員）照顧三位幼兒（有別於托嬰中心 1：5），然而，現場

三位托育人員在同一空間照顧 12 位二個月到三歲不等之嬰幼兒，實為一種挑戰，

托育人員剛為二歲孩子發展需求擺設的教具，下一秒隨即被一位一歲孩子將此教

具拿下用力啃咬，此模式有別於一般托嬰中心，分齡分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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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位主要照顧者照顧 4 名幼兒，主因為主任需要處理繁雜的行政工作，

諸如：評鑑事宜、年度計畫成果、人員異動通報、特殊幼兒發展通報追蹤及每日

孩子飲食、健康等相關細節，主任在照顧工作上屬於協助角色；托育人員現場則

為 4 位幼兒緊湊飲食、睡眠、發展、用藥及活動帶領而忙碌，午休時間對外人而

言可能是放鬆休息時間，然而對托育人員而言，又是另一個忙碌的開始，在燈光

昏暗下（沒有隔間或辦公區）撰寫 4 位孩子的寶寶日誌，讓家長知悉孩子在家園

一天活動、飲食及排便狀況，也會利用此時間針對特殊狀況幼兒與家長進行電話

溝通，更重要的是注意孩子們的睡眠狀況（品質）。有別於公立托嬰中心人員配

置上有專職主管人員及專職護理人員。 

幼兒陸續回家托育人員依其班別，或許可以準時下班，或許又要留園為當日

活動撰寫教保日誌、編寫活動教案及幼兒觀察紀錄表；晚班托育人員則除了看顧

晚回家孩子安全外也要開始做教玩具及環境清潔消毒工作。 

(二) 托育人員資格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托育人員資格為取得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托育人員技術證）或高中以上相關科系畢業。為穩定嬰幼兒

的照顧品質，降低托育人員的流動率，師資穩定，讓家長安心託付嬰幼兒，提升

勞工就業率，改善托育人員薪資，自 2023 年 1 月起全國托育人員薪資大幅提昇，

分 1-15 級距，從第 1 級的 35,485 元~39,485 元到第 15 級距 49,485 元~53,485 元，

依序逐年調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非相關科系

高中畢業，上完 126 小時保母培訓課程，再考取托育人員證照，既為合格托育人

員。國內高職幼保科畢業須修滿 112~124 學分（含實習學 16 學分及專業科目

46~48 學分）修業至少三年（教育部，2018）；五專幼保科畢業則需修滿 220 學

分（必修 190 分，選修 30 分）修業至少五年、二專幼保科總畢業學分數需修滿

80 學分（必修 66 分，選修 14 學分）（康寧大學，2023）。然而，取得保母證照托

育人員與幼教相關科系畢業之托育人員，在專業知識養成過程截然不同。應用於

實務照顧上專業知識並不是唯一，然而扎實的先備知識，在照顧幼兒技巧及活動

設計時均可展現其差異。 

(三) 管理機制 

1. 評鑑機制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4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辦理輔導、

監督、檢查、獎勵及定期評鑑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並公布評鑑報告及結果。」（全

國法規資料庫，2021），於此家園每三年需受主管機關評鑑一次，評鑑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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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托育活動」、「健康安全」。臺北市於 111 年接受評鑑家園有 32 家，

21 家為甲等、10 家為優等、1 家為乙等；112 年受評鑑家園為 16 家，優等與甲

等分別為 8 家（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23）。 

2. 訪輔機制 

為家長及受托幼兒的照顧工作進行把關，每一季家園都須接受地方主管機關

或專家學者訪視輔導，確保托育服務品質並帶領家園提升專業知能。 

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問題與討論 

(一) 照顧比在家園 

依家園計畫施實照顧比為 1：3，實務上主任須擔負行政工作，托育現場 12

位孩子則由三位托育人員負責，孩子年齡、發展及需求都有不同，然而在同一空

間，教玩具擺設、常規建立、活動帶領都考驗托育人員彼此合作默契及體力。此

外，家園有一位孩子生病，需做適度隔離，更是一項艱辛的工作，家園並無護理

師也沒醫護室，在有限空間把生病孩子隔離，隔離於遊戲床，孩子待不住，單獨

托育人員陪伴，則人力有限。 

(二) 托育人員學歷提升及獎勵機制 

保障托育人員薪資、福利為理所當然，除了鼓勵有興趣托育工作之人員加入、

有助於人員穩定，然而，托育人員薪資級距表看不到對托育人員學歷的肯定或鼓

勵進修。托育人員可能是不相關科系畢業者或高中職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者擔任，

對其個人投入幼兒教育成本不盡相同，然在薪資級距上看不出不同。教育為百年

樹人工作，特別在零到二歲幼兒更是重要，掌握教育品質良莠的托育人員，薪資

調幅應建立完整托育人員學歷提升獎勵機制，有助於維持高品質的托育服務。 

(三) 管理機制 

為確保家園托育品質接受地方主管機關評鑑及訪視輔導是為必然，但，12 名

幼兒的家園與 40 名幼兒起跳之大型公共托嬰中心使用相同評鑑指標，令人不能

認同，在人事配比、環境空間都不同下，使用同一標準。此外，專家學者進入家

園訪視輔導，對家園而言是美事一件，聆聽專業學者的意見有助於封閉托育家園

進步及成長，然進入家園學者常以幼兒園或是托嬰中心標準檢視家園，令工作人

員不知所措。建請在法規上訂定符合家園評鑑指標，如此將使家園的建置更為完

備，有助於家園照顧工作及整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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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2016 年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施實以來，在全國各地陸續開辦許多家園，相信

解決許多零到二歲的托育問題，提供家長在居家托育與大型機構托育的第三選

擇。有別於分班照顧，混齡學習環境，大寶可以學習照顧小寶、小寶可以模仿大

寶，形成一個微型社會，在閱讀的孩子可能會聽到一旁歡唱童謠；睡眠的孩子依

稀可聽到一旁嘻笑聲，現實大人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在周圍。接納不同的學習環

境，是孩子慢慢體驗社會的開始，期待家園提供一個更完善的托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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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體在學校行銷之運用、困境與因應策略 
曾偉銘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國小校長 

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隨著教育市場的蓬勃發展，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興起，學校經營處於競爭激烈

的環境中，教育人員體認到唯有考量家長及學生需求，提升辦學品質，發展學校

特色，更要運用行銷策略建立學校優質形象，且不僅需依賴傳統的口碑和宣傳管

道，更需要開拓新的行銷方式來吸引學生和家長的關注。 

自媒體的崛起為學校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平台，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傳達學校

品牌、特色和價值，加上使用的技術門檻低、簡單易學、可輕鬆上手、成本低等

特性，因而十分適合應用於學校行銷。然在言論自由的自媒體世界中，是學校便

利又普及的行銷管道，亦是教職員、家長與學生意見表達或情緒宣洩的管道，自

媒體為學校行銷帶來的一體兩面，是學校的挑戰與機遇。 

本文將先介紹自媒體與學校行銷的意涵；其次，探究自媒體在學校行銷的運

用；再者，討論學校運用自媒體行銷的困境；最後，提出解決學校自媒體行銷困

境的因應策略，期能做為他校自媒體行銷之參考建議。 

二、自媒體的意涵 

美國新聞學會媒體中心於 2003 年 7 月出版了由謝因波曼（Shayne Bowman）

與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兩位聯合撰寫的「We Media（自媒體）」研究報

告，裡面對「We Media（自媒體）」下了一個定義：「『We Media』是普通大眾經

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

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與新聞的途徑。」（智庫百科，2023）。 

廣義而言，自媒體（self-media 或 we media）是一種生活型態，一種展現生

活方式的過程。狹義而言，自媒體是以原創意識、原生內容，運用數位工具去傳

遞或散布理念、商品或服務的小型分眾媒體。具有高關注、高黏著、高互動的特

性（ETtody 新聞雲，2023）。自媒體為個體提供了表達和傳播的空間，使得信息

傳播更加多元，然而，其内容也存在著對真實性與可信度的考驗。 

三、學校行銷的意涵 

教育行銷是指將行銷概念延伸到教育組織，教育組織則意指教育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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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各級公私立學校、文化教育機構等（張明輝、王湘栗，

2009）。蔡金田（2011）提出學校行銷管理涉及學校環境、計劃策略、人員、經費

資源、顧客市場、環境與公共關係等因素，透過有系統持續的進行來建立學校的

品牌聲譽，以提高教育市場的競爭力。孫在國（2019）認為教育行銷能協助教育

組織檢梘自身條件及內、外環境變化趨勢，改善教育品質並有效提升學校形象。 

綜上，學校行銷係將傳統的行銷觀念應用在各項校務經營上，學校行銷重視

顧客需求及服務，擬訂行銷目標，並從學校組織的目標、規劃到執行的運作過程，

建立適切完整的行銷策略，藉由推廣學校特色與辦學理念，提升教師、家長、學

生與社會大眾對學校的認識與認同，以強化學校競爭力。 

四、自媒體在學校行銷上的應用 

在當今快速發展的教育環境中，自媒體成為學校行銷不可或缺的利器，透過

自媒體平台，學校可與家長、社區以及學生進行即時且直接的互動，以下為常見

的學校行銷平台。 

(一) 學校網站 

學校網站是學校在網路上最早所採行的傳播信息方式，透過學校網站可以了

解學校的整體狀況，包含了學校的基本資料、組織架構、校史沿革、學校特色等，

亦可了解學校行事活動、課程計畫、公告欄和榮譽榜，學校可以利用網站作為宣

傳信息的媒介，發布所有要宣達的精神與理念，亦可以直接管理和控制的信息平

台。褚榮堂（2005）指出學校網站的建置以網路行銷理念為基礎，不只提供了網

路大眾都可查看的資訊，更在日積月累中形成了品牌與特色，是一種對學校的未

來發展有著重要地位的無形資產。 

(二) 臉書粉絲專頁 

臉書從創立以來就是用戶最多、廣告營收最高、且最具主導地位的平台，在

2022 年底為止擁有高達近 30 億的用戶，加上人人都容易上手的操作介面，是許

多學校選擇的一個行銷與傳達訊息管道，陳木金、尹潔茹（2012）指出，學校可

以藉由 Facebook 創造學校品牌領導新趨勢，推動學校運用 Facebook 成為全球的

知名品牌，學校可根據不同的用戶族群建立各式的 FB 粉絲專頁，如：學校粉絲

專頁、特色社團或班級粉絲專頁等，它可透過添加用戶作為朋友，了解粉絲族群

與數量，並能提供資訊交換、自動更新及即時通知等，學校可透過在網站上發布

動態內容，吸引粉絲關注互動，利用具吸引力的多媒體動態內容，吸引粉絲瀏覽

並分享，也能透過即時回應粉絲，提高粉絲互動參與，增加粉絲專頁的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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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制是 Facebook 規定至少 13 歲才可註冊成為用戶。 

(三) 教育局（處）網頁校園活動報導 

各縣市教育局（處）均設有專屬網站，也皆設有校園活動報導專區，各校教

職員只需透過局（處）帳號登入，即可在其上轉發圖文並茂的新聞稿。透過此平

台，學校可吸引更廣大的用戶族群關注學校，而透過新聞稿中關鍵字的建立，亦

可提高學校新聞曝光度。以臺中市為例，學校發表新聞則數越多，其露出率就越

高。 

(四) Line@官方帳號 

LINE@使用者黏度超越 Facebook，臺灣人平均每天花費 71.8 分鐘，無論用

戶數、使用者黏度都已經正式超過 Facebook，善用此目前業界最夯的行銷利器，

對於學校的招生與永續經營將有正面廣泛的影響（楊欣怡，2017）。透過 line@官

方帳號，學校可以針對加入之用戶以一對多方式快速群發訊息，進行檔案、影片

及語音音檔的發送，且群發的公告不會被洗版，若有好友傳來訊息會進入一對一

聊天視窗，是一種保有隱私的互動方式，學校更可針對重要的活動與行事預先設

定訊息推播時間，另也可以設定非上班時間的自動回覆訊息，及多人管理等功能，

在時間運用上顯得有彈性，也減輕行政人員在管理與應用上的壓力。 

(五) YouTube 頻道 

建立一個學校專屬的 YouTube 頻道，也是學校在行銷與教學上的一項利器，

臺灣戲曲學院曾在熱鬧商圈舉辦快閃表演上傳 YouTube，影片創下百萬點閱次

數，為學校宣傳增添力道（自由時報，2024）。尤其在疫情時期，直播更是學校

各項活動進行的首選方式，而直播的方式除了現場直播外，亦可以選擇預錄再設

定直播時間，另在頻道上也可以透過製作多元化的影片內容，如：校園介紹、師

生專訪、課程教學、學生活動、校園活動、招生影片等，讓觀眾深入了解學校的

氛圍、學術和校園生活，透過 YouTube 不只展現了學校的辦學特色與優勢，也成

為全校師生、家長和社區了解學校與進行教學活動的平台。 

(六) 電視牆及跑馬燈 

跑馬燈和電視牆普遍設置於學校主要門廳上，它們能夠吸引路過民眾的目

光，用於傳遞即時的重要資訊或是展現學校特色，如：校園活動、外賓歡迎標示、

辦學績效、師生榮譽榜、學生作品、協助政令宣導…等，可向學生、家長和社區

民眾展示學校的獨特價值、優勢和成就，尤其師生榮譽事蹟的刊登，具有激勵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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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士氣的功用；也可協助公告社區鄰里舉辦的活動（張韶蘭、黃靖文，2014），

有效拉近學校和社區間的距離，強化公共關係。 

五、學校面對自媒體行銷的困境 

(一) 系統性的行銷規劃耗時費力 

在節奏快速的網路環境中，能在最佳的時機點創造引人關注的內容，是自媒

體行銷的重要關鍵，學校需要不斷思考如何呈現自身特色，以及如何將資訊以打

動人心的方式呈現給目標群眾，這對於以教學為重的學校教育人員而言，是為沉

重的負擔也易被忽視。 

(二) 科技人才匱乏及設備維護更新的挑戰 

學校在面對多元的自媒體行銷管道，往往缺乏足夠的專業人才來應對千變萬

化的社交媒體環境，隨著新的平台不斷湧現，學校人員需要不斷精進其專業能力，

也需要與時俱進的更新設備及維護設備的能力。 

(三) 全體教職員對行銷認知仍存在差異 

學校部分人員認為行銷是校長和行政的職責，未意識到個人的展現亦代表著

學校，部份人員對於行銷處於狹義的校園活動推播認知，部份人員認為行銷有做

就好而忽略時效性，因而影響學校行銷的推動。 

(四)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繁忙，對於行銷推廣力不從心 

學校行政工作多為教師兼任，在推展行政業務外，亦要兼顧教學工作，為落

實人人皆有行銷之責，亦要投入心力於行銷工作之中，在身兼多職之下，需於繁

瑣待辦事項中推展行銷，亦需具備自媒體應用之專業能力，其相關之專業知能與

技能皆待強化。 

(五) 網路互動性的不可控風險 

自媒體行銷管道多有互動功能之特色，高互動性也提高學校新聞露出率，但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良好的互動留言及評價，將為學校帶來加分效果，惟難免遇

到民眾透過留言申訴不平、抒發情緒或留下負面評價，對學校危機應變帶來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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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遭遇自媒體行銷困境的因應策略 

(一) 組建跨處室行銷推展小組，新聞露出規劃 

學校可成立跨處室行銷推展小組，盤點並整合相關資源與專業人才，有計劃

性地以週、月、季、定期、不定期等區間來露出校園新聞，將學校亮點與成果推

銷給社區家長，且應定期追縱檢討學校行銷推動之進度及成效，以發揮行銷最大

效果。 

(二) 培育自媒體運用能力及正確行銷認知 

透過培訓課程，提升學校同仁在自媒體平台和軟體上的運用技能、行銷理念

以及新聞稿撰寫技巧，這不僅有助於同仁們更專業地運用各項自媒體工具，也能

建立正確的教育行銷觀念，使學校能夠更有效率地進行行銷活動，展現學校特色，

提升教育形象。 

(三) 以內部行銷提高成員認同感 

校長及行政透過各項會議，向全體教職員傳達辦學理念和學校績效，這不僅

有助於提高大家對學校的認同感，同時也能透過行銷理念的宣揚，使每位成員認

知到自己有參與行銷的責任。此外，每位師生的優質展現更是一種默默而有力的

行銷傳遞。 

(四) 以外部行銷發展學校亮點特色 

行銷是當前學校應重視工作，但是行銷的內容亦是重要的關鍵，學校可以透

過自媒體將學校的特色、優勢和成功故事化為行銷內容，有效的將學校教育成果

傳達擴散出去，這不止有助於提升學校的知名度，這種透明度更有助於建立信任，

並增加家長和社區的參與感。 

(五) 建立良好親師溝通，制定完善危機應變計畫 

學校平時妥善經營與家長、社區人士、鄰近學校及媒體的關係，定期更新自

媒體上之資訊，公開學校的最新消息和政策走向，確保透明度，從而減少誤解和

猜疑。校長向教職員宣導良好親師溝通更是獲得信任基礎的至要關鍵，學校網頁

及文宣提供家長諮詢管道與資訊，避免家長透過自媒體進行公審或給予負評，而

在面對各項負面評論時，學校以冷靜和公平的態度回應民眾的問題和批評，並積

極解決問題，以展現對民眾意見的重視和尊重。另，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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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的關鍵，透過正面媒體報導，學校能向社區和社會大眾傳遞正確的訊息，提

升學校形象和知名度。 

七、結語 

自媒體的即時性和便捷性成為學校行銷的利器，它不僅讓學校能夠迅速回饋

動態，還能實現即時的宣傳效果。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自媒體開放性和互動性的

挑戰，學校必須正視家長和民眾利用自媒體進行的發聲，故學校人員需要擁有危

機應變能力，以及敏察危機的反應速度，以有效管理潛在風險。 

在實際運用自媒體行銷學校形象時，關注家長和學生的需求是重要關鍵，透

過精心規劃的行銷策略，學校應兼顧內部行銷、外部行銷和互動行銷，以提升學

校的優質形象，贏得校內教職員生、家長、社區和大眾的支持和認同。如此，學

校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在教育領域中塑造出獨特而引人注目的品牌形

象，實現永續經營和長期發展的教育目標。 

參考文獻 

◼ ETtody新聞雲（2023）。5G時代來臨  什麼是自媒體你搞懂了嗎？取

自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658696#ixzz82KMukl3o 

◼ 自由時報（2024）。臺灣戲曲學院 跨國巡演。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 

ws/life/paper/1634838 

◼ 孫在國（2019）。行銷策略與實務，頁 6-65。臺北市：財經錢線。 

◼ 張明輝、王湘栗（2009）。教育行銷策略的創新思維。教育行政的力與美國

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臺北市。 

◼ 張韶蘭、黃靖文（2014）。學校行銷策略與顧客保留之探討-以高雄市某國民

小學為例。教育行政論壇，6(2)，21-43。 

◼ 陳木金、尹潔茹（2012）。Facebook效應對中小學校長推動品牌領導之啟示。

學校行政，80，107-119。 

◼ 智 庫 百 科 （ 2023 ）。 自 媒 體 。 取 自 https://wiki.mbalib.com/zh-

tw/%E8%87%AA%E5%AA%92%E4%BD%93#_ref-0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658696#ixzz82KMukl3o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135-141 

 

自由評論 

 

第 141 頁 

◼ 楊欣怡（2017）。淺論學校如何運用Line@社群行銷平台提升學校品牌形象。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6)，114-118。 

◼ 褚榮堂（2005）。應用學校網路行銷於國小校園資訊入口網站之規劃分析（碩

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 蔡金田（2011）。一所國小校長在學校行銷的實踐探究。嘉大教育研究學刊，

27，29-54。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J0QS/search?q=sc=%22%E5%9C%8B%E7%AB%8B%E9%AB%98%E9%9B%84%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6），頁 142-146 

 

自由評論 

 

第 142 頁 

日本高度外國人才制度之現況與課題 
董莊敬 

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在全球化的急遽的發展下，除了物流、金流的全球移動外，人流（人才流動）

更是加速了全球化的發展。日本對於外國人出入國管理體制主要分為兩種類型，

其一，從事熟練度較低，作為補充人力不足的藍領階級工作之外國人勞動者；其

二，從事專業性工作的白領階級之高度人才（五十嵐泰正，2015：13）。所謂高

度外國人才，意指「日本國內資本、勞動有相互互補之關係，為不可替代之優質

人才，為我國產業帶來創新之際，期許藉由與日本人相互切戳琢磨促進專業、技

術性勞動市場之發展，藉以提高我國勞動市場效率性之人才謂之」（高度人材受

入推進会議，2009：4）。為了推動高度外國人才相關政策，內閣官房長官乃於 2008

年 7 月成立了「高度外國人才推動會議」，同年 12 月於「高度外國人才推動會

議」下成立推動部會，歷經 6 次會議之討論，並於 2009 年 5 月 29 日提出《正式

展開接受高度外國人才政策》報告書（外国高度人材受入政策の本格的展開報告

書），開始推動高度外國人才相關政策（高人材受入推進会議，2009）。據此，日

本法務省於 2012 年 5 月 7 日起導入高度外國人才居留資格點數優惠制度，積極

地擴大導入高度外國人才。本文主要聚焦於日本從事專業性工作的白領階級之高

度外國人才，探討高度外國人才之現況與課題。 

二、日本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制度 

所謂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制度，主要針對高度外國人才在「居留資格」上給予

優惠待遇之制度。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制度主要分為，高度學術研究活動「高度專

門職 1 號(1)」、高度專門・技術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2)」、高度經營・管理活

動「高度專門職 1 號(3)」3 大類型。合計點數達 70 分以上者，符合高度人才優

惠制度，並享有相關優惠制度1。優惠制度中值得留意的是，居留期間放寬至 5 年

期限，並給予家人等陪同，允許配偶在日就業，以及依據居留狀況給予永久居住

許可的可能性。依據點數制度的規定，在高度學術研究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

(1)」、高度專門・技術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2)」方面，39 歲以下的年輕人，年

紀越輕、取得的學位越高則加分的點數越高。相對地，在高度經營・管理活動「高

度專門職 1 號(3)」方面，年紀將不列入加分項目，相對地工作年資越長及年收入

越高，加分的點數則越高。而日語能力檢定測驗 N1 或於日本大學主修日語畢業

                                                

1  出入國出入国在留管理庁「高度人材ポイント制による出入国在留管理上の優遇制度」

https://www.moj.go.jp/isa/publications/materials/newimmiact_3_index.html（2024 年 1 月 10 日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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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夠得到 15 分，N2 則是 10 分，上述兩者無法重複計算，以最高分數為主。

由此得知，高學歷（碩士、博士）、年輕、有研究業績或較長工作年資、具有日

語能力檢定 N1 資格之外國留學生或外國人，有機會享有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優惠

待遇，相較於一般學士畢業之外國留學生或外國人而言，此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優

惠制度較為受限。 

日本出入國居留管理廳（出入国在留管理庁）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起導入高

度外國人才制度後，如後所述，由於通過高度外國人才審查人數較少，各界要求

再度放寬相關規定。因此，2016 年放寬「高度外國人材永住許可申請從 5 年期

限縮短為 3 年」，2019 年實施「特定技能制度」，2023 年 4 月 21 日實施「特別高

度人材制度（J-Skip）」及「未來創造人材制度（J-Find）」，2023 年 12 月 1 日則

公布「原則 10 年居留特例」規定等，讓更多元的外國人材能夠進入日本勞動市

場就業。 

表 1  高度人才點數優惠制度 

高度學術研究活動 

「高度專門職 1 號(1)」 

（大學教授或研究者等） 

高度專門・技術活動 

「高度專門職 1 號(2)」 

（在企業工作的技術者等） 

高度經營・管理活動 

「高度專門職 1 號(3)」 

（企業經營者等） 

依據與日本公私立機關訂

定契約所進行之研究、研究

指導或教育。 

依據與日本公私立機關訂定

契約所在自然科學或人文科

學領域上從事的業務所需之

知識或技術活動。 

在日本公私立機關訂從

事事業經營或是管理之

活動 

點數達 70 點以上者，符合高度人才優惠制度，而各項優惠制度如下： 

1.允許複合式的居留資格活動      

2.給予居留期間「5 年」期限 

3.依居留履歷放寬永久居住許可條件 

4.配偶的就業 

5.一定條件下可讓父母親陪同 

6.一定条件下可讓家庭幫傭陪同 

7.入國、居留手續優先處理 

※「高度專門職 1 號」需從事工作 3 年後，

始得申請「高度專門職 2 號」 

資 料 來 源 ：出 入 国 在留 管 理庁 。 高 度 人 材 ポ イ ン ト 制 によ る 出 入 国 在 留 管理 上 の 優遇 制 度 。 引 自

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930001655.pdf（2023 年 12 月 12 日閱覽），本研究者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開始實施的「特別高度人材制度（J-Skip）」。除了既

有的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制度外，另根據學歷或職業經歷、以及具備一定水準以上

的年收入，將給予「高度專門職」的居留資格，以「特別高度人才」的資格，享

有優惠措施。具有「特別高度人才」之「高度專門職 1 號」，經過工作 1 年後可

申請為「高度專門職 2 號」，除享有高度專門職 1 號所從事的工作外，幾乎所有

工作資格之活動（就業）皆可，並享有居留期間無期限的優惠。相較於非「特別

高度人人才」的「高度專門職 1 號」，需從事工作 3 年後，始得申請「高度專門

職 2 號」。 

2023 年 4 月所導入之「未來創造人材制度（J-Find）」，必須符合下列 3 項條

件，能享有居留期間最長 2 年之「特定活動」居留資格。其一，必須(1)於 QS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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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2)世界大學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3) 世界大學術排名（ARWU：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2 個排名名單中 300 名以內之大學畢業。其二，上述大學或研

究所畢業 5 年以內。其三，申請之際，具有 20 萬日幣存款者2。綜上所述，無論

是「特別高度人材制度（J-Skip）」或「未來創造人材制度（J-Find）」，日本出入國

管理制度更放寬限制，積極地招攬全球的高度外國人才至日本就業。 

表 2  特別高度人才制度（J-Skip） 

高度學術研究活動 

「高度專門職 1 號(1)」 

高度專門・技術活動 

「高度專門職 1 號(2)」 

高度經營・管理活動 

「高度專門職 1 號(3)」 

碩士學歷以上，年收入 2,000 萬元以上。 

工作經歷 10 年以上，年收入 2,000 萬元以上。 

工作經歷 5 年以上，年收入

4,000 萬元以上。 

居留資格「高度專門職」1 號，1 年以後晉升為「高度專門職」2 號。 

高度專門職 2 號優惠條件 

1.除高度專門職 1 號所從事的工作外，幾乎所有工作資格之活動（就業）皆可。 

2.居留期間無期限。 
資料來源：出入國出入国在留管理庁。高度外国人材の受入れに係る「新たな制度」の創設について。引自

https://www.moj.go.jp/isa/publications/materials/nyuukokukanri01_00009.html（2023 年 12 月 12 日閱覽），本研

究者整理。 

三、日本高度外國人才政策現況及課題 

自 2013《日本再興戰略》至 2018 年《未來投資戰略》、以及 2020 年《成長

戰略》實施計畫等戰略計畫端之，高度外國人才認定希望從 2013 年的 430 人，

預計至 2017 年 5,000 人、2022 年底達到 4 萬人的目標。而根據出入國在留管理

廳調查顯示，實際認定高度外國人才的累積人數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該制度開推

動至當年度 12 月，通過審查的人數僅有 313 人，2017 年 12 月則是突破 1 萬人，

為 10,572 人，至 2023 年 6 月則是突破 4 萬人，高達 42,349 人3。其中，高度學

術研究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1)」的人數 2012 年 12 月為 48 位，2023 年 6 月則

為 5,606 人；高度專門・技術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2)」則由 2012 年 248 人增

加至 2023 年 34,336 人；高度經營・管理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3)」2012 年 17

人增加至 2023 年 2,407 人4。由此結果端之，日本高度外國人才，以企業工作之

技術者等高度專門・技術活動「高度專門職 1 號(2)」的人數為最多，顯示出企業

專業技術人才流向日本的傾向。然而，臺灣至日本的高度外國人才，2012 年 12

月僅為 10 人，至 2022 年 12 月增加至 590 人。雖然，臺灣至日本的高度外國人

                                                

2  出入國出入国在留管理庁。高度外国人材の受入れに係る「新たな制度」の創設について。

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001394998.pdf（2024 年 1 月 10 日閱覽） 
3 高度人材ポイント制の認定件数（累計）の推移。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930003821.pdf

（2023 年 12 月 12 日閱覽） 
4 前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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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人數不多，但 10 年間成長 59 倍，人數的成長比率相當高5。高度外國人才的

人數雖然呈現逐年增加之傾向，亦達成預期的目標值，端就日本整體全球化的進

程而言，高度外國人才認定的人數仍為數不多，對於整體全球化之推動，其動能

仍嫌不足。 

明石純一（2010）指出，全世界在人才爭奪戰中，日本為了獲得更多的高度

外國人才，與其由海外聘僱高度外國人才，不如先接受具有一定日語能力的外國

留學生，透過教育機構將之「高度人才化」，如此將會符合經濟效益及合理性。

就上述觀點指出，外國留學生勢將成為高度外國人才的預備軍，透過大量接受外

國留學生至日本就讀模式，並經高度人才化後，吸引更多的高度外國人才留至日

本就業。就外國留學生於日本就業後居留資格變更的人數變化端之，在 2003 年

約 3,778 人，2020 年則為 29,689 人。此結果顯示，經由日本國內教育機構獲得

海外人才的方式，儼然已成為日本高度外國人才重要的人才來源之一。 

自 1988 年第 6 次《雇用對策基本計畫》後，日本逐漸開放高度外國人才至

日本就業，但至今有關高度外國人才制度仍存在許多課題，如，(1)企業或外國勞

動者對於高度人才點數制度的認知程度過低；(2)整體而言，推動高度人才點數制

度相關機制之橫向整合不足；(3)欠缺促進高度人才至日本生活及就業的環境；(4)

欠缺整體性及戰略性的人力資源戰略等問題存在等（三浦秀之，2013）。此外，

長久以「招募應屆畢業生」為中心，年功制、定期輪調制度等日本式雇用制度，

以及集團主義的決策模式、嚴謹的下上序列關係、缺乏工作與生活平衡等的架構

下，高度外國人才難以適應日本式的雇用制度的特殊性乃為問題的主要核心。因

此，若需招募並吸引高度外國人才至日本就業，除「居留資格」上給予優惠待遇

外，更重要的是在雇用管理制度上需進行大幅度地改革。 

四、結語 

從本文的探討得知，日本為因應全球化的趨勢，積極地開放全球化人才致日

本就業，從 2012 年推動高度外國人才點數制度外，J-Skip、J-Find 等制度之實施，

逐年放寬居留政策，藉此希望能夠招攬更多元的外國人才至日本就業。本文的建

議如下所述： 

1. 日本積極開放全球化人才進入日本勞動市場，惟日本勞動市場仍以統一招募

應屆畢業生的方式進行人才招募。然而，對於不熟悉長期雇用、年功制、定

                                                

5 国籍・地域別高度外国人材の在留者数の推移。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930003527.pdf

（2023 年 12 月 12 日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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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輪調等日本企業內勞動市場特殊性之外國人才，勢將無法順利地進入企業，

也難以適應日本企業的特殊性。故應針對全球化人才，改善日本獨特的勞動

環境，設置異於日本人不同的招募管道及管理模式。 

2. 除放寬外國人才居留資格外，亦需打破日本勞動市場的僵硬性，善用全球化

人人才的特殊性及專業性，建構一個適合全球化人才就業的友善環境。此外，

提供高度外國人才預備軍之外國留學生就業相關援助，以及企業實習體驗等，

將有助於外國留學生順利學職轉銜。 

3. 對我國吸引全球化人才就業而言，應定義我國產業所需之高度外國人才之樣

態，並針對各領域所需之人才規劃適切的居留資格等優惠制度。同時應針對

高度外國人才預備軍的外國留學生，提供其就業機會及必要的就業援助，藉

以吸引並留下更多元的全球化人才在臺灣就業，以提升臺灣整體國際化及產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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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臺灣通識教育的核心旨在培育學生具備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和全人

教育的理念，主張通識教育應該聚焦於幫助學生成為具備獨立思考和奠基於知識

及人文關懷的寬闊世界觀。隨著聯合國提出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全人教育成

為高等教育的重要方向，而通識教育在培育具永續涵養之人才方面乃是關鍵角

色。 

本文闡明全人教育的核心精神在於全面提升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並將人與

環境的互動納入學習的影響因子。而通識教育作為全人教育的實踐平台，提供廣

泛且均衡的知識，應強調個體的整體發展和道德觀念的培養。同時，通識教育亦

應關注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包容與理解能力，以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挑戰。本文進

一步結合聯合國提出的 SDGs 與全人教育的相關性，主張 SDGs 的核心精神與全

人教育理念有許多重疊和一致之處；SDGs 提供了可檢視的目標框架，為通識教

育提供了實踐全人教育的指引。在課程實踐面，本文主張在通識教育可採取以

SDGs 指標為架構的 STEAM 跨域課程，課程目標則著重培養學生的全面能力、

跨學科學習、創新思維、全球公民意識和終身學習習慣。透過連結 STEAM 與社

會議題、串聯 STEAM 和人文學科的元素、關注 STEAM 與倫理議題的關聯性以

及建立跨領域夥伴關係，通識教育將能夠實現全人教育的目標。 

簡而言之，本文逐步論證了通識教育落實 STEAM 課程模式的重要性，將有

助於培養具有全人涵養和 SDGs 永續思維能力的跨域人才，讓學生在面對現實世

界的挑戰時能夠更加具有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三位一體

的實踐進路：通識教育結合 SDGs 為指引架構、STEAM 為課程模組，通識教育

將能實現全人教育的理念，同時亦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社會責任感，推進社會

的永續發展。 

關鍵詞：通識教育，全人教育，永續發展目標，STEA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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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re purpose of Taiwan's liberal education, which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and holistic education. It argues that 

liber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helping students develop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 

broad worldview grounded in knowledge and humanistic car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being proposed, holistic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liberal educ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nurturing talent with sustainability consciousness. 

The essay elaborates on the essence of holistic education, which i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incorpor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learning. 

Liberal education, as the platform for holistic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broad and 

balanced knowledge, emphasiz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values. Additionally, it should also focus on fostering students' 

abilities in multicultural inclusiveness and understanding to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The essay further integrat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SDGs and holistic education, asserting that the core spirit of SDGs aligns with the 

principles of holistic education; SDGs offer a tangible goal framework that guides 

liberal education in practicing holistic education. 

Regarding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the essay proposes that liberal education 

can adopt a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 cross-

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tructured around SDGs indicators. The curriculum's objectives 

should emphasize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nnovative thinking, global citizenship awareness, and lifelong learning 

habits. By linking STEAM with societal issues, integrating STEAM with elements of 

humanities, addres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EAM and ethical issues, and 

establishing cross-disciplinary partnerships, liberal education can achie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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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of holistic education. 

In conclusion, the essay progressive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education STEAM curriculum model, which will help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both holistic qualities and sustainable thinking abilities, enabling students to 

possess greater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when facing real-

world challenges. Through a trinity approach － liberal education guided by SDGs, 

STEAM as the curriculum module － liberal education can realize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education while also enhancing students'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moting socie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Holistic education, SDGs, 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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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通識教育的核心旨在培育學生具備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和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劉振雄，2004），教育部推行大學通識教育之目標理念為

彌補專才教育的不足，擴展知識領域，因此我國通識教育聚焦於幫助學生成為具

備獨立思考及奠基於知識及人文關懷的寬闊世界觀。學者溯源我國通識教育之發

展指出： 

通識教育的基本精神乃在於建構學生基礎學術能力（例如，國文、外文、資

訊能力等）及培育基礎人文與科學之博雅素養（例如，文學與藝術、歷史與文化、

哲學與宗教、社會心理分析、全球化社會現象、物質科學、生命科學等），其在

大學教育中乃扮演「基礎與核心教育」的角色（劉金源，2006，頁 2-3）。 

隨著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引發各領域對永續發展之

迫切探索，而高等教育扮演著孕育相關人才的重要角色，位居高等教育基磐的通

識教育如何更聚焦於永續議題，更成為刻不容緩的改革要角，世界各國高等學府

面臨課程重組改革的關鍵轉折，以培育具永續涵養之人才。在這波轉折重生期落

後反應之學府，恐怕將因無法與產業需求接軌及少子化問題加速被淘汰。深入分

析 SDGs 所倡導的全球目標不僅涉及環境、經濟與社會的永續性，也提醒教育體

系重新思考如何培養能夠面對未來挑戰的學生；因此，本文認為將 SDGs 融入教

育體系，其目的不僅是傳遞關於永續發展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

思維、創新能力及道德感。而 STEAM 教育作為一種整合性學習模式，其核心在

於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辨識並解決問題，不僅關乎技術與科學知識，亦需要藝術

與人文的深度思考。因此，本文主張，做為整合型全人教育的通識課程應擔負起

帶領高等教育跨域、結合 SDGs 之角色，因此其課程之重組與創新應著重於整合

跨學科的學習方法，特別是 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學）教育模

式，該模式強調科學與人文的交融，不僅提升學生的創新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亦

培養其倫理判斷與社會責任感。藉由跨學科學習環境，激發學生從多元角度出發，

對複雜問題進行更全面的分析與應對。因此通識課程除了提供涵蓋廣泛學科的基

礎知識幫助學生發展批判性思維能力之外，亟需進一步落實 STEAM 跨域課程模

組，透過跨學科學習培養出既有深度知識又具備寬廣視野的個體，不僅在學科知

識上進行深入學習，也在個人與社會層面上追求意義與價值，進而培養學生能夠

分析及評估複雜的問題能力以面對瞬息萬變的現實世界，成為具備 SDGs 永續思

維能力之跨域人才。 

貳、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與目標－全人教育 

追溯全人教育的發展，起源自 1980 年教育心理學的人本主義，然並未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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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共鳴。至 1988 年更廣泛的全人教育運動出現：加拿大教育研究所的 J. P. 

Miller 出版了《全人課程》（The Holistic Curriculum），《全人教育評論》（Holistic 

Education Review）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也因應趨勢而創刊，另一位學者 Ron Miller

在其研究〈引介全人教育〉（Miller, 2000）中指出全人教育從一種更全面、更人

性化的角度來看待教育，強調學習者個體的整體成長和發展，而非僅僅注重學術

成就，該主張得到了廣大迴響和發展。文中並介紹了其他全人教育學者的論，例

如 Aostre Johnson 和 Susan Kuntz 的研究聚焦於全人教育課程設計的整合性方法，

其主張學習需要被視為人與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而不僅僅是一套單一技能和特

定方法。一個全人教師從事教育的過程，超越了認知/行為主義在發展課程的方

法，而是著重包含人的情感、道德和靈性尺度的全人。Johnson 和 Kuntz 簡要地

提到了關於學習風格和腦生理學日益增加的研究，並指出「全腦」學習可習的的

比傳統的教育方法要複雜和強大得多。全人教育的方法包括教育創新，例如合作

學習和跨學科研究，並關注多元文化和全球議題。然而，正如 Johnson 和 Kuntz

指出，全人觀念不僅僅是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種，而是將它們整合成一種有凝聚

力的變革力量—教育重塑的「心」；沒有這種哲學語境，單一的技巧和創新將遠

遠沒有那麼有意義或有效（Miller, 1992, pp. 7-10）。 

簡而言之，全人教育之理念在於從身心靈全方位提升學生的解決問題的能

力，而這項能力必須將人與環境的互動納入學習的影響因子。全人教育的理念傳

播至臺灣亦掀起教育界的變革，並聚焦於通識教育。學者陳杏枝與游家政（陳杏

枝&游家政，2014）等人之研究〈全人教育作為通識教育的理念：臺灣 14 所公

私立綜合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和課程規畫之研究〉爬梳全人教育理念推進通識教

育的實際內涵，該文聚焦於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的臺灣通識教育之發展，並深入

探討全人教育如何作為一種教育理念被應用－此理念借鏡於歐美的博雅教育，但

已逐漸轉變為以全人教育作為核心的教育政策。文中對 49 所臺灣公私立綜合大

學的通識教育網站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其中 25 所大學明確將全人教育作為其

通識教育的核心理念。根據其研究結果，不同大學對全人教育的理解各有以下差

異：(1)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2)將全人教育定義為多元發展，

(3)強調專業知識與通識的平衡。該研究主張將全人教育的內涵定義為「自身的了

解和發展，以及與他人、社會、自然之和諧關係」可涵蓋教育部近年來推動的生

命教育、永續發展、服務學習等計劃所期望達成的目標，然而這種定義在大學中

的實際應用卻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整理了全人教育定義的演變如下： 

1. 臺灣的通識教育在全人教育理念的實踐中，展現教育多元整合，不僅關注專

業與通識的結合，亦在人格與學養、個人與群體、身心靈各層面之間尋找平

衡。全人教育遠超過特定學科的範疇，整合了神學、社會科學、科技與生物

科學等領域，培養學生全方位視野。 

2. 全人教育的目標在於促進均衡發展，包涵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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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多方面能力。同時亦關注情緒管理與面對挫折的能力，注重全面發展個

人潛能。藉由整合學習內容及教學方法，尊重學習者的人格，鼓勵學生多面

向發展。 

3. 服務學習被視為全人教育的重要部分，聚焦於獨立思考的批判能力、公民素

養及社會貢獻的重要性。因此全人教育不僅在智力上尋求提升，更重視心靈

成長與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透過實踐活動使個體發現自身對社會的責任與貢

獻，促進個體本質的發展，並實現身心靈的和諧統一。 

根據作者的總結，臺灣全人教育的論述大致可以被分為三個主要的類別：第

一種論述強調「自身的了解和發展，以及與他人、社會、世界之和諧關係」，這

種觀點以黃俊傑和中原大學的教育理念為主要代表。第二種論述則是由吳清基和

蘇進棻於 2000 年提出的觀點，以五育均衡和知情意兼俱的方式來定義全人教育。

第三種論述來自於吳清山和林天祐於 2000 年的定義，主張全人教育應該注重充

分發展個人潛能，以此培養出完整的個體。 

以上對於全人教育及其做為通識教育理念之討論雖從不同角度切入，然而亦

有其最大共識：通識教育不能僅止於知識與技能之教授，而必須試圖開發學生各

面向的潛能，包括學術能力、道德、情感、身體、社會、精神等各方面的成長，

也就是說，其核心精神不僅限於引導學生習得專業知識或技能，更強調個體的整

體發展，包含對學生個人價值觀和道德覺醒的培養。而我國通識教育便以此理念

為基礎，提供廣泛且均衡的知識，即涵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多個

學術領域，並關注學習者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著眼現實世界，培養學生具有廣泛

的視野，獨立思考、道德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便適應迅速變化的世界。另

一方面，全人教育與通識教育亦強調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理解，在已不可逆的全

球化發展下，人人都需要具備理解和接納不同文化的能力，而通識教育恰可做為

平台，特別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素養栽培，讓學生接觸和理解多元文化，從

而達到全人教育的目標。因此，在通識教育推動初期，通識教育課程設計提供全

人教育所需要的知識基礎和批判性思考的訓練，而全人教育之理念核心則體現了

通識教育的目標，亦即培養同時具備知識深度及廣度，並在德性上具有高度道德

意識和自我認知的全面發展之全人。 

然而，將全人教育的理念融入臺灣通識教育課程之實踐，亦受到其他學者的

挑戰。首先，劉振維在〈通識教育本質芻議〉指出臺灣通識教育援引全人教育為

基礎，卻未充分理解全人教育之理念精神，亦未融入自身的文明傳統。該文從人

本主義心理學的角度對「全人教育」進行探討，並指出其兩項主要核心：首先，

全人教育強調「自我實現」的需求。這是基於利益導向的思維，並把「滿足」作

為需求和追求價值之間的中介因素。但這導向的結果卻是「價值感是主觀的」的

結論：若是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主觀價值感，那麼溝通會變得困難，教師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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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也將變得困難。故此，劉振雄主張價值應該具有客觀性，自我實現不應只

是主觀的價值感。其次，根據 Ron Miller 的觀點，人類的發展應該以追求和諧、

平靜、合作、誠實、公義、平等、同情、了解，以及愛等為目標，並且人應該從

生物性、文化、倫理、宗教以及靈性等各個方面來獲得經驗；亦即人類應該透過

與環境、宇宙的聯結轉化學習，形塑出「世界心靈」、「世界精神」與「世界靈魂」，

進而實現「夢想社會」，然而，此觀點難以形成理論並實踐（劉振雄，2004，pp.381-

383）。 

本文認為全人教育的實踐的確需要從本土文化傳統和實際情境出發，進行創

新與改革，劉振維的主張，有其身為教育者在實務面的深刻觀察與警惕，自我實

現的需求，若僅基於利益導向的思維並將「滿足」視為需求與追求價值之間的中

介，則可能導致一個相對主義的困境，即價值感的主觀性可能阻礙共識的形成，

從而對教育實踐和溝通造成障礙。然而，本文以為全人教育推崇的靈性探索、「自

我實現」並非遙不可及的理論，而是正視人類具有追求「善」或是「更偉大」

（greater）的驅力，以實現更理想的自我。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中，自我實現被理

解為個體潛能發展的終極目標，其不僅反映個體主觀的價值追求，同時亦需回應

在客觀的社會文化脈絡之需求，涵蓋對個體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環境中

角色和責任的認識。因此，自我實現在全人教育中的意義，不僅是個體內在的自

我滿足過程，而是一個動態的、互動的過程，它要求個體與外部世界進行持續的

對話與交流，以達到個特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因此，教育的目的應引導學生探索

與建構既反映個人內在世界也能夠對外部社會作出貢獻的價值觀。在此過程中，

個體的自我實現與社會的進步和共同福祉緊密相連，從而使價值感具有一定的客

觀性，即其在促進個體及社會整體的共同利益層次相互協調與支持。職是之故，

在全人教育的脈絡下，自我實現的客觀性質在於其能夠整合個人的內在追求與外

在行動，形成一種既反映個人身份也促進社會和諧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豐富

了個體的存在經驗，亦為社會帶來正面的變革和發展。Miller 亦曾爬梳全人教育

的理論來源，自盧梭、杜威到近代的蒙特梭利教育系統，皆形成了全人教育理論

與實務的基礎。Miller 聚焦於教育過程中經驗與現實相互聯繫的重要性，他認為

教育應該體現出宇宙的整體連結性，無論是在科學的邏輯推理還是在神秘主義的

直覺感悟中，都能觀察到萬物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真理。因此全人教育的核心

在於認識知識與經驗並非孤立存在，而是構成一個動態的整體系統。亦即，全人

教育超越了傳統教育模式中的碎片化知識傳遞，試圖建立一種更加整合的學習環

境，使學生能夠理解個人、社會及自然界之間的緊密關係。（張淑美、蔡淑敏， 

2007）Miller 的觀點提出對教育的深刻反思，提醒教育者在教育過程中應考慮到

整體性和關聯性，藉由連結理論與實踐、個體與集體、以及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

培養學生更全面的學習維度。另一方面，教師亦應深入瞭解全人教育的內涵，在

實踐「全人教育」理念時，保持以學生為主體，激勵學生以開放、創新與實驗的

勇氣，並在這個過程中，結合在地文化和現情境，進行深度的思考及探索，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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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停留在理論的詮釋與批判上；亦即，師生在進行課程的過程中，透過不斷挑

戰和創新來探索自我，進而實現自我。那麼，如何真正在通識教育中實踐全人教

育的理念呢？本文以為，以聯合國發佈的 SDGs 做為課程設計之指引架構，而

STEAM 課程模組做為教學實踐之方式，將可有質量的透過通識教育實踐全人教

育的精神。 

參、全人教育的實踐進路：跨域課程結合 SDGs 

聯合國於 2015 年發佈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的在集合全球之力，解決經濟、社會、環境等問題，以達到永續發展，

其中的核心精神與全人教育理念有許多重疊和相關之處。根據劉振維的詮釋，全

人教育主張追求和諧、平靜、合作、誠實、公義、平等、同情、理解和愛等價值，

其目標是人類的全面發展，而不僅僅是為了國家或經濟的發展。其理念奠基於全

球視角，尊重和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倫理體系，以豐富和維護人性的多

元遺產。這種教育理念旨在建立一個沒有倫理和文化隔閡的世界，並且透過生態

保育（如綠色環保教育和和平教育）激發年輕一代對生命的尊重。全人教育認為

所有人都是精神性的生物，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天賦、能力、直覺和智慧來

表達自己的獨特性。這種教育強調在性靈上發展自我，認為每個人的「自我」或

「靈魂」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教育方法上，全人教育主張認知學習者

的獨特性、調整教學者的角色、尊重選擇的自由、培養健全的公民等。全人教育

重視內在心靈的開發，透過靜坐、冥想、瑜珈，甚至神話、儀式等方式來達成（劉

振維，2004，302）。 

本文主張，全人教育的確有創見的在以知識技能為教育目標之外，關注到學

習者「身而為人」的內在崇高性。所謂人的崇高，並非指可主宰萬物的當然性，

而是具備足以洞察人類所遭遇的問題，以及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與責任。如多名

學者所定義的全人教育：其焦點在於完整性，並試圖避免排除人類經驗中的重要

面向，其主要特徵是培養一種較不物質主義、更具靈性世界觀，以及對現實更具

動態和整體性的看法。教育應促進個體不同層面（智力、體能、精神、情感、社

會和美學）之間以及個體與他人、個體與自然環境、學生內心和外部世界、情感

和理性、不同學科知識和不同形式知識之間的平衡發展；全人教育關注生活經驗，

而非狹義定義的「基本技能」。（Mahmoudi, S., Jafari, E., Nasrabadi, H. A., & 

Liaghatdar, M. J., 2012, pp.178）檢視 Miller 等 80 餘位全人教育學者在 1990 年所

簽署的 Education 2000：A Holistic Perspective（Miller, 1993），文中指出「全人教

育」的理念有十大原則如下： 

1. 為人類的發展而教。 

2. 將學習者視為獨立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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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認經驗在學習中的關鍵角色。 

4. 以整體觀為切入點的教育，重視連結與轉化。 

5. 教學者必須重新審視自我的角色，創造一個共同學習的環境。 

6. 選擇的自由。 

7. 教養學生成為一個能夠參與的民主社會公民。 

8. 為文化及倫理的多元性，地球公民權而教。 

9. 為地球的人文關懷而教。 

10. 性靈（Spirituality）和教育不可變性。 

該聲明文件最後總結全人教育不是一種特定的課程或方法，而是前提： 

1. 教育是一種動態、開放的人際關係。 

2. 教育培養學生生活多種情境的批判意識－道德、文化、生態、經濟、技術、

政治。 

3. 所有人都擁有巨大且多元的潛能。人類的智力通過多種風格和能力表現出來，

我們需要尊重所有這些風格和能力。 

4. 全人思維包括情境、直觀、創造和實體的認知方式。 

5. 學習是一種終身的過程，所有的生活情境都可能促進學習。 

6. 學習既是自我發現的內在過程，也是一種合作的活動。 

7. 學習是主動的、自我激勵的、支持並鼓舞人類精神的。 

8. 全人課程是跨學科的。 

對照聯合國 SDGs 的 17 項指標，其關注焦點及核心精神幾乎與全人教育一

致。（參見表 1）其宣言開宗明義為永續發展的 3 項最終目標定錨：全人類的平

等及福祉、地球自然資源的永續行動、全球集結的夥伴關係共同追求和平。（UN 

General Assembly，2015）本文主張，以前述 3 項基本架構為基礎開展的 17 項指

標近 200 個細項，除了是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指南，同時亦可謂之全人教育理念

的向外擴散及實踐指南，每項指標都有其聚焦議題，同時與其他指標搭配，而有

直接與間接影響的多元層次。 

首先，SDGs 和全人教育都強調培養全面、綜合的能力。SDG 4 優質教育明

確指出，教育應是確保包容和公平的教育，並促進終身學習的機會，培養人類對

社會、對環境、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愛則和內在靈性的價值觀相關，這種價值觀的

培養將激勵學生在未來成為積極的變革者，以推動實現其他 SDGs，例如 SDG 1

消除貧困、SDG 5 實現性別平等和確保永續發展，以及 SDG 3 人類健康與福祉

身心靈平衡成長之整體目標。也就是說，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包括但不限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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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知識，還有道德、情感、身體、社會、精神等各方面的能力，SDGs 與全人教

育的目標一致。其次，兩者都強調跨學科思維，甚至可以進一步說，SDGs 的許

多目標都能透過全人教育來實現，而全人教育的理念則透過 SDGs 指標為課程設

計指南以便提供實務依循的方向。例如，為了實現 SDGs 的目標 13（採取緊急行

動應對氣候變及其影響），教育體系需要不分科系培養具有環境意識的公民，使

其理解氣候變化的問題，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案；而全人教育能提供這種跨學科的

思考能力和價值觀的形成，使學生具備瞭解、解釋和應對複雜問題的能力。再者，

SDGs 和全人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一致：全人教育強調公正、公平、包容和尊重多

元性，亦是 SDGs 目標 10（減少不平等）和目標 16（促進和平、公正並建立效

能公開的機構）的核心價值。最後，兩者皆主張人類應具有世界觀和獨立思考的

能力。 

全人教育的強調全球視野和批判思考的能力，有助於實現 SDGs 的全球目

標，亦即學生需要理解其行動如何影響全球，以及如何致力於解決全球共通性議

題。簡而言之，全人教育可以為實現 SDGs 提供理論與實務的支持，培養具有未

來關鍵能力、價值觀和視野的全球公民。另一方面，SDGs 則提供了一個可檢視

的目標框架，提供教育界思考如何有系統的實踐全人教育。 

表 1 全人教育與 SDGs 指標之對應 

全人教育的理念 SDGs17 項指標 

一、為人類的發展而教 與 17 項指標全數相關 

二、將學習者視為獨立的「個體」 

4. 優質教育 

5. 性別平等 

10. 減少不平等 

16. 和平、公平與強大的機構 

三、承認經驗在學習中的關鍵角色 

4. 優質教育 

9. 永續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11. 永續城市與社區 

四、以整體全觀為切入點的教育，重視連結與

轉化 

SDGs 鼓勵整合性的解決方案，強調不同目標之間的

連結和協同作用。 

五、教學者必須重新審視自我的角色，創造一

個共同學習的環境 

4. 優質教育 

17. 夥伴關係 

六、選擇的自由 
4. 優質教育 

16. 和平、公平與強大的機構 

七、教養學生成為一個能夠參與的民主社會公

民 
16. 和平、公平與強大的機構 

八、為文化及倫理的多元性，地球公民權而教 

4. 優質教育 

5. 性別平等 

10. 減少不平等 

16. 和平、公平與強大的機構 

九、為地球的人文關懷而教 

13. 應對氣候變遷 

14. 海洋與海洋資源 

15. 陸地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十、性靈和教育不可變性 
SDGs 中沒有單一目標明指性靈的培養，然而所有目

標都奠基於人類與萬物共存的倫理價值觀。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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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清晰可見全人教育精神和 SDGs 17 項指標的一致，然而除了核心理念

之對應，如何落實在課程設計乃是從理論跨越到實務的關鍵點。由全人教育宣言

的前提及 SDGs 指標的多元脈絡，跨域課程勢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全人教育

的理念中，跨域課程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學科之間的連結，從而促進更加全面整體

的學習體驗。另一方面，SDGs 所涵蓋的議題極其複雜且相互關聯，因此在面對

這些全球性挑戰中，往往需要跨學科合作，整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才能找到最佳

解決方案。因此跨域課程可以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隔閡，鼓勵學生從多個角度思

考問題，並能夠在團隊中跨領域合作。 

肆、以 SDGs 為架構，規劃通識 STEAM 跨域課程，實現全人教育目

標 

本文以為，我國近年來興起的 STEAM 教育－科學（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s）、數學（Mathematics）五個領

域，聚焦於跨學科的學習模式，可做為實踐全人教育及永續發展的課程模組，論

述如下： 

1. 培養全面的能力：全人教育和 STEAM 都重視培養學生整體而全面的能力。

全人教育鼓勵學生在各方面都達到平衡的發展，而 STEAM 教育則強調科學、

技術、工程、人文藝術和數學的綜合應用，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批判思考能力。 

2. 強調跨學科學習：全人教育認為知識不應該被切割和隔離，而是要在各個領

域中進行連結與整合，而這也正是 STEAM 的重要理念。STEAM 課程鼓勵學

生將科學、技術、工程、人文藝術和數學的知識融合，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 

3. 促進創新思維：全人教育和 STEAM 教育都主張學生需要有能力創新和適應

不斷變化的世界。STEAM 教育通過跨學科的學習，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

領域的知識，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創新的思維和解決方案。 

4. 培養全球公民：全人教育重視培養全球視野和全球責任感，而 STEAM 教育

則強調科技和創新在解決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遷、資源管理等方面的關鍵

作用。透過 STEAM 的學習歷程，學生能更深入理解全球性問題，並思考如

何用科技和創新的方法來解決或改善這些問題，進而實現全人教育的目標。 

5. 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全人教育與 STEAM 教育都強調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在全人教育中，學生被鼓勵培養自我學習的能力和習慣，以適應快速變化的

社會。而 STEAM 教育則強調生活即學習，是一種持續的探索過程，學生需

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以應對新的挑戰和機會。 

回顧我國通識教育的脈絡，早期便已具備跨學科的思維。學者黃俊傑於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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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版其 1999 年研究臺灣通識教育的專書，探討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在當前

國內高等教育環境中的實踐問題。作者指出，儘管通識教育在國內大學校園裡已

經受到相當的重視，但在實踐中仍然面臨著許多挑戰，如理論的貧困、高等教育

界知識分工細密化以配合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體系，以及優秀師資難覓等問

題。作者認為，國內通識教育缺乏深厚的理論，因此很多人傾向於橫向移植國外

的理論和經驗，而非縱向繼承並創新自己的教育傳統。在這種背景下，推動大學

通識教育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但教育工作者仍然懷有對通識教育的熱情和信念。

書中分別論述通識教育的定義和目標、中國文化和教育傳統中的通識教育理念、

當前國際學術界的通識教育理論以及在臺灣推動通識教育的理論基礎。作者進一

步分析了通識教育體系的困難及應對策略，同時提出課程設計原則，在人文、社

會、生命和物理科學等四大領域中設計通識教育課程（黃俊傑，2015）。本文以

為，該書已觸及通識教育在 STEAM 課程中必須扮演之關鍵角色，然而並未進一

步提出理論與實證支持。 

通識教育的初衷原就鼓勵透過全人教育促進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使其能適應

社會、處理生活中的挑戰，並成為負責任的公民。而全人教育強調尊重每個學生

的獨特性，並鼓勵學生追求自我實現，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則呼

籲教育體系應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和經驗，以便學生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

來理解和體驗世界。該理念的目標是在學術成就之外，同時培養學生的身心健康、

情感智慧、社會責任感、創新思考能力和生活技能，即學者謝水南指出的德、智、

體、群、美（謝水南，1992）。學者周芳怡的研究亦提出培育學生社會責任感的

議題，她以 USR 融入通識課程為研究主題，探討通識教育如何實現大學社會責

任。文中指出臺灣通識教育的發展歷程及趨勢包括跨領域整合、學習本位、核心

能力、社會參與式學習等，透過行動研究方法將大學社會責任落實在通識課程中，

其研究發現，將複雜的理論簡單化有助於學生融入通識課程，但仍存在教師與學

生交流不足、學生關注公共議題發散等問題，因此應引入大學社會責任理念進行

課程革新（周芳怡，2019）。 

學者陳復亦關注當前全球所面臨的氣候變遷、人口爆炸和資源分配等問題，

以及這些問題對青年心靈的影響。其研究主張高等教育應該重視通識教育，以培

養具有全面視野的社會菁英。通識教育需要包含東亞文明傳統中的「尊德性」與

「道問學」兩大概念，以提供大學生思辨知識和身心磨練的機會。通識教育應與

專業教育整合，以促進跨領域學習。此外，大學生應具備專業知識之外的人格與

倫理素養，如自覺、負責、樂觀進取和團隊合作等，以應對高度競爭的社會。品

格通識教育作為通識教育的軟體，應關注學生的人格素質培養，喚醒生命自覺，

培養正確的做人處事態度和方法，以達到「成為完整的人」的目標（陳復，2015，

124-128）。其研究結論認為通識教育是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平衡點。正由於理工與

人文學者往往缺乏跨領域視野，研究成果與環境需求脫節。要解決重理工輕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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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應正視通識教育在跨領域教學中的重要性。教育部和各大學應重視通識

教育的研究，並將其分為經典通識教育、國際通識教育和在地通識教育三大架構。

通識教育應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讓他們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取得平

衡，並具有生命教育的特徵。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具有關鍵性貢獻，應充分發

揮其專業性（陳復，2015，頁 142-146）。 

多位學者們皆呼籲通識教育必須跨學科結合，同時注重學生的內在覺察，激

發學生潛能，以提供全人視角為最高目標，而 Miller 提出全人教育的焦點是「關

係」，是線性思考與直觀思考之間的關係，是心智與身體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知

識範疇之間的關係，是人與社群、與地球，以及人的自我（self）與自性真我（the 

self）之間的關係。在全人教育課程之中，學生檢視這些關係，也從而獲得對於

這些關係的覺知，以及必要的技能，來轉化孕育出適切的關係（Miller R. , 2000, 

pp.13-14）。Miller 曾指出全人教育的主要元素在於其專注於經驗和現實的相互聯

繫，且無論是科學家還是神秘主義者，都發展出所有事物深刻相互聯繫的現實樣

態。例如在科學中，從原子到生物圈緊密聯繫，因此生態系統的微小變化可能導

致整個系統的變化。全人教育試圖發展一種相互聯繫且動態的教育方法，從而與

宇宙和諧共振。相比之下，傳統教育往往是靜態且分散的，最終會促進疏離和痛

苦。（Miller, 2011）學者 Peter Jarvis 深入論述全人教育為何強調學習過程中，知

識和靈性的平衡：人的本質是身體和思想、自我和靈魂的組合。人不是孤立生活

的，而是在關係中出生，因此假設個人主義本身是個體學習的核心是錯誤的。由

於「無人是一座孤島」，因此人和人類學習必須始終與更廣泛的社會關係相關。

在關係中，即在內在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中，經驗發生，而人們正是通過經驗來

學習。經驗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因為它既是長期的，又是短期的，後者涉及

到意識、感知等層面（Jarvis, P., & Parker, S., 2005,1）。因此，訓練跨學科、具整

體觀的關鍵人才以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迫切的共識，而通識

教育勢必得擔負起與時俱進的課程改革責任，以 SDGs 為指引架構，本文提出

STEAM 課程模式實現各永續目標的初步構思如下： 

1. 連結 STEAM 與社會議題：將 STEAM 課程與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議題相結合，

讓學生瞭解科技、工程、數學等領域對社會的影響，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

力。透過將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引入課堂，利用案例分析探究問題，引導學生

進行分析和探究。另一方面，邀請相關專業人士來學校進行演講或工作坊，

以使學生瞭解專業人士如何應用 STEAM 領域的知識解決社會問題。 

2. 串聯 STEAM 和人文學科的元素：藝術、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可以為 STEAM

課程提供更多元的視角和背景知識。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梁卓恒、李明主張，

大學通識教育以均衡論作為基礎，通過學術權威界定知識範疇及科目內容，

尊重學生的學習自主。然而，核心課程的設計需要充分論證，以確定其背後

的價值理想及教育目標。解決核心課程爭議的關鍵在於釐清大學希望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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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核心能力和理想人格，並為何需要通過核心文本課程來實現。因此香港

中文大學的核心課程科學教育並非僅來自專業的實驗室科學知識，而是透過

經典文本來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梁卓恒、李明，2020，25-26）。 

3. 爬梳 STEAM 和倫理議題的關聯性：在 STEAM 課程中強調倫理議題，讓學

生明白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對個人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培養學生的倫理

思考能力和公民素養。STEAM 和倫理議題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因為科技和工

程發展帶來的影響越來越深遠，會對人類的價值觀、道德觀、社會結構等產

生影響。 

4. 建立從跨領域到跨院校整合的夥伴關係：學者黃秋韻的研究針對教育部於

2019 年推出的「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其目標在培養具備跨

域融通與整合能力的人才，該文分析此計畫的特點和對大學通識教育的影響，

透過跨校、跨院和跨領域師資整合，大學通識教育可以培養出具有問題解決

能力、從做中學和知識整合能力的人才（黃秋韻，2020，22-23）。該主張與

SDG17 注重夥伴關係的理念相同，透過跨領域及跨院校的整合團隊，可促進

知識共享與技能轉移，並交流多元觀點，使跨領域課程更具實踐性和應用性。 

透過以上指引架構和課程實踐，通識教育能貫徹全人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的精

神，致力於全面發展學生的潛能，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批判思維的公民，同時

引導學生在與他者（包含他人與自然萬物）的動態關係中，保持人文關懷之涵養

定位社會問題，並能活用知識技能解決問題，實現個人和社會價值。 

伍、結語：三位一體 SDGs、STEAM、全人視野的通識教育 

本文探討了我國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與目標，即全人教育，並將其與永續發

展目標（SDGs）相結合，提出通識 STEAM 跨域課程的實踐進路，其共同目標在

培育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和全球視野的跨域人才。 

本文首先爬梳全人教育的核心精神與目標在於從身心靈全方位提升學生的

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將人與環境的互動納入學習的影響因子。在我國通識教育中，

全人教育成為主要的指導理念，旨在培養具備獨立思考和人文關懷的寬闊世界觀

的學生。其教育理念不僅關注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更強調學生的整體發展，包括

學術能力、道德觀念、情感素養、身體健康等多個方面。全人教育還強調對多元

文化的包容和理解，以培養學生成為全球公民。其次，本文將全人教育的理念與

永續發展目標（SDGs）做對照，認為兩者之間有許多重疊和一致之處。透過以

SDGs 為架構來規劃通識 STEAM 跨域課程，可以培養具有全球視野和解決問題

能力的全人人才，並使學生在面對複雜的現實世界時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更進

一步，本文提出了通識 STEAM 跨域課程的實踐進路。這種課程模式將 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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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人文藝術（Arts）、數

學（Mathematics）五個領域結合，注重培養學生的全面能力，強調跨學科學習，

促進創新思維，培養全球公民，並鼓勵終身學習的習慣。透過連結 STEAM 與社

會議題、串聯 STEAM 和人文學科的元素、爬梳 STEAM 和倫理議題的關聯性以

及建立跨領域整合的夥伴關係，可以使通識教育更具實踐性和應用性，並使學生

在面對現實社會問題時能夠運用知識和技能解決問題。通識教育作為整合型全人

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需要提供廣泛的知識和技能，更需要培養學生的批判

思維、創新能力和全球視野，使其成為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公民素養的全人人才。

因此，通識教育應該與永續發展目標結合，以 SDGs 為指引架構，將全人教育的

理念實踐於課程設計和教學實踐中，使學生成為具有永續思維的全球公民。 

本文的貢獻在於探討了我國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與目標，並提出了以 SDGs

為指引架構的通識 STEAM 跨域課程之實踐進路。跨域課程模式能夠培養具有全

球視野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全人人才，並使學生在面對現實世界時能夠做出明智的

決策。然而，實現通識 STEAM 跨域課程首先需要教育部門與學術界合作，共同

制定統一的課程標準和評估標準，確保課程的質量和有效性。其次，需要培訓和

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和跨學科知識，以及對全人教育理念的熟稔，使其能夠有效

地設計和實施跨域課程。同時，官方和校方還需要提供足夠的資源和支持，包括

教材、實驗設備、科技設施等，以確保課程的順利進行。透過建立統一的課程標

準、提升教師跨域合作能力及全人教育認知問題並建立有效評估機制，逐步推進

通識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將可為社會的進步與永續發展培養身心靈向上提升的未

來關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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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以公平為主的領導，校長需要充分準備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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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首先提及當前學校面臨的教育不平等現象，闡述以公平為主的領導之

重要性。再針對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培育內容之進行文獻探究，並歸納出五項

能力：一、覺察信念與偏見；二、公平領導技能；三、營造包容環境；四、支持

文化回應；五、勇氣與信心。茲列舉國內外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實例，進

而比較兩者之差異性。研究表明，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需要培育有五項能力，

較為理想的培育計畫是由理論基礎至未來圖像，有系統地擘畫期程階段、反思性

及適性支持的結構化課程，以確保校長能夠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成就。依據研究

發現，提出相關建議，以供相關教育單位之參考。 

關鍵詞：校長培育計畫、校長領導、公平領導、以公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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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hieve Equity-Centered Leadership, Principals 

Need to Prepare and Train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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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starts by addressing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school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quity-centered leadership. It then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equity-centered principal leadership training, summarizing five key capabilities: (1) 

Awareness of beliefs and biases; (2) Equitable leadership skills; (3) Creating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4) Support for cultural responsiveness; (5) Courage and 

confidence. 

It provide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examples of principal training programs 

centered on equity,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c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equity-centered 

leadership preparation involves these five capabilities, and an ideal training program 

systematically outlines stages, reflective, and adaptive support in structured courses to 

ensure principals can enhance learning outcomes for all stud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Keywords: Principal Preparation Program, Principal Leadership, Equity Leadership, 

Equity-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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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需求轉換，早已改變了求學與就業的意義，邁向多樣化的

學校結構逐漸成常態，導致背景不同的學生成績彼此逐漸拉大（Reardon et al., 

2019）。而學校的政策實踐、文化氣氛、課程與教學卻無形加劇這樣的差距，產

生更多的教育不平等現象，特別是少數或邊緣族群的學童，在家庭資源、學習機

會及學業成就的方面（Jordan, 2010）。即便教育工作者普遍覺察到公平的相關議

題，且利用領導影響力改善這些不平等現象，但往往僅止於發揮調整與導正的作

用，而非真正改變既有的現狀（Diem & Carpenter, 2013）。 

2015 年，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ESEA）完成了法定再授權程序，延續「沒有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成為未來基礎教育指導方針，定名為「每個學生皆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此法案不只繼承 NCLB 法案追求教育改革與教育

資源平均分配的精神，亦針對成效不彰的政策做出積極性的修正。觀之國內學校

教育而談，十二年國教政策雖已延長學生受教的基本年限，並針對適性揚才與終

身學習的理想願景上，實踐眾多具體性的作為，且政府對於弱勢族群亦推出相關

的補償政策。但多樣的家庭背景文化、資源匱乏的弱勢族群（黃昭勳，2019）、

新住民教育輔導不足、學生學力存在落差、師資結構與專業承諾待強化及適性教

學的充分落實（范熾文等，2020），仍舊是不容忽略的長期困境。 

鑑於此，學校不再只是引領師生掌握知識的單方面功能，需要為不同種族、

文化背景、語言、宗教、社會地位及能力的學生提供成功教育，無論他們的差異

有多大（Figueiredo-Brown et al., 2015），皆需促進其培養解決問題、溝通合作、

知識遷移及批判性思考的相關技能（Heller et al., 2017）。至於能否成功，需要的

是領導者提供差異性的學習支持－源自學生本身的文化背景、成長發展及學習需

求的回應（Darling-Hammond & Oakes, 2019）。 

身為學校領導者－校長，肩負有行政、教學、關係等重要的職責，然世界先

進國家皆致力完善校長培育來鞏固源頭，力圖提升其專業能力，以創造更佳教育

績效是必然使命（秦夢群，2011）。此因是校長有職責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成就，

以公平為主的領導方式促進更多的學生真正進入課堂的學習（范熾文等，2020；

Figueiredo-Brown et al., 2015），實乃至關重要的未來課題。故本文之研究目的為

透過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之相關文獻探討，(1)探究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所

需培育哪些能力？(2)歸納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具備哪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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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公平為主的領導重要性 

在標準為基礎的教育時代，教育領導對學生學習的正面貢獻已得到充分證

實，領導者所面臨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Leithwood et al., 

2020）。然而，教育現場的學生學習差距與資源不均等，仍舊突顯了許多學校和

學區的教育領導工作與創造學習環境裡，在支持所有學童取得學習成功的方面，

是多麼的欲振乏力（Evans, 2013）。學校成人甚至習慣於歸咎於個人先天因素，

來膚淺地解釋學業的成功和失敗，而非設身處地考量學生所處的背景條件，以致

學習停滯不前（Trujillo & Cooper, 2014）。 

基於此，以公平為主的教育領導即是解決國民教育中長期存在的不同族群學

習差異的關鍵槓桿，目標在達成教育公平，強調所有學生都能在關懷與包容的環

境中學習成長，並注重於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學生，且摒除學生學習成功的障

礙，以達成實質有效的公平（Byrne-Jimenez & Orr, 2013；Gooden et al., 2023）。

而此，其領導能力的準備焦點，需要將目標投向保障學生學習的過程、學校結構

的條件及學生成就的公平性（Galloway & Ishimaru, 2015）。換言之，學校領導者

迫切需要發展正向學校文化、個別支持及有效教與學的能力，來解決學習機會普

遍不平等的問題，以滿足多元學生的學習需求（Darling-Hammond & Cook-Harvey, 

2018）。 

如此積極性的領導信念，在美國教育政策標準中得到了體現。美國國家教育

管理政策委員會（NPBEA）所創建的州際學校領導者證聯會（The 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ISLLC），於 2008 年提出的領導者專業標準，專

注於有遠見的領導、教學改進、有效管理、包容性領導、道德領導及社會政治領

導的標準取向。實則上，2008 年的標準雖涵蓋多樣的層面，即領導者重視學校裡

的多元文化，但對於不同背景的學生所遭遇的政策與制度，進而產生的不平等情

形仍視而不見，以致產生明顯的學習後果差異（Galloway & Ishimaru, 2015；

Galloway & Ishimaru, 2017）。故此，NPBEA 經歷多次修訂，於 2015 年發布了新

標準並更名成《教育領導者專業標準》（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PSEL）（NPBEA, 2015）。 

與 2008 年 ISLLC 標準不同的是，2015 年 PSEL 首次將公平和文化回應的領

導成分納入標準裡。十項標準中，其中有六項包含「公平」、「公平實踐」、「包容

性」、「社會正義」、「文化回應」及「公平公正」等重要術語或要素，如表 1 所示。

誠 PSEL 所揭，在各項方面的教育工作環節，領導者有責任消弭公平和文化敏感

性的鴻溝，促進所有學生成功和福祉，故以公平為主的領導將是新標準的核心主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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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 ISLLC 標準和 2015 PSEL 標準對照表 

2008 ISLLC 標準 2015 PSEL 標準 

標準一 標準一 

教育領導者透過所有利益相關者，來共

享與支持學習願景的發展、闡述、實施

及管理，以促進每位學生的成功。 

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有效的教育領導

者會制定、倡議及頒布共同願景和價值，

形成優質教育，以致學業成功。 

標準二 標準四 

教育領導者透過倡議、培育與支持的方

式，以利於學生學習和教職員專業成長。 

課程、教學與評量：有效的教育領導者能發

展符合認知水準的、嚴謹的、連貫的課程教

學及其評估系統，以促進每位學生的成功。 

標準五 

關懷與支持學生的社區：有效的教育領導者

能培養包容、關懷及支持的學校社區，以促

進每位學生的學業成功和幸福。 

標準六 

學校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有效的教育領導

者會發展學校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和實踐，

以促進每位學生的學業成功和福祉。 

標準七 

教師和教職員的專業社群：有效的教育領導

者會培養教師與其他專業人員組成的專業

社群，以促進每位學生的學業成功。 

標準三 標準九 

教育領導者確保組織運作和資源管理，

以創造安全、有效率及有效能的學習環

境，進而促進每位學生的成功。 

經營與管理：有效的教育領導者會管理學校

的事務和資源，以促進每位學生的學業成功

和福祉。 

標準四 標準八 

教育領導者透過與教職員工、社區成員

的合作，以回應社區的不同利益和需求。 

家庭和社區有意義的參與：有效的教育領導

者以有意義的、互惠互利的方式，讓家庭和

社區參與進來，以促進每位學生的學業成

功。 

標準五 標準二 

教育領導者秉持正直、公平及道德的方

式行事，以促進每位學生的成功。 

道德規準與專業準則：有效的教育領導者依

道德規準和專業準則的實踐，以促進每位學

生的學業成功和福祉。 

標準六 - 

教育領導者透過了解、釐清及影響政治

來促進每個學生的成功、社會、經濟、

法律及文化背景。 

- 

- 標準三 

- 

公平和文化回應：有效的教育領導者會努力

實現教育機會的公平和文化敏感性的實踐，

以促進每位學生的學業成功和福祉。 

標準十 

學校改進：有效的教育領導者是持續改善的

推動者，以促進每位學生的發展學業成功和

幸福。 
資料來源：整理自 Galloway, M. K., & Ishimaru, A. 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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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公平為主的領導重要性 

《為不斷變化的世界培養學校領導者》（Preparing School Leaders for a 

Changing World：Lessons from Exemplary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一書

明確指出有效的職前與在職校長增能的重要性（Darling-Hammond et al., 2007）。

再之，美國國家教育領導標準揭櫫了公平和文化回應能力是領導者的核心責任

（NPBEA, 2015）。故難以漠視的是，解決公平和社會正義的議題將是成為學校

領導者的準備重點，以下提出各學者對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之培育見解。 

范熾文等人（2020）謂學校社會正義的本質在於公平、差異及卓越。社會正

義領導應首重於機會平等優先、注重個體差異，進而追求卓越成長，強調學生都

應有均等而且有效的學習，學校所有教育措施是要滿足所有人的學習需求。具體

而言，校長需具備平等的自由觀、公正平等的機會、尊重差異的意識之原則，領

導應以促進公平正義的課程設計、教學實施及校園環境，以促使師生享有公平機

會、獲得成長、追求卓越表現。因此，不論種族、社經背景、語言、能力、性別

等因素差異，都享有公平正義的學習環境。 

Galloway 與 Ishimaru（2015）借鑒社會文化理論的觀點，認為不同族群有其

多元的學習方式，公平的成功是學校共同形塑文化的學習結果。主張校長需促進

自我的實踐公平，並提升教職員、家長與學生的領導能力，以縮短弱勢學生在學

習上的落差。校長培育的具體內容：(1)以滿足學生需求的目的而制定課程，並監

督與培養員工；(2)覺察與消除影響學生進步的制度或政策（例如學生和教師的安

置、合理資源分配）；(3)增進學生參與機會、學習成效及權益的公平性；(4)營造

安全、包容性及集體責任感的校園氛圍。Galloway 與 Ishimaru（2020）則進一步

指出，以公平為主的領導能力建設要有新形式的組織學習，特別是針對「權力、

不平等和尊嚴」的問題，需要擴散予更多群體來一起關注，意即校長將公平的承

諾轉化為組織的文化與集體實踐的目標，甚至使之成為普遍價值觀。 

Raskin（2015）提及高效能的校長能策略地運用領導，以全面性的實踐方式

來為學校增進公平的文化，因此，校長擔負瞭解自我和學生的種族身份，並秉持

所有學生獲取優異成績的使命，得有意識地培養信心與勇氣，以及掌握有效領導

的技能而積極行動，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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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領導者促成全體學生高成就之行動途徑 
資料來源：整理自 Raskin（2015） 

Mullen（2017）提出校長領導是以學生學習為最大利益考量，首重道德規準

與專業知能的奠基，並致力於教學領導、多元文化學習及保障所有學生公平地取

得學習的平等機會，進而獲致更佳的學習成就。校長準備的方向應關注專業知能

倫理道德、社會正義、學生學習（如興趣、需求、成績、環境及歸屬感）。 

Szeto 等人（2019）強調校長領導的框架是應對不同挑戰和教育政策的變化，

以實現所有人平等和學生獲取最大學習機會為主要目的，如圖 2 所示。故引導學

校學習民主與社會正義，並對社區以多元和回應的方式實踐是領導成功的條件，

以弭平學生學習能力上的差異與其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均等。提出校長需建構具包

容差異的領導能力，有其三個重點：(1)培養平等、公平與包容的氛圍，促進不同

文化的學生發展適性的學習願景；(2)認同多元族群所存的實際差異與平等機會

實現困難的價值觀；(3)保持遠見與創新的思維，來反思更契合所有人的最佳領導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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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為包容差異與不利背景條件的校長領導 

資料來源：整理自 Szeto 等人（2019） 

Shields 等人（2020）運用轉型領導與批判性的理論基礎，來架構出包容、公

平、卓越及社會正義的校長領導。主張校長有責任改變政策、課程和教學等結構

性制度，並建立社區夥伴關係，來齊力落實公平與正義的領導，以滿足所有學生

的需求。呼籲「普遍且徹底的變革整個社會體系」－是教育領導者的一致目標，

其實踐的準備：(1)深入了解自己、組織和社區；(2)政策與作為採納公平的方法；

(3)重新分配原本不平等的權力及公共利益；(4)教育改革重視民主、解放、公平和

正義，並確保學生彼此理解、相互依存及具備世界觀的公平意識；(5)貫徹批判和

承諾並存的文化，以明瞭變革總有阻力，因此有必要喚起道德與鼓起勇氣來改變；

(6)積極改變不公平又長期存在的因素，換以更公平的方式重建起來。 

Nichole（2023）將種族批判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CRT）作為視角，它

是一種對白人族群的反動意識，揭露教育上存在的種族不平等問題或缺乏關注的

現象，共同檢視跟試圖挑戰問題才是解決的核心。主張校長的職前準備需要提供

持續學習機會，支持反思性探究與創新實踐方法，破除當前教育的種族意識形態，

以降低或消弭政策上的不公平制度。 

Gooden 等人（2023）依文化回應的學校領導（Culturally Responsive School 

Leadership，CRSL）為框架，提出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強調對校長工作的監

督、支持和評估都必須以公平為中心來考量，目的在於藉由檢視系統性的領導工

作成效，來審視制度環節裡既有的公平作用，以明確地改善或再發展校長未來更

佳的方向。其領導原則包含對歧視行為的批判、對公平的承諾及對社區文化的深

層理解；能力培育則有四種內容：(1)培養批判意識，以便更好地創造公平；(2)營

造包容性的學校環境，以利友善所有人；(3)提供具文化回應的教學領導－支持教

師重新解構現有的教學法和課程內容，使尊重與平等真正落實校園班級；(4)與學

校社區建立合作關係，共同努力為學校的孩子實現教育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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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上述，培育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涵蓋各類的成分，不難窺見營造包容

環境、支持文化回應是核心要旨，不僅僅只側重領導者的公平意識與領導的能力

革新，亦需具備覺醒夥伴的道德正義，來勇於實現教育公平的行動力。另外，先

決條件是領導者要能敏覺自我的信念與價值觀，並對文化偏見或不平等的制度有

所好奇質疑，才有辦法邁開公平大門的第一步。簡言之，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

需要準備五項關鍵能力，其說明分述如下：(1)覺察信念與偏見：係指校長意識到

自己的先入為主的看法與態度，並深入理解形成原因與積極性調整，以求促進學

校的公平與包容；(2)公平領導技能：係指校長在決策與行動中展現的正義、平等

與公正，確保所有學生獲得相同的機會，並以公正方式對待每個人；(3)營造包容

環境：係指校長創建一個歡迎所有背景學生的學校氛圍，積極促進多元文化理解

與尊重，讓每位學生都感受到被接納和重視；(4)支持文化回應：係指校長推動教

育活動與執行策略時，以回應和尊重學生多樣的文化背景，促進文化敏感性並強

化學習的相關性和效果；(5)勇氣與信心：係指校長在面對挑戰和不公正時，堅持

正義和改革的決心，勇於實施必要的變革，並對其行動的正確性抱持有信心。 

肆、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之國外實例 

心態的改變、承諾的保證、勇敢的變革顯然是驅動以公平為主校長的有效動

能（Galloway & Ishimaru, 2020；Raskin 2015；Shields et al., 2020；Szeto et al., 

2019）。然則，研究校長職前準備的學者 Linda Darling-Hammond 主張「高效能的

校長並非天生的，而是能夠培育的」（Darling-Hammond et al., 2022）。因此，舉例

下列美國知名學校所實施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 

(一) 加州大學校長領導學院之領導支持計畫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柏克萊分校的校長領導學院（Principal Leadership 

Institute，PLI）所合作的領導支持計畫（Leadership Support Program，LSP），其

目的在培訓卓越與公平的領導人才。精神所要如曾任加州教育部長 Gary Hart 所

言：「學校裡沒有人比校長更注重學生的成就」（Trujillo & Cooper, 2014），故計畫

的初衷是教授關鍵的領導素養－在經濟貧困的城市與支持匱乏的環境中，竭力減

少學習機會的差距並促進高品質的教學。 

近年來，LSP 逐步成為加州的普遍性校長培育模式，其主要基於支持公平、

社會正義之使命，並持續改善之作法。就培育重點來說，強調領導者在擔任更具

挑戰性的新職位時，會不斷地透過反思性探究與實踐的過程，來豐富自我的能力

成長。以此，學習批判意識、相關知能及實務技巧是計畫的關鍵架構，如表 2 所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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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州大學培育社會正義領導者的課程概要 

培育

項目 
課程整體目標 課程活動種類 課程評量目的 

批判

意識 

1. 提高對霸權、特權及學校

視為理所當然的長期不

平等制度與相關問題的

認識。 

2. 培養勇於突破困境的精

神。 

3. 釐清美國學校教育過往

的不平等歷史與當今所

存的現象。 

1. 落實社區踏查。 

2. 重視社經弱勢家庭成因

與聲音。 

3. 成立教師學習資源小組，

為學習而檢視或支持公

平性。 

4. 辦理文化的偏見澄清研

討會。 

5. 利用關鍵事件、公平正義

議題之讀物等，促成師生

討論與反思。 

6. 經常性進行跨文化的深

度理解與訪談。 

7. 保障團體、組織或規章中

有多樣性族群之成員組

成的元素。 

評估領導者所習得的

公平正義信念與心態。 

公平

知識 

1. 整體課程中融入社會正

義、反種族主義及反壓迫

的內容，並重視種族、貧

困與不平等的關聯性。 

2. 部分課程將關注反種族/

種族主義的形成，並促進

全員致力於社會正義。 

3. 透過學校諮商輔導和社

群活動培養反種族主義

的知能。 

4. 瞭解種族主義造成歧視

與壓迫現象的過程，以及

如何積極突圍、發展實踐

及成功解決。 

5. 奠定滿足特殊教育、其他

少數族群需求的學習課

程。 

1. 學習設計閱讀教材和多

元文化參與活動。 

2. 整合或連結有效實踐的

多媒體網路平台。 

3. 分析政策上的行動與研

究相關內容。 

4. 建立領導者的同儕學習

機制。 

1. 衡量領導者對種

族、貧窮和不平等

現象的理解程度。 

2. 檢視領導者對釐清

種族主義、反種族

主義產生的成因之

認知。 

3. 評估領導者對種族

認同與對其領導能

力的影響。 

4. 檢核所思考規劃的

課程教學能否滿足

特殊群體需求。 

實務

技巧 

1. 教導支持弱勢者的宣傳

工具/手段（如主持會議、

撰寫過程紀錄、與利害關

係人溝通及向教師提供

意見回饋）。 

2. 培養學校成員共同協作

技能，以支援弱勢者或少

數族群。 

3. 增進行政人員採以數據

為導向的決策，以落實全

面公平性。 

1. 實習培訓。 

2. 情境角色扮演。 

3. 示範尊重多元觀點和保

障實質公平的技能。 

4. 以成功的同儕教學方案

與課堂案例作為標竿學

習。 

5. 預先規劃好完整的時間

表、支持項目及預期效

益。 

衡量領導者於實務現

場的關鍵行動變化與

績效。 

資料來源：整理自 Trujillo 與 Coop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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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培育過程而言，領導者將參加為期兩年的學習進程，如圖 3 所示，其六項

主要活動如下：(1)每月研討會；(2)適性輔導；(3)專業發展活動；(4)差異或個別

化學習；(4)紀錄自我領導能力的發展；(6)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如此，LSP 以領

導者就任新職的預備度和實地的經驗為主，並透過上述長期的系列性的增能學習

與適性的輔導來介入支持，促進領導者在學校工作能實際應用與相輔相成，形成

一種特有的領導行動。重要的是，過程中領導者的學習反思和實際探究是主要的

關鍵因素，能有效地增強領導者的自我效能，進而為公平理念而持續領導。 

圖 3 加州大學培育社會正義領導者為期兩年的學習進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 Cheung 等人（2019） 

(二) 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習領導綜合評估方案－公平為主的領導 

2021 年，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教育學院的教育研究中心（Wisconsin 

Center for Education Research, WCER）與華萊士基金會（Wallace Foundation）共

同啟動一項合作計畫－以公平為中心的系統性倡議（Equity-Centered Pipeline 

Initiative, ECPI)，目的在於培育領導者創建更公平的學校。此方案名為「CALL-

ECL」（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 Equity Centered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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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首要功能是有效掌握學區領導者與教育工作者在管理工作方面的成效

變化，以長期支持校長的專業學習成長，追蹤校長的學習發展程度，並針對學校

現況開發有效的改善策略，據此改進以獲致更佳的學生學習。CALL-ECL 的原則

方向與 PSEL 的標準大致相同（NPBEA, 2015），將焦點放在四項領導任務：(1)

以教學改進的領導工作；(2)為教學提供有效的訊息回饋；(3)發展教育工作者的

專業社群；(4)聘用適任的教育工作者並提供資源支持。 

CALL-ECL 以 Gutiérrez（2012）所提的公平框架為基礎，旨在促進領導者覺

察偏見現象、發展有利的改善途徑、取得社區全員的認同，以維護弱勢或不平等

的權益與聲音，盡可能讓所有學童獲取合理足夠的學習資源，如圖 4 所示。故

此，公平的領導者－校長是它的主軸，特別注重創造高品質的學習環境所需培育

的領導能力，其內容包含如下（WCER, 2024）：(1)改善現有學校系統的入學機會

和學業成就；(2)保持批判與檢視現有學校系統的公平機制；(3)激勵全員共同營

造公平的教與學而努力；(4)塑造學校的專業學習文化，以重視教育夥伴的合作與

成就。 

 
圖 4 Gutiérrez 公平工作者的框架 

資料來源：整理自 WCER（2024） 

至關重要的是，CALL-ECL 亦是一個縝密而全面的職前與在職校長發展系

統，旨在持續評估學校整體的管理成效，其有七個發展範疇，能供校長立即應用

策略來改進、學習及實踐，如圖 5 所示。校長能透過報告獲得即時回饋，這些報

告記錄學校的優弱勢以及提出改善教學的實踐中待改進的項目。從領導者標準的

制定至後續的追蹤評估，能以幫助學區領導者和教育工作者兼顧工作的落實與成

果的品質，並可依循校長的專業發展所需，立即挹注更佳的學習支持與治理資源，

而這種系統化方法最終對學生成就與學習權利有其裨益，此因為各範疇之間具有

相互促進與檢視情形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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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CALL-ECL 成功校長培育的永續發展系統 
資料來源：整理自 WCER（2024） 

(三) 史丹佛大學的學校領導者計畫 

史丹佛大學的支持教學卓越中心（The Center for Suppor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CSET）提出的學校領導者計畫（School Leaders Program，SLP），宗旨

是透過社會正義領導及對學校課程、政策和文化的再審視，企圖破除不平等的權

力和壓迫的長久循環。培養的領導以實踐社會正義為中心，培育領導者共同創造

人性化、文化永續以及解放性的教室與社區。 

因而強調社會正義是領導者的核心理念，採用自我研究與反思的方法來提升

專業學習、教學改進及學生學習，同時注重文化回應、跨文化交流及共同有效工

作的能力。故學校領導者將在提供專業學習的支持下，保持自我積極探索，維持

批判性思維，並進一步培養公平領袖的信念、知識和技能。該培育計畫具備三階

段的學習進程，如圖 6 所示： 

圖 6 學校領導者學習三層環 
資料來源：整理自 CSET（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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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以解放教育學為組成基礎，培育課程先從深瞭不同立場和培養領導能力

開始，接續領導者需覺察學校中特別的、差異的及不同文化的立場，再運用其公

平領導能力，檢視主流政策對學習者所產生的影響，進而介入問題解決策略，以

創造更具包容性的整體環境。其利用三類學習活動來充分支持學校領導者，分別

如下：(1)反思探究－首先進行個人和小組討論，再依據不同情境與數據資訊來分

析出促進社會正義之適合方針、處理原則及策略方法；(2)專業學習－基於持續改

進自我領導能力，將善用暑期進修、平日線上會議或實體課程的方式，來加深加

廣專業學習；(3)輔導支持－提供個人和小組的輔導課程，領導者與教練共同參與

學習工作坊。 

總結上述，得知美國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著重養成公平的領導能力，

來達成積極性的社會正義，以提升更佳的學生學習效益。歸納整理可發現，較理

想的培育計畫得具備縝密的課程結構，並有循序漸進的系統發展之特性。其中包

含學習階段、培育時程、課程方式及評估方法等等，皆為所需涵蓋之元素。值得

一提的是，反思性課程、工作中的持續專業成長，以及支持個人的學習，實為培

育計畫裡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伍、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之國內情形 

臺灣各縣市以「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主任甄選儲訓辦法」為辦理國

中小學校長甄選與儲訓之依據。以臺北市現行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為例，其結合

校長儲訓機制，先培育後甄選行之有年。基於此，其分作為中小學校長培育、校

長儲訓、初任校長導入及增能等四階段模式（劉春榮，2023）。 

前期階段是課程模組、學習理論與現場實務緊密連結，課程方式包括案例學

習、校務見習、師徒學習與專業學習社群；其次階段培育對象為通過臺北市校長

甄試者，課程方式包括研修課目、學校經營、標竿學習、案例學習、校務見習、

師徒學習與專業學習社群，較為特殊的是學員尚需通過候用校長初試，即實施一

學期師徒現場實習與考核，並於取得候用資格後再借調教育局歷練至少一年；最

後階段為導入階段，培育對象為臺北市初任中小學校長，學習方式包括主題工作

坊、標竿學校參訪、成長團體、師徒學習與專業學習社群等，其課程特別注重學

校經營與危機管理、教育政策推動與轉化、課程與學習領導、公共關係與校園文

化、校務決策與績效責任以及典範學習，學習進程為期一學年，總時間為三十六

小時（劉春榮，2019） 

即便臺北市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已形成完整校長學之系統性機制，且在定位

上將學員培訓成高度教育熱枕、專業素養、卓越永續的優質領導者，但尚未見特

別著力以公平為主的領導培訓之傾向與其相關內容。惟見於臺北市中小學校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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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標準尚包含此要素並建立其指標，即標準二「公平正義與多元尊重」專業標準，

其闡述了卓越的學校領導人需要具備實踐教育公義、尊重多元文化之普世價值的

信念，並掌握教育機會均等、有教無類、適性揚才的理念，好讓每一位學生獲得

最大福祉與自我實現的宗旨。 

再者，檢視其他各縣市情形，儘管大多不同於臺北市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

是以先甄選後集中培育的制度，作為校長職前培訓方式；甚至各縣市亦建置有中

小學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來加以完善校長在職的學習管道，但整體而言，

不論是在縣市校長培育課程或政府主導的政策，仍未見於專為以公平為主或與其

相關的培育計畫，來完善候用及在職校長此方面的知能和實踐。 

陸、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之國內外異同 

國內校長培育制度的最終目的，重於晉級通關而擔任校長一職（Chen, 2021），

雖未有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可行比較，即以國內當前之校長培育制度與美

國相作探討，以供教育單位未來可努力之方向。 

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在承辦單位上，美國基本上是各州或大學學校主

導進行的校長準備課程或在職支持課程，時間通常端視其計畫所需而定；國內培

育制度則有不同的途徑，一方面同美國是大學學校負責，但為縣市政府委託辦理，

如臺北市立大學。另一方面則是統一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召集各縣市取得資格的候

用校長，進行為期八週的校長集中培訓學習。爾後兩者皆有各所屬縣市安排見習、

觀摩以及借調教育局辦公實習等相關學習。 

在課程理論上，美國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課程多以社會正義理論、文化回

應學校領導、批判理論、解放教育學等架構內容成分（CSET, 2024；Gutiérrez, 2012；

Trujillo & Cooper, 2014；WCER, 2024）；國內校長培育課程則以自我導向理論、

成人學習理論等為理論基礎，來建構三大核心內容：「校長專業培訓」、「校長現

場實務」與「校長師傅教導」（林信志、秦夢群，2018）。 

在課程內容上，美國傾向於改善整體教育系統與學生學習為出發考量，來培

養與公平正義有關的領導能力，例如批判意識、包容性的學校環境、文化回應的

教學、建立社區關係與專業學習等；國內則較強調校長工作職能，將相關領導能

力融入課程模組的內涵或實務中發揮（林雍智，2019）。 

在學習方式上，美國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依計畫而有不同活動，種類具有

多元且適性的樣態，例如實地深度訪查、議題討論與反思、整合網際媒體及情境

學習等系列性的活動；反觀國內國家教育研究院校長培育課程縱然有實務實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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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課程（林信志、秦夢群，2018），但仍多以標準化或科層化的方式來檢視其

學習成果，而後續候用校長借調教育局實習的安排作法，此有再製合格、合規和

服從的公僕之批判（Chen, 2021）。 

在辦理目的上，以公平為主的校長培育計畫在美國多以大學學校為其開辦，

國內則多以國家與地方政府來共同協力完成。美國所培育的課程內容以養成各類

型領導專業能力為主的授課目的，這點明顯不同於國內以國家課綱與個別職能為

主軸的全能取向，而兩者同樣亦需藉由申請或遴選其資格，入選後方能參與培育

課程（Vogel, 2015）。至於學習方式不盡相同，可從培育目的有所區別而可以得

知，其課程建構之理論自然也大相徑庭。 

總括而言，兩者雖然未全然能相提並論，且美國的多元文化和種族歧視，以

及教育公平問題相對於國內更為普遍且嚴重，但國內對少數或弱勢族群的補償政

策下仍存著潛在的隱憂與問題，包括未能充分考慮到臺灣社會和文化的多元性，

以及缺乏對社會多元性的包容性眼光和格局，這可能導致學校成為文化再製的場

所（梁瀞文等，2024）；二者，無可否認的是，國內近年的單親、隔代教養、失

親與低收入戶等弱勢學生數逐年提高，並且新住民學生數日益穩定、家庭貧富差

距拉大、少數民族教育、性別意識問題及教育資源分配逐漸受到重視（蔡金田，

2014；施又瑀，2018），這些種種現象的常態趨勢，對於學校而言，除了再次顯

示以公平為主的教育領導對於學生學習影響的重要性，校長亦需保障教職員工平

等與支持的工作環境，領導他們重新關注學生差異，提供專業學習機會，提高其

教育成就之效益，並在教師、家長和學生之間建立合作關係，秉持拔尖扶弱的精

神來成就每位孩子，以達實質的教育公平機會（Feng & Chen, 2019）。此外，作

為學校領導者，未來可能會面臨更加複雜和具有挑戰性的偏見和教育公平阻力

（施又瑀，2018；蕭湘玉，2015）。因此，借鑒美國做法以調整或改善國內校長

培育制度，對於預防性應對來說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柒、相關建議與改善作為 

培育校長成為公平的領導者對於實現弱勢學生與家庭的公平正義至關重要，

此因學校本身無法迴避減少教育系統不平等的義務責任（范熾文等，2020；

Galloway & Ishimaru, 2017；Mullen, 2017；Nichole, 2023；Shields et al., 2020；Szeto 

et al., 2019）。故針對以公平為主校長領導作為及改善當前之校長培育計畫，提出

下列六點建議： 

(一) 學校領導運用內外系統與資源，創造公平與包容的友善氣氛 

校長應展現人文關懷與道德勇氣，並與全體教職員建立堅實的互動關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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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致力於滿足學習的需求和適時提供心理支持。且透過營造安全溫馨的學習環

境，可以降低師生的主觀偏見，並提升師生的主動學習與個人發展。校長的幽默、

信任及同理態度也將影響教師對學生的心態，進而促進不同背景文化學生得到更

佳的自尊和歸屬感，形成一個正向的關愛社群，如此的關懷領導將為學校的公平

文化之路奠定基礎。 

(二) 校長型塑涵容多元文化的校園，積極落實正義的行動實踐 

校長代表著學校整體，同時也是文化包容與實施社會正義的典範角色。故有

需要創建一個能夠回應多元文化的教育場域，來暢通教師教學與學生生活經驗的

連結，並提供深入文化的學習理解機會。再之，更需注重以正義的角度、積極性

差別對待（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方式扶助弱勢，並且採適當的規則和法律來

保障學生權利和遏止歧視。另外，校長應針對學校教育中的不公平現象，有深刻

的批評意識並採取相對應的行動，此等包括對教育結構、意識形態、政策及實踐

進行批判性反思，並嘗試打破學校內的壓迫、特權和不平等，好以維護學生的平

等機會，以具體行動來表達公平正義。 

(三) 整合有關行政資源，引領校長發揮以公平為主的領導功效 

在校長甄選、培育及學習過程之中，皆需考量融入公平領導的意涵或理論，

並有相關表現來作為篩選人才之基準。例如甄選時，參與者需要就所轄的學校學

生各族群與文化、各社區與家長社經背景，有能力地進行批判分析，用以檢視校

長是否具備自我覺察的能力。同時，以營造包容性環境與文化回應作為校長領導

的重要培育目標，俾融合課程與教學領導，實施更客觀、更公平的課程與教學。 

(四) 校長培育應重視公平與社會正義，扮演行動改革的必然角色 

校長是學校公平的至高守護者，舉凡學校的整體教育過程，從環境文化、資

源運用、班級管理、人際互動、課程教學等，都可能複製社會原本結構。故校長

要有反思能力，必須洞悉不對等權力，關注社會正義議題，反省與批判學校中有

形與無形的主流意識型態，並勇敢主動地謀求改變。故此，希冀教育行政單位在

校長培育計畫中，能引進與公平為主的領導相關理論，特別是強調實務的運作層

面，例如針對會議公平要領、協調刻板文化、化解議員關說、平衡家長干預、教

師權利與責任、學校法規趨勢等有關學習議題，以培育校長在課堂中能深層探討

與提出策進，或邀請有關之專家、領域學者和資深校長來指導教學與分享經驗，

並促使校長真正將所學應用於領導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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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置永續的培育發展系統，支持學校體現更公平的領導實踐 

根據 Galloway & Ishimaru（2017）所制定出「高槓桿」的公平為主之領導實

踐，其目的是縮小教育差距，以實現教育公平性，這十項條件包括：建構公平性

願景、發展公平領導、監督教學公平、培養公平校園文化、差別性分配資源、平

等遴選和晉用人員、與家庭和社區合作、自我反思和專業學習、樹立模範及影響

社會政治立場。上述條件的高度達成，有賴於越具全面性與系統化的精心計畫，

亦即有需對校長持續的督導、支持和評核，才有辦法真正達成實質公平。因此，

建議教育行政單位建置一評估與追蹤系統，專為衡量校長在以公平為主的領導績

效，甚或結合既有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以確保校長將公平的理念引進校園，

有效地實施公平的作為，並即時提供改善回饋與協助資源，來強化公平正義，如

此延伸更長遠的校長培育之路，不再僅限於注重職前階段而已。 

(六) 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宜實證研究，建構完善的校長領導指標內容 

建議可透過國內外文獻分析，發展在地化的質性案例與量化實證研究，並據

以持續發展以公平為主的領導指標建構，意即邀請學者專家與學校行政主管人員

共同合作研究，就我國多元族群、不同社經背景與性別意識等相關議題，開展與

積累更多的在地化以公平為主的領導研究案例，並搭配學生學習表現的實證分

析，探究校長領導之實踐歷程，再據以建構國內之以公平為主的校長領導指標。 

捌、結語 

多元複雜的現今社會造就日新月異的學習需要，無論學生是多麼身分特別或

與眾不同；無論經歷不平對待或創傷與否；無論身處在都市還是偏遠學校之中。

校長都有義務肩扛責任，從有限的資源與反彈的聲浪裡，堅持公平、包容、正義

的教育實踐行動，為每位學生刨除學習障礙的荊棘，以求獲致更加美好的成就果

實。 

學校啟航者－校長勢必預先做好萬全的準備，將公平領導的工具充分裝備，

為接住不斷變化的學生需求與滿足多元文化的差異需要，進而弭平學校的不公平

文化，勇敢而堅定不懈地邁開腳步，嘗試改變歷史成見，為所有人獻上公正與卓

越的永續教育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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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年 10日 01日訂定 

2015年 03月 16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年 9月 5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19年 4月 26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22年 2月 17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

徵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

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一

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敬請各

位教育先進惠賜鴻文，以光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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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字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4,5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

質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

（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

及實質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

查費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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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

款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

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 方志華」。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

匯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

（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本會將於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

如需以投稿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

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

論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

論，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

請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

他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

不予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

涉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

糾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稿本刊經由審查同意刊載者，請由本學會網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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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234 臺

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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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七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七期將於 2024年 7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5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技高）依我國經建環境、產業現況、學生職

涯發展等需求，以分類設立為原則，依類分群，並於群下設科；目前共分為 6 類、

15 群及 94 科，各類、群、科之歸屬對應關係，明載於在各群科之課程綱要。由

於類群科歸屬對於技職課程規劃與人才培育方向影響甚鉅，其分類與對應歸屬之

妥適性，是技職教育長期關心的議題。回顧我國技職教育課程之演進，從早期對

應單位行業訓練的模式，逐步轉變為以對應產業為主的職業群集教育課程；在 95

學年度實施的「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中，正式提出 6 類 15 群 77 科分類，

直至今日，技高之類、群、科歸屬仍維持 6 類 15 群，內容雖有微幅調整，但多以

科別更名、新設或停辦為主，整體的類、群、科歸屬架構，仍大致維持當初的規

劃未有大幅更新。有鑑於社會產業變動迅速、跨域人才需要增加，現有的群科歸

屬是否能回應目前產業對技職教育人才培育的需求？哪些群別與科別歸屬出現

爭議？宜如何調整？又，類別、群別或科別歸屬調整，對於技高學校所產生的影

響或衝擊有哪些？可能的阻力或助力為何？需要考慮之配套面向有哪些？本期

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技職教育群科分類的現況、問題、影響層面及改善建議，

進行分析和檢討。歡迎教育先進及關心技職教育人士，就各面向提供高見與評論。 

 

第十三卷第七期 輪值主編 

李懿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宋修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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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八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疫情後校園之轉變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八期將於 2024年 8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6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2020 年爆發 Covid-19 疫情，教育界面對了許多新的挑戰，也發展了許多因應的措

施，諸如防疫措施、線上教學、混成教學等。雖然 Covid-19 疫情已逐漸趨緩，但 Covid-

19 疫情對教育的影響仍在，疫情也帶給校園一些轉變。疫情，除了促使教育人員持續發

展相應的作為外，也誘發教育人員去省思許多深層的教育議題。 

隨著疫情期間線上教學的推動，相關教學軟體與策略受到重視與深化。實體教學與

線上教學（混成教學）如何相互輝映、提高教學成效，值得探討。另一方面，教育-生命

-人類倫理相關議題的深化檢討，人類對於教育效果及人類存續之間的議題是否都能兼

顧？諸如此類議題，也給臺灣疫情後的社會許多思考的空間，也提供了更多的養分。 

疫情期間，學童在學習成效上不如預期。譬如學習成績與學習動機的下降、學習注

意力的弱化、親師/親子關係產生微妙變化、學童視力與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課程內

容結合數位學習之後是否產生淺碟化之疑慮、遠距學習對於社經背景不利學童產生哪些

影響等等之質疑，也讓我們思考到疫情後教學場域到底習得了什麼？失落了什麼？ 

本期以「疫情後校園之轉變」為主題範疇，舉凡在校園內可以窺見基於疫情所帶來

的種種現象、種種改變、種種省思及種種可期待之契機，皆是本次徵稿的範圍。邀請諸

位教育先進，可針對疫情後校園內之教育行政、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學生學習與輔

導、校園主體對象（行政端、教師端、學生端、家長端、社區端）之互動關係、教育理

念移轉、相關教育研究等撰稿評論。希冀透過大家對於此議題的探討，看到疫情後校園

的轉變，以及它可能帶來的未來轉化空間。 

第十三卷第八期 輪值主編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葉川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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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償

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使

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索

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利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註明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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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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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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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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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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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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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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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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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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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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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

〈 〉用於篇名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

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

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

號與標題在表「上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

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 APA 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

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

見下文說明）。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 字以

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

（艾偉，2005，頁 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 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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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 a、b、c

等符號標明，例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

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2.學者 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

出第一作者，六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 1.(1)、

2.(1)和 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

(八)實例 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 1.(2)，和 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

體字。請參閱(八)實例 3.(2)和 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

實例 4、5、6、7、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

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

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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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

程與教學學會主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 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 和 A. J. Shinkfield 原

著，1985 年出版）。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博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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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 清 江 （ 無 日期 ）。 國 民 教 育 九 年 一貫 課 程 規 劃 專 案 報告 。取 自

http://www.mihjh.cyc.edu.tw/wwwsearch/%E4%B9%9D%E5%B9%B4%E4%B8%8

0%E8%B2%AB/9class.htm 

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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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

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之評

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交會費後，

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元以上者，得永久

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

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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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真：(02) 2311-6264（請註明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3. 電郵 ：ateroffice@gmail.com（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方 志 華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聯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 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 2311-6264 

會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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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方志華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www.a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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