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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前國小教育強調素養導向學習（competency-based learning），但在實踐過

程中仍面臨許多挑戰，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根據

研究與教育現場觀察，主要問題包括課程與教學挑戰、教師壓力與專業發展、學

生學習動機、家庭與社經背景影響、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 

本文借鏡加拿大教育經驗，參酌安大略省教師績效評估（teacher performance 
appraisal, TPA），針對國小教師在教師專業承諾中的專業認同、專業投入、留職

意願與專業成長等面向提出省思，並以加拿大安大略省所實施－問責學生學習成

效為導向（accountability-oriented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的教育措施內涵

探討國小教師專業承諾與學生學習成效，最後亦為教育問題提出建議策略。 

關鍵詞：教師專業承諾、加拿大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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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emphasizes competency-based learning, but 
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practice, which affects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ccording to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field 
observations, the main issues includ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hallenges, teacher 
pressur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family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influence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Canadian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Ontario Teacher 
Performance Appraisal (TPA) to reflect 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willingness to stay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t also explores th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oriented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ccountability-oriented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educational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Ontario, Canada. 
Finally, it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al issues. 

Keywords：teache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Canadia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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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專業承諾（professional commitment）是指對職業的投入感，至少包括對專業

感到自豪和對專業發展有強烈渴望的兩個要素。一般而言，「教師專業承諾」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涵括教師對其教學職業的認同、投入和責任

感的承諾，直接影響到教學實踐和整體教育品質。教師的內在動機與承諾反映其

教學方式，進而顯現於學生學習成效，一位忠誠於教育工作的教師不僅努力促進

學生的發展，而且還為自己的專業和個人發展付出巨大的努力（Bashir, 2017）。 

換言之，具有高度承諾的教師更相信自己能夠影響學生的學習，並且更願意

投入額外努力，例如設計更有創意的課程、調整教學方式、提供個別指導

（Tschannen-Moran & Hoy, 2001）。在此情況下，確定教師的專業承諾非常重要，

顯現教師的專業經驗十分有意義（Solomon, 2008）。因此，教師專業承諾是一個

與教育者身分相關的重要議題，指的是教師應具有至關重要的專業性認同並對專

業領域投注的心力。學校教育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承諾，致使對工作場所保持

依戀、關聯，並將成為同意履行教學任務和職責的基石（Zhang et al., 2021）。 

近年來加拿大因教育資源豐富、學術表現受到關注（OECD, 2018）。特別是

安大略省在教育體系強調重視學生能力建設，致使學生成就表現有了顯著效果

（Michael ＆Santiago, 2016）。本文借鏡加拿大教育經驗，以安大略省教師績效

評估（Teacher performance appraisal, TPA），探討國小教師專業承諾之共通性；

並進而以加拿大安大略省實施－問責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accountability-
oriented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的教育模式，針對國小教師在教師專業承

諾中的專業認同、專業投入、留職意願與專業成長等面向提出省思。最後，亦為

教育問題提出建議策略。 

二、教師專業承諾之意涵 

教師專業承諾指的是當教師認同於教育專業的價值與教育專業規範和信條，

願意為教育專業努力，全心投入的一種態度或行動傾向（劉春榮，1996）。教師

專業性是自我激勵和自我調節，涉及智力和情緒過程，必須豐富教師的知識基礎，

改進教師的教學實踐，提高教師的自我效能和「對服務品質的承諾」（Hargreaves 
& Goodson, 1996）。同時，教師的專業承諾不僅可以體現在個人資源的投資上，

而且還需要涉及個人以外的事物，例如組織、個人或特定活動（Park, 2005；Tyree, 
1996）。故教師的專業承諾是多方面的，它與「教師職業、學校組織、學生和教

學科目等承諾對象相關」（Moses et al., 2017）。以下說明其涵蓋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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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承諾的構面 

Meyer 和 Allen（1991）在「組織承諾三構面理論」的延伸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中分別為情感性承諾（ affective commitment）、持續性承諾（ continuance 
commitment）、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茲簡述如下： 

1. 情感性承諾：包含教師對教育工作的熱情與投入程度、對學校、學生和教育理

念的情感認同，以及工作中的滿足感與歸屬感。 

2. 持續性承諾：包含教師留任的現實考量，例如薪資、職涯發展、轉職成本等，

以及由於外部環境影響而選擇留任，而非出於個人熱忱。 

3. 規範性承諾：包含基於責任感與道德義務的留任動機、認為教師工作是一種社

會責任，應當堅守職位，以及受社會期望、學校文化或教育政策影響的承諾。 

教師專業承諾的特徵與屬性應有共同構面，茲整理國內學者對於教師專業能

承諾在不同研究對象的研究面向，如表 1，分述如下： 

表 1 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構面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份） 研究對象 教育專業承諾的研究構面 

李新鄉 
（1993） 國民小學教師 六大構面：樂業投入、教育專業認同、教育專業關

係、研究進修、教育專業倫理、教育專業信念 
劉福鎔與 
林清文

（2007） 
高中職輔導教師 

六大構面：專業認同、專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

傾向、工作愉悅、專業倫理 

莊淑惠

（2018） 國民小學教師 
五大構面：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

傾向、專業倫理 

呂易璟

（2018） 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五大構面：專業認同、工作投入、專業倫理、留業

意願、研究進修 

侯明賢

（2019） 技術型高中老師 
四大構面：教師對學校組織的承諾、教師對教學專

業的承諾、教師對學生的承諾、教師對社區的承諾 

郭蓓方

（2019） 國民小學教師 
四大構面：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專業

倫理 

涂茵晴

（2019） 國民小學教師 
五大構面：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

傾向、專業倫理 

黃子凌

（2019） 國民中學教師 三大構面：專業認同、專業努力、留業意願 

林怡琪

（2019）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六大構面：專業認同、專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

傾向、工作愉悅、專業倫理 

蔡雅雯

（2020） 
國民小學教師 

（女性教師） 

四大構面：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專業

倫理 

邱雅琴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六大構面：專業認同、專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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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傾向、工作愉悅、專業倫理 

蘇怡綺

（2022） 國民小學教師 
四大構面：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專業

倫理 

邱珮瑜

（2022） 國民小學教師 
四大構面：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業成長、留業

意願 

鄭旭宏

（2022） 國民中學教師 三大構面：組織認同、努力意願、留職傾向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整理上述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有關國內教師專業承諾論文的研究面向，大

多涵蓋以下幾個構面：專業認同、組織認同、研究進修、樂業投入、專業倫理、

努力意願、留業傾向及專業成長等。由於教師的專業承諾對學生的學習成效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有顯著影響，主要體現在教學質量、學生動機、學

習氛圍、學業成績、社會情感發展等方面（Runhaar et al., 2013）。故本文綜整出

以專業認同、專業投入、留職意願、及專業成長等四個構面內涵，近一步探討教

師專業承諾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性。 

（二）各構面內涵與學習成效之相關性 

1. 教師專業認同（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的專業認同在於願意依循角色與規範並肯定教育價值（Tyree, 1996）。

教師對於自身所應承擔給予教育學生的堅定的信仰與接受所從事專業工作的目

標與價值，擁有高度期許。教師專業認同是教育的核心，這是一項相當具有挑戰

性的任務，因為它是確保教育者動機、維持教育者對其職業的承諾以及增強他們

的教育理念的重要因素（Derakhshan, 2022）。由於教育是一項艱鉅的事業，它需

要對學習者和教育活動的奉獻精神，以便能夠投入前線。因此，從學生學習的態

度與成就中，教師獲得自我與他人的適度肯定，將更著力各項教學歷程設計的內

容，以確實符合學生的能力與需要。 

2. 教師專業投入（teacher professional investment）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的專業投入意即願意投入時間準備教學與關心學生相關事務（Tyree, 
1996）。黃建翔和吳清山（2013）認為教師願意為所從事的教學專業付出更多的

心力，是透過承諾而賦予學生成長之必要條件。Wine 和 Marx（1982）提出師生

訊息處理模式，強調師生間的訊息處理會影響教學行為，並直接影響學習者的成

效。Topping 和 Ferguson（2005）提及學生學習成效成長與師生互動有關，且以

高層次來互動，對於學生的理解上更能有所增長。唯有當教師在意並能了解學生

是如何學習，才能找出影響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因素，再以積極作為準備教學內

容以提供學生有效的方式達成學習目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4），頁 212-227 

 

專論文章 

 

第 217 頁 

3. 教師留職意願（Willingness to stay employed）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能持續留守教學崗位，不論現在或是未來都願意奉獻心力，繼續成為專

業工作的一份子，即是對教學忠誠（Tyree, 1996）。Coleman（1988）提出，長期

任教的教師能夠建立穩固的社會資本，提升學生的學業與社會發展。因為，留任

的教師能夠建立更穩固的師生關係，幫助學生學習。穩定的教師群體促進教師之

間的專業交流，提升教學質量（Bryk & Schneider, 2002）。教師留任能夠持續追

蹤學生學習歷程，提供個別化指導、充份運用專業知識和經驗來促進學生的學習，

包括使用適當的教學法、教學資源和與時俱進的技術來規劃和回應個別學生的需

求。因此，教師穩定性有助於學校團隊合作與校本課程發展，提高學校教育品質。 

4. 教師專業成長（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為了維持專業人員的身分，願意投入成本與心力持續學習，提升自己能

力維持專業化，並持續投入於工作中，即為專業承諾（王靜琳，2005；周智玲，

2021）。教師的專業成長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因為教師能夠透過持續

學習與改進教學策略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Hattie, 2009; Darling-Hammond, 
2000）。高度專業成長的教師更善於運用創新教學策略（如問題導向學習、合作

學習等），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Ryan & Deci, 2000）。因此，教師對自

身的專業進修與發展，有助於增進教學武功，對於指導學生的學習與策略應用，

提升教學品質與課堂效能，根據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調整教學策略，提高學習適

切性，更能展現優質的學習方案。 

綜此，教師具備的專業性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敗的關鍵，亦即，學生要

能獲得好的學習成效，其關鍵因素之一在於有高度能力、關懷學生及投入的教師

（Hord, 2007）。教師是以孩子為對象的教學專業承諾就變得萬分重要，它也是

提供教師較緩職業倦怠的動力來源（蘇怡綺，2022）。以下就參酌加拿大教育經

驗，探討與國小教師專業承諾構面共通性，以及評析與教師專業承諾的相關性。 

三、從加拿大教育經驗探討教師專業承諾與學生學習成效 

（一）加拿大教師績效評估（TPA）指標與教師專業承諾內涵共通性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師學院制定了《教學專業實踐標準》，作為指導其成員日

常實踐的專業精神集體願景，並於2006年批准了五個領域16項能力指標（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 

1. 對學生和學生學習的承諾（Commitment to Students and Student Learning）： 
（1）教師致力於所有學生的福祉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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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致力於教學和支持學生的學習和成就。 
（3）教師公平並尊重所有學生。 
（4）教師提供一個學習環境，鼓勵學生成為問題解決者、決策者、終身學習者

以及為不斷變化的社會做出貢獻的成員。 

2. 專業知識（Professional Knowledge）： 
（1）教師了解其主題、安大略省課程以及與教育相關的立法。 
（2）教師了解各種有效的教學和評估實踐。 
（3）教師了解各種有效的課室管理策略。 
（4）教師了解學生如何學習以及影響學生學習和成績的因素。 

3. 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 
（1）教師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對學生、課程、立法、教學實踐和課堂管理策

略的理解來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成就。 
（2）教師與學生、家長和同事進行有效溝通。 
（3）教師對學生的進步進行持續評估，並定期向學生及其家長報告結果。 
（4）教師利用各種來源和資源，透過不斷學習和反思來調整和完善教學實踐。 
（5）教師在教學實踐和相關專業職責中使用適當的技術。 

4. 學習社群的領導力（Leadership in Learning Communities）： 
（1）教師與其他教師和學校同事合作，在課堂和學校中創建和維持學習社區。

（2）教師與專業人士、家長和社區成員合作，提高學生的學習、學生的成績和

學校專案。 

5.持續的專業學習（Ongo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1）教師參與持續的專業學習，將其應用於改進他們的教學實踐。 

綜此，以上述加拿大對於教師績效評估的五個領域 16 項能力指標中，探討

對教師專業承諾之相關意涵的共通性如下： 

第一、教師致力「對學生和學習的承諾」，即促使教師對自身教學工作的投

入能讓學生學習成功，亦是教師專業承諾的核心要素之一，反映出教師對教育工

作的熱忱、對學生成長的責任感，以及對優質學習環境的持續追求。這種承諾不

僅是一種職業義務，更是一種道德責任，影響教師的教學行為、學生的學習經驗，

甚至整體教育品質，能夠對應教師專業承諾之「專業投入」構面意涵。 

第二、強調教師「專業知識」能力，重視教學工作的價值與信念奠基、並能

理解與反思學生發展；以及落實教師「專業實踐」的作為，點明教師能使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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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來規劃和回應個別學生的需求，並透過持續的對話和反省，實踐教師專業

知識和經驗來促進學生的學習，兩者符合教師專業承諾之「專業認同」構面意涵。 

第三、教師以「學習社群的領導力」凸顯教師承擔的責任並與各方人員合作

的角色任務，以及教師「持續的專業學習」上，呈現學生有效能的學習成就表現，

兩者共同建構出教師在教育工作上對專業成長的重要性，符應教師專業承諾之

「專業成長」構面意涵。 

初步歸納可知，加拿大教師績效評估指標的五項領域與教師專業承諾的三個

構面內涵有其共通之處，但加拿大教師績效評估內容未提及「留職意願」的教師

專業承諾內涵，或因國情不同，需進一步瞭解。 

（二）從問責學生學習成效導向（Accountability-oriented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探討教師專業承諾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Michael 和 Santiago（2016）以安大略省教育改革的案例作為證明：採行「問

責學生學習成效」（Accountability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導向的模式，歷

經 15 年的研究結果，作為學校回歸以重視學生能力建設為主，並以此做為教學

實踐的依據。此模式是以專注奠基學生學習識字、數學等能力，不僅以提升整體

學生成績為目的，也縮小學校之間的成績差距。由於國情不同，為縮短教育現場

之差異，茲將加拿大教育關鍵報告（Michael＆Santiago, 2016）相關內涵歸納為四

個核心向度，並說明如下： 

1. 聚焦素養學習的基礎目標」（Focus on the basic goals of literacy learning）－關

注識字素養與數學能力有關的課程教學，採行透明、公開的表現標準，並重視學

生成績的獨立評估。 

2. 「各級領導力適度介入合作」（Leadership at all levels should be moderately 
involved in cooperation）－各種教學活動著重於與教學相關的領導和能力建構及

其與學生成就的連結，包括運用輔導協作探究、有效教學實踐，其目的在於使用

各級的領導力作為和教學發展工具以加強學生能力建構。 

3. 「資料導向與最佳實務之改善策略」（Data-driven and best practice improvement 
strategies）－著重建立基礎數據，落實精確的教學，並據以發展相對應的有效教

學，滿足學生真實性需求。 

4. 「重點介入與支持配套措施」（Key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ing measures）－學

校能以非懲罰的方式進行教學介入，聚焦心力強化學生核心能力建設為主，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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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條件讓所有學生都能學習。 

綜上，借鏡加拿大的問責學生學習成效模式的內涵，對於目前教育現場所關

注的學生學習成效（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進行反思，故以下藉由教師專業

承諾（teache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各構面之內涵探討此模式之四個核心向

度，說明如下： 

第一、Fullan（2011） 指出，當教師具有高度專業承諾並將重心放在素養學

習時，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都會顯著提升。教師專業承諾在「專業投入」

中應該以「聚焦素養學習的基礎目標」為目的，關注少量明確顯著的目標，特別

是與識字和數學相關的課程，幫助學生獲得基本且紮實的素養能力。由於教師的

專業承諾聚焦於「素養學習的基礎目標」，教育將不再只是傳遞知識，而是啟發

學生的能力與思維，讓他們成為真正能夠適應未來挑戰的終身學習者。 

第二、Fullan（2014）指出，當學校領導者適度介入並促進合作，能夠增強

教師的專業認同感與投入度，進而提升教育品質。教師專業承諾在「專業成長」

中應該以「各級領導力適度介入合作」為參照，能與社區及教育同盟建立高度信

任的夥伴關係，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網絡向其他學校學習，並持續不斷地發揮領導

力與專業學習，協助學生獲得各項學習資源。 

第三、Hattie（2009）強調，教師應該運用數據來衡量教學影響力，並透過最

佳實務持續優化教學方法。Fullan（2011） 亦提到，當教師根據數據進行決策，

而非依賴個人經驗或直覺，教學的成效將更可預測且可測量。教師專業承諾在「專

業實踐」中應該以「資料導向與最佳實務之改善策略」為方針，建立評估資料庫、

追蹤數據，並相應地設計教案和傳播精準教學，以滿足學生的需求。當檢測數據

顯示某部分學生在數學測驗中表現不佳，教師可以調整教學方法，如使用更多視

覺輔助或實作活動。 

第四、OECD（2018） 指出，當學校提供「學習支持系統」，學生的學習落差

可以有效縮小，特別是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教師專業承諾在「專業認同」中應

該以「重點介入與支持配套措施」為依據，投資學生各階段能力建設，重點在於

與結果相關的教學實踐，教師也能依循角色與規範並肯定教育價值。教師的專業

承諾不僅體現在個人對教學的熱忱，更應關注學生學習的核心需求，並透過「重

點介入」與「支持配套措施」來確保每位學生都能獲得最佳的學習體驗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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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拿大教育經驗對教師專業承諾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啟示 

加拿大的教育經驗對「教師專業承諾」與「學生學習成效」提供了重要的啟

示，主要體現在教師專業發展、素養導向學習、教育公平性等方面。以下探討其

影響與應用： 

（一）加拿大教育經驗對教師專業承諾的啟示 

1. 以「賦權增能」重視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Ingersoll 和 Collins（2018）認為加拿大教育體系強調教師的專業判斷與課程

設計權，當教師擁有較高的自主權時，他們的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
較高，並更願意投入長期專業成長。因此，適時增強教師的課程決策權，能提升

其對教學的責任感與持續投入意願。同時，在政策制定時，更應讓教師參與，以

增進其專業認同與工作承諾感。 

2. 以「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能力 

Hargreaves 和 Fullan（2012）認為提升專業學習社群能提升教師的規範性承

諾（normative commitment），讓教師更願意留在學校，並共同努力提升教學品質。

營造團隊協作的氛圍，建立教師學習社群，讓教師共同討論教學策略，形成「集

體專業承諾」，提升教學熱忱。同時，促進跨學科合作，透過定期教學討論與行

動研究，提升教師的職業認同感。 

3.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留任意願 

Darling-Hammond 和 McLaughlin（2011）認為當教師感受到職業發展的機

會時，他們對學校的持續性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會增強，學校應該提

供充足的教師專業發展機會，讓教師能持續學習並提升教學效能。因應教師學習

進修的系統規劃，將遠距學習與實體研習並進，讓教師能彈性發展專業能力。 

（二）加拿大教育經驗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啟示 

1. 「素養導向學習」有助學生較高層次能力的培養 

加拿大課程改革採用素養導向學習，強調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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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若能聚焦於「素養學習」，學生在高層次思考能力（Higher-Order Thinking）
與解決問題能力方面的成效顯著提升。因此，教師應設計更多「情境式學習

（Authentic Learning）」活動，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應用所學知識。評量方式應從

傳統紙筆測驗轉向「表現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2. 教育公平與「差異化教學」是相輔相成 

安大略省公平和包容性教育策略（Ontario’s Equity and Inclusive Strategy, 
2009）顯示加拿大推動教育公平的態度，除了針對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提供適當

資源，加拿大教師普遍採用差異化教學策略，確保每位學生能在適合的方式下學

習。故當教師能根據學生特質進行個別化指導時，學生的學習成效顯著提高。因

此，鼓勵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學習風格與需求，調整教材與教學策略。政府行政部

門則應提供適當資源，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公平獲得高品質的教育。 

3.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加拿大教育強調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 learning），教師角色從「知識

傳授者」轉變為「學習引導者」，透過探究式學習與合作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自主學習能力。因此，促使教師展現專業能力，透過設計「開放式問題」，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探索不同解決方案。學校則應鼓勵跨學科合作，讓學生能透

過專案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培養綜合能力。 

五、建議與結語 

（一）建議 

1. 教師專業承諾對學生學習發揮著重要作用，主管機關應建立穩健的教師進修

培訓系統，提高教師社會地位與職業承諾 

教師是幫助學生在學習領域獲得成就的最重要的主體（Pishghadam et al., 
2021），教師的專業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習者和整個學術體系的最終成就

（Mercer and Dörnyei, 2020）。因此，教師在教學上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顯示了他

們的投入程度，而所花費精力和時間更是能提高教學品質和學生的成功。 

教師自身的專業認同是教育的核心，它是確保教育者動機、維持教育者對其

職業的承諾以及增強他們的教育理念的重要因素（Derakhshan, 2022）。誠如

Keskin（2020）認為教師的專業認同和承諾程度是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教師

的職業滿意度對教師的留職意願、專業承諾和學校效率有重要貢獻（Sh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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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故必須正視教育者承諾與動機的重要性，因為透過培養他們的熱情，奠

定教師專業的基礎，而這種身分認同也決定了他們在教育工作場所的表現，進而

創造學生學習成功的機會。 

2. 強化學校內部和諧與校際間的合作，促成各級領導力適度介入的網絡，形成

有效的領導力作為和發展教學工具，以增進學生能力建構 

有效的教師專業成長需要在專業發展和學校教育改進之間形成辯證關係的

條件。學校高階領導團隊的支持讓教師工作產生正向的認同感，也會無形中影響

教師對其專業學習和成長的動機和承諾，這當中教師可以從學校這種的承諾與動

機中獲得的教育工作的自我價值。 

教育領域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如教師、學校校長和政策制定者）應為教師提

供必要的幫助和支持（Erturk, 2013）。以學校本位為基礎，建構各級領導力適度

介入合作的網絡，弭平教師管理實踐教學工作與生活緊張經驗，促使教師在工作

場所內獲得的支持，也為教師跨出校際，聯繫多元網絡的專業學習和發展創造了

特殊有利的條件。 

（二）、結語 

1. 善用資料庫與平台彙集數據，精進教學實務改進策略 

教師對職業的看法影響他們對學生的態度和信念（Michel, 2013），學校應營

造良好學校氛圍，精進教學實務改進策略。當今全球教育環境變得越來越具有挑

戰性，教師需要不斷尋找與時俱進的方法策略，教學過程中教師亦需立即回饋與

輔導教學，應建構使用數位管理系統及能力，教師時時參酌學生數據資料分析，

將可妥善地掌握學習的資料庫，進而符應教學的最新發展。 

學生資料的彙整與系統性分析，是提升教育品質的重要基石，而教師專業承

諾則是推動這一過程中的關鍵動力。當教師以高度專業承諾主動運用數據進行教

學反思、調整策略並與同儕分享經驗時，不僅能提升個人教學效能，還能在全校

範圍內形成良性循環，實現以學生為中心、差異化教學及持續改進的最佳實踐。 

透過建立數據平台、推動專業學習社群、持續職業培訓與跨部門合作，學校

與教育主管機構可以共同打造一個數據驅動、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的教育環

境，從而促進教師專業承諾的落實與全面提升教育品質。 

2. 注重教師教育倫理與價值觀，建立政策支持與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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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專業實踐中需要遵守教育倫理，關注公平、尊重與學生福祉，展現高

尚的專業素養。教育政策更應重視教育公平與品質，加強對偏鄉及弱勢學生的支

持，確保教育資源分配公平。此外，落實教育科技應用，推動社區資源與學校合

作，創建學習支持網絡，如課後輔導、實習機會等。在課程中融入多元文化教育，

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包容心以及發展數位學習生態系統更是刻不容緩。最後，

教育主責單位應定期評估教育政策的效果，根據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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