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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以「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

發展的概念省思與圖像建立」為題，

主要係根據相關文獻，以及對國民中

小學教學現場的觀察所做的反思，進

一步提出個人的看法。回顧文獻可

知，教師進修的實質內容缺乏整體規

劃，彼此多有重疊，沒有形成一定的

序階，缺乏完整進修體系的建構，教

師主動進修的意願存在相當大的個別

差異（林新發、王秀玲，鄧佩秀，

2007）。而且傳統的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通常具強制性、隨機性和孤立性

的特質，導致活動場景常常是一群人

拼命擠在教室後面，忙著做自己的事

情；相對的，活動成效也就大打折扣

（Gray, 2000）。 

    以當前的學校現況來看，仍有很

多人以為在職期間每一學年需進修 18
小時或 1 學分，或五年內累積 90 小時

或 5 學分。然而該法令「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早已在 2003 年 8 月廢止。此一

問題真正該關注的焦點應該在於學習

者知道個人的學習需求，且知道如何

獲得學習的資源和管道。如此一來，

學習者個人自發性的學習行為，才能

真正超越專業發展和學習時數彼此聯

結的重要性。 

 

    再者，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教師

進修活動只要辦理的地點在學校內是

否就可稱之為「學校本位」。如果進修

活動的結果並沒有帶來學校或教師實

質的改變，是否還能冠以「學校本位」

這四個字，如果從績效責任的角度進

一步思考其意義和價值時，顯然當前

在學校內部所辦理的教師進修活動與

「學校本位」的目標，還存有很大的

差距。 

    除此之外，另一值得探究的現象

是，當前教師在校內所參與的進修活

動，每次、每學期、每學年的課程，

彼此之間的連續性和系統性是否存

在，這也是本文作者在文章標題加上

「持續」這兩個字的原因。因為太多

的課程規劃都是彼此獨立的，也缺乏

學習、實作、檢視、修正、再學習的

循環機制。「持續」一詞所強調的是

一種動態不斷的過程，且關係到個人

學習動機與學習之後的成效。 

    至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部分，

首先必須先清楚的界定教師專業發展

的定義，係指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為

掌握教育發展的趨勢和脈動、精熟和

更新教育專業的知能，以及配合個人

生涯發展和自我實現，幫助學生有效

學習，促進學校教育目標的達成，進

而透過不同的方式和管道主動積極的

參與各項學習活動，期使個人獲得專

業上的精進（劉鎮寧，2014）。換句話

說，教師專業發展必須具備後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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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也就是教師必須了解為何學、如

何學、以及學習後應該如何運用。因

此，教師需要了解學校和其個人所面

對的問題，所有教師進修課程的規畫

應源自於學校內部的真實需求。學校

行政和教學兩大系統必須共同投入，

並對持續專業發展內容、時間和作法

取得共識。 

    整而言之，本文除了先前針對「學

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一詞，進

一步就「學校本位」、「持續」、「教師

專業發展」三個概念做一省思外。主

要目的係希望藉由整體脈絡的思考，

提出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必須

關注的面向，最後綜以結語，以作為

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工作上

的參考。 

二、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的面向 

   根據圖 1 所示，本文分別從學校背

景現況的釐清、教師專業發展的知識

結構、外在機制的連結、以及結果的

檢核等四個面向，初步建構學校本位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整體概念。茲分

別說明如下： 

    首先，第一個面向也是學校本位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最根本的問題，即

學校背景現況的釐清。此一結果係有

助於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設計，透過

有效的方案規劃，引導全校教師共同

關注學校內部有待改善或解決的問

題。以學生學習現況來說，包括學力

表現、學習弱點的診斷和教學策略的

導入、特教學生的學習扶助、弱勢學

生的掌握與支持、個案學生的評估與

輔導等等的問題，學校若能清楚的盤

點與統整歸納，就能讓教師專業發展

活動的內容更聚焦。亦即，教師專業

發展必須要能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 

    此一聚焦的動作，還必須與校內

教師人力現況和教師學習需求做有效

的連結。因為，學校教師的流動率、

教學專長、非專長授課、學歷結構等

和教師人力資源與素質有關的問題，

係與學生學習成效或問題改善，兩者

之間可說是息息相關。在此同時，教

師是否能就學習需求有所覺察，不論

是個人教學或班級經營問題的改善，

抑或是教學第二專長的學習，乃至與

其他教師之間的協同合作等都和學生

學習不可分割。 

圖 1 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運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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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現況釐清的部分，亦有

必要和學校的發展做連結，任何計畫

的推動都必須思考教師是否都已明確

清楚相關工作的目標，校內教師還必

須透過那些課程的導入讓其具備相關

的知能。此外，學校也要盤點當前重

要教育政策的推動情形，在目標、策

略和成效間，應當要能清楚的評估學

校的發展現況，才能提出相對應的進

修課程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和素養。 

    第二個面向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知

識結構，本文將教師專業發展的知識

分為學科教學知識、學科內容知識、

教育專業知識和一般生活智能四大

類。學科教學知識係指學科內容的教

學知識，關注於課程與教學有關的教

學專門科目。學科內容知識係指學科

內容的知識範疇。教育專業知識則包

括了教師職務知識、教育基礎知識、

學生輔導知識、課程教學原理知識等

四大類。一般生活智能則是強調能讓

教師在課堂中引導學生旁徵博引、促

類旁通的知識。 

    基本上，學校可透過上述四類知

識檢視過去所辦理過的相關課程，進

一步加以分類藉以了解教師專業發展

的知識類型是否符合實際的需求，此

一需求也就是學校背景現況釐清的結

果。換句話說，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

內容，應當就實際需求和知識類型發

展成一個整體的脈絡，彼此之間相互

呼應，才能讓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始

終建立在清楚的專業軸線上。 

 

    第三個面向是外在機制的連結，

這個部分應該具備因地制宜的彈性機

制，本文僅以國教輔導團、專業學習

社群、共備觀議課、區域策略聯盟等

四個機制做一概要說明。國教輔導團

可說是縣市政府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的核心基地，學校可針對教師專業知

能和專業表現不足的部分，申請領域

輔導員到校諮詢輔導、專業對話或教

學演示等，共同檢視和診斷並提供教

師可茲改善的教學建議。在專業學習

社群的部分，如果學校缺乏教師領導

者足以擔任社群帶領人的角色，除了

選薦適當的人員參與培訓外，亦可邀

請他校的教師共同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的運作，開啟校內教師專業發展的視

野與廣度。 

    在共備觀議課的部分，同樣採取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思維，邀請他校

教師參與運作的過程，讓不同的教學

策略導引於教學的過程中，共同討論

教學和班級經營的實施成效以及待改

善的問題，讓教學得以不斷的提升與

精進。至於區域的策略聯盟，可建立

在大學區的概念下予以思考，例如以

國中作為圓心將其學區內的國小加以

連結，從國中端檢視來自不同國小畢

業生進入國中的學習情形與表現，進

一步和國小進行專業對話，在此同

時，不同的國小亦可同時參與討論並

主動發現問題。此外，中小學之間亦

可針對教科書的選用、教師之間的共

備觀議課、共同命題、共同參與進修

課程等進行合作，形成一個資源共享

相互支持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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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面向是結果的檢核，本文首

要之主張在於教學領導的檢核，其對象

包括了學校的校長和教師領導者。作為

首席教師的校長，在教師專業發展的過

程中必須是一位學習者、參與者、行動

者、資源提供者、成效檢核者，唯有親

身的參與才能知道教師的需求所在，校

長在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為，主要

係透過對教師的影響，進而將其轉化為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助力。 

    有關教師領導者的部分，本文強調

學校領導的密度應該要被賦予新的意義

與價值。即傳統上，教師專業發展的規

劃和執行，大多是由行政部門進行決

定，鮮少整合教師的想法、需求和其能

力展現。換句話說，教師可以是學科領

域、專業學習社群、共備觀議課的帶領

者；可以是教學的示範者、進修課程的

主講者等等。對校長來說，如何建立信

任、合作與共享的學校文化，讓更多具

備教師領導能力的人在不同的場域發揮

其所長，係有助於校園學習文化的扎根。 

    接著，在檢核面向上要關注的是教

學品質和學習成效。因為教師專業發展

的目的不可不和此兩個面向做連結，如

果教師花了時間、學校投入了資源，但

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未提升，除了不可抗

力的因素外，教學和班級經營就成為關

鍵的因素。因此，學校可透過平日的教

室走察、學生在校的學習和生活表現、

補救教學篩選測驗、國中會考成績、抑

或是其他施測機制的結果進行內控，並

反饋回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方案的規劃與

執行，形成一個再學習的迴圈系統並與

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連結的關係。 

    最後，在成果檢核部分可說是教

師專業發展的水到渠成或是附加價

值，就是落實本位管理和發展學校特

色。因為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重視教師的主動性，也強調以學校和

教師實際需求為核心的運作策略。換

句話說，它的具體實踐必須根植於校

長和教師彼此間的專業對話，共同檢

視和評估學習需求與學校問題或發展

目標之間的關聯性。此一結果將使得

學校效能獲得同步的成長。 

    在學校特色的部分，舉例來說，

如果學校教師共同決定要以提升學生

文意理解做為改善學力的基礎，在學

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課程規劃

上，係採取課文文本的閱讀理解教學

策略作為進修課程的主軸，經過長時

間的學習、實作、檢核、修正，即可

成為學校特色之一。在此同時，也達

成本位管理的目標。整而言之，教師

專業發展是一種動態成長且能收其綜

效之重要機制。 

三、結語 

最後，本文進一步提出學校若要

推動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從

現況釐清到策略與課程的規劃，再到

成效的評估和檢核，係可掌握下列 10
項工作檢核之重點：1.學校現況分析能

呈現教師專業發展現況及待改善問

題、2.學校現況分析能呈現學生學習成

效及待改善問題、3.學校發展目標能切

合教師和學生待改善問題之解決、4.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規劃能符合學校發

展目標、5.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規劃能

符合教師需求、6.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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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能符合課程設計的需要、7.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能包括學校整體和

教師個人、8.成效檢核能兼顧學校整體

及教師個人之應有作為、9.學校能針對

教師個人的專業發展進行專業對話和

輔導、10.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能展現學校發展的重點。 

簡單來說，檢核重點的 1 至 5 項，

主要對應的就是學校本位教師持續專

業發展的第一個面向，如果未能對學

校現況加以省視和釐清，相關課程的

規劃就容易落入到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的框架中。換句話說，選擇做對的

事情，再把事情做對，是非常重要的

思考與作為。檢核重點的第 6 點至第 9
點則是著重在第二面向和第三面向的

連結，著重在方案內容和實踐過程必

須關注的重點。至於檢核重點的第 10
點則是強調對第四面向的檢核，引導

學校能從該面向的五個重點提升學校

本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成效。 

期盼在面對政治、科技、社會、

教育、文化等方面蓬勃發展的今日社

會，學校行政和教學兩大系統能夠對

內、外在環境更具應變的能力，進而

使學校和教師在專業自主(professional 
autonomy) 及 自 我 更 新 取 向 (the 
self-renewal approach)的原則下，為學

校重新建立教育的新風貌，樹立成功

的新典範，進而符應社會大眾對教育

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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