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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的成敗繫於教師素質良窳，

世 界 教 師 組 織 聯 合 會 （ World 

Con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Teaching）強調：「教師在專業執行期

間，應不斷精進其知識與經驗，不斷

發展不可或缺的素質」（教育部，

2006）。基此，教育部於 2006 年起推

動「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

畫」，以教師自願為前提，明訂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為評鑑目的，評鑑結果與

教師成績考核及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脫鉤；2009 年進一步將試辦計畫改為

常態性計畫，公布「教育部補助辦理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2016 年

則簡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下簡稱

教專）相關行政流程，將評鑑規準的

69 個檢核重點減為 28 個，以減輕行政

負擔，期望透過政策力量，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 

教專推動至 105 學年度計有 21 個

縣市、2,483 校（佔全國校數比例

63.41%）、7 萬 5,676 名教師（佔全國

教師人數比例 37.24%）參與，校數及

教師數均逐年增加。然，因近年來中

小學反映與教學無關之行政、訪視及

評鑑過量，造成學校行政與教師負擔

過重（教育部，2016），以及教專推動

的諸多困境、效果不彰（王素貞，

2012；歐用生，2012），因此，教育部

自 106 學年度起將教專轉型為「教師

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其以系統思考概

念，提供不同職涯教師專業支持，包

括針對實習生和初任教師提供系統化

之教學領導教師機制，並透過教學領

導教師帶領校內教師學習社群，進行

備課、觀課、議課；針對年資達 3 年

以上之教師提供由下而上的多元專業

發展模式，包括揪團進修、學習共同

體、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學

思達、教師學習社群、學校策略聯盟

及教學基地學校等支持，藉以增進教

師教學品質。 

綜上可知，政府在「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十年時期，較偏向工具理

性、績效思維以及上對下的政策作

為，未能聚焦於現場問題，終致使政

策改弦易轍。然而，政策的轉換成效

需時間來驗證，值得注意的是，在政

策推進過程中，偏鄉學校由於學生數

較 少 ， 教 育 問 題 易 被 政 策 忽 略

（ Trinidad, Sharplin, Ledger, & 

Broadley, 2014）。105 學年度我國偏遠

地區國中小學共計 1,104 校，其中，

國小 880 校，佔全體學校 33.5%（教育

部，無日期），而在政策推動過程中，

尋求學校與教師等利害關係人的支持

是必要的作為（吳清山，2010），因此，

政府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時，應確

實瞭解偏鄉問題核心，透過適當策略

爭取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支持，方能

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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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鄉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困

境 

    Harmon 、 Gordanier 、 Henry 與 

George（2007）的研究指出，受到教

師觀念與習性的固著、地理偏遠、資

源有限等因素，偏鄉小校的改革並不

容易。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在偏鄉學校

變成高難度的任務（馮莉雅，2017），

究其原因，茲分就以下三個面向探討

之（王素貞，2012；林天佑，2012；

許振家、吳秋慧，2014；張素貞、林

和春，2006；楊智穎，2011）： 

(一) 教師對政策的認同程度 

1. 政策過多，降低推動意願：新教育

政策不斷倡導，訪視評鑑不斷，行

政與教師疲於應付，「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形式主義及負面心態

因而產生，而不想增加工作負擔為

主要考量。 

2. 支持激勵系統未能落實，影響後續

參與意願：部分學校教師研習結束

後，往往曲終人散，缺乏回饋支持

系統協助成長，因此逐漸排斥，無

意願持續參與。 

(二) 推動過程中的問題 

1. 教師人力不足，工作負擔重：偏鄉

學校人少事多，同樣要承擔一般學

校所有的行政和教學事務，工作負

荷沉重。近年來，部分教師兼任的

職務雖交由專任職員負責，然而業

務內容仍是相當龐雜。 

 

 

2. 教師代課比率高、流動率高，不利

專業深耕：囿於交通、家庭與生活

考量，偏鄉教師流動頻繁，造成代

課教師比例高。近年來，雖在代理

代課教師聘任法規上鬆綁，藉由再

聘機制留住人才，但師資不穩定仍

為一嚴峻問題。 

3. 校長與行政人員專業領導與溝通

不足：部分校長偏重行政權威與績

效取向，溝通與傾聽不足，限制了

教師專業自主發展，導致教師態度

消極。 

4. 對話時間不易安排，難以進行深度

匯談：教師教學、行政工作繁瑣，

要安排共同備課、觀課、議課的時

間不多，易使教師心生挫折。 

5. 交通因素，降低校外進修意願：部

分偏鄉學校交通狀況不佳，教師外

出參加進修研習較易遭遇危險，且

路程遙遠，耗費時間成本。 

(三) 學校組織氣氛與文化的影響 

1. 教師保守文化，對改變存有疑慮與

不信任：部分教師相信自己的教學

知能是足夠的，存在著不想改變的

心態，或擔心改變帶來的影響。 

2. 教師的孤立性，阻礙專業發展進

步：部分教師習於多年的教學模

式，不願敞開心胸讓他人入班觀

課，成長動機薄弱。 

三、偏鄉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策

進作為 

    因應上述偏鄉國小教師專業發展

困境，茲提出以下策略作為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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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1. 轉換思維務實解決問題，讓教師有感 

以往的教專評鑑規準眾多、流程繁

瑣，偏重工具理性；教育部相關新聞稿

中亦常出現參加學校數與教師人數逐年

成長之亮麗數字，然而，這種績效思維

並非第一線學校與教師的真正需求。教

師專業發展不應是因應政策的附屬產

物，政府不應陷於數字成長的績效迷

思，應聚焦於學校與教師能動態成長、

自主發展、常態化經營的永續目標，才

讓教師有感、認同政策。 

2. 加速《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

案》立法，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 

長久以來，師資流動率高、人力不足

及人才難聘是偏鄉學校三大嚴峻問題，《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刻正立院

審議中，其有多項改善偏鄉師資困境之措

施，包括對於初任偏鄉教師服務年限延長

為 6 年；提供師生住宿設施；針對自願赴

偏鄉學校服務教師、久任且服務成績優良

者，規劃有激勵措施等。透過法制化規範

及提高服務誘因，應能降低教師流動率。 

3. 增聘專任行政人員，讓教師真正回

歸教學專業 

偏鄉學校教師兼任行政比例高，

應增聘專任行政人員，讓教師回歸教

學專業，專注於教學品質的提升，以

突破教師行政工作負擔重、專業對話

共同時間不易安排之困境。此作為在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

立法通過後，地方政府得依法減少教

師員額推動混齡教學時，將更顯重要。 

4. 充實支援網絡，深廣推動能量 

教育部、地方政府應持續充實教

師專業發展支援網絡，厚實推動基

礎，包括成立輔導小組，協助提升校

長、行政人員專業領導知能；建立教

學領導教師機制，強化教師學習社群

運作；建構揪團進修、學習共同體、

線上研習…等多元專業發展模式及相

關激勵機制，以解決行政人員與教師

領導專業、支持激勵系統不足，及交

通不便等問題。 

(二) 學校與教師方面 

1. 整合行政與教學體系，創造共好雙

贏效益 

教師專業發展應以教師為中心，

著重教師主動參與、課室對話、分享

實踐等發展成長。行政方面，應加速

破除行政威權與形式主義等科層主導

思維，同理並滿足教師需求；教師方

面，亦應體認教師專業發展成長是時

勢所趨，須調整心態正向面對，彼此

精進成長。學校內部在互信基礎下，

當可共創雙贏效益。 

2. 發展校本資源整合模式，減輕教師

工作負擔 

學校應發展學校本位執行模式，

整合校本課程與相關計畫，發展適合

學校情境與文化的執行模式。例如：

整合教師專業發展、領域社群發展及

週三進修研究等層面之工作，一魚多

吃，以減輕教師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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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支持與回饋配套機制，提高教

師參與意願 

學校應建立教師專業成長配套機

制，包括提供研討的設備和空間、落

實教學輔導教師機制、提供教師專業

成長管道與資源、強化教師間正向文

化等支持與回饋作為，鼓勵教師追求

自我實現，俾助提高教師持續參與之

意願。 

4. 善用激勵策略，改變組織氣氛與教

師文化 

學校行政應善用激勵策略，包括

校長與行政人員身先士卒帶頭參與、

宣導政府或規劃學校之獎勵誘因等，

營造有利專業發展之共識感，進而改

變組織氣氛與教師文化，提昇教師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及校務工作的動機。 

四、結語 

綜上論述，教師素質對偏鄉學校

教育品質具關鍵影響，教師專業發展

則是提高教師素質的重要方法，政府

現階段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應借鑑教專十年經驗，務實轉換思

維，透過立法穩定偏鄉師資、增聘專

任行政人員、厚實支援網絡等策略，

習教師回歸教學專業，勿重蹈工具理

性覆轍；而偏鄉國小方面亦須藉由整

合行政與教學體系、發展校本資源整

合模式、建立支持與回饋配套機制、

善用激勵策略等作為，如此方能有效

突破教師專業發展的困境，提升教師

素質與學校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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