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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身為一位教師，教師專業發展是

一個動態的過程，不斷的精進學習已

經是必須具備的能力，教師專業已經

不僅僅是在課堂中的教學，時代的轉

變、社會的現實、家長的態度、學生

的現況能力都有可能影響教師在職場

上的工作效能。臺灣自 95 學年度開始

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目的在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

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

成果。 

教育部於 2005 年 10 月 25 日通過

『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鼓勵學校申請試辦，採自

願方式參與。根據精緻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網站統計資料得知，有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從 95 學年度有 125 所

國小；22 所國中；13 所高中:3 所高職，

到 105 學年度有 1470 所國小；523 所

國中；322 所高中；146 所高職，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運作 10 年，並在 106 學

年度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如表 1) 

表 1 95-105 學年度辦理現況-學校類別參與校數 

學年度 縣市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特殊教育 總計 

105 24 1,470 523 322 146 25 2,490 

104 24 1,441 499 322 148 24 2,436 

103 22 1,117 399 307 147 23 1,993 

102 21 828 314 276 137 16 1,571 

101 22 632 209 250 121 9 1,221 

100 21 570 164 198 89 7 1,028 

99 20 454 126 139 64 5 788 

98 20 350 115 99 41 4 609 

97 20 177 68 41 16  1 303 

96 19 165 49 17 11 2 244 

95 19 125 22 13 3 2 165 

   資料出處：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臺。取自 http://teachernet.moe.edu.tw 

     註：建立時間 : 106-10-22 14:45:16 

 

許多研究都指出教師評鑑的實施

面臨許多問題與挑戰（孫志麟， 

2003；Kober, 2011）。「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之所以要能成功的推動，要素

之一就是要有志同道合的夥伴。好夥

伴可以給對方實在又中肯的建議，且

也要開放自己心胸接納對方的建議，

這是需要彼此之間足夠有信任與瞭

解。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內涵 

(一)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概念 

孫志麟（2004）認為教師評鑑係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促進教學成長，

或作為教師任用與懲戒之依據。Sachs

（2005）指出教師專業評鑑目的不在

於提供一個嚴苛的標準，而是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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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工作，但相反地，也希望透

過專業評鑑的規範，約束老師及其教

學的專業品質。然而陳燕嬌與范熾文

（2007）將教師專業成長內涵歸納

為：1.教學知能；2.班級經營；3.輔導

技能；4.專業態度；5.人際溝通；6.研

究發展。 

徐儷嘉（2008）在「臺北縣國民

小學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專業成長關係

之研  究」，加以編製的專業成長量

表，分別為教育新知、教學知能、行

政知能、班級經營、專業精神層面。

陳英櫻（2008）研究高中職教師知識

管理與專業成長研究，在專業成長表

分為課程設計、教學實施、班級經營、

人際溝通、專業態度五個範疇。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瞭解教師專

業發展內涵相當廣泛，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主要精神有六：1.以教師專業發展

為主軸；2.鼓勵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社

群；3.鼓勵教師以自我省思及同儕互動

作為觀摩方式；4.以有效教學和班級經

營為成長內涵；5.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 

(二)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重

要性 

教師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性角

色，必須不斷專業成長，增進專業知

能、提升專業素養、精進教學品質，

才足以勝任教學工作。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藉由評鑑機制，協助教師達成專

業發展的目標。基於此，其重要性有

下列三項： 

1. 確保教師具備教學專業能力透過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培養教師反

省實踐能力，並將自己的專業知識

與同儕分享交流，透過長期互動與

專業學習的過程，才能夠真正落實

改善教師工作，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能力的目的（顏國樑，2009）。 

2. 促使教師教學方法與內容與時俱

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讓教師瞭解

自己在教學方法與內容之不足，以

及專業成長之需要和內涵，並藉由

同儕觀摩、自我省思、專業對話等

方式改進教學，系統引導教師知、

情、技各方面之專業發展（潘慧

玲、鄭淑惠、陳文彥，2009）。 

3.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

效教學、學習與評鑑三者是教育的

核心，教師的教學需從學生的學習

表現獲知教學成果，而教師的教學

檢視則有賴於評鑑的實施。因為教

師在教學情境中直接與學生互

動，對學生學習成果影響最為深

刻。是以，為求提升教學品質、增

進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

效，實施教師專業評鑑乃成為教師

邁向專業的重要途徑（張素貞，

2009）。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提升教師

的專業知識以及教學省思，進而提升

教學能力及教學品質，更能增進同事

間的交流與情誼。 

(三)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困境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缺乏信任關係 

Tuytens 與 Devos（2011）認為在

鼓勵學校領導者試圖在校園中實施教

師評鑑時，應該要降低教師們對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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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鑑的恐懼。Schwarz 和 Struhkamp

（2007）認為信任是當人們在資訊 不

完整時減少複雜性的決策方法。

Schwarz 和 Struhkamp（2007）更直指

利害關係人很難了解在評鑑過程該信

任誰？或誰值得信任？更對於評鑑究

竟在建構信任，或破壞信任產生質

疑，認為評鑑應該對於利害關人的信

任需要更加小心的處理，妥善掌握評

鑑的目的，以免因評鑑目的被扭曲而

產生評鑑信任的風險。 

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沒有標準模式 

教育部辦理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實施模式，並沒有標準模式，各校

可以自己彈性調整，但是鼓勵教師們

組成專業發展評鑑社群，自我發展專

業成長，並與同儕夥伴進行教育專業

對話，共同發展專業能力。 

3.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宣導不足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推行多年，

但部分基層教師或行政對政策、計劃

及意涵，仍是不夠深入了解。此外，

教師對評鑑的疑慮與不信任，也是導

致訊息無法真正傳遞的原因之一。 

4.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增加教師負擔 

教師平時忙於教學備課與班級事

務上，雖然有意願提升自我專業成

長，但是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需

在課餘時間開會討論，進行教學觀察

與教學檔案之事先準備與事後資料整

理工作增加教師負擔，使教師降低參

與意願。 

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轉型為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師專業評鑑推動至今，105 學年度

已有 21 個縣市、2,483 校(佔全國校數比

例為 63.41%)、7 萬 5,676 名教師(佔全國

教師人數比例為 37.24%)參與，校數及教

師數均逐年增加，透過教學觀察三部曲

(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

談)得以打開教室，突破孤立無援的教學

文化。 

教育部自 106 學年度起，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從

中央、地方、學校、教師發展共好的夥伴

關係，攜手研商解決教育問題的策略，並

以系統思考、盤點統整的概念，實現教育

價值並給予教師專業支持、情感支持與共

同面對問題的支持，提供更貼近現場教師

專業成長需求，把教師專業自主權真正還

給教師，促進臺灣的教育品質更加提升。 

從十二年國教課綱談到教師專業

發展，未來的每位教師角色應是合格

的、專業的，應扮演著學生學習的引

導者、陪伴者、促進者，基於過去學

經歷培養未來專業發展，教師重要的

工作便是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指

導學生培養學習的本分。 

四、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之因

應策略 

(一) 發揮教師專業社群功能 

教師各自有各自的專業，要改變

學校創新的保守文化，須先改變學校

成為共享學習文化的社群，使教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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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找到彼此的專業，志同道合的夥伴

同儕成為共同成長的群組。首先，便

是推選出校內先導群組，培養專業領

導人才，發揮各自專業，使教師同儕

相互激勵，彼此協助持續學習與成長。 

(二) 強化教師專業研習系統 

教育專業理論與實務之間，以發展

出更緊密的連結，參與教師研習不僅可

以學習到更多專業知識，其實也是教師

課堂壓力的一種放鬆管道，課餘時間適

度的安排研習課程，勢必也是每位老師

都很需要的，增加教師專業研習活動。 

(三) 提供教師專業自主彈性 

教師利用多元管道，如：各式教

師集會時間、週三下午辦理參與式進

修研習、運用非正式組織及建置網路

交流平臺等，充分依循各種方式運用

教專評鑑計畫，加強多面向的溝通模

式，強調計畫之目的在協助教師專業

成長，並非是執行教師績效考核或教

師分級制度等，以打破教師對於教專

的不信任感並爭取支持。 

(四) 支持教師專業行動研究 

教師是教育現場的第一線，面臨

到各種的突發狀況，必須先有完善的

處理，在學校方面應全力支持教師進

行行動研究，對於學生個案行為問

題、班級經營風格、班級學習風氣……

等，搭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針對

問題做研究，有默契的夥伴支持下，

運作就會更加有效果，過程也會變得

夠有意義。 

五、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之預

期效果 

(一) 教師專業成長 

提升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的比例，完善推展教師專業發展

實踐，協助教師在課堂中實踐其專業

能力，讓教師專業能力更精進。 

(二) 教師教學效能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減

輕教師各分面壓力，讓老師回歸教學

專業工作，然而教師素質是影響教育

品質的關鍵，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經

過教師專業實踐方案的模式下，增進

教師教學效能，給予學生最佳的學習

成效。 

(三)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透過學習社群辦理相關研習，邀

請專業人士或是同事間的知識流動，

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同儕動力，

共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也形塑校園

教學專業文化，激勵教師工作士氣。 

(四) 新課綱十二年國教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措施，期望

落實教師專業融入新課綱及備、觀、

議課之模式，培育新課綱實施後，每

一位教師皆需進行議課、觀課及公開

授課之知能，培訓專業回饋人員，以

提升教師教學觀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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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經以上論述，提出結語及建議如

下： 

(一) 結語 

教育部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是需要相關夥伴繼續運作，其

主要目的在建立教師自我成長，提升

教師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提高

教師的專業表現。上述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面臨之困境，仍待教育主管單位

及學校、教師共同突破，以尋求可行

發展途徑。從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來帶動『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

案』，藉由學習社群的運作，讓教師建

立共同的願景，培養出信任與合作的

夥伴關係，也讓『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推動更完善。 

(二) 建議 

經由以上的初探，具體提出對教

育部、學校及教師之建議如下： 

1. 教育部宜持續支持與重視教師專

業發展 

無論是學校、教專中心，甚至我

們地方政府，都要思考因應 12 年國教

與未來的人才需求，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需要教育部持續的推動與實踐，才

能達到更美好的教學品質。 

2. 學校宜鼓勵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鼓勵教師從課程發展各個專業能

力，並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社群，共同

做資源整合與運作，強化教師的省思

到增能，整合課堂教學的備課、觀課

和議課，提升學校共備風氣。 

3. 教師宜找尋教與學的新價值並提

升教師專業 

在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下，教

師在教育現場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

與亮點，與學習社群夥伴一起精進教

師專意業知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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