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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試探職前教師發展－某校 

教育系學生為例 
楊松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自古以來，教育的重要便被不斷

地強調，「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教育能讓人常存其善而更改缺失，教

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教人成

人的歷程，在陪伴、引導之中帶來啟

發。教師更是在教育體系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然而，如何培育一個優秀

的教師，完善的師培制度便是不可或

缺的部分，師資培育不只是教授技

巧，更是「使命」的培育，培育老師

如同晨鐘暮鼓，能帶來希望、作育英

才（鄭崇趁，2015）。 

研究者自己在師資培訓的系統一

路學習至今，經過師培課程、實習、

代課的過程慢慢學習與思考：如何在

各個面向成為一個好老師？也發覺過

程中各方面所學習到的並不均衡，對

於如何教學、設計課程著墨較多，班

級的經營、情意的輔導則較為缺乏。

回顧我自己大學的師培課程，所學習

到的主要是偏向如何教學、如何設計

課程的學習，對於如何經營一個班

級、帶動班上的風氣、情意的引導與

教學，是較為缺乏的。 

對於一個好老師的各個面向，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無疑是當前評估教師

各方面知能很重要的指標，若以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指標而言，「課程設計

與教學」與「班級經營與輔導」是兩

個相輔相成的重要關鍵，如果所偏頗

則無法讓學生受到良好的教育，班級

經營更是教與學的基礎，如果班上的

班級無法有著良好的經營，老師認真

的教學卻無法得到成效。（張民杰，

2008）因此，在整個大環境對於認知

上的教學，或是各式新興教學法的關

注較多，對於如何經營整個班級、帶

來情意的薰陶，則是我們必須要重視

的。 

因此，本研究想探究剛經過師培

課程、教育實習洗禮的學生，對於一

個教師所應具備的各項能力，包含教

學以及時常被忽略的班級經營，是否

已有充分的學習？又可以如何改善職

前教師對於不足的部分？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是指：教

育部根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

引」(105 年 2 月 15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50018281 號函發布)，邀請相關專家

學者進行反復修訂，所擬定出的「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

準 105 年版」，105 年版的規準有三個

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課程設計與教

學，有四項指標，第二個層面是班級

經營與輔導，也有四項指標，第三個

層面則是專業精進與責任，有兩個指

標，合計十項指標、二十八個檢核重

點。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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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指標 

A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行課

程與教學設計。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

並調整教學。 

B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3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4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c 專業精進與責任 C-1 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2 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經由許多

專家學者所共同擬定，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的政策也推動多年，有著許多的相關

研究，然而，過去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的

研究，往往聚焦於政策的執行與成效、

教師的意見感受或是如何改善教學的

面向（江佳勳、莊雪華，2013；馮莉雅，

2013；陳靜薇、廖益興，2017），研究

對象也往往是在職老師，對於職前教師

的研究較為不足，但是，初入教職的職

前教師，是教學現場很重要的一股動

能，因此本研究希望彌補這塊空缺，以

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去檢視職前教師

的學習狀況，是否能夠在準備進入職場

前，已經具備相關的知能？ 

本研究聚焦在前兩個層面，比較職

前教師在兩者的學習，以各項指標及檢

核重點為依據，探討剛經過師培課程、

教育實習的學生，在「課程設計與教學」

以及「班級經營與輔導」兩個面向的學

習狀況為何？兩個面向的學習是否有

差異？若有差異，為何會造成兩者所學

習的差異？可以如何改善？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半結構的方式進行個別

訪談，並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 105

年版為依據，發展訪談大綱，並蒐集

研究參與者的相關檔案進行資料分

析。此外，對於實習相關法規以及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進行資料分

析，以了解職前教師所學情況。 

本研究以 5 位某師範大學教育系

畢業生為對象，並接著於 105 學年度

上下學期進入國中半年教育實習者，

除了因為配合研究者自己的場域，也

因為大家經過大致相同的師培課程，

有相仿的背景。另一方面，某師範大

學，其教學實習的完整性、相關資源

的取得是較為充分，而其中教育系的

學生，也相對是受到更完善的師培課

程，因此選定其為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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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 

(一) 課程設計與教學 

1. 職前教師目前所具備知能 

受訪者普遍認為，課程設計與教學

是過去師培課程較為重視的，從寫教案

到試教，或是相關專業科目的學習，都

是培養課程設計與教學的知能。在「教

學實習」那堂課中，有較多接觸實務的

機會，可以磨練自身的教學知能，實際

試教時，教授與教學現場的指導教師都

會給予回饋，同學彼此間也會學習，對

於課程設計與教學有滿多的幫助。 

在半年的教育實習中，每個人授課

的機會不一，是否有擔任補救教學教師

的機會也不一定，因此每位受訪者對於

教學相關的知能，自己評估的程度有落

差，有的受訪者表示，遇到很好的老師，

但未必能給予實質上的建議，會說：「這

需要經驗」，有的老師則是能給予較好的

引導、改正錯誤，並下次的授課中可以

立即修正、改善教學。 

根據教師專業發展的指標而言，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

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A-2 掌握教

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前兩項在大學師培課程中便有較多的學

習與掌握。關於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

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A-4 運用

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

回饋並調整教學。這兩方面，則是實際

教學時，跟老師研討、不斷修正所累積

的經驗，因為實習生的身分，好處是有

老師可以給予回饋，缺點則是教學方式

需配合指導老師，較為受限。教學上有

時會使用學習單的方式，評量學生所

學，跟過去教學實習課所學有關，透過

口頭問答、學習單、考試等方式，了解

學生所學並進行改正。 

2. 職前教師遇到的困難 

(1) 實際授課時數差異大 

對於指標A-1、A-2 較能自行練習而

精進，但是 A-3、A-4 許多時候則需要實

際經驗才能夠掌握，然而，若實習生沒

有太多上台的機會，面對往後正式進入

教職，容易沒有充足的把握可以教得

好。訪問的五人之中，最少的只有兩次

完整上台的經驗，他所累積的教學經

驗、接收的回饋相對是少很多。 

(2) 受限於老師的教學方式 

實習生教學上的精進，很主要是

在於學習指導老師的教學方式，但教

學實習主要只有跟著一位老師，其教

學方式可能比較傳統，抑或跟實習生

自身的風格有差異，因此如果實習生

沒有主動去觀其他老師的課、積極地

學習不同授課方式，所累積的經驗會

較為不足。 

(二) 班級經營與輔導 

1. 職前教師目前所具備知能 

師培課程中，只有一堂選修課「班

級經營」，相對於教學與課程設計方

面，所學是較為不足的，師培課程「教

學實習」這堂課，雖然接觸到教學現

場，由於每個系所的規定不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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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是給予公假，完整的待在教學現

場，而有的系所則是讓學生自行利用

空堂入班觀課，但都專注於「課程設

計與教學」這個面向，較少跟學生相

處，能學習到班級經營的方面較少，

與輔導相關的經驗更是缺乏。 

半年的教學實習，對於班級經營

與輔導，有的受訪者表示學到滿多

的，也有人表示所學習不多。「B-1 建

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

表現」，關於課堂規範，大部分因為老

師早已建立起班規，因此較無法學習

到；「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

動。」有的受訪者能說出老師具體的

作為，讓班級有良好的運作，或是用

各種獎懲制度來營造學習的氣氛，不

過也有受訪者表示，實習生的角色似

乎是在學生與教師中的協調者，因為

彼此的關係不好，需要透過實習生來

彼此溝通、促進和諧。 

對於學生輔導方面，如同指標 B-3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

展。每個受訪者對學生進行輔導的機

會不等，但是普遍沒有得到較系統

性、完整的學習，往往需要能夠主動

請教老師，但這也會因為老師的忙

碌、經驗等限制。 

指標 B-4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對於親師溝通，普遍是提及家長日跟

家長的互動，但是所接觸的、所學習

到的較為有限；另一方面，有的教師

會建立與家長聯繫的 line 群組、e-mail

等網路方式聯繫、溝通。 

 

整體而言，對於「班級經營與輔

導」有較多學習機會者，是因為指導

老師很願意分享、自己主動積極的詢

問，或是剛好班級上發生事件，因此

可以從旁觀察到許多經驗，轉化成自

身的經營、帶動班級的經驗。 

2. 職前教師遇到的困難 

(1) 班級經營的知能較無系統性學習 

班級經營的學習中，主要是靠老

師主動地分享、剛好發生的事件，抑

或是實習生從旁的觀察，然而，每個

班級發生的事件、每個人所觀察到的

可能會有所差異，因此累積的經驗自

然會有差異，有的老師時常分享帶動

班級的經驗，也時常用各種方式帶動

班級，有的老師可能比較不會主動分

享什麼，半年所累積下來的經驗與心

得差異就會滿大的。 

另一方面，因為較無系統性的學

習，有的人可能對於常規建立較為熟

悉，有的人可能是對於輔導學生學習

較多，對於班級經營的不同面向，例

如不同的指標所揭示的內涵，各自所

學習到的產生諸多差異。 

(2) 較少機會獨力帶班 

訪談中發現，相對於教學能夠獨

當一面地上台授課，「班級經營與輔

導」方面，五位只有一位較為獨立的

帶動班級一個星期，從早自習、午休、

打掃完整的獨立經營班級，以及直接

地跟家長溝通，討論學生所遇到的問

題，獨立帶班或是跟家長溝通都，皆

會跟指導教師討論，因此具有較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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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經驗與知能；其他人遇到的狀況

則是：輔導老師較全面地掌握班級狀

況。無論是秩序管理、與學生溝通輔

導等，都較為片段式的體驗與學習。 

(三) 「課程設計與教學」以及「班級

經營與輔導」兩方面所學的差異 

1. 在過去師培課程中所學 

受訪

者 

認為「課程

設計與教

學」學習較

多 

認為「班級

經營與輔

導」學習較

多 

認為兩

者所學

大致相

同 

A ✓   

B ✓   

C ✓   

D ✓   

E ✓   

2. 在半年教育實習中所學 

受訪

者 

認為「課程

設計與教

學」學習較

多 

認為「班級

經營與輔

導」學習較

多 

認為兩

者所學

大致相

同 

A  ✓  

B ✓   

C  ✓  

D   ✓ 

E  ✓  

五位受訪者教育學程的課程大部

分是在系上的必修、選修課修習，因

此所反應的意見較為一致，但是半年

教育實習都去不同的學校，因此所經

歷的會較為不同。 

每位受訪者整體對於「課程設計

與教學」以及「班級經營與輔導」兩

者所學情形的差異，意見不一，然而

這背後的原因有：教學實習與導師實

習的指導教師不同、指導教師這兩方

面的經驗與專長不同、指導教師在兩

方面給予實習生的回饋不同、實習生

是否有主動詢問、甚至，對自身知能

的察覺，從而希望提升自己這兩者的

動機不同，而造成種種差異。 

另一方面，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

在於：過去師培課程提供「班級經營

與輔導」的學習著實有限，因此進入

現場中，長期的接觸班級事務，往往

會有較多的學習；「課程設計與教學」

過去師培課程已經有滿多的練習與經

驗，因此進入現場後相較之下較沒有

太多的學習。 

此外，探究這兩個面向的差異，

可從半年教育實習的規定中進行探

究。根據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2014）所公布的「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 

七、實習學生教育實習事項及比

率如下： 

（一）實習學生參與教育實習課

程事項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

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其以教

學實習與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

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 

（二）教學實習占百分之四十

五、導師（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

行政實習占百分之十五、研習活動占

百分之十為原則。 

各師資類科教育實習表現指標如

附表一至附表四，師資培育之大學得

依發展特色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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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實習學生的任務包含「教學

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

習活動」，並以前兩者為重，然而，實

際在教學現場中，行政實習的比重往

往較為吃重，實習生常要忙碌於行政

中瑣碎的事務，花費了許多心思，造

成許多的負擔，有受訪者甚至形容自

己為「廉價勞工」。 

另一方面，法條的附表─「中等

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實習表現指標」： 

附表─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實習表現指標 

層面 指標 

1.為學生規劃教學和學習 1-1 了解課程目標 

1-2 設計適切的教學方案 

1-3 選編適合教材 

2.發展適切的教學與評量 2-1 掌握教學重點 

2-2 熟悉並善用教學技巧 

2-3 適切實施學習評量 

2-4 善用評量結果 

3.營造正向積極的學習環境 3-1 輔導個別學生 

3-2 適當處理班級偶發事件 

3-3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3-4 積極參與班級親師生活動 

3-5 了解學校行政之運作 

4.發展教師專業態度 4-1 累積專業知能與自信 

4-2 學習成為學校社群的一份子 

4-3 遵守教育專業倫理與規範 

4-4 熱誠務實投入教職工作 

4-5 陶冶優勢能量 

  

另一方面，根據教育部「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將於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這則報導，

可以看見教育部對於未來教育走向的

規劃與藍圖，此報導介紹了轉型之後

的大方向，然而，政策的大方向仍然

是導向教學這個面向，例如教師專業

發展支持系統針對初入教職的教師，

「協助增進教學通識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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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新進同

儕教師專業成長。」（教育部，2016）

對於教學的重視可見一斑，但是，全

篇介紹內容對於教師班級經營、輔導

的提升隻字未提，凸顯當前政策對於

教學與課程這個面向著墨較多。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對於班級

經營與輔導方面，在時間與指標的比

重上都較不受重視，對於課程設計與

教學方面，有較多的時間比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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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一) 多給予職前教師實施補救教學的

機會 

因為在原班級，指導教師會有種

種考量而較不敢給實習生太多的機

會，因此，若能多給予實習生教授補

救教學的機會，便是很好磨練教學與

班級經營的機會，結合過去所學的理

論與新式教學法，相信在「課程設計

與教學」和「班級經營與輔導」兩方

面都可以有所成長，遇到問題也可以

即時尋求協助、即時修正。 

(二) 進入教育實習前，（師培學校）對於

所應具備知能給予更詳細的指導 

因為指導教師對於「課程設計與教

學」和「班級經營與輔導」兩者的概念

可能主要是經驗的累積，教授經驗時可

能往往一時興起，配合遇到的情境，但

有些面向可能就沒有傳授經驗的機

會。因此，若能提供指導教師兩者的指

標，協助實習生與指導教師了解這半年

需要學習到什麼知能，之後進入職場才

能有充足的準備獨當一面。 

(三) 給予實習學校較完整的建議 

對於實習學校的行政人員與指導

教師而言，可能未必了解實習生在這

半年應該要如何的學習，因此教育部

或師培大學，可以提供一份介紹與建

議，例如：實際獨立授課的節數不應

少於多少、行政工作的比例不建議太

多，避免影響教學與導師實習、建議

可以給實習生獨立帶動班級的經驗、

建議指導教師推薦其他優秀的教師，

讓實習生可以有機會觀摩不同上課方

式等。 

(四) 教育部以及各大學的師培課程應

更重視「班級經營與輔導」 

教育部通過最新的師培法草案，

讓各個師資培育大學可以自訂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部，2016），相信這

是對於改變「班級經營與輔導」長期

被忽視的機會，班級經營得好，學生

才有可能較好的學習，如果在師培階

段不受重視，仰賴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各自的發揮與引導，那麼職前教師所

具備的知能便容易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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