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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正衣

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

可明得失。」學校評鑑正如同一面明

鏡，透過學校全體教職員工蒐集資

料、呈顯真相，完成自評工作，再由

外部評鑑專家給予價值判斷，以利鑑

別結果，提供學校檢視各面向辦學績

效之機會。 

學校評鑑存在的價值，在於透過

評鑑手段和過程，可以協助學校教育

人員和主管教育機關，了解學校運作

績效，診斷與改進學校教育缺失，確

保學校教育品質，促進學校永續發

展。並且提供有關學校教育優缺點及

校務發展需求與策略，確定學校績效

責任，發揮引導功能，讓學校發展更

有方向（陳寶山，2013）。 

二、高雄市國小學校評鑑內涵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縣市合併

後，為整合各項訪視評鑑更趨於完

善，於 104 年初公布「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所屬學校整合訪視評鑑實施計

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5a）、「高

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要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5b）及「 高

雄市國民小學 104-107 學年度學校評

鑑計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015c），評鑑朝時間和項目整合、指

標簡化及數位化方式辦理為原則，期

待凝聚共識及共同發揮智慧，以提升

行政效能，落實有感、有效的訪視評

鑑，進而強化學校教育力與學生學習

力。 

晚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

民小學評鑑期程自104學年度起至107

學年度止，皆須完成受評一次。為使

讀者明瞭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之政策內

涵和執行規畫，就評鑑目的、內容與

指標、種類、結果、獎勵機制、追蹤

輔導等臚列如下： 

(一) 評鑑目的 

1. 瞭解學校現況，提供改善建議，促

進學校永續發展。 

2. 落實領導管理，精進課程教學，整

合資源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 建立改善機制，促進自我成長，精

進整體教育品質。 

(二) 評鑑內容與指標 

評鑑項目包含五大項，分別為「校

長領導與行政管理」、「課程教學與評

量」、「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學資源

與整合」、「學校特色」，再依每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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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別設計指標，例如，在「校

長領導與行政管理」的指標列有三

項：1-1 校長能依教育政策，帶領團隊

透過經營領導與行政管理，有效達成

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1-2 依據願景，

擬定、執行與檢討各項具體行動方

案；1-3 能透過內部檢核機制，分析執

行困境及解決策略，以提升學校教育

品質。每項指標又列有評鑑具體內

容，例如評鑑指標 1-1，其參考內涵包

括：1-1-1 校長的學校經營理念；1-1-2 

校長對教育政策的落實；1-1-3 行政領

導的團隊組成；1-1-4 學校領導的重點

作為。 

(三) 學校評鑑種類 

1. 自我評鑑：由學校組成自我評鑑小

組，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

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會等

代表，小組人數 5 至 9 人。學校依

據評鑑指標辦理自我評鑑，必要時

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2. 委員評鑑：委員評鑑由教育局聘請

具備評鑑領域相關學者專家、教育

行政人員、校長團體、教師團體、

家長團體等代表，組成委員評鑑小

組，小組人數 5 至 11 人。委員須

由取得學校評鑑相關研習者擔任。 

(四) 評鑑結果 

依據各校評鑑之總分，依標準決

定評定等第為符合或不符合；受評學

校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 80％（含）以

上者為績優。更明確的給予符合項目

達 90％（含）至以上者列為優等，符

合項目達 80％（含）至 89％者則為甲

等。 

(五) 獎勵機制 

評鑑結果符合項目達 80％（含）

以上者，列為績優學校。按符合項目

比率換算成該校可敘獎之教職員工人

數，獎勵額度為：優等學校，符合敘

獎標準人員每人敘嘉獎 2 次；甲等學

校，符合敘獎標準人員每人敘嘉獎 1

次。 

(六) 追蹤輔導 

評鑑指標符合項目未達 80％者，

學校應於評鑑結果公布後一個月內提

出改進計畫，由教育局追蹤輔導，並

將輔導結果送評鑑委員確認。 

三、CIPP 評鑑模式介紹 

Stufflebeam所大力倡導的CIPP評

鑑模式，是以幫助行政人員作好決策

為主，他認為評鑑是一種歷程，將評

鑑設計與教育計畫相連接，從教育目

標的選擇、決定到教育活動進行時會

運用到的資源、實際進行狀況，以及

最後的成效等，每一部分都加以評

鑑，且前後又可相互提供修正、調整

與回饋（王全興，2009）。 

從 CIPP 評鑑模式的評鑑層面而

言，背景評鑑、輸入評鑑、過程評鑑

和成果評鑑兼顧了評鑑的目標、設

計、過程、結果與回饋，是一個良好

的評鑑（曾素絲，2006）。CIPP 評鑑

模式應用在學校評鑑時，其內涵有四

（王元仁，2003；張惠玲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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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評鑑（Context Evaluation） 

亦稱為環境評鑑主要目的即在審

視評鑑者的地位與環境，如學校在規

劃各項教育工作時，可將學校教育目

標、教育政策、環境因素、社會或產

業需求等重要背景內容納入考量。 

(二) 輸入評鑑（Input Evaluation） 

又稱為資源評鑑，主要目的在了

解學校於特殊背景、條件因素下，為

達成其各項教育目標所挹注如組織、

經費、設備、人員、工作計畫等各項

資源。 

(三) 過程評鑑（Process Evaluation） 

旨在預測或發掘教育計畫在實施

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或缺失，並持續

地監視、紀錄整個計畫之運作過程，

將缺失回饋給決策人員，以供改進之

用。 

(四) 成果評鑑（Product Evaluation） 

主要在測量和評估目標達成的程

度，通常對預訂之效標和實際展現的

成果加以比較，並將結果提供給決策

人員，以決定是否繼續、修正或中斷

原計畫方案。 

 

 

 

四、以 CIPP 評鑑模式面對學校

評鑑的因應之道 

(一) 背景評鑑 

1. 解析學校評鑑指標，解構準備資料 

在教育局公布評鑑指標後，主責學

校評鑑業務的行政人員，有責任先進行

指標的理解，其有助於帶領全校教職員

工準備各項佐證資料，並能將學校的重

要背景（學校願景、教育目標、學生圖

像、SWOTS 等）適時呈現於各項指標

成果；因此，在進行佐證資料準備前，

須先將易混淆的指標釐清。 

例如：第二項評鑑項目「課程教學

與評量」，指標「2-5 教師積極參與專業

成長活動與分享，提升專業能力」，其

具體內容「2-5-2 研習、進修與專業學

習社群」與第四項評鑑項目「教學資源

與整合」，指標「4-1 整合規劃各種適切

的在職進修活動，促進成員專業成

長」，其具體內容「4-1-1 專業學習社群

規劃、實施與成效」、「4-1-2 週三進修規

劃、實施與成效」，乍看之下，易誤認

二項評鑑指標皆指向呈現教師專業發

展之規畫與成效等，細究評鑑指標分別

隸屬不同評鑑項目，此時就可理解評鑑

指標 2-5 係指行政針對校內教師之教學

需求或基於學校特色發展等因素規劃

的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及落實情形，或指

教師因應教學需求，所研擬之教師專業

發展計畫；而評鑑指標 4-1 則強調為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行政整合各項可用資

源的情形，例如運用縣市國教輔導團資

源、策略聯盟等資源導入教師專業發展

計畫。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35-140 

 

自由評論 

 

第 138 頁 

2. 解讀前次評鑑結果，避免重蹈覆轍 

四年一次的學校評鑑，其投入準

備的時間至少需一年以上，方能蒐集

較完整之評鑑資料，以呈顯真相，俾

利評鑑委員以其雙眼看出真相而給予

價值判斷。通常，在評鑑結束後的一

個月，教育局會以函文方式，通知學

校評鑑結果，並詳述評鑑結果之優、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在有品質的目標管理流程中，以

規劃（ Plan ）、執行（ Do ）、查核

（Check）、行動（Act）四階段循環進

行，以確保每次目標都能有效達成；

因此，在準備評鑑資料之前，學校教

職員工都須先熟知上一次學校評鑑結

果和建議改進事項分別有哪些，以利

再次進行相似計畫時，能周延研擬計

畫並執行，以獲得更優質化的教育效

益。 

(二) 輸入評鑑 

1. 舉辦校內說明會議，有效進行分工 

學校評鑑含括「校長領導與行政

管理」、「課程教學與評量」、「學生事

務與輔導」、「教學資源與整合」、「學

校特色」等項目，是全校同仁須協力

合作的大事；若主責業務處室能帶領

學校同仁熟悉評鑑指標，並依據每位

教職員工之業務職掌進行明確分工，

定期召開會議做準備情形之檢視與檢

討，則面對學校評鑑就能游刃有餘。 

尚須費心著力的部分，還包括教

師教學檔案之製作，可蒐集他校優良

之教學檔案作品提供給教師參考，並

設計教學檔案自我檢核表，引導教師

先進行自我評鑑，再規劃小組評鑑，

促進教師間之專業合作，透過他評讓

教學檔案呈現更能符應評鑑指標之內

涵。 

2. 設置網路雲端平台，跨越時空限制 

因應資訊爆炸時代，評鑑佐證資

料主要以數位化方式呈現，輔以紙

本、實體型態展示，這是為了讓委員

能於實地評鑑日前，閱讀大部分的佐

證資料，因此，設置網路雲端平台成

了必然條件。但如學校之各項手寫的

會議紀錄等資料，則無須多花費時間

進行逐頁掃描，有經驗的委員能掌握

學校每年例行性各項會議，且能依據

會議記錄比對出會議召開之真實性、

可靠性及有效性。 

以數位化方式蒐集評鑑資料，跨

越了時空限制，讓學校同仁們不受限

於上班時間整理資料，隨時隨地可進

行資料上傳與下載；行政處組也能定

期在線上檢視各項評鑑資料的準備情

形。 

3. 進行佐證資料編碼，呈現成果檔案 

為梳理大量的評鑑資料，行政處

組須先依據評鑑項目、指標、具體內

容準備數位及紙本資料夾，再依據學

校實際情形，進行佐證資料的編碼。

例如：在具體內容「1-1-1 校長的學校

經營理念」中，我們可以準備的佐證

資料包括「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SWOT 分析、發展願景、辦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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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學校本位課程」及相關會議資

料等，此時建議將「學校中長程發展

計畫」編碼為 1-1-1-01，以此類推。 

有邏輯地編碼並造冊，有助於學

校教職員工明確彙整資料，也有助於

評鑑委員快速找到並檢視佐證資料，

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三) 過程評鑑 

1. 條列自我評鑑內容，展現辦學績效 

在進行佐證資料編碼後，各處室

行政人員可以開始編寫自我評鑑表；

編寫原則為依據評鑑具體內容，詳述

各項政策之辦理情形、推動成效、檢

討與改進機制及相關佐證資料或成

果；舉一簡例來說明，以具體內容

「1-1-4 學校領導的重點作為」為例，

可以「規劃學校長程發展計畫」、「健

全組織運作」、「走動式管理」、「建置

處室網頁及發行校刊」等為標題，再

詳述實際推動情形、成效等。 

2. 製作精華評鑑簡報，分區陳列資料 

通常在學校實地訪視中，會規畫

約三十分鐘進行簡報，在有限的時間

下，內容呈現以能精準掌握學校教育

目標與計畫、執行過程與成果、自我

評鑑與修正學校特色等為原則，讓評

鑑委員能快速對學校辦學成效有清楚

的輪廓，並引導委員於座談時有效提

問。 

 

在評鑑現場，提供委員可供線上

查詢資料的電腦數台，依據評鑑項目

與指標劃分資料陳列區域，依序呈現

非數位化的資料，例如：巡堂紀錄本、

各類已核章的會議紀錄、聯絡簿、作

業或作文、學習護照等，然學生輔導

及健康資料，因涉及個資，則擺放在

原有存放的櫃子中，待委員問及相關

資料，再引導委員到存放處查閱。 

(四) 成果評鑑 

1. 深化委員專業對談，扼要紀錄重點 

在簡報、實地參觀、檢閱資料、

晤談教職員工生及家長、評鑑委員會

議等流程中，委員會將所觀察到的一

切真相及改進建議提供給學校隨行人

員，並在綜合座談清楚陳述每一個評

鑑項目的優、缺點及建議，學校在徵

求委員同意後，可進行錄影、錄音，

留下評鑑紀錄。 

在檢閱資料時，各行政人員要掌

握與委員深入對談的機會，委員會以

其敏銳雙眼查找出蛛絲馬跡，例如：

在巡堂紀錄中，是否紀錄了教師待改

善事項，其後續輔導的流程與成效為

何；是否成立了學校採購需求小組以

決定經費編列順序等。與委員面對面

深談並記錄，能查察行之已久的盲

點，其能協助學校強化行政引導功

能，重新檢視並修正教育發展計畫，

提升教育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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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委員回饋建議，轉為實際作為 

縣市教育局通常在訪視一個月後

函文各校評鑑結果及量化、質性兼具

的結果報告，除敘明通過之評鑑指標

及總通過百分比，以作為敘獎或追蹤

評鑑之依據外，亦會清楚陳述評鑑結

果之優、缺點及建議改善事項；學校

除了將評鑑結果於校內公告週知外，

更應將建議改善事項具體列為未來研

擬計畫、執行方案及行政領導等發展

方向。 

五、結語 

學校評鑑最重要的功能在強調學

校教育品質的持續改進，亦就是「績

效責任之確保」與「品質之持續改

善」，以協助國民中小學獲得品質之轉

化，並認知到評鑑在校務發展過程中

之重要性（陳寶山，2013）。 

學校評鑑有一項「能」創造之附

加價值，除了「能」協助學校改進外，

學校評鑑亦可帶給學校一項發展契

機，透過評鑑之準備過程，可以凝聚

學校教、職、員、生之共識與互相合

作，使學校成員更認識學校本身的定

位與願景、優勢與劣勢、問題與困難

所在，亦可帶給學校成員共同合作和

協調行動的機會（王如哲，2010）。 

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學校評鑑，視

之如身體的健康檢查，找出學校的病

徵，不啻為組織持續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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