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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探究：一位技術型高中教師

的觀點 
李美雀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美容科專任教師 
 

一、前言 

筆者服務於公立技術型高中，發現一般在論述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議題時，

往往忽略了中小學內部的歧異性。然而依教育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學制劃

分，包含三個教育階段：國民小學教育、國民中學教育、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其

中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分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科型高

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共四種類型，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依其職類

屬性再區分為六大類別(工業類、商業類、農業類、家事類、海事水產類、藝術

類)與十五職群(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群、土木建築群、商

業管理群、外語群、設計群、農業群、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海事群、水產

群、藝術群)，最後再依職群特色發展各個不同科別(諸如：機械科、室內設計科、

美容科、餐飲管理科、表演藝術科……等共 85 科)，但是此等異質性普遍未受重

視。 

本文正試圖從一位公立技術型高中任教多年的教師之觀點，探究中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議題，以下依其緣起、內涵、困境分別探討，最後提出結語。 

二、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緣起 

教育部自 95 學年度起推動「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目的在藉由常態性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中小學教師的專業發展，更在「高

級中學以下學校教師評鑑制度規劃報告」中言明，以教專評鑑為基礎，實施多年

期評鑑制度，建立專業成長支持系統，協助教師和學校落實專業成長計畫。足見

教育部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支持系統。 

另一方面，近幾年來教育現場反映中小學充斥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工作、訪

視、評鑑及研習過量的現象，造成學校行政及教師負擔過重。因此，教育部通盤

檢視已推動多年的政策和相關計畫，以系統思考、盤點整合概念，於 106 學年度

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以積極的策略減輕學校教師與行政之負擔，提

供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之實質支持與協助，讓教師有充裕時間回歸教學專

業，幫助教師課堂實踐，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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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內涵 

處在知識經濟時代，各種新知源源不斷，身為一位知識工作者的教師當隨時

自我充電、增加教育新知、強化專業知能發展，方能勝任教學工作。目前教育改

革如火如荼推動之際，更凸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04)、吳清山(2005)曾分別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應包括下列五項內涵：  

(一)計畫專業成長  
    其經營策略為擬定系統性、發展多元專業成長計畫並建立激勵專業成長的方

案與建立專業成長計畫評鑑回饋機制。讓教師瞭解所要進修的時間、方式和內

容，做為未來實際執行的依據。 

(二)從事教育研究  
教師不只是教學而已，它需要從事行動研究來解決實際的教學問題，學校宜

營造行動研究的環境和氣氛，並提供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必要的資源，以利教師從

事行動研究，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三)建立教學檔案  
教學檔案是教師有目的的蒐集教學過程中的各種資料，其目的在留下系統性

的教學紀錄，以利教師的自我反省、自我成長及同儕間的觀摩學習，增進教師專

業養成，提高教學效能。  

(四)參與學術活動  
教師從學術活動討論中，可以培養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教學能力，以及擴充自

己的學術視野，是強化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動力。  

(五)評估進修成果  
藉由有效能的評估以深化教師專業進修之成果，從質與量兩方面管控，顧及

教師進修的深度與廣度，提昇教師對進修之重視。 

然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於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

案，除簡化學校行政作業外，實施重心亦配合調整著重於教師的教學觀察、結合

新課綱公開授課與落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課程實踐。除維持教育部三階段專業

回饋人才認證外，配合新課綱落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與社群參與，鼓勵各級學

校申辦社群，並持續推動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薪傳教師導入輔導等校內專業成長

機制及輔導群到校協助等校際協作機制，持續鼓勵教師從事課程實踐與專業成長

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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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困境 

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參與系統設計的專業成長活動，以增進其專業知能、強

化其專業態度和改變其專業行為，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和擴大學生學習效果，本質

上而言，它是強化教師專業成長持續性的過程，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一方面有

利自己的專業成長、一方面能夠幫助學生學習，乃是利己助人的工作。 

筆者在技術型高中場域觀察發現，在此政策環境下所面對的困境如下： 

(一)技術層面 
    如何整合技術型高中眾多科別、多元職群乃至跨域類別的教師發展專業社

群？雖然政策一直鼓勵教師們積極成立、發展跨領域專業社群，但往往淪為僅科

內教師自行參與的單科研習，溯其原因，主要缺乏推動帶領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

統的領頭羊，其對跨領域、職群及各科別的整合瞭解層面深淺，值得進一步思索。 

(二)時間層面 
    身為技術型高中的師長們大多積極把握增進專業知能的機會，但觀察學校場

域，發現最大問題在於～共同時間難覓。這部分攸關學校教務行政能否給予協

助，排定技術型教師至少 2－4 節共同空堂時間，以利推動校內跨科、跨群的特

色專業社群，但於教務排課原則的角度，是否有其施行上之困難，值得再研議。 

(三)空間層面 
    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政府當下推動的每一個理念政策出發點都是好的，但

是，誠如哲學家盧梭在愛彌兒一書提到的「一經人手即變壞」。教師專業發展支

持系統的訴求、理念、目的都是非常棒，在此大環境下如何讓教師專業發展具持

續性與延展性？在在考驗當代教育專家、學者、決策者的智慧，後續值得再觀察。 

    現階段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保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精神所在，簡化原繁

瑣的制式內容，以求符合教學實際並貼近教學場域需求，唯其政策主軸圍繞新課

綱與課程規劃構想。雖說學校對於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教學策略、學習評量與

學習輔導等，積極開發並有具體事蹟者，應給予必要之協助與獎勵，但是如何兼

顧各科別、職群、類別屬性不同之需求，學校行政所能提供之協助支持自然有其

侷限。 

同樣重要的是，各主管機關與學校也應支持並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資

源，如安排教學研究會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時間、支持新進教師與有需求

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並協助爭取相關設備與經費等資源。具體而言，除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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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從寬編列經費預算，支持學校因應教學課程計畫研發與實施之所需，也應協

助學校克服課務運作、課程選修及師資安排等困難，依實際需要編列人事、業務

相關預算，安排共同沒課時間發展教師專業社群，以利教師進行跨領域/群科/學
程/科目的課程統整、教師間或業師間之協同教學，並建立各領域/群科/學程/科
目之間設備共享機制，以充分發揮其效益。 

不論是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跨科、跨群或跨校共組發展領域社群)、初任輔導

教師、教案發展、觀課……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都需闡析其指標內涵及實

施策略，不能只依賴高層的倡導，更需要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讓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理念落實生根。 

五、結語  

教育革新最終目標乃是增進學生學習效果，而教師專業素養與發展則影響國

家整體的教育品質，但要怎麼做才能真正落實各個不同階段任教教師以及同一階

段內各種不同學制屬性的教師之專業發展？每每談論教師專業發展皆以共通性

為預設，未來應針對異質性予以精緻化、細膩化，也就是說，教師內部也不一樣，

卻往往被忽略，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技術型教師實作發展前景又是什麼？有

待教育研究者與決策者進一步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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