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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小學推動教師評鑑的需求與對策 
王逸棻 

屏東縣舊寮國小校長 
 

一、前言 

教師評鑑是促進教師成長以及提升學生學習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國莫不致力

於教師評鑑之改革，臺灣考量現有中小學校園文化，目前教師法修法三讀通過，

針對教師團體反對之修法項目，包括教師擔任行政的義務、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教師寒暑假返校相關事項辦法，以及大學教師未通過限期升等及教師評鑑得予

資遣等討論，在本次修法不予處理，不禁讓我們擔憂，校園內除了不適任教師之

外的教師是否都沒專業發展與績效等相關問題?在當前教師職場運作問題叢生的

現在，真正的教師評鑑是否適合「束之高閣」? 以下從各國教師評鑑制度談中小

學教育相關問題。 

二、本文 

(一) 走向總結性教師評鑑的困難度頗高 

   教師評鑑乃是有計畫地蒐集教師工作表現的資料，依據評鑑前所設定的規

準，評鑑表現的品質（Worthern & Sander, 1987; 吳和堂、李明堂、李清良，2002）。
各國如何從「形成性教師評鑑」取向的專業發展評鑑，走向「總結性教師評鑑」，

以供敘薪、晉級參考，甚至促成教師分級，以減少校園中校長無實質績效評比權

力的窘況。這中間的困難，除了教學成效不易評估，又要將考績結合，加上教師

生涯階梯難建立，許多評鑑規準及細目不容易訂定，如何發展以形成性評鑑為基

礎的總結性教師評鑑制度，是臺灣及許多國家面臨的難題，更需經過長期的研究

及磋商才能有所共識。 

(二) 保守的評鑑觀對抗多元評鑑觀點 

有學者將評鑑的發展之派典分成四代或五代的評鑑觀，以四代的評鑑觀為

例，是較注重利害關係人的權力且被評鑑者可以參與整個評鑑，如果國內停留在

由國家設定一定的標準評定老師的優劣，非常單純、保守、已被揚棄的第一代評

鑑觀（楊人銓，2006），是目前已習慣專業發展評鑑專業發展評鑑的臺灣教師較

難以適應的方式，如何規畫兼顧質與量的評鑑指標，設計較多元化、人性化與有

益教學品質的評鑑模式，是教育當局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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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適任教師問題引發校園的焦慮 

目前學校推動公開授課制度，試圖彰顯提升教學品質的精神，目前仍處於以

協助代替評鑑之方式進行，教師評鑑是否真的能帶來高的教育品質常是推動教師

評鑑論戰的癥結點，觀察公務人員考績輪流甲等的機關文化來看，我們不禁擔憂

以民意為依歸的教育當局，是否能堅持「評鑑有實質效果」，不然實施再多的教

師評鑑也對教育品質無太大的幫助，因此在研擬考核辦法的同時要考慮目前校園

文化的適應性，不適任教師的認定更是淘汰機制最惹人爭議的關鍵點，以目前憂

鬱症盛行率居高不下所影響的校園裡，教育現場到底隱藏多少難以處理的不適任

問題，從大學校校長接不完的投訴電話可以看得出問題的嚴重性。 

(四) 長期以來校長有責無權 

當校園進入教師自主的時代後，教評會擔負教師聘任、不適任教師處理等人

事主導權，校務會議更能決定學校重大事務之處理，校長在考績人人甲等的校園

文化下，面臨老師「行政大逃亡」時滿心的無奈，很多學校求助於代課老師，代

課老師礙於學校決定他的去留，通常配合度相當高，面對正式老師，校長有責無

權，是校園運作機制長期以來存在嚴重的問題。  

(五) 教師的熱情難以維持 

目前臺灣以學歷及年資為基礎的薪級劃分較無積極工作的誘因，並且機關首

長也無考核實權，如何在無教師評鑑制度、職涯發展階梯（例如教師分級制）或

不同的績效獎金的激勵下，讓有能力、有敬業態度的老師有較好的待遇，使賞罰

分明，是教育制度設計者應多方考量的地方，當今許多儲訓校長因年金改革導致

在任者不願提早退休而等不到校長位置，又沒有教師分級的情況下，如何讓老師

能維持三、四十年的熱情一直做到六十五歲?恐怕教育當局要對此議題多加思索。 

(六) 多數教師視教師評鑑為洪水猛獸 

當專業發展評鑑成為支持系統，使校園裡存在動能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許

多國家都在思考如何設計一套符合人性及教育的需求的教師評鑑制度，臺灣在考

績及考核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是否讓校長有責無權的情況繼續下去？另外一個

命題是：「是不是實施教師評鑑才能進行教師分級？」， 教師評鑑並非洪水猛

獸，在逃避教師評鑑的同時，因為教師分級無法因評鑑而發展，老師們是不是同

時失去升遷及專業發展的機會，都是在這波教師法修法後仍存在校園中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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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國外經驗看臺灣教師評鑑 

(一) 宜提升教師高層次的專業水平 

香港近年的教師評鑑重視教師之專業倫理高於專業技術之要求，而且評鑑向

度較廣，香港及大陸皆重視教師的德育及操守，美國則重視教學之專業技術及看

得見的教學成效，各國無不督促教師要達到國家要求的教學品質與國家教育目

標，臺灣未來如何在教師的高層次專業水平有所著墨，積極鼓勵創意教學及教學

研究，以使教師高層次專業水平的提升，有待政府費心推動。 

(二) 應取得專業自主與科層體制要求的平衡點 

反觀臺灣長期讓教師王國自由發揮，獲得充分的專業自主權，卻常失去政府

中心思想的傳遞，澳大利亞跟隨美國的步調，建立專業規準、依照教師差異的進

階分級給薪，表面係為提昇教師專業地位與待遇等問題，目的在確保教師教學能

正式連結官方課程。教育部在有能力主導教師評鑑的同時，仍然未對教師在專業

領域上有所要求，替家長及學生伸張應有的權利，實非教育之福，只要一個組織

存在不公不義，政府應本著教育使命努力排解，取得專業自主與科層體制要求的

平衡點，使教師評鑑制度呼應教育目標，在教育部全力挹注學校經費的同時，除

了要增加行政人力、使導師與行政的工作量作大幅度的修正，規畫適當的績效制

度，避免校園的勞逸不均才是當務之急。 

(三) 減少評估學習成就的盲點 

教師分級之目的在激勵教師用心教學及致力於教師專業成長，美國教師分級

更與學生學習成就結合，在湯志龍（2001）「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之研究—澳洲

維多利亞省的實施經驗」中發現，不同的學校應該採用不同的評鑑方法，如果是

量化的評鑑就要依賴學習成就的指標，但是要考慮到城鄉的差距，否則會造成另

一種不公平的現 象，例如偏鄉孩子的進步就不易展現出來，我們不能說是老師

不認真教，目前臺灣實施已久的補救教學制度成為學校績效關注點，然而很多偏

鄉孩子面對電腦作答無法有足夠的專心與耐心，是否考量不同的地域給予不同的

學習成就測驗試題與作答方式，減少教師評鑑在對評估學習成就測驗時的盲點。 

(四) 促進教學專業的評鑑為國際重要趨勢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表了〈2015 教育政策展望：啟動改革〉觀察報告，分析

從 2008 年到 2014 年這 6 年之間，OECD 成員國內所發生共約 450 種教育改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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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具有「為工作能力做準備」、「促進教學專業的評鑑」、「加強弱勢學生的照顧」

等三大趨勢（李岳霞， 2015），有 24％的政策是希望能帶來「更好的學校」，其

中跟師資有關的政策更是改革的關鍵，例如澳洲公營機構「澳洲教學與學校領導

研究所」（AITSL）的網站提供教師自評工具，建立專業教師、校長平臺；義大

利擬定了新的教師評鑑政策，發展學校內、外部評鑑的工具與機制，值得身為教

改第一線的老師們參考，希望能帶給政策制定者及關心教育者更多改革靈感，在

促進教學專業的評鑑潮流下，臺灣卻放棄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或是教師評鑑的努

力，是否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是值得大家省思的一件事。 

四、結語 

臺灣在大談教育改革之際，是否能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解決教改上的共同

難題。臺灣的教育發展一向重視落實教育公平正義，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觀察報

告所提出的「教學專業的評鑑」等趨勢，是我們可以再努力的方向，教育政策除

了要解決不適任教師的問題，更要重視一般教師的整體發展，以期學校運作順

利，能夠不斷創新發展，期盼教育當局在不久的將來，重新考量中小學長期以來

的沉疴，破釜沉舟，大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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