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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教育部持續推動「高中及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藉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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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已正式實施，為提升中等教育品質，同時均衡城鄉教育，教育部自 89

學年度起試辦高中職社區化，自 96 學年度起推動高中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自 98 學年度起推

動高中高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101 學年度起邀請大學協助輔導高中高職

學校優質精進，另外，針對校務推動不佳的學校，則推動高中高職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

盱衡上述教育革新方案，目的之一在於鼓勵學校經營與領導要有競爭優勢和辦學特色，目的之

二在於強化整體教育環境之優化。近年來，教育部持續推動高中及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藉

以檢視學校辦學績效，並順勢推動高中高職學校優質認證制度，希冀落實學生適性揚才、增進

家長安心認同、肯定教師專業奉獻，並確保學校特色品牌。不過，也有少數學校因發生重大違

規、超收學生、在校成績造假等事件而被撤銷原優質高中職認證，引發外界質疑公信力，並檢

討審查過程中有無疏失問題。 

本期主題定為「優質高中認證」，「優質高中認證」法源的依據是優質高中認證實施要點，

「高中評鑑」法源的依據是高中評鑑辦法，其共同的法源是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法。「優質高中

認證」首要資格評選的條件是最近一次學校校務評鑑各評鑑項目必須達 80 分以上。因此，本

期邀稿重點，請撰稿人可以就優質高中高職學校認證的實施要點、實施過程、實施結果等，進

行理論分析或專題評論，也可以就高中高職優質化、均質化及學校評鑑，或學校經營競爭優勢

與特色等加以評論。收稿後經過審查，通過主題評論 4 篇、自由評論 24 篇、專論文章 1 篇、

交流與回應 1 篇，共計收錄 30 篇文章。感謝各位撰稿人的踴躍賜稿，也請各界人士給予指正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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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 

優質高中認證的問題與改進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一、前言 

2014 學年度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簡稱十二年國教）開始推動，啟

動的第一年，雖然至少 75%以免試入

學方式招生，至多 25%採特色入學方

式招生，但升學競爭依然激烈，前者

的超額比序及後者的考試命題，都引

發很大爭議。其中的根本問題仍在於

高中高職的優質性，考生和家長都希

望進入傳統被視為優質的明星學校，

爭取優質教育機會。這種情形實際上

都在有識者的預料之中，故而在十二

年國教開始實施的前幾年，主管機關

推動高中優質化及其他相關方案預為

準備，以競爭性計畫方式提供改善學

校品質的經費，引導高中高職課程教

學和學習的改變。同等重要的是啟動

高中優質化認證機制，希望以教育主

管機關的名義，加持所有實施十二年

國教的優質高中高職，認證合格者掛

上優質招牌，取得家長和學生的信

任。本文探討優質高中高職的奠基與

認證、認證名單公告後出現的爭議，

討論其中的問題並提出改進的建議。 

二、優質高中高職的奠基與認證 

十二年國教優質高中高職的推動

分成奠基和認證兩部分，前者訂定高

中高職優質化等政策，後者訂定優質

高中高職認證實施要點及配套。 

(一) 促進高中高職優質化的政策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最大困難在

於全國高中高職優質化及如何得到考

生和家長信任；學校優質化有賴於奠

基強固，認證則施予肯定並取信於

人。教育部（2013.10.14，2016a）先

以城鄉學校均衡發展開始努力，自

2000 至 2008 學年度試辦高中職社區

化，2007 學年度起推動「高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及「高職優質化輔助方

案」，協助學校建立優質特色強化高

中、高職學校的師資、教學及設備，

促進區域高中、高職特色發展，縮短

城鄉教育落差，提供學生優質及多元

的學習環境，最終在使所有學生得依

其潛能就近選擇高中、高職就學。2006

學年起持續推動高中及高職學校評鑑

實施方案，檢視學校辦學績效。評鑑

對象除教育部主管的國立及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外，並接受直轄市、縣（市）

政府委託，納入地方政府主管的公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內容包括校務

評鑑及專業類科評鑑，其中校務評鑑

包括校長領導、行政管理、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環境設備、社群互動、績

效表現及實習輔導（職業學校適用）

等項目及指標。職業學校及高中附設

職業類科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的學

校，一併接受專業類科評鑑。2009 學

年度起推動「高中高職適性學習社區

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讓各區學

校資源同步優化。2012 學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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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

畫，由高中高職提出課程、教學、師

資、學生素養等面向的需求，分由大

學及技專校院提供協助。另輔以「高

中高職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

處理校務推動不理想的學校。 

(二) 推動優質高中高職認證 

經過長久準備後，面對十二年國

教的實施，為保障中等教育品質及國

中畢業生適性就近入學高中高職，教

育部公布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實施

要點，做為認證作業的依循，以學校

評鑑為基本門檻，推動優質學校認證

制度（教育部，2013.10.14）。該要點

訂定的目的是為了促進高級中等學校

優質化，以落實學生適性揚才、增進

家長認同、肯定教師奉獻、確保學校

特色，也要做為各招生區審查高中高

職申辦特色招生的依據。 

為進行認證作業，由高中高職各

校組成優質學校申請認證工作小組；

各該主管機關或其委任的機關，成立

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審查會，負責

實質審查；教育部成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質認證會，負責審議各主管機關所

送優質學校名單。該要點所列認證基

準有三項。 

1. 學校評鑑成績：最近一次學校（校

務）評鑑各評鑑項目達八十分以

上。 

2. 教師條件：分專任教師比率和合格

教師比率兩項。專任教師比率（專

任教師總人數／核定教師員額編

制總數），公立學校應達 80％以

上，私立學校應達 70％以上，並於

認證期限內逐年調增至 75％以

上。合格教師比率(學校專任合格教

師總人數／學校專任教師總人

數)，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的一般科目

教師及職業群科教師，偏鄉學校應

達 80％以上，其餘學校達 85％以

上；私立偏鄉學校或考量師資培育

供需現況不足的群科(家政、餐旅及

藝術群科)應達 70％以上，私立其

餘學校應達 80％以上。各校師資培

育供需現況不足的群科應逐年調

整其合格教師率，並於認證期限內

達 80％為原則。 

3. 學校最近三年內無重大違反教育

法令或重大缺失事項，包含四點：

1.學校違反教育法令事項情節重

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2.學校

發生嚴重影響學校名譽的負面事

件。3.學校發生校安通報甲級事

件，且可歸責於學校，未積極改善

或處理不當。4.學校發生其他重大

影響學生權益情事。 

優質認證有效期限，是以獲得認

證起算，至學校下次評鑑成績公告重

新申請認證止，各校五年內實施一次

評鑑為原則。但學校最近三年內有重

大違規或缺失之外的情節者，得僅予

認證二年以下。已取得認證的優質高

中高職，待改善事項須有改進計畫，

校內自我檢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視

導或訪視，其未改善或經查證具有重

大違規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證。 

三、認證名單公告後出現爭議 

其後，教育部（2013.3.27）公告

優質高中認證審議結果，公告內容包

含通過「優質高中職」認證的 44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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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單，及學校基本資料、評鑑結

果和辦學特色公告網址，認證的有效

期 限 為 四 至 六 年 （ 朱 芳 瑤 ，

2013.4.20）。2013 學年高中高職公立有

290 所，私立有 209 所，合計 499 所（其

中高中有 344 所，私立有 155 所）（教

育部統計處，2016），故而優質高中比

率為接近 90%。認證最重要的是評鑑

總成績要八十分以上，一般正派經營

的學校，大都能達到，且不會有重大

違規事項。由於公告上有學校基本資

料、評鑑結果及辦學特色的連結網

址，讓大家得由網頁讀取。抽看高中

學校網站，大都有優質高中認證的網

頁。例如，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2013a.2.19, 2013b.2.19）的網頁上列

出校務評鑑改進意見及具體改進措

施、學校基本資料評鑑結果及辦學特

色。其評鑑面向包含校長領導、行政

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學

務輔導、環境設備、社群關係、績效

表現等。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2014a, 2014b）列出辦學特色、學校

評鑑結果改進計畫。靜修女中列出基

本資料及辦學特色、學校評鑑結果及

訪視評鑑報告。其評鑑項目與公立學

校大致相同，但增加董事會設置與運

作；高職評鑑項目多了一項實習輔導。 

本來優質高中認證的推動，期待

對考生和家長選擇就近入學產生安定

作用，始料未及的是審議通過名單甫

一公布，就出現審議不實的批評。媒

體大幅報導，指出教育部公布優質高

中職，審查過程有疏失，其中含有重

大違規學校（朱芳瑤，2013.4.20）。被

質疑的是審議基準之二「三年內不得

有重大違規」，像是招生資料造假、超

收學生、會計制度及收費問題都屬重

大缺失。舉例來說，某一私校發生學

生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時，該校涉

嫌在校成績造假，教育部已認定是重

大違規，但這樣的學校卻審議通過，

令人匪夷所思。 

教育部於同年（2013）4 月下旬重

新審議，包括新北市、桃園縣、雲林

縣、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宜蘭

縣及花蓮縣的私立高中高職共十所學

校，被撤銷原優質高中職認證，優質

高中職比率降為 88%。此外，還有八

所學校違規尚非重大，認證有效期縮

短為一年。十二年國教網頁上還列出

新設的學校名單，因其尚未接受主管

機關實施學校評鑑，而無法申請優質

高中高職認證；俟各校實施評鑑後，

據以申請「優質高中職」認證，教育

部再循行政程序公告（教育部，

2016b）。 

四、討論 

從優質高中高職認證基準、認證

的爭議事件及各種優質化的奠基方案

觀之，認證基準本身、認證的說服力

及奠基的優質方案，都值得討論。 

(一) 優質高中高職的認證基準 

認證優質高中高職，要問什麼是

優質高中？用什麼基準來確認？認證

有效期是多久？又如何告知社會認證

的結果？較早已有不少研究可茲參考

（吳清山；2005；張明輝，2005；臺

北市教育局主編；2004）。教育部採取

三項基準來認證，認為合乎這三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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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就是優質高中高職。先談三年內

有無重大違規的基準。為何三年內，

而不是四年內或六年內？是否意味取

得六年認證的學校，有一半時間可以

違規？也就是說違規的處理出現空窗

期。且為何重大違規是規定的那些事

項？如何界定違規的內容及重大程

度，都有討論空間。 

長期以來，高中高職辦學的重大

問題是升學主導、教學不正常、五育

未能均衡發展，主管機關三令五申，

學校依然故我者所在皆有。不少學校

三年的課在兩年內上完，其他時間都

在準備升學考試，考完之後順利升學

的學生上課很不正常。固然大學入學

制度有責任，但高中高職做為具有主

體性的教育機構，不能說可以缷責。

不過，這類高中在現有的評鑑制度

下，其評鑑成績通常不會太差，但其

違反教育正常化的目標，五育未能均

衡發展，顯然不該歸類於優質高中高

職，應該不能通過優質認證才是。但

事實又如何呢？再就高職而言，在科

技校院普設之後，高職和高中一樣朝

著升學目標邁進，把高職最核心的技

術實務教學忽略掉，高職辦得跟高中

一樣，若這類學校也通過優質高職認

證，會是十分諷刺的事。但實際上呢？

這種扭曲教育目標的情形，主管機關

是否有視導及糾正的資料呢？ 

其次再談評鑑成績這項基準。對

絕大多數學校而言，只要評鑑通過達

八十分以上的總成績，就會通過優質

高中認證。評鑑成績是由評鑑委員到

校訪視後打出來的，其實施在國內已

有二十多年的經驗，其中常見的是把

評鑑做為健康檢查的觀念，用來幫助

學校改進，因而評鑑時會持著協助的

觀念，評鑑成績是否能代表學校的優

質性，會有討論的空間。再則，訪視

評鑑是學校先進行自我評鑑及改進後

再安排的，也就是評鑑委員看到的不

是學校平時的面貎，而是其改進後或

刻意表現出來的面貎，且訪視評鑑時

間有限，委員寬嚴不一，難免具有主

觀看法，這些都是影響評鑑成績是否

確實的因素。因而評鑑成績用來做為

學校認證、人事安排或經費分配等決

策，常會出現不平之鳴，只是通過的

比例很高，不平之鳴就不會出現或微

乎其微。目前的評鑑固然有等第成

績，但也都是基於百分法評分的成績

加以轉換，被評為等第低或分數不佳

的學校總是少數，結果就會出現通過

認證比率很高的情形，與社會的認知

有別。這個認證對家長和考生的意義

為何？ 

公告在學校網頁上的認證相關資

料，充滿教育專業術語，看起來不是

對家長和學生說明學校優質情形，因

為貼出訪視評鑑委員的評語，一般家

長和學生不見得看得懂，且會去看的

人也不多。有個學校公布將近三年

了，點閱率只有 1,100 人，平均一年還

不到 400 人。網頁上公告的訪視評鑑

意見，學校也貼上將如何改進的回

應，實際的改進則不知何時兌現。 

其三，談談師資條件的基準。從

教育部公告的優質高中高職名單，連

結到學校相關網頁得到的資料，及十

二年國教網站優質學校網頁，都看不

到各校師資條件這項認證基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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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師資資料是學歷，由學士到博

士的比例，未有專任教師比率及合格

教師比率的資料。高中高職評鑑報

告，有教師專業發展面向，但未有前

述教師條件的資料。根據認證要點的

規定，專任教師比率和合格教師比

率，都未要求高中高職要百分之百，

對於私立學校、偏遠學校及師資供給

不足群科的師資，都降低標準，亦即

學校認證的標準並未全體一致。學校

專任師資或合格教師不足，若認證為

優質學校，需要提出能說服社會的理

由。 

(二) 優質高中高職認證的說服力 

教育部（2016b）在優質高中高職

認證的 Q&A 中主張，通過優質認證

的學校肯定會更好，學校評鑑就是要

檢核學校辦學是否符合整體教育目標

的方式，高中高職經過優質認證後，

就能確保教師教學品質、改善學習環

境及學生學習成效。這一點尚需佐證

資料加以確認。Q&A 指出，未經過優

質高中高職認證的學校，不一定不優

質，因有的高中高職新設者，成立時

間較短，尚未接受學校評鑑（計 10

校），或可令家長和學生接受。但教育

部要輔導未獲認證高中職優質精進或

轉型發展，此項措施的成果如何，需

要進一步公布輔導結果，以利家長和

考生選校。 

教育部在新聞稿指出，優質學校

是一個能使家長及學生能安心就學的

學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15.1.5），教育部為了回應社會期

待，訂出更嚴格的條件，未來會規定

各校必須在評鑑的各個項目均達 80 分

以上、近三年沒有重大違規事實，且

達到一定的專任教師比率及合格教師

比率，才能夠獲得優質認證。顯示認

證規準可寬可嚴，認證通過的比率將

會喪失指標作用而失去意義。對於已

經獲得優質認證的學校，教育部將進

行後續追蹤訪查，以保證各優質學校

能夠維持其辦學品質，結果如何仍待

公告給社會大眾。 

(三) 高中高職優質化政策的成效 

十二年國教的實施係基於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

優質銜接五大理念，其中優質銜接理

念，係指「高級中等教育一方面要與

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及

五育均衡發展；另一方面也藉由高中

職學校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

源，使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使

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

業，並能終身學習。」(教育部，2015a)。

繼五大理念之後，十二年國教訂出七

點總目標，其中之第四點「充實高級

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教育

發展」，即在搭配優質銜接的理念。總

目標之後又訂出兩階段的具體目標，

關於優質高中高職者，在啟動準備階

段的具體目標（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 是全國優質高中高職比率達

80%以上，在全面實施階段具體目標

（2014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要達

95％以上。這些目標當中，優質高中

高職的比率，由 80％以上要進展到 95

％以上，只是若非高中高職校校皆優

質，國中畢業生就不可能都朝向就近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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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問題，首在從國教理念

看，高中高職學校都要優質化（均優

質），總目標要充實教育資源均衡區域

和城鄉教育發展，但到了十二年國教

的階段目標時，卻說十二年國教啟動

實施時，優質高中職的比率只能做到

80%，到 2020 年這個比率只能到

95%，沒有百分百優質的目標。而成效

的高低又取決於如何認證優質的基準

寬嚴程度。政策不成熟之處在於，既

然全國優質高中高職未能達成百分

百，認證基準可寬可嚴影響優質比率

的高低，代表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時機

尚不成熟，冒然實施不是崎嶇難行就

是自取其敗。 

其次值得檢討的問題在於手段和

理念目標未能充分契合，這是成敗的

真正關鍵。高中高職發展、轉型及退

場輔導方案是以特定學校為對象，這

類校亦被容許實施十二年國教，同時

在推動高中高職優質化、高中高職適

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大學校

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等政策

上，並非每個學校都參與，顯示高中

高職可不必全體優質化的思維。 

這些政策都採取競爭型執行，未

能讓所有的學校都向前精進；結果強

校還是強，次強學校經過補助或能逐

漸轉強，而弱校缺乏挹注，在少子化

壓力下變得更弱，距離高中高職優質

化的目標愈來愈遙遠。 

以高中優質化為例，該方案的目

標如是說：「以各區域高中應普遍優質

多元發展為前提，投入資源、建立機

制，以促發各高中團隊持續精進能

量，創造更多優質學校，使所有具備

潛力之學生皆能欣然就近入學，有效

紓緩升學壓力，以穩健推動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教育部，2015b），具有

有整體優質的觀念。但申請資格又

說，凡全國各公私立高中學校（校務）

評鑑總成績與各項目成績均達 80 分以

上，且通過優質認證，或新設校尚未

接受評鑑者，得依各期程遴選原則提

報競爭性計畫，顯示有些學校是被排

除於優質化的目標之外。 

高中優質化方案分三個期程辦理

（教育部，2016a）。第一期程為基礎

發展階段。自 2007 學年度起，每學年

預計核定 25 至 35 所高中。第二期程

為焦點創新階段。自 2010 學年度起，

凡第一期程受輔助屆滿三年的學校，

經教育部成果考核績優者，得另提焦

點創新計畫，經審查後給予第二期程

的輔助。第三期程為特色領航階段。

自 2007 學年度起未曾獲該方案輔助的

公私立高中，或自 2013 學年度起，該

方案第二期程受輔助屆滿三年的學

校，經教育部成果考核績優者，得另

提特色領航計畫，經審查後給予第三

期程的輔助。教育部（2015b）指出自

2007 起到 2015 學年度，累計補助校數

高中有 313 校，佔 88.92%（313/352），

高職有 149 校，佔 98.03%（149/152）。

2015 學年高中補助校數 211 校，高職

117 校。以校數來看，公布的數字看起

來還算漂亮，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校接

受補助年數和經費不一，資源分配是

否恰當，整體成果如何，各校進步如

何，都有待強化這方面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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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根據前述的討論，茲提出下列有

關優質高中高職認證及持續優質奠基

上值得改進方向。 

(一) 檢討改進現行評鑑總成績八十分

以上、專任教師及合格教師比

率、無重大違失等三項認證基

準，採取更嚴格的優質標準。例

如，1.要求評鑑各分項成績均達八

十分以上或更高，也要檢討評鑑

的內涵與方法，落實學校評鑑缺

失改進的追蹤機制；2.公私立學校

標準一致，都要有足額的專任教

師和和合格教師，足額專任教師

和合格教師應每年追蹤認定；3.

重大違失事項的認定年度應與認

證有效年度一致，讓違失的後果

不要出現空窗期，並應再檢討其

內涵；4.對於偏鄉學校師資條件的

認定，其標準應與一般學校一

致，以免造成偏鄉教育的惡性循

環。 

(二) 優質高中高職的認證基準宜更周

全。例如，增加學校辦學落實五

育均衡發展教育目標，及達成目

標的手段是否有效連結的基準，

也要增加教學正常化及教育成果

的績效基準。高職及綜合高中並

應落實技術實務教學，培養學生

真實的就業能力。 

(三) 對於優質高中高質認證結果的公

告，應改進下列事項：1.公告優質

高中高職認證名單，宜包含認證

的有效年度；2，在十二年國教優

質高中高職網頁及各校網頁上資

訊連結應包含認證基準的各項資

料；3.定期公布各高中高職針對優

質認證相關改進意見改善情形的

追蹤結果。 

(四) 檢討優質高中高職認證在學理及

實務上的意義，及對考生、家長、

教師、校長的價值，必要時考量

廢除認證，代之以學校優質指標

的檢核、評鑑，並強化各校有關

優質教育的資訊揭露。 

(五) 調整高中高職優質化的政策方

向，其要者為：1.評估及公布高中

高職優質化各項政策的整體績效

及各校進步情形，並據以提出新

的方案；2.建立高中高職百分之百

優質化的目標和推動策略，提供

所有高中高職邁向優質的協助；

3.對於尚未達到優質目標的學

校，提供專案協助和輔導，若未

達優質目標，則要求其退場，主

管機關並應逐年公布輔導情形和

成效。 

本文探討優質高中高職認證的實

施情形、問題及展望，著眼於政策面，

但高中高職做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教

育機構，宜負起優質辦學的重責大

任，只有學校優質化，才能談招收學

生、教育英才的事，不要只是標榜通

過認證。優質高中高職認證，把複雜

的教育品質簡化為通過認證的招牌，

並無法取信學生和家長，惟有朝向優

質學校各項指標及整體辦學卓越去努

力，並公開所有辦學資訊，才能確實

得到社會的讚許的口碑，落實辦學的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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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特色發展談優質高中認證 
丁秀妃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就當前的教育現況與改革的推動

來看，「學校特色發展」已成為學校重

要實踐的目標。學校的教育目標透過

課程進行規劃與教學上的實踐，方得

確切落實在學校整體經營上。因此，

本於學校發展目標而展開的「學校特

色發展」相關措施，是達到優質高中

認證的關鍵。 

    學校進行發展特色與布局的思

考，應以「學校」為基礎，藉由學校

人力整合與社區資源運用，對學生學

習內容或活動的課程設計，是一種以

學生為中心、教師為核心、學校為主

體的系統化課程發展（楊瑞明，2005）。

由此可知，建立優質無須外求，以學

校本體擴展至周遭社區資源，形成在

地的教育圈，以展現特色、符應優質

目標。筆者下文就教育改革現況背景

與學校特色發展的部分，對於優質高

中認證進行討論與分析： 

(一) 各項教育改革的推進優質化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正式實

施之下，教育部為提升中等教育品

質、均衡城鄉教育，引導學校在地優

質，分自 89 學年度起實施各項教育改

革。89 學年度試辦高中職社區化，係

為促進高中職教育多元化與社區化發

展，均衡高中職的城鄉教育資源，建

構適性發展的高中職教育；96 學年度

起「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分期推

動，結合學校特色與地方資源，協助

學校達成優質化高中、鼓勵學生多元

發展的過程措施；98 學年度推動「高

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

施方案」等。目的主要鼓勵學校經營

與領導須具備競爭優勢、辦學特色，

以及強化整體教育環境優化。然而可

從中發現，追求良好的教育品質、促

進良好的教育成效是規劃與落實的過

程措施，外顯的是學校整體特色發

展，透過資源與人力等投入，最後通

過評鑑，成為所謂的優質化。 

(二) 以發展學校特色為基點的優質化 

上述各項改革的共同點在於鼓勵

並激發學校本身的發展重點與特色，

從有到好，好再進而優質。近年來「發

展學校特色」已是學校重要發展策

略，從學校本身發展條件與學生入學

後未來發展來看；抑或是從學校辦學

展現特色以滿足家長與社區對學校選

擇權來看皆然。學校要朝更特色化方

向努力、建立學校辦學特色、促進教

育資源均衡發展，強化社區關係，使

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優質學校，達到

「校校有特色、個個有本領、人人有

發展、行行出狀元」為目標。任何的

學校都是獨特、不可取代的，所以學

校要關注自己的特色，根據學校情境

發展出學校特色（林佩璇，2001）。學

校成員正身處其所在的環境與周遭文

化，更必須敏銳覺察所謂符合與因應

現況需求，又可以展現獨特性、實現

教育機會、與結合各項資源形成的優

質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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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發展與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歷程相似，學者林天祐（2009）提

出學校本位管理重要概念為，學校擁

有彈性自主的經營空間可以發展學校

特色。以下筆者試就「學校本位發展」

的概念，藉以分析高中學校推動優質

化過程中，在學校特色發展方面，淺

談可以努力之具體作為與建議。 

二、學校本位的發展特色 

(一) 課程與教學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後，

社區高中招收社區學生免試入學之比

例升高，尤其以完全中學最為顯著。

學生的學習經驗、先備知識與能力、

未來生涯發展等個別差異也越來越多

元、越來越大，而十二年國教理念為

適性揚才，並強調發展學校特色課

程，課程與教學勢必需要提早應變。 

由各校視本身的條件訂定最有利

的發展策略，以達成改進教育成效之

目標（林天祐，2009）。社區高中尤有

優勢可以結合在地文化與社區資源，

善用內外部條件，發展出具備獨特性

之特色方案，除了成為可以吸引學生

就近入學的亮點以外，另外也是提供

學校優質化的重要基礎。透過全校團

隊成員同參與，一體規劃、需要時間

與精神投入逐步累積出課程與教學方

案，學校特色課程發展是學校成員解

決問題與創造創新的過程。學校特色

發展結合學校本位，體現並促進區域

高中職優質，使學校成為屬於在地優

質，以提供學生多元選擇，以階段性

漸進推動，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和教學

效能，激勵學校團隊持續積極精進，

創造更多優質學校，使學生能夠適性

發展與有效學習。 

因此可知以學校本位為基礎的特

色之持續，仍需要透過學校課程與教

學的整體規劃，並將其融入在教師教

學、學生平常學習活動之中，讓特色

環境或計畫措施，變成學校行政、課

程、教學、學習的一部份，所以學校

特色課程化是延續特色的另一成功要

素（林天祐，2009），也是落實教育目

標，逐步引領學校往優質化的重要進

程。 

(二) 學生、家長以及社區資源的結合 

每一個學校所在的位置不同，所

以發展重點、計畫、作法、結果也都

不同，因此只要善用學校特有的條

件，就可以發展出異於其他學校的教

育措施（林天祐，2009）。掌握學校特

色與優勢發展，學校可考量其所在之

社區特性、學生特質、社區資源等綜

合條件，彈性分配學習資源，並積極

爭取家長的參與認同、社區的支持是

創造學校邁向優質以及獨特性的有效

方法。以 SWOT 分析，詳細評估學生

特性、家長、社區、以及學校四方面

的優勢（S）、劣勢（W）以及外界的

機會（O）、威脅（T），將內部優勢以

及外在機會善用與轉化，就成為學校

本位課程與教學以及發展學校特色的

關鍵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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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特色發展的優質與永續

-學校本位評鑑 

評鑑的目的在於改善而不在證

明。以高中學校評鑑結果，作為優質

高中認證的依據，不僅能合乎學校經

營發展及績效評核之要項，並且可使

優質高中的認證更具合理性與專業

性。但高中學校評鑑實施的目的不單

是為了優質高中之認證，更應思考激

發學校內在的成長動能與外部要求為

滿足二者的相輔相成以及持續性。 

學者湯志民（2005）提出學校本

位評鑑更可因應教育改革與學校革新

的趨勢，建立與發展學校特色，因此

未來在評鑑的部分，可以結合學校本

位評鑑、學校自我評鑑、與內部評鑑，

才能讓學校的特色與發展，不帶外

求，自我實現。正是說明了學校內在

評鑑的支持性與重要性。張嘉育、黃

政傑（2001）認為學校特色課程評鑑

可以評估學校課程發展的需求與方

向，也可以確認課程發展過程的適切

性，針對發展過程作適當修正，同時

也是激勵成員參與學校課程發展的動

機，作為永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 

學校特色就是一所學校所存有的

獨特與優異，是與其他學校有所不同

的樣貌，不論是靜態或動態的，在整

體的學校環境、行政、課程與教學、

學生學習、學校與在地文化等皆是形

塑這多元獨特樣貌的因素，使每一位

學生都能夠充分受益、使學校從特色

的亮點中展現優質並永續發展。 

 

四、結語 

特色發展課程與教學發展不易，

學校需要依據內外在條件特性與優勢

來發展特色，從願景、目標、課程與

教學、到行動方案都要進行系統規劃。 

筆者以為，以學校本位理論結合

學校特色發展為出發點，可以透過 

SWOT 分析或其他技術的協助，建立

具體可行的計畫。在課程與教學方

面，相關組織與會議落實，並且各科

各領域深入研討教材教法；在社群關

係方面，推動服務學習與社團活動，

擴展學生學習機會，營造「學校社區

化、社區學校化」的發展目標，實現

學校本位與發展學校特色的結合，成

為在地優質的社區高中；與同類學

校、非同類學校，及民間產業建立合

作關係，共享共榮教學資源。 

如果每一所學校皆能探尋學校特

色及點燃亮點所在，並能夠縝密規劃

特色發展的內容，在邁向優質化高中

的進路上，學校持續擬定並推動各項

教育實施計畫，希冀藉以成為在地社

區的優質高中，並且踏實踐行，一定

能夠創造出學校的優勢亮點，永續經

營。最終亦能成為落實學生適性揚

才、家長安心認同、教師專業發展、

學校特色發展、社區資源多元與挹注

的優質化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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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優質認證後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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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重視教育品質與學校教育成效

之提昇的國際趨勢下，先進國家無不

重視教育品質的提昇與改革工作（吳

清基，2005）。美國的優質學校包含磁

性學校、藍帶學校、新美國高中；英

國的優質學校包含燈塔學校、專家學

校；香港提出優質學校改進計畫等。

張明輝（2004）認為一所優質學校，

除了能提供學生符合公平正義的教育

機會及適性發展的學習環境外，更強

調能創造豐富而多元的教育活動及優

質的學習環境。本文擬介紹英美優質

學校、香港優質學校計劃及臺北市優

質學校評選，再談教育部高中職優質

認證，並對取得認證後之學校及主管

機關提出建議。 

二、優質高中學校改革趨勢 

以下擬針對美英兩國優質學校、

香港的優質學校改進計畫及臺北市優

質學校評選提出簡述： 

(一) 美國的優質學校 

1. 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是美國

中學的一種類型，其主要目的為提

供地方學區的經費支援，有效遏止

公立學校對少數族裔學生的隔

離；及強化磁性學校學生之基本學

科能力和就業技能等的學習成就。 

Inger（1991）歸納分析美國磁性

學校，指出其具有下列特徵：（1）

課程的一貫性；（2）安全有秩序

的學習氣氛；（3）分享事業和承

諾的感受；（4）重視生涯準備；（5）

擁有具使命感及個人魅力的校

長；（6）實踐教育改革；（7）學

校自主。 

2. 藍帶學校（blue ribbon school）：指

學校在領導、課程、教學、學生成

就和家長參與具有傑出表現而接

受表揚的卓越學校（吳清山、林天

佑，2007）。藍帶學校具有下列特

徵：（1）強固的願景領導；（2）師

生、家長和社區的共同意識；（3）

學校氣氛有助於教學和教師專業

成長；（4）學校環境有利於所有學

生的學習；（5）學校重視學生評量

和學校改進計畫；（6）學校行政重

視問題解決，把問題視為改進的機

會。 

3. 新美國高中（new American high 

school）：新美國高中，強調重視學

生是否達到挑戰性的學科能力標

準，以及協助學生作好升學和就業

準備；一般而言，這些新一代美國

高中通常運用新的教學技術、使用

科技增進教師專業成長、實施社區

服務以增加學生的學習經驗，並且

也能和企業界、高等教育機構、社

區領導人士及家長等共同發展合

作夥伴關係；新一代美國高中比較

特別是其選拔標準較高，必須曾經

獲選為「藍帶學校」才有參加遴選

的資格；遴選標準包括：（1）學校

的核心活動，集中在學生的學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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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2）學生接受相同的學

科教材，並且設定較高的學業成

就；（3）教職員的專業發展計畫，

亦強調學生的學習和成就；（4）挑

戰性的課程，重視教材的深度；（5）

學校使用新的評量方法；（6）學生

從成人處獲得額外的協助；（7）學

生經由真實的生活經驗，獲得就業

和升學知能；（8）學校能營造精

緻、高度個別化及安全的學習環

境；（9）能將科技統整至教室中，

以提供高品質的教學；學生能獲得

電腦和其他科技技能；（10）教學

時間長且更具彈性；（11）學校和

大學建立堅強的合作夥伴關係；

（12）學校和家長、企業雇主、社

區成員及決策者主動聯繫合作，以

改進學生的學習及增進學習成效

（張明輝，2000）。  

(二) 英國的優質學校 

1. 燈塔學校（beacon school）：目地在

於提昇中小學教育品質，提高中小

學學生的學業成績標準（吳清山、

林天祐，2003）。英國中小學燈塔

學校具有下列各項特色：（1）開設

具特色的學科課程；（2）學生的管

教良好；（3）學校經營管理優異；

（4）提供資優與特殊才能的教

學；（5）加強家長與社區的參與；

（6）提供特殊教育措施；（7）反

制學生暴力及欺凌弱小的策略。 

2. 專家學校（specialist school）：英國

中小學專家學校即「特殊才能學

校」，類似美國中小學「磁性學

校」，專家學校有下列型態：（1）

科技類（科技、科學和數學）；（2）

語言類；（3）運動類；（4）藝術類

（美術、表演和媒體藝術）；申辦

「專家學校」必須具備條件：（1）

能提出未來四年涵蓋學校和社區

的中程發展計畫。（2）訂定學校和

社區發展計畫之成效目標與評量

指標；（3）私人企業能夠提供的贊

助；（4）能建立和贊助者的持續合

作關係。 

(三) 香港「優質學校改進計畫」 

1997 年 9 月，香港教育局之教育

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以「優質

學校教育」為發展目標，其後自 1998

年起，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隨即開啟一連串的優質學校改進相關

計畫。2001 年及 2003 年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分別獲教育局設立

之優質教育基金 3,400 萬及 500 萬撥

款，開展「優質學校計畫」（Quality 

Schools Project， QSP）及「優質學校

行動」（Quality Schools in Action， 

QSA），融入當地實踐經驗，走出本地

化的學校改進路向。2004 年負責主持

「優質學校改進計畫」（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為香港的中、

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全面性的校本專

業支援，目前協作學校已超過 500 校

次，係香港最大型的整全式學校改進

計畫。 

「優質學校改進計畫」的目標在

引領學校教育工作者開闊視野、接受

新知、反思自我、參與改革，並建構

學校團隊文化，以循序走向自我完善

之路；其以「整全、互動、有機」為

基本，引入「以實證為本」、「學生為

本」等概念，重視協助學校檢討情勢，

按校本需要提供不同類型和程度的支

援。該計畫以整全式的支援協助教師

和學校釐清教改各項新措施和要求，

規畫完善的學校發展計畫。由「點」（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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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內化」發 展）、「線」（強化團隊，

提升教師專業能 量）、「面」（建立自

我完善機制，塑造良好的學校文化）

三方面同步，啟動學校在信念和文化

的轉變、建構團隊共力。同時積極拓

展「跨校學習社群」作為教師專業發

展平臺，透過發展性交流活動，豐富

參與者知識基礎及專業能量（香港中

文大學，2012）。 

香港的「優質學校改進計畫」，由

教育主管機關撥款，由教育專業之大

學進行規畫，並與產業界合作，透過

長時間的蹲校、觀課、訪談等方式，

由專家以專業角度，深入瞭解各校之

不同的校本發展需求，進行完善妥切

的整體性、系統性的規劃建議（湯志

民、吳珮青 2013）。 

(四) 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 

優質學校之內涵與優質學校的經

營，具有標竿引導與提昇教育品質的

作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2004 年頒

佈優質學校指標並透過優質學校的評

選，激發學校教育工作者對教育的承

諾，以實際的行動來提昇學校教育的

品質，進而成為實踐優質教育理念的

典範，創造出我國教育的「品牌」（吳

清基，2006）。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校

長領導、學校行政管理、課程發展、

學生學習、教師專業、資源統整、校

園營造及學校文化等，作為優質學校

的指標內涵。（1）單項優質獎獲獎學

校可獲獎單項別，頒給「優質學校○○○○

優質獎」獎牌、獎座，獎金新臺幣拾

萬元。（2）整體金質獎獲獎學校：頒

給「優質學校金質獎」獎牌、獎座，

獎金新臺幣壹佰萬元。 

臺北市優質學校的內涵係將學校

行政、教師專業、學生學習、學校環

境與文化等面向含括在內，在學校經

營與管理的過程中，持續地將優質教

育落實於行動中，以臻優質教育的理

想境界。可見，優質學校係指學校秉

持優質教育的理念，將學校行政、教

師專業、學生學習、學校環境與文化

等諸多面向融入學校經營課題中，包

括輸入與過程中的表現，最終以提供

優良教育品質為目標。 

三、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 

教育部為落實自 103 學年度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優質高中職達

80%以上之理想，並提供國中畢業學生

100%就讀優質高中職之機會，教育部

自 96 學年度起實施「高中優質化輔助

方案」及「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對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投入軟硬

體資源並組成專家諮詢輔導團隊，輔

導學校達成優質高中職之目標，並辦

理「高級中學學校評鑑」及「高職學

校評鑑」，期透過專業評鑑制度，檢視

各校辦學績效，並以評鑑結果做為學

校申請認證成為優質高中職之門檻

（教育部，2014a；教育部，2016）。 

「優質高中認證」之結果受到社

會各界的關切。依據「高級中等學校

優質認證實施要點」，申請「優質高中

認證」需為高中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

中，最近 1 次學校評鑑總成績達 80 分

（或 2 等）以上，其中高中評鑑項目

包含校長領導、行政管理、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環境設備、社群互動、績

效表現及實習輔導等 8 項；高職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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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分為「校務評鑑」及「專業類科評

鑑」兩大類別，「校務評鑑」指標項目

與高中評鑑之 8 項指標相同。學校評

鑑結果是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的重

要參據。學校評鑑優質化成效衡量的

重要工具之一，係以周延的評鑑內

容、嚴謹的評鑑程序及多元的評鑑方

式實施，其內涵已涵蓋了學校校務運

作各重要面向，並透過標準化之評鑑

辦理流程，得以公平且完整地呈現學

校辦學現況。凡高級中等學校最近一

次學校（校務）評鑑各評鑑項目達 80 

分以上、專任教師及合格教師達一定

比率以上且學校最近 3 年內無重大

違反教育法令或重大缺失事項者，得

向其主管機關（教育部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請優質認證（教育部，

2015）。 

優質高中認證的有效期限以自獲

得認證起，至學校下次接受評鑑止，

各校接受評鑑間隔時間以不超過 6 年

為原則，並且取得優質高中職認證

者，應持續依內控機制辦理校內自我

檢核，並配合接受主管機關辦理之視

導或訪視，如經查證具有重大違規

者，主管機關得取消其認證，並報送

教育部備查；被取消認證者，自取消

之日起，須屆滿 1 年後，始得檢附改

善計畫之實施成果報告，向其主管機

關提出認證申請（教育部，2015）；102

學年度經認證為優質之學校計  441

校，占全國總校數（500 校）之 88.2%

（教育部，2014b）。 

獲教育部公文確認通過優質認證

學校必須於學校網站公佈學校基本資

料、評鑑結果、評鑑等第分數、評鑑

改進策略及學校特色。同時必須將教

育部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實施成果

及均質化實施方案實施成果披露於學

校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供

社會大眾檢視。 

學校在下一次校務評鑑前，應持

續依內控機制辦理校內自我檢核。 

四、結語  

綜合上述，本文針對已取得優質

高中認證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提出建

議。 

對已取得優質高中認證學校方面

建議： 

(一) 加強優質高中認證是品牌概念的

認知 

隨著少子化環境的變動與教育市

場的嚴峻挑戰，品牌的概念也逐漸被

應用於學校組織，以協助學校教育理

念與目標的達成，維持與提升學校的

教育品質。許育禎（2010）的研究進

一步指出，品牌管理可以作為優質學

校建立特色、發展學校優勢的途徑。

由於每所學校擁有他校無法取代的特

色與資源，因此，學校必須依照自身

的條件逐步進行品牌管理，才能達到

提供優質教育之目的與維持學校發展

的優勢。 

已取得優質高中認證學校的師長

必須以經營品牌的態度面對。品牌必

須持續維護與管理，它的時效不會超

過6年，它有可能因學校重大缺失而被

撤銷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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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 PDCA 品管循環持續改善 

PDCA（Plan-Do-Check-Action）

循環是品質管理循環。鄭君仲（2007）

指出，從系統（system）的角度來看，

PDCA 循環可說是一套環環相扣的管

理系統，注重目標、過程與回饋。從

計畫一直到行動，PDCA 循環中前一

個步驟的處理，會影響到下一個步驟

的推動。而最後的行動結果，又可以

回饋給執行者，成為新的目標，這也

是 PDCA 循環的真義。 

追求卓越的品質是優質學校經營

的目標，重視學生、家長、老師的需

求，隨時掌握並維持高的滿意度；以

學生受教權為最大利益考量，不斷的

改善行政運作流程，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持續的創新工作方法與成果，達

成學校行政服務高績效、高品質、師

生家長滿意與持續改進的目標（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2004）。學校透過 PDCA

品管循環模式提出「高中優質化輔助

方案」或「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

畫，回應及改進校務評鑑建議待改善

事項。 

(三) 發展「優職高中認證」學校特色

課程 

根據各學者（吳明清，1997；林

志成主編，2011）對特色課程論述歸

納如下：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必須積極

結合社區資源，建構更緊密的課程策

略聯盟體系，讓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

能讓更多的學生受益；特色課程具有

獨特性、延續性、一致性；具有促進

學生學習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提升學校辦學績效、活化社區教育功

能等效益。具體而言，具備上述內容

與過程所發展出來的課程，可稱之為

「特色課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招

生市場主客易位。學校端出的課程就

像是菜單，如果菜不好吃，可能口耳

相傳，可能給負面評價，顧客不上門。

有特色課程的優質學校，學生與家長

慕名而來。 

(四) 重視網路世代溝通 

Google 是強大的資訊搜尋平臺，

學校應意識到學校網站是行銷與資訊

的提供者，從已取得優質高中認證學

校之全球資訊網所披露的資訊可以看

出各校本身對「優質高中認證」的態

度。學校行政主管應注重透過網路與

世代溝通的即時性。 

對教育主管機關方面建議： 

(一) 取得優質高中認證是國家級桂冠 

教育部為落實自 103 學年度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優質高中職達

80％以上目標。經統計，102 學年度優

質認證學校計 441 校，已占全國總校

數（500 校）之 88.2%。教育部以公文

書確認通知優質高中認證學校。學校

藉以印製文宣自我宣傳。 

取得優質高中認證是配合國家的

重大教育政策的肯定，建議頒發比照

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獲獎後之制式獎

牌或格式統一之銘牌並要求學校懸掛

於校門，讓師生及社區民眾有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1%E8%B3%AA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4-20 

 

優質高中認證  主題評論 

 

第 19 頁 

(二) 持續品牌行銷政策 

教育部在審查 104 學年「高中職

優質化輔助方案」及「高中職精進優

質」計畫，要求各校必有一子計畫為

拍攝校園微電影。樂見教育主管機關

有此構想。未來，持續進行政策引導

並加強學校品牌行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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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高中認證、評鑑與經營績效 
陳琨義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 

 

一、前言 

本文主要評論重點在於「優質高

中認證、評鑑與經營績效」是有其關

連性。主要的評論是從「認證」與「評

鑑」法源關聯性來進行分析探討。因

為「優質高中認證」法源依據是優質

高中認證實施要點（教育部，2015）

與多元入學招生辦法（教育部，

2013），而「高中評鑑」法源依據是高

中評鑑辦法（教育部，2014）與私立

學校法（教育部，2014），但其共同的

法源則是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法。「優質

高中認證」其首要資格評選的條件即

是最近一次學校（校務）評鑑各評鑑

項目必須達八十分以上。或通過後的

評鑑成績下降，其資格也會被撤銷或

廢止。因此，從優質高中認證的「結

果論」來看，不管申請的通過與否都

與「高中評鑑」的分數息息相關。然

後以「認證」的「結果」讓高級中等

學校在「經營績效」的評鑑指標下，

持續的以 PDCA 方式改善與進步。 

二、法源關聯性 

下圖即是「優質高中認證與評鑑」

法源的關連性圖。其說明如下： 

 
圖 1 

優質高中認證與評鑑法源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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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優質高中認證 

「優質高中認證」法源依據是優

質高中認證實施要點（教育部，2015）

與多元入學招生辦法（教育部，

2013）。高中認證實施要點是所謂「優

質高中認證」名稱來源，但實施要點

法源則是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13 條與

第 14 條的條文。而條文的理解則是以

反向方式找尋線索： 

第 14 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優質學校 

，由各該主管機關依下列基準辦理認

證，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公告： 

一、學校評鑑成績：最近一次學

校（校務）評鑑各評鑑項目達八十分

以上。但新設或改制學校未有學校評

鑑成績者，不在此限。二、專任教師

及合格教師應達一定比率以上。三、

最近三年內無重大違反教育法令或重

大缺失。 

因為第 14 條已經將何謂「優質

高中」給予定義，但是其定義卻需要

反向回到「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優

質學校」內容。因此，再將第 13 條

第一項第二款拿出來看，其內容如下： 

優質學校以班（群、科、組）為

規劃單位，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辦理特色招生；申請辦理考試分發入

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

生甄選入學者，並應擬具計畫書，其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採特色招生之目標

與理由、自我評估、課程規劃、師資

條件、教學資源、辦理方式、學生輔

導方式、編班方式、招生比率、學生

表現、學校評鑑及預期成果。 

根據第 13條第一項第二款的條文

分析，優質學校必須要有一套系統性

的經營計畫，根據學校的計畫項目（例

如課程規劃、師資條件等等）逐一落

實執行，在自我評估與評鑑的稽核

下，各項計畫內容得以持續的改善與

進步，最後學校經營自然有其績效與

特色。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PDCA

方法。 

(二) 何謂高中評鑑 

接續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13 條與

第 14 條條文，產生了高中認證實施要

點。而此要點也指出學校評鑑成績是

第一個關心的評量指標：最近一次學

校（校務）評鑑各評鑑項目達八十分

以上。據此，本文找到 104 年 2 月 24 

日教育部以臺教授國字 1040020264 

號函核定的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第三

期程學校評鑑實施計畫。而此實施計

畫則是同樣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

法而來，其評鑑系統架構圖如下圖 2

所示。 

而根據評鑑系統架構圖中的評鑑

指標，再比對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

申請表中的內容是一致性。如下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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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第三期程評鑑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第三期程學校評鑑實施計畫 

 
圖 3 

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申請表 

資料來源：優質高中認證實施要點附件申請表格

 

根據以上的線索找到法源對於高

中評鑑的基本精神，即是「認證」與

「評鑑」的共同法源「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法」（教育部，2013）中的第 11

條。定期辦理學校評鑑的目的是在於

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均優質化發展，而

此發展是在於定期對教學、輔導、校

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我

評鑑。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PDCA。

讓學校的發展與教學、輔導、校務行

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環環相扣。「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法」（教育部，2013）

第 11 條條文如下所示： 

第11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定期對教學、輔

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

行自我評鑑；其規定，由各校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為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均

優質化發展，應定期辦理學校評鑑，

並公告其結果，作為協助學校調整及

發展之參考；其評鑑辦法，由各該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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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經營績效的關係 

因此，「認證」與「評鑑」有著密

切且不可切割的關係。而「評鑑」的

結果更是接影響學校經營的績效表現

（如圖 2），而此績效表現當然也就是

「經營績效」。經營績效與「均優質

化發展」產生關聯性，學校招生自然

就有特色，使學校在未來少子化得以

因應與穩健成長。因此，「認證與評鑑」

在此經營績效的關係下，高級中等學

校應該有下列三個重要的思維： 

(一) 優質高中認證「通過」的結果，

是努力經營的開始，而非結束。 

因為「通過」的源頭是「評鑑」

機制的建立與持續的自我改善，如果

沒有持續的維持「評鑑」成績在八十

分以上，其「通過」的結果就會變成

撤銷或廢止。因此，優質高中認證「通

過」的結果，是努力經營的開始，而

非結束。 

(二) 高中「評鑑」應該建立在常態的

PDCA 機制，而非為了「評鑑」

而評鑑。 

通常定期性的「評鑑」過程，並

不會是學校老師喜歡的活動。尤其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實施計畫已經

邁入第三期程，其原則是：評鑑架構

完整化、評鑑工具導向化、評鑑範疇

整合化、評鑑方法多元化、評鑑過程

標準化、評鑑委員專業化、評鑑歷程

民主化、評鑑機制精進化等等原則。

因此，面對評鑑工作的準備，以及資

料的收集建立，到績效成果的呈現，

老師們必須花費許多時間與精力，且

教學或是學生輔導工作是同時進行。

所以，學校 PDCA 機制必須常態性的

落實，而非為了「評鑑」而評鑑。 

(三) 建議高級中等學校經營創新的具

體做法 

張仁家、張哲遠、陳琨義（2014）

等指出，學校組織文化若是建立在較

有創新的文化中，對教師創新教學工

作行為無論在創意的形成、推廣與實

踐上都會產生正向的影響。在校長領

導信任感與教師創新教學工作行為的

關係中，學校組織創新文化具有完全

的中介效果，即校長信任感透過學校

組織創新文化的影響導致教師有較多

的創新教學工作行為。顯然，要促進

教師創新教學工作行為，校長營造良

好的學校組織創新文化尤為必要，再

透過校長領導與教師之間建立良好的

信任感，將產生「最大效益」。張仁家

（2005）亦認為高職學校經營創新有

其的必要性，且建議高職學校經營創

新的具體做法，包含： 

1. 校長主動倡導且鼓勵成員致力創

新（校務行政評鑑-校長領導）。 

2. 塑造開放與學習的學校文化（校務

行政評鑑-行政管理）。 

3. 善用現代創新管理的策略與技術

（校務研究方法與模式導入）。 

4. 重視學校異質有機團體的建置與

發展（校務行政評鑑-社群互動）。 

5. 廣納各方資源且提供充沛資源（校

務行政評鑑-實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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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觀摩效法他校創新作為，激發創新

動力（校務行政評鑑-績效表現）。 

上述，張仁家於 2005 年所提出之

論點「高職學校經營創新的具體做

法」，均符合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

（教育部，2016）中校務行政與專業

類評鑑的重點。尤其在校務行政評鑑

項目中「校長領導」與「績效表現」

的密切關係。也就是說，校長的領導

風格會直接影響學校組織的創新文

化，而導入校務研究與組織創新文化

有關，且促進教師創新教學工作行

為，最後反映在經營績效上。 

四、結語 

綜上所述，優質高中認證、評鑑

與經營績效有著密切的關係。且優質

高中認證「通過」的結果，是努力經

營的開始，而非結束。高中「評鑑」

應該建立在常態的 PDCA 機制，而非

為了「評鑑」而評鑑。這樣才可以使

學校在未來少子化時代，經營績效與

「均優質化發展」產生關聯性，學校

招生自然就有特色。 

參考文獻 

 張仁家（2005）。高職學校的經營

創新。教師天地，139，59-63。 

 張仁家、張哲遠、陳琨義（2014）。

高職校長領導信任感、學校組織創新

文化與教師創新教學工作行為之關係

模式。103年度學術論文專輯，1-16。

臺北：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教育部（2013）。高級中等學校

多元入學招生辦法。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3）。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法。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4）。私立學校法。

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學校

評鑑辦法。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5）。高級中等學校

優質認證實施要點。臺北：教育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26-32 

 

自由評論 

 

第 26 頁 

創新班級經營：網路社群媒體之應用 
郭昭佑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魏家文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現今成功的學校運作方式跟過去

已然不同，這涉及到學校整個組織的

學習和採納能力，領導者應樹立楷模

並對有創意的冒險提供支持，且學校

應該提供專業創新發展技巧和變革管

理的能力（Lichtman,2015）。在二十一

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中，教育品質的提

升是大家關切的重要議題，教育改革

的實踐者是教師，教育革新理想與目

標的實踐也在於教師，因而教師在教

改歷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現今環境變化快速年代，傳統

式班級經營已無法滿足學生的學習需

求，取而代之的是運用創新的思維融

入於班級經營的歷程。創新係快速變

革世代的新議題，此概念也帶入教育

環境中，並發展出嶄新的變革與教育

模式，逐漸成為當今教育新潮流。包

括學校創新經營、教學創新等都是近

年教育創新議題，創新班級經營則較

少人提及。楊振岳（2009）即指出班

級經營是教師在教育現場必須面對的

重要課題，為能因應現代社會的快速

變遷，教師必須不斷的吸取新知，適

時調整自身班級經營方式，不僅在觀

念上要革新，在目標上要突破，更要

在作法上有所創新，以便能有效解決

班級經營問題。 

 

二、創新班級經營之意涵 

(一) 班級經營之意涵 

班級經營的成效不僅會影響教師

的教學品質，也會影響學生在學習方

面的綜合表現。擁有良好的班級經營

策略，有助於教師執簡馭繁，簡化雜

亂的班級事務，使得班級的各項活動

能依循教育的原理有效運作（陳木

金，1997）。然而，班級經營不應該被

視為等同於課堂中的紀律，班級經營

亦涉及到規則及程序的制定和實施、

維持有效的師生關係等原先固有之教

學（Macías & Sánchez, 2015）。 

在大多數發生學習的教室裡

（Hung & Fan, 2014），毫無疑問的有

影響學習和教學過程的因素，這些因

素包括教師素質、課程的設置、教學

策略、學生學習動機、班級經營等。

儘管這些對有效的教與學都是同樣重

要，但班級經營在闡明教師如何成為

課堂的領導者上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因

素（Bayar & Kerns, 2015）。 

從班級經營的定義及國內外相關

學者的看法，班級經營的內涵包括（吳

明隆，2000； Bayar & Kerns, 2015 ；

Macías & Sánchez, 2015）： 

1. 教學活動經營：一位有效能的教師

能表現出適切有效的教學活動經

營，並激發學生的學習意願，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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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個別性需求，激發學生內在

潛能，教學經營的層面包括：教學

方式的採行、教學時間的掌控、資

訊科技融入領域教學的構思的安

排等。 

2. 訓育工作經營：訓育工作的經營偏

向於班級常規的建立及班級自治

常規的推展。教師將訓育工作的經

營落實於班級生活當中，使學生從

實踐中進行反思，並同時維護學生

的安全，俾期學生在良善、和諧的

正向氣氛中，塑造其行為。 

3. 輔導活動經營：藉由結合教師專業

知能來減少學生不當或偏差行

為，採取積極輔導策略，致力於學

生良善品格之養成為此層面之重

點。教師對班上學生性格、能力與

家庭的瞭解為有效能輔導經營之

前提，如此才能建立和諧的親師生

關係，達到輔導活動經營之成效。 

4. 班級氣氛經營：有效的教學須以良

好的師生關係為前提，班級經營過

程中對事、物的處理相較對人的處

理容易許多，因此教師若能建立相

互接納、彼此尊重融洽的班級氣

氛，將益於教學與目標之達成。 

5. 情境規劃經營：情境規劃通常包括

物理環境經營與教室佈置，物理環

境如教室的照明，教室佈置則包括

鼓勵短語、榮譽榜等。情境規劃用

意在於發揮境教之功能，在設計上

應具價值性與實用性，並重視學生

安全，避免由於環境設計規劃不當

造成意外。 

6. 親師關係經營：近年來家長參與教

育權力愈來愈大，影響層面越來越

廣泛。班級經營是否有效，已直接

受到家長的影響。教師若能與家長

建立和諧緊密的雙向溝通管道，相

互尊重，並獲取家長的信任與配

合，則對班級之經營必能達到事半

功倍之效。 

7. 行政事務經營：行政事務經營須結

合教師理念與實踐，主要是例行性

事務，如課間活動、設備維護、班

級經費運用等皆是班級內行政事

務。 

(二) 創新之意義 

所謂「創新」，可從 Senge（1998）

在「創新的實務（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一文中得知，在快速變遷

的社會中，問題會隨時間的演進不斷

地改變，因此創新是極為需要的；

Senge 並更進一步指出創新且可以造

成不同凡響的機會，讓成員感受到自

身的重要性，可以運用以下三個方法

來進行創新：1.前輩的智慧（ancient 

wisdom）；2.第一手知識（first hand 

knowledge）；3.尖端的思考（ leading 

edge thinking），使學習者基於有能力

改變事情，因而更加地專注在工作、

目標及角色之中，並共同享受成果，

使成員覺得自己是有價值與貢獻的，

且有能力改變事情有創新的發展。 

Amabile（1999）則指出，創新的

觀念和物品要具有新奇與獨特的特

質，而且必須是正確、有價值、實用

且適切的。 

(三) 創新班級經營的概念 

創新班級經營概念融合創新與班

級經營兩大元素，指教師能以創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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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看待班級中的人、事、物，並省思

自身的班級經營方式，調整現有的班

級經營策略，以結合系統化、組織化

及創意化的作法，在班級中展現創意

和巧思，以解決班級經營過程所面對

的問題，積極改善班級經營的現況，

並發揮班級經營的功能，使教室成為

更有效且適合學習的環境（楊振岳，

2009）。 

吳清山（2004）將學校創新經營

的內容分為八個層面。其內容如應用

於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亦可為重要思考

方向：（1）觀念創新：如教師班級經

營價值、思考方式、意識形態的改變；

（2）技術創新：如教學、評量、工作

方式、資源、媒體平臺運用等改變；（3）

產品創新：如學生作品、教師教具、

教師著作、課程設計等；（4）服務創

新：如行政服務、家長服務等改變；（5）

流程創新：如教學、訓育、輔導、管

理等行政處理程序改變；（6）活動創

新：如學生活動、家長日、教學觀摩、

戶外教學活動、城鄉交流、畢業旅行、

家長參與等突破；（7）情境創新：如

教室空間規劃、佈置、美化與改變等；

（8）特色創新：如發展班級特色、形

塑班級獨特文化等。 

由此可知，創新班級經營主要係

教師在教室中能以創新思維面對人、

事、物之狀況並不斷自我監督及修正

自己在班級經營之實踐，亦須時刻增

進自身能力或技術，以達自我成長。

教師透過對於原有之經營理念進行策

略調整，藉由組織規劃以系統性、創

新性的方式，使班級經營內容富有創

意與多樣性，以解決班級經營過程所

遭遇之問題，積極改善現狀並將教室

營造成更適合學生學習的環境。 

三、網路社群平臺運用於創新班

級經營的可能策略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演進及社群媒

體之發展，微網誌（Micro-Blogging）

的革命應運而生，微網誌的用途之一

即為用於拓展人脈及交友圈。微網誌

的社交功能在於提供一個可以讓使用

者迅速便利的認識朋友的朋友、各種

與個人職業相同或有共同愛好的人的

交流平臺；近年臺灣流行的微網誌有

Twitter（推特）、Facebook（臉書）、Plurk

（噗浪）、Weibo.com（微博）等。前

述的 Twitter、Facebook、Plurk 等社群

媒體網站具有強大的內容聚合、產生

與推送力量（Tenz, 2010），間接也促

成學校與教育組織對於資訊科技的重

視，學校老師可透過使用 Facebook 讓

學生留言、分享意見，甚至繳交作業

等增進同儕及師生間互動。以社群媒

體結合班級經營的可能方式如： 

(一) 部落格結合班級經營之方式 

由於近年來資訊科技的普及，使

用網路已經不只是搜尋資訊，有越來

越多的明星、公眾人物藉由部落格分

享心情、交換訊息，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不再僅限於現實生活，更得已在網

路上延續。部落格是線上的網路日

誌，一個可以用來發表評論與感想的

場所，這種溝通方式在校園漸漸普

遍，其中包含一些可以連結到其他網

站和部落格的超連結（Read, 2006）。

部落格的便利性及互動性等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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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功能，使其能引領風潮，讓不少

教師陸續應用在教學上，例如教師課

程管理與補充，亦有教師建立班級網

頁或班級部落格，成為教學的輔導工

具。藉由張貼重要日程、學生聯絡簿、

公告等，在部落格分享課堂上發生的

事情，或分享優質文章或影音供學生

及家長在課後或是空閒時間觀賞討

論，增進教師與學生及家長間的交流

與分享（蔡元隆、侯相如，2007）。 

現今教育的趨勢是以學生為主

體，提升師生之間的雙向交流，而部

落格上的回應功能，給予師生一個即

時互動的平臺；對於有話想告訴老師

卻不願公開表示的學生，也可以利用

匿名的方式回覆。這樣的功能提供每

個學生都有發表言論和陳述意見的管

道，教師也能確實了解學生心中的想

法。部落格近年來在網路上已經愈來

愈普及，因其可供任何人閱讀或由自

己設立之便利性，更逐漸被用來做為

教室內的教學工具，凝聚班級的向心

力。 

(二) 臉書結合班級經營之方式 

根據臉書的官方網站於 2014 年公

布，在臺灣地區臉書每月活躍用戶達 

1,500 萬人、每日活躍用戶也突破 

1,100 萬人，可堪稱是現今在臺灣最為

風靡的網路社交平臺，此為結合六度

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與

微網誌之應用。六度分隔理論指稱任

兩個陌生人之間，平均最多只要透過

六個人就可以成功建立起在地球上兩

個毫不相干的人彼此認識。Pempek 等

人（2009）表示臉書有助於使用者在

社會方面的連結，對使用者而言可以

將社群網路上的人際關係延伸至線下

現實生活中。 

在臉書的廣泛運用下，教師大多

常利用的是其中社團及粉絲專頁的功

能，用以建置各班的「班級網頁」。由

於社團隱密性較高，可被設定為公

開、不公開或私密，所以教師多會以

此製作班級網頁；與社團相反，粉絲

專頁的內容可被任何人看見，因此相

對而言較少使用。教師可透過此「班

級網頁」中文章和照片內容的回覆，

可使家長得知教師與學生以及其他教

師之間的互動關係，也能公告重要訊

息，除此之外，家長也可以看見自己

的孩子在學校的生活。 

Kollock（1999）認為網路社群的

參 與 動 機 有 三 個 ： 期 待 的 互 惠

(Anticipated reciprocity)、自我效能感

（Sense of efficacy）以及提升認同感

（ Increased recognition）。Hewitt 與

Forte（2006）研究指出，約有六成的

學生可以接受教師在教學中使用臉

書，其中約有七成男學生能接受，進

一步研究顯示，教師使用臉書在教學

中能使學生感覺老師能更了解他們，

進而產生正面影響，讓學生對課堂環

境有積極的期待。 

(三) YouTube 結合班級經營之方式 

創新的班級經營技巧結合資訊平

臺能促進更豐富與高效能的學習環

境，例如 YouTube 影音分享網站，其

在建立課堂群體意識可獲得可觀的成

果（Burke & Snyder, 2008）。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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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 YouTube 上學習能讓學生對學

習內容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功能具有

創新和潛力可使學習者產生新見解與

技能，並為資訊科技的學習提供體驗

的機會。 

YouTube 上的影音訊息是由全球

的使用者所上傳，內容可說是應有盡

有且更新頻繁，可搜尋到各式新興議

題以及與課程相關的影片。因此，有

許多教師選擇播放 YouTube 上的影片

做為輔助課堂教學的工具（Everhart, 

2009）。Everhart 表明，YouTube 與課

堂的整合使學生可藉由重複瀏覽、複

習、暫停和搜尋漸進式的學習，提供

學生一個用自己的步調學習的平臺，

另外，YouTube 能讓所有看到這個影片

的人參與互動，他們鼓勵觀賞者給予

影片評論和評定其價值等級。 

教師亦可鼓勵學生張貼關於影音

內容的問題給創作者，或給予未來創

作的建議，有助於學生進行反思批判

與給予建設性貢獻，進而培養其媒體

識讀與批判性思考之能力。 

YouTube 與其他檔案分享網站則

可做為同儕間資訊交換的工具，在教

師經營班級中，舉凡班級、學生、家

長等活動或成果，均可上傳提供分享

與聯結，凝聚親師生對班級經營的認

同感，並用此記錄每個努力的過程。 

四、班級經營需要創新—代結論 

(一) 教師班級經營媒體多元化 

 

在過去，教師的班級經營主要以

傳統的互動方式，應用上極為不便。

透過網路社群平臺融入班級經營，是

一項新的策略，結合視訊、聲音、資

料庫、圖形、動畫等型態之多媒體，

促使班級師生互動生態發生重大改

變，從原本的單一化、封閉化、靜態

化轉變為多元化、互動化、開放化、

動態化、網路化與國際化。在這樣的

時代氛圍下，建構一個優質的學習互

動情境，也是網路社群平臺應用於教

育的重要方向。 

(二) 班級經營多角化，增進親師生互

動 

社群媒體提供教師一個突破傳統

自由且簡便的交流空間，讓教師不但

能記錄教學點滴，也讓學生對老師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透過訊息的發布分

享或回應產生情感互動及交流，讓教

室的學習更深化、師生互動不再限於

課堂上、給予平時不敢舉手者有機會

發言，不但拉近師生距離，也能讓家

長藉由社群媒體掌握孩子在校學習狀

況，與教師也多一了道即時溝通的橋

梁，進而增強學生或家長對教師的支

持與認同感，相信教師更能凝聚向心

力，使社群網路成為協助教師溝通輔

導的良好管道。 

(三) 可能問題與挑戰 

教師在使用網路社群媒體做為課

堂輔助工具或進行班級經營時，必須

特別注意學生隱私與個資法之規定，

教導學生如何正確使用網路，避免產

生利用電腦網路侵害他人隱私或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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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謗、霸凌、性平等觸犯法律的行為。

其次，網路社群媒體的使用亦可能產

生負向的身心影響，如人際疏離、網

路的成隱、網路犯罪、憂鬱感等，亦

應特別注意。 

總體言之，本文多從網路社群媒

體正向觀點來探討資訊科技使用方

式，其實網際網路除了提供教師經營

班級的許多便利，亦可能帶來一些負

向影響，教師在使用網際網路時，尤

須特別注意教授學生正確的使用觀

念，讓網際網路正向的幫助發揮至最

大，負面影響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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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學校整併之政策分析 
簡宗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教師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少子化趨勢下，各級學校都將面

臨學生來源不足、教育投資使用效益

偏低所產生的教育資源浪費情形。由

於社會經濟型態改變，家長經過師

資、資訊、交通與升學的考量下，將

孩子送往都市學校，使得偏遠地區的

學齡兒童數不斷減少，這些地區的學

校也就出現快速萎縮並面臨被整併的

危機。教育經營是要多面向思考的議

題，小校整併應從社會文化、公平、

經濟等方面考量。根據統計，1999 年

到 2006 年共有 144 所學校面臨被整併

的命運，然而教育政策不應只是數字

上的加減，因為「學校」所承擔的角

色是多元的，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學

校，它具有象徵性的符號，除了是學

生學習的場域，也代表著社區文化的

中心、社區的靈魂，凝聚著社區的向

心力及認同感，社區居民對學校相當

依賴，隨著各縣市小校整併的推動，

小校整併政策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黃俊傑，2008，71〉。 

依《國民教育法》及《地方制度

法》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屬各縣市政

府地方自治的管轄範疇，而目前積極

進行整併的縣市多是以農業為主、且

財政較為困窘的縣市，這些學生許多

已是家庭弱勢及經濟弱勢之學生，整

併學校後，是否更造成學習弱勢的形

成，值得教育主管機關重視。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

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教育界

受少子化嚴重而衍生的現象有：併

班、減班、併校、廢校、超額教師、

無教職師資（俗稱流浪教師）、代課普

遍化、小班制盛行、親師關係緊繃、

教師兼行政等。但還有一個潛在危

機，就是因為師資頻繁調動，引發師

生關係疏離、教學品質下降。畢竟教

師意識到自己的前途不穩，教學就難

以付出熱忱。學生也會因為關係的斷

裂，課程的銜接適應問題，導致學習

效率降低。 

二、「小校整併」政策之沿革 

「小校整併」是指基於內外在環

境因素影響下，如學區學齡人數減

少、教育經費縮減、考量規模經濟效

益、社區需求性降低或教育法令與政

策的改變等，透過相關的政策與執

行，將兩所或是兩所以上的學校合併

成一所學校（陳賢舜，2000；張國輝，

2005）。本文所指「小校整併」係指：

教育當局因「教育」和「經濟」上的

考量，透過凍結組織員額、學校的調

整與裁併等措施，而將兩所或兩所以

上的小型學校合併而成一所學校者稱

之。以下將臺灣「小校整併」政策的

發展沿革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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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校整併政策發展沿革  

時間 單位 內容 備註 

1968 中央政

府 

實施「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 

廣 設 國

民小學 

1987 教育廳 頒布「小型學校

合併處理原則」 

 

1989 教育廳 行文要求地方

政府逐年裁併

50 人以下的小

型學校 

 

1994 教育廳 召開小型學校

辦學規模檢討

會 

確 定 併

校原則 

1996 教育廳 提出全省小型

學校的合併計

畫 

每 年 裁

併 5 所 

2000 立法院 「教育經費編

列與管理法」 

改 變 教

育 補 助

方式 

2001 教育部 配合地方政府

進行大規模的

「小校裁併計

畫」 

配 合 新

課 程 實

施 評 估

學 生 需

求 

2004 監察院 「教育部所屬

預算分配結構

之檢討」報告書 

建 議 教

育 部 應

行 文 建

議 各 縣

市 政 府

裁 併 百

人 以 下

的小校 

2005 教育部 召開「國民中小

學最適規模與

轉型策略─以小

規模學校整併

之可行性政策」

研商會議 

 

2006 教育部 公佈小型學校

發展評估指標 

不 具 強

制性 
資料來源：黃俊傑（2008）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教育經

費編列與管理法」，對於小校整併也起

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過去由於各縣市

中小學院校的數量影響中央統籌分配

款地方教育補助款的撥給，但 2000 年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頒布實施

後，地方教育補助另有計畫標準及給

與方式，裁併小校並不影響中央補助

經費額度，各縣市已無需考量中小學

校數，整併小校的態度轉趨積極。 

2001 年 2 月 2 日教育部舉辦「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工作推動小組第 7

次督導會報」，教育部因應地方教育局

的建議，將配合地方政府進行大規模

的「小校裁併計畫」，以落實地方新課

程（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與發展。 

2004 年，監察院完成一份「教育

部所屬預算分配結構之檢討」報告

書，認為教育部應先行文建議各縣市

政府整併 100 人以下的小校，以節省

這些小規模學校預估每年高達 51 億元

的人事經費。 

2006 年，為有效利用教育資源，

教育部公布「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

標」，供縣市政府參考，作為評估小型

學校整併與否的篩檢工具。當時統計

93 學年度，100 人以下的國民小學有

535 所、3,323 班、34,807 名學生，平

均每班學生只有 10.5 人，學校規模太

小，造成團體學習文化刺激不足，不

利學生群性發展學習，也不符合教育

投資的成本效益（教育部，2006）。縣

市政府現階段採取的小校漸進式整併

策略，包括由本校改為分校、由本校

改為分班、由分校改為分班、由本校

裁併、由分校裁併等方式。90 學年度

至 93 學年度，各縣市共有 91 所規模

過小的國中小學進行整併，但小校整

併的阻力也不少，例如地方人士反

對，整併後也可能產生學生上下學時

間變長、社區教育被忽視、地方發展

受影響等負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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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評估指標分為一般指標與特

殊指標兩類，一般指標又細分成 1 分

至 5 分，學校評分越低，表示學校越

需考慮整合，特殊指標則列出不宜整

併的因素，只要學校符合其中任何一

項指標，即表示學校不宜整合。 

依據「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

在一般性指標得分 1 分的學校需考慮

整併。各項指標包括：學生數在 20 人

以下，社區人口外移，距離其他公立

學校在 1 公里內，且與鄰近學校間有

公共交通工具，社區對學校的依賴度

低。特殊性指標，則包括該鄉鎮只有

一所小學、原住民地區學校、到鄰近

學校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例如經過土

石流危險區域等，符合任何一項因

素，即顯示學校不宜進行整合或整

併。而臺灣目前的小校數量可參見表

2。 

表 2 

臺灣小校數量表 

國小 

班級數 

103 

學年 

102 

學年 

88 

學年 

總計 2,644 2,650 2,583 

6 班以下 957 935 836 

7-12 班 431 443  

 

國中班級

數 

103 

學年 

102 

學年 

88 

學年 

總計 738 738 719 

6 班以下 97 100 80 

7-12 班 118 116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三、「小校整併」之正反意見 

小型學校整併的起因多半是成本

與效益的問題，其後涉及的因素越來

越廣泛。反對併校的理由主要是國民

教育權利的神聖性，憲法上強調每個

國民的教育權利應該得到尊重。我國

「教育優先區」的劃定指標，其中一

項便是山地、鄉村及偏遠地區，這些

地區存在許多小型學校；補助其教育

經費，提供更多教育資源，對於「促

進教育機會均等」與「實現社會正義」

具有積極提升的意義（許添明、廖鳴

鳳，1998），使每一個國民均享有受教

的權利，呼應憲法上反對任何剝奪國

民接受教育權利的行為與舉措。但是

在保障受教權的前提下，如何更加有

效接受教育也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 

(一) 正面效益─發揮規模經濟 

將經濟學的原理應用在教育上，

強調 3E，即經濟（economy）、效率

（efficiency）及效益（effectiveness），

學校規模惟有在適當規模下，才能使

學生單位成本降低，資源分配比例適

當（蓋浙生、鈕方頤，2012）；2. 降低

教師行政負荷量：小校的編制員額雖

少，但行政事務卻是不少，因此，小

校的教師幾乎每位都要身兼數職，除

了擔任導師從事教學工作，另一方面

又要兼辦行政工作。若能執行整併小

校政策，對於降低教師行政的負擔及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定能有所助益；3. 

提升學生競爭力：刺激學生學習動機

的方式有很多，而競爭力是其中之

一。競爭的效果遠勝於學習複雜問題

的解決技巧，而且競爭的收穫如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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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可激發學生追求成就的動機。人

數過少的學校往往缺乏學習競爭的對

象，學生相互學習不易，使得學習受

到侷限，提升學習競爭力有困難。較

大型的學校能讓教師專業分工，有較

大的發揮空間，進而有利於刺激學生

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競爭力。 

(二) 負面影響─學生受教權受到侵害 

就社會學功能理論角度而言，教

育的一大功能在於促進社會的流動，

即使父母的社會地位再低，可是子女

只要憑藉著個人的努力，便有機會透

過教育，提升社會地位。學校是提供

弱勢學生溫暖與希望的地方，小校多

數存在偏遠地區，對於原本就處於相

對弱勢的學校，學校廢了，影響弱勢

學生受教權，公平正義何在？ 2. 廢了

學校等於廢了社區：學校是社區的「文

化中心」，社區是學校的「資源教室」，

學校如被撤併，社區將因此失去學

校，而缺乏可以凝聚住民的場所，無

法做知識的交流與傳遞；學校亦將因

為無社區的依附，無法推動資源整合

和終身學習的概念。兩者的關係面臨

解構，將衝擊社區整合和文化傳承的

使命  3. 廢棄的校園成為治安的死

角：整併學校後，產生大量荒廢的校

園，原是社區民眾休閒遊憩的場所，

卻成了廢墟一片，更是流浪漢聚集之

地及治安的死角，容易產生「破窗效

應」（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

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

厲），成為治安的死角。 

 

四、「小校整併」之省思 

(一) 學校人數不應成為整併的唯一考

量（偏遠小學悲歌－數人頭，廢

學校） 

目前各縣市推動小校整併政策

時，其整併標準主要以「人數」為考

量，由於都市化的結果，自然會造成

都市地區學校人數增加，而偏遠地區

學校人數卻逐漸流失的現象。學校是

社區的中心，在都會地區也許不是那

麼的明顯，但在窮鄉僻壤的高山或離

島，平時學校是子弟學習的場所，必

要時也是社區聚會、舉辦紅白喜事的

地方。學校的存在，一方面表示自己

的子弟有前途，另一方面也才能營

造、強化社區意識。裁併學校，對主

管機關而言，也許只是一句話；但對

社區的人來說，連最後的一絲希望都

絕滅了，真是情何以堪。 

(二) 學生「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 

偏遠受教不易，小型的學校有小

型學校的特色，例如因學生數目少，

師生互動頻繁、學校家庭溝通容易；

因地處窮鄉小村，田野教學較為可

行；雖因交通不便，文化刺激比較少，

但得利於先進的通訊、網路科技，資

訊的獲得再也不受距離的限制。何況

因這些迷你小校的存在，窮鄉僻壤才

能弦歌不輟，保障莘莘學子的受教

權。過去，教育部為了使偏遠地區的

學生也能接受優質的教育，特別推動

「教育優先區計畫」，當此計畫執行多

年也已獲致部分成效時，迷你小校卻

要裁併了，且不論過去投資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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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這些迷你學校，每天將有多少

的學童把時間浪費在交通工具上，將

有多少的學生小小的年紀在最需要親

情照拂的時候就要住進宿舍，教育主

管機關在決定這項政策時能不深思

嗎？ 

(三) 整併小校經濟效益有待商榷 

陳麗珠、陳憶芬（1995）研究學

校合併計畫的經濟效益應視其目的而

定，如果僅是合併而不另投入其他設

施，則小型學校合併可以帶來相當高

的經濟效益，如果為了提昇教學效果

而多投入設施，則經濟收益相當低。

整併學校的經濟效益不能只從人事成

本考量，而部分學者主張的小型學校

因為規模過小，導致規模不經濟，因

此應進行整併的論點，也應再三考

量，其理由有二：一是因為學校與一

般營利性組織的性質是不同的，是否

適合以經濟成本作為整併的考量，值

得商榷；其二是由於各校間存在著明

顯的差異性，不應由統一的標準進行

小校整併，而須針對不同的學校特性

加以不同的處理，才能符合現代社會

強調的尊重多元差異。 

(四) 政府單位應重視教育經費的短缺 

政府為何要負起公共教育財政的

責任，主要是依據「人力資本理論」

（Human capital theory），其假設教育

能賦予『個人』知識和技能，使他更

具有生產能力，從而獲取更高的報酬

（Schultz，1971）。通過更多的產出、

更高的稅收收入，所有勞動者創造的

收益（因為接受教育）積聚起來，對

整個『社會』是有益處的，通過更多

的收益外溢，可以普遍改善全體社會

成員的生活質量。人力資本的投資可

以由個人單獨做出，也可以由政府部

門與個人共同做出。不管如何做出

的，一部分收益由個人獲得，另一部

分收益將會改善公共福利（King，

2003：39）。「財政為庶政之母」，教育

經費亦可說是教育行政活動的基礎。

歷來學者（陳麗珠、許添明）對於地

方教育財政問題之研究，發現以往我

國地方教育財政制度存在有下列 4 項

問題：1. 縣市政府自有財源偏低；2. 

國民教育經費支出占各縣市政府支出

比例偏高；3. 各縣市資本門建設大部

分需仰賴上級補助；4. 不同縣市教學

環境是否公平，端賴國民教育補助制

度的設計（呂生源，2004：138）。以

彰化縣 104 年教育經費為例，「經常門」

（如人事費、業務費等）占 97%，「資

本門」（如土地、房屋建築、機械及資

訊軟硬體設備等）只占 3%。「資本門」

為教育事業創新與興革的主要原動

力，如果所占比例太低，則很難提升

辦學的水準。 

五、結語 

小班小校，優點：在小班小校的

環境裡，由於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和精

力重視每個學生，學生的個別差異能

得到更多的注意，因而「把每個學生

帶上來」的目標可以達成。是以由「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所提出的教育改

革諮詢總結報告書特別將「小班小校」

明列為重大教改政策，經過多年的努

力，加上每年學齡人口的降低，除了

大都會區外，「小班小校」的目標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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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達成之中。缺點：小班小校因學

校規模太小，學生的單位成本較高；

因教師數目少，每個老師的教學及行

政負擔較為沉重；因學生人數太少，

學生的互動不多，同儕學習的競爭力

不足。 

回顧過往，1940-1950 年代當臺灣

國民所得只有 100-200 美金的時候，都

還能維持「一村一學校」政策，對比

國民所得 2 萬 0,925 美元的今日（2013

年數據），卻有許多偏遠小學正面臨廢

校的命運，我們的教育是否出現了問

題？危機也是轉機，小校整併政策的

提出，或許也是小校轉型的契機，「小

校整併」政策並非不可被討論及執

行，只是政府必須做整體性的考量，

並研擬出可長可久的配套措施，如學

生的接送、教師的轉介他校、整併後

校園的使用等等問題都應妥善規劃。

吳政達（2008）建議政府進行小型學

校整併時之策略：1. 周詳的計畫；2. 

明確的溝通；3. 社區的參與。廢校後

的校舍，可做為一般社區民眾活動之

用，並將其管理之責轉交由鄉鎮公所

負責，以收物盡其用之效。此外瀕臨

廢校、招生不足的學校，也應運用組

織再造、企業經營、行銷管理、標竿

管理等理念來經營學校以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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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NCLB 法案對教師素質的管理及反思 
呂文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高雄市立三民國小教師 

 

一、前言 

1980 年代自英國開始，世界各國

普遍以經濟思維主導政策改革，進而

也影響到教育改革，尤其在當學校教

育無法回應社會的需求，並且無法提

供具體的學習成就下，經濟的市場管

理主義之理念，便成為教育達成全面

革新的工具（Fergusson, 1994）。美國

著名的《國家在危機中》報告書（A 

Nation at Risk, 1983）其提出的動機，

即是在提高美國國際經濟競爭力，尤

其著眼在日貨佔有美國市場及改善美

日貿易惡化之問題，希望在學校教育

中，從根本做起，拯救國家經濟。在

教育改革中，教師是第一線的執行

者，「教師素質」之提升被視為促進教

育改革、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

業成就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國教改運

動在 2002 年 1 月 8 日總統小布希簽署

了名為「不讓每個孩子落後」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簡稱

NCLB Act） 的教育改革法案後，將「教

師素質」提升的情形，列為每年年度

會報的重點，以確保其全體教師素

質，顯見「提升教師素質，培育高素

質教師」乃是美國當前教育改革之方

向，也是 NCLB 法案所欲達成的一項

重要指標（陳孟君，2011）。因此，有

鑒於美國 NCLB 法案對於教師素質管

理的重要性，本文將回溯美國教師素

質改革至 NCLB 法案的發展歷史，進

而瞭解 NCLB 法案對美國教師素質的

管理，最後透過 NCLB 法案中高素質

教師的反思，以做為臺灣師資培育政

策中教師素質管理之擬訂與實施之參

考。 

二、美國師資教育改革的歷史脈

絡 

1983 年美國「全國卓越教育委員

會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在教育部長

T.H.Bell 的組成下，由十八位委員，歷

經十四個月的研究完成《國家在危機

中》（A Nation at Risk, 1983）報告書，

報告書中指出美國學生學業成績不僅

落後於其它各國，同時也不符社會經

濟需要，且學生能力平庸化，導致美

國在國際間無法居於領先地位（林寶

山，1984），使得師資教育問題再度引

起注目。1983 年之後，美國各州關於

學校教育與師資培育的改革報告書如

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教師素質改善

方面，普遍重視提高教師薪給、加強

師範教育、維護教師自主權等。如 l985

年「美國卓越師資教育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發表《師資教育

改革的呼籲》（A call for change in 

Teacher Education）後，美國教育界改

革的重心漸移至師資教育（黃光雄，

1987）。然而，此篇報告卻並未立即受

到美國社會大眾的關切。一直到 1986

年「卡內基工作小組」（Carnegie Task 

Force）發表《準備就緒的國家：二十

一 世 紀 的 教 師 》（ A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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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d:Teat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以及同年發表的「侯姆斯小組」（The 

Holmes Group ） 的 《 明 日 教 師 》

（Tomorrow’s Teachers）兩篇報告書

後，美國全國上下注目的焦點才正式

轉移到師資教育的舞臺，師資教育與

教 學 專 業 的 改 革 運 動 就 此 興 起

（Wiggins, 1986；蔡清華，1993）。緊

接著，「侯姆斯小組」陸續在 1990 年，

發表《明日的學校》（ Tomorrow’s 

School），1995 年發表《明日的教育學

院》（Tomorrow’s School of Education）

報告書，其三次報告書，雖然以不同

主題為名，但始終一貫的訴求皆是期

能以明日教育學院的努力，加強大學

與中小學教育的合作，改善師資教育

以及提升中小學教育的卓越品質（邱

兆偉，1997）。1996 年美國「教學與美

國 未 來 國 家 委 員 會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 American’s 

Future,NCTAF）發表《什麼最為重要：

為美國未來而教》（ 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for American’s future）

報告書中指出，教師素質是改善學校

的重點，且應從師資培育、導入階段、

專業發展等層面進行教師素質的管控

（NCTAF, 1996）。很明顯的，學校教

育改革必須彰顯長期受到忽略的焦

點；即教師素質管理與教師的教學知

識。2002 年，小布希總統提出的 NCLB

法案中，強調優良師資的重要性，並

制定提供各州與師資培育機構的特別

補助經費，做為改進師資培育之用，

制定新的師資標準施行方案，充分顯

示美國對提升教師素質的重視與努力

（彭森明，2002）。 

 

從美國的教育改革法案中，也得

以瞭解美國自 1980 年代以來以國際競

爭力、市場績效作為主軸，對於教師

素質的管理重點放在教師工作條件的

改善；進入到 1990 年代，特別重視學

生學業的成就表現，因而轉為重視教

師的合格標準及教學質量的表現，即

秉持品質管控的概念，強調以考試與

學歷等具體績效，做為各州改革教師

素質的策略，而 NCLB 法案即為這股

潮流的集大成，而改革的措施也從資

源的注入轉而重視績效成果的展現。 

三、美國NCLB法案對教師素質

的管理 

(一) 認證制度 

鑒於教師的素質對於學生學業成

績起到重要的影響，在 NCLB 法案的

要求之下，全美所有的小學教師與任

教於中學核心學科的教師，都必須在

2005 到 2006 學年度結束前，達成高合

格教師的要求，而其中重點分別為：

（一）通過完整的州認證；（二）具備

高深的教學內容知識要求；（三）幾乎

所有教師都擁有學士學位以上的學歷

（Boe, Shin, & Cook, 2007）。每個學區

每年都要提高達標的教師百分比，直

到 100%達標。師資培訓有進展的學區

還可獲得聯邦政府的資金補助。但

是，如果連續三年「高素質教師」的

比例沒有提高且學生的年度學習成績

也沒有進步，將不允許雇用新的教學

輔助人員。例如，2002 年秋季學年開

始時，所有新任小學教師都必須通過

數學、閱讀、寫作三科的學科知識和

教學技能考試，而新任的初中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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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須通過嚴格的學科內容考試或

擁有本科專業的同等學力、碩士學位

或教師各自領域的高級證書（陳蕊，

劉暉，2008）。由此可看出，政府把學

科知識作為評價高素質教師的重要標

準，卻把教學方法和教育實習放到了

次要地位，這也造成教師必須在標準

化的認證考試或教學執照考試的過程

中，證實其具備通過該認證或擁有該

科教學執照的能力。 

(二) 績效責任 

法案中還規定 2005-2006 學年，必

須對 3-8 年級的學生進行年度閱讀、英

語和數學的評量，學校須對學生的學

業成績負責，如三年未符合「適足年

度進步」（AYP）而確認為需改善時，

除了需規劃學校改造外，也將失去大

量教育基金，被迫解雇大批教師。因

此學校也將這種責任轉嫁在教師身

上，將學生的學習成績優劣作為評價

老師的依據。由此可見，在 NCLB 法

案下，美國聯邦政府建立了績效文化

的氛圍，要求各州、地方與學校能夠

妥善運用教育經費。從美國教育政策

發展的脈絡來看，在市場管理的基礎

之上，儼然建立一套績效管理模式，

透過標準化的測驗與教師證照制度的

建立，增加各級學校合格教師的比

例，以此作為提升教師素質管理的重

要指標。 

四、美國NCLB法案教師素質的

反思 

(一) 對高合格教師的要求 

在 NCLB 法案規定，自幼稚園到

特殊教育的教師，應具備其所任教的

核心學科之教學證照，希冀透過此方

式，肯定教師的教育專業與能力，也

確保每位孩童都受教於高合格教師，

儘管該項規定立意良善，希冀提升全

美教師素質與確保所有學童之受教品

質，但卻讓鄉村或偏遠地區更落入招

不到合格教師的窘境。為符合 NCLB 

法案的要求，對於任教鄉村或師資不

足學校的教師，因其要教授的科目多

元，教師所需面對與通過的考試與測

驗增加，也就是所需準備與取得的證

照，相對的也增 多。 McClure 與 

Reeves（2004）指出，有四項因素影響

鄉村學區招聘和留任高合格教師的困

難：1.低薪資；2.因地理位置和社會的

隔離，使得在鄉村地區任教的教師，

可參加的專業發展活動的機會有限且

未必符合所需；3.艱困的工作環境，像

是同時要教授同一班級中的諸多學科

領域；4.NCLB 法案對高合格教師的

要求，造成許多鄉村教師必須通過其

所任教的眾多學科領域的認證。這四

項因素造成鄉村學校和學區，在招聘

和留任高合格教師方面，與其他學校

或學區相比，相對的位居劣勢。 

(二) 對高素質教師的界定 

教學是是一項複雜的工作，也是

一門藝術。NCLB 法案單以學科知識

來判定教師素質，而且強調教師只有

具備紮實的學科專業知識才能提高學

生的學業成績，完全忽略了理論與實

務必須相提並重的關鍵，「懂」並不一

定會「教」。Darning（2000）指出高素

質的教師不僅應具備紮實的學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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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且還應瞭解學科知識如何有效

地傳遞，並與其它學科及現實生活相

聯繫。Marilyn（2003）認為高素質的

教師應同時具備學科知識以及教學知

識，並且要能夠根據相關理論及學校

與課堂中的反饋做出適當的回應。因

此筆者認為高素質教師除了需要具有

適切的學科知識、理解和技能來教導

課程外，還能經由班級實務進行反思

與專業成長，保持高度的教學熱誠，

營造信任、尊重、友善的班級學習氣

氛，協助學生有效學習，啟發學生的

創意及思考，並有良好的身教及言教。 

(三) 對標準化測驗的重視 

NCLB 法案要求所有的教師在

2005 年底之前須獲得州頒發的全職教

師資格證和能力證書，這就意味著教

師資格證被提高了更高的地位。Doug

（2007）認為以標準化筆試做為教師

入職門檻，會影響美國教師多元化的

組成。因測試相對更有利於母語是英

語的白人中產階級學生，其結果將會

形成教師組成的窄化。其次，由於注

重測試，教育學院將會依據教師資格

的考試內容來安排課程，增加學科知

識的課程，反而壓縮了教學方法的課

程，而有些學校在績效體制的壓力

下，也拒絕接收實習教師，讓學生失

去了教育實習的機會，無法實踐教學

理論，獲得實際的任教經驗。筆者認

為美國是多元族群的社會，教師的組

成也必須符合多元化；再者，理論知

識雖是從業資格的基礎，但是專業實

踐才是知識傳遞的終極目的。 

 

五、結論 

儘管 NCLB 法案存在著爭議，但

該法案顯示的對高素質教師的重視，

以及在提高教師素質上所做的努力，

值得我們臺灣作為借鏡及參考。筆者

提出以下建議：（一）、明文訂定教師

素質之要求，以利師資培育機構訂定

適切課程培育師資生的專業知能；

（二）、真切落實教育實習的功能，運

用適切多元的方式評量教師實習的表

現；（三）、實施教師評鑑機制與教師

分級制度，汰換不適任之教育人員；

（四）、建構有品質的教師專業發展課

程，協助教師提升專業知能；（五）、

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定期表揚優良

教師。唯有透過政府、學校、認證機

構、教育主管部門、家長等由上而下、

群策群力，才能有效提高中小學的教

師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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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三法分析與影響之探究 
黃彥超 

南投縣國姓國小主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 

 

一、前言 

實驗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

係指政府或民間為促進教育革新，在

教育理念的指引下，以完整的教育單

位為範圍，在教育實務工作中採用實

驗的方法與步驟，探究與發現改進教

育實務的原理、原則與做法（吳清山、

林天祐，2007）。實驗教育三法係指《高

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以上法案皆在

103 年 11 月同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將其簡稱為「實驗教育三法」。 

實驗教育三法可以說是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的晉級與本土法制，以及

公立國中小委託私人辦理法制化的確

立，更是推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

之新創（李柏佳，2016）。對實驗教育

三法的立法與實施，固然有人對相關

配套措施仍有疑慮，更多人則期許實

驗教育三法帶來臺灣教育的另類思考

和教育創新。實驗教育三法之相關議

題，更多次被列入中小學主任與校長

甄選的考題，可見實驗教育三法立法

的教育意涵以及對學校體制所造成的

影響不容忽視。 

目前（2015 年），依據實驗教育三

法設立之學校或機構共 71 個單位，其

中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設立之公辦公營學校有 19 所，依據《公

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

條例》設立之公辦民營類型學校有 5

所，（張瀞文，2015）。 

鑑於此，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資

料，耙梳實驗教育三法之脈絡。首先

說明實驗教育三法的立法目的與教育

意涵，其次探討實驗教育三法對中小

學教育的影響，供教育工作者了解教

育變革及發展，以做好準備與因應。 

二、實驗教育三法之立法目的 

依據法規內文第一條，《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學生學習

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型態

以外之其他教育方式及內容，落實教

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

定。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之立法目的為鼓勵教育實驗與創新，

實施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保障人民

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

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

化發展，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

定。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

私人辦理條例》之立法目的為鼓勵私

人參與辦理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促進教育實驗及教育多元化，發

展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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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實驗教育三法之立法

目的在於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增加

人民教育選擇機會，並促進教育多元

發展（吳清山，2015）。 

三、實驗教育三法之教育意涵 

實驗教育三法之內容包含立法目

的、實驗教育理念、申請及審查程序、

監督機制及違規處理、公立學校辦理

實驗教育規定、教職員權益等（吳清

山，2015）。以下整理相關文獻（吳清

山，2015；楊振昇，2015），針對實驗

教育三法之教育意涵說明如下。 

(一) 落實《教育基本法》之精神 

《教育基本法》之訂定乃為保障

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

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而《教育

基本法》第 13 條明訂，「政府及民間

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

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

質，促進教育發展。」以及第 8 條第 3

項明訂「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

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

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

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由實驗教育三法之立法目的、相

關內容以及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得

知，實驗教育三法即落實《教育基本

法》的精神。 

(二) 促進教育創新動力 

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教育創

新的彈性範圍更大，學校可將教育理

念、課程結構、教學方法、師資特色、

學生圖像與學校功能整合創新，也可

連結社會企業，利用校園閒置空間進

行公私協力，發展另類教育等（詹志

禹、吳璧純，2015）。 

(三) 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學生福祉為教育興革最大考量

（吳清山，2011）。學生為教育主體，

任何教育創新作為或教育實驗均以

「不得傷害學生受教權益」為最高指

導原則，因此，在實驗教育三法中的

規範，特別重視輔導與評鑑，主要目

的在確保學生受教權益（吳清山，

2015）。 

(四) 增進教育多元發展 

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

人辦理條例》中，均將教育多元發展

列入其目的，讓教育能夠展現其特

色，彰顯多元發展時代價值（吳清山，

2015）。 

此外，《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提供高

中以下學生家長在家自學之法源依

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提

供了學校財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

法人申請辦理實驗學校的機會（楊振

昇，2015）。上述說明實驗教育三法增

進教育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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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供家長教育選擇 

教育選擇權的主體多為家長，其

可被定義為：「基於受教者之需求與福

祉，進而選擇對其最適當教育的權利」

（秦夢群 2013：124）。從歐美經驗來

看，教育選擇權是大勢所趨，實驗教

育三法確立家長可以選擇公立、私立

學校以外的教育機會，包括在家自行

教育和公辦民營學校（吳清山，

2015）。 

(六) 發展適性學習機會 

「適性揚才」是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的願景之一，期望透過

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

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

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

智慧（教育部，2014）。符合教育本質

及實驗方法與實驗倫理是實驗教育的

基本要件，任何形式的教育在本質上

都是要促進個體均衡發展（吳清山、

林天祐，2007）。有些學生基於個人身

心發展因素，不一定完全適應學校生

活，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實施，讓孩

子可以選擇適合其學習的教育型態，

具有劃時代的價值（吳清山，2011；

2015）。 

(七) 賦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及受

託學校人事聘任彈性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第 3 條：「本條例所稱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

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

校制度、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

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

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

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

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

整合性實驗之教育。」第 20 條：「經

指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公立學

校，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契約方式進

用編制外之教職員。」 

依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第 15 條：「受託

人得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

請具特定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校長，具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校長資格者，

得優先聘任。」第 16 條：「受託人得

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請具

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教學人

員，具教師證書者，得優先聘任。」

第 17 條：「受託學校於受託日後，新

進之職員，依受託人與其所定契約及

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適用

公務人員相關法規。」 

上述條例，充分提供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學校以及公辦民營之受託學校

人事聘任彈性。           

四、實驗教育三法對現有學校體

制之可能影響 

實驗教育三法公布後衝擊最大的

是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設立之公辦公營學校可能逐漸增加，

其學校轉型之後續發展更值得關注。

以下整理相關文獻（林俊成，2015；

吳清山， 2015；楊振昇，2015）剖析

實驗教育三法對現有學校體制之可能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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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凸顯傳統學校建立辦學特色的重

要性 

我國教育界早在 1990 年代即開始

提倡學校創新經營（林和春，2014）。

不過，以教師文化與學校組織文化的

觀點來看，學校仍偏向保守與孤立。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國民教育

學校經營型態可分為公立學校、私立

學校、公辦民營學校、私立實驗學校、

公立實驗學校、非學校型態教育等，

六類學校經營型態展開競逐（李柏

佳，2016）。因此，學校建立辦學特色

更顯得重要。建立辦學特色，吸引學

生就讀不是減少超額教師，因應裁併

校危機的萬靈丹，而是本著「活化學

校」、「創新經營」的理念來辦好教育

工作。 

學校的特色可以表現在學校管理

中，也可以表現在思想教育、教學工

作、課外活動、教師專業等各方面。

本著實驗教育以及創新經營的理念，

充分運用資源，學校可為其特色找到

定位，達到建立辦學特色之目標。 

(二) 落實教育選擇權，學生就學管道

選擇增多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三款明

訂：「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

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

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

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實驗

教育三法通過後，國民教育學校經營

型態之六類學校多元發展，對家長來

說提供更多選擇機會。教育市場化時

代來臨，家長在子女教育選擇上之權

力也逐漸提升。 

(三) 實踐教育機會均等，增進就讀實

驗學校機會 

教育商品化下，社經地位較高之

家長追求高品質之學校。傳統上，社

經地位較高之家庭才擁有將子女送至

非學校體制就讀之機會，接受實驗學

校教育被認為是對子女最大的投資。 

如今，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公

辦公營與公辦民營學校之設立，使得

適性就學不是少數人的選項，有助於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之實踐。依據《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所轉型之

公立學校將可減輕家長學費負擔，有

效縮短路途距離，增進學生就讀實驗

學校之機會。 

(四) 教師改變傳統講述教學，轉向多

元創新教學 

實驗教育主要是找出更好的教育

環境與方式，而不是要造就「偏才」（吳

清山、林天祐，2007）。實驗教育三法

之立法目的之一在於鼓勵教育創新與

實驗，這與近年來翻轉教學的推動不

謀而合。教師重新思考教育的工作價

值，帶著熱情與使命感，改變傳統講

述教學，轉向多元創新教學才是教育

品質的提升。 

(五) 強調學習自主與發展專業科目 

國內許多理念學校都有其獨特教

育理念，大多強調學習自主與專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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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發展，強調課堂內容與現實世界的

連結。 

實驗教育強調孩子學習自主性以

及發展孩子的專業科目，加上自學生

可以自己調配學習，正符合特殊選才

養成條件，讓家長與學生重新思考學

習的方向與可能性（張益勤，2014）。

上述思維將影響學校體制，促進學校

重新思考辦學定位與學生未來發展。 

(六) 重視家長與學生合理需求，融入

校務辦學 

實驗教育的開放，提供家長更多

比較與選擇的機會，也勢必對傳統公

校形成壓力（張益勤，2014）。社區家

長、學生都是學校重要教育顧客，學

校辦學不能僅由少數領導者決定發展

方向，應納入家長及學生的需求，透

過問卷、座談等多元管道，對於家長

與學生合理需求，應納入辦學參考，

而非僅是以教師意見為主體，忽略教

育合夥人之意見（林俊成，2015）。將

家長由監督者轉為共學者及教育夥伴

方可提升辦學績效。 

(七) 偏鄉小校校務轉型，朝向學校型

態實驗學校發展 

對於因少子化面臨招生壓力的小

型公立學校而言，各校莫不力求生存

保衛戰，研擬辦理實驗教育之可能，

也為其帶來另類發展的可能性（許如

菁，2015）。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實施

更被認為是公私立學校轉型之契機

（李柏佳，2016）。 

此外，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

畫更被列入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之

策略，由此可見偏鄉小校校務轉型，

朝向學校型態實驗學校發展是趨勢也

是潮流。 

五、結語 

目前為止各縣市實驗教育的推動

與進程不一，無論何種形式的實驗教

育，其秉持與體制內學校不同的教育

理念與目標，有其特別欲彰顯的教育

價值（許如菁，2015）。其後續教育之

發展值得再深入探究。教育變革之目

標在帶動教育發展，本文之主要目的

在探討實驗教育三法在教育發展與進

步過程中扮演之角色。不過，教育選

擇權擴張下，教育不公平現象是否更

加惡化；學校彼此競爭下，盲目地「為

了實驗教育而實驗」；鼓勵私人參與辦

理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私人將

學校視為家產投資，上述問題可能是

實驗教育三法推動後產生的爭議，需

要教育工作者預防與持續關注。 

總而言之，公立學校面對上述教

育變革之衝擊應重新思考教育本質，

定位學校課程發展，提升教師專業，

整合多方資源，重視學生適性發展，

發揮創新精神。誠如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葉慈（Yeats）所言：「教育不是注滿

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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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之不利歸因之探討 
高馨寧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嶺東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林啟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目前臺灣的原住民族約佔全國總

人口數的百分之二，與漢人相較，除

外表有明顯差異外，更有語言、邏輯

思考及生活態度上的不同（傅仰止，

1994）。回歸教學現場，原住民學生因

文化背景的不同，再加上外型的獨

特、口音的特殊，及家庭社經地位不

高等因素，導致不易融入學校團體生

活，造成自信心低落或畏縮、逃避學

習等現象，間接影響學業成績普遍不

佳（吳明隆、林慶信，2004）。由此可

知，內、外在因素都指出現今大多數

原住民學生在學習成就方面是屬於弱

勢族群。 

為找尋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低落

最根本的原因，本文分析原住民學生

有關家庭因素、學業成就、學校經驗、

族群文化認同及社會與政府政策等因

素，從中尋找其學習的困難點，藉此

為日後實施原住民學生補救教學，提

供更適合之建議。 

二、文獻探討 

關於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之國內

外文獻研究，大致可區分為：家庭因

素、個人成就、學校經驗、族群文化

認同及社會與政府政策五大類。統整

分析探討如下： 

(一) 有關家庭因素方面 

吳明隆、林慶信（2004）指出對

於原住民學童而言，家長的低社經地

位，處於相對弱勢時，意謂著貧富差

距的不公，造成原住民與漢人學業成

就上的差距。蕭仲廷、黃毅志（2015）

也發現父、母親教育程度越高，學生

平均學業成績越高的現象。何美瑤

（2006）進一步提到，在家庭經濟方

面，若原住民家庭屬小康，則其子女

教育機會、學習環境的選擇與一般家

庭是沒有差別的。譚光鼎、葉川榮

（2011）認為家長的教育態度與家庭

的文化條件，是影響原住民教育成就

的主要途徑。李鴻章（2007）也指出

原住民學童知覺父母之教育期望，和

原住民父母對子女之教育期望，都會

影響到子女的學業成就。 

其次，在對原漢族群研究發現，

原住民父母教育期望越高、校內課輔

時間越多、校外補習時間越多、家庭

教育設備項數越多，這些有助於提高

原住民子女的學業成績（蕭仲廷、黃

毅志，2015）。此外，何美瑤（2006）

從社會學習理論來看，父母是孩子心

目中重要的認同對象或學習楷模，故

父母的教養方式亦將影響孩子們未來

的教育學習與生活適應。她再說明原

住民家長也很重視子女的學業成績，

一方面希望他們能努力的讀書，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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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期望他們讀好書之後能找到好

的工作。另外，傅仰止（1994）亦指

出原住民同時也認為「自己不努力」

也是其社經困境的主因。可見，原住

民父母教育態度已有了的轉變，也能

從中體會到教育對於子女在社會流動

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綜合以上有關家庭因素之歸因研

究發現，社經地位、家長期望與態度

的確是原住民在學習時的重要支持與

動力來源。 

(二) 學業成就之因素歸因 

吳明隆、林慶信（2004）指出原

住民學生對於學業成就，比漢族學生

更會歸因於外在不可控制的幸運因

素、以及內在能力不足因素。他們也

發現在性格方面，原住民學生具較高

求樂衝動性，比起漢族學生也顯得不

夠積極。蘇船利（2009）認為智力測

驗裡的數學應用和語文理解等問題，

不僅會受到族群背景影響，還會因「測

驗情境」、「學生認知風格」等因素干

擾，以致於降低原住民學生的智力測

驗分數，所以把原住民成績低落歸因

於智力，是不適當的。又如譚光鼎、

葉川榮（2011）對此也指出，原住民

族與漢人在聰明才智方面，並未因族

群不同而有高低之別。因此，原住民

學生只要持適切想法，好好努力一樣

能表現良好的學習成效。 

綜合以上有關個人學業成就之歸

因研究發現，原住民個性因素和個人

對於學習成就的外在幸運與內在努力

歸因，是造成學業表現高低的重要因

素。 

(三) 有關學校經驗之研究 

吳明隆、林慶信（2004）認為良

好的親師互動有助於學業成就表現，

但原住民學生其家長社經地位低落常

忙於工作，較無閒暇與學校教師溝通

與互動。譚光鼎、葉川榮（2011）更

指出學校教師的影響力並不亞於父母

親，教師的教學態度與師生互動的狀

況，對於學生的成就動機、學業成就

及行為表現，亦有顯著影響。由此可

知，教師對班級學生之態度會影響每

一位學生之學習與表現。譚光鼎、葉

川榮更進一步說明，臺灣的教育體制

長久以來都是以升學為導向，教師對

待原住民學生的態度在族群因素看法

之外，也可能因原住民學生在學業成

績高低之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教學態

度。此外，蘇船利（2009）也發現原

住民學生大多居住於偏遠山地部落，

在相關圖書數量、學校設備與學習資

源不如一般平地學校。 

綜合以上有關學校經驗之歸因研

究發現，在親師互動、師生關係、學

習環境等方面，都是造成原住民在學

習上是否能順利的潛在因素。 

(四) 有關族群文化認同之研究 

吳明隆、林慶信（2004）認為原

住民學生的族群意象、族群認同感越

高，其讀書價值觀和學習行為越積

極，越會重視對未來預作準備的重要

性，及重視學業成就表現。詹宜璋

（2010）研究發現，原住民菁英份子

在主流社會中能夠力爭上游、位居較

高職業，較能將個人成功經驗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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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努力便可擺脫族群不利社經地

位。譚光鼎、葉川榮（2011）更指出

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

與都市化的過程中面臨逐漸式微的危

機，倘若原住民族無法培養族群的競

爭力與優勢，族群文化認同的消逝終

將只是自然演變下不可避免的結果。 

從上述有關族群文化認同之歸因

研究發現，對本身族群文化認同越

高，且願意為族群努力的原住民，學

習動機相對會提升，而如何培養族群

競爭力與優勢又是另一重要議題。 

(五) 有關社會與政府政策之研究 

Rigney（2009）研究發現美國、加

拿大、紐西蘭的原住民在教育指標都

呈現是弱勢的，而此結果意謂著國

家、社會政策可以再做更完善的規

劃，讓不同的族群有更公平的機會與

待遇。他也將此現象歸因於經濟與福

利的政策失敗。譚光鼎、葉川榮（2011）

更提出當原生家庭在文化、財務及經

濟資本皆不足的情形下，若能獲得來

自親友、教師、學校和政府的資源與

協助，將有助於減少不利學習的家庭

因素，幫助原住民同學與一般學生有

相似的學習條件。另外，何美瑤（2006）

認為雖然政府所施行的各項教育措施

對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率與教育品質確

有提升，但並未因而縮短原住民族教

育與一般社會教育之差距。對此，譚

光鼎、葉川榮（2011）進一步提到政

府為提升原住民族教育成就所規劃的

升學優惠政策，雖能有效協助原住民

學生進入資源豐富的學校就讀，但也

因此突顯了原住民學生的特殊之處，

而引起原住民學生在學校易受到部分

同儕的言語攻擊，造成了在學校學習

適應的困擾。詹宜璋（2010）研究發

現在族群優惠政策之立場取擇上，族

群集體議題之因應也必須透過族群集

體之策略來調整。相關政策之施政理

念若仍一味只關注個別給付的加成，

實無益於真正改善族群集體不利地位

之結構限制或社會建構。 

綜合以上有關政府社會之歸因研

究發現，政府對於原住民學生的優惠

政策，的確能保障其弱勢的不利地

位，但要如何使優惠政策的美意，不

造成不了解之人的負向觀感則需要從

政策制定與推動上做更多元的溝通與

討論。 

針對原住民學生相關學習成就背

後可能之歸因探討，統整相關文獻研

究結果發現：家庭因素、個人成就、

學校經驗、族群文化認同及社會與政

府政策相關補助，都會對原住民學生

在學習成就表現具有重要之影響，而

這些因素也會彼此相互影響。 

三、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述之文獻歸納，對於原住

民學生學業成就之相關歸因探討整理

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 家庭教育是最原始且培養學生品

格、德行最重要的場所。健全積

極的家庭教育，對原住民學生的

學業成就表現具有潛移默化的作

用。對於社經地位不高的家庭，

透過學校、地方教育資源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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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並派專業輔導人員定期訪

視，可以補足教育資源的不均所

造成的學習不利條件。而落實親

職教育、加強親師溝通，增進家

長對子女學習的關注，教師與家

長共同配合，更能有效提升學習

成效。 

(二) 在學校教育活動中，培養原住民

學生正向的歸因信念，使其建立

成功在於「自身努力」而非歸因

於「外在因素」。另外，教學設計

上利用引導的方式，使原住民學

生能發揮所長，在每一次的進步

當中產生自信心。 

(三) 學校師長在原住民學生心中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教師對原

住民學生的鼓勵及期許，提昇追

求高學業成就的動機。另外教師

也應避免以學業成績來評斷學

生，更不該對原住民學生有刻板

印象，「適性揚才」才能讓原住民

學生能發揮自身的優勢，找到自

己的亮點及成就。 

(四) 應積極培養原住民學生對本身正

面族群意識，增進族群和諧關係

與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學校應藉

由改善族群關係之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建立友善的學習環境，減

低族群間歧視的壓力，促進族群

融合，共創友善的校園，進而提

昇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動機。 

(五) 政府應落實原住民福利政策，經

濟弱勢扶助，升學及就業輔導，

讓原住民能擺脫不利的學習環

境、提昇師資品質，縮短城鄉差

距，讓原住民學生在健全的學習

環境下提升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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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停止適用國小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之配套 
陳英俊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博士班行政組研究生 

陳慧華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幼教系助理教授 

范熾文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 

 

一、前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宣布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起停止適用《臺北市各國民

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頓時引起

一陣熱烈的討論，外界對此政策改革

之解讀和反應亦各有不同的認知與評

價，有些家長甚至將該要點之停止適

用解讀為取消寒暑假作業後，國小學

童在這漫長的假期中將無所事事，在

認知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根據退

休校長蔡田（2015）在自由時報撰文

指出，臺北市是調整寒暑假作業方

式，廢除的是作業要點，而非廢除寒

暑假作業，未來臺北市的小學生還是

會有寒暑假作業，只是作業內容不再

是抄抄寫寫的書面作業而已。臺南市

協進國小校長洪榮進亦指出，臺南市

一直就沒有訂定全市性的寒暑假作業

要點，是由各校自行安排，其實有沒

有要點並不是關鍵，以臺北市現在的

狀況，就算廢除要點，還是由學生自

訂學習方向，嚴格來說，並不是沒有

寒假作業。記者楊佳穎（2015）報導

關於臺北市教育局專員諶亦聰之說明

指出，這幾年積極推動學教翻轉，希

望從 2016 年寒假起真正將學習自主權

交還孩子，不再由老師出制式的作業

及框架，這樣的寒假計劃沒有門檻，

事後也盡量不去談「檢核學習成果」，

以多元評量概念，讓小朋友用自己喜

歡的方式呈現學習計畫。 

據上論述，所謂停止適用《臺北

市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

點》，應該解讀為寒暑假作業內容翻轉

改由學生來計畫，而非完全沒有作

業。由於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實施要

點之規定，係屬於地方規則，各縣市

做法不盡相同，經筆者查詢各地方政

府教育（局）處相關網站，大多亦未

訂定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但部分轄

屬國民小學仍有自行律定學生寒暑假

作業之情形，由此可知，臺北市教育

局宣布停止適用《臺北市各國民小學

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應可將之視為

順應時代潮流的政策之一，尚非政策

翻轉之首例，惟殊值關注者，乃在於

停止適用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後的相

關配套措施是否已臻完備，此方為政

策鬆綁或教育翻轉成敗與否之關鍵所

在。 

二、寒暑假作業實施現況 

以 1975 年訂定《臺北市各國民小

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內容觀之，

其目的係為充實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在

學學童寒暑假期生活，使其能達到正

常之學習，而該作業之設計原則有

三：（一）寒暑假作業以自行設計為原

則。（二）作業應具有啟發性、開放性、

創造性精神，並富有教育意義。（三）

作業型態以生活教育為核心，統整各

科課程，並包含個別學習、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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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等等。作業內容則以語文活

動、數學、自然科學活動、社會人文

活動、藝能活動為主。從前揭作業設

計之原則與內容整體觀之，雖可謂兼

顧德智體群美五育等多元學習態樣，

然而，由於環境的變遷與時代的演

進，該實施要點從訂頒實行迄今已逾

40 年，此期間僅於 1999 年 1 月 13 日

進行乙次內容之修訂，距修訂迄今 15

年來，相關規定亦已多有不合時宜之

處，該實施要點是有再重新檢視之必

要。 

事實上，已有不少學校早已摒棄

傳統制式的寒暑假作業，不少老師也

都能發揮創意，規劃出更多元、更活

潑的作業。然而，回顧以往國小學童

寒暑假作業，有些學生們對於臨時抱

佛腳寫作業的噩夢還記憶猶新，對家

長而言，也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靨。

寒暑假作業往往流於形式，家長和孩

子們也都在應付，使得原本可以妥善

規劃的休憩假期，反而卻因為寒暑假

作業的負擔沉重，造成親子神經緊繃

的局面。然由於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

實施要點之規定，係屬於地方規則，

中央並沒有相關規範，因此各縣市做

法亦不盡相同，故目前關於國民小學

寒暑假作之實施現況，也是呈現多頭

馬車的情形。 

實則，觀察甫停止適用之《臺北

市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

其內容，在語文活動方面，包括：寫

作活動、日記、遊記或創作、閱讀、

書法、母語學習活動、英語學習活動；

在數學、自然科學活動方面，包括：

動物飼養及植物栽培、自然觀察紀

錄、專題研究、資料蒐集與運用、電

腦、網際網路資源運用；在社會人文

活動方面，包括：參觀名勝古蹟、社

教機構、參加社區活動、社區服務、

鄉土文化活動、調查訪問、參觀與利

用圖書館、新興課程（人權、兩性平

等、能源、環境、消費者、休閒、法

治、安全教育」之具體實踐）；在藝能

活動方面，包括：美勞創作欣賞、音

樂學習與欣賞、體育活動與欣賞。上

述如此多元之作業內容，何以最終反

而形成學生之負擔與家長之夢靨？本

文認為其主要關鍵乃在於作業內容未

能跳脫出學校和老師所訂定傳統制式

之框架，而且忽略了學生的學習自主

權。因此，臺北市教育局在政策檢視

及反思後，決定停止適用《臺北市各

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目的

即在於期能符合現代「將學習自主權

還給孩子」的教育目標。 

三、取消寒暑假作業之迴響 

面對臺北市實施四十年來的寒暑

假作業頓然宣布取消，因而引發各界

的熱烈討論與迴響，嗣後根據《親子

天下》（2016）網路問卷調查「北市取

消制式寒假作業，你贊成嗎？」結果

顯示「贊成」佔 87%（457 票），「不贊

成」佔 13%（76 票）。由此問卷調查結

果觀察，既然有如此多數民眾咸贊成

取消寒假作業之現象，顯見行之有年

的國小學童寒暑假作業在執行層面確

實有諸多殊值檢討與改進之空間。就

此政策翻轉之迴響，本文分別從學生

之回應、家長之看法及教師之期許等

三面向，分別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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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之回應—多數表示贊成取消

寒暑假作業 

學生，是作業自主學習成長的核

心人物。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宣布自

停止適用 1975 年訂定的《臺北市各國

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後，據

記者梁珮綺（2015）採訪士東國小校

長林玫伶表示，現在全面放手給孩子

自己決定，每個孩子聽到不用寫寒假

作業，反應超開心，有些孩子反而覺

得困擾、納悶，指自己的寒假作業就

是寫閱讀心得、寫數學試卷。北市福

星國小五年級生林子烜說，自己想利

用寒假時間跳繩，希望藉由運動能達

到長高的目標；同校五年級的馮冠瑜

說，想利用寒假去露營，把露營所見

所聞寫成遊記，開學後和大家分享。

由此可見，學生對此政策之驟然改變

也有不同之看法，從以往傳統被動由

老師安排寒暑假作業模式，進而翻轉

為由學生自主安排寒暑假作業，其成

效猶有待時間加以觀察，然由學生自

行計畫安排所學習之成果，或許有別

於傳統制式之作業成效。 

(二) 家長之看法—既期待又擔心受到

傷害 

家長，是督伴學生如期完成作業

的夥伴。程遠茜（2015）指出，取消

寒暑假作業消息一出，在各親子討論

區引起熱烈討論，《親子天下》於網站

發起簡易網路投票，近 9 成網友贊成

北市取消寒暑假作業政策，不住臺北

市的家長，也有超過 91%希望自己居

住的縣市能跟進。贊成的家長表示，

寒暑假作業常淪為親子上下交相賊，

或是一起應付了事，根本就是家長的

噩夢、有人樂見孩子終於有機會學習

時間管理，也可以和家人到戶外走

走。但也有部分網友提出疑慮，還是

希望有寒暑假作業來檢驗學習，怕孩

子每天發呆、看電視、打電動或玩瘋

了。由此可見，家長對於取消傳統制

式寒假作業之政策，可謂既期待又擔

心受到傷害。 

(三) 教師之期許—透過政策改變發揮

學生自我負責的學習態度與創意

無限的空間 

教師，是引導學生作業創新的靈

魂人物。據黃文鍠（2015）採訪報導，

教務主任黃國庭坦言，作法很好，但

弱勢生的家長比較沒時間管，「不過，

家長無法的，由老師來補足！」校方

會幫孩子規劃扯鈴、足球等活動，也

會設計創意課程讓孩子體驗。郭采

彥、陳顯坤（2015）報導，某國小老

師對於臺北市將取消寒假作業，她還

是擔心，若學生的自主性不足，會白

白浪費了寶貴假期。要讓孩子寒暑假

過得充實，還是得靠家長和老師從旁

協助。由此可知，從教師的觀點而言，

雖然對於寒暑假作業自主學習權交還

給學生之政策樂見其成，期盼學生能

夠經由制式化寒假作業的取消，發揮

其自我負責的學習態度與創意無限的

空間，但不可諱言，老師也會擔心學

生自主學習的不足之疑慮。 

本文認為，在停止適用《臺北市

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

後，對於高社經家庭而言，應該會受

到多數家長普遍的支持，因為如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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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們將有更充裕的時間讓孩子學

習更多的特殊才藝，但對於低社經家

庭的學童而言，則應留意 Lorna Smith

（2011-2012）所提到「夏季滑落」

（Summer Slide）的現象，由於低社經

家庭無法提供孩子適當的學習活動，

因此舊的課程沒有時間複習，新的課

程又銜接不上，就會出現這種 Summer 

Slide 的現象。 

林俊瑩、謝亞恆與陳成宏（2014）

研究發現，少數族群學生因為家庭社

經地位低，可以提供暑期學習資源較

為匱乏，會使學生自我教育期望低，

進而不利學習初始表現，導致學習進

展差，甚至還會退步，因而擴大與其

他家庭學生的學習差距。換言之，也

就是要考量到寒暑假可能會拉距孩子

的學業成就。因此，在取消寒假作業

之際，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為因應，

於此尤顯重要。 

四、取消寒暑假作業後之配套措

施 

綜觀前述學生、家長和教師對於

取消寒暑假作業後之回應、看法與期

許，於此政策翻轉改革之際，本文認

為，初期應輔以周全之配套措施作為

因應，以臻完善並觀後效。本文茲臚

列四點，分述如下： 

(一) 適性揚才自主學習計畫 

學生是自主學習的核心主角，而

寒假作業自主學習計畫內容，亦隨著

學生的個別差異化而各有不同。張宜

君（2014）認為，臺灣家長雖普遍認

為替學生安排課外學習及暑期活動有

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卻很少關

注這些活動的實際成效。是以，將學

習自主權交還給孩子，跳脫以往老師

所安排的制式作業及框架，相信學生

的個別學習潛能必有嶄新的發現，這

樣的自主學習計畫也才能與其自身興

趣產生真正連結，兼具潛能開發和適

性揚才的意義。因此，在進行翻轉制

式寒暑假作業的政策下，應由學生自

行根據其個人興趣與需求來計畫安排

作業，方能跳脫傳統框架模式，期達

到實質且有效的自主學習成果。 

(二) 學生家長老師溝通調和 

家長是督伴學生如期完成作業的

夥伴，而老師則是引導學生創新思考

的靈魂人物。雖然大部分的家長和學

生都支持取消寒暑假作業政策，但

是，老師也應該適時跟家長和同學進

行三向溝通調和，尤其是在低社經家

庭方面，若家長無暇督伴其子女完成

作業之情形，抑或學生在自主學習計

畫之安排設計方面產生窒礙之際，此

時，老師應該適時給予孩子鷹架及引

導，以避免因寒暑假作業之取消，而

出現學生學習空窗期的情況發生。 

(三) 社區協助學生充實寒假學習空窗

期 

學校與社區的活動可相互協力之

面向很廣，尤其在寒暑假期間，關於

學生自主學習之作業安排，如社區與

學校之間能夠互相配合、協助與支

援，對於無法督伴學生完成寒暑作業

之低社經家庭，抑或對於不知如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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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計畫安排寒暑假作業之學生而言，

將可透過社區各項活動之安排，啟發

學生對於生活之不同體驗，進而增廣

見聞，充實其寒假之學習活動，避免

產生學習空窗期，並能達到社區服務

及增能學習的成果。 

(四) 作業成果之呈現分享與反思 

雖然臺北市教育局取消傳統模式

之寒假作業，可能出現更多元化的作

業內容型態，然透過學生自主計畫所

完成的作業成果之呈現與分享，或許

可以縮短非學校教育在學習上的差

距。尤其在開學後，經由學生個人自

主作業學習成果的呈現，老師更可以

根據學生之分享內容，提供學生在自

主學習計畫上的修正方向，可強化學

生更多元的學習效果。再者，如果在

寒暑假期間未能依照其個人自主學習

計畫完成作業目標之學生，透過成果

分享之機制，可讓其反思此期間是否

形成自主學習怠惰或鬆懈的現象，達

到學生自我要求與負責任的學習態

度。 

五、結論 

寒暑假作業之目的，乃是讓學生

之學習歷程不致有所中斷，進而累積

或觸發學校教學以外新的學習事務或

生活體驗。而停止適用《臺北市各國

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則是調

整傳統制式寒暑假作業的方式，廢除

的是該作業要點，而非完全取消寒暑

假作業。因此，在政策翻轉過程中，

雖然學生、老師和家長多表贊同，但

仍各有不同之反應，是以，本於學生

自主學習的理念，老師仍應基於專業

角度適時從旁提供鷹架給予學生構

思，並宜考量低社經學生家長能否督

伴孩童學習之情況，輔以社區支援協

助提供學習場域，唯有落實上述相關

配套措施，如此方能完善政策翻轉過

程所不足之處，並進而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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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而治」可以嗎？論競爭慣性對學校治理的啟示 
蔡進雄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副教授 

李森永 

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長期以來，慣性（inertia）受到組

織理論學者極大的注意，一開始慣性

被視為停滯，之後學者將慣性重新定

位為抵擋組織的進步推動力或抗拒根

本性的政策方向調整（陳明哲，2010；

Miller & Friesen, 1980）。慣性傾向於拒

絕改變，社會體系如同物理體系，都

有拒絕改變的傾向，因為組織組成份

子可能由現況中獲取既存利益，自然

情願停留於原位（阮叔梅，1986），組

織行為學家 Robbins 也指出組織在本

質上是保守的，由於結構、團體慣性、

權力關係、資源分配等，人們會主動

地抗拒組織中的改變（林思伶、李炳

林譯，2003），然而在市場變遷當中，

如能率先洞燭機先，重新為企業做價

值定位，將能為公司或組織取得領先

地位甚至立於不敗之地（裴文、張素

鑾、譚百玲，2005）。 

有關組織型態變遷的理論中，有

內部調適觀與外部淘汰觀之爭辯，前

者認為社會組織是複雜的調適系統，

但組織的內部調適及自主改變的看

法，近來受到強力挑戰，有學者表示

我們似乎高估了組織管理者彈性調整

其結構型態的能力，組織變遷的主要

動力，源自於環境淘汰而非內部調適

（江岷欽，1995；鍾邦友，2002；Aldrich, 

1979），因為組織中的沉澱成本、抗拒

變遷的政治因素及歷史包袱等，都在

助長組織形成結構慣性（江岷欽，

1995；Hannan & Freeman, 1984）。一般

而言，學校人員受到過度的保護，其

行動慣性現象可能比企業界更為普

遍，然隨著人口生育率的遞減及教育

革新，若學校人員仍停留於傳統思

維，不思創新突破或轉型，則學校可

能面臨退場的危機（吳清山、林天祐，

2004）。研究也發現學校組織慣性越

高，則學校效能越低（鄭燿男，2000），

組織中存在慣性越高，願意接受教育

變革越低（羅雅屏，2006），且研究結

果亦指出國民小學組織慣性與教師創

意教學部分達到顯著負相關（劉世

涵，2007），學校的組織慣性愈高，愈

難產生自主調適機制且學校變革效能

也會愈差（鍾邦友，2003）。可見，慣

性並不利於學校進步與校務推動。 

學校領導與治理大致可從科層

觀、市場觀及網絡觀三個角度來看，

科層觀是重視命令、權責明確與行政

程序，市場觀是強調競爭、績效責任、

教育行銷與品牌，而網絡觀是重視關

係、連結與信任（蔡進雄，2009），故

本文所探討競爭慣性（ competitive 

inertia）是從市場觀的角度切入，教育

市場觀主張學校面對少子化、家長教

育選擇權的高漲及社會環境的變遷等

因素，學校發展必須不斷追求成長及

發展特色，否則學校將會面臨裁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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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機，故過於沿用慣例是不利於教

育市場化下之學校競爭力的提升。 

綜言之，在社會變遷及教育環境

轉變中，學校組織的動能必須不斷發

展及求新求變，才能創造更美好的組

織，如果學校人員不再改變，則可能

會被視為停滯的一群，而在停滯及未

能追求專業成長的學校人員，常是趕

不上時代變遷，因而阻礙學校發展。

因此，本文擬先探討分析競爭慣性、

組織慣性與行動慣性的意涵，接著闡

述競爭慣性的相關理論，最後提出慣

性理論對學校治理的啟示，以供學校

領導者及教育學術研究之參考。 

二、競爭慣性、組織慣性與行動

慣性的意涵 

牛頓的第一運動定律是慣性，也

就是在沒有外力之情況下，動者恆

動、靜者恆靜，慣性不僅存在於自然

界，管理界也有類似現象，無論是員

工、客戶、企業或產業競爭都有慣性

的現象，企業若要變革必須要打破這

種慣性（盧希鵬， 2011），Gresov, 

Haveman 與 Oliva（1993）也陳述慣性

是保持靜止或以直線持續行動，除非

有一些外力的出現。具體說來，慣性

是保持原有狀態的一種現象。在了解

慣性的定義後，接下來闡述競爭慣

性、組織慣性及行動慣性的意涵。 

所謂競爭慣性是指組織或廠商改

變競爭態勢時所展現的活動水準，當

公司很少改變競爭做法時，它的慣性

可以說是很高（陳明哲，2010），換言

之，越頻繁使用相同的競爭方式，則

競爭慣性越高（卓孟蓉，2008）。形成

組織競爭性行動與競爭慣性的因素大

約有三，分述如下（陳明哲，2010）： 

(一) 行動的誘因 

當誘因很低的時候，競爭慣性通

常是最高的，行動誘因來自於組織內

或組織外，前者包括績效不彰使領導

者質疑本身方法的適當性，而想尋求

改善，後者包括外在市場及環境因素

等。 

(二) 對行動要求與各種行動方案的察

覺 

領導者或經理人擁有各種寬廣經

驗，以及察覺可以服務顧客的各種選

擇方案。 

(三) 管理行動的限制 

慣性可能被官僚僵固性、偏狹心

態及機構性網絡所影響，並與組織年

齡及規模有關。 

故由上述可知，如果學校在改變

競爭態勢時，常用過去的競爭方式則

表示競爭慣性大，如時常改變競爭方

式，則表示學校競爭慣性小，一般說

來競爭慣性小較能獲得較佳組織效能

及績效。其道理在於學校採過去而缺

乏創新的經營方式，較無法展現出學

校經營特色。 

此外，與競爭慣性類似概念的是

組織慣性，所謂組織慣性係指由於時

間及經驗的累積，組織經常偏好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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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模式或行為，採取穩定的運作

方式，當面臨外在改變及衝擊時，往

往無法有效因應，甚至有抗拒變革之

情形（鍾邦友，2002），Hannan 與

Freeman 指出組織慣性力量的來源有

三個因素分別是（鍾邦友，2002；鄭

錫 楷 ， 2003 ； Hannan & Freeman, 

1984）：1.組織的規模：大型組織必須

管理眾多員工，必須發展正式的程

序，由於正式化的增加，因而會降低

對環境改變的反應性；2.組織年齡：組

織慣性會隨著年齡而增加；3.組織的複

雜性：組織複雜性是指組織各部門的

結合緊密或鬆散程度，鬆散的組織自

由度較高，而各部門緊密結合的組織

往往牽一髮動全身，將會降低因應環

境改變的速度。 

再者，Donald N.Sull 也提出行動

慣性的觀點，Sull 指出領導者常陷入成

功的陷阱，即常加速沿用過去成功模

式來應付巨變的傾向，世界雖已改

變，領導者仍用過去管用的那一套方

法，且用得更積極（李田樹、李芳齡

譯，2003）。Sull 更進一步陳述當成功

方程式讓公司或組織一炮而紅，但久

而久之，大家即不再考慮其他做法，

且愈來愈沒有彈性，此時策略架構變

成眼罩、資源僵固變成重擔、流程變

成例行作業、關係變成桎梏、價值變

成僵化的教條（李田樹、李芳齡譯，

2003）。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就競爭程度

來說，競爭慣性是組織面對外在環境

所展現使用各種競爭方式的程度，改

變及策略愈少，表示競爭慣性愈大，

就組織慣性而言，組織常沿用過去的

作法甚至拒絕改變，即可被視一種組

織慣性，而行動慣性是行動者常習慣

運用過去的作法或行為。惟不論是競

爭慣性、組織慣性或是行動慣性，均

在表明人們常以過往的行為或管理模

式，來面對未來的世界，即便未來的

世界不斷在改變當中。 

三、競爭慣性的相關理論 

(一) 結構化理論 

Giddens 提出所謂的結構化理論

獲得相當多的回響，結構化理論主張

人們採取行動，以創造及強化可持久

的社會結構，然而結構也會約束人們

未來的行動，換言之，結構因行為者

（agents）採取行動而生，卻支配行為

者的未來行動，Giddens 認為應建構二

元性（duality）結構以解決這種難題，

最好是將結構視為一持續運轉的流

程，而非一存在於「某處」的東西（李

田樹、李芳齡譯，2003）。 

質言之，大型結構的影響力

（large-scale structural forces）與個別

自主行動力（ individual voluntaristic 

force）兩者需要調和（譚光鼎，2010），

故 Giddens 打破個人與社會對立的看

法，提出結構二元性，強調行動者與

結構是相互依賴的關係，結構限制不

能獨立運作於行動者的動機和理由之

外，且社會系統的結構性質無法像自

然界的力量，對行動者有一種強迫性

的作用，使他或她因此而有所作為（張

宏輝，1992）。經由上述分析可知，組

織會有比較大的競爭慣性或組織慣

性，通常是來自大型結構的影響力勝

於個別自主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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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同形化 

DiMaggio 與 Powell（1983）認為

透 過 強 制 同 形 化 （ 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同形化（mimetic 

isomorphism）及規範同形化（normative 

isomorphism）等三種機制會使得組織

同形化。準此，透過教育政策與法令、

專業規範（如教育評鑑、教師專業標

準），以及模仿學習（如彼此參訪）等

機制，會使得同一教育階段的學校同

形化，換言之，外在機制使得學校經

營「綁手綁腳」，因而無法因地制宜發

揮創新與特色（蔡進雄，2013）。  

職此之故，學校同形化的現象強

化學校競爭慣性及組織慣性，影響了

學校經營的多元及創新。 

四、慣性理論對學校治理的啟示 

慣性理論對學校治理的啟示可以

從體認學校組織慣性的相關影響要

素、在學校穩定與變革中取得動態平

衡、積極發展學校特色、校長宜分析

打破慣性的外在力量並建立夥伴關

係、透過進修研習及組織學習增進學

校人員的專業成長等方面加以闡述。 

(一) 體認學校組織慣性的相關影響要

素 

校長應有效地掌握學校組織慣性

的特徵，在變動的大環境中，謀求學

校變革與發展之道（鍾邦友，2003），

因此學校領導者必須體認及了解影響

學校組織慣性的相關因素，例如內部

之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教師組成等，

外部之社會變遷、新興科技、政策方

案、社區人士及家長期待等，上述因

素都有可能成為學校慣性或變革的因

素，值得學校領導者加以分析與因應

克服。此外，鄭燿男（2000）將學校

組織慣性分為學校管理慣性、學校自

我防衛、學校文化慣性、組織溝通與

作業流程慣性等，亦值得學校領導者

關注與參考。 

(二) 在學校穩定與變革中取得動態平

衡 

陳家聲與鄭仁偉（1997）提出整

合組織調適與組織慣性的研究觀點，

渠等主張組織具有追求未來發展的自

由意志之調適行為，但也有發展維持

現況的慣性行為，這種延續過去及展

望未來的組織特性，共存於組織內並

一起對組織變革的效果產生影響。由

此可知，慣性並非都沒有好處，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組織慣性代表一種組

織的經驗傳承並可讓領導者有更多審

慎思考的時間。盧希鵬（2011）也認

為觀點常是相對的，領導者、員工及

顧客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樣

的，因此在開放系統中，許多事情的

發展是無法照原計畫來的，故不如保

持彈性、邊做邊改，動而後謀定。 

職此之故，學校處於外在環境改

變之中，可兼顧學校優質傳統文化及

因應時代變遷之改革，即在學校穩定

與變革調適間、在線性與非線性間取

得一種動態平衡（蔡進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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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積極發展學校特色 

競爭慣性是指組織採取同一競爭

方式或過去的競爭方式，如此則容易

失去競爭優勢，故學校應發展自己的

學校特色且是他校不易模仿的優勢，

例如學校團隊的凝聚力或依學校獨特

條件所發展出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校本

課程，這些都是他校不易學習模仿的

特色。 

此外，研究也證實組織慣性和組

織改變績效間存在著負向關係，而自

主調適與組織改變績效呈現正向關係

（陳家聲、鄭仁偉，1997），且當處於

隨時在改變的環境，組織不可能一成

不變，因為組織如果過度依賴組織慣

性運作，可能會忽略外在環境改變，

而衍生與環境不適合的策略，最後可

能會導致績效不彰或危及組織之存亡

（鄭淑玲、許鈴金，2015；Hodgkinson, 

1997）。由此可知，為使學校更具有組

織績效，學校需要採取自主調適途

徑，積極主動發展學校創新與特色，

以使學校教育與時俱進，進而發揮更

大的學校效能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再者，學校革新的樞紐是校長，

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任何學校

革新的訴求都將失敗（譚光鼎，

2010），要打破組織慣性或進行組織慣

性之化解是需要高階主管的強勢領導

（鄭永洸，2013 ）。因此，校長宜採

較為強而有力領導作為並打破需要改

進的慣性，故對有助於學校發展的教

育革新與學校特色，校長應加以堅持

及展現企圖心，否則學校將因過度慣

性而停止進步。   

(四) 校長宜分析打破慣性的外在力量

並建立夥伴關係 

打破慣性靠的是外力，打破員工

慣性的可能是獎勵制度，打破企業慣

性的可能是新趨勢，因此領導者除了

要有問題解決能力外，還要有分析與

創造外力的能力（盧希鵬，2011）。準

此，為使學校不斷往前進步，校長必

須分析及創造打破學校組織慣性的外

力，以促進學校人員之專業能力與新

思維，例如學校處於停滯發展的校長

就必須先體察教育思潮的最新趨勢或

掌握學校面臨的困境，引入相關資源

並提出變革策略，且提醒教師應不斷

專業成長及了解學校的危機。質言

之，學校人員行為或學校組織的改

變，主要是來自自覺及外力的介入兩

股力量的交互作用，除了仰賴學校人

員自覺自發外，校長對於外力的察覺

及引入更是不可或缺。  

此外，人類是習慣的奴隸，人們

喜歡慣常的角色型態，許多人抗拒變

革是因為這樣會迫使他們離開安逸區

（艾昌瑞、陳加屏審閱，2006），而

McGregor 剴切指出強制式管理與溫情

主義哲學對於員工管理均不盡理想，

可採合作達成組織目標（李康利譯，

2002），故學校治理可跳脫強制式管理

與溫情主義哲學，而致力於與學校成

員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匯聚學校行政

人員、教師及家長力量成為強大的夥

伴連結關係（Ng, 2007），共同打破學

校競爭慣性及組織慣性為學校發展及

學生成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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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透過進修研習及組織學習增進學

校人員的專業成長 

以不變應萬變的組織慣性，經常

阻礙了組織革新的進行（李新鄉，

2008），是故組織變革之所以會遇到阻

力，乃係基於對過去習慣的執著（林

欽榮，2004），研究也發現當教師的經

驗慣性愈高，則會減弱教學創新對系

統呈現教材內容的正向影響（鄭惠

月，2008），而經驗慣性及組織慣性之

化解可以從組織學習來著手，因此學

校應積極辦理各項研習活動，進行組

織學習、個人進修或社群學習等，以

改變學校人員的舊思維並增進學校人

員的專業成長。值得一提的是，學習

的層次包含偏重內部適應性的單圈學

習（single-loop learning），重新修正組

織目標與偏重外部適應的雙圈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 及自我轉換能

力的再學習（deuteron learning）（ 劉

宏鈺，2004；Argyris, 1999）。Godkin

與 Allcorn（2008）亦認為透過雙圈學

習可促進思想慣性的改變。 

物理學的慣性是指物體在沒有外

力作用下，靜者恆靜、動者恆動的概

念，而倘若公共組織結構已妨礙了所

設立之公共目的時，則勢必要找到一

股外在力量，讓僵化的結構活絡起來

（鄭錫楷，1993），而透過各種學習不

能 僅 使 學 校 人 員 增 能

（empowerment），亦是改變學校人員

慣性與學校組織慣性的一股力量，特

別是雙圈學習及再學習，更是值得學

校領導者加以系統規劃與推動。 

 

五、結論 

教育的本質不變，惟學校教育的

方法或經營策略要隨時代變遷而改變

或提出競爭策略。或許競爭性行動有

失敗的可能性，然競爭多樣性愈大，

不活動（inactive）的結果愈不利，在

那些普遍不會去重新形塑競爭性決策

組合的產業中，慣性的危險將更加明

顯（陳明哲，2010），且在制度化程度

高及工作職掌十分書面化的組織中，

各級人員多半很安於現狀，僅注意如

何做好上級交辦的事項，沒有動機去

主動提出創新的想法（司徒達顯，

2003），故學校領導者必須了解慣性衍

生的負面效果。如果外在環境變化不

大，此時學校經營採取以不變應萬變

或無為而治的模式，似可穩定經營，

但若外在環境變化甚大且家長及利害

關係人期待愈來愈高時，此時學校若

還抱持以不變應萬變之心態或者「原

地踏步」，則以競爭慣性或組織慣性理

論來看並不利於學生學習及學校精進

發展。 

總結說來，學校領導者必須從競

爭慣性與組織慣性的概念與理論中，

明白學校治理必須因著外部環境的變

遷，審慎評估學校條件及優劣勢，尋

求突破與革新，不宜採取無為而治的

領導態度或完全遵循過去舊思維，否

則我們從競爭慣性及組織慣性的諸多

研究已得知，保守及未有作為的學校

將會面臨績效不彰之情況，值得學校

領導者體察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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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法及中等教育之師資培育 
張以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臺灣自 1994 年 2 月「師資培育法」

公布施行後，臺灣從一元化的、計畫

制的師範教育，邁向多元化的、儲備

制的師資培育。原政府公費、分發制

的師資培育，被個人自費為主、甄選

制的師資培育所取代（許文松，

2009）。目前我國師資培育機構共分為

三種類型:第一類：師資培育學校，係

指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第二類：師

資培育系所，係指一般大學經教育部

核可後所設立的教育相關系所，其設

立目的為培育師資。第三類：師資培

育中心與學士後學分班，係指一般不

具有教育相關系所之大學，經教育部

核可後所設立的師資機構（周祝瑛，

2009）。茲將我國現行師資培育內容

以及《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中關於技

職師資之規定分述如下： 

二、課程內容 

(一) 師培內涵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

師資格檢定。其適用法規為師資

培育法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

實習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

課程，合稱教育學程。 

(二) 教育專業課程 

 

1. 包括共同必修（教育基礎、教育方

法、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分科/

分領域教學實習課程 14 或 16 學

分，及共同選修 12 或 10 學分。 

2. 應修學分總數至少 26 學分，其中

必修課程至少 14 學分。 

(1)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分科

/分領域教學實習之科目，須與半年

全時教育實習科別相同。 

(2) 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

課程之必修科目學分已達規定學

分者，超修科目可計為選修科目學

分。 

(3) 凡列為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者，其學分與專門課程科目名稱以

不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

複採計學分。 

3. 專門課程 

(1) 專門課程係為培育教師任教

學科、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2) 應依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

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

習專門課程。 

(3) 各學科教師任教專門課程，

由開課學系制訂、審核及認定；專

門課程之認定，以一覽表之任教科

別為限。 

(4) 如欲以該任教學科分發實習

者，並須具備該任教學科相關學

系、輔系或雙主修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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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茲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現行開設

之教育學程內容為例，表列如下

（如表 1）： 

 

表 1  

教育學程—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課序

階原則 
備註 

必修

課程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初階 應修至少 2 科 4 學分，

須 包 含 教 師 專 業 倫

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及德智體群美五育

之內涵。 

應 修 至 少

18 學分 

教育心理學 2 初階 

教育社會學 2 初階 

教育哲學 2 進階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初階 應修至少 5 科 10 學分。 

教學原理 2 初階 

學習評量 2 初階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初階 

班級經營 2 進階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進階 

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

習課程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2 
進階 1.

※為必修。 

2.應修至少 2科 4學分。 

3.擋修限制詳備註四。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2-4 進階 

選 

修 

課 

程 

※教育議題專題 2  1.
※「教育議題專題」為必選（含藝

術與美感教育、性別教育、人權教

育、勞動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

育、品德教育、家政教育、家庭教

育、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

移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媒體素養

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育、

藥物教育、性教育、國際教育、安

全與防災教育、理財教育、消費者

保護教育、觀光休閒教育、另類教

育、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各

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教育趨勢及

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 

2.依據教育部 102.09.05 臺教師

（二）字第 1020132568 號函示修

訂「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

差異化教學）」 

3.應修至少 4 科 8 學分。 

教育研究法 2 

行動研究 2 

品德教育 2 

多元文化教育 2 

教育史 2 

德育原理 2 

教師專業發展（含教師專業倫理） 2 

中等教育 2 

學校行政 2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教育行政 2 

比較教育 2 

教育法規 2 

教育改革與趨勢 2 

教育政策與制度 2 

數位教學設計 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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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課序

階原則 

備註 

 數位教學設計 2   

電腦與教學（或電腦輔助教學、

電腦多媒體教學、網路與教學） 
2 

分科/分領域（群科）進階教材教

法 
2 

分科/分領域（群科）進階教學實

習 
2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

異化教學） 
2 

補救教學 2 

閱讀教育 2 

教育統計學 2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3 

青少年心理學 2 

發展心理學 2 

認知心理學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行為改變技術 2 

親職教育 2 

生涯發展教育 2 

科學教育 2 

環境教育（或環保教育） 2 

人權教育 2 

生命教育 2 

創意教育 2 

性別教育 2 

海洋教育 2 

特殊教育導論（或特殊教育、特

殊教育通論、特殊兒童心理與教

育、特殊需求學生教育） 

3 

資訊教育 2 

閱讀理解策略 2 

藥物濫用防治 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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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表適用於本校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生，並自 103 學年度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學程生適用，102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二、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 26 學分。 

三、「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超修科目學分數得列入選修學分數計算。 

四、擋修限制： 

（一）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前，應至少修習 12 個教育學分

（須含「教學原理」或「課程發展與設計」）。 

（二）「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以修畢成績及格後，始得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五、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生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實地學習，並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六、於本校同時修習中等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生，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小學校見習、試敎、實習、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90 小時實地學習，並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016）。 

三、職前培育 

(一) 修習資格 

1. 師資培育生甄選：師培學系採 2 階

段方式辦理甄選事宜 

(1) 第 1 階段：學士班學生於一

年級升二年級前（約 5 月初），由

各學系依申請學生一年級第一學

期之學業平均成績高低排序，篩選

前 70%之學生，得於二年級開始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 

(2) 第 2 階段：經篩選得以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之學士班學生於二

年級第二學期選課前，由各學系甄

選當學年度一年級新生人數 40%

之學生繼續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其

甄選方式除依學生一年級之學年

平均成績高低排序擇優錄取外，並

得參酌其他表現，其參酌項目及標

準由各學系自訂。 

 

2. 教育學程生甄選：各學系未獲甄選

為上述師資培育生資格之學士班

學生（含轉系生、休學生及轉學

生），其二年級（或三年級）第一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居該班排名前

70%、碩博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達 80 分，其操行成績每

學期均列甲等且無記過以上之處

分者，均得依當學年度教育學程甄

選簡章之規定，申請教育學程生甄

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 

(二) 修業期限 

1. 師資生含其本學系之修業期限以 4

年為原則，並另加全時教育實習課

程半年。 

2.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年限至少 2 年，

自大二起開始修習。 

3. 未在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

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1 年至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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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內容 

(一) 教育實習課程 

1. 係為培育教師之教學實習、導師

（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

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2.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

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

專業課程者，始得參加半年之教育

實習課程。 

3. 師資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未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者，日後得自行向師培大學申請

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4. 申請參加教育實習課程者，應繳交

4 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二) 教育實習期間 

1. 第一學期：8 月 1 日起至翌年 1 月

31 日止。 

2. 第二學期：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

止。 

(三) 教育實習評量 

1. 實習成績評量，由實習學校及就讀

學校共同評定之，雙方各佔 50%，

以總成績 60 分為及格。 

2. 實習成績評量項目及比例如下：教

學實習占實習總成績 40%、導師

（級務）實習：占實習總成績

30%、行政實習：占實習總成績

20%、研習活動：占實習總成績

10%。 

3. 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得重新申請教

育實習及繳費。但在原實習學校重

新實習者，以 1 次為限。 

(四)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處依其教

育實習科別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 

五、能力檢定 

(一) 教師資格檢定 

1. 報考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取得「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依

證明書所載之類科別，報名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 

2. 考試方式：以筆試行之，每年以辦

理 1 次為原則。 

3. 報名時間：每年 1～2 月（依報名

簡章之規定）。 

4. 考試日期：每年 3～4 月（依報名

簡章之規定）。 

5. 考試科目：國語文能力測驗、教育

原理與制度、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及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等 4 科。 

6. 放榜日期：每年 4 月～5 月（依報

名簡章之規定）。 

7. 錄取標準：各考試科目以 100 分為

滿分，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及

格：考試科目總成績平均滿 60 分、

考試科目不得有 2 科成績均未 滿

50 分、考試科目不得有 1 科成績為

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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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教師證書 

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者，

由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始取得合格

教師資格。 

(三) 甄選任教 

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

公費生依規定分發外，皆應參加教育

主管機關或學校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錄取並經學校教評會通過後，方

能成為正式教師。 

六、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之師資培

育 

我國技職教育涵括中等技職教育

及高等技職教育兩大體系。中等技職

教育體系包括國民中學之技藝教育、

高級職業學校、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

科和綜合高中專門學程。高等技職教

育體系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

技大學（陳錦雀、吳信德，2012）。其

中高級職業學校專門技能學程、普通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和綜合高中專門學

程統稱「後期中等技職教育」。 

臺灣《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已於

2014 年 12 月 30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自 2015 年 1

月 14 日發布日起算至第三日（1 月 16

日）起發生效力（教育部，2015）。新

法規定，國民中小學課綱必須納入職

業認識及探索課程，從小培育學生相

關觀念。技職教育與國家經濟發展密

切相關，但臺灣社會「升學至上」的

觀念，侵蝕臺灣技術人才根基，藉由

這次立法，可全面檢視臺灣技職教

育。《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自 1985 年

提出後，經行政、立法部門 29 年研議，

終於由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明定技

職學校教學、師資等教育綱領及相關

規範，未來技職教育將不再受限於《大

學法》。其中，新法規定，國民中小學

課綱應納入職業探索課程，國高中階

段學校應安排學生致相關企業參訪。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還規定，

當技職教師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

校院的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相關產

業，進行半年以上專業、技術相關研

習或研究。此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

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列為必修學

分。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十八小時

之業界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

之。另外，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

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本

法施行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則

不在此限。 

七、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培育之

問題與建議 

自《技術及職業教育法》通過並

實施之後，胡茹萍（2015）針對技職

教育法提出相關問題與建議，茲整理

如下： 

(一) 中等技職教育師資資格取得之法

律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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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教師法》所定高級中等學

校以下學校教師資格檢定制業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以界過渡期，為利同位階

之法律規範一致，《教師法》有關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之檢定規範及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三條有關

中等學校教師應具備之資格規定，宜

配合《師資培育法》之規定，予以修

正。 

(二)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畫相關科

目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法律

解釋及適用問題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畫相關科

目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或「教育專業課程」，

但各自屢踐之行政程序有別。納入「普

通課程」時，則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自行決定：如納入「專門課程」時，

則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並報教育

部核定；惟如納入「教育專業課程」

時則須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

教育部核定後始能實施。由於目前尚

未明訂，仍有待商榷。 

(三)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應含時數至少 18 小時之

業界實習之法律解釋問題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應含時數至少 18 小時之業

界實習，應於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之

「專門課程」設計之，且師資培育大

學於安排時，應就實施方式、實習場

所、師資、學分採計、輔導及其他相

關事項，妥適規劃。 

(四)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

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

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及當

技職教師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

職校院的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

相關產業，進行半年以上專業、

技術相關研習或研究之法律解釋

問題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

教師，應指依法取得資格之專任教

師，不包括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另

外，其中關於年限如「一年以上」及

「至少半年」之採計方式，宜以連續

或累計併存方式為之。且任教領域相

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就其

立法目的應排除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

校從事之工作經驗，以業界實務工作

為主。 

八、結語 

綜上所述，《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有關師資培育之規定是否會造成師資

培育生選擇修讀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意願，值得觀察（胡茹萍，

2015）。此外，《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規定技職教育之實施分成職業試探、

職業準備及職業繼續三種類型，然而

對於技職教育之師資僅有三條規範，

對於建構技職教育師資培育、職前訓

練及在職專業發展與訓練，是否充

足，也值得關切。且後期中等技職教

育階段之技職教師與國中階段之適性

輔導及生涯試探能否相互配合，亦更

需關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70-77 

 

自由評論 

 

第 77 頁 

參考文獻 

 周祝瑛（2009）。臺灣地區師資

培育政策之檢討與展望。中等教育，

60（3），1-19。 

 胡茹萍（2015）。自技職學術化

成因省思技職教育教師之培訓。臺灣

教育評論月刊， 4（11），24-26。 

 胡茹萍（2015）。臺灣技術及職

業教育師資培育法制探析。載於吳清

基、黃嘉莉（主編），師資培育法 20

年的回顧與前瞻。臺北市：中華民國

師範教育學會。 

 陳錦雀、吳信德（2012）。後期

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培育法制

設計之探討，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

訊，105，36。 

 許文松（2009）。臺灣中小學師

資培育的現況及因應策略。銘傳教育，

1（1），102-113。 

 教育部（2015）。技術及職業教

育法。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78-81 

 

自由評論 

 

第 78 頁 

藝術思考方案在寫作教學之運用 
游美淑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級任導師 

蔡育娜 

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級任導師 

 

一、前言 

在知識普及的時代，寫作不再是

屬於文人雅士的專有技能，是每個人

都可以具備、學會的能力，而學生透

過寫作可以培養思考力、想像力等重

要心智能力，因此培養寫作能力成了

教學現場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務

（周慧菁，2007）。 

寫作與閱讀、算數（3R）並列重

要基本學科能力，2003 年四月美國國

家寫作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Writing），力陳在全國各級學校進行

寫作改革的必要，並公布了一份「寫

作：被忽略的R」（Writing: the Neglected 

‘R’） 報告書，開啟了一波找回寫作能

力的教育改革潮流，帶動瑞典、香港、

澳洲等國家提出寫作改革，由此可

知，寫作這項能力已逐漸受到重視，

並且成為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學生

不只需要能寫出通順語句的能力，更

要提升至創作文章的境界。 

我國民國六十四年修訂課程綱

要，在國小階段始增加了寫作目標（羅

秋昭，1999），課程綱要回應社會需求

不斷進行改革，寫作已成為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語文領域中的一項能力指

標，國小階段著重於啟發學生寫作興

趣，培養寫作的基本能力，從第一階

段開始進行口述作文，第二階段開始

進入筆述作文，最後學生能夠掌運用

蒐集材料、審題、立意、選材、安排

段落、組織成篇、修改等寫作步驟，

熟練的筆述作文（教育部，2011）。 

寫作要言辭達意，必須要「言有

序」、「言有物」，除了閱讀摘要、採訪

報導外，透過影像訓練觀察力，亦是

一種訓練寫作言有序方法，不同於看

圖說故事，影像必須沒有故事，只是

一幅圖畫或是一張照片，卻能夠透過

觀察細節，將眼睛所見化為文字（顏

擇雅，2007）。寫作要言有物除了相關

內容的題材外，生活經驗也是豐富寫

作內容的重要元素，然而生活範圍太

廣，易造成取材不易、主題難辨、偏

離題旨、層次不明的情況（杜淑貞，

2001）。 

相關研究指出，臺灣地區國小

中、高年級以後，隨著年級的升高，

作文能力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越來越

大（葉靖雲等，2002）。因此寫作能力

愈發受到社會的關注，各式各樣的寫

作教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寫作教學

法不斷推陳出新，身為教育現場前線

的國小教師，如何在有限的語文時數

下，萌發學生對於寫作的興趣，培養

寫作力，是極為重要的。 

二、藝術思考探究 

David Perkins（1994）提出看藝術

學思考的兩個主旨，一、看藝術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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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得徹底；二、看藝術是練習思

考的最佳工具。因為藝術作品不會在

第一眼就吐露所有的秘密，想要探求

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需要長時間的

注視，並且不斷地動腦，才能瞭解作

品所要傳達的訊息，品味其中的優美

之處，而透過深思熟慮的觀看引發更

深入的思考，則讓大腦更加活化。 

看得見的思考（Visibe Thinking）

是藝術思考發展的基礎，Tishman 及

Palmer（2006）指出，看得見的思考指

的是任何可以被觀察到的敘述，用以

證明及支持個人或團體正在發展中的

問題、想法及理由。當思考能被看見

時，師生能夠覺知到思考的組織及澄

清內容，進而分享思考的產物，學生

更容易發現彼此間想法的差異，而老

師更瞭解學生的學習，以及發現需要

幫助的部分（Hull, 2011）。 

Perkins（1994）認為所謂的傾向，

是一種可以感受到的性向、熱忱和意

願。藝術思考目標在於培養學生提問

與探究、觀察與描述、推理、發現新

觀點、比較與連結、找出複雜性等六

種思考傾向（thinking disposition），每

個都有助於欣賞和探索藝術，在其他

領域的訓練中都有助於學生建立理

解。 

每個思考傾向都由數個思考習作

（Thinking Routines）支持而成。思考

習作是一種不斷被重複使用的思考工

具，支持學生在教室內進行有效的思

考，也是一種學生共同的思考結構，

有助於使用心智於思考、推理、反省

中的行為模式。 

在藝術思考當中，用以發展思考

傾向的習作有以下特點：（一）針對特

定思維，以目標為導向再三練習、（二）

由少數步驟構成，便於教與學、（三）

使用習作時，能得到支持、（四）通用

於不同背景，適用於個人或團體。綜

合上述特點，思考習作是簡短、容易

學習的策略，作用在於加深、加廣學

生的思考，使用上較有彈性，能夠一

再使用於藝術及其他主題的課程中，

成為教室學習活動中的一部分，甚至

型塑成一種教室文化，使學生在進行

思考時能夠自然而然的運用這些策

略。 

藝術思考教學以「看得見的思考」

為主旨，搭配藝術作品帶領學生進行

深入的討論，在過程中激發其創造力

及想像力，且能夠在討論的過程中將

自己的思考歷程呈現出來，不僅能夠

刺激他人的創意，也能從他人的思考

歷程中引發個人的創意。 

三、寫作課程設計 

(一) 準備階段 

先以大班討論的方式，學生在觀

賞同一部作品後思考並討論，由教師

示範帶動，同時鼓勵學生紀錄其思考

內容，將討論過程具體呈現。以均衡

發展六種思考傾向為目標，教師於不

同的討論主題搭配適合的思考習作，

讓使學生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使用

之，並且將內容記錄於思考地圖中。

課程中選定的作品以學生熟悉的題材

為主，包含生活記錄、電影場景、動

畫音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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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考引導階段 

選定主題作品，以畫作為主要題

材，讓學生透過具體可見的圖像進行

思考，討論時採用「觀察與描述」及

「開始/過程/結束」兩個思考習作作為

思考主要方法，透過觀察與描述找出

畫作中的細節，蒐集豐富的寫作材

料，以開始/過程/結束引導寫作連貫

性。 

呈現作品開始討論之前，學生必

須有充分的時間欣賞作品，過程中不

交談，不限制觀賞方式，學生在觀賞

的過程思考自己所看到的、所聽到

的。第一次的討論，以 4~6 人小組為

單位，向同組成員展現自己所看見的

內容為何，並且將所有發表的內容以

任何形式記錄下來；第二次討論前請

學生就上次小組討論的內容，再次觀

察作品，試圖找出其他未發掘到的訊

息，此次的討論擴展至全班性討論，

將組別間相似或相異之處記錄下來，

並表達自己的看法，以 2~3 個小組合

併的大組為分享組別，並且將組別間

相似或相異之處記錄下來，並以此表

達看法，激發不同的火花；最後回到

小組內部進行討論，並且將內容以敘

事的方式記錄下來。 

(三) 創作階段 

學生將自己的資考材料依據文結

構進行段落分類，將討論所得的素材

進行組合，將素材以動態的故事或是

記敘文描寫呈現，亦可搭配應用文書

信體材，寫信給畫中人物， 

以故事寫作為例，學生以故事結

構六要素，背景塑造、開頭場景、事

件發生、危機出現、發現轉機、結尾，

為思考地圖的框架，小組開始就所蒐

集之思考材料進行討論設計，其中在

背景塑造與開頭場景的部分，由小組

共同設定寫作，其餘的部分則由成員

依據架構分別進行寫作，在寫作完成

後組內進行同儕修正，將個別完成之

作品流暢串聯成短篇故事。 

四、寫作課程實施 

本課程實施對象為國小中年級學

生，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語文領

域寫作之建議，寫作題材選擇以學生

生活經驗為主，因此在課程主題選擇

上以學生熟悉的校園景象或課文內容

相關圖片為寫作題材。 

第一次循環課程主題為校園景

物，全班學生透過空拍的圖片，俯視

校園景致，以人、事、時、地、物、

景等六個面向進行兩次觀察，在熟悉

的環境下，學生對於圖片的專注力較

高，從中發現不少訊息，但對於事物

間的連結較不高，訊息較也為片段。

因此，在課程中加入了實地觀察，以

平視的視角來觀看，將原本俯視所無

法看見的細節呈現出來，最後透過小

組討問整合的方式，引發學生思考的

動力，期間可發現學生思考的改變，

半數以上的學生，從最初俯視圖片找

到的零散訊息，實地觀察後進行討

論，開始嘗試解析訊息間的關係，在

發表的過程中，透過描述訊息的過

程，學生能夠將訊息組織，以完整的

語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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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包含計畫、轉譯、回顧等三

個過程，在計畫的歷程中，學生以藝

術思考為蒐集資料的工具，針對主題

找尋相關訊息。對於中年級的孩子來

說，要將分散的訊息放進文章裡，是

一項陌生且具有難度的工作，若是利

用思考過程中所使用的語句，則能帶

領學生更快進入寫作的核心，將所見

所思化為文字呈現，文章內容的流暢

性也會有跟著提高的效果。 

五、結語 

作文是透過各種感官的綜合活

動，表達情感與思想的工具，為一訓

練思維的課程（羅秋昭，2004）。布題

後的思考引導更顯重要，對於目前處

於具體運思期的國小學童來說，想要

天馬行空憑空寫出一篇文章是有其困

難存在的，如能透過感官所見所聞引

導思考方向，更容易投入寫作情境

中。比起傳統個人獨力寫作方式，透

過討論為學生提供思考鷹架，不僅有

助於刺激學生思考，增加寫作寫作材

料的豐富性，更有助於提升其寫作的

能力。 

本文以藝術思考作為寫作引導方

案，旨在以不同的感官思考方式，深

化學生思考能力，希望能對寫作教學

實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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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教學在幼兒園主題課程上的應用 
郭陸錦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林美秀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由於少子化衝擊之下，本園所招

收的學生由不同的年齡層所組成，一

個班級中由從五歲、四歲、三歲兒共

同混齡學習，但是，不同年齡及能力

之間的差異大，有的幼兒能書寫簡單

的文字或是用注音拼寫出自己的想

法，有的孩子連 123 都還無法書寫只

能以圖像或具體物件進行學習。然而

主題課程是需要幼兒和老師一起團體

討論，凝聚共識後再進行，師生共構

整個主題課程活動的進行，常常在進

行主題課程團討活動時，小班幼兒因

為課堂的參與度較低，需要老師不停

地引導孩子加入主題活動，此外有些

參與度低的孩子也會影響班級正在進

行的主題團體討論活動，老師常需要

中斷團討或是活動的進行，做秩序的

管理，導致老師困擾。 

因此老師希望能增強孩子對於主

題活動的參與度，也希望不同年齡層

的孩子，能夠學習彼此相互合作。在

幼兒園的活動型態安排上，除了個人

探索、團體活動外，也重視小組的活

動安排，幼兒有許多機會進行小組的

活動型態。而如何在學習過程中，讓

學習程度不同的幼兒一起進行討論、

學習，是教師在課程進行中不斷思索

的問題。 

幼兒園的課程是強調幼兒學習的

歷程，課程是以幼兒為主體，重視社

會參與，在與他人及社會環境的互動

中，建構自己的知識，並讓幼兒有親

身參與、體驗各種活動的機會。而每

個孩子在課堂上的課堂參與度，反映

了孩子是否有所學習，教師們試圖找

尋一些教學方法，希望能夠讓整個班

級的主題課程參與度提升，而合作學

習正是以異質分組以達到不同程度學

生均能獲得學習的教學方法；另外維

高斯基提出的鷹架理論中也強調異質

小組，認為同儕合作能增進學習成

效。黃臺珠、李嘉祥（2000）研究發

現合作學習將會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高俊傑（2004）認為以合作學習設計

的教學方法，能提供學生較多的學習

經驗，且能增加學生學習的信心。劉

慧瑛（2009）的研究中提出合作學習，

使孩子學習參與度與信心均獲得提

升。因此，教師們希望在主題教學中，

加入合作學習的策略，冀望孩子能提

升課堂的參與程度，讓孩子在課堂上

都能一起進行活動，並樂於參與主題

課程的共構，在彼此互動中，將主題

課程活動更加深化，幼兒都能有所學

習，將親身參與體驗過的歷程轉化為

知識建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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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 

Johnson兄弟曾在其合作學習中心

的網站上提到，從不同教育階段別和

學習領域，都應用了合作學習，但是

至今仍很難將合作學習完整且明確的

定義出來（王岱伊，2001）。因此可以

知道合作學習包含的層面和複雜性及

多元應用的範圍很廣。合作學習的策

略有很多種學習方法，主要方式是將

學生以異質的分組方式分到各組，每

組的成員能力不同，透過觀察、討論

找到問題後解決問題，從經驗的分享

與發表能力的培養，來提升學習者對

於學習內容的參與度和學習能力。 

經過本園教師相互討論之後，認

為合作學習中的團體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ion 簡稱 G-I）是比較適合幼

兒園在進行主題課程時可以使用的學

習方法。因為團體探究法是以師生共

同訂定主題，以小組合作進行調查和

討論為主要活動之後學生針對有興趣

的次要主題組成小組進行學習，最後

進行小組成果發表，這樣的進行方

式，與主題課程比較類似，不僅可以

讓學生學習合作溝通外也能提升發表

能力。而 G-I 法共分成六個連續階段：

階段一、界定研究主題並組織研究小

組。階段二、計畫研究工作。階段三、

進行研究。階段四、準備報告。階段

五、呈現報告。階段六、學習評鑑。（林

佩璇 黃政傑 1996）。 

由於我們的對象是幼兒，因此，

也更動了一些團體探究法的方式，改

為以下的步驟：（1）探究的主題以主

題課程活動中出現的問題為主題。（2）

教師和小組成員共同訂定自己有興趣

的次要主題及研究工作。（3）小組成

員在進行不同工作活動時，教師從旁

協助引導，當幼兒遇到困難時給予協

助。（4）成員準備報告時，可以將討

論和記錄所獲得的資料，用圖畫或文

字來撰寫海報呈現學習結果，個別幼

兒也必須完成自己的學習單，做為評

量幼兒的學習狀況。（5）教師協助各

小組呈現主題學習成果分享給全班，

全班以這些成果進行團體討論，老師

再針對各組進行學習評量。 

三、實施合作學習教學的過程 

決定步驟之後，實施的方式是讓

幼兒在主題教學中，以異質分組方

式，將全班幼兒分成四至五人不等小

組，教師在進行主題學習活動時，以

分組討論、小組共同撰寫討論紀錄及

學習單以及最後有小組成員共同行動

等過程，來看幼兒透過這樣的合作學

習的教學策略是否有助幼兒在主題活

動的參與程度和學習能力。 

在實際的教學進行時，以主題「社

區走透透之社區 GO 購物」，將全班分

成五小組，幼兒可自行選擇要參與哪

一組的購物行動，有 7-11 組、菜攤組、

超市組、麵包店組、書局組，之後老

師和各組進行分組討論購物清單的內

容。舉例來說，7-11 組討論出要購買

足夠全班吃的茶葉蛋，老師則從旁協

助引導幼兒將自己要購買的物品及數

量畫下或寫在壁報紙上，各組再以海

報的方式向全班報告各組要進行購物

的清單內容，而除了分組的購物清單

海報之外，各組成員也要填寫一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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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購物清單，確定自己組別要購買

的物品和數量。然後實際到社區各個

商店進行購物，回到班級後，各組呈

現購物的成果，以及分享自己購物的

經驗。 

 

圖 1 

全班分成五個小組，各組幼兒分組討論購物清

單的內容，可以寫得或是畫下來。 

資料來源：華龍附幼 

 

 

 

 
圖 2 

在購物過程中，幼兒按著自己的購物清單進行

購物。老師則在旁引導孩子，購物時注意的事

項。 

資料來源：華龍附幼 

 

 

 

 

 

 

 

 

 

 

 

 

 
圖 3 

老師在旁引導孩子，購物時物品的保存期限等

注意的事項。 

資料來源：華龍附幼  

 

在全班完成購物行動的過程中，

可以發現各組的孩子會彼此提醒購買

的物品和數量，也會依照購物清單的

內容來進行購物，全班都投入到活動

中，而老師也發現小班和中班一些平

常比較被動，不參與主題活動的孩子

變得能夠參與活動了，雖然過程中，

需要老師花時間去引導小組，但是最

後幼兒能夠彼此合作完成購物行動，

不僅孩子學到了要團隊合作，也更增

強了教師們想繼續使用 G-I 法的信心。 

在學期中的另一個主題活動「社

區走透透之我們來開店」也依循了上

述的步驟，將全班分成異質小組三

組，進行開店前的準備工作：海報組、

招牌組、圍裙製作小組。各組和老師

分別進行工作任務討論，最後將成果

呈現在開店的活動當中。由於已經有

了之前進行活動的經驗，這次老師在

引導孩子進行分組討論及小組工作的

過程中，可以看到孩子能更快的進入

狀況，老師進行引導和協助的時間縮

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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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幼兒正在共同進行海報的創作。 

資料來源：華龍附幼。 

 

 

 
圖 5 

幼兒一起合作測量圍裙的大小，最後剪裁出一

件圍裙。 

資料來源：華龍附幼。 

四、結語 

經過這些經驗的學習之後，教師

發現，大班幼兒成長的最快，每一次

的發言，孩子都能夠將自己的生活經

驗和過去的學習做連結，而其他中小

班的幼兒，雖然沒有踴躍發言，但是

在主題課程的團討過程中，老師注意

到他們專注的眼神，可見他們亦投入

於團討當中，在主題活動的進行中，

孩子們都樂於參與其中，老師僅需要

少部分的引導，大多數時候，孩子開

始能自己去建構出分組活動的工作內

容，並且專注在自己的分組工作中，

只有少數幼兒需要老師給予提醒，不

過經過引導也能很快地進入學習狀態

中。 

由以上的主題活動經驗來看，合

作學習中的團體探究法，確實適合運

用在幼兒園的主題課程當中。此種學

習法增加孩子在團隊中合作學習還有

做中學的機會，透過團體探究法的方

式，增加了孩子彼此之間的學習互動

機會，也提高了孩子參與主題活動的

意願，讓孩子在同儕之間學習到楷模

的行為以及知識。而且由於親自參與

的機會增多，孩子自然對團討的內容

有興趣，畢竟是親身體驗過的活動，

即使自己可能還無法明確地以口頭來

表達，但是卻能傾聽他人與自己類似

的學習經驗，以此來複習自己曾經歷

的歷程，而提高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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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未來時間觀提升高中生的學習動機 
洪怡伶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電話那端學生哭求著：「老師您

可以馬上打電話給我爸爸，幫忙說服

他讓我填想要的科系？」、學生用迷惘

的表情問著:「老師，為何要學這些讓

人困擾又遙不可及的數學？它們真的

有用？」筆者在輔導學生時常面臨必

須提供學生和家長思考未來的問題。

親子天下對全臺 4,386 位國中生及 994

位老師進行調查，發現一半的學生認

為自己學習動機不強烈；約八成老師

認為學生學習動機不足；近六成的孩

子，放學後不太有興趣主動求知（何

琦瑜、賓靜蓀、張瀞文，2012）。沈雅

惠（2013）研究十二年國民教育改革

下國二學生學習動機，部分教師認為

十二年國教下的學生學習動機個別差

異大，低成就的學生更早失去學習動

機，這與筆者發現，在教導十二年國

教制度下，高一學生學習動機低、專

注時間短、數學能力下降、學習成效

差異大的情形相符合；另一方面也發

現高中三年級下學期學生不投入課堂

學習，造成與大學課程銜接產生問

題。因此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有

其迫切性。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 15 歲

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種族、性別、

階級、社經條件、地區等，教育機會

一律均等（教育部，2013），可知高中

職教育是由篩選教育轉換成大眾教育

的階段。高中階段學生要面對的轉變

很多，在課業方面由於數學知識具有

高抽象化、邏輯嚴謹和表達形式符號

化等特性（欒慶芳、潘洪建，2005），

國中數學程度不好的學生進入高中學

習成效更不良，學習動機更低、學習

成效差異更大。在面對生涯發展上，

孩子開始會去思索自己的未來，評估

自己是否能達到自我的期望（陳金

定，2015），這時期如果在學業上低成

就、又對未來產生不確定感時，就會

對自我產生懷疑，進而影響學習情

緒、態度與學習動機。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數學」

課程綱要指出，我國欲培養的高中職

數學核心素養著重在從學習數學過程

中建立邏輯概念，養成推理思考、反

思批判和利用數學解決生活上所遭遇

問題的能力（中教司，2008），同時也

期望教師們能夠讓學生去思考學習的

動機與目的，並引導學生去連結未來

的目標。學生透過教師的教導考好成

績、得到好表現、進入好大學、將來

找到好工作，這種經由教導強調目前

的學習工作與未來的關係性就是未來

時間觀（Simons , Dewitte & Lens, 

2004）。未來時間觀有導引與激勵的作

用，能正向影響學習動機（Nuttin & 

Lens, 1985）與投入正向的學習行為

（Horstmanshof & Zimitat, 2007），藉由

提供學習者了解當下課業在未來工作

上使用的價值，確實有足夠理由激發

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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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未來時間觀是教師較少

注意的方向，在輔導上教師不常利用

導入未來時間觀的概念讓學生思索確

立未來的目標。學生如果無法體會學

校教育與自己的關聯與幫助，則會失

去學習的主動性，如果能因為知道為

何而學，把學校教育與自己未來的目

標緊緊聯繫，學生對學習會更主動、

投入、積極，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是

個可行的策略。 

二、未來時間觀的定義與內涵 

De Volder &Lens（1982）將學習

者對未來的期望，分為「認知」和「動

態」兩個層面。Gjesme（1983）認為

未來時間觀就像探照燈一樣，能幫助

個體通往未來的道路，有助於即時努

力以達成目標。Nuttin & Lens （1985，

1999）指出未來時間觀是從動機目標

設定中發展出來的，把未來整合進入

現在生活空間的程度，定義為對未來

目標的現在預期。Peetsma（2000）認

為未來時間觀是一系列的動機行為變

數，可用來解釋學生課業努力的程

度。Bembenutty & Karabenick（2004）

指出未來時間觀是個體對未來目標的

信念，提升個體學習興趣與學習動

機。邱英豪（2006）認為未來時間觀

的重要性是具有對學生的行為具指引

性的意義。當學習者發現課業學習有

助於達成未來目標，將提升學生學習

的內在興趣。Husman & Shell（2008）

認為不論是把未來時間觀當成能力或

信念，都無法完整描繪出未來時間如

何影響生活，強調未來時間觀是兼具

認知與動機互動性。 

由上面的學者定義可知未來時間

觀是指個人計畫、預想、組織未來的

認知結構，含有認知與動機的概念，

在對未來目標的設定會影響現在的行

為，因此未來時間觀是影響學生學習

行為與學習成就的前導因素。 

三、未來時間觀的測量工具 

(一) 國外的未來時間量表 

1．「未來時間傾向量表」: 作者

Gjesme、時間 1983 年，內涵有涉入性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預 期 性

（anticipation）、佔用性（occupation）、

速度性（speed）。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信度，缺點向度不完整。2．「Daltrey

未來時間觀測驗」（Daltrey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Test）: 作者 Daltrey 和

Langer、時間 1984 年，內涵有延伸性

（extension）、連貫性（coherence）、定

向性（ d i r e c t i o n a l i t y）、密集性

（density）、情感（affectivity）。具有

良好的建構效度，信效度，缺點只集

中在連結性單一向度。3．「考慮未來

結果量表」（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S c a - l e ） : 作者

Strathman、Gleicher、Boninger 與

Edwards，時間 1994 年，內涵為個體

決定當前行為時是否習慣考量行為的

未來結果或影響程度。具有良好的建

構效度、信效度，缺點為牽涉太多對

事件結果的價值評斷。4．「Zimbardo 

時間觀點量表」（Zi 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作者:Zimbardo 

和 Boyd，時間 1999 年。內涵有過去—

負向、過去—正向、現在—快樂主義、

現在—宿命論、未來等五個因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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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建構效度、信效度，缺點為

題數少無法完整測量未來時間觀的概

念。5．「未來時間觀量表」（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cale）: 作者 H usman 和 

Shell，時間 2008 年，內涵有價值性

（Value）：願意犧牲現在以支持未來的

程度。連結性（connectedness）：把當

前活動連結至未來目標的能力。延伸

性（extension）：把想法從現在延伸至

未來的距離。倉促性（speed）:個體覺

知時間流逝的速度。具有良好的建構

效度，信效度為佳（林麗芳 2009；林

秀玲等人，2015）。 

Husman & Shell（2008）的量表包

含了動態與認知層面，個體對未來時

間觀愈重視，犧牲現在以達成未來目

標的意願就愈高；連結性愈高越能瞭

解現在行為與未來目標的影響；延伸

性高則未來目標就會越明確，更能了

解未來的重要性；倉促性低的人較少

對未來作規劃及預備，容易覺得時間

飛快的流逝常會有時間不夠用的情

形，是一份面向完整的量表。 

(二) 國內的未來時間量表 

1.邱英豪（2006）「國中學生未來

時間觀量表」內涵為未來目標與個人

之關聯性、未來時間觀的感受性、對

未來的準備、討論、預想與時間規劃。

除未來時間觀的感受性外均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與同時效度，並與學習動機

呈正相關。偏重在對未來的準備與規

劃上。2.林麗芳（2009）「高中職生未

來時間觀量表」以質性訪談高職生為

基礎，內涵為縱深豐富性、正向連結、

計畫討論、不確定感受和倉促性。具

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穩定性和結構效

度。3.林秀玲、吳相儀、吳清麟、邱發

忠、陳學志和陳慧娟（2015）「小學生

未來時間觀量表」，將 Husman & Shell

的量表中文化，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良好，量表的穩定性佳、具有良好的

建構效度與同時效度。是一份嚴謹性

高的量表。 

四、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成就動機

關係 

劉澤宏、楊豪森（2003）指出我

國的高職教育課程與產業的落差很

大，畢業生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水準

無法直接勝任職場所需，且很多都是

由家長來選填科系，學生對自己所學

的不了解和沒有興趣，這些都影響學

習動機與學習行為。林啟超（2009）

指出未來價值與成就目標有正相關，

學生覺得未來目標對自己有價值就會

直接影響他們的成就目標；未來關聯

對課業尋助與堅持產生直接的效果，

學生在知覺當下的工作與未來有關連

時，課業上會出現尋助的學習行為。

林麗芳（2009）指出高中職生未來時

間觀愈高，會用課業學習動機調整策

略來維持動機，自發的動機調整策略

使用愈高。林秀玲等人（2015）指出

未來時間觀與學習動機量表有中度的

正相關，對學習動機也有顯著預測效

果，這些均與 Nuttin 和 Lens（1985）

年的研究中發現個體的學習成就、成

就動機與未來時間觀成正相關相符

合。未來時間觀中延伸性愈好態度會

愈極積，克服壓力與負面情緒，能在

困境中保持高度的學習動機，成為一

個高自我效能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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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時間觀的相關研究 

(一) 學制 

賴香如（2004）指出普通高中與

完全中學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策略均高

於高職生，高中生的內在目標、學習

價值比較高。職業類科的學生未來時

間觀比較短，較不覺知不在乎目前任

務與未來目標工具的關係，在學習科

學、數學和人文科學時有挫敗的經

驗，所以失去學習的內在動機（林啟

超，2009）。林麗芳（2009）的研究中

發現高中生的未來時間觀高於高職

生，高中生比較能預想和規劃未來，

對未來也抱持較多正向態度。 

(二) 年級 

 Husman、McCann 和 Crowson

（2000）研究意志策略與未來時間觀

的關係發現，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有最

高的知覺工具，大四最低。邱英豪

（2006）研究國中生未來建構與實現

發現，國中生未來時間隨年級增加而

減少。兩者研究中，同一學習階段年

紀愈大的反而未來時間觀愈低，與一

般認知年級增加越能清楚建構與掌控

自己未來的想法相反，表示國中與大

學生低年級時可能因為對學校與課程

感到新鮮，所以個體對未來的學習內

容有比較高的期待，高年級在面臨升

學考試、生涯抉擇的壓力下暫停對自

己未來的規劃。林麗芳（2009）的研

究中發現，男生方面高二大於高三、

高三大於高一，高二時因為有了生涯

議題，增加了思考未來的頻率，高三

忙於面對升學壓力，會將精神與力氣

放在處理眼前的壓力而影響思考和規

劃能力。高中女生的未來時間觀隨年

級增加而增加，因為較有準備對，未

來的規劃更豐富，可知高中生的未來

時間觀年級與性別有交互的作用。 

(三) 性別 

Greene 和 DeBacker（2004）在性

別差異、未來導向與動機上發現，男

生比女生有更深遠的延伸性，但未來

目標比較少。Kauffman 和 Husman

（2004）指出性別角色的期待在男女

生未來目標的差異上是重要的指標，

女性在人際目標上有較高的關注。林

麗芳（2009）指出高三學生未來時間

觀，女生高於男生，高一學生則是男

生高於女生，高職生則是女生高於男

生。在高中方面高三女生是因為比較

順從師長的教導，會去思索活動與未

來，高一女生的重心在人際關係的經

營和對環境的適應上，高一男生傳統

社會比較鼓勵男生去追求夢想，因此

容易對未來產生期待及設定長程目

標。高職女生比較常與人分享自己的

未來目標，對未來有豐富的規劃與準

備。林啟超（2009）指出女生在未來

關聯及課業尋助行為上都比男生好，

表示男生比較沒有知覺當下的學習工

作與未來的生涯發展有相關性，在學

習上愛面子，所以遇到困難時比較不

會去尋求幫助。何嘉欣（2011）在國

中生的未來時間觀的研究上發現女生

比男生有較高的未來時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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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來時間觀提升策略 

使用未來時間觀的輔導能助學生

規劃未來，也能讓學習更有動力，學

習成效也可以提升，筆者教學上的策

略使用，在課業上有融入數學史、相

關科系連結、學長姐經驗分享和共讀

反思；在學習能度上，使用練習寫行

事曆和親師合作方式，教學心得如下： 

(一) 課業學習 

洪萬生（2014）認為循著歷史的

軌跡介紹數學，這種路徑是理解、深

入體會數學的最佳途徑。所以在數學

科的教材中每單元開始會利用影片、

投影片和故事等方式融入數學史引起

動機中，例如三角函數的起源、數系

的發展故事、無理數的發現故事，讓

學生對此單元產生興趣。接著再讓學

生了解此單元對未來學習的影響、重

要性與價值以增進學習意願，例如指

對數與天文、生物、醫學、美術、物

理和化學上的連結。曾經有位學生信

誓旦旦說此單元與往後就讀護理系無

關，此時利用打點滴和藥物殘留量問

題，馬上發現他眼睛發亮，結果顯示

未來規劃往這些領域的學生確實能提

高學習此單元的動機。另外筆者認為

為了改變高中三年級繁星推薦和個人

申請後學生無法投入學習，造成與大

學課程銜接的問題，可邀請畢業學生

返校與學弟妹分享微積分與未來科系

的連結與學科重要性；再搭配小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後，發現很多原本數學

成就低的學生上課投入討論，勇於推

出公式與證明，在微積分的學習差異

縮小。 

學生性向輔導上，會利用影片欣

賞、全班共讀和讀書會方式選擇相關

材料與學生討論未來目標，善用雜誌

專欄資料，協助學生找出各領域在大

學相對應的科系和工作發展，要求他

們寫反思和心得在週記上，加強未來

時間觀提升學習動機。也會利用文獻

中的時間觀量表，幫助未來時間觀低

的學生測量出有問題的向度。 

(二) 學習態度 

從未來時間觀的量表中發現，高

中職生的「倉促性」的得分比較低，

常會有被時間追趕的情形，高中生尤

其嚴重原因為，繁重的課業又要參加

社團、活動（林麗芳，2009）。為能兼

顧兩者就必須培養學生時間規劃能

力，筆者會設計每日、每週、每月和

每學期行事曆，學期開始在黑板上寫

出學期目標，讓學生明確知道整個學

期的重點，安排適合的活動負責人，

接著讓學生寫下每個月的重點活動與

大考試，詳細討論每週要如何安排進

度，最後細分為每天必須要完成的進

度，養成用短程目標達成中程目標最

後達到長程目標的習慣，訓練學生善

用時間和規劃活動與學業並重的能

力。 

家長方面，善用班親會和電訪的

機會跟家長傳達未來時間觀觀念，告

知有時間要正面的與孩子溝通未來選

系問題，支持就多鼓勵，如果反對要

找機會與孩子溝通，未雨綢繆避免到

高三產生親子衝突和隨意選系的窘

境。如此在教師、家長的合作下，讓

學生極積的學習並享受求知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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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的堡壘—從女生關係霸凌談起 
嚴仟芳 

臺中市大安區永安國小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近幾年常在新聞報導裡見到校園

霸凌的事件，例如 2010 年桃園八德國

中的校園霸凌事件（公視新聞網，

2010），2011 年新竹象腿幫霸凌事件

（今日新聞網，2011），2014 年國中生

以童軍繩套身障生脖子（TVBS 網路新

聞，2014），2015 年國中少女遭霸凌辱

罵而自殘（中時電子報，2015）等，

從以上每年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事

件，使校園安全亮起了紅燈。由此可

見，「霸凌」是近年來臺灣校園常見的

問題，為提高了對其的關注，教育部

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專區、專線和友善

校園計畫，積極推動反霸凌，教育基

本法第八條更明定禁止學生霸凌行

為，可見校園霸凌已逐漸受到政府的

重視，是目前教育界所關心的重要議

題。 

所謂的霸凌行為是在霸凌行為下

的一種形式，Olweus （1993）認為霸

凌是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

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行

為之中。霸凌具有故意的傷害行為、

重複發生、力量失衡等三大特徵，通

常是指蓄意且具傷害性的行為，持續

且重複的出現在固定的孩子間。

Olweus 也指出權力不均是唯一區別霸

凌行為與其他傷害行為的指標，不對

稱的權力關係（上與下、大與小、強

與弱）乃是強調弱勢一方無法自衛的

嚴重情形。因為這才是導致受害學生

處於被侵犯的行為中，卻又無力抵抗

持續被騷擾的原因。對於霸凌的定

義，教育部（2012）參考 Olweus 的定

義，經再三諮詢，並於全國教育局處

長會議、高中職校長及國中校長會議

討論後，將校園霸凌定義為具有欺侮

行為、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造成生

理或心理的傷害、雙方勢力（地位）

不對等、或其他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確認。由此定義可知，只要

是行為人有了故意傷害被害人的意圖

之後，繼而實施欺侮行為後導致被害

人產生生理、心理、性方面的傷害均

屬霸凌。 

二、關係霸凌 

兒童福利聯盟（以下簡稱兒福聯

盟）在 2013 年指出，16.3%學童有遭

霸凌的經驗，而其中 94.8%是跟「關係

霸凌」有關，且發生的年紀從國中生

往下延伸到國小五年級。根據兒福聯

盟（2005）的界定關係霸凌，意旨透

過說服同儕排擠某人，使弱勢同儕被

排拒在團體之外，或藉此切斷他們的

社會連結。這一類型的霸凌往往涉及

到言語霸凌，常會牽涉散播不實謠言

的情形，或是排擠離間小團體的成

員。而 Hawker 與 Boulton 在 2000 年

將關係霸凌定義為有目的性的不讓人

成為團體中的一員、有意將人維持在

團體之外排斥受關係霸凌者、告訴他

人不要喜歡受關係霸凌者、希望受關

係霸凌者成為被孤立且無人與他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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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單者、有目的性的讓受關係霸凌

者感受到人際性的拒絕。因此可知關

係霸凌是指透過排擠的方式，有意的

切斷某人的社會連結，藉此讓對方感

受到孤立無援。 

多位學者認為關係霸凌是最常

見、最容易被忽視、最難被察覺的類

型，而且影響學童最深且最久，而認

為關係霸凌的展現特別在青少年時期

會達到高峰（YAHOO 新聞網，2013）。

根據Chen與Huang （2015） 針對 1439

名臺灣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指

出，統計出有 45.7%的人在中小學時期

曾遭受任一形的霸凌，其中最多為語

言霸凌占 33.9%，其次為關係霸凌

23.4%。他們指出臺灣青少年霸凌現象

較歐美普遍，而且不同的霸凌型態會

對健康造成不同影響，因此言語和關

係霸凌對心理健康影響最大。由以上

研究可知關係霸凌雖然難以察覺，但

卻是校園中最常見，且易影響孩童心

理健康。尤其國小高年級正處於青少

年前期，透過友誼的建立來發展自我

概念，更容易發生關係霸凌，所以此

議題值得探究。 

在 Rachel Simmons（2011）的《為

什麼她們都不跟我玩？：第一本探討

女性霸凌真相的專書》一書中，提到

對女生來說，人際關係比什麼都重

要。因為女生渴望獲得認同，會以操

縱親密感來獲得權力，擠入受歡迎的

小團體內，迎合他人的意見和想法，

彼此利用以提昇自己的社交地位。

Besag（2006）提出親密的友誼關係，

是造成女生霸凌的原因。女生以小團

體的方式營造歸屬感，會排擠厭惡的

對象，只要有人破壞彼此的默契和團

體規範，其他人就會聯合起來霸凌

她，所以女生為了維持友誼而顯得小

心翼翼。有時被霸凌了，還不清楚自

己哪裡做錯，讓受害者痛苦萬分。故

女生之間的關係霸凌是更為精細與微

妙，透過散播謠言、排擠、成立小團

體或冷戰達到操控友誼的目的，這種

隱性看不見的傷害，更造成被霸凌者

身心受創，影響時間也最久。 

三、課室中的女生關係霸凌實例 

筆者擔任過國小高年級的導師，

從班級經營經驗中觀察到班上女學生

們喜歡建立小團體，且小團體中的成

員不斷更新。女學生們渴望獲得認

同，友誼是她們的全部。女學生們被

迫選邊站，為了迎合領導者（強勢者）

而違背自己的良心，就算背叛自己的

好友也在所不惜。在筆者的教學經驗

中，國小女學生在關係霸凌中所扮演

的角色可分為無奈的旁觀者和憤怒的

（被）霸凌者。 

(一) 無奈的旁觀者 

有的女學生發現班上搞很多小圈

圈，扮演無奈的旁觀者，有的在表面

上跟霸凌者很要好，但是會在背後說

壞話，也有些人會利用別人，或是特

別孤立冷落他人。有的女學生會認為

關係霸凌破壞彼此的友誼，如果有人

吵架、冷戰或絕交，會很苦惱、難過，

希望大家可以合好，跟之前一樣當好

朋友，希望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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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憤怒的（被）霸凌者 

有的女生扮演憤怒的（被）霸凌

者，認為同學是雙面人，表面上裝得

很喜歡對方，事實上卻不盡然，常常

私底下批評，往往猜不到對方真正的

心思，覺得被利用，對於彼此的友誼

存疑，憤怒的情緒油然而生。 

四、面對校園女生關係霸凌的處

理 

根據筆者觀察，高年級女生關係

霸凌醞釀於五年級下學期，到六年級

上學期達到高峰，最後會趨於平衡。

教師的介入要非常小心，過猶不及都

有可能釀成更大的災害。當被關係霸

凌時「那該怎麼辦？」一直是女學生

們心中的疑惑，不安全感，一直在女

學生心中蔓延開來。曾有某一學期的

期初，筆者帶領的五年級班級中小楨

和小惠同學原本好朋友，因為一次意

見不合而反目成仇，小楨以組小團體

的方式，拉攏班上的女生，聯合起來

排擠小惠，造成小惠孤立無援，尤其

是分組時，總是冷落小惠，讓她孤伶

伶的一個人，小惠甚至躲起來哭泣。

研究者雖常常適時介入，尤其是科任

課的分組，但一個禮拜至少兩次要協

助處理小惠找不到組員的問題。長時

間下來，筆者發現這樣關係霸凌的問

題造成小惠身心受創，甚至有上學恐

懼症，有幾次因此而請假不到校上課。 

為解決存在的關係霸凌問題，筆

者決定在分組時，採取抽籤，打散小

團體的方式。私底下也採漸進的方

式，建立小惠的自信心，讓小惠意識

到自己不是孤單一人，身旁還是有幾

位好朋友。筆者分析小楨為何成為霸

凌者，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小楨為班

上的風雲人物，身材高大，功課好，

又是班上的風紀股長。所以筆者採取

削弱其權力的作法，例如取消其風紀

股長的職責，並找出其弱點。班上其

他總是依附在小楨身旁的女生，並不

全然喜歡小楨的作法，只是害怕小

楨，害怕小楨的權力會對自己不利。

所以研究者私下請其他旁觀者釐清事

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學逐漸不

再成為小楨壯大聲勢的附屬品，慢慢

也和小惠做朋友，讓小楨意識到朋友

逐漸遠離她。 

最後，筆者更定時分別關心小

惠，也適時糾正小楨錯誤的行為。到

了學期末雖然無法完全改善關係霸凌

的問題，但發現情況已逐漸好轉。筆

者分析整個處理關係霸凌過程，教師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是否能採取中

立的態度，不被女孩們所左右，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慢慢將孩子的觀念翻

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另外，教師

在學生心中的地位如何，也會影響事

情的結果。而教師必須了解學生是很

敏感，一點風吹草動，就能感受到班

級權力運作的不同。因此身為一名教

師最基本的課題，必須知道女孩們間

的關係每日都有微妙的變化，必須靈

敏的覺察，採取中立的態度，並且運

用同儕的壓力進行有效的處理。 

五、建議與結語 

如何改善女生關係霸凌的方法，

筆者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教師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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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營造和

諧的班級氣氛。其次，打破小團體，

不斷更新小組成員，讓學生學習與每

者，認為同學是雙面人，表面上裝得

很喜歡對方，事實上卻不盡然，常常

私底下批評，往往猜不到對方真正的

心思，覺得被利用，對於彼此的友誼

存疑，憤怒的情緒油然而生。 

六、面對校園女生關係霸凌的處

理 

根據筆者觀察，高年級女生關係

霸凌醞釀於五年級下學期，到六年級

上學期達到高峰，最後會趨於平衡。

教師的介入要非常小心，過猶不及都

有可能釀成更大的災害。當被關係霸

凌時「那該怎麼辦？」一直是女學生

們心中的疑惑，不安全感，一直在女

學生心中蔓延開來。曾有某一學期的

期初，筆者帶領的五年級班級中小楨

和小惠同學原本好朋友，因為一次意

見不合而反目成仇，小楨以組小團體

的方式，拉攏班上的女生，聯合起來

排擠小惠，造成小惠孤立無援，尤其

是分組時，總是冷落小惠，讓她孤伶

伶的一個人，小惠甚至躲起來哭泣。

研究者雖常常適時介入，尤其是科任

課的分組，但一個禮拜至少兩次要協

助處理小惠找不到組員的問題。長時

間下來，筆者發現這樣關係霸凌的問

題造成小惠身心受創，甚至有上學恐

懼症，有幾次因此而請假不到校上課。 

為解決存在的關係霸凌問題，筆

者決定在分組時，採取抽籤，打散小

團體的方式。私底下也採漸進的方

式，建立小惠的自信心，讓小惠意識

到自己不是孤單一人，身旁還是有幾

位好朋友。筆者分析小楨為何成為霸

凌者，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小楨為班

上的風雲人物，身材高大，功課好，

又是班上的風紀股長。所以筆者採取

削弱其權力的作法，例如取消其風紀

股長的職責，並找出其弱點。班上其

他總是依附在小楨身旁的女生，並不

全然喜歡小楨的作法，只是害怕小

楨，害怕小楨的權力會對自己不利。

所以研究者私下請其他旁觀者釐清事

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學逐漸不

再成為小楨壯大聲勢的附屬品，慢慢

也和小惠做朋友，讓小楨意識到朋友

逐漸遠離她。 

最後，筆者更定時分別關心小

惠，也適時糾正小楨錯誤的行為。到

了學期末雖然無法完全改善關係霸凌

的問題，但發現情況已逐漸好轉。筆

者分析整個處理關係霸凌過程，教師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是否能採取中

立的態度，不被女孩們所左右，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慢慢將孩子的觀念翻

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另外，教師

在學生心中的地位如何，也會影響事

情的結果。而教師必須了解學生是很

敏感，一點風吹草動，就能感受到班

級權力運作的不同。因此身為一名教

師最基本的課題，必須知道女孩們間

的關係每日都有微妙的變化，必須靈

敏的覺察，採取中立的態度，並且運

用同儕的壓力進行有效的處理。 

七、建議與結語 

如何改善女生關係霸凌的方法，

筆者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教師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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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營造和

諧的班級氣氛。其次，打破小團體，

不斷更新小組成員，讓學生學習與每

一個人相處，透過定期舉辦不同的活

動，例如海報製作、班際躲避球賽、

話劇表演等，讓學生能團結一致，一

起完成目標，學會尊重與欣賞每一個

人。再者，教師要能找出關係霸凌中

的關鍵人物，然後對症下藥，給予適

時的輔導與關懷。接著，教師要將權

力下放、分散，不要集中在少數人身

上。最後，教師要有開放、包容的心

胸，接納每個孩子，平日要廣泛閱讀

班級經營的相關書籍，並且多和有經

驗的人士請教。因為關係霸凌像漣漪

效應，會帶給班上不良的風氣，且是

一種群體效應，值得老師深思並妥善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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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合作學習中「連帶獎勵」之省思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在教育實施上，獎勵雖然不是最

佳的教育手段，不過相對於懲罰，以

及對於未臻成熟的學習者而言，獎勵

仍不失為可以採用的教育方式之一。

獎勵的實施內含許多學問，應該注意

或把握的原則也很多，教師在運用時

亦應謹慎。 

本文以一個虛擬的、但卻經常在

課堂實際出現的課堂場景為例，引出

並探討教師在教學實施上，特別是在

分組合作學習的場合中，使用所謂的

「連帶獎勵」機制，其可能存在但較

少被知覺的問題。 

二、課堂場景 

課堂講解告一段落，老師想透過

問答方式，來維繫學生的學習動力，

也檢核他們的學習理解情形。 

老師：「第一題，請問國學上所稱

的三蘇，指的是哪三個人？」以小組

形式坐著的學生，聽到問題，立刻紛

紛舉手搶答。老師點選了一位她認為

舉手舉得最快的學生：「陳小明！」 

陳小明：「蘇軾、蘇轍、蘇洵。」 

老師：「答對了，很好，小明是第

幾組的？第二組，好，第二組加一分。

第二題，請問『〈記承天夜遊〉的課文

中，提到的『藻荇交橫』是什麼意思』？

李大同！」 

李大同：「『藻荇交橫』是指竹子、

柏樹的影子好像藻、荇等水草縱橫交

錯」。 

老師：「嗯，答得很好，大同是第

幾組？第五組，我們第五組加一分。

第三題，請問課文中提到『如積水空

明』，是什麼意思？張敏敏！」 

張敏敏：「月光照在地上，有如積

水一般的清澈透明。」 

老師：「沒錯，『如積水空明』是

指月光照在地上，就像是積水一般的

清澈透明。敏敏是第三組，我們給第

三組加一分。接下來」 

三、團體獎勵 vs 連帶獎勵 

類似前文的課堂場景，在各級學

校教室中經常上演，也可以說是一種

課堂「常」景。在案例描述中，可以

發現並檢討的問題不止一項，本文暫

且不探究提問技巧相關問題，主要焦

點置於關切教師所運用的獎勵方式是

否得當。 

案例中，教師明顯的是運用團體

獎勵方式。在探討獎勵相關原則時，

總會強調「個人與團體獎勵並用」，提

醒或建議教師兼用個人獎勵與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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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不要侷限於單一類型。鑒於過往

教師多半偏重採用個人獎勵，此項原

則通常指引教師應轉向多多採用團體

獎勵方式。 

然而，前述情境的團體獎勵，更

嚴格的來說，其實是一種「連帶獎

勵」。因為在教師提出問題之後，係直

接由個別學生回答提問，答對之後，

教師則給予「整個」小組，包含其他

無任何作為的學生加分獎勵，因此精

準言之，此種獎勵乃是一種連帶獎勵。 

連帶獎勵的做法，不僅止於在課

堂教學情境出現，在其他課堂管理或

班級經營上，教師也經常運用類似的

方式。但採取這種連帶獎勵方式是否

適切，遍搜文獻，歷來似乎鮮少有所

探討。 

四、在不疑處有疑 

對於懲罰，教育人員都知道也認

同不應「連坐處分」。如果連坐處分是

指沒有犯錯的學生，因其他同學的犯

錯而牽連受到懲罰。那麼，連帶獎勵

就是讓「沒有優良表現的學生，也因

其他同學的優良表現而受到獎勵」。 

相對於連坐處分，連帶獎勵讓學

生有更多受獎勵的機會，對於學生權

益基本上不會有所剝奪，因此通常不

那麼敏感，也罕見產生爭議。可能也

因為如此，此項問題一直未被警覺與

探討。 

教育人員甚至進一步認為，連帶

獎勵可以培養學生為團體爭取榮譽的

情操，讓學生體會或學習到，個人榮

譽或福祉與團體榮譽或福祉之間息息

相關，個人應為團體積極努力，並願

意與團體成員共享成果。因此，連帶

獎勵不但不是問題，甚至還要鼓勵採

用。 

但較少產生爭議，是否即代表連

帶獎勵方式是適切的？學生實際上並

沒有付出任何的心力，只因為同組其

他同學的優良表現，便平白無故的（唯

一之「故」，大概就只是剛好跟當事同

學分配在同一組）連帶都受到獎勵，

尤其此種獎勵不是單純的「與有榮焉」

而已，通常都涉及某種實質的獎勵，

例如給予成績評定，或者給予物質性

的獎勵等，在教育立場上，這樣的連

帶獎勵是否合理，教育人員有必要審

慎思考。 

五、欠缺關聯對應 

獎勵必須「名實相符」，依據學生

行為表現的事實，來給予對應的合理

獎勵。獎勵要做到對應，需要考慮的

面向很多，其中之一也包含要考慮到

對應個人表現或團體表現。 

如果獎勵的給予，是「個人表現

→個人獎勵」，或者「團體表現→團體

獎勵」，如此能夠做到相互對應，當無

疑義。相對的，若是「團體表現→個

人獎勵」，亦即團體性的努力或表現，

卻僅給予特定個人獎勵，相信不會有

人認為合理，因為其間明顯的脫離了

對應關係。與此類似的，在「個人表

現→團體獎勵」的情況下，只是純粹

個人性的表現，卻給予團體性的獎

勵，實在也難謂能夠合乎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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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表現→團體獎勵」此種連

帶獎勵方式，某種程度有著俗諺「一

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意味。「一人得

道，雞犬升天」基本上是一種負向的

批評。教育情境的獎勵實施，採行此

種帶有負向批評意味的連帶獎勵方

式，是否得當，值得再加考慮。 

六、衍生負面潛在課程 

從潛在課程的角度來思辨，則要

注意連帶獎勵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連帶獎勵可能意外的傳遞一種觀念，

讓部分學生學到，只要能夠與優秀或

努力的同儕編在同一組，自己不必要

有所作為，也可以享受到所欲的結

果。若產生這樣的錯誤學習，與一般

教師希望建立學生「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類

的觀念，乃是背道而馳的。 

另一方面，對於某些學生而言，

可能也會感受到，團體中只有自己盡

心盡力，其他同儕毫無作為，卻可以

享有與自己相等的待遇。久之，便產

生忿忿不平的心理，甚至放棄努力，

大家一起「擺爛」。連帶獎勵產生的負

面效應是，讓某些學生厭惡拒斥團體

性的工作模式，變得更加喜歡單打獨

鬥。這也和當前教育要培育學生團隊

合作態度與能力的訴求，是相左的。 

七、團體獎勵的情境或條件 

透過前述的分析，應該可以認識

到，團體獎勵與連帶獎勵之間，其實

還是有所不同。教育上可以、也應該

鼓勵採取團體獎勵，但是不宜實施連

帶獎勵。至於團體獎勵，則必須注意

其運用的情境或條件。團體獎勵必須

真正透過小組互動、團體合作的歷

程，才針對小組或團體的優良表現來

給予。 

今日教育場域之所以會濫用或誤

用連帶獎勵，與越來越多教師採取分

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有關。但問題

癥結不在分組合作學習本身，而是教

師對於分組合作學習，未能有較正確

完整的認識與了解。 

吳俊憲、黃政傑（2006）定義合

作學習為「將個別的學生組成小組或

團隊，鼓勵小組成員間互助合作，一

起討論和澄清想法、探究、思考、推

理即解決問題，以達成特定的教育目

標…」。由此基本定義可見，小組成員

間互助合作，共同進行特定的學習活

動，乃為分組合作學習的必要條件。 

然而，許多標榜或自稱採取分組

合作學習的課堂，教師經常只是安排

學生以小組形式坐著，教學歷程中卻

看不見有任何學生之間合作的事實。 

以前述課堂場景為例，教師提問

的問題，基本上都只是個別學生即可

獨力回答，甚至是僅適合個別學生回

答的問題，並無合作的必要性或可能

性。但教師因為宣稱自己是採取分組

合作學習，因此即便僅有個別學生的

個人學習表現，在需要給予獎勵時，

往往就無意識的給予小組性的團體獎

勵，連帶性的獎勵到了無作為的其他

學生，因此就經常出現連帶獎勵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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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落實分組合作學習，實施團

體獎勵，教師必須設計真正能夠引導

學生進行小組互動、團體合作歷程的

教學活動。例如，案例中的國文老師，

就要能提出類如：「如果遭遇到不如意

的逆境，我們可以採取哪些較為適當

的態度或作為來面對？請提出五項」

此類較開放性的、擴散性的問題，引

導學生進行小組討論，集合組員眾人

的智慧，構思提出五項適當的態度或

作為，然後進行發表。發表良好的小

組，教師給予小組性的團體獎勵，如

此方才比較適當。但是，許多採取分

組合作學習的教師，仍然缺乏這樣的

認知與實施。 

八、個人績效責任 

討論分組合作學習的理論基礎

時，通常會提到積極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 個 人 績 效 責 任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面對面的

助長式互動（ 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 人 際 與 小 團 體 技 巧

（ 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等五項要素（ Johnson & Johnson, 

1988；黃政傑、林佩璇，1996）。其中

「個人績效責任」此一要素，就頗為

強調分組合作學習中，每個成員都必

須展現個人績效，以促成小組的成

功，不能坐享其成，同時還會經常性

的進行組員貢獻度的評鑑或同儕互

評。 

在實質會有小組互動努力歷程的

分組合作學習情境下，都仍然強調要

適當區隔個人績效或團體績效。由此

觀之，更加突顯出，連帶獎勵此種根

本沒有合作的實質、卻通通有獎的做

法，實在有欠妥當。 

九、結語 

分組合作學習是修正傳統以教師

講述為主的教學模式的重要教學方法

之一，對於教學革新或回歸教學本

質，具有相當意義與價值，值得持續

採用與實施。 

但值得注意的是，分組合作學習

的歷程應該多引導學生以實質合作互

動的方式來進行學習。避免徒有分組

的形式，卻沒有合作的事實。 

進一步言之，在分組合作學習情

境中，獎勵機制通常容易導向以團體

獎勵方式實施。以團體獎勵彌補個人

獎勵之侷限與不足，本是合理的取

向，在分組合作學習情境中更是如

此，更應該針對小組成員共同努力的

成果，來給予適切的團體獎勵。 

然而，分組合作學習歷程中仍不

完全排除可能會有個人性的學習方式

同時亦在運作。對實質上是個人性的

表現，若給予團體性的獎勵，此種本

文所稱的連帶獎勵方式，已經偏離了

團體獎勵的原意。雖然連帶獎勵較少

衍生如連坐處分的爭議，但在關聯對

應性上存在問題，也可能會產生負面

性的潛在課程，讓學生學習到一些錯

誤不當的思想觀念。 

因此，教育人員要正視與思考連

帶獎勵方式，警覺此種獎勵方式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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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與否。若認同此種獎勵方式確實

有欠妥當，或者違反教育原則，那麼

未來在分組合作學習或班級經營上，

對於獎勵的給予，則應更謹慎的檢視

情境，明確判斷、區辨該情境屬於個

人性或團體性，並對應使用適當的個

人獎勵或團體獎勵。如此，方能發揮

獎勵之良效，而減少負面效應發生的

機率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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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政策下之高職課程改革方向 
許宛琪 

醒吾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

十二年國教）於 103 學年度正式實施，

新的課程綱要也即將於 107 學年度，

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

實施（教育部，2016）。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要必然對高職教學實務現場帶來

新的衝擊、挑戰及壓力，但也提供高

職課程設計與規劃一個嶄新的改革與

創新契機，幫助高職重新思考學校課

程的發展方向及定位，尋找妥適的改

進策略，有助於高職課程品質的精進

與發，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課程為落實教育理想之關鍵，好

課程品質並非僅是政策的推出或口號

的呼喊即可達成，必須學校行政人員

及教師共同審慎思考及規劃。爰此，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衝擊及挑戰，高職

課程設計及規劃也必須有所因應及強

化，方能構築出一個既合乎教育理

想，又可實際落實於高職場域的課程

藍圖，以達到高職均質化及優質化的

目標。 

二、高職課程改革方向 

(一) 課程設計與組織兼顧縱向銜接及

橫向聯繫與統整 

十二年國教非常重視中小學課程

的連貫與統整，期望藉此讓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及後期中等教育學生學

習內涵得以整合、能力得以銜接，奠

定十二年國教學習一貫化之基礎。在

「課程設計與組織的縱向銜接」方

面，高職應充分考量與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及技專院校課程之銜接，

讓學生在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習內容具

有繼續性、順序性與銜接性，將學生

的學習建立在前一個教育階段的學習

經驗之上，並對同一課程素材做更深

更廣的處理，（黃光雄、蔡清田，

1999），以有助於學生學習能力與效果

之累進及強化。「課程設計與組織的橫

向聯繫與統整」方面，邱兆偉（2009）

曾分析十二年國教的相關問題，其中

提到普通高中、職業學校與綜合高中

課程之間欠缺橫向聯繫，亦缺乏培養

學生共同的核心知識與能力，造成學

生轉學困難，此也將不利於十二年國

教之推動與實施。教育部雖有制定「後

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供高中、

高職及綜中之參考，但因應不同後期

中等學校類型與取向，實施的共同核

心課程內涵差異懸殊，當學生進入某

一學校類型後，若不符合個人興趣與

生涯發展，常苦無轉學的能力與機

會。因此，高職宜重視與其他後期中

等教育學校課程之橫向銜接，透過課

程的規劃與安排，協助學生具備後期

中等學校共同的專業能力，並有助於

學生轉銜，達到個人適性發展的目標。 

此外，為使學生學習經驗更具一

貫性與統整性，高職的課程設計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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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亦應重視一般科目與專業科目間的

橫向統整。長久以來，高職一般科目

與專業科目之間存在著深深的鴻溝，

兩者在高職場域常常被視為壁壘分明

的課程內容，一般科目被視為基礎能

力的培養，專業科目則被視為專業能

力的儲備。然而，兩者並非對立的知

識內涵，但在高職場域卻時常被分開

來規劃與討論，甚少互動與交流。就

高職學生而言，一般科目確實是專業

科目深度學習的基礎，兩者之間若無

跨領域的統整與整合，將可能造成學

生學習順序的不連續性與斷裂、產生

迷思概念或甚至是無法追求更深層的

知識理解。因此，高職一般科目與專

業科目教師可透過學校整體課程組織

的調整與重塑、學校本位課程及教學

研究會之對話等方式，勇於跨越課程

的邊界，解除學科框架的枷鎖，尋求

雙方之間對話的可能性，將課程組織

內涵做跨領域的整合，使學生的學習

經驗獲得更廣泛的統整與意義。 

(二) 健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共

同營造學校特色課程 

十二年國教非常強調「學校本位

課程」理念，賦予學校課程更寬闊的

發展空間，及教師課程規劃彈性自主

權，期望學校課程可與社區及附近相

關產業結合，營造學校特色課程，進

而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以，高

職學校在課程發展的首要之務，應先

健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在「職

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中，已規範各

高職學校的課程發展組織涵括：校務

會議、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群及一

般科目課程研究小組、各科教學研究

會。不同的課程發展組織應共同分擔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不同的任務，涵

括：（1）擬訂學校課程遠景與特色、（2）

擬訂學校課程總體計劃與整體架構、

（3）評鑑與選用教學材料、（4）調整

現有教材材料、（5）研發新的教學材

料、（6）確定各年級學習課程內容、（7）

決定課程統整的程度與做法、（8）決

定彈性時間的應用、（9）定期視導與

協助學校課程的實施，以及評鑑課程

的實施成效等（甄曉蘭，2004）。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組織即在不同的課程發

展任務基礎之上，透過彼此之間的溝

通及對話方式，實質落實課程發展機

制的功能，共同描繪及創造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此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機制在規劃學校整體課程藍圖時，在

專業科目的課程特色應因應地區的差

異，積極與社區附近產業發展結合，

以營造學校獨一無二的特色課程，進

而發揮技職教育多元發展及務實致用

的特性。 

(三) 加強產業合作課程，並兼顧理論

與實務課程內涵 

高職過去為我國經濟發展培育量

多質精的技術人才，此也為臺灣經濟

奇蹟的主要促成因素之一，然而事過

境遷，受升學主義的影響，現今高職

學生在校所學的專業實務技能已無法

滿無產業界的實際需求，造成人才培

育與就業市場的斷裂。即將實施的十

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中，特別強化高職

學生的專業實務技能，及學校與產業

界的鏈結及互動，故高職的課程應強

化產學合作互動課程設計及規劃，以

提升學生的職場就業競爭力，培育符

合產業界需求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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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課程確實提升了高職課

程的實務性，讓學生所學之專業實務

技能更為紮實，但高職若過度重視實

務而輕忽基礎與理論的課程，將使高

職畢業生在創新、應變方面遠不如高

中畢業生（楊朝祥，2003）。理論是技

術突破的淵源與基礎，故當高職在強

化與增加產學互動課程之際，亦應兼

顧理論的課程內涵，讓學生獲得豐富

的學習經驗，並強化理論與實務之間

的交互辯證，以理論指導與突破實務

的技術及困境，以實務充實理論的內

涵。 

三、結語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衝擊，高職課

程的改革與創新方向，應從高職課程

設計與組織須兼顧縱向銜接與橫向統

整、健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及

加強產業合作課程，並兼顧理論與實

務課程內涵等幾個大方向開始著手努

力，以真正落實十二年國教教育改革

的理想。 

然而，教師素質攸關教育改革的

成敗，因此，除了進行學校課程改革

之外，教師亦應全面提升個人課程意

識，促進教學實踐的改進。首先，教

師應釐清個人教育信念與教育哲學

觀，了解自己授課科目的學科結構、

學生學習的起始能力、教學上的一般

性原則及學校的情境脈絡，並透過積

極參與學校的本位課程發展機制，提

升個人課程發展與設計的知能。其

次，教師應對自我有所覺知，了解個

人課程與教學實踐之理念，持續檢視

與反省個人教育信念、態度與價值，

以判斷個人有哪些教育行為需要改變

與加強。最後，面對十二年國教政策

的衝擊，教師應敏覺學校教育環境的

改變，善用改革的契機，調整、改變

與創新個人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發

揮個人的專業判斷力，提升個人的專

業知能。當教師改變了，教育現場才

有可能產生實質的改變，教育及課程

改革理想也才可能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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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長正向參與校務與活動機制 

提升學校教育效能 
羅興發 

苗栗縣坪林國小總務主任 

林淑碧 

苗栗縣五穀國小學務主任 

 

一、前言 

「校長，我兒子今年要入學，能

否安排在陳ＯＯ老師班上，因為；主

任，教國文的張ＯＯ老師，上課都用

什麼－創新教學法，都只讓學生發

表，這樣學生似乎沒學到課本知識，

下學期能不能換老師。」 

近年來由於整體國民教育水準提

升，一般民眾對教育下一代之認知與

期望日漸增加。美國 1994 年提出全國

性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及促進家長參與

學校活動，2002 年《沒有孩子落後法

案》強調家長教育選擇權，日本 2001

年發表《邁向 21 世紀之教育改革計畫》

希望透過家長參與振興學校委員會，

讓家長對學校產生信任，透過雙方合

作與努力，讓學校能符合更多不同家

長的需求。因此，家長參與學校校務

已經是世界教育發展之趨勢。綜觀國

內有關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研究成果

大多僅在探討家長個人背景變項對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差異之影響，然

而，如上述家長介入學校行政案例，

在校園中不在少數。如何建立一套家

長正向參與校務和教學的機制，使家

長在「參與」而不「干預」的原則下

參與學校校務與活動，是學校應審慎

重視的要項。 

 

二、「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權

利與義務 

教育部已於民國 95 年 7 月 6 日發

佈「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

事務辦法」，明列家長得參與班級或學

校教育事務與為其子女選擇受教育方

式及受教育內容。其中第四條更指出

家長為維護子女之學習權益及協助其

正常成長，負有下列責任： 

(一) 注重並維護子女之身心及人格發

展。 

(二) 輔導及管教子女，發揮親職教育

功能。 

(三) 配合學校教學活動，督導並協助

子女學習。 

(四) 與教師及學校保持良好互動，增

進親師合作。 

(五) 積極參與教育講習及活動。 

(六) 積極參與學校所設家長會。 

(七) 其他有關維護子女學習權益及親

職教育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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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的 親 師 夥 伴 關 係

（parent-teacher partnership）對孩子的

敎育有顯著的影響，而有良好計畫的

家長參與，對孩子的敎育會有很大差

異（O'Brien, 2005）。家長教育參與學

校事務的法定權利確有其實質之必要

性，其目的在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共

識，經由學校行政、教師及家長三方

面的努力、監督，才能相互協調，共

同為保障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權而努

力；因此，除了正面釐清家長教育參

與權外，更應明確列出家長或家長團

體不可越權、濫權的部分，才能真正

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三、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原則 

(一) 雖然規定家長有參與學校事務的

權利及義務，但是由於家長不具

專業性，無法全盤熟悉學校運

作，往往在參與的過程中不得其

法，易造成熱心過度形成學校、

班級壓力，學校老師和家長關係

劍拔弩張，筆者就擔任學校行

政，負責志工業務，提出以下數

點家長參與的原則： 

1. 自願性：參與學校事務應抱著自願

服務的心情，不應要求任何回報或

是立即見效的想法。 

2. 主動性：提供互動學習的機會讓家

長主動參與，培養學生活動過程中

養成的自信，學習活動亦才有更多

延伸機會學習。 

3. 長期性：家長在心態上要有長期參

與協助的準備。 

4. 多元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在形式

可加入學校志工、加入家長會。 

5. 協助性：家長經由實際參與，才能

真正揣摩出參與的方法及了解學

校、教師與相關專業人員的觀點；

透過和教師的討論，深入了解學校

行政人員的觀念，與對孩子的期

望，以及他們對孩子各項目標訂定

的背景因素。 

四、學校可提供家長參與校務及

優先推動的類型 

目前各級學校提供家長參與校務

的類型，大抵有下列各項： 

(一) 會議類：學校校務會議、教評會、

課發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編班委員會、午餐委員會等相關

會議，均應有家長代表參與。 

(二) 親師類：為促進親師合作，讓家

長了解子女在學校生活，督導並

協助子女學習，學校應辦理新生

家長座談會、家長日、班級親師

座談會等。 

(三) 活動類：為增進家長參與教育事

務之能力，可提供親職教育講

座，、父母成長活動；並可提供

家長參與運動會、畢業典禮、校

慶、園遊會等。 

(四) 課程類：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豐富學習內涵，教科書選用及課

程發展會議，均應邀請家長代表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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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織類：學校可透過推選組織班

級家長會，學校家長委員會、鼓

勵家長參與各相關家長協會或團

體，另成立志工服務隊，邀請家

長協助資源回收，圖書服務，美

化綠化、交通導護、圖書器材管

理、課業輔導、結合家長組織的

力量，協助學校解決問題，共謀

學校教育發展。 

五、學校提供家長參與校務並避

免干預的有效策略 

為鼓勵家長正向參與，又能避免

干預校務發展，茲將其有效策略敘述

如下： 

(一) 親師共塑學校發展之願景與目

標，導引校務發展方向。 

1. 透過 SWOT 分析，邀集親師共同訂

定學校願景。 

2. 親、師、行政共同探討擬定「家長

參與學校事務」具體的事項與類別

（如班級說故事、話劇、推廣活

動、學生輔導、學校建設、服務志

工等）。 

3. 辦理學校日，以政策制度引導家

長，了解學校經營理念。 

(二) 協助家長養成正向校務參與態

度，提升家長素質與專業知能。 

1. 舉辦親職教育或會議，說明家長參

與學校事務應有的體認與態度。 

2. 協助正常推動家長會業務，以凝聚

家長核心領導力量。 

3. 建立定期的溝通管道，建立互信與

互諒合作模式（如班級家長座談

會、全校家長座談會）。 

4. 建立家長聯絡網站，增強親師生的

凝聚力（班級、學校、家長會網

頁）。 

(三) 建立家長合理的參與機制，促發

良善夥伴互惠關係。 

1. 鼓勵家長積極有效參與班親會、學

校家長會運作。 

2. 鼓勵家長積極有效參與學校各項

會議以分享決策（如：校務會議、

教評會、課程發展委員會、編班委

員會、午餐委員會、校園美化綠化

等）。 

3.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重要事務

（學校義工、上下學導護、學生認

輔學校刊物等）。 

4.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各項重要

活動（畢業系列、校慶、學校日、

承辦之各項活動）。 

5. 建立互動意見檔案夾，導引良性互

動效益。 

6. 成立爭議調停機制，避免爭端，以

營造和諧校園。 

六、結語 

總之，「家長多元參與學校教育」

是教育改革的潮流，學校應暢通多元

參與管道，促使家長對教育更加深刻

認識，獲得更多的家庭、社區及社會

力量的支持，化解教育過程中來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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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社會上的阻力，引進豐富的教育

資源，增進學校教育效能。 

在教育政策不斷改變，校園裡的

經營是由學校行政的「裁量權」，教師

的「專業自主權」，以及家長的「教育

參與權」所協助發展與相互配合的。

而成就孩子的未來是學校存在的最主

要目的，也是所有行政人員、教師、

及家長最大的心願。我們期待家長以

更成熟的想法和作為來參與學校事

務，更盼望家長以正向的理念，在互

信互諒的基礎上，秉持參與不干預的

支持專業，認同學校的願景和目標，

有計畫、有組織的協助學校落實教育

使命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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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危機與轉機 
莊奕萱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二條：「教

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

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

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

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

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

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

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

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為

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

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與《國

民教育法》第一條：「依中華民國憲法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

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

國民為宗旨。」由此可知，德育為五

育之首，品德極為重要。 

然而現今處於資訊科技蓬勃的時

代，加速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在多元

文化的環境下，價值觀也跟著多變，

進而衍生出許多的對立與衝突。社會

上，食安問題、政黨惡鬥、捷運隨機

砍人事件等等，種種脫序行為頻傳，

帶給社會強烈的震撼。各種跡象警惕

著社會價值觀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

禁讓人深思臺灣的品德教育出現了什

麼問題？喚醒全民對於品德教育的重

視。本文分別從家庭、學校及社會三

方面進行品德教育的危機與轉機之探

討。 

 

二、品德教育的危機 

(一) 家庭問題 

家庭是品德教育的基石。然而，

現今升學主義與功利導向的社會風氣

瀰漫之下，讓主流社會價值觀認為成

績才是決定孩子的成敗關鍵。父母只

擔心孩子的學業會輸在起跑點上，拼

命地讓孩童補習，卻忽略了成長過程

的重要性，只關心孩童的學業成績，

反而輕忽會影響孩子一輩子品德的重

要性。 

面臨少子化的危機，家長往往因

過度溺愛或過度嚴苛要求，讓孩子一

不小心就會養成我行我素的壞習慣，

甚至做出偏差行為。父母以「聲」作

則，很少以「身」作則；且父母在與

小孩溝通的過程中，只會用負面字眼

交談，卻從來沒有告訴正確觀念。家

庭結構的改變，像是雙薪家庭無暇照

顧子女及隔代教養，可以發現家庭教

育的功能逐漸式微，似乎只剩下經濟

功能。大多數的家長並不了解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經常忙於工作，無暇陪

伴、關注小孩的成長過程，家庭喪失

孩子正確價值觀的教導功能，等到出

了問題時，為時已晚。 

(二) 學校問題 

2001 年正式實施「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取代以往

的分科教學，原有單獨設科的國小道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12-114 

 

自由評論 

 

第 113 頁 

德課遭到廢除。九年一貫課程將品德

教育應融入其他學科領域，引發外界

許多的質疑及擔憂，甚至被譏笑為「缺

德」的課程（簡成熙，2004）。 

當一直以來的智育掛帥思潮及升

學主義的籠罩下，教師背負著考試進

度壓力，無奈追趕課程進度，只能利

用零碎的時間實施品格教育，導致沒

有足夠的時間能完整傳遞品德的重要

性及正確的價值觀，使得擔任人師的

角色逐漸式微，學童成為應付考試的

機器。再加上近年來的校園霸凌事件

頻傳，連以往的尊師重道的觀念逐漸

薄弱，孩童偏差行為層出不窮，實在

令人憂心，該如何補足缺德課程的缺

口。 

儘管教育部為了彌補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的不足，陸續推出一連串的品

德教育相關政策，加強學生的品德教

育。但，學校是否積極落實品德教育

的實施？教師是否確切瞭解品德教育

的內涵及專業知能？實施品德教育所

遭遇的困境為何？種種的問題若無因

應措施，將會導致品德教育無法全方

位的實施，其成效將大打折扣。  

(三) 社會問題 

近幾年來，商人販賣黑心食品，

違背道德良知，讓社會充滿食品恐

慌，為了賺取謀利，殘害人民的健康。

公眾人物說一套做一套，政黨對立有

打不完的口水戰，政策易流於形式，

整個社會充滿著政治化色彩，政治人

物的言行舉止影響社會風氣已是不爭

的事實。 

新聞媒體的報導大多是負面行

為，在孩子無法分辨是非對錯之時，

缺乏與大人的溝通交流，很容易受新

聞媒體的言論影響。電視節目為了博

得高收視率努力求新求變，吸引觀眾

的目光，沒有仔細考量內容是否恰

當，暴力血腥、煽情、奢華拜金風格

節目皆會扭曲價值觀，敗壞社會風

氣，使得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的價值

觀遭受誤導。 

處於科技發達的時代，網路的影

響更是不容小覷，成為孩子在生活上

不可或缺的夥伴，一不小心就沉淪於

虛擬世界的不真實狀態，也很有可能

會模仿電玩裡的暴力情節，長期沉迷

於虛擬世界，將會影響其身心狀態。  

三、品德教育的轉機 

(一) 家庭方面 

1. 父母每天花一些時間陪伴小孩，關

心小孩的日常生活，適時給予正向

鼓勵，教導正確的做人處事觀念。 

2. 父母要與孩童建立良好的親密關

係，使其在家中得到安全感，且營

造和諧的家庭氣氛，透過對話方式

傳遞想讓孩童了解的觀念，而不是

採用說教、下達命令的方式。親密

的親子關係將會建立孩童良好的

性格。 

3. 父母須以身作則，孩童會經由父母

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進行觀察及

模仿學習，大人的一言一行都會帶

給孩童莫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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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母應從小培養孩童責任感及養

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讓孩童適當做

家事，為家庭分憂。讓孩童獨立成

長，學會為自己負責。 

(二) 學校方面 

1. 營造優質的文化校園環境。透過正

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和潛在課程三

個層面來落實。讓校園充滿著關

懷、友善、自主等良好的氣氛，發

揮境教功能，以達潛移默化的功

效。 

2. 加強親師合作。透過有效溝通，取

得彼此的信任後，達成推動品德教

育的共識。有了家長的支持與協

助，品德教育的實施將會更為順

利。 

3. 教師參與品德教育相關的研習進

修課程，提升自我的專業知能。透

過相互討論、教學觀摩、分享經驗

談，吸取不同的知識，藉以提升品

德教育的實施成效。  

4. 教師應給予孩童有體驗、實踐的機

會，使學生能經由親身體驗來思

考、反省及修正自我的品德，讓孩

童能知善、愛善與行善。 

5. 教師不僅是學生學習知識的引導

者，傳遞正確的價值觀，還須以身

作則，作為學生道德學習的典範，

培養孩童啟發學生正向發展。 

(三) 社會方面 

1. 公眾人物是社會上學習的榜樣，須

謹言慎行。在公眾場合應有合適的

行為舉止，營造正向的社會價值

觀，樹立品德學習的典範，讓孩童

得以學習。 

2. 大眾傳播媒體業應遵守專業倫

理，善盡教化的責任。大量報導社

會光明面，傳遞正向的價值觀，營

造友善的社會風氣，提升民主素

養，強化正確的品德觀念。 

3. 大人應教導孩童正確認識及使用

網路媒體，且明確告知網路世界的

危險性，規範孩童的上網行為及網

路使用規則。 

四、結語 

全球教育諮議會指出「新世紀的

教育是讓學生變好比變聰明來得重要

得多」（周慧菁，2003）。換言之，人

品比人才重要，沒有良好的人格特

質，再聰明的人才也不會成功。 

就家庭而言，家長應以身作則，

多關懷及陪伴，使孩童養成正確的做

人處事態度；就學校而言，教師應讓

孩童知善、愛善與行善，落實於日常

生活當中；就社會而言，公眾人物應

樹立典範，讓孩童得以強化品德觀念。 

品德教育奠基於家庭，啟蒙於學

校，實踐於社會。家庭、學校與社會

必須相互配合、督促，經長期的薰陶

下，才能把品德教育發揮最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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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的施行對技職教育師資 

之衝擊與因應 
張仁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張倚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2015年 1月 14日總統公布並實施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技職

法），該法的立法主要目的是為建立技

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

人才培育制度，培養國人正確職業觀

念，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培

育各行業人才。該法也解決了多年來

所欲解決的產學落差及技職學術化問

題，但也因為某些條文，在執行上需

要有對應的配套措施，否則該法立法

的美意將大打折扣。舉例而言，該法

第 26 條明定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

技術教師，每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

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

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

有關之研習或研究，這對技職教育的

現場來說，恐怕會衍生許多爭議與弊

端。因此，本文旨在針對該法施行可

能產生的衝擊提出因應對策，希望能

拋磚引玉，期盼有更多更深入的觀點

和建議，讓此法的施行更臻於完善順

逐。 

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

世界各國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

教育都隨之改變，而經濟建設與教育

發展兩者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在

各類教育中又屬技術職業教育與經濟

發展關係最為密切，而連結兩者之間

的重要因素非技職教育莫屬。工業科

技瞬息萬變，新的技術、方法不斷發

明與出現，而在教育方面，新的教材、

教法也必須隨時更新，故技職教育師

資不僅需具有教學現有業界的技術能

力，亦需在為人師之各歷程中不斷改

進與創新。 

近年來臺灣地區的社會型態變遷

及人口結構轉型，產業出現了「人力

斷層現象」，主要是因為社會大眾認為

傳統產業勞力需求量大、薪資結構較

低，多不願從事技術性的職業，加上

國內大學眾多，取得大學文憑並不困

難，也導致多數家長們希望孩子就讀

普通教育，此對技術型高中的衝擊頗

大。2015 年教育部所提出的技術與職

業教育法主要是為了督促並改善長期

教育現場與業界無法接軌的問題，也

能感受教育部對技職教育的用心，但

目前法規細則尚未明確訂定，在辦理

的方式上仍有需多疑義，例如無法明

確定義「業界」之規準為何?技職教育

是產業人力重要的養成基地，培育的

人才更是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主人

翁，故技術型高中的師資扮演著培養

學生能力以符合業界需求的重要關鍵

人物，由於筆者身為教育現場最前線

的工作者，亦為該法的直接適法者，

故本文將聚焦在該法第四章技職教育

師資可能產生的衝擊及因應方式加以

探討，此亦為本文論述的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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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的主要立

法精神與願景 

由文獻資料可知，教育部早在

1984 年就提出技術及職業校院法草

案，但因為種種因素而擱置，直到 2012

年提出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明

定須完備技職教育相關法規，才受到

重視，立法院終於在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三讀通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並

依法律制訂程序於 2015 年 1 月 14 日

以總統令公布「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並自公布日施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共包含了第一章總則、第二章技職教

育之規劃與管理、第三章技職教育之

實施、第四章技職教育之師資與第五

章附則，共 29 條條文，明定本法之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主要為建立技術與職業教育（以

下簡稱技職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

養國人正確職業觀念，落實技職教育

務實致用特色，培育各行業人才。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條明確定義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為提供專業及

實習學科為主之課程，包括實用技能

及建教合作，強化學生專門技術及職

業能力之學校」，但因升學至上的社會

觀念深陷於「重學術輕專業」的價值

觀中，重視技能的技職教育長期被視

為次等教育，為了追逐學術研究的迷

思，正瀕臨在專業特色流失的危機邊

緣。近年普技逐漸合流，教育部技職

司前副司長饒邦安歸納原因指出技職

學術化的原因主要為：校務評鑑、教

師升等、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計畫、

及國際量化指標等整體影響都促使技

職向學術靠攏；又，目前四技二專統

一入學測驗考科皆為學術性，並無技

能實作測驗，導致欲升學之學生必須

花較多時間於學科準備，這與教育部

所定義的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目標

背道而馳，亦為主要問題所在，為了

改善此現象，目前技職司重點發展技

職再造計畫，積極將技職教育導向與

實務端的密切連結，而承接這樣的計

畫主體最重要的關鍵人物還是身於教

育前線的教師們。 

新頒布的技職法第四章將技職教

育的師資分為「職前教育」及「在職

定期研究」兩部分，未來欲成為技職

教師須具有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行業

知能、企業生產實務的專技，並與產

業相輔相成互相連結促進國家經濟發

展才能為人師表。大部分學校皆肯定

也認同技職教育法的立法宗旨，但母

法制定後並未見配套細則與子法，爭

議隨即而生，不管是在師資養成階

段、在職進修期間學校的行政營運及

教學進行及業界對產業研習教師角色

的認定等皆無明確定義，未來學校該

如何面對及因應，而現行的師資結構

是否經得起該法的衝擊及挑戰，令人

擔憂。 

三、技職教育法施行後對現有學

校帶來的可能衝擊 

教育的品質端賴師資素質的良

窳，雖然技職教育法是大家期待已久

的法源，但技職教育師資的規定不明

確將衍生許多可預期及不可預期的變

化，對執行機構、教師和產業界將會

造成不少衝擊，以下針對該法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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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衝擊與挑戰提出幾點見解： 

(一) 職前業界實習時數施行未見配套

法規 

第 24 條述明「高級中等學校職業

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

至少 18 小時之業界實習，由師資培育

大學安排之。」目前師資培育法說明

師資培育期間包含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

前項第三款教育專業課程及第四款教

育實習課程，合稱教育學程。若加入

18 小時之業界實習將直接衝擊各培育

學校在培育時程規畫上必須有所調

整，師資培育中心該思考如何在有限

時間補足此時數以讓學生達到考照的

基本門檻。 

(二) 「業界」名詞定義不明確且任教

領域及實務經驗無認定規準 

第 25 條述明「技職校院專業科目

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

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

驗。」筆者訪談了在教育職場 20 年以

上的若干位資深教師，提出的疑問為

該法對於「業界」的定義為何?公司規

模、性質等是否有相關限制，企業的

組成目前由經濟部所管制，而本法主

管機關為教育部，考驗著兩部的橫向

連結認定。又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

務工作經驗之認定標準為何?現階段

代理代課教師於取得資格後均以學校

為就業場所，並無業界經驗亦不符合

資格，此規定對未來少子女化各校緊

縮專任教師員額影響甚峻，雖法條中

有不溯及既往的但書，但實施後的銜

接期，業界是否願意接受讓預備教師

工作一年，亦為需要考量的層面。 

(三) 在職教師企業實習認定難確實檢

核 

第 26 條述明「技職校院專業科目

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

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六年應至

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

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

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明定研

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留職

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此舉確實

拉近了企業與學校的距離，但須考量

的問題首當其衝還是校內教師流動、

教師課務排代與鐘點費的問題及廠商

資格審定，教師參與研習或研究之合

作之機構之資格該由誰來認定，並於

研究期間撰寫報告所達到的成效應該

由誰來檢核，若無法確實督促，研究

期間費用的支付除教師本身，爆量的

代課鐘點與師資排定，則將折損教育

部美意也浪費公帑。 

四、技職學校的因應策略及展望 

(一) 彈性滿足職前業界實習時數的要

求 

教育部於 2009 年執行第一期的

「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成果顯著，隨

即於 2013 年持續推動「第 2 期技職教

育再造計畫」，致力於改善縮短學用落

差、提升技職教育的競爭力與社會地

位的現況。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

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教育

部，2012）所示，技專校院開設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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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課程，主要目的在於希望使學生

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

會，並分別針對不同時期之課程規劃

學生校外實習，而校外實習的時數若

能併入規定之十八小時，是否就能符

合技職法 24 條之規定。 

(二) 彙整業界廠商資訊，多層審核，

避免弊端 

依據經濟部產業規模之大小分類

為基準，訂定所參與產業之規模及所

屬範圍並募集自願廠商，彙製成「產

學合作廠商參考手冊或資訊平臺」供

學生及教師參考，每年皆可針對有意

願參與之廠商明確定義規準審核並適

時更新，避免產生自行尋找廠商之弊

端，學生及教師可由該資訊挑選優質

之業者，互信互補，達到較佳的效果，

廠商也會因為長期配合而於公司內部

建立配合之計畫，或提出所需之研究

方向，讓參與研習之教師更有方向並

可與廠商互相配合，於時間內達到彼

此間互利互惠。 

(三) 學校明訂薦派人員之規準原則 

學校和業界除了簽訂契約書，建

議校內應提早明確排定前往職場教師

人員名單，不僅能因應校內人員的流

動、課程安排規畫，若研習與研究期

間較長，也不會產生銜接上的問題；

其次，應明訂薦派人員赴職場進行研

習與研究之責任與義務，教師一旦進

入業界職場實習，勢必在企業扮演某

種諮詢或輔導的角色，對企業也會產

生若干程度影響。若因此而導致企業

部門工作權責不清，指揮系統紊亂，

工作產生重疊現象或工作斷層情形，

將嚴重影響組織之效益（勞動部，

2016）。故應避免教師到職場後權責不

清，而干擾了業界原有的運作。 

(四) 給予提供學生及教師研習之廠商

相關福利 

延續上述提及之產學合作廠商參

考資訊，為鼓勵業界接受學生或教師

至該企業實習、研習或研究，建議給

予提供研習之業界予以減免稅金的優

惠條件，例如產業創新條例第三章第

10 條規定：為促進產業創新，最近三

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

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之公

司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抵

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未來提供

一定比例的實習名額的企業廠商亦可

比照此條例的精神減免稅額，或是由

教育部補助企業聘僱專責輔導人員，

負責協助教師研習或研究之行政協助

與支持系統，讓企業更願意提供機會

接納實習學生及在職教師。 

(五) 技職校院教師應提出申請校外研

習計畫書，以利學校及早因應 

為弭補及提升現有技職教師的實

務能力，技職教育法第 26 條特別要求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

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

每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

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

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

或研究。為呼應前項（三）所提及學

校需因應校內人員的流動、課程安排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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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建議技職校院教師於進入業界

實習前一年，撰寫業界研習/研究計畫

書並經學校嚴格審查，並在研習/研究

之後，將業界重要心得與收穫，以成

果報告書的方式公開於線上展示，以

達互相觀摩學習之效。校內可藉由師

資至業界研習/研究的申請，而預先適

時調整及規劃教學課程，審視教學內

容之適切性，培育業界所需人才，以

符應業界需求，並可協助業界進行技

術之研發，落實技職教育之務實致

用，達成雙方互補，如此更能符合該

法設立之意義。 

五、結語 

技職教育法之公告施行，讓技職

教育提升了新的層面，也確立技職教

育的法源，法案中許多先進的觀念也

開創了臺灣技職教育的新境界，該法

立意良佳，但若沒有完善的規劃到頭

來也是個虛無。新法案的執行，著實

對從事教育的人員及環境產生了重大

的衝擊，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企

業及學校宣導以凝聚共識，更應加強

各部會政策整體面的配合才能讓該法

獲得教育界及產業界的積極支持。 

教育的成敗與師資素質息息相

關，因此如何挑選優秀學生將其培育

為教師?如何訓練?如何鼓勵在職進修

等均是重要課題。為了確保充裕的師

資來源及專業的師資素質，規劃完整

之技職教師培育、進修體系實在是刻

不容緩，技職教育師資在職進修需順

應科技及教育變化，因此，如何規劃

數萬人教師的在職進修工作必須審慎

行之，只要相關產、學、訓、政齊力

合一，必有可為。期許現今職場教育

工作者應隨時保持吸收新知、確實遵

照審查通過之計畫案施行，認真做好

知（知曉規定）、行（身體力行）、錄

（錄案追蹤）、效（績效責任），才不

至於曲解或誤蹈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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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Freshman Project 規劃方式與作法 
李靜儀 

逢甲大學教學資源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李秉乾 

逢甲大學校長 

吳俊哲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特聘教授兼教學資源中心執行長 

謝佩君 

逢甲大學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設計師 

張鈺卉 

逢甲大學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設計師 

 

一、前言 

104 學年度逢甲大學為大一新生

開 設 新 鮮 人專 題 計畫 （ Freshman 

Project）課程，該課程透過想像力與創

意思考能力的激發，以各專業領域未

來應用為主題的專題學習活動，啟發

學生想像力、創新力及軟能力，提升

大一學生對未來所學的認知和重視，

讓學生對專業領域進行探索，並體驗

大學及高中學習方式的不同，學習如

何在大學學習。 

臺灣的教育一直以來受到升學主

義、考試領導教學，以及家長迷信「明

星學校」和「別輸在起跑點上」的觀

念甚深，衍生了教學不正常及學生沉

重學習壓力，致使學生難以提升學習

興趣。再者，臺灣的教育太過於注重

標準答案，往往扼殺學生的創意

（PanSci 泛科學，2015）。 

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社會趨

勢，人才就是未來國家的競爭力，培

育具備國際觀與競爭力、多元文化素

養、學用合一的人才，是未來高等教

育的重心。隨著產業升級轉型發展，

為了培育更多符合產業所需的人才，

人才的在質與量上需要相對的提升，

因此，人才培育方式顯得特別重要。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促使學習

型態更為多元，進而提升自主與合作

的學習環境，高等教育不僅培養學生

獲得單一學科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融

合各學科知識而呈現出來的能力。專

題導向學習正是一種可以提供知識的

統整與建構，讓學生參與探索與真實

世界結合的問題，進行有意義的學

習，並透過團隊學習完成最終產品或

作品的學習方式。近年來，國外知名

大學皆以專題學習的方式，讓大一新

生在展開大學學習生活前，認識系所

專業知識、體認自主學習之重要性，

並建立正確學習與生涯觀念。 

本文將說明逢甲大學對於新鮮人

專題計畫課程之實際作法，希冀讓大

一新生透過簡單的專題實作學習，瞭

解其專業領域的學習主題與內容，且

未來學習規劃需再補足哪些部分，藉

由揚起學生的學習動機，點燃學生的

學習熱情，轉化學習方式，以達到創

新人才培育的目標。 

二、逢甲大學 Freshman Project

的規劃方式 

本校的 Freshman Project 由教學資

源中心負責規劃，並組成教師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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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藉由互動與討論之同儕學習，凝

聚規劃 Freshman Project 課程之共識。

同時，本校也訂定共同學習日（Day of 

Learning Together），破除跨領域學習排

課障礙，以全校的共同時間，提高學

生跨領域學習的機會。因此本校調整

出全校共通的時段，該時段不排定學

系專業課程，讓學生或教師能依照學

習與教學需求，規劃討論與上課時

段，讓專題式學習課程有討論互動的

實作機會。Freshman Project 課程進行

方式可分為兩類型：（一）密集式：在

開學前以五至十日，採密集方式上

課；（二）學期式：利用共同學習日進

行六至八週的課程。 

Freshman Project 課程由多元成員

組成，包括授課教師、業師、TA、大

二以上學生等，共同以真實世界問

題、產業問題或 21 世紀面臨的重大挑

戰為議題，進行團隊式專題式學習，

最後將成果以書面報告、口頭報告、

成品製作、影片、戲劇表演或競賽等

方式，讓學生以多元的方式進行成果

展現。 

三、逢甲大學 Freshman Project

的作法 

本校執行 Freshman Project 課程，

皆以了解系所專業領域在產業界的實

務發展為出發點，各系依據其發展主

軸與培育目標，規劃屬於各系特有的

Freshman Project 課程，以及早建立學

生的學習目標與動機。 

(一) 中文系與外文系：跨系合作，共

創團隊合作契機 

採跨系合作方式，並以文創手作

與創意寫作為主題，透過小組活動與

分組競賽方式，結合想像力、敘事力、

創造力、戲劇活動、文創設計等課程，

充分培養學生溝通整合、解決問題與

團隊合作的能力，讓學生從跨領域的

思考脈絡中激發無限的想像力與創

意。兩系採專題、密集上課方式，於

開學前舉行，且於開學後實施一至兩

次課程回顧。兩系首先將 125 位大一

新生共同分組，進行四天的學習活

動，結合分組討論、小組競賽、專任

教師與業師共同授課、文創作品發

表、成果競演等方式，把課程的理論

落實在活動競賽與手作經驗上，最後

舉辦成果展演，展出學生完成之作品

與海報，報告主題設定為「青春真有

影－大學生活的想像地圖」，並將該主

題拍攝為微電影，以符合 Freshman 

Project 的精神。 

針對參與的學生，訪談結果如下： 

這個課程讓我看到跟高中教育方

式不同的面貌，老師一再拋議題讓大

家思考，上課方式也不再只有單向式

傳授，還有許多分組討論、腦力激盪

的機會（訪 S1–1040907）。 

透過這個課程我漸漸發現其實我

好像也是有這方面的潛能，向不熟悉

的人表達自己的想法，讓我變得更勇

敢，我開始相信，想像力是可以被訓

練的（訪 S2–1040907）。 

另外，本研究亦同時針對授課教

師進行訪談，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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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大一學生進來之前，讓他

們發揮想像力，想像他們未來四年會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有什麼樣的自我

期許？大學真的可以有不一樣的思

維，不一樣的學習方式（教 T1–

1040907）。 

學習一個新的學習方式，學生在

這方面集結度還蠻高的，讓他們在入

學之前會認識別系的同學，比較別系

的專長在哪裡，我覺得這樣的激盪也

讓他們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教 T2–

1040907）。 

(二)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與

機器人共舞，舉辦抓取物品、格

鬥擂臺等競賽 

該學程的教育核心是培養學生能

以精實的理論課程，搭配紮實的實作

演練，成為一位現代π型人才，因此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規劃四天

共 32 小時的學習活動，並安排校外參

訪行程。專題以「未來機器人」為主

題，首先進行破冰遊戲與賓果遊戲，

讓大一新生互相認識，接著進行一般

想像與專業想像為主的想像力與創意

激發活動，包括 635 默寫法、腦力激

盪法、KJ 法、九宮格等方法，帶領學

生針對專題主題進行發想，接著教師

進行機器人手臂與樂高機器人教學，

同時給各組學生組裝未來的機器人，

啟發大一新生想像潛能與創新思維，

最後，各組學生將設計的機器人與其

他組別進行「抓取」與「格鬥擂臺」

競賽，透過這樣的方式，培養學生的

團隊合作精神與溝通協調能力，並具

備邏輯判斷與問題解決能力，探索精

密系統設計學程四年的學涯發展方

向，厚植未來進入職場的就業競爭力。 

針對參與的學生，訪談結果如下： 

經過這次的活動，覺得大學有更

多元化的生活了，對大學會抱著期待

感，還有想要努力，想要跟同學一起

完 成 任 何 活 動 的 動 力 （ 訪 S1–

1040918）。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讓我學習很

多，收獲也很多，雖然今天的成果我

們這一組輸了，可是我還是覺得這是

一個很棒的經驗（訪 S2–1040918）。 

授課教師認為，透過 freshman 

project，將力學、結構學等知識融入到

將來課程裡面，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的動手做，從做中學、學中覺、覺中

悟，理解專業知識的可貴與核心價值

（教 T1–1040918）。 

(三)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以都

市公共空間水資源保育議題，帶

領學生創意發想與設計 

水利系透過團隊分組、現場實地

調查及參訪、單元實作及期末計畫等

課程設計，期望大一新生能夠產出有

助解決「都市公共空間之水資源保育

設計」的方法。為使大一新生具備相

關水利基本概念，結合該系定錨課程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概論」，由四位

老師提供「治水」、「利水」、「保水」、

「親水」與「活水」等相關課題。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21-126 

 

自由評論 

 

第 124 頁 

為使學生對專題之創意發想不受

課程或教師引導而受限，故於開學第

一週之週五下午及周六全天進行合班

密集式之專題操作，內容包含專題發

想與相關資訊蒐集、規劃區現場勘查

及階段性成果展示。而各組對於成果

所需呈現之防洪、保水及除汙等功能

之設計邏輯，搭配一週在實驗室進行

分組實作。為增進兩班同學之交流，

校外參訪與期末成果發表則定於共同

學習日實施。為確保大一新生操作實

驗室設備及進行規劃區現勘之安全，

此課程之課程助教則由研究生擔任。 

針對參與的學生，訪談結果如下： 

創意水壩，透過大家討論之後，

有剪出雛形，雖然那個造型很奇特，

但是說不定以後有方法、有技術之後

真的可以做出那樣的水壩壩體（訪 S1–

1041225）。 

有其他組員的參與，就會有其他

不同的腦袋，裡面有不同的東西，就

會 構 成 更 多 的 新 創 意 （ 訪 S2–

1041225）。 

授課教師認為，我們想讓他們動

手做會比較有印象，首先設定一個題

目，讓大一新生做一個比較初步的規

劃，藉由動手做的過程，認識這個領

域，也能夠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教

T1–1041225）。 

(四)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運用 16 軸人

形機器人，讓學生認識機電整合

與控制 

自控系的 Freshman Project 課程融

入大一的「資電概論」課程，利用六

至八週時間進行，透過學生分組團隊

進行方式，讓學生培養團隊合作的態

度，課程主題以「機器人之未來應用

與產業需求」、「步行機器人創新應用

與動作呈現」、「救援機器人之創新應

用與實現」為主，並藉由「人形機器

人」與「週邊感測配件」作為實現學

生創新應用的原型機構，藉由人形機

器人教具不僅可讓學生學習機器人的

步行姿態、平衡控制原理，也可透過

簡易的圖形化界面進行操控，而每個

單元結束之後，皆規劃一個小型的小

組競賽，讓學生能有機會將理論知識

順利連結至實際動手操作的經驗，有

效增進學生對於程式撰寫、機電整合

的興趣，亦可增加大一新生對自控系

的認識。課程最後安排小組競賽與班

際對抗賽，以競賽的方式驗收學生的

學習成果。透過簡易的操作與組裝程

序，不僅可讓大一新生對大學生涯產

生興趣，同時培養團隊、負責任、創

新的學習態度。 

針對參與的學生，訪談結果如下： 

這種實作課可以讓我們增加學習

效率外，也讓我們更有興趣去學習（訪

S1–1041027）。 

機器人每個動作很難去平衡，因

為他不像人，所以還是要考慮它是否

支撐得住，或平衡得住，還要考慮馬

達是否負荷得了，我們會很享受製作

過程中的歡樂（訪 S2–10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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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認為，其實 freshman 

project 主要是透過讓學生動手做的過

程，讓學生能夠從中找到樂趣，因為

他們才大一，從競賽產生樂趣進而對

後續的課程有一些幫助或產生興趣

（教 T1–1041027）。 

(五) 企業管理學系：用大一新生的語

言與方式，大膽想像未來企業 

企管系將專題主題設定為未來企

業的想像，議題範圍涵蓋在資訊時代

各種不同類型未來企業的想像，檢視

校園裡的各專業領域可能的未來產

品、服務模式與商業行為等，並延伸

至未來企業的管理議題，例如：物聯

網、3D 列印技術、機器人、大數據、

與服務創新等對於未來企業所產生可

能的營運與管理方式的改變，並透過

一系列單元活動的進行，融入不同面

向的管理專業知識，藉以啓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想像與熱情，並強調想像

力融入教學活動的方式與跨領域觀

察，以擴展大一新鮮人學習視野，激

發學習動機與引發熱情，並建構一個

對於未來在企業管理可能的學習範疇

與樣貌的想像。透過活動進行中的問

題的發現與解決過程，引導學生具備

培養多元領域的理解、分析、判斷與

整合能力，讓大一新生提早瞭解大學

四年的學習方向與規劃，並建立學習

目標，培養學生具備想像力、創造力、

獨立思考、溝通與表達能力、團隊合

作與問題解決能力。 

該系首先以腦力激盪法練習一般

想像，教師拋出議題並引導大一新生

迅速切入主題並進行構思，而後透過

能力強項卡進行團隊分組，讓學生體

驗異質合作的樂趣，識別團隊特性並

進行分工，接著藉由心智圖方法與六

頂思考帽，思考企業的基本架構，並

引導大一新生設計商業模式，同時，

也教導他們瞭解企業管理主要功能與

範疇，課程最後各組學生拍攝他們構

思的未來企業的影片，進行成果發表。 

針對參與的學生，訪談結果如下： 

心智圖讓我們可以將一個一個創

意連著下去，最後形成我們影片的一

個大綱（訪 S1–1041221）。 

我覺得心智圖這個方法對我的幫

助蠻大的，因為可以從一個主題去聯

想很多次要主題，那就代表學習的時

候可以從一個概念延伸很多相關概

念，就可以舉一反三，對我的學習有

很大的幫助（訪 S2–1041221）。 

授課教師認為，在這個課程中，

我深深的感受到，給學生一個舞臺，

他們真的可以表現得很好，所以學生

應該是不怕犯錯，只是怕我們沒有給

他機會嘗試，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

個課程，可以讓學生就是勇於嘗試、

放膽嘗試，而且可以犯錯（教 T1–

1041221）。 

四、小結 

大一新鮮人參與 F r e s h m a n 

project，讓大一新生運用不同發想的工

具與方法進行創新思考，藉由不斷發

散與收斂的過程，讓新生在尚未有專

業知識背景的束縛下，激發富有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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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嶄新想法。想像力是每個人都擁

有的潛在能力，因此本校在大一新生

階段，透過活躍的思考活動及圖像構

想，將腦中的影像或想法描繪與構思

出來，培養學生具備發現問題、創造

問題解決之思維。為提升 Freshman 

project 之成效，本校訂定共同學習日，

以全校的共同時間，打破傳統課程設

計與教學方式，進行成果導向學習與

實作，及早建立專業學習目標，激發

大一新生的學習動機與創意，讓學生

能更投入於未來的學習歷程中，進而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多元

視野和創新能力，共同思考未來的任

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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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評鑑基礎：功能定位與標準化！ 
何慧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退休教師 

永井正武 

元日本帝京大學理工学部教授 

 

一、前言 

在知識經濟與創新科技發展趨

勢，21 世紀是正和乃至零和博弈二分

的紀元，企業體與高等教育是此波競

逐關鍵，高教品質發展是重中之重。

為掌握與評比高教品質，評鑑機制不

可或缺。評鑑具篩選、分類與診斷之

能，專業評鑑是箇中之鑰。 

依據教育部（2015a）大學發展藍

圖方案，161 所大專校院亟待解決問題

如供需失衡、學用落差、同質性高，

以及國際化與創意不足。基於大學多

元功能與品質保證，高教評鑑負有診

斷與轉型之益，藉以及時性補正與策

略性重構大學組織。 

有鑑於，國內大學校院發展趨同

性與系所評鑑機制齊一化，前者影響

高教多元發展與轉型，後者侷限評鑑

診斷與回饋，本文運用數理工具結構

分析：（1）高教哲學與高教沿革、（2）

高教評鑑差異化、（3）以 OSI 數位協

定示範高教標準化參考範式。 

二、基礎理論 

盱衡大學校院發展及其沿革：（1）

教育目標由全人教育、豐富的物質生

活到經濟性與市場化能力發展；（2）

教育對象由菁英、大眾到普及；（3）

教育機構由單一型學院、文理學院到

綜合型技術學院。 

(一) 高等教育哲學 

依據what, why & how分析知識論

與價值論旨趣，歸納當今高等教育哲

學（educational philosophies）涵蓋永恆

主義、科學主義與實用主義。 

1. 永恆主義 

中國文化道統《大學》宗旨：「在

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基於天人、物我、人己通而為

一，倡導「學為大人之學」，主性即理、

心即理取向行為實踐。 

西方永恆主義（perennialism）教

育哲學正視人類本質（nature of being）

與人本性（ the nature of man），前者

具不變性，後者在教化中啟蒙，教育

旨在發展人的智性與理性（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Hutchins, 1953）。 

概括言之，東西方傳統教育側重

於人本質與價值理性發展，培育通識

與博雅素養，藉以：一則窮理、正心

與修己，二則治人，傳遞與體現人際

互動倫理與規範，今日，在讀寫算外，

新增辨識與現代科技素養發展。 

2. 科學主義 

教育「科學主義化」、大學教育「知

識化」、學習「資訊化」，影響因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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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遠可回溯於 17 世紀啟蒙運動，近

如實證主義與分析哲學發展、高等教

育科學研究與學術教學，以及資通訊

科技構建互聯網新學習範式。 

啟蒙運動開啟威權本位向科學範

式轉移，溯源本體探究真理方法論漸

次簡化為探究經驗世界的自然科學研

究。兩種文化（Snow, 1965）與批判理

論（Horkheimer, & Adorno, 1988）未能

融合理性主義與心靈哲學差異視域。 

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主集

體意識與思維邏輯，以普遍、外在、

客觀原則（general, external, objective）

取代特殊、內在、主觀觀點（particular, 

internal, subjective），型塑祛主體性覺

知與脈絡性理解的社會科學範式。 

3.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針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

義方法論，提出以剛心智（tough mind）

與柔心智（tender mind）系统性探索邏

輯與倫理問題。剛心智側重分析經

驗、事實；柔心智傾向先驗原則領悟，

二者心智運作力求具體與清晰。 

H. Spencer（1820-1903）自社會情

境脈絡提出完美生活準備說（Spencer, 

1861/1993），此說可見效應，一則擴展

傳統學技謀生共識，二則凸顯學以致

用、學用合一教育旨趣，更甚者，孕

育教育與國家競爭力關聯性。 

J. Dewey（1859-1952）結合實用

主義與情境脈絡提出進步主義教育哲

學（Dewey, 1910/1963）。進步主義主

以漸進的（piecemeal）與雙向互動方

式適應與因應當下情境，實用性教育

與傳統博雅教育從而漸行漸遠。 

綜合上述，以 J. N. Warfield 於

1972 年提出詮釋結構模式（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Warfield, 

1973）來表徵與結構分析高教哲學沿

革（見圖 1），據以：（1）落實數理邏

輯取向教育研究、（2）發展類決策支

援與專家系統（decision support and 

expert systems）、（3）結構分析視覺化。 

 
圖 1：高等教育哲學沿革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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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顯示：（1）啟蒙運動側重於

自然世界探究與系統知識傳遞、（2）

傳統全人教育漸次分化為理念心性教

育與行為實證科學、（3）實用主義思

維邏輯主具體與清晰性，侷限柔心智

發展之虞（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 

(二) 高等教育 

傳統教育旨在窮理與培育全人，

窮理分為溯源本體與致知格物，全人

涵蓋邏輯理性、倫理規範與博雅素

養。1809 年，von Humboldt 兄弟創立 

Humboldt-University，一則倡導學術自

由、整合教學與研究，二則責負大學

以探究知識與學術為最終的目。 

「投資教育，投資未來」，美國政

府捐地興建大學（land-grant university）

與歐洲發展綜合型大學與多元技術學

院，助益大學功能與學校類型多元

化，前者如提升國民素質、創造多元

學習路徑與厚實就業職能；後者如研

究型、教學研究型與教學型。 

同上，運用 ISM 表徵與結構分析

高等教育沿革（見圖 2）。 

 

 
圖 2：高等教育沿革 ISM 

 

 圖 2 顯示：（1）教育良窳影響國

家發展，國民教育是根，高等教育是

關鍵之鑰；（2）大學教育二軌制，分

別是綜合大學與科技大學，前者側重

於基礎學術教育，後者主區域經濟學

習，二者學校類型包括研究型、教學

型與研究教學型；（3）大學教育主專

業分化與多元人才培育，企業性人才

炙手可熱。 

(三) 績效評鑑 

面向評鑑活動成為常態，正視評

鑑施行有其必要。教育相關評量/評鑑

如課堂教學之成就評量與績效評鑑、

學校經營之系所評鑑與校務評鑑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Howard, 

McLaughlin, & Knight, 2012），二者漸

次取得相關利益關係者共識。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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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教學績效評鑑判準繫於學生

成就評量結果，系所評鑑判準計有二

部分，一方面檢視學生學習成效、教

師專業表現，另一方面自決策取向之

校務評鑑判準系所評鑑良窳。 

1. 評鑑依據 

依據行政院 1996 年公布教育改革

總諮議報告書，教育部於 1997 年施行

大學綜合評鑑試辦計畫，評鑑採委外

進行，2006 年 7 月由財團法人高教評

鑑中心負責，以評鑑院系所與學程為

主。2011 年以 W. E. Deming 計畫、執

行、檢核、行動循環模式（PDCA Circle）

評鑑與追蹤校務發展狀況（高教評鑑

中心，2012）。 

2. 評鑑方式 

高教中心評鑑方式與實施：（1）

各校依據教育部五個評鑑項目進行自

我評鑑與訂定發展目標，（2）評鑑委

員提出初報告與實地訪視，（3）評鑑

結果以量化呈現與回饋。評鑑項目包

括：（1）學校自我定位、（2）校務治

理與經營、（3）教學與學習資源、（4）

績效與社會責任、（5）持續改善與品

質保證機制（王保進，2010）。 

3. 評鑑處理 

依據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評鑑委員就整體實際表現採「認

可制」，結果評定分為「通過」、「有條

件通過」與「未通過」，有條件通過者

施以追蹤訪評，未通過者擇期再評

鑑。其次，評鑑主 WASC（We Are 

Student-Centered），關注學習者成就表

現、成就品質（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2015）。 

綜合上述，國內大學校院評鑑歸

納如下：（1）學校本位評鑑：各校提

出自評與相關改善計畫，評鑑委員據

以進行後設評鑑與回饋；（2）部定項

目評鑑：評鑑規格化，各校依據教育

部擬定評鑑項目接受檢核（教育部，

2013）；（3）認可制評鑑：以 PDCA 為

評鑑架構，施行 SWOT、品質績效稽

核與控管。 

三、討論與分析 

面向教育普及化，高品質教育需

求甚殷，評鑑、認證是篩選與控管機

制，「標準」、「證據」與「鑑定」是必

要程序。面向高教品質國際化、人才

競爭全球化，高教專業化、標準化刻

不容緩。值得關注的是，國內高教供

需失衡，少子女化問題嚴重，2016 年

預估有近 25 所大學將面臨招生不足之

虞（陳曼玲，2016），大學院校分類分

級勢在必行。 

(一) 評鑑目的 

面向高教訴求品質、競爭、優化

（Trachtenberg, 2002），以及專業自主

趨勢，評鑑施行，一則體現專業自律，

精進專業發展；二則力求基業長青，

或保優存菁，或淘汰不適者。因應高

教生態變革，如供需失衡、品質教育

與競爭力發展，效益性評鑑繫於基礎

工程與共識，前者是評鑑機制與指標

建置、評鑑診斷與決策性建議，後者

是評鑑結果處理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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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年代以來，網際網路普遍

建置與知識呈現開放狀態，機構性與

非機構性教育各有所長，高教集專業

性、經濟性、社會性、科技性、倫理

性、生態性、創新性與現時性（just in 

time）功能於一身，從而高教評鑑負

有：（1）檢視基礎理論與應用教育、（2）

診斷與建議、（3）助益組織轉型與經

營。運用 ISM 表徵與結構分析高教評

鑑相關要素（見圖 3）。 

 

圖 3：評鑑目的 ISM 

 

 圖 3 顯示：（1）評比與認證是評

鑑目標，標準化是評鑑依據；（2）功

能觀是保優存菁與淘汰不適者判準指

標，長青基業立基於功能觀、人觀與

生態觀；（3）評鑑是責任與機會，前

者體現專業自律，後者掌握轉型與創

新契機。 

(二) 現代高教 

現代高教主科學與實用取向多樣

化經營，有鑑於科技倫理、生態倫理、

社會正義、生存幸福等問題亟待正

視，從而生存、科技與倫理是高教發

展不可或缺元素。 

 

1. 生存與倫理 

面對全球金融風暴、失業世代與

非典就業、 1% 經濟菁英（ Stiglitz, 

2012）、世襲資本階級（Piketty, 2014）

與社會貧富差距等，生存實質問題解

決繫於政經與教育，其中，政經信念

或多元歧異或對立衝突。 

基於政治意識、社會資本與經濟

資本具個殊性，落實教育機會平等與

教育正義於專業實踐成為必要。對於

教育發展市場化、功能化趨勢，教育

價值認知亟待建構：（1）存在旨趣、（2）

永恆主義、（3）共生互利。 

在世界經濟體系，高教成為優化

生存的利器。科學主義、實用主義與

功績主義側重於科技官僚培育，體現

部分教育旨趣。後工業化社會，教育

本務：經濟利益極大化後設論證與施

行集尊重、包容與責任的智性人教育。 

2. 科技與文明 

面向全球化與資訊化社會，IT 產

業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與總體經濟發

展利器。歐美中日工業 4.0（Kagermann, 

Lukas, & Wahlster, 2011）預示新的生產

模式與生活方式。 

未來，《新的增長極限》（Meadow, 

Meadows, & Randers, 1992），以全球暖

化現象、自然資源耗竭、生態錯置與

污染等，再次揭示科技文明下無以規

避的生態真相（Go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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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第四次工業革命呼之欲出之

際，立基於剛心智與柔心智的生態視

域亟待建構。大學負有探究與發現、

傳遞與創造知識之責，更甚者，扎根

集專業、倫理與遠見的知識人教育。 

(三) 高教評鑑 

依據大學法第 5 條規定（教育部，

2015）：（1）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

進行自我評鑑；評鑑規定，由各大學

定之；（2）部組織評鑑委員會或委託

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評

鑑，評鑑結果作為學校調整發展之參

考；（3）部訂定相關評鑑辦法。 

承上，大學定期自評與他評是責

任，亦是機會（見圖 3）。評鑑結果作

為學校調整發展依據，助益高教品質

監控。值得關注的是，國內高教評鑑

負分級之能，即高教供需失衡較適處

理不是採國立併校或公私立大學聯合

減招，而是任務、功能取向重組高教

體系（何慧群、永井正武，2016）。 

基於大學是學術機構，甚且是專

業性、權威性機構，傳遞的知識體系

具合法性與科學性。大學自評與外部

評鑑各有側重，前者在學術自由與專

業自主下，或反映專業共識或創造專

業趨勢；後者則負有發揮破壞性創新

之診斷與轉型之益。職此之故，國內

高教評鑑始於學校定位與標準化。 

1. 學校定位 

因應高科技取向的新經濟時代，

教育部規劃後頂大計畫「高教發展藍

圖」（教育部，2015b），預計 2017 年

施行，5 年期計畫，高教發展分為國際

特色、學習創新、專業特色、產業研

發創新、區域創新等。 

自科技文明與教育哲學角度，運

用M. Nagai於 2013年提出多重矩陣詮

釋結構模式（Matrix Based Structure 

Modeling, MSM）（Nagai, & Tsai, 2013）

就高教體系進行結構分析（見圖 4），

助益溝通與後設論述。 

 
圖 4：高教體系 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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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高教發展原則，依據圖 4 顯

示：（1）高教哲學涵蓋人觀與生態觀，

前者回應批判理論指正單向度人

（Marcuse, 1991）發展侷限，後者主

正視全視域生態認知；（2）高教目標 

植基於剛心智與柔心智的發展，

據以兼顧生存與生活、確保存在與幸

福；（3）高教學術與科技二軌制、學

校類型與後頂大計劃具關係結構，非

為孤立的教育措施。 

表 1：高教體系核心要素關係矩陣 

C\C 1 2 3 4 5 6 7 8 9

1.高等教育 0 1 1 0 0 0 0 0 0

2.智性教育 0 0 0 1 0 1 1 0 0

3.知識教育 0 0 0 0 1 1 1 0 0

4.文化 0 0 0 0 0 0 0 1 1

5.科技 0 0 0 0 0 0 0 1 1

6.公民責任 0 0 0 0 0 0 0 0 0

7.生涯學習 0 0 0 0 0 0 0 1 1

8.區域創新 0 0 0 0 0 0 0 0 0

9.國際特色 0 0 0 0 0 0 0 0 0
  

  
圖 5：高教體系核心要素 ISM 

 

同上，運用 ISM 就圖 4 最上層要

素進行結構分析（見圖 5）。圖 5 顯示

高等教育旨在落實以智性與知識為基

礎的教育，據以培育公民責任、帶動

區域創新發展與接軌國際。 

2. 標準化 

面向全球推進大數據、國際化與

評比排序趨勢，標準化成為目標性、

效率性與優化（optimal）互動的基礎

規範與策略。其次，標準化意指同質

分類、分級排序、目標性協作、數值

化（quantization）與交換性。標準化

分為內部與外部部分，前者如專業共

識與現代性，外部如相容性、相似性、

度量、符號，以及網際網路協定（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 

以 ISO 提出開放式系統互聯通訊

參考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 OSI Model）規範與結

構化高教體系理論與實務（見表 2），

亦即以數位協定範式表徵教育論述及

其操作參考。OSI Model 標準結構分為

實體層（physical）、鏈結層（data link）、

網路層（network）、輸送層（transport）、

會議層（session）、展示層（presentation）

與應用層（application）。 

結合表 2 與圖 4，運用 MSM 結構

分析高教評鑑（見圖 6）。高教評鑑結

構圖顯示：（1）主哲學取向實體層與

兼顧理想與現實教育觀；（2）目標-工

具之區域創新與國際特色經應用層之

交換性與協作性進行認證與評比；（3）

在網路層 W3C 平臺，高教目標將面對

專業認證與評比排序。值得一提的

是，輸送層數值化是教育標準化箇中

關鍵亟待補強。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27-137 

 

自由評論 

 

第 134 頁 

表 2：高教體系理論與實務 OSI Model 

OSI Model 實體層 鏈結層 網路層 輸送層 會議層 展示層 應用層

哲學 知識合法性 數理工具同步 多媒體 同質性

目標 指標 電腦程式非同步 隨選視訊交換性

制度 結構 數值化 虛擬實境視聽 協作性

分級 傳播科技實體實境虛擬 認證

物理實體 實體 評比

高等教育 W3C

 
 

 
圖 6：高教評鑑 OSI MSM 

 

3. 諮詢與回饋 

今日，面向專業分工、品質控管

與速度的時代，大學經營與管理勢必

一方面施行例行性專業自律、即時性

自我監控，另一方面責負評鑑機構進

行專業性評鑑，藉以提供及時性諮

詢、回饋與創造變革。專業評鑑之基

礎建設是學校定位與標準化。 

有鑑於，21 世紀教育生態：（1）

面向知識開放與知識折舊態勢，（2）

專業自主與學術自由氛圍，（3）科技

文明變革與全球生態惡化，其中，科

技與生態發展呈現對立關係。評鑑結

果貴於具創新性與應用性、辨識性與

價值性，以及前瞻性與實踐性。 

面向多元分歧價值社會與知識經

濟發展趨勢，破壞性創新（Christensen, 

Grossman, & Hwang, 2008）、持續性轉

型是確保組織長青之策略原則，創新

與轉型立基於宏觀視域與微觀實踐。

簡言之，新評鑑機制藉由診斷，以建

設性回饋推進組織永續經營。 

四、結語 

評鑑具品質控管與評比功能，大

學施行新評鑑機制勢在必行，歸納緣

由如下：（1）面向全球科技文明競爭

與經濟網絡發展趨勢，高教發展市場

化與專業化是不可逆趨勢；（2）國內

大學供需失衡、公私立大學機構比是

1：2，教育正義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

（3）國家教育財政緊縮與落實合理的

教育投資效益，國內大學院校面臨重

組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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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球動態發展，高教評鑑負

有品管、診斷與轉型功能，自評/內部

側重於歷程監控，專業/外部評鑑旨在

發揮破壞性創造。值得關注的是，高

教評鑑趨勢：（1）校務研究決策取向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繫於結果表現；

（2）教師評鑑分為研究評鑑、研究結

果客觀評鑑與授業評鑑；（3）外部評

鑑負有提供積極性建設與破壞性創新

之益。 

最後，基於高等教育目標性與專

業性、經濟性與功能性，以及發展性

與實踐性，效益性高教評鑑立基於學

校定位與標準化，其中，學校定位依

據國家產業政策、部定近中長程高教

政策與學校表現規劃之，高教標準化

則涵蓋：（1）大學類型、目標及其指

標訂定；（2）專業及其跨際共識及其

合法性範式構建、（3）跨界交換、認

證與等級化機制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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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創造性問題教學方法－ 

提升高職學生辨識與解決問題能力之研究 
賴宏彰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科學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良

好的解決問題能力與基本的科學素養

也是國民終身學習與適應未來生活的

利器。Dewey（1933）在「我們如何思

考」一書中表示：「一切思考起源於疑

難、困擾或問題；唯有在複雜問題環

生的情況下，我們大腦思考才會波濤

起伏，殫思竭慮，力謀問題之解決。」

科學的探索源自於好奇心，而好奇心

引發出問題，從問題的發現到問題解

決，此過程促進了今日的科學發展，

奠定了基礎。 

據天下雜誌對國、高中職學生所

做的調查，有 67%的學生對科學有興

趣，其中卻有近八成的學生不想當科

學家。因為臺灣的學生很會背公式、

定理，但卻不會導公式、推定理；很

會解題目，但不會問問題。而在整個

科學實驗的歷程中要容忍不斷犯錯，

本研究者：「我們想教導孩子的是在過

程中的失敗、重來、再失敗、再重來

的學習經驗歷程，一種挫折感的學

習，並累積經驗，做為往後成功解決

問題的依據。」 

教育部（2003）在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中之基本能力強調「主動探索與

研究」以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在這兩個基本能力中分別明白地指

出：「希望學生能夠激發好奇心及觀察

力，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積極運

用所學的知能於生活中」、「養成獨立

思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且有系統

研判問題，並有效解決問題和衝突」。

從這兩個敘述中，即可清楚瞭解到，

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培養解決問題

能力為重點項目。  

二、文獻探討 

(一) 問題分析與解決 

1. 問題的界定與問題解決的意涵：問

題一詞，對大多數人而言，並不陌

生。然而，對於問題的定義，不同

的學者，就有不同的觀點。認知心

理學上，所謂「問題」，是指個人

在有待追求而尚未找到適當手段

時所感到的心理困境（張春興，

1997）。哲學上認為並非每一個疑

問（question）均可稱為問題，而只

有那些因其內在困難而不易立刻

解決的疑問才可稱之為問題（項退

結，1992）。  

2. 問題解決之歷程綜觀各專家學者

的解決問題步驟，無論其步驟的多

少或詳細與否，其首先需要的就是

發現問題，沒有問題的發現，則無

解決問題，更遑論要驗證答案。而

由上亦可瞭解到，問題解決的過程

可概分成三大階段：其一為「問題

發現」，再來是「解決問題」，最後

則是「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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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造性問題解決（CPS） 

1. 創造性問題解決的起源、內涵與發

展 

(1) 創造性問題解決的起源 

CPS 之所以能夠發展出來，源自

於人們開始認為創造力是可以培養出

來的。Osborn 奧斯本（1952）提出了

一項 CPS 七階段全面性的描述。

Osborn 奧斯本（1963）修改他的 cps

概念，將七階段過程濃縮為三個，更

全面的階段;他稱這三個階段為發現事

實 （ fact-finding ）， 發 現 點 子

（idea-finding），和發現解答（solution- 

finding）。 

(2) 創造性問題解決的內涵 

CPS 的分階段解題模式，通常用

來解決開放性問題，步驟包含發現事

實（ fact- finding, FF ）、發現問題

（ problem-finding, PF ）、發現點子

（ idea-finding, IF ）、 發 現 解 答

（solution-finding, SF）尋求可接受的

解答（acceptance-finding, AF）等五階

段（Parnes, 1987），其最大的特色，在

解題過程中每一階段都先有發散性思

考，再有聚斂性思考，而解題者利用

這五個階段系統性的來解決問題。 

(3) 培養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的

要素 

洪榮昭、曾愛晶（1998）認為培

養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的要素有三

類：問題設計的方式、探索知識的發

現方式、學習者合作方式，依教學策

略之不同，在培養創造性問題解決能

力的三要素中，其問題設計方式採用

問題呈現可能隨時隨地調整的開放

式，知識發現方式則採用預提示的方

式，學習者的合作方式是採用分工合

作的方式。 

2. 論解決問題的步驟與 CPS 教學模

式 

此種問題解決的歷程，乃著重在

思考的作用，自「問題的發現」至「問

題的解決」為止，Parnes（1967）從「創

造」的觀點，針對問題解決之歷程提

出創造性問題解決（簡稱 CPS）教學

模式，包括五個階段：1.發現事實 2.

發現問題 3.發現構想 4.發現解決方案

5. 接受所發現的解決方案。 Davis

（1986）認為 CPS 教學模式是最佳的

解決問題教學設計，此模式不只是教

學的過程，也可靈活運用解決實際遭

遇到的問題。  

3. 以 CPS 教學活動設計培養學生解

決問題能力 

在思考方式特性上，傳統的解題

研究較注重「推理性」思考，而較不

注重「創造性」思考，並將其與「批

判性」思考視為對立的思考方式；而

CPS 研究者，則認為解決問題不只是

推理思考，也必須並用創造思考與批

判思考（Treffinger & Isaksen, 1992）。  

提出「問題解決能力」所需必備

之三種思考能力：創造思考力、批判

思考力與推理思考力，因此應可由解

決問題教學歷程中培養學生解決問題

的能力，在評測工具設計上，亦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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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問題思考所表現之創造性、批

判性與推理性三種方式之思考來評估

學生之解決問題能力（洪文東，

2000）。 

三、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一) 資料蒐集  

本研究於 103 年 12 月擬定研究方

向之前，即展開相關科學遊戲的資料

蒐集，並不斷地嘗試將科學遊戲內容

運用於教學上。隔年 2 月確定主題與

研究問題後，隨即著手蒐集相關於教

學的科學遊戲。研究者以本研究中科

學遊戲的定義，根據參考多年來蒐集

的科學遊戲或科學實驗相關文獻，針

對高中職的學生，在課程內容中融入

二個單元的科學遊戲。期使內容能融

入課程中，或將其科學遊戲應用於教

學上，發揮教學與學習的功能。本研

究在資料蒐集上，針對各專家學者之

行動研究經常採用的資料蒐集方式，

進行資料的蒐集。方法分述如下： 

1. 教學記錄 

將教學及整個研究歷程中的觀

察、反省思考與心得感受等，以文字

記錄下來，隨時審視、檢討，除可供

教學設計與實施的改進依據，亦可供

日後研究的參考。 

2. 學生文件 

包含學習單、單元意見心得單。

研究者配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於每

個教學單元中，設計學習單，讓學生

在活動過程，配合教學書寫，以利學

習評量。此外每單元教學結束時，讓

學生填寫單元意見心得單，目的皆在

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與感受。 

3. 訪談記錄  

於教學後，針對學生文件回饋，

以立意取樣選擇訪談學生，針對學生

學習單或心得單具有特殊創意者，或

有遭遇困難者，深入瞭解科學遊戲創

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學生的影響，及

教學潛在問題。此外研究歷程中與協

同研究教師的討論記錄亦將其歸類在

訪談記錄。研究者在與協同研究教師

及學生晤談時，皆以 MP3 隨身碟將談

話內容完整記錄下來，再將錄音轉成

文字資料，並加以編號。 

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

理，希望藉由這些相關資料來解決研

究者的研究問題，如表 1。 

表 1 

研究工具欲解決之待答問題 

待答問題 

資料蒐集 

教學活

動設計 

遭遇的問題

辨識與解決

的方法 

專業

長成 

教學記錄 ○ ● ● 

學生文件 ● ○ ● 

訪談記錄問 ● ○ ● 

註: ○主要解決 ●次要解決 

 

希望以此方式找出教學上的問題

辨識及解決的方法。另外研究者也會

透過上課後所寫的教學本記來與各項

資料進行比對，希望能夠使教學活動

設計能更完美。研究者也將所搜集的

學生文件和訪談資料配合教學分析、

了解學生所遇到的問題辨識及解決的

方法，希望透過多方面資料的比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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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方式，

可修正研究者本身的教學方式，進而

提升教學活動成效。 

(二) 資料分析 

在研究歷程中不斷收集資料、進

行分析，以形成初步的結論，再進一

步收集更多的資料、進行分析，形成

進一步的結論。使用了持續比較法來

分析資料。 

1. 持續比較  

在不同階段的不同面向有不同的

資料蒐集，均按屬性加以分類，計分

為教學記錄、學生文件與訪談記錄等

類別，各類資料，再按時間順序排列。

每一筆資料的獲得，都成為下一次行

動的參考資料，在這樣持續比較的過

程中，考證研究者所設計的科學遊戲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的可行性。 

四、結語與建議 

(一) 應用創造性問題教學方法-提升高

職學生辨識與解決問題能力之研

究藉由科學遊戲融入創造性問題

（CPS）教學模式設計為教學活動

具可行性 

應用創造性問題教學方法-提升高

職學生辨識與解決問題能力以科學遊

戲融入創造性問題（CPS）教學模式設

計教學活動是具可行性。此外，研究

者也發現學生能在教學活動中，能夠

激發其創造力及問題解決能力，但受

限於教學活動每隔週才有 1 節社團課

程，難以讓學生的創造力及問題解決

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二) 影響科學遊戲教學活動與成效之

相關因素 

1. 教學活動內容之掌握 

應用創造性問題教學方法教學活

動中，教師應預先熟悉教學內容才 能

夠需要掌握教學時間、進度、流程的

順暢性。教學速度是否過快或過慢，

均會影學習的吸收，故依照實際各班

學生活動教學的學習程度，來進行調

整教學活動等事宜，使學生在時間內

完成任務。 

2. 學生對科學辨識與解決問題能力

的學習態度。 

在教學活動過中，發現學生對科

學的喜好影響其對教學活動的參與

度。本身就喜歡科學的學生會積極熱

衷的參與科學遊戲活動；而熱衷參與

的學生中，亦有課業成就低落的學生

主動參與討論、操作器材完成任務，

並從中獲得成就感與自信。因此學生

對科學辨識與解決問題能力學習的態

度會影響學生在科學遊戲活動中的表

現，而非關學業成就高低。 

(三) 建議將該課程融入其他課程中，

如專題製作、實習課程等 

(四) 建議舉辦解決問題能力訓練之研

習營活動，學習者可以透過擴散

思考與收斂思考的交互運用，以

分階段的解題模式，分析問題與

找尋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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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主導自行學習，鼓勵學習者

對問題進行深層的理解，以提升

解題方案品質。 

(五) 建議建立該類型的課程網站或資

料庫，以利教師們運用。 

(六) 由此可見在科學上解決問題能力

與思考解決問題的歷程之關係極

為密切，建議若實學生的學習歷

程（檔案）資料建立。 

(七) 建議我們應可從創造性問題解決

之教學活動歷程中去培養學生在

科學課程各學科的單元學習領域

中增進其解決問題能力。 

(八) 建議在傳統的教學情境中，學生

往往受限於知識的灌輸，紙筆測

驗的評量，很難帶領學生進行高

層次思考。在本研究中，實驗組

採用創造思考教學策略，經過六

週的訓練過程後，實驗結果獲得

顯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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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實習課程實施創客教學之研究—以機械科為例 
林旻融 

基隆市二信高中機械科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技職教育「務實致用」培育出來

的人才，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臺灣經濟

發展的主要動力，隨著時代的變遷，

教育部於民國 98 年推動「技職教育再

造方案」，民國 101 年再提出「發展典

範科技大學計畫」，引導科技大學發展

與一般大學明顯不同的實務特色，民

國 102 年提出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

案，希望達到「無論高職、專科、技

術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

力」、「提供產業界所需的優質技術人

力」及「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

（林騰蛟、李彥儀，2011）。培養學生

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拋掉背不

動的書包與學習繁雜的理論知識教

材。」為前教育部長林清江對我國教

改工作在課程統整所指出之重要原則

（教育部，1998）。而人人處於今日邁

向終身學習的大資料庫中，學習如何

學習（Learn How to Learn）更是現代

人須必備的技能（楊朝祥，2001）。 

現階段許多學生所學習之重點不

再是就業專業技能而是迎合升學的考

試科目，如此必然造成雇主對機械群

科畢業生專業技術之能力感到存疑，

這亦是目前高職仍然存在的問題（連

錦杰，1990）。綜合以上所述，在研究

者之教育環境中，認為教育必需能迎

合學習者與市場的需求，進入機械群

科就讀學生，除部分思考就業也有部

分希望繼續升學，故高職的課程更應

有所改變與調整，有效整合「學與

用」，減少學生個人在專業學科學習與

實質專業技能獲得上的落差，確實有

效迎合學習者需求，才能提升學生在

專業科目的學習效率與成效。 

技術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

效果為重，擁有設計與創新研發之人

才，一直是各大學與技專院校實務教

學的重點方向，如此才能使國內工業

與科技保持領先的優勢。近日因應時

代需求納入許多新課程，同時學生的

負擔亦日益加重，欲解決上述問題，

生動活潑化與務實趣味化的教材與理

論融入實習是十分迫切需要。 

因此，重視學生實習之成效是提

升技能很重要的一項課題，教師於實

習之教學方式更是影響甚鉅。綜觀一

般傳統實習課程採用的教學架構，大

都以機械按工作圖實施加工製作而訓

練技能之方法，反覆操練獲取經驗之

累積，最終目的在於考取相關的技能

證照。科學、科技、工程、數學與技

能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補充、互相支

持和共同發展的關係（ Dougherty, 

2012a）。若實習課程能加入創意題

材，適當規劃更可使學生有興趣主動

參與及呼應目前教育部推廣期許每位

學生都能成為創客，要提升技職學生

的相關技能，並能使「學」融會為

「用」，落實創客教學於實習課之學習

活動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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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須能教導學生於學習過程

中創造與應用知識，才能提升國家競

爭力與產業的生產力。故欲達此目

的，首先需要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能

力，這用以於技職課程中融入，形成

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創造設計學習活

動（技職教育白皮書，2000）。因此教

師應先具備創課的能力來培養學生富

有創客之精神以及成為創客的條件。

本文針對『創客教學』運用於高職機

械科實習課提出分享、看法與建議，

茲詳述於後。 

二、文獻探討 

(一) 十二年國民教育與教師專業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

辦公室（2014）提出「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教學品質提升方案」之實施方

式，指出主要以成立高中職各學、群

科中心學校，並結合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各項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相關辦理項

目，其中要點為辦理教師發展教材、

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檔案等競賽與獎

勵，蒐集並評選「典範教學示例」及

「專題製作示例」，獎勵教師從事教材

教法行動研究。 

2003 年 3 月 14 日，前教育部曾志

朗部長曾說：「九年一貫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訓練老師為自己量身訂作適合

的教學方法及教材，不要事事都要教

育部規定」。而教育部（2014）學校本

位課程，即是讓學校教師在教學上具

有相當程度的自主空間來發展課程、

自編教材及教學實施，此一特質將使

學校教師之教學更具專業水準，在十

二年國教延伸九年一貫的新課程規劃

設計中，以技術學習領域教學第一線

的教師，在教材教學落實方面之發展

空間可謂相當開闊及由其發揮之自由

度，如此賦予教師教學專業的自主權

更是隱含勉勵教師富有創客教育精神

的期待。 

(二) 創客運動的緣起 

創客，又譯自造者。創客並不是

新的觀念或新的名詞，於 1960 年賈米

森·漢迪（Henry Jamison Handy）就曾

拍過一部紀錄片：美國創客（American 

Maker），描述了人人都是天生的創

客，就使用了創客（Maker）一詞

（Handy, 1960）。不論是準備烹調一道

好菜、還是維修汽車、佈置園藝，家

庭裝修等活動，只要動手實做，解決

問題，就具備動手實作的精神，當時

更 為 風 行 的 名 詞 為 DIY （ Do it 

yourself）。其動手實作的精神停留在日

常生活與家庭之中，並未特別帶來社

群效應。而後於資訊時代開放原始碼

的推波助瀾下，出現了駭客文化

（Hacker Culture），標榜對技術和創新

不斷追求的精神，並改造電子產品。

然而，「Hacking」這個詞已經遭到污名

化，負面意義居多，「因為人人都喜歡

動手做」，因此創客（Maker）一詞再

度被提起（Cavalcanti, 2013）。 

(三) 創客的特質 

從創客媒體（MAKER MEDIA）

總經理戴爾·多爾蒂（Dale Dougherty）

提 出 創 客 具 備 以 下 幾 個 特 質

（Dougherty,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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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想了解事物的運作原理，並做出

一些裝置來驗證。 

2. 具備愛「玩」的特質 

3. 願意與開源社群分享 

4. 覺得這世界可以被改善、問題可以

被解決、事情可以被改變 

上述特質中，可歸類出兩個基本

的創客特質：動手實作和共享。 

(四) 創客運動在臺灣的發展趨勢 

創客運動在臺灣的發展趨勢，日

常創客運動從 2009 年 OpenLab.Taipei

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進駐，2012 年

Taipei Hackespace 獲得贊助而落腳臺

北市太原路一帶，陸續 19 個創客空間

在臺灣各地相繼成立並且各具特色。

在創客市集方面，2013 年開始由馥林

文化舉辦第一次臺北創客市集，現場

展示 3D 列印機崛起，2014 年開源軟

硬體作品成品展示越來越多，3D 列印

進入了應用的層面，例如以 3D 列印出

衣服，2015 年創客市集更擴大舉辦，

從 2014 年主展場華山文創園區東二

館，今年擴展至東二館、東三館、中

四 B 區與藝術大街皆有展出。足見臺

灣創客運動的規模日漸成長（林誠

展，2015）。 

三、機械實習實施創客教育之分

享 

(一) 創客教育融入實習課程 

 

於機械實習課程中，加入創客精

神，給予學生主題目標，學生透過分

組合作學習來進行創客活動。以「綠

能自走車」主題為例，學生除接受實

習之核心技術課程教學外，亦自行應

利用課餘時間蒐集與綠能自走車相關

的資料與材料，利用核心專業學科知

識，最後設計出一個具有強度、精度、

速度、穩定度的綠能車車架，除了車

速比較外，作品的結構造型、使用材

料的創意、能源動力的選用、學科知

識的運用…等均列為評量的依據。 

研究者於任教的高職中選取機械

科二年級為對象，施以創客教育，進

行前引導教學，活動中，給予導引現

今能源問題，讓學生從題目初始規

範、設計作品、材料選用、操作機具

加工製作零件並組合完成作品，過程

中配合教師設計之綠能車教學模組，

供以合作學習、腦力激盪、作品測試

與觀摩、問題解決等方法來輔助教學

活動的順利進行。 

(二) 創客教學實施內容 

教師首先設計創客主題，依主題

「綠能自走車」之基本製作需求，先

行設計教學內容並規劃出以下六個基

礎教學單元，引導學生整合「學與

用」，用以配合學生創客學習之自由

發揮，且開設網路雲端空間，提供學

生下載學習檔案及上傳創作作品檔

案。分組後，實施以下教學活動： 

1. 單元一：綠能車底盤結構與設計製

作 

2. 單元二：前後輪、導輪設計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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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元三：轉向機構設計與製作 

4. 單元四：傳動機構設計與製作 

5. 單元五：滾珠軸承選用與軸承座製

作 

6. 單元六：機件組立、作品實測改良 

    上述單元為學生在創客主題製作

所需基本架構之教學，而創客重點在

於學生之創意設計能力與實習製作之

執行力之展現。教師鼓勵學生依自我

選取材料與設計概念來著手製作，過

程中，除以「操作機具」加工，部分

零件亦允許自繪設計圖匯入並執行 3D

列印，搭配機械加工所產零件相互配

合，用以活化學習、增強學生對自我

設計零件尺寸配合之機械實務概念。 

    因此，教師在創客教學過程中，

除基本規範與功能闡述外，並不限制

學生製作綠能自走車的固定形態及其

他附屬創意功能以期創客教育發揮創

意成效。 

    為求創客教學之完整及成效要

求，作品呈現及學生回饋是最後執行

步驟，教師可藉學生雲端上傳檔案進

行書面設計評比、實體作品功能展

現、學生上臺簡報分析等進行各項評

分，並發下各組學習回饋單，請組長

記錄組員創客過程分享及建議，提供

教師評估未來調整教學之運用。 

(三) 創客教育活絡傳統實習課程 

此教學過程之重點由教學導引、

學生創意設計、動手實做、發現問題、

小組討論、回饋改良，最終完成作品，

其中教師所擔任的角色為輔助者而非

主角，學生於創客過程累積的團隊合

作經驗、發現問題經驗、統整問題經

驗、解決問題經驗以及實際動手加工

經驗，擁有傳統實習課程較難以達成

的優點，由於學生可以加工自身設計

的作品，教師觀察其在自我學習歷程

中，確實亦能自我要求及給予自我正

向肯定之學習信心。 

另外，研究對象在創客教學訓練

後規劃參加全國高中職太陽能車競

賽。以往至今連續四屆獲得全國冠

軍，觀察研究對象於創客教學下，除

能將「學、用」融合，亦達提升實務

能力與團隊競賽之實質收穫與個人競

爭力。 

然而，教師在執行創客教育之過

程，雖非為課程主角，但由於擔任引

導學習的角色，除須給予學生自由設

計與發揮空間外，課程進度之調整與

時間的掌握是成效之重要關鍵。學生

於學習過程所獲得各方經驗之隱性成

就與教學活動所製作呈現作品的顯性

成就同等重要。 

四、結語 

(一) 過去，高職傳統實習課，如機械

科所要求是以按圖施工，講求學

生技能的熟練以及證照的取得。

現下教師於實習課程的教學，建

議融入創客教育，跳脫傳統框

架，以學生「有思維的動手操作」

為教學前提，設計問題進行導引

教學，技術學習下培養學生動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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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亦開發學生創意潛能。 

(二) 創客教育課程不僅提高了學生的

學習興趣，更可培養學生獨立設

計、動手組立能力、綜合分析問

題與解決問題的能力，同時也達

到了互動教學與提高創意思考的

效果。建議教師規劃加入網路動

態教學課程，提供線上互動討論

平臺，更有即時回饋、解決問題

與提升學習時效之功能。 

(三) 建議持續辦理各級教師創客教學

競賽，培養創客種子教師，不僅

為技術教育實質紮根，並引領提

升高職實習課程之活化教學。 

(四) 建議擴大辦理高職專業教師參加

創客教學研習，除委派優秀創客

種子教師分享各項創客教學案

例，開拓各師教學視野、扶植各

校順利推展創客教學，並實際推

廣師生齊頭並進。 

(五) 建議將創客教學納入評鑑項目，

符合評鑑指標之優質學校或科

系，除給予獎勵肯定外，並能有

效提升教學競爭力，以培育具創

造力的種子教師。 

(六) 建議未來將創客納入高中職課

程，編製相關教學規範，配合相

關補助，展現各校、各科、各師

的教學特色，提升專業實習課程

教學層次，培育學生成為一名創

客。 

 

參考文獻 

 林清江（1998）。當前技職教育的

改革與發展。87學年度臺灣省職業學

校校長會議專題演講。 

 林騰蛟、李彥儀（2011）。技職教

育政策與發展。技術及職業教育季

刊，1（1），6-16。 

 林偉文（2011）。創意教學與創造

力的培育-以設計思考為例。教育資料

與研究雙月刊，100，53-57。 

 林誠展（2015）。互動設計結合創

客運動之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

動設計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連錦杰（1990）。高工學生對冷凍

空調業之職業認知、職業態度與就學

意願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朝祥（2001）。生計輔導-終生的

輔導歷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教育部（2003）。國民教育階段

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國民中小

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領域，2003年2月27日公佈。 

 Cavalcanti, G. （2013）. Is it a 

Hackerspace, Makerspace, TechShop, or 

FabLab.Makezine. com.  

  Dougherty, D. （2012a）. The 

maker movement. innovations, 7（3）, 

11-14.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43-148 

 

自由評論 

 

第 148 頁 

 Dougherty, D. （2012b, 6/6）. We 

Are Makers 系列講座. from 

http://www.accupass.com/go/make 

 Handy, H. J. （1960）. American 

Maker. 

 

 

 

http://www.accupass.com/go/make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49-154 

 

 自由評論 

 

第  頁 第 149 頁 

學校遇重大災難之應變機制及分享 
邱嘉品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輔導主任 

 

一、前言 

105 年 2 月 6 日凌晨 3 時 57 分高

雄市美濃區發生芮氏規模 6.4 地震，本

校學區中的維冠大樓倒塌，有將近 300

人住在裡面，其中有 16 位是我們學校

的學生。 

第一時間，原以為是習以為常的

地震，但隨著災情在電視新聞中傳

出，原來有大樓倒了，而這棟大樓離

我們學校不遠。隨即想到，這裡可能

會有我們的學生住在裡面，學校即刻

啟動了災害防治應變機制。 

二、災難造成當下之危機處理 

學校大致依「教育部主管各級學

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教育

部，2004）應變階段學校工作要項處

理，但危機處理之現場並非於學校

內，而在鄰近之大樓。分述如下： 

(一) 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校長即刻與各應變小組執行人召

開會議，並指派工作要點及執行方

針，同時間分別執行後回報校長狀況。 

(二) 全校師生之安全確認 

由學務處透過 Line 網路群組及電

話聯繫各班導師，再由各班導師透過

班級緊急聯絡網（通訊軟體及電話）

通知各小組組長，聯繫並回報同組學

生及家人是否平安。行政同仁由各處

室主任聯絡並回報，專任教師部份由

人事室聯絡並回報。並經由倒塌的大

樓地址，查詢學生戶籍地及通訊地，

發現有 16 位學生設籍該大樓。 

(三) 受災人員之應急照顧 

在學生及家屬陸續被救出後，校

外會教官、學校教官及學校人員先給

予陪伴及照顧。對於受傷的學生，救

難人員直接後送至鄰近醫院救治。 

(四) 配合相關單位開設臨時收容所 

市政府第一時間於里活動中心開

設災民臨時收容所，並於鄰近國小開

設臨時指揮中心及災民臨時收容所，

學校並派員進駐。 

(五) 救援物資取得及運用 

市政府調集公部門及民間各項救

援物資，並經由電視新聞的報導，各

項救援物資源源不絕的送到救災現

場，市政府指派人力分配運用之。 

(六) 災情搜集及損失查報 

總務處於校園內勘災，各處室主

任或代理人於所管理之軟硬體、教室

及辦公室現場查勘，由總務處彙整

後，界定受災區為鄰近倒塌大樓，並

將校園內災情回報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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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之措施 

因時值春節假期，為防止餘震及

其他可能擴大之災害，關閉學校電源

及水管，並檢查廚房瓦斯管線是否漏

氣，檢查建築物上方是否有鬆脫或可

能掉落之物品。 

(八) 其發言人，於災害發生後，負責

溝通、說明 

由校長依校內危機處理小組之工

作分配，指派學校單一發言人。接待

到校採訪之記者，並統一一致性對記

者做災情及學校處理回報，以免有不

實之消息流傳，造成學校、學生及家

長不必要之困擾。 

三、受災學生家庭「安身」服務 

(一) 受災學生及家屬之安置協助 

受災學生於臨時收容所中由社會

局社工協助安置於鄰近飯店或旅館。

因時效只有兩至三週，由學校協助受

災學生及家屬另行找尋鄰近適合租屋

處。讓學生由短期收容至中期安置到

長期之穩定居住。 

(二) 急難救助金之募集及發放 

由校長委由家長會向家長委員、

地方仕紳及企業募款。並由校長、會

長及主任逐一至受災學生安置處所或

醫院探訪、關懷，並發放應急救助金，

以便學生家庭急需之使用。 

 

(三) 民生物資之需求、募集及發放 

社會局社工及學校協助受災學生

及其家屬關於食、衣、住、行，如禦

寒衣物、盥洗用品、鞋子、碗筷、對

外聯繫通訊器材等之募集及協助發

放。 

(四) 訪視、陪伴及關懷 

學校輔導人員陪同學生之導師或

任課老師等學生較為親近或信任之師

長進行訪視、陪伴及關懷並建立與輔

導人員之關係及關心後續待協助事

項。 

四、啟動「校園安心服務計畫」 

此次地震後，造成許多家庭破

碎，許多教職員生的家人、親戚、朋

友、同學、鄰居也因此而傷亡。為緩

解其悲傷的情緒並讓悲傷有一個合適

的出口並推動相關輔導措施，因此開

學第一日即需啟動「校園安心服務計

畫」 

校園安心服務的工作以兩個重要

的方向進行，一是參考並採用「前置

作業—危機介入—轉介服務」的工作

模式（黃龍杰，2010）；二是以目前的

校園輔導團隊進行專業分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49-154 

 

 自由評論 

 

第  頁 第 151 頁 

圖 1 

危機介入模式 

資料來源：黃龍杰（2010）。災難後安心服務（圖解版）（頁 66）。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一) 引進「前置作業—危機介入—轉

介服務」的工作模式 

引進並參考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安心團隊累積多年實務建構的社

區介入脈絡的安心服務模式，並由透

過黃龍杰心理師的規劃整理與推展轉

換至學校場域做為學校輔導團隊之運

用與參考。 

(二) 校園組織分工 

 輔導室在掌握所有災害訊息後，

與校長與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取得共識

與支持後完成初步評估，並對於心理

層面進行安心服務的規劃與專業分

工，並同時界定需由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支援之項目。 

(三) 安心服務工作 

本校規劃之安心服務工作如下表

一，分別為全校安心宣導、安心文宣、

祈福活動、重點個案班級輔導、非重

點個案班級輔導、教職員工安心講

座、減壓團體（學生） 、個別諮商服

務（學生）、個別諮商服務（教職員

工）、追思音樂會、黃色絲帶活動等。 

(四) 轉介服務 

對於輔導室之輔導教師能力範圍

之外或特殊原因之個案加以轉介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指派專業心理師與學

生於約定時間於校內進行晤談。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49-154 

 

 自由評論 

 

第  頁 第 152 頁 

表 1 

大灣高中震災安心服務工作規劃 

五、執行受災學生「安心就學方

案」 

(一) 彙整學生需求 

彙整學生就學所需之食、衣、住、

行等各方面，如書包、鞋子、校服、

教科書、便當盒、腳踏車等，統一由

學校進行採購，並免費提供給受災學

生，使其安心到校就學。 

(二) 專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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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單一窗口辦理資源協助申請業

務，避免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卻有

某些資源沒有人負責申請。將所有的

資源表列並整批協助學生辦理，減少

遺漏單一項次之機會。 

(三) 成立基金專戶 

將家長會募得之款項成立基金專

戶，支出在校園內一切所需費用，專

款專用至學生畢業後轉交就讀之高中

職，待學生年滿十八歲後，如有用餘，

則由學生領回。 

(四) 學生安心就學 

將各項受災學生所提出之困難或

民生、經濟困難（如租屋問題），由學

校協助處理。學校提供具體之支持，

使學生到校安心上課，並穩定就學。 

六、實際執行後之檢討與建議 

(一) 緊急聯絡小組之各項工作宜指派

職務代理人 

因震災發生於春節前之小年夜，

許多家庭都已回鄉準備過年或出國旅

遊，在緊急聯絡時常有找不到人之窘

境或人在外地無法趕回處理。此刻應

即請代理人協助處理，如主任請組長

代理，導師請任課老師代理，否則第

一時間之人員安全資訊將無法完整。 

(二) 建立多重校園聯絡機制 

班級如有使用網路通訊軟體

（Line、Facebook）建立班級討論群

組，於緊急災難發生時，其以一對多

之多工效果，將比用電話一對一聯絡

之時效佳，但有些地區有可能沒有網

路或電話線路受損，故於教職員工群

組或班級學生群組建議有多重之聯絡

機制同時進行為佳。 

(三) 防災演練工作定期做 

建議建立行事例，全校教職員工

生定期做防災演練以為災害突然發生

時之緊急事件做好充份準備。 

(四) 橫向連結，權責分工 

學校宜主動與社會局、教育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做橫向之溝通連

結，並釐清劃分各項工作之分工，如

此才不會大家同步在做同件事，但某

些事項無人處理，以收時效。 

(五) 主動積極，批次作業 

以主動協助受災學生以整批辦理

相同之需求或申請業務取代被動地等

學生一個一個來申請，將可有效一併

處理學生之需求，也減少受災學生之

困擾。 

七、結語 

本次震災中，本校永遠失去了 5 位

學生，事件發生得突然，我們從此次

事件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被迫得

到寶貴的經驗。 

在重大災難發生時，我們往往會

手足無措、亂了分寸，災後規劃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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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必須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及修正，

才能付諸實施，這些計畫中依時間長

短分為短程的校園危機處理、中程學

生家庭安身服務及長程的校園安心服

務與學生安心就學方案。雖然經幾次

討論與修正，仍難免有所疏漏，故將

實施過程中之未盡事宜進行檢討與改

善之建議。再遂將此經驗分享給各級

學校教育夥伴與先進，以期能防患於

未然，並能於災後做為應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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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輔導高三生大學入學的因應之道 
林孟萱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教改已 20 年，在多元入學方

案與廣設大學、放寬技專升格等政策

推動下，使得目前大學的入學管道多

元，而大學院校也有一百五十所以

上，超過兩千五百個校系。以往的大

學窄門變得無限寬廣，多元入學管道

讓考生在選填志願時更有彈性，能依

其興趣、現況與未來發展等來選擇理

想的大學與科系。 

高三生經歷完艱鉅的學測後，隨

即要面對及處理如此多元且龐大的入

學管道資訊，讓高三生一時間無法有

效篩選，而要與家長或教師們花費更

多的時間進行資料的查詢與比較，往

往造成在高三生選填志願時的困擾。

不只學生、家長、學校，甚至教師們

都繃緊神經，在這段時間疲於搜尋相

關系所的資訊，以期幫助高三生選到

理想的科系。因此，如何以最適合自

己的升學管道進入心目中的理想校

系，升學資訊的判讀和統整能力反成

為決定性的關鍵。 

然而，許多的高三生卻要面對目

前大學校系眾多紛雜，以及有些系所

名稱難以窺見所學為何的窘境，以及

縱使人人有大學可念，但要念到自己

適合且想念的科系，卻是要從長計議

的。面對浩瀚資訊的大學科系提供的

資訊，親師生該如何共同面對，以做

出最佳選擇？ 

少子化浪潮來勢洶洶，許多大學

將因招生不足面臨退場命運。要如何

在資訊雜亂的情況下，避開即將倒閉

之校系，對學生與家長，甚至教師們

而言也是一大難題。 

二、輔導高中生大學入學的因應

之道建議 

根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適性適

才的教育理念下，高中端至大學端的

進路銜接顯得更加重要，無形中增加

了高中教師們的入學輔導負擔。有鑑

於每年到了高三，因應學生面臨的繁

星申請，個人申請，預備備審資料，

以及選校、選系的角度，自我對未來

科系發展的了解等等多方面的需求，

任教高三的教師們，除了在教學上統

整復習的能力，以幫助學生在學測或

指考獲得更高成績外，還須具備協助

輔導與幫助高三生預備大學生涯的準

備能力。除此之外，為了高中端與大

學端的進路銜接，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大學端向下延伸選才需求 

應該從高一入學開始，輔導室除

了性向測驗，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

習傾向；另外，也需要大學端向高中

端提出各科系人才培育的準備需求，

例如:在十二年課綱選修課程中，開設

相符應大學相關科系的高中選修課

程，提早讓高中生從高一選讀，來提

早預備申請大學入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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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符應這項需求，高中端應研

議相關大學科系學群的介紹課程，將

其納入十二年國教高中新課綱中的選

修課程，提供有興趣的學生提早於高

一二修習，盡早探索自我的性向，以

做將來升學的準備，避免等到高三學

測完，感到措手不及。尤有甚者，制

定高中三年銜接大學相關科系的選修

課程及讀書計畫，及早規劃高中三年

內所要努力的方向。 

(二) 協助親師生瞭解多樣繁雜的升學

方式 

部分高三學生要於三月準備好大

學入學的備審資料，此時，他們會向

任課老師或導師詢問相關升學制度或

是申請入學資料的準備方法。然而，

除了輔導室的老師們較為清楚相關大

學入學制度外，目前任職高中職的教

師，有過半比例是舊制大學聯考制度

畢業的老師，因此，當學生提及目前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方式的問題時，是

無法以過來人的經驗予以協助，因此

許多任教高三的教師們必須協助學生

查詢相關網站及資訊。 

有鑒於此，筆者希望在職進修網

應增列相關針對高三任教老師，予以

增強輔導學生入學的知能，例如:舉辦

相關的升學博覽會及研習，經驗的傳

承等，幫助任教高三學生的教師們因

應現今複雜多樣的入學方式的學生需

求，以期幫助高三生及其家長因應複

雜多樣的大學入學方式。 

另一方面，導師及教師們應從高

一起即多面多方紀錄並觀察班上學生

們的學習傾向，並幫忙培養他們在某

些方面的知識及技能，才能夠在高三

時有把握地幫助學生拋錨定位自己未

來的科系，成為學生們心目中真正的

貴人。 

(三) 將高三課程納入學測範圍 

由於臺灣的教育一向是考試領導

教學，有鑑於目前學測進度只有考高

一高二範圍，因此，想在繁星或推甄

一舉進入理想大學的學生，多會看輕

高三上學期的課程。高三的任課教師

們，除了著重在複習及準備學測，師

生們同時對於高三課程都無法像看待

學測般注重。 

然而，審視高三教材，與大學端

所需的課程內容銜接也有相關，但是

在學測不考高三範圍的前提下，對於

一些不注重升學考試，高三這一年等

於是「空窗期」，因此，對於高中畢業

後，銜接大學生活所需的知識內容，

造成時間及空間上一段相當大的落

差。 

另外，現在考生會在高三上學期

準備學測，下學期準備甄試或指考。

一來學測僅考到高二下學期內容，二

來學生常會無心準備剩下的課程，使

得高三班級多亂成一團，教學混亂、

難以正常化。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林德福

表示，學測不考高三課程，連國立大

學學生的程度也變低，上百位大學老

師發起連署，包括臺大校長楊泮池、

總統府資政李家同等上百位大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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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高中學習要完整有效，大學入

學要公平適性」的連署，要求學測考

試時間從每年 1、2 月延後到 5、6 月

舉行。  

最快在 106 學年度，往後學測擬

加入高三上學期課程內容。調整案研

究，學測的國、英兩科將納入高三上

課程，學測時間也可能變動。大學招

聯會表示，這項政策與相關措施需等

招聯會決議後才可執行。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朱俊彰表

示，大學招聯會預計 104 年底或 105

年初提出草案，希望配合十二年國

教，在民國一百一十年大學入學考試

適用。  

(四) 大學招生與入學考試的調整 

教育部委託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

會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研擬「大學招

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於 2013

年十二月一日，說明未來針對大學招

生方式與入學考試將有所調整，初步

規劃分近程、中程、長程三階段調整。

110 學年度更將以新型學測為入學

考，規劃提高繁星入學比率由現行 10%

增加到 15%，各界普遍認為，新制重

在校和學校成績，將加重補習壓力，

有可能高一下就得開始補全科。如此

一來，高中生的升學壓力，只怕有增

無減！  

變化最大的長程階段，將從 110

學年度開始，其中招生方面將以個人

申請為主，學測與指考合併為一種，

入學考試未來將僅有一種「新型學

測」；且繁星推薦招生名額比例將從現

行 10%增加到 15%。大考中心表示，

中程規劃方案有 A、B 兩案，目標在

106 至 109 學年度，指考都在 7 月初，

國文、英文寫作測驗會獨立施測，其

中，方案 A 學測日期不變，在寒假前

的 1 月底或 2 月初舉行；方案 B 學測

時間則延後到 4 月上旬，甄選時間為 5

至 6 月，並縮短甄選時程為 1.5 個月。 

大考中心強調，目前方案內容及

配套都非確定方案，未來還需要招聯

會審議及教育部審查，細節也必須等

待十二年國教第 2 波課綱正式發布、

高中課程架構底定後，才會進一步明

朗。 

(五) 大學端設計前置課程 

    針對延後學測時間，部分高中校

長不贊同，認為這恐壓縮指考的準備

時間，並建議要解決高三下學期課程

的問題，可從內容著手改變。教育部

表示，目前有意規劃高一、高二為必

修課、高三採多元選修，目前尚在研

議中。可以善用多元選修課程的規

劃，協助高三生入學。 

    筆者提議高三多元選修課程，可

以針對高三下學期，學測放榜後的「空

窗期」，部分學生會準備備審資料，部

分學生要準備指考，甚至有部分學生

已有學校，等著放榜的這段「空窗

期」，大學端的部分科系或學群，可以

對於已經申請到學校的高三生，進行

到校施行進入大學就讀的前置課程輔

導，幫助高中生銜接大學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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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升學輔導網站的建置 

針對多元複雜的大學入學方式，

「大學問」網站利用政府開放資訊，

彙整入學管道、升學資訊，提供大學

技專校系介紹，以及未來職涯發展等

報導內容，讓學生、家長與老師一手

掌握相關訊息不遺漏，節省資料搜尋

與解讀的時間成本，解決多元入學的

升學徬徨，享受多元入學的好處，以

及真正達到適性學習的目標。 

高三生可專注於準備學科及面試

工作，至於升學資訊的統整就諮詢「大

學問」。「大學問」以便捷又直覺的檢

索系統，提供完整且正確的大學入學

資訊與查詢服務，是目前提供學生、

家長或老師們輔導高三生選填志願時

的最佳參考工具的網站。 

三、結語 

    目前高三生的入學身分有：高

中、高職、運動績優、軍警、身心障

礙、離島及原住民；大學學群包含資

訊工程、數理化學、生物資源、文史

哲學、社會與心理、地球與環境等高

達二十種學群，以及技職群類，包含:

藝術群影視類、動力機械群、土木與

建築群、工程與管理類等。 

    目前大學入學方式，有學測、繁

星、個人申請、四技科大、指考、考

試分發、特殊選才等七種入學方式，

還不包括未來「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

調整研究方案」，因此，對於高三生及

其家長和任課教師們來說，都是需要

花費許多時間及心力去共同了解，且

需要長期輔導高中生用不同的準備方

向去預備，所以，高中教師應向高中

生多方宣導並提早輔導高中生因應之

道。 

    未來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

及教育部未來新的大學入學制度的改

革，任教高中端的教師們更需要背負

輔導高三生大學入學的重大的教育使

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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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師培生免學費政策執行之探究 
阮氏蕾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對於學校教育的成功，教師素質

的革新與提升扮演關鍵角色。美國「教

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 NCTAF）曾指出美國學校教育

革新不成功的原因在於忽略了教師層

面的議題，且未強化教師配合教育改

革的能力。在此觀點基礎上，1990 年

代後，美國在學校教育革新風潮後將

投入提升教師素質視為政策方向 （引

自黃嘉莉，2011）。 

而越南 1986 年提出革新（Đổi 

mới）政策，經過五年的時間，經濟、

社會上的改變已將教育事業放在新的

背景。1991 年，越南黨政府剛領正式

肯定：「發展教育與科技同時被視為首

要政策」。從此，提供給教育事業的經

費不斷增長，多年所占政府預算的

20% （Tuần Việt Nam, 2016）。當時，

師培體系招生景氣不佳，錄取成績特

別底。為了解決問題，教育與培訓部

展開「1995-2000 階段教師團隊以及師

範院校體系建設國家計畫」，並投資大

量經費，目標為成立新的師範院校，

完善原有的師範院校，集中培訓師資

團隊以滿足數量、類型、專業能力與

品 德 等 的 要 求 （ HOÀNG HƯƠNG, 

2015）。為了吸引更多優秀生選讀師培

領域，於 1997 年教育部與財政部聯合

提出師培生免學費的決定。 

 

根據此決定，免學費的對象為師

範院校或師培系所的本科生，已通過

每年國家招生考試且由教育與培訓部

分配給屬於中央管理師範學校或直轄

省市委會分配給屬於地方管理的師範

學校之名額。以上學生對象需切結畢

業後在教育—培訓領域服務，若不充

分執行有關服務的規定，則需賠償在

學期間所減免的學費 （Thư viện pháp 

luật, 2016）。師培生免學費政策剛推行

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師培系所的錄

取成績明顯比一些領域高。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展開，高中畢

業生在考大學或申請大學的志願選擇

有所改變，師培系所對他們而言吸引

力已降低，免學費政策的價值已弱

化。以下針對越南師培體系免學費政

策與效果、目前師培系所的「貶值」

和如何提升師培品質進行探討。 

二、越南師培體系免學費政策與

效果 

1993 年，越南師培的龍頭之一 – 

胡志明市師範大學的招生名額為 950

學生，招集名額 993 個，可是只有 285

學生入學。1995-1996 學年，全國缺少

將近 120.000 位普通教育教師。原因在

於當時教師的社經地位低，所以學生

不願意選讀師範領域。教生的入學門

檻低，難以培訓出優秀老師，而教師

能力有限則難以培訓出優秀的學生，

以上惡性循環當然導致整體教育品質

不高（NGỌC HÀ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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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教育—培訓視為首要國策之

後， 1998 年公布的教育法正式規定師

培體系的學生享有免學費權益並一直

執行至今。此政策的提出目的為吸引

到更多人才就讀師培體系，使教育能

夠充分發揮重要角色，符合國家對人

力培訓的要求。在展開後 1997 – 2005

階段的連續 7 - 8 年期間，免學費政策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特別對於鄉下家

境貧困但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而言。

這可被稱為越南師培體系招生的黃金

時期，師範學校的錄取成績迅速上升

且穩定。1997 年，河內師範大學語文

教育學系的錄取成績為 25 分，分給 3

個考科，按照十分制平均一科考生的

分數需為 8.3 分以上，師範院校的錄取

分數排在各招生專業最高分數之一，

錄取生的素質足以培訓成為優秀的教

師（NGỌC HÀ , 2015）。當時，師資培

育的任務由公立師範大學或師專負

責。這些學校的錄取名額須根據各省

市對教師數量的需求，並採用分配

制，畢業生具有工作保障。 

國家對教育的重視推動了整個大

學與專科體系迅速發展，也逐漸形成

了新的師培生來源。之前，除了師範

大學之外，還有在各省市另成立的師

專，這些學校都是公立學校，教師團

隊基本上由這兩種學校提供，所以供

應於求。後來，因民眾以及學生對從

事教職工作的嚮往，為了補足招生名

額，公立體系外的學校也成立了教育

科系。而師範體系外的公立學校也按

照「學士 + 教育學程」模式進行培

訓。不僅如此，師範大學與師專為了

增加收入，也展開了在職進修或遠距

培訓方式等。除了部分綜合學校的師

培班，目前全國有 13 所師範大學、1

所教育大學以及 33 所師專。培訓數量

變多，教育部因此無法控管招生名

額，供與求失去了平衡，且就培訓品

質方面教育部也難以管理。加上社會

對教師的需求逐漸飽和，不如上世紀

九十年代急迫，導致部分師培畢業生

難以找到適合的工作。教師數量過

剩，師培生供過於求的現象開始出現

於 2008-2009 學年，而從 2010 年更為

明顯（NGỌC HÀ , 2015）。師培系所因

此走進「貶值」的階段。 

三、師培系所的「貶值」 

就越南國內河內第一師範大學、

河內第二師範大學、順化師範大學及

胡志明市師範大學四所有名的師範大

學，2005、2006、2009 和 2010 各年培

訓專業考生錄取成績的統計具體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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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所師範大學考生錄取成績的統計 

資料來源： Nguyễn Hường （2016）. 

從表上可見，這些大學錄取成績

大部分呈著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基

本科目如數學、物裡、生物、語文等，

下降的幅度最大。有名的師範大學已

經如此，其他師範院校更是不好的景

氣。追根究柢，畢業生就業機會不理

想是妨礙師培體系招到好生源的重要

原因。全國各省市具有教師數量過剩

的現象，這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接著，

教師的薪資偏低是事實，根據調查，

教師月薪為越盾 300 萬之 350 萬左右 

（大約 140-170 美金），生活吃緊，教

師需尋求生活的出路，一為開補習

班，二為另外兼差。教師開補習班原

則上不受允許，所以大多選擇兼差方

式。不管怎麼選擇，都會占用到教師

在校的工作時間或精力，教師因此難

以全盤投入他們的主要工作（Theo 

vietnamnet.vn, 2016）。再來，隨著經濟

的發展，其他領域像金融 – 財政或醫

療領域等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機

會，工作導向慢慢成為學生選擇大學

專業就讀的關鍵因素，免學費政策只

能對部分學生有意義。因為，優秀生

他們深信只要努力就讀自己喜歡的專

業，畢業後好的工作並不難找，就算

大學就讀過程要貸款繳學費，之後還

款也不成問題。最後，學費的優待並

不扣緊工作分配的規劃，而越南目前

沒有所謂國家統一舉辦的教師資格檢

定，一些地方的教師聘用政策不夠透

明，使得正規體系優秀畢業生難被錄

取，優秀生因此對從事教學工作的意

願不高。 

培訓 

專業 

河內第一師範大學 河內第二師範大學 順化師範大學 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2005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0

年 

數學 25.5 25 22 21 23.5 22.5 18 17 23.5 18.5 17.5 17 25.5 23.5 21 19 

物理 26 21.5 21.5 19 25.5 20 18 17.5 18. 18.5 15.5 15.5 24 19.5 18.5 17 

生物 25 22 20 16.5 23.5 21 17 17 22 15.5 14 16 20 19 18 16 

語文 

 （C

組） 

23 21.5 23 20 20 20 21 19.5 19 18.5 18.5 16.5 17.5 17.5 19 16.5 

歷史 

 （C

組） 

22.5 22.5 22.5 20.5 

不開設師培制 

19 17.5 19 16 16 18 18 15 

特殊 

教育 
17 17. 

C/D1: 

18/15 
15 

不開設師培制 
14 14 14 14 

英文 28 28 28 21.5 27.5 28.5 26.5 26 

幼教 19 19.5 18.5 18 16.5 17 M: 15 M: 16 14 14 13.5 13.5 18 17 15.5 16 

小教 20 22 17.5 19 
A/C: 

21.5/20 

A/C: 

21/20 
M: 17 

M: 

16.5 
15 17 14 

D/C 

16/18.5 
15.5 

A/D1: 

17/18.5 
15.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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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系所錄取門檻成績低，就讀

中學生的學習結果也不理想。河內第

二師範大學公布了全校生的學習成

績，其中，優等以上學生的比率大約

占 18%，可等的比例大約為 21.4%，而

有 12%學生成績不及格（Hoàng Thùy, 

2014）。對於普通教育教師培訓現況，

考察結果顯示師範學校學生最弱的能

力為了解學生、教育環境、溝通並跟

教育相關人士、單位配合等。目前缺

乏師範學校以及普通學校多面向的配

合機制，而師範學校的教師在不同區

域、培訓領域程度相差大，尤其在特

殊 領 域 的 大 師 少 之 又 少 （ Theo 

vietnamnet.vn, 2016）。 

就培訓課程框架而言，則偏向在

校知識傳授，而見習、實習時間偏少。

師範大學四年的培訓期間，學生需修

滿 210 學分，其中見習排在三年級 （第

一或第二學期）兩週的時間，並換算

成 2 學分。而實習則排在四年級（第

一或第二學期）8 週的時間，並換算成

8 學分，內容包含了解普通學校實際的

教學、試教以及導師實習等。 見習、

實習時間短，且安排的時間點並非合

理。從大二，學生應該要有機會認識

普通學校的環境，讓學生逐漸了解教

學、導師活動中教師的角色，從初步

的觀察，學生可意識到自己需要培

養、完善的素質，以能夠成為稱職的

教師。師範大學師培生實習課程基本

上嚴謹執行。不過，仍有不足之處，

具體為： 

第一：大學裡面教授的知識具有

學術、理論性，跟普通學校的實物教

學有一定的差異，導致實習生難以將

新的教學法運用於實習期間。 

第二，大學與普通學校之間缺乏

嚴謹的配合，除了見習、實習期間，

大學師培系所跟普通學校的教師幾乎

沒有聯繫，導致大學師培系所無法及

時了解擔任普通學校教師的所需，以

便協助實習活動有效執行。 

第三：不同學校、指導教師對實

習生的評量缺乏標準度，評出來的成

績難以反映實習生實習活動的實質。 

第四：實習學校的基礎設施雖然

有一定的投資，但仍有待改善之空間

（Hải Bình 2016）。 

社會對師培生需求的變化，加上

師培體系在培訓過程存在的問題造成

師培學校、系所在免學費政策執行將

近十年後再度失去了吸引力。面臨此

事實，要求教育部與相關單位需提出

克服師培系所「貶值」的現象。 

四、如何克服師培系所「貶值」

的現象？ 

目前，從事教職工作者的收入和

就業機會有限成為師範院校難以招到

優 秀 生 源 的 重 要 原 因  （ Nguyễn 

Hường, 2016）。專家們認為需對師培生

提出更多的優待政策，就如公安學校

一樣，他們之所以錄取到高分數的學

生是因為公安學校學生不只享有免學

費權益而且畢業後他們被直接分配，

薪資較可觀，且工作數年後可調到比

較符合個人志願的地方。 

為了發揮免學費政策的積極作

用，教育部考量到限制執行範圍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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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些知名度較高的師範院校。這些

學校可能只會錄取優秀的高中畢業

生；而學習過程只對學習成績好的學

生提供免學費優待並可同時提供其他

的獎學金，畢業後，以上學生由政府

分配到需要他們的單位。另外，師範

院校也要不斷改革，提昇培訓水平，

逐漸達到國際的標準。 

教育部也正視了目前師培畢業生

數量過剩，但品質有所降低的情形，

所以推動了師範體系學校的整合及教

育領域「求精不求多」的趨勢。另外，

培訓名額的規劃也考量到普通學校規

模以及計畫生育的影響。尤其，將對

師範體系學校進行相關的預測，包含

招生名額、基礎設施的投資、實驗學

校的成立以及幹部調動的主張。 

最近幾年，越南教育與培訓部已

嚴謹控制了師培體系的招生名額，特

別對於教師過剩現象最嚴為重的普通

高中級而言。根據教育與培訓部的統

計，2012 年全國師範大學師培制的招

生名額為 2 萬學生，師專的名額為 5

千學生，與 2011 年相比，就不同培訓

程度減少了 2.5 - 5%。在評價教師團隊

現況以及社會對教師需求基礎上，

2013 年的目標為師範大學和師專的招

生名額各減少 20%和 10%，變成 16.000

名額和 2.900 名額，此趨勢在後續各年

度仍要執行（Nguyễn Hường, 2016）。

對遠距培訓方式，要求各校不再提出

師培制申請名額，而於 2014 年 3 月 27

日 ， 教 育 與 培 訓 部 公 布 了

1090/QĐ-BGDĐT 決定暫停高中教育

學程的展開。 

總之，平衡師培體系的招生名額

與社會需求，提升師培系所的能力、

師培生的素質及教師的工作機會和社

經地位是為目前師培體系解困的重要

措施。 

五、結語 

「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人

才需通過教育來培訓，而教育事業由

教師團隊扮演主導角色。世界上發展

國家均離不開對師培活動以及對教師

的重視。在提供教師工作機會和薪資

屬於中級階層以上的同時，國家對教

師的培訓要求嚴謹，保證教師團隊的

品質。越南就提升師培系所對大學考

生的吸引力以及師培品質過程可參考

世界各國的經驗，結合國內的條件達

成所定的目標。以教育成就著名全世

界的芬蘭而言，幼稚園教師至少需具

備教育學士學位，其餘教師則需有碩

士學位 （學士學位 180 學分和碩士學

位 120 學分，一個學分需上 27 小時

課），透過「碩士化」措施產生高專業

與 高 素 質 的 師 資 （ 引 自 李 詠 絮 ，

2011）。德國的師培在執行舊制度的同

時，1998 年的「波隆納」宣言頒布後，

國內師培最重要的改革為引進銜接式

新學制，包括大學課程六學期和碩士

課程四學期。師培生完成碩士課程後

還要參加教師考試，以取得合格證書

再去申請實習，而實習時間長達 1.5 至

2 年（引自謝斐敦，2011）。 

在亞洲地區，日本的教師培育包

括養成教育階段（教職預備教育）、甄

試階段、研修 （新任，現職）等。其

中，甄試階段主要考慮到教師在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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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合適與否，並分成筆試測驗、面

試、實技測驗、體力測驗、性向適性

測驗等內容。另外，還參考到考生社

團活動、社會奉仕志工服務活動經

驗、教育實習的履行狀況等，旨在甄

選出在資質、能力各方面均衡俱佳的

教師（梁忠銘，2001）。而臺灣也採用

類似的教師培訓，教師由師範大學、

教育大學及少數綜合性大學培訓，或

一般大學的學生可加選教育學程，其

學生對像在畢業後需實習半年，並經

過檢定及格後才能取得教師資格 （周

祝瑛，2009）。另外，教師的聘用需根

據各縣市學校對教師的需求，取得教

師資格的師培生再參加各縣市舉辦的

考試。 

以上舉例的國家，師培生的實習

時間都較長，且對教師資格的檢定具

有明確、嚴謹標準，這都是越南在師

資培訓與任用過程可以借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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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uvienphapluat.vn/van-ban/Tai-chinh-nha-nuoc/Thong-tu-lien-tich-66-1998-TTLT-BGD-DT-BTC-thuc-hien-mien-thu-hoc-phi-hoc-sinh-sinh-vien-nganh-su-pham-ho-tro-ngan-sach-truong-su-pham-44940.aspx
http://thuvienphapluat.vn/van-ban/Tai-chinh-nha-nuoc/Thong-tu-lien-tich-66-1998-TTLT-BGD-DT-BTC-thuc-hien-mien-thu-hoc-phi-hoc-sinh-sinh-vien-nganh-su-pham-ho-tro-ngan-sach-truong-su-pham-4494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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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小學生心像認知能力與繪畫表現風格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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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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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根據探討國小兒童在心像認知能力與卡通繪畫表現上的相關

性，本次研究以團體施測為主，受試者為基隆市某國小六年級全體學生。研究先

施行的認知作業測驗為認知風格測驗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OSIQ）與心理旋轉測驗 mental rotation test（MRT）。研究的繪畫測驗則以一組

美國卡通漫畫與日本卡通漫畫作為實驗材料，利用不同立體化程度的卡通圖畫，

以此區別不同心像認知能力在繪畫上不同的表現，並增加一組旋轉心像的繪畫測

驗以做為不同的難度與空間型、物件型上的區別。最後根據繪畫測驗的評量分數

進行關聯性的探討。 

    研究結果顯示空間能力的不同的學生在繪畫表現上確有差異，並可根據研究

結果推論基隆市一般六年級學童在繪畫表現上因空間能力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

樣貌，本研究有別於以往探討繪畫與個體心理、生理發展階段之關連的取向，著

重將心理層面的因素拓展至相關繪畫認知能力研究，目的是找出一般學齡兒童普

遍的繪畫表現以及認知能力，而非研究特定的頂尖藝術家或是受過訓練的美術科

系學生。也希望藉由研究從中一窺現今國小學生在認知類型上不同的表現，並期

望在兒童繪畫與認知能力的相關探討上發現新的可能。 

關鍵字：心像、視覺導向、語言導向、空間型心像能力、物件型心像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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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imagery 

and their cartoon drawing aptitude was examined. The research is group based where 

all participants were sixth-grade students in keelung. Data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OSIQ）and the mental rotation test（MRT）. 

A series of American style comics as well as Japanese style comics were used as the 

medium for the sketching test. The mental imagery was categorized through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at sketching while cartoon sketches displayed to the 

participants were shown with different 3D-visualization level. Nevertheless, a series 

of spinning mental imaginary tests was added in order to classify the level of 

difficulties of spatial imaginary and object imaginary. Data collection was made based 

on the marks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s sketches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topic. While 

past research focused main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ketching and physical as 

well as ment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er focused this research on the imagina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ental factor.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dentify the common sketching 

performance and imaginary ability among primary children, but neither among trained 

art students nor professional artists. The researcher also hopes to help identify the 

imaginary ability of primary students and will further new discovery related to the 

children imaginary ability. 

 

Key words : Mental imagery, Visualizer, Verbalizer, Spatial imagery, Object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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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一) 研究動機 

數位科技的進步使得影像媒介的製作速度與普及程度大為提昇，虛擬實境的

電子遊戲、漫畫、卡通動畫等「影像化」的資訊逐漸在生活中占一席之地。社會

環境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視覺形象的訊號，它與日常生活的關係非常密切，這些

影像的訊息不斷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挑戰人們的視覺能力。 

在影像充斥的環境中，各種視聽符號與元素不斷的透過多而紛雜的管道放

送，兒童每天接觸大量的影像訊息，他們的價值觀及審美觀如同鷹架般建立在日

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視覺形象中，諸如：商店的包裝及看板、生活的環境及空間

安置、或是日常生活中實用的器皿、服裝，乃至於食、衣、住、行等，皆形構出

兒童的價值及審美體系，而卡通漫畫更是其中不可闕而不論的一環。 

許許多多的視覺系統處理的資訊，在大腦中不斷的篩選、組合、詮釋，經過

一道一道的知覺處理程序，這些最終即是我們所認識（recognize）的視覺經驗，

而這些視覺經驗卻已和最初視網膜接影像訊息收到的有所出入，這些對於外在知

覺物經過大腦轉換後，在腦海中形成的視覺訊息則稱為心像（黃詩婷，2008）。

例如當要求受試者想像一張臉時，他雖然不是用看的，但他的主要視覺皮質區，

以及 FFA（fusiform face area）均會產生活動，同樣的，假如想像的內容是建築

物，則 PPA（parahippocamps place area）也會有反應。然而重疊性最高的部分並

不是在枕葉與顳葉等感覺區，而是發生在額葉與頂葉等與認知決策相關的地方

（陳一平，2011）。因此雖然產生心像的能力因人而異，但是我們可以說，這些

心像能力似乎是部分人們在處理認知與決策上所採用的方式。 

Kozhevnikov 以人類處理訊息方式的認知風格分類將之區分為 Visualizer（視

覺導向）、Verbalizer（語言導向）兩種不同的認知風格，而這樣劃分是以受試者

的思考偏好與習慣做為重點。後續研究並進一步將 Visualizer 再區分為擅長空間

心像或是物件心像能力兩種類型，而根據研究顯示，Visualizer 的空間能力有高

低之分，而空間型與物件型能力 Visualizer 所擅於處理的心像形式有所不同，物

件型 Visualizer 擅於產生活躍、圖像式、具有細節的心像，而空間型 Visualizer 擅

於具有空間關連性、空間轉換的心像（Kozhevnikov, Hegarty & Mayer, 2002）。 

在周元琪（2007）有關繪畫能力的研究發現，越是擅於寫實繪畫者（是指憑

空繪畫能力優者）的物件心像能力並沒有因為繪畫能力越高而越好，物件心像能

力的確是有助於受試者達成某一程度的繪畫表現，但若真的要達到擅長繪畫的程

度，需要的是對於物件的空間關連性、空間建構能力的空間心像能力。由這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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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推論心像的堅固程度與特定認知能力有關，進而反應在繪畫作品的寫實能力

上。 

自西方現代主義開始，多元的學術藝術領域已經鞏固了創造力是創作藝術品 

時一個重要面向的概念（Darras, 2011）。然而在研究中所說的心像保留與再現，

其實所需要的就是靠想像力去延伸與觸發，王輝（2014）也說明形象思維主要是

依憑形象進行的思維，是人類的一種重要的思維 能力，而且被認為是與人的創

造 能力有著密切關系的一種思維方式。，然而從以上的研究中發現，Kozhevnikov 

建議再將 Visualizer 細分為空間型或是物件型兩種類別，除了可以說明出藝術領

域具有的多元樣貌，更可以顯示出兩種不同的類型所需要的可能是兩種不同的創

造力，然而在現今國小階段的繪畫研究中，是否具有種不同的認知類型?是否有

Kozhevnikov 的認知類型區分? 也是研究中期望了解的問題。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研究，嘗試比較今日美國與日本兩卡通漫畫主流上的表

現，發現兩種不同類型的漫畫，在處理空間與立體時的方法上有所差異。以畫法

較為複雜的美國卡通漫畫-蝙蝠俠（Batman）為例（圖 1-1），在人物的處理上，

無論陰影與四肢，手的前後位置、衣服的褶皺、以及人物的五官皆有較多的立體

特徵，相較於另一款畫法較為精細的日本卡通漫畫-航海王（ONE PIECE） （圖

1-2），雖然兩款繪畫的風格都屬於較為複雜的線條，但航海王裡的人物五官趨於

平面，且人物較明顯呈現多為正面或是全側面。故在兩款漫畫中，就可區分出立

體化程度上的不同。 

 

圖 1-1  

立體化程度高的卡通圖畫-Batman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https://comicsnbook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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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立體化程度低的卡通圖畫-ONE PIECE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http://bengou.com.tw/all/index/catid/ 

而比較另外兩款畫法線條較為簡單的漫畫，也可以看出美國漫畫與日本漫畫

在漫畫人物的繪畫風格上有所不同，以美國卡通漫畫加菲貓（Garfield）（圖 1-3）

為例，不難看出其漫畫人物在五官上眼睛的前後具有遮蔽與空間關係，同時人物

較傾向於半側面，在行走上也可以看到前後空間的處理，並能利用簡單的陰影表

現出立體感。而另外同樣畫法線條較為簡單日本卡通漫畫-櫻桃小丸子（ちびま

る子ちゃん）（圖 1-4），在人物的五官呈現上則較傾向平面，人物皆為正面或是

半側面，五官的大小差距不大，對話時則利用眼睛的位置來表示身體的趨向。 

 

圖 1-3  

立體化程度高的卡通圖畫- Garfield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http://www.techage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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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立體化程度低的卡通圖畫-ちびまる子ちゃん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http://jp.hjenglish.com/xiaowanzi/xiaowanzimanhua/ 

從以上兩種不同的繪畫風格，可以比較出美國漫畫與日本漫畫兩種很不同的

繪畫表現方式，但在本研究中主要不是強調美國與日本的漫畫文化差異，研究著

重的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漫畫，在立體化程度上具有很不一樣的特質，因此在研究

中將嘗試以此作為實驗材料，從中了解不同類型的認知風格。 

(二) 研究目的與貢獻 

本研究延續先前研究，以 Kozhevnikov 等建議在 Visualizer、Verbalizer 的區

分之中，應該再將 Visualizer 細分為空間型或是物件型兩種類別。將研究對象轉

換至兒童，研究現場則為國小現場。探討過去就已受到學界重視繪畫與認知的研

究，如 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在兒童繪畫表現的議題，Lowenfeld （1982）對於

兒童心理發展與繪畫特徵的探討等，研究主要利用兩種不同類型的卡通圖畫，以

此區別 Visualizer、Verbalizer 在繪畫上不同的表現。 

本研究包含認知測驗以及繪畫測驗，在認知測驗中，主要用以區分

Visualizer、Verbalizer 兩種類型的學生，並將 Visualizer 區分為物件與空間兩種類

型，而研究主要探討其中空間能力不同的學生在繪畫測驗上的差別。在繪畫測驗

方面，先找尋一組美國卡通漫畫與日本卡通漫畫作為實驗材料，以區分不同立體

化程度的卡通繪畫，並在其中嘗試加入心像旋轉的因素，再多增加一組旋轉心像

的繪畫測驗，全部一共四張。繪畫測驗其中包含立體化程度以及心像旋轉兩種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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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兩張繪畫的區分主要是區分立體化程度，再利用後兩張需要經過心像旋轉

程序的繪畫，來區分出不同空間能力的學生，在繪畫上的表現。 

從實驗中，期望將兒童的繪畫表現與繪畫相關的心理發展階段進行探討，並

能提供教育界能以此作為藝術相關課程設計的依據，了解不同的認知類型在繪畫

上的表現。因此本研究的貢獻在別於以往探討繪畫與個體心理、生理發展階段之

關連的取向，希望將心理層面的因素拓展至相關繪畫認知能力研究，期望在兒童

繪畫與認知能力的相關探討上發現新的可能，並讓藝術教育領域有更多元發展。

也因此，在本研究中透過測驗，將所要研究的對象先區分為繪畫能力不同的一般

學生，再細分為空間型或是物件型兩種類的學生以進行研究。本研究希望的是找

出一般普遍學齡兒童的繪畫表現以及認知能力，而非特定的頂尖藝術家或是受過

訓練的美術科系學生為前提，希望從進行相關研究作業中，一窺現今普遍國小學

生在認知類型上不同的表現。 

(三) 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以團體施測為主，受試者人數為六年級學生全體學生，受限於時間

與場地的限制，故在認知作業上無法以需要大量電腦設備進行的作業為主，且無

法進行如眼動儀等直覺性的資料紀錄，僅能以紙筆測驗進行認知測驗。在研究對

象上，學生的男女數目具有些微差距，但性別差異並非影響研究的因素，因此在

本研究中也不加以討論。另外在推論方面，因研究採取方便取樣，故研究推論限

於基隆市國小，僅能了解在地學生的繪畫表現差異，不足以代表臺灣學生群體，

推廣至全國且需考慮各縣市不同環境與地方差異，是其限制。  

二、文獻探討 

(一) 內在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 

表徵是指某一事物可利用符號或是符號集表示，區分為外部表徵和內部表徵

兩大類，外部表徵就是泛指外在的表徵形式（如地圖、菜單、油畫、藍圖等），

又可區分為語言表徵和圖形表徵；內部表徵指內在表徵形式，也就是心理表徵，

又可區分為分布式表徵和符號表徵。符號表徵可進一步區分為命題式表徵和類比

表徵，命題式表徵式屬於心理活動中的概念性的內容，較為抽象；類比表徵是關

於視覺、聽覺、或動覺的表象，較為具體，以下要說明的心像（mental imagery）

便是屬於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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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像（mental imagery） 

心像是圖像的內在表徵形式，是一種具體而微的主觀經驗，當外在環境中沒

有所謂的物理刺激存在時，仍可產生的類知覺經驗，柏拉圖就曾經如此形容心像

－在心靈上繪畫的內在藝術家。每個人都會產生心像，而心像可幫助我們思考、

記憶等。在神經科學的證據下也顯示心像在腦部運作的區域與視覺知覺是相同的

（Kosslyn et al., 1993） 

1. 心像旋轉 （mental rotation） 

心像旋轉為個人在內心中對於心像變換角度、位置的一種測驗作業，Shepard 

與 Metzler（1971）在心像旋轉研究作業中，要求受試者在心中旋轉右邊的積木

到適當的方位（見圖 1-5），用以判斷它是否與右邊的積木完全相同，圖形的對應

共有三種性質，平面對、立體對和鏡像對，其中鏡像對的兩個圖形是鏡像對稱，

所以是兩個完全不同的圖形，平面對和立體對的圖對內容是相同的圖形，只是呈

現的方位角度不同，在實驗中安排了幾種不同的旋轉角度或兩個圖形的方位差。

實驗時每次呈現一個圖形對應，要求受試盡快的判斷出異同，並且記錄反應時

間。實驗結果發現反應時間與兩圖形的方位差呈現線性關係，並發現心理旋轉是

以一種定速且連續的方式進行，無論是「平面對」或「立體對」均具上述兩項特

性，這意味著心理旋轉的運作特性與真實物體被旋轉時是相仿的，也就是說物體

的內在表徵保留了真實物體的漸進性與空間性的特點。 

          

 

圖 1-5  

心理旋轉實驗中使用的圖  

資料來源：Shepard & Metzler（1971）。 

(三) 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 

「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是個人如何獲得、處理訊息的協調能力。雖

然在過去文獻中對於認知風格的面向有多方的分類、探討，本研究依循 Jonassen 

& Grabowski（1993）所提出，人可以區分為 Visualizers 和 Verbalizers 作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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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軸。當然其中不乏兩種導向皆具備的受試者，但根據先前的研究，但仍然可

以從眾多受試者中看到兩種彼此截然不同的認知風格，Visualizer（視覺導向）在

認知作業中主要依賴圖像，而 Verbalizers（語言導向）主要依靠語言邏輯。認知

風格的區分是以個體處理資訊的偏好模式來分類，也就是說，當個體在解決問題

時，不管是使用語文或是視覺再現的方法，許多個體傾向經常使用其中一種模

式，即使這個模式的效率或許並不是最高的。個體在解決問題時仍然會顯示出其

偏好使用一個固定的方法或策略，這個偏好不受另一種方式的能力高低影響，舉

例來說，也許個體的語文處理能力較高，但卻偏好使用的是其視覺能力。然而，

就研究所知，個體的認知風格偏好多少會與能力較高是正相關。 

(四) 視覺認知風格的再細分：物件與空間導向 

在 Kozhevnikov 的研究中，空間、物件這兩種截然不同的心像能力也具有互

斥且兩極化的現象，擅於使用物件能力者在空間心像作業中表現不佳，但在物件

心像作業中卻表現優異，同樣在擅於空間心像能力者身上也發現同樣的狀況。因

此 Kozhevnikov 等建議在 Visualizer、Verbalizer 的區分之中，應該再將 Visualizer 

細分為空間型或是物件型兩種類別，其認知分類架構如下（見圖 1-6）： 

 

圖 1-6  

Kozhevnikov 對於人類認知類型的劃分 

資料來源：Kozhevnikov（2002）。 

「認知風格」的再細分，便是將 Visualizers 進一步分為物件心像能力及空間

心像能力。Kozhevnikov（2005）研究顯示 Visualizer 如果在空間能力作業表現較

優異的人，物件圖像作業的表現得分就會低於平均值（見圖 1-7），反之亦然，如

果空間作業分數低，他的圖像作業得分就會高於平均值， 但 Verbalizer 並沒有

這種明顯差異性存在。由這兩極化的現象 Kozhevnikov 又將 Visualizer 中空間能

力優異者分為空間心像能力，物件圖像能力優異者分為物件心像能力。物件導向

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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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容易產生清晰生動並且細膩的心像，如顏色、材質、明暗等物件的屬性，而

空間導向的人容易掌握物件的空間關係和心像轉化的心像。 

 

圖 1-7  

不同物件心像能力的 Visualizer 和 Verbalizer 於空間心像能力的表現 

資料來源：Kozhevnikov、Hegarty 與 Mayerv（2002）。 

 

空間型的人傾向一部分一部分的分析式解碼來處理圖像，使用空間關係編排

和分析構成物件要素，因為他們可以詳細地建立物件各部份的結構，空間圖像也

許比較富有變通性和轉化的特性，推論這是空間導向的人為何擅於動態圖像轉化

的原因。相反的，物件導向的人傾向全面性的將圖像解碼成單一的知覺單位，這

是個困難的轉化過程，但物件導向的人能產生栩栩如生的圖像，所需的時間並不

取決於圖像的複雜度，推論這是為何物件導向在視認和記憶作業中能夠較快速、

正確（Kozhevnikov, 2005）。在 Kosslyn 和 Anderson（1994）研究發現，越是複

雜的圖像，就需要越多的時間來使用空間導向的心像能力來形成心像。除了複雜

的圖像需要動用到空間能力來建構心像，一項實驗比對 OSIQ 中的空間能力得分

高低與「visuo-spatial memory task」的相關性，發現空間心像能力越高者對於視

認物體空間屬性有較精準的記憶（Vannucci et al., 2006）。神經心理學的研究發現

也符合認知風格的分類，在較高水平的大腦視覺區塊是分歧為兩種路線（見圖

1-8），物件和空間關係路線（Haxby et al.,1991; Ungerleider & Mishkin, 1982）。物

件路徑從枕葉的視覺 V1 區向下走到下顳葉（temporal lobe），稱為 Ventral 

pathway，或稱為 What pathway，這項系統處理物件的屬性，如顏色、質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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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深度等屬性 。而空間關係的路徑是由枕葉的視覺 V1 區向上走到後頂葉

（parietal lobe），稱為 Dorsal pathway，或稱為 Where/How pathway，這項系統處

理物件的位置和空間屬性。 

              

圖1-8  

物件辨識傳輸路線及空間辨識傳輸路線的路線圖示之一 

資料來源：引自黃詩婷（2008）。 

其實這兩條路徑的分歧是開始於視網膜和 LGN（見圖 1-9），Dorsal pathway

始於視網膜中較大的 ganglion 細胞，稱為 M-cells，他們通往 LGN 的第一、二層，

統稱為 magnocelluar layers。Ventral pathway 始於視網膜中較小的 ganglion 細胞，

稱為 P-cells，他們通往 LGN 的第三、四、五、六層，統稱為 parvoocelluar layers。

Peter Schiller 和他的工作團隊（1990）利用 ablation 技術證實 LGN 的 magnocelluar 

layers 和 parvoocelluar layers 處理訊息路線與 Dorsal pathway 和 Ventral pathway

一致。magnocelluar layers 傳送有關於色彩、質感、形狀、深度等訊息到大腦皮

質，parvoocelluar layers 傳送有關動作、位置關係的訊息到大腦皮質。先前的實

驗報告多以猴子作為臨床證據，近年來使用大腦顯影的技術證實，這兩條路線也

同時存在在人類大腦中（Ungerleider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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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物件辨識傳輸路線及空間辨識傳輸路線的路線圖示之二 

資料來源：黃詩婷（2008）。 

 

物件導向和空間導向的分類差異不只在知覺訊息處理的層次上，在心像層次

也有不同 （Farah, Hammond, Levine, & Calvanio,1988; Levine,Warach, & Farah, 

1985; Milner & Goodale, 1995）。在神經系統的研究中，空間和物件作業在腦中活

動的部位是非常不同的，例如當受試者想像地圖的特定路線，大腦中的後頂葉

（parietal lobe）運作非常活躍；但要求受試者想像一個面孔或是顏色時，運作活

躍的區域便是下顳葉（ temporal lobe）（Uhl, Goldenberg, Lang, & Lindinger, 

1990）。關於物件和空間圖像的差異顯現在個體性別的差異上，男性、科學家、

和有電玩經驗的人偏向空間視覺；而女性、人類學家，和具有視覺藝術經驗的人

偏向物件視覺（Kozhevnikov, 2006）。 

(五) 空間能力（spatial ability） 

視覺空間資訊的處理關係到多種認知過程的交互作用，包含視覺與空間的感

知、視覺空間工作記憶、以及可提取視覺和空間資訊的長期記憶。Carroll（1993）

進行因素分析的研究結果，定義視覺空間能力為「視覺認知領域的能力」，並根

據過去文獻涵蓋的視覺空間能力歸納成五大因素： 

空間視覺化（spatial visualization）、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s）、完形速度

（closure speed）、形狀應變性（flexibility of closure）、知覺速度（perceptual 

speed）。Carroll 關於視覺空間能力的定義遠比 McGee（1979）和 Lohman（1979）

來得廣義。空間視覺是指心理操作、轉動、翻轉心像圖形之認知歷程；空間關係

是為個體利用心像去快速解決問題之能力（Lohman, 1979）；完形速度是指由片

斷、破碎的訊息中填補空缺，建構完整圖像的能力（Carroll,1993）；形狀應變性

是指在工作記憶中維持一個刺激圖案並在一項複雜的圖樣中識認出的能力

（Carroll, 1993）；知覺速度是指比較外型或符號，掃描尋找出外型或符號，或是

完成視覺認知相關簡易作業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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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空間能力在個別的差異 

日常生活中有諸多行為活動與空間能力相關，例如指引路線的方法，或是籃

球員去定位隊友或是對手的位置或是移動方向的能力，除了行為表現外，普遍認

為空間能力越高的人與在數學、物理、科學等學科方面表現也會越顯優異。空間

能力也是作為一項職業選擇的重要指標，二十世紀中葉，空間能力與航空與導航

作業有相當大的關係，如導航員能夠快速的處理心理旋轉作業與精準的判定距離

（Dror, Kosslyn, & Waag, 1993）。此外外科醫生的空間能力表現也有顯著相關，

因不同病患病症的生理解剖都大相逕庭，因此他們要能夠根據二維的圖像（如

X-ray、CT、MRI）以建構出實際人體組織與器官的原形。此外與空間能力相關

的職業有工程師、技師、科學家、化學家、牙醫、製圖者、設計師、建築師、室

內設計師、計程車司機等，這些職業領域需要有能夠維持視覺影像並且同時判斷

出這項影像在不同角度所顯現的型態，移動到不同位置，或是物理變化等能力。

另外在性別上也有顯著的差異性存在，以空間作業的分數的分佈來看，男性平均

分數高於女性，而變異性也以男性較大，男性在低分群與高分群的分佈比例較女

性高一點（Hedges & Nowell, 1995）。 

三、實驗 

(一) 實驗說明 

本次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了解不同認知偏好的一般兒童，對於不同立體化程

度的模仿繪畫上的表現。研究先施行的認知測驗為認知風格測驗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OSIQ）測驗，是將所有學生區分為語言型、物件型與空

間型三種不同的類型，並以旋轉方塊測驗（MRT）。最後讓所有的受試者皆進行

繪畫測驗以了解不同認知風格在繪畫表現上的相關性。本研究比較美國與日本兩

種不同類型的卡通漫畫，發現其在立體化程度上的差異，故選擇兩種不同類型的

漫畫以作為立體化程度的基準，並於每種類型挑選兩張，測驗一共選擇了四張立

體化程度水準不一的卡通人物圖畫作為實驗材料，而四張材料中的其中兩張再要

求受試者進行心像旋轉的描繪，以多增加繪畫難度為一項變項，故研究具有立體

化程度、難易度上兩種變項。 

研究不強調不同文化的差異，僅是以不同的立體化程度水準作為變項進行研

究探討。利用不同立體化程度的水準、以及心像旋轉，希望了解不同心像認知能

力在不同立體化程度、不同難度兩種變項繪畫上的表現。研究以團體施測為主，

受試者人數為六年級學生全體學生，並以國小教學現場為研究場域。最後根據繪

畫測驗的評量分數進行相關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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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本實驗主要以認知測驗與繪畫測驗結果進行相關討論（見圖 1-10），研究假

設所有的人在進行繪畫測驗 1、2 時，無法處理立體化特徵繪畫的人，其空間能

力較低（即其在認知作業測驗分數較低），而在進行繪畫測驗 3、4 時，空間能力

高的學生（即其在認知作業測驗分數較高），能順利的進行心像旋轉，並可判斷

其為空間心像導向型的學生。 

 

圖 1-10  

本實驗繪畫測驗與認知測驗研究假設示意圖  

（三）實驗環境 

1. 受試者 

本實驗希望了解現今國小學生在心像認知能力上不同對於卡通繪畫上的表

現。研究挑選研究者所任教的基隆市國小作為研究對象，抽樣方式為非隨機抽樣

中的方便抽樣，研究對象以全體六年級學生為受試者，因六年級學生無論在認知

能力與繪畫技巧上均已能成熟表達，故能從中了解心像認知能力與繪畫的相關。

此國小位於基隆市市郊，周圍為新興住宅區，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中等，受試者共

109 位，其中包含男生 60 位、女生 49 位，年齡皆位在 12 至 13 歲，因選取對

象為全體學生，故期望能以此推論現今基隆市六年級學生於繪畫表現上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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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繪畫作業 

本步驟主要進行「卡通繪畫」作業，受試者在繪畫作業時所採用的設備為： 

A. A4 尺寸、80 克/平方公尺的繪畫作業一共四張，每張作業皆為黑白

列印。 

B. 受試者可選擇一般常用的鉛筆或是自動鉛筆進行測驗。 

C. 備有橡皮擦供受試者修正。 

(2) 認知測驗作業 

本步驟主要進行「認知風格」、「心理旋轉測驗」測驗作業， 

受試者在認知作業時所採用的硬體設備為： 

A. A4 尺寸、80 克/平方公尺的紙本題組。 

B. 試者可選擇一般常用的鉛筆或是自動鉛筆進行測驗。 

C. 備有橡皮擦供受試者修正。 

（四）作業內容 

以下就「繪畫作業」及「認知作業」實驗程序進行說明。 

1. 繪畫作業 

（1）作業流程： 

卡通圖片共有四張，第一、二張需根據卡通圖片，憑著記憶將卡通圖畫描繪

至下方的空白，第三、四張需根據卡通圖片，將平面的卡通圖畫試想側面的旋轉，

並將旋轉後的圖像畫至下方的空白，繪畫測驗並無時間的限制亦無規範受試者描

繪時的筆法，讓受試者以最自然熟悉之方式描繪。一次作業流程進行一張測驗，

共有四張卡通圖片，以下為實驗的繪畫分類架構與所使用的篩選作業（圖 1-11）。 

所使用的繪畫篩選作業：         卡通圖畫1、2              卡通圖畫3、4 

 

圖 1-11  

本實驗的繪畫分類架構與所使用的篩選作業 

所有的人 
無法處理立體化特徵繪畫 

能處理立體化特徵的繪畫 
能旋轉心像 

無法旋轉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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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刺激說明： 

第一張卡通圖片是卡通人物大力水手卜派（圖 1-12），除了因為其辨識度高

能夠引起學生興趣，選擇大力水手卜派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其臉部與肢體較多立體

的特徵，且包含了較多的繪畫細節與線索，對於學生來說，繪畫大力水手卜派能

夠看到學生對於立體的掌握程度，並能根據卡通人物的細節了解學生對於圖案細

節的掌握。在這張卡通人物的背後具有一圓形的圓圈，保留下來主要是因為可以

讓受試者根據圓圈了解卡通人物頭部、肢體的相關位置，並能根據圓圈視為一整

體，以減少複雜性與受試者的認知負荷。受試者在繪畫時，會告知受試者描繪出

輪廓與線條即可，而線條的粗細、線條的形狀皆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要求相像。

 

圖 1-12  

第一項繪畫作業「卡通繪畫」所使用的刺激圖片－「大力水手卜派」（Popeye the Sailor）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http://www.cwx123.com/weixin/wxzx/qtzx/1112184.html 

第二張卡通圖片是卡通哆啦 A 夢（圖 1-13），哆啦 A 夢的辨識度高，對於學

生來說，繪畫哆啦 A 夢其實並不困難，繪製哆啦 A 夢主要是了解學生對於繪畫

的基本能力，以及基本空間關係的掌握。受試者在繪畫時，會告知受試者描繪出

輪廓與線條即可，而哆啦 A 夢顏色的部分亦不需花時間去著色。 

 

圖 1-13  

第二項繪畫作業「卡通繪畫」所使用的刺激圖片－「哆啦 A 夢」（Doraemon）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http://edu.pcbaby.com.cn/118/1188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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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張卡通圖片是卡通人物米老鼠（圖 1-14）米老鼠的姿態比起前兩張圖片

來說較為複雜，而此張圖片還需要受試者將圖畫的心像在腦中試圖旋轉，畫下側

面。這部分受試者除了需要有不錯的圖形掌握能力，同時還需要掌握卡通人物的

細節，這張米老鼠為半側面的圖案，在進行心像旋轉時，受試者必須考慮空間的

前後關係，包含鞋子的前後關係、雙手的位置，以及前後的遮蔽現象。對於米老

鼠的臉部來說，受試者則需考慮在側面時米老鼠凸出的鼻子、以及下巴等立體

性，這些都需要具有不錯的心像掌握能力。而此張測驗，亦要求受試者描繪出輪

廓與線條即可，顏色的部分不需花時間去著色。 

                          

圖 1-14  

第三項繪畫作業「卡通繪畫」所使用的刺激圖片－「米老鼠」（Mickey Mouse）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http://big5.china.com.cn/info/2013-11/18/content_30634657_18.htm 

第四張卡通圖片是卡通人物皮卡丘（圖 1-15），皮卡丘的圖形細節與立體性

相較於前一張圖片來說較少，此張圖片亦需要受試者將圖畫的心像在腦中試圖旋

轉，畫下側面。這部分主要是要了解受試者基本的心像旋轉能力。在進行心像旋

轉時，受試者需考慮四肢、耳朵的空間位置，描繪時亦不需花時間去著色。 

 

圖 1-15  

第四項繪畫作業「卡通繪畫」所使用的刺激圖片－「皮卡丘」（Pikachu） 

資料來源：Retrieved（2014）。取自 from  http://www.ivsky.com/tupian/pikaqiu_t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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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此四種不同的卡通圖像，主要是因為此四種卡通角色其實具有相當高的

普遍性與辨識度，是相當成功的商業標示，並且具有時代意義，是具有代表性的

圖片，而此四張圖片對學生來說也並不陌生，因此在熟悉度上，都能有相同的水

準。其中大力水手與米老鼠是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片，而哆啦 A 夢與皮卡丘則

是立體化程度較低的圖片，以 3D 建模的角度上來說，都可以明顯區分兩組圖片

在立體化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假設此繪畫作業，可以表現出學生的空間能力與立

體化程度上的關聯性。 

（3）評分方式： 

受試者在繪畫結束後，各類所有作品都以專家評分的方式對「細節呈現」、「比

例關係」、「空間再現」、「立體程度」、「整體正確度」、四個向度各別進行評量，

而第三張與第四張圖畫，則因具備心像旋轉的要求，另外增加「旋轉程度」評量

向度，根據不同評量內容，每張實驗材料的照片所注意的細目如下： 

A. 「細節呈現」 

繪畫作業的四張圖畫的細節，在大力水手這個作業材料裡，包含煙斗、臉部

肌肉線條、衣領、手部肌肉線條、手指位置、鈕扣為評分依據，在哆啦 A 夢這

個作業材料裡，主要是鈴鐺、嘴巴、鬍鬚等細節、在米老鼠這個作業材料裡則為

褲子、手套褶皺、手指、側面的臉型，在皮卡丘這個作業材料裡，則為手指、腳

趾、側面的鼻子、耳朵、尾巴、受試者應盡力能將細節描繪仔細。 

B. 「比例關係」 

對於比例關係的掌握則是卡通人物本身不同部位之間的大小掌握，在大力水

手這個作業材料裡，包含手臂肌肉、頭部與身體的大小關係，在哆啦 A 夢這個

作業材料裡，主要是頭部與軀幹的大小比例，以及四肢的關係、在米老鼠這個作

業材料裡則為米老鼠的耳朵頭部、鞋子的大小、手部大小與身體的關係，將其進

行比例掌握上的評分，在皮卡丘這個作業材料裡，則為軀體與尾巴、頭部的關係、

受試者需能對其比例有較精確掌握。 

C. 「空間再現」 

空間再現為相較於作業材料來說，線條位置的精確程度，在大力水手與哆啦

A 夢這兩項作業材料裡，受試者需盡力將線條的位置掌握至與作業材料相同的絕

對位置。在米老鼠與皮卡丘這兩項作業材料裡，則因需要心像旋轉，故空間的線

條則需根據刺激材料進行掌握，包含在米老鼠刺激材料中五官的位置、四肢和軀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4），頁 166-193 

 

專論文章 

 

第 184 頁 

體的位置，鞋子的前後關係、雙手的位置，以及前後的遮蔽現象。在皮卡丘刺激

材料中五官、四肢和軀體的位置，尾巴、耳朵的位置。相較於「比例關係」所要

求的比例正確，此向度需考慮線條的位置是否能準確的掌握。 

D. 「立體程度」 

立體程度為評量受試者在深度與立體感上的掌握程度，在大力水手與哆啦 A

夢這兩項作業材料裡，包含對於卡通圖案軀體與四肢的飽滿程度，以及前後位置

的掌握，臉部肌肉的立體感。而在米老鼠與皮卡丘這兩項作業材料裡，因為需要

心像旋轉，故會顯現出立體程度上的掌握能力，米老鼠這個繪畫作業，受試者需

掌握在側面時米老鼠凸出的鼻子、下巴、鞋子、側面握拳的手、鞋子的立體、軀

幹與四肢的飽滿程度等繪畫表現，而在皮卡丘這個作業材料，則需要掌握心像旋

轉後軀體與四肢的立體性，包含軀幹與四肢的飽滿程度、以及側面鼻子的凸出。 

E. 「整體正確性」 

整體的正確性為一整體的評分向度，根據整體而言的相似性與心像旋轉後的

合理程度給予評分，並根據統計後從中了解子項目對於整體成績的影響。 

評量所有作品是由評量者根據作業材料，作品的評量項目為「細節呈現」、「比

例關係」、「空間再現」、「立體程度」、「整體正確度」每個項目皆以 1～7 分作為

評量分數，1 分為程度最低，7 為程度最高，共計有 3 名評量者，2 位為藝術領

域的準博士生，1 位為藝術領域相關科系的國小教師、3 位評量者皆受過專業學

院繪畫訓練，也都有指導學生繪畫多年的經驗，對於評量作品程度有相當的能力。 

評分者均於評分前討論評分規準，並於評量過程中瀏覽過所有繪畫作品，將

四張繪畫測驗分別進行評分，評分依據所有受試者相互間的表現程度做為評量，

而非以評量者自身絕對標準作為依歸，因此評分結果將能區分出學生繪畫表現的

差異與常態，並於評分結束後進行評分者間的信度檢定。 

2.認知作業 

本步驟主要進行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認知風格測驗、mental 

rotation 心理旋轉測驗兩種作業，分類與所使用的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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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項作業「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認知風格測驗」：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以下簡稱 OSIQ）是由 Blajenkova 等

人所建立的新心像測量自我評價作業，是近年研究所建立正確及可靠的心像自我

評價機制，單使用 OSIQ 作業即可區分空間心像偏好或是物件心像偏好，是一個

經濟的作業工具。OSIQ 包括物件心像能力及空間心像能力兩種測量尺度，OSIQ 

一共有 30 題，15 題為驗證空間心像的自我評量問題，另 15 題為驗證物件心像

的自我評量問題，部分為由 visualizer-verbalizer cognitive style （Richardson, 1977）

題目而來，部分為區分空間、物件心像的題目（Farah et al., 1988; Kosslyn & 

Koenig, 1992; Levine et al., 1985）以及基於其他研究結果所設計之題目（e.g. 

Hegarty & Kozhevnikov, 1999; Kozhevnikov et al.,2002; Kozhevnikov et al., 

2005）。因此，有些題目是關於圖像的品質（如活躍程度、色彩、形狀），有些題

目是關於影像保持及轉換，以及偏好何種視覺再現（如繪畫式的及示意圖式的），

以及對於需要空間或物件能力作業表現的自我評價。在研究中，對於國小六年級

的學生來說，OSIQ 測驗所用詞句較為艱澀，且部分內容較不符合學生能力與生

活經驗，故將其修改為符合學生生活經驗與程度的詞句敘寫，以符合國小六年級

學生可理解之測驗問題。OSIQ 評量方式為五點量表，1 分為完全不同意，5 分為

完全同意，這兩類題目隨機混合在一起，作業時間沒有限制，最後將兩類題目分

別累加即可判斷認知風格類型。 

（2）第二項作業「mental rotation 心理旋轉」： 

本研究以Shepard 與Metzler（1971）的心理旋轉測驗來判斷學生在空間能力

上的表現，測驗內容一共有三十題，其中的圖對共有三種性質，包含平面對、立

體對和鏡像對，在實驗中安排了幾種不同的旋轉角度或兩個圖形的方位差。實驗

時每次呈現一個圖對，要求受試盡快的判斷出異同。最後計算測驗分數。 

 

一、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主要利用不同立體化程度與心像旋轉兩種變項的卡通圖像，讓不同

認知偏好的一般兒童，進行模仿描繪表現，利用立體化程度不一的圖片、以及心

像旋轉，用以區分為 Visualizer 上視覺型與物件型兩種相異的心像類型，了解不

同類型學生的繪畫表現。 

在研究中施行的繪畫測驗主要認知測驗，是以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OSIQ）與心理旋轉測驗 mental rotation test（MRT）將研究對象

區分為認空間能力高的與空間能力低組與兩種不同的類型。最後根據認知測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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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繪畫測驗上的表現，對應繪畫測驗的成果，用以了解空間能力高低在繪畫

表現上的相關性。 

(一) 綜合討論 

本研究根據認知測驗將將研究對象區分為認空間能力高的與空間能力低組

與兩種不同的類型。並假設空間能力較高的受試者能夠處理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

片，而且可以將圖片進行心像旋轉作為指標，而另一類空間能力較低的受試者，

則假設其在處理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片以及將圖片進行心像旋轉上會較為困難。 

首先根據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OSIQ）與心理旋轉測驗

mental rotation test（MRT）測驗，將整體受試者的分數轉換為原始分數後進行排

序，所有受試者共有 109 名，去掉未完成測驗的受試者，有效的測驗共有 100

名受試者參與，選取前三分之一的受試者為｢空間能力高組」，後三分之一的受試

者為｢空間能力低組」並根據此分類進行繪畫能力差異的檢定分數。 

1. 空間能力高低與立體化程度較高圖片的相關性 

根據 Object-Spati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OSIQ）與心理旋轉測驗 mental 

rotation test（MRT）測驗，將空間能力高低與大力水手、米老鼠兩張立體化程度

較高的卡通圖片進行分析，其中顯示出空間能力高的研究對象在處理立體化程度

較高的圖片上，分數高於空間能力低的研究對象（見表 4-1），並且達到顯著差異

（p 值=.020*），這表示空間能力能力的高低在表現立體化程度上確實有關係，空

間能力分數較高的受試者，較能掌握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片。 

表 4-1  

空間能力與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片之 T 檢定 

 平均數（標準差） T 值 P 值 

空間能力  2.392* .020 

空間能力高組 2.5008（5.75948）   

空間能力低組 -1.4627（7.39664）   

*p<.05，**p<.01，***p<.001 

2. 空間能力高低與立體化程度高低圖片差異的相關性 

根據認知測驗將研究對象區分為空間能力高低兩組，並將繪畫測驗的評分進

行差異分析，將圖 1-12（哆啦 A 夢）、圖 1-14（皮卡丘）兩張立體化程度較低的

卡通圖片評分分數減去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實驗圖片評分（見表 4-3），從中顯示出

空間能力較佳的受試者在立體化程度低的繪畫上，與空間能力低的受試者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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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但是在立體化程度高的繪畫表現上，空間能力高的受試者掌握得較好，因此

差異會小於空間能力低的學生，但是因為此這樣的分析為未達到顯著的差異（p

值=.392），故僅能顯示有此趨向，但無法以此作為判斷空間能力高低的依據。 

表 4-3  

空間能力與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片之 T 檢定 

 平均數（標準差） T 值 P 值 

空間能力  -.861 .392 
空間能力高組 -.1279（1.19527）   

空間能力低組 .1073（.97953）   

*p<.05，**p<.01，***p<.001 

3. 空間能力高低與各圖片評分向度的相關性 

將所有學生的空間能力與不同圖片的評分向度進行相關分析在第一項

繪畫作業-「大力水手卜派」的評分上（見表 4-4）可以看到空間能力與比例關係

（r=.249*）、細節呈現（ .206*）有顯著相關，且達到顯著差異（p 值依序

為.012*，.059， 

.179，.040*，.123），由此可以表示空間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在面對立體化程度

高的圖片上，所能掌握的有所差異，尤其在於比例關係上，可以了解圖案的相對

位置，且較能掌握細節。 

表 4-4  

空間能力與第一項繪畫作業的相關分析 

*p<.05，**p<.01，***p<.001 

在第二項繪畫作業-「哆啦 A 夢」的評分上（見表 4-5）可以看到空間能力

高低的表現、與各種評分的向度皆具有正相關，且達到顯著差異（p 值依序

為. .002**，.014*，.003**.，002**，.008**），但因為「哆啦 A 夢」的繪畫作業

立體化程度較低，且無涉及新像旋轉，故在研究假設中，假設其與空間的關係應

無相關，但從研究數據中，卻顯示其與空間能力具有顯著的相關，故從中推測此

繪畫作業可能難度較低，且可能因為學生較為熟悉，所以有比較好的表現，從評

分者的評分中，也可以看見此繪畫作業的平均分數，明顯高於其他作業分數，因

此此繪畫作業可能受到經驗等干擾變項，也因此無法呈現出空間能力與其的差異

性。 

 
比例關係 立體程度 空間再現 細節呈現 整體正確性 

空間能力 .249* .189 .136 .206*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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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空間能力與第二項繪畫作業的相關分析 

*p<.05，**p<.01，***p<.001 

在第三項繪畫作業-「大力水手卜派」的評分上（見表 4-6）可以看到空間能

力高低與空間再現（r=..215*）、細節呈現（r=.204*）、以及旋轉程度（r=.223*）

具有正相關，且達到顯著差異（p 值依序為.093，.061，.032*，.042*，.054，.026*），

因第三項繪畫作業加入心像旋轉的因素，而在旋轉程度的評分中，也與空間能力

具有相關，因此從中可以理解空間能力高者，在空間掌握的掌握上高於空間能力

低者，並且可以旋轉心像，畫出具有旋轉表現的圖畫。  

表 4-6  

空間能力與第三項繪畫作業的相關分析 

*p<.05，**p<.01，***p<.001 

 

在第四項繪畫作業-「皮卡丘」（見表 4-7）的評分上可以看到空間能力高低

與各評分項目未顯示出相關（p 值依序為. .555，.394，.652，.597，.477，.151）

從中推測其與空間能力的關係較弱，在研究中主要假設因為其立體化程度較低，

因此與空間能力的關係較弱，因此也符合研究假設，認為其與空間關係的相關較

低，且因為在繪畫作業中進行旋轉上也並不困難，因此無法呈現出空間能力與其

的差異性。 

表 4-7  

空間能力與第四項繪畫作業的相關分析 

*p<.05，**p<.01，***p<.001 

 
比例關係 立體程度 空間再現 細節呈現 整體正確性 

空間能力 .303** .245* .293** .301** .265** 

 比例關係 立體程度 空間再現 細節呈現 整體正確

性 

旋轉程度 

空間能力 .169 .188 .215* .204* .193 .223* 

 比例關係 立體程度 空間再現 細節呈現 整體正確

性 

旋轉程度 

空間能力 .060 .086 .046 .053 .072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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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 空間能力與立體化繪畫的掌握具有相關性 

在研究中發現圖一與圖三與空間能力的相關顯示空間能力高低在立體程度

的掌握，或是旋轉心像上皆呈現相關，這顯示出在處理立體化程度圖片較高的繪

畫時，空間能力較高的學生，可以有較好的表現，能夠掌握圖畫的比例、細節、

等繪畫的向度。研究中第二項繪畫作業的各個向度與空間能力相關的部分呈現出

相關，較不符合研究假設，因圖片本身不涉及立體化與空間旋轉，因此假設此繪

畫表現應該與空間能力的關係較為薄弱，研判原因可能是此繪畫作業較為簡單，

且可能受到熟悉度的因素干擾，相關原因還有待釐清跟了解。除此之外，第一張

與第三圖片空間能力與繪畫作業評分上的正相關，也顯示出空間能力高的學生，

可以確實掌握立體化程度較高的圖畫，並能順利的進行心像旋轉。 

（二） 兒童繪畫研究需考慮熟悉度的影響 

本實驗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時推論國小六年級學生在繪畫表現上已

有 Visualizer 或是 Verbalizer 的分化，在 Lowenfeld 對於兒童心理發展與繪畫特

徵的探討上，也是重要的關鍵時期，因此在實驗中著重探討以空間能力為區分作

為分析，後續研究建議可另外從 Visualizer 與 Verbalizer 上，再進行深度的討論，

另外，在繪畫測驗中，第二項繪畫測驗因受熟悉度干擾，所造成測驗分數偏高以

及與空間能力高相關的現象，也可進行討論，建議若是以兒童為主的繪畫測驗

時，可將熟悉度加入考慮要素，在繪畫測驗中排除經驗的干擾，將能有比較確實

的實驗數據，此外也希望此研究可以作小學導師在國小視覺藝術課程上的參考，

讓學生可以得到不同的教導與學習。 

（三） 心像能力與想像力的關係可以延伸探討 

本研究中所採取的繪畫測驗是以卡通圖片為主，雖盡力挑選具有代表性的卡

通圖片，但在後續的研究中仍需要考慮到熟悉程度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研

究中，學生對於模仿熟悉的平面卡通繪畫，無論是何種認知類型，其實都有不錯

的表現，因此，在教學上，或許適度的模仿以及教師示範，並非是不可行的，反

而可以增加學生在跨越寫實繪畫障礙上的信心，而在圖三、圖四關於心像旋轉的

繪畫上，除了包含空間能力外，其實可以看到學生的想像力，往後可嘗試將探討

範圍擴大，對於藝術教育的貢獻將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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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表現具有內在差異，應給予包容與尊重 

在研究中對於空間能力的探討，除了可以了解其具有對於立體化程度的圖片

掌握度較佳、且能進行空間旋轉的特質，空間能力分數較高的學生，在思考上也

較傾向以視覺表徵做為思考的方式，因此具有能將心像壓縮、旋轉等特質，然而

在研究中不乏可以看見對於平面圖形、以及對於立體化程度較低掌握不錯的物件

形畫者，這些學生在繪畫上同樣具有不錯的表現。但若以心像旋轉或是立體化程

度的繪畫掌握來判斷其藝術表現，或許過於獨斷，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也是希望能

以此來表示在繪畫創作中，仍然存在了許多內在差異，不能僅以單一的取向來斷

定學生的藝術表現。另外，在國小教學現場方面，Visualizer 與 Verbalizer 更是

文字與圖像兩種截然不同，因此，希望能以此研究讓教育現場的教師明白，在面

對抽象問題時，如：數學解題、抽象推理，學生的內在思考，其實具有許多不同

的樣態，應嘗試能以包容、尊重的方式，讓學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本研究不同於美學、哲學的取向去觀察繪畫背後的技術議題，僅希望能以不

同向度看到不同學生在掌握心像與立體上的表現，本研究除了了解不同繪畫類型

的學生在繪畫上的表現外，主要也希望破除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美術班｣或是的

「美術系｣都一定很會速寫、或很會寫實繪畫等菁英主義的標籤與偏見，並希望

以此研究讓普羅大眾了解，藝術應具有內在差異與不同的類型，不能僅是以單一

的平面塗鴉，或是立體作品、寫實繪畫等表現，來判斷一個人的藝術價值。也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也並非是要將學生標籤分類，而是希望能以更寬容的角度面對學

生不同的藝術呈現，給予學生在藝術表現上的信心與鼓勵，也因此無論是在學生

的平面創作，或是立體空間的作品上，在藝術教育的觀點上都應該給予適性的引

導與鼓勵，讓學生或是對於藝術學習有興趣者能有更多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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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俞曉葦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苗栗縣中山國小附幼教師 

 

壹、交流與回應內文 

文中提及『大部分的父母親承襲

上一代的教養方式來面對他們的孩

子，結果卻是事倍功半，親子關係疏

離』，Jesper Juul（2014）指出在傳統中

所謂的「教養」，很多部分是不必要或

不一定正確的，甚且會造成直接傷

害，不但對小孩不健康，對大人也有

阻礙，對於親子關係的品質也有不良

的影響。隨著少子化的現象，每個家

庭中的孩子數愈來愈少，在親職教育

方面，多數的父母覺得日益重要，也

可能投注更多的心力，但是可能因承

襲上一代的教養方式來面對他們的孩

子，讓父母們疲於奔命，投注許多心

力卻效果不彰！ 

很多父母相信小孩必須「學會聽

話」，儘管這種期待幾乎都會導致小孩

「不聽話」。但其實小孩十之八九會選

擇與大人合作！大人應該做的是，瞭

解小孩到底在配合什麼 ? 黃意舒

（1992）曾做過一個親子關係的研

究，發現即使相處時間較短，父親對

孩子的價值觀也有很大影響；而母親

的影響則是較偏向情感面的，隨著社

會變遷，父母的角色較以往多元，但

父母親對孩子影響力卻是毋庸置疑。

父母親在親職教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我在教學現場發現很多父母親

的確會承襲上一代的教養方式去教育

孩子，但是這些方式不一定是正確或

適合的，所以親職教育對於現代父母

來說就顯得格外重要！ 

文中提及目前學校在推行親職教

育所遭遇的困境，有以下三個面向 ： 

一、 家長態度方面 

在家長態度上，確實在教學現場

中，特別需要溝通協調的家長們，通

常會以要上班或者是有要事纏身、、

等理由而無法參與學校的親職教育活

動，學校或教師應針對學生或者家長

的需要，給予適時、適切的親職教育，

如：即時電話聯繫、Line 溝通、家庭

聯絡簿或其它書信溝通。  

二、 學校行政方面 

學校行政方面，活動內容缺乏完

整性，許多學校舉辦的親職教育講座

時，的確很多都是流於型式，與家長

溝通的功能與成效不彰!學校可以精心

規劃適切並且符合家長需求的活動，

也應該主動向老師倡導正確的親職教

育觀念，如:若是做好跟家長的溝通工

作，今後在班級經營上則會事半功倍!

讓教師們願意真心的配合與付出親職

教育的工作；雖然「國民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 17 條規定，輔導室需辦理親

職教育事項，因此大部分的學校將親

職教育的相關業務便交由輔導室來負

責，然而親職教育的範圍甚廣，舉凡

團體諮商輔導、課程設計、政令宣導

活動場地安排，如果沒有全校行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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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起來，勢必窒礙難行（許鶯珠、黃

玲蘭、丁介陶，2004）。 

政府政策方面，雖然將親職教育

相關工作由輔導室負責，然而平日行

政人員處理突如其來的公文和各式樣

的大小活動，已經讓他們疲於奔命，

更遑論為親職教育召開籌備會議進行

處室橫向聯繫，最後只能被動地應付!

家長們感受到的應該也是如此，通常

是參加流於形式的親職教育活動而

已，所以家長們的參與度就不高，其

效果當然是不彰，此為落實親職教育

的一大障礙，然而要如何突破如此的

困境呢?在學校端（行政）應該與教師

建立良好的關係（如:行政支援教學、

適時給予教師於教學上的協助；學校

舉辦社團活動，同仁間可於非正式場

合溝通觀念，大家維持良好的關係與

氛圍!） 

三、 政府政策方面 

包含法規缺乏強制性、經費不足

與家長出席困難!文中提及，在政府政

策方面，家長無法參加親職教育活動

其原因和家庭教育背景、城鄉差距、

隔代教養以及社經地位等因素有關。

而缺乏強制性，也是讓家長不參加親

職教育的因素之一，社經地位較弱勢

的家長們會覺得生活能溫飽就不錯了!

還參加什麼親職教育活動?在政府方

面，的確可以規定要求家長每年必須

參加幾個小時的親職教育活動。而經

費不足方面，學校常在經費拮据的情

形之下草草辦理親職教育活動，通常

學校辦理此類活動時是沒有經費辦

理，僅有少數學校在辦理親職教育活

動時，向上級教育主管單位提出經費

申請。 

工作及辦理時段是影響家長參與

親職教育主要因素（邱華鑫，2008），

所以各校在辦理親職教育活動的時間

也需慎選（如:平日家長皆需上班而無

法參加，可以舉辦於週六），有些國家

制定了相關政策來支持家長參與學校

的親職教育，規定家長服務公職機關

者可以請公假，這也是非常好的政

策！ 

在親職教育未來展望中提出預防

勝於治療、提供適性的親職教育與期

能有系統的經營、主動代替被動四

點，分述如下： 

一、 預防勝於治療 

每位父母也是當了父母才慢慢學

習怎麼當父母的，沒有人一出生就能

擔任稱職或專業的父母，必須透過種

種的學習與體驗才能擔任適切的父母

角色!文中提及親職教育應融入課程

中，每個人在高中後確實可以增加相

關課程，讓每個人在親職教育方面有

正確的概念並讓正確觀念融於日常生

活中。 

二、 提供適性的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的研習內容，應視父母

的需要，以及關心的議題而定。親職

教育的主題可以就社區家長的需求來

調整，不同社區背景的家長會有不同

的背景與盲點，因此每個地區的家長

需求不同，應視家長的需要而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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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題辦理親職活動，才能收事半功

倍之效！ 

三、 期能有系統的經營 

家長間應鼓勵互相支持與回饋，

讓親職教育不是只能在學校落實而是

能在社區中發揮影響力（劉金蘭，

2005），學校要事前針對多數家長的需

求提出長遠、可行的的活動與計畫並

於舉辦活動分發問卷或詢問家長們的

意見以瞭解是否達成目標，才不會讓

類似的活動流於形式，凡事要做好而

不是有做就好!在親職教育上需要有系

統的經營，才能讓親師生達到最好溝

通並搭起溝通的橋樑! 

四、 主動代替被動 

校方應化被動為主動，主動關

懷、積極輔導、必要時介入，讓家長

感受校方的誠意和用心，這一點提的

極好!隨著時代變遷，這個觀念也需調

整，學校與教師不再是被動的等待家

長們的配合，教師與校方在親職教育

方面應有以主動代替被動的體認，與

家長維持良好關係，如此有助於教師

班級經營，共創親師生三贏局面。 

貳、結語 

文章結語部分，提及「親職教育

更是聯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橋

樑，學校在推行親職教育時，應考量

到家長的需求來規畫活動內容，以期

家長能獲得實質的收穫。」親職教育

確實應考量到家長的需求來規畫活

動，而親職教育其實不僅僅是辦活動

讓家長參與活動，活動結束就完成

了，親職教育需要有長期經營的概念! 

溝通與傾聽在親職教育中是非常

重要的，在溝通與傾聽時，身體語言

很重要，身體表達的語言通常比我們

嘴巴說的語言更真確，在與家長溝通

時，切不可讓家長感受到不耐煩或不

悅的感覺，若不清楚家長的意思時，

宜再重複一次家長欲表達的意思並再

次確認以免會錯意，若是家長表達其

難處時，教師也需表達同理，體諒與

瞭解家長的感受，讓家長感覺到善

意，才有會更進一步溝通的可能性!若

是教師想傳達的理念太難時，也可以

舉例說明，讓家長更容易理解老師要

傳達的理念！ 

最後，可以引導家長瞭解一些親

職教育方面正確的觀念，並在結束時

幫家長摘要與做重點整理，以簡明扼

要的方式歸納冗長的理念論述，讓家

長容易理解溝通的重點，最重要的是

讓家長體會教師與學校重視並想幫助

孩子的心，期盼與之共同合作讓孩子

更好，學校或教師會給予更多的幫

助，則大部分的家長都能敞開胸懷與

學校及教師合作，裨能達到親職教育

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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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3 年 10 月 31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容

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態報

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者由   

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後者

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實徵

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解與建

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章，提

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採徵

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本刊刊登文章，「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

術動態報導」文長一般在 500 到 3,000 字內之間，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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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

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參考

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

撰寫。 

肆、 「專論文章」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及實質審

查費合計 3,500 元。 

(一) 稿件處理費：1,500 元（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

政處理費 1,000 元）。 

(二) 實質審查費：2,000 元。 

三、 退費說明：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實質審

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費 2,000 元。 

四、 匯款資訊：專論文章之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

3,500 元（手續費自付）匯款至本學會，以利啟動各項

審稿作業：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其匯款收據（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
以下列方式提供於本學會： 

(一) 傳真：（04）2239-5751 

(二) 掃瞄或照相檔案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五、 收據如需抬頭以及統一編號，請一併註明。 

六、 如有費用問題事宜，歡迎來信洽詢。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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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 

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論會】 

莊雅惠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Email至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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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五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私校獎補助款改補助學生」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五期將於 2016 年 5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6 年 3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在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正義的理念下，教育部(民 103)修正發布之學產

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四點說明提供公私立國小以上之

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得申請一千元至一萬元不等金額之助學金，以協助其順

利完成學業。目前教育部分階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高中職免學費方

案，依據教育部(民 102)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103 學年度已實施公私立高職免納學費，引發「高職不排富、高中排富」爭

議，而公私立綜合型高中學術學程或普通型高中學生「排富門檻設定家庭年

所得在 148 萬元以下者始可免納學費」亦引起爭議。 

在高等教育方面，為落實私立大學校院、私立技專校院全面提升教育品

質，鼓勵學校健全發展及推動整體特色，縮小公私立大專校院之教育資源差

距，合理分配獎勵及補助要點，教育部(民 105 年) 修正發布「教育部獎勵私

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教育部(民 104 年) 修正發布「教育部獎勵

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在獎勵項目方面，教育

部對大學校院和技專校院的獎勵項目均為二項，分別是辦學特色（大學、技

專校院各占獎勵經費 88%、74%）及行政運作（大學、技專校院各占獎勵經

費 12%、16%）。在補助項目方面，教育部對大學校院和技專校院的補助項

目均為三項，但補助經費百分比稍有差異，現有規模（大學、技專校院各占

補助經費 58%、60%）、政策推動績效（大學、技專校院各占補助經費 10%、

14%）及助學措施成效（大學、技專校院占補助經費 32%、26%）。獎勵、補

助經費使用範圍含括教師人事經費、教學研究經費、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

工程建築經費、軟硬體設備、停辦計畫經費等。教育部採書面審查或赴學校

訪視經費執行情形以瞭解學校之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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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高中職免納學費政策以及私立大專校院獎補助經費之良法美意，可

能在實施過程中發生若干問題，例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否有充足的財政

能力編列高中職免學費方案經費；排富門檻除了家庭年收入外，是否要考量

不動產或其他家庭財力來源；如何瞭解政府補助高中職學校的經費使用情

形；政府編列經費改為直接補助學生是否更能達成照顧經濟弱勢學生的政策

目標等。大專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與所申請獎補助項目、指標和百分比是否恰

當和合理，獎補助經費運用原則是否讓學生獲得最大的受益、教育部訪視發

現之缺失如何解決等，均為本期主題對話和討論值得進一步探究和評析的議

題。 

 

第五卷第五期輪值主編 

方德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丘愛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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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六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職場倫理教學」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六期將於 2016 年 6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6 年 4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每到畢業季節來臨也是求職潮的季節，此時常會揭起一波職場倫理話

題，新聞報導出現一些大企業主或是大學校長會特別強調：社會新鮮人的職

場倫理或工作態度比專業能力還要重要。而職場倫理之培養，應在中小學和

大學的教育階段，即給予正確觀念、以及態度養成的學習機會。 

職場倫理一詞在名義上，相關的還有職業倫理、專業倫理、工作倫理等；

如依不同職業場域則又各有其稱，如：企業倫理、餐飲倫理、醫學倫理、教

學倫理等；如依問題性質又可在職場中加入性別倫理、資訊倫理、環境倫理、

生命倫理等議題。總之，這些在工作職場上對於倫理道德的整體學術與實務

探討，可通稱為職場倫理學，如何提昇職場倫理的教學效能，是職場倫理學

的重要課題。 

職場倫理學包含兩個元素，一是對於不同「職場」性質與需求的探討，

此部分涉及職業本身專業知能與判斷的學習；另一是對於「倫理學」和道德

教育的探討，而這又可分為兩部分，在品格規準部分，包括如何藉由職場倫

理中品格素養的培育，而最後能達到美善的敬業樂群精神，如所謂賓至如歸

可以是旅館業專業素養中對員工的倫理規準之一，又如人師經師之辨則是教

學倫理中教師對於優先責任的自我認同。在權益規準部分，則重視職場中不

傷害或權益原則等的分際，如顧客隱私權的保障、自律遵守工作場所的安全

規定、辦公室性騷擾的處理等維護人己的職場倫理。 

以上的初步討論，在教育中引發的問題是：目前社會新鮮人進入職場最

常面臨的職場倫理為何？正式課程中是否皆能將之納入課程加以教導？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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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倫理學在各大學專業領域中是否列為必修課程、或是通識課程？職場倫理

學的課程體系可如何架構？在職場倫理的教學中應運用哪些教學策略，以喚

起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和重視職場倫理的意識與實踐？在各別專業知識課

程中，是否也將職場倫理融入章節或作為潛在課程？在實習課程中如何安排

適當的職場倫理內涵，對學生起到即事指點的作用？此外，職場倫理在教學

上的議題探討，如只集中在部屬員工如何遵守規定上，對於職場倫理學是否

有窄化之嫌，對於公司單位上對下的員工基本人權、員工幸福指數、企業社

會責任等的關照，是否也應列入職場倫理的教學內涵，以新興的社會需求與

生態倫理帶動未來的職場倫理意識。 

本期的評論主題即為「職場倫理教學」，歡迎對此議題有經驗心得的教

育先進與現場實務工作者，針對教育政策面、課程與教學面、實務經驗與理

論等踴躍提出評論觀點，以提昇大家對職場倫理在教學領域上的重視。 

 

第五卷第六期 輪值主編 

方志華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葉興華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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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各期主題 
 

第五卷第一期：私校董事會與校務行政 

出版日期：2016 年 01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二期：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出版日期：2016 年 02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三期：大學評鑑怎麼改 

出版日期：2016 年 03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四期：優質高中認證 

出版日期：2016 年 04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五期：私校獎補助款改補助學

生 

出版日期：2016 年 05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六期：職場倫理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06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七期：教育資料庫建置與使用 

出版日期：2016 年 07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八期：私校公益化機制 

出版日期：2016 年 08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九期：本土及新住民語言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09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期：大學爭排名 

出版日期：2016 年 10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小學補救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11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二期：行動學習 

出版日期：2016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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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4)2239-5751(請註明

莊雅惠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莊雅惠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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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期數

及名稱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專論文章 

字數  

文稿名稱  

作  者  資  料 

第

一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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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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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莊雅惠 助理收 

2. 傳真：（04）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4)2239-1647轉 2007 傳真：(04)2239-5751 

會址：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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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莊雅惠小姐收 

(2)  傳真：(04) 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小姐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