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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教育變革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習社群 

                          臺北市天母國中校長 林美雲 

壹、前言-掌握未來教育變革方向推升學習型組織理念 

為國家培育優秀的人才，讓國家社會能穩定的向上發展是教育的目的之一 

，讓每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更是學校教育責無旁貸的。是以，學校教育的

核心活動-教學便顯得重要。然而，現在社會環境瞬息萬變，但唯一不變的就是

「改變」。因此，充分掌握現今知識經濟的重要性，在前瞻、務實、求變的辦學

理念下，希望透過新的思維來協助學校教育進行改造，期盼透過軟性的學習社

群活動來推升教師的專業能力，讓校園具有更多元、更富前瞻性的觀念與想法，

使孩子快樂成長、樂在學習，才是身為學校領導者-校長念茲在茲的工作。 

貳、教師評鑑趨勢隱然成形-面對評鑑的教育價值思考 

教師一定反對評鑑嗎？根據《親子天下》(2009，4，27)針對國中小 

教師的調查，答案卻和一般社會的「偏見」截然不同。調查顯示，近六成的教

師同意「教師應該接受評鑑」。但多數教師不同意把評鑑和升遷、敘薪結合。接

受調查的國中小校長幾乎全數同意教師評鑑，七成五左右的校長，同意評鑑應

和教師的升遷、敘薪結合。 

這項調查結果背後隱含四個訊息：首先，長期以來「不同工同酬」 

的教師體系，也開始反思「大鍋飯」的公平性。其次，校長從學校管理與經營

者的立場，多半希望評鑑和升遷、敘薪結合，藉此能較有效的驅動教師改變。

再者，多數學校解決超額教師的辦法，都是後進者先出，年資淺的老師先離開，

但照理說應該讓教學不力的教師退場，才符合公平原則，也才對學生有益。再

次，目前試辦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就是迎合教師現況，強調「專業發展導

向」，而非「績效責任導向」的模式。 

所以，從調查可知：「原則上同意評鑑」的教師，對執行方法卻充滿疑慮。

其中，最容易引起的前三大爭議分別為：用什麼方式評鑑、誰來評鑑、評鑑後

果該如何處理。但是，若回歸到教育核心價值-「帶好每一個孩子」，強調「同

儕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現階段較能為教師所接受的方式，讓教師透過

自評與他評，對自己的專業進行省思，也提供老師善意的另一雙眼，達到相互

學習求進步的境界。其最終目的是在於引導教師自我肯定，並打開教室的門，

引導教師間去討論教學表現，在不足處鞭策自己，進行專業成長，讓教學發揮

其最大的效益。 

參、找出「領頭羊」讓正面效應逐漸擴大-促進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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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臺灣社會教育的發展，長期以來始終難以擺脫學歷掛帥的主流思維，在

後現代主義崛起之後，社會大眾愈來愈重視「多元化、個別化、適性化」的論述，

也開始關注孩子的教養問題，亦影響了校園的教學活動。教師身為教學的雙元核

心，便不能自外於社會對教育期待的聲音，在推行十二年國教如火如荼之際，更

是如此。所以，筆者以為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要秉持以下五個原則： 

 

一、民主過程：專業發展的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之產生，應由群體內核 

心價值之凝聚與形塑而成，進而彰顯評鑑的正當性。 

二、多元參與：設立多元參與及論述管道，使參與成員皆成為專業發展 

之實踐主體，讓同儕形成夥伴關係，以收見賢思齊之效。 

三、統整融合：將評鑑融合於學校正式、非正式課程及校園文化中；引 

入並統整校內外相關資源，以鼓勵支持教師進行自我覺察。 

四、創新品質：在評鑑的歷程中，要以創新教學品質為原則，選擇、轉化及重

整當下教育觀，以達精緻、深耕、成效、永續之目標。 

五、分享激勵：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乃以激發意願與鼓勵分享為原則，進

而導引未來施行教師評鑑之正向發展。 

 

所以，學校在推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初，要先建立「灘頭堡」，鼓勵校內

具有影響力的教師成為「領頭羊」，再逐步透過非正式社群，藉由其成員相互支

援、分享價值與經驗、彼此信任、共同目的、尊重多元等得以轉化建立專業學習

社群，而經由社群的營造與建立可以將分散於不同成員身上與不同場所的知識、

智慧、資源、訊息、資訊、經驗、心得等聚集於社群當中讓成員共享共有，共同

反思成長，建構與創造屬於個人自己新而有用的知識體系。 

肆

肆、相信老師可以更優質-讓專業發展成為學校文化 

經營學習型學校植基於學習型教師的成長，亦頇以專業發展需求為經及專業發展 

向度為緯，擬定出基礎、發展、深化、永續四個階段的具體專業成長策略，結合 

校內外富前瞻性及系統性的教學研究資源，藉由溫暖關懷導向的教學輔導教師制 

度及反思自覺訴求的專業發展評鑑，來穩定學習型教師的成長，以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為平台培養支持、合作、溝通、協調、共同解決問題的合作模式，增進教師 

自我解決問題及行動研究的能力，鼓勵教師進行教育行動研究，解決教學問題並 

建立回饋機制，改進教學且能提供經驗分享，促進全體教師教學效能之提昇。所 

以，創意與想像是學校經營知識的活水源頭，教師必頇走出專業的象牙塔，才有 

蛻變的可能，發揮想像力，才有展翅的空間。身為學校教學專業發展的領導者要 

察覺到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時有變化，必頇與時俱進提供教師符合時代趨勢的專 

業發展向度，才能讓專業發展變成一種學校文化及教師個人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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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省思與建議-其實還可以多做點什麼，讓生命更有意義 

九年一貫課程已經讓老師累的精疲力竭，面對著無窮的備課，無盡的時間剝 

削，老師自覺於教育環境的變革，因此積極面對專業發展的急迫性。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推動與執行，過程中總有著錯誤的謬思---「我們有敎師證，我們為 

何不夠專業？」，但我們深信日久見人心，的確到今天有更多更新的教師接受這 

樣的方案，並在這方案中受惠，也讓校園文化為之改觀。所以，我們提出以下 

四點省思： 

一、如何真正改變心智模式，讓專業發展得以深入人心教育改革的過程非常複 

雜，而且容易遭受挫敗，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以七大學習領域來重組課程， 

並以團隊運作方式，來進行課程統整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同時拓透過協 

同教學及教育行動研究的途徑來改進教學，以落實課程自主的目標。教師 

在面臨重大課程變革之際，本身是否能夠及早調整與改變自我的教學信念 

，進而培養充分的課程發展與教學的能力，不僅是整個課程實施中的成敗 

關鍵，也是教師能否勝任未來教學工作的重要指標。 

 

二、如何持續終身學習的熱情，讓專業發展得以成為慣性身為教師一踏入學校，

即會面對授課、學生問題、班級等瑣碎而繁雜的事務，因此往往覺得時間不

夠用，進而影響持續專業發展的意願。面對此一現象，形式上的排出共同空

堂、強制參加是一種作法；但更可貴的應該是能讓成員覺得終身學習是很自

然的事，不論是在「實務專業的成長」或是「情感的支持與交流」，是營造

出這樣的動力讓他們持續且熱情參與。 

三、如何兼顧不同個體的真正需求，讓專業發展得以遍地開花少子化的現狀下， 

學校必頇面對教育資源日漸流失的現實，社會日益開放，讓校園的師生關係 

產生質變，敎師動則得咎的管教方式，讓敎師專業遇到瓶頸。學校教師多數 

分為「初任教師」、「新進資淺教師」、「新進資深教師」、「代課老師」、「兼職 

行政的新進教師」等類型。這些類型的教師背後，其實對於「校園環境的適 

應」、「授課專業」、「班級經營」、「人際互動」、「行政事物」…等是有不同程 

度的需求的。所以，推動專業發展要從執行的過程中理出方向，再從不同的 

面向統整其所需的資源而不致相互牽絆，如此，才有可能兼顧個人與整體的 

需求，讓敎師立足專業，成就專業。 

四、如何以穩定的輪動領導，讓專業發展得以永續不懈要有穩定的輪動領導，其 

先決條件是團隊共識高，願意分擔責任，輪流擔任領頭羊，也必頇要建立制 

度才不會因人設事，這樣的一個方式，可以讓彼此加油打氣、澄清不當期待、 

共同去激盪思考可以如何與夥伴互動、規劃期程活動、分工與合作，相信會 

讓更多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以能服務更多的教師。 

陸、結語-肯定自己也協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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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的專業態度、多元的專業成長、活力的專業社群、反思的專業評鑑是順 

利推展教師評鑑的關鍵，也能協助學校教師面對未來教育的變革。 

所以，體認到唯以策略思考進行教師專業成長規劃才能永續教師的專業發展

能量，採行多元多樣的專業發展型態才能深化教師創新教學的思維，俾使教師的

專業競爭優勢不斷強化，至此，掌握教師專業競爭優勢才能掌握學校經營成功的

關鍵因子，學校的經營效能也較能服膺學區家長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