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縣后里鄉月眉國民小學 

98 學年度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成果報告 

壹、試辦緣起與目標 

   一、試辦緣起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的實施，期能更落實、更有效的結合資源，

規劃學校教學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最佳模式，以積極的態度，協助教師檢核

與提昇專業教學知能，進而達成本辦理計畫之目標與任務，以實現學生快

樂學習、教師有效教學、行政專心辦學、家長熱心助學之教育願景。 

  二、試辦目標 

1.提供教師自我檢核教學成效機會，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昇教師效能，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2.透過診斷、輔導方式，提供教師自省與觀摩機會，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3.建立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機制，透過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提供 

  教師互動與成長、省思與實踐進而能研究與創新，型塑優質文化的新興 

  校園。 

    4、激勵教師成長，肯定教師工作表現，發展學校特色，達成教育目標。 

貳、試辦計畫之實施 

  一、評鑑規準與工具 

       臺中縣后里鄉月眉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A-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A-1-1 參與授課領域或學年課程計畫的設計與撰寫 

A-1-2 編選適用教材 

A-1-3 研擬任教科目授課大綱或教學進度 

A-2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
畫 

A-2-1 符合課程單元既定的教學目標(分段能力指標) 

A-2-2 符合學生學習發展與個別差異 

A-2-3 規劃適切的學習教材和教學資源 

A-2-4 規劃適切的教學活動和進度 

A-2-5 規劃適切的學習評量方式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
知識 

A-3-1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A-3-2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A-3-3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4-1說明學習目標或學習重點* 

A-4-2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A-4-3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4-4多舉例說明或示範以增進理解 

A-4-5提供適當的練習以熟練學習內容 

A-4-6設計學習情境啟發學生思考與討論 

A-4-7 適時歸納總結學習重點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5-1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5-2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略 

A-5-3有效掌握教學節奏和時間 

A-5-4有效使用教學媒體或電腦網路 

A-5-5根據學生個別差異調整教學 

A-6 
善於發問啟發思考 

A-6-1 設計由淺而深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A-6-2 發問後待答時間適當（三秒以上） 

A-6-3 發問後能針對學生回答繼續延伸問題 

A-6-4 聽答後能歸納整理學生的回答 

A-7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A-7-1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A-7-2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A-7-3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A-8  
善於運用學習評量 

A-8-1 依實際需要選擇適切而多元的評量方式* 

A-8-2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A-8-3 根據學習評量結果分析學習成效* 

A-8-4 根據學生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9 
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A-9-1 學生學習專注 

A-9-2 學生能理解運用所學概念與技能 

A-9-3 學生能理解並悅納與學習活動有關的價值觀念 

B-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
班級常規 

B-1-1 訂定合理的班級規範與獎懲規定 

B-1-2 維持良好教室秩序常規 

B-1-3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1-4 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
習氣氛 

B-2-1 布置或安排適當的學習環境* 

B-2-2 營造良好和諧的師生互動關係 



C-1 
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C-1-1參與各學習領域(學科)教學研究會 

C-1-2與校內外教師同儕分享教學或專業工作心得 

C-1-3根據教學需要，研發教材，自製教具或教學媒體 

C-2 
參與校內外教師進
修研習 

C-2-1 從事教師個人的自我成長活動 

C-2-2 從事校內專業進修研習或成長團體 

C-2-3 從事校外專業進修研習或成長團體 

二、實施流程： 

臺中縣后里鄉月眉國民小學 98學年度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時程 

期  程 實 施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請條列） 

98.7 規劃及推動 

知能研習 

1.未參加者參加推動知能研習、初階評鑑研習 

暑假補訓。 
＊俊仁老師參加初階人員研習 7/13、7/14、 
  7/15。 
2.召開推動小組研訂 98年推動期程。 
3.續辦理學校啟動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98.8 1.計畫經縣府核定 

2.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小組運作 

1.參加推動知能研習、初階評鑑研習。 
2.評鑑實施相關細節（實施面向、規準及

校內評鑑實施方式與時程等）討論。 
※鼓勵新到任教師參加專案（惠珊、鈞閔及 
  建毅三位老師都加入） 
※校長參加「中彰投第 1次學校工作會議」 

  8/11 中教大附小。 

※縣府公文核定本校 98年度計畫及經費。 

  98.08.24府教學字第 0980259294號函。 

98.9 1.擬定校內評鑑實 

施方式與時程 

2.規劃推動相關研 

習 

1.發展學校之評鑑規準與評鑑工具（是否增
加第四層面及評鑑表格工具討論）。 

※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 9/23 下午 3：30。討
論本學期實施期程及學習社群計劃。 

※呈報本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劃，
9/30 於縣府接受審查。 

98.10 1.發展評鑑規準與 

評鑑工具 

2.規劃專業成長工 

作坊之主題 

1.持續發展評鑑規準與評鑑工具。 
2.討論決定規準修訂及專業成長工作坊之主
題。 

※98第 1次輔導會議－吳俊憲教授指導 10/2
下午 2：30。確定本學期實施方式及期程。 

※專業成長工作坊 10/2-景富主任進行社會
課程創意教學設計分享。 

※第 1次專業對話會議 11/18下午 5：30。 
※景富主任參加「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計劃說明及經驗分享宣導會」10/7 中教大。 

※俊仁老師參加縣府第四次工作會議 10/28
石岡國中。 



98.11- 

12 

1.評鑑推動小組會 

議 

2.執行專業成長工 

作坊 

3.參加教育部及全 

縣工作會議 

1.持續發展評鑑規準與評鑑工具。 

2.召開評鑑推動小組會議決定評鑑方式及期
程。 

3.辦理專業成長工作坊-主題式產出型方式
運作。 

4.參加全縣試辦學校工作與輔導會議及教育
部工作會議。 

※專業成長工作坊 11/18-吳俊憲教授進行
「學習社群發展方向」講座下午 1：00。 

※專業成長工作坊 11/18-惠珊老師進行生活
課程創意教學設計分享。 

※第 2次專業對話會議 11/18下午 5：30。 
※金雪主任參加「2009 年結合專業發展之教
師評鑑國際研討會」12/1 及 12/2 台灣師大。 

※景富主任參加縣府第六次工作會議 12/15
社口國小。 

※專業成長工作坊-教師讀書會及專業對話
98.12.23 

※專業成長工作坊研習-如何指導閱讀-與作
者專業對話 99.12.30 

99.01- 
02 

規劃下學期進程 聯繫輔導教授到校時間及推動重點。 
※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及評鑑小組期末 

  會議 99.01.13【原參加人員提出自我評鑑 

  及同儕評鑑】 
＊惠珊、鈞閔及建毅老師參加初階人員研習

1/21、1/22、1/23。 

99.03- 
04 

1.辦理 99 學年續辦
理事宜 

2.評鑑推動小組會 

議 

3.執行專業成長工 

作坊 

1.函送申請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2.完成評鑑規準與評鑑工具的研訂工作。 
3.開始辦理自評及他評。 
4.召開教學觀察會議。 
5.持續辦理專業成長工作坊相關研習活動。 
※學習社群專業成長分組研習 99.03.03 
※教師進修 - 專業學習社群分組研討
99.03.1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及評鑑小組第 3次
會議 99.03.10【小組評鑑及綜合報告表研
擬】 

※后里印象影音學習社群研討會議，邀請吳
俊憲教授擔任引言人及指導 99.03.24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98學年度第 2次輔導會
議，邀請吳俊憲教授指導 99.03.24 

※金雪主任參加中彰投區進階評鑑人員在職
進修研習暨教學輔導教師在職進修研習
4/18、24、25 

※校長參加中彰投區進階評鑑人員在職進修
研習 99.04.25 



※「后里印象影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區

鄉土課程設計研習，邀請台南大學學務長
林瑞榮教授主講 99.04.28 

99.05- 
06 

1.自我評鑑、同儕評 

鑑。 

2.進行校內小組評
鑑。 

3.教師提出個人專
業成長計畫。 

4.完成 98學年度評
鑑進程。 

1.完成教師校內評鑑作業 
2.完成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3.實施專業對話。 
4.參加人員提交評鑑資料報告。 
5.評鑑小組會議，進行小組評鑑審查資料。 
6.教師提交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第 3次輔導會議 

  99.05.27【新參加人員提出自我評鑑及同 

  儕評鑑，原參加人員提出個人專業成長計 

  畫】 

※98 下學期教師讀書會心得報告及專業對話
99.06.02 

※「后里印象影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后里
地方史實及名勝介紹研習，邀請台中縣鄉
土自然研究學會張慶宗主任主講 99.06.09 

※教學輔導教師輔導機制完成（金雪主任、
鈞閔老師、建毅老師），並呈送成果報告
99.06.15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第 4次輔導會議-完成 

  98學年度評鑑進程 99.06.17 

三、實施成效 

     1.評鑑規準涵蓋 A課程設計與教學、B班級經營與輔導及 C研究發展與進 

       修三個層面，做為教學現場的檢核指標及重點檢視與對照，透過自我評 

       鑑，發現與改善自我的教學理念、態度與精進教學技巧。 

2.完成並研訂教學觀察評鑑表格（表 1A-表 5A，表 1A-教師自評表、表 2A- 

  教學觀察記錄表、表 3A-學生學習意見表、表 4A-綜合報告表及表 5A-專 

  業成長計畫表）及教學檔案評鑑表格（表 1A-表 4A，表 1A-教師自評表、 

表 2A-教學檔案記錄表、表 3A-綜合報告表及表 4A-專業成長計畫表）， 

採同儕教師自行組合配對，教師可依學年、年段、領域，自行搭配合作 

伙伴，以增進同儕互動、合作為原則，最後進行小組綜合評鑑完成綜合 

報告表交受評者參考及擬訂專業成長計畫表，完整精緻的評鑑過程，藉 

以提供受評者了解教學現場之優缺點，並培養己身專業成長。 



3.新參與試辦的老師參與教學觀察時，透過討論與分享，了解教學上之問 

  題，並能從中獲取借鏡，增益己身專業成長及教材教學之進步。過程利 

  用了教育部補助經費所添購之攝錄影器材，讓實施過程中能更方便，有 

  關資訊融入教學之專業，教師更能增進。 

     4.本學年度積極於教師綜合評鑑後之專業成長計畫擬定及實施，專業成 

       長計畫撰寫，一則是寫下評鑑過程中受到肯定的指標項目，另一部份 

       則是與合作夥伴(或由推動小組安排)討論再精進成長的途徑，例如安 

       排到其他教室去進行教學觀察、錄下自己的教學情形並做分析、閱讀 

       相關專書、共同觀看影片及討論等。專業成長計畫表之完成讓本校整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過程更趨完整，也建立了本校評鑑之模式。 

     5.積極規劃及實施「專業成長學習社群」，目前申請及進行之社群有二，一 

       為「后里印象影音學習社群」，二為「閱讀悅讀學習社群」，社群專業對 

       話及研討排入教師週三進修進行主題研習、探討、實作及教學運用，也 

       讓未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案之教師能一同參加，提升教師整體專業 

       能力，並能帶動專業成長風氣，讓受評教師於專業成長計畫中所列成長 

       活動相對應並能相輔相成，最重要的是能運用於教學工作上，實際解決 

       教師教學工作上之疑惑。 

四、遭遇困難或問題                                                                                                                                                                                                                              

1.參與試辦教師專業對話及共同會議之時間不容易排定，且又需與輔導教 

  授之時間能配合，則更難排定，有時對話時間或會議進行中，參與之同 

  仁因公或因課務而不得不離開。  

2.參與試辦的老師課務或行政工作繁重，需兼辦業務多，時間不足壓力大， 

  因此這種額外之專案活動，難免令人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之遺憾。 

  另大多行政業務，落在教務主任身上，承辦業務項目繁多，徒增業務量 

  及時間，但不見有所配套措施，以能減輕該專案所衍生之行政業務繁重 

  的問題。 

 3.大多數教師針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中之「評鑑」及因評鑑而產 



   生之目的，仍存有很大的疑慮，若教育當局無法明確的說明政策之走向 

   及目標，將引發部分教師因不了解而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劃產生排 

   斥，學校行政之推動上將更窒礙難行，而無法有說服力。已參與試辦之 

   教師可能也會因找不到目標，而萌生放棄之想法。 

五、解決策略或建議 

1.建立行政整合機制，安排統一研討對話的時間 

   進行專案計畫前規劃詳實，會議資料準備齊全，儘可能於排課時訂定共同 

  空堂時間，以方便會議之進行，凝聚向心力也能在充足的時間上就相關議 

  題進行深入之探究，提昇教師參與計畫的意願與士氣。目前除規劃排出共 

  同空堂時間外，將於學習社群中多安排專業對話及研討時間，並能納入週 

  三進修活動中，以盡量減低會議及專業對話時間不易編排之困擾。 

2.減授課節數或增加行政人力以減輕工作 

  建議以減授課節數或增加行政人力之方式，來減輕參與教師及行政規劃人 

  員之課務或業務之壓力，突顯參與計畫與不參與計畫所造成之不公平現象 

  ，而有所配套解決之措施，並能藉以帶動參與之氣氛。 

  3.確立明確的政策走向及目標 

    建議教育部針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分級、考績制度等與教師切身相關 

    之制度、政策走向及目標，能有更明確之規劃與宣導，就攸關教師之福利措 

    施也能有所配套與規劃，以解除擔任教師工作者之疑慮。另就教師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計劃者之獎勵方式，建議能加強，除能突顯參與者之辛勞外， 

    也能鼓舞未參與者之參加意願。 

 4.教學輔導教師實施方式可以更多元化 

    現行各校設立教學輔導教師之措施，立意良好，且確實能解決部分初任或適 

    應不良教師之教學輔導機制，朝向提升是類教師之專業成長。但若學校內部 

    教師已都具備評鑑檢核重點之各項能力，教學輔導教師將找不到真正需要的 



    「被輔導者」。所以，建議教學輔導教師機制之進行方式能多元化，也可由 

    各校自行運作，如以「學習社群」、「專業研發」、「行動研究」等專業成長方 

    式都可進行運用，旨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就可。 

5.多方向民意代表、社會家長說明教師團體對專業成長之支持 

   社會民意代表、家長團體等對於現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之意涵與實施方 

   式，並不全然了解與支持，對計劃之推動有些默不關心，有些甚至有反向之 

   惡意批評。因此，對於社會團體之宣導說明應更努力，展現對參與此計劃之 

   學校與教師的支持，相信參與者將更樂於付出心力於教育工作中。   

六、評鑑結果運用 

  1.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策略主要精神以「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 

    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為訴求。參加教師一學年 

    至少實施一次的「教學觀察」或「教學檔案」評鑑，須完成自評表、觀察表、 

    綜合報告表及專業成長計畫表一系列完整之評鑑過程。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專 

    業成長及增能之參考，以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果。 

  2.運用專業發展評鑑之結果，了解與調整教師進修資源之供給系統，藉以安排 

    專業成長學習社群及教師進修活動，提供教師自我檢核教學成效，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提昇教師效能，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3.教學觀察及教學檔案評鑑項目，經評鑑小組以綜合報告表進行評鑑後，評鑑 

結果通知受評教師。受評教師應根據評鑑小組於綜合報告表中之建議，擬定 

個人之專業成長計畫表實施專業成長，下學年度再以專業成長計畫表中之項 

    目列為主要評鑑項目。透過診斷、輔導方式，提供教師自省與觀摩機會，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4.達成參與本專案之目標，以建立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機制，透過專業 

  發展評鑑的實施，提供教師互動與成長、省思與實踐進而能研究與創新，型 

  塑優質文化的校園，激勵教師成長，肯定教師工作表現，發展學校特色，達 

  成教育目標。 



參、附件－活動照片 

輔導會議邀請吳俊憲教授到校指導 定期召開推動及評鑑小組會議 

專業成長工作坊研習-學習社群規劃方向 
 

專業成長工作坊研習-如何指導閱讀 

專業成長工作坊-教師讀書會及專業對話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區鄉土課程設計研習 

學習社群后里地方史實及名勝介紹研習 期末完成評鑑進程-參與教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