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專業發展的制度與政策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輔導夥伴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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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課到底要不要規準？

2.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到底要看什麼？

老師、學生、教材、互動？

3.我們要怎麼樣的公開授課、專業回饋？

讓我們一起想一想：



1.只看學生？包著糖衣的安慰劑

2.只看老師？西藥房拿的成藥

3.從教師到學生：醫院對症下藥

讓我們一起想一想：



教學觀察是個回饋系統
• 教師行為—教材轉化—學生學習—教師行動策略。

• Shulman,1987：理解—轉化—教學—評鑑—反省—
新理解。



‧最好的觀課，是多位觀察者，同時提供教

師、學生、教材、師生互動，學習環環境不同
的角度提供觀察到的事實，做綜合研判(中醫：
望聞問切；西醫：量測、聽觸診、抽血、驗尿、
照X光、檢驗)。

‧最好能從教師行為、教材轉化到學生學習，
再回到教師提出行動策略：生病還是要看醫生：
對症下藥、(中藥、西藥都可以，但自癒也是
可能的。)

教學觀察是多角度的回饋系統



曲高和寡

雅俗共賞

虛應故事

？？？？

？？？？

？？？？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這件事
以後的情形會是怎樣？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期累積的資產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1.一套衡量教師專業發展的規準。

2.一套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系統(教學觀
察三部曲)

3.一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織與運作的規範

4.一套專業回饋人才培訓及教學輔導教師的
儲訓系統

5.一套教學輔導教師輔導制度

6.一套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台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期教學觀察可能的困境

1.規準僅從教學行為描述居多，易誤解僅看教師。

2.規準僅是教師基本的教學行為，無法滿足專家
教師的成長需求。

3.教學觀察結果，專業成長計畫僅著重在缺點精
進，未考慮到優點與特色的分享和發表。

4.教學觀察的省思，未能針對學科內容或考慮學
生特性，豐富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中小學化學
教師vs.大學化學系教授)

5.表報過於繁多，時間耗費太多在資料整理。

6.評鑑讓人感受壓力，未感受到專業成長的內在
成就感和喜悅。(專業成長需求的驅動力)



針對困境的可能解決之道

1.規準可增刪修訂、或校本規準，並從教師的教學行
為，師生互動，省思到學升學習效果。

2.觀課可以改變從學生角度、教材角度，或增加規準
的面向，更多元的觀點滿足專家教師的成長需求。

3.教學觀察結果，專業成長計畫應考慮到優點與特色
的分享和發表(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的結果)。

4.教學觀察後的專業回饋，應多討論行動策略(包含
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5.表報簡化。

6.互相觀課，形成習慣。

還有其他……



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的修訂



受觀察教師的優點和特色分享與發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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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與教師專業發展
一、新課綱實施要點與教專實踐方案

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貳、推動優質的教師專業發展
一、建立系統化教師進修體系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參、專業回饋人才培訓認證&服務表現
一、培訓課程調整

二、認證簡化

三、強化專業實踐事項

四、強化取證後之回饋服務事項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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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 Q1.105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實踐參考架構)，有何
用途，需要做如何的調整和改變呢？

• Q2.因應12年國教課綱的推動，教師應有的專業發展有哪
些？實踐方案扮演的功能？(總綱、領綱、社群、公開授課)

• Q3.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台，應如何建構，以符合教師專
業成長等知需求？(暫不討論)

• Q4.地方政府在教師專業發展扮演的角色。(ppt上談的是比
較中央的角色，地方縣市政府的角色呢？現況和理想兩方
面都可以談。)

• Q5.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的特色和可以的改變為何？(教
學觀察、教學檔案、專業學習社群、行動研究、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

• Q6.三類人才的培(訓)課程和認證，有哪些特色？可再做甚
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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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05年版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規準(實踐參
考架構)，有何用途？
需要做如何調整和改
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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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版教師專業發展實踐參考架構

課程設計與教學

課程設計照課綱

目標選擇與組織

實施清晰又多樣

評量多元用途廣

班級經營與輔導

班級經營重規範

情境營造有溫暖

了解學生助輔導

親師溝通來幫忙專業精進與責任

專業精進先個人
規劃參與共分享
專業責任幫學校
社群整合有影響

教師
專業
發展

資料來源：張民杰老師



A層面的指標

A.課程設計與教學

A-1參照課程綱要

與學生特質明訂

教學目標，進行

課程與教學設計

A-1課程設計

2個檢核重點

A-2掌握教材內容，

實施教學活動，

促進學生學習

A-2教學清晰

4個檢核重點

A-3運用適切教學

策略與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A-3教學多樣

3個檢核重點

A-4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能

力，提供學習回

饋並調整教學

A-4評量回饋

3+1個檢核重點



B層面的指標

B.班級經營與輔導

B-1建立課堂規範，

並適切回應學生

的行為表現

B-1課堂規範

2個檢核重點

B-2安排學習情境，

促進師生互動

B-2學習情境

2個檢核重點

B-3了解學生個別

差異，協助學生

適性發展

B-3學生輔導

2個檢核重點

B-4促進親師溝通

與合作

B-4親師溝通

2個檢核重點



C層面的指標

C.專業精進與責任

C-1參與教育研究、

致力專業成長

C-1個人專業

2+1個檢核

重點

C-2參與學校事務，

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校務參與

3+1個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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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地 區
權 重
值

整 體
權 重
值

統計值

A-1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
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0.244 0.114

λmax=4.01
C.I.=0.003
C.R.=0.004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
習。

0.458 0.215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0.172 0.081

A-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
回饋並調整教學。

0.126 0.059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0.440 0.162
λmax=4.01
C.I.=0.005
C.R.=0.006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0.272 0.100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0.198 0.073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0.090 0.033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0.525 0.085 λmax=4.016
C.I=0.000
C.R.=0.000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0.475 0.077

指標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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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重點
地區
權重
值

整體
權 重
值

統計值

A-1-1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
並研擬課程與教學計畫或個別化教育計畫。

0.532 0.130 λmax=2.
000
C.I=0.00
0
C.R.=0.0
00

A-1-2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
教材。

0.468 0.114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
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0.263 0.120
λmax=4.0
03
C.I=0.001
C.R.=0.00
1

A-2-2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0.431 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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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重點
地區
權重值

整體
權 重
值

統計值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0.644 0.283 λmax=2.000
C.I=0.000
C.R.= .000<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0.356 0.157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
生互動與學生學習。

0.585 0.159 λmax=2.000
C.I=0.000
C.R.=0.000B-2-2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

的合作關係。
0.415 0.113

B-3-1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
解學生差異。

0.556 0.110 λmax=2.000
C.I=0.000
C.R.=0.000B-3-2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

學生適性發展。
0.444 0.088



23

接受教學觀察教師獲推薦比率較高的檢核重點 比率

A-2-2清晰呈現與講解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30.20%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發與
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27.55%

接受教學觀察教師獲推薦之檢核重點比率較高項目一覽表

接受教學觀察教師獲待改進比率較高的檢核重點 比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6.82%

A-3-3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3.90%

專業計畫所提成長需求的檢核重點 比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10.74%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0.17%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7.62%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7.35%

接受教學觀察教師獲待改進較需專業成長之檢核重點一覽表



高效能教師的七個成功訣竅
訣竅1：發展能連貫並連結學生學習進展的課程

訣竅2：運用策略、資源與科技促進學習

課程連貫又連結

呼應課綱展新頁

資源科技助教學

學生中心為策略

挑戰嚴謹當進階

學生經驗能跳躍

師生互動重思考

創意問題要解決

環境尊重又安全
互動流暢居功厥
檢視調整有回饋
評量指引教與學

資料來源：張民杰老師訣竅3：營造安全、尊重、組織良好的學習環境
訣竅4：提供能引導和提示教與學的檢視、評量和回饋(調)

訣竅5：安排具挑戰性且嚴
謹的學習經驗(調)
訣竅6：激發互動與重思考
的學習(調)
訣竅7：建構創意與問題解
決的文化(調)



•Q2.因應12年國教課綱的
推動，教師應有的專業發
展有哪些？

•實踐方案扮演的功能？
(總綱、領綱、社群、公
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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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與教師專業發展

26

一、新課綱實施要點與教專實踐方案

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12年國教之課程發展以「自發、互動、共好 」為理念，
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透過中央、地方、學校及教師共
同攜手，於現有基礎上精進課程教學之品質，並營造適
性友善的學習環境，喚起教師的熱忱及學生的學習動能，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創新思維共同形塑「成就每一個
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願景。

完善各項
資源整備

落實
課綱
配套
措施

推動素養導向
教學與評量

引動
課程
與教
學的
改變

推動主軸 自動。互動。共好

周延法規與組織

健全行政支援體系

活化課程與教學

開展學生學習潛能

充實資源與設備

完備學校基礎建設

落實12年國教課綱之精神

預
期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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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課綱柒.實施要點

1.課程
發展

•彈性多元課程
•課程評鑑
•反思與社群專業對話
•課程與教材教法實驗及創新

2.教學
實施

•多元適性之教學活動
•教師應引導學生
學習如何學習

4.教學
資源

‧鼓勵教師研發多元
與適切的教學資源
‧鼓勵學校自編校本特色
教材與學習資源。

3.學習評量
與運用

‧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
‧採多元形式評量(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檔案評量)

‧依學習評量結果診斷學生學習
‧調整教材教法與教學進度；提供學習輔導。

5.教師
專業發展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

✓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
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
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
行專業回饋。

‧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

✓需持續專業發展
✓支持學生學習
✓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

一、新課綱實施要點與教專實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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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

1.教師可透過領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究會、

年級或年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
跨校或跨領域的專業學習社群，進行

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
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參訪、線上學
習、行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公開分享與交

流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不斷提升自
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柒.實施要點五.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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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課綱實施要點與教專實踐方案



3.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

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

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
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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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要點五.教師專業發展
(一)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

一、新課綱實施要點與教專實踐方案



（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重點及內容

1.教師專
業成長

◎應用教學觀察、教學檔案
及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策略，聚焦教與學。

◎實踐公開授課及專
業回饋。

2.初任教
師輔導

◎薪傳教師諮詢輔導

◎薪傳教師資格與減

授課

4.專業人才
培訓認證
服務表現

◎初、進階專業回饋人員

◎教學輔導教師

◎三階講師

◎強化各類人才服務表現
3.教專成長
區域網絡

◎單一或跨鄉（鎮、市、區）教專成長區域網絡

◎地方輔導群，整合單位功能及在地人才庫。

5.教師
專業發展支
持作業平臺

◎系統性蒐集分析服務表現

與專業成長資料，含社群

運作、培訓認證、公開

授課&專業回饋等，據

以歸納專業成長重點。 教專
實踐
方案

一、新課綱實施要點與教專實踐方案

31



（一）精進教學計畫(融合實踐方案)之推動架構

推動人力
辦理方式

本部
課程與教學
推動重點

因應新課綱推動
強化教師對總綱/領綱(草案)理解

提升教師之素養教學與評量的能力
強化教師之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強化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運作

縣市
發展方向與
年度重點

精進教師教學能力

精進教學計畫(融合實踐方案)

政策方向

增能 工作 共備
研習 坊 觀議

領域教
學研究
會

學校社群
(原教專+精進)

課程
督學

輔導
團

課程

領導人
種子
人員

地方輔
導群

輔導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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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二）精進教學計畫(融合實踐方案)之推動主軸

1.落實12年國教課綱之精神與內涵

•強化地方政府及學校認知及理解12年國教課綱(總綱)

•提升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教師之課綱(領綱)實踐能力

2.提升教師教學與課程品質

•強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促進教師提升有效教學之專業能
力

•提升教師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能力

•強化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運作，協助校長及教師辦理
公開授課之專業成長

•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方案

33

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1.各縣市建置高中職輔
導團(課程中心)。

2.加強高中職階段及國
中小階段課程與教學
輔導支持體系之橫向
及縱向連結。

3.提供各級學校完備之
課程與教學輔導支持。

普（技）高

工作圈委員

各級學校（高中、國中、國小）

中央課程與教學
各學習領域輔導團
輔導員（中央團）

中央輔導群

委員

高中職課程輔導員
（或課程中心、

課程督學）

學（群）科中心
研究教師

（種子教師）

直轄市、縣（市）
國教輔導團(地方團)

地方輔導群

（三）高中職及國中小階段課程與教學輔導
支持體系之橫向、縱向連結體系架構及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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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地方國教輔導團

•106年度將支持學校及教師
落實12年國課綱理念與實
務之策略和行動列為推動
主軸。
•為學校及教師辦理推動新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之相關增能與研習、各領
綱之宣導與研習，以及領
域召集人相關研習。

•透過三階人才培育及認證
課程、工作坊等，對地方
國教輔導團進行再培訓。

1.國中小

（四）專業支持系統

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
諮詢教師團隊

•106年度將支持學校及教師
落實12年國課綱理念與實
務之策略和行動列為推動
主軸。
•為學校及教師辦理推動新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之相關增能與研習、各領
綱之宣導與研習，以及領
域召集人相關研習。

•透過三階人才培育及認證
課程、工作坊等，對地方
國教輔導團進行再培訓。

客製化的支持系統

•透過「推動國民中學教
師 自主活化教學」、
「協助偏鄉地區國民中
小學發展課程與教學」
及「亮點教師教學歷程
紀錄影片」，以及前導
學校、社群領導人、其
他專家學者等，多管齊
下建構服務到家的客製
化支持系統，支持學校
實踐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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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前導學校

•培力增能：行政與教學共
學精進
•前瞻引導：十二年國教課
綱 課務規劃與課程發展
•特色創新：強化學校課程
創新與特色發展
•區域共學：區域學校共學
交 流，前導攜手高優與促
進學 校共同發展

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課綱研修:建立十二年國教
課綱聯 絡人與國教院聯繫
機制，辦理十 二年國教課
綱研習，蒐集十二年 國教
課綱實施問題。
•素養導向:素養導向教學增
能研習 及示例研發
•教師社群:研究教師增能培
訓，建 立全國分區種子教
師專業社群。
•跨領域(科)課程:跨領域課
程設計 工作坊，學科中心
橫向策略聯盟， 學科中心
與國教輔導團縱向聯繫。

二代高優

•培力增能:促進學校十二
年國教課綱課程發展之
動能與知能

•諮輔共學:諮輔委員十二
年國教課綱課程發展之
培力增能

•專業陪伴:專家學者及實
務工作者的入校協助

•區域均衡:區域學校共學
交流，前導攜手高優學
校共同發展

•素養導向:素養導向種子
教師培力與工作坊規劃

•促進學校培力增能36

2.普通高中

（四）專業支持系統

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前導學校

•規劃試行
•課程發展及運作課程實
施之配套
•課程總體計畫書
•教材和教學研發
•推廣分享
•成果與經驗分享
•協助十二年國教
•課綱推廣
•面臨問題與建議

工作圈及群科中心

•教師專業增能課綱宣導
配套課程諮詢社群 專業
知能研習
•發展特色課程專精能力
課程多元能力課程 跨域
能力課程
•研發稀有教材
•盤點稀有教材
•編撰稀有教材
•協助教材送審

高職優質化

•課程規劃
•落實學校課程發展
•教學精進
•推動創新多元教學
•教師增能
•深化教師教學專業
•區域輔導諮詢
•組成區域聯盟學校

37

3.技綜高

（四）專業支持系統

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基本運作規範
1.每1社群至少3人
2.每學期至少運作3次
3.至少含備觀議課、
或公開授課&專業
回饋

鼓勵社群召集
(領導)人參加
社群相關培訓

專業人才培訓認(換)
證條件增列社群參與
或擔任召集人的條件

於精進計畫中規範社
群運作於作業平台
(https://atepd.moe.g

ov.tw/)公開資料。

社群推廣
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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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課綱教師增能之成長內涵或課程參考版

對象 專業社群對話與討論
專題分享（演講）

案例討論與分析 工作坊

社群
領導
人及
教學
研究
會召
集人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
綱的理解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領
綱的理解

認識新課程綱要的資源
（文件、影片及開放式
課程）運用

帶領討論對話的技巧

多元取向的教學模式與
評量

教師公開授課與教學精
進

自主學習的引導策略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
實務

帶領議課的實踐策略

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實施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協同教學
實地情境學習的規劃與實施
有效教學的設計與實施
引領課程、教學、評量方案
之規劃與實踐策略

教師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
綱的理解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領
綱的理解

多元取向的教學模式與
評量

教師公開授課與教學精
進

自主學習的引導策略

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實施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協同教學
實地情境學習的規劃與實施
有效教學的設計與實施

地方
輔導
群教
師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
綱實踐的問題與回應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領
綱實踐的問題與回應

協作學校推動新課綱的
規劃與作法

多元取向的教學模式與
評量

自主學習的引導策略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
實務

帶領議課的實踐策略
帶領討論對話的技巧

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實施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協同教學
實地情境學習的規劃與實施
有效教學的設計與實施
引領課程、教學、評量方案
之規劃與實踐策略 39



新課綱相關資源
公播版簡報 宣講影片 種子講師名單

檢核表

•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自我檢視清單

• 國民中學及小學推動十二
年國教課綱自我檢核表

課程實施手冊

•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已發布)
• 素養導向評量實施案例
• 彈性課程案例
• 學校課程計畫
• 學校排課模式與策略
• 社群共備觀議課的操作手冊 40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
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Resources Network，簡稱CIRN)

二、新課綱推動之實踐機制



•Q3.教師專業發展支持
平台，應如何建構，
以符合教師專業成長
等知需求？

41



◆規劃目標：數位服務統計分析專業發展資訊

◆規劃特色：

◆主動搜集Facebook等社群資訊，提供多元參考資料來源。

◆提供巨量多媒體儲存解決方案，便利教師專業發展應用參考。

◆整合教師專業相關活動資訊，協助多元教師專業發展。

◆規劃功能：
◆培訓認(換)證連結專業服務表現

◆公開授課&專業回饋支持系統

◆社群發展支持系統

◆學校輔導資訊分析系統

42

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10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支援多重帳號登入功能

支援多重帳號登入功能

教師專業發展
支持作業平臺

Facebook
帳號

Google 帳號
精緻網帳
號

全教網
帳號

Google+ YouTube
Google 
Drive

Google 
Doc

Facebook 原精緻網 全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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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支持多元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歷程紀錄 統計資料 成果報告

自訂專業發展
活動

自訂報名

自訂活動表件

自訂統計報表

自訂審查

自訂成果表件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範本

備課範本

觀課範本

議課範本

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範本

學習社群範本

其他範本

專業回饋人才認證範本

教學輔導範本

其他平台活動

Facebook

Google

Others

歷程紀錄 統計資料

地方輔導範本

44

10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規劃目的



Facebook 教專社群 Google 教專社群

網路爬蟲資料搜集

資訊

使用者

其他教專社群

45

主動搜集Facebook, Google等社群資訊

10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重要特色1

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教師專業
發展支持
作業平台

支持平台Facebook帳號

支持平台Google帳號

教育部主機

影音文件檔

帳號，個資
相關內容

使用者在原使用平台
加入本平台之帳號

本平台匯集所有
加入者於原使用
網站/平台之活
動資訊與紀錄

活動資料與記錄置放
於使用者原使用之平
台

本平台內部資料庫資
源，只置放涉及個資
資料，大量地節省了
儲存空間

46

巨量圖片、影音儲存的解決方案

10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重要特色2



跨地區、跨層級、跨角色…，提供政府、學
校、民間團體制定屬於自身特色、符合個別
需求的活動規劃空間。例如，自訂各項活動
之申請、傳送、審查等互動交流規則。

提供所有社群活動資訊的整合性行事曆。促
進備課社群、公開授課、揪團、研習等，橫
向聯結擴散、縱向層級交流互動。

47

教專活動資訊整合

10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重要特色3

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48

10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縣市端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台

三、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簡介

http://120.108.214.225/nantou


•Q4.地方政府在教師專業
發展扮演的角色為何？

•(PPT上談的是比較中央
的角色，地方縣市政府
的角色呢？現況和理想
兩方面都可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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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優質的教師專業發展

50

一、建立系統化教師進修體系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一、建立系統化教師進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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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教師生涯發展需求及各

教育階段的異質性，規劃教
師在職進修研習內涵

強化教師專業發展支持體系

的整合功能

發展教師在職進修研習內涵

依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及教師職涯階

段，規劃模組進修課程

依據不同階段別及任教領域，規劃

不同研習課程

連貫師資職前與教師在職進修研習

整合中央、地方、師培大學、學校

及專業組織

立法規範教師進修 修教師法，授權訂定教師進修制度

52

一、建立系統化教師進修體系



以實務為導向的進修型態與

方式

教育資源整合

多樣化策略支持

長期且連貫性的研習

短期進修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個人自主學習

整合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教師專

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資訊平臺、課程與教

學資源整合平臺

提升教師資訊素養與能力

發展與營造支持性的進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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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系統化教師進修體系



Q4.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的特色和可以的改變為何？

(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專
業學習社群、行動研究、教
學輔導教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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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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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行政、整合計畫、數位服務、專業實踐：

1.取消教師登錄與學校申辦作業，尊重地方政府規劃權責。

2.106學年度：先整合初任教師導入輔導計畫、教研中心計畫、
教育團體專業發展計畫，單一窗口行政作業。

3.107學年度：

(1)實踐方案四項核心任務─教學觀察、社群運作、培訓認證

服務表現、地方輔導群運作，融入國教署精進計畫，另整
合國教輔導組織體系含國教輔導團與地方輔導群；國教署
主政單一窗口申辦、撥款與核結。

(2)國教署與師資藝教司合作：計畫修正、任務整合與區分、

經費編列、編撰工作手冊、提供計畫撰寫所需參考資源、

審查。
56

（一）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簡介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取消評鑑，簡化行政，聚焦課堂省思實踐

原實施要點修正為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

要點」

1.專業發展資料系統性統計分析，歸納專業成長重點

2.透過教學觀察與社群運作落實省思實踐

3.擴大人才培訓強化服務表現，含初階、

進階、教學輔導教師、輔導夥伴及其輔導群

轉型
目的

轉型
依據

轉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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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簡介─作業要點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第一點：取消評鑑目的轉為強調同儕共學及提供實施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所需支持。

第二點：擴大補助對象，除原有各縣市政府、學術機構、教育團
體外，增列民間法人、團體。

第四點：取消各層級評鑑組織，並轉為與精進教學計畫之推動小
組整合；取消評鑑內容，轉為納入精進教學計畫之「提升
教師教學與課程品質」任務中。

第五點：將原有評鑑之內容、方式、實施與結果轉化為教師專業
成長(含教學觀察、教學檔案暨專業學習社群)，新增初任教
師導入輔導、專業成長區域網絡(含地方輔導群)，持續專業
人才(含初階專業回饋人員、進階專業回饋人員暨教學輔導

教師)培訓認證並增列其服務表現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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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簡介─作業要點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第六點：持續中央輔導群運作，明列輔導員辦理事項：教學觀
察(包括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協助學校上傳實踐歷程
資料至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簡稱平臺)、協助規
劃人才培訓認證、擔任社群召集人等。

第七點：新增明定實踐歷程資料上傳平臺，供系統性數據分析，
為專業成長參考。

第八點：將逐項任務計算補助轉為精進教學計畫之經費補助基
準(含專業成長、輔導人員、教專中心人事費、資本門等)。

第九點：增列資本門、業務費補助項目說明。

第十點：以擬具實踐方案經費需求表為申辦作業。

第十一點：維持經費請撥及結報內容。

第十二點：刪除成效考核，轉為甄選優良案例，並敘獎予專業
人才服務表現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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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簡介─作業要點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組
織

地方
輔導
群

1.至少完成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實體研習與輔導夥伴培訓
2.遴選輔導夥伴，組織輔導群，協助學校辦理備課、觀
課、議課、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素養導向教學與評
量等專業對話。

數
位

作業
平台

1.功能：社群運作歷程、公開授課&專業回饋、培訓認
證&服務表現、輔導歷程。

2.目的：系統性量化與質性資料分析、教師服務表現
情形、學校與縣市專業成長重點。

人
才

培訓
課程

1.強化專業學習社群知能培育
2.實務探討科目強化教學觀察案例探討
3.增列教學輔導教師換證課程

服務
表現

1.進階：擔任專業回饋人員，提供專業回饋意見。

2.教學輔導教師：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與執行教學輔導任務

3.輔導個別教師之教學輔導教師與薪傳教師之任務分配，應統

籌規劃，並以輔導初任教師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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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簡介－具體作為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1. 以縣市為核心，透過師培大學
帶動地方教育發展，協助中小
學教師專業成長。

2. 以縣市及中小學需求為主，聚
焦新課綱課程與教學，師培大
學師培中心結合校內教育學院
及相關系所資源，提供專業力
量支持縣市落實新課綱。

3. 推動中小學長期駐點服務，長
期陪伴、在地深耕及入校輔導
等，實踐師資培育大學社會服
務之責任。

自發 互動 共好

縣市政府
(行政協助)

師培大學
(專業支持)

中小學校
(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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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師培大學帶動地方教育發展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專業支持
Support

師培大學透過專業力
量，協助中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發展

找尋在地中小學
教學經驗豐富之
優秀教師成為合
作夥伴

陪伴增能
Empower

師培大學陪伴與支持
中小學建立及經營教
師社群。

專業培養
Develop

在地尋找
Explore

師培大學教授協助
培養在地中小學教
學人才

SEED
在地種子
教師社群
在地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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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師培大學帶動地方教育發展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推動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方案

1. 教師年資三
年以下者，
含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

2.為初任教師
辦理為期3
天之初任教
師導入輔導
研習

3.納入「教育新

趨勢及新課綱

介紹」、「資

訊教育備課及

教學技巧」、

「生活科技備

課及教學技

巧」、「資訊

融入教學」及

「領域教學」

4. 安排薪傳教
師為期3年
輔導與陪伴，
隨時提供諮
詢輔導

5.每半年由縣
市辦理一次
初任教師回
流座談，關
懷初任教師
於實際教學
現場與生活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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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不同職涯教師多元專業發展模式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多元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鼓勵教師針對

不同生涯，不

同議題組成不

同類型的學習

社群。

1

以學校本位為

核心的推動模

式，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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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不同職涯教師多元專業發展模式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對象：正式教職滿15
年以上或年齡達45歲
以上

社群內至少2/3以上
資源教師即可

4-12人組成與12年國
教相關學習主題社群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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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在職資深教師續航計畫

（三）提供不同職涯教師多元專業發展模式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
臺(CIRN)(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部、縣市政府 學校 教師

進修需求 進修現況

教專實踐方案辦理

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公開授課專業回饋紀錄

課程教學資源

偏鄉、活化教學、民間資源
輔導團業務專區

行政系統填報專區

落差連結

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實體研習資訊交流平臺

匯集教師個人研習紀錄
統計相關研習數據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習進修、教學圖書、教學影音

、標竿典範學習、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網站資源連結、教師專業

成長客製化系統

資
源
結
合

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的「校長教學領導」、「標竿典範」、「教學圖書」、「教學影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資源將整合進「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教學影
帶、標
竿典範
、網路
演講、
線上課
程等資
源用於
支持作
業平臺 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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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教學資源平台整合
二、完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67

Q6.三類人才的培(訓)
課程和認證，有哪些
特色？
可再做什麼改變？



參、專業回饋人才培訓與認證

68

一、培訓課程調整
二、認證簡化
三、強化專業實踐事項
四、強化取證後之回饋服務事項



一、培訓課程調整
•因應108年課程綱要之實施與教師專業發
展實踐方案轉型，調整專業回饋人才之培
訓課程，簡介如下：

（一）研習時數降低：（含線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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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類別 現行課程時數 原課程時數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 6小時（3門課） 22小時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
必修：12小時(3門課)

選修：6小時(2門課)
21小時

教學輔導教師儲訓 24小時（5門課） 55小時



（二）研習課程內容調整：
•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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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課程調整

現行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原課程
研習
時數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線
上
研
習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念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用（I）
專業成長計畫（I）

6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2
實
體
研
習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念
與評鑑規準

2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 6教學觀察與專業
回饋

3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用（I） 3

合計6小時
專業成長計畫（I） 1

合計18小時



•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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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課程調整

現行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原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 6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

用（II）
6

教學檔案製作與運用 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I） 6

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3 專業成長計畫（II） 3

合計12小時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 3

選修課程，不列入檢核

合計18小時課程綱要內涵與解析 3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1) 3



• 教學輔導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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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課程調整

現行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原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6

線
上
研
習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II)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
教學行動研究
人際關係與溝通

5.5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 3
實
體
研
習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II) 6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3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9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2) 3 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 6
教學行動研究 3 教學行動研究 6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 6 人際關係與溝通 3

合計24小時
認證規定與說明 0.5
合計36小時



（三）課程教材研發

因應108年新課程綱要之實施與教師專業
發展實踐方案的轉型，為使各類人才能夠
有更多元的教材、工具可以運用，故而在
現有的基礎上，進行延伸與開發相關教材
及增能課程：

1.教師協作-教學輔導案例輯（教材）

2.教學觀察APP：課室觀察系統之應用（課程）

3.高效能教師的教學觀察三部曲（課程與工具）

4.教學觀察實錄案例（教材） 73

一、培訓課程調整



•105學年度三個認證階段共有19個表
件，因應108年新課綱公開授課之內
涵，106學年度將各類認證表件簡化、
優化為4類11個表，對照表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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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簡化



二、認證簡化

認證
階段

新制認證使用表件 舊制認證使用表件

初階

1. 表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2. 表2、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工具
表2-1、觀察紀錄表

3. 表3、教學觀察(公開授
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
錄表

1. 教師自評表
2.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3. 教學觀察紀錄表
4.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5. 教學檔案評量紀錄表
6. 教師綜合報告表
7. 個人專業成長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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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簡化

認證
階段

新制認證使用表件 舊制認證使用表件

進階

1. 表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2. 表2、教學觀察(公開授課)工
具（表2-1、2-2二擇一）

表2-1、觀察紀錄表
表2-2、軼事紀錄表

3. 表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1. 教師自評表
2.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3. 教學觀察紀錄表
4. 軼事紀錄表
5. 選擇性逐字記錄表
6. 教學錄影回饋表
7. 省思札記回饋表
8.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9. 教學檔案評量紀錄表
10.教師綜合報告表
11.個人專業成長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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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簡化
認證
階段

新制認證使用表件 舊制認證使用表件

教學
輔導
教師

1. 表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2. 表2、教學觀察(公開授課)工
具
（表2-3~2-6四擇二，可一次觀
察採用兩種工具）

表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2-6、佛蘭德斯(Flanders)
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3. 表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4. 表4、輔導報告
表4-1、輔導計畫
表4-2、平時輔導紀錄表
表4-3、輔導案例紀錄表

1. 教學輔導計畫
2.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3. 軼事紀錄分析表
4. 語言流動觀察技術量化分析表
5. 在工作中觀察技術量化分析表
6. 教師移動觀察技術量化分析表
7. 佛蘭德斯 (Flanders)互動分

析法觀察技術量化分析表
8.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9. 教學輔導教師輔導活動紀錄
10.教學輔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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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專業實踐事項

• 106學年度起專業回饋人才與教學輔導教

師認證要求除原有的教學觀察與教學輔導

之外，更強化了教師專業實踐事項：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
由各縣市政府、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等單位
決定審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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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專業實踐事項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認證：

（一）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
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
（或備課、觀課、議課），給予
對話與回饋至少1次。

（二）開放任教班級，公開授課至少1次。
（三）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

間至少達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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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專業實踐事項

•教學輔導教師認證：

（一）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
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或備課、
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回饋至
少2次。

（二）協助輔導實習學生、初任教師、新進
教師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師，時間
達12週以上。

（三）開放任教班級，公開授課至少2次。
（四）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並具

有學校核發之證明者。(註：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不限類別，領域召集人、
學年主任等，皆可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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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取證後之回饋服務事項

•取得認證後，教師及校長可以協助推動下
列服務事項：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一）參與學校公開授課

（二）提供授課教師專業回饋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一）參與學校公開授課

（二）提供授課教師專業回饋

（三）積極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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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取證後回饋服務事項

•教學輔導教師：

（一）積極領導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二）協助輔導實習學生、初任教師、

新進教師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師
（三）發揮教師領導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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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取證後回饋服務事項

•因教學輔導教師證書效期為十年，期滿需換
證，換證之教學輔導事項條件如下：

• 教學輔導教師於持有證書期間獲邀擔任教學輔導
教師，且完成下列兩項相關教學輔導事項之一，
並由學校出具證明者，得參與換證回流研習後換
發證書：

（一）完成2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分別達12週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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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1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達12
週以上，且另外完成下列事項之ㄧ
者：

• 進行創新教學研究、行動研究、教學輔導或
教師專業相關主題論文，並發表於研討會、
論壇、出版之期刊或專書1次以上。

• 進行學校以上層級之公開授課5次以上。

• 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召集人或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召集人1年以上，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1年以上。（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不限類別，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等，皆可
屬之）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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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學輔導教師符合上述兩種條件之一，
則可經校內相關會議審議推薦，並繳交輔
導事項證明資料，審查通過且完成換證回
流研習後，得換發證書。

•換證後，證書延續10年有效，並應持續進
行課程與教學輔導等專業實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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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換證計畫對象：

• 98年度以前（含98年）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認
證資格之現職中小學教師。

• 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師之意願，並經學校推
薦，且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 含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

•相關年度對照表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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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取證後回饋服務事項
取證年度 證書失效年度

92 108（換證計畫實施1年後）
93 108（換證計畫實施1年後）
94 108（換證計畫實施1年後）
95 108（換證計畫實施1年後）
96 108（換證計畫實施1年後）
97 108（換證計畫實施1年後）
98 108
99 109

100 110
101 111
102 112
103 113
104 114
105 115
106 116



輔導夥伴具體任務

實踐→宣導

備觀議課與專業回饋、參

與社群或任召集人、培訓

認證&服務表現、素養導

向教學與評量等

熟稔&善用作業平台

輔導紀錄、公開授課&
專業回饋、培訓認證&
服務表現、社群運作

協助作業平台系統性蒐
集專業成長歷程資料

系統性分析歸納學校/
縣市專業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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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實踐方案在促進教師的專業成
長，推動12年國民教育，讓學生具備核心素

養，成為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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