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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方向與規準 

宣導說明會-花蓮場次 

議程表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二、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花蓮縣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三）協辦單位：宜蘭縣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三、會議地點：花蓮縣自強國民中學 3 樓會議室 

四、會議時間：105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五、會議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 

09:00-10:30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劃理

念與方向 

花蓮市明義國小 

吳惠貞校長 

10:30-12:0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精緻版）

說明與解析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教授 

12:00-12:30 綜合座談 丁一顧教授/ 

吳惠貞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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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規劃理念與方向

教育部 師資藝教司

中華民國105年5月

主講人：花蓮市明義國小

吳惠貞校長

簡報大綱
壹、規劃背景

貳、規劃理念定位

參、願景與目標

肆、規劃與措施

伍、推動的成果

陸、教專挑戰與突破

柒、結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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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劃背景

民國94年，研擬

「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評鑑實施計畫〈草案〉」

民國95年正式實施。

教專10年
民國95年�105年

一、前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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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為什麼要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5

只因為是國家政策?

NO

國家建設靠人才，人才培育賴良師，

良師興國

良師是教育成敗的關鍵人物。

6

教師是「靈魂工程師」、是知識教導及育人的職業，

教師專業素質影響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教師素質決定了國家的未來，簡以言之「良師興國」。

5



二、教學是一種反思性實踐的智慧

7

教師專業成長的公式

Experience

reflec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沒有反思的經驗是狹隘的經驗，

至多只能是膚淺的知識。
教育心理學家
波斯納
(M.I.Posn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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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模式 => 教專評的流程

9

計畫與
準備性

教與學
實踐性

反饋與
評價性

控制與
調節性

課後
反省性

集體教學反思

精髓：
合作、分享、對話、回饋、省思、成長

在交流互動中認識和改變自己

過程：
共同備課、議課、觀課、評課

作用：
幫助教師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與支持

對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提升教學品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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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實踐合理性

形塑教學的專業工作

成為學習型專業教師

11

三、教專形塑集體反思教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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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專
同儕評鑑

13

規準討論

教學觀察
三部曲

教學檔案
評量

教專專業
學習社群

專業成長
計畫

好老師

好的教學・有效教學

集體反思教學

專業對話

專業省思

專業回饋

團體動力
專業成長

四、十二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14

9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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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

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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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

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自發

(本體觀)

互動

(認識觀)

共好

(倫理觀)

15

啟發
生命潛能

陶養
生活知能

促進
生涯發展

涵育
公民責任

願
景

理
念

目
標

107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對教師的專業期待

五五

16

• 107年國教課程之總綱：教師專業實踐力
• 教育思潮與態樣

1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教師的專業能力

1.課程
發展

2.教學
實施

3.學習
評量與
運用

4.教學
資源

5.教師
專業發
展

6.行政
支持

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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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適性之教學活動

• 教師應引導學生學習
如何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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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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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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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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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之大學
(1)宜培養領域/群科/學程/科目所需師資
(2)調整其課程與教學
(3)積極與研究機構、中小學學校建立
夥伴關係，共同研發教材教法。

17

18

定貳、規劃理念定位

1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理念定位

一一

19

教
育
環
境•

認
識

教
師
特
質•

理
解

12年國教要成功，教學必須改變

教師是專業人員，需要專業成長

繫社會正義，必須普遍優質
教師
素質

專業希自律自主，提供 進修由下
而上

教學工作極複雜，需要社群合作

王也會孤單，需要專業支持

教師評鑑有學理及國際經驗可循

教師人數極龐多，端賴制度引導

教室
孩子

(

一)

回

應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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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教師評鑑結果不作為教師成績考核或
續聘與否之依據。

21

評鑑結果
的運用

(二)教師法-第十七條之一 修正草案

績效考核

專業成長計畫

(三)專業教師攜手共同專業成長

教學困難
不適任
教師

專業熱情教師蓄積待發教師

陪伴

轉換

• 專業人員的責任
專業人員，有自我專業成長的責任，並有對我群-專業團體共同成長的責任

• 評鑑歷程：評鑑－輔導－成長
鼓勵優秀專業熱情教師，熟悉評鑑策略、引導專業對話與省思等知能，

藉以帶動蓄積待發之教師，協助教學困難之教師，共同專業成長，

引動教育熱情，讓他們也能成為專業熱情、優秀的教師。 22

13



專業
對話

專業
省思

團體
動力

集體教學反思

專業
回饋

專業
成長

23

(四)專業教師的核心價值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是什麼?

二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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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的
評鑑工作。

其過程乃運用評鑑的原理原則，以科學方法、
有系統地蒐集教師教學相關表現的事實性資料。

進行分析與評估，以便了解教師有效教學與專
業成長的真正需求。

提供由下而上之教學精進與專業發展的協助。

增進教師專業職涯發展、確保學生最適的
受教福祉。

25

三部曲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架構圖

15



規準
討論

教學
觀察

檔案
評量

成長
計畫

教

事實

學

現

場資

料

教師
教學

學生
學習

三部曲
1.觀察前
會談

2.教學觀察
3.觀察後
回饋會談結果

分析

(三)評鑑歷程

共同
備課

公開
觀課

團體
議課

動力
成長

教

事

實

學

現

場

資

料
教師
教學

學生
學習

(四)教專社群

16



想要 需要

學生學習。教師教學

(五)教師專業成長

有效的教與學

(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歷程

備 課 觀 課、議 課 專業成長
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教專
社群
共同
備課

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觀察三部曲

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觀察三部曲

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檔案評量

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檔案評量

3.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討論、教學觀察、教學檔案
3.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討論、教學觀察、教學檔案

結
果
資
料
•
專
業
需
求

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回饋會談

對話省思、分工合作

具體資料的教學回饋、省思

證據本位：

1.及時
回饋
教與學

2.規劃
實施
專業
成長

專業對話、專業回饋、專業省思、專業成長

所有過程聚焦在教與學的事實資料，
提升專業信念 (資料�資訊�知識�實踐智慧) 30

17



参、願景與目標

一、願景

教專引領教學翻轉

32

教專喚起專業自覺自律自主

教專省思教學，翻轉教與學

教專擴大翻轉與創新的可能

教師相互陪伴，路更穩更遠

18



二、目標

33

營造學校重教與學對話的教師文化

建構教師專業發展的相互支持平台

提供由下而上的教師專業成長機制

肆、規劃與措施

19



教師專業標準

一一

35

(一)教育部公布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36

20



(二)十大教師專業標準
2.具備領域/學科知識及相關教學知能
3.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
4.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

5.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
6.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
7.掌握學生差異進行相關輔導

8.善盡教育專業責任
9.致力教師專業成長
10.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

1.
具
備
教
育
專
業
知
識
並
掌
握
重
要
教
育
議
題 37

教師
專業
表現

教師
專業
表現

課程
設計與
教學

課程
設計與
教學

班級
經營與
輔導

班級
經營與
輔導

專業
精進與
責任

專業
精進與
責任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規準與指標(105年版)

二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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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39

4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工具(105年版)

3層面、10指標、25+3檢核重點、評定等級
與行為描述

教師專業標準

3層面、10標準、29檢核重點

2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組織運作

三三

41

教育部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辦公室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縣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會

全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小組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學校

共識決定

共識決定

共識決定

提供：
專業意見
供決定參考

專家諮詢會議

提供：
專業意見
供決定參考

專家諮詢會議

中
央

地
方

學
校

42

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

23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人才培育

四四

43

學校

輔導委員

教育部

中央輔導群

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地方輔導群

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地方輔導伙伴

教學輔導教師

中
央

地
方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網
站

(一)諮詢輔導人員

44

24



45

(一)
•評鑑作業輔導

(二)
•一般教學輔導

(三)
•學科教學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地方輔導夥伴

地方輔導團
高中職學科中心

(二)評鑑人員

初階評鑑人員

進階評鑑人員

教學輔導教師

46

1.多元角色：評鑑人員、評鑑作業輔導、教學輔導
2.有關學科教學輔導與 合作進行學科輔導團

教學輔導

25



(三)學校領導人才培訓

47

校長教學領導

校長主任年度研習

教專社群召集人

各類講師培訓

輔導幹部共識營

(四)行政領導人才

48

推動會委員研習營

地方政府科長共識營

地方政府督學培訓營

教專中心行政人員研習

26



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
簡稱精緻網

五五

49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站

申辦
審查

線上申請
學校

地方政府

初審
線上初審

地方政府

實地初審

實地複審
本部

初階、進階
評鑑人員、
教學輔導教
師研習、認
證
初階、進階
評鑑人員、
教學輔導教
師講師培訓

依各層面
評鑑結果
擬訂專業
成長計畫
個人、學
校、縣市
之個別
性、整體
性專業成
長規劃

自主評鑑
定期評鑑
觀察前會談
教學觀察
觀察後會談
評鑑規準
層面
A:課程設計
與教學
B:班級經營
與輔導
C:研究發展
與進修
D:敬業精神
與態度

教師教學
評鑑歷程
檔案模組
及省思回
饋
教與學之
知識統整、
分享、應
用及創新

人才培訓
認證
登錄

諮詢
輔導

評鑑
實施

經費與
監控分析

專業
成長
計畫

•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作業之資訊化、數位化、e化
• 具備各項作業分析功能，以服務為導向的互動平台

e-portfolios
知識管理

中央輔導
群、地方
輔導群、
輔導委員、
夥伴與學
校之配對
機制
輔導紀錄
填報與分
析

本部核定
地方政
府、學校
各項推動
經費運用
控管及核
結追蹤
經費投
入、配置
與各項成
果產出之
監控分析
(如下頁模
組)

50

網站期能提供教師、學校、地方政府，免重覆填寫、系統自動帶出
資料、自動彙整與分析，以減輕便利行政工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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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的成果

高中職 16 29 54 144 206 293 378 429 477 492

國中 31 49 67 116 129 167 212 314 399 499

國小 126 163 174 354 455 568 633 828 1,117 1,441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參
與
校
數

學年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一、參與學校校數

52

101學年度�104學年度
成長：1,209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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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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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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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295
24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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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校數比率(%)

53

95學年 96學年 97學年 98學年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總計

比例
4.4% 6.2% 7.6% 15.9% 19.6% 26.4% 38.4% 40.3% 51.3% 64.24%

4.4% 6.2% 7.6%

15.9%

19.6%

26.4%

38.4%
40.3%

51.3%

64.24%

比
率

學年

101學年度�104學年度
成長：25.84%

二、參與教師人數

54

95學年 96學年 97學年 98學年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高中職 527 1,097 2,305 4,622 9306 14,912 19,019 30,722 31,425 31929

國中 605 1,484 2,271 3,629 3,688 4,806 6,392 11,010 12,642 15084

國小 2313 3,514 4,124 7,349 8,718 10,811 12,124 17,710 23,585 29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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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90

67,652

5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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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29

21,712

15,600

8,700
6,0953,44

5

101學年度�104學年度
成長：39,3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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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教師比率

55

104學年

總計

比例
1.6% 3.0% 4.3% 7.7% 10.5% 14.8% 18.3% 29.2% 32.8%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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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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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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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31021011009998979695

101學年度�104學年度
成長：18.2%

三、104學年度評鑑與輔導人才

56

初階評鑑人員 進階評鑑人員 教學輔導教師

人數 65,059 13,696 2,099

輔導委員 地方輔導群 地方輔導夥伴

人數 151 249 832

教專社群
召集人

人數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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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甄選優良示例、典範擴散

典範縣市：特優3件、優選2件、佳作1件。

典範學校：特優5件、優選7件、佳作13件。

優良教學檔案：特優11件、優選21件、佳作79件。

優良教專社群：甄選，甄選國小優等6件，佳作9
件；國中優等4件，國中佳作7件

縣市團體績優獎：特優2件、優等2件、佳作6件。

57

陸、教專的挑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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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專的挑戰

一一

59

教學的改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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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專的突破

二二

61

未來教育部業務重點
一.擴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訓

二.精緻：補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三.輔導「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四.鼓勵採用「105年版」評鑑規準

五.加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果的
審查、分析及正用(專業發展)

六.擴大補助專業學習社群(及效益)

七.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

八.甄選典範擴大影響：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專業學
習社群、教學輔導教師、典範學校、典範縣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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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我
們
的
目
標
與
理
想

建構一個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
在地、本土、專業的教師評鑑制度

開闢一條幫助教師專業化的近(進)路，
一個專業評鑑歷程的專業共同成長

提供一個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平台
讓教師彼此聚焦在有效教學的專業對話、
專業省思、團體動力成長。

營造一個關注教與學的教師文化

善用評鑑結果資料，
提供：由下而上的教師專業成長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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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同儕的陪伴

65

教師
志業熱情

走得遠 走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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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精緻版）說明與解析

資料來源：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主講人：精緻版規準說明與解析小組

1

105年教育部參考版(精緻版)

• 精緻化：3個層面、10個指標、28個檢核重點（含
3個選用）【4 個層面、18個指標、73個檢核重點】

• 符膺國際趨勢：我國教師專業標準【州際新任教
師評估及支持聯盟(INTASC)、全美專業教學標準
委員會(NBPTS)

• 關注學生學習

• 有學理依據

• e 化

• 應用師資培育：職前、導入、在職

• 結合12年國教課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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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十大教師專業標準

教師
專業
表現

教師
專業
表現

課程
設計與
教學

課程
設計與
教學

班級
經營與
輔導

班級
經營與
輔導

專業
精進與
責任

專業
精進與
責任

1.
具
備
教
育
專
業
知
識
並
掌
握
重
要
教
育
議
題

2.具備領域/學科知識及相關教學知能

3.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

4.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

5.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

6.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

7.掌握學生差異進行相關輔導

8.善盡教育專業責任

9.致力教師專業成長

10.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

3

教師專業標準之效益及功能

師資培育
大學規劃
職前師資
培育課程

師資培育
大學中小
學/幼兒園
安排師資
生實習輔
導與評量

教育主管
機關辦理
教師甄選
及精進教
師專業成
長措施

教師專業
發展單位
辦理教師
專業成長
活動

教師終身
學習及落
實教師自
我專業成
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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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精緻版）三層面

A.
課程設計與

教學

B.
班級經營
與輔導

C.
專業精進
與責任

5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精緻版）構成圓餅圖

10個指標、28個檢核重點（含3個選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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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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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
學習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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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4個指標

7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指標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層面4個指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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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指標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層面2個指標

9

精緻版指標 vs. 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A1課程設計 標準1教育專業（A,B,C均有）

A2教學清晰 標準2學科知能

A3教學多樣 標準3課程設計

A4多元評量 標準4教學策略

B1課堂規範 標準5學習評量

B2學習情境 標準6班級經營

B3了解學生 標準7了解學生

B4親師溝通 標準8專業責任

C1個人專業 標準9專業成長

C2學校事務 標準10協作與領導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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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
本體論

互動
認識論

共好
倫理論

有意願、有動力

A層面是「自發」
本體觀，課程設計
與教學就是要重視
學生學習的主體性
，設計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適性課程與
多元評量。

有方法、有知識

B層面扣緊「互動」
認識觀，與環境、
學生和家長互動，
藉此傳達知能讓學
生認識自己與世界、
關懷他人與社會，
進而學習團隊合作。

有善念、能活用

C層面扣緊「共好」
倫理觀，藉由教師
自我成長，學校發
展，我好，你好，
大家好，營造圓融
美滿、更美好的教
育社群與生活。

精緻版規準與12年國教課綱基本理念的結合

11

好老師的圖像V.S.精緻版規準

• 聽聽學生的聲音─除了人格特質外，好老師的圖像
是……？

• 我常看到老師辛苦的備課。（A1）

• 我覺得老師編輯的講義簡明易懂。（A1）

• 我能清楚瞭解老師上課講解的學習內容。（A2）

• 我能經由老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瞭解學習的重點。（A3）

• 我喜歡老師的活潑有趣的教學，讓我樂於學習。（A3）

• 老師能針對我們不懂的地方，不厭其煩地重新講解與練習。（A4）

• 還有……………。（B1、B2……）

12

42



評鑑規準的學理依據
• R. W. Tyler(2013)提到的課程目標、課程選擇、課
程組織和課程評鑑，就呈現在指標A-1、A-4中

• G. D. Borich 提出的有效教學指標，包括：教學清
晰、教學多樣、教師任務導向、學生參與程度、學
生成功比率、班級經營、學習氣氛、高層次的思考
表現(郝永崴譯，2014)，則呈現在指標A-2、A-3、
A-4、B-1、B-2中。

• Gagné(1985)的教學九大事件：引起注意、揭示目
標、喚起舊經驗、呈現教材、引導學習、引出表現、
提供回饋、評量表現、促進保留和遷移，也包含在
A層面多項的指標和檢核重點之中。

13

精緻版指標 vs. 學理依據

A1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課程發展

A2教學清晰 有效教學

A3教學多樣 有效教學

A4多元評量 多元評量、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

B1課堂規範 有效教學、班級經營

B2學習情境 有效教學、班級經營

B3了解學生 適性輔導

B4親師溝通 班級經營、親師溝通

C1個人精進 教育研究、專業發展

C2學校事務
教師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學
校行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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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

15

有效教學的指標

國內學者張世忠以美國學者波立（Borich，1988）的歸納

做修正，共有六項教師行為可以作為研判有效教學之依據。

教學的明確性（clarity）

教學的多樣性（variety）

教學的任務取向（task-orientation）

投入教學的程度 （engageme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成功的班級經營（success class management）

師生互動關係（mutual interactio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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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 Tomlinson（1999）指出差異化教學是一種為了
滿足教室內多種學習者的需求，老師策略性計
畫的觀念。

• 持續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調整（課程中的）
內容、過程和評量，以回應學生在學習準備度、
興趣與學業成就上的差異。

• 差異化教學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不同能力、興趣、
學習風格以及經驗背景的學生創造多元的學習
途徑。

17

「主動出擊」的教室管理策略
資料來源：張新仁主編，2010，班級經營－教室百寶箱

�開學前事先釐清對學生行為表現的期望。

�把期望轉換為班級公約和規定事項。

�佈置教室環境。

�掌握開學頭幾天的管理契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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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維護教室管理的正常運作。

1.隨時監督班級動態。

2.及時暗示與制止不當的行為。

3.靈活運用獎勵與懲罰。

4.維持教學活動的順暢進行。

� 營造和諧的班級氣氛。

� 重視師生有效的溝通。

� 充分運用學生分組，交付責任。

� 獲得家長的合作與協助。
19

親師溝通不只是導師和家長的溝通，也
包括教師和兒童親人等的溝通，以至全體
學生家長和全校教職員的開會溝通；溝通
的內容不只是教育意見的交流，也包括教
育實施的配合(蘇清守，1996：頁142)。

親師溝通與合作親師溝通與合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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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評估自己常用的親師溝通管道

非面對面溝通管道

�信件、基本資料

�聯絡簿

�簿本、學習單或考卷簽名

�通知單班級通訊

�電子郵件與網路
(LINE,facebook)

�電話

�學生個人學習檔案

�其他

面對面溝管道

�家長會（學校日）

�家庭訪問

�家長主動拜訪

�學校活動

�非正式見面

�其他

那類家長適合哪一種溝通管道？
那些事件適合哪一種溝通管道？

我的親師溝通滿意度如何？
21

善用溝通的策略和技巧-1
• 建立與家長的夥伴關係用語示例

(一)歡迎家長

• 1.我今天很高興您能夠加入，和我一起合作。（面談）

• 2.很高興有機會和您分享小孩(家長的孩子)的進展（面談）

• 3.感謝家長願意撥冗參加親師座談，今天座談的目的是～
～座談的程序是～～（親師座談）

• 4.我是小孩的老師，很高興有機會和您一起談談小孩的表
現。（面談、電話）

(二)強調正向

• 1.分享你看到小孩的優勢(用過去的事件)、個人特質、學
業表現(用評量的資料)

• 2.我們運用學生內容標準作為引導，小孩能夠做…..

• 3.這項作業顯示了小孩在OO方面有特殊的表現……

22

47



善用溝通的策略和技巧-2
• 建立與家長的夥伴關係用語示例

(三)特定成長的領域

• 1.您對小孩進展的關心在哪些事項？您在家裡看到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 2.我注意到小孩在什麼地方有些困難？

• 3.這項作業顯示，有時候他會……

(四)計畫下一步驟，讓我們一起來……

• 1.所以，我們為了孩子，訂定的目標是…

• 2.有一項您可以在家裡幫忙的事項是…..

• 3.假如怎樣的話，孩子他會變得如何呢？

（五）分享給學生和持續進行

• 1.我們將把這個計畫和小孩分享，讓他看到我們的合作？

• 2.我將每兩個星期和您做一次聯絡，看事情進行得如何？打電話的時
間何時較佳？

資料來源，修改自：Gless, J. & Braron, W. (1988).Formative Assessment Materials,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In Moir, E.(Ed.),The New Teacher Center Formative 
Assessment System. California, Santa Cruz: New Teacher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a.

23

教師領導的效益

�Katzenmeyer 和 Moller（2009）
�提升專業效能感。

�留住卓越教師。

�強化生涯發展。

�改善自我表現。

�影響其他教師。

�增強教師績效責任。

�克服對革新的抵抗。

�維持變革的持續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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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領導發展的背景與相關理論

研究者 發展階段
第一期

（1970年代
末期起）

第二期
（1990年代）

第三期
（本世紀初期）

鄭燕祥
（2004，
2006）

追求學校效能
的三波浪潮

學校內在效能
表現 學校外在效能 學校未來效能

Silva, 
Gimbert & 

Nolan（2000）
教師領導內涵

三階段
僅限於教室範

圍
擔任行政職務
課程發展領導

者

組織再造與文
化創新的領航

者

Hargreaves
（2000）

教師職能轉換
四階段 前專業期 自主專業期

夥伴專業期 後專業期

25

教師領導發展的背景與相關理論

• 分布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

• 平行領導（parallel leadership）

• 建構領導（constructivitist leadership）

• 參與式領導（participative leadership）

• 教師增權賦能(teacher empowermen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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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意涵
�專業學習社群的內涵：核心要素
（丁文祺，2007；林劭仁，2006；林瑞昌，2006；楊智先，2007；DuFou ＆ Eaker,
1998; Roberts ＆ Pruitt, 2003/2006）

� 省思對話

� 關注學習

� 分享實務

� 協同合作

� 共享價值

互動、討論；
反省與批判性的思考。

學生學習成效；教師自身
持續不斷的學習與成長。

分享、討論與溝通。

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習。

建構共同的願景與價值；
凝聚社群的向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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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精緻版）指標介紹

A課程設計與教學
（4個指標、13個檢核重點）

A-1課程
(目標、選擇與組織)

A-2教學清晰
(前、內容、活動、後)

A-3教學多樣
(教法、學習、互動)

A-4評量
(運用、回饋、調整、補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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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A 課程設計與教學層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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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
標、選擇與組織）

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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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目標）

• A-1-2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選擇與組織）

檢核
重點

29

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
學生學習。（教學清晰─前、內容、活動、後，
較側重於Borich的直接教學，佛蘭德觀察技術可知）

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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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ubel有意義的學習：
先導組織）(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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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A-2-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
內容。(活動)

•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後)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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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
助學生學習。（教學多樣─教法、學習、互動，
較側重於Borich的間接教學，佛蘭德觀察技術可知）

指標

•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教法)

• A-3-2教學活動中能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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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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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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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運用、
回饋、調整、補充）

指標

•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運用)

•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回饋)

•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調整)
• A-4-4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補充)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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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精緻版）指標介紹

B班級經營與輔導
（4個指標、8個檢核重點）

B-1班級規範
(建立、回應)

B-2情境營造
(安排、氣氛)

B-3了解學生
(分析、運用)

B-4親師溝通
(教師、學生)

33

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B 班級經營與輔導層面

• 呼應諸多學者（例如：F. Jones）所探討的班級
經營兩大主軸（Edwards, 2004）：

• 1.建立班級結構（課堂規範和學習情境）：班
級的規則和程序、班級情境與氣氛的營造。

• 2.建立人際關係（了解學生和親師溝通合作）：
師生關係、親師關係。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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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
行為表現。（班級規範─建立、回應）

指標

•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建立)

•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回應)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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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情
境營造─安排、氣氛）

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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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 B-2-2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氣氛)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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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
發展。（了解學生差異─分析、運用）

指標

• B-3-1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解
學生差異。(分析)

• B-3-2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學
生適性發展。(運用)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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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親師溝通─教
師、學生）

指標

• B-4-1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明教學、
評量與班級經營理念及做法。(教師)

• B-4-2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其
他表現情形，促進家長共同關心和協助學生學
習與發展。(學生)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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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精緻版）指標介紹

C專業精進與責任
（2個指標、7個檢核重點）

C-1個人
(專業精進規劃、參與、分享發表)

C-2團體
(學校事務、學習社群、發揮影響力、社

區資源)

39

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C 專業精進與專業責任層面

• 首先從個人專業精進做起，再到協助同儕、社群和
學校的專業責任，也是學者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主
要關注的面向。

• 例如：B. M. Harris的專業成長理論，共分為5個層
次：知道（知識）、探究（理解）、試驗（形成
技能）、建立（應用）、決定（內化）（Harris,
1986）。從知道某個教學行為開始，到我能適應它、
完善它，成為我的教學風格，廣泛地、經常地使用，
並擴大使用、發展資源檔、和同事分享知識與技巧。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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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個人─專業精進規劃、參與、分享發表）

指標

• C-1-1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並確實執行。
(專業精進規劃)

• C-1-2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
融入專業實踐。(參與)

• C-1-3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選
用）(分享發表)

檢核
重點

41

規準（精緻版）指標與檢核重點
• 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團體─學校事務、學習社群、發揮影響力、社區
資源）

指標

• C-2-1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政事務，建立
同儕合作關係。(學校事務)

• C-2-2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話、合作、
分享與省思，促進學生學習與學校進步。(學習社
群)

•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促進
同儕專業表現。(發揮影響力)

• C-2-4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
的夥伴關係（選用）。(社區資源)

檢核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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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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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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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好比健康檢查

教專評鑑---規準--評估教學—
專業成長

健康檢查---指標--評估健康--
養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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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

• 討論

請選擇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討論其內涵說明、

與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

• 分組方式：可分成5組或10組討論。

• 分享討論結果

• 講師歸納：講師示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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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5 年版）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50040254 號函發布 

總說明 

壹、發展歷程

教育是臺灣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代，確保競爭優勢的施政重心，教師專業能力與表現

更是確保學生學習品質的關鍵。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

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於民國94年底完成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以下簡稱教專評鑑)實施計畫的研訂，95年開始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因應學校辦理需求，及基於校本規準原則下，96年本部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規準」，架構包含4個層面、18項指標、73個參考檢核重點，供學校參考選

用。101年為加強整合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並協助教師從學生學習角度省思

教學的有效歷程，修訂發布規準架構仍維持4個層面、18項指標，參考檢核重點減少為

69個，並增列「參考檢核重點」的「內涵說明」，期具體引導教師以評鑑規準作為教學

省思改進之思考路徑與策略。 

鑑於教育專業不斷精進，評鑑規準亦須與時俱進，才能有效導引教師專業的持續精

進與發展，本部長期綜整教專評鑑運作經驗、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對評鑑規準的意見

與建議，持續對評鑑規準的架構與內涵進行檢討。同時，為回應各界對教師評鑑入法的

期待，自103年2月起即組成修訂評鑑規準錨定小組，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105年2月15日臺教師(三)字第1050018281號函發布)內容，以專業、簡明、可行為原則，

啟動101年版規準的修訂工作；103年7月完成草案，於高雄市、屏東縣「校長及教師專

業發展中心」擇定學校進行試作，提供回饋意見。104年續邀各縣(市)政府「校長及教

師專業發展中心」廣為試辦採用；105年初，依據前述歷經1年半之試辦實作經驗，邀請

專家學者、教學實務工作者綜整修訂意見，本部計召開五次諮詢會議，完成「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以下簡稱105年版規準)之研訂。 

貳、概要說明

105 年版規準計有 3 個層面，A 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有 4 項指標，分別聚焦於課

程設計、教學清晰、教學多樣、多元評量；B 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也有 4 項指標，分

別關照課堂規範、學習情境、學生輔導、親師溝通；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則有 2 項

指標，包括個人的專業精進，以及對學校的校務參與，合計 10 項指標。10 項指標之下，

每項指標再分別包含 2 至 4 個檢核重點，共計 28 個檢核重點。 

105 年版規準的每個指標和檢核重點的理念基礎，除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

指引」，並參考國內多位學者發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外，也符合國外許多學者的

學說理論。例如：R.W.Tyler 提到的課程目標、課程選擇、課程組織和課程評鑑，就呈

現在指標 A-1、A-4 中；G. D. Borich 提出的有效教學指標，包括：教學清晰、教學多

樣、教師任務導向、學生參與程度、學生成功比率、班級經營、學習氣氛、高層次的思

考表現，則呈現在指標 A-2、A-3、A-4、B-1、B-2 中；而 R. M.Gagné 的教學九大事件：

引起注意、揭示目標、喚起舊經驗、呈現教材、引導學習、引出表現、提供回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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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促進保留和遷移，也包含在 A 層面多項的指標和檢核重點之中。B 層面班級經營

與輔導所包含的 4 個指標，呼應 F. Jones所探討的班級經營兩大主軸，一則在建立班級

結構(課堂規範和學習情境)，一則在建立人際關係(了解學生和親師溝通合作)；而 C 層

面專業精進與責任的兩個指標，首先從個人專業精進做起，再到協助同儕、社群和學校

的專業責任，也是學者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主要關注的面向。 

同時，為強化 105 年版規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依證據本位原則，描述「內涵說

明」與新增的「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內容，供學校進行規準研討與具體操作之參考。

另學校亦可基於校本精神，校內教師與學生表現之需求，酌增檢核重點(至多二個)，併

隨增列其內涵說明，及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評定等級分為三級：「推薦」、「通過」

與「待改進」，其中「推薦」係指受評教師之卓越表現足供推薦進行校內、外之經驗分

享，而「資料來源」說明評鑑方法可來自教師自評、教學觀察或教學檔案，各種觀察工

具均可運用。另外，本部特於「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中，設計數位化的評鑑資料

分析，以 105 年版規準中的「檢核重點」為單位，協助學校、地方與中央政府規劃基於

評鑑結果的專業成長計畫，並據以辦理專業成長活動。 

綜上，105 年版規準相對於 101 年版規準的 4 個層面、18 項指標、69 個參考檢核重

點，更為精簡、邏輯清楚、條理分明，且具有厚實的學理與實務實作基礎，並與本部發

布的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彼此之間密切呼應。以下簡要比較 105 年版規準內容與 101 年

版規準之五項修正重點： 

一、調整評鑑規準層面：由 4 個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

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調整為 3 個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

輔導、專業精進與責任。 

二、減少評鑑指標與檢核重點的數量：由 18 項指標、69 個參考檢核重點，精簡為

10 項指標、28 個檢核重點(包含 3 個選用檢核重點)。

三、強化檢核重點之內涵說明：原「參考檢核重點」修訂為「檢核重點」，並針對

各項評鑑指標與檢核重點的關鍵名詞，提供清晰簡要的概念內涵說明。

四、明確化評定等級的行為表現：針對「推薦」、「通過」、「待改進」等 3 個表現等

級，適切提供表現行為描述，以引導教師逐步精進個人的專業能力與表現。倘

以「優良」、「滿意」、「待改進」為評定表現等級，則比照類似說明。

五、數位化專業成長規劃：以網站分析功能，以「檢核重點」為分析單位，具體引

導教師專業成長重點，並輔以數位化專業成長資源。

教專評鑑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與表現為目的，本案 105 年版規準以學生學習為

核心，加強融合有效教學與教師評鑑學理研究，期協助教師藉由評鑑歷程持續精進，

並發揮教師的專業影響力，以促進學生公平與卓越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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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簡要表 

層

面 
指標 / 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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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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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1-2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 �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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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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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2-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 �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 �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 �

A-3-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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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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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 � �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 � �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 � �

A-4-4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程。(選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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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 � �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 �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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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 �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解學生差異。 � �

B-3-2 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 �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明教學、評量與班級經營理念及

做法。 
� �

B-4-2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其他表現情形，促進家長

共同關心和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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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1-1 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並確實執行。 � �

C-1-2 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 � �

C-1-3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選用） � �

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 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政事務，建立同儕合作關係。 � �

C-2-2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促進

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 
� �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表現。 � �

C-2-4 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夥伴關係。（選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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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5 年版)

層

面 

指標/ 

檢核重點 
內涵說明 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 

資料來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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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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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綱要：指教育部訂頒之

課程綱要內容，與該領域、

階段、年級有關之能力指

標、核心素養或學習重點。

2. 學生特質：指與學生身心特

性及學習背景相關之資訊。

(1) 身心特性：如身心障

礙、資賦優異等。

(2) 學習背景：如先備知識

與能力、起始行為、學

習風格、學習態度、學

習優劣勢、學習需求、

社區或族群文化等。

3. 課程與教學計畫：指依據任

教領域課程綱要所擬定之該

學期教學計畫(含單元名

稱、進度、評量方式等)與單

元教學活動設計(含教學目

標、學生特質分析、教材分

析、教學資源運用、教學活

動設計、學習評量說明等)。

4. 個別化教育計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指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所

稱。係運用團隊合作方式，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

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特殊

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所列

事項：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整學期任教領域之

教學計畫及教學觀察單元

之教學活動設計。

2. 評定等級：以任教領域教學

計畫之完整性與教學目標

符合課綱、學生學習特質之

程度為重點。分「推薦」（即

「優良」）、「通過」（即「滿

意」）、「待改進」等三個表

現等級。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計畫內容完整，並

有一般及特殊學生的

特質與需求分析，或

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有完整該學期課程教

學計畫及教學觀察單

元之教學活動設計。 

□待改進：未能提供完整的該

學期課程教學計畫

及教學觀察單元之

教學活動設計之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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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

況及需求評估。

(2) 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

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3)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

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

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

準。

(4) 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

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

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5) 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

務內容。

A-1-2 依據

教學目標

與學生需

求，選編適

合之教材。

1. 教學目標：指教師所提供教

學檔案之整學期及單元教學

目標。

2. 學生需求 :指考量任教班級

學生能力、興趣、態度等學

習需求的差異性。

3. 選編教材：指選用、改編、

撰寫之合適教材；其範圍得

包括校本課程教材、教科書

及相關補充書籍、教學影

片、學習單等教學媒材。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所選編之授課教材

內容資料。

2. 評定等級：以教師所選編教

材之內容與份量，符合教學

目標及學生學習需求之程

度為主要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選編之教材內容完

整(含學生學習需求

分析、教學目標、教

材內容、教具、學習

單等)，或有其他優異

表現。 

□通過：能依據教學目標選編

教材，且教材內容與

份量能考量大多數學

生的學習需求。 

□待改進：未能依據教學目標

選編教材，或所選

編教材內容與份量

不符合學生學習需

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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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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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連結：指教師教學能適切複

習先備知能以連結新的學

習、或授課內容能善用契合

學生生活經驗之實例。

2. 舊知能(先備知能)：指先前

已經學過且與即將學習之單

元有關之必要知識或技能。

3. 生活經驗：指學生日常生活

的共同性經歷，包含食、衣、

住、行、育、樂等。

4. 引發學習動機：指課堂教學

之初，能設計可引起學生學

習興趣與動機的作為。

5. 維持學習動機：指在教學過

程中，能運用有效教學技

巧，使學生持續參與學習。

6. 補充說明：建議評鑑人員於

教學觀察前會談，先了解課

程設計的脈絡，與受評教師

討論如何做好有效連結。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的連結，以及學生學習動

機之引發與維持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在教學初

與過程中，能有效連結學生

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且

能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

機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靈活運用生活經

驗或相關故事、影

片、實物等教學資

源，引發與維持學生

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或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教師於教學初及過程

中，能設計引發與維

持學生學習動機之教

學活動，且能適切連

結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 

□待改進：未能設計引起學生

學習動機之教學活

動，或教學中未能

適切連結學生新舊

知能或生活經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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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晰呈現：指能循序漸進的

提示教材內容重點，包含正

確的知識與技能、教學內容

不偏離主題，並能善用語

言、文字、圖表或其他方式

呈現教材，適時補充新知，

協助學生了解學習重點。

2. 概念：指教師能清楚呈現該

單元所要學習的重要概念

（屬性、特徵、或條件），並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教材內容呈現的清

晰度，以及協助學生習得重

要概念、原則或技能之行

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清晰呈

現教材內容，並協助學生習

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之

程度為檢核重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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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舉正例和反例，幫助

學生掌握該概念。 

3. 原則：教師能清楚解說該單

元所要學習的原則之由來，

並進一步多方舉例並引導學

生學習，以熟悉該原則。

4. 技能：指教師對該單元所要

學習之技能，能以條列呈現

步驟、清楚示範每個步驟如

何進行，並提供練習或實作

機會，以精熟該技能。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善用語言、文

字、圖表等方式，有

條理呈現教材或示範

步驟，適時補充新

知，多方舉例與練

習，或有其他優異表

現。 

□通過：教師授課時能有條理

呈現教材，不偏離主

題，傳達正確的領域

知識與技能，教導學

生習得重要之概念、

原則或技能。 

□待改進：未能有條理呈現教

材、傳達正確的領

域知識與技能，或

教導學生習得重要

之概念、原則或技

能。 

A-2-3 提供

適當的練

習或活

動，以理解

或熟練學

習內容。

1. 適當的練習：指運用紙筆、

口語、操作性、精熟性或延

伸性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

精熟學習內容。

2. 適當的活動：透過探究、實

驗、情境模擬、角色扮演、

問題解決等延伸性活動，讓

學生理解學習的內容。

3. 補充說明：教師在提供學生

實作或練習時，可透過個

別、小組、全班或其他方式

進行。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提供學生練習或延

伸性活動，以及學生理解或

熟練該學習內容之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在教學過

程中，能提供學生適當的練

習或延伸性學習活動，以協

助其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善用書寫、口語

或操作等練習或延伸

性學習活動，有效引

導學生理解與精熟學

習內容，或有其他優

異表現。 

□通過：在教學活動中能提供

學生練習或延伸性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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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引導學生理

解或精熟學習內容。 

□待改進：未能提供適當的練

習或活動，引導學

生理解或精熟學習

內容。 

A-2-4 完成

每個學習

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

總結學習

重點。

1. 適時：指學生在完成一部份

的學習重點後，或在一堂課

結束前。

2. 歸納：指統整或綜合某部份

的學習重點。其方式可由教

師歸納或引導學生歸納學習

重點。

3. 補充說明：為加深學生學習

印象，建議於課堂中與課堂

結束前，適時歸納學習重

點；可由教師複習，或引導

學生總結該堂課的重點內

容。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完成

每個學習活動後，歸納或總

結學習重點，以及學生學習

反應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在完成每

個學習活動後，皆能適時歸

納或總結學習重點，協助學

生回憶與統整之程度為檢

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有效引導學生回

憶與統整所學內容，

或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於每完成一項學習活

動後或在該節課結束

前，能由教師或引導

學生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 

□待改進：於每完成一項學習

活動後或在該節課

結束前，皆未能由

教師或引導學生歸

納或總結學習重

點。 

� �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

適切的教

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

1. 適切的教學方法：指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除講述之外，

適時採用提問、討論、練習、

小組討論、示範、操作或發

表等不同的教學活動，促進

學生參與學習，達成學習目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運用教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之

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運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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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標。 

2. 思考：指教師運用佈題、發

問、兩難情境或學生觀點差

異比較、預測答案等方式，

引導學生進行理解、應用、

分析、評鑑、創造等高層次

思考。

3. 討論：指經教師引導後，能

促進學生參與討論的行為，

包含師生討論、小組討論

等。

4. 實作：指在模擬或真實情境

中，進行演練、報告、展演、

實驗、操作、創作等。

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之程度為檢

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靈活運用發問、

討論、練習、小組討

論、示範、操作或發

表等方法，引導學生

思考、討論或實作練

習，或有其他優異表

現。 

□通過：能配合教學目標，適

切運用兩種以上教學

方法，促進學生參與

學習。 

□待改進：未能配合教學目標

適切運用教學方

法，引導學生進行

思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

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

略的指導。

1. 學習策略：包括一般性學習

策略與特定領域學習策略兩

種。

(1)一般性學習策略：指不限

定於某一學科領域，皆可

適用的學習策略。如：複

述、組織、心像、意義化、

注意力集中、找重點、學

習監控與調整等。

(2)特定領域學習策略：指語

文(閱讀、寫作)、數學、

自然、社會、藝術等學習

領域，各有其獨特適用的

學習策略。例如閱讀的

「理解策略」、寫作的「計

畫策略」、數學的「解題

策略」等。

2. 補充說明：學習策略指導的

重點在教導學生「學習如何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提供有效學習策略

指導之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針對一

般性或特定領域之教學，提

供有助於學生學習理解或

學會如何學習等學習策略

指導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針對一般性學習

策略或特定領域學習

策略，提供有助於學

生學會如何學習的學

習策略指導，或有其

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適切提供有助於學

生學習理解的學習策

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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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引導學生有效學習。 □待改進：未能提供有助於學

生學習理解的學習

策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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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口語溝通：指說話時能注意

音量、速度、咬字、語調、

句讀、避免口頭禪等，並運

用語氣變化，提示學生學習

重點。

2. 非口語溝通：指運用肢體語

言、表情、動作、眼神等方

式，向個別或全班學生明確

傳達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訊

息。

3. 教室走動：指教學過程中，

教師能走動巡視全班，以掌

握全班學生的學習情形。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運用口語、非口

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之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靈活運

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

等溝通技巧，提示學習重點

與維持全班學習投入之程

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靈活運用各種溝

通技巧，掌握與維持

全班學習投入狀況，

或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適時運用口語、非

口語、教室走動等行

為，提示學習重點或

引導學生投入學習。 

□待改進：未能適時運用口

語、非口語、教室

走動等行為，提示

學習重點或引導學

生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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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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運用

多 元 評 量

方式，評估

學 生 學 習

成效。

1. 多元評量方式：指教師在教

學過程中，能運用筆試、口

試、表演、實作、作業、報

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

晤談、實踐、自評或同儕互

評等評量方式，蒐集學生學

習成效的資訊。

2. 學習成效：指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所展現的學習行為，包

括學習參與、互動表現、學

一、教學觀察：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能運用多元評量方

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行

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運用多

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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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習慣與探究行為，亦即不

限於傳統紙筆考試的成績，

而是重視實作及生活應用能

力的養成，例如學習「動機」

與「興趣」、學習「參與」與

「分享」、學習「態度」與「習

慣」、學習「方法」與「策略」、

學習「成就」與「表現」、學

習「自主」與「自信」的養

成或提升。 

3. 評估學習成效：指在學生學

習一部份重點後，或一堂課

結束前，教師能以集體或個

別口頭問答、上黑板練習、

座位上習作、小組實作、口

頭報告等不同方式，及時檢

核學生是否學會預定的學習

內容。

並能搜集多元資訊、

多面向地檢視學生學

習成效，或有其他優

異表現。 

□通過：能適時採取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待改進：未適時採取多元評

量方式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 

二、教學檔案：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運用多元評量方

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內

容資料。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運用多

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並有搜集多元資訊、

多面向地檢視學生學

習成效之歷程資料，

或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有呈現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之內容資料。 

□待改進：未呈現運用多元評

量方式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之內容資

料。 

A-4-2 分析

評 量 結

果，適時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饋。

1. 分析評量結果：指依據形成

性及總結性評量(如：A-4-1

所述多元評量方式)結果，分

析學生的學習優劣勢、錯誤

類型或迷思概念，提出可發

展或可改善策略。

一、教學觀察：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能分析評量結果，

適時提供學生適切學習回

饋之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分析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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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時提供：指教師在進行新

進度前，能根據先前的評量

結果給予回饋，例如試卷或

作業批閱後，新進度未開始

前，先即時檢討；實作或發

表後，能立即提供肯定鼓勵

及成長建議。

3. 適切的學習回饋：指在分析

評量結果後，能適時提供積

極性學習回饋，包括口頭或

書面等方式，個別性或整體

性的回饋，鼓勵與協助學生

依個人能力，設定下一步努

力目標。

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正向

的學習回饋之程度為檢核

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在教學中能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

饋，充分激發學生的

學習信心，或有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能分析評量結果，並

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

學習回饋。 

□待改進：未能分析評量結

果，適時提供學生

學習回饋。 

二、教學檔案：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分析評量結果，適

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

饋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分析評

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

的學習回饋之程度為檢核

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分析學生的學習

優劣勢、錯誤類型或

迷思概念，提出可發

展或改善策略，或有

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分析評量結果，適

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待改進：未能分析評量結

果，適時提供學生

的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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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根據

評 量 結

果，調整教

學。

1. 調整教學：指教學方式、教

學策略、教材、教學進度或

教學目標的調整。

2. 補充說明：當教學歷程中發

現學生未了解或多數錯誤

時，能及時重新講解、澄清

或改變教學方式、策略或提

供不同教學素材，以協助學

生達成學習目標。

一、教學觀察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能根據評量結果，

調整教學之行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根據評

量結果，適切的調整教學之

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改變的教學適切有

效，能確實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或有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能根據評量結果調整

教學。 

□待改進：未能根據評量結果

調整教學。 

二、教學檔案：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能根據評量結果，

調整教學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根據評

量結果，適切的調整教學之

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省思與調整教學

策略或提供必要的補

救教學措施，或有其

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根據評量結果調整

教學。 

□待改進：未能根據評量結果

調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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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運用

評 量 結

果，規劃實

1.充實性課程：指能針對學習能

力較強，學習進度明顯超前的

學生，於教學過程中或課後提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依據評量分析結果，對

學生所規劃實施之充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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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充 實 或

補 強 性 課

程。(選用) 

供加深、加廣的教材或課程。

2.補強性課程：

(1)透過形成性評量，了解學

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習

困難，於課堂上進行即時

性的補救教學。

(2)對學習成就已有相當程

度落後之學生，採抽離班

級的方式進行補救教學。

3.補充說明：能針對特殊需求學

生尋求專業諮詢和協助，提供

必要之特殊教育服務。

或補強性課程設計(含教

案、教材與學習單等)等相

關資料。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依據評

量分析結果，對學生進行充

實性或補強性課程設計(含

教案、教材與學習單等)，

且有具體實施成效之程度

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有具體的實施成

效，或有其他優異表

現。 

□通過：能依據評量分析結

果，對學生進行充實

性或補強性課程設計

(含教案、教材與學習

單等)與實施。 

□待改進：未能針對有需求的

學生規劃與實施充

實性或補強性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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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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

立有助於

學生學習

的課堂規

範。

1. 課堂規範：指師生基於班級特

性和學習需要，經由講解說明

或公開討論，建立合理合法的

課堂約定事項。如自治組織、

班級公約、獎懲制度、作業繳

交、學習參與等。

2. 補充說明：

(1)課堂規範的建立，無論導

師或科任教師均有其需

要，非僅是導師的職責。

(2)課堂規範可以成文或不成

文（口頭約定或默契）的

形式呈現。

(3)課堂規範的建立，應以對

學生學習有助益為前提，

而非僅是從教師教學便利

的角度著眼。

(4)課堂規範建立與執行的過

程中，應重視學生參與，

以逐步提升學生自發與自

治的能力。

一、教學觀察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運用課堂規範之行

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適切運

用課堂規範，促進學生表現

正向學習投入行為之程度

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靈活運用課堂規

範，掌握與維持全班

秩序，促進學生表現

正向學習投入行為，

或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適切運用課堂規

範，維持學生上課秩

序與投入行為。 

□待改進：未能適切運用課堂

規範，維持學生上

課秩序與投入行

為。 

二、教學檔案：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有關課堂規範之形成歷

程、內容及實施情形等資

料。

2. 評定等級：以能提供班級課

堂規範之形成歷程、具體內

容及實施成效之程度為檢

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有課堂規範形成歷

程記錄，並提供促進

學生表現正向學習之

成效事蹟，或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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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表現。 

□通過：能提供班級課堂規範

之具體內容及實施事

蹟。 

□待改進：未能提供班級課堂

規範之具體內容或

實施事蹟。 

B-1-2 適

切引導或

回應學生

的行為表

現。

1. 行為表現：指學生在課堂中表

現出「可預期」或「非預期」

的各種行為表現。

2. 引導：指教師能採用正向的管

教策略，覺察並預防學生負向

行為的產生。

3. 回應：指教師能適時且合宜的

處理學生在課堂中的行為表

現，包括適時增強正向行為表

現，及時導正負向行為。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引導、回應學生正

向與負向行為之情形。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適時引

導或增強學生正向行為，並

合宜處理學生負向行為，促

進學生積極參與學習之程

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促進學生積極參

與學習，或有其他優

異表現。 

□通過：能適時引導與增強學

生正向行為，並合宜

處理學生負向行為。 

□待改進：未能適切引導與增

強學生正向行為，

或合宜處理負向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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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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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環境與設施的安排：指因

應教學需要，對教學場域、學

習情境、教學設備、學生座位

或隊形等，進行適當的安排。

能配合單元目標與教學內容

佈置教室情境。

2. 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指老師

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教學環境與設施的

安排與運用，以及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習之情形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配合單

元目標與教學內容，適切安

排與運用教學環境與設

施，以促進師生與同儕互

動、課堂學習活動進行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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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以及學習活動的進行。 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配合單元目標與

教學內容佈置教室情

境，促進師生互動與

學生學習，或有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能顧及學生安全且適

切安排與運用教學環

境與設施，以促進師

生互動與學習活動。 

□待改進：未能適切安排與運

用教學環境與設

施，以促進師生互

動與學習活動。 

B-2-2 營

造溫暖的

學習氣

氛，促進

師生之間

的合作關

係。

1. 氣氛營造：指配合班級常規、

教學方法與學生特質，形塑師

生之間溫暖的班級學習氣氛

及人際關係。

2. 溫暖：指師生或學生同儕之間

能相互尊重、彼此關懷與支

持、友善且公平對待、提供正

向期望等。

3. 合作關係：指師生與學生同儕

之間能維持友善、和諧、互助

合作、榮辱與共之關係與班級

凝聚力。

1. 檢證來源：觀察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營造溫暖之班級學

習氣氛與人際關係，以及師

生與學生同儕間相互合作

情形。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營造相

互尊重、彼此關懷與支持、

公平對待學生與正向期望

之班級氣氛，並展現師生與

學生同儕之間相互合作關

係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展現師生與學生

同儕之間友善、和諧

與互助合作之關係，

或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營造相互尊重、彼

此關懷與支持、公平

對待、正向期望之班

級氣氛與人際關係。 

□待改進：未能營造相互尊

重、彼此關懷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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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平對待學生

與正向期望之班級

氣氛與人際關係。 

B-3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

立並分析

學生輔導

的相關資

料，了解

學生差

異。

1. 學生差異：指學生在成長背

景、身心狀況及行為表現等面

向的獨特性與多樣性。

2. 建立：指教師透過蒐集、晤

談、觀察、紀錄等方式，組織

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

3. 分析：指依據所建立的學生輔

導資料，了解學生差異，覺察

學生的輔導需求。

4. 相關資料：包括學生基本資料

及輔導資料

(1)基本資料：如學生個人背

景資料、學習表現相關資

料等。

(2)輔導資料：如晤談資料或

個案輔導紀錄表等。

5. 補充說明：

(1)輔導資料須重視學生隱

私，應以匿名呈現。

(2)科任教師可自導師處取得

學生的個別基本資料。

(3)科任教師可就任教的班級

特性、焦點學生(係指高關

懷學生、特殊需求學生、

重點輔導學生、低學業成

就學生等)，建立基本資

料。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學生輔導(含學習、生

活與生涯輔導等)相關資料

之建立與分析，以及瞭解學

生間差異之情形。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蒐集、

建立與分析全班與個別學

生的基本與輔導相關資

料，並持續更新，以瞭解與

掌握學生間差異之程度為

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充分了解班級學

生之獨特性與焦點學

生之輔導需求，或有

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蒐集、建立與分析

全班或個別學生的基

本資料與輔導相關資

料(含學習、生活與生

涯輔導等)，並持續更

新。 

□待改進：未能蒐集、建立與

分析全班或個別學

生的基本資料與輔

導相關資料(含學

習、生活與生涯輔

導等)，或未持續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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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運

用學生輔

導的相關

資料，有

1.引導適性發展：指依據所建立

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進行適性

輔導，引導學生探索自身的優勢

與潛能，透過學習、生活或生涯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運用學生輔導(含學

習、生活與生涯輔導等)相

關資料，以及引導學生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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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引導學

生適性發

展。 

輔導，協助學生建構未來學習發

展方向。所謂適性輔導包含： 

(1)對於全體學生的發展性輔

導。

(2)針對經發展性輔導仍無法

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

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

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

等學生的介入性輔導。

(3)針對經介入性輔導仍無法

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

難、行為偏差，或重大違

規行為等學生的處遇性輔

導。

發展之情形。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運用已

建立之學生輔導(含學習、

生活與生涯輔導等)相關資

料，適切提供發展性、介入

性或處遇性輔導之程度為

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提供焦點學生介

入性或處遇性輔導，

並有具體成效，或有

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運用已建立之學生

輔導相關資料(含學

習、生活與生涯輔導

等)，提供全班或個別

學生適性發展輔導。 

□待改進：未能運用已建立之

學生輔導相關資料

(含學習、生活與生

涯輔導等)，提供全

班或個別學生適性

發展輔導。 

B-4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

用多元溝

通方式，

向家長說

明教學、

評量與班

級經營理

念及做

法。

1.多元溝通方式：指採取下列各

種管道進行親師溝通：

(1)會議：班親會、家長日或

學校日等。

(2)書面文件：班訊、聯絡簿、

書信、成績單、學生生涯

檔案等。

(3)電子通訊：電子信箱、班

級網頁、網路社群、通訊

軟體等。

(4)會談：家庭訪問、到校晤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與家長多元溝通方式與

具體作為等相關資料。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運用書

面、口語、電子通訊、會談

等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

明教學、評量與班級經營理

念及作法之程度為檢核重

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有完整紀錄，或有

其他優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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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電話聯繫等。 

(5)其他。

2.補充說明：開學後一個月內，

教師能利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

長說明，包括：課程規劃、教

學計畫、教學內容、班級經營

理念與作法、班級規範與獎懲

規定、輔導與管教學生方式、

對於學生的學習期待、教學與

評量的理念與作法、希望家長

合作的事項等，並了解家長的

期望，適時蒐集家長意見。

□通過：能運用兩種以上多元

溝通方式與家長互

動，並適切說明教

學、評量與班級經營

等相關理念及作法。 

□待改進：未能運用多元溝通

方式與家長互動，

或未向家長說明教

學、評量與班級經

營等有關理念及作

法。 

B-4-2 通

知家長有

關學生在

校學習、

生活及其

他表現情

形，促進

家長共同

關心和協

助學生學

習與發

展。

1. 通知：指運用下列方式與時機

進行：

(1)方式：利用通知單，或

B-4-1 的多元溝通方式。

(2)時機：指教師在平時、學

期開始及結束、學校重大

活動、特殊事件發生時，

與家長進行互動保持聯

繫。

2. 學習表現：如課堂習作、校內

外各項競賽、評量結果、出席

紀錄與學習態度等。

3. 生活表現：如日常生活表現、

獎懲紀錄等。

4. 補充說明：

(1)科任教師，可主動聯繫家

長，或與導師、輔導教官

合作，進行相關聯繫。

(2)通知學生表現時，應使用

正向的語言，以促進與家

長合作，共同協助學生學

習成長，避免僅在學生發

生負面表現時才聯繫家

長。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

表現相關資料，以及能促進

家長關心與合作之具體作

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適時通

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表現

情形(含學習、生活及其他

表現等)，並促進家長共同

關心與合作，以協助學生學

習與發展之程度為檢核重

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有完整紀錄，或有

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之具體成效，或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能適時通知家長有關

學生在校表現情形

(含學習、生活及其他

表現等)，以促進家長

共同關心與合作。 

□待改進：未能適時通知家長

有關學生在校表現

情形(含學習、生活

及其他表現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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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能促進家長共

同關心與合作的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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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 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1-1 規

劃個人專

業成長計

畫，並確

實執行。

1. 個人專業成長計畫：指下列與

教師個人有關之成長計畫：

(1)依據自評結果，針對未達

基準項目，經由與評鑑人

員討論後訂定。

(2)依據他評結果，針對待改

進或經建議須改善之項

目，與評鑑人員或教學輔

導教師討論後訂定之成長

計畫。

(3)依據評鑑或省思結果，針

對個人欲精進項目，經由

與同儕討論或自行訂定。

2. 確實執行：係指針對個人擬定

之專業成長計畫進行檢核，以

了解實際執行情形是否符合

需求。

3. 補充說明：所有教師皆須進行

專業成長，若評鑑結果已達基

準，則應針對個人欲精進部分

規劃、執行。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規劃專業成長計畫

並確實執行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個人專業

成長計畫之完整性(應包

含：專業成長項目、成長目

標、實施期間、實施方式、

協助人員、檢核人員等)，

確實執行並進行計畫檢核

(應包含完成日期、完成效

益等) 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保有完整紀錄，或

有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能完成個人專業成長

計畫並能執行且進行

檢核。 

□待改進：未能完成個人專業

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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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參

與教育研

習、進修

與研究，

並將所學

融入專業

實踐。

1. 教育研習、進修：係指個人主

動或接受學校指派參加之一

般性研習與進修活動。

2. 教育研究：指行動研究、專業

學習社群、課程發展委員會、

領域課程小組或教學研究

會、協同教學、特色課程規劃

等有關教育研究。

3. 專業實踐：指與學生學習有關

事務(包含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或學校行政)

之實踐，尤其是能將所學應用

在提升班級經營與教學效能。

4. 補充說明：教師應將進修或研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參與教育研習、進

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

業實踐，提升學習成效之具

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確實參

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

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之

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參與教育研究並

有將所學融入專業實

踐之具體成效，或有

其他優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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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內容加以轉化，應用於提

升班級經營與教學效能，以促

進學生學習。 

□通過：能參與教育研習與進

修，並將所學融入教

學應用。 

□待改進：未能將教育研習與

進修所學融入教學

應用。 

C-1-3 分

享或發表

專業實踐

或研究的

成果。（選

用）

1. 分享：指於校內外相關教學會

議或研習中，與教育同仁分享

個人經驗或研究成果。

2. 發表:指在學報、期刊、行動

研究、教案甄選、論文研討會

等，用文字、圖像或口語等方

式呈現研究成果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分享或發表專業實

踐或研究成果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透過校

內外相關教學與研習場

合，或各種期刊、雜誌，分

享與發專業實踐或研究成

果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分享或發表數量每

年 2 次以上，或研究

成果曾獲獎，或有其

他優異表現。 

□通過：近 2 年內，曾在校內

外各種教學與研習場

合或期刊雜誌，分享

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

究成果。 

□待改進：近 2 年內，未曾在

校內外各種教學與

研習場合、或期刊

雜誌，分享或發表

任何專業實踐或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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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 參

與學校相

關教學、

輔導或行

政事務，

建立同儕

1. 教學事務：指與課程教學相關

之事務，如：指導學生參與學

科或藝文競賽；完成命題工

作、擔任教學演示；擔任學科

領域召集人、專業學習社群召

集人、教學輔導教師或實習輔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參與學校相關教

學、輔導或行政事務之具體

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確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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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

係。 

導教師等。 

2. 輔導事務：指與學生學務、輔

導之相關事務，如規劃或執行

友善校園、健康促進、全民體

育、社教活動等之宣導；或參

與學校認輔工作；或指導校

隊…等。

3. 行政事務：指兼任學校行政工

作或協辦行政事務，如兼任副

校長、秘書、主任、組長、科

主任、學年主任、級任導師、

午餐秘書、幼兒園行政等。

4. 同儕合作關係：指參與教學、

輔導或行政相關事務工作，樂

於投入、提出建言、與他人合

作、分享支持，以提升教學或

行政效能。

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

政事務，且能建立同儕合作

關係並展現成果之程度為

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具體展現參與或

合作成果，或有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除參與學校教學相關

事務之外，亦能參與

輔導或行政之相關事

務，且能建立同儕合

作關係。 

□待改進：僅參加學校教學相

關事務，未參與輔

導或行政事務、或

未建立同儕合作關

係。 

C-2-2 參

與教師專

業學習社

群，持續

對話、合

作、分享

與省思，

促進學生

學習與學

校發展。

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基於

共同願景或任務組成社群，旨

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達成學

生學習成效。其運作方式十分

多元，包括共同備課、教學觀

察與回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

饋)、同儕省思對話、建立專

業檔案、案例分析、主題經驗

分享等。

2. 學生學習：指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所展現的學習行為，包括學

習參與、互動表現、學習習慣

與探究行為，亦即不限於傳統

紙筆考試的成績，而是重視實

作及生活應用能力的養成。

3. 學校發展：指學校在教育專

業、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課

程發展等層面，不斷精進發

展。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促進學生學習與學校發

展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參與專

業學習社群，持續與同儕對

話、合作、分享與省思，促

進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的

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能促進學生學習或

學校發展，或有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能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持續與同儕對

話、合作、分享與省

思。 

□待改進：未能參與專業學習

社群、或未能持續

與同儕對話、合

作、分享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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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發

揮教師專

業影響

力，支

持、協助

與促進同

儕專業表

現。

1. 專業影響力：是指教師能透過

個別輔導、學年、領域、社群

等專業合作方式，發揮教師領

導功能，對同儕產生互動發

展。

2. 支持、協助與促進：對於初

任、新進或有成長需求的教師

給予支持、協助，幫助其專業

成長；對於有經驗或自願成長

教師給予支持、鼓勵，激勵其

專業發展並分享經驗；對於教

學有困難的教師，提供指導，

協助其解決問題，進而形塑共

學、共好、共榮之學校文化氛

圍。

3. 專業表現：是指教師能展現課

程教學設計、有效教學與評

量、有效班級經營、學生輔

導、親師溝通合作等能力，以

及具備專業精進、同儕合作等

態度。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發揮專業影響力，

支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

表現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適切發

揮專業影響力，支持或協助

同儕，並促進同儕專業成長

與表現之程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且有具體成果，或有

其他優異表現。 

□通過：曾發揮專業影響力，

支持或協助同儕專業

表現。 

□待改進：未曾發揮專業影響

力，支持或協助同

儕專業表現。 

� �

C-2-4 運

用或整合

社區資

源，建立

有利於學

生學習的

夥伴關

係。（選

用）

1. 社區資源：指學生家長、社

區人士、學術單位、民間社

團、政府機關、工商企業之

人力、物力、財力、文化等

資源。

2. 運用或整合資源：指教師主

動成立或參與相關組織，開

發相關資源；或指教師能透

過各種管道和方式，瞭解並

整合社區或相關機構資源，

保持適度互動，以協助學校

事務。

3. 夥伴關係：指雙方能提供互

惠互利的資源，建立有利於

學生學習的互動關係。

1. 檢證來源：檢視教學檔案

中，教師運用或整合社區

資源，並與之建立學習夥

伴關係之具體作為。

2. 評定等級：以教師能運用

或整合社區資源，並與該

社區相關組織建立有助於

學生學習的夥伴關係之程

度為檢核重點。

□推薦：除符合通過等級外，

能整合社區資源並有

具體成效，或有其他

優異表現。 

□通過：能運用社區資源，建

立有助於學生學習之

夥伴關係。 

□待改進：未能運用社區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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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立有助於學

生學習之夥伴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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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師自評表(正式評鑑/非正式評鑑(自動帶出)) 
 

一、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自動帶出)：____________ 任教年級(系統先帶出、可修改-下拉式選單、可單複選-幼兒、1-12

年級)：______ 本學期任教科目(系統先帶出、可修改-分層次下拉式選單、可複選)：__________  

日期(小日曆點選年月日)：__________ 

 

二、填寫說明 

本自評表的目的係為了協助您自我省思與覺察教學上的優缺點，進而產生自我改善的作用。為了

達到自我診斷的目的，請您在閱讀完指標與檢核重點後，以慎重的態度，勾選最能真實代表您表現情

形的欄位，並在後面的意見陳述中，具體補充說明您整體表現的優劣得失以及自我改善的構想。 

 

 

 

層

面 指標 / 檢核重點 

評量（ˇ）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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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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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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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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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A-3-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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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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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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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指標 /檢核重點 

評量（ˇ）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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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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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解學生差異。    

B-3-2 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明教學、評量與班級經營理念及 
     做法。 

   

B-4-2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其他表現情形，促進家長 
共同關心和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1-1 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並確實執行。    

C-1-2 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    

C-1-3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選用）    

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 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政事務，建立同儕合作關係。    

C-2-2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促進 
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表現。    

C-2-4 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夥伴關係。 
（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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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見陳述（請就上述勾選狀況提供文字上之說明，如果空白不夠填寫，請自行加頁）： 

1. 我最主要的優點或特色是： 

(1) 請從「推薦」或「通過」之指標中選擇一至五勾選。《下拉式選單》 

(2) 其他文字敘述：_________________ 

2. 如果我想要專業成長，我優先會從事： 

(1) 請從「待改進」或「通過」之指標中選擇一至三勾選《下拉式選單-第一項選過的項目不

在選單內》 

(2) 其他文字敘述：_________________ 

 

3. 我預定的成長途徑： 

預定的成長途徑：  □專書研讀 

□進修研習 

□籌組或參加社群 

□典範(標竿)學習 

□行動研究 

□教學輔導教師協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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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受評教師：_________任教年級：__________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 

教學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鑑人員：________觀察前會談時間：___年___月___日 ：  至 ：  地點：____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___年___月___日  ：  至  ：   地點：              

ㄧ、教學目標： 

 

 

 

二、教材內容： 

 

 

 

三、學生經驗： 

 

 

 

四、教學活動（含學生學習策略）：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作評量、實驗、小組討論、自評、互評、角

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其他。 

 

 

六、觀察的焦點(評鑑規準)：(可複選)  

(提供有關觀察的層面、指標與檢核重點的下拉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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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觀察的工具(可複選)：  

□具體客觀事實紀錄表(初階認證必填) 

□教學觀察表(初階認證必填) 

□軼事紀錄表 

□教學錄影回饋表 

□選擇性逐字紀錄表 

□省思札記回饋表 

□語言流動 

□教師移動 

□在工作中 

□佛蘭德斯互動分析法(Flanders) 

□其他： 

 

八、回饋會談時間地點：（建議教學觀察三天內為佳） 

時間：_________(系統提供小日曆，記錄到時/分)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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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觀察-教學觀察紀錄表 

受評教師：系統帶入______任教年級：系統帶入__任教領域/科目：系統帶入________ 

教學單元：_________________ 

教學節次：共_____節     本次教學為第_________節 

評鑑人員：系統帶入________觀察時間：____年_____月____日___：__至___：___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 

摘要敘述 

評量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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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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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

練學習內容。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

結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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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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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

學習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

性課程。(選用) 
    

B 

班 

級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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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 

與 

輔 

導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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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

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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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受評教師：_________任教年級：__________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 

教學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鑑人員：________回饋會談時間：___年___月___日   ：   至  ：  地點：____ 

 

與教學者討論後： 

一、 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二、 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三、 具體成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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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學檔案評量紀錄表 

受評教師：_________任教年級：__________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 

評鑑人員：_____________ 評鑑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層

面 
指標/檢核重點 

評量 

教師表現 

回饋意見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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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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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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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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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實作或探究性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 / /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 / /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 / /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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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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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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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 / /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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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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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 / /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解學生差異。

B-3-2 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明教學、評量與班級

經營理念及做法。 

B-4-2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其他表現情

形，促進家長共同關心和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1-1 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並確實執行。

C-1-2 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

踐。 

C-1-3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選用）

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 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政事務，建立同儕合

作關係。 

C-2-2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

省思，促進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

表現。 

C-2-4 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夥伴

關係。（選用） 

綜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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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綜合報告表 

一、基本資料 

受評教師：___________（請用代號，以符合保密原則） 

任教年級：___________ 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_ 

二、填寫說明 

請評鑑者將「教師自評表」、「教學觀察表」、「教學檔案評量紀錄表」所得到的結果

轉錄於表中相對應欄位，然後在各項評鑑項目上，逐一判斷受評鑑教師是否需要改善。

最後再經由與受評鑑教師的討論後，在總評意見中，補充說明受評鑑教師整體表現的優

劣得失以及具體改善建議。 

層

面 
指標 

教師自評 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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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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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

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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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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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實作或探

究性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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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

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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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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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

實或補強性課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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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

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

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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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

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B-3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

關資料，了解學生差異。 

B-3-2 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

料，有效引導學生適性發

展。 

B-4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

長說明教學、評量與班級

經營理念及做法。 

B-4-2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

習、生活及其他表現情

形，促進家長共同關心和

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C
C-1 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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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1 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並確實執行。 

C-1-2 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

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

踐。 

C-1-3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

究的成果。（選用） 

C-2 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

行政事務，建立同儕合作關

係。 

C-2-2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

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

思，促進學生學習與學校發

展。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

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

表現。 

C-2-4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

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夥伴關

係。（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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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評意見（請說明受評教師整體表現的優劣得失以及具體改善建議，如果空白不夠

填寫，請自行加頁）： 
1. 受評教師的優點依序是(建議至少一項，至多五項為原則)：

(下拉選單)(選單做成樹狀結構，分兩層，第一層項目->值得推薦、通過(不可選)；第二層項目，

列出教師在綜合報告表值得推薦與通過之指標(可選，依第一層項目排列))

其他文字敘述： 

_________________ 

2. 受評教師待精進的地方是(建議至多五項為原則)：

(由系統帶入待改進+通過指標)

其他文字敘述： 

_________________ 

3. 建議受評教師進行專業成長的排序是（建議至少一項，至多五項為原則）：

4.具體的成長建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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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縣(市)○○學校 N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專業成長計畫表 
一、基本資料： 

受評教師： (系統自動帶出) 學年度：(系統自動從自評表帶出)  

任教科目：(系統自動從自評表帶出) 規劃日期： (自動帶入小組長送出日期) 
二、我的省思(選填)： 

自動代入步驟一文字，300 字內 

三、我的成長需求 

3.1 指標-檢核重點：  

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目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A-1-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並研擬教學計畫或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3.1.1 成長概要：(選填) 

自動代入，300 字內 

3.1.2 成長資源： 

層次 來源 類別 主題 瀏覽(網址) 協助人員 預計完成日
期 

知道 整合平台 圖書期刊 班級經營藝
術 

瀏覽(超連
結) 王曉明 105/12/31 

3.2 指標-檢核重點： 

3.2.1 成長概要：(選填) 

自動代入，300 字內 

3.2.2 成長資源： 

層次 來源 類別 主題 瀏覽(網址) 協助人員 預計完成日
期 

知道 整合平台 圖書期刊 班級經營藝
術 

瀏覽(按
鈕) 王曉明 105/12/31 

(以下為系統電子表單送出檢核功能) 

撰寫人：受評教師：確認打勾(系統自動送信給小組長) 
日期：(小日曆自動帶入受評教師提交時間) 

評鑑人員(小組長)： 

○確認提交(確認專業成長計畫與綜合報告表相對應)

○請再修正 (填寫修改意見，送回給撰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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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同儕合作情形問卷(選用) 

受評教師：________老師 

敬愛的教育夥伴，您好： 

非常感謝您填寫這份問卷。此問卷旨在協助評鑑人員了解受評教師在「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能力」這方面的實際

狀況，希望您能提供您對受評教師平日同儕合作表現情形的觀察與看法。 

1. 您所填答的資訊僅提供評鑑人員做為評鑑判斷及回饋建議的參考，並非評鑑結果的唯一憑據。

2. 這份問卷不會讓受評教師看到，內容也不會以任何形式公開，敬請放心填答。

3. 為使評鑑能做到公正，並充分反映教育現場的真實情況，請您摒除個人對受評教師的情感與好惡，客觀實在的寫

出您對受評教師的觀察與了解。

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支持！ 

(校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  敬上 

中華民國 ___年___月 

第一部分【填寫人的基本資料】 

一、現任職務： �(1)導師 �(2)專任教師

�(3)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4)校長

二、與受評教師 

的專業關係： 

�(1)任教相同領域或學(群)科 �(2)任教相同年級或年段 

�(3)參與相同專業學習社群 �(4)行政業務上有聯繫 

 (可複選) �(5)擔任校內相同會議或任務組織之成員 �(6)其他：______________ 

三、與受評教師服務同校年資：____年。 

第二部分【同儕合作情形描述】 

填答說明：每項題目的選項分為「總是」、「經常」、「偶爾」、「從不」四個層級。若您對受評教師某方面的表現

不了解，則請勾選「不了解」。請就您對這位同仁日常表現的了解，依他(她)在每一題項表現的實際情形，在適

當的「□」內打”�”。 

總

是 
經

常 
偶

爾 
從

不 

不

了

解 
一、參與教育研究發展活動 
1. 他/她參與教育研究發展活動時，能善盡個人責任。 � � � � �

2. 他/她參與教育研究發展活動時，能與他人協同完成工作。 � � � � �

二、參與教學事務
3. 他/她能主動完成與課程與教學相關之事務。 � � � � �

4. 他/她參與學校課程與教學事務時，能與同儕合作。 � � � � �

三、參與輔導事務
5. 他/她能主動完成與學生學務、輔導相關之事務。 � � � � �

6. 他/她參與學校學生學務、輔導事務時，能與同儕合作。 � � � � �

四、參與行政事務
7. 他/她能配合學校行政運作，完成被交付的行政工作。 � � � � �

8. 他/她願意主動參與承辦或協辦學校的行政事務。 � � � � �

五、同儕合作關係
9. 他/她參與學校事務時，能踴躍出席。 � � � � �

10.他/她參與學校事務時，樂於投入、提出建言。 � � � � �

11.他/她參與學校事務時，能積極支持共同決議。 � � � � �

12.他/她參與學校事務時，能落實執行共同決議。 � � � � �

※補充說明：（空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另以白紙附加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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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使用說明 

一、 問卷用途： 

（一）這份問卷是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105年版評鑑規準之層面 C(專業精進與責任)——指標 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

業成長)及指標 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而設計，做為指標 C-1 及 C-2 的佐證資料之一，提供評鑑人

員參考。 

（二）這份問卷是選用而非必用，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採用。 

（三）問卷題目，可依學校實際需求，自行調整。 

二、 適用時機：受評教師接受年度定期評鑑、複評及再複評時皆可適用。 

三、 填答人員：受評教師、受評教師自選校內教師同仁 2 位（非該位教師之評鑑人員）、學校評鑑推動小組選定之行政人

員 2 位（校長、由教師兼任之處室主任或組長，且不與前述人員重複）。 

四、 實施程序： 

（一）學校評鑑推動小組承辦主任應於排定受評教師之定期評鑑期程時，同時調查受評教師自選 2 位填寫問卷之同仁名

單。 

（二）學校評鑑推動小組承辦主任應於受評教師排定之定期評鑑教學觀察前五日，將本問卷交由相關人員填答。 

（三）教學觀察實施後五日內，填表人將本問卷填答完畢，密封於指定信封內，送交貴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承辦主任。

承辦主任回收所有問卷，無需拆封彙整，分別轉交各受評教師之評鑑人員做為檔案評量之參考。 

（四）評鑑人員應將問卷附於檔案評量表之後，做為指標 C-1及 C-2的佐證資料之一。 

五、 注意事項： 

（一）使用限制：問卷非填答對象親自填寫或在不當壓力下填寫者，經主動發現或舉報調查屬實者，本問卷作答無效。 

（二）調整措施：當本問卷無效時，將由評鑑人員直接邀請填答人員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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