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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計畫課程評鑑報告執行成果 

 

緒 論 

 

師大數學系林福來教授，在「96 年度高瞻計畫徵求說明會」的演講中提及「高瞻計畫

創新與前瞻的構思」，其中「思考贏的策略」的內容中說明了「學生」-「教師」-「教授」

三者之間緊密的關連性，並且以數學三角形的五心當指標： 

1.內心：向心力，樂意承擔。 

2.重心：幾位心懷教育理想、熱心、開放的教師。 

3.垂心：最短的學習路徑，最佳教材。 

4.外心：分工、合作、協調（垂直平分）。 

5.傍心：高瞻需要大學教師及科技界業師的輔導。 

苗栗農工投入各項學校行政系統的支援高瞻計畫，計畫為三年期之整合型計畫，此整

合型計畫包含兩大類型計畫，第一類型計畫細分為兩個子計畫(子計畫一和子計畫二)：子

計畫一為植物資源生質能系統建置及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驗研究，課程單元包括：生質柴油

和生質酒精；子計畫二為動物及微生物資源生質能系統建置及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驗研究，

課程單元包含：畜產廢棄物產沼氣、微生物產氫及生質燃料電池等。第二類計畫(苗栗農工

統稱為子計畫三)為高中職「生質能源科技」課程與教學評鑑實驗研究課程。 

第二類型計畫之具體執行成果，係分成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專業成長二個部分來呈現。學

生學習成果部分呈現為「高職生實施探究式教學法於生質能源課程之研究」報告，旨在說

明實施探究式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教師專業成長及自我評鑑部分，則敘寫「實

施『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對高職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報告詳細說明高職教師在實施

科學探究式教學方法之後，是否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有所助益，並針對每一次教師授課的

單元實施課程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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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對高職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 

中 文 摘 要 

 

二十一世紀是個知識的世紀，一個國家欲提升其競爭力首重人才的培育，而教育工作

一向被視為人才培育的搖籃。因此，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的需要，近幾年來各國無不推動各

種教育改革，希望藉此提升教育的品質、增加國家的競爭。 

 

本校自 96 年開始，參與國科會高瞻計畫之研究，學校的行政系統全力支持，而參與

計畫的教師，也毅然地接下這一個重任。為了讓計畫內的課程能更完善，學校的課程設計、

教學方法、評鑑方式，均經過大家討論決議，並諮詢相關專家學者的建議改進。實施每一

次課程的教師，必須由第二類行計畫的教師做課程觀察記錄，並給予教師教學上的回饋。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參加高瞻計畫的教師專業成長（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情況，透過教師自我評鑑（teachers＇ self-evaluation）表、課程觀

察記錄及質性訪談、教師評鑑資料分析四種研究方法，將資料作一整理及分析，並提出下

列結論及建議： 

一、教師專業成長部分：教師願意接受改革，不斷創新。 

二、教師自我評鑑部分：參與高瞻計畫之教師對於自身專業成長的重視程度均非常高。 

三、教學回饋部分：第二類型計畫之成員進行課堂觀察及教學建議與回饋，並能針對建議

內容，進行課程上的討論，研擬較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實有助其教師專業成長。 

四、教師訪談部分：高瞻計畫相關課程在實施時，所耗費的經歷及時間，會影響到正常教

學得精進與進行，教師需自行調適，因此，學校行政系統的支持、學生及家人的諒解，

顯得更加重要。 

五、教師評鑑結果：各個評鑑教師對於各單元上課教師支各項評量結果多為優異及良好，

尤其計畫內的教師自行研發教材、教案及實驗教具，並針對課堂觀察之結果及建議，

改變上課模式，使用探索式教學法，啟發同學主動探索之精神。 

建議部分如下： 

一、學校行政系統的支持：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師評鑑，需由學校行政統籌規劃，較有利於

評鑑系統的推展。 

二、配合教師的需求，妥善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三、學校方面可以多辦理親職教育活動，暢通親職教育管道 

四、教師自我評鑑的向度規劃題項較少且人數上不足產生研究限制。 

關鍵字：教師專業成長、生質能源、教師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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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knowledge,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of a country like the 
first re-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cradle for talent 
cultivation. Therefore, the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21st century, every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to promote a variety of education reform, hoping to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and increase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Since 2007 began our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Gao 
Zhan,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school's administrative systems, and teachers participate in the plan, 
also decided to take over this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plan the course to better the school'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have been the resolution discuss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relevant experts and scholars suggested improvements. That teach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must be second line of teachers to do curriculum planning observations 
and give feedback on teach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ers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Gao Zhan situation, through teacher self-evaluation, course observation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eacher evaluation of four data analysis methods, will make a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Key word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self-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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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架構如下圖所示，其中教師專業成長問卷運用因素分析將問題分成六個向

度，包括：1、教學方法（包含專門知能）；2、教學知能（包含專業知能、教師品格及態

度；）；3、教師團隊學習（人際溝通與合作）；4、學生輔導；5、班級輔導；6教師研究發

展，再進行第次施測。 

 

圖 1  研究架構 

評鑑教師專業成長的問卷部亦分成七個向度，包括：1.課程設計與教學、2.班級經營、

3.資源管理、4.課程評量、5.教學評鑑、6.專業成長及 7.敬業精神與態度，再請外部課程

教師進行評鑑。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旨在依據本研究之調查問卷、課堂觀察、訪談結果與教師專業成長評鑑進行分析

討論，以瞭解98年度參與計畫的教師，在參與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後，是否

有助其專業成長。自我評鑑問卷運用因素分析共分成六個面向：（一）教學方法（包

含專門知能）；（二）教學知能（包含專業知能、教師品格及態度；）；（三）教師團隊學習

（人際溝通與合作）；（四）學生輔導；（五）班級輔導；（六）教師研究發展。教師專業成

長評鑑問卷分為：1.課程設計與教學、2.班級經營、3.資源管理、4.課程評量、5.教學評

鑑、6.專業成長及7.敬業精神與態度，七個面向。 

 

第一節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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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者所建構之「實施『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對高職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問

卷為研究工具，依調查之結果探討教師對教師自我評鑑之面向整體與項目之重要性的看

法，其結果與討論分述如次。 

 

一、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對象為參與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的七位教師，其基本資料包括：性別、服

務年資、學歷及職務等四項。（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看出，問卷樣本基本資料說明如下： 

1、在性別方面，男性老師4位，女性教師3位為。 

2、在職務方面，兼職教師的人數較多，教師兼行政人員有5人，科任教師有2人。 

3、在服務年資方面，以服務6～15年的人數較多為6人，任教16年以上教師僅有1位。 

4、在學歷方面，參與此計畫的教師均為研究所以上之學歷。 

 

 

表1  高瞻計畫生質能源教師基本資料分析表（N=7） 

項目 組別 人數 

男 4 性別 

女 3 

教師兼行政人員 5 擔任職務 

科任教師 2 

5年以下 0 

6～15年 6 

 
服務年資 

16年以上 1 

學歷 研究所以上 7 

 

二、教師知覺自我評鑑項目重要程度之分析 

為瞭解教師知覺自我評鑑項目重要程度之意見，以量表中各面向及各評鑑項目

的得分情形加以分析。得分越高，重要程度越重要；若得分越低，重要程度越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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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以平均數來分析，將重要程度分為「高」、「中」、「低」三種情形，

而本研究問卷採用五點量表，其全距為4 分，因此其判斷標準為：平均數為大於

3.5，為重要性「高」；平均數為等於2.5~3.5 之間，為重要性「中」；平均數為

小於2.5，為重要性「低」。 

（一）各教師自我評鑑面向之重要性分析 

本研究之回收問卷資料經分析發現參與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的教師

知覺各教師自我評鑑面向之重要程度皆為「高」。其重要性依序為「教師團

隊學習、」（總平均數為4.47）、「教師研究發展」（總平均數為4.45）、「學

生輔導」（總平均數為4.41）、「班級輔導」（總平均數為4.35）、「教學方

法」（總平均數為4.12）、「教學知能」（總平均數為4.09），七位教師每一

向度平均為詳如表2。 

表2  各教師自我評鑑向度整理之重要性 

   面向 

項目 

教學方法 教學知能 教師團隊

學習 

學生輔導 班級輔導 教師研究

發展 

總平均數 4.12 4.09 4.47 4.41 4.35 4.45 

排序 5 6 1 3 4 2 

 

（二）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分析 

本研究問卷之各項教師自我評鑑項目得分的情形及重要程度如表3至表8 所

示，顯示37項之平均數介於3.71-4.71 之間，其重要程度皆屬於「高」的程度。茲

就各面向之評鑑項目的分析結果分述如次。 

1、教學方法 

表3 顯示，教學方法在此面向中的8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3.71 到

4.42 之間，顯示教師認為此面向的評鑑項目重要性皆為高。 

 

表3  「教學方法」面向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 

重要性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程度 

A1.我能利用各種管道蒐集教學的相關資訊。 4.42 .5345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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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我能利用教學媒體做為教學輔助的工具。 4.42 .5345 高 

A3.我能利用電腦網路進行知識的交流與分享。 4.42 .5345 高 

A4.我能運用資訊科技製作教材。 4.00 .5774 高 

A5.我會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技巧。 4.41 .3780 高 

A6.我會依學生不同的需求實施補救或充實教學。 4.00 .5774 高 

A7.我能很快適應計畫中建議使用的教學方法。 3.71 .7559 高 

A8.我的教學活動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3.85 .3780 高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2、教學知能 

表4顯示，教師知能此面向中的10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3.85 到4.42 

之間，顯示教師認為此面向的評鑑項目重要性皆為高。 

 

表4  「教學知能」面向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 

重要性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程度 

B1.我能熟練使用多元評量方法，以評量學生的學習

發展。 

3.8571 .8997 高 

B2.我能依學生評量的結果調整教學方法與策略 4.1429 .3780 高 

B3.我能充分熟悉任教科目的教學目標與概念架構。 4.4286 .5345 高 

B4.我能依教學單元的性質設計學習情境。 3.8571 .6901 高 

B5.我能依照學生程度，設計補充教材。 4.1429 .6901 高 

B6.我能依照學生程度創新我的學習單 4.0000 .8165 高 

B7.我能規劃適切的教材來源 4.1429 .3780 高 

B8.我能規劃適切的教學活動與進程 4.1429 .6901 高 

B9.我對學生的學習評量會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

目標。 

4.1429 .6901 高 

B10.我能研擬適切的教學計畫 4.1429 .6901 高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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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團隊學習 

表5 顯示，教師團隊學習此面向中的6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4.42 到

4.71 之間，顯示教師認為此面向的評鑑項目重要性皆為高。 

表5  「教師團隊學習」面向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 

重要性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程度 

C1.能欣賞他人具有創意的觀點和意見。 4.7143 .4880 高 

C2.推動教育活動時，會與教師共同討論。 4.4286 .5345 高 

C3.彼此會互相交換教學經驗與技巧。 4.4286 .5345 高 

C4.對於他人不同的見解，願意接受並進一步相互對

話。 

4.4286 .5345 高 

C5.能互助合作，共同發展教學計畫。 4.4286 .7868 高 

C6.會透過各種會議彙整教師意見，以擬定各項教學

計畫。 

4.4286 .7868 高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4.學生輔導 

表6 顯示，教師對學生輔導的看法，此面向中的3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

介於4.14 到4.42 之間，顯示教師認為此面向的評鑑項目重要性皆為高。 

表6  「教師對學生之輔導」面向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 

重要性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程度 

D1.我能與學生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 4.4286 .5345 高 

D2.我能依學生的性向，引導學生發展潛能。 4.1429 .6901 高 

D3.我能主動瞭解學生的學習困擾並協助解決。 4.1429 .3780 高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5.班級輔導 

表7 顯示，教師對班級輔導的態度此面向中的4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

於4.14 到4.42 之間，顯示教師認為此面向的評鑑項目重要性皆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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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教師對班級輔導的態度」面向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 

重要性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程度 

E1.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以培養學生良好的

常規。 

4.4286 .5345 高 

E2.我能指導學生建立學習檔案。 4.1429 .8997 高 

E3.我能訊速並有效處理班級偶發事件。 4.4286 .5345 高 

E4.我能對學生的反應或問題，進行有效的回饋。 4.4286 .5345 高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6.教師研究發展 

表8 顯示，教師研究發展此面向中的六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4.28 到

4.71 之間，顯示教師認為此面向的評鑑項目重要性皆為高。 

表8  「教師研究發展」面向各教師自我評鑑項目之重要性 

重要性 教師自我評鑑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程度 

F1.我能運用各種時機與方式繼續進修，以增進個人

的專業成長。 

4.5714 .5345 高 

F2.我對教學實境問題，會不斷地研究、省思與試驗。 4.2857 .4880 高 

F3.我能不斷吸收相關課程的新知，並將其運用於課

堂中。 

4.7143 .4880 高 

F4.我能隨時嘗試新的教學觀念和方法 4.2857 .7559 高 

F5.我會結合大學院校或研究院的相關知識於課

程中。 

4.4286 .7868 高 

F6.我對重要課程相關議題進行蒐集，改進現況 4.4286 .5345 高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三）討論 

綜合上述的內容可以知道，參與高瞻計畫課程之教師，對於自身教學知識、專

業素養、專業知能、教學方法、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團隊學習等方面，均非常重

視，除了不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以外，又能指導關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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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堂觀察記錄分析 

教師觀察記錄為期兩個學期，針對每一次上課的情形，於予建議，因為觀察

記錄內容繁多，以下僅針對98年2月18日至98年3月18日之課程觀察內容作一整理

每一位教師授課的詳細建議情形及整體的教學流程，詳見表9。 

表9 課堂觀察記錄表 

日 
期 

授課 

教師 

授課單元 觀察心得及建議內容 

廖老師 

（T5） 

生質能源概述 1. 教學偏向講述，仍可開放讓學生針對所蒐集的資料
中，透過開放的討論尋找答案。 

2. 第一堂課學生之間互動較少，可以先暖身（如：回想
自己上學期作了哪些實驗、對此學期學習有哪些期待
或想獲得哪些知識技能等。） 

 

 

98 

02 

18 林老師 

（T7） 

微生物產氫基礎

篇—微生物產氫

之應用發現現況 

1. 討論過程仍偏向針對問題尋找解答，討論可以更開
放。 

2. 學生的口頭報告方式仍須訓練，因為學生報告時一直
看著書面資料，很少抬頭面對班上同學及老師。 

羅老師 

（T3） 

生質柴油概論 1.小組報告方面：決多數的學生都是看著海報報告，而無
看著台下同學，報告能力必須再加強。 

2.部分離講台較遠的同學，上課過程中有聊天的現象，可
以適時制止或請同學回答問題。 

3.上課時僅有固定的同學回答問題，可以請各組派一位同
學回答或討論答案，以避免固定同學回答，部分同學上
課心不在焉。 

4.上台報告時順序安排拖延了許多上課時間，可以使用抽
籤或順序輪流等方法，讓學生不要一直推託。 

98 

02 

25 

林老師 

（T7） 

微生物產氫應用

篇I-微生物產氫

之操作教具模組

實作 

1. 學生可以應自行規劃（觀察記錄）輪值表。 
2. 可以請學生提出採集樣本的依據，一方面可以回顧上

課內容，二方面可以瞭解學生在該知識上是否會判斷。

羅老師 

（T3） 

專題製作、學習

檔案整理 

1.單一組別口試的替代方案：在老師巡迴各組口試時，部
分學生就放鬆地聊起天，不僅浪費學習時間，也影響口
試的進行。若各組的實驗建置原理相近時，建議口試可
以各組搶答的方式進行，這樣不僅可提升學生的專注
度、增加趣味性，老師也不必辛苦地問同樣的問題及作
相同的解釋。 

2.報告評分表：由羅老師改編製作的小組評分表及自評
表，評分項目說明具體且仔細，可作為其它老師們的參
考或借用。 

3.奬勵方式：準備簡單的材料，讓學生 DIY 製作實用的用
品作為奬勵，一方面收鼓勵之效；另方面，也是作了另
一個科學實驗，是一舉兩得的奬勵方式，值得效法。 

 

 

 

 

 

 

 

98 

03 

04 
林老師 微生物產氫應用 1. 雖然教師已於課前給予討論題目及相關的研讀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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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 篇Ⅱ-微生物產

氫之操作教具模

組實作 

但大多數學生顯然並沒有預先閱讀，更談不上融會貫
通成自己的知識。因此，討論時間淪為快速翻閱資料，
以尋找答案應付報告，甚是可惜。 

2. 教師可嘗試規定學生寫閱讀心得重點（例如：至少寫
三個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可作為學生學習態度評分的
依據，也間接促使學生在課前研讀及查閱資料。 

謝老師 

（T6） 

生質酒精概論 1.有的小組非常積極搜尋資料，想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法，
有的小組則較被動，建議：學生搜尋資料的能立及主動
性仍要再加強；或是可以先讓小組發表自己將用什麼方
式搜尋資料，讓其他組的同學，有一個概念。 

2.同學在聽取報告方面的能立及專注力仍需加強，可以適
時第提醒同學注意禮貌。 

3.可讓學生自評及相互評量，提升學生的專注力。 

4.學生使用網路搜尋，除了使用YAHOO奇摩搜尋及Google

搜尋引擎，應該還有其他介面可以搜尋，需一再提醒同

學期初可搜尋的網站。如：碩博士論文網、期刊搜尋等。

 

 

 

 

 

 

98 

03 

18 
陳老師 

（T1） 

畜產廢棄物發酵

技術生產沼氣基

礎篇-畜產廢物

發酵技術生產沼

氣之應用發展現

況 

1.教師投影資料: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重點以不同顏色
標出。唯,部分字體太小,學生可能看得很吃力。若能放
大字體, 或以重點式呈現, 效果應更好。 

2.事前資料的蒐集及研讀:採非常隨性的方式(視各人的
時間及意願),因此, 資料的質/量很難有一定水準, 也
影響小組分享及討論。建議各組可選小組長,以利事前
協調及提醒組員資料蒐集的方向與份量。 

 

由以上之表格可以知道，教師每一次教學時，都必須承擔課程觀察的壓力，

實為辛苦，但教師有時上課時會遇到部分的盲點，若能針對每一次授課的內容，

做一改進及修正，勢必能讓教學的歷程更為順利。本研究將教師授課的流程、教

學方法、學生活動、學生回饋等，做成觀察記錄表，一方面可以協助教師教學精

進，另一方面可以藉由科學教育相關的教學方法，瞭解學生的潛能，幫助學生學

習成效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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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資料分析 

本研究共訪談七位參與高瞻計畫實際課程的教師，茲將訪談的結果作一整

理如表10： 

表10  參與生質能源課程教師訪談記錄表 

  教師 

向度 

T1 T2 T3 T4 T5 T6 T7 

鼓勵學生

參加的競

賽 

會積極鼓勵 相當鼓勵學生

參加校內、外

的各項競賽 

會 會 是，如科展等 鼓勵學生

參加校內

外的競賽 

依學生意

願，積極鼓

勵 

指導學生

參加競賽 

校內科展、校外科

展、製作論文、技

藝競賽、牧草訓

練、專題製作 

大葉大學辦理

之節能減碳競

技比賽、科學

展覽、「高瞻計

畫」執行成果

展示暨競賽學

生組 

願意 是 利用課餘指

導學生科學

實驗 

願意 若學生意

願高、動機

強 

參加專業

成長活動 

校外教學參觀、學

術研究單位專家

進行專業知識之

諮詢、教師專業成

長研習、閱讀專業

期刊與論文 

參訪國立成功

大學化工所張

家修教授實驗

室、參訪國立

虎尾科技大學

材料與綠色能

源研究所 

大學的圖

書館查期

刊資料、工

研院參觀

他們的設

備以、新日

化參觀工

廠的設備 

將油桐子

送台大森

林系進行

DNA分析，

以做為參

考 

參加研究、研

習會、參訪試

驗研究單

位、請教相關

學術機構及

業界人員 

利用寒暑

假參加教

師專業成

長研習，如

公民營研

習 

多半為參

與課程的

研習 

主動參與

研習或進

修 

高瞻辦公室所辦

理之工作坊研

習、校外辦理之各

項研習 

台灣經濟研究

院所辦理

「2008年氫能

與燃料電池應

用講座 

校內外辦

的生質能

源研討會 

校內外研

習（生質能

源） 

與教學相關

或有興趣議

題，如：生物

技術、課程發

展等 

各項專業

知識及技

能研習活

動 

如生物技

術的實驗

操作與新

知研討，自

然科學教

師研習營 

教學上的

問題改進 

積極的去改善教

學上所遇到之問

題與困難 

隨時因應變化

調整做法 

學生的來

源很廣，先

備知識差

距大，需慢

慢找出示

和學生程

度的資料 

要適合學

生的程度

與教學設

備 

以確定教育

及知識訊息

之傳遞，是否

有效傳遞到

學生身上 

多方面尋

求協助和

諮詢，以作

為改進教

學之參

考，並付諸

行動 

會，教學品

質影響教

學的順利

性 

困擾 常會分身乏術，但

看到學生的積極

參與與學習，我們

的付出就微不足

道。 

教學方法與傳

統方式大不相

同，同學亦仍

未習慣 

上高瞻的

課程時有

觀察員

在，這樣上

課很有壓

力、資源不

夠充足 

大致上不

會 

很高興看到

學生、自己及

其他教師在

此計畫中的

成長與努力 

額外教學

負擔，進而

影響本身

課程準備

與教學內

容精進 

的確有，工

作量家重

視一大負

擔 

校內外同 校內外研習、網路 辦公室日常交 打電話、 學術領域 會議、私下交 教學研究 接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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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分享或

交換專業 

聯繫、電話、當面

晤談 

談、各類會議

場合或網路 

email或面

對面溝通 

之同好 流、互動聯繫 會、校內、

外研習活

動及會議 

的聊天，分

享、或在會

議中討論 

補充說明 專業素養也成長

許多，非常符合高

職「從做中學」的

理念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由表10所示，參與計畫的教師，長時間會參與校內、外各項研習活動，增

進自身專業知能，而且重視團隊學習，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與付出心力培訓學

生，在面對教學上的困擾時，亦會試圖找出解決的方式，讓教學更加卓越，另外，

在參與計畫所產生的困擾部分，多數教師因為自身課程及學校業務很繁忙，要再

抽出時間研究高瞻計畫相關課程的資料，確實非常辛苦，尤其，自95新課程之後，

每位教師除了必須額外利用時間準備新課程以外，課餘時間必須編制生質能源之

教材教案、學習探究式教學方法、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科學展覽、晤談學生，瞭

解學生學習狀況。 



 17

第四節 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以研究者所建構之「實施『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對高職教師專業成長之

研究」問卷為研究工具，依調查之結果探討外部課程評鑑教師對授課教師專業成

長之面向整體與項目之重要性的看法問卷內容係針對七位授課教師每一次上課

進行評鑑，上課次數共九次，分成兩組教學，4為外部課程評鑑教師負責每一次

的評量，因此，問卷總份數共72份，其結果與討論分述如次。 

一、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評鑑對象為參與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的七位自評教師，外部課程

評鑑教師之基本資料包括：服務年資、學歷及職務等四項。（如表11所示） 

從表11中可看出，問卷樣本基本資料說明如下： 

1、在職務方面，兼職教師的人數較多，教師兼行政人員有5人，科任教師有2

人。 

2、在服務年資方面，5年以下有1位，服務6～15年的人數較多為3人。 

3、在學歷方面，參與此計畫的教師均為研究所以上之學歷。 

表11  高瞻計畫生質能源外部課程教師基本資料分析表（N=4） 

項目 組別 人數 

教師兼行政人員 1 擔任職務 

科任教師 3 

5年以下 1 

6～15年 3 

 
服務年資 

16年以上 0 

學歷 研究所以上 4 

 

（一）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面向之重要性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資料經分析發現參與高瞻計畫生質能源課程的

授課教師專業成長評鑑面向之程度多為「優良」及「良好」。其程

度依序為「敬業精神與態度」（總平均數為4.57）、「班級經營」（總

平均數為4.51）、「資源管理」（總平均數為4.45）、「課程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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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總平均數為4.33）、「專業成長」（總平均數為4.23）、

「課程評量」（總平均數為4.16）、「教學評鑑」（總平均數為4.03），

授課的七位教師每一向度平均為詳如表12。 

 

表12  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面向 

項目 

課程設計

與教學 

班級經營 資源管理 課程評量 教學評鑑 專業成長 敬業精神

與態度 

總平均數 4.33 4.51 4.45 4.16 4.03 4.23 4.57 

排序 4 2 3 6 7 5 1 

 

（二）授課教師專業成長評鑑項目分析 

本研究問卷之各項教師專業成長評鑑項目得分的情形如表13至表19 

所示，其程度多屬於「優良」及「良好」。茲就各面向之評鑑項目的分

析結果分述如次。 

1、課程設計與教學 

表13 顯示，課程設計與教學在此面向中的11項評鑑項目，其平均

數值介於3.85 到4.84 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

的評鑑項目程度皆為高。 

 

表13  「課程設計與教學」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1-1瞭解高瞻計畫課程計畫的理念與架構 4.60 「優良」～「良好」

1-2 針對課程內容研擬適切的教學計畫 4.34 「優良」～「良好」

1-3 規劃適切的學習評量 4.23 「優良」～「良好」

1-4 自行編制教材 4.84 「優良」～「良好」

1-5 適切呈現教材內容 4.10 「優良」～「良好」

1-6 清楚講解教學內容 4.45 「優良」～「良好」

1-7 教學的進行，適切地運用探索式教學法 3.12 「良好」～「尚可」

1-8 善用教學資源媒體輔助教學 4.36 「優良」～「良好」

1-9 教學實驗器材，切合學生程度 4.10 「優良」～「良好」

1-10 善用學習評量結果 3.85 「良好」～「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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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3.92 「良好」～「尚可」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2、班級經營 

表14顯示，班級經營面向中的4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4.10

到4.52 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的評鑑項目程度

皆為高。 

表14  「班級經營」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2-1 營造良好互動的班級氣氛 4.06 「優良」～「良好」

2-2 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4.52 「優良」～「良好」

2-3 鼓勵學生發言 4.10 「優良」～「良好」

2-4 鼓勵學生主動收集或找尋課程相關資料 4.23 「優良」～「良好」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3、資源管理 

表15 顯示，資源管理面向中的5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4.04 

到4.52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的評鑑項目程度皆

為高。 

表15  「資源管理」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3-1 有效管理個人時間 4.35 「優良」～「良好」

3-2 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4.04 「優良」～「良好」

3-3 有效管理教學檔案 4.10 「優良」～「良好」

3-4 善用各種網路及媒體教學資源 4.52 「優良」～「良好」

3-5 妥善安排課堂教學時間 4.08 「優良」～「良好」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4、課程評量 

表16 顯示，課程評量面向中的2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4.08 

到4.35 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的評鑑項目程度

皆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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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課程評量」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3-1 有效管理個人時間 4.35 「優良」～「良好」

3-2 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4.08 「優良」～「良好」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5、教學評鑑 

表17 顯示，教學評鑑面向中的2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3.88 

到4.14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的評鑑項目程度皆

為高。 

表17  「教學評鑑」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5-1 具備教學評鑑的基本概念 3.88 「良好」～「尚可」

5-2 進行教學自我評鑑 4.14 「優良」～「良好」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6. 專業成長 

表18 顯示，專業成長面向中的3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於4.54

到4.46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的評鑑項目程度皆

為高。 

表18  「專業成長」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6-1 追求專業成長 4.52 「優良」～「良好」

6-2 與同儕分享專業工作心得 4.46 「優良」～「良好」

6-3 因應環境變革，適時提供合宜教材 4.54 「優良」～「良好」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7、敬業精神與態度 

表19 顯示，敬業精神與態度面向中的3項評鑑項目，其平均數值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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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4.72到4.12之間，顯示課程評鑑教師認為授課教師此面向的評鑑項目

程度皆為高。 

表19 「敬業精神與態度」面向各教師專業成長評鑑 

重要性 教師評鑑項目 

平均數 程度 

7-1 維持成熟穩定的情緒 4.12 「優良」～「良好」

7-2 善於與他人溝通合作 4.65 「優良」～「良好」

7-1 運用課餘時間指導學生參加各項科學競賽 4.72 「優良」～「良好」

註：平均數＞3.5；高、2.5～3.5：中；＜2.5：低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於1969 年發表《關於教師地位之建

議書》（Recommandations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時，曾提到教

學應被視為一種專門職業；它是一種公眾服務的型態，它必須要教師的專業知識

以及特殊技能，這些都要經過持續的努力與研究，才能獲得和維持的（何福田、

羅瑞玉，1992）。可見得教師需要不斷地增進自己的專業知識及技能，並且隨著

時代的變遷，不斷改善自身的教學模式，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研究結果及討

論，針對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的結論，茲分述如下。 

 

一、教師專業成長部分 

多數的教師面對教師專業成長，亦或是教師評鑑時，許多的師長會覺得壓力

很大，然而，教育部大力提倡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師評鑑制度，並鼓勵教師透過自

我評鑑，來協助其教師專業的發展隨著教育的改革，對教師的專業素質愈來

愈重視。本研究中的七位教師，從一開始自編教材、使用探索式的教學方

法、參加或舉辦各項研習，指導學生參加科展等相關競賽，均顯示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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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知能、教學方法、學生輔導、班級經營及自我發展的用心，且願意接

受改革，不斷創新。 

 

二、教師自我評鑑部分 

參與高瞻計畫之教師對專業成長的需求內容，在「教師團隊學習、」（總平

均數為4.47）、「教師研究發展」（總平均數為4.45）、「學生輔導」（總平均

數為4.41）、「班級輔導」（總平均數為4.35）、「教學方法」（總平均數為4.12）、

「教學知能」（總平均數為4.09）六個向度的重要性程度都非常高，顯示教師對

於自身專業成長的重視程度。 

 

三、教學回饋部分 

教師必須勇於嘗試新的教學方式，並順應時代潮流，本研究的教師在實施教

學時，已向專家學者請益適合的教學方法，在實施教學時，請第二類型計畫之成

員進行課堂觀察及教學建議與回饋，並能針對建議內容，進行課程上的討論，研

擬較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實有助其教師專業成長。 

 

四、教師訪談部分 

參與計畫的教師均願意鼓勵並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各項競賽，對於相關學

科及高瞻計畫生質能源的相關知識，也積極參與研習及親自訪視，惟高瞻計畫相

關課程在實施時，所耗費的經歷及時間，會影響到正常教學得精進與進行，教師

需自行調適，因此，學校行政系統的支持、學生及家人的諒解，顯得更加重要。 

 

五、教師專業成長評鑑部分 

（一）高瞻計畫的教師多利用課餘時間指導學生參加各項比賽，其中四位教師指

導之學生科展，榮獲 98 年全國中小學科展該類項二、三名之殊榮，其中，

陳老師與林老師於 99 年再度指導學生科展，在竹苗區初賽，亦榮獲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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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由於高瞻計畫授課時間僅有每週僅有兩堂課，可見得老師們常利用課

餘時間指導學生。 

（二）由於第二年段為各單元課程實施及修正教材、教具與教法之階段，因此各

單元教師為使第三年段的課程更為精進，因此參酌課堂觀察記錄之建議，

調整上課方法、流程、教材、教案等容，修正後再請國立交通大學教育研

究所王嘉瑜教授審閱以進行修正。 

（三）高瞻計畫教師之教材與教具均為授課教師自編、自組，因此所花費之心思

與心力尤多，尤其剛開始實施課程時，教師們都不是非常清楚「探索式教

學法」之內涵與作法，因此必須時常參酌專家學者及第二類型計畫教師之

建議以編審教材教法。 

 

第二節 建議 

一、學校行政系統的支持 

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師評鑑，需由學校行政統籌規劃，較有利於評鑑系統

的推展，本校參與高瞻計畫受到學校行政系統的支持及援助，因此得以順利

推展。 

 

二、配合教師的需求，妥善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本研究結果發現，參與高瞻計畫的教師均能配合學校進行課程，且願意

利用課餘時間指導學生參加各項競賽，協助學生成長，因此，教育當局應主

動積極規劃，辦理相關成長活動，並積極鼓勵與獎勵教師專業成長，藉以提

昇教師相關專業能力，提高教學品質。 

 

三、學校方面可以多辦理親職教育活動，暢通親職教育管道 

辦理親職活動之用意在協助家長瞭解學生在學校所參與的課程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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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得用心，尤其，參與計畫的學生必須利用週末假日到學校做生質能源相

關實驗，需獲得家長的支持與信賴，以建立良好的親師關係。 

 

四、教師自我評鑑的向度規劃題項較少且人數上不足的研究限制 

對於教師自我評鑑的向度規劃題項較少且人數上不足，因此無法檢視不

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各個向度上是否有不同的差異，僅能以平均數來瞭解

教師對各向度認知的重要性，在透過質性訪談深入瞭解，在未來研究方面，

可以考慮增加樣本數及自我評鑑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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