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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說了什麼？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

孫志麟

摘 要

教師專業發展是提升教師素質與教學專業的關鍵。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陸續提出有關教

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方案或措施，期能確保教學專業，增進學生學習成就。本研究運用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教學與學習調查》資料，以 TALIS 2018 數據為基礎，

進行次級資料的解讀與分析，探討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研究發現：一、

國民中小學教師普遍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其參與類型是以專題研討、參與教師社群、教

育議題介紹等活動居多，而較少進行與證照取得有關的專業學習活動。二、國民中小學

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是以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課程知識為主，而對於跨文化溝通、

文化回應教學議題則較少參與。三、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應展現在建立專業知

識、促進專業協作、教學實踐應用等方面，但卻未能促進教學專業的永續發展。四、國

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阻礙主要是來自於工作忙碌、時間不足、缺乏誘因、沒有適切

的專業發展活動等等。整體來看，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並不亞於 TALIS 調查結

果的平均水準。不過，教師專業發展在臺灣的實踐，仍有其薄弱環節與問題尚待克服。

據此，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政策之推展，必須持續創造教師協作及網絡連結的

文化氛圍，加強教師跨文化溝通素養與文化回應教學能力，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成效評估

與永續發展，以及建構完善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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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dscap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Chih-Lin Sun

Abstrac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eacher quality and teaching profe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proposed policies, programs, or strategies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is study employed data from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conduct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Based on TALIS 2018 evidence, it analyzed the landscap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typ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clude thematic seminars, participation 
in teacher communities, and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issues, but les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related to obtaining licenses. 2. The conten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re subject 
knowledge, subject teaching knowledge, and curriculum knowledge, and they have less participation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ssues. 3. Th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re show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but these have fail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4. The obstacles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ainly come from busy work, insufficient time, lack of incentive, and no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verall,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aiwan is no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TALIS survey, but there are still weak points and problems to be 
overcome.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hould help create a cultural climate of teacher collaboration and network conne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teracy and cultural response teaching competency of 
teachers. Furthermor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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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說了什麼？國民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的樣貌

要到那裡找回迷失在生活中的生命？

要到那裡找回遺漏在知識中的智慧？

又到那裡找回淹沒在資訊中的知識？

by T. S. Eliot (1934) 《The Rock》

壹、問題意識與旨趣

在教育現實生活世界中，關於教師專業

發展的主張，有的提出教師在職進修制度，

有的主張實施教師評鑑方案，有的建議規劃

教師素質與績效管理機制，有的制定教師專

業標準（教育部，2011，2012，2016）。然而，

這些主張背後的理念及其影響機制，我們的

理解卻相當有限。對教師而言，教師專業發

展具有個別性、差異性與脈絡性，往往與學

校情境、教育政策有關，甚至與整個社會文

化 有 關（Díaz-Maggioli, 2004；Kennedy, 
2014）。試想：教師專業發展，是 ｢ 真 ｣ 問

題？還是 ｢ 假 ｣問題？中小學教師關注嗎？

師資培育機構和教育領導者關注嗎？過去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論述與研究不少，累

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不過，這些研究對於

教育政策的影響不大，而對於學校現場所

帶來的實踐意涵亦值得反思。

教育場域中「人」的因素，始終是最重

要的課題。過去有關學校效能和教育效能

的研究指出：｢ 教師，相當重要。｣（Teacher 
Matters）、「教師，認識你的影響力。」（Know 
thy impact）（Hattie, 2009）。學生學習成

就與教師的影響作用有關，教師乃是影響

學生學習表現的關鍵所在。在教育改革過程

中，決策者和領導者如何看待「教師」這個

角色？制定那些教育政策、方案或計畫？提

供那些時間、空間、資源來協助教師？而教

師本身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這些種種

的提問，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教師在教育

場域中的態度與行動。隨著對教師在教育

改革中地位的重新認識，決策者與領導者對

教師角色的期待，逐漸從被動服從的執行

者轉向主動積極的參與者（孫志麟，2012；
Borko, 2004；Darling-Hammond, Hyler, & 
Gardner, 2017）。也因此，教師作為教育變

革的能動者，必須理解教育變革的理念與方

向，進行專業學習與發展，扮演教育變革的

重要推手與靈魂人物。

教育的力量，來自教師真實的存在。教

育的本質意味著 ｢一個生命感動另一個生

命，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

一個靈魂 ｣。教學本來就是心靈上一次又一

次的邂逅，充滿了新奇與變化，是師生共同

完成的探索之旅。教師素質攸關學生的學習

表現，深刻影響到整個教育的未來發展。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乃是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

提升教師素質的政策選擇（饒見維，2003；
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Guskey, 
2000, 2002；Zhang, Shi, & Lin, 2020）。
要推動教育變革，必須提升教師素質，持續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一直致力於建

立一套完善的教育指標體系，為各國教育系

統的運作和學習評量比較提供可資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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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2008 年，OECD 開始著手實施《國際

教學與學習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方案，分別從

教師和校長角度探討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議

題，藉以聽見教師的聲音，從現實的教育情境

中尋找問題的來源（OECD, 2010, 2018）。

OECD/TALIS 專案可說是當前最具有

代表性的跨國教師專業發展調查，設計了完

善的架構與指標體系，對參與國家或地區

經濟體進行有關教師專業發展、教學理念

與實踐、教師自我效能、滿意度，以及教師

工作環境等議題的大型跨國調查，期能累積

參與國家或地區關於教師、教學、教師對學

生學習的影響等方面的資料，並透過國際比

較，為各國教育政策制定提供數據和最佳實

踐（OECD, 2014, 2019, 2020）。自 2008 年

首次開展以來，OECD/TALIS 的研究廣度

和深度不斷拓展。TALIS 2018 的參與數量

逐漸增加，並且擴大調查範圍與主題，納入

其他的相關議題，例如：學校領導、教學創

新、班級教學公平性和多樣性等等。此外，

TALIS 2018 也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更細緻的

分析，同時便於各國將 TALIS 2018 的調查

結果與 TALIS 2013、TALIS 2008 進行比

較。此一跨國專案經由教師專業發展調查與

比較分析，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新視角和

新思路。臺灣僅參加 TALIS 2018 的調查，

而並未參加前兩次的施測，以致於無法進行

縱貫比較研究。

基於對教師專業發展議題的關注，本研

究運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進行

的《國際教學與學習調查》資料，以 TALIS 

2018 數據為基礎，進行次級資料解讀與分

析，探討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類

型、內容、效益與阻礙，據以勾勒出教師專業

發展的樣貌，看見數據背後隱藏的意涵，期

能為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與實踐帶來啟示。

貳、理論基礎

一、 教師專業發展：概念、內涵與
模式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概念，從相關文

獻評閱中發現，教師專業發展並沒有一個明

確的界定。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在職進修、教師專業學習等概念交替

使用，但均代表著教師持續進行專業上的

學習、成長與精進。這意味著教師專業發展

的概念及內涵是複雜、寬泛、模糊，卻也相

當多元、動態、豐富（Avalos, 2011；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

教師專業發展可看成一個被賦予專業

人員，從生手教師到專家教師的成長過程。

教師專業發展不但是教師成為真正教師的

必經途徑，也是提高教師專業地位的有效

途徑。唯有不斷地改善師資培育教育，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提高教師素質，才能使教學

工作成為受人尊敬且有較高地位的專業。

基本上，教師專業發展是將教師視為持續

發展的個體，透過專業學習與探究的歷程，

不斷提升教師的專業表現與水準（饒見維，

2003；Borko, 2004；Lit tle, 1993）。Day
（1999）綜合相關文獻，將教師專業發展

的概念界定為：｢ 教師專業發展包括所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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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學習經驗和有意識組織的各種活動，

這些經驗和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增進教師個

體、教師群體或學校發展，進而提升教學品

質。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教師不斷學習

與發展優質的專業理念、知識、技能，以及

情感態度，以檢視、更新和拓展教學的道德

目的，促進學生成長與發展。另外，根據孫

志麟（2003）的看法，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

師參加學校或師資培育機構、政府或民間

的進修活動，或是教師自行從事的各項學習

活動，以期增進專業知識、技能、態度及信

念，從而提高教學品質，達成教育目標。從

教師生涯的角度來看，教師專業發展是指

教師在每一階段的教學生涯中，熟練掌握

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過程。亦即教師

在不同生涯階段對教學專業的不斷累積深

化而獲得持續成長。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

持續開展的動態歷程，從職前教育到實習

導入，再到在職進修及專業學習，都必須不

斷地追求精進與卓越，方能全面提升教師

素質（孫志麟，2009；Guskey, 2002；Parr 
& Timperley, 2016；Zepeda, 1999）。又，

OECD（2010, p. 34）在進行 TALIS 問卷調

查時，將 ｢ 教師專業發展 ｣界定為｢發展教

師個人知識、技能、專長，以及其他作為教

師有關特徵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動。在這樣

的界定下，OECD/TALIS 教師專業發展的

調查包括：教師的職前培育、導入輔導，以及

在職持續專業發展等三個生涯階段的歷程。

教師的教學和專業發展，共同作用於教師個

體的專業成長，體現為自我效能的提升，以

及工作滿意度的變化等等。

由此可見，教師專業發展意指教師在

專業知識、技能和情意等方面的學習與成

長，朝向教學專業之路的發展歷程。進一步

而言，教師專業發展是將教師的角色定位

為專業學習者，透過持續的學習與探究，進

行自我反省，提升其專業水準，以對教師教

學和學生學習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作用。

教師專業發展可透過職前培育或在職進修

的途徑，獲得專業上的學習與成長，促進教

師在課程發展、教學實踐、班級經營、學生

輔導、協作領導、人際溝通等方面的進步與

發展（Robb, 2000；Sparks, 1994）。顯然，

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目標導向、持續性、發展

性的特性，同時與教師日常工作情境相互連

結。教師專業發展的最終目標，乃是要改進

學生的學習成果。

進一步分析，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相

當廣泛，涉及教師從事教學所需要的專業知

識、技能與態度，與課程及教學實踐有關，

也與教師自我學習與同儕互動有關，還包括

了教師社群發展與領導實踐，從教學專業基

礎到教學領導進程，逐步邁向協作專業，達

到教師專業標準的要求。事實上，教師專業

標準可視為教師專業發展的依據，使得教師

專業發展的內容與方向有了一致的標準。就

臺灣而言，教育部於 2016 年公佈實施的《中

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中小學教師專

業標準共有 10 項：（一）具備教育專業知識

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二）具備領域 / 學科

知識及相關教學知能；（三）具備課程與教學

設計能力；（四）善用教學策略進行有效教學；

（五）運用適切方法進行學習評量；（六）發

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援性學習環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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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生差異進行相關輔導；（八）善盡教

育專業責任；（九）致力教師專業成長；（十）

展現協作與領導能力（教育部，2016，頁 7）。
上述教師專業標準可作為教師專業發展政

策、方案或計畫規劃與實施之依據，以及中

小學教師自我反思與專業學習之參考。

教師專業發展除了指向教師個體及

教師群體外，也與學校組織和教育系統有

關。從發展模式來看，Sachs（2003）提出

教師專業發展的三種模式：學校本位模式

（school-based model）、夥伴協作模式

（collaborat ion model）、網路連結模式

（network connect ion model）。其中，

（一）學校本位模式：將學校作為教師專業

學習與成長的基地，從學校從出發，考量學

校情境脈絡；（二）夥伴協作模式：發展中小

學和大學或其他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透過

平等互惠的協作，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

升教學實踐品質，從而提高學生的學業成就；

（三）網路連結模式：建立學校與學校、教師

與教師之間的網路關係，將教師個體與教師

群體的專業學習加以連結，跨越個別學校疆

界，進行專業學習、協作與支持，以成為有機

的網絡關係。另就探究焦點與範疇來看，教

師專業發展可分為三種不同的取向：智識取

向（intellectual approach）、實踐反思取向

（practical-ref lective approach）、生態取向

（ecological approach）。智識取向強調教學

專業的知識基礎，認為教師必須具備專業知

識、技能、態度，方能勝任教學。教師專業著

重於教師的專業素養，教師專業發展就是專

業知識取得與累積。實踐反思取向主張教師

不僅要具備教學專業的知識基礎，更要有教

學實踐與轉化能力，以及基於實踐的反思能

力，促使教師對自己、對教學活動和教學情

境的深入理解。至於生態取向，強調教師專

業發展超越了教師本身的局限，更加關注教

師群體的協作與互動，重視教師文化及生態

系統的影響與作用，以發揮教師群體的集體

力量（李俊湖，1998）。其中，生態取向的教

師專業發展乃是當前重要的發展趨勢，更加

重視教師之間的協作、社群與情境脈絡，以

及教師文化的建立，期能達到共好共榮的協

作專業之境界。

事實上，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或取向相

當多元，呈現出一種演變的光譜。Kennedy 
（2014）綜合文獻探討結果，歸納出教師

專業發展的九個模式：訓練模式（training 
model）、獲獎模式（award-bearing model）、
彌補模式（deficit model）、大量培訓模式

（cascade model）、標準本位模式（standards-
based model）、教練 / 輔導模式（coaching/
mentoring model）、實踐社群模式（community 
of practice）、行動研究模式（action research 
model）、轉化模式（transformative model）。
這些模式的核心理念與重點並不相同，按其目

的來分析，教師專業發展是由傳遞到調適再

到轉化的動態歷程，最後指向教師的專業自主

與實踐能量。

由上述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及取

向來看，教師專業發展不僅涉及教師個體的

專業學習，也與教師群體的互動及協作有

關。OECD（2010）於 TALIS 調查中，將教

師專業發展指標分為三個向度：專業知識基

礎（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se）、專業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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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主性（autonomy in decision making）、
同儕網絡（peer network）。其中，｢ 專業知

識基礎 ｣是經由資格認定、同儕認可的一系

列在教學過程中運用的專業知識，這是教師

從事教學的核心要素。教師的專業知識必

須不斷提升，而學科內容知識、學科教學知

識、班級經營知識等往往是經由職前培育

和持續專業發展獲得提升的。｢ 專業決定自

主性 ｣是教學專業的重要特徵，意味著教師

能夠自主地作決定，並承擔行為的責任與後

果。在學校場域裡，教師可依其專業判斷決

定與教學有關的重要事項，成為真正的專

業人員。至於 ｢ 同儕網絡 ｣，強調教師同儕

之間的相互觀摩、學習與探究，發展教師社 
群，共同進行專業學習與發展，以達到協作

專業的境界。

根據 Guskey（1986）的觀點，教師專業 
發展是有目的、有意義的系統規劃過程，其

最終目標在於改進學生的學習成果。教師

在參與專業發展方案或活動之後，可能會改

變教師的信念與態度，也可能會改變教師

的教學實務，從而對學生的學習結果產生

改變。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改變及學

生成就的關係，可繪製成圖 1。可見，在教師

專業發展的動態觀之下，專業發展、教師信

念、教學實踐，以及學生學習之間呈現了一

種交互作用的動態關係。此一模式可作為評

估教師專業發展方案、計畫、措施或相關活

動之成效的參考，以分析教師專業發展的

效應及其作用。

由此可知，教師專業發展是終身學習的

過程，也是持續改進的過程，更是不斷更新

 

教師教

學實務

的改變 

學生學

習結果

的改變 

教師專業

發展

教師信念

與態度的

改變 

圖 1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改變的動態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 Staff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teacher change (p. 7), T. R. Guskey, 1986,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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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教師專業發展是多面向、多層次的

結構，其內涵是相當多元，涉及教師知識、技

能、態度等方面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教

師專業發展是過程，也是目的。教師經由專

業發展的歷程，改變教師的信念與態度，也

改變教師的教學實務，從而增進學生的學習

表現。教師專業發展體現在教師個體和教師

群體兩大層面的發展，促進教師的專業性，

充分展現教學專業的獨特性。教師專業發展

既呈現出連續的特徵，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

與發展性。對於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教師，

其專業發展可能存有差異，呈現不同的發展

樣貌。

二、 TALIS：教學與學習的全方位
調查

《國際教學與學習調查》是由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規劃執行的專案，針對學校學

習環境與教師工作情況進行跨國大型教育

調查（OECD, 2010, 2018）。OECD/TALIS
的調查對象主要是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學

校和教師，每隔五年一次。第一次調查為

2008 年，當時有 24 個國家或地區參加；

2013 年為第二次調查，有 34 個國家或地區

參加；2018 年是第三次調查，全球計有 48
國參加，亦是臺灣第一次參與該調查（柯華

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OECD, 
2018）。歷屆參與調查的國家或地區數量逐

漸增加，顯示各國對於教學與學習調查的關

注與重視。TALIS 屬於跨國教育調查，其目

的在於提供有關教師、教學的跨國比較資

料，並著重於制度因素、學校因素和教師因

素等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及作用。

OECD/TALIS自2008 年首次進行時，

建立六大原則，以維持調查結果的穩定性

及跨屆、跨國可比較性。這些原則分別是： 
（一）政策關聯：緊扣參加國家或地區的教

育政策及問題。（二）附加價值：讓參加國家

或地區可因參加 TALIS 國際調查，瞭解及

比較自身及他國教育政策的優缺點。（三）

效度、信度、可比較性與嚴謹度：經由相關

文獻的回顧，讓調查產生有效、可信及可跨

國比較的資訊。（四）可解釋性：參加國家

或地區可經由此調查，產生符合其國情之相

關教育政策詮釋。（五）效率和成本效益：

與時俱進，且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有效率的

調查，符合調查費用、人力資源使用、資料

產出之成本效益。（六）指標取向：發展可用

於分析教學與學習關係之指標（柯華葳、陳

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OECD, 2010, 
2018）。

OECD/TALIS 調查內容，包括與教師

和學校相關議題如下：（一）教師的教學實

務；（二）學校政策、學校領導；（三）教師

工作現況、專業發展類型、需求與實際情況；

（四）師資職前培育與教師導入準備；（五）

教師教學工作之評鑑及回饋、獎勵，及其與

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六）學校氣氛、校

園學習環境、校園工作環境；（七）工作滿意

度；（八）教師背景特性、人力資源與教學工

作的關係；（九）教師自我效能；（十）創新

教學；（十一）平權、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教學

（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
OEC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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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前三輪 TALIS 調查架構可以發

現，儘管存在一些主題的增刪，但核心主題

非常明確。教師教學行為和信念與態度、教

師專業發展、教學領導、教師評鑑和回饋、

學校氣氛等一直是穩定排在優先順序行列。

可見，無論從學校效能或是教育政策考慮，

教師教學實踐和專業發展都居於師資教育

政策的核心地位。從 TALIS 2018 調查主題

來看，此次調查內容不僅擴展前兩個週期的

主題，也納入其他重要議題，例如：教育創

新、多元文化教育、教室公平和多樣性等主

題（OECD, 2018）。OECD/TALIS 的 調 查

結果與比較分析，不但有助於理解教師專業

發展情形及其差異，也可以透視各國有關教

學專業與教師專業發展之政策和實踐。

OECD/TALIS 2018 的研究結果分為兩

份報告進行發布。第一份報告主要分析作為

終身學習者的教師和學校領導者的知識及技

能獲得與使用（OECD, 2019a）。第二份報告

主要分析作為有價值專業人員的教師和學校

領導者在聲望、職業機會、協作文化、責任、

自主權等方面的相關主題（OECD, 2019b）。
從這兩份報告中，可以瞭解到 TALIS 參與國

家或地區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的表現情形，

從而思考這些發現與結果在教育政策與實踐

上的意涵及參考價值。

參、研究方法

探討國際視野下的教師專業發展，乃是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

研究運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進行的《國

際教學與學習調查》，以 TALIS 2018 數據

為基礎，分析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的樣貌。

TALIS 2018 除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有

48 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外，國民小學教育階

段有 15 國參加，高級中等學校則為 11 個參

加國。臺灣則參與國家或地區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三個教育階段的調

查，但未參加 TALIS-PISA 架接調查。值得

注意的是，參與 TALIS 2018 國民小學教

育階段調查的 15 個國家中，澳洲與荷蘭因

全國填答比率過低，沒有達到國際標準而

不列入國際平均值計算。也因此，在 TALIS 
2018 國小教育階段的平均值是來自臺灣、

日本、韓國、越南、比利時、阿根廷、西班牙、

英國、法國、丹麥、瑞典、土耳其、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等 13 國家之資料計算而得（柯華

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OECD, 
2018）。

在調查對象方面，我國 TALIS 2018 三

個教育階段之調查，均進行預試與正式調

查。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是以國民中小學

教師為主，3494 位國民小學教師、3835 位

國民中學教師（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

冠銘，2019）。

至於調查工具，我國各教育階段之學校

問卷、教師問卷皆為正體中文，並採用全部

線上問卷調查形式。TALIS 2018 問卷調查

之教師版本，其調查內容包括：教師個人背

景和教師資格、工作現況、專業發展、教師

回饋、教學的一般情形、特定班級的教學、

多元環境下的教學、學校氣氛和工作滿意

度、教師移動力等面向（柯華葳、陳明蕾、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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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仁、陳冠銘，2019；OECD, 2018）。在本

研究中，探討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特別是

聚焦於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活動的類型、內容、效益，以及教師參與專

業發展活動的阻礙等議題。

本研究定位為次級資料之解讀與分析，

以 TALIS 2018 資料庫中有關臺灣教師專業

發展類型、內容、效益、阻礙等數據為主，彙

整製作成圖表，並輔以 TALIS 2018 國際平

均值作為對照，以解讀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的樣貌。 

要說明的是，OECD/TALIS 2018 調查 
資料涉及教師議題相當廣泛，各個議題均

有其調查重點，分散在不同的測量項目之 
中，而議題之間的關聯亦頗為複雜，很難在

一個研究中進行完整的梳理與探討。基於

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關注，本研究選取了教師

專業發展四個次主題進行探討，分別是教

師專業發展的類型、內容、效益、阻礙，期能

初步梳理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

樣貌。然而，臺灣與 OECD/TALIS 參與國

家或地區的教育背景並不相同，而有關教師

專業發展政策亦有所差異，特別是在中小學

教師生涯發展、教師評鑑、教師績效管理、

教師證照等制度設計，存在著跨國及跨域

的差異。這些制度設計上的差異，可能會影

響到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進行及其展

現，本研究並無法提供完整的分析與詮釋，

以致於未能從政策投入面來理解政策過程

面及結果面。這是本研究的限制，也是後續

研究可以再探討的議題。本研究的發想與行

動在於拋磚引玉，希冀後續有更多研究者運

用 OECD/TALIS 2018 調查資料進行研究，

以開拓教師專業發展研究版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教師專業發展是 OECD/TALIS 調查的

重要內容，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各國教師

專業發展參與情形及其效應等資料。本研究

聚焦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內容、效益與

阻礙等方面，依序呈現研究結果。

一、 研究結果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

教師的有效教學是增進學生學習表

現的重要指標。為了提高教學品質與效果，

必須提供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機會，協助

並支援教師提升教學實踐的能力。在此基

礎上，OECD/TALIS 專案調查參與國家

或地區家的教師近一年來參與專業發展

活動的類型，包括：｢ 面對面的實體課程 /
專題研討 ｣、｢ 線上課程 / 專題研討 ｣、｢ 由

教師、校長、研究人員在教育會議上介紹

研究或討論教育議題 ｣、｢ 正式的資格證

照課程 ｣、｢ 參觀訪視其他學校 ｣、｢ 參觀

訪視商業機構、公立機關、非政府組織機

關 ｣、｢ 學校正式安排的同儕、透過錄影的

自我觀摩活動及輔導 ｣、｢參與特別針對教

師專業發展的教師社群 ｣、｢ 閱讀專業的

文獻 ｣、｢ 其他 ｣ 等等（柯華葳、陳明蕾、

李俊仁、陳冠銘，2019，p. 124）。

表 1 是有關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

專業發展活動類型的調查結果。由 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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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調查資料得知：

在國民小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活動的類型，前三名分別是：｢ 面對面的實

體課程 ｣（77.4%）、｢由教師、校長、研究人

員在教育會議上介紹研究或討論教育議題 ｣

（75.7%）、｢參與特別針對教師專業發展的

教師社群｣（76.3%）。相較之下，臺灣國民小

學教師參與｢ 正式的資格證照課程 ｣這類的

專業發展活動類型之比率（22.2%）最低。若

與 OECD 參與國家或地區作對照，臺灣國民

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類型，除了｢

面對面的實體課程 / 專題研討｣和｢ 閱讀專

業的文獻 ｣外，其餘均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平均值。

在國民中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活動的類型，前三名依然是：｢ 面對面的實

體課程 ｣（75.4%）、｢由教師、校長、研究人

員在教育會議上介紹研究或討論教育議題 ｣

（69.7%）、｢參與特別針對教師專業發展的

教師社群｣（65.3%），但低於國民小學教師。

至於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類型較低者，則

是｢ 正式的資格證照課程 ｣（19.7%），不及

二成。與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作

對照，臺灣國民中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

的類型，除了｢ 面對面的實體課程 / 專題研

討｣和 ｢ 閱讀專業的文獻 ｣外，其餘均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平均值。

（二）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

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涉及教師的專業

知識、技能與實踐，與教師的職責角色與教

學任務有關，也與教育政策及學校情境脈

絡有關。OECD/TALIS 專案針對教師過

表 1：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類型之比率

類      型
國小 國中

% TALIS % TALIS

1. 面對面的實體課程 / 專題研討 77.4 78.0 75.4 75.6

2. 線上課程 / 專題研討 62.7 39.9 53.5 35.7

3. 在教育會議上介紹研究或討論教育議題 75.7 54.3 69.7 48.8

4. 正式的資格證照課程 22.2 17.7 19.7 14.5

5. 參觀訪視其他學校 46.0 35.0 48.8 25.9

6. 參觀訪視商業機構、公立機關、非政府組織機關 42.8 16.0 36.1 17.4

7. 學校正式安排的觀摩活動及同儕輔導 67.7 49.5 62.8 43.9

8. 參與專業發展的教師社群 76.3 47.8 65.3 39.9

9. 閱讀專業文獻 60.8 71.1 61.9 72.3

10. 其他 39.8 33.5 35.8 33.3

資料來源：整理自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2018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臺灣報告：綜
整報告。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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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年所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進行調

查，其調查項目分為：｢任教科目領域學科

知能 ｣、｢任教科目領域教學知能 ｣、｢ 課程

知識 ｣、｢ 學生評量實務 ｣、｢ 應用於教學的

資訊與通訊科技技能 ｣、｢ 學生行為輔導與

班級經營 ｣、｢ 學校管理與行政 ｣、｢ 個別化

1. 面對面的實體課程 專題研討

2. 線上課程 專題研討

3. 在教育會議上介紹研究或討論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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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正式安排的觀摩活動及同儕輔導

8. 參與專業發展的教師社群

9. 閱讀專業文獻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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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中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類型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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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類型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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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取向 ｣、｢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 ｣、｢多

元文化或多語情境下的教學 ｣、｢ 跨學科學

習的技能 ｣、｢ 學生評量結果的分析與應用

｣、｢ 親師合作 ｣、｢ 與不同文化或國家的人

們溝通 ｣、｢ 其他議題 ｣ 等等（柯華葳、陳

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p. 128）。

表 2 是有關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

專業發展活動內容的調查結果。由 TALIS 
2018 調查資料得知：

在國民小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的內容，前三名分別是：｢ 任教

科目領域教學知能 ｣（93.5%）、｢ 課程知

識 ｣（91.4%）、｢任教科目領域學科知能 ｣

（90.6%），這三部分均高達九成以上，反

映出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仍以課程知識、

教學學科知識、教學知識等領域為主。至於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較低者，則

是 ｢ 學校管理與行政 ｣、｢ 與不同文化或國

家的人們溝通 ｣，均不及 50％。與 OECD/
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比較之下，臺灣國

民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之比

率，均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

區平均值。

表 2：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內容之比率

類      型
國小 國中

% TALIS % TALIS

1. 任教科目領域的學科知能 90.6 79.1 94.0 76.0

2. 任教科目領域的教學知能 93.5 80.3 95.9 72.8

3. 課程知識 91.4 71.3 91.5 64.7

4. 學生評量實務 78.5 67.1 80.1 65.2

5. 應用教學的資訊與科技技能 65.9 59.7 59.6 60.4

6. 學生行為輔導與班級經營 85.4 61.4 79.5 49.8

7. 學校管理與行政 49.0 27.9 45.5 22.1

8. 個別化教學取向 71.9 55.5 67.5 46.6

9. 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 64.7 51.7 52.5 42.8

10. 多元文化或多語言情境下的教學 51.4 31.2 43.0 21.9

11. 跨學科教學的技能 71.1 54.8 67.7 48.5

12. 學生評量結果的分析與運用 69.2 54.1 67.0 46.8

13. 親師合作 69.0 44.2 60.9 35.1

14. 與不同文化或國家的人們溝通 33.4 23.8 29.7 19.3

15. 其他 37.8 32.0 30.3 27.8

資料來源：整理自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2018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臺灣報告：綜
整報告。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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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中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的內容，前三名依然是：｢ 課程

知識 ｣（95.9%）、｢ 任教科目領域教學知

能 ｣（94.0%）、｢任教科目領域學科知能 ｣

（91.5%），與國民小學相近，凸顯課程知識 
、教學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在教師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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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內容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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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證據說了什麼？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 

展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至於教師參與專

業發展活動內容較低者，則是 ｢ 學校管理

與行政 ｣、｢多元文化或多語情境下的教學

｣、｢ 與不同文化或國家的人們溝通 ｣，均不

及 50％。與 OECD 參與國家或地區相對

照，臺灣國民中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

的內容之比率，除了 ｢ 應用於教學的資訊

與通訊科技技能 ｣外，其餘均高於 OECD/
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平均值。

（三）教師專業發展的效益

教師專業發展的實際效果有多少？這個

問題一直是政策利益關係者關注的問題。然

而，從相關文獻和實徵研究來看，有關教師

專業發展的品質、效果、效益或有效性的評

估指標都缺乏清晰且一致的界定。對教師而

言，那些與自身特性和需求緊密結合的專業

發展活動，無論是類型或內容，若能彰顯教

師主體、促進教師能動性、協作性，同時對教

學實踐產生效益並永續發展的專業發展活

動，則更具影響及效果。

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應，OECD/
TALIS 專案聚焦於教師過去 12 個月所參與

的專業發展活動對於教學實務的影響，從中

勾勒出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其調查

項目如下：｢ 建立在教師的先備知識上 ｣、｢

符合教師個人發展的需求 ｣、｢具完整的課

程結構 ｣、｢ 適切的聚焦於教師任教科目的

內容 ｣、｢ 提供主動學習的機會 ｣、｢ 提供合

作學習的機會 ｣、｢ 讓教師有機會在課堂上

練習 / 應用新的觀念和知識 ｣、｢ 提供後續

活動 ｣、｢ 在教師任教的學校舉行 ｣、｢ 學校

多數同事也參與此活動 ｣、｢ 有較長的舉辦

時間 ｣、｢ 著重在教師教學上的創新 ｣等等

（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p. 
130）。

表 3 是有關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專

業發展活動的效應之調查結果。由 TALIS 
2018 調查數據發現：

在國民小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所帶來的效應，其正面效果是反映

在：｢ 建立在教師的先備知識上｣（97.0%）、

｢ 讓教師有機會在課堂上練習 / 應用新的觀

念和知識 ｣（95.9%）、｢提供主動學習的機

會｣（91.2%）、｢符合教師個人發展的需求 ｣

（91.1%）等四個層面，其正面效果均高達九

成以上。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效應較低

者，主要是｢ 有較長的舉辦時間 ｣（42.5%）

這個層面，尚不及五成。其餘層面的正面效

應，則介於六成至八成之間。相較於 OECD/
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臺灣國民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的效應，除了｢ 有較長的舉辦時間

｣外，其餘均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

或地區平均值。

在國民中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所帶來的效應，其正面效果前四

名依序是：｢ 建立在教師的先備知識上 ｣

（94.7%）、｢ 讓教師有機會在課堂上練習

/ 應用新的觀念和知識 ｣（93.6%）、｢ 符合

教師個人發展的需求 ｣（88.8%）、｢ 提供主

動學習的機會 ｣（88.3%）。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的效應較低者，仍是 ｢ 有較長的

舉辦時間 ｣（35.0%）這個層面，尚不及四

成。相較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

區，臺灣國民中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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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效益之比率

類      型
國小 國中

% TALIS % TALIS

1. 建立教師的先備知識 97.0 91.8 94.7 90.7

2. 符合教師個人發展需求 91.1 82.2 88.8 78.1

3. 具完整的課程結構 78.8 78.5 76.2 76.0

4. 聚焦於任教科目內容 81.6 78.2 84.6 71.9

5. 提供主動學習的機會 91.2 83.0 88.3 77.9

6. 提供合作學習的機會 86.6 79.9 82.8 74.4

7. 讓教師有機會在課堂上應用新的觀念和知識 95.9 89.9 93.6 85.9

8. 提供後續專業發展活動 68.9 58.0 63.5 51.5

9. 在教師任教學校舉行 74.3 57.4 71.2 47.4

10. 學校多數同事也參與活動 61.5 56.5 53.8 39.8

11. 有較長的舉辦時間 42.5 49.8 35.0 40.8

12. 著重在教學上的創新 76.1 68.7 76.2 64.8

資料來源：整理自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2018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臺灣報告：綜
整報告。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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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有較長的舉辦時間 ｣ 外，其餘均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平均值。

（四）教師專業發展的阻礙

教師專業發展受到教師個人因素與學

校組織及教育系統的影響，而專業發展活動

的規劃及設計也會影響到教師的參與，這是

一個相當複雜的歷程。若能理解教師參與專

業發展活動所面臨的問題、阻礙或困境，從

中尋找可能的因應對策或解決途徑，將有助

於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OECD/TALIS 專案針對教師參與專

業發展活動可能遇到的阻礙進行評估，分

類歸納如下：「教師現有條件不符合（例如：

資格、經驗、年資）」、「專業發展成本太

高」、「缺乏上級支持」、「工作忙碌無暇

參加專業發展」、「因家庭責任，導致沒有

時間參加」、「沒有適切的專業發展可參

加」、「缺乏參加專業發展的誘因」等等（柯

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p.  
135）。這些阻礙因素分別涉及到教師個

人及家庭因素、學校工作負擔、經費支出、

專業發展活動本身、誘因與支援等，相當

廣泛且多元複雜。

表 4 是有關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

專業發展活動所面臨的阻礙之調查結果。由

TALIS 2018 調查數據發現：

在國民小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所面臨的阻礙，比率超過五成者

計有三項，分別是：「工作忙碌無暇參加專

業發展」（65.8%）、「因家庭責任，導致沒

有時間參加」（55.8%）、「缺乏參加專業發

展的誘因」（50.4%）。進一步分析，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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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中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效益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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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所面臨的

阻礙問題，其在「工作忙碌無暇參加專業發

展」、「因家庭責任，導致沒有時間參加」兩

方面的比率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

或地區平均值。

在國民中學方面，臺灣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所面臨的阻礙，比率超過五成者

計有三項，分別是：「工作忙碌無暇參加專

業發展」（71.8%）、「因家庭責任，導致沒

有時間參加」（58.0%）、「缺乏參加專業發

展的誘因」（55.2%）。同樣地，在「沒有適

切的專業發展可參加」方面所遇到的阻礙，

其比率計有 38.9%。相較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臺灣國民中學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活動所面臨的阻礙，主要是反映在

「工作忙碌無暇參加專業發展」、「因家庭

表 4：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阻礙之比率

類      型
國小 國中

% TALIS % TALIS

1. 現有條件不符合 14.4 15.1 14.1 11.0

2. 專業發展成本太高 26.5 44.7 30.3 44.6

3. 缺乏上級支持 20.9 34.8 25.7 31.8

4. 工作忙碌無暇參加專業發展 65.8 56.5 71.8 54.4

5. 因家庭責任，導致沒有時間參加 55.8 43.0 58.0 37.3

6. 沒有適切的專業發展可以參加 38.0 35.8 38.9 38.2

7. 缺乏參加專業發展的誘因 50.4 47.3 55.2 47.6

資料來源：整理自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2018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臺灣報告：綜
整報告。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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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阻礙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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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導致沒有時間參加」兩方面的情形比

較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國小或國中，近

四成左右的教師認為參與專業發展的阻礙

是由於 ｢ 沒有適切的專業發展可以參加 ｣，

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的平

均值。此一現象其背後所隱含的問題，未來

在規劃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活動時，宜加以重

視與關注。

二、 綜合討論

教師的專業展現決定於教師必須不斷

進行專業學習，促進專業發展與實踐，以因

應新的挑戰。就教學專業而言，師資職前培

育無法完全滿足教師生涯所需要的知識和

技能，在職階段的持續進修便成為教師專業

發展的必要條件。為了提供適切可行的教師

專業發展活動類型與內容，確保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並提升專業發展效果，同時理解

其可能遇到的障礙，提供適切的支援系統，

乃是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必須考慮的重

要課題。

基於這樣的主張，本研究運用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教學與學習調查》

（TALIS）調查資料，以 TALIS 2018 數據

為基礎，聚焦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內

容、效益、阻礙等議題的探討，以勾勒出臺

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茲針對

TALIS 2018 數據解讀與分析結果，進行進

一步的綜合討論如下：

（一）在教師專業發展類型方面

在專業發展類型方面，從 TALIS 2018
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臺灣中小學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活動的類型相當多元，並不亞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的平均值，

特別是透過面對面實體的教育研討、教育議

題討論、專業學習社群等方式進行專業學習

與發展。至於赴學校或公私立機構進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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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TALIS

圖 9　國中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阻礙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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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參訪的機會，或許因為時間、空間或經費

資源的限制，參與機會及實際情形尚有待提

升。另外，教師工作過於忙碌及負荷，也可

能導致較少從事校外參訪的潛在原因。至於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方面，臺灣國民中小

學的參與比率，雖然高於 OECD/TALIS 參

與國家或地區的平均值。但是，國小部分達

七成六，而國中部分僅為六成五，二者相差

一成左右。若對照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政

策自 2009 年實施已超過十年的時間來看，

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似仍有再發

展與深化的空間。從 Sachs（2003）對於教

師專業發展模式的觀點來看，臺灣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除了採取學校本位模式

外，未來也可擴展為跨校社群或虛擬社群，

進行網絡專業學習，增加教師之間的協作與

連結。

值得注意的是，OECD/TALIS 參與國

家或地區的教師採取｢ 閱讀專業的文獻 ｣

的方式進行專業發展的比率高於臺灣的教

師，其中的原因可能與學校現場教師不習慣

於閱讀教育專業書籍或期刊論文有關。此

一現象似乎意味著臺灣國民中小教師可以

再加強專業閱讀與自主學習，以吸取新知並

增進專業知識，奠立教學實踐之基礎。當然，

教育專業著作如何轉化為更具可讀性的專

書或研究報告，以利於學校現場教師閱讀

及評閱，也是未來值得再加努力。

（二）在教師專業發展內容方面

在專業發展內容方面，從 TALIS 2018
數據分析結果來看，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

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主要是聚焦於 ｢

任教科目領域教學知能 ｣、｢任教科目領域

學科知能 ｣、｢ 課程知識 ｣ 等主題，其參與

比率普遍高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

地區的平均值。此外，TALIS 2018 數據顯

示：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內容涉

及多元文化溝通與教學議題，國中教師低

於國小教師，似有再加強的空間。在全球化

趨勢日益明顯，教師如何在不同文化脈絡

下實施差異化、多元化、個別化的文化回應

教學，以及進行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等重要

議題，亦需再精進與深化。

OECD/TALIS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內

容的測量，基本上，其範疇是聚焦於教師知

識與教學實踐層面，而未從教師專業標準

的角度著手，或許是涉及國際測量與跨國

比較問題而無法採取教師專業標準取向。

若以臺灣於 2016 年公佈實施的中小學教師

專業標準來看，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層面

及內容，尚可再考量教師的專業責任，以及

教師領導等層面的展現，據以評估國民中小

學教師在教師專業標準上的表現。

（三）在教師專業發展效益方面

教育訓練和人力資源發展領域，往往

會從不同層面和不同時間進行系統評估。教

師專業發展方案評估也會從教師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的滿意度及其改變進行分析，甚至

也會考量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的關聯

（Parr & Timperley, 2016）。至於教師專

業發展的效益，經由 TALIS 2018 數據的分

析結果，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大致肯定參與

專業發展活動所帶來的效益，認為專業發

展活動對教學實務具有正面的影響作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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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有助於增進教學知識並符合專業學習

與發展需求。再者，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

也有助於教師同儕的協同合作及教學創新，

以跨越個人的單打獨鬥及例行教學。不過，

數據評估結果也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活

動的規劃與實施是否能持續進行與永續發

展，還有再加強的空間。亦即有關教師專業

發展的持續性及永續性，宜進一步加以評估

並謀求改善途徑。

教師專業發展是相當複雜的動態歷程，

其效益的評估與展現並不容易，也不是一蹴

可幾的，必須經過有效轉化與應用，方有助

於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在

文獻探討中，本研究參考 Guskey（1986）
的觀點，提出圖 1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

改變的動態模式，除了強調教師專業發展的

動態性與持續性外，更加重視教師專業發

展的擴散性與永續性，讓教師專業發展成

為教師改變的基石與動力，進而將教師專

業發展與學生學習表現加以連結，回歸到教

師專業發展的本質與初衷，以學生的角度來

思考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就此而言，教師

專業發展的效益評估，不是一個例行性的事

件，而是一段持續進展的旅程。

（四）在教師專業發展阻礙方面

教師專業發展是持續進行的動態歷

程，存在著機會，也可能遇到挑戰。本研究

除了探討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內容與效

益外，也進一步分析其阻礙或問題。經由

TALIS 2018 數據的分析結果發現，臺灣國

民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所面臨的

阻礙，主要是出現在「工作忙碌」、「家庭責

任」兩方面，而「缺乏誘因」也是教師專業

發展受阻的另一個問題。再者，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未能適切規劃，過度偏重於行政考量

或外在要求，忽略了教師需求與學校本位的

觀點，也可能是教師專業發展阻礙的原因。

可見，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專業發展活

動所面臨的阻礙，有的是來自於教師個體層

面，有的是來自學校組織層面，有的是來自

教育系統層面。

上述研究發現與過去有關教師專業發

展困境的論述或研究相互呼應，此一現象

可能與臺灣中小學教師教學負荷、工作時

間較長有關，教師耗費精力處理與教學無

直接關聯的事務，以致於擁有較少個人的

自由時間，更無暇思索專業發展的問題。

當然，這些困境也可能與教師時間管理或

平衡工作與生活等個人因素有關。此外，

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本雖然低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地區的平均值，

而在參與專業發展誘因方面似有再加強的

空間，其原因可能與臺灣長期以來偏重於精

神層次的鼓勵或是以教師教學卓越表現的

績效獎勵為主有關。至於改善整體教學環境

品質、建立教師情感與專業支持系統方面，

則顯得有所不足，以致於降低了教師專業發

展的動力。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來自 TALIS 2018數據
分析結果    

提升教師素質，必須持續進行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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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攸關學生的學習成

就，成為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政策議題。國際

組織和世界各國陸續提出有關教師專業發

展的政策、方案或措施，期能提高教師素質，

促進教學專業，以確保學生學習與潛能發

展。也因此，教師專業發展乃成為國際研究

的焦點，希冀透過跨國比較分析，提出政策

與實踐建議，以作為增進教學與學習品質之

參考。基於《國際教學與學習調查》調查資

料，本研究是以 TALIS 2018 數據為基礎，

解讀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

研究發現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普遍參與專業發展

活動，其參與類型是以專題研討、參與教師

社群、教育議題介紹等活動居多，而較少進

行與證照取得有關的專業學習活動。值得一

提的是，相較於 OECD/TALIS 參與國家或

地區，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閱讀專業文獻的

比率則有偏低的現象。

（二）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著

重於專業知識方面，是以學科知識、學科教

學知識、課程知識為主，而對於跨文化溝通、

文化回應教學議題則較少涉獵及參與。

（三）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應展

現在建立專業知識、促進專業協作、教學實

踐應用等方面，而在促進教師專業永續發展

方面仍有再加強的空間。

（四）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阻礙與

教師個人與制度環境有關，其問題主要是來

自於工作忙碌、時間不足、缺乏誘因、沒有適

切的專業發展活動等多重因素。

整體來看，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並不亞於 OECD/TALIS 調查國家或地區

的平均水準，而國小和國中教師專業發展亦

呈現類似或相近的樣貌。不過，臺灣教師專

業發展固然有其優勢，仍有其薄弱環節與問

題尚待克服，以促進教學專業更進一步的提

升與發展。

二、 建議：證據背後隱藏的政策與
實踐意涵

教師專業發展，永無止境。面對學生群

體的多樣差異，以及全球化所帶來對於學生

核心素養的新主張，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都

在努力尋求教育系統的因應對策與發展途

徑。在這樣的趨勢下，教師專業發展依然是

當前教育改革的政策選擇。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對於培養教師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提升

教學品質，均具有重要的政策與實踐意涵。

教師專業發展，乃是當前教育改革的重

要課題。國際組織及世界各國陸續提出有關

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方案或措施，期能提

高教師素質與教學專業，以增進學生學習成

就。根據 TALIS 2018 調查的數據分析結果，

本研究提出有關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政

策與實踐之建議如下：

（一）創造教師協作文化氛圍，促進專

業學習社群的永續發展

從國內外的研究與實際經驗來看，專

業學習社群不但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途

徑，也是學校改進與教育變革的可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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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TALIS 2018 的數據來看，臺灣國民中小

學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頗為多元，

其中參與教師社群的比率約六、七成左右，

尚未成為所有教師的教學生活日常，而在教

師社群組成型態上亦可再思考其他的可能

方式，例如：跨校社群、虛擬社群、網絡連

結社群等等。據此，學校必須創造教師協作

及網絡連結的文化氛圍，增進教師同儕之間

的集體學習、專業對話與實踐反思，促動學

校本位到跨校教師社群發展的可能性，以利

於專業學習社群的永續發展。更重要的是，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要重視教師的主

體性，激發教師的能動性，減少由上而下的

行政主導與工具掛帥，回歸教師專業發展的

本質，把教學專業找回來，經由社群實踐與

發展，創新擴散其影響力，共創協作專業的

新境界。

（二）培養教師跨文化溝通素養，提升

文化回應教學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是教育政策與實踐中相當

重要的議題，TALIS 2018 特別關注跨文化

學生的多樣性。臺灣社會也面臨原住民、新

移民、多族群文化與語言問題，必須透過學

校教育針對多元文化和特殊需求學生進行課

程與教學實踐，以滿足學生的差異需求與多

樣性。根據 TALIS 2018 的數據分析結果，

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在跨文化溝通、文化回

應教學議題的專業學習仍有再努力的空間。

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扮演關鍵角色，必須

具備多元文化教育與跨文化素養，提升跨文

化溝通能力，進行文化回應教學，尊重差異

與包容，減低偏見與刻板印象，公平對待每

一位學生，以確保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學習

權益與學習效果。為此，師資培育機構必須

提供中小學教師有關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

溝通、多元文化課程設計、文化回應教學、語

言與文化差異等方面的培力及增能活動，以

回應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

（三）重視成效評估與創新擴散，深化

教師專業發展品質

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果，展現在教師本身

的專業精進，也會影響到教師教學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就。OECD/TALIS 對於教師專業

發展的效益評估，主要是展現在教師本身的

專業精進內容聚焦、主動學習與同儕協作、

專業發展的持續時間、學校嵌入式學習等方

面。由 TALIS 2018 的數據分析結果發現，

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有

助於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識的提升，同時可將

所學運用於實際教學中，但是，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往往比較短時間舉辦、欠缺長時間的

規劃與實施，以致於難以促進教師專業的永

續發展。據此，未來宜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實

施成效的系統評估，檢視教師專業發展對

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影響，適時加以檢

討、修正、調整與回應，深化教師專業發展

品質，提高其效果並創新擴散，以利於教師

專業的持續發展。

（四）建構完善的支持系統，全面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

決策者不僅要考慮到教師專業發展的

有效類型與內容，也還要考慮到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活動可能會遇到的障礙或阻力，

23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並尋求促進教師參與專業發展的支持機

制。根據 TALIS 2018 的數據分析，臺灣

國民中小學教師在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上阻

礙或問題，主要是發生在「工作忙碌」、「家

庭責任」、「缺乏誘因」、｢ 專業發展活動未

能適切規劃 ｣ 等方面。這些阻礙因素涉及

教師個人、學校組織、教育系統等層面，必

須從系統思考的角度來加以理解。事實上，

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個人與制度環境交互

作用的結果。教師專業發展指向生態取向，

是事實，也是趨勢。要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必須從系統的視角來理解教師專業發展的

問題。為解決教師專業發展的阻礙或困境，

教育行政機關必須建構完善的支持系統，

規劃教師專業發展的激勵機制，增加時間、

空間、經費、人力資源的投資，調整教師專

業發展的類型，嘗試採用跨越時空限制的

線上研習活動，同時改善教學整體環境及

工作條件，傾聽教師的聲音，解決教師的實

際需求，關懷教師的生涯發展，全面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累積其專業資本，以提升教學

專業水準。

在解讀了 TALIS 2018 的數據之後，

回到本研究開頭引用 T. S. Eliot 在《磐石》

（The Rock）這首詩中令人無限想像的話

語，重新思索教育政策的著力點，找到教師

專業發展的未來。在證據本位教育政策中，

證據將起作用嗎？對於證據背後的意義將

如何解讀與詮釋呢？基於證據分析結果所

提出的建議，這一切能做得到嗎？研究與

政策及實踐要如何相互連結？教師專業發

展的促進與提升，沒有所謂的 ｢銀色子彈 ｣

（silver bullet），也無法採取｢一體適用 ｣

（one size fits all）的唯一解方。教師專業

發展政策與實踐，必須關注攸關教育成敗實

實在在的 ｢人 ｣，賦予教師在教育系統中的

核心位置。

邁向未來，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的路徑，可由改善外部環境著手，創造友

善的支援條件，同時關注教師的專業自主與

實踐行動，由單一方式到多樣內容，由狹窄、

零散到全面、系統，有效地化解障礙、問題

與困境，展現更高層次的專業發展利基與效

益。沿著教師專業發展的路徑持續前進，這

意味著教師專業發展的未來有了方向，在前

往教學專業的路上或許可以少走一些崎嶇

路。教師對於專業發展的思維與行動展現主

體性及能動性，建立了教學專業的責任感和

自信心，從而提升教育公平與品質，確保學

生的學習成就。如此，教育的力量，就從教

師專業發展中釋放出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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