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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鍵                98.1.16 

壹、前言：固本求真 

任何一項政策，除了從制度面上設計、規畫之外，優質的執行人力更為

關鍵。 

以教育來說，最核心之人力是站在第一線的教師。同時我們堅信：「教師

持續地教育研習，可以增進教學能力，也能提升其對教學工作的滿意度」。 

畢竟，教育是「百年樹人」的志業，而肩負「樹人」重責大任的教師，

自然應該受到我們學校的珍惜、照顧和培育。 

因此，如何延聘優質教育人員，並提供教師持續發展其自身專業能力的

機會，以及進一步設法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是學校的責任。 

在「校務發展綱領」參之二之(三)、「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與福利」、以

及「校務發展綱領」附錄第一冊參、工作生活環境，肆、同仁「自我成長」

的省思，伍、尋找「生活與工作」的快樂泉源…等篇幅中，我一再地告訴同

仁：「如何讓學生滿意，也讓員工滿意，這是學校的責任。」因為我深信：「如

果我們照顧學校的每一位員工，他們就會以同樣的心力來服務學生及家長。」 

而大家也應有自我責求，要能「認分」，認分自己的定位、學校的定位，

認分我們不足的地方，能「積極」努力、學習、成長，認真工作。 

所以我們擬訂了「校務發展綱領」，其 

目標(核心價值)：在於建立「優質教育環境」 

──願大家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就是心之所在； 

以用心與感動，開創學生美好的未來。 

「學校效能」首在教學，「教學」是學校教育的關鍵，所以我們擬了「校

務發展綱領」附錄第一冊，是根據「校務發展綱領」參之五「提升教師素質」

所擬訂的，其重點在說明教師應具備的能力─「實力、和諧、健康」。 

「教師教學卓越計畫」，應該屬於「校務發展綱領」附錄第二冊，它是根

據「校發」參之一之(三)「教師教學目標」，所延展出來的「實施方案」，以

建立優質教學制度，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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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教學卓越計畫」 

「教師教學卓越計畫」，不是新推出的工作項目，這大都是各位老師已經

在實施，也知道務必要推行的。只是，過去我們所做的，不夠完整罷了。 

例如： 

△教學研究會 

△教學觀摩回饋單→教室觀察─過去只反應在「教學活動」，現在又加上「班

級經營及敬業態度」。 

△林惠齡老師：(97.12.24) 

上課技巧確實有關學習效率，但最重要的是內容的充實與否，如果

老師上課前充分備課，掌握教學的目標，學生上起課來振筆疾書，概念

具體完整，自然會捨不得睡覺，深怕漏寫、漏聽了重點。 

△翁菁徽老師： 

如何善用教材和方法以達到學習成效，是教學最根本的問題。 

△陳玲玲老師： 

「教學」或許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但往往付出努力之後，要掌握

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情形。 

學生的回饋以及他們在學習上所展現的成果，都會讓我們相當感動。 

 

所以，「教學卓越計畫」，我只不過是以「有組織、有系統」的方式把它

整理出來，好讓各位老師有完整的概念，教學上也有個依循的準則。 

一、每個單元的教學：學生能完整學習「教育三大目標」 

1.認知(知識)：我要做什麼；為什麼我要做；我相信我能做。 

2.情意(意義、價值、興趣、態度、熱情)：我喜歡做；我抉擇要去做。 

3.技能(技術、技藝)：我能如何做；我能實踐(運用)。 

☆我們學校將「升學、檢定、競賽及照顧學習低成就的學生」列為一致性

的使命目標。 

二、學生如何完整學習「教育三大目標」 

教師教學主要的四項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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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設計：教材準備、教學準備、教學研究。 

2.教材教法：教學活動、班級經營、敬業態度。 

3.績效責任： 

(1)學生能否完整學習「教育三大目標」是教師的職責。 

(2)畢業生追蹤。 

4.補救(或增廣)教學： 

(1)補救：①多關心、鼓勵，不放棄任何一位學生。 

②讓學生能找到自己興趣，適性成長。(醫生治病，教師醫心，

教師負有為社會文化把脈，進行心靈經驗探索的責任。) 

③課程小老師制度。 

(2)增廣：①引導學生習慣閱讀、書寫、傾聽和說話之能力。語文是所

有學習的基礎，語文能力越強，越能獲得成就。 

②資源中心預計推行「晨讀十分鐘」活動。 

以上四項層面，必須同時顧及，是無法切割的，是完整教學的必要

重點。 

三、心靈的孕育：敬學精神與態度 

1.袁保新教授：「從安命到立命」─如何在自由中活出人性尊嚴 

人類生存環境遭扭曲，我們最應該著力的地方是內在心靈的省

思、開發、整頓和安立。 

2.教師是否能夠有效教學、熱忱教學，也是教學的一個關鍵，而這熱忱

的原動力，是來自教師個人「自身的圓滿」。 

(1)興趣：(能力)、(實力)、(責任) 

(2)體能： 

(3)品德： 

①德育：禮節、整潔、表達(溝通) 

②群育：在於「善」的追求。人對自己好，人與人之間好，人與社

會團體好。(做家事、參加志工，社會服務─培養負責的態度。) 

③美育：文學與藝術重要的價值，都是不斷地追求生命的意義。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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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懂美術，就不懂得欣賞自然美景；若不懂音樂，就不懂得聆賞，

以洗滌心靈。藝術，讓我們看到一個藝術家的心靈，因為生命有

缺陷，所以渴求一種完美，因而成就了人生中 最美的事物。文

學比藝術又更重要，因為文學就是在表達人生觀。 

以上三個元素，我把它定位為做人的本分，是人生的重要課題，也

是人生快樂的泉源，因此，我們才能活出生命力，才能發揮「敬業精神

與態度」，才有能力去幫助他人。 

四、檢視規準：檢視教學的成效 

1.各科每位教師的教學，就計畫書中「教材設計、教材教法、績效責任

及補救(或增廣)教學」四項層面，所提供的「指標、檢視重點或說明

示例」為準則，再依各科現階段有能力可實際推行的，加以斟酌擇出

並踐履。不一定立即全部實施，但要逐年增加指標(檢視重點)。 

2.計畫書所列的「指標、檢視重點及說明示例」，各科可增列或作修改。 

五、檢視方式： 

尊重各科自行推動： 

1.無管理的管理─只問成果，不一定要看過程。 

2.不能有「無功勞，也有苦勞」的心態。 

六、檢視目的： 

強調「教師的績效責任」，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 

1.協助教師更瞭解自己的專業表現。 

優：肯定、獎勵 

不理想：由各科自行輔導老師改進教學。 

2.鼓勵教師不斷發展自己的專業能力，要做到「精益求精」。 

3.督促教師表現出最起碼的專業行為。 

學校是一個團隊，教學也是一個團隊，大家一起工作、學習、成長，

是一個具有專業的、優質的團隊。 

七、終極目標：環境舒適優美＋優質教師團隊＋學生適性成長 

我們學校有責任提供一個優質的教學環境，讓教師安心工作，進而



 5

工作態度積極、齊心協力，建立優質團隊，學生能有效學習。 

1.明確一致性的使命目標 

(1)召集人會議(97.11.06) 

(2)行銷策略與招生效能(97.10.03) 

   績效、藍海、通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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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堅持教學品質，有效的教學安排和實施 

(1)周詳有序的課程計畫，發揮教學研究功能 

要有目標、有計畫、有方法，大家團結合作，一起努力，共同

成長。不藏私、不內部不和，內耗精力。 

(2)有效的教學技巧。 

3.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 

(1)學生都能受到充分的照顧，接受良好的教育。 

(2)切合學生的需求及有水準的表現。 

(3)滿足家長及社會的需求。 

參、結語：不畏艱辛待情合 

目前除了少子化，更受到經濟的衝擊，這對學校的經營無疑是雪上加霜。

我們擔心在全球經濟衰退的風暴下，將導致更多學生的家長遭裁員、減薪或

停薪，這都會連帶影響到學生受教的效果與機會，學生可能要打工、擺攤或

休學，再者，私校短期可能因學生人數下降，以致學費縮水，這都會使學校

運作困難。 

不過感嘆無用，沒有人能幫助我們度過景氣低劣的苦日子。 

首先，我們要團結和睦：唯有靠自己、靠全體同仁；彼此多一點溫暖、

關愛、和睦；互助、互勉、互信，始能走出危機，度過低潮。 

其次，我們必須要建立明確定位與清晰的辦學目標，凸顯特色。各科的

教學目標、各處室的業務與校務發展綱領，發展的目標、發展的方向要相符

合，以提升及保證教育品質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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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都需要仰賴各處室主管、各科召集人之領導，經由處室溝通及各科

研究會自我反省與檢討，提出策略，建立有效的「自我改善」機制。 

尤其，各科的教學目標更需要透過完善的課程規畫來達成，所以，課務

發展委員會或課程規畫小組的成立與擔當的任務非常重要。為了避免閉門造

車，我們可以向校友請益或參訪，更可邀請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參加規畫及

推動。 

最後，呼籲大家，我們要有信心：只要大家都能發自內心，凝聚共識；

自動自發，攜手奮鬥，齊力共同展現「行銷策略與招生效能」，那麼，我們不

怕少子化及經濟風暴的襲捲。學校有信心保證：一定用心辦學，永續發展，

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與福利，開創學生美好的未來。 

願我們  樂在春風化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