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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靈魂．動能．實踐．省思」 

的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 

摘      要 

本文分析興德國小 17 個學年度九個教師專業發展階段，領略本校過去、現

在及未來一脈相承時空脈絡的專業發展，具體目標分述如下： 

喚起專業規劃靈魂：依據教育政策思潮及學校核心價值以形成教育信念執著。 

開啟成長歷程動能：啟動教育行動力量及努力不懈歷程以建構永續成長能量。 

發展專業成果實踐：兼顧教育實踐歷程及學校專業成果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落實系統評估省思：發揮教育省思精神及系統評鑑機制以分享專業發展成就。 

本文案敘說興德國教師專業發展小 32 項「細緻的實施內容」、4 項「驚豔的

創新作法」，敘說「創新的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行動研究讓專業發展成績斐然有成」、

「創新的教師行動專書編輯出版讓專業發展精神無限延續」、「創新的新設研發處

組織讓專業發展藍圖前瞻永續」、「創新的學習共同體及全校教師觀課推動讓教師

教學精進」4 項創新成果。本校的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是依藉「靈魂．動能．

實踐．省思」所創造的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 

 

關鍵字：臺北市文山區興德國民小學、專業發展、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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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融合專業發展的師生成長情節，一個兼顧品質價值的教育詮釋過程，一

個啟動改變能量的學校品牌建立，都會有一個故事！ 

興德所擁有的教師專業發展品牌故事靈魂，是一種教育政策思潮及學校核心

價值，一種蘊含於內及彰顯於外的信念及執著。興德所擁有的教師專業發展品牌

故事動能，是一種教育行動力，一種源於組織起心動念且生生不息的永續成長能

量。興德所擁有的教師專業發展品牌故事實踐，是一種轉化學校靈魂及動能且兼

顧歷程及結果的積極作為，堅定走對的路且永不退縮。興德所擁有的教師專業發

展品牌故事省思，是一種勇於面對實踐結果評價的心路歷程。以下這個依藉著「靈

魂．動能．實踐．省思」的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深植興德每個人心中！ 

貳、背景分析 

一、教師人力分析： 

（一）教師年齡分析 

以年齡而言，本校教師平均年齡為 42.6 歲（含編制外教師 1 人），顯示本校

教師不論是人生閱歷或教學經驗都正處於較豐富與穩定的階段。 

表 1-1 興德國小教師年齡分析統計表 

年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合計 
人數 4 9 13 9 1 36 
百分比 11% 25% 36% 25% 3% 100% 

（二）教師學歷分析 

本校教師碩士（含正在進修中）以上比例 50%，大學學歷 50%，102 學年度

起已無專科學歷之教師，顯示本校教師積極投入專業進修及參與研究。 

表 1-2 興德國小教師學歷統計表 

學歷 研究所（40 學分班） 大專院校 專科 合計 
人數 18 18 0 36 
百分比 50% 50% 0% 100% 

（三）教師服務年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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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年資而言，本校教師服務 10 年以上最多，顯示教師具有豐富實務教

學經驗。 

表 1-3 興德國小教師服務年資統計表 

服務年資 5 年以下 5-10 年 10 年以上 20 年以上 30 年以上 合計 
人數 5 4 17 7 3 36 
百分比 14% 11% 47% 20% 8% 100% 

二、本校實施專業發展之 SWOT 分析 

表 2-1 本校實施專業發展之 SWOT 分析表 

項目 S（優勢）分析 W（劣勢）分析 

內

在

因

素 

組

織

文

化 

1.校地小、校園規模也小，班級數也少，適

合推展小校小班教學精神。 
2.師生互動頻繁，生活教育落實，教師之間

相處融洽，互動良好。 
3.本校常被譽為具有溫馨和諧特色之精緻小

學，親師生愛校情懷濃厚。 
4.整合運用退休同仁人力及本校編制外人力

資源，以組織創新及組織再造方式新設研

發處，開創學校組織文化新局。 

1.教職員工編制少，教師必須分攤部

分行政事務。 
2.減班壓力下，人員流動或職務編配

的彈性少，有時會影響組織氣氛。 
3.可供教師分組開會研討繫的空間不

足。 

教

師

素

質 

1.教師平均年齡約 42 歲，多數老師教學經驗

豐富、有服務熱忱。 
2.女性同仁善於互動與關懷。 
3.教師樂於吸取新知與進修，行政與教師之

間溝通順暢，對學校教育目標認同度高。 

1.有些年輕教師班級經營、親師溝通

經驗待加強，資深教師則須經常溝

通新觀念新做法。 
2.因教師員額數較少，分擔業務繁

重，在互動與專業對話的時間上尚

待鼓勵與加強。 

課

程

教

學 

1.在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實施階段，全校教師

歷經自編課程歷程，對課程規劃與實施具

有理念及實踐經驗。 
2.在特色課程的實施上，因有專長教師熱誠推

動，能共構帶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之實施。 

1.不同專長教師著重之領域不同，在

縱向與橫向連結上尚須多所溝通

著力。 
2.教師群在課程評鑑的能力上尚待加

強。 

環

境

設

備 

1.本校鄰近興隆、辛亥、景興、興華國小及

私立靜心中小學，興福、景興國中，以及

警察大學、中國技術大學，戲曲專校等，

學校對面為市立圖書館文山分館，資源豐

富。 
2.校園小而精緻，環境設備改善經費可集中

規劃，並善盡最大化之成效。 

1.一路之隔緊鄰興隆國小，該校設校

較晚，設備與校地較新較大，學區

與本校重疊較多，有互為競爭之情

形 
2.本校沒有操場只有球場，不易推展

大型活動。 
3.本校校地小，校舍空間不足。 

學

生

表

現 

1.學童行為單純較少非社會或反社會行為發

生。 
2.各項藝文競賽與健體活動能提供學生充份

學習機會。 
3.能因地制宜發展適合本校環境條件之體育

活動，能經常利用校外鄰近場地，鍛鍊兒

童體魄，加強兒童體適能。 
4.大多數學生樂於學習、樂於參加社團，如

直笛、籃球、田徑、民俗體育、陶藝、手

工、幼童軍、扯鈴、街舞、樂樂棒等，增

加課外學習的機會。 

1.學生大都家境小康，但獨生子女、

隔代教養、單親家庭、低收入戶不

少。 
2.因學校人數少，同儕之間缺乏多元

榜樣學習的目標，因此創意略顯不

足。 
3.學校沒有操場造成學生運動空間受

限，也限制了學生大肌肉運動的潛

在學習活動。 
4.專科教室較欠缺，各種學習表現受

到場地的限制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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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O（機會點）分析 T（威脅點）分析 

外

在

因

素 

教

育

政

策 

1. 本校推展之願景與學校目標與推展中之教

育政策方向相符。 
2.校長及行政主管年資較深，資歷豐富且異動較

少，能著力推動教育政策與校務經營之結合。 

1.少子化現象下，本校面臨討論是否

併校或廢校之危機。 
2.教育政策的變動性有時會花費較多

時間溝通，讓教師了解與接受。 

家

長

參

與 

1.家長對學校的信賴度與期望值均高。 
2.部分家長社經地位水準佳。 
3.家長對學童的多元學習能力培養具有一定

的認識。 
4.家長對於本校照顧特殊生的能力與態度多

所肯定，願意積極配合。 

1.學生人數少，家長參與人力有限。 
2.參與親職教育的家長以母親居多，

推動親職教育層面較無法普及。 
3.一般家長都是上班族，能實際到學

校擔任志工的人力受限。 

學

區

資

源 

1.本校位於捷運木柵線與新店線間，多路公

車經過校門口。鄰近景美溪、臺北市立動

物園、仙跡岩、景美運動公園，地理環境

佳。 
2.興隆派出所正對本校門口，親師生受到正

面保護。對面的文山圖書分館，讓師生借

書閱覽都很方便。 
3.比鄰的幾所學校可以互相支援場地與人

力，另外相關教育活動、表演活動也可進

行交流與參觀，可見本校人文環境優異。 

1.一路之隔緊鄰興隆國小，該校設校

較晚，設備與校地較新較大，學區

與本校重疊較多，有互為競爭之情

形。 
2.幾所比鄰的學校，以本校年代最

久，校地最小，且無操場供師生活

動，在少子化趨勢下，經濟能力較

佳之家長會考量選擇私立小學，對

本校招生產生影響。 

三、教師專業發展推動背景分析與預測 

在本校在專業發展方面所建立的學校品牌故事，以下追溯分析 86-102 學年

度 17 個學年度的九個專業發展階段，並對未來環境預測及提出因應之道。 

（一）「資訊教育」專業發展階段（86-88 學年度） 

本校的資訊教育源於84-87學年度由吳文中校長的大力推動及全校同仁的努

力下，有領先的完善設施教學和應用模式，全校也參與小班教學精神計畫，加上

承接教育部多項資訊教育專案、外界的參觀及媒體的報導，使本校的資訊教育有

了很好的基礎和外界評價。此階段落實資訊教育於學校，要有良好的機制及制度，

須靠團隊依共同的理念來完成，故針對兩個面向努力，一是「營造本校資訊教育

團隊」，另一是「共創本校資訊教育願景」。 

（二）「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教師成長團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

專業發展階段（88-89 學年度） 

本校發展以學校為中心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教

師成長團體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教師專業建立首重「成長」與「實踐」，在「教

師專業授權」之同時能兼顧「教師增能」，發展以學校為中心的教師專業成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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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乃「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教師成長團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其運作模

式如下圖： 

 

圖 1 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教師成長團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圖 

（三）「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課程發展模式」

專業發展階段（90-92 學年度） 

本校以學校本位課程方向去省思並構建學校課程，營建更開放、多元及精緻

之教育環境。以學生為主體去思量，教師、家長及學校行政建立共同目標及理念

一起努力，才是學校發展之福。我們有效轉化為「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學

習領域課程小組的課程發展模式」，其運作模式如下圖： 

 

圖 2 結合教師進修、行動研究及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課程發展模式圖 

（四）「接受校務評鑑、訂立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畫及專業發展導

向教師行動研究」專業發展階段（91-94 學年度） 

91 學年首次校務評鑑，評審建議：「研擬行動研究法的教師進修課程，以加

強教師課程發展及專題研究的能力。」有鑑於此，92 學年度訂立提昇教師專業

發展實施計畫，逐年培養本校教師具備課程設計及行動研究的動機與能力等教師

課程發展 

行動研究-- 
以課程發展為行動
研究之內容及目標 

教師進修-- 
九年一貫課程新知 
學校日、心教育、 
臺北市教育發展綱領 

教師成長團 
轉化為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教師專業成長 

行動研究 教師進修 

教師成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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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要項。93 學年度校務評鑑改進計畫，列出問題解決改進策略及實施要

項，還有每學年訂立提升教師專業進修活動（含寒暑假備課）計畫。本校制定符

應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計畫，並發展以「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行動研究」改善

上述現象，本校提昇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架構如下： 

 

圖 3 提昇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架構圖 

（五）「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專業發展階段（95-97 學年度） 

95 年度蘇福壽校長領導本校以整體獎項報名臺北市教育局辦理的「優質學

校評選活動」，是 318 件作品中進入整體獎項決審階段的兩項作品的其中一件，

也是國小組唯一進入整體獎項決審的作品。其中專業發展養分－形塑全方位專業

化的教師，提及在教師專業的努力成效，整體方案決審的評語為：「學校擬定方

案具完整性及系統性能持續推動。學校團隊充滿活力，具有企圖心，參與廣度深

度足夠。能啟動教職員生及家長參與學校經營的動力能量。」 

多年努力下，98 年度本校以「校園營造」獲臺北市優質學校獎項的殊榮。

本校以品質為導向的校園營造，強調以「活化‧創意‧美感」產生「對話」，除

完成「興德校園十二景」核心任務，並不斷讓學校精進。獲此殊榮使校園營造成

為本校特色！ 

 

鼓勵教師發表研究成果，展現教師專業能力。 

教師專業發展 

促進教師教學經驗

交流，提升教師教

學品質。 

提昇教師教學研究

知能，建立教師專

業形象。 

營造學校優質環境，提

昇學校效能。 
鼓勵教師積極動機，促

進專業成長。 

培育教師專業知能，致

力專業教學。 



 

7 

（六）「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業發展階段（96-97 學年度） 

在教育部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宣導理念下，認為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

畫是讓興德國小教師持續精進教育品質的路徑。本校於95學年度完成申辦程序，

隨即在 96 學年度投入試辦行列，並於 97 學年度庚續申請參與試辦。 

在此 2 個學年度，歷經三個階段的任務與安排－1.導入階段－設立目標，導

向教師專業成長的實踐行動力。2.過程階段－穩健成長，建構教師專業評鑑支持

系統。3.結果階段－深化成果，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價值，可以說有達成原

先期望的「持續精進教育品質」的價值。洪瑾瑜校長與楊文凱主任將此歷程以「敘

說一個教育生命力的故事─結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的研訂

與實踐」為題加以敘寫，榮獲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案例專輯（III）徵稿活動

優選。 

（七）「接受第二次校務評鑑」專業發展階段（97-98 學年度） 

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之 96~101 學年校務評鑑期程中，本校於 98 學年度

接受第二次校務評鑑，評鑑結果本校獲得九項全數通過的最高榮譽。評鑑後獲 9

所學校邀請分享經驗，校長並到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培育班分享課程。在專業

知能與發展項目，評審評語：「該校校地空間雖不大，但在校長的專業領導下，

校地空間不足反而形成凝聚教師向心力之優勢，建構出ㄧ群專業之教學團隊。」

表示校務評鑑對本校專業發展是肯定的！」 

（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多年期計畫及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專業發展階段（98-102 學年度） 

本校於 98 學年度在參與教師的意願與參與委員的討論下，繼續申請多年期

組 98學年至 101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獲教育局及教育部審核通過，

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起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102 學年度再度申請

102-105 多年期計畫再獲通過。 

（九）「成立研發處組織及實施觀課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發展階

段（101 學年-102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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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8 月 29 日經校務會議正式提案通過：為整合運用退休同仁人力及本

校編制外人力資源，以組織創新及組織再造方式，新設研發處（編制外）並轉化

為強化本校人力資源助力及研究發展藍圖。101 學年度上學期起，實施教室走察

及校長觀課制度，102 學年度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 

（十）未來環境預測 

1.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致學生數日益減少，學校辦學績效更具挑戰性。學區內

國小校際競爭趨勢日趨顯著，學校辦學更需全力以赴，爭取學區家長的肯定。 

2.學校對於關懷弱勢消弭落差，必須積極規劃各種策略及行動方案。 

3.營造教師專業時代，提供教師多元進修成長管道，推動學習共同體，從自我教

學檢視、同僚相互觀課評鑑到外部專業評鑑，獲得循序漸進發展機會。 

4.須以教育未來學預測教育趨勢及學校著力點，以不卑不亢整全心境綜合鉅觀及

微觀，納入之同仁家長提議之各項學校努力方針。 

參、推動歷程 

一、凝聚共識與具體目標 

本校凝聚教師專業發展具體目標分述如下： 

（一）喚起專業規劃靈魂：依據教育政策思潮及學校核心價值以形成教育信念執著。 

（二）開啟成長歷程動能：啟動教育行動力量及努力不懈歷程以建構永續成長能量。 

（三）發展專業成果實踐：兼顧教育實踐歷程及學校專業成果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四）落實系統評估省思：發揮教育省思精神及系統評鑑機制以分享專業發展成就。 

此四項具體目標與學校願景「自在 生活 e 起來」及其內涵「人性尊重、全

人發展及績效管理」及其「九個實施途徑」和「循環評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以本校學校願景內涵對照「靈魂．動能．實踐．省思」顯示其關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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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專業發展具體目標與願景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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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全面參與的管理哲學 

實施生氣蓬勃 
的課程教學 

培養用心生活 
的學生能力 

涵養生命智慧 
的兒童氣質 

營造適性尊重 
的教育現場 

型塑組織認同 
的校園文化  

激勵自我超越 
的教師專業 



 

10 

 具體目標 具體做法 

  

 

 

 

 

 

 

 

 

 

 

 

 

 

 

 

 

 

 

圖 5 專業發展具體目標、具體做法及優質成果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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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專業規劃靈魂 

依據教育政策思潮及

學校核心價值以形成

教育信念執著 

開啟成長歷程動能 

啟動教育行動力量及

努力不懈歷程以建構

永續成長能量 

發展專業成果實踐 

兼顧教育實踐歷程及

學校專業成果以達成

學校教育目標 

落實系統評估省思 

發揮教育省思精神及

系統評鑑機制以分享

專業發展成就 

1.教師專業發展整體系統明確 
2.教師專業發展整體適切可行 
3.教師專業發展過程評估明確 
4.教師專業發展過程評估客觀 
5.教師專業發展成果逐年成長 
6.教師專業成長深入學校文化 
7.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校內分享 
8.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校外分享 

 

1.各類進修成長活動規劃落實執行 
2.各類進修成長活動形式內容多元 
3.教育研發系統建構落實執行 
4.教育研發系統完整體系創新 
5.製作指導教學檔案及學習檔案 
6.觀摩票選教學檔案及學習檔案 
7.能實踐教學觀察系統性 
8.能發揮教學觀察回饋性 

1.呈現教師專業發展豐富成果 
2.提升教學專業發展成長成果 
3.教師專業發展成果有助學生學習 
4.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5.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具體應用 
6.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多元有效 
7.建構學校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8.創新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特色 
 

1.專業成長計畫符合明確性 
2.專業成長計畫符合系統性 
3.專業成長方案符合需求性 
4.專業成長方案符合多元性 
5.專業成長評鑑機制具有明確作法 
6.專業成長評鑑機制發揮回饋作用 
7.專業成長資源能具備明確內容 
8.專業成長資源能發揮整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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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做法 

本校建立學校專業發展故事的藍圖，在興德故事展現教育理念、教育價值及

教育專業作為，並透過興德故事三元素「興德人、興德事及興德歲月」相互對話。 

102 學年度興德國小專業發展推動小組成員與分工如下： 

表 3-1 專業發展推動小組成員與分工表 

執行分工 執行人員 工作要項 
召集人 洪瑾瑜校長 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之執行 
總幹事 教務主任鄭芳枝 綜理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執行事宜 

副總幹事 

訓導主任林莅翔 
總務主任朱雅菁 
輔導主任陳瑞香 
研發主任楊文凱 
幼兒園主任陳佳余 

協助規劃及支援計畫之執行 

執行秘書 教學組長李孟津 規劃與執行計畫，掌握進度與品質。 

執行委員 資訊組長林美芳 
各教學領域召集人 

1.協助執行計畫及建置資訊系統 
2.帶領及協助教師執行計畫 

計畫執行 全校教師 參與計畫執行 

（一）實施內容 

1.喚起專業規劃靈魂 

此靈魂的精神我們符應教育政策、教育發展趨勢及學校願景，訂定系統性且

明確發展方向主軸之專業成長計畫，並納入學校發展計畫。凝聚共識並全員參與

兼顧個人成長及學校組織需求，建立檢核回饋機制並善用整合的專業成長資源。 

（1）專業成長計畫符合明確性 

本校已訂有教師專業成長計劃，96 學年實施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藉此修正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畫。97學年續辦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98-102 學年申辦多年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99 學年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計畫向教育部申請經費兩個社群，100 學年向教育部及教育局各一個社群，並全

校全面實施。101 學年度新設研發處組織提出研究發展藍圖。101 學年提出推動

觀課與教室走察計畫，102 學年度提出領域召集人設置計畫推動及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計畫，這些都是本校明確的長期持續主軸方向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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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成長計畫符合系統性 

計畫具有的系統性是能兼顧法制面及趨勢面、組織面及執行面等面向。法制

面及趨勢面方面扣緊九年一貫國家課程、學校本位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

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觀課與教室走察等教育政策及教育發展脈絡。組織

面及執行面，由上述專業發展具體目標與願景關聯圖及學校專業發展推動小組分

工推動實施並納入學校發展計畫，以期全體親師生努力執行並達成學校願景。 

（3）專業成長方案符合需求性 

專業成長方案均是凝聚共識並能全員參與並兼顧個人成長及學校組織需求，

所以本校的教師專業發展能展現個人專業成長，也營造出學習型學校，在知識管

理中創造知識螺旋效益，也創造強大之組織智慧資本，締造「學校組織」與「教

師個人」雙贏的最佳利基。 

（4）專業成長方案符合多元性 

規劃多元的專業成長方案，內容涵蓋個人自主成長及到研究所進修碩博士學

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題演講及分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研究會、週三

教師進修、週三晨光專業分享、學年會議、領域會議、校內外研習及優質學校參

訪。本校自 96 學年正式實施開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加上 100 學年度起全

校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都有利於長期推動教師專業多元成長。除了提供多元

成長方案外，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研習及培訓，並鼓勵取得各項認證證書。 

（5）專業成長評鑑機制具有明確作法 

本校多方蒐集教師對研習規劃與內容的意見，研習後也讓參與者填寫回饋單，

作分享心得並提供意見。定期實施「課程評鑑」，」發展教師專業省思的能力，

促進學校課程的改進與發展。定期辦理問卷調查，透過資料統計及分析，瞭解教

師的滿意度及成長需求，作為改進及後續辦理之參考。本校於 91 學年起即辦理

教師教學檔案觀摩票選及獎勵，鼓勵教師參與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研習並運用工

具，96 學年正式實施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同儕入班教學觀察回饋，評鑑回饋

機制蔚然成形。每學年每位教師需參與最佳論文票選並獎勵優良作品，每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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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參與論文發表會，最後將成果印製專書，有楷模學習效果也有獎勵鼓舞的功

能。98 學年度「校務評鑑」自評與專家外部評鑑，都是評鑑機制建立的作法！ 

（6）專業成長評鑑機制發揮回饋作用 

本校所有行政作為均依「計畫、執行、考核」監控歷程及評鑑績校，而本校

92 學年訂立的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畫即建立績效評鑑機制，特別建立提昇

教師專業發展循環系統，是一種透過「執行、檢核、修正」歷程來貫穿「目標、

策略、行動方案」不斷作「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的評鑑循環系統，此後其他專

業成長方案均依此評鑑機制，充分發揮回饋作用。 

（7）專業成長資源能具備明確內容 

本校在專業成長資源方面能有效整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計畫及行動研究年度經費預算與人力物力資源。本校為多年期組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學校並積極申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101學年度申辦推動觀課與教室走察，

102 學年度提出領域召集人設置計畫，在經費申請及運用上獲得最佳挹注成效。 

（8）專業成長資源能發揮整合效益 

本校推薦優秀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進階研習，鼓勵教師取得本土

語教師證照、英語教師學分、閱讀策略研習證書等。透過優質學校參訪以共享資

源成長。能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合作國科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究，本校校長也

獲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培育班邀請擔任校務評鑑課程，與兩所教育大學建立良

好合作關係也互為資源。多年來，本校努力積極辦學、申請教育專案及校長兼任

國小自然科技輔導團主任輔導員，能結合家長社區、教育局各科室、自然科技輔

導團、教育部、天下雜誌希望閱讀、參與臺北市國小英語情境中心及英國文化協

會等民間團體活動。特別是與家長會及社區緊密連結及有效運用天下雜誌希望閱

讀閱讀資源並製作記錄片獲獎最為顯著！這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都有效提升教

師專業成長規劃實施的效能。 

2.開啟成長歷程動能 

我們所擁有的是品牌故事動能，是一種教育行動力，一種源於組織起心動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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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生生不息的永續成長能量。此能量來自個人及群體的整體，能由校內結合到校

外場域，能建構完善的研發系統，落實教師教學檔案及學生學習檔案的觀摩及獎

勵，並貫徹教學觀察與回饋實施，實施內容如下： 

（1）各類進修成長活動規劃落實執行 

本校每學年訂立提升教師專業進修活動（含寒暑假備課）計畫，內含每週三

的校內教師進修活動、薦派教師或自行選擇報名校外研習，與鄰校合辦及參與群

組研習等校外研習並安排教師成長分享對話會議。在規劃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常邀請專家學者及實務教學典範教師演講、對話及討論。 

（2）各類進修成長活動形式內容多元 

進修成長活動形式包括週三教師進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晨光分享活動、

優質學校參訪、學群及領域對話、備課日研習、群組研習、我有新鮮好分享、票

選教師專業經驗分享、教師個人成長、學位進修及自主校外研習，教師參與形式

內容多元進修。 

（3）教育研發系統建構落實執行 

本校「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行動研究」模式於 94 學年建構完畢，是本校最早

實施的研發系統，歷經多年的努力歷程，至今已發展完備且嚴謹，若以細部歷程

而言，可以包含九大歷程。本校積極建構教師專業發展的網站知識平臺，建立行

動研究發表平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平台、優質學校平台等三大教師專業平台，

以鼓勵教師專業成長成果的發表。推動教師知識分享的專業對話，包含課程發展

委員會、教師專業社群會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話會議領域會議及學年會議等，

所有會議均有召集人或組長擔任領頭羊的職責及任務。 

（4）教育研發系統完整體系創新 

101 年 8 月 29 日經校務會議正式提案通過新設研發處，決議摘錄如下：「為

整合運用退休同仁人力及本校編制外人力資源，以組織創新及組織再造方式，建

議新設研發處（編制外）並轉化為強化本校人力資源助力及研究發展藍圖」，基

本成員為「設主任 1 人，下設合作服務組、行銷企劃組及人力資源組」。並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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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9 月 22 日正式懸掛處室單位牌，開始進行經營運作。是本校教育研發系統完

整體系的創新作為，因目前尚未發現國內有任何國民小學設有研發處，此作為可

謂全國創舉！ 

（5）製作指導教學檔案及學習檔案 

本校於 91 學年度起推展全校教師製作教學檔案持續落實至今，明訂教師教

學檔案和學生學習檔案內涵，以達相輔相成之效益，並鼓勵教師將教學成長檔案

之內容 e 化及設置班級教學網站或部落格。 

（6）觀摩票選教學檔案及學習檔案 

本校採教師人人是評審方式辦理，由全校老師自評分數加上相互觀摩票選分

數，選出優秀作品給予獎勵。學生學習檔案票選也採教師人人是評審方式辦理，

由本校全校教師票選，並取各學年優秀作品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獎品以茲鼓勵。 

（7）能實踐教學觀察系統性 

95 學年度以前全校參與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研習，提升教師教學觀察與回

饋知能。96 學年本校主動申請參加教育部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工作，將

全體參與成員分組並融入教學輔導教師精神實施，續於 97 學年度繼續試辦，更

於 98-102 學年申辦多年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101 學年提出推動觀課與教室

走察計畫，102 學年度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公開觀課。因此，能建立全校性的教學

觀察系統並實踐。 

（8）能發揮教學觀察回饋性 

96 學年起所辦理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模式定位在兼重過程與結果，以形

成性發展為主軸，運用多元途徑辦理。而其精神為教師自我評鑑為及校內教師同

儕互評。方式有教室觀察、教學檔案及專業對談。而觀課與教室走察計畫為全校

性的計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輔相成，均能發揮教學觀察回饋性。 

3.發展專業成果實踐 

在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此部分我們所擁有的品牌故事實踐，是一種轉化

學校靈魂及動能且兼顧歷程及結果的積極作為，堅定走對的路且永不退縮。此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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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精神是，兼顧教育實踐歷程及學校專業成果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此實踐來自

教師專業成果及學生學習成就，來自師生的自信及家長的滿意，對學校品牌形象

產生無限大的助力，建立專業口碑分享廣大教育群體。這方面的實施內容如下： 

（1）呈現教師專業發展豐富成果 

92 學年度訂立全校性系統專業成長計畫，展現教師專業成長系統規劃的成

效；參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展現發展多元化專業成長的成果；規畫全校

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鞏固校內持續教育研發系統的落實；建立學習型學

校及鼓勵教師參與學術研究活動及發表，整合教師專業知能與發展的成效。 

（2）提升教學專業發展成長成果 

前述本校早於 91 學年度起推展全校教師製作教學檔案持續落實至今，92 學

年度訂立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畫，至 94 學年度即呈現顯著成效。94 及 95

學年參加臺北市第七及第八屆中小學暨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

動均獲國小組團體成績第二名。而銜接於 95 學年度以前全校參與發展性教學輔

導系統研習，95 學年教育部開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本校 96 學年本校即

主動申請參加，續於 97 學年度繼續試辦，更於 98-102 學年申辦多年期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計畫。100 學年全校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101 學年提出創設研發處

開啟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新契機。 

（3）教師專業發展成果有助學生學習 

本校於 91 學年度起推展全校教師製作教學檔案持續落實至今，並明訂教師

教學檔案和學生學習檔案內涵，以達相輔相成之效益。96 學年起參與教育部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100 學年度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 101 學年度推動

全校性觀課與教室走察計畫，都直接有助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4）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在教師教師專業發展後，指導學生參與語文、體育、科學及藝術各項校外競

賽在 96-101 各學年度均能獲得獎項佳績，經統計呈現如下；96 學年度計 34 項、

97 學年 25 項、98 學年度 20 項、99 學年度 36 項、100 學年度 31 項及 101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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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8 項合計 174 項，各學年在師生努力下創下輝煌學生學習成果表現。而在教

師專業發展教師問卷分析及家長問卷分析中，均獲得很高的滿意度！ 

（5）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具體應用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具體應用層面多且廣，以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例，

100 學年度起已轉型全校教學研究會規劃全校 36 名教師均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有教師同時參與 2 社群），10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名單及類別如下： 

表 3-2 102 學年度全校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名單 

社群名稱 召集人 人數 類別 
1.『學習共同體』概念之英語教學設計體驗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 邱筠佳 6 教育局專案 

2.NLP（神經語言學）在教學上的運用專業學習社群 馮嘉偉 8 教育部專案 
3.民俗體育專業學習社群 陳雯娜 7 校內教師團隊 
4.影片融入教學之應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詹佳育 10 校內教師團隊 
5.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研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李孟津 4 校內教師團隊 
6.幼兒德育教學專業學習社群 李姿錦 3 本校幼兒園 

（6）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多元有效 

本校在教師專業發展多元有效，早期較具特色如在資訊專案參與國小國語科

網路實作實驗研究、教室電腦網路多媒體資源配合各科教學規劃研究、數學 CAI

應用在資源班及普通班教學之實驗計畫及學習加油站等。同仁申請教師中心專題

研究獲得 23 萬元研究經費、發表英文論文於「2002 年國際電腦教育應用學術研

討會」等，近期則有教育部及國家教育研究院邀請論文發表、將指導寫作成果編

寫著作坊間出版並製作線上學習課程掛於本校網站、擔任臺北市休閒農場戶外教

學教案規畫與編寫工作、校內教師閱讀教學分享等。這些教師專業發展能激勵研

究風氣、使教師正向參與校務工作、有助於學校經營創新及促進校園文化。 

（7）建構學校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前述本校歷經九個專業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對於興德而言都不僅是一個學校

改革，更是一個個脫胎換骨的契機！每個階段興德團隊都以優質的核心專業發展

理念來檢視興德的內外在環境，並兼融興德傳統及教育潮流的重大議題，讓學校

邁向優質的新局面，也建構每一階段的學校特色專業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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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創新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特色 

本校每個專業發展階段各具重點及學校特色，為一不變的就是「不斷創新」，

我們也樂於分享外校，本校創新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特色成為其他學校的典範！ 

4.落實系統評估省思 

在興德的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此部分我們所擁有的品牌故事省思，是一

種心無二念且勇於面對實踐結果評價的心路歷程。此省思來自適切的教師專業計

畫及客觀評估過程，是永續成長的、是深入學校文化的、更是可以分享的！這方

面的實施內容如下： 

（1）教師專業發展整體系統明確 

本校各專業發展階段，在訂立時均確保教師專業發展整體系統明確兼顧法制

面及趨勢面、組織面及執行面等面向，並在教師進修研習時時評估省思。 

（2）教師專業發展整體適切可行 

本校在教師專業發展整體系統明確的導引下，本校各專業發展階段所形成的

教師專業發展整體便能適切可行，使本校教師進修研習多元並符合教師需求。 

（3）教師專業發展過程評估明確 

本校充分掌握教師進修情況確實公佈訊息，本校多方蒐集教師對研習規劃與

內容的意見，使本校所有教師每年均 100％達到標準。 

（4）教師專業發展過程評估客觀 

本校研習後讓參與者填寫回饋單，每年定期辦理問卷調查，透過資料統計及

分析，瞭解教師的滿意度及成長需求，作為改進及後續辦理之參考。 

（5）教師專業發展成果逐年成長 

91 學年度起推展全校製作教學檔案持續落實至今，早於 96 學年本校即主動

申請參加教育部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工作至今，參與率均能維持在 60％

以上，參與同仁 100％獲得初階研習證書，100 學年度有 6 位同仁取得進階研習

證書。99 年度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僅 2 個，100 學年成長為 7 個。94 學度僅

有 4 位同仁進修獲得碩士學位，101 學年已 15 人有碩士學位（含 40 學分班）比



 

19 

例高達 42％。楊文凱主任於 98 學年度考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

究所博士班，目前是博士候選人。102 學年總計已 18 人有碩士學位（含 40 學分

班）或考上碩士班進修中，比例增為 50％。 

（6）教師專業成長深入學校文化 

本校 17 個學年度九個專業發展階段，是屬於興德的「靈魂．動能．實踐．

省思」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建立，也是將教師專業成長深入學校文化的驗證！ 

（7）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校內分享 

本校鼓勵校內教師分享專業發展成果，近年來成果豐碩。統計 97 學年起至

今利用每年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週三晨光時間、週三教師進修時間、專業發展評

鑑時間及專業學習社群時間等，除校長分享創新教學、科展、環境教育、校務評

鑑等約 10 次之外，其他同仁經統計有 72 人次作過教師專業分享，講題包含行動

研究、閱讀策略、心智繪圖、品格力、學習力、多元教學、教師佈置、班級經營、

讀報教育、英國教育參訪、神經語言學及生命教育等多元主題。 

（8）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校外分享 

86-88 學年度「資訊教育」專業發展階段，許多學校參觀及媒體報導。95 年

度本校以整體獎項進入決審，於分區視導會議向文山區學校分享興德整體優質方

案建構過程，臺北市各校及候用主任踴躍參訪。94 學年後同仁多次獲邀到各校

分享行動研究成果，96 學年起到各校分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98 學年度起分享

校務評鑑，99 學年度起分享國際安全認證。96 學年度起個人包含校長、主任及

教師對校外分享及評審約 107 次，主題包含以閱讀教學、心智圖運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學習社群、九年一貫、課程評鑑、教室觀察、教學評量、教學檔案、

國際花博、校務評鑑、班級經營、寫作教學、行動研究、品德教育、輔導專業及

著作評審等，顯現本校已能由組織對外分享專業，發展為由個人對外分享專業。 

（二）創新做法 

在本校 4 大項教師專業發展具體目標，每項具體目標 8 項，合計 32 具體做

法，在前述鉅細靡遺敘說這些「細緻的實施內容」，讓興德故事充滿意義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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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行動研究及教學檔案觀摩的創新作法 

本校 92 學年度起開啟教師專業發展導向歷程，形成本校「專業發展導向教

師行動研究」模式。歷經多年的努力歷程，至今已發展完備且嚴謹，若以細部歷

程而言，可以包含下列九大歷程，這樣精致的規畫實踐在臺北市國小是少見的！ 

（1）完成各教學或領域研究會分組：於每學期初進行分組，形成研究小組或社群。 

（2）各組進行研究：各組運用週三下午及課後時間進行研究討論。 

（3）參加徵件：完成研究成果作品報名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 

（4）校內論文票選：由全校教師由參加徵件作品中票選最佳論文前五名並獎勵。 

（5）完成研究報告：各組均需於暑假前完成完整或階段研究報告。 

（6）論文發表：每年暑假教師返校備課時間舉行全校各組行動研究論文發表。 

（7）校外推展：推展本校及個人行動研究成果，96 學年度起至今合計超過 30

場次。 

（8）網站建置：知識管理數位典藏理念建置教師網頁部落格及線上教學系統，

行動研究及課程發展資料以數位資料型態儲存，開創起點及內容豐富均領

先各校。 

（9）出版成果專輯：自86-101學年連續不間斷出版共計15本（含50週年校慶專書）。 

本校還有一項專業發展歷程引以為傲，就是 91 學年度起推展全校教師製作

教學檔案持續落實至今，推展初期即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每年要求全校教師

製作及參與觀摩。本校採教師人人是評審方式辦理，由全校老師自評分數加上相

互觀摩票選分數，選出優秀作品給予獎勵。98 學年校務評鑑前，校長親自對全

校教師再度強調教學檔案的重要及製作要領，本校鄭芳枝主任獲臺北市 99 學年

度特殊優良教師，其所有參選檔案供全校觀摩學習，101 學年度借臺北市獲獎教

師教學檔案公開陳列供全校觀摩學習。 

   
每年各組進行研究 每年最佳論文及檔案頒獎 每年各組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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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創新做法 

95 學年教育部開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本校 96 學年本校即主動申請

參加，續於 97 學年度繼續試辦，更於 98-102 學年申辦多年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計畫，如此紮實穩健的歷程亦是全國及臺北市少見。7 年參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工作，展現發展多元化的成果如下 1.紮實的歷程豐富教師成長軌跡。2.對

話的共識確立教師實踐方向。3.初進階研習穩固教師專業知能。4.自評及他評驗

證教師專業成長。5.校內的宣導建立教師正確認知。6.網站的建置豐富教師專業

知能。7.校外的分享強化教師專業信心。8.活動的參與提供教師正確方向。 

在整個歷程中，有 12 項引以為傲的創新作法如下：1.全校教師一律參與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邀請張德銳、孫志麟、林曜聖及黃嘉莉等專業教授蒞校演

講。2.專任輔導委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林曜聖教授及輔導夥伴老松國小簡邑容校

長。3.96 學年起全部成員不分階段均需教室觀察、教學檔案及專業對談。4.綜合

評鑑後頒發成員評鑑規準通過證書。5.分組組長擔任領頭羊角色並發揮教學輔導

教師精神。6.定期參訪優質學校。7.積極校內外分享。8.與鄰近學校合辦研習。

9.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觀課走察制度無縫接軌。10.榮獲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案例專輯（III）徵稿活動優選。11.研發處參與。12.創設學校本位實施流程。 

   
參訪江翠國小社群交流 積極到校外推展初階研習 輔導委員指導校內分享 

 

   
輔導夥伴參與活動 優質學校國北教大實小參訪 鄰近學校合辦教專研習 

3.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創新做法 

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99 年度起以民俗體育融入健體領域課程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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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及優質特教 IEP 精進方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向教育部申請通過率為

100%，並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合作合作國科會研究。100、101、102 學年度申請

一個教育部及一個教育局專業學習社群經費，並轉型全校教學研究會規劃全校

36 名教師均參與社群，如此全面實施的歷程是全國及臺北市少見。 

在整個歷程中，有 10 項引以為傲的創新作法如下：1.由教育部及教育局申

請到全校實施。2.由全校 2 個社群成長到 7 個社群。3.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觀

課制度結合。4. 持續 6 年於每學年初暑假備課日進行所有社群成果發表。5.轉型

全校教學研究會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產出行動研究。6.獲臺北市英語教學

「影音教材」甄選優等為社群成果。7.民俗體育社群發展學校特色。8.研發處參

與各社群研討。9.促進教師專業成長。10.導向學生學習成果。 

   
民俗社群辦理全校研習 英語社群導向學生學習 神經語言學社群邀請外聘專家 

4.教師校內外的專業分享創新做法 

在本校逐年成長的教師校內外的專業分享，前述也分析了 96 或 97 學年度起

校長、主任及教師對校內外分享的次數，在此部分要特別呈現創新做法明。 

校內最具特色的專業分享是每年行動研究論文發表，此為全校性發表盛事，

每年都會多篇論文發表，此作法在本校行之多年，在他校恐難推行。其次是票選

教師專業經驗分享，98 年 12 月 23 日全校教師票選想聽誰分享什麼主題，分別

由前三名穆玲鈴老師心智繪圖、崔桂芳老師班級經營及鄭芳枝主任讀報教育。校

外具特色的專業分享例證有，96 學年本校才申請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

就能在 97 年 1 月 28-30 日以團隊到私立光仁小學實施 3 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

階研習。當時由洪瑾瑜校長率楊文凱、陳瑞香及鄭芳枝三位主任規劃實施三天研

習，實是一項創舉！98 學年度接受校務評鑑獲得九項全數通過的最高榮譽，於

98 年 12 月獲興隆國小，隨後的永建、辛亥、民族、華江、景興、明道、三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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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及 99 年 8 月的玉成國小等 9 所學校邀請興德團隊分享經驗，校長獲邀於 99 年

6 月、100 年 2 月及 101 年 5 月三度到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培育班分享校務評

鑑課程，是另一項創新經驗！99 年 7 月至今有 8 個大陸團體到本校參訪，分別

是吉林省教育團體、湖北省教育團體、福建省海西進修學校、遼寧省高國中小校

長、福建師大研究教師、廣東省廣州市教育團體、江蘇省揚州市育才小學及大陸

天津市研究教師，對小型學校的我們是一件榮耀的事！ 

表列校長、主任及教師對校外分享的內涵，這也是興德的專業分享的典範！ 

表 3-3 興德國小對外專業分享典範表 

姓名/職
稱 起迄時間 分享重要主題 次

數 

洪瑾瑜

校長 
96.12.02
至今 

專業發展評鑑、九年一貫、行動研究、教學視導、課程

評鑑、教室觀察、教學評量、教學檔案、國際花博、校

務評鑑、班級經營、正向管教、科學展覽及各項評審。 
55 

楊文凱

主任 
90.12.4 至

今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資訊教育、志

工教育、行動研究、教師生命故事、國際國內學術發表、

寫作教學著作及線上學習教材發表。 
23 

鄭芳枝

主任 
96.9.14 至

今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行動研究、性別平等教育、社會領

域、親職教育、品德教育、教學檔案、學術論文發表、

志工資源、街舞評審、閱讀訪視委員。 
16 

巫明玲

老師 
95.10.20
至今 行動研究、閱讀教學、閱讀種子教師、閱讀著作。 8 

穆玲鈴

老師 
95.12.9 至

今 心智圖在學習、教學及溝通的運用分享及著作。 5 

   
邱筠佳老師行動研究發表 巫明玲老師閱讀教學分享 鄭芳枝主任學術論文發表 

肆、推動成果 

一、達成目標成果 

（一）98-102 學年教師亮麗成績 

多年教師專業發展促成教師亮麗成績，受限篇幅僅呈現 98-102 學年部分。 

表 4-1 本校 99-102 學年教師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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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榮譽榜 

102 

【十四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團體獎國小乙組第 4 名 
【十四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特優優選佳作入選共 4 件 
鄭芳枝主任【102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產銷履歷教案徵選」】佳作獎 
林婉慧老師、詹佳育老師【102 學年度國小藝術與人文多元評量教學案例

徵件比賽】佳作獎 
【教育部 101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防護演練】績優學校 

101 

【101 學年度課程計畫觀摩暨審閱】特優 
【100 年度防災教育評鑑】優等獎 
【100 學年度輔導教師業務訪視】績優學校 
【十三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佳作 2 件入選 4 件 
巫明玲老師【101 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悅讀閱冠磐石獎】 
邱筠佳老師【臺北市教師組語文比賽朗讀組】第五名 
【臺北市英語教學「影音教材」甄選】優等獎 

100 

【100 年度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加強防溺措施執行成果】特優獎 
【100 年度校園安全月績優學校】 
【臺北市 10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觀摩暨審閱】優良學校 
【100 年度辦理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課後照顧服務輔導訪視】績優學校 
【100 年度防災教育評鑑】優等獎 
【第十二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入選獎 2 件 
校警彭維誠先生【100 年度台北市杏壇芬芳錄表揚】 

99 

通過【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99 年度校園安全月績優學校】 
【99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成果】特優 
【臺北市 99 學年度國民小學加強推動學童書包減重訪視】榮獲績優學校 
【99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本土語言教學暨臺灣母語日訪視】評鑑績優學校 
鄭芳枝主任【100 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暨表揚大會主題徵選】佳作獎  
鄭芳枝主任、崔桂芳老師【99 年度台北市杏壇芬芳錄表揚】 
邱筠佳老師 【99 年度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大手牽小手」】績優教師

獎  
林麗媚老師、鄭芳枝主任【99 年度生命教育教材單元設計甄選】優等 
【第十一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團體第九佳作 2 件入選 4 件 

98 

本校榮獲【臺北市教育局 98 學年度校務評鑑九項評鑑】全數通過 
【99 年度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體育特色學校繞場表演】特優獎 
鄭芳枝主任【98 年度國語文競賽小學教師組國語文演說】南區第二名 
【第十屆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團體第五優選 1 件佳作 1 件入選獎 3 件 
【98 年度推動生命教育績優學校評選】優等獎 
【臺北市 98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成果評選】國小特優 附幼榮獲甲等 
鄭芳枝主任【臺北市 99 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活動】 
學校行政類特殊優良教師 
【98 年度校園安全月績優學校】 
【98 年度臺北市健康促進學校】績優獎 
護理師馮素美小姐榮獲【98 學年度優良護理人員】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052501&Rcg=3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0107&Rcg=3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0425&Rcg=3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0116&Rcg=3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0116&Rc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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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書面資料審核】獲推薦哈特網站 

（二）教師問卷分析及結果 

在發出及收回問卷 30 份全校教師「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滿意度問卷」調查結

果分析，大多選擇同意及有幫助以上，顯現本校教師對本校專業發展充滿自信。 

表 4-2 本校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表 

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有

助於個人的專業成長 20% 53% 27% 0% 0%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方案對

於教師在教學及學生學習

成效上有幫助 
13% 57% 27% 3% 0%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有

助於教師專業成長、分享文

化的建立與提升 
17% 60% 23% 0% 0%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有

助於學校研究發展與本位

特色的建立 
10% 67% 23% 0% 0% 

表 4-3 本校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方案運作滿意度調查結果表 

題目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尚可 沒有幫助 
計畫規劃 10% 67% 23% 0% 
時間安排 7% 70% 20% 3% 
行政支持 13% 64% 23% 0% 
夥伴互動 27% 63% 10% 0% 
自我成長 17% 66% 17% 0% 

（三）家長問卷分析及結果 

從問卷滿意度調查顯示本校家長對學校高達 90％以上的肯定，也滿意孩子

學校學習。（問卷發出 320 份，回收共 280 份，有效問卷 279 份） 

表 4-4 本校家長對優質學校經營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整體來說（包含辦學、活動、教學…），

您對於興德國小的滿意度如何？ 
27% 66% 7% 0% 0%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我認同興德國小校長的辦學理念方式 34% 60% 6% 0% 0% 
我認同興德國小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 40% 52%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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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滿意孩子在興德國小的學習 34% 58% 8% 0% 0% 

二、創新成果 

（一）創新的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行動研究讓專業發展成績斐然有成 

94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成

績斐然有成，整理 94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參加徵件作品內容分析及成效分析。 

1.參加作品數量分析 

參加作品於八年間合計 69 件，平均每年 9 件，在小型學校中作品量豐富。 

 

圖 6 本校參加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作品數量分析圖 

2.參加作品領域分析 

參加人次於八年間69件作品的領域合計12類，都有其研究價值及實際運用成效！ 

 

圖 7 本校參加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作品領域分析圖 

3.參加教師人次分析 

八年間參加合計 230 人次，平均每年 28.75 人，在小型學校中參與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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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5 5 6 8 3 2 4 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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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具實物展示類           1     1 
合計 9 10 10 10 8 9 7 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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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校參加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教師人次分析圖 

4.作品獎項分析 

參加作品於八年間合計69件參選作品得獎40件，得獎率為57.97％成績優異。 

 

圖 9 本校參加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作品獎項分析圖 

5.團體獎項分析 

94-98 學年度本校成績優異名列前茅，99-100 學年雖未列入團體獎，本校成

績維持在水準之上，101 學年度成果於 102 年度再度榮獲團體獎第 4 名。 

表 4-5 本校參加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團體獎項分析表 

學年度 屆別 獎項 
94 第七屆 第二名 
95 第八屆 第二名 
96 第九屆 第六名 
97 第十屆 第五名 
98 第十一屆 第九名 
101 第十四屆 第四名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94～
101 

人次 30 32 35 27 26 27 24 29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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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的教師行動專書編輯出版讓專業發展精神無限延續 

本校連續 16 年出版專業的教師行動研究專書，在臺北市小學尚屬少見，其

歷程亦受多所學校視為學習典範，以下呈現 86 至 101 學年專書內容成效分析。 

表 4-6 本校行動研究專書內容及成效分析 

學年度 出版 
年月 發行人 裝訂

類型 頁數 主編 書名 

86 87.3 吳文中 平裝 127 夏婉雲 興德拾綴 

87 88.6 吳文中 套書 386 楊文凱 教師研究專輯暨小班教學精神

研究專書（一套四輯） 

88 89.10 蘇福壽 精裝 223 楊文凱 教師研究專輯暨教師進修及行

動研究專書 
89 90.12 蘇福壽 平裝 190 邢長華 九年一貫+學校本位+興德e起來 

90 91.12 蘇福壽 精裝 231 邢長華 
鄭芳枝 學校本位課程設計 

91 92.11 蘇福壽 平裝 295 鄭芳枝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92 93.10 蘇福壽 平裝 198 鄭芳枝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93 94.12 蘇福壽 平裝 143 陳瑞香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94 95.12 蘇福壽 平裝 153 陳瑞香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95 96.12 洪瑾瑜 平裝 194 陳瑞香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96 97.12 洪瑾瑜 平裝 169 楊文凱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專業‧精進‧研究的對話 

97 98.12 洪瑾瑜 平裝 142 楊文凱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優質 學習 研究的對話 

五十週

年校慶

專書 
100.12 洪瑾瑜 平裝 263 楊文凱 典藏興德50故事 

100 101.12 洪瑾瑜 平裝 256 鄭芳枝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研究‧成長‧進行式 

101 102.12 洪瑾瑜 平裝 165 鄭芳枝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教學‧研究‧省思‧對話 

 

86-101 學年度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29 

（三）創新的新設研發處組織讓專業發展藍圖前瞻永續 

前述 101 年 8 月 29 日經校務會議正式提案通過新設研發處，是本校建構教

育研發系統完整體系的創新作為，目前尚未發現國內有國民小學設有研發處，此

作為可謂全國創舉！可比對的是實驗小學的研究處，在藍圖任務願景上並不遜色。

至今運作已超過一年半的時間，這段努力歷程及成果經整放置在網站，可直接點

選 http://css000000175412.tw.class.uschoolnet.com/或到學校首頁點選研發處瀏覽，

專業發展資料、照片、影片、研究報告、工作報告等，行事曆及公布欄都有紀錄。

要更完整了解本校研發處，需知這不只是實體組織而已，而是結合虛擬組織的研

發整合體系，其理念及實施框架如下圖： 

 

圖 10 本校研發整合體系理念及實施框架圖 

結合研究發展藍圖的研發整合體系理念及實施框架 

任務：研究、發展、永續 願景：精進、行銷、分享 

創設研發處實體組織 

創設模式：創設研發處實體組織為整合運用
退休同仁人力及學校編制外人力
資源，並未佔本校現有教師或行
政人員員額編制，實施後可收強
化本校人力資源助力效益。 

 
基本成員：主任、合作服務組、行銷企劃組、

人力資源組  

創設研發處虛擬組織 

創設模式：創設國民小學研發處虛擬團隊形
成虛擬組織，建構「研發交流平
台」（網站型態）並實踐虛擬團隊
任務。網站型態為具有「交流、整
合、互動」三大功能的「研發交流
平台」。  

 
基本成員：虛擬團隊的成員除研發處實體組

織成員之外，規畫與社區三大族
群結合。   

完成九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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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的學習共同體及全校教師觀課推動讓教師教學精進 

101 學年度及 102 學年度各項研習或校內研討經常以「學習共同體」為主題，

從研討專書「學習的革命」開始，教務處經常以電子郵件提供相關新知給予全校

老師了解。校內社群之一即以學習共同體為主題：「『學習共同體』概念之英語教

學設計體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邀請講座共同研討並相互觀課，其研究歷程與

成果接受教授訪談頗受好評。101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話會議決議該年度

教室觀察以「分組學習」為重點，即是開展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之精神，讓本校

教師逐步體驗創新教學。102 學年度 5 位教師另外自主成立課後學習社群，每週

一下午四點以後以學習共同體之觀課為研討主題，從研讀「SLC 密碼 建構學習

共同體學校藍圖」新書開始，進行觀課前及觀課後會談，實際運用學習共同體方

式上課。從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之推動中，本校許多老師主動積極創新，接受新

思潮並融入教學中，嘗試「學習共同體」之方式教學，並能相互研討。102 學年

度並鼓勵教師踴躍到校外參加輔導團及申辦學習共同體學校的公開觀課，參加先

驅學校的說課與議課，並請參加教師回校後於領域中分享觀課心得，達到分享的

目的。校內除了外聘講座外，積極促成全校教師互為學習共同體，經常鼓勵教師

相互交流分享，近期如 101 學年度邀請導師巫明玲老師於寒假備課研習中分享閱

讀教學心得，102 學年度邀請導師蔡志嘉老師於週三進修時間分享語文領域教學

心得，邀請林美芳老師分享 2013 天下閱讀教育論壇心得，邀請洪瑾瑜校長於寒

假備課研習中擔任精進教學講座，103.1.21 全校教師共同欣賞影片「學習共同體

的構想與實踐」，讓老師思考學習共同體的教學精髓並加以研討，不讓本校教師

置身於教育新思潮之外。以下為本校 101 及 102 學年度校內教師觀課統計表： 

表 4-7 興德國小 101 學年度全體教師觀課時間一覽表 

月份 教師姓名 領域 方式 校長觀課或教專同儕觀課

者組員 日期 

十 林秋萍 英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0/16 
十 汪慶瑜 英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0/17 
十 呂艾倫 幼兒園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0/23 
十一 張博舜 資源班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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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蘇靖緹 自然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及研發主任 11/13 
十一 洪綾堯 資源班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1/14 
十一 吳麗珍 健康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1/23 
十一 葉維珍 國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桂芳 11/14 
十二 葉維珍 國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桂芳 12/18 
十二 洪綾堯 資源班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莅翔、孟津、瑞香、博舜 12/19 
一 張希如 國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1/2 
三 陳雯娜 美勞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芳枝、姿錦、佳余、美芳 3/22 
三 鄭芳枝 健康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雯娜、姿錦、佳余、美芳 3/15 
三 邱筠佳 英語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詠微、慧貞 3/20 
三 陳惠光 生活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雅菁、博舜、孟津、蒞翔 3/13 
三 周哲賢 健體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志嘉、麗媚、文齡 3/11 
三 林美芳 電腦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芳枝、姿錦、佳余、雯娜 3/26 
三 李孟津 健康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雅菁、惠光、蒞翔、博舜 3/26 
三 李姿錦 品德教育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雯娜、芳枝、佳余、美芳 3/19 
三 陳佳余 性別平等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雯娜、芳枝、姿錦、美芳 3/29 
三 丁美惠 數學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教務主任 3/1 
三 林明月 數學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校長、教務主任 3/6 
三 巫明玲 國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教務主任、研發處主任 3/7 
三 鄭秀美 國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教務主任 3/14 
三 林麗媚 數學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哲賢、志嘉、文齡 3/8 
三 林文齡 數學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哲賢、志嘉、麗媚 3/15 
四 林婉慧 音樂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教務主任 4/11 
四 潘慧貞 自然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詠微、筠佳 4/22 
四 黃詠微 綜合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筠佳、慧貞 4/23 
四 馮嘉偉 自然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瑞香、永國 4/26 
四 陳瑞香 體育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嘉偉、永國 4/23 
五 游婷詒 國語 

 
教室走察及校長觀課 教務主任 5/16 

五 陳永國 體育 教專同儕教室觀察 瑞香、嘉偉 5/24 

表 4-8 興德國小 102 學年度全體教師校內外觀課統計一覽表 

月份 教師姓名 觀課領域 觀課方式（地點） 觀課者 日期 
九 巫明玲 國語數學 校外公開觀課（陽明山國小） 巫明玲 9/24 
九 林明月 數學 校外公開觀課（實踐國小） 林明月 9/26 
九 吳麗珍 數學 校外公開觀課（實踐國小） 吳麗珍 9/26 
九 蔡志嘉 數學 校外公開觀課（實踐國小） 蔡志嘉 9/26 
九 鄭芳枝 國語 校外公開觀課（國語實小） 鄭芳枝 9/26 
十 林麗媚 國語 校外公開觀課（指南國小） 林麗媚 10/18 
十 陳雯娜 體育 校外公開觀課（永吉國中） 陳雯娜 10/22 
十 李美齡 客語 校內觀課（生活教室 1） 鄭芳枝 10/24 
十 金純敏 太魯閣語 校內觀課（生活教室 1） 鄭芳枝 10/25 
十一 傅瓊慧 英語 校外公開觀課（國語實小） 傅瓊慧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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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朱雅菁 自然 校外公開觀課（麗湖國小） 朱雅菁 11/14 

十一 蔡志嘉 數學 校內觀課（五 1 教室） 周哲賢 
鄭芳枝 11/12 

十一 林麗媚 國語 校內觀課（五 3 教室） 

鄭芳枝 
李孟津 
林美芳 
林明月 

11/20 

十一 馮嘉偉 
朱雅菁 自然 校外公開觀課（國語實小） 馮嘉偉 

朱雅菁 11/21 

十一 鄭芳枝 健康 校內觀課（英 A 教室） 

林麗媚 
李孟津 
林美芳 
林明月 
崔桂芳 
傅瓊慧 

11/29 

十二 傅瓊慧 英語 校內觀課（英 A 教室） 

朱雅菁 
陳惠光 
蔡宜庭 
何欣茹 
李孟津 

12/4 

十二 何欣茹 英語 校內觀課（英 B 教室） 

鄭芳枝 
蔡宜庭 
傅瓊慧 
李孟津 
鄭秀美 
潘慧貞 

12/4 

十二 蔡宜庭 英語 校內觀課（英 B 教室） 

鄭芳枝 
傅瓊慧 
李孟津 
巫明玲 
潘慧貞 
何欣茹 

12/6 

十二 陳惠光 國語 校外公開觀課（大龍國小） 陳惠光 12/12 

十二 洪校長 
朱雅菁 自然 校外公開觀課（天母國小） 洪校長 

朱雅菁 12/12 

十二 何欣茹 英語 校外公開觀課（仁愛實小） 何欣茹 12/16 

十二 林文齡 健康 校內觀課（五 2 教室） 鄭芳枝 
林美芳 12/20 

十二 蘇靖緹 自然 校外公開觀課（新生國小） 蘇靖緹 12/23 
一 林婉慧 音樂 校內觀課（音樂教室） 陳雯娜 1/9 
二 林文齡 國語 校外公開觀課（興福國中） 林文齡 2/22 
二 張希如 數學 校外公開觀課（靜心小學） 張希如 2/20 
二 游婷詒 數學 校外公開觀課（靜心小學） 游婷詒 2/20 
二 黃詠微 綜合 校外公開觀課（南湖國小） 黃詠微 2/25 
三 羅慧霞 客語 校內觀課（生活教室） 鄭芳枝 3/13 
三 詹佳育 數學 校內觀課（六 2 教室） 鄭芳枝 3/18 
三 崔桂芳 數學 校內觀課（六 1 教室） 鄭芳枝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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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芳 
三 羅鳳彣 綜合 校外公開觀課（忠孝國小） 羅鳳彣 3/21 
三 鄭芳枝 健康 校內觀課（英 A 教室） 傅瓊慧 3/21 
三 傅瓊慧 健康 校內觀課（英 A 教室） 鄭芳枝 3/21 

三 林麗媚 數學 校內觀課（五 3 教室） 
李孟津 
蔡志嘉 
林文齡 

3/24 

三 朱雅菁 體育 校內觀課（操場） 

李孟津 
傅瓊慧 
陳惠光 
林莅翔 
陳瑞香 
余嘉紋 
何欣茹 

3/25 

三 李孟津 國數社自 校外公開觀課（三興國小） 李孟津 3/27 

以上兩表顯示本校 101 及 102 學年度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基礎下，擴展延

伸到全校教師相互觀課精進，持續專業發展之創新精神與成果。在 96 學年度至

100 學年度參與觀課的教師均為教專成員，觀課教師比例為全校教師（36 人）之

60%，101 學年度推動全校觀課，計參與觀課教師 29 人（含實習老師則為 31 人）

共 117 人次，人數比例占全校教師之 81%，成長許多。102 學年度上學期至今參

加校內外觀課教師已 21 人（含本土語老師則為 23 人）已達 55 人次，占全校教

師 36 人之比例 58%，其他教師將參加下學期之公開觀課。由此可見，興德國小

推動全校教師相互觀課以求教學精進之目標已較 100 學年度以前有大幅成長。 

伍、結語 

這是個屬於興德的「靈魂．動能．實踐．省思」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事，是

ㄧ個持續優質的專業發展歷程，是ㄧ個永不間斷的專業發展薪傳，更是個邁向永

恆的專業發展前瞻！我們在校園處處追求品質、打造品牌，每日上演動人的教育

生命故事，我們不能忘的是孩子們才是學校的主體，謹記「當我們給孩子一點，

他們也會用生命去放大」的哲理，真正去彰顯教育真諦。期許興德未來有著無數

個春夏秋冬及日月更迭，那「靈魂．動能．實踐．省思」的學校專業發展品牌故

事，將成為如同天上的明亮星星及永恆閃爍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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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立的專業發展優質學校品牌，是在歲月中孕育的學校品牌生命、是在

理念中淬煉的學校品牌價值、是在實踐中深烙的學校品牌足跡、是在喜悅中豐收

的學校品牌成果、是在堅定中永續的學校品牌特色。我們上演的專業發展優質學

校故事，是將親師生力量交織而發揮的優質及光輝，也是一種用生命寫故事所產

生的熱情及溫度，將故事融入學校生命成為故事情節，感受歲月脈絡並加入幸福

珍貴情感，親師生在平凡中創造不凡，也將營造專業發展優質學校初始的心成為

不變的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