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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概要》 
一、教育專業倫理為確保教育系統有效運作、發揮教育功能、彰顯教育專業的重要基石。請分析教

育專業倫理的範疇與內涵、當前教育專業倫理所面對的挑戰，並提出提升教育專業倫理的對

策。（25分） 

答： 
「教育專業倫理」規範著教育相關人員的行為，其目的除了確保教育相關人員的服務品質，同時也在提供

教育人員的行為準則。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有些規範已與當下脈絡不合，值得商榷。以下茲就題意分述相關內

容： 
(一)教育專業倫理的規範與內涵 

1.深受各地文化脈絡影響 
由於各地均有不同風俗民情，故教育專業倫理並不能與之違背，而是必須審慎挑選，以適應文化的脈

絡。 
2.調節人際活動的準繩 

教育專業倫理的目的之一在於調和不同人際間的糾葛，讓當事人能以更理性的方式面對與處理問題。 
3.著重實踐力與精神 

教育專業倫理除了反映文化與人際活動特性，還有一點更重要的便是它具有強烈的實踐力，專業倫理不

是隨口說說，而是具備實踐力。 
(二)教育專業倫理所面對的挑戰 

1.當地方文化與教育專業之間有隔閡時，會產生專業倫理的不適應結果。 
2.當教育專業倫理無法有效排除人際間的鬥爭時，便會衍生許多關於人事問題。 
3.當教育專業倫理無法被貫徹時，便恐淪為一種理想主義的說詞，對教育不易產生改變。 

(三)教育專業倫理被挑戰時的一種回應 
1.尊重文化但也不能失去專業的倫理規約 

教育人員可試著在文化與專業之間找到一種平衡，以尊重文化為前提下再擬訂相關倫理規範，尋求動態

式的平衡。 
2.建立溝通機制，確保人際溝通 

當專業倫理造成人際互動上的隔閡時，相關人員必須建立一套溝通機制，優先處理人員的適應問題，盡

量降低專業倫理對教育人員的傷害。 
3.透過評鑑機制確保教育人員實踐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的落實有賴評鑑機制的審核，但此機制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可依照每個教育人員的特性做調

整。 
綜合上述，教育專業倫理的內涵、挑應與因應均有其相關，而非彼此孤立。日後相關人員在制訂相關內涵

時，必須通盤考量，莫要再陷入一種頭痛醫頭的單一思考。 
 
二、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理念與內涵為何？何以差異化教學有助於落實

「教育機會均等」、「帶好每一位學生」、「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理想？試舉例解析說明之。

（25分） 

答： 
伴隨後現代思潮、多元智能的興起，所倡導的多元與小巧不僅挑戰一統的論述，更在教育上掀起重視學生

差異與個性的教學，依據題意「教育機會均等」、「帶好每一位學生」與「成就每一個孩子」，筆者將依序說

明與舉例： 
(一)差異化教學的理念 

差異化教學乃依據學生個性與性格所進行的一種適應教學，跳脫傳統制式與一致的框架，賦予教學更多的

彈性、評量的更適切，讓師生可以享受學習的過程，同時達到培育人才的個殊要求。 
(二)差異化教學對「教育機會均等」、「帶好每一位學生、「成就每一個孩子」的助益 

1.「教育機會均等」的說明與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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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指的是不分血緣、種族、性別，每個人都可以獲得相同的教育機會，只要自己肯努力，

終究可以獲得較高的成就。 
以目前的高等教育入學而言，差異化教學的方式在於促進高中學生的公平入學，不會因為你/妳是漢族、原

住民、新住民而有所差別。 
2.「帶好每一位學生」的說明與例子 

「帶好每一位學生」指的是不放棄每一位學生，依照多元智能的內涵，因為每一位學生均有自己擅長與不

擅長的科目，不能僅以某些學科便判斷一名學生的優劣。 
以小學生學習而言，教師的差異化教學在於不放棄每一位孩童，因為此時的孩童若太早被教師放棄，日後

便有可能衍生厭學、輟學等問題。 
3.「成就每一個孩子」的說明與例子 

「成就每一個孩子」指的是依據學生的所長與資質進行培育，讓他/她們能依據自己的興趣與才能發展。 
以小學生學習而言，教師的差異化教學在於引導每一位孩童適應發展，不論是語文或是藝術，均有其受重

視的理由，故差異化的教學可讓每一位學生獲得充分的學習。 
綜上所述，因應後現代與多元智能，教師的差異化教學不僅可提升教育機會均等，更可帶起每一位學生。

但差異化教學在執行上有其難度，不僅考驗教師的專業，同時在執行上也會有其難度，若教師能克服此困境，

相信差異化教學必能帶起更多的學生學習。 

 

三、教育評鑑的意義及重要性為何？關注的焦點包括那些面向？可運用怎樣的方法來進行評鑑？請

舉當前的教育政策為例闡述之。（25分） 

答： 
一般為確保教育品質的最常見方式便是透過評鑑的方式加以確認，以下將以當前「國立大學整併」的政策

為例，輔以教育評鑑說明： 
(一)教育評鑑的意義與重要性 

評鑑模式有許多種的分類，主要可以分為「目標達成模式」、「內在效標模式」、「外在效標模式」與

「助長決定模式」。教育評鑑便是透過這些方式以對事務加以審慎的評析，以理解其得失與原因，據此以

決定如何改進或重新計畫的過程。重要性在於： 
1.診斷組織的得失 
2.協助決策者做決策及擬訂計畫 
3.增進交流溝通與士氣 
4.促進成員專業進修 
5.提供選擇組織之參考 
6.提高組織運作品質與績效 

(二)運用怎樣的方法來進行評鑑 
1.目標達成模式 

把評鑑視為一種目標達成程度的鑑定。目標達成模式是最早期的評鑑方式，傾向目標取向的評鑑，也就

是把評鑑視為一種目標達成程度的鑑定。 
2.內在效標模式 

強調內在效標的評鑑。內在效標注重事物的內在特徵，是不容易量化的，因此評鑑的判斷標準常取決於

評鑑者的專業判斷。 
3.外在效標模式 

如R. E. Stake的外效（外貌）模式，需於評鑑前，先建構一套評鑑規準，以供評估目前的表現。 
4.助長決定模式 

將評鑑結果供決策者做參考，以協助做出好的決定來。 
(三)以「外在效標模式」說明國立大學整併  

1.建構一套評鑑標準：須建立一個大學整併前與後的評鑑規準，利於整併後的評鑑。 
2.描述性行動：藉由文字的描述說明大學整併後對於各系所的發展以及所可能衍生出的問題，都要詳實地

記錄與說明。 
3.判斷性行動：依據上述的描述內容進行大學整併的優缺評估，特別是系所之間的溝通、協調、資源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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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甚至是學校未來的總體發展，均需要詳實且審慎的評估。 
不可諱言，教育評鑑的目的雖在確保教育品質，但若太多的評鑑機制或規準，又會引起基層的反彈。執政

者在推行相關評鑑前，除了要有一套完善的評鑑體制，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與各大學溝通，確保教育評鑑確實能

為大學整合提供一個合理基礎的說明。 
 
四、校長領導攸關學校的課程發展與教學革新，您認為影響校長能否發揮課程與教學領導角色的因

素有那些？面對當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實施，校長當推展怎樣的課程與教學領導具體

作為？（25分） 

答： 
隨著領導典範與思維的改變，校長已不再如同過去那般的只是行政的最高首長，而是必須與第一線的實務

教師一同進行課程與教學的研發，以草根式的方式帶領學校團隊進行學習。以下以校長執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的實施說明相關內容： 
(一)影響校長進行課程與教學領導角色的因素有 

1.溝通的管道 
校長是否與學校組織人員有良好的溝通，以及教師是否有管道作為與行政人員的溝通都會影響校長課程

教學的領導。 
2.專業知能 

校長是否具有課程教學的相關智能，也會影響其領導的品質。 
3.評鑑機制是否適當 

評鑑機智的內容是否能反映校長的課程教學領導，例如新北市所推行的學習共同體，是否有相關評鑑機

制為之輔證，亦是一個關鍵。 
4.行政團隊的能力 

校長的課程教學領導尚需要有優秀的行政團隊進行輔佐，方能更促進課程教學的領導，否則只有校長一

人的單打獨鬥，其效果仍是有限。 
(二)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校長的領導作為為 

1.滾動式的課程教學領導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滾動式思維，故校長不能以過去的線性領導為依據，而是要依據人事時地物

的差異不斷修正。 
2.強調培養核心素養的課程教學領導 

以培育教師能應付因周遭環境變遷所產生的問題為領導方針，同時強化教師的認知、技能與情意，藉由

提升教師素養以增進教師的問題解決能力。 
3.培養跨課程的統整能力 

課程內容不該只是單科學習，而是要統括相關知識以進行整全式的學習。 
4.重視教師的個人專長，適性發展 

每位教師均有其各自的學科專長，校長的課程教學領導要激發這些教師的特性，方能落實教師為主體的

教學原則。 
5.凝聚成員向心力，系統整合所有資源 

校長的課程教學領導要適當地將所有校內外資源整合與分配，並凝聚成員的向心力，讓學校組織能永續

經營與發展。 
不可諱言，一間學校若要能發展其特有的課程教學，校長的領導風格絕對是佔有大多數的影響。而校長必

須放下過去高高在上的行政思維，一同與教師進行課程教學的學習，才能真正讓學校組織持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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