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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成果評估 
本校自創校以來，一直是教育大學附設的實驗型態小學，長期肩負教育研

究、提供教育參觀與實習指導的重任。本校秉持以專業化的行政領導觀點，教

師團隊在學校行政的完整規劃下，漸漸形成優質的專業學習社群，致力個人的

專業成長，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翹楚於臺北市各國小，扮演深具指標的角色。 

一、組織實施成果與效益 

（一）發展多元化專業成長 
成長方案 具體作法 

1.凝聚全體共識， 
型塑全校共同願景 

    本校為了促進教學團隊專業合作與知識分享，充分的溝通與型
塑學校文化相關研究，由下而上共同規劃進修藍圖： 
(1)規劃完整性的經營圖像；(2)建構系統性的發展計畫； 
(3)系統性的專業成長計畫；(4)建立回饋性的教學檔案； 
(5)發展多元專業成長社群與對話平台。 

2.營造參與環境， 
建立師生參與平台 

(1)成立專業性的成長團隊：藉由開放的社群組織文化，組織成員彼
此接納、坦誠信任，在開放的文化裡有利成員相互學習，共享資源
和成果。 
(2)推動夥伴性的教育關係：透過角色分工共同研擬教學計畫、設計
教學活動，因合作與分工的結果，有效的減輕教師的負擔。 
(3)營造促進專業成長的研究氛圍：定期公布學術與實務研習活動資
訊，鼓勵教師參與；設立領域新知專櫃，充實學術研究專書。發展
多元化專業成長計畫，學校系列規劃多樣化教師研習進修活動或專
業成長團體。 

3.完整的評估進修 
  成果 

(1)檢視學校教師專業發展進修計畫之完整性與適切性：檢視教師
進修計畫是否兼顧完整性、普及性與多元性；檢視教師進修計畫是
否適切可行，合乎教師需求。 
(2)確實考核學校教師專業發展進修執行過程之得失：建立回饋機
制，設計研習回饋單，針對研習課程內容、講座及成效進行填答，
提供未來辦理之依據；確實瞭解研習活動按照進修計畫執行，執行
過程是否有困難；辦理教師進修滿意度調查及建議事項之處理。 

 
圖 3-1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教師專業多元化成長與分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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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立激勵專業成長方案 

激勵方案 具體作法 

1.教師優良表現 
  激勵制度 

    本校家長會特訂定臺北市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教師專業
表現激勵，每年編列預算並訂定教師優良表現激勵制度，對於本校
教師的專業發展成果，展現在教師個人或團隊傑出表現獲獎的老
師，頒發獎金以茲鼓勵。 

2.贊助教師學習 
  社群活動 

    本校辦理『教師學習社群』專業對話時間，行政團隊積極爭取社
區資源，由本校最佳資源—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許信雄教授義務帶領
本校『教師學習社群』專業對話；此外，家長會提供點心、咖啡，『教
師行動研究』嘉年華活動之溫馨火鍋會；行政團隊籌措教師專業分享
之獎品及禮券等。 

3.教師節感恩活動 

    為了獎勵感謝本校教師發揮教育愛心、耐心，認真教學，輔導
學生，默默耕耘位學生奉獻之教師，本校除了由行政團隊規劃系列
感恩活動，每年家長會安排不同形式的感恩系列，舉例:民國96年家
長會結合慈濟功德會的『奉茶感恩』活動，藉由家長及學生『奉茶』
的儀式表達對老師的感恩。 

 （三）辦學績效獲得社區及家長的肯定 

本校有豐富的社區資源，家長社經背景高，學生多半越區就讀。教師們的

專業表現受家長關心與支持，家長及志工參與教學情境佈置、低成就學生補救

教學、圖書管理等工作，投入親師合作的各項方案中。家長肯定學校教師的努

力，以支援人力、物力、財力等行動方式，多年成果如表3-1： 

表3-1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歷屆家長會協助改善學校硬體設備一覽表 

學年度 改善學校硬體設備具體作法 

募款改建本校圖書館，規畫人性、科技、多元的使用空間。 
88 

募款購置全校校內對講機，以利親師生班際聯絡。 

89 與學校團隊共組城鄉交流到花蓮太巴塱國小。 

90 因應九年一貫課程實驗，建構豐富多樣的課後社團活動。 

91~92 募款購置全校飲水機及圖書設備。 

93~94 募款購置專科教室置物櫃。 

95~96 
募款購置單槍、投影機，更新資訊設備，並協助學校規畫『教學實驗室』及『教學

觀察室』，提供教學觀察用途。 

    本校教學績效優異，學校課程多元崢嶸，社區鄰里及轄區民意代表皆讚賞

本校辦學績效。值此少子化的時代，各校莫不承受逐年減班的壓力之刻，本校

方圓幾里內雖無住宅離社區很遠，年年仍為優先額滿學校，這也正是學校受社

區肯定的見證。 

（四）本校教師對學校認同度高 

    市立教大附小自創校以來，民國84年之前皆由校長邀請應屆成績優異或有

傑出專長之畢業生到本校服務，師資素質整齊優良，教學品質更是家長最佳保

證。本校連續三年參與教育部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績效良好，成為

全面辦理之『核心學校』；教師也落實於課程研發與教學創新設計，許多資深老

師，主動分享個人豐盈的教學成果，並帶領學年或跨領域的老師共同發展專業

社群，成為教學學群的領導教師。本校教師異動情形很少，皆積極參處室規劃之

進修活動，許多的良師典範，使本校教師以身為附小人為榮。 

（五）備受教育主管機關的嘉許與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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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小在歷任校長帶領下，教師們跟隨啟航，不斷在教學實驗中創新開發，

彼此協助、支持與鼓勵，以及家長們的肯定激勵，創造了優質良好校風典範，

備受教育局與教育部的嘉許與重用，許多教育理念及研究，都優先由世稱臺北

第一小學的市立教育大學附小，肩負重責大任。 

表 3-2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歷屆承辦教育部(局)專案一覽表 

時  間 專  案  名  稱 

民國 80 年 開始透過教師群組的合作，以自發性參與教育部或行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的專案研究 

民國 87-90 年 教育部指定為實施「九年一貫課程」試辦學校，帶領臺北市各校進
行「九年一貫課程實驗」 

民國 87-90 年 參與「教育部資訊教育軟體及教材資源中心」，建置國小資訊教育
線上課程，並著力推廣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 

民國 89-91 年 參與試辦教育部「小班教學精神計畫」 

民國 88-91 年 進行「學校本位課程九年一貫教學暨研究推廣」 
民國 89 年 主辦「第一屆教師行動研究」，並獲團體特優獎 
民國 89 年 第一屆「教學輔導教師」專案試辦學校 

民國 89-91 年 「臺北市在家自行教育試辦計畫」 
民國 92-96 年 試辦第二階段「國民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畫方案實施計畫草案」 
民國 96 年度 參與「臺北市創造力教育推動計畫」 
民國 95-97 年 參與第一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至今第三年 
民國 95-97 年 承辦「臺北好小子‧英語學藝競賽」 
民國 98 年 上海師範大學附設盧灣實驗小學邀請締結為姐妹校 
民國 98 年 教育局推薦本校與私立伯大尼美僑小學兩校交流 

民國 98 年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推薦本校，與以發展中國文化為主軸之新加坡宏
文特選小學兩校交流 

二、教師專業具體成長與表現                                                     

（一）從事教育研究 

表 3-3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歷屆參與研究案一覽表 

學年度 專案名稱 指導單位/教授 參與人數

85 未來教室教學實驗研究 臺北市教育局 3 

86 臺北市國民小學家長參與學校校務活動之研究 臺北市教師研習中心 1 

88 學群式網際網路輔助數學科教學實驗研究 教育部 4 

89 學群式網際網路融入語文科教學實驗研究 教育部 4 

89 班班有電腦教學應用實驗計劃—「按按按」系統
在班班有電腦教學上的應用 臺北市教育局 3 

89-91 教學計劃與課程發展輔助系統應用之研究 國立中央大學 劉子鍵教
授 全校 

95 音樂創造力之實徵研究─國小音樂創作教學之鷹
架作用探究 

國科會/臺北市立教育大
學 林小玉教授 1 

95 以學校本位觀點培育國小實習輔導教師專業知能
之研究 

國科會/國立台北教育大
學 鐘靜教授 4 

95-97 教育部補助推動中小學奈米科技教育計畫 教育部 7 

96 應用同儕協助學習策略於融合教育學習障礙兒童
數學學習之研究(Ⅱ) 

國科會/臺北市立教育大
學 崔孟萍教授 2 

97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小學教師學習數學教學理論與
網站支援中心建構 

國科會/臺北市立教育大
學 李源順教授 4 

97 線上同儕數學教導系統之研究：應用於國小補救
教學 

國科會/臺北市立教育大
學 崔孟萍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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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群」之成果評估  

1.培養種子團隊、營造研究環境 

   （1）歷年校內種子團隊 

表 3-4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歷年校內種子團隊一覽表 

學年度 專案名稱 種子團隊人數 

85 未來教室教學實驗研究 王緒溢老師等 3位 

87-89 小班教學 洪如杏老師等 5位 

88 學群式網際網路輔助數學科教學實驗研究 王緒溢老師等 4位 

89 學群式網際網路融入語文科教學實驗研究 賴慧珉老師等 4位 

89 
「班班有電腦教學應用實驗計劃」—「按按按」系統在班班

有電腦教學上的應用 
王  瑀老師等 3位 

89-91 教學計劃與課程發展輔助系統應用之研究 全校老師 

91 資優教學團隊 蔡淑英老師等 8位 

95 自然教學團隊 張  芝老師等 8位 

96 語文教學團隊 賴慧珉老師等 7位 

  （2）設置研究及討論場所 

   

高年級教師研究室 中年級教師研究室 低年級教師研究室 

   

校史室 教學觀察室 小圖書室 

2.建立校內持續研發系統 

表3-5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研發團隊一覽表 

學  年  度 
社群研發團隊 

93 94 95 96 97 

課程發展委員會 ☆ ☆ ☆ ☆ ☆ 

學年會議 ☆ ☆ ☆ ☆ ☆ 

領域會議 ☆ ☆ ☆ ☆ ☆ 

課程先發小組    ☆ ☆ 

行動研究種子團隊   ☆ ☆ ☆ 

數位教材研發小組    ☆ ☆ 

特色課程研究小組 ☆ ☆ ☆ ☆ ☆ 

特殊教育教學小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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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專業社群之成果展現 

    促進教學團隊專業合作與知識分享，教師群組針對教學進行的專業對話，

用團隊經營協同教學的方式，建立級任與科任教師形成的班群教學團隊，擔任

協同教學觀摩演示者，進行教學觀察與互評。 

 

 

 

 

 

 

 

 

 

4.參與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本校自 95 學年度起即鼓勵學校教師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第一年試辦參

與的教師人數有 38人，第二年試辦 96學年度參與的教師人數增為 55人，97學

年度目前參與的人數已高達 126 人，參與人數逐年躍增，專業發展在本校已蔚

為風潮，教師不僅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獲得同儕間的回饋成長，在專業上也

得到相當的肯定，對個人、學生甚至學校都具有正面的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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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95-97 學年度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參與人數

5.鼓勵專業成果發表延伸至各類教學平台 

（1）國內外專業發展成果分享  

表 3-5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民 93-97 年教師國內外專業發展成果分享一覽表 

年度 分  享  內  容 教師 

民 92 BigSix 在主題式網路合作探究之研究-以國小社會學習領域為例（南京） 
豐佳燕
呂宜娟

探究鷹架在網路合作探究學習之研究：以國小學生為例（香港中文大學） 
豐佳燕
呂宜娟

民 93 

行動研究成果發表（校內） 張偉萍
徐靜儀

《專業發表與交流》 
‧國際：發表、參觀交流、締結姐妹校 
‧校際：參觀、交流、分享發表 
‧社區：活動展演(合唱、國標) 
        交流發表、社區居民成長社團 

《經驗傳承與分享》 
‧實習指導：培養優良教師 
‧同儕觀摩：觀課互評、回饋成長 

《提升教學成效》 
‧學生：學生學習能力成長 
        參賽成績豐富優異 
‧教師：精緻教學與省思 

個人 社群 學群

學
校
團
隊

圖3-2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展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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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研究成果發表（北市） 張偉萍
徐靜儀

行動研究成果發表（北市蘭雅國小） 張偉萍
徐靜儀

擔任「嘉義縣 93 學年度營造閱讀環境衛星學校經營閱讀場─創意藏書票及
手工書製作研習」講師（嘉義縣） 陳映蓉

擔任國立藝教館「93 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師培訓營」講師（全省） 陳映蓉

第六屆行動研究成果發表（北市教師） 鄭芳怡

民

93-95 
擔任「國立教育資料館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學參考影帶製作委
員」 

廖順約
陳映蓉

繪本教學分享（北市西門國小） 陳映蓉

莊訪祺書法創作展：翰墨真如--禪與書法之對話（新店市圖書館） 莊訪祺

書法學術研討會《書法與其跨領域研討》學術論文發表（華梵大學） 莊訪祺

童話電子書研究成果分享（校內） 施秀美
張偉萍

低年級閱讀教學經驗分享（校內） 張偉萍
施秀美

認識注音符號教學（附小新生家長） 施秀美
張偉萍

語文領域教學分享（北市志清國小） 張偉萍
徐靜儀

童話電子書研究成果分享（北縣更寮國小） 張偉萍
徐靜儀

國語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北縣人文國小） 賴慧珉

創新教學設計~以語文領域為例（北市教大實習） 賴慧珉

民 94 

語文教學策略與成果分享~以寫作為例（北市第三群組） 賴慧珉

「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 95 年度識字與寫字教學成果發表會」，發表--《翰
墨春秋—書法教學之鑑往知來》（北市教師） 莊訪祺

創新教學設計~以語文領域為例（北市教大實習） 賴慧珉

語文教學策略與果分享─以寫作為例（北市第三群組） 賴慧珉

「音樂教學法理論與實務研討會」論文發表（台師大） 陳映蓉

擔任「95 年度國小藝術與人文領域創造力教育種子教師研習」講師（北市） 陳映蓉

民 95 

擔任國立藝術教育館「95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師培訓營─創意表演創意老師」
講師 

廖順約
陳映蓉

《和文字談一場戀愛吧!》（新竹研習中心） 莊訪祺

國語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北市東門國小） 賴慧珉

語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參予專業發展評鑑教師） 賴慧珉

國語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北市東門國小） 賴慧珉

民 96 

擔任「臺北市藝術與人文第二專長研習」講師 廖順約
陳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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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行動研究成果發表（北市教師） 鄭芳怡

硬筆字學生姓名製作單製作方式（校內語文教師） 徐章華

擔任「教師天地雜誌第 153 期」編輯委員 廖順約
陳映蓉

擔任國立藝教館「97 年度藝術與人文教師培訓營」講師 廖順約
陳映蓉

行動研究分享：《Just do it》（嘉義大學附設國小） 潘蓮菁
賴慧珉

班級經營分享（市立教育大學）  徐麗慧

語文教學策略與成果分享─以閱讀為例（北縣頂溪國小） 施秀美
張偉萍

硬筆字教學網站（網站） 徐章華

自閉症兒童視覺提示策略、自閉症兒童人際互動教學（高雄長庚醫院） 李惠藺

民 97 

自閉症幼兒教學與策略（板橋勞工中心） 李惠藺

自閉症兒童認識與輔導（私立新民國小） 李惠藺
民 98 

自閉症兒童人際互動教學（彰化秀傳醫院 ） 李惠藺

（2）書籍發表：本校教師專業發表歷屆出版品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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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歷屆出版品分類統計圖 

（3）協助製作教學媒體： 

表 3-6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教師協助製作教學媒體舉隅 

教學媒體 參與老師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學媒體製作：國小數學科共 12 輯 蔡淑英老師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學參考影帶：藝術與人文共 3輯 廖順約老師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學參考影帶：藝術與人文共 6輯 陳映蓉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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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教育局出版教科書：書法共 12 冊 莊訪祺老師 

6、近五年(93-97 學年度) 教師專業表現榮譽榜 

   表 3-7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教師專業表現榮譽榜（含團體與個人） 

學年度 
比賽項目 

93 94 95 96 97 

教師 
行動研究 

特優 1 
佳作 1 

優選 1 
佳作 4 
入選 4 

團體獎第 7 名
特優 1 
優選 1 
入選 1 

團體獎第 2 名 
特優 1、優等 1 
佳作 5、優選 2 

入選 3 

（尚未辦理）

多語文 
競賽 

* * * 第四名 1 
第四名 1 

第三名 1 
第五名 1 

各領域 
教材設計 

優選 1 
佳作 1 

校園創造力獎 1 
特優 1 
優等 1 
佳作 1 

特優 1 
佳作 1 

品德小故事 
特優 1 

臺北市品德教
育教案設計特

優 1 

全校課程 哈特網特優 績優 哈特網特優 * * 

資訊教學 * * 優學網前 10 名
優學網模範班

* 網頁評選佳作

創意教學 
特優 1 
優等 1 
甲等 1 

特優 1 
優等 3 
甲等 2 

* 一等獎 1 
第一名 1 第三名 2 

深耕閱讀 * 特優 3 
佳作 2 

特優 1 
閱讀標竿團體獎 
行政組教師獎

* （尚未辦理）

教學 
卓越獎 

* * 銀質獎 2 佳作獎 1 （尚未辦理）

科展 
優良教師 
指導獎 

* * * 銅質獎 2 （尚未辦理）

資深 
優良教師 

* * * 
藝術與人文 
教育 1 

語文教育 1 
（尚未辦理）

表 3-8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教師指導學生獲獎統計表 

學年度 
比賽項目 

95 96 97 

多語文競賽 第一名 1 
優等 1 

特優 2 優等 7 
第二名 1 第四名 1 

第六名 1 

特優 2 優等 6 
第一名 1 第二名 1 

第五名 1 

全國作文比賽 ＊ 第二名 1 第三名 1 
佳作 1 

第二名 1 優等 2 
佳作 5 

資訊教學 創意寫作銅牌 1 
銀牌獎 2 季軍 1 
特別獎 1 第二名 1 

佳作 1 
電腦繪圖第二名 1 

科學展覽 優等 1 佳作 2 
研究精神 1 

優等 1 佳作 1 
入選 2 （尚未辦理） 

體育競賽 
第一名 4 第二名 2 
第三名 1 第四名 2 
第五名 4 第六名 1 
第八名 1 

第一名 2 第二名 1 
第三名 4 第四名 6 
第五名 3 第六名 2 
第八名 2 

特優 1 第三名 
第三名 4 第四名 4 
第五名 3 第六名 1 
第八名 3 

深耕閱讀比賽 特優 6 優選 1 
佳作 2 

特優 5 優選 3 
佳作 2  閱冠王入圍獎 （尚未辦理） 

音樂比賽 第一名 2 第二名 6 
第三名 2 優等 1 直笛合奏 第二名 合唱 第二名 

美勞書法比賽 第二名 2 
佳作 1 

第一名 1 第三名 1 
佳作 2 入選 3 

優等 1 佳作 1 
入選 2 第三名 1 
第五名 1 第七名 1 

第九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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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立教學檔案  

（1）辦理全校教師教學檔案觀摩展。 
（2）95 及 96 學年度舉辦自製教學檔案發表會及觀摩會，並推薦教師參加教育    
部、教育局所舉辦之各項教學檔案比賽或活動。 
8.接受參觀與交流 

   

 民 94 吳江國小、電光國小參訪 民 95 雙峰國小參訪 民 97 花東五校參訪 

 

三、參與學術活動 

（一）設置教學研究室，提供最優之軟硬體設施，營造學校學術研究之氛圍 

    1.本校擁有先進的「教學實驗室」及「教學觀察室」，老師可在「教學實驗

室」中進行教學現場錄影，透過四台不同角度的攝影機，老師可以針對教學與學

生反應進行教學省思；此外，「教學觀察室」提供同儕或實習教師進行教學現場

觀察，避免干擾學生的學習品質。  

   

教學實驗室 教學觀察室 主控室 

    2.行政團隊以關懷鼓勵代替命令要求，並以實際行動經常自掏腰包提供點

心、咖啡，營造溫馨的研究氛圍，讓老師安心專心進行專業社群對話，並購置

提供專業書籍讓老師進修參考。 

    3.課務安排保留領域共同研討專業對話時間 

             表 3-9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教師專業社群對話時間一覽表 

對話時間 對話群組 專業對話議題舉例 

週三下午 
（每月第一週） 

全校老師 
學年、學群老師 

1.各處室就重大議題或校務推動事宜，共同對
話討論或分享。 

2.閱讀成長、研習心得分享、主題成長、班級
  經營討論。 

週三下午 
（每月第二週） 各領域老師 

1.鄉土領域老師邀聘許澤耀老師分享福佬語詩
詞教學要點。 

2.專題研讀分享。 
3.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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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下午 
（每月第三週） 教師行動研究小組 

1.擬定研究主題，收集相關資料。 
2.與指導教授對談。 
3.與校內專家老師對談。 
4.組內成員深度對談，交互激盪 
  進行主題研究之發展。 
5.如何將研究結果應用並改進回饋到班級教學
中。 

週三下午 
（每月第三週）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 

1.討論評量歸準。 
2.進行自我評鑑。 
3.深度對談專業成長。 
4.發展教學設計、觀課互評、製作教學檔案。

週三下午 
（每月第四週） 第二專長教學社團小組 

1.由校內資深老師自發性的成立教學社團。 
2.教師依個人教學需求，選擇自我進修第二教
學專長之社團。 

3.實作中進行學習並對談分享。 

週一下午 本土語言 
英語、藝文領域 深度對談專業成長。 

週二下午 生活領域 深度對談專業成長。 
週四下午 社會、資訊領域 深度對談專業成長。 
週五下午 各學年及自然領域 深度對談專業成長。 

週五下午 課發會 
1.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研發。 
2.特定議題討論。 
3.學校特色課程發表檢核。 

課後時間 教師休閒社團 由教師會自發性的成立運動休閒社團。 

課後時間 教師行動研究種子團隊 校內專家老師個別與教師行動研究小組深度
對談，進行研究發展。 

課後時間 課程先發小組 1.深度對談課程發展。 
2.設計、追蹤、檢核課程實施成果。 

週三中午 教學輔導夥伴老師成長 
1.閱讀成長、教學心得分享 
2.班級經營討論。 
3.師徒深度對談。 

  4、定期公佈學術活動資訊 

    善用校內多功能網頁討論區、傳遞校內『我的訊息』或電子信箱系統等方

式，發佈校內外最新研習資訊，並於處室公告欄不定期張貼最新學術活動相關

訊息，此外更以書面方式或主動聯絡，鼓勵校內教師踴躍參與校內外研習或學

術研討。 

（二）開設多元專業進修活動 

    本校開設之多元專業進修類別如表3-10，「領域教學」研習中的跨學年或領

域課程研究會議在95、96學年度時，大多安排週一至週五老師空堂的時間裡，

而「教育研究」研習中的行動研究工作坊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也安排在課餘

或老師下班後的時間，這些老師專業成長的時間並未列入研習時數，故在97學

年度重新規劃教師專業研習，也將此部份納入老師的研習時數，以鼓勵老師積

極從事自我進修的意願。 

表 3-10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92-96 學年度開設專業進修活動百分比一覽表 

項目 92 學年度 93 學年度 94 學年度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教育行政 4.01 0.27 1.63 3.23 0.83 

學校行政 13.18 3.53 3.91 2.37 6.45 

領域教學 53.02 55.52 42.94 43.56 45.41 

新興議題 5.67 16.73 13.04 9.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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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教育 4.34 3.48 1.34 4.51 9.31 

特殊教育 6.75 5.72 5.43 7.39 9.81 

資訊教育 10.09 6.36 0.73 0.81 2.64 

教育研究 2.96 8.38 30.93 28.56 22.37 

總計 72.64 88.5 104.34 82.56 76.08 

四、學校內外部成員滿意狀況 
（一）利用學校日對老師及家長進行滿意度調查 

不贊同, 0.24%

尚可, 5.37%

贊同, 44.13%

非常贊同,

50.26%

 

不贊同, 0.55%

尚可, 8.30%

贊同, 50.82%

非常贊同,

40.33%

 

圖3-5 「教師專業發展」家長滿意度調查 
(級任老師部分) 

圖3-6 「教師專業發展」家長滿意度調查 
(科任老師部分) 

不贊同,

0.19%

尚可, 5.91%

贊同,

51.22%

非常贊同,
42.68%

 

不贊同,

0.19%

尚可, 7.11%

贊同,

42.83%

非常贊同,

49.87%

 

圖3-7 「教師專業發展」家長滿意度調查 
(課程設計部分) 

圖3-8 「教師專業發展」家長滿意度調查 
(班級經營部分) 

（二）教師對教師專業向度自我檢核 

普通

35%

滿意

64%

尚可

1%

 

滿意

64%

普通

36%

 

圖3-9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自我檢核 
(課程設計部分) 

圖3-10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自我檢核 
(班級經營部分) 

（三）學位進修成長 

鼓勵老師進修碩博士班或短期學分班等專業成長課程，本校教師具博士學

位者 1 人，碩士學位者 47 人(不含 40 學分班)，超過 38%具有碩士以上的學

歷。目前尚有 16 位教師利用公時或公餘時間攻讀碩、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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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93-97 學年度教師研究所(含博士班)進修畢業人數 

（四）社群研習專業對話倍數成長 

各學年領域利用「跨學年領域會議」與「課程教學研究會議」充分討論

分享，或利用學年共同空白時段研討；此外學科針對專業發展需求，自辦研

習與參訪活動，並以成長團體，小組研習，分享研討，而將研習成效擴展至

其他教師。由圖 3-11 可以看出本校這五年「教師專業社群」，以「合作學習」

的方式，進行專業深度對話，透過知識協商而形成知識型社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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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92-96 學年度 學年/領域教學研習統計圖 

（5）研習檢核回饋機制 

97 學年度推動進修研習活動檢核回饋機制填寫回饋問卷，針對 97 學年度上

學期的研習場次滿意度高達 95％。在回饋單第四向度提昇「自我成長」中，此

部份的贊同程度平均為 94.3％。從表 3-11 可以看出本校教師在四個題項的贊同

程度皆高達於 90%，表示老師對於參與研習的自我要求很高，也能用心投入研

習，並期待自己繼續提昇專業知能。 
表 3-11 本校教師參與研習在自我成長提昇方面的贊同百分比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總
平
均

60.4 34.6
1.我很用心參與此次研習，且深入了解課程內容。 

95 
3.1 1.9 0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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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32.7
2.我覺得收穫良多，實際內容能符合原先的預期效果。

92.4 
6.3 1.3 0 

55.3 39.6
3.我能參與研習活動並提供相關回饋。 

94.9 
5 0 0 

58.5 36.5
4.未來我還會積極參與相關研習，藉以提升自我知能。

95 
3.8 1.3 0 

五、學生學習成效檢視 

教師專業成長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校教師活力

經營多元的教學活動，展現學生卓越的學習成效，更提供學生全方位的展演舞

台。 

（1）多元崢嶸的學習社團 

    依據各學習領域成立多元學習性社團（如表 3-12），並舉辦社團成果展演。 
 

 
表 3-12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97 學年度社團一覽表 

 

 

（2）學生成果表現 

表 3-13 臺北市立教大附小 93-97 學年度學生學習展現榮譽榜（含團體與個人） 

年度 
項目 93 94 95 96 97 

北市學科學展覽
會及創意科學 

* 

優等 1 
佳作 1 
入選 1 

研究精神 2 

優等 1 
佳作 1 
入選 1 

研究精神 1 

優等 1 
佳作 1 
入選 1 

(尚未辦理) 

北市西區運動會
全國民俗體育 

* 

第一名 1 
第二名 2 
第三名 1 
第四名 3 
第五名 1 

第一名 4 
第二名 2 
第三名 1 
第四名 2 
第五名 4 
第六名 1 
第八名 1 

第二名 1 
第三名 4 
第四名 6 
第五名 3 
第六名 1 
第八名 1 

特優 

第三名 4 
第四名 4 
第五名 3 
第六名 1 
第八名 3 

新式健身操比賽
及躲避球賽 

 
* 甲組殿軍 * 特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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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多語文競賽 優等 12 
第五名 1 

第一名 1 * 

特優 2 
優等 7 
第二名 1 
第四名 1 
第六名 1 

特優 2 
優等 6 
第一名 1 
第二名 1 
第五名 1 

北市本土語親子
話劇比賽 * * * 優等獎 北區第三名 

北市國民小學學
習檔案 

* * 優等獎 * 佳作 

國際學生電腦創
意寫作比賽 

* 銅牌獎 * 銅牌獎 * 

北市品德小故事
徵文 * * * 優選 * 

北北基學生專題
寫作比賽 

* * * 優等獎 * 

台灣學校網界博
覽會 

* * 
第三名 
佳作 

特別獎 

銀牌獎 

第二名 
佳作 

(尚未辦理) 

港臺配對學校網
上遊戲專題研習 

* * * 季軍 (尚未辦理) 

深耕閱讀 * * 
特優 6 
優選 1 
佳作 2 

小書組：特優
3、優選1、佳
作 1 

音 樂 小 書
組：優選 1 

音樂檔案：特
優 1 

自編故事一
籮筐：優選
1、佳作 1 

北市閱冠王入
圍獎 

(尚未辦理) 

推動兒童英語圖
書閱讀徵稿 

特優 1 
優選 2 
佳作 2 

* * * * 

音樂比賽 合唱團北市西
區季軍 

直笛校隊北市
甲等 

第一名 1 
第二名 1 

優等 
第二名 2 
第一名 2 
第二名 4 
第三名 2 

直笛校隊西區
優等第二名 
西區音樂班鋼
琴組第二名 

合唱校隊西區
優等第二名 

臺北市學生美術
比賽 

第二名 1 
第三名 1 
佳作 2 

第二名 1 
佳作 1 

第二名 2 
佳作 1 

第一名 1 
第三名 1 
佳作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