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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選試英文）、國際文教行政（選試韓文）、國際文教行政

（選試俄文） 
科  目：教育行政學 

蕭世蒼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標竿學習（benchmarking）係組織改善及提升品質的興革策略之一，許多教育組織或機構運

用此一策略以解決問題及促進發展。試論述標竿學習的意涵，並以地方教育當局推動所屬中

小學雙語教育政策為例，如何在政策推動方案中融入標竿學習精神。（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難度。 
《破題關鍵》除了標竿學習的主軸外，只要能夠將其與興革概念同框，基本上應該就可以直

取分數。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標竿學習。 
雙語國家政策 

《命中特區》 
【教育行政學-正規班講義】與【志光出版-教育行政學】 
第二講-第四章-教育行政領導-第二節-實務層面 

【擬答】 
標竿(benchmark)一詞，最早是指測量時作為參考的標記點，爾後衍生為衡量基準或參考。後

來應用在企業界的品質管理上，將標竿視為同業中最具成就者，而其成就可以作為其他同業

學習之楷模。因此，對於教育進行比要改革政策之作為，自有其融入方案之必要。以下，先

以標竿學習的主要概念進行說明，繼之以分析如何在地方中小學雙語教育政策，融入標竿學

習精神之具體作為，進行論述： 
標竿學習是作為組織進化改善的必要手段 
標竿學習一詞，係指組織選定同業中最成功者，相互比較其產品、服務和方法的歷程，以

提高其組織績效。 
標竿學習的背景起源 
標竿學習一詞，可同義於：競爭基準、基準設定、標竿管理等。因此，自從美國

XEROX 公司於 1970 年代末期開始倡導標竿觀念後，標竿便成為優良典範的同義詞。 
標竿學習的根本性質 
基本上，標竿學習是一項透過衡量比較來提升組織競爭力的過程，以一流的組織或經營

典範作為學習的對象，經由持續改善來強化本身的競爭優勢。 
標竿學習的運作方式 
標竿學習本身，是一項有系統且持續的評估過程，藉由不斷地將組織流程與一般流程相

互比較，藉以獲得改善營運績效的資訊。所以，標竿學習也是一種持續改進、確保品質

的管理過程。 
標竿學習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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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進行標竿管理，多半基於解決當前運營障礙或問題，當然也可能源自以下的四大主

要目的，包括：追求品質卓越、推動流程再造、持續改善狀態，以及建立發展優勢。 
藉由標竿學習提出雙語國家教育計畫啟示 
由上述標竿學習的理念與內涵，以下即根據標竿學習的主要目的，提出現階段雙語教育政

策的建議與方向： 
就追求品質卓越層面而言 
根據此一目的，未來雙語政策的方向，應可參考其他在發展語言教育政策表現卓越的國

家作為借鑒，讓該政策透過廣泛觀摩研究來追求卓越的未來發展。 
就推動流程再造層面而言 
根據此一目的，雙語政策正可透過分析現階段政策的運作流程或必要階段，並且參考現

有相關政策評鑑結果，針對政策本身窒礙難行的環節進行必要的強化。 
就持續改善狀態層面而言 
根據此一目的，雙語政策應秉持永無止境追求完美政策內涵的精神與原則，不斷地提升

政策實施績效，並且引進必要的先進科技、作業技術或管理手段。 
就建立發展優勢層面而言 
政策存續的關鍵在於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出價值，意即政策施行的核心能力。標竿管理有

助於地方教育當局強化自身資源基礎，發展教育局處本身核心能力；也能因此讓學生與

家長了解政策運作的內涵與程序。 
 

近年來，學習性組織的觀念一直被強調，也被教育當局與基層學校視為創造競爭優勢；其原

因就在於：無論是教育組織或政策內涵，唯有透過學習能力的根本建立，才是面對與因應不

斷變動環境的生存適應原則。 
 

二、後設評鑑（meta-evaluation）係指對於某評鑑事項（原級評鑑）再施以評鑑（次級評鑑），以

做為原級評鑑參考或改進依據。試以 2006 年至 2016 年間影響頗大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例，

依循後設評鑑觀點進行評析，並提出其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建議。（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偏易。 
《破題關鍵》後設評鑑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支持系統，都應為考生早該熟悉的概念環節。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後設評鑑。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 
教師專業支持系統。 

《命中特區》 
【教育行政學-正規班講義】與【志光出版-教育行政學】 
第二講-第五章-教育行政評鑑-第一節-理論層面-教育(行政)評鑑的新興模式 

【擬答】 
後設評鑑，泛指對評鑑或其技術品質與結果，進行評鑑的各種活動，亦即對原級評鑑而言，

進行較高層級或次級評鑑的歷程。近年來，原本為求落實教師專業發展所推動的對應評鑑制

度，屢屢受到教育現場基層教師的反彈，進而使各級教育主管單位不得不因應潮流，採取延

緩實施或終止運作的方式，處置原有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甚至改弦更張轉換為教師專業支

持系統。以下依序先行說明後設評鑑的主要概念，並且藉此評析與提出對於教師專業支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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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建議： 
 
後設評鑑提供改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基礎 

後設評鑑，就是以原級評鑑活動表現，包括評鑑的計畫、目的、角色、方法、結果和報告

為對象，進行技術和理論層面的檢視與建議。以下針對後設評鑑內含的形成與總結兩大類

型進行說明，並回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十大主要指標： 
形成性後設評鑑 
該評鑑類型的目的在於：做成評鑑決策，因而必須在原級評鑑進行前和歷程中實施，適

時提出關於原級評鑑在設計和實施方面的建議，藉以確保原級評鑑能夠獲得正確、有用

與符合成本效益的結果。 
總結性後設評鑑 
該評鑑類型的目的，則是：為判斷評鑑績效，必須在原級完成後進行，其內容以整體評

鑑工作為範圍，判斷範圍包括：評鑑目的、設計、實施和結果等的優缺點。 
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指標 
我國既有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包括：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具

備領域(學科)知識及相關教學知能、具備可成教學設計能力等。 
後設評鑑概念析論提出專業支持系統之建議 
以下根據後設評鑑概念，配合教育部對於教師專業支持系統的規劃方向，提出必要的建議

如下： 
盤點整合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計畫與資源，窗口單一化 
從中央到地方共同朝系統思考、資源整合方向，整合盤點整合同質性高之計畫、組織及

資源等，補助縣市政府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之窗口單一化。 
以教師、學校為本位，由縣市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方案 
學校規劃教師及學校本位之專業成長計畫，並由縣市政府彙整符合需求之發展方案，中

央依其需求給予補助；協助各縣(市)政府建構在地教師專業發展分區網絡，提供專業支

持人力，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研習減量，規劃共同備課時間 
提早調查研習需求，整體規劃校本或縣市層級年度研習計畫；並將規劃全國或分區各領

域(學年)共同備課時間，以利各領域教師跨校或跨縣市共同備課，避免影響正常教學。 
提供不同職涯階段教師的多元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提供不同職涯階段之多元專業發展模式，並重視課堂實踐；支持教育專業團體或教師由

下而上之自發性揪團進修、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學思達、MAPS、有效教學基

地等教師專業增能計畫。 
協助校長落實學校本位課程教學領導 
未來應在制度中納入初任校長導入輔導機制、補助縣市政府協助校長與教師成立跨校專

業學習社群並引進國外權威地位資源辦理相關工作坊或論壇，藉此提供專業對話與經驗

分享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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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統合視導範疇中，位列發展性視類型中的指導型與非指導型視導二者。 
發展性視導下的重要內涵與其分化類型概念 
發展性視導是 Glickman 所創，基於教師不同成長發展階段，教學視導應依其不同階段採取

不同視導方式。 
主要意義 
發展性視導是 C.D.Glickman 綜合各種視導理論，視導人員根據視導對象的專業表現及發

展情況，極有彈性的使用不同的視導策略。 
主要特色 
此一模式理論最大的特色，在於：由視導人員診斷出被視導人員的「專心投入程度」與

「抽象思考能力」，進而採取適當的視導策略，增進被視導者在教育工作上願意改進的

承諾。 
主要類型 
發展性視導的主要類型，包括：師徒制(又稱指導型)、教練制(又稱非指導型)，以及合作

型等三大類型。 
師徒制(又稱指導型)視導 
此一視導類型，主要是由視導人員主導視導整體歷程，有可分為指導控制型與資訊指

導型。 
教練制(又稱非指導型)視導 
此一視導類型，主要特色在於被視導者擁有相當自主性的視導方式，傾聽被視導者的

意見，並由其做成決定。 
合作型視導 
此一視導，由雙方共同合作進行視導的方式，藉磋商共議找出雙方皆反意的共同行動

方案。 
師徒與教練制的教學視導之異同比較 
有關兩大制度的異同比較，如下說明： 
主要差異在於運作步驟不同 
以下分別介紹兩大制度在運作步驟的內含程序： 
師徒制教學視導的主要流程 
包括：陳述、澄清、傾聽、問題解決、指示、傾聽、指示、澄清、設定標準、增強。 

教練制教學視導的主要流程 
包括：傾聽、反映、澄清、鼓勵、反映、問題解決、問題解決、陳述、設定標準、反

映。 
二者皆可利用十大視導技術 
根據 Glickman 的觀點，由非指導式到命令指揮式之間所採用的視導技術，包括：傾聽、

澄清、鼓勵、反映、提供意見、解決問題、協商討論、只是、設定標準，以及增強等十

大技術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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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看法之前，必須先行理解原有標準化對於課程內涵與評鑑的影響。是故，以下先行說明

標準化對課程評鑑的主要影響，再行後續說明對於當前我國課程改革政策的看法： 
 

標準化運作特性對課程發展的主要影響 
標準常是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總結；標準化則意指實踐標準歷程，在一定的範圍內獲得最

佳秩序。以下說明標準化對課程發展的主要影響： 
標準化課程容易忽視多元差異 
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聯邦政府 NCLB 法案，強調學生學習表現標準，確保每個孩子的基

礎學習成就，但為了解決帶好每一位學生的課題，反映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課程學

習也產生一連串的問題。 
標準化教學明顯導致競爭焦慮 
當教育現場課程標準化趨勢是否符合教育本質，就不斷受到質疑。此一觀點，即可從主

張非學校化的 Illich 直陳學校不惜一切代價驅使學生加入課程學習競爭，並不斷向高分

的課程學習進軍就可見其端倪。 
標準化運作遏制師生的創造性 
在倡議標準影響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易受標準箝制而缺乏創造。在台灣亦有類似情

形，反映在課程實踐要求標準化測驗成績的現況中，教師努力訓練學生成為考試高手，

課程的進行儼然成為學習競技。 
標準化控制必然導致缺乏人性 
標準化以控制性要求效率為主，充滿科技理性的現代性特徵，缺少對人理解尊重的開展

過程；亦即涉及課程或教育政策問題時，始終以審計計數、評量比較來制定標準化。 
未來課程改革於後標準化的主要可能方向 
針對我國未來課程改革，在後標準化的導向上，可能朝向以下各個主要方向，包括： 
寬鬆、多元具脈絡性的標準 
標準要在脈絡裡被定義。為校本課程的發展設定彈性的框架。鼓勵改善一致性目標，為

全民創造最理想的學習機會。 
重視廣大且有深度的學習 
教學與學習重點在博學及有深度的學習，給與個體的個性、道德角色、創造力、知識與

技能等成長的所有面向相同價值。 
重視廣大且有深度的學習 
教學與學習重點在博學及有深度的學習，給與個體的個性、道德角色、創造力、知識與

技能等成長的所有面向相同價值。 
責任與信任 
在教育系統中，逐漸塑造一個責任與信任的文化。這系統能珍視教師及其對學生的專業

判斷，決定什麼是對學生最好的，針對趕不上的學校或學生提供資源與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