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論月刊，2013，2（6），頁 43-46 校級教師會功能  主題評論 

第 43 頁 

面對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學校教師會應扮演的角色 
徐昊杲 

嶺東科技大學副校長  

蔡宜穎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主持人  
 
 

一、 前言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理念

為：有教無類、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多元進路、優質銜接(教育部，2012a)，

隨著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的時

程逐步的迫近，教育部推動的重點任

務之一就是落實生涯發展教育，並強

調著適性與多元發展的重要。尤其，

教育部(2012b)在規劃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各執行方案時，更針對適性輔導

這部分特別提出「國中與高中職學生

生涯輔導實施方案」，以期能協助學生

夠過自我探索來進行自我的生涯規劃

與實踐。 

從 103 學年度開始，國中畢業生

的主要入學管道為透過免試入學進入

高中、高職以及五專，各區提供至少

75％以上的招生名額，並保留 0－25%

名額辦理特色招生，讓部分學生能透

過學科或術科考試進入高中、高職或

五專就讀，使學生能夠擁有展現自我

優勢能力的機會。不過，不管是採取

免試或是考試，皆希望能導引孩子朝

自我的性向、興趣與能力指標來進行

發展(教育部，2012 a)。 

面對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適性

發展，教師應扮演積極的角色，透過

適性輔導協助學生進行自我探索，幫

助學生面對生涯上的抉擇與發展。但

是過去的教師面對學生、家長與社會

的需求，除強化國中生的讀寫算能力

的培養外，更以基本學力測驗考科為

一致努力的目標。相對的，教師在如

何幫助學生生涯發展方面的能力則較

為不足，而如何透過學校教師會引領

教師們共同面對挑戰，是當前重要的

課題。 

二、 學校教師會的功能與任務 

民國 84 年公布施行教師法，各校

紛紛依據教師法的相關規定成立教師

會，教師會的權責為維護教師的專業

自主權，並能依法派員參與學校相關

的行政事務(張明輝，1998)。 

根據全國法規資料庫的教師法，

其第八章提及教師組織的第二十六條

與第二十七條的法規中，就詳細說

明：「各級教師組織的設立，應依人民

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

備、立案；而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

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 

(市) 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

師會」；各級教師組織的基本任務有：

(1)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2)制

定教師自律公約、監督離職給付儲金

機構之管理、營運、給付等事宜。(3)

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

則、派代表參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



 

 

臺灣教育評論月刊，2013，2（6），頁 43-46 校級教師會功能  主題評論 

第 44 頁 

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教育部，

2013)。 

教師法的訂定，是我國教師專業

發展的里程碑，教師能享有專業自由

以及組織參與自由，並不受外力的干

預，能依其專業知能維持專業品質(陳

炳男，2000)學校教師會所代表的是教

師力量的結合，有著共同的目標與理

念，不僅是合法的職業團體，也有著

自 我 管 理 與 獨 立 的 特 性 ( 陳 依 萍 ，

2001)。 

學校教師會是教師們和學校行政

間的橋樑，其重要的基本任務之一，

則在於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

題。值此之際，如何有效推動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讓每個學生都能適性

發展，更顯得重要。  

三、 教師會應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會可帶頭鼓勵教師進行自我

學習與成長，並透過教學研究會的專

業分享與成長課程，讓教師擁有分享

與交流的平台，不只營造共學的氣

氛 ， 也 能 形 成 專 業 社 群 ( 楊 如 晶 ，

2012)。 

歐美國家教師會的起步比台灣來

的早，從美、英、徳教師會的共同發

展特色中可以窺見，其教師組織都設

有教學專業研究部門，透過舉辦教師

研習、大型研討會與發表教育相關的

改革議題研究報告，建立教師會的專

業形象(郭秀緞，2004)；在台灣社會的

變遷中，教師面臨的挑戰更廣更多也

更為艱鉅，教師會應協助教師充實專

業權能，建立教師專業權威與專業形

象(林志成，2004)。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在升學制

度、課程和教學方面都有變革，只有

教師專業發展做得最紮實，學校才能

有優質的師資與課程教學(楊如晶，

2012)，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

大多數學生皆可透過免試進行升學，

教育部透過建置適性輔導制度、輔導

諮詢機制、生涯發展教育輔導訪視機

制，以及完善的培訓計畫提升教師的

專 業 輔 導 知 能 ( 徐 昊 杲 、 蔡 宜 穎 ，

2012)，教師會也應發揮其功能，給予

教師在專業上的協助，讓教師能提升

輔導知能以及多元能力，才能協助孩

子找到自我的興趣，幫助學生能適性

發展(教育部，2012b)，若學校教師會

能積極協助教師一起投入輔導機制的

運作，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所強調的

「適性揚才」之目標，才能被真正落

實。 

四、 學習型組織增進教師會與教

師的互動 

學校教師會對教育行政決策的合

理化與校園的民主化有著正向的影

響，並努力在維護教師的權益(林志

成，2004)，不過，學校教師會的成立

其實對學校行政單位及人員，或是學

校的組織環境都有可能有所衝擊(林良

慶，2004)，因為教師與學校行政人員

的立場或許有所不同，常使得學校教

師會與學校行政產生對峙的情勢 (張

明輝，1998)。 

因此，活化組織的管理模式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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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行政革新的途徑，不只能提升組織

成員專業能力，也透過學習型組織來

增進學校行政人員、教師與學校教師

會的互動；學校組織是一個有機體，

除了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或解

構再尋求新的平衡外，內部更要經常

累積能量，才能促成組織成長與發展

或生存下去（吳清山，1996）。 

透過學習型組織，增進教師會跟

老師的互動，不只能提升教師的專業

能力，也能強化老師多元面向的能

力，進而協助學生進行多元學習、多

元試探與發展。 

五、 結語 

學校教師會讓教師能擁有一個表

達意見、參與決定的平台。但是，學

校教師會是否能意識到提昇教師專業

知能的重要，尤其是教育專業知能；

以及是否有一套完整的計畫來協助教

師提升專業知能，這值得我們一起關

注。 

學校教師會應該扮演更積極的角

色，讓擴大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可以完

全的發揮，讓教師能夠全方位的幫助

我們的下一代，不僅在學科專門知識

上，更能在教育專業與輔導知能的提

升上，給予教師最大的協助。學校教

師會亦可採取學習型組織的核心內

容，來協助教師改善心智模式並進行

有系統的思考，透過專業成長，不斷

超越自我。除此，也可積極與學校行

政單位與老師共同在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的道路上，提供孩子優質的學習

環境與打造孩子的美好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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