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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培村：教育改革要從本土結構去尋找問題所在  
翰林驚聲

 

演講題目：從教育改革談學校效能再造主

 

 

 

講　人：高師大成教所蔡培村教授

 

 

 

演講時間：11月6日

 

 

 

演講地點：L108

 

 

 

主辦單位：教政所

 

（攝影\陳震霆）

 

 

 

　【記者李榮馨整理】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人為的、多元的、民主的。但是教育改革與

現實間往往會有落差，因此教育改革要從本土的結構去尋找問題的所在，發展簡潔的

解決方法，而非將西方教育制度直接移民至台灣來。由於文化跟思維方式不同，當制

定一個政策若未與本土接軌就會產生問題，當政策推行時，教育能否具備此相關條件

，如果沒有足夠的條件，即使邊執行邊發展，仍會產生許多制度上的問題。

 

 

 

　學校為教育的基本單位，只有學校效能再造才能與教育改革接軌，政府透過學校推

展的力量將原本未思考到的問題在行動發展中不斷修正，才能讓教育改革繼續進行下

去。



 

 

 

　學校效能再造是以學生為主體，其思考方式有以下面向，第一、組織再造，傳統組

織太過於僵化，浪費過多資源。組織扁平化，是以最經濟的方式提高組織效能，學校

可根據學校的政策自行調整組織結構，將資源運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只需要核心人員

，其餘可採用外包方式，例如餐飲外包、清潔外包。

 

 

 

　第二、教師效能再造，教學典範的轉移，以前教育是提供受教育的機會，現在教育

是獲取成功，以前教導知識，現在教導學習方法，不僅給予知識，還要教學生如何學

習，以前學習的地方是固定的，現在無任何空間限制，以前是老師為主體，現在是學

生為主體，如此導致學校經營型態轉移。因此教師要不斷的學習，成為學生專門知識

的教授者、教學活動的設計者、教學教材的研發者、社會技巧的培養者、價值規範的

澄清者。教師的責任不僅止於教學而已。

 

 

 

　第三、發展資源再造，由於教育補助經費日漸短縮，人力、物力、財力、空間資源

皆須以更實際的規劃進行再造，因應社會變遷可自行調整到能夠發揮到最有效能的組

織型態。內部創業也是資源再造的好方法，在知識經濟時代，組織透過知識流通、運

用跟創新來提升組織效能，創新要整合教育組織要能與異業聯盟，以建立資訊平台

，以社群的方式合作，共同學習共同成長。

 

 

 

　第四、輔導功能再造。要創造優質的文化，提供適性的發展，建構多元智慧的學習

環境。做一個專業老師要有專業承諾、專業態度、專業進修、專業倫理並參加專業組

織才能稱的上是專業。自我導向的學習，獲取新知，行動學習，行動教學，知識運用

後才能創新知識。

 

 

 

　如果教師及教學單位都能依循此原則漸進發展，教育改革不管怎麼變，老師都有能

力來應變。人力再造要透過學習的機制，自我進修，但不要單打獨鬥，藉由讀書會上



的分享知識釱結合知識釱建立知識庫，才能建構知識經濟，達成效能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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