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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大師資培育中心主辦「與教育大師對談」講座，邀請
國立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洪蘭教授，專題主講品格
教育如何落實，並與師生對談交流。昨（19）日下午，在該
校行政大樓會議室舉行，校務顧問林樹全主持、秘書長潘吉
齡致詞，來自校內師生以及中部地區教師約有200多人參與。

　講座前，洪蘭接受記者簡短訪問，其中談到基本的品格教
育，洪蘭強調，做為人父母的身教是孩子最原始的學習摹
本，品格教育必須從小做起。
談到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洪蘭認為老師只要教育學生擁有
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學生就能夠吸收新的知識，也就不用
擔心被淘汰；但若一出校門就不愛讀書，又台灣有四成一的
人不愛看書，那麼很快就被淘汰。當新的知識很快出來而很
多知識都在翻新時，洪蘭強調聽、說、讀、寫這四種能力一
定要有。

　林樹全表示，朝陽重視品格教育，講座計畫原是為師培中
心師生定期辦的講座，正值25周年校慶，為此擴大邀請全校
師生以及校外教師參與，目的為增廣教師及學生思辨能力與
公民素養，提升教師及學生品格教育內涵並主動自我規範，
培養自律負責與尊重等人格。洪蘭教授以科學研究方式長期
關注品格教育，推動閱讀教育更不遺餘力！很榮幸邀請到洪
教授來演講，透過其專業素養分享其人生經驗與教育理念，
提供各位運用在教學中。

　潘吉齡表示代表校長歡迎洪蘭教授的到來，談到品格教育
的重要性，他從自身教學經驗中感受培養自律負責與尊重等
人格非常重要，強調應從自身反省做起，不僅尊重自己、他
人甚至是對環境的尊重，都非常重要。

　朝陽科大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陳薏如表示，配合教育部師資培育多元
化政策，朝陽科大於1998年3月成立師資培育中心(原名教育
學程中心)，教育目標為培養具教育專業知能與教育專業倫理
精神以及教師實務能力的人才。該中心秉持「勤學、敦品、
力行」校訓與純樸務實之校風，也肩負地方教育輔導任務，
舉辦各類研習、講座活動，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師培中心每年招收中等教育學程和幼兒教育學程約計148人；
每年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約計60人。師培中心開設校長主
任培訓班很熱門，累計到目前，通過校長考試約計12人，通
過主任考試約計10人。

　教師設計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指標

　師培中心教師張有恆與記者分享該校師培教學設計與實務
應用之特色。
談到中等教育學程的學生，多數來自校內大學生二年生以
上、研究生報考，通過後應修約24~26學分，目標是希望到高
職當老師。張有恆指出，學生們多來自高職學校，動手做能
力強、肯學、願意投入；相較於高中生考進師培的認知與態
度不太一樣。

　他指出，正執行「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指標」計劃案工作，
主要強化師資生素養知能，多元評估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程
度，針對中教及幼教師資生建立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指標與準
則，進而辦理教學實務能力輔導課程，最後辦理師資生教學
實務能力檢測。實施檢測的能力項目分「教案設計」、「教
學演示」及「國字板書」三項，檢測結果分為「通過且優
良」、「通過」、「未通過」。評定為「通過且優良」、
「通過」者頒發證書。

　該計畫於107學年度執行，自民國107年9月1日起至民國108
年7月31日止，張有恆指出，每學期都有檢定，通過這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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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即證明師培學生不只是會課程設計，還有教書的能
力。今年重新檢查指標準則，將於四、五月會在辦理輔導課
程，包括教案麼寫、教學演示之類、現場狀況如何，目的是
告訴檢定學生如何改進。

　精進師資培育大學教授進高中職班級觀課

　為增加教學現場的實務經驗，並將實務所學應用於授課課程中，提升師資生學習成效，張有恆分享他另外執行精進
師資培育的主題教學計畫案。

　張有恆分享他到鄰近中等學校大明中學，依其授課課程或分科專長，選擇對應之處室或科別，進行見習或進班觀
課，現場由中等學校之教師擔任指導老師，每個月進行觀課心得總結與指導，建立夥伴關係，除了體認實際的教學現
場，並掌握班級狀況，瞭解學生個別差異。該計畫於107學年度執行，第一學期進班觀課，每週2節，至少10週；第二
學期進行現場教學，與指導老師研議教學時間、單元等。

　談到反思觀課所學之用處，張有恆認為透過理論與實務二者連結運用，理論是可以變化的。有助提升師培教師現場
教學實務能力與經驗，並建立與鄰近學校之夥伴關係。除此之外，他笑說大學教授在台下當學生，讓台上授課老師感
到壓力。（陳惠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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