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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普考「教育概要」擬答》 

 

一、 
定義：教育行政倫理為教育行政人員在進行教育決策或處理教育事務時，能依循一定的道德規範，表現正確

及適當行為，以達成教育目標。 
類型：教育行政人員解決各種議題時，最常考量的倫理類型有以下 3 種： 
批判倫理：教育行政人員針對教育制度中不合理的現象，依理性方式加以批判，找出問題之原因而對症下藥。

教育行政領導者應基於批判倫理，對錯誤的意識型態及習以為常的不合理事情也能質疑並加以改善。 
正義倫理：正義倫理常是對事不對人，強調公平、法規和秩序，除了私人權益之保障外，並重視公益之維持。

而正義理論注重政策或行動分配之效果，教育行政決策者必須公正、公平、無私而依據公平分配原則、公正

管理原則及賠償原則等去處理公務。。 
關懷倫理：關懷倫理是以同理心來關懷成員的個別需求，強調對關係的要求，也就是站在絕對關懷立場。關

懷倫理的關鍵在於不把人看成工具，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並給予人性化的待遇。 

二、 
答：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將分為兩階段，前段是九年國民教育，銜接三年高級中等教育，後三年高級中等教育在性質

與內涵上與前九年有所不同，主要是普及、免學費、非強迫入學及免試為主。 
五大理念： 

有教無類：是指高級中等教育是以全體 15 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不分種族、性別、階級、社經條件、地區

等，教育機會一律均等。 
因材施教：是指面對不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提供不同性質與類型的學校，透過不同的課程與分組教

學方式施教。 
適性揚才：是指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 
多元進路：是指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路，以便繼續升學或順利就業。 
優質銜接：是指高級中等教育要與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及五育均衡發展；也藉由高中職學校優

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源發展，使學生有能力升學或進入職場就業。 
總體目標：包含國家、社會及學生多元角度： 

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強化國民基本能力，厚植國家經濟競爭力。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 
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教育發展。 
落實中學生性向探索與生涯輔導，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有效舒緩過度升學壓力，引導國中正常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建立學力檢測機制，確保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三、 
答： 三角校正定義：為了擴展研究以便對問題有較寬廣、統整之了解，在研究中採取不同之方法、資料、觀察者和

理論等方式來進行。研究者可將初步之分析結果與其他研究者討論，以便獲得校正或啟發；也可與被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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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步溝通，以便校正研究者的分析和解釋。 

三角校正實施方式： 
方法的三角校正：研究者採多種不同的方法，針對研究之初步發現作交互比對，如：討論記錄、教師晤談、

自我省思、觀察記錄等。 
資料來源的三角校正：研究者透過不同來源的資料，從不同之時間點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如：教學雜記、

學習歷程檔案、訪談記錄、學習問卷等資料。 
分析者的三角校正：藉不同的資料分析者，來審視研究結果，如：教師、研究生、指導教授等分析者。 

四、 
答：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持有共同信念、願景或目標的教育工作者組成，致力使學生獲得更佳的學習成效，以合

作方式進行探究和問題解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徵為： 
共同之願景、價值觀和目標：是成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條件，能凝聚成員共識，共同努力具體目標。 
協同合作：組成具共同目的之合作團隊，合作目的是專注學生學習。 
共同探究：透過專業對話、經驗交流等來擴展專業知能。 
分享實務：相互檢視教學檔案、相互觀課和回饋，可改善教師個人和學校整體的教學效能。 
實踐檢驗：將目標和理想轉成實際行動，針對結果進行反省。 
持續改進：永遠不滿足現狀，持續尋找改進。 
檢視結果：評估教師教學成效，作為持續改進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