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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師資培育評鑑制度研究 

                                      
                          

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法國師資培育（IUFM:Institutes universitaires de formation des maitrés）的評鑑

制度，主要包括評鑑的理念，評鑑政策與法規，評鑑內涵、評鑑方法論與評鑑結果的運用。法

國師資培育自一九九六年由「國家評鑑委員會」(CNE)實施首次評鑑之後，每隔四年評鑑乙次。

其評鑑是一種總結性的質性取向，主要以內在評鑑做為外在評鑑的基礎。評鑑項目包括八項：

1.評鑑目標；2.評鑑政策與法規規定；3.評鑑類型；4.評鑑負責機構與成員組成；5.評鑑項目：

分為硬體與軟體層面；6.評鑑方法論；7.評鑑程序；8.評鑑結果之運用。最後發現法國評鑑有其

清楚的目標方法論、程序法規規定及結果運用，惟內在評鑑需再加強其分析，同時，外在評鑑

需加強相關人員的訪談，以增加評鑑信、效度。準此，本文一方面提供比較教育中的法國評鑑

資料，另一方面作為提昇法國師資培育制度評鑑品質之參考，據之以提昇法國師資培育品質。 

 
關鍵詞：法國、師資培育、評鑑 

 

壹、前言 

 
法國「師資培育學院」的評鑑自一九九五年決定開始對「師資培育學院」進行評鑑，一九

九六年第一次接受 CNE（Comité nationale d’ évaluation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的評鑑，第

二次為二○○二年，第三次將為二○○八年，ENQA 為二○○五年二月公佈所發展的「歐洲地

區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標準指引」(Standards and Guidanc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 Area)(ENQA, 2005)，第三次將依歐盟的品質保證模式(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及最近法國師資培育併入大學的改革加以評鑑(http://www.iufm.frs)。評鑑分為內部評鑑與外部

評鑑，每四年舉行一次。內外在評鑑均由「國家評鑑委員會」訂定有評鑑項目及指標，作為評

鑑時的參考。(http://www.cne-evaluation.fr) 

 
法國的師資培育是一種判斷式的總結性評鑑，為一種質性評量，主要參考內在評鑑，以為

外在評鑑的參考。其主要目標包括機構、方案、學習者、學習設備及學習成效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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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評鑑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師資培育得以在績效控制，遵守品質評鑑的要求中，提升師資

培育方案的品質。由此可知，法國師資培育的評鑑雖然可以促進師資培育某些部分的改進，但

法國以「總結性評鑑」為主，缺少真正「形成性」（formative）的專業發展模式（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del），要使評鑑在勞財勞力的狀況中，發揮使師資培育卓越（excellent）的功能，

應是相當困難，充其量只能使師資培育機構濫竽充數者減少，而某些辦學校不好的「師資培育

學院」會變得好些而已。這點可由世界報(Le Monde)教育週刊報導，有四分之三的中小學老師

認為他們在法國師資培育學院所受到的培育內容，無法應付教學實務的專業需要。他們約有百

分之五十八表示學院的訓練課程缺乏｢如何處理特殊困境｣之培訓，例如，不知如何處理學生的

暴力與穆斯林(Muslin)教徒穿戴頭巾、學生衝突、學習適應問題等實際問題。而在實習中，約有

百分之七十的實習生表示未具有電腦資訊教育的實習，有百分之六十六的實習生認為缺乏外語

及方言的教育實習。(駐法代表處文化組，2006)。 

綜上所述，可知法國師資培育有關於後設評鑑的部分，可參考歐盟認證的｢優良實務守則｣

(code of good practice)，使評鑑品質提升。而在建構後設評鑑（meta evaluation）品質時，尤其要

深入專業文化中對評鑑過程的「人情涉入」，以及社會或專業文化中，可能影響評鑑合理性程度

的｢潛在｣（hidden）及｢微妙｣(sutle)因素，才能真正使評鑑品質的社會及專業文化阻礙因素得以

降到最低。準此，法國師資培育的評鑑，如欲發揮更好的專業品質，極需進一步評析，以發揮

其優點，改進其缺點。俾使法國師資培育方案品質不斷提升，同時提供師資比較教育的參考資

料。 
  為了評析法國師資培育方案評鑑品質，本文擬先探討法國師資培育評鑑目標、項目、方法論、

評鑑程序、評鑑的結果與運用，再次，評析其評鑑的優缺點。現分述如下： 

貳、法國師資培育評鑑政策與法規 

    法國「師資培育學院」評鑑主要受到一九八四年一月二十六日第 84-152 號法案(Loi no.84-52 
du 26 janvier 1984)，一九八九的教育導向法(Loi d’orientation sur l’éducation 1989)(Ministére de l’ 
éducation nationale, 1989)，二○○○年的「教育法規」(Code de l’éducation)(Ministére de l’ 
éducation nationale, 2000)，以及二○○五年的「未來學校導向及課程法」所規範(Loi d’orientation 
et de programme pour l’avenir de l’école, Loi no. 2005-308 du 23 avril 2005)。(Ministé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2006) 

 
    另自一九八八年修訂的財政法(蘇錦麗，民 86)，其中規定「國家評鑑委員會」具有財政獨

立自主權，完全可以因預算獨立而擁有，不受外力影響其專業的自主性。一九八九年的教育導

向法，規定「師資培育學院」為公立高等教育機構，需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依樣接受「國家評

鑑委員會」評鑑。由此可知法國師資培育評鑑機構具有法源基礎，明確規定其專業自主性，是



 5

確保評鑑制度的最基本工作。 

參、法國師資培育評鑑內涵評析 

     

一、評鑑目標評析 

法國「師資培育學院」評鑑是因應歐洲五項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目標：法國大學

教育自主化以後，為了確保師資教育品質，提升其在全球性知識經濟（knowledge economics）

競爭中的法國教育在歐洲及全球的競爭力，希望透過總結性評鑑確保教師品質，其評鑑目標如

下：(EURYDICE，2005) 
1. 確保師資培育績效， 

2. 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3. 提升教師自身學習的專業發展品質：其中包括對專業發展方案的滿意程度，教師及師資

培訓人員參與繼續專業教育的比率，教師及師資培訓人員不同專業領域的比率以及專業繼續教

育的經費預算。(European Commission，2006) 

 

根據這樣的總結性評鑑（summative evaluation）目標的確可以保證中上以上的師資培育品

質，然而根據 Shulman(1987)、楊深坑(1999)等的研究指出教師專業工作係要融合教育知識：也

就是融貫了理論、實務與技術而成為ㄧ個整合的知識形式。因之，教育知識的產生應是教育知

識結構的整個之同意與睿智的價值判斷力，和圓融教育專業人格的陶冶。其中有關立基於學生

學習特質及其所成長的社會文化脈絡，所顯露出來的學習適應問題及行為，如前述所提及暴力

等問題的實際處理智慧，則很難從重視績效，依據成果來評鑑的目標中完成。也就是「師資培

育學院」所需根基於文化意識，專業睿智的行動智慧之涵育目標，將學生培育成專業人與文化

人的深度目的，則很難單獨由總結性評鑑完成，必須輔以更好的專案策略，如增加師資培育工

作者的多元彈性及實務智慧導向的教育方式，如提高教師專業及社會地位、改善教師工作條件

等，以吸引優秀學生入學就讀，並增加實習當中的學習成效與品質。 

 

二、評鑑類型 

    法國師資培育部分為內在評鑑與外在評鑑，內在評鑑（internal evaluation）由「國家評鑑委

員會」派人組織委員會，進行對「師資培育學院」執行的內部評鑑，其資料建成檔案，以供外

在評鑑參考之用。因之，其評鑑先進行內在評鑑再進行外在評鑑，二者構成法國「國家評鑑委

員會」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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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評鑑委員會」(CEN)創於 1984 年，為一個具備專業、文化、科學特質的公立機構，

其任務在於整體評鑑：隸屬於高等教育部所管轄的大學、學校以及大型的機構等。評鑑也可以

是出於「國家評鑑委員會」主動，並且徵得高等教育部長的同意，或者是應高等教育部長的要

求，而對於高等教育部所管轄的其他機構進行評鑑。例如假設「國家評鑑委員會」認為有必要，

可以要求對於教育部其他部門所管轄的高等教育及研發機構執行評鑑的任務，然而「國家評鑑

委員會」主席必須徵得該部門首長的同意，方可執行評鑑。而所有的教育部門首長也可以將所

管轄的高等教育機構的活動呈交給「國家評鑑委員會」評鑑。

(http://www.cne-evaluation.fr/fr/present/som_mis.htm，2006) 

三、評鑑機構與成員 

(一)內部評鑑 

1. 評鑑工作的協調(Bodie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就內部評鑑的實施，歐盟各國對

於師資培育機構實施內部評鑑相關工作的協調單位，它們可能源自學校管理部門、機構內部設

置的評鑑委員會、機構的行政單位、以及由學術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等四種。法國師資培育機構

之內部評鑑最主要由後二類人員來實施。 
 

2. 內部評鑑工作的參與人員：參與機構內部評鑑之組織成員，法國師資培育機構本身並未

有統一或強制性的規定，不過一般組織的人員可以包括學校管理單位人員、學術研究單位教師、

學生、以及具有教學和行政單位資歷之不同評鑑專家等。 

 
(二)外部評鑑（external evaluation） 

1. 賦予評鑑權責的單位(Body Responsible for the Evaluation)：就外部評鑑的規劃而言，歐

盟各國對於師資培育機構評鑑工作之權限管轄，它們可能源自「學校教育審議會」(An 
Inspectorate for School Education)、「教育機構」(An Education Agency)、「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評鑑機構/評鑑委員會」(An Evaluation Agency/Evaluation Committee)、「具有公

信力的獨立單位或監察機構」[An Independent Body (audit agency) working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authorities]等五種不同來源。法國師資培育機制評鑑工作之執行的權力義務根源，它主要由「具

有公信力的獨立單位或監察機構」與「教育部」來執行。法國現有的評鑑機構共有三個不同單

位：首先、由高等教育部授權成立的「高等教育理事會」(DES: Direction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 
/Directorate for Higher Education)；其次、則為由總統直接授權成立的「國家公共校院評鑑委員

會」(CNE: Comité national d’évalu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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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換言之，「國家評鑑委員會」為一個不受教育部管轄的獨立單

位，其包括由十七名總統指派的委員組成，而且所有委員具有統一四年的任期。在所有委員中，

其中的十一名委員必須具有學術或科學學術社群的背景。第三、由「國家教育與研究管理審議

會」(IGAENR: 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dministration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a recherche 
/General Inspectorat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負責主導進行的評

鑑工作。 

2. 外部評鑑委員的背景(Profile of external evaluators)：評鑑者個人背景，縱觀

EURYDICE(2005)的調查，各國依其規劃的不同，評鑑者之背景大約包括：同儕、評鑑專家、

具有教學背景的審議專家、具有行政背景的審議委員、學生以及國外專家等等。就法國針對「師

資培育學院」的評鑑進行，其委員的組成必須包括同儕、評鑑專家以及具有行政背景的審議委

員。 

 

四、評鑑項目 

  法國師資培育評鑑內容隨著師資培育學院(IUFM)併入大學並要求所有教師須具備碩士學位，

強調未來的師資培育課程包括以下五類課程及三大類實習。所謂五大類課程是指：(1) 普通文

化知識， (2) 專業理論知識，(3) 教師職業道德與倫理，(4) 學科補充知識。三大類實習包括：

(1) 感受實習，(2) 指導實習，(3) 責任實習。 

上述這些改變都成為法國師資培育方案評鑑的重要內容，例如在課程、教學評鑑上注重實

習以及文化知識、理論知識等，以下分別就師資培育的內外部評鑑加以說明： 

 

(一)內部評鑑項目： 

內部評鑑的項目包括：課程、教學方法、專業與普通課程之比例、機構的地理位置、師生

比以及圖書及教學資源等項目等等。就詳細的評鑑項目而言，它與外部評鑑的情形相同，法國

並未就內部評鑑之項目給予強制性規定。 

 
(二)外部評鑑項目： 

外部評鑑所應包括的項目或內容，法國並未將教學方法與評量的實施等兩項列入；除此之

外，涉及內部評鑑的實施程序、學校的地理位置、與學校的夥伴關係、人力資源管理、師生比、

學生表現、圖書及教學資源等項目只是被列入建議評鑑項目，而專業課程與一般課程的比例、

師資培育開設的課程等則是彈性選擇的評鑑項目。因之，外部評鑑的詳細項目如下： 
1. 結構/架構(Les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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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領導和發展(pilotage de l'établissement)， 

3. 教學組織(organisation pédagogique)， 

4. 與外校機構合作(partenariats)， 

5. 行政組織(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ve)， 

6. 教師聘任政策和人事管理(La politique de recrutement et de gestion des personnels)， 

7. 資產/校產管理(gestion du patrimoine)， 

8. 財務預算管理(gestion financière et budgétaire)。 

 

 其次，培訓暨研發則是有十三項： 

1. 小學教師培訓課程(formation des professeurs des écoles)， 

2. 調整和適應課程(filière Adaptation et intégration scolaire)， 

3. 高中、國中教師培訓課程(formation des professeurs de lycée et collège)， 

4. 共同課程(formation commune)， 

5. 一般課程(formation générale)， 

6. 圖書資訊(documentation)， 

7. 資訊和通訊新科技(nouvell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8. 學生校園生活(vie de l’étudiant)， 

9. 國際交流(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10. 研發/研究(recherche)， 

11. 教師培訓(formation des formateurs)， 

12. 培訓/在職進修觀察站(observatoire des formations)， 

13. 在職進修(formation continue)。 

 

肆、評鑑方法論與評鑑過程 

一、評鑑方法論 

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協會的評鑑方法論包括以下幾各要素的實施與注意(ENQA, 2006) 

1. 背景資料蒐集， 

2. 評鑑方法論的要素：自評程序、專家團體外在評鑑及訪視，出版報告， 

3. 對專家角色的說明， 

4. 建立檔案文件， 

5. 訪評的程序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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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鑑報告的公佈。 

 

此外並確立外部評鑑效標： 

1. 內部評鑑 

就法國對於內部評鑑實施參照效標（reference criteria）的建立，這主要是依據高等教育機構

的評鑑「參照手冊」(the Livre des Références)為基礎，其中便已清楚明列內部評鑑所必須包括

的項目與效標。目前法國為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也有越來越多的「師資培育學院」採取「參

照手冊」的項目進行自我評鑑。 

2. 外部評鑑 

官方文件與評鑑效標(Official Documents Establishing Criteria)：在建立外部評鑑的參考效標

時，在 EURYDICE 臚列的五種不同官方文件的性質之中，法國除了未將未來準教師的資格認定

標準(Qualification Standards for Prospective Teachers)列入外，其餘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適法性

(Legisl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師資培育過程的規劃(Regulations/Content Guidelines for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清楚的效標內容(a list of evaluation criteria)以國家指標(National Indicators)
的參照等等都是重要的官方文件。 

 

二、評鑑程序 

  法國師資培育包括八個階段、十五項工作： 

第一階段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於蒐集資料與預先評鑑工作，包括下列兩項主要工作： 

1. 機構的評鑑決策。 

2. 與被評鑑的機構校長聯繫。 

第二階段的主要目的是評鑑機構、進行內部評鑑，其評鑑包括兩項工作： 

1. 評鑑委員會團隊進行第一次機構訪視。. 

2. 將內部評鑑檔案歸還給師資培育學院。 

第三階段主要在分析內部評鑑包括挑選專家 

第四階段主要工作在準備評鑑，舉行評鑑專家的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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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的目的在於評鑑機構，進行數天的機構訪視。 

第六階段在於草擬評鑑報告的初稿，包括繳交專家報告、舉行專家第二次會議，然後在師資培

育學院全體大會中提出報告初稿。 

第七階段主要目的在於修正評鑑的最後報告，主要包括四項工作： 

1. 將修正過的草稿寄給機構首長。 

2. 商議訪視。 

3. 準備第二次會議的評鑑報告。 

4. 將修正後的評鑑報告寄給機構首長。 

第八階段主要目的在公佈評鑑報告，主要包括兩項工作： 

1. 接受機構首長的回覆。 

2. 在師資培育學院網路公佈評鑑結果。 

 

(一)內部評鑑 

1. 內部評鑑實施的程序與機制：法國針對師資培育機構進行之內部評鑑的程序與機制與外

部評鑑相同，內部評鑑就機構訪視的實施主要可以採取教室觀察之外，它也可以安排與管理部

門、教師、行政人員和學生之訪談。 

 
2. 內部評鑑實施的時程與結果之運用：內部評鑑實施與否，法國各師資培育機構得視需求

為之，並未有統一的實施時程之規範。另外，內部評鑑之目的，其作用也僅限定為對機構自身

提出具體建議，並未與其它認證作用相聯結。 

 
(二)外部評鑑 

1. 外部評鑑實施的程序與機制：實施外部評鑑的方式具有多樣化的形式，其主要包括機構

訪視與內部評鑑資料分析等兩個層面。其中，在機構訪視部分，法國除了未將教室觀察缺少微

觀教學評量一項列入之外，與管理部門進行訪談或調查一項是必定列入的項目，而與教師、行

政人員與學生之訪談則是列入建議實施的項目。另外，就內部評鑑資料分析而言，法國師資評

鑑制度則是將之列為建議的評鑑參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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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評鑑實施的時序與次數 
隨著歐盟不同的國家或地區之差異，有關師資培育機構評鑑的時間間隔而有不同。主要實

施的模式可以區分為以下兩種： 
(1)定期實施(evaluations conducted at fixed intervals)：評鑑時間間隔的長期從每年實施到每

十二年實施一次皆有，就法國而言，由高等教育理事會(DES: Direction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 
/Directorate for Higher Education)主導的評鑑便規定每一個「師資培育學院」必須定期每四年受

評一次； 
(2)根據師資培育機構之表現不定期實施之評鑑(evaluations conducted at variable intervals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 or programme)：這個部分的評鑑工作主要是由國家公共校院評鑑委員

會(CNE: Comité national d’évalu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Evalua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以及國家教育與研究管理審議會(IGAENR: 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dministration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a recherche /General Inspectorat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來負責進行的。 

 

三、評鑑結果與運用 

1. 內部評鑑：主要是提供外部評鑑的檔案資料。 

2. 外部評鑑：根據 EURYDICE 實施《歐盟各國師資培育品質保證》(European Commission，

2006)調查與分析的研究定義，所謂的機構認證(accreditation)、認可(recognition)係指：為賦予師

資培育或培訓單位一定程度合法資格，因此安排具有法律及專業的權威，根據預先決定的評鑑

標準，針對相關機構或學程所進行之評鑑。經 EURYDICE 的調查，各國對於是否將外部評鑑之

結果與該機構之認證與否相聯結作法不一。與多數國家相互比較，法國是少數歐盟國家中未實

施師資培育機構認證機制的國家之一。 
 

上述法國的評鑑機制與內涵在歐盟國家的教師職前評鑑比較中，歐盟委員會的報告(Quality 

Assurance in Teacher Edu. in Europe)指出法國師資培育的評鑑尚待改進之處如下：(EC, 

2006:21)(Sebkoba, 2000) 

1. 建立內部評鑑的過程， 

2. 教師在實習學校的安排， 

3. 合作的學校夥伴， 

4. 人力資源經營， 

5. 培訓者與學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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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表現， 

7. 學習資源：如電腦、圖書館等。 

 

由此可見，法國師資培育評鑑制度雖已積極配合歐盟高等教育評鑑的標準，但與其所訂標

準，尚須改進上述有關培育學程的評鑑項目。此外，在評鑑資料的收集上，要再做到對培訓課

程的相關人員：學術人員、行政人員、學生、職員會談、調查；以及對內在評鑑結果宜加以分

析，也是法國師資培育方案評鑑急需改進的重點。 

 

伍、結論與建議 

綜上所述，法國師資培育評鑑在歐的挑戰下，更趨制度化，其主要特色如下： 
一、法國師資培育評鑑與國家考試並列為教師品質提昇之雙刃：法國自一九九六年在各國

高等教育品質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及歐盟重視教師品質提昇的脈絡下，逐漸系統化、制度化，並

成為與國家考試同等重要的師資品質經營機制之一。 
二、法國師資培育機構源自中央集權管制專業文化極高的高等師範校之師資培育學院

(IUFM)，其評鑑結果並沒有認證(accreditation)的功能，僅影響其補助款，無法真正淘汰辦學不

力之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學院學生素質良好，但根據評鑑結果，學生對特殊學生的處理能

力較弱，且考試取向的學習，是否能完全開展師培院學生的專業實務智慧，亦多受檢討。在沒

有其他機制足以針對師資培育學院的經營品質加以評鑑控管的狀況之下，法國實宜加入歐盟建

議的「認證」制度，以後設之「優良實務守則」(Codes of Good Practice)，加以淘汰辦學成績不

好的「師資培育學院」。 
三、法國師資培育具有財政獨立的評鑑機構及教育部所屬機構，使教育品質管控機制不受

政治力的不當干預，能發揮專業功能。 
四、法國師資培育評鑑制度，具有合理的評鑑方法論，尤其在政策、法規規定、評鑑方法

論及程序詳實完整。其中內外部評鑑的專家訪談高達數天，比我國師資培育評鑑的一、二天訪

談更具信、效度。 
五、法國師資培育的內部評鑑需再加強其信、效度：法國師資培育的外部評鑑雖然立基於

內部評鑑，但師資培育學院可自由選擇是否進行內部評鑑，即使實施內部評鑑，對內部評鑑的

資料也未做詳實的分析，是法國內外部評鑑相互影響中，值得再改進之處。尤其對人情涉入的

情形，更需避免學術部落之弊。 
六、法國師資培育的外部評鑑內容宜再更完整，以提升其評鑑信效度：外部評鑑不包括「教

室觀察項目」，也未能將與「教師、行政人員、學生」的訪談列為評鑑必要項目，使得資料來源

只來自管理部門，而不具有多元來源，減低了外部評鑑資料的信、效度。此外，宜改善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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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有以下幾點： 
1. 實習學校的安排， 
2. 合作的學校， 
3. 師生比例， 
4. 學習資源與成果。 
七、法國師資培育評鑑為「總結性評鑑」，非「形成性評鑑」，不但無法立即改進師資培育

缺失，更無法評鑑教師為「專業人」、「文化人」的專業文化睿智。 
八、法國師資培育的外部評鑑結果未能具有師資培育品質的篩選功能，需再縝密改進，以

使評鑑更具提昇師資培育的品質。 
爰此，本文擬提以下幾點建議： 
一、法國之師資培育評鑑制度完整且定期實施、宜加以保持並隨時改進，俾評鑑制度持續

發揮「師資品質經營」之功能。 
二、法國師資培育宜加強學生對實務實踐智慧之涵育，包括以「理論與實務」的深度對話

培養實踐性智慧。 
三、法國教師評鑑機構不受政治力干預，具有教育專業獨立自主的功能。可以發揮評鑑的

制度的專業自主性。 
四、我國師資培育制度宜建立合乎專業文化的評鑑方法論，提昇評鑑委員之評鑑能力與專

業倫理，以確保評鑑制度的專業化：法國在歐盟充份專業的評鑑方法論規約下，其評鑑具有合

理的政策法規及合宜的方法論，使得評鑑能朝向專業化發展。 
五、法國師資培育機構宜建立其認證標準，以淘汰辦學不力之師資培育機構：法國師資培

育評鑑制度並不具有認證功能，又缺乏獨立之認證機制，使得辦學成績不良之機構未能淘汰，

深深影響教師培育學院學生之專業品質，宜加以改進。 
六、法國的師資培育評鑑制度的形成性評鑑及後設評鑑宜加強，以適時提昇評鑑品質及教

師培育品質，尤其需加強「師資合作機構」及實習師生比，學習成果之「切實」評鑑。 
七、根據評鑑結果，提昇教師專業地位，改善教師專業學習品質及薪資、福利，以吸引優

秀人才投入教師專業，以維持並提昇長期以來法國、台灣特有的教師專業文化傳統。 
總之，法國師資培育評鑑有其優缺點，未來其革新努力的方向與重點在於使師資培育評鑑

更具自主性與專業制度化：在專業文化與倫理的嚴謹規約下進行，其結果方具有專業公信力，

才足以成就使「評鑑」深具提昇師資培育品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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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法深度訪談及採集研究資料報告 
 

王秋絨 crwang@mail.nhu.edu.tw 
 
 

為了深度了解法國師資培育的評鑑，在國科會專案移地到法國巴黎(Paris)
及里莫茲(Limoges)進行 IUFM 評鑑的深度訪談，其經過如下： 

 
一、一月二十六日至三十日 

到 IUFM deL’academie De Greteil 的圖書館，搜集有關法國師資培育評鑑資

料，並攜回一九九六年 AERES 創立前，CNE 對 IUFM 第二次的評鑑報告乙份。 
根據CEN的評鑑報告，可了解到法國IUFM 的評鑑自一九九五年決定開始對

IUFM 進行評鑑，一九九六年第一次接受CNE 的評鑑，第二次為二00 二年，第

三次將為二00 八年，ENQA（為二00 五年二月公佈所發展的「歐洲地區高等教

育品質保證標準指引」（Standardsand Guidanc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 Area））（ENQA：2005），第三次將依歐盟的品質保證模式

（European Commission）及最近法國師資培育並入大學的改革加以評鑑

（http://www.iufm.frs）。自此教育部以國家力量管制大學的權力下放到各大學及

各大學區上，使大學的自主性增加，藉以配合歐盟定期的高等教育評鑑來管理師

資培育品質，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掌管。評鑑分為內部評鑑與外部評鑑，每四年

舉行一次。內外在評鑑均由CNE 訂定有評鑑項目及指標，作為評鑑時的參考。 
    法國的師資培育是一種判斷式的總結性評鑑，為一種質性評量，主要參考內

在評鑑，作為外在評鑑的參考。主要目標包括機構、方案、學習者、學習設備及

學習成效之評鑑。根據其目標，其評鑑理念如下圖二：（Nauta et al.2004：62）由

此可看出外在評鑑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師資培育得以在績效控制，遵守品質 
評鑑的要求中，獲得品質改進。 
 



二、二月二日(星期一) 2:00-4:00 
訪問 AERES (Agence D’e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ment 

Superieur)的 Section des fonmations et des diplômes 處長：Alain Menand。AERES
係法國於二○○七年三月二十一日創設，取代舊有 CNE 的新評鑑機構。 

法國 IUFM 併入大學的爭議與抗議不斷，國會議員也在二月開會期間，請

其解釋為何要將具有「專業」性質的 IUFM 併入學術性質的一般大學，將使 IUFM
失去其專業性質。但這個抗爭目前尚未落幕，不過在訪問 Menand 主任時，他表

示 AERES 為促使法國高等教育品質的重要機構，其目標如下： 
1. 建構一個持續長久的品質保證。 
2. 準備內在及外在評鑑。 

為了確保 AERES 能提供有品質的服務，完成其高品質的目標，主要有兩個途徑： 
1. 以企業行動的方式，由科學暨科技專家提供評鑑的方向與服務。 
2. 以合作方式保證機構的工作效率。 
AERES 係配合法國因應二○一○年歐洲高等教育區大學三級制：學士、碩 

博士的高等教育改革，而成立的機構，直接授命于總統，其行政與經費有如 CEN
係獨立于教育部之外的更高階之機構。其宗旨在於改進並革新法國高等教育研究

體系及研究教學品質，其負責各大學新制改革的程序和品質，同時整合高等教育

研究的機制及品質。 
攜回的資料有 Installation de l’Agence d’evaluation de la s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errieur；J.F.Dhainaut 所寫的 Lancement de la d’emarche qualite de 
l’AERES. 

以及 Décret n 2006-1334 du 3 novembre 2006 relatif à l’organization et au 
fonctionnement de l’Agence d’évaluation de la s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 (Nor:MENX0600140D,Version consolidée au a février 2009) 。 
 
三、二月三日(星期二) 

訪問 IUFM de Limoges 的國際關係主任：Michel Harel 及英文教授、院長

Valérie Legros。主要了解 CNE 時代 IUFM 的評鑑重點與 AERES 創立後的評鑑之

不同。如同前述 IUFM 是否併入一般大學仍有罷工，尚未定數。但截至目前 CNE
時的評鑑包括： 
    1.行政與管理：( 1)機構成立的結構與方向， 

(2)教學組織， 
(3)合作機構， 
(4)行政管理， 
(5)人員管理。 

 
2.培育與研究：( 1)招生， 
             (2)小學師資的培育， 
             (3)中學及高中教師的培育， 
             (4)學校適應與統整， 
             (5)共同課程， 
             (6)國際關係， 
             (7)圖書資訊等資料， 
             (8)資訊溝通的新科技， 
             (9)個別化教學， 



             (10)研究， 
             (11)在職教育， 
             (12)學生生活狀況。 
 
AERES 則給予各併入大學的 IUFM，建立 Master 培育方案的指引，規範各

IUFM 建立 Licence 和 Master 的課程模組。(如附件二)每個 IUFM 自二○○七年

即要根據下列 AERES 的要求，繳交設立碩士學位課程計畫： 
1. IUFM 的發展公告， 
2. 培育學程的階段任務與評鑑：包含綜合觀察表及訪評報告， 
3. 學科及一般共同課程培育評鑑：書面評鑑， 
4. 專業培育評鑑：附口試評鑑表， 
5. 證書授予類別。 

每個學程並依照核心能力規劃並評鑑。評鑑共分十項，每項依四等第評鑑： 
A:表示達成  B:正達成中  C:未達成  D:沒有做 
1. 國家公務員的表現以及責任、倫理的表現方式， 
2. 教學及溝通水準的法文流暢能力， 
3. 學科專業及通識文化涵養能力， 
4. 教學計畫及溝通能力， 
5. 班級組織能力， 
6. 重視學生個別差異能力， 
7. 評鑑學生的能力， 
8. 資訊及溝通的良好能力， 
9. 與父母及合作學校溝通的能力， 
10. 自評及自學能力。 

以後新的碩士學位方案評鑑即根據上述十大核心能力評鑑。 
 
四、二月五日(星期四) 

訪問 IUFM de L’Academie de Creteil 的副院長：J.L.Auduc 及國關處處長

J.Caffier。 
副院長係對師資培育有研究的學者，他指出他希望 IUFM 反併入大學的示

威可以成功，因為他不認為原是重視專業的培育學院，併入大學還能保有原來的

專業品質。他同時也非常反對新制一直要受訓三年後，才能考教師資格的公務員

考試，會使教師實務能力減低。他批評法國及歐盟其他國家這種學位化的師資培

育改革，表面上是倡議提高教師培育水準，實際上只不過實現掩耳盜鈴的「樽節」

一年實習教師薪資所得」的意識形態而已。 
他並批評新制使他們不斷摸索寫計畫，但感覺很不扎實與專業。因為大家

對新改革既不是很了解，也不是很贊同，卻要在此混亂中做專業之事，實慌天下

之謬，而未來的評鑑重點也在此專業培育方案的模糊中，尚無法須知。他不認為

AERES 的方案指引有發揮其功能。 
由上述訪談及攜回的資料中，研究者最大的收穫是不同的學者及 IUFM 的

行政人員對 IUFM 的評鑑理念及內容有很不一樣的看法，而其內容則隨著 IUFM
的改革，尚在摸索模糊的階段，須密切再注意法國 IUFM 持續性的新發展才能知

曉其未來可能的評鑑狀況。 



附件一： 

王秋絨訪法行程表 

2009 年 1 月 26 日－1月 30 日 

到 IUFM de L'academie de Greteil 圖書館搜集有關法國師資

培育評鑑資料 

 

2009 年 2 月 2 日（星期一） 

14：00-15：30  拜會 AGENCE D＇E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AERES）之 Section des 

formations et des diplômes 處長 Alain MENAND（Tél :01 55 

55 96 63） 

地址：20 rue Vivienne 75002 Paris 

 

2009 年 2 月 3 日（星期二） 

10:22-13:12    於巴黎 AUSTERLITZ 車站乘火車赴 LIMOGES-BENEDICTINS 車站，

IUFM DE LIMOGES 國際關係處處長 Michel HAREL（TéL：05 55 01 

92 52）相候於車站 

14:00        會晤 Michel HAREL 及該院教授多人 

               IUFM DE LIMOGES 地址：209 bd des Vanteaux 87036 LIMOGES 

16:00-17:00    會晤 IUFM DE LIMOGES 院長 Valérie LEGROS 女士 

（建議夜宿 LIMOGES，次日搭 08:47 或 10:32 或 13:50 火車返巴

黎） 

 

2009 年 2 月 4 日（星期三） 

到 IUFM de Limoges 圖書館搜集法國師資培育評鑑資料 

 

2009 年 2 月 5 日（星期四） 

14:00          拜會 IUFM DE L＇ACADEMIE DE CRETEIL 之副院長 Jean-Louis 

AUDUC 及國際關係處處長 Jean CAFFIER（Tél.01 56 71 80） 

              （AUDUC 副院長就法國教育制度著作豐富，曾任教育部長顧問） 

               地址：Rue Jean Macé 94380 BONNEUIL-SUR-MARNE 

               如何前往： 

1.搭地鐵 8號線，Créteil 方向，於 Maisons-Alfort Ecole 

Vétérinaire 站下車 

2.續搭 104 號公車至終點站 Place des Libertés 下車（切勿於

前一站 IUFM 下車） 

下車後請打電話予 CAFFIER 處長，即至車站相迎 

 



附件二： 
 
System of training of the terchers : history in 3 dates 

 
 
 
Before 1991: 
 

For teachers of primary school 
Ecoles normales  For terchers of high school 

University 

 
 
                          Competitive exam 
 
 
 
 
 
 
1991 : Creation of IUFM 
 

Training for every kind of terchers  In-service training for the teachers 

 
 
        Competitive exam 
 
 
 
 
 
 
2007 : IUFM enters University 
 

Training till master leael 
(master accredited by AERES) 

 
 

Competitive ex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