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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代表本校與溫州市政府教育局討論本校與該教育局在教育領導人員培訓與進修項目

的交流與合作模式，瞭解溫州市各級學校教育人員之進修需求，並提供本校教育與學習科

技學系評鑑與領導研究中心所扮演的功能，同時也就本校的組織、系所特色及未來發展進

行簡報。此行在上述教育領導人員（初期以中小學校長）培訓及交流模式、人數及期程達

成共識，並計畫於本年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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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 緣起 

本校與溫州市教育局之交流活動始於 2009年 9月 20日溫州市教育局及進修教育

學院一行來校訪問。當時擔任教育局科長中共溫州市委高校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

任張志宏先生帶領溫州市高校主管 24人到校，會中提出教師進修及校長培訓之需求，

請本校提供協助。 

（二） 計劃目標 

為加強雙方實質交流，再次應溫州市教育局邀請，訂於 10月 15日前往溫州，就

我國校長培訓工作、小班化教學與課程與教材研發推廣之成果，與當地教育人員互動

研習，開啟日後有關教育人員培訓的計畫與討論，更進一步發展雙方合作關係。 

（三） 預期效益 

本次交流除溫州教育管理單位的參訪，更有機會與當地教育機構的校長及教育人

員面對面互動研討，有助於雙方學術交流層面的擴大及深入，希望建構雙方師生互訪

及交換學習合作模式，並加強建立教育領導管理人才之交流管道，互惠成長。 

 

二、過程 

（一） 行程說明 

10月 15日  由桃園機場出發前往溫州。 

由於未訂到台北-溫州直航機票，故由桃園搭乘長榮 BR758班機於 18:15起飛，於

20:05抵杭州，在杭州過夜。 

10月 16日 參加「國際視野的創新教育」講座 

07:00 轉搭動車（高鐵）抵達溫州。（動車 D3231 杭州 07:00發，抵達温州南 10:08） 

11：00在溫州教育局達成委託培訓協議 

11:20-12:00發表專題演講：國際教育視野中談學校教育發展與教育人發專業發展 

13:07 搭乘 D3118動車由温州南往，於 16:36抵達杭州南，再前往蕭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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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搭乘 BR757班機，19:30起飛，於 21:20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二） 溫州市教育局與談人員 

溫州市教育局是主管教育事業工作的市政府組成部門，其主要職責是：貫徹執行

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研究全市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指

導和協調各地、各部門有關教育工作。 

張志宏：溫州市教育局副局長、中共溫州市委高校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薛  偉： 溫州大學校長 

楊志文：溫州市教育局人事處楊志文處長 

謝樹光：溫州市教師教育院副院長） 

李康和：溫州教育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其他溫州市教育局所轄中小學校長 40多人 

 

（三） 合作培訓之洽談情形  

本次參訪重點在於瞭解溫州市地區教學管理單位、最新教育概況，並促進校長教

師培訓合作及教育人員互訪，合作培訓分二階段進行： 

1.第一階段：在地培訓 

本階段以在溫州進行為主，由本校邀派專家學者赴溫州進行為期一週的相關課

程，由溫州市政府調派相關教育人員 100 人參加，主要承辦單位為溫州教師教育院。

此階段以理論性課程為主。 

2.第二階段：移地培訓 

由溫州市教育局協調溫州市、浙江省教育行政主管單位與對台辦事處單位，選派

教育主管來台進行教育考察，並由國立新竹教大學評鑑與領導中心針對學校考察，協

助規劃部分的培訓課程。 

3.第三階段：交流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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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市教育局主持，邀請參與培訓人員及專家學者針對交流、考察與培訓進行檢

討，同時責成參與人員提出學校創新經營規劃。並邀請新竹教育大學的專家學者協助

與輔導。必要時再針對專題需求進行人員培訓。 

 

三、結論與建議  

（一） 就雙方商議之中小學校長進修培訓模式交付本校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評

鑑與領導研究中心謝傳崇主任付諸執行與回報。 

（二） 累積培訓經驗並延伸此培訓模式至大陸其他省區與東南亞其他地區，作

為教育人員培訓之基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