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表單 
主軸名稱 B 主軸：發展學校特色 

成果類別 
□課程 □活動 □參訪 □戶外教學  □推廣教育 □ 演講 □座談會 □工作坊 
□會議 □____________ 

分項計畫名稱 建構優質研究及產學環境-籌組特色研究團隊 

成果名稱 
高等教育哲學與教師專業素養特色研究團隊—專題演講：後解構的研

究方法—以傅柯為例。	 	

舉辦日期 2019.11.24 舉辦時間 12:00-15:00 

主辦單位 教育學系 舉辦地點 初教館 B309 教室 
參
加
對
象 

(校內) 
主辦單位 
參加人數 

教育學系教師 
與研究生共 11 名 

(校) 
合作單位 
參加人數 

（演講者）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教育研究所教

授 1 名 

其他 
參加人數  

執行重點及具

體作法 

本次演講參與對象有教育系的教師和博士班的學生，期望藉由此次專題演講，

採用「後結構的研究方法」來討論我國師資培育過程並討論「什麼是好老師？」，

以延續思考上一次的專題演講所討論--如何評定一位好老師。透過師生間的對話，

以及印尼博士班學生的分享，使得大家討論的面向可以更加多元。 

執行成果 

演講者先分別說明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主要研究的面向，以及

其研究方法之特性，之後再與成員討論教育研究的種類及教育哲學研究可以透過哪

些學派去做討論與分析。 
以傅柯的「治理術」來思考「如何成為一位好的老師」，一般大眾採取的觀點

大多為「老師應該是什麼？」、「老師應該做到什麼？」、「老師要具備什麼？」，但

較少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如：「教師不是什麼？」、「教師可以不要如何？」。從傅

柯的真理遊戲（games of truth）的分析，對當前的狀況提出質疑，思考個人要如何

從被治理的情況中抽離出來，得以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去思考，並感知我們不曾看過

的事物。 
藉由「治理術」，身為一位教師，所要考量的，不只是在現有物質環境下如何

生存的問題，也同時包含個人如何選擇自身存在方式的問題。傅柯 所要探究的，

並非關於什麼是好老師的定義、或是如何成為一位好老師的真理。而是，經由對

「治理術」的研究，質疑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好老師的規準，並思考個人如何能成

為具有自由、不受既定真理治理的好老師。 
所謂的好老師不只是一個能夠適應現代教育治理策略的主體；他可以是一位具

有自我知識、不斷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教師，這是「去治理」之後的「重新治

理」，自我的定位與版圖於是得以向外擴展。 



活動剪影 

	 	

演講者針對講題做分享 同學向演講者提問 

	
	

印尼博士生分享其國家的狀況與經驗 活動後的合影 
	

活動滿意度 
問卷結果 

課程內容規劃 

  

100%

0%0%0%0%

1. 對於活動的了解程度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2. 討論內容對於本活動的了解有
幫助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3. 討論方式是否合宜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4. 時間安排是否恰當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5.場地是否理想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6.討論素材是否適當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7.本次活動的整體感覺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8.參加下一次特色課程討論會
議之意願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改善措施及 
檢討建議  

  

100%

0%0%0%0%

9. 內容討論有組織、有計
畫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0%

0%0%0%0%

10.此次討論能使教師具備
足夠主題專業知識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8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高等教育哲學與教師專業素養	 特色研究團隊討論會議】 

滿意度調查表 
各位教師們大家好： 

    爲瞭解教師們在校課程討論過程之相關需求、參與情況、滿意程度，特實施此次問卷調

查。結果將做為推動「發展學校特色」之參考，問卷著重於課程方面的需求瞭解及滿意度之

調查，期盼您熱心提供寶貴的意見與想法。謝謝您的合作！   
                                         嘉義大學  敬上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

在最適當的□中打勾P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課

程

滿

意 

1. 對於活動的了解程度 □	 □	 □	 □	 □	

2. 討論內容對於本活動的了解有幫助	 □	 □	 □	 □	 □	

3. 討論方式是否合宜 □	 □	 □	 □	 □	

4. 時間安排是否恰當 □	 □	 □	 □	 □	

5.場地是否理想 □	 □	 □	 □	 □	

6.討論素材是否適當 □	 □	 □	 □	 □	

7.本次活動的整體感覺 □	 □	 □	 □	 □	

8.參加下一次特色課程討論會議之意願 □	 □	 □	 □	 □	

9. 內容討論有組織、有計畫 □	 □	 □	 □	 □	

10.此次討論能使教師具備足夠主題專業知識 □	 □	 □	 □	 □	

☆其他具體建議事項： 

                                                                      

問卷填答日期: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協助！	

_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國立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 主軸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高等教育哲學與教師專業素養特色研究團隊—專題演講：後解構	

的研究方法—以傅柯為例。	

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24 日	

一、活動參與人數：十二人 二、問卷回收數：十二人 

三、滿意度調查 

施測題目 
非常同

意 
(人數) 
(10 分) 

同意 
(人數) 
(8 分) 

普通 
(人數) 
(6 分) 

不同

意 
(人
數) 
(4

分) 

非常不

同意

(人數) 
(2 分) 

各施測

題目平

均分數 

課

程

內

容

規

劃 

1. 對於活動的了解程度 120     10 

2. 討論內容對於本活動的了

解有幫助	
120     

10 

3. 討論方式是否合宜 120     10 

4. 時間安排是否恰當 120     10 

5.場地是否理想 120     10 

6.討論素材是否適當 120     10 

7.本次活動的整體感覺 120     10 

8.參加下一次特色課程討論會

議之意願 
120     

10 

9. 內容討論有組織、有計畫 120     10 

10.此次討論能使教師具備足

夠主題專業知識 
120     

10 

四、總滿意度統計   100    分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