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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在職教師研習課程」重點在於新課程理念的傳遞，或者是為因應新課

 程理念而來的教學策略探討。然而理論到實踐之間似乎存在一條不可跨越的「鴻

 溝」，這條「鴻溝」使教師「望之卻步」。在研習過程中「理論無用」的聲音時有

 所聞。教師自認為是「被改革」的想法，也經常在一些文獻申披露。這樣的事實促

 使學界不得不反省，或許「跨越」理論到實踐間的「鴻溝」，原本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而「跨越」的知能是需要用心培養與訓練的。這樣的體認促使研習課程內

 容有了轉變;「工作坊」的研習型態隨之成為研習進修課程的「主軸」，強調「做

 中學」的重要性。然而，此一努力並未完全「填補」了鴻溝，「實踐的路」並未就

 此平坦。一次「受洗」(參加一次的研習)並不能使參與者就此「脫胎換骨」。即

 使練就了一身的「功力」，滿懷熱誠的回到教學現場，也不能保證就此「一帆風

 順」。如何促使教師能心領神會新課程理念?如何融會貫通教學策略?當然是研習

 進修課程的首要目標，但是，當教師回到學校，於實踐新課程理念過程中，不免與

 環境有頻繁的互動，而環境中充滿各種干擾因素，這些因素有的是和「人」有關，

 有的是和「事」(制度)有關，甚至是存在整體文化中的「棚鎖」。滿懷熱誠的他

 (她)，經過一番「碰撞」，選擇休息、觀望、回到原點是預見的可能與常態。這

 讓我們體驗到:教學實踐的智慧不再止於「教學知識與技能」提升，更深層的專業

 思考與體悟是必須的。而「在職進修研習」應扮演怎樣的角色?「研習課程內容」

 應提供教師哪些協助?是學界與研習進修單位必須重視與省思的重要課題。以下是

 研究者對於研習課程的改變:

 1．從「理論講解」調整為從「做申學」

 「做」是一種行動，實做者的理念在行動過程中可以具體顯現;透過主

 題教學計畫設計與教學的實施，教師個人所秉持的教學觀點、對於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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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假定，在實做過程時或許教師自己救「看到」一直隱藏的教學理念。「做

 中學」的課程設計，理論與貿踐的對話，是讓教師的實踐知識與教學理論能

 有碰撞與對話的機會，不是以貿踐印證理論的。亦即不是由教師接受教學理

 論轉換策略貿驗教學的模式。這樣的觀點教師不是被動的理論接受者，而是

 教學理論的產生者。

 2．善用正課以外學員互動的機會

 在研習過程申會安排輔導員(通常是主任或資深教師)與數位經驗教師

 參與互動。過程中他們帶給學員不只是教學經驗與方法，其投入教學的熱忱

 與執著更能帶動研習教師的參與。

 3．貫穿整體研習的的叮動(分享、討論、合作、…)

 研習課程內容規劃:小組合作研發模組、模組設計分享與回饋、教學經

 驗分享與回饋、書報討論等活動。這些活動以小組及整體方式交互進行，其

 目的是要每位學員均能參與。透過專業經驗的對話歷程，說故事者^^享教

 師)看到白己的教學盲點，「看見」自己的教學信念，也引此更建立自己的

 教學信心與熱誠。

 4．從實踐過程建構個人教學理論

 以理論引領教學，以教學實踐回饋(反省)理論;從教學行動中試圖連

 結理論與實踐的可能性，建構教師個人的教學理念與美感。不論在模組設言-卜

 討論、教學心得分享與回饋或書報討論，過程申即在營造「理論與實踐的對

 話，的機會。

 5．建立「支援系統」、鼓勵組成「社群」

 教師大多能認同新課程的理念，但是在試教過程往往會遇到一些阻礙與

 困難，如無法即時得到支援與鼓勵，往往會放棄退回原點。鼓勵教師個人組

 成社群或參與其他社群推展個人的成長「圈」。

 6．生態取向的研習課程內涵

 「教師」研習進修課程不冉僅著重「技術層面」專業訓練。課程內容需

 思考教師的需求，並重視環境對教師的影響。「工具性取向」的專業訓練常

 常無法引發教師的參與熱忱。因而，系統化思考整體課程是必要的。建立支

 援系統、組成教師社群、安排輔導員與經驗教師等規劃均出自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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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是一個完整個體-有思想、感覺、情緒、、、研習課程唯有跳脫出「技

 術層面」的單一訴求，提升至「生態取向」的系統規劃;將「教師專業知能

 成長」較為工具性的訴求，融入在「解決教學問題」、「營造教學美感」、

 「經營教師個人生命」的目標上，才有可能喚醒教師的熱忱進而走向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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