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攜手同行：我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共學的成長故事





一、攜手同行：我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學的成長故事

447

攜手同行：

我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學的成長故事

洪夢華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 

最初，我只是個意興闌珊、隨意行走的過客，我因緣行經至此，在此遇聚同行人，

就不排拒、隨興與他們做個伴罷！我逕走、淨走，赫然發現這裡有細微的聲音、這

裡有清新的草香、這裡有秀美的景致，這一幕幕風景觸動沉眠在我內心底層的舊

夢：「有理念，才有夢想；有夢想，才會快樂！夢想需要構築，圓夢需要踏實！」

於是，我凝聚能量、蓄勢待發，想和夥伴攜手同行，一起逐夢、築夢……

我，一個任教25年的國小教師，置身在悠悠長長的課程行旅中，這期間歷經課

程改革，當時感知校園一成不變的沉悶，曾經充滿熱情，試圖凝聚一群夥伴的共

識，企盼展開追尋教師專業成長之旅。然而途中收割的是備嘗掙扎、失望、質疑、

否定等複雜滋味，之後，就在熙攘的困惑情境中不斷的迷途……所幸我因緣際遇成

為教育部「92年深耕種子團隊」的一員，之後又因緣際會，加入教育部「中央輔導

團」，在這些團隊中，遇聚一群值得我學習的好夥伴，也因此找到穩健的行旅節

奏，讓我重築舊夢，重新再出發，繼續開展教師專業成長之旅。

我不是經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高手，也無法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理論或洞見，但願意敞開心懷，敘說我一馬當先時的熱情澎湃、裹足不前時的悵

然困頓、隨遇而行時的淡然放空，以及再度出發時的悠然寧定。那麼，就邀請您一

起來分享我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學的成長故事，以及我與夥伴攜手同行歷程

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所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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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回眸：過往已矣，意義猶存
對於任何東西、現象、問題、人、事件，

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麼意

義？

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龍應台（1999：14-15）～

我，喜歡閱讀，經常耽溺於沉思，本質上是個沉靜、不喜多言的人。但在教育

職場上，卻喜歡「呼朋引伴」、「共襄盛舉」的氛圍。1998年我擔任社會科任1第

四年，依稀記得當時翻閱＜全是贏家的學校＞一書，書中一段段文字曾躍入我的筆

記，且生根似的不斷浮現在我心海：

教室情境的壓力，將老師的焦點定在日復一日的教學效果上或短期的願景上；阻礙

了老師與其他同事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它將老師的精力耗光。……最根本的改變不

是教師各自為政，孤獨推行，而是在一個協同的情境下，釋放他們的能量和判斷

力……（引自蕭昭君，1997：140&260）

我，不喜歡單打獨鬥的校園生態，也厭倦於老師各自在猶如孤島的教室裡，獨

行客般的埋首於複雜的教室情境，在若有所悟的感觸下，我積極起來組織「教師成

長團體」。然而當時沒有任何經驗，也沒有任何支持或資源，六人行的「教師成長

團體」，僅僅只進行三場活動（利用晨光及放學後的課餘時間），就如曇花一現，

很快的無疾而終。事後還聽到一些曲解原意2的耳語，我雖然有些微難過，但還是若

無其事的回到自己的天地，把顛盪的心，鎖在深沉的緘默裡，讓它在內心底層無聲

無息的起伏。

2000年教改推動期間，我所置身的校園風平浪靜，既沒有教改理念的宣導，也

沒有實際上的行動，只應景的安排幾場週三進修活動。教改的風浪逕自在老師們的

心中翻湧波動，有些老師積極參加相關研習；有些老師以不變應萬變，顯然深信

「船到橋頭自然直」；有些老師則準備提出退休，並以帶點同情的口吻慰勉著仍需

繼續奮戰的老師……幾位四處參加研習的同事，對於新課程仍充滿疑惑與不安，心

急的找上我，希望我起來組織「教師成長團體」。

1 民國84年送走第二個畢業班，我正好畢業十年，擔任過一到六年級級任，對於自己班級經營的整體表現還算滿意。為了

追求突破與進一步成長，我積極爭取擔任社會科科任；因為清楚基於教學的需要，我會改變獨鍾文學作品的閱讀習慣，

也能藉此督促自己深化社會學科內涵的學習。 
2 當年我在李校長的推薦下，加入臺北市社會科輔導團。為了拋磚引玉，我率先在成長團體做教學經驗分享，後來才得知

被解讀為「為了出去演講所做的事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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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推萬辭，因為不知道利用什麼時間從事分享活動，也質疑分享後會有什麼

收穫或改變？而最大的疑慮，則是來自於害怕被誤解。我雖然遲疑推卻，最後在深

受同事不斷請託的感動，以及不願再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的心情下，心中的熱度再

度被點燃，因而起來號召同事加入。於是我們在新世紀2001年的年初，學期已告尾

聲的冷冬時節，開始了二十四人的成長分享活動。

當時的我抱持熱切期待的浪漫情懷，以為只要有心改變，一切可以更美好。然

而幾次3下來，暢所欲言的只有寥寥幾個，大家似乎都很安於聆聽，而怯於發言，即

便是書面的意見表達也零零落落、乏善可陳；願意站出來分享教學經驗的，更是屈

指可數。最後，這個成長團體還是無疾而終。問題出在哪裡？我沒有深度去思索與

探究，只覺得自己像一只飽脹的氣球，一經扎刺，就迸破所有的信心。我失望的在

筆記本上，草草落下短短兩行字：「不要企圖改變每個人，但，至少我可以改變我

自己（生活札記，2001.06.28）」，歪斜潦草的筆跡，說明我落寞的心情。

然後呢？我又回到自己的天地，用一種謹守萍水相逢的分際來與同事互動。為

了避免陷入掙扎、質疑、失望的情境，我蓄意忽略自己的內在矛盾，刻意掩藏心中

的真情實意。我不是故左右言其他，就是三緘其口、緊閉心房，不輕易對任何人傾

訴心中的需求感受。原來我潛意識裡覺得別人可能無心，又自以為洞悉對方的倦

意，所以懶得多說、不想再費氣力說服，也不給他人機會來理解我的感受和想法；

原來我怕伸出手卻落空，我怕熱情被嘲諷曲解，所以寧願相信別人無心，因此息

交絕友無影無蹤。就這樣，我又回到原點，日復一日的重複著孤軍奮戰的教學生

涯……

之二、轉折：積累能量，蓄勢待發
他們用一種很細緻的方式叩我的心門，告訴我：旅途的目的

不是汲汲於前行或收攬明媚風光，重要的是在澄澈明亮的心

鏡上去探求！那澄明的心鏡上有不同的映影、有不同的回

聲、有不同的寓意，看到了、聽到了、感受到了，並以開放

的胸襟接納，才能發現前所未有的發現，那就是旅途的最大

收穫與意義。 

3 為了避免因「學術理論」的壓力導致成長團體無疾而終的命運，一開始，我們採取輕鬆的閒聊、自在的對話方式進行活

動，也安排讀書篇章、主題分享等進行專業成長；期間有善心同事規勸我「別搞小團體」，這一句話讓我心中的熱忱倏

然凍結，於是這個進行五場次，為時四個多月的分享團體，在無人繼續號召、也無人繼續詢問下次活動日期的情況下，

自然而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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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因身兼領域輔導員而成為教育部「深耕種子團隊」的一員，2005年又因

緣際會，加入教育部成立的「中央輔導團」。一開始我保持觀望的低調態度，我只是

隨遇而行，在旅路中遇著人群，就隨興的與他們做個伴罷！不過我的淡漠態度，以及

心中的冰岩，很快就被這個團隊積極、有熱度的行動力給消融，那感覺像是整個人從

冰層中霎時間融解似的，感到失溫已久的心靈逐漸在回暖。在這裡，我遇聚一群有專

業、有熱忱、有能量的好夥伴；在這裡，我看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圖像；在這

裡，我也看見自己面對問題的態度、看到自己的缺口，因此而找到轉折的力量。

面對問題時，有些人拘限在「現實條件不足」而裹足不前，因而怨懟、甚至謾

罵現世環境惡劣，只能像個軟木塞在水面上漂流顛盪，這種人，在人生的道途上，

必然要舉步維艱。有些人不諳現世脈絡，眼高手低急欲跨越尚未丈量的鴻溝，因此

陷溺於時不我予、有志難伸的窘境，這種人，在人生的道途上，必然要顛躓跛行。

有些人則腳踏實地追溯問題的徵結源頭，又懂得掬取看似平淡無奇的養分，成為滋

養貧瘠之地的沃土，這種人，在人生的道途上，是步履穩健的行旅者。

我，是那眼高手低的跛行者，而文富、台琴老師、雪芬老師與小麗老師4則屬於

後者。在我看來，他們的心像明朗的晴空，即便偶爾風雨如晦、浮雲蔽日，也無畏

懼的一揮手，慢慢撥開遮蔽天空的雲霧。和他們相處久了，彷彿他們身上繫著重責

大任的絲線，也深深牽引著我，使我的行動力也活絡起來。

在這裡，我找到正向的學習楷模，從中學習到如何深掘心中那份熱和願，以及

如何保持心中那份堅持與毅力。然而歷經兩次帶領分享團體的挫敗經驗，使我對於

主導工作坊、帶領社群變得意興闌珊，也變得更為保守。因此，即便文富5多次暗

示、明說，希望我能發揮課程與教學的專業，帶領縣團夥伴朝向提升專業的實踐道

途。我還是以自己醞釀不深、沉澱不足、蓄積不夠為由，容許自己抱持且戰且走、

多觀察、多學習的延宕心態。直到文富忍不住又在msn和我交談：

說實在的，我覺得您在社會中央團可以更積極一些，特別在小學部份。如果再說直

接一些，您應該要主導！沒有先嘗試主導，只有尊重就會變成停頓。我認為要先提

4 前兩位是我們社會領域夥伴，後兩位分別是數學、綜合活動的中央團夥伴。在多次的中央團定期會議中與他們遇聚，他

們的專業能力、態度、處事方式，讓我學習到許多。
5 文富當時擔任我們社會領域輔導群的助理，對於輔導團組織、運作與發展，投入相當深的心力。他總能把握時機，主動

和縣團夥伴攀談輔導團的點點滴滴，同樣也很能利用時機，和我們談論中央團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是文富最讓我敬佩與

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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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導，在某種程度的妥協，我通常都這樣。每一階段有不同的目標設定，我認為

輔導團組織與運作問題已經談夠了，接下來是實踐而不是談！（文富，msn交談，

2006.12.26）

這些話觸發我深入省思：曾經，我一馬當先、振臂疾呼；曾經，我策馬入林、

勇往直前。然而我只清楚自己的熱望，卻無法引發他人的需求感；我只憧憬高遠的

美景，卻無法洞悉入門的安全途徑。我空有熱情，缺乏系統性的規畫，也缺乏深

入、全盤的理解。我抱持浪漫的想像，夢想透過幾場分享活動，即可形塑教師專業

對話的風氣；夢想歷經幾場專業對話，校園文化可以很快變得更美好。其實，教師

專業的提升、校園文化的改變，豈是一朝一夕、幾個人的力量所能促成？我似乎天

真得過了頭，然後又退縮得過頭啦！ 

每個人都有缺口，面對生命中的缺口，或許可以置之不理，或許也可以以意志

力來克服、以反省力來約束、以行動力來彌平。我清楚自己有熱情與能量，但卻過

度隨性放任、消極被動，以致常常遭逢空有理想而無法實踐的挫敗困境。因此，我

期許自己能向台琴老師看齊，點燃心中的熱度，化被動為主動，發揮我在社會領域

課程與教學的專業能力，為教育略盡一點綿薄之力。我更企盼自己能學習文富的不

畏困難、不好高騖遠，務實的找到問題的核心，從現有的條件及基礎點出發，從逐

步追夢到構築夢想、實踐理念。

衷誠的反省，有助於我檢視到自己的盲點、覺察到自己的慣性，對於我的行動

力更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作家凌拂的一句話：「生命的正向，是祈願能在回

溯中修正未來。」如醍醐灌頂，啟發我修正潛藏於思囊中「準備周全才出發；做得

完美才執行」的偏執。此時此際，我有著揮別風雨，走向陽光的沉潛穩定之感；我

想我已站到轉折的邊緣。我，正在積累能量，蓄勢待發……

之三、築夢：攜手同行，共學成長
站在夥伴的肩膀上看世界，視野將更為遼闊；

沿著夥伴的思路尋幽訪勝，閱歷將更為豐富~

因為攜手，我們的力量倍增；因為同心，我們能凝聚共識；

因為合作，我們的信心十足；因為分享，我們能拓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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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徹底的經驗主義者，別人灌輸給我的道理或苦口婆心的勸誡，都遠不

如自己親身經驗所獲得的體悟或教訓來得深刻有力，而一旦深刻體悟到某件事的意

義和價值時，從意念到轉化為行動，對我而言，則成為簡單而必然的事！

2007年七月，我深切體會到與縣團夥伴一起為「改變單一、單向教學法，提升

學生興趣，培養學生能力」而努力，是件迫切、重要而有意義6的事。當我認同某件

事的意義與價值時，我會為它付出相當的努力。於是，在96學年度輔導群期初會議

時，我們提出辦理國小組「以培養能力為導向的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的構想，然

後，就是一連串將理念化為實際的具體行動。

計畫，是行動的藍圖；行動，需要具體策略。因此，在撰寫「96學年度推動

『以培養能力為導向的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計畫時，我特別重視工作坊的發展

重點：以培養學生能力為前提之下，進行多種教學法的探究；為了達成促進專業對

話與精進教師專業能力的目標，活動形式必須多元，有系統且具延續性，例如增能

研習、專書研讀、主題分享等，而不論哪一種活動，都應重視夥伴們的知識分享、

省思、對話、轉化策略與行動實踐。計畫完成後，我一一向縣團夥伴清晰說明工作

坊的精神與活動內容，很快就邀約到來自六個縣市7的13位夥伴。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令人欣悅的起點。成功邀約縣團夥伴的經驗，讓我想到既

然已規劃具體可行的活動內容，何不也在學校組織工作坊呢？然而過往的經驗告訴

我：一味要求老師自行利用時間進行分享，會耗損老師更多能量，只有爭取開放幾

個周三進修時間，才能持續長久。於是我以聊天的方式，向教務主任表達：「領

域屬性差異大，週三大型講座無法滿足個別需求，加上型態多為單一、單向的講

座方式，不易收到成效，有必要開放幾個周三進修時間，鼓勵教師自組專業成長

團體……」之後，某個教師晨會，學校忽然宣布：「本學期開始，老師若不參加行

動研究，就請自行組成工作坊。」當時四下一片譁然，很多老師東問西探：「工

作坊？要做什麼呀！……」。我則輕掩心中的雀躍，緊抓著這個利機點，在幾天之

6 為了深入瞭解社會領域面臨的課程與教學問題，2006年八月份在「資深輔導員的培訓課程」中，我們安排「社會領域的

問題覺察、策略擬定與轉化行動」，期盼透過深度的對談與討論，發現問題，並激發彼此找出轉化的行動策略。當時參

與的輔導員，提出許多教學現場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兩大問題：「多數老師只以單一、單向的講述法進行教學，不但學

生容易失去興趣，也不易培養學生技能和情意；對於各種教學法的了解有限，不易掌握各種教學法的適用時機」。
7受限於經費，第一年我們只預計召募六個縣市12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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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主動邀約八位同事加入。就這樣，我簡化中央團「培養能力向的有效教學策略

工作坊」的活動內容，同時在學校組成「社會學習領域工作坊8」。

或許是過往經驗的影響，再出發時，我預設必然會面臨困境、疑惑、挫敗，所

以經常叮嚀自己，別背伏過度龐大的理想，以致行囊太沉重，步履蹣跚，成為壓垮

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也不斷告訴自己：喚起熱情不難，但要跨出第一步，且持

續維持熱度，克服各種困難，逐步實踐理想，真的相當不容易！我的力量如此有

限，因此，必須呼朋引伴，攜手前行，一起承擔、共同學習！我的夢想其實不大，

只是想在教育職場裡，透過「呼朋引伴」、「共襄盛舉」的方式，與夥伴們彼此互

為鷹架，形成共學的關係。

為了建立夥伴關係，我建置社群聯絡網，試圖搭起成員之間的聯絡橋樑。為了

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在活動中提醒自己要始終秉持相互學習、共同成長、彼此信

任、互相支持的理念。為了促進彼此的專業成長，我們藉由一系列的對話與互動，

凝聚彼此的情感、加強認同感與歸屬感；此外，我們透過實作討論與分享轉化策

略，將所讀、所學，轉化運用於實際教學中……就這樣，從96學年度起迄今，我一面

帶領中央團的工作坊，一面也在學校進行工作坊活動9。

一開始，我認為我們只是透過「成立工作坊」，營造一個彼此支持、相互信賴

的環境，讓置身其中的同行人，可以共同學習、集思廣益、互相提供回饋，隨時充

實能量，突破教學瓶頸，以行更遠的路罷。就這樣走著、走著，驀回首，赫然發現

我可以清晰的描述屬於我們的具體圖像：

我們是一個秉持理念、追求專業成長的團體。我們以精進教師專業能力、致力於培

養學生能力為目標，我們藉由持續性的、專業導向的互動，有系統的研討、分享對

話、集思廣益、轉化實作等方式，累積彼此的能量，激發彼此的實踐智慧。

8 當時沒有經費補助，但學校行政給予相當大的支持：影印資料、開放幾個周三進修時間、安排校內成果發表會，使得工

作坊得以順利運作，圓滿達成促進夥伴專業對話與實作分享的目標。
9 97學年度起在學校成立的工作坊，連續兩年申請子計畫三學校社群活動，順利獲得教育局五萬元的經費補助。我的學校

工作坊以同事的需求為主，98學年組成「閱讀、摘要、寫作在國語文與社會領域的運用」工作坊，已擴大為跨領域、跨

學年的活動，它與中央團工作坊的活動內容雖然不同，但目標、運作模式與策略大致相同。可見只要找到具體可操作的

模式，可以”一魚於好幾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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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像，與一些文獻10所描述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去不遠；不過，我並

不在意我們是「工作坊」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我重視的是：從歷程中我看到

什麼？獲得什麼意義？

回首這一段歷程，我看見營造「專業對話」的交流風氣，可以促使習慣在自己

班級各自為鎮、彼此客氣卻疏離的老師們，啟開心窗和話匣子，開始樂於分享與交

流。我看見提供「專業導向」的互動平台，可以激發夥伴們秉持「做中學」的態

度，因而能從教學主題研究、增能研習、專書研討等多元活動中累積能量，並從討

論對話中，找到轉化實作的具體策略。我看見透過「轉化實作」的專題分享，可以

擷取夥伴們教學歷程的精華，從中建立信心、感動彼此、激發行動的熱情，進而能

共同為精進教師專業、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而努力。

回首這一段歷程，我發現繼續前行時，我的勇氣來自意義與價值的認同，我的

熱情源於誠摯與單純的內心~秉持「一切為學生、一切為教育」的理念~。這樣的理

念，不但能激勵自己無私的分享，也有助於提升信心11；更能讓自己跳脫負面的思

維。所以對於偶爾聽到「我們在搞小團體」、「耍特權，不參加周三進修研習」等

耳語，我已能泰然面對，且能學習以「因為沒有機會讓對方來理解我們的想法與作

法」的角度來解讀12。人與人之間的互不理解，甚至彼此誤解，往往來自於缺乏真誠

的互動，因此，有必要改變孤軍奮戰的校園生態，營造可以真誠對話、批判討論又

能相互支持的學習氛圍。

回首這一段歷程，我看見營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要周延有系統的規

劃、需要充裕的時間、需要專業的支持與帶領、需要彼此的肯定與信任，才能從中

獲得信心，進而形成信念，成為有實踐智慧與行動力的教師！在與夥伴攜手同行的

歷程中，我也看見專業基礎愈深厚，愈能規劃理想的藍圖、做出理想的判斷、進而

導引有智慧的行動，並從行動中不斷深化專業能力。

回首這一段歷程，我看見自己經由反省、沉澱、醞釀、蓄積，再出發後更勇於

構築屬於自己圖像的夢想，那個圖像就是：期許自己能具備終身學習、自省與行動

能力；期許自己秉持教育熱忱與使命感，能藉由個人的專業能力，影響行政決策與

10例如：蔡進雄教授撰寫的「學校領導的新思維：建立教師學習社群」。
11 「無私的分享，源於自信心」：我相信秉持「一切為學生、一切為教學」的理念，能促發自己持續深入學習，因而相信

自己能不斷推陳出新，就不會有「留一手」的心態。
12為此進行學校工作坊活動時，我們開放名額，請主任在晨會時公告，邀請有興趣的同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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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教師，共同朝向專業成長；期許自己成為能獨當一面、也能協同合作，能走到

臺前指揮若定、也能退居幕後全力支持同儕的領導；期許自己能成為所謂「權能兼

具13」的教師；原來勾勒一幅美好圖像，有助於自己豪邁向前行！這是與夥伴攜手同

行、共學歷程中的最大成長；也是支撐我持續往前走的最大動力！

之四、前瞻：堅定信念，植基現場
一幅圖畫不論多美，都美不過一群互相有影響力的人聚在一

起的圖像。～引自懷海德14（A. N. Whitehead）～

我與工作坊夥伴攜手同行的歷程，是一場群體性的理念交流，是藉著由此到

彼的觀點流通，獲得滋養彼此心靈、拓展彼此視野的一則故事。97學年度我們續辦

「以培養能力為導向的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當時已有10縣團18位夥伴參與，為

了深化內容，我們透過問卷蒐集夥伴的意見與需求；98學年除了延續實作轉化的主

題分享外，還將實作的教學方案撰寫成「教學錦囊」。一篇篇「教學錦囊」的完

成，最值得慶賀的是，它呈現了夥伴們專業對話、綿密互動的歷程；更呈現夥伴們

轉化策略、教學省思的實務經驗與行動力。我們撰寫「教學錦囊」只是拋磚引玉，

期盼能藉此引發更多縣市夥伴們投入精進教學的行列。如今，我們的工作坊持續在

進行15，故事也持續在發展。

為了讓自己繼續前行時，步履更為沉潛穩定、信念更為清明堅定；也為了擴大

感染力，讓更多的現場教師願意站出來。我，試圖從同儕教師實際運作「專業學習

社群」的歷程中，所看到的限制，分享一些經驗或突破限制的可能做法，期盼藉由

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有能量、有熱情、有行動力、有影響力的夥伴，一起建構屬於

自己場域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圖像，以實踐教育志業，開展更多的可能。

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很多，我從實務經驗中，發現由同儕教師起來組織「專業

學習社群」，有助於形塑專業對話風氣與團隊合作的開展。因此，要促成有心、願

意積極投入教師專業成長的「領頭羊」教師，勇於站出來組織社群。「領頭羊」教

師在組織社群時，可能面臨夥伴對於社群的圖像模糊不清，心中存有疑慮、擔心壓

力太大、擔心跟不上腳步……我從邀約夥伴的過程中發現：其實伸出手不盡然會落

13 一個相信自己與自己行動能力的人，他了解宰制的系統，並且致力於改進社會上壓迫的措施，他們尊重他人的尊嚴，並

且運用其力量，以實現其作為一個人的獨特性。~~引自王麗雲、潘慧玲（2000：178）~~。
14這是年少時讀書筆記中所摘錄的座右銘，源自哪本書籍，已不復記憶，故未提列參考書目。
1599學年度已號召13縣團，21位夥伴參與；學校方面也在同事的請託下，繼續擴大辦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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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其實很多人不見得沒有心。只要我們肯相信自己的衷誠，肯相信對方的純善；

只要我們不害怕理念被嘲諷、不擔心熱情被曲解，相信能化解夥伴忐忑不安的憂

慮，邀請到有心的夥伴加入。

從領頭羊教師「主動邀請」夥伴參與，到夥伴「主動要求」加入，需要一些策

略、一點時間與持續的行動歷程。領頭羊教師可針對領域共同的問題或需求，設定

社群主題、目標，以吸引號召夥伴加入。一開始不急於求多，可以先邀請學校的潛

在社群（經常分享教學問題或主動追求新知）及有意願的教師。當夥伴們置身一個

共學的社群裡，很快可以從參與活動中獲得集思廣益、相互學習的成就感，一旦社

群夥伴體驗到被激發或成就感時，對於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會持正面的看法，進而能

不畏辛勞，願意主動投入，這是帶動社群趨向成熟發展的最大動力。

在經營專業學習社群的歷程中，「建立夥伴關係」是形塑專業對話風氣的起點；

但不要心急，夥伴關係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16，也不是幾場活動就能達成。所以，別

急著進行既定活動，在第一場次可先安排夥伴相見歡，透過活動增進夥伴的熟識感，

活絡彼此的情感。而平常時，領頭羊可能需要秉持鍥而不捨的精神，維持夥伴們適切

的互動，等夥伴之間更熟稔、彼此的信任度提高時，夥伴關係會逐步形成。

形塑專業導向的對話風氣，有助於激發教師實踐智慧與行動力。但缺乏專業對

話的機制，在時間不夠、無法營造適切的氛圍、彼此信任感不足的情況下，對話易

流於形式，對話之後，大家又各自回到原點，很容易就耗損士氣。所以，在安排

「專業對話」時，可以多思索什麼樣的情境，可以引發夥伴願意對話？什麼形式的

「對話」才能達到相互激盪、彼此有收穫？輕鬆自在、閒聊式的對話，可以降低彼

此的疑慮，甚至破除心防，交換彼此的情感、情緒、感受、想法等；但閒聊式的對

話往往失焦，容易流於批評抱怨、互吐苦水，不易達成專業成長。因此，必須建立

專業對話的機制，例如分散在各場次、擬定討論題綱、重視對話的深度與廣度、提

供分享發表與交流的時間等；同時，也須持續與夥伴維持互動，更能激發彼此的熱

度與行動力。

16 我從台琴老師那裡學習到秉持「主動問訊、真誠關懷」的態度與夥伴互動，發現這是建立夥伴關係的起點。因此，在與

縣團夥伴遇聚的各場活動中，我努力向台琴老師看齊：主動與夥伴閒聊，透過閒聊表達問候與關懷。今年十月中旬在參

與初階輔導員研習時，甚至能在五天內認識45位（其中23位是今年新加入的夥伴）來自不同縣團的國中小夥伴（都能叫

得出名字哦），且找到機會分別與他們問候、交談。對一個沉靜、不喜多言的我來說，這是一大跨越；也是一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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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無法一蹴可及。也許，我們無法在有限的時

間、少數人的力量下，促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開花結果，但只要有心，至少可

以盡力在教育角落，為校園文化留下一抹翠綠。因此，我們需要攜手相伴、一路同

行，才能在心底蘊藏足夠的實踐種子、在靈魂內鋪撒足夠的行動音符，以因應在花

朵萎謝時，可以開出另一朵鮮嫩的花；在歌盡曲罷時，仍有另一曲旋律在悠揚迴

盪~~最後我想引用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名言：「如果不是現在，那要等到何時，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還有誰會來為我們承擔。」與所有在教育現場一起打拼的夥伴們共

勉，且讓我們堅定信念，從自己、從現在開始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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