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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翻轉之學習共同體學校建構經驗

楊美伶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前言

近來，日本佐藤學教授所推動的「學習共同體」，在臺灣教育圈掀起一

股風潮，各縣市不僅紛紛響應推動，連久違的教師公開教課 ( 教學觀摩 ) 活

動也啟動了起來。究竟「學習共同體」有怎樣的魅力？為什麼能夠引起國內

教育圈的關注？當我們仍被教學時間、課堂進度、教材內容壓縮的同時，又

該如何在學校啟動「學習共同體」的樞紐，使「學習共同體」在學校成為一

種可能？日本佐藤學教授推動的「學習共同體」提供了一個教育現場教育人

員信念反思、策略實踐與系統支持的參考做法，讓我們得以再次省思學生學

習的現況與出路。

本校於 101 學年度開始推動學習共同體計畫，啟動校園學習共同體，以

形塑親師生學習文化，提升學習品質。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推動學習共同

體的學校教育？簡單地說：佐藤學教授所推動的學習共同體三大哲學：公共

性、民主性與卓越性，與臺灣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教育改革主張「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育思維，不謀而合。今天，本校不是為了推動學習共同體而推動學

習共同體，是為了追求更理想的學校教育。我們想藉由這樣的推動歷程，共

塑學校教育願景： 

「保障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權利；

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歷程；

提升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品質。」

我們的使命：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在教育的過程中學會尊重、學會助人、

學會學習，培養學習力與自信心，為適應未來的社會做好準備。經由推動

「學習共同體」，期許教師、學生、行政和家長間能形塑「人人相互學習、重

視聆聽對話、講求尊重平等、持續追求卓越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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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本校擬建構學習共同體學校的觀點，闡述推動學習共同體的目的

以及教育領導的實施策略，並從學習共同體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探討教師學

習共同體的運作，與教育先進分享我們試辦一年來的經驗。

推動學習共同體的目的
學校為什麼要推動學習共同體？從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形塑學習文化，

促進學校整體教育發展而言：

一、	建構學生中心的學習
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其特徵為符合認知、尊重差異。教師在課室

的教學活動中，能夠規畫符合學生認知的學習活動、鼓勵學生提出觀點與問

題、聆聽課室中的語言流動、關注學生整體學習狀況、鼓勵學生提出疑難向

人請教、尊重學生個別差異、促進學生間的相互學習、營造平等尊重的課室

氛圍等，正是教師經營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室的主要課題。而這與學習共同體

的強調「上課是以實現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為目的」的精神相符。

二、	回歸學生學習的本質
日本佐藤學教授推動的學習共同體直指學生學習的核心，如何讓學生喜

歡學習、專注地投入學習、產生主動學習的情意、方法與能力，進而獲得學

習的成就感，這原本就是學校教育人員每天重要的工作。而如何讓孩子在每

一課堂中，都能真正地投入學習，成為學習的主人，正是推動學習共同體核

心的價值。

三、	促進學習文化的發展
學習共同體主張透過協同學習照顧到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發展伸展跳躍

的學習，透過協同學習促進學生之間的相互學習，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同時

主張透過教師之間備課討論、觀課研修的相互學習，構築教師間的同僚性，

促使教師成為「學習專家」，以探究學生課堂學習事實為核心，發展教師教

學個殊性與多樣性，形塑學校學習文化。

學校教育領導策略
佐藤學教授直指改革的真諦：「革命性思考、漸進式改變。」一針見血

地指出了「改革不可躁進，改變更不可能一蹴可及。」的事實。學習共同體

所主張以學生為中心的學校教育革新，是學校教師、學生、家長學習文化的

形塑，它需要時間醞釀、發酵與與烘培，急不得也急不來。學校該如何開

展？經由一年的實施，初步的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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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員啟動
面對學習共同體的教育革新，應如何在學校開展？在日本參訪期間，請

教佐藤學教授：「學校約有 140 位教師，如何帶動？是否能夠由有熱忱、有

意願的種子教師開始做，之後再由種子教師逐漸拓展開來？」他直指：「這

樣學校會分裂，改革會失敗。學校可以逐年實施，但目標是幾年後全校都要

做。」想想，臺灣一直以來的教育革新無法全面開展，是不是和我們慣用種

子教師的策略有關？經由佐藤學教授的解或，決定全面推動、全員啟動，讓

學校每一位教師均投入學習的行列，使教師經由相互之間的學習，成為學習

專門家。

二、	凝聚共識

（一）理念溝通

記得甫從日本參訪結束返校，即思考著要如何打動教師的心，願

意一起試試看。在 2012 年 7 月的教師備課日，即和教師們分享在日本

所看到的學習風景，特別描述學生安靜地聆聽、專注投入學習、自然

地表達觀點，以及學生在協同學習過程中相互學習的跳躍伸展情形。

更重要的是和教師們溝通「為什麼要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想法—純粹

只為了讓學生「真正的投入學習」。

（二）鼓勵關懷

在實施的過程中，參加教師團隊的對話、聆聽教師的想法與疑

問、正面鼓勵教師、分享激勵學生表達的語言、釐清教師的疑惑、參

與觀課研修、時時關注教師的內在心聲、蒐集成功的案例等，在行動

中闡述學習共同體的理念與精神。

（三）案例分析

2013 年 1 月的寒假教師備課日，再度和教師們分享觀點，包括如

何促進小組協同學習的運作、何謂 jump、為什麼要安排ㄇ字形的座

位，以及讓教師瞭解如何判斷學生是互相學習或互相發表等，進行再

進一步溝通與釐清，協助教師接下來的實施。並於 2013 年 8 月的暑假

備課日，進一步和教師分享小組協同學習中「學習發生」的案例，和

教師探討學生於小組中主動提問及交互對話而得到鷹架鋪陳，以及學

生從中得到 jump 學習的實例，讓教師從實際案例中體會小組協同學習

的重要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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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家長倡導理念

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亦須得到家長的支持。透過學校日向家長

說明學習共同體的理念、精神與價值，並且透過學校家長會發行的刊

物撰文闡述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的途徑，以融入學校校務發展為主

軸，提出「建構『以學生為中心』創造『卓越學習品質』為核心價值

的學校教育」發展藍圖，獲取家長的認同與支持。

三、	逐年拓展
本校採逐年逐步漸進推動方式辦理，擬訂四年計畫，共分為醞釀期、發

展期、成熟期、推廣期四期，各期之時間與重點如下：

（一）醞釀期（101年8月1日~102年1月31日）：

1.理念宣導與凝聚共識

2. 組織教師學習共同體，定期讀書研討轉化有效之策略與進行共同備 

課。

3. 學生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能力（聆聽、訊息串聯）培養策略及教師開

放課室之準備。

（二）發展期（102年2月1日~103年7月31日）：

1. 啟動「學習共同體」教學，逐步建構學生發展學習共同體的能力 _ 低

年級學生與老師之間學習的串連，中高年級 _ 同學與同學之間、老師

與同學之間學習的串連。

2.探討如何增進小組協同學習之運作。

3.辦理學群公開觀課與研修討論。

4.持續進行「學習共同體」專業知能研修。

(三)  成熟期（103年8月1日~104年7月31日）：

1.持續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學。

2. 辦理校內公開觀課與研修討論，每位教師每年至少一次群組內之公開

課室，年級公開課研修每學期至少一次。

3.持續進行「學習共同體」專業知能研修。

(四)  推廣期（104年8月1日~105年7月31日）：

1.微調運作方式，型塑「學習共同體」教學特色與氛圍。

2.辦理校外公開課研修，與全市教師分享交流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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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規劃

（一）納入校務整體規劃

實施學習共同體的目的在保障學生學習機會與權利，將學習共同

體的精神與要義自然滲入、交融於校務經營的規畫中。提出「建構

『以學生為中心』創造『卓越學習品質』為核心價值的學校教育」架

構，以「良好的生活禮儀教育為經，學習共同體教育實驗為緯」的實

施策略，編織結構課室學習樣態。以「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是有能力

的、確認每一個學生都是最重要的」的教育理念，營造「平等、尊

重、互助、包容、賞識」的學校教育氛圍，透過「協同學習、探究學

習、操作體驗、問題解決」等學習方式，進行各項學習，創造卓越的

學習品質。

（二）整合教師專業發展途徑

本校教師之專業發展起步較早，教學輔導教師方案、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皆是教師追求專業發展之途徑，學習共

同體與上述之教師專業發展途徑有異曲同工之妙，皆以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為目的。

本校首先整合教師專業發展組織，接著著手引導轉型教師專業進

修方式，發展出「三層領導、雙軌並行」的創新作為。三層領導的第

一層為學群召集人、第二層為教學統合召集人及領域召集人、第三層

為研究處主任，在內涵上以發展分布式領導的方式，培植教師成為領

導者；雙軌並行係指精緻共同備課與提升領域專業知能並重並行，在

內涵上既重視備課內容與教材分析，亦重視領域專業增能與教學方法

提升。

每學年之級科任各分為三個學群，每個學群設有學群召集人負責

帶領學群教師落實觀課研修（觀課前會談、課堂觀課、觀課後研修），

學群每週有兩節互動時間；每學年各設一名教學統合召集人負責帶領

學年級任教師進行共同備課 ( 教材分析、解構與建構 ) 與交流觀課研修

經驗，每月有一次共同備課時間；領域召集人負責帶領領域教師進行

領域增能研習與教材教學探究，每月一次領域教學研修時間；研究處

定期召集學群召集人、教學統合召集人與領域召集人召開學習共同體

研修會，分享實作經驗、策略與成果。在領域教學研修會時間，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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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進行教學領域增能與教材教學探究，全校教師透過平等對話、尊

重互助，踏在「備課與增能」的雙軌上，型塑教師學習共同體氛圍，

改變教室樣貌。

五、	支持教師
教師組織學習共同體，需要學校行政在研修時間規畫、教學資源與疑難

排除等的挹注與支持。舉凡教師學群備課、觀課的共同時間安排，必須在教

務處排課時即加以考量，因此，學校必須在教師職級務確定後，組織學群，

以便於排課時安排共同空堂時間。再如，教師因教學型態改變而衍生的教學

設備需求，學校也應設法提供，以利於教學活動的進行，例如班班添購教學

提示機，以便於學生的學習記錄能與同儕分享與溝通。又如，學校推動學習

共同體，教師須投入許多時間與同儕研究教材、討論教學、觀課研修，相對

的，學校行政也須考量減少無謂的會議或活動，讓教師更能專注於學生學習

等相關事務的投入。此外，對於家長的質疑，學校行政也須支持教師，並適

時與家長進行溝通，以協助教師能夠安心且順利推動。

增進教師的學習共同體的運作

佐藤學教授所倡導的學習共同體，基於公共性、民主性與卓越性哲學，

主張每位教師應打開教室，教師間彼此相互觀課學習，共同關注於學生學，

成為學習專門家，並藉以以提升教學品質；主張教師應秉持尊重每一個學

生的學習權、尊嚴與思考，保障每個孩子的學習權利，發展學生小組協同學

習，並透過小組協同學習的對話，讓學生對文本知識的學習能透過與小組同

學的對話交流，得以進行反思與調整，進而獲得理解；主張教師應提供更高

品質的學習內容，設定高的教育目標，選擇最好的教材，給學生更高的挑

戰，設計具有挑戰性提供學生jump學習的內容。

教師為能實踐上述的教育主張，組織教師學習共同體架構起教師間相互

學習的平臺，並藉由教師學習共同體的運作，彼此分享、交流對於課程、教

材、教學與學習的知識，並增進瞭解。教師學習共同體的主要活動與重要課

題如下：

（一）備課

1.分析教材重點與核心概念據以設計問題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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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習共同體強調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教師須隨著學生在課堂

中的學習情形因應安排學習內容，因此教師於備課時須充分掌握教材

的內容和重點，以便在課堂中能適時串連學生言語和文本內容的意義

連結，並帶領學生穿梭在課室中同學之間對文本意義理解的互動。

2.設計具有挑戰性的jump學習內容

一般而言，在學習共同體的一堂課中，原則上分為前半段基礎學

習和後半段 jump 學習二階段。教師於備課活動中，須規劃前半段基

礎學習內容的活動和問題，以及設計後半段的 jump 問題。Jump 學習

內容須在學生近側發展區，簡言之，讓學生奠基在基礎學習的能力

下，有繼續向上攀升的機會，所設計的問題讓學生感覺「好像會，

但一時想不出來。」有一股想解決問題的衝動。如果太難，學生會放

棄，就不是好得jump問題。

（二）授課

1.聆聽學生的想法

由於學習共同體主張尊重學生的思考，在課堂教學進行中，會鼓

勵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而學生的想法很有可能不在教師原先的計

畫中，如果教師急於想將學生拉回原已規畫的教學路線中，就無法真

正聽見學生的想法，將學生的想法拋在一邊，繼續往自己的流程教下

去，以至於流於教師中心的教學。這樣的情形，在課室教學中，經常

可見。教師須真誠的開放，才能聽見學生的想法，聆聽是教師於課堂

教學中串連學生的言語和文本知識意義的第一步，十分重要，而學生

也會因為教師真正聽見他的言語而專注於課堂的學習。

2.因應學生學習情形調整教學節奏

由於學習共同體主張保障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權，教師於課堂教學

過程中，須時時關注學生學習情形，當學生遇有學習難點或迷思困

惑時，應停下來，在這個難點上，讓學生透過小組協同學習以充分溝

通、發表與討論，學生充分理解才有助於接續的學習。

3.培養學生聆聽能力

佐藤學教授說：「聆聽是學習的開始。」而教師應如何培養學生

的聆聽能力？

(1)教師可以請學生於聽完別人的發言後回應或提問

a. 聽完同學發言後，回應，先說：「剛才從○○的發言中學到…，

我有一個問題，我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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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聽完同學發言後，回應，先說：「剛才從○○的發言中學到…，

我還有一個不同的想法，我的想法是…。」

(2)教師可以請學生覆述別人的發言內容

a.請你說說看，○○剛才說了些甚麼？

(3)教師可以在學生發言後向全班提問

a.剛才○○說的＃＃是甚麼意思呢？

4.促進小組協同學習

佐藤學教授主張學習是透過「相遇」與「對話」，透過人與世界

( 文本 )、人與人、人與自己的相遇與對話，進行活動學習、協同學習

與反思學習，而協同學習的對話歷程搭建了學生學習的鷹架。學生

在小組學習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提問與交流想法，而又要如何啟動

呢？起初，教師可以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要在小組中分享自己的想法，

當學生習慣分享了，分享就會成為主動。但經常發現學生在小組討論

中，僅止於發表，較缺乏提問和討論，而又要如何引發學生提問呢？

教師在全班討論的過程中，可以示範提問，並鼓勵提問，例如：「這

兩個分數的分母不一樣大，要怎麼比？」「你怎麼知道的？」「我對於

你所說的○○，還不太懂，可不可以請你再說說看？」其中，最困難

的就是開口向人說：「這裡我不懂。」，教師必須讚賞勇於提出問題的

學生，並教導學生尊重與接納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5.營造尊重平等的學習氛圍

基於學習共同體的民主性哲學，主張課室中尊重差異，消弭階

級。學生的小組成員是隨機分派，小組當中沒有領導者；課室中，營

造尊重平等的學習氛圍，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提出看法，每一個人也要

接納不同看法，每一個人的看法都是重要的、有價值的。因此，學生

在課室與小組中才能放心的發表，不會受到取笑或貶抑，學習才有機

會發生。

(三)  觀課

1.記錄小組協同學習情形

教師學習共同體於觀課過程中，特別針對學生在小組協同學習的

過程中的語言流動、學習瓶頸、學習困難、以及哪裡有學習發生了的

案例進行記錄，以公觀課後研修活動時提出分享，提供教學者做為教

學反思的材料，以及參與者對學生學習的認識與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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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記錄全班互動討論情形

教師於觀課過程中，同時記錄該組學生於全班學習的過程中，其

提問、發表等的學習情形，提供教學者進一步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四)  觀課後研修

觀課後的研修活動，通常由校長或是主任主持，而討論的重點放

在對學生如何學習的瞭解。由各組觀課者提出學生在課堂以及小組協

同學習的過程中的學習情形，包括哪裡遇到瓶頸、如何解決；在哪裡

看到學習發生等。研修活動不對教師的教學提供建議，但，教學者又

如何知道自己的教學待改進之處？通常是透過觀課者所提供的學生學

習困難或表現的素材中加以反思所得，或是由觀課者提出教學中的學

生問題，經由研修活動討論所得。

結語

本校推動學習共同體一年以來，積極展開教師學習共同體的運作，我們

深知，唯有啟動教師間的相互學習與對話，學校共同體學校的建構才有可

能。教師定期進行專書研討、備課交流、公開授課及課後研修。在這期間，

每位老師均定在學群內進行共同備課，並打開教室對學群教師公開授課，以

及觀課後的研修活動。透過教師學習共同體的運作，教師們表示有機會觀摩

其他老師上課，從中也獲得很多的學習。更重要的是，觀課活動專注於觀察

學生的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情形有更進一步的認識，並且也從中看見學生在

小組運作中的問題和需要加強之處。

老師如是說：希望學校讓我們慢慢做。我們聽見教師的聲音，確實，踏

出建構學習共同體學校的第一步，步步穩健，才能長久。而這一切的努力，

無非是為了學生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成為真正的主人，學校親師生都能成為

學習專門家，建構學習共同體學校，形塑親師生學習文化，實小全體親師生

熱烈開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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