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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說明

自民國 95年教育部公布「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以為期 3

年（95年 8月至 98年 7月）試辦。時至民國 98年，3年的試辦計畫正式實施並公布「教

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因此，在各級政府及校長的鼓勵之下，各級學校陸續投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推動與實施，如雨後春筍般的推動，學校與人數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為了確保教師

專業發展的正常推動與實施，有效提升教師專業及學習品質，特別設計專業社群的機

制，試圖藉由社群的成立，營造學習與分享文化，以達成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

質及學生有效學習之目力。

美麗國中為臺灣東部一所國中，學校目前有教師 50位，21班為中型學校型態，其

位處於市郊，有相程度發展教師成長的條件，且教師對於專業成長有高度興趣，行政

單位有鑑於此一趨勢，於 98年正式參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行列，亦成立教師專業

社群，校長全權指派教務主任主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因此，主要推動者為教務

主任，透過校務會議、研習說明會、教師晨會或各式例行會議、書面說明方式請教師

參與教師專發展評鑑並依規定推選學年推動小組代表，定期於學年會議中提綱討論，

每個月固定時間召開學年推動小組代表會議，討論相關議題。

為了促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正常運行及有效協助教師真正透過發成長機制，獲

得成長，促進有效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因此，過去一盤前車之鑑，教育部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希冀推動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之

策略可以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提升課堂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運作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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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課堂實踐、活化教學和專業發展。（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4）。

因應 108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校訂課程實施，學校課程與教學勢必大翻轉傳統

教育的思考模式，學校經營也必須重新思考與運作。而具體規劃和推動教師增能、改

變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改變，以及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會議，

並於學習社群運作中落實課堂實踐方案，是學校行政及課程與教學必須縝密規劃、執

行與檢核。因此，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讓教師增權賦能（empower）、將所學

轉化於教學場域的課堂實踐，成就學生學習最直接與有效方式。

事實上，推展幾年下來，有的教師社群在成立之初只有考量到教師興趣而提出社

群主題，卻忽略了學生學習需求和教師專業成長做為焦點，結果變成「興趣導向」的

「教師社團」而非「專業學習導向」的「教師社群」。因此，未來推動教師社群勢必需

要轉型。

一、教師社群運作的問題或困境

教師社群運作上經常會遇到一些問題或困境而停滯發展，甚至於終止運作。以下

說明社群運作的問題或困境：

（一） 時間、人力和經費不足，造成工作分配不均，缺乏串聯延續
性。

社群聚會和討論時間不足、人力不足、經費太少都是問題，尤其目

前社群經費採年度補助（1~12月），但學期（8月後）人事會異動，尤其

是近年來因為教師課稅後導師費增加，以及教育改革工作日益繁重，造

成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意願不高，尤其教務（導）主任和教學組長更迭頻

繁，於是社群運作就會有延續上的問題。

（二）規劃者和執行者不一致

有的學校在推動社群是採「由上而下」的方式，申請社群計畫由行

政業務單位代筆操刀，等計畫通過後再邀集教師共同執行，就連最後撰寫

成果也是如此。只是，規劃者未必瞭解執行者的實際需求，常導致計畫執

行不順暢。

（三）社群召集人的意願不高

社群召集人要掌握社群運作進度、要引導教師對社群有向心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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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發覺和解決問題、要做為教師和行政溝通的橋樑，足見其角色和承擔

任務確實相當辛苦，也因此導致擔任社群召集人的意願不高，如何讓社群

召集人持續保持領導熱誠確實是一項難題。

（四）社群計畫預訂研討議題缺乏主軸性

社群計畫預訂每次的社群活動都有不同教育議題研討，問題在於想

要研討的教育議題太多（包含本土教育、海洋教育和防災教育⋯等），缺

乏主軸性。

（五）社群運作與學生學習未聚焦與連結

社群運作未聚焦於如何連結學生學習成效的關聯性，未說明如何強

化學生學習的成效影響評估，未落實課堂實踐，未符合課程與教學的精神

和作為。舉例來說，社群運作內容每次安排心得經驗分享，恐怕只是停留

在過程陳述或紙上討論，未見課堂實踐作為；或邀請不同的教學卓越團隊

來分享教學卓越理念和學校本位課程特色，雖然很有意義，但也只侷限於

參賽經驗分享而已。

貳、內涵研討

一、社群運作的形式

近年來，國內以「學習社群」或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題進行實證研究的研

究為數不少，但針對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卻非常少。根據教育部「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整合平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99年全國國中階段

有 187個學習社群通過審核；100年有 227個社群通過審核；至 101年成長至 240個社

群，呈現逐年成長趨勢（教育部，2012）。

王秀玲、林新發及張明輝（2011）以全國國中教師為對象，針對國中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組成、類型及運作方式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

（一） 國中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組成以「學科 /學習領域」形式最多（佔

55.9%），與專業發展主題相近的「讀書會」次之（12.3%），推估可能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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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規劃之固定領域時間有關，取其組成之便利性，故以此形式為主要溝通

與學習管道。

表 1　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成形式分析（複選題）

形　　式 個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學科 /學習領域 1250 55.9 1

讀書會 276 12.3 2

網路學習 220 10.2 3

教學輔導教師 172 7.7 4

年級 144 6.4 5

行動 /計畫研究 119 5.3 6

其他 45 2.0 7

總計 2235 100.0

資料來源：引自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模式之建構（Ι），王秀玲等人，2011，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9-2410-H-003-030）。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二） 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類型包含了校內、校外（含跨校）、網路（虛擬）

及其他社群類型。研究結果顯示有七成的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以「校

內」為大宗（71.7%），可見便利性仍為教師之間經驗共享的首要考量，再

者，同校教師亦可針對學校校本教學情境據以討論、分享專業、設計教學。

表 2　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成形式分析（複選題）

類　　型 個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校內 1538 71.7 1

校外（跨校） 344 18.4 2

網路（虛擬） 167 8.9 3

其他 17 9.0 4

總計 1866 100.0

資料來源：引自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模式之建構（Ι），王秀玲等人，2011，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9-2410-H-003-030）。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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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以「同儕省思對話」為主（15.0%），其次

為「教學觀摩與回饋」（13.6%），再者為「主題經驗分享」（10.7%）及「專

題講座」（10.3%）。

表 3　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分析（複選題）

形　　式 個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同儕省思對話 889 15.0 1

教學觀摩與回饋 808 13.6 2

主題經驗分享 626 10.7 3

專題講座 612 10.3 4

學校任務與計畫 576 9.7 5

教學方法創新 456 7.7 6

協同備課 455 7.7 7

發展新課程 365 6.1 8

建立專業檔案 362 6.1 9

主題探索 274 4.6 10

校外參訪 247 4.2 11

案例分析 171 2.9 12

行動研究 93 1.6 13

其他 11 .2 14

總計 2235 100.0

資料來源：引自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模式之建構（Ι），王秀玲等人，2011，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9-2410-H-003-030）。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綜上所示，現階段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在校內、同一學科領域為主；在運作

上多以同儕省思對話、教學觀摩回饋為主，至於共同備課方式，只佔 7.7%左右，尚有

極大推展空間。

二、教師專業社群運作之困境

Cibulka 與 Nakayama（2000）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有助於學校成為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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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型組織，並進而改善學生學習成效，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乃是提升學生學習的重

要策略之一。而教育部為提升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成效，自 2006年開始試辦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並自 2009年規劃推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

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中，推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由此可知，我國推動教師專業社

群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已行之有年。

而國內外學者研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集體效能感有顯著正相關（丁一顧，

2011），Poekert （2012）指出合作式的專業學習社群有助於教師高層次思考的與認知

能力等的教學能力，因此有效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能協助教師能夠發揮集體的效

能並能強化教學知能。

然而既然是正向的影響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為何在新課綱即將運行又有許多窒

礙難行的困境呢？以下就幾點探討：

（一）專業領導

研究發現問題亦在於校長的課程領導知能不足、人力吃緊缺乏領導

羊。（馮莉雅，2017；陳文瑜，2017；張莉蓮，2017）

領導參與分享不足、合作夥伴關係缺乏、專業知能整合困難、共同

願景價值不清，運作時間安排、經費資源不足、參與成員不足、社群召集

人的領導困境、社群內成員彼此間的關係。（江嘉杰，2014；黃建翔、吳

清山，2013） 

（二）行政運作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亦需行政端的支援，然而許家驊（2017）

指出因學校課務行政排程忙碌緊湊，學校成員各有負責班級及行政事務，

且常有突發事件需要處理，因此如何安排時段及地點（時地）亦為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運作的重點考量，且經常是能否永續運作的關鍵因素。

（三）師資成員

教師社群的運作亦端賴師資的穩定，馮莉雅（2017）認為有些偏鄉

學校，教師社群運作的困境在於人力吃緊、教學年資未滿五年的教師比例

偏高、代理（代課）教師的比例偏高、教師流動率偏高、交通不便而校外

專家到校意願低、教師缺乏文化刺激、專業認同能力較弱⋯等（楊雅妃，

2012；楊智穎，2011；蔡宜恬，2012）。總之，偏鄉學校的問題不僅於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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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不足，還有教師的心理壓力大、教學經驗不足、教師專業成長管道不

足、課程的合適性⋯⋯等。

陳文瑜（2017）亦認為師資不穩定，不利社群發展，代理、代課教

師的比例過高，無法持續進行社群運作。

（四）場地空間

學校在社群運作及營造的空間上甚為重要，蔡金蘭（2014）歸納研究

中亦發現缺乏社群活動場地設備的支持、共同活動時間的配合亦是國中教

學學習社群的實施困境之一，因此學校如何在場地、設備及空間的運動及

配置上，達到符應社群運作的需求，亦是提升社群有效運作的因素之一。

參、問題分析

一、個案案例說明

（一）個案學校背景資料

美麗國中創校近 50 年，位於東部，交通非常便利。校內設有普通

班、體育班、特教班等，班級數為 21班之中型學校，教職員生約 567人。

本地居民多為榮民子女、工業區勞工子女、漁民子女及原住民子女。

（二）個案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發展與運作現況

美麗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分為兩個時期，並以 105學年為分

界。105學年度以前的社群以領域為主，領域輪流分學年申請經費挹注

運作。105學年度後，新任教務主任意識到社群對教師專業的影響，打

破領域輪流申請社群的機制，改以教師教學需求為主的申請方式。對於

社群申請方式的改變與專業對話的主題，教師尚感陌生。教務主任就當

前教育現場討論正夯的議題諸如『分組合作學習』、『觀課、議課的對話

學堂』、『提問教學』以及『學思達』等，提供教師參考討論，並邀請教

師自由參加。於是展開了個案學校社群發展的另一頁。其運作方式與內

容表述如下：



28

表 4　美麗國中社群運作背景分析

說 明
學年度

社群個數 社群人數 成 員 背 景 社群運作模式 外部專家

105學年度 
以前

平均每年

1個社群
平　均 
6-8人

單一領域 對話 無

105學年度 2 19 社群 1：
國文

分享、討論 無

社群 2：

跨領域

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

藝文

同儕省思對話

主題經驗分享

專題講座

協同備課

對話與實作

觀課 /議課 /對話

教學觀摩與回饋

大學教授

106學年度 2 23 社群 1：

跨領域

國文、數學、

特教

對話討論

公開授課與分享

教育部閱

讀推動教

師

社群 2：

跨領域

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

藝文

同儕省思對話

主題經驗分享

專題講座

協同備課

對話與實作

觀課 /議課 /對話

教學觀摩與回饋

公開授課與分享

校外參訪

大學教授

（三）小　結

比較個案學校與針對全國國中教師為對象的研究（王秀玲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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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105學年度以後，個案學校專業學習社群打破「學科 /學習領域」，

朝向跨領域方式。運作模式也從單一「專業對話」方式，提升到多元模

式。唯成員背景仍僅限於校內教師，尚未成立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二、問題分析

根據美麗國中社群運作影響以及文獻探討中之因素，本組設計五個面向問題作為

個案訪談的題目，題目與訪談內容如如下：

（一） 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教師專業對於課程、教學以及學生學
習影響甚鉅。然而社群領導者（召集人）之於社群發展與運

作，請問您的看法？

個案訪談摘要

1.李○○老師表示：

社群老師必須扮演課程的研發者與教學的領導者，而社群領導人

即是社群的領頭羊，他必須能溝通、是交流的平臺，時時觀望行政人

員或參與教師的態度，隨時修正社團的走向。自己因為還不夠能力，

不適合擔任，但教務主任是個很好的 leader。

2.廖○○老師表示：

社群老師會是教學設計、教材組織與知識的引導者。社群召集人

的角色很重要，必須具備領導統御能力，科際整合，及清楚的思辨能

力。她認為各處室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有助於社群的發展與運作，很適

合這個角色。

3.張○○老師表示：

老師認為社群有助於教師研究發展。社群領頭羊是社群運作的核

心關鍵，她認為社群召集人需要前瞻願景，激勵支持，整合，溝通協

調的能力。她認為只要願意承擔的人都可以是召集人。她可以參加社

群，但不會想擔任召集人的工作。

4.林○○老師表示：

社群是一個可以分享的樂園。召集人只要熱心，有計畫力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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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能擔任。但因為參加部分行政工作，暫不會考慮擔任召集人一職。

5.宗○○老師表示

社群領頭羊要能表現專業能力，願意精進，同時溝通能力佳，串

起成員間的情感與專業對話。她認為廖○○很適合擔任領頭羊。

（二）據您觀察，本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遭遇哪些困境？

個案訪談摘要

1.李○○老師表示：

社群老師有導師、專任老師以及行政人員，不同的角色與領域，

需要有共同時間與適宜的場地進行對話，比較能專心對話。要不然每

次在第八節課，時間太過緊湊，每次都要擔心錯過接小孩的時間。

2.廖○○老師表示：

夥伴共同時間有限，且班務及行政業務繁忙，讓老師無暇另撥時

間參與。排課能讓社群成員有共同的時間將有助於社群的運作。設備

的支援是另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3.張○○老師表示：

參加社群對於自己的專業發展有幫助，但僅限於參加的夥伴。如

何激勵其他老師，提高參加意願，擴大專業學習面，她認為這是社群

目前遭遇最大的困境。此外，時間、地點以及師資的安排將會影響老

師參與社群的另一個關鍵。

4.林○○老師表示：

營造一個溫馨的對話空間，吸引更多的老師參加。

5.宗○○老師表示：

老師共識不足，參加人數不易增加，無法讓更多人受益。

（三） 據您認為本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成員專業成長的提
昇，請問您的看法？

個案訪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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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老師表示：

參加社群後，她覺得自己發現教學上有盲點，較容易找到方法隨

時改進，可從學生的角度去思考課程設計的內容，並且減少教師單一

講解的部分，多與學生互動或讓學生討論。期待老師多多提出教學上

遇到的問題與困境，透過社群老師們互相討論找到解方。

2.廖○○老師表示：

發現過去自己上課時講述滔滔不絕，參加社群後，教學思維改

變，慢慢將學習主體還給學生，並尊重孩子的差異化，給予不同的學

習目標。自己特別在教材教法、班級經營、分組教學以及差異化教學

方面獲益良多。針對學生問題、教學內容、觀課與議課與反思部分，

自己期待能夠持續精進。

3.張○○老師表示：

開始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做課堂教學，依學生差異，調整作業質

量，課堂上實施分組學習。她希望自己在共備、觀課、議課以及跨領

域對話能有更深入的學習。

4.林○○老師表示：

教學時更能掌握核心重點，控制時間以及了解學生的狀況。希望

外來社群有更多專業教授與老師們討論，提供經驗分享，透過研讀的

資料一起找出可行的方法。

5.宗○○老師表示：

宗○○老師認為藉由社群分享與對話，看到他人的做法與優點，

開啟自己教學上的另一種可能，教學上更注重學生的需要。自己很希

望在教學法以及課程設計部份協助尋求外部支援，提供專業社群對話

空間與時間。

（四） 外部資源（如大學學者，專家）對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請問
您的看法 ?

個案訪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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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老師表示：

外部專家能夠提供更多的專業知識，希望兔別針對示範教學與公

開授課能有更多的對話。

2.廖○○老師表示：

根據這兩年參加社群的經驗，大學教授與專家能提供諮詢與建

議。因為教學思潮不斷更新，希望教授們能介紹新的教學實驗模式或

示範教學。

3.張○○老師表示：

教授總是提供更新的教育觀點，提供不同的經驗分享，協助問題

的澄清及可能解決的方案，給予現場的老師支持。她希望能與教授針

對現場老師提出的困境一起討論出可行的方案，提供較為先進的現場

教學的理論或觀點。

4.林○○老師表示：

很歡迎教授們給予教學上的意見。

5.宗○○老師表示：

教授在理論上與實務上的建議很受用。希望未來在主題經驗分享

有更多的專題講座。

（五） 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後，未來教師皆要公開授課，此作法對教
師專業社群的發展，請問您的看法 ?

個案訪談摘要

1.李○○老師表示：

因為公開授課，就會有更多的共備，教師彼此互相討論，可以激

發出更多的可能性與想法，可以從中學習到不少。

2.廖○○老師表示：

公開授課是一種分享的過程，希望參加的同仁愈來愈多。

3.張○○老師表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安全能夠讓老師安心學習，發展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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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一起提出問題並一同討論解決方案。公開授課是另一種對話的

專業呈現。

4.林○○老師表示：

期待自己跨出公開觀課的一大步，大家也能嘗試。

5.宗○○老師表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透過公開觀課，讓自己能更跟夥伴們一起

成長與進步。

肆、轉化策略

透過美麗國中社群成員的訪談分析後，本研究歸納訪談結果，以及成員對於社群

發展及其所遇困境提出因應轉化策略與困難解決，期能對十二年國教實施後之教師專

業社群發展與教師教學有所助益。以下即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依序討論之：

一、社群成員對於社群領導者（召集人）在社群發展與運作的

看法

轉化策略

綜觀個案訪談結果，發現老師們認為社群領頭羊必須具備專業力、領導

力以及溝通力。訪談過程可以感受老師對社群有很深的期望，因為擔心自身增

加額外工作負擔與無法勝任而退卻。但多數老師願意從過去依賴教務主任，發

現慢慢轉移對其他社群成員的信賴與賞識，我們認為可以從彼此信賴的成員培

養、推舉與陪伴新的領頭羊，對於社群的永續經營必有助益。

二、對於社群運作所遭遇困境的想法

轉化策略

綜觀個案訪談結果，社群老師都認為社群對於他們的專業成長幫助很大，

他們更期待社群的邊際效應能擴充至其他老師。我們提供以下四種轉化策略，

期待從社群成員的質變逐漸產生量變：



34

（一）針對社群老師的排課，能安排共同對話時間。

（二）提供專業專屬的溫馨的空間。

（三）研習資訊公開，以各種形式分享給所有老師周知，邀請其他老師參加。提

高參加意願，凝聚共識。

（四）邀請校長參加社群，除了具備教學領導指標意義，校長可以立即決定資源

與支援。

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成員專業成長的提昇的看法

轉化策略

綜觀個案訪談結果，老師們多能發現自己透過專業對話與教學實踐，自己

的教學精進以及看見學生學習的需求，適時調整自己的教學策略。但因為各有

需，我們認為老師們可以透過社群討論，找到切合老師教學實務需求的議題，

先尋求最大公約數，再慢慢依個別需求排定議題。此外，讓更多外部資源如大

學教授入校，能夠提供更多理論與實務的對照。

四、外部資源對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影響的看法

轉化策略

綜觀個案訪談結果，老師們透過外部專家學者的加入，對於自己的專業發

展更有信心。在此訪談問題上，我們期待教師在對話上慢慢建立專業自主成長

的機制，讓分享的知識有一個分享的平臺。

五、公開授課對教師專業社群發展影響的看法

轉化策略

綜觀個案訪談結果，參加社群的老師不排斥公開授課，或已公開授課過，

或準備公開授課，顯見社群專業對話提供教學上的支撐，期許透過社群質變到

量變的改變，成員運用公開授課的機會，邀請更多人發現教師專業對話的影響

力，讓更多人加入社群，讓影響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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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決策略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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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一）社群領導者對於社群永續發展影響舉足輕重。美麗國中社群成員雖然多數不

敢身先士卒嘗試領頭羊角色，但社群運作逐漸成熟，能夠發現新的領頭羊。

（二）老師認為社群對話有助專業成長，期待運用策略，在困境突破，擴充邊際效

應，提升全校教師專業素養。

（三）外部專家學者提供社群專業對話的鷹架，社群老師運用所學策略，提升專業

能力。

（四）社群專業對話提供教師教學支撐，成員皆能接受公開觀課。

二、建  議
（一）社群運作模式可進行跨校連結，讓老師對話與資源多元，提升社群運作效

能，以期達到互助共好。

（二）以「教育企業家」概念，推廣有效教學模式，以供他校觀摩學習。

（三）教育主管機關應多予關懷與支持學校辦理教師專業社群，例如辦理社群運作

知能的研習等。

（四）學校端，校長應支持學校專業社群之發展與參與，校長應強力宣達，而非僅

教務（導）主任引領，缺乏引領學校社群發展力道。

（五）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為將來發展課綱重要機制，因此，學校端必完善規劃社群

運作機制、行政運作支援及空間的必要，提供學校教師社群運作成功的途

徑。

（六）教師應了解自我成長與同儕互動形成學習文化必要性及時代變動教學知能的

轉化的重要。

（七）學校應培養社群召集人應有足夠的知能及獨當辦理社群發展與運作的能力，

以充分發揮學校統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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