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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改⾰及教學翻轉快速轉變的腳步下，傳統教師單打獨鬥、習於被動聽令、由上⽽下的學校組織已無法因

應現今學⽣的學習需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的形成，以學校為本位，關注學⽣學習，透過同儕共同合

作，期能成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與促進學⽣有效學習的重要平臺。

壹、PLC的核⼼概念

⼀、志同道合具共同信念⽬標：由⼀群志同道合的教育⼯作者所組成，持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標或⼼智模式，

關注於學⽣的學習，以促進學⽣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努⼒不懈。

⼆、為有效教學⾃省分享：教師在教學前、中與後，能隨時針對課程與教學、學習評量、班級經營與輔導等⾯向，

社群同儕間不斷透過討論對話⽽謀求⾃我反省與精進教學，進⽽分享教學實驗經驗予以他⼈學習。

三、以合作⽅式共同進⾏探討：傳統以來，教師文化侷限於單打獨鬥，成⻑模式以參加校外研習、學分學位進修居

多，⼤多脫離⽇常教學實務。社群成員可以透過專業對話、經驗交流、分享資訊、楷模學習等同儕互助的⽅式，持

續不斷改善教師個⼈與學校整體的教學效能，以便確保學⽣接受到質量⼀致的教學。

貳、PLC成立⽬的

⼀、破除教師間孤立隔閡：單打獨鬥容易在遇到困難時受挫，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形成同儕間的⽀持系統，

除可增進職場融洽氛圍，更能從交流中形成集體智慧，減少孤立感。

⼆、激發教師熱忱提昇教學動能：團隊能引發動能、刺激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讓教師擁有更多的專業⾃主

性，也更能促進教師發掘興趣、邁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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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教學品質及學⽣學習成效：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教師的學習聚焦於實際教學現場⾯對的問題，透過共

同成⻑與分享，以眾⼈之⼒讓教學品質更優質，更能達成提⾼學⽣學習成效之⽬標。

四、促進教師專業實踐分享與創新：學習社群中的交流觀摩，能讓彼此⾒賢思⿑，進⽽反思⾃我教學迷思及盲點。

⽽在合作發展課程及經驗分享的過程中，更是激發創新的契機。

五、營造學習型團隊⽀持教師專業發展：透過學習社群的運作，營造教師團隊參與對話討論之習慣，進⽽形成教

師、⾏政⼀體之氛圍，帶動校園學習型組織文化。

參、PLC的發展流程

⼀、蘊釀期

       （⼀）營造對話氛圍建立關係：校⻑使⽤⾛動管理，與教師進⾏專業對話，營造信任與關懷的組織氣氛，引導

教師關⼼教學現況，尋找改變契機。

       （⼆）彙集教師想法凝聚共識：透過與⾏政、教師之間的專業對話，發掘學⽣的學習需求，聚焦提⾼教學品質

與提升學習成效的共識。

       （三）擬定計畫發展社群藍圖：學校的社群組織需要⾏政單位有效的引導。校⻑可由調查參與意願、統計調查

結果，了解哪些社群符合學校發展的⽅向及教師專業成⻑的需求，以此做為擬定社群發展計畫藍圖，並宣導⿎勵老

師參與。

⼆、發展期

       （⼀）尋覓領頭⽺組織社群：參照社群成員的專業、熱忱、樂於助⼈等特質，由成員共同推舉社群召集⼈，或

由⾏政⼈員⿎勵較適合的教師⽑遂⾃薦，並經成員同意後，擔任社群召集⼈職務。

       （⼆）聚焦有效學習形成主題：教師專業社群的組成⽅式⼗分彈性⽽多元，可打破年級、科別，教師依共同關

注的議題，組成不同主題的專業學習社群。學習主題的選擇上，應聚焦於藉由教師增能，提升學⽣學習成效。

       （三）整合資源創造發展利基：提供社群必要的資源條件，如場地、時間、器材機具、師資、獎勵等等，並善

⽤網路平臺，分享交流，隨時⽀援關⼼社群，以創造發展利基。

三、成熟期

       （⼀）積極主動參與社群發展：校⻑與⾏政⼈員應以⾝作則，主動關⼼和參與社群發展，適時獎勵提供發表舞

臺，展現社群成效。

       （⼆）樂於專業分享創新教學：教師能夠進⾏專業的探究、對話及教學實踐，並樂於將成果進⾏交流分享，不

斷進⾏教學的改變與創新。

       （三）建構平臺擴⼤影響效果：建置校內的網路平臺，展現教師社群的研究成果，擴⼤交流效益，彼此學習分

享，構築學習型螺旋成⻑的教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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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困境與挑戰

⼀、對PLC認知不⾜

        （⼀）觀念似是⽽非，將「社群」與「社團」混為⼀談。

        （⼆）未能正確理解掌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核⼼精神與⽬的，以致於⽅向容易偏離。

        （三）社群主題未能緊扣學⽣學習，容易流於發展教師有興趣的事物或活動。

⼆、領頭⽺難覓不易形成團隊

        （⼀）受教師⼼態多⼀事不如少⼀事影響，不容易找到社群的領導者。

        （⼆）「班級王國」的學校文化，讓老師們習慣個⼈單打獨鬥，不利於團隊的形成與發展。

        （三）教師謙虛內斂的特質以致擔任領導者的意願不⾼。

三、安於現狀⽋缺成⻑動⼒

        （⼀）⻑期來教師受到制度上的保障，容易安於現狀不願改變。

        （⼆）學校屬於較為封閉的組織，教師未能深刻感受外在環境的衝擊與改變的迫切性。

        （三）多數教師不易察覺⾃我專業成⻑改變的需求。

四、資源與⽀持系統不⾜

        （⼀）專業學習社群有⼀定運作模式，安排整合成員共同時間不易。

        （⼆）經費有限容易造成資源不⾜的情形，難以形成⻑期性的⽀持系統。  

        （三）未擔任⾏政職務的老師，不了解如何尋求⾏政上的資源與⽀持。

五、成果資料增加負擔

        （⼀）教師求好⼼切，容易因文書作業造成⼼理負擔。

        （⼆）成果資料製作耗時，格式繁瑣導致教師容易裹⾜不前。

        （三）各項時事政策須教師配合繳交成果，導致教師對推動社群成果製作負⾯思考。

伍、因應策略

⼀、階段發展逐步實施

       專業學習社群要能永續運作，必須先建立良好關係，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明確組織分⼯，任務編組適才適所，

避免召集⼈孤軍奮鬥。藉由明確的發展藍圖與實施計畫，以PDCA的流程，逐步實施，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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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獎勵⿎舞關懷

       校⻑在社群運作起步時，要時時關⼼各組的⼯作進度，傾聽成員在執⾏上遇到的困境，給予⿎勵與溫暖的協

助。過程中獎勵⽅式可以多元實施，如⼝頭獎勵、提供茶⽔、補助經費物品、敘獎或補休等，以感謝為學校的奉獻

與付出。

三、交流增能實踐反思

       安排例⾏研討時間，學校的⾏政主管應提供社群夥伴「共同不排課時間」或安排「共同的研討時段」，例如：

週三下午、晨會時段、共同空堂等，給予成員適切的研討機會，並提供教師優質且溫馨的討論空間，讓教師更有效

地進⾏社群的成⻑學習或課程研發。　　

四、提供資源協助發展

       校⻑在社群運作過程中，要整合資源彈性運⽤，合理分配學校經費；運⽤校內外的各種⼈⼒、物⼒與設備等資

源，提供解決問題策略，隨時⽀援社群發展。

五、整合系統與發表平臺

        學校應利⽤網路平臺的同步與非同步學習，以落實知識管理。建立完善的分享回饋機制，利⽤學期末舉辦成果

發表會、建立各社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邀請有經驗的社群分享其經營歷程，包括運作瓶頸與如何解決之道，藉由

經驗的傳承，不僅可以提供教師觀摩學習，亦有助於其他社群的成功蛻變。

陸、成效檢核

⼀、建立回饋機制即時修正

       （⼀）整合巡堂、作業抽查等⾏政視導資訊，藉以修正執⾏策略。

       （⼆）藉由課發會、領域會議及學年會議等會議，驅動回饋機制。

       （三）善⽤PDCA回饋機制，快速反應即時修正。

⼆、利⽤多元⼯具檢視成效

       （⼀）參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建置校本檢核量表，讓教師易⽤易上⼿。

       （⼆）善⽤⾃評、他評模式，提昇檢核客觀性。

       （三）採⽤量表、軼事記錄、觀察等多元⼯具蒐集各項資訊。

       （四）善⽤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平臺，建構個⼈專業成⻑地圖，提供有效專業成⻑途徑。

三、質量並重展現成果

       （⼀）重現學⽣學習成效個案故事敘說，展⽰社群推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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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與量化資料並重，敘說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故事。

       （三）⿎勵教師發想開放性成果檢核機制，提昇檢核⼯具實⽤性。

       校⻑是學校發展的領頭⽺，透過系統性思維及執⾏⼒的展現，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學校能深耕、精耕，藉以

改善校內教師教學與學⽣學習問題，並以學⽣是否能有效學習為核⼼理念，發展有效教學策略、多元評量策略及差

異化教學技巧，讓每位孩⼦都有成功的機會。

1吳昌期，新北市江翠國⺠⼩學校⻑

2何基誠，桃園市新坡國⺠⼩學校⻑

3李敦仁，新⽵市頂埔國⺠⼩學校⻑

4蔡澍勳，桃園市內定國⺠⼩學校⻑

5黃文英，南投縣鳳凰國⺠⼩學校⻑

6蕭美智，新北市後埔國⺠⼩學校⻑

7張維文，臺南市嘉南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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