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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及其在我國中小學教師

專業成長之應用

張德銳*

摘要

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係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美國教學輔導教師

制度係美國教育界近 20 年來一方面為了促進資深教師的自我更新發展與經驗傳

承，另一方面為了有效協助、支持與輔導初任教師之專業成長，所推動的教改

政策之一。本文先探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歷史沿革、理論基礎、意義與目的、

遴選標準與程序、培訓、輔導對象與配對方式、角色職責與工作條件等內涵，

並分析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實施成效與困難方面的實證研究，然後論述如何將

教學輔導教師應用在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上，提供國內學者專家或實務人

員未來規劃與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所參酌，以提升國內中小學教師的專業素

質，進而增益學生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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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 Teacher Program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Professional Growth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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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or teacher program has been in practice for years in America. The purposes of

the program are to facilitate the self-renewal of senior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assist and support the beginning teachers on the other.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he-

oretical base, historical evolution, meaning and goals of the program, and the selection,

training, matching, rol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mentors. This study also anal-

yz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ogram.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lement a mentor teacher program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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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小學教師專業能力的成長及專業地位之建立，是提升教育品質的關鍵。

世界教師組織聯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Teaching Profes-

sion，WCOTP）在 1990 年代表大會中強調「教師在其專業執行時間，應不斷精

進，繼續增加其知識與經驗，不斷發展其不可或缺的素質」（引自許嘉倩，

2006）。可見教師專業成長已是世界潮流訴求的重點。國內近來教育改革的訴

求，亦多強調塑造教師專業形象、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促進教師專業自主權。

教師專業成長途徑固然眾多，但其中重要途徑之一便是目前世界各國師資

培育界皆相當重視的「教學輔導教師」（mentor teacher）（簡稱教學輔導教師）

制度。尤其在美國，教學輔導教師已是個被普遍推展的實務。教學輔導教師制

度的產生乃為了因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教師專業自主的訴求，旨在藉由

同儕間的互相學習，以達到彼此互動提升的效果。根據多項有關教學輔導教師

制度的研究（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98; 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

entialing, 1993; Feiman-Nemser, 1992; Standford et al., 1994）指出，該制度可以改

善教師專業孤立情形、促進集體合作，教師因此得以獲得友伴關係與肯定、接

觸各種教學模式、調整自我教學、及從事教學思考等。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我國先由台北市中小學從 1999 年開始規劃實施。多年

來，在國內已逐漸受到注意並在台北縣、新竹縣、台中縣、台南市、高雄市等

縣市開始推廣。為了讓國人瞭解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內涵及其在我國中小學教

師專業成長的應用，本文先說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歷史沿革與理論基礎，以

及教學輔導教師的意義與目的、遴選標準與程序、培訓、輔導對象與配對方式、

角色職責與工作條件等重要內涵，並分析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實施成效與困難，

然後說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如何應用在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並提出與建議。

貳、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歷史沿革與理論

基礎

一、教學輔導教師的歷史沿革

「mentor」一詞首先出現於希臘羅馬神話《奧德塞》（The Odyssey）。神

話中描述尤里西斯（Ulysses）必須參與特洛伊戰爭（Troyan War），臨行前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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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一旦成行，必須 20 年才能返家。因此他將產業和兒子泰勒馬克斯（Telema-

chus）託付給朋友曼托（Mentor）。20 年期間，曼托忠實地照料尤里西斯的產

業，並且輔助泰勒馬克斯。從此「mentor」成為有經驗並值得信賴的諮商者的

代名（江雪齡，1989；張德銳等人，2002；Lowney, 1986）。

「師徒制」（mentoring）可追溯到西元前十八世紀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

（Hammurabi，1795-1750 B.C.）的法律規定，年輕的學子必須向老工匠師傅拜

師習藝（林心茹譯，2004）。美國師徒制度最先運用於企業界。美國商業貴人

啟導之父詹姆士‧潘尼（James Cash Penney，1875-1971）首開先河，他的學徒

制是由各店頭經理帶領、訓練新進的員工，之後再由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員工

去經營另一家潘尼百貨公司（J. C. Penney）的分店。由於師徒制的成效相當良

好，良師制度的理念遂被陸續應用在訓練護士（Fagan & Fagan, 1983）、心理學

家（Pierce, 1983）、社會學家（Phillips, 1979）、科學家（Rawles, 1980）、教師

（Gray & Gray, 1985）、教育行政人員（Hepner & Faaborg, 1979）等行業。

師徒制在工商界、醫界中的傳承由來已久，然至二十世紀初期，教育界才

開始有系統的引用，並讓之後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有了新的局面（林心茹譯，

2004）。不過早期的師徒制比較強調如同學徒般的新任教師追隨資深教師的腳

步依樣畫葫蘆，「複製」所謂「專家」的教學風格及方法；相對的，當前的師

徒制則鼓勵新手教師主動地參與者、探究、批判思考。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也

從建議的提供者、問題的解決者，轉變為提問者、傾聽者、以及反思者的典範

（Furlong & Maynard, 1995）。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 1950 年代首先運用在師資職前培育的「教學實習」

（student teaching）； 1980 年代開始運用在初任教師的導入輔導（beginning

teacher induction）方案中。在過去的 20 多年內，美國許多州都相當關注導入方

案。許雅惠（2004）指出，1980 年代，美國只有 15 州提供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到 2001 年暴增 2 倍多，約有 33 州擁有導入政策，其中加州（California）、康

乃狄克（Connecticut）、印第安那（Indiana）、肯塔基（Kentucky）、路易斯安

那（Louisiana）、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俄克拉荷馬（Oklahoma）、南

卡羅來納（South Carolina）、維吉尼亞（Virginia）、西維吉尼亞（West Virginia）

等 10 州，不但強制要求各學區實施導入方案，同時也提供預算資助這些方案。

另外，科羅拉多（Colorado）、緬因（Maine）、密西根（Michigan）、密蘇里

（Missouri）、紐澤西（New Jersey）、新墨西哥（New Mexico）、賓州（Pen-

nsylvania）、德州（Texas）、猶他（ Utah）等 9 州所提供的政策，雖然強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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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實施導入方案，但是並沒有給予財政支持；至於德拉威（Delaware）、喬治

亞（Georgia）、愛達荷（Idaho）、愛荷華（Iowa）、馬里蘭（Maryland）、麻

薩諸塞（Massachusetts）、內布拉斯加（Nebraska）、俄亥俄（Ohio）、華盛頓

（Washington）等 9 州則提供財政支持，但州政府並未強制要求各學區實施此方

案。

二、教學輔導教師的理論基礎

教學輔導教師的理論基礎主要有維高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

1896-1934）的「鷹架理論」（scaffolding）、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

的「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艾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1994）的「心理社會期發展論」（the theory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以及富勒（F. F. Fuller）的教師生涯發展理論（許雅惠，2004；蔡玉對，2007）。

根據鷹架理論，資深教師和新手教師一起工作，資深教師藉由示範、討

論、回饋等提供新手教師成長的鷹架，達到其潛能發展最大化的發展區（許雅

惠，2004）；根據自我效能理論，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藉由良師典範的現身說法

或示範教學，讓新手教師獲得心理上的支持，並有觀察學習的機會，如此亦能

增進新手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技巧（蔡玉對，2007）；就艾里克森心理社會期發

展階段論的觀點而言，初任教師剛剛從自我統合或角色混亂的青年期轉換到成

年期，所要面對的主要任務是與他人發展成為友愛親密或孤癖疏離關係的關鍵

期，此時初任教師格外需要尋求與同儕建立相互協助與支持的關係，才能免於

逐漸成為個人主義的專業習慣，限制日後專業潛能的持續發展（陳美玉，1999）；

就教師生涯發展理論而言，初任教師需要任教學校本身營造出有利的教與學的

條件，隨時有人提供積極的協助，初任教師才能更順利的從依賴的學生角色轉

變為既能獨立又能與同事合作的教師角色（Costa & Garmston, 1994; Griffin,

1982）。

參、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重要內涵

一、教學輔導教師的意義與目的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美國的發展，早已從實習教師的教學輔導演變為初任

教師的教學輔導，近年來為解決教學困難教師的輔導問題以及增進同學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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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教師的互動，業已將教學輔導教師的輔導對象有所擴充。

教學輔導教師係指「能夠提供同事在教學上有系統、有計畫的協助、支持

或輔導之資深優良教師而言」；受輔導的教師係學校實習教師、初任教師或教

學有困難的教師，往往被稱為「被照顧教師」（proteges）或「夥伴教師」，以

示受教學輔導教師支持以及和教學輔導教師共同成長的夥伴關係（張德銳，

1996；張德銳等，2002）。許月玫（2002）指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設立具有

多重目標，主要藉同儕間的相互學習以改善教學效率，使教師的寶貴經驗得以

傳承。除了協助初任與一般有需要協助的教師之外，亦提供資深的績優教師專

業成長的機會，亦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專業互動，並藉以改善教師文化，促

進學校本位的管理與發展。蔡玉對（2007）亦指出教學輔導教師具有增進教師

教學效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形塑優質學校文化等三方面的目的。就增進教

學效能而言，資深教師經驗的傳承讓初任教師迅速熟悉教學環境，解決教職生

活適應問題，是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可行策略之一。就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而言，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將以往教師間的非正式互動，加以正式

化和組織化，使教師能更有結構地分享彼此的教學知識，以收專業成長之效，

是一套融合專業對話、課程發展、同儕視導以及行動研究等專業成長方式的制

度。就形塑優質學校文化而言，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由教師以及行政人員的參與，

讓學校同仁建立學習夥伴關係，進行同儕合作學習，形塑學習型組織的文化。

台北市中小學所推動的教學輔導教師，其所輔導的對象不限於任教年資 2

年內的初任教師，尚包括教學有困難的教師、新進教師以及有成長意願並自願

接受輔導的教師，其目的更在彰顯以促進資深教師專業發展的同儕輔導。

二、教學輔導教師的遴選標準與程序

奧德爾（Sandra J. Odell）（1990）認為教學輔導教師為教學的示範者、教

師的協助者、以及策略的解說者，因此必須是有效能的教師。但是一位有效能

的教師卻未必是一位成功的教學輔導教師，因為教學輔導教師所協助的對象為

成人，是以教學輔導教師必須擅長與成人互動（Wagner & Ownby, 1995）。因

此，在遴選標準方面，張德銳等人（2001）指出教學輔導教師需有豐富的學科

知識與課程規劃的能力、良好的教學能力（含班級經營）、以及有效的教學示

範與人際溝通技巧，並且必須有協助教師同儕的意願，如此才能勝任教學輔導

教師的角色任務。

何佳郡、劉春榮（2008）則發現教學輔導教師的遴選可根據三大向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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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準（共涵蓋 31 項指標）。三大向度為人格特質、教學素養與視導知能。其

中，人格特質包含教學輔導教師要有協助他人的動機意願、引導他人的才能、

願意與他人分享的行為傾向等三項規準；教學素養向度方面，即含括教學輔導

教師要有課程設計、教學以及班級經營的能力等三項規準；視導知能向度方面，

則是教學輔導教師要有足夠的教學及實習輔導資歷以及教學視導技能等二項規準。

張德銳（1998）指出教學輔導教師的選拔方式通常有以下三種：第一種，

由師資培育機構遴選；第二種，由學校行政人員指派；第三種，則由教師團體

推選。一般做法多由有意願的教師提出申請或由學校同仁推薦，經過資格審核

後，由特定的遴選委員會經過正式合法的遴選過程產生之。

三、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

一般而言，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重點主要為有效教學、教學觀察、教室管

理、課程計畫、舉行討論會議、如何與成年學習者共同工作、教學輔導以及協

助技巧等內容（Wilder, 1992）。為使教學輔導教師勝任工作，布萊爾（S. Blair）

和波西克（J. Bercik）（1987）亦認為，教學輔導教師除需接受一般教師的在職

訓練外，更需要加強教學演示、教學觀察、指導教學訓練，同時需研讀教師發

展、新任教師的需求、有效教學技巧、視導技巧、專業發展等方面資訊。

四、教學輔導教師的輔導對象與配對方式

隆尼（R. G. Lowney）（1986）指出，美國加州教學輔導教師的主要功能是

提供初任教師協助和輔導，但是在自願的情況下，有經驗的教師也可以主動請

求教學輔導教師的協助。至於教學表現欠佳的教師亦可加以強制輔導，以重建

其信心，並早日重回教學的正軌。可見實習教師及初任教師是教學輔導教師的

主要對象，但已逐漸擴及自願成長教師以及不適任教師的輔導。

在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配對方面，甘色爾（T. Ganser）（1995）提

出以下四項配對原則：教學工作相似、教學理念相似、允許雙方互動的上班時

間、物理空間相鄰近。畢夏普（N. R. Bishop）（1997）的研究發現，初任教師

認為，教學工作類似、辦公位置相鄰近是相當重要的。布洛克（B. Brock）和葛

瑞帝（M. Grady）（1998）則建議，在配對時應考量雙方的性別、年齡、個人

特質、興趣的合適度，同時有分享時間更好。張德銳等人（2004）歸納文獻，

也發現以下配對方式較佳：（一）按任教年級和教授的學科範圍派任；（二）

按就近原則派任，輔導者與被輔導者上課地點相近；（三）按相同教學理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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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派任；（四）以輔導小組的方式進行，由多個教學輔導教師共同輔導。

五、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職責與工作條件

張德銳等人（2001）綜合學者（廖純英，1993；Lowney, 1986; Sandra, 1999）

的看法，界定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職責如下：

（一）資訊提供者：提供教學資源與資訊。

（二）溫馨支持者：協助新進教師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以及觀摩其他教師

教學的機會。

（三）問題解決者：協助新進教師解決課程與教學上的問題。

（四）共同參與者：和教師共同發展並試驗新課程及發展班級經營技巧。

（五）指導示範者：提供新進教師教學理念，示範各種教學技巧。

（六）諮詢輔導者：對於新進教師教學，進行觀察與回饋，並於事後給予

輔導。

至於教學輔導教師的工作條件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方面：內在激勵強調要

給予教學輔導教師充分的進修、研究的機會以及工作本身的尊榮感與成就感；

外在獎勵方式可包括調整教學輔導教師的職務、減輕其授課時數、表彰與差假、

薪津補助等。

肆、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成效與困境的實證

研究

一、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成效

國外有關教學輔導教師成效的實證研究已相當豐富，茲列舉如表 1。從表

1 中可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成效如下：（一）教學輔導教師、新手教師、行

政人員大多認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設置目的；（二）教學輔導教師之所於願

意擔任教學輔導工作，主要是由於薪火相傳的內在動機；（三）教學輔導教師

除提供新手教師情緒支持外，在實質上有助於教學問題的解決以及教學效能的

提升；（四）教學輔導除了有益於新手教師個人的專業發展外，教學輔導教師

也從輔導過程中提升自我覺察、教學省思的能量以及學習新的教學策略；（五）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有利於教師同儕的互動，形塑專業學習社群的文化；

（六）除了上述影響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成敗的幾個關鍵因素外，教學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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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遴選、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學區/學校的專業環境、以及行政的支持程度等

四個因素亦甚為重要。

表 1 國外教學輔導教師實施成效之相關研究表（依年代）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結論

Rupp
（1988）

問卷調查

（1）穩固的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的關係有助於雙方的
教學表現；
（2）良好的關係有助於持續地、正向支持初任教師；
（3）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的關係，其過程中獲益的
是：激發教學熱忱、增加自我價值感、分享新觀念；
（4）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的共通時間是有必要的；
（5）角色期望有必要界定與釐清。

Woodruff
（1990）

問卷調查

透過問卷調查教學輔導教師、初任教師、校長、教育局人
員。研究對象皆同意教學輔導教師有助於個人的發展。初
任教師不同意在互動過程中獲益不多。教學輔導教師對其
角色有高滿意度。受訪者皆同意教學輔導教師對教學品質
提升有貢獻，但其間主要的困難在於缺乏互動時間、缺乏
共同科目之間交流、對持續專業發展的需求、希望能有津貼。

Quinn
（1991）

問卷調查質性訪談

5 對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互動與輔導型態，初任教師
主要獲益是情感、資訊和教學支持，教室的地理位置影響
互動，教學輔導教師提供的友情支持是互動過程中最大成
就。教學輔導教師在互動過程中最大的獲益是利他主義情
感的滿足─「助人為快樂之本」，她們也珍惜協助新人的
機會。

Schmidt
（1992）

問卷調查質性訪談

教學輔導教師的支持與教師的滿意度達顯著相關，教學輔
導教師的支持和教師關注反應亦達顯著，初任教師感受到
教學輔導教師的支持程度與會面次數、時間達顯著（見面
多、感受好）。建議：在培訓課程時，需要強化角色、期
望，正式的導入課程、教學輔導教師的正向支持有助於教
師的對工作的滿意度、激起教師的正向關注。

Montesano
（1998）

質性訪談

研究 6 對配對，只有 3 對成功，只有 2 對覺得有專業上的成

長，初任教師從互動關係獲益的方式是多樣的，然而影響
他們對於教學態度與教學方式的卻不明顯。教學輔導教師
制度推動的四個關鍵因素：教學輔導教師培訓課程、學區/
學校環境、參與制度的人員遴選、導入方案接受的支持程度。

Mills
（2003）

問卷調查質性訪談

愈是有經驗的教學輔導教師愈是能在輔導過程中獲得正向
的影響──在專業性、教學策略、專業發展、個人發展等。
多數教學輔導教師認為接受訓練有助於他們獲得成功的輔
導經驗。輔導初任教師也讓教學輔導教師的班級學生獲益
（擔任視導者的經驗）。初任教師在研習課程、大學師資
培訓課程中所展現新的教學策略、教材媒體，再經由自己
的省思，使得教學輔導教師本身教學獲得改進。此外，質
性的資料發現缺乏時間互動是最大的挫敗感，大致上教學
輔導教師的感覺是建立同儕關係、樂於與初任教師工作，
也瞭解他們會對初任教師產生正向影響。教學輔導教師對
於輔導新手也會從中得到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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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外教學輔導教師實施成效之相關研究表（依年代）（續）

Duling
（2003）

質性訪談

（1）擔任臨床輔導教師的經驗正向地影響資深教師的自我
覺察、教學省思以及能複習既有的教學方法和學習新教學
策略；
（2）臨床輔導教師和實習教師的關係是多樣而複雜的，且
能在正式關係結束後能可繼續的；
（3）和師培大學所形成的專業發展學校關係有益於臨床輔
導教師任教班級學生的學習；
（4）由於專業發展學校的關係，學校的學習社群環境、行
政的支持、以及教師擔任臨床輔導教師的意願有所提升。

Angeliadis
（2007）

質性訪談

教學輔導教師強烈感覺擔任教學輔導教師的益處。他們相
信自己是學校環境的重要成員。由於他們希望幫助新教師，
所以他們選擇擔任教學輔導教師，而他們之所以選擇擔任
教學輔導職務，是由於先前的被輔導成功經驗或者是以往
缺乏受輔導經驗的遺憾所引發。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簡賢昌（2008）。

黃婉萍（1999）在實習輔導教師成效與困境的研究發現實習輔導教師對實

習教師的專業發展確有實質助益，但也有其侷限，實習教師的專業發展以教育

專業知能為主，可以分為教育情境認知、教師形象建立與自我模式建構三期，

班級經營是共同的困擾。李倩鈺（2002）的研究發現，良好的師徒關係對於師

徒學習與專業成長均有正面的幫助，包括教學專業能力的成長、教育發展能力

的培養、心理建設與支持等；但師傅多認為對自己的成長較少，對徒弟的成長

較多。相對的，李翠萍（2004）的研究則發現，實習輔導教師在輔導之初未對

實習教師作明確的規範與要求；實習輔導教師缺乏專業指導的能力和意願；實

習教師不積極的實習態度；實習輔導教師對實習教師產生角色期望落差；教室

王國的孤立性限制真實師徒關係的充分發展；以及實習教授與實習學校行政人

員未盡督導與橋樑職責等乃造成不成功實習輔導的影響因素。

至於對初任教師及資深教師的教學輔導之實施成效與困境的研究方面，許

雅惠（2004）發現，教學輔導教師所發揮的功能獲得相當高程度的肯定，除了

協助「解決教學問題」、「建立學校同儕互動文化」、「進行班級經營」所獲

得的肯定在 90%以上，其他各選項包括協助「生活適應」、「親師溝通」、「學

生輔導」、「增強教學能力」、「教學省思」、「專業成長」所獲得的肯定均

在 80%以上。另外，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後，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同意他們

變得更能反思自己的教學、更加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與同事間的人際關係

更為融洽，而且對於教學更有信心。張德銳、簡賢昌（2008）的研究發現，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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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教師在教學輔導教師協助下獲得較佳的生活適應、友伴支持、解決教學困擾、

獲得成長資訊與管道。而教學輔導教師則可獲得成就感、精進教學技巧、提升

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增益專業等四方面。同時，教師文化會受到領導者、教

育改革浪潮因素影響。吳紹歆（2005）發現教師文化是持續的動態歷程。分享、

合作、認同、向上、討論、奮鬥的教師文化有助於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推行，

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有助於形塑正向的教師文化。

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困境

從表 1 可知，實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時可能會產生些許困境，諸如：仍有

教學輔導配對未能發揮功能，雙方的互動流於形式和疏離；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之所以未發揮功能，其主要因素在於融洽信任關係未能建立、雙方缺乏互動時

間、缺乏共同科目之間交流、缺乏持續專業發展的需求等。

曾莉雯（2004）的研究中發現，某一所個案國中在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中所產生的問題主要如下：（一）教師對制度的不瞭解；（二）配對的不適切；

（三）建立關係的難題；（四）時間不足、工作負擔重的難題；（五）夥伴教

師的抗拒；（六）教學輔導教師記錄輔導資料的困難；（七）研習活動的成效

有限。蔡玉對（2007）的研究亦發現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遭遇到的困難是：

教學輔導教師工作負擔繁重、組織成員工作壓力增加、配對團體互動的時間與

機會不足、夥伴教師接受輔導與成長的意願不高、學校對配對所能提供的行政

協助有限。

綜合以上國內的研究，可以發現以下和國外研究相當一致的結果：

（一）教學輔導教師之目的獲得行政人員、教學輔導教師以及夥伴教師的

肯定。

（二）教學輔導教師所提供的服務有助於夥伴教師解決教學問題，提升教

學效能。

（三）教學輔導教師則可獲得成就感、尊榮感、精進教學技巧、提升人際

關係與溝通能力等方面的獲益。

（四）合作、分享、向上的教師文化有利於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教

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則有利於教師同儕互動文化的建構。

（五）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困難在於宣導不足、行政支持不足，以及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間配對不當、融洽信任關係未能建立、雙方缺乏互

動時間、缺乏持續專業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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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教師專業成長的

應用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國內外的實徵研究均指出其效果受到肯定，對於未來

教師專業成長的規劃與執行應有其參考價值。有鑑於此，作者在瞭解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的理論概念與相關實徵研究後，分別就職前教育、導入輔導以及在職

進修等三個階段，提出對我國未來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的規劃之建議，以供參

酌。

一、職前教育階段：支持與推動同儕師徒式專業成長方案

教學輔導或者師徒制不僅在導入輔導有其成效，亦可用在資深師資生對資

淺師資生的帶領。國內已有多篇研究（梁素霞，2002；陳嘉彌，2004；黃善美，

2004）發現在學生學習階段的師徒制亦有其功能和必要性。例如黃善美（2004）

指出：參與同儕師徒制的小學五年級和三年級學生，對師徒雙方來說，包括體

驗助人的快樂與培養責任感、建立自我價值感、感受師徒團體的接納和信賴與

歸屬、學習人際關係的經營及社會性技巧和人性關懷、發現問題與應對處理的

意願和行動等方面都深具意義。

本文建議師資培育機關在甄選師資培育學程的師資生，及給予新生短期的

始業教育後，應及早分派一位資深的師資生做為新生的「學長」或「師傅生」，

鼓勵配對雙方把握「師徒制專業成長」的三點基本假定，即透過雙方長時間的、

社會化互動的學習型態、以及人際互動溝通的經驗（陳嘉彌，2002），讓輔導

者與被支持者皆能在師資培育的知識、技能和情意皆有所專業成長。當然，為

使職前教育階段的師徒制有所成效，師資培育機關必須全力支持同儕師徒式專

業成長的概念及方案，慎選並培訓擔任師傅生的學生，依輔導者與被輔導者雙

方人格特質及學習風格做審慎的配對。除了規劃多種活動內容、時間和場所之

外，亦鼓勵雙方參與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或多對多等多元互動學習型態。

最後，在年度結束時除了舉辦成果發表活動外，亦應給予制度參與者適度的肯

定、回饋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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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入輔導階段

（一）實習輔導教師方面：提高實習輔導教師遴選標準，促進良好輔導互

動歷程

師徒制在師資培育界最早運用在實習輔導方面。然我國新制實習輔導教師

制度實施十多年來固然有其成效，但李倩鈺（2002）的研究發現，師傅多認為

對自己的成長較少，對徒弟的成長較多；李翠萍（2004）的研究亦指出實習輔

導規範不明確、實習輔導教師缺乏專業指導的能力和意願、實習教師成長意願

低落等因素都影響實習輔導的成效。另外，黃詩婷（2008）也發現，教育實習

制度的困境有實習輔導教師之遴選與配套不夠健全、實習學生定位尚未落實、

實習生與實習輔導教師理念無法契合、實習生容易淪為「打雜工」、師培大學

對於營造良好師徒關係著力點不多等五項影響實習輔導成效的重要原因。

為了發揮實習輔導的功能，我國教育行政機關首先應儘早確立我國教育實

習制度之方向，在審慎研究及全盤檢討後，就實習教師是學生或是教師、實習

是 1 年或者半年、實習在教師資格檢定之前或者之後進行、實習主要權責機關

是師培大學或者是實習學校等政策問題，做合理明智的抉擇，以確保實習輔導

的品質。

其次，教育行政機關應修改辦法，提高實習輔導教師的遴選標準為：1.具

有教學 5 年以上及擔任導師 3 年以上之經驗者；2.有高度的教學熱忱和卓越的

教學表現；3.有諮商輔導的技巧；4.有良好的人際關係；5.有樂觀、溫暖、自信

的人格特質；6.有服務熱忱及擔任輔導教師的意願；7.有接受實習輔導知能訓練

的意願（張德銳，1998）。如果實習學校和師培大學能依新標準慎重遴選適任

的實習輔導教師，將是實習輔導制度成功的關鍵。

為了鼓勵資深優良教師從事實習輔導工作，師培大學和實習學校應提供實

習輔導教師下列五項工作條件（張德銳，1998）：1.酌情減輕實習輔導教師的

教學負荷，讓實習輔導教師有充裕時間從事教學輔導工作；2.避免給予實習輔

導教師太多的行政工作，讓實習輔導教師專心從事教學輔導任務；3.給予實習

輔導教師合理的工作津貼以及加班費、差旅費補助；4.給予表現優異的實習輔

導教師敘獎及休假進修機會；5.學校裡有關實習輔導的決定，應該邀請實習輔

導教師參與。

實習輔導教師的培訓與認證亦是我國目前教育實習制度中較弱的一環，導

致實習輔導教師在專業輔導及教學觀察與回饋的知能相當欠缺。有鑑及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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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議師資培育機構或實習學校在遴選實習輔導教師後，應給予 3 天包括實習

輔導工作的理念和作法、以及有關臨床視導、成人學習、人際關係與溝通、衝

突解決策略等方面之知能的初階培訓（張德銳，1998），然後再依其實習輔導

教師成長需求，辦理進階成長和高階成長的培訓課程。

在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教師的配對方面，黃詩婷（2008）指出，實習教師

長期跟隨實習輔導教師之班級進行實習，必須考慮雙方在個性及教學理念必須

有相當程度的契合。因此，實習學校在進行配對時必須用心處理。當然，為了

讓實習教師有更多的學習機會與空間，可以提不只 1 位的實習輔導教師，例如

一位小學實習教師在實習前半段可以向一位任教低年級的實習輔導教師學習，

而在實習後半段則可以向另一位任教高年級的實習輔導教師學習。

為了避免實習教師流於打雜工的地位，教育行政機關和師培大學必須確立

實習內涵須以教學實習為主（黃詩婷，2008）。行政實習固為實習課程的一部

份，但仍需以教學實習及導師實習為主要實習內涵，避免占用太多實習時間來

支援非關教學相關活動，影響實習輔導品質。

最後，師培大學的實習指導教授除了應督導實習教師的實習意願外，亦應

善盡教育實習的主導權責。教育實習指導教授除了應定期到教學現場觀察實習

教師的教學外，應時時關心實習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的互動關係，並做適當的

介入與指導，確保實習教師在融洽和諧的氛圍下，順利地成長與學習。

（二）初任教師輔導方面：培訓並審慎安排輔導教師，提高初任教師受輔

意願

目前將教學輔導運用於初任教師輔導仍是美國師資培育界的主流，而我國

中小學初任教師由於少子化的影響，其數量越來越少，反而是代理代課教師不

少，他們更有接受輔導的需求。初任教師的輔導在台北市中小學多年運作的結

果發現有以下功能：1.協助解決教職生活適應問題；2.協助進行親師溝通；3.協

助進行班級經營；4.協助進行學生輔導；5.協助解決教學問題；6.協助增強教學

能力；7.協助進行教學省思；8.協助持續專業成長；9.協助建立學校同儕互動文

化等（張德銳等，2003；張德銳等，2004；張德銳、高紅瑛、丁一顧、李俊達、

簡賢昌，2005；張德銳、高紅瑛、丁一顧，2006；張德銳、張純、丁一顧，

2007）。

惟實施近 7 年來的過程中也產生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犖犖大者有三：1.部

分夥伴教師，特別是教學有困難的教師，接受輔導與協助的意願不足，以致影

響教學輔導的成效；2.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未能在任教科目與年級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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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教學輔導教師無法在學科專門知識或教材教法上提供夥伴教師足夠的輔

導；3.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工作過於忙碌，缺乏共同討論的時間，以致於

雙方雖然認同專業互動的必要，卻乏互動的有利條件（張德銳等，2003；張德

銳等，2004；張德銳等，2005；張德銳等，2006；張德銳等，2007）。

有鑑及此，未來台北市以及其他縣市的中小學在推展教學輔導工作時，除

了應慎選與培訓教學輔導教師並給予教學輔導教師減授時數外，宜特別注意以

下三件事：第一，提供教學輔導方案強而有力的行政推動與支持，並特別加強

對夥伴教師宣導教學輔導的意涵，並在初任教師於受聘過程中即明確告知其有

接受協助的權利與義務，以提升初任教師的受輔意願。第二，在安排教學輔導

教師時，宜考量與夥伴教師在任教科目與年級上相近，如有可能最好在配對時

宜同時徵求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意願。第三，校方宜減輕教學輔導教師

及夥伴教師的工作負擔（例如不要安排初任教師負擔沈重的行政工作與最難授

課的班級），並在排課時宜注意讓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雙方有彼此可以互

動與討論的時間。

三、在職成長階段

（一）同儕輔導方案：結合領域或學年教師，進行同儕輔導活動

國內外專家學者（如歐用生，2006；Goldhammer, Anderson & Krajewski, 1993;

Showers, 1985）之所以一再強調教師彼此之間應進行「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夥伴關係」（partnership）、「同儕教學」（peer instruction）、

「同儕視導」（peer supervision）、「同儕輔導」（peer coaching）等概念，係

在洞悉教師同儕在學校本位在職成長可扮演的角色後，所提出劃時代意義的重

要觀念，值得國內教育界人士加以重視、推廣。這些觀念不但突顯基層教師的

主體性，而且基層教師彼此間共同學習、互相協助、提供回饋的能量將可以被

大量開發與運用，這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應有很大的幫助。

本文綜合學者專家的看法，將「同儕輔導」定義為：教師同儕因工作在一

起，形成夥伴關係，透過共同閱讀與討論、示範教學，特別是有系統的教室觀

察與回饋等方式，來彼此學習新的教學模式或者改進既有教學策略，進而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教學目標的歷程（張德銳，1998；Pajak, 1993; Shower, 1985;

Zumwaldt, 1986）。為了發揮同儕輔導的功能，本文建議做為同儕教學領導者的

教學輔導教師可以結合同領域或同學年的教師，或者跨領域、跨學年的教師進

行下述同儕輔導步驟或活動（Joyce & Shower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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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習：教師們以 6 人一小組為原則，共同研讀、討論某一特定的教學

模式或技巧，以熟悉、掌握此一教學模式或技巧的知識基礎。

2.示範教學：由某一擔任教練角色的教師進行示範教學，以便讓其他教

師領悟教學要領和技巧。除此之外，教師們也可以訪視觀摩他校的教師，或者

以觀賞教學錄影帶做為替代方式。

3.指導式練習和回饋：每位教師以小組成員為教學對象，輪流進行微型

教學，待教學技巧熟練後，再以某一程度較好的班級為教學對象，試驗新的教

學法或模式。

4.獨立練習和回饋：每位教師回到原來任教班級，正式運用新的教學法

或模式於自己日常的教學活動中，但為了確保教學成功，須由教師同儕們提供

適度的鼓勵、協助、教學觀察和回饋。

（二）輔導教學困難的教師：採行適當輔導策略，提供積極協助、支持與

輔導

班級教學事務複雜繁忙，而學生的學習問題層出不窮，然而教學的時間有

限、步調緊湊，經驗不足的教師身陷忙碌之中可能「當局者迷」，難以及時發

現問題，更遑論立即回應與處理。為了不讓問題蔓延擴大而影響學生學習，甚

至引起家長的反彈和控訴，學校應在教師遭遇困難時有義務提供積極的協助、

支持與輔導，而擔任教學輔導工作的教學輔導教師自是最主要的輔導者和協助者。

丁一顧、林瑜一與張德銳（2007）指出，教學困難教師的處理程序主要為：

覺察、診斷、輔導、以及評斷。其中教學輔導教師可採行的輔導策略主要如下：

1.給予心理上的支持和協助；2.提供相關的書籍、文章、或影片；3.鼓勵教師參

加研習或進修活動；4.觀摩優秀教師教學，學習優質教學行為；5.進行教學觀察

並提供回饋資料；6.協助教學錄影，分析與檢討教學；7.協助有效教學行為的練

習；8.提供同儕教學專業對話與分享；9.分析檢討相關的教學資料；10.鼓勵教

師自我檢討與反思；11.提供各種諮詢、諮商或治療的管道；12.更換職位或角

色；13.更換工作夥伴或環境。

陸、結論

美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歷史沿革係來自工商界及醫界的師徒制，其理論

基礎為鷹架理論、自我效能理論、心理社會期發展論、以及教師生涯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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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構教學輔導教師的遴選標準與程序、培訓、輔導對象與配對方式、以及角

色職責與工作條件等有利師徒制之學習環境的必要條件。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國內外的實證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所提供的服務

有助於夥伴教師解決教學問題，提升教學效能，而教學輔導教師則可獲得成就

感、尊榮感、精進教學技巧等方面的獲益。此外，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亦

有利於教師同儕互動文化的建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困難主要在於宣導

不足、行政支持不足，以及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間配對不當、融洽信任

關係未能建立、雙方缺乏互動時間等。

有鑑於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困難，本文強調教學輔導成功的「信任」

（trust）、「訓練」（training）和「支持」（support）等三個關鍵。在信任、訓

練、支持的三原則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師資職前培育階段，可應用在資深

師資生對資淺師資生的同儕帶領上；在導入輔導階段上，可用於實習教師輔導

以及初任教師輔導；在資深教師在職成長階段上，則可用於同儕輔導以及教學

困難教師的輔導。換言之，執行機構在規劃及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時，除了

應審慎遴選與訓練教學輔導教師外，尚須加強制度的宣導溝通，並結合教師團

體、家長團體等多方力量給予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教師強而有力的支持。此外，

必須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協助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發展出和諧融洽的關係。

我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主要精神在「學為良師，攜手邁向專業」。希望

經由精選師傅教師，接受長期的培訓及自我更新後，賦予協助夥伴教師專業成

長的榮譽與責任。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在個別輔導和團隊互動的歷程中，

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的專業能力皆能有所精進，俾讓中小學的

每位學生受益。對於這樣良善的教師增權賦能方案，相信在教育界有進一步推

廣的價值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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