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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計畫四:種子教師研習專業成效之研究

 陳清溪/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秘書

 李俊湖/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組長

 王乃玉/桃園縣新屋國小教師

 謝建國/桃園縣保生國小主任

 教育改革需要教師的投入與能力的增強，方足以圓滿實踐，而教師專業發展則

 是教師能否順利持續教育改革的關鍵。也只有教育人員能持續進行專業發展，不斷

 提升專業能力，並將其專業有效運用於教學現場，才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所以，

 教師參與在職進修以獲致專業成長是不可或缺的學習歷程。現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種

 子教師的培育，不僅會影響課程改革的成功與否，亦是我國末來提升競爭力的重要

 關鍵。九年一貫課程已於九-^-學年度實施，當初培育種子教師的目標在於使其熟悉

 各學習領域內涵及課程設計，協助推廣新課程，然而，「種子教師」在回到1作崗

 位(學校、輔導團等)後，必須要能夠「發芽」，政府辛勤地「播種」不有意義，

 種子教師返回教育現場後能否真正發揮功能，乃成為本研究關心的重點。

 本研究之目的有: (^)瞭解極子教師受訓後個人專業發展、實務運作的現況，

 及其對於受訓課程的看法。(2)探討種子教師個人專業發展、實務運作現況，及其

 對於受訓課程觀點的差異情形。(3)瞭解種子教師受訓結束後，發揮專業影響的情

 形。(4)探討極子教師無法發揮專業影響的原因所在。(5)瞭解參加研習教師擔任種

 子教師的原因。(6)瞭解極子教師對於參加進階班的需求情形。

 本研究旨在了解教育部於民國90-91年間所培訓的九年一貫課程國申小種子教

 師，在受訓完畢之後個人的專業成長情形、對受訓課程的看法，及其回校推廣九年

 一貫課程之成效與所面臨的難題。本研究以參加由教育部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

 會於民國90-91年間所舉辦的九年一貫國中小種子教師研習的公立國民中小學教育

 工作者(校長、主任、教師)為研究對象，共發出問卷2700份，回收問卷^744份，

 回收率65%。個別訪談部分則採立意取樣方式，選擇適當的種子教師進行相關問題

 的深入訪談。座談會則邀請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非種子教師為對象，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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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種子教師在學校的貿際功能發揮情況及難題，這也是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進行。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種子教師認為研習課程內容安排得不錯，在

 研習課程內容的安排上，教師們覺得是合適的，也一致認為他們在研習之後，自己

 在實務教學上或多或少是有^^些改變的。(2)他們在研習後自認為在專業成長上

 頗有收穫，包括對於九年一貿課程理念、內涵以及綱要的瞭解、領域課程發展與設

 計能力的提升，同時也增進了對於課程改革的信心與認同度。(3)以教師專業發展

 的論點而言，研習會所提供的是一個正向的服務，可以幫助他們朝向專業發展之

 路。(4)研習之後，極子教師在校所扮演的角色或擔負的任務方面，可以說是因狀

 況不同而異，有些種子教師負責較多的任務，有一些較少，也有一些種子教師末被

 賦予任何的推廣任務，顯示這個部分是需要加強與努力的。(5)種子教師認為回校

 協助推展新課程的成效不佳，主要原因在於推展活動遭遇很多困難，無法有效著

 力，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時間不夠」;其次是理論與教學實務差異性的問題

 以及「能力」上的不足;其他如大環境因素，如:學測壓力、排課的問題、經費不

 足，以及校園中充斥自我圈限的氛圍等等，皆是阻礙種子們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

 的障礙。依據上述研究發現，研究者提出建議為(1)持續辦理相關研習。(2)

 建立教學導師制度。(3)設置教學資源網站。(4)建請學校單位架構學習型組織，

 提升教師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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