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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

摘要

時代嬗遞，各行各業朝向分工合作方

式。以幼兒教育來看，一班兩位教師之編制

來看，更突顯兩位教師間合作之必要性。倘

若教師能攜手合作教學，則有利幼兒安全、

保育、教育、師生互動之提升、亦可增進自

身教學信念、豐富教學內容、教學自信與技

巧、個人實際知識及教師專業成長。

本文首先闡述合作教學之意義與重要性、

並縷析合作教學之現況與問題，最後，提供

相似情境下之現職教師與行政單位之建議。

關鍵字：合作教學、幼稚園教師、幼教師

㆒、緒言

長久以來，教師在教學中近乎孤立，

且不易彼此支持與鼓勵，使得教學一直處

於「孤獨的專業」，面對層出不窮之事件，

獨自孤軍奮鬥而難與其他同事進行專業對

話（Bauwens & Hourcade,1991; Bauwens & 
Hourcade,1997; Robinson & Schaible,1995; 
Salend & Johansen,1997）。同事應是合作的
夥伴，而非「牆的另一端的陌生人」（歐用

生，1995）。隨時代嬗遞，二十一世紀下各
行各業均強調分工合作之重要性，在教育上

也有一大突破。舉例來說，教育部（1998）公
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其相關配套措施中，闡

述教師合作之特色，以利學生學習活動。在

教學中，教師應擺脫偏重個人主義行事

作風，重新塑造教師合作文化（楊智穎，

2000）。

因應世界潮流及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課

程修訂之過程，為幼兒教育之借鏡與啟迪。

幼稚園中一班兩位教師之編制（教育部，

1981），倘若教師間彼此為共同目標，共同
攜手面對教學困境，商議問題之解決方法，

則可打破教師在專業上之孤立。本文首先闡

述合作教學之意義及重要性，並揭櫫幼稚園

合作教學之現況與問題，進而提供相似情境

下之現職教師與行政單位之建議。

㆓、合作教㈻之意涵

國內關於合作相關研究（江麗莉，

2003；何欣姿，2006；呂翠夏，2001；陳雅
美，2001），逐漸萌芽而生，可見其議題之
價值性與時代之重要性。以下就字義與文獻

進行合作教學之意涵探究。

（一）合作教學之字義

合作教學英文寫法為 c o o p e r a t i v e  
t e a c h i n g、 c o l l a b o r a t i v e  t e a c h i n g或
co-teaching，雖有寫法不同，但皆蘊含相似
概念（Bauwens,1994）。以下首先就其字義
作探究：

1.cooperation / collaboration之字義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 1 9 9 9）將

cooperation之解釋為「為某個共同目標，共
同活動或工作」（頁312）；將collaboration
之解釋為「合作；協作」（頁264）。國際英
漢大辭典（1990）將cooperation之解釋為
「合力；協力」（頁609）；將collaboration
之解釋為「共同工作合作；與某人合作」

（頁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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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辭典（1985）將collaboration之解釋
則為：

cooperation是有人與人或團體與團體之
間為達成共同目標，彼此互相同意，表示互

助協力，共謀社會利益的一種聯合行動。（

頁687）
2.teaching之字義
國際英漢大辭典（1990）對teaching

解釋為「教；講授；指導；教學工作」（

頁2740）。朗文當代高級辭典（2004）對
teaching解釋為「教學工作；教學專業」（
頁2052）。朗文實用英語詞語搭配辭典（
1995）對teaching解釋「教學」（頁1137）。英
漢活用辭典（1995）對teaching解釋是「
教；教授；授業；教職；教學內容」（頁

2052）。
歸納上述字義而言，若將「合作教學」

概念運用於教育上，便是兩位或兩位以上教

師，在同一目標下，共同努力、互相協力，

對學生學習作指導，以增進學生知識、判斷

與思考能力。

（二）合作教學之定義

過去，合作教學之運用多僅限於特殊

教育領域之中，為透過結合特教師與一般教

師之專長，協助特殊或一般學生之學習（

Bauwens, 1994; Polly, Sally & Kimball, 1991; 
Robinson & Schaible,1995）。然而，近年來
文獻逐漸也揭櫫相關針對幼教領域中合作教

學意義之探討，如：呂翠夏（2001）將合作
教學的概念用於幼稚園之中，認為幼稚園的

合作教學，其中應包含兩位或更多的教師，

為著共同的教學目標，合作經營同一班級，

從課程的計畫、學習環境的規劃、教學活動

執行、學生輔導與保育、評量、親師溝通等

等，都分工合作、共同分享責任。

簡佳雯（2002）亦認為合作教學概念可
運用在國小、幼稚園或特殊班中，係指包含

兩位或是更多的老師，為了相同的教學目

標，透過教師彼此親密的聯繫與溝通，共同

經營一群學生而組成教學群；而這個教學群

從課程的計畫、學習環境的選擇、教學活動

的進行與設計、教學評量的實施、學生的輔

導、親師的溝通等等，都分工合作，並共同

分享責任與成果。綜觀所述，合作教學要素

可歸納如下：

1.就教育人員來看
合作教學強調兩位或兩位以上的教師，

不論教育養成背景是否相同，在教學的情境

中富有相同責任，透過教師們共同溝通、協

調與合作的方式，來達成教學目標。

2.就教學對象來看
合作教學強調面對一群異質之學生，在

教學過程中，透過兩位或兩位以上教師的合

作，指引學生進行不同之分組活動，以促進

學生的學習。

3.就教學空間來看
合作教學強調在同一個空間環境下，進

行教學活動。

4.就教學活動來看
合作教學強調教師們共同商議教學活動

計畫、教材選擇、教學評量，並共同擔負所

有教學活動。

㆔、合作教㈻之重要性

以下就幼兒與教師方面來探討合作教學

之重要性，茲分述說明如下：

（一）幼兒方面

一班兩名教師的配置，從安全、保育、

教育、師生互動方面來看，其編制有其必要

性（呂翠夏，2001；林育瑋，2003；吳嫈
華，1995；鄭玉玲、練雅婷，2003）。就安
全上來看，若偶遇突發事件，如幼兒受傷、或

鬧情緒等情況發生，若有兩位教師，一位可

繼續帶領其他幼兒進行活動，另一位則能從

容處理事件（吳嫈華，1995）。就保育來
看，兩名教師之分工合作，可使幼兒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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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完善的保育，若一班僅有一位教師，在保

育方面則無法周全。就教育上來看，一班兩

名教師融合兩人觀點、判斷與輔導措施，都

可以更加深入而客觀，使幼兒人格足以完善

發展（吳嫈華，1995；鄭玉玲、練雅婷，
2003）。就師生互動來看，班級人數相同
時，一班兩名教師比只有一位教師，在師生

互動上品質較高，幼兒發展也較佳，隨著師

生互動頻繁，則亦使幼兒獲得較多關注、學

習意願亦隨之攀升，對於行為問題亦能進而

輔導（呂翠夏，2001）。
（二）教師方面

若兩位教師能進行合作，則能打破教

師在工作中的孤立感，以建立和諧親密人

際關係，提供回饋機制，有助於教師工作

孤立感的降低，對於幼兒的學習有著更全

面的了解與掌握（Bauwens & Hourcade, 
1991; Bauwens & Hourcade, 1997; Robinson 
& Schaible, 1995; Salend & Johansen, 1997）。
此外，良好合作關係，可修正教師教學

信念、豐富教學內容（呂翠夏，2001；吳
珮瓏，2004；李雯佩，2004；劉明芳，
2004）、提升教學自信、增進教學技巧（

陳雅美，2001；劉姵蓁，2004；鄭玉玲、練
雅婷，2003；Robinson & Schaible, 1995）、
增進個人實際知識（谷瑞勉，2001；陳國
泰，2003），並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江麗
莉，2003；林育瑋，1996；陳雅美，2001）。

㆕、合作教㈻之現況與問題

幼兒教育階段為個體發展與成長過程

之黃金階段，為未來認知、社會、情緒、肢

體奠定基石，亦影響個人日後學習態度與方

式（Papalia & Olds,1994）。國內鑑於幼兒
需受到更多照顧，為幼兒謀取最大福祉，享

有一班設置兩位教師之編制（教育部，

1981）。根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調查（行
政院主計處，2006）中顯示（表1），迄至
九十四學年度，公立幼稚園教師數為5,976
人、其班級數為3,166班，每一班級約有1.89
名教師；私立幼稚園教師數為15,857人、其
班級數為7,547班，每一班級約有2.10名教
師。綜合所述，目前公立幼稚園教師編制為

1.89名，接近一班兩名教師配置之標準；而
私立幼稚園教師編制為2.10名，已達到一班
設置兩名教師之規定標準。

表1 公私立幼教園教師數、班級數統計表

學年度
公立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教師數 班級數 教師數÷班級數 教師數 班級數 教師數÷班級數

87 4,290 2,405 1.78 13,505 7,050 1.92

88 4,550 2,637 1.73 13,618 6,877 1.98

89 5,045 2,776 1.82 15,054 7,258 2.07

90 5,246 2,827 1.86 14,553 7,317 1.99

91 5,363 2,900 1.85 15,094 7,333 2.06

92 5,362 2,772 1.93 15,889 7,645 2.08

93 5,307 2,811 1.89 15,587 7,418 2.10

94 5,976 3,166 1.89 15,857 7,547 2.10

註：數據資料採自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調查（行政院主計處，2006），研究者自行整理。



課程與教㈻

研習資訊46 第24卷第3期　96．06

兩位教師合帶一班的合作教學，是國內

幼稚園持續增加之現象（表1）。一班兩位
教師共營班級，需攜手打造為目標而努力。

在幼稚園之教學活動，亦非是單一教師之任

務與責任，而是考驗著兩位教師之間的協調

與搭配。然而，同一個班級中，兩位教師的

組合搭配，卻常因學歷、背景、教育理念之

差異，流於表面合作、教學互異情形、或合

作上的衝突時有所聞（何欣姿，2006；陳雅
美，2001；劉妙真，2004），如：兩位教師
將教學活動切割，各自分開負責上下午之教

學活動、或兩人輪帶一週之教學，藉此以降

低衝突萌生，此類情況屢見不鮮（江麗莉，

2003；呂翠夏，2001；陳雅美，2001）。其
次，教師角色區分主助教之別，主教負責課

程設計、活動帶領、家長溝通等工作；助教

則負責清潔打掃工作、或處理幼兒偶發事

件。綜上所述，幼稚園教師分工清楚，卻

不見合作令人感慨千秋，全然失去一班兩位

教師設置之美意（江麗莉，2003；呂翠夏，
2001；林育瑋，2003；陳雅美，2001）。

相關研究也揭露出幼教師在合作教學

上，存在著些許危機與問題。舉例來說：陳

雅美（2001）兩位研究對象之一亦提及，雖
然幼稚園有兩名教師，但在混齡教學中，其

教學活動卻是分開上課，一位帶小班、另一

位帶大班，即使有共同時間，也是以合班教

師為主，自己多為輔助角色，更認為兩位教

師共處於同一班級，如何共同合作之議題，

顯得格外重要。劉妙真（2004）研究結果也
發現，私立幼稚園幾乎是一位教師帶班，另

一位教師則兼任行政工作相同問題存在，教

師發現一人帶班進行教學工作時，有感受時

間不夠用的窘境，以期望合班教師共同合

作。何欣姿（2006）以三位公立幼稚園教師
為研究對象，其研究亦顯示出，幼稚園教師

在合作教學問題，有合班教師之間在個人特

質、教學理念上的差異，而造成衝突來源。

其次、教學活動方面，包含：難以融入既有

的教學活動中、教學活動無法勇於嘗試、教

師在教學活動中缺乏合作與溝通。第三、工

作分配不均。最後、人際互動上之問題，例

如：合班教師間衝突與惡意中傷、幼兒或家

長對教師的偏愛、教師欲搏取幼兒歡心。綜

合上述可知，兩位教師在工作之合作上，存

在許多考驗與挑戰待之解決。

㈤、建議

兩位教師在同一班級中的合作教學行

為，是值得後續的持續關注，因為瞭解與提

昇教師之合作教學，亦是落實與提昇幼教環

境教學品質之重要一環。筆者基於職場任教

經驗，給予現職教師與行政單位於合作教學

中之相關建議：

（一）對現職教師之建議

1.適時溝通為合作成功之鑰匙
溝通為人際表達交流之成功之鑰匙，同

班教師源自於不同生長與教育背景，對於想

法或實施作法自然迥異。溝通消極面可適時

化解彼此心結；積極面更可交流彼此觀點。

透過正向溝通，而非強勢堅持己見、蓄意批

評雙方，以協助彼此共進成長與學習。

2.欣賞對方優點、適時鼓勵稱讚
人的自信來自於受到不斷之肯定與鼓

勵。教師在教學專業上，有個人專長、亦有

不足需要加強與學習之處。透過合作教學，

以增加教師互動機會，藉由對話以省思自身

在工作中的盲點，讓教師能見賢思齊、截長

補短，在教學上發揮個人所長，以達1+1>2
的功效。對於合班教師除給予對方批評指教

外，更重要的是需相互欣賞、適時給予合班

教師鼓舞與激勵，由衷真誠稱讚，以回饋教

師在教學之表現，其次亦可提醒自身可學習

其典範與楷模。

3.彼此包容、相互尊重
古有云：「人非聖者、孰能無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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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教師思考不周延、態度或作法有所不妥

之際，教師可在適當時機中，適時表達己身

感受與看法，進而虛心給予對方建議與指

教。在過程中，不因對方之缺失而以偏概

全，全盤否認對方優點與貢獻，溝通協調

中，仍須保持祥和、尊重對方，並包容其缺

失、協助教師共同思考解決策略，齊心打造

完美家園。

4.合作教學歷程中，循序漸進平和成長
如同兩塊石頭般，原先充滿鋒利稜角，

隨著水流沖刷洗滌，磨去尖刺漸而圓潤平

滑。兩位教師合作教學之行為並非一蹴可

成，需花費時間與耐心來彼此瞭解。透過緩

慢循序漸進為對方考慮，以同理心應對，以

培養彼此默契，使自身於教學中更圓融成長。

（二）對園所行政單位之建議

1.兩位教師之編制，需尊重融合教師個

人意願

江麗莉（2003）指出合班教師的安排是
大學問，若處理不當，將會影響全園教學品

質和氣氛，有效的教師合作關係，包括教師

間相互的報酬與回饋、彼此平等的價值觀、

有相似的專業和社會興趣及專長、是自願性

質的。因此，建議園所進行合班教師分配

時，能尊重教師個人意願、教育理念或個人

特質作彈性安排，以減少合班教師未來合作

間的衝突。

2.多舉辦相關活動或研習
幼稚園兩位教師的編制，教師間相互衝

突的案例時有所聞，建議園方未來可多舉辦

相關「人際關係與溝通」相關研習演講、全

園共同活動…等方式，透過經驗分享或觀摩

中，以提昇教師的信心，凝聚園內教師間之

共識，以提高彼此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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