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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室是一個社會化系統，其透過結構，

使得位於其中的師生產生互動，而教學則是

個複雜、持續修正的歷程，姑且不論結構壓

力的來源與大小，也不論教學的複雜程度，

師生雙方都被承認是教室教學中的主角，而

學生學習成就的良窳絕大部分受到教師教學

之有效性的影響，但是教師的哪些特質或能

力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呢？學生本身的哪

些特質或能力會影響到他接收教師傳達給他

的知識的能力呢？簡單的說來，教室內的教

學可以分成教學前、中、後三個部分，在教

學前，教師攜帶著其教育信念與知識；而學

生也攜帶著其認知發展的程度及他的個人特

性，二人在教室中相遇，當教學開始後，教

師與學生皆在其背景的影響下，經由教學決

策、教材、課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產生

互動，並從互動中產生學習，學生從教學互

動中習得他不知道的新知識，教師更能從教

學歷程與師生互動中來修正其教學知識。根

據上述的的看法，筆者將教室內的教學活動

以圖一來加以呈現。

許美華/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圖一 教室內教學活動的主要成份

當然在教學過程中影響師生學習的背景 因素並不止於此，還有其他更細微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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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關切，但是因為教師的知識系統是個

整合、富有變化性、來源多元、無法輕易洞

察的系統，它建構於實際知識、受教經驗、

先前的概念、個人信念、生活史和哲學觀之

基礎上（林進材，民86a；許靜怡，民89），

而這些知識有相當程度的彼此關聯，甚至融

合，無法作清楚的分別，因此，筆者依據

Shulman（1987）對成功教師所擁有之知識

的分析以及這七種知識類型的來源與建構，

深入探討教師知識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以了

解 師 生 之 間 的 知 識 如 何 轉 移

（transformation）。

貳、教師知識的範疇

在談論教師知識的範疇之前，應該先定

義何謂「教師知識」，所謂的「教師知識」指

的是教師在某一教學情境中，為了達到有效

教學，所必須具備的一系列理解、知識、技

能與特質（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也就是說，「教師知識」是指教師

在教學中將過去的經驗與生活背景，在教學

情境與脈絡中相關的人、事、物的影響之

下，所形塑而成的實踐智慧。

討論教師知識的學者相當多，但是最早

且最著名的學者是Lee S. Shulman。

Shulman（1986）將教師知識分為三大類：

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及學科教學知

識。

一、學科內容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或content knowledge）：教師能

深入了解學科中之事實知識與原理，學科中

核心與邊緣概念以及此一學科與其他學科知

識間的關聯性等知識。亦即教師應具備特殊

領域學科之專業知識，及對此知識體系的了

解。

二、一般教學知識（ped a g o g i c a l

knowledge）：一般教學知識係指教學技

巧、原理、策略與技術，包括班級經營、監

控學生的學習、評量學習、直接教學法、合

作學習法等等。

三、學科教學知識（ped a g o g i c a l

content knowledge）：教師能在學科內考慮

教材、教法及學生特性等因素後，用各種不

同的方式，例如類比、例證、例子、解釋及

證明等，將基本的概念和原理與其事實知識

結合，並將此種能被學生理解的知識教給學

生，而且教師通常會根據此種知識來設計教

學歷程與方式，選擇策略、教材與資源（黃

幸美，民89；黃桂妮，民86）。

由上面的說明中可以發現，Shulman認

為學科教學知識是有別於學科知識與教學知

識的一種知識體系，Shulman也強調此種知

識是教師在面對特定單元與特定學生時，其

學科知識的表徵方式與概念改變的教學策略

等內涵之知識。Grossman（1988）更明確

的指出學科教學知識包含四要素：（1）教師

對於任教某特定科目目的的信念；（2）了解

學生在不同學科中某些主題的先備知識；（3）

對用來教導某學科的課程與教材的瞭了解，

包括：水平課程（與各相關科目的聯接）與

垂直課程（了解學生所學過與將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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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4）教師必須熟悉對於教導某些概念

或主題時，最有效的教學與表徵方式，並能

在適當時機運用（段曉林，民84）。

1987年，Shulman更進一步將教師知識

分成七類，除了以上所談及的三類（學科內

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學科教學知識）之

外，還包括下列四類知識。

一 、 課 程 知 識 （ c u r r i c u l u m

knowledge）：對整個教學計劃（program）

之全面及整體架構的知識，包含課程發展的

過程以及課程間橫向與縱向的知識。也就是

說，教師的課程知識包含課程與教材設計的

理解，對於教學內容的選擇與組織所抱持的

信念，同時需考量學生、班級、年級、其它

學科、教學情境與教科書的使用，才能兼顧

水平與垂直的連結。

二 、 關 於 學 習 者 及 其 特 質 的 知 識

（ 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包含學習理論的知識、學

生的學科先備知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身心

狀況（學習能力、認知發展、動機、態度、

學習風格、認知型態等）的各種知識，以及

學生背景（年齡、種族、社經地位、性別等）

的各種知識。而在學習中，教師更應透過課

程的計畫與實施以及對學生的評量，來瞭解

學生的學習、認知方式、思考方式和在學科

上所遭遇的困難，進而改善教學或實施補救

教學。

三、教育脈絡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對與學習有關的各

種情境的了解與認識，包括教室情境、學校

規範、家庭狀況、社區背景、社會需要、教

育政策及文化特質。教師必須經常保持敏銳

的洞察力，理解教學中的各種情境脈絡，因

為這些脈絡層層的環繞著教學，並對教學有

顯著與潛在的影響。

四、教育目標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教師需具備有關教育目

的、價值、哲學與歷史背景的知識（林進

材，民86a）。

從上面的說明中可以發現，教師知識的

類型越來越多，也有越來越細微，但卻影響

教學深遠的知識被發現，例如在「初任教師

的知識基礎」一書中，Reynolods（1989）

指出初任教師的知識可分成：（1）有關任教

學科的知識；（2）有關教學理念的知識；

（3）有關學生與學習的知識；（4）有關教室

組織與經營的知識；（5）有關教學的社會脈

絡、政治脈絡、文化背景等知識；（6）有關

特殊兒童的知識；（7）有關課程的知識；

（8）有關評量的知識；（9）有關各學科特有

的教學知識；（10）有關閱讀及寫作教學的

知識；（11）有關數學教學的知識；（12）

有關人際溝通、協調合作的知識；（13）有

關教師的法定權利與義務的知識；（14）有

關教學的道德與倫理的知識（孫耀永，民

87）。所以，教師知識的多樣性與教學的複雜

性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學者加入新的成分

或觀點到教師知識的研究之中，以求能更了

解教師知識。例如Fennema和Franke（1992）

化合了信念和教師知識的其他成份，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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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定情境知識」，他們認為教師在一特定

情境中，會整合其教育學知識、學科知識、

學習者認知的知識，然後再化合影響此三種

知識的信念，而產生一種開展教室行為的獨

特知識，他們以圖二的方式來說明這些成份

間的關係（黃永和，民85）。

從圖二中可以知道，教師教室內的教學

行為受其信念、學科知識、教育學知識、對

學習者認知發展的知識及對教室情境的特定

知識所影響，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並非一成

不變的（除了上述五個因素的影響之外，還

會受到時、空因素的影響），也不是每個老師

都相同的（也許老師們所具有的信念、學科

知識及教育學知識相同，但是他們面對的教

室情境及學生是不太可能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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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教師知識：情境中的發展

（引自Fennema和Franke, 1992, 162頁）

參、教師知識的來源與建構

在了解教師知識的類型之後，我們必須

來探討教師知識的來源，因為良好的教師知

識能帶給學生良好的學習，而良好的教師知

識則有其特殊的來源，也有賴良好的建構與

應用。

Shulman（1987）首先提出教師知識有

以下四種主要來源。

一 、 學 科 領 域 中 的 學 術 研 究

（scholarship in content discipline）：是指

學生所要學的知識、理解、技能與習性，而

這些研究包括學科領域中累積的文獻和研究

成果，及這些領域中關於知識本質的歷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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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學性學術研究。

二、教育工具與結構（educa t iona l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是指為了達到

教育目標所需的媒介，這些教學資料包括教

科書、學校組織和經費、課程編排、測驗的

材料等。

三、正式的教育學術研究（fo rma l

educational scholarship）：是指對於學校教

育、教學與學習過程中的了解，這類文獻包

括在教學、學習、人類發展和教育的規範、

哲學和倫理基礎領域的實證研究方法及發

現。

四 、 實 務 的 智 慧 （ wisdom of

practice）：是指指導教學實務的準則，也就

是經由實際的班級教學所得到的經驗（劉怡

亭，民89）。

除此之外，Grossman（1988）也提出

影響教師知識的來源有四項。

一、學徒時期的觀察：從研究中可以發

現，教師對於某一特定主題該如何教學的想

法與概念，可以追溯到教師以前的求學經

驗，也就是說，教師常會追隨學生時代的學

習經驗，依據當時所詮釋的觀點，來對自己

的學生進行教學。

二、學科知識：教師的學科專門知識會

影響教師對課程內容的選擇與安排，進而影

響到教師對學科知識的轉化。

三、教育專業課程：像學科領域的專門

課程、學科的理論基礎、學生獲取知識的方

式、學科目前的研究趨勢等課程，都可以促

進教師學科專門知識的發展。

四、實際教學經驗：藉由實際的教學經

驗，教師能驗證其在大學與職前教育課程中

所習得的知識，將之統整、轉化成實務性知

識，而教師也能藉此了解學生學習某一學科

的困難，並從中學得較好的表徵方式與教學

策略（劉怡亭，民89）。

從上面的說明中可以發現，教師知識的

來源相當的多元，有些來自求學時代的經

驗；有些是在教學過程中累積起來的；有些

是從教育情境中獲得的；有些是在師資培育

課程中學來的；有些是經由閱讀或研究所累

積的；有些是觀察與請教其他教師而得的；

有些則是生活中的經驗，而這些知識是如何

組織起來的呢？根據Duffee和Aikenhead

（1992）的看法，教師知識應包括三個主要

層面（林進材，民86a；許靜怡，民89）：

一、教師過去的經驗：包括受教經驗與

生活型態（家庭因素、朋友與信仰）等。

二、教師目前的教學狀況：包括現有法

規、課程內容、教學資源、外界物理環境、

社區組型、行政上的各種考量、學生的主要

特質、同事的影響等因素。

三、教師對教學工作的看法：受到實務

信念、價值觀及原則的影響。

由下面教學知識的來源與其建構的說明

中可以發現，教師知識是個龐大、整合、難

以簡而言之的系統，內含許多不易觀察到的

價值觀、信念與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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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教師知識的全貌（Duffee和Aikenhead, 1992）

肆、教師知識對學生學習之影
響

教師的知識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莫大的

影響，因為如果教師具備豐富的知識，則他

將較能分析其所要教學的概念以及概念間的

關係，也才能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與個別差

異，來使用知識引導學生學習與理解。但是

除非經由教學的觀察與進行，否則教師知識

並無法輕易察覺，也無法傳達給學生，因

此，教師知識需經由教學活動的進行，呈現

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察覺、接收。

但是教學應如何進行，以呈現教師知

識，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呢？根據Shulman

（1987）的分析，教學是一個包括推理與行

動的循環，這個循環包括了理解、轉變（預

備、呈現、選擇、調適與剪裁）、實際教學、

評估、反省、新的理解等六個步驟。

一、理解（comprehension）：進行教

學前，教師需先了解任教科目之內容，包含

教學目的、學科內容、主要概念間的關係以

及此學科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等。

二、轉變（transformation）：教師需先

把教學內容組織成學生能接受的型態，包括

（1）預備（preparation）：教師先澄清教學

目標，分析教學內容，詮釋問題，重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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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教學推理與行動的循環圖

念。（2）呈現（representation）：將重要

概念以各種方式呈現，例如示範、實例、模

擬等。（3）選擇（selection）：教師從可用

的方法或模式中，選擇適當的方法或模式，

並加以運用。（4）調適與剪裁（adaptation

and tailoring）：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教

師調整與修正教學方法或模式。

三、實際教學（instruction）：教師將

各種教學策略轉化成可觀察的活動，包括教

師講解、分組討論、互動溝通、鼓勵批評、

班級經營、指派作業等。

四、評估（evaluation）：教學進行中，

教師就應該隨時檢查學生理解的情形，以作

為修正教學的依據。教學結束後，教師也應

進行評量，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結果，以作為

反省與下一次教學設計的基礎。

五、反省（reflection）：教師批判本身

的教學表現，並與他人交換經驗，以充實自

我的教學經驗。

六、新的理解（new  comprehension）

：進行教學推理（reasoning）活動之後，教

師將對學科內容、教學目標、學生特性、教

學方法等產生新的領悟，並藉此充實教師的

知識（張家芳，民89；許殷宏，民87）。

從圖四中可以看出，此一推理與行動歷

程相當重視教師知識轉變此一環節，並將之

分成四個步驟，而筆者個人認為若教師考慮

周全的話，則教學方法將能相當適合學生的

學習，並不需要調適或剪裁，因此，筆者將

轉變的四個階段稍加改變如圖四。此外，筆

者認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無時不在做評估，

例如教師常能從形成性的評估中獲得資訊，

然後在教學歷程中即時修正，使教學更適合

學生與情境，因此，評估到實際教學應有另

一個回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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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說明中，我們已經知道教師知

識的種類及其潛隱、整合、不易切分的特質

了，也知道教師知識經由教學推理活動的進

行，深深的影響著學生的學習，那麼，教師

知識到底是以何種方式、經由哪些部分來影

響學生的學習呢？筆者認為教師知識經由了

解學生的認知發展與個別差異；課程、教

材、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的選擇與應用；教

師的教學決策；教師的教育信念來影響學生

學習。

知識是認知個體（學習者）主動建構

的，個體並非被動的接受或是被告知，而教

師必須瞭解學生是如何建構其知識與使用他

們瞭解的知識的，如此，教師才能在面對特

定的主題與問題時，知道如何針對學生的不

同興趣與能力，將學科知識加以選擇、組織

與調整，並進行教學。而從認知心理學的觀

點來看，學生成功的學習必須以已有的知識

為基礎，新的知識要成為學生的知識結構一

部分，就必須與既有的知識建立連結，才能

有效地被吸收。當教師了解學生在學習某一

學科知識時已具備之知識、技巧、能力、興

趣以及學生在某些學科領域單元中已具備的

概念或可能有的迷思概念時，才能以教師知

識來增進學生的學習。而教師應考慮的學生

因素有（段曉林，民84）：

（1）在學科領域中，學生對於自己能否

成功之自信心。

（2）學生的學業自我概念（academic

self-concept）。

（3）學生對學科領域的概念是如何隨著

時間而改變的。

（4）學生的認知、情意和外在的身體型

態（Physical styles）。

（5）學生的非口語和社會語言方面的背

景，亦即潛在的社會背景。

（6）在教育方面，家長對學生的期望及

學生從家庭中得到的支持。

（7）學生的個人經驗。

學科信念是指教師對學科領域的知識有

其強烈的個人情意與評鑑（段曉林，民84）。

教師對學科的信念影響其所選擇要教授的內

容、他們如何選擇、以何種方法來教授與如

何評鑑教學的結果，而從課程的意義來看，

廣義的課程包括了課程目標、教科書以及學

生學習的經驗，也就是說，課程包括了教師

教學的內涵與學生學習的內涵（包括有意的

教和學與無意義的教和學），而教師即是課程

設計者及教材的詮釋者，所以教學的內容取

決於教師的知識、選擇與決定。此外，學習

評量也是教學過程中重要的步驟，透過評量

老師可以了解學生的起點能力與行為；亦可

明白學生的學習困難及狀況；更可透過評量

來衡鑑學習結果與成就，因此，教師可以透

過評量的方式與實施，來影響學生的學習內

容，更可據以調整教師下一步的教學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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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為了讓學校教育的課程目標與課程

內容轉化成學生的經驗，教師的教學扮演著

極重要的角色，若教師能在課程實施中，針

對學生個別差異、學習能力、學習興趣而給

予不同的教學方法、選擇適當的教學媒體與

教材、調整教學進度與教學目標、適當且適

時的使用評量，以適應不同的學生，則有助

於學生的學習。

所謂的決策是經過考慮後，根據個人特

性、環境因素及可用資源，在所有可行的變

通方案中，做一個最佳的選擇，以決定行動

的方向（Cooney, 1992）。教學是一種交互

作用的歷程，是一個收集資訊、診斷，並根

據診斷結果做出反應的過程。當教師在教學

時，常需收集各種資訊（例如教材的難易

度、學生的能力、學生的反應等），並據以和

學生互動、選擇教學活動、考慮教學實施的

方式和了解教學實施中可能有的阻礙，進而

進行對學生的學習最有效的教學。而教師教

學決策可分成做決策與執行決策二個連續性

的活動，在做決定的階段中，決策內容的產

生取決於教師欲呈現的主題、學生能力、時

間分配、教材、情境等有關的知識，而其他

關於時間的調整、教室活動的組織、評量的

方式與實施以及混亂行為的控制等問題則需

在執行決策的階段中決定，此時，教師需利

用其專業知能，當機立斷的作出調整、繼續

或停止教學的決定，以符合情境與學生。而

教師在做決策時不只要合理，還必須可行，

這樣才能真正實行並解決學生學習上的問

題。

信念乃個人所持有且信以為真的觀點；

它是一種完全贊同與接納的心理傾向，不管

是否基於某些證據的存在，信念乃個人經由

經驗的建構，對某些人、事、物所作的視之

為真實的陳述，它是對事物或情境的真假、

好壞及行動的可欲與否所做的一種評價與判

斷；不論個人對其信念是否有所覺知及意

識，信念均是人們據以解釋現實世界的依

據，同時也顯示出個人行動的傾向（湯仁

燕，民82）。而所謂教學信念係指教師在教學

中，所秉持和教學過程有關的觀點，這些觀

點可能是教師原本就清楚的，也可能是隱含

的、非系統化的，但皆會影響教師評估、計

畫甚至決定教學的過程（藍雪瑛，民84）。也

就是說，教學信念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對

於歷程中所有的相關因素及變項所持有且信

以為真的觀點；其內涵包括自我概念、課程

發展、教材教法、教學理論、教學方法、教

師教學活動、學生學習活動等方面的信念；

且它會影響教師本身對教學的評估、知覺、

計畫與進行，更會直接的影響學生的學習

（林進材，民86b）。而教學信念是教學行動的

指針，也是教學者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的具體行為表現，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是會

互相影響的，也就是說，教師信念不僅會影

響教學行為，教師信念也會被教學中的師生

互動所影響而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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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教師知識是個混合學科知識、教學

知識、學科教學知識、課程知識、情境知

識、對學習者的知識以及了解教育目標與哲

學理論等的龐大知識體系，再加上教師原有

的教學與學習經驗、教育信念等因素，而形

成一個影響教師教學行為及學生學習的複雜

系統。教師知識不易觀察，也難以區分，只

能從教學的行為表現上略知一二，例如我們

可從課程設計、教材選擇、班級經營、情境

佈置、教學方法的使用、教學目標的設立等

來了解教師的知識系統中包含了哪種知識，

哪種知識比較不足，以及教師知識如何運作

等問題。因此，教師知識不只影響教師的教

學行為，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成果，而

在了解教師知識的類型、來源及其運作，以

及教師行為透過哪些中介因素來影響學生的

學習之後，筆者希望本文能讓教師深入了解

自己教學行為的原由，也能更謹慎與尊重自

己專業能力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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