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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組成社群的⽅式提升教師專業，持續獲得政府和學界的⿎勵和⽀持。然⽽社群成立和專業成⻑實非必然關係，關

鍵仍在於有效的規劃和運作。研究者是閱讀理解教學的種⼦教師，為推動閱讀理解教學，曾組成跨校社群，規劃分層次

的社群組織，採實踐社群的理念，研擬設計教案、共同討論、實施教學、以及再討論等運作歷程，探討其對社群成員教

師閱讀教學專業的影響。運作結果獲得參與教師的肯定，有助其專業成⻑。值此12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動之際，教師被賦

予更多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任務，專業成⻑的需求⽇增，有效的社群運作顯得更為重要。本文提出的社群運作組織、

課程規劃，以及以教學實踐為核⼼的歷程，具有實作的參考性，值得社群帶領者參考。

關鍵詞：實踐社群、閱讀理解教學、教師專業成⻑

壹、前⾔

　　專業要不斷的追求成⻑，才能維持其專業的地位。Guskey（2002）曾經指出：「雖然教師們被要求參與專業成⻑，

以通過認證或符合聘約，然⽽許多研究指出，教師們之所以致⼒於成⻑，主要是因為他們想變成更好的老師。」事實

上，教育界對於教師應追求專業成⻑的看法並沒有爭議。只是對於「如何追求專業成⻑？」「如何提升教師的專業知

能？」在⽅法上仍顯得意⾒分歧。

　　近來採「社群」形式運作的教師專業成⻑⽅式，得到許多研究⽀持，並獲得主管教育⾏政機關的⼤⼒推廣。然⽽，

社群成立了，不代表專業就能獲得成⻑，仍需要推動者依據成⻑⽬標的需求，做妥適的規劃和帶領。以閱讀理解教學為

例，臺灣受2006年PIRLS評比結果的警醒後，在政府、學界與現場專家教師的努⼒下，有關閱讀理解教學的學習理論、教

學策略、教法實務等逐漸形成架構，知識體系愈趨龐⼤。倘若教師社群只是以閱讀教學為主題，邀集夥伴聚會對話，在

⽋缺妥善規劃運作之下，效果必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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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是教育部閱讀理解教學種⼦教師，為推動閱讀理解教學，研究者曾與新北市教育局及⼀群跨校的國⼩教師進

⾏合作計畫，採社群成⻑⽅式提升教師閱讀理解教學知能，合作的結果獲得參與教師的肯定與迴響。本文以此社群規劃

運作為例，說明實踐取向的社群規劃，對教師教學專業成⻑的幫助，提供有意透過社群推動教師專業成⻑的教育夥伴參

考。

貳、實踐取向的教師社群運作規劃

　　本社群的⽬標明確，即期望教師參與閱讀理解教學社群後，能透過設計教案、共同討論、實施教學及再討論等教學

實踐歷程，獲得閱讀教學的專業成⻑。有關社群規劃的理論基礎、組織分⼯、運作歷程等，分別說明如後。

⼀、參酌Wenger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理念

　　在社群的相關研究中，Wenger（1998）的「實踐社群」主張，受到相當的關注。他主張社群的參與者透過實作學

習，就好像是操作活⽣⽣的課程。這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有異

曲同⼯之妙。

　　Wenger所認為的實踐社群，「是由分享對某事物的關注或熱情的⼈所組成的團體，並藉由定期的互動學習，學習將

該事物做得更好。」「實踐社群」概念的提出，強調學習須發⽣在實務的環境中，學習是⼀種社會互動，和社會文化情

境密不可分（王為國，2007；蔡進雄，2003；Wenger, 2006）。也就是在實務的、社會互動的情境下，社群成員間能

促進所謂有意義的交換（ten Dam & Blom, 2006），進⽽在共同合作中建構學習。總結來說，Wenger的實踐社群強調

由「關注共同實務的⼈」組成，提供「實務操作的環境」，輔以「定期的互動」，則能在共同合作下促進互相學習，對

專業成⻑的效果將更為提升。

　　參酌Wenger實踐社群的理念，研究者組成跨校社群，其運作的基本想法為：教師是教育實務⼯作者，對欲實施閱讀

理解教學的國⼩教師⽽⾔，其教學⽇常最實際的需求是「如何進⾏教學設計」。研究者規劃同校教師為同⼀⼩組，提供

就近合作對話的機會，同時在跨校社群聚會前後均提供⼩組任務，使其持續有定期的互動，亦可彌補因社群會議期程間

距較⻑，⽽可能弱化成⻑動機的時間缺⼝。此外，在社群會議中，藉由各⼩組分享其會前合作互動的成果的差異，以促

進社群會議中的互相辯證和對話協商。

⼆、基於實務的社群運作組織

　　本社群研究計畫參與者共9⼈，包括研究⼈員3⼈，社群成員教師6⼈，採「⾃願參與」的⽅式。這6位教師分屬於4個

⼩學，擔任四年級的教學⼯作。3位研究⼈員中，有2⼈作為帶領⼈，帶領⼈的立場主要是規劃會議與⽀持引導的⾓⾊；1

⼈擔任專家顧問，協助帶領⼈並扮演觀察者⾓⾊。社群的專業成⻑，以研究團隊提出的「連結策略」和「摘要策略」為

內容，藉由社群運作及成員合作，以培養成員教師閱讀理解教學設計的能⼒為⽬標。茲將社群成員教師資料整理如表1：

表1

社群成員教師相關資料⼀覽表

成員教師

服務學校

（化名）

使⽤版本

冊次

曾有閱讀策

略教學經驗*
負責教案課次及策略

A老師 兩個和尚-連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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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國⼩

康軒版國語

第8冊

預測策略

連結策略

摘要策略

綜合策略

請到我的家鄉來-摘要策略

B老師

C老師

理解國⼩

平溪放天燈-連結策略

我讀伽利略傳-摘要策略
D老師

E老師 策略國⼩ ⾛進蒙古包-連結策略

照亮地球的發明家-摘要策略
F老師 教學國⼩

註：*成員教師在先前研究中曾接受本欄之策略培訓，並使⽤策略進⾏教學，但教師們並未參與教案設計。

　　本社群規劃為三層次架構，6名社群成員教師兩兩⼀組以同校為原則（僅成員E、F同組不同校），形成3個⼩組；3位

研究⼈員組成帶領⼈⼩組；每⽉⼀次的社群聚會，則由全體⼈員共同出席，進⾏討論，社群組織架構規劃如圖1.。

圖1.社群運作的組織架構

　　茲將此架構「由下⽽上」分層的任務或功能說明如下：

（⼀）成員教師

　　6位參與社群的教師是社群的基本成員，其任務為：

 1.在每次⼩組或社群對話中參與討論，分享經驗和想法；

 2.參與⼩組教學活動設計並進⾏試教（含錄影）；

 3.在社群會議討論之後將⾃⼰的收穫和⼼得，撰寫成個⼈省思。

（⼆）成員⼩組

　　本⽅案規劃由同校的兩位教師組成「成員⼩組」，任務為在進⾏教學活動設計、試教、錄影時互相討論協助，冀望

發揮⼩組合作與夥伴⽀持的效果（因社群成員組成之現實因素，雖有⼀組成員彼此不同校，仍期望可以透過各種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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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合作）。

（三）帶領⼈⼩組

　　⾯對⻑期的社群經營⼯作，「帶領⼈」同樣需要⼩組合作與夥伴⽀持，因此規劃由兩位研究⼈員組成帶領⼈⼩組。

帶領⼈⼩組的功能和任務則包括：

 1.規劃帶領：規劃整體社群運作議程，並於社群會議時扮演帶領⼈⾓⾊，掌握議題進⾏。

 2.提供⽀持：在各⼩組遇到困難時，⼩組成員以電話或電⼦郵件的⽅式與帶領⼈聯繫，帶領⼈儘速提供協助。

 3.管控品質：帶領⼈⼩組也負責在每⽉社群會議之前召開研究⼩組⼯作會議，依社群運作實際情形，彈性修訂下次社群

會議討論⼤綱，並初步審閱各組教學設計，以確保各組於每⽉社群會議的發表品質。另於每次社群會議之後，與扮演觀

察者⾓⾊的專家顧問進⾏社群運作的檢討對話。

（四）社群會議

　　每⽉⼀次的社群會議，是成員聚集分享、溝通、對話及討論的交流平臺。

三、強調實踐的社群運作歷程

由兩位教師組成的成員⼩組，每組分別設計⼀課連結和摘要策略教案（各策略負責教案之課次，如表1.）。單⼀閱讀策略

之運作歷程包含5個階段：

（⼀）第⼀次會議前，各組將教案初稿（⼀版）先⾏寄給兩位帶領⼈；

（⼆）第⼀次會議時，各組報告教案初稿的設計理念並參與討論；

（三）第⼀次會議後，各組依據討論結果修正教案（⼆版），修正後寄給其他成員，各成員均依教案進⾏試教並錄影；

（四）第⼆次會議前，將攝影資料寄給帶領⼈；

（五）第⼆次會議時，各組報告試教情形（影片輔助）並共同討論修正建議，會後各組依據會議討論結果修正成教案完

稿（三版）。

前述歷程整理如圖2.：

圖2.單⼀閱讀策略之運作歷程

　　依據前述社群運作歷程，實際進⾏連結與摘要兩閱讀策略的成⻑，本社群共規劃5次會議，會議主要議程，包含⾓⾊

任務、主要活動與資料蒐集彙整如表2：

表2

社群會議議程、⼯作、活動及資料蒐集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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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成員⼯作 帶領⼈⼯作 主要活動 資料蒐集

會議前

各組設計⼀篇教

案，會議前⼀週寄

給兩位帶領⼈

於第⼀次會議前閱

讀並準備
-連結策略教學設計 教案⼀版

2⽉

第⼀次會議

各組報告教案設計

理念並參與討論

引導討論

講述⽰範策略要點

-連結策略分享經驗

討論對話

會議紀錄

觀察紀錄

會議後

1.各組依據會議討

論結果修正教案後

寄給其他成員作為

試教依據

2.各成員填寫教學

設計省思紀錄表寄

給帶領⼈

3.各成員收到⼆版

教案後進⾏試教並

錄影

1.協助修正教案

2.閱讀成員之教學

設計省思紀錄表

3.觀看試教錄影光

碟

-連結策略分享

省思

實施教學

 

1.教案⼆版

2.成員撰寫教學設

計省思紀錄表

3.試教錄影光碟

3⽉

第⼆次會議

各組報告試教情形

（影片輔助）並參

與討論

引導討論

-連結策略分享經驗

討論對話

會議紀錄

觀察紀錄

會議後

1.各組依據會議討

論結果再次修正教

案後寄給成員

2.各成員填寫教學

後省思紀錄表寄給

帶領⼈

1.協助修正教案

2.閱讀成員之教學

後省思紀錄表

-連結策略分享、省

思

 

1.教案三版

2.成員撰寫教學後

省思紀錄表

4⽉

第三次會議

會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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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摘要策略」，任務⼯作及歷程同前。

5⽉

第四次會議

會議後

6⽉

第五次會議

總省思（學⽣表

現、個⼈成⻑、成

員互動、社群運作

等）

引導討論

總結對話

省思

分享

討論

會議紀錄

觀察紀錄

會議後 總省思紀錄表

參、結果與討論

⼀、透過實作教案的活動，成員教師在教學時除了知道如何教學之外，更知道為何要如此教學。

　　本社群成員教師，在參與社群之前，曾有實施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經驗。然此次參與社群，各⼩組除需⾃⾏設計教

案，並被要求在第⼀次社群會議時要說明教案的設計理念和想法。在該次會議中，多數夥伴並無法明確說明⾃⼰的設計

理念和依據，⽽只是形式上的套⽤策略活動。⽽這樣的結果，在連結策略之後的帶領⼈會議中，帶領⼈們也有相同的觀

察：「放天燈的寫法還是過去的教法，三組老師都有同樣問題，雖然是在套模子，但不大清楚他們在寫什麼?要將小孩帶

到哪裡？」（觀察紀錄0225），但是經過多次的教學活動設計和社群會議的討論之後，教師們有了不⼀樣的收穫，在教

學上除了知道如何教學之外，更知道為何要如此教學。B師和E師在總省思紀錄表中有相似的回饋：

以前對於文本與教學設計的脈絡並不清楚，只知道要如何教，卻不知道為何如此設計。而自己設計過的教學，在進行教

學時，更能掌握教學目標，也對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遇到或提出的問題，能做更適當的應對並及時調整。（總省思B

師）

原來，看教案是知其然，自己設計教學才能知其所以然。（總省思E師）

⼆、成員教師參與實踐社群的歷程雖有壓⼒，但看⾒學⽣的進步，深化教師投入教學改變的信⼼。

　　從前述討論可以發現，社群在規劃階段的⽤⼼，確實在後續的運作上發揮效果，然⽽從教師們的回饋中可以發現，

參與這樣以實踐為主，且需要分享教學設計和試教經驗的社群，對現場教師⽽⾔，在時間和⼼理調適上是相當具有挑戰

性的。在總省思紀錄表中，多位教師提及這些困難：

在參加社群的過程中，時間的安排及工作步驟的調整，更是一門功課。……課室觀察的準備，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的書

寫，難免會對其他該處理的事務，造成排擠效應。（總省思C師）

參與閱讀社群之後，不僅要學習不同的策略教學，同時一方面還要教學生使用新的學習理解方式，對自己來說的確是種

考驗，也是無形的壓力，因為老師的職業病就是「求好心切」。（總省思D師）

　　在這樣的挑戰下，⽀撐教師們持續參與的重要⼒量之⼀，是來⾃教學現場的回饋—也就是看⾒學⽣的改變。教師們

在會議中多次提及他們的發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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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師：「學生在告狀時，也會講出人、時、地、重要事件。上社會課時，也可以讓學生找到關鍵句。社會課也會

用到連結。」（會議紀錄0603）

　　在總省思紀錄中，B師記錄他對學⽣表現的發現，以及對⾃⼰未來教學的影響。

將習得的策略運用於教學之中的過程，我觀察到在進行預測及摘要策略時，有許多平常不常舉手的孩子，課堂參與度提

高了，而在進行連結策略時，發現孩子不同的生活背景及閱讀經驗，影響了連結的成果。讓我體認到閱讀的重要，以後

要更積極幫助學生建立主動閱讀的習慣。（總省思B師）

　　教師的閱讀教學設計和實作，使學⽣們在策略運⽤、課堂參與度等⽅⾯的表現進步，⽽這些反饋，⼜促使教師願意

做更多的教學改變。在此教學的實踐歷程中，「教」與「學」之間，產⽣了良性的循環，促進雙⽅的成⻑。

三、社群運作架構形成⽀持系統，提供提攜協助、問題解決、辯證協商、觀念改變等多元服務，幫助成員教師專業成

⻑，跳脫⾃⾝既有框架。

　　研究者參酌理論，在考量教學實際需求、聚焦教學設計實作的前提下所規劃的社群組織架構，成為社群成員在⼼理

和實務上的「⽀持系統」，讓教師們有信⼼持續專業成⻑。這在社群實際運作後得到了正向的回饋。A師在總省思紀錄表

中寫到：

遇到這一群對教學熱情的教授與老師們，感覺教學的路上並不孤單，有人提攜與幫忙，對教學方面的成長是事半功倍。

……其他有關閱讀理解專業上的問題，都有社群的老師們一同協助解決。（總省思A師）

　　D老師在總省思中也提到：

我必須再次稱讚整個閱讀團隊的努力及無微不至的支援，不管是研討會的討論或平時的聯繫都非常貼心，如果有疑問立

刻獲得解答或建議。（總省思D師）

　　本社群規劃教師們分享⼩組的成果，呈現各組結果的差異，促進社群會議中的互相辯證和對話協商。底下D師的回饋

顯⽰其實際感受到多元的背景及思考可以激盪出很多的「火花」。

每位老師因著他們的背景不同，專長興趣不同，看到問題的面向或提出思考的方向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此多元的背景及

多元的思考激盪出很多的火花，每次研討會結束總是承載滿滿的愛和希望回去。對於教學又再次地充滿了各種想像和想

法！」（總省思D師)

　　社群⽀持系統對教師專業的影響，除了讓成員教師對⾃⼰的教學專業更具信⼼，在閱讀理解教學觀念的層⾯，也造

成⼀些改變。例如成員教師F的回饋：

從一開始的聽講課程，模擬演練，教育現場實作，一邊拼命吸收閱讀小組成員所給予的「教戰手冊」以及夥伴們腦力激

盪的創意結晶，一邊再融合自己內在已有的經驗，來整合面對孩子閱讀的教學策略。到現在，和同伴討論帶來的靈感和

巧思，更能將手邊的教科書，變得生動了，過去往往將科書居於主導，現在自己能跳脫框架，從更客觀與巨觀的角度去

規劃我心目中理想的教學。（總省思F師）

　　若將教師在參與社群運作之前的教學想法，當作教師⾃⾝既有的框架，顯然透過社群的對話互動和鷹架⽀持，教師

們的教學認知和專業能⼒已經突破框架，獲得成⻑。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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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12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動，現場教師被賦予更多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任務，教師唯有持續追求專業成⻑才能因

應。⾯對新的任務和挑戰，教師與其單打獨鬥，建議主動尋求夥伴籌組或加入教師專業社群，藉由在社群互動過程中的

投入和參與，可以在和夥伴共同合作和共同建構中產⽣學習，促進專業的成⻑。若能夠看⾒⾃⼰專業成⻑在學⽣⾝上產

⽣的效果，更能在教與學之間產⽣良性的循環。

　　本文提出的社群運作組織架構和課程規劃歷程，以及以教學實踐為核⼼的歷程，具有實作的參考性，值得社群帶領

規劃者參考。然⽽，本社群基於形成之背景，社群之組成屬⾃願參與之跨校社群，與⼀般以校內教師組成之社群背景條

件有所差異；加以研究者與參與教師具備先前研究案之合作基礎，對研究者具⼀定信任和安全感，此前提有利於參與者

對社群運作要求之配合，建議未來社群帶領規劃者參酌時，應納入考量。

（本文係局部節錄並修改⾃《黃冠達、張純、幸曼玲（2015）。國⼩教師參與閱讀理解教學實踐社群與其專業成⻑之研

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1（1），57-8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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