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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政府極力提倡教師專業發展，然而隨着全球環境不斷改變和疫情的

影響，不僅造成學校課程變動的速度加快，教師也因應環境和學校變革需求的改

變，教師的專業成長更是刻不容緩，不僅各級學校早己規劃與實施教師教學專業

學習社群，亦是加速學校整體創新與發展的重要需求之一，教師專業發展是不斷

持續的工作，因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展望格外備受重視。 

自 2017 年來，教育部規劃推動「大學校院教師教學研究支持系統方案」，藉

由教學實踐研究導向的補助計畫，透過內部審閱與輔導的機制來推動教師專業成

長社群的發展，其目的在增能累積教師教學之成果。換句話說，課程實踐亦即教

師專業發展，社群是透過內部的個別需求而提出建置課程實踐的鷹架，以推進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發展（洪詠善，2019）。換句話說，為強化大學教師教學

之專業能力，多數科技大學教發中心每學期彙整全校創新教學的成果並表揚全校

傑出與優良教學成效的教師，其中，鼓勵優良教師在社群中經驗分享，帶動校內

跨領域與跨系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長，科技大學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在自

發、互動、共好的情境下，聚焦於教師專業成長真正發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效

能，不僅能加強實作問題解決的速度，更重要的，就是能協助學生，尋求解決問

題的實證方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成效，彼此在社群中分享經驗並

在教學現場中實踐，以促進其他教師落實課程實踐的目標。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與優點 

實務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包含三個重點：領域、社群和實務，藉由持續的互動

與分享，在該領域範疇的知識與專業中，社群逐漸能夠培養凝聚力與歸屬感 
（Wenger, 2006）。再者，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簡稱 PLC）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因有共同的信念、方向或目標，為致力於

促進學生提升學習成效（教育部，2009）。換句話說，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基礎

奠定在互信、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營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凝聚力。 

教育部自 2014 年以核心素養作為發展課程的主軸，不僅要求學校提供更多

元化的學習課程，加強教師持續強化其專業發展，以提升學生學習的能力，其中，

鼓勵老師發展並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採取共同探究交流並分享教學實務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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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成為教師專業進修與教學領導的時代趨勢（黃心瑜，

2020）。然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敗關鍵不僅反映在學生學習的能力高低，

亦是認可教師教學的成效關鍵之一，因此，學生如能獲得正向的學習成效，教師

在教學上熱情的投入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Hord and Hirsh, 2008）。 

推展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優點甚多，本文歸納以下三點：首先，科技

大學師資的搖籃不僅有產學背景深厚的技術型導師，更有學有專精的學術型研究

人才，連結各校本身的科技研發的特色與強項，教師彼此間組成專業學習社群成

為科技大學師資的亮點。其次，社群發展不僅能跨院系更可跨校組成，有助於教

師培養多元觀點，例如：大學在地社會責任，就是將各學校的各項資源結合並能

貢獻社區發展（蔡進雄，2017）。最後，科技大學教師依照所需的社群目標並傳

承實務經驗分享，在社群中培養自發性討論的精神，更有效促進教師個人實現在

專業上精進的發展。缺乏以上任何一個條件，都無法體現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優點，為落實營造校園中「教與學」共好的環境發揮其最大的效能，結合

科技大學師資的亮點、培養教師多元觀點的經驗交流，最後俾能實現教師個人在

專業上的持續發展。 

三、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問題 

針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之運作，筆者多年來親自擔任社群召集人與參與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四點有關當前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所面臨的問題： 

(一) 開會時間壓縮太緊，易流失社員導致成效不彰 

由於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多半自願參加而非必要條件，然而科大教師

遇到升等的壓力或是想得到評鑑的加分，多半選擇加入校內社群，除此之外，學

校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很多，教師因研究和教學的壓力，多半被動參與，難

以有效促進彼此進行教學改變與專業成長。過往的經驗社群固定每月 1-2 次週間

中午舉行，教師參與度有限，週間出席率不高原因很多，部分教師常會遇到與學

校會議撞期、指導競賽學生、學生需要臨時輔導、照顧或是其他臨時會議撞期，

無法穩定出席或造成流失等問題，且周末假日更是不易。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提出的課程實踐如缺乏目標，易流於形式 

教師專業發展透過社群內部的需求的方向和目標所提出課程實踐的鷹架，可

強化大學教師教學之專業能力，透過專業的對話不僅能迅速了解問題的癥結，並

能設法找出解決的方法，然而，社群如缺乏目標導向或是沒有真正落實社群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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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響其運作與發展，所以維持暢通的專業對話管道，持續以目標導向來經營

社群，對於缺少目標導向的社群，易流於形式而非專業發展的組織。 

(三) 教學實務專業能力需要不斷更新，科技大學社群實作偏少 

科技大學教師在校時間經常分身乏術，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同事分享自身的專

業知識與實務應用，科技大學以實作為導向的教學內容，應該更注重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協助並培養學生實務能力，然而，教師社群的產出乃是構成師生教學相長

的基石，目前多數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教學實作實踐取向之教師專業社群非常

有限。 

(四) 部分科技大學校內社群補助經費有限，影響實體的創作或是產出的效益 

就實務層面，目前科技大學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要有實作專業能力的資深

教師來帶領新進教師以「實務」導向組成的專業社群，其中最重要的是經費有限，

大多數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經費僅有的膳費，實際運作時，無法延伸社

群內部的實際做法，影響參與社群的意願。另一方面，社群召集人更因缺乏經費

而沒有助理的協助，擴散效益有限，召集人除了要定期召開社群聚會，到了期末

更要獨自一人完成期末社群成果報告，包含社群成員滿意度調查、社群活動集錦

與教師參與社群的心得等，影響實際社群產出的成果，間接缺乏成為下一屆召集

人的意願。 

四、教師社群發揮運作的建議 

為解決前述問題期望發揮社群運作的功能，本文提出以下四點相對應的建

議： 

(一) 社群聚會時間更具彈性 

如果週間中午社群教師討論時間不充足，可安排課後或是週末時段，亦可在

第一次聚會時間徵詢社群老師的意見，採取雙向溝通的管道以便其他教師可參與

討論，也可提高首次社群的出席率。每學期通常一個月舉行 1-2 次的聚會，除此

之外，盡可能邀請社群成員中午時間非正式的討論與經驗交流，也可能找到在教

學上遇到的瓶頸，並且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目標明確並能落實 

社群需有共同的目標才能合作與共好，並且能夠永續發展，最重要的，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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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導向來持續經營社群，除了鼓勵社員彼此交流，滿足自我增能的目標，成為

彼此的支柱，更期待教師間經由對話的方式，漸進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教學法，社

群目標如能共同一致，協助教師採取分組合作，培養社群不但分工明確，經由互

助而產生對社群的歸屬感，才能提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三) 鼓勵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教學實作導向，俾能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

學生的競爭力 

依科技大學的屬性，找到各校科研及課程的特色，鼓勵各校跨域多元組成社

群，因課程面向多元而組成的專業社群更具挑戰性，例如：人工智慧、物聯網、

智慧機器人、智慧商務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各校應多獎勵實作導向的專業學習

社群並補助充裕的社群經費。再者，針對積極參加區域性、全國性、或是國際性

競賽的師生團隊，各校在教師評鑑制度與師生競賽獎勵制度上應給予獲勝的隊伍

及師生當眾表揚，並且給予獎勵與獎金以資鼓勵其優異的表現，其次，鼓勵獲獎

的學生就讀該校研究所，視其個人的貢獻，可減免研究所學雜費或是提供部分的

獎學金。最後，為了增強校與校間教師社群彼此的擴散效益，更可藉由社群模式

共構教學實踐，教師彼此支持的網路研究，透過跨域多元專業小組分工合作、溝

通，建構以合作學習的方式交流。 

(四) 社群的推動與實踐需有充足的經費 

目前大多學校的行政系統實質負責執行的成員，大多屬教卓計畫的約聘助

理，由於部分成員為短期聘用或是專業不足，以至於大多學校之活動規劃趨向零

碎的團體研習，缺乏組織性連續性的培訓課程及認證（游家政，2015）。更嚴重

的是，多數科技大學社群補助經費僅有社員的膳費（每人每次 80 元），社群的推

動與實踐需要更充裕的經費補助，例如：材料及用品費、國內差旅費、影印和裝

訂費等，協助社群教師因教學的性質、教學方法與策略的不同，需要研發更具有

創新的產能，抑或補助製作教具的經費，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研究能量，藉由

社群的互助合作以提高最大的效能。 

五、結語 

以教學實踐取向之教師專業學習成長社群是自發性參與的群體，也是國際推

動高等教育教學專業發展的趨勢之一，重視教師專業社群自我的增能並務求提升

教學的品質，進而協助學生提高學習的成效。鼓勵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不僅強

化教師的專業與合作，更能啟發學生增進全球化的視野和未來的競爭力，科技大

學教師專業社群發展已漸趨成效，為達整體高教教學品質與學生競爭力的提升，

應將教學專業發展列為個人職涯發展的任務之一，藉由社群共同探究和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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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關注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如能解決當下的問題並能落實以下的四點建

議：(1)社群討論時間更具彈性；(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目標明確並能妥善落實；

(3)鼓勵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教學實作導向，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

競爭力；(4)社群的推動與實踐需要充足的經費。科大教師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持續精進自身的教學品質，在自發、互動、共好的情境下持續學習，以落實整

體高教教學品質與提升學生競爭力的最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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