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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於 2006 年開始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教師自願、學校申

辦方式，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並增進學生學習成果。歷經 10 年運行，於 2016 年轉

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各縣市政府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自發、互助、共好」之精神給予教師專業成長支持，並配合 2020 年修訂之「教

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作業要點」第 6 點：「辦理教師增能並支持教師運用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共同備

課及觀（議）課、學習診斷、有效教學等精進教學策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

機，落實課堂實踐，提升教學品質。」據此辦理精進教學品質計畫，以符合教師

專業成長需求、提升課堂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本文主要針對高雄市近 3 年（2018 學年度至 2021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身

心障礙類）專業成長社群（以下簡稱特教教師社群）辦理情形進行探討，期藉由

檢視歷年運作現況，分析歷程改變與進步，並提出待處理問題及對未來精進之展

望。 

二、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運作現況 

為提升特殊教育教師專業能力，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2016 年公布「高雄市

教育人員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精進計畫」，逐年依實施情形進行檢討及修訂執行內

容。以下就參與對象、社群數、辦理主題、成果發表等運作現況，探討高雄市近

3 年度特教教師社群歷程與改變。 

(一) 參與對象 

2018 學年度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實施以高級中等以下教職員為主要對象，

並以特殊教育教師為優先。至 2020 學年度時，參與對象特別限定特殊教育教師

至少達二分之一以上，以提升特殊教育教師在社群中參與度，並與普通教育的教

專社群有明確的劃分。另在申請條件增設須有「跨校共備」與「普特合作」辦理

方式，鼓勵特教教師走出熟悉領域，以共學共好社群理念，引發教師成長熱情，

增進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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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群數 

2018 學年度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辦理組數為 32 組（25 校）， 2019 年成長

至 40 組（32 校），2020 年擴增至 43 組（36 校）。表 1 顯示高雄市國小階段特教

教師在歷經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一年後，更積極透過同儕共組社群尋求增能，提

升專業知能。 

表 1 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各教育階段辦理組數 

學年度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含特殊學校） 
合計 

2018 5 14 3 10 32 

2019 3 17 5 15 40 

2020 2 29 3 9 43 

資料來源：高雄市教育局 

(三) 辦理主題 

檢視 2018 學年度特教教師社群並未特別設定辦理主題，各校辦理內容多樣

化，由教師主動申請規劃主題，大致歸納多為以學生需求出發，設計特殊需求領

域相關的教材開發為主。2019 學年度起設定「公開授課模組」、「素養導向的教

學與評量」、「部定課程之課程調整」、「特殊需求課程」、「教材研發」及「其他」，

共 6 大類申請主題。從表 2 可見，明確設定社群主題後，據以落實十二年國教課

綱實施。 

表 2 2019 學年度至 2020 學年度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辦理主題組數 

學年度 
公開 

授課 

素養 

導向 

部定課程

調整 

特殊需求

課程 

教材 

研發 
其他 合計 

2019 1 3 4 14 10 8 40 

2020 3 2 6 18 11 3 43 

資料來源：高雄市教育局 

(四) 成果發表 

2018 學年度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成果發表暨觀摩研討會，各社群進行

10-15 分鐘發表，採申請學校相互觀摩。2019 學年度分為學前、國小、國中、高

中職 4 組，分別進行發表並開放給全市教師觀摩，每組亦邀請教授進行指導，提

供社群後續經營建議。丁一顧（2011）研究發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集體效能

感有顯著正相關。因此，期盼教師對於執行過程，透過困境顯現，分享突破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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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要素，並請教授提供經驗與建議，使教師吸取經驗及增強自信心。 

三、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特色與限制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不斷檢討及修整專業社群發展模式，希望建構出具體的高

雄市特教教師社群推展方向。然在具有特色的展現外仍有其限制，以下為作者就

高雄市所執行內容分析其特色與限制，藉此反思與檢視，以精進執行方式。 

(一) 特色 

1. 提供較高額度經費補助，豐沛其辦理內容 

特教社群每組補助經費最低為 15,000 元，相較於普通教育社群補助經費最

低 6,000 元高出許多。藉由提供充裕經費，讓特教教師在辦理社群時可以有更多

變化並具創意的辦理方式，以鼓勵特教教師踴躍申請，產出更多元更豐富之主題

內容。 

2. 社群經營目標明確，齊力推動課程與教學 

透過社群主題設定，緊扣十二年國教實施內容，避免流為興趣導向之教師社

團，使社群經營能從學生學習需求及教師教學所面臨問題出發，以協助現場教師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3. 鼓勵普特及跨校合作，激盪創意想像 

為提升特教教師專業，以社群成員人數需達 4 至 6 人以上、特教教師至少需

佔二分之一、社群成員中含普通教師或他校教師作為補助申請條件，來鼓勵特教

教師在校內找普通教育教師揪團共組社群，形成校內普特共同學習型組織，亦可

向外跨校尋找有共同目標教師合作，運用集體智慧，激盪不同想法。 

4. 扶植社群辦理，藉以開發多元課程及符合所需 

由教育局提供申請計畫範本，讓各社群召集人依據實際需求及關注議題，規

劃社群辦理內容及進行方式，除可減少召集人撰寫申請計畫的焦慮感，也增加申

請意願，並透過從現場出發的問題導向模式，聚焦共同目標，將專業成長能實際

運用於教學工作上。 

5. 建立知識分享機制，提升社群價值與向心力 

各社群成果會放置於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共享，亦辦理實體成果發表暨觀

摩會，邀請專長教授指導講評，藉由知識自由流動與共同使用，打破教師躲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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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的壁壘，發揮社群成果價值，對高雄市整體特教教師產生正效應，並得以穩

固向心力。 

(二) 限制 

1. 各教育階段參與度不一，受限特教教師排課因素 

國小教師因週三下午不排課為進修時間，所以容易有共同辦理社群活動時

間。而其他教育階段教師若要辦理社群，於週間尋找共同空堂時間實屬不易，且

利用週末假日辦理，更容易受限家庭因素影響而缺乏動機。故在不同級教育階段

申請組數略顯失衡狀態。 

2. 教師辦理社群主題比例不均，缺乏實證成果 

2019 學年度起透過設定社群申請主題，引導特教教師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

實施，但透過數據發現，社群申請主題辦理難易度不均，如「素養導向的教學與

評量」、「部定課程之課程調整」較少教師提出申請。此外，特教教師普遍仍喜好

以製作教材及設計特殊需求課程為辦理目的，且成果呈獻也多以教材呈現，對教

師個人及團隊的教學影響、如何連結到學生學習表現、學習評量的展現，仍缺乏

實證之成果。 

四、 建議與未來展望 

特教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可以提供特教教師專業交流的機會，也鼓勵特教

教師進行教育議題的討論，最終提升特教教師自身的專業知能，也希望特教教師

能將社群經營成果落實於課堂實踐，促進學生學習成長與改變。綜合以上探討，

對於現階段高雄市特教教師社群辦理面臨之限制提出以下建議，並對於未來高雄

市特教教師社群辦理精進，有更多的期許與展望： 

(一)建議 

1. 調配各教育階段申請組數，並增加申請誘因 

建議應依各級學校比例，調配申請組數名額，並鼓勵及加強對各級學校宣導

及主動邀約。另也可考慮減輕社群成員在校內行政及教學方負擔，除給予經費補

助作為鼓勵外，亦可提供社群成員辦理社群給予公假或假日辦理給予補休等誘

因，增加教師申請社群辦理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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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差異化補助，並綁定公開授課 

社群主題方向仍可再依需求調整，並可針對不同申請主題給予差異化補助，

以區別辦理難易度。或也可以由特殊教育輔導員來辦理特定主題社群，以擴展社

群辦理的多元性。此外，也應在實施計畫中，要求各社群辦理內容應綁定公開授

課，透過社群成員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實證該社群成果，落實教學實踐。 

(二)未來展望 

1. 建立召集人培育制度及傳承機制，形塑共學共進氛圍 

為提供社群帶領技巧及經驗分享，可透過規劃社群召集人培育制度及內部成

員的傳承機制，有助於提升召集人經營效能及學校教師社群可長期運作。另可將

社群辦理歷程，包含計畫申請、行政流程、經費核銷等寶貴經驗傳承，降低教師

於社群經營時因不諳行政工作所造成的困擾。因此，培育制度及傳承機制勢在必

行，並可透過不斷修正及反思，提供更優質的學習內涵，促進教師成長，型塑共

學與共進之積極氛圍。 

2. 跨縣市交流，擴大經驗分享平台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出發點就是希望教師能透過共同探究與分享交流來達

到自我專業能力的提升。特教教師在校內往往因人數較少，而容易被忽略其需

求。除了持續推動普特合作及跨校合作，幫助特教教師來聚攏校內普通教師及聯

結校外特教教師，未來也可辦理與外縣市的社群進行交流分享，幫助特教教師拓

展人脈網路與視野，促進知識共享的互動。 

黃建翔、吳清山（2013）歸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務困境為領導分享不足、

缺乏合作夥伴關係、欠缺專業知能整合、共同願景目標不清楚等，此研究可做為

社群實施之借鏡。為鼓勵教師建構與經營專業社群，除要建置教師學習共同體支

持系統外，對於社群的共識形成與願景更需確認，以達成提升學生的教學品質為

目標，更能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助、共好」

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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