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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創建與推動歷程省思 
潘怡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在教學中，教師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其教學質量將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

情形，在現今教育改革、科技更迭週期加速、知識爆炸的大環境下，教師應持續

精進以確保教師專業「不過時」，目前我國對於師資增能的作法，除了鼓勵教師

參加增能研習外，也建議教師們可依不同需求組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甫於去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中，

「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被拉出至新建的「科技領域」，並明示各校確實的

「照表操課」、落實科技領域課程。此規定乃因在九年一貫的課綱中，生活科技

與自然劃分在同一領域，然而不少學校秉持以升學為導向的經營方針，導致非考

科的生活科技課被考科的自然課「吃掉」，也衍伸出生活科技教師不足、自然領

域教師卻超額的問題。 

筆者所任職之學校，在 107 學年度通過「國教署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補助

案之子計畫一」的審查，於同年 11 月獲得計畫經費補助、成立自造教育及科技

中心（以下簡稱科技中心），並由筆者擔任組長一職。科技中心的主要任務為：

藉由師資培訓、學生營隊以及相關競賽的辦理，落實 108 課綱中科技領域課程、

增加學生科技素養。 

據筆者的實務觀察，儘管近年政府計畫積極補助、大量的師資培訓課程持續

辦理、教室設備及機具也逐漸完善，但上述教學資源要落實到學生身上，以當時

校內的師資結構來說，必然需要其他協助，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建，或許為

改善教學困境的可行辦法，因此校內在 108 學年度成立「卓越（化名）國中生活

科技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會議討論、師資培訓辦理、課程地圖規劃、政

府機關資源運用、校內行政支持以及他科教師跨科協助生活科技課程實施等方

法，來實踐社群願景、提升校園生活科技課程品質。 

筆者於社群中扮演著推動者與參與者的角色、實際經歷社群籌組與運作的完

整歷程，故希望藉由本文敘說校內 108 學年度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立與

運作的架構以及運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作法，並提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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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一) 社群推動歷程架構 

本校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動歷程（如圖 1），可依時間序分為「組

建前」之規劃與「學期初」、「學期中~學期末」的執行。 

 
圖 1 卓越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架構示意圖 

(二) 社群運作的想法與作法 

與校內生活科技教師討論後，考量到新課綱上路在即，校內生活科技專長教

師（共 3 名，其中 2 名為行政職）無法供應 59 節配課需求的情況，我們決定以

「班班皆有生活科技課」為社群願景，邀請「曾經有生活科技配課經驗」與「無

授課經驗但有興趣瞭解課程」的教師加入社群，一起透過共備、共學，為校內生

活科技課程努力。 

本社群自 108 學年度成立時共有 10 名成員，包含生活科技專長教師 3 名、

協助配課之非專授課教師 7 位（理化老師 4 位、生物老師 2 位以及特教老師 1
位），除實體社群外亦組建線上 Line 社群－「卓越國中生活科技科」以供教材與

教學成果共享、公佈資訊、協助排除即時問題等。 

成功的社群運作因素為：成員彼此的心聲是否被看見，故筆者一一瞭解每位

社群成員與行政端（教務處）的主要顧慮後，針對各項問題逐項討論，並將最終

選擇的作法整理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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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卓越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想法與作法 

三、社群運作之省思 

108 學年度在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功運作下，社群順利達成「班

班皆有生活科技課」的願景，且社群內部成員間互動良好，外部與教務處配合緊

密且融洽，社群非專成員皆表示，加入該社群使其在這一年內感受到很大的成

長、對於該課程授課更有信心，且會想要主動學習更多的內容，有一名成員甚至

報名了 109 的生活科技二專長班。筆者滋以個人於社群運作過程的觀察，提出以

下幾點反思： 

(一) 社群召集人的任務與特質 

社群召集人需確立社群目標、整合所面臨的問題、熟悉可取得的資源並因應

所處環境規劃可行的作法，最後依照規劃確實執行；社群召集人亦是社群運作時

搭在行政與社群成員間的重要橋樑以及社群成員間凝聚的共識的因子；最重要的

是，社群召集人要有「願意主動承擔工作」的責任感與熱忱。在本校的案例中，

由於本校擁有科技中心的資源，且筆者承職務之便，較有機會瞭解他校的作法與

掌握校內外可運用的資源，也因職務內容包含推廣科技領域課程故願意自主發起

與經營社群，如面臨計畫中止或是職務輪替，則社群能否找到下一位具有前述特

質的召集人，將是社群能否延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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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氛圍與行政的配合 

配課的決定權與責任歸屬在於教務處教學組，如社群老師有意願配課卻沒有

被配到課，又或者有老師不願意授課卻被配到課，皆無法成就社群願景；此外，

校園氛圍亦是很重要的因素，本校鼓勵孩子多元均衡發展，故在行政上多是給予

肯定與支持，然目前仍有少數學校以升學至上，對於非考科處處打壓，更遑論配

合需求辦理配課了。 

(三) 社群對於學生學習情形的影響 

在社群成立之前，師資不足導致學生的生活科技學習水平不均，有的班級從

七到九年級皆有上過生活科技課，有的班級不同年段卻在學習相同的課程，有的

班級則是到畢業皆無踏入生活科技教室；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立後，透過統一

的課程脈絡，以及非專教師共備與行政同仁的協助與參與，在 108 學年度達成了

全校 59 個班級中各年段的學習內容均一的目標，實踐科技教育系統化，而這只

是第一步，如何持續精進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社群在未來最重要的任務。 

(四) 教室分配、設備的管理與維護 

校內 3 間生活科技教室由 10 位生活科技教師共同使用，校內班級數共 59
班，每間教室的使用率平均約為七成，建議社群成員在學期初的會議可共同擬訂

教室的使用規範，包含教室借用、教室清掃、耗材採購以及機器設備的維護等，

以免造成彼此的困擾、產生衝突。 

四、結語 

在課程改革初期，部分學校遇到生活科技師資不足的過渡期，為了給予學生

健全的學習環境，除政府各項計劃的推行與補助，還需要老師不斷自主精進，本

校在組建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歷程中發現，社群能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改善學生學習情形還能打造教師共學文化，本文藉由提供作法與省思，盼能提供

有意願或者考慮組建生活科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育夥伴參考依據。 


	(一) 社群推動歷程架構
	(二) 社群運作的想法與作法
	(一) 社群召集人的任務與特質
	(二) 校園氛圍與行政的配合
	(三) 社群對於學生學習情形的影響
	(四) 教室分配、設備的管理與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