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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之困境與解決 
宋宜庭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 前言 

為建立溫暖舒適家長也安心的學習環境，2011年《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

適當的幼兒人數師生比例（1：15），幼兒園班級應配置兩位教師（本文概稱雙導

師），運用自身專業的本領與身教、言教、境教等教學模式，與搭班夥伴相互扶持、

共同合作經營好一個班級，因此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極為重要。然而，來自不同

專業學經歷、教育程度、背景、年齡與個性的兩個人要共同經營班級與合作教學，

在實際合作教學過程中並非容易，在教育現場總聽聞幼教雙導師在合作教學中相

處模式不協調，所面臨衝突問題：如雙方認知的不同、工作職務分配不均、溝通

困難、教學和理念不一致等問題，該如何重視並尋找解決之道，為本文探究之旨。 

二、 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的困境問題 

在現今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中，這種模式能夠提供更全面的支援，為幼兒提

供了更豐富的學習經歷，然而，也可能為雙導師帶來複雜性的一大挑戰。 

(一) 合作教學雙導師認知與工作職務分配不均的困境 

學齡前的幼兒，年齡、身心靈等發展尚未成熟，需要教師更多的照顧與關注，

然而幼兒園教師不單只是照顧與保育工作，還需處理以下種種多項繁重的工作任

務，以筆者工作為例，例如:主題課程與學習區規劃、幼兒生活一日作息的照顧、

班級經營管理、親師溝通、文書檔案與學生期初、期末學習檔案與評量、校內外

及例行性活動。除此之外，幼兒園內教保服務人員幾乎都身兼行政職，例如：財

務組、教保組等，但對於班級內的班務大多會互相合作，合力完成，但互相合作

的過程中，容易產生做的多，做的少的情況或職責不明確（廖惠卿，2018）。兩

位教師在共同合作教學中，因工作職責不明確，導致任務重疊、遺漏，工作負擔

增加，使配班工作量大增。有時行政工作量過重時，不得不把整個班級交給搭班

夥伴，因此對於搭班夥伴而言，產生了相當多的困擾（楊淑惠，2020）。使得教

師雙方其中一方無法完成工作上的運作，進而影響幼兒的教育品質與班校務的正

常運作，雙方的衝突就此出現，也就面臨困境。 

(二) 合作教學雙導師溝通困難的困境 

在幼兒園雙導師合作教學中，教學品質一直都是眾人注目的焦點，但是園中

的人際關係卻常被忽略，其實這才是真正嚴重影響教學的重要關鍵（蔡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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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雙導師之間的良好溝通是維護人際關係的基石，而溝通困難可能成為一個

主要的困境，這種困境的出現通常源於雙導師每個人的溝通方式與模式都有所不

同，例如：一位教師可能喜歡直接坦率地與對方交流，另一位教師可能較喜歡委

婉和圓滑方式或者幽默、愉快而非嚴謹溝通方式交流。也因這種差異可能漸漸導

致雙導師之間的誤會和溝通障礙就此出現，例如：一位教師可能認為另一位教師

的回應過於含糊，而另一位教師可能感到受到了不必要的嚴格對待。這樣的誤解

可能積壓，最終損害了雙導師之間的合作和信任。如果教師之間的溝通渠道不清

晰或不順暢，就可能導致溝通困難。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日程時間與安排進行有效

溝通，沒有明確的溝通方式，都可能影響教師之間的交流，如果沒有充份合作，

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噱頭而已（沈映瑾，2020）。儘管雙導師合作教學具有優勢儘

管雙導師合作教學具有優勢，包括不同視角的豐富性和更好的學習支持，教師若

沒有良善的人際互動與溝通也是無法順利達成好的雙導師合作教學。 

(三) 合作教學雙導師教學風格與理念不一致的困境 

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中，每位教師的專業背景、年齡、個性、性格、教育程

度、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有所差異，教學理念與風格就有所不同。例如：傳統式

教學與探索式教學、主題教學與蒙式教學、理論導向與實踐導向、強調自主性與

強調紀律性、教師為中心與學生為中心。在教學現場無論在教學、保育、班級經

營、班務行政等，都為共同責任（王韻茹、吳佳樺，2017）。一但教師在幼兒個

別差異與幼兒行為觀察與評估問題處理情況，意見看法差異不一致，兩個人要合

作教學共同班級經營完成工作項目，可能會帶來一系列挑戰和困境，若兩位導師

教學一致性不足也會讓幼兒學習感到困惑，需要適應不同導師的課程模式與不同

的教學方法和期望，學習混淆問題也就隨之而來，產生困境與衝突。 

三、 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困境之解決 

雙導師合作教學該如何讓兩位配班老師能達到共好的合作教學關係，讓兩個

不同人格特質的教師共同合作，達到良好的教學品質正向共識與協調態度，當衝

突不斷發生時該如何繼續落實合作教學？怎麼解決幼教人的困境問題。 

(一) 雙導師合作教學與職務劃分應明確  

在雙導師合作教學中，教師應增強對合作教學的認識，要明確設定角色定位，

並確定共同的目標確保一致性，避免造成重疊與誤解。主管在分配班級前應先觀

察與明確了解每位導師的職責、權限和工作分配，考慮教育程度、人格特質、教

學經驗、教學模式、合班時間、教學理念與目標是否一致性等因素給予配班。並

鼓勵教師相互學習、分享經驗，不定期舉辦專業研習或研討會有助於提高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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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教學技巧，促進優質的共同合作教學。當解決衝突時，應建立有效的機制，

如：協商小組或中立的第三方進行調解，確保公正和透明，定期評估合作效果和

問題，持續評估和改進，也可通過幼生反饋、內部評估或夥伴相互評估來改進，

有助於提高合作教學的效率和質量。總而言之，雙導師合作教學需要明確目標、

與角色定位、建立良好的職務劃分機制、持續評估和改進，才可確保合作教學順

利進行與運作，提升教師優質的教學經驗與幼兒學習品質。 

(二) 合作教學雙導師與夥伴要加強溝通 

雙導師合作教學中，良好的溝通和協調機制至關重要，教師應建立良好的人

際溝通，定期與班級夥伴討論教學進度、幼兒人格發展，幼兒行為觀察、分享心

得，互相支持和協調。與夥伴溝通時給予基本禮貌和恰當的語言表達例如：請、

謝謝、對不起也是重要的，給予尊重與開放的溝通環境，對於夥伴的意見和反饋

要持開放態度，並予以尊重和重視。當出現問題或衝突時，應及時處理並尋找共

識方案解決，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靜和專業，以建設性的話語來解決問題，避免給

他人帶來困擾與擔憂，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的成功與否取決和夥伴之間是否有良

好良善的溝通技巧。這些技巧與策略可促進相互間信息的流通、理解和包容，克

服與夥伴間的溝通困境便能提升更好的教學品質，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 

(三) 雙導師應尊重與接納彼此的夥伴 

在幼教雙導師合作教學中，確實存在教師來至不同專業成長經歷、背景、年

齡、個性、性格以及幼兒教學法模式習慣的差異。例如:教師擅長主題教學另一位

教師是蒙特梭利或華德福的兩個人要合作教學，共同經營班級是困難的考驗。需

要時間磨合與包容接納對方的，教師若態度秉持開放，可排除舊有觀念，接受新

觀念和創新教學方法，並友善地與夥伴分享教學經驗、協助分享資源，互相合作

與支持、促進專業成長、尊重教學多樣性與差異性、理解並尊重及接納彼此的教

學風格和理念差異，坦誠地討論教學差異和觀點、把彼此教學差異視為共同學習

和成長的機會，從中獲得新觀點和啟發，共同解決問題實現教學目標，從彼此的

專業知能與經驗中獲益。總之雙導師合作教學應尊重夥伴、接納和共享、建立互

信關係，創造友善的環境，便能共同克服困難，為幼兒提供更好的教學服務，實

現共同經營班級的合作教學精神。 

四、 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學前階段幼兒的教育需要兩位班級教師的合作，然而，實際的教學現場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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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合作教學問題，為了提升合作教學的效果和質量，教師需要透過溝通、協

調和互助來解決，應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和個性特點，提供支持和協助，透過幼教

雙導師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尊重彼此的專業意見，克服各種困難，過程中多重視

幼教雙導師所面臨的問題關注和改善，使幼兒在體驗中獲得最大的受益。 

(二) 建議 

綜合上述，提出下列建議： 

1. 尊重教師合作教學目標與期望 

主管應與幼兒園雙導師共同討論並明確制定合作目標，確定合作內容和時間

範圍、聆聽、傾聽導師們的意見和合作意願，處事態度公平公正，妥善處理和回

應給予合作教師互信與尊重，避免單方面命令來執行合作，尊重教師間合作意願

與需求，不定期召開會議、座談會、教學觀摩，讓教師表達他們的需求，賦予教

師適時的專業自主權。 

2. 人力短缺資源提供 

主管應對合作教學態度與教學計畫要有認同與支持，關注教師的工作負荷，

適時調整教師的工作時間和任務分配給予教師全面支持，人員排休或人手不足的

情況下也要主動協助參與，給予協助，人力缺乏要實施合作教學也是困難的，在

資源職責權、薪資差異分配要公正明確、公開透明化減少教師間的衝突發生。 

3. 建立合作教學平台 

鼓勵和支持教師之間合作與共享，主管（園長或教學組長）可以建立合作平

台提或資源共享分，提供分組或小組教學時間，例如教學資源分享的網絡平台，

可以運用與轉換彈性與適應性，方式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4. 增進教師在職進修與訓練 

提供教職員在職進修與閱讀合作教學與人際溝通相關文獻及課程納入研習

18 小時時數內，多鼓勵、安排教師參與合作教學相關培育課程進修機會，聘請專

家講授合作相關課程、見習績優學校聆參觀與交流，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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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方面的建議 

1. 教師要有自我覺察與提升專業訓練知能 

教師應接受專業教育課程訓練提升教學品質，了解教學方法、課室管理和技

巧，透過溝通、共同決策，輪流付出。接受專業教育訓練，發揮專長，提供學生

更好學習體驗，提升教學品質發揮專長，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體驗。 

2. 教師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教師態度、人際溝通也是合作教學成功因素，應具備與他人相處的良好人格

特質，增加教師互動溝通機會、促進同事間關係，具合作、尊重、開放態度，互

相觀摩學習雙方優點缺點謹慎批評，維持較佳的課程品質。 

3. 教師要有共同目標與任務分工 

教師互補角色皆重要，建議分工任務，發揮專長，協調角色責任，每位教師

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並有效合作統整、提升課程品質，提供多元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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