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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照學校學生人數規模所分配到的教師員額，在小型學校不足以讓每一科目

聘到專長教師，是現代教育系統所面臨的共同困境。這種「貧越貧」惡性循環所

造成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長期受到大家重視，也誘發一些政策希望避免差距持

續擴大，例如《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就是試圖解決部分偏鄉教育問題。

然而面對教育革新政策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努力突破困境的偏鄉學校無

異是雪上加霜。國內推動「2030 雙語國家政策」，在中小學實施雙語教學，就是

一鮮明例子。原本就是跨域教學的教師，現在必須再進一步用雙語教學，對其專

業發展更是一大挑戰。因此，面對此一難題，有何策略可以協助偏遠地區國中跨

域教學教師有效進行雙語教學的準備，避免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加劇，乃是重中之

重的任務。然而目前在研究或是實務上，針對跨域教學如何進行雙語教學的論述

付之闕如，本文只能借鏡跨域教學的樣態，勾勒其推動雙語教學的問題與策略，

為進一步的研究和實踐提供參考。 

Teaching Out Of Field（TOOF）、Out Of Field teaching（OOF）和 Teaching 

Across Specialisations（TAS）這些詞彙，大家逐漸耳熟能詳，因為越來越多的教

師在扮演這些角色，這也儼然成為一種國際現象而且已經達到令人擔憂的程度

（Wyatt & Hobbs，2024）。隨著 2014 年第一屆 TAS（跨專業教學)研討會的舉辦，

到今年（2024）已經是第 11 屆了，2024 年的主題是：「Disjunctur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eaching out-of-field」（非專長教學中的分歧與機會），探討「迄今為止，關於非

專長教學的研究，既呈現了非專長教學的問題、分歧和挑戰，也展示了非專長教

學教師在學習時得到支持和能力提升，他們和學生可能獲得的機會。研究非專長

教學挑戰的解決方式是一項重要工作，而如何將研究洞察傳達給政府、學科協會、

專業發展機構和教師教育者，仍然是一個學術界的參與和影響難題。」值此國內

中小學如火如荼推動雙語教學之際，如何協助偏遠地區跨域教學教師因應挑戰，

不被雙語教學潮流所吞噬，乃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以下就其面臨的三大問題

和可行的解決策略，加以說明。 

                                                

1 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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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域教學教師面臨的三大問題 

有證照教師進行非登記科目教學，一般稱為非專長教學，但是其並非全無相

關知識。因此，對於有證照教師於任職學校進行非登記科目教學，本研究認為以

跨域教學教師稱之較為妥當。Grossman（1990）對 Shulman（1987）的七個教師

知識類別進行修正後，發展出教師知識的主要內涵包括：學科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和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兩者整合為學科

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另外還有脈絡知識（knowledge of 

context）。就現職老師來說，其已具有「一般教學知識」，只是需要了解「學科知

識」再轉化成「學科教學知識」。再者，在同一學校場域任教，其對於工作場所

各種性質的「脈絡知識」應該不陌生，只是在「學科教學知識」方面較不熟悉，

因此本研究主張稱其為跨域教學教師較為合適。在現代教育體系中，隨著課程內

容的多樣化和學校資源的限制，許多教師被要求教授他們非專長領域的課程。

Jacob（2020）指出，「學科教學知識」為課堂中的重要學習影響因素，具備較充

實「學科教學知識」的教師，其學生在學業成就上表現較佳，並且能提升教師教

學實踐效果。因此教授非專長領域的課程對於教師來說，不僅是教學能力的挑戰，

更是專業成長的重要機會。 

(一) 對學科知識的取得與擴展 

對跨域教學教師而言，最常見的學科知識取得管道不外乎校內外領域研習、

工作坊、或是第二專長進修，然如前所述，需要跨域支援教學的學校，大都是位

處偏遠的小型學校，在交通條件的限制下，其獲取學科知識所需的時間和經濟成

本都相當高，尤其在代課安排上有一定之困難。所幸在資訊通訊科技的支援下，

線上數位的同步或非同步研習，還有眾多的知識庫，都提供跨域教學教師更多元

的學科知識來源。影響所及，對於學科知識的關注，逐漸從取得到擴展，尤其是

採用何種方式不僅可取得知識，更能加以擴展知識，乃值得探討。 

個人認知結構和社會文化建構，是知識取得的兩大途徑，在教育學和心理學

領域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Akinlolu, Omotayo, Obas & Ekundayo, 2023）。認知主

義認為學習是一種內在的心理過程，涉及知識的獲取、處理和存儲。根據認知主

義，學習者作為個體在大腦中形成知識結構，這些結構影響其理解和應用新信息

的方式。主要理論包括：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Jean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和信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等。而社會文化

理論強調社會互動和文化背景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該理論認為學習是一種社

會過程，個體在社會互動中通過觀察、模仿和參與學習。主要理論包括：維高斯

基的社會文化理論（Lev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和情境學習理論（Situated 

Learning Theory）等。這兩種途徑的理論基礎表明，學習既是個人內在的認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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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是在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社會過程。理解這兩種途徑對於設計有效的專業成

長模式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提供思考如何讓跨域教學教師取得知識並加以擴展。

簡言之。在個人認知結構取得學科知識，並在社會文化脈絡擴展之。 

(二) 對教學方法和策略的採用 

教學方法和策略是影響教學質量和學生學習效果的關鍵因素。Shulman

（1987）提出了教學法知識的重要性，強調教師需要掌握有效的教學策略，以便

能夠有效地傳遞知識。當教師被要求講授新的學科時，除了需要獲得該學科的內

容知識，還需要適應和掌握新的教學方法和策略，這對於成功地教學至關重要。

除了一般性的教學知識，不同學科有其獨特相匹配的教學方法，使得學科知識能

更有效的被傳授。尤其大多數老師，雖然容易改變其教學內容，但卻難改變教學

方式。如何有效示範跨域學科的教學方法，乃是重要課題。參加實際教學觀摩的

專業發展活動，是教師學習和適應新教學方法的首要途徑。Kennedy（2023）一

樣強調，專業發展活動的有效性在於其能夠提供實踐機會，使教師能夠將所學的

教學方法應用到實際教學中。 

現今，數位平台線上資源乃是教師適應新教學方法的重要途徑。Chen（2022）

指出，數位學習資源的廣泛使用，使得教師能夠隨時隨地學習和更新教學方法。

尤其對偏遠地區而言，有效利用線上數位平台，提供跨域學科的教學示範，是值

得思考的途徑。如前所述，知識取得可藉由個人認知，及社會群體共同建構。因

此，專業學習社群為教師提供了一個交流和學習的園地。Carmical（2024）指出，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PLCs）有助於教師之間的協

作和互助，促進教學策略的共享和創新。通過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可以與同

行交流經驗，分享教學資源，並從其他教師的反饋中受益。 

(三) 對講授新科目的自信心建立 

跨域授課教師在面對新學科的教學挑戰時，常常會經歷一個自信心逐步建立

的過程。這一過程涉及知識的學習、教學技能的磨練以及對自身能力的重新認識。

自信心的建立對於教師的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效果有著深遠的影響。Shulman

（1987）指出，教師的內容知識是其教學效能的基礎。當跨域教師開始教授新科

目時，他們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學習相關的學科知識。這個過程可能涉及自學、參

加專業發展活動和尋求同行的支持。當教師逐漸熟悉學科內容並能夠自如地應對

學生的問題時，他們的自信心也會隨之提升。除了內容知識，教學技能也是影響

教師自信心的重要因素。Sekhar（2024）指出，教師在掌握新的教學技能和策略

後，往往會感到更有信心。例如，跨域教師在教授雙語課程時，可能需要學習如

何有效地整合語言教學和學科內容。隨著教學技能的提升，教師能夠更靈活地應

對課堂中的各種情況，從而增加教學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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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實踐是教師專業成長和自信心建立的重要途徑。Thielges（2023）提

出，通過反思性實踐，教師可以識別其教學中的優勢和不足，並進行相應的調整。

跨域教學教師可以通過觀察自己的教學影片、自我評估和同儕反饋來進行反思。

這不僅幫助他們提高教學質量，也讓他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進步，進而建

立自信心。此外支持系統對於跨域教師的自信心建立有著重要影響。Cushway

（2024）指出，學校管理層和同事的支持可以顯著提升教師的自信心和工作滿意

度。跨域教師在教授新科目時，可能會面臨各種挑戰，這時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和

同事的鼓勵至關重要。例如，學校可以提供專業發展機會、減少教學負擔，以及

提供心理支持等。跨域教學教師在教授新科目時，經歷一個自信心逐步建立的過

程是正常且必要的。這個過程涉及知識更新、教學技能發展、反思性實踐以及支

持系統的影響。自信心的建立不僅有助於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也對學生的學習

效果有著積極的影響。因此，對於跨域教學教師的專業發展，應進一步探討如何

優化教師專業發展系統，以促進教師自信心的建立和教學效能的提升。 

三、偏遠地區跨域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的策略 

跨域教學教師面臨前段所述的三大問題，顧及跨域教學教師大多在偏遠地

區，因為交通不便，參加實體研習進修不易，如何透過線上數位平台配合教師專

業發展需要，設計好的方案，是首先考量。其次，跨域教學教師都有一定的專業

素養，如何激發其主動學習與持續進修的動機和機會，也是需要考量的重點。檢

視目前各縣市實施現況，實體的研習培訓還是教師專業發展主要型態。在一般地

區，這些專業發展策略是多種方式的選擇之一；但在資源有限的偏遠地區，這三

者往往是唯一且不可或缺的方式。以下就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運用線上共備

的平台，結合課啟教師的示範陪伴的整合架構，探討相關文獻論述偏遠地區跨域

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的可用策略。 

(一) 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 

學習者中心的理念源於建構主義教育哲學，其核心思想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中應該是積極的參與者和創造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這一理念強調學習者的

個人經歷、興趣和需求，並鼓勵他們在學習中發揮自主性。根據 Ahmed 和 Dakhiel

（2019）的研究，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方法能夠顯著提高學習者的動機和學習效果，

這是因為學習者在這種環境中能夠更好地理解學習內容並將其應用於實際情境

中。此外，Limbach 和 Waugh（2014）指出，學習者中心的環境能夠促進學習者

的批判性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這一點在當今迅速變化的社會和工作環境中尤為

重要，因為它幫助其發展應對複雜挑戰的能力。Ji-Hye、Kang、Kuusinen 和 Park

（2017）強調，學習者中心的策略還能促進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和互助，這對於培

養團隊合作精神和社交技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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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共備平台的運用 

線上教學的興起大大擴展了教育的範疇和可能性。Canaran（2023）的研究表

明，線上教學不僅僅是傳統教學的延伸，更是一種全新的教育模式。它打破了時

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學習者能夠隨時隨地訪問學習資源。此外，線上教學平台提

供的數據分析工具使得教學者可以追蹤學習者的學習進度和行為，從而提供更有

精準性的教學支持。Bond、Svenja、Marín 和 Händel（2021）進一步指出，線上

教學還有助於促進全球範圍內的教育交流和合作。通過線上平台，不同地區的學

習者和教學者可以輕鬆地進行互動和知識分享，這有助於形成一個更為多元化和

包容的學習社群。此外，線上教學還能夠為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習者提供定制化的

學習支持，使他們能夠在一個包容的環境中學習和成長。 

(三) 課啟教師的示範和陪伴 

課啟（coach）教師在教育中的角色已經從傳統的指導者轉變為促進者和協

作者。Cauwelier 和 Boak（2024）強調，課啟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學習者設立

實現目標的具體步驟，並提供持續的反饋和支持。這種角色的轉變意味著課啟教

師不僅需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還需要具備出色的溝通技巧和情感智能，以便

更適當地理解和回應學習者的需求。Rindlisbacher（2020）指出，課啟教師的有

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能否建立一種信任和尊重的關係。這種關係使學習者感

到安全和支持，從而更願意分享自己的困難和挑戰。此外，課啟教師還需要具備

適應性，以應對不同學習者的個性化需求，並能夠靈活調整教學策略和方法。 

(四) 學習者中心、線上共備平台、與課啟教師的整合運用 

學習者中心、線上共備平台、與課啟教師之間的協同作用，形成了一個偏遠

地區跨域教學教師強有力的專業發展系統。這一系統使學習者能夠在一個靈活且

支持性的環境中進行學習，並獲得個性化的指導和支持。學習者中心的理念強調

學習者的主動性和個性化需求，線上教學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和靈活的學習途

徑，而課啟教師則通過專業的指導和支持，幫助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此外，這

一模式還鼓勵學習者進行終身學習，從而保持持續的專業成長和個人成就。未來

的研究趨勢，可以進一步探討如何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學科背景下優化這一模

式。同時，也可考慮如何利用最新的技術發展，如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分析，進一

步提升學習者中心、線上共備平台和課啟教師的整合效果，以應對多樣化和不斷

變化的學習需求，並有效解決跨域教學教師的專業需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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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偏鄉地區教育面臨的多重挑戰，主要有教師員額分配不足、跨域教學與專業

不足、及政策影響和支持不足等問題，因此在教師專業發展需求方面，需要擬定

精準的策略和方案。針對偏遠地區國中跨域教學教師推行雙語教學的挑戰，本文

強調現行政策的不足及應對策略的重要性。首先，現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使

偏遠地區學校在跨域雙語教學上面臨更大困難。教師不僅要在非專業領域授課，

還需應對推行雙語教學的政策，這加劇了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儘管《偏遠地

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試圖解決部分偏鄉教育問題，但政策在實施上未能充分解

決跨域教學教師在雙語教學上的專業需求與支持問題。因此，應針對跨域教學教

師的特殊需求，制定具體的支持政策。首先，應大力推動數位化學習平台的運用，

讓偏遠地區的教師能夠隨時隨地進行進修，減少交通限制帶來的影響。同時，結

合學習者中心的理念，為教師提供個性化的專業發展計畫，以激發教師的自主學

習動機，並確保其能夠獲得持續支持。此外，課啟教師（coach）制度的推行，能

夠為跨域教學教師提供示範與陪伴，有效提升其教學信心與專業能力。在未來政

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教育部門需考慮如何將資訊通訊技術與教育資源相結

合，並通過精準化的支持系統，幫助跨域教學教師有效進行雙語教學，避免教育

機會不均等的進一步擴大。這不僅關係到教育公平，也影響著國家未來人才的培

養質量。政策的成功不僅取決於其內容，更取決於對於基層教育需求的精準回應

及持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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