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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張德銳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係「由

一群具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的

教師所組成之學習與成長的團隊，透

過教師之間省思對話、探索學習、協

同合作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來精進教

學專業素養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與品質」（張德銳、王淑珍，2010，頁

64）。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種教師

同儕協作與分享的學習方式，目的在增

進教師專業素養與學生學習品質。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係目前我國中

小學相當盛行的一種教師專業成長模

式，素為諸多國內教育學者所倡導，

亦為教育行政機關在「精進教學計

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以及「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學品質要點」等諸多方案中，

所力推的教育發展措施。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植基於「社會

建構主義」、「合作學習理論」、「情境

學習理論」，強調「共享價值」、「協同

合作」、「分享實務」、「省思對話」、以

及「關注學習」等特徵，如能順利運

作的話，當能發揮滿足教師情感需

求、增進教師團隊合作、鼓勵教師分

享教學領導權、提升教師知能、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優質學校文化等

諸多功能（張德銳、王淑珍，2010）。 

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施困境亦甚

多，諸如教育行政機關經費支持不

足、要求過多成果報告；學校具科層

體制的組織結構、校長及行政人員採

權威式領導；以及中小學仍有孤立封

閉的教師文化、教師缺乏教師領導和

人際關係與溝通方面的訓練…等等

（張德銳、王淑珍，2010）。此外，由

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召集人不但要

能有效領導社群成員進行專業成長活

動，又要做為教師和行政的溝通橋

樑，甚至要負責撰寫成果報告，以致

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的意願並不高

（吳俊憲、蔡淑芬、吳錦惠，2015）。 

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意涵 

   「教學輔導教師」（mentor teacher）係

指能提供教師在教學上有系統、有計畫的

協助、支持、輔導之教師而言（張德銳，

2016）。受支持、協助的教師可以是學校

初任教師、新進教師、自願成長的教師或

教學有困難的教師。這些教師往往被稱為

「被照顧教師」（proteges）或「夥伴教師」，

以示受教學輔導教師照顧以及和教學輔

導教師攜手共同成長的夥伴關係。 

國內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已有 16
年的歷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1999 年

便著手規劃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並於2001
學年度開始進行辦理工作；教育部則在

2008年開始鼓勵參與計畫的學校，推薦資

深優良教師接受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張

德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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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中小學經核定設置教學輔

導教師之學校，其教學輔導教師儲訓

人選最少要有五年以上的教學年資，

經儲訓約二週，並經實習認證合格後

頒予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再由學校依

規定聘兼之。實習認證期間，實習教

師可列為儲訓中教學輔導教師的受輔

對象（教育部，2010）。認證後，教學

輔導教師的主要職責則為：（1）協助

服務對象了解與適應班級（群）、學

校、社區及教職之環境；（2）觀察服

務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3）
與服務對象共同反省教學，協助服務

對象建立教學檔案；（4）在其他教學

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助，例如分

享教學資源與材料、協助設計課程、

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親師

溝通、協助進行學習評量等。（丁一

顧、張德銳，2009） 

教學輔導教師的輔導方式，除了

對夥伴教師進行個別輔導的服務外，

亦強調團體輔導的服務方式，亦即透

過同儕輔導、專業學習社群的互動方

式，與教師同儕工作在一起，形成夥

夥伴關係，透過共同閱讀與討論、示

範教學，特別是有系統的教室觀察與

回饋等方式，來彼此學習新的教學模

式或者改進既有的教學策略，進而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這一點在張德銳、

高紅瑛（2011）所主編的《攜手同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故事集》，曾呈現

教學輔導教師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 14 個案例。 

 

 

三、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促進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建議 

筆者在協助教育行政機關和各級學

校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時，力主採行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長模式，除了係要協

助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國內的發展

並協助達成教師專業學習的應有功能之

外，也期望能藉由這一種同儕協作與分享

模式的融入，不但能豐富化教學輔導方

式，而且能提供國內教學輔導教師在接受

教師領導以及人際關係與溝通的培訓之

後，能有更多的舞台和機制，充分發揮其

薪火相傳、助人專業的尊榮感與自我實

現。也就是說，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和專業

學習社群的有機結合，當可發揮一加一大

於二的綜效，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作法，茲

為二者的有效結合，提供六點建議如下：  

1. 謹慎遴選教學輔導教師的儲訓人

選。教學輔導教師的儲訓人選應符

合教師領導者的三個規準：（1）是

能幹的（competent），（2）是可信

賴的（credible），（3）是平易近人

的（approachable）（Katzenmeyer & 
Moller, 2009）。惟有遴選出有意願

又有能力服務教師同儕的老師，將

來他才會有意願和有能力擔任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的角色，也

才能為專業學習社群的順利運作

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2. 安排教學輔導教師除對夥伴教師

實施個別輔導之外，亦可結合其他

教學輔導配對，實施「一對多、多

對一、多對多」的團隊式教學輔

導，例如臺北市文昌國小三位教學

輔導教師在培訓回校後，便結合四

位接受服務的夥伴教師，成立「香

蕉（相交之諧音）俱樂部」，便是

一例（高紅瑛，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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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倡議具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才能

擔任學年主任或學習領域召集

人。長期以來，我國中小學的學年

主任和學習領域召集人往往係由

老師輪流擔任或者由新進教師擔

任的，由於教師領導者並未具領導

的能力和威望，以致學年會議和學

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常流於形式，成

效相當有限。改革之道，也許可以

倡議學年主任或學習領域召集人

需具有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這樣

才能發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功

效，例如臺北市成功高中教學輔導

教師黃羨惠，在擔任國文科召集人

時，成功地辦理名聞遐邇「濟城文

藝營」便是一例（簡賢昌，2011）。 

4. 鼓勵教學輔導教師依其專長自發地

成立各種不同類型的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例如臺北市建國中學徐建國老

師在教學輔導教師受訓結束後，便與

新進的夥伴老師成立公民科教學輔

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團隊，從人文社會

資優班甄選試卷的命題與口試開

始，逐漸引起其他公民老師的參與興

趣，開始一連串公民科專業學習社群

成長活動的開展（羅佩如，2011）。 

5. 充分支持教學輔導教師在專業學習

社群上的努力。學校行政人員除了應

具有教師領導的觀念和素養之外，應

充分支持教學輔導教師所做的奉獻

和努力，例如落實教學輔導教師減授

鐘點之規定，讓教學輔導教師有時間

從事社群領導工作；提供教學輔導專

用空間以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的進行。除了時間和空間資源之外，

人力、財力、物力資源也是教學輔導

教師遂行專業學習社群任務所不可

欠缺的協助。此外，教育行政機關如

何充分提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需

的經費而又不要求過多的書面成果

報告，也是社群順利運作成功的一大

助力。 

6. 鼓勵教學輔導教師進行社群成果

分享。當教學輔導教師在推動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時，行政人員除提供

必要的協助和支持外，亦要在各種

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肯定、慶祝

教師們的學習成就和表現。此外，

除了鼓勵教師們將學習成果向校

內教師們分享之外，亦可鼓勵教師

們參與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局處

所舉辦的教學卓越獎、優質學校甄

選、教育創新行動研究甄選等，俾

將學習與實踐成果與校外教師們

分享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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