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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許多縣市的中小學教

育在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教學，但

是除了學生之間要「協同學習」之外，

老師們也需要組成「學習共同體」，共

同學習如何教學，一同發展專業知

能，一位教導別人如何學習的老師，

更有必要體驗如何透過團隊合作，以

增長自身的教學專業。在《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

2014）中，即鼓勵教師間的協同教學，

教師間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亦是

促進彼此專業成長的具體方式。日本

的佐藤學先生將學習定義為：與事物

相遇對話的「構築世界」、與他人相遇

對話的「構築同伴」、以及與自己相遇

對話的「構築自我」（黃郁倫、鐘啟泉

譯，p. 58），可見「構築同伴」是相當

重要的學習過程，能夠遇到一起成長

的學習伙伴，可以陪伴我們一同認識

這個世界，也能協助我們開發自我的

教學潛能。 

二、教師學習社群的人際倫理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教師的「學

習共同體」，多數人都體認到教師的專

業學習社群有其組成之必要性，但少

有人論及，教師們可以抱持何種態度

組成專業社群，以及當中需要共同遵

守的倫理規範為何？一般學界對於專

業倫理的處理上，多偏向西方哲學的

觀點作討論，但除此之外，亦可透過

華人文化的理路尋找靈感，以開展含

攝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王智弘，

2013），本文即試著由傳統儒釋道裡的

佛教文化中，尋找可以藉助思考與教

師學習社群有關的人際倫理觀，《倫

語》的〈述而篇〉裡面提到，要「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曾

昭旭，2013），以教師學習社群而言，

「志於道」是大家有共同成長的目

標，「據於德」是群體之間的規範需要

有一些符合倫理的準則，「依於仁」是

指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相處的實際實

踐，也是「德」的踐行，而「游於藝」

則是群體成員間大家能和諧相處、愉

快地共同學習，並在專業方面有所提

升。以下作者所要談的，可以說是「依

於仁」的實踐。 

三、四攝法的人際倫理觀 

傳統佛學中，有提及個人與眾人相

處的一些原理原則，「四攝法」是佛教

經典中常被提及的人際相處之道，它是

攝受眾生，以及保有良好人際關係的方

式，也是在生活中具體實踐的群我之

道，佛教經典蘊含著豐富的教育原理，

以及自我教育的方法，佛法中的智慧可

以應用於現代日常生活之實踐，佛法中

的待人之「仁」，也可幫助我們思考教

育領域中的人際相處之方。四攝法中的

「攝」是涵容、接納之意，亦即對於我

以外的「他者」的無限包容，四攝法是

四種人際對待之法，包含布施、愛語、

利行、同事，以下作者整理並說明四攝

法的內涵（釋智銘，1987；修慈法師，

2009；釋慧開，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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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施：布施是施予的意思，依照所

施予之物，可以分為三類：財布

施、法布施、無畏布施。財布施是

給予金錢物資的援助，法布施是指

提供處理事情的知識、做法，以經

驗、智慧幫助人解決問題；而無畏

布施則是以安慰的話語以及關懷

的態度，在對方面臨挫折困境時，

給予精神上的力量，助其渡過難

關。 

2. 愛語：是指以善心、慈悲心為出發

點，說出能令對方歡喜信受的語

言，愛語一般都是柔軟慈愛的語

言，能讓人接受而不生排斥。 

3. 利行：指的是利他的行為，只要是

對他人有利的事，必當盡力而為。

或是協助他人從事某項工作或任

務，並且助人作出有益的抉擇與判

斷。 

4. 同事：代表以平等心與他人一起共

事，隨其所樂，同其所作，讓對方

能在過程中獲得學習。此外，同事

亦是身教的展現，若能以身作則，

成為他人的模範與表率，則能幫助

他人得到更多正向的學習。 

四、四攝法應用於教師學習社群 
的實際作法 

上述四種佛門的人際倫理觀，可

以運用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之間

的相處對待。 

1. 就布施而言，社群成員間彼此分享

教學資源與教育訊息，方便他人在

教學中運用，特別是在備課的時

候，即是智慧財的布施；有人遇到

困難，有經驗的教師運用自己的專

業去指導經驗較少的教師，即是法

布施；當有老師在教學現場遭遇來

自學生或家長的挫折，此時最需要

的是同仁之間的精神支持，無畏布

施則是一種重要的支持力量。 

2. 我們時常見到，因為老師的愛語，

學生得以感受教師的關心，並修正

自身的言行，得到成長；同樣地，

同仁之間的愛語，也能成為教師的

鼓勵力量，並藉此修正教學上的缺

失。有教學經驗的老師，若能以善

心出發，透過能夠讓人接受的方

式，以關心鼓勵的言語，指正其他

老師的教學，相信對於資淺的老

師，能得到很大的受用。觀課之

後，教師們在議課分享心得時，要

儘量以愛語代替批評、責備的話，

才能在會議中得到相互成長。 

3. 利行是指社群成員間要互相幫

忙，代人之勞，團隊的事要盡力完

成，遇到共同任務時則是分工合

作，為他人貢獻一己之力。 

4. 教師學習社群的組成，本身即是一

種促進「同事」的機會，除了共同

討論、實踐教育專業外，也希望能

做到大家樂在其中、共同成長。「同

事」之所以要帶著平等心進行，是

因為要減少高低尊卑之分，在平等

的對話情境中，才能表達出最真誠

的想法，如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所

言，理想的溝通對話情境，應該是

建立在彼此互為主體的關係上，若

能沒有主從，一切歸於平等，以真

誠心相互對待，才能站在對方角度

思考事情，在對話中共同成長。 

五、結語 

四攝法的精神與十二年國教的

「自發、互動、共好」理念是不謀而

合的，個人若能能夠自動自發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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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付出，大家在沒有恐懼、批評

的環境中分享對事物的看法，才能共

同享受學習的喜悅。四攝法亦可以為

佐藤學先生所提倡的「學習共同體」

教學，提供團體互動方式的參考，不

只是學生的學習共同體，老師的學習

共同體也能受用。四攝法帶給教育的

啟示是，要學習以真誠的善心與對方

溝通，對於共同學習的伙伴，則要多

付出，時常表達寬容、諒解與鼓勵，

才能在愉悅的氣氛下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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