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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主題評論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困境與突破 
陳文瑜 

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社會變遷急遽加速了教育改革的

腳步，老師的專業成長必須與時俱

進，加以少子化因素，造成學生來源

大量減少，各級學校為了吸引更多學

生就讀，莫不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成效為學校發展的主要方

向。 

《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之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配套計

畫中載明「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

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

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每一位

教師都有機會擔任教學領導者，透過

學習社群的運作一起持續學習，共同

尋求解決學校實務的問題，達成教學

目標，學校也能藉此成為充滿教學相

長智性氛圍、促進教學進步的學習型

社區。  

二、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

的常見問題 

教師專業學習群係由一群志同道

合的老師所組成，共同尋求如何解決

學校實務問題，提升教學品質，以達

成教育目標。「有怎樣的老師，就有怎

樣的學校。」教師的專業可以說是學

校的「招牌」所在，以下就國民小學

教師之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實然」

的困境與「應然」的突破闡述如下： 

 

(一) 專業學習社群缺少共同願景 

國小教師專業學社群應以積極探

究教學問題、精進教學為共同願景，

雖然學校設有「領域教學研究會」、「學

年會議」或「學習社群」，但多流於「任

務分工」而缺少共同探究「專業合作」

的願景。 

(二) 專業學習社群缺少「領頭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之實施要點敘明「教師應自發

組成專業學習社群」，立意良好，卻難

覓具有熱情的專業領導者，小校尤

然；加以缺乏激勵機制，許多社群的

運作只能由行政來主導，甚至出現非

以教師專業發展為導向的學習社群樣

態，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失

去由教師的增權賦能以領導校園成為

學習型組織的契機。 

(三) 國小師資不穩定，不利社群發展 

國小的教師員額編制遠不及國

中、高中的編制，目前雖有「鐘點教

師｣和「編制外」的合理教師員額數給

各校，就其現象而言，學校的教師數

是增加了，但因為是一年一聘，而且

招聘多次也招不到代理或代課教師的

情形也屢見不鮮，要招考到具有教師

證的合格教師並不容易，此師資質量

的不穩定不利於教師專業社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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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無充裕時間進行專業發展 

國小教育行政人力嚴重不足，加

以教師員額編制的限制，國小大部分

的教師都需兼任行政工作，其中包含

與教學無關的行政庶務，教師要兼顧

課程進度、教學品質和行政工作本屬

不易，即使教師有心成為專業發展

者，卻恐怕會蠟燭多頭燒，甚而淪為

「窮忙」。 

(五) 學校的進修研習規劃無法兼顧教

師社群發展的需求 

目前國小週三下午都會安排進修

成長活動，課程的安排大多以講座方

式進行，缺少產出型的課程或研習品

質、教師成長的把關，研習課程的規

劃常受限於法令、規定等行政要求，

安排了多元的課程與議題，內容卻缺

乏深度，看似豐富多元，實則缺乏系

統規劃，也缺少和與教師專業社群的

發展需求進一步連結，不僅方式單調

且無法顧及教師專業的發展與需求。 

(六) 各校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不一 

每一所學校內部成員對於教師專

業社群的發展重視程度不同，即便是

載明於相關的規定中要求教師要專業

發展，但因為各個學校的教學領導文

化不同，專業社群的發展也就有所差

異。 

 

 

三、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困

境突破 

(一) 促進專業匯談，建立共同願景 

要改變目前學校會議的運作型

態，採用專業社群的方式進行會議，

建立教師之間專業對話的氛圍，透過

每一次的專業對話，建立彼此間合作

和信任關係。教學領導者不應限於校

長或教務主任，人人都具教學領導的

責任與使命，教學領導者帶領社群夥

伴以「刺蝟原則」把複雜多元的教師

信念簡化為單一的系統化觀念，藉由

一次又一次的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熟練如何共同專業成長，建立學校教

育的願景。 

(二) 透過轉型課程領導，培養領導人 

課程與教學是學校發展的命脈，

「課程領導，人人有責」。在轉型課程

領導中，每一位參與者都有可能是課

程領導者 (歐用生，2004)。校長不再

是唯一的領導者，教師在學校課程的

設計、實施、反省、評鑑等階段都可

以擔任領導者，藉由老師賦能增權，

促進教師實踐教學領導角色，找出關

鍵領導人，促進教師專業社群的發

展，可以由教師領導改變，讓教師有

機會擔任學校改進過程中擔任有意義

的領導的角色，一起尋找改善教學的

創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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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加教育行政人員，並提高國小

教師員額編制 

與教學無關的行政工作，例如總

務主任、事務組長、出納組長、午餐

執行秘書等，應由教育行政人員來擔

任，國小的人力編制建議提高與高中

職相當，讓擔任基礎教育的國小教師

能回歸到專業的教師角色扮演與發

展，教學品質的提升與專業的發展才

是身為教師的任務。 

其次，全面檢討高中職以下教師

員額編制的合理性，將「編制外」的

合理教師員額數納入學校正式編制

內，方為正本溯源之道，以避免解決

了一個問題卻又製造更多的問題。 

(四) 整合教師研習與專業社群發展的

進修成長模式 

當學校在規畫教師進修內容時，

除了受限於法令規定的研習課程外，

可以鼓勵教師社群安排自主的成長課

程或工作坊，以社群的專業發展需求

為思考起點，建立夥伴關係，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可以提供同課異教的「競

課」平台與激勵機制，解決教學實務

的問題，創新教學方法，讓更多優秀

的老師找到身為教師的尊榮感。 

(五) 強化學校的課程發展，落實「共

同備課、觀課、議課」機制 

課程是滾動式的發展與修正出來

的，因應即將實施的十二年課綱的觀

課措施，學校教師社群的運作可與之

結合，進行「同課異教｣或「競課｣的

方式進行教學的分享與交流。例如要

觀課的教案在社群內先行討論修正，

在社群內大家一起進行教學策略與教

學計畫的分享，大家進行腦力激盪與

專業對話，因為教學計畫是社群共同

的智慧結晶的產物，進行觀課時等於

是看自己設計的課程，比較能將觀課

的焦點關注在學生的學習上，最後再

進行議課，由老師擔任主持人，發表

所看到的亮點與難點，並提出可行之

道，作為教學再精進的參考。 

(六) 兼顧理論與實務，縮短「最後一

哩路｣ 

老師在師資養成階段接受理論薰

陶的同時，常常會是理想性過高，與

教學現場實務脫鉤，師資培育機構可

安排與教學現場接軌的實務演練，學

生在進行實習時，要和實習學校的老

師一起共同備課，進行專業對話，冀

其日後投入職場能專注於提升學生

「學習｣上，協助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

者。 

另外，教師一張教師證可以用多

少年？唯有持續專業發展才能提升教

學品質，在 12 國教強調專業社群發展

的同時，如何促進團隊學習以達自我

超越，也許教師換證的規劃也是可行

的配套措施之一。 

四、結語 

我國自從推動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

年國民教育課程改革以來，莫不強調教學

品質與學習成效的提升，希望以教師專業

社群的發展帶動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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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願意共同分擔責任，運用

新的知識去解決問題達成教育目標

時，最有可能改變現況（柳雅梅，

2010；Sylvia M. Roberts & Eunice Z. 
Pruitt, 2006）。學校要轉換為教師專業

發展的學習型組織可能為教學者帶來

許多挑戰，但教師專業發展已是必然

之時，藉由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困

境的檢視與突破，學校的教師社群也

能成為一起有效工作、合作與權力分

享，成為持續學習的生命共同體，綻

放教育專業發展的亮光，進而成就孩

子燦爛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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