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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為校內外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

組成的學習與成長團體，聚在一起面

對面互動討論，共同探究和解決教學

相關問題，以提升教師教學技巧和促

進學生學習成效。 

教育部於 2017 年 4 月公布「技專

校院 106 年教學創新先導計畫」（以下

簡稱教學創新計畫），鼓勵各技專校院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下簡稱社

群），協助教師透過同儕互助之力量，

增進實務教學專業知能，以提升教學

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

2017）。此計畫推動要點含推動教師專

業成長學習、共同規劃及研發課程教

材、推動試課制度及推動共備觀課制

度等項目。 

本文以上述四項目說明推動社群

之困境，說明可行因應措施，提供建

議以為各技專校院推動社群之參考。 

二、推動社群之困境 

(一) 社群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學習 

教學創新計畫說明社群辦理教師

專業成長學習，可從學生學習數據分

析學生學習需求、教師教案設計分

享、教學內容調整規劃再精進、學習

評量方式調整等討論回饋教學，促進

教學經驗交流，透過工作坊、觀摩會，

將教學技巧分享傳承，協助社群教師

專業成長。 

各技專校院教師偏重研究，習以

學術專業自主進行教學，無論時間或

空間缺少同領域或跨領域之教師互

動，遑論組成社群研討教學相關議題。 

社群須有召集人，召集志同道合

教師自發性組成社群，有誘因激發教

師願意擔任召集人，組成不同成員和

人數的社群，討論社群設立宗旨或目

標、運作方式、持續評估與檢討執行

成效。 

由此可見，教學創新計畫之教師

專業成長學習能否取代教務處或各教

學單位辦理之專業成長學習，必須深

切考量。再則各校教師教學專業文化

是否有志願之召集人組成人數不一之

社群，在共同時間辦理工作坊、觀摩

會，分享教案設計，調整規劃教學內

容、學習評量方式，傳承教學技巧等，

教學現場有其困境。 

(二) 社群共同規劃及研發課程教材 

教學創新計畫說明社群過不同領

域教師互相溝通對話及合作，共同開

發跨領域課程內容及創新教學方法，

分享優質課程內容教材，提供其他教

師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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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師上課之教材來自個人著

作或編撰出版社提供之參考書籍，授

課科目與研究專長領域有整體或個人

因素，授課教材因修讀學生學習特質

而有差異。 

由此可見，教務處或各教學單位

規範之授課教師課程內容大多由教師

專業決定，欲經由不同領域教師在社

群研發跨領域課程內容教材，分享創

新教學方法，彼此觀摩學習，受限缺

乏尊重高等知識之教師，挑戰高等教

育之學術自主與知識權威的校園組織

文化。 

(三) 社群推動試課制度 

教學創新計畫說明社群教師得於

課程規劃前，擷取主題式章節透過工

作坊，規畫學生試課，學生參與學習

後分享，社群教師依學生回饋意見討

論修正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及學生上

課時間，教師並輔導學生訂定個人學

習計畫及規劃彈性學習型態與採計學

分，擴大學生修讀選課。 

教務處規範之選課、加退選為學

生修讀各學期課程的時程，學則之選

課辦法、畢業學分為學生修讀各學期

課程之學分數，開學兩週之加退選為

全校學生試課。 

由此可見，教學創新計畫之推動

試課制度，社群是否涵蓋全校教師均

為社群成員，如以徵求教師志願參與

社群，僅有部分學生參與試課，且在

教師課程規劃前學生參與試課，時程

顯然與各技專校院現有規範衝突。 

(四) 社群推動共備觀課制度 

教學創新計畫說明社群教師透過

共時協同授課，共同備課，互相觀課，

提供彼此教學建議，並可搭配參與式

行動研究，改善教學。 

目前教師實施業師協同教學，由教

學單位或授課教師聘請業師至課堂協同

教學，美其名為「雙師協同教學」，實際

情形為業師依其職場經驗演講式單向教

學，而原授課教師也「尊重」聘請之業

師，「禮貌地」離開教學現場。 

技專校院教師學術自主，大多數教

師有課在教室上課，沒課或許忙於研

究、推廣服務或輔導，且在學術或教學

專業自主之校園氛圍，未曾教師互相觀

課之機制。 

由此可見，教學創新計畫之推動

共備觀課制度，社群教師要找到共同

時間共同備課或議課，規劃課程或教

案設計，或多時協同教學，相互觀課

提供彼此教學建議，搭配參與式行動

研究，改善教學，仍有待突破。 

三、解決推動社群困境之作法 

(一) 規劃不同組織型態之社群 

教務處或教學單位規劃教師社群，須

考量不同社群成員或不同組織型態，鼓勵

教師自發組成社群，社群成員共同推舉召

集人，提供教學資源協助教師於社群辦理

教師教學成長研習或工作坊，攜手與時俱

進，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

量，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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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焦提高學習成效之教師增能 

教師社群成立之目標在於學生學

習有別於昔往被動或單向之學習型

態，教師共同備課議課在於以分析學

生學習特質之共同教學設計；學生試

課在於先瞭解教師教學內容與教學方

式，提供教師修改或調整課程內容與

教學方式；教師多師共時之教學模式

在於教師相互觀課，提升教師同儕間

專業領域的經驗交流，且能回饋學生

學習評量結果而改進教學。 

(三) 整合多層次之教學支持系統 

教師社群討論社群目標、規劃活

動內容與方式及成效，教師社群之召

集人、成員及運作因組織大小而有不

同功能，彈性措施協助教師社群多元

發展，如大型社群成員為全校或各院

教師 80 人以上，可聘請校外教學專業

學者之教學專業知能研習，中型社群

成員約 8-25 人，可由社群教師辦理學

生試課制度、課程規劃、改進教材內

容、調整評量方式及輔導學生訂定自

主學習計畫等，大型社群成員 3-5 人，

經由社群教師共同備課、共同議課及

互相觀課、多師共時協同教學、分享

教案設計、研發教材等。 

小型社群以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外

獲獎之績優學生為教學助理，協助教

師引導學生運用不同觀點理解與思考

課程議題、帶領小組討論、引領學生

蒐集資料撰寫學期報告、考核學生使

用教學網站情形，以及協助教師考評

學生學習成績。 

(四) 強化學生為主體之教師增能 

社群活動安排多次專業對話交

流，以主題報告、議題討論、專業對

話、成果分享、教學觀摩等方式進行，

社群主題包括共同專業領域課程研

討、教學方法及技術討論、跨領域知

識整合以及其他教學相關問題研究等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召集人召集討論與交流，分享教

案設計、改進教材內容、調整評量方

式，共同開發跨領域課程內容及創新

教學方法，課程規劃結合業界職場經

驗，以動態、實作或檔案評量等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中、小型社群召集人集思廣益，

推動課群組修讀學生試課制度，課程

規劃前擷取主題式章節，引導學生思

考修讀課程之學習內容、學習方式與

個人學習風格之適切性，增強學習動

機並由教師輔導學生擬定個人修讀計

畫。從學生參與試課之回饋，社群討

論修正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及學生上

課時間，規劃彈性學習型態與採計學

分，擴大學生自主修讀選課，增強學

生自我導向學習。 

(五) 形塑教師同儕成長之組織文化 

教師自發性組成社群，以多元角

度參與討論，彼此開啟對話，交流不

同專業領域之教學經驗。 

社群藉由不同系所教師們互動，

有效營造教學成長環境，透過共同探

討學科內涵核心概念，分享結合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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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之教學經驗，促進教師間互動交

流與經驗分享，多元主題的討論、分

享與經驗交流，以落實教師同儕教學

分享機制，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與

教學技巧，進而促進教師同儕專業教

學成長。 

四、結語 

教學創新在於學習創新，教師社

群能打破較封閉的教師同儕互動現

況，在實際互動交流，規劃社群目標、

運作方式及預期成效。 

各社群辦理不同層面之教師專業

成長學習，提供社群教師分享相互觀

課、創新教學方法或研發跨域教材、

調整學習評量等教學知能研習，結合

業師經驗及教學資源，辦理教學專業

工作坊分享傳承教學技巧，協助更多

教師專業成長，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及主動學習的機及態度。 

各社群規劃課程結合業界職場經

驗，研發教材及多元學習評量，經由

共同備課、共同議課及互相觀課，分

享傳承教學技巧，協助教師透過同儕

互助力量，增進實務教學專業知能，

形塑校內同儕教師分享、互動、對話

及討論的社群文化。 

為深化教師社群，本文建議提供

各社群間之分享，如評選績優社群或

辦理社群成果發表，交流各社群經

驗，不同社群間相互切磋學習，協助

社群召集人經營社群，以提高社群實

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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