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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師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關鍵人

物，優質教師是提升教育品質的核心

因素，任何一項新的教育改革或政

策，如果缺乏與學生接觸最為密切的

基層教師支持合作，則難以對學生的

學習成效產生正面效益。又，依據教

師法（2018）第 27 條之規定，各級教

師組織肩負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

自主權，及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問題

之任務，因此，教師組織於政府擬訂

及推動重大教育政策歷程，扮演匯集

與反應所有現場教師意見，提出推動

建議，或居中協調及解決政策實施所

遇困難的關鍵角色。 

舉教育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方案而言，據媒體報導，全國教師工

會總聯合會（2016）支持提升教育品

質，反對沒有實益的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籲請教育部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停止推動教師評鑑相關修法，並研議

如何有效支援、鼓勵早就啟動提升教

師專業行動的專業組織，如該會長年

透過辦理 SUPER 教師獎，挖掘基層優

秀且具有不同特質的典範教師，藉此

影響並鼓勵認真抱持理想的教師持續

投入教育工作，並藉由推動專業自主

與專業社群，落實由下而上的專業發

展。教育部(2016)亦透過新聞稿表示，

為減輕教師工作負荷，讓老師回歸教

學本質專業工作，停辦中小學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由此例可見，教育部於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時，對於教師

組織提出之建議，多會審慎評估，並做

為決定政策是否賡續推動之重要參考。 

教育部為呼應世界培育人才的趨

勢，預定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又稱為新課

綱），此波改革聚焦課程與教學，因此，

在新課綱正式實施前，許多教師已不斷

思考，因應快速變遷之時代，如何提供

學生最有效率的學習方法，以讓學生擁

有在真實情境中學習知識與應用的能

力。而教育部就第一線教師面對課程發

展及教學方法改變的專業成長需求，應

廣泛設想適切的推動方式與管道，如透

過與具糾集教師能量的團體辦理共同

備課、社群研討、工作坊等活動，以發

揮政策擴散之效益。 

本文先就政策擴散之重要意涵，

包括影響擴散效益的因素、流程等先

行說明，續探究於教育部推動新課綱

歷程，教師應擔負之任務，最後，提

出教師團體推動新課綱應扮演之角

色，以供教育部及相關團體參考。 

二、政策擴散意涵 

新課綱即將上路，此波教育新浪

潮，正撼動從小學直到大學的教育現

場，如在高中職教育階段，相較過往，

學校可以開設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還有團體活動時

間、彈性學習時間，或未來也開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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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跨校選修課程等賦予學校在開設

課程的彈性作為，因此，為了讓這波

課程改革可使所有學校教師關注及全

力以備課務規劃，教育部的確需要關

注如何讓政策之推動，讓相關人員通

盤了解新課綱的重要理念及傾心全力

投入參與課程規劃的重大工程。 

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在國

內教育領域的研究尚不多，據《韋氏

大字典》對「擴散」字義的解釋，是

指一項事物在廣泛空間中散播，或不

集中於某特定地區的現象。就政策推

展的歷程而論，新政策皆開端於政府

對於現有的政策檢討修正及創新，而

政策創新則是指任何一個不同既往的

思考方式或推動策略，被社會系統中

的個人或團體所接受，或經投入資源

能創造利益的行為（彭俊亨、吳政峰

與王俊元，2010; Rogers, 2002）。 

再者，Rogers（2003），並提出以

「創新決策過程模式」，作為分析政策

擴散的架構，其指出影響政策資訊的

擴散，包括創新事物、傳播管道、時

間、社會領域與採用等 5 因素。而阮

孝齊與王麗雲（2017）研究學習共同

體在臺灣推展現況，歸納政策擴散的

定義，應包含創新傳播的過程、決策

者的模仿行為及整體交互影響的過

程，且政策推展歷程中，臨區效應所

強調組織成員彼此透過社會資本結合

的「網絡」，影響政策擴散。又，根據

柯于璋（2016）探討我國長期推動「閱

讀起步走政策」的創新與擴散影響因

素，發現知識應用與管理是最重要影

響因素，並包括政策資訊產生、處理、

接收、採納與交流。 

此外，政策擴散歷程所投入推展

的資源亦可能影響擴散之效益，如孫

培真與周志宏（2011）探討影響教師

試用資訊科技以創新教學的因素，以

教師社群對教學行為影響較大，且當

此教學模式超過負荷時，也影響接受

度。 

綜合上述文獻之分析，影響教育

政策擴散良窳之關鍵因素，應從政策

擬訂階段即關注政策內容是否創新及

符合推動者或受影響者之期待、溝通

及宣傳管道是否暢達、推動者間組成

之社群聯繫網絡是否緊密、政策資訊

是否妥慎建置及適時提供、擴散時間

是否充裕及推動者之身心負荷等。 

三、教師推動新課綱應承擔專業

發展之任務 

新課綱課程要能夠發展完備，教

學能夠落實素養與能力導向，關鍵都

在教師。臺南一中 30 個同學在國文科

教師所設計旅行結合閱讀與寫作的課

程，自行規劃文學踏查路線，走過作

家故居，踏進臺南街坊巷弄，追老景

點、訪耆老，並撰寫成文，而原本只

是課堂的作業，最終出版成《府城文

學地圖》新書，也在學校禮堂辦理發

表會（張瀞文，2018）。全國類似結合

空間與文學向度的另類創意課正蓬勃

發展，如此引導每個學生以學科專題

探索形式，教導學生整合思考與實作

能力的活化課程，也使教師需面對新

課綱強調以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教

材研發、教學備課與課堂經營的多重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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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新課綱總綱實施要點中對於

教師專業發展之規定，教師身為專業

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

生學習。而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包括學

科專業知識、教學實務能力與教育專

業態度等。至於為促進教師提升自身

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可透過教

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或是自

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領域的專業

學習社群等，共同探究與分享教學實

務，甚或是教師也可積極參加校內外

進修與研習或整合與運用教育系統外

的社會資源，精進課程設計、教學策

略與學習評量，以支持學生多元適性

學習。此外，為型塑同儕共學的教學

文化，新課綱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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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詠善、范信賢，2015）。 

四、教師團體推動新課綱扮演之

角色 

教師團體除了爭取及維護學生、

教師受教權益，或參與十二年國教等

重大教育政策及相關議題之討論外，

依法及團體成立之宗旨來說，教師團

體亦需展現學校教師推動新課綱之專

業，及肩負協助教育部創新及擴散新

課綱各項方案之關鍵角色。從前述分

析影響教育政策可否有效擴散之因

素，及教師在推動新課綱過程中應承

擔之任務，提出幾項教師團體推動新

課綱可扮演之角色或作為如下： 

 

 

(一) 協助教育部蒐集現場教師聲音並

搭建與教師之對話平臺 

教育部在請學校試行或爾後正式

推動新課過程中，相較僅透過問卷或

是訪談來了解第一線教師之聲音，教

師團體更能直接收集到教師對於課程

規劃及實施最真實即時之聲音，也因

此，教育部應與教師團體建立良好之

溝通管道，舉凡教育部與各校教師會

理事長座談等活動，讓教師以其實務

經驗，提出新課綱發展之建言，抑或

是在教學歷程所面臨的真實困境，如

推行新課綱是否造成教師身心負荷、

有否足夠時間可對新課綱充分理解及

實踐等意見，以作為課務行政方案修

訂的反饋機制，也經由如此對話平

臺，教育部也方能爭取教師認同支

持，讓教師願意理解新課綱及調整腳

步，配合落實新課綱之內涵，及先行

應處恐面臨之問題。 

(二) 團體組成社群網絡，提升教師對

新課綱之理解與踐行 

學校的課程改革來自外部政策和

資源形成的推力，及內部學生主張學

習權益的拉力。為因應新課綱實施對

學校開設校訂、多元選修等課程在師

資層面之需求，培育、引進充裕及專

業的優質師資是關鍵要務。 

新課綱強調教師教學遵循素養導

向精神，希望教師不再只使用講述式

教學，而是將觀察、探究、實作等納

入教學活動，而為了解構教師既存教

學思維及轉變長年固定的教課模式，

教育部除透過輔導團、學（群）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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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教師培力增能外，可與教師團

體合辦建立教師素養導向課程、教

學、評量設計之概念及實作能力的工

作坊或研習，經由教師同儕間相互交

流，先讓關鍵少數教師發動改變，在

磁吸及擴散效應下，帶給教學現場正

面影響，也可經由教師團體內不同學

校學（群）科教師的互動與陪伴，增

進教師跨科、跨領域、跨校、跨年度

共同備課之實作經驗。 

(三) 團體選拔並培訓新課綱推動核心

教師，成為所有推動新課綱的關

鍵帶領者 

教師團體為使學校教學能符應新

課綱理想，得基於教師自治的理念，

協同教育部撐出教師教學專業自主發

展的空間，如選拔及廣邀教學現場專

業且有課程發展經驗的優秀教師組成

推動團隊，如推動教師協同教學，彼

此合作設計課程，分享實際教學經

驗，互相給予回饋及建議。此外，教

育部亦需挹注多元與適足資源，從教

師本位思考教師該有的專業發展方

向，提供推動核心素養後盾，輔導成

立教師專業社群，並陪伴與支持，舉

辦各類教師核心素養專業發展活動，

激發教師成長動能。 

(四) 於團體專屬網頁或定期通訊設置

新課綱資訊專區，分享即時政策

訊息 

網際網路發展迅速，教師團體多

已藉由專屬網站或是臉書社群，即時

分享各項推行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

教育部如果可以透過此便捷之方式，

與團體保持即時交流政策之管道，對

於新課綱理念之推行或實務推展必有

正向助益。 

五、結語 

非洲諺語有云：「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本文從政策擴散的觀

點，談論如何藉由教師團體的協作力

量，共同促進全國教學現場教師推動

新課綱課程之革新，包括以教師推動

新課綱應承擔專業任務觀察，教師團

體可協助教育部蒐集政策發展建言，

組成推動社群網絡，選拔及培訓推動

核心教師，或於團體網路資訊專區分

享即時政策訊息等方式。教育改革成

功的關鍵就是學校教育的革新，而學

校教育的核心就是學生的學習活動，

因此，學生有效的學習，即是提升教

育競爭力的核心，而教師扮演能否成

功改變每間教室教學風景的關鍵角

色，又，近年來，受到少子女化的衝

擊，使得整個教育體系受到很大的考

驗，社會大眾對教師的期許，從「量」

轉變成「質」的重視，關注教師如何

提升專業能力，進而提高教師效能，

深切企盼多方協作與良善之互動，讓

落實新課綱不仍是單純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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