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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來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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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天母國中數學教師 

 

一、前言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正可見集思廣益的重要性。許多

學者的研究中也顯示：學生透過合作學習時能提升學習的成效（王薏婷，2017；

吳秋蓮，2016）。再者，教育部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

核心素養中，提到的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中的「溝通互動」、「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也正好與合作學習的核心概念相吻合。教師專業發展的自主性高，也都願

意自我精進，既然合作學習有很多好處，那教師何不也來合作學習呢？ 

二、教育現場的現況 

(一) 初任教的困境 

依筆者自身的經驗，剛投入教職工作的前幾年，都靠自己研究教材備課，摸

索著如何教學才能對學生有幫助。過程中若遇到困難，便主動向同科中的資深老

師請益，但就筆者的觀察，因每位老師的個性不同，或是不甘示弱，更多人選擇

自己埋頭苦幹，在跌跌撞撞中殺出屬於自己的一條活路。但一個人的想法和創意

有限，若能結合大家的經驗與創意，或許能大大提升教學的品質。 

(二) 教學觀摩之窘境 

筆者所在的學校每學年都會辦理各科的教學觀摩，如多數人的經驗一樣，這

場教學觀摩的示範老師，往往都是最資淺的老師，所以教學觀摩常成為初任教師

的一場惡夢。原本大家希望能從資深老師身上學到一些經驗，來帶給我們教學上

的幫助，卻因某些因素，大家將教學觀摩視為不得不做的辛苦差事，於是這工作

就落到菜鳥教師的身上了。 

(三) 經驗傳承的重要 

事實上，每位資深老師因不同的特質與理念，或是在教學經歷中遭遇各種狀

況後的反思，都早已磨練出不凡的武功和經驗，若是這些武功和經驗不能傳承下

去，豈不是很可惜嗎？慶幸的是臺北市教育局在幾年前推動教學輔導教師，領域

共同備課等政策，讓現在新進的教師們能有結構的學習，並將資深老師們的經驗

好好地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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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社群興起 

(一) 教師渴望自我成長 

幼兒教育之父福祿貝爾曾說：「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引自曾連

珠，2013），許多老師期望能成為學生學習的榜樣，期許自己能終身學習，成為

一位更好的老師。藉著網路科技的興起，許多新興的學習社群已然發芽並慢慢成

長茁壯，如：溫老師備課 party、學思達教學社群、數學咖啡館、環島、雅聚、

共備工作坊、Sci-Flipper 翻轉科學專業社群等，許多老師甚至犧牲假日的休息時

間，自主到各地參加這些社群舉辦的共備工作坊。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公布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也提到教師是專業工作者，應持續專業

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流教學

實務，精進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 共備工作坊的優點 

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成千上萬的老師們不辭辛勞，大老遠地聚集到臺灣各地參

加這些共備社群呢？筆者認為除了老師們對教育的熱情以及渴望自我成長以

外，透過在這些工作坊中的互動，大家或集思廣益或腦力激盪，共同完成原本自

己一個人做不到的挑戰時，更能看出合作學習的重要性。在團體中，每個人都是

不同的個體，有各自不同的想法，而當這些不同想法碰撞時，往往能激起絢爛的

火花，這不正是合作學習期望能帶來的好處嗎？ 

四、問題討論與建議 

(一) 問題討論 

現今的初任教師在教育部的教學輔導教師政策之幫助下，已經能穩定學習與

成長，但整體教師的專業學習與成長呢？教師渴望自我成長，且面對未來課程的

變革，教師更需要藉由合作來共同研發新的課程，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資源。如

何才能讓教師們省去舟車勞頓的困擾，並就近整合身邊的資源呢？又應該如何提

高整體教師的學習意願，讓教育的巨輪重新轉動起來呢？網路科技的發展已讓資

訊的流通更為迅速，是否應該建立一個統整教育資源的知識分享平台來收集四散

在各處的資源，讓教師的備課更事半功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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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筆者所在的國中教育現場，現正面臨 108 課綱下的課程變革，故筆者用自身

在第一線執教的經驗，及體會到合作學習的優異成效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提升學校中共同備課的意願與效能 

若能以學校為單位，全面推動各科教師的共備課程，強化科內教師的連結，

共同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定能產出質與量並重的教案，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如今 108 課綱的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希望教師可以結合教育專業及社區資源

等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例如：校園學習步道、主題統整課程、戶外教育等)，讓學

生能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學習、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應用所學解決生活的問

題，使得學習更有意義，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教育現場，各學校彈性學習

課程的規劃若能結合學校所有教師的專業與能力，共同來思考與設計，定能讓課

程變得更豐富與多元。 

2. 跨領域的共備，激盪更多火花 

未來的挑戰益加嚴峻，光靠單一學科的知識已然不足以面對，故教師若能跨

領域合作學習共備，整合各學科的知識，提供學生跨領域統整的學習課程，將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視野與能力，也為國家的未來儲備更有競爭力的人才。在教育現

場，各學校若能結合不同領域的老師，共同開發專題式的彈性學習課程，讓學生

能橫向連結不同學科的知識，並互相驗證不同學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更能幫助

學生培養思辨與統整的能力。 

3. 整合資源，建立知識共享的平台 

事實上，許多共備的學習社群都不吝分享其合作的成果，而各縣市教育局也

都會定期舉辦教案設計比賽，甚至各縣市的教學輔導團也都有許多研發成果。但

這些資訊都分散在四處，甚至筆者外縣市的同學早期曾想透過筆者的權限瀏覽北

市益教網的資源，若能由上級單位出面來整合所有資源，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共

享平台，提高這些優質教案的能見度與使用率，對第一線教師研發新課程會是一

個很大的幫助，而學生更會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4. 減少教師鐘點，提升教材研發的品質 

最後，許多人總認為老師是個輕鬆的工作，事實上老師們除了上課以外的時

間，多數時間都忙著備課、批改作業、處理學生問題，…。依筆者的經驗，常看

到身邊同仁忙到沒時間好好吃個午餐，往往到了下午兩三點才吃著冷掉的午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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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甘之如飴，因為多數老師總把學生擺在第一順位。若要在老師沉重的工作負荷

之下，強制規定要進行共備，恐怕又容易流於形式。故筆者建議，對於有意願協

助學校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與設計的老師們，給予授課鐘點的減少，讓老師們在無

後顧之憂下，透過互相合作，產出更好的教案，讓教師能提高教學的品質，也讓

學生的學習效能更提升，達到雙贏的結果。 

五、結語 

    教師專業成長若能結合合作學習，並以學校本位進行發展，除了能提升老師

參與的意願，也能產出更多集大成之好的教案。若進一步將大家的心血結晶整合

到共同的知識分享平台，相信能為教師們未來的教學提供更多的支持，讓整體的

教學品質更加提升，也讓學生的學習更為豐富多元，豈不是一舉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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