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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生的核心素養—批判性反思 
朱如君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核心素養指的是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具備的知識

（knowledge）、能力（skill）、態度（attitude）與價值（value）（蔡清田，2014；
OECD，2016）。我國自 108 學年度起，新課綱在各級中小學全面上路，其中特

別強調素養導向的學習。自九年義務教育課程強調學科知識，至九年一貫課程著

重培養學生帶得走的基本能力，至現今的核心素養，課程改革在在與時代的進展

以及社會需求人才特質的轉變相互呼應（符碧真，2018）。 

為培育具素養的現代國民，教師專業的培育過程亦重視素養的概念。考慮教

師教育的未來性，林清山（2017）指出素養導向的師資培育包含以下幾個概念：

全人教育、務實致用、統整學習、省思精進、以及專業成長。李淑菁（2018）提

出未來教師特質不應只有學科專業，還必須具有輔導以及互動的能力，並且能夠

持續學習，調整自身視野，涵養細膩觀察，以增加生命厚度以及視野，如此才能

面對多元的學生需求。此外，教育部師藝司鄭淵全司長於 2019 師培主管會議中

提出師資培育的改革以及挑戰，擘畫了三個面向，九個內涵的終身學習的教師圖

像，包括教育愛：熱忱與關懷、倫理與責任、多元與尊重；教育專業力：專業與

實踐、溝通與合作、探究與批判思考；以及未來力：創新與挑戰、文化與美感、

跨域與國際視野等等。社會與學界對於合格師資的素養內涵漸次成型。教育部亦

於 108 年公佈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教育部 2019），其中明訂各類科師資

職前課程中應包含五向專業素養：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了解並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

適性輔導、以及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以上素養指引揭示了職前師資培育的

主要內容，與前一版本的師培課程要求，更強調了「實踐」在教師素養養成以及

專業成長上的重要。 

二、批判反思能力與師培生素養 

師資課程的發展，不能只聚焦於師培生的社會適應（黃政傑，1992），對於

政策的效果，社會重建的動態反思，了解新課綱之內容與規範，也要了解形成社

會潮流及需求的歷史脈絡，更能夠讓師培生具備面對未來教師生涯的調適能力。

師資培育機構在人才培育以及課程發展的軌跡中，應融入並落實實踐，以發揮師

資培育多元化的最大功效（楊志穎，2019）。「實踐」可以為師培生帶來了解職業

現況、增加實際經驗、提供行動能量、以及奠基批判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能

力的諸多好處。實踐與批判性反思是一體兩面的，實踐提供了批判性反思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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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批判性反思支持了實踐的動力。 

基於避免現在的教師接受過去的教育內涵以教導未來的學生的弊病，符碧真

（2018）提出探究式師資培育模式，期待藉由強調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無法預

知性，師培生對既有機構的安排需抱持懷疑的態度，以培養批判省思的能力，輔

以研究本位型的師資培育取向，針對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與學習歷程、課程、

教學與評量，班級經營與輔導，以及教育實踐來整合師培生的個人學習經驗，形

塑及反思所學內容與自我角色的認同及未來職涯的關係，成為其理想的師資培育

模式。觀察不同教師生涯階段的老師們，需要一個內化的動力，共通性能力，來

面對日益複雜以及挑戰的工作，批判性反思能力應是提供各師資素養存在的合理

性，以及持續執行實踐的動力。故本文特別強調批判性反思素養在師培生養成的

重要性。 

批判性反思是幫助教師達到個人解放及專業自主的具體作法，無論是行動

前、行動中或行動後的反思，在技術性（technical），實踐（practical），批判（critical） 
等面向對教學的特定問題，或背景脈絡提出更深一層的思考，藉由對話以及挑戰

假設的思維活動，進而轉化知識者的角色，最後達到積極的教學改變（陳美玉，

1997；Zeichner, 2007）。批判性反思涉及直覺、情緒和激情等複雜的思維活動，

也是經驗的再造（reconstruction）和重組（reorganization）。 

保持批判性反思可以帶來以下好處：提升教師工作士氣，定期完成教學目

標，以及培養積極進取，具批判性反思能力的學生（Brookfield,1995）。那麼批判

性反思要如何進行呢？首先要專注於假設（assumptions）。假設是個人對世界以

及其在世界中所處位置的理所當然的信念，對於我們來說，這些理所當然的信念

很明顯，無需明確說明。在許多方面，假設為「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賦予了

意義和目的。意識到構成我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隱含假設是我們一生中面臨的的

智力挑戰之一，雖然在批判這些假設的過程中，我們或許會本能地抵制某些東

西，因為擔心我們可能會發現什麼，而改變了我們的行動，但所帶來的影響也是

極為珍貴的。教師可以進一步澄清和質疑其在一直以來的假設，清楚了解限制和

脈絡，便容易引申行動（action）。批判性反思可以運用在任何教學活動、教師工

作場合、與同儕的關係、以及教育組織當中，它可以全面性支援教師生涯的細節，

使我們的教學生活更輕鬆。因此，從師培生階段若能培育其批判反思的素養，在

未來的教師生涯便能發揮影響自身、學生以及社會的巨大功用。 

三、批判反思能力對於教師工作的重要性 

教育是為了改變世界。我們希望培育充滿同情心，理解和公正地與環境人事

物互動以及富創造力的學生，但這不是個容易的工作，困難的是我們真誠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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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但不能保證這些期望都能實現。因為在學習中，文化，心理和權力的複雜性

（包括人際關係），意味著教學活動永遠不會是單純的，孤立於社會脈絡之外的。

如果我們不能幫助我們的學生對於所學產生意義感，那麼他們的學習常會引發悲

觀情緒和疏離，進而影響回饋到教師／師培生，令教師／師培生對於教師生涯產

生無力和威脅。反思（reflection）或稱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便可以

成功地幫助師培生以及他們的學生連結教學活動以及教學內容的意義性，並且增

加彼此信任，進而持續增能（empowerment）的一種活動。因此養成持續的批判

性反思習慣對教師的生存至關重要。Brookfield（1995）提出了幾點幫助我們理

解批判性反思融入教學活動的好處： 

(一) 幫助我們採取明智的行動，發展實踐依據 

這裡所謂明智的行動代表我們對於所採取的任何教學決策、活動、溝通，都

源自於對假設的檢視。檢視我們自己和他人。如果學生或同事問我們為什麼要做

某事，我們可以解釋我們的行為是如何從我們對教學的某些假設中產生的和學

習。然後，我們可以列出證據（經驗和理論），更能理解我們所採取的教學策略，

並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教師一貫遵循的上課時間，作業不能遲交等規定，

是否為必要？這些規定是在何情境下有助學生？是否能改變？還是必須遵守？

經過了檢視，相信許多教師會對班級經營技巧的運用更為活潑並充滿同理，在心

靈上也更為踏實。 

與程序實用程序相比，批判性反思習慣具有更大的好處。它不僅基於我們的

行為，而且還基於我們對自己作為教師的身份的認同以及實踐。我們知道為什麼

我們相信某些教學哲學和信念，老師更容易與自身、同事和學生進行交流，練習

背後的原理。瞭解行動的原因，老師們便向學生傳達了一種自信的感覺。這種紮

根感使老師可以穩定地去面對她無法控制的力量。 

(二) 幫助我們避免自我裂傷（self–laceration），也幫助我們沉澱情緒 

如果我們經常進行批判性反思，我們也不太容易自我裂傷。一個認真對待工

作的老師常因學生不學習而責備自己。這些老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引

起憤怒敵對，怨恨或冷漠的原因，即使是資深優良教師，勢必也會不時遇到此種

困境。既然相信自己是學生負面情緒和感覺的原因，也就必須為這些現象提出解

決方案，但往往得到的結果是一連串的無力感。如果我們片面認定自己的角色以

及假設，未能了解學生、同事、組織的限制時，我們如果在教學上追求成功，很

大程度上便是取決於運氣。一次小小的成功會使我們充滿雀躍；但隔天，同樣小

的失敗（例如一個不好的學生回饋），就被視為是自身的能力不足的大打擊。老

師們的心情就像是坐雲霄飛車，這樣的情緒狀態是無法長期下去，並會影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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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自身的信念，甚至影響對學生的熱情。批判性反思型的老師會系統地調查學

生的狀況，了解學生在社會和資源上的限制，意識到學生抗拒學習的真正原因，

進一步與學生共同建立更健康和更現實的評估，並停止責備自己。所以批判性反

思的習慣與教師的士氣是有很強的聯繫。 

(三) 老師與學生建立批判性反思的習慣，會使我們的教室充滿活力，增加互信 

在此，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對我們學生的影響。我們知

道學生會密切觀察我們，他們很快就會注意到我們所說的，以及我們所相信的，

與我們實際所做的之間的任何矛盾之處，並在心裡加以評判和譴責。學生看到老

師在他們面前塑造批判性思維是對他們的思維力是極有助益的。通過公開討論我

們自己的想法和假設，即使我們只是解釋了為什麼如此相信這些假設，我們便創

造了一種情感氛圍，學生體驗到他們的意見被尊重，而且這些有根據的批判思維

在課堂中是受歡迎，受讚賞的，教師會以最認真的態度對待它們，我們就能夠解

構傳統的動力和關係。在教室裡，學生和老師的關係，傳統上很大一部份是權力

關係，批判性反思可以警惕老師和學生教室中存在的權力關係，以及其濫用的可

能性。一位鼓勵學生向自己指出哪些行為是壓迫性的，並且會依據回饋來修正自

己的行為，這樣的老師才是真正的值得信賴。 

四、師資培育之歷程與實踐批批判性反思的途徑 

教師以及師培生可以在以下各方面進行持續的批判性反思：從對自己的了

解，從學生的觀察回饋，同儕的合作互動，以及參考理論文獻。 

(一) 對自己的了解 

自我察覺是批判性反思的基礎。教師可以先聚焦於自身的學習經驗，或曾

經作為老師的經歷，例如教學日記、評估學生／同伴反饋、個人目標結果、或榜

樣簡介，教師可以揭示其教學法中可能需要調整或加強得地方。更甚者，教師可

以觀察進行教學活動時，或是在學校的工作場合中，自身的情緒狀態以及士氣，

更了解自己的喜好與風格，並檢視原因，如此，便有助於教師角色的認同。 

(二) 學生的觀查回饋 

學生的經歷對良好的教學至關重要。老師可以基於學生的評量、評量答案和

結果、學生的作品心得，或對學生焦點小組或訪談等進行批判性反思，以便增加

教學時的敏感性和互動性。更重要的是，學生的視角反映出「那些可以證實或挑

戰教室中現有的權力關係」（Brookfield, 1995）。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2），頁 12-18 

 

師培生的核心素養 主題評論 

 

第 16 頁 

(三) 藉由同儕合作 

優秀的老師／師培生也可能尋求同儕的指導，建議和反饋。同儕可以在教學

實踐中指出隱藏的習慣，並為教學問題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此外，教師可以通

過與其他老師的互動來獲得信心，Admiraal 和 Berry（2016）認為教師與同事和

社區相關的關係能力的重要性，師培生需要學習在專業關係中對社交和情感做出

回應（Johnson et al., 2014）。Fox and Wilson（2015）研究了在老師在學校中的關

係建立，是社會資本建立的過程，通過與其他教師和同伴的聯網，師培生可以獲

得認知和情感支持。Le Cornu（2009）亦應用了關係彈性的概念，發現與學校的

老師和同伴，是促進教師成長關鍵，其特點是相互交流，賦權和勇氣的發展。 

(四) 參考理論文獻 

在國外的研究教師教育領域，普遍存在一種趨勢，即學生教師將實踐優先於

理論（Evans, 2010; Tang et al, 2012）。與課程學習相比，它們更重視野外作業學

習，而課程學習通常包括主題研究，教育研究基礎和方法研究。教育理論在臺灣

也往往被師培生視為通過教師資格考或取得學分的功能，在教師工作的實踐時，

理論和文獻通常也不被重視。然而，教育研究以及理論的發展，可以為教師們提

供思考模式的指引，學生行為的證據，同儕的信念的相互理解。 

五、結語 

關於專業素養和師資培育的討論（van Dinther et al., 2013;Pantić & Wubbels，
2010），學者認為教師專業素養是一套綜合知識和理解，技能和能力，以及教師

的信念和道德價值觀的廣泛構思。師培生需要發展課堂能力和更廣泛的專業能

力，以便在真實的情況下執行專業任務，並形成他們自己的職業及其與社會需求

變化關係的看法。批判性反思可以幫助師培生理解他們的角色，責任範圍，面臨

的制約因素，問題的根源，組織衝突以及推動有意義的變革的可能性。對於師培

生來說，運用批判性反思讓師培生和教師在教師生涯中產生新的意義感，更深入

自己的價值和想法，發展更有效的教學策略以及輔導方法，建立同儕關係，以成

為教育革新的推手，批判性反思能力的發展不啻為師資培育過程以及維持成功教

師生涯的重要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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