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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師是學校教育重要角色之一，也是學校中影響學生學習最關鍵的人物，因

此，教師教學專業應是當前教育改革活動重要的議題之一。而要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則可從教師在職教育著手，亦即，可透過各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之推展，藉以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與品質。而以當前國內所推動的各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下簡稱專業學習社群）可說是較為大多數教師喜歡的方式之

一。 

Brown、Horn 與 King(2018)指出，專業學習社群可提供一個鼓勵教師專業

發展、合作以及創新的機會，因此，國內外不管是理論與實務專家，都積極鼓勵

學校教師成立並運作專業學習社群，臺灣亦復如是。然而，DuFour 與 
Reeves(2016)卻提及，許多學校都能有目的地發展專業學習社群，但卻是沒有將

真實的專業學習社群推動策略運用於實務當中；此外，Wilson(2016)也指出，真

正的專業學習社群應該要包括成員間的共享治理，藉以產生學校的改進。顯見確

實推動並深化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藉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應該是有其必

要性、價值性與重要性。 

Hargreaves 與 Fullan(2012)曾倡導專業資本的概念，認為專業資本乃是有效

教學的必要因素，且是改進教師自我教學、提升教師團隊表現的重要成份

(Hargreaves & Fullan, 2013)，更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此外，

相關研究也發現（陳佩英，2017；譚欣欣，2018；Osmond-Johnson, 2017），專業

學習社群可以擴展與累積教師專業資本。因此，如何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展與

深化，藉而提升教師專業資本，並進而提高教師教學專業與學生學習成效，應該

是當前重要的教育改革議題之一。 

準此而論，本研究旨在探究如何善用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藉以提升教師專

業資本。具體而言，本文首先闡述專業學習社群相關概念；其次，則說明教師專

業資本相關概念；再者，分析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資本之關係；最後，則提

出善用專業學習社群以提升教師專業資本之相關策略。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CV5E/search?q=auc=%22%E8%AD%9A%E6%AC%A3%E6%AC%A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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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學習社群相關概念 

    專業學習社群乃是指具有共同願景的一群教師，在社群中不斷地集體學習，

此專業學習社群之特性包括：共享領導、共享願景與價值、集體學習、共享教學

實務、支持情境(Hord & Sommers, 2008)，而且，專業社群運作的原則有：關注

學生學習(focus on learning)、關注合作文化(focus on collaborative culture)、關注

結果(focus on results)(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 Roberts, 2011)。具體而言，

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強調五大原則：(1)教師組成合作團隊，並負起學生學習之責；

(2)教師合作並逐步發展符合學習者需求之課程；(3)教師團隊基於實務課程發展

出相關的評量；(4)教師團隊使用共通式形成性評量來瞭解哪些學生需學習協

助、確認教師教學的優缺點、以及具體說明教師無法協助學生之處；(5)教師共

同發展出足以提供需要額外支持的學生能真正接收到學習上的支持(DuFour ＆ 
Reeves, 2016)。 

所謂「關注學生學習」的原則，則係指專業社群運作之際，參與之教師應時

常提醒自己要關注並共同討論四大問題：(1)我們要學生學習什麼？(2)我們如何

知道學生已經學會？(3)當學生學習有困難時，我們該如何回應？(4)當學生對於

學習已達精熟層次時，我們要如何加深及擴充學生之學習？(DuFour et al., 2008; 
Dufour & Fullan, 2013; DuFour ＆ Reeves, 2016; Hughes & Kritsonis, 2006)此
外，Sacks(2017)認為，要有效推動專業學習社群則應掌握五大準則：(1)確保每一

位成員有話語權及參與機會；(2)確保每一位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他的關

注；(3)確保每一成員於回應前都有足夠時間進行省思；(4)要能提供具體明確的

運作結構；(5)階層是扁平的，以確保每一位成員都共享領導。 

值得一提的是，僅「關注學生學習」只是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較為低層次的階

段，如能兼顧「關注學生與教師的學習」，才是較高層次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

（Gates & Watkins, 2010），而針對此概念，Marzano（2016）則進一步省思並提出

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教師可增加同儕間對話的兩大問題：「我們如何增進教學

能力？」、「我們如何將合作與努力轉化為學校層級的領導作為？」 

進一步探究及分析專業學習社群相關概念發現：(1)就定義而言，由於社群、

學習社群與專業學習社群之概念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專業學習社群更應強調合

作改善、集體判斷與專業對話，而非僅是為符應教師的需求與興趣而成立；(2)

就特性來看，專業學習社群更應關注共同願景、共享領導以及共享教學實務，易

言之，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皆應共同討論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願景並建立願景

共識；而共享領導之真諦，乃是期盼每一位參與者皆能共享領導權，一起分享與

擔負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責任，簡言之，每一個教師都應具社群召集人的角色與

職責；再者，共享教學實務則是強調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應善用教學觀察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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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以落實教學實踐、省思與回饋；(3)就原則而言，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理應

同時兼顧學生學習、教師學習以及教師領導之提升，而非僅是強調學生學習之層

次。 

 

此外，當前我國雖然如火如荼於中小學推展專業學習社群，但仍有部份教師

持觀望態度，並質疑其實施成效。然就結構理論來看，專業學習社群是屬於一種

結構(structure)，多少會限制教師專業發展之方向與內容，但此結構其實也具使

動(enable)的功效(Giddens & Dembo, 1984)，所以，唯有鼓勵教師願意參與，並於

參與過程省思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優缺點，進而發展出深具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

活動，才會更顯示出專業學習社群之意義性與價值性。 

三、 教師專業資本相關概念 

    專業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的概念乃是 Hargreaves 與 Fullan (2012)所倡

導，其認為專業資本是賡續專業學習的要素，是由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

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判斷資本(decision capital)三種成份所構成，且有效教學亦

是此三類資本相互發揮的產品，亦即，專業資本乃是有效教學不可或缺的要素。

易言之，專業資本乃是教師個體相互學習（社會資本）所得的知識與技能（人力

資本），並透過集體專業引導教師同儕學習（判斷資本）(Osmond-Johnson, 2017)。 

    人力資本乃是一種人力資源或個體的能力，其概念強調個體可透過教育或培

訓，以發展個體具有價值的知識與技能，所以，當對個體進行教育之投資，將會

獲得經濟上的回報。而對教師教學而言，專業發展與培育也是一種資本的投資，

因為，唯有持續發展教學上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才足以提升教學的人力資本。

(Fullan, 2016; Hargreaves & Fullan, 2012)。 

    社 會 資 本 乃 是 透 過 個 體 間 合 作 與 同 儕 關 係 以 分 享 資 源 與 訊 息

（Osmond-Johnson, 2017)，亦即，係指透過個體間社會關係與互動來影響個體獲

得知識與訊息，因為，透過社會資本可擴展個體的機會與影響網絡，進而增加個

體接近並獲取他人人力資本的知識與技能(Fullan, 2016; Hargreaves & Fullan, 
2012)。 

    專業資本不僅是發展與分享知識與實務，更重要的，也能促使個體作明智的

判斷、決定與行動(Osmond-Johnson, 2017)。其中，判斷資本則是整合專業與實務

以進行專業判斷，所以，判斷資本係作較佳判斷的核心，特別是當個體決定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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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結合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來達成任務目標的重要決定之時，更顯重要，所以，

當教師身處無固定規則或證據資料時，判斷資本將更足以促進教師能作出更明智

的判斷(Fullan, 2016; Hargreaves & Fullan, 2012)。 

    Hargreaves 與 Fullan(2013)指出，專業資本乃是改進教師自我教學、提升教

師團隊表現的重要成份，而且，專業資本是賡續專業學習的要素，因此，要培養

學生具備高層次的能力，則教師應具備更多的專業資本。另外，專業資本亦是教

師有效教學的必要因素(Hargreaves & Fullan, 2012)。因此，如果要有效提升中小

學教與學專業素質，則積累與擴展教師專業資本應是重要的策略之一。 

 

四、 專業社群與教師專業資本之關係 

    國內外當前有關專業學習社群和教師專業資本間之相關實徵研究仍不多，顯

示此領域仍有待進一步開發，茲將相關實徵研究呈現於后，以供推動與研究之參

考： 

    陳佩英（2017）採深度訪談、焦點訪談、觀察紀錄、問卷與文件分析等方式，

藉以了解網絡學習社群之教學探究活動及其專業資本積累之實踐路徑和意義。研

究結果發現，社群中教學探究言談與文本遞迴和循環，有助於學習社群中教師專

業資本之積累。 

    譚欣欣（2018）採訪談法並佐以觀察記錄與文件分析，探究五位參與教師實

踐社群的教師，藉以瞭解教師實踐社群的運作及其對教師專業資本積累之影響。

而研究發現，透過教師實踐社群之參與，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上，乃是以

社會資本為關鍵，而且，透過信任關係的連結，得以提升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

積累運用。 

    Walker(2017)曾採半結構訪談及教師自評量表，藉以瞭解小學教師對專業學

習社群中教師專業資本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

在專業學習社群中皆能覺知專業資本之概念與實務。 

    Osmond-Johnson(2017)採取問卷調查、訪談及觀察等方法，探究專業學習社

群中教師專業資本的改變狀況。研究發現，專業學習社群乃是一個擴展參與教師

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判斷資本的有效平臺，而且，在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過程當

中，可藉由教師領導者領導教師進行學習，進而有效提升教師的專業資本。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CV5E/search?q=auc=%22%E8%AD%9A%E6%AC%A3%E6%AC%A3%22.&searchmode=basic
https://163.21.239.102:2094/pqdt/indexinglinkhandler/sng/au/Walker,+Allison+Edwards/$N?accountid=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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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相關實徵研究發現，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不但能對專業資本

有所理解，也能有效擴展及積累其專業資本，此外，善用教師領導作為，亦能有

效提升專業學習社群中教師之專業資本。因此，不管是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

單位、乃至於教師個人都應理解，宜積極推動與善用專業學習社群，以提升整體

教師專業資本，並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五、善用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專業資本-代結語 

    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即說明永續發展與持續精進的必要性與價值性，而

專業學習社群之推動亦復如是。本文發現，專業學習社群乃是提升教師專業資本

的重要方式，而教師專業資本則是促進教師專業素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良

方。因此，未來除應持續鼓勵更多的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親自體會此活動對

個人所帶來的助益與問題，進而省思與改善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此外，本文也

將於此提出運用及深化專業學習社群的策略，藉以提升教師專業資本，並進而就

教各教育先進： 

(一) 強化社群運作願景討論之歷程 

    專業學習社群的申請有時是召集人決定後即提出，因此，有關專業學習社群

之願景與任務可能僅是召集人個人的看法，而此往往會影響專業學習社群實際運

作之效益，因此，為推展及深化專業學習社群之效果，建議於籌組或運作專業學

習社群之際，所有成員應共同針對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願景與任務進行討論，以

凝聚專業學習之共識，並透過此討論與學習過程，有效提升教師之專業資本。 

(二) 落實成員共同承擔領導之責任 

    共享領導乃是專業學習社群重要特性之一，也是專業學習社群成功與否的重

要關鍵。然而，專業學習社群實際運作之際，往往都是召集擔負專業學習社群籌

組與推動之所有任務，其不但造成召集人之身心俱疲，也減低個體與其他成員間

密集接觸和互動。準此，為推動與深化專業學習社群之效果，建議所有成員皆應

積極參與及分享專業學習社群領導之任務，並藉由擔負領導責任之歷程，持續擴

展教師之專業資本。 

(三) 關注學習與教學之診斷與改善 

    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乃是學校教育的核心，且是牽涉教師專業素質與學生學

習成效的重要基石，此外，同時「關注學生與教師學習」，才是較高層次專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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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社群之運作，因此，為推展及深化專業學習社群之效果，建議未來專業學習社

群之運作應同時於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之診斷與改善，並經由對學習與教學問題

之診斷、改善與對話過程，累積與擴展教師之專業資本。 

(四) 確實實踐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規範，教師每年皆應在社群的整體規劃下公開授課一次

並進行專業回饋，因此，教師如何善用專業學習社群推展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實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準此，為推展與深化專業學習社群之效果，建議應確

實於專業學習社群中進行備觀議課，透過成員間的對話、省思與決定，提供授課

者專業、正向與溝通式之回饋，以精進教師課程與教學效能，並藉此學習成長過

程，富化與提升教師之專業資本。 

(五) 積極營造成員之合作信任關係 

    關注合作乃是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原則之一，而專業學習社群其實是一群教

師在社群中不斷的學習，也就是說，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乃是成員間不斷的互

動、交流、合作與學習，而要促使成員有效學習，則信任關係之營造更顯重要。

因而，為推展及深化專業學習社群之效果，建議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過程應能積

極營造成員間的合作與信任關係，並藉以提升教師之專業資本。 

 

(六) 建立成員真實對話與學習模式 

    對話乃是一種高層次的雙迴圈學習，其不但讓說話者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亦

能對聽話者產生正向之收獲。尤其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之互動過程當中，如果能透

過深層且真實之對話模式運作，促使成員針對課程發展、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

議題進行省思、批判、判斷與決定，相信不但能有效推動及深化專業學習社群運

作之效益，也能進而提升教師之專業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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