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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社群的意義 

近年來在教育改革的趨勢下，教師組織學習與教師領導被視為是改善學校文

化的重點，同時為了有效提升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將教師間彼此結合並相互學

習儼然成為教育改革的新課題 (陳佩英，2009)。而以往教師專業發展是一種個

體行為，而非群體行動，因此缺少組織連結、缺乏社群觀念，難以兼顧教師個人

與學校組織的同步發展(孫志麟，2010)。然而，有組織合作的成長與學習是教師

專業成長的重要目的，也勢必行手段，因其具有分享、支援的優點，而且，將共

同目標的教師組織起來，一起團隊合作、行動、反思，發揮整體力量，這種合作

式、團隊式的學習觀念，在近代的教育思潮中，已經演變為「專業學習社群」的

理論與實務(Hord, 2004)。至於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一詞

並非獨一無二的用詞，例如，有學者偏好使用「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 
(Foulger, 2005；Wagner, 2004)、「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King & 
Newmann, 2000)、或「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ies) (Haberman, 2004)來表達

同一概念。而此種「學習社群」，廣義是指一群人對所屬團體具有歸屬感及認同

感且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群體間透過平等對話和分享交流的討論與學習，以提

升專業知能，最後促進組織目標的達成 (林思伶、蔡進雄，2005)。由上述定義

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即是以教師合作為本質，具有工作導向、結果導向的實

務實踐特性。學者明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具有三個核心原則：（1）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要能建立良好文化，並善用與促進教師彼此之間合作分享；（2）聚焦於教師

專業成長與學生有效率的學習結果；（3）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要確保學生學到什

麼，而不是教師教了什麼 (DuFour, 2004)。整體而言，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意義，除了社群間彼此交流分享而不斷學習與進步外，更重要的遇到待解決的

問題時，社群運作過程與思考方向能藉由各方所長來解決，以強化組織更有效率

並達成目標的能力(吳清山，1998)。 

二、跨領域教師社群的功能與意義 

教師社群的結構與組成可以是不同學門的領域相結合，形成跨領域的教師社

群，而教師社群既有的優勢之一，即是社群知識的總和大於個別參與者知識的總

和(Gherardi & Nicolini, 2000)，除了知識面，良好的教師社群必須兼顧知識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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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層面的互動，可以直接促進教學上的創造性轉化 (楊智先，2007)。而「跨領

域學習」近年已成教育圈和企業圈熱門的時興項目，跨領域學習不像通識有個別

的學科，跨領域課程主要是以議題為導向，透過真實存在的問題，以不同角度切

入、不同的思維、不同的做法以達到最終的目標(JWU-TING CHEN，2016)。設

定一個主題，讓學生「學以致用」，透過一個目標、一個活動了解各類型學科學

習的必要性，以及對未來就業、對改善社會、對改善環境提供實質的幫助。而教

師本人也就需要具備各項專業知識來支持達到上述目標。例如；為了達到海洋永

續的目的，就需要海洋相關的各項學科專業背景的教師來參與，因為海洋本身就

是極為多元層面的組成，涉及各面向的人類活動與不同的生態面貌，因而需要結

合採取各類性質不同的措施 (陳鎮東，2010)，而跨領域人才的彙整也因此顯得

十分重要。國內目前也有許多跨領域教師社群的組成，例如：臺北市中崙高中於

2012 年以電子書包實驗計畫為主題，成立了校內資訊特色課程工作小組，及愛

i 工作坊(iworkshop)，號召校內高中部有意願之教師，包含歷史、地理、音樂、

數學、公民、資訊，及數學、理化、英文、地理等科，成立一個以使用行動學習

裝置(ipad2)融入教學的專業學習社群，並進行教學教案與課程之研發(謝念慈，

2013)。南華大學也為了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有效整合教學資源，鼓勵教師自

發性結合不同領域專長之同儕共組社群，提出以華語文學與寫作教師社群。高雄

醫學大學教師則發展學能提升中心，設立各項教學社群供教師進修，其中包括「發

展跨領域居家照護微學分課程照護指引教師社群」、「環境毒理資訊跨領域社

群」、「IPE 跨領域教學工作坊」等等，皆是將不同專業的人才整合，並為達到教

學或各種目的而結合的社群。 

三、國立高雄大學 USR 計畫跨領域教師社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高科大)配合教育部政策，提出「漁鄉關懷與產

業競爭力提升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

稱 USR)計畫，為將食漁教育落實在漁村小學並振興在地產業，結合了產(如魚塭

業主及地方漁會)、官(如漁業署、屏東縣農業處及屏東縣教育處)、學(如國立高

雄科技大學及林邊、佳冬地區結盟國小)，本計畫教師團隊除高科大外，尚結合

華夏、屏科大、長庚及嘉南藥理大學等校，共計 15 位教師聯合組成；而所帶領

之學生團隊則依場域發展需求採任務編組，共分 4 小隊，包括安全養殖輔導、創

新產品研發、特色行銷漁鄉設計與推廣及食漁教育與在地關懷實踐。高科大 USR
計畫團隊也因此組成跨領域教師社群來共同推動食漁教育，並廣納各方建言，使

食漁教育課程之規劃及落實更為周延。其跨領域教師社群包含有海洋事務與產業

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水產養殖系、水產食品科學系、通識教育委員會、創

新設計工程系等系所教師，過程中高科大海管所更與屏東縣政府合作，共同舉辦

食漁論壇，並廣邀中央與地方各機關如教育部、漁業署、農委會等代表與會，也

與實際在教育第一線的教案設計教師、在地養殖業者如嘉南漁場等，由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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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規劃真正符合在地性的食漁教育課程，期望藉由這些活動，有效推動並且落實

食漁教育。 

為執行此 USR 計畫，各系所教師發揮各自專業背景所長，例如：水產養殖

系老師除了提供養殖技術的輔導外，也將友善環境的養殖模式導入漁村，以益生

菌取代傳統用藥。水產食品科學系老師則將食材與其副產品進行加工再製，包含

碎魚肉、魚皮、魚鱗等，提高食材的附加價值。通識教育教師則著重在關懷當地

漁鄉人文風情，將漁鄉文化與水產品中的知識以繪本形式傳遞，藉以涵養漁鄉兒

童與大學生之海洋關懷情操。資訊管理系與創新設計工程系老師則協助養殖業者

建立新型產銷通路，包含品牌與包裝設計，並提供行銷管理與行銷人才培育專題

講座。最後由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老師進行全面性的整合，更將漁業資源

與漁業政策的相關資源納入討論，使地方文化與地方產業接軌，並進而提升漁鄉

產業競爭力。 

計畫執行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不僅各學術背景教師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能

以利解決問題、達成目標，尤其因為跨領域教師社群的建立，使得在各個面向工

作項目實施時，老師們都能彼此支援，且因為偕同參與團隊不同領域的活動，包

括初期的計畫目標於執行策略討論，到期中的計畫活動執行，乃至期末的成果展

現與省思回饋，教師社群成員均需親自參與與體驗，除了貢獻一己之長外，尤其

藉由跨領域教師的互動及活動參與，因而提升了各自專業以外的知識，使團隊中

各個成員都能有所成長。綜觀之，此教師社群即發揮其跨領域的核心理念，不但

使教師間彼此專業達到充分發揮，也能有效率地提升教育對象之學習，教師團隊

成員間更藉由彼此力量達到充實知識技能、同儕共學的結果，而成為更具跨領域

教學及學習的全方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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