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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實習在師資培育過程中是結合理論與實踐的歷程，實習生在參與教育實

習的過程中，必需要透過各種有目的性、持續性及系統性專業成長或發展方式，

以成為一位專業的教師。目前的師資培育制度，實習生必需在實習學校進行半年

的教育實習。實習生選擇的實習學校中，有的只有一位實習生，有些則有二位以

上的實習生，實習生在有實習同儕的實習學校中，有更多的同儕互動機會，Hsu
（2005）之研究發現當實習生遭遇到問題無法解決時，有四成的問題會直接尋求

實習生同儕協助。而師資培育者運用團隊結構（cohort structures）鼓勵職前教師

社群意識，可以支持職前教師的學習（Dinsmore & Wenger, 2006），社群的同儕

互動可以促進職前教師的學習。由此可見，實習生同儕扮演支持性友誼，以及促

進專業成長的角色。 

然就作者擔任教育實習指導教師的經驗，實習生在實習機構和實習同儕的互

動，仍存在一些困難與問題。例如：（一）有些實習生將來並不想擔任教師，任

教意願不高，不願意積極參與同儕互動。（二）實習生沒有訂定共同的活動時間，

實習學校並未協調共同聚會時間，而造成常常無法聚會的情形。實習生各自忙

碌，例如協助學校帶球隊、協助班級事務等，互動的機會較少。（三）實習生的

互動，有時並未有明確的專業成長目標，成為聯誼式或休閒式的聚會，未有明確

的目標與嚴謹的活動規劃，因而顯得互動有些鬆散。 

針對上述困難與問題，以下本文將探討實習生同儕互動之優點與方式，以及

促進實習生同儕互動之建議，希望藉由本文之探討，師資培育者能瞭解實習生互

動的重要性及作法，進而鼓勵與引導實習生透過密切的同儕互動，達成自發、互

動與共好的理想。 

二、實習生同儕互動之優點 

實習生藉由同儕互動，可有以下優點： 

(一) 發展教學知識 

同儕之間的合作性反省可以幫助每個人發展專業知識（Manouchehri, 
2002 ），此外實習生可以和同儕討論教學方法和尋求教學改進的建議（Hoaglund, 
Birkenfeld & Box, 2014），故而實習生可透過交換教學心得來增進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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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獲得情緒支持 

實習生實習的過程中難免遭遇情緒上的波動，其原因可能來自於工作上的壓

力、環境適應或者人際關係等等，當遇到這些困擾時，在同一所學校實習的實習

同儕，成為最佳的情緒支持者，幫助實習生做好情緒的調節。Goodnough、 
Osmond、Dibbon、Glassman 與 Stevens（2009）認為因實習生之間的平等地位，

故而可以討論不同的議題與關注，並提供了情緒的支持，和其他實習同儕一起工

作會使他們對教學更有自信。 

(三) 創造鷹架學習的經驗 

實習生經由同儕互動交換彼此的想法，能促使他們更加精煉自己的觀點，提

供實習生學習的機會（Manouchehri, 2002）。實習生透過彼此的互動，為同儕樹

立鷹架，協助同儕學習，例如實習生面臨數學教學上的問題，透過同儕夥伴的支

持鷹架，進一步獲得數學教學的經驗。 

(四) 提升合作能力 

同儕的互動可以鼓勵實習生去挑戰現有的教學觀點，同儕團體提供非威脅性

的環境，建立實習生和他人討論議題的自信，也可以讓他們成為正式老師後持續

地和同事合作（Kettle & Sellars, 1996）。同儕互動讓實習生有機會體驗合作之重

要性，學習維繫人際關係的方法，及學會如何溝通與合作。 

(五) 增進反省能力 

反省思考是準教師重要能力之一，提升實習生的反省技巧可促進其專業發展

（Körkkö, Kyrö-Ämmälä & Turunen, 2016）。實習生同儕可透過自己與他人的交流

與反省，聆聽別人處理問題的過程，反省自己的應對方式（古明峰，2012）。經

過這些反省歷程之鍛鍊，將可促使實習生增加理論與實務之連結，提升個人反省

能力。 

三、實習生同儕互動的方式 

實習生在參與教育實習過程中，可透過多元的方式增進互動，例如：同儕教

練、學習社群、錄影反省、網路互動等，以下分別說明。 

(一) 同儕教練 

實習生同儕在實習的過程中，透過同儕教練（peer coaching）的安排，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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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實習生獲得同儕的回饋，促進教學專業（Goker, 2006），也可以獲得較多的

專業成長（Gardiner, 2010; Lu, 2010）、情感的支持（Lu, 2010）。所謂同儕教練係

指兩位或兩位以上專業夥伴透過分享、討論、激勵、支持和反省的互動過程中，

以促進專業的成長與發展（吳清山，2014）。Britton 與 Anderson（2010）的研究

發現職前教師對於同儕教練的過程感到滿意，未來仍願意使用，可將同儕合作的

精神延伸到未來的教職生涯中。 

(二) 學習社群 

實習生為了增進教育專業知能，可一起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他們有共同的信

念與願景，承諾遵守團體的規約，分享彼此的知識、觀念與價值（王為國，2015）。
實習生共同組成學習社群會促進實習生的學習，在互動中共同學習，增進實習生

的教學效能（許德田、張英傑，2004）。實習生同儕組成學習社群，設定共同成

長的主題與目標，透過定期的聚會，共享決定和責任，促成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  

(三) 錄影反省 

實習生可將課堂教學的過程予以錄影，然後與同儕一起觀看影片，從中檢視

教學過程與學生學習情形，如此可增進反省能力（Danielowich, 2014; So, 2012），
藉由影片為媒介，可以促使實習生互動時有具體的討論材料，能夠聚焦在教學者

的教學行為與學生的學習行為。 

(四) 網路互動 

目前的網路運用方便，有不同的管道可進行溝通，例如: Email、Facebook、 
Line、Skype、Blog、線上學習社群等等。運用網路發布即時訊息，讓群組內的

成員瞭解訊息，接收者可以待其有空時回覆訊息。然而透過網路向同儕尋求解

答，有可能因為網路的訊息較短，以有限的訊息可能難以掌握問題的重心；或者

無法即時回應而錯失溝通期效；也有些實習生只願意閱讀訊息，而不願意張貼訊

息到網站上（Mayer, 2002）。至於以網路電話或 Skype 進行討論，可以達即時互

動效果，但無法完全掌握溝通雙方的面部表情及肢體動作。而線上學習社群的部

分，有研究指出職前教師參與線上學習社群可以增進互動，鼓勵成員參與及貢獻

自己的意見，增進反省性思考（Nicholson & Bond, 2003）。在眾多的網路平台或

管道中，實習生可以選擇適合與便利的方式，來達成溝通與分享的目的。 

四、促進實習生同儕互動之建議 

為使實習生具有良好的同儕互動成效，建議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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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甄選師資生時選取對教職有高度興趣及意願者 

 師資培育大學在甄選師資生時可考量採用性向測驗或面試等甄選方式，選

取對教職有高度興趣及意願者，這樣才願意積極參與教育實習及實習期間的同儕

互動。 

(二) 增加實習生正式互動的管道與時間 

實習生任教態度、任教承諾各異的情形下，為確保實習品質，建議教育實習

機構增加實習生正式互動的管道、共同互動的時間，例如：共同參與公開觀課、

共同參與籌畫學校活動、參加專業學習社群、籌組教師甄試讀書會等措施，可凝

聚實習生共同的目標與方向，而減少實習同儕因參與意願差異造成的影響，以促

進實習生的互動成長與學習。 

(三) 鼓勵實習生從事有系統的互動 

建議師資培育大學修訂教育實習辦法相關內容，運用制度性的組織或活動使

同儕互動具有系統性與規律性，為使實習生同儕之互動能夠更加深化、持續性與

定期性，實習輔導指導教授可輔導實習生藉由機制來促進互動，包括鼓勵學習社

群的成立、訂定共同互動時間、培養參與社群技巧、輔導其建立公約、共同反省

教學等，如此方能使同儕互動更加有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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