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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之研究--
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 

作者：江怡萱  

國立台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班  

摘要  
    本研究乃研究者與四位教師共同組成學習型教師社群，一方面進行社會學

習領域的教學分享，一方面建構出以社會學 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案。本研究

採質性研究，以訪談、參與觀察、文件分析 為研究方法，並以錄音、攝影、現

場記錄等為資料蒐集的主要來源。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歸納出以下的結論： 

一、研究成員參與社群的動機為期待獲得家 長的肯定、增進人際的互動、以及

體認到教師比學生更需要成長。 

二、促進社群運作的因素為：(一)主題符合需求； (二 )多元的補充資料； (三 )有

督促的力量；(四 )不增加額外的負擔；(五 )對教育有共同的信念和熱忱：(六 )
教師間的合作與互動； (七 )尋求外界的肯定等。  

三、阻礙社群運作的因素有： (一 )時間不足； (二 )難有跨年段共同的研討時間；

(三 )教學環境有許多變數；(四 )評量有太多面向；(五 )檔案重複使用性不高；

(六 )需要行政的適時適量支援； (七 )教師的雜項工作太多； (八 )批判性不足

等。  

四、教學檔案應包含個人專業素養、課程設 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

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度等。  

五、減輕教學檔案製作負擔的具體作法有： 隨手製作、用心製作、豐富教學、

資源分享、以質取勝等。 

六、社群建立教學檔案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有：(一 )專業態度與知能的成長；

(二 )課程精熟與目標掌握的提高； (三 )省思與檢討能力的提昇； (四 )資料整

理能力的精進；(五 )學習動力與教學靈感的增加；(六 )專業責任的實現；(七 )
孤立心靈的突破。  
基於上述結論，本研究針對國小教師、教育行政及未來後續研究等方面提出若干建

議。 
關鍵詞：學習型教師社群，教學檔案，社會學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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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Learning Teacher Community to 
Establish Teaching Portfolio--Take Social Studies as the Topic 

Chiang Yi-Hsua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learning teacher community consists of the researcher and four 
teachers to share social studies teaching on the one part and establish teaching 
portfolio with social studies as the topic on the other part.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study, take interview,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 document analysis 
as study methods,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recording, photographing, on-site 
recording as the principal resourc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s generalized from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1. The motives of study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are expecting to 

obtain the approval from students’ parents, enhanc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they realize that teachers need development more than that of students. 

2. The promoting factors for community operation are: 1) the topics comply with 
needs, 2) divers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3) the power of urge, 4) without 
additional burden, 5) common belief and enthusiasm towards education, 6)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teachers, 7) seek for the approval from 
external world and so on. 

3.  The interfering factors for community operation are: 1) insufficient time, 2) 
hard to have reference time in common covering all grades, 3) plenty variables 
in teaching environment, 4) too many aspects for evaluation, 5) low portfolio 
repetitive deployment, 6) require duly and sufficiency support for 
administration, 7) too many sundries for teacher, 8) insufficient critics and so 
on. 

4. Teaching portfolio should contain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equipment,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class operation and counseling, study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education pursuit, and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spirit and attitude and so 
on.  

5. Specific practices for reducing the burden to make teaching portfolio are: 
manufacture without extra efforts, manufacture with efforts, abundant teach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victory by quality and so on. 

6. The influence up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rom community 
establishing teaching portfolio is: 1)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knowledge; 2) promotion of course familiarization and target control, 3) 
enhancement of refl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ability, 4) advancement in data 
process capability, 5)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eaching 
inspiration, 6) re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7) breakthrough of 
isolated mind.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elementary teacher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ers. 
Key Words: Learning Teacher Community, Teaching Portfolio, Soci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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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二十一世紀的降臨，面對知識的爆發、學習觀念的改變、全球化的發展、

國家競爭力的需求、民主化的潮流等等，許多因素都促使我們不得不重新思考

教育方向，而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無疑地，為台灣教育現象中的

許多陳疴帶來了整治與更新的契機。國小行政組織除了設置課程發展委員會、

各學習領域小組外，亦由教師組成各種工作團隊、教學研究會等社群，以夥伴

關係發揮協同合作精神，進行專業對話與教學研究，提昇教學專業能力擴展自

己的角色與視野。因此，「拆除個人主義的籓籬」被視為是學校組織再造工程

的重要條件，教師間「協同合作文化」（collaborative culture）的塑造與生成，

成為九O年代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議題(周淑卿，2002)。 

在教學過程中，有各種的變因，牽動著教學的走向；在教學過程中，有無

數的教學決定產生，唯有從系列性資料的分析與診斷方能讓專業知能得以彰

顯。「教學檔案」(teaching portfolios)的概念在近幾年興起，目的大多做為師資

能力檢定、教師專業評鑑、課程教學評鑑之用。然而，教學檔案真正的功能性

在於有助教師同儕專業對話之發展、社群團隊經驗之分享、課程銜接和學習評

量等問題之解決。  

    研究者之所以選擇「教學檔案」做為這篇論文的核心概念，是因研究者意識

到本研究將可見到兩種層次的成長歷程：一層是教學檔案已經廣泛地應在教師認

證和甄選之中，同時也可以應用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用途上，教學檔案本身就彷

如訴說一段在職教師自我成長的故事，描述與激勵著教師自我專業成長的過程；另

一層則是對於現職教師而言，教學檔案著重於持續性的專業發展，而不是續聘、

升遷、考績獎金…爭議性問題，反而更可以提昇教學品質。如何幫助在職教師

建立教學檔案，更是一股推進研究者兼教學者在研究知能與教學專業上的成長動

力。因此，研究者舖設了這條成長路作為全篇論文的架構，並將交織在路程中的順

逆甘苦，藉由論文的陳述娓娓道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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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分為五節說明：第一節為研究問問題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教育權的鬆綁，讓教學專業自主權回歸教師，提

供學校及教師更多彈性教學自主的空間，正是教師展現終身學習，提昇專業表

現的最佳時機。在日漸強調教師專業的今日，提昇教師專業能力、建立教師專

業形象早已成為教育改革的重要訴求。教師如何厚實自我的專業知能，並能不

斷的成長學習，便是一個重要的議題。Giroux於1988年指出教師不應該是封閉

的、保守的，應該是屬於轉型的知識份子(歐用生，2000)，教師要對自己所處

的教育脈絡作一番反省，藉由教師間的有意義的溝通，將自己的內隱知識形於

外，與其他同事經驗交流發展出夥伴關係，藉以協助教師的教學成長。近年來

教育領域重視「以學校為基礎的教育改革」(school-based education reform)、「教

師即研究者」(teacher as researchers)(黃超陽，2001；饒見維、洪清一、林美珠、

王筱皇，1997；Elliott,1991)等觀念，而九年一貫課程一再揭櫫協同教學精神，

即希望突破教師自我孤立的習慣，促進教學社群的成形，強調夥伴關係，教師

有能力對自己的實務情境加以省思、批判、研究、改進，認為這是縮短理論與

實踐落差、促進教師自我專業成長與學校教育革新有效的策略(張德銳，1998；

歐用生，1997)。 

近年來教育界不斷引用企業界的理論與技術，諸如：品管圈(quality cycle)、

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等理論，以改善學校教育品質，其中以團隊型

式（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各學習領域小組、協同教學班群等）來達成

教改要求的任務，以提昇學校組織的工作成效就是最受矚目的新趨勢。然而，

以何種方式可以促使教師自我專業成長呢？唯有透過教師團體動力過程中的

自我省思過程與團隊成員同儕間的專業對話，才能重新為教師專業賦予新的意

義。誠如Senge於1994年的「第五項修練」(郭進隆譯，1994)一書中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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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組織中大家得以不斷突破自己能力的上限，創造真心嚮往的結果，培養

全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全力實現共同的願景，且不斷一起學習如何共

同學習。」教師需要藉著長期持續的學習活動來促進專業成長，而這種成長方

式是以「教師焦點、合作實施、實踐導向」為模式(歐用生，1997；饒見維，1996)。

秦夢群(1999)亦指出，學習型組織重視追求新知，強調以社群工作的方式及系

統性、關照整體的思考，以因應變革與解決問題。 

近三十年來，研究教師專業成長的演進，是先以量的調查為主，從大量的

數據獲知教師成長的狀況；其次由量化的統計轉進到質化的分析，對教學者的

成長提供實質上的助益。然而，研究者終究只扮演評鑑者的角色，教學者扮演

被觀察者、被評鑑者的角色。到了九十年代後期，研究人員訓練種子教師，再

返回學校成立教學團，經由同儕的相互觀摩、觀念與經驗的分享，讓參與教師

都能達到專業成長。分析過去的文獻，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必須從質的觀點

出發，協助個案教師針對教學實務進行分析、諮詢與回饋，促進教師的體認與

成長。 

「學習型教師社群」(learning teacher community)是一種由教師彼此對等地

位的協同合作關係，進行對話、回饋、反思，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小團體(陳雅

智，1998；趙金婷，2000；Murgatroyd & Morgan ,1993)。在「學習型教師社群」

理念下，作為教師學得理論與實務經驗的橋樑，並以學校為研究場域，讓教師

同儕之間進行協同研究，激發集體洞見、工作熱忱，必定可以提升教師的教學

品質和培養更多的批判行為與反省能力。學校必須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有了

學習型教師社群，教師的專業成長才會組織化、系統化及專業化，同時也是一

種科學與藝術的融合(楊深耕，2001)。因此，是否可藉由「學習型教師社群」

來促進教師自我專業的成長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教師的教學要有所成長，首要的工作就是協助教師重新架構自身的知識，

讓原來儲存在記憶當中的知識系統化，利用自我建構的「教學檔案」，作為反

省的機制，讓教師從教學的現場不斷地修正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教學信念。

傳 統 的 教 師 評 鑑 方 式 已 無 法 有 效 且 真 實 地 評 鑑 出 教 師 複 雜 及 多 面 向 的 專 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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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於是在這樣的機制與動力下，教學檔案的需要性便孕育而生。「教學檔案」

是 對 一 位 教 師 的 教 學 成 就 事 實 有 所 選 擇 的 蒐 集 品 (selective collections)(Wolf & 

Dietz, 1998)。檔案中真實而具體的資料，可以做為呈現個人教學能力的參考，

若加強其教學反省實踐部份，可以提供教師在專業成長上有一種動態的歷程及

反省實踐的作用。在Stone(1998)研究上已支持檔案(portfolios)可作為一種反省經

驗、將理論連結至實際、教學評估及專業成長的方法。教學檔案在美國已相當

普遍地受到一些州、教學機構、師資培育課程及學區所採用，通常做為教師職

前訓練、自我評鑑、及專業發展之用(Wheeler,1993)。 

    在 面 臨 未 來 可 能 實 施 的 教 師 分 級 制 ， 教 師 建 立 教 學 檔 案 即 顯 得 相 當 重 要

(陳惠萍，1999；張麗麗、蔡清華，1997)。在國內研究中，張德銳(2000)發現：

教學檔案確能完整描述在職教師或實習教師的整體表現，對於教學過程的覺知

更敏感，若再稍做整理，更可在未來的甄試或教師評鑑時可提供部份的專業表

現證據。陳惠萍(1999)在有關台南市國中小學教師教學檔案 的研究中指出，教

學檔案確實可做為教師反省思考與增進教學能力的媒介。不過，如何使教師在

建立教學檔案與教學行政過度負擔之間取得平衡點，以及如何妥善運用所建立

的檔案改進教學活動是值得探索的問題。因此，「教學檔案」是否有助於提昇

教學成效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過去教師對於教學過程中五花八門的創意作品或學習教材的處理總是零零落

落的放入檔案夾內，缺乏整體規畫設計。若要配合校務評鑑或教師評鑑，才稍加分

類整理，因此，產生檔案的弊端：空泛、無意義、不見教師的任何分析評論、省思，

無法從中覺察教師的成長軌跡。儘管教學檔案在目前逐漸被重視，但是，只是徒

具形式，它的真正價值卻被忽略了，於是，研究者開始積極探索「教學檔案」的

真義與作法。因此，研 究 者 亟 思 結 合 服務學校的現 職 教 師 組 成 一 學 習 型 教 師 社

群，進行建立社會學習領域主題式教學檔案歷程經驗的分享，企圖在實際的運

作中透視教師自我成長的軌跡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國 內 不 乏 教 學 檔 案 的 研 究 ， 但 多 針 對 初 任 教 師 或 實 習 教 師 ， 如 ： 余 媛 宜

(2004) 、蔡雅玲(2004)、李順銓(2001)；或多半是一般性的教學檔案，如楊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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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蔡雅玲(2004)、梁一成(2003)、陳春蓮(2003)、李順銓(2001)；主題式的

教學檔案較少，僅有莊敏仁(2005)、余媛宜(2004)以藝術與人文領域為主題、顏

嘉璘(2004)以英語為主題。有鑑於此 ，本研究以教學年資平 均九年的教師社群

為對象，進行主題式社會學習領域教學檔案的歷程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一方面瀏覽文獻對教學檔案的相關理論加以分析；另一

方面則以服務學校的教師組成一學習型教師社群，藉由訪談、參與觀察、文件

分析等方式，探討是否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進行建立社會學習領域主

題式教學檔案歷程經驗的對話與省思，促進社群成員的自我專業成長和提昇教

學品質。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茲將本研究的目的及待答問題臚列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探討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情形。  

二、探討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歷程中，影響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實際運作的因

素。 

三、探討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案內容。 

四、探討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減輕建立教學檔案負擔的作法。 

五、探討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在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之後，對於教師自我的專

業成長前後改變情形。 

貳、 待答問題 

一、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情形為何？  

二、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的歷程中，影響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實際運作的因素

為何？ 

三、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案的呈現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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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對於減輕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負擔，有何具體作法？ 

五、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在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之後，對於教師自我的專業成

長前後改變情形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概念釋義如下：     

壹、 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 

    「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乃是依據 Senge 學習型組織中的社群學習。組成

之目的除了教師內生的自我成長需求外，更因為透過合作互動的團體機制，提

昇教師在教學上的知識與能力。  

本研究中的「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指的是研究者與目前服務的學校內自

願參與研究且具有建立教學檔案經驗的四位教師共同組成學習型教師社群，在

社群學習、協同合作的氛圍下以「主題式社會學習領域教學檔案」為焦點，透

過持續的對話、討論、觀察、省思等，交換專業知識、分享實務經驗，來增進

研究夥伴的問題解決能力和知識範疇，以求教學精進和自我成長；並強調研究

夥伴間地位的平等、重視同儕協同合作的關係，包括民主參與、彼此了解、共

同作決定與共同行動。「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組成之目的除了教師內生的自

我成長需求外，更希望透過合作互動的團體機制，提昇教師在教學上的知識與

能力。  

貳、 主題式教學檔案 

    教學檔案是教學工作者，藉由文件資料記錄自己成長的歷程，也評估自我

教學的成效；更能有效幫助教師在不斷的自我成長與省思過程中，監控自我的

成長，提升自我的專業能力，以及與同儕相互切磋研究(秦麗花，2000)。 



 7

教學檔案不同於資料夾，並非僅僅將教學資料匯集成冊而已，在製作過程

中需要思考檔案內容的選擇、選擇的依據，並能呈現自我反省的面向。因此，

建置一份教學檔案時，可以「主題」方式來建置。主題式教學檔案，其目的不

僅是教學經驗與教學資源的分享，最重要在於有系統且持續透過選擇、同儕討

論、教學實踐、反思與修正等方式發展為教師自我成長的機制。  

本研究所指的「主題式教學檔案」，乃是研究者與四位教師針對康軒版三

年級下學期社會學習領域所做的教學檔案，內容涵蓋課程計劃、學習評量、教

學活動紀錄、教學活動省思、學生作品、學生省思與回饋等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茲將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陳列如下： 

壹、 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研究者徵求有意願自我成長和有興趣參與社會學習領域研究的教師同

好，組成學習型教師社群，透過協同合作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促進教師自我的

專業成長。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是以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歷程為範圍，研究的重點聚焦於透過研

究夥伴的協同合作研究，針對康軒版三年級下學期社會學習領域進行主題式教

學檔案的探討，內容加強彼此的對話、省思和觀摩來促進教師的改變和成長。

希望透過對學習型教師社群運作歷程的探討，分析出其優點、所面臨的困難；

研究中將專業成長的觀察面向以社會領域為主，界定為課程計劃、學習評量、

教學活動紀錄、教學活動省思、學生作品、學生省思與回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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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在研究進行及研究內容的

推論上有若干限制，敘述如下：  

一、研究者的限制  

        在研究中，研究者是學習型教師社群的領導者、諮詢者、問題解決者、成

長夥伴，也是一位「研究生」，多重角色的扮演介入程度較深，應以公開、公

正的態度從事問題的解決，儘量做到對研究情境與結果不預設立場，但受限於

研究者本身的主觀價值、蒐集資料的方式、文獻閱讀的語文能力、質性研究的

技巧等影響，對存在研究中可能的真象與洞察，恐有不足。在研究過程中，除

研究者不斷自我反省，以澄清自己的主觀和預設立場外，並透過與指導教授及

研究夥伴不斷研討，以提昇本研究的品質。  

二、研究情境的限制  

本研究以實務工作情境為研究情境，每一至兩週固定時間的聚會討論，然

而，學校情境是動態、開放的場所，許多事情的發生是無法預期的，如學校活

動、處理學生突發狀況、班級臨時偶發事件的處置、研究夥伴無法如期出席等，

這些因素皆可能影響研究的進行，因此，不能完全關照到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

對社群教師的教學與學習的影響。如何在行政與教學之間取捨及尋求共同的時

間，減少外在因素的干擾，使每次聚會全部到齊且順利進行，是研究者應考量

的。  

三、研究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藉由校內教師組成學習型教師社群，

探討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內涵與功用，以及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與實際應用的經

驗，進一步思考「學習型教師社群」、「主題式教學檔案」對於教師自我成長的

改變。研究結果儘管不能像量化研究般的普遍代表性、情境類推性，而本研究

的價值在提供一個思索的起點，對與本研究對象有相同或不同特質的其他對象

而言，也能產生某部分的交集。這部分的交集也許不能立即凸顯效果，但也可

能是一些重要觀念的啟發與行動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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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了對本研究「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和「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兩個

重點的相關概念有充分的了解，研究者經蒐集相關文獻，加以彙整分析後，將

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為：「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意涵」、「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相

關研究」、「教學檔案的意涵」、「教學檔案的相關研究」、「學習型教師社群與建

立教學檔案的關係」進行探討，以便於研究進行過程中對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的掌握。  

第一節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意涵 

在知識社會中，學習係持續發生於人類的生活周遭中，人類經由學習不斷

的 累 積 知 識 ， 建 立 起 個 人 與 組 織 的 知 識 體 系 。 若 是 能 夠 建 立 組 織 持 續 學 習 文

化，透過組織成員知識與經驗對話，勢必將有助於提升組織績效與成員專業之

成長。因此，營造學習型社群實現社群共同的願望，如此才能幫助教師不斷地

學習、因應現今教育環境的需要，身為二十一世紀的教師，若不能與時俱進，

在專業上追求卓越的進步，將難以適應資訊快速變遷的社會。以下先說明學習

型教師社群的理論、形式與特性、功能與運作原則，進而分析組織學習型教師

社群的必須性，最後再探討影響學習型教師社群運作的因素。 

壹、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理論─學習型組織 

知識與學習為人類社會永續發展與持續進步的核心。就整個人類發展史觀

之，當前人類對於知識與學習的高度重視與仰賴可謂前所未有。尤其在二十一

世紀與知識相關的重要議題諸如「知識經濟」、「知識管理」、「知識社會」及「知

識創新」或與學習相關的重要議題如「終身學習」、「學習社會」、「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社群」等，更是受到舉世矚目，運用各種有效的途徑與策略以發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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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 並 促 進 學 習 ， 乃 成 為 各 國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力 與 增 進 社 會 發 展 所 一 致 努 力 的 方

向。 

近年來隨著教育思潮的演進、終身學習的趨勢與教育工作專業化的必要，

學者提倡學習型組織、合作學習及協同教學、班群教學的概念，說明了社群合

作的重要性，也為教師的專業發展注入活水，教師彼此之間透過同儕專業對話

及 觀 摩 、 修 正 、 合 作 計 劃 等 ， 增 益 彼 此 的 專 業 知 能 。 俄 國 心 理 學 家 維 果 斯 基

(Vygotsky)提出「學習者社群」的理念，認為知識的建構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是社會化的，不是個體獨自發展的。教師是成熟的個體，並且是一個有經驗的

問題解決者，因此，可從此種「學習社群」的互動和參與來相互學習，發揮個

體的自主性與責任感(陳淑敏，1994)。 

在瀏覽文獻之餘，研究者發現無論是所謂的「學習型社群」(learning 

community)、「同儕教練」(peer coaching)、「同儕教學」（peer instruction）、「同儕

視導」（peer supervision）、「教師成長團體」(teacher growth group)、「教師協同

成長團體」(teacher co-development group)，其理論基礎均源自Senge所 提 倡 的「 學

習 型 組 織」，其目的均在以同儕合作方式協助教師自我專業成長(利一奇，2001；

張德銳，2001)。有關學習型組織的定義至目前仍是眾說紛紜，未有明確定論。

誠如國內學者魏惠娟(1999)所言，由學習型組織的精神觀之，也沒有必要追求

一個統一的定義，畢竟每個組織有不同的文化傳統與特性，強求一個統一的定

義，反而可能無法掌握其精神內涵。此外，由於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就此議題做

大量陳述，本文並不擬在此針對「 學 習 型 組 織」定義上做廣泛的探討。 

學習型組織應包含五項的修練，分別為「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

善心智模式」、「建立共同願景」與「社群學習」等五項(郭進隆譯，1994)。學

習型社群的組織，其用意在於藉由社群成員瞭解彼此的感覺和想法，透過完

整的協調合一體的學習方式，提昇社群思考和共同創造的能力。當社群成員

真正在學習的時候，不僅社群能產生出色的成果，個別成員的學習成長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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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其他學習方式快。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亮」，發揮集思廣益的

效果，正是學習型社群的最好比喻(黃清海，1998)。 

學習型社群的「學習」，其基本單位是團隊而不是個人，係從組織力量的

整合著眼，強調成員必須同步成長。進修與學習不是少數人的事，更不是少數

有潛力成員的事，而是要全體成員均能進入學習的狀態，每一位成員均有邊做

邊學的觀念與作法，並且透過團隊合作，共同經營組織的成長與發展（張德銳，

1999）。簡言之，學習型社群中的每一份子群策群力，各盡其長，還要善加利

用物品及工具，讓學習者學得更深更廣，並且培養其知識貢獻與知識分享的態

度，逐漸提昇成員份子的知能(趙金婷，2000)。Senge 認為「學習」和「組織」

兩個概念應融會成一有機體，組織內的成員不斷擴展學習能力，使型態的思考

方法得以孕育，進而增強個人知識和經驗，改變整個組織的行為，強化組織變

革的創新能力(陳惠邦，1998)。學習型組織是以成長為目標，協同行動為過程，

透過類似學習型組織的社群學習，可以促使教師改變孤立的教學情境，可與協

同研究者一同探究問題，並進行專業對話、省思，對教師專業的成長有極大的

貢獻。因此，新世紀的教師需具有合作、溝通、反省的多元能力，與其他教師

同仁共同建構一個以學習為導向的教師社群，不斷地在教學中自我成長，才能

成就整體教育品質的提昇。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成員必須具有共同目標、相互支持、彼此信任及溝通分

享知識與經驗的心態，尊重想法、意見的表達，為著共同的願景貢獻己能，共

同 分 擔 責 任 ， 使 個 體 融 入 團 體 才 能 維 持 學 習 型 教 師 社 群 的 運 作 ， 共 同 獲 得 成

長。教師在教學和研究的情境中一向都是孤軍作戰的，事實上，教師是很需要

來自學校同仁在專業工作上的交流和情感上的支持。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形

成，社群成員在協同合作行動的學習情境中，彼此交互批判、相互支持，不斷

地自我學習，對其專業知能與角色定義會有新的看法，有助於提升教師的省思

能 力 和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敏 感 性 ， 更能 深 入 了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及 思 考 模 式 (林碧

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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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教師社群是一個從教學實務出發的學習成長團體，在整個協同合作

行動的歷程，使教師變得愈來愈有批判性、反省性、創造性和積極性，在教學

工作中成就了自己，也保有對教育的熱忱。學習型教師社群是促進專業成長與

組織發展的有力途徑之一，能改變學校文化與學校氣氛，使整個學校組成為學

習型組織，促成教育的變革與進步(Argyris,1989)。再者，研究的協同性有助於

教學或知識的提升。社群中的所有參與者一同蒐集資料、詮釋資料，共同將資

料分析與檢證，使知識或理論的建構更 具有效度和可信任性(陳惠邦，1998)。

由此可知，研究中的協同特徵在建構教師專業知識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

互相溝通了解及批判的研究過程中，消除了個人知識和個人思想中的盲點，增

加思考的參照角度與視野，使知識的理解更趨成熟與深入。 

對教師而言，現在不是熟稔本來已熟悉的部份，而是必須解構自己，進而

再建構再超越的時候，如何永續更新自己？研究者認為同儕相互學習及共同成

長，不失為一種不錯的方式。因此，本研究擬從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主題

式教學檔案的研究過程，尋找一條職場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而專業成長的內

涵應包括：教學反省、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評量方式、教材教法

與人際關係等能力的改進。 

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模式，鼓勵教師打破自己的藩離，減少孤立情境，

在合作的過程中，分享教學經驗，充實專業知能與教學檔案實質的內涵，而不

是徒具合作的形式。其實，在教育現場的教師除了礙於組織環境、行政的支持

參與、教師人格特質、時間等面向考量外，學校的組織文化是影響教師是否能

敞開心胸進行自己專業知能反思、自發學習的關鍵。一般而言，學校也都會有

定期舉行的教學觀摩及教學研討會，但是大家都是行禮如儀壁上觀，照照相做

資料而已，這種安分守己的組織氣氛、文化，使得改革缺少了更進一步的動機，

如何激發教師的動機、相互指導，形成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模式或許是一種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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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形式與特性 

一、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形式  

饒見維(1996)認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團體大多是以三種形式來進行，即

讀書會式、問題導向式及中心主題式，因此，以下分別就這三種形式的運作模

式加以探討： 

(一)「讀書會式」教師成長團體 

進行方式為參加成長團體的教師，於聚會時間輪流做讀書報告，分享閱讀

心得，以及進行討論。閱讀書籍可以非常廣泛，依據教師們自己的興趣與需要

而決定。成員亦可以選擇閱讀相同或不同書籍，具有很大的彈性。成員藉由書

中內容進行討論與分享，並與實務相印證；專業知識不但獲得增長，且能透過

自我省思而獲得成長。 

(二)「問題導向式」教師成長團體 

參 加 成 長 團 體 的 教 師 於 聚 會 時 間 ， 輪 流 提 出 自 己 目 前 或 以 前 所 遭 遇 的 問

題。提出問題的教師，先對問題狀況做詳盡說明，甚至提供相關資料，讓其他

成員能夠深入瞭解問題。參與的教師針對此問題，提出各種意見，尋求解決策

略與方法。如此集思廣益、交換經驗，能夠增進教師的問題分析與問題解決能

力，對教學實務有很大的幫助。 

(三)「主題中心式」教師成長團體 

參加成長團體的教師於聚會時間，針對某一主題來討論，討論主題包羅萬

象，諸如：某科的教材教法或教學內容、班級經營、兒童問題行為的輔導等等。

成員輪流分享自己對主題的心得與經驗，如此可以擴大成員的觀點，對主題能

有更深入的瞭解。 

本研究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應屬於第三種「主題中心式」，是以「教學

檔案」為研究主題中心，希望能夠藉著協同合作的研究實施、省思、回饋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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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過程，豐富彼此的經驗品質，促進成員的專業成長。根據文獻得知，以教

師為成員的成長團體，其成員適當人數約為五至九位左右，大約每一至兩週聚

會一次，每次兩個小時，持續約一個學期左右的時間來進行（蔡寶桂，2002）。

不過，因為本研究的教師是為成熟而自主的個體，因此在實際運作時為了適應

成員的需要，應該經過全體討論後再決定聚會的細節，同時依實際運作情況而

做調整。 

二、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特性  

學習型教師社群在教學上有別於昔日教師單打獨鬥與無援無助的情況， 而具有不

同的特性。茲列舉國內外學者的論述，整理如下表2-1： 

表 2-1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特性彙整表  
學者(年代) 學 習 型 教師 社 群 的特 性  

高紅瑛（2002） 

1.教 學 資源的 充 分 運用  

2.學 生 學習的 個 別 適應  

3.彈 性 多元的 教 學 模式  

4.分 工 合作的 專 業 對話  

5.教 學 專業社 群 的 組合  

鄭博真（2002） 

1.資 淺 教 師接 受 資 深教 師 的 視導 與 指 導  
2.重 視 教 學團 隊 共 同合 作 計 劃、 教 學 和評 鑑  

3.鼓勵教師發揮個人專長， 互補長短  

4.時間安排和團體規模具有彈性 

5.重視學習者個別差異， 兼顧個性和群性發展 

6.強調多功能教學場所設計， 因應多元化教學需求 

劉智雄、謝文全、黃春木、劉蔚之

（2000） 

1.由各學科或課程領域內全體教師所組成 

2.以教師教學與研究為目的之專業單位 

3.以集體決策為運作模式 

Birchak, Connor, Crawford, Kahn, 
Kaser, Turne, 與 Short (1998) 

1.它 是 教師自 動 自 發參 與 的  

2.它是成員互相關懷的同時也是相互挑戰教學理念與行為的

3.它是成員重視結合教學理論與實務的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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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者對學習型教師社群特性的看法，教師團隊具有以下的特性：(一)教師

對其團隊產生高度的承諾，彼此有機會互相分享教學上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同時互相關

懷，紓解挫折等情緒問題；(二)在教師團隊中，教師們可以互相合作學習新的課程設計

及新的教學法；(三)在合作的氣氛下，教師將不再覺得孤立或有被論斷之威脅感；(四)

教師在團隊中，可舒適自然地提出問題討論且彼此支援，藉由不斷地對話與反思達到持

續改善自我心智模式之效果。 

參、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功能與運作原則 

一、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功能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目標是否能達成、功能是否能發揮， 將深深地影響課程改革是

否能成功。茲整理學者對於學習型教師社群功能的描述， 列舉如表2-2： 

表  2-2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功能彙整表  

學 者 (年 代 ) 學 習 型 教師 社 群 的功 能  

池榮尉(2004) 

1. 發揮教師個人專才 

2. 提供教師在教育上做更寬廣、更彈性的思考方向， 實踐教育理念 

3. 增進教師合作經驗， 學習互助合作的教學體制 

4. 經由團隊之分工與合作， 發揮教學之自主與專業性 

5. 增進教師間的意見交流與互相激勵 

江愛華(2001) 

1. 幫助教師實現課程及教學創新 

2. 幫助教師一起投入學校改革之企劃 

3. 幫助教師學習有關教學的最新研究發現 

4. 幫助教師掌握其專業權及專業成長 

5.提供教師自我實現之途徑 

李健銘(2001) 

1. 教學活動的設計 

2. 教學方法與技術的研究 

3. 教材選擇與研發 

4. 推動教學視（輔）導工作 

5.課程的研究與發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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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功能彙整表(續) 

學 者 (年 代 ) 學 習 型 教師 社 群 的功 能  

李錫津(2001) 

1.創意中心的功能 

2.整合平台的功能 

3.對話機制的功能 

4.行動舞台的功能 

5.研究發展的功能 

6.診斷處方的功能 

陳天寶(2001) 

1. 研究教學方法及評量技術的改進 

2. 研究教材的選擇及課程的編排原則 

3. 商討數學、作業及實驗的進度 

4. 交換教學經驗或研習心得 

5. 商討教學及命題工作之分配 

6. 提供教學興革意見 

7.其他有關教學研究事項 

蕭福生( 2001)  

1. 彌補教師員額的短缺 

2. 改革傳統不良的教室教學 

3. 居於整體的力量大於個人 

4. 彌補教師的個別差異缺陷 

陳 惠 邦 (1998) 

1.團 體 動力與 增 權 的功 能  

2.透 過 批判省 思 以 建立 知 識 的效 度  

3.人 本 的關懷 與 情 感的 支 持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上可知，教師社群的功能讓教師已逐漸擺脫以往只是教學執行者的角色，不但

有教材的選擇及研發的權力，教師同時也是課程的研究者與發展者。因此，在學習型

社群的運作過程中，成員本身的信念與價值體系會持續受到反省、質疑、辯證、

解構以及再建構，並逐漸成熟、統整。學習與成長可以是一種合作的探險，而

非孤獨的旅行。教師社群的功能隨著教師角色的改變，適時調整其功能，兼具整合平

台、對話機制的功能，朝向創意中心、行動舞台發展，以因應教育改革趨勢，提昇教師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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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原則  

為了不讓教師社群的成立流於空有理想，不切實際，而能促進學習型社群

與教師自我專業成長過程，對於學習型團隊運作的原則，研究者綜合各學者看

法，發現應注意下面幾點 (謝瑞榮，1999；陳惠邦，1998)：  

        (一 ) 以相互尊重為前提：教師社群功能在於研究品質的提升、創造力與交

互反省的激盪、合作學習以及共同為教學與研究創造有利的學校環境。應尋求

社群成員共同的目標與願景，針對共同的主題進行資料蒐集、文獻的探討與事

實的探究等活動。社群成員的知識與經驗必須具有相似性，互相尊重，透過同

儕討論與批判，促進成員多方面的思考與自我反省，才能互相理解與溝通。 

    (二 ) 強 調 倫 理 關 係 的 建 立 ： 教 育 活 動 是 有 價 值 性 的 ， 任 何 研 究 活 動 都 不

應對學校其他教師和學生造成在教學、行政和學習上的干擾，特別要注意研究

倫理，不可違反教育活動的內在規範或價值。  

   (三)公開探究與呈現：社群的運作強調參與的教師之間及教師與其他相關者

間 的 交 互 批 判 、 思 考 與 共 鳴 ， 使 在 平 等 與 自 由 溝 通 的 條 件 下 有 充 分 的 揮 灑 空

間，相互啟發、反省與協助成長，研究成果能與其他教育實務工作者共同分享

專業成長。 

(四)重視省思的心理歷程：所有的省思都是在得到經驗後，經過檢討與批

判活動後的回饋思考，教師在藉著團體動力機制的發揮，最容易引發個人朝省

思的方向進行。因為教師在社群聚會中，將成員引導至回顧過去實務經驗中，

聽聽別人的經驗為何？反省自己又如何？亦即透過省思過程的回饋思考，對教

學實務實施後的利弊進行經驗交流，提昇教學成效，將教師成員帶領到經驗與

知識的成長中。 

學習型教師社群對於個人，不但能夠透過經驗交流和意見交換，共同建構

知識，也能夠因和他人持續的互動省思中，而獲得心靈的成長。也就是說，學

習型社群因為個人成長，影響了整個社群的文化，而能夠進一步促進社群的成

長，有時更擴散至其他非參與者，影響了整個學校。由此可見，本研究的「學

習型教師社群」具有促進個人與團體成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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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本身就是一個永無止盡的學習歷程，教師的專業發展也不例外，教師

的成長環境可以在班級教學中成長，可以在校內成長，也可以在教育體制內成

長。學習型社群是教師在任教環境中所建構一個協同的、合作的研究橋樑。這

個橋樑透過教學問題引發互動，帶動教師察覺反思，分享他們的洞察力，進而

解決所面臨的教學問題，提供教師專業新知和角色的新視野。     

本研究以教師自組學習型社群的型態，透過質性研究歷程的體驗，來促進

彼此的專業成長，因此，兼具「協同合作」、「主動探究」的取向，相信將是未

來值得重視的教師專業成長新趨勢。  

 

肆、 組織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必須性 

學校教育長久以來一直處在一個保守、封閉和缺乏競爭的環境，以國民小

學而論，除了年年更替的學生和流動的教師外，在組織、氣氛、心態、教學研

究、合作學習等方面，仍然處於靜態的跡象(劉鎮寧，1998)。而隨著教育改革、

開放教育、九年一貫課程風起雲湧之際，這種現象是不利於教育的發展，也不

利於社會的進步，更遑論如何面對學習社會之來臨。相對於靜態的學校教育，

現代學校應該是一所動態的「學習型學校」，惟有在學習型學校裡，學校成員

才能持續不斷的學習，才能強化學校變革和創新的能力。學習型學校中教師扮

演的角色，既是教導者也是學習者。尤其重視教師的社群學習，在教師不斷自

我進修、交互學習下，激發每個人的創造潛能。就個人而言，將產生一股源源

不斷的活力與自我肯定的內在驅力，有利於自我專業的成長與教學品質的提

昇。就社群來說，會凝聚每個人的智慧能量，形成共同願景，開創學校新文化。 

教師面對不斷變革的知識和環境，自己本身也應做實質上的改變來因應，

發展自身的能力與豐富的經驗，並透過同儕合作與同事分享自己學習和研究成

果，使自己有成長的機會並成為他人成長的支持者，如此，教師才足以提升專

業的素養與持續終身學習的理念。就教師專業成長的取向而言，張明輝(2002)

指出教師自我成長與發展的主要取向，包括：自我更新取向、同僚專業互享取

向 、 師 生 互 動 取 向 及 親 師 互 動 取 向 。 其 中 同 僚 專 業 互 享 取 向 (the colleg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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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是在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礎上，進行教學的反省與對話，藉此促進教學

專業的發展。  

教師的教學信念與教學習慣不易改變，唯有透過教師長期和他人互動，以

及本身深入的省思過程，教師的深沈信念才能重新建構或轉化。在實務研究

中，教師在校內共同進行教學研討，或透過教師成長團體方式，教師的教學知

識確有成長，符合教師於社會脈絡中獲致成長的論點(陳芬蘭，2000)。 

在 競 爭 激 烈 而 快 速 變 遷 的 世 界 裡 ， 只 有 學 習 型 的 組 織 才 能 得 到 生 存 與 發

展，亦即唯有會學習的組織，才能獲得永續的發展與綿延。學習型教師社群為

一互動之學習社群，藉由社群之間的相互討論，彼此的協助合作，直接的達成

自己及同儕在專業知能、技術與態度上的增進與成長，間接的便會促成學校組

織的發展。Cotton(1987)研究也發現，教師的專業成長方案應包括幫助教師建立

同儕學習、改善教學技能等，由此可知，學習型社群的建立是有助於教師自我

專業成長與改善教學品質。  

將教師視為專業人員的涵義，不僅是在地位的肯定，而且是視教師為「自

主的、成長的個體」，有能力行使自己的專業能力，在複雜的情境中做判斷，

並在其專業領域中能不斷追求進步與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是指教師在其從事教

職期間，持續而有系統的養成與獲得相關知識、技巧及態度，進而提昇教學的

成效。故面對著社會對教師專業成長的要求與期望，期能藉由學習型社群互相

溝通請益、相互學習，匯集眾人的力量去適應大環境的變遷。 

過去教師在教育研究中是被研究的客體，是聽憑教育決策者的一群，通常

是擔任助理的地位，但是心聲無法表達。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教師即是研究者，

能主動建構知識、自我啟蒙與自我增權，而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對於提昇教

師自我專業成長的助益為何？研究者就教師、學校、學術社群三方面來敘述。 

一、對教師自我專業成長的助益  

教師在其教育工作中，透過某種互動型態，改變教室教學的孤立情境，協

同探究問題建立教師專業社群，不斷藉著省思與批判來增長自己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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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專業知能，調整專業態度，提振專業精神(陳伯璋，1999；歐用生，1999；

饒見維，1996)。其次，教師除了運用研究成果解決和改進教學實務外，教師對

於新教學觀念和方法，抱持樂觀的態度且樂於嘗試，且能澄清教學想法、價值

和作為，如此可以增進教學效能（郭木山，2002）。最後，教師的自信心也因

研究而增強，有助於減輕教師的倦怠感。 

二、對學校層面的助益  

教師研究的成果可以針對問題的特殊性，提出適當的解決之道。在學校組

織氣氛的建立上，教師從事研究的個人成長也可帶動學校內追求專業成長的風

氣。教師研究者的自信心是教師教育行動研究中最重要的收穫，也強化了教師

的外在表現。教師勇於參與教育的辯論，同時也對學校校務的實施和發展，提

出批判性的評估和建言，而這些專業的能力和表現，除幫助教師處理日常事務

和獲得個人的滿足感之外，事實上，也可能在學校內創造開放的、合作的、批

判反省的學校環境。另一方面，教師從事研究在團體討論及共同行動研究的過

程，可增進民主態度及社群精神，是促進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良佳模式（郭

木山，2002）。 

三、對學術社群的助益  

整個研究的成果，可提供學術研究相當豐富的資料，有助教育學術社群對

教學和學習方面理論的檢討和重新建構(賴雅芬，1997)。而教師研究的問題是

由教學實務問題所產生，故可由此得知教育的基層問題所在。教師經由有系統

的探究，對現存的教育理論所提出的批評和建言，值得教育學術社群參考。 

就教育改革的角度而言，任何教育改革最後都要依賴教師來執行。再好的

制度要教師來運作；再完善的措施要教師來實現；再理想的課程也要教師來實

施。因此，教師是教育改革方案的執行者，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人物，也是

教育改革希望所繫，在教育改革過程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歐用生，1997)。由

此可知，教師身肩教改的重責大任，其本身的專業知能更是影響到是否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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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教改最重要、最關鍵的因素。因此，教師在教改的洪流中更須不斷的督促

自己持續的專業發展，乃能擔負教改的詮釋、批判和實踐角色。  

伍、 影響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實際運作要素 

從個人獨立學習到社群的整體學習，從傳統靜態的研習進修活動到社群動

態的互動學習，乃是目前教育社群中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途徑。然而，社

群運作順利與否的影響因素相當錯綜複雜，且關係到運作的進行和品質。學校

內部在面對因應當前教改脈動，必須逐漸轉型之際，身為學校成員中佔絕大多

數的教師，他們的角色所賦予的責任相對的繁重，尤其是教學以及兼任的行政

工作等龐大的工作量與壓力，早已應接不暇，又如何能夠建立學習型社群？而

根據黃清海(1998)針對學校建立學習型組織的困境因應之道中指出，教育行政

機關應釐清學校與家長之間的責任與義務，減少校內與教學無關的工作可以克

服教師工作負擔與時間的限制。由此，便可以瞭解繁重的行政工作，是建立學

習型教師社群的障礙之一。此外，在賴燊雲(1998)對於學習型組織在台灣省國

民小學發展現況之調查研究中發現：國小學習型組織發展會因教師人口變項的

不同而有差異。由於在 Senge 的第五項修練中，「社群學習」是建立學習型組

織的修練方式之一。因此學校若要推展社群學習，會因來自不同背景的教師本

身所具備的特性，而影響到社群學習實施的成效。研究者綜合相關文獻(池榮

尉，2004；郭木山，2002；林碧珍，2000；謝瑞榮，1999；陳惠邦，1998)，將

影響社群運作的因素歸納成兩個面向：一是促進的因素，即促使社群持續且順

利運作的原因；二是限制的因素，即社群運作時遭遇的困境。 

一、促進的因素  

(一) 教師專業成長的內在意願：教師本 身對專業成長的需求，影響著成員持

續 參 與 學 習 型 社 群 研 究 的 動 力 ， 是 促 進 社 群 持 續 且 順 利 運 作 的 基 本 因

素。如謝瑞榮(1999) 研究成員以敷衍的心態參加，影響社群研究的進行

與品質。若是社群成員是由有意願、志同道合的教師自發性的組合而成，

自然對研究主題產生共鳴、熱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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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放的態度與良好的情誼：在研究的過程中 研究者與社群成員應採取開

放、民主、自由的態度，社群成員間的地位是平等的，建立良好情誼與

共識，形成一個無不當壓力、無宰制的溝通環境，而不是帶有階級高低

的意識參與。 

(三 ) 社 群 成 員 的 組 成 特 性 ： 成 員 們 應 兼 具 能 力 專 長 異 質 化 與 人 格 特 質 同 質

化。若具有豐富的學經背景、優勢的學科知識或實務經驗，並結合教師

實務經驗與專家學理知識，在研究討論中可提供經驗分享或回饋，讓研

究更深入、順暢。 

(四) 實質鼓勵與補助：研究經費的補助、獎勵、 研習時數等都是促進教師專

業成長的社群運作的誘因之一。 

(五) 不增加額外的負擔：一般教師因教學和級務 繁重，對於教學之外的事務

大多會產生排斥的心態，更遑論是進行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社群的領

導者若能事前特別對成員說明研究目的、內容、進行的方式，會讓參與

的成員降低心理壓力和負擔，進而樂於參與社群。 

二、限制的因素  

教師欲參與學習型社群進行研究時，常遇到以下的困難： 

(一) 教師缺乏研究的知能、技巧與經驗，影響其參與學習型社群研究之能力與

意願。 

(二 ) 繁重的教學負擔常使教師從事教學研究的時間不足，理想不易達成，教師

通常不易在不干擾其教學角色的情況下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  

(三)社群成員之間相互觀摩，反省思考，常因為對問題的認知誤差或溝通不良

而產生誤解，無法獲得實質收穫和成就感。 

(四)教師從事教育研究，無論是以問卷調查的印刷、或訪談的錄音帶，或觀察

的錄影設備，會有可觀的經費運用問題。 

  (五)對研究主題缺乏興趣，實務資料獲取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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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教師對教學研究保持等而視之的態度，而且對教育研究的精神與方法的了

解十分模糊，對教育研究的精神特徵(實務取向、協同合作與批判反省)也

都語焉不詳。 

影響社群實際運作的因素是複雜多樣性的，除了上述的促進與限制兩方面

外，常因為研究範疇與情境的差異，影響的相關因素也會有所不同，如學校體

制的限制、行政支持的不足、工作及家長的壓力、教學時間及進度壓力、參與

成員的特質、缺乏教學反省習慣和批判能力等。無論如何區別，重要的是掌握

影響因素的精神所在，進一步去推動或化解，才能讓社群的運作更加順暢，提

昇社群運作的品質及維繫。  

第二節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相關研究 

社 會 建 構 主 義 者 主 張 將 認 知 功 能 重 新 定 位 在 社 會 ､ 文 化 及 歷 史 的 情 境

中，將 學 習 定 義 為 一 種 社 會 活 動 ﹐並 且 更 適 切 的 以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來 看 待 學 習

歷 程 (Prawat, 1996)； 甚 至 對 長 久 以 來 心 理 學 界 所 探 討 的 智 力 及 學 習 潛 能 的 定

義，也 試 圖 從 另 一 種「 分 散 式 智 慧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的 角 度 詮 釋 探 討 。 

「 分 散 式 智 慧 」 及 「 分 散 式 專 精 知 能 」 (distributed expertise)的 概 念 ， 將

智 力 觀 由 個 人 層 面 擴 展 到 社 會 (social)及 物 質 (material)層 面 。 學 習 不 僅 要 團 體

中 的 每 一 份 子 群 策 群 力，各 盡 其 長，還 要 善 加 利 用 物 品 及 工 具，才 能 分 享 原

本 分 散 於 各 處 的 知 識，逐 漸 提 昇 社 群 份 子 的 知 能。這 種 著 重 社 會 層 面 的 觀 點

使 得 學 習 的 焦 點 從「 教 導 個 人 學 習 策 略 」擴 展 為「 建 構 教 室 文 化 以 支 援 主 動

的 知 識 建 構 歷 程 」。 至 此 ， 教 育 者 開 始 醒 悟 到 要 讓 學 習 者 的 思 考 行 為 像 個 科

學 家 ﹐必 須 先 讓 教 室 氣 氛 像 個 科 學 社 群，這 也 是 教 育 改 革 者 提 倡「 學 習 社 群 」

(learning communities)理 念 之 源 由  (Brown, Ash, Rutherford, Nakagawa, Gordon, 

& Campione, 1993； Pea,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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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型 社 群 是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群 體 的 參 與 者 或 某 一 特 殊 學 習 領 域 而 形 成 的

學習環境，參與者透過共同參與學習活動及溝通討論，彼此分享知識與經驗，

以達成資源共享、資訊互通、知識分享、經驗交換與情感交流（張基成，1998）。 

另 一 方 面，學 習 社 群 結 合 學 校，共 享 資 源 的 做 法，能 夠 解 決 一 些 缺 乏 名

師 和 資 源 的 學 校 之 困 境，打 破 橫 跨 在 城 鄉、地 域 之 間 的 鴻 溝，就 某 部 份「 公

平 」 訴 求 而 言 ， 也 是 相 當 合 宜 的 做 法 。  

此外，社群的活動與互動，往往是組織知識創造的一項來源。因此，學校

組織的知識創新的一項要務即是促進學習社群的知識活動與互動。  

關於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研究，研究者整理如表 2-3。 

表 2-3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 究 者  

（ 年 代 ）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策 略  研 究 結 果  

池 榮 尉

（ 2004）  

國 民 小 學教 師 團 隊

發 展 歷 程之 研 究 --

以 啄 木 鳥教 師 團 隊

為 例  

研 究 者 與

四 位 教 師

共 同 組 成

的 團 體  

個 案 研 究， 直

接 參 與 觀察 、

訪 談 和 資料 文

件 蒐 集 等方 法

教 師 團 隊之 動 力 ， 源 自 於 致

力 課 程 研發 與 教 學創 新 ， 以

改 變 教 師角 色 ， 並建 立 教 師

專 業 新 形象 。  

林 義 祥

(2002) 

「 學 校 中心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之 行 動 研

究 --以 台 北縣 一 所

國 小 之 多元 智 慧 團

隊 為 例  

 

研 究 者 與

二 位 五 年

級 級 任 導

師 共 同 組

成 的 團 體

行 動 研 究法 ，

透 過 觀 察、 訪

談 、 實 驗、 文

件 分 析  

教 師 專 業成 長 團 體或 教 師 社

群，可以 透過 教 學 實務 討 論 與

寶 貴 經 驗的 分 享，凝聚 團 體 力

量，並形 成維 持 教 師專 業 持 續

發 展 的 動力，落 實 所謂「 教 師

即 研 究 者」 的 教 育改 革 理 念。

郭 木 山

(2002) 

國 民 小 學學 校 本 位

教 師 專 業發 展 之 個

案 研 究 —以一 個 教

師 社 群 協同 反 省 的

行 動 研 究為 例  

研 究 者 與

五 位 教 師

共 同 組 成

的 團 體  

個 案 研 究法 ，

透 過 觀 察、 訪

談 、 文 件分 析

協 同 反 省能 促 進 教師 自 我 的

反 省 ， 揭露 與 澄 清教 學 想 法、

價 值 和 作為，進而 建構 新 的 教

學 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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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相關研究一覽表(續) 

研 究 者  

（ 年 代 ）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策 略  研 究 結 果  

許坤富

(2002) 

教師參與社會科成長

團體對其教學信念影

響之研究 

參 與 社 會

科 成 長 團

體 的 三 位

教 師  

個 案 研 究法 ，

透 過 觀 察、 訪

談 、 文 件分 析

1、社會科成長團體活動是促使

研究對象改變社會科教學方法

的原動力。 

2、教室觀察可被動促進教師社

會科教學信念的發展。 

許雅貞

（2002） 

教師團隊的對話、反思

與行動歷程 

國 小  個 案 研 究法  1.教師自然形成的團隊，可以促

進教師專業的對話、反思與行

動，其中人格特質、學習傾向、

關注議題、環境文化等皆是主要

探討的層面。 

2.教師團隊經由對話、反思與行

動的深化歷程， 可以擴充教師

專業的整體經驗， 更可以加深

對話與反思的層次。 

蔡 寶 桂  

（ 2002）  

數 學 成 長團 體 「 教

師 促 發 者」 之 行 動

策 略 與 反思 歷 程  

研 究 者 與

二 位 教 師

共 同 組 成

的 團 體  

協 同 行 動研 究

法  

團 體 運 作模 式 最 好是 四 人 以

上 ， 且 促發 者 尋 求成 員 時 ，

可 考 慮 非本 科 專 業、 勇 於 面

對 自 身 問題 的 教 師  

許德田

(2001) 

國小教師數學專業成

長團體之運作探討 

國 小  質 性 研 究  團體中的教師都能共同擔任成

長團體運作的決策者，但主持團

體運作的能力則因人而異。教師

選擇以數學教學實務為焦點的

多元化團體運作方式，對於負擔

過重的團體運作方式則持保守

觀望的態度。教師們相處之團體

動力對於成長團體的運作產生

許多正向影響，負向影響較小。

劉珀伶

(2001) 

透過教師成長團體促

進學校本位教學評量

多元化之行動研究 

研 究 者 與

二 十 多 位

教 師 共 同

組 成 的 團

體  

行 動 研 究  成長團體之存在與運作不但可以激

發教師的學習動力、促進教師間的

交流與溝通、凝聚同儕的感情、協

助教師適應教學情境，更能夠在學

校中營造學習的組織文化。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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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相關研究 (續 ) 
研 究 者  

（ 年 代 ）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策 略  研 究 結 果  

林 碧 珍  

(2000) 

在 職 教 師數 學 專 業

發 展 方 案的 協 同 行

動 研 究  

師 院 教 授

和 國 小 教

師 組 成 二

個 協 同 成

長 團 體  

聚 會 、 觀察 、

書 面 心 得、 晤

談  

協 助 教 師建 構 發 展教 學 實 踐

的 知 識，提供 給 參 與研 究 教 師

再 次 自 我反 省 的 機會 和 現 身

說 法。自己的 實 際 體驗，分 享

自 己 成 長的 歷 程 。  

廖 瓊 雯  

(1999) 

探 討 四 位一 年 級 教

師 在 協 同行 動 研 究

取 向 的 成長 團 體 之

下 的 數 學信 念  

四 位 教 師 小 組 活 動、 個

別 晤 談 和教 室

觀 察 。  

數 學 信 念的 轉 變 有明 顯 的 差

異，同 時 表現 在 數 學信 念 和 實

際 教 學 行為 之 間 也有 不 同 的

差 異，參 與協 同 行 動研 究 取 向

所 成 立 的數 學 成 長團 體 為 四

位 教 師 信念 轉 變 的原 動 力 。

謝 瑞 榮  

(1999) 

教 師 成 長團 體 之 協

同 行 動 研究  

二 個 教 師

成 長 團

體 ， 共 二

十 位 教 師

聚 會 記 錄、 訪

談 、 札 記、 觀

察 記 錄  

教 師 成 長團 體 提 供教 師 共 同

學 習 與 自我 導 向 學習 的 環

境、促 進教師 問 交 流、協 助 實

習 教 師 適應、促 進 校內 教 師 學

習 風 氣 、凝 聚 同 儕情 感 。  

Mitchell 

(1998) 

中學教師團隊共同計

劃時間對課程之影響

及在課程與教學之應

用的個案研究 

 

中 學  個 案 研 究  1.成功的作決定是需要練習的循

環歷程。當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的

信念似乎較容易做成決定。有時

在團隊共同計畫期間之外作成決

定。 

2.對影響團隊的表現外在領導是

需要的。領導可以是聯合的。領

導的角色可以根據團隊的需要和

成員的能力輪流替換。 

3.共同計畫時間也提供團隊學習

和專業成長的一種討論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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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相關研究 (續 ) 

研 究 者  

（ 年 代 ）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策 略  研 究 結 果  

Oshiyama

（1996） 

跨 領 域 高中 教 師 教

學 團 的 專業 成 長 之

個 案 研 究  

中 學  個 案 研 究  1.教師參與的方式各有不同，由

於教師的需求不同，產出對學

生的回饋以及在專業成長的拓

展亦不同。 

2. 政策改變要成功，就是把教

師擺在再造的中心 

Buchwald

（1995） 

舊 組 織 中的 新 工

作 ： 一 個教 學 團 的

合 作 課 程  

小 學  討論分析、 

俗民誌 

1.研究目的在於探究在舊體制

中使用新工作型式的問題，其

焦點著重在合作的歷程。 

2.議題包括：學校再造實施協同

課程的地方、如何在舊體制中

實踐新的工作型式、分析與評

估工作團隊的問題。 

Hong 

(1995) 

中 學 跨 領域 教 學 團

之 個 案 研究  

中 學  個 案 研 究  1.科際教學團隊帶給學校正向

氣氛，如師生之間的信賴。 

2.團隊教師產生與分科教師非

常不同的教學環境，如團隊教

師間教學的合作和多樣化教學

策略。 

3.團隊成員覺得對學生有更高

的責任，士氣是高昂的，也發

展出較高的隸屬感。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從 上 述 不 同 的 研 究 取 向 和 關 注 焦 點 來 看 ， 基 本 上 均 認 為 教 師 透 過 群 體 互

動、社會協商(social negotiation)、經驗分享等社會性反思，及自我性反思、具

體行動等歷程，可以轉變教學觀點、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且均獲致正面的成效

(趙金婷，2000)。本研究中研究 者與社群成員對於教學問題的關注與解決有一

致的目標和行動的一致性，同時關注團體成員在行動中的學習和轉變。 

從運作效能來看，性質類似「學習型社群」、「同儕教練」的教師成長團

體，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模式與成長的契機，許多熱誠的學者與教育工作者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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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全力以赴，偃然形成一股新興的改革種籽，逐漸帶動校園的學習風潮塑造

學習型組織。教師成長團體的運作若能予以推廣，配合教師專業成長的趨勢，

學習型組織應是學校整體發展的目標。 

綜上所言，學習型教師社群是一個有計畫、運用溝通與研究技術促進團體

成員發展的學習機制，成員有共同的成長目標和理念，彼此包容和尊敬，藉此

激發老師專業成長與提高教學效能，幫助自己和成員獲得知識滿足。社群的重

心集中在個體專業成長的規劃，協同合作進行有意義的學習，營造專業談話的

環 境 、 分 享 經 驗 ， 而 這 種 合 作 方 法 可 能 導 致 學 校 組 織 的 積 極 變 化 (Newell, 

Wilsman, Langenfeld, & McIntosh, 2002)。Slick(2002)認為學校應有為提升教師專

業發展的一個整體計劃，一些教育改革學者認為如果想要使推行的教育改革是

成功的、有效率的，老師將至少需要超過工作時間的 20% 來投入於專業的研

究和協同合作的工作。 

第三節  教學檔案的意涵 

近年來在建構主義的思潮與真實評量受重視的情況下，「教學檔案」、「學

習檔案」、「檔案評量」等在教學上的運用，有其專業發展的價值，也受到學者

的肯定，這在教學強調「創新教學」與「多元評量」的趨勢中，教師必須建立

專業績效與形象，以及完整的學習與工作歷程。在教育界教學檔案隨著定義不

同，而有不同的類型，以下先就教學檔案的意義、目的、重要性、特性、內容、

功用、限制分別探討，而後說明「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建立。 

壹、 教學檔案的意義與目的 

一、教學檔案的意義  

教學檔案﹙teaching portfolio﹚的定義很多，國內外學者不少人對「教學檔案」一詞

給予定義。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國內外學者對教學檔案的定義彙整成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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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教學檔案定義彙整表 

學者(年代) 教學檔案的定義 

楊桂霞﹙2005﹚ 

教學檔案是教師長時間、有目的的蒐集教學過程中的資料，並將這些資料有系

統的彙整、組織，建構出一套完整的教學紀錄。藉由此一文件資料的建立，除

了可呈現出教師的教學表現外，教師還可以從建構教學檔案歷程中獲得專業的

成長。 

許啟耀﹙2003﹚ 
教學檔案是教師有目的地將教學作品蒐集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檔案，藉由這些

作品，展現教師整學期或整個學年的教學用心、發展與成果。 

張德銳﹙2003﹚ 
教學檔案係指教師對其教學知能、成長與成就，進行實際資料的收集，並將之

組織化、系統化呈現之文件檔案，其中包含教師的省思與他人對話的紀錄。 

劉淑雯﹙2003﹚ 
教學檔案是指教師透過長時間，有系統蒐集與彙整教學作品的一份具有結構性

檔案，藉由這些作品，展現教師個人教學的紀錄與成果。 

李順銓﹙2001﹚ 

教學檔案是教師依據專業性的內容標準及個人、學校的發展目標建立而成，是

教師透過長時間蒐集彙整而成一份具結構性的檔案，可以有效呈現教師專業成

長的過程與教學成果 

薛瑞君﹙2001﹚ 

教學檔案是教師長時間、有目的蒐集教學過程中的資料，此蒐集過程，教師在

選擇內容、製定選取與評估標準中，具有主導權與選擇權，並且能夠提供教師

自我反思的價值。 

羅綸新﹙2001﹚ 教學檔案是紀錄教學成長與表現所蒐集的資料與過程。 

秦麗花﹙2000﹚ 
教學檔案是有目的地將教學作品蒐集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檔案，藉由這些作

品，展現整學期或整學年的教學用心、發展與成果。 

Babin, Shaffer 與 

Tomas﹙2002﹚ 

教學檔案是可以實際描述教師在教學上的長處與教學成就，教學檔案也是蒐集

教師專業教學表現的工具。它提供一個反省教師教學成果更為廣泛的評估，因

此，教學檔案應描繪教師教學成就的真實情境。 

Pardieck﹙2002﹚ 
教學檔案是透過教學經驗紀錄而成的文件，它提供教學技能和成果的證據。它

是透過單元教學來蒐集教師的教學技能、特質與成就的一種工具。 

Syre 與 Pesa 

﹙2002﹚ 

教學檔案是以教師表現為基礎的評估工具，用來提升教學品質。在聘任、升遷

和任期上教學檔案使教學成為中心價值。教學檔案的使用促進成員將焦點集中

在教學品質。重要的是，教學檔案強化和助長專業化的教學。 

Painter﹙2001﹚ 

教學檔案是一位教師在一系列教學標準下學習歷程的文件資料。教學檔案通常

是教師精心製作的剪貼簿或文件的蒐集簿。它包含教師省思他的教育哲學、教

學工作及個人化的描繪，也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最佳觀點。 

Bullard 與 Mclean

﹙2000﹚ 

教學檔案通常是指教學和相關技能的文件證據，其中包含一系列教學情境的討

論和教師所關注的議題等；教學檔案被用來評估教師教學的能力，以作為晉升

之用。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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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教學檔案的意義實包含製作過程、互動與目的三方面的特質， 首先，

教學檔案指的是教師對其教學知能、成長與成就，進行資料的收集，並將資料加以組織

化、系統化所呈現之紀錄與文件，所以，它是一種過程。其次，在實務上，教學檔案包

含教師的教學紀錄、教學資源、教學成果、學生作品、省思札記及與他人對話的記錄，

這些都是需要教師、學生與同儕教師共同合作、面對面的分享與支持，才能交織而成。

當然，透過教學檔案的製作，能藉由省思的歷程，作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依據，也能

間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製作教學檔案的目的 

在不同的脈絡中，教學檔案有其不同的形式，端視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目的性何

在，研究者整理數位學者與研究者的看法，大致上，教學檔案檔案的目的可包括「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成果」、「評鑑教師教學績效」以及「作為應聘時專

業表現的佐證」，茲分述如下： 

（一）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主要目的是協助教師專業成長，讓教師瞭解取得教師資格並不

是教師培育的最終目標，教師需要把自己當成專業人員，不斷地從事自我發展，並將教

學技巧、策略的發展當成終身的努力。此種目的型的檔案通常教具有省思性，且強調教

師的自主性，藉以提升其專業發展。 

張美玉（2000）指出歷程性檔案評量對實習教師而言，不僅是評量的工具外，更重

要的是希望藉由這種評量方式來引導實習教師在教學專業方面的成長。陳春蓮（2003）

指出教師藉由建構教學檔案，是表現專業領域的自主與自治，且是個人促進專業發展的

主要工具。James 與  Sheryl（1996）也主張教學檔案是教師自我反省的歷程，是教師專

業成長的工具。Wolf, Lichenstein 與  Stevenson（1997）認為建立教學檔案的目的之一為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此外，Campbell 與 Brummett（2002）更進一步指出教學檔案的首

要目的在於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因此，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首要目的，在於激發教師尋求專業成長的主要途徑，從

建構的歷程中不斷地自我評估、自我省思、自我成長，進而增進教師的專業知能，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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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之目的。 

（二）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改進學生學習成果，是教師建構教學檔案的最終極目的，通常教師在建構教學檔案

時，會蒐集教學相關資料與學生學習作品，而這些作品的主要功能在於描繪出教師教學

的實際面貌，教師經由省思自己的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的歷程，可以診斷出自己的教學

問題與學生的學習困難，進而改進教學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鄭宇樑(2000)對國小教

師建立教學檔案經驗所作的個案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主要目的，在

於增進教學活動與幫助學生學習。 

（三）評鑑教師教學績效 

教學檔案的目的中，最受爭議的是評鑑教師教學績效。由於評鑑教師教學績效的目

的，在於做為升遷、繼續任用、解聘或者其他決定的參考依據，對教師能否留任工作或

者升遷的影響很大，所以教師對此感到焦慮與威脅感，而隱藏自己的問題，甚至以排拒

或敵視的態度面對視導，使得視導的其他目標難以達成。此種目的型的檔案通常包含依

據特殊標準而蒐集的作品，或是對標準化實作評量的回應。劉淑雯(2003)指出教師的教

學檔案可作為教師評鑑之參考，教師需不斷為自己工作上的努力留下紀錄，以為教師評

鑑做好準備。此外，Bullard 和Mclean﹙2000﹚指出教學檔案被用來評估教師教學的能力，

以作為晉升之用。 

（四）作為應聘時專業表現的佐證 

教學檔案是顯示教師個人專業知識教學技巧或特長的統整性資料，因此，在國內許

多教師為了參加教師甄試製作教學檔案，以作為展現自己專業能力的佐證，作為應聘時

的資料，此種目的的檔案通常包含個人履歷、證書、推薦函、教學理念、教案、簡短的

省思以及一些令人印象深刻的教師和學生作品。張德銳(1999)進行教學檔案在國小師資

培育教育實習課程應用之研究，結果發現實習教師建置教學檔案可以作為應聘時專業表

現的證據。且Pardieck(2002)指出教學檔案已成為教師應聘的主要工具。此外，劉淑雯(2003)

也指出教師建構教學檔案的目的之一，是作為應聘教職之用。 

綜上所述，教學檔案係依照其目的，具有不同的形式，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的目的包

括「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成果」、「評鑑教師教學績效」以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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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聘時專業表現的佐證」等四大目的，因此，教師在建立教學檔案時，應考量其使用的

目的，建構最符合自己需求的教學檔案。 

貳、 教學檔案的重要性 

檔案評量是因為傳統的紙筆測驗無法真正測量出學生學習的成就，而被廣

泛應用的一種另類教學評量，而目前已經普遍使用於教師評鑑、視導及專業成

長之中。簡單地來說，教學檔案是一套有組織的記錄和文件，用以顯示教師在

經過輔導之後所達成的成就，而這些成就應有學生作品作為佐證，並且唯有經

由省思筆記、深入思考及嚴肅對話才能充分實現（張德銳，2002）。目前美國

已經有許多全國性的組織開始採用教學檔案作為教師資格認證的依據，其使用

教學檔案的原因如下（Murray,1997）： 

一、記錄教學的實況：整個教學過程不僅止於教學的演示而已，還包含教學前

的計畫、教學後的評量及省思，這些部分無法單純地以巡堂、教學觀摩的

方式觀察。因此，必須透過檔案的記錄才能捕捉教師所投入的心力。 

二、教師參與評鑑過程：早期的教師評鑑方式，教師只是被評鑑的對象而已，

過程之中缺乏教師的互動參與，而在檔案製作的過程中，教師將可以主動

地參與評鑑的過程，提供對已有利的資料。 

三、個別化的專業發展：相較於傳統的評鑑方式，教學檔案提供教師更大的彈

性空間，符合不同教師的個別需求。 

四、發展注重教學的文化：教學檔案強調的即是教學者的專業成長與反省，這

將會使學校發展出一個注重教學的文化，提高教師在教學上的投入。  

教學檔案是國內因應教師聘任制度、教師評鑑方式及分級制度等議題，經

常被提及的方式之一。事實上，教師既是專業工作，則要求教師接受評鑑自屬

具正當性。然如何評量能真得良師，則需要多加考量。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美國近年來有些地區先後採用教學檔案做為教師資格獲得的條件或優良

教師之評鑑要件。陳聖模(1998)指出在美國史丹佛大學擔任 教師評鑑方案的研

究員，認為教學檔案比其它評鑑策略更可以掌握教師真正教學的經歷與背景脈

絡，教學檔案包括教學的產物和教師的書面工作反省記載。Mayo(1997)曾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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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提出八項的評鑑方法，包括教室觀察、教師教學檔案、教師自我評鑑、

教師同儕評鑑、行動研究、學生/家長評鑑、同儕教導、教學導師，認為未來實

施教師評鑑絕不能只依賴單一的方法，必需採取多樣方法，才能收集到教師表

現的完整資料。而英國從 1998 年 5 月起，所有的新任合格教師皆要備有一份

師資培育局所規定的教師生涯檔案(Career Entry Profile,CEP)，其目的在於幫助

新任合格教師於專業發展與教學方面規劃目標，除此之外，此記錄也是政府要

求教師應有長期的在職進修與其生涯規劃。 

檔案最早廣泛的應用於藝術家、設計家與建築師，用於呈現個人的經驗、

能力與作品，一方面人們可以藉此了解他們成長的歷程，另一方面為個人成就

提供具體的證據 (Yerkes,1995)。現在師資培育制度開放，大部份的縣市已經採

用教評會徵選教師的方式了，所以將來每位教師在參加徵選時，教學檔案就成

為個人專業能力的重要資料之一了。有些國內外學者將教學檔案作為促進專業

成 長 、 教 師 證 照 的 取 得 和 升 級 、 以 及 職 前 教 師教 育 實 習 評 鑑 的 方 式 (楊 桂 霞 ，

2005；余媛宜，2004；張德銳，2003；Dollase,1996；Wolf,k.,1996）。 

近年來在建構主義的思潮與真實性評量(authentic assessment)受到重視的情

況下，利用檔案進行評量，已逐漸為教 師所接受、採用(張 美玉，2000)。 教學

檔案是一種專業成長的檔案，而專業成長是一持續不斷的歷程，不可能在短期

之內就完成。同時在教師所受專業訓練不同和個別差異下，每個人所需的專業

成長領域應該有所不同，因此，除非在剛開始學習製作的階段，否則不應該出

現完全相同的教學檔案，同時教學檔案並不是資料的堆積，是一種教師有系統

的收集真實、具體、不同形式的教學實踐歷程資料，加上自我反思與批判思考

的作品，代表個人已經獲得某些專業上的知識、技能與經驗。一個具有產出性

視野的教學檔案，對教師而言，不僅在建立教學檔案的歷程中對自身的教學及

認知作一廣泛的了解，而且是一種經驗的反省、理論與實際的連結，對於在教

學評鑑專業成長上有重大的益處。所以，教學檔案製作的目的不在製作檔案本

身，而是透過製作的過程協助教師自我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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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檔案是教師教學的系統性資料及其教學的實際面向，亦是檢視教學之

焦點和建構的歷程之依據，並與重要他人共同對話分享省思，最後的目標是促

進教師的進步和學生的學習(陳惠萍，1999)。 近年來教師專業發展中，強調教

師必須在知識的建構及技巧的運用上扮演主動的角色，並與協同者在真實情境

中共同的工作，以解決實際工作領域中的問題，而教學檔案能描繪出教師教學

實際的風貌，並檢視及形塑教師的思考及行動的決定。 

由上述可知教學檔案是一種學習與教學的實作表現，提供了教師已知、能

做和已做的完整觀點(Shulman,1988；Wolf,1996)。強調教學檔案之因在於： 

一、強調教師自我反省及自我導向學習。 

二、協助教師建立思考良師應為何，提昇學生學習的效果。 

三、強調協同合作性的對話提昇個人專業成長。  

四、豐富教學經驗與資源的分享。  

五、可與時俱進的發展相關資料。  

六、表現績效責任提供人事決定  

教師如何建立個人的教學檔案，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能，成為新世紀教師面

對的議題。研究者將教學檔案界定為促進教師自我專業成長和改善教學品質的

媒介，希冀透過學習型社群建立教學檔案，讓教師能夠認真投入專業工作及促

進教師的自我反省。 

參、 教學檔案的特性與內容 

一、教學檔案的特性  

張德銳、李俊達、蔡美錦、陳輝誠、林秀娟、楊士賢、康心怡、黃柏翔、卓美月、

鄧玉芬、管淑華、高紅瑛、邱馨儀、黃旭鈞、高婉妃、江啟昱、張淑娟(2004)指出建構

教學檔案的過程應是一個持續成長的循環，它在教學者(亦即檔案建構者)方面，表現於

以下三個階段：計畫、教學、省思；另外在同儕教師(亦即協助建構檔案者)方面，則輔

以計畫會談、教學觀察、回饋會談的三個同步進行的階段。 

教 學 檔 案 對 於 促 進 教 師 自 我 成 長 與 提 昇 教 學 品 質 的 功 用 是 什 麼 ？ 如 果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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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教學檔案的特色、內容等面向來探討，才不會對它有過高

或錯誤的期望。綜合學者(吳坤山，2005；蔡雅玲，2004；陳惠萍，1999；陳聖

謨，1998；張麗麗、蔡清華，1997；  Wolf, 1996)等研究發現教學檔案有下列特

性： 

(一)明確的目的：不是教學資料的隨意堆積，而是依據個人目的來做結構性的選

擇和建立，為改進教學缺失、為個人專業成長留下記錄。教學檔案目的在於

提升教師專業能力，雖然教學檔案可能具有不同型，例如評鑑型、求職型等，但是

呈現教師教學過程與表現，以提升教學效能，則是共同目的。 

(二)完整脈絡：檔案的資料，是依據其目的與結構，蒐集能代表真實教學情境的資料，

藉以呈現教學完整的脈絡。教學檔案之所以具備吸引力是因為它清楚呈現一

位教師的教與學的實際歷程以及成長軌跡，而不只是某一個特定時刻的表

現或目前的專業水準。資料記錄成長的過程與改變，能增進教師自我分析

及省思能力。 

(三)反省的歷程：檔案形成的過程，是教師自我檢視、反省與修正的過程，這一個過程

是教學檔案重要的本質，倘若教學檔案缺少了教師的反省，將使檔案失去原有的價

值，成為堆置的文件。因此，教師的反省成為良好的教學檔案必要的條件。 

(四)溝通與合作：檔案是同儕教師合作互動進行專業對話的結果，此一對話的歷程，係

以檔案的內容為基礎，藉由同儕之間以各種角度來檢視教學檔案所呈現的意義，發

現教學真實的脈絡，並分享教學經驗，擬定改進策略，提升教學品質。 

(五)具體化與多樣化：教學檔案係為結構性的檔案，但是內容的來源卻是多樣性的。資

料來源可以包括其他教師、學生、家長、專家學者的回饋，檔案擁有者的

自我反省的評論是其中不可或缺的，不只是空洞的學歷、證明書、作品、

照片。換言之，教學檔案的結構性是檔案發展的方向，避免檔案流於龐雜，無法達

成目的；而檔案內容的多樣性是教師主體的抉擇，可以呈現教師思考的脈絡與軌跡。 

依研究者的角度來看，教師若能建立教學檔案，並且透過行動落實「學習

如何學習」的典範，相信可以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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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檔案的內容  

教學檔案在教育界逐漸被運用，而檔案內容會因製作目的、型態的不同而

有所差異。教學檔案究竟要包括哪些部份才能將教師的教學能力和真實的歷程

做如實的呈現呢？研究者根據蒐集的文獻，彙整出一般教學檔案項目讓教師在

建立教學檔案時有所依循，因為檔案資料的組織最好具有結構性，以確保教師

提出的資料不致於太過龐大而毫無重點，呈現的方式也可包含 CD、VCD、書

面資料等。至於內容上則盡量保持彈性與開放，並透過同儕討論、反省批判，

以提高教學檔案的品質及教學成效。  

本研究綜合各文獻 (戴明國、白雲霞，2005；張德銳，2000；陳惠萍，1999；

張麗麗、蔡清華，1997；Hurst,Wilson & Cramer,1998； Wolf & Dietz,1998) 所提，

教學檔案皆應具備的內容項目如表 2-5 所示以供參考： 

表 2-5 教學檔案具體內容彙整表 

項     目  內  容 說 明  

一 、 檔 案目 錄 頁  

所 有 資 料 分 類 後 依 序 排 列 放 入 檔 案 夾 內 ， 並 作 適 當 的 標 示 及 說

明 ， 整 理 出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項 目 索 引 ， 使 初 次 閱 讀 此 本 檔 案 者 能

夠 迅 速 翻閱 查 對 檔案 內 容 。  

二、個人 專業 背 景 資

料  

1.基 本 資 料 、 個 人 簡 介 （ 姓 名 、 學 經 歷 、 專 長 、 興 趣 及 照 片 ） 及

自 傳 。  

2.任 教 的教學 情 境 描述   

3.教 學 理念、 生 涯 規劃 描 述  

三、教學 歷程 與 省 思

1.教 學 計 劃 (包 括 班 級 經 營 作 法 、 規 約 建 立 方 式 與 執 行 情 形 、預

期 達 成 的學 習 目 標或 任 教 的教 學 科 目計 劃 … 等 ) 

2.教 學 活 動 記 錄 (教 學 材 料 、 教 學 方 法 、 活 動 設 計 、 評 量 方 式情

境 佈 置 相片 、 活 動相 片 ) 

3.教 學 錄 影 帶 (教 師 本 身 或 觀 摩 其 他 教 師 ， 事 後 邀 請 同 儕 一 起反

省 檢 討 ) 

4.學 生 意見訪 談 及 他人 回 饋 (訪談 記 錄、錄音 帶、聯 絡簿、賀 卡 、

信 件 ) 

5.教 學 評量資 料 (評 量單、學 習單、自 我 檢核表、學 生學習 檔 案、

動 態 活 動照 片 或 資料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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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學檔案具體內容彙整表(續) 

項     目  內  容 說 明  

三、教學 記錄 與 省 思

6.班 級 經 營 資 料 (班 級 經 營 建 立 方 式 及 運 作 情 形 ， 分 析 如 何 建 立

班 級 風 格 ， 包 括 訂 定 班 級 常 規 、 獎 懲 制 度 、 教 室 佈 置 、 親 師

溝 通 、 班級 班 刊 、親 師 合 作、 家 長 回饋 等 )。  

7.輔 導 記 錄 (認 輔 記 錄 、 個 案 輔 導 記 錄 、 班 級 團 體 輔 導 記 錄 。 說

明 原 因 及可 能 解 決之 道 ) 

8.個 人 教 學 省 思 札 記 (針 對 教 學 情 形 自 我 反 省 ， 期 初 、 期 中 、 期

末 筆 記 各一 份 ， 敘述 成 長 歷程 ， 亦 可加 入 同 儕的 討 論 ) 

9.教 學 觀 察 (引 導 學 生 學 習 的 方 法 、 發 問 技 巧 、 處 理 學 生 問 題 的

回 饋 ) 

10.學 生作品 (就 任 教科 目 單 元，選 擇 低、中、高 程度 學生 作 品 一

份 ， 作 品 含 教 師 回 饋 評 語 ， 說 明 不 同 程 度 作 品 的 差 異 原 因 ，

並 提 出 協助 程 度 較差 學 生 的改 進 計 劃 ) 

11.學 生意見 調 查 表 (自 行 設 計或 選 擇 方法，實 施 學生 對 教 師教 學

的 看 法 ) 

四 、 專 業成 長 記 錄  

1. 參 與 各 種研 習 活 動（包 括 研 習一 覽 表 及研 習 心 得）、參 與師 生

成 長 團 體等 紀 錄  
2.進 修 （包括 進 修 證書 、 受 訓紀 錄 ）、 演講 （ 包 括演 講 相 片）  

3.發 表 的文章 、 得 獎著 作 、 績優 事 實 資料  

4.自 己 蒐集有 關 專 業成 長 的 教育 文 件  

五 、 其 他註 記  
就 各 項 資 料 ， 說 明 選 取 原 因 、 啟 示 、 感 想 、 需 改 進 等 建 議 或 省

思 評 語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如果教學檔案裡放了很多的資料，但是沒有條理、雜亂無章、結構混亂，

該教師的辦事能力將受到質疑；如果放了很多收集來而未經統整的資料─別人

的作品、節錄他人文章、剪報，很可能顯示該教師很沒有自信；如果只呈現過

去的各種豐功偉業(記功、嘉獎)，但是缺乏有深度的作品、缺乏個人的省思檢

討等，很可能顯示該教師是一個好大喜功、浮跨的人。因此，從教師的角度，

我們可以清楚了解建立教學檔案不一定會造就一位好的教師，除非能利用教學

檔 案 為 反 省 中 介 ， 藉 以 提 昇 自 我 教 學 品 質 與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果 ， 透 過 反 省 的 工

夫，落實到教學情境，否則就算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教學檔案也並不等於是一

個好的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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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立教學檔案的功用與限制 

一、教學檔案的功能  

教學檔案在國內外已被廣泛的運用，究竟教學檔案存在的價值何在？教師建立教學

檔案能發揮哪些功能？很多相關研究及學者都提出他們的看法： 

Ohlhausen 與 Ford (1990)則指出建立教學檔案有以下成效：（一）紀錄教學者改變

及應用在教室所得的觀念；（二）許多教師尋找及運用建立教學檔案的機會以促進教學

成效；（三）建立個人檔案有助於其個人的自我評量及進步。 

Wolf (1996)也認為：檔案紀錄的目標，不在於建立傑出的教學檔案，而是在於培植

傑出的教學者與學習者。 

Shulman（1988）指出，教學檔案是一種學習與教學的實作表現，提供了教師已知、

能做和已做的完整觀點。 

陳惠萍（1999）認為檔案以提升教師教學實際並促進學生的學習為最終目的。 

饒見維（1999）認為要瞭解一個人的專業精神，最佳的管道就是從專業檔案夾；我

們可以從專業檔案夾裡的資料綜合判斷出一個人對教育工作的熱愛與投入，也可以看出

他追求專業成長與精進的精神。專業檔案夾紀錄的是一個人的成長軌跡，因此可以表現

出一個人漫長的用心與努力。 

溫其純（2000）的研究則指出，教師在發展教學檔案的過程中，會促使教師做到以

下幾點：(一) 配合教學需要，重新考慮教學活動的安排；(二) 思考教學策略及教學目標；

(三) 比較新舊課程內容的差異，重新組織教材的優先順序；(四) 對於未來教學的計畫。 

黃超陽(2001)認為教師的教學檔案可以提供學校行政人員或上級教育行政機關做為

考核與獎懲之佐證資料，畢竟這才是教師顯現績效的事實資料，教學檔案更可以看出教

師努力的成果。 

薛瑞君（2001）認為教育專業檔案可以引導教師自我反省、自我發現、自我評估及

自我成長。透過這些結構和媒介，增進教育專業的成長。因此她指出教育專業檔案的功

能有以下五項：(一)增進教師專業成長；(二)做為教學生涯的紀錄；(三)做為正式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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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四)促進教師同儕間的互動；(五)有助於實施學生檔案評量。 

蕭玉佳（2003）認為教師在漸漸熟練教學場域與技法之後，便容易對教學這項工作

因熟練而僵化，逐漸減少對現場的思考力與感受力。此時，「引發反思」就是再度喚醒

教師對自己教學上的洞察與敏覺，重新啟動追求專業成長的動力。而教學檔案就是提供

這股動力的重要來源與媒介。 

張德銳等人（2004）認為教學檔案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途徑之一；透過教學

檔案，教師可以有系統的思考教學目標、設計教學方案、進行教學、反省對照教學歷程

和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透過專業成長計畫，把省思所得應用於日後的「教」與「學」。 

教學檔案在改進教師教學、增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方面的功能是受到肯定的。也因

此，教學檔案在國內外都被廣泛運用在教師發展的每一階段：在美國師資培育的過程

中，其具體的應用方式包括：實習教師定期攜帶教學檔案與教學輔導導師（mentor teacher）

或實習指導教授面談，讓教學輔導教師或實習指導教授瞭解其專業學習的狀況，及所需

要的協助；在職階段中，教學檔案也被用做為人員的選擇與執照發給，甚或優良教師的

評估。至於教學檔案在國內的應用情形，大概有下列五種（葉興華，2002）： 

(一) 師院中部分帶領大四集中實習、大五實習的老師，為瞭解學生實習期間的學習狀

況，已開始要求學生或實習老師製作教學實習檔案。 

(二) 許多教師為了參加教師甄選製作教學檔案，做為自己專業能力的佐證。 

(三) 許多學校在接受教育行政機關評鑑時，也要求教師提出教學檔案，以突顯教師的專

業成長情形。 

(四) 參加優良教師、師鐸獎評選，或校長儲訓甄選、在職進修入學資料審查時，教師也

都會主動提出自己的教學檔案，以展現自己的專業成長的狀況。 

(五) 少部分教師真正瞭解教學檔案的意義者，利用教學檔案來幫助自己專業成長。 

綜合上述可知，教學檔案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研究者將教學檔案的功能歸納為以下

幾項： 

(一) 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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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檔案是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的媒介，教學檔案製作的最大功能不在製作檔案

本身，而是透過製作的過程協助教師檢視自己的優缺點，提供改進的依據，促使教學專

業成長。 

(二) 培養教師教學省思能力 

教學檔案製作可喚醒教師對自己教學上的洞察與敏覺，引發教師教學反思的動力；

教師透過建立教學檔案過程中不斷的反省、思考、批判、辨證，重新組織與建構教學經

驗並改進教學實務，藉此培養教學省思的技能、習慣和態度，增進教學專業成長。 

(三) 促進教師同儕間的合作關係 

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後，為進行協同教學、統整教學，班群合作以及同儕夥伴專業互

動的情形已漸趨普遍，很多教師就透過教學檔案的建構過程，共同設計規劃課程、彼此

互相觀摩分享與學習，並進行專業對話與經驗交流；因此，經由教學檔案的建構，不但

增進同儕間的互動也提升同儕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四) 作為教學生涯的紀錄 

教學檔案是教師長時間有系統、有目標匯集而成的一種教學專業表現紀錄，是教師

經自我蒐集、選擇、整理的教學歷程記錄。因此，一本教學檔案也可視為教師的一段教

學生涯紀錄，其中教師彙整的教學案例、省思紀錄及其他班級經營策略等，都可作為教

師日後回憶、參考之用。 

(五) 做為人事決定的依據 

國內隨著教師甄選、學校校務評鑑、教師教學評鑑與教師分級的即將實施之際，以

教學檔案做為評鑑項目及人事決定的依據之一，也已漸漸形成共識，看教師甄試現場一

本本厚厚的檔案夾，那可是老師們應試時的「要角」；因此教學檔案的另一個重要功能

就是作為人事決定的依據。 

二、 建立教學檔案的限制 

根據蒐集的文獻資料顯示，在實施教學檔案時，學校行政單位或教師可能會遇到一

些難以克服的問題，茲將其常被提及的問題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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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立教學檔案耗時又費力的問題 

建立教學檔案比進行教學活動更耗時費力，老師必須利用課餘時間做資料蒐集、整

理與從事自我反省札記的撰寫。一般老師為了刻意於建構優質的教學檔案供評鑑或展示

之用，容易本末倒置，忽略實際的教學工作，對教學品質造成不良的影響。根據陳惠萍

(1999)針對台南市國民中小學教師所進行的教學檔案相關研究指出：「時間」幾乎是每

位參與研究者的認為最感困擾之處，不論是國中或是國小老師，皆認為缺乏足夠的時間

來製作檔案。 

(二) 實施過程負向態度難以消除的問題 

檔案的發展以教師為中心，教師擁有建構檔案的控制權，唯有教師對教學檔案有共

識並能體認其意義，才有建構教學檔案的動機（劉淑雯，2003）；有些教師只一味的認

為教學檔案要花費長時間建置，增加教師負擔，對檔案的功能也難以認同，因此對建立

教學檔案一直抱持著負向的態度。 

(三) 記錄上之不便與內容選取的問題 

陳惠萍（1999）的研究指出由於教學歷程瞬間即逝，有時並無法完全記錄以獲得十

分詳實之資料，再者記錄上會花費許多時間，使得檔案的建置更加困難。另外，教師往

往不知如何將一堆存放資料的工作檔案內容篩選，以轉化成具代表性的專業教學檔案，

亦即深度不足的問題。 

(四) 教師自我反省能力待提昇 

教師自我反省的廣度與深度皆有限，特別是教師對教育問題的批判思考能力仍待提

昇，影響教學檔案的品質（陳春蓮，2003）。 

(五) 教學檔案評鑑的公平性問題 

教學檔案評鑑最易遭人詬病之處在於「主觀」的問題，由於個人檔案具開放式的的

本質，使得教師間教學品質的比較頗為困難。教師所送來的教學檔案也往往因數量過於

龐大，以致於難以詳加評鑑。如果將教師教學檔案運用於總結性評鑑或教師的評鑑，宜

特別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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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檔案的實施有其種種的問題與困難存在，但是，教學檔案的功能與價值仍是不

容忽視的，因此，教學者可以根據本身的實際情況加以因應突破。例如在時間限制方面，

教學者可以和其他老師組成教學團隊，透過討論及分享，部分共同的資料可以分工完成 

(楊桂霞，2005) 。教學者也可以將建立檔案的時間拉長，採取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陳

春蓮，2003）。總之，教學檔案的發展是必然的且重要的。 

伍、 主題式教學檔案的製作 

教學檔案意義、特性、內容、功能已如前述，本研究核心價值在於探討教

師學習社群在建立社會學習領域主題教學檔案歷程中的成長，因此，茲就主題

教學檔案製作的概念臚列於下：  

一、主題式教學檔案的特性 

教學檔案的製作，在學術界，在教育主管機關的倡導之下，很多學校已要

求基層教師們開始製作個人的教學檔案，然而普遍可見到一些教學檔案製作的

迷失，值得我們加以深思。諸如誤將教學檔案當作資料集、成果集，或者誤將

教學檔案作為論功行賞的依據，甚至未與教師進行溝通，使教師認為教學檔案

是額外的行政負擔，因而削弱教師建置教學檔案的意願。  

主題式教學檔案與資料集具有相當差異。一般的資料集，通常僅將豐富的

資料彙集在一起，缺乏目標性與發展性。而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建置有其目標

性，教師在建立檔案主題並設定目標後，有系統的蒐集相關的資料，在長時間

的蒐集、修正與發展出相關資料，以建立完整的一份檔案。在資料裡，可以尋

繹教師省思的線索，並能有效呈現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與教學成果。因此，主

題式教學檔案重質不重量，遠比一般資料集更為精緻、有規劃。 

二、主題式教學檔案建置流程與內容  

    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建置，可以從幾個步驟來進行（林碧雲，2004）： 

(一)確立檔案目的與主題 

(二)擬定檔案的架構 

(三)分析檔案應具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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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蒐集教學歷程與相關的資料 

(五)資料整理、註解與組織 

(六)省思紀錄──各項檔案文件的評註、檢視與意義的思索 

(七)檔案分享與專業對話(互動回饋) 

(八)修正與應用 

在選擇檔案主題時，通常可以教學者最有興趣或最需加強的方向去思考，

而研究者認為社會學習領域在國小各學習領域中，是較易於與「檔案」結合的

課程，其原因有：  

(一)社會學習領域內容豐富，資料的蒐集容易。 

(二)國小社會學習領域學習範圍，大多與學生經驗相契，心得、反思容易表

達。 

(三)教材多以單元或主題呈現，各冊、各單元都有明確的重心。 

以下說明一個具結構性、關聯性的主題式教學檔案所包括的內涵(張德銳

等，2005；林碧雲，2004)： 

(一)班級背景分析：班級背景分析為擬定教學計畫的基礎，教學檔案內容，宜

將之納入，以呈現教師設計教學計畫、採取教學策略之著力點。包括學生

家庭社經背景、學業成就、班級氣氛及之前的學習成效等，以為決定教學

計畫、擬具評量計畫、採取教學策略的依據。 

(二)教學計畫：完整的教學計畫，包括學習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活動、教學

時間、教學資源、教學評量等，是教學進行的依據，也是教學檔案重要的

內容。 

(三)單元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是活動進行的依據，活動設計的適切，是展

現教師專業能力要素。 

(四)學生學習資料﹙補充資料﹚：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學習的資料或學習單 ，

是展現教師掌握教材內容知識的證明，當然是教學檔案的要項之一。 

(五)教學評量計畫及工具：現代的教學觀，將評量列為教學過程的一環，是檢

視教學成效，回饋過程中每一環節的重要工作，也是教學專業能力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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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評量計畫與工具納入教學檔案，自有其必要。 

(六)教學評量結果及解釋：教學評量的重要與地位已如前述，評量的結果，是

檢視教學目標、修正教學活動的依據；教學評量結果的解釋，須有專業素

養，始能掌握精要，教學檔案自不可少。 

(七)學生作業﹙習作、學習單﹚：學生的作業可呈現對學習內容的了解，以及學

生的學習態度；教師對作業的要求，批閱的方式、訂正的情形等，都成為

學生學習情形的佐證資料，也是教學檔案重要內容。 

(八)親師溝通與合作：親師合作在現今的教學中，已是個普遍的事實，社會學

習領域學習活動、教學評量，為因應「多元」的趨勢，親師更須密切結合。

親師合作首在溝通，怎樣合作？家長著力的分寸在哪？有待溝通取得互信

和一致的步調！其過程及相關資料，自是教學檔案重要的內容。 

(九)補救教學措施：補救教學的重視，並非一朝一日的事；但補救教學的落實，

卻仍待努力，這是不爭的事實。教學檔案的製作，有補救教學相關資料，

是教師專業確切的展現。 

(十)省思筆記：檔案的製作在經由深切的省思，將教學改進付諸實行，一個完

整的教學檔案，教師的省思不可少，教師可就教材疑義、困難問題、學生

反應、教學成效、改進方案等進行省思，在上述相關內容項目中呈現，或

最後再進行檢視、紀錄。 

綜上所述，「教學檔案」的製作，是以教師為主角、以專業能力的增進為

標的，就檔案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的運用而言，當然是重要的一環。但教師專

業成長的目的，在於教學能力的增進，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加強。 

第四節  教學檔案的相關研究 

教師是提升教育品質、落實教育改革的關鍵因素之一。欲提昇教師教學專

業，不能僅止於改革的口號或本位的堅持，應回歸到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師專業

發展，以具體規準彰顯教師專業的知能與持續成長的事實，強調專業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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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驗證性。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不少，教學檔案近年來更因為「教師專業評

鑑」的重視而廣泛被應用。「教學檔案」的實施，主要著眼於透過教師對教學

檔案的計畫和創造的過程，有系統的引導教師自我反省，產生專業成長的動機

和意願，逐漸焠鍊出專業的教學判斷和行為；亦希望透過分享、觀摩、對話等

機制，促成教育專業知識管理、教師自我更新、實踐智慧導向的教育專業發展；

經由教師發展實務工作的覺醒與省思歷程，運用於日常教學，進而促成「教師

增能」的專業發展。 

教學檔案會依據它的目的，而有不同意義。深究其精神，研究者認為教學

檔案還有「做為指導學生學習檔案的前置經驗」、「塑造學校分享型組織文化」

及「營造學校學習型組織氛圍」等功能。耑此，針對國內之相關研究做一整理，

現就其研究方法取向及研究內容等面向整理分析如表 2-6：  

表 2-6 教學檔案運用之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之分析 

莊敏仁

（2005） 

運用教學檔案

夾強化音樂教

師省思之個案

研究 

質化研究 

（個案研究）

此研究旨在描述一位音樂教師如何使用教學檔案

夾，提昇教學省思能力，強化教學效能的經驗。 

楊桂霞 

（2005） 

國小教師建立

發展性教學檔

案與教學專業

成長關係之研

究 

量 化 研 究 為

主，輔以質化

訪談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與教

學專業成長的現況，並比較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建

立發展性教學檔案、教學專業成長的差異情形；進

而探討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與教學專業成

長的相關性，並分析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對教學專

業成長的預測作用。 

余媛宜 

（2004） 

教學檔案對國

小實習教師在

藝術與人文領

域教學專業成

長之研究 

質化取向 主要在探討教學檔案對實習教師在藝術與人文領域

專業成長與轉變，以了瞭解實習教師對實施教學檔

案的心理接受度，及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行為的改

變，進而作為學校協助實習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成

效評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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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教學檔案運用之相關研究一覽表(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之分析 

許柏榮

（2004） 

國小教師教學

檔案實施現況

及其功能之調

查研究 

量化研究 

（ 調 查 研 究

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檔案實施之

現況及其對教學檔案功能之看法。以中部四縣市

90 所公立國民小學的教師為研究對象。 

蔡雅玲

（2004） 

國 小 初 任教 師

教 學 檔 案對 教

學 省 思 影響 之

研 究  

實 驗 研 究 與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採 實 驗 設計 ， 研 究對 象 為 60 位 國 小 初任 教

師，實驗 組與 控 制 組各 30 人，其 中，實 驗組

接 受 七 個月 發 展 性教 學 檔 案研 習 與 實作 的 指

導 ， 控 制組 則 否 。研 究 工 具為 調 查 問卷 。 而

半 結 構 訪談，則採 立意 抽 樣 的方 式，對 10 位

初 任 教 師進 行 訪 談， 俾 進 一步 深 入 了解 初 任

教 師 教 學省 思 的 現況 、 發 展性 教 學 檔案 製 作

的 歷 程 及其 對 初 任教 師 教 學省 思 的 影響 情

形 。  

顏嘉璘

（2004） 

知識管理在國小

英語科教學檔案

應用之研究 

問卷調查 因應教學活動所需及自我專業成長是國小英語教

師運用知識管理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應用的

重要行動途徑。教學反省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

管理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創新的重要行動途

徑。 

梁一成

（2003） 

教 師 評 鑑之 研

究 --以 快 樂國

小 教 師 教學 檔

案 為 例  

質化取向 

（ 文 件 分

析、訪談、觀

察） 

以 快 樂 國小 推 動 教師 評 鑑 之歷 程 ， 探討 教 師

評 鑑 在 國小 推 動 的成 效 。 研究 者 發 現教 師 教

學 檔 案 評鑑 具 體 可行 ， 但 須有 相 關 配套 措

施 。 同 時， 教 學 檔案 評 鑑 落實 可 提 昇教 師 專

業 素 質 ，且 可 做 為教 師 聘 任、 解 任 及教 師 分

級 的 參 考依 據 。  

陳春蓮

（2003） 

國 小 教 師教 學

歷 程 檔 案對 教

學 反 省 影響 之

研 究  

實 驗 設 計 為

主，輔以文獻

探討、訪談 

目 的 在 發展 一 套 具教 學 反 省的 教 學 歷程 檔

案 ， 以 文獻 探 討 、實 驗 設 計、 訪 談 多種 方 式

交 叉 進 行， 探 討 其是 否 能 對教 師 的 教學 反 省

能 力 有 所助 益 ， 並藉 由 訪 談深 入 探 討教 學 檔

案 建 構 過程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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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教學檔案運用之相關研究一覽表(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之分析 

李順銓

(2001) 

國 小 初 任教

師 發 展 教學

歷 程 檔 案經

驗 之 個 案研

究  

質化取向 

(參與式觀察、

晤談、文 件分

析) 

以五位教師組成合作團體，探 討 國 小 初 任 教師 發

展 教 學 歷程 檔 案 的經 驗 ， 以及 探 討 同儕 教 練 回

饋 對 國 小初 任 教 師專 業 發 展的 影 響 。  

張美玉

（2001） 

從 多 元 知 能

的 觀 點 談 歷

程 檔 案 評 量

在 教 育 上 的

應用 

質化取向 主要是從多元知能的觀點，來說明歷程檔案在教育

上的應用層面，研究者認為歷程檔案或學生的學習

檔案評量可以用在各級學校的選才參考，也可以作

為教師、家長瞭解學生學習情形。 

張德銳

（2000） 

教 學 檔 案 在

國 小 師 資 培

育 教 育 實 習

課 程 應 用 之

初探 

質化取向 主要是探討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教學檔案評

量的實地經驗，以做為自我省思改進以及提供其他

教育實習任課教師參考，俾敦促實習教師再不斷反

省實踐中自我專業成長，進而達成教育實習課程的

目標。 

陳惠萍 

（1999） 

教 學 檔 案 在

教 師 專 業 發

展上之應用 

質化研究 主要研究對象是台南市的國中及國小教師發展教學

檔案的過程，包括教學設計、課後反省、研習心得

和證明、學生表現。研究結果發現教學檔案的發展

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 

Hawthorne 

(2001) 

教 學 檔 案為

初 任 師 轉化

科 學 教 育本

質 與 提 昇反

省 能 力 工具

之 研 究  

觀察法 觀察四位任教第二年科學教師在經過一段時間建立

教學檔案，教師的教學有所改變，從較偏向教師中心

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教師在製作教學檔案的

過程中，反省的品質及類型也有所改變且所反映出的

價值觀和科學的本質。 

Alioto 

(1999) 

歷 程 檔 案在

教 師 實 習課

程 總 結 性評

鑑 的 運 用  

 

質 化 研 究  

 

此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教學歷程檔案在實習教師的

教育實習課程中最後評鑑的應用，教育實習的最後

評鑑對實習教師而言是重要的，而此研究即研究教

學歷程檔案的建構在此評鑑過程的實用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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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教學檔案運用之相關研究一覽表(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之分析 

 Andrejko 

(1999) 

教 學 檔 案的

實 驗 研 究  

實 驗 研 究  此研究是針對十四位志願參加研究的教師進行之

實驗研究，藉以了解教師與校長在成長取向教師評

鑑的教學檔案運用上知覺情形。結果發現：教學檔

案可以提供教師知識與技能的充分證明，並作為專

業成長的工具，同時教師以教學檔案作為自我反省

的基礎。 

Goff 

(1999) 

教 師 和 行 政

人 員 對 教 師

歷 程 檔 案 在

專 業 成 長 及

評 鑑 運 用 的

看法 

調 查 研 究法 、

質化研究 

此研究調查教師和行政人員考慮使用教師專業發

展歷程檔案作為促進教師成長和評鑑媒介的知

覺，特別是反省實踐的部分，並且透過一所學校的

觀察，觀察其以歷程檔案作為視導和評鑑教師所產

生的相關影響。 

Ryan 

(1999) 

教 師 在 數 學

教 學 運 用 歷

程 檔 案 評 量

以 及 對 教 師

發展的影響 

個 案 研 究  

 

此研究主要探討教師發展和使用歷程檔案為基礎

的教室評量以及歷程檔案評量在數學教學的影

響。主要的研究範圍在探討歷程檔案在教師知識發

展和傳遞的影響，以及歷程檔案的建構過程。研究

發現歷程檔案的建構需要教師去反省自己的教學

實際和體驗新的內容，改變現有的教學方式。 

Thibodeau 

(1999) 

歷 程 檔 案 評

量 在 初 任 教

師 的 評 鑑 標

準 

質 化 與 量化 並

重  

 

此研究主要是探討評鑑初任教師歷程檔案時的標

準，以及標準化的歷程檔案評量對師資培育計劃的

影響，結合質化與量化的方法研究評鑑歷程檔案時

的標準是否前後一致？以及標準的公平性等問題。

Bratcher

（1998） 

教師歷程檔案

影響教學實際

和學生成就 

質化研究取向 研究者藉由參與歷程檔案的歷程，觀察五位教師運

用歷程檔案取代州政府評鑑教師的傳統方法，以及

歷程檔案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研究顯示教學檔

案提高教師的教學實際，進而改善學生的學習。 

Freeman 

(1998) 

以 教 學 檔 案

作 為 專 業 成

長媒介 

質化研究取向

之個案研究 

此研究在探討教學歷程檔案做為提昇公立學校教

師專業成長媒介的實用性。主要焦點在發展個別教

學歷程檔案是否促進教師自我反省、自我評鑑及專

業發展，以及探討發展歷程檔案的要素。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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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家研究，教學檔案對於教師專業成長上之助益是值得肯定的，在此針對各種

研究需求與功能目的，作一整理分析。 

一、在實施對象方面 

透過文獻得知大都以實習教師、國小初任教師、中小學教師、師資培育機構者為主，

其主要因素在於一般實習、初任教師其教學經歷較淺，所需要的教學專業成長空間及自

我省思較多之外，其最主要是需要外力的支援因子，而「同儕伙伴」的陪伴、分享是新

手教師在教學歷程中最期望的「專業伙伴」及「諍友」。並且教學檔案對於經驗較為缺

乏之實習教師、初任教師而言，皆可藉由教學檔案的資料整理，尋求教學脈絡的釐清與

改進，更可透過教學檔案的建立，提供在教師評鑑及教師遴選上，評定教師教學優缺的

參考證明。 

二、在實施的技術上 

教學檔案歷程增進教學專業成長的研究中，對同儕教師「教室觀察」的能力較無較

多的論述，主要藉發展性教學檔案之「同儕視導」、「專業對話」與「反思歷程」來增

進教師專業的成長。透過教學檔案的建立，同儕的支持與肯定對教師個人的教學省思能

力頗有助益，並且認為透過「同儕討論」的方式進行教學檔案的製作，亦有助於同儕間

的學習與觀摩成長。 

三、在實施的成效上 

教學檔案在實施成效上，包括「課程設計」、「學習評量」、「教學技能」、「班 

級經營」、「學生管教技巧」、「人際關係」、「教學反省能力」、「信心的培養」等，

肯定教學檔案能提昇教師專業能力的改變。並且教學檔案除了建立教師教學資料庫，更

兼重「支援教學」與「評鑑能力」兩種功用，以提供完整描述教師教學表現，透過教師

對教學歷程覺知的敏銳度改進教學之外，並作為教師介聘時專業表現的證據。 

四、 在實施的限制上 

教師在不熟悉教學檔案的項目及製作流程上，又缺乏評量規準，其評鑑問題及公平

性自然會受到爭議，若使用之教學檔案能給予參與的教師明確的評分規範，才是提供教

師更明確可行的做法（陳春蓮，2003；張美玉，2001）。 

界定教師專業表現之規準，注重「自我省思」及「同儕對話」的部分，而針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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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則宜著重「追蹤輔導」與「評量回饋」部分。惟在執行上，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心

力與思考空間，對於實施之教師需要較多的心理支持層面，才是持續專業成長動力之主

因。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教學檔案對於研究角色、教學實務、專業成長途徑及教師評鑑

上，提供本研究相當之支持論點；再者，有教學經驗的教師收集能展現自己專業能

力的資料，透過分析、反省的過程，修正自己對教學與學習的價值觀，促進專

業發展。所以，本研究嘗試以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師社群之教學成長的轉變，為研究之

重點。 

第五節  學習型教師社群與建立教學檔案的關係 

二十一世紀是學習的世紀，是知識分享的時代，而形成團隊組織的觀念逐

漸受到了重視，唯有不斷的相互學習才可以使事業永續經營。現今的社會處在

這麼一個快速發展、變動劇烈、複雜性高的狀態下，許多複雜性高的工作無法

靠個人的力量獨自完成，唯有依賴成員組成團隊，集合團隊中每個人的能力與

特質，發揮團隊的力量來完成。因此，如何建立一個能提供教師繼續進修、反

省批判、不斷自我超越，並能激發集體洞見、工作熱誠的團隊組織，來幫助教

師的專業成長與發展學校本位特色，已經是現代教育環境必然的趨勢與必行之

改革（張明輝，1999；張德銳，1999；林新發，1998）。 

本研究是在研究者任教學校的真實情境中，與四位自覺到要專業持續成長

的教師組成學習型教師社群，藉由組織社群合作學習的機制，共同建立教學檔

案的知識庫，讓成員彼此分享知識、獲取知識，將經過省思、辯證、重構的創

新知識，透過實際的行動應用於教學，一來改善教學成效，二來改變教師個人

心智模式、自我超越。  

宋銘豐（2003）研究指出參與同儕合作的個案教師能解決教學上的困境，

提昇教師省思與檢討能力，擴充多元的教學模式，豐富學生學習上均有顯著的

效果。這不但減少教師孤立狀態及單打獨鬥的困境，也對教師在教育理想的實



 51

施上有加分的效果，因此，透過撰寫檔案紀錄進行自我省思，與同儕伙伴一起

擬出具體改進策略，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目的的達成。至於學習型團隊的運作

與教學檔案有何種的關係存在，研究者分別說明如下： 

壹、 就教學檔案的意義而言 

本研究採行學校本位「教師」與「教師」間的協同合作方式，由研究者與

學校內的教師共同組成學習型教師團隊，以「教學檔案」為研究主題，以團隊

協同合作學習的方式進行研究，讓教師透過「知」、「行」、思」的歷程，提

昇教師的教學動力及教學能力，落實「教師是教導者、學習者、行動者」的終

身學習理念。 

貳、 就教學檔案的重要性而言 

教學檔案製作的目的不在製作檔案本身，而是透過製作的過程協助教師自

我專業成長。教學檔案是教師教學的系統性資料及其教學的實際面向，亦是檢

視教學之焦點和建構的歷程之依據，並與重要他人共同對話分享省思，最後的

目標是促進教師的進步和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者將教學檔案界定為促進

教師自我專業成長和改善教學品質的媒介，希冀透過學習型團隊協同合作建立

教學檔案，讓教師能夠認真投入專業工作及促進教師的自我反省。  

參、 就教學檔案的特性與內容而言 

建立教學檔案可以透過教師同儕間的對話、溝通、協助與討論，分享經驗

及提出建議，教師可以從不同的角度審視自己的教學表現，運用「學習型教師

團隊」的模式促進學習成長。檔案內容的多樣性，資料來源的多重性，可以反

應教師不同的教學特質表現。在內容上則盡量保持彈性與開放，與同儕討論建

構具體的事證，以提高教學檔案的品質及教學成效。 

肆、 就教學檔案的功用與限制而言 

教 學 檔 案 不 只 是 材 料 資 訊 的 取 得 累 積 ， 它 必 須 將 材 料 資 訊 轉 化 成 個 人 知

識，藉由與同儕對話、討論、反省思考等過程來釐清自己的觀念，進而內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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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教學理念。如果在進行反省思考的過程中加入教學現場的觀察、團體的

合作與協商，如此更能促使自己的專業視野更加寬廣，擴充個人的專業實踐。

Seldin(2000)認為在建立教學檔案的過程中，如果教師願意與有豐富建立教學檔

案經驗的教師對談，透過教師之間開放的、平等的共同反省歷程，有助於教師

教學信念、價值觀或內在動機的自我澄清，從而改變其教室教學行為，對於教

學改善的效果會更好教學檔案能做為教師自我反省思考、改進教學、增進專業

知能以及同儕互相觀摩的工具。然而，教學檔案若涉及評鑑，檔案內容的可信

度會降低，且每位教師的經驗與相關資源有所差異，若作為評鑑的單一工具，

在立足點上是不平等的。另外，時間與技術上的能力不足、記錄不便、未緊扣

教學而本末倒置，都是困難點。  

教學檔案是教師在教學過程，將專業實踐相關的各種描述性資料，如教學

計畫、課程發展、活動設計、班級經營、師生互動、教學評量、親師活動等資

料，以及其他實錄性資料，如相片、CD、VCD 等，匯整成個人的專業成長檔

案，此檔案可作為教師建構個人知識與理論的依據，也可以作為促進教師反省

與學習之用。若將重要而有意義的檔案藉助與同儕間合作，化內隱知識為外顯

知識，使教師能更具體知覺到個人知識的形貌，而且也能使他人或團隊藉由檔

案內容的省思、對話、觀摩，使許多具脈絡性、個殊且不易言傳的知識加以擴

散。簡單地說，透過團隊合作學習建立知識平台，將教師個人的教學資產，傳

承給許多人，也能從他人身上快速學習到許多好的觀點、經驗與做法，使教師

個人的專業知識與理論能與時俱進，以同時提昇個人創造力與學習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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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在傳統的量化研究中，運用隨機取樣、分層取樣或其它統計機率的技術，

以確定樣本的代表性；而質性研究運用的是一種研究者親自進入研究現場，儘

量擴大資料搜集的範圍，並且檢視和分析這些資料的關聯性(黃瑞琴，2001)。

因此，質性研究的重點在深而不是廣，有較高的探索性。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來進行，在研究方法上以訪談(interview)為主，但

為探求真相，視其所言的相符情形，故輔以參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等方式，而以錄音、攝影、現場記錄和省思札誌為

資料蒐集的主要來源，編碼分類程序來分析資料，最後以三角校正來考驗研究

結果的效度。本章將針對研究架構與實施、研究工具與方法、研究對象與情境、

資料處理、研究信效度、研究者角色、研究倫理等層面逐一探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研究者目前服務的學校組成教師學習社群，主要的核心價值是在

彼此互信、互賴、互助的情況下，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協同合作的知識平

台進行觀察、對談、研討、省思等，一方面增加專業新知，另一方面分享建立

社會學習領域主題教學檔案的隱性知識，以提昇社群教師們知識與教學創新的

能力。簡言之，研究取向在於讓教師專業的思維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主題

式教學檔案得以展示、實踐與傳承。本研究採取下列的架構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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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就圖 3-1 研究架構圖而言，本研究將以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為研究活動主

題，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的互動，以及質性研究常用的省思、對話、觀摩、文

件分析等資料蒐集方式進行，是一個持續促進教師知識分享、回饋與自我專業

成長的歷程。教師自覺有專業成長的動機和意願，自發性形成學習型教師社

群，透過同儕合作與學習的方式，在理論與實務兼顧的情形下，檢討教學成效

和提昇專業能力。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場域 

壹、 研究對象 

質化研究者主張研究場地要盡量選擇日常行為發生的自然情境，強調研究

者要融入情境中親自收集資料，同時對研究夥伴要有深入的了解。研究者基於

一方面便於訪談及觀察，免除舟車勞頓之苦；另一方面也想藉此協助所處教學

環境的教師自我專業成長，於是研究者就目前服務學校編制內的在職教師組織

主題式教學

檔案建置  
歷程  

文件分析  

教學觀摩

省思札記

學習型教師社群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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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教師社群，縮小研究脈絡，達到深入瞭解的目的─透過合作團隊建立主

題式教學檔案來促進教師自我的專業成長。至於本校教師的專業成長環境，就

研究者的觀察發現： 

一、教師在職進修的風氣很盛 

本校教師在職進修的風氣很盛，現職教師裡，已獲碩士學位以上或正在研

究所進修的教師，共計 22 位，約佔所有教師人數 31％，形成一股研究風

氣，因此在校內進行學術研究，教師的接受度較高。 

二、教師願意花時間進行研究 

本校教師的平均年齡為 32.2 歲，屬於年輕化的學校，因此大家在想法和溝

通上較不會產生代溝。再加上校址位於高雄市市中心，家長對教育非常關

心，老師們也無不使出看家本領，在教學方面有許多方法，但較缺少互動

性的研究團隊及教師同儕間彼此的經驗分享，故有時會有江郎才盡之感。 

三、學校的組織氣氛支持教師的專業成長 

學校行政單位平時便鼓勵教師進行教學相關研究或研習，九年一貫課程實

施後，更是積極配合政令，支持教師專業成長。 

    基於上述特色，研究者在本校中進行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研究，並無太大阻

礙，教師接受程度相當高。研究者就學年和領域教師說明本研究動機、目的、

期 望 之 後 ， 徵 求 有 意 願 自 我 成 長 和 有 興 趣 參 與 研 究 的 教 師 組 成 學 習 型 教 師 社

群。社群教師具有如下特質： 

一、具豐富教學經驗 

二、能自行設計富有變化的教學活動. 

三、各自擁有不同的教學專長，並能在於專長領域中有所發揮 

四、對學習傾向積極、樂觀，會積極而主動參與有興趣的研習專題 

鑑於「研究倫理規範」，本研究獲得成員同意，教師姓名等資料均不以真

名呈現。有關研究夥伴背景如下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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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學習型教師社群成員背景資料一覽表 

成 員 與 現 職  
教 學  

年 資  

社 會 領 域 (科 )

教 學 年 資  
學 歷 背 景  對 主 題 式教 學 檔 案的 概 念  

研 究 者  
導 師 / 

10 

一 年 級 2 年  
二 年 級 1 年  
三 年 級 1 年  
四 年 級 1 年  
五 年 級 1 年  
六 年 級 2 年  

師   院  
初 等 教 育系  

教 師 教 學歷 程 的 記錄 。 

小 佳 老 師  
導 師 / 

12 

三 年 級 3 年  
四 年 級 3 年  
五 年 級 1 年  
六 年 級 2 年  

師  院  
自 然 科  

教 學 碩 士班  

留 下 教 學歷 程 的 記錄，可 當成

改 進 日 後教 學 內 容的 參 考 。 

小 慧 老 師  
導 師 /組長  

10 

三 年 級 2 年

四 年 級 2 年

五 年 級 1 年

師 院  
家 庭 教 育研 究 所

既 然 是 「主 題 式 」教 學 檔 案，

應 比 一 般的 教 學 檔案 更 有 條

理 。 

小 晶 老 師  
科 任 /組長  

12 

一 年 級 4 年  
二 年 級 4 年  
三 年 級 1 年  

師   院  
語 文 教 育系  

教 學 理 念、資 源 的 分享，教學

成 果 的 省思 、 討 論的 文 件 依

據 。 

小 玉 老 師  
級 任 / 
組 長  

3 五 年 級 1 年  
師   院  

語 文 教 育系  

教 學 成 果的 檢 視，和教 學 評 鑑

有 很 大 關聯 性 。 

 

檢視社群成員的背景，教學年資除小玉老師外，均在十年以上，具有一定的教學經

驗，有關社會領域(科)教學的經驗則差異較大，研究者、小佳、小晶為八年以上，小慧

五年，小玉僅一年，同時多數成員來自不同的學科領域背景，僅研究者現為社會科教學

碩士班。而兼任的行政業務各不相同，有關主題式教學檔案的概念也有所差異。但相同

的事是在班務及行政業務繁忙之際均對教育懷有熱忱。 

研究活動主要重點不是在探討一份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內容應包括哪些部

分，而是在經由「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將每位研究夥伴視為共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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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透過協同合作建立教學檔案，教師經驗的分享、省思、批判等互動歷程，

獲得共同的學習與成長。本研究中研究者對研究夥伴的角色及期望為：  

一、經驗分享與回饋者：個人建立教學檔案的經驗、心得與構想，經由討論、

實作與應用，傳授給其他研究夥伴，並對其他研究夥伴的觀點提供回饋意見。 

二、傾聽與批判者：廣為聽取與接納多元的訊息與觀點，並提出批判性的談話。 

三、學習成長者：每位研究夥伴視為共同的成長學習夥伴，透過定期活動的討

論、省思、修正等互動歷程，獲得共同的學習與成長。  

四、研究促進者：經由參與、對話，共同促進整體研究的進行，每位研究夥伴

的協同合作是研究得以存續的主要關鍵。 

 

貳、 研究場域 

    質性研究重視環境的脈絡，對於研究現場的了解及呈現，將會有助讀者對

研 究 問 題 的 了 解 ， 而 研 究 者 透 過 此 種 了 解 也 可 以 減 少 資 料 分 析 時 的 誤 差 。 因

此，茲將研究場域資料簡介如下： 

研究學校乃研究者所服務之學校，成立於民國41年，在民國83年間校舍整

體改建。目前全校有附設之幼稚園2班，國小部則有普通班級22班、資源班2班、

一般能力資優班2班，全校學生約650人，教職員工約有70人，為年輕化的學校，

教師年齡平均為32.2歲。校址鄰近愛河，交通便利，附近有工商展覽中心、電

影圖書館、駁二藝術特區和歷史博物館等。 

    研 究 學 校 有 兩 楝 大 樓 。 一 進 入 研 究 學 校 ， 首 先 映 入 眼 簾 的 是 前 棟 大 樓 建

築，穿堂兩邊的牆壁常會貼有許多活動宣導海報和學生作品展覽，這些內容常

會更換，每次都會有不同的面貌呈現。而後棟大樓與前棟大樓採連接式的方式

相連，可方便教師和學生平時的走動。整棟大樓共有五樓，前棟大樓一樓有健

康中心，平時有護理師為學生作身體保健與傷害處理；二樓有學校行政人員辦

公地點，有校長室、會計室、人事室、總務處、輔導室、教務處與學務處相連

的大辦公室等；三樓有資源班教室及供學生上課閱讀及借閱書籍的圖書館；四

樓有一般能力資優班教室及視聽教室，而五樓則有大禮堂，這是平時學生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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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練習桌球或學校辦宣導活動的場所；其餘教室則為一般教室。後棟大樓一樓

的左右兩邊分別為廚房及幼稚園，兩者之間則是後棟玄關，玄關兩邊牆壁是各

處室的佈告欄，常會配合各項活動加以宣導，如：交通安全、法治教育、環境

衛生、多元評量、兩性平等教育、生涯輔導等，讓學生於無形中成長學習；接

著二至五樓每樓層皆有一間教師休息室與專科教室，其餘亦皆為一般教室。至

於前後棟大樓皆有電梯可供搭乘，之間的連接走廊都有木製的長桌與長板凳，

以供教師或學生在下課時休閒娛樂之用。 

    研究學校校園綠化除了每班走廊皆有磁磚擺設花草之外，學校操場與前後

棟之間的紅磚道上左右兩邊花木扶疏，種植了各式花朵。校園大樓的南邊便是

操 場 ， 其 周 圍 由 紅 土 跑 道 圍 繞 ， 跑 道 一 圈 約 150公 尺 ， 中 央 則 是 籃 球 場 ， 而 這

些地方都是小朋友下課或放學後最喜歡遊戲玩耍的場所。綜觀之，研究學校在

整體校舍建築上的感覺是整齊而乾淨，硬體設備亦很完善。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來進行，以訪談(interview)為主，但為探求真相

視其所言的相符情形，故輔以參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文件分析

(document analysis)等方式，並以錄音、攝影、現場記錄和省思札記，作為資料

蒐集的主要來源。最後，根據探索、省思的結果提出新思維和新作法，作為學

校促進教師自我專業成長的參考。 

 

壹、 訪談(interview) 

    Langness 與 Frank(1981)認為如果研究者希望了解人們的內在觀點，除了觀

察他們正在進行的活動或事件外，同時也需要訪問他們，才得以瞭解他們的信

念、夢想、動機、判斷、價值、態度和情緒。對話和訪談的目的並非藉此驗證

研究者心中預存的假設，而是要藉由與研究夥伴不斷的對話深入了解其心中真

正的感受、想法、個人經驗和改變情形，故本研究亦希望透過訪談的方式儘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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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料真實的呈現出來，以減少臆測。 

Patton(1990)將訪談按結構程度分成「非正式的會話訪談」、「一般性訪談」、

「標準化開放式訪談」三種取向(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為了解學習社群

教師的想法，本研究採取「團體討論」、和「個別訪談」兩種方式，原則上是

利用每一或二週的週五下午進行約一小時的「一般性訪談」，訪談的次數視資

料蒐集的完整性及時間的配合度而彈性增減。「一般性訪談」係指研究者依據

研究目的與問題、文獻相關探討，在進行訪談之前先擬好問題再實施。本研究

經由試探性研究的過程，將訪談大綱不適宜處略做修正，成為正式的訪談大綱

(參閱附錄一)。進行一般性訪談時，談話中並非全然依擬好的問題逐一進行，

依訪談對象的回應和資料的完整性再進行深度的「個別訪談」，訪談對象也可

以主動提出個人其他的問題。如遇到相關事項或重要議題，可以彈性的加入新

問題，以避免遺漏重要線索和訊息。而研究者為求訪談資料的完整性，避免訪

談過程中資料有所遺漏，在經過向研究夥伴詳細說明研究性質、目的，以及有

關研究夥伴的權益和隱私的保護等之後，徵得研究夥伴的同意進行訪談，全程

採錄音及攝影方式進行(參閱附錄二、附錄三)。 

本研究中，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相關文獻探討，在進行訪談之前

先擬好半結構性的問題，經由五位專家學者校正，將訪談大綱不適宜處修正，

成為正式的訪談大綱。茲將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專家效度表列如下： 

表 3-2 訪談大綱專家效度名單(依 姓 氏筆 劃 排 列) 

姓 名  學 歷  職 稱  

房 柏 成  碩 士  高 雄 市 光榮 國 小 教務 主 任 ；文 藻 外 語學 院 師 資培 育 中 心兼 任 講 師  

侯 松 茂  碩 士  國 立 台 東大 學 教 授兼 副 校 長  

陳 明 勇  碩 士  高 雄 市 龍華 國 小 教務 主 任 ；曾 任 高 雄市 國 教 輔導 團 社 會領 域 輔 導員  

廖 妙 蓉  碩 士  高 雄 市 九如 國 小 教師 ； 高 雄市 國 教 輔導 團 社 會領 域 輔 導員  

魏 俊 華  博 士  國 立 台 東大 學 教 授兼 實 習 暨就 業 輔 導處 處 長  

在訪談時，除現場記錄外，均以錄音、攝影協助記錄，事後轉錄成文字。

為了使訪談內容不致漫無邊際，研究者決定其內容一部份來自文獻探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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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來自實際現場觀察及檔案內容的反思和對話。 

本研究的主要訪談流程及內容，依序簡要說明如下: 

一、引導語：研究者簡要說明訪談目的與進行方式。 

二、提出問題：研究者根據所欲探討的問題和相關文獻先擬出初步的訪談大

綱，再依據試探性研究訪談的結果，對於不適宜之處加以修改，作為正式

訪談大綱，進行問題提問。 

三、問題澄清：研究者對於上述訪談大綱中所提出的問題，在研究夥伴回答後，

針對答案中所透露的重要訊息或有待釐清之處，再進一步重複詢問以澄清

並確認其觀點。 

四、描繪並進一步確認：研究者將訪談所得的訊息按照類別排列描繪，再請研

究夥伴加以修正並確認。 

貳、 參與觀察 

    參與觀察著力的焦點在於理解並描述研究情境，研究者要成為研究情境中

的一部份，以確實體驗情境中的生活與感受。利用參與觀察，研究者進入研究

夥伴的世界中，真實詳盡地記錄所見所聞，研究者不是為驗證假設而蒐集資

料，而是從日誌中歸納出解釋現象的理由(王文科，1995)。 

   Spradley(1980)將觀察者的參與方式分成下列五種方式： 

一、不參與、不介入：觀察者完全不介入研究對象的活動中。 

二、被動消極的參與：觀察者介入程度低，出現於現場中，卻不積極與人互動。 

三、中度的參與：觀察者尋求參與和觀察之間的平衡。 

四、主動積極的參與：觀察者主動積極地參與現場人們的活動。 

五、完全的參與：觀察者的介入程度最高，觀察者已經是日常參與者，研究自

己日常生活或工作現場。 

本研究除了藉由訪談來獲得自然而深入的資料外，另一個重要的檢證工具

是經由教室觀察使得訪談資料更具有說服性而不流於空泛。採取的是主動積極

的參與觀察方式，因為研究夥伴是研究者目前服務學校的教師，研究場地屬自

己的工作現場，為了盡所能的掌握了解研究夥伴對建立教學檔案的理念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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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學的情形，針對教學檔案經驗分享中的某項主題，在取得研究夥伴的同意

後，進入教學現場觀察。為讓教學現場的觀摩顯得有系統，經研究者與研究夥

伴討論後，決定採用高雄市大多數學校使用的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於2006

年所修訂的「中小學教師班級教學觀察表」 (參閱附錄四 )，詳實記錄待改進的

項目以作為事後進行討論與回饋的印證依據。目的在於了解教師將教學檔案內

容應用於教學上，包括教學策略、班級經營、學習環境的安排、學生的學習反

應情形、師生間的互動，以及教學缺失、困難等真實行為的表現。 

研究者為了讓觀察記錄更加完善，避免遺漏重要訊息，故在徵得研究夥伴

同意後，進行全程錄影與錄音工作。因此，研究者會將所見所聞及省思感想記

錄在教學省思札記，亦會將錄影及錄音過程中所看到與聽到的重要有意義的訊

息，逐字轉譯成文字稿。 

參、 文件分析 

   文件(document)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他資料來源的證據，如果發現

文件和觀察或訪談所得資料互相矛盾，研究者即須進一步探究 (黃瑞琴，2001)。 

本研究所分析的文件如下：  

一、班級教學觀察紀錄  

針對經驗分享的主題進行教學現場的觀摩，詳實記錄觀摩所見所得及待改

進的項目，以作為事後進行討論與回饋的印證依據 (參閱附錄四 )。  

二、團體討論與個人訪談記錄  

團體討論為每一至二週一次的定期活動，讓研究夥伴交換彼此建立主題式

教學檔案與應用的經驗共享。談話中並非全然依擬好的問題逐一進行，訪談對

象也可以主動提出個人其他的問題，依訪談對象的回應和資料完整性的需求再

進行個別訪談 (參閱附錄五、附錄六 )。  

三、研究者與研究夥伴的省思札記  

將每次參與本研究相關活動的感想摘要記錄在省思札記上，使整個研究的

歷程得以詳實記錄，可作為研究資料的佐證以降低研究者的主觀偏見(參閱附錄

七、附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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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文件  

    就質的研究而言，文件(document)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他資料來源

的證據(黃瑞琴，2001)。在本研究中的教學檔案檢核表，乃依據高雄市大多數

學校採用，由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編製的「中小學教師教學檔案評量表」

(參閱附錄九 )。所蒐集到之文件資料，包括課程教學計劃、學習評量、教學活

動紀錄與省思、學生回饋單等檔案文件 (參閱附錄十~十六 )。  

在此研究中，研究者蒐集到的文件資料來自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主題式教

學檔案的整個研究過程的相關內容，其目的在反應研究的真實性與完整性。茲

將研究中主要用到的資料記錄方式整理如下表 3-3：  

表 3-3 資料記錄方式一覽表  

 團 體 討 論  個 別 訪 談  教 室 觀 察  
研 究 者 與  

研 究 夥 伴省 思  

訪 談 記 錄  √  √    

錄 音、錄影  √  √  √   

教 學 札 記    √   

省 思 札 記  √  √  √  √  

第四節  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工具 (黃政傑，1996；Ely, Anzul , Friedman , 

Garner& Steinmetz,1991)，儘管研究者在研究中資料蒐集方面，以錄音機、攝影

機帶入現場作為資料蒐集的輔助工具，但接下來的資料選擇、分析及詮釋的工

作卻都必須主要由研究者來做。因此，研究者的背景知識及從事研究的能力，

成了影響研究品質的重要因素。以下針對研究者的背景與訓練，及在本研究中

扮演的角色，進行說明。 

壹、 研究者的背景 

    研究者民國八十六年畢業於嘉義師院初等教育學系行政組，該年即分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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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小服務，未曾調校，迄今已邁入第十個年頭，期間並於九十三年利用在職進修

的機會，至台東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班進修中。 

    研究者目前擔任三年級導師兼學年主任職務，平常教學即重視補充教材的

編寫、課程的統整、評量方法的多元和有效的班級經營，希望學生的學習能充

滿創意、笑聲、啟發和思考，研究者亦曾撰寫文章發表於校刊、高市兒童、南

投文教、翰林文教。研究者目前亦擔任「課程發展」委員及「學習領域」召集

人，更深覺在面對教改浪潮巨大的衝擊下，教師自覺自省習慣和能力的匱乏，

以及教師專業能力的尚待提昇，在在顯示培養教師學反省習慣與態度及教師專

業發展的必要性及迫切性。然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進修方式，似乎不能符

合需求，因此，研究者相信，唯有教師對教學工作時常保持察覺、反省，並改

變以往在職進修被動的「學習者」的心態，轉換成主動的「實踐者」、「研究

者」的角色，透過同儕的互助合作，持續不斷的反省、進修、研究，促進教師

的專業發展，方能適應時代教育潮流的需求，提昇教育的品質和教師的專業形

象。 

貳、 研究者的訓練 

    研究者在求學期間曾修習過「心理與教育統計學」、「教育研究法」、「質

性研究」課程，對於研究問題的界定與要領、研究設計的方法與要領、蒐集研

究資料的策略與要領，均有更進一步的了解與認識。此外，研究者也廣泛閱讀

質性研究的相關論文與書籍，對於擬定研究計劃、從事觀察、訪談、參與、省

思，以及文件分析與信效度分析的概念及研究素養有莫大的助益。另在研究過

程中，一方面接受教授的引導及指正，另一方面也與參與研究的研究夥伴相互

交流、討論，以期能提昇研究之品質。另對於研究者研究角色的扮演也有諸多

的啟發和提醒，協助剖析研究者主觀的預設立場和成見，強化研究者從事研究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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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扮演既是參與者，也是觀察者的角色。換言之，研究

者擔任既參與又觀察的「局內人」(insider)角色，一來增加經驗分享和促進自我

反省的機會，二來亦藉由討論批判的調整、建構自己的思維模式，三來可探究

整個社群運作過程及深層的實質內涵，掌握整個研究的全貌。因此，在研究過

程中研究者參與社群的運作活動，並針對團隊中討論的過程加以觀察、記錄，

並佐以文件分析和訪談，以完整的蒐集資料，了解社群運作的歷程，並探析研

究夥伴透過社群協同合作之後，對其專業知能的改變及成長的情形。 

肆、 研究者的信念 

研 究 中 應 誠 實 地 報 導 研 究 者 的 理 念 、 省 思 與 成 長 情 形 。 所 以 研 究 者 的 信

念、經驗、態度等專業素養將對研究的規畫、執行、資料蒐集與分析有著深刻

的影響。現將研究者推動本項研究的信念作如下的陳述： 

一、研究認知與技能 

    研究者擔任教職十年，期間不斷參加各類進修提昇專業素養，而個人一

直 認 為 時 間 不 足 、 缺 乏 研 究 的 知 能 與 經 驗 、 欠 缺 探 究 信 心 與 研 究 機 制 ， 是 大

部 份 教 師 無 法 從 事 和 自 己 教 學 、 行 政 、 輔 導 等 有 關 研 究 的 主 要 因 素 。 統 整 課

程 、 協 同 教 學 、 多 元 評 量 、 班 群 教 學 是 教 育 革 新 趨 勢 與 潮 流 ， 教 師 主 動 從 事

研 究 是 教 師 專 業 行 為 的 具 體 表 現 之 一 。 透 過 協 同 合 作 模 式 從 事 研 究 ， 一 方 面

是 教 師 學 習 型 社 群 的 展 現 ； 一 方 面 則 可 使 教 師 透 過 建 立 教 學 檔 案 的 實 際 運 作

與具體行動，分享經驗促進個人專業成長。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來進行，除了涉獵相關書籍外，向他人請教觀察、訪

談、文件分析等技巧，努力學習使技能更加純熟。  

二、學習與成長 

   在教學生涯中，並不是所有的教師都能像研究者一樣的幸運再回到校園來

進 修 。 而 有 計 劃 的 記 錄 自 己 的 教 學 歷 程 確 實 是 鞭 策 自 己 進 步 的 一 個 好 方 法 ，

所 以 ， 若 能 經 此 一 學 習 型 教 師 社 群 的 成 立 與 運 作 ， 有 效 利 用 教 學 檔 案 的 內 涵

來作為促進教師相互學習成長與知識傳承的媒介工具，想必能引起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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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響與共鳴，或 許可以減少教師的職業倦怠感。當然，這也是一條研究與實

務兼具的路，與我的興趣、理想、職業和需求相結合，讓我能兼顧教學者與研究者

的角色任務，在我潛心於研究之時，亦同時盡到一位做老師的責任。 



 66

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主要是在一個協同合作團隊的情境下，藉由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

方式來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在問題聚焦的同時，便開始

蒐集文獻及尋找研究夥伴，研擬相關研究計劃，並將在現場的經驗不斷進行自

我反省及和同儕之間進行對話與討論，同時也進行資料的分析，在歸納初步結

果後便和研究夥伴進行內容真實性的確認，然後撰寫研究報告。本研究主要的

研究流程如下圖 3-2：  

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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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 95 年 3 月開始著手準備，於 96 年 6 月完成整份研究報告。全部

時程實施進度約可劃分為準備、正式行動、資料分析與撰寫論文等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各有不同的研究重點，下列將這三個階段逐一說明： 

 

壹、 準備階段 

一、研擬研究主題的可能方向與內容。 

二、著手查閱相關文獻，並且經由資料的蒐集，釐清問題性質與目的。 

三、大致掌握研究特色，確定研究題目、研究場域、研究夥伴和研究計劃。 

四、將研究計劃(包括研究時程、聚會時間、訪談方式、觀察方式等)與成員討

論、修正，準備共同進行研究。 

 

貳、 正式行動階段 

一、試探性研究(pilot study)：  

可以幫助研究者考慮資料蒐集的內容和所依循的程序以改善蒐集的計畫

(黃瑞琴，2001)。研究者透過「試探性研究」，一方面增加對社群實際運作的經

驗，另一方面藉以討論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實務問題。試探性研究的過程，

主要在進一步釐清研究問題、目的、修正訪談大綱及改進資料蒐集的方式。  

二、正式研究：  

透過現場的經驗交流不斷進行自我省思及和研究夥伴之間進行對話與討

論，原則上以每一至兩週一次進行研究夥伴針對主題的協同反省及討論，並視

實際需要進行部份檔案內容的教學觀摩。研究過程中以訪談、參與觀察、文件

分析等方式廣泛蒐集資料，增加資料的豐富性，以求研究資料的完整性和周延

性，提昇研究的品質。 

 

參、 資料分析與撰寫論文階段 

彙整並閱讀討論和訪談的逐字稿、觀察記錄、研究者和研究夥伴的省思札記等

資料，進行分析、歸納，朝多面向的角度和多重的觀點來解釋，如發現資料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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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或有疑惑處，再與團隊成員進行討論、修正，陸續進行研究報告的撰寫、編

印。 

第六節  研究的信效度 

在質性研究的文獻中顯示偏重於自然的(naturalistic)的探究方法，例如參與

觀察、晤談、現場記錄之反省、文獻或內容分析等(陳惠邦，1998)。質性研究

和量化研究因為典範不同，因此，科學實證典範中的信、效度不適合用來說明

質性研究的可信賴度(trustworthiness)。質性研究的嚴謹性考核除了研究的「結

果品質」外，也注重「歷程品質」。為了達到上述「可信賴性」、「可轉換性」、

「可靠性」、「可確認性」四種質性研究的確信指標，可採用一些可行的策略，

例如：澄清研究概念、長期留在自然情境、持續觀察、運用三角交叉校正、不

斷進行研究的反省、厚實描述自然情境的現象、資料分析與解釋必須連貫一致

等(黃政傑，1996)。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研究者本身的資料蒐集、分析能力，研究者個人的

主觀喜惡和成見，以及對研究情境脈絡做正確的描述，常會影響到研究的品質

(蔡 文 斌 ， 1999)。 因 此 ， 研 究 者 參 考 LeCompte , Pressle 與 Tesch (1993)以 及

Jick(1983)的策略，將可減低或避免研究者的偏見，增進研究判斷的正確性，不

使資料的品質為個人主觀的結論，敘述如下： 

一、研究者會詳述研究夥伴的選取過程、背景資料、研究情境及研究者角色。 

二、說明教學檔案的內容及資料蒐集的方法、時間、地點與過程，進一步交代

研究者與研究夥伴的互動情形，最後再敘述資料記錄、分析與詮釋的方法

等。 

三、低推論的描述：研究者必須隨時留意資料建立之正確性，直接引用訪談內

容、觀察的資料，以儘量減低推論。 

四、儘可能使用機器紀錄資料：事先經過研究夥伴同意的情況下，用錄音機或

攝影機錄下訪談、觀察的過程，並整理成逐字稿或觀察筆記。換言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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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除了會在活動實施時，全程參與觀察和仔細記錄外，還會運用錄影機

與錄音機作為輔助，將研究進行、平時觀察和訪問時的內容錄下來，以求

真實。 

五、研究者對研究過程做厚實的陳述，保持中立的立場，並隨時將研究者在研

究過程中所引起的省思，隨時地記載在札記裡。 

歸納上述，本研究將秉持以下幾項原則來確保研究品質。分述如下： 

一、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夥伴進行互動，利用省思、札記的方式，反省自己的觀

點，記錄研究夥伴互動、對話的情形，並將討論及協同合作之觀點加以記

錄省思。 

二、運用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的方式，分別從文件資料、訪談、觀察資料等

不同面向的方式，進行資料的蒐集，以求資料的多元性及正確性。 

三、繼續閱讀質性研究的相關書籍與文獻，以增進本身的研究技巧。 

四、隨時反省自己的角色及觀點，降低研究者的主觀偏見，以釐清資料與研究

者的立場，增加資料詮釋的可信度和效度。 

五、增加與研究夥伴之間非正式討論情境的互動接觸，以蒐集更完整的研究資

料。 

六、藉由敏銳、細心的觀察，發現研究的相關問題，作為訪談問題的參考以增

進研究的可信度和周延性。 

有關資料的信度和效度，研究者認為信度和效度是傳統實證主義量化的制

定標準，以普遍法則客觀的測量和量化推論，來達成目標。而質性研究對於資

料的解釋則比較強調資料意義性、真實性的呈現與詮釋，資料的分析是持續而

反覆的過程。因此，質性研究以往常被質疑信度和效度問題，此乃觀念上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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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質的研究目的在於發現。蒐集資料的過程本身並非終極目的。質的研究終

極活動是分析、詮釋以及呈現發現結果。」(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因此，

研究者在資料蒐集過程將秉持著謹慎的態度。檢視本研究的實施，即必須研擬

具體的行動策略，且從團體討論與個別訪談的記錄、教學觀察、省思札記做為

回饋資料，依這些資料來修正本研究的方案，並持續實施以符合循環與動態的

研究效益。  
壹、 研究資料的蒐集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來進行，因此，研究過程必須儘量從多重觀點、

多重來源及多重方法來檢視任何資料。因此，本研究在資料蒐集及分析上，儘

可 能 的 從 各 種 不 同 角 度 和 各 種 方 法 來 著 手 ， 以 增 加 研 究 結 果 之 可 信 度 和 嚴 謹

度。所採取的資料蒐集方式主要有訪談、參與觀察、文件分析等三種。研究過

程中，將針對資料來源做下列的蒐集與整理： 

一、團體討論和個人訪談記錄 

    團體討論為每一或兩週一次的定期活動，讓研究夥伴交換彼此建立主題式

教學檔案與應用的經驗共享。初步預定週五下午(13：30－15：30)時段活動一

次。團體聚會的次數視資料蒐集的完整性及時間的配合度而彈性增減。談話中

並非全然依擬好的問題逐一進行，依訪談對象的回應和資料的完整性再進行個

別訪談，訪談對象也可以主動提出個人其他的問題。至於個別訪談的時間將利

用午修、放學後或空堂課進行。訪談記錄以錄音或錄影記錄活動完整過程，再

轉錄成文字後，交給訪談對象檢視，並將其檢視情況或其他意見註記在原稿上

交回給研究者。 

二、研究者和成員省思札記 

研 究 者 和 研 究 夥 伴 將 教 學 檔 案 文 件 在 教 學 應 用 上 的 心 得 或 參 與 團 隊 相 關

活動的感想摘要記錄在省思札記上，只要有關於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以及對

研究的整個歷程的想法、討論及觀察所得詳實記錄，一方面充實研究資料的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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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另一方面作為研究資料的佐證以降低研究者的主觀偏見。  

三、參與班級教學觀察紀錄 

    本研究除了藉由訪談來獲得自然而深入的資料外，另一個重要的檢證工具

是經由教室觀察使得訪談資料更具有說服性而不流於空泛。研究者與研究夥伴

討 論 後 ， 決 定 採 用 高 雄 市 大 多 數 學 校 使 用 的 張 新 仁 、 邱 上 真 、 馮 莉 雅 於 2004

年所修訂的「中小學教師班級教學觀察表」，讓教學現場的觀摩顯得有系統，

詳實記錄待改進的項目以作為事後進行討論與回饋的印證依據。至於觀察的活

動主題，因礙於時間上的限制，僅針對檔案文件作選擇性的教學現場觀摩，目

的是協助研究者在訪談與文件分析之餘，能夠有親臨現場的感覺，而不是要觀

察所有團隊成員的教學實況。 

四、檔案文件 

為了使訪談、觀察記錄和省思札記等資料相互印證或補其不足，所以蒐集

了教學檔案的內容，包括課程教學計劃、學習評量、教學活動紀錄與省思、學

生省思與回饋單等檔案文件。綜上所言，將本研究資料蒐集來源及內容如下表

3-4 所示： 

表 3-4 資料蒐集來源一覽表 

蒐 集 方 式  蒐 集 地 點  蒐 集 內 容  

1.團 體 討論 

2.個 別 訪談 

3.參 與 觀察 

4.研 究 者與成 員  

  省思 札記  

5.檔 案 文件 

1.教 學 研究室  

2.圖 書 室  

3.班 級 教室 

4.其 它 場所 

 

1.團 體 討論紀 錄 (轉 譯成 逐 字 稿 ) 

2.個 別 訪談紀 錄 (轉 譯成 逐 字 稿 ) 

3.參 與 觀察教 學 札 記  

4.檔 案 文件在 教 學 應用 上 的 心得 或 團 隊

相 關 活 動的 感 想  

5. 課 程 教學 計 劃、學習 評 量、教學 活 動

紀 錄 與 省思 、 學 生省 思 與 回饋 單 等 檔

案 文 件  

整體而言，研究者會將各項觀察、訪談及文件資料均加以編碼，以利資料

的方便記錄與解讀。現將文中資料引用符號說明如表 3-5，原始資料的編碼方

式說明如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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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文中資料引用符號說明表 

符     號  意        涵  

標 楷 體  論 文 中 引述 逐 字 稿或 省 思 日記 的 內 容  

新 細 明 體  論 文 內 容字 型 一 律以 新 細 明體 呈 現  

【    】  在 引 用 逐字 稿 中 語意 不 清 研究 者 加 以補 充 敘 述的 內 容  

(    ) 資 料 來 源的 標 註  

 ..... 表 示 省 略或 語 氣 未完 結 的 部分  

 

 

表 3-6  原始資料編碼方式說明一覽表 

原 始 資 料  引 用 方 式  

研 究 者 省思 札 記  
引 用 研 究者 省 思 札誌 時 ， 以下 列 方 式標 註 資 料來 源 ：  

(年 月 日 /人員 省 思 札記 )。 例 如： (960413/研 究 者 省思 札 記 )

表 示 該 項資 料 引自 96 年 4 月 13 日 研究 者的 省 思 札記 。  

社 群 成 員省 思 札 記  

引 用 社 群成 員 省 思札 記 時 ，以 下 列 方式 標 註 資料 來 源 ：  

(年 月 日 /人員 省 思 札記 )。 例 如： (960403/小 晶 老 師省 思 札

記 )表 示 該項 資 料 引自 96 年 4 月 3 日 小 晶老 師 的 省思 札 記。

團 體 討 論紀 錄  

引 用 團 體討 論 紀 錄時 ， 以 下列 方 式 標註 資 料 來源 ：  

(年 月 日 /團 討 人 員 發 言 )。 例 如 ： (960427/團 討 小 佳 老 師 發

言 )表 示 該 資 料 引 自 96年 4月 27日 團 體 討 論 中 小 佳 老 師 的 發

言 。  

個 別 訪 談紀 錄  

引 用 個 別訪 談 紀 錄時 ， 以 下列 方 式 標註 資 料 來源 ：  

(年 月 日 /人員 訪 談 )。例 如 ： (960316/小 慧 老師 訪 談 ) 

表 示 該 項資 料 引 自96年 3月 16日小 慧 老 師的 訪 談 紀錄 。  

參 與 班 級教 學 觀 察紀 錄  

引 用 參 與觀 察 教 學札 記 時 ，以 下 列 方式 標 註 資料 來 源 ：  

(年 月 日 /教學 觀 察 紀錄 )。 例 如： (960412/教 學 觀 察紀 錄 ) 

表 示 該 項資 料 引 自96年 4月 12日的 教 學 觀察 紀 錄 。  

檔 案 文 件  

引 用 檔 案文 件 時 ，以 下 列 方式 標 註 資料 來 源 ：  

(年 月 日 /人員 檔 案 文件 )。 例 如： (960510 /小 玉 老 師檔 案 文

件 ) 

表 示 該 項資 料 引 自96年 5月 10日小 玉 老 師的 檔 案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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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料的分析與詮釋 

    質 性 研 究 的 資 料 蒐 集 與 分 析 是 個 同 步 進 行 、 創 造 性 的 歷 程 。 在 實 際 進 行

分析時，研究者有責任對自己的分析程序和過程做出盡可能全面性和真實性的

檢視和報告。質性研究之目的在於發現，蒐集資料的過程並不是終極目標。質

性研究的挑戰性在於要從大量的資料中尋找出意義，減少訊息的數量，辨別出

對研究之事物具有重大意義的組型，並為展示資料所揭示的實質內容建立出架

構(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 

由於質性研究的資料具有變動的特徵，並非在完成資料蒐集後再進行資料

分析，而是在資料蒐集過程中不斷檢視與省思，再進一步確立應蒐集資料的方

向，形成一些結論。所以資料蒐集與分析之間並非直線過程，而是循環及同時

進 行 的 。 資 料 檢 核 是 否 完 備 會 影 響 到 整 個 資 料 分 析 結 果 的 可 信 賴 性

(credibility) 、 可 轉 換 性 (transferability) 、 可 靠 性 (dependability) 、 可 確 認 性

(confirmability)(陳惠邦，1998)，研究者為了達到這四種質性研究的確信目標，

在資料分析上將採如下的策略： 

一、多面向蒐集與持續比較 

重覆閱讀本研究相關文獻和所完成的現場資料，包括：訪談記錄、參與觀

察、省思札記等，透過不斷的省思，根據研究架構做資料的詮釋，才不致迷失

方向。而對於論文初稿完成需要再確認或補充的部份，則再利用時間和研究夥

伴共同討論，並進行修正。  

二、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將本研究過程作完整、詳細的描述，呈現事件的原貌，讓讀者能透過文字

瞭解研究現場的情境脈絡，提供可能的詮釋，讓讀者來決定應用性。在撰寫報

告階段中統整所有的資料，除了資料多元之外，經常提醒研究者要有意識地反

省、去除個人的主觀偏見，報告撰寫完畢後，提供給研究夥伴檢閱，一來是為

成果回饋分享，二來再驗證是否與事實或想法符合，以開放客觀的態度來提高

研究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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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 

在個案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如何避免研究者本身將「主觀」

帶進研究現場影響夥伴，是一重要的課題。就質性研究而言，研究者要做的是

以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針對相同的研究問題透過多種的資料來源，將這些資

料交互比對，呈現不同角度的看法，以讓研究者卻除個人主觀所潛藏的偏見，

發現更多層面的內涵，增進研究判斷的正確性。本研究所採用的三角校正有二

種方法：第一是資料來源的檢核，如研究者與研究夥伴的省思札記、團討討論

和個別訪談的逐字稿、教學觀察記錄、檔案文件，透過這些資料來作為補充或

驗證觀察與訪談的真實性。第二是研究夥伴的檢核，針對文本整理、分類內容

進行檢證所述是否呼應研究問題，詮釋的意義是否貼切，透過研究夥伴共同的

檢證與解釋，提高研究內容的嚴謹度與可信度。 

四、尊重研究夥伴的發言、建議與想法 

雖然學習型教師社群是因本研究而成立，但在引述研究夥伴的談話時將儘

量保留原有的情境與觀點，避免研究者過多的主觀詮釋而曲解了原意。 

五、研究者自我反省 

質性研究的信度與效度，特別決定於研究者本身的素養，因為研究者本身

既 是 蒐 集 資 料 的 主 要 工 具 ， 又 是 資 料 內 容 分 析 的 核 心 (吳 芝 儀 、 廖 梅 花 譯 ，

2001)。研究者會選擇這個主題來探討，基本上心裡就蠻認同教學檔案的優點，

因此，研究者藉由省思札記(reflexive journal)記錄對研究相關的想法、感受，可

以提供檢核研究的脈絡。 

歸結上述資料蒐集及分析流程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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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資料蒐集及分析流程圖  

第八節  研究倫理 

就研究夥伴而言，研究者的角色是多重的，黃瑞琴(2001)指出質的研究者

和現場的互動，以儘量不干擾為原則，因此，對研究進行中為研究夥伴帶來的

壓力與困擾自應盡力排除或減至最低，在關照與民主的雙向溝通情境中，期望

所有的研究夥伴得到學習與成長的喜悅、資源與經驗的共享。茲將本研究之研

究倫理說明如下： 

壹、 平等合作的地位 

本研究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成員是自發性的尋求自我成長，而社群的運作是

一種協同合作雙向互動的歷程，每位研究夥伴在聚會中擁有相同的發言權、建

議、批判、省思，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對事而不對人，成員的地位是平等、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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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源的共享 

在整個學習社群運作過程中所蒐集得到的教學檔案資料，都是研究夥伴共

同的寶貴教學資產，研究者期望研究夥伴們能將在社群中的收穫分享至其他同

仁，形成一個知識分享的社群。 

參、 受教權的尊重 

在不會影響教師教學活動、行政工作的情形下，尊重教師參加的意願，妥

善規畫時間參與研究活動，不因研究而損及學生的受教權。 

肆、 研究資料保密 

避免資料外洩造成研究夥伴不必要的困擾，本研究完成時的姓名和名稱使

用上，皆採改名方式處理，以維護研究夥伴的隱私。 

伍、 真實呈現結果 

       研究經驗與知識成果的公開化分享是教育進步的動力之一，更可讓第三者

評斷研究發現的公正性與精確性。教師投身研究的行列，對於學術理論的涉獵、

前人經驗的汲取、同儕對話的增加及自我行動的反思…等頻率都會逐漸地提高，也

可改善過去每一位教師關起門來「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這般閉門造車的景況。 

當然，本研究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成立一來是基於研究者學術論文的需要，

二來是基於研究夥伴自我專業成長的驅使。就整個研究發現而言，學習型教師

社群的成立與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經驗的分享，對於老師的影響是正面的影響

居多。然而，並不是在校園內組織類似的教師成長團隊，對於教師的成長或改

善教學績效就一定會有顯著的成效達成既定的目標，而是要有具體的行動方案

及學校行政相關的配套措施，如此，才能營造真正的學習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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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章依據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架構，針對研究發現，進行編碼與歸類處理，以瞭

解參與學習型教師社群與製作教學檔案對於教師專業成長之影響。茲將重點分述如次：

「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影響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的因素」、「教學檔

案經驗分享主題」、「減輕教學檔案製作負擔的具體作法」「社群建立教學檔案對教

師專業成長的影響」、「研究者的學習」等六個主題。 

第一節  學習型教師社群運作情形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用學習型教師社群的方式進行建立主題式教學

檔案的分享，進而促使教師本職學能的成長。因此，回顧整個研究歷程，研究

夥伴學習的成效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而研究夥伴也體驗社群中學習帶給

他們的經驗和觸動。在整個研究歷程中，無論是研究者或社群教師，深深驗會

到社群合作帶來的衝擊與影響，其中有挫折、有省思、也有成長。 

壹、 成員參與的動機與目的 

一個人做某件事，總會有個背後的動力，了解成員參與學習型教師社群的

動機與目的，將有助於成員參加社群的想法和行動的釐清，也可作為衡量參加

之後結果評估與準則。歸納整理每位成員參加建立教學檔案之學習型教師社群

的動機與目的，大致上有其共同性，也有其差異性。 

一、期待獲得肯定  

教師教學直接面對的是學生，但壓力卻常是來自家長。畢竟每位學生家長都有不同

的價值觀、教育觀，對學生也有不同的期望，也因如此，教師常要面對家長有形或無形

的心理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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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參加是因為在這一兩年我有碰到一些家長對我教學的質疑啦，他們很喜歡拿我們班和

別班比，會直接說什麼什麼比賽哪班第幾，我們班都沒有，或是月考分數也會比較別班和

我們班九十分幾個，一百分幾個，其實我們班也沒特別不好，但是他們就只講不好的，給

我很挫折。我就覺得是不是我年資太淺，大家都比我有經驗，我就把我的檔案拿出來，教

學拿出來，攤在你們的面前，接受大家的檢定啦，到底是我的一些方法是不是真的對學生

的學習有所幫助。（960301/小玉老師訪談） 

上例中小玉老師就是面對家長一味注重學生學業成績要求的價值標準來衡量老

師，但卻與她的教育理念相左，因而顯現出其無奈及挫折，甚至對自己的教學產生懷疑，

因此藉由參與本社群以檢視她的教學，就成了她參與的動機之一。 

二、增進人際互動  

    小學老師的角色，在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印象，往往是「安分守己、默默耕耘」的一

群人，而小學老師對於自己的「工作定位」也是以「克盡職守」的保守態度，來經營自

己的班級教學。個案學校的老師，雖不至於形成「各自獨立」門戶的情形，但與同事間

的互動，多是以好友知己為主，少有一個機制性的組織存在。所以，有的研究夥伴便是

因為想走出自己的王國，不願仍在教學上單打獨鬥，想藉此機會，和其他老師有更多的

互動： 

我想如果我參與社群來製作教學檔案，比較能夠將問題提出來與同儕老師一起討論、研究

和分享。在這之前，我會覺得班級是自己的，我不好意思拿班級的事情去煩人家；那現在

我們彼此對話的時間增多了，常會做意見交流。（960301/小玉老師訪談） 

有的研究夥伴則一開始是以參加下午茶的輕鬆心情以對： 

動機哦！不錯啊！我覺得這是來喝下午茶時間，我就算不講話，聽別人講話也很好呀！不

管講話不講話，就覺得不錯，蠻輕鬆的。(960316/小慧老師訪談)  

不過到了學期中時態度就有了些所的改變： 

第一個想要放鬆上課那種對小朋友管教緊張壓力，第二個是真的想增加教師間的流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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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經驗，第三個是對社會科的教學有所幫助。(960525/團討小慧老師發言)  

三、應比學生成長快  

    時代變遷的快速，資訊科技的日新月異，學生獲取資訊、從事學習的管道多元而便

捷，教師不再是知識傳播的唯一管道，因此，教師的專業地位必然受到挑戰。 

我覺得老師的成長速度一定要超過小朋友，因為老師若沒有成長，以小朋友所接觸的各種

文化層面或是他的生活環境裡面，不輸給老師。以現況來講，說不定老師還比小朋友遜色！

所以我覺得老師應該成長得比小朋友快，最起碼最低要求也要跟他同步成長。就是老師與

小朋友在分別的基礎上要各自的成長，而速度上老師要稍微快一點才可以。要不然老師在

從事教學活動的時候，一定很多地方漏洞百出，就是說無論怎麼評鑑他自己的一些價值，

還是他的教學成功率上，一定都會產生問題的。（960301/小佳老師訪談） 

    教師與學生相同，都需成長。教師面對的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應隨時察覺時代脈

動，努力吸取新知。除了可利用媒體、網路擷取社會訊息，了解社會現象，更應閱讀，

並將閱覽的視野遍及古今，以古代的歷史文化的理解，與當今新的觀念對照，才能從其

中的脈絡得到啟發，並將之運用於課堂上。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成員參與教師社群動機與目的有三：期待獲得肯定、增進人際

互動與應比學生成長快。分析此結果，在期待獲得肯定方面，因教學工作是教師的天職，

家長對孩子教育的關心及重視，相對的會引發對教師教學及專業能力的要求。因此，教

師期待獲得肯定的先決條件在於先提昇本身的專業素養，教師擁有本職學能的專業能力

之後，便能建立自己的專業形象和地位，進而獲得他人及家長的肯定。而在教師認知應

比學生成長快方面，更是出自教師專業成長的內在需求，此兩項結果與池榮尉(2004)、

謝瑞榮(1999)等研究冀求獲得專業成長的動機是相契合的。 

貳、 社群運作的歷程 

本研究自 95 年 5 月至 96 年 6 月約一年的時程，其中有轉換與修正，而每

個階段實際上是有些重疊並非截然的劃分。學習型教師社群活動歷程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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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習型教師社群活動歷程表  

研 究 階 段  日 期  主 題  方 式  地 點  對 象  備 註  

徵 求 研 究夥 伴      預 備 研 究

階 段  
9505~9512

確 立 研 究方 向      

960119(五 ) 社 會 領 域課 程 計 畫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126(五 ) 社 會 領 域課 程 計 畫 團 體 討 論 咖 啡 店  研 究 夥 伴  寒 假  

960207(三 ) 社 會 領 域多 元 資 源 團 體 討 論 電 腦 教 室  研 究 夥 伴   

960301(四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圖 書 室  小 佳 老 師   

960301(四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圖 書 室  小 玉 老 師   

960302(五 ) 社 會 領 域多 元 評 量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307(三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觀 察 教 學 觀 察 三 3 教 室  小 晶 老 師   

960307(三 )
資 訊 教 育 融 入 各 科

教 學  
研 習  電 腦 教 室  全 校 教 師  週 三 進 修

960309(五 ) 班 級 經 營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316(五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圖 書 室  小 慧 老 師   

960323(五 ) 社 會 領 域月 考 分 析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330(五 ) 班 級 經 營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404(三 ) 半 屏 山 生態 教 學  研 習  半 屏 山  全 校 教 師  週 三 進 修

960411 (三 ) 物 換 星 移話 鹽 埕  研 習  多 功 能 教室 全 校 教 師  週 三 進 修

960413 (五 ) 影 響 社 群運 作 因 素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413 (五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圖 書 室  小 晶 老 師   

960413 (五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圖 書 室  小 佳 老 師   

960417 (二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觀 察 教 學 觀 察 三 4 教 室  小 玉 老 師   

960419 (四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觀 察 教 學 觀 察 三 3 教 室  小 慧 老 師   

960419 (四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觀 察 教 學 觀 察 三 4 教 室  小 晶 老 師   

960420 (五 ) 減 輕 教 學檔 案 負 擔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420 (五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圖 書 室  小 慧 老 師   

960427(五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省 思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504(五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省 思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516(三 ) 社 會 領 域教 學 觀 察 教 學 觀 察 三 3 教 室  小 晶 老 師   

正

式

研

究

階

段 960518(五 ) 個 別 訪 談  個 別 訪 談 三 2 教 室  小 佳 老 師   

960525(五 ) 回 饋 性 活動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960601(五 ) 回 饋 性 活動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統 整 階 段  

960608(五 ) 回 饋 性 活動  團 體 討 論 教 學 研 究室 研 究 夥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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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約一小時半的聚會，對每位伙伴是珍貴的，除需暫時擱下身邊的工

作，還得花時間投入和參與。事實上社群並沒有給予夥伴很大的壓力，夥伴們

在聚會中分享過去一週以來的教學點滴，也一起解決相同的問題。研究者以時

間為縱軸，分為預備研究階段、正式研究階段、省思等三階段，討論與分享一

路走來的歷程。 

一、預備研究階段（95 年 5 月—95 年 12 月） 

研究者在機緣中，已參與兩學期的高雄市國教輔導團社會學習領域所辦的

教師成長團體，從活動中，驚覺在不同校園中，有著相同懷俱熱誠、致力教學

的一群教師。無論是教學經驗的分享、生活的扶持、改進教學的實踐、學習活

動的策畫合作，這些教師雖來自不同的學科背景，卻有共同的理念和期望，默

默地為學生的學習與教學努力耕耘，所展現旺盛的活力與追求自身專業成長的

企圖，讓人感動與敬佩。但因為此項教師成長團體的活動是安排於每學期十次

的週三下午，且必須至輔導團，而本校每週三亦安排各式的研習活動，所以校

長主任採取的方式是同意但不鼓勵，而且有的老師也因考量中午無法休息，必

須趕至導團而打退堂鼓。 

思及自己服務的學校，若能有類似的成長團體，討論教學、交換經驗，相

信是件相當有意義的事。於是，研究者試著籌組校內社會領域教師成長團體，

對象以和研究者同為三年級的學年教師為主。就在研究者正式邀約與聯繫後，

一個新的成長團體成立了，我們計畫利用共同的空堂時間，亦即每週五下午聚

會，開始學習的歷程。此階段主要任務是試行聚會，並確立研究方向。 

二、正式研究階段（96 年 1 月—96 年 5 月）  

(一)初相聚的發現 

活動初期呈現一些現象，主要有：討論焦點難聚焦、夥伴參與不夠積極、

發覺學科知識不足、延用傳統的教學策略，教學以完成進度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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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討論的焦點難聚焦  

最初三次的活動，研究者發現團體討論內容，以很難歸類的漫談與閒聊為

最多，其次才是課程規劃討論，餘則為教學經驗、學生學習反應，以及行政工

作的對話等。 

2.夥伴參與不夠積極。  

夥伴們參與的情況直接關係著團體的延續和運作，成立之初的邀請得到許

多正面的回應，參與的夥伴頗贊同這樣的構想和聚會方式。不過，夥伴參與的

情形仍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這些原因有遲到、公差假、事假、臨時業務、

遺忘等。統計前五次活動中，除1月26日準時開始外，每次均有5-12 分鐘的延

遲，而夥伴們事前的準備和札記也無法如預期般順利。這與有些夥伴兼任各項

的行政業務及無充足時間思考教學方面的問題有關，要求夥伴每一次都能準時

參與投入是一項長期的考驗。 

小慧老師為導師兼衛生組長，小玉老師為導師兼出納組長，小晶老師雖為科任，

但身兼業務繁多的事務組長，所以星期五下午雖然都沒有課，很多人都還在

忙……（960119/研究者省思札記） 

這種想法（贊同與肯定的回應）與實際行動（參與）的落差，值得持續關

注。 

3.發覺自身學科知識不足  

研究夥伴們認為社會領域內容包羅萬象，需要豐富的學科知識，且三年級

下學期的學習目標為「認識家鄉、探索家鄉的生活與故事」，應探討的是地方

和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歷史變遷等，這對不是在高雄市成長的夥伴尤其困

難。 

其實我對高雄市實在是很不熟ㄟ，因為啊從小學到大學，都沒接觸，只有偶爾

和家人朋友來這裡玩玩而已。像現在我在高雄市雖然已經是住第三年，可是好

像只有對學校到租的房子的路比較熟。哦!還有到百貨公司的路也熟。如果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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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學校研習，常常都要請教別人，畫地圖畫老半天……(960126/團討梅老師

發言) 

4,延用傳統的教學策略，教學以完成進度為導向  

經過教學討論與經驗分享，夥伴們仍認為以講述、小組討論為主的教學策

略較實際，三次月考以紙筆測驗為主要評量依據，並深刻感受教學進度的壓

力。雖對於資訊教育融入社會領域、校外教學（配合學校本位及高雄市鄉土景

點認證）、多元化評量（小組合作、問題解決、自評互評）等問題均多所討論

和認同，但在個人信念、學校環境與家長觀念等因素交錯下，漫長的教學路上

夥伴們教學策略的轉變仍是緩慢的。 

如果要實施和紙筆測驗不同的評量，一定要在一開學的班親會就講，就和家長

充分溝通並取得共識，這樣實施起來比較沒有阻力。可是，最常有意見的，就

是那些不來開會，親師通訊又不看的那些人……（960119/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研究者的省思】 

活動順利展開了，起初活動，雖然研究者原先便已鎖定研究的主軸是針對

康軒版三年級下學期的社會領域來製作教學檔案，但每位研究伙伴有著不同的

考量和觀點，有的夥伴認為課程設計較重要、有的則認為應多著墨於試題的設

計。經過每週固定時刻做教學經驗的分享，伙伴們感受到「原來教社會可以不

必這麼孤獨」，有同伴可以一同談論相同的話題，同時活動裡的一些發現成為

團體未來成長的依據，進而共同行動。當然困擾與阻礙也逐一產生，與理想情

境截然不同，並非伙伴們都能在短期間捨棄既有的教學模式。 

(二)成長與精進的策略 

初期的三、四次聚會之後，研究者與夥伴相互討論、檢討，為增進團體成員的凝聚

力、討論的深度、教學的效能、熟練教學資源與媒體的應用，不讓教學檔案流於一堆文

件的堆砌，學習型教師社群應展開一些行動和實踐。研究者歸納團體行動中逐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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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策略： 

1.統合共同的需求： 

整理聚會的談話，發現共同的需求包括：教學方法的變更、教學資源的取

得、多元評量方式、班級經營的方法。 

2.核心問題的深入探討： 

對核心問題（例：評量方式）的充分討論，並鼓勵做不同的嘗試（三年級分組報告）。 

3.提供解決問題的機制： 

在多元資源的討論中，每位夥伴由網路搜尋或下載這學期的教學相關資料，小組活

動的場地也彈性地易地舉行（電腦教室），實際操作以解決教師先備知識不足的問題。

此外，在月考結束後的第一次小組活動，則針對社會領域試題進行討論與分析，以做為

教學改進的參考。 

4.責任分工： 

由成員輪流擔任小組定期活動主持人，及分擔共同行動中的任務，肩負對團體的責

任。 

【研究者的省思】 

社群的運作在原先計劃每一或二週聚會一次的原則下進行討論，但若遇校

內活動或其他臨時狀況而無法進行時，則做機動的調整。在運作進行中除了定

期 的 正 式 討 論 聚 會 外 ， 更 因 成 員 皆 同 校 ， 私 下 針 對 討 論 主 題 及 教 學 問 題 的 聊

天、討論頻繁，雖非正式的討論，但卻是促發夥伴激盪思考的另一管道。 

三、整合階段（96 年 5 月—96 年 6 月）  

因學期已近尾聲，故該階段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彙整各項資料、成果與省思

的分享，並將其中的學校本位課程部分去蕪存菁，參加全國創意教學獎。 

而教學方面，在此階段，各班分別辦理本位課程成果發表，邀請班級家長、社群教

師及學校教師、學生參與。成果發表包含兩部份，第一部份是分組的「鹽埕風情」主題

研究報告分享（各五組），第二部分則由參與家長及教師選出最佳主題研究報告，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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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家長頒獎表揚。然而畢竟是國小三年級，學生的台風、報告的內容，雖不若高年級的

學生穩健、充實，但與會的所有教師、家長，均對他們所展現的成果表示讚賞，學生非

常有成就感， 家長也備感榮耀， 社群教師也因此受到相當大的正面回饋及肯定。 

【研究者的省思】 

這樣的教師社群似乎是因應研究者的論文研究需求而組成，研究活動的結

束，著實讓研究者鬆一口氣，但參與的夥伴卻有不同想法，她們認為心才動起

來就要結束，實在太可惜，已經討論起下學年可以再合作的議題，讓研究者感

激在心。 

第二節  影響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的因素 

主題式教學檔案的目的，乃在引導教師進行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的教學檔案建

置，進而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並能應用在未來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兩方面上。

然而，透過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協同合作來建立教學檔案，除了對教師專業成長有助益

外，也不可避免的在運作上會有侷限。影響社群運作順暢與否的因素相當錯綜複雜，且

關係到社群的進行及品質。以下根據本研究結果，將影響本社群運作的因素歸類成兩個

面向，一為促進的因素，即促使社群持續且順利運作的因素；二為限制的因素，即社群

運作時所遭遇的困境。 

壹、 促進的因素 

一、主題符合需求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以三年級下學期康軒版的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

檔案。依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學習階段來分，在第一階段重點為「自我、家庭、

學校、鄰里」，第二階段為「社區、家鄉／縣市鄉鎮」，第三階段為「台灣」，第四階

段則以「台灣、中國、世界」為主要重點。然而，各版本在編寫教科書時，對能力指標

的解讀不盡相同，所以在以社區、家鄉(縣市鄉鎮)為重點的三年級教材內容呈現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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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領域第二學習階段教學而言，無論採用哪一個民間版本的教科書，教師在教學

時，應依學習重點之規範，將教材轉化為家鄉(縣市鄉鎮)的內容，以達成與縣市範圍相

符的能力指標。而不應將教科書裡面超出本縣市範圍的臺灣內容，照本宣科的教學，以

避免造成學生學習的困擾，及與第三學習階段的學習內容重疊而降低學習意願與興趣。

所以，老師應將教材進行轉化，使教學內容更能符應能力指標，俾使評量能真正落實在

學習重點──「家鄉(縣市鄉鎮)」上。 

基於上述教材轉化的需求，夥伴們深暗團結力量大的道理，每個人貢獻一

份心力，可得到所有人的心血，且不僅可做為社會學習領域的教材，更可成為

教學檔案的資料，真是一舉數得。  

二、多元的補充資料  

每次的成長團體活動，研究者會依照討論的主題，從書籍、研習資料、網路上蒐集

一些理論與實務經驗資料，做為活動時成員們的補充資料。這些資料研究者會在活動前

先行閱讀澄清，在活動進行時由研究者負責導讀，整個活動結束後，每位成員手上就有

了不少的資料。這些資料成為很多成員教學時的參考資源，這也是她們認為參加成長團

體活動收穫蠻多之處。 

我會想來是因為，在參加社群所給我的幫助部份，是覺得這樣一本講義夾資料真的是蠻難

得的，妳要花蠻多時間去蒐集，還幫我們裝訂，但是最難得的是導讀的部份。因為這樣一

本東西，你知道資料很好在那裡，可是你真的要坐下來把它看完的時候，蠻需要一點耐心

的。因為回去書都不會看的，那再拿來看的時候就會覺得，哦！這種興趣跟速度就不如有

人在導讀的時候。(960413/團討小慧老師發言)  

社群的活動提供很多豐富的資料，包括社會領域相關理論、教學法、實務教學各方面，有

些也可以運用到別的領域，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地方(960413/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我覺得這樣聚會有一個好處，可以針對很多主題，老師彼此之間有一個溝通機會，這樣很

好。有很多資料需要大家提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諸葛亮，很多討論會比較符合我們

的實務工作。(960420/小慧老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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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督促的壓力  

有同儕的壓力，才有往前邁進的動力，否則，人難免有惰性，不備課，一

節課仍可過去；不省思不檢討，一年過了又是一年。但是總不能以過去的知識

來教現在的學生去面對未來的生活吧！有同儕的力量，可相互扶持，相互督

導，避免閉門造車。 

上社會時，有時自己教的時候，會覺得說我怎麼好像沒有教到我們用的策略，

就覺得不好意思；或是有時上社會課，有時不像主科很認真的教，就帶過，沒

有好好教的時候，就會覺得不好意思，自己會再反省一下，我要認真教。我覺

得這會是一個督促的力量，督促自己說可能不能忽略掉這些東西。(960413/團

討小佳老師發言) 

其實這樣的方式蠻好的，你可以從別人的經驗裡去吸取一些。自己的想法常會偏某一邊，

或是忽略到什麼，那社群可以刺激自己思考，思考得更週到一點，是蠻好的。(960420/

小慧老師訪談) 

除了有主題分享以外，老師在一起談話就是一種經驗分享，因為老師在講話之中，他的主

題都不會離開學生，所以不管怎麼講都一定會有幫助，而且心情很放鬆，覺得很舒服。那

資料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自己沒有辦法接觸的一些題材，覺得很不錯。(960608/團討小玉

老師發言) 

四、不增加額外負擔  

研究者的學校，每學年結束前，都會要求教師交出教學檔案，以利互相的觀摩，而

且每一兩年就會有校務評鑑、課程訪視等，這些評鑑訪視，教學檔案都是不可或缺的重

要資料，所以大家對行政上要求教師製作教學檔案也都習以為常了。在研究者學校，教

學檔案人人皆備，只是精緻度、實用度不同。萬事起頭難，若要從無到有，要耗費許多

心力時間，但若是自身己具備，只是修正、檢討、補充，這樣便已減少許多負擔了。 

本來就得做，就不要累積過多，到時候要交(檔案)的時候措手不及。(960413/團討小晶

老師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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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員比較熟悉，就覺得來這邊是真的有收穫到，至少我就覺得其實來這邊都是收穫

的。也比較不用去出勞力，像讀書會，我就聯想到讀書會能不能辦得好。我是有參加過讀

書會，可是那是要自己看完一本書才能去發表、當主持人什麼的，一方面有進度的壓力，

可是我覺得在這邊我很自在，不管你有沒有看書，你只要參加，聊聊上課的事，檔案的事，

你就可以從別人身上獲得蠻多東西的。(960413/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五、對教育共同的信念與熱忱 

由本研究的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發展軌跡中可以發現，成員參與教師社群的動機與支

撐社群持續不斷發展下去的動機，皆來自於成員們對教育共同的信念，也就是教師有學

習，才有成長，也才能有效提昇學生學習之成效。每個工作場域中形成的團隊，都有各

自不同的起始點與過程；建立一個成功的教師團隊，成員的選擇是重要的一個關鍵。許

德田(2001)、郭木生(2002)、鍾瑞榮(1999)等的研究中皆指出，假若成員初始的參與動機

是被動、半推半就、礙於長官與部屬的行政關係等外在動機，則在團隊的未來發展中，

該成員易形成團隊的不安定因子，造成缺席或退出等情事發生。在本研究中，成員們參

與教師社群的動機來自於對教育共同的熱忱與信念，冀盼能自身獲得成長，盡一己之力

對教育有所貢獻，又對學生之學習有所助益，因此，教師參與教師社群的動機是自發性

的，是為內在動機。這股動起來的動力正是源自於背後研究夥伴強大的內在動機---對教

育工作共同的信念與熱忱。 

六、教師間的合作與互動  

教師社群的成員間，若有充分的溝通協調和共識做為後盾，大家便能在坦

誠及互相支援的氣氛下，共同針對主題做心得分享或問題解決，這是社群維繫

下去的重要關鍵。 

我非常認同教師合作，像協同教學、教師成長團體等。但我覺得要看參與的人

是誰、平常的合作狀況而定。團體在一起就是每個人要盡力，團體的成員如果

沒有共同的默契和共識可以協調，但若是硬被圈在一起，有時會因理念不合，

彼此的配合度便不高。(960301/小佳老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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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每一成員都應具有說話和行動的主體性，任何一方都不能獨占發言機會，才

能透過反省的能力、開放的心靈、與理性辨正的歷程，從事言辭行動，瞭解對方的想法，

形成互為主觀的分享。如此才能在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理想溝通情境中作自我反省和理

性判斷。利一奇(2001)在其同儕教練實施的歷程中，也發現在和諧的合作互動氣氛下，

以開放性的參與討論有助於凝聚小組成員間對於教學設計的共識。 

七、尋求外界的肯定  

自發性教師社群，默默的進行研討，沒有來自外界的壓力，只有教學檔案書面成果

建立及成員自身的社會知能專業成長。但是默默的進行，除了成員間的互相激勵外，孤

獨而無其他激勵，恐怕將會漸漸的失去聚會研討的動力，而使聚會成為可有可無，若召

集人轉移目標後，沒有再邀約聚會研討，便容易呈現中斷。 

池榮尉(2004)研究的教師團隊自成立以來，一直持續的致力於課程設計與研發，不

僅在創新教學與主題式統整課程單元上成果豐碩，同時也多次獲得教育局與教育部的獎

勵與肯定，這是該團隊能持續的動力。 

教育單位常有一些中小學教學的競賽，社群可以藉這些機會，尋求外界的肯定及經

費支援。如本研究社群所探討的內容，除了放入個人的教學檔案外，亦在GreaTeach 2007 

全國創意教學獎中獲得甲等，多參加這樣的競賽或專案發展計畫，能持續推動社群的發

展。因為社群有此目標，除了增加工作的壓力外，也是一種激勵，推促社群邁向一個具

體的目標前進。 

貳、 限制的因素 

儘管主題式教學檔案已經因為結構清晰、聚焦清楚，而能協助建立者更有效的建立

檔案，但是，社群教師要建立一份完整的主題式教學檔案，也曾遭遇過許多困難，以下

針對團體討論及訪談結果歸納之。 

一、時間不足  

國小教師不僅授課時數多，而且學校常有繁雜的行政事務交辦，而在建置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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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程中，資料的蒐集、整理必須耗費較多的時間與精力，例如教學現場的拍照存證、

教師計畫和學生作品的蒐集、教學省思的撰寫、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資料的蒐集….等，

資料蒐集完成後的整理也是一件不輕鬆的工作，這些都會帶給老師不少的苦惱與困擾。

繁雜、多變的課務壓迫教師的時間，也壓迫專業成長的意願，在時間不足的情況下， 雖

然教師的需求是專業成長，但是許多教師最終選擇以完成任務為優先。 

以下幾位教師在訪談中這樣表示：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就是時間上吧！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把它訴諸於文字上，也沒辦法

說，在做的時候有點力不從心吧！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我會覺得我一定要把它變成是一

個完整的東西，應該是這樣講，不一定是多或少，把它弄成是一個完整的東西，我會覺得

前面後面中間好像一直都有缺的感覺，就會一直覺得組不起來，好像無法弄成一個完整的

東西，那弄不出一個完整的東西，我就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交不出去的，那這個中間到底是

少什麼，而且我也沒有辦法去掌控那個完整性，還是要做到什麼樣的程度，就是它的完整，

我覺得時間還有完整性是我在做的過程中一直覺得好像這樣也不是，這樣好像也少那樣，

那樣好像也少那樣。(960420/小慧老師訪談) 

類似時間上的困難也可以從另一位教師的訪談中發現: 

我覺得時間很趕，而且覺得永遠做不完，就是覺得資料永遠不完整，會有這個感覺。永遠

覺得少東西，然後你邊收集就會邊覺得說自己上課又缺上了什麼、少上了什麼，所以對小

朋友的幫助又少了什麼什麼這樣，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困難。第一個就是時間不夠嘛！第二

個你就是覺得資料不完整，怎麼樣你都覺得資料收集不完整。(960427/小佳老師訪談) 

在余媛宜(2004)的研究中，實習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過程中，想在教學當天和視導

教師討論優缺點，要找一個共同開會的時間很難，又不好意思參與視導的教師犠牲下班

時間，同樣也面臨時間不足的問題。 

二、難有跨年段共同研討時間  

教師學校課務繁忙，分散各學年的社群成員們要聚合一起做專業探討的機會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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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年級教師因為課務集中在早上，下午有許多共同聚會的時間；中年級除了星期三外，

也有一天學生是讀半天的；而高年級教師聚會時間則困難度較高，可能需要由學校調整

課務。若是社群的夥伴分散在低、中、高不同的年段，找尋共同研討時間的困難度更高。 

池榮尉(2004)所研究的教師團隊，其聚會時間安排，成員除了偶爾利用上班時間調

出一些共同空堂時間外，其餘多是安排在下班後的傍晚時間或是利用假日、寒、暑假時

間。在上班時間，一方面容易有行政業務的干擾或班級事務的處理，造成會議的中斷，

另一方面礙於節課數的安排，不易有較長時間做充分的討論。在下班後的時間，有時候

會因為累積了一天的辛勞，或著是成員接送孩子等其他家庭因素，讓會議討論不順暢，

品質不理想。 

本研究夥伴因為同為三年級教師，可利用星期五下午研討，但若是跨年段，可能要

利用下班後時間，然而基於家庭因素，並不是每個教師都可以挪出下班後時間的。如何

克服時間的安排，營造有利社群發展的環境，是迄待努力的事項。 

三、教學環境有許多變數  

有教師提到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來進行課程設計，包括從學生的回饋上及需要有

其他領域的課程設計去找更多的靈感等。這樣的困擾可以從一位教師的訪談中發現： 

其實困難一定蠻多的，就是說你會在很多的地方拉扯，因為，如果你專注在教

學內容的話，其實，實際上就是比較容易停頓的，學生的结果看不出來這樣子。

就是希望說由孩子的回饋然後去設計整個課程的話，那就變成你遇到一個困擾

就是說，以學生為中心的話往往就是變數會是更多的。(960316/小慧老師訪談)  

類似的困難也有研究夥伴提及： 

我覺得應該是，進行「任一課程單元的設計及省思」是最困難的，對。因為即使你想好了，

其他的就是蒐集資料跟觀察。可是關於高雄市或本區的資料，圖書館或網路的資料雖然

多，可是未必適合三年級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一看到一大堆文字就不想看了。至於照片

或圖片，有時找不到適合的，如果自己用數位相機拍，又覺得很醜。所以要設計單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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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而且計畫趕不上變化，可是你教學時間其實是每天很快就過去了。那你要去思索，

那思索的時候，就有進度的問題了。(960608/團討小晶老師發言) 

利一奇(2001)在國小教師實施同儕教練之行動研究中，也感受到教學現場

太多變數的問題，他們所遭受的困難就是被他們自己所精心設計的教案給「框」住

了。事實上，教學現場充滿了許多變數，教師應該具有因時制宜的改變能力，根據教室

內學生的反應，將教案或課程計畫做彈性的修正，否則只一味的侷限教案編製的框架

中，將會失去前進的動力。 

四、評量有太多面向  

雖然近年來鼓勵多元評量，老師對多元評量的形式及做法有所了解，但有研究夥伴

認為，要顧及所有評量的層面，需要花費很多人力、物力與時間，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它又不是紙筆測驗要去評的東西，那當然要多方去收集。那要怎樣去評他，好像也不

容易耶！真正他學到的東西，有那麼容易評量得到嗎？例如：作業上所寫的和他實際的行

為也是有出入的！你在寫包括他認不認真的態度，上課發言也是學習態度，跟社會領域的

能力指標有對應到嗎？我覺得有點難耶！應該很好，可是不知道有沒有人發展出這樣東西

很好評量的？(960302/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小晶老師也有類似想法： 

像上學期啊，我一年級的兒子，他們班上有一個注音符號過關評量，因為要很

多人力、物力、時間，他們導師請我幫忙，我是家長又是同事，當然這個忙鐵

定要幫，但不可能常常用過關評量吧！太累人了，且不符經濟效益，只能偶爾

為之。(960302/團討小晶老師發言) 

五、檔案重複使用性不高  

審定本教科書開放後，每一屆學生使用的版本都不太一樣，當版本更動時，老師前

一屆留下來的教學資料再使用機率便降低許多，有許多教材、教具教師必須重新設計、

重新製作。這種情形除了加重老師備課的負擔外，也減低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的動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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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教師在接受訪談時這樣提到： 

不過課程那麼多，如果每個領域、每個單元都要這樣設計，是不太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

現在學校課程的版本每一屆都不太一樣，這一屆很用心的設計課程跟學習單，可是下一屆

不見得用得到，在這樣的情形下，不管是想要用心做教學設計或是省思紀錄或是教學檔案

的動力就減低了許多。（960413/小佳老師訪談） 

以我來說，我因為是事務組長，每年較固定的課是自然課，其他的課程都是配課的，我今

年教三年級的社會，明年就不一定了。就算是自然，也未必一定都是固定我現在的六年級。

我光是熟悉教材就需要花很多時間了。（960413/小晶老師訪談） 

六、需要行政的適時適量支援  

領導者應正確使用均衡而普遍的鼓勵，以激發成員的榮譽感和成就動機。

上乘的教學領導應是將行政取向的教學領導轉型為教師同儕的領導。人，總是

需要不斷進步，才有能力符應工作與生活；而學校教學領導的腳步，也牽動教

師自我要求與學習的機會。 

研究者在 95 年 6 月初步決定以組織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為

論文的主要研究主題時，基於時間、人力、物力等研究因素上的便利，經由教

務主任協助在晨會上說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共有九位教師有意願參與本研

究。但是，當研究者向學校主管進一步說明本研究欲於每週三下午進行時，教

務主任表示，此研究立意雖佳，願意鼓勵參加，但不可排在週三下午，以免和

全校的教師進修相衝突。如此一來，原本有意願參與研究的教師對於本研究的

整個歷程時數未能獲得學校的承認採計且必須另外找空堂時間而退縮。九位教

師中，六位教師表明不願意參與。理由是：  

我們知道這個研究不錯，也可以對我們的教學有幫助，但是，平日課務讓我們夠

忙了，除了週三教師進修的時間外，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心力再參與這樣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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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你感到很抱歉，還是找別的老師吧！對不起哦！（950627/研究者省思札

記）  

一開始就遭受挫折，在錯愕之餘顯得有些意興闌珊，時至95年9月，很慶

幸的是有四位教師經由研究者私下徵詢，願意參與團隊的學習。本研究使研究者

深刻體認：若社群是因行政力量強制組成，效果可能不若老師自發的效果好，因為教師

沒有行政的壓力逼迫一定要實施成效，因此其實踐動力都是出自於內心，目的是改善自

己的教學，這樣才能達到教師本身的專業成長。但若能有行政力量的支援與互動，諸如

校長主任的帶頭研究、研究〈研習〉時間的採計及紙張的印製等，可使教師有揮灑的空

間，且更有意願。 

七、雜項工作太多  

學習型社群的成功與否，行政單位的支持度佔了很大的關鍵。亦即最好由

學校安排相關的訓練，甚至適時減少參與研究的教師授課時數。但在研究者進

行現場的研究後發現，因為我們的研究並非全校性一起研究，因此受限很大，

雖然行政單位，常給予口頭上的支持與鼓勵，但學校的一些行事，會佔據教師

許多時間。研究夥伴除了班務以外，一旦學校有些與教學無關的行政命令(如

母親節慶祝會表演節目)、各處室重複進行的資料調查、或因為評鑑而要老師

配合的行政工作(如防災教育考評)，教師又必須多花時間進行，而壓縮了教師

本身對教學的相關思考時間。 

八、批判性不足  

教師們習慣制式化的學習，因此討論時教師總認為是因學習而來，反而缺少了疑慮

或批判的勇氣，故無法拋開包袱或常有所顧忌而無法暢所欲言。由於分享後少了批判和

研討，對於分享的老師而言，似乎是少了許多回饋。這樣的聚會形式，缺乏教師間因對

話而建構專業知能，實為可惜。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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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研究者發現影響本社群建立教學檔案的促進因素包括：一、主題符合需

求；二、多元的補充資料；三、有督促的壓力；四、不增加額外負擔；五、對教育的共

同信念與熱忱；六、教師間的合作與互動；七、尋求外界的肯定。限制因素包括：一、

時間不足；二、難有跨學年共同研討時間；三、教學環境有許多變數；四、教學檔

案評量有太多面向；五、檔案重複使用性不高；六、需要行政的適時適量支援；七、雜

項工作太多；八、批判性不足。 

第三節  教學檔案經驗分享主題 

本研究所採用的教學檔案，是依據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編製的中小學教師

教學檔案評量(參閱附錄八)，包括五大項層面，分別是層面一：個人專業素養；層

面二：課程設計與教學；層面三：班級經營與輔導；層面四：研究發展與進修；層面五：

敬業精神與態度。本研究是鎖定層面二：課程設計與教學及層面三：班級經營與輔導，

且必須針對康軒版三年級下學期社會學習領域來設計。以下便針對教學檔案幾項主題做

討論與省思。 

壹、 課程設計與教學 

一、展示課程設計能力  

    教學中任何一個想法都會影響課程的設計。內在多元投射的反饋，可能啟

發教師的教學實踐。教學中從準備到活動結束，這個過程當中，尤其是最後一

個活動，教師可從學生的反應，挖掘到問題。若透過教學觀察或訪談學生，教

師更能察覺到學生也不盡然會完全依照老師的模式學習，產生的學習誤差，教

師可加以檢視。課程設計並非單是教學前擬定即可，計畫是死的，而人與環境

是不斷變動的。教師應在其教學進行中，不斷省思每個環節，以精進教學。以

下就一小單元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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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情境 

    在教授第二-1單元「鄉鎮市區生活」時，原先研究夥伴在共同設計的教案內容中，

為了幫助學生對高雄市有更實際的認識，於是至教具室找了一片由公共電視發行的「城

市的遠見第十二集--愛‧河‧港‧市  高雄」VCD，且為了有良好的視聽效果，還帶學

生至多功能教室上課，欲利用八十分鐘的時間，以VCD來輔助教學。教學過程中發現： 

開始時學生注意力還十分集中，不時還會發出驚嘆的聲音，可是大約介紹到一半時，教室

似乎變得十分安靜，連老師發問時學生也沒有什麼回應。（960327/研究者省思札記） 

經過研究者私下詢問學生的結果，學生有以下的反應： 

VCD好久喔，而且多功能教室整個都暗暗的，所以看著看著就很想睡覺。（960327/學生

訪談） 

反正老師暗暗的也不會注意到我，沒舉手老師也不知道。（960327/學生訪談） 

(二)解決方案 

    在經過學習型社群課後進行討論之後，研究夥伴做出以下幾點建議： 

1.教室內的燈光不宜全部關閉，最好留下教室後面幾盞燈，學生比較不容易打瞌睡。 

2.教師講解時間一次大約十分鐘，然後開燈詢問學生剛剛所展示的內容，讓學生進行分組

討論，配合「小組成績競賽表」增進學生的注意力。 

3.可以讓學生回家查資料後上台報告，學生會得到更多訊息。（960330/團體討論紀錄） 

(三)處理結果省思 

    學生的學習往往受學習環境的影響很大，而適時並妥善的使用教學媒體的輔助，對

教師的教學更有著事半功倍的成效。研究者採納研究夥伴的建議之後，發現學生的學習

態度有著明顯的轉變： 

老師現在每隔十分鐘就會問我們一些剛剛看到的內容，並要我們把一些比較特殊的部分寫

在課本上，我就會比較認真。（960403/學生訪談） 

我喜歡老師用分組比賽的方式，讓我們這組的同學大家一起討論，我們就比較不容易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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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老師還讓我們可以自行回家查資料，然後來學校報告還可以加分，我們就更感興趣

了。（960403/學生訪談） 

學生的注意力和整個學習環境有很大的關係，要讓學生維持很長的注意力在相同的情境之

下，其實並非容易之事，像這次大家給我的建議對我未來在VCD等教學媒體的使用上，實

在助益匪淺。（960403/研究者省思札記） 

 

二、研擬適切的教學計畫  

(一)規劃適切的學習教材和教學資源 

1.互動式網頁教學 

現代資訊科技發達，單向的媒體可能無法長久吸引E世代的學生，針對此一問題，

在經過學習型社群的討論後，認為可以讓學生透過網路的方式，接觸一些動態的教學網

站，配合時事所討論的內容，做一趟深度探索。因此，研究者在設計三-3單元「便利的

家鄉生活」時，就安排兩節課讓學生在電腦教室中，蒐集在鹽埕區或整個高雄市哪些地

方，可以滿足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項需要，並帶領學生使用兩個網頁，一是由高雄市右

昌國小製作，獲得高雄市社會領域網頁金質獎特優之「高雄的產業」網頁，二是高雄市

立歷史博物館的網頁，這兩個網頁都有互動式過關問題，內容涵蓋高雄市各區的鄉土相

關問題。以互動式網頁進行教學，讓學生不單單只有上網查資料而已，更能從互動的問

題中了解高雄市各式各業的產業、歷史、特色，以及其如何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習習相關，

將課本的內容作延伸。 

雖然只是短短的兩節課，但是學生卻顯出高度的興趣，有學生表示： 

網頁上的問題很有挑戰性，每次只要答對了就覺得自己很厲害，而且我還可以當小老師教

其他同學，同學都很佩服我。（960604/學生訪談） 

學生並且還會將老師講述的內容、同學報告的內容與網站上的資料互相對照，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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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對居住地的認識：  

連新樂街(珠寶街)、鹽埕街(飾品街)的掘起、鹽埕區如何飛黃騰達，盛極一時，到後來為

何人口外流、而市政府又如何力圖再造鹽埕風華⋯⋯等相關資料，都回答得很踴躍。（960604/

研究者省思札記）。 

2.簡報教學 

小三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需要大量的圖片和照片來吸引其目光，所以運用

簡報教學是有其必要性的，然而要如何運用以達到最佳教學效果，這就考驗老

師的能力。 

    如何使用簡報檔教學？ 

(1)事先充分掌握簡報的內容，選擇和教材內容相關的播放。 

(2)每一張投影片都可以暫停，和學生討論（討論教學、設計問題）。 

(3)投影片不求多，每一張都要能產生教學效果。 

(4)全部結束再進行綜合討論，並請學生將印象最深刻的內容紀錄下來。 

(5)可針對投影片的內容設計學習單，以了解學生的學習結果和想法。 

(6)評量時可將投影片內容與其他方式學習的內容加以比較，以了解其間的差

異。(960510/小晶老師檔案文件) 

(二)規劃適切的教學活動 

1.說故事教學 

由於本研究的版本是康軒版三年級下學期的社會領域，有一課程中的主題

為「探索家鄉」，老師便可以自己補充，或是引導學生蒐集許多關於家鄉的流

傳故事、開墾事跡、或是地名緣由等。研究夥伴會在課堂中穿插一些家鄉故事，

並也讓學生上台來說故事。每當學生說故事時，學生都會感到興趣勃勃。不過三年

級學生有的表達能力尚不足，不是太小聲就是結結巴巴，或者有的故事太冗

長，而造成反效果。  

學生上台講故事花去很多時間，若並未給學生暗示，在趕課的時間裡，這樣花去不少時間，

而學生對此顯得興趣缺缺。(960328/小慧老師省思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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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教學法，對於學生的學習專注力是有助益的，但絕大部份的故事都是

以講述的方式做為教學引導，如果我能再善加運用說故事的技巧來引導學生參

與討論，相信對於教學會更有幫助。(960508/小佳老師省思札記) 

2.校外教學 

這學期的校外教學有兩回，一回是至駁二藝術特區、觀光碼頭，一回是經

由愛河沿岸、歷史博物館，至音樂館欣賞「兒童音樂會」。  

會選擇「駁二藝術特區」、「觀光碼頭」做為校外教學地點，其一乃三年級

下學期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目標既然是「認識家鄉、探索家鄉的生活和故事」，

當然便不能只是紙上談兵，而該地僅離學校十分鐘腳程，學生多數知道，卻僅

有半數的人曾入內參觀；其二，研究者學校的本位課程是以鹽埕鄉土的專題研

究為主軸，而在三下所規劃的主題是「海港藝術文化區」；其三，駁二藝術特

區是鹽埕地區近年來新開發的觀光景點，和附近的真愛碼頭、漁人碼頭、愛河

等地，連成一帶，每逢假日總是吸引許多人潮，將原本似乎要沒落的鹽埕喚醒

了；其四，駁二藝術特區正好有「遊戲玻光」玻璃藝術展，不僅有專人導覽，

而且可DIY玻璃吊飾或項鍊，讓學生有獨一無二的紀念品。基於以上因素，將

駁二藝術特區列為校外教學地點，讓學生了解鹽埕區的海港風情及產業的改

變，極具代表性。  

這樣的活動有其優點，但也有其美中不足之處：  

從學生和講師的熱切互動、專注設計製作的神態，一直到幾天後，領到作品，

那種天真快樂的笑靨與興奮溢於言表之情，在在讓人感動。(960413/小佳老師

檔案文件) 

就算我們事先已妥善規劃好，但活動本身也有一些我們事先無法掌控的。這次

的導覽人員有兩位，但很明顯的，兩人的功力相距甚遠，一位講解的讓小朋友

聽得津津有味，但另一位好像就不是那麼精采，一小時的導覽時間，他四十分

鐘就結束了。我們班就是比較不幸運的，我在聽我們班的導覽時，很想跳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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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的。(960413/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學期前的教學計畫中，原本規劃本學期的校外教學地點僅有駁二藝術特區

和觀光碼頭，但四月底才得知五月份有活動，亦即高雄市交響樂團在高雄市音

樂館有數場針對國小三年級規劃的國小學童音樂會，因為音樂館距離我們學校

約十五分鐘腳程，且時間是在上午，十分難得，經由夥伴討論後一致認為機不

可失。所以我們又多了個校外教學的機會。  

到音樂館一樣是徒步，沿途向學生介紹整治得美輪美奐的愛河、由地下街

改建的仁愛公園以及前身為舊市府的歷史博物館，這個路線因為已是高雄市著

名的觀光景點，所以學生們幾乎都相當熟悉。  

「高雄市立交響樂團」為孩子準備的樂器認識、世界名曲欣賞音樂會，有許多

優美的曲目與各種樂器有趣而平實的介紹，整個會場有孩子專注的眼神與熱切

的安可聲，孩子們的確是上了一堂與眾不同、收穫良多的音樂戶外教學課。

(960601/小佳老師檔案文件) 

3.高雄市文獻會支援教學  

國小教師教授的領域很多，不太可能樣樣精通，對於家鄉的故事，還是或

多或少仰仗專家學者，才能帶領學生做更深層的探究。經由申請，高雄市文獻

會為我們規劃適合國小中年級學童，從鹽埕區的建築開始談起，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細說鹽埕的故事。  

當天是三年級的全部班級齊至禮堂席地而坐聽演講，主講者找了很多的老

照片，同時又呈現當今的照片做比較，學生對於螢幕上出現的種種熟悉場景，

十分有親切感，甚至覺得很興奮。歷時一個半小時的活動進行十分順暢，而其

中最難能可貴的是秩序良好，該回應時很熱烈，該聽講時又鴉雀無聲。  

活動圓滿結束，最大功勞應該是主講者黃老師的深厚功力，因為她小時候便是在鹽埕區

成長，而本身又是美術館的導覽員，所以不僅對鹽埕區熟悉，對於小朋友的學習反應也能掌

握。  (960504/團討小晶老師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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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評量方式與結果  

教學評量多元化是當前教育的趨勢，多元化指的是評量的方式、評量的目標、評量

的標準多元，不限紙筆測驗，不限認知領域，不能只有單一的標準，評量應該針對個別

差異，給予適當的評量，才能達成因材施教的目標。 

教師的評量觀念對於兒童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而教師採取怎樣的評量去

檢測學習，必定會改變兒童的學習方向。因應教育改革的潮流，評量的內容應

包括學生的各項作業簿、學習單、上課情形、平時與定期的紙筆測驗、過關評

量、實作評量，再依據學科的性質、教學的情境、學生的差異、施測環境來搭

配不同的評量方式，如報告、實作、作業、口試、表演、同儕互評、學生自評

等，重視過程的評量比結果的評量更重要，以導正教學的可能偏差。至於評量

結果多以人性的文字描述，輔導多於批評，獎勵與鼓勵多於懲罰，若能如此，

從此學生不再懼怕考試，在各種的能力都能充分發揮之下，學生在學習上將充

滿了自信心與成就感，那麼所有的學習都將變成為有意義的學習。  

(一)規劃適切的學習評量方式與工具 

小晶老師平常不會特別去強調紙筆上的測驗，主要的評量項目以作業為主，而在參

與學習型社群活動之後，她對於學生上課表現、討論情形等也都列為平時評量的一部

份，並將其製成表格以對學生的發表、討論做一些紀錄。  

我對於有意願發表同學均給予機會發表，同時在下課前登記個人上課發表的次數，將學生

的上課表現也以符號登錄在教師手冊上，有一個量化的紀錄。(960403/小晶老師省思札

記)。 

這些評量表的登記，有時會佔用一些教學時間或是要在課堂結束前登記，有時是交

待班長登記，還得時時提醒他，所以在使用會有些許的不便。 

晶：你們告訴我，你覺得學校附近，目前最需要區公所服務的事情是什麼呢？等一下，拿

登記表，要寫日期哦！分開寫。(960307 教學觀察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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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我們講到這裡，其他明天繼續講，現在我要登記一下發表次數。(960516教學觀察

紀錄)。 

此種方式的立即成效也不若在上課中所實施的榮譽表揚，如升格、貼貼紙、畫○Ｘ

等各組分組比賽來得那麼有效。不過從另一方面來說，這樣的紀錄表卻是學生日常評量

的一項重要參考依據。 

不過真要評量，小佳老師認為對那些程度較差的學生而言，老師給予同一個標準，

那些學生再怎樣努力，也只能達到普通的程度，對他們來說那是不公平的。 

我把他的結果紀錄下來的時候，我會考量說，他的起點行為是怎樣；那如果這個人本來就

那麼好了，他只有表現這樣，說不定他根本沒什麼努力就表現這樣子了。另外一個孩子再

怎麼努力，他也只有這樣，拼不上他的，那……那個標準就是我不會看那個結果，這個就

是好，這個就是不好，所以應考慮到他原來是什麼樣子，而他努力的成果有多少。(960302/

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而小佳老師也真正在功課上，會給文化刺激較不足的學生較容易完成的功課，或是

針對需要實作的作業給予不同的評分標準。 

我是用在功課上面，因為有些孩子他功課程度就是不好，給他不一樣的功課，他就是做不

完，做得很辛苦，我會給他換一下，他可能做其他比較簡單的。一開始的時候，學生都會

抗議說為什麼他那麼簡單，做得那麼少，我會跟他們解釋說，他會把這個做完，就算是很

棒，所以老師給他這樣子的份量，這樣子的東西讓他做。而且是要跟別人比好的，自己才

能進步，講幾次學生就懂了。(960302/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二)評量結果運用於調整教學 

研究夥伴們多採用傳統式評量，但會著重在態度及行為表現的評分，而且皆認定應

告知學生評量標準，評量後讓學生知道錯在那裡；並且讓學生清楚知道，老師希望他們

做到的標準是什麼，學生才會盡力去做，這樣才會達到評量的效果，而小朋友也不會因

為不清楚而感到茫然。所以師生間要溝通得很好，小朋友才知道要怎麼去做，去達到老



 103

師設定的目標。而在評量後，研究夥伴也會分析評量的結果。 

請他們家長簽名，最重要的是要了解自己到底有哪些地方不會，然後把不會的地方一定要

學會，我想這是評量的主要目的。我也會全班一起檢討，請那些做錯的小朋友說說為什麼

做錯，是不是觀念有錯誤，或對題目的認知有錯誤，或是根本看不懂，這樣子老師也知道

有那些需要改進，或是小朋友本身不努力。(960323/小慧老師檔案文件)  

貳、 班級經營與輔導 

一、訂定合理的班級規範與獎懲規定  

(一)班級經營的重要 

班級常規是學生在教室內日常生活的一種規律，也是教師或教師和學生共

同合適地處理教室中人、事、物等因素，使教室成為最適合學習的環境，以達

到教學目的的一套有系統或不成系統的規則。這一套規則由教師所訂或師生共

同約定，用以配合教師教學或指導班級活動的進行，使學生建立一套穩定的生

活模式，知道自己究竟應該如何作為，也知道別人對自己行為的期望。班級經

營與管理考驗著級科任教師，諸如：學生行為處理、增強獎勵制度、課業管理、

日常事務處理、偶發事件處理、創意的點子……等。從班規的制定到教學活動

的進行，都隨時考驗著教師的教學決定智慧。班級經營是非常重要的，它不僅關

係到教學的進度，更會影響到整體的班級氣氛。 

我覺得班級經營非常重要，因為我覺得如果教室的環境是不安靜的，如果很吵的話，整個

教室沒有安靜下來，是無法上課的，那我會覺得說班級經營又會關係到你的教學進度，因

為孩子如果不專心、不用心，你跟本就上不下去，因為影響到老師，影響到老師的上課情

緒，一方面也是影響小孩子的學習，再來也是覺得說大家都靜不下心，整個班級氣氛變很

糟。(960309/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孩子還是有些地方是讓我覺得還是要改進的，那其實這種東西是一直在追問的地方，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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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討論問別人怎麼樣去管小孩子，那他們班上班級經營怎麼做，這個部分是我一直會去問

的問題，而且我會發現說，我不曉得其他老師啦，在我的教學班級裡面，我會覺得說你好

像每天上課或來學校，你會遇到很多很多小孩子的狀況，例如掃地沒掃乾淨、上課秩序不

好或者是說他打球弄傷別人，這些很多事情，這些事情都會佔到你班級上課的時間，那你

已經佔到班級上課的時間，如果你的班級秩序又不好，那你根本就是沒辦法，就是你整個

進度教學都會一直一直延後，我會覺得建立一個班級，所謂經營就是覺得是孩子的習慣，

就是說我會要求他們的習慣，像你剛才說上課講話或者是說外面要注意別人，這邊都是他

們的習慣，我會希望養成他們的習慣，我會覺得說如果你懂得尊重別人、懂得要求自己，

漸漸整個班級就會比較，因為你懂得這樣子，你就會為別人著想，整個班級就會比較容易

安靜下來，這樣子整個班級狀況就會比較好，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如果可以掌控，其他

方面就比較容易解決了。(960309/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二)班級經營應軟硬兼施 

教師在班級經營中，為了秩序的維持，除了權威性的運用，應也不時加

上真誠關懷，恩威並濟，軟硬兼施。不管在任何情況下，同理心、尊重心不

能拾去，讓學生心服，不只是口服；讓學生感動，不只激動，讓每位學生有

尊嚴，學得更愉快。  

小慧老師採用了一些方法來改善學生的常規，如請班長登記愛講話者的號碼；表現良好的

學生可以在榮譽樹上掛上優點等，這些目的都是希望學生能夠專心的學習。此外透過組別

間競爭，也是小慧老師控制各組常規及鼓勵發表的好方法。(960412/教學觀察紀錄) 

不過，小慧老師的教學並不是萬無一失，她曾經真誠的反省教學中自己為

了控制秩序而大聲斥責學生的不當舉措。她表示：遏止學生行為時，讓學生感

受到的是提醒而非懲罰，才能自然漸進的讓遵守常規內化為學生的習慣。她有

這樣的省思： 

在一陣吵雜聲中，終於有幾位小朋友向我抗議秩序不好！我反問道：你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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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什麼方法讓大家安靜下來？他們的回答很一致：我也不知道。是的，面臨

混亂時，個人想到的是：情境必須出其不意的倏然逆轉，才有可能收效。於是，

在有意識的情緒中我突然來個高分貝喝斥，療效奇佳，吵雜聲瞬然而止！這如

同所謂棒喝的方法。不過此道只能偶而為之，不可常用。輕易運用的結果，此

法必定壽終正寢。同時，要能讓小朋友感覺到這不是在懲罰，而是強烈的提醒，

才不會造成心理傷害。（960417/小慧老師省思札記） 

至於小晶老師，則對於常規的要求特別重視，她認為學生如果能守規矩，那麼學習

就會專心。因此，在上課前，她會要求學生準備好了才開始上課，每節課上課前還要求

學生向老師敬禮問好後才上課，同時也利用這個時間收心。 

上課前，她會先將這次要上的單元的頁數寫在黑板．並檢查哪位小朋友未帶簿本。然後老

師要班長喊口令上課。學生不專心，老師要班長重來一次，直至學生都靜下心來才開始上

課。(960419教學觀察紀錄) 

學校輔導室也有榮譽卡制度，可讓老師配合運用，集滿兩張六十格的榮譽卡，可

於午休時間到電腦教室打電腦，或至視聽教室看影片，很吸引小朋友。 

我配合榮譽制度來實施，如果這個榮譽制度已經夠清楚，小朋友都認同的話就夠了。我覺

得榮譽制度很有效，蓋幾格就高興的要命，嘻！一張榮譽卡收集的像什麼寶貝一樣，哈… … 

(960309/團討小慧老師發言) 

(三)班級經營應隨機教育 

在上課時，若有學生常規問題，應停下課來，告訴學生那些行為是正當的表現，同

時與學生討論，讓學生了解什麼樣的場合該做什麼樣的事，有時要會利用周遭發生的事

件實施隨機教學。 

 (觀：有別班學生喧嘩地從教室走廊走過) 

陳：上課時經過別班要怎樣？ 

學生：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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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為什麼？ 

學生：會吵到別人上課。 

陳：你很高興邊走邊講，影響到別人就不高興了(960418教學觀察紀錄) 

二、佈置或安排適當的學習環境  

(一)學生座位的安排 

學生的座位安排，大抵分為排排坐和分組坐，兩種方式各有優缺點。以小慧老師而

言，她習慣採用分組討論的小組型式安排，她認為這種方式優點不少。 

分組的話，可能是他們的自制力還不錯，所以覺得那個效果好像也還蠻好的。因為分組，

有小組競賽，小團體之間，各組各組之間的向心力，有助於他們的學習。這樣的座位互相

看得到對方，那個如果是同一組是一整排的話，看到的是人家的背面，這種大家圍在一起，

都看得到表情，也知道每個人的學習狀況。(960309/團討小慧老師發言) 

至於小玉老師，她認為三年級小朋友實施討論教學較為困難，所以她並不常使用討

論法教學。而之前她所使用的小組分組方法，是在教學需要討論時，讓坐在附近的幾位

同學變換座位參加討論，當討論完了以後就回到原先的座位。而在參與教師社群活活動

時，聽過了幾位老師分享教室座位安排及實施小組討論獲得的成果經驗後，小玉老師也

開始在座位上做些改變，她也讓班上學生按分組座位來坐，並且也開始讓學生實施分組

討論。 

這學期開始嘗試分組坐，全班分五組，每組5或6人，編號1 到5或6號，每人輪流做組長或

副組長。每次分組討論完，由組長作統整報告，副組長則要負起秩序管理的責任。(960403 

/小玉老師檔案文件)  

不過在小組討論過程中，小玉老師較少巡視行間，學生討論時發生的問題或是個別

學生參與的情形，她較難完全掌握。 

玉：我會把花牌放黑板，哪一組討論不認真就扣花牌，扣最多的下課留下來掃地。 

(觀：老師將花牌擺在黑板，學生開始小組討論，有些組別沒有針對題目討論，有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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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答案，有些小朋友在玩，也有些組討論很認真，但分組效果不明顯，老師未下來巡視

指導) 

(960416教學觀察紀錄)  

而在實施了幾次小組討論之後，小玉老師就覺得學生討論的情形並不是很好，而且

改變學生的座位後，她發覺就學生在發表及互動的情形與之前做一比較，並沒有很大的

改變。 

我覺得他們互相討論的精神還沒有那個… ，還不是很標準。比如說不知道輕聲細語，或

是討論重點沒有抓出來。所以我還是很不滿意！ (960427/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小玉老師認為目前最需要用到分組教學的是自然領域的實驗，但自然課小朋友會去

自然教室。第二常用到分組教學的便是社會領域的討論法，其他課則較少用到。 

我想要調回排排坐的方式，現在主要是社會課會討論，其他課很少用到。像這種分組坐的

方式，在我需要較大量講述時，我常常會愈來愈火大，因為這樣很容易彼此講話。而且現

在的課桌椅高低不一，五張或六張桌子併攏時很難看，我寧可像以前那樣，需要時才分組

佳，結束後再歸回原來位置，照高矮排好。(960427/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或許是因剛開始實施，學生及老師都還未適應，也可能是因為老師的教學風格、班

級經營的不同所致。這也說明座位的安排其實並沒有絕對性，隨著班級特性及老師經驗

的不同，老師可根據教學現場的實際狀況來彈性變換，以獲致最高的教學效果。 

【討論與省思】 

檢 視 已 完 成 的 教 學 檔 案 各 分 項 資 料 ， 研 究 夥 伴 分 享 在 教 學 檔 案 建 立 的 過

程，印象最深刻或最有幫助的事件：  

在這學期的三年級社會領域課程中，因為一直思考著，要放哪些資料在教學檔案中，對於

教學方法和評量方式比以往更注重其多元性。我運用的各種的發問技巧和互動的上課方

式，加上小組的競賽評量，營造班級民主活潑的上課氣氛。因此，孩子們都樂於在課程中

踴躍發表自己的意見，並能積極參與教學活動。(960608/小玉老師檔案文件) 

此外，也有研究夥伴認為課程省思對她來說，是檔案製作時既快樂又痛苦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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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的是省思之後，成長的喜悅，痛苦的則是在省思的過程中，不斷的推翻自己原先的

想法。一位研究夥伴的檔案文件資料記載者： 

教學省思是一件最快樂也最痛苦的事。最快樂是因為省思之後就會有成長，我會發現我看

事情的或者是做下一步決定的時候，會覺得更清楚。但是省思也會帶來困惑，因為希望做

得更好的時候，往往會不停的推翻自己原先的想法，這其實過程是很痛苦的。(960608/

小佳老師檔案文件 ) 

至於小慧老師，她則認為「班級經營與輔導」讓自己受益無窮： 

「班級經營與輔導」部分，因為太瑣碎了，所以一定要以書面記錄下來，不然會忘記。我

會在開學前根據前一學期或前一屆的帶班經驗，將這學期的「班級經營計畫」撰寫出來；

然後在執行當中再視情況做修正。當我請較長的假時，也可以將書面的班級經營計畫拿給

代課老師，作為經營我們班的準則。所以我覺得教學檔案中的「班級經營計畫與執行」這

部分很重要，對我幫助很大。（960608/團討小慧老師發言） 

整個學習型社群的運作歷程，對所有的研究夥伴而言都是很難得的經驗，不僅能適

度的解讀「學習型社群」的意涵，且對「主題式社會領域教學檔案」有新的詮釋。過程

中雖然歷經了一些困難和考驗，但研究的完成，給予研究夥伴們及研究者莫大的啟示和

回饋。 

第四節  減輕教學檔案製作負擔的具體作法 

研究夥伴們針對以上製作教學檔案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提出解決策略加以因應

突破。 

壹、 隨手製作，並將建立檔案的時間拉長 

不論是廣度大、傳承用之檔案或深度取勝之行動研究檔案，都應以觀察紀

錄為主要重心。甚或用事後回溯、訪問探究或系統化觀察等……方式，都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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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第一手資料。有計劃的紀錄，當然比事後追認時之真實性與連貫性佳，也

更貼近真實面。教學檔案可隨手做（每月至少一至二次），不流於形式，尤其

是教學歷程的自我省思與改進之道，更要隨時記錄感想，方能呈現個人的特

色，同中求異。  

而就許多教師感受到的「時間不足」問題來說，研究夥伴在訪談中提到將建立檔案

的時間拉長： 

還好啦 !我覺得應該都有辦法克服吧！如果真的要做的話，可能就是有些檔案能

做的，可以先利用寒暑假的時間做，對。這樣，才能讓自己有辦法靜下心來，

因為孩子在學校，其實沒辦法，因為真的腦袋沒這麼大，我也裝不了這麼多，

而且我還接行政，所以就靜不下心。我們學校本來就規定學期末前要交下學期

的課程計畫，這就是教學檔案啊！能就是要利用寒暑假的時候吧！  (960413/小

晶老師訪談)  

我認為應該平時留下教學活動資料，利用寒暑假再做編排、整理工作。(960413/小佳老

師訪談)  

小佳老師亦認為要即早進行課程計畫： 

我覺得課程計畫可能要、要早一點吧。譬如說我們可能上學期或者是說你剛剛

接觸，例如決定好版本時，一開始的時候就先訂好，然後你才有辦法說我要，

計畫什麼，然後我要做些什麼樣的事情，然後你才方便去說先蒐集資料。不然

有時候你想說要補充什麼，或者說玩什麼遊戲，看什麼影片啊，可能沒什麼時

間了。(960608/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貳、 用心製作，長遠使用 

教學檔案的製作是長期性、持續性的，且應顧及表面效度和內容效度，而

它也是有技巧的。如果用一次好好的整理製作，日後可以省卻許多時間。 

我覺得包裝很重要，如果封面吸引人，人家自然就會想翻閱。可以利用電腦，

將文字、色彩、圖片搭配好，這樣還可以看出美工方面的才能及電腦文書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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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如果各細節都能兼顧，像是頁首、頁尾的處理，就可以展現出做事態度。

(960316/小慧老師訪談) 

我認為架構很重要，每份檔案的開始要有目錄，透明頁內之內容可隨時更換或

調整位置，日後也才能夠彈性運用。另外，各分隔頁如果製作精美，讓人閱讀

時會感覺到很有系統。(960413/小晶老師訪談) 

無論教學檔案是使用何種檢核表，有些檔案是必備的、較固定的，如：

個人專業背景、個人教學理念、研習參與等，用心製作一次，雖非一勞永逸，

但也只需每學期或每學年稍做修改、增減即可。  

還好吧!有的檔案幾乎可以用好幾年，只要多加一些內容就可以了。像參加研習

的紀錄、還有那個奬懲紀錄都只是累加的，又不用每個學期重整理，那如果要

印紙本，就印有新增加資料的頁數就好了，也不用整個檔案都重印。還有像那

個個人的基本資料，只要好好的製作一次，就可以用好幾年了啊! (960316/小

慧老師訪談) 

參、 豐富教學，資料自然精彩 

以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而言，如果每一堂課僅是課本和黑板，檔案當然乏

善可陳，但若是平日即有多樣的教學法、評量法穿插教學，教學檔案自然有內

容。 

這學期的說故事教學、分組報告、立體地圖製作、專家演講、校外教學等活動，

因為有隨手留下照片，再加上省思，便可將整理後的資料放入教學檔案中，做

為教學多元的呈現。(960610/研究者省思札記)  

肆、 資源的分享與經驗傳承 

如果要讓教學檔案能促使教師省思進而改進教學缺失，以及做為日後的教

學成果，不是純粹變成一個形式化的東西，除了教師找回本身在教育觀念上的

迷失外，教師要有自發性，藉由團隊的協同合作，互相討論與觀摩學習，傳承

前人的智慧結晶，發揮教學檔案真正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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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才教書第三年，我想跟其他老師討論，合作，是一個，我覺得對我來說

是幫助很大的，因為第一你可以從別人的角度去看這樣的事情，有很多老師都

非常認真，所以他們都有很多的想法在分享的過程中，我都會覺得成長蠻多的，

所以，跟其他老師的分享，真的是很不錯。教學其實是需要合作的一項工作，

就是說因為你要從不同的面向去看事情，所以就變成很多不同的老師的對談、

協助，可以讓你肯定去做。簡單說，就是自己可以省很多冤枉路啦!(960608/團

討小玉老師發言) 

檔案內在的實用性才是專業的打包票。然而，如何組織、規劃、呈現檔案之實用性

呢？當然得靠目的而定了！若為申請、評選或甄試用，應依照評鑑者提供之評量、判定

向度，以此架構檔案內容，自然十拿九穩！而當個人自用或同儕經驗交流時，巨細靡遺

之發展排序及主題式檔案應是最棒的。 

陳春蓮(2003)在國小教師教學歷程檔案對教學反省影響之研究中，發現教師大都肯

定教學檔案能提昇教師的教學反省能力，且認為透過「同儕研討會」的方式進行教學檔

案的製作，有助於同儕間的學習與觀摩。的確，建立教學檔案費時又費力，面對繁瑣的

教學事務，同儕之間的合作可以化解不安與壓力，也有督促的力量，同時加入同儕的討

論合作及經驗的回饋，可以拓展個人視野及提昇反省的層次。若由一個社群共同分工，

建立教學檔案，也可以減輕個人負擔，增進教師之間的情誼，突破孤立情境，建構新教

學觀和教學策略，進而提昇個人的教學專業智能。 

伍、 檔案內容取其精華，以質取勝 

建立教學檔案時，若有明確的發展目的將有助於提昇檔案品質。建立教學檔案的目

的是在幫助教學的改進與專業成長，有時也可作為評鑑、甄試的工具，因此，發展目的

不同，所呈現檔案內容也不同，但若要在眾多的教學檔案中有突出表現，就應質重於量。 

剛開始的時候資料可能多到會將人淹沒，這時必須做適當的篩選，教學檔案並非是

一堆原始資料，而是整理出來的精華部分。這些資料的整理需要很多的時間與精力，應

先建立完整的教學檔案架構，但是頁數無需過多，這樣才不會造成教師們過大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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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會浪費時間在單一個檔案項目。換句話說，教學檔案非各種資料漫無目標的堆砌，

而是去蕪存菁，作有價值記錄的選擇，尤其是事後的檢討、建議與省思。條列要項、按

照發生先後順序之時程及需考量之要素、每一步驟可能狀況……等來組織檔案應是第一

考量。 

檢討方向可以從行前準備、當時決策、事後發現及未來展望四方面來談，儘量

構思創造出最完美的努力方向來自我要求。(960420/團體討論紀錄) 

當然世上無十全十美之事，故而，敘明不可避免或兩難抉擇點，狀況為何？

處境限制與各方案優缺點、決定依據，可加以詮釋與說明。 

在建議事項上，可以從行政支援、活動設計、人員安排、提醒事宜、社會資源、

場地安排等，人事時地物方面來探究。(960420/團體討論紀錄) 

另外，對於未來模仿、重製或改創的可能性上，若能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必能有利於後人之學習。 

深入省思之內容可朝下列方向： 

一.提出可以避免重蹈覆轍或可以在更上層樓之內容。 

二.提出值得在發展之教學活動〈包含補救與延伸、延續之活動〉。 

    三.提出可以節省經歷之良方、妙法或訣竅。 

四.提出可供在注意、關心之問題。 

五.提出與理論相悖或相輔相成之佐證。(960420/團體討論紀錄) 

「研習進修」部分，如果只是堆砌研習講義，不如呈現研習心得、研習証件。

如果只是講義、筆記，就沒有那個必要性；這兩種對教師專業成長而言，並不

是重要文件。學生的作業，如果只是網路搜尋的、列印的資料為主，沒有摘要、

心得，資料就沒什麼意義。(960518/小佳老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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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美工部分對檔案有畫龍點睛之效。為了做好這方面的「形象塑造」，擁有

如何上網找素材、存檔、再複製運用之電腦技能雖佳，但卻浪費不少時間和列

印墨水匣，值得嗎？該有「雙效合一」的美化法吧！尋覓可代替的材料、用具，

可以事半功倍。 

一、有底色（最好淡色）之 A4 影印紙，或有小圖案的 A4 信紙及各類型美術紙

（粉彩.雲彩…），可製作封面或內頁分隔用。 

二、可愛的小圖形貼紙（插圖用）。 

三、漂亮底紋的色紙（可裁成所需大小）。 

四、自己喜歡的彩色名片卡紙（使用時可裁成所需大小）。 

五、號碼貼紙（作頁碼用）及索引片（便於翻閱查詢）。 

六、相片框套及磁片（或 CD）套。 

七、資料袋內頁需買兩種：一種投影片用（較厚），一種是一般資料帶用（薄的）。

(960601/團體討論紀錄) 

第五節  社群建立教學檔案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學習型社群建立教學檔案過程中，研究夥伴不但有同儕的回饋，也有己身的反思，

影響所及，自然是自我不斷的更新與甦醒。因為，談及自身之教學思想風格，也許由別

人來觀看會比較清晰。不過，按自我之歸納，方能看出些許軌跡：即同中求異，不斷求

新求變。因為我們不可能指望化石再恢復生機，同樣地我們也不可能在流動的溪水中，

再次撈著相同的流水。惟有不斷變化的事物，才有機會達成理想；思想停滯的頭腦與現

象，必然與死亡畫上等號。 

然而，人的成長面向是相當多元而複雜的，在研究中要對研究夥伴的成長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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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是極為不易的。因此，本節所探討的成長，僅是根據資料分析及研究夥伴的主觀感

受歸納、分析的結果。以下就針對研究夥伴的成長作一真情告白，也一同檢視本研究的

價值。 

壹、 專業態度與知能的成長 

本研究的學習型教師社群以建立社會領域教學檔案為主題，著重在成員間的共同討

論、澄清辯證、反省思考、經驗分享與問題解決，其在型態上是以主題討論為主，問題

的解決與經驗分享為輔。這樣的活動型式，是屬於饒見維(1996)所歸納出協同成長團體

活動三種型式中的問題導向式及主題中心式。而研究結果也發現這種型式的成長團體活

動，透過成員間持續互動與理論探究的過程，不但參與討論情形非常熱烈，在活動過程

中所分享的實務經驗與教學技巧，也符應研究夥伴各自的教學需求。 

研究夥伴認為經過這一學期的研究後，不但發現自己對於教學的觀念會隨著不斷討

論的過程中改變，自我的觀察敏銳度也跟著提昇。且在相互討論的過程中，開拓自己的

心胸，吸收不同面向的意見，對提昇自己的專業態度及教學知能有非常大的助益。 

每個單元上課，我會先去上網找適合的網站，或將其製成Powerpoint 教材，再配合許多

補充教材，讓教學更為多元與活潑，因而上課時可以全神的關注到每個學生，且能掌控教

學的順暢進行，大大提昇了自己的教學品質，在在的顯示教師的專業能力。(960510 /

小佳老師檔案文件) 

我想，經由成長團體活動的這樣的幾個主題討論下來，我得到一些新的觀念，也可以看到

比較多資料，知道人家是怎麼做的。這個過程中大家互相交流，也聽到一些別人好的教學

模式，我覺得這些都是對我有幫助。課堂上的東西，不管是觀念的改變或是學習到新的活

動，總之就是我可以把它拿來用在小朋友身上，用在我的教學上，小朋友感覺更有趣，他

們就會學習到更多。(960427/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透過教師間的交流互動，在對於教學的想法上有著很的的轉變，再加上夥伴之間相互的觀

察，自己的盲點一一浮現，⋯⋯自己也藉著討論之故，改變了自己以往比較封閉不敢請教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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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個性，⋯⋯並在他人的建議與回饋之下，思索反省自己的教學，並發揮自己的創造力做

不同的嚐試，以幫助學生更有效的學習。（960525/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我認為社群可貴的是增進自己對教學設計的能力，透過對能力指標的深入了解後，在面對

以後的各個版本教科書，可以有檢視的能力，針對所使用的版本不足的部分，可以加以補

充。（960525/團討小晶老師發言） 

而研究夥伴在獲得教學上的回饋後，也就更有動機及意願來參加學習型社群的活

動，在這樣的循環作用下，使得研究夥伴在教學上也獲致非常大的成就感。 

此外，從本研究可發現，以教學檔案為主軸的學習型教師社群，確實讓教師對社會

領域課程、教學與評量等多元的面向，有較深入的探討，其次再藉由自己教學札記的內

在反省與教師社群活動的外在催化，激起了研究夥伴改變的動力。由學習型教師社群所

提供的人際互動與資源分享，使老師們更能安心地將理念轉化為具體行動，而以往「以

教師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也逐漸轉化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在研究者持續

的教室觀察中就明顯地感受到，四位研究對象在參與學習型教師社群之後，透過對話、

溝通、辯論與批判的過程，接納了不同成員的觀點，因而形成了智慧激盪的園地，這讓

夥伴們的社會領域教學方法變得更為多元，學生的學習興趣更加高昂，而老師對於社會

領域的授課也更得心應手，學習型教師社群的確增進了教師們的社會領域專業知能。 

貳、 課程精熟及目標掌握的提高 

教育專業知能的內涵應強調豐富的教育專業知識及嫺熟的教學推理能力；豐富的教

育專業知識則包括一般的教育專業知識和與教材有關的專業性知識；教師透過學習型社

群的製作檔案活動，不僅參與了課程計畫、進行教學、以及省思活動，更能深入瞭解課

程內容，做更適切的教學規劃。當老師對教學科目內容非常精熟，並能在課前做充分的

準備規劃時，老師進行教學時便會掌握關鍵的教學內容和目標，而不會有所遺漏，相對

的學生的學習也會獲得提升，有研究夥伴在團體討論中便提及： 

我覺得做了這本教學檔案後會比較清楚學科內容，像我以前雖然就有做檔案，但比較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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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要回想以前的教學內容，我就不太有印象。可是做了這個教學檔案後，不管是對於三

年級社會領或課程的熟稔度，還是班上孩子的各項表現，都很有進步。這學期的社會三大

單元都是按照指標上的順序來做。因為課前有做詳細的教材分析，我對課程內容便非常的

熟悉，在教學時，就能掌握教學重點，而不會有所遺漏，教學也變得很有效率。（960427/

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建立教學檔案的過程，我發現我的教學變得更有系統、有組織，我調整我的教學內容、教

學策略、教學活動，來配合學生學習的特性與需求。我覺得我會多考量學生的學習情形。

為了要成為一位更有教學效率的老師，我細心地設計每一節課的教案，雖然都是簡案，對

我本身來說，蠻有效的，也蠻實用的。學生更專注於學習的活動，而且變得更有興趣上音

樂課。我並沒有完全遵照課本所編排的學習順序，我編整課本上的教材，也選擇一些補充

教材來配合學生的需求。（960427/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參與學習型教師社群以及製作了這本教學檔案後，在實際教學方面我比較會去思考教學活

動之間的連貫性，會盡量將教學內容、活動流程交代得很清楚，也會注意在時間內將教學

內容教完，並在課程結束時做最後總結，以達到教學目標。（960510/小玉老師檔案文

件） 

也有研究夥伴認為，透過課程的設計，理論不再是書上的名詞，而是可以與現

實呼應的產物： 

在這研究進行過程裡，我發現書上的理論其實是可以轉化在現實的教學中，變成自己可以

運用的教學知識，⋯⋯此外，有些在教學現場中所出現的問題，透過我們相互檢討修正的過

程，一些確實可行但書本中卻沒有介紹的方法就在我們的討論中產生，⋯⋯在日常的教學中

訓練自己不斷反省思考，重新審視自己的教學過程，並透過教案的設計，使理論不再是書

上的名詞，而是可以與現實呼應的產物。（960413/小晶老師訪談） 

參、 省思與檢討能力的提昇 

人成長的最大阻力即是自我省思的不足，看不到自我的缺點所在。教師在

平日熟悉的教學情境中，易以自己刻板的印象處理事務，規律式的建構教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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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諸如打掃工作、課程進行、行政交辦事項、常規訓練、兩性教育、人

際關係的問題等，這使它能在複雜的情境中生存，但很少進一步省思事情背後

真相，並加以改革(歐用生，1997)。在進行研究的階段，將個人對建立教學檔

案的觀點、心得與其成員分享，經由不斷的對話、檢討與行動，去省思和釐清

一些教學理念上的盲點和迷失，用批判反省的眼光看待事情，試圖找出最合適

的途徑。  

我覺得在團體成長的過程中，大家毫不吝嗇地提出見解，其他成員也會提供不同的觀點，

透過不斷的對話中，從內心認真去思考和分析事情，很少有這樣的經驗，對於自己的成長

有很大助益。（960427/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我覺得其實每個老師在教完之後應該都會做一番省思，對，應該是吧!。不管是書面的或

是你自己腦子裡面在想，因為你，你在上課的過程中，學生也許很直接就給了他的反應，

你上得很有趣，或者是說很無趣，或者是說你講的有些部分他聽不懂，這它其實就會反映

給你，其實就是反省自己的教學，只是大部分老師都在腦子想，沒有把它記錄下來。我覺

得這應該是蠻自然的動作。(960525/團討小晶老師發言)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通常詢問研究夥伴幾個問題，以瞭解其運用教學檔案的經驗

與省思的過程。最常詢問的問題：一、您放了些什麼在您的教學檔案？二、您為什麼要

做這樣的決定？三、您如何使用教學檔案幫助教學？四、您對現在的教學感到滿意嗎？

五、您想要調整您的教學嗎？為什麼？如何調整？六、您有哪些經驗與感受可以分享？

這些問題也影響研究夥伴的省思。 

我想，建構教學檔案的過程中，我覺得可提供我機會回顧學生的學習情形，思考學生學習

的進步與需求，我想，這些幫助我不斷地省思自我教學。所以省思自我的教學確實是有助

於我教學的效率與品質。（960608/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小玉老師相信由於運用教學檔案，帶給她更多的機會省思自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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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這種省思提升她的教學效能。小玉老師表示參與研究之前，她並不十分瞭解使用教

學檔案的目的，甚至在研究的初期，仍然無法感受藉由使用教學檔案的過程，能否提升

她的省思能力，進而增強教學效能。然而後期小玉老師回顧教學檔案，更瞭解她自己的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需求，能調整教學以配合學生需求，也幫助她提升自我的省思能力。 

自我反省是內在對話的過程，教師只有在與自我對話的過程中，才能促進

教師對不同教學觀點的分析，並對相互矛盾與不一致的現象，進行深入的理

解，以採取適當的作為（陳美玉，1997）。傳統的師範教育體系由於依據結構功能

主義及工具理性的意識型態，只能培養被動的、保守的、順從的教師，而學習型社群活

動，就是要讓每個夥伴藉由教學經驗和真實體驗，試著對問題作深入的探究，學習著改

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培養批判思考的能力，並從中不僅發現自己的缺點，也察覺自己的

教學特質和優點。 

我發現我自己的教學特質是：活潑多樣、觀察敏銳、善於溝通、能隨時接受新知等。優點

有：一、課前能充分準備教材，隨時將資訊融入教學中，讓教學更能活潑而多元。二、師

生互動良好，上課時能兼顧每個學生，盡力發展學生的潛能。三、能確實執行行動計畫，

以達成行動的目的。缺點有：一、身為科任，沒有記住所有學生的名字。二、師生互動時，

偶爾會發生重複的問題。三、由於工作忙碌，批改作業或考卷不夠準確。四、教學時間未

能充分掌控。(960510 /小晶老師檔案文件) 

在課程中，我覺得我有活潑、開放性發問的教學特質，自然會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並且

能營造班級民主活潑的上課氣氛，我想這應該是我的教學上的優點。至於我的缺點，我覺

得有時候孩子問我問題，我被考倒了，有時會楞住一、兩秒，不敢給肯定的答案。我覺得

雖然老師原本就不可能什麼都知道，而且社會領域，上至天文，下至地理，又涵蓋古今，

真的是很難。但是老師如果沒有肯定性的答案，我想，有時可能會讓孩子覺得老師是不是

有點遜。另外，我也常忘記在學生口頭發表後，給予積極的口頭稱讚，這是我應該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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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60608/團討小玉老師發言) 

省思是一種很複雜的一種心智活動，涵蓋了自我沈思、自我觀察、自我檢視。尤其

當你更貼切自己的心裡，也就是當你更清楚自己心裡狀況的時候，才能面對外在的變

化。在教學上也是一樣，自己教得不好，自己很清楚，經過省思的突破，不致陷入後悔

的泥淖，而有明確的方向，找出問題的成因之所在。當內在思考的意識昇起時，教育者

對生命的敏銳觸覺便油然興起，成為適應外在或內在環境的進退依據。 

莊敏仁(2005)、陳春蓮(2003)、李順詮(2001)的研究發現教學檔案的素材，提供教師

有機會去回顧學生的學習情形，思考學生學習的進步與需求，幫助教師不斷省思自我教

學；池榮尉(2004) 、郭木山(2002)的研究發現，藉由社群的協同反省會激發反省思考的

火花，進而達到理解與澄清、批判與超越的團體討論的目標；皆與本研究發現教師社群

建立教學檔案的過程中能提昇省思與檢討能力的結果相符。 

肆、 資料整理能力的精進 

有也研究夥伴指出，經過社群的相互學習後，可以讓自己藉由製作教學檔案的歷

程，有系統的呈現自己的東西，更可以讓自己的想法，獲得系統的分析。這樣的經驗可

以從訪談中發現： 

我覺得這個活動其實它最大的幫助，應該是它讓每一個人比較清楚去知道，你在想一件事

情的時候是應該要怎麼樣的分析是比較好的，就是說譬如可能你的想法是滿多的，可是你

沒有辦法把它…，或者是有一些你可能知道這個很好但是你不知道該怎麼做，那我覺得這

個也許基本上它有給我們一個就是比較有系統性的讓你去呈現自己的東西。(960316/小

慧老師訪談 ) 

類似這樣的經驗可以從另兩位研究夥伴的團體討論發言中發現: 

像是我可能就會想說，一個是怎麼去整理一個檔案，然後讓我以後再看這些檔案的時候會

有比較多的幫助，教學上或是某些信念可以釐清，就是有這樣的效果。因為會想到一些事

情還有些問題，然後剛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雜，但是後來會變得比較清楚，所以在省思的

部份也會讓我…就是可能要寫，所以這樣寫一寫，可能某些東西就會比較出來。然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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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地方，因為以前我們就是隨便寫，然後現在就是要再整理出一些東西出來，就是覺

得有會幫助，只是要花時間。(960608/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就是可以整理自己的東西啦！我覺得那個很重要，我覺得人都有惰性。你沒有那個東西在

那裡，就是告訴你說你可以這麼做，你就會把資料全部亂丟。然後藉著這樣的機會，會去

整理資料。然後在做的過程當中，就會有自己的想法，或是一些反省。(960608/團討小

慧老師發言) 

伍、 學習動力與教學靈感的增加 

已經有基本共識的伙伴，很容易凝聚聚會研討的方向，都希望共同為改善學生的學

習努力，而形成社群的共享目的。成員以「社會教學檔案會友」， 在對話中會自動提

出引發成長的問題， 領導者已經不需特別引發討論， 而是與成員平等互動。因為夥伴

能凝聚共享的目的， 所以社群具有平等、安全、互信的對話環境， 夥伴可以對從事的

活動提出批判、共同檢討與反省。 

透過社群的檔案製作，經驗的分享可以看到其他教師的檔案，聽到彼此的教學分

享，夥伴間有很多很好的學習楷模，進而增進學習的動力和教學的靈感。這樣的經驗可

以從研究夥伴的訪談中發現： 

我覺得參加這個，讓我看到其他老師做得很好，很值得敬佩，很值得跟進的。在態度上面，

我覺得用心，你的內容就會出來，就是你就會有你的內容，而且是屬於你自己的內容。我

覺得要很用心地去累積自己教學上面的東西，尤其……我覺得尤其在互動時，我覺得有一

種，那種學習的力量，在你周圍，所以，很好。(960316/小慧老師訪談) 

我覺得最主要的差別是現在上社會課，偶爾讓他們演個戲，以前也知道可以演戲、可以角

色扮演，但從來都沒有試試看。那些東西，可能只是腦袋裡的一些觀念，沒有實際去操作，

現在是嚐試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要改，要怎樣改。(960608/團討小佳老師發

言)  

而小晶老師原本就常苦思要如何讓學生學得更有興趣，在參與社群活動後，小晶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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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自己也發現在教學上和以前有所不同了： 

還好，沒什麼感覺，應該是我的上課方式可以比較多元一點，活動很多，小孩子很投入也

覺得很高興，我自己本身的教學策略有比較多元，會比較願意去嘗試，就試試看，因為別

人用都很好用，那自己以前就會覺得好麻煩哦！這個就算了，不要好了，就跳過去，要不

然就用很簡單的方式帶過去。(960601/團討小晶老師發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的舊經驗會影響到其教學行為，不過在參與學習型教師社群後，由

於成員們的辯證、討論及經驗分享，激起了她們對教學行為與教學效果的思考，同時教

師藉此得以重新檢視社會領域教學的重要性，改變了原本單一、枯燥的教學方式，進而

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讓學生的學習興緻更為高昂，這種「省思— 行動」讓四位研

究夥伴在研究階段後期的教學產生質變，而她們在社會領域的教學上也更有自信。此項

研究結果與廖瓊雯(1999)的研究，發現成長團體活動會帶給教師更多的省思與教學自信

結果相同；與謝瑞榮(1999)的研究發現成長團體可激發教師學習的動力雷同；亦與郭木

山(2002)的研究發現，透過社群協同反省，可發展出引導、質問和掌握重點的能力和技

巧，並應用到備課和實際教學中相符應。是故學習型教師社群持續運作及研究夥伴相互

質問、澄清自我教學想法以及撰寫教學札記的過程，正是促使夥伴檢視自己現有教學行

為、增加教學靈感，並進而改變社會領域教學方法的原動力。 

陸、 專業責任的實現 

專業責任是教師追求終身學習的義務及承諾，它一方面代表教師對於學生學習的承

擔，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教學生涯賦予更豐富的生命（張德銳等人，2004）。教師專業

責任的首項工作是了解學生的學習發展與個別差異，此外還要結合家長力量及社區資

源，豐富學生的學習活動，還要經常反思教學、與同儕合作，不斷成長。建構教學檔案

中的班級學生特質分析、學校及社區特性分析、每個檔案活動的省思表以及鼓勵同儕合

作的教學觀察與回饋…等內容，對教師專業責任的提升與實現都息息相關。像這樣的成

長，可以從夥伴的言談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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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參與社群的活動，同時又要參加全國創意獎的比賽，我坦白說，以前從沒如此認真教

過社會，這學期的社會上課方式活潑許多，而且會結合家長力量及社會資源，像是學生的

阿公是里長，我就請他來向學生說說里長的工作，還有請文獻會對學生講解鹽埕的建築，

帶學生去愛河看燈會、駁二藝術特區看玻璃展、到市立音樂館欣賞音樂，我從來沒有一個

學期做這麼多教學活動過。(960427/團討小佳老師發言) 

製作教學檔案後，我會以學生為主體進行教學活動，注重孩子的學習效果，教學會較有自

信，感覺自己的教學效能有提昇，教學方式不會再一成不變，也不會固守某一種方式，會

經常反省自己的教學歷程，改進自己的教學方式。例如當小朋友不專心上課，且影響到別

的同學學習時，我會針對孩子的個別情況嘗試用不同的方式來做處理，盡量提高孩子的學

習興趣。（960427/團討小慧老師發言） 

參與社群後，我會檢視自己的教學活動，經常做省思，改善自己的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我覺得能讓自己快樂教學，讓學生快樂學習，把每個學生帶上來，這樣是最重要的。

（960510/小晶老師檔案文件） 

也有研究夥伴在學習型社群的互動過程中，領會教師專業責任，而學習到未來自己

從事相關教學活動的概念： 

其實怡萱，我蠻佩服你的。看著妳帶領我們社群從研究方向的確定、教學檔案內容的探討，

還有討論會議中團體和諧氣氛的塑造、社群凝聚力的維持、相關議題的討論、討論資料的

準備、訪談的整理，甚至於場地和點心的安排⋯⋯等，都有我可以學習的地方。⋯⋯雖然我之

前也因為論文所需而進行過研究，但卻沒有如此大費周章。⋯⋯我覺得這種社群的模式，可

以提供我在日後九年一貫政令中，在教師團隊學習上有最具體的幫助。（960601/團討小

佳老師發言） 

柒、 孤立心靈的突破 

    教師是一種服務社會大眾的角色，因此對於老師「犧牲奉獻」的付出，的確符合了

各界的期盼。然而因為如此，老師們更固守自己的班級教學，對於教學工作更是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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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為政」的態度，卻往往疏忽了人際關係的經營，逐漸演變成互不相干甚至互相競爭的

關係，而築起了一道道孤立疏遠的圍牆，便成了一個個「孤軍奮鬥」的散兵了；甚至因

此減少了老師間專業互動與成長的契機。 

一開始的教師社群活動，由於研究夥伴不清楚活動內容為何，在活動開始初期成員

們的態度顯得較為拘謹保守；不過在參與後不久，由於夥伴們熱烈地參與社群活動的討

論，這股氣氛讓大家更願意分享個人的經驗，而夥伴們也感覺到活動主題與其實際教學

活動相關，並能從其他成員的經驗分享裡，獲得了寶貴的教學經驗。 

此外，本教師社群活動提供了一個讓三年級教師得以聚會溝通教學理念的場合，如

此分享彼此教學經驗的機會，除了增進自己教學信心外，並能將獲得之新知與經驗，實

際應用在其教學活動上。這樣的方式有效促進了三年級教師間的經驗分享與意見溝通，

並激發教師學習新知的動力。此項結果也與謝瑞榮(1999)、池榮尉(2004)研究發現成長團

體促進教師間的交流與溝通、凝聚同儕情感、突破教師孤立情境等功效的結果不謀而合。 

    社群的學習機制，能讓教師學習跳出自己的孤立圈，在社群中嘗試與同儕分享、對

話和討論。以協同合作的心態，相互檢核協助，形成支持性的專業對話，突破空間與心

理上的孤立，透過頻繁的接觸，在相互瞭解中增進彼此的情感。本社群常會利用聚會結

束後，享用點心、飲料，進行非主題的輕鬆閒聊，以抒解壓力，讓整個社群除了理性的

結合外，更增添一層感性的色彩。 

【小結】  

社群建立教學檔案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可分為專業態度與知能的成

長、課程精熟及目標掌握的提高、省思與檢討能力的提昇、資料整理能力的精

進、學習動力與教學靈感的增加、專業責任的實現以及孤立心靈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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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者的省思 

整個研究是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的學習歷程，研究者抱持著學習者的心，試著從自己

在研究期間、實踐過程及學習心得的省思做一番詮釋。 

壹、 以開放的心胸學習他人的教學經驗 

研究者自我成長的強烈意願，固然是提昇教學成效的一大關鍵，但是，經由與一群

積極正向、而且專業、認真的研究夥伴共同研討，獲得不藏私、不做作的誠懇建議與指

教，才是支持個案教師不斷學習和自我要求的動力。 

現在小學中的教師大部分都還處於閉關自守的狀態，不願意放開自己的心胸，聽聽

外面不同的聲音。事實上，教室內千變萬化的突發狀況，教師不一定能以一人之力來應

付，而教師這種敝帚自珍的態度往往使自己陷入教學的桎梏中而不自知。因此，藉由學

習型社群的實施，讓自己打開心中的大門，接納更多的人進入自己的教學場域中，透過

與同儕間針對教學檔案的內容及自身所發生的教學問題進行開誠佈公的討論，讓自己、

夥伴教師與學生間以合作互助的方式一起成長與學習，相互吸收彼此的經驗以截長補

短，自己的教學才真正對學生有意義。 

貳、  教學觀念的改變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教學觀念、教師對於教學活動之間的銜接以及對教科書內容

的熟悉度，深切地影響其教學品質。在經過整個學期的研究之後，研究者覺得自己在這

方面的成長如下： 

一、課程不再是預先計劃好的教師備課用書內容，而是能以學生程度、需求及以生活

化的事例編纂產生，讓學生能將新的學習與舊的知識連結，使學生作有意義的學習。 

二、重視學生長遠能力及依個別需求的考量，配合學生的起點行為，逐步地加深加廣學

習的內容，澄清學生觀念，使學生對於新的學習內容能產生有意義的連結。 

三、在教學進行之前除了考量到各單元的教學目標之外，還能針對高雄市的特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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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四、運用多元的方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改「餵食」為「學生自行覓食」的教學方

式，促進學生學習成就的提昇。 

參、 自己的領導組織、溝通協調的能力獲得成長 

    檢視整個研究進行的過程，從剛開始共識的建立一直到後來教學檔案建構、討論會

議，研究者一直扮演著引導討論的角色，並試著從討論中明確釐清教學檔案的取捨。並

在教學設計的討論會議中，協調小組成員間不同的歧見，或是參與者的隱私問題，如研

究夥伴之間是否願意將自己的缺點暴露在他人眼前等。研究者仔細反省自己，發現研究

者在克服成員間的溝通障礙的部分十分得體，小組成員即使有意見不合之處，都能因研

究者居中協調而化解。 

肆、 以「教師即研究者」的信念不時勉勵自己 

誠如第三章所述，研究者在研究進行的過程中，扮演的既是參與者，也是觀察者的

角色。而隨著研究的不斷進行，研究者深深覺得，教師要有自覺，要能不斷的以具有批

判性的角度，有系統的反省自己，則必須體認到「教師本身即是研究者」的角色，才能

在即使研究告一段落，依然能不斷的成長。 

伍、  研究能力的提昇 

    設計研究對研究者來說很辛苦，尤其須持續地思考與發展研究設計，使其前後一致

且可行，這個過程須強迫自己一再檢視有關主題及研究的基本假設，讓自己的研究設計

做得更為清晰，研究才不會是一項令人擔憂或困難重重的難題，而大多數的事情，是當

你去做它時才能學得最好。走一遍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研究，釐清自己對社群

及教學檔案的理論與實務，有關行動研究步驟，也有了實際經驗和體認。 

綜合上述，為了讓教師能持續的學習成長，不為時代所淘汰，研究者認為教師應組

成教師社群，靠小組成員間的相互激勵，排除讓自己裹足不前的藉口，不斷的在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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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工作場域中進行行動研究，在不斷的問題解決過程中永續成長，找出自己的定位，

為自己的教學開啟另一扇窗。 

教育是一條如臨深淵，如履薄冰的路，教師在課程中的一句話，或師生互

動的一個小動作，往往對學生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在未來的教育路程中，

將持續運用教學檔案，進行自我教學檢視，以達專業成長的目的，更進而與同

儕分享相關的學習成果，共同追求團隊成長和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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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以研究者與目前服務學校內的四位教師形成一「學習型教

師社群」，透過對話、觀摩、省思等方式，探討國小學習型社群建立教學檔案

的歷程，並經由文件分析、深度訪談、參與觀察等方法蒐集資料且予以分析。

最主要係針對「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情形」、「影響學習型教師社群實際運

作的因素」、「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案內容」、「減輕教學檔案負

擔的作法」、及「學習型教師社群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等問題進行研究。 

本章共分為兩節，第一節係根據第四章的綜合歸納提出結論，並藉研究結果的啟示

於第二節中提出相關的建議，以做為教育實際應用以及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後續研究參

考。 

第一節  結論 

綜合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本研究可獲致以下結論，茲分述如下： 

壹、 學習型教師社群運作情形 

一、成員參與社群的動機和目的  

本研究的成員參與社群的動機和目的可歸結為期待獲得家長的肯定、增進

人際的互動以及體認到教師比學生更需要成長。 

二、社群運作的歷程  

(一 )預備研究階段：籌組社群、試行聚會、確立研究方向。  

(二 )正式研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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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相聚的發現：  

活動初期呈現一些現象，主要有：討論焦點難聚焦、夥伴參與不夠積極、

發覺學科知識不足、延用傳統的教學策略，教學以完成進度為導向。  

2. 成長與精進的策略  

為增進團體成員的凝聚力、討論的深度、教學的效能、熟練教學資源與媒體的應用，

團體行動中逐漸形成的一些策略：統合共同的需求、核心問題的深入探討、提供解決問

題的機制以及責任分工。 

(三 )整合階段  

此階段主要是回饋性活動，包涵彙整各項資料、成果與省思的分享。  

貳、 影響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的因素 

一、促進的因素  

促使社群持續且順利運作的因素為主題符合需求、多元的補充資料、有督

促的力量、不增加額外的負擔、對教育有共同的信念和熱忱、教師間的合作與

互動、尋求外界的肯定等。 

二、限制的因素  

社群教師遭遇的困難有時間不足、難有跨年段共同的研討時間、教學環境

有許多變數，使計畫趕不上變化、評量有太多面向難全面顧及、檔案重複使用

性不高、需要行政的適時適量支援，以及教師的雜項工作太多、批判性不足等。 

參、 教學檔案經驗分享主題 

為符應不同的目的，教學檔案的量表也有所不同，但多數不脫離個人專業

素養、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度

等。本研究因為以社會學習領域為範疇，便將其研究的課題聚焦於課程設計與

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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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與教學  

(一)展示課程設計能力 

課程設計並非單是教學前擬定即可，計畫是死的，而人與環境是不斷變動

的，教師應在教學進行中，發掘問題，尋求解決方案，不斷省思每個環節，以

精進教學。 

(二)研擬適切的教學計畫 

應規劃適切的學習教材、教學資源和教學活動。以社會學習領域而言，可

運用網路教學(互動式網頁尤佳)、簡報教學、說故事教學、校外教學、專家學

者至校教學等，在教學檔案中呈現多元的教學方法，也顯示教師對教學的熱忱。 

(三)善用評量方式與結果 

規 劃 適 切 的 學 習 評 量 方 式 與 工 具 方 面 ， 除 了 傳 統 的 筆 試 之 外 ， 也 應 有 作

業、上課表現、討論情形等，教師可將評量項目製成表格，將學生的發表、討

論情形登記下來，有一個量化的紀錄。針對文化刺激較不足的學生，其需要實

作的作業也可給予不同的評分標準。 

評量結果運用於調整教學方面，教師應告知學生評量標準，學生有具體目

票後，較有方向、目標，也較易達到評量的效果。而在評量後，分析評量的結

果，並告知家長，也可讓家長瞭解學生學習狀況，並協助輔導。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  

訂定合理的班級規範獎懲規定，不僅關係到教學進度，也影響到整體的班

級氣氛，更能讓學生在最適合的學習環境，達到教師的教學目的。班級經營應

軟硬兼施、隨機教育。 

佈置或安排適當的學習環境也屬班級經營的一環，研究夥伴對於排排坐或

分組坐，則各有看法。 

肆、 減輕教學檔案製作負擔的具體作法 

減輕教學檔案製作負擔的具體作法有：(一)隨手製作，並將建立檔案的時

間拉長；(二)用心製作，長遠使用；(三)豐富教學，資料自然精彩；(四)資源

分享與經驗傳承；(五)檔案內容取其精華，以質取勝；(六)工欲善其事，必先

利其器。 



 130

伍、 社群建立教學檔案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社 群 建 立 教 學 檔 案 對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的 影 響 有 ：(一)專 業 態 度 與 知 能 的 成

長；(二)課程精熟與目標掌握的提高；(三)省思與檢討能力的提昇；(四)資料

整理能力的精進；(五)學習動力與教學靈感的增加；(六)專業責任的實現；(七)

孤立心靈的突破。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上一節研究結論，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俾供國小教師、教育行

政單位及未來進一步研究者的參考。 

壹、 對國小教師的建議 

一、加註省思的教學檔案更有意義  

「省思」乃是教學檔案的靈魂，缺之省思的教學檔案，只是一堆文件的堆砌。透過

教學札記或是教學檔案的回顧，正可以促進教學者思考教學行為，並使教學者改善並表

現有意圖的教學行動。是故藉由教學省思，是一有效發覺自己教學行為的方法，而反省

所得也可做為改進教學的依據，並進而提昇自我在教學情境的知識、學科內容的知識、

教學法的知識，以對不同差異的學生需求提供有意義的學習。因此研究者建議所有教師

應在每項檔案中加註省思，並配合進修掌握教學新知，轉化為實際行動，增進教學專業

的成長。 

二、教師應經常互相觀摩教學檔案，以同儕對話提昇檔案品質  

從此次研究發現，教師若能和同儕定期或不定期進行專業對話，與他人互

動，則定期的討論可以增進彼此的專業成長，對話內容可以針對檔案所呈現的

項目或討論教師的作品、學生作品等，將有助於提昇檔案的品質。若透過團隊

的方式，共同來發展團隊的歷程檔案，則可以減輕個人單打獨鬥的負擔。  

「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教師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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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領域孤立，是很不利的，教師將教學歷程、教學成果與教學可能遭遇的困境

加以紀錄，在日後成為教師自我反省時的依據。透過檔案觀摩過程中，教師看看別人，

想想自己，從別人檔案中發現優缺點，做為自己改進的參考。檔案資料，如同一面明鏡，

看到自己，也看到別人，成為教師自我反省的重要憑據。 

三、號召志同道合教師，組成教師社群，塑造教師討論文化 

在資訊科技時代中的教師，不能、也不可再單打獨鬥，主動組成或參與教師社群，

在平等、開放的言談情境中，建立專業對話的機制，塑造教師討論文化，是現代教師應

有的體認。因為，它不管是對於精進教學或提昇專業能力及建立專業形象，都將有正面

的助益和意義。 

不過，在現實環境中，一開始可能會遭遇困難與阻力，可由較有資歷或經驗的教師

以開放、平等的積極態度，主動號召志同道合的同仁自組社群，從「志願者先行」的角

度切入。而在運作模式方面則可兼顧定期的正式聚會及聯絡感情的非正式聚會，除知性

的分享、對話之外，也兼顧感性的促進相互的關懷和情誼。 

貳、 對教育行政及學校行政規劃政策的建議 

一、教師進修時間宜增加彈性  

現階段教師社群能開會的時間較少，雖然可以利用共同的空堂時間來進行會議，但

對於重要之議題仍需較長之時間研討，才能獲得完善的規劃，教師社群則少有較長時段

研討議題。以個案學校中的老師而言，只有一至四年級教師可以用星期五下午較長的時

間，而五、六年級教師則完全找不到共同又較長的空堂課，此狀況亦是教師社群難有跨

學年的組合因素之一。 

國小的週三下午教師進修時間，已被多種類的進修活動佔滿，如課程研習、民防演

習、性別平等教育研習、生命教育研習等，原則上的確是一番美意，畢竟教師專業的發

展，應該是一種持續漸進的歷程，但過多種類的研習極易形成囫圇吞棗的局面，不如每

位教師選擇單一有興趣的領域或主題，做較深入的探索研究。是故學期當中宜多增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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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團隊及學習領域小組的研討時間，甚至是能留幾週時間讓教師自行安排，透過正式的

研討及非正式的活動，增加教師間的情感，則教師社群能多些時間討論、交流，成員的

共識便較易達成，如此一來，成員間的默契增加，教學社群推展事務的成效必定事半功

倍。 

二、鼓勵成立成長團體或教學研究工作坊，進行教學革新的行動研究  

本研究社群的教學檔案，主要是針對三年級下學期的社會學習領域進行探討，因為

匯聚多人的智慧，每個人提出不同的教學經驗與創思，透過不斷的專業對話與檢討，才

使得教學設計與實務得以順利進行，也因此發現教師社群的活動，對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是一有效且可行的途徑。而在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教師進修逐漸由注重個人導向的發

展模式，趨向注重學校本位的進修活動；亦即需要喚醒教師的主動性，鼓勵教師發展與

成長，使得教師能不斷的自我學習以改進教學。而其方式則可以是學習團隊或成長團

體、專家與教師協同合作研究等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教師身為教學實際的工作者，對於課程教學的相關問題、困難以及成效，是最為清

楚的人，在學校脈絡裡，由教師著手研究，必定比外來的學者專家更能深切瞭解問題核

心。教師經由教室情境當中的「行動研究」瞭解教學實務問題，進而發展其教育專業理

解與教學專業技能，才能真正落實所謂「教師即研究者」的教育改革理念。 

三、提供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的誘因  

傳統的行政作為就是獎勵與懲罰，而在推動任何措施時，獎勵往往比懲罰更為可

行。製作教學檔案要秏費教師不少精力，如果能提供更多的誘因，例如口頭表揚、記功

嘉獎、榮譽頭銜……等，讓許多教師能願意加入製作教學檔案的行列，這可以使得教學

檔案的推動更為可行。 

此外，教學檔案的製作的非常耗費時間的，建議可採數年循環的方式，好教師是個

不易改變的特質，因此對於過去評鑑結果良好的教師，可以隔數年再進行評鑑。另外，

也可以限制教學檔案的大小，例如以一本活頁夾為限，或限制頁數，以減少教師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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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的建議  

(一)針對不同的教師社群探討 

由於本研究只針對社群個案進行探討，無法將得到的結論進行廣大的推論，故研究

者建議對本研究有興趣之研究人員，對於不同性質的學校，進行相關議題的比較研究，

例如大型與小型的小學或是都市與鄉村學校之比較研究，透過不同個案的累積，應能取

得不同類型學校在社群之運作現況與困境，以作為推動教師社群的學校或教師之參考。 

再者，本研究只針對研究者親自參與之學年教師社群做進一步的論述，若行有餘

力，也能針對不同年級的教師社群進行深度探討，以求能對個案學校之各個社群進行更

深入的分析，並給予各年級老師更具體的建議。 

(二)研究的領域更多元 

本研究僅以一個學校為研究的對象，更將焦點集中在三年級社會學習領域上，因此

研究者建議可以讓參與研究的領域更多元，不僅只以單一領域為主，可以加入其他領

域，進行各領域主題式教學檔案的探討。 

二、研究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參與觀察、深度訪談等的研究方法來進行資料的蒐集，但在

量化資料的取得，仍不能全面性的調查，因此如能有量化之問卷之輔佐，必能使研究更

趨於真實和周延。未來之研究若能質、量方法並重，必定更能深入探討教學檔案與教師

社群的領域。 

三、研究範圍的建議  

從教育改革趨勢而言，「參與教師社群」來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推行

「教學檔案」都是現今值得探討的議題。研究者將這兩大議題交錯研究，再經

過論文的詮釋，發現利用量大議題敘寫研究結果，不但範圍過大，焦點也多，

反而不容易針對重點陳述。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可利用教師社群再去發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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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議題，或是研發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之方法，但是只要針對一個焦點做研

究即可。而在教學檔案方面則可針對建立教學檔案持「反對」看法的對象作深

入的研究，探討反對建立教學檔案的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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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大綱 

一、關於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 

（一）您參加的動機為何？ 

（二）您對參加教學社群有什麼目的或期望？ 

（三）您對教師社群的方式或活動有什麼看法? 

（四）您認為影響參與社群運作的因素有哪些？ 

 

二、關於主題式教學檔案的建立 

（一）您認為建立教學檔案的功用為何？ 

（二）您認為建立教學檔案的過程中有何限制？ 

（三）您對於減輕建立教學檔案的負擔，有何具體作法？ 

（四）您認為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案應著重哪些層面？ 

（五）您認為「教學檔案」和「主題式教學檔案」各有何優缺點？ 

（六）您在教學檔案建立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或最有幫助的事件為何? 

 

三、關於教師自我的專業成長 

（一）在參加社群，完成教學檔案後，您最引以自豪的轉變是什麼?為什麼？ 

（二）在參加社群，完成教學檔案後，您發現自己的教學有哪些特質？哪些優缺點？ 

（三）參與教師社群對於你的專業發展或教學實際有什麼助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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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學習型教師社群書面邀請函 

研究夥伴們：  

真的很感謝您們願意參加這一個「學習型教師社群」,讓我的研究得以順

利進行。將來在社群的討論與分享中,可能還要多多借重您的經驗。因為日前

邀請老師們做為研究夥伴時,都是利用簡短的時間，很迅速地說明我的研究方

式,因此想在我們小組正式運作之前,先以書面傳達一下關於這個研究的動

機、方式、以及一些理念等,或許能讓您對這個小組以及所要進行的研究有較

清晰的概念,請您抽空了解一下。 

一、論文題目：  
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學檔案之研究—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 

二、研究動機： 

教師在課務繁忙之際無多餘時間進行有關教學上的討論與經驗交流，基於

教師專業成長的必要性，以及教學檔案已成一股不可擋的潮流下，我亟思結合

服務學校的現職教師組成學習型教社群，進行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

案，企圖在實際的運作中透視教師自我成長的軌跡。 

三、研究目的： 

(一)探討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情形。 

(二)探討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歷程中，影響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實際運作的因

素。 

(三)探討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的教學檔案內容。 

(四)探討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減輕建立教學檔案負擔的作法。 

(五)探討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在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之後，對於教師自我的專

業成長前後改變情形。 

四、研究性質和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訪談、參與觀察、文件分析為研究方法，並以錄音、

攝影、現場記錄和省思札記等為資料蒐集的主要來源，透過理論與實務的結

合，來檢視「學習型教師社群的運作」及「建立主題式教學檔案」兩個重點。 

五、研究對象: 

您們是我的研究對象，而我們也是研究夥伴。社群中的每位成員是互相學

習的，地位是平等、受尊重的。 

 

六、研究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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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研究中,我的角色可能是「活動規劃者」、「參與者」、「觀察者」、

「訪問者」。在開始時可能會較主動，做引發老師們討論、參與的媒介，但一

段時間後，可能漸漸退為低參與的觀察者。要特別說明的是，我在這個小組中,

是要學習的,並不是「指導者」。我希望透過同儕回饋、合作學習，在我們的

專業領域上，彼此都能有所成長！ 

 

七、社群進行的方式： 

我的研究所採用的張新仁教授等人編製的「中小學教師教學檔案評量

表」，主題教材為康軒出版社之三年級下學期社會領域，本社群所欲探討的重

點為「課程教學設計省思」、「學生學習成果評量」、「班級經營與輔導」。 

(一)團體討論: 每一或兩週的星期五下午13：30－15：30於三年一班聚會討論。 

(二)個別訪談(時間個別另議) 

(三)教室教學觀察(時間個別另議)  

(四)文件分析：希望每個夥伴都寫省思札記，隨時將所思、所感、所得紀錄下

來，以便為我們的努力過程留下痕跡。 

(五)教學檔案文件 

(六)閱讀或研習資料的分享。 

 

八、研究進行的方式（我要做的）： 

(一)維持學習型社群的運作。 

(二)訪談：對研究夥伴進行個別訪談。 

(三)教學觀察：進入教室觀察教學。 

(四)文件分析：就團體討論內容、省思札記、教學檔案等文件資料進行分析。 

(五)取得研究夥伴的同意，在研究過程中，採用錄影、錄音方式協助記錄的完

整，希望夥伴們不要介意。 

(六)研究報告的撰寫，基於研究倫理和個人隱私，對於校名、老師名，均以假

名代替，每次訪談後的逐字稿和論文內容發表之前，亦會徵得您的校對和

同意，請放心。 

 

謝謝您費心看過,也許有些地方寫得不清楚，他日可隨時提出討論。將來

要麻煩您們的可能還很多,但若有任何需要我幫忙的,也請不吝開口。原則上希

望我們的社群活動能在下週就開始,有任何建議或疑慮,請都讓我知道，好嗎？

（如考慮退出）每次來請記得帶教學檔案、三下的社會備課用書。最後謹祝 

教安 

怡萱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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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參與研究同意書 

 

我是__________，經研究人員詳細說明研究目的及性質，已經明白

這個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我同意參加「國小學習型教師社群建立教

學檔案之研究—以社會學習領域為主題」一研究方案。我知道這是

一項純學術研究，對我個人自身之利益不會有任何損害，研究人員

允諾對研究的內容保密，不在任何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中揭露我的

姓名及可以分辨我的身分的資料，並且以化名或匿名的方式來處理

研究資料，而且研究資料的內容必須經過我的確認。同時為了方便

研究人員紀錄及整理資料，我同意在研究中使用錄音、錄影、拍照

的方式做紀錄。研究的報告經過我的檢核後，我同意研究者可以以

其他的方式出版。 

研究參與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研 究 者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九十六 年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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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班級教學觀察紀錄 

中小學教師班級教學觀察表 

      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編製 2006.7.23.修訂  
教師姓名：           科目、任教單元名稱：            觀察日期：  年  月  日 

評量 
層

面 

評 鑑 標 準 評 鑑 項 目 文 字 敘 述 
優\

良 

滿 

意 

待 

改 

進 

不

適

用

A-3-1 充 分 掌 握 單 元 的 教 材 內 容      
A-3-2 有 效 連 結 學 生 相 關新舊知識      

A-3 

精 熟 學 科 單 元 知

識  A-3-3 結 合 學 生 的生活經驗      

 

    
A-4-1 說 出單元的學習目標或重點      
A-4-2 有 組 織 條 理 呈 現 教 材 內 容      
A-4-3 依據不同性質教材有效呈現重點 

□A-4-3-1 概念或原則教學能多方舉例講解 

□A-4-3-2 能以組織和意義化的方式呈現事實或聯結性教材 

□A-4-3-3 技能教學注重示範步驟、模仿和練習＊  

□A-4-3-4 澄清迷思概念或價值觀，引導學生正確概念＊  

□A-4-3-5 設計學習情境啟發學生思考＊  

      （進行小組討論、小組發表） 

    

A-4-4 提 供 適 當 的 練 習 以 熟 練 學 習 內 容      

A-4 

清 楚 呈 現 教 材 內

容  

A-4-5 適 時 歸 納 總 結 學 習 的 重 點 

 

    
A-5-1 引 發 並 維 持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A-5-2 善 於 變 化 教 學 活 動 或 教 學 策 略      
A-5-3 教 學 活 動 的 轉 換 與 銜 接 能 順 暢 進 行      
A-5-4 善 用 各 種 問 答 技 巧  
（如提問、候答、傾聽、澄清、提示、回應、兼顧
不同層次問題、兼顧高低成就學生的反應） 

    

A-5-5 適 時 檢 視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形  

（包括口頭或紙筆方式）  

    

A-5-6 有 效 使 用 網 路 和 教 學 媒 體    
（含教具、圖片、補充材料、網路資源； 

宜大小適中、符合需求、內容正確）  

    

A-5-7 有 效 運 用 社 區 資 源 於 教 學 ＊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5 

運用有效教學方

法  

A-5-8 根 據 學 生 個 別 差 異 調 整 教 學 ＊  
（含個人或小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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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層

面 
評鑑規準 評 鑑 項 目 文 字 敘 述

優\

良 

滿 

意 

待 

改 

進 

不 

適

用

A-6-1 依 據 實 際 需 要 選 擇 適 當 的 評 量 方 法  
（小考或家庭作業）  

    A-6 

善用學習評量方 

法與結果  
A-6-3 依 據 學 生 評 量 結 果 調 整 及 改 善 教 學 ＊  

 

    

A-7-1 板 書 正 確 、 工 整 有 條 理  
（文字、符號、圖形） 

（筆順、簡體字、字體大小）  

    

A-7-2 口 語 清 晰 正 確 、 音 量 適 中      
A-7-3 適 當 運 用 肢 體 語 言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7 

應用良好溝通技

巧 

 
A-7-4 教 師 的 眼 神 或 教 室 走 動 能 關 照 多 數 學 生  

 

    

B-1-2 教 室 秩 序 常 規 良 好      
B-1-3 妥 善 運 用 獎 懲 技 巧      

B-1 

建 立 有 助 於 學 習

的班級常規  B-1-4 妥 善 處 理 學 生 的 不 當 行 為      

（如打瞌睡、偷吃東西、聊天、傳紙條、吵鬧、打架、

作弊、走動、搶答等）  

    

B-2-2 佈 置 或 安 排 適 當 的 學 習 環 境      

B-2-3 師 生 互 動 良 好      

B-2-4 學 生 能 專 注 於 學 習      

B-2-5 教 師 展 現 教 學 熱 忱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 

學習氣氛  

B-2-6 有 效 掌 控 教 學 節 奏 和 時 間      
（包括教學過程和結尾） 

 

    

※ -1 實 驗 器 材 或 實 作 材 料 準 備 周 延      
※ -2 實 驗 或 實 作 內 容 講 解 清 楚  

（包括安全守則講解） 

    

※ -3 確 實 掌 握 實 驗 流 程 或 實 作 步 驟  

（含實驗器材操作正確）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 有 效 引 導實驗 

或實作活動 

(可 依 特 定 領 域

教 學 或 教 材 性 質

需 求，增 刪 評 鑑 項

目 ) 

 

※ -4 引 導 學 生 正 確 蒐 集 數 據 或 資 料  

 

    

※  可根據特定學科教學行為需求，另行增列評鑑規準向度和評鑑項目，作彈性組合  

   自評簽名：                                    觀察人員簽名：  



 153

附錄五 團體討論紀錄(節錄) 

日期：96 年 3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13 時 30 分－15 時 30 分  

地點：教學研究室 

出席人員：研究者(研)、小佳老師(佳)、小晶老師(晶)、小慧老師(慧)、小玉

老師(玉) 

(上略) 

研：大家對社會領域的評量方式，有什麼看法？ 

佳：月考採紙筆測驗是一定要的啦，因為別的學年都有考，而且如果月考沒有

考社會的紙筆測驗，有些家長一定以為「三年級居然沒考社會」。 

晶：對啊!很多家長都是考試前一個星期，才督促孩子複習功課的，包括我，我自首(吐

舌頭)。像上學期啊，我一年級的兒子，他們班上有一個注音符號過關評量，因為

要很多人力、物力、時間，他們導師請我幫忙，啊我是家長又是同事，當然這個忙

鐵定要幫。但不可能常常用過關評量吧！太累人了，且不符經濟效益，只能偶爾為

之。 

玉：你覺得有必要嗎？ 

晶：還好，可是可以評量的東西太多了！那種很細微的東西也可以評量。只是

像過關評量這種東西，一學期或一學年玩一次就夠，對。 

玉：多元評量因為它又不是紙筆測驗要去評的東西，那當然要多方去收集。那

要怎樣去評他，好像也不容易耶！真正他學到的東西，有那麼容易評量得

到嗎？像是作業上所寫的和他實際的行為，非常有可能不一樣哪！隨便舉

一題來說好了，你問小朋友，見到鄰居是不是要問好？如果是考卷上的是

非題，他一定寫O，除非他根本沒看題目，但如要你在課堂上用口頭問，

可能會有一半的人承認他沒在和鄰居打招呼的，說不定有的根本從來就沒

在和鄰居打交道的。那像他認不認真，上課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在問問題

也是學習態度，跟社會領域的能力指標有對應到嗎？我覺得有點難耶！應

該很好，可是不知道有沒有人發展出這樣東西很好評量的？ 

研：所以雖然你覺得多元評量很好，但目前沒有確實去做！ 

玉：是比較少。還是把重點放在筆試和作業上。 

佳：那上課態度有算嗎？ 

玉：還是有啦!只是我大概會打個印象分數，我沒有像有的老師會把每個小朋

友答了幾個問題、問了幾個問題，通通都登記下來，我覺得那樣太累了，

搞得老師和學生都很緊張，上課都一直在想加分扣分的事。 

晶：不過如果把回答或發表的次數記錄下來，的確是比較「有所本」啦!(笑聲)

我們應該把學生上課表現、討論情形等也都列為平時評量的一部份，把它

弄成表格來紀錄。 這樣比較有量化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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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有些學習單需要上網查資料或家長協助，很多家庭文化背景不利的學生你

們都是怎麼辦的？ 

佳：我們班就好幾個常不寫功課的。 

晶：其實這些小孩子，可以用他上課的表現作評量。因為他回去就是缺乏那方

面的資源，但是他上課有努力，我覺得可以把那些分數彌補過來。 

佳：所以學習單內容，最好大部分是學生可以獨力完成的，所以沒有寫、沒有

交是他自己本身的問題較大，不是家長問題。家長簽不簽名，也只是參考

而已。 

玉：很多家長也只有簽名，沒在看的。 

研、佳：沒錯啊! 

慧：不要太寄望家長，如果國語、數學他都不管了，還會管到社會來嗎? 

研：除了作業、學習單外，還有表演啊！發表啊！自評互評或其他的，你們有

沒有做過？ 

晶：我的自然課是常在做，而且是很常。如果有實驗的話，一定都會叫他們報

告。 

玉：發表是一定有的啦！不是每學期至少都要有那個學校本位課程的發表嗎?

我們去年，還整個學年的學生帶都帶去禮堂發表。但是效果不是很好，太

熱了，學生有點浮躁。 

晶：想也是，又不能開冷氣。(苦笑) 

慧：我們班是很喜歡表演，可是有時候上台就是二個人拉一拉弄一弄就下來

了，我根本都還搞不清楚他們在幹嘛。而且他們很喜歡演得很誇張，根本

不可能會那樣。所以好像都是在搞笑，如果用這個來評分，很難。而且他

那樣子演，不代表他真的會那樣想、那麼做，不能從演戲內容去評他的想

法吧！頂多是他很有表演天分，不然就是上課的參與度高。 

晶：我不喜歡用演戲的，如果是臨時叫的，就是亂演一通；如果是要比較正式

的，就得經過排演，甚至要道具、服裝，哪有這麼多時間？ 

慧：沒錯啊！所以我們就是都用臨時表演的。我都是用在價值澄清的。 

研：那如果要用演戯，來看看可以用在哪一單元? 

(大家翻課本、備課用書) 

慧：也許可以用到第二單元的第一小課。你看嘛，這是在講家鄉的故事，這裡

有講到歷史的保存，裡面就有講到幫助我們了解家鄉的歷史，可以從器

物、歌謠或一些口耳相傳的故事，那就可以演他們所找到的故事了啊！要

不然也可以請他們表演如何愛惜家鄉的文物，或是說對於這些故事、文

物，應該有怎麼樣的態度。 

晶：也許我可以考慮要不要試試看。但目前我還不是很想。 

(餘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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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個別訪談紀錄(節錄) 

日期：96 年 3 月 1 日(四)  時間：8 時 50 分－9 時 30 分  

地點：圖書室            受訪者：小玉老師 

(上略) 

研：談談妳參與學習型教師社群的動機為何？有什麼期望？ 

玉：會想參加是因為比如說在這一兩年我有碰到一些家長對我教學的質疑啦，

(思考一下)因為我覺得在我們學校的家長很多對老師的肯定都是看成績而

已，他們會去比較哪班作業較多，哪班月考幾個一百，幾個九十幾。但是

我不以為然，我覺得不能用這樣比。(思考一下)而且我如果有時不合他們

的意，他們有的會說，哎呀!陳老師妳就是太年輕了!真的讓我聽了很不是

滋味。不過很多家長都是這樣子，給我很挫折。(思考一下)我就覺得大家

都比我有經驗，我就把我的檔案拿出來，教學拿出來，攤在你們的面前，

接受大家的檢定啦，看看到底我的缺點在哪裡，到底是我的一些方法是不

是真的對學生的學習有所幫助。我想如果我參與社群來製作教學檔案，比

較能夠將問題提出來與同儕老師一起討論、研究和分享。在這之前，我會

覺得班級是自己的，我不好意思拿班級的事情去煩人家；那現在起，我們

彼此對話的時間增多了，便可以常常做意見交流。 

研：在你和別人分享經驗時，如果你發現別人的經驗的確是豐富的，你會感受

到有壓力嗎？  

玉：壓力！就是應該要有壓力啊！雖然有的老師的教學方式很特別，但是，我

會斟酌自己和班上學生的情況、能力啊去學習，不一定照單全收！我可以

從這麼多的經驗中選取我喜歡的啦！適合我的啦！不過教學檔案的分享

不應該有所謂的好與壞。倒是在互動中，可以增進同事間的友誼、感情。

平時大家也很少有機會聚在一起，有這樣子的社群，每個人都會有成長的。 

研：那妳認為怎樣的運作方式和活動內容是比較好的呢？ 

玉：最好列入教師進修時間或學年會議，給大家有省思的機會。如果要細水長

流的話，嗯！我覺得三、四個志同道合的同事，然後安排固定的一、二個

小時來進行，當然，每次要有內容或用輪流的方式提出某一個主題來討論

交流，例如班級經營的方式。（嗯哼）一般的教師認為多一事不如少一事，

所以，運作方式和討論內容，最好成員討論取得共識，有興趣才好啊！ 

研：你認為活動內容會不會影響成員的向心力或團隊持續的運作呢？ 

玉：當然會囉！如果內容我不感興趣，事不關己，就不會全心全力投入。不過，

既然是分享經驗嘛！也可以吸取別人的想法啊！應該說是看老師本身的

心態吧！至於教學檔案要探討什麼，(思考一下)其實範圍很廣，光一個班

級經營就很多了！（嗯哼）這個要和成員老師一起去訂定共同興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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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你認為會影響團隊運作的因素有哪些呢？ 

玉：（停頓一下）研究時間嘛！（嗯！）還要看學校行政支不支持啊！其他還

有經費，沒有錢好像很難做事情，對呀！還有剛才我有提到教師參加團隊

的心態和討論的主題。（嗯哼）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老師不加入不一定是

排斥它，可能是陌生或他覺得在研定主題方面專業知識不夠，沒有辦法和

其他人分享、溝通。如果是由學校半強迫來組成，譬如要發展學校特色啦！

老師感受到壓力，也會影響運作順不順利或交流的方式。（嗯哼）！ 

研：剛才你提到專業知識不夠是什麼意思呢？ 

玉：譬如要進行親師合作討論，他個人先備知識或經驗不足，在溝通分享的時

候，可能不知道要說些什麼，造成不清楚、障礙。（嗯哼）當然，沒有人

什麼知識天生都會的，所以，最好在進行研究前，大家互相找一些資料來

閱讀，充實一下，這樣子才會有焦點有成長。另外，嗯！我覺得團隊的互

動氣氛啊！感情啊！也很重要，讓成員感到輕鬆有趣又沒有壓力、不恐

懼，自然這個研究就會有意義。（笑） 

研：現在都強調協同合作的精神，你認為對專業成長或教學上有什麼衝擊呢？ 

玉：（思考一下）嗯！每位老師都有某方面的專長和教學特色，透過協同合作，

一來減輕負擔，二來累積經驗啊！使自己漸入佳境，提昇教學效果嘛。有

省思就會發現一些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盲點，釐清一些觀念。和以前在大學

學的會感受不同，所以，在專業知能的拓展上是會有成長的，總不會一直

使用職前教育老師教給我們的那些方式吧！（嗯哼）  

研：談談你對於教學檔案的功用的看法？ 

玉：嗯！我覺得功用是多面向，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給老師一個反思的機會，促

進自己教學更順暢。把自己的教學成果保留下來和別人分享一些教學理念

啊！策略啊！還可以應付學校評鑑、行政上的需求，也是功用之一。教學

檔案的建立，它的本意其實是一個輔助工具，協助老師對他的教學做一個

省思。 

研：你認為從檔案文件內容可以看出教師他的教學理念、特色或態度嗎？ 

玉：當然可以啦！從這些文件裡頭去檢視，是可以約略看出他的思路、專長取

向，這也表示他對於建立教學檔案有一定的技巧和認知，可以看出他的教

學脈絡和特質。 

研：請你描述一下建立教學檔案的限制有哪些呢？ 

玉：（思考一下）嗯！可能是老師莫名的抗拒，他認為多一項負擔，這個想法

是一個迷失。其實，教學檔案不僅是保存資料，東西累積下來建檔，那每

學期要重覆做的，就可以再拿出來檢視修正，事半功倍，可以減少許多時

間，（嗯哼）對長遠的教學來說是有幫助的，不是一種額外的工作。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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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如果把它拿出做教師評鑑，那可能有失公平性，會產生一些問題，

譬如說誰來評鑑啦！評鑑的標準啦！這些是用來評鑑上的限制。（嗯哼） 

研：你如何去看一本好的教學檔案呢？ 

玉：有些教學檔案非常重是表面效度，看起來美美的。可是，內容很空洞，也

看不出有系統性，每個人的風格不同，他整理出來的檔案是多樣的，只能

客觀標準去看去細分，最好有註明教學後的省思，這才有意義。 

研：你認為有什麼方法可以減輕老師做教學檔案的負擔？ 

玉：嗯！其實協同合作每位老師就專長去分配，譬如說班級經營就有很多可以

設計的，可以由某位老師來負責給家長的一封信，然後各班再針對實際情

況去做修改，這樣子可能比起單打獨鬥好多了。（停頓一下）雖然，文件

內容上是大同小異，可是實施後的省思和分類編排建檔就不一樣風格了。

（嗯哼）再建立的過程是可以合作的，不管是和同學年的老師或不同學年

的都可以。  

研：像這樣以教學檔案資源分享為主的團隊，對專業成長的衝擊你有何看法？ 

玉：透過對話、省思和分享，對於老師的專業成長和教學成效的提昇是有某種

程度上的幫助，這是一定要的啦！教學檔案其實在國內職前教育的時候比

較少接觸過，在國外好像比較重視。後來因應甄試、評鑑方式的改變，它

才變為重要的一環，也是在職場的老師需要建立的檔案，如果透過團隊上

去推展，嗯！應該可以破除一些迷失，找到教學檔案的真義，不是要添麻

煩或放一大堆資料。教學檔案是一種有系統的、有目的、長時間老師累積

多面向的教學成果，可以藉由這個檔案自己做省思，也可以和其他老師分

享，我蠻肯定它對老師專業成長是有幫助的。  
(餘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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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研究者省思札記 

日期  96 年 3 月 14 日  記  錄  者 研究者  
問題情境  

上課鐘響完，大部分班上同學如往常一樣，開始實行靜坐，幾個學生不

僅姍姍來遲，還伴隨著叫罵聲，破壞了準備上課的氣氛。「嘎肢窩，明明抓

到你了，還耍賴」「又沒有，我先喊三字經了」「沒有，我看到他先抓到你了」

「哪是啊！？」……「通通嘴巴閉上，不然通通打叉」幾個人雖然明顯心不

甘情不願的，但終究坐了下來。所以我也就開始上課，沒想到「嘎肢窩」此

時卻自言自語，「以後不跟你們玩了，r！」其音量雖非高分貝，但全班聽

得淸清楚楚。當下，著實讓我很生氣，所以，我便斥責：「嘎肢窩，你夠了

沒？下課玩到吵架，不然你們幾個以後都不要下課好了 !」這時，全班哄堂

大笑，更讓我惱火，又訓了全班幾句。而整節課，「嘎肢窩」雖然都不再說

話，卻始終擺著臭臉。  
下課後，我問班長和副班長，大家到底在笑什麼，他們告訴我，黃同學

非常不喜歡人家叫他「嘎肢窩」。我很驚訝，因為我常常聽到同學這樣叫他，

我不知道他很排斥這個綽號，聽久了，我在當時也順口說出，卻因此讓他受

窘。  
了解之後，我請黃同學過來，先勸導他要和同學好好相處，並控制自己

的脾氣，不可駡髒話，最後我也針對綽號的事跟他道歉。上課時，我也向全

班說明，若有人不喜歡別人幫他亂取的綽號，要尊重他人的感受，馬上停止。

省思：  
我想，每個人心裡都有一些不願讓別人碰觸的點。小三階段孩子已愈來

愈在乎別人的看法，對於一些可能會引起他們困難，甚至是影響自我概念的

事件，老師應該更謹言慎行，以避免傷其自尊。這事件讓我更注意老師的角

色，不該使學生陷入窘境才是；另外，人非聖賢，孰能無過，老師既然有過

失，也應道歉，別讓孩子的心理留下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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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研究夥伴省思札記 

焦點話題：班級經營 

記錄日期  96 年 4 月 17 日  記  錄  者 小慧老  師  

說 

明 

或 

問 

題 

分組討論前一再叮嚀孩子應該控制自己的音量，切勿吵到別組，甚至別

班。但小朋友的記性似乎奇差，全班維持小聲討論的時間，約莫三分鐘。

經我警告後，又大約只再維持五分鐘的低音量。 

我知道既然是討論，當然有聲音，我並非對此方面十方嚴苛的老師，但

我覺得他們的聲音大到可能隔壁班會來抗議的地步了，於是我以高分貝

喝斥。 

省思- - -想說的話： 

遏止學生行為時，讓學生感受到的是提醒而非懲罰，才能自然漸進的讓

遵守常規內化為學生的習慣。 

當下面臨混亂時，個人想到的是：情境必須出其不意的倏然逆轉，才有

可能收效。於是，我突然來個高分貝喝斥，療效奇佳，吵雜聲瞬然而止！這

如同佛家某些禪修師父的指導要訣，所謂棒喝的方法。 

不過此道只能偶而為之，不可常用。輕易運用的結果，此法必定壽終正

寢。同時，要能讓小朋友感覺到這不是在懲罰，而是強烈的提醒，才不會造

成心理傷害。動靜分明，因時地而調整言行，向來在小朋友的觀念中，仍未

被妥善的耕耘，老師也只能不厭其煩，再三叮嚀，才能讓他們內化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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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夥伴省思札記(2) 

                        姓名：              

親愛的老師： 

製作教學檔案的歷程中，是不是有些收穫呢？期望您能透過這些問題，

寫出這學期參加成長團體帶給您的感受，謝謝！ 

1. 回顧這學期的成長團體聚會，請寫出您的收穫： 

 

 

 

 

2. 回顧這學期的成長團體聚會，請寫出您在製作教學檔案的過程中對日常

教學的影響： 

 

 

3.回顧這學期的成長團體聚會，請寫出您有什麼建議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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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中小學教師教學檔案評量表 

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編製 2006.7.15.修訂  
教師姓名：               任教學校/年級:                   

任教科目:                                      

※各評量項目，可於□勾選，以方便檢核。 

層  面  評  鑑  標  準  / 項  目  說       明  
優  

良  

滿  

意  

待  

改  

進  

1-1.□ 基 本 資 料  含 學 經 歷 、 專 長 著 作 、

授 課 專 長 、 所 獲 獎 勵  

□  □  □  

1-2.□ 個 人 教 學 理 念  可 含 課 程 、 教 學 、 評

量 、 班 級 經 營  

一  

、  

個  

人  

專  

業  

素  

養  

1-3.□ 教 學 情 境 描 述  任 教 學 校 特 色，學 生 家

庭 背 景、學 習 成 就、興

趣 和 專 長  

優良：完成3項且達精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2-1.展 示 課 程 設 計 能 力   □  □  □  

2-1-1.□ 學 校 課 程 計 畫 表   

2-1-2. □ 擔 任 課 程 之 授 課 大 綱 或 每 週 進

度 表  

 

2-1-3.□ 編 選 適 用 教 材   

優良：完成3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2-2.研 擬 適 切 的 教 學 計 畫  可 附 任 教 領 域 任 一 單

元 之 教 材 、 教 案 、 教

具 、 學 習 單 、 補 充 教

材、補 救 教 學、家 長 和

社 區 支 援、省 思 或 照 片  

□  □  □  

2-2-1. □ 依 課 程 單 元 的 教 學 目 標 設 計 教

學 計 畫  

 

2-2-2. □ 規 劃 適 切 的 學 習 教 材 和 教 學 資

源  

 

2-2-3.□ 規 劃 適 切 的 教 學 活 動   

2-2-4. □ 規 劃 適 切 的 學 習 評 量 方 式 與 工

具  

 

2-2-5. □ 依 學 生 學 習 發 展 和 個 別 差 異 設

計 教 學 計 晝  

 

 

優良：完成4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3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3 項  

二  

、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2-3.善 用 評 量 方 式 與 結 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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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評  鑑  標  準  / 項  目  說       明  
優  

良  

滿  

意  

待  

改  

進  

2-3-1. □ 依 實 際 需 要 採 用 適 切 的 評 量 方

式  

同 上 單 元，說 明 採 用 哪

些 適 當 的 評 量 方 式  

2-3-2. □ 呈 現 學 習 評 量 結 果 並 分 析 學 習

成 效  

以 圖 表 簡 要 呈 現 和 分

析  

2-3-3.□ 評 量 結 果 運 用 於 調 整 教 學   

2-3-4.□ 批 閱 學 生 習 作 或 作 品 適 當  挑 選 高、中、低 程 度 學

生 作 品 各 一 份，含 教 師

回 饋 評 語（ 學 生 作 品 可

拍 成 照 片 或 掃 描 ）  

2-4.□ 其 他   

優良：完成4 項且 達精緻 

滿 意 ： 達 成 2-3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 表 示 優 良 及 滿 意 者

需 達 成 ) 

 

3-1.□ 訂 定 合 理 的 班 級 規 範 與 獎 懲 規 定  說 明 建 立 之 方 式 或 執

行 情 形  

□  □  □  

3-2.□ 布 置 或 安 排 適 當 的 學 習 環 境  附 班 級 佈 置 照 片 或 座

位 安 排 簡 圖，並 說 明 特

色  

□  □  □  

3-3.□ 有 效 指 導 和 運 用 學 生 自 治 組 織  說 明 班 級 自 治 幹 部 產

生 方 式、工 作 內 容 或 輔

導 方 式  

□  □  □  

3-4.□ 輔 導 學 生 生 活 規 範 、 學 習 困 擾 或 偏 差

行 為 (選 ) 

附 三 份 有 關 學 生 輔 導

紀 錄 ， 學 生 姓 名 保 密  

□  □  □  

3-5.促 進 親 師 聯 繫 溝 通 與 合 作 (選 )  □  □  □  

3-5-1.□ 善 用 各 種 方 式 和 家 長 聯 繫 溝 通 可 含 聯 絡 簿 、  給 家 長

的 一 封 信 、 班 刊 等  

3-5-2. □ 向 家 長 說 明 教 學 和 班 級 經 營 的

理 念 和 作 法  
 

3-5-3. □ 及 時 告 知 家 長 學 生 學 習 情 形 和

各 項 表 現  
 

3-5-4. □ 獲 得 家 長 合 作 提 供 學 校 各 項 資

源 和 服 務  
 

   3-5-5.□ 師 生 互 動   

三  

、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3-6.□ 其 他  親 師 生 互 動 的 相 關 文

件  

優良：完成4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3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4-1.參 與 教 育 相 關 研 究 工 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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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評  鑑  標  準  / 項  目  說       明  
優  

良  

滿  

意  

待  

改  

進  

4-1-1.□ 參 與 各 領 域 教 學 研 究 會   

4-1-2.□ 校 內 外 分 享 教 育 專 業 工 作 心 得 含 邀 請 函 、 簡 報 等  

4-1-3.□ 進 行 教 育 相 關 問 題 研 究  檢 附 研 究 報 告 或 相 關

文 件  

4-1-4.□ 積 極 發 表 教 育 相 關 著 作  含 期 刊、專 書、研 討 會  

優良：完成3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4-2.研 發 教 材 教 法 、 教 具 或 媒 體   □  □  □  

4-2-1.□ 製 作 教 具 或 教 學 媒 體   

4-2-2.□ 研 發 教 具 或 教 學 媒 體   

4-2-3.□ 創 意 教 學 開 發   

  4-2-4.□ 與 校 內 外 教 師 同 儕 研 發 教 材   

4-2-5.□ 製 作 個 人 或 團 體 教 學 網 頁   

優良：完成3-4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1-2 項  

待 改 進 ： 未 達 成 1 項

 

4-3.參 與 校 內 外 教 師 進 修 研 習  以 五 年 內 為 主  □  □  □  

4-3-1.□ 參 加 個 人 自 我 成 長  活 動 如 英 語、資 訊 等 證

明 文 件  

4-3-2.□ 參 與 校 內 在 職 進 修 活 動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4-3-3.□ 參 與 校 外 教 師 專 業 研 習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4-3-4.□ 參 加 學 位 或 學 分 進 修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四  

 、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4-4.□ 其 他   

優良：完成3-4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5-1.反 思 教 學 並 尋 求 專 業 成 長   □    □  □  

   5-1-1.□ 進 行 自 我 教 學 省 思， 瞭 解 自 己 教

學 的 優 缺 點  
附 教 師 自 評 資 料  

5-1-2.□ 根 據 同 事、學 生 或 家 長 回 饋 意 見

強 化 教 學 省 思  

附 同 事、學 生 或 家 長 的

回 饋 資 料  

5-1-3. □ 依 據 省 思 結 果 提 出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5-1-4.□ 建 立 個 人 教 學 檔 案  
 

優良：完成3-4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五  

、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度  

5-2.建 立 與 學 校 同 事 良 好 和 合 作 關 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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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評  鑑  標  準  / 項  目  說       明  
優  

良  

滿  

意  

待  

改  

進  

5-2-1. □ 與 學 校 教 師 同 儕 建 立 良 好 互 動

關 係  

 

5-2-2. □ 與 學 校 行 政 人 員 維 持 良 好 互 動

關 係  

 

5-2-3. □ 與 教 師 同 儕 合 作 形 成 教 學 伙 伴

關 係  

 

優良：完成3項且達精緻 

滿 意 ： 達 成 1-2 項  

待 改 進 ： 未 達 成 1 項

5-3.願 意 投 入 時 間 與 精 力 服 務 教 育 社 群   □  □  □  

5-3-1.□ 積 極 參 與 學 校 各 項 教 學 事 務  領 域 召 集 人、各 科 召 集

人 、 各 項 委 員 會 委 員  

5-3-2.□ 積 極 參 與 學 校 各 項 訓 輔 工 作    導 師、校 慶 運 動 會、各

項 競 賽、各 類 球 隊、科

展、社 團 指 導、認 輔 學

生 等  

5-3-3.□ 積 極 參 與 學 校 行 政 工 作  主 任 、 組 長 、 副 組 長  

5-3-4. □ 積 極 擔 任 學 校 例 行 性 及 義 務 性

服 務 工 作  

為 學 校 辦 理 研 習 或 進

修 活 動，從 事 學 校 環 境

維 護 如 導 護 、 資 源 回

收，擔 任 學 校 各 類 義 工

如 監 廚 或 午 餐 採 買 驗

收 人 員 、 圖 書 館 管 理  

5-3-5.□ 積 極 參 與 教 育 專 業 社 群  含 網 路 社 群  

5-3-6.□ 其 他   

優良：完成3項以上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5-4.信 守 教 育 專 業 倫 理 規 範   □  □  □  

5-4-1.□ 遵 守 教 育 人 員 倫 理 信 條   

5-4-2.□ 遵 守 教 育 相 關 法 令 規 定   

5-4-3.□ 支 持 學 校 政 策 與 規 範   

5-4-4.□ 其 他   

優良：完成3-4項且達精 緻 

滿 意 ： 達 成 2 項  

待 改 進 ： 達 成 1 項  

 

評鑑日期：    年     月       日      評鑑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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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社會學習領域課程計畫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  
（三）年級（社會）學習領域課程計畫  

教 材 來 源  康 軒 版 第 六 冊  教 學 節 數 ： 每 週 （ 3） 節    學 期 共 （ 56） 節  

設  計  者  三 年 級 教 學 群  教 學 者  三 年 級 教 學 群  

學 期  

學 習 目 標  

1. 了解家鄉居民的生活。 

2. 探索地名與家鄉的關係。 

3. 能 用 具 體 的 行 動 愛 護 家 鄉 。  

融 入 重 大 議 題 之 能

力 指 標  

【 家 政 教 育 】  

3-2-4 熟 悉 並 表 現 合 宜 的 生 活 禮 儀 。  

3-2-6 察 覺 個 人 生 活 中 可 利 用 的 資 源 。  

【 環 境 教 育 】  

3-1-2 具 有 好 奇 心 ， 思 考 存 在 環 境 中 萬 物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  

4-1-2 能 運 用 收 集 資 料 與 記 錄 的 方 法 了 解 與 認 識 校 園 與 住 家 環 境 問 題 ， 並 能 具 體 提 出 生 活

環 境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案 。  

5-1-1 能 隨 著 父 母 親 或 老 師 參 與 社 區 環 境 保 護 或 關 懷 弱 勢 族 群 生 活 的 活 動 經 驗 。  

【 資 訊 教 育 】  

4-2-3 會 網 路 基 本 操 作 (包 括 BBS,e-mail ,  www、 ftp) 

週 次  
日 期  能  力  指  標  單  元  名  稱  

(備 註 )  
節

數
評 量 方 式  重 大 議 題

上 學

期 已

授 課  

3-2-1 關 懷 家 庭 內 外 環 境 的 變 化 與 調 適 。  

 
一 -1 敦 親 睦 鄰  

(95 上 第 21 週 上 課

節 數 )  

3

口試 

筆 試  

作 業  

 

2.18 

│  

2.24 

一  

調 整 放 假  

2/23（ 五 ） 調 整 至 3/3（ 六 ） 上 課  (2/23 （ 五 ） 調 整 至

3/3（ 六 ） 上 課 ) 
0

  

2.25 

│  

3.03 

二  

6-2-1 從 周 遭 生 活 中 舉 例 指 出 不 同 權 力 關 係 所 產 生 的

不 同 效 果 (如 形 成 秩 序 、 促 進 效 率 或 傷 害 權 益 等 )。  

一 -2 村 里 生 活  3

報 告  環 境 教 育

3-1-2 

4-1-2  

5-1-1  

3.04 

│  

3.10 

三  

5-2-1 舉 例 說 明 自 己 可 以 決 定 自 我 的 發 展 並 具 有 參 與

群 體 發 展 的 權 利 。  

6-2-1 從 周 遭 生 活 中 舉 例 指 出 不 同 權 力 關 係 所 產 生 的

不 同 效 果 (如 形 成 秩 序 、 促 進 效 率 或 傷 害 權 益 等 )。  

一 -3 鄉 鎮 市 區 生

活  
3

口試 

筆試 

作 業  

環 境 教 育

3-1-2 

4-1-2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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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  

3.17 

四  

5-2-1 舉 例 說 明 自 己 可 以 決 定 自 我 的 發 展 並 具 有 參 與

群 體 發 展 的 權 利 。  

6-2-1 從 周 遭 生 活 中 舉 例 指 出 不 同 權 力 關 係 所 產 生 的

不 同 效 果 (如 形 成 秩 序 、 促 進 效 率 或 傷 害 權 益 等 )。  

一 -4 社 區 活 動  3

口試 

筆試 

作 業  

環 境 教 育

3-1-2 

4-1-2  

5-1-1  

3.18 

│  

3.24 

五  

5-2-1 舉 例 說 明 自 己 可 以 決 定 自 我 的 發 展 並 具 有 參 與

群 體 發 展 的 權 利 。  

6-2-3 實 踐 個 人 對 其 所 屬 之 群 體 (如 家 庭 、 同 儕 團 體 和

學 校 班 級 )所 擁 有 之 權 利 和 所 負 之 責 任 。  

一 -5 聯 絡 居 民 的

感 情  
3

口試 

筆試 

作 業  

 

3.25 

│  

3.31 

六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2-2-1 了 解 居 住 城 鎮 (縣 市 鄉 鎮 )的 人 文 環 境 與 經 濟 活 動

的 歷 史 變 遷 。  

二 -1 家 鄉 的 故 事  3

報 告  

表 演  

家 政 教 育

3-2-6  

4.01 

│  

4.07 

七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2-2-1 了 解 居 住 城 鎮 (縣 市 鄉 鎮 )的 人 文 環 境 與 經 濟 活 動

的 歷 史 變 遷 。  

校 外 教 學 ：  

駁 二 藝 術 特 區  

(本 位 課 程 )  

 

3

報 告  

口試 

筆試 

作 業  

環 境 教 育

3-1-2 

家 政 教 育

3-2-4  

4.08 

│  

4.14 

八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二 -1 家 鄉 的 故 事  

 

 

3

作 業  

口 試  

環 境 教 育

3-1-2 
4-1-2 
5-1-1 
資 訊 教 育

4-2-3  

4.15 

│  

4.21 

九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2-2-2 認 識 居 住 城 鎮 (縣 市 鄉 鎮 )的 古 蹟 或 考 古 發

掘 ， 並 欣 賞 地 方 民 俗 之 美 。  二 -2 家 鄉 的 特 色  

(本 位 課 程 ：  

鹽 埕 海 港 的 特 色 ) 

3

口試 

筆試 

作 業  

環 境 教 育

3-1-2 
4-1-2 
5-1-1 

資 訊 教 育

4-2-3  

4.22 

│  

4.28 

十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二 -3 地 名 和 自 然

環 境  

(本 位 課 程 ：  

鹽 埕 地 名 和 自 然 環

境 ) 

3

口試 

筆試 

作 業  

 

4.29 

│  

5.05 

十 一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二 -4 地 名 和 居 民

活 動  

(文 獻 會 演 講 ： 從 歷

史 建 築 認 識 鹽 埕 )

3

報 告   



 167

5.06 

│  

5.12 

十 二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二 -5 探 索 家 鄉 的

活 動  
3

報 告  

口試 

筆試 

作 業  

環 境 教 育

3-1-2 

4-1-2  

5-1-1  

5.13 

│  

5.26 

十 三 ~

十 四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1-2-4 測 量 距 離 、 估 算 面 積、 並 使 用 符 號 繪 製 簡 略 平 面

地 圖 。  

三 -1 家 鄉 的 地 圖 6

實 作  

作 業  

 

 

5.27 

│  

6.02 

十 五  

1-2-4 測 量 距 離 、 估 算 面 積 、 並 使 用 符 號 繪 製 簡 略 平 面

地 圖 。  

 
三 -2 動 手 畫 地 圖 3

實 作  

作 業  

 

 

6.03 

│  

6.09 

十 六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4 測 量 距 離 、 估 算 面 積 、 並 使 用 符 號 繪 製 簡 略 平 面

地 圖 。  

5-2-2 了 解 認 識 自 我 及 認 識 周 圍 環 境 的 歷 程 ， 是 出 於 主

動 的，也 是 主 觀 的，但 是 經 由 討 論 和 溝 通，可 以 分 享 觀

點 與 形 成 共 識 。  

6-2-2 舉 例 說 明 兒 童 權 、 學 習 權 、 隱 私 權 及 環 境 權 與 自

己 的 關 係 ， 並 知 道 維 護 自 己 的 權 利 。  

三 -3 便 利 的 家 鄉

生 活  
3

報 告  

口試 

筆試 

作 業  

資 訊 教 育

4-2-3  

6.10 

│  

6.23 

十 七  

~十 八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  

1-2-3 覺 察 人 們 對 地 方 與 環 境 的 認 識 與 感 受 具 有 差 異

性 ， 並 能 表 達 對 家 鄉 的 關 懷 。  

5-2-2 了 解 認 識 自 我 及 認 識 周 圍 環 境 的 歷 程 ， 是 出 於 主

動 的，也 是 主 觀 的，但 是 經 由 討 論 和 溝 通，可 以 分 享 觀

點 與 形 成 共 識 。  

6-2-2 舉 例 說 明 兒 童 權 、 學 習 權 、 隱 私 權 及 環 境 權 與 自

己 的 關 係 ， 並 知 道 維 護 自 己 的 權 利 。  

6-2-3 實 踐 個 人 對 其 所 屬 之 群 體 (如 家 庭 、 同 儕 團 體 和

學 校 班 級 )所 擁 有 之 權 利 和 所 負 之 責 任 。  

三 -4 愛 護 家 鄉 的

行 動  

【 端 午 節 放 假 ，  

6/18（ 一 ） 調 整 至

6/23（ 六 ） 上 課 】

5

實 作  
作 業  
 

 

6.24 

│  

6.30 

十 九  

 

總 複 習  3

筆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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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分組報告說明 

親愛的小朋友: 

   這一學期的社會學習領域，我們所要研究的是我們居住的鹽埕
區，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希望能更了解、認識我們所住的地方，
進而關懷、珍惜它。  

區    分 內                  容 備    註 

主    題 鹽埕風情﹝題目名稱可自訂﹞  

探 討 的 子

題 

1鹽埕的面貌－位置、主要景觀 

1鹽埕的物產－區主要行業(特色街介紹) 

1鹽埕的重要機構 

1鹽埕的建築 

1鹽埕的自治組織(如:里辦公處和社區發展委員會) 

1鹽埕的地名故事 

1鹽埕的問題 

1鹽埕的發展 

1鹽埕的       

b我的心聲－對鹽埕的認識和觀感 

最 後 一 項 必

選，其餘選三

項 

預 定 的 蒐

集 、 紀 錄

方式 

查閱書籍、課本、雜誌   

視聽媒體(電視、 DVD、CD 等) 

照片、月曆、圖片     

人物訪談   

參觀                 

調查 

剪報 

網路資料     

其他：         

 

 

呈現規格 

一、一律用 A4 規格活頁夾保存，封面要製作，內容

15~30 頁。 

二、視聽媒體數量不限，但應在書面資料中敘明，最

好附有摘要。 

 

繳交期限 6/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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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小朋友在開學兩週內，根據提示，擬定蒐集的子

題，和老師討論後開始製作。 

二、資料夾存放在教室內指定位置。 

三、同學可利用時間彼此觀摩，並提供建議，但不可

破壞。  

四、全班資料夾完成後，將安排發表會，邀請家長、

師長參與，請小朋友重視。 

發 表 會 日 期

時間另定。 

工作分配 

我們是第＿＿＿＿組，小組成員有＿＿＿＿＿＿＿＿

＿＿＿＿＿＿＿＿＿＿＿ 

蒐集資料：（              ）、 

彙整編輯：（              ）、 

設計問題：（              ）、 

上台報告：（              ）、 

        ：（              ）。 

每 人 至 少 一

樣任務。 

評量說明 

一、分(一)資料完整；(二)內容豐富；(三)摘要清析；

(四)資料正確；(五)心得分享；(六)美工編排等

六項評量。 

二、各項分優、良、中、可、加油五等第評量；並加

文字描述。 

三、分為學生自評、同學互評、教師評、家長評。 

 

 

 

 

評量項目 優 良 中 可
加

油
文  字  描  述 

1.資料完整           

2.內容豐富           

3.摘要清析           

4.資料正確           

5.心得分享           

  

6.美工編排           我評的是第     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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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小組工作分配表

小組工作分配表 

親愛的小朋友： 

本學期社會將以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行學習，分組後，請進一步認識小

組成員，學習相互包容、培養責任感及默契，使個人及小組的學習表現更為優

良。  

註:每組 5 或 6 人。

 成 員 姓 名  

 

    

 

個 人 專 長   

 

 

    

小 組 角 色  主 持 人  報 告 人  觀 察 員  資 料 員  紀 錄 員  

 

負 責 任 務  

 

主 持 討 論

會 ， 工 作 分

配，協 助 安 排

小 組 的 學 習

進 度 。  

彙 整 討 論 內

容，向 全 班 口

頭 報 告 。  

觀 察 小 組 成

員 發 言 及 聆

聽 的 態 度 。  

協 助 學 習 資

料 的 取 得 與

分 發 。  

紀 錄 討 論 的

內 容，記 下 小

組 學 習 結 果

（ 包 括 反 省

改 進 等 ）。  

怎 麼 做 可 以

讓 小 組 表 現

更 好 ？  

我 們 的 約 定 ：  

 

 

 

 

 

 



 171

附錄十三 分組組內互評統計表(舉例) 

評 量 表 1 

班 級 ：     組 別 ：       

主 題 ：               評 分 者 ： 4 號  

  組 員 座 號  

評 量 項 目  

4 15 22 26 29

是 不 是 盡 力 蒐 集 資 料  5 4 5 5 5

能 不 能 共 同 整 理 資 料  5 4 5 5 5

是 不 是 樂 意 提 供 材 料  5 5 4 4 5

能 不 能 提 供 意 見  5 3 4 5 4

能 不 能 熱 烈 參 與 討 論  5 4 5 4 5

能 不 能 聆 聽 別 人 意 見  4 5 5 4 4

能 不 能 和 組 員 分 工 合 作  5 4 4 4 5

是 不 是 如 期 完 成 工 作  5 3 5 4 5

其 他 ： 協 助 同 學 完 成 報

告  

5 2 4 4 4

總          分  44 34 43 39 42

 

評 量 表 3 

班 級 ：     組 別 ：    

主 題 ：                評 分 者 ： 22 號  

  組 員 座 號  

評 量 項 目  

4 15 22 26 29

是 不 是 盡 力 蒐 集 資 料  5 3 4 4 5  

能 不 能 共 同 整 理 資 料  5 4 5 5 5  

是 不 是 樂 意 提 供 材 料  5 4 5 5 5  

能 不 能 提 供 意 見  5 2 4 4 5  

能 不 能 熱 烈 參 與 討 論  5 3 4 5 4  

能 不 能 聆 聽 別 人 意 見  5 4 5 4 5  

能 不 能 和 組 員 分 工 合 作  5 4 5 4 4  

是 不 是 如 期 完 成 工 作  5 4 4 4 5  

其 他 ： 協 助 同 學 完 成 報

告  

5 3 4 5 5  

總          分  45 31 40 40 43  

 

評 量 表 2 

班 級 ：     組 別 ：   

主 題 ：                評 分 者 ： 15 號  

  組 員 座 號  

評 量 項 目  

4 15 22 26 29

是 不 是 盡 力 蒐 集 資 料  5 4 5 5 5  

能 不 能 共 同 整 理 資 料  5 3 5 5 5  

是 不 是 樂 意 提 供 材 料  5 5 4 5 4  

能 不 能 提 供 意 見  5 3 5 4 5  

能 不 能 熱 烈 參 與 討 論  5 4 4 5 4  

能 不 能 聆 聽 別 人 意 見  5 4 4 4 4  

能 不 能 和 組 員 分 工 合 作  5 4 4 5 4  

是 不 是 如 期 完 成 工 作  5 3 5 5 5  

其 他 ： 協 助 同 學 完 成 報

告  

5 2 4 3 4  

總          分  45 32 40 41 40  

 

評 量 表 4 

班 級 ：     組 別 ：      

主 題 ：                評 分 者 ： 26 號  

  組 員 座 號  

評 量 項 目  

4 15 22 26 29

是 不 是 盡 力 蒐 集 資 料  4 5 2 3 5  

能 不 能 共 同 整 理 資 料  5 4 5 5 5  

是 不 是 樂 意 提 供 材 料  5 4 5 5 5  

能 不 能 提 供 意 見  5 5 4 4 5  

能 不 能 熱 烈 參 與 討 論  5 3 4 5 4  

能 不 能 聆 聽 別 人 意 見  5 4 5 4 5  

能 不 能 和 組 員 分 工 合 作  4 5 5 4 4  

是 不 是 如 期 完 成 工 作  5 4 4 4 5  

其 他 ： 協 助 同 學 完 成 報

告  

5 3 4 5 5  

總          分  43 37 38 3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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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 社會學習領域學生自我省思單 

姓名：               座號：                日期：                 
一、對於自己整理的資料，你認為：  
□認真整理         □覺得不夠積極       □隨隨便便  
□覺得有收穫       □學到整理訣竅       □有意義及紀念價值  
□覺得很難         □覺得時間不夠       □覺得沒得到什麼  
其他：                                          
 
二、所收集的資料內容有：  
□書籍、雜誌   □剪報    □調查       □視聽媒體                  
□人物訪談     □考卷    □參觀資料   □網路資料  
□上課心得      □學習單   □照片、月曆、圖片        
 其他：  
 
 
三、這些資料中你最喜歡哪一張？為什麼？  
我最喜歡：  
因為：  
 
 
四、對於自己的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你認為：  
□認真            □覺得不夠積極       □隨隨便便  
□已經很好了      □還可以再改進  
 
五、你對於這學期的表現滿意嗎？為什麼？  
我覺得：  
因為：  
 
 
六、在往後的學習中，你希望自己有什麼表現？  
我希望：  
 
 
七、我給我這學期的評分是：□優  □甲  □乙  □丙  □丁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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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五 學生回饋表 

教師姓名：             任教班級：   年    班  任教科目：        

學生性別：□男 □女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親愛的小朋友們大家好：  

想想看，當你的老師在上課時，有沒有常常出現下面的句子中所說的情

形。如果有，請在句子前面的（  ）內打○；如果沒有，請在句子前面的（  ）

內打×；如果不確定，請在句子前面的（  ）內打？  。  

最後提醒小朋友一件事，這不是考試，並不會計算成績，更不會因為你

的〝打○或打×〞而影響老師對你的印象，你誠實的答案，就是對老師最大的

幫忙，老師在此先謝謝你們。  

（ ）1.老師上課時除了口頭講解之外，還會讓同學用練習、或討論、或表演、

或是其他方式來上課。（兩種以上就打○） 

（ ）2.當我們在分組做作業或討論時，老師會走近我們的座位，並且適時的教

導我們。 

（ ）3.在上課的時候，老師常常會讓大多數的同學有機會參與發表、或練習、

討論、表演。（兩種以上就打○） 

（ ）4.老師問了問題以後，會給我們足夠的時間，讓我們想一想，然後再回答。 

（ ）5.在上課時，老師能讓我又專心，又認真地學習老師要我們學的內容。 

（ ）6.當同學們表現不好或是上課不守規矩的時候，老師會馬上制止，並且有

耐心又清楚的告訴他錯在哪裡，還有要怎麼改進。 

（ ）7.老師上課的時候，會明白的告訴我們上課的內容及重點。 

（ ）8.每節下課前，老師會幫我們把這節上課的重要內容，再略述一次。 

（ ）9.在上課的時候，老師會舉不同的例子作示範，幫助我們思考，讓我們明

白上課的內容。 

（ ）10.在上課的時候，當我們表現良好時，老師會給予獎勵或讚美。 

（  ）11.老師在上課時，會運用地圖、照片、DVD或實際物品來配合講解，使

我們更容易了解老師所要表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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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六 教學活動紀錄表(1) 

填表人：○○○老師                  填表日期： 96   年 4  月  13  日  

活 動 主 題 ：  「 遊 戲 玻 光 」 校 外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 96 年   04 月 3 日 (二 )  13： 00~15： 40 

活 動 地 點 ： 駁 二 藝 術 特 區  

參 加 對 象 與 人 數 ：  三 年 級 全 體 師 生  

活 動 效 果 評 量 ： 優 □ 佳 □ 尚 可 □ 待 改 進  

活 動 內 容 與 省 思 ：  

這 次 的 校 外 教 學 ， 配 合 校 本 課 程 ， 同 時 結 合 了 社 會 領 域 、 藝 術 與 人 文 領 域 ， 讓 學 生 實

地 走 訪「 駁 二 藝 術 特 區 」，不 僅 有 專 人 為 師 生 導 覽，每 個 人 還 實 際 製 作 玻 璃 吊 飾 或 項 鍊。從

學 生 和 講 師 的 熱 切 互 動 、 專 注 設 計 製 作 的 神 態 ， 一 直 到 幾 天 後 ， 領 到 作 品 ， 那 種 天 真 快 樂

的 笑 靨 與 興 奮 溢 於 言 表 之 情，在 在 讓 人 感 動。雖 然 駁 二 藝 術 特 區 距 離 本 校 的 腳 程 僅 10 分 鐘，

「 遊 戲 玻 光 展 」 活 動 也 為 期 約 二 個 月 ， 但 令 人 意 外 的 是 ， 各 班 曾 參 至 駁 二 參 觀 的 學 生 人 數

皆 不 到 半 數 ， 且 在 剛 開 學 的 班 親 會 ， 老 師 向 家 長 說 明 這 學 期 的 各 項 活 動 時 ， 也 有 些 家 長 不

知 「 藝 術 」 就 近 在 咫 尺 。 看 來 ， 這 個 獨 特 、 前 衛 、 實 驗 與 創 新 的 近 海 藝 術 開 放 空 間 ， 仍 需

要 藝 術 家 、 文 化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持 續 的 推 動 宣 傳 。  

活 動 照 片 ：  

 
各 種 玻 璃 的 簡 介 。  玻 璃 飾 品 DIY 

 

導 覽 人 員 解 說 各 種 玻 璃 成 品 。  
 

玻 璃 和 我 們 的 生 活 習 習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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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紀錄表(2) 

填表人：○○○、○○○、○○○、○○○     填表日期： 96 年 6 月 13 日 

活動主題： 鹽埕.‧海港‧藝術‧文化 

活動時間：96 年 4 月 3 日到 6 月 5 日   

活動地點： 各班教室 、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音樂館、本校五樓禮堂 

參加對象與人數： 學生 111 人、教師 4 人 

活動效果評量：優■佳□尚可□待改進 

◎活動內容與省思： 

原先規劃的校本課程校外教學地點是高雄港區，但和旅行社接洽後，含

遊覽車、搭船遊高雄港及導遊費等費用，約需 480 元，因怕家長反彈，故及時

喊卡，最後考量配合活動主題，我們去的是駁二藝術特區和音樂館。 

(一) 駁二藝術特區 

這次的校外教學，配合校本課程，同時結合了社會領域、藝術與人文領

域，讓學生實地走訪「駁二藝術特區」，不僅有專人為師生導覽，每個人還實

際製作玻璃吊飾或項鍊。從學生和講師的熱切互動、專注設計製作的神態，

一直到幾天後，領到作品，那種天真快樂的笑靨與興奮溢於言表之情，在在

讓人感動。雖然駁二藝術特區距離本校的腳程僅 10 分鐘，「遊戲玻光展」活動

也為期約二個月，但令人意外的是，各班曾參至駁二參觀的學生人數皆不到

半數，且在剛開學的班親會，老師向家長說明這學期的各項活動時，也有些

家長不知「藝術」就近在咫尺。看來，這個獨特、前衛、實驗與創新的近海

藝術開放空間，仍需要藝術家、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持續的推動宣傳。 

(二)高雄市音樂館 

四月底才得知五月份有活動，亦即高雄市交響樂團在高雄市音樂館有數

場針對國小三年級規劃的國小學童音樂會，因為音樂館距離我們學校約十五

分鐘腳程，且時間是在上午，十分難得，經學年教師討論後一致認為機不可

失。所以我們又多了個校外教學的機會。 

到音樂館一樣是徒步，沿途向學生介紹整治得美輪美奐的愛河、由地下

街改建的仁愛公園以及前身為舊市府的歷史博物館，這個路線因為已是高雄

市著名的觀光景點，所以學生們幾乎都相當熟悉。 

(三) 高雄市文獻會支援教學 

國小教師教授的領域很多，不太可能樣樣精通，對於家鄉的故事，還是

或多或少仰仗專家學者，才能帶領學生做更深層的探究。經由申請，高雄市

文獻會為我們規劃適合國小中年級學童，從鹽埕區的建築開始談起，以深入

淺出的方式，細說鹽埕的故事。 

當天是三年級的全部班級齊至禮堂席地而坐聽演講，主講者找了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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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照片，同時又呈現當今的照片做比較，學生對於螢幕上出現的種種熟悉場

景，十分有親切感，甚至覺得很興奮。歷時一個半小時的活動進行十分順暢，

而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秩序良好，該回應時很熱烈，該聽講時又鴉雀無聲。

(四)製作鹽埕立體街道模型 

每人發一看板，運用藝術與人文、彈性時間與假日，製作鹽埕區立體街

道模型，有些小朋友樂在其中，除製作建築物、街道外，還會做一些人偶，

然而因工程些許浩大，所以有少許家長有怨言。 

(五)「鹽埕風情」分組報告 

教 師 引 導 學 生 鹽 埕 區 可 探 討 的 十 項 子 題 ， 每 組 選 四 個 子 題 研 究 ， 期 盼 學

生 透 過 小 組 合 作 的 方 式 ， 能 更 了 解 、 認 識 我 們所 住 的 鹽 埕 區 ， 進 而 關 懷 、珍

惜它。  

 

活動照片： 

 
至高雄市音樂館欣賞交響樂。 

 
鹽埕的立體街道模型。 

 
「鹽埕風情」分組報告。 

 
文獻會人員講解鹽埕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