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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課」到「共好」：

社群力實踐與成長秘訣



什麼是社群力？

為什麼幼教老師需要它？

定義與效益：

講解社群力是透過共同目標、合作與互助，實現

個人與團體成長的力量。強調其效益包含提供支

持系統、資源共享、問題解決、專業成長、情感

支持，並能預防職業倦怠。



初任教師

 初任教師（正式教師年資三年以下者）

1.初入職場

(公費生、應屆畢業
生…)

2.有幼兒園行
政工作經驗

(曾擔任行政教保員..)

3.有任教經驗

(私立、非營、代課、
教保員…)



初任教師 適應與瞭解教學環境

班級環境

學校環境

教職環境

社區環境

幼生學習背景、家長社經背景、教學設備資源……

校舍空間、硬體設施、學校歷史與文化、教師與行政
團隊……

社區發展歷史與條件、自然資源、民俗風情、社區仕
紳、……

通勤方式與時間、擔任職務與工作、同儕合作夥伴……



「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蘇格拉底

教育是人類希望的工程，學校是實現希望的場域。

教育是生命感動生命，生命影響生命的有機活動。

教育無他，愛與榜樣。



共學共備 × 觀課開始
單元一：觀課怎麼看？不是看老師！



從觀察孩子出發

從觀察孩子出發，聚焦教師入職初期最關鍵

的兩件事：

看得懂孩子、說得出問題。

從孩子的行動與反應，透過觀課、共備、對

話與省思，建立互相支持的夥伴關係，並轉

化為與家長的正向溝通。



名稱 核心內容 教學重點

走進現場－

觀課前的準備

觀課目的、焦點設定、

觀課態度

觀課非評價、以兒童為中

心、尊重教學脈絡

看見孩子－

觀課進行中

観察兒童行為、教學語

言與回應策略

聚焦兒童學習、紀錄具體

行為、拆解教學細節

說出想法－

議課回饋的藝術

提問策略、對話語句、

共備對話技巧

問對問題、非評價對話、

建立信任感

教學文化共創－

跨園共備經驗

園所文化差異、夥伴合

作、教案共備

學習尊重差異、教學共享、

實踐反思調整

觀課與共備的意義與方法



走進孩子的世界：觀課的意義與方法

理解觀課的焦點應放在「孩子的反應與學習」。

掌握具體觀察記錄的方法與語言。

初任教師如何建立觀察敏感度。

與搭班老師互動時的觀課語言。

引導觀課後的小反思與紀錄。



輔導孩子的眼光與行動：從理解到支持

行為背後是訊號：看見孩子的情緒與需求。

建立一致、溫和的輔導語言。

與搭班老師協作孩子輔導策略。

對應特殊需求或情緒孩子時的合作方法。

從孩子改變中找亮點，與家長分享。



專業社群經營 × 建立支持網
備課怎麼聊？問對問題才是高手！



從看見孩子到共備行動

行為理解×原因探索

介入時機×干預方法

引導語言×溝通方式

支持計畫×協作默契

自我反思×持續調整



教師不需單打獨鬥，社群是資源庫與避風港。

-介紹不同形式的教師社群（如園內共備、跨園讀書會）

-分享經營社群的成功案例

省思引導

維繫專業社群，建立支持關係。



成為能對話的專業人：社群對話與行動追蹤

社群討論與實務應用需建立橋接。

聚焦一主題深入追蹤，避免過度發散。

每次社群都能有簡單實作目標與觀察任務。

協助課程領導人發揮整理與回顧功能。

建立社群內的行動回饋文化。



項目 說明

1. 提問能力
學習如何提出能激發思考的問題，而不是
只討論流程與活動安排。

2. 傾聽與回應技巧
共備不只是發表想法，更包含接住他人觀
點、加深理解與回應。

3. 聚焦學習反應
對話不只談「我教什麼」，而是「孩子學
了什麼、有什麼反應」。

4. 多元觀點統整
接納彼此不同的經驗與方式，試著找出共
識或多樣作法的適切性。

5. 社群信任與支持感
在備課過程中願意分享自己卡關的地方，
並相信夥伴的回應。

6. 持續追蹤與行動實踐
每次備課後回顧是否有實際改變，並願意
回報與反思。

共備中的社群力



好的共備，不在於誰先有答案，

而是我們能一起問出真正的問題，

彼此陪伴思考、支持行動，

讓每一種可能，都有被實驗的勇氣。



人際互動 × 溝通
社群不是交朋友，而是一起走



夥伴關係的建立策略

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需要雙方的努力

定期溝通

共同活動

建立信任



溝通反思提示

我想說什麼？對方其實想知道什麼？
→ 思考訊息傳遞是否聚焦在「對方關心的核心」。

我和對方是否站在相同的觀點和角度？
→ 換位思考，確認彼此的理解背景與期待是否一致。

我選擇了什麼樣的溝通方式與策略？
→語氣、時機、方式（口說、書寫、非語言）是否恰當？

我理解溝通中的「雙方角色」嗎？
→ 知道自己此刻是討論者、傾聽者、回應者或協作者？對
方又是誰？



溝通與危機事件的處理

溝通方式與時間的限制

角色期待的差異

情緒與態度的影響

文化與價值觀的差異



深度對話力 × 教師自我省思
對話中長出力量（省思與未來應對）



對話不是發表，而是共同尋找答案的旅程

對話是彼此「聆聽」，不是輪流說話

問問題比給答案更重要

不追求正確，而尋找不同的可能性

對話的價值在「共構」而非「說服」

對話是一段旅程，不是一場表現



說出你的觀察力：觀課後的對話與議課

建立安全、非評價性的議課氛圍。

用提問代替建議，促進對話思考。

在議課中可說什麼、不該說什麼。

從孩子行為出發的反思方式。

如何追蹤並形成行動改變。



•對話應用情境

•啟動時機/對話目的

•常用語句

•策略/效益與提醒

•案例探討

對話與省思--實際應用層面



對話與省思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起點。

- 引導自我對話三部曲：

看見經驗→回顧感受→提問行動

-示範深度傾聽與同理回應

「我最想與誰分享這段歷程？」、

「今天我最有感的片刻是什麼？」



當你說出一個孩子的新發現，

也許有人會點頭、有人會補充，

一場對話就開始了。

社群不是為了討論誰做得最好，

而是一起，看見更多孩子的樣子——

然後，我們也在其中被理解。

⋯⋯故事，就這樣慢慢一起寫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