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教師的合夥人

臺中市清水國中鄭郁馨

社群力-專業學習與人際關係



臺中市清水國中

導師(10)

社會科學思達教師(5)

社會科學思達社群召集人(1)



歡迎加入臉書社群

歡迎加入臉書社群

學思達講義專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46410846242358

https://www.shareclass.org/profile/02dc4dd5f3ed46c9af8b5745d16d2109/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46410846242358
https://www.shareclass.org/profile/02dc4dd5f3ed46c9af8b5745d16d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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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一個人都有智慧，我們需要每個人的智慧，才能獲

得最明智的結果 (每一個人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

2.沒有錯誤的答案，也沒有笨問題。

3.覺察自己的感受與腦袋中的想法，也聆聽他人。

4.照顧自己的需求，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學習公約 ( 促進參與的原則)：選定一個學習的自我期待

資料參考自:1110713教學引導力工作坊(Eric曾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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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策略

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目的與功能

今天的課程目標

面對教學現場困境的策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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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in 暖身活動 5分鐘

https://forms.gle/mScSWvs9APBePbjLA

https://forms.gle/mScSWvs9APBePbj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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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in 暖身活動 5分鐘

今天參與課程的身心
狀態+稱呼

任教學校+科目
你想像(看到、參與)
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會一起做的事情有哪些？

進入新的教學場域後，你所期待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應具備哪些特

質(3-5項)？說明你的想法。

期待緊張的
郁馨

台中市
清水國中

(公民)

讀書會
備觀議課
試題討論

1.共同目標
2.持續學習
3.樂於分享
4.同理傾聽
5.積極主動

https://forms.gle/mScSWvs9APBePbjLA

https://forms.gle/mScSWvs9APBePbj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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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自己: 
ex:我是期待+緊張的郁馨，任
教於台中市清水國中公民科

2.分享一項你最期待教師專業成
長社群能一起做的事。

3.你所期待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應具備哪些特質(3-5項)，說明
你的想法。

交流：找身旁1位夥伴交流分享你的想法。 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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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

2.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生學習

3.共同探究學習

4.共享教學實務

5.實踐檢驗：有行動力，從做中學。

6.持續改進與追求專業成長

7.檢視成果與規畫成長目標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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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Hord, 1997)

支持情境

共享教學實務共享願景

共享領導

集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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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教學實務(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 同儕檢視教師行為，包括透過回饋與協助來支持教師個人與社群

的改善(Hord, 2003)

► 共享教學實務四特徵(Hipp & Huffman, 2003)

► 同儕觀察以提供知識、技能及鼓勵

► 回饋以改善教學實務

► 共享教學實務的結果

► 教練與教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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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運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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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何需要專業學習？

老師，你專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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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中之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

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流教學實務；
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不斷與時俱進；充分利用社會資
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

• 教師可透過領域/群科/學程/科目（含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學研究會、
年級或年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領域的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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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群的意義與特性

名稱 學習社群 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共同點 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組成 學習興趣或目標 專業信念、願景或目標 教育理念、願景或目標

運作

持續性
分享交流
參與學習
相互激勵

持續性
協同探究
精進專業

持續性
教師專業知能
學生學習效能

目標
提升知識、技能或
態度

促進服務對象的福祉
達成服務品質的提升

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

舉例
小組合作學習
親子共讀社
核心肌群鍛鍊社

社會各行各業
均可自發性的組成

新竹市龍山國小龍山生活課程社群
新竹市光武國中教與學無框架社群
高雄市瑞祥高中點石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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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學思考：
閱讀書寫講義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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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臺中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第一類

專業四級社群

學習共備 共好實踐

課程研創 卓越共享

第二類

英語教師專業社群

學習共備 共好實踐

課程研創 卓越共享

第三類

初任教師共學社群
第四類

數位學習發展社群

初階 進階

113學年度臺中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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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學思考：
閱讀書寫講義6分鐘

2.交流討論：
與鄰近夥伴4人一組
交流彼此的答案

3.分享：
大班分享你們剛剛的
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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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促進課程分享與交流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精進課程設計 分享交流教學策略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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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什麼課?

關於「備課」

怎麼備課?為何備課?

「共同備課」不是指老師把課本看熟

更需要「學習策略」的增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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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

專業對話

教學實踐

專業回饋

專業增能

共備

觀課

議課

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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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習社群運作目的

提升整體課程
與教學品質

針對學生學習
成效提升

學習診斷及評量結果運用

學習領域學生學習策略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評量

學習策略的增能研習



教師專業發展–專業社群+公開授課

專業學習社群

公 開 授 課

聚焦
9

• 檢視社群
運作目標

• 排定社群
公開授課
期程。

• 會考成效
分析

• 針對會考分析
• 學生學習困難
• 議題融入教學
• 單元共同備課
• 社群公開觀課
• 完成專業回饋

10 5

• 利用相關
評量分析
學生表現

• 成果分享

6 時間軸

學力檢測 學習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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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26

公開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需檢附所選來源)
□學力檢測分析
□會考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結合學生學習成效

語數社自

綜藝健生

EX: SDGs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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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形式

學科/群科/領域形式

學校任務形式

專業發展主題形式

跨校形式

網路及其他形式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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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組
校內領域
社群運作

觀課

議課

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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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組跨區跨校社群運作

增能+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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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組

跨區跨校
社群運作

成果分享會

共創願景

定期增能-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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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組跨區跨校社群運作 夥伴備觀議課-開放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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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組跨區跨校社群運作

學思達年會-社群&講義策展

共享成果

未來教育100肯定-有感教學設計

Shareclass講義櫃



3333

第1-4組
跨區跨校社群運作 情感連結

分享生活及教學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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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以爭取的經費支持

類型 基本條件 經費上限

1.全國教師會基地班經費 至少四位全國教師會會員 25,000

2.國教署活化計畫 至少10位國中小教師 10,0000

3.教科書出版商提供 提早與教科書業務登記 與業務協商

4.與校內行政處室合作 參與學校相關計畫推動 與行政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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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專案教師入校諮詢輔導
陪伴校內領域社群共備、增能(免經費)

申請入校服務平台(8/14起)
https://ctcs.cloud.ncnu.edu.tw/Pages/index.aspx

https://ctcs.cloud.ncnu.edu.tw/Page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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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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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學思考4分鐘 3. 大班分享討論內容







★

★
★



電腦文書(寫計畫)能力 領導能力 溝通力

2.交流討論(4人一組，共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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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內

關注學生

學習的

對話與分享

結合共備、

觀課與議課

結合

素養導向

教學與評量

3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經營策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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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支持

校長教

學領導 整合教

育政策

排課

彈性

資源

整合

協助爭

取經費

鼓勵行

動研究

獎勵

肯定

40

學校端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經營策略-1



步驟一：

確立社群

配合規範

擬定共同
目標願景

步驟二：

執行方式

對話分享

教學觀察
三部曲

專家講座

善用雲端
彙整

展現師生
成長效益

配套:

行政協作

共同不排課

（跨領域

主題式）

鼓勵(跨)領域
成員參與

對話空間提供

召集人

素養增能

確認需求

參考實施步驟

Why What

How

步驟三：

執行成果

41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的六W

When

Who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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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的六W-2

步驟一：

成立社群

關注學
生學習

共同目
標願景

步驟二：

實施方式

專書
研讀

備觀
議課

專家
講座

確認教師

需求

參考步驟

When

Who

Where

活化雙語
教學策略

步驟四：

支持配套

規劃共同不
排課時間

鼓勵(跨)
領域成員
參與

對話空
間提供

步驟三：

實施內容

差異化
雙語教學

雙語教學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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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的六W-3

科學探究與專題實作 多元評量與高層次命題

學生閱讀素養與應用表達 學生數理理解與生活應用活化

學生公民參與及實踐 推動學生選修與自主學習

主題式國際教育
弭平學習落差及精緻化補救教
學

素養導向課程發展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班級經營與人際溝通 其他：＿＿＿＿＿＿＿＿＿＿

探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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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的六W-4

運作方式

• 社群運作時間 •社群運作空間 •社群運作經費

情境支持〜學校行政支持情形

• 共同備課 •教學觀察與回饋
• 同儕省思對話 •建立專業檔案
• 案例分析 •主題經驗分享
• 專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創新實驗課程發展
• 教學媒材研發 •教學方法創新
• 行動研究 •標竿楷模學習
• 專題講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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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召集人讓社群啟動的關鍵能力

領導力 溝通力

以知識分享、
創新教學為主軸
的領導動能

以專業對話、
和諧合作為氛圍
的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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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學思考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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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學思考6分鐘 2.交流討論(4人一組，共8分鐘) 3. 大班分享討論內容

成群結隊的雁群呈現V字型前進

班際盃運動比賽

領頭雁帶動氣流 後頭雁群的鼓勵 互相補位扶持

給予帶領者鼓勵支持 提供能力所及的協助 給予陪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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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型飛行比單飛至少增加71%的飛行距離

使團隊有效率地達到目的，

有以下四個要點：

一、目標相同，行動一致。

二、輪流執行、換位思考、共

享領導的理念。

三、主動提供鼓勵，而非噓聲。

四、相互幫忙，彼此包容。



運用焦點討論法引導討論與表達

O客觀/事實

R感受/反應

I經驗/理解
意義/價值

D決定/行動
新方向/應用

1. 我看見(聽見)…

2.我感覺(驚訝.開心.困惑)…

3.我的經驗/想法是…

4.我的期待是…，
我也想聽聽你的想法。

1.分享一個影片中讓你
印象深刻的畫面。
2.這個畫面讓你聯想到
什麼生活經驗?
3.你認為領域社群召集
人的身分類似雁群中的
什麼角色?
4.根據自己的特質，可
以怎麼發揮領域社群召
集人的功能?



5151



5252

領導力-發揮領導力的作法

運用激勵關懷策略

以身作則

覺察問題 授權分工

承擔責任

執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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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要求每個人都要參加一
個社群，
所以我們領域這學年的社群需
要有6次增能與共備，
每個人在明年六月前要完成公
開觀議課，每三個人一組互相
觀課，
明年六月我們還要舉辦成果發
表會，
所以我們來安排一下大家觀議
課的時間，
還有大家討論一下需要什麼增
能，
以及成果發表誰要負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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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在課堂中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和引導學生思考、表達，
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我知道有些教學策略可以達
到這樣的目標，有相關的講
師提供這方面的課程…

這學年的社群需要有6次增能
與共備，邀請大家一起思考
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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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薩提爾冰山層次開啟溝通對話

事件:我看見我們111年度的會考
學生表現…

感受:我有些驚訝、困惑與擔心…

觀點:我驚訝學生在應用分析題型的通過率偏
低，擔心達A的人數無法提升，保B的孩子
可能還需要再多一個+

期待:家長和學校對我們的期待是讓孩子
能上理想的志願，我對學生的期待是能為
自己的學習負責，而我對於自己的期待是
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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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薩提爾冰山層次開啟溝通對話

事件:請大家一起觀察111年度的
會考學生表現統計表…

感受:老師們看完有什麼感受呢?

觀點:
這個感受讓你聯想到什麼經驗?
是什麼讓你有這樣的感受? 

期待:
對於下年度的學生會考表現，我們對學生
的期待是什麼? 我們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可以怎麼做來達成我們的期待?



58

好奇

核對

呼喚名字

停頓

不直接問為什麼

回溯具體事件

 小名老師：「做這些事沒有意義。」

 召集人：「小雯老師，你覺得做什麼事情沒有意義？」

 小名老師：「我覺得教書好累。」

 召集人：「喔！小名老師，你覺得教書好累？
最近有發生什麼事嗎？」

 小名老師：「花好多力氣但孩子都不想學。」

 召集人：「發生什麼事讓你覺得孩子不想學? 」
…………

呼喚名字
核對

停頓
呼喚名字
核對
好奇

好奇
回溯具體事件

核對

對話工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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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是

有能力

的

對方願意

持續

進行思考

假設

對方具

正向的

意圖

問題以探究式進行建構

尋找不同層面觀點，而非單一原因

較易為大家所接受

使用不同開頭形式的問法

59

對話技巧的運用-正向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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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不限召集人發動，社群成員皆可發起對話。

對話，強調交融式，避免獨白、唱獨角戲。

對話，要循序漸進，聚焦主題與學生學習。

對話，旨在發現多元可能，不侷限找到唯一方法(先聆聽，後表達)。

對話，強調焦點會談，藉由對話促發分享判斷資本。

本課程所提供之對話模式供參考，可單一使用，亦可交互靈活運用。

對話模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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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理
給答案
只在意自己的期待
問為什麼、不斷解釋
老是說「你覺得呢？」

錯誤思維

為了解決問題

對話
誤區

認清
對話目的

為了
關心對方

對話技巧的運用-對話誤區



社群運作的歷程

學生學習

教師專業

學校發展

教學實踐

系統分析

歷程紀錄

永續發展

專業對話 互動共好

少
聚焦

慢
實踐

深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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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學思考5分鐘

2.交流討論(2人一組)

3. 大班分享討論內容



64



65



66

K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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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

減少教師之間的孤立與隔閡

激發教師進行自我反思與成長

提高教師的自我效能與集體效能

促進教師實踐知識的分享與創新

提升教師素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促使學校文化質變，行政教學相輔相成

自發

互動

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