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54 卷 2 期，頁 75-99（2023 年 12 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Taipei‧Education Vol. 54 No. 2 pp. 75-99 (December, 2023)
DOI:10.6336/JUTEE.202312_54(2).0004

自發、互動、共好：自主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之個案研究
黃庭萱 1　吳璧如 2,*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吳璧如

通訊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E-mail：gupijuwu@cc.ncue.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4 月

接受日期：2023 年 7 月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一個自主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的發展歷程。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取徑中的單一個案嵌入設計，以中部某
縣立高中的「分組合作跨校社群」為研究個案，採用參與觀察、訪談及文件分析

等方法蒐集資料。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本身、訪談綱要、照相、錄音錄影設備、

觀察筆記、訪談筆記，以及觀課記錄表等，資料蒐集與分析交互進行，資料分析

包含文字化、概念化及命題化三個步驟。本研究結論包括：自主性 PLC的發展經
歷初始、趨於成熟及成熟穩定三個時期。自主性 PLC成員的參與動機來自專業發
展需求及召集人的邀請，強化理論與實務連結、交流和凝聚共識是自主性 PLC運
作的重點。影響自主性 PLC運作的因素包括召集人、成員及資源等因素；自主性
PLC需因應的挑戰有理論與實際的落差、成員人數不足及跨校成員的融合等；自
主性 PLC促成成員教師反思及改變教學實務；自主性 PLC成員的改變影響了學生
的學習。

關鍵詞：分組合作學習、自主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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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nomous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through a case study approach. The study 
adopted the embedded single-case design, involving a Cross-School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t a high school in central Taiwan.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instruments for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the researchers’ observation, interview 
protocols, audiovisual equipment, field notes, interview note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form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ree steps: documenta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propositionaliza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 PLC has gone through the initial, semi-mature, and mature stages. The members’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teacher PLC come from their need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convener’s initiatives. The community focused on several tasks to 
achieve its mission,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education and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teachers, reaching some 
consensus in the participants’ concepts of education. The practices in this community ar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convener’s active involvement, participants’ engagement,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is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also encounter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ap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lassrooms,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inclusion of outside member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community has functioned well to produc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its members’ classroom 
teaching, which lead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tudents’ learning.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autonomous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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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官方教育政策對於 PLC的重視，
帶動了中小學 PLC的蓬勃發展，周淑卿
（2022）以國小為例，歸納常見的四種
PLC類型，包括：任務型 PLC是因執行
競爭型計畫而組成，由校長或其他行政處

室召集；成長型 PLC是由教師主動向外
申請經費而組成，目的在研討特定的專業

主題；興趣型 PLC亦是由教師主動發起，
而研討主題偏向個人興趣；教學型 PLC
則是指校內原有的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學

年小組等。相較於任務型與教學型 PLC，
成長型與興趣型 PLC是由教師主動發起，
可視為自主性 PLC，提供參與成員發揮專
業自主的機會，較能滿足教師的專業發展

需求。自主性 PLC被視為是賦予教師充
分掌握教學專業自主及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的有效途徑（Honaker et al., 2022），也
展現了教師的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陳佩君、陳淑美，2016），
亦即教師能主動評估自己的學習需求、建

立自我學習的目標、尋求資源、選擇適合

自己的學習策略並檢視學習結果的歷程

（Knowles, 1975）。但值得注意的是，
自主性 PLC如果未能聚焦在學生學習，
特別是興趣型 PLC，易流於「社團化」的
困境（周淑卿，2022）；而且在實際教學
負擔未減輕的狀況下，自主性 PLC展現
教師由下而上的成長力量可能面臨時間及

精力的挑戰（陳佩君、陳淑美，2016）。
透過本研究的進行，期望深入探究自主性

PLC的發展歷程，以提供未來推動自主性
PLC在學校現場順利運作的參考。具體而
言，有下列四項研究目的：

一、 描述自主性 PLC的成立經過。

二、 探討自主性PLC的運作及其影響因素。

三、 探討自主性 PLC遭遇的挑戰及因應
方式。

四、探討自主性 PLC帶來的影響。

壹、緒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
教育工作者所組成，持有共同的信念、願

景或目標，為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

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地以合作方式共

同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張新仁等人，

2009）。然而在臺灣，教師專業成長過往
常被視為是一種屬於教師個人的進修活動、

是個人的事，而非整個群體的事，因為缺

乏集體行動。因此教師進行自身專業成長

時常常未能顧及所處的組織、社群、生態

及文化與進修方向的需求與適合度，造成

未能兼顧教師個人專業成長和學校組織的

同步發展（孫志麟，2010）。而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特徵之一就在於能凝聚對同一

目標主題有興趣的教育工作者的意識，也

提供社群成員在人際關係方面的支持。

近年來，臺灣受到國外對於教師專

業發展的重視所影響，陸續推動一連串的

改革，期望透過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再

加強，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其中，

PLC的相關概念始於 2001年九年一貫課
程試辦之時，部分學校為解決教學現場問

題而採工作坊的形式進行課程教學的實

踐研究，但並未使用 PLC的名稱（江嘉
杰，2014）。自 2010年度起，教育部正
式啟動以學校為本位、教師自發性組成的

PLC，來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的專業
成長活動，以及各縣市的精進教學計畫

（張新仁等人，2011）。而從 108學年度
正式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又

稱 108課綱），強調跨領域的學習活動、
選修課程、專題課程，以及統整性主題、

議題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並建議教師自發

組成跨領域的 PLC，進行共同備課等專業
發展活動（教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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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以

下七項待答問題：

一、 自主性 PLC如何形成？

二、 自主性 PLC成員為何參與？

三、 自主性 PLC如何運作？

四、 哪些因素影響自主性 PLC的運作？

五、 自主性 PLC 遭遇哪些困境？成員如
何因應？

六、 自主性 PLC對於教師教學有哪些影
響？

七、 自主性 PLC對於學生學習有哪些影
響？

貳、文獻探討

一、PLC的意義
國內外皆有許多研究者對 PLC進行

界定。首先，既然是「社群」，因此在定

義上每位研究者都強調了「群體」的概

念，但對於群體則有不同的詮釋。幾乎

所有研究者（孫志麟，2010；陳佩英，
2009；張新仁等人，2009；張德銳、王
淑珍，2010；Brookhart, 2009; DuFour et 
al., 2006; Hord, 2007）都同意 PLC 是由
教育工作者所組成，但陳佩英（2009）認
為參與 PLC的成員還包括學生、家長與
社區人士的對話。其次，PLC具有共同的
信念、願景或目標，但對於目標的內涵，

不同研究者的定義略有不同，大部分研究

者（孫志麟，2010；陳佩英，2009；張新
仁等人，2009；張德銳、王淑珍，2010；
Brookhart,  2009; DuFour et al. ,  2006; 
Hord, 2007）認為 PLC的目標是滿足學生
的需求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但張德銳與

王淑珍（2010）、Brookhart（2009）認
為 PLC的目標除了促進服務對象之學習
成效，也包括精進教師自身的專業素養。

此外，幾乎所有研究者（孫志麟，2010；

陳佩英，2009；張新仁等人，2009；張
德銳、王淑珍，2010；Brookhart, 2009; 
DuFour et al., 2006; Hord, 2007）皆認為
PLC是以合作的方式達成目標，這些方法
可能是省思對話（陳佩英，2009）、探究
學習（DuFour et al., 2006）、分享討論（張
德銳、王淑珍，2010）、改變整個組織（孫
志麟，2010）等。Stoll與 Louis（2007）
指出，儘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沒有通用的

定義，但仍有共識存在：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是一群認真的教師以持續、反思、協

作、包容及學習為導向，進而共享和批判

他們在教學上的實踐。

二、PLC的影響因素

（一）支持性和共享性領導

支持性和共享性領導強調領導人支

持成員教師的需求和觀點，並且共享領導

權。教師們在社群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能享有社群成果的所有權，並為共同的

目標努力（Vangrieken et al., 2017）。校
長分享領導權必須打破傳統集權力於一

身的形態、邀請有能力的教師參與學校決

策，並承擔做決定的責任（張新仁等人，

2009）。校長或領導人將權力下放給教
師，是期盼教師在參與決策後，能將「專

業」與「社群」扣連，並以學校為本位、

教師為改革主力改善教育品質（陳佩英，

2009）。張德銳與王淑珍（2010）認為在
學校組織中，校長及主任等學校行政主管

若能將權力釋放給社群中的領導者及每一

位教師，讓教師保有教學自主權，選擇對

於學生最好的教學方式，就是在無形中支

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因此，學校

及社群領導者在領導 PLC時不以領導人
為權力中心，而是適當的給予成員教師參

與決策的能力和責任，才是使 PLC能獨
立發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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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群成員的關係

蔡清田與雲大維（2011）認為 PLC
的發展需要社群成員透過真誠的溝通，使

成員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為學校提供共

同努力的方向。張德銳與王淑珍（2010）
提到 PLC若要維持良好運作，則需要靠
內部與外部等人力資源的支持與投入，而

「信任」與「尊重」是教師專業社群的最

核心人力資源要素，因為唯有信任其他教

師的能力，方能在討論與合作過程中，讓

教師願意提出自己的想法與接納別人的意

見，充分發揮出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質功

效。PLC 強調的分享實務、協同合作及
共享價值等特徵都需奠基於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與信任上才能實踐，因此 PLC的運
作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密切相關並且相

輔相成的（王淑麗、丁一顧，2017）。
社群成員間的高度信任是最重要的，信任

的展現包括：願意溝通、尊重不同意見，

並將夥伴間的專業合作視為責任，如此才

能營造相互支持的氛圍（張新仁等人，

2009）。

（三）行政資源

PLC 要成功發展有賴學校行政的支
援，包括：給予教師相關資源與設備，

例如討論空間及資訊設備的提供；提供教

職員所需要的訓練課程；安排每年校內成

果發表或對外交流的機會（張新仁等人，

2009）。張德銳與王淑珍（2010）認為中
小學及教師成長資源十分有限，必須要向

教育行政機關申請競爭型計畫（例如優質

高中計畫、精進教學計畫等）才能申請得

到專業成長的經費，如果向教育行政機關

申請經費困難或者經費支持不足，中小學

要順利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會有實質上

的困難。綜上所述，PLC的運作會需要行
政資源的支持，資源的提供可能來自學校

內部的行政支援，也可能來自學校外部資

源的挹注。

（四）家長期待與學生需求

蔡清田與雲大維（2011）認為家長與
學生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家長對學校教育

品質的期待和要求會影響 PLC的運作，
而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並且 PLC的最終
目的是提供受教學生習得有意義的經驗課

程，因此學生的學習狀況與需求亦是影響

PLC的因素之一。

（五）教師及學校背景因素

林妤蓁與吳勁甫（2017）對於 102
篇研究報告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男性

教師、40歲以上的教師及兼任行政的教
師較能知覺到 PLC特徵的展現，包括持
續改進及行政支持等，而班級規模在 12
班以下及創校 30年以上的學校教師知覺
PLC中校長分享領導權的程度較高。

三、PLC的效果

（一）對教師的效果

教師參與 PLC可充實其教學專業知
能，可能因此改變其教學實務，而能增進

其教學效能。徐偉民與廖玉婷（2012）
對三位不同教學經驗和背景的教師進行個

案研究，發現參與 PLC會對個案教師的
數學教學產生外顯和內隱的影響：資深教

師由於已形成明確的教學觀點，並具備豐

富的教學經驗，因此其教學受到 PLC的
影響不大；有經驗的教師會嘗試改變教學

來符合理論的主張，例如：嘗試使用分組

教學，但現實往往不一定符合期待，因此

在決定恢復原有的教學方式時又希望未來

有機會實施自己理想的數學教學；而初任

教師由於班級經營佳，所以暫時沒有改變

的需求，不過透過在 PLC內的對話更能
瞭解自己的教學思考和決定。Vesci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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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8）回顧 11篇實徵研究論文，雖
都支持參與 PLC會使教師教學實踐發生
變化，但其中只有五篇文章提到教師在課

堂實踐的具體改變，其餘則缺乏對教學

的具體變化有所描述，僅說明教師自陳其

教學實踐已發生變化。劉倚禔與吳勁甫

（2017）對於 21篇研究報告進行後設分
析的結果顯示，PLC的六項特徵（包括共
同願景價值目標、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

共同探究學習、分享教學實務、實踐檢驗

及持續改進）與教學效能的五個層面（包

括教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材、多元教

學策略及良好的師生互動等）間具有中度

以上的正相關。

此外，參與 PLC能滿足教師的情感
需求。在社群運作中，教師不再是孤軍奮

戰，彼此之間不僅會討論與工作有關的

專業知能，更會關懷、鼓勵與支持社群中

每一位教師，因此教師在社群中能獲得

情感需求的滿足，並同時減低傳統班級

王國情境裡的孤立感（張德銳、王淑珍，

2010）。教師在教學上遭遇困境時，可
以在社群中尋求支援與鼓勵，不僅能增進

彼此情誼，還能減少教師間的孤立與隔閡

（張新仁等人，2009）。採用 PLC運作
方式除了透過專業對話發展專業知能外，

更可因此建立同儕情誼，得到支持與鼓勵

（林孟郁等人，2013）。

（二）對學生的效果

教師參與 PLC有利於改變個人的專
業知能，也反映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

Burns等人（2018）對 181所中小學進行
研究，將 PLC實施歷程劃分為建構 PLC
的文化基礎、有效團隊的工作方式、學習

評估等八個部分，結果發現八個部分皆

與學生成績之間存在低到中等的相關。

Berry等人（2005）研究一所偏鄉小學，
校內有超過 60% 的弱勢學生，在實施

PLC後，超過 80% 的學生閱讀與數學成
績達到該州的要求，是當年該學區進步

最大的學校。Louis 與 Marks（1998）研
究了 24所致力於教育改革的都市學校，
結果顯示 PLC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
Vescio 等人（2008）回顧了關於 PLC、
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關係的八項實徵性研

究，這些研究的結果皆支持教師參加 PLC
時，學生學習也有提升的假設。吳俊憲等

人（2016）發現在推動一連串社群運作歷
程後，學生在課堂的表現更加專注，並且

在探究問題、合作及表達之能力都有所提

升；也因為教師在參與社群後使用多層次

之提問設計，因此學生的思考層次也較過

去提高，並且成功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對學校的效果

推動 PLC不僅有利於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對於學校整體環境也可能有所影

響。這是因為 PLC的運作可以營造學校
教師與行政職員一體的概念，透過互相

支援與討論進而推動改進學校的文化，

使行政與教學相輔相成（張新仁等人，

2009）。張德銳與王淑珍（2010）認為
PLC的運作透過相互討論教學問題、共同
處理困難情境可以使整個學校內教師更加

團結合作，經由教師彼此提供鼓勵和精神

支持，能使教師不畏於嘗試與創新，致力

於教學改進與創新，進而改變了保守封閉

的教師文化。吳俊憲等人（2016）發現藉
由理念溝通、相互觀摩，可凝聚學校教師

共識；若能有行政主管的支持，甚至親身

參與，更可激勵社群，使社群運作更加順

利，並且形成社群「由下而上」推動改革

與行政「由上而下」提供教師必要支援的

正向循環。

四、自主性 PLC
Honaker 等人（2022）認為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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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的 PLC必須讓教師能
夠全心投入和全權負責，亦即教師具有

高度的專業自主，從這個角度將 PLC分
成管理者主導的（manager-lead）、自我
管理的（self-managing）與自我規劃的
（self-designing）PLC， 這 也 是 PLC 邁
向成熟發展的三個階段。陳佩君與陳淑美

（2016）指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革帶
起一股自發性的改變力量，自主性 PLC
的蓬勃發展即是一例。這些自主性 PLC
在教育現場產生相當程度的共鳴與影響

力，例如：南投縣爽文國中王政忠等老師

創立的「夢的 N次方」，號召偏鄉中小
學老師一起參與由下而上的教師專業自主

研習，研習並不限於任何教學法，只要能

切合教學現場的需求，這樣的形式即使是

偏鄉教師也能獲得實用且有效的教學策略

與資源（黃寶億、丘愛鈴，2019）。國立
臺南大學附屬實驗小學溫美玉老師一開始

是在無名小站架設「溫室效應部落格」，

分享教學點滴與班級經營，後來為了有更

大的討論空間而在 Facebook成立社團「溫
老師備課 Party協作平臺」，讓原本在教
學現場各自為政的教師有了分享教學經

驗及解決教學問題的空間（陳佩君、陳淑

美，2016）。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取徑進行。在

個案數量／分析單位方面，本研究採用單

一個案嵌入設計（single-case embedded 
designs），研究參與者為一個分組合作
學習自主性 PLC，分析個案 PLC的成分
包括其發展歷程、運作的因素、遭遇的挑

戰、因應方式及運作成效等。在研究問題

方面，本研究屬於描述性及解釋性個案研

究，除了描述個案 PLC現況外，並分析
其發展的背景脈絡，以對於個案 PLC運
作的來龍去脈提供詳細與清晰的圖象。在

研究目的方面，本研究屬於工具型個案研

究，透過探討一個自主性 PLC個案，以
瞭解自主性 PLC的相關議題，期望研究
結果能有助於類推至其他自主性 PLC或
解決相關問題。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中

部某縣立 S高中的「分組合作學習跨校社
群」為研究個案。S高中是縣內第一所完
全中學，也是當地第一所高中，因地緣關

係主要學生來源為當地國中畢業生。由於

同時兼有國中部與高中部，為校園內增添

不同背景的學生，而學生的多樣性有利於

分組合作學習時實施異質性分組，透過小

組成員彼此互動與合作提升學習成效。

個案 PLC的成立是由於擔任召集人的
教師對於分組合作學習及對差異化教育理

念的認同而主動發起。召集人為具有超過

20年任教經驗的資深教師，教師生涯中獲
得師鐸獎及其他獎項的認可，並於研究者

所在的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被師資培育

中心延聘為兼任助理教授，因為能將教學

實務知能帶入師資培育課程中，受到修課

師資生的喜愛，第一研究者也因而有機會

與個案 PLC召集人請教及討論。個案 PLC
具有跨年級、跨校與跨領域性質，共有九

位成員，授課年段以國中和高中為主，主

要任教於個案 PLC召集人任教的 S高中與
鄰近的另一所高中，任教專長涵蓋國文、

英文、社會、理化、生物等學習領域。

三、資料蒐集的方法

（一）參與觀察

研究者的參與程度和觀察角色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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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為參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 
剛開始即公開以研究生的身分進入個案

PLC，並隨著對場域的熟悉與觀察對象建
立關係，而逐漸增加參與的程度。另外，

本研究的觀察是在自然情境中進行，觀察

的內容為非結構的觀察，未明確界定所要

觀察的內容，而是保持開放、彈性的態度，

依情境適時調整觀察目標、內容和範圍。

（二）訪談

本研究兼採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兩

種方式蒐集資料。研究者在進行參與觀察

時會適時運用非正式訪談，根據當時的情

形伺機與相關的成員教師交談或提問，以

蒐集重要的資訊。此外，本研究採取半結

構式訪談法蒐集資料，受訪者為有意願接

受訪談的個案 PLC成員（如表 1），每次
時間介於 30 ~ 60分鐘之間。

（三）文件分析

本研究蒐集與分析的文件有歷年個案

PLC的成果冊、成員教師的觀課紀錄、個
案 PLC定期聚會的會議紀錄、學生學習
單、上課筆記等。

四、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研究者是質性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工

具。第一研究者在教育實習階段的實習學

校是該地區新課綱前導學校，為了發展校

內的選修課程而建立 PLC，使研究者對於
PLC有實際參與經驗。研究者在就讀研究
所期間曾修習教育研究法相關課程，對於

質性研究有基本知識的瞭解。且研究者自

108學年度開始即以研究生的身分參與個
案 PLC活動，經過一學期與個案 PLC成
員建立關係，因此有利於資料的蒐集。第

二研究者具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經

驗，也熟悉質性研究法的運用。

（二）訪談綱要

在半結構式訪談中，研究者依研究目

的和待答問題，擬訂訪談綱要，訪談問題

包括：請問您（僅召集人）在什麼情況下

成立了這個 PLC？請問您參與本 PLC的
動機或契機為何？請描述您參與本 PLC
的歷程；PLC發展歷程中是否曾經遇到
困境、如何解決？請問學校行政對於您參

與本 PLC提供哪些協助或資源等。並視
情況調整訪談問題的順序及增補訪談的 
問題。

（三）照相機、錄音及錄影設備

本研究使用照相機及錄影設備記錄觀

課歷程，以彌補研究者無法同時觀察多數

學生反應與互動的狀況。另外，將徵求受

表 1
正式訪談的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任教年段 任教領域／科目 任教年資 加入個案 PLC 年資 訪談日期 備註

T1 國中 自然（生物）、健體
（健康教育）

24 4 2021/04/13 召集人

T2 國中 英語 33 3 2021/04/15
T3 國中 自然（生物） 15 4 2021/04/20
T4 高中 英文 18 4 2021/04/20
T5 國中 自然（生物、理化、

地科）
  1 1 2021/04/20 跨校成員

T6 高中 英語   1 1 2021/04/20
T7 高中 歷史 15 4 2021/05/11 跨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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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的同意與簽署同意書後，進行錄音以

記錄訪談內容。

（四）實地筆記

研究者使用紙筆以簡便、規律地記錄

參與觀察的活動。在進行訪談時，會記錄

當下的疑問、需要追蹤的重點、靈感及受

訪者的非語言訊息。

（五）分析備忘錄（analytic memos）
研究者在蒐集與分析資料過程中適時

撰寫分析備忘錄，包括分析資料時的思考

細節、分析資料過程中的疑問、分析資料

後的歸納結果等。

（六）觀議課記錄表

研究者在觀課時搭配個案 PLC社群
內所使用的「觀議課記錄表」（劉世雄，

無日期），作為瞭解個案 PLC實施效果
的資料之一。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參考張芬芬（2010）提出的質
性資料分析步驟，將資料分析程序分為以

下三個步驟。

（一）文字化

文字化的階段主要是將蒐集的資料轉

化為文字，產生一個可以分析的文本，資

料來源包括：觀察、訪談、文件、札記等

（二）概念化

概念化的階段透過文本編碼，將某個

概念賦予文本，並尋找其意義。編碼是一

種建立範疇（category）的行為，首先需
將文本中的行數或段數進行編號。本研究

將正式訪談的代號設定為 I，代號格式設
定為「資料蒐集方式 –受訪者代號 –觀察
日期」，例如：IT120210413代表此筆資
料是出自 2021年 4月 13日召集人（代號
1）的正式訪談。其次，本研究將參與觀

察或非正式訪談的代號設定為 OB，代號
格式設定為「資料蒐集方式 –觀察日期」，
例如：OB20210316代表此筆資料是出自
2021 年 3 月 16 日參與觀察或非正式訪
談。再者，本研究將成果冊的代號設定為

AB，代號格式設定為「資料蒐集方式 –
日期」，例如：AB20170913代表此筆資
料是出自 2017年 9月 13日的成果冊。

（三）命題化

命題化階段是要找出整個資料中的主

旨與趨勢，用命題的形式呈現此主旨或趨

勢。

六、研究品質

Lincoln與 Guba（1985）提出研究品
質的四個信賴度指標，分別是：可信度

（credibility）、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可 靠 度（dependability） 與 可 驗 證 性
（confirmability）。本研究者參考前述四
個信賴度指標，提出檢測方法如下。

（一）可信度

可信度被用以評估研究者的觀點、詮

釋和結論是否充分而適當呈現研究參與者

對研究問題的多元觀點（鈕文英，2020）。 
本研究採用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
為可信度的檢驗方法，主要採取參與觀

察、訪談、文件分析等三種不同資料蒐集

方法，以完整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

料。另外，本研究亦採用研究參與者檢核

（member check），研究者在謄錄訪談逐
字稿後，將請受訪者檢視逐字稿內容是否

清楚表達其想法及意見，再進行後續的資

料分析程序。

（二）遷移性

研究結果必須根據原本研究的情境與

讀者要類推的情境的相似程度，才能決定

兩者的遷移性（鈕文英，2020）。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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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用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作為
「遷移性」的檢驗方法，研究者在分析資

料時會盡可能掌握研究細節並深入描繪，

呈現研究參與者的內心想法及其背景脈

絡，以期為讀者提供更多線索與連結。

（三）可靠性

可靠性指研究者能發現研究工具的不

穩定性，以尋求方法發現和解釋造成不穩

定或改變的因素（鈕文英，2020）。研
究者謹慎看待本研究中不同方法所蒐集資

料間的異同，並適時與研究同儕討論以檢 
視之。

（四）可驗證性

可驗證性強調資料是否確實為蒐集到

的資料而非研究者本身的想法（鈕文英，

2020）。研究者主要透過自我對蒐集的
方法和資料的省思，以確保研究結果扎根

於蒐集到的資料，而非僅是研究者個人的 
偏好。

七、研究倫理

（一）知情同意

研究者提供受訪者足夠的資訊，包

括：研究者姓名及聯絡方式、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研究參與者權益及個人資料保

護機制等，並以簡單易懂的文字陳述，以

確保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研究的充分理解，

且不會因為拒絕參與研究受到任何外來的

壓力。研究者在詢問個案 PLC成員教師
參與本研究的意願前，向他們說明本研究

的背景與目的及告知其相關權利，並在取

得同意後請他們簽署研究參與者同意函。

（二）保密原則

研究者不會公開也不會向與本研究

無關的人員透露。所有研究的原始資料在

經由分析之後，除非另外再徵得受訪者的

同意，否則都將被妥善收存，並在研究結

束、撰寫研究成果，以及改寫成學術研討

會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後加以銷毀，原則

上為研究結束後三年。

（三）避免身心受傷害原則

若在參與研究過程中的某些問題引

起研究參與者在生理或心理上感到不舒服

與困擾，可以隨時反映，並當場拒絕回答

問題。研究參與者並可不具理由隨時退出

研究，且不會因此引起任何不愉快、產生

任何不良後果，或影響到任何其他方面的 
權益。

肆、結果與討論

一、自主性 PLC的成立經過
個案 PLC成立的契機主要是召集人

希望透過參加 PLC與同儕進行專業互動，
但當時縣內沒有符合其專業發展需求的社

群存在，因而有了創立新社群的動力。在

創立初始時期，召集人為了更有效率地處

理班級經營與教學的問題，從 2006年開
始嘗試合作分組學習，發現對於維持學生

專注有顯著成效，因此將之作為個案 PLC
運作的主題。個案 PLC的成員一開始是
召集人邀請校內教師加入：

第一年它剛推動就進來我是中間才

插進來，那就我所知啊應該是召集

人那時候，他本來就是都在做分組

合作，那可能就是當時她找學校的

老師。（IT720210511_L5）

個案 PLC開始有跨校成員的原因並
不相同，例如：召集人本身在參加「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的進階輔導教師培訓

時，趁機將個案 PLC介紹給外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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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專有培訓，就初階那些，

那我們去召集人剛好談到這個社

群，然後那時候我就蠻有興趣的。

（IT720210511_L6）

另外，召集人擔任薪傳教師時，會與

受輔導的教師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也會

趁機邀請受輔導的教師加入個案 PLC，因
而使個案 PLC有了他校成員。

一個 PLC從初始時期過渡到成熟時
期的特徵為：成員有共同的興趣、理念與

對社群的凝聚力，並願意遵守規範與花

時間參與社群活動（吳俊憲，2013；陳
佩英、焦傳金，2009；Roberts & Pruitt, 
2003）。個案 PLC的運作主要主導及維
持運作的仍是召集人，其他成員大多遵循

召集人所建立的規範而參與：

目前感覺都是主要主持人都是召集

人。那其他老師可能就是這個跨校

社群比較屬於旁觀者的角色居多一

些。（IT520210420_L3L4）

在召集人領導下，個案 PLC已經有
穩定的運作方式，例如：每學期固定有共

同備課、觀課、議課的活動。社群成員都

瞭解運作的規則與方式。

一個 PLC在成熟時期的特徵為社群
成員具有高度認同感與歸屬感，能共同

執行任務及解決問題（Roberts & Pruitt, 
2003）。個案 PLC成員對 PLC主題「分
組合作學習」具有共識；且經過多年的運

作，成員對於分組合作學普遍具有一定程

度的先備知識：

因為大家其實已經好幾年了啦，然

後大家就是大部分參加的人，都

是就是很少說是第一年的，然後大

家也對這個社群怎麼去運作，或是

說他的一些先備的知識能力其實大

家都有一定的程度在那個地方，所

以我覺得已經算蠻成熟的狀態。

（IT720210511_L3）

本研究將個案 PLC的發展區分出初
始時期、趨於成熟時期及成熟穩定時期，

大致符合吳俊憲（2013）、陳佩英與焦傳
金（2009）、Huffman 與 Hip（2003）等
將 PLC的發展依剛成立、磨合與震盪、
進入穩定運作等特徵分為三階段。值得

注意的是，趨於成熟時期特徵是召集人是

主要主導及維持運作的人，其他成員大部

分都遵循召集人的領導與既定的規範而

參與；另一是多數的運作流程已經確定，

但社群運作的細節仍在不斷更新變化，此

雖然部分符合吳俊憲所界定的成熟穩建

期、陳佩英與焦傳金所界定的開展期、

Roberts與 Pruitt（2003）所界定的規範階
段與運作階段等的描述，但個案 PLC成
員教師仍以遵循召集人的領導與既定的規

範而參與為主，並因為社群運作的細節仍

在不斷更新變化，因此本研究將此時期命

名為「趨於成熟」以展現其動態的歷程。

二、成員參與自主性 PLC的動機

（一）滿足專業發展的需求

有些成員參與個案 PLC是來自於終
身學習的動力，因此持續參加專業相關的

學習，從社群的人際交流中獲得學習：

希望每一次我真的有一些學習，能

夠從別人的身上、從召集人、從

我們的互動，那其實人生今天是學

習，時時在進步。（IT220210415_
L24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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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成員教師雖有參加 PLC以滿足
專業發展的需求，但並沒有找到適合其年

段、科目以及理念契合的社群，因此參與

個案 PLC是目前比較可行的選擇：

就是因為召集人他們都是國中老

師，那我其實說真的啦我當時來參

加我也是再思考一個點就是國中老

師的教學方法，跟高中老師是蠻不

一樣的，那到底我能不能從中得到

我想要的東西，那我那時候的想法

就是我先看看、試試看我可以看到

什麼東西。（IT720210511_L18）

有些成員認為個案 PLC的主題「分
組合作學習」互助合作、共好的教學理念

不同於傳統以教師為本位的教學觀，或許

是可以在課堂上試行的創新教學策略：

當初也是想到說為自己的教學注入

一些不一樣的方式跟資源，或者

是換一個角度去思考這些教學對於

我或對於學生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同

的概念，那所以就參與了這一個。

（IT320210420_L38）

部分成員教師參與個案 PLC是被教
學困境所迫，學生學習能力及學習態度的

個別差異大，導致學習成效不佳：

尤其對程度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學

生，他就會在上課可能就會睡覺，

那以前教室裡面可能睡覺的頂多一

兩個，可是當這樣的差異性出來之

後，這樣的學生會愈來愈多，所

以我一直在找可以突破的點，就

是說怎麼樣讓學生去思考，就是

讓學生可以真正在課堂上學習。

（IT720210511_L14）

此外，有的成員教師發現即使對於教

材的熟悉度提升，但學生的學習成效卻沒

有變好，因此希望透過參與社群尋找可能

的原因：

教了將近十年，其實你就會發現你

的教學的教材的成熟度其實算高，

然後你講述的東西其實都很成熟

了，但你就會覺得為什麼老師把

自己變得愈來愈厲害，可是學生

並沒有因為你厲害他變厲害了。

（IT720210511_L15）

而較為資淺的成員認為透過議課時

社群內資深教師的觀課分享與教學建議，

可以縮短教學理論與課堂運作間的差距；

並且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時大家的

見解交流，有助於瞭解自己教學的盲點並 
突破。

（二）召集人因素

部分成員則因為與召集人為校內同事

或薪傳師徒的關係，而接受召集人參加社

群的邀請，因此加入社群。有的成員教師

受到召集人的學經歷所吸引，因此想要追

隨之而加入社群。

因為每個初任教師都會配一個薪傳

教師，那我的薪傳教師就是蠻認真

的，他就是除了這個分組合作跨校

社群之外，我們另外還有一個班級

經營合作的社群，都會有讓我這兩

個社群都參加他們的研習演講，然

後還有觀課入、共備、觀議課之類

的活動，對對對；所以最主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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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薪傳教師想要增進我的教師專

業知能，所以他邀請我來這兩個社

群，那這是其中一個就是分組合作

學習的社群。（IT520210420_L8）

像○校長（召集人配偶）本身也是不

斷的上進，而且能夠接觸社會上各個

社會階層，他要跟家長、跟學生，他

要跟社會企業團體來爭取資源那也

要跟社區做結合，所以他本身已經有

充分的人脈跟社會的互動，那召集人

他們夫妻配合非常的協調；而且自己

有在彰師大進行，這個教育學程的教

學，那可以面對這個我們新世代的、

未來的、最新的、最年輕的老師，所

以我覺得它可以帶給我們不同的視

野。（IT520210420_L8）

三、自主性 PLC的運作重點
個案 PLC通常以學期為運作的一個

完整循環。運作重點之一為強化分組合作

學習的理論與實務連結，包含共同備課、

入班觀課、議課及講座等活動，此與張新

仁等人（2009）列出 14種 PLC運作形式
中協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專題演講

等相同，也屬於吳俊憲等人（2015）提出
的四種社群運作方式中增能研習及對話省

思等兩項。

「共同備課」可以幫助師長，釐清

課程的核心概念、迷思概念、關鍵

能力；掌握教學與學習目標、教學

策略與流程；有效設計多元學習評

量與學習單。（AB20170913）

我們不同的觀課人員不同的組別，

那我們要看這個東西我們複習一

下，就是我們要看整個分組學習的

應用喔，同質跟異質，以及他整

個流程是不是順暢，學生的討論

相互教學學習的狀況成效這些。

（OB20210420_L1）

「共同議課」讓師長共同分享與討

論教學；喚起教師大家平時的問題

（教材、教法、學生），討論策略；

討論學生共有的問題，不是針對某

個教師；分析學生困難，集體找出

策略。（AB20170913）

個案 PLC的另一個運作重點是交流
及凝聚共識，包括期初的社群願景與期程

討論、期末的總檢討與分享成果、跨校成

員教師交流與討論、讀書會等，有助於成

員互相瞭解與交流，進而凝聚共識、情感

及反思社群目標。

聽別人的分享或是聽一些理論就會

更啟發自己的思路，然後，做一

些反思，然後還有同學就是就是老

師不同的學科，或是來自不同的學

校，或是不同的年齡喔，每位不同

的老師的經驗不一樣，我覺得這

樣子互相參雜交流我覺得很棒。

（IT620210420_L29）

校外的部分，我可以看到不同學校，

像瞭解了○○高中，我們去看它的

教學觀摩，很棒的一個歷史的不同

視野的教學觀摩。（IT220210415_
L53）

我們的讀書會也結合了社區的讀書

會，在最近的每一期也都會有一本

書，透過我們參與成員的互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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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但從我們的教育，我們還可以

從經濟，例如我挑選的書籍裡面有

一些是勵志的或者是烹飪，喔，也

有老師是從歷史、地理、文學、人

文，之前還有年輕老師還有攝影、

照相，那這樣子來自四面八方的知

識，對於我們個人可以有接觸各種

資訊。（IT220210415_L46）

四、影響自主性 PLC運作的因素

（一）召集人因素

召集人扮演專業領導者的角色，協助

成員習得分組合作學習相關的專業知識，

強化分組合作學習的理論與實務連結：

因為召集人他是很資深在操作，然

後他又有在大學裡面授課，然後又

有實際的教學經驗，又有社群的互

相交流。（IT620210420_L8）

召 集 人 的 領 導 風 格 以 諮 詢 式

（consultative）為主，參與式（participative）
為輔（秦夢群，2019），亦即召集人提供
成員教師參與社群運作的機會，藉由與成

員的交流取得共識，但召集人仍是社群運

作的主導者及決策者。

最主要都是我薪傳教師（召集人）

在安排、在 handle整個大局大方向。
但我覺得其他老師其實也是會有一

些建議去慢慢改善這個社群的運作

模式，不過我主要看到的還是召集

人在主導。（IT520210420_L16）

我（召集人）覺得我沒什麼領導啊，

他們就沒有做事我來做，他們想學

的人就會進來啊 ⋯⋯就有點像是

大家比較自發、自發性，那召集人

提供協助這樣子。（IT120210413_
L26L27）

（二）成員因素

個案 PLC成員教師抱持著互相幫助
的參與心態，在議課時能就觀課時所見給

予授課教師建議，目的在幫助教師突破困

境而非批評；而公開授課教師在互助的氛

圍下也會願意坦誠自己的困境，使成員的

交流更順利：

我覺得大家都是互相扶持啊，因為

不管我們去觀課怎麼樣或者什麼東

西，我覺得大家都是站在一個就是

不是在批評，而是就是看到的東西

去分享。（IT720210511_L44）

先前研究（王淑麗、丁一顧，2017；
張新仁等人，2009：張德銳、王淑珍，
2010；蔡清田、雲大維，2011）均強調
成員間人際互動與信任有助於彼此溝通合

作、營造互相支持與互助的氣氛，是維持

PLC運作的重要因素

（三）資源因素

S 高中校方很積極提供個案 PLC 聚
會時所需的場地及設備：「我覺得我們

學校的硬體是真的很棒，對啊，還有

平板，我之前的學校都沒有都要手改」

（IT620210420_L22）。學校行政單位協
助成員教師安排課程關乎教師參與個案

PLC活動的能力與意願，尤其對跨校參與
的成員來說更重要，因為授課時間安排妥

當才足以因應往返兩校所需的時間：

由於我們學校的老師說實在是太少，

然後又是偏鄉，所以行政的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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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就是盡量讓我調課，然後能讓

我有空出時間，然後去參加其他學

校的社群。（IT520210420_L25）

而個案 PLC運作所需的經費主要來
自向縣政府申請補助，內容包括鐘點費、

聚餐補助費、書籍補助費及交通費等。

另外，召集人在大學兼課並到各校分享教

育專業經歷，其配偶為國小校長，有向企

業團體爭取資源的經驗，使召集人在教育

界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即社會資本的累

積，這是指是個人或團體透過一定程度的

互動關係與網絡逐漸累積而形成的資源總

合（周新富，2018）。因此有機會邀請到
適合的專家學者擔任個案 PLC活動的講
座，召集人也因為多年認真經營個案 PLC
而獲得縣政府肯定，使個案 PLC在申請
經費時獲得縣政府經費補助的支持。

五、自主性 PLC遭遇的挑戰及因
應方式

（一）教學理論與實際間的落差

成員教師在教學現場實施分組合作學

習時，可能因為有學習程度極端落後或習

慣講述教學法的學生，以及特殊生人數比

例偏高的班級，導致成效不佳或難以落實。

我 try那個拼圖法，我 try十分鐘而
已嘛我馬上回歸同質性⋯⋯因為我

們是七組嘛，所以每一小組的專家

就是七個人，啊有四個小組嘛，最

後那一組啊有兩個男生他就跟不上

了，他沒有辦法。他就是學都有困

難何況是教人家，那這兩個人你也

不可以犧牲這兩個人⋯⋯所以我就

只好很快再拉回來（傳統教學法），

所以不是 try所有的方法，我覺得拼

圖法要在所有的東西所有的孩子都

是「中」，不能有「下」的就對了。

（IT120210413_L23）

有一些班他們本身的組成就固著性比

較強的，他們就會覺得你們為什麼要

這樣上課。（IT720210511_L100）

此外，學生參與分組合作學習活動的

反應看似良好，但學生的學習成績並沒有

因此有明顯的提升：

另外一個班級他的合作學習參與度

很高，然後學習上他們也都很快樂，

然後一一的對答好像都有進度在，

但是他的成績並沒有進步，或者是

也沒有退步很多啦，但就是維持在

中中」。（IT320210420_L77）

徐偉民與廖玉婷（2012）亦提及實施
分組合作學習的效果不如預期，惜未有更

進一步的說明。

針對學生因為習慣於過往的學習經驗

而排斥分組合作學習的挑戰，部分成員教

師採取彈性運用傳統講述教學與分組合作

教學的時間比例，讓學生能循序漸進的適

應新的教學法：

我教學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分組的

方式，還是會回到傳統的講述型，

但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是用，大概有

三分之二的時間，我都會用分組合

作的方式。（IT720210511_L90）。

針對班級中有學習程度極端落後的學

生及特殊生人數比例偏高的班級，部分成

員教師為了顧及學生的學習實益，選擇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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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放棄採用分組合作學習法，希望等待遇

到適合特質的班級再嘗試。至於學生考試

成績並沒有因為實施分組合作學習法而有

明顯的提升，部分成員教師轉而將對學生

成績的期望調整為只要求不要在年級排名

墊底，並著重於關注學生的學習態度、學

習投入及表達能力等：

其實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你（成

績）不要比別班差，以成績來講⋯⋯

那我覺得很大的改變就是，學生會討

論，很少睡覺，偶爾還是有一兩個，

但很少。（IT720210511_L93）

（二）成員教師人數不足

向教育處申請經費需符合社群人數門

檻的條件 12人，但個案 PLC的運作較為
低調，並未積極宣傳及招募成員，因此較

少教師獲得社群相關訊息，導致招募成員

狀況不如預期。為了符合申請經費所規定

的最低人數規定，個案 PLC可能因此招
收到一些參與動力不高的成員：

我怕的就是去湊人數，大家沒有心，

為了要成立而成立，我不喜歡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要有真的想學的。

（IT120210413_L85）

為此，個案 PLC透過在校內教師會
議展示其成果，讓非成員教師認識個案

PLC，期能招募到新成員：

在我們教務處的系務會議上，我們會

把我們的基地班，以及這些教學的成

果，用書面呈現，然後，如果同學同

仁們有一些相關的問題他們也會找

到我們參與的群組的老師去做一些

的瞭解。（IT220210415_L110）

此外，個案 PLC放寬成員的參與資
格，納入國中階段以外的成員教師：

最近的這兩次，兩年它的人數有

愈來愈多，然後拓展的話有比較

廣，到高中啊到國小啊這些的。

（IT320210420_L33）

（三）跨校成員的融合

同校的成員教師較容易有共同的話

題，甚至也共同是其他共備社群的成員，

因此在個案 PLC成員關係外又有更緊密
的連結。相較之下，跨校成員與原校成員

較無共同話題與記憶，還須獨自克服跨校

參與所面臨的課程變動、交通路程等原學

校成員教師所未曾感受的壓力，使跨校教

師感覺隔絕於成員關係之外，也沒有可以

切入關係的話題或議題：「其實說難聽話

一點，畢竟我是他校老師，所以我跟他們

都很不熟」（IT720210511_L48），影響
了主動交流及凝聚共識的動力。

針對需要獨自面對跨校參與連帶而來

課程變動的壓力，成員教師以調整個人的

心態因應之，將壓力視為跨校參與必要付

出的代價並承受之：

不過畢竟我們學校只有我一個自然

老師，所以不可能安排個代課老

師代我的課，所以這也是沒辦法的

事，因為畢竟我不教的話，其他老

師也沒辦法教了。（IT520210420_
L29）

針對無法與 S 高中成員有同樣的親
密與革命情感的挑戰，跨校成員教師認清

個人的特質，並重新界定所謂的「夥伴關

係」，將與其他成員的互動聚焦於滿足自

身專業發展的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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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不熟啊，因為我也不是那種會

跟人家交際來往的人，那我只是

覺得說這個東西是我很想要看到的

東西，所以我會覺得那就試吧！

（IT720210511_L52）

其實大家是同樣在教育現場的夥

伴，即使大家不同學校，但是我覺

得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社群讓大家去

看到不同的東西，不同的教育年段、

不同的風格、氛圍，然後呈現出來

不同的教學方式，所以對我來就是

夥伴關係。（IT720210511_L51）

四、自主性 PLC帶來的影響

（一）對教師的影響

參與個案 PLC對教師的影響之一是
反思自身的教學現況。反思是使用科學方

法探究經驗意義的過程，對經驗進行深入

的思考與判斷，並連結新、舊經驗（簡梅

瑩，2007）。成員教師透過召集人帶領成
員教師們實務操作劉世雄（2018）提出的
深度觀課方法與「共備觀議課記錄本（第

四版：核心素養導向）」，重新檢視自己

在公開授課與平時教學的教學現況：

就是會比較開始去思考說就是各組

學生討論的狀況如何，那要怎麼依

照學生討論的狀況去調整他們的分

組。（IT520210420_L39L40）

成員教師從觀課中看到學生主動學習

的可能性，也開始思考如何能激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讓學生能自主學習：

現在就是一開始會讓他們去問問題，

然後讓他們去整理自己的，讓學生整

理自己的問題跟回答自己的問題，那

開始慢慢去引導他思考，然後整個過

程的話變得比較快樂，就是自己本身

可能比較快樂，開始讓他們學思考然

後去判斷。（IT320210420_L85L86）

另一方面，部分教師在參與個案 PLC
後，察覺自己目前不適合實施分組合作教

學，原因包括特定學科的限制、學校進度

的壓力，以及無法負荷實施分組合作教學

法所需要的前置作業：

因為你要實際地採取，說真的你要

有準備很多的學習單⋯⋯另外還有

要進行錄音跟錄影的區塊，那樣要

勞動的人會比較多。（IT220210415_
L86L87）

其次，教師參與個案 PLC後在教學
實務上的改變，包括：改進分組合作教學

的實施、使用教學平臺與軟體輔助教學及

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

譬如說座位上我會嘗試讓他們這樣

子跑，就是流動性的，我會去嘗試，

然後效果比出奇的好。尤其教另外

一班體育班，然後其實我就是也不

太聽傳統講授的，然後讓他們這種

隨機的分組，他們反而會說「老師

再玩一次、再玩一次」欲罷不能。

（IT620210420_L66L67L70）

那我之前使用 Kahoot 的話是的確
效果很好，就每個人都會因此而願

意去多作一些題目，但是的確就是

如那位英文老師所說的 Kahoot 也
有它的缺點還有限制，那現在就是

我在課堂上實際上我看他運用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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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幾個程式，像是 Quizlet、還有
Quizizz。（IT620210420_L72）

嗯，慢慢在改變不要說只是固定的

一套模式，因為現在學生跟之前學

生慢慢地不斷資訊啊考試啊不斷再

改變，那想說引進一些方式的話覺

得有更多的資源更多的方式，跟教

師在教學上面會有不一樣的變化跟

面對。（IT320210420_L46）

PLC的運作透過教師互相討論教學
問題、面對教學困境等，使教師不畏於嘗

試、創新教學的改進（張德銳、王淑珍，

2010）。徐偉民與廖玉婷（2012）也發現
教師參與 PLC後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使用多樣化的教學方式、授課時先檢查學

生的先備知識，以及依學生學習意願與表

現調整教材難易度等。

（二）對學生的影響

成員教師認為在實施分組合作學習法

後，班級學生整體成績有所提升，其中又

以原來成績屬後段的學生更明顯：

效果真的很不錯，就再提高差不多

2分的平均，以前齁以前只有異質
性的時候差不多提高 5 ~ 7 分對不
對，後來加入同質性也提高了 2 ~ 3
分，後來我現在加入測驗，又提高

了 2分。（IT120210413_L93）

Berry等人（2005）、Louis與 Marks
（1998）及 Vescio 等人（2008）發現教
師透過參與 PLC進而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但部分成員教師覺得實施分組合作教學法

的成效不完全能從學生成績來評估，因為

多數教師並不會在同一個班級持續實施相

同教學法，導致有太多因素可能影響學生

成績，教學方法的改變僅是其中的因素之

一。也有些成員教師認為學生的成績還是

個人努力的因素比較多，因此無法評估學

生學習表現是否與個案 PLC運作有相關。

成員教師認為實施分組合作學習後，

學生課堂上的表現比較不會睡覺及發呆，

較專注及更願意參與課堂活動：

學生的專注力啊，那個就是可以看出

成效；還有就是成績啦；還有就是不

會發呆，眼神專注啊；還有他參與度、

還有合作的情形。（IT120210413_
L97）

相對的，也有成員教師認為學生學習

動機是否有改善需要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

知道成效，所以目前仍無法評估。

透過實施分組合作學習，學生有更多

機會討論與分享，並且透過教師有意的訓

練，使學生更願意上臺發表，也愈能完整

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就是學生會願意表達，而且不管今

天他講得好不好，那我們都是針對

他講的東西，然後我們做一個簡單

的評論。（IT720210511_L103）

吳俊憲等人（2016）也發現經過教師
參與 PLC的運作後，學生在課堂表現更
專注，在探究問題、合作及表達能力都有

所提升。

有些學生本來不能接受講述教學以外

的方式，但透過教師從高一實施不同的教

學方法，學生逐漸始能接受傳統以外的教

學方式，

那我就會覺得說當我們從高一開始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4(2)-04 吳璧如.indd   92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4(2)-04 吳璧如.indd   92 2023/11/29   下午 06:33:232023/11/29   下午 06:33:23



自發、互動、共好：自主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個案研究 93

打破學生既有的想像，學生是可以

很多元的去接受不同的上課方式。

（IT720210511_L92）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自主性 PLC 的發展經歷初始、趨

於成熟及成熟穩定三個時期

部分成員一開始是召集人邀請校內教

師加入，後來則因教師培訓、薪傳教師等

機會而有跨校教師參加。個案 PLC在趨
於成熟的階段時，主導及維持運作的仍是

召集人，其他成員大多遵循召集人所建立

的規範而參與，但 PLC運作的細節仍持
續改變及修正，反映出凝聚成員信任與瞭

解、鼓勵共同解決問題的趨勢。個案 PLC
運作開始上軌道距今最少有四年，成員對

於分組合作學習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先備

知識。

（二） 自主性 PLC 成員的參與動機來自

專業發展需求及召集人的邀請

成員參與個案 PLC的動機一是滿足
專業發展的需求，包括具有終身學習的動

力、對於合作學習感興趣及汲取資深教師

的教學經驗等。成員教師加入社群的另一

動機是召集人的因素，包括受到召集人的

邀請及受到召集人的魅力所吸引等。

（三）強化理論與實務連結、交流和凝聚

共識是自主性 PLC 運作的重點

個案 PLC通常以學期為運作的一個
完整循環，包括強化分組合作學習的理論

與實務連結、交流及凝聚共識等兩項運作

重點。強化分組合作學習的理論與實務連

結的作法有共同備課、入班觀課及議課等

活動，並輔以多次講座；交流及凝聚共識

的作法則有期初的社群願景與期程討論、

期末的總檢討與分享成果、跨校成員教師

交流與討論及讀書會等。

（四） 影響自主性 PLC 運作的因素包括
召集人、成員及資源等因素

召集人本身具備分組合作學理論的專

業知識及教授成員分組合作學習理論的能

力，並能提供教學現場實踐經驗，有助於

成員習得分組合作學習相關的專業知識，

強化分組合作學習的理論與實務連結；但

召集人仍是社群運作的主導者及決策者，

扮演專業領導者的角色及展現諮詢式領

導風格。其次，個案 PLC的運作建立在
良好的人際互動與信任上，成員抱持著互

相幫助的參與心態，在議課時能就觀課時

所見給予授課教師建議，目的在幫助教師

突破困境而非批評。再者，學校提供個案

PLC的行政支持包括場地資源、設備資源
及課務安排等；經費資源主要來自向縣政

府申請補助；社會資本運用包括召集人的

人際關係及其與政府機關的關係，有利於

邀請適合的活動講座及經費申請。

（五） 自主性 PLC 需因應的挑戰有理論
與實際的落差、成員人數不足及跨
校成員的融合等

個案 PLC遭遇的挑戰一是教學理論
與實際的落差，因應方式為教師彈性調整

實施分組合作教學的時間比例、暫時放棄

採用分組合作學習、關注學生的學習態度

與課堂投入，以及強調學生表達能力的提

升。其次，成員教師人數不足的挑戰起因

於向教育處申請經費需符合社群人數門檻

的條件，但個案 PLC並未積極宣傳及招
募成員，並可能因此招收到部分參與動力

不高的成員；因應方式為透過在校內教師

會議中展示個案 PLC的成果，並納入國
中階段以外的成員教師，以利成員招募。

挑戰三是跨校成員融合的挑戰，跨校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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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教師與原校成員較無共同話題與記憶，

還需克服跨校參與所面臨的課程變動、交

通路程等問題；因應方式為跨校參與成員

調整個人的心態及找到適性的互動方式與

夥伴關係。

（六） 自主性 PLC 促成成員教師反思及
改變教學實務

個案 PLC對教師的影響之一是反思
自身的教學現況，重新檢視自己在公開授

課與平時教學的教學現況，體會到學生主

動學習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部分成員察

覺自己目前不適合實施分組合作教學。個

案 PLC的另一影響是改變教師的教學實
務，包括：改進分組合作教學的實施、使

用教學平臺與軟體輔助教學及嘗試不同的

教學方法。

（七） 自主性 PLC 成員的改變影響了學
生的學習

教師因參與個案 PLC帶給學生的影
響之一是使班級學生考試成績有所提升，

其中又以原來成績屬後段的學生更明顯；

學習動機的提升使學生更願意投入課堂活

動；表達能力提升；逐漸始能接受不同的

教學方式。

二、建議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召集人是因為所在縣市

沒有符合其專業發展需求的社群存在，而

有了創立新社群的動力；部分成員在暫時

沒有找到適合其年段及科目的社群而參與

了自主性 PLC；自主性 PLC面臨成員教
師人數不足的挑戰。因此，建議縣市教育

主管機關可以瞭解轄區內學校 PLC的主
題及運作特色，整合這些 PLC的資訊並
運用網路、刊物及公布欄等管道傳達，以

利教師尋找符合自身需求的 PLC資源，
PLC也有機會招募到適合的成員。

（二）對學校的建議

1. 提供教師與 PLC媒合的管道

本研究發現參與自主性 PLC能促使
教師反思教學現況及嘗試不同的教學方

法，進而對學生學習有正向的影響，但自

主性 PLC卻未積極宣傳及招募成員，因
此較少教師獲得其相關訊息。建議學校能

主動架設公布欄或網站等管道作為媒合教

師與 PLC的平臺，並且給予 PLC成員介
紹 PLC運作內容、理念與成果的機會。

2. 訂定 PLC可用資源的申請規定及流程

本研究發現學校的行政支持是影響自

主性 PLC運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些
支持似乎是來自於學校行政單位「願意」

甚至「樂意」協助。為避免學校提供的行

政支持淪為行政人員的個人決定，建議學

校將提供 PLC行政支持的流程透明化及
法制化，儘量減少人為因素對 PLC申請
協助與補助資源的影響。

3. 表揚在精進課程教學表現優異的 PLC

本研究發現參與自主性 PLC促使成
員反思及改變教學實務，進而正向影響學

生的學習。如果能將 PLC成員精進課程
教學的經驗擴展至其他教師同儕，則有利

於提升全體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建議學

校研擬適當的獎勵措施，例如：爭取減授

鐘點以鼓勵有能力、熱忱成立 PLC的老
師擔任召集人、敘獎或頒發獎金鼓勵確實

改變學生學習成效之成員教師，將學校支

持教師嘗試在既有教學中做出改變的態度

化為實際行動。

（三）對自主性 PLC 的建議

1. 尋找資源共用的各種可能作法

本研究發現部分成員自覺不適合實施

分組合作教學的原因之一是無法負荷實施

分組合作教學法的前置作業。因此建議自

主性 PLC思考如何增加資源共用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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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作法，例如：梳理各公開授課教師教

學流程的共同點、共享公開授課教師的教

案及學習單，以及提供教師實施分組合作

教學時可以採用的教學流程與資源，俾能

提高教師實際在課堂實施分組合作教學的

意願。

2. 轉型為混成的（blended）社群型態與
運作模式

本研究發現自主性 PLC遭遇成員教
師人數不足的困境。因此建議自主性 PLC
除了招募實體社群會員會外，可同時經營

線上社群，招募線上社群會員，將社群的

規模再擴大。此外，建議自主性 PLC增
加線上活動的比重，讓舉辦活動不再受時

間空間的影響，解決了跨校參與所面臨的

課程變動、交通路程等壓力，以增加地處

偏遠的學校教師參與 PLC的動力，有機
會招募到更多成員。

（四）對教師的建議

1. 跨校教師主動分享在 PLC的想法與收穫

本研究發現自主性 PLC存在跨校成
員融合的困境，跨校成員承受了因課程變

動及交通路程等問題帶來的壓力，且與其

他成員的交流不如同校成員間的互動熱絡

密切。建議跨校成員教師可主動將在 PLC
的收穫帶回所任教學校與校內同儕分享，

並找到個人適合發表見解的管道，紓解融

合困境帶來的壓力。

2. 釐清個人所需要的專業支持

本研究發現教學理論與實際狀況的落

差是自主性 PLC遭遇的困境之一。建議
教師能透過反思與共同議課，釐清個人實

施分組合作教學時所遭遇的困境及所需要

的專業支持，並在 PLC相關會議中提出，
尋求縮短教學理論與實際落差的解方及連

結解決困境所需資源，也俾能將教師所需

的專業支持安排於 PLC運作與活動中。

（五）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 探究社會資本與自主性 PLC運作的關
係

本研究發現自主性 PLC召集人的人
際關係及其與行政主管機關的關係可能會

影響自主性 PLC邀請適合的活動講座及
經費申請，這是先前文獻較少關注的面

向。召集人社會資本的運用對於 PLC爭
取資源有所影響，但其成本效益與運作細

節仍有待系統化的探討，因此建議能就相

關主題繼續探究。

2. 追蹤自主性 PLC成熟穩定時期以後的
後續發展

本研究發現自主性 PLC經歷的三個
主要時期：初始時期、趨於成熟時期、成

熟穩定時期，但 PLC仍持續針對運作過
程、細節與所遭遇到困境持續突破與改

進，且教師參與 PLC後雖增強了學生課
堂參與動機，但長期的改變與成效有待更

進一步的確認。因此，追蹤自主性 PLC
在成熟穩定時期後維持社群成效的方式、

其他發展的轉折甚至停滯或凋零時機與事

件，以瞭解自主性 PLC持續穩定運作與
持續突破現狀的發展，或可能導致自主性

PLC衰退的原因，以提供關於 PLC永續
經營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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