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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環境日新月異的同時，教師教學葫蘆內的妙方不能一成不變。許許多多的活動

及管道，如在職進修、參加研習活動；抑或種種政府推動的計畫或政策，如前幾期小

辭典介紹的教學輔導體系及精進教學計畫、或者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皆是為了

促進教師致力專業成長，以增進自身教學知能及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然而，很多時候

由上而下的美意未必能一體適用或滿足教師個人需求，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將提供另

一套教師專業成長由下而上的路線：專業學習社群（PLC），就其意涵、組織組成及發

展介紹之。 

 

一、 什麼是 PLC？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簡稱 PLC），專業學習社

群的概念大致源自美國 80 及 90 年代(吳俊憲，2010)，係由一群專業工作者所組成的

學習與成長團體。應用於教育領域，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即是由一群志同道

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之團體，他們皆有共同的信念、目標及願景，透過持續不斷的

學習與實踐，最終達到提升教學品質及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目標。這種透過組織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方式，《第五項修煉》（The Fifth Discipline）一書

的作者 Peter Senge 重新想像組織運作的方式，他認為組織不應是由上而下操控的

權力結構，而是提供成員自由揮灑想像力和相互學習的場域。在這種專業社群特

徵下，團員們可以進行反省對話、專注於學生學習、教師互動、合作、分享價值

及標準。書中作者也提到，在知識經濟的時代，一個機構或組織為確保永續發展，必

須持續提昇其知識管理與運用的能力，而其關鍵在於運用五項修煉並促使機構成為學

習型組織，這五項修煉分別是：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立共同願景、團隊學習

及系統思考（郭進隆譯，1994）。在教育上也逐漸導入這些新思維來改善學校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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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提供結構與社會性的支持，鼓勵教師共同提昇教學專業。 

 

        我國教育部自九十八學年度起，藉由「精進教學計畫」及「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計畫」，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務運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興起，

即是想改變學校教師由上而下、被動聽令行事的文化，企圖將學校組織變成專業學習

型組織，以教師合作為本質，從學校內部形成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與進步的力量(張德

銳、王淑珍，2010)。 

 

於此，DuFour（2004）提出教師專業社群的三大核心原則：（一）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是要確保學生學到什麼，而非教師教了什麼；（二）加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

師，必須善於合作及分享；（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應聚焦於教師專業成長

與學生的有效學習。而張新仁（2009）指出，不同於一般團體社群，「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特徵為以下幾點： 

（一）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 (Shared Vision, Values and Goals) 

（二）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th Focus on Learning) 

（三）共同探究學習 (Collective Inquiry) 

（四）分享教學實務 (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五）實踐檢驗：有行動力，從做中學 (Action Orientation: Learning by Doing) 

（六）持續改進 (Continuous Improvement) 

（七）檢視結果 (Results Orientation) 

 

二、 PLC 的組成型態 

 

    教師專業社群的組成是多元的，以下列舉各種組成的型態（張新仁，2009）： 

 

（一）採年級形式 

各年級教師教學成長社群以年級教學議題、教學策略、班級經營、解決教學問題

等做為專業成長內涵。例如：台南市進學國小創意教學專業學習社群。「創意教學專

業教學社群」是由進學國小低年級學年教師組成，社群裡結合了學年教師在語文、繪

畫、園藝方面的專長，將原本專屬於一個班級的教學特色，透過專業社群的團結共享，

共同編織起多元的課程內容。透過社群的力量，傳達到同一學年的班級學生，讓全學

年的學生，可以共享多元而完整的教學內涵。創意社群的成功關鍵是成員以彼此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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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的同儕互評機制，擔任評鑑人員的同儕能評論者坦率提出意見，而受評者也能坦然

接受建議。資深教師與新手教師站在同一個陣線上，傳承教育愛（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研發中心，2009）。 

 

（二）採學科（群科）/學習領域形式 

        如組織社會領域、自然領域等專業學習社群等，以共同備課方式，精進教學內涵、

改進命題、辦理領域統整之活動。例如：台北市南門國中自然學習領域專業學習社群。

南門國中自 96 學年度先成立「地球科學專業成長工作坊」，號召自然學習領域教師

一起備課，因為地球科學的專業性很強，又是自然領域教師都會教到的科目。然而，

並不是每位老師都熟悉該學門的知識，因此，備課會議最重要的目的，是解決師資專

業知識不足的問題。由於地球科學模式運作成效卓著，後來也用到生物科的備課上。

「自然領域專業學習社群」進行兩年的備課會議，不但讓老師們精進增能，也展現驚

人的成效。受訪教師表示：「主要成效有三點：第一、對於初任教老師而言，透過備

課會議，讓他們在教學上比較順暢。第二、學生成績有顯著的進步。之前學生上課秩

序不是很理想；備課會議進行之後，我們透過觀察紀錄發現，絕大多數的班級上課秩

序都非常的好，表示學生非常能夠接受老師上課的方式。第三、我們把整學年的備課

會議作成行動研究，又得到台北市的特優獎，再次獲得專業的肯定」(中小學教師專業

發展研發中心，2009)。 

 

（三）採學校任務形式 

        如未來學校計畫、整體學校發展計畫、家長成長與支持等，配合學校發展或專案

經費補助計畫所實施的專業學習社群。例如：花蓮市東華附小兒童本位奈米課程與教

學方案研發團隊。此社群配合國科會專案經費補助計畫實施，發展以兒童為本位的奈

米課程與教學方案為社群運作內涵。在第二期「國家型奈米科技教育」的推動下，整

合東區所有的大學院校及K-12(資深種籽教師團隊) 教育系統的中小學研究團隊聯盟，

形成一個跨校、跨領域、跨層級的奈米科技教育與研究團隊。奈米科技社群是學校任

務型的社群，先由一群教師開發課程，日後將陸續以學生社團、營隊、融入校本課程

等方式進行課程實驗。任務型的社群未來在推廣研究時，必定會面臨全年級或全校實

施的需求差異，需要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相互配合，以利完成任務(中小學教師專業

發展研發中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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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專業發展主題形式 

打破年級、科別，教師依共同關注的議題，組成不同主題的專業學習社群。例如：

宜蘭市宜蘭高中國際文化課程學習社群。透過跨科老師的交流及合作，激盪出不同的

火花，英語、地理、公民、歷史各科老師舉行多次會議，來決定課程計畫細節以主題

式及教師專長進行小組責任分工，透過外部資源與協助(如國際視訊會議)，改進問題

再成長。希望透過橫向式整合，讓學生意識到「多元文化」，從尊重差異出發，看到

更寬廣的世界。利用議題方式，探討更深入的問題，讓學生學習自己蒐尋資料、整合，

從不同角度看待事物，並且以小組合作方式，希望激發學生更多的創意(中小學教師專

業發展研發中心，2009)。 

 

三、 PLC 的發展階段 

 

        根據Huffman和Hipp（2003）所提出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動態發展觀點，辦理教

學輔導教師制度的學校所建構的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會經歷啟始階段、運作階段以及制

度化階段；而每一階段分別在「分享和支持性的領導」、「共同的價值和願景」、「集

體學習和應用」、「分享個人教學實務」、「支持性條件」等層面會有不同的發展特

徵，簡述如下（引自張新仁，2009，p.15；張德銳、王淑珍，2010，p.75）： 

 

(一) 啟始階段： 

教學輔導教師一開始先培養社群教師間的情感，透過資訊分享及專業對話，建立

共同價值觀和規範，再藉由同儕觀課、提供知識、技能與鼓勵等方式進行教學實務的

分享，並培養教師分享及領導能力。 

 

(二) 運作階段： 

在運作階段，教學輔導教師發揮領頭羊的功能，強調權力、權威和責任的分享，

關注學生學習並賦予教師成員高度期望，透過協同合作解決教學問題，分享成果與提

供回饋，使得彼此更加信任尊重，對於傑出成果加以表揚與慶祝。 

 

(三) 制度化階段： 

當專業社群逐漸步入軌道後，即邁入制度化階段，教學輔導教師可鼓勵社群成員

基於承諾和責任廣泛地參與學校決策，而在社群裡有共同的願景引導教與學，社群成

員間提供同儕教學支持，將所學應用於教學實務，對於學生學習成果也加以客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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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勇於嘗試、共同努力、追求進步。 

 

而不同階段的特色也並非絕對的，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是一動態的模式，社團的

運作各有不同重點與特色，以上資料有助於瞭解一個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特徵與發展

階段，與未來努力的空間。 

 

四、 結語 

 

將PLC的概念及理想運用於教師專業發展，比起政策性（由上而下）、被動式的

鼓吹、或參與單次性的研討活動，更能有效拉近教師間情感、增進團隊合作、分享教

學領導權（不再限於校長及教務主任）、提昇教師知能與素質、型塑良好的學校文化、

及有助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張德銳、王淑珍，2010）。不過就實務推動上的觀察，經

費不足、工作繁忙時間不夠、教師文化孤立（單打獨鬥、個人主義文化）、機械式的

學校組織（科層體制）或校長與行政人員採權威式領導等因素，均可能囿限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發展（張德銳、王淑珍，2010；吳俊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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