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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處於全球化、經濟競爭、世界快速變遷的時代，民間企業、政府機關皆因應此資訊化、

科技化及管理典範的轉移，而致力於組織改革和學習；在此改革浪潮中，學校組織亦需隨之

跟進，學校組織藉由改變以順應潮流，而改變則需仰賴不斷學習，藉由組織成員的學習，來

因應教育改革及時代變遷的衝擊。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特偏小校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

習方式來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之研究。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藉由實際現場觀察、社群成員

及學生訪談、教學文件呈現及研究者省思等蒐集多元資料。研究發現：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運作，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的泉源；2.資訊科技的妥善運用，可促進社群運作及教師教學

品質；3.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型文化，形塑教師專業成長風氣；4.社群運作激發教師潛能

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組織的學習成長。本研究範圍僅限於特偏小校教師專業社群實施對教

學品質提升之現況，因此未能提供大量樣本成為結論以為推論，其教師特質、學生特性、課

程編排及地區生態等，可能與其它地區學校迥然不同，研究結果也不易概化推論到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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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習方式來提升教學品質之研究 

─以一所特偏小校為例  

壹、 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為基礎的競爭下，組織競爭優勢主要來自於組織不

斷的學習、創新，以迎接瞬息萬變的挑戰及變數。因此，知識管理、知識社群與組織學習的

議題深受民間企業及政府機關的重視及青睞(丁導民，2008)，原因無他，只因組織需不斷學習

才具真知灼見的膽識及智慧，也才能在重重危機中脫穎而出，在一片紅海中，開創屬於自己

的藍海。世界經濟組織如此的變化進行，教育組織在十幾年來的典範轉移下，小校教育翻轉

在地，亦是如此。 

    無庸置疑的，組織學習是普遍存在於組織運作、決策與管理的動態過程中(陳尚蓉，2003)；

尤其組織學習是一種持續性的過程，除了可以改善工作流程及組織架構外，同時也協助組織

成員創造新知識、分享經驗與持續改善工作績效，藉以提昇組織競爭能力(黃哲彬、簡夙蓮，

2004)。 

近年來，世界各國致力於教育改革，認為教育的良窳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我國也在此

風潮下進行教育改革，然而，教育改革除了教育經費及政策的配合、制定外，教師素質與專

業成長更是教改成功的基石；因此，凝聚學校成員為學校組織同心協力的運作，促使學校獲

得最大功效(林明地，1991)的組織學習是不容小覷的，為此，唯有學校組織徹底產生組織學習，

才能因應並趕上教育變革。身為教學現場第一線的基層國小教師，在基礎教育推動的成敗中，

扮演著關鍵角色，故提升教師專業素養與專業能力，在教育改革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也是

刻不容緩的。在今日的知識經濟時代，也是終身學習時代，新世紀教師必須具有專業教學知

能，超人的智慧及豐富的教育愛，才能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優質國民，也才能適應不斷改變的

教育環境及資訊時代(溫淑馨，2002，潘淑琦、黃秀霜，2010)；於此，研究者認為學校組織成

員以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來鞭策自身能力，並提昇組織學習的氛圍，促進教育目標的達成，

實為可行的一種方式。 

    綜前所述，本研究係以位於高雄市特偏地區的來來國小為研究場域，該校於 103 及 104

年申請並通過生態保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期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知識交流、分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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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應用，帶動學校組織學習氛圍，並促進教師專業素養，以達其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的最終

目標，本研究研究問題如下： 

一、探討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習運作方式。 

二、探討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習方式來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之參考。 

貳、 文獻探討 

    Peter Senge 說：「未來的組織比的是誰學得快、學得好，誰就愈有競爭力」。簡言之，組

織成功關鍵在於組織學習，無論是何種組織型態，其成功的基石奠定於組織不斷的學習、創

新，才能追求卓越精進，並能永續經營及提升其競爭力；因此，對於培育國家未來競爭力基

石的學校組織，亦須不斷的進行組織學習，以符應世界的轉變。 

一、組織學習 

   莎士比亞說：「無知是上帝的詛咒，知識是我們飛向天堂的翅膀」。知識是對某主題確信

的認識，且其認識是具有潛在能力，能為特定目的所使用；意指透過經驗或聯想後，能熟悉

進而了解某事件；這種事實或狀態就稱為知識(維基百科 2011)。  

    組織被視為學習系統的觀念始於 1900 年代初期，且可追溯於科學管理大師泰勒

(F.Taylor)；其認為將管理作業標準化，可幫助員工快速學習，進而提高公司效率；而卡內基

大學的希爾特(Richard Cyert)與賽門(Herbert Simon)於 1958 年進一步對組織學習下定義：「當

我們為組織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時，我們的決定會受這些程序所影響，而這些標準作業程序正

反映出組織正處於為了適應環境的學習過程中」(楊國安等，2001)， 繼而阿吉瑞斯(Argyris)

與唐納‧熊恩(Ｄonald Schon）於 1978 年初出版的著作，則成為最早的組織學習理論(林明地，

2006)，自此，陸續出現許多相關書籍及文章，也引起組織學習莫大的衝擊與迴響。 

    組織學習因不同的角度詮釋，而有其多元定義，Senge(1994)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成員持

續不斷的提升自身能力，以達成組織理想目標；Kale, Singh 與 Perlmutter (2000)則提出組織成

員藉由其工作背景與經驗逐漸學習的過程，即稱為組織學習；Pace(2002)指出組織學習是組織

內部機制為因應環境所作的調整過程，此過程是組織內部共同學習的方法或程序；而張妙琳

(2005)則將各家學者對組織學習的定義取向，歸納分類成六個觀點：1.著重於組織結構重組及

改善之過程；2.強調團隊學習之過程與能力；3.著重資訊處理；4.強調組織效能與經驗學習；

5.重視組織持續學習之文化價值；6.對於環境情勢之調適與回饋等；曾河嶸(2006)認為組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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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重點在於組織而非個人，個人的學習必須與他人分享，再經由評價與整合之後才能夠成

為組織學習；由此可知，由於組織學習的產生超乎個體的層級，且組織學習的發生是經由個

體；換言之，組織學習必須先靠個體學習來達成，以促進對組織的績效，因此，組織學習的

層級應包含個體、團體及組織等三個層級(李啟誠，2004)。 

    綜觀言之，組織學習簡而言就是組織成員個人學習的擴展，藉由個人的學習來促進組織

進行學習，才有可能達成組織的目標。雖然長期以來，學校組織一直是被視為一穩定安養型

的機構，隨著知識半衰期的資訊快速變遷時代來臨，學校組織將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挑戰

與競爭，也因此，追求績效、達成卓越，是教育改革的目標，也誠如 Senge 所言：「沒有任何

組織可以達到永遠卓越的境界，所以任何組織都必須時常處於不斷學習的狀態，促使組織變

得更好」；於此，學校組織更因藉由組織學習，由內部做起，涵養教師對教學實際現場的素養

及教學智能，達成教育目標及任務。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在數位神經系統一書說：「你收集、管理與使用知識的方式，就決定了

輸贏。」簡言之，組織的永續及創新在於收集、管理與使用知識的方式。教改後的課程典範

轉移，已不容許教師繼續傳統一支粉筆、一張嘴單打獨鬥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而鼓勵教師藉

由多元管道，提昇專業能力，運用多元化方法教學，以達成九年一貫的課程理念(張世忠，

2002)；學校組織於快速變遷的洪流中，為了能持續經營並發展學校特色，乃藉助學校組織學

習來活絡學校氛圍，創新學校經營並以培育優質學生為目標；因此，教師於學校組織中參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長歷程，不僅可提升教師個人知識的加深與增廣，亦為教師本身專業的

一種肯定與堅持(潘淑琦、黃秀霜，2010)，期能為學校組織學習注入豐沛的朝氣與活力。  

    由上述可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對組織學習有其功效，同時也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以下簡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內涵及功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持有共同的信念、

願景或目標的志同道合教育工作者，為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地以合作

方式來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 (張新仁、王瓊珠、馮莉雅編，2009)；因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運作前提是為了改善學生學習成效，藉由社群的動態運作歷程中，形成一股組織學習氛圍，

來促進組織團隊成員的持續專業成長與學習(DuFour, DuFour, Eaker, Many, 2006，張新仁、王

瓊珠、馮莉雅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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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於學校組織中所運作的組織學習，相對的，自然不同於企業經營或

政府機關運作的組織學習；其特徵包含(DuFour, & Eaker, 1998; 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 

Hord & Sommers, 2008; Huffman & Hipp, 2003，張新仁、王瓊珠、馮莉雅編，2009)：1.擁有共

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 2.採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 3.促進共同探究學習 4.分享教學實務 5.實

踐檢驗 6.持續改進：其特徵在於永遠不滿足現狀，乃在追尋改進提昇教學之道為目標。7.檢

視結果。 

  綜上所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以學校為本位，關注學生學習為主體，採同儕合作方式，

重視分享、實踐、持續改進的歷程，並不斷的精進。因此，學校組織依據整體學校發展方向，

形成不同專業學習社群，以符應多元化、科技化、個別化的教學生態環境，而學校成員在共

同願景和目標的指引下，共同關注和學習如何改進教學實務，並結合集體智慧與力量，透過

具體的行動方案，一起為組織學習注入活泉而努力。 

    本研究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方式，包含藉由內隱知識分享與回饋的社群運作及教

師教學觀察、社群成員專業對話、經驗分享、中山大學學者專家團隊帶領大專青年蒞校教學、

交流及成員將此專業成長運用於生態保育教學等多元方式，得知學習社群運作於教師教學品

質提升之成效。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因研究目的及性質，採質性研究方式，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參與、經驗分

享、討論、辯證及分析等方式，經過社群運作觀察、社群成員專業對話、研究者省思札記及

文件分析等來蒐集資料，同時，研究者也由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成長活動，得知社群

成員對生態保育教學活動進行質疑、反省、解放及重建(溫明麗，2008)等的自省成長歷程。 

一、研究方法 

  (一)專業對話 

    談話是人類最直接表達情感及看法的一種方式，訪談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資料蒐集工

具(潘淑滿，2003)。研究者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專業對話，進行非結構性且無限制性的對談，

且經由社群成員的對話、討論及專家學者蒞校交流及教學互動，來了解教學的真實面貌。 

  (二)觀察 

    觀察法是人類最常用來認識世界的主要方法，研究者可以透過感官或儀器，對所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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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進行有系統的了解(潘淑滿，2003)，且觀察的方法適合探索性、敘述性研究(王昭正、朱

瑞淵譯，1999)，此正滿足本研究之探索目的。 

  (三)研究者省思札記 

     包含研究者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之對話、交流、互動及教學現場觀察等歷程中的

省思及感受。 

  (四)文件分析 

    包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自編教學素材、資料及學生學習成果等。 

二、研究場域 

    來來國小位居特偏地區，是未達 49 人的迷你小校，本區具豐富昆蟲、鳥類、魚、植物等

自然及人文景觀，適合融入自然領域課程中，故結合學校課程，設計自然生態與環保教育，

讓學校與社區更緊密。88 風災時，本區火山地區造成大量土石崩落，因此，教導學生環境、

生態保護也是目前學校積極規劃的議題。 

生態保育社群之目的本於著重體驗教學宗旨，實地取材精神，規劃一系列探訪之旅，深

入了解校園內及學區鄰近原有之動植物生態系統，配合各年段自然課程內容設計縱向連結之

生態學習單，提供學生更多接近自然的機會，並讓教師在教學上擁有更多資源。同時並邀請

相關學者專家帶領團隊蒞校交流、教學互動，引導社團成員進入生態保護世界，建構校園自

然生態並培養在校自然生態講解人員，讓學生因為了解校園自然生態，轉而能愛護校園及社

區環境，藉此亦提升教師之專業能力；再者，藉由社區實地參訪與探勘，了解本區生態環境

之美並融入體驗課程，提升社群的專業知能，充實教師自然生態的人文素養，精進教師專業

知能，重拾教育的本質。 

三、研究工具及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在質性研究過程中，是研究的重要工具(張慶勳，2005)；意即，研究者本身就是質

性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研究工具(翁禎霞，2009)，研究者在此研究歷程中的角色是多元的：觀

察者、資料蒐集者及分析者。研究者由主動的參與、社群運作觀察、實際教學、專業對話及

經驗交流中，探究社群成員專業成長情形。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位於高雄市特偏地區來來國小「生態保育教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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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社群自103年3月至104年4月運作情況及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和教學品質提升知真實

狀況；藉由實地觀察、深度專業會談、社群專業對話及文件分析等；受訪教師之基本資料如

表1所示： 

表1 參與103年3月至104年之生態保育社群教師背景資料  

代號 性別 任教領域及職稱 代號 性別 任教領域及職稱 
M1 男 教務主任(自然領域) M4 男 導師 

M2 男 學務主任(自然領域) F3 女 導師 
M3 男 總務主任(資訊領域) F4 女 導師 
F1 女 導師 F5 女 導師 
F2 女 導師 F6 女 科任教師 

五、資料蒐集    

   本研究將所蒐集的教師專業對談、社群運作及教學實際觀察、研究者省思札記及文件資料

等，逐筆編碼後加以分析，並對照文獻，找出連結呼應或相異之處。 

  (一)資料登錄與撰寫 

    本研究在進行教師專業對談時，採用速記方式進行，將資料轉登錄為逐字稿，其中，本

研究各訪談資料的登陸以時間為序，而以代號表示教師，資料登錄與編碼如表 2 所示： 

表 2 資料分類與代號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蒐集項目 代號 
教師專業對談 104 年 3 月 1 日文件資料 談 104.3.1 
社群運作及教學觀察 104 年 3 月 1 日觀察 觀 104.3.1 

研究者省思札記 104 年 3 月 1 日研究者省思札記 省 104.3.1 
文件資料 104 年 3 月 1 日文件資料 文 104.3.1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將訪談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再將訪談逐字稿加以

分類編碼，並對應研究目的加以分析。所謂內容分析法是最常見的逐字稿處理手法；內容分

析是將資料片段化，區分成有意義的單元(Tesch,1990)；而在文件分析方面，將大量蒐集社群

訪談、實際觀察資料與相關文獻及書面討論資料等，於蒐集後進行資料的初步編碼工作，以

便作為其他研究資料來源及進一步研究分析之用。 

六、研究的信實度 

   本研究雖是質性研究，少了量化數據之支持，但以真實的專業對話、觀察、文件分析等，

做最真實及深入的探究； 為確立研究資料信實度，本研究採取三角交叉驗證法(triangulation)，

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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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獻探討的驗證 

    藉由不斷地與文獻對話、驗證，以對應社群運作的作為及表現，對教師教學品質提升的

作為及影響。  

  (二)社群成員對話討論的驗證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斷透過與社群成員對話及成員間的對話，促使研究者對社群運

作及教師教學品質的實際現況更為清楚、了解，以獲得釐清和驗證。  

  (三)多元資料來源的驗證 

    本研究除了研究者省思札記外，並以觀察、訪談、文件資料等多重方法，蒐集不同的來

源資料，分析過程中若與資料有所出入，則再請教專家學者或教授，以俾利對社群運作實際

情境有更深入的掌握。  

  (四)資料比較的驗證 

    本研究運用多元的方法蒐集多樣的資料，並將資料持續作比較。研究者將社群成員所編

製的學習單、上課紀錄、社群召集人所進行的全校性生態保育課程活動、社群成員對話及教

師教學實際表現等，來審視教師教學能力的變化，如與觀察紀錄有所出入，會再與社群成員

直接對話，以澄清疑問。 

肆、研究結果 

    本段旨在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習方式於促進教師教學品質之結果與建議，進而

綜合歸納以下幾點：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研究者由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對話互動、觀察中，歸納教師因社群的同儕合作、分享、

經驗交流及相互學習，並對所遭遇的問題解套、改進並改善，促進學校組織教學成效： 

  (一) 由單打獨鬥到同儕分享想的支持 

    社群成員藉由不斷分享、經驗交流、解構、澄清、重新建構生態保育教學新視野及提升

教學品質，由孤軍奮鬥到同舟共濟，形成相互支援的團隊氛圍： 

要引導學生對於生態環境的覺知、認識、進而愛護自己家鄉的生態環境，成效真的無法一蹴可及，要時
間慢慢培養的。 (談 104.4.12，F2) 
在我們特偏地區，大部分家庭功能不彰，學生對於自己社區環境的地理環境、產業文化、生態保育觀念
的建立，是需要學校引導，這些使命及任務，當然是我們來承擔，也許沉重了些，但是，我們不做，誰
做？…，累是累，但這是教育應該做的，我們自己需要先充實、精進，才能給學生。(談 104.3.15，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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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育教學不僅是學校本位課程，也是位居楠梓仙溪、88風災區的秘境小校應堅持維

護的使命，社群團隊的分享及支援，讓老師不再孤單，同時，由於社群成員的激勵及對話，

有種同舟共濟的革命感，並全力以赴。 

在有限時間內要做自己想要探索的領域，但又得符合上級要求的資料呈現，真的很有壓力；將社群運作
的精進內涵，轉化並展現在教學上，是和教學搶時間，但是大家一起來就感覺不那麼累，內容也很有趣，
志同道合的感覺真的很好。(談 104.4.15，M1) 

    生態保育社群運作透過行政配合及支援，可為教師注入強心劑，也是促進教師教學的推

進器，教師不僅對學校更有認同感，亦能協助行政推動小校教育翻轉在地，因此，行政有效

的配合教師教學活動，是不可或缺的。      

生態保育教學社群的定期交流、對話、分享，不僅讓非自然領域教師在教學上不再感到孤軍奮鬥，進而
能互相關懷、鼓勵及支援，如果有不錯的方法、學習網頁或學習資料庫，都會互相告知、分享，這種學
習氛圍不僅難得，亦是學校組織進步的動力。(觀 104.04.14) 

社群召集人(教務主任)申請「小校教育在地翻轉計畫」，因為熱愛這片土地、長期深耕這兒文化，故能寫
出具有深厚感情及具在地特色的小校翻轉計畫，無論通過與否，我們依然秉持這裡念，為這塊土地努力
不懈。(文 104.04.07)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教師於課室教學中，常被期望能掌控學生學習的狀態及進度，師生一直被純粹的教與學

的框架限制(謝敏玲，2002)，研究者認為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培養教師從不同角度、面

度思考事情是有幫助的，尤其對批判能力的培養，更是功不可沒，同時，對於生態保育教學

觀念產生新的看法及想法，從單一的思維到多面向思考，到目前的創新活潑、生活化、適性

化教學，更是獲益良多(潘淑琦、黃秀霜，2010)。 

認識家鄉、深耕在地、保護社區是我們希望學生認識在地的基本，教學本來就是長遠的事，不可能短時間
看到，但經過與大家這麼多次的討論，不在一直 push 學生，重要的改變學生的觀念，而不是給壓力。(談
103.9.15，F5) 

我有同感，讓在地孩子愛鄉、保護家鄉、建設家鄉，並將生態保育成為終身的使命，這才是偏鄉孩子最應
該有的。(談 103.10.22，F6) 

    任何學習都由學習者起心動念開始，學習者從自我超越、心智模式、系統思考入門，進

而才能逐漸推展到團隊學習、達到共同願景(團隊修練)等層次。 

謝謝主任邀請我加入生態保育社群，雖然我是代理教師的身分加入，但藉由我大學所學的植物專業知識，
分享多元的校園植物，也設計學習單，讓學生更了解學校及家鄉的植物生態。(談 103.11.21，F2) 

研究者深刻體認，在迷你小校全體教師參與生態保育教學專業學習社群時，教師能毫不猶豫的加入，顯示
教師有不斷學習、精進的需求及決心，但仍需有社群召集人邀約當中介或媒介，召集人必須擔任領頭羊的
腳色，才能促進社群形成及運作。(省 1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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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功效係透過學校教師們的集體合作，產生行動力，來促進學校組織

學習成效，意即經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集體力量，教師共同關注教學實務的改進(Haslam, 

2008；Roberts ＆ Pruitt, 2003)。來來國小位於農村，生態豐富，自然保育生態成為學校課程之

一，藉由社群召集人的帶領，腦力激盪、專業對話，以本地生態為主軸，規劃設計課程，加

深學生學習的深度與廣度，並將學習場域延伸至社區。 

主任對於生態環境很熱中，將自然課程與我們社區的生態結合，這些花草動物，都是我們社區常見的，學
生視為理所當然，但如果設計成課程，每位老師蒐集一部分或自己拿手的項目，大家就可以學習很多，也
可以運用在課堂上。(談 103.9.15，F1) 

    打開學習與思考的通路是組織學習的重要啟示，唯有心念轉變，學習才會起作用，也才

能開展心胸，接納他者聲音，分享資料等；組織學習的重點在於組織而非個人，個人的學習

必須與他人分享，再經由評價與整合之後才能夠成為組織學習(曾河嶸，2006)，而於此「生態

保育教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不僅不藏私的提供各自的生態保育教學資料，也提供其

他網站及紙本資料以供查詢(如高雄市常見行道樹、花木導覽手冊、植物刊物等)，供社群成員

討論，各抒己見，廣納意見及轉化思維等。 

環境教育是目前的顯學，無論是學校評鑑或教學，都與環境教育有關，其重點在養成學生愛護環境的觀念，
但是，我們當年的師資培育並沒有這種課程，我們都不是這方面的專精，只能不斷自我充實及研習進修，
來拓展愛護、保育生態環境的知識及視野，而我們社群正以此為目的來運作，間接提升我們的教學內容與
品質。(談 103.12.18，M2) 

  (三)社群的學習型文化形塑教師專業成長風氣 

    職是之故，研究者於 20 年的教育生涯歷程中，深知生態保育教學非教師單打獨鬥可奏

效，不僅需要行政的支援，更需同儕團體的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教學交流、專業對話，才

能真正落實生態保育教學的實施成效，也因此，學校團隊遂於 103 及 104 年連續兩年，為永

續經營在地豐富生態特色，皆申請「生態保育教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期望藉由社群的團

隊力量，使此學習社群於潛移默化中成為學習型文化，進而提升教師專業品質。 

生態保育教學是近年來的顯學，我是教學組長，業務多，但在大家的討論、支持下，真的獲益很多，不
過，最辛苦的是主任，謝謝主任一直給我們鼓勵及資料。(談 103.3.12，F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止於教師的生態保育教學經驗分享、深度對話及經驗傳承，藉由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集體力量，社群成員共同專注自然保育教學實務的改進，邀請專家蒞臨指

導(Haslam, 2008；Roberts ＆ Pruitt, 2003)，來促進組織成員對領域教學的不斷改革，因此；邀

請中山大學科學應用系師生蒞臨指導，讓教師真正理解，生態保育是目前教育的趨勢及時代

10 
 



的潮流，更是愛護地球的基礎。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對話、互動、討論，猶如海綿般的

吸收、獲取新觀點，逐漸形塑生態保育教學的新視框、新視野，更增添人文的關懷及對生命

的睿智(潘淑琦、黃秀霜，2010)。  

學生最有感覺及興趣的教學方式，還是以遊戲或互動的方式比較吃香，中山大學團隊帶著學生依面學、一
面做遊戲，學生吸收得不錯，但前置作業一定要很充實，這是我們學習的地方，也是專業應該做到的事。。
(談 103.12.18，F1) 

  (四) 資訊科技設備可促進社群成員的學習   

善用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是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學校行政單位也廣闢教師資訊教育研

習及各項相關活動，來改進教師運用資訊於教學的能力，不僅對各領域教學如此，未來教學

更是如此 (潘淑琦、黃秀霜，2010)；而善用資訊科技設備所帶來的優勢及便捷，對生態保育

教學更有其迫切性及重要性。 

不是所有的學生都喜歡閱讀文字，有的學生的學習風格是喜歡圖畫型式，當然更喜歡有聲效果，之前在
做本土教學網頁時，將本區的風土民情、產業特色、歷史文化資料等，都是我們實地尋幽訪古、踏查社
區地形生態，一步一腳印所製作，…凡走過必留下痕跡，我們將本區的產物、地理、特色，以資訊科技
保留在學校網頁，隨時都可取得，這也是校長目前看到的網頁呈現資料。(談 103.12.15，M3) 

我教自然，從碩士到博士到都是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真的是目前的趨勢及潮流，週三進修時我們也
都有資訊研習，我們利用資訊科技之便，讓教學更多元，也可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談 103.12.24，M2) 

    根據美國教育學者 Dale(1954)的「經驗金字塔」理論，學生的學習應儘可能選用塔基部的

教學媒體，以促進學生之學習(引自甘漢銧、熊召弟、鍾聖校，1991)，因此，對於資訊教學媒

體的選用，不失為一項良好的教學參考指標(潘淑琦、黃秀霜，2010)。 

學生的個別差異很大，領域先備知識也不同，我覺得利用資訊的多元化來提升學生興趣，這個方法還不
錯。(談 103.4.15，F3) 

    對大部份學習者而言，視覺認知通常先於語言與文字之認知，人類所學習的事物，80％

來自於視覺，因此，善用視覺圖像有助於訊息的傳遞及整合，更有利於學習者對於內容之理

解及學習(林維真，2003)，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善用學習金字塔底層的視覺圖像(Dale,1954)

來幫助學生整合及理解課程內容的教學方式，且對學習低成就者，藉由視覺的直接接觸反應，

更提升其學習興趣與效果(引自甘漢銧、熊召弟、鍾聖校，1991)(潘淑琦、黃秀霜，2010)。 

    在此研究歷程中，行政方面也積極舉辦資訊各項相關研習及活動，不僅以節省時間、物

力、人力的考量下，大家互相討論、切磋(潘淑琦，2007)，更可促進教師善用資訊科技之能力

融入教學，更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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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充分溝通可促進社群的運作及成效 

    組織知識能分享，重在知識管理的成效，因此，在學校組織知識的流通，不僅靠成員有

效的溝通、分享、傳遞外，善用資訊科技設備的功效，亦可提升知識分享與移轉的成效，亦

可為組織知識管理利器。 

  (一)重視雙向溝通，廣納意見，重視個人與社群意見 

    學校組織學習的基礎單元為個人，以人為出發點，才能由行動中體會組織學習的真諦，

故需廣納個人學習的意見及建議，兼備個人與團隊的觀點。 

雖然有時候得在進行社群講座後，於炙熱的天候下進行實地踏查，很辛苦，但看到大家一起出動，撐傘、
戴帽、穿長袖..我真的很感動，也覺得堅持下去是對了，因為，真的獲得很多寶貴的意見，自己也成長不
少。(談 104.4.15，F4) 

我也有此感覺，開始在主任的邀約下加入社群，本來沒有那麼有興趣及熱忱，但是，以教學使用為導向，
也因大家都是資深教師，真的學到不少各位的教學秘笈喔！(談 104.3.30，F5) 

研究者從社群成員所提供的資料顯示，教師除了進行課程領域教學、配合學校活動外，還要額外進行生態
保育教學，教師壓力不小，也更感受教師願意參加社群的決心及毅力，及團隊合作、願意分享、充分溝通
的熱情。(文 103.03.01) 

    溝通可以促進社群相互協助、信任、激發創意的教學；溝通與分享不僅是九年一貫課程

強調的基本能力，更是教師本身需提升的能力。組織成員的資訊流通可以提升成員對事件的

理解與洞察力，也可促進社群成員的正確判斷及隱藏的機會，更能激發成員與其他成員的溝

通能力、敞開心胸、接受不同建議的雅量(劉智燕，2006)。  

    然而，依據理論而言，社群是由一群具有共同信念的志同道合老師，為促進學生獲得更

佳學習成效，以合作方式來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 (張新仁、王瓊珠、馮莉雅編，2009)，進而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及品質。但偏鄉小校社群運作成員，幾乎是全校參加，並非所有成員都是

志同道合，況且，偏鄉小校流動率高，年輕教師約 3-5 年積分滿就調校，雖然社群成員溝通

無礙，但對社群運作功效，仍主要由申請的召集人負責，是目前無法避免的狀況。 

  (二) 社群運作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在偏鄉小校中，不僅學生人數少，教師亦不多，教師或多或少都得兼任行政工作，加入

社群運作，得事先認識在地歷史文化、勘查地形樣貌、汲取專業新知，才能為其他成員解說、

分享、交流，不過，來來國小教師在時間與體力的雙重負荷下，仍堅持逐步踏實的運作社群。 

社群定時講座真是一項體力與時間的考驗，我是科任，授課科目多：英文、音樂、藝文、陶笛、又身兼事
務組長，對於生態保育專業知識沒有那麼專精，但是藉由社群運作，汲取新知，可以重新審視生態保育觀
念、教學方式及技巧。(談 103.10.12，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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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運作，的確讓這個秘境小校教學團隊不僅獲得不少生態保育專業知識，更認識在地、有深耕在地的
念頭，同時轉化成為教學內容！也提升教學品質，一舉兩得喔！(觀 104.4.12) 

    心念轉變是學校組織成員最難的部分，因於課務及教學壓力下，另外挪出時間參與社群

運作，實屬不易，因此，時間與體力，也是學校組織成員需要解決的問題。 

社群成員在教務主任領頭羊的帶領下，認真、投入的運作，非常感動社群成員的熱忱參與，因為，讓校園
形塑成處處是生態、時時可學習的環境，也因此，研究者也參與為期 3天的校長環境牧羊人儲訓，並取得
環境人員認證，雖然不是領頭羊的角色，但期待能獲得教學團隊的肯定及認可，校長和大家是同舟共濟，
同一條心的，同一戰線，依樣的和時間及體力賽跑。(省 104.4.20) 

    提供支持性環境可提升教師學習意願，而所謂的支持性環境，包括有形的資源與無形的

支持(張明輝，2011)，有形的資源包含硬體的物理環境，無形的包含同儕鼓勵與支持，但在國

小環境生態中，要每個社群的運作都在物理環境優良的環境下，似乎不是那麼可能，只能不

斷的情感支持及精神鼓勵，來達成目標。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不是簡單的事，因為社群召集人得負最大責任，找資源、找師資，因為小校，只
能教務主任申請一個社群，帶大家一起作，如果再參訪其他社群，真的不輕鬆。。(談 103.10.12，M1) 

    觀摩績優學校或資深優良教師為楷模學習對象的標竿楷模學習，透過教學觀摩，和專家

教學比較並改進（Haslam, 2008；Roberts ＆ Pruitt, 2003），這對偏鄉級學校組織氛圍有密切

關係，學校組織如果一直處於Wiersma與 Swieronga(1992)對於組織學習所提出的「單環學習」 

(引自林文寶，2001)，是屬於第一層的學習，為組織內部的適應過程，改變的目的乃在於達成

對環境的適應，是屬於一種適應性的學習，無法進入到雙循環及再學習階段，則組織無法創

新並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此為小校單一社群運作的成效壓力。 

  (三)行政團隊的硬體建構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今日數位化科技時代，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是

一種常態也是一股趨勢，擁抱未來教室，打造學習樂園是邁進的目標，因此建議學校應多充

實資訊科技設備，即使無法達到班班有單槍、處處可播放的情境，但也能提供教師不虞匱乏

的借用機會，並視資訊科技是一種教學工具、隨時可利用的利器(潘淑琦，黃秀霜，2011)。 

    近年來，資訊科技教學媒體的不斷精進，在硬體資訊設備的完善建構下，教師可靈活運

用資訊科技設備的各項輔助教學設備，使抽象概念具象化，藉以清楚呈現並解釋無法在正常

情況下所看到的事物及現象(Collins ＆ Brown，1982)，同時增進學生邏輯思考能力(洪文瓊，

1999)；或藉由電子書之文字、符號及豐富多變的動畫、影像和搭配充滿趣味性音樂之特性(黃

羨文，1997)，來提高學童學習興趣(黃東輝，1991)，再者，也可透過網際網路的相關聯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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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孫素心，1995)之延伸，使學習加深加廣，更增加學童的學習理解及多元閱讀探索需求

(王萬清，1993；洪文瓊，1999)等(潘淑琦，黃秀霜，2011)。 

現在教學已不適合單打獨鬥，以學年團隊為基礎，亦師亦友，無形間不斷成長，也感謝校長支持我們繼續
這個社群的運作，並提供相關資源及支持。(談 104.4.15，M1) 

說到資訊設備，學校真的編列預算並努力爭取資訊相關設備，但不會全數通過，不過，一些比較難用語言
完整表述的事件或現象，利用科技設備來彌補教學不足，來引起學生興趣，真的不錯。(談 103.11.15，M3) 

    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趨向多元化及科技化，在教材的組織和編排，教學技術的靈活運用，

教學情境的妥善佈置等都必須要有新思維及新策略，教師必須了解各種教學方法，才能靈活

且合適的運用，教材來源亦趨向多元化；因此，建構優質的教學環境，也是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的基礎工程。 

我們都在週三教師進修時安排資訊相關研習，讓同仁了解資訊運用的便利及技巧，也許無法立即靈活的
運用各種資訊技能，但週三進修的時間資訊進修，對於偏鄉的我們，的確不錯。(談 103.11.15，M2) 

    組織學習效果若要充分發揮，則應善用資訊科技之輔助，以擴大學習版圖、增加學校不

同成員的互動機會，並對學習成果加以儲存與轉化，使學習成果的利用擴大化及效率化(張明

輝，2011)。因此，學校行政方面亦積極提供相關設備，以輔助知識的儲存及分享。 

  (四) 行政團隊的軟體的提升 

    生態保育社群於運作期間時，是由社群成員依據其專長輪流擔任講座，教師不僅先自我

精進生態保育相關知識專業，同時得內化而後轉化，透過講座、實地踏查、專業對話及經驗

交流；同時，亦借助外部專家或資源的介入，刺激組織成員的學習(張明輝，2011)，於此，邀

請中山大學環境科學應用系陳孟仙教授所帶領的團隊，蒞校指導、教學、交流及與孩子互動，

更加強教師的軟實力，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爰上，鼓勵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由行

政協助，群策群力、柔性激勵，對社群的形成及運作，的確功不可沒。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雄市一所特偏迷你小校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習方式提升教

師教學品質，所面臨之問題及解決之道，並歸納結論與建議；其教師特質、學生特性、課程

編排及地區生態等，可能與其它地區學校迥然不同，研究結果也不易概化推論到其他學校。 

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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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習方式，社群成員從充滿挑戰、困惑及困境中，不斷摸

索及學習，獲得鞭策及精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可間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教師是教學的第一線，也是教學政策的推手，教師在此社群成長歷程中，不僅與社群教

師專業對話、交換經驗來充實專業知識，同時參與進修、相關研究討會，不斷獲取及涉獵有

利於教學的策略；因此，研究者建議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可多利用研習、研討會、

進修、領域會議、同儕專業對話、經驗交流及分享，來促進教師學科專門知識，及各種困境

及問題的解決之道，來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組織學習的氛圍，創造學習型組織文化以促進組

織學習。 

  (二)資訊科技的妥善運用，可便利社群資料分享及教師教學效能 

   在今日數位化科技時代，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是常態也是趨勢，本校總務主任亦建置本區

自然生態網頁，分門別類、鉅細靡遺，以提供教師有關本區生態保育教學活動的補充素材，

也提供學生多樣化的學習管道，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再者，教師透過社群成員的經驗交流、

教學策略或資訊交流，不僅可以避免流於講述教學方式，也可以激勵教師多元的教學方式， 

更能不斷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同時，建議多充實資訊科技設備及相關的硬體設施，如果沒有

適當的資訊科技輔助，社群的成果及結晶，也難以發揮及保存。 

  (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型文化，可形塑學校教師專業成長風氣 

    來來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風氣興盛，在 103 年申請並於 104 年持續運作的生態保育教師專

業成長社群，學校沉浸於不斷學習、反思及創新的氛圍中，來來國小的教師學習已形成一種

文化，而不是一種制式組織形式，一種潛藏於教師間、組織間的學習風氣，同儕也常互相觀

摩、切磋、反省，並將之實踐於教學及專業發展，這應證 Schine 所言，學習型文化重視反思

及實驗，其關鍵在於得到回饋，花時間去反思、分析及同化溝通中的回饋意涵(張慶勳，2008)，

社群成員在此學習型文化中，不斷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同時也提升教學品質；不過，社群補

助經費是以申請入圍為基準，如果沒有獲取經費支援或經費少，僅由教師自發性的進行專業

社群探究，的確是一大困境及挑戰。 

  (四)社群運作可激發教師教學潛能，並提升教學品質和組織的學習成長 

    社群成員在互相支援協助下，對教育有熱忱，樂與同僚共事，接受挑戰，相互尊重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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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是一種互相學習的團隊氛圍。社群成員認為社群的專業對話、經驗分享、互相觀摩教學

及教授的蒞臨講座及進行的教學活動，無形中造就教師專業成長及激勵多元教學策略；因此，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專業成長不僅是一種另類的潛能激發，亦不失為一種自我實現的表

現，也是教學品質的方式。但在小學繁忙的教學生態中，如果僅一昧的精神鼓勵教師持續進

修、學習，而無實質的回饋，如記功、嘉獎或獎金，不僅難以持續，也無開始的啟動力，的

確令人隱憂及深思。 

二、特偏學小校以社群運作的組織學習方式提升教學品質的努力方向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對特偏小校是一種組織學習的精進方式，不僅可以促進教師相互

間的溝通交流、專業對話，也可以藉著社群運作氛圍，讓成員了解學校課程重點及運作方式，

更可以藉此運用於教學上，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唯在課稅配套措施、教師專業自主的氛圍

下，教師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參與學習社群，是否願意為專業而更努力於精進，也因此，社群

成員的意願參與取決於成員的自主決定，唯一可以使力的，乃是學校領導者的柔性勸進，以

身作則，搏感情的方式，來促進教師的專業精進；亦如 Senge(1990)認為學習型組織，乃是組

織中的個體不斷的交互學習，解決組織問題，其概念為「組織」與「學習」，因此，不僅需要

有良好組織文化氣氛，也要領導者具有相信「人能學」且「願意學」的態度(張慶勳總審定，

2008)，來帶動組織成員的共同學習；意即，學校經營者亦以高關懷高倡導方式，以身作則，

才能帶領組織成員朝向精進邁進。 

    再者；根據Wiersma與 Swieronga(1992)所提出的「單環學習」、「雙環學習」及「再學習」

(deutero learning)的組織學習型態三層次概念(引自林文寶，2001)，目前社群運作侷限於，為組

織內部適應過程的單循環學習，期待進入為組織對外環境適應的「雙環學習」，亦即要學習如

何學習，也是創新性學習；而當組織具備了「單循環」與「雙循環」學習的能力後，可邁向

「再學習」階段，也就成員由過去所發生的事件中，挖掘出有助於學習及有礙於學習的因素，

發展出新的策略，以因應所面臨各種挑戰，進而提升組織解決問題的能力的；爰此，才能真

正的地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組織學習方式，來達成教學品質提升及學校永續發展。 

    最後；於目前存在的小校並、廢校議題喧騰當下，學校成員對於是否繼續存留問題，忐

忑不安，學校經營者可抱持同舟共濟，大家一起來的心態，帶領成員參訪標竿學校，與鄰近

學校策略聯盟，開闊成員視野，踏查社區，規劃設計符應社區文化、深具生命力、具學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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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並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成效的教學策略，為小校再創新契機，共創偏鄉小學的教育新圖

像及美好未來，此為偏鄉小校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學方式來提升教學品質所遭遇之問

題，也是必須重視及解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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