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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職生涯裡，希望能有一

種神奇的魔法，這個魔法能夠使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順利的學會

預定的目標！但真正的現實中，

有許多學生需要教師投入更多的

心力引導與鼓勵。世界教育潮流

顯示，現代學生需要的是「學習

力」。從九年一貫開始，課綱已

經訂定許多學生需要的能力項目

。這幾年，學習共同體風靡教育

界，社會各界也都在討論學習共

同體到底是甚麼?對教育有甚麼

正面幫助？成效如何？該怎麼

做?

　　要導入用講的很困難，……

，所以與其一直準備，不如協助

第一個學校產生，……。(佐藤

學(2012) 學習的革命 從教室出

發的改革)

　　佐藤學告訴大家，願意接受

並且實踐方能體會學習共同體的

意境。因緣際會下認識吳美玲老

師，並且在極短的時間裡觀賞她

所示範的教學共同體的課堂學。

在教室裡，學生對我們參觀的訪

客一點也不在意，隨著美玲老師

的引導，個個展現專注的神情，

對學習充滿熱情，並悠遊在課堂

的議題中。因此本會邀請美玲老

師接受訪問，希望透過專訪，了

解「學習共同體」在台灣教室的

實踐經驗；同時透過多元的課例

研究、老師的經驗分享，來瞭解

這樣的教學模式的實用性。

　　教室裡，課程正進行著，當授課老師講

解到一個段落後，學生聽到一個"特殊的指

令"，瞬間，教室裡的學生，以組為單位七

嘴八舌的聊了起來，但沒多久，聲音逐漸變

小，有的學生開始動手寫東西，有的學生和

身旁的同學小聲的交談起來，有的人動手做

起勞作。學生們似乎很清楚他們要完成某一

件事情........。

　　第一次聽到學習共同體這個新名詞的時

候，讓人立刻聯想到協同教學和分組教學。

也許又有新的教學法出現了吧！但美玲老師

卻說：學習共同體是一種願景！這句話讓人

丈二金剛摸不著頭！

願景！

　　美玲老師認為就教學過程，教師要協助

學生架構起學習的網絡，串連各組學生的意

見，藉由師生之間的討論、學生之間意見的

交流，才能引導學生對於主題內容有更多的

想法。學生透過聆聽，對同學的對話產生想

法，豐富經驗，對學習產生興趣，最後願意

主動學習。就老師教學現場的體悟：（1）

設計「專題型的學習」：以學生學習出發，

組織清楚的學習脈絡，才能構築學生的學習

力，得以有能力為未來生活作準備。（2）

老師的教學素養：有效的班級經營，老師本

身要有課程設計的能力對課程熟稔，才能得

知教學進行中如何觸發學生學習和攪動課程

。才能有助於教育改革的洪流中，實現教育

的「桃花源」

　　專題型學習活動透過教材內容整合，教

師引領學生共同探索主題內容的過程中，透

過組織學習脈絡將教材結構化，以學生生活

經驗為橋梁，橋接新的主題內容。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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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學生能夠在熟悉的環境(舊經驗)進行

新環境(新課程內容)的探索。在教學互動過

程中，教師以提問引導學生思考，透過同儕

經驗交流豐富每位學生的學習經驗及內在感

受，刺激每位學生對於主題所可能包含的最

大可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建構學生的學習

能力。

　　要讓專題型的學習發揮其效果，教師必

須有良好的班級經營、優秀的課程設計能力

以及熟悉課程。良好的班級經營可以讓學生

感覺受到尊重及公平對待，學生在同儕影響

及老師的包容中，能夠更投入課程活動。對

於弱勢學生而言，在這樣的環境中，只要有

合適的課程內容就能引發他們發言的動力。

教師熟悉課程內容，並透過課程設計，學習

者的內心能和自己、教學者、文本、同儕與

學習環境產生對話。學習者在對話的過程中

產生新的經驗與感受，並逐漸進行思考能力

的累積，達到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美玲老師表示，在進行每個新單元的課

程活動之前，必須根據前幾個單元的實施結

果來修正課程內容。這樣的工作份量實在非

常驚人！在閱讀美玲老師所提供的資料時，

發現每一份教案的設計理念、教學分析、教

學活動設計、教學評量、教學說明及注意事

項都要預先寫出來，在學期開始後，又要逐

一修改，考量的細節極多，簡直和影片製作

人所要承包的工作是不相上下了。

　　學習共同體的另外一個現象是教室開放

。佐藤學期待教師進一步成為「學習專門家

」（learning profession），在校內用「

省察」的態度，透過觀察其他教師的上課內

容及交流，培養自己能力。因此，將教室的

門打開，構成教師們的學習圈，也是「學習

共同體」的目標。但是，打開教室的門是一

道極難跨越的障礙！試想，當課程進行時，

幾位家長或是教師同儕坐在教室的某個角落

觀賞課程，那壓力是極大的！

　　美玲老師表示，在尚未進行學習共同體

以前，對於打開教室大門給人觀課，的確是

心中一大挑戰，心中害怕自己的缺點被看到

、被檢視甚至批判。後來毅然投入學習共同

體之後，自己為了更加接近學習共同體的理

想，於是決定開放觀課。但是隨著觀課的次

數逐漸累積之後，自己發現，因為有觀課的

心理壓力，在備課時更是全力以赴；同時，

在學習共同體的進行過程中，美玲老師也發

現自己更加尊重班上的每一位學生。但如今

卻能能轉換心境看這樣的過程。也許，只有

加入並實踐才能夠真正的感受到美玲老師所

說的意境。

　　學習評量是學習過程備受矚目的一環。

學習共同體雖強調要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

學習進度為依據，控制學習進度。但在現實

的教育環境中存在著「定期評量」這個限制

，學習共同體在這樣的環境下，要怎麼辦呢

？美玲老師為了讓這個限制所產生的影響減

到最少，他採取「階段性的期程」。以國小

低年級的學生為例，在前十周要完成注音符

號的學習，並且進行檢測。但若要完全依照

學習共同體的精神來進行課程，要等待學習

能力較弱的學生學完所有的進度，肯定是要

超過規定的時間；定期評量的成績也就不能

夠完全反應學生的學習狀況了。美玲老師以

十週為任務階段的總時間，將注音符號課程

的內容重新安排，縮短某些學生較容易學會

的課程，某些課程則延長其學習時間。另外

，學習共同體，強調的是學生學習力，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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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課例的實踐，學生的能力也跟著累積，

因此在紙筆檢測表現，各年級大都呈現出正

相關。美玲老師認為，評量也許相對的是一

種限制，但學習共同體注重的是能力，包括

思考力、學習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雖然定

期評量無法完全反應出這樣的能力，但也許

這樣的限制不全然是不好的。

　　從學習共同體的內容來檢視教師的教學

素養，教師對於提升教學素養的實際內容是

甚麼呢？除了教案設計能力之外，自我的反

省能力、個人品德修養、人際之間互動是可

能的選項。以更新的視野看待不同的教學模

式可能產生新的影響！

　　透過美玲老師的解說，回頭再想想一開

始所說的：「學習共同體是一種願景」，也

是一種公民社會的表現，就比較能夠理解了

。每位學生在開放的空間裡進行學習，空間

裡的每個分子都獲得公平對待與個體尊重，

學生自在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同學習能力

的學生在同儕的包容，教師的引導下，透過

經驗交流，透過想法表達累積並展現出能力

；教師在這樣的情境中，提升自己的教學素

養，對教學的再次反思、重新檢視師生之間

的關係，這就像民主主義的公民社會一般的

理想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