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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筆者有幸受邀參與許多大學的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審查與評鑑，對於各大學正在

推動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些心得分享。因此，

本文擬先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接著闡

述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與評析面向，之

後針對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出一些省思，以

供大學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參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

我們可以先從幾個W來釐清說明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意涵。首先了解什麼是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what）？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是教師對所屬團體具有共同目標與

價值，並透過平等對話、分享協作與支持，其目

的在於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蔡進雄，2010）；簡單的說，就是一群人找時

間坐在一起，談談工作上的事。

其次，為什麼要推動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why）？其理由在於透過社群中的學習，能獲

得更好的效果，同時也能產生1加1大於2的團隊

綜效力量。進言之，教師藉由個人學習可以增進

成長，但在社群中的交流學習、彼此互為鷹架、

互為貴人，有時可以獲得更多不同的專業發展。

此外，從Lew S. Vygotsky的社會認知發展理論

也可知，如果教師僅是一個人自我學習，則缺乏

鷹架之支持，但有了學習社群，則藉由社群裡較

具經驗者及知識者提供關鍵性指導，可有效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蔡進雄，2009），且在社群裡亦

可滿足個人歸屬感與自我實現。

第三是誰來推動學習社群（who）？換言之，

如果教師是一粒粒珍珠，誰是串起珍珠項鍊的那

一條線？事實上，只要有意願的教師，都可以扮

演串起珍珠項鍊的那一條線。

在闡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後，接下來探

討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與評析面向。

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與評析

依個人觀察，大學在教師社群發展有多項優

點：第一個優點是學校能「接地氣」、「就地取

材」，例如醫學類大學能結合學校的醫學研發特

色及教學需求，並能鼓勵教師成立各類專業社

群；科技大學能運用教師的科技專業籌組科技研

發社群。第二個優點是，許多大學的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是跨院系，甚至是跨校連結與分享，有助

於多元觀點的交流，例如有些教師成立跨校的教

學創新社群，以精進教學方法模式，甚至有些社

群強調在地社會責任，結合學校各種資源貢獻於

社區發展。第三個優點為行政方面大都能做好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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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規劃與引導，例如學習社群計畫的架構引導，

多數學校的學校行政系統都能有清楚的規劃與方

向，此可俾利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與實

踐。

至於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評析面向，大致

可從「分享、合作與支持」、「深度、廣度及長

度」、「過程論與結果論」、「時間與空間」、

「自發性與強制性」等來評析觀察。分述如下： 

●分享、合作與支持

首先，我們可以從分享、支持與合作來觀察學

習社群是否有這些元素，亦即社群成員是否彼此

分享交流、互相支持（包括行政是否支持）與共

同合作，以形成夥伴關係。嚴格說來，沒有分享、

支持、合作及信任的社群是一種「假社群」。

●深度、廣度與長度

接著我們也可以從深度、廣度及長度來了解教

師的社群運作。在深度方面，是否聚焦於社群目

標、專業發展或學生學習；在廣度方面，學校是

否成立各類多元的教師社群；在長度方面，則是

社群運作能否永續經營，或者只是曇花一現。

整體而言，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已漸具

成效，並掌握分享、合作及支持之學習社群精

神，未來可以在專業社群之深度（專業對話）、

廣度（社群數量）及長度（永續經營）有更精進

的發展。

●過程論與結果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可從過程論與結果論來觀

察。基本上，理想的教師學習社群應是過程論與

結果論兼具，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更強調由下而

上之自發性及湧現（emergence）的發展，以及

重視過程的討論交流分享，而不是臨時任務編

組。因此，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中，除了

重視最後的成果展現外，更應關注社群運作的對

話分享過程。此外，專業學習社群也可兼顧線性

與非線性發展，亦即雖然有線性的可預期結果，

但對於意外的非線性發展，更是另一種社群收

穫。 

●時間與空間

我們可以從時間與空間來看教師專業學習的運

作。設計面對面的互動分享能獲得較佳效果，因

此，社群成員應該安排固定或非固定的聚會時

間。值得提醒的是，聚會次數最好密集而不鬆

散，如此才能發揮專業學習社群之成效。而在空

間規劃方面，學校或系所可以設置利於教師間分

享討論的空間，例如舒適的討論室或咖啡座。

扼要言之，創造時間與空間是經營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重要功課，藉由時間與空間的規劃安

排，可產生更多的教師連結（connection）。

●自發性與強制性

如果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自發性者，則更

易永續經營，惟學校政策的推動確也能產生引導

效果，是以學校應該鼓勵教師多成立自發性社

群，並給予相關資源及經費的支持，以使教師專

業社群能從點、線到全面性之蓬勃發展。

依據筆者觀察，在教育政策及學校尚未正式推

動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前，大學裡就有許多

教師間自發性的學習社群、研究團隊、教學精進

團隊或社會服務團隊，期待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可從強制性或半推半就的社群，邁向教師自發

性的專業社群。

總之，自發性與強制性亦是評析或觀察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重要面向。  

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省思

對於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筆者提出

以下幾點省思，以供大學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參考。

第一，大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應更聚焦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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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專業之成長，以及學生學習。在大學階段，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基本上是在提升研究能

力、增進教學能力及擴展專業服務等，是故不宜

成立屬於休閒運動類的社群。教師個人休閒運動

類的社群是一種社群，但不是專業學習社群，而

是偏向休閒俱樂部。扼要言之，不是為社群而建

立社群，而是為了教師增能、學生成長、實踐服

務而凝聚社群（蔡進雄，2015）。

第二，可以多鼓勵教師跨校連結與分享。由於

大學教師擁有較多的彈性時間，因此可以多鼓勵

教師進行跨校連結與分享。

第三，由於教師平日忙碌，是故可以成立虛擬

社群以輔助彼此的溝通交流，例如line群組或臉

書等。

第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除了學習外，其實可

以蘊生諸多附加價值，例如有助於教師個人的歸

屬感、自我實現及生命力展現，同時亦可避免教

師孤立文化，而有助於系所文化及校園文化之正

向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使專業社群發揮成效，社

群成員間的信任關係更顯重要，是以社群領導者

應多關注成員信任關係的建立，俾利教師間的對

話分享及交流。

第五，目前國內大學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社群，

大都是由上而下（from top to down）的行政倡導，

期待下一波的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更多由下

而上（from buttom to up）的自發性社群，如此更

能產生社群學習的巨大能量。

第六，屬於非營利的教學或班級經營分享，可

以有「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的共好效果，惟

大學教師專業社群的同儕交流，可能會有智慧財

產權的問題，因此，若屬於研究創新點子的分享，

教師個人宜注意研究發表可能的學術倫理問題。

第七，如果將教師領導定義為教師影響力的發

揮，則大學教師領導的第一層次是教師在教室內

及研究室內影響力的發揮；筆者建議可鼓勵大學

教師發揮第二層次教師領導，亦即走出研究室

外、教室外與同儕互動，形成社群、彼此學習並

發揮專業影響力。此外，由於大學教師的時間較

彈性且自由度、專業程度高，故更易於擴展至學

校外的社會責任實踐及跨校影響力，實現第三層

次的學校外教師領導（蔡進雄，2016）。

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激發更大能量  

國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中小學已實施多年，

透過社群對話分享逐漸成為中小學教師文化的一

部分，近年來在大學教育階段也積極倡導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並有了初步的成果與發展。

由於中小學教師的核心任務在教學，是以專業

學習社群大多聚焦於課程發展及精進學生學習；

而大學教師的任務除了教學外，還有研究、產學

合作及社會服務，因此，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比起中小學更為多元與多彩多姿，且大學教師在

社群裡所孕育而生的能量，對於個人、同儕、學

校及社會能產生更大的效果與貢獻，是故專業學

習社群值得大學永續倡導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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