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迎接 103 年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台北市的教師正靜悄悄的進行著

教學翻轉的工作，從學習的量和分數轉向關心思考與能力之培養。教師建立了臉

書平台，公開分享新的教學設計、操作與問題反思。這樣的嘗試和努力主要受到

日本學習共同體的變革運動之刺激，啟動了在地的教學研究和教師社群的連結行

動。針對這一波自發性的教學翻轉嘗試，教育局提供平台和支援，有計畫的設計

支持教師專業成長和學校的組織學習，建立以學習為導向的專業增能和行政支持

系統。 

 

教師要進行教學翻轉，需要對「學習」有更深刻的體會和掌握，而且選擇了

先從自己成為學習的專家開始，共同學習、討論和實踐促進「學習」的教學。以

下為一所高中現場學生學習的片段紀錄： 

 

校長巡堂後，寫下: 

第一節巡堂時，忍不住進入高一國文課教室內走察觀課，孩子們正在討論老師給的伸展跳躍問題：

韓愈的師說一文，哪些段落可以對應柯維的「與成功有約」所提出的七件事......此時抬頭，這七件事就寫

在黑板上...... 

老師的教學紀錄： 

…開學後適逢校長鼓勵高一推行學習共同體，…我們想順勢而為，對自己的教學大破大立。然而座位

形式改變容易，可是教學者心態的調整與課程的設計甚難。幸好我們是團隊，有共同的願景，以終為始，

而且要事第一，隔天中午馬上開會，半小時討論出以柯維的著作:《七個習慣教出優秀的孩子》，以書中提

及的七種習慣，作為我們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帶走的能力。…以往老師們上韓愈的〈師說〉，只能自己一

邊上一邊憑弔, 與韓愈共鳴著「師道之不復也久矣！」但我在這班，試著先講解完課文與七個習慣後，每

一組分配一種習慣，後三組我則安插他們找出文本例證較多的特質(我們三位老師之前開會已先找出來，亦

統合綜效、知己解彼)，請同學就〈師說〉課文中，找出可與該習慣相闡發的文句，並說明為什麼？其他各

組在下面需用心標記在課文中，並認真傾聽與予回饋，以收知己解彼的習慣。各組只要聚焦一個習慣，二

十分鐘討論並分組上台報告完畢之後，也學到其他六種習慣，就是統合綜效，更好的是同學們自然對課文，

來來回回地精熟數遍。令人驚喜的是：學生討論熱烈，而且上台侃侃而談，條理分明，還有以表格、公式

多元呈現，更容易理解。 後一組還自動加碼，將七種習慣以自己的話詮釋地同學們深有共鳴，台下聆聽

的我肅然起雞皮疙瘩，這孩子以後肯定是個成功人士。課程結束後，學生們覺得千餘年前的一個不受尊重

的老師，發發牢騷，竟然蘊含著七個成功者必要的習慣，〈師說〉已經不止是〈師說〉了。 

學習共同體或許不完美，它只是一個載體，重要的是老師們如何設計出學生喜愛且有效的 app，它建

立了一種新的學習模式，也給教學者重新省視自己的教育哲學與呈現方式，更考驗著我們教學調適能力，

教學者常很有責任感地趕完課，其他成敗就要學生「負責」，其實是老師的不負責，也許我們試著放一半

的手，學生的學習成效與熱情反而被激發，收放之間，正是藝術，也是我們的不會被 google 或 siri 替代掉

的價值所在！ps：我把校長強調的「less is more」 

 

為了產生對話的共同語言，多數教師先參考了日本佐藤學所主張的學習和

「學習共同體」的哲學，並以三個理念做為轉動新學習的原則： 



 

學習：透過與事物的相遇與對話—建構世界的理解；與他人的相遇與對話—

建立與人的關係；與自己的相遇與對話—建立自我定位與認同。由此學習便

是「關係與意義不斷編織」的永續過程。《佐藤學》 

 

教學的翻轉涉及三個重要推動理念 

    一、公共性和尊重：學校是共同學習的公共場域，負有公共使命，教師及學

校有責任與義務敞開教室門戶對外公開授課。面對公共性的原則，教

學者與學習者有必要共同營造高品質的學習，學習傾聽他人的聲音，

柔軟身段敞開心胸，表達自己立場但也必須以公正態度尊重和包容不

同的意見與觀點。 

    二、民主性和包容：學校的目的是要成就每一個人，學生、教師、校長、家

長每一個人都是「主角」，尤其學生和學生、學生和老師、老師和老師

都是協同學習的夥伴，不論能力差異高低或者角色職務不同，每一個

人的學習權和尊嚴都應受到尊重，彼此雖有差異但處於平等關係，因

為這樣的差異可以在協同學習中，激盪出豐富閃亮的光輝；因為這樣

的平等關係，實現各自權利，承擔各自責任。 

   三、卓越性和品質：學校必須確保高品質的學習，是一個追求卓越性的場所。

無論是教師的「教」還是學生的「學」都必須是卓越的﹔所謂卓越性

的學習就是伸展跳躍的學習，無論何等困難的條件下都能各盡所能追

求最高境界的學習。伸展跳躍即是以高於學生的程度來進行設定和激

勵學習。 

在接連個別性的教學新嘗試之後，教育局從教師的學習共同體實踐經驗，吸取關

鍵行動要素，加上教學輔導和行政支持機制的設計，擬出以下五點推動原則。這

五點原則便是建立在以學習為核心的教學、行政、社區和系統共同進行組織學習

的條件之上。 

 

台北市學習共同體的推動架構與原則 

 



 

 

1. 學習目標：使學生獲得學習力、探究思考能力、問題解決

能力、和團隊合作能力。 

2. 學習主體：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室內每一位學生都在學

習，以成就每一位學生。 

3. 學習模式：從知識導向轉為能力導向。突破傳統單向教

學，運用課題、激勵學生同儕力量，讓學生有更多的操作、

討論、合作及表述。 

4. 學習環境：有利於推動討論和參與式學習的座位安排，例

如ㄇ字形或其他組合，以滿足學習需求的最大化。 

5. 組織學習：活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研究和教學輔導

機制；行政團隊支援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連結家長和社

區，擴大學習範圍和支持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