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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人（AI）的競爭

「四師」的衰退：金融業、醫師、四師」的衰退 金融業 醫師

律師、教師（一半的人被機器取代）



強調適性揚才強調適性揚才
的理念

側重教師的專業學習實施素養導向
與發展的新課綱

加大學校課程自主
管理彈性管理彈性



在學共的路上

定位學校經營

我是誰？
定位學校經營

的座標

重新找尋教與學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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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



學校永續發展

貫串學習領導的

學校永續發展

貫串學習領導的
學習共同體

教師價值再造教師價值再造



當當學習領導學習領導遇上遇上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

學習領導學習領導學習領導學習領導

具體操作形式具體操作形式

6
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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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的加料與轉化

˙為落實「平等」的精神

學習領導

˙為畫龍點睛「學習」的要義

學習三要素（探究、合作、表達）

˙為掌握「探究」的實施

融入UbD的「學習者中心」學習活動設計

7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學習領導：兩大重點學習領導：兩大重點學習領導：兩大重點學習領導：兩大重點

學習 領導學習 領導

你我都可以成為領導者學生學習 你我都可以成為領導者

˙隨問題情境與任務需求，

學生學習

教師專業學習

分散性領導 分享式領導

領導者將有所不同。
教師專業學習

學校組織學習

系統學習

跨機構—

8

跨機構
˙學校間；
˙學校與家庭、社區、社會



學習領導：涉及典範的轉變學習領導：涉及典範的轉變

• 領導典範（paradigm）的改變

領導是影響力的發揮

學習領導 涉及典範的轉變學習領導 涉及典範的轉變

領導是影響力的發揮

權力分佈在活動之中

• 學習典範（paradigm）的轉變

有效教學 有效學習 學習遷移

知識由誰建構？

有效教學 有效學習 學習遷移

知識由誰建構？

學習的主權在誰？

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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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思維的轉變教師思維的轉變

自己 學習者 學習專家

教材 學習教材
中心

學習
中心

1010



學共的要素學共的要素

佐藤學佐藤學 本計畫本計畫佐藤學佐藤學 本計畫本計畫

提問、思考、建構聆聽、分享、論證

學科本質學科本質

提問 思考 建構聆聽 分享 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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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聆聽相互聆聽 伸展跳躍伸展跳躍

共學、討論、鷹架
11



學習：認知性學習：認知性 &&社會性社會性

較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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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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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情境脈絡

學生

12情境脈絡



以以學校為基地的學習共同體學校為基地的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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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PLC 共同備課

(默會知識的破框)

design
實踐化

實踐理論化

反思性 d
公開
授課/

實踐化

反思性
實踐

dodocument 授課/
觀課

建檔

d l

默會知識的外顯化
再破框

dialogue

共同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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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議課

情感的共鳴與支撐
14

情感的共鳴與支撐



推廣階段

試辦階段

廣 段

104年10月至105年10月試辦階段

102年10月至104年10月

104年10月至105年10月

準備階段
102年10月至104年10月

102年1月至102年10月



計畫辦公室計畫辦公室

總計畫：學習領導下中小學學習共同體之規劃與推動

模式研發組 課程規劃組 實徵研究組 媒體資源組 行政推動組

• 臺北市試點之推動，於102學年度加入子計畫一

諮• 新竹縣試點之推動，於102學年度加入子計畫二

• 基隆市試點之推動，於102學年度加入子計畫三

諮
詢
團

• 臺東縣試點之推動，於102學年度加入子計畫四

• 新北市試點之推動，於103學年度加入，
與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整合推動

子計畫五

團
隊

與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整合推動



692
人

• 以試辦學校期報表&
自我檢核表統計分析

人

492
562
人 • 學校期報表

每學期填報 次492
人

人
（每學期填報一次）
• 自我檢核表
（每學年填報 次）（每學年填報一次）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每位試辦教師都參與
共同備課

每位試辦教師都參與？
86.21%

每位試辦教師本學年
都 少公 授課 次

公開授課
每位試辦教師本學年
公開觀課

86 21%

44.83%

都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每位試辦教師本學年
都至少公開觀課一次？

86.21%

每位試辦教師本學年
共同議課93.10%
都至少共同議課一次？



每單元實施「課堂學習共同體」

小學小學

國中
高中

國中
大部分&全
部試辦教師

大部分&全
大部分試辦
教師每單元每單元實施：

73%學校
大部分&全
部試辦教師
每單元實施：

教師每單元
實施：50%
學校每單元實施：

38%學校
學校



諮詢委 共 校 次諮詢委員一共入校161次
諮詢委員入校至少3次的試辦學校比例達76%

宣導、演講
讀書會、會議

共同備課

其他

公開授課/觀課

共同備課

共同議課



臺北市試點學校教師 學生參與百分比臺北市試點學校教師、學生參與百分比

學校 教師參與百分比 學生參與百分比
實踐國中 40.6% 48.6%
至善國中 36.4% 78.9%
蘭雅國中 9.6% 25.1%
長安國中 26.2% 98.4%
興福國中 60 6% 100%興福國中 60.6% 100%
北政國中 97.2% 100%
大理高中 46 4% 68 3%大理高中 46.4% 68.3%



臺北市試點學校試辦教師領域分布人數

國文 社會 自然數學英文

5 6

實踐國中 至善國中 蘭雅國中 長安國中7

5 6

9 1

2 5

0 2

0 6

0 1

2 2

27

7

9 1

4

0 2

4

0 1

2

2

4 4 6 4 11 8
合計
國文：30人
文興福國中 北政國中 大理高中

4

4

4 5

5

3 6

9

6
英文：26人
數學：35人
社會：24人4 5 9 社會：24人
自然：35人



試點學校辦理學習共同體
活動情形

6767次次
活動情形

增能活動
包含讀書會、工作

3030次次

8888次次
包含讀書會、工作
坊、演講、校
際交流等。

諮詢委員
輔導狀況際交流等

課堂教學
研究三部曲

輔導狀況
包含參與共同備課、
公開授課/觀課、研究三部曲

包含共同備課、公
開授課/觀課、共

公開授課/觀課
共同議課

同議課



教師教師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學校學校
推動推動

縣市縣市
行政行政

方案方案
初步接觸的 推動推動 行政行政 性質性質初步接觸的
教師，疑慮
集中在實際集中在實際
操作層面；
已有經驗的

教育計畫與
資源的整合。

跨校協作之
機制非縣市

不宜強制推
動，且無法已有經驗的

教師，問題
產生在教學

資源的整合
教育局處之
協力不易為

動 且無法
期待立即見
效。產 在教學

信念與能力。 之。



初步接觸教師之問題

•概念；

•學生協同學習（如何分組、如何搭鷹架）；學 協同學習

•議課（為何不評論教師）；

•面對壓力（進度、家長壓力）；面對壓力（進度 家長壓力）；

•啟動學共（有些科目不適合、如何開始）

有實施經驗教師之問題有實施經驗教師之問題

•時間（進度掌握、時間不夠討論）；

•學生討論（部分學生未能投入、易分心、優秀者主導、學

生不耐煩、不懂聆聽）；

•適用性（每科、每年級、每科都適用？）；

•共備（引導探究之教學設計如何做）；

•家長質疑（學生學習效果）



學校層級分析學校層級分析初步發現：學校層級分析學校層級分析初步發現：

支持性與分散性 學習變革&

領導&
教師課堂教學研究

教師課堂教學研究
（備課、觀/授課、議課）

學校發教師課堂教學研究
（備課、觀/授課、議課）

教師專業學習

學校發展力
（凝聚力、積極性、創新性）教師專業學習



教師層級分析教師層級分析初步發現教師層級分析教師層級分析初步發現

教師課堂教學研究
（備課、觀/議、備課）

教師課堂信念與行為
（學生的探究、合作、表達）（學生的探究 合作 表達）

教師專業學習信念與行為
自 的探究 合作 達（自己的探究、合作、表達）



學生層級學生層級初步發現

課堂學習共同體
學生探究 合作 表達學生探究、合作、表達
課堂社會關係
學習投入學習投入
學習力



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 年第 年 第二年第二年

凝聚教師共識 建立協作機制
深化實踐經驗涵育推動土壤 深化實踐經驗

第三年第三年

致力在地扎根
擴大影響效益



面對學校
推動的諸多方案

學共的位置？ 學共的功能？



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

• 是一種「基底」是 種「基底」

可加入……

3131



行動

課程

行動
研究

共備、

發展 跨校
共備

共備、
觀/授課、
議課 網路

湯頭湯頭—學校生態
學習慣習：自動、自發、自主

議課 網路
社群

學習慣習：自動 自發 自主
人我關係：相互關懷、幫助、成全

教師學習共同體



差異化
翻轉
教室

學思達 MAPS
均一

教育平台

合作

差異化
教學

教室
教育平台

湯頭湯頭 課堂生態

合作
學習

行動學習

湯頭湯頭—課堂生態
學習慣習：自動、自發、自主
人我關係：相互關懷、幫助、成全

其他

教師為催化者
協同學習

探究 合作 表達探究、合作、表達

課堂學習共同體



營造的學校生態營造的學校生態‐‐‐‐

和而

不同
分散

權責

共
構

探究探究

不同
權責構

知
探究探究

合作合作

表達表達

識
的

表達表達

主體的關係的

園
地 主體的

形構

關係的

營造
34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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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計畫團隊
的鋪路的鋪路

縣市政府
的鋪路的鋪路

提供資源：書籍（手冊

縣市政府
的推動

提供資源：書籍（手冊
1.2、2.0）、媒體資源
（宣導與增能影片光碟、

1.建立臺北市學習共同體
資源分享平台。

2持續爭取經費支援推動學（
youtube線上影片、
Facebook交流社群網
站） 人力資源（諮詢

2.持續爭取經費支援推動學
校及社群。

3.結合107課綱，讓教師以
站）、人力資源（諮詢
委員人才庫）。

開放的心態習慣打開教室。
4.思考未來如何精進教師追
求卓越及JUMP的課程設求卓越及JUMP的課程設
計能力。



參考資源參考資源參考資源參考資源

進階手冊2.0版入門手冊1.1版

36



參考資源參考資源

國小國語宣導

參考資源參考資源

•國小國語

•國中國文

•國中數學

宣導
影片 •高中化學影片

•學習者中心學習活動設計：
國小數學、國中歷史增能 國小數學 國中歷史

•提問設計與提問技巧：

•國小數學、國中歷史

增能
影片影片



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