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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一個共同體學校是一個共同體

行政行政

教師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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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變革的要訣帶領變革的要訣

同理
共創

共好

以學習者為中心之課程以學習者為中心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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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的責任行政的責任

明確
簡化

明確

關心

社群運作社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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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關心

了解
進度

社群社群

召集人

行動
支持

解決
困難 召集人

紓壓紓壓
解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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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將丟進來的球全部接應過來，會
壓垮大家；先保留不重要的球，只拋
出重要的球。出重要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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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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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社團 麗山學習共同體臉書社團─麗山學習共同體
成立「麗山學習共同體 臉書社團• 101/12/3成立「麗山學習共同體」臉書社團。

• 最初成員只有4人，現在共有39人，32位校內
教師，2位實習教師，5位大專院校人士與友
校夥伴。

• 社團內容：

– 紀錄與分享實施情形
國文

英文紀錄與分享實施情形

– 實施問題討論

– 學共理論說明

英文

數學

自然
學共理論說明

– 教育新知分享

– 校內外研習介紹與分享

社會

藝能

校內外研習介紹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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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社群的成立實體社群的成立
年 月 日辦理校內化學科公開觀課與議• 102年1月4日辦理校內化學科公開觀課與議

課。

• 期末教學研究會分享以及公開觀課，使校內
教師對學習共同體感興趣的人數增加，故1教師對學習共同體感興趣的人數增加，故1
月初發起成立學習共同體的實體社群。

• 社群成立之初有15名成員。擔心有任務，猶
豫是否正式加入。豫是否正式加入

• 目前固定參與活動者約有25~30人(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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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合作與分享反思、合作與分享

• 共同備課：討論課程設計，檢討與修改課
程實施問題。程實施問題。

• 相互觀課：協助觀察學生學習情形，改善
教學實施與課程設計。

• 經驗分享：透過夥伴的分享，思考自己的經驗分享：透過夥伴的分享 思考自己的
教學。

價值觀的澄清與聚焦• 價值觀的澄清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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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同體社群學習共同體社群

多變化不明確 • 多變化

• 凝聚

• 不明確

• 階段目
標標

目標 運作

客製情感

等待支持

客製情感

• 等待

• 陪伴

• 支持

• 信任

13



14



活動或資料來源活動或資料來源

反思 合作 分享反思

• 公開觀課

合作

• 共同備課

分享

• 共同備課

• 議課

• 學生學習作品

• 公開觀課

• 議課

• 議課

• 經驗分享

• 經驗分享

• 友校觀課

• 跨校社群合作

• 臉書討論

• 學生學習成果

• 臉書分享

• 臉書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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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學生的學習專注學生的學習

• 所有的教學設計、觀課與分享都是關注學
生學習，敞開心胸，不批評，聆聽他人的生學習 敞開心胸 不批評 聆聽他人的
經驗與問題，共同思考如何創造卓越的學
習經驗。習經驗。

• 研習的安排依據教師所需辦理，例如友校研習的安排依據教師所需辦理 例如友校
學科實施經驗、課程設計、課堂實施、學
生學習的介入等主題，都是針對老師欲改生學習的介入等主題，都是針對老師欲改
善學生學習為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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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期─創造舞台、營造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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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年度第二學期期初準備會議

• 為了使社群運作更聚焦，邀請社群中國文
科與數學科的聯繫負責人一同討論與確定科與數學科的聯繫負責人一同討論與確定
本學期活動安排。

• 了解擬安排的研習是否符合各科需求。

• 了解各科是否願意試行共同備課 並改變• 了解各科是否願意試行共同備課，並改變
考題。

• 問題討論與協助─例如邀請高二數學科未
參與社群的兩位數學老師一同參與備課。參與社群的兩位數學老師一同參與備課

18



101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1)
• 公開觀課

– 校外
• 3/7林烱伊、藍偉瑩老師協助「教育領導與學
習共同體國際研討會工作坊」辦理觀議課」

• 4/30藍偉瑩老師協助教育局辦理台北市自然
科公開觀課

– 校內
• 5/7徐茂瑋老師高二國文科公開觀課(第九味)( )

– 私下觀課：非正式觀課，了解他人實施情形，
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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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2)
• 校外研習

3/7 9「教育領導與學習共同體國際研– 3/7~9「教育領導與學習共同體國際研
討會工作坊」

– 參與校公開觀課。

– 5/5台北市第四次學習共同體網聚。– 5/5台北市第四次學習共同體網聚。

• 校內研習

–4/10數學科學習共同體實施經驗分享

–4/11國文科學習共同體實施經驗分享4/11國文科學習共同體實施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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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3)
• 實施經驗分享

–高二國文科：許茂瑋老師高二國文科 許茂瑋老師
–高二數學科：林炯伊老師
高二化學科：藍偉瑩老師–高二化學科：藍偉瑩老師

• 期末餐會：學期回顧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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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二學期實施情形101學年度第二學期實施情形

• 全面實施
–高一國文、高二數學與高二化學各1位教
師超過2個月。

–高一國文1位剛開始實施全部以學習共同高一國文1位剛開始實施全部以學習共同
體方式授課。

依章節實施• 依章節實施
–高二數學1位教師、高一國文科1位教
師師。

• 試行階段
–高二國文4位、高三國文1位、高二化學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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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二學期共同備課101學年度第二學期共同備課

• 高一國文2位教師

高二國文4位教師• 高二國文4位教師

• 高二數學4位教師(5月底實施)( )
• 高二化學3位教師

共同備課後請同科教師進場觀場 以便• 共同備課後請同科教師進場觀場，以便
了解實施情形，再行修改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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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期─分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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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年度第一學期規劃(1)
• 研習

– 8/26學習共同體的課程設計
– 9/13學習共同體的實施─提問的設計
– 11/15 學習共同體的實施─學生學習的介入

• 分享
– 10/18英文科實施經驗分享
– 11/1生物科實施經驗分享
– 11/22 校外研習分享
– 12/22 國文科實施經驗分享

• 社群公開觀課
– 103/1/3 高一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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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一學期規劃102學年度第一學期規劃(2)
• 擴大影響與分享

– 以麗山經驗，協助有效社群運作或課程實施以麗山經驗 協助有效社群運作或課程實施
經驗分享。

– 辦理公開觀課，分享經驗，討論交流。– 辦理公開觀課，分享經驗，討論交流。

– 成立台北市自然科學習共同體臉書社群。

辦理相關研習與工作坊– 辦理相關研習與工作坊。

– 台北市自然科實體社群規劃中。

• 增進社群間合作(邀請學科社群參與分享會)
• 期末餐會：重新檢視與反思，團體活動。• 期末餐會：重新檢視與反思，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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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長期實施夥伴培植長期實施夥伴

• 徵詢欲長期實施夥伴，提供課程設計與
教學觀課等協助─未來作為各學科的領教學觀課等協助 未來作為各學科的領
頭羊。

協助欲了解與實施的夥伴 漸進式地融• 協助欲了解與實施的夥伴，漸進式地融
入教學中。

• 因為每位夥伴的進度不同，除共有的活
動外，另須提供「個別化 的協助。動外，另須提供「個別化」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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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期─反思再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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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 )102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1)
• 分享• 分享

– 2/14 學生學習問卷分享

– 3/14國文科實施經驗分享&社群問卷調查

– 4/11 英文科實施經驗分享&實施問題討論4
– 5/16 物理科實施經驗分享

– 6/ 13 探討增進學共實施的方法(回應3月問– 6/ 13 探討增進學共實施的方法(回應3月問
卷實施結果)

• 社群公開觀課• 社群公開觀課

– 103/3/27 高三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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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102學年度第二學期規劃(2)
• 擴大影響與分享

成立跨校生物、物理與化學共同備課社–成立跨校生物、物理與化學共同備課社
群。

–開放化學科觀課，並於觀課後討論交
流。流

–持續辦理相關研習與工作坊。

增進社群間合作(邀請學科社群參與分享• 增進社群間合作(邀請學科社群參與分享
會))

• 期末餐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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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期─自由發展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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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中心

• 隨時開放教室：國、英、數、生、化

• 協同分組學科：高一至高三國文科、高一
英文科、生物科、部分數學科、部分物理英文科 生物科 部分數學科 部分物理
科、部分化學科、部分地球科學科、多元
選修課程 專題研究課程選修課程、專題研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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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26 
學習共同體研討會

(國英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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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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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發展策略
共同備課建構教師教 • 共同備課、
公開觀課和
議課

• 建構教師教
學與備課社
群

學習
議課群

學習
型組
織

授業
研究

織
研究

資源協同 資源
共享

協同
學習

• 促進校內外
的對話

• 建立相互學
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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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中長期目標短中長期目標
短期目標( 年度 年度)• 短期目標(102年度~103年度)
– 幫助教師了解與實施學習共同體的教學

發現與解決學習共同體實施的困難– 發現與解決學習共同體實施的困難

– 建立社群協力的機制

社群內觀課與議課活動– 社群內觀課與議課活動

• 中期目標(104年度~106年度)
增加課綱課程實施的教師數 學科類別與時數– 增加課綱課程實施的教師數、學科類別與時數。

– 校本與特色課程之全面採用

• 長期目標(107年度 )• 長期目標(107年度~)
– 全校教師認同並有實施經驗

翻轉麗山的教學─概念、能力與素養並重的學習– 翻轉麗山的教學─概念、能力與素養並重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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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的角色行政的角色

• 由下而上的教室翻轉變革

• 由上而下的支持與參與• 由上而下的支持與參與

–尊重與保障教師的自主權

–不設定進程

聆聽與陪伴–聆聽與陪伴

–共同時間的安排

–經費的支持

活動的協辦–活動的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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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召集人的任務社群召集人的任務

• 協調與安排社群行事曆。

• 協助形成各學科之備課的夥伴團體。• 協助形成各學科之備課的夥伴團體。

• 辦理社群內觀課，交流學生學習與教學。

依據成員所需 規劃增能研習課程• 依據成員所需，規劃增能研習課程。

• 減少實施阻力，協助夥伴與行政溝通與聯繫，
以增加行政對於社群教師的了解與協助，使行
政得以適時進場協助並協調學科的支持。

• 連絡社群夥伴，相互關心與了解夥伴的實施情
形與需求。形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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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為目標學生學習為目標
• 關注學生學習，協助教師精進。關注學生學習，協助教師精進。

– 學生不容被試驗，老師要體察學生的學習並
反思自己的教學反思自己的教學。

– 幫助老師是學校轉變教學的方式

– 改變學生的學習是學校與老師共同的目標。

• 不給老師壓力，幫助老師面對與解決問題。

– 行政提供支持

– 教師間：導師與任課教師的合作；相互觀課，– 教師間：導師與任課教師的合作；相互觀課，
相互學習。

• 讓老師安心成長 讓學生安心學習• 讓老師安心成長，讓學生安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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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完畢 交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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