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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領導促進國中自主學習課程發展與實施之個案研究 

摘要 

「教育鬆綁」是自民國 80 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趨勢，其內涵包括建立學校本

位管理方式及提倡教師專業自主權，此一理念延續至民國 108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新課綱的實施要點便提到教師應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並依據學校願景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此外，新課綱也重視學生的學習自主權，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

者，教師應採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啟發學習動機，引導學生積極探索，以培養自主

學習和終身學習能力。「教師領導」與「自主學習」皆是在教育鬆綁的改革潮流之

中所興起的議題，教師是教育實施與課程研發的關鍵人物，如何引導學生學會學習，

有賴於教師承擔領導者的角色任務。本研究關注規模在十二班以下的國中教師如

何領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的創制歷程作為觀察對象，探

究教師領導的啟動與運作，分析不同階段的演變與其間影響力的交互作用，最後提

出促進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成功因素。根據個案分析結果，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壹、假期自主學習之推行，有賴於教師搭建學習的鷹架，設計教學活動激發並維持

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營造友善支持的環境亦是促進自主學習的重要因素。 

貳、教師領導的啟動源自教師想要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其運作過程可能隨著課

程發展歷經不同階段的演變，然而其模式皆是透過組織教師社群來促進專業

增能與營造學校文化，最後達成提升教學成效與學校發展的目標。 

參、教師領導能發揮跨越教室的影響力，透過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

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參與學校改進等五個作

用項目可看見影響力交互作用的情形，並匯集成改變學校的力量。 

肆、教師領導本就含有彰權益能(empowerment)的內涵，透過賦權增能模式來評鑑

自主學習課程，不僅能針對課程實施與教學成效提出改善策略，同時還能促進

教師領導之運行。 

伍、個案學校以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之案例符合關注教學模式的三要素，

可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賦權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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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eacher Leadership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urriculum in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Educational deregulation" has been a trend in educational reform since the 1990s. 

Its essence includes establishing a school-based management approach and advocating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This concept has continued into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mplemented in 2019, where the key points for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emphasize that teachers should form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develop 

school-based curricula according to the school's vision. Furthermore,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also emphasize students' autonomy in learning, highlighting that students are 

proactive learners and teachers should use divers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nspire learning 

motivation, guide students in active exploration, and cultivate self- regulated and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ies. "Teacher leadership" and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have emerged as 

issues with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educational deregulation. Teacher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duc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Guiding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learn relies on teachers taking on the role of lead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schools with fewer than 12 classes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a. It observe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guided courses and explores the initiation and operation of teacher leadership,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fluence between 

them. Finally, the study presents successful factors in promoting teacher to lea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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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during holidays relies on teachers 

building scaffolding for learning,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and 

maintain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reating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ll of 

which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promot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2. Teacher leadership is initiated by teachers' desire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may evolv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ut the common pattern is organizing teacher communities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 and school culture ,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goals of enhanc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development. 

3. Teacher leadership can have an impact beyond the classroom. Through developing 

teaching plans and activities, sha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peers,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successful teams, influencing schoo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improvement, the interaction of influence can be observed, gathering into the 

force for school transformation. 

4. Teacher leadership inherently involves empowerment. Evaluat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ourses through an empowerment evaluation not only allows for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ut 

also promotes the operation of teacher leadership. 

5. The case study of teacher lead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urriculum conforms to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pedagogically engaged school and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teacher leadership,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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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新課綱)於民國 103 年制定

完成並發布，其中強調學生能夠自發主動，學校教育應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引導

他們在成長環境中探索，並能成為關懷社會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21)。學校教

師如何理解新課綱的自主學習理念，並領導課程活動的發展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

點。因此本章首先介紹教師領導與自主學習的發展情形，其次說明研究動機，繼以

提出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本研究的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一、教師領導的發展情形 

教師是教育實施與改革的關鍵人物，而要讓教師參與教育改革的最佳途徑之

一，便是讓教師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任務(張德銳，2020)。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的概念源自美國 1980 年代的教育改革，並逐漸發展成為美國教育改革

的重心（Smylie, Conley & Marks, 2002）。 

在 1983 年發表的《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中，揭露美國中、

小學教育質量衰退，以致學生學業成就下降，面對國際競爭力低落，國家未來發展

的危機感上升，促使各州廣泛而迅速地展開追求卓越的教育改革運動，提升學校教

育品質與增進教師專業知能成為主要改革項目。至 1990 年代，學校本位管理更成

為教育改革中心，其精神是將權力下放，讓學校有更多自主權，同時對位在教學現

場第一線的教師們賦予更多期待，並大量挹注資源在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

環境。2002 年，美國總統簽署了《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再次強調提高公立中小學教學品質，充分照顧每位學生，同時致力於師資培訓，並

實施保護教師的法案。綜上所述，自 1980 年代以降，美國的教育改革在致力於追

求卓越的過程中，給予學校與教師更多權力，並將教師領導作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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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學校組織的重要工具（潘慧玲等人，2014；謝易臻，2007；Smylie, 2008；York-

Barr & Duke, 2004）。 

臺灣的教育改革自民國 83 年「四一○教改大遊行」至民國 108 年「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的推行，橫跨二十幾個年頭，教育改革的訴求也歷經不同階段的轉變

(柯華崴、曾世杰，2014)。為回應「四一○教改大遊行」的訴求，行政院成立「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於民國 85 年發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以教育鬆綁、

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育專業自主權的維護為基本理念，並以教育

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為教育改

革的基本方針(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由此可見，「教育鬆綁」乃是此次教

改的核心精神，為解除對教育的不當管制，建立以學校為中心的管理方式，諸多法

令隨之訂定或修正。民國 84 年教師法公布施行，明訂教師的權利義務，同時著重

保障學校教師的專業自主權。教師被賦予組織教師會的權利，各級學校及縣市地方

教師會陸續成立，並投入教育改革的行列(吳清山，2008)。 

民國 87 年，教育部根據「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具體建議，提出「教育

改革行動方案」，其中為針對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學革新，衍生九年一貫

課程之規劃。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關於課程實施的規定之中，便提出各校應成

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來領導各校的課程發展(教

育部，2003)。陳玟樺(2017)在分析比較之後提出，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主要重任在

於學校總體課程之規劃；學習領域課程小組運作的重心強調學習領域本位課程與

教學、評量及相關事宜之發展與規劃，兩組織彼此從屬，而又各司其職，然主要理

念皆是由學校內部專業組織，依據學校本位特色來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

學的革新，而此理念也延續至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行階段。新課綱的實施要點

中便提到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教師應自

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流教學實務；積極進修以精進課程設計，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2021)。 

自民國 80 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歷程中，可以見到教育鬆綁、以學校為本位、

教師專業自主權等理念不斷被提及，與國際上的教育改革潮流大抵路線相同，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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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學校本位管理與教師領導。Smylie 和 Denny(1990)從組織領導的角度切入，組

織中的每一位成員皆能發揮影響力，教師亦可藉由發揮專業自主權，進而領導學校

變革產生。而根據美國與加拿大等國的教育改革經驗發現，缺乏教師參與的教育改

革很難成功，Katzenmeyer & Moller(2001)更以沉睡的巨人做為比喻，認為教師蘊

含巨大的改革能量，卻沒有在教育改革中被充分的發掘和運用。在政治民主化、越

趨多元發展與變動頻繁的社會之中，如何培養未來人才成為各國最重要的教育課

題，教育變革的推動則有賴於教師領導與發揮影響力。 

二、自主學習的發展趨勢 

當今人類的生活環境充滿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

（complexity）與模糊性（ambiguity），又稱 VUCA 世代（Lawrence, 2013）。面對

變動頻繁且沒有標準答案的未來社會，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是當代教育的核

心目標，而自主學習能力則為終身學習的重要內涵(林吟霞，2018)。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於 2020 年提出「未來學校—工業 4.0 時代，界定新教育

模式」，揭示教育在面對產業革新時所應運而生的轉變，其中包含學習內容與學習

經驗兩個面向。學習內容包含全球公民、創新與創造力、科技應用、人際情緒商數

等技能，目標在培育未來社會主動負責的公民。在學習經驗方面，則強調更為廣泛

應用新的學習科技，來整合學習內容與經驗，重視依據個別化需求與個人速度所規

劃的學習，以及每個人都能依據個人需求持續學習精進技能，邁向終身以及學生驅

動的學習(洪詠善，2020)。 

從國際教育研究單位，乃至各國教育行政機關，皆致力於研究如何培養學生成

為終身學習的現代公民，而自主學習是達成終身學習的關鍵基礎，相關能力的培養

被列入教育研究建議與課程綱要之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曾於 1998 年至 2002 年以「競爭力的定義

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為題，進行大規模跨國研究(簡

稱 DeSeCo 計畫)，提出個人面對未來社會應具備的三個關鍵競爭力：能使用工具

（如語言及科技）溝通互動、能在異質性群體中互動、能自律自主行動(Rychen & 

Salganik, 2000)。歐盟（European Union）亦於 2002 年提出未來教育應提供民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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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終身學習的「八大關鍵能力」：母語溝通能力、外語溝通能力、數學素養與科學

基本能力、數位能力、學習如何學習之能力、人際與公民能力、企業與創新能力，

以及文化表現能力。其中「學習如何學習之能力」是指個體能了解自我需求，以積

極正向的態度去獲取新知與技能，有效運用資源以解決問題，能持續且自主的學習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5）。 

鄰近我國的香港與新加坡近十幾年來的教育趨勢亦是以自主學習為核心，香

港自 2002 年推動的課程改革即以「學會學習」為目標，更於 2014 年提出期望學生

在完成小學階段後，擁有獨立學習的能力，特別是自我管理能力和協作能力（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2014）。趙志成(2014)分析香港的自主學習含有三個取向，分別是

自我調適過程、還課堂給孩子、以資訊科技增潤學習。新加坡則於 2018 年提出「二

十一世紀能力架構」，架構圖由三個同心圓組成。最內圈是核心價值，包含以尊重、

責任、正直、關懷、復原力與和諧；第二圈是「社交與情感能力」，包含自我意識、

自我管理、社會意識、人際關係管理、負責任的決策；最外圈則是「全球化環境中

所需要的技能」，包含：全球意識和跨文化技能、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及溝通、

合作和資訊技能等。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成有自信的自主學習者，並能關心世界與

積極奉獻的公民（洪詠善，2020；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2）。 

我國自民國 83年教育改革運動以來，教育政策便已積極關注學生自主學習力

的培養，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倡導將教師中心的教學轉變為學生中心的

學習，以改善學生在壓力下被動學習的弊病。民國 89 年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

以培養「帶得走的能力」做為主要訴求，十大基本能力包含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等，皆環扣著學生自

主學習力的培養(吳璧純，2018)。 

近年來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網路快速發展與資訊爆炸、新興工作不斷增加、

民主參與更趨蓬勃、社會正義的意識覺醒、生態永續發展益受重視，加上全球化與

國際化所帶來的轉變，使得學校教育面臨諸多挑戰，為因應社會需求與時代潮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因運而生，新課綱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強調

學校教育要能夠培養主動自發的自主學習者。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圖像中，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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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自主學習能力的養成：國民小學強調培養學習能力；國民中學教育鼓勵探索自我

潛能、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著重學生生涯定向、生涯準備、

獨立自主等(洪詠善、林佳慧、楊惠娥，2018；教育部，2021)。自主學習被視為當

前教育所需培養的關鍵能力，而教師自主學習的專業知識、推行的意願、行政的支

援配套等，則是影響自主學習課程設計能否在學校實踐的因素（吳善輝，2015）。 

貳、研究動機 

一、教師領導促進自主學習課程發展 

教育變革有賴於教師的投入，吳百祿(2009)認為新世紀教師應自我期許為擴

張性的專業人員或行動理論家，積極參與課程發展、同儕指導、輔導教學、校務決

定等領導機會，以增進學校競爭力，達到改善學校的目的。張德銳(2020)分析近年

來國內教師領導的情況，發現學校教師對於教師領導的知覺多呈現中上程度或屬

正向，不過教師領導的層面較為著重在教室內的領導及同儕教學合作；在參與學校

決策及校外層面則相對較少。為進一步瞭解組織結構與文化因素、教師個人因素等

對教師領導的影響，以及教師領導是否提升學習成效，針對國內教師領導採取特定

個案進行長期觀察與記錄，是值得開發的研究途徑。 

面對變動的未來社會，各國於新世紀陸續展開教育變革。為培養學習者具備面

對生存、生活、生命、與生態永續發展等層面挑戰的素養，「自主學習」是各國課

程改革的重點(洪詠善、林佳慧、楊惠娥，2018)。吳璧純(2018)指出學生自主學習

力的培養，不只與教師的教學技巧有關，也包括師生關係與學習氛圍的營造。吳善

輝(2015)亦認為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推行意願，是影響自主學習課程能否在學校實

踐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以臺北市一所國中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探究其教師領導

的運作歷程，及教師領導如何促進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 

二、從自身經驗反思自主學習課程設計 

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行，秉持著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的核心精神，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104 學年度宣布廢止民國 64 年訂定的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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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推行假期自主學習(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5)。在教育局的政策推展之下，個

案學校的行政主管邀請教師一同開會討論實施假期自主學習的可行性，最終認同

其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神與學校的教育理念相互呼應，遂於 105 學年度展開

教學活動之設計，並於每年的寒、暑假期間推動自主學習，其後歷經不同階段的課

程發展與演變但不曾間斷。 

研究者曾於 107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擔任個案學校的教學組長一職，當時該

校自主學習的推動正是屬於教學組的業務。假期結束之後，各班先進行班級內部的

假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再推派 2 至 3 位同學進行班際分享會。班際分享會所展

示的作品常令師長大開眼界，如造船、淨灘、手做立體書、採訪議員等，而每回遇

到校務評鑑或各種教學相關的訪視時，學校也非常樂於展示學生的自主學習作品

給校外的委員們觀賞，往往也都收穫很高的評價。然而，學校並未有專門課程來教

導如何自主學習，當時一位七年級導師義正嚴詞地提出關於自主學習計畫的問題，

認為學校若沒有給予學生明確的指引，如何確保學生能夠在假期間自主完成學習

任務？這位導師的質疑引伸出一個重要的議題──學生的自主學習需要教師教導，

包含目標的設定、規劃執行、時間管理、解決困難、簡報製作及口語發表等能力都

需要被培養。培養學習者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是學校的教育理念，教師能認同此理

念並加以設計課程去引導學生，方能促進自主學習課程的實踐。研究者希望藉由記

錄個案學校的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探究教師如何於其中發揮影響力，並期許能

對自主學習的實施與運作提供更多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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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個案學校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歷程。 

二、探究教師領導於自主學習課程中的運作情形。 

三、探討教師領導對於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影響力。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個案學校的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歷程為何？  

二、個案學校的教師領導於自主學習課程中的運作情形為何？  

三、個案學校的教師領導對於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影響力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能清楚掌握本研究內涵，以便討論及避免混淆，茲將研究中重要名詞予以定

義。本研究重要名詞釋義如下： 

壹、教師領導 

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係指教師依其正式職位或以非正式的方式，在教

室內，特別是超越教室之外，透過參與、合作、對話和分享方式，對學校關係人產

生積極正向影響的歷程與功能。教師領導者具有「教師」及「領導者」兩種身份，

做為前者必須專精於學科專業知識、能掌握課程與教學技巧、富有創意並樂於接受

挑戰；做為後者則必須善於溝通、傾聽，與學校教職員工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依此

進行合作、激勵彼此成長與形塑學校文化。(張德銳，2010；何高志、林志成，2012；

York-Barr & Duke, 2004；Katzenmeyer & Moller, 2001)。 

本研究所稱教師領導著重在教師能發揮超越教室之外的影響力，教師能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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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的其他教師專業成長，並成為學校組織文化的再造者。教師領導者拓展與校

內其他教師的合作，透過教師社群，共同分析新課綱的精神與學校的理念，以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其效益不僅使學生的學習受惠，更可促進學校創新或改善學校

教育的問題。 

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的興起，即是想改變學校

教師由上而下、被動聽令行事的文化，轉而由志同道合的教師齊聚在一起，形成由

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以追求教學專業提升做為目標，其核心概念包括確保學生學習、

合作文化、聚焦成果、承諾努力、共享願景與價值等(張德銳、王淑珍，2010；吳

俊憲、蔡淑芬、吳錦，2015；DuFour, 2005；Leavitt et al., 2013)。 

「教師專業學習」與過去常見的「教師專業發展」其實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後

者著眼於教師在教學職涯中有不足之處，須被動接受教育主管機關所規劃的進修

課程，通過集中培訓的方式，將專業知識傳授給教師；而前者則強調教師的主動性

與情境化的學習，更注重從教師真實的教學經驗或學習體驗出發，針對自己工作中

的具體問題、與教師同行或外來專家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陳向明，2013)。 

本研究中所提到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指乃是參與自主學習之課程設計相

關的教師社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教師領導的內涵之一，其基礎在於教師擁有共

享的價值和願景，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領導同儕對學校進行變革，著重合作

學習、專業分享、對話互動等實踐歷程，目標在於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參、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具有許多不同意涵，如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調

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自主決定學習（self-determined learning）等。依

據新課綱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具備學習動機與熱情，能與他人互動，並

將所學回饋社會，在此學習脈絡下主要採用「自我導向學習」之意涵；而涉及學習

者運用自我調整學習策略情境時，則採用「自我調整學習」(教育部，2019；洪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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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2020)。綜合來說，自主學習是個體有意識且主動建構學習的行為，學習者具

備學習動機，能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學習主題，並訂定自主學習計畫，建構學習目

標，善用資源及合適的學習策略，監控與調整自己的認知、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

以完成學習目標的歷程，自主學習有助於個體自我建構並領略求知的意義（林吟霞，

2018；洪詠善，2020；Knowles, 1975；Pintrich, 2000）。 

本研究所指自主學習兼採「自我導向學習」與「自我調整學習」兩個理論觀點，

然而在涉及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時，較為偏重自我調整學習的模式。本研究中個案學

校的自主學習課程係指教師為引導學生完成寒暑假自主學習，而設計的一連串教

學活動。目的在促使學生能妥善利用寒、暑假較長時間，自己訂定學習的目標，並

逐步實踐劃分目標步驟、自我管理時間、尋求支援解決困難、自我省思與發表等學

習歷程。 

肆、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源於 1970 年代為批

判國家統一課程而興起的教育改革理念，倡導課程發展應以學校為主體，鼓勵教師

對課程採取行動與反思，被視為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草根課程發展模式。其主要意涵

是將學校作為課程規劃與實施的基地，並以學生為課程發展的中心，教師能整合學

校及社區的特色與資源，展現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自主的專業性，經由選用教材、

調整課程或自行創新課程，以回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和學習需求。而依據十二年國教

的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可界定為部定課程、校訂課程及潛在課程等總體的學校課

程經驗。（張嘉育，1999；教育部，2003；鄭淵全，2007；鄭淵全、陳殷哲，2016；

教育部，2021）。 

本研究中所稱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乃是依據新課綱之定義，而聚焦於個案學

校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其發展歷程是依據個案學校的教育理念，以學校的情

境與資源為基礎，考量學生需求、未來期待、社會需要等層面問題，由校長、行政

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合作，共同進行學校自主性課程之規劃、設計、

實施及評鑑的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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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賦權增能評鑑 

賦權增能(empowerment)又譯為「授權」或「彰權益能」，它幫助人們在生活中

掌握控制權，能在與自身相關的事務上或關注的議題中發揮影響力，因而促進權力

的歷程。Fetterman 是首先創造「賦權增能評鑑」模式的學者，認為這是一種運用

評鑑的技術，來促進自我決定或創造方案來改善自身處境。在賦權增能評鑑中，是

由方案的參與者來建構自己的評鑑；外部評鑑人員只是提供指導或額外的輔助，來

幫助方案中的成員，以自我評鑑與反省的形式改進方案的運作(王麗雲、潘慧玲，

2000；曾淑惠，2008；Fetterman, 1996)。 

本研究所稱賦權增能評鑑，乃是引用 Fetterman 提出的評鑑步驟，由個案學校

教師自行針對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進行評鑑，包含定義任務、檢討評估及為未來

進行規畫等三個流程，藉由評鑑之實施來確認課程實施的現況，並思考改進自主學

習引導方式的策略。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質性個案分析，以一所臺北市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針對個案學校

的教師領導如何促進自主學習課程發展進行探究。研究參與者包括個案學校的前

任與現任校長、行政教師、導師與一般專任教師。實際觀察場域有會議室、教務處

辦公室與導師辦公室等教師討論與交流的場所。研究重點在於探究教師領導的形

成與運作模式、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與實施，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的歷程，關注焦點在於教師之間的互動與學校組織中的影響力流動情形，

因此並不涉及學生或家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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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以一所臺北市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深入探究教師領導促進自主學

習課程發展的歷程，強調個案學校情境脈絡的獨特性，有關個案之地區性、學校規

模、學校經歷、教師文化等脈絡因素，皆為本研究限制之所在。故在類推本研究發

現至其他學校時，須仔細考慮個案學校和所處學校的地區、規模、文化組織等相似

性。 

二、研究者本身之限制 

研究者本身是個案學校的專任教師，自 106 學年度服務至今，其中曾於 107 學

年度至 110 學年度擔任教學組長一職。教學組長當時是假期自主學習的業務承辦

單位，因此研究者對於教師設計與實施自主學習的歷程，以及其中歷經的轉變皆瞭

若指掌。自 111 學年度起，研究者的職務轉為導師，從假期自主學習的統籌者變成

第一線授課教師，並持續參與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研究者的經歷有利於發展出

個案研究中局內人的觀點，但也容易出現當局者迷的危機。故研究者將透過邀請研

究參與者檢核，以及諮詢專家或同儕等方式，來確保研究能如實呈現真實情況。  

三、研究參與者之限制 

本研究採目的性取樣，刻意挑選能提供豐富訊息的教師作為研究參與者，並透

過訪談，以幫助研究者能更深入瞭解個案學校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歷程。

訪談對象以曾經參與自主學習課程研發的教師為主，包括創制自主學習課程的教

師、承辦此業務的行政教師、自主學習共備社群的教師，以及實際操作自主學習課

程的教師。此外，自主學習課程的推動，亦與學校文化及教育理念緊密結合，因此

研究者也將前任與現任校長列入訪談對象。前列訪談對象有部分參與課程創制的

教師目前已不在個案學校服務，因此僅能就過去的發展歷程提供訊息，其餘研究參

與者的觀點雖有助於研究者更進一步認識教師領導自主學習的現貌，然其意見卻

無法等同於全體相關人員的看法，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12 

 

四、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方式，選擇一個特定的對象進行深入探究，透過訪談、

參與式觀察與文件資料之分析，以獲取真實情境之中細緻的訊息。在質性研究中，

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無論是資料的蒐集或詮釋，皆由研究者決定。因此，研

究過程中，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人力、物力、生涯經歷與主觀推論等因素，致使

研究結果可推論的範圍有限。有鑑於此，研究者將透過與專家或同儕進行討論、培

養省思意識、資料交互檢證等方式，來增加研究結果的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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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三節，首節介紹教師領導的發展、內涵、概念與實施；第二節說明自

主學習的定義、內涵與教學設計；第三節分析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相關研究，茲將

各節內容論述如下。 

 

第一節 教師領導 

壹、教師領導的緣起與發展 

關於教師領導的相關研究約自 1980 年代興起，且以美國為主要的發展重鎮。

1960、1970 年代雖有零星的教師領導研究發表，但以教師在教室內的班級經營為

主，至 1980 年代後才出現跨越教室層級之外的教師領導研究(陳文彥，2021)。1980

年代適逢美國興起權力下放的教育改革浪潮，重視高品質的教育與教師素質，其對

教師領導的重視便由此展開，透過持續性的增權賦能（empowerment）、提供教學

專業增能的機會，以及增加教師對於教室與學校組織的決策權等來提高教師效能，

具體的策略則包括彈性薪資、教師分級制與輔導教師計畫。(York-Barr & Duke, 

2004)。 

根據 Silva、Gimbert 和 Nolan(2000)的研究，教師領導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初始階段，教師可以透過學校組織中的正式職位，如擔任行政職務、專家教師或教

師工會代表等來參與學校領導，但此時期著眼於提昇教育體系的管理效能，並不著

重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領導；第二階段，教師領導由管理層面轉向教育專業層面，

教師被視為課程與教學的領導者，並被賦予社群領導人、課程領導者及新進教師輔

導員等頭銜。然而，此時期的教師領導者卻多由外部專家擔任，使校內教師的專業

自主權難以發揮；第三階段，教師成為學校組織文化的再造者，並能激勵學校內的

其他教師專業成長。教師領導者拓展與校內其他教師的合作，討論課程與教學難題，

找出多樣化的教學方式，其效益不僅使學生的學習受惠，更可改善學校教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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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領導的意涵 

一、誰是教師領導者 

張春興（2000）將「領導」定義為：在團體中引領、指導或控制多數人的態度

或行動的歷程；亦指團體中的個人，在某一情境下表現出眾所認同的行為，並進而

達成預期目標的行為。「領導」的定義通常包含三個要素：影響力、團體與目標，

故而「領導」行為就是指領導者試圖將「影響力」施加在跟從者身上，以達成「團

體或組織」的「目標」(徐超聖、梁雲霞，2011；Bryman,1996)。 

Barth（2001）提出所有教師都能領導的觀念，且主張教師領導的對象並不侷

限於學生，還擴及學校中的教職員工。York-Barr & Duke(2004)認為教師領導者具

有「教師」及「領導者」兩種身份，做為前者必須專精於學科專業知識、能掌握課

程與教學技巧、富有創意並樂於接受挑戰；做為後者則必須善於溝通、傾聽，與學

校教職員工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依此進行合作、激勵彼此成長與形塑學校文化。 

陳玉桂(2006)指出教師領導者並不一定要具有特定正式職務，教師領導可由

正式領導向非正式領導擴展。具有正式領導職位的教師，如學校本位管理團隊、學

科領導人、教師工會代表等，通常被賦與參與校務決策、促進教師成長等任務；然

而非正式領導行為，如擔任解決教學問題的同儕教練、鼓勵家長參與、對學校提出

革新意見等，儘管教師沒有正式領導職務，也同樣可以透過前述行動，對改善學校

的教學發揮影響力。 

張德銳、張素偵(2013)歸納教師領導者所需的條件，在人格方面，具備關懷的、

開放的、願意分享的、值得信任的特質；就能力方面，則要具備令人信服的教學效

能、正確的領導信念、同仁能接受的領導方式與有效的變革領導策略，並能診斷問

題、溝通協調及處理衝突。教師領導者必須清楚認識學校狀況，以掌握適當的變革

時機，啟動與不斷修正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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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領導的內涵 

多數學者認為教師領導本身附加與交集的概念相當多元，含括賦權增能

（empowerment）、教學領導（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分散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分享領導（shared leadership）、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等(吳百祿，2010；徐超

聖、梁雲霞，2011；Murphy, 2005；York-Barr & Duke, 2004)。茲將各學者對教師領

導的內涵相關論述摘要如下。 

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認為教師作為領導者，領導的範圍不應侷限在

教室，而是教室外的整個學校，影響其他教師改進教育實踐，幫助教師以不同的方

式看待自己、角色和專業。蔡進雄(2017)提出教師領導三層次的概念：第一層是教

師在教室內對班級及學生的領導；第二層是嘗試將影響力擴及至教室外，與同儕的

對話分享、對新進教師的輔導、參與校務及與家長的溝通互動等；第三層是將影響

力拓展至學校之外，進行跨校的服務或對更大的社區產生影響。 

Gabriel（2005）則把教師領導內涵區分為四大領域：影響學校文化、建立和維

持一個成功的團隊、培育其他有潛能的教師領導者，以及增進學生的學業成就水準。

Simylie（1992）的研究也指出，教師承擔領導責任，能強化教師的歸屬感與責任心，

進而激勵教師從事教學的積極性，學生的學習表現有了明顯的改善。換言之，教師

領導與教師的專業性以及學生的學業水平具有明顯的正相關(張德銳，2010)。 

林志成、葉青青(2011)指出教師領導包括影響學生的向下領導、影響學校行政

主管的向上領導、影響家長的領導及影響教師同事的平行同儕領導等層面。

Lieberman、Saxl 與 Miles（2006）也提出教師領導者會於幫助教師同儕嘗試新的概

念，並鼓勵其承擔領導的角色。 

綜上所述，教師領導可發揮影響力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學校內的學生、教職人

員、行政主管，到學校以外的家長與社區，讓教師踏出教室，重新塑造自我認同與

創造新的工作關係，進而有潛能回饋到教學成效與改善學校效能(徐超聖、梁雲霞，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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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領導的概念 

一、領導權的賦予與權能增益 

何高志與林志成(2012)提到賦權增能（empowerment）與教師領導是一體兩面，

是為主管給予部屬權力並開展部屬潛能的歷程。賦權是一個多向度的社會歷程，可

以幫助人們掌控自己的生活，透過對日常生活中人們所重視的議題採取行動，進而

達到培養能力和增進權力的過程(Page & Czuba,1999)。學校主管可透過對教師授

權、授能、增能的歷程，提升教師同儕的專業能力，以達成提高組織效能、工作品

質與質量，並讓教師領導成為學校運作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 

Fetterman(1996)進一步將賦權增能與評鑑結合起來，創造了「賦權增能評鑑

(empowermant evaluation)」，即是利用評鑑的概念與技巧來促進人們的自主性以幫

助自己改進，而在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面向中，即由課程方案的設計者自行擔任課

程評鑑人員。Fetterman(2001)針對賦權增能評鑑的實施方式進行調整，提出以下三

大步驟：定義任務(mission)、檢視評估(taking stock)、為未來進行規劃(planning for 

the future)。 

賦權增能評鑑包含訓練(training)、促進(facilitation)、提倡(advocacy)、闡明

(illumination)、解放(liberation)等五大面向，即訓練人員具備評鑑的知能、促進方

案參與者進行自我評鑑、提倡評鑑之實施與評鑑結果之推廣、評鑑人員共享智慧以

解決問題，最後能在參與評鑑的過程中，突破傳統的束縛，以新視野來重新定義方

案的價值。賦權增能評鑑提供學校本位管理一個實用的途徑，並能促進教師領導的

發展(何高志、林志成，2012；曾淑惠，2008)。 

二、領導權的分享與平等互動 

Harris 和 Muijs（2005）指出教師領導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教師對於擔任團

隊領導、科系主管、學會領導和課程發展者的角色並不陌生，但長期以來教師只是

通過這些角色來扮演參與變革的「代表者」（representatives），而不是創發變革的「領

導者」（leaders）。近年來，基於認知到位在教學現場第一線的教師，是影響學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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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的關建，因而對教師角色的訴求有了很大的轉變，主張增加教師領導的角色，

並將教師影響力的範圍從班級教室擴大到整個學校的領導活動。 

教師領導的概念與傳統對領導的想法有兩點很不一樣：一是視領導為人與人

之間平等的互動關係；另一則為領導是組織中個人之間的動態關係（Harris & Muijs, 

2005）。Fullan(1995)論及教師領導時，亦認為一群人一起工作更能建立起合作文化

(collaborative culture)，並能支持多樣態的領導方式與結構。從上可知教師領導的

「領導」不是集中在少數人而是分散給多人，「領導」因而是多人的人際互動關係

的結果。教師領導作為一種特定的領導模式，其核心精神是要讓更多教職員工可以

參與進來，重視關係與聯結的建立，分享願景並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工作、合作

與學習。總之，教師領導讓我們產生了對領導有非常不同於以往的概念(徐超聖、

梁雲霞，2011)。 

 

肆、教師領導的實施 

一、影響教師領導實施的因素 

Reeves（2008）認為促進教師領導發展的環境有以下特點：認可追求卓越、強

調判斷的自由、傾聽和執行教師的想法、鼓勵革新、提供回饋和指導、重視個人的

價值、提供被包容的感覺、珍惜多元的觀點、鼓勵勇敢表達想法、傾聽和公平處理

抱怨等。教師領導在中小學教育階段的實務運作並不容易，除了營造友善、開放的

環境，不少學者也紛紛提出影響教師領導實施的因素。 

英國於 1980 年代末推動的教育改革中，開始重視教師領導教學變革，其國立

學校領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便提出影響教師領導的六大

類因素，分別為：(一)校外因素，如教育政策的制定或改革；(二)校內因素，指學

校主管階級的領導型態；(三)制度文化，如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開放與支持創新的

環境、暢通的溝通網絡等；(四)制度結構，指學校的層級結構；(五)部門文化結構，

指教師領導者在部門及整體學校文化扮演關鍵角色；(六)資源，指獲取和管理課程

資源(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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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瀚文(2013)彙整 Barth（2001）、蔡進雄（2011）及 York-Barr 與 Duke（2004）

的研究成果，提出影響教師領導實施的六項因素：教師、教師社群、校長、行政人

員、學校結構、學校外部因素。各項因素分別說明如下：(一)教師因素，指教師能

力、意願與聲望；(二)教師社群因素，指教師社群是否具有專業成長、合作分享與

同儕領導的文化；(三)校長因素，指校長對於權力下放的意願；(四)行政人員因素，

指行政人員對於教師領導的配合程度；(五)學校結構因素，科層體制是否影響、時

間與資源是否支持；(六)學校外部因素，學區或行政機關對教師領導的提倡與否、

政策與制度是否有激勵措施、家長與社區的資源是否進入。 

二、教師領導的實施方式 

Murphy（2005）將教師領導的實施分為兩個主要路徑，一是透過正式領導角

色所賦予的任務來開展，權力基礎為法職權，影響範圍與職務有關；另一是以教師

社群為基礎，根植於教師角色，權力來源為專業知能和社會資本，影響範圍是分散

性、一般性的，與其他教師是一種緊密的合作關係。除了正式與非正式的參與路徑

之外，以下介紹三種不同的教師領導實施方式。 

(一)Riel 與 Becker 的教師領導四階段發展模式 

Riel 與 Becker(2011)提出教師領導的四階段發展歷程，以說明教師如何逐步

將其影響力從教室擴展出去。第一階段為「從實務適應中學習」：教師透過反思與

檢視自己的教學歷程，來持續精進自己的教學專業，特別是能針對實務中遇到的困

難，發展出應對的方法；第二階段為「合作並共同承擔學習成效」：教師透過公開

授課，盡可能邀請其他教師針對自己的教學提出建議，以形成一個學習社群，共同

發展提升學習成效的教學方法；第三階段為「參與多元的教師社群」：教師積極參

與跨校、跨縣市的教師專業社群，積極吸收不同的想法、多元的資訊和專業知識，

並將這些信息帶回自己的教學場域。第四階段為「專業知識建構」：具備豐富教學

專業知能的教師，應將自己的知識加以建構與彙整，並透過撰寫文章、出版書籍或

舉辦演講等方式，將專業知能分享給更多人。前述四個階段以金字塔來表示，如圖

2-1 所示。整個歷程從個人的教學實務開始，過程中加入社群的力量，不斷汲取新

的資訊，逐漸擴展知識的影響力，最後再將個人積累的教學專業知識、技能加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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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傳佈(王淑麗等人，2016)。 

依據 Riel 與 Becker 所提出的教師領導的發展歷程，可發現教師領導的實施與

專業學習社群密切相關。專業學習社群是指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學生、家長與

社區人士等成員之間，保持對話、合作、與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持續學習和提升

自我專業知能，以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效果。專業學習社群激發了教師領導的

不同想像和組織學習的具體路徑，並具備支持性和共享性領導、共享價值觀與願景、

共同學習和學習成果的應用、共享實務經驗、內部與外部支援等五項特性(陳佩英，

2009)。 

圖 2-1 

Riel 與 Becker 的教師領導發展歷程 

 

註：引自“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 leader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y M. Riel, & H. J. Becker,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p. 403), 2011. 

 

(二)Sanocki 的教師領導發展歷程架構 

Sanocki(2013)依據 York-Barr 和 Duke 的研究成果，提出教師領導發展歷程概

念架構圖，如圖 2-2 所示。教師領導源於教師想要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或學習成

果，成為教師領導者有二種途徑，分別是出自傳統科層體制由上而下的模式；及教

師透過非正式職務由下而上發展出來的模式。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通常是為了回

應外界的負評，而由校長賦予某位教師正式的領導職務，以便解決學校面臨的困境。

另外一種由下而上的發展模式，通常開始於教室內的教學領導，經由校內其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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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例如，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發現提升學生學習

成就的方法，而後將其教材與資料分享給同年級團隊或是領域會議。 

無論是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教師領導，投入的教師都會經歷教師代表的

一般性過程而開始教師領導的旅程。在成為教師領導者後，開始自組織獲取資源、

建立關係與突破障礙的過程，最後改變學校領導歷程與文化，或促成學生學習結果

的改變。 

圖 2-2 

教師領導發展歷程概念架構圖 

 

註：引自 The process of how teachers become teacher leaders and how teacher 

leadership becomes distributed within a school: 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study 

(p.10), Sanocki, S. J. , 2013,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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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百祿的教師領導實施四階段 

吳百祿(2009)綜覽教師領導的相關文獻，歸納教師領導的實施包含：評估、計

畫、執行、檢核與回饋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評估：係指學校主管先檢視現有的

學校文化，以評估推動教師領導的可行性，可透過填寫評估表單來調查教師意見，

或召開全校性教職員會議來凝聚共識；第二階段─計畫：研訂一份「教師領導實施

計畫」，計畫之內容可包含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評量、教師領導者的

安排等主要項目；第三階段─執行：教師領導的執行將面臨學校組織結構本身的影

響、學校專業支持系統之不足、以及學校文化的挑戰等三大項阻礙；第四階段─檢

核與回饋：學校經營團隊使用有效的測量工具，如檢核表、滿意度問卷調查等，針

對外在顧客（如學生、家長、社區）和內在顧客（如教師同儕）蒐集有關實施教師

領導的成效調查，並針對調查結果予以分析運用，藉由這些回饋，以作為下一階段

實施教師領導的改進參考。 

伍、小結 

York-Barr 與 Duke（2004）認為教師領導是教師以個別或集體的方式，影響其

同僚、校長及學校成員，致力改善教和學，以提升學生學習及成就之歷程。教師領

導是一種發揮影響力的歷程，而多數學者認為這個歷程的起點是「從教室出發」

（Frost & Durrant, 2003；Katzenmeyer & Moller, 2001；Miller, Moon, & Elko, 2000）。

具備良好教學效能的教師，其教學專業能力受到肯定，並逐漸將其影響力延伸至教

室之外，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職務，將影響的觸角從教室層級擴展至學校發展層面，

包括課程發展、教職員增能，甚至學校行政及決策（Ho & Tikly, 2012；王淑麗等

人，2016）。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領導的內涵及定義，歸納以下五點說明： 

一、教師領導的概念：教師領導的「領導」不是集中在少數人而是分散給多人，是

組織中人與人之間基於「關係、社群、學習和目的」的互動過程，彼此分享願

景並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工作、合作與學習。此外，隨著領導者與跟隨者的

權力關係變模糊，每一位教師都有在不同時間變成領導者的可能性。（徐超聖、

梁雲霞，2011；Fullan, 1995；Harris & Muijs, 2005；Lamber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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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領導的目的：教師領導源自美國 1980年代教育改革趨勢，隨著教育權下

放，無論是發展學校本位管理或教師領導，其最終目的皆在於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及改善學校問題，以提高教育品質，維持國家競爭力(張德銳，2010；賴志

峰 2009；謝易臻，2007)。 

三、教師領導的內涵：就教師領導的目的切入，可提出三種行為內涵，分別是以教

學成效為內涵、以專業發展為內涵，及以社群關係為內涵。教師專業發展被視

為教師領導的歷程，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領導同儕對學校進行變革，達

到提升教學成效與學生表現的目標(康瀚文，2013)。 

四、教師領導的功能：教師領導能發揮跨越教室的影響力，甚至促進學校組織文化

再造，其主要功能包括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參與學校改進、與教師同儕分享

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吳百祿，2009；Barth, 2001；

Gabriel, 2005；Katzenmeyer & Moller, 2001；Zepeda, 2004) 

五、影響教師領導的因素：教師領導是否能順利運行，受到校內外許多不同因素的

影響，包括校長領導行為、學校組織結構、教師文化、領導支持系統、學校外

部因素等五個層面(吳百祿，2009；張德銳，2010；York-Barr & Duke, 2004) 。 

 

第二節 自主學習 

壹、自主學習在新課綱中的定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秉持發展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為基本理

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而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引導學生積極探索則

為重要的課程目標。在課程發展的核心素養中，涵蓋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其中「自主行動」又可再細分為三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教育部，2021)。新課綱中關於「自主

行動」的內涵說明如下：「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當學習方式，

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中，能自我

管理，並採取適切行動，提升身心素質，裨益自我精進。(頁 4)」 



 

23 

 

自主行動強調在真實的社會情境脈絡中，個人能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動，選擇適

合自己的學習途徑，孕育創造能力與積極行動力，並能「自律」的服從良心的規範

而約束自己的行動(徐綺穗，2019)。在不同教育階段中，「自主行動」面向的核心

素養具體內涵如圖 2-3 所示。國民小學強調認識個人特質，透過體驗與實踐來因應

日常生活的問題；國民中學鼓勵探索自我價值，具備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發揮

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著重生涯定向，能自我肯定進

而精進與超越，深化後設思考，以創新的態度來面對新的挑戰(教育部，2021)。新

課綱於各教育階段所強調的自主行動內涵，乃引導教師反思與探究自主學習的意

義，及其在學校課程發展與實踐的可能(洪詠善、盧秋珍，2017)。 

在新課綱的課程架構之中，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將「學生自主學習」歸在「彈

性學習課程」的「其他類課程」項目；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則將「學生自主學習」

歸在「彈性學習時間」，且進一步規定各校對自主學習精神的保障與作法，應納入

年度課程計畫備查並列入校務評鑑及輔導訪視之重點項目，由此可見，自主學習在

新課綱的課程發展中被視為培養學生學習的重要指標(教育部，2021；簡菲莉，

2019)。 

從新課綱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到核心素養，一再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為了

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有賴於教師採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在新課綱的實施

要點中，便對教師的教學策略有進一步說明：「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具備自主學

習和終身學習能力，教師應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包括動機策略、一般性學習策

略、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特定的學習策略、思考策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等。(頁

34)」 

綜上所述，新課綱中所提及的「自主學習」有幾項特點：第一，強調學生是自

發主動的學習者；第二，將培養「自主行動」列為核心素養；第三，有賴教師採用

多元的策略進行教學；第四，可於彈性學習時間設計課程加以引導。依循總綱的引

導，自主學習能力是每一個孩子都應該經歷到的學習歷程，鼓勵教師因應不同教育

現場，發展學校本位的教學設計(梁雲霞，2020)。自主學習強調學生的自發性，並

在教師的引導之下，設定學習目標，選擇與調整學習策略，以達成有意義的學習(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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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善、盧秋珍，2017)。教師作為第一線課程與教學的實施者，在引導學生進行自

主學習之前，實有必要釐清自主學習的意涵。新課綱中雖未見對自主學習有清楚的

名詞定義，但於英譯版中採用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以下將針對自

主學習的意涵做進一步探討。 

圖 2-3 

各教育階段「自主行動」面向的核心素養內涵 

核心

素養

面向 

核心

素養

項目 

項目說明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 

教育 

國民中學 

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 

A 

自 

主 

行 

動 

A1 

身心 

素質 

與 

自我 

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

的素質，擁有合宜的

人性觀與自我觀，同

時透過選擇、分析與

運用新知，有效規劃

生涯發展，探尋生命

意義，並不斷自我精

進，追求至善。 

E-A1 具 備

良好的生活

習慣，促進身

心健全發展，

並認識個人

特質，發展生

命潛能。 

J-A1 具備良

好的身心發

展知能與態

度，並展現自

我潛能、探索

人性、自我價

值與生命意

義、積極實

踐。 

U-A1 提升各

項身心健全發

展素質，發展

個人潛能，探

索自我觀，肯

定自我價值，

有 效 規 劃 生

涯，並透過自

我 精 進 與 超

越，追求至善

與幸福人生。 

A2 

系統 

思考 

與 

解決 

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

分析、推理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理及解

決生活、生命問題。 

E-A2 具 備

探索問題的

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與

實踐處理日

常生活問題。 

J-A2 具備理

解情境全貌，

並做獨立思

考與分析的

知能，運用適

當的策略處

理解決生活

及生命議題。 

U-A2 具備系

統思考、分析

與 探 索 的 素

養，深化後設

思考，並積極

面對挑戰以解

決人生的各種

問題。 

A3 

規劃 

執行 

與 

創新 

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

畫的能力，並試探與

發展多元專業知能、

充實生活經驗，發揮

創新精神，以因應社

會變遷、增進個人的

彈性適應力。 

E-A3 具 備

擬定計畫與

實作的能力，

並以創新思

考方式，因應

日常生活情

境。 

J-A3 具備善

用資源以擬

定計畫，有效

執行，並發揮

主動學習與

創新求變的

素養。 

U-A3 具備規

劃、實踐與檢

討 反 省 的 素

養，並以創新

的態度與作為

因應新的情境

或問題。 

註：引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頁 5)，教育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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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主學習的意涵 

一、自主學習的定義 

西元 1969 年，人本主義心理學派的 Rogers 提出以學習者為學習活動主體的理

念，可視為近現代西方社會倡議自主學習的開端。Rogers 認為教師長期使用講述

法、命令式的教學方式，不僅忽略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感受，更無法培養學生批判思

考能力，於是提出教學活動應以學生為主體，著重學習者主動自發的探索歷程，培

養自由選擇、自我規劃及負責能力，教師角色可由指導者轉為引導者(張蔣耀文、

施登堯，2018；Rogers,1969)。 

與自主學習相關的詞彙相當多元，如：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自主決定學習（self-determined learning）、

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自我計畫（self-planned）等(趙志成，2014)。Zimmermam

（1995）指出，不同研究者在自主學習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理論

立場和視角不同，分別關注學習的不同層面，有的強調學習的主動性、有的強調學

習的獨立性，有的強調學習的自我定向等。高寶玉(2018)分析西方文獻中有關自主

學習的論述，進一步區分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簡稱 SDL)及自我調

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簡稱 SRL)，前者側重個人意志主導的學習；後者則

強調自我調適的學習。依據新課綱所提「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強調學生是

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具備學習動機與熱情，能與他人互動，並將所學回饋社會，彰

顯學習者自發與自主的特性，自主學習概念在該學習脈絡下主要採用「自我導向學

習」之意涵；而涉及學習者運用自我調整學習策略情境時，則採用「自我調整學習」。

(洪詠善，2020；教育部，2021)。 

自我導向學習(SDL)的基本定義來自於 Knowles（1975），提出「自主學習」是

指學習者在他人不同程度的協助下，自我診斷學習需求、設定學習目標、區辨與應

用資源、運用適當的學習策略，最終能評估學習成果之歷程。自我調整學習(SRL)

源自認知心理學，認為「自主學習」是學習者運用內在的心智能力調控學習行為，

再將心智能力轉化為外在的學業表現，包括目標設定、後設認知與自我評估等自我

調整的歷程(Zimmerman, 2002)。Pintrich（2000）將 SRL 定義為一種積極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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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歷程，學習者自訂學習目標，並依據目標和所處的環境，引導與約束自己的

學習，監控與調整自己的認知、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Jossberger(2010)等人認為

SDL 和 SRL 的技能結構分屬不同層次，SDL 屬於宏觀的層次，是指學習軌跡的規

劃，學習者能決定要學習什麼及如何最好地完成學習；SRL 屬於微觀層面，涉及執

行學習任務時的自我調節過程。也就是說 SDL 的歷程中包含 SRL，而要成為一位

自主學習者首先需要具備 SRL 的技能。 

二、自我調整學習 

Zimmerman(1989)指出當個體在學習過程中展現內在動機、後設認知與積極

主動的行為，即可謂是達到自我調整學習(SRL)。SRL 的學習者具備自我效能感，

且善用自我調節的策略去達成學習目標。然而 SRL 不只是理論上重視個體所感知

的「自我」與「主動」，也強調教師要設計教學歷程與學習方法來促進自主學習(梁

雲霞，2020)。 

Zimmerman(2002)開發出循環階段模型來詮釋 SRL 的實施歷程，其可分為三

個階段，分別為預想階段(forethought phase)、表現階段(performance phase)與自我

省思階段(self-reflection phase)，如圖 2-4 所示。此模型中的 SRL 歷程為一週期性

的循環，自我省思階段的結果會回饋到預想階段，形成自我調節學習的循環回圈。 

(ㄧ)預想階段(forethought phase) 

此階段包含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與自我動機信念(self-motivation beliefs)。

任務分析中有目標設定(goal setting)和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指學習者能設

定具體的近端目標，並能選擇適當策略以成功達標。自我動機信念是指個體對學習

的信念，包含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學習結果的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s)，

以及對學習任務感興趣(intrinsic interest/value)，而學習目標導向(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是指個體重視學習過程本身的價值。 

(二)表現階段(performance phase) 

此階段包含自我控制(self-control)與自我觀察(self-observation)。自我控制主

要在促使前階段所選的學習方法可以有效發揮，主要包括心像(imagery)、自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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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self-instruction)、集中注意力(attention focusing)與任務策略(task strategies)。自

我觀察是指自我記錄(self-recording)或自我試驗(self-experimentation)，意在追蹤自

我的學習行為、表現與學習環境，了解自我學習狀況。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

則是另一種較為隱蔽的自我觀察方式，乃是透過心理認知追蹤學習歷程。 

(三)自我省思階段(self-reflection phase) 

此階段包含自我判斷(self-judgment)和自我反應(self-reaction)。自我判斷有兩

個面向，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即是對自我觀察的表現進行評價；因果歸因

(causal attribution)則會影響學習動機。舉例來說，若是將學習失敗歸因於能力有限，

將會使學習動機低落；反之，若將學習失敗歸因於用錯方法，也許換個方法就會成

功。自我反應亦包含兩個面向，其一指自我滿足(self-satisfaction)及行為表現所帶

來的正向影響(positive affect)；另一方面則是指適應或防禦 (adaptive/defensive)反

應。適應性反應是指調整學習方法，以提升學習意願；防禦性反應則逃避進一步努

力學習，以保護自己落入失敗的可能。 

圖 2-4 

Zimmerman 的 SRL 循環階段模型 

 

註：引自“Becoming a self-regulated learner: An overview.” by B. J. Zimmerman, 2002, 

Theory into practice, 41(2),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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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 

一、關注教學的自主學習課程設計 

洪詠善、林佳慧與楊慧娥(2018)以 Smyth 所提出的關注教學的學校三要素來

分析自主學習課程的推行。Smyth(2007)透過訪談中輟生以瞭解他們選擇離開學校

的原因，他發現青少年其實有足夠的洞察力，能分析待在學校對於自身學習有效與

否的因素，以及獲得有意義的教育需要創造哪些條件。因此若教育者能仔細聆聽這

些青少年所提供的訊息，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在學校教育中存在哪些功能障礙，為什

麼有這麼年輕人決定退出學校，以及如何調整課程與教學設計來改善讓學生的學

習經驗。 

依據訪談學生的結果，Smyth 提出廣泛影響學校教育的三個要素，分別為學校

文化、教學方法以及學校結構，三大要素中又包含各項子要素分別說明如下。在學

校文化的面向中，提倡學生的學習自主權，教師的課程設計能貼近青少年的生活經

驗與生涯志向。此外，學校能積極聆聽學生的建議，促進學生、學校與社區的對話，

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思考能力，能理解學校的教育環境脈絡。在教學方法面向，教師

能將學生所需的學習資源緊密連結在一起，規劃文化相關性的學習形式，讓學生能

參與他們自身的多樣化生活經歷。另一方面，學校能提供具有社會正義的課程，並

以易於理解的方式整合知識，以滿足弱勢者的需求。在學校結構部分，關鍵在於能

鬆綁權威的壓迫，為教師提供時間、空間和資源，讓他們成為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實

踐者；評量結果報告是為了提供關於學生成功和改進方向的真實信息反饋，而非用

於競爭性排名；主管能實施分散式領導，學校的決策乃是基於專業知識的對話和辯

論而非職位高低，以向學生展示民主社會的重要內涵。Smyth 將前述各項要點彙整

為關注教學的學校所需具備的三大要素，如圖 2-5 所示。 

Smyth 的研究成果提醒學校教師：教育應以學習者為中心。一所關注教學的學

校要能傾聽學生的聲音以重新審慎思考教育措施及課程規劃，洪詠善等便以此模

式來分析自主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是否符合學習者需求。在文化面向，關注學生的

學習自主權；在教學面向，強調合作與互動性學習；在結構面向，有效運用資源來

支持學生的學習。梁雲霞(2020)也指出成人的支持和引導，以及環境所提供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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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自主能力成熟與內化的關鍵要素，學生在教室中的學習，學校提供的學習情

境，能促使個體的自主發展。綜上所述，包含校長、教師、學生、家長的價值與信

念，乃至整個學校的環境與文化，皆對自主學習影響深遠，而透過教師的課程設計，

可以共創協作對話的教育場域 (洪詠善、林佳慧與楊慧娥，2018)。 

圖 2-5 

關注教學的學校模式 

 

註：引自“Toward the pedagogically engaged school: Listening to student voice a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disengagement and ‘dropping out’?” by J. Smyth, in D. Thiessen & 

A. Cook-Sath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tudent Experience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 653), 2007, Netherlands: Springer. 

 

二、支持自主的教學行為 

自主學習固然有個人性質的目標和行動，但是這樣的個體屬性是從學校的人

際環境互動中所發展出來的，因此自主學習並非學生自己單打獨鬥，教師仍須扮演

引導者的角色(梁雲霞，2020)。Reeve 等人(2008)提出教師可以使用「支持自主」

(autonomy support)的教學行為來引導學生，如表 2-1 所示，而這些教學行為透過

其研究證實有助於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有助於自主學習。針對自主學習如何在

一般學校的脈絡中實踐，梁雲霞(2020)提出三個建議：第一，將自主學習的構成要

素融入學科的教學；第二，運用能增進自我效能的開放性任務；第三，將自主學習

放進全校整體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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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支持自主的教學行為 

 支持自主的教學行為 

傾聽 教師在教學期間花時間聽取學生的意見 

詢問學生想要和需要

的事項 
教師經常詢問學生想要的或需要的事項 

讓學生有獨立工作的

時間 

教師讓學生有時間自己做事情，並且讓他們可以選擇

自己想要使用的方法 

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

想法 
在教學中讓學生有時間談論學習的內容 

座位安排 
在安排座位時能讓學生容易取得學習材料，而非只是

教師可以容易取得學習材料 

提供理由說明 
教師經常提供說明以解釋為什麼某一種行動方案、思

考的方式或感覺可能較為有用 

提供正向回饋的訊息

作為讚賞學生的方式 

教師能經常使用正向的語言回饋學生進步的表現或充

分學會的事情 

給予鼓勵 經常使用言語鼓勵學生投入或持續學習 

提供線索 
當學生好像碰到困難時，教師能提供建議幫助他們有

所突破 

保持回應的態度 積極回應學生提出的問題、評論、推薦和建議 

站在學生的觀點表達

自己的意見 
經常採取同理的語言去瞭解學生的觀點或經驗 

註 ： 引 自 “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autonomous self-regulation: A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by J. Reeve, R. M. Ryan, E. L. Deci, & H. Jang, in D. 

H. Schunk & B. J. Zimmerman (Eds.),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 231), 2008, Hill 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吳壁純(2018)指出學生自主學習力的培養，不只與教師的教學技巧有關，也包

括師生關係與學習氛圍的營造。自主學習強調學生的自發性與主動性，在教學技巧

方面，透過鬆綁教學控制，賦予學生選擇權及做決定的空間；在師生關係與學習氛

圍的營造上，則給予陪伴、支持、討論與對話。自主學習關注學習動機的啟發與持

續力，在教學技巧方面包括：連結生活經驗且能引發探究的教學設計、安排有挑戰

性的任務、設定多元的評量標準、給予訊息性而非評價性的回饋等；在學習氛圍方

面，鼓勵同儕合作而非競爭，遇到困難時提供減壓策略，協助學生獲得成功的經驗。

若能讓方法、策略以及成功發生在不同領域的學習上，那麼教師的自主學習教學成

分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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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十二年國教課綱開宗明義以發展全人教育為基本理念，繼而從課程目標到核

心素養，一再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學校教育應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為了培養學

生成為「終身學習者」，有賴於教師採用多元的教學策略。釐清自主學習的意涵有

助於教師發展與設計相關課程活動，依據新課綱的理念，主要採用「自我導向學習

(SDL)」之意涵；而涉及學習者運用自我調整學習策略情境時，則採用「自我調整

學習(SRL)」。SRL 涉及個人認知、後設認知、動機和行動幾個面向的交互作用，

從設定目標、規劃學習活動、監控執行歷程、反思與調整，以達成學習目標，呈現

一位終身學習者所要具備的基本認知能力與行動策略，此概念與新課綱中的自主

行動核心素養十分相近(徐綺穗，2019)。Zimmerman 的 SRL 循環階段模型，提供

一個明確的方法以培養學生學會自主學習。自主學習教學在教室中的展現會受到

諸多因素限制，而有不同程度的展現，但並非全有或全無的選擇。透過教師的教學

設計與學習氛圍營造，可促進自主學習力的養成(吳璧純，2018)。而在一般學校的

推動上，將自主學習放進全校的課程架構之中，融入領域課程及彈性課程的教學，

發展具自我效能的開放性任務，是實務上可行的方式(梁雲霞，2020)。 

 

第三節 教師領導課程發展之相關研究 

壹、教師領導與課程發展的關係 

在教育改革的行動中，學校是「現場」，教師是「關鍵」，教師須具備足夠的專

業能力與熱忱，才能有效執行改革的措施(張德銳，2018)。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

之後，國中課程的領導方式不能再採取傳統由上而下的監督，而是必須實施「民主

的」或「轉型的」課程領導。轉型課程領導的實施，是指以發展「真實的探究學習」

課程為目標，讓教師能集「實務者─研究者─專業者」於一身，顧意與同僚進行專

業對話與經驗分享，協同探究學校教育的實施與改進。教師成為改進教育活動與課

程研發的主角，轉型的學校經營者要鼓勵教師能夠積極追求專業成長，並將學校營

造成「學習型組織」(游家政，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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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年一貫課綱至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將課程設計權力下放給學校教師的

政策理念一路延伸發展，教師一方面要依據新課綱的理念，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與評

量；一方面還要設計富含學校特色的彈性課程；更要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與探究

與實作活動等(張德銳，2018；諄筆群，2022)。由新課綱衍生出許多新的任務與挑

戰，而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被視為教師領導的歷程，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領導教

師同儕精進，則是目前教學現場最常見的方式之一(陳佩英，2009；康瀚文，2013)。

隨著課程改革，近年來有不少關注教師領導促進課程發展的實徵性研究，詳如後文

所述。 

洪郁婷(2018)以行動研究方式，探究某國中國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理解學

生的需求為課程領導主軸，研發閱讀教學課程的歷程。研究者紀錄並分析該社群於

課程領導的實踐軌跡，最後提出關於教師專業社群實踐課程領導的三項建議：第一，

唯有當教師與學生覺醒自己也是課程領導的主體之一，才能擺脫由上而下的工具

性順服，得以在平等的視野中走向課程領導的合作；第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

作須採輪流領導，才能有利於持續實踐與反思；第三，社群的發展主題須先確立課

程與教學理論基礎，再進行技術操作。 

劉恆昌(2014)以一所經歷課程與教學變革的公立高中為研究對象，指出運作

良好的教師社群是發展學校課程變革的一種有效的實踐策略。教師社群的組成包

含兩個來源，分別是緊密結合的科層組織與鬆散結合的教師專業組織，又以創新課

程設計與教學改善為目的集結而成，透過參與社群的行政與教師影響學校其他成

員。學校組織包含由上而下的行政社群、由下而上的教師聯合體，也有處於兩者之

間的連續體，研究者以「領導場域」來說明不同層次的教師社群如何建立聯結，也

進一步提出教師參與情境中的實作、校長保護教師創作的自主性、社群召集人營造

信任與集體情感等，是教師社群成為持續有效的學校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貳、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運作模式 

如前所述，許多研究都指出教師是領導學校變革與課程發展的關鍵，進而也有

不少研究者對於教師領導促進課程發展提出其運作模式，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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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中昕(2017)提出以教師為行動主體的中間領導概念，伴隨著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的實施，高中課程面臨重大變革，學校必須啟動大規模的課程研討，中間領導

機制串聯起行政與教學團隊，形成一種水平式擴大參與的領導形式。個案高中的中

間領導的發展進程如圖 2-6 所示，強調教師跨學科領域的專業合作，讓原本由上至

下的決策透過中介的作用，改由下而上的參與決策，中間領導者被賦予決策的自主

性，成員透過多次來回的溝通進而達成共識。 

圖 2-6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發展進程 

 

註：引自高中學校本位課程轉化之中間領導個案研究﹝碩士論文﹞(頁 133)，黃中

昕，20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宥嫻(2015)以一所國小英語科為研究對象，探討英語教師如何以教師領導

推動學習共同體。研究者以教師領導的五個內涵構面，分別是「展現教室領導」、

「強化專業成長」、「帶領同儕合作」、「參與學校決策」與「運用資源整合」，來對

教師推動學習共同體的具體作為進行分析，其運作模式如圖 2-7 所示。 

  



 

34 

 

圖 2-7 

太陽國小學習共同體之運作藍圖 

 

 

註：引自一所國小英語教師以教師領導推動學習共同體之個案研究﹝碩士論文﹞

(頁 97)，林宥嫻，2015，淡江大學。 

 

陳佩英、焦傳金(2009)透過分散式領導的架構，深入探究教師如何透過專業學

習社群發展專業知能，開發科學教育新課程與進行創新教學。研究指出，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在時間軸上經歷了摸索、磨合和開展時期；在執行上，則透過行政會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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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議的共識與決議，形構聯合行動體，發展過程中包含三個相互扣連的行動系

統，分別是團隊合作之形塑、專業能力之發展與協同研究的教學創新。茲將三個不

同時期的行動系統發展特色整理成表 2-2。 

表 2-2 

教師專業社群的行動系統發展特色 

 摸索期 磨合期 開展期 

團隊合作 差異與加入 討論與磨合 共識與支持 

專業發展 
發現不足與 

尋求外援 

讀書會的 

團隊學習 

進修研習與 

知能提升 

教學創新 教案聚焦 教案設計 試教與反省改進 

註：整理自「分散式領導與專業學習社群之建構：一所高中教學創新計畫的個案研

究」，陳佩英、焦傳金，2009，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1)，頁 77。 
 

邱婉如(2016)以一所公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為研究對象，探究教師如何透過

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進行特色課程的設計及實施。研究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運作對特色課程發展具有正面影響，而個案學校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形成，經歷「萌芽階段」、「適應階段」與「運作階段」三階段歷程。茲就各階段

的發展歷程敘說如下： 

(一)萌芽階段 

教師社群在政策支持與教師自覺之下，凝聚初步的共識，再進一步透過舉辦多

場專業成長研習與課程討論會議來發展特色課程。然而此階段由於缺乏經驗、新舊

觀念衝突、專業能力有限、時間與資源不足等因素，造成特色課程的進度調整幅度

過大，也帶給社群教師莫大壓力。此時有賴教師領導者的協助，擔任教師與行政單

位之間的溝通橋樑，以緩解社群的危機。 

(二)適應階段 

此階段教師透過頻繁地討論及反思，確立社群的運作方向。教師能針對專業成

長提出具體需求，並找到資源提升教學知能。在特色課程的發展部分，除了以學生

為中心進行設計，面對開課的挑戰則透過無數次會議來溝通與凝聚共識，營造出更

信任彼此的教師社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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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作階段 

此階段逐漸發展為學習型社群，社群教師能發揮團體動力，積極主動參與觀課、

研習等活動，擅於合作且樂於分享實務。在特色課程發展上，經常進行共同備課，

並將課程教材資源、共編學習單等彙整為教材包上傳至雲端硬碟。除了課程設計以

外，此階段的教師社群能對更高層次的教育問題，或學校未來展望有進一步的探討。 

 

參、小結 

教師是領導教育改革的關鍵角色，從九年一貫課綱至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教

師被賦予的任務增加，前述相關研究中皆提到學校透過組織教師社群、提升教師教

學專業知能，來因應教育變革所帶來的挑戰。先前研究有的觀察到學校的教師領導

是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階層間互動；有的將教師領導限縮在課程發展層面；有的

則提出教師領導社群的發展歷程，其中相關概念皆對本研究有諸多啟示。本研究將

以個案學校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與實施作為觀察對象，深入探究教師如何發揮跨

越教室的影響力，並從教師領導的不同作用向度去具體分析教師在課程與教學設

計、幫助同儕成長、形塑學校文化等層面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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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領導促進國中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歷程，為深入瞭解學

校教師領導的運作，及其如何影響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研究者選擇質性取向之個

案研究法。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

設計；第二節為研究場域和對象；第三節為資料編碼與處理分析；第四節為研究信

實度與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壹、質性之個案研究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個案研究的對象是真實生活中的個人、

團體或事件，藉由各種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去瞭解參與者的經驗而非因果關係，研

究者關心的是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獨特性與複雜性(林佩璇，2000；潘慧玲，

2003)。Sharan(2011)指出質性研究者所感興趣的是：個案如何詮釋其經驗、個案

如何建構其世界、個案從其經驗中獲得哪些意義。故當研究者想要深入瞭解某些特

定人、事、物的情境時，個案研究是一個適用的研究途徑。 

本研究旨在瞭解個案學校教師領導促進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情形。啟動教師

領導的動能，源於教師想要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或學習成果，包含三項重要的內涵，

即透過「組織教師社群」來「增益教師專業發展」，以促進更多教師一同參與學校

教育變革，最終達成「提升學習成效」的目的。個案學校的自主學習課程自開發、

實施到評鑑，皆是由教師社群來推動，本研究將回顧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脈絡，以

探究個案學校教師領導的運作情形。再透過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參與學校改進、

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等五個教師領導

的影響力作用項目，進一步分析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運作歷程。最後探討

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成果，以及其對學校課程發展的實踐意義，本研究的概念架構

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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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貳、研究設計與實施 

由於個案研究經常要針對複雜的現象進行脈絡梳理，因此需要多種來源的證

據，來對現象加以調查與比對。一般而言，質性研究有六項資料蒐集的來源，分別

是訪談、文件應用、檔案紀錄、直接觀察、參與式觀察與人工製品(Yin,2001)。本

研究的資料蒐集策略包含訪談、參與式觀察、文件資料分析等多元方式，以提升研

究資料豐富度。 

一、訪談 

訪談提供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對話的機會，使研究者可以瞭解受訪者的觀念、意

見與看法，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可檢核對個案的瞭解程度，並適時擴展問題層次

(林佩璇，2000)。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除了針對訪談大綱的題目進行訪談，

研究者亦會以較開放的引導方式，讓受訪者分享其見解與經驗。訪談之前，事先徵

詢受訪者的同意，進行全程錄音，除可避免訪談紀錄的疏漏，也便於事後將訪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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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轉譯為逐字稿。訪談逐字稿除了可以幫助整理訪談過程與重點之外，也可請受訪

者再次檢核與修正，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 

二、參與式觀察法 

為了瞭解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歷程，研究者採取參與式觀察

的方法來蒐集相關資料。研究者加入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觀察社群成員如何進

行課程研討與教學活動設計，同時也運用錄音工具輔助記錄會議過程，並在觀察結

束後將教師互動的情形、對話內容與課程發展的相關訊息作成觀察記錄。再以觀察

紀錄為基礎，透過分析教師社群對自主學習課程的探討與反思歷程，瞭解教師領導

在課程發展的運作樣態。 

三、文件檔案 

在質性研究中，文件檔案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黃瑞

琴，1991)。為了更全面性掌握教師領導在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中的運作情形，

研究者蒐集寒暑假自主學習計畫、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

錄、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的會議記錄、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與週計畫等資料，茲

將上述資料之蒐集目的與使用情形說明如下： 

(一)寒暑假自主學習計畫 

每學期的寒暑假自主學習計畫是個案學校推行假期自主學習作業的依據，透

過分析這項資料，研究者可進一步掌握該校推行自主學習的目的、推動者、參與對

象與自主學習課程活動的相關期程。 

(二)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課程核心小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皆為推動個案學校課程發展的核心組織，由

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以及各學習領域代表組成。個案學校的自主學習課程

發展歷經不同階段的轉型，再面臨轉型危機與執行困難時，便會透過上述兩個會議

來討論自主學習課程在學校課程地圖中的定位。是故透過分析這兩個會議的相關

紀錄資料，可幫助研究者掌握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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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的會議記錄 

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是由自主學習業務承辦的行政教師，以及富有假期自

主學習作業推行經驗的導師所組成。透過分析該社群的共備會議紀錄，不僅可協助

疏理自主學習課程的研發歷程，更能瞭解第一線推行自主學習的教師如何領導此

課程的發展，進而一窺教師領導的運作情形。 

(四)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與週計畫書 

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與週計畫書是由教師引導學生撰寫，必須在學期間完成

前述兩項計畫書，以做為假期間學生執行自主學習的指引。不同時期的自主學習執

行計畫書與週計畫書略有不同，比較版本的差異，可看出教師社群在自主學習教學

活動設計上的反思與調整。 

表 3-1 

研究內容、資料蒐集方法與研究工具(或資料來源)彙整 

研究內容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工具/資料來源 

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 訪談、文件檔案 

訪談大綱、寒暑假自主學習計

畫、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課

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自主學

習共備社群會議記錄、自主學習

執行計畫書、自主學習週計畫書 

教師領導之啟動與演變 訪談、文件檔案 

訪談大綱、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

錄、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自主學習共備社群會議記錄 

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

的運作情形 

訪談、文件檔案、

參與式觀察 

訪談大綱、寒暑假自主學習計

畫、自主學習共備社群會議記

錄、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參與

式觀察紀錄 

教師領導對於課程發展

的影響力 
訪談、文件檔案 

訪談大綱、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

錄、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自主學習共備社群會議記錄 

註：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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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和對象 

壹、個案學校背景說明 

一、學校基本資料簡介 

為顧及研究倫理規範，本研究將個案學校匿名為「蜜蜂國中」。蜜蜂國中自民

國 57 年創校以來，曾是國內多項教育改革的實驗場所，卻在民國 80 年代末面臨

廢校危機，自民國 90 年終止「自主學習實驗計畫」後，便從實驗教育體制回歸一

般國民中學學制，學校教職員在共存亡的危機感之下，展開一系列以教師領導為核

心的學校改革，具體運作方式便是落實所有會議的討論皆是教師憑藉教學專業，以

「怎麼做才會對學生有幫助」作為立足點，從校務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

學會議至學生個案研討會等，經由討論逐漸凝聚共識與認同，教師在共同信念之下

一同打拼，屢屢締造佳績：民國 97 年獲得臺北市優質學校「資源統整」優質獎；

民國 98 年獲得臺北市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優質獎，以及全國攜手計畫課後扶助

績優學校；民國 99 年獲得臺北市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優質獎，以及臺北市第一

屆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民國 100 年以「全人發展的生態教育」榮獲教育部教學

卓越獎；民國 101 年獲選「親子天下」與教育部合辦「2012 優質國中 100 選」；民

國 101 年獲得臺北市優質學校「專業發展」優質獎；民國 104 年獲得臺北市「以學

生為中心」課程與教學亮點計畫評選，以及臺北市「行政管理」優質學校；民國 106

年以「科學美感雙軌進，健康環境永續行」方案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蜜蜂國中目前的學校規模為每年級四個班，全校共十二個班，學校已經從轉型

的混頓狀態中走出一條路，而自主學習的精神與探索教育的根基仍被延續下來，學

校教師不斷投入課程與教學的研發，於民國 101 年積極推動「全人發展」的學習共

同體理念，致力進行課堂改革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民國 107 年開始擔任臺北市

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領導前導核心學校；民國 111 年申請加入國際文憑學校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持續秉持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推行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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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學理念與特色 

個案學校以「無限學習機會、個個都是品牌」為願景，透過創新課程與教學活

動，激發孩子的生命熱情與天賦，提供孩子多元探索機會，在探索過程中找到自己

的定位與價值，能帶著滿滿正能量，在人生舞台展翅高飛。個案學校所在的地理位

置座擁豐富的生態環境，以及十二個班級規模的溫馨校園，抱持著以學生為中心的

理念，聚焦教育核心問題──在拼升學率的壓力之下，如何重新點燃學生的學習動

機？ 

透過教師團隊共識營，確立了以全人發展為教育理念的學生圖像，希望培育學

生成為具備「人文關懷、創意思考、合作表達、公民行動」能守護地球的公民。接

著透過課程核心小組的討論，將「人文關懷、創意思考、合作表達、公民行動」轉

化為課堂中可以操作的學生素養指標；再研發出自我領導、美力耕讀、環境探索與

國際視野等四個主軸課程，透過課程的推展，讓學生習得知識、價值、技能與行動

經驗。個案學校在課堂上著重推動探究式的協同學習模式，教師團隊透過課例研討

會，從教室座位安排，到課程教學設計，以及重視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探究、合作、

表達的學習歷程，讓學生能展開多層次的對話模式，成為課堂上學習的主人。 

三、學校本位課程架構 

蜜蜂國中作為十二年國教的課程領導核心學校，依據新課綱之精神落實學本

位課程之發展，其以「無限學習機會、個個都是品牌」為願景，將「人文關懷、創

意思考、合作表達、公民行動」四大學生圖像轉化為課堂中可以操作的校本素養指

標，再研發出自我領導、美力耕讀、環境探索與國際視野等四個主軸課程，蜜蜂國

中的校本課程地圖如表 3-2 所示。本研究所關注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乃是被

劃分自我領導的課程主軸之中。自我領導課程是班週會課程化的轉型成果，規劃於

每週一的第一、二節連排，由各班導師授課，課程內容結合班級經營，共包含六大

主題：當責體驗、人際互動、議題探究、自主學習、服務學習與情緒管理，每個主

題由負責的行政單位或課程小組研發教材包，提供導師進行教學。自主學習在一整

學期的自我領導課程中，大致能分到四至五週，約莫八至十節課，其餘自主學習相

關技能則分散融入在領域課程中。本研究所指稱的自主學習課程即一系列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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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寒暑假期間進行自主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一部份於自我領導課程實施；另一

部份則融入領域課程，如輔導課指導學生訂定自主學習的目標；資訊課教導簡報製

作的技巧。 

表 3-2 

蜜蜂國中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地圖 

學校

願景 
無限學習機會、各個都是品牌 

課程

目標 
培養學生具備「人文關懷、創意思考、合作表達、公民行動」的守護地球未來領導者 

課程

主軸 
自我領導 美麗耕讀 環境探索 國際視野 

課程

理念 

培養孩子探索自我、

同理他人及社交技

巧等領導特質，運用

自主學習及服務學

習，結合豐富的社區

資源，培養孩子品格

力與領導力，提升孩

子主動學習的興趣

及感受服務他人所

產生的正能量，健全

孩子的身心素質。 

培養孩子生活美學

的感受力、表達力及

創造力，運用孩子學

科知識及技能，結合

重大議題，透過閱讀

策略、協同學習、美

感體驗等多元策略，

提升孩子思辨力與

溝通表達，進而培養

孩子的創造力。 

從自然生態角度切

入，透過生態教育讓

學生對大自然有感，

培養對自然生態的

豐富知識及概念，以

及透過探究實作等

課程，培養學生對環

境議題探究的興趣

及能力。 

培養學生對國際文

化的理解與移動力，

運用主題式教學、議

題探究及國際交流

等課程設計，並結合

科技與語言工具的

應用，培養孩子對各

項國際議題的理解，

並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 

校本

指標 

1-1 自我探索 

2-2 系統思考 

3-1 同理他人 

3-3 團隊合作 

4-1 主動學習 

4-3 積極參與 

1-2 在地關懷 

1-3 國際理解 

2-2 系統思考 

3-2 表達溝通 

4-2 道德思辨 

1-2 在地關懷 

2-2 系統思考 

2-3 解決問題 

3-3 團隊合作 

4-1 主動學習 

4-2 道德思辨 

1-1 自我探索 

1-2 在地關懷 

1-3 國際理解 

2-1 科技素養 

2-2 系統思考 

2-3 解決問題 

領域

課程 

我夢想我學習(七視

藝) 

我的性向(八輔導) 

校慶 LOGO 設計(七

視藝) 

食物美學(八家政) 

創意主題秀(七八九

藝術) 

茶餐慢食(七家政) 

農事體驗(八童軍) 

明日餐桌(九綜合) 

程式設計-初階(七資

訊) 

彈性

課程 

自我領導課程(七八

九) 

 

貓空掠影(七) 

藝術幾何(八) 

 

生態教育(七) 

策略推理王(七) 

數學專題(八) 

循環經濟(八) 

生活科學(九) 

國際移工議題(七) 

畫話文山(八) 

國際議題探究(九) 

喜樂閱讀世界(九) 

選修

課程 

童軍社 讀報教育 

班級讀書會 

畢冊編輯社 

自己種菜自己吃 

生態觀察社 

創客社 

國際交流社 

統整

課程 

低空體驗活動 

班際運動競賽 

成年禮 

英語歌唱比賽 

經典格言擂台賽 

街頭藝人表演 

貓空環境教育 機器人科學營 

模擬聯合國營 

新加坡教育交流 

註：研究者參考個案學校 111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並重新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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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對象背景簡述 

本研究欲探討蜜蜂國中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歷程，訪談對象以自主

學習共備社群教師為主，此社群的組成人員又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自主學習業

務承辦單位的行政教師，包括教務主任與課務組長；第二類是執行自主學習課程的

教師，主要以七、八年級導師為主。此外，自主學習作為學校核心的教育理念，假

期自主學習作業也受到歷任校長的重視與支持，因此選擇校長做為訪談對象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訪談對象包含前任與現任校長、前任與現任教務主任、課務組長

與四位社群教師，總共九人，茲將九位訪談對象的背景資料彙整為表 3-3。 

表 3-3 

訪談對象背景資料彙整表 

身分別 服務年資 背景資料 

前任校長
(P01) 

23 年 
曾擔任教學組長、教務主任，並於 102 至 108 學年

度擔任校長，為學校教學與課程發展的奠基者。 

校長 

(P02) 
3 年 109 學年度起接任蜜蜂國中校長。 

前任教務主任

(D01) 
22 年 

曾擔任教學組長、教務主任，對學校教務工作與課

程發展十分熟稔。 

教務主任
(D02) 

12 年 

111 學年度起接任教務主任，此前曾任課務組長 2

年、教學組長 2 年，對學校教務工作與課程發展十

分熟稔。 

課務組長
(D03) 

1 年 
111 學年度起擔任課務組長一職，同時成為自主學

習業務承辦人，並加入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 

教師 

(T01) 
14 年 

長期擔任導師一職，有多次引導學生假期自主學習

的經驗，為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員。 

教師 

(T02) 
15 年 

擔任導師期間，有 3 次引導學生假期自主學習的經

驗，曾參加 110 學年度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 

教師 

(T03) 
10 年 

長期擔任導師一職，有多次引導學生假期自主學習

的經驗，為 110 學年度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員。 

教師 

(T04) 
2 年 

國文科代理教師，參加 111 學年度加入自主學習教

師共備社群，有 2 次引導學生假期自主學習的經驗。 

註：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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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編碼與處理分析 

壹、資料整理與編碼 

質性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往往眾多而龐雜，研究者可藉由系統性的編碼，整理

出有效的資料序列，方便後續資料讀取與分析(黃瑞琴，1991)。本研究採個案研究

法，蒐集資料來源包含訪談、參與式觀察與文件檔案，以下分述訪談資料、觀察紀

錄以及文件資料的整理與編碼： 

一、訪談資料 

研究者於訪談時取得受訪者同意，使用錄音器材將訪談過程轉錄為電子檔，再

將錄音內容繕打成逐字稿。每份逐字稿皆清楚標示訪談資料，包括訪談日期、時間、

地點以及受訪者基本資料、身分編碼等。為確保資料的隱密性，所有受訪者皆匿名

處理，並以代號取替真實姓名。詳細研究參與者資料彙整如表 3-4。 

表 3-4 

研究參與者資料編碼表 

身份代碼 職稱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分鐘) 
資料編碼 

P01 前任校長 2023.7.7 54 P01-20230707 

P02 校長 2023.5.31 45 P02-20230531 

D01 前任教務主任 2023.6.16 88 D01-20230616 

D02 教務主任 2023.5.22 52 D02-20230522 

D03 課務組長 2023.6.5 45 D03-20230605 

T01 導師 2023.5.19 40 T01-20230519 

T02 導師 2023.5.25 43 T02-20230525 

T03 導師 2023.7.7 40 T03-20230707 

T04 導師 2023.5.17 48 T04-20230517 

註：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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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紀錄 

觀察記錄係指研究者參與自主學習教師社群共備會議之後所整理的觀察內容，

每份觀察記錄皆會標示觀察基本資料，包括會議主題、觀察日期、觀察時間、觀察

地點、參與人員與會議內容記錄等。茲將觀察記錄依日期整理如表 3-5。 

表 3-5 

觀察紀錄資料編碼表 

觀察日期 資料編碼 觀察內容 

2023.3.24 M01-20230324 

1. 行政端報告自主學習的執行成果，以及計

畫中相關懲處的調整。 

2. 七、八年級導師對於寒假自主學習發表會

的建議事項，以及下學期如何引導暑假自

主學習。 

3. 行政教師與導師一起討論如何進一步引導

學生自主學習，例如：安排指導教師或學長

姐擔任輔導員。 

2023.4.7 M02-20230407 

1. 課務組長與七年級導師一起共備，為下學

期的自主學習引導規劃更完整的流程，例

如：執行計畫書調整、資訊課的簡報產出

等。 

2. 課務組長與七年級導師一起討論如何讓更

多教師加入引導自主學習的行列，例如：邀

請教師參與發表會、建立指導教師制度等。 

2023.5.5 M03-20230505 

1. 行政教師與導師一起討論，確認下學期暑

假自主學習引導流程。 

2. 行政端提出指導教師制度之主題分類及教

師配對。 

註：研究者自行編製。 

 

三、文件檔案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檔案相當多元，包含寒暑假自主學習計畫、課程核心小組

會議紀錄、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的會議記錄、自主學

習執行計畫書與週計畫等資料。研究者將文件檔案分類並予以編號整理，以便日後

資料的引用與分析，詳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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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文件檔案資料編碼表 

文件項目名稱 資料編碼 文件內容 

學校自主學習計畫 FA-01 
假期自主學習的活動目標、參加對象、

活動時程表 

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

會議記錄 

FB-01 

FB-02 

課程評鑑歷程與結果、課程活動規劃與

設計 

自主學習執行計畫 
FC-01 

FC-02 

學生規劃假期自主學習的目標、執行方

式、成果展示等，教師及家長給予回饋 

自主學習週計畫 
FD-01 

FD-02 

學生規劃寒假或暑假各週重大行事曆，

及自主學習執行事項 

自主學習發表會之 

校長致詞 
FE-01 

校長在第一屆自主學習發表會上給學

生和老師的勉勵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聞稿 
FF-01 

1120303 蜜蜂國中-「我的假期 我自主」

-寒假學生自主學習發表 

註：研究者自行編製。 

 

貳、資料分析 

質性研究者將龐雜的訪談、觀察與文件檔案等資料，加以取捨、組織並賦予意

義的過程，就是所謂的「分析」(黃秀文，2016)。本研究以 Creswell(2012)的主題

分析法做為參考，五步驟分別為：文本資料的整體閱讀、區分文本資料為片段訊息、

給予片段訊息意義代碼、減少重疊和多餘的代碼、重整代碼為主題。主題分析法的

第一步便是將全盤地、反覆地閱讀資料，並將閱讀當下的想法紀錄下來。再閱讀過

後，將資料中表達特定意義的字詞、句子或段落標示出來。接著便是將區分出來的

資料片段訊息加以命名，並給予代碼(code)。代碼即是研究者賦予片段訊息的意義，

應儘量採用與研究題目有關的概念來命名，以便於日後對資料的分析與詮釋。隨著

資料不斷累積，研究者應針對新、舊資料進行分析比較，將類似的代碼進一步統整

聚歛，或刪減證據支持度不足的代碼，更高一層次的主題概念便會慢慢浮現。主題

(themes)便是用來傳達資料的主要概念，又可稱為觀點(perspectives)，是最上位的、

最抽象的代碼，用來回答研究問題，表徵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由上述可知，研究

者在蒐集資料的同時，應同時進行資料分析，以避免重複蒐集資料，或在離開現場

之後才發現資料缺漏而影響後續研究(黃秀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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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壹、研究信實度 

量化研究以信度和效度來檢驗研究客觀性，以確保研究品質；質性研究的內容

與結果皆是人所建構的，因此會因情境脈絡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故 Lincoln 和

Guba 採用信實度(trustworthiness)來檢視質性研究的品質，並提出四項指標，茲將

各項指標之意涵與達到品質標準的方法分述如下(黃秀文，2016)： 

一、確實性(credibility) 

指研究結果符合真實現象或真理的程度，為了使研究更接近參與者的真實觀

點，研究者應長時間參與現場，並和參與者建立信任關係，才能看到事件不同的面

貌。長期投入能看得更廣，而持續觀察則能幫助研究者看得更深。在研究過程中，

研究者請焦點參與者協助審閱關於個案學校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之相關論述。

此外，研究者還會透過三角檢證、同儕諮詢、參照充分等方式來確保研究的確實性。 

二、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遷移性是自於量化研究的外在效度概念延伸出來，外在效度是指研究結果能

類推到不同時空脈絡的程度。然而質性研究只考量到研究本身的情境脈絡，研究結

果的類推則取決於情境脈絡的相似度。研究者將透過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

對於研究問題的起因、研究場域的脈絡、研究過程等詳加說明，並對研究發現的場

域要素和結果，進行深度討論，提供閱讀者充分資訊去評估該研究是否可以類推到

其他情境脈絡。 

三、機動性(dependability) 

由於質性研究是以人為研究工具，而人類的心靈本身就有許多不確定性，但研

究者要能因應現場人事物而調整其研究方法，故機動性便是用來檢驗研究者所做

的調整是否合理，本研究將使用稽核追蹤(audit trial)的方式來確保機動性。 

四、確認性(confirmability) 

質性研究認為知識是人所建構，故而免不了研究者的詮釋和價值判斷，但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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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資料蒐集的嚴謹性，以及資料是否能合理且充分佐證研究者的觀點。本研究將

使用稽核追蹤(audit trial)的方式來檢驗確認性。 

 

貳、研究倫理 

研究只要牽涉到有生命的個體，就須顧及研究倫理，研究者有保護、不傷害研

究參與者的義務(黃秀文，2016)。本研究將遵守誠實、尊重與保密等研究倫理準則，

以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並確保研究之品質。茲將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倫理準則

詳述如下： 

一、告知並取得同意 

研究者將向研究參與者充分說明本研究之目的、方法與資料處理過程，並簽署

研究同意書，以保障其權益。當進行訪談、參與式觀察或蒐集文件檔案時，如需錄

音或拍照紀錄，亦事先告知取得同意。 

二、確保個人隱私 

為保障研究參與者之個人隱私，所有觀察與訪談資料均由研究者自行整理，以

確保資料不外流。本研究所有資料，如照片、訪談逐字稿、文件檔案，有涉及研究

對象隱私之部分，皆採匿名或編碼方式處理。 

三、誠信與互惠原則 

研究者應以誠懇謙卑的態度，以取得研究參與者的信任。而本研究與個案學校

課程發展相關，研究者除告知研究對象資料使用與呈現方式之外，並願將研究結果

與之分享，以感謝研究對象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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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分析蜜蜂國中的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探究其中教師領導的運

作情形。本章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結果，整理相關資料

與討論，以下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詳實紀錄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之發

展與演變；第二節探究教師領導在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中的運作情形；第三節探

討教師領導對於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影響力。 

 

第一節 蜜蜂國中的自主學習課程發展 

壹、第一階段─草創期(105-106 學年度) 

一、假期自主學習的源起 

蜜蜂國中的自主學習課程始於 105 學年度，最初由國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所

支持與研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104 學年度宣布廢止民國 64 年訂定的臺北市各

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同時揭開「假期自主學習」的序幕(臺北市教育局，

2015)。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欲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

者，須具備自我精進、系統思考、溝通合作、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的素

養，而寒、暑假正是讓孩子學習自我探索的最佳時間，若能有良好的課程引導，便

能徹底實踐「學習者中心」的教育理念。推廣「假期自主學習」的公文也發送到國

中端，蜜蜂國中時任校長與教務主任認為其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神，非常符

合學校的教育理念，便召集教務處、輔導室及其他具備課程設計專業的教師一同討

論假期自主學習的可行性，之後決議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模式，由教務處教學組

承辦並給予行政支援，課程設計則由國文領域承擔，並在彈性學習時間引導學生。 

自主學習的歷程包含下列幾個步驟：第一，引導孩子依照自己的興趣、長處或

需補強之處，訂下學習目標；第二，決定自己的學習內容；第三，為自己的學習進

度負起責任；第四，學習運用合適的方法達到成果；第五，在摸索中培養經驗、練

習面對挫折，最終能發現學習的樂趣，做自己學習的主人(臺北市教育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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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國中的國文領域教師便依此步驟為架構，再參考國小端的假期自主學習操作

方法，發展出假期自主學習的引導流程，接著便於 105 學年度七年級升上八年級

的暑假開始執行。 

二、第一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 

國文教師社群認為寒暑假作業轉型的第一步是要讓學生瞭解自主學習的意義；

第二步是引導學生找到自主學習的目標；第三步則是執行計畫與時間管理；第四步

是要彙整自主學習的成果，並以微電影或簡報的方式上台發表。第一代假期自主學

習的歷程如圖 4-1 所示，配合前述的四大步驟，發展出來的教學活動設計包括自主

學習說明會、自主學習計畫書與執行表、臉書交流社群、成果發表會等。此外，寒

暑假作業的轉型亦須得到家長的認同與支持，教務處也發布了假期自主學習的家

長說帖，向家長說明其中理念；而在學生的計畫書中，亦設有家長意見的回饋欄位。

以下針對草創期的課程設計進一步說明： 

圖 4-1 

第一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一)假期自主學習說明會 

在第一次的討論會中便有老師提出：「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將是自主學習引

導課程的關鍵。國文老師便提議要為七年級學生辦一場說明會，不僅要說明暑假作

業轉型為自主學習的意義，更要能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於是說明會中引用很

多把握時間與人生、熱血追逐夢想等題材的短片，鼓勵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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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立下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並善用暑假期間去完成這個階段性的夢想。 

(二)假期自主學習計畫書 

蜜蜂國中第一代假期自主學習計畫書中包含學習類別的參考、訂定目標、動機、

執行方式、成果展現方式，以及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學生能自己決定要學習什麼，

以及如何完成學習，有了初步構想之後，再由家長、導師及國文老師分別給予建議

與回饋。關於假期自主學習的目標，國文老師的設定是有必選項及自選項，必選項

部分包含結合學校活動的校刊徵稿，以及從國文課延伸的童年記趣；自選項的部分

則是讓孩子自行決定，但在給與選擇權的同時，老師也會要求學生要對自己的學習

負責，必須訂定有挑戰性的目標，且能持續長達兩個月的學習。 

(三)假期自主學習執行計畫表 

在第一代的執行計畫表(週計畫表)中，教師將漫長的暑假以週次做切割，學生

應寫下每週重要行事曆，及實際執行自主學習的時間、內容與心得收穫，透過此表

可幫助學生引導、監控與調節自己的學習歷程。 

(四)自主學習臉書交流社群 

假期自主學習最大的挑戰便是激發學習動機，而更難的是要促使學生在放假、

不用到校的期間，持續保有動機去執行自主學習計畫。為此，國文老師創建了蜜蜂

國中專屬的自主學習臉書社群，並廣邀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加入。以臉書社群做

為假期間的交流平台，上傳學校老師們的自主學習分享影片，也鼓勵學生分享自己

的自主學習歷程，或在假期執行計畫遇到困難時，可以隨時到臉書社群中求助。 

(五)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第一屆暑假自主學習的成果在 105 年 9 月進行發表，各班學生先進行班級內

分享。之後各班投票選出 2 至 3 位報告表現亮眼的同學，他們在班際發表會中再

向全年級同學分享一次假期自主學習的成果與收穫。在第一屆假期自主學習的班

際發表會中，學生展現的多元興趣與行動力讓師長感到非常驚艷，以下截錄一段校

長在發表會後勉勵學生的談話，其中也提到自主學習能成功實施，必須要歸功於認

真設計課程與教學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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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同學透過新加坡之旅，挑戰自己的英文能力，打開對國際文化的視野，

並進一步將台灣與新加坡進行比較；第三位同學發現有很多商人使用投藥的

方式來保持蝦子的新鮮度，因此他去雲林抓蝦子，去追溯食物的源頭，進而發

現養殖魚業還有超抽地下水的問題……第六位同學將自己的暑假生活用寫手

帳的方式記錄下來，練習自己的文字表達與繪畫能力，順便反思有沒有哪一天

時間是浪費掉的；第七位同學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學習作滷肉飯，一方面傳承

了媽媽的好手藝，一方面也展現了對家人的崇拜之情……帶各位回顧，也喚起

各位剛剛兩個小時的專注度。不知道大家聽完分享的感受如何？我個人的感

受是非常的驚艷，驚豔於孩子的表現這麼凸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夢

想是可以成真的，只要你展開行動力。我也看到同學的多元跟努力的部份，然

而我們今年暑假可以不用寫制式的作業，而是擁有自主學習的機會，這個機會

是怎麼來的？同學們平白無故自己就會作計畫嗎？然後就會產出這些成果嗎？

大家今天可以站在這裡分享的源頭，我要歸功於老師，老師成天在想著如何透

過教學，讓孩子變得不一樣。(FE-01) 

(六)假期自主學習的評量規準 

在第一屆發表會結束之後，老師們發現家庭支持度較低的孩子，其自主學習報

告的品質普遍低落，為了讓幫助這些學生搭建鷹架，國文教師社群針對假期自主學

習訂下了評量規準，其中明確列出口語表達與台風、內容精采度與時間掌控等評量

項目，各項目又分為優秀、良好、普通、待加強等四個等第。評量規準的使用時機

並非只限於成果報告時的評分，教師應在放假前發下評量規準並引導學生閱讀各

項內容及標準，以利學生能清楚一份完整的自主學習報告要包含哪些項目，而各項

目中又要做到什麼程度才可以達到高等地。因此評量規準不只是為了給學生打分

數，更重要的其實是鷹架的功能，一份好的評量規準不僅可以指引學生自主學習的

方向，還可以幫助學生在假期間對自己的學習歷程進行自我檢核。 

 

貳、第二階段─發展期(107-109 學年度) 

ㄧ、假期自主學習的轉型與發展 

蜜蜂國中第一屆暑假自主學習便在國文領域教師共備出來的引導流程之下展

開，導師作為輔助的角色，其他教師則可以依據自己的領域科目，提供學生一些自

主學習的項目。走過 105 學年度草創階段，國文領域教師發現自主學習引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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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太多彈性教學時間，提出是否可調整成由導師來進行引導？此提議促使蜜蜂

國中教師再思考自主學習的操作邏輯，認為由寒、暑假作業轉型而來的自主學習活

動應不屬於任何單一領域，但其中建立學習目標、時間規劃與管理等卻可以結合班

級經營來對學生進行引導，遂於 106 學年度開始討論將「假期自主學習」融入為

「自我領導課程」的一環，並由七、八年級導師來帶。「自我領導課程」是班週會

課程化的轉型成果，亦屬於蜜蜂國中的學校本位課程之一，規劃於每週一的第一、

二節連排，由導師授課，課程內容結合班級經營，共分為六大主題：當責體驗、人

際互動、議題探究、自主學習、服務學習、情緒管理，每個主題由負責的行政單位

或課程小組研發教材包，以提供導師進行教學。 

106 學年度的假期自主學習經歷了一段由國文老師轉接給導師的過渡期，當國

文領域社群抽離，而學校尚未設立自主學習的專門社群，課程推動便由承辦該業務

的教學組接手。研究者自 107 學年度開始兼任教學組長，從行政端的視角出發，會

發現整個假期自主學習的規劃與執行必須有一個活動時程表，如表 4-1 所示。然後

再進一步去分析在導師端、學生端、家長端及其他專任教師端，各有哪些層面可以

增加相關教學活動設計。比如需要針對導師舉辦自主學習引導說明會，告知其理念

與操作方法；學生端則是需要引起動機，因此便有了夢想啟發的大師開講，透過外

聘講師的生涯經歷分享，幫助學生拓展視野去找尋自己有興趣的目標；專任教師端

則希望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推廣，讓更多老師可以瞭解假期自主學習的價值，進

而能協助相關能力的培養，並融入各學科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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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假期自主學習行政作業流程 

 時間 作業項目 作業內容 

1 第 1 週 擬定自主學習計畫 擬定計畫上簽呈 

2 第 2 週 舉辦自主學習發表會 
邀請卡、回饋單、 

票選單、獎狀與禮物 

3 第 5 週 籌辦夢想啟發講座 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 

4 第 7 週 共備會議(導師、協同教師) 說明本學期流程與協助事項 

5 第 10 週 籌辦自主學習說明會 家長說帖、週計畫書 

6 第 15 週 籌辦指導教師說明會 分類與安排指導教師 

7 第 18 週 籌辦表達力講座 聆聽、練習與實作 

註：引自 FA-01。 

二、第二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 

在一學期 20 至 21 週的自我領導課程中，自主學習引導可分到 5 週 10 節，這

5 週規劃的教學活動分別為班內分享會、班際發表會、夢想起發講座、假期自主學

習說明會，以及 108 學年度新增的表達力講座。另外，透過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的成

員討論，認為七年級綜合活動領域的輔導課可結合生涯規畫，設計 1 至 2 節課程

來帶學生的自主學習動機啟發，並撰寫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再由輔導老師給予回

饋建議。而成果簡報的製作能力則可在資訊課培養，確立每學期末由資訊教師帶七、

八年級學生精進簡報製作技巧。 

在這段課程定位轉型的震盪時期，幸虧教師認同自主學習的價值，再加上行政

領導教師社群的努力，最終能順利過渡，在大架構不變的前提下，許多教學活動變

得更細緻。第二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如圖 4-2 所示。以下針對發展期的自主學習引

導活動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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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第二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灰底處為第二代新增的項目。 

(ㄧ)假期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改版 

第一代的執行計畫書除了自主學習的參考選項外，還引導學生思考自己最想

做的事、動機、執行方式、成果及可能需要的支援，最後有家長與導師填寫回饋意

見的欄位。其後的計畫書架構大致不變，但每學年在教師共備之後，陸續新增了引

導語、同儕回饋、自我評估、輔導老師意見欄、學習資源、作業說明、簡報範本等，

整體而言更精緻化，提供學生更完整的操作指引。 

(二)週計畫表 

週計畫表是從第一代的執行計畫表演變而來，主要功能是幫助學生落實時間

管理與自我監控。學生將自主學習的大目標切割為小目標，分析達成目標所需經歷

的操作流程，並以週次為單位規劃每週要完成的小目標並做紀錄。新一代的週計畫

表新增了預期進度的欄位。學生的執行計畫書經教師批閱認定可行之後，便要進一

步撰寫週計畫表，規劃每週預計要完成的小目標，待到假期開始便可依據預期進度

執行自主學習計畫，再將每週實際執行結果記錄在表格的右邊欄位中。 

(三)自主學習簡報 

自第一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中便確立製作簡報以進行成果發表，然而教師也

發現不是每一位學生都掌握簡報製作技巧，因此便請資訊老師將其融入領域課程

的教學。簡報的內容應該要能呈現自主學習的完整歷程，因此在執行計畫書中有提



 

58 

 

供成果簡報的基本格式給學生參考，包含封面、動機與預期目標、實際執行狀況、

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案、成果展示與心得反思等項目。由此可見，自主學習簡報不

僅是成果的展示，更是整個學習歷程的反思，簡報結合口頭報告是為表達力的綜合

展現。 

(四)表達力講座 

開學後的成果發表會實是蜜蜂國中假期自主學習課程的一大特色，每一位學

生在完成自主學習的歷程後，要在新學期的開始和老師及同學分享成果，而上台報

告須具備簡報製作與口頭發表能力。為增進學生的表達力，教師在共備會議中提出

邀請表達力專家到校演講的構想，其後曾陸續邀請專家來談說故事的能力、簡報製

作搭配口頭報告的能力等，近年來又演變為工作坊的形式，讓學生不只是坐著聽演

講，更能有機會實際練習與操作，藉此來加深印象和磨練表達力。 

(五)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進化 

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不僅提供一個讓學生發光發熱的舞台，更是一場盛大的

學習慶典。由各班推派優秀代表來參加班際發表，學生的創造力與毅力每每驚豔在

座師生，透過觀摩優秀的作品，可以激發學生思考：「別人都可以做到，我也應該

要來試試看」。班際發表會便是宣揚自主學習價值最好的時機，有鑑於此，教學組

便針對成果發表會新增許多操作細節，不僅製作邀請卡、發表會節目單給全校教職

員工；也開始讓台下聆聽報告的同學撰寫回饋單，並舉辦票選活動以增加參與度；

針對上台分享的同學則會討論如何在報告中設計亮點，讓其報告更吸睛，最後會在

全校朝會時間頒發特製獎狀、禮物與回饋單以茲表揚。透過細節的規劃，讓學生跟

教師都能感受到自主學習的價值與重要性，並且願意一起投入這場學習的盛會。 

 

參、第三階段─成熟期(110-111 學年度) 

ㄧ、假期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之設立 

假期自主學習自 105 學年度開始至 110 學年度，已經歷五個寒暑，儘管從動

機、規畫、執行到發表都有採取相關引導措施，但教師仍有感於學生的假期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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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果參差不齊。雖有不少學生成果亮眼，但導師反映每班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學

生交差了事。為了重新盤整「假期自主學習」的教學規劃，教務主任提出了籌組「自

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的想法，並於 110 學年度由教學組長作為社群領導人，邀請

四位有帶領學生操作假期自主學習經驗的老師一同加入。共備社群採用賦權增能

評鑑為工具，由方案的參與者來建構自己的評鑑，以自我評鑑與反省的形式改進方

案的運作，又分為「定義任務」、「檢討評估」及「為未來進行規畫」等三個步驟(曾

淑惠，2008)。賦權增能評鑑的操作流程如圖 4-3 所示，而假期自主學習的課程評

鑑結果則如表 4-2 所示。111 學年度起，假期自主學習的承辦單位由教學組轉至課

務組，此時期共備社群的成員主要由教務主任、課務組長與七、八年級導師組成，

共備會議主要討論內容為自主學習引導的流程與學生表現的分享，同時也會針對

先前的問題提出改進的建議，例如指導老師制度的調整方案。 

圖 4-3 

賦權增能評鑑操作流程 

 

註：研究者整理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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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假期自主學習的課程評鑑結果 

第一步驟： 

定義任務 

第二步驟： 

檢視評估 

第三步驟： 

為未來進行規畫 

1. 設定具體可檢核

的目標 

2. 能規畫實踐目標

的步驟 

3. 時間管理與毅力 

4. 簡報與表達力 

1. 觀摩學長姐自主學習報告 

2. 撰寫假期自主學習執行計

畫書 

3. 撰寫假期自主學習週計畫 

4. 資訊課培訓簡報製作技巧 

5. 舉辦 TED 演講增能講座 

6. 提供學生練習自主學習報

告的機會 

1. 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 

2. 自主學習週計畫表 

3. 表達力講座或工作坊學

習單 

4. 自主學習發表會回饋單 

5. 自主學習成果簡報 

6. 自主學習口頭報告表現 

註：研究者自行匯整。 

二、第三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 

110 學年度與 111 學年度的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員雖略有不同，但透過經

驗分享與檢討修正，對自主學習的引導活動激盪出不少新點子，第三代的假期自主

學習歷程如圖 4-4 所示。以下針對成熟期的自主學習引導活動進行說明： 

圖 4-4 

第三代假期自主學習歷程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灰底處為第三代新增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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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摩學長姊的自主學習 

「如何激發學生從事有挑戰性的自主學習？」是教師共備社群最關心的議題

之一，除了每年固定舉辦的夢想啟發講座之外，老師們想到觀摩學長姊的自主學習

發表會也許會有不錯的效果。七年級新生可以從成果發表會看到假期自主學習的

操作流程，還可以發現學長姊的多元興趣與專長，更能學習到上台報告時的台風；

而學長姐也可以從學弟妹的回饋中得到自信，可說是一舉數得。 

(二)直播班級分享會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時期，線上遠距教學盛行，從家長到學生在一時間都迫

於情勢所需，學會了使用電子載具進行遠距上班、上課。直播班級分享會的作法便

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所產生的發想，在開學後的班級自主學習分享會中，規劃學生

報告順序的節目表，由導師創立一個線上會議室，邀請家長及學校教職員線上同步

收看學生分享假期自主學習的成果。班級分享會的直播不僅讓學生更重視假期自

主學習，也能增進家長對於自主學習的認識及參與。 

(三)指導老師制度 

指導老師制度的發想最初是來自家長會長的建議，而當時教師共備社群也有

提到如何讓更多老師加入引導自主學習的行列，讓每個孩子依據自己所選擇的主

題，找該領域專長的老師作為指導老師。110 學年度試行時，鼓勵學生利用下課時

間去找指導老師討論，成效不彰；111 學年度正式規畫了一節課的時間，依學生的

自主學習內容，分成體育、藝術創作、科技、烹飪與烘焙等類別，安排指導老師給

予孩子一些專業建議。 

 

肆、小結 

自 105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蜜蜂國中已舉辦十四次假期自主學習活動，從動

機的引發、目標的設定、計畫書與執行表的撰寫，到簡報製作與表達力的技巧，在

在顯示「自主學習」並非放任學生漫無目標地去摸索，而是需要教師一步一步去引

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歷經草創期、發展期到成熟期，每一輪新的開始前，都會針

對過去執行成效進行檢討並微調，彙整七年來教師們所研發的教學活動，儼然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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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專屬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各發展階段之教學活動彙整如表 4-3 所

示。假期自主學習的設計與推行上不僅跨領域更跨單位，作為寒暑假作業的轉型，

其有教務處教學組(111學年度後改為課務組)作為業務承辦單位，並主導每年計畫

的推行；在教學設計與課程執行上則有賴於行政、導師與專任教師的合作協同。 

依據 Jossberger(2010)等人對自我導向學習(SDL)和自我調節學習(SRL)的定

義，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兼而有之。在撰寫自主學習執行計畫書的階

段，學生要決定自己將學習什麼及如何最好地完成學習，此即 SDL 所指的學習軌

跡規劃，屬於較為宏觀的層次；在撰寫自主學習週計畫時，學生要將學習目標拆解

為更小的操作流程，規劃時間並按部就班去完成，過程中要記錄自己的學習歷程、

反思與彙整學習成果，最後能在開學後跟同學分享，此即屬於微觀層面的 SRL 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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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自主學習課程各發展階段之教學活動彙整表 

 
草創期 

105-106 學年度 

發展期 

107 至 109 學年度 

成熟期 

110-111 學年度 

第一步 

說明假期自主

學習的理念 

 假期自主學習說

明會 

 假期自主學習說

明會 

 夢想啟發講座 

 假期自主學習說

明會 

 夢想啟發講座 

 觀摩學長姐的自

主學習發表 

第二步 

設定目標與 

撰寫計畫書 

 教師自主學習分

享影片 

 輔導老師結合生

涯探索引導計畫

書之撰寫 

 自我評估與同儕

互評 

 預填週計畫表 

 輔導老師結合生

涯探索引導計畫

書之撰寫 

 自我評估與同儕

互評 

 預填週計畫表 

 配對自主學習指

導老師 

第三步 

表達力 

訓練課程 

 

 資訊課指導簡報

製作技巧 

 表達力講座 

 資訊課指導簡報

製作技巧 

 表達力工作坊 

第四步 

執行計畫與 

時間管理 

 撰寫執行表 

 臉書社群分享與

提問 

 依據週計畫表執

行計畫並記錄學

習歷程 

 依據週計畫表執

行計畫並記錄學

習歷程 

 線上平台回報執

行進度 

第五步 

彙整成果並 

上台發表 

 提供評量規準與

撰寫回饋 

 提供評量規準與

撰寫回饋 

 班際發表會票選

活動 

 提供評量規準與

撰寫回饋 

 班際發表會票選

活動 

 直播班級成果分

享會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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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運作歷程 

壹、促進教師領導的要素 

一、專業自主與互助互信的教師文化 

蜜蜂國中是一所班級數十二班以下的小校，學校教師人數少且平均年齡約三

十幾歲，教師平均年輕，考慮到職涯還很長，因此願意學習、調整與改變；另一方

面也由於規模小，教師之間互動的頻率較高，然而真正促使教師在教學與課程設計

方面有較高的動能，則是肇因於民國 90 年代所遭遇的廢校危機與學校轉型。學校

教職員在共存亡的危機感之下，思考著要怎麼做才能吸引家長把小孩送來蜜蜂國

中就讀？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教育之所以能改變學生的根本在於課程與教學，而課

程與教學設計的專家便是教師，學生能否成功，教師是關鍵。 

蜜蜂國中的教師們開始以「怎麼做才會對學生有幫助」作為立足點，逐漸凝聚

共識與認同，展開一系列以教師領導為核心的改革，具體運作方式便是從校務會議、

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學會議至學生個案研討會等，所有討論皆有教師教學專業

的參與。此外，蜜蜂國中也致力於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秉持著以學習者為中心，

並結合校園豐富生態資源，逐漸建立課程與教學的品牌，也獲得教學卓越、亮點學

校等獎項的肯定。教師的課程設計能力是經歷各種專業的研習培訓，以及無數次教

師專業社群的合作共創中，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慢慢凝聚成教師領導的底蘊。綜上

所述，蜜蜂國中的教師在教學設計與學校事務方面皆有高度的參與，並擁有一定程

度的自主權，二十幾年下來遂形成一種學習型的學校風氣，教師之間互動頻繁也樂

於互助，並且願意在各方面想盡辦法幫助學生，讓學生透過多元探索，在自己擅長

的領域達到成就。 

學校風氣是很舒服跟自在的，不管是在教學或是會議當中的感受都是舒服的，

前述是指在教學跟行政間的溝通；而在課程與教學活動方面，教師有很大自由

度去決定要用什麼形式來上課，也可以自由選用教材。……是一所比較重視多

元發展，而非一味強調升學導向的學校。(T04-202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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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老師願意學習、調整與改變，同事之間互助；學生純樸，老師很願意在各

方面想盡辦法幫助學生，用很多種方式讓學生獲得成就感，例如：多元能力開

發班──優人神鼓、自己種菜自己吃等。(D02-20230522) 

 

二、教師領導的啟動 

依據相關文獻分析可知啟動教師領導的動能源於教師想要改善學生的學習經

驗或學習成果，包含三項重要的內涵，即透過「組織教師社群」來「增益教師專業

發展」，以達成「提升學習成效」的目的(康瀚文，2013)。蜜蜂國中自 105學年度

推動假期自主學習的初衷便是認同其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神，而教師能持續

課程發展的動能，更是從學生的表現看見自主學習的價值。 

自主學習的理念是讓學生可以主導自己的學習領域跟想探索的方向，其價值

是不限於學科，能夠將知識生活化。(T01-20230519) 

鼓勵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發揮他們有興趣的才能並分享給同學，可以帶

給他人一些刺激、開拓視野。(T02-20230525) 

我覺得自主學習不僅可以讓學生養成主動的習慣，還有對時間的掌握，另一方

面也可以促進親、師、生之間的互動。(T04-20230517) 

假期自主學習的價值在於培養學生獨立完成專案的自我管理能力，寒、暑假有

一段充足的時間，讓學生從設計、規劃、執行到發表，嘗試去把一件事情做好，

而且還可以自我調整配速，有彈性去做滾動式修正。(D02-20230522) 

假期自主學習的班級發表很有價值，學校提供孩子一個舞台及挑戰成功的機

會，透過相互觀摩也能鼓勵其他孩子找到動機。(P02-20230531)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中揭示一位終身學習者必須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而自主

學習的養成須具備自我精進、系統思考、溝通合作、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變等素養，這些都有賴於教師採用多元的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生學習。為了發展自主

學習課程，教師社群應運而生，在不同發展階段中，其組織成員及領導人雖不盡相

同，但都透過經驗分享來幫助教師同儕精進相關專業知能，促進學生的學習，並發

揮傳承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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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教學的學校要素 

Smyth(2007)提出關注教學的學校應包含三大要素，分別為學校文化、教學方

法以及學校結構，其中所重視的不僅是學生的學習自主權，也包括教師的專業自主

權與領導力。由其在學校結構面向，強調學校主管能實施分散式領導，學校的決策

乃是基於專業知識的對話和辯論而非職位高低，並且能為教師提供時間、空間和資

源，讓他們成為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實踐者。 

課程與教學是學校競爭力的關鍵，而教師便是課程跟教學的專家，包括校長自

己也要投入，我強調分佈式領導，人人的都有話語權，掌握話語權與否則視專

業程度而定。之前我們談學習共同體，其中提到教師就是學習的專家，學生的

成功與否，教師是關鍵。(P01-20230707) 

蜜蜂國中的科層體制階層並不明顯，校長採取分佈式領導，賦予教師參與校務

的權力，並看重教師的課程設計專業，在相對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中，有利於教師領

導的發展。此外，在學校文化及教學方法面向，關注教學的學校強調傾聽學生的聲

音，課程設計能貼近青少年的生活經驗、多樣化的生命經歷與生涯志向。蜜蜂國中

的教育理念便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秉持此一共同信念，組織教師社群來研發教

學活動。關注教學模式中所提及的各項要素，亦是促成教師領導發展的原因。 

對老師而言，自主學習就是為學生，希望找出學生的亮點，只要是對學生有幫

助的事情，就算辛苦，老師也就是去做。(T02-20230525) 

我覺得教師社群提供對話跟分享的機會，會讓我知道團體如何一起做一件事

情，我可以怎樣去配合這個團體。我在這個團體當中，與大家擁有共同的目標，

並願意去做這件事情。(T04-20230517) 

 

貳、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與演變 

依據自主學習教學設計的相關研究可知，自主學習並不是獨自一人、不靠他人

的學習，反而是在教導學生學會學習之前，教師需要設計很多引導課程，因此自主

是從學習環境中的人際支持與互動中發展出來的(梁雲霞，2020)。蜜蜂國中的自主

學習課程的發展與教師領導緊密相關，其中教師領導的起點並非如過往文獻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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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教室出發」，而是在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做為共同理念後，從草創期、

發展期到成熟期皆有不同形式的教師社群一起進行教學設計，且在各階段都能發

現教師專業在教室內、外所發揮的影響力，運作情形如圖 4-5 所示。以下就自主學

習課程發展的各階段，分別說明教師領導的運作歷程。 

圖 4-5 

蜜蜂國中教師社群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演變流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與繪製。 

 

一、草創期的教師領導運作歷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104 學年度推出假期自主學習計畫時，蜜蜂國中的校長

便召集相關行政單位與富有課程設計專業的教師一同討論實施該計畫的可行性。

在獲得與會教師一致認同之後，第一屆假期自主學習便在 105 學年度暑假展開，

此時期尚未有專門的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而是由國文領域社群領頭，並得到七

年級導師的支持。當時國文領域教師兼任的職務包含有教務主任、各年級導師、專

任教師等，教務主任作為行政端熟悉自主學習的政策並提供課程發展的資源；導師

與國文科專任教師則是第一線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推動者。國文領域利用社

群時間進行自主學習共備，一方面參考教育局提供的操作說明與範本；一方面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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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共備社群吸收國小端的自主學習經驗，建立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流

程。 

當時身兼導師職務的國文科小花老師實為推動國文領域發展自主學習課程的

主要領導人，其不僅是課程設計者亦是執行者，在國文領域社群的共備之下，假期

自主學習的操作步驟逐漸成形，包含執行計畫書、週計畫表及評量規準等，除了指

導學生之外，國文老師也將影響力向教室外擴散，說服七升八年級的導師一起投入

自主學習的引導工作；甚至邀請全校老師錄製影片，分享自己暑假自主學習最想做

的事，而影片就放在蜜蜂國中的自主學習臉書社群。架設臉書社群是草創期一大亮

點，邀請教師、學生、家長一同加入，不僅可以互相交流自主學習的成果，遇到困

難時也可以在社群提出，讓社群夥伴一起集思廣益想辦法。 

草創期的教師領導有幾個特點：第一，蜜蜂國中的教師領導乃是在校長的支持

下開展；第二，國文教師社群領導課程設計與執行的主要任務；第三，身兼導師的

國文科小花老師為社群中推動自主學習的主要領導者；第四，教學組依據國文領域

的需求提供行政支援。 

二、發展期的教師領導運作歷程 

106 學年度是從草創期進到發展期的過渡階段，此時迎來一項重大轉變，經過

教師社群重新思考與盤整之後，認為假期自主學習所包含的面相不應侷限於特定

學習領域，反而是能結合班級經營來進行引導，因此便決議將課程的操作者由國文

老師交接給導師。106 學年度的假期自主學習開始由國文老師主導轉變為導師的任

務，轉型初期的做法是由國文科領召找教務主任協商，請教務處召集導師說明假期

自主學習的配合事項，並邀請有經驗的教師一起幫忙。此時還未有自主學習的專門

共備社群，主要由該業務承辦單位教學組來銜接轉型的歷程，除了依照先前的計畫

推動自主學習各項活動之外，也致力於搭建訊息溝通的橋樑，包括透過自主學習說

明會、課程發展委員會及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等，讓學校主管、導師及其他專任教師

之間，可以針對假期自主學習的轉型、引導活動與操作困難進行交流與對話。 

發展期的教師領導中心是在教學組，但運作方式並不是靠組長一人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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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教師領導者要適當源引支援，並依賴教師社群的力量來解決困

難。107 學年度時，曾有教師對於導師要承擔引導自主學習的重責大任提出質疑，

認為導師既沒有教導自主學習的專業知能，也沒有足夠的課堂時間去引導學生。導

師的質疑確實是轉型階段最大的問題，教學組長接收資訊後，便向教務主任提出將

「假期自主學習」的定位及技能培訓的問題列入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的討論議程。經

歷幾波的討論，最終於 107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定調：「假期自主學習作為一整個學

期的學習成果展現」，學生要能綜整自己這一學期在各學科的所學來完成假期自主

學習報告。會議中除了再次確認自主學習的理念與價值，也仔細分析學生要完成自

主學習報告所需具備的技能，並規劃這些技能可以融入哪些領域課程或彈性課程

中去培養，像輔導課便可以將自主學習目標的發想融入生涯發展；資訊老師則可以

協助教導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而後續再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討論與決議，正式

將其納入課程規劃。 

此外，教學組每學期也會邀請導師參加自主學習說明會，讓導師瞭解相關的操

作期程及協助事項，有時說明會也會變成共備會議，導師作為第一線的課程引導者，

能針對教學活動提出不少改良建議。下列這個例子便是有自主學習引導經驗的導

師，在會議中針對執行計畫書提出的建言。 

國文老師做了一個雛形，然後每學期要做(自主學習)之前，都要再開會討論一

下、給點建議，例如：學習單要怎麼修改，當時我提出將八頁簡報範本印在執

行計畫書上。真正在操作時，學生動機的啟發主要是學校跟輔導課在引導，導

師就是事務性流程規劃，提醒一些繳交的時間，然後在計畫書上給予回饋，像

是改作業那樣。(T02-20230525) 

發展期的教師領導有幾個特點：第一，教學組在國文領域教師社群抽離之後主

導假期自主學習之推行；第二，教學組長透過不同類型的教師會議搭建教師之間溝

通與交流自主學習課程的平台；第三，導師同儕在辦公室分享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

經驗。 

三、成熟期的教師領導運作歷程 

110 學年度在教務主任的建議之下，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正式成立，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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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課程發展進入成熟期。此一正式社群的成員是由具備自主學習引導經驗的教師

所組成，包含教學組長及四位導師，教務主任則是旁聽而不參與決議，共備社群成

員的相關經歷整理如表 4-4 所示。共備社群的第一項任務便是假期自主學習的課程

評鑑，依據蜜蜂國中自主與開放的教師文化特質，選取賦權增能評鑑的模式，來對

課程的理念、目標、引導活動與教學成效進行全盤評估與調整，促使教師能更有方

向性地去檢視自主學習課程實施的狀況，並對未來提出規劃。 

表 4-4 

110 學年度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員經歷 

職稱 服務年資 假期自主學習課程相關經歷 

教學組長 5 年 於 107 至 110 學年度主辦假期自主學習業務 

九年級導師 14 年 引導 108、109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八年級導師 9 年 引導 106、109、110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七年級導師 7 年 
105 學年度參與國文領域的自主學習共備，並於

110 學年度引導假期自主學習 

七年級導師 13 年 引導 106、108、110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111 學年度之後，自主學習的業務承辦單位改由教務處課務組接掌；而研究者

的身分則由教學組長轉變為七年級導師，成了假期自主學習的第一線執行者。自主

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的成員亦有所調整，包含教務主任、課務組長及所有七、八年級

導師，共備會議依然是由行政單位召開，課務組長為新進教師，對於蜜蜂國中的假

期自主學習歷程需要從頭開始認識，不過部分經驗豐富的七、八年級導師足以領導

會議討論，並給予新手組長和導師操作建議。111 學年度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

員經歷如表 4-5 所示。 

七年級導師提出下學期至七升八的暑假，對於自主學習計畫的相關引導較為

不足。八年級導師分享第二次的自主學習計畫應是更重要的一次，也更需要規

劃與引導，因為這次自主學習有長達兩個月暑假的時間可以執行。若缺乏引導，

學生很容易在暑假的時候因為更換主題或是怠惰而拖延計畫。反而是第三次

的自主學習因為學生知道是最後一次，且已有操作過兩次的經驗，所以即使沒

有太多的引導，學生也能順利完成。(M01-20230324) 

從上列的觀察記錄中可發現，共備社群的教師能針對自主學習引導的實施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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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出問題，而有經驗的導師則會分享實際操作狀況，社群成員在確認課程需補足

之處以後，便會接著思考新的教學設計。 

表 4-5 

111 學年度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員經歷 

職稱 服務年資 假期自主學習課程相關經歷 

教務主任 12 年 
於 105 至 106 學年度兼任教學組長；111 學年度

擔任教務主任，主辦假期自主學習業務 

課務組長 1 年 於 111 學年度主辦假期自主學習業務 

七年級導師 6 年 
於 107 至 110 學年度兼任教學組長，主辦假期自

主學習業務；引導 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七年級導師 2 年 引導 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七年級導師 2 年 引導 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八年級導師 20 年 引導 110、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八年級導師 4 年 引導 107、110、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八年級導師 14 年 引導 106、108、110、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八年級導師 1 年 引導 111 學年度假期自主學習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成熟期的教師領導有幾個特點：第一，在教務處主導之下成立專門的自主學習

教師共備社群；第二，自主學習社群統合行政端的業務與教學端的課程設計；第三，

自主學習社群未有特定領導者，以經驗與專業分享為主要交流方式，各項事務經由

討論後共同決議，決議事項則依照職權各自去執行。 

 

參、小結 

從個案中可以看見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啟動，是出於認同其中「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理念，隨著課程發展的脈絡，教師領導亦可分為三個階段，草創期

在國文領域教師社群的共備之下，架構出假期自主學習的操作模式；發展期在行政

領導之下，透過不同形式的教師會議來溝通討論，解決轉型階段的困難，並將引導

活動細緻化；成熟期建立了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透過賦權增能評鑑來整合教師

多年來的共備成果，規劃未來的課程發展方向。雖然各階段的領導者不盡相同，但

都是以教師社群為基礎，根植於教師角色，權力來源為專業知能和社會資本，與其

他教師是一種緊密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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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分析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的組成，可歸為三類：第一類是行政教師，

負責擬定自主學習的實施計畫，召開共備會議，提供溝通與對話的平台，接收導師

的需求，替課程發展找資源；第二類是導師，第一線的課程執行者，負責引導學生

自主學習，並將課程操作經驗透過共備會議分享給同儕；第三類是專任教師，主要

任務是將自主學習部分技能融入領域課程之教學，或擔任自主學習的指導老師。由

此可見，教師領導者並不一定要具有特定正式職務，且不是集中在少數人，凡具願

意分享的特質與令人信服的教學能力者，就能帶動教師一同設計課程與教學，分享

願景並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工作、合作與學習(陳玉桂，2006；徐超聖、梁雲霞，

2011；張德銳、張素偵，2013；Murphy，2005)。 

 

第三節 教師領導對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影響力 

壹、教師領導的影響力運作情形 

一、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作用向度 

從蜜蜂國中的自主學習課程發展脈絡中可以發現，培養學生自主探索的能力

是啟動教師領導的開關；從草創期、發展期至成熟期，各階段的教師領導分別透過

不同的教師社群運作，以發揮跨越教室的影響力，反映教師秉持自身教學專業不僅

可以是課程的領導者，更可以是學校組織文化的再造者。以下透過發展教學計畫和

活動、參與學校改進、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

校文化等五個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作用項目，進一步分析教師領導的運作歷程。 

(一)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 

國文領域教師社群於草創期建立起假期自主學習的引導架構，其後發展期及

成熟期的教師社群皆致力於將操作流程精緻化，並為激發學習動機設計許多教學

活動，此外，各班導師實際在引導學生的時候，亦會針對執行計畫書的完整度進行

差異化指導。由此可見，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還可分為班級內及班級外，而

導師所採行的引導方法若見成效，亦可透過社群共備分享將影響力擴散出去。以下

分別提供導師個別引導及教師社群共備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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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的班上，老師跟孩子投入自主學習的程度都蠻高。會期待孩子在自主

學習中要達到什麼樣的精神，然後給孩子一個明確方向的引導。七年級孩子不

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就會看他缺什麼，給他三個選項，然後讓他自己選比

較想做什麼。例如，班上徐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根據我觀察他平常的表現，

覺得他比較需要一些正念的引導跟生活的觀察力和同理心，於是提出每天寫

感恩日記的建議，而孩子也欣然同意了。我問他要怎麼寫，他說不想用本子，

要印一張月曆紙，依照日期把日記直接寫在格子裡；若沒有發生值得感恩的事

情，就改成記錄自己當天做了哪些好事，只要是跟正向行為有關的，能帶給自

己快樂、讓別人快樂，都可以記錄；出國的話，也可以先在手機裡打字紀錄，

回來再寫上去。(T04-20230517) 

教師依據先前操作經驗，指出大部分學生在目標設定階段普遍不夠具有意義

及挑戰性，例如：挑戰三天不使用手機(最後還挑戰失敗)、設計遊戲程式變成

打電動等。就算導師在執行計畫書中給予許多具體回饋與操作建議，學生也不

見得會採納，甚至有學生在假期中臨時變更自主學習目標。設定目標是自主學

習的成敗關鍵，若能找到符合自己興趣且有挑戰性的目標，不僅能維持自主學

習的動機，還能在完成作業的過程中增進自我肯定。除了原先規劃的生涯演講

之外，共備小組成員提出由學長姐或校內師長示範自主學習報告，能讓七、八

年級學生更清楚知道自己要如何進行自主學習。(FB-02) 

(二)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 

在蜜蜂國中的自主學習發展歷程中，教師同儕間的經驗分享十分頻繁，且不限

於正式會議中的討論，更多是在導師辦公室的隨興交流。以下為兩則教師與同儕分

享專業知能的實例，一則為導師操作自主學習的經驗分享；一則為教師領導課程評

鑑之進行： 

隔壁班導師分享他會把直播發表時，家長在留言區的回饋截圖下來再傳到家

長群組。這個做法就是把家長給的回饋正增強化、加強它，放上去之後，它就

是會一直滾的東西，其他家長就會覺得竟然有同學的父母願意給(別人的小孩)

回饋。第一次的直播發表會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如果能抓住這個尾巴，然後

把它發揚光大，或許就能讓自主學習的價值在家長群組中發酵。(T01-20230519) 

賦權增能評鑑的第一步驟為定義任務，組長(研究者)請小組成員腦力激盪，提

出假期自主學習課程的願景，並寫在海報紙上。在第一階段中，教師們剛開始

針對課程願景較無頭緒，組長改問這個課程要培養學生什麼樣的能力，教師們

才陸續提出想法：找資訊、設定目標、時間管理、自我肯定、自己來、能力提

升、恆毅力(GRIT)等，想法較為零散。接著透過討論再將願景整併為四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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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體可檢核的目標、能規畫實踐目標的步驟、時間管理與毅力、簡報製作與

表達力。(FB-01) 

(三)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 

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能夠持續推動的關鍵在於教師社群的運作，課程發

展歷經三個階段，且在第三階段的成熟期才成立自主學習專屬的教師共備社群，但

在草創期跟發展期也各有不同的教師社群參與教學活動設計。社群中有行政主管、

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不同身分切入的角度或許不盡相同，但皆因認同自主學習

的價值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而開放的心態再加上良好的溝通是維繫成功團隊的

要素。以下實例凸顯出導師跟行政單位之間的合作與溝通，是促進自主學習運作順

暢的重要因素。 

我覺得(自主學習)教師社群要能順利運作主要是依賴溝通，行政規劃端跟導師

執行端之間的溝通，行政很常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但導師會遇到的是現實的狀

況，現實跟理想之間一定會有差距，那如何縮短就很需要溝通。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條件是，老師要有願意改變舊有的教學形式。這個教學形式可能有點類似，

例如可能每個孩子的狀態不一樣，我們不能要求自主學習有標準答案，需要因

材施教，需要的條件是開放的心態。(T04-20230517) 

作為承辦單位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召開共備會議，會議中接收導師的訊息與

困境，想辦法解決、協調。我的工作比較像是決策者(教務主任)跟執行者(導師)

之間的協調者，但也不會將兩邊的訊息照單全收，而是會試圖從中找出可實踐

的方法，例如：表達力工作坊、指導老師制度等。接收教師的回饋再修正，我

認為共備會議溝通鰻順暢的，也很有效率。(D03-20230605) 

導師對自主學習的認同感與自主學習推動的成效大有相關。目前這一屆的導

師主動性很高，會表達自己的想法、遇到的困難、需要的協助，八年級導師可

以攜手帶七年級的導師。導師能明確提出需要什麼資源，行政看有多少資源，

那如果說需求跟資源可以搭，那就是一個很完善的社群。自主學習社群是共創

的，行政組織社群、窗口是課務組、導師是執行者，行政就是把資源做整合。

大家對這件事的認同感越高，整件事就可以執行的更好。(D02-20230522) 

(四)影響學校文化 

如何邀請更多教師加入自主學習共備的行列？如何讓學生更積極主動去面對

挑戰？如何讓家長可以關心並支持假期自主學習？以上這些問題是教師社群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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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突破的困境。教師社群期待能夠在校園中建立自主學習的氛圍，包含下列各層

面：教師課程中自然而然融入相關技能的教學，或是引導學生將課本內容延伸為自

主學習的挑戰目標；學生除了在發表會觀摩同學的成果之外，還能在寫執行計畫書

時形成討論並給予彼此建議；家長能在寒、暑假陪伴孩子成長，在孩子遇到困難時

給予支援。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教師社群其實已經推行不少措施，例如：直播自主學習班

內分享會，邀請家長跟任課教師上線觀看學生的報告，讓他們看見孩子們不同於平

常表現的一面，進而能給予鼓勵、增加認同並推廣自主學習。近年來在促進教師參

與自主學習的層面有較多進展，新任導師有共備社群可以陪伴與指引，而非導師的

教師群則可透過指導老師制度的推行，讓他們成為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新動能。 

針對如何引導學生設定具體目標與規畫實踐目標的步驟，共備小組成員提出

「指導教師策略」及「錄製示範影片」兩種方式。導師要在自我領導課程有限

的時間中，指導全班二十幾位學生的自主學習作業，明顯有量能不足的問題。

而假期自主學習既已被定位為整學期的學習成效展現，由全校教師共同來分

擔自主學習指導老師的任務似乎是較為可行的方案。因此執行計畫書中將新

增「指導教師」欄位，導師可以依據學生所提出的目標，推薦校內有相關領域

專長的教師擔任該生的指導老師。此外， 在 105 學年度國文老師就曾邀請學

校老師拍攝影片，跟學生聊聊暑假將要執行什麼樣的自主學習項目。這次可以

更有系統去操作，分門別類錄製教學影片，例如環境美化類、體能促進類、旅

遊規畫類等自主學習操作方式的引導。(FB-02) 

(五)參與學校改進 

從蜜蜂國中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歷程中，確實看見每一位社群中的

老師都發揮了改變學習、改變學生、改變學校的力量。有些老師具備強大的執行力，

總能把共備的成果迅速轉譯成學習單供給導師使用；有些老師能吸收新知引進新

方法，帶領教師社群進行課程評鑑以檢視實施成效；有些老師則會一一關照每個孩

子的學習樣態，針對其自主學習計畫給予適切的建議，無論是兼任行政職位或是帶

班，老師的作為都是在回應「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從在教室中引導學生，

到建立自主學習的校園風氣，教師領導確實在發揮改變學校的影響力。 

作為行政端主要就是擬定計畫、規劃活動時程、找尋外部資源，比如夢想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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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表達力工作坊等。此外我會進一步和講師討論課程活動的設計，像當時

來談夢想啟發的外聘講師比較不了解如何引導國中生，於是便可以請講師聚

焦幾個點、重心放在如何引起學生動機、舉例說明，例如在自學吉他的時候，

經歷哪些步驟。(D03-20230605) 

 

二、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交互作用 

本研究從相關文獻中整理出若干教師領導的功能，即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

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參與學校改進等

五個能反映教師影響力的作用項目。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這五個項目之間並非獨

立存在，而是有著緊密的關聯，如圖 4-6 所示。  

圖 4-6 

教師領導之影響力交互作用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之間，可透過教師專

業知能與經驗交流來連繫。從教師領導自主學習教學設計的歷程中便可發現，教師

社群共同備課以建立自主學習的操作步驟，各班導師在引導時則會因學生性質不

同而進行差異化的調整，而當導師所採行的教學方法成效顯著時，亦可透過社群分

享將影響力擴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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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與「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之間，又憑藉教師

具有共同理念及開放的心胸加以連繫。假期自主學習活動的推行源自教師認同其

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神，有了共同的理念便有一起努力的方向，再加上蜜蜂

國中擁有自由開放的教師文化，教師同儕間的溝通與合作更為順暢，利於維繫團隊

運作，而當有新手教師加入自主學習共備社群時，也能立刻從教師之間的專業知識

交流，掌握自主學習的引導模式。 

「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與「影響學校文化」之間，則可透過營造全校性的

自主學習氛圍來加以連繫。參與訪談的教師普遍認為，儘管自主學習社群的運作及

學生的自主學習品質皆有所提升，但自主學習團隊仍有待更多教師的加入。有老師

提出規劃一個自主學習週的構想，在當週透過一些活動來刺激學生思考自主學習

的目標與進行交流，也鼓勵教師在當週將自主學習融入課程教學，讓全校師生都可

以沉浸在自主學習的文化氛圍。換言之，若共備社群教師能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便能促使學生、教師乃至於家長及社區對自主學習投入更多的關注，以形成一種獨

特的學校文化。 

在學期中間有一週是自主學習週，在當週的朝會時間專門針對自主學習做 20-

30 分鐘的宣達，透過集會的場合，學生較沒有分心的因素較能深入地去聆聽，

且會讓孩子知道這是全校學生都在做的，不是只有我們班做，就比較不會覺得

很乏味或缺乏動力。或請成果不錯的同學做成影片，然後在當週午休做全校性

的播放。所以就是一種氛圍的營造，不是只有禮拜一 1、2 節執行計畫書拿出

來寫，而是我可以發下去，然後整個禮拜有很多機會去碰觸到與自主學習的相

關資訊的，其間若有激盪出一些想法就可以寫下來。(T04-20230517) 

 

「影響學校文化」與「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之間，可透過教學設計和發展課

程活動加以連繫，前述的自主學習週便是一個可行的方案。此外，在已推行的方案

中，包含觀摩學長姐的發表會、直播學生的自主學習報告、建立指導老師制度等，

都有助於讓教師、學生與家長更瞭解自主學習的運作歷程，進而能認同其價值並形

成自主學習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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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

隊」、「影響學校文化」，及其中各項目間的交互作用，一點一滴發揮改變學校的

力量。而改變的發生並非在一朝一夕，而是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中，不斷滾動式修正。

在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之中，無論是行政教師、導師或專任教師，皆在自己的崗

位上施展專業作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另一方面又透過社群的運作，將教師領

導的影響力擴展到教室之外，進而能改善學校問題並促進學校發展。 

 

貳、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與實施的成果 

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領導是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與結果」而啟動，並且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作為目的。在進行課程評鑑時，導師普遍認為班上將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

自主學習成效不佳，而最嚴重的問題在於自主學習的目標不具有足夠的挑戰性，反

映大部分學生在一開始就缺乏強烈的學習動機。為了改善這個問題，教師社群試圖

從幾個面向著手，包含教師錄製分享影片、舉辦班際發表會、夢想啟發的演講、輔

導老師的引導、線上直播自主學習報告、觀摩學長姐的發表、指導教師制度等，甚

至是獎勵班際發表的特製獎狀及優秀作品的展示，這些活動設計都是為了讓學生

重視假期自主學習，並形成一種學習氛圍，進而提高認真投入的程度。 

以前遇到的困難就是學生的內容比較貧乏，但也沒辦法解決，因為給的建議他

們不一定會聽。後來有了自主學習發表的直播，這件事情蠻有幫助的，大家不

希望在直播鏡頭之下出糗。(T02-20230525) 

 

此外，教師社群也致力於幫學生搭建鷹架，使其在寒、暑假期間也可以發生跳

躍式的成長，這些鷹架包括執行計畫書的引導語、預填週計畫、表達力訓練、評量

規準等。有經驗的導師還會針對學生的程度，給予差異化的教學。透過導師的觀察，

越來越細緻化的引導流程，確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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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幫學生把計畫變得更具可行性，把所有問題跟困難點提早先想到與解決，就

是我會一直提問題給學生，問他要怎麼辦。因為他們通常在卡在困難點那邊就

沒寫，就是想得比較少，沒有解決困難，到時候就不知到要怎麼執行。(研究

者：那這樣子他真的就可以嗎？)至少他不會覺得這件事很困難，然後就擺爛；

就算他最後還是覺得很困難，沒辦法按照你幫他想的方法去解決，他至少會知

道你重視，他會告訴你說要換主題，然後他會在時間到的時候把 PPT 交出來。

就是目前為止，就算內容再爛，每一個學生至少都還是會把八頁 PPT 交出來，

不會乾在台上，那八頁就是基本款。(T01-20230519) 

 

二、促進學校發展 

透過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歷程可看見教師領導作用於教學設計、同儕增能、維

繫團隊、學校文化等層面的影響力，並且在各個向度之間交互作用，最後促進學校

發生改變。在假期自主學習課程的引導上，教師社群所作的一個決定，可能激起教

室內一個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可能掀起全校學習風氣的變革。研究者於共備會議中

觀察社群成員對於「指導老師制度」的討論，導師提出邀請其他專任教師指導老師

的構想，此提議獲得行政支持，由組長依據導師們推薦的名單去邀請老師。指導教

師制的推行，不僅可使學生獲得更專業的支援，也能動員更多學校教師的參與，有

助於營造校園中的自主學習氛圍。 

5/22(一)預留給自主學習規劃引導的時間，七導建議可在這節課之前先讓學生

討論好暑假的主題和架構並根據這些主題分類，利用這節課的時間去找相關

領域的老師尋求建議並請老師直接在執行計畫書上給予回饋及簽名。(M01-

20230324) 

5/22 節 2 七年級自主學習引導時間，預計由導師於 5/5 第二次自主學習共備會

議中初步將學生的計畫歸類成約五類，由課務組詢問相關專長教師於 5/22 節

2 時提供學生諮詢並給予回饋，藉此試行日前討論的教師指導制，除了讓校內

教師也能一同協助自主學習計畫，也減緩目前大多引導都由導師負責的壓力。

(M02-20230407) 

此外，也可透過家長對自主學習的肯定，來看見教師領導對促進學校發展的功

效。對於蜜蜂國中這種小規模學校而言，每到下學期最關注的焦點便是學生員額數，

而在研究者擔任教學組長期間，當時的家長會長更曾表明當初選擇就讀本校，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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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主學習課程所吸引。下方的新聞稿截錄了家長對自主學習發表會的回饋，也反

映了教師用心設計好的課程與教學，用心帶好每一位孩子，終能使學校被看見。 

我去訪問家長對孩子自主學習的看法，不只一位家長表示因為自主學習，家裡

面的親子關係變好了！像有一位學生規劃在假期間從台北騎腳踏車到桃園，

家長一路陪伴，彼此之間有了許多共同話題。還有一位學生去貢寮跟阿嬤議起

去採石花菜、學做石花凍，再分享給其他家人享用，家人之間的情感變得更緊

密。(P01-20230707) 

家長們表示：「看到這些精彩的展現，孩子們潛力無窮，未來一定無可限量」、

「每個孩子都很用心，因為寒假心裡一直掛心『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計畫

可以讓孩子展現多元成就的一面。」開學後緊接而來的不是排山倒海的考試，

而是學生們期待的自主學習成果分享。在班內分享時，每個學生都有機會站到

台上展示自己的學習，每個孩子臉上掛著的笑顏和散發出的魅力，就連同時在

線上觀賞直播的家長都感動不已。甚至有家長為了鼓勵學生的精彩表現，立刻

訂了飲料送到班上請學生喝呢！(FF-01) 

 

參、小結 

透過進一步分析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

成功的團隊、參與學校改進、影響學校文化等五個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作用項目，可

以看見教師教學經驗的交流與專業知能的提升，教師同儕因有共通理念而組成社

群，而開放的心胸與溝通順暢是團隊能成功運轉最重要的因素，在這些影響力的交

互作用之下，教師所帶動的自主學習課程變革，從教室內向外擴散到校園文化之中。 

蔡進雄(2017)提出教師領導三層次的概念，其中第二層次便是指教師能跨出

教室之外，透過專業學習社群，嘗試在同儕的對話分享、參與校務及與家長的溝通

互動等層面發揮影響力。透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與實施，可以看見蜜蜂國中的教師

領導已達到此層次的境界，不僅有提升學習意願及能力的教學設計，還能透過直播

發表讓家長與孩子的學習互動。自 105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致力於自主學習課程

發展的所有教師社群，一路以來延續並增強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並將其落實

於課程與教學的發展，最終建立一套可供蜜蜂國中未來課程發展的參考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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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節將就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第一節探討教師領導的影響力在自我

領導課程發展的三個階段中的作用情形，以及透過賦權增能評鑑推動教師領導更

進一步的發展；第二節則試圖以關注教學的模式，分析促進蜜蜂國中教師領導自主

學習課程發展的因素。 

 

第一節 教師領導的運作情形分析 

壹、教師領導的影響力在課程發展階段中的作用情形 

先前在研究結果的部分已經針對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作用情形有所分析，在此

研究者將進一步探究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

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參與學校改進等五個影響力作用項目，在自主學習課

程三階段歷程中的運作情形。 

在 105 至 106 學年度的草創期中，教師領導主要運作的項目為「發展教學計

畫和活動」及「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國文領域教師社群為課程研發單位，

主要的領導者為身兼導師職務的國文科小花老師，此時期已經將引導學生自主學

習的操作步驟建構出來，在許多學校不看好假期自主學習的情況之下，蜜蜂國中的

教學設計可謂是有許多建設性的創舉，例如：教師錄製自主學習目標的影片、專屬

臉書社群、成果發表會等。國文老師不僅在領域會議中進行共同備課，在轉型期間，

各班國文科任課教師也加強和導師進行專業知識交流，協助導師能順利接手引導

自主學習。 

在 107 至 109 學年度的發展期中，除了延續前面兩個項目的運作，還加入了

在「影響學校文化」及「參與學校改進」兩個向度的影響力作用。教務處教學組為

假期自主學習的推動單位，領導者為教學組長，此時期教師領導的主要運作方式為

教學組透過不同類型的教師會議，在行政端與教學端之間，搭建訊息溝通的橋樑。

以教學組行政之職權，一方面可將假期自主學習所遭遇之問題，依其性質帶入不同

教師會議中進行研討；另一方面在接收會議之決議後，擁有足夠的權力與資源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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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主學習相關業務，因而在「參與學校改進」具有較強影響力。舉例來說，教學

組於 107 學年度透過課程核心小組會議與課程發展委員會，嘗試在全校整體課程

地圖中，重新定位假期自主學習，最後確認將其作為一整學期各學科學習結果的總

結性評量，並邀請各領域將自主學習所需具備的技能融入課程教學中。在「影響學

校文化」方面，為促使學生、教師及家長更投入自主學習以營造校園共學的氛圍，

教學組主要採取擴大舉辦成果發表會的方式，營造一個能讓學生發光發熱的舞台，

邀請親師生一同參與這場學習盛典，以優秀作品的展示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彰顯

自主學習的價值。此外，第二代的假期自主學習歷程較前一代新增不少教學活動，

而改革的重點主要落在提升學生的動機與表達力。 

在 110 至 111 學年度的成熟期中，最重要的運作項目便是「建立和維繫成功團

隊」，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於此時期正式成立，社群成員包含業務承辦單位、富

有引導自主學習經驗的教師及執行課程的導師，每一位成員皆有機會成為領導者。

在草創期與發展期的教師領導亦是以社群為推動單位，如草創期有國文教師社群、

發展期則由教學組召開共備會議，不過這兩階段都有較為明顯的社群領導者，分別

是國文科小花老師及教學組長。待到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正式成立，賦予社群成

員較明確的身分與任務分配，行政教師負責自主學習計畫之推動與召開共備會議；

導師負責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提供實施成效反饋；專任教師則協助各項學習主題

與技能之指導。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不僅有助於課程設計與行政業務的整合，也

使每一位社群成員意識到自身所肩負的領導者角色，且被領導的對象並不限於學

生，還包括教師同儕與家長。教師在共備社群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透過定期的課程

研討會議，展開對話式的討論與權力共享的決策，能有系統地將自主學習課程的價

值與教學設計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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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各階段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之彙整 

草創期(105-106 學年度) 

教師領導主要運作項目：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 

 
發展期(107-109 學年度) 

教師領導主要運作項目：影響學校文化、參與學校改進 

 
成熟期(110-111 學年度) 

教師領導主要運作項目：建立和維繫成功團隊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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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賦權增能評鑑與教師領導的運作 

教師領導的內涵中原本就有賦權增能的概念，強調教師憑藉教學專業，發揮跨

越教室的影響力，影響學生學習、教師同儕成長、學校改進等，並透過實際參與而

獲得專業成長及提升自我效能感(徐超聖、梁雲霞，2011)。而當蜜蜂國中的教師採

用賦權增能模式來評鑑自主學習課程時，除了能針對課程實施與教學成效提出改

善策略之外，更能促進教師領導的運行。 

賦權增能評鑑包含三個步驟，依序分別為定義任務、檢視評估、為未來進行規

劃，隨著評鑑步驟的開展，幫助教師對自主學習課程進行一次全面地檢視，重新審

慎思考推行假期自主學習的目的，瞭解目前課程實施的現況，繼而針對未來的發展

進行規劃。在課程評鑑的過程中，教師的權能獲得提升，進而有助於帶動教師領導

的運作，以下將依據 Fetterman(1996)提出的賦權增能評鑑五大面向進行說明。 

賦權增能評鑑的五大面向為：訓練、促進、提倡、闡明與解放。若將五大面向

應用於本研究之案例則各項分別為：訓練教師評鑑課程與自我反思的專業能力；教

師能提供有效資訊以促進課程評鑑之進行；教師能形塑評鑑之方向並提倡評鑑之

方案；教師能透過課程評鑑啟發新思考；評鑑能幫助教師從傳統中解放並發現新機

會。 

以往教師較為著重課程的設計與實施，課程評鑑多由外部人員來進行，而賦權

增能評鑑提供簡易的操作步驟，使教師社群能有系統地整理過往較為零散的課程

發展歷程，再以有意義的目標與策略，以及可信的佐證資料來改進課程方案。在教

師社群自我評鑑的過程中，包含教師專業能力之提升、社群成員多方觀點的討論、

教學活動之推陳出新、教師團隊的交流互動、改變傳統提出新思考等教師領導各向

度之作用亦大有進益。賦權增能評鑑促進教師領導運作的歷程，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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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賦權增能評鑑促進教師領導運作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參、小結 

研究者依據教師領導的五個影響力作用項目來分析其運作狀況，然而在自主

學習課程的不同發展階段，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作用項目不盡相同。課程發展的草創

期著重於「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及「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兩個項目；發展

期則是在這欠面兩個向度之外，又加入「影響學校文化」及「參與學校改進」兩個

項目的影響力作用；最後在成熟期則因為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成立，而加入「建

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的項目，各項目之間的交互作用發揮加乘效果，使教師領導

自主學習課程發展得以順利運作。此外，在課程發展的成熟期，自主學習教師共備

社群採用賦權增能模式實施課程評鑑，不僅針對自主學習方案提出改進策略，教師

權能亦獲得精進，進而達到促進教師領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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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關注教學模式分析促進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因素 

壹、以關注教學模式分析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之發展 

Smyth(2007)認為傾聽學生的聲音與建議來改革學校，有助於提升教學的成效，

並依此提出關注教學的學校所具備的三個要素，分別為學校文化、教學和學校結構。

在學校文化層面，注重學生的權利與訴求，並促進學校與社區的對話；在教學層面，

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能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提供差異化教學，使每一位學生都能

有學習成功的機會；在學校結構層面，採行分散式領導與對話式決策的機制。蜜蜂

國中的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頗為符合關注教學的學校模式，以下就三

大層面與十二項子要素加以分析，依據個案學校的發展特性，研究者將從學校結構、

學校文化、貼近學習需求的教學設計之順序來進行論述。 

圖 5-3 

蜜蜂國中的關注教學模式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一、學校結構 

蜜蜂國中自民國 90 年代轉型以來，為免於廢校危機，一直積極投入課程與教

學的發展，以便提供優良的教學品質，來吸引學區內甚至是大學區的生源。教師便



 

87 

 

是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者及執行者，因此學校主管階層一直看重教師的專業能力，並

給與相對應的權力。蜜蜂國中的科層體制階層並不明顯，相對扁平化的組織結構，

有助於教師領導的發展。 

蜜蜂國中於民國 101 年起積極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教育理念，以學習者為中心，

讓學校成為支持學生、教師、家長與社區可以相互對話、彼此學習與促進成長的環

境。在此體系當中，教師是學習的專家，透過社群的合作互助，增進專業知能並發

展教學設計，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之下，教育的目的不

在於成績與排名，而是透過引導的方式，給學生更多探索與體驗的機會，進而培養

「思考」及「學習」等能力。在評量方式上，教師提供學生鼓勵成長和改進缺失的

建設性回饋，自主學習的評量規準便是一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領導蜜蜂國中課程發展的先鋒，除了依照課程綱要所設

置的各領域教師社群之外，尚有許多因應不同課程發展目的而建立的跨領域教師

社群，例如：自主學習社群、專題探究社群、雙語教育社群、服務學習社群、國際

議題探究社群等。教師透過社群領導同儕對學校進行變革，著重合作學習、專業分

享、對話互動等實踐歷程，目標在於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此外，由於學校規模小，教師員額少，因此教師常被賦予多重身分，須出席各

處室所舉辦的會議，從而獲得參與學校各項事務的機會。會議中不同身分的教師，

針對同一件事情，可能從行政單位、教學實施或班級經營等立場切入，有時還會有

學生代表或家長代表的加入，促使校園事務的決策充滿多元對話。 

綜上所述，蜜蜂國中的扁平組織結構、校長願意信任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

體系等，皆提供教師領導更多發展空間，教師可透過參與社群或會議，對課程設計

或學校事務表達意見，當教師成為具批判性或反思性的教育實踐者，就更能夠站在

幫助學習者的立場去發展教學活動，假期自主學習即是最好的例證。 

二、學校文化 

蜜蜂國中所推行的假期自主學習活動，其核心精神本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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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對學習的控制權，讓學生可依據自身興趣或評估自己不足之處來擇訂自主學

習目標，但同時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來是學習目標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性，

再來是要有恆毅力在長時段的假期中去執行學習計畫。 

自主學習強調培養學習者的主動性，但絕不是讓學生單打獨鬥，而是需要有教

師、同儕、家長，以及學習環境的支持。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便透過細緻的課

程設計來引導學生，包含教師指導學習方法與技能；同儕互評給予彼此激勵；家長

則可以給予支援或陪伴。從先前的訪談資料中也有許多教師提到，透過假期自主學

習增進親子關係，老師也更認識學生的多元面向與發展潛能。 

蜜蜂國中的教師社群致力於打造校園中的自主學習氛圍，具體作法是透過指

導教師制度、學習成果發表會、線上直播自主學習報告等，讓更多學生、教師、家

長甚至社區民眾可以參與自主學習，形成學習共同體。而學習氛圍的營造最主要的

目的在於形塑學校文化，讓學生能沉浸其中而能深刻體會自主學習的價值並培養

相關的能力。 

三、貼近學習者需求的教學設計 

從蜜蜂國中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三階段歷程中，可以看見不同時期的教師社

群皆致力於教學設計以引導學生學會學習。教師精準判斷學習動機是啟動自主學

習的引擎，從草創期的說明會；發展期的夢想啟發講座，到成熟期的觀摩學長姐發

表，可以發現教師在設計引起動機的教學活動時，越來越重視其與學生生活經驗之

連結，成功案例越貼近學生，就越能激起自我效能感，進而提升學習動機的質與量。 

教師亦發現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的支持度，會影響假期自主學習的成效。為了幫

助較弱勢的學生，教師針對自主學習報告訂定了評量規準，列出各評量向度與各等

第的標準，讓學生有明確的參考指引。此外，教師也觀察到大部分學生上台發表的

能力有待加強，便規劃了表達力訓練課程，包含請校內老師指導簡報技巧；校外講

師分享說故事的藝術，之後更將表達力講座改成工作坊形式，讓學生有機會從做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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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在教師共備會議中所確立的課程活動之外，各班導師亦會針對學生

差異，如家庭背景、學習程度、品格習性或生涯發展等，給予適性化個別指導。有

些導師還會就學生自主學習的主題提供相關的學習資源，例如推薦學生可以參考

的書籍或影片，亦或是幫學生找尋營隊或輔導室資源。整體而言，蜜蜂國中教師可

謂是不遺餘力地整合各項學習資源與教學方法，幫助學生搭建邁向成功學習的鷹

架。 

貳、小結 

透過 Smyth 的關注教學的學校模式，或可提供蜜蜂國中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

程發展得以運作成功之處。在學校結構方面，扁平化組織利於教師領導發揮；在學

校文化方面，重視學生的自主權；在教學設計方面，教師能依據學生特質給予適性

化引導，從以上三要素的分析結果而言，可說蜜蜂國中是一所能傾聽學生訴求、尊

重教師專業，並致力於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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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以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結合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期

望經由本章節之內容，提供個案學校與未來後續相關研究在推行教師領導及課程

發展時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藉由探究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引導課程的發展歷程，分析教師如

何於其中發揮影響力。教師領導課程發展與實施的原動力來自於想要改善學生的

學習經驗，教師秉持共同信念組織社群，並在課程共備的過程中，增益彼此的教學

專業，最後達成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促進學校發展的目的。綜合研究結果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歸納本研究之結論。 

壹、假期自主學習之推行，有賴於教師搭建學習的鷹架，設計教學活動激發並維持

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營造友善支持的環境亦是促進自主學習的重要因素。 

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核心精神為發展全人教育，新課綱則以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為願景，在此理念之下，自主學習是每一位孩子所需具備的能力。新課綱中所指的

自我導向學習(SDL)，強調學生能選擇學習目標及運用適當策略去達成；然而，在

執行學習任務的過程中，從引發動機、設定目標、選擇方法、掌控進度至反思成果

等，實則涉及自我調整學習(SRL)的歷程。Zimmerman 的 SRL 循環模型，不只是

理論上重視個體所感知的「自我」與「主動」，也強調教師要設計教學歷程與學習

方法來促進自主學習。 

依據新課綱的理念，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104學年度起取消傳統的寒、暑假作

業並推行假期自主學習，蜜蜂國中的校長與教師認同其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

神，遂於 105 學年度起嘗試實施，教師社群隨之設計許多引導自主學習的教學活

動，統稱為自主學習課程，而課程的發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105 至 106

學年度的草創期；106 至 109 學年度的發展期；110 至 111 學年度的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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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經課程核心小組會議定調為一整個學期在各領域學

科之學習成果的總結性評量，隸屬彈性學習的自我領導課程，自主學習之引導包括

五大步驟：第一，說明假期自主學習的理念、第二，設定目標與撰寫計畫書、第三，

表達力訓練課程、第四，執行計畫與時間管理、第五，彙整成果並上台發表。在課

程發展的三個階段中，皆有針對各步驟提出多項教學活動，其中包含行政承辦單位

舉辦的說明會與講座、專任教師將部分自主學習相關技能融入領域教學引導，以及

導師結合班級經營指導計畫之執行與時間管理，但統整每個教學設計背後的真義，

無非是啟發學習動機、延續學習動機，以及提供友善支持的環境，讓每個孩子能勇

於嘗試並發表自己的成果。 

 

貳、教師領導的啟動源自教師想要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其運作過程可能隨著課程

發展歷經不同階段的演變，然而其模式皆是透過組織教師社群來促進專業增能與

營造學校文化，最後達成提升教學成效與學校發展的目標。 

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事涉廣泛，其本質為跨領域學校本位課程，實際推行

時則由行政單位擬訂計畫，召集教師社群進行課程共備與討論，最後結合導師的班

級經營來實施，其間複雜的關係實則有賴教師領導之運作才能歷久不衰。教師領導

的啟動源自於教師想要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運作過程是透過組織教師社群來促

進教師專業學習，以達成提升教學成效的目的。蜜蜂國中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

展的起點並非「從教室出發」，而是在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做為共同理念後，

透過教師社群共備教學設計，教師領導與課程發展緊密相關，並歷經三階段演變。 

第一階段的草創期是由國文領域教師社群主導，其中以身兼導師職務的小花

老師為關鍵領導人物，透過領域共備建立了假期自主學習第一代的引導流程。第二

階段發展期，由承辦自主學習的教學組主導課程活動的推展，支援第一線執行課程

的導師。此時期並未有專責自主學習課程的社群，而是透過教學組長搭建訊息溝通

的橋樑，包括透過自主學習說明會、課程發展委員會及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等，讓學

校主管、導師及其他專任教師之間，可以針對假期自主學習的轉型、引導活動與操

作困難進行交流與對話。第三階段為成熟期，自主學習共備教師社群成立，社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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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主要是教務處的行政教師及七、八年級導師，運作方式是由教務處定期召開，由

有經驗的老師來領導會議之討論與教學活動設計。其後儘管承辦行政人員與導師

每學年都會有所變動，但共備社群能確保假期自主學習的價值與引導課程得以被

傳承下去。 

在蜜蜂國中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不同階段，或有不同的教師作為領導的關鍵

人物，但教師領導的運作仍是以教師社群為基礎，權力來源為專業知能和社會資本，

重視教職員間關係與聯結的建立，分享願景並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工作、合作與

學習。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各階段除了共備教學設計的主要社群之外，導師作

為課程第一線的執行者，也時常會在導師辦公室三五結群，分享自主學習的引導方

法，此類非正式的交流會議也可視為教師領導的一環，且其中與實務經驗相關的探

討對於課程發展有著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參、教師領導能發揮跨越教室的影響力，透過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

享專業知能、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參與學校改進等五個作用項

目可看見影響力交互作用的情形，並匯集成改變學校的力量。 

每一位教師都能領導，而教師領導的範圍不應侷限在教室，而是教室外的整個

學校，領導的對象除了學生之外，還包含學校的教職員工（Barth, 2001; Katzenmeyer 

& Moller, 2001）。本研究透過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建

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影響學校文化、參與學校改進等五個教師領導的作用項目，

來分析教師如何發揮跨越教室的影響力，研究發現分別詳述如下。 

其一，在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中，教師領導於五個項目皆有發揮影響力，然

不同課程發展階段，教師領導所著力的項目不同。草創期由國文領域教師社群主導，

教師領導著力於「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及「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發展期

由教學組主導，以行政之職權更有利於在「影響學校文化」及「參與學校改進」兩

個項目的作用；成熟期以設立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為標誌，在「建立和維繫成功

的團隊」的作用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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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五個項目間並非獨立存在，而是透過影響力產生交互作用。「發展教學

計畫和活動」與「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之間，可透過教師專業知能與經驗交

流來連繫；「與教師同儕分享專業知能」與「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之間，又憑

藉教師具有共同理念及開放的心胸加以連繫；「建立和維繫成功的團隊」與「影響

學校文化」之間，則可透過營造全校性的自主學習氛圍來加以連繫；「影響學校文

化」與「發展教學計畫和活動」之間，可透過教學設計和發展課程活動加以連繫。

以上四個各項目間的影響力交互作用，一點一滴匯聚到「參與學校改進」向度中，

發揮改變學校的力量，最後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促進學校發展的成效。 

 

肆、教師領導本就含有彰權益能(empowerment)的內涵，透過賦權增能模式來評鑑

自主學習課程，不僅能針對課程實施與教學成效提出改善策略，同時還能促進教師

領導之運行。 

教師領導的興起，源自 1980 年代美國的教育改革浪潮，強調權力下放，增加

教師對於教室與學校組織的決策權等來提高教師效能，以達到提升教育品質的目

的。由此可見，教師領導本身就含有賦權增能的概念，透過賦權增能模式來評鑑自

主學習課程，除了能針對課程實施與教學成效提出改善策略之外，同時也能促進教

師領導的運行。 

自主學習共備較師社群採用賦權增能評鑑，依據定義任務、檢視評估、為未來

進行規畫等三大步驟，審視當前的課程實施情況，綜整教學設計，評估得失，並對

未來的發展定下目標與檢核方式。另一方面，透過賦權增能評鑑的五大面向：訓練、

促進、提倡、闡明、解放，亦可使教師提升專業能力，在社群成員一同評鑑課程的

歷程中激盪新思考，進而能擺脫傳統束縛、增益較師的權能。綜上所述，賦權增能

評鑑不僅對課程發展有幫助，還能促進教師領導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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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個案學校以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之案例符合關注教學模式中學校結構、

學校文化與貼近學習者需求的教學設計等三要素，可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影響教師領導的因素很多，包括校長領導行為、學校組織結構、教師文化、領

導支持系統、學校外部因素等層面，此外，還要考量教師領導對自主學習課程發展

的作用，故本研究採取 Smyth 關注教學學校的三要素：學校結構、學校結構及貼

近學習者需求的教學設計，來分析蜜蜂國中這個案例的成功因素。 

在學校結構的部分，蜜蜂國中的扁平組織、校長願意信任教師專業、學習共同

體的體系等，皆有助於促進教師成為具批判性的教育實踐者，能夠站在幫助學習者

的立場去發展教學活動；在學校文化的部分，蜜蜂國中以「學習者為中心」做為教

育理念，積極聆聽學生的聲音，自主學習的推動便是賦予孩子學習選擇權，教師則

致力於營造支持學習的氛圍；在教學設計的部分，教師將自主學習引導流程劃分為

五個步驟，每一步都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以激發學習動機、持續學習動機，及教

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並给程度不同的學生差異化指導。綜上所述，蜜蜂國中的教

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之案例，實符合關注教學的模式，能傾聽學生訴求、尊重

教師專業，營造對話的學習環境，其獲致成功的要素值得供後續研究參考。 

 

第二節 建議 

壹、對個案學校之建議 

一、從全校整體課程架構重新盤點自主學習課程 

蜜蜂國中的假期自主學習有兩大隱憂，一是課程時間不足；二是師資量能不足，

研究者認為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可從盤點全校整體架構著手。假期自主學習引導是

一套複合式的課程，其被劃分在彈性學習課程之中的自我領導課程，自我領導課程

每週兩節，但要分配給六大主題，自主學習在一學期中只能分到四至五週，約莫八

至十節課，其中要辦理成果發表會、說明會與各項講座，留給導師引導學生的課堂

時間並不多，導師經常要利用課餘時間指導學生，另一方面，導師要指導一整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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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自主學習也明顯量能不足。蜜蜂國中曾於 107 學年度召開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將假期自主學習定調為一整學期學習成果的總結性評量，並隨後邀請了資訊科及

輔導科融入自主學習引導，前述便是一次小規模課程盤點的嘗試。若能依據梁雲霞

(2020)所提的建議，在全校整體課程規畫之下，讓教師都能再次確認自主學習的價

值並加入推廣的行列，進而將自主學習的重要元素融入學科教學，如此便能解決授

課時間不足與導師負擔過重的兩大困境，更多教職員工的加入，也能促進自主學習

氛圍逐漸發展成校園文化。 

二、重訂評量規準以分析學生的自主學習成果 

當自主學習教師共備社群採用賦權增能模式進行課程評鑑時，便發覺班上有

將進三分之一的學生自主學習成果不佳，導師雖會掃描學生的自主學習計畫書與

週計畫書做質性資料留存，然而始終缺乏確切的數據資料來分析學習成效。有鑑於

此，研究者建議個案學校的教師社群可以重新擬定自主學習的評量規準，包含增修

各評量項目及各等第之分數。第一代評量規準只有音量和語速、流利度、眼神肢體、

時間掌控、組織邏輯、內容精彩度等六項，研究者建議可以針對自主學習報告內容

的部分進行更詳細的定義，例如學習目標的挑戰性、執行方法的妥適性、執行進度

的管控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如此便能給予學生更明確的引導。此外，也可以加

上簡報美學的評量規準。教師應從自主學習課程的目標來審慎定義各評量項目，較

為重要的元素應佔較重的分數，有了量化的數據，便於教師分析歷屆自主學習的成

效，並可針對學生表現較弱之處進行教學調整。 

三、給予教師領導充分的支持 

蜜蜂國中的扁平組織結構、校長信任教師專業、互助互信的教師文化等皆利於

教師領導的發展，然而教師走出教室承擔額外的領導工作和責任，經常未能得到學

校提供相對應的獎勵。此外，時間嚴重不足、角色負荷過重以及人員流動性高，亦

是該校教師領導所遭遇的困難。蜜蜂國中是班級數十二班以下的小規模學校，教師

人數較少，每個人要承擔的任務本來就比較重，再加上教師領導的責任經常讓老師

疲憊不堪。若能適時減少教師領導者在教學或非教學工作上的負荷，並給與教師領

導者充分的時間去學習與創新，將會是最理想的解決之道。此外，依據張德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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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學校主管能給與教師領導者額外的津貼或鐘點費，並經常在正式或非正式

場合肯定教師的貢獻，皆有助於激勵教師承擔領導工作。至於小校經常面臨人員流

動性高的部分，學校可以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幫助新進教師理解學校的教育理

念以融入學校文化，而教學輔導教師也可以在陪伴成長的過程中，發掘新進教師的

領導潛能。 

 

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著重教師領導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效的研究 

本研究乃是以教師作為主視角，透過自主學習課程的發展歷程，剖析其中教師

領導的啟動、運作與影響，雖提及教師領導有促進自主學習成效之功，但未深入探

究，且亦未採訪學生的想法。自主學習的理念既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生對自主學

習的回饋理應是教師進行課程發展與評鑑的重要資訊，另外張德銳(2020)分析我

國教師領導研究成果時，亦曾提及教師領導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的相關研究較

為缺乏。是故，若對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後續相關研究有興趣者，建議可以

著重於學生的自主學習成效與學生回饋的部分進行深入探究。 

二、選定中大型規模的學校來進行教師領導的研究 

本研究以一所臺北市班級數十二班以下的國民中學作為研究對象，深入探究

教師領導促進自主學習課程發展的歷程。研究者發現學校規模、結構與文化是影響

教師領導的要素，小校所面臨的情況與個案學校較為類似，如每學年的生源與減班

危機、教職員工人數少且流動性大等，在此情境脈絡下，教師經常被賦予較重的任

務，因此較有機會參與學校事務，進而發揮跨越教室的影響力。未來研究可以中型

或大型規模的學校做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中教師領導的運作模式，以增加相關研究

主題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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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在學校的教學年資有幾年？ 

2. 請問您在學校擔任過什麼樣的職位？(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社

群召集人、教學輔導教師) 

3. 請問您參與過哪些教師社群或課程發展相關團體？ 

4. 您認為學校文化與風氣為何？ 

二、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發展 

1. 您認為新課綱中的自主學習精神或理念為何？ 

2. 您認為學校推行自主學習的理念為何？有何價值？ 

3. 您曾參與學校規劃及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行動有哪些？ 

4. 您在推行自主學習課程時，曾遇到什麼困難？如何解決？ 

5. 您在推行自主學習課程時，是否有其他教師夥伴一起並肩作戰？ 

三、教師領導自主學習課程設計與實施 

1. 您認為自主學習共備社群應有哪些人員組成？而您自己在此社群中擔任

什麼樣的角色？ 

2. 您認為自主學習共備社群運作的方式為何？ 

3. 您曾參與哪些自主學習課程之教學活動設計？ 

4. 您認為透過自主學習社群是否有透過同儕分享而達到專業知能精進？ 

5. 您認為促進自主學習共備社群順利運作的條件為何？ 

四、教師領導對課程發展的實踐意義 

1. 您認為自主學習課程能持續推動的主要原因為何？ 

2. 您認為自主學習共備社群的意義為何？試從您個人、教師、學生與學校等

不同層面論述。 

3. 您認為教師在自主學習課程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4. 您覺得目前在自主學習共備社群的運作還缺少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