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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前言

本校高瞻團隊的教師社群，經過計畫第一期的洗禮、蛻變，於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有關生質能源的學習表現都令人刮目相看。在高瞻一期計畫
結束之際，獲得國科會科教處以及各大雜誌報導的肯定。

第二期高瞻計畫徵求書建議由曾參與過高瞻第一期的計畫團隊，協同未參與過高瞻計畫的學校建立跨校教師專業社群，將前者於第一期的課程
發展成果推廣至鄰近各高中、職學校，並由跨校教師社群共同修訂適性課程、交流高瞻計畫的執行與課程開發的實務經驗（高瞻二期計畫簡
介，2020）。呼應公告的徵求重點，苗栗農工在第二期高瞻計畫有兩個主軸：（一）尋求合作學校成立跨校教師社群，進行第一期高瞻經
驗與教學實務的移轉；（二）精修與推廣高瞻一期的生質能課程，而本篇的主軸聚焦說明高瞻經驗與教學實務移轉的過程。

為了推廣本校所開發的生質能探究課程、科學閱讀素養課程和相關課程執行經驗，我們於校內成立教學資源中心，建構數位資源分享平台及辦
理教師研習活動。在計畫第二期的三年執行期間，已主辦、承辦或受邀參與發表多達10場工作坊活動（圖1、2）及巡迴展覽，並辦理超
過20場的校際觀摩活動（圖3、4）。

圖1 辦理跨校推廣課程工作 圖2辦理跨校師生科學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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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各校教師至苗農進行課程觀摩 圖4至各校分享課程教法

互動過程中，由於苗栗農工與東勢高工的地理位置及學校屬性相近，兩校的教師團隊也在各項共同研習及校際推廣活動中發覺彼此理念相
近，跨校合作開發課程的想法也逐漸萌芽，經過不斷的討論後終於洽談成功。東勢高工以應用問題解決教學（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結合醫療照護融入高職跨群科技術創造力課程為主題，2012年獲通過高瞻計畫第二期，開始發展課程。

n   跨校教學專業社群之具體做法

跨校教學專業社群由一個第一期已執行過高瞻計畫的團隊與另一個新加入高瞻計畫的學校團隊組成，利用共同開發課程的方式凝聚成員的
向心力，進行合作學習、分享、專業成長和反思，以協助縮短開發新興科技課程的摸索過程。跨校社群運作的過程中，我們蒐集了包括訪談、
工作坊記錄、課程開發文件、會議交流紀錄及成果報告書等資料，以了解轉移成效。

此跨校社群經驗移轉過程共計3年，兩校採用｢認知學徒制｣的方式，以3次跨校工作坊，交流與分享課程開發與實施的經驗。從對談過
程中了解對方執行高瞻計畫面臨的問題後，召開校內會議（共12次）或跨校合作舉辦專家諮詢會議（共有6次），過程中邀請台師大科教中
心張永達教授和李哲迪教授、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所張月霞教授、以及時任職於交通大學教育所的王嘉瑜教授指導、協助解決跨校學習社群的
運作或課程與評量工具的發展等問題（如圖5、圖6）。

圖5 教授們指導探究課程的開發 圖6教授們指導科學素養評量的開發
苗栗農工過去於高瞻計畫的執行經驗、新興科技探究課程的教學設計及社群運作三部分，都有令人驚豔的成果。苗栗農工與友校經討論後，延
續前述三個部分，提出兩校皆認為最急迫需要、可能解決友校問題的重點，規劃經驗移轉的項目和內容，如表1所呈現。

表1 經驗移轉的項目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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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計畫目標：知道計畫執行的
方向
 

（2）規劃計畫運作模式
 

（3）安排進度：發展時程的訂定與規
劃
 

（4）盤點教具開發的資源與經驗
 

（5）規劃執行的方式
 

（6）計畫報告撰寫與申請
 

（1）訂定教學目標
 

（2）轉寫教學內容
 

（3）教案撰寫
 

（4）教學實驗設計
 

（5）教具開發
 

（6）教學評量設計
 

（7）課程評鑑計畫
 

（8）課程修正的循環
 

（9）教材推廣模式
 

（1）團隊合作
 

（2）分工的重要
 

（3）其他
 

跨校的專業學習社群採取「認知師徒制」的模式進行，強調於發展新興科技探究課程的情境中交流教學經驗，透過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團
隊示範、講解，而接受移轉的教師團隊主動觀察、思考和反思，提出疑問與困難，後續再由兩校以交流會議的形式形成學習小組，並搭配工作
坊提出建議或形成解決問題的策略。跨校社群的經驗移轉內容共可分為三個層次，依順序執行。跨校社群經驗移轉的層次和做法說明如下，並
整理於表2。

第一層次進行方式包括示範、指導及鷹架，主要是針對發展新興科技探究課程的示範、指導和提供鷹架，透過兩校共同開發新課程的過
程進行教學觀摩、課室觀察與指導，幫助友校教師獲得課程設計及學科內容統整性的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

其中的「示範」，舉例來說，苗栗農工透過示範及例證的交流與分享，協助友校「訂定課程發展目標」及「思考課程與教師定位」，是
開發創新課程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

「指導」則例如苗農教師向友校團隊點出：「教學時數」是規劃「教學目標」及「教學策略選用」的關鍵，不管在教學目標訂定、教學
策略選用或課程內容多寡，都與教學時數息息相關，若先確定教學時數，前面提到的幾項工作範圍就能更加明確。透過師徒制的頻繁互動、指
導，協助友校體會此點的重要性，並嘗試於自己的實務情境中執行與實踐。

課程開發是繁複的一項工作，每個階段或步驟都是環環相扣，需非常的嚴謹。「鷹架」指的是本團隊教師在共同開發課程的過程中，以



提醒、說明、示範或討論等方式，協助友校逐步建立課程開發中所需知識及技能，例如：訂定教學目標、以及分析和考量教學目標、學生能力
評量指標與教學活動內涵（教材）三者的關連性等。

第二層次主要強調在跨校學習社群的成員都持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的情況下，針對課程開發與執行所遭遇的問題和困難，透過闡
明和討論與省思等作法，幫助友校聚焦於觀察經驗轉出團隊於解決問題時的做法，並透過跨校團隊雙方的分析、討論和對話，對問題解決策略
形成共識。

其中「闡明」指的是，當友校團隊面臨某問題、嘗試解決但未果，苗農團隊會透過如：交流會議、電子郵件、電話諮詢等各種方式，讓
友校團隊教師組織、說明問題解決過程中採用的方案，以及所運用的知識和論據，雙方再透過討論和引導協助其釐清思路並調整、修正方案，
及時解決問題。

「討論與省思」指的則是兩校在一連串的互動過程中，由友校團隊反覆的將自己問題解決的過程和使用的策略與苗農同儕的方案相比較，並與
苗農團隊就雙方於課程開發領域與教學方法的不同，討論各方案的利弊得失，從比較的過程和結果中形成對問題解決的共識，也協助友校團隊
建構出處理複雜課程問題的概念模式。

第三層次是「探索」，強調在接受經驗移轉的學校於第二層次建構出處理複雜課程問題的概念模式，也了解問題解決的程序後，能夠嘗
試應用於己校的課程開發情境，經驗移轉團隊則逐步退出指導。目的是使友校團隊能逐漸獨立界定問題，執行問題解決程序，並在課程發展和
評鑑各階段對應的報告或檔案中提出系統性的描述。苗農團隊僅在關鍵必要處提出提醒和支持，例如：提醒友校團隊於課程開發過程中亦須聚
焦在學生的學習表現。

表2 跨校社群經驗移轉的層次和做法

層次
 

進行方式
 

做法
 

目的
 

第一層
次
 

  示範
 

工作坊及會議分享新興科技探究課程的開發流
程、內涵、例證及經驗

 
透過課程實施過程中的課室觀察與
指導，幫助跨校社群的老師獲得課
程設計及學科內容統整性的認知與

後設認知技能
 

指導
 

藉由交流及課室觀察適時給予提醒與指正以解
決困難
 

鷹架
 

在課程開發過程中適時給予協助，如課程目標
如何設定等
 



第二層
次
 

闡明
 

由高瞻一期教師團隊分享過去曾遭遇的問題和
經歷，協助友校教師分析、診斷與省思自己的

情境，提出問題
 

幫助跨校社群的老師聚焦於觀察經
驗轉出者於專家曾遭遇之困難和做
法，並分析自己的情境和特性，提
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和解決的策略

 討論與 省思
 

藉由比較雙方於課程開發領域與教學方法的不
同，進行對話，共同建構出問題解決方案

 

第三層
次
 

探索
 

經驗移轉團隊逐步撤出引導，促使友校能獨立
完成課程開發的任務

 

鼓勵跨校社群的老師能執行專家問
題解決程序，能夠具有自主性並完

整執行
 

兩校形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學習社群成員的關係是地位平等的、願意分享的、樂於溝通的及相互支持的。透過共同開發課程、進行真
實情境的教與學，由苗農教師示範、講解、適時提醒和支持，有利於友校團隊的教師增進學習動機、主動建構發展新興科技探究課程的知識與
技能，並縮短課程開發的摸索期。本校團隊也提供友校諮詢計畫執行的組織與管理層面等困難，提升計畫執行效率。

為了協助友校高瞻團隊解決問題，本校教師會先進行數次校內社群的專業對話、提出數點方案或建議，再移至跨校社群共同討論，對問
題解決的策略形成共識。不只合作學校受益，本校教師也從雙方互動討論、交流、回饋與反思的過程獲得專業成長。

n   計畫執行困難與建議

           兩校共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激盪出許多教學火花，對於雙方教師的專業成長助益良多，但是計畫執行時難免遇到困
難或限制，我們於省思後也歸納出兩點困難與建議，供讀者參考：

（一）主題與教學方法之差異：苗栗農工的生質能源課程，採用探究教學法；而友校則規劃以問題解決教學法發展醫療照護課程。如
何運用PBL一直是友校團隊感到困惑的地方，對方在沒有課程專家協助的情況下，只能靠團隊內部會議討論或諮詢苗栗農
工的外部課程專家。苗農教師雖然有實務經驗，但畢竟不是課程專家，在此方面無法給予實質的幫助。課程開發流程是長期
且繁複、也需要視教學現場的條件和環境進行調整。我們建議，當教師團隊以課程開發為主要任務作為計畫執行內容，就需
要邀請一位課程專家長期投入、並與課程發展團隊緊密互動，才能適時提供所需的協助。

（二）開始合作的時間點：兩校的計畫團隊原先預定於計畫第2年才開始社群運作的工作。但兩校於媒合初期進一步互動後發現，初
次執行高瞻計畫的學校可能一開始比較抓不到計畫執行方向，故協議將本文所述的跨校社群經驗移轉交流項目提前開始，以
利計畫執行。我們建議，組成跨校教學專業團隊的合作時間點應儘早，對計畫執行會更有效率。

跨校教師團隊經過3年的課程協同開發，形成了相互支援及分享、且溝通良好的運作模式，不僅教師提升教學與研究能力，也有助於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藉由我們以上的經驗分享，期待未來能鼓勵成立更多校內跨科別或跨校經驗分享的專業學習社群，串聯合作資源和交流分享，



共創教學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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