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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師資生專業成長之研究

方　舟＊　周水珍

摘 要

「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課程是將「協同教學」及「師徒制」兩概念結合於教學實

習課程，由實習教學教授及實習教學教師協同教學，而實習教學教師與師資生則為師徒

關係，以師徒制進行此課程。本研究以參與此課程之 41 位師資生、6 位實習教學教師及

2 位實習教學教授為研究對象，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及文件分析法，歸納「教學實習課

程協同師徒制」之運作模式，以及探究師資生在該課程中之專業成長。結果顯示：一、

實習課程包含「課室內」及「課室外」課程，課室內課程包含基礎觀念建立、教學準備、

省思與檢討；課室外課程包含三循環教學和集中實習。二、師資生在教學技巧之專業成

長為：瞭解教學活動必須呼應教學目標及結合學生生活經驗，並能妥善運用引導討論、

合作學習、溝通表達及教學媒體等教學技巧，最終以多元評量分析學生學習成果；師資

生在班級經營之專業成長為：師資生能制定合宜的班級規範及獎勵制度、習得建立良善

的親師生關係之技巧，並以適性輔導化解突發狀況。因此，「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

確能有助於師資生在教學技巧及班級經營上之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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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hrough Collaborative Mentorship in Educational 

Practicum Courses

Zhou Fang ＊　Sheei-Jen Chou

Abstract

The “Co-mentorship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um” Course is a course which combines the concepts of 
team teaching and mentoring in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teaching practice courses are jointly taught 
by the practicum course professors and the practicum course teachers. The teachers and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form a mentoring relationship and, conduct this course on a mentoring basis. In this study, 41 pre-
service teachers, six practicum course teachers, and two practicum course professor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entorship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um Course.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operation model of the 
“Co-mentorship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um” Course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It also investigated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is 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e internship course consists of two parts, in-classroom and out-of-classroom. The former 
establishes the basic concept, teaching preparation, reflection and review; while the latter offers three-
cycle teaching and intensive practice. 2.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result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eaching 
skills are as follows. They understood that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should map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ntegrate students’ living experiences. In these activities, they were able to properly use various teaching 
skills, such as guided discussions, cooperativ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teaching media, and then, 
analyze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multi-evaluations. In terms of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e-
service teachers in class management competency, they established appropriate class policies and set up 
reward systems. In addition, they learned the skills required to build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through adaptive counseling. Therefore, the “Co-mentorship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um” Course can indee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both 
teaching skills and cla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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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目的為歸納「教學實習課程協同

師徒制」運作模式，以及瞭解師資生參與此

課程之專業成長。此課程結合「協同教學」

（team teaching）與「師徒制」（mentoring）
兩概念，由大學實習教學教授與附小實習教

學教師協同授課，並由實習教學教師擔任師

資生的「師傅」，以師徒制方式進行課程。以

下為課程規劃理論依據：

在協同教學方面，教學實習課程乃師

資培育之重點課程，其提供師資生轉換理

論與實務的場域，亦是師資生將所學用於現

場之展現（林進材、林香河，2013；周水珍，

2003；陳嘉彌，2003；周淑卿，2006）。然而，

現今實習課程存在困境，如不易尋覓實習學

校（林和春，2017）、大學與實習學校缺乏夥

伴制度（劉世雄，2016）、師資培育過程缺乏

對教學實務層面的關注（顏佩如、溫羚勻，

2016）等，不完善的培育制度導致師資生專

業成長受限。因應此困境，大學與中小學協

同教學，使師資生得以於現場應用其所習得

之教育專業，達成專業成長（古明峰，2013；
林淑梤、張惠博、段曉林，2009；蔡寬信、楊

智穎，2013）。 

在師徒制方面，師徒屬於相互交託之

關係，徒弟透過觀察及反思，從中獲得專

業知識（Coll & Raghavan, 2004; Ehrich, 
2013）。師資生（徒弟）經由實習教學教師

（師傅）示範與解說，反思、實踐及轉化信

念，最終將理論與實務連結，促進專業成

長（古明峰，2013；陳嘉彌，2011；黃泓霖、

劉唯玉，2013）。

「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依據上

述二概念，企盼提升師資生專業成長。綜合

饒見維（2003）、Evers、Kreijns 與 Van der 
Heijden（2016）、Smolin 與 Lawless（2011） 
對專業成長之定義，本研究將師資生專業成

長定義為：師資生在職前教育階段中，學習

教育知識、技能與價值觀，並將其用於教學

現場，進而強化教學品質與成效之成果。另

外，方金雅（2017）、陳國泰（2011）指出，

師資生在實習課程中較鮮明的收穫包含教

學及班級經營。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究師

資生在實習課程中「教學技巧」及「班級經

營」二面向之專業成長。

本研究以參與此課程之師資生、實習教

學教師以及實習教學教授為研究對象，採

半結構式訪談法及文件分析法進行探究。以

下為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

一、 研究目的

（一）歸納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運作

模式。

（二）瞭解師資生參與教學實習課程協同

師徒制之教學技巧專業成長。

（三）探析師資生參與教學實習課程協同

師徒制之班級經營專業成長。

二、 待答問題

（一）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之運作模

式為何？

（二）師資生參與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

制之教學技巧專業成長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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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生參與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

制之班級經營專業成長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 教學實習課程模式

周水珍（2003）、周淑卿（2006）、陳嘉

彌（2003）、Hu、Torres 與 Feng（2019）認為 
教學實習課程主要目的為使師資生學習整合

理論與實務。師資培育者應重視師資生在實

務中的學習，培育過程應深化臨床經驗，使

理論與實務得以連結（Darling-Hammond, 
2017; Darling-Hammond et al., 2017）。

多數實習課程包含「課室內」與「課室

外」二部分，前者進行於大學課堂中，涉及理

論探討、教學規劃、教案撰寫等；後者則進

行於實習學校，包含見習、試教、微試教與

集中實習等活動，分述如下。

（一）參觀見習

師資生至實習學校見習，熟悉教育現場

環境、結構及特性等，以提升教學技巧及運

作學校行政方面之能力（林進材、林香河，

2013；謝寶梅，2015）。

（二）微試教

微試教（microteaching）是利用模擬教

學來培訓及增進教學技能的方式。師資生在

模擬情境中，磨練臺風、講述技巧及熟練教

學，並由教授及同儕之立即性回饋，修改、

精進與反省自身教學。Parker 與 Heywood
（2013）認為在微試教中，實習教師在有經

驗教師的指導下檢閱困難觀點，並透過現場

反思而發展教學內容知識。

（三）試教

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將教學準備應用

於課堂。與微試教相異之處為：師資生不再

處於模擬教學情境，而是在真實情境中，與

學生面對面教學。

（四）集中實習

師資生連續二至三週全天至實習學校，

學習各科教學、班級經營、生活教育等包班

制教學及行政事務，以理解學校生態與脈絡

（林進材、林香河，2013；黃永和、郭美麟，

2012）。

（五）省思與檢討

藉由團體及小組討論、製作學習檔案

及撰寫省思札記等省思與檢討方式，提升

師資生覺知、批判、探究、頓悟澄清問題

等能力（周水珍，2003；徐綺穗，2013；陳

國泰，2011）。

綜上所述，雖各教學實習課程模式不

盡相同，然主要目的皆為使師資生經由各式

途徑及引導，習得更多教學實務知識，厚實

專業成長，使師資職前課程豐富且紮實。

二、 師資生參與教學實習課程之專

業成長

教師專業成長是教師在專業知能領

域的成長、發展與進步的情形（饒見維，

2003）；是教師學習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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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Evers et al., 2016）；是教師持續精進

與積極參與，將自身專業用於教學現場，以

強化教學品質與效果（Smolin & Lawless, 
2011）。將此概念用於師資生時，「師資生專

業成長」即指師資生在職前教育階段中，學

習教育知識、技能與價值觀，並將其用於教

學現場，進而強化教學品質與成效之成果。

師資生專業成長備受重視，而「教學

實習課程」又為職前階段中之重點課程，

本文歸納相關研究，發現師資生在實習課

程中之專業成長主要為「在教學技巧方面

之成長」及「在班級經營方面之成長」，整

理如下。

（一）在教學技巧方面之專業成長

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師資生在實

習課程中之教學技巧成長分為「課程與教

學設計能力」、「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

學」、「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分述

如下。

1. 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 

師資生初入實習課程時，傾向設計遊

戲式的趣味課程，營造生動的教學氛圍，然

而卻因此忽略教學目標。透過專家引導及

反思，師資生體悟：生動的教學氛圍不應為

設計課程時的唯一考量，而應以學習者為中

心，以教學目標為依據而設計課程（周鳳美，

2010；徐靜嫻，2013；陳國泰，2011）。徐靜

嫻（2013）研究發現，師資生在實習課程中

擺脫過去對教科書的依賴，習得教材分析、

比對與評估教案之方法，最終建構出對教學

方法與內涵的理解。 

2. 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 

師資生經由教師在教學後的即時回

饋，瞭解如何流暢進行教學、解決課堂中

突發狀況及應對方式等（陳美卿、周金城，

2019）。在溝通表達方面，教師必須給予明

確的指令，透過動作或口訣，幫助學生內化

學習內容（張甄玲、林靜萍，2012）。

在合作學習教學法方面，方金雅（2017）
指出師資生習得使用角色安排、競賽活動、

同儕競爭、異質分組等策略，提升學生專注

程度及培養主動學習之態度。此外，亦瞭解

到以「引導思考」取代「立即給予解答」，以

鼓勵學生自信表達。 

在教學媒體使用方面，將科技融入教

學得以達成事半功倍之教學成效（Hooker, 
Denker, Summers, & Parker, 2016）。陳美

卿、周金城（2019）亦指出師資生以 Plickers
即時反饋系統進行總結性評量，以即時洞察

哪些學生需要協助。 

3. 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  

黃永和、郭美麟（2012）指出實習課程

得以使師資生更瞭解適當評量之進行方式，

亦有多位學者提出師資生以多元方式進行

評量，如使用學習單（巫淑華，2016）、採用

遊戲及隨機抽籤以提升學生課堂參與感及

趣味性（方金雅，2017）、使用分組競賽，並

根據學生在競賽中的反應進而反思自身教學

（陳國泰，2011）。

綜上所述，師資生分析、比對與評估不

同教材，建構教學研究及教材分析的能力，

使用合適之教學策略，並藉由教具及教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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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輔助，清楚呈現教材。此外，師資生亦

習得以多元且適切的方式進行學習評量，並

根據評量結果進一步反思自身教學。

（二）在班級經營方面之專業成長

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將師資生在教學

實習課程中之班級經營成長分為「班級規範

與獎勵制度」、「親師生關係」及「掌握學生

差異進行輔導」，分述如下。 

1. 班級規範與獎勵制度 

在班級規範方面，師資生習得在教學時

應告知學生明確的課堂規範及指令，使其按

部就班完成課堂任務（周鳳美，2010）。在獎

勵制度方面，方金雅（2017）指出師資生除

習得班級規範對課堂秩序之重要性外，亦使

用鼓勵及獎勵之正增強策略，引導學生發揮

同儕間之正向影響，營造良好班級氛圍。

2. 親師生關係 

在師生關係方面，師資生觀察學生的

特質及學習狀況，作為班級經營基礎（方金

雅，2017），亦藉由師生對話，建立彼此信

任（周鳳美，2010）。在師生界線方面，陳

國泰（2011）指出師資生能體悟班級經營初

期應遵循「先嚴後寬」做法，避免為營造亦

師亦友的師生關係而使課堂秩序不佳。此

外，教師可使用聯絡簿、班親會及電訪等方

式作為親師溝通之媒介，教師應視聯絡內

容，選擇適當溝通媒介（方金雅，2017）。 

3. 掌握學生差異進行輔導

師資生知道教師應瞭解學生個別差異

以作為輔導基礎（周春美、沈健華，2007）。

陳國泰（2011）指出師資生初期面臨教學困

境時，常以自身視角揣測原因並試圖解決；

透過教師引導，才體悟到教師應理解學習

者真實需求，才得以為其提供適切之輔導。

王為國（2020）、陳彥廷（2014）、Jenset、 
Klet t 與 Hammerness（2018）發現，師資 
生難以掌握、預測和診斷學習者知識，因此

師資培育者應使師資生深入理解學生認知

思想、學習方式及困難。

統整以上，師資在實習課程中之班級

經營專業成長包含：班級經營初期，教師應

給予明確的指令與規則，亦可制定獎勵制

度以營造良好的班級氛圍。在師生關係方

面，許多師資生期待能建立良好的師生關

係，然而在過程中萬不可忽略師生角色定

位，必須適當拿捏分寸。此外，師資生亦習

得應以學生為中心，瞭解其個別差異及特

質，並根據個別差異調整輔導策略。

三、 協同教學及師徒制於實習課程

之應用

（一）協同教學

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是指由多

位不同專長教師合作，使學生擴增視野及

增加創意（朱春林，2019）、提高學習興趣、

態度與主動性（張德銳、高紅瑛，2002）、
習得跨域知識及合作態度（盧秀琴、洪榮

昭、陳芬芳，2019）。對於協同教師而言，

Twark、Franch 與 Vaughan（2018）研究指

出，教授與教師在協同過程皆有所收穫；透

過交流，教授瞭解到課堂活動創造性及新

的教學理念，教師的教學水準及自信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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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升。Burns、Hill、Danyluk 與 Crawford
（2018）則發現，在師資職前課程中，經由

協同教學，使師資生得以發展對課程與教

學的理解與認識，進而實踐於未來課堂。

以往實習課程多由教授規劃及執行，然

而受限於專業，教授對現場之瞭解遠不及現

場教師（顏佩如、溫羚勻，2016）。尤其實習

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因此近年來部分師資

培育大學會聘任中小學教師擔任協同授課

教師，引領師資生整合教育理論與實務。蔡

寬信、楊智穎（2013）提出，教授與教師彼此

溝通討論，共擬實習課程進行模式、評分標

準、教案撰寫格式及作業標準等，藉由大學

與中小學的合作，協同規劃實習課程，提升

師資生學習成效。

（二）師徒制

師徒制（mentorship）為「資深者」（師 
傅，mentor）與「資淺者」（徒弟，mentee）間

人際互動與交流的關係。Coll 與 Raghavan
（2004）認為師傅與徒弟的關係建立於一

同工作與成長之過程，屬相互交託的關係。

在專業成長方面，Ehrich（2013）表示師徒

制學習能使雙方在專業學習方面共同成長；

徒弟透過觀察與反思，從中獲得專業知識與

回饋，取得心理支持，增強自我信心。

將「師徒制」一詞用於教學實習脈絡，

係指由學校中有經驗在職教師為缺乏經驗

的職前教師提供輔導（Hudson, 2013）。在

實習課程中，師資生透過參觀、見習、試教

等途徑，將陳述性知識轉換為程序性知識

（周水 珍，2003）。此外，Gillett-Swan 與

Grant-Smith（2020）研究發現，在職教師在

實習課程中致力於實踐專業經驗，並關心師

資生求知渴望。Li、Sani 與 Azmin（2021）
指出，教師的指導及回饋對職前教師的教學

技能和教師專業精神有著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將協同教學及師徒制應用

於實習課程皆得以提升師資生學習成效，

促進專業成長。然而，鮮少學者同時結合

此二概念，除陳嘉彌（2011）曾提及透過師

傅、徒弟與教授在實習課程之合作、參與、

建構知能、反思與創新，得以使三方獲得專

業成長，達成三贏的師徒關係外，其餘多

數研究皆僅是分別論述協同教學及師徒制

在實習課程中之應用。有鑒於此，本研究之

實習課程結合此二概念，欲探究師資生經

由教授及教師之協同教學，以及經由師徒

制實習課程後之專業成長情形。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訪談法及文件分

析法做為資料蒐集方法，詳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身分有三，分別為師

資生、實習教學教師及實習教學教授，說明

如下。

（一）師資生

本 研 究 採 立 意 取 樣，以 2017 年 至

2018 年 修 習 課 程 之 107 級、2018 年 至

2019 年修習課程之 108 級，及 2019 年至

2020 年修習課程之 110 級，共 41 位師資

生為研究對象，經由實習教學教授推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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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中 32 位師資生之文件資料。此外，本

研究依照師資生之年級、組別、授課年段，

以及同儕或教師推薦，選擇其中 23 位師資

生為訪談對象。

（二）實習教學教師

經由 2 位實習教學教授推薦，邀請附小

6 位實習教學教師參與訪談。教師們除教學

經歷豐富，也皆擁有碩士學歷，對於教育理

論、教學實務經驗、學術研究及當代教育趨

勢等皆有一定瞭解。

（三）實習教學教授

本研究訪談 2 位實習教學教授，其指

導教學實習課程多年，亦皆曾擔任國小教

師，對教學現場、師資培育脈絡、專業課程

結構及教學實習課程皆相當熟悉。此外，教

授們與附小有多年的協同經驗，對實習課

程運作模式甚為瞭解。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為歸納教學實習課程協

同師徒制之運作模式，以及分析師資生

參與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之專業成

長。在歸納課程運作模式方面，本研究首

先參考課程大綱，並經由訪談教授及教

師，瞭解課程協同過程及進行方式，接著

再訪談師資生及參考相關文件，瞭解整

體運作模式。在分析師資生專業成長方

面，本研究透過訪談及分析相關文件，瞭

解其在教學技巧及班級經營方面之專業

成長。詳述如下。

（一）訪談法

訪談內容依照對象身分，分為三部分。

對師資生訪談主要提問為：

1. 這門實習課程的進行方式為何？

2. 在課室內課程時，您覺得教授對於你的教

學技巧及班級經營有哪些幫助？

3. 在課室外課程時，您覺得師傅教師對於您

的教學技巧及班級經營有哪些幫助？

4. 在課程中，您遇到那些困難？您如何解

決？教授及師傅教師如何幫助您？

5. 二學期課程結束後，您認為自己將理論與

實務連結的情形如何？

對實習教學教師訪談主要提問為：

1. 您如何與教授進行協同教學？過程為何？

2. 本課程目的為使師資生連結理論與實

務，您覺得本課程能培養師資生獲得哪

些成長？

3. 您如何指導師資生，使其得以連結理論與

實務？

對實習教學教授訪談主要提問為：

1. 您如何與教師進行協同教學？過程為何？

2. 本課程目的為使師資生連結理論與實

務，您覺得本課程能培養師資生獲得哪

些成長？

3. 您如何指導師資生，使其得以連結理論與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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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之文件為實習課程大綱，

以及師資生所撰寫之觀課紀錄、教案、同儕

試教互評表、三循環實習省思及集中實習

報告。觀課紀錄即師資生觀察教師及同儕

教學所記錄之重點；教案即師資生與教授、

教師及同儕討論後撰寫之課程計畫；同儕

試教互評表即師資生針對同儕教學之紀錄

與評價；三循環實習省思即師資生由三位師

傅教師身上習得之實務性知識與省思；集中

實習報告則指師資生集中實習時教學理念

的轉變、教學能力及班級經營方面之成長，

以及對未來期許等面向之省思。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訪談大綱為主要研究工具，

並以紙筆及錄音記錄。在編擬訪談大綱前，

為使訪談提問對研究目的有足夠解釋，本

研究除大量閱覽相關文獻外，更於 2017 年

1 月起進行非正式訪談，經由與師資生、教

師及教授間的對話蒐集相關資訊，進而建

立訪談大綱。

四、 資料處理

（一）資料代碼

訪談後，本研究首先將錄音內容轉

譯為逐字稿，再將逐字稿及相關文件依

研究對象身分、研究對象編號、資料獲

得方法及資料獲得日期分為四碼。在身分

方面，P 代表實習教學教授；T 為實習教

學教師；S 為師資生。在資料獲得方法方

面，I 代表訪談資料；D 代表文件資料。

舉 例 而 言，「P01-I-2018/1/1」即 實 習 教

學教授 01 號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訪談內

容；「T02-I-2018/02/02」即實習教學教

師 02 號在 2018 年 2 月 2 日訪談內容；

「S03-D-2018/03/03」即師資生 03 號在

2018 年 3 月 3 日撰寫之文件。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首先將資料依照對象、來源與日

期編碼。其次，依據主題進行分類（如課程

運作模式、教學技巧成長、班級經營成長），

並刪除與本研究目的不相關之資料，再將各

類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彙整各主題之資料，

最終撰寫成研究結果。

（三）資料檢驗

依三角檢核原則，將逐字稿及文件資

料進行三角檢證。為確認研究對象表達之

可靠性，本研究首先將每位師資生撰寫文

件（如 S1 師資生之三循環省思與集中實習

報告）相互比對，再核對其文件內容與逐字

稿。其次，將多位師資生之陳述交叉比對，

最後再將師資生、教授及教師所述相互檢

核。當發現逐字稿與文件內容不一致，或研

究對象之間表達內容相互抵觸時，便立即

與其聯繫，以釐清其意，減少詮釋偏差，提

高研究信實度。 

五、 研究倫理

本研究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且

資料僅用於本研究，無其他用途。在訪談時

為降低紙筆記錄造成之遺漏，採用錄音記

錄，並經受訪者同意後才開始錄音，且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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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權拒絕回應提問。在呈現資料時，使用

代碼保護研究對象隱私，並秉持客觀角度，

忠誠分析研究資料。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稱指導該門課之教授為「實習

教學教授」（以下簡稱教授）；稱指導該門

課之附小教師為「實習教學教師」（以下簡

稱教師）；稱參與此門課之大學生為「師資

生」。此外，由於「實習教學教師」與「師資

生」為「師徒關係」，因此師資生稱其為「師

傅教師」。

本研究綜合訪談內容及相關文件，歸納

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運作模式，以及師

資生教學技巧專業成長及班級經營專業成

長，分述如下。

一、 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運作

模式

實習課程主要目的為使師資生整合理

論與實務（周水珍，2003；周淑卿，2006；
陳嘉彌，2003；Hu 等人，2019），本課程採

協同教學，由教授及教師共擬課程模式、

內涵及評分標準等。師資生於每循環須撰

寫教案，由教授給予相關理論支持；由教

師審查教學設計是否合乎實務。待教學後，

再由教授及教師引導師資生省思與檢討，

以學習結合理論與實務。

教學實習課程包含「大學課室內課

程」（即課室內課程）及「小學教學現場

課程」（即課室外課程）。本研究透過訪

談及參考課程大綱，將課程運作模式整

理如圖 1。

圖 1　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課程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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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課室內課程

大學課室內課程包含「基礎觀念建

立」、「微試教與議課」及「省思與檢討」，

分述如下。

1. 基礎觀念建立 

在基礎觀念建立部分，教授引導師資生

瞭解課程學習目標、實習學校概況、實習教

學教師背景及課程進行模式。

在一開始跟我們說明，到國小實

習時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像是

怎麼與師傅教師溝通、怎麼解決

衝突、可以尋求哪些資源、之前

學長姊在實習時常會有的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事先想好怎麼避免，

這樣我們對實習課程就會先比較

了解。（S03-I-2018/01/17）

經由教授的課前說明，除使師資生對於

本課程的進行模式更具概念，對於教學現場

生態也有初步的認識，並預想往後實習中可

能發生的困境，進而構思解決之道。

2. 微試教與議課

進入班級試教前，每位師資生會在大學

課室內先進行約十五分鐘的「微試教」，此

時師資生將同儕視為小學生來進行教學，再

由教授及同儕給予教學回饋及改進方針。

上學期時的第一、二循環前都會進

行課堂前的試教…，可於正式教學

前，就能夠先發現自己可改進之

處，讓自己在正式教學時能減少失

誤。（S13-D-2017/11/16）

有一次微試教後，教授說我講話的

方式太過成熟，應該是要以對小學

生的講話方式來教學，所以之後我

調整了我的講話方式，幸好有教授

的提點，讓我在正式教學時不至於

太糟。（S03-I-2018/01/17）

微試教提供了預先演練的機會，經由

教授及同儕的回饋，師資生能在正式教學

前便修正課程，將課程調整至符合教學現

場之設計。此外，師資生在微試教後所獲得

的鼓勵，亦能降低師資生在正式教學前之

焦慮感。

3. 檢討與省思

三循環教學及集中實習後，教授與師

資生齊聚一堂，由每位師資生輪流分享在

實習課程中之收穫、成長、檢討、困境、解決

方法等，師資生彼此交流，反思自身教學。

老師會非常仔細針對每個班的每

一個同學，請大家先分享心得，

再針對每位同學的問題與回饋再

做追問…。非常紮實的在做省思

與回饋，也能讓我在結束整個循

環之後，能夠靜下心來好好的思

考、反省自己的教學與問題。

（S04-D-2017/11/16）

大學課室內進行之課程，主要由教授

帶領師資生進行教學準備、微試教、議課、

省思與檢討等。師資生認為，教授的課前

說明能降低師資生在正式入班實習前的焦

慮感，而微試教提供師資生模擬教學的機

會。此外，教授及同儕在議課中的立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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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能使師資生看見自身教學盲點，進而

修改及調整。在課程尾聲的團體省思中，

透過聆聽同儕們的教學省思，以及教授的

評論與建議，能促使師資生深入反思，達

專業成長。

（二）三循環教學

三循環教學主要由六位教師授課，在

每一循環中，師資生四至五人為一組，跟

隨一位教師學習，雙方為師徒關係。三循

環教學內容包含「觀課及議課」、「教學準

備」、「教學及檢討」。在一次循環結束後，

同組師資生換至跟隨另一位教師學習，此

過程共執行三次，因此稱「三循環教學」，

過程分述如下。

1. 觀課及議課

在觀課方面，教師會呈現較多元、精緻

的教學方式，提供師資生觀摩。T02 表示自

己在授課前會特別設計課程，以「討論」及

「探究」等多元教學策略呈現教學。此外，

由於自己為教學示範者，因此對自我的教

學要求亦隨之提高，期待自己能為師資生

示範更精緻的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及班級

經營技巧，無形中提升了專業成長。

被觀課和沒被觀課是有差異的…，

因為要被觀課，所以在課前就會

針對教學做準備。…也會期待自

己能減少使用「講述」的方式，

而多以小組討論、探究的方式。

（T02-I-2017/11/27）

在議課時，師生以提問、解說、討論等

方式，釐清師資生方才觀課時產生之疑問。

我會在議課的時候提出我的疑問，

像是老師為什麼會這樣分組？組

內各個角色的任務是什麼？…只

要是在觀課時有不懂的地方，我

都會在議課的時候問師傅老師。

（S26-I-2018/01/17）

透過觀課，師資生能習得不同教師之教

學風格、技巧及班級經營方式；而議課則具

有釐清與解惑之功能。

2. 教學準備

觀課及議課結束後，師資生須於下次

入班時進行教學。在教學前，師資生須依據

課程內容撰寫教案，並參考師傅教師教學模

式，再將教案交由教授及教師批閱，在大學

課室內進行微試教後，始得入班教學。S08
表示自己在三次循環中，自己的課程設計能

力逐漸增加，他提到：

甚至在第三循環時，初稿就讓師

傅老師審核通過，當下真是令人 
不敢置信，同時也非常感謝第

一、二循環師傅老師給予我們的

磨練與建議…才能使得我們對於

教案的掌握度更加熟悉、明確。

（S08-D-2017/11/16）

師資生表示初期對於課程較無信心，教

案須經過多次的修改才能獲得教師們的肯

定。然而在修改過程中，師資生也逐漸掌握

課程設計技巧，亦從教師們給予的正向回饋

中找回自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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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與檢討

完成教學準備後，師資生開始入班教

學，此時教師及同組師資生為觀察者，不提

供教學協助，僅在教室後方觀課。在教學檢

討時，教師剖析、分類師資生的教學優缺

點，並依其程度提供合適之改進方向及更

佳的教學策略。

不用一次到位，但至少改善部分，

比如他的黑板的分配佈置是有問

題的，所以我就要你先學習怎麼樣

去分配黑板的版面…，我會按照每

個人不同的程度跟狀況，希望他能

夠優先做改善，然後慢慢的加深。

（T06-I-2017/12/07）

師資生會依照教師提供之回饋，修正缺

失並調整教學，再將所學應用於下次教學。

我們在教國語時是用人、事、時、

地、物來帶學生抓取課文大意，

師傅老師在議課時便提出，其實

在高年級應該以更高層次的方式

來引導學生，老師讓我們看了她

之前做的學習單，包含九宮格、

心智圖等等引導方式，我們才恍

然大悟原來有很多策略可以用。

（S03-I-2018/01/17）

師資生在三循環教學中學習三位師傅

教師不同的教學風格、各式課程設計、教學

策略、班級經營等實務性知識，並且探索自

己的教學風格，初擬教師圖像，為「集中實

習」奠定基礎。

（三）集中實習

師資生二人為一組，進入同一班級進

行為期二週的「集中實習」。在此期間，師

資生為班級主要教學者，教師則扮演引導

者、觀察者及回饋者等角色。「教學準備」、

「教學及班級經營」及「教學檢討」三部分，

分述如下。

1. 教學準備

相比於三循環教學，師資生在集中實習

時的教學準備更重視班級經營，多位師資生

皆提到自己花費更多的時間構思班級經營方

式，例如 S25 提到：

觀課之後我們有事先請教師傅

老師很多事，像是班級規範、

獎勵制度、班級座位分配…。

（S25-I-2018/01/17）

T01 則希望師資生增加入班觀摩的次

數，以瞭解班級運作模式。

我會希望他們提早到班，我會跟我

的實習生說，你們有空就來，我會

讓你先改作業，當你改作業的時

候，你會知道這個班級經營的作業

是怎麼出的。（T01-I-2017/11/28）

在備課方面，師資生會在教學前共同

備課，共同備課成員不限於同班的實習夥

伴，教授相同領域、相同學年的師資生亦會

共同備課。

我們雖然教不同班，但是因為教

的科目一樣，所以會一起備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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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想學生在解題時可能有哪些迷

思概念、如何幫學生釐清迷思…。

（S13-I-2018/06/12）

2. 教學及班級經營

師資生完成教學準備後，便開始進行

為期二週全日集中實習。集中實習教學又分

為「課堂教學」及「課間教學」。在「課堂教

學」方面，師資生認為集中實習時的教學比

三循環教學更具彈性，能將在前一堂課教

學時的缺失，修正於下一堂課中。

在這堂課中上不完的內容，我可

以在下一節課中補齊；這節課沒

講清楚的概念，或是講法錯誤，

我可以在下節課中修正並補強。

（S04-I-2018/01/16）

在「課間教學」方面，師資生須進行

課業輔導、矯正學生偏差行為、指導整潔

活動等。

下課時要處理學生的糾紛，教導他

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是正確的情

緒表達方式…也要指導掃落葉、倒

垃圾。（S25-I-2018/01/17）

在班級經營方面，許多師資生表示自己

在集中實習中習得之班級經營技巧遠多於在

三循環教學中之所學。如 S17 透過親身體驗

而更加瞭解班級運作方式，他提到：

進入教學現場實習之後發現，真

正看到更多的是班級經營的方

法，包括晨光時間、午休的管理，

還有放學前的班級溫馨時間…。

（S17-D-2017/12/19）

如上所示，三循環教學與集中實習之

主要差異為，師資生在三循環教學著重於

學習教學技巧，而在集中實習時除需教學，

也需包辦班級內大小事務。針對此，教師認

為集中實習提供師資生磨練班級經營技巧

的機會，因此將「提升班級經營的能力」視

為師資生在集中實習中應達成之主要學習

目標。

3. 教學檢討

教學結束後，師資生與教師共同檢討

教學，教學檢討能使師資生快速發現教學

問題，並針對問題進行修改與調整，將其應

用於下次教學中。如 S13 經由師傅教師的

提醒，意識到自己的教學進度落後，經立即

調整後才達成有效教學。

我照著老師的意思來調整，後來發

現如果我當初沒改的話，真的會

來不急，好險當時老師有提醒我。

（S13-I-2018/06/12）

S06 師資生則感受到理想與現實之間

的差距，他表示：

實習的期間，教案的修改卻沒有停

過…，每次上完一節課，與師傅老

師議課時，就會有新的收穫…，像

是沒注意到的迷思概念、概念的講

解與學生做題目時的步驟化，這些

都是我在實習前完全沒有思考到

的。（S06-D-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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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寬信、楊智穎（2013）指出，透過「教

學」、「觀課」、「省思與討論」及「再教學」

等循環歷程，得以使理論知識和教學技巧

在短時間內提升；此外，教師及同儕給予之

即時回饋，使師資生瞭解修改教學之方向。

在本研究中亦是如此，師資生認為在觀課、

教學，以及教學檢討等過程中，經由師傅教

師及教授的引導、同儕間的分享與切磋，以

及每日省思等方式，師資生能在教學後，立

即發現應改進之處，構思解決之道，進而

實踐於下次教學。

二、 師資生教學技巧之專業成長

師資生在實習課程中習得之教學技巧

主要包含「課程與教學設計」、「教學策略」

及「以多元評量分析學生學習」，分述如下。 

（一）課程與教學設計 

師資生在課程設計初期傾向設計趣味

性課程，卻因此忽略教學活動與教學目標之

間的關聯性。透過師傅教師的引導，才瞭解

兩者須緊扣相聯，進而體悟到循序漸進的

課程編排方式有助於將教學活動聚焦於教

學目標。

師傅教師的數學教學都有一套流

程：佈題、釐清題意、討論、發表、

歸納…。（S10-D-2017/03/09）

究竟該如何才能運用有趣的課程

帶出完整的學習目標，而非只是玩

玩遊戲就過去了。為此，在設計

活動的過程中，要不斷的重複檢

視究竟活動有沒有符合學習目標。

（S23-D-2017/11/16）

此外，教學時應先把握學習主軸，再依

學生特質、反應、理解程度，隨時調整課程份

量，過多的學習活動反而會降低教學成效。

學生們並不會完全在老師的掌控

之下，因此應該設計成「主軸

鬆」加上「補充多」的教學活

動，當時間較多時就可以多補

充一點，而時間不夠就可以少

補充一些…時間掌控得更好。

（S02-D-2017/12/19）

其實我應該視情形刪減課程內

容，但卻因為我自己認為最後的

部分是我的教學重點而硬著頭皮

教完…，在課程設計上的安排就

必須要更優先注重於教學目標

的部分，明確知道自己的教學

重點為教學設計的優先考量。

（S40-D-2020/05/21）

在課程內容方面，將生活素材融入原有

課程，並以情境式佈題，不僅能使學生對學習

內容產生共鳴，引發學習興趣，亦能培養學

生解決問題之能力。

搭配課文旅行的主題，老師會

連結至畢業旅行，讓學生更深

入去思考旅行可能會遇見的

問題以及揣摩作者的情緒。

（S07-D-2017/03/09）

15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遵照老師的方式去做調整，學生

上課的反應也不錯，就算在課堂

上有孩子不懂，我也能舉貼近他們

生活的例子、經驗，讓孩子們能與

生活連結，得以更加快速的了解內

容。（S04-D-2017/12/19）

師資生過度重視課程的趣味性及教學

時的生動性，反而忽略教材內容的深究，以

及與教學目標之關聯性，此現象與周鳳美

（2010）、徐靜嫻（2013）、陳國泰（2011）等

學者之研究發現相符。然而透過師傅教師引

導及一次次的修正與調整，師資生設計課程

時會考量教學目標與學習活動之關聯性，習

得扣緊二者之技巧，在設計過程中亦會反覆

檢驗，進而規劃出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二）教學策略 

討論教學包含「引導」、「討論」及「理

答」等主要過程，教師應使用明確的引導

語，並透過師生雙向互動以理解學生的思

維。在理答時，教師可使用「多與學生對

話」及「尊重學生想法」的方式，化解學生

的答案不如教師預期之困境。

師傅教師請我們把引導語簡短化、

文字化，刪除多餘的冗詞贅字，也

把學習重點寫在黑板上…，使用

不同感官學習能增強他們的記憶。

（S09-D-2017/12/19）

我試著多與孩子對話…，當知道學

生的想法後，也較能站在他的角度

去解釋，從他的角度，也能發現其

他同儕也許會有一樣的迷思，這樣

才能從孩子的立場去幫孩子解答。

（S10-D-2017/12/01）

在合作學習教學技巧方面，合作學習能

使學生跳脫既有框架與視角，討論結果亦具

有檢核與比對自我之功能。分組時，教師宜

綜合學生的多項特質，並透過分配任務或角

色，激發學生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師傅教師並不是用成績來分組，

而是用孩子的品性，以及他們帶

領分組討論的能力、擅長之處所

區分，這對我之於「分組合作教

學的座位安排」有很大的省思與

改變。（S04-D-2017/12/19）

任務分組的形式讓學生在學習上

會有責任與成就感，每個人都是團

體中重要的角色，讓分組形式不再

只是組長與組員，每個人都強烈

的存在感。（S07-D-2017/03/09）

在溝通與表達技巧方面，師資生使用與

學生相似的溝通模式，以瞭解學生的認知發

展，並使用合適之音量、語調、語速、表情及

肢體語言，協助學生融入課程情境。

我採用了「激動上課法」，展現出

老師上課的活力，想要感染學生，

加上我使用了他們的語言，學習他

們會講出來的話、語氣，盡量地融

入他們，果不其然，真的奏效了。

（S17-D-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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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具使用技巧方面，師資生瞭解教具

具有清楚地展示、提升學生專注力、破除迷

思概念、掌握時間等功能。

我不喜歡寫板書，所以我在教數學

「重量」那個單元的時候，我本

來已經做好整節課的 PPT，但老
師在上課時就直接拿兩個秤給我，

要我直接用秤教，因為畢竟秤是

實際的東西，學生擁有實際的經

驗很重要。（S10-I-2018/06/07）

礙於心智圖的配置，可能會讓版面

很混亂，但是如果善用顏色作為區

分方式，就可以減緩混亂的程度，

也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目瞭然。

（S41-D-2020/05/28）

此外，師資生亦習得製作教具之技巧，

例如可以使用不同顏色來區分教學重點、種

類，以及排版位置等。S34 在進行數學領域

中「長方形」教學時，發現自製長方形教具

的長邊與寬邊比例錯誤，使學生產生困惑，

因此意識到製作教具時，須注意圖形比例的

精確性。

我做的長方形長寬比是 3：1，
因此應該將題目設定為長 12公
分、寬 4 公分，這樣才不會造
成爭議，也可以避免學生困惑。

（S34-D-2018/03/18）

在教學媒體使用方面，師資生習得善用

教學媒體能即時瞭解學生學習狀況，提升學

生理解力。

我自己做了 PPT動畫，讓平行
四邊形移動變成長方形，這讓學

生更清楚公式的由來，老師也說

我做的 PPT比廠商做得還好，
這是讓我比較有成就感的事。

（S05-I-2018/01/16）

綜上所述，師資生習得討論教學、合作

學習教學、溝通及表達、教具使用技巧及教

學媒體運用等。然而本研究亦發現，許多師

資生因缺乏學習者知識而不知如何回應學

生，如陳彥廷（2014）所述，師資生轉化課

程時不易預測學生之先備經驗。針對此，師

資生嘗試以各種策略改善此困境，例如以

溝通及對話瞭解學生思想、以生動的表達

引起學生注意力、以合作學習激發學生的

責任感等。

（三）以多元評量分析學生學習 

師資生瞭解實施多元評量之益處，例如

自我評量具有檢視自我學習之功能，同儕互

評能促進彼此之切磋。

互評讓學生的自主性提高，也能培

養學生自行解決問題或求助的精

神。（S07-D-2017/03/09）

請同學寫出組內表現最好的兩位

同學，此題有兩個用意，其一為

同儕互評，其二為若發現自己對

課堂內的教學內容還尚未完全理

解，可以找自己填寫的兩位表現

好的組員詢問，藉由合作學習、

同儕互相幫忙，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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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7-D-2017/03/09）

在差異化評量方面，師資生瞭解到，此

方法提供學生選擇與自己相符程度評量之

權利，進而培養檢視自我與精益求精之學習

態度。

老師讓學生自行挑選難易度不同

的作業卷進行評量，我思考著或許

藉由這樣的方式，能讓能力較差的

學生比較不會有挫敗感；能力較好

的學生也可以選擇較有挑戰性的

題目。（S27-D-2017/03/09）

在實施評量後，師資生分析評量結果，

瞭解學生學習情形、吸收程度及迷思概念

等。此外，評量結果亦可做為調整、改進與

省思自身教學之依據。

批改作業，不僅是「批改」，而

是要從中了解學生的吸收狀況，

可以從作業當中知道學生的迷思。

（S19-D-2017/12/19）

在改學生的作業時，發現還是有

很多的學生在課程中並沒有理解

到我所教學的內容，我除了馬上

修正我的教學方式與引導流程

外…也與老師討論如何加強、改

正我在教學時的不正確之處。

（S09-D-2017/12/19）

綜上所述，師資生習得以多元的方

式進行評量，如同方金雅（2017）、巫淑華

（2016）及黃永和、郭美麟（2012）之研究

發現。此外，亦如同陳國泰（2011）所提，師

資生體悟到評量的目的不僅為「評量學生

的學習」，教師也應分析與診斷評量結果，

探究學生的錯誤原因，並依此作為調整、改

進與省思自身教學的依據。而透過師傅教

師的引導，師資生能更快速且精準洞悉調

整方向。

三、 師資生班級經營之專業成長

師資生在實習課程中之班級經營專業

知識主要包含「合宜的班級規範與獎勵制

度」、「營造良善的親師生關係」以及「適性

輔導策略」，分述如下。

（一）合宜的班級規範與獎勵制度

師資生瞭解建立班級規範能維持良好

的課堂秩序，進而提升教學成效。建立規

範初期，教師應引導學生確實執行，避免過

度寬容導致違背原則。

在師傅教師的教學中，即使她面對

的是小學生，也很明確地告訴學生

不可以有錯誤的行為及態度…，我

想，或許我們常常低估了小學生的

學習能力…，我們卻普遍認為他們

做不到，因此給予過多的寬容與機

會。（S27-D-2017/10/19）

規範在經過確切的執行後，教師便能在

課堂中利用已內化的規範和默契，有效地引

導學生進行各式學習活動。

我發覺班級經營並不是一套制度

或原則，而是無形的融入在日常生

活中…，從日常作業、班級佈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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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培養等，一點一滴的養成孩子

的品格。（S08-D-2017/11/26）

各班間皆有不同的師生默契，也有

許多不同的口號，在一開始我相當

不熟練，也不曉得怎麼讓學生將注

意力放回我身上，直到習慣各班的

小默契，我才能抓住學生注意…。

（S12-D-2017/12/19）

在獎勵制度方面，合宜的獎勵制度能

營造良好的課堂秩序，並維持合適的教學

步調。制定獎勵標準時應重視「明確性」與

「公平性」；在選擇獎勵方面，也應注意「物

質性獎勵」與「社會性獎勵」之平衡。

老師建議我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講清楚規則，不要在討論的過程

中臨時改規則，會造成學生慌亂，

也容易使學生認為老師不公平，而

接下來的也因為加分的問題而無

法專心上課。（S11-D-2018/3/18）

獎勵沒了他們可能就失去了發言

的動力，改以社會性鼓勵學生多發

表自己的想法，當他的想法被肯定

後，所獲得的成就才能讓他不斷地

去動腦。（S12-D-2017/11/16）

周鳳美（2010）提出師資生習得應告知

學生明確的課堂規範及指令，使教學得以

順利進行。在本研究中師資生體悟到建立

班級規範之重要性，以及教師應避免過度

寬容，才能將班級規範內化於學生。在獎勵

制度方面，方金雅（2017）指出師資生會使

用正增強策略，營造正向班級氛圍；在本研

究中，師資生透過觀課及實際教學，體認到

適時給予社會性鼓勵能增強學生的正向行

為。而教師在規劃制度時，須考量物質性獎

勵與社會性獎勵間的平衡，進而抉擇最適

合學生之獎勵制度。

（二）營造良善的親師生關係

師資生嚮往建立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

藉由聊天、分享及閱讀學生日記等交流方

式，瞭解學生的想法及心理狀態。

這樣看似簡單的小作業，讓老師

和孩子能慢慢的建立關係，並且

老師也能適時掌握各個學生的心

理狀況，更加靠近他們的心。

（S21-D-2017/04/27）

我平時也會透過早自習、打掃時

間、下課之餘與學生聊天…，開始

建立彼此的信任感。而也因為有這

樣的信任與默契，在班級經營上有

很大的幫助。（S04-D-2017/12/19）

在建立師生關係之際，亦須注意師生

角色平衡，在師生相識初期，教師便應明確

告知學生教師的原則與底線，並適時保有

彈性，以維持師生角色平衡。

我給學生的印象通常都是一個親

切的大哥哥而不是師長。我覺得身

為教師的角色應要與學生親近，但

在距離上的拿捏可能要再多下點

功夫。（S09-D-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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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要與學生建立好規則並且

不輕易被打破原則，當個內心激

動但外在穩定的老師，溫柔從容

優雅但有原則、亦保有彈性。

（S05-D-2017/11/16）

在親師關係方面，師資生瞭解到親師

應為互助合作之關係，親師溝通時應視事件

的種類、輕重緩急，選擇合適之溝通媒介；

闡述事件時，則應以提醒、告知、陳述事實

為主，避免加入過多私人情緒，以營造良好

親師關係。

在我們集中實習期間，除了看到處

理上課的事情以外，老師也要適時

與家長聯繫，利用電話或是聯絡簿

的溝通，更有效的處理學生的事

情。（S11-D-2017/12/19）

在溝通時盡量以提醒、告知為重

點，切勿與家長爭辯理念或教育

方式，但一定要告知學生的行為

狀況以及其可能對未來的影響。

（S07-D-2017/12/19）

本研究發現，如何界定師生關係的界

線、角色平衡，以及分寸拿捏，是許多師資

生面臨的困境，過於親密的關係容易導致師

生關係越界；過於嚴肅則造成關係疏離。如

同陳國泰（2011）指出，師資生瞭解應遵循

「先嚴後寬」做法，避免為營造亦師亦友的

師生關係而導致學習成效不佳。同樣地，本

研究之師資生亦能瞭解教師應明確告知自

己的原則，同時保有彈性，以達成師生界線

中之平衡。

（三）適性輔導

師資生瞭解教師應具備敏銳的觀察

力、臨機應變能力，以及調解突發狀況之能

力。在進行適性輔導前必須覺察學生的個

別差異。 

不同的孩子在能力上有差異，所

以在平日也要花很多心思去了解

每一位學生的特質以及程度。

（S24-D-2017/03/09） 

S27 則透過觀課，瞭解到教師應根據學

生能力間的差異，給予不同的學習標準。

我了解到，雖然班級內有既有的規

定，但是教師還是可以依照不同個

性的學生，給予不同的標準及要

求。（S27-D-2017/03/09） 

當不同特質學生起衝突時，教師也須臨

機應變，依其特質調整輔導策略，以適性輔

導化解突發狀況，如 S11 描述了自己根據學

生特質來處理衝突事件。

因為她個性比較倔強，在溝通時不

願正視我，我也盡量用鼓勵的方式

告訴她應該怎麼改進…，讓她們了

解老師是在乎她，才會希望她改

變。（S11-D-2017/12/19）

當情緒障礙學生與同學發生衝突時，

S06 以冷靜的態度及俐落的行動，維護學生

的安全。

打人的同學就撿起地上被丟的削

鉛筆機往她身上丟，當下我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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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趕快把削鉛筆機擋掉，慶幸的

是我有擋到，而整起事件也沒有人

受傷。（S06-D-2017/12/19）

如 王 為國（2020）、陳 彥廷（2014）、
Jenset 等人（2018）所敘述，師資生應理解

學生認知思想、學習方式及困境等學習者知

識。本研究之師資生領悟到，教師須有敏銳

的觀察力及臨機應變能力，洞察學生特質，

進而調整輔導策略。此外，學生在課堂中之

表現並無法完全符合教師之預期，因此教師

除須擁有教學能力外，也應有具備調解學生

突發狀況之能力。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根據結果與討論提出以下結論。

（一）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之運作

模式是由教授及教師共同擬定，

師資生在由教授主導之「課室內

課程」學習教育基礎並進行省思；

在由教師主導之「課室外課程」

學習教學技巧及班級經營方法。

在教學實習課協同師徒制中，實習教學

教授與實習教學教師為協同關係；實習教學

教師與師資生為師徒關係。在課程實施前，

教授及教師會共擬課程目標及模式。實習課

程包含「課室內」及「課室外」課程，課室內

課程包含基礎觀念建立、教學準備、省思與

檢討；課室外課程包含三循環教學和集中實

習。其中，師資生在三循環教學時著重於學

習教學技巧，在集中實習時則同時學習各種

教學策略及班級經營方法。

（二）師資生教學技巧之專業成長包含

「課程與教學設計」、「教學策

略」及「以多元評量分析學生學

習成果」。

在「課程與教學設計」方面，師資生瞭

解到，教學活動必須呼應教學目標並結合學

生生活經驗。在「教學策略」方面，師資生習

得妥善運用引導討論、合作學習、溝通表達

及教具與教學媒體等策略。在「以多元評量

分析學生學習成果」方面，師資生能根據多

元評量結果，省思、改進與調整自身教學。

（三）師資生班級經營之專業成長包含

「班級規範與獎勵制度」、「親

師生關係」及「適性輔導」。

在「班級規範與獎勵制度」方面，師資

生瞭解應確切執行班級規範，才能將規範

內化於學生；在規劃獎勵制度時，也應考量

物質性獎勵與社會性獎勵之平衡。在「親師

生關係」方面，師生關係應在原則與彈性之

間取得平衡，而親師關係則應為合作之關

係。在「適性輔導」方面，教師應有敏銳的

觀察力與及臨機應變能力，視學生特質而

調整輔導策略。

綜上所述，師資生認為藉由實習教學教

授與實習教學教師之協同教學、與師傅教師

間的意見交流及專業對話，以及在教學前、

中、後的自我省思等專業成長途徑，使自己得

以聯結理論與實務，進而獲得教學技巧及班

級經營等教學實務性知識，提升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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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根據結論，本研究有以下兩點建議：

（一）建議師資培育大學增加師資生入

班觀課次數，及增設「三循環教

學」

本研究提供兩點建議於師資培育大學 
：第一，增加師資生入班觀課之次數。本研

究之師資生及實習教學教師皆表示企盼增

加師資生觀課次數，避免到集中實習才瞭

解班級運作及常規。其次，師資培育大學可

嘗試於實習課程中增設「三循環教學」，其

優點在於：使師資生得以學習不同教師教

學風格，進而探索自身風格。此外，單堂教

學模式使師資生專注於精進教學技巧，在

之後集中實習階段中，由於已有先前教學

技巧奠基，師資生此時便更能聚焦於學習

班級經營方針。關於設置「三循環教學」，

建議可依序於每循環中安排低、中及高年

級教師作為實習教學教師，使師資生體察

各年級學生認知發展，習得並運用合適之

教學策略。此外，亦可邀請不同教學風格之

教師擔任師傅教師，提供師資生探索自身

教學風格之參考。

（二）進一步探討協同歷程，及實習教

學教師任教意願、需求與壓力

在歸納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方

面，本研究主要聚焦於歸納課程流程及內

容，而未觸及探討協同歷程、角色與互動

機制等。然而協同歷程亦是影響實習課程

之重要因素，期盼後續學者加以探究。此

外，本研究訪談實習教學教師時，許多教

師表示：教師工作繁瑣，在有限時間內兼

顧教學與指導師資生乃一大難題，亦是導

致部分教師不願主動擔任指導者之因素。

然而「實習教學教師素質」關乎「師資生

專業成長」，若愈強化師資生專業成長，勢

必須選擇優良實習教學教師，而如何提升

實習教學教師擔任意願？實習教學教師需

求為何？實習教學教師有何心理壓力？此

乃現今研究主題中較少探究之議題。本研

究認為此議題具有研究價值，建議後續研

究可朝教師心理壓力、需求、困境等面向

來探究，瞭解其真實需求，再提供於大學

及相關政策制定者參考，企盼能於師資培

育大學、實習學校及師資生三方達成三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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