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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第 16 卷 1 期 
論文內容簡述及研究建議 

歡迎下載全文 http://www.journals.com.tw/jtepd/contents/journal-list.jsp  
一、師資培育理論與實務：                                                                                                     
◎作者：方舟 周水珍 
〈教學實習課程協同師徒制師資生專業成長之研究〉 

[本研究結合「協同教學」及「師徒制」兩概念，由實習教學教授及實習教學教師協

同教學，以師徒制進行教學實習課程，並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及文件分析法進行相關

研究。此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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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教師主導之課室外課程學習教學技巧及班級

經營方法。研究結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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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兩點建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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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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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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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教學實務研究：                                 
◎作者：劉堯馨 林子斌 
〈雙語教育推行之探討：以臺北市一所雙語實驗課程國中為例〉 

[透過質性個案研究的方式，並以「沃土」雙語模式為分析架構，探討雙語實驗學校

如何透過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以及雙語教師增能來發展並培育雙語教學團隊。研

究結果發現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之組成需為本國籍英語教師搭配學科教師；此

外，雙語教師增能幫助教師提升自我效能感並精進教師的雙語教學技巧，而在內容

與管道上必須多元化並賦予更多彈性空間。本論文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臺灣國

中階段實施雙語教育之省思與建議。 

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對於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及後續研究共三方面建議：（1）雙語實

驗學校在雙語教師增能活動辦理方面，宜包含英語語言能力增強，並推動雙語教師

專業發展社群，協助媒合並維持其運作，給予每一個社群一位本國籍英語教師。（2）
教育主管機關應給予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相關經費和補助；（3）教育部宜考慮增

加雙語學科教師以及陪伴雙語學科教師之英語教師之減課時數，而國內「沃土」雙

語教育模式可針對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之成員組成、運作模式及其於雙語教學之

應用，以及雙語教師增能活動類型、活動內容做更多的說明，增加該模式之實用性，

以使沃土模式更貼近於臺灣教育現場之真實情況。] 

三、教師教學實務研究：                                                  
◎作者：左榕 林意雪 
〈運用Lee Shulman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分析國小教師國語教學知識之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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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 Lee Shulman「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為架構，透過互動取向質性研究方

式，觀察四位國小教師經由教學轉化建構學科教學知識的歷程。研究發現包含：國

語教學須經教學前與教學中教法轉化、教學後省思三階段，具循環遞迴現象；教師

的學科內容知識、教學知識、學生特性知識是建構 PCK 的關鍵；教師先備知識、專

家教師介入，及教材、學校文化因素，對教師教學推理與行動皆有影響；國語教學

轉化須植基於課文本位等。該研究建議教師須增強學科內容知識，透過「國語教學

推理與行動模式」檢核教學，提升教學轉化能力，建構學科教學知識。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三點建議：（1）建構完整且有系統的國語學科內容知識，提昇

教師教材分析能力：敦請學者與教學專家，發展出一套完整有系統的國語學科內容

知識，使教師進行教材分析有所憑依。（2）加強教師教學知識：除了學科內容知識

外，教師須加強個人運用教學策略能力，理解及增強學生的先備知識，並養成省思

習慣，改進教學。（3）充實國語科教材教法內容：師資培育階段的「語文教材教法」

課程，或可依本研究發展出的「國語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進行教學] 

四、相關學術議題：                                                    
◎作者：陳經綸 陳建志 
〈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工作壓力與其因應策略之研究:以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

學為例〉 
[藉由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探討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工作壓力

情況並探究其壓力因應策略。研究結果發現：新北市公立小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

任行政職務有不同的壓力來源與種類，而其壓力因應策略可以分為理性解決、尋求

支持、自我調適、延宕逃避，並以尋求支持最常被使用。 

本研究亦根據其研究結果，對師資培育單位及現職相關單位提出相關建議。（一）對

師資培育單位的建議：（1）增設人際關係應對課程（2）在教育實習階段應落實行政

業務實務操作課程，如計畫撰寫或公文簽核等，培養教師行政業務的能力及基本認

識。（3）在師資培育階段所需要完成的檢定或認證，內容應符合教學現場需求，降

低學術專業知識的比例，增加基礎知識的廣度以符應現場教學需求。（二）對現職相

關單位的建議：（1）行政減量及制度改善：建議相關單位應在初任教師確認接任行

政職務並在就任行政職前，進行行政業務基本能力培訓課程，幫助教師熟悉行政業

務。（2）依照專業進行工作分配：過於專業的業務則建議相關單位直接聘請相關專

業人員入校進行服務。（3）設定兼任行政職務年資或提升待遇：讓較有教學經驗之

教師優先接任行政工作，或依照兼任行政組別的數量增加其行政加給薪資待遇。（4）
訂定業務交接規定：現職相關單位應強制訂定交接規定，並讓新任及舊任者的任期

能有一定時間的重疊以順利完成交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