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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終於到了最後一個階段，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段學歷，但開啟了我永生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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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三個感謝： 

壹、學習歷程最感謝的就是我的指導教授徐聯恩教授，除了論文的指導，更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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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感謝二位口委老師涂妙如主任及侯勝宗教授，在論文口試時給我實質的建議，

讓我走向行動研究，對我產生重大意義，在這行動研究過程中無比享受，同時也

滿意有這樣的成效。 

再來二個祝福： 

壹、祝福幫助我的貴人，我想在以後的幼教路上，一定能常常見你們的名字大放

異彩。 

貳、祝福我自己在未來領導幼兒園時，能將碩士班所學知識學以致用，並發揚光

大。 

最後一個願望： 

壹、期許自己未來在幼教之路能保有不變初衷，且擁有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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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以一所幼兒園為例 

摘要 

幼兒園教師經由行動實踐與團隊學習來增進專業成長，是幼教師專業發展的

新途徑。本研究為行動研究，目標在發展幼兒園適用的團隊學習式教師專業發

展方案。 

本研究歸納團隊學習式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核心，包括：做中學、專業對話

與自我省思三個要素，而團隊學習式的專業成長活動需要妥善設計。本研究以

強調實踐的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作為做中學的主要途徑；並以教室教學品質

評量表（CLASS）、左手欄與行動後檢討（ARR），作為輔助專業對話的工具。 

本研究蒐集行動研究中教師專業對話、教師日誌與研究者反思日誌，資料分

析主要結果如下：在運用團隊學習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方面：（一）教師提升對專

業成長之信心。（二）教師增進彼此間夥伴關係。（三）確認專業對話輔助工具

的效用：觀課使用 CLASS；議課、共同備課使用左手欄、AAR 回饋機制。（四）

過程中產生非預期結果，看見學校課程發展的盲點。（五）專業對話需要練習及

主持人帶領，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在行動計畫的檢討與反思方面：（一）個案教師無法立即進行專業對話狀態，

需經歷醞釀、鼓勵、激發、探詢、協助、反省的過程；進入專業對話的狀態後，

則會沉浸其中，忘我並產生亢奮感。（二）教師和主持人需事前準備，以強化專

業對話的深度及實用性。（三）主持人影響專業對話的成敗。主持人需掌握節奏、

適時回顧內容、提示、探詢、協助統整教師對話、檢視反思，融入新觀念並提

供學理支持。 

 

關鍵字：團隊學習、教師專業成長、行動研究、專業對話、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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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Learning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 

action research 

Abstract 

It is a new way for preschool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action practice and team learning. This study is an action study aimed at 

developing an appropriate team learning for preschoo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ore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team learning, which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learning by doing, professional 

dialogue and self-reflection. Additionally team learn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need to be properly designed.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practical lesson 

study trilogy as the main way to learning by doing and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CLASS), left hand column and After Action Review (ARR) are used 

as tools to assist professional dialogues.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i) Teachers improve their 

confidence in professional growth by using team learning. (ii) Teach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partnership with each other. (iii) Confirm the utility of professional 

dialogue: use CLASS for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use left hand column and AAR 

for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lesson preparation. (iv) Unexpected 

results in the process will be produced and the blind spots of schoo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ill be shown. (v) Professional dialogues need to be practiced and 

guided by the hos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For the in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action plans :(i) The case teachers cannot have a 

professional dialogue immediately before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cubating, 

prompting, inspiring, inquiring, assisting and reflecting. Once starting the professional 

dialogue, they will get excited, carried away and immersed in it. (ii) Teachers and the 

host should prepare in advance to enhance the depth and practicality of professional 

dialogues. (iii) The host is the key point to the result of the professional dialogue. The 

host should control the pace, review the contents moderately, give hints, inquire and 

assist to organize teachers' dialogues. Moreover inspect and reflect the professional 

dialogues, integrate new ideas and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Keyword: Team Learning、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ction Research、 

Professional Dialogue, Less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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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共分為四節，分別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與待答

問題、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限制加以說明闡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壹、研究動機 

研究者家中經營幼兒園，自進入幼兒園歷練三年以來，擔任過園內各種職位，

感受到每個職位看待事情的觀點與角度頗有不同。但無論如何，教師是幼兒教育

的第一線，教師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幼兒的學習與成效，所以幼教師的專業品質，

是最需要確保與定期檢視的。由於該園經營數十年來，迄未發展出教師專業成長

制度與文化，園內教師逐漸安於現狀，以致教學品質顯得停滯不前，最是讓研究

者懸念。 

另一方面，在幼兒園實務學習的三年間，研究者發現園所負責人經常強調，

園所若要永續經營，大家就要團隊學習。事實上，Senge（1990）早就指出，團

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的五項重要修練之一。團隊成員彼此交流學習，不但比個人

學習面向來得更深、更廣、更有效，對提升組織績效的效果也更為顯著。研究者

在碩士班求學歷程中，也見證了與同學對話及互動可以更快學到更多知識，同時，

同儕間形成互相學習風氣，更了解彼此之間的學習狀態，還能適時給予幫助，增

進同學情誼。因此，團隊學習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專業成長途徑，如果幼兒園教師

遇上教學困難，也能共同學習，攤出心中的假設、進行深度匯談，不但可以一起

專業成長，教師團隊的凝聚力會更為緊密，教學品質也能持續提升。 

尤其是，研究者在隨同教授參訪標竿幼兒園過程中，連續發現兩家標竿幼兒

園的受訪教師竟不約而同提及，園內教師間團隊學習對其個人專業成長歷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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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助益，在現場並明顯感受到園內教師互動親切緊密，這種相互支持的專業同

儕關係頗令研究者嚮往，也是讓研究者對幼兒園內教師的團隊學習產生研究興趣

的關鍵時刻。 

初步文獻回顧顯示，教師專業成長是確保教學品質與成效的關鍵要素，但目

前幼師專業發展的研究均侷限於個人角度，缺乏團隊學習途徑的研究，尤其缺乏

幼兒園教師團隊學習實踐的探究，因此，幼兒園教師如何透過團隊學習來促進其

專業成長，是當前值得深入的研究課題。 

貳、研究背景 

教師專業成長是確保教學品質與成效的關鍵。教師個人專業成長的主要方式，

包含閱讀相關書籍、參與研習與進修更高學歷，這類專業發展活動的資源豐富且

易於取得，但個人單向發展的作法，活動獨立而繁瑣，既不易克服個人認知上的

盲點，也缺乏實踐回饋與對話，成效受限。教師採取自我充實式的研習活動，若

在研習活動後，沒有針對相關研習做專業對話，難以釐清教師所學，確實可惜。

事實上，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與方式，正逐漸從過去單方面接收學理知識，演進

到尋求貼近實用的知識，教師渴望藉由實踐式的專業發展解決實務問題，提升教

學成效（謝鈴珊，2017）。行動實踐式的專業成長活動，包含嘗試不同教學模式、

參與研究計畫與做中學，是教師專業成長強度較高的方式（許翊婷，2016）。 

同儕互動式的專業發展活動能即時提供實務專業對話與回饋管道，比自我充

實式的專業發展更有助於解決實務問題（饒見維，1996）。而且，團隊學習的學

習範圍、人際互動、思考廣度、靈感啟發及學習策略皆優於個人學習（吳明烈，

2004）。同時，由於教師專業學習過程難免會遇上挫折，同儕間的支持與鼓勵，

將大幅提升專業成長的效果（饒見維，1996）。因此，團隊學習（同儕協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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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成長活動，將是透過行動實踐達成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途徑。 

團隊學習式的專業成長活動需要妥善設計，研究者經由文獻回顧將同儕協力

式專業成長活動的核心，歸納為專業對話、自我省思與做中學三要素。其中，強

調實踐的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即觀課、議課與共同備課，可作為教師做中學的

主要途徑（潘慧玲等人，2014）。 

其次，團隊學習中優質的專業對話，係以創造良好的同儕關係為前提。事實

上，個人因素、同儕因素、團隊因素與組織因素都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與

成效。學校及組織若要成為教師專業成長的助力，便需要建立人際和諧、成員相

互支持的文化與氛圍（林育瑋，1996）。但部分幼教領導者缺乏專業管理，教師

也不熟悉團隊學習方式，因此經常無法建立優質的團隊（賴怡秀，2006）。 

而建立專業對話機制，將省思與專業對話內容記錄下來，則有助於幼兒園的

知識分享及知識管理及良好的溝通文化，更有助於教師學習成長(謝鈴珊，2017）。

為了有效檢視專業對話，文獻中提供兩種適合的工具。其一為左手欄，是一種探

詢心智模式的技巧，了解內心有哪些隱藏的假設，主導了我們的談話，避免先入

為主的思維，並提升專業對話的技巧（Argyris，1990）；其二為 AAR 回饋機制，

是一種團體在行動中學習與反思的方式和機制，了解目標是什麼，過程中發生什

麼事，有效幫助成員進行反思與統整，提升專業對話的成效(Baird，2000；許婷

琬，2005)。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目標是發展適用於幼兒園的「團隊學習式教師專業發展

方案」，將以課堂教學研究為途徑，在良好同儕關係與溝通文化下，結合回饋機

制的深度匯談、省思與對話記錄，進行專業對話，來實踐團隊學習式教師專業發

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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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本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有以下的主要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探討幼兒園團隊學習的歷程與方式。 

二、探討幼兒園藉由團隊學習之專業對話達到教師專業成長。 

貳、待答問題 

一、行動研究中幼兒園團隊學習的歷程與方式為何？ 

二、如何藉由專業對話達專業成長成效？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研究範圍明確化，將本研究所提之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壹、教師專業成長（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教師透過專業學習與反思能力，參與各項正式與非正式的專業活動，來提升

專業知識、自我省思與人際互動，促進良好的教學品質（饒見維，1996）。 

貳、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團隊學習是藉由團隊成員共同思考與討論，攤出心中的假設，進而一起思考

學習，實現共同目標能力的一個過程（Senge，1990）。 

參、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 

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是指教師透過觀課、議課與共同備課的實踐，過程中教

師分享與交流，積累知識，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潘慧玲等人，2014）。 

本研究採用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作為教師團隊學習做中學的活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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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助專業對話之工具 

（一）教室教學品質評量表（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CLASS） 

教室教學品質評量表（CLASS）是用來觀察教師教室教學品質的一項工具，

將教師的教室內互動大別為情緒支持、教室經營、教學支持三個領域，以及正向

氣氛、負向氣氛、敏感度、重視學生觀點、行為管理、生產力、教學模式、概念

發展、回饋品質與語言模式共十個構面（La Paro & Pianta，2004）。 

（二）左手欄（Left-hand column） 

左手欄是一種探詢心智模式的技巧，了解內心有哪些隱藏的假設，主導了我

們的談話，阻礙了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目標，藉由察覺自身，使交談進行得更有效

益（Argyris，1990），是 Senge（1990）推薦之改善心智模式的具體作法。 

（三）行動後檢討(After Action Review，AAR） 

行動後檢討（AAR）是一種團體在行動中學習與反思的方式和機制，目的

是為了使成員在行動過程中學習行動目標是什麼、目標是否達成、過程中發生了

什麼、可從中學到什麼，可立即改善什麼的一種方式（Bair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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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是以行動研究進行相關研究，以下分別就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加以說明。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以台中市私立一所幼兒園之教學主任與現職教師七位（共八位）為研究對象，

本文將以化名小彼幼兒園呈現。 

二、研究內容 

  本行動研究為探討幼教師進行團隊學習達成教師專業成長，故研究者採用質

性研究，以行動研究進行觀察、資料蒐集與分析。 

貳、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是以教師為研究對象，在研究時程上，個案幼兒園在專業活動尚

須利用教師中午時段，因此時間的因素是本研究最大的限制。 

一、本研究為探討教師進行團隊學習達成教師專業成長，但由於時間的限制，因

此本研究以一所個案學校執行行動研究為主。 

二、研究者以自身學校為例，兼任園所接班人位置，在行動研究中，教師配合度

較為高，讓研究上較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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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會針對教師專業成長、團隊學習，進行分析、收集及梳理相關文獻，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教師專業成長，第二節為團隊學習，第三節為由團隊學

習促進專業成長。 

第一節 教師專業成長 

    研究者在臺灣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以題目搜尋「教師專業成長」共有 388

篇，其中幼教專業成長 35 篇，本研究選擇以 2000 年至今的 10 篇實證及 1 篇文

獻整理研究，進行本節之文獻探討。故本節將探討有關教師專業成長定義、內涵、

歷程、方式及影響因素與具體作法等相關研究。 

壹、教師專業成長定義 

教師的職業是一項專業的工作，教師透過專業學習與反思來提升專業能力，

促進良好的教學品質（饒見維，1996）。因此，教師更應具備不斷學習的特性，

將教師專業成長應具備的特性整理如下： 

一、主動積極性：為了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教師須具備主動積極的特質。 

二、方式多樣性：教師可選擇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參與正式與非正式活動，提升

自我能力。 

三、持續動態性：在教師專業成長過程中，透過自身經歷與環境互動、學習等，

亦需要不斷的自我反省思與改進，以增進教師在專業領域之能力。 

 由上述可知教師透過學習知識與反思等來提升專業能力，因此本研究將教師

專業成長定義為，教師主動參與正式或非正式的專業進修活動，追求專業知識、

提升自我省思與人際互動能力，以提升教學成效。教師專業成長的特性，包括：

主動積極、方式多樣與持續動態（劉淑娟，2012；許翊婷，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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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專業成長內涵 

 瞭解教師專業成長定義後，接下來將探討教師專業成長內涵。饒見維（1996）

指出教師專業成長共分為四種內涵，分別是：教師一般知能、學科專業知能、教

育專業知能以及教育專業精神。但劉淑娟（2012）指出，上述教師專業成長的四

種內涵較適合國小階段的教師，因為國小教師需熟悉各學科領域，但對於幼教師

而言，較無學科之間上的限制，因此將四種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歸納為專業知

能包含幼教課程與教學、兒童發展與輔導、班級經營、行政管理；專業精神包含

教師主動的學習態度、正確教育觀與價值觀；一般知能包含人際溝通能力、自省

能力、基礎知識與宏觀視野。下表為幼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 

表 2-1-1 幼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 

專業成長類別 主要內容 說明 

一、專業知能 1. 課程與教學 幼教相關專業知識、課程的設計及教學能力。 

2. 兒童發展與

輔導 

瞭解幼兒發展與學習，並協助建立幼兒正確的

概念。 

3. 班級經營 管理班級技巧及妥善處理幼兒班級事務的能

力。 
 

4. 行政管理 瞭解園務相關工作及熟知幼教相關法令等。 

二、專業精神 1. 積極主動的

學習態度 

充實自我、主動積極學習的態度及保有工作的

熱誠。                           
 

2. 正確教育觀

與價值觀 

具備正確的教育觀念與價值觀，並協助幼兒建

立正確的觀念。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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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類別 主要內容 說明 

三、一般知能 1. 人際溝通能

力 

應具備與家長和同儕良好的溝通，提升親師關

係及促進彼此成長。  

2. 自省能力 應具備自我反省能力，反省思考並不斷的修正

自己，提升專業上的能力。 
 

3. 基礎知識與

宏觀視野 

基礎知識與宏觀視野為教師在生活上應有的

常理與知識，並有深遠的見解。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編自劉淑娟（2012）。 

根據上表幼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所提，教師專業知能包含幼教相關專業知識

及課程的設計與教學能力、瞭解幼兒發展與學習並協助建立幼兒正確的概念、管

理班級技巧及妥善處理幼兒班級事務的能力、瞭解園務相關工作及瞭解幼教相關

法令等；專業精神包含充實自我及主動積極學習的態度與保有工作的熱誠、具備

正確的教育觀念與價值觀，並協助幼兒建立正確的觀念；一般知能包含具備與家

長與同儕良好的溝通，提升親師關係及促進彼此成長、具備自我反省能力，反省

思考並不斷的修正自己，提升專業上的能力、基礎知識與宏觀視野為教師在生活

上應有的常理與知識，並有深遠的見解。因此，幼教師的專業知能、專業精神及

一般知能都是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 La Paro & Pianta

（2004）指出，使用 CLASS 工具能觀察教室教學品質，將教師的教室內互動大

別為情緒支持、教室經營、教學支持三個領域，藉由 CLASS 來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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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 

教師專業成長是一種持續、動態的學習歷程 (蘇美賢，2011)。蔡培村、鄭

彩鳳（2006）指出，教師專業成長歷程有三種論點：週期論為採用教師年資或年

齡作劃分，以直線的時間理論探討教師專業成長中的特徵，歷程分為探索期、建

立轉化期、維持期以及成熟期（陳木金、邱馨儀、陳宏彰，2006）。階段論為採

用教師階段中有共同需求、心理特徵與態度作為劃分，歷程為探索期、建立轉化

期、維持期以及成熟期（Katz,1972）。循環論的歷程不是單一直線而進行，因為

教師個體發展是一種複雜且動態的發展模式，歷程為實習階段、新手導引階段、

能力建構階段、熱忱與成長階段、職業挫折階段、職業鞏固階段、職業低落階段

和職業結束階段。分別被「個人環境」與「組織環境」這兩個因素所影響。下表

為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三論點： 

表 2-1-2 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論點表 

論點 定義及歷程 

一、 週期論（陳木

金、邱馨儀、

陳宏彰，2006） 

⚫ 定義：採用教師年資或年齡作劃分，以直線的時間理

論探討教師專業成長中的特徵。 

⚫ 歷程：可分為探索期、建立轉化期、維持期以及成熟

期。 

二、 階段論

（Katz,1972） 

⚫ 定義：採用教師階段中有共同需求、心理特徵與態度

作為劃分。 

⚫ 歷程：可分為求生階段、強化階段、求新階段以及成

熟階段。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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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 定義及歷程 

三、循環論

（Fessler,1985） 

⚫ 定義：歷程不是單一直線而進行，因為教師個體的發

展是一種複雜與動態的發展模式。 

⚫ 歷程：實習階段、新手導引階段、能力建構階段、熱

忱與成長階段、職業挫折階段、職業鞏固階段、職業

低落階段和職業結束階段。分別被「個人環境」與「組

織環境」這兩個因素所影響。 

資料來源：引自蔡培村、鄭彩鳳（2006）。 

上表三種論點皆說明幼兒園教師在成長歷程中，難免會遇上挫折，藉由每次

的挫折，重新調整自我心態，進而成長。所以可得知教師專業成長歷程是一種動

態的模式(蘇美賢，2011)。而各階段均有其特徵，大多為第一階段的探索、第二

階段的強化、第三階段的創新與最終階段的成熟，研究者將教師專業成長階段及

其特徵整理如下表 2-1-3：  

表 2-1-3 教師專業成長階段及其特徵表 

階段名稱 階段時期 各階段專業發展特徵 

第一階段： 

導入階段、求生階段（林靜娟，

2008；王文英，2013） 

0～1 年 1.屬於適應環境的階段 

2.經常面對嚴重的挫折感 

3.需要有位資深的教師協助 

第二階段： 

求生期、強化階段、能力建立階 

段、虛心深思、做中學習（林芯 

伃，2007；林湘怡，2007；林靜

娟，2008；李芳菁，2009；劉淑 

2～3 年 

以上 

1.能整理教學經驗與心得 

2.有能力克服問題 

3.尚需充實專業知識 

4.尚需加強同儕的對話，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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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階段時期 各階段專業發展特徵 

娟，2012；王文英，2013；許翊

婷，2018） 

 與資深老師交換經驗與心

得 

第三階段： 

再生期、強化期、獲知階段、求

新階段、調整階段、在職進修階

段（黃文娟，2003；王旭萍，2004；

林湘怡，2007；林靜娟，2008；

李芳菁，2009；王文英，2013；

蔡淳方，2015） 

3~4 年 

以上 

1.探索幼教的新觀念及新教

學法等 

2.實證所學 

3.與資深的教師多學習的動

力 

 

 

最終階段： 

強化期、整合階段、成熟階段、 

熱切成長階段（黃文娟，2003；

王旭萍，2004；林靜娟，2008；

蔡淳方，2015） 

10 年以上 1.有信心自己的能力 

2.見解更高層次的問題 

3.分享自己的哲學觀與自我

省思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此可見，教師在每階段的特徵及時期皆不同，第一階段中需要適應環境，

經常面對嚴重的挫折感，需要有位資深的教師協助；第二階段能自行整理教學經

驗與心得、有能力克服問題同時需充實專業知識及加強同儕的對話，和與資深老

師交換經驗與心得；第三階段為探索幼教的新觀念及新教學法等、實證所學與資

深的教師多學習的動力；最終階段有信心自我能力、見解更高層次的問題與會分

享自己的哲學觀及自我省思。因此，如何協助教師進入到下個階段或提升該階段

專業成效，專業成長方式顯得極為重要，有必要探討教師專業成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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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專業成長方式 

    探討教師成長歷程後，進而探討教師以何種方式達到專業成長之成效。研究

者參考劉淑娟（2012）的教師專業成長方式表格，加以更新整理於下表 2-1-4： 

表 2-1-4 教師專業成長方式表 

 個人類型 同儕類型 

 自我充實式 行動實踐式 同儕互動式 

研究者 

(年代) 

廣泛 

閱讀 

書籍 

參與 

研習  

  

 

獲得 

更高 

學位 

撰寫 

省思 

日誌 

嘗試 

不同 

教學 

模式  

參與 

研究 

計劃 

做中 

學 

參與

教師

成長

團隊 

同儕視

導與專

業對話 

饒見維

（1996） 

 ✓  ✓  ✓  ✓ ✓ 

黃文娟 

（2003） 

 ✓ ✓   ✓  ✓            

王旭萍  

（2004） 

 ✓ ✓     ✓  

 

林芯伃  

（2007） 

 ✓      ✓ ✓ 

林湘怡  

（2007） 

✓ ✓   ✓   ✓  

林靜娟  

（2008） 

✓ ✓ ✓ ✓ ✓    ✓ 

李芳菁 

（2009） 

✓ ✓ ✓ ✓     ✓ 

劉淑娟 

（2012） 

✓      ✓ ✓ ✓ 

 

王文英  

（2013） 

✓ ✓ ✓     ✓ ✓ 

蔡淳方  

（2015） 

 ✓  ✓     ✓ 

許翊婷

（2018） 

 ✓ ✓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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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類型 同儕類型 

 自我充實式 行動實踐式 同儕互動式 

共計 5 10 6 4 3 3 2 7 8 

資料來源：改編自劉淑娟（2012）、許翊婷（2018）。 

 

由上述可探究教師進行專業成長方式多元，有個人類型及同儕類型，個人類

型中自我充實式有廣泛閱讀書籍、參與研習、獲得更高學位、撰寫省思日誌，這

類專業發展活動的資源豐富且易於取得，但個人單向發展的作法，活動獨立而繁

瑣，既不易克服個人認知上的盲點，也缺乏實踐回饋與對話，成效受限；個人類

型中行動實踐式有嘗試不同教學模式、參與研究計劃、做中學；這類專業發展活

動是教師專業成長強度較高的方式（許翊婷，2016），因為這類教師專業成長方

式，正逐漸從過去單方面接收學理知識，演進到尋求貼近實用的知識，教師渴望

藉由行動實踐式的專業發展解決實務問題，提升教學成效（謝鈴珊，2017）；同

儕類型中同儕互動式中有參與教師成長團隊、同儕視導與專業對話，這類同儕互

動式的專業發展活動，能即時提供實務專業對話與回饋管道，比自我充實式的專

業發展，更有助於解決實務問題（饒見維，1996），因此，可見團隊與同儕的重

要性。而探討教師專業成長方式後應探討其成效，以下為教師專業成長方式之成

效表: 

表 2-1-5 教師專業成長方式之成效表 

階段名稱 方式 成效 

第一階段： 

導入階段、求生階段（林

靜娟，2008；王文英，2013） 

1.與同儕視導與專

業對話 

2.參與研習 

1.提升解決班級經營問題 

2.提升解決事務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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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方式 成效 

第二階段： 

求生期、強化階段、能力

建立階段、虛心深思、做

中學習（林芯伃，2007；

林湘怡，2007；林靜娟，

2008；李芳菁，2009；劉

淑娟，2012；王文英，

2013；許翊婷，2018） 

1.與同儕視導與專

業對話 

2.參與研習 

3.加入教師成長團

隊 

4.獲取更高學位 

5.自我省思、寫教學

省思 

6.閱讀書籍 

7.嘗試不同教學法 

8.做中學             

1.提升解決班級經營問題 

2.提升解決事務能力 

3.提升教學品質 

4.提升親職溝通品質 

5.提升不同面向思維方式 

6.提升幼兒的學習表現 

7.提升幼教學理知識 

8.提升幼教專業能力:撰寫

專業刊物  

第三階段： 

再生期、強化期、獲知階

段、求新階段、調整階段、

在職進修階段（黃文娟，

2003；王旭萍，2004；林

湘怡，2007；林靜娟，

2008；李芳菁，2009；王

文英，2013；蔡淳方，2015） 

1.與同儕視導與專

業對話 

2.參與研習 

3.加入教師成長團

體 

4.獲取更高學位 

5.自我省思、寫教學

省思 

6.閱讀書籍 

1.提升解決事務能力 

2.提升教學品質 

3.提升親職溝通品質 

4.提升幼教學理知識 

5.提升整合觀念能力 

6.提升幼兒的學習成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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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方式 成效 

最終階段： 

強化期、整合階段、成熟

階段、熱切成長階段（黃

文娟，2003；王旭萍，

2004；林靜娟，2008；蔡

淳方，2015） 

1.與同儕視導與專

業對話 

2.參與研習 

3.加入教師成長團

體 

4.獲取更高學位 

5.自我省思、寫教學

省思 

6.參與研究計畫 

1.提高批判與省思能力 

2.提升統整教學的能力 

3.提升特殊教育專業 

4.提高親職溝通品質 

5.提高教學品質 

6.提升與人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中可知，僅有第一階段使用的成長方式較為單調，原因不外乎該階段

屬於適應環境的階段，經常面對嚴重的挫折感，需要有同儕協助或是研習活動下

的提升解決班級經營問題及解決事務能力。由此可見，不同階段的教師會使用不

同的專業成長方式，但唯一共通點是「與同儕視導與對話」此方式出現在教師各

專業成長階段，表示其方式適用於各階段歷程中的教師。事實上，同儕教師間的

支持與鼓勵，會大幅提升專業成長的效果（饒見維，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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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因素 

影響因素將會決定教師專業成長是為助力或阻力（林育瑋，1996），因此探

討教師專業成長方式、成效後，將探討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研究者將主要

因素分為：個人因素、人際因素、團隊因素與組織因素，以下為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的主要因素表： 

表 2-1-6 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表 

影響因素 實際因素 

個人因素 「教師個人信念與動機」：強烈學習新事物的動

機。 

人際因素 「同儕因素」：與同儕討論、激盪想法進而成長。 

「家人因素」：家人適時給予鼓勵及支持。 

團隊因素 「團隊氛圍」：團隊和諧、互相幫忙的氛圍。 

組織因素 「學校行政措施」：園所待遇佳。 

資料來源：改編自劉淑娟（2012）。 

不同於劉淑娟（2012）指出影響因素為：人的因素與組織因素兩類，研究者

實證後發現主要因素皆是個人因素、人際因素、團隊因素以及組織因素四類，因

此，加以細分，下表為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實證表： 

表 2-1-7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實證表 

研究者 

（年代）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 

饒見維

（1996） 

⚫ 個人因素:教師自身目標高有助於專業成長。 

⚫ 同儕因素:優質的同儕互動，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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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 

 ⚫ 組織因素:校長領導態度、方法理念皆影響教師專業成長。 

⚫ 團隊因素:教師凝聚共識高助於專業成長。 

黃文娟

（2003） 

⚫ 個人因素:教師個人信念與動機會影響教師成長。 

⚫ 人際因素:同儕與家人因素皆助於教師成長。 

王旭萍

（2004） 

⚫ 個人因素:教師不斷地學習與反省有助於教師成長。 

⚫ 人際因素:同儕是促進專業成長的因素。 

林芯伃

（2007） 

⚫ 人際因素:家人的鼓勵與支持，使她能夠在工作上成長。 

⚫ 組織因素:校內進修有助於成長，學校應建構學習型組織文化。 

⚫ 同儕因素:同儕互動學習成長有助於教師成長。    

林湘怡

（2007） 

⚫ 團隊因素：教師成長團體中學習到不同的教學方式，能更激發幼兒

創意的表現。 

⚫ 個人因素：自我負責的態度、積極正向的態度。 

⚫ 人際因素：家人的鼓勵與同儕鼓勵支持能促使教師成長。 

林靜娟

（2008） 

⚫ 個人因素：積極的學習動機、自我省思能力使教師成長。                  

⚫ 人際因素：家庭、高職老師、園長、同儕因素皆使教師成長。 

⚫ 組織因素：園所的鼓勵良好的氛圍促進教師成長。 

李芳菁

（2009） 

⚫ 個人因素：撰寫自我省思後會啟發做中學的能力，進而提升教師成

長。 

⚫ 人際因素：與同儕視導對話助於教師成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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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 

劉淑娟

（2012） 

⚫ 個人因素：強烈成長動機、虛心且負責心胸、自我調適及進行做中

學皆會累積教師經驗。          

⚫ 人際因素：同儕指導主題課程有助於教師成長。 

⚫ 組織因素：積極成長及民主開放氛圍可以幫助教師成長。 

王文英

（2013） 

⚫ 人際因素：同儕學習及對話有助於教師成長。 

⚫ 團隊因素：參加讀書會成長團隊，能使自己嘗試改變教學方式，從

中成長。 

蔡淳方

（2015） 

⚫ 個人因素：正向的價值觀與透過教學日誌的撰寫，培養老師自我省

思的習慣與責任，促進自我的成長。 

⚫ 人際因素：同儕適時給予鼓勵有助於教師成長。 

⚫ 組織因素：合理的報酬、組織的文化環境較容易培養出優秀的老師。 

許翊婷

（2018） 

⚫ 個人因素：教師個人信念與動機高，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 人際因素：同儕經驗交流，提升人際互動關係有助於教師成長。 

⚫ 組織因素：組織高彈性與自由度高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以上表格可見，每個人的影響因素皆不同，但人際因素中的「同儕因素」，

是多數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同儕因素對於教師專業成

長具有正向的影響力，與本研究目的探討團隊學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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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 

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非常多元，但因本研究目的關注在方式、歷程與成

效上，故研究者整理近年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方法、具體作法及成效之實證研

究。 

一、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方法 

研究者將教師專業成長之實證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整理如下表 2-1-8： 

表 2-1-8 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方法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饒見維

（1996） 

整理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  文獻 文獻整理法 

黃文娟

（2003） 

一位資深公立幼稚園教師專業成

長歷程之探究 

一位十五年年資之

幼教教師 

訪談法 

     

王旭萍

（2004） 

一位資深女性幼教老師的專業發

展歷程 

一位資深女性幼教

老師 

訪談法、文件收

集 

林芯伃

（2007） 

一位優質幼教師的專業成長歷程 一位優質幼教師 訪談法、觀察

法、文件檔案整

理 

林湘怡

（2007） 

一位優質幼教師的專業成長故事 一位優質幼教師 訪談法、觀察

法、文件分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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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林靜娟

（2008） 

一位優良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之

研究 

一位優良幼教師 訪談法 

李芳菁

（2009） 

教師專業成長歷程之個案研究 四位個案教師 訪談法、觀察

法、教學省思、

文件檔案 

劉淑娟

（2012） 

在專業發展園所中邁向開放之路

－一位幼教師專業成長之探究 

一位幼教師 訪談法、觀察

法、文件檔案 

王文英

（2013） 

一名原住民籍幼教師的教師角色

及專業發展之個案研究 

一位阿美族教師 訪談法 
 

蔡淳方

（2015） 

一位幼兒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成長

歷程 

一位幼教師 敘說研究法、訪

談法 

許翊婷

（2018） 

比較兩類進行專業成長的幼兒教

師在工作不同成長方式 

5 位積極參與專業成

長活動的幼教師 

5 位參與行動研究的

幼教師 

行動研究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以上研究可發現，十一篇實證研究都採用質性研究設計(一個文獻探討、

一個行動、一個敘說及八個案研究)，可顯示教師專業成長適合質性研究，因此，

本研究也將使用質性研究。以下為研究者整理教師專業成長實證研究中的教師專

業成長具體歷程、方式以及成效，如下表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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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教師專業成長具體歷程、方式與成效表 

研究者

（年代） 

具體歷程  具體方法 具體成效 

饒見維

（1996） 

適應期 

發奮期 

創新期 

統整期 

參與研習、撰寫省思日誌、

參與教師成長團體、同儕視

導與專業對話、參與研究計

畫 

1.提升教育專業能力 

2.提升人際溝通能力 

3.提升思考能力 

4.提升班級經營能力 
 

黃文娟

（2003） 

再生期 

強化期 

加入教師成長團體 

加入教師成長團體、獲得學

位、參與研究計畫、研習 

1.提升幼教專業知識 

2.提高教學品質及親師

溝通品質 

3.增加與同儕溝通能力     

王旭萍

（2004） 

獲知階段 

整合階段 

獲得專業學分、參與研習 

參加教師成長團體 

1.提升統整教學的能力 

2.提升特殊教育專業 

林芯伃

（2007） 

強化階段 加入教師成長團隊、研習、

與同儕對話 

1.提升不同面向思維方

式 

2.提升幼兒的學習成效

及發揮幼兒潛力 

林湘怡

（2007） 

求生期 

強化期 

嘗試不同教學法、閱讀書

籍、研習 

加入教師成長團 

1.提升教學品質 

2.激發幼兒創意表現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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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具體歷程  具體方法 具體成效 

林靜娟

（2008） 

導入階段 

能力建立階段 

在職進修階段 

熱切成長階段 

同儕互動 

廣泛閱讀書籍、 參與研習 

參與教師成長團體 

使用不同教學方式 

進研究所 

自我省思 
 

1.提高批判與省思能力 

2.提升解決班級經營問

題 

       

李芳菁

（2009） 

強化階段 

 

 

求新階段 

同儕視導、研習課程、閱讀

書籍、寫教學省思、獲取更

高學位。 

同儕視導、研習課程、閱讀

書籍、寫教學省思、獲取更

高學位 

1.提升教學技巧使教學

方式的多元化 

 

2.提升親職溝通品質 

 
 

劉淑娟

（2012） 

虛心深思、做中

學習 

參與團隊與同儕互動討論、

自我學習 、自我省思、做中

學 

1.提升幼教專業能力:

撰寫專業刊物 

2.提升整合教學方式 

王文英

（2013） 

求生階段 

強化階段 

求新階段 

研習、與同儕對話 

閱讀書籍、獲取更高學位 

加入教師成長團隊 

1.提升解決事務能力 

2.提升幼教學理知識 

3.提升整合觀念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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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具體歷程  具體方法 具體成效 

蔡淳方

（2015） 

調整階段 

成熟階段 
 

參與研習 

自我省思、與同儕對話 

1.親職溝通品質提高 

2.教學品質提高 

許翊婷

（2018） 

未有階段說明 
 

A 類:研習、同儕討論、研究

所 

B 類:研習、同儕討論、研究

所、行動研究  

 
 

A 類: 

1.提升與人互動關係  

B 類: 

1.提升内在成長  

2.提升知識建構的觀點  

3.提升自省能力幫助從

事工作塑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各階段運用不同方式亦帶來不同成效，且教師專業成長之具體

成效均符合專業成長之內涵，顯示教師專業方式是多元化的。但專業方式多為獨

立方式應用，尚缺乏整合、統整、併用的方式。而團隊式或同儕式可以統整及併

用教師所學，僅提出卻未深入探討，實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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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幼教師專業成長內涵有一般知能、專業知能、專業精神三大

內涵，而專業成長歷程有三種階段論，其階段大致可分四個階段，大多經歷挫折

與調適，並可大別為探索、強化、創新與成熟四個階段，而不同教師階段皆有其

特徵與發展的任務。幼教師專業成長的具體方式很多，可分為個人式（自我充實

與行動實踐）與同儕互動式，幼教師專業成長的成效顯著；而影響幼教師專業成

長的因素，包括：個人因素、人際因素、團隊因素與組織因素，故教師專業成長

可以選擇多元化且適合自己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但教師專業成長方式雖是強調多元化，但多為獨立方式的應用，尚缺乏整合、

統整、併用的方式。而同儕方式僅提出卻未深入探討，因教師不熟悉同儕方式，

且領導者也未提供共同學習的環境（賴怡秀，2007）。 

事實上，同儕式學習亦稱為團隊學習更能勝於個人學習（吳明烈，2004），

經由團隊成員相互的經驗分享、專業對話與接受回饋，可以幫助教師建立思路、

釐清迷思，並大幅增進專業成長的效果(Guskey,1995；Lieberman & 

Pointer-Mace,2008)，故研究者下節將深入探討有關團隊學習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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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團隊學習 

    研究者在臺灣碩博論文資料庫，以題目搜尋「團隊學習」共有 85 篇，將其

分類二大類（教育 54 篇與管理 31 篇)、九小類(教育篇的歷程個案 7 篇、領導推

動 7 篇、專業實踐 8 篇、組織效果 9 篇；管理篇的歷程與影響因素 18 篇、個人

效果 6 篇、領導推動 11 篇、組織效果 13 篇、社會資本 6 篇)，進行本節之探討，

故本節將探討團隊學習定義、團隊學習方式、影響團隊學習因素與團隊學習流

程。 

Senge(1990)指出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練為改善心智模式、自我超越系統思

考、建立共同願景以及團隊學習，而吳明烈（2004）也指出，團隊學習廣度優於

個人學習，其中團隊學習範圍多於個人學習範圍，所以團隊是否能發揮更大的效

果，成就更優質的團隊成果，乃團隊是否重視團隊學習，下表為個人學習與團隊

學習的差異表： 

表 2-2-1 個人學習與團隊學習的差異表 

                 項 目                  

分類 

個人學習 團隊學習 

學習範圍 私領域 公領域 

人際互動  少 多 

思考廣度  窄 廣 

靈感啟發  獨白式反省  互動式反省 

學習策略  個別式（例如直觀式學

習、自我導向學習等） 

團隊式（例如討論、深度

匯談等） 

資料來源：改編自吳明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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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團隊學習中人際互動、學習範圍、思考廣度、靈感啟發及學習策

略皆優於個人學習，在幼教師專業成長內涵中一般知能「人際溝通能力」及「基

礎知識與宏觀視野」皆符合團隊學習項目，故幼教老師可運用團隊學習達成專業

成長。 

壹、團隊學習的定義 

    從組織成長理論觀點來分析，團隊是組織學習的最佳單位（Senge, 1990），

為了建立優質園所關係，教師團隊學習更是協助教師團隊發展和達成共有目標的

重要因素。而在團隊學習的過程中，教師能瞭解彼此的想法，並公開自己意見，

相互激勵彼此的思維，激起新的創意，促使教師自我成長、系統性思考以及創造

共同願景，進而達到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成長。下表為團隊學習之定義整理表： 

表 2-2-2 學者對團隊學習的定義整理表 

研究者（年代） 團隊學習定義 

Purser & Pasmore 

（1992） 

團隊學習是提出問題、分享知識與概念、整合新知識、收

集資料、擴散新資訊等流程，為團隊共同新知識的建構。 

黃清海 （1999） 團隊學習中藉由團隊裡的成員瞭解彼此的想法，透過完

整、協調的學習方式，提升團隊思考和共同創新的能力。

當團隊成員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團隊整體能產生優質的成

果，個別成員的學習也比其他學習方式較快。 

倪士峰（2001） 

 

認為團隊學習是指團隊裡成員透過團隊的互動歷程，相互

激發成員的思考，交換成員的專業經驗與知識，達成專業

成長的成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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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年代） 團隊學習定義 

吳清山與林天佑 

（2002）  

 

團隊學習是指團隊成員在過程中不斷對話與討論，共同互 

相學習，產生共同智慧，培養團隊的共識，使團隊發揮出

最大的效果。           

余冠英（2008） 

 

團隊學習的定義為一群人基於學習的共同需求，透過團隊

學習的技巧與方法，在團隊互動的歷程中，彼此互相學習、

分工合作，達成共同學習的目標，並造成個人心智模式及

行為上的持久改變，也激發團隊整體的潛在智能，使團隊

發揮最大的效能。 

王楨綺 （2013） 

 

團隊學習是團隊成員經過自我經驗學習至團體發展，成員

彼此間從中提出問題、分享、整合到回饋，進而發展共同

目標及做出有效決策，不斷反覆此一的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學者所定義，研究者將團隊學習定義為藉由團隊成員共同思考與討

論，攤出心中的假設，進而一起思考學習，實現共同目標能力的一個過程，使團

隊效果高於個人效果（Seng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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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隊學習的方式 

  領導者缺乏專業知識，教師們也不熟悉團隊學習的方式，將無法建立優質教

學團隊（賴怡秀，2007）。因此幼兒園老師、園長們應該要瞭解團隊學習的相關

概念及適合方法。下表 2-2-3 為研究者整理近年團隊學習方式： 

一、Senge 指出的團隊學習方式 

Senge（1990）發表專書「第五項修練」中提出團隊學習方式分為深度匯談、

投影機與螢幕、眼罩練習、有技巧的討論、金魚缸討論法與錄影帶的金魚缸討論

六項如下表 2-2-3： 

2-2-3  Senge 的團隊學習方式表 

方式 內容 

深度匯談 1.歧見帶來混亂。 

2.面對衝突的根源。  

3.大容器中的探尋。  

4.激發出共同的創造力。 

投影機與螢幕 1.投影機說話（三人一組，一人為投影機，其餘兩人為螢幕）。  

2.螢幕說話，投影機聆聽。  

3.投影機重新思考（投影機向螢幕回報聆聽的感覺）。  

4.全體共同分享經驗。  

眼罩練習  進行深度匯談的團隊帶上眼罩討論，以加強聆聽的注意力。 

有技巧的討論 1.注意自身的意圖：確定自身在討論中得到什麼目的。  

2.兼顧主張與探詢。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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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內容 

 3.創造共同意義：措詞精準、刻意浮現每個字的涵義。  

4.將自覺當作溝通資源。  

5.找出大家發生歧見的原因。 

金魚缸討論法 1.建立關係（每兩位成員組成搭檔）。  

2.甲組在內圈（20 分鐘）：將座位分成內外兩圈，每隊搭檔派

一人參加內圈的甲組（進行問題的討論），另一個參加外圈的

乙組（擔任觀察評論員）。                       

3.第一次評論（五分鐘）：搭檔間交換與討論意見。  

4.重複 2.3.的步驟。  

5.乙組在內圈進行兩次討論與兩次評論。            

6.全體自我觀察，並下結論：全體就同樣的話題，進行討論。 

錄影帶的金魚

缸討論 

兩個團隊自行討論，並把討論過程拍攝下來，討論結束後，兩

組交換錄影帶，並將由錄影帶中觀察到的情況，向對方報告。 

資料來源：Senge（1990）。 

Senge 提出之方式可探究皆以對話及深度匯談為主，而深度匯談源自英文

Dialogue有學者翻譯深度匯談或對話，而對話中包括專業對話等方式（王松濤譯，

2004；鍾靜、姜佳伶，2017），因此，顯示團隊學習中「專業對話」是提供老師

們互動的機會，教師之間以自己的經驗、知識與同儕進行專業對話，達成教師專

業成長(李連成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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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同成長團體的團隊學習方式 

  饒見維（1996）與劉仲文（2004）指出，教師透過自我省思與探究中參與「協

同成長團體」的團隊學習方式，進而達到自我成長，協同成長團體是由一群七到

十位教師所組成，教師定期聚會，並在聚會時進行專業經驗交換、分享課程心得，

或討論面對的實務問題等等，以便促進教師的專業素養。協同成長團體的團隊學

習方式有讀書會式成長團體、問題導向式成長團體與主題中心式成長團體，如下

表： 

表 2-2-4 協同成長團體團隊學習方式表 

方式 內容 

讀書會式成長團體 教師固定在每週時間中聚會討論，過程中輪流進行討論讀

書報告、分享讀書心得。教師自由選擇喜歡的書在課餘時

間後閱讀，預先安排好分享報告的時間，每週一位教師報

告，再進行專業討論。 

問題導向式成長團

體 

每週選擇固定時間聚會。在聚會中，輪流提出現場面臨之

問題，或是曾經遭遇到的困難。在其他教師詢問相關問

題，可深入了解問題，透過集思廣益的討論，提出解決問

題的方式。 

主題中心式成長團

體 

每週選擇時間內聚會，聚會時針對某項主題進行討論，（例

如班級經營、教室管理與專業學科的教學方法內容）。教

師們針對一項主題持續討論。 

資料來源：饒見維（1996）。 

由上述協同成長團體的團隊學習方式皆以對話及自我省思為主，而教師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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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能力，是影響學校推動團隊學習及追求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因素，因此老師

應提高自身自我省思能力，主動追求教師專業成長(林春慧，2003)。 

三、張吉成(2000)指出七種團隊學習的方式 

張吉成(2000)指出七種團隊學習的方式會依照適用之情境而各有不同方式，

有遊戲與模擬、角色扮演、討論群、行動學習、訓練團體訓練與讀書會七種團隊

學習方式，各種方式可依團隊學習的需要，將學習範圍增大或縮小，以適合該團

隊實際上的運用。下表為張吉成的七種團隊學習方式： 

表 2-2-5 張吉成的七種團隊學習方式表 

方式  內容 

遊戲與模擬  

 

遊戲與模擬在實務運作上有一部分的重疊，採用此種方式

係在目標明確的引導之下，學習既有的事務工作或經驗。

可應用於商業經營、研究技巧、面談技能、策略選擇、作

決定等之模擬上，透過遊戲與模擬的機會，增加個人選擇

與作決策的練習機會。 

角色扮演  

 

強調參與者投入情境並扮演角色。其目的係在不同的情境

中，經由體會、觀察、想像與表達個人的態度與感覺，期

獲得洞見（insight），以發展個人的技能和瞭解工作內容

有那些技能與需求，諸如面談技巧、談判與會議的技巧等。 

討論群  

 

強調群體的討論活動。通常有一演講者演說後再進行討

論，亦有直接針對某一主題，由主席引導下採用對話方式

（dialogue）進行討論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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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內容 

行動學習  

 

用在小群體的會議，以及經常性的討論個人工作上的問題

或計畫，研討結果可立即用在現場情境所產生的問題之解

決上實驗練習。                           

訓練團體訓練  

 

訓練團體訓練又稱為敏感性訓練。強調成員在專家協助

下，經由群體中成員之互動，提升了解自己與他人行為的

能力，並且學習合理而適當的行為模式，進而調適自我的

觀念、態度與行為，以利於組織發展的需要。 

讀書會  

 

小型團體，針對某一主題採用對話方式進行研討，其方式

類同於小型的研討會或大團體的討論。   

資料來源：張吉成（2000） 

由上述表可見，做中學即是團隊學習方式之一，透過做中學得到專業上的知

識及學習成長（顧小清，2006；郭彩虹，2008；徐煥喆，2013）。綜合以上觀點，

團隊接受共同團隊任務後，啟動專業對話機制、自我省思能力與做中學。亦符合

劉淑娟（2012）指出，教師透過同儕對話、自我省思與做中學達成教師專業成長，

因此將幼教師進行團隊式學習與專業成長活動之核心，歸納為專業對話、自我省

思與做中學三要素。 

四、幼教師團隊學習方式 

在劉淑娟（2012）指出教師透過與同儕專業討論、自我調適與學習、自我省

思及做中學等方式，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而上述三種不同的團隊學習方式，可知

專業對話、自我省思與做中學皆屬於團隊學習主要方式，因此，本研究指出適合

幼教團隊學習方式為專業對話、自我省思、做中學。以下為幼教師團隊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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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對話 

    教師之間透過彼此經驗分享，得到他人的支持或及時性的協助；釐清、界定

與解決實際專業問題，就是專業對話(林育瑋，1996)。而專業對話中會使教師自

我反思教學經驗與理念整理(李連成等人，2014)。下表為專業對話方式表： 

表 2-2-6 專業對話方式表 

學者（年代） 專業對話的方式 

楊先芝 

（2010） 

1.透過學習工作坊與組織授能：學習批判省思與專業對話技巧。  

2.書寫省思札記：進行自我對話與專業對話。  

3.建立平等夥伴關係：培養專業對話的氣氛。  

4.善用核心團隊推動協同行動研究：有效縮短批判省思與專業對

話所需的轉化時間。  

5.強調專家、理論、新知與資源的介入與辯證：建立配套措施。 

李連成等人 

（2014） 

1.設定議題：共同對話，腦力激盪。  

2.塑造文化與氛圍：形成教師對話之空間。 

3.走動式管理：非正式對話，隨提供更多教學創意。 

4.廣納建言：與教師對話，校園巡堂、校園走察等，可觀察教師、

學生及觀課者皆能學習成長。 

5. 激發教師的榮譽感：「在早會與晚會分享」。 

資料來源：楊先芝（2010）、李連成等人（2014）。 

因此教師進行專業對話，必須是平等、信任的狀態，而共同備課時與同儕對

話，可增加教師間彼此專業對話、分享交流，亦可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另外輔

以 AAR 回饋機制能有效幫助團隊成員進行反思與統整，提升專業對話的成效

(Baird，2000；許婷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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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省思 

自我省思是一種內在對話的過程，教師透過自我對話的過程，將能有效地促

使教師針對不同教學觀點進行分析與評判，對相互矛盾或相輔相成的現象，進行

更深入的理解，採取適當之作為（池榮尉，2004）。引起教師自我省思來自於教

師撰寫省思日誌及與團隊進行專業對話（林育瑋，1996；張德銳、李俊達，2011），

以下整理自我省思方式為下表 2-2-7： 

表 2-2-7 自我省思方式表 

學者（年代） 自我省思的方式 

林育瑋 

（1996） 

教師透過自傳的方式來反省自我的成長歷程與心得，確實能協助

幼教師自我探究釐清個人教育觀，而調整個人專業實踐的行動方

向，從他人的經驗中獲取成長。 

蔡淳方 

（2015） 

要求園內的老師寫教學日誌與教學省思，他認為省思是一天工作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且一定要寫下來，自己想過一遍，這樣才會

進步。一次次的自我省思，也等於了一次次的經驗累積，我們尌

是要在經驗中成長。 

資料來源：林育瑋（1996）、蔡淳方（2015）。 

因此培養幼教師的自我省思能力，使幼教師具備著省思的習慣，能從自我反

思中持續檢討、進步，並學習豐富的幼教知識。然而教師的專業成長必須是自發

的省思，非外力所牽動，教師若能與同儕中，吸取對方的經驗，並省思自我的專

業，才能啟發教師的專業成長的動力。此外左手欄工具是一種探詢心智模式的技

巧，了解內心有哪些隱藏的假設，主導了我們的談話，避免先入為主的思維，並

能提升專業對話協助成員進行自我省思（Argyris，199；許婷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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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中學 

做中學即從實作中反省與建構其教學，有助於教師提升自我教學與反思

（Dewey, 1977）。而做中學亦是促使教師專業成長重要策略之一，因為在行動中

自我省思、修正可以達到改善教學的目的（吳采燕，2005；劉淑娟，2012），因

此意味著一邊透過實作，一邊自我省思中學習，是獲得專業成長之關鍵，以下為

整理做中學方式表： 

表 2-2-8 做中學方式表 

學者（年代） 做中學的方式 

劉淑娟 

（2012） 

老師於教學歷程中透過觀摩搭班教學、與搭班做課程討論、嘗試

教學、省思教學缺失等，使她能學習、修正教學方式及調整教學

內容；換言之，教師透過一邊實作教學、一邊修正改進，藉由外

界給予同儕互動與討論、自行觀摩搭班老師教學、自我省思教學

缺失等成長機會，其教學本身也是一種成長方式，從做中學習調

整以玆專業成長。 

高佩煖 

（2013） 

教學團隊辦營隊及各類講座，培養研究的興趣，過程中透過做中

學，讓學習更深刻、豐富。在歷程中，與小組成員合作學習，發

展多元智能，體認共同學習的夥伴而非互相競爭的敵手。 

潘慧玲等人

（2014） 

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是指教師透過觀課、議課與共同備課的實

踐，過程中教師分享與交流，積累知識。可以作為做中學的主要

途徑，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潘慧玲等人，2014）。 

資料來源：劉淑娟（2012）、高佩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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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得專業對話會促使做中學，而做中學的經驗將成為專業對話及自我

省思的關鍵要素 (郭彩虹，2008；黃孟玉，2014)。其中，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

是教師透過觀課、議課與共同備課為做中學的主要途徑。觀課是藉由教師打開教

室公開授課，讓同年級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進行觀察並記錄；議課是教師透過專

業對話討論學生在學習需要什麼、有無困難點等，引發教師反思如何促進學生學

習，並加以改進；共同備課是教師提早因應教材、教學方法、評量等設計，分享

教學研究。藉著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作為做中學的主要途徑，進行分享反思與

協同合作，達成教師專業成長（潘慧玲等人，2014）。因此，團隊接受任務後，

啟發專業對話、自我省思、做中學機制，形成一種反覆動態學習的歷程，如下表

箭頭所示，透過研究可知動態學習的歷程運用在團隊學習之方式為下圖 2-2-1： 

 

圖 2-2-1 團隊學習動態學習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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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隊學習的影響因素與流程 

一、團隊學習的影響因素 

影響團隊學習的因素錯綜複雜，且團隊學習的因素會影響團隊整體的運作發

展順暢。若能把握這些影響因素，對團隊學習將能更順利的運作。倘若團隊學習

成效要高，其關鍵很重要（賴怡秀，2007；蘇美賢，2011），因此，影響團隊學

習的因素有團隊關係、團隊信任及團隊領導，下表為團隊學習的影響因素： 

表 2-2-9 團隊學習的影響因素表 

影響因素 研究者   研究發現 

團隊關係 李瑞宏（2009） 團隊中的關係與程序衝突不利於團隊學習，

進而不利於團隊創新。但任務衝突有助於團

隊學習。 

徐克成（2008） 社會資本關係有助於團隊學習，產生知識分

享。            

團隊信任 黃繼瑩（2013） 團隊成員間的互相信任與相互激勵，有助於

團隊學習。 

羅宇萍（2012） 團隊互賴感越重會增加團隊情感氛圍進而助

於團隊學習 

曾冠婷（2017） 團隊心理安全感高有助於增加團隊人際網絡

行為有助於團隊學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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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 研究者   研究發現 

團隊領導 倪士峰（2001） 透過專業領導能使團隊學習更有效率。 

薛博志（2011） 創新與支持型的組織文化，有助於團隊學習。 

張耀宗（2006） 任務與關懷導向的領導，促進團隊認同感，

進而提升團隊學習能力。 

詹仁輝（2006） 轉換型領導方式有助於團隊心理安全，彼此

成員尊重信賴及積極能幫助團隊學習。 

賴永茂（2010） 具洞察力之領導者有助於團隊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進行團隊學習前要有以下因素乃是關鍵，方能提高團隊學

習的效益。 

（一）團隊關係：團隊中的關係與程序衝突不利於團隊學習。 

（二）團隊信任：團隊信任中相互信任、相互激勵、互賴感越重、團隊情感氛圍

高與心理安全感高皆助於團隊學習。 

（三）團隊領導：團隊領導者特質若具洞察力、任務與關懷導向，以及在專業領

導上秉持創新與給予支持等特質，皆會助於團隊學習成效。 

    綜合上述研究探討團隊中成員在團隊關係、團隊信任與團隊領導之間情形，

亦能解決在團隊學習所遇到的難題，進而達成團隊學習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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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學習的流程 

    因未找到團隊學習流程相關文獻，經上述研究分析整理後發現一個優質的團

隊學習流程會經過以下流程： 

（一）有著共同需求：賦予團隊共同任務形成共同需求、意識與學習，有助於團

隊學習（黃嘉嘉，1999；倪士峰，2001）。 

（二）優質領導方式：領導者特質為任務與關懷導向能幫助團隊學習（張耀宗，

2006；詹仁輝，2006）。 

（三）緊密的團隊狀態：緊密的團隊狀態、關係包含互相信任與相互激勵皆助於

團隊學習（李瑞宏，2009；黃繼瑩，2013）。 

（四）適合的團隊學習方式：幼教師適合團隊學習方式：專業對話、自我省思與

做中學（吳清山，2002；蘇美賢，2011；劉淑娟，2012）。 

（五）經由團隊學習後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成效（廖秀微，2001；劉仲文，2004）。 

因此，可歸納出下團隊學習流程圖： 

 

圖 2-2-2 團隊學習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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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團隊學習範圍勝於個人學習範圍，而團隊學習不僅侷限狹義的

團隊式學習，更是團隊裡有著共同任務、進行團隊學習方式達成教師專業成長途

徑，適合幼師團隊學習方式為專業對話、自我省思與做中學形成動態學習歷程，

團隊學習有其流程：共同需求成長、優質領導方式、緊密團隊關係與適合團隊學

習之方式，而團隊學習亦會強化團隊的共享交融記憶系統及團隊的知識整合 (黃

玲貞，2013）。 

而團隊學習之所以困難，除了教師不擅長利用外，在團隊學習過程中易面臨

任務衝突（李瑞宏，2009），老師會習慣選擇避開衝突(Vangrieken,2016)，故園長

及老師應要了解其中訊息且選擇適合的方式。 

另外第一節談到教師專業成長方式是多元化選擇，但缺乏整合應用，而第二

節團隊學習較強調團員間經驗的整合、統整，若加以運用團隊學習達成教師專業

成長，也符合教師專業能力中的統整能力。因此，有必要探討教師經由團隊學習

下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故下節為由團隊學習促進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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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由團隊學習促進專業成長 

  教師透過團隊學習，提升教師專業力，且具備競爭力，因此，學習的單位不

在僅限於個人而是團隊（賴怡秀，2006）。以下將分為兩大部分探討，分別是：

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以及教師參與團隊學習。 

壹、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 

    教師專業成長與團隊學習，兩者之間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周崇儒，1997）。

教師參與團隊學習中藉由自我反思與觀念改變，提升教師專業形象，亦有利解決

幼兒園現場實務問題，強化教學效能，邁向終身學習。以下為整理團隊學習與教

師專業成長之關係表： 

表 2-3-2 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表 

學者（年代） 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Erffmever & 

Martray（1988） 

教師專業成長可以促進學校組織團隊的學習，兩者之間有著

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Fullan & 

Hargreaves 

（1992） 

教師專業成長可以促進團隊學習，由此可見，教師專業成長

會對教育產生更多發展與改進，以提升教育品質。因此教師

專業成長可以促進學校團隊學習，兩者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 

余錦漳（2001）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時，必須透過學校團隊組織與同儕

的視導，及發揮小組行動研究的能力，來提升教師專業的成

長，由此得知，學校進行團隊學習，可以使教師專業成長，

是相輔相成的。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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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年代） 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陳素懷（2004） 教師進行團隊學習，可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促進同僚專業

互享學習、促進教師創新、突破與成長。 

蘇美賢（2011） 透過學校團隊組織的團隊學習，可以促進教師協同合作、教

師專業互動熱絡，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由此得知，學校組織

進行團隊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兩者皆是相輔相成，即教師專

業成長情形與學校組織學習情形是有正相關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幼兒園若建立團隊學習，是提供幼兒園教師一個專業對話的機會，藉由與同

儕之間的經驗分享，建立知識交流，並且透過團隊學習的力量，反思教學上的問

題，使自己的專業能力增長。由此可見，幼兒園進行團隊學習，可以使幼教師專

業成長，是有正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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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參與團隊學習 

 現有文獻以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居多，較少幼兒園教師團隊學習的相關研

究，幼教師如何經由團隊學習提升專業能力，尚待更多研究。下表為教師參與團

隊學習的相關研究： 

表 2-3-1 教師參與團隊學習的相關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倪士峰 

（2001）  

國民小學團隊學習之個案

研究─以花師實小為例  

團隊學習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聯絡老師

之間的感情、給予學校新的活力。 

廖秀微

（2001） 

運用團隊學習促進教師

STS 教學實踐之行動研究  

 

透過學校團隊學習中互動過程，使教師

建構 STS（科學/技學/社會）的教學，並

且行動實踐，再經由專業對話，提升教

師的 STS 教學專業成長。      

朱有鈺 

（2001） 

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團隊

學習 SWOT 分析研究 

團隊學習的主要目標為達成教師專業發

展及成員互動良好。 

林春慧 

（2003）  

 

國民小學團隊學習與教師

專業成長之研究  

學校發展出各種特色的年級教學團隊，

且團隊教師認同感高、凝聚力高，課程

朝著多元思考發展，打造具行動力強與

分工合作的教師團隊。團隊學習提升教

師團隊活力、教師在各專業知能、一般

知能及教師專業態度有明顯成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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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劉仲文

（2004）  

團隊學習在學校教師行動

研究之應用-以台中縣大明

國民小學為例  

 

團隊學習氣氛有助於學校教師行動研究

團隊的運作。團隊教師以知識分享、專

業對話討論，及聚會等方式進行教師行

動研究，發展教師進行團隊學習行動

究，從中教師經驗與資源分享、建立專

業對話與自我省思，創立團隊高於個人

智慧。  

賴怡秀

（2007） 

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參與團

隊學習之研究 

透過教師團隊的專業對話，釐清教師在

專業上的觀念與想法，也會刺激新的想

法，加深自我省思能力，在教學專業上

能提升創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述教師參與團隊學習之成效顯著外，團隊成員間更是充滿學習動力，提供

組織新的活力，進而表現創意與課程多元化，倘若幼兒園要促進幼教師專業成長，

應加強幼教師的團隊學習。  

小結 

團隊學習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園所可經由團隊學習途徑，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提升教師專業形象，邁向終身學習。而幼教師如何經由團隊學習提升專業能

力，尚待研究，目前尚無幼教師團隊學習實務之研究。本研究探討幼教師如何經

由團隊學習促進專業成長，將相關實務系統化與理論化，可提供幼兒園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之實務，進而增進幼師專業發展之成效、提升幼兒園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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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教師進行團隊學習方式達成教師專業成長，包含團隊學

習的歷程、方式與成效，因此，採用行動研究為研究方法，透過研究者設計之行

動研究，來探究教師進行團隊學習的實際概況，及其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茲

將本章分成以下六節詳述之，分別是：第一節行動研究，第二節為研究對象與場

域，第三節行動方案設計，第四節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第五節為資料編碼，第六

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行動研究 

 因研究者在學習歷程中發現與同儕互動等方式極為重要，故產生研究興趣，

而行動研究為解決實務問題的需要，與學者專家或團隊組織中的成員一同合作，

將現場實務問題發展成研究方向，進行深入的研究，講求實際問題之解決的一種

研究方法（陳伯璋，2000）。研究者與教學主任認為園所面臨到專業成長停滯期，

故與園所教師採用行動研究，解決園所問題，由計畫行動方案、實際行動、自我

省思、加以修正，再次行動的循環進行。 

壹、行動研究定義 

行動研究包含了研究和行動兩大部分，是指工作者在其工作場域中遭遇到問

題，探究問題的範圍與性質，瞭解其中之原因，並尋求解決方式，化為改革行動

以解決問題的過程(黃政傑，2001)。因此，行動研究，是透過行動與研究結合為

一，強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行動與研究的結合(王文科，1995)。 

在行動研究，強調行動及研究的結合，過程中不斷循環的驗證，以協助實務

工作者從工作中進行學習，使其實際行動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有所進步（蔡清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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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採取行動研究之理由 

由於行動研究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強調研究者與教師共同合作，經由不斷地

自我反思與修正之過程，嘗試解決問題加以應用。由於專業對話在團隊學習與教

師專業成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目的是為了讓小彼幼兒園教師建立專業對話達成

教師專業成長，在學習設計上，利用傳統行動研究的方式，事先規劃行動方案，

過程中視教師在專業學習情況修正與反思，再以回饋機制 AAR 來協助教師在專

業對話的反思。因此，本研究可說是「目標導向的行動方案」，這與傳統的行動

研究略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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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以本園所台中市私立小彼（化名）幼兒園為研究場域，並依研究場所、

研究對象逐項說明。 

壹、研究對象 

本行動研究中參與者為一位研究者、教學主任、七位教師共九位。於行動研

究中，研擬解決問題的方法，透過行動，進而反省、修正與回饋，解決實際問題。

參與行動研究之教師學歷與年資整理如下表： 

表 3-2-1 團隊教師成員基本資料 

職稱 畢業學校 年資 

教學主任: 蔡主任 中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16 年年資 

大班老師: 蔡老師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科 16 年年資 

大班老師: 高老師 崑山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8 年年資 

大班老師: 琪老師 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 2 年年資 

中班老師: 惠老師 台東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系 8 年年資 

中班老師: 雅老師 弘文中學幼保科 16 年年資 

中班老師: 佩老師 中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4 年年資 

小班老師: 芷老師 中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4 年年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研究場所簡介 

台中市私立小彼(化名)幼兒園，校齡 23 年，教學方式採用主題課程，教師

僅教學主題課程較為單純，且學校此模式運行已達 20 年之久，教師也慣於此模

式無特別變化。教學主任對教師無適當專業溝通已困擾許久，面對老師的專業成

長僅提供研習資訊，面對沒有進行專業成長活動之教師，在這場行動研究過程中，

能否運用專業對話及自我反思促進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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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方案設計 

壹、行動方案前訪談 

研究者在設計行動方案前參考優質幼兒園共同備課之經驗，再與現場老師進

行訪談（附錄一），了解教師的意見，作為行動研究前準備，賦予教師團隊任務。 

而透過訪談後得知: 

一、個案學校專業成長活動已停滯，過去負責人考量園所教師皆有家庭，僅提供

研習相關課程供教師專業提升。 

老師的年紀都比較資深、年長所以要請老師再去做相關那部分，說真的對老

師來講是一種壓力。（訪 20200311 主） 

二、專業成長行動方案設計採納教師意見，教師進班觀課，雖帶來不便，但可以

看到更多教學方式，會有不同的收穫，增加專業技巧。 

還是會希望就是學校可以跟學校資深老師，看他們的教學或是做的分享，畢

竟他們經驗比較多。（訪 20200311 芷) 

三、共同備課適合團隊式學習，個人備課時許多面向不會考慮到，再與教師們共

同備課擦出不同火花，提升自我備課能力。 

老師設計教案，如果一個人這樣子，我覺得面向沒有辦法那麼多。(訪

20200311 蔡) 

四、專業成長活動中午時段較為適合，教師不想再利用下班或是假日，在中午時

間，教師也能靜下心進行對話。 

午休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分享說我們用了什麼方法，只有在這樣的時間裡可

以互相做分享。(訪 20200311 惠) 

五、教師風氣良不良好，是學校主管需要介入調整，教師們教學氣氛良好，也更

能一同進行團隊式各項專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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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覺得我們的團體算蠻團結的，讓我感受互相幫忙。(訪 20200311 主) 

 在與教師訪談後，發現教師對專業成長還是擁有憧憬，但過去並沒有適合的

方式，導致專業成長停滯許久，因此，採納教師想進行觀課與共同備課的意見，

做為專業成長之主軸，在訪談過程中亦發新手教師在進園所時，資深教師也會樂

於伸手協助，這就是團隊氣氛佳的重要部分之一。 

貳、行動方案設計 

    原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順序為，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作為教師做中學的

主要途徑，其考量個案幼兒園專業活動停滯已久，需以教師需求為優先，便以觀

課為首部曲、次部曲議課、最後共同備課。在優質專業對話前，係以創造良好的

同儕關係為前提 (劉淑娟，2012)；建立專業對話機制及良好的溝通文化，更有

助於教師學習成長(李瑞宏，2009；劉淑娟 2012；黃繼瑩，2013）。因此，研究

者將行動方案觀課、議課與共同備課做為主軸，第一階段實施觀課及議課二週，

第二階段實施共同備課三週，行動方案規劃如下表：  

表 3-3-1 行動研究方案表 

第一階段名稱 實施期間 活動內容 實施狀況 

專業成長活動前

說明會 

4/17 pm12:50 流程及目的介紹 釐清整體流程、交代觀

課注意事項 

觀課(一) 4/21-4/23  紀錄 觀看及記錄教師主題

課程樣貌 

議課(一) 4/24 pm12:50 專業對話 進行專業對話釐清 

觀課(二) 4/27-4/30 紀錄 觀看及記錄教師主題

課程樣貌 

議課(二) 4/30 pm12:50 專業對話 進行專業對話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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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名稱 實施期間 活動內容 實施狀況 

共同備課(一) 5/8  pm12:50 練習深度匯談 練習深度匯談 

共同備課(二) 5/15 pm12:50 深度匯談輔以回

饋機制檢視 

共同釐清自我省思 

共同備課(三) 5/20 pm 5:30 深度匯談輔以回

饋機制檢視 

共同釐清自我省思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行動方案使用工具 

研究者為了解決目前場域面臨專業活動停滯之問題，而在行動研究使用下列

輔助工具協助專業對話的進行，將其變化做紀錄，以下為使用工具介紹。 

一、教室教學品質評量表(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CLASS)  

教室教學品質評量表（CLASS）是用來觀察教師在教室教學品質的一項工

具，將教師的教室內互動大別為情緒支持、教室經營、教學支持三個領域，以及

正向氣氛、負向氣氛、敏感度、重視學生觀點、行為管理、生產力、教學模式、

概念發展、回饋品質與語言模式共十個構面（La Paro & Pianta，2004）。 

二、左手欄（Left-hand column） 

左手欄是一種探詢心智模式的技巧，了解內心有哪些隱藏的假設，主導了我

們的談話，阻礙了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目標，藉由察覺自身，使交談進行得更有效

益（Argyris，1990），是 Senge（1990）推薦之改善心智模式的具體作法。其演

練的步驟如下：  

（一）自己選擇一個特定的情況，在這個情況中，自己感覺當時與人交談的方式

好像沒有達成什麽效果，或是很不滿意。  

（二）以對話的形式寫出當時交談的過程。在一張紙的右側記錄實際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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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在左側寫出交中心中想而未說出的話。 

三、行動後檢討（行動後檢討—After Action Review，AAR） 

行動後檢討（AAR）是一種團體在行動中學習與反思的方式和機制，目的

是為了使成員在行動過程中學習行動目標是什麼、目標是否達成、過程中發生了

什麼、可從中學到什麼，可立即改善什麼的一種方式（Bair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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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要方法，從行動方案專業對話記錄、研究者省思日誌

與教師觀察日誌等三種角度，作資料蒐集與分析，相互檢視、互補及整合，提升

本研究之嚴謹性（胡幼慧，1996）。 

壹、資料蒐集 

一、行動方案專業對話記錄：本研究將教師團隊進行專業對話及深度匯談時的實

際對話紀錄及錄音，進行觀察及分析並轉為逐字稿。 

二、研究者反思日誌：透過行動方案觀察及記錄關鍵對話與對行動的反思等。 

三、教師觀察日誌：教師透過觀課將實際問題紀錄進行反思及討論，進行觀察及

分析並轉為逐字稿。 

貳、資料分析  

    從資料中歸納出關鍵類別，並整理分類及比較。 

一、閱讀逐字稿資料 

    在教師訪談、專業對話結束後，研究者將對逐字稿進行一次閱讀，目的在於

形成對受訪者的整理，以觀察不同參與者有的相似經驗（吳依靜，2017）。 

二、概念分類（open coding） 

    概念分類是一種把意義概念化，再以一個全新專有名詞樣貌將概念重新分類，

再將資料轉移成系統化的過程。研究者透過此方法能細分與釐清各個概念。目標

在於對其內涵的形成精確的解釋，一條繩子串連起所有的類別，完成後資料可以

有系統及秩序的被一個主軸連結起來（潘慧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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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編碼 

在本研究中將所呈現的資料進行編碼，在論文中呈現時，主要的呈現方式有

下列四點：  

壹、論文中所稱「研究者、我、彼與領導者」，一律指研究者本人。 

貳、論文中所稱「教師團隊教師」、「團隊教師」、「教師」，一律指參與團隊學習

專業活動之教師。  

參、內文中研究者主述內容，字型一律以標楷體呈現；引用專業對話之教師原始

談話或訪談內容，字型則以斜線呈現。  

肆、內文中括弧內列出原始資料出處，原始資料的編碼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3-5-1  資料編碼說明表 

編碼名稱 意義說明 

訪 20200311 對象 代表 2020 年 4 月 11 日訪談內容（化名對象） 

誌 20200423 對象 代表 2020 年 4 月 23 日教師反思日誌內容（化

名對象） 

專 20200508 三 代表 2020 年 5 月 8 日進行第（3）次專業對話

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六節 研究倫理 

在研究倫理上，為尊重保護個案幼兒園園所，在進行此研究前將以匿名呈現，

此外，為求尊重園所中的教師，在研究資料呈現上，研究者先對教師進行說明並

徵求同意，而在研究結束後，研究者必遵守對教師們之承諾，將訪談錄音內容以

及逐字稿全部銷毀，避免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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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整個研究方案歷程中實施的每一回成長活動，就其實施情形、教

師團隊學習與專業成長及行動反思作介紹說明。因此，本章架構為第一節觀課成

長活動，第二節議課成長活動，第三節共同備課成長活動，第四節綜合討論與反

思。 

第一節 觀課成長活動 

壹、實施情形 

一、經教學主任安排下，每位教師均進行兩次 40 分鐘的觀課活動，時程如下： 

表 4-1-1 觀課成長活動表 

教師 第一週日期 觀課班級 第二週日期 觀課班級 

高老師 4/22(三)第二堂 大班三 4/29(三)第二堂 中班二 

蔡老師 4/24(五)第二堂 中班三 4/27(一)第二堂 大班一 

琪老師 4/20(一)第三堂 大班二 4/29(三)第一堂 中班一 

佩老師 4/23(四)第二堂 小班一 4/29(三)第三堂 中班三 

惠老師 4/22(三)第三堂 大班一 4/30(四)第二堂 大班二 

雅老師 4/20(一)第三堂 中班一 4/29(三)第一堂 小班一 

芷老師 4/22(三)第四堂 中班二 4/29(三)第二堂 大班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教師觀課時，教師將使用 CLASS 工具進行現場觀察並記錄，如(附件一)，

教師透過事前行動方案說明會釐清 CLASS 各項指標，觀課時寫出針對指標產生

出疑問做為觀課紀錄，並供議課時做專業對話，譬如 CLASS 三大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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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支持領域有三個層面：正向氣氛、負向氣氛、敏感度、重視學生觀點 

活動輪流等待過程中幼兒能做什麼? (誌 20200423 佩) 

（二）班級經營指標下有三個層面：行為管理、生產力、教學模式 

老師和孩子互動良好，但有些幼兒會過於開心時，該不該讓他停止發言? (誌

20200423 雅) 

（三）教學支持有三個層面：語言方式、回饋品質、概念發展 

有些幼兒不愛動腦喜歡等他人答案，是否有辦法可讓他們能主動思考？ (誌

20200423 高) 

由教師日誌中可看出教師透過 CLASS 工具的指標，敏感到幼兒學習狀況，

對觀課活動時產生之疑問做紀錄，將作為專業對話時內容。 

貳、教師團隊學習與專業成長 

此觀課成長活動，研究者依據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之專業知能層面，發現教

師在行動研究前的課程說明、運用課餘時間與同儕進行交流及實際觀課時紀錄日

誌，可具體看出教師對專業知能的增加，以下歸納教師對觀課成長活動的內容分

析，分析結果如下： 

一、透過觀課，習得 CLASS 教學品質評量相關觀念，透過專業活動前研究者的

介紹，觀課活動過程中，老師實際使用 CLASS 工具，並將觀察作為教師日誌，

但考量教師不熟悉，議課再次釐清與討論，最終教師習得相關 CLASS 觀念。 

二、觀課前後，成員開始進行團隊學習之專業互動，透過觀課活動，與被觀課的

教師表示這和平常的教學觀摩讓家長觀摩方式不同，原因為觀課對象是專業的老

師，因此會緊張，並且利用課後之餘提早準備，另外也會與同儕私下進行交流，

但研究者是不干預這部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02

57 
 

參、行動反思 

 本次觀課成長活動後，整理佐證資料後，開始進行行動反思，發現下列問題： 

一、在時間安排上較為緊湊，需配合課程排定教師觀課順位，未符合教師訪談時

的期待，訪談過程中，新手教師表示想看資深老師的上課方式，若時間許可，教

學主任應安排自由選擇優質觀課之教師。 

若能讓教師自由選擇觀課的班級，我想效果應該能更好，同時也能給資深老

師公開鼓勵。(誌 20200424 彼) 

二、CLASS 工具每 30 分鐘一個循環，20 分鐘的觀察時間及 10 分鐘的紀錄，

直到觀察結束，最少要進行 4 個循環，因此觀察至少需 2 個小時才能全面觀察

到，因此，本次觀課僅二週（二節）且時間（40 分）較短，不易看到全貌，若

下次能改善此狀況，相信教師會有更多不同的收穫。 

觀課時間若是能更長，相信老師看的面相能夠更豐富。(誌 20200424 彼) 

小結 

進行觀課後，教師會開啟對話模式，不論是私下討論，或是在會議上的討論，

皆作為專業對話前的準備，在觀課時給予 CLASS 工具，教師能利用 CLASS 工

具指標看得更廣更細，並且針對指標寫下紀錄與教師反思，在安排觀課活動行程

略微趕，沒有讓教師們自由挑選想學習的教師，較為可惜。最後在觀課活動後將

教師們的問題及心得做統整，並預告在下一次的議課活動中進行專業對話揭曉，

令教師們頗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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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議課成長活動 

 原先設計議課活動是教師針對幼兒學習的狀況進行專業對話，讓教師討論以

幼兒學習指標為先，對目前教學策略作出改善與相關評估，但考量教師對 CLASS

不熟悉，加上 CLASS 工具亦是探討教室教學品質，進而改善教學策略，同時提

升幼兒學習品質，與議課定義有某種程度的連結，因此，將部分議課時間作為觀

課後之專業對話。 

壹、實施情形 

一、議課一：教師討論觀課所得（I） 

過去研究者與園所之教師未進行過專業對話，同時也想實驗專業對話若未有

領導人的帶領下會呈現何種樣貌。因此，第一次專業對話中不排入主持人一角，

研究者僅在旁紀錄，紀錄如下： 

（一）作為第一次專業對話，應強化團隊氣氛及鼓勵教師發言，研究者與教學主

任討論將本次議課活動採自由對話，在未安排主持人及時間有限下，流為一般性

聚會談話。 

主:他們昨天沒有喝到主題活動下果汁嗎? 

高:我們老師都沒有啊，哈哈，我本來不知道，現在你一講我們就知道了。 

(專 20200424 一) 

（二）無主持人狀況下，教師會以分享感想方式為主，均採取正向回饋，這樣的

對話尚未達成預定之專業對話。 

佩:是昨天去看小芷他們的主題，然後她會用回顧的方式去讓小朋友融入這

個主題。(專 20200424 一) 

為了實驗專業對話無主持人帶領下，是否能達到專業對話，在第一次的議課

中，教師談話雖顯得輕鬆，但較無主軸，呈現的對話也會較為正向心得，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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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碰撞，專業對話將無法開啟，因此，下一次的專業對話，其主持人角色便是

此研究成功的關鍵之一。 

二、議課二：教師再次討論觀課所得（II） 

在運作上有了第一次的對話經驗，加上避免專業對話失焦，爾後專業對話皆

由研究者擔任主持人，而主持人主要是避免專業對話時離題，適時將老師對話拉

回，同時協助教師統整對話的思緒等，以下為整理第二次專業對話的過程： 

（一）此次專業對話由研究者擔任主持人，針對 CLASS 層面再次釐清，主持人

適時做出探詢，教師經過思緒整理後，開啟專業對話。 

彼:第一個層面是正向氣氛，你們覺得為什麼在這方面沒有問題呢？真的沒

有看到任何問題？ (專 20200430 二) 

（二）教師們進行實務相關議題之交流，作為專業對話內容，譬如在觀課時遇上

個別化差異的幼兒，討論其相關應對方式為何，也因是教師們自身遇到的問題，

參與度高更踴躍發言。 

彼:針對指標，老師們有提到，如果遇到求勝心較高的幼兒，面對活動結果

輸了，有什麼方式可以協助幼兒面對如此挫折？ 

高:遊戲時盡量安排資質差不多的幼兒們進行活動，如此一來資質好的幼兒

也較可能體會到輸的一方之感受。(專 20200430 二)  

（三）主持人需要協助統整教師們對話，研究者整理教師之疑問，在情緒支持中，

情緒轉換調節這個部分，幼教師受過專業訓練較容易轉換；在討論班級經營中，

給予資深教師讚許的方式，譬如：教師指出不要單純一直命令幼兒座下，而是告

訴其幼兒，這樣方式會影響到其他小孩，幼兒也都有同理心，如果自己被其他幼

兒擋住視線，也會不開心；而在教學支持中鼓勵教師讓幼兒們思考再分享，可詢

問還是否記得在上週課堂中發生了什麼開心的趣事，此過程中幼兒會去思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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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回顧的方式，協助幼兒整理思緒。 

彼:總結的話，就是幼教老師與一般老師，有所落差。(專 20200430 二) 

（四）適時給予幼教新知識，提供情緒覺察相關資訊，其表示若是幼兒在情緒上

難以辯覺，此時教師需協助幼兒辨別，將情緒化的名稱完整說出來，教導幼兒們

認識自我各種不同情緒，進而引導。 

彼:內疚的話該怎麼去解決？將情緒化的名稱完整講出來，協助降低他的感

受度的部分。(專 20200430 二) 

此次進行的第二次專業對話，主持人專業知識尚需加強，但亦能發現在有主

持人的帶領下，教師收起娛樂的心，在議課過程中較能提供新的幼教知識、協助

教師釐清問題，最後進行對話統整，因此，對話開始轉變為嚴謹且有內容，即是

開啟了專業對話。 

貳、教師團隊學習與專業成長 

經由議課專業成長活動的過程及對話分析，發現教師透過團隊學習的方式，

在觀課及議課專業對話中，討論著學生學習的狀況，讓教師們得以知曉幼兒的學

習狀況，討論出在下次備課時是否調整目前現有的教材，改善更合適幼兒的教學

策略，做出相關評估如下： 

一、透過專業對話後，教師集體自我反思，提出改善目前教學策略，開始更重視

個別幼兒的學習概況。 

惠:班級經營這一部分自我反省，講話步調是否太快。(專 20200430 二) 

二、教師意識到為了趕課程進度，疏忽以幼兒學習指標為中心，因此，考慮是否

將調整日後之主題教材，以幼兒興趣為主做衍生。 

主:大家一起討論下次要以什麼為主題？我會以幼兒有興趣為方向。 

惠:可以選擇與大自然相關的。(專 20200430 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02

61 
 

參、行動反思 

藉由議課成長活動後，整理專業對話資料後，研究者進行行動反思，發現下

列問題： 

一、教師進行專業對話前，需事先支持鼓勵、適度練習及準備。 

主:許多的家長，對我們老師都是讚譽有佳，不但專業，對孩子們都是非常

的有愛心與耐心，非常肯定每一個老師教學理念，這部分真的要歸功於你們

的付出。(專 20200424 一) 

二、主持人應掌握專業對話節奏與提示探詢，並適時給予相關知識，協助統整對

話內容。 

彼:在學校若是發現幼兒異常行為可能為特殊兒童，與家長討論的過程中，

互動關係與關懷需做完善，並詳細記錄幼兒行為，若還是覺得有異常，將其

轉介至更專業的評估單位，你們覺得呢？  

(專 20200430 二) 

這次議課似乎沒有達到我所要的專業對話，專業對話中主持人應該要能適時

發揮，展握對話的節奏，提示探詢教師，最後協助統整教師們的對話，且在不同

階段中補充新的論點。 

小結 

透過議課中的專業對話，得以發現在主持人的準備的情況下，專業對話較不

易失焦，同時在過程中主持人展握對話節奏是極為重要的，並適時提供教師幼教

新知識、釐清觀課中所提出之問題加以探索，最後統整教師們所言。而教師在議

課時討論幼兒之學習成效，得到較全面幼兒學習狀況，意識到是否需調整課程及

改善教學策略，將在下一節共同備課時進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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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共同備課成長活動 

壹、實施情形 

一、共備一:教師進行共備討論（I） 

共同備課是藉由教師在專業對話中，分享彼此在課程上發現之問題，引發教

師團隊共同檢視與學習的一種成長方式，但過去小彼幼兒園的共同備課方式是，

一學期做一次，且安排在園所會議後進行，時間略顯不足，研究者第一次參與園

所共同備課，過程中未介入，教師先分享過去備課經驗及共同安排下一個主題，

過程中觀察到： 

（一）共同備課時，教師表示對於科學領域方面並不熟悉，教學中較沒自信，所

以備課上會盡量避開科學領域的類別，透過對話觀察到教師對科學領域知識略為

不足。 

惠:學校的課程主題裡，自然科學這部分比較弱，生命教育這部分也偏少，

還有在地文化方面的內容也略少。(專 20200508 三) 

（二）戶外教學的排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能去賣場實際購物，教學

主任要求主題課程可以由扮演遊戲去進行，教師表示這樣的安排稍不滿意，此時

可以感受到團隊出現歧見。 

主:現在學校因疫情關係避免去室內空間，就連戶外活動我們考慮取消。(專

20200508 三) 

（三）進行建築主題備課時，教師表示需要眾多材料才能完成教材，但受到教學

主任的否決，教師認為學校應提供適量教具，且必須以教師教學需求為主，否則

還需利用下班之餘購買材料加以製作。 

主:學校的話，這部份可能沒有。 (專 20200508 三) 

備課時，教師們各有各自的看法及意見，難免犧牲部分教師的意見，若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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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好重視老師們看法，長期漠視部分教師的意見，未來部分教師會更不願意表

達自我，認為自己的意見似乎都會被否決，因此為避免此狀況，主持人在下一次

共備時將利用專業對話之左手欄工具，了解教師內心是否有隱藏的假設，主導了

他們的談話，阻礙專業對話，探討能否解決此現象。 

二、共備二:教師進行共備討論（II） 

此次共同備課二時，主持人針對共備一提出之三個議題進行專業討論，過程

中準備相關資料，並加入輔助工具使用（附件三左手欄）過程如下： 

（一）針對科學領域內容知識不足，主持人提供 Head Start 科學領域新知識，帶

領教師認識幼兒階段需預備的指標。 

彼:HEAD STAR 中左邊六樣標準，稱之科學推理，我將這個部分節錄出來，

科學推理的一個領域，右邊則是幾歲的指標。(專 20200515 四) 

（二）對主管備課安排不滿意、主題教材學校資源提供不善，使用左手欄（附件

三）進行討論及反思，教師將心中所說提出，譬如生活經驗主題需要花費申請的

東西比較多，學校無法提供給教師，但在主題就是需要時，無法提供狀態之下就

是教師自掏腰包購買；課程帶幼兒去銀行，不是常有的經驗，這個是很好的教學

觀察，但學校告知無法成行，會影響到他人，這就是生活經驗，雖然可惜但在地

文化就是如此。透過左手欄，教師將心中隱藏的假設說出，讓團隊一同檢視。 

彼:透過一個左手欄工具，把心中的想法講出來，當時心中想法是什麼，可

以將它寫下來進行討論。(專 20200515 四) 

在專業對話中使用左手攔工具，過程中可以聽見教師內心不同的聲音，站在

教師立場與想法去看待這事件，避免教師先入為主，產生不必要的誤會，亦會造

成團隊分歧與氣氛不佳等狀況，皆會影響專業對話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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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備三:教師進行共備討論（III） 

透過二次的共同備課，教師們提出不同聲音，解決教師一個人無法解決的問

題，而在最後一次共同備課時，教學主任也推薦過去教師認同的優質主題，讓其

他教師再次學習，同時也鼓勵資深教師踴躍分享過去的教學，最後再使用 AAR

輔助工具協助教師進行回顧，過程如下： 

（一）教學主任推薦資深教師的優質主題教學，受到主管的鼓勵下，資深教師踴

躍將優質課程，逐一進行分享，讓新手教師得以更多學習和同儕討論。 

主:小雅老師可以分享一下，那個主題呈現效果很好。（專 20200520 五） 

（二）教師使用 AAR 回饋機制表，進行行動研究回顧，此時團隊氣氛佳，彼此

互相信任，因為各個不一樣的聲音，學校、主任與老師，三方互相討論遇到的困

難，一同將問題檢視探討，發現原來每個問題的面向困難點有所不同，思維也就

不同，將其自我的立場說出，互相溝通討論，同時換位思考，就會瞭解彼此在不

同角色上的困難點為何。而在觀課結束，在議課的時候進行的專業對話，教師發

現自己說話的節奏，會影響幼兒吸收，進行相關的反思，針對教室管理方式，教

學會慢速度，敏感幼兒學習狀況。 

高:進行左手欄，因為可以得知心中的話，彼此都能靜下心看待。 

（專 20200520 五） 

 透過 AAR 工具，可看出協助教師統整這幾回的專業成長活動，幫助教師進

行自我反思，而 AAR 的對話過程後，教師們彼此分享較感性的心得，提升了團

隊信任感與團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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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團隊學習與專業成長 

透過團隊學習影響觀點來看，此次共同備課時教師更能信任同儕、與園所合

作、共同將知識與經驗作為分享。而共同備課亦是教師們共同思考幼兒的學習目

標，發展出更適合與貼近幼兒們的教學策略等，將可能遭遇的難題提出討論，並

加以調整，促使教師進行相互反思，過程中觀察到： 

一、以學生學習需求作為共同備課的起點，園所下學期部分教師將嘗試自然科學

主題，挑戰自我。 

蔡:下學期選自然科學的領域，還有充分時間可以準備，相信對幼兒們生活

頗有幫助。 

雅:幼兒可以觀察到多元方面，舉凡植物生長方向，瞭解光合作用與驅光性，

或是幫花兒剪花辦，作為小活動。(專 20200515 四) 

二、發展教學策略，討論主題教學可能遇到的困難，譬如在情境佈置的呈現，教

師希望幼兒家中表現的樣貌，統整後提出合適的策略，以及在學習區以大量照片

為主軸，增加情境線索。 

高:我們班的布置家庭樹，然後每一片展出葉子中，請幼兒們將家的照片全

部貼在葉子上，如此一來形成一個情境布置。(專 20200508 三) 

三、學習區的改善，則是增添學習區之豐富性，因疫情關係無法透過戶外教學供

幼兒實際購物經驗，教師將購物相關資訊增加至各學習區，與家長們共同收集一

些賣場 DM，增強教室內情境布置，主要目的為供幼兒正確的觀念。 

佩:主要目的給幼兒們一些金錢上面的概念，不是每樣東西都是以價格來衡

量好壞，並非較貴就是最好的。(專 20200508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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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反思 

透過共同備課成長活動後，整合專業對話資料後，研究者進行行動反思，發

現下列問題： 

一、共同備課讓教師能集思廣益，有效解決個人備課時的不足與面臨的問題，並

能提供幼兒園具體改善學校給教師的主題經費、教材支援不足之建議。 

二、專業對話工具左手欄與 AAR 回饋機制表，有助於改善教師個人心智模式與

團隊專業對話的進行，進而提升專業成長，共備一時，研究者意識到教師情緒的

波動，因此，在共備二時運用左手欄工具及專業對話方式，檢視教師心中的話，

以教師認知思考的位置，避免先入為主的觀念。 

雅:有時是針對幼兒需求提出建議，但被告知「不可能、不行，這樣會影響

到他人」，難免會失望。(專 20200515 四) 

三、回饋機制表 AAR 提供老師統整回顧，教師可能當然只看單面，經過這樣的

回顧討論，可以增加多面向思考，就會知道不同角色的困難點是什麼，進而協助

教師自我反思。 

雅:不能太堅持自己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專 20200522 五) 

小結 

 共同備課時教師共同思考幼兒學習目標，透過主持人的介紹，釐清科學領域

相關概念，發展出合宜的教學目標，挑戰下學期未嘗試的新主題；針對豐富學習

區佈置，強化以幼兒學習角度為出發點，最後在共同備課中傳承優質課程，使新

手教師與成熟教師共同進行專業對話。此外在共同備課過程中使用左手欄及

AAR 工具下，避免教師先入為主，協助教師釐清學校困難點，幫助教師提升自

我反思，而達到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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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動研究綜合討論與反思 

此節將從教師成長與團隊學習的觀點，及行動方案設計與實施的觀點進行分

析。 

壹、從教師成長與團隊學習的觀點分析 

一、教師專業發展方面 

   經由行動研究觀察、AAR 回饋機制及行動研究後訪談得知，教師的專業成長

內涵增進如下表： 

表 4-4-1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 

專業成長類別 主要內容 說明 

一、專業知能 1. 課程與教學 習得幼教 CLASS、Head Start 專業知識。 

2. 班級經營 管理班級技巧的能力。 
 

二、專業精神 1. 積極主動的

學習態度 

主動積極學習的態度。                           
 

2. 正確教育觀

與價值觀 

保有正確的教育觀念與價值觀，協助幼兒建立

正確的觀念。          

三、一般知能 1. 人際溝通能

力 

與同儕、園所良好的溝通，提升同儕關係且促

進彼此成長。  

2. 自省能力 增加自我反省能力，進行省思並不斷的修正自

己，提升專業上的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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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知能上習得幼教 CLASS、Head Start 專業知識、增進班級經營技巧，教

師意識到設計課程是否以孩子本位出發，有時課程中的經驗僅以口頭方式帶過，

但是否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應是以孩子興趣為主， 

惠:活動下來像是回到學生時代，透過不斷的反思，修正自己提升專業新知

識，看的更為廣闊。(訪 20200612 惠) 

(二)專業精神上增進教師對專業成長活動的積極態度，教師們表示很開心能參與

此次的行動研究，在過程中保有正確的教育觀念與價值觀，並協助幼兒建立正確

的觀念，因此提升自我能力。 

琪:反思自己在課程上缺乏創意，在課前的備課應該要費心準備更多東西，

像是動手做教具等。(訪 20200612 琪) 

(三)一般知能上習得團隊學習與專業成長技能及啟動園所優良對話氛圍，提升同

儕關係，透過共同備課集思廣益，有助於課程的發展與呈現，遇到任何問題透過

專業對話能迎刃而解，共同備課討論課程產生的問題及困難點，由換位思考的角

度尋找到更多解決的方法，大家提出不同意見互相腦力激盪，找出最適合的解決

方式。 

主:我會反思每一位老師所提出的問題並記錄，過程中不斷累積自己經驗，

最後發現自己成長了不少。(訪 20200612 主) 

藉由行動方案後看見教師過程中為了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展現主動積極的特

性，且此行動研究採用多元面向，教師學習方式從過去單方面轉變成雙向互動，

不斷的自我反省思與改進，增進教師在專業領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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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團隊學習方面 

 比較過去個案幼兒園個人式專業成長與團隊學習專業成長方式，如下表： 

表 4-4-2 個案幼兒園學習方式比較表 

                 項 目                  

分類 

個人學習 團隊學習 

學習範圍 單一領域 多重領域 

人際互動  低 高 

思考廣度  單調 反覆 

靈感啟發  自我式反省  互動式反省 

學習策略  直觀式學習無討論 團隊式專業對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在過去個案幼兒園個人式學習中，比較學習範圍、人際互動、思考廣度、

靈感啟發與學習策略皆不足團隊學習，譬如：在觀課時各教師產生各種不同角度，

並提出問題，在議課後全面關注學生學習概況；而共同備課後團隊將嘗試自然科

學為主題，教師們進行團隊學習後，開始有了多元教學，其整體效果皆優於個人

式學習。 

雅:會適時注意到每個幼兒們是否都有發言。(專 20200430 二) 

蔡:下學期我選擇自然科學的領域做為主題。(專 20200515 四) 

（二）團隊學習促進不同專業發展階段教師成長，經由團隊學習專業發展活動，

新手及資深教師皆有所得，這樣的討論過程與經驗，相信之後教師自己在教學中

會更為注意，學習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 

佩:我也覺得這個觀課活動蠻好的，互相觀摩的同時，修正自己的上課方式，

補足自己不足的地方。(專 20200522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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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個案幼兒園團隊學習成效的因素，為團隊關係與信任、團隊領導，領

導人尊重教師一同擬專業活動，由團隊關係與信任中創建互助氣氛之關鍵因素，

進而達到團隊學習中，教師互相分享經驗、接受回饋，幫助教師們建立思路、解

決當下問題，提升專業成長之效果，使教師們教學相長。 

雅:行動方案可以聽到不同教師的專業，吸取到他人的經驗，同時修正一下

自己教學的方向或是備課的內容，有著蠻大的收穫。(專 20200522 五) 

在團隊學習過程中教師也意識到團隊式的學習範圍會利於個人式學習範圍，

在專業對話後思考面向也越廣，自然就會啟發許多課程的靈感，因此，受益良多

且大幅提升自身學習策略。 

貳、從行動方案設計與實施的觀點分析 

經由每次的行動研究後進行修正與調整，發現與反思如下： 

一、觀課方面 

在議課活動時發現教師透過 CLASS 工具指標，觀看了教室的具體行為，並

作出觀察紀錄，提供議課時，教學上回饋與提升教學品質，而研究者反思在觀課

次數可以再提高，能更全面性的觀察，在第一次觀課活動中可不給予工具，第二

次再給予，教師們能充分感受到幼教工具的實用性。 

高:在觀課時間上能再長一點的話，觀察到整個完整課程活動，或許我們能

看得更清楚，擁有更多見解。(訪 20200612 高) 

二、議課方面 

在議課活動中發現團隊學習中透過專業對話的進行，讓教師得到全面幼兒學

習概況，針對教材是否需要調整，教學方式是否需要改變，做出詳細統整。而在

反思團隊學習時需要適時檢討與調整行動研究，像是主持人的加入，協助教師們

進入狀況貼近專業主題，專業對話的內容安排更能符合園所教師的期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02

71 
 

佩:議課中有許多實際的問題，皆能省思自己的優缺點，多元教學法多以幼

兒為主，聽到老師的看法與教學經驗分享讓自己再做統整。(訪 20200612 佩) 

三、共備方面 

在共同備課活動中發現，教師們共同思考幼兒學習目標、設計適合主題活動、

發展合宜教學策略，及提前面對教學素材的準備，對於課程可能遇到的困難做出

討論，善用左手欄工具來引發事件的共鳴，並提出適合的策略，而反思部分應可

在議課活動時立即使用 AAR 回饋機制，協助教師反思及統整。 

主:在共同備課中了解學校、主管及老師間因為立場不同，角度就會不一樣，

我應該在之中取得平衡，需要更多時間探討。(訪 20200612 主) 

小結 

從教師成長與團隊學習的觀點分析，教師在團隊學習中，協助不同階段教師

釐清問題，過程中獲得幼教新知且增進班級經營技巧，及啟動園所優良溝通氛圍，

提升同儕關係進而達成教師專業成長。此外從行動方案設計與實施的觀點來看，

發現使用輔助工具亦能協助教師全面觀察，專業對話使教師得以全面瞭解幼兒學

習概況，一同思考幼兒學習目標、設計出適合主題活動，因此，透過此行動研究，

解決園所專業成長停滯問題，從每次行動後，教師間自我省思、加以修正，再次

行動的循環進行達成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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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總結本次行動研究的發現與意義；第二節

為研究建議，提供幼兒園教師、園長及研究者，在實務與未來研究方面的具體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行動實驗的方式，探討個案幼兒園教師團隊運用團隊學習來增進教

師專業成長的方式與歷程。行動研究設計中，以課堂教學研究之觀課、議課及共

同備課歷程，作為做中學的主要途徑，搭配團隊學習主持人的適時介入，帶領教

師團隊進行專業對話，增進對話與反思的廣度、深度與實踐性。 

第四章就運用團隊學習以增進幼師專業成長，以及行動計畫的設計與實施情

形，歸納研究發現，並進行反思與綜合討論。 

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壹、運用團隊學習以增進幼師專業成長之發現 

一、教師增進專業成長之信心 

 個案幼兒園教師在行動計畫前的訪談與說明會中，表現出對團隊學習感到畏

懼和逃避的心態，要求在進行研習活動後進行專業討論即可；但研究者剴切指出，

過去類似的專業討論效果不彰，專業對話需要醞釀、練習與指導，鼓勵教師們勇

於接受並挑戰新事物。教師們在勉為其難的情況下，終於展開本次行動研究。 

果然，經由研究者的引導，教師們在本次團隊學習活動過程中，展現出團隊

學習大於個人學習的體會與效果；行動計畫結束後，研究者更看見教師們展現了

自信及改變現況的決心，也讓幼兒園負責人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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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提升彼此間的夥伴關係 

 由於個案幼兒園教師們的關係一向良好，因此，教師團隊的人際溝通流暢，

進行專業對話時很快就上手。 

行動研究過程中，每次教師們的專業對話，都能運用實用知識並即時解決實

務問題，尤其是教師個人不能解決的問題，教師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專業

成長活動後，教師們對專業發展活動的意願持續提升。 

另一方面，共同備課時運用的左手欄工具，讓教師交流並開啟了內心的不同

視角與感受，讓教師們的夥伴關係更形緊密。 

三、確認幼兒園專業對話輔助工具的效用 

 本研究在促進團隊學習活動的設計中，過程中分別採用 CLASS、左手欄，

以及 AAR 回饋機制等輔助工具。 

實施過程中發現，進行教學課堂研究時，CLASS 有助於確保教師觀課的重

點與成效，左手欄與 AAR 回饋機制促進議課及共同備課的對話深度。CLASS 提

供全面性的觀課架構與焦點；左手欄協助當事人避免先入為主的思考，確實了解

對方的立場；AAR 回饋機制則能協助教師統整專業對話的內容，形成系統思考。 

由於上述輔助工具明顯促進幼教師的團隊學習活動與專業成長，因此可以作

為團隊學習與專業成長的輔助工具。 

四、產生非預期結果，看見學校課程發展的盲點 

 教師們在議課與共同備課時，顯現出對某些領域不熟悉，並明確指出學校未

及時提供資源的情形。這種情況在個案園所過去的課程討論方式下，通常不會被

重視，也不會產生解決行動。 

然而，在本次行動研究中，透過團隊式專業成長的進行，一方面教師積極釐

清科學領域指標、探討科學教學相關活動，另方面幼兒園同時也提高教學資源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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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並共同決定在下學期嘗試納入科學領域主題，提高了教師專業自主氛圍，並

落實了團隊學習的實踐精神。 

因此，教師們咸認為，本次團隊學習的專業成長活動讓他們收穫滿滿，專業

對話及輔助專業對話工具確能解決園所教學與實務問題。 

五、專業對話需要練習及主持人帶領，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本次行動研究，在短短一個半月間就能觀察到教師們對專業發展活動的興趣、

專業成長的自信心，以及團隊關係的大幅提升。同時，也看見園所課程上的盲點，

並在共同備課時找出解決方式，產生了非預期的正面效果。 

總之，教師們在團隊學習過程中，可達到教師個人專業成長活動難以達到之

成果。團隊學習的深度、範圍，以及經由對話產生的共識，對實務更具影響力，

這些都是優於個人專業學習的地方。此外，在主持人的有效帶領下，更能激發教

師自身的能力與潛力。 

事實上，各個教師處於專業成長不同階段，而面對處境及問題皆有不同，但

透過團隊學習的方式下集思廣益，以及輔助專業對話的工具幫助下，教師能及時

反思，持續專業成長、肯定自我、展現自己的價值，並認同幼兒園能做好課程教

學品質、領導管理、親師關係，一起營造優質的幼兒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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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動計畫的檢討與反思結論 

一、教師無法立即進行專業對話狀態 

  由於研究者閱讀的專業對話文獻較為理論性，並且對活動中研究者角色的掌

握仍在摸索中，因此，研究者對於教師們的第一次專業對話流為一般性談話，頗

感苦惱。 

 在指導教授的提醒與指導下，釐清、確認研究者的主持人角色，明確辨識教

師對話活動的投入度，確認適當的介入方法與時機。 

 回顧教師的專業對話活動顯示，教師在進入專業對話的狀態後，會沉浸其中、

忘我，並產生亢奮感。而整個專業對話歷程，會經歷醞釀、鼓勵、激發、探詢、

協助、反省的過程。 

二、事前準備能強化專業對話的深度 

 由於個案幼兒園教師們沒有定期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也未曾涉獵團隊學習與

專業對話的相關概念與實務，因此，在本次行動研究過程中，對於活動的進行與

自我的反思與專業對話，顯得頗為生疏，影響了專業對話的順利進行。 

 由於研究者有所準備，除了事前反覆叮嚀教師們外，在對話過程中並適時提

供專業資訊、介入對話的方向與深度，才能協助教師們順利在團隊學習中進行專

業對話，並產生預期的成果。 

 由此可見，教師若要參與團隊學習以提升專業成長的活動，是需要事前準備

的。 

三、主持人影響專業對話的成敗 

 如前所述，雖然個案幼兒園的教師頗能認同經營者的用心，願意參與並積極

投入於專業發展活動，但是，由於缺乏團隊學習與專業對話的相關知識與經驗，

因此，教師進行專業對話時，需要主持人的有效引導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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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對話過程中，主持人需掌握節奏、進行回顧內容、提示探詢、協助統整

教師對話、融入新觀念並學理支持、協助檢視自我反思，進而達成教師專業成長。 

 整體而言，研究者在本次行動研究後，認為行動研究的進行或許沒有事前想

像中困難。由於團隊學習與專業對話的相關文獻多為觀念性倡導，缺乏實務探討

與實際引導，不但幼兒園與教師多半不知該如何進行，研究者也頗為困擾，一直

在琢磨著：專業對話與討論有何差異？如何讓教師認同做中學、產生興致、主動

投入？雖然每位教師都宣稱會自我反思，但該如何落實自我檢視？甚至讓教師團

隊共同反思、檢視、一起成長？ 

 經與指導教授反覆討論後，終於確認本次行動研究的定位與設計，透過課堂

教學研究三部曲作為做中學活動的平台，由於觀課、議課、共同備課，都是教師

熟悉的專業活動，藉以開啟專業對話的機制；同時，逐步發現，在這次團隊學習

與專業對話過程中，主持人必須扮演強化專業對話的關鍵，透過深度匯談方式，

掌握對話的節奏、進行回顧內容、提示探詢、協助統整教師對話、融入新觀念並

學理支持，是教師期望的實踐式專業成長歷程。 

 總之，本次行動研究的設計，能及時解決問題，實踐做中學本質，運用專業

工具結合 CLASS、左手欄位與 AAR 等工具，巧妙運用在幼教專業上，協助教師

提升自我省思能力，成功將適合幼教團隊學習方式即專業對話、做中學與自我省

思融入行動研究，最後教師專業知能、專業精神與一般知能上得以意想不到的成

效。在行動研究後，教師們的專業成長興奮感持續，並期望幼兒園運用中午時段，

定期安排團隊學習式專業發展活動。 

  因此，本研究提供一個藉由團隊學習促成教師專業成長的可行方案，並提供

具體的實務推行經驗。同時，也回應了本研究的兩個待答問題：（一）幼兒園的

團隊學習歷程與方式為何？我們發現，適合個案幼教師團隊學習歷程與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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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團隊任務且符合教師需求，藉由觀課、議課、共同備課建立專業對話氛圍、

透過行動研究參與做中學、專業對話使用左手欄、AAR 工具協助教師自我省思

進而達成教師專業成長。（二）如何藉由專業對話達專業成長成效？我們發現，

團隊學習中專業對話關鍵因素為：主持人掌握節奏、進行回顧內容、提示探詢、

協助統整教師對話、融入新觀念並學理支持、協助檢視自我反思及適時使用專業

對話輔助工具（CLASS、左手欄、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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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幼兒園教師之建議 

一、運用團隊學習提升專業發展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團隊學習過程中，可達到教師個人專業成長活動難以達

到之成果，包括：團隊學習的深度、範圍，以及經由對話產生的共識，對實務更

具影響力；同時，經由團隊學習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教師更有動力參與專業成長

活動。 

因此，建議幼兒園教師積極參與團隊學習式專業發展活動。 

二、專業對話之參與和準備 

本研究發現，專業對話有助於釐清教師個人的專業疑問與實務困擾。同時，

教師事前準備，有助於提升專業對話內容的廣度、深度與實用性，譬如事前編寫

課程設計書等。 

因此，建議教師於參與團隊學習與專業對話時，宜事前做好準備。 

貳、對幼兒園主管之建議 

一、實施共同備課制度 

本研究發現，共同備課的團體學習活動，開啟了專業對話，可以促使教師共

同思考幼兒學習目標、設計適合主題活動、發展合宜的教學策略與教材。 

教師藉由這項團隊學習制度，能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確保優質幼教品質，邁

向優質幼兒園。因此，建議幼兒園實施共同備課制度。 

二、引進或培養專業對話主持人、善用政府資源 

本研究發現，主持人在團隊學習與專業對話上扮演關鍵角色。因此，培育團

隊學習與專業對話的帶領人，非常重要。 

若園所一時無法培訓此角色，可向政府教育機構申請輔導教授入園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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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以專業對話工具 

本研究發現，在教師專業對話過程中，團隊難免出現爭論、或隨性談話流於

失焦，因此，需輔以專業對話工具，譬如本研究採用之 CLASS、左手欄與 AAR

回饋機制。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後續行動研究的設計 

本次行動計畫目標在發展適用於幼兒園的「團隊學習式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因此，行動計畫之設計考量個案幼兒園教師的背景與實際情況。 

雖然本研究實施結果，初步達成預見效果。但是，幼兒園團隊學習與教師專

業發展的方式，顯然必須考量幼兒園教師專業發展的脈絡與實際情況。因此，進

一步累積研究個案有其必要。 

再者，本次行動研究，因考量個案幼兒園專業成長活動已停滯數年，若驟然

規劃過長的專業發展活動，過於急躁與強制的結果，或將導致教師的消極抵抗，

反而影響行動研究的效果，因此只規劃一個半月期程。 

雖然本次行動研究結果，仍然達成預見的效果，包括：教師團隊學習帶來的

教師專業成長、團隊凝聚力的提升，以及喚起教師對專業發展活動的熱忱。不過，

對後續行動研究規劃，或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較為成熟的幼兒園而言，由於教師已

經具備相關專業發展經驗，可考慮更長的行動研究計畫，探討更深入的團隊學習

與專業對話議題或工具，或挑戰更高的團隊學習目標。 

二、非行動方案之研究 

由於吾人需要更深入了解幼兒園進行團隊學習式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困難、

成敗因素與成效，後續研究者可以配合具體的研究目的，規劃非行動方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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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譬如，探討團隊學習與專業對話歷程的質性個案研究，或探討特定團隊學

習方式與專業對話工具的量化變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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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小彼幼兒園訪談表 

1.請簡介您的幼教經歷。 

2.請說明您在「幼教專業發展」方面的經歷。（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學習活動） 

3.請進一步說明您在專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關鍵點，與困擾。 

4.在工作上，您認為您的長處有哪些？（包括：課程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

與家園關係、園所內關係與自我發展） 

5.在工作上，您希望在哪些方面有所經歷、增進或突破? 

6.您對於團隊學習或同儕專業學習，有何經驗、期待或想法？ 

7.在專業發展上，您對園所管理有何期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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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CLASS 觀察工具(含教師觀察日誌、研究日誌整理) 

領域 層面 指標 教師觀察日誌 研究者日誌 

1.情緒

支持 

(1)正向

氣氛  

 

熱情、愉

快、情感

連結的互

動。 

 1.幼教師的內在素質 

2.學校文化有關 

(2)負向

氣氛 

憤怒、敵

意和侵略

的情形。 

 幼教師的內在素質 

學校文化有關 

(3)敏感

度 

 

情緒、需

求。 

1.體能活動受到教室空間的限

制，而碰撞的情形發生狀況可

大可小，要如何改善?(誌

20200423 惠) 

2.對於求勝心較高的幼兒挫折

忍受力較低者，是否有方法可

讓其平常心對待結果? (誌

20200423 高) 

3.活動輪流等待過程中幼兒能

做什麼? (誌 20200423 佩) 

1.事情與幼兒討論 

2.有關在情緒調節，

自我調節覺察(找尋

協助)  解決方式:請

老師協助、將情緒命

名，認識情緒可透過

扮演遊戲、繪本強化 

 

3.同儕對話 思考 

(4)重視

學生觀

點 

互動及課

程活動中

關注學生 

1.體能活動除單一項運動外，用

闖關的方式增加趣味性，除了

闖關外還能如何增加趣味性?  

1.引起興趣:角色扮演 

2. 開方式問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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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層面 指標 教師觀察日誌 研究者日誌 

  興趣、動

機和觀

點。 

(誌 20200423 惠) 

2. 若有些孩子一直不敢發言可

以用甚麼方法讓他參與? (誌

20200423 雅) 

 

2.教室

經營 

(1)行為

管理 

意圖及目

的、一致

性。 

1.老師和孩子互動良好，但有些

人會過於開心時，該不該讓他

停止發言? (誌 20200423 雅) 

2. 當孩子一直離開座位該不該

制止，請他坐下? (誌 20200423

雅) 

1.偏離話題的話 

2.開方式問題 

(2)生產

力 

教學時間

和例行活

動有無浪

費時間。 

  

(3)教學

模式 

引起幼兒

之興趣。 

1.體能活動如何加入思考創造

力及問題解決能力?在哪個時

程時間點進行較為洽當? (誌

20200423 惠) 

2. 引起幼兒興趣的方式 除了

故事分享圖片、實物、影片還

有什麼方式? (誌 20200423 佩) 

1.等待過程 

2.遊戲、期待感、神

秘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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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層面 指標 教師觀察日誌 研究者日誌 

3.教學

支持 

(1)概念

發展 

鼓勵思

考、創造

力和問題

解決。 

1.體能活動期許幼兒完成挑

戰，透過怎樣的舊經驗來建構

新經驗? (誌 20200423 惠) 

2. 有些幼兒就是不愛動腦喜歡

等他人答案，是否有辦法可讓

他能主動思考? (誌 20200423

高) 

3.在過程中幼兒對某些內容感

到興趣，除了回家與父母做還

有能什麼方式? (誌 20200423

佩) 

1.練習、同儕觀摩(模

仿) 

2.以他為故事主角(協

助經驗連結) 

3.學習區 

(2)回饋

品質 

提供鷹

架、鼓

勵、肯定。 

1.什麼方式能讓幼兒有更多創

造力? (誌 20200423 佩) 

2.除了口頭、肢體貼紙外給予肯

定與鼓勵之外還有其他方式

嗎? (誌 20200423 佩) 

1.開放式 

2.開放式 

(3)語言

模式 

頻繁的對

話、開方

式問題、

使用專業

語言。 

1. 有時開放問題讓幼兒偏離相

關話題有什麼方式能間接拉回

主題? (誌 20200423 佩) 

1.引導回主題 

資料來源:：(La Paro & Pianta，2004)、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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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左手欄 

1. 自己選擇一個特定的情況，在這個情況中，自己感覺當時與人交談的方式好

像沒有達成什麽效果，或是很不滿意。  

2. 以對話的形式寫出當時交談的過程。在一張紙的右側記錄實際發生的景象；

在左側寫出交中心中想而未說出的話， 

想而不說 所發生的景象 

直接判斷、想法或感受 對話、表情、動作等 

資料來源：許婷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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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回饋機制 AAR 省思表 

(1)在活動或事件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2)如何發生的？ 

(3)為何會發生？ 

(4)我們從中學到了什麼？ 

進行回顧 

資料來源: 蘇玲慧、高家斌（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