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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   學教授 
針對日本孩子「從學習中逃
走」等現象，東京大學教育
學博士佐藤學教授提出「學
習共同體」教育改革，除了
日本超過3,000所中小學正在
推動外，更擴散到韓國、中
國、香港、 新加坡、印尼等
地區，並陸續改革成功。 

學習共同體 推動者 



為什麼要從老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 

• 以教學為導向的模式，訓練的是記憶與機
械化的練習 

• 這種教學模式適合製造業發達的國家 

• 日本的製造業需求的人才從1992年的164萬
人，到1998年剩下37萬人。 

• 台灣製造業人口，未來會下降到35%以下。 



填鴨式教育的代價 

• 把孩子教笨了 

• 只能從事機械化的工作 

• 製造大量的失業人口 

• 孩子提早放棄學習 

• 教師無力感 

 

 



不合時宜的教學觀 

• 學校的責任就在於上好課？ 

• 老師的責任就是把課上好就好，學生要不
要聽是學生的事情？ 

• 小學老師：現在過動的學生越來越多，越
來越難教。 

• 中學老師：不愛聽的孩子趴在桌上睡覺，
比較不會吵到別人。 



錯誤的刻板印象 

• 教師是頑固守舊的一群 

• 教師不想改變 

• 教師缺乏專業發展與更新的能力 

這群人 TGOP│老師的經典語錄【語錄系列】.mp4


真實的現況 

• 缺乏真實成熟的課程與教學的領導力，引
導教師轉型。 

• 改變其實很容易 

• 從我們自己開始 

• 成為一個新的學習者 

• 成為一個新的學習的引導者 

• 改變其實也很困難 

• 改變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 



從課堂學習出發的教育改革 

• 共同設計一堂課 

• 學習如何教好一堂課 

• 觀察學生學習的狀況 

• 深度對話及反思 

• 讓學生的學習動力重新復活 



學習共同體理念 
佐藤學：每一個孩子都不放棄，保障每一
個孩子的學習，讓孩子在解決問題的過程
中培養學習能力，在探索中開啟學力潛能。 

歐用生：學習共同體理念是依據民主主義
的精神，將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等都
視為學校改革的主角，各種各樣的思考方
式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尊重，每一個人的尊
嚴和學習權都受到保障。 



學習共同體定義 
強調地方、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應
成立一個個學習圈，在與他人的討論中相
互學習。 

 

在教學方法上，要以引導的方式帶領學生
探索學習，讓學生實際深入了解知識、運
用知識，並經由對於知識的討論及探索，
體會學習的快樂，進而開發學習的潛能。 



學習共同體特點 

• 平等對話及相互學習 

• 學思並重及知識建構 

• 真正學習及伸展跳躍 

• 提問思考及溝通表達 
 

 

 



學習共同體理論基礎 
三大哲學理論基礎 

•公共性哲學 

• 學校是各式各樣的人共同學習的公共空間 

• 傾聽他人的聲音，向他人敞開心胸 

•民主主義的哲學 

• 杜威說：「民主是各式各樣的人協同生存的方式」 

• 每一個人的學習權和尊嚴都應受到尊重 

•追求卓越的哲學 

• 學校必須是追求「卓越性」的場所 

• 追求至高的境界，定能帶來豐碩的成果 



學習成立三要件 
真正的學習 

相互聆聽的關係
相學習關係 

伸展跳躍的課題 



學習是對話辯證與串聯 
(有效學習策略) 

佐藤學： 

學習是： 

1.學生與教材(知識)的相遇 

2.學生與他人(夥伴與教師)的相遇 

3.學生與自己的相遇(外在經驗內化為內在  

    經驗的歷程)。 



台灣的教室 



美國教學型態(1) 



美國教學型態(2) 



學習才是教育的核心與本質 

• 我們學習經驗的包袱 

• 過度背誦的經驗 

• 過度練習的經驗 

• 單打獨鬥的經驗 

• 過度聽講的經驗 

 



學習金字塔 



如何改變自己 

• 形成學習共同體 

• 教學觀摩是大家的事情 

• 大量閱讀 

• 不斷實踐 

• 紀錄實踐力成並進行有效反思 

• 打開教室的門 

 



形成正向改變的力量 

• 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擾 

• 形成知識的同僚(collegiality)關係 

• 教師必須要從教育專家轉型為學習專家 

• 必須改變教學觀摩的形式與本質 

• 相互觀摩相互學習 

• 想辦法讓學生的學習活起來 

 



發揮根與芽的精神，許孩子一個未來 
如果教育現在所面臨的困難是一道道堅固的城牆，那麼，遍佈世
界的千萬顆種子， 一旦生根發芽，就能衝破城牆，改變世界。 



學習共同體的學校風景 



亞洲諸國的普及 



真正的學習與對象性 



相互聆聽的關係 



學習成立的要件 

「孩子文化性發展的機能會出現兩次。最初出現於社會式的次元（察知），
其後出現於個人式的次元（內化）。換言之，起初發展於人與人之間，其
次發展於孩子的心理內側。」 （維高斯基） 

 

學習共同體以「共有的學習」     

（教科書程度）及「伸展跳躍的      真正的學習 

學習」（教科書以上的程度）的 

兩種課題組織協同學習。 

                    相互聆聽的關係    伸展跳躍的課題 

 



協同學習的兩大機能 

monitoring 

 （觀察模仿） 

 模仿他人的思考 

  

 

scaffolding 

 （鷹架） 

 將他人的思考做為鷹架， 

 一躍而上。 



協同學習的風景 



課堂改革的兩大指標 

 

課堂改革追求兩大目標 

①構築人人皆可安心學習的人際關係及環境。 

②組織能使每位學生從頭至尾熱衷於探究學習的課堂。 

 

＜課題＞ 

１．在教室的每一瞬間，皆無人落單。 

２. 在校內沒有任何教師落單。構築能使身為教育
專家的每位教師皆能熱衷於相互學習的同僚性。 
 



沒有一位學生落單 



沒有一位學生落單 



沒有任何一位學生落單 



一.學教翻轉:從老師的「教」轉為學生的「學」 

二.座位改變:U字形或ㄇ字形 

三.分組討論:強調異質分組 

四.教學過程:教師的角色─傾聽、串連和回歸  

五.學生學習:歷程為探究、合作、表達 

六.學習策略:運用偕同學習，彼此協助一起進步 

七.伸展跳躍:透過彼此搭鷹架的學習，形成JUMP學習 

八.自主學習:培養每個學生都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結論 



雙北市學習共同體推展方式 

以本人生活圈的廣度分享 



新北市推動方向 

注重課程領導 

校長讀書會 校長公開課 

國際研討公開課  邀請佐藤教

授來台 

專輔讀書會 專輔公開課 

先導學校 分區公開課 
 

新北市先導學校計畫103.pdf
新北市先導學校計畫103.pdf


台北市推動方向與原則 
理念宣導，專業成長，全體參與有意願者
先行 

理念先啟 

先減再加 

集中資源 

結合現況 

教學觀摩 

台北市北政國中的公開課 
 

北政國中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mp4
北政國中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mp4


支持學共教學的小道具 
座位的安排 

討論的道具 



學習共同體的座位（一般教室） 

傳統上課座位編排 學習共同體座位編排 

圓形為學習落後學生 



ㄇ字型座位 



ㄇ字型座位 



小併桌座位 



三人一組的座位編排 



風車型座位 





小白板 



軟性磁鐵 

https://tw.bid.yahoo.com/item/%E3%80%90%E7%A3%81%E9%90%B5%E9%81%94%E4%BA%BA%E3%80%91-A007%E8%BB%9F%E6%80%A7%E6%A9%A1%E8%86%A0%E7%A3%81%E9%90%B5%E7%99%BD%E6%9D%BF-%E8%BB%9F%E7%99%BD%E6%9D%BF-%E5%8F%AF%E7%9B%B4%E6%8E%A5%E5%90%B8%E5%9C%A8-100049868844


學習共同體 

藝文案例篇 

應該  休息一下 



學習共同體教學案例 

1.紋名遐邇 

2.名畫好天氣 

3.當偶們同在藝起 

4.金山的蹦火仔-工藝職人亮起來 

5.好運居家好美紋樣-圓夢計畫 

6.食色幸也-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 

紋名遐邇
紋名遐邇
名畫好天氣
名畫好天氣
當偶們同在藝起
當偶們同在藝起
金山蹦火仔
金山蹦火仔
好運居家好美紋樣
好運居家好美紋樣
食色幸也
食色幸也


說課、觀課、
議課 



說課 

讓觀課者掌握課程的重點及上課觀察的重
點。 

內容:單元的課程脈絡 

              本節課學習重點 

              學生的狀態 

              每個觀課者觀察的範圍 



觀課 

第一層:學年老師 

    紀錄重點:脈絡化的紀錄(提問與承接、
對話構成、協調與共識、精彩的軼事紀錄
…) 

第二層:外賓或非學年教師 

   紀錄重點:聚焦在學生的學習 



議課 

1. 教學者:教學前構想、教學中感受、教
學後反思 

2. 各組觀察報告:讓參與者有機會了解各
組學習情況 

3. 外賓 

4. 專家講評 

 

第一層第二層專家  注意議課的禮節 
 





『教學觀察』和『教學觀摩』之比較表 

                      分類 

比較項目 教學觀察 教學觀摩 

目 的 製造問題討論的情境 展現一個典範的教學 

觀 察 焦 點 學生 教師 

觀 察 者 微觀、細察 觀賞、模仿 

教 學 者 角 色 教學者 示範者 

學 生 角 色 學習者 配合者 

教 學 者 感 受 壓力小 壓力大 

教 學 情 境 自然真實與平時相同 求完美：作教具費時 

觀察者與教學者互惠 協助集學生解題類型 無 

觀 察 者 的 態 度 欣賞孩子的數學學習 以典範的標準評價 

教 學 檢 討 會 教學現場寫真 歌功頌德 



觀課的進行模式  

「觀課」是有效改進課堂
教學的研究方法。 

 不是過去「教學觀摩」者對「試教者」的「教
法」指導批評 

 而是教學同儕在教學活動中，針對現象觀察、
對話討論，以進行觀念、行為、效果的整體研
究， 

 



觀課：要從大處看，從關鍵問題看 

 觀需要從大處著眼，不要盯住課堂偶然的失誤
和缺失不放。 

 

 察意旨詳察，透過表面現象詳察背後的意涵，
需要心靈體悟和體察。 

 



議課：展開對話，促進反思 

 議課是圍繞觀課所蒐集的課堂訊息，討論問題，
平等交流，深入對話，探討更有效教學的多種
可能。 

 議課的對象不是上課的人，而是課堂上的教學
行為、教學事件和現象。 

 不能把課堂上的事件和現象看成授課教師的缺
點和不足，而是當成參與者需要共同面對的困
惑和問題。 

 從學生學的角度(即圍繞學習活動和學習狀態)提
出更有價值和意義的討論話題和問題。 

 



 議課時要抱著誠懇的態度，提出問題時，語氣
要委婉些，方式要巧妙些。 

 議課時，丟開抽象語言，只說出自己觀察到的
事例的真實感受和具體事實本身。 

 面對課堂上的事件和現象，觀課教師要盡可能
讀懂其背後的意義，主動積極地思考「假如我
來教，我該怎麼處理」，如此，觀課者不作旁
觀者，而是置身其中。 



有效觀課議課的流程 

觀課前的對話： 

    *授課教師說明教學背景，包括教學目標、學習基礎、
學生狀況、焦點學生等，以增進觀課者對課堂情況的瞭
解。 

    *在議課主題下，說明本課的教學設計、主要的教學活
動，提示觀察重點和時機等。 

   *授課教師說明本課特別的教學創新，以避免觀課者帶著
個人偏見來觀察和研究課堂。 

 對話重點示例： 
    這堂課將教些什麼、做些什麼、可能會碰到什麼問題、

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打算觀察什麼、要蒐集哪些課堂
資料、如何蒐集等。 



觀課 

 進入教室：最好提前幾分鐘到達教室（尊重學生、
尊重教師、尊重課堂，不干擾課堂） 

 選擇座位：根據觀課目的和需要選擇座位，選擇
的位置有利於收集議課的訊息；盡可能選擇可以
觀察更多學生學習狀態、學習活動和學習效果的
位置，但避免影響教師教學 

 走近學生：教師坐在學生當中，通過觀察學生的
學習活動，來審視教師的教學行為是否有效。做
到學生中間，需要避免學生產生被侵入的感覺，
最好徵詢一下學生的意見「我可以坐在這裡嗎？」 

 觀察紀錄：記錄時宜避免：個人偏見、主觀意識、
遽下結論等問題。 



議課： 

 圍繞觀課議課主題，設身處地，進行平等對話、共
同分享和教學反思。 

 對話焦點： 

    •圍繞主題，課堂上發生了什麼？ 

    •教學行為是否收到預期的效果？是否達到教學目
標? 

    •教學策略的運用是否有效？ 

    •學生學到了什麼？ 

    •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 

    •假如我來執教，我該怎麼處理？ 



觀課議課是一種對話。 

就彼此對話而言， 

它需要參與者有溝通與合作的意願 

 需要對話雙方各自向對方敞開彼
此接納； 

需要彼此間的積極互動與交流。 

 



從觀課表看觀課法 

• 觀課紀錄表(紀錄存檔) 

• 觀課紀錄表(空白表格) 

• 新北市中藝團研發版 

../../102-2/專輔工作坊/1030520專輔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pdf
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記錄表2014-10-23-13-35-59-612-nf1.docx
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記錄表2014-10-23-13-35-59-612-nf1.docx
綺真教學演示教學觀察表805.docx
綺真教學演示教學觀察表805.docx


公開課（非原校） 

1011107新北五峰國中 八年級名畫好天氣 

1020306新北安康高中 九年級名畫好天氣 

1020319新北中正國中 八年級名畫好天氣 

1021009新北雙溪高中 七年級當偶們同在一起 

1030323淡江大學        八年級好命居家好美紋樣 

1030402新北積穗國中 八年級好命居家好美紋樣 

1030520新北漳和國中 八年級好命居家好美紋樣 

1030924新北明志國中 七年級食色幸也 

1031009新北大觀國中 七年級食色幸也 

 



學習共同體參考資料 

適合學校社群進行教學研究用 



佐藤學教授著作 

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
革 

學習共同體構想與實踐（
DVD） 

學習共同體台灣研究會 

http://163.20.172.210/


學習革命的最前線 學習革命的願景 



學習共同體書籍（簡體版） 



SLC--建構學習共同體學校藍圖 



學習共同體特刊 



特別感謝 

日本學習院大學    佐藤學教授 

新北市秀山國小    林文生校長 

新北市退休校長  姚素蓮校長  吳順火校長 

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專輔課堂教學研究工作坊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教育研究科 

新北市藝術與人文輔導小組 

台南市歸仁國中 林武成老師 
新北市 感謝大家的聆聽 

珍惜這一期一會 
張綺真 (02)28091557*154 

            (M)0936895341 

qizhen@zwh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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