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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高齡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經營模式與成效之研究 

*賴弘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摘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管道，藉由合作與對話，強化團隊學習的能力，

對於在非正規教育體制的高齡教育教師有其重要性。本研究旨在分析高齡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運作與經營模式、了解高齡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的分享方式、行為與規範，以及探討高齡

教育教師成員參與專業學習社群後的成效。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蒐集研究資料，邀請七位參

與南投縣樂齡講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結果之主要發現為：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需有熱心的帶領人，負責安排實體或線上的學習活動，並能指定教師輪流分享；教師學習社群的

聚會透過實體與線上的互動，在網路群組上亦會分享學習新知與教學經驗，主要幫助除精進教學技

能之外，最重要就是拓展人脈；社群教師參與社團後，除了精進本身的教學科目專業之外，對於老

化的知識亦更加了解，尤其是在高齡學習者生理與心理的認知層面；教師專業社群需有規範，除了

出席要求外，學習與分享的內容要皆以高齡教學為主軸，線上群組討論尤其要避免有關宗教與政治

的言論。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三點建議，供高齡教育主管單位與機構在輔導成立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參考。 

關鍵詞：高齡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業發展 

1. 緒論 

近年來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下，政府逐漸重視高齡教育的發展，除了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計

畫，在全國各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與在大專院校設立樂齡大學外，衛生福利部亦於全國各地

補助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健康促進以及預防與延緩失能的服務與課程，因此除了提供高齡

者社會福利的支持之外，教育的介入更是幫助高齡者達到成功老化的有效管道（賴弘基，2021）。

另一方面，為了提升從事高齡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教育部與衛福部辦理了相關培訓研習活動，增

進高齡教育教師高齡教學的專業知識，期望能幫助高齡教育教師熟悉高齡者身心特性，以利課程設

計與教學實施符合高齡學習課程規劃的理念，且能促進高齡學習者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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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育部(2020)發佈之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要點，更是規範了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之要求，

為了精進高齡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在教育部樂齡學習輔導團的協助下成立。 

高齡教育教師需具備之專業，主要有老化教學知識和老化教學技能（胡夢鯨等人，2017）。除

了透過培訓課程強化高齡教師的專業外，非正式學習管道的社群之營造亦扮演教師專業精進的關

鍵因素。根據張德銳、王淑珍(2010)的論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有助於教師透過合作、分享

與支持團體，讓教師們對專業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並透過省思對話、探索學習、協同合作

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促進學習者學習成效的提升，並能精進教師本身的專業素養。就成人教育學的

觀點來看，學習社群是屬於非正式學習的管道之一，若高齡教育之教師能透過分享交流，將有助於

教師解決教學中所面臨的問題，並發展出創新的教學模式。因此，自 2019 年開始，樂齡教育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經營與發展也列為樂齡學習輔導團的年度工作要項之一（教育部中區樂齡學習輔

導團，2019）。 

目前國內中小學與大學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普遍重視，除了鼓勵與補助教師專業社群

的成立，並辦理相關培訓及徵選優良的案例。根據教育部(2009)出版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手冊」中引用 Haslam (2008)及 Robent 與 Pnuitt (2008)的論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有下列

幾種模式，分別為協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同儕省思對話、建立專業檔案、案例分析、主題經

驗分享、新課程發展、教學媒材研發、教學方法創新、行動研究、標竿楷模學習、新進教師輔導、

專題講座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務運作在國內外發展已有一段時間，但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成效之實徵研究大多數研究對象仍在正規教育的場域，近期研究的主題有從參與教師的認知面向

探討教師專業社群的情況及其與學生學習成效、教師集體效能感、教學效能、教師信任感、教師專

業發展的關係（Canso. & Panlan, 2017; Yin et al., 2019；丁一顧，2011；連倖誼、張雅筑，2017；陳

琦媛，2014；張淑宜、辛俊德，2011），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量表的建構與驗證(Doean et al., 

2017)。有關非正規成人教育場域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仍偏向概念的論述（陳巧倫，2017），

而對於從事高齡教育的教師的研究尚屬闕如。據此，實有必要對於目前高齡教育機構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發展與經營模式進行探究，本研究之目的可分為以下三點： 

(1) 分析高齡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與經營模式； 

(2) 了解高齡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的分享方式、行為與規範； 

(3) 探討高齡教育教師成員參與專業學習社群後的成效。 

2. 文獻探討 

2.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意涵與理論 

Dufoun 與 Eaken (1998)定義專業學習社群（P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簡稱為 PLC）為：

教學者創造環境，使他們共同努力實現他們的目標過程時，能促進成成員間相互合作、情感支持和

個人成長，其特質有六項，包含：(1)共同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2)集體的探索；(3)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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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動導向與實驗；(5)持續精進；(6)結果導向。Blankenshi: 與 Ruona (2007)認為此六項特質鼓勵

教學者可以從專業學習社群來改變學校的文化，以建立實施和維持變革的能力。另一方面，Hond 

(2004)檢視學校創新與改革的相關研究，以及參考 Senee (1990)提出的學習型組織理論指出，專業

學習社群係在共有的目標與願景下，由社群內領導者帶領與支持成員參與社群，在過程中採取合作

的方式，鼓勵成員持續分享實務經驗，並且在外在環境與人員的支持下，使社群有更良好的運作

（張德銳、王淑珍，2010）。Blankenshi: 與 Ruona (2007)指出 Hond (2004)的論述強調社群內的反思

性對話過程為合作學習的工具，而外在支持性條件使得合作學習和共享實踐成為可能。因此，張德

銳、王淑珍(2010)歸納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效益，在於讓教師透過省思對話、探索學習、協

同合作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來精進教學專業素養以及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丁一顧(2011)依據國

外相關研究之結果，進一步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有助於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的發展、降低教

師疏離感、認同學校願景目標、增進教學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提高教師自我實現與效能

感。因此，一個有效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要能促進教師合作分享的文化、聚焦教師專業成長及學習

者有效學習的成果，以及確保學習者學到了那些知識與技能（張德銳、王淑珍，2010）。另一方面，

建立學習社群的運作規範，如出席率、分享方式、發言等，也是維持社群有效運作的重要策略（蔡

金田，2013）。 

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文獻之中，另一個常被探討的名詞為實務社群（Communit. of Pnactice，

簡稱 CoP），PLC 與 CoP 有許多共同性，因此常被用來交互使用，但 PLC 較偏向由上而下的帶領

方式，目標為塑造教師的認同，CoP 則較為實務應用導向，讓參與教師能立即應用，較屬於由下而

上的運作方式。對於組織來說，PLC 的概念相較於 CoP 提供較多面向的功能，但在實際執行上，

PLC 的運作也會有 CoP 的理念的融入(Lee & Shaani, 2012)。由於本研究對象的社群成員為高齡教育

者，社群設有帶領者，社群成員的學習成果亦不全然有馬上應用的價值，因此本研究以 PLC 觀點

來分析本研究的發現。 

專業學習社群的理論基礎可從學習型組織 (leannine oneanization) 、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nuctivism)、合作學習(coo:enative leanine)和情境學習(situated leannine)來分析（Blankenshi: & 

Ruona, 2007；張德銳、王淑珍，2010）。Blankenshi: 與 Ruona (2007)指出學習型組織的觀點是主要

影響 Dufoun 與 Eaken (1998)以及 Hond (2004)所提出的專業學習社群模式的理論依據，學習社群的

運作受到共同願景與價值的影響，成員們透過共同合作來達成目標，而知識獲得管道則是由成員間

的反思對話、同儕教導與回饋。而社群領導者在此專業社群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做決定、尋求外部

資源等。張德銳、王淑珍(2010)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由教師參與運作，從學習中建構新知識，同

時在互利合作的情境下，教師同儕間互動強調合作技巧，此外教師必需加強和專業學習社群內部與

外部的情境互動，以利在情境中建構中新的專業知識與能力。這些過程符合社會建構、合作學習和

情境學習理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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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關研究 

近年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引起許多國內外學者的關切，並在不同場域進行研究。在國

內，多數的研究對象以國民中小學教師為主，研究主題偏向在教師專業成長、學校領導與管理以及

現況發展與運作層面（江嘉杰，2014）。丁一顧、江姮姬(2020)針對國內 116 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期刊與博士論文進行分析，發現研究對象多數集中在國小(42.24%)與國中(18.97%)；在實施成效部

分，對於教師之效益主要在提升教學與知識信念、增進教學知識擴增與累積、增進課程設計與教學

實務能力、提升班級經營能力、提升專業成長，以及擴張人脈等；對於學生來說，則能產出多元學

習結果、提高學習成效與學習成就、引起學習興趣等；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效益則是提升社群

團隊動能，該研究也歸納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困境，包含人力、資源、時間、經費、文化，

以及專業問題。此外，該研究之結論特別指出，以線上、混成方式聚會的社群愈來愈普及，建議未

來能有更多的研究來探討數位社群的運作。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普及主要是

由教育部(2008)的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許多大學開始成立教師學習社群以強化教師專業發

展（賴映秀、陳錫珍，2014）。相關實徵研究（陳淑美，2020；賴映秀、陳錫珍，2014）指出，專

業學習社群促進大學教師專業交流的機會，讓大學教師在教學專業更加精進，對教學的影響主要有

增進教學能力、精進教學策略、充實教學內容、更了解學生需求，也對教師的學術研究有所幫助。 

目前國內外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成人非正規教育場域之實徵研究，仍屬闕如。陳巧倫(2017)

針對國內社區大學教師之專業發展進行探討，指出社區大學教師的教學對象為成人學生，因此更需

根據學習者的能力給予實用性的知識，課程設計也需要融入在地文化特色與知識，若能藉由專業學

習社群，形成學習型組織，彼此分享教學經驗，將有助於社區大學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而專業發

展的內容，可著重於成人教育專業知能，如成人心理學、成人學習能力與學習特性、成人教學活動

設計、班級經營等（陳巧倫，2017）。近年來，國內高齡教育興起，高齡教育領域之師資培育也逐

漸受到重視，但檢視目前國內高齡教育之機構內，擔任高齡教育之教師多為兼職，只要具有特殊專

長就可成為教師，較缺乏接受高齡教育教學知能培訓的要求，因此可能產生不適合高齡學習者的教

學模式（隗振琪，2012；賴弘基，2021；魏惠娟、梁明皓，2017）。針對高齡教育教師培訓之重點，

魏惠娟、梁明皓(2017)綜合相關研究指出，成人教育學理論可應用於高齡教育的規劃與實施，因此

需要幫助高齡教育工作者了解與具備成人教育學的理論與技巧，例如了解學習者需求、規劃活動課

程、組織學習者的先備經驗、運用合適的教學策略以及評鑑績效等議題。胡夢鯨等人(2017)的研究

發現，高齡教育者要具備老化的知識及老化教學技能，老化的知識包含：生理老化知識、心理老化

知識、靈性超越老化知識、社會老化知識、創意老化知識；而老化教學技能則有教學設計技能與教

學實施與評量技能兩大層面。近年來，教育部辦理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之課程（包含一般講師與

核心課程講師），皆已將上述相關研究之建議納入課程的內容。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推論，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發展可幫助成人與高齡教育的教學者強化本身的

專業能力，亦能精進課程設計的技巧，也可更加了解高齡學習者的需求。因此，除了實體教師培訓

研習、工作坊之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與經營，將有助於教師提升專業及教學的知能，藉由

分享與對話，能進一步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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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設計與實施 

教育部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2019)因應教育部的樂齡學習輔導年度計畫之重點，成立講師專業

學習社群，其目的在於藉由講師分享交流、參與學習相及互激勵，提升講師專業知能與素養，進而

促進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並透過共同探究、教學觀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製作、

主題探討、經驗分享、教學方法之創新、教學媒材之研發等多元的學習方式，精進講師之樂齡教學

技巧。社群的學習主題規範須為樂齡核心課程（以活躍老化為主軸）、自主規劃課程（興趣及在地

資源、產業特色）或貢獻服務課程（教育部中區樂齡學習輔導團，2019）。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

談蒐集研究資料，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講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進行深度訪

談。訪談大綱則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而設計。由於研究者所在的地區為南投縣，故透過南投縣

樂齡學習中心講師社團的帶領人之介紹，邀請七位教師進行個別訪談，訪談時間從2022年12月至

2023年3月進行，其中有三位以實體方式進行，四位以Google meet線上方式訪談，每一位訪談的時

間介於30-45分鐘。 

本研究受訪之教師有三位男性，四位女性，擔任高齡教育的年資介於3年至15年之間，除在樂

齡學習中心任教之外，亦有在社區大學、數位學習機會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授課，有三位受訪

者參與二至三個教師學習社群，他們在樂齡學習中心教授之課程主要在核心課程與自主規劃課程。

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 

表 1. 受訪教師個人背景資料 

受訪者 性別 高齡教育年資 教學課程類別 

T1 女 3 自主規劃 

T2 男 15 核心、自主規劃、貢獻服務 

T3 女 3 自主規劃、貢獻服務 

T4 女 14 自主規劃 

T5 男 10 核心、貢獻服務 

T6 男 11 核心、自主規劃 

T7 女 10 核心、自主規劃 

本研究之訪談資料皆謄寫成逐字稿，研究者整理與閱讀逐字稿後進行統整，依據文本中重複的

字詞、相似概念，做出分類與初步歸納，再找出主題。在資料分析的過程，遇到不清楚之處，再次

閱讀逐字稿並詢問受訪對象進一步釐清。此外，本研究為確保研究分析之可靠性信賴度，邀請兩位

同儕檢核分析之結果，並請受訪者檢視，以確保研究的信效度。本研究逐字稿以T代表受訪教師，

參與者七位，編碼順序根據訪談時間之先後，以T1至T7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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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訪談問題進行歸類整理，可以分成以下四大主題。 

4.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有熱心的帶領人，負責安排實體或線上的學習活動，並能安排教師輪流

分享 

本研究受訪者表示，樂齡講師社團有兩位主要帶領人，皆為樂領學習中心的主任，他們扮演社

群領導者的角色，除了鼓勵社群內教師參與活動之外，並且需邀請具經驗的老師輪流至樂齡學習中

心教學實務分享，提供教學需要之軟硬體設施，也會利用線上學習平台，邀請學者及在高齡教學領

域資深教師分享，群組內訊息的布達方式以LINE平台為主。 

「兩位主任都很熱情……聚會的部分，就是有時候會有專業老師的一個專題演講，就是設定主

題的演講，所以我們教師要增能的這個項目有主題演講。另外，現場會請參與的老師做教學的

經驗分享。」(T1) 

「它的名稱是南投縣樂齡講師社群，（就）主要是樂齡講師彼此的交流、教學經驗做分享，還

有教案的分享」(T2) 

「主任找講師來做演講，跟樂齡老師的學習、教學的交流啦，如果說辦講座社群的老師才會聚

在一起，平常的話（就會）就是消息的流通、講座消息流動或是進修的消息流通。」(T3) 

「線上課程有的課程是 1 個小時，有的課程是 1.5 小時，有的是 2 個小時，就要看課程的那個

屬性這樣子。」(T4) 

4.2 教師學習社群的聚會透過實體與線上的互動，在網路群組上亦會分享學習新知與教學經驗，

主要幫助除精進教學技能之外，最重要就是拓展人脈 

高齡教育教師之專業社群的聚會方式，可分為實體與線上兩種方式，實體聚會時，在教學示範

後，會進行教學演練，因此輪到安排分享的教師都須事先備課，增加上課的互動性藉以提升社群教

師的學習成效。此外，在疫情期間線上研習的次數增加，也能藉此讓教師們習慣數位學習的方式，

並且邀請在較遠地區的講師分享。本研究二位受訪教師認為，參與社群擴展他們的人際關係，也能

謀合教師至其他的樂齡學習中心任教，尤其是較缺乏高齡教育師資的偏鄉地區。 

「跟好幾個老師一起互動，我們私底下有幾個老師（就是）會互相聯繫，那我覺得（那個）（教

學演練）（就是）培訓完之後的教學演練很重要。」(T1) 

「比如說有什麼新的教材，或者是什麼教具，有老師有研發出來的經驗分享，都會丟在 LINE

群組。」(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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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兩個小時的時間，會有那個 tea time 時間，那 tea time 時間我們大概就是來自於各個

不同鄉鎮的那個樂齡老師，或者是社區關懷據點的人員，我們就會進行交流，原因有兩個，第

一就是有的是在找老師，比如說偏鄉他們就缺樂齡老師，有的部分就純粹是本來就熟識，所以

我們在做一些經驗的分享，所以這個部分我倒覺得說，我們在社群老師，有增能課程的話，我

們那個互動師都很良性的，我是覺得還蠻棒的這個部分。」(T4) 

「它（數位化）的優勢就出現了，只要頻率變高，而且就是機動，就隨機性跟機動性，這個部

分其實彌補了，過去大家因為空間跟時間上的受限。」(T5) 

4.3 社群教師參與社團後，除了精進本身的教學專業知能外，對於老化的知識亦更加了解，尤其

是在高齡學習者生理與心理的認知層面 

本研究的受訪者本身皆有教學課程的學科專業，在透過教師社群的參與後，對於本身所教的課

程有更多的創新思維，也能學習到新知，包含在實體與線上授課的技巧。此外，對於高齡學習者因

老化造成的生理與心理反應，也能透過社群成員的交流而更加了解，本研究三位受訪教師指出，有

多位社群成員在高齡教學過程中受到啟發，進而選擇到成人教育相關研究所進修。此外，本研究有

一位老師認為高齡學習者異質性大，因此對於高齡學習者的情緒處理部分，較少在社群內被提及討

論，這部分可作為後續社群學習的主題。 

「發現到我學到了很多新的（線上）教學方式，因為疫情事實上常常很多變化搞不清楚，是學

到很多。」(T2) 

「我覺得對我的教學技巧幫忙很大，那我就覺得說，我在教學這方面。」(T3) 

「在面對不一樣的學生群，因為XX樂齡中心那邊年紀再更大一點，到七八十，那對我來學習

真的是滿大的啦，就會覺得知道如何面對更年長的成員，然後社群又不斷地有很多的高齡教學

的講座，我就覺得對我幫忙還算蠻大的。」(T4) 

「我都會扮演聆聽者的角色啦，像這個部分，我們在群組比較少在探討這方面的心理面的區

塊，但我覺得這很重要。」(T4) 

「你要是沒有辦法接受高齡身心知識、教學技巧的要求，學科專業能力的強調，如果你沒有辦

法接受，這些基本面向上的要求，那你就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T5) 

「他會跟我們講說，（喔）原來高齡者（他）學的東西，（他們）的反應是這樣子，他們會提

出來說，其實他們知道說，（喔）原來老人家就是要如何、如何。」(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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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師專業社群需有規範，除了出席要求外，學習與分享的內容要皆以高齡教學為主軸，線上

群組討論尤其要避免有關宗教與政治的言論 

由於社群是屬於自發性的團體，因此對於聚會上課、分享、討論的參與，需要參與教師積極配

合，本研究受訪者指出社群的實體聚會設有簽到與簽退的機制，且帶領人會要求全體成員出席，但

因社群老師皆為兼職，因此有請假制度，但不能超過規定次數的一半。此外，社群成員的言論內容

也是需要加以規範，本研究有兩位受訪者指出，成員在 LINE 群組的分享中，政治與宗教的言論是

被禁止的。 

「我們會有出席，會簽到然後簽退，（但是就是）大部分（都每個人）都會覺得課程很有趣、

很棒，（因為這個）主辦的主任，他們都很用心在（就是用心）培訓我們這些老師。」(T1) 

「我們當初（就有）在（要）成立社群（要加入說）（我們）就訂（的）一個規定，比如說我

們有 5 次的分享，你必須 5 次都能夠出席。」(T2) 

「（我們在）一般（就是）我們的社群其實（我們先講就）有一些可能比較禁制、禁忌的言論，

就是宗教、政治。」(T4) 

「建議說出席率要達到二分之一以上，有時候我會覺得說，這些人我又沒有辦法要求他一定

來，所以我只能說我認識的一些夥伴我都會去通知他們，然後請他們務必要來，然後一定要過

二分之一。」(T6) 

「LINE群組內的發言，宗教與政治議題是嚴格限制的，若主任有看到也會請發言的老師收回。」

(T7) 

5. 討論 

本研究結果支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高齡教育者教學專業的精進有所助益，社群內教師基於

共同信念與願景，藉由實體與線上的聚會，在一起進行省思、對話、分享、合作、探究、學習，藉

以解決教學問題或提供創新教學思維，進而提升本身的教學技巧。這些表現呼應張德銳、王淑珍

(2010)歸納出專業學習社群特質的定義；而社群領導人則扮演關鍵的角色，安排社群學習之課程活

動內容及提供相關軟硬體資源，此運作模式符合 Hond (2004)提出專業學習社群模式的經營重點。

本研究結果也與張淑宜、辛俊德(2011)針對國小教師學習社群與專業表現的研究結果相似，結構支

持層面，包含：互相學習、分享經驗、資深教師(帶領人)協助和相互觀摩等，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最

具影響力。丁一顧(2011)的研究也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集體效能感有正向顯著之影響，

集體效能感包含一般能力（教學技巧、方法、訓練及專長等）與教學工作分析（評估學員的能力與

動機、硬體設備、班級經營議題等）。本研究之教師雖然在非正規教育體系任教，但透過教師專業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11(2), 2023 

htt:://jounnal.eenontechnoloe..one.tw/                                                                                                                     154 

學習社群的參與，普遍都肯定社群學習的內容有助於其教學專業的成長，也認為社群帶領人是影響

社群經營成效的重要推手。 

本研究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內容，主要可分為學科專業知識、老化知識以及老化教學技

巧，此研究結果呼應胡夢鯨等人(2017)的論述，但在老化知識層面，尤其是心理老化知識可能需要

再加強。此外，在教學技巧的層面，教學評量的面向較少被受訪者提及。魏惠娟、梁明浩(2017)的

研究指出高齡教育教師多為兼職，在高齡教育訓練較為不足，上課時易忽視高齡學習者的生理與心

理特性，在規劃高齡教育時，不易切入學習者的需求。因此，熟悉成人教育學的理論將會有助於提

升高齡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魏惠娟、梁明浩(2017)建議可以 Knowles (1980)所提出的成人學習者

六項假設為基礎，發展出相對應的教學策略。此外，本研究受訪者指出，受到疫情的影響，教師社

群的聚會方式有部分是以線上分享的方式進行，且教師成員會透過 LINE 群組分享研習訊息、教學

技巧的心得與新知，透過線上學習的方式，除了不中斷社群的活動外，也能讓教師提升資訊科技運

用的能力。楊幸真、符雅筑(2021)的研究發現指出，線上與線下教學各有獨自的優點及不可取代之

優勢，混合使用兩者的學習成效最好，且結合社交網路工具，增加即時互動，也可以拓展社群的參

與管道，並能促進共享資源。本研究教師社群的聚會方式與教師的反應呼應上述的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教師社群的參與出席率良好，代表社群成員對於社群的價值觀與目標是認同的，也

在參與過程中提升教學專業技巧，社群成員間亦能進行知識分享與合作學習，以及遵守規範，這些

成果表現大致呼應Dufoun與Eaken (1998)所提出的理念，而社群教師的互動行為亦符合蔡金田(2013)

所歸納的學習社群之實踐策略。另一方面，本研究受訪者指出，社群能依軌運作，需有共識的規範，

例如出席率的要求、工作的分配以及言論的內容。正如高博銓(2009)的研究指出，教師學習社群經

營，需有一些規範，如不遲到、資料蒐集要確實、工作分配不拖延等。換句話說，規範的建立是透

過共識而來，遵守規範才能表現出社群成員樂意合作、分享，以及尊重彼此的精神。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半結構式訪談探究高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教師社群成員的互動方式

與行為，以及教師社群成員參與專業學習社群後的影響。依據研究目的，所獲得之結論可分為四點：

(1)高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有積極的帶領人，負責協調與安排社群的學習活動；(2)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有助於提升社群成員的教學專業知能（學科專業知識、老化教學知識與技巧），以及擴展人際

關係；(3)社群學習的管道結合實體聚會與線上學習的方式，以及社群媒體的分享，有助於資訊科

技能力的提升與多元知識的分享；(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需透過社群成員的共識制定規範，

才能確保有好的學習品質與成效。 

依據本研究之結果與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高齡教育主管單位與機構參考。 

(1) 鼓勵高齡教育教師自主成立學習社群，社群內有相同專業的教師亦可成立子社群，共同合

作、分享，促進專業發展。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於社群的學習方式與成效高度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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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參與情況踴躍，因此建議主管單位可以提供誘因，如經費補助及軟硬體資源的提供，透

過較積極熱心的教師組成社群，帶領社群教師定期聚會與分享，提升高齡教學的技巧與增

進對老化教學的知識。此外，若教師社群成員眾多，可鼓勵有相同專業或專長接近的教師

成立子社群，以利分享與學習該領域的經驗與新知。 

(2) 高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主題，可再著重對於高齡學習者心理的了解與輔導。本研究

受訪教師指出，透過社群的學習與分享，教師在授課時能更了解高齡學習者的反應，以及

形成的原因。但對於高齡學習者的情緒處理能力則較為薄弱，因此建議未來高齡教育的培

訓主題與社群學習的規劃，可以加入高齡者的心理輔導技巧。 

(3) 教師專業社群的學習管道，可以透過實體與線上的混成方式進行，增加學習的彈性也能提

升教師資訊科技的運用能力。本研究的對象皆在疫情之前就參加教師學習社群，許多社群

的活動被迫轉成線上的方式執行。受訪教師反應透過線上學習，讓他們能更了解線上授課

的技巧及互動方式，也能邀請到在外地具豐富實務經驗的教師分享。因此建議教師學習社

群帶領人在規劃學習活動時，部分比例的課程可以線上進行，並搭配社交媒體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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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peration Model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for Teachers in Older Adult Education 

* Lai, H.-J. 

De:antment of Counselline Ps.choloe. and Human Resounce Develo:ment, National Chi Nan 

Univensit. 

Abstract 

The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is an effective wa. to :nomote teachens’ :nofessional 

develo:ment. Thnoueh collabonation and shanine ex:eniences, teachens can enhance thein team leannine 

abilit., which is im:ontant fon teachens of olden adult education wonkine in non-fonmal education sectons. 

This stud. aimed to anal.ze the o:enation model of the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fon teachens of 

olden adult education, undenstand the intenaction and behavion of membens in the communit., and ex:lone 

the im:act of thein :antici:ation in the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This stud. collected neseanch data 

thnoueh semi-stnuctuned intenviews. Pantici:ants wene seven teachens fnom Active Aeine Leannine Centens’ 

teachen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in Nantou Count., Taiwan. The main findines of this stud. ane as 

follows: The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fon teachens need enthusiastic leadens who can annanee 

online on offline leannine activities and assien teachens to shane in tunns. The eathenines of the teachen 

leannine communit. ane conducted thnoueh both :h.sical and online leannine activities. The. also shane 

new knowledee and teachine ex:eniences on social media enou:s which can hel: them to im:nove thein 

teachine skills and ex:and thein social netwonk. Aften :antici:atine in the communit., teachens have a betten 

undenstandine of knowledee in tenms of aeine, es:eciall. in the coenitive as:ects of :h.sioloeical and 

:s.choloeical chanactenistics of olden adult leannens. Teachens in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need 

consensus nules, and the leannine and shanine contents should focus on the to:ics of teachine olden adults, 

and online enou: discussions should avoid comments on nelieion and :olitics issues. Based on the neseanch 

findines, this stud. :no:oses thnee sueeestions fon senion education administn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euid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ies fon teachens. 

Ke.wonds: olden adult education, teachen :nofessional leannine communit., teachen :nofessional 

develo: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