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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遠地區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具備教學專長的教師，若能夠跨越及打

破學科領域、學年學群或個別學校的藩籬，經由持續對話研討、溝通分享及省思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實務經驗，從中發現問題，並加以有效解決，將能不斷地提升教師

教學效能及促進學生有效學習。而偏遠地區中學在進行策略聯盟或跨校協作時，常會

面對一些難以解決與突破的困境，尤其有關教師教學場域的問題，包括：跨校學習社

群交流的情形較少、教師專業成長速度較緩慢、教師協同教學與合作的機會不足、教

師專長共享機制未明確建立、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效果待提升等，對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此，有必要強化偏遠地區中學教師在教學場域的

專業交流及互助合作，透過跨校專業社群的實質運作及跨校教師之間的良性互動與專

長共享，持續提升偏遠地區中學的教育品質與校務治理成效。 

本研究結果顯示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群運作成效之整體表現係屬

中等程度；在各層面當中，「教學專業精進」層面的表現較佳，而「共建目標價值」層

面的表現相對較弱；再以成對比較得出，「教學專業精進」層面的得分顯著高於「行政

支持社群」與「團隊學習合作」；「教學專業精進」、「行政支持社群」、「團隊學習合作」

層面顯著高於「共建目標價值」層面；而表現相對較弱的題項有：「跨校社群教師能綜

合各校需求，共塑明確的跨校社群發展願景與目標」（共建目標價值層面）、「各校行政

人員能創建資源共享平臺，暢通社群成員資源交流的管道」（行政支持社群層面）、「跨

校社群教師能妥善分配成員角色與職責，鞏固互惠互助的夥伴關係」（團隊學習合作

層面）、「各校行政人員能為社群或成員的優良表現建立獎勵機制，強化學習動力」（行

政支持社群層面）；另外，不同學校層級與地區屬性之偏遠地區中學在跨校專業社群

運作成效之「共建目標價值」、「團隊學習合作」、「教學專業精進」、「行政支持社群」

與「整體」的分數上皆無顯著差異存在。 

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群及教師專長共享的功能主要包括：「跨校社

群教師的資源共享，能擴增我對教材教法更多想法」、「跨校社群教師的交流激盪，能

啟發我更多教學創意與視野」、「跨校社群教師的專業分享，能促進我檢視教學成效並

修正」、「跨校社群教師的專業形象，能鼓勵我見賢思齊且專業精進」、「跨校社群共備



及課程研發，能協助我精進專業能力與素養」、「跨校社群教師的團隊合作，能支持我

進行專業發展與成長」等。 

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群及教師專長共享的侷限主要包括：「小校教

師常單打獨鬥，無暇籌組教師社群且參與活動」、「交通及地利不便因素，跨校教師專

業社群實體互動少」、「跨校教師課務多樣化，難找出共同社群時間進行研討」、「教師

班務家務二頭燒，缺乏參與跨校社群活動之動力」、「獎勵機制及誘因不足，難以激發

教師參加社群的意願」等。 

本研究提出的建議包括： 

一、成立偏遠地區中學跨校社群資源整合與協作中心，經由社群有效運作來共建目標

價值和發展學校特色 

本研究結果發現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群運作成效在「共建目標價值」

層面的表現相對較弱；其中得分較低的題項主要為：「跨校社群教師能綜合各校需求，

共塑明確的跨校社群發展願景與目標」；而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群及教

師專長共享的功能主要包括：「跨校社群教師的資源共享，能擴增我對教材教法更多

想法」、「跨校社群教師的交流激盪，能啟發我更多教學創意與視野」、「跨校社群教師

的專業分享，能促進我檢視教學成效並修正」。另外，《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提升偏遠地區之教育水準，應鼓勵並補助地

方主管機關設立任務編組性質之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對偏遠地區學校提供課程與教學

之研究及行政支援。」 

為建立較具體可行的跨校社群目標及創造跨校社群運作價值，並且使上列偏遠地

區中學跨校專業社群及教師專長共享的功能可有效發揮，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應鼓勵地

方教育行政機關成立偏遠地區中學跨校社群資源整合與協作中心，負責統整區域內各

偏鄉中學可用的人力與資源，經常辦理實體或網路跨校專業社群的研習活動、工作坊、

教學實務研討會等，邀請專家學者、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直轄市及縣

（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成員等進行分享與研討，並且瞭解各校需求及善用教師的專長，

透過跨校實體社群的互動與交流、跨校社群線上共備與討論，發展出區域內的學校特

色。 



二、規劃偏遠地區中學跨校社群行政支持方案，建立資源共享平臺和獎勵機制 

本研究結果得知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群運作成效之整體表現係屬

中等程度；在行政支持社群層面，表現相對較弱的題項有：「各校行政人員能創建資源

共享平臺，暢通社群成員資源交流的管道」和「各校行政人員能為社群或成員的優良

表現建立獎勵機制，強化學習動力」；另外，「小校教師常單打獨鬥，無暇籌組教師社

群且參與活動」、「跨校教師課務多樣化，難找出共同社群時間進行研討」、「獎勵機制

及誘因不足，難以激發教師參加社群的意願」等是偏遠地區中學教師知覺跨校專業社

群及教師專長共享的侷限。 

為提升偏遠地區中學跨校專業社群整體的運作成效，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可規劃偏

遠地區中學跨校社群行政支持方案，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十條的規

定：「主管機關就偏遠地區學校之組織、人事及運作，得依規定為特別之處理，不受國

民教育法及高級中等教育法之限制。」以及第十條第一項的規定：「行政組織依需要彈

性設置。」運用區域治理及行政組織彈性運作的概念，讓偏遠地區中學彼此之間能共

享行政資源，例如：在特定區域內的偏遠地區中學，選定其中一所高級中等學校或國

民中學為中心學校，統籌及辦理跨校社群的各項行政業務，或是由A校辦理教務業務、

B校辦理學務業務、C校辦理總務業務、D校辦理輔導業務，並且透過各校的交流與

互動，將行政資源實質導入跨校社群的運作當中，持續提高行政支持社群的效果；此

外，偏遠地區中學的行政人員應積極創建所屬業務的資源共享平臺，暢通社群成員資

源交流與溝通的管道，且能規劃跨校社群共同時間進行研討與互動，以及為跨校社群

的優良表現建立表揚或獎勵之相關辦法，提高各校教師參與跨校社群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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