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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以知識管理為策略，並整合學校實體環境與網路虛擬環境，建立一

套實習輔導模式，以能協助實習教師專業成長。本研究針對 65 位生物科實習教師進行
大約十個月（兩個學期）的實習輔導，以質量並行的方式收集資料，獲致結果：1.實習
教師對本模式所提供的實體與虛擬多元互動的管道持肯定的看法；2.實習教師接受本模
式的輔導後教師專業知能有所增長；3.在知識移轉歷程方面，實習教師以多元方式移轉
內隱知識，透過試教將個人所習得的內隱知識外顯化，並運用對話互動在社群中傳播，

然後整合各項資源、教學方法和研習活動所習得的知能融入於教學及導師事務之中，

最後在模擬教師甄試與分區教學觀摩中驗證所學，並進行知識的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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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師資培育是一連續發展的歷程，主要包

括三個階段：職前教育階段、導入階段、在

職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以導入階段（亦

即教育實習階段）在教師生涯中居於承先啟

後的關鍵地位，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可說是

非常重要（饒見維，1997）；且教育實習是
成為合格教師必經之路，是厚實教師能力的

精華時期，亦是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為一的階

段，它並非是平坦的康莊大道，而是布滿崎

嶇的羊腸小徑（林梅琴，2007）；因此建立
一套良好的教育實習輔導模式，支援實習教

師不斷地專業成長，探求精進實習教師的教

學表現的實習輔導方式一直是科學教育研究

者關切的焦點（Hudson, 2004; van Dreil, Bei-
jaard, & Verloop, 2002）。國內目前的實習制
度是將實習教師分發到臺灣各地實習，常受

限於時間與距離的因素，無法得到師資培育

機構適切的協助，使得輔導模式無法完全發

揮其成效（許春峰，2004）；且實習指導教
授一學期僅能觀察實習教師一次的教學，提

供有限的指導性建議，而無法了解實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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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困難與需求（林淑梤、張惠博與段曉

林，2008）。孟令政與陳瓊森（2000）指出，
師資培育者應該要重視如何輔導與支持分散

在各地學校實習的實習教師。近年來，因為

電腦網路科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方

式、新的機會，讓教師、學者專家們能透過

線上溝通的方式進行教學上的反思及經驗分

享，對教師專業成長有實際的幫助（Lee &
Wu, 2006; Russell & Hyrcenko, 2006; van Driel,
Beijaard, & Verloop, 2002）。因此，若能將電
腦網路科技融入以學校實體環境為主的實習

輔導模式之中，或許可以藉由網路虛擬環境

不受時空限制與資源分享的優點（許瑛玿、

廖桂菁，2003），提供實習教師更多的協助。
面對時代的快速變遷，知識快速累積與

更新，學校如何推動知識管理，進行知識的

獲取、分享、應用與創新，以利教師教學與

學習，已是一個重要的趨勢。學校是擔負傳

遞、研究、甚至創新知識的教育組織，其中

教師是教育組織的核心、是擁有大量專業知

識的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不僅
要擔任知識傳播者的角色，而且還是知識的

學習者和知識的創造者，以能讓學生享受知

識學習的樂趣，習得知識學習的能力（吳清

山，2001）。因此，教師如何有效地學習、
應用、分享和創新知識，讓知識成為個人與

組織生存與競爭之重要資產，是教育組織所

必須要重視的（王如哲，2000；孫志麟，
2003）。在實習教師的學習情境亦是如此。
近年來 不已有 少學者開始重視知識管理的價

值，並把知識管理的理論應用於教育改革和

教師專業發展（王如哲，2000；Sallis & Jones,
2002）。可見，要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運
用知識管理或許是一條可行之路。但是目前

有關知識管理在教育上的應用研究仍多以在

職教師為對象，探討主題也多以知識管理與

專業成長、教學效能間的關係為主，甚少以

知識管理為策略，實質應用於職前師資培育

的課程之中。基於上述，本研究擬以知識移

轉為策略，並整合學校實體環境與網路虛擬

環境，建立一套混成式知識移轉為取向的實

習輔導模式，以能協助實習教師專業成長。

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實習教師對本模式中混成環境的

看法。

二、探討實習教師知識移轉的歷程。

三、探討實習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教育實習輔導與教師專業成長

所謂「教育實習」，一言以蔽之，即是

對教育工作的實地練習，也是師資培育中一

個重要的科目及活動。張德銳（2003）指出，
目前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紐西蘭、日本

及德國等，在近一、二十年來都非常重視初

任教師的任用及輔導制度，並發展初任教師

導入輔導方案（induction program），以協助
及指導初任教師適應教學工作，培養其教學

專業能力，例如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
ence and Training [DEST]（2002）。Wong
（2004）在一篇保持新進教師教學和進步的
導入輔導方案中指出：對於新聘用的教師，

行政單位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採用新任教師

導入輔導方案，如此方可確保其專業成長與

發展。因此，諸多研究努力不懈地投入教育

實習的研究，研究結果也證實有輔導模式予

以協助的教育實習，確實能促進實習教師的

專業發展。例如，卓亦甄（2004）以網路案
例教學法作為輔導實習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的

模式，該研究以教學策略為主軸，發展八個

結合文字、影片與思考性問題的教學案例架

構於網路上，運用網路同步與非同步討論的

功能，邀請十三位生物科實習教師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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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案例教學，研究發現透過網路上的教學

案例，個案教師可以獲知多元教學策略與評

量方法，以及對教學案例進行多元思考，建

構其適宜之教學方法；林淑梤（2006）以夥
伴關係實習輔導模式來促進實習教師個人實

務理論和課室教學的改變，研究發現夥伴輔

導模式中的小組討論、協同行動研究和課室

觀察最有助於實習教師專業成長，而夥伴輔

導模式所建立的支持網絡有助於實習教師依

個別差異建構自己的教師學習；Russell 與
Hyrcenko（2006）以電子郵件作為教授和實
習教師教育實習時溝通的橋樑，及實習教師

專業發展的重要機制，並證實利用網路輔導

可增進實習教師專業成長。由上述文獻可

知，透過計劃性的輔導，實習教師可以從其

中獲得不同面向的專業成長。

二、混成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

傳統的教師研習方式，在時間與空間的

彈性及成本資源的運籌上，已無法滿足當前

教師多樣化學習、社群互動學習、隨時隨地

學習、終身學習的需求，而網路提供教師另

一種方式來獲得專業知識，讓教師可以經由

網路資源來達到他們的學習目標（Johnson &
Zufall, 2004）。混成，在學術專業期刊上以
Blended, Hybrid 等詞呈現，而在遠距教學上
的使用，最初是 Hybrid一詞，主要係指科技
與傳統教育結合的學習模式概念（徐新逸、

胡恒華，2007），現在則多以 Blended為主。
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 BL）的定義雖
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總不脫離結合資訊

科技與傳統教育方式的範疇。例如，Smith
（2001）將 BL定義為透過整合資訊科技（如
衛星電視、網際網路或視訊會議等）與傳統

教育訓練來達成遠距學習的一種方式；Bie-
lawski 與 Metcalf（2003）則把資訊科技定位
在線上（online），認為 BL 了是一種結合 線

上以及面對面的學習方法。Oliver與 Trigwell
（2005）則綜合各家的說法，指出 BL 是整
合傳統教學與網路教學、整合網路學習的媒

體與工具、整合教學方法與教學科技的使

用。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教學方法、策略、

工具、形式、環境、媒材等等的結合均可稱

之為BL，而本研究對BL所採用的定義則為，
包含混合不同的教學媒介、混合不同的教學

策略、混合不同的教學環境（Graham, 2004）。
BL 的方式即在結合傳統課堂授課與線

上學習兩者的優點，在線上存取知識和面對

面人際互動之間取得合諧的平衡。Singh 與
Reed（2001）認為 BL 比其他單一的教學形
式更可以提供不同的好處，例如改善學習成

效等等。Smith（2001）也認同這樣的說法，
強調 BL 可以讓學習者找到較合適的教學形
式，而且不 行只是以單一種方式來進 學習。

本研究綜合 Harriman（2004）, Smith（2001）,
Osguthorpe與 Graham（2003 列）等的文獻 舉

出 BL 有以下數項優勢：1. 不能藉由 同媒體

與學習內容的組合，整合與運用學習資源，

進而強化學習效益；2.透過線上學習，可以
增加學習者間互動分享的機會，促進人際互

動的平衡；3.整合面對面環境與線上環境的
優點，突破時空的限制，可以輔助學習者在

課堂之外進行學習；4.透過不同的混成式學
習模式，可以提供終身學習者多元化的學習

型態。從文獻顯示，BL 習無論在高等教育
學生的學習，以及行政或商業組織的教育訓

練上均有不錯的成效。事實上，BL 近來也
開始運用於在職教師的進修活動中，主要是

因為教師分散全國各地，若辦理面對面的研

習活動，不僅耗時費力，且限於時間與空間

因素，會影響教師參與意願，同時降低進修

的機會（邱瓊慧、吳祥明，2000）；當然，
也有不少的研究將 BL 融入師資培育的領
域，也都有正向的結果，像 Heba 與 No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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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就指出，參與研究的教師對 BL 的
模式持正面態度、也都有高學業成就表現。

參與本研究的實習教師分發到台灣各地學

習，其專業知能的輔導活動也面臨了時間與

空間的問題，或許可以應用 BL 的策略，補
足時空的限制。

三、知識管理與教師專業成長

隨著知識化社會的來臨，知識成為經濟

活動運作的主體，推動知識經濟遂成為世界

各國的重要課題（吳清山，2001）。在教育
研究領域，也有不少學者開始重視知識管理

的價值，並把知識管理的理論應用於教育改

革和教師專業發展（王如哲，2000；Baran &
Cagiltay, 2006; Sallis & Jones, 2002）。諸如國
民小學知識管理導入歷程模式建構之研究

（蔡淑敏，2005）、教育行政機關組織文化、
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究（洪啟昌，

2004）；而從2000年開始才有以教師與知識
管理為論文名稱的研究38筆，大致分成三種
類型：1.探討知識管理與教師專業成長間的
關係、2.探討教師的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師效
能間的關係、3.建置知識管理網站或虛擬社
群等，相關的論文對運用知識管理與教師專

業發展的關係，大都持正向與肯定的看法，

包括：1.教師知識管理愈佳，其教學效能愈
佳（廖釧如，2006）；2.知識管理能力與創
新教學具顯著正相關（陳亮君，2005）；3.
知識管理有助於專業成長的提昇（劉漢癸，

2005）。
知識管理的目的在於知識創新，而本研

究的觀點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就是知識創新的

結果。而知識管理最核心的理念是知識的轉

化，或稱知識移轉，主要概念包括外顯知識

和內隱知識之間的轉化，以及個人知識、團

隊知識和組織知識之間的轉化（羅文基，

2001）。知識移轉理論廣為學術界所接受的

是 Nonaka 與 Takeuchi（1995）所提出的模
式，如果從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的循環歷程

觀察，他們認為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

個人與組織之間將存有社會化（Socializa-
tion）、外在化（Externalization）、連結化
（Combination）及內在化（Internalization）
四種知識轉化的策略，如圖1所示。

1.社會化
Nonaka與 Takeuchi（1995）就指出，內

隱知識轉至內隱知識的過程，乃是經由觀

察、模仿和反省；亦即教師的內隱知識可經

由經驗分享、旁觀習藝等較非正式的形式，

將個人的內隱知識作適度的傳承與分享，而

被分享與傳承的對方亦是以一種內隱知識的

方式加以接受，進而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效

果（陳美玉，2006）。
2.外化
外化是指由內隱知識轉換至外顯知識的

過程，主要是將內隱知識透過隱喻、類比、

概念或假設等方式，以語言或符號表達出

來，並希望藉由對話或集體思考的歷程，釐

清內隱的知識與觀念，而成為大家都可以分

享及利用的知識（Nonaka & Takuichi, 1995）。
此外，在資深教師與新進教師的「對話」過

程中，經驗承傳交流與新進理論的引進，更

圖 1：SECI模式之知識移轉機制（Nonaka & Takeu-
chi,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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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刺激學校組織內部知識的流通與更新（李

倩鈺，2002）。
3.結合化

Nonaka與 Takeuchi（1995）指出，結合
化是指透過不同的管道，如文件、會議、網

際網路及電子郵件等進行顯性知識的獲取，

並經由過濾、分類及整理後，將有用的知識

留下並組合成新的系統性知識。例如，教師

可經由網際網路與各式文件等學習到新的知

識，並將其與既有的知識結合；或是在網路

上發現新的教案設計模式後，教師便可結合

既有的知識，轉化融合為教師本身技巧。

4.內化
經過外化及結合化的策略之後，組織中

當會充滿許多外顯知識，接下來的重要步驟

即是將外顯知識內化為本身的內隱知識，為

了讓外顯知識能順利移轉為內隱知識，在知

識內外階段主要提供一個環境，讓團隊成員

從做中學進行實作體驗，將外顯知識或觀念

轉換成個人實務/的內隱知識，達到內化的知
識創造（Nonaka & Konno, 1998）。也就是說，
教師透過做中學及再體驗的方式，將某些外

顯知識，進行深層的學習與理解，以能夠順

利將所學知識內化到個人知識結構當中（陳

美玉，2006）。
從國內外教育領域的研究來看，在以知

識管理為策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方面

較少著墨，而具有權威性的2000-2001年知識
管理年鑑（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Year-
book 2000-2001）中列出重要的現有知識管
理文獻參考書目，但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本

與教育有直接的相關聯。另外在產業界中特

別是知識密集的領域，例如電子學、生物科

技、藥學，迄今為止知識管理概念的發展正

好超過十年，但在教育部門，除了少數例外，

知識管理的概念幾乎甚少受到探究並發生影

響，雖然事實上，教育部門也可以被視為是

知識密集的領域（王如哲，2003）。知識管
理是成長中的理論，卻甚少觸及教育的情境

脈絡，特別是師資培育領域，因此本研究嘗

試以知識移轉為策略，將其融入實習教師專

業成長的輔導模式之中，企盼能給予實習教

師更多層面的協助與支持。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其原因在於實

習輔導並非只在單一活動或是短時間可以一

窺全貌，而且無法獨立於教學的情境脈絡之

外來評量（大衛．雷吉爾，1999/郭俊賢、陳
淑惠譯，2000），且透過「個案研究」過程
中多方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比較能針對此一

特定的情境與對象，作更縝密而深入的探究

與理解。

一、研究對象

參與本研究的65位實習教師，採便利性
取樣（ convenience sampling）（吳明清，
2004），從2004年7月份開始分發至各國高中
學校實習約十個月，均為中等教育學程生物

專長領域，分成三種不同的師資養成型態，

19位（29%）來自生物教育研究所、18位
（28%）為生物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及28
位（43%）來自教育學分班，其中女性37位
（57%），男性28位（43%）。實習教師在大
學期間大部份修習過電腦相關基礎課程，均

具備有上網、製作網頁等基本能力。本師資

培育課程為必修，因此每一位實習教師都要

接受為期近一年的實習，並且配合課程的需

要完成各項指定作業。

二、研究情境

本研究的情境分為學校實體環境與網路

虛擬環境二個部份，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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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實體環境：學校實體環境又分
為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學校，1.師資培育機
構：實習教師每個月應返回師資培育機構進

行返校座談；每一學期實習指導教授會到合

作的實習學校，觀察實習教師之教學，並給

予必要的協助。到了第二學期，則安排模擬

甄試及分區教學觀摩等活動，讓實習教師在

同儕之前演示生物教學，接受專家（教授及

資深在職教師）的評判與建議。2.實習學校：
實習教師分發的學校遍佈全臺各地，主要教

學實習的年級為一、二年級，實習班級大部

份為常態編班，在實習學校都有一位資深生

物科教師予以輔導，實習內容包括教學實

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等四個

項目。實習學校輔導的策略主要以教學觀摩

及研習為主，實習輔導老師會以開放、信任

的態度與實習老師相處。實習教師授課科目

以生物課或自然生活與科技課程為主，平均

每週上課時數1~9節不等，在實習期間並曾
辦理教學觀摩、帶學生做科展、實施資訊融

入教學等活動。

(二)網路虛擬情境：實習教師在實習期
間必須進行線上學習，透過同步與非同步討

論區等功能與同儕互動，且必須觀摩線上教

學案例，進而將實習所思所得記錄在部落格

平台中，最後則整合各種資源製作個人網頁

式實習歷程檔案。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

本研究主要以 Nonaka 等人所提出的
SECI知識移轉過程為基礎，從學校實體和網
路虛擬混成的角度加入各種不同的輔導策

略，來建置實習輔導模式，研究設計及實施

方式如圖2：
(一)社會化階段－協助內隱知識間的移轉
本階段主要藉由觀摩實習輔導教師的教

學、同儕的教學、及線上教學案例，以及在

部落格上撰寫反思日誌等方式，促使輔導老

師、同儕間內隱知識的移轉，以下是實際的

作法：

圖 2：本研究實習輔導模式之實際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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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實體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 觀摩實習輔導教師及同儕的教學：在
本模式中，每位實習教師在所實習的

學校都有一位資深生物科教師輔導其

教學，另外還有一至二位輔導老師協

助行政與導師的實習，實習教師必須

觀摩輔導老師任教班級或科目之教

學，包括教學技巧、教學方法、班級

經營、作業設計及評量方式等。另外，

實習教師必須利用教育實習訪視、分

區教學觀摩、實習模擬教學演示等機

會觀摩同儕的教學。

2.在虛擬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觀摩線上教學案例：研究者運用王子
華、王國華、王瑋龍與黃世傑（2003）
設計之 V-FFS系統，以教學策略為主
軸，在網路上建置八個結合文字、影

片與思考性問題的教學案例，作為輔

導實習教師教學專業知能之策略，影

帶的主題包括有合作學習、概念圖的

運用等（卓亦甄，2004）。
(2)在部落格上撰寫實習反思日誌：本研
究架設一個部落格平台，讓實習老師

可以在遠端將教學實習、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的心得記錄在部

落格上，促進其內隱知識的轉換。

(二)外化階段－將內隱知識轉化為外顯
知識

1.在實體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實習經驗分享：實習教師每個月應返
回師資培育機構進行返校座談，會中

並安排實習經驗分享時段與小組座談

時段，針對自己面臨的問題，多方探

尋教授群、同儕、及資深教師的建議。

(2)上台試教：實習教師開始實際上台試
教及處理部分導師的工作，將所觀摩

到內隱知識外化，上台試教時，輔導

老師在台下觀察，並適時或課後與實

習教師互動討論給予建議。

2.在虛擬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線上討論：本模式主要運用師遠距教
學平台所提供的討論版功能，分為同

步、非同步討論、以及主題式討論，

讓分散台灣各地的實習老師能有平台

激盪彼此的想法，討論議題主要為自

發式，實習教師必須不定時上線表達

自己的看法。

(2)部落格文章迴響：教授或同儕隨時針
對部落格中內容予以迴響或評析，同

時教授也會將較為豐富的反思文章推

薦給所有的實習教師。

(三)結合化階段－促使外顯知識間的移轉
1.在實體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聆聽教學知能專題演講：每月為實習
教師規劃教學知能研討會，依據當前

教育現場的重大議題及實習教師們實

際需求，擬定主題邀請專家、資深教

師演講，諸如「資訊融入教學經驗分

享」、「九年一貫課程架構與教材發

展」、「科展經驗分享」、「如何準

備教師甄試」等等。

(2)正式上台教學：實習教師在此階段開
始嘗試獨擔一面，包括獨自上台教學，

輔導老師沒有在台下觀察、獨立處理

班級及行政事物等，將其在內外與外

化階段所移轉的知識進行整合應用。

(3)教育實習訪視：輔導教授到校訪視
時，實習教師並根據訪視當天呈現的

教學，填寫輔導教授所提供之教學省

思工具，由觀察自己教學錄影帶內

容，進行教學後反省並於事後繳交。

2.在虛擬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線上課程學習：主要以學科知識（Con-

tent Knowledge, CK）和教學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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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的規
畫為主軸，融入合作學習的教學活動。

內容包括有九年一貫（9y-1）課程介
紹、分段能力指標、十大基本能力、

課程綱要、教材分析、鄉土教材編寫、

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模組開發等顯性

知識，實習老師必須不定時的上網閱

讀，或下載檔案，並將之整合至教案

或教學計劃之中。

(2)建置個人實習網站：內容分為二大部
份，一是與實習學校有關，諸如實習

學校概況、該校之校園生物資源、鄉

土教材等，一是紀錄實習歷程，包括

個人資料、生物教學心得、合作學習

之教學策略實施經驗、題庫、教學媒

體等。實習教師要整合研習所得、試

教經驗、線上課程等資源編寫教材，

然後置於個人網站上。

(四)內化階段－將外顯知識內化為內隱
知識

1.在實體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模擬教師甄試：師資培育機構將實習
教師分成 4 組，每組約 16 人，分別
進行生物教學演示，觀摩演示的對象

為同組實習教師。每組並邀請二位指

導教授、二位曾參加各縣教師甄試評

審的資深在職教師協助指導，演示的

內容含括國高中生物教材內容，分自

選和抽選兩種方式，演示的時間為每

人 35 分鐘，其中包含自選主題 10 分
鐘，抽籤的主題 5 分鐘，口試 15 分
鐘，再由指導教授及資深教師提供評

判與建議 5分鐘。
(2)分區教學觀摩：由 8 位指導教授依據
輔導經驗推薦教學績優的實習教師，

讓其他同儕一起到該校進行教學參

訪、觀摩教學。

(3)實習總檢討：研究團隊讓實習教師填
寫實習教師專業成長自評表，並運用

網路問卷機制進行實習檢討與成果驗

收，包含各式問卷、量表的填寫等；

2.在虛擬環境中的輔導策略
(1)實習歷程網站評鑑：由各實習指導教
授針對實習教師的個人歷程網站進行

評鑑，評鑑標準為實習學校（10%）
含學校概況、指導師長、學校資源；

實習歷程檔案（60%）含一般實習
（10%）、教學實習（20%）、教學
資源（15%）、指定作業（15%）、
反省交流（30%）。

(2)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與教學相關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線上測驗：利用最
後一次返校，讓實習教師進行生物專

業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線上測驗，以

檢測其經過近一年實習後的改變情

形。

(3)實習教師針對模擬教師甄試、分區教
學觀摩情形，在部落格上進行檢討。

四、研究工具

為回應研究目的，以各式問卷瞭解實習

教師對本模式的看法，以各式網路工具、文

件、觀察等紀錄實習教師知識移轉歷程，以

實習教師專業成長自評表來描述其專業成長

情形，敘述如下：

(一)實習教師專業成長自評表
本量表主要參考國中生物科實習教師教

學能力自我分析表（黃世傑、王國華，1996）、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

教育實習辦法（教育部，1998）、國中實習
教師專業成長問卷（吳和堂，2000）製作而
成，旨在了解實習教師在教學實習、導師實

習、行政實習、研習進修與教師專業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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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共有35題（見附錄），每一項目有
九種程度的選項從9到1，由實習教師根據自
己所知覺的實際情形，從各選項選擇一個接

近的答案作答，9表示非常好、1表示達到基
本要求，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專業知能愈佳。

自評量表之分量表名稱、題數與題目分佈如

表1所示。其中「教學知能」11題，包含教
學設計、教學技術、儀態與表達能力、教材

運用、媒體使用、和教學成效等幾個面向；

「班級經營知能」7題，評估其教室管理知
能、輔導的知能、瞭解學生的知能、溝通的

知能；「行政知能」4題，瞭解其對各處室工
作內容的瞭解與能力、行政業務協調溝通的

知能、以及擬定簽呈與活動計劃的知能；而

「研習進修」7題，包括終身學習、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將學得的新知識應用在教學上

的知能、對參與校內教學研究會重要性之體

認等；「教師專業態度」則有6題，指對教師
角色的體認、教學熱忱、反省能力、對教育

問題的關心等。

量表初稿完成後，由資深教師及生物科

師資培育學者針對題目內容及文字敘述進行

審核與修改，以建立內容效度（Content vali-
dity）與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並經一
再修改後才定稿。本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得

到五個因素，其特徵值分別為22.326、2.723、
2.138、1.088、1.004，特徵值均大於1，顯示
五個因素所能解釋之變異量比變數之平均變

異量多。另外根據實習後自評結果進行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分析，獲得 Cronbach’s α 係數
為 .95，教學知能、班級經營知能、行政知
能、研習進修與專業態度各分量表之 Cron-
bach α 係數分別為 .94~.97，顯示各分量表
題目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二)各式問卷調查
為瞭解實習教師對本輔導模式的看法，

於實習下學期實施線上問卷調查，分別為：

1.課程互動討論區的使用意見調查，用於
探究實習教師使用討論區的意見，有 7
個題目及 3個開放性問題。

2.建置個人實習歷程網站的意見調查，在
於分析實習教師對製作歷程檔案的想

法，總計有 11 道題目及 3 道開放性問
題。

3.在使用部落格進行反思的意見調查，各
有 10個題目及 2個開放性問題，主要瞭
解實習教師對使用部落格的看法。

4.對教學訪視及教學觀摩的意見調查，共
有 10道題目。

5.對返校座談及研習活動的意見調查，共
有 9道題目。

6.對實習輔導措施的意見調查，共有 15 道
題目。

7.對自然與生活科技 e 課程的意見調查，
主要瞭解實習教師對網路課程的看法，2
個題目並加上 2個開放性問題。
所有問卷於初稿完成後，由資深教師及

師資培育專家針對題目內容及文字敘述進行

審核與修改，以建立內容效度與表面效度，

並經一再修改後才定稿。

(三)各式網路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網路工具包含網路研習

課程、實習歷程網站、課程互動討論、部落

格，主要透過各工具所提供的「學習者學習

紀錄」功能等來收集實習教師在網路環境中

表 1：實習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之分量表名稱、題數
與題目分佈

分量表 題數 題號 特徵值 α 係數

教學知能 11 01-11 22.326 .97
班級經營知能 07 12-18 02.723 .97
行政知能 04 19-22 02.138 .96
研習進修 07 23-29 01.088 .94
專業態度 06 30-35 01.004 .94
總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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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情形，諸如線上上課次數、在討論區

討論次數、在部落格中發表文章篇數等。

五、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從量與質的角度進行資料的收集

與分析，以能回應研究目的，資料收集與研

究目的對應方式如表2：
(一)在量的方面
主要以 SPSS10.0針對量表前後測得分結

果進行次數統計、相依樣本 t考驗、effect size
檢定，effect size算法為實習前期與實習後期
量表的總平均差除以實習前期的標準差，

Cohen（1988）指出，所得的值若是小於 .2
表示實際的顯著性為低（small），介於 .2~.5
表示實際顯著，而 .5~.8之間表示實際顯著
性為中至高等（medium to large），高於 .8 則
表示具有相當大的實際顯著差異；本研究並

針對實習教師在線上課程、討論區、部落格

的參與狀況，以 SPSS 1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
處理及敘述性的量化分析。

(二)在質的方面
主要針對晤談、部落格中的反思文章、

討論區中的內容、歷程檔案記錄、開放性問

卷結果等質性資料進行收集，資料分析是以

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的
方式進行，主要希望藉由長期、持續地資料

蒐集比對，以提高對研究現象的瞭解。以下

分別說明之：

1.資料收集內容：資料收集項目、數量及
實施期間如表 3，其中焦點團體晤談是
在返校座談時，由實習指導教授針對實

習教師實習所遇到的問題、實習後的成

長、各個線上系統的操作（如部落格）

等進行晤談；而 email 晤談則是由研究
者不定期就實習教師在虛擬環境中的參

與情形等進行瞭解。

2.資性資料分析步驟
(1)初步分析
研究者將收集的錄影帶、晤談資料轉錄

成電腦文字檔案，另外也對實習教師所提供

的教學檔案資料、部落格上的反思、討論區

內容、歷程檔案記錄、問卷等作整理，所有

資料依照收集的時間與類別分別編碼與建

檔，對於資料中有疑問之處則請個案教師協

助釐清。整體地閱讀資料內容，記錄暫時性

的研究發現，並依開放編碼（open coding）表 2：研究目的與資料收集方法對應表

資料來源

研究目的
晤談

各式

線上

問卷

專業

成長

量表

各式

網路

工具

各式

錄影

資料

一、對本模式

感受

◎ ◎ ◎ ◎

二、從知識移

轉觀點剖析實

習教師專業發

的情形

◎ ◎ ◎ ◎

三、教師專業

發展成效

◎ ◎ ◎ ◎ ◎

註：1.「◎」表示該資料來源可回應此研究目的
2.網路工具：討論區、歷程檔案、部落格、線
上課程

3.錄影資料：返校座談、訪視、模擬甄試、教
學觀摩等

表 3：資料收集項目、數量、實施期間對應表

項目 數量 實施期間

教學訪視視訊檔 11個 33小時
模擬甄試視訊檔 65個 16小時
分區教學觀摩視訊檔 5個 8小時

觀察

返校座談視訊檔 6個 12小時
焦點團體晤談 6次 6小時晤談

email晤談 8次 4小時
教學訪視自評與互評 25份 4小時
各式問卷中的開放問題

（七種）

7*62份 2小時

線上討論區發表與回應

文章

263篇 九個月

文件

資料

實習教師發表的文章 2379篇 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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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初步的分析以形成主題（topics），
以做為佐證與解釋研究結果的參考。引證資

料的編碼撰寫型式為（a/b.cd）如表4，a：代
表資料日期、b：代表資料來源代碼、c：代
表資料來源對象（例實習教師、指導教授）、

d：代表資料來源對象的編號（例實習教師
在本研究中之編號），例如：（20050511/
B.ST12）表示：2005年05月11日編號12的實
習教師在部落格中所寫的內容。

(2)歸納分析（Bogdan & Biklen, 1992）
隨著資料逐漸增多，研究者將收集的資

料與先前資料持續進行比較，修改或重新定

義與解釋所發現的現象及事實，並且審視開

放編碼所形成的主題，尋找主題間的關係，

將類似的主題歸納為同一類別，依此再將具

有相似性質的類別（categories）歸納尋找出
組型（pattern）。依研究目的將資料分成三
大類別：

a.實習教師對本模式的看法：包括對學校
實體環境輔導的看法，如返校研習、教

學訪視、分區教學觀摩等；以及對網路

虛擬環境輔導的看法，如網路課程、實

習歷程網站、部落格平台等。

b.實習教師知識移轉情形，就專業知識的

社會化、外化、連結化及內化等分門別

類。

c.實習教師的專業成長情形，包含教學知
能、班級經營知能、行政知能、研習進

修、專業態度等。

(3)形成結果
依據歸納的結果，對照、比較不同的資

料來源，以尋求其一致性，並引用所收集的

資料詳實地陳述結果，形成最終研究結果。

3.質性分析信效度的建立
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同時進行，為能確證

資料間的一致性，及資料背後所蘊含之意

義，本研究乃依據不同實習教師對同一事件

的看法，以及不同資料來源，例如歷程檔案、

部落格日誌、晤談等進行同步三角檢視（si-
multaneous triangulation）（Glaser & Strauss,
1967）。本研究並在論文中直接引用歷程檔
案、部落格、討論區、晤談、觀察記錄等內

容，以避免過度推論。另外再敦請一位師資

培育領域的專家學者及一位知識管理領域的

專家學者針對編碼與分析結果進行檢視與審

核，以提升研究結果之信效度。

肆、研究發現

一、實習教師對本模式的看法

65位實習教師有62位填答問卷，回收率
為95%。整體而言，高達九成七的實習教師
對整體的實習輔導措施持肯定的看法，其中

有44% 表示很有收穫（如表5），而從表6可
知，實習教師認為對實習最有幫助的措施依

序為模擬甄試（項目1，86%）、實習學校的
教學輔導（項目2，84%）、生物系的返校研
習（項目3，60%）、生物系的教學訪視（項
目4，54%）、分區教學觀摩（項目5，51%）。
輔導實習教師並在開放性問題中表達其對此

措施的看法，示例如下：與其他學校的實習輔

表 4：原始資料代碼一覽表

代碼 資料來源或對象

B（部落格） 實習教師與指導教授在部落

格中所發表及迴響的內容

eP（e-Portfolio） 實習教師所建置的個人實習

歷程檔案

D（Discussion） 討論區中的內容

I（Interview） 晤談資料

V（Video file） 錄影資料

Q（Questionnaire） 開放性問卷

G（Grade） 針對實習結果，輔導教師所

給的評語

ST（Student Teacher） 實習教師
M（Mentor） 輔導教師



林凱胤  楊子瑩  王國華304

導模式比較，彰師生物系的輔導對實習生活非常

有幫助（20050422/Q.ST15）；實習教師大部分的

時間是在學校裡，立即性的問題在輔導教師處便

能獲得解決，是比較快速的方式。而較為深度的

省思，可以透過比較慢的網路方式獲得解決

（20050422/Q.ST28）。

以下依問卷結果及部落格上的日誌內容

敘述實習教師對實體環境、虛擬環境輔導的

感受：

(一)對學校實體環境輔導的看法
從表6可知，有86% 的實習教師認為模

擬甄試對實習最有幫助、而有84% 的教師覺
得實習學校的教學輔導對其助益最大、另外

則有教師表示生物系的返校研習（60%）、
生物系的教學訪視（54%）、分區教學觀摩
（51%）對實習很有幫助。

1.模擬甄試收穫良多，除可測試自己的實
力外，亦能從評審委員處獲知改進意見

我覺得模擬甄試真的讓我收穫非常多，尤其

是教學上的自信心，不會怯場也可以較有勇氣面

對考試，這兩天的模擬甄試讓自己更了解自己的

不足，也讓我在教學上有更多啟發；…（20050422/
Q.ST12）。

2.實習學校的教學輔導老師提供很多的回
饋，讓自己更了解教學上的優缺點以及

實際改善的方向

我覺得經過這一陣子的實際上台教學，是

讓我從學生轉變成老師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特別是教學輔導老師給了我很多的指導，讓我

學會如何扮演一個老師的角色，包含如何教書、

如何與學生互動等，不過當然還有很多地方是

不足的，還需要時間慢慢累積經驗（20050312/
B.ST46）。

3.透過返校座談可以和同儕分享互動，並
且從專題講演中吸取寶貴的經驗

這次的座談會請來了以前考上教師甄試的學

長回來，為我們分析講解如何準備教師甄試，他

把自己在準備考試及參加考試的情形分析給我們

聽，還帶了精美豐富的教學檔案，讓我們對於參

加教師甄試多了更多實際的了解……（20050102/
B.ST40）。

4.經由教學訪視可以看到各校同學的實際
教學情形，對自己的教學有很大的助益

教學訪視對實習老師雖然是壓力很大，但

是發現教授用心良苦，觀察的鉅細靡遺，從學

校周圍的大環境，到我們上課所待的教室、學

生的座位如何的安排，都記錄的很詳盡，且一

一告知。當然教授的建言還是放在教學內容上，

表 5：對實習輔導措施整體的看法（n = 62）

問卷題目 很有收穫 有收穫 無意見 沒有收穫 完全沒有收穫

1.實習已近尾聲，請同學表示一下對實
習的感受

27（44%） 33（53%） 0（0%） 2（3%） 0（0%）

表 6：對實習最有幫助的措施排序（n = 62）

措施 人數 百分比

1.模擬甄試 54 86%
2.實習學校的教學輔導 53 84%
3.生物系的返校研習 38 60%
4.生物系的教學訪視 34 54%
5.分區教學觀摩 32 51%
6.實習學校的導師輔導 30 48%
7.實習學校的行政輔導 26 41%
8.實習歷程檔案的製作 16 25%
9.在部落格上進行反思 16 25%
10.生物系的網路課程研習 13 21%
11.生物系的實習作業 12 19%
12.生物系的專業科目和教育
專業科目的線上測驗

06 10%

13.實習處舉辦的研習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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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可以瞭解上課時，自己無法注意到的問

題（20050203/ B.ST38）。
5.從分區教學觀摩發現自己與同儕的優缺
點，並據以改進

分區教學觀摩需要比平常上課更多時間來作

事前準備與事後檢討，加上相配對的協商活動、

準備器材、邀請校長、主任、尋求學校老師幫助、

尋求學校資源等等，比起平時上課多體驗了更多

（20050422/Q.T12）。………透過教學觀摩，每位

老師都有自己評判的標準與角度，在多方的觀察

下，我們可以知道哪裡需要改進，哪個部分是我

們可以再做努力，………（20041111/B.ST62）。
(二)對網路虛擬環境輔導的看法
另外大部份的實習教師也積極地參與網

路工具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對使用網路工具

的感受，實習教師也多持正面的看法：

1.網路課程所提供的內容對實習有助益
網路資訊內容於教學對生物課的進行與了解

很有助益…（20050422/Q.ST25）。九年一貫課程

介紹讓人…幫助我比較快速地融入現行國中教

學，並幫助我思考新制度與舊制度之間優缺點的

比較…（20050422/Q.ST33）。
2.課程討論能促進知識的增長及同儕間的
互動

課程討論功能提供其他人拋出來的問題，幫

助我檢討自己是否也有相同問題，只是敏銳度不

夠或其他因素讓我忽略了這個問題（20050422/
Q.ST09）。因為討論的內容常常與學科或教學遇到

的困難有關，透過討論的方式可以給自己一些幫

助，而且大家集思廣益共同想出解決或處理的方

式，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進行討論與思考，也是激

發創意的好方法（20050422/Q.ST17）。
3.實習歷程網站的建置有助於個人化資訊
的彙整

製作歷程檔案網頁，不僅可以了解實習學校

的教學資源、學校的運作方式，也可以幫助我了

解校內的活動，和學生之間更有話題性，和學生

的生活更容易融入（20050422/Q.ST51）。自己的

研習資料很多，但缺乏統整，可以透過實習歷程

網站做一個整理（20050422/Q.ST43）。
4.實習歷程網站的建置有助於資訊科技能
力的提昇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很好的措施，讓我可以從

完全不懂網頁製作，進而對這方面產生高度的興

趣，而且我也從實習學校的學生以及學分班的同

儕，請教許多網頁製作的技巧。讓我最感到驚訝

的是，以前我對坊間的電腦書籍從來是不聞不

問，但這次為了網頁建構，我居然可以定下心來

看那些我完全陌生的網頁製作書籍。所以這個歷

程，讓我深深體會所謂“從做中學”的道理

（20050422/Q.ST43）。
5.部落格平台有助於分享自己及觀摩他人
的實習心得與經驗

在部落格上進行反思，除了可以把問題及當

時解決的方法及想法當作紀錄，以便一段時日在

來回顧時，會有何不同的作法，還可以參考別人

的經驗（20050422/Q.ST65）。在部落格上進行反

思，是個即時可以記錄與反省的機會，也等於在

幫助自己回顧自己的教學或是經驗（20050422/
Q.ST58）。

6.在部落格平台接受他人的回饋能督促實
歩習教師更進一 的反省教學實務

指導教授的迴響提供我再省思的新起點，

因為我會侷限在自己的想法上（ 20050422/
Q.ST10）。實習指導教授的迴響可以讓自己更進

一步的反思，有時候還可以發現自己沒有想到的

層面（20050422/Q.ST59）。

二、從知識移轉觀點看實習教師的專
業成長

(一)實習教師以多元的方式移轉內隱知識
本研究發現，在內隱知識的社會化階

段，實習教師以多元的方式來擷取輔導教師

與同儕的內隱知識，「與指導老師會談，從老



林凱胤  楊子瑩  王國華306

師身上學到如何在新生還未進入學校之前先做好

學生的基本資料收集，包括基本能力、畢業學校

及家庭狀況...等等(200408/eP.ST09)」；包括觀
察並比較不同輔導教師的教學，領悟出「集

合不同老師的優點，在實際教學中慢慢加以發

揮，對於自己的教學非常有幫助 (20041015/
B.ST38)」；從觀察、模仿輔導教師的教學發
現自己的不足，「觀摩陳老師上課情形後，發現

自己有很多需要加強的部分(20040923/B.ST34)」；
從觀摩中發現問題，並與輔導教師進行對話

討論；而且還會質疑與批判輔導教師的教

學，「我的輔導教師上課時會補充一些課外的教

材，但我覺得內容稍為深了一點…..這種方式只

會徒增學生的困擾(200412/V.ST35)」。
(二)透過試教將個人所習得的內隱知識外
顯化，並運用對話互動在社群中分享

在內隱知識的外化階段，實習教師開始

嘗試將觀摩見習所得在真實的教學情境中實

際練習，透過上台演練的機會將觀摩所擷取

的內隱知識外顯化及增加教學經驗，「雖然第

一次上台的時候，大為緊張不安，但在課後劉老

師討論課堂上的各種教學技巧及注意事項，感覺

受益良多（20041022/B.ST04）」，並且從嘗試錯
誤中修正教學策略讓教學更為順暢，「試教過

後，自己檢討了該改進的地方，我會針對自己講

解的方式和講話流暢度進行調整，希望下次再上

台試教時能進步許多（20041020/B.ST44）」。在
此階段實習教師因上台演練而遇到較多教學

上的問題，所以與輔導教師、同儕間有較多

的對話，「陳老師建議我學術名詞不用講太多，

只要多舉生活周遭的例子…（20041105/eP.ST34）」，
並且經由返校座談、部落格和討論區的集體

分享，將個人所習得的內隱知識化為外顯知

識在社群中傳播。

(三)整合各項資源、教學方法和研習活動
所習得的知能於教學之中

在外顯知識的結合化階段，實習教師嘗

試將觀摩見習所學、研習所得、上台演練的

反思等加以過濾、分類及整理，並試著整合

教科書、線上課程、以及同儕歷程檔案的內

容等，進行教材的分析及課文的編擬；會將

研習所學到的班級經營觀念、輔導學生技巧

等，實際運用於導師實習之中，「我會將蔡老

師的管理學生的看不見原則用在導師實習上

（20050422/Q.ST21）」；也嘗試整合各項資源、
教學方法和研習活動所習得的知能融入於教

學實務之中，「我將所習得的資訊技能融入到教

學中，採多媒體上課方式，學生反應頗好，覺得

上課不枯燥（20050422/Q.ST27）」。
(四)在實際教學及模擬甄試中修正及驗證
所學，進行知識的內化

實習教師經由觀摩、反思、與同儕分享

討論、試教、以及整合各項資源後，在外顯

知識內化階段，實習教師有更多的機會將所

習得的知識運用於教學現場，「…我製作

powerpoint 來進行教學...用圖卡的方式的來呈現...
在網路上或者書上找到許多相關的圖片，利用這一

些影像的刺激，學生可以對學習的內容更有印

象。 …flash 當作課程的總結 …（ 20050420/
B.ST16）」；實習教師在意自己的教學表現，
並以學生的考試成績與上課反應為主要的教

學評估方式，「成績好壞應該可以大概表現他們

學習的效果還有老師的教學（20050128/B.ST45）」；
並且藉由模擬教師甄試和分區教學觀摩中檢

視實習所學及學習同儕的優點，「在她的教學

觀摩中最令我讚賞的是她在上課秩序的維持，學

生們都能乖乖的跟著老師進行每一個步驟的教學

進行（20050413/B.ST25）」，並將所學傳播到
組織中的成員，使得新知識不斷地成長與擴

散，進而促使組織成員進行內隱知識的社會

化，讓整個組織的知識的獲得程序呈現一種

「螺旋狀」，亦即逐步由個人的螺旋成長提

升到群組的螺旋成長，進而擴展至組織的螺

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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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教師的專業成長情形

實習輔導模式的建立與實施所牽涉的因

素極為廣泛，其成效自然也不能予以單純化

（Beard & Morton, 1999），因此本研究以量
與質並呈，從多元角度來敘述實習教師在本

模式的輔導後專業成長的情形。自評量表於

實習教師最後一次返校座談時實施，發出65
份，回收62份，扣除答題不完整2份，有效
樣本為60份，其中男性28，女性32、大學部
（n = 17）、研究所（n = 18）、學分班（n = 25）。
針對此60份自評結果進行相依樣本 t 考驗，
檢定結果顯示實習教師實習前後期在專業知

能成長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t = 11.82, p
< .05）如表7，實習後期的平均值（6.54）高
於實習前期（4.58），且 effect size高達1.12，
表示實習教師在接受本研究的實習輔導措施

近一年後，自評自己的教師專業知能確實有

成長。本研究續針對各分量表進行相依樣本

t考驗，結果顯示（如表8），在教學知能（t =
11.48, p < .05）、班級經營知能（t = 10.35, p
< .05）、行政知能（t = 11.91, p < .05）、研習

進修（t = 9.11, p < .05）、專業態度（t = 8.53,
p < .05）等幾個向度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實習後期的平均數均高於實習前期，且 effect
size 除研習進修向度外，也都高於 .80，表
示實習教師在專業知能有長足的進步。

以下從實習教師的歷程檔案、部落格日

誌、討論區、開放性問卷、視訊檔等多元角

度分析實習教師在教學知能、班級經營知

能、行政知能、研習進修、及專業態度等方

面的成長情形：

(一)教學知能的成長
李佳慧（2005）指出，由於學生的特質、

教學內容、教師本身的專長，以及學校環境

條件等因素的差異，教學方法就顯得十分的

多元。教師應針對不同學生、不同單元，選

擇並搭配適當的方式進行教學，靈活的採用

教學方法，應能用不同的教學活動、不同的

表徵來幫助學生理解。從多元文件分析中發

現，實習教師會嘗試以多元化的方式來進行

教學，像運用影片、辯論、學習單、有獎徵

答來輔導學生學習；能配合教材內容，列舉

生活化例子來協助概念的講解；能運用多元

表 7：實習前後期教師專業知能相依樣本 t考驗與 ES摘要表（n = 60）

實習前期 實習後期
量表

M SD M SD
t Effect size

實習教師專業知能 4.58 1.75 6.54 1.33 11.82* 1.12

註：*p < .05

表 8：實習前後期教師專業知能各分量表的相依樣本 t考驗與 ES摘要表（n = 60）

實習前期 實習後期
分量表

M SD M SD
t Effect size

教學知能 4.57 1.90 6.64 1.32 11.48* 1.09
班級經營知能 3.90 1.95 5.78 1.84 10.35* 0.97
行政知能 3.58 2.02 5.84 1.87 11.91* 1.12
研習進修 5.53 2.02 7.13 1.51 09.11* 0.79
專業態度 5.34 2.05 7.31 1.33 08.53* 0.96

註：*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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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教學媒體於教學之中；重視並發展教

室氣氛的營造和師生的互動；會根據教學內

容嘗試使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此結果與卓佩

玲（1999）針對三所師大結業的國中實習教
師所進行的研究，肯定教學實習的歷程可以

更勝任教學工作，及楊百世（2004）肯定實
習教師在教學實習後教學知能成長的研究發

現相吻合。以下節錄質性資料輔助說明：在

書面資料的撰寫（包括教案、講義、活動設計、

評鑑表）各方面均有進步（20050422/Q.ST08）。
上課時我盡可能講述一些課外吸引他們學習動

機，慢慢有些起色，這小小改變就足以讓我滿辛

慰的，…想當一個老師最大的成就就是來自於學

生的回饋吧!（200501/eP.ST35）。…拍攝許多校

內植物，並使用單槍播放這些圖片來引起動機，

學生接受度也很高，他們特別喜歡課外的圖片…
（20050326/B.ST05）。…我除了上網找生物多樣

性的資料，也觀看了科教館的多媒體光碟，發現

其實有很多例子可以講…（20050212/D.ST34）。
而從輔導教師的平時與期末評量的評語

中亦可說明實習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進步不

少。

試教時，會利用學習單、多媒體教學，且課

程內容設計多元化（20050701/G.M24）。教學部

份，…並能輔以生動的生活化教材幫助學生學習

（20050701/G.M52）。對複雜的章節能列舉生活

化例子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盡量讓學生理解，學生

都很喜歡他的課（20050701/G.M07）。
(二)班級經營知能的成長
教學效能領域的學者專家發現班級管理

的良窳，與學生的學習成就有相當一致性的

關聯（鄧景文、賓玉玫與單文經，1999）。
從資料分析中可知，經由導師的實習工作，

實習教師對導師工作的內容與繁雜有更深一

層的體會；懂得運用家庭聯絡簿、週記等方

式與學生互動，藉以增進對學生的瞭解；另

外實習教師也試著學習輔導適應困難與行為

偏差的學生，並且充分瞭解導師須與家長溝

通，以及配合訓導處、輔導室活動，才能進

一步瞭解及解決學生的問題。整體而言，實

習教師表示對導師工作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在與學生互動、輔導學生知能、與家長溝通

的能力、以及教師情緒處理等方面也都有長

足的進步，此結果與王明傑（1997）針對國
中實習教師在班級經營上成效良好的結果相

符。亦與楊百世（2004）的實習教師肯定其
在班級經營知能成長的研究發現相吻合。以

下說明實習教師在班級經營知能方面的成長：

學習到很多臨時狀況的處理方式與應變能力

的增加（20050422/Q.ST17）。…整體來講，學生

對於這堂課都感到很有趣，而我最頭痛的秩序方

面，也有改善了，…（200412/eP.ST13）。李興

華老師也常常與我分享一些以往帶班的經驗、想

法，以及帶班的方法，讓我受益良多。而我也開

始學習如何去批改聯絡簿，藉此認識不同學生及

其個性。…（20050422/I.ST25）。
而實習輔導老師在期末評語中對實習教

師在導師工作方面的表現也多所表示肯定：

與學生互動良好，主動關心學生的問題，在實

習過程中展現果決與溫和之兩面運用…（20050701/
G.M38）。積極參與實習班級之班務工作，如：

教室佈置、校慶運動會…及輔導學生生活之教育

（20050701/G.M45）。能掌握教學內容重點，班

級經營課堂秩序良好（20050701/G.M12）。
(三)行政知能的成長
紀淑和（1999）指出，行政實習的主要

目的在於培養教育行政能力、充實行政工作

經驗，包括瞭解學校行政、教育行政理論與

實務、具有領導、協調及溝通的能力等。經

過近一年的行政實習，實習教師對學校各處

室的功能以及行政業務的處理流程有了大致

地瞭解，當然也能充份體會行政業務的繁瑣

與忙碌；從行政業務的協助中，實習教師也

開始累積辦理大型活動的能力，更難得可貴



混成式知識移轉之實習輔導模式 309

的是體會到人和以及溝通協調在行政工作中

的重要性，並養成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此

成果與鄧景文、賓玉玫與單文經（1999）的
研究結果一致。以下說明實習教師在行政知

能方面的成長：

在各處室的實習，讓我瞭解各處室的業務項

目及任務歸屬（20050422/Q.ST64）。…所以大家

應設身處地，彼此多溝通協調，行政工作才比較

容易推展（200412/V.ST09）。…將來接任組長的

職務，對於任何需要改變的業務應該要慢慢的進

行，避免突然改變太多而引起教師們的反彈…
（20050417/D.ST34）。
對實習教師在行政實習時的工作態度，

輔導教師在實習成績的評語中也多給予肯定

的表示：

…主動積極有效率的呈現整合協調能力，為

人處事關懷熱忱，時時展現親和魅力（20050701/
G.M15）。做事態度積極，行政效率高，...與同事

相處積極融洽（20050701/G.M32）。行政事務以

及教師間的互動真的學了不少，…也體認學校運

作之道頗深…（20050701/G.M19）。
(四)研習進修的成長
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是一輩子的事，尤

其是新的科學知識、新的科技不斷地被引

進，學生的素質以及整個社會都在改變（郭

重吉，2006）。從文件資料顯示，實習教師
表示透過研習活動可以充實專業知能、並能

體認參與校內教學研究會對專業知能成長有

所幫助。這樣的結果與楊百世（2004）透過
訪晤與觀察的結果相似，實習教師肯定參加

研習活動能增進其專業知能。以下說明實習

教師在研習進修方面的成長：本次研習主在學

習如何帶領學生參加科展。從一開始要找什麼樣

的學生，怎麼找題材，該如何研究，報告怎麼寫，

以及參賽的注意事項，作品規格限制等等…收

穫不少（20041022/I.ST30）。校內定期舉辦研習

的策略，個人覺得相當不錯，因為這樣可以全面

提升校內老師的電腦應用能力與藝文知識…
（20041205/eP.ST64）。我除了上網找生物多樣性

的資料，也觀看了科教館的多媒體光碟，發現其

實有很多例子可以講，我想這堂課裡應該是會很

精彩吧！（20041207/B.ST07）。
(五)專業態度的成長
甄曉蘭（2004）強調，教師對自己的特

質、價值觀、教育熱忱有所覺知及反省，才

能實踐自我，才能不斷提昇自己的能力及對

教學的投入程度。從各式資料的分析中發

現，實習教師能瞭解身為教師的角色、權利

與義務、能從教育工作中獲得滿足與成就

感、且能隨時反省及檢討自身教學、導師、

行政工作的成效、及關心及並反思教育相關

議題。輔導教師們也肯定實習教師對教育工

作所抱持樂觀的態度、以及對教學的熱忱。

這樣的發現亦與楊百世（2004）的研究結果
相符，多數實習教師在經過一年的實習以

後，對教育工作的興趣及對國家社會的使命

感等專業精神的提昇更加執著。認真看待學

生，重視自己的教學效能，與做個好老師應有的

心態與熱忱（20050422/Q.ST32）。行政的工作雖

然很繁雜，但是可以培養我的行政效率…這不也

是對自己效率的一種磨練。我覺得樂在其中而又

可 以 學 習 是 最 棒 的 一 件 事 了 （ 20050123/
eP.ST43）。…發現當老師也是很有趣，每堂課的

課前準備不僅包括教材，更包括要思考有效的教

學策略，調整上課的情緒，…（20050306/B.ST62）。
而實習輔導老師在期末評語中對實習教

師在專業態度方面的表現也多所表示肯定：

○○老師以仁慈敦厚的心對待學生，教學態度認真

負責，課前都有盡力的準備，並主動在課餘時間

指導學生的功課和進行補救教學…學生遇到挫折

或困擾，或有需要幫忙時會主動的找○○老師諮詢

幫助…（20050701/G.M09）。○○老師教學計畫完

備，較具準備充分，具教學熱誠及對環境之熱愛。

（20050701/G.M52）。誠懇、負責，富愛心，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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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事務能充分配合。教學方面也能全力以赴事

先準備妥當。（20050701/G.M10）。

伍、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依據結合學校實體輔導與網路虛

擬輔導之混成學習策略，與知識移轉 SECI
策略，建構一個實習教師輔導模式。以質量

合併的方式針對65實習教師進行研究，使用
的工具包括：實習教師專業成長量自評表、

實習教師對模式看法的線上問卷調查、各式

網路工具及各式評量成績。研究結果得到下

列幾項重要發現：

(一)實習教師對本模式所提供的實習輔導
措施持肯定的看法，學校實體環境的

輔導措施可提供教學、導師、行政等

實務面的即時回饋；而網路虛擬環境

則補足實體環境所欠缺的資料分享、

反思、討論互動的機會

從研究結果可知，大部份（98%）的實
習教師對實習輔導措施持肯定的看法，學校

實體環境所提供模擬甄試、教學訪視、分區

教學觀摩等輔導措施除可立即檢測實習教師

教學演示及口試應答的能力，並能獲得評審

委員的改進意見外，亦可從觀摩同儕的教學

及面對面的互動中吸取寶貴的經驗，讓內隱

與外顯知識不斷地轉換，內外成為個人的教

學實務能力；而實習學校的輔導教師更可提

供很多教學、導師、行政實務面的即時回饋；

網路虛擬環境則多以呈現靜態資料、討論反

思互動為主，透過教材分析、資料的彙整、

討論區和部落格中的分享，除可解答教學上

的疑惑促進學科知識的增長外，更可以增進

同儕間的互動，且能更進一步的督促自己反

省教學實務，學校實體環境與網路虛擬環境

所提供的輔導措施二者相輔相成，正可發揮

混成式學習的特色。

(二)本模式能提供指導教授與實習教師實
體與虛擬多元互動的管道，突破時空

的限制，給予實習教師較多的協助

為能充分發揮指導教授在實習活動的兼

具輔導與指導的角色，以能提供實習教師較

多專業知能上的協助，本研究增加模擬教師

甄試、分區教學觀摩、返校分組座談等實體

面對面互動的機會；為突破時空的限制，本

研究並運用網路溝通工具部落格平台、討論

區，讓指導教授能提供實習教師立即性的回

饋。從研究實施過程中發現，本模式確能提

供指導教授與實習教師多元互動的管道，突

破時空的限制，給予實習教師較多的協助。

在實體環境的輔導方面，實習教師感受到指

導教授的關心、付出與盡心盡力。在虛擬環

境的輔導方面，指導教授隨時針對實習教師

的反思日誌進行回饋，對日誌的內容或鼓勵

打氣、或督促反思、或提供教學、導師、行

政工作上的建議。

(三)實習教師以多元的方式移轉內隱知
識，透過試教將個人所習得的內隱知

識外顯化，然後整合各項資源、教學

方法和研習活動所習得的知能融入於

教學及導師事務之中，最後在模擬教

師甄試與分區教學觀摩中驗證所學，

並進行知識的內化

本研究發現，在內隱知識的社會化階

段，實習教師以多元的方式來擷取輔導教師

與同儕的內隱知識；在內隱知識的外化階

段，實習教師開始試著將觀摩所得在教學、

行政、導師的情境中實際練習，並與輔導教

師、同儕間有較多的對話，將個人所習得的

內隱知識化為外顯知識在社群中傳播；在外

顯知識的結合化階段，實習教師嘗試整合教

科書、線上課程、以及同儕的歷程檔案內容，

進行教材分析及課文的編擬；也嘗試整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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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資源、教學方法和研習活動所習得的知能

融入於教學及導師事務之中；而在外顯知識

的內化階段，實習教師對學生能力等各方面

的瞭解均有進展，上起課來駕輕就熟漸入佳

境，與學生間有更多的互動，對學生問題的

處理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此階段，實習

教師將所習得的知識運用於教學現場，一方

面驗證所學並進行知識的內化，一方面將所

學傳播到組織中的成員。

(四)從量與質的分析結果顯示，實習教師
接受本模式的輔導後教師專業知能有

所增長

實習教師經過一年的實習，自評其在教

學知能、班級經營知能、行政知能、研習進

修、專業態度等方面均有進步，統計結果各

項前後測均達顯著差異。在教學知能方面，

實習教師教案的撰寫、教材的熟悉度、學生

特質與反應的瞭解、教學媒體的運用、班級

氣氛的營造等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就班級

經營而言，實習教師對學生互動、輔導學生

知能、與家長溝通的能力、以及教師情緒處

理等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在行政知能部份，

實習教師認為更加了解學校行政的工作內

容，而協調、溝通能力也增進不少；而在研

習知能方面，實習教師表示透過研習活動使

其教學與輔導知能、教學媒體製作、人際互

動的能力更為增進，也更瞭解當前的教育趨

勢；也因為透過一年的實習，實習教師對教

師工作的使命有更多的體認，對工作的熱忱

與信心也提昇許多。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探討影響實習教師在虛擬環境參與的
因素，並邀請資深教師加入輔導方案，

協助回應實習教師的文章

本研究在實施的過程中得知，實習教師

在虛擬環境中的參與度有兩極化現象，且對

話情形有逐月銳減的態勢，未來研究應可進

一步瞭解參與程度是否與教師專業成長有必

然的因果關係，另外亦可探究造成實習教師

不參與虛擬環境中各式討論的因素，以及對

話熱度降低的原因為何，有實習教師就表

示，因其在部落格上反思日誌沒能得到立即

性的迴響，而影響其繼續寫作的意願，他們

非常希望所發表的文章或問題能儘快得到教

授的回應。Cavanaugh（2004）則提到，教
師應快速回應學生的表現，若學生沒有得到

快速回應，那麼其發表動機便會大大降低。

因此若能邀請多位資深教師進行即時性的迴

響，一方面可增強實習教師撰寫反思日誌的

意願，另一方面也可藉由資深教師豐富的教

學經驗針對日誌內容給予澄清、解釋與引

導，不僅能促進實習教師反省思考的深度，

更可當下解決其實習上所遇到的問題，如此

實習教師才得從中受惠。

(二)針對實習教師個案探討其知識移轉的
歷程

在收集實習教師知識移轉資料的過程中

發現，參與本研究的65位實習教師分發至台
灣各國高中學校實習，各個學校所給予的實

習輔導措施不盡相同，導致其所接受的知識

移轉輔導策略也不相同，增加研究資料搜集

與分析的困難度，基於各實習學校實習輔導

制度或措施所產生的限制，未來研究宜找尋

有意願配合本模式實施之的夥伴實習學校著

手，針對學校個案、實習教師個案等來探討

在本模式的輔導後，其專業知識移轉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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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實習教師專業成長自評表

           姓名：                 學號：                

一、教學知能

非常好                        基本
9  8  7  6  5  4  3  2  1

1.對教案的編寫與教學活動設計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對掌握教學目標和安排合適的教學內容，
以符合學生需求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3.對引起學生學習動機重要性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4.對引發學生討論及發問適當問題的技巧與
能力

實習前：     
實習後：     

5.對配合教材內容，列舉生活化例子講解的
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6.對運用參考資料、組織內容，發展概念學
習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7.對各類評量方式設計與運用的能力 實習前：     
實習後：     

8.對音量、音調、講解速度、態度、及儀容
的自我了解情形

實習前：     
實習後：     

9.對教學媒體設計及運用教具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0.對教學進度掌握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1.對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並適時予以實施
補救教學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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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經營知能

非常好                        基本
9  8  7  6  5  4  3  2  1

12.對教室管理及班級經營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3.對掌握學生的動態、發展良好教室氣氛
及增進師生互動關係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4.對處理教室中突發狀況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5.對適應困難與行為偏差的學生進行輔導
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6.對瞭解學生的性向並協助其發展潛能的
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7.對與家長溝通以瞭解及解決學生問題的
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18.對與訓導處、輔導室及各科授課老師聯
繫，充分掌握學生情況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三、行政知能

非常好                        基本
9  8  7  6  5  4  3  2  1

19.對學校各處室工作內容的瞭解與能力。 實習前：     
實習後：     

20.對處理行政業務協調溝通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1.對自行擬一份簽呈與活動計劃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2.對向教育局申請活動經費及公文處理流
程的瞭解與能力。

實習前：     
實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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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習進修

非常好                        基本
9  8  7  6  5  4  3  2  1

23.對終身學習是教師專業成長重要一環之
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24.對身為教師唯有終身學習才能適應社會
潮流及各項教育改革之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25.對透過網際網路與各種教育書刊雜誌蒐
集教學所需資料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6.對將研習（討）會中所學得的新知識（技
能）應用在教學上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7.對應用社區的各項資源於教學活動上的
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8.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知能 實習前：     
實習後：     

29.對參與校內教學研究會重要性之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五、教師專業態度

非常好                        基本
9  8  7  6  5  4  3  2  1

30.對教師的角色、權利與義務的瞭解與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31.對教育工作抱持樂觀態度的重要性之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32.對教學熱忱、信心的重要性之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33.對從教育工作中獲得滿足與成就感之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34.對隨時反省檢討自身教學成效的重要性
之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35.對關心教育界所發生各種問題的瞭解與
體認

實習前：     
實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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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Blended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Guidance
Model for Student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Kai-Yin Lin1, Tzu-Ying Yang2 and Kuo-Hua Wang2

1National Taichung Nursing College
2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pply blended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Biology student teachers. The model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Biology student teachers was developed and assessed. To achieve this goal, a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e study involving 65 Biology student teachers for ten months
(two semester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including self-reflection journals, portfolios,
questionnaires,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terviews, video tapes, and practice grades, a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Most of the student teachers claimed that they got
support and benefits from this program. 2. The student teachers thought that program could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3. The student teachers used multiple methods to capture mentors' and
peers' tacit knowledge, practiced teaching to facilitate the transl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into explicit,
compounded various resource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to instruction, and internalized the explicit
through microteaching.

Key words: Knowledge Transfer, Blended Learning, Practice Guidance Model, Student Teac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