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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年一貫課程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教師專業認同變化

王郁雯

摘要

本研究主要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一位資深教師面對不同時期的課程改革

政策與脈絡，其專業認同的變化歷程。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專業認同是從遵循主流

教師專業論述轉而重視個人自我風格的創建，當中自我形象與評價、工作覺知與動

機皆有所改變，是從符應外在政策的配合教師轉為積極自覺且重視師生共創課程的

專業教師。凸顯了教師專業一元化的主流論述與期待最終會因落實的困境而式微，

反之由現場教師專業認同出發的實踐方案才是真正實現教育願景的利器。因此，建

議政策推動者應重視教師個人化的專業界定與實踐，以後現代教師專業認同觀點重

新省思課程改革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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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rade 1-9 Curriculum to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Chang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Yu-Wen W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an 

experienced teacher has changed in a changing context and curriculum reform. Utilizing 

a case stud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xperienc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has changed from a dominant discourse follower to a self-styled creator. Moreover, this 

teacher’s self-image, self-esteem, work perception, work motiv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have changed, that is by meeting the external policy to co-creating a curriculum with 

her students. This finding demonstrates that achieving educational goals draws 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eachers rather than an official policy. Therefore, educational 

reformers should reconsider the meaning of curriculum policy through the postmodern 

argumen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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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自2001年正式推行至今已有10餘年，是臺灣教育改革最大

的轉捩點，隨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

書》，揭櫫了教育改革的五大方向：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

升教育品質及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在這樣的教育改革訴求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理

念應運而生，其中對於教師專業的要求包含：一、教師必須具備思考全球化，行動

在地化的巨觀思維：融入重大議題，與社會、經驗、生活的結合，在課程的設計與

教學的策略上，能配合地區的特色、學生的特質、家長的期望與學校的條件，落實

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改革。二、教師團隊的形成，協同教學的實施：共同研商課程

內容及單元活動的設計，進而實施協同教學。三、教師專業自主的賦權，績效責任

亦受重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人士皆可參與課程發展，為學生的

學習進行良好的設計；然而，教師專業自主權利賦予，亦代表著本身責任的重大。

四、教師必須不斷學習成長，以因應變遷的需求：為避免教師所教的課程教材內

容與時代發展產生脫節的現象，必須隨時充電、不斷進修、永續成長（廖春文，

2005）。由此可見，政府希望透過課程改革的實施成就學校、教師專業自主並有效

培育新世代的公民。

事實上，教師在歷經試辦、推行及落實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精神後，發現其核心

概念（如領域或學科統整、學校本位課程、協同教學等）轉化至實務現場有許多疑

慮。教師認為推動課程改革所說的理論他們都知道，但對於統整課程的授課內涵及

統整的意義，許多教師表示需要實際的典範參考及概念澄清（宋佩芬、周鳳美，

2003）。教師也顯示出對「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模糊不清，有些教師因自身所處

學校位於市中心，學校本位課程比較不明顯，因此認為學校本位課程可能只適合在

邊陲的學校，抑或，部分教師因自身學校環境沒有明顯的學校特色，使得學校本位

課程每年都在找主題，每年都在重做。基本上，課程是依照校長接到的計畫內容來

訂定，進而設定基本能力指標進行教學，並未以學校或學生為中心；再者，教師也

認為協同教學目前適用主題活動來協同，像是主科（語文、數學）的部分，有時各

班的學生素質程度不一，在實際運作上比較困難（何俊青，2004）。面對課程改革

對教師專業層出不窮的訴求中，使得願意革新自身教學的教師在一次次嘗試新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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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驗證改革失效的歷程中，逐漸從過去「由上而下的改革落實者」轉為「由下而

上或學生為主體的創新者」。

繼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教學現場教師逐漸覺知並進而發展專屬於班級師生

「共有、共好、共享」的課堂實踐，如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室、學思達、創客等。

教師各自發聲，將自身在教學生涯中所累積、轉化與創新的實務經驗分享給教育政

策制定者、課程實務工作者、教師社群成員等。以個人獨特的教與學經驗，反思現

今課程改革政策的缺失並漸漸受到重視成為課程改革推行與落實的利器。由此可

知，在現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試辦與即將推行之際，不同教師對於自身

的身分界定與教學實踐呈顯出多元的面貌，也就是教師的專業認同型塑試圖從過去

遵從主流課程改革精神，轉變為以自己的學生、課堂為依歸，重新審視個人身為教

師的意義與實踐。

據此，本研究主要採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一位國小資深教師面臨九年一貫課

程改革落實至現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試辦10餘年間，教師專業認同，也

就是教師對於專業教師的「個人界定」及據此所發展的「專業實踐」產生了何種變

化？透過此個案探究歷程，反思外在課程改革對於教師專業認同型塑的意義與實

踐。面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即將推行之際，教育相關人員不應再重蹈覆

轍，認為推行新一波課程改革就能成就教育願景，而應重視教師在課程改革脈絡

下，所彰顯的自我專業界定與實踐。藉此研究進一步提出教師專業認同轉變歷程對

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啟示。教師專業認同是提供教師建構如何成為、如何行

動，以及如何理解他們工作的想法架構，並將教師視為一個「人」，重視教師在不

同經驗中，反思身為教師的意義並建構個人的專業身分認同（周淑卿，2004）。據

此，教師專業認同的重視實屬必要。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認同內涵

教師「專業認同」是指個人對於自己身為教師的整體看法（Dworet, 1996, p. 

67）。這套看法定義了專業教師應有的形貌，而教師也以此成長和發展成自己所界

定的專業教師，其中涉及「個人界定」和「實踐」兩個層面。

專業認同是教師專業的核心，提供教師建構如何成為、如何行動，以及如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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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們工作的架構。重要的是，教師專業認同並非固定或強加，而是透過經驗的協

商，由經驗所構成（Sachs, 2005）。每一位教師對自己身為教師的整體看法有所不

同。因此，從教師專業認同的觀點出發可得知，教師專業是以教師個人為核心，即

使其型塑因素包含他者、外在脈絡和結構，然而，都需要教師本身去溝通、協商和

整合，才能型塑出屬於教師個人的專業認同。

由於教師專業認同型塑是極具個人性的探索歷程，教師時常處在自我發問：

「我是誰？」的意義建構過程。Palmer（1998, p. 10-11）提出：

如果我們開始論及身為教師「我們是誰？」的問題時，一件顯著的事就可能發

生：認同和統整會在我們心中和我們之間成長。

本研究主要剖析教師教學生涯在歷經10餘年來課程改革的脈絡中，教師專業認同的

變化，其面向包含：（一）教師從事教學轉變的契機；（二）教師教學轉變的實踐

歷程；（三）促進自己不斷專業發展的覺知與動機。著重於從過去至今教師專業認

同變化內涵、如何變化、為何變化的過程。透過剖析個案教師在不同課程改革脈絡

下持續發問，從而追尋、型塑成為「專業」教師的意義與實踐歷程。本研究採用

Kelchtermans（1993）的專業自我分析架構，主要立基於其對教師專業認同的關注

是同時回溯過去經驗並展望未來的自我發問、探索過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分析許多研究教師專業認同學者（何雯君，2008；吳慎

慎，2002；李文惠，2007），採用Kelchtermans（1993）的架構發展出探究本研究

個案教師專業認同分析的向度有：（一）自我意象與評價：我過去和現在認為一位

專業教師是什麼樣子？我如何認為自己是一位專業教師？（二）工作動機與覺知：

我過去和現在是如何與外在專業論述協商？我為何要一直不斷地專業發展？本研究

主要是將Kelchtermans的五項分析向度（自我意象、自尊、工作動機、工作覺知、

未來展望）整合為兩項探討，主要依據：教師在自我定位的過程中，時常包含著對

於自我專業的肯定或否定，同時展現出個人對於工作的期待與努力的目標。再者，

外在社會對於教師的專業期待，以及教師如何與之協商並發展出工作動機是一體兩

面。

即使本研究在探究專業認同型塑變化歷程，試圖將五向度整合為兩向度探討，

致力於有效闡釋其中教師專業認同型塑內涵與概念。事實上，教師專業認同型塑是

一整體的圖像，無法切割且詮釋內涵也在這五向度間不斷地摺疊（fold）和再摺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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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ld）。值得強調的是，本研究是以關注教師專業認同型塑與變化歷程的脈絡

動態性與多樣性的特徵。

二、課程改革下的教師專業認同─現代性過渡到後現代性觀點

（一）主流獨唱：現代性觀點的教師專業認同

在現代性觀點下，認同是由社會化歷程出發。Parsons提出為了使社會有效發

展和發揮分工職能的目的，在社會體制下的行動者需要覺知角色和其角色義務的意

義（引自陳奎憙，2013，頁24）。政府、政策制定者時常透過漸趨完善的社會制

度來約束個人行為，其中自我認同是個人和社會交互作用而型塑，深受他人態度所

影響（陳奎憙，2013）。換句話說，身為「教師」，就是在社會制度的期待下，學

習關於教師角色的權利和義務，並養成合適教師角色的態度與行為。在這樣的觀點

下，教師專業化的過程會受到文化制度環境、角色期望和規範的影響，從一個普

通人，為了扮演「教師」這個角色以表現出合宜的角色行為，透過與社會文化接

觸，逐漸學習和培養作為一位專業教師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王秋絨，1991）。

「成為一位教師」即是成為別人期望中的角色，具有他人所認定的技能，而要成為

一位「良好的」教師，必須依據既定的規範和文化的「腳本」（Reynolds, 1996, p. 

75）。

九年一貫課程對教師的角色期望有一個根本的變革，希冀教師：1. 參與課程的

發展與組織；2. 發揮課程發展與設計者的角色；3. 具備課程內涵與能力指標轉化之

能力；4. 擔任學生能力的引導者，不是知識的傳授者；5. 跳脫獨立教學者角色並轉

為從事協同教學與班際互動的合作者；6. 反省並鼓勵學生回饋，以確知教學成效與

改進方向（曾素秋，2008，頁214）。在現代性觀點下的教師專業認同，呈現教師

是依照外在標準和發展目標，將課程改革訴求落實課堂；根據改革政策訴求調整自

身教學信念與實踐；將符應外在政策期待的教師圖像視為是專業教師應有的作為。

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脈絡下，由於當時是第一次國中、小課程產生巨大的變

化，加上教育改革理念是以跳脫過去課程標準固定內容與形式為基礎。事實上，

許多研究指出，教師在課程改革立意良善的情境下，會配合改革政策的訴求來調整

自身的教學。蘇素慧與詹勳國（2005）以高高屏地區155所學校為立基，共寄出665

份問卷，進行「國小教師數學領域教學狀況調查問卷」，結果發現：教師均能秉持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的教學模式信念，重視討論分享的主動學習方式，揚棄

傳統的講述式教學；教師扮演著引導的角色，期望學生在活潑的情境中學習；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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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方式，摒棄紙筆測驗為唯一的評量方式之想法。再者，吳耀明與馮厚美

（2007）針對38位國小教師進行訪談，研究發現有一半以上的教師多從正面積極、

學習的觀點來看九年一貫課程，肯定教改的方向；教師教學也偏向學生學習導向，

較強調內在自省，提出以九年一貫課程精神為主，但實施細節可隨學校特性、教師

教學需要及學生需求而調整；教師角色偏向自主權提高的課程設計者、決定者；教

師會主動追求自我成長的「教師專業發展」並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策略與行動

方案；教師扮演引導學生跨領域學習的催化者。

換句話說，許多教師因「初次」面臨課程可依自身課程設計與學生需求彈性發

展，加上透過政府政策積極推動的手段與機制，如九年一貫推動期間紛紛設立許多

教師教學創新獎勵機制。在現代性觀點的教師專業認同下，教師是缺乏深思課程改

革訴求落實於課堂實踐的意義，僅是把外在獎勵指標與課程改革精神視為是「專

業」教師應有的作為與圖像。事實上，在政策法令規範的影響下，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對教師專業的期待與訴求早已潛移默化進入教學現場中。然而，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政策推動後期，紛紛出現反對聲浪，其主要原因包含：

1. 結構與制度問題

教師每日的教學程序（routine），如節數、教學範圍、考試範圍等皆需一致，

教師時常處於「趕進度」的日常中，加上在升學制度的影響下，為了滿足家長期

望，許多革新的課程與教學方式皆被視為不利升學，因而左右教師的教學專業性

（宋佩芬、周鳳美，2003；黃富揚，2016）。

2. 教學實踐與時間問題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提倡擺脫講述式的教學方式，然而，教師認為合作分享

與表達的教學方式和學生年齡與學習差異有關；再者，教師時常忙碌於上課節數、

課程內容安排與評量回饋時間，無閒暇之餘和其他教師從事協同教學、課程統整等

自編教材討論，最後，書商之套裝式教材、多元化教具與學習單成為教師在九年一

貫課程實踐的重要依靠（宋佩芬、周鳳美，2003；黃富揚，2016；蘇素慧、詹勳

國，2005）。

在教學現場實踐過程中，教師時常反應領域或學科統整、學校本位課程設計、

協同教學僅是理想。事實上，學校制式結構、升學制度、家長認知及時間不足無法

有效落實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精神。無論是政策改革的強制性還是教師個人持有改

變的意向，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最後因其核心概念理解不清、上行政策制定者與現場

教師溝通詮釋不明，對於教師來說僅是增加負擔、實質效益缺乏。加上在推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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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使教師回到過去「個人本位」的教學模式，似乎更能彰顯教師個人教學獨特

性與創新風格，呈現多元化教學面貌。最終，教師堅信依照自身對於學生的需求與

個人教學風格的凸顯才是成就教育願景的基礎。

（二）眾聲喧嘩：後現代性的教師專業認同

後現代觀點之教師專業認同強調創建自我風格，教師要敏覺於外在對自我所規

範的論述，並尋求自己所界定的專業教師樣貌。換句話說，主張透過不斷地與外在

社會脈絡互動、協商與溝通進而追求自我的過程。後現代理論的「自我」是從名詞

到動詞的概念，也就是指自我型塑總是在進行中，由多元論述所型塑多元自我。能

動的概念是在主體概念和其位置所顯現，主體同時是受制者也是征服者（subjected/

subjugated），被論述所產生的某種政權或主體位置所限制，但另一方面來說，主

體經由可用的論述來建立能動，也就是可用來解構的論述並創造重寫和重建之前論

述的空間（Eteläpelto, Vähäsantanen, PäiviHökkä, & Paloniemi, 2013）。因此，後現

代認同所強調的是自我不是以「實現」作為最終目標，而是讓自我處於不斷變動的

過程中。

有鑑於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最後落於「防範課程」（teacher-proof）來因應新課

程改革理念，學校現場教師紛紛從改革規範的框架中跳脫並嘗試以自身的教學信念

與經驗達至「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實踐。因此，「翻轉」概念風起雲湧，如翻轉

教育、翻轉課堂、翻轉教學，以及與之概念相關的學思達、學習共同體、創客等，

其最大的目的在於跳脫過去的官方主導教育思維與作法。事實上，在同是「翻轉」

的教育理念下，教師教學實際卻呈顯多元化的風貌。

白雲霞（2014）指出，教師依照自身信念，認為「以孩子為主體，理解孩子的

問題並針對問題去解決是很重要的」，在教學實踐上強調學生在家中自行觀看影片

並做筆記，在教室中教師直接佈題，從提問中建立概念，採問題引導教學模式來翻

轉課堂。在此問題引導的模式，也造就出不同的教與學樣貌，有的教師將之應用在

「學思達」教學模式上來因應國語文新課綱內容的加深加廣、重視學生的閱讀及寫

作能力培養，其是以製作問題為導向的講義，請學生事先進行預習，並在課堂上以

學生異質分組方式教學，讓學生經由討論後回答或搶答，使學生之間呈現「既合作

又競爭」的新學習模式，過程中輔以教師引導，訓練學生自「學」、「思」考、表

「達」等能力（陳佩瑜、龔心怡，2016）。

除此之外，同樣是語文科的表達能力提升也可透過「創客」運動來進行，林彥

佑（2015，頁82）在自己的課堂上利用讓學生先做一個正四方體，開始在六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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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並寫出其「名詞或動詞或形容詞」。例如，學生的第一個面畫出電腦，並寫下

「電腦」兩字於同一面；第二個面畫出一個人在跑步，並寫下「跑步」兩字於同一

面；第三個面畫出非常生氣，並寫下「非常」或「生氣」語詞，依此方式畫出六個

平面─語文骰。學生也可用丟骰子的方式來造句，或是藉此編個小短文，其目的

在於除了提升學生文句說寫能力外，也能讓不同智能的學生激發無限潛能。再者，

由於學習共同體的目的在於彰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其也被視為是「翻

轉」教育思潮下的重要實踐之一。許多教師從事學習共同體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動機與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實踐（江志宏、施月麗，2013；薛雅慈，

2014），以及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專業素養（江志宏、施月麗，2013；張孝慈、賴

素卿、林淑惠，2014）。

整體而言，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由政府政策不斷鼓吹「創新」、「自

主」、「賦權」的情境下，最後落得因理解不深、時間緊湊、配套不全導致在教學

實踐上問題層出不窮，不僅未獲得自主賦權的空間，反而還為了凸顯配合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的願景，淪於應付政策訴求。特別是合科與協同教學，除了並未彰顯其理

想外，也進一步造成教師不便，最終在習得文件繕寫的表面效度技能上，其九年一

貫課程改革理念漸而式微。之後，教師紛紛回到自身的教學場域，以自身的專業認

同重新改良與發展個人的課程與教學模式，許多現場教師紛紛發展出自身一套教學

系統並廣為分享，雖然教育界出現許多新穎名詞，如「翻轉教室」、「學思達」、

「創客」、「學習共同體」等，但在實踐場域中，教師不再僅是依賴某一主張或某

一模式去落實課程，而是依自己的認同和所教學生的需求與能力為出發，兼容並

用、取其精華並轉化為實踐。

後現代觀點下的教師專業認同，指出教師並非是以符應外在課程改革政策訴求

為依歸，將之視為是教師執行課程的規準與固定方向；而是教師在教學現場，依照

個人對於教師專業的界定與實踐內涵，持續與外在課程改革訴求協商。例如，教師

認為專業教師應以學生需求為課程設計與落實核心，便會依此持續與外在政策對於

教師的要求與期待持續協商，開展屬於個人班級獨特的教與學樣貌。這樣的認同型

塑樣貌與歷程會隨著一次次與外在不同的教師專業論述協商歷程中，持續地變化。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期，教師們覺知在理解不全情境下配合課程改革訴求而實踐的

缺失，紛紛依據個別班級學生需求重新反思與設計課程，呈現出多樣化的課程設計

與實踐，部分教師正在走向後現代觀點下專業認同的型塑歷程與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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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資深教師專業認同的議題。由於教師專業認同具有高度

的個殊性（individuality），透過個案探究法，目的是在探討個案教師專業認同在

特定的情境脈絡下的轉變歷程。從鉅觀社會脈絡到與個案教師所在學校、行政與同

事所型塑之微觀教師專業論述，個案教師與外在（鉅觀／微觀）專業論述協商的過

程，呈現教師專業認同型塑之獨特性。不同學校領導者對於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有自

身的詮釋與落實方式。探究教師與外在政策所型塑之教師專業論述協商歷程，具有

脈絡性差異。再者，九年一貫課程推行期間，官方政策陸續推展出許多教學創新獎

項，如全國創意教學KDP國際認證獎、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獎等。事實上，這

些獎項指標內涵透過學校評鑑機制影響教師專業認同型塑，藉由個案研究是理解教

師專業認同變化的重要方式。

一、資料蒐集

（一）個案選擇

本研究以資深教師為主，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教師專業認同的變化歷程，著重以

參與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教師為佳。個案教師所處學校在課程改革影響下，推動九

年一貫課程改革，是以協同教學為主要落實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手段，其中學校對

於協同教學的詮釋是重視協同教學的形式（一位教師僅負責單一學科並教授兩個班

級）。再者，學校當時因應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政策，承辦縣市級創造力

教學活動競賽，鼓勵教師進行創造力教學活動設計、創意班級環境營造，營造教師

與學生創造力的學習環境，落實創造力教育發展。個案教師從學校2005年承辦至今

幾乎年年參與。因此，探究此個案教師如何與外在教師專業論述協商從而型塑教師

專業認同具價值性。事實上，個案教師皆是同事、朋友眼中所認可的專業教師，藉

由訪談在教學歷程中被認可具專業性的國小教師，是如何受到外在課程改革結構與

專業訴求之衝擊並從中型塑出專業認同之獨特性，具備重新省思課程改革真義的重

要性。

個案教師簡述

莉莉老師（化名）在1989年畢業於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曾於臺北市與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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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任教，目前仍在桃園市任教於國小低年級級任教師，教學年資計27餘年，有20

餘年皆是級任教師，過程中也擔任過輔導組長、教學組長、社會科任教師等，因教

學生涯中曾經歷封閉的師資培育系統與學校教育脈絡，到九年一貫課程改革鼓吹自

主賦權和創新的課程設計與教學，以及現今百花齊放的教育實踐論述。過程中，莉

莉老師在層出不窮的教育政策改革中展現積極的態度。換句話說，因為師資培育背

景的影響，只要是學校因應教育政策所推行的改革方案，莉莉老師皆會配合試做、

落實。隨著時間進展，也逐漸建構出個人對於教師專業的界定與實踐。同時，她是

學校教師們的楷模，深受校長、同事與家長的肯定，因此，莉莉老師之教師專業認

同變化歷程實屬值得深入探究之對象。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歷程是從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間共歷經四次訪談

（每次訪談時間1～2小時不等）、兩次觀課、九份文件分析。以下針對訪談和觀課

的內容與目的做進一步闡釋。

1. 訪談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主要立基於兩部分：（1）個案教師在不同時期

脈絡與情境中對於專業教師樣貌所進行的個人化界定；（2）個人成長發展為專業

教師之實踐。其中訪談問題又分為回溯、現在、前瞻三種性質，以下分別闡釋：

（1）回溯：主要立基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脈絡所形構出的教師專業論述，對

於個案教師自我形象、自我評價、工作覺知、工作動機、未來展望的影響，以及教

師在與之辨證的歷程中，教師專業認同的變化。

（2）現在：主要立基在現今時代脈絡下所形構出的多元教師專業論述，對於

個案教師自我形象、自我評價、工作覺知、工作動機、未來展望的影響，以及教師

在與之辨證的歷程中，教師專業認同的變化。

（3）前瞻：主要立基在當教師自我形象發生轉變時，對於成為理想中的專業

教師樣貌與努力專業發展實踐的影響。換句話說，對於工作動機與未來展望圖像與

實踐的影響。

2. 觀察

本研究主要以非參與觀察為基礎，其目的是不要妨礙教學的進行、不做預設的

立場，以開放的態度掌握不同的觀點和現象。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觀察時機發生在

已和個案教師訪談後，並理解個案教師對於「專業教師」的個人界定，以及個案教

師依此界定致力於發展和成長為專業教師的圖像。透過觀察，可以更深入探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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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致力於型塑的教師專業認同之動態性和持續性歷程。從文獻得知，教師的專業

認同是會不斷地轉變，並深深地影響教學實踐。因此，觀察主要的目的在於理解，

當教師的專業認同轉變時，是如何影響教學實踐？這樣的教學轉變具有什麼樣的意

義？

3. 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主要可以了解歷史的脈動，補充或驗證觀察和訪談所得來的認識（林

佩璇，2000）。在本研究中，主要的文件分析包含：個案教師歷次參與的獎項作

品、教育部或縣市計畫方案、教師教學檔案（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歷程與評審回

饋、教案、得獎作品等）等，透過文件分析，可以更加理解教師在多次參與相同的

獎勵機制中，其教師專業認同的轉變，其中涉及教師自我反思與回饋歷程。除此之

外，透過文件分析更能清楚理解個案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的著力面向、專業發展的內

涵與目的、重視學生哪方面的知識習得，以補充觀察和訪談的深度與不足。

二、資料分析

（一）分類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必須將已蒐集的資料進行整理，將資料編碼。本研究資

料來源計有訪談逐字稿紀錄、觀課紀錄及文件分析記錄，訪談紀錄的編碼方式是

依照人物代表、日期、訪談次數，日期的順序為年、月、日，如2015年11月26日第

一次進行的訪談資料標示為「莉莉老師20151126訪1」；觀課紀錄是以「莉莉老師

20151126觀課」標示；文件分析記錄編碼方式是以人物代表、文件排序號碼，因此

莉莉老師第一份文件分析記錄標示為「莉莉老師文件分析紀錄01」。

研究者在每一次的訪談結束後，立即整理訪談稿，以便把握重要的研究議

題、掌握生動的現象。接著閱讀訪談逐字稿，並將特別有趣或具意義性的段落標

籤化（labeling），待將個案教師的逐字稿標註完成，從中思索代表該等段落的主

題（theme），並在各個範疇內或範疇間找尋可能的連結線索，形成主題連結。最

後，在各個主題間選擇適合的訪談段落。由此可知，範疇或主題並非是預擬好的，

而是在標籤化的過程中慢慢浮現。

本研究主要是以探討教師專業認同變化的歷程與內涵，著重於從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至今，個案教師自我形象、自我評價、工作覺知、工作動機與未來展望的轉

變。由於個案教師在自我形象界定上常常涉及自我專業評價的論述。例如，教師表

示：「我是一位樂於學習、分享、持續與時俱進的教師，只要教師願意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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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離專業一定不遠。」在這樣的論述中顯示，教師對於個人界定是：「樂於學

習、分享、持續與時俱進的教師」；其中自我評價是：「離專業一定不遠」。換言

之，肯定自己目前正在從事的實踐。而這樣的論述中，也同時顯現出教師持續努力

精進的目標與實踐。再者，教師在覺知外在課程改革訴求中的教師專業論述時，也

會呈現出反思、評論，以及個人專業精進的動機與意向。有鑑於此，在資料分析上

主要以：1.自我形象與評價；2.工作覺知與動機為兩大架構，從中不僅顯示出教師

專業認同變化的契機、歷程，也彰顯了對於專業自我期許的願景。

（二）詮釋理解

詮釋並非是研究結束所做的反思程序，在訪談過程中、標註重點、分類和主題

化歷程中，都涉及了某種程度的詮釋。詮釋是一個過程，其混合了探究者和主體的

意識，或許對研究者來說，可以說是無法擺脫它。在某種意義上，資料會呈現出探

究者個人的寫照（Ritchie & Wilson, 2000, p. 28），因此，研究者宜開放自身視域，

檢討和修正自己的視域。

由此可知，研究者先以研究議題提出問題方向，在訪談過程中，再以個案教師

針對研究議題所分享之經驗與故事，反省修正研究者的前見，並再一次提出問題，

直至理解（視域交融）。例如，當探討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政策時，個案教師認為協

同教學模式對自身帶來不便與困難，其中顯示出個人教學信念與實踐取向，研究者

針對個案教師對於外在專業論述的覺知與評價，進一步追問個人調適、轉化與落實

的歷程，藉以深化對於議題探究的深度與廣度。再者，透過觀課、文件分析，輔以

詮釋循環理解歷程，其有效探知個案教師在特定情境下，各種經驗描述的關聯性、

具體性與全面性，從中獲得個案教師專業認同變化歷程之暫時性理解。

肆、研究發現

一、自我形象與評價─從配合政令到自覺積極的專業教師

個案教師於1989年畢業於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在長期的師範教育制度培育

下，她覺知自己相較於其他培育體系（學士後師資班或是教育學程）教師，較為遵

從行政命令，她表示：

像我們師範體系畢業的就非常重視小學現場的倫理道德層面及執行行政命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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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比較會拒絕。（莉莉老師20161006訪3）

學習成為教師的首航站即是師資培育階段。何志峰（2003）的研究指出，一直以來

中小學教師絕大部分都接受過師範教育的洗禮，修習相當多的教育專業課程，歷經

了許多成為教師的典禮和儀式，無論是「顯著課程」或「潛在課程」都塑造了完型

的同質教師文化；師資班和教育學程學生缺乏相較於師範校院長期且持續性的同質

性文化薰陶，其專業知能、素養和教育倫理與傳統的教師不同，易於受到傳統校園

文化的衝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個案教師認為專業教師就是配合政令變化來改變自身教學的

教師。然而，隨著教學經驗與歷程愈來愈豐富，她所謂的「配合」政策改變自身信

念與實踐的心態已有所不同。她表示：

從過去到現在，我的心態已有轉變，其實從原本的配合，到現在的積極投入，找

到教學的目標，我想讓學生快樂的學習，我想讓自己更喜歡教學，所以會不斷思

考如何創新，如何尋找資源，讓教學歷程是有生命力。（莉莉老師20161006訪3）

個案教師無論過去和現在皆認為順應時代進行教學改變是教師專業發展很重要的一

環。然而，她已不再是配合政令政策被動地完成交辦事項，而是積極地與外在專業

論述協商溝通，在這樣的過程中，是以從重視自身所任教的班級學生出發，思考教

與學。個案教師指出：

教學5年、10年就會開始覺得空，剛好那時社會轉變，我不知道可以帶給孩子什

麼東西，後來就有機會去念研究所，學到系統思考和專案管理，加上因為學校在

2005年承辦創造力獎，我就把分組競賽表寫成方案，然後就得了第三名，所以從

2005年開始我就每年參加創造力比賽，然後每年都得獎，會一直參賽主要是因為

它有很多附加價值，第一個我們直接受惠在教學現場，讓孩子獲得很多；第二個

留下很多紀錄和方案，然後拿去比賽得了獎是一種肯定，讓別人可以知道、參考

和仿效，透過參與比賽得獎，得到評審的肯定，讓我覺得自己可以成為專業教

師。（莉莉老師20161006訪3）

莉莉老師認為透過參獎過程，促使她不斷激勵自己去開發出更多「創意」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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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許在原初課程設計上可能僅是一種發想，但透過嘗試的過程，發現學生更有

上課動機與興趣、積極參與並享受其中樂趣，達至身心靈發展。激勵莉莉老師持續

參賽、發想課程、進行課程、反思課程的歷程。顯而易見的是，莉莉老師在課程設

計的基礎上，是透過提供多元且多樣的輔助工具、教學策略與方式，來豐富化她所

謂的創意教學。事實上，教師在與外在獎項指標持續協商的過程中，是主體客體化

／客體主體化的歷程。換句話說，個案教師與外在獎項指標訴求協商過程中，是依

照個人對學生需求的理解，設計適宜的課程與教學策略，其可能偏重或是捨棄外在

獎項指標內涵。無論如何，教師總是在協商的歷程中型塑教師專業認同。莉莉老師

在每一次得獎過程中，會吸收其他獲獎教師課程設計觀點、評審對於得獎作品的評

論，這些是促使其改良課程的發展或是創意激發的來源。

莉莉老師在一次領獎過程中聽到一位獲得創意教學比賽第一名的國中老師分享創

課教學融入課堂實作。這樣的經驗激發莉莉老師設計一年級小孩共做的課程。莉

莉老師設計一個主題課程叫做：「圓來在這裡」。那段時期比賽的指標包含：課

程、創客、美感等，莉莉老師皆覺得理念很好，她將之視為是課程設計改良的趨

勢，因此她設計出不僅共做還要有美感以及創客的概念的教與學。莉莉老師在教

室布置與班級經營上用了許多學生自己動手做的東西，如彩繪廢棄光碟（光碟是

圓形），利用光碟做班級經營，例如：當自己的星球有人類時（貼紙），代表是

良好星球，激發學生發展課程適宜的行為表現。因為這樣嘗試，莉莉老師明白小

學一年級學生所做的東西是這麼讓人驚艷，光碟設計得很漂亮。同時，莉莉老師

也結合創客的概念，如將寶特瓶切一半，一半做環保冷氣機，一半做吹泡泡瓶

子，泡泡吹完了就彩繪做成筆筒，或是利用牛奶罐做書架，剩餘瓶蓋就做彈珠

臺，或是在端午節過後剩餘許多月餅盒，放月餅的各個小洞間可以放上乒乓球，

讓學生按照順序吹乒乓球數數的遊戲。（莉莉老師文件分析紀錄09）

莉莉老師雖然將外在客體（參獎指標向度及評審對於師生共作的肯定）主體

化，認為這是「創意」教師可以發展的方向。然而，在教學實踐上是透過反思學生

的學習狀況與能力，設計出他們能共作或自行創作的素材；再者，創課的課程設計

是立基於回收再利用的概念，希望讓學生不僅僅能透過動手做增進學習動機，更重

要的是讓他們能理解生態保育的價值。

個案教師並沒有隨著教學經驗的豐富而不斷重複過去的策略與方式，反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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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自覺自身的不足，透過在職學位進修獲得啟發，也因為從九

年一貫課程改革開始，許多獎項層出不窮，個案教師秉持著願意嘗試的動機，透過

參賽刺激自己不斷思考、創新教學的動力，表面上看來是符應外在政策需求，但事

實上這是個案教師不斷專業精進的管道，落實她對於一位專業教師卻處在新手階段

的界定。個案教師進一步說明：

我已經教學27年，再3年就能退休了，我會一直想到當老師的初衷是什麼，想到當

初很謙虛的心，是不是能回到最初那個，覺得自己很不足，想要多學一點，對活

動積極參與而不是不干我的事，我覺得那樣積極的心比較容易和專業畫上等號。

我覺得我是新手教師，在變化快速的環境中每個人都是新手，每次接觸到的孩子

也都是新的，家長也是新的，同事裡也有一些更新，把自己當作新手，不斷地去

學習，只是要給自己定位在願意學習、願意分享、願意溝通，然後有正面能量，

有一些同事團體支持你，這樣會更快達到成為專業教師，我不敢說我是專業教

師，但我會朝這方面去往前走。（莉莉老師20151126訪1、20160415訪2）

整體而言，個案教師的專業認同在受到過去師資培育體系影響下，認為配合政府政

令落實課程與教學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這樣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下，已產生極大

的專業認同變化，是從被動角色符應轉為積極追求自我實現，對個案教師來說，現

今外在專業論述的訴求與期待僅是教學創新的嘗試、讓自己精進的管道，隨著這樣

的契機，目的是在實現「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與學，追尋自我認可為專業教師歷

程。

二、工作覺知與動機─從政策應付教師到師生課程共創教師

從1996年前後提倡開放教育至2001年推行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是跳脫傳統教育

思維與實踐的重要改革方案，加上政令推動與教師專業訴求，促使國中、小教學現

場落實此改革方案的迫切性，以及引發教師在教學內容、方式與策略上產生變化的

需求性。個案教師在此課程改革脈絡下，也面臨極大的挑戰，她表示：

後來來桃園剛好遇上九年一貫，開始有一年級學群，給一些經費，就是辦了很多

活動，跳蚤市場、闖關遊戲、教室布置延伸到戶外，張貼學生作品。那時我們有

做協同教學，譬如說：你數學教兩個班，我國語教兩個班，就是換科教學，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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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備一科，一、二年級是這樣做，但三、四年級就沒有做了，九年一貫上只有

這個改變，其實我不喜歡協同教學，因為你要多認識一個班的孩子，你也要為另

一個班的家長服務，包括後來我們出狀況，我們班的小朋友，數學被任課老師打

的比較低，掉到第三名，媽媽就來問我，這部分我就比較難處理，因為那不是我

決定，但我就是請教任課老師，那任課老師就說是態度的問題，不只是成績，也

就是說家長的問題你還要跟其他老師溝通，那就是好就好，如果不好還影響同事

問題，我覺得那次經驗是造成兩個老師都不舒服。（莉莉老師20161006訪3）

以個案教師所處場域來說，學校為配合政令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除了設計

許多主題性的活動外，主要是立基於協同教學的實施，教師們在這樣的訴求下也開

展出特定的協同教學內涵與策略，然而，事實上在「配合」辦理的脈絡下，不僅無

法彰顯協同教學的真正意義、產生互助的合作，反而造成親師與同事間的隔閡與詮

釋落差，最終在現實考量與看不到實際成效中式微。個案教師指出：

在實際教學中，因為校務與職務繁瑣，所以無法面面俱到，加上政策沒有延續

性，所以就算老師們沒有去落實，好像也沒什麼差別。（莉莉老師20161006訪3）

一項政策的推行若未能讓教師理解其中的效益與價值，只是制式化的文件要求，一

體適用的實踐策略，最終教師會將之視為是行政負擔而放棄。由於個案教師豐富的

教學經歷且在歷經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層出不窮的課程方案與獎項機制中，皆將之

視為是努力的方向與反思自身教學的契機：

莉莉老師擔任體育科任教師期間，因為前一年的得獎作品是將理論知識結合至教

學實務中，而非僅有教學實踐。因此，莉莉老師即使當時是第一次擔任體育科任

教師，覺知這是挑戰的目標與方向，便利用傳接能力、位移能力、平衡能力等基

本能力的普測概念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莉莉老師文件分析紀錄08）

更重要的是，莉莉老師相信透過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反省實踐歷程，能夠建構師

生特有的創意課程內容，莉莉老師進一步表示：

學生是最好的老師和創意夥伴，今年我教體育，但體育不是我的專長，我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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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的，但我會想我要怎麼做才可以不辜負這堂課，所以我也是參加比賽，反省

自己有沒有漏了什麼，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激發出來。（莉莉老師20151126訪1）

個案教師在專業精進的方式與歷程，是透過不斷參賽激發自己創新課程的能力、在

實踐中反思、施行後修正課程。個案教師的體育課是與眾不同的：

透過玩紙球的方式，一張紙的玩法到球的玩法，小孩子可能會當作冰淇淋，來玩

紙球冰淇淋，這樣特別的想法；當老師要拿盤子練習平衡時，他們就會自己將飛

盤放在手上、腳上、頭上等等突發奇想來練習；或是玩摩擦力的遊戲，他們就會

說用頭髮很好吸，用毛衣很好吸，提出他們想法。（莉莉老師20160421觀課）

個案教師相當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因此常常設計創意活動進行教學，

這樣的「創意」內涵與實踐一方面是透過獎項機制來反省自身教學、激發自己課程

設計的潛能；另一方面是透過與學生互動而得，重視學生的感受與分享。很多時候

教師會習慣於主導地位而不自知。然而，對個案教師來說，真正的「創意、創新」

是從孩子身上而得。其實孩子本身就是具創造力的個體，有無限想像空間與創意行

動。而創意課程的目的，應是自然而然重視學生的聲音、表達，從而將之作為教師

融入課程的立基，就是一種創意展現的歷程。她進一步說明：

譬如說我在教地形，我就用一些紙盒、寶特瓶讓他們去呈現地形，利用高矮的概

念讓他們知道地形有這樣的變化，就是抽象的概念具體化，讓孩子直接貼在適當

的位置，來記地理位置，譬如說玉山最高，他可能就選最高的寶特瓶貼上去。和

學生討論的時候有些靈感就會跑出來，後來我們還把五大地形編一個故事，學生

還會說想用演的，那我們就演廣播劇。當我們教到臺灣的心跳聲時，有個學生說

他的身體有臺灣，我說在哪裡，他說在這裡他的血管在手上圍出臺灣的形狀，我

就覺得好感動，他會隨時注意臺灣這個東西，我覺得透過比賽督促自己認真做教

學，文案做得好激發孩子投入，得到美好結果。（莉莉老師20160415訪2）

個案教師在教學生涯中經驗到各種課程改革政策與教師專業訴求。事實上，她並非

是一昧排拒，而是將之視為是自己努力的方向與挑戰目標；同時，個案教師也非未

經反思地一昧接受指標內涵與訴求，而是依學生的需求與學習取向，進一步與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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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意義協商，建構出班級師生特有的創意課堂。面對一直以來強調「學生為

主體」的課程改革脈絡下，個案教師事實上已覺知發展自身專業的重要性，在外

在的專業論述與自我的專業界定中開展出屬於個人風格的教學實踐，個案教師對於

「創意」教學的內涵呈現出後現代觀點的認同與實踐，其中包含了外在社會、學生

與自我的論述。無論如何，這都是暫時性的落實歷程，隨著個人不斷地專業發展與

脈絡協商，會再一次重構個人的專業認同與實踐。

伍、結論與建議

隨著不同的時期與脈絡變化，課程政策的改革具必然性。然而，許多現場教師

一次次認可政策立意良善與配合辦理的情境下，最終還是因為對於課程改革內涵理

解不清、時間緊促與執行繁瑣下，只能形式化運作的窘境而使課程改革實際上已名

存實亡。透過本研究個案發現，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之後，其專業認同產生變化，

其中自我形象與評價是從配合政令教師到自覺積極的專業教師；工作覺知與動機是

從政策應付教師到師生課程共創教師。彰顯個案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的個人界定與教

學實踐並非固定不變。教師會持續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立基，與外在教師專業論述

協商，進一步型塑出自我風格的專業認同與實踐，跳脫出課程改革影響下的教師專

業訴求框架。

由此可知，教師專業認同型塑歷程與樣貌並非固定，而是教師會依自身對於專

業教師的界定，持續與外在教師專業論述協商並從中開展出屬於班級特有的教學實

踐。因此，即將推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革，應重視教師專業認同型塑的獨特

性、動態性及持續變化性。官方推動者應從擺脫將教師視為是「由上而下的改革落

實者」，轉而重視教師為「由下而上或學生為主體的創新者」，關注教師是積極、

自覺且不斷追尋自我專業成長的變動個體，珍視教師個人開展出來的專業認同，那

才是真正實現教育願景的要素。

再者，課程改革內涵與政策，是因應時代脈絡訴求與教育發展願景而建構。教

師在與外在課程改革訴求協商歷程中，需要以關注學生需求與學習動機為立基，轉

化並開創適合學生學習的課程方案與實踐。教師不應將課程改革方案皆視為是壓迫

個人專業性的機制而一昧排拒。教師專業認同型塑歷程，是不斷地與外在課程改革

內涵協商和再協商的歷程，正是因為這樣的經歷，造就教師專業得以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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