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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級人數的降低使得小班有了與大班截然不同的班級情境，小班所產生的影響使得教師需
要特定的小班教學專業知能，以因應小班的特殊情境。為瞭解小班教師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能，

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的方式，探討小班教師所應需具備的專業知能，並採個別訪談法以瞭解國

內小班教師對其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之看法，透過二者間相互對照、驗證，以建構出適切於我

國的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文獻分析出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均可獲得國內小班教師的論證支援，

另依據個別訪談結果額外增加了三個類別，包括「小班教師第二專長」、「親師溝通知能」、「特

教知能」等。研究者在統整文獻分析出的小班教師專業內涵，及個別訪談所獲得的小班教師專

業知能之實務性觀點後，據以歸納出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希望藉由該內涵體系的建構，

區隔出小班教師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以做為規劃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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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根據學者對小班的研究顯示，小班的實施會帶來許多正向效益，包括與學生個別

互動的機會增加、班級秩序問題減少等，然而，小班的實施並不一定會轉變教師的教

學信念及教學策略（陳利銘、許添明，2003；Stecher & Bohrnstedt, 2001；Zahoric, 1999）。
在小班效益最大化的考量下，為了使小班教師能進一步轉變其教學信念及教學策略，

最有效的解決方式之一，便是透過有效能的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小班教學的信念

與能力，以發揮小班的優勢(Finn, 1998)。 
然而，並非所有形式的專業成長皆能符合教師在降低班級規模後的特殊需要，所

以教師發展及支援活動應聚焦於教師在小班教學的特殊需求，如要使教師知道如何教

導內容較深的教材，並要知道如何善用小班所增加的互動感等(Finn, 2002)。由於班級
人數的降低使得小班有了與大班截然不同的班級情境，教師因而需要特定的小班教學

專業知能，以因應小班的特殊情境。 
由於我國的小班政策將持續推行至 2007年，要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人數至每班

35人以下（行政院，1998），而且，根據教育部 1998年的資料顯示，全國班級學生數
在 35人以下之國中小有 2055校，共 28683班，而教育部 2002年的資料更指出，班級
學生數在 20人以下的班級數有 5974班（教育部，1998a；教育部中部辦公室，2002），
全國目前已有數以萬計的小班教師，而且小班政策仍在持續推動之際，未來國內的小

班教師數更會繼續的增加，因此，能否提升小班教師的專業知能，以因應小班情境中

特殊的教學需求便顯得非常的重要。 
雖然教育部在 1998年時推動了「發展小班教學精神計畫」，目的就是希望在降低

班級人數的同時，能提升並轉變教師的教學信念及教學能力，以發揮多元化、個別化、

適性化的小班教學精神（教育部，1998b），執行面向雖包含了師資素質提升、改善學
習環境、課程與教學、教法與評量等，然而，各推廣面向仍過於廣泛，缺少了教師知

能的細部規劃。如張素貞（2003）指出，應對小班教學精神計畫的核心概念加以釐清，
先將老師執行小班教學時應有的素養加以列舉，方能有助於小班教師進修的規劃。 

由於目前小班政策仍在執行，在使小班效益最大化的考量下，對於各項提升小班

教師專業知能的活動仍應持續辦理，而且，為了使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安排皆能

聚焦於小班教師的特殊需求，針對小班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加以探究與列舉實有

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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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小班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並據以歸納出小班教師

專業成長內涵，以做為規劃及推行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依據。為達此目的，本研

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個別訪談法，分別對文獻中所述及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以及國

內小班教師對其應具備的專業知能之看法加以探究，根據文獻分析之結果與訪談小班

教師的實務性資料二者間相互對照、驗證，以收相互補足之效，期能建構出適切於我

國的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以下針對研究方法、小班教師專業知能之探究、訪談結

果分析與討論等分別說明之。 

 
 

貳、研究方法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個別訪談法，以下將依序說明選擇

研究方法的理由，在個別訪談法的部分更依序針對「訪談對象的選擇」、「訪談時間、

方式及內容的安排」、「訪談資料的記錄、整理與分析」等加以說明： 

 

一、文獻分析法 

為探求小班教師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外推行小班

經驗的文獻資料，先針對小班對班級情境所產生的影響加以分析，並據以探討教師為

因應小班的特殊情境所需具備的教師專業知能。以國外的文獻來探究小班對班級情境

的影響，是因為國內對於小班的研究資料不足，難以對小班的影響及小班教師所需的

知能提供適切的佐證資料；至於多以美國實施小班的經驗加以探討，是因為美國在小

班政策的推動與實施有多年的豐富經驗，不但有降低班級規模的實驗研究，亦有關於

小班的評鑑研究，累積了可觀的經驗及研究資料，因此，以美國推行小班的經驗與文

獻資料，適足以做為本研究學理探究的素材。 

 

二、個別訪談法 

本研究選擇對小班教師進行個別訪談，基於被訪談者對國內小班教育環境的熟

悉，並針對國外實踐經驗進行對話及討論，以瞭解國內小班教師對其應具備的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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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看法。本研究對個別訪談法的設計如下： 
（一）訪談對象的選擇：為使選擇的樣本能提供深入且適切的資訊，本研究選擇

在花蓮縣每班 20人以下小班任教的國小教師做為研究對象，並以在小班任教 5年以上
的教師做為選擇的標準，共選擇 10位小班教師做為訪談對象。本研究所指的小班，指
的是每班 20 人以下的小班，因為經實證研究證實，當班級人數降低到至少每班 20 人
以下時，小班不但使學生學習成就提升，亦使得學生留級率與中輟率隨之降低(Finn, 
1998)。在研究場域選擇的部分，因為花蓮縣全縣 103所小學的學校平均班級人數全部
都在 35 人以下，符合了我國小班政策對小班之界定，而且平均班級人數在 20 人以下
的學校佔了全縣國民小學五成以上（花蓮縣教育局，2002），因此以花蓮縣為研究場域
適可符合小班研究之需要。關於研究樣本數的界定，由於研究結果的效度不在於樣本

數量的多少，而在於樣本的限定是否合適，而且質的研究樣本一般都很少，但必須以

能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況之廣度資料為標準，或挑選有經驗過各種所需經驗者，以

做為研究的樣本（胡幼慧，1996；陳向明，2002）。本研究選擇 10 位小班教師做為訪
談對象，並以在小班任教 5 年以上的教師為標準，因為任教年資在五年以內的初任教
師，仍處於適應和大量學習的階段，有許多地方尚待適應與調整；在任教第 5 年後即
開始進入勝任教師階段，較能充分掌握自己的教學活動與環境，且能開始統整自己的

專業知識與專業經驗（饒見維，1996）。所以，任教 5年以上的小班教師，可以說已脫
離了初任教師的生澀階段，而且經驗過 5 年以上的小班教學經驗，較能深入瞭解小班
教師在教學時所可能遭遇的狀況，並能針對小班教師所需要的專業知能提供較深入及

廣泛的見解。 
（二）訪談時間、方式與內容安排：訪談進行的時間是在 2003年的 3月，每位個

別訪談對象的訪談時間是一個小時到二個小時不等。訪談方式採取半結構式訪談，因

為半結構式訪談可以讓訪問者以不同的問話方式來訪問相同的內容，而受訪者可自由

自在的表達其個人的意見，如此可獲得較深入且較有價值的資料（王文科，1995；黃
光雄、簡茂發，1993），此種方式正適合運用於對小班教師的訪談，以深入瞭解小班教
師對其所需的專業知能之看法。訪談的內容架構包含小班所產生的影響、小班教師對

其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的看法、以及對研究者所提供的國外小班實踐經驗的文獻內容

進行對話及討論。 
（三）訪談資料的記錄、整理與分析：本研究訪談資料的記錄以錄音為主，並輔

以訪談者現場筆記之記錄。在訪談結束後，立即將訪談資料轉譯成逐字稿，並進行初

步的資料分析。在資料的信度檢定部分，研究者將逐字稿資料呈與被訪談者，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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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資料的正確程度，以確保文字的呈現與被訪談者的看法一致。在資料分析部分，

研究者在系統登錄後，依據一般教師專業發展內涵之架構做為論述的基礎架構，再將

編碼後的資料進行歸納分析，以被訪談者的意見作為支持上述架構的論證基礎。 

 
 

參、小班教師專業知能之探究 
 
為瞭解教師在小班情境中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能，本節先針對小班實施後所可能產

生的影響進行分析，從而綜理出教師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能以因應小班所帶來的影響。

以下分別對小班的影響、小班情境下所應具備的教師專業知能等議題進行探究。 

一、小班的影響 

班級人數的降低會使得班級情境產生變化，所以在小班情境中的教師需要特殊的

專業知能以因應班級情境的變化，因此，以下將針對小班對班級情境所產生的影響加

以探討，包括對學生學習行為及態度的影響、對教師教學行為及態度的影響、及小班

學習情境的改善等，以做為探討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之基礎。 
(一)對學生學習行為及態度的影響 

小班對學生行為及態度的影響可分為二方面，一是學生的教室干擾行為減少，二

是學生專注的提升，而二者均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教室干擾行為的部

分，Zahorik(1999)認為由於小班中有較少的班級人數，學生間的競爭壓力會變得較小，
而且學生間由於相互碰觸所產生的衝突亦隨之減少，班級中的干擾行為及秩序問題因

而減少。在學生專注的部分，Finn(1998)對小班的研究指出，學生專注包括了參與行為
層面及情感認同層面二方面，而班級人數的降低使得小班學生在教室內的參與行為及

情感認同均有所提升，也就是說，學生在教室內的專注程度隨著班級人數的降低而提

升。至於學生專注程度為何得以提升，Finn認為可能是由於教室情境(classroom setting)
轉變及教師教導行為(instruction behavior)的影響使然。 
(二)對教師教學行為及態度的影響 

小班對教師教學行為及態度的影響包括教師教學時間增加及教學步調加快、個別

化教學的機會增加、教師教學意願與士氣的提升等。關於小班對教師教學時間與教學

步調之影響，Molnar等人指出，由於小班中有較少的干擾行為及秩序問題，教師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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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較多時間在教學上 (引自 Finn, 2002)。而 Chiang & Rylance(1999)指出，小班教師
的教學步調(instructional pace)較大班來得快，因為小班中班級人數較少，可用在教學的
時間較多，教師較能涵蓋年級的教材內容。在個別化教學的部分，Zahorik(1999)指出，
小班教師認為班級人數降低後，由於較少的班級秩序問題、教學時間的增加、對學生

更為知悉等，使得班級中的個別化教學機會增加。在教師教學意願的部分，Hertling, 
Leonard, Lumsden & Smith(2000)指出教師認為小班所帶來的獲益包括教師個人滿足感
與成就感的提升、更樂於教學、更能處理學生的個人問題及偏差行為等。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為小班中班級學生人數的減少，教師的負擔相對減輕，於是乃有較多的時間

來進行教學及增加與學生間的互動，負擔的減輕及回饋的增加乃提升了教師在小班中

的教學意願及個人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三)小班學習情境的改善 

小班的實施使得班級中的學習情境有較佳的改善，包括可利用的教室空間增加、

師生與學生同儕間互動增加、班級氣氛改善等。因為在固定的教室大小之下，班級人

數的降低代表的是可利用的教室空間增加，教師可善用這些空間來進行教室環境的充

實，如學習角的設立，以增益學生的學習狀況(Finn, 1998)。 
在師生互動及班級氣氛方面，由於教師在小班中較能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況，較能

掌控學生對教材的瞭解程度，而且較知悉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個人需求，而能提供學生

較多的個別關注，再加上班級中較少的學生數使得學生間的衝突相對地減少，因此，

不論是師生間的互動或是學生同儕間的互動均獲得了較佳的改善，於是小班乃擁有較

佳的班級氣氛(Finn, 1998)。 
小班會對學生行為與態度、教師行為與態度與學習情境等層面產生影響，而且，

如同上述 Finn(1998)所提出的，小班使得學生學習成就的增加，並使學生留級率與中綴
率亦隨之降低，研究者將小班對班級情境及對學生學習成就的的影響，彙整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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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小班對班級情境與學生學習狀況影響圖 

 

二、小班情境下所應具備的教師專業知能 

為了使本研究所探究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能與既有的教師專業內涵之研究產生

連結，本研究乃參考饒見維（1996: 173）所提出的「教師專業發展內涵體系」之架構，
做為統整小班教師所需專業知能類別項目的依據，以收相互對照之效。選擇饒見維之

體系架構，是因為該體系所架構出的教師專業內涵的面向較為完整，足以包含學者間

所提及的教師專業內涵類別項目，而且，該體系不論在宏觀的結構或微觀的項目均清

晰呈現，適足以做為探討教師專業成長內涵之依據。該體系共區分為「教師通用知能」、

「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等四大類，敘述如下： 
(一)「教師通用知能」：指的是適用在各種情境的一般性知識與能力，包括通用知識與
通用能力二類，通用知識指的是博雅教育、通識教育等所培養出的普通知識，如語

文、科學、哲學…等。通用能力則包括教師的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
及個案研究能力、創造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等。 

(二)「學科知能」：指的是教師對任教學科可以整體地掌握學科精髓，深入淺出地幫助
學生發展出相關的知識與能力。學科知能包括學科知識與學科技能二類，學科知識

小班 
教師行為與態度 

學習情境的改善 

學習成就提升 

留級率降低 

中輟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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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內容知識、實質知識、章法知識、學科信念等，而學科技能指的是數學、藝能

等學科內容技能。  
(三)「教育專業知能」：由於是教師所需特別加強的專業內涵，加上研究文獻的資料豐
富，因此所包涵的項目較為詳盡，包括「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課程與教

學知能」、「心理與輔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等五個項

目。「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既透過相關的教育哲理，以使教師了解教育目

標與教育價值，並進一步形成個人的基本教育理念，對教師的專業實務會造成很大

的影響。「課程與教學知能」包括各層次課程規劃的一般課程知識、能達成有效教

學的一般性教學知能、及學科教學知能等。「心理與輔導知能」包含有關學生身心

發展與學習心理特性的知識、輔導的原理與技術、特殊學生的知識等，主要在幫助

學生學習、輔導各種學生問題。「班級經營知能」指教室經營與管理的一般性原理

及策略，包括教師要知道如何管理好一個班級、如何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如何安

排學習環境、建立班級規則與程序等有關教室組織與經營的知能，除此之外，尚包

括班級生活教育與訓育活動的知能、道德教育的知能、健康教育的知能等，可以說

是班級中各種教學活動的基礎。「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指要對校內與校外環境脈

絡有清楚的了解，包括學校組織與運作、教育行政與政策法規、學校的社會脈絡、

政治脈絡與文化背景等。 
(四)「教育專業精神」：指教師對教育工作產生認同與承諾後，在工作中表現出認真敬
業、主動負責、熱誠服務、精進研究的精神，也就是對教育工作投入的強度與深度。

整體架構見下圖 2。 

 
圖 2 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 
註：引自饒見維(1996)。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頁 173)。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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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者目前所蒐集的國外文獻中未述及小班教師的專業精神，因此以文獻中

所提及的「小班效益的知能」來取代「教育專業精神」，加上「教師通用知能」、「學科

知能」、「教育專業知能」等，做為討論小班教師專業內涵的四大類別。而在「教育專

業知能」類別下，由於「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在目前所蒐集的文獻中亦未述及，所

以本研究僅對「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課程與教學知能」、「心理與輔導知能」、

「班級經營知能」等四小類別加以探究，分述如下： 
（一）小班教師通用知能 

小班教師所需要提升的通用知能，就是要具備運用電腦科技的基本知能。以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郡所推行的小班教師素質計畫為例，該計畫就將運用電腦科技

的知能，列為小班教師專業成長的項目之一，因為透過小班教師運用電腦科技能

力的提升，將使得教師更有機會將這些電腦知能運用於教學之中，學生將可因此

而受益(Beall, 1996)。 
不同於饒見維（1996）所提出的教師通用知能，包涵了語文、科學、哲學…等通

用知識，及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及個案研究能力、創造思考能力、批

判思考能力等通用能力，小班教師通用知能僅述及運用電腦科技的基本知能，並非代

表小班教師不需要一般教師的通用知識及能力，而是因為透過小班教師運用電腦通用

知能的提升，能使教師更有機會將這些電腦知能運用於教學之中，可為小班教師教學

方式的轉變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小班教師的學科知能 

班級人數的降低為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提供了改善的機會，然而，能否達成真正

的改變，則要視教師及學生能否善用此機會，其中一個可行的策略便是提升教師的學

科內容知能。如 Cohen, Raudenbush & Ball(2000)指出，學科內容知識的提升可為小班
中的師生提供改善學習狀況的機會，因為當教師的測驗成績較高，或者當教師對學科

內容較為知悉時，則學生的學業成就會有較佳的表現。Cohen等人認為學生學習成就
的獲益，可能是由於學生接收到較豐富的學科內容知識，或者是因為教師對學科內容

知識熟悉，更知道如何去安排學科內容及教學。因此，提升小班教師的學科內容知識

對小班學生的學習可以產生很大的助益。 
至於為何僅著重於小班教師的學科內容知識，而未包含饒見維（1996）所提出的

學科實質知識、章法知識、學科信念等學科內識，及數學、藝能等學科內容技能，主

要是依據上述小班的實證研究結果：當教師對學科內容知識較為熟悉時，對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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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會有正向的助益(Cohen, Raudenbush & Ball, 2000)。因此，乃聚焦於小班教師的
學科內容知識。 
（三）小班教師的教育專業知能 

關於小班教師教育專業知能的探討，以下分為「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課

程與教學知能」、「心理與輔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等四大類別，並針對各類別下

的各細項再進行進一步的探究。 
1. 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 

誠如饒見維（1996）指出，透過相關的教育哲理課程所獲得的教育目標與教育價
值的理念，不但可以指引教師的教學方向，並可進一步形成個人的基本教育理念，對

教師的專業實務及專業判斷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審視當前的主流教育理念，均不斷要

求要以學生為主體，重視學生的個別發展，如行政院教改會所提出的教改理念中便明

確的指出，要能保障學習權，教育的原動力必須回歸到教育的主體，也就是自我改善

與自我實現中的個人（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因此，近幾年來教育界便
不斷地高聲呼籲要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取代教師為中心的威權教育理念，使學生

成為學習的主體而非客體，如小班教學精神計畫中所呼籲的「多元化、個別化、適性

化」便是一例證（教育部，1998b）。然而，根據 Zahorik, Monar, Ehrle & Halbach(2000)
對小班教師教學研究中指出，具有高效能的小班教師，其教學理念是以教師為中心，

不同於我國不斷強調的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研究結果顯示高、低效能的小班教

師在個別化教學程度上有差異，而且高、低效能的小班教師所偏好的目的及方法亦有

差異，說明如下： 
(1) 低效能教師之教學目的：重個人發展，基本知能的學習乃是其次。 
(2) 低效能教師之教學方法：教師是學習促進者，採取以兒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的

教學，提供體驗式教學及問題解決的技能。 
(3) 高效能教師之教學目的：對學生基本知能及學生需求能兼顧整體均衡。 
(4) 高效能教師之教學方法：採多元化教學方法，但較重視學生的練習、演練與基本知

能的獲致，採取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ered instruction)的教學。 
因此，可針對研究所顯示的高效能教師的教學理念及方法來進行小班教師的專業

成長，也就是要能兼顧學生基本知能及學生需求，採取以教師為中心的多元教學觀，

以期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並進一步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2. 課程與教學知能 

課程與教學活動在教師專業實務中佔了非常高的份量，不少研究均針對教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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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方面的知能進行探究，因此，在小班教師的課程與教學知能方面，又細分為小

班教師的個別化教學知能、增進學生獨立學習的教學技能、課程管理能力、多元評量

知能、補救教學知能等，分述如下。 
(1) 個別化教學知能 

小班實施後使得教師的個別化教學機會增加，誠如 Zahorik(1999)所指出，小班實
施後最主要的影響是個別化教學機會的增加，然而，根據其研究指出，教師在小班中

的主要教學模式仍為直接教學法，雖然小班使得個別化教學機會增加，但僅是將套裝

式的教學方法運用在個別的學生上。此情形正如李園會（1999）所指出，個別化教學
包括「指導的個別化」與「學習的個性化」，若僅著重於「指導的個別化」，也就是運

用相同的教法在每一位學生上，而忽略了「學習的個性化」，未能針對每一個學生的個

性做充分的指導，未能充分提供每位學生所需要的學習時間，忽略了學生學習適性的

差異，如此，可謂尚未能掌握個別化教學的本質。因此，提升小班教師的個別化教學

知能實有其重要性，讓教師更能掌握小班中較多的個別化教學機會，更能因應學生的

學習差異提供適切的教學方法及教材內容。 
(2) 增進學生獨立學習的教學知能 

小班的實施使得學生的學習專注提升，教師除了要善用小班學生學習專注的優勢

外，更要進一步地訓練學生，使他們成為會獨立的學習者，並懂得相互合作。因此，

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可著重於教師的教學策略的改進，如小團體教學、合作學習、

鷹架學習、問題解決技能、高層級的思考技能等，而學習這些教學策略的目的，就是

為了促使學生能夠獨立學習並進一步地提升其學習專注(Pannozzo & Finn, 2001)。 
(3) 課程管理能力 

小班中有較快的教學步調及增加的教學時間，因此可以提升小班教師在充實課程

及教材的廣度及深度的知能，並使課程的廣度與深度能平衡，以善用小班中所增加的

教學時間。如Anderson(2001)指出，教師在小班教學時應著重內容取材的廣度(breadth of 
content coverage)及內容取材深度(depth of content coverage)的平衡，內容廣度是學生學
習到的教材內容，著重於記憶保留(retention)，但教材內容可能並非全然被理解。而內
容深度指的是對學生學習到的教材內容加以類化(transter)成生活經驗與實例，著重於理
解的提升。由於記憶保留及類化皆是重要的教育目標，因此，內容取材的廣度及深度

的平衡便非常重要。 
(4) 多元評量知能 

由於小班中較少的班級人數及較多的教學時間，使得教師有更多時間來監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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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狀況，所以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可以聚焦於各種有效能的評量策略，如檔案評

量、實作評量等(Pannozzo & Finn, 2001)。在小班裡教學時間較充裕的優勢下，教師運
用多元化評量的機會增加，因此，小班教師可持續提升多元評量的能力，採多樣化的

評量方式以確切了解不同學生間的學習狀況，以便提供適切的教學協助。 
(5) 補救教學知能 

小班的實施使得學生的中輟率及留級率下降，使得那些原本可能被學校淘汰的學

生，均得以繼續留在原班級，因此學生學習程度的優劣差異非常的大，而且，由於小

班中對學生有較多的個別關注，較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因此McRobbie認為，小班
教師專業成長應試著使教師學習去辨認並回應學生學習的困難，讓小班教師針對補救

教學的策略進行深入的學習，以因應學生學習程度的差異(引自 Leonard, 2000)。 
由上述的討論可以得知，小班教師的「課程與教學知能」共包括個別化教學知能、

增進學生獨立學習的專業知能、課程管理能力、多元評量能力、補救教學知能等，與

饒見維（1996）所提出一般課程知識、能達成有效教學的一般性教學知能、及學科教
學知能等「課程與教學知能」稍有差異。在課程知識方面，饒見維認為一般教師應具

備課程規劃、課程發展的能力，以因應教育多元化、課程自主化的趨勢；而小班教師

的專業內涵則著重於課程管理能力，要能善用小班中較充裕的教學時間及較快的教學

步調，針對課程內涵取材的深度及廣度加以充實，並加強平衡課程深度及廣度的能力。 
在一般性教學知能及學科教學知能方面，饒見維（1996）認為教師必須具備能達

成有效教學的各種一般性知能，包括教學原理、教學方法、教學策略、教學資源知能、

教學評量知能、教學設計能力、教學實施等，以及要能具備各科所特有的學科教學知

能。然而，就小班教師的專業內涵而言，其所關注的不在於教師的一般性教學知能，

而是在於要如何因應小班的影響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如針對小班個別化教學機會增

多下的個別化教學知能，針對小班學生較佳的學習專注下的提升學生獨立學習的專業

知能，針對小班較多的教學時間下的多元評量能力，針對小班學生程度差異過大的補

救教學知能等，以促使小班學生能有較佳的學習。 
3. 心理與輔導知能 

小班中對學生有較多的個別關注，而且較知悉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個人需求，然

而，教師能否對學生的需求給予適當的回應，則需依賴教師心理及輔導知能的提升。

如學者McRobbie指出，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應試著使教師了解學生不同的需求，因此，
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亦可針對教師的心理及輔導知能進行深入的學習(引自 Leonard, 
2000)。因為小班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機會增多，對學生在各個階段的身心發展狀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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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學生個人生活上的需求皆應適當地加以掌控，以適時輔導學生克服各種學習困難

及生活問題，因此，對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心理的知能，及對各種輔導原理與技術的

需求亦隨之增加。 
將上述的心理及輔導知能與饒見維（1996）所提出的一般教師心理及輔導知能相

較，可以發現二者大致上均相似，皆包含了有關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心理特性的知識、

輔導的原理與技術等。然而，最主要的差異點，在於小班教師有較多的機會及較大的

需求在運用心理及輔導知能上，究其原因，乃因為小班的情境中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機

會增多，對學生有較多的個別關注，而且較知悉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個人需求，質言之，

小班教師較有機會運用到對學童的心理及輔導知能，因此有必要針對小班教師的心理

及輔導知能再進一步地提升。 
4. 班級經營知能 

良好的班級經營可以對學生的教室干擾行為有效的掌控，對學生的學習狀況亦產

生極大的影響，因此，學者認為小班教師可針對班級經營知能再持續加強，如教室管

理的技巧、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營造小班學習環境的知能等，以使小班的效益

最大化。如 Finn(2002)指出，雖然小班使得學生教室干擾行為減少，但若教師在進入
小班教學情境時，缺乏適當的教室管理經驗及小班教學準備，將會造成某種程度的混

亂，需要數週或數月來恢復正常，小班在班級秩序及學生行為上的收益將可能隨之抵

消，因此，提升小班教師的教室管理技巧將會有所助益。至於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可聚焦於那些教室管理技能，Finn & Wang(2001)認為，可包括秩序管理(discipline)、對
學生學習時間的掌控(time on task)、與教室行為及學習狀況的記錄(record keeping)等教
室管理技能。 

就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來說，雖然小班能促使班級氣氛有較佳的改善，然

而，班級氣氛的維持，需要的是教師的持續經營，如 Pannozzo與 Finn(2001)指出，小
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可著重於提升小班教師營造並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如激勵

策略、師生互動與溝通策略，以建立一個有生產力、有秩序性的教室氣氛，要能讓學

生感受到學習是有價值的，而且師生及學生同儕間均能相互支持，因此，提升小班教

師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實有其重要性。 
此外，由於小班中可利用的教室空間增加，教師可以善用這些空間來進行學習環

境的充實，使學生擁有較佳的學習環境，以增益其學習效果(Finn, 1998)。因此，小班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亦可針對教師營造小班教學學習環境的能力來加以提升，如學習角

的設立、學習步道的營造等均是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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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的班級經營知能與饒見維（1996）所提出的一般教師班級經營知能相較，
可以發現小班教師專業內涵所強調的班級經營知能，並非是概含範圍廣泛的一般性教

室經營與管理的原理及策略，如班級生活教育與訓育活動的知能、道德教育的知能、

健康教育的知能等一般性的教室經營策略等，此並非意指該面向的班級經營知能不重

要，而是小班教師專業內涵應更關注於為因應小班情境所帶來的影響所需具備的專業

知能，包括教室管理的技巧、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營造小班學習環境的知能等

方為小班教師專業內涵所關注的焦點。 
（四）小班效益的知能 

除了上述小班教師所需要的專業知能外，學者認為若能提升對小班的效益的了解

將有助於教師在小班中教學實務的改善。如Martinez & Arroyo(2001)指出，小班教師專
業成長可針對小班效益的知能加以提升，因為降低班級規模對教學及學習有助益，所

以有效的傳播小班效益的知識，對促進小班政策的推行及小班中的教學實務會有很大

的助益。實施的策略包括了提升教師對小班的知覺(raising awareness)，如針對小班的
效益、小班的實證研究、小班政策、財政分配、教室管理等議題進行分享，以提升教

師對小班的知覺。另外，則是針對如何實施小班的知能(increasing know-how knowledge)
加以提升，將小班相關研究轉化為實務知能，透過對話、交流、研討，分享不同的專

業知能，發展實施小班教學的具體指引，以使政策決策者及實際教育工作者知道如何

有效地推行小班。 
Pannozzo & Finn(2001)亦認為提升小班效益的知能非常的重要，他們認為小班教

師專業成長要包括小班的WHY、WHAT、HOW等知識，並要與教師現有的教學實務
相連結。WHY就是為什麼小班這麼重要，WHAT就是小班將會達成什麼，HOW就是
應該如何正確地施行小班教學。而與教師現有的教學實務相連結，就是要使小班教師

了解既有的教學實務在小班中的不適切性，以及應如何改善這些教學實務以達成既定

目標。而且，Pannozzo & Finn指出，小班教師的專業成長，不但要能與學校其他的變
革相連結，亦要能與教師在教學場域中的需求一致，並且要能在教室的真實生活情境

脈絡下持續進行。關於一般教師與小班教師的專業內涵之比較，彙總於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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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般教師與小班教師的專業內涵比較表 

類別 一般教師專業知能 小班教師專業知能 備註 

教師通用知能 

 通用知識：博雅教育之

普通知識 
 通用能力：人際關係與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及

個案研究、創造思考、

批判思考 

運用電腦科技基本的知能 將電腦知能運用於教學中 

學 科 知 能 

 學科知識：內容知識、

實質知識、章法知識、

學科信念 
 學科技能：數學、藝

能…等學科內容技能 

學科內容知識的理解程度 提升小班教師學科內容知識

教育目標與

教 育 價 值 

 透過教育哲理課程所

獲得的教育目標與教

育價值的理念 
高效能的小班教師教學觀

兼顧學生基本知能及學習需

求以教師為中心的多元教學

觀 
個別化教學知能 指導個別化、學習個性化 

增進學生獨立學習的知能
小團體教學、合作學習問題

解決技能、高層級思考技能

課程管理能力 平衡內容取材深度及廣度 
多元評量能力 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 

課程與教學

知 能 

 一般課程知識：課程規

劃與課程發展 
 一般性教學知能：教學

原理、教學方法與技巧

 學科教學知能：學科特

有的教學策略 補救教學知能 因應學生學習程度差異過大

身心發展及學習心理知能
心理與輔導

知 能 

 身心發展與學習心理 
 輔導的原理與技術 
 特殊學生的知識 輔導原理與技術 

辨認與回應學生學習及個人

需求                     

教室管理的知能 
秩序管理、對學生學習時間

的掌控、教室行為及學習狀

況的記錄 
營造並維持良好班級氣氛

的能力 
激勵策略、師生互動與溝通

策略 

班 級 經 營 
知 能 

 如何管理好一個班級 
 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如何安排學習環境 
 建立班級規則 
 生活教育與訓育知能 
 道德教育的知能 
 健康教育的知能 營造小班學習環境的知能

學習角設立、學習步道的營

造等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教 育 環 境 
脈 絡 知 識 

 學校組織與運作 
 教育行政與政策法規 
 社會、政治及文化脈絡

 對小班的知覺 
小班實證研究、小班效益、

財政分配、教室管理等議題

進行分享 小 班 效 益 
知 能 

 如何實施小班的知能 
將小班相關研究轉化為實務

知能，發展實施小班教學具

體指引 

教育專業精神  對教育工作的承諾與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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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訪談結果分析與討論 
 
上述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乃透過國外文獻之探究而來，為求本研究所歸納出的

小班教師專業知能，能更切合國內的小班情境，以下透過被訪談者的意見作為支持上

述架構的論證基礎。 

 

一、 運用電腦科技的基本知能 

在現今 e 化的環境下，教師要能操作及運用電腦，並將多媒體融入教學等知能已
成為教師所需具備的基本知能，一位小班教師即指出 

 
「因為現在講資訊融入教學，所以你電腦不會的話，有一些科目小孩子要去

查一些資料的話就會比較困難」(SC03)，「老師自己也要去加強電腦方面的學
習，才會辦法來指導孩子」(SC09)。 

 
雖然電腦操作與運用可以說是一般教師須具備的通用知能，但對於小班教師來

說，由於地處偏遠的因素使然，使得電腦及網路的運用成為克服城鄉差距及文化不利

的有力工具， 

 
「因為學生可以透過網路去看到外面的世界，這樣就可以解決他們口中說的

城鄉差距、文化刺激的問題，也就是說，他是彌補城鄉差距的有效工具啦」

(SC01)。 

 
因此，為促使小班學生能增進電腦操作及網路運用的能力，實有必要進一步提升

小班教師在電腦科技方面的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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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學科內容知識理解程度 

學科知識內容的理解對所有的教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影響了教師對教材

的選擇、詮釋、及如何呈現教材等，然而，對小班教師來說，提升對學科內容知識理

解程度的需要性及重要性似乎更高，因為 

 
「你要上課，你一定要對學科知識內容非常理解，你才能站上去上，所以這

個問題沒差，教小班你也一定要理解，甚至於要更理解，因為你要改變你的

教學法，而先決條件是你對那個教學內容非常清楚，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更

強調」(SC01)。 

 
也就是說，當小班教師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狀況，會需要改變其教學方法，而改變

在小班教學方式的前提，就是要對學科內容知識要較深入的理解。而且， 

 
「小班教師要注重學科知能…你對這方面知識沒有再去加強的話，那你可能
就會被學生考倒，對，而且，學生會認為你不夠專業」(SC04)。 

 
由於小班中的個別指導機會增加，學生可能會對學科內容提出較深入的問題，所

以，提升小班教師對學科內容知識的理解，可使小班教師更能善用學科內容，亦更能

引導學生對學科內容的學習。 

 

三、兼顧學生基本知能及需求的教師中心多元教學觀 

我國小班的實施及小班教學精神的推行，比較傾向於由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轉變為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然而我國社會狀況可能不太適宜以兒童為中心的教學，如一位

小班教師指出： 

 
「因為台灣的小班本質上是反對大班教學，所以台灣的傾向一定是比較學

生為中心，因為它就是要設法改善大班管制、鬆綁，就是鬆綁的初步啦…
但是我們的文化本質又不適合擺到這一端去，因為我們的學生自主能力、

自律能力、自我控制、目標的設定，在文化的基本面是不同的」(S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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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否在教師中心及學生中心取得一個教學的平衡點，並兼顧學生學習成就

的提升及學生的需求，便非常的重要，所以 Zahorik等人(2000)提出的”以教師為中心的
多元教學觀，並兼顧學生基本知能及需求”可以說是值得追求的目標。 

 

四、個別化教學知能 

小班中有較充裕的教學時間，及較多的個別指導的機會，所以可以針對小班教師

的個別化教學知能持續加強。因為 

 
「個別化教學是所有老師都要去學習的，大班的老師當然沒機會用啦，因為

關鍵是你沒時間，小班的教師有機會，他有可能用到，你教他，那一天他要

用的時候他會拿來用，假如他今天連學都沒有學，他就不會，就缺少這個資

源」(SC01)。 

 
由於小班有較充裕的教學時間及機會來進行個別化教學，所以可針對個別化教學

知能來加強。 

 

五、增進學生獨立學習的知能 

為了善用小班中較佳的學生學習專注情形，並進一步使學生成為獨立學習者，因

此可著重於教師的教學策略的改進，如 Pannozzo 與 Finn(2001)提出的小團體教學、合
作學習、鷹架學習、問題解決技能、高層級的思考技能等，以下的小班教師觀點正可

做為論證的基礎，他認為： 

 
「小班的時候，我估計會有比較多的時間，所以我不會很急的為學生提供解

決問題的方法…我會讓他去操作，去探索，給他去做一些思考。因為即使這
節課沒有解決，我下節課還可以解決，我不會很急」(SC01)。 

 
除此之外，小班中合作學習的運用亦非常重要，對低成就學生的學生表現有很大

的助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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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儕合作學習和教師的教學，這樣就有雙重的效果，優秀的學生教他

一次，我們又教他一次，就給他二次機會了，所以他在學習上有可能改善」

(SC01)。 

 
小班中有較多的時間可供學生去思考、去探究問題解決的方法，因此小班教師可

針對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提升學生思考等教學策略來加強，或透過合作學習策略

的學習與運用，以適切地協助學生學習成長。 

 

六、課程管理的能力 

由於小班中較少的班級人數，及較快的教學步調，使得小班的教師有需要再針對

課程內容持續加廣加深，因為 

 
「小班的教學步調會快一點，教學步調快的話等於課內的東西很快就上完，

所以要額外再收集一些資料」(SC09)。 

 
而且「我們必須在面廣之外，還要加深，因為人數少，所以要做這樣的一個

調整。他們比較有多一點的時間打破砂鍋問到底，小班的學生他會問題比較

多的問題」(SC02)。 

 
此外，由於我國的小班大都是在較偏遠的地區，文化刺激較為不足，為使偏遠地

區小班的學生不致落後都會學生過多，不少教師均認為需要提供一些課程外的資訊，

如「就課堂上有教的，他都能精熟學習，可是課外的部分他比較缺乏」(SC08)。 

 
「因為這邊鄉下地方刺激少，所以我要提高一些東西讓他去做練習，所以這

裡的孩子到市區都是最後一個，就是要靠老師了啊，不可能就課本上講講，

你額外的知識也要加進去」(SC10)。 

 
因此，就小班而言，在課程內容部分實需要持續的加廣加深，以使小班的學生能

有更佳的學習，然課程內容加廣、加深二面向間應如何平衡，就有賴教師對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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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與掌握，所以有需要提升小班教師的課程管理能力。 

 

七、多元評量的能力 

    由於小班使教師有更多時間來監控學生學習狀況，所以多元評量在小班中的運用
有其適切性及必要性，如一位小班教師指出： 

 
「我是覺得多元評量真的很好用，就是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兼顧到，不用說

像大班級的話，因為時間受限，在評量方面就因為時間受限而快一點快一點

這樣，比如說我現在要闖關好了，我有充足的時間讓孩子慢慢去想…時間上
真的是很充裕」(SC09)。 

 
正由於小班情境中較有機會運用到多元評量，因此教師可針對如檔案評量、實作

評量等多元評量知能再進一步加強。 

 

八、補救教學的策略 

教師在教室中教學，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使得並非全部的學生皆能瞭解授課

內容，如一位教師指出： 

 
「一節課教下來，其實真的理解你那節課內容的學生大概只有 30%…坦白講
幾乎有一半的人不理你」(SC01)。 

 
由於部分學生未能熟悉教師所教授的內容，所以便需要有補救教學來提升低成就

學生的學習狀況，而小班為補救教學提供了較佳的機會，因為 

 
「小班人數少，所以對於補救教學比較有機會實施，對能力較好的學生比較

有機會再去加強，對能力較差的學生也有機會給他補救」(SC01)。 

 
正由於在小班中有比較好的機會來實施補救教學，因此，可針對小班教師的補救

教學知能來加以提升，對於學習表現不佳的學生可提供適切課業輔導，對於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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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學生則提供其複習、或加強學習的機會，像 

 
「程度比較好的同學，會出一些比較難的題目給他寫，刺激他啊，會好一點，

就是出一些額外的功課給他做」(SC07)。 

 

九、心理及輔導知能 

對於大部分均處於偏遠地區的小班來說，除了文化刺激不足外，還要面對單親家

庭、隔代教養等問題，都會影響到他的心理、行為表現、及他的學習狀況。像一位小

班教師說：「我們班都是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家庭的背景影響了他的行為，因為他回
去沒人教他啊」(SC10)。 

而且偏遠地區謀生不易，許多青壯年都到外地去謀生，如另一位小班教師指出：「因

為他們的父母都到外地去工作，留下來的都是隔代教養的比較多」(SC02)。所以對於
身處偏遠地區的小班學生來說，由於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其心理及行為層面均異於

一般兒童，可能需要小班教師的特別協助，所以小班教師可以針對心理輔導方面的知

能來加強。一位小班教師指出： 

 
「因為像我們班，班上有單親的孩子，那他的生長環境就不是很健全，所

以他回到家就沒人可以照顧他，回到家還要燒飯、煮飯，他才二年級就要

自己煮飯、做菜來吃，所以他心智上都比別人成熟很多，而且他自己的外

交能力很強，而他的佔有慾也會很強，所以說這方面我覺得可以告訴他一

些觀念，為什麼你會這樣，因為就是你和別人不一樣，所以在心理輔導的

建設上面，老師要非常的注意，不然他會有偏差了」(SC10)。 

 

十、教室管理 

班級經營的運用對學生問題行為的預防與管理，以及對學生學習的掌控，具有很

大的作用，因此，不論在大班或小班的教師均需要班級經營的能力，但在大班下和在

小班下所需要的班級經營知能會有所差異： 

 
「因為班級經營是你今天四十個人你也需要，你二十個人你也需要，你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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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人數的多寡來調整它的方式…但小班需要和大班需要的技能不一樣，這有
區隔，經營大班的技巧和經營小班的技巧是不一樣的，但是它是一定要具備

的」(SC01)。 

 
至於在小班班級經營部分，教師認為可針對增進學生自治的專業知能來加以提

升，也就是在教室管理知能方面能再進一步加強。一位小班教師說： 

 
「我覺得現在想培養他們自治的能力，在行為層面、常規方面，就是讓他們

知道我應該怎麼做，我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不是因為老師叫我做我才這樣做，

就是他們很清楚的知道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是因為自己的控制，而不是在老

師的權威下」(SC09)。 

 
也就是說，小班中的教師並非想以教師權威來管理學生的行為，而是希望能提升

學生的常規與行為自治能力，因此，有需要加強小班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十一、營造並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 

就我國的小班情境而言，因為小班大都位於偏遠地區，學生的家庭環境及經濟狀

況一般而言都較差，加上文化刺激不足的影響，使得學生的學習意願會比較低落，如

一位小班教師指出： 

 
「為什麼小班學生的學習意願會有差呢，因為家庭的關係、文化刺激的關

係，就像你生長在鄉下，像我們那邊有家姓鄧的，家境不錯，他爸媽就會

帶他去外面看看世界，所以他就懂得一些同學多一點的常識，他很認真，

但是他不可能短期間脫離這個環境，我覺得最主要的影響是文化環境的關

係…還有經濟的關係，家庭經濟好的話，可以帶他們去啊，我覺得二個原
因就在這邊」(SC06)。 

 
小班學生受到家庭經濟與文化環境影響致使學習意願不佳，所以一般來說在學習

上都比較被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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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現在要怎麼推動他們主動學習這方面，我覺得我做得不是很好，比

如說，老師不在的時候，他們會不會主動去翻書來看，有不懂的地方會不會

主動去查字典，我覺得我在推動的時候有困難」(SC08)。 

 
面對上述小班學生學習意願不佳、被動學習的問題，便可透過良好班級氣氛的維

持以對學生學習能產生正向的支援效果，如 Pannozzo 與 Finn(2001)指出，可提升小班
教師的激勵策略、師生互動與溝通策略等，讓學生在支援性的環境下，能激發起主動

學習的興趣與意願。 

 

十二、營造小班學習環境的知能 

小班中由於較少的班級人數，教室空間相對的變得較大，所以小班教師可善加規

劃該區域，以營造適切的學習環境，如一位小班教師說明了他教室空間的設計： 

 
「像我們教室後面不是都有墊子嗎，那個區域的規劃是綜合的，可以玩、可

以讀書、可以睡覺、可以上課，而且後面都是書呀！會有一些舊舊的書，還

有一些定期的雜誌，再來就是小朋友去圖書館借書，借回來就班上一起看…
每個小朋友一人會有一格空格，讓他們放借回來的書」(SC05)。 

 
由此可知，小班所增加的教室空間，使得小班教師對學習環境的規劃能更有彈性。

但是，小班教師所營造出來的學習環境不見得能符合學生的需求，如另一位小班教師

指出， 

 
「我們教室就是規劃讀書角啦、音樂區啦，但是我發現他們不喜歡去那個角

落，他們只喜歡待在原來的地方，我一直試圖要找原因，因為那邊也佈置的

很舒服啊，我不曉得為什麼小朋友不喜歡去，他們喜歡待在課桌椅那，我找

不到原因」(SC08)。 

 
因此，提升小班教師營造適切學習環境的知能實有其必要性，以切合學生的需求，

增進學生的學習狀況，誠如教師所言：「可以讓他們主動去找東西來吸收」(S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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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小班效益的知能 

透過對小班效益知能的瞭解，使教師提升對小班的知覺，以及如何實施小班教學

的知能，可以使得教師在小班中的教學能有更佳的表現。如一位小班教師就指出了瞭

解小班效益知能的重要性，他認為： 

 
「如何實施小班的知能，這是大問題，你到底小班要怎麼操作才會呈現出和

大班一樣的教學品質、教育品質…提升教師不管是對小班的認知、或是實務，
還有它的方向到底要做什麼，那個才是基本關鍵」(SC01)。 

 
此處即點出了對小班的認知，及小班教學實務的重要性。除了提升對小班的認知

外，對小班的實務教學技能的加強亦非常的重要，如另一位小班教師指出：「應該多辦

一些教學活動，而且是實務的教學活動，讓我們去觀察」(SC03)。由此可知，小班教
師亦需要一些小班教學的實務性技能，因此，透過實務上的經驗累積，以加強教師如

何實施小班教學的知能。 
上述十三項的小班教師專業內涵，均可獲得小班教師個別訪談內容的支持，但亦

有部分小班教師專業內涵，難以融入上述的論述中，因此，另述於下。 

 

一、增加小班教師的第二專長 

為了克服偏遠地區小班所要面對的城鄉差距、文化刺激不足的問題，除了透過課

程內容的加廣加深、善用電腦網路之外，更可加強教師的第二專長，培養教師引領學

生參與校外比賽的特殊專長，一位小班教師指出： 

 
「我覺得小班教師是不是要再加強第二個專長，像語文啦，像英文啦，多培

育老師另外一個專長，像這些帶進來給小朋友的又是不一樣的環境」(SC04)。 

 
小班教師若能具備第二專長，對小班的學生來說無啻提供了另一種的學習機會。

而且，尚可透過增加教師的第二專長，以訓練學生參加校外比賽，以與外面的世界接

軌。另一位小班教師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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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外比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對外比賽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們去看外面

的世界，坦白講，它也是一個彌補一個城鄉差距的工具。你要對外比賽之前

你要訓練學生，你要訓練學生之前你就要具備某種專長，比如說，扯鈴、田

徑…教師透過專長去協助學生，去外面比賽，去刺激，因為這樣學生就和外
面的世界落差不會那麼大，他會蠻接近的」(SC01)。 

 

二、親師溝通知能 

小班除了代表教師負擔的學生人數較少外，亦代表著面對較少的學生家長，和家

長之間的互動也因而增多，因為 

 
「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比較多，應該說，是因為家長人數減少，所以老師

和每一個家長溝通的時間會比較充裕。你和家長好好溝通的時候，基本就可

化解許多的親師問題」 (SC01)。 

 
所以小班教師的親師溝通能力就顯得非常的重要，因為 

 
「如果溝通不好的話，就很容易造成家長對你的誤解，明明事實上是非常好

的用意，可是你因為親師之間溝通不好，或是你沒有很明確的了解狀況，然

後去做一些決策，就會造成這些狀況」(SC04)。 

 

三、特教知能 

根據國外的小班研究指出，小班的實施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並使學生的留

級率及中輟率下降(Finn, 1998)，這代表著原來那些屬於特教範圍裡面的學生，如學習
進度遲緩及學習適應不良的學生，受到小班的留級率及中輟率下降的影響，使他們留

在原班級的機會增加，這些特教範圍內的學生使得小班教師在教學上的負擔增加，因

此，提升小班教師在特教方面的知能，實有其必要性，一位小班教師即提出類似的看

法，他認為： 

 
「小班遇到人會比較多元，我比較想要提升的是在面對比如說有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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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曾經特殊的學生，應該算是特教範圍裡面的學生…一般來說，比較聰
明的學生對我來講不較不那麼困難，比如說我有一些智障的學生，我比較

希望在特教方面一些，不是說太深奧啦，就是說會有什麼方法會比較有效

的」(SC02)。 

 
對國內小班教師訪談結果的論證分析後可以得知，由文獻分析出的小班教師專業

知能均可獲得國內小班教師實務性觀點的論證支援，至於「小班教師第二專長」、「親師

溝通知能」、「特教知能」等，研究者嘗試將此三項內涵融入文獻分析所討論出的小班教

師專業內涵中，就「親師溝通知能」而言，屬人際溝通知能的一部分，因此置於通用知

能之類別中；而「特殊教育知能」在一般教師專業發展內涵中劃分於心理及輔導知能中，

因此在本研究中亦將該項置於心理及輔導知能項下；而「小班教師的第二專長」不僅要

具備該專長能力，更要具備指導學生的能力，因此將之劃分於教育專業知能項下。在訪

談結果的論證支持下，研究者對於表 1的小班教師專業內涵稍做增添，統整於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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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班級人數的降低使得小班有了與大班截然不同的班級情境，小班所產生的影響使

得教師需要特定的小班教學專業知能，以因應小班的特殊情境。為了解小班教師所應

表 2   

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 

類別 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項目 項目內容 

運 用 電 腦 科 技 基 本 的 知 能
將電腦知能運用於教學中 

電腦網路知能 教 師通用知能

人 際 溝 通 知 能 親師溝通知能 

學 科 知 能 學 科 內 容 知 識 的 理 解 程 度 提升小班教師學科內容知識 

教育目標與

教 育 價 值
高 效 能 的 小 班 教 師 教 學 觀

以教師為中心的多元教學觀、 

兼顧學生基本知能及學習需求 

個 別 化 教 學 知 能 指導個別化、學習個性化 

增 進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知 能
小團體教學、合作學習、問題解決

技能、高層級的思考技能 

課 程 管 理 能 力 平衡內容取材深度及廣度 

多 元 評 量 能 力 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 

課程與教學

知 能

補 救 教 學 知 能
程度較差學生的補救教學 

程度較佳學生的加強教學 

身 心 發 展 及 學 習 心 理 知 能

輔 導 原 理 與 技 術

單親或隔代教養學童的 

心理及輔導知能 心理與輔導

知 能
特 殊 教 育 知 能 特殊教育知能 

教 室 管 理 的 知 能
秩序管理、對學生學習時間的掌

控、教室行為及學習狀況的記錄 

營造並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 激勵策略、師生互動與溝通策略 

班 級 經 營

知 能

營 造 小 班 學 習 環 境 的 知 能 學習角設立、學習步道的營造等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小 班 教 師

第 二 專 長

指 導 學 生 參 與 校 外 比 賽 的

特 殊 專 長 能 力

指導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的特殊專長

能力 

對 小 班 的 知 覺
小班實證研究、小班效益、財政分

配、教室管理等議題進行分享 小 班 效 益

知 能
如 何 實 施 小 班 的 知 能

將小班相關研究轉化為實務知能，

發展實施小班教學具體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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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專業知能，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個別訪談法，針對文獻分析之結果與訪談

小班教師所蒐集的實務性資料二者間的相互對照、驗證，以收相互補足之效。在文獻

分析部分，先針對小班對班級情境所產生的影響加以分析，包括對學生學習行為及態

度的影響、對教師教學行為及態度的影響、對小班學習情境之影響等，而且小班的實

證研究更指出小班的實施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藉由上述小班影響之分析，以做

為探討教師為因應小班特殊情境所需具備的教師專業知能之基礎。 
其次，為了使本研究所探究的小班教師專業內涵，能與既有的教師專業內涵之研

究產生連結，本研究乃參考饒見維（1996）所提出的「教師專業發展內涵體系」之架
構類別，做為統整小班教師所需專業知能類別項目的依據，以收相互對照之效。經文

獻分析後所統整出的小班教師專業內涵包括四大類：「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

育專業知能」、「小班效益的知能」，與一般教師專業發展內涵相似，然而二者最主要的

差別，在於一般教師的專業知能蓋含廣泛，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然而，小班教師

專業知能則聚焦於為因應小班特殊班級情境所需具備的教師專業知能、及小班實證研

究結果支持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就因應小班特殊班級情境的專業知能而言，比如說

為了因應小班中較快的教學步調及較多的教學時間，小班教師應具備有課程管理的能

力，也就是課程內容的加廣加深及平衡二者之能力，其他諸如為因應小班中學生學習

專注提升所需具備的增進學生獨立學習的知能、為因應小班中個別化教學教會增多所

需具備的個別化教學知能…等。另一方面，就小班實證研究結果支持的專業知能而言，
比如說研究指出教師的學科知識愈佳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愈有助益，因此小班教師應提

升對學科知識內容的理解程度，此外，可針對研究指出的高效能小班教師教學觀做出

適切的調整，包括兼顧學生的基本知能及學習需求、以教師為中心的多元教學觀等。 
    此外，就個別訪談所獲得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之實務性觀點加以分析，大致來說，
文獻分析出的小班教師專業知能均可獲得小班教師實務性觀點的支持，但由於我國小

班多位處於偏遠鄉村地區，文化刺激及家庭環境均較不佳，因此部分小班教師實務觀

點會聚焦於因應我國小班的特殊環境脈絡，比如說在教師通用知能方面，焦聚於網路

知能的提升，以因應城鄉差距及文化刺激不足之影響；在心理及輔導知能方面焦聚於

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童的心理輔導知能，以因應偏遠地區小班中較多的單親家庭及

隔代教養之問題；在營造並維持良好班級氣氛的能力方面，注重激勵學生主動學習的

知能，以因應偏遠地區小班文化刺激不足下學生學習意願較差之問題。此外，更有三

項在文獻中未提及之項目，包括增加小班教師的第二專長，提升引導學生參與校外比

賽的專業能力，以增加學生的文化刺激；提升小班教師的親師溝通能力以因應親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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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增加；提升小班教師的特教知能以因應小班的留級率及中輟率下降後，學習進度

遲緩及學習適應不良的學生留在原班級機會增加之影響。 
研究者在統整文獻分析出的小班教師專業內涵，及個別訪談所獲得的小班教師專

業知能之實務性觀點後，據以歸納出小班教師專業成長內涵表，希望藉由該內涵體系

的建構，區隔出小班教師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以做為規劃小班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時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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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classes differ greatly from big-classes in classroom settings, therefore, 
small-class teachers need specifi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nsion to accommodate the 
influence of class size reduc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nsion for small-class teachers, we used literature review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hat we 
constructed by literature reviews c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 data. 
Besides, we analyzed three extra items derived from interview data, and we integrated it 
in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nsion for small-class teachers, and hope it will promote 
some improvement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for small-clas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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