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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

林明地

本文指出個別教室的班級經營應超越具有形與無形的界線，

使教師能彼此分享、學習、甚至教導有關班級經營的實際(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除呈現，三個個索的實施情形

外，作者並訪問了四位教師對相關議題的意見。結采作者發現四

位受訪教師都肯定「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理念與作法，

但對這樣概念的第一印象卻相當多樣，而且在學校的情境中，將

班級經營超越班級界線的作法並不多，大多屬於非正式觀察、非

正式分享以及正式請教。作者亦呈現，受訪教師所指出的優點、限

制、與配套措施等。最後，作者認為，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於

實踐這樣的理念均扮演拯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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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事實上幾乎不可能想像說存在有不受行為發生情燒影響的

任何人類行為。(譯自 Guba and Lincoln, 1981, p. 62 ) 
除非(學校組織的)成人彼此對話、彼此相互觀察、並且彼

此互助合作，否則會改變的將很少。(譯自 Barth， 1990, p. 32 ) 

~川、

笠、月IJ 5 

學校的核心任務是成就高品質的教與學，可見教學活動應該(被視

為)是學校各項活動的重心。雖然「學校是一組織」的觀點被接受的程度

很高，但是學校內最重要的活動一教學，以及為教學而進行的「班級經

營卻很少有人會從「學校整體組織」的觀點加以分析 ， 而較常以個別

教師或班級的角度追求精益求精之道。但是，誠如本文最開始所引用的第

一個引句所指出的，在任何人類組織中，幾乎所有的組織行為都是個人特

質與情境交E作用的函數，亦即[ B= f (p . e)] (Kurt Lewin 的觀念，引

自 Owens， 1998) ， 教師的班級經營自然是學校重要的組織行為之一，而影

響班級經營的「情境」除了可以是教室之外，當然包括整體學校組織。很

據這樣的推理，一位老師的班級經營受到學校整體組織人際互動(或學校

氣氛、組織文化)影響的可能性極大，因此以整個學校的觀點來增進教師

班級經營的態度、知識與技巧，應屬合理 ， 而且深具意義。

本文以多個案介紹以及訪談的方式， 一方面介紹三個個案，簡要敘述

其以問題解決的方式，和學校同僚分享班級經營問題的解決策略，經討論

後，在班上實施部份大家認可的策略，並設法找出其初步成效的作法;另

一方面呈現與四位園中教師，針對「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 」這項主題

團體訪問的結果。

參酌本文的第二個引句，作者的基本假定是，如果學校教師能夠在班

級經營的專業上，觀察彼此作為、 l 彼此分享專業實際、一起設計方案活

動、一起解決問題、相互參觀教學或班級經營、以及示範教導班級經營實

際( the practice of cJassr∞m management) ，也就是將個別教師班級經營

的理念、知識與技巧「超越」班級的界線的話，那麼學校就比較有可能達

成其原本所要達成的核心任務一商品質的教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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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替

貳、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理念與作法

「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之理念是，在個別班級教師的經營之

外，學校(教師)能以整個學校組織的觀點進行班級經營的規劃，老師能

觀察彼此的班級經營作為、一起設計班級經營的活動，參酌各班狀況，個

別實踐較被大家接受的策略，教師之間正式與非正式地分享班級經營的態

度、知識與技巧，在自顯的基礎下，值此相互參觀同僚的班級經營，相互

學習並提供回饋，碰到班級經營的問題時，一起討論與解決問題，最後，

必要時(例如在其他同事的請求下)同僚甚至可以示範、教導班級經營實

際(例如如何提問問題?如何引起同學踴躍舉手回答問題的意願?其訣竅

在何處? )。其構想是把教室與教室之間有形的「圍牆或無形的「界

線. 2透過同僚在班級經營專業上的互動，予以打破，使班級經營在個

別教師的措施上，加上整體學校的作法，發揮學校氣氛與文化的影響力。

具體言之，其作法主要包括下列彼此重疊的作為:

一、非正式觀察、模仿班級經營的作為;

二、分享班級經營的經驗(包括態度、知識、技能與情意感受等)

三、一起設計班級經營活動;

四、參觀彼此教學;

五、一起解決班級經營的問題;以及

六、示範或教導班級經營的投巧。

參、為什麼班級經營必須超越班級界線?

為什麼屬於個別班級內的班級經營必須超越班級界線?其理由何在?

有何優勢呢?行得通嗎?茲分別說明如下。首先指出班級經營必須超越班

級界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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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由

村教師的班級經營會受到學校組織特質的影響

如前所述，社會心理學學者(如Kurt Lewin )主張，個體行為是其特

質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所以教師的班級經營除了有部份措施會 r 因人

而異』、「各具特色」外，事實上亦受到學校組織特質(如互動型式、組

織氣氛與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從組織的本質而言，組織之所以存

在，其主要目的是在支持與促進組織成員(個別與集體)的持續成長與發

展，並發揮潛能( Owens, 1998 )。所以班級經營有可能超越班級界線(因

為學校會提供協助) ，而且必須超越班級界線(因為個別教師的班級經營

會受到學校組織的影響)

位j學校人力資源的重要性

教育組織理論學者Owens ( 1998, p. 78 )指出當組織成員能不斷在

專業上與個人層面上成長與發展，使得個人在工作上變得越來越有效能，

而且工作小組參與合作，亦漸漸變得越熟練時，組織效能會更高。」所以

以整體學校組織的觀點，協助教師班級經營的態度、知識與技巧的發展

(亦即發展人力資源) ，有助於學校核心任務的達成。另外McClelland

( 1991 )在敘述追求成就的動機時亦曾指出，如果一個組織(或國家)的

成員隨時在思考著「如何作會更好? J 時，它們往往會真的作得更好，成

就比較高。可見以學校整體組織人力資源發展的觀點來檢視全校教師對於

班級經營理念的成長與發展，深具意義。

已〉個人處理事情所依賴的架構( frameworks )有限

從組織研究多架構取向的觀點而言( Bolman and Deal , 1991) ，當班級

經營(若班級被視為是一個小型的組織或系統)出現問題時，其問題有可

能來自班級內成員的角色、責任與義鶴不清楚;亦可能是成員(包括老師

與學生)的需求未適當滿足、人際互動不佳;也有可能是師生之間衝突未

善加處理、彼此對立;更有可能是班級氣氛不佳(例如反智主義、追求平

庸的氣氛)所造成。原因相當多重，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從不同觀點加以

分析與解決。雖然教師可以透過自我學習與反省，充實其對班級問題分析

的架構，但是若門與同事討論問題，並分享彼此看法，選擇其中較佳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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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

決方案加以實施，適時修訂，並在修正的過程中，強調彼此的對話，則可

以讓問題的解決策略更加周延。

同學校是一學習社區

學校必須成為一個學習社區的看法廣被接受 (Sergiovanni ， 1994 ; 1995) 。

在學校中，老師彼此分享教學實際，是成就學習型學校的重要動力，亦是

一項重要的指標。班級經營是老師每日必須面對的議題，當然亦應被列入

彼此分享的範圍內。所以，要想學校成為一個學習社區，學校成員必須彼

此對話，將班級經營的實際經由本文所指出的具體作為，超越班級的界

線。

(五)根據以往的經驗，以行政規定強迫提昇教學專業的品質，技

泉不大

傳統科層體制的管理觀念認為，行政單位必須設計、規章~J最佳方案，

之後以命令、權威、與嚴格控制(視導)以提昇教學品質。然而，教育組

織具有二元系統( dual systems )的特性( Owens, 1998) ，而且許多以學

校為對象，作為參與觀察的研究亦發現，學校亦具備鬆散連絡系統的特

徽。為讓教學實際以及教學品質得以提昇'學校行政大多需要站在協助推

動、助長催化與協調的角色，讓教師由下而上實踐，分享教學專業實際

(包括班級經營的經驗) ，效果反而更佳。

的來自有效能學校研究的啟示

在有效能學校的研究中， Purkey與 Smith ( 1985 )指出，有效能學校

的特徵可以概略分為二組(共十三個)因素。除了第一組九個因素較為基

本，可以立即實施外，另外第二組的四個因素，雖較不易實現，但卻相對

比較重要。其中與本文主題「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之理念比較相關

的主張有三個，包括:有效能的學校: t一)重視同僚專業E享的關係( colle

gial relationships) ，助長團結的感覺，鼓勵知識與觀念的分享，並提昇學

校成員之間的共識(=.)建立一種社區的感覺( a sense of community) ，降

低彼此隔離的現象一包括教師與學生，而強化相互分享的感覺與具體行

為;以及臼建立共享的目標與高度可成就的期望，這些期望則源自於協力

合作、同僚專業互享( coIIegiaIity) ，以及一種社區感，且透過他們所認

同的共同目的，使組織團結一致。所以教師若能分享班級經營實際，則有

助於學校組織效能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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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勢

當學校老師之間彼此分享班級經營的實際、彼此參觀班級經營、一起

設計班級經營活動、彼此示範班級經營策略、或一起解決班級經營問題

時，它所呈現的優勢主要包括(林明地，民87a )可以強化教師持續改

善( continuous improvement )、追求高度表現( high performance )、彼

此信任、以及相互學習的專業態度;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並能提

昇教師的專業形象，這些形象包括學校教師成為一個國隊、學校教師正努

力跟上時代、教學專業是具有共同認可的知識基礎的、學校教師具有共同

語言與文化，降低分離主義( isolationism )、以及建立無形自律公約，有

助於學校核心目標的達成。

三、行得通嗎?有沒有例子?

老師的班級經營到底有沒有可能超越班級界線呢?換句話說，它行得

通嗎?這個閔題相當重要，也是作者所最鞠心的問題。因為在我國社會中

「人之息，在好為人師』以及「輸人不輸陣」等兩極化的傳統觀念深植人

心。一方面不認輸;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為人師，要讓老師們把自己班級

經營的寶貴經驗與同僚分事，秀給別人看，又加上有時候必須帶點示範與

教導的意味;或者要拉下面子，向別人討教，似乎有這文化傳統。

學校行政單位也處在一種兩難的情境，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以命令規

定，強迫老師彼此分辜的行為效果不大{說不定還會有反效果) 0 3 但

是，若期望老師主動組成，彼此分享教學經驗，又受到上述我國文化傳統

的限制。如此看來，即使構想再好也沒有推動的可能。

幸運的是，我們若仔細觀察，老師與同僚之間分享班級經營實際的例

子體實存在學校系統中。作者將於個案分析時再予以呈現實際的例子。

肆、個案介紹、訪談設計及訪談結果分析

為檢視上述「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理念與作法，作者將簡要

介紹一些個案。這些個案的來源是作者於「班級經營」的課堂中(於 87與

88 年進行的) ，所設計一項作業，讓在職進修的教師們提出其所欲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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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班級經營問題，透過與校內(外)其他教師討論，並尋求彼此認同的

解決方案，加以實施，呈現其初步成效。以下先介紹三個個案:

一、個案介紹

個索一

﹒個案背最:為公立園中(全校約 30班)之一班， 30 幾位學生，教師為

導師，發現學生學習意願低落、上課睡覺、講話、玩耍，不能專心上

課。

﹒所面對的班級經營問題:如何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作法:

(一)邀請學校園文、英語、地理、歷丈等多位老師討論。

已)先個別寫下講想與策略。

日分享彼此的策略(包括在遊戲中學習、小組學習、室外教學等)

並提出個別實施的經驗。

同選定可實施的策略:本個蒙採行小組學習策略。作法是將學生常

態分組，以小組$，單位進行(學科)競賽，獎勵表現較好的前二

是且，而表現較差之後兩組貝'1加強學習，並相互教導。

﹒實施後的改變:榮譽感與進取心提高。具體的行為是下課時同學仍有

互相問問題的行為，成績亦進步。

個索二

﹒個案背景:公立園中(全校約 20班)之一班，約 35 位學生，教師為導

師，發現學生相當浪費，吃營養午餐時挑三揀四，適逢教育部推行

「生命教育課程可以藉機引導。

﹒所面對的班級經營問題:如何落實學生的情福觀念

.作法:

(一)利用家庭聚會時間，邀請兵教師身份的家中成員，包括"A私立國

中、專科、以及大專院校老師，背景多綠化，共七位老師討論 e

口分享彼此的策略(包括生命教育、日日資源回收回、儲蓄助人、

問卷調查、發表心得、觀賞展現助人的電視節目、動手作環f磊、

以及卷發午餐吃光光等) ，並提出個剎實施的經驗。

臼選定可實施，的策略:採取生命教育課程(利用導師時間講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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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可貴)、設回收筒、儲蓄筒以及問卷調瓷、剪報、觀看有

熱心助人單元之電視節目、運動會之後撿拾金校的係特瓶，以及

實施不挑食、吃光光活動等。

﹒實施後的改變:學生較具惜福觀念。具體行為有同學互讀午餐吃光光

是惜福的行為、存錢、在週記反應對某活動印象深刻，以及問卷調查

結果的正向意見。

個索三

﹒ 個案背景:公立國中(全校約 30班)之一班，約 40位學生，教師為導

師，因該班為一年級新生，加上學生來源不一，作息時間又有些許差

異，造成學生明顯被區分成不同的兩群;一群活潑外向，備受囑目;

男一群安靜內向，較少受到注意。

﹒所面對的班級經營問題:如何提昇班級向心力

. 作法:

(-)除自我精忠外，師生亦一起腦力激益。

(::)教師同僚專業分享(包括除舊佈斬、榮辱與共、以及相互暸解

等)

日選定可實施的策略:採取除舊佈新太掃除(師生自己動手粉刷牆

笠、大掃除、教室佈產)、艾布全班合照(放大且貼於教室內)、

以及改變班會型式(如加入小記者報導生活秩寧、分重且撿討本週

表現、「我有話說以及心情分享等設計)。

﹒ 實施後的改變:學生更喜歡自己的班級、更具歸屬感、向心力提高

了。具體行為如同學維護自己所粉刷牆壁的乾淨。

三、訪談設計

另外﹒為瞭解「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 J 的相關議題，作者亦設計

了一項團體訪問，於88 年 10 月 21 日及 88 年 10 月 27 臼﹒分別進行二次團體

訪問，每次二位教師，各約一小時，以暸解教師們(曾經做過該項班級經

營的作業)對各項議題的看法。參與訪談的老師共有四位(其中三位的作

業呈現於本文個案介紹) ，皆為園中教師，其中男教師一位，女教師三

位，分屬雲林縣與嘉義縣的二個學校。其中一所學校的班級數為 19班，另

一則為 29班，大致屬於中型的學校。(訪談大綱請見附錄)

本文所選取的訪談對象僅有雲、嘉地區共四位教師而己，四位教師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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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第一次聽到「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這一個名詞，但四人事前大

致已瞭解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專業實際的重要性。作者瞭解此研究限制，

亦察覺其可能的偏頗現象，好在本文僅屬初步介紹與探索而已，未來的研

究可深入報導單一個案，或多個案，或以有系統的方式，廣泛蒐集資料加

以分析。

三、訪談結果分析

針對訪談大綱進行訪談的結果，作者發現受訪教師對「超越班級界線

的班級經營」有以下幾點看法:

付對「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第一印象相當多樣

四位老師對於「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 J 這個概念的第一印象包

括:它偏重在法規以外的非正式活動、屬於個案性質的活動，而非普遍性

的行為、在特殊狀況的情形下所採取的動作、是一種人性化的行動。亦有

教師認為超越斑紋界線的班級經營指的是，班級經營不一定限制在班上，

可擴展至社區活動、團體活動，護它社區化(多樣化的經營但有的老

師則認為它仍以班級的角度出發，可以設法獲得學校同儕、社區、家長、

行政人員的援助，並透過學生回饋給他們。

綜合言之，受訪教師對「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第一印象是認

為，它是非常態的、特殊考靈的、可擴展至教室外的，而且對一個班級經

營的努力可以超過一位教師以上。但未提及這樣的概念可以在平日就使

用，而成為「日常實際」

已)在學校的情境中，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

經驗的方式有限，且較屬於非正式觀察、非正式分享或正式

吉青尋主

很據訪談資料，在學校情境中，老師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實際的方式

並不多樣，其主要的方式包括:

1 . 非正式的觀察、模仿其他老師如何 「帶班級若與該位老師交情

好，則可以詢問、求證其作法的細節，以及背後的用意，效果不

錯。但即使未經詢問即採用，亦會有效果。

2且非正式的開聊、 分享:學校並未有正式、特定機會分享班級經營的

實際，大多透過非正式的聚餐閒聊，彼此分享;亦有同僚看報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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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發現好的理念，拿出來談談，與大家分享;男外亦有老師因

為共同教一個班級(科任老師們與級任) ，為處理特定的班級問

題，而相互討論。

3. 正式的請教:有些時候亦會向經驗皇宮之老師請教。

另外，有的受訪老師指出，學校老師有些屬於「吐苦水型 J 的，發發

牢騷，彼此訴苦、抱怨、甚至同情，表面上雖較屬負面，但因感覺「有人

與我同在所以亦見效果。最後向行政人員反映，請求行政人員的包助

(如輔導行為有問題的學生)亦是一項作法，尤其是當行政人員善加反映

時，教師會比較願意把班級經營的問題提出來共同討論。

作者曾以分享班級經營的經驗、一起設計班級經營活動、參觀彼此教

學﹒一起解決班級經營的問題、以及示範或教導班級經營等五項技巧，設

計簡要的四點量表，請四位老師填寫其實際實施的情形，結果發現以「分

享班級經營的經驗」得分( 3.4 )最高，其次依序為「一起解決班級經營

的問題 J (3.2) 、 r 參觀彼此教學 J (2.0) 、「示範或教導班級經營的

技巧 J (1.6) ，最後則為「一起設計班級經營活動 J (1.4) 。可見教師

間有關班級經營的實際，仍以分享、解決問題較多，尤其是科任與級任教

師為解決班級問題，以及教師、行政人員、與家長為處理突發事件，所進

行的問題解決較多。

有關「一起設計班級經營活動」之部分，有二位老師指出同仁之間大

多從事課程內容的一起設計，而較少一起設計班級經營的活動。

臼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經驗的優點

受訪教師指出因為老師背景相同，因此分享時比較容易切入問題的核

心，所以應該是彼此分享的好對象。至於其優點包括:

1. 級任與科任組合，共同處理班級經營問題，學生對老師的意見接受

度較高。

2. 可以集思廣益，以較廣的經驗處理事情。

3. 對處理問題比較有信心。

4. 多人提醒，故可以調整理念，對事情的拿捏分寸亦較恰當。

5. 若能得到適當回饋，亦可以藉機肯定彼此的能力。

(聞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經驗的限制

相反的，仍有些限制或阻礙，使得老師無法(或不顧意)將自己的班

級經營，超越其有形於無形的圍牆，道些限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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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人員未給予足夠的支持。有時老師反應問題，行政人員會推卸

責任，甚至置之不理，此時老師會覺得很灰心。

2 有時若發現彼此之間思考差距很大時，則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處理

問題。但有的老師則認為處理的時間不一定會較長。

3. 同事的熟悉度、老師間座位的安排很重要，因為多與周遁的老師

談。

4. 由於教師座位的安排、上課作息安排、以及其他因素，在目前的學

校情境中，老師能夠坐下來談話的時間事實上並不多，亦不夠。

但)與同事分享班組經督的專業態度、知識與徑驗所發現的成效

雖然受訪老師認為具體的成效很難呈現，但下列數項是會出現的現

象:

1.經過科任與級任扮演橋樑的工作，有部份個案學生因而態度轉變，

較易接受老師的教導。

2. 老師之間彼此變成比較信任。

有一位受訪教師指出，當學生出現問題時，老師應以「關心 J 、 r !真

正關懷 J 的態度呈現，學生較易接受。但若以「學生有問題，必須加以注

意或輔導」的眼光分享」個案的內情時，學生的反應會有些被出賣的

感覺。這樣的警語值得未來老師分享班級經營專業實際之參考。

(六)超越班組界線班組經營所需的配套措施

四位老師均認為大規模地推動「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理念事

實上並不容易。因為外在的「大環境 J (包括學校整體組織情境，以及學

校之外的社區、社會脈絡)必須有所改變。下列配套措施是行政單位、以

及老師個人可以努力的方向:

對行政單位而言:

1.學校行政可以安排定期的會議，討論心得，設計正式分享的時間，

這種會議最好是小型的，且應避免流於形式，例如部份學校所實施

的導師會報，效果並不好。

2. 行政單位要協助老師解決難以處理的問題。

3. 妥適安排課表，讓老師有機會坐下來，有共同的時間可以分享彼此

班級經營的經驗。

4. 資訊交流的管道必須建立，以及暢通。

5. 妥切處理老師所反應有關班級的問題，特別是校長扮演支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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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

6. 落實師徒制，特別是對新進教師而言。

民加強教學研討會的功用，亦可帶入大學層級之教師，宣導類似的理

念。

8 可以觀摩其他學校的作法。

對老師個人而言:

1. 可先充實自己，超越自己，開放自己心胸，提昇自己專業，之後與

他人分享。

2. 找志同道合者，特別是級任與科任的組合。

3. 善加利用網路溝通。

4. 自顧地示範班級經營的專長。

的受訪老師大多支持「超越班組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理念與作

法

四位受訪老師均認為「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理念與作法相當

重要，彼此分享的舉動值得肯定，但老師自己要先有所突破，打破不好意

恩的想法，建立一種一切為孩子好的觀念，就比較好解決差距。因為開

朗 、 健談、以及熱忱的老師，傾向於較會與同僚分享。所以應讓老師有多

一點接觸其他世界的機會。讓科任與級任有機會一起合作，建立溝通管

道。增加老師與家長合作。對於過度依賴傳統教學法的老師，可以增加其

參加研習的機會，而同事之間邀請參與分享與討論，亦可行 。 當老師真的

碰到問題了，無法解決時，其尋求他人協助的機會比較高，學校行政應把

握此機會。

有一位老師指出，當科任與級任對於班級經營的理念不同時，找機會

坐下來說清楚是很重要的。但必須注意的是，分享經驗只是向該班老師提

供參考意見即可，而不要強行介入，否則會影響班級經營的主權。

最後受訪老師指出，分享班級經營專業實際的舉動與教師的性別及年

齡沒有絕對關係，倒是與教師的人格特質關係較大，↑佐此部份仍屬個別意

見，未深入探討，值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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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提出「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構想及作法，除呈現三個個案

拘實施情形外，亦訪問四位教師對相關議題的意見。結果作者發現四位受

訪教師都肯定「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理念與作法，但對這樣概念

約第一印象卻相當多樣，而且在學校的情境中，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

業態度、知識與經驗的方式並不多，大多屬於非正式觀察、非正式分享以

及正式請教。作者亦呈現其優點、限制、與配套措施等。

最後，作者認為，推動「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動力最好來自

教師，若教師可以實踐「自我更新取向的專業成長與發展 J (林明地，民

的) .漸漸推廣其影響力﹒則其成效必較佳。但若學校行政人員想要推

動這樣的理念時，則必須先以非正式的方式，找到實施意願較高的教師，

光小規模的試辦，視成效如何再行推廣，這種漸進的方式才能減少教師的

先拒，以收實際效用。

附 三主

1.在訪談過程中，有兩位老師提及，在學校內敏感性較高的教師，藉

著非正式的觀察、模仿(不一定要經過詢問、求證，但最好是經過

求證)即可發揮班級經營實際分萃的功效，使班級經營實際超越班

級界線。作者認為此意見相當寶貴，故乃將此理念加入原本的理念

之中。

2. 因為彼此區隔的「分離主義」使然，有時候老師與老師之間彼此之

間 r ，無形」界線的阻礙，比「有形」的圍牆來得大。

3. r 透過行政或規定的力量，讓老師分享教學實際之作法的效果不

佳這樣的認知作者並未有系統地加以研究，值得投入心力。其

研究的問題可以是，在那些老師顧意分享班級經營實際的學校中，

其學校行政的作為如何?反過來說，在怎樣的學校行政作為中，老

師較少分享教學實際?以及若想要讓老師樂意分享教學實際，究竟

哪些行政作為是比較有效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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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大綱

-、先談一談您對「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的第一印象。

二、在學校的情境中，您透過哪些方式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

與經驗?

三、在分享班級經營的經驗、一起設計活動、參觀、一起解決問題、以及示範

教導的作法上，您在各項作法的實行程度如何?

四、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經驗有何優點?

五、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經駿有何限制?

六、您覺得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經驗有沒有具體的成效?

若有，是哪些?您如何知道這些成效(證據在那裡?

七、學生的反應如何?

八、對於與同事分享班級經營的專業態度、知識與經驗的構想與作法，您有何

其他建議?

九、整體而言，您對「超越班級界線的班級經營 J 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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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lassroom Management--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Classes 

Lin, Ming-Di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of individual 

classrooms should go beyond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classes in order 

for teachers to share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o learn from 

others. It presents three cases which utilize the concept. This paper also analyzs 

the results of two group interviews, which consisted of four junior high schools' 

teachers foom . two settings in Chia-Yi and Yun-Lin count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s,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es support the idea of 

sharing the practice of c1assroom management, however the actual sharing actions 

were very Iimited. Some advantages , obstacles, and supportive strategies to the 

practice are also indicated by the interviewed teachers. Finally, it shows that the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both play considerably important roles for implement

ing th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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