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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想： 

    閱讀了這篇文獻，才了解了這新的詞「實踐智慧型的師資」；為了因應後現

代的社會，需要高專業能力、能靈活運用並創新個人知識的教師。文獻內容讀起

來非常有感觸，可能是因為我的身分正處於這樣的階段，現代的社會講究多元、

創新，老師的教學方式受到衝擊而改變，至於我們這些即將成為老師的人，所受

的訓練當然不能照舊不變，知識不再是專一性，而是多元面向下去建構的，文中

強調培養建構出個人的知識理論，並將理論與實踐整合一起，這聽起來非常的有

道理，但其實現實中還是存在著一點困難度，或許我們都有了許多的知識理論，

但我們卻少有機會將其與實踐結合在一起，如同文中所提，實習老師常被定位於

「麻煩人物」，我們的實際教學經驗太少，若是沒有自己到外面尋找教學場域的

人，甚至到教育實習時才第一次有實際教學的經驗。當然也因為這樣，所以我不

斷的接觸教學場域，希望自己不要都沒有經驗。然而，也因為缺乏了那些實際經

驗，所以我們對於書上所學的，時常會覺得有距離感，無法深刻體會，因此，文

中提到的建構主義模式的教學實習應強化實習教師的個案研究、自我導向探究以

及校際觀摩，這是我覺得我們欠缺的，倘若政策法規能夠更強力執行，使得中小

學校更願意開放給我們這些未來老師實習或觀摩，並且學校任教的老師們願意更

有耐心的教導我們，而我們這些身為實習老師的人，也都更加的積極努力，那我

相信實習老師的素質會更好，我們也更能在受訓的其間整合、建構出屬於自己的

知識，並成為未來具有高適應力的「實踐智慧型教師」。 

兩個問題：    1. 如同文中所提的實習老師常被定位於「麻煩人物」，自己也會

聽到一些關於學長姐實習學校的狀況，我想學校或許因為法規的原因，所以必須

提供我們這樣的機會，但你覺得身為學校的老師，到底有沒有義務去帶我們實習

或是讓我們觀課？      2. 雖然說後現代時期來臨，絕對的理性和單一客觀標

準不再受到大多數人歡迎，但現在現場上，那些年紀較大的老師，他們的想法依

舊封閉，我們這些新老師若有創新想法與他們衝擊時，該如何解決、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