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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課室觀察；或在教學實務知能的增長方面，將師資生與參與臨床教學

的夥伴教師聯結成為師徒關係，藉此指導師資生相關的實務知能；或聘請

夥伴教師擔任職前師資培育課程的協同教師，特別「教材教法」課程的教

師，提供相關的實務經驗供師資生學習。結合上述種種運作策略，將有助

於讓臨床教學的實施更臻具一舉數得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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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研究中之健康大學所實施的臨床教學，主要還是停留在邊做邊

學和試探摸索的階段，因此未來有必要因應學校情境及教師個別需求，發

展出更為多元的臨床教學運作模式。例如在部分時間與全時投入、長期與

短期、單一個人與多位教師協同、初任與資深師資培育者，以及正式或非

正式課程時間等不同條件組合下的臨床教學實施模式，可能會遭遇到那些

問題，又應採取那些因應策略。此外，也可探討在不同臨床教學目的下，

各應採取何種適切的臨床教學運作模式，包括純實務知識的體驗學習、教

學理論的驗證，或配合大小學教師合作進行行動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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