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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美瑤‧美國麻州大學安姆斯特校區

教師發展中心副主任

課堂的前面與最後五分鐘

老
師與學生接觸的時間就是每周上

課三、四個小時，一學期上課十

幾周。如何妥善運用上課的時間幫助學生

學習，需要老師細心的設計與安排。我

們常聽老師抱怨學生上課會遲到，或是

來了但未預先準備好當天要上課的內容；

老師上課問問題都沒有人回答，整堂課

好像都是老師個人的獨白。

抓住學生注意力  引導學生專注學習

事實上，多數學生是看老師如何設計、安排他

們的學習環境，他們只是順著老師的方向在那環

境中或學習、或做自己的事，甚至甚麼事也不

做。老師在教室裡不單單是知識的傳輸者，而應

該是一個引導者，因此，從上課的第一分鐘開

始，老師就應想辦法將學生的注意力與心思引導

到課堂上，專注在要學習的課業上。

一般學生進入教室時，可能還在看手機、回想

今早與室友的爭執，或是思考等會兒下課後要去

哪吃午（晚）餐等事，但許多老師習慣在上課的

頭幾分鐘點名，或是發還上次缺席學生的作業，

或者回答個別學生與當天課業無關的問題；例如

期末報告該寫甚麼、下次考試是甚麼時候、作業

何時繳交等。如果老師每一堂課都以這種方式開

場，學生自然不會覺得有準時進入教室的必要，

長期下來，老師也浪費了許多與全班學生一起共

有的寶貴時間。

事實上，教學與一般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一樣，

當我們想要別人聽我們說話時，首先就得抓住對

方的注意力，再想辦法維持住別人的興趣。因

此，上課開始的前五分鐘很重要，老師應該：⑴

立刻抓住學生的注意力，把他們心思轉到這堂課

要討論的內容；⑵幫學生把今天的課程與上次的

課程做連接；⑶設定當日課程目標。

課堂前五分鐘的教學活動

根據上述三個前提，以下介紹幾個老師在課堂

一開始前五分鐘中可以做的活動：

1. 問題導向

老師可以寫一個問題在黑板上，當學生一進教

▲學生需要建構屬於自己的新知識，而不是只記得「老師的知識」。

（王錦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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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時，立刻讓他們開始做。這個問題可以是從上

次上課的內容延伸或是推演出來的題目，讓學生

去解答，兩、三分鐘後，再由老師帶領全班討論

可能的答案，也解說學生還不清楚的地方，讓學

生在一進教室時，就把注意力轉入這堂課的內

容，也準備好進入當天新的單元。

老師也可蒐集一些與課業有關，在生活中可以

運用的測驗題目，或是研究所的題目（如果老師

教的是大學部的課），將這些題目寫在黑板上或

放在投影片上，讓學生一起討論、解答，然後再

由討論中帶入當天所要上課的內容。總之，讓學

生一跨入教室就立刻進入學習狀況。

2. 時事評論員

老師可以放一段（約2分鐘以內）新聞影片或

是平面媒體的報導，且是與上課內容相關的議

題。例如，若授課對象是教育系的學生，老師可

以針對近年大學招生不足的現象，讓學生根據所

學過的教育資源管理原則加以分析及解釋「教育

資源分配」與「教育機會均等」這兩個觀念的關

係，甚麼是可以讓全體社會獲得最大效益的方

案。這種題目沒有標準答案，但能讓學生將所學

與生活中的社會現象做連接，也讓學習的新知識

立刻得以活用在現實生活中。

老師可以將全班分成兩組，每一方持正反不同

的意見。每次上課時皆以這個為開場，即便學生

的引據可能是錯的，或是了解尚不透徹，但這種

練習可以訓練學生有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追

隨者。老師可以帶領學生先分享他們的主張，再

補充說明或是增加其他內容，學生下次評論時就

會更周延，更有憑有據。 

3. 觀念圖像表

課堂一開始，就讓學生從上次上課的內容中，

列出三個（或數個）他們學到的最重要關鍵觀

念，以及附屬觀念（以文字敘述）；然後讓他們

用關係線表（圖像）勾勒出這些觀念之間的關聯

性與從屬性。老師可以讓每個學生先用兩分鐘畫

出觀念圖像表（Concept mapping），然後和鄰座

分享，找出共同點與差異處，全班再一起討論。

事後老師也可以收回學生繪製的觀念圖，作為他

們出席的一個考評。

4. 觀念整合

把當日要講的幾個主要主題放在投影片上，讓

學生挑選其中哪一個或哪幾個與上次的內容最有

相連性，讓他們解釋彼此之間的關係。然後讓學

生從中選擇希望這堂課能深入討論的部分，老師

即可針對學生挑選出來的題目，開始講授討論。

5. 即席寫作

以上活動都可以讓學生拿出紙筆寫下他們的答

案，收回來後除可作為老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

的回饋，亦可當成學生出席的依據。藉此，每個

學生都有機會個別回答問題，並透過書寫事先整

理思緒，然後再以口語表達，協助他們深化了解

學過的知識。透過這種讓思緒經過書寫整理後再

開口敘述的訓練，對於比較害羞或不善口語表達

的學生而言，比較容易表達清楚，也可增加他們

的信心。  

最後五分鐘的教學活動

不僅上課開始的前五分鐘很重要，課堂結束前

的最後五分鐘，對於學生持續學習也是一樣的關

鍵。以下介紹幾個簡單易用的方法，讓下課前的

最後五分鐘也能達到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並且培

養學生時時自我評量學習成效的習慣。

1. 一分鐘反思（minute paper）

老師可以在最後幾分鐘，請學生拿出一張紙或

一張索引卡（index card），請他們回答：⑴我

今天在這堂課學到的三個觀念（或者最重要的三

個新知）；⑵今天學的哪一個觀念我仍有疑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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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的地方；⑶今天討論的哪一個部分我特別

感興趣，希望老師能介紹一些其他相關的參考資

訊。寫好後交給老師，作為教師對這堂課教學的

即時回饋，也可作為下堂課的準備。

如果學生有筆電或是智慧型手機，老師也可將

這幾個問題放在課程網站上，讓學生當場回答，

從中看到彼此的回饋。下一堂課開始時，老師可

以選擇幾個代表性的問題投影在螢幕上，一方面

回答學生的困惑，也再加強上一堂課的主要觀

念，然後再連接到當天要討論的課題。

讓學生在課堂最後幾分鐘回答這些問題，有助

於他們省思當天學習的內容，學生也不會在離開

教室後，既不記得也說不清楚剛剛上課到底學了

甚麼，或是接下來還有甚麼可以討論的課題。

2. 終點聯結

如同上課開始的前五分鐘，老師給學生機會，

把教過與學過的知識與他們的生活做連接，下課

前的五分鐘，老師也可以做類似的活動。老師可

以告訴學生，若他們能在實際生活中，舉出五個

與當天所學的知識或資訊相關的例子，他們就可

以下課了。例如「市場行銷學」的課，當天討論

的是商品包裝理論與運用，老師可以在下課前五

分鐘，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產品中（古今中

外皆可），依據當天所學的包裝理論與行銷策

略，舉出五個最傑出的包裝手法，以及他們認定

的理由。老師可以將學生的選擇寫在黑板上，或

是讓學生放在課程網站上，讓討論在課後還可以

持續。

3. 測驗準備

許多學生不知如何準備考試，則下課前的五分

鐘也是一個機會，讓學生練習自己的學習成效。

老師不妨將學生分成小組，每組二到三人，用一

張索引卡，請每一組在正面就今日上課所講的內

容，寫出一至兩個他們認為老師考試時應該會考

的題目（例如一個選擇題、一個簡答題），反面

則寫出正確答案。若有時間，老師可以當場讓小

組交換作答，或是收回後，下次上課一開始就隨

機選擇幾個題目讓學生來回答。若是好的題目，

老師更可以告訴學生他們寫的題目（稍作文飾

後）會在正式測驗裡出現。

學生一開始可能只會寫一些簡單的問題（單純

測試記憶、背誦），但老師可以藉此和學生一起

討論隱含在觀念裡更深一層的意涵與推演：甚麼

是「好」考題？甚麼是測不出真正實力的問題？

如此也可稀釋學生常有「考試要考甚麼？」、

「我該如何準備考試？」的焦慮，並讓學生有參

與感。

讓學生建構屬於自己的新知識

課堂中的前五分鐘是把學生注意力與精神集中

的契機，讓學生立刻將思維與課程內容連接；相

對地，課堂最後的五分鐘則是一個階段性學習的

句點。因此，課堂裡的前、後五分鐘都具有「承

先啟後」的功用，都需要老師精心的安排。但這

不一定要靠老師聲嘶力竭地去「告訴」、「提醒」

學生們上一堂課老師教了甚麼、這一堂課（或下

堂課）老師要教甚麼。這種以「老師教學為中心」

的模式，只會更強化學生不想去（不會）思考的

被動學習習性。

真正的深化學習，是學生能時時反省自己學習

的成效：「我是不是真的懂了？」、「我哪裡還

不清楚？」、「我能不能運用我所學到的知識？」

不經過這種「內化」過程（亦即以「學生學習為

中心」）的學習，學生最終也只記得老師教給他

們「老師的知識」。學生需要機會了解、體會、

連結、整理、運用，建構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新知

識。每堂課前面與最後五分鐘的學習活動，就是

幫助學生掌握自己學習的最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