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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討論教學法：

有目的性引領學生

好的課堂討論方式需要事前準備，老

師要先思考「希望學生從討論中學到什

麼」，也必須要先釐清討論的目標、設計

討論的引導問題等。在正式討論前，可以

和學生一起建立參與、禮節及融入討論的

基本原則，並要求學生以寫作或小團體方

式回答引導式問題。

讓學生更多參與課堂討論是很重要的，

而好的課堂討論最需要的是「有目的性的

引領」，討論時可以先詢問學生以理解與

回顧為主的基礎問題；每問完一個問題後

停頓五至十秒，讓學生有時間系統化地陳

述深思後的答案。同時，老師可以更進一

步提出相關問題，讓學生能延伸或釐清答

覆的內容等。

在課堂結束前，可以預留一些時間做

總檢討。一個好的課堂討論是需要被「評

量」，討論結束後老師以口頭或黑板書寫

的方式，將討論中出現的重要觀點摘錄下

來，並把當天討論的內容與學生在課堂上

學到的其他課題相互連結。同時，好的課

堂討論是可以引出更多的討論，讓學生寫

下討論的要點及列出他們仍未解決的重要

問題，並根據討論結果，形成課後作業或

隨堂測驗的問題。

有效鼓勵學生回應  建立參與感

課堂的互動相當重要，如果學生沒有

即時回應，老師要先釐清原因。像對老師

而言，長時間的沉默，可能只是短暫的幾

秒鐘，學生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陳述深思

後的答案；學生也有可能不了解該給什麼

樣的答案或他們需要更多的準備，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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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閱讀完成或有即時回答問題的經驗？當

然，也有一些學生不喜歡在全班面前公開

發言，為了幫助他們增加參與的信心，可

以事先告知討論前需要的準備，要求他們

先作簡短筆記，再以筆記、小組討論或其

他準備的基礎，融入全班的討論。

學生有可能把問答時間或小組活動視為

課堂中的「休息時間」，老師此時必須清

楚地告訴學生目標及討論的時間。同時，

可以要求學生報告特定的主題及討論成員

間如何有效合作。在活動進行當中，評估

學生的進度及幫助解決問題。對於那些不

常參與討論的學生，也可以和他們直接接

觸。最後在適當時間，提供全班回饋。

積極學習法：

不僅需要聽講  實作思考更重要

研究分析指出，學生不僅需要聽講，

他們也需要閱讀、寫作、討論、甚至參與

問題解決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學生必須

積極地融入更高層次的思考工作，像是分

析、綜論和評估。積極學習法可被視為包

含學生實作及對實作思考的指導性活動。

學生普遍偏好積極學習更勝於傳統的

講課模式。雖然在促進學生對教材的熟悉

度上，許多積極學習的方式和傳統講課法

的效果差異不大，但在促進學生思考及寫

作能力的發展上，積極學習則優於傳統講

課。

在課堂上使用積極學習的教學技巧，能

讓學生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因此，老師

必須對各種跨學科、可成功促進學生積極

學習的教學策略有豐富的認識，甚至進行

自我反省及探索，才能掌握這種深思、具

學術性取向的技巧性教學。

多元教學策略──

暫停講課、回饋講課、引導講課

傳統講課法的修正是將積極學習融入課

堂方式之一。如老師能在課堂上暫停講課

三次，每次兩分鐘，讓學生有時間整合他

們的上課筆記，學生將吸收更多的知識。

另外，在課堂討論之前，插入簡短的範例

說明或不分級的寫作練習及在講課時加入

特殊的教學策略，都可提升學生的參與。

特殊的教學策略包括回饋講課及引導

講課。回饋講課是在兩小段講演中穿插一

段小組討論來構成整個學習指南；引導講

課則使學生不抄筆記，專心聽講二至三十

分鐘，接著給他們五分鐘的時間寫下自己

記得的部分，最後利用課堂剩餘的時間進

行小組討論，來釐清及說明當節的課程內

容。

教學規劃者支持  促進積極學習

高等教學實踐的改進必須從老師的努力

開始，老師可以先從最容易施行並可促進

積極學習的方式，開始跨出第一步。而教

學規劃者可以藉相關資訊的傳播，來幫忙

並支持老師。積極學習法的運用可發展為

老師工作坊及相關計畫的指導方法。最重

要的是，教學規劃者必須體認到提供老師

教學改進後續支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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