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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發言台      先學後教，以學定教    

                                 私立復興實驗高中校長  李珀 2012 

一、前言 

面對十二年國教，免試入學政策的實施，學生需要的不再只是紙筆測驗的能

力，考試成績不再是衡量學生學習成果的單一指標。課程的安排，教師的教學與

評量方式面臨了重大的轉變，如何培養學生面對未來的關鍵能力，成為目前面對

主要的課題。教師的教學需由以知識為中心轉變成以能力為中心，學生能先學後

教，老師能以學定教，讓學生的學習深化而紮實，成為愛學習、會學習、學以致

用的成功學習者，是我們要努力的方向。 

教室是學生學習知識、增長能力、陶冶性情的場所，也是展現教師的學識、

涵養、能力、態度的舞臺。在學校，每天有數百節的教學在進行，它佔了學生在

校時間的 80%，因此，老師如何理性的把握教學本質？如何用科學方法提高其教

學品質？這些都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二、重視老師教學的行為 

課堂教學系統由三個層面構成：1.外部實體：包含教學設備、資訊科技、教

科書、教學軟體等等。2.內心世界：師生的認知、情感、意志等精神活動狀態的

過程。3.外顯行為：講述與聆聽、提問與應答、解釋與分析、輔導與練習等等。 

教學行為是師生互動的直接表現，最能反映教師的教學水準和學生的學習狀況，

同時，對於教學品質也具有最直接的影響。 

傳統課堂教學的基本形態是以教師為主體的講授形態：教師、教材與學生，

除了課程中的提問以外，主要是由老師根據教材講課，學生聽課。 

以老師為中心的教學有以下特點： 

1.教師是傳講知識，可以大班上課，一節課可以講述很多內容。 

2.教師決定學生的學習，包括內容的確定、流程的安排、教學方法的運用、

學習方式以及學習成果的評量。 

3.教師承擔學生的學習責任與教育的社會責任。 

4.教師在課堂中有主導權，可以掌控教學活動、調整教學進度，直接講解

使學生不需摸索，能以較經濟的時間，獲得較系統而完善的知識。 

5.教師的課堂教學行為以講授為主，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之間常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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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學生 

 講 → 聽 

 問 → 答 

 演 → 習 

 訓 → 練 

當然，這種傳遞方式不完全是機械的、單向的，事實上學生在接受

教師的資訊後，通常也因自己本身的消化吸收，經內化後以各種管道(如

練習、考試等) 能夠了解運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互動的方式取決

於師生的對於「教」與「學」意願以及師生間良好的溝通。在相當多的

教學中，往往教師依自己的主觀意願傳授教學內容，學生被動地接受，

也發現教師照本宣科，忽略學生的反應，以致於學生在課堂中並未有效

的學習。 

   以教師為中心的講授型態，在目前受到了很大的挑戰： 

1.教師工作壓力過大，但學習成效進步緩慢。以語文科為例，從小學到

中學，每週四–五節課，到了中學，學生能寫出散文、詩歌、論說等

好文章的人並不多。 

2.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成績分化嚴重；培養成功者也製造失敗者。 

3.重視教師的教而忽視學生的學。 

4.課堂教學目標單一，局限於發展學生的認知能力，忽視情感、態度和

價值觀的培養。  

三、以教師的教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的學為中心 

教師的責任是讓學生想學、能學、會學，以教師為中心轉為以學生為中心，

先學後教，以學定教。 

課堂教學的改革，推動了以教師的教學為中心，轉而為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

基本流程是：預習→展示→回饋。 

預習培養學生看書的第一要素。分為上課前的預習及課堂內預習，課堂內預

習，由老師帶領，先讀課本，接下來是根據教學目標提問。 

展示指的是老師要將學生預習時可能產生的問題呈現出來，可列示在黑板或

白板上，學生所提的問題，要在這節課內說明解答。 

回饋是指學生可以上台表達對黑板上的問題的看法，老師可以說明解決問題

的方法。要準備下列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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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 

1.預習時間：本節課內預習。 

2.預習依據：教師提供的預習提綱、課本或補充教材。  

3.預習目標：明確告知學生學習目標，掌握課本內容，尋找重點及疑問，為

展示作準備。 

4.預習方式：看書、自學。 

展示: 

5.展示目的：展示預習成果，提升認知水準，師生互動交流。 

6.展示形式：小組展示和全班展示。 

7.展示依據：對教師所提問題的回答。 

8.展示意義：呈現問題，深化學習。 

回饋: 

9. 回饋含義：反思和總結。 

10.回饋意義：針對預設的學習目標進行回歸性檢查，對當堂課產生的學習

落後學生進行補救，並非等考試時才發現學生的學習落後。 

11.回饋對象：應以學習落後學生為主。 

12.回饋形式：抽幾題典型的題目寫，由組長或小老師批改後交給教師。  

    「先學後教，以學定教」，以展示為特徵的教學模式，實現了課堂教學的中

心地位由「教師的教」轉而為「學生的學」的轉變。  

四、「先學後教」和「以學定教」  

    1.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將課堂的重點由教師轉移到學生。 

2.通過預習、展示、練習等課堂教學，學生學習從被動到主動，使自主、合

作、親自動手做的學習成為常態。 

3.教學的重點由課本知識，轉向學生的學習，其中包括學習的狀況和學習中

所產生的落差，在教學的過程中都能注意並能解決。 

4.關心低成就學生，隨時補救。  

5.用心上好每一節課，變講課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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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察與思考 

觀察教學，須從以下三個方面著眼： 

1. 目的性 

       在學科教學中，無論是以教師為主體還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師應認並

有效地呈現和傳授學科內容的教育價值，這種價值有知識和技能方面的，

但更應重視是思考力的培養，要發展學生的思維能力，教師必須善於發現

蘊藏在學科內容中的一切有價值的成分，並將其移植到學生的認知結構

中。教師不僅要培養學生思維的敏捷性、靈活性，還要培養學生思維的深

刻性和批判性，只有這樣，學生才可能成材。 

2. 程序性及多樣性 

教學行為包含著一定的程序步驟，但教學行為的程序性不能影響教學

行為的多樣性。以問題為導向的模式，即教師不直接呈現教學內容，而是

通過集中性提問，設計出問題性作業，引導學生自學、討論、展示和練習。 

但為了突出「以學生的學為中心」，而全盤否定將以老師為中心的教學模

式，也不妥當。接受性學習也是有效的學習方式之一，但須經專業人員(教

師)的精心安排與組織，並根據不同學生的接受程度來設計教學方法，它

能使學生在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多的知識和技能，因此如果教學的歷程經

過嚴謹的鋪陳，過程中精彩而深刻，這種富有啟迪性的接受性學習是不該

放棄的。 

3.個別化 

    教學是一種藝術，具有個性特徵，有影響力專家型的教師，常由於他

們各自不同的教學風格，如機智幽默、情真意切、坦誠自然、簡明樸實等

等，使學生在獲得豐富知識的同時，享受不同教學風格，這種有鮮明教學

個性的老師其影響力，也是不容忽視的。 

六、先學後教 以學定教 

與傳統的課堂相比，它應該有哪些改變呢？袁小明校長提出： 

1. 教學的目標明確、過程性精確，目標的達成度高。 

2. 學習行為的轉變－學生變「聽課」為「求學」 

    聽課是學生學習的一種方式，學生的學習充分發揮自主性、獨立性、

操作性和創造性。這種由聽課為主要方式轉而成自主、合作、做中學為

主導方式的求學，是學生學習方式的重大轉變，其意義十分重要，這是

因為學習方式會改變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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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行為的轉變－老師「變講課」為「教學」 

    在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自主、合作、做中學為主要學習形式的課堂

教學中，老師教學生如何學，引導學生深入學習，成了教師的最主要工作，

課堂教學的基本流程也改變為：課內閱讀、提出問題、探究結果、學生展

示及老師講解。雖然在這些教學過程中，學生是活動的主要參與者，教師

的講授時間少了，但其學習成效沒有降低，教師承擔著學生學習的任務，

其中包括：學生課內閱讀目標的制定，能引領學生深化學習的問題的提

出，學生合作學習的組織，以及學生學習結果的展示等，尤其是講解這個

環節，更需要由教師依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顯現出來的問題，進行說明講

解。老師在事先的備課及教學過程中所花費的心力是十分辛苦的。 

教學行為的轉變影響著對教師教學能力要求的改變。在課堂中，以下七

方面的能力要求將被突現出來。 

1.認識並真正了解教學內容。 

2.引領學生閱讀思考，能討論具有統整性的問題。  

3.指導學生閱讀，其一般分三個階段：教讀、引讀、自讀。 

(1)教讀－是教師教學生逐字逐句地閱讀，把課本讀通、讀懂、使學生學

會閱讀，養成閱讀習慣。 

(2)引讀－主要是透過設計後之思考題來進行(高層次的問題)，讓學生帶

著疑問去閱讀，引導學生在重點、關鍵的地方多分析、思考，幫助學

生把握教材的重點，化解疑點。引讀的著眼點是培養學生的閱讀理解

和分析問題的能力。 

(3)自讀－是學生已具備一定閱讀能力後的獨立閱讀，這時重要的是要幫

助學生學會質疑、學會汲取，更重要的是學會提問，讓學生帶著問題

進課堂，只有學生帶著閱讀中的問題的學習才是真正的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閱讀能力是學生能不能自主學習的關鍵，為此，要讓學生面對

課本，不要借助於參考書等讀物，有效的教學要建立在學生讀了以後的認知

的起點上。 

4.引導學生提出問題並尋求問題的解答。 

5.指導學生學習展示，展示的內容應基於學生自我的獨立思考和個別獨特的

見解。 

6.對學生所顯現的問題進行有啟發性的提出重點後再講解。 

7.組織並深化學生的合作學習。合作學習，旨在解決學生個人無法解決的疑

難所進行的，只有獨立閱讀和思考越充分，越有深度，小組的交流和互動

才會越有品質，越有效果，因此學生要準備充份後再進行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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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先學後教是對傳統的「先教後學、課後作業」教學模式的改革。一堂課

總要從「先學後教」的「學」字開頭，這個「學」是指自學，是學生根據教

師指定的作業、有目標的自學，學生的自學成為一堂課的起點，是這種課堂

教學模式的最大特色。每堂課教師都不先講，而是先讓學生先看，先自學。

然而，學生不是盲目地自學，而是在教師指導下自學，教師的指導必須符合

明確的要求：明確時間、明確內容、明確方法、明確要求。如：同學們，大

家 5 分鐘的時間(明確時間)，先看課本的第 23 頁至 24 頁(明確內容)，在 5

分鐘後，可進行小組討論(明確方法)，之後請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明確要

求)。只有做到明確，才能為學生指明自學的目標和方向，學生也才能有效

而不盲目地進行自學。 

袁小明校長曾說：思維的啟迪在課堂、學習的成就在作業。教育是師生互動

的過程，教師是一種教人的行業。課前精心的設計課程、課間盡力上好每一堂課，

讓每一個學生都能學得好，是教學應該追求的目標。教學成果必須以學生的學習

為主，長期以來，我們的教學模式是「以教定學」，不是「以學定教」。教師在乎

「教」的內容與進度，卻忽略了學生「學」的內容與進度。以學定教就是以學生

學習的方式來決定教的方式。其實，最好的學習效果莫過於學生的「自得」，孟

子說：「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課堂上，學生才是學習的主人，期

待教師們把學習的自主權還給學生，讓學生們在「學習」的大愛中，茁壯成長，

演繹出屬於自己的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