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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論壇      新時代教師應有的教學思維與做法 

                                臺北市立西松高中校長羅美娥 

壹、前言 

20 世紀後期，教育被視為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是「參與 21 世紀迅速全

球化的社會與經濟不可或缺的手段」，並強調教育的發展應由菁英教育轉向全民

教育，由基礎教育全民化轉為中等教育全民化，可見強化中等教育人才的培育已

經是世界的潮流。行政院吳院長將十二年國教稱為「教育知識人才的希望工程」，

顯明延長國民教育年限,不只是國內對於培育優秀人才的殷切期待，更是呼應時

代的趨勢。 

十二年國教實施之後，國中教學將不再受到升學考試壓力的制約，有更為

寬廣的揮灑空間；高中端則因選才機制的不再，入學學生程度勢將更為多元化；

無論何者，都嚴峻考驗著教師們的教學專業與服務熱情。 

貳、新時代教師面臨的挑戰 

現代社會不只快速變遷，也重視多元價值與多元選擇，對教師帶來很大的

衝擊。其中如： 

一、知識半衰期逐年縮短 

有人預估到了 2020 年，目前的知識只剩 20％有用，其餘的 80％都是過時

無用的知識。教育學者約翰荷特曾說：無人能決定哪一類知識在未來最有用，那

麼現在學校教的就一點價值也沒有，學校的教育應該是教出具有學習能力並且樂

於學習的人，以使他們學習必須學習的任何事物。 

 

二、世界未來需要兩種人才 

未來是兩個世界，一個是全球化世界、石油世界，另一個是部落經濟。目

前國際貿易還很頻繁，需要很多適應全球化的人才。然而，石油匱乏、全球暖化、

流行疾病等因素，將阻礙全球化的運作，生活所需的食衣住行育樂各項必須品，

都必須在地完成；服務業也都必須從消費型轉變為產業型，需要更多的人手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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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與在地的服務。因此，教師要指導學生多跟在地文化、社團與產業做連結，

以利未來的發展。（李偉文，2011） 

 

三、當數位移民遇上數位原生代 

數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與「數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亦

稱「數位原住民」) 的差異，出生年代大致以 1980 年代為分水嶺，「數位移民」

使用 email 及電話，使用文字溝通、喜歡人群，雖然也使用網路，但大部分接觸

的都還是實體。老師在臺上講的聲嘶力竭，學生卻在臺下用手機傳簡訊或上網。

老師抱 怨現代學生上課不專心、不認真；學生則嫌老師 LKK，上課很無趣。學

者發現，問題出在師生之間的「數位代溝」，老師是「數位移民」，學生是「數位

原住民」，老師如果無法在教學有所突破與創新，恐將淪為「數位災民」。（淡江

大學新聞稿，2009） 

 

四、青少年必須具備的能力 

親子天下根據青少年的發展需求以及國際趨勢的發展，提出青少年最需培

養的五大關鍵能力是探索自我，培養獨立思考能力、生涯的規劃與探索、玩的能

力、連結他人的能力、面對逆境、失敗的能力。（許芳菊，2011）嚴長壽先生強

調年輕人必須具備的五大基礎能力是「傾聽」自己內心的能力」、「判斷」的能力、

拿出「主見」的能力、「實踐」與「學習」的能力、對世界「好奇」的能力。（嚴

長壽，2011）若再加上十大「基本能力」，均無法單單仰賴教師講述就能培養而

得。 

綜上所述，今日可用的知識不見得適用於未來；未來世界不只需要菁英人

才，更需要能在本土安身立命的優質公民；教導數位原生代需要使用他們的語言

與方式；若加上教育的目標是在學生具備帶得走的能力等，今日教師必須改變傳

統以教師為中心、講述法為主、單一方式的評量，改採以學生為中心、能力本位、

多元評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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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因應新時代的教學與評量模式---以社會學習領域為例 

    十二年國教實施的成敗攸關國家整體國力的提升，而決定十二年國教成敗的

關鍵則在於教師教學的活化與否。因此，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訂定「配合十二年國

民基本教育臺北市提升國中教學與評量效能三年實施計畫」，以協助教師積極增

能，並轉化為行動力，活化教學。並於現有優質基礎下，再提升教師教學、評量

專業知能，保障學生學習品質與學習效果，帶好每一個學生。 

一、活化教學的意義 

活化教學係指能提昇教師教學專業能力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教學策略。其目

標包括強化中小學教師具有實證研究依據的有效教學策略、班級經營策略、學習

策略，適用於不同教材性質與學科特性的教學方法，以及以學習者為中心、能符

合差異性需求的教學策略。（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11），簡言之，活化教學必須

依據學科性質、具有實證研究為依據的有效教學策略、以學生為中心、符合個別

差異等要點，本文嘗試根據此觀點，以社會學習領域為例，提出整合式的教學模

式，以因應新時代學生的需求。 

二、整合式的教學模式 

     整合式的教學模式係以「主題」為核心，以「啟發」為過程，以「培養創

新能力」為目的的教學，必須是一個可以將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教學評量整合

為一體，同時兼顧知識、技能、情意目標於一爐的整合式教學法。其運作模式如

下圖（施添福，1989：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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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式教學活動設計的原則 

整合式教學的活動設計，最好遵循下列原則，教學過程會更佳。 

（一）以「提出問題」引起學習動機，如學習某個現象，可以解決什麼「和

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或滿足什麼「和日常生活有關」的好奇心。 

（二）以「學生活動」為教學的主軸，學生活動依據技能教學目標而設計，

一方面要能做為認知目標和情意目標的橋梁，一方面要具備培養系統性

的思考的功能。 

（三）學生活動的方式可以按照參與人數之多少分為班級、個別學生及小組

合作的方式。 

    1.班級：如由教師提問，由班級同學舉手作答，或指定作答，或搶答，

問題性質可以是封閉式的，也可以是開放式的。 

    2.小組合作學習：將班級同學進行異質性分組，每組人數5人左右，選出

組長，分配個人工作。各組按照教師所指定題目，進行資料閱讀或搜集，

   整合教學模式 

（施添福，19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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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提出看法再行歸納整理，最後做成書面報告，上台口頭報告或表

演。 

   3.個別學生：如指定學生寫出一篇最崇拜的女性歷史人物短文；根據一篇

報導撰寫心得等 

（四）學習單的設計 

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並據以實施教學時，也可自行決定是否編製學習單輔助

教學。學習單是一種給學生看的教案，其架構與內容都必須與教學目標相搭配，

以利教學目標的確實達成；另外如技能目標相關的補充圖表、短文，也能夠放在

學習單中，以利於學生活動的進行。學習單的內容，宜避免堅硬文字敘述，適當

使用一些柔軟的筆觸，減輕學生學習壓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此外，教師也必須針對教學目標轉化為試題，並進行教學評量，以評估學生

的學習成效，以作為未來教學策略的調整。評量方式應該多元化，除紙筆的客觀

測驗外，包括專題研究、實作、發表等，且需要發展各項評量規準，作為評量的

依據。 

 

四、整合式教學中的教師角色 

        實施整合式教學時，教師通常不預設學習成果，而以發展學習程序代之；

教學過程特別重視學生主動參與的學習，即由學生自己主動發現並提出問題，然

後由學生自行探究與思考，而提出解答；教師的任務，是運用各種資訊設備，安

排學生探究問題的情境，以引導學生發現解決問題的線索，提出解決問題的方

案；教師居於諮詢者與指導者，而非灌輸者或塑造者的角色。 

肆、結論與建議 

    回歸學生能力本位的教育是當今世界各國教育的趨勢，也是每一所學校、每

一位師長所必須追求的目標。本文以社會領域整合式的教學模式，作為實施活化

教學的初步架構。然而，實施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式，教師所需的時間與創意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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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一人獨自承擔。面對新世代的學生，教師如何在觀念上、能力上與時俱進？學

校該如何建構支持系統以協助老師作好準備？教育主管機關應有哪些作為，方能

全面性地提升教學效能？就此，個人提出下列建議：  

一、對教師 

（一）莫忘選擇教育志業的初衷，要肯為教學的優化成為不間斷的再學習者、

研究者，並應用於教學。 

（二）樂意與其他教師成為學習社群，彼此分享分擔，互相激勵學習，發揮教

學創意，展現良師典範。 

（三）資深教師樂意打開專業門扉，成為新進教師的大手；新手教師樂意謙虛

地學習，以縮短摸索時間。 

（四）教學過程中，教師的任務是運用各種資訊設備，安排學生探究問題的情

境，是諮詢者而非灌輸者。    

二、對學校 

（一）落實辦理教師專業發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制度、專業學習社群、課程領

導、教學視導。 

（二）落實領域教學研究會，強化教師專業對話、教學研究，研發創意教材與

教學活動，探討教學實際困境，找出解決策略。 

（三）落實宣導教育政策、教育理念，發展教學團隊，形塑尊重、學習、創意、

成長、共榮的學校文化。  

三、對主管機關 

（一）落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制度、專業學習社群、教學視導

制度、教師分級制度。 

（二）成立教學研究中心，發展各學科活化教學模式、多元評量範例及規準，

經過實證研究後推廣至各校。 

（三）成立教育科學研究單位，研發各項教育指標，檢討教育利弊得失，並對

各項政策之辦理進行評鑑，作為擬訂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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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類分級辦理教師進修，分類指按照教師年資與職務，並將進修規範為

教師義務而非只是權益。分級則指分全市性及學校本位辦理進修。 

（五）積極獎勵教學優良或教學研究優良教師，並彙整為人才庫成為研習講座

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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