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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法的講解與示範舉隅 

李方婷 
南投縣南投國中教師 

一、前言 

良好的教材，倘要能發揮全面的功效，實有賴教師以適當的的教學方法和嫺熟

的教學技巧來指導學生。然而「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有時候，同樣的教

材，因著不同的教法，會衍生出天差地別的效果；有時候，同樣的教材與教法，因

著不同人來教，甚至會產生耐人尋味的殊異結果。究竟其中的奧妙在哪裡？最關鍵

的因素又該如何掌握呢？回歸到現實層面來講，正因為整個教學活動的參與者(老師

和學生)，都是潛藏諸多變數的“人”，而非一成不變的“物”；倘若能對教法透過

不斷的觀摩學習、訪視討論與修正回饋，教學歷程也將變得更不可思議、更引人入

勝。有鑑於此，身為國教輔導團的團員們，自然要先熟識各種教材教法的特性與適

用時機，並且能依照訪視時所面臨的各種情境與教材，對教法做出最適當的建議和

示範。這個部分可如何加強？除了多詢問與觀摩之外，也應當在自己的教學歷程中

多方嘗試、反覆琢磨，並做出評比，將其中導致優劣成敗的各項因素加以研究，進

而建立個人資料庫等，如此方能提供其他教師參考、沿用。當然，每次實際的訪視、

示範、意見交流，都是寶貴的經驗，最好還能實地錄影，以便日後隨時檢視與修正。

以下筆者即不揣淺陋，根據幾次的觀察、實驗和訪談，加上一些親身經歷，對於特

定的教材教法做出一些探討和經驗分享。 

二、教材教法之講解分析 

由於學科領域本身屬性的不同，當然不免會有其特定較常採用的教法，但是「萬

變不離其宗」——只要此種教法能搭配教材屬性，而真正激發學生的學習意願，並

使之從中得到相當的成就感，相信它就是最優的教法了。(有時候筆者甚至覺得某些

電視節目中所運用的招數、元素，也蠻適合融入我們的教法呢。) 雖然，在正式的

教學理論中，所謂的教學方法並不等同於教學技巧，但是，「教學方法是教學實踐的

産物，教學實踐不斷發展，教學方法也不斷豐富完善，其體系結構也會不斷變化調

整」（張鴻苓），因此實地在作教材教法的講解與演示時，或許不必太拘泥於這些教

法名目的考校；只要能精準且具體地呈現該種教法的功能與優點，自然就能充分達

到示範、輔導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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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講，教師在選擇採用何種教法時，通常是依據該門學科的屬性、教材內

容的特點，並考慮現實教學環境的條件，和施教對象的特質，以及自身的專長等，

來決定整個課程流程中不同教法的搭配運用。通常適用於認知領域的有「講述教學

法、精熟學習法、啟發教學法、協同教學法、設計教學法」；適用於情意領域的有「道

德討論教學法、價值澄清法、角色扮演法、欣賞教學法」；適用於技能領域的有「練

習教學法、發表教學法」等（黃光雄，1994）。舉例來講，倘若筆者在教材上，面對

的是要對一個專有術語下定義時，當然用「講述法」來分析、陳述，或詮釋、引申，

就十分便利。 而如果教材本身設定的目標是在陶塑學生的思辨力和道德情操時，教

師即可採用「價值澄清法」，提出兩難型的問題來讓學生相互辯證、做出抉擇。 要

是遇上的類科為偏重操作技巧的熟練或提昇時，當然「反覆練習」就是必要的方法

了。 所以，回歸到原點就是——輔導員必須相當熟悉自身領域中每一種版本教材

的內容、特質，並注意該教材在各個年段上下的銜接性，務必使自己在一接觸到訪

視現場的任何一堂課時，就能立刻思索、切入，並展現最適合當下的教法。 

以筆者所接觸的國中國文教材為例，其每一種版本的都包含有題解(或稱導

讀)、作者介紹、課文、注釋、問題討論、應用練習題等，此外還會穿插一些語文常

識在某課中或課與課之間，然後依照各校情況，尚會有一些相關的作業本與測驗卷

要按進度完成，而老師們平時也會視需要製作一些學習單和講義來輔助教學。試問，

這麼多「夠份量」的東西，要如何讓學生在每週極有限的時數中好好「消化」呢？

故依照筆者自己在教學時的慣性，通常會先檢視該課內容偏向哪些重點的掌握，並

依照可以運用的時數，來確立或調整教法，換言之，當時間緊迫時，較常用講述法；

時間充裕，則可開放討論，或融入較多活動來進行，其教法並非一成不變的。 

不過，一學期當中，筆者至少都會安排一個比較大型的動態活動，將各種教法

參酌融用在特定的場域，不但刺激學生有多面向的思考，亦讓這些教法能真正發揮

相輔相成的效果。例如曾經做過分組話劇表演，(通常是配合那些有明顯的戲劇元素

的課文，讓學生扮成勤學的王冕啦，或公正不阿的張釋之)，加深學生對課文內涵的

印象，並且正確使用相關詞語；或者作相關的延伸活動，(譬如有一課上到〈吃冰的

滋味〉，筆者就讓學生現場作刨冰；上到〈聲音鐘〉那課，就讓學生搭檔上台“叫賣”、

打廣告，來拼智力與練膽量)。此外，在上〈草坡上〉那課時，也曾讓每個學生練習

上台自己講課，(因為那課是白話文，較無詞句理解方面的困難，但篇幅甚長，僅由

教師一個人講就太枯燥了，故課前就先將該課分為 37 等分，讓學生抽籤，各自準備

所要上的內容。不過教師並非偷懶，因為課前要做重點提示，課中要適時“救援”，

課後亦要作 “補強”與整體講評。當然台下的每位學生也是考評委員喔)。總而言

之，透過如此多樣化的琢磨，「聽、說、讀、寫、做」五管齊下，甚至吃喝玩樂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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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當然學生對於課本裡的東西，不但能理解，也能熟記，甚至活用，學習效果應

該也就更好一些了。 

若再深入探討，一般課堂上最普遍被採用的教法當為講述法，其原因在於，由

於大部分的學習，都需要有經驗的前導者(教師)加以解釋說明或引申陳述，才能使

學生了解，易於學習，且加深印象；(例如技能教學時的練習教學，常會在學生未作

練習前，由老師示範與說明；再者，在人數較多的大班級中，若要趕在一定的時間

內，授完一定進程的教材內容，因此講述是最能奏效的，故也最常被採用)（余鳴）。

但是它也會有個致命傷，就是學生倘因參與感薄弱，專注力將會漸漸減低，學習效

果也會跟著打折扣。因此，在講述過程還可適度穿插其他活動，例如討論、練習、

角色扮演、習作、發表、欣賞等，使學生維持一定的注意力。像筆者在授課過程中，

如果獨角戲真的已快唱到讓學生變成「螢幕保護程式狀態」(休眠)般的神色時，通

常會開始抽籤點人回答(籤是用撲克牌特製的，而課本則必須闔上)，或者要某人上

台寫下某問題的答案，甚至採用搶答的方式熱絡氣氛，再不然也可以隨機以現場實

物作為道具來取譬一番。當然，換個口氣、語調，講講相關的生活實例、笑話、小

故事或高歌一曲，也能振奮人心。其實，若能要求學生充分做好「五到 (眼到、口

到、手到、耳到、心到) 」，則學習效果應會更加明顯。因此，在語文史地類的學科

方面，不妨讓學生養成能隨時作筆記、唸誦課文、複述重點的能力；而遇到數理科

或思辯色彩較濃的課程，更可設定問題，讓學生邊學邊算、邊猜邊想，進而覓得可

行的解決方法。所以，教師在講述法範疇的教學過程裡，仍宜適度融用多元的策略、

技巧，才能提昇學生之參與感和整體教學品質。而這也是輔導員實地在作教學示範

時，要格外留意的部分。 

三、教學活動實例舉隅 

假設輔導員要蒞校實地示範分組學習的教法，也許在臨時分組方面無法太理

想，(故可用原班已有之分組現況來施行)，但反正我們的重點是放在教法的呈現與

分享，故以掌握住學生的注意力和信任感為首要之務。然後，將遊戲規則展示到大

眾面前，明確告知獎懲計分的方式，以及每個人應當盡到的責任為何，彼此有了默

契後，接著就可進行課程內的活動了。(此時最好還能發下每組或每人的工作單或學

習單)。並依照事前設計的流程，逐步推展各個小單元之活動。以下筆者暫以國文科

的部分學習項目和競賽方式來做介紹，(比較偏重在手段、技術層面來分享)。 
(一)假設是閉鎖性的問題，可以用搶答來加分；如果是開放性的問題，可以讓小

組透過討論，再規定每組於限定時間內，指派一人至黑板上填寫整組所想到

的答案，教師再依照答案予以分析評述和給分。當然，老師也可以抽籤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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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組講解或複述該單元之重點。 
(二)也可以在完成一小單元的教學後，引導各小組依據特定範圍設計相關問題，

寫於小紙卡(每組紙卡顏色不同)上，交到前方，再互相抽取別組(非自己組顏

色之紙卡)的問題，回到組內討論、寫下答案，最後繳回原出題組，各自判定

上頭提出答案之對錯，並斟酌給分之多寡。 
(三)還有晉級式紅白大對抗，一次僅兩組人馬，到前方「打對台」。贏的組可以晉

級下一回合。直到最後冠軍組產生為止。當然題目是老師事先就要設計好的，

而且，不一定是國字注音之寫法或詞語解釋的搶答，有時筆者也會加進一些

成語比手畫腳的怪題目和相關時事題，以增加其趣味性。 
(四)賓果式。筆者先擬妥一些課內問題，抄寫在不同小卡上，並在每張背面予以

編號，浮貼在一大張白紙上，數字朝外，(當時共貼了三十六小題)。然後由各

組先做好一張賓果單，(六乘六見方，共三十六個空格，裡頭將數字１到３６

任意填上)，接著便開始輪流由各組挑一個數字，聽到此數字時，每組要將此

數字在各自的賓果單中圈起來，同時要聽挑數字的該組回答那個數字所對應

的問題。當然，挑字的該組有優先之資格來回答該問題，答對即可加分，但

答錯的話，就換別組來回答，答對之組即可加分。每組到後來，還會依照各

自的單子來選擇較有利的數字，而這也就是額外的趣味了。當有一組喊出賓

果的剎那，就是活動的最高點！ 
(五)比大小。這個是有一次訓練學生認識數字成語時所採用的遊戲。筆者將約四

十個內含數字的成語(如七手八腳等)製成閃式卡。約定以「Lucky 七」為準，

每組先想好要猜答「大」或「小」。倘若第一組首先猜「大」，而我的成語卡

公佈出來是「十全十美」(十加十為二十，大於七)，他們就算答對了，即有資

格來猜這個成語的意思，若猜對即可加分，若猜不出來，就開放給別組來猜

意思。 
(六)拼圖式。這個是比較複雜的學習法，若要完整介紹，需要花較多篇幅來描述，

但因網路上已可找到蠻多資料參考（楊宏珩），故此處便直接略過。 

當然，在過程中，教師必須扣準教學目標「有的放矢」，留意學生的情緒波動，

避免分組競賽的過程變得尖銳對立，或者低成就的組別淪為意興闌珊；再者，評分

時的客觀性和公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這些質素的拿捏，就有賴教師臨場作

出機敏睿智的判斷與反應了。 

四、結語 

總而言之，教材教法如何多元運用與示範講解，除了配合輔導員本身的教學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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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外，不妨也有更開放更包容的實驗空間，這樣才能在面對不同學校、不同教師、

不同班級屬性時，有著更多樣的選擇和應變之道，並且使教學場域揚起更多的活力

和進步潛力。願每一位參與其中的夥伴，都能由此舉一反三，綻放出更動人的光采，

並引燃每一位同伴的教學熱情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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