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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苑鐸聲

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發展讓世界競

爭日益加劇，各國教育無不積極變革，培育

優質人才，以強化國家競爭力。我國並無豐

富的天然資源，依賴的就是高素質的人力，

才不致在全世界的競賽當中落後。過去產業

發展著重勞力與技術密集，教育配合培養有

紀律、服從性高及符合產業需求的高素質國

民，因而促成台灣經濟奇蹟。不過，面臨知

識經濟時代來臨，著重研發、提升技術，發

展知識密集與高科技產業為未來國際競爭的

唯一途徑，產業要創新，首先必須有創新的

教育，因而教師本身具備創新理念，能夠創

新教學則是關鍵。

教學歷史源遠流長，自有人類以來舉凡

生存技巧、生活經驗、器物製作、技藝傳

承、歷史文化等，無一不透過教學歷程保

存、發展與創新。近代學校制度建立後，班

級教學成為教學的常態，教師責任主要扮演

傳道授業的角色，將正統知識傳授給下一

代，傳統教學強調知識傳遞，教科書是主要

學習內容，學習方法重視記憶背誦，個別競

爭是最有效率的學習。然而隨著教育理論的

精進，知識經濟的來臨，傳統教學模式必須

因應社會變遷與需求適度調整。創新教學並

非新的概念，學生本質與背景迥異，教學者

無法採取單一不變的方法，要求學生適應，

教師有責任因應不同學生需求，提供差異性

的學習內涵與方法，創新教學乃應運而生。

尤其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創新日益重

要，發展創新知識成為各國教育迫切追求的

目標，我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也

強調創新教學，鼓勵教師改變教學方法。

創新教學必須具備創新精神、創新理念

與創新能力，才能實踐教學之創新。教師自

師資培育機構畢業後，長期在學校教學，雖

然有許多機會進修，提升本質專業能力，不

過衡諸進修內容多以提升教學效率，改進教

學方法之主，雖然在課程改革期間，以創新

教學為名之進修主題不少，大多教師陷於為

創新而創新的形式中，創新教學成為教育界

流行的「阿凡達」（Avatar），似乎創新教學
是救世主，它不但創造票房賣座空前的紀

錄，也引來大家競相模仿、跟拍，因而學習

單過關卡滿天飛，遊戲活動取代教學歷程，

過關就能自主學習，創新教學就是如此簡

單。但實際對以學生為主體學習的實質內

涵，如主動學習、培養討論與合作能力及鼓

勵創新精神等方面仍有努力空間。綜言之，

創新教學重要性不言可喻，鼓勵教師創新教

學可自下列途徑著手。

㆒、教師擁㈲創新意識與能力

教師習於採用自己熟悉的教學方式，常

以為學生學習問題源於學生本身不夠努力，

而不思瞭解與發現問題，提出假設，進而研

究改進。其次，學生來源日益多元，教學也

要因應學生個別差異適度調整，以切合學生

需求。顯然教師在面臨新環境的挑戰，應經

常察覺自己慣常的思維限制，理解其他思考

模式的觀點，發展創新、多元思考與研究之

能力，主動多方進行教學實驗，以創新教

學，發展學生多元能力。

㆓、傳統教㈻模式轉型

傳統教室由教師一人獨白，學生是配角，

單向式知識傳授是常見的模式，因而教學仍

以教師為主導，學習教科書知識為重心，以

創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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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考試為主要目標，只能培養認真被動的

學習態度，要發展創新教學，教師需要擺脫

傳統思維，運用創新教學方式，培養創新能

力之學生。隨著社會變遷之加速，知識半衰

期越來越短，職場能力需求更加迫切，尤其

進入科技整合時代中，在產業創新上跨領域

人才更形重要，因此培養學生主動積極、合

作創新與終身學習的能力，成為教學上應該

調整的方向，教師教學必須轉型為以學生為

主體的方式。

㆔、校園創新文化建立

傳統教學以傳承文化為務，教師同儕次

文化以保守性為多，因此校園內缺乏創新的

激勵動機及環境，當前社會強調創新發展，

行政人員與教師應該放棄不願改變的消極心

態，鼓勵同儕創新與試驗的精神，營造校園

創新氣氛，以發展創新校園文化。

㆕、多元評量制度實施

教師應尊重學生智能的多樣性，並根據

學生特質與學習狀況，選擇多元、適切的評

量，以了解學習成果。在評量方式上宜把握

多元評量的原則，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改變

只以標準答案作為評鑑學生的唯一依據，讓

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提出假設，並以

不同方式與途徑解決問題的歷程，發展學生

創新的能力。

總之，創新教學並非只在形式上創新，

淪為在教師主導活動之下，學生被動參與之

學習，期盼教師能在實質教學上轉型，將學

生為中心的學習推向主流，培養學生自主、

主動、積極與活潑的學習方式，以落實創新

教學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