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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題發想

　　因應⼗⼆年國教，教育部推出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補救教學等五⼤主軸，⽽地⽅政府也推廣學習共同體、閱讀理解研

習，上下都湧入動能，期待⼀場教學⾰新。⽽在教育的現場，我們都有共同願景，那就是教師展專業、教學保品質、學⽣有成

就、學校即社群。學⽣為學校的主體，教學是教育的核⼼，學⽣如何學？學多少？學會了嗎？學出成就感了嗎？這種種都是在教

育現場的教師們要深切省思的議題。

　　「有效教學」是指教師在教學前建立教學⽬標、核⼼能⼒與課程設計，並於教學的過程中，利⽤教學的原理原則、教學

法、教學策略，運⽤評量及學⽣輔導與學習資源，並以良好的教材呈現、教學技術、教學時間、師⽣互動、班級經營、教學回

饋，以達到預定教學⽬標所表現出的教學行為，⽽學⽣在學習後可展現學習成效。

　　九宮格思考法⼜稱為曼陀羅思考法，是以⼀個主題為中⼼，向四⾯八⽅擴展成8個區域，形成能誘發潛能的「魔術⽅塊」。

以「有效教學」為課程發展主題，第⼀階段採擴散性思考，將課程發展主題放在九宮格的中間，向外擴散了：1、教學⽬標；2、

⾏政規劃；3、學⽣學習；4、教師展能；5、評量；6、社區環境；7、班級經營；8、親師合作等8個影響有效教學的因素（如圖

1）。

圖1 九宮格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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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思考中⼼「有效教學－教師展能」發展之歷程

        「假如學習者沒有學好，那是教育者沒有教對。」

        If the learner has not learned, the teacher has not taught.

　　教學不是⼀件簡單的事，在影響教育品質的諸多因素中，卻以教師教學的品質最重要。教師的教學行為對學⽣的學習相當

重要；教師若能⼀貫地實踐某些有效的教學表現領域、教學行為，則學⽣的學習成就將可⼤幅提昇。教師的教學⾏為，不僅主宰

教學的成敗，更是教育品質的重要指導，因此本組以「有效教學-教師展能」為思考中⼼，⽤⼼智圖模式進⾏邏輯思考，抓到精

進成⻑、⾏政⽀援、環境營造、活化教學、回饋檢核等五⼤關鍵要素做系統化的分析，脈絡清楚、層次分明，提供予教師據之以

逐層省思檢討，定能教得專業，學⽣個個學得成功。

⼀、在精進成⻑層⾯：發展典範學習如績優教師演⽰、參訪標竿學校等；E化教學資源分享區，課室觀察，LINE、FACEBOOK群

組構築知識共享平臺；並⿎勵教師進修；找出各類社群的領頭⽺、提供合適場地設備、規劃共同對話時間與發表機制，建立專業

社群的學習成⻑機制。

⼆、在⾏政⽀援層⾯：明訂師⽣獎勵制度，讓付出⽽傑出的師⽣們榮譽倍增，⽽全校更⾒賢思⿑，形塑正向成⻑氛圍；教學現場

是多變化的，建立課堂突發狀況處理SOP；引進社會資源，與學術機構策略聯盟，爭取文教基⾦會的資源挹注。

三、在環境營造層⾯：在數位學習的時代，教學也應與時俱進，科技資訊融入教學，建構⾏動數位學習教室；翻轉學習，數位原

住⺠學習動機增強，興趣增加，則成效⾃然明顯；打破排排座的學習，合作學習異質分組；善⽤網路資源，教師不再是孤軍奮鬥

者；家⻑是教育的好伙伴，⿎勵家⻑參與教學活動，建立親師通訊社群，⼤家⿑為寶⾙⽽努⼒。

四、在活化教學層⾯：善⽤多元教學法，設計多元適性教學活動，培養學⽣⾃主學習之態度與能⼒；應⽤多樣化教具，讓教學過

程有效且流暢有節奏感；了解每位學⽣之起點⾏為，分析教材難易度以適性教學；在形成性評量或總結性評量過程中，不斷檢視

學⽣學習狀況，安排補救教學活動，把每位學⽣帶上來。

五、在回饋檢核層⾯：擬訂各類型評量計分標準，安排機會予學⽣多元學習成果的展現與分享；分析學⽣學⼒檢測成績，瞭解教

學的成效；⿎勵具專⻑能⼒學⽣參加各種競賽，給⾃⼰機會，給⾃⼰挑戰，多元充實才能，成功欣喜展⾃信，能⾯對失敗、挑戰

失敗更是成⻑學習。

參、結語                                                                                    

　 　 教學是⼀種「複雜」⽽且需要「特別能⼒」的困難⼯作（Borich, 2007），它的「複雜性」在於⾯對的是擁有個⼈獨特性及

獨立思考能⼒的學⽣，也因此造就了教學的複雜性及難以掌控性，所以教育⼯作者，需要具備「專業能⼒」才⾜以勝任此⼀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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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難以掌握的教學⼯作。期許每位教師都要精煉教學的「專業能⼒」，成為⼀個能應⽤「有效教學法」的「有效教師」，讓學⽣

樂於學習、享受學習。教師展專業、教學保品質、學⽣有成就、學校即社群的共同願景將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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