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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成為教室內的主人 

 

103 學年度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期中會議─性平領域團員合影 

103 學年度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期中會議－性別平等領域 

【文、圖／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輔導主任 晏向田】 

  「103 學年度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期中會議」雖是例行性的行程，但經過兩天的課程，對我這個「新

手」仍是有不少的衝擊。 

  兩天的課程除了團務會議外，亦包含中央重要政策的宣導（各領域閱讀理解策略的運用）及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在

教學現場的實作與轉化，而報到後的第一堂課，由南投縣爽文國中王政忠主任所帶來的「這些年我們這樣翻轉─POWER 

to TURN OVER」對我在實務現場教學所碰到的實際困難提供了不少解決的想法。 

  除了王主任為了讓爽文國中的孩子能夠獲得公平且專業的對待，在過去十多年來堅持崗位，積極尋找資源，不以弱

勢、偏鄉當藉口，令人感動的是他的作為感動了一群人一起努力，正如他所說的「一個人走，是可以走得又快又好；但一

群人走，才能走得又遠又好。」因著他的努力，連他的服務學校中，本已預計退休的同事也終於改變而想要加入那「一起

走」的夥伴行列中，聽他說出這段話時，可以感受到這件事情比得到獎項還要快樂。孤軍奮鬥是辛苦的，沒有強而有力的

戰友、夥伴，甚至是行政支援，要想走得長遠，的確非常困難。很高興知道在這樣的偏鄉學校，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

也能成就孩子，真的讓學生獲得公平且專業的對待，這讓我們這些服務於學校狀況或學生基本條件較佳的老師，實在沒

甚麼理由不奮起跟進。 

  而最後半天的課程則專注於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如何在教學現場實作與轉化，同時也以自然科學與數學為例，提

供了不少的方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列車已啟動，但現場老師了解多少？家長知道多少？從近來媒體關注的焦點，可

以看出，恐怕還是圍繞著入學方式的紛紛擾擾。我國的教育，存在著考試引導教學的現象。孩子學到多少？從學校教育學

到了甚麼帶著走的能力？向來並非媒體或部分家長團體所主要關心的對象。這也可以理解為何做為檢測孩子在國中教育

階段學習效果的教育會考，在結合作為升學的「參考」後，對於考試方式、採計權重與比序，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與討

論，連帶也可能會影響現場的教學模式。誠如吳敏而老師所說「教科書的東西是給學生用的，不是讓學生死記硬背的」及

與會的央團老師們所提問的「考試、評量如何將『素養』考出來？可能是不得不考慮的重點」。教育政策應落實於基層教

【研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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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讓課堂中的主人─「學生」真正受益，唯有現場教師能發揮教育專業，讓所有學生都能受到公平且專業的對待，而使

學生真正成為教室內的主人，主動學習並獲得帶著走的能力，才能真正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