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利用問題(課堂討論)引導學生學習

研究發展處專欄
主題：規劃成立貴重儀器中心

  現今科學的迅速發展與不斷的突破，皆有賴於精
良的儀器設備與分析方法的精進，精密儀器對於學
術的貢獻與工業技術提昇貢獻良多。能夠將儀器設
備之設置、維護與更新及有效使用，是現今發展學
術、科技必備之基本條件。為了使各種儀器能夠集
中管理並妥善維護保養，也避免重複設置與購買，
藉以發揮最高的價值與效率。並且能夠響應政府所
倡導「物盡其用，人盡其材」之號召，切實配合各
研究機構之特殊需要。

  日前創辦人指示，有必要在學校成立貴重儀器中
心，除了能夠活絡研究儀器設備的使用，以利提昇
設備使用率外，更可以提升研究與產學能量。目前
由各院與各系所所成立的各級研究中心，如食藥用
菇類研究中心、水稻T-DNA生技研發中心、生醫訊
號探勘與腦科學研究中心、生醫語意研究中心、綠
能科技研發中心，皆可透過此貴重儀器中心的設立
，享有儀器共享的優勢，將經費設備能夠做更妥善
的規劃。此外，再加上近日食安問題嚴重，學校正
積極成立食品檢驗中心。也希望能夠藉此分享貴重
儀器中心當中的研究設備，期望能對於社會在食品
安全方面有所貢獻，藉以安定社會對於食品安全的
恐慌盡一份心力。

  故此研發處正積極籌備貴重儀器中心，目前已經
召開數次的籌備會議，也彙整籌備委員的寶貴意見
，將隸屬於本校的所有貴重儀器納入管理，做最有
效的使用。

如何運用課堂討論引導學生學習

教師增能專刊Asia University

  引導學生討論必須進行事前的準備工作，在課堂中帶領學
生的討論也要有技巧。此外，教師也應幫助學生在討論的議
題中找出相關連結，最後並引導學生一起整理討論的結果，
然後再接續往後的課程。以下就每個環節加以敘述：

  學生的準備工作（Preparation）
學生無法參與討論的主要原因，多半是因為他們對要討論的
課業內容不熟悉，沒有事先準備。許多學生已習慣上課就是
來聽老師「告訴」他們甚麼是該知道的。要讓學生參與自己
的學習，首要之務就是讓他們做事前準備。例如，教師可以
給學生閱讀作業，讓他們就所閱讀的文章，事先準備幾個問
題，帶來課堂請問教師或同學；也可以讓學生就所讀到的作
業準備一份心得。教師也可針對某一個作業，事先給學生3到
4個問題，讓學生準備答案帶到課堂；或是讓學生針對課本中
某一章節提出一個考題，用來測試其他同學對該章節的了解
程度，而教師也可以在出考題時真的使用這些題目。總而言
之，學生在課堂上的討論必須要「有所本」，才能參與討論
，討論的內容也才不會流於空泛。

  帶領課堂討論（Facilitation）
  在討論時，教師可以讓每名學生先把自己的摘要寫下來，
再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與組員交換討論心得後，再跟全班
報告討論的結果。小組或是全體的討論內容可以針對他們事
先準備的問題或是作業心得所得，也可針對教師事先給的問
題提出討論結果。
  整體討論之前，老師可先將欲討論的問題或是範圍大綱寫
在黑板上，讓大家都知道討論的方向。若想激發學生討論的
慾望，可以從具體的問題開始，以鼓勵他們參與。教師提出
問題時要給學生思考的時間，而當學生有問題或正在討論時
，不需都由教師接應學生的問題，可以交給其他學生討論。
  教師也可以鼓勵學生提出不一樣的觀點，例如：當學生提
出論點後，可以問其他人：「你認為這議題的相反看法應該
是甚麼？」或者是：「從一個反對者的出發點來看，你認為
他們會怎麼說？」若是學生的論點有些偏頗，教師仍可給予
正面的鼓勵，並將他們導回討論的主題，例如：「Peter，你
的見解很有意思，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它與我們現在
討論的議題的直接關係在哪裡？」或是說：「你的看法很有
見地，但是我們也必須討論……」若整體的討論已偏離主題
，教師可以適時地聚焦：「我們的討論似乎偏離主題，讓我
們重新考量最初開始談的題目……」而當討論過於激烈或有
衝突的可能時，教師可以即時介入，提出比較抽象性的、理
論性的問題讓議題降溫。當然，課堂裡的討論規則應事先與
學生一起討論建立，讓大家都有共識，一同遵守這些遊戲規
則。

  連結議題（Connection）
  在學生討論時，教師要設法幫助學生將他們的討論與當天
的課程主題或是課外指定的閱讀連結起來，使課堂裡的討論
能加深學生的了解，強化學習效果。而教師也可以在課堂中
適時地停下來，要求學生試著連結、歸納所討論的議題之相
關性。這時教師的角色就不再只是給學生答案，而是在學生
不清楚時做適時解釋，釐清他們的困惑，扮演學生學習時的
輔導者。

  綜合整理（Summary）
  如同所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設計一般，課堂討論也
需要學生全程參與。因此，課堂討論的結尾（closure）也應
當讓學生來做。教師可以在課堂最後5分鐘，請學生把當天討
論的過程整理出3至4個重點，並列出1或2項他們仍不清楚的
地方，留待下次上課時繼續討論，或者移到線上（online）
課外討論。在課程結束前，教師也應提示下次上課欲討論的
議題，與事先必須準備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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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師發展」一文中，作者曾
提到若要周全的運用此種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反傳統教
學方式，必須考量三方面的改變。第一，教師必須調整
角色；第二，改變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第三，學
生的「學習方式」需要改變（史美瑤，2012）。這樣的
教學方式鼓勵學生主動學習，讓學生互動，內化所學到
的知識，以及永遠「擁有」由他們自己建構而得的知識
  許多文獻指出，幫助學生「自主學習」或「同儕學習
」是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的最佳教學方法之一。只是多數
學生不習慣在課堂上發言提問，或主動回答教師提出的
問題。同時，大多數的教師仍習於採取「我講你聽」的
教學方式，習慣給學生答案多過於讓學生自己發掘問題
，或與同儕一起尋求答案。因此，如何以「問題」引導
學習，如何利用課堂討論來代替傳統教學，不僅是大學
教師教學上的挑戰，也是學生學習上的挑戰。

 

。

教學卓越新模式 創造課堂學習新驚喜

課堂討論教學法

積極學習法

  有目的性引領學生
  好的課堂討論方式需要事前準備，老師要先思考「希望學
生從討論中學到什麼」，也必須要先釐清討論的目標、設計
討論的引導問題等。在正式討論前，可以和學生一起建立參
與、禮節及融入討論的基本原則，並要求學生以寫作或小團
體方式回答引導式問題。
  讓學生更多參與課堂討論是很重要的，而好的課堂討論最
需要的是「有目的性的引領」，討論時可以先詢問學生以理
解與回顧為主的基礎問題；每問完一個問題後停頓五至十秒
，讓學生有時間系統化地陳述深思後的答案。同時，老師可
以更進一步提出相關問題，讓學生能延伸或釐清答覆的內容
等。
  在課堂結束前，可以預留一些時間做總檢討。一個好的課
堂討論是需要被「評量」，討論結束後老師以口頭或黑板書
寫的方式，將討論中出現的重要觀點摘錄下來，並把當天討
論的內容與學生在課堂上學到的其他課題相互連結。同時，
好的課堂討論是可以引出更多的討論，讓學生寫下討論的要
點及列出他們仍未解決的重要問題，並根據討論結果，形成
課後作業或隨堂測驗的問題。

  有效鼓勵學生回應 建立參與感
課堂的互動相當重要，如果學生沒有即時回應，老師要先釐
清原因。像對老師而言，長時間的沉默，可能只是短暫的幾
秒鐘，學生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陳述深思後的答案；學生也
有可能不了解該給什麼樣的答案或他們需要更多的準備，如
是否已閱讀完成或有即時回答問題的經驗？當然，也有一些
學生不喜歡在全班面前公開發言，為了幫助他們增加參與的
信心，可以事先告知討論前需要的準備，要求他們先作簡短
筆記，再以筆記、小組討論或其他準備的基礎，融入全班的
討論。
  學生有可能把問答時間或小組活動視為課堂中的「休息時
間」，老師此時必須清楚地告訴學生目標及討論的時間。同
時，可以要求學生報告特定的主題及討論成員間如何有效合
作。在活動進行當中，評估學生的進度及幫助解決問題。對
於那些不常參與討論的學生，也可以和他們直接接觸。最後
在適當時間，提供全班回饋。

  不僅需要聽講 實作思考更重要
  研究分析指出，學生不僅需要聽講，他們也需要閱讀、寫
作、討論、甚至參與問題解決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學生必
須積極地融入更高層次的思考工作，像是分析、綜論和評估
。積極學習法可被視為包含學生實作及對實作思考的指導性
活動。
  學生普遍偏好積極學習更勝於傳統的講課模式。雖然在促
進學生對教材的熟悉度上，許多積極學習的方式和傳統講課
法的效果差異不大，但在促進學生思考及寫作能力的發展上
，積極學習則優於傳統講課。
  在課堂上使用積極學習的教學技巧，能讓學生獲得最佳的
學習效果。因此，老師必須對各種跨學科、可成功促進學生
積極學習的教學策略有豐富的認識，甚至進行自我反省及探
索，才能掌握這種深思、具學術性取向的技巧性教學。

多元教學策略

  暫停講課、回饋講課、引導講課
  傳統講課法的修正是將積極學習融入課堂方式之一。如老
師能在課堂上暫停講課三次，每次兩分鐘，讓學生有時間整
合他們的上課筆記，學生將吸收更多的知識。另外，在課堂
討論之前，插入簡短的範例說明或不分級的寫作練習及在講
課時加入特殊的教學策略，都可提升學生的參與。
  特殊的教學策略包括回饋講課及引導講課。回饋講課是在
兩小段講演中穿插一段小組討論來構成整個學習指南；引導
講課則使學生不抄筆記，專心聽講二至三十分鐘，接著給他
們五分鐘的時間寫下自己記得的部分，最後利用課堂剩餘的
時間進行小組討論，來釐清及說明當節的課程內容。

  教學規劃者支持 促進積極學習
  高等教學實踐的改進必須從老師的努力開始，老師可以先    
從最容易施行並可促進積極學習的方式，開始跨出第一步。          
而教學規劃者可以藉相關資訊的傳播，來幫忙並支持老師。    
積極學習法的運用可發展為老師工作坊及相關計畫的指導方
法。最重要的是，教學規劃者必須體認到提供老師教學改進
後續支持的必要性。

（本文內容主要來自華盛頓大學「教學發展暨研究中心」網
站http://depts.washington.edu/cidrweb/ 及教育部顧問室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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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名校華盛頓大學的「教學發展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簡稱CIDR），主要為系所提供具學科取向、
保密及免費的教學、學習與評估相關的個別諮詢服務。
其中介紹的「課堂討論教學法」及「積極學習法」，除
了能促進教學改進外，更為課堂學習創造新驚喜。

 

翻轉教學（flip teaching）、
翻轉學習（flip learning）、
反轉課堂（inverted classroom）

1.上課前，教師將自錄
的講授內容（或相關的
現成素材）上傳或連結
到學習平台(Moodle)
，學生在平台上「自主
學習」這些內容並記錄
學習上碰到的問題。

2.上課時，教師
回應學生自學時
碰到的問題，並
進行以討論為主
的合作學習或個
別指導。

Flipped classroom 的二大特點

翻轉課程的挑戰

Peter Pappas : 翻轉課程的迷思與真義

＊學生要在家獨立吸收知識, 
對於不自行上網瀏覽學生, 
如何讓他們看完影片? 如何激發學習動機?合作學習?
＊教師要問自己:課堂上最有意義的活動是甚麼?如何
促進中高階思考力?如何提升學習成效? 

數位學習無國界] 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 的迷思與真義
※轉載自"數位學習無國界"部落格，作者Jessie為美國Classroom 
Aid Inc. 公司創辦人之一，文章以CC BY-SA開放授權分享，轉載
時請標註相同授權方式。※原文網址: http://chinese.class-
room-aid.com/2012/10/flipped-classroom.html

＊教師在課堂上有更高的
自由度,可以觀察學生應用
知識的能力, 視情況給學
生差異化的協助, 教室中
的主角從教師變成學生, 
教師是幕後的"導演"

＊翻轉課堂不是要取
代老師, 不是以看影
片取代做作業; 而是
要讓課堂時間更有生
產力, 也重新定義老
師與學生的角色

＊翻轉課堂不止於在家看
影片, 而是鼓勵學生自主探
索(inquiry) 與合作
(collaboration), 建立同儕
間的互動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