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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 

學科教學與學科學習知識的視角 

 

林進材 

活化教學的主要目的，不在於徹底改變教師的教學思維，也不在於推翻教

師原有的教學設計，而在透過教師教學心智生活的調整，教學構思的修正，以

達到教學活化的目標。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從學科教

學與學科學習知識的視角，說明教師教學活動如何活化的問題，在內容方面包

括活化教學的意涵與實踐、學科教學與學習知識的意涵與實踐、從學科教學與

學科學習知識論述活化教學的實踐，進而提出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作為教

師教學活化與活化教學的處方性策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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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活化教學與教學活化的主旨，不在於要求教師一定要改變教學的現況，而

是希望教學活動實施多年以後，教師可以針對教學理論與方法的運用，教學模

式與策略的採用，教學技巧與教學技術的選用，思考是否有需要改變教學模式

的必要性，以配合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教學上的改變，實施學生學習上的修正，

讓每個學生都可以成功的學習，順利的學習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成效。 

在活化教學的政策制定與實踐方面，教育部為了達成十二年國教「提升中

小學教育品質」、「厚植國家競爭力」兩大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自 101 學年

度起推動國中「活化教學」， 鼓勵學校教師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實施多元評量

方式，活化教室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2013）。活化教學政

策的制訂，希望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所需，調整自己目前所擁有的教學模

式，改變教學活動，更新教學策略。相對於部分老師習慣於手持麥克風、抄寫

黑板，側重於教師中心的講解式教學來說，「活化教學」讓許多教師重新思考早

已習慣化的教學模式（王金國，2014）。因此，活化教學的實施，強調教師在教

學思考與心智生活的改變，同時也強調學生學習思維的修正，進而提升教學與

學習效能。 

然而，想要教師改變教學方面的思維，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因為，要

改變一般的教學活動容易，需要透過各種策略的運用，以改變教師在教學中的

思考歷程，進而修正教學模式，實在是一件複雜的工程。教師的教學改變，和

一般機構的權力改變一樣，需要所有人員與全體情境脈絡的配合修正，才能發

揮實際的效果，只有教學相關的情境脈絡改變了，教學氛圍調整了，才能收到

預期的效果。此種現象如同 Popkewitz（2003）提出發展性的權力觀，強調權力

不是集中於某些團體，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它像血液一樣隨著微血管流遍全身

一樣，在個體、團體或制度中到處流竄，而形成了規訓的技術，由此建構疆界，

並展望可能性。如果權力的結構和脈絡沒有改變，要進行整體的改變或局部的

改革，會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程。 

在教師教學活動的實施中，想要活化教學必須從教師教學型態做改變，才

能收到教學活化的效果。教師教學型態的改變工程，需要一段漫長時間的積

累。如同 Cuban（2016）指出，在過去的教學歲月中，50 年來雖然有部分的

教師採用培養學生學科學習思維能力的「學生中心」教學；然而，對於大部分

的教師而言，學校以「教師中心」的教學取向是沒有多大幅度的改變。主要的

原因是學校教育的大環境沒有改變，學校的氣氛與機能結構改變幅度不大，仍

舊採取年級、教學時數、教學科目等傳統的固定日常組織，教師的教學活動仍

是關在自己的課堂內與他人分離，用教科書及考試來決定學生的成績，即使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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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了許多次的教育改革，教師在教學的光譜中仍多數偏向「教師中心」取向那

一端，偶爾雖有些小組討論與安排學生做探究的教學，但學習基本上仍然是以

傳遞內容為主的教學，而非啟發或學生主動探究思考的教學。這些傳統的教學

型態，仍舊牢牢地縈繞在教師教學思考與心智生活中，成為牢不可破或無法挑

戰的教學信念。 

    活化教學需要教師改變自己的教學模式，從教學的思維歷程調整心智生活，

透過教學信念與思考行動的修正，才能真正收到教學活化的效果。有鑑於此，

本文主旨在於從學科教學與學習知識的視角，分析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在

內容方面涵蓋活化教學的意涵與實踐、學科教學與學習知識的意涵與實踐、從

學科教學與學習知識論述活化教學的實踐，進而提出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

作為教學工作者實踐的參考。 

 

貳、活化教學的意涵與實際 

活化教學的實踐，需要教師教學典範的轉移，同時需要教學觀念的轉變，

透過教學典範的轉移，改變教師的教學思維。此種改變是一種教育上重大的工

程，主要肇因於學校場域猶如社會的縮影，形形色色的老師都有，有些老師日

益精進、有些老師終身奉獻、有些老師以校為家、有些教師進修不落人後；但

最令人擔心的是，人有少數教師得過且過，仍存有「以不變應萬變」心態， 漠

視整個社會急遽變遷、科技高度發展、以及時代巨輪快速轉動，如此不願改變

和不願創新，的確是推動活化教學的最大障礙（吳清山，2014）。所以，探討活

化教學的意涵與實踐，需要從教學與學習整體的概念著手，透過教學與學習互

動及情境脈絡的理解與詮釋，才能掌握教學的全貌。如果活化教學的實施，僅

從一般的教師教學活動改變，則無法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活化教學的意涵 

活化教學是一種教學典範的轉移，也是一種觀念的轉變（吳清山，2014），

所謂教學典範的轉移，指的是教師的教學從「教師中心思考典範」轉移到「學

生中心思考典範」，從教學典範的轉移歷程，改變的不僅僅是教師的教學思維，

同時也是一種教學的科學與藝術方面的轉變。此外，何慧群（2015）指出，活

化教學包括下列意義：1.多元學習模式；2.活化教學與學習結果、動態學習具專

業實踐關係；3.活化教學宜防範為趣味化而趣味化的遊戲學習。因此，活化教學

的意義囊括教學與學習，以及影響教學的所有因素，是一種動態的概念，一種

相互影響的概念；活化教學的實施需要從教學前的教學設計與規劃、教學互動

的進行與掌握、教學評鑑的反省與修正著手，進行教學行動與動態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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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化的主要意義，在於將教學再概念化努力將教學由產品改變為實際

或實踐，由名詞改為動詞，將各種教學理論改變為故事，敘說多元的教學時刻，

此種改變，如同透過反省和覺醒產生教師自己的教學觀點，由教師自己決定什

麼是好的、對的、道德的、良善的、需要的，能在教學的去中心反省與反思歷

程，產生新的教學設計與教學實施的專業力量。此種課程與教學實施，如同

Griffith（2007）宣稱為「假如」（as-ifing）的想像論述，如此活化教學的教與學

經驗就能從教科書回到師生身上，就能從教學活動回歸到教師與學生，提供更

寬敞的想像空間與實踐空間。 

二、活化教學的實踐經驗 

面對教學者在多元差異的課堂教學情境時，活化教學策略與教學理論方法

的更新等，證實對於學生的學習成長與成效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效能。教師在教

室中，改變自己的教學、活化自己的教學時，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參

與、成效等，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林進材，2018；Borich, 2014）。 

想要活化教師的教學活動，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首先要讓教師知道活化

教學有哪些方法，哪些因素及標準與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Louden, 2000）。在改變教師的教學思維與情境時，需要瞭解教師面對教學情

境時，教學實務現場複雜又呈現許多矛盾之處，許多現場教師想扮演促成改變，

幫助學生及社會成長的角色，自認採取學生中心教學。但實際上，也想扮演維

護社會穩定、傳遞重要價值的角色。以致，教師是由教師中心逐漸改變為中間

偏學生中心的教學，形成一種混合式教學，其教學存在著許多矛盾現象（宋佩

芬，2017）。這些矛盾的現象，形成教師在改變教學時的困惑，進而影響改革的

意願。 

活化教師教學需要從學校組織與班級生態中著眼，以教師的教學活動與學

生的學習活動為主要的改變主軸。然而，Cuban（2016）認為學校是種動態保守

的組織，其組織改革存在許多的問題，如政策錯誤會將學習低成就與經濟表現

鏈結；經常忽略學校的日常結構對教師限制的影響；教師雖是實質上的政策制

定者，教師仍在「教師中心取向」跟「學生中心取向」之間掙扎、取捨，教師

必須面對如何在其中得到平衡的挑戰。教師的教學調整與面臨的挑戰，不僅僅

是教學活動與設計的片面改變，同時還要考慮整體學校的教育組織與班級教學

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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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科教學與學科學習知識的意涵與實踐 

活化教學的理念落實，需要從學科教學與學習知識的意義，進行整體性的

檢討與修正，才能真正收到教學活化的成效。如果，活化教學的改變工程，僅

僅從教學的單一層面，進行教學活動方面的改變，忽略影響教學的所有內外在

因素，容易導致改變過程中的失敗。教學活化的改變，需要從教師學科教學知

識與學生學科學習知識層面，進行模式與流程、理念與實務的修改與調整。 

一、學科教學知識的意涵與實踐 

活化教學的規劃與實施，需要第一現場教師的配合，而想要教師配合活化

教學，則需要瞭解教師的知識是從何而來？包括哪些層面？這些層面對於教師

教學的影響如何？等，進行教師教學模式方面的改進與調整。教師在教學歷程

中，需要具備哪些專業的知識，Shulman（1987）將教師的基礎知識結合教師教

學知識的理念，教學內容知識包括以下各項︰1.學科知識：包括對學科的整體

概念、學科教育的目的、學科內容知識、學科的本質、學科教學信念等；2.教學

表徵知識：多指教學策略和技巧的知識；3.對學習和學習者的知識：包括對學生

和學生知識的瞭解、預計學生在學習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對學習本質的瞭解等；

4.課程知識：如課程架構、目標、課程計畫和組織，對課本和教材的理解，對課

程改革的理解等；5.一般教學知識：如教學歷程中的知識；6.教學情境知識：如

對教學情境變化的認知；7.教學理念、個人信念等；8.內容、教學法與個人實務

知識的整合。 

教師的教學實踐不僅僅是一種外在教學行為的表像而已，同時也是一種內

在課程意識的寫照。在教師教學實踐的框架之下。教師應該將自己視為「轉化

型知識份子」，充分將自己發展為積極、專業反省力的實踐者（Giroux, 1988）。

換言之，教師應該在教學實踐內涵方面，針對教學前的準備、教材的運用，教

學互動中的教學策略、師生互動，教學後的評量與補救教學等，重視教師教學

行為的「行動--反省--行動--修正」的迴圈，以活化教學的實踐模式。 

教師在教室中的教學活動，主要是受到教學實踐知識的影響，如同 Shulman

提出的教師基礎知識，教師如果想要活化教學，就必須先從學科教學知識的改

變做起，瞭解學科教學知識的內涵，以及對教學活動實施的影響，進而調整自

己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改變既有的教學模式。缺乏對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理解

與運用的覺知，則改變教學或活化教學行動，容易導致空洞而缺乏教學的要素。 

二、學科學習知識的意涵與實踐 

學科學習知識的主要意涵，是從學習者的立場探討在學科領域學習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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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要具備哪些基本的知識。以學習者為本位的教學改變，主要是配合教學活

動的改變，從學習者立場出發，關照所有影響教學的學習者因素，進而以學習

者為中心進行改革。「瞭解學生是如何學習」的議題，一直是教學研究中最容易

受到忽略的一部分。傳統的教學研究，將教學窄化在教師的教學行為，忽略學

生的學習行為。近年來教學研究發展趨勢之一，是從「以教學中心的研究典範」

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典範」。許多的高等教育教學中心，會透過研究的理論與

實際分析，提出重要的教學要領與方法，幫助教師更深入瞭解學生的學習，或

是引領教師從各個層面瞭解學生的學習思考，瞭解學生的學習風格。以學習者

為主體的教學革新，才能在研究與實務之間取得平衡，真正落實教學改革的成

效。 

    Shulman（1987）研究指出教師必須將學科知識，轉化成為適合不同背景

和學生能力的教學形式。知識本位師資培育的課程除了將教師應有的教育知識，

透過教師教育教導給職前教師，透過評量的方式瞭解學生對於知識的學習，但

是在知識的轉化歷程，則需要更加以教導，以協助職前教師進行知識的轉化。

對於知識本位師資培育的課程，在知識的轉化上可包括以下內涵（林進材、林

香河，2012）：1.從形式課程到實質課程的轉化：課程內容知識傳遞至學習者，

學習者經由經驗，加以創造，形成經驗的課程；2.從教學目標到教學活動的轉

化：以學生可以理解的方式，教給學生的專業歷程；3.從抽象概念到實際經驗的

轉化：教師的教學轉化過程中，要將各種抽象概念，轉化成為實際的生活經驗，

引導學生將生活經驗內化成為思考方式的過程；4.從教學知識到學習知識的轉

化：在知識的轉化過程，需要教師的口語傳播、經驗傳承、案例講解等；5.從教

學活動到學習活動的轉化：透過教學理論與方法、策略與形式的運用，結合學

生的學習理論、方法、策略與形式的結合，形成學習活動，達到預期的教學目

標與學習目標。 

    一般而言，學科教學知識的研究發展，大部分關注在教師教學活動的實施

上。學科學習知識的研究發展，焦點在於學生學習活動上。二者在論述上，似

有衝突之處，然而，教學活動的實施包括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想要進行

教學活化，需要從教學與學習層面，進行思維與模式的修正調整，才能徹底達

到活化教學的效果。 

 

肆、從學科教學與學習知識論述活化教學的實踐 

學科教學知識與學習知識是教師教學中的核心，需要有清楚的知識系統與

教學知識架構，才能讓教學成為專業行為。在活化教學的規劃設計中，需要從

學科教學知識與學習知識著手，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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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學科教學知識論述活化教學的實踐 

在教學的實踐與轉化歷程中，教師的「教學意識」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影響

因素。所謂的教師的教學意識，意即教師對於教學本質、學科內容知識的認識

與掌握、以及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等方面的信念，其間涵蓋了教師對教學

目標的擬定、教學內容的選擇、教學理論與方法的運用、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教學的活動流程與方法、學生的學習行為以及學習成效的評估等。 

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法知識的運用，可以影響教師的教學性質與品質，進

而決定學生的學習品質與成效。因此，想要活化教師的教學，就需要從學科知

識與學科教學法知識的更新做起，透過對教師學科知識方面的調整，讓教師的

教學思維徹底地更新。Grossman、Wilson 和 Shulman（1989）指出，學科知識

影響教師學科教學法的成分：1.學科內容知識：內容指的是學科的材料，如事實

知識、中心概念、原則等；2.學科實質結構知識（substantive structure of a 

discipline）：指的是學科的基本原則與原理的組織，包括理論、詮釋、架構、模

式；3.學科章法結構知識（syntactic structure of a discipline）：指的是學科中用來

引導探究的方法、過程與標準；4.對學科的信念（belief）：指教師對其任教內容

的信念以及對學科的取向（orientation），這些信念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內容與方

法。此外，學校重視學科知識，不是提供一些高級文化讓學生吸收或累積，也

不是用來提高標準化測驗的成績，而是以他們作為洞察和資訊的資源，作為觀

察周遭問題的視鏡，讓學生探討真實的問題和爭議，解決生活的問題（歐用生，

2009）。因此，從學科教學知識的層面論述活化教學的實施，需要考慮教師本身

對於任教學科內容的信念，以及對任教學科知識的熟悉度，結合教師心智生活

等方面的修正，才能在教學中進行活化教學的改變工程。 

Borich（2014）在「有效教學法：以研究為基礎的實務」（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Research-based practice）一書中提及，有效教學可分為五項關鍵行為

（key behaviors），包括：（1）講課清晰（lesson clarity）；（2）教學方式多樣化

（instructional variety）；（3）將實質投入教學的時間增加（teacher task orientation）；

（4）學生參與學習的時間增加（engageme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學生有高

的學習成功率（student success rate）。Borich 的觀點是從教師教學活動出發，從

教師本身的教學表達、教學方式多樣化、教學時間運用的考慮、學生學習時間

到高的學習效率等，考慮與教學有關的幾個因素。 

    從上述有關學科教學知識的探討與分析，在教師教學活化歷程中，需要考

慮下列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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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教學的難易度 

教學難易度的分析與排列，是教師在執行教學計畫階段，教學互動階段時，

需要特別注意的要項。教師想要提高教學效能，或是精進教學，就需要瞭解教

學內容的難易度，針對難易度進行教學活動方面的安排。 

（二）安排不同的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的安排，影響教師教學成效，也影響學生的學習參與。在教學活

動實施中，教師宜針對教學目標進行不同教學活動的安排，以期達到學生樂於

參與、積極投入學習的成效目標。 

（三）調整教學活動的順序 

   教學活動的實施，需要配合教學目標與學生的學習表現，才能收到預期的

效果。教師在教學活動實施前，要先思考活動呈現的順序，運用活動實施的順

序和先後，引導學生進行高效能的學習。 

（四）調整教學步調和時間 

教學步調的選擇與教學時間的分配，是教學活動進行的主軸，同時影響教

師教學歷程的品質。教師在教學活動進行前，需要針對教學步調和時間的分配，

進行專業上的考慮，才能在教學活動中做最有利與最有效的處理。 

（五）配合學生特質教學 

學生特質的表現和差異，是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需要考慮的特性，例如學

生的學習風格、學習表現等，只有掌握學生的學習特質，作為教學設計的參考，

才能在未來的教學活動中，因勢利導且配合學生的各種特質，進行高效能的教

學活動。 

（六）鼓勵學生多元的表達 

教學實施的成效，需要靠學生外顯行為的展現，才能瞭解教學目標達成的

情形（如行為目標）。因此，教師在教學活動進行時，需要鼓勵學生針對教師的

教學內容，將自己的學習心得透過多元的表達方式，傳達對教學行為的想法與

學習成效的觀點。 

（七）調整教學的組成方式 

教學活動的進行，並無一致或固定的組成方式，教師在實際的教學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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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針對教學現場的需要，或是學生的學習表現，調整教學的組成方式，以因

應教學互動上的需要。 

（八）整教學風格與學習風格 

教學風格與學習風格的型態，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重要因素。教師在教學活

動進行時，需要針對教學風格與學習風格的類型和差異，考慮在不同風格上的

應用和分配，作為教學流程與教學活動運用的參考。 

（九）改變教學的模式與流程 

教學活動的實施，主要關鍵在於教學模式和流程上的運用，高效能的教學

需要教師將教學模式靈活運用，在流程上做實際上的考慮，避免因為固守僵化

的教學流程和模式，導致教學活動進行的不順或影響教學品質。 

二、從學科學習知識論述活化教學的實踐 

從學科學習知識的觀點，論述活化教學的實踐，主要的概念源自於學科教

學知識的闡釋，認為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必須針對學科性質的各種知識，作為

教學轉化的底蘊。如 Shulman（1987）與 Wilson、Shulman 和 Richart（1987）

的研究，教師在教學中運用多種知識類型，才能完成教學的任務。學生在學科

學習歷程中，也需要運用多種的學習知識類型，才能完成學習的任務。這些學

科學習的知識包括：1.學科學習知識：包括對學科學習的整體概念、學科學習的

本質、學科學習信念等；2.學習表徵知識：指的是學習策略和技巧的知識；3.課

程學習知識：如課程架構、目標、對課本與學習教材的理解；4.一般學習知識：

如學習歷程的知識；5.學習情境知識：對學習情境變化的認知；6.學習理念、個

人信念：個人對學習的觀點；7.內容、學習法等知識。 

從上述有關學科學習知識的探討與分析，在教師教學活化歷程中，需要考

慮下列的要素： 

（一）調整學習的難易度 

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決定教學成敗的物件。所以，活化教學的首要關

鍵，在於分析學習的難易度，作為教學設計與教學實施的參考。學習難易度的

瞭解與分類，需要在教學設計階段，就需要充分的掌握。 

（二）安排不同的學習策略 

學習策略的運用，主要是配合教學活動與教學物件，透過教學物件在學習

方面的反應情形，教師考慮學習策略的運用安排。如果學習策略的運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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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學生的學習情形，就會影響教學實施的成效。 

（三）依據學習成效調整教學 

學習成效是教學活動最終的目標，教師希望透過教學活動的實施，教學方

法和策略的應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教學活動的設計與修正，需要

從學生的學習成效評估，作為改變教學的依據。 

（四）關注學生的學習方法 

學生學習成效的高低優劣，學習方法的應用是主要的關鍵。如果學習方法

的運用不當，容易導致學習成效不彰，進而影響教學活動的實施。教師在教學

活動設計與實施方面，應該隨時透過各種形式關注學生的學習方法運用情形，

作為修正教學活動的依據。 

（五）配合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是學生決定是否參與學習的關鍵，透過學習興趣的激發，才能提

升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動機。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需要顧及學生在該學科的學

習興趣，以及對該學科的學習態度。 

（六）掌握學生的學習參與 

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師教學行為的展現，需要學生的學習參與，才能收到

教學預期的效果。缺乏學生的學習參與，教學容易導致單向的灌輸。教師想要

改變教學，活化教學活動，主要在於掌握學生的學習參與情形，並依據學習參

與，調整教學的實施步調。 

（七）熟悉學生的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指的是學生對於學科學習所持的觀點或信念，影響學生在教師教

學實施的參與度和積極度，學習態度不佳的氛圍之下，教師的教學活動無法收

到高的效果。 

（八）瞭解學生的學習思考歷程 

學生學習思考歷程指的是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對於教師所提出來的概念，

在認知方面的改變情形。教師在教學設計與實施中，應該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

思考歷程，包括學習前、中、後的心智生活，對於學習所持的信念和態度等，

才能在教學歷程中，隨時改變教學策略修正教學活動。 



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學科教學與學科學習知識的視角 

 

 11 

（九）改變學習的模式與流程 

學習模式與流程是學生在課堂中，採用的學習策略與方法的立場，教師在

教學活動實施中，需要針對學生的學習模式與流程，做充分的掌握並瞭解對教

學成效的影響。活化教學的進行，需要針對學習模式與流程的掌握，並思考如

何和教師的教學流程配合，或是相互修正調整。 

 

伍、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 

活化教學的策略與實踐，需要考慮影響教學的所有因素，透過對於活化教

學的研究與發展，以下列思維作為參考： 

一、以知識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與實踐 

以知識為中心的教學活化策略與實踐，需要考慮的是教師應該要教什麼？

這些教學知識為什麼是重要的，教師應該要如何架構這些知識，將這些知識有

效地傳輸到學生的學習思考中，成為學生有效學習的知識架構。如同，Shulman

（1987）指出的「教學理念化與行動 模式」（A Model of 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提供一個探索活化教學的思考參照。他指出教師在課堂教學之前，

需對教材進行充分的「理解」（comprehension）， 並依學習者的需要，進行適當

的「轉化」（transformation）後，才能於課堂進行「教學」（instruction），課堂結

束後應當依據學 生的評量結果與教師的教學過程進行「評鑒」（evaluation），以

供教學者進行專業「反思」（reflection），經過反思後，對課程、教材，甚至是學

生的學習狀態，都會形成一個新的「理解」，進而啟動再一次的教學迴圈。 

教師在教學上有必要隨著時代的變遷做出因應，教師必須承認改變的事實

進而願意接受改變，不管是在教材的重新組織設計、教學活動的費心安排、成

就評量的多元方式上，教師的教學專業挑戰越來越大，必須在教學過程中銳意

革新、持續創新，善用創新教學方法（吳清山，2014）。 

二、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與實踐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化策略與實踐，需要考慮的是學生有哪些？這些學

生怎樣學習？學生為什麼要學習的問題。教師要如何將這些問題融入教學活動

與實施中，成為活化教學的行動方案中。相關的研究指出（林進材，2018；李

孟峰、連廷嘉，2010；Cuban, 1983）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取向，重視讓學

生多表達、討論和問問題、學生能協助選擇與組織所要學習的內容、教師會依

學生興趣運用不同的教學材料，同時教師教學也較以學生個體為主，較有小組



主題文章 

 

 12 

或個人化的教學。 

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化教學行動，教師在班級教學中，會比較重視學生學習

方面的個別差異，依據學生學習程度的不同，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和方法，以

多元創新的教材，實施同儕討論等動態活動，來提高學生在學習方面的興趣；

此外，教師在教學活動實施過程中，比傳統的教師而言，會以更多樣的教學方

式，如花比較多的時間在關注學生學習、以不同教材教法改變教學步調，幫助

學習弱勢或落後的學生，激發學習參與、學習動機、學習興趣以及學習信心。 

三、以評估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與實踐： 

以評估為中心的教學活化策略與實踐，需要考慮的是學生、教師、家長及

相關人員（stakeholder）所關心的有效學習，究竟是利用什麼樣的實證和大資料，

來驗證或考察學習的成效。這些考察的學習成效，用什麼樣的方式讓相關人員

信服理解。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化時，需要先透過評估中心為學生進行學習成效

上的測量，並提出學生學習成效方面的改變情形、學習成效方面的成長幅度、

學習成效方面的變化情形等資料，作為教師活化教學的參考。 

透過以評估為中心的活化教學參考資料，可以提供教師在教學設計與實施

方面的基準，作為教師修正教學的依歸。以評估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與實踐，

能夠深度掌握學生的學習成長情形，瞭解個別學生在學習方面的變化，並進而

針對個別學生的學習成效，調整不同的學習策略與方法。例如，Arends（2014）

指出教師在活化教學時，如果可以運用學生的學習分數作為強化學生的學習活

動時，應該可以考慮將學生的學習分數運用在負增強的效果會比較好。由上述

的論點，教師在以評估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時，可以考慮運用各種評量策略

與方法，結合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的情形，做有效的結合運用。 

四、以班級學習社群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與實踐 

以班級學習社群為中心的活化教學策略與實踐，需要考慮的是未來的教學

是在什麼樣的課堂、學校和社群環境進行教學活動，他們的情境脈絡是什麼？

有什麼樣的意義？學習的主角是誰？學習的主體是什麼等議題，教師如何將這

些議題融入教學活化的行動方案中。教師在進行活化教學設計時，必須先從自

身的反思做起，將自己的腦袋活化，因為活化教學的實施，是無法「一式多用」、

或是「定型挪移」，必須在複雜的教學現場中，隨時依據教學上的需要，進行靈

活式的修正。例如，教學活動進行時，教師引導學生公開討論議題，允許學生

公開討論，並在相同主題的不同觀點間選擇自己可以接受的觀點。他們所強調

的最後一種活動是調合（coordinating）所習得的知識，學生必須學習如何統合

其理論和支持的證據或統合實務與理論間的差異，才能建構具有扎實基礎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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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論點。 

透過這樣的活化教學方式，Hatano 和 Inagaki（1991）認為對學生產生三種

好處：首先，學生往往可以產出獨自無法提出的想法或知識；其次，雖然以相

同方式進行教學，但各組的學生所學各自不同；第三，即使是同組的學生，所

學到的知識也有相當差異。因此他們認為在這些透過互動建構知識的歷程中，

主要涉及兩種機制：首先是受到團體互動的激勵，學生建構知識；其次，在互

動中，以個人的方式將他人所提出的訊息加以同化。 

 

陸、結論 

學校教育改革的關鍵中，教師改變是重要的要件，想要活化教師的教學活

動，首要在於改變教師教學的心智生活（mental lives），改變教師的心智生活，

才能激發教師在教學設計與教學實施上的改變動機。雖然，心智模式是根深柢

固於心中，影響我們如何瞭解這個世界，以及如何採取行動的許多假設、成見、

甚至於圖像、印象。 

然而，在教學現場的教師不想改變嗎？不是，許多教師在教學現場都在想

辦法改變，改變自己的教學但是改變是件勞心又勞力的事情。如同，改變的歷

程有點像習慣靠右邊開車的人，到了英國，突然要靠左邊開車。不但大腦要知

道，手腳也要做到。想改變跟真的改變，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我們所生活的

社會結構、文化的意識形態就是最大的心智結構，要改變自己，要先反思我們

自身所存在的心智結構。這些心智結構的改變，不只是部分的改變，而是整體

的改變與修正，需要各種情境脈絡的配合改變，才能收到整體的成效。 

教師在教學多年之後，由於時間和經驗的累積，導致教學設計與實施淪為

固定的模式和流程，教師應該依據現實環境和班級教學情境的需要，改變固有

的教學思考和流程，從教師心智生活調整，進而活化教學活動，透過以「教師

為中心」的教學思維調整為「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思維，活化教學設計與教學

實施，引導學生運用高效能的策略，提升學習成效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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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A 

Perspective of Pedagogical Content and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Chin-Tsai, Lin 

The main purpose of activating teach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y change of 

the teacher's teaching. It neither tries to overturn his/her original teaching designs. On 

the contrary, it pursues the goal of achieving a teaching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acher’s mental life as well as the revision of his/her teaching concepts to target the 

active teaching.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of active 

teaching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subject teaching, subject knowledge, the 

process of activating the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Some suggestions offered are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activating teaching, the teaching courses, and related 

subject knowledge. Taking them and going further with higher volume of teaching 

practice, as well as putting forward with appropriate strategies, would likely help a 

teacher better keep in breath with possible changes of teaching activ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ctivation teaching,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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