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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家政科批判思考教學之實踐
與成效評估研究( n ) 

洪久賢﹒蔡長艷

本研究~1史批判思考教學遑論與教學實務相互驗證'乃透過

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所舉辦之一學期 70小時的批判思考專業成長

研習，培育 11位種子教師，並藉由訪談、教學觀察及文件搜集，

追蹤了解教師落實批判思考教學的情形，進行質性分析。

本研究對象一致肯定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重要性與可行性。

研究對象將批判思考教學的精神，自然的融入教學之中，在適當

的時機提供學生批判思考的機會。實施批判思考教學不但加強教

師對於批判思考教學的體認，強化其批判思考與批判思考教學能

力，養成思考、自省的習慣，嘉急學生也豐富人生。長期教師專

黨成長班的研習模式成果，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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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音色

壹、研究緣起

邁向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先進國家反省過去，展望未來，紛紛提出全

國性教育改革方案，以培育二十一世紀具備思考能力、能不斷應變的好公

民為目標。處於科技一日千里，價值觀急速改變之多元化、複雜化社會，

人們經常面臨挑戰與抉擇，必須學習如何參與討論、分析、表示意見和做

決定。為使國民能適應現代生活，一方面幫助個人學習以批判思考為基

礎，在面臨各種抉擇時，能明辨是非真偽，考慮各種觀點，包容不同的意

見，由不同層面分析探討、澄清問題及價值，並學習做決定的歷程;男一

方面藉著批判恩考的質疑、反省、解放、與重建，不斷反省並重建一個兼

顧自律與和諧的新生活(溫明麗，民 86 ) 

傳統教育所培養的讀、寫、算基本能力，已不敷現代生活所需，還要

發展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 (Paul & Elder, 1999) 。在教學過程

中，教師常在學生發生衝突後才來解決問題，而且在解決問題時常將自己

的想法或價值觀加諸在學生身上，促使學生改變。教師應在平時就要培養

學生衝突解決的能力，而且師生都要坦白面對自己的想法與價值觀，這正

是批判恩考教學重要精神所在。批判思考已成為世界重要趨勢，在先進國

家不但強調其重要性，將「教育學生成為批判思考者」作為優先策略，且

在各層級教育中訂定目標、規劃課程、教學、發展評量工具、並成立批判

思考研究中心，進行相關研究，批判思考國際性會議，足見批判思考在已

蔚為二十世紀末期方興未艾的顯學( Keely, et 泣， 1995; 溫明麓，民86 )。

研究者連續三年針對師資培育學程大學生、園中生、及高中生所做批

判恩考之相關實驗研究，其結果均顯示批判思考實驗教學真有正面成效，

證實批判思考教學對於學生之批判能力有增進的作用。本研究以累積的實

驗教學研究成果為基礎，透過在職家政教師批判思考教學研習，推廣批判

思考教學，並評估其成效，巳落實批判恩考教學之應用。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具體目的腫列如下:

一、分析中學落實批判思考教學的狀況、實施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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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家政科批判思考教學之實E是與成效評估研究( 11 ) 

並探究解決之道。

二、評估教師實施批判思考教學之成效。

三、探討教師在職進修專業成長研習方式的可行性。

參、名詞釋義

為使研究範圍更加明確，並便於文獻資料之收集與資料之分析，茲將

本研究所涉及的名詞及操作性定義界定如下:

一、中學家政教師一即指一般園、高中任教家政科教學之專任教師。

二、批判恩考一本研究係採鄭英耀等(民85)批判思考之概念定義，包含:

1 批判思考是包含許多知識、態度、技能的混合體，表現於個體面晦

問題解決時，能依循事實和證據審慎評估，做合理的判斷，以為信

仰或行動的準據。

2. 批判思考能力在問題解決中係一種心理歷程，其結果則為一種能

力。

3. 良好的批判恩考是一種強調利己利人、公共利益的公正心靈。

4. 批判恩考是一種可訓練的高層次思考能力。

三、批判思考教學一是指以培養學生進行批判恩考的教學活動。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實徵性實驗研究，將批判恩考教學相關理論與

教學實務相互驗證。批判思考教學成效評估，是以參加台北市教師研習中

心八十六學年度所舉辦之批判恩考教學專業成長研習的中學教師為研究對

象，經過 70小時批判思考教學研習，追蹤了解中學教師落實批判思考教學

的實施狀況、困難，與解決之道。藉由訪談、教學錄影與觀察及文件搜集

所得資料進行質的分析，追蹤研習後批判思考教學之實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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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批判思考教學方案

檢視分析先前已完成批判思考教學系列研究所發展的教學方案與教學

成效，據以研擬帶領研習學員之批判思考教學方案與教學策略。

二、批判思考專業成長研習

本研究對象即參與研習的成員為普通中學現任家政教師(研習學員甲

是家政專任教師，十二年園中家政教學經蟻，因學校改制為完全中學才初

接觸高中家政教學部份，會兼六年行政工作，目前為家政輔導團的成員之

一;研習學員乙曾任幼稚園教師八年、園長三年，高職幼保科的老師、訓

導主任，而後再轉任國中家政科教師服務三年;研習學員丙在國中家政教

學十四年，碩士;其餘研習學員皆為國中家政專任教師，年資由四年至二

十五年不等) ，在不影響謀務的時間下均為主動報名參加台北市教師研習

中心所舉辦的成長研習 ， 除有一位研習學員因需接受行政培訓而不克完成

研習外，全程參與者共計 11 位。研習開始前，先由參與研習的學員共同商

討，以確定研習的主題與研習時間;在確定研究主題為批判恩考教學後，

由教師研習中心邀請研究者全程參與指導，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的黃惠美編

審亦全程參與，以提供相關資源與協助諮詢。研究助理全程參與觀察、訪

談研習學員。此次研習期間由八十六年二月進行至五月。

批判思考專業成長研習係一種以學科本位、進階、長期性的研習，共

計70個小時。第一階段研習為 86 年 2 月 13 、 14 和 17 日，於陽明山教師研習

中心參加三天的批判恩考教學集中式研習。第二階段由 86 年3 月 6 日至 5 月

22 日(固定每週四下午半天時間)共十週的分散式課程，研習內容包括:

對批判恩考、批判思考教學之探討、批判思考教學教案設計與實際教學觀

摩等部份。在研習過程中研究者全程參與、討論對話與觀察。

研習進行過程:先由研究主持人透過講述、文獻閱讀與討論，協助研

習學員理解批判思考的重要性、源流、哲學基礎、批判思考的定義、批判

思考能力、組成(認知、情意與技能層面)與批判恩考的發展，運用

Elder 和 Paul (1996) 批判思考發展階段加以闡述，以及探討批判思考教學

(含批判思考教學時之教學原則、教師應有的認知、教學任務、以及可採

用的教學策略，和有助於學生進行批判思考的教學行為)。強調重視批判

思考之過程而非結果，從外顯行為或內化作用來探究批判思考的學習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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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家政科批判思考教學之實踐與成效評估研究( n ) 

當成員了解批判思考與批判思考教學之相關理論後，研究者分享先前

研究所發展教學方案示例與成效，爾後學員進行實務演練，即進行批判恩

考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教學觀摩。每次觀摩教學前，學員各自先行設計批

判思考教學活動，在實際進行批判思考觀摩教學前，利用半天研習時間，

由全體成員針對此教學活動設計進行分析、集思廣益，並提供建議，再由

原設計者彙整意見修正之。教學活動一經確認後，即以設計者的班級進行

實際觀摩教學，並在每次教學觀摩後，隨即借用該校會議室針對本次批判

思考教學內涵、流程、師生互動、教學活動設計與成效進行剖析、檢討與

回饋，試圖由理論與實務之驗誼，促使研習成員精進其批判恩考教學。在

第二階段分散式研習過程中，原則上時間的規劃為一個半天的研習時間討

論文獻與教學活動設計，另一半天研習進行教學觀摩與觀摩後的互動與反

思。

三、教學研習成效評估

←)彙編「實施批判思考教學之成果」手冊

整個研習完成後，實施觀摩之教師將定稿之批判思考教學教案整

理出，配合批判恩考教學理論，以及成員的研習心得加以彙編為加一

「實施批判思考教學之成果」手筋，供進行批判思考教學教師參考。

並藉由教師研習中心之安排，於八十六年六月七日，在陽明山教師研

習中心做成果發表及專業成長歷程之分享。

(::)追蹤觀察、訪談教師落實批判思考教學的情形與專黨成長

歷程

為追蹤研習後教師落實批判思考教學的情形，本研究採取參與觀

察法，從很本細微面出發，描述某個特定場景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情境與行為。藉由觀察了解教師實施批判恩考教學的情形，並了解教

師如何運用各種技巧來達到批判思考教學目標。透過訪談的方式，了

解教師對於批判思考教學實施過程中所面臨之困難，並配合訪談錄音

及教學錄影協助搜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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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思考教學推廣成效評估

本批判思考教學研習所培育的種子教師，應邀參加其他教學研習，示

範批判恩考教學活動設計與實務演練。本研究搜集該研習中 25位學員的回

饋表，據以分析批判思考教學推廣成效。

五、進行質性資料分類與歸納分析

參考訪談大綱，再依據實際搜集的資料內容，進行資料分類，所擬出

的架構分為:研究對象落實批判恩考教學歷程、批判思考教學如何預備、

目前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情形、所採用的批判思考教學技巧、批判思考教

學追蹤評量結果分析等類別，將資料分類後，再依據所呈現的內容，進行

歸納分析。從現場觀察記錄與教師所進行的教學活動整理出教案，進行分

析此教學是否達到批判思考教學目標。本研究以教室觀察記錄、教師訪

談、教師省思札記、學生的省恩單，進行資料的三角校正。

伍、結果與討論

一、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預備

卜)教師本身

1. 認知方面

研究對象一致認為落實批判思考教學，首要為教師必需具備開

放教育哲學觀，深入了解批判恩考與批判恩考教學的內涵與精髓，

含括認知、情意、技能等三方面，培養批判思考的質疑、反省、解

放與重建的能力，因其主宰批判思考教學的成敗。

吠:W:j專老師的教育飯，教育哲學建造、敵之如果i炙手可樂

的話( ì民肯定的語氣) ，比較不會安宰試1比封建考教學法。

!!Pl支是用了，那效果也會lTìlt大的折和。所以教師要針對1-1:.

判是考的j柄，函，技入日寺間深入了解， ~董海正確的教學建造rt.

是盡失望F哲學'1;:.人支持ft!!.賴，電總待進?于 jtl:.判是考教學。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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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家政科批判思考教學之實踐與成效評估研究( u ) 

是在老師本身是夸紅紅封建考，就是末斷的質疑、反省、解

僑和建穗，那且具有實施拆判是考教學的高主力。(訪談)

2 情意方面

研究對象在批判思考教學態度上的體駿與文獻所述相符，即教

師必需具備信任、開放的胸襟，能容多納異、尊重學生的意見，從

容不迫的讓學生能充分表達意見，並給予學生討論空間與適當的回

饋;用心聆聽學生的發表，多給予正面肯定與鼓勵，不可預設立

場，而主導整個學習活動，不輕易下判斷、敏感於覺察他人的感

受，要有自己也可能犯錯觀念;隨時接受新的證據和訊息，合理的

質疑，能尋找變通方案，對問題作通盤的考量，多元的恩考，能由

相反立場的論點思考問題。當教師具有上述批判思考特質時，將有

利於實施批判思考教學( Norris & Ennis. 1989; 鄭英耀等，民85 ) 

批判恩考教學是高度機動與變通性的，教師實施批判思考教學

事前有必要充分的準備，但仍應有心理準備，就是儘管準備再周

全，都會有不可知的問題與一些臨時的狀況發生，不要因此而受

挫，應發揮批判思考的精神。實施批判思考教學時，教師要從容不

迫，仔細傾聽學生的見解，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與表達，遠比

急著引導學生進行教師預備的問題要來得重要。

本研究對象認為實施批判恩考教學，教師要因材施教、營造民

主的方式與氣氛、提供學生足夠的、自由 、 安全、溫暖的思考想像

空間、運用詰間、討論等方法、提供與創造反思的機會，使學生真

誠的省恩傳統或衝突的理念，敢於開放自己，表達自我才能發揮批

判思考教學效能，增進學生批判思考能力，此與溫明麗(1997) 的論

點相符。

進j于外判是考是考教學莉. f.盡管老師事先做了車俑，臨

場仍會有一些解決不了的所趣，可以說「我們暫哼這檬處

邊，但是當我們海到支新的言董海峙，會昇雄韌原先的是里遠。」

老師如果，已毫星光看車前知道可島之遇到挑戰.rt.是困難，可以

跟學主謊言丈「今天大家都魚，這1因參議i炙手可一個結果，老師建

設巨大家由各都拜是里一起，拜拔一拔資料下二欠我們昇總結」

( 言方E失)

進行抹封建考教學峙，老師鼓勵用學們「對問題的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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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寬廣、多面舟，試卷拔出幾種可汗方索，奔來去?析評

估 j (觀察)

學主是i民敏感白色，會察覺到老師的，也;愛。會老師末夠接

納學主持，他就末會講出他的具，也詣'7fii且會f\t察覺到你霎

誘導ft!!.轉舟 .mt外評他的苟言浩特.f\t也許就敷衍你且在你所希

望的那樣說，我車tA走就不說，所以除非老師真正的朋放接

納，末然的話效果3民軍區違反。會~;乞第j學i良好，做深入的是

考哼，如果老師就犯他帶過各了，沒有給他回餓、辨識，這

學主您沒辦法鰻會到說他這樣越是i良好的。(訪談)

來一樣的是我的，也起，我變3學更尊重學益。會失實際學

習運用熱封建考教學法，雪是朋品自我反者，以前我只是拚命

在講，紋。 ~j良好啊!並沒看給學主機會是考、設表，所以

~i造成學主改來顯參與。我是那F夸張勢的人，有樂1固學主可

以跟我對辯?我設:yl:.需要讓學主感到安全自由，扶植學主題

考、檢討反省得紋致遠?突的觀之，勇敢的投表出來，加這是

嘻嘻要 ~3夸夸垮養!所臥吹起目前放白色，也星星是東很夠尊重他

們，加且了解身為，一個老師的實1羹。(訪談)

3. 技能方面

教師利用研習進修充實批判思考教學的知能，本研究發現教師

需具備探求、驗證真理、探視真相、歸納經驗、深思熟慮、與解決

問題的批判思考知能。實施批判思考教學時，能善用合適的題材、

規動j討論議題，增進提閱、資料搜集、傾聽、引發學生深層恩考，

與臨機應變的能力。

教學前尋找合適的題材、規劃引導討論的議題與思考活動。有

效的實施批判恩考教學關鍵在於教師的批判恩考教學能力，而不是

準備豐富的教具與媒體。教學前要作充分的準備與規劃 、 搜集資

料、擬定問題 ， 雖然實際教學時未必完全很據教師事先所擬定的問

題進行討論，討論中學生可能引發更好的討論主題，但是教學前認

真擬定問題、規劃課程，事實上能激發教師的思考，使教學活動更

盡善盡美。在發問方面，能側重於引發學生深層思考的問題，而不

僅是擴散性的思考。

朗議段位教師筆記中所記錄的主謀深萃，可以清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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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實捷外判定考教學前，花了 i良多 ，也是在尋找遍兮的題

材、擬定幫助學主進行紅封是考以及引導討論的周題。(教

師教參與者是紀錄)

教師很清楚~m.fo.牙霎進汗的教學活動，對於學主在討論

中所粵齒的好用題，多數教師員之適峙，已娃， JII頁勢利荐，例如

學主自引起勤快的短文攻吟夢中拔出他們所Jl，ll切的議題，有

些比教師原先設計的題目更切合學主來耍，夷島主引主主學主支

深層的，是考。(觀察)

以前大概就是我主導了受1固教學，我決定了乏F咨教學，

我現在慢慢~j旱，事實上老師末一定要這樣主導笠1因故箏，

其實學主的角::'71 也來錯，要給他機會各探求、島主設、 j呆才見真

相、歸納、'是考、:t員之解決所題，並設表看i去。在這過程之

中，用學會聽到用?齊的建叉，那樣的觀點他們在對話、辯誰

?且會比較容易~::旁觀;傘，我設現會比老師自已講述的技果可

島之會更好。(訪談)

ω學生方面

學生能在安全的學習環境中，師生培養默契，由共識建立班級活

動運作系統，在班級中人人平等，投入討論主題，提出自己的意見，

但要有支持的論點，是理性的見解而非固執己見，追求更多更正確的

證據和資訊，傾聽他人的說法，接納別人的批評;討論時要態度客觀

公正，對事不對人，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批判思考者應有的態度，在良

性的互動中使恩考精益求精。批判思考教學是學生白發性的學習，學

生積極主動參與對話，看重自己的意見並勇於表達、尊重別人，追求

更進一步的支持論證'辯駁澄清。溫明麗(民的)亦認為透過同儕之

間的互動，彼此接納才有利於學生願意參與、顧意分享個人想法，並

且透過此民主氣氛下，學生方能在不具壓力情況下進行思考，明確清

晰的表達想法。

絮助學三乞建立起度教導學主畫于是考 『 精主主求精 j 是

非常重要白色，就是來要堅持己見，要努力追求支多更正確的

說緣和資&il J，;λ徽支役的封斷;霎向聽別人的說:去，接納別人

的1時平;討論自寺要客觀'"，'-正，也要訓練自已的表達且主力，支

nE 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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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手來對人。 J (教師當是記錄)

在書果全中老師民主，大家自由的表達走丸，情緒糕的交

辯比較少見，大家比較遠性演i蠱、主動手實極，風度好多了，

我們參歡這樣的氣氛。(參三乞白色省，是革)

教師給學主一種挑戰，譬如說每個人都要交表走克、蒐

集資料，給他們有齡是力，讓他們有實際參與的感覺，經由

一次一次的學習，學主會投幸的主表正沒有那F苦難。 其實-

1因學期下來，就是本來都來講話的孩子. j車來都講了 i良多，

乎有且講浮i良好。(觀察與訪談)

~師生互動方面

良好的師生關係 、 學生參與意顧高，是批判恩考教學的推進的原

動力。師生共同經營 、 投入，互助合作，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營造

有利批判恩考教學學習環境。預備批判思考教學可由開學第一週開

始，幫助學生自我認識、學習珍視自己，在班級討論過程中，營造安

全的環境，師生之間與同儕之間彼此接納 、 欣賞。鼓勵每位學生發表

個人之意見，學習傾聽並尊重別人的意見。投入小組討論，其間的互

動宛如一群小螞蟻湊在一起，分工合作，集思廣益，學生耳濤目染自

然能被潛移默化成為良好思考者。

在批判思考教學情境中，若教師能多給讀美學生肯定其具有建樹

的想法，而對於努力嘗試恩考但思考能力尚待加強的學生給予鼓勵，

使其願意繼續投入;幫助學生使養成思考、判斷、做決定的習慣。本

研究中也發現，研究對象在實施批判思考教學後，都感覺到師生關係

更為親近 。

我覺?專剛開學8季就是預備的朋品，我習慣第一i且要讓弦

于自我認識、看重自已，我覺ti專那就已經是開錯了。因為，外

釗是考教學才里希望每個學益都紅投去自已的看i告，奔向聽別

人的是!! ;o去，然沒透過討論互動員主看東理性的是考 o jjf~人 ， 我

覺海應該是災朋學就為.1't.封建考教學微草1脅，讓他們認識自

已，懂?書珍悔自已. ，也存感謝安珍持自已。那f也就會i民看重

「紋的，電見也許不是改成熟，但至少是我的看法( 訪

談)

nu q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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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以「現身」經驗，試卷:tit.i丘師主的距離。在進汗7>'~.a 

e寺 ，老師請參主先討論觀察t\!\續活動史星星的也淳. J-.:.l 51 古屆學

主團結、舟，也./J 、監獄來拔、是容切i糞i壘，可是勞人卸車室來到

聲音等待賀，期望每一，1、純理t娃此持管並投主軍方工兮悴的功

泣。「老師失醒，這記j辱， 1 、 t.\!\爍的習推嗎?小惜犧史之感討

論的? J 同學 r用觸角。」王老師 r那我們沒有觸角，

我們要用我們的嘗柔和自民曙專也聆聽.h~人。我們i蚓、峰，但

是i民有舟，也力。」在教學活動進汗過程中，也看到教師末斷

鼓勵學主參與，立正末時才是醒學主注定聆聽他人;電丸之投去。

(觀察)

3星詞也 i民期望用學要1象 r ， 1 、 t.\!\*裳」一綴，大家霎互相合

作，假1支每1囝人性舟持長來用. 1旦要 r .方工合作」純收集資

料，參與討論。外封是考應該是從建立良好的師主J1~i魚、白

手U~i魚和團體氣氛吾吾著手!期望學主慢慢品主羊皮潛移默化。

(教師當是記錄)

我會提醒孩子說. '當你碰到什房事情一定要學習自已做

決定.7jñ每1固決定都會有真沒果，用時你要學習寺承持這個

ia果。(訪談)

二、批判思考教學策略

透過研習活動，歸納出有助於批判思考教學的有效策略:

付導入討論主題的活動

在進入討論之前，教師會設計引導活動，諸如影片欣賞、剪報、

時事、故事、生活經驗、演戲、辯論、青少年關心的流行話題，或是

運用海報營造氣氛，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提高學生參與程度，

再進入討論活動中。引導活動因學生的背景、班風而異。

在引導學主是考「好父母」與「宜于子女」白色角色之前，

先請參主方宇平持與父母互動的情形，給自主活經給絮助學

主進一步:家入是考父母與子女的角色。昇針對學主所提出埠。

父母i算過來衷的經驗，引導學主進一步是考，面對海過末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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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以及應f~lfx何種解決策略，且又叫斥之。(畫兒草書)

事先預備短文去。1. r 霎Jj':宴昇逗他」作為，引導活動，請

學且已是考若能是短文中的主角，面臨這些問題會之路微? z. 
æ r 受用一主」一叉，吉責學且已是考學習家政芝義與啟示。

(看見寧靜)

教師以「只霎率1蕭條隘季，就可以看為Æïf.主汗~J 白色言文

3舍，引起用學對主題的是考。(觀察)

學主在上一題上課表示對自B史無索的人身安全與危機處

理j民有興趣，於是老師和用學一起3監察看JlA 資料，進汗討

論。(觀察)

已)討論

最重要的批判恩考的教學法是在於能夠提供學習者彼此討論的機

會，提出有關爭論或不同的意見，可刺激學習者再去思考自己的看法

或面對自己的偏見 (Kurf峙， 1988) 。討論是提供學生進行批判恩考的重

要活動，而在本研究中也觀察到研究對象充分的運用的討論活動。小

組討論是藉由他人知識的分享，彼此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並省思

與覺察自己的盲點，進而修正或重新建構自己的新觀點，而正是小組

討論教學欲透過同儕的互動所達成的目標。

進行批判思考教學前，教師事先擬定討論題綱，視實際狀況決定

使用。藉由討論題綱，教師敘明討論題目，必要時舉實例說明，以協

助學生確實了學生能清楚掌握討論重點。 Provaznik (1991)指出，教師

在班級小團體討論中應扮演的角色包括:少說話、避免告訴學生做什

麼、如何做;避免援供學生訊息或引導注意到問題中的訊息;鼓勵學

生扮演解釋者、策略家、挑戰者、監聽者角色所附予的任務。教師在

分組討論時應扮演的角色，多傾向於協助而非主導的角色。在討論過

程中，學生學習注意傾聽、看重自己的意見，以及學習尊重他人。不

輕易論斷他人想法，而是針對其觀點，拓展其思考向度，幫助學生學

習反思，澄清價值觀念。

小組討論以異質小組，彼此相互協助、激盪尤佳，能力強者能協

助能力弱者，組內成員共同達成小組目標。此與洪久賢、蔡長藍、周

淑玲(民 88) ，洪久賢、蔡長豔、黃鳳雀(民 87) 的研究結果一致。小組

討論時，教師巡視各組，關注學生，了解討論情形，若有不利討論的

nJ“ 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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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出現時，教師隨時給予提醒。在討論中，教師適當的安排發言，

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表達意見。各組報告時，教師用心傾聽、記錄學

生所報告的重點，以便於各組報告完，教師將其中值得深入討論的議

題引出繼續討論。討論完後，教師彙整歸納做一個整體概念的統整。

1吐判定考的討論決細宜。:

1來 ~j學影井中兩人約會的方式如何?終傲是你會走應

做?約會等不到人你會乏海辦? 1~對』的中男主1萬一走了之的

處理方式，有什應看法呢? 1月:白色立場是什感?

1宋先j學「好子女」白色定義是什海?為，什感? r好父母」

的定義是什應?為什應?

如果你跟卷嫣演過末是i良好峙， 1不認為，可以好何改學

(特別、方式、Á.....) ?為什應?

1來吞聲先乏樣的人做你的終身 1半筒， 1來到ti學者哪些事情是

宇先要看清楚的?為，什應?

進行小組討論的特唉，我會注定學主去。1可3的且，組戶1要

比較真管恤， 1刊宜。怯))~、學業成就、領手由勞管芋，立主注定是

來是每1固人都看設言，並f是醒同學尊重陀人之芝叉，要真是

廣萃，書鑫每個人末用的越遠都看表達的機會。小組討論時，

老師若注定學主，他們比較末會芳，也。另注定若用一姐都是

一百1割的越遠，我就會提醒這一純學主災末同角度令是考。

(訪談)

臼教師發問

教師巧妙的提問能導引學生作深層恩考，經由小組討論、激盪

後，再檢視對原來看法所產生的影響。教師反覆恩索發間的開放性問

題，不斷的修正所擬定的問題，使適合學生的程度。教師發間的方向

可依循1.有助於批判思考 2. 開放式的問題切合主題 3. 能引發學生

繼續討論且學生感興趣的問題。 Paul (1995) 以為好的問題能引發好的

思考，深入的問題能引發深層的思考。若學生僅侷限在某一向度恩

考，教師可以適時給予刺激，幫助學生多元思考或反向思考。教師要

敏銳觀察，激發其思考，協助學生排除抑制思考障礙。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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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e李敏感於每一個孩子的反應，粽令是否有合適的軍占

可以昇提出來讓他們深入討論。我覺3署今平逗樂班反應真的

i良好. j民可鼠也是因為，這方面自己有一點進步。巴!談起手將用

越變成是有層次的(飯寧靜:教師用學主父母私下看了我是聽

了. 1未來越讓他們動攻蜓的東西一子女應如何處理，以避免

與父母設主j對哭。學主提出有書信、日記、書包、電話芋，

那且是有層次差異的，然jJ. i是一少讓他們周末用的立場來，是

考，末同層次的所題，並昇二欠三步亨自已白色越遠) .果然他們

就討論的比較好，比較知道之F夸夸討論和設表。(言拉夫)

老師鼓勵學主進一步澄清想法，引導學主災末用方舟1 力。

1主人是考， i皮此質疑討論，以絮助學主主廣大是考層面。例如

「羊決一個人的外貌就推i到這1圈人的氣質與《在的合理性? J 

(微草書)

就1眾所長。家iE.!c相JlA資訊那些是我們可以相信白色，那些我

們應加以判斷不可全然相信，以免被轉?請列舉一樣力。臥室文

明。(微草書)

個)促進學生表達意見的教學策略

運用個人恩考作業單，促使每一位同學真正用心思考，為討論作

準備，討論時有所憑據，同時藉此讓沈默的意見發聾，可避免討論被

班級中少數的意見領袖操控。教師給予學生能力所及的挑戰，促使讓

每一位同學在學期當中，積極搜集資料、發表意見，激發學生的潛

能，日積月累下來，學生的思考力與表達能力自然有所進步。

如果完全用討論、辯論的方式，一定會損失慕華P1分人的

建叉，所以運用寫是考革的方式，言襄爭先寫下自已的愛見。

這i民重要，因為，在班級干里沾沾會被定見領柚所左右，頂事實

上i良多同學未夕之是這樣趣。你要有定是卜扶植一些沉默的聲

音，甚至奏直是抑一些太史的聲音是火須白色。(訪談)

運用 1因人件事肯羊，教師就可以i民主清楚的看到學主有沒有

改認真是訐傲是考，一方面引設每一1圈人做某一種程度的是

考.7jfi且有1固具般可呈現是考結果的炸事會。以一個園中主，

臨哼霎他們急迫-1囝問題， i重爺沒有辦i套改深入寺，是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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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止我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模式，就是讓他自已先言是真哥哥靜的超

過並寫出來，蕭波拜~'~Jl.討論。我並末，已海鮮朋學主題考革

是1自費縛，有特11案手lt 1t 5定學主那種獲益。(訪談)

，是考羊舉例:我趕我一益的感情rt.這樣~...。手記爽在最

參歡這樣的人...。我希望和這樣的人吳法一主...。我要是被

吾吾找到這樣一1固人...。我霎怎樣與這樣一1固人~ðe.'"。

三、目前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狀況、困難與解決策略

研究對象所進行的批判恩考教學能將批判思考教學的精神，自然的攝

入家政教學之中，並在適當的提供學生批判思考的機會。由教學觀察中可

看出教師進行批判思考教學的能力逐繪，從剛開始對於批判思考教學的概

念模糊，到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逐漸能掌控批判思考教學的真義，目前

研究對象皆處於致力於增加個人批判思考教學能力的階段。

這是家政老師的一大優勢，因為，淡季可升學層是力，所以當

我要教這1自1比封建考的吟11裳，我一定會技合適的場合、單元

羊。議題，選擇手可爭議性的主題，好好的跟學三乞討話憾訣，接

納他們的建丸，且多鼓勵，鼓勵多先是考，這1固芳:夸我覺浮

白已直是運用走進JII頁暢。(訪談)

在與學生的互動中，研究對象一致肯定只要教師願意提供學生進行批

判思考的教學環境，學生都會漸漸投入批判恩考的學習行列中。在實施批

判恩考教學過程中，教師需全神投入，把鐘批判思考教學精神，經常自

省，並協助學生省恩。教師在課前擬定討論題綱是幫助構恩課程內容，而

實際進行教學時，教師根據學生的興趣、討論的重點與思緒，因勢利導，

以決定討論進行的方向，取捨原定的主題;而不期求學生一定要討論老師

所預設的問題，視學生當時的反應應變。隨時檢討教學實施狀況，視實際

情形調整腳步。若學生所引發的思考，已能切中要點則順勢利導，所以教

師並未需要事先將討論題目發給同學。教師透過所設計個人恩考擊，了解

學生的想法，所以教師並不認為設計與評閱恩考單是項負擔 • filJl支有教學

相長之樂。教師透過發間引發學生思考，給予學生寬廣的思考空間，幫助

學生做好心理與思考上的準備。從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觀察中，可發現學

生投入討論、辯證。教師在實施批判思考教學時必然面臨問題，而且會努

Ed qu 
唔
，
A



學論

力尋求解決之道，力求突破。累積教學實務經驗，運用批判思考教學技

巧，發揮批判思考的精神，反省檢視自己的教學，勇於面對自己，有助於

教師提昇批判思考教學品質。

教師可在合適的單元中安排讓學生進行批判恩考的學習。挑選合適的

主題進行批判恩考教學，如綁票事件的危機處理與適應、家人衝突與溝

通、金錢管理價值觀、與異性相處、人際關係、約會安全、「只要準備保

險套，就可以有婚前性行為」等，具有爭議性的主題，隨著教學技巧與批

判思考理念的熟弦，教師運用批判思考教學的頻率也越高，而且能自然而

然的將批判恩考融入教學中。

本研究對象的教師接觸批判思考教學一年多，力行批判思考教學，但

有瓶頸需待突破或說批判思考教學能力有待精進:

(一)教師無法清楚掌鐘學生批判恩考能力發展階段;

(.=)教師雖致力於實施批判思考教學，可是在課後評估教學成效的部份，

比較少投入心力關注此部份。

會徒8寺學三乞改變越遠的程度，放在會場實在i良難吾吾評

估。可是我設主史學1會有走叉，會贊疑~~人，或是當~~人給

他建設中主、合理的，愛見峙.ftt.tt.會修正 it接納。就].1:.判定考

71'析，學主自主甘肅傾聽、正之音，解平先試看新的機是，但我覺

海這是我目前角J'，j} j.汗來.&.吾吾評估，到底學主進入何種層次，

但至少我可雪場看到學主的確是i民放入在討論。(言拉夫)

因為，特間的緣故，有哼正無i套完全達到外封建考教學 g

標，就是在教學過程中，學益者些觀點都是1直淳，質疑的，但

是基於特間的考量，有時難以一一進一步探討， i支持教師會

記下來，浮有機會特昇做進一步澄清。(觀察)

教師歷經過度、探索階段，進入實驗與創造階段，在教學上已有成

果，並逐能有效管理教學活動，但是若要更進一步，實在需要教師由教學

經驗細心體察學生思考發展的情形，使能與理論相呼應。 Paul 和 Elder

(1996 ， 1997) 曾提出明確的個人恩考發展階段，批判思考者從一個階段進入

下一個階段的過程，並非自動的，需要批判思考者個案有意顧，因此教師

必須根據學生思考之發展程度，教導其批判恩考技巧。若教師能掌還學生

之思考程度，在不同階段採用合適的教學策略，將能更有效幫助學生批判

思考之精進。在未來批判思考教學進階研習中，可針對教師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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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進一步的協助，藉以培養教師評估實施批判思考教學成效的能力，以

及評估學生批判思考發展階段的能力。

四、批判思考教學之推廣成效

為推廣批判思考教學，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邀請批判思考教學成長研

習所培育的種子教師，參加其他梯次的教學研習擔任講座，主講「示範批

判恩考教學活動設計與實務演練」。本研究搜集研習回饋衰，並分析批判

思考教學推廣成效。結果顯示92% 研習學員表示該教學方式所帶來的啟示

或幫助相當大，且均對批判恩考教學抱持正向態度。顯示專業成長班的培

育模式，成效彰顯，值得肯定。茲將回饋摘錄整理於下:

付肯定家政實施批判思考之﹒必要性

l 教育責任重大，運用批判思考能引發學生省思，養成思考的習慣，

澄清價值觀，激發學生的潛能，做一個理性的人;也能藉以建立教

師專業形象。

2. 批判思考教學激發學生對事務的處理態度，採多元化角度處理。

ω實施批判思考教學，教師角色的轉變與調迫

1 . 實施批判恩考教學法時，教師角色由權威者改變為協助促進思考

者;教師的專業知識要充足;教學準備充分。

2. 實施批判恩考教學法教師與學生均在成長，並讓學生瞭解要對自己

的學習的成效負責。

3. 批判恩考教學是新的教學法，新的思考模式，教師應趕緊成長。

臼透過專業成長班的種子教師現身說法，成效值得肯定。

l 批判思考教學活動設計與實務演練，由種子教師現身說法，理論與

實作並進，以親身教學經驗來引述其教學理念及方法，深入淺出，

活潑生動、生活化、實例切題，能引起共鳴，且相當受用。

2. 示範批判恩考教學活動設計與實務演練，以身作則，分享其心路歷

程，清晰易懂，讓外行人容易接受，且願意加入批判思考教學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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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批判思考教學研究對象肯定家政課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重要性與

可行性，將批判恩考教學的精神，自然的風入家政教學之中，在適當的時

機提供學生批判思考的機會。實施批判思考教學不但加強教師對於批判思

考教學的體認，強化其批判恩考與批判思考教學能力，養成思考、自省的

習慣，嘉惠學生也豐富人生。且老師能主動與其他的教師分享批判恩考教

學經驗，這一路走來，研究者看到的是一群相互激盪，積極學習的學員，

研習結束後這個成長支持性團體，常保持聯絡、聚會，藉以分享教學心得

與切體經驗。此外這群研習成員抱持著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的心態，並擴

大與其他家政老師或是他科的老師討論、分享採用批判思考教學的心路歷

程與心得，促使其對批判思考教學抱持正向態度，並願意在教學中嘗試。

實施批判思考教學能促進教師專業能力的成長，長期教師專業成長班的研

習模式成果，顯而易見。

陸、建議

一、對實施批判思考教學的建議

(→增進教師批判思考教學能力

增進教師的批判思考教學能力，首先教師必須自我期許成為一個

批判恩考者，藉由參加長期的專業成長研習，瞭解批判思考與批判思

考教學的內涵和精髓，培養批判思考的態度、技能，並且在實際教學

中不斷的嘗試、自我學習，自我反思，及與學生的互動中體E袋，才能

真正於落實批判思考教學。

ω實施批判思考教學

1 規章。時間

教師視個人能力、學生的程度、參與的情形，決定批判思考教

學課程進行的時間，或適時將批判思考融入教學中。

2 選擇題材

進行批判思考教學時，學生必須對於該主題有相當程度的先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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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選擇學生感興趣、重要、具有爭議性、衝癸理念的主題。教

師對於爭議性的主題要清楚自己的立場，坦然面對，不宜在討論中

預設立場或輕易論斷。

3 教學活動的設計

對於圈中階段學生 ， 實施批判思考教學前 ， 教師可先藉由活

潑、有趣的導入活動來引發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及參

與。提供其體的討論主題，運用思考單讓學生寫下自己的見解、個

人反省恩考的歷程，藉此可做為討論的憑據，且教師可確實了解學

生的思考發展情形，達到落實批判恩考之效。

二、對推廣批判思考教學的建議

推廣批判思考教學首先讓參與研習的教師領略批判思考在二十一世紀

生活及追求卓越教育中的重要性，釐清批判思考的意涵，使其心態上願意

接受，再經由長期的專業成長研習，由教育哲學、理論的探索，實際教學

的體驗，從中增進教師對批判思考內容與性質的理解，提昇教師的批判思

考教學能力，建立自信心。

專業成長團體經由長期的切磋抵碼，不但能成為彼此的強力支持系

統，且可成為種子教師，藉其推廣新的教學策略，分享接受新的教學策

略，進而投入的心路歷程，更能使其他教師感動而願意參與成長行列，此

種教師研習模式值得推廣。此外，教師在專業成長的過程中，不同發展的

階段需要增強不同的知能，因此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時需視學員的程度分

級，以滿足學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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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ritical Thinl<ing Instruction In-service 

Train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品rng， Jeou-Shyan . **Tsai, Chang- Yen 

This study monitored 11 subjects attending critical thinking instruction in

service training for 70 hours (one semester). The post-in-service training eval

uation, interview, and c1ass observation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real cohdi

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instruction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The collective 

data were analyzed by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ing: 

l.The effectiveness of long-term (one semester) in-service training was 

significant. Each su吋ect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instruc

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lemented the teaching method in c1asses after in

service training. 

2別l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were induced by subjects' critical think

ing instruction.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instruction, professional growth,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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