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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泳欣整理】從過去擔任政大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教導中小老師的過程裡面，我

發現教學最特別的是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教學形態。分析了各位老師上課的情況

後，發現許多受到學生歡迎的老師，需把握3件事情：第一，是教材準備很好；第二

，是對應教材的教法；第三，是進到教室裡面的心情。假如要判斷這三個元素要如何

排列先後次序為之最好，我跟很多老師討論過，最後發現原本是教材、教法、心情這

樣的順序，在進到教室之後卻是倒過來，變成心情、教材、教法。有一句話叫：「有

好心情，教室裡面就會發生好事情。」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談今天的主題。 

教師是幫助學生成功的關鍵人 

我們在教室教的科目和內容，很有可能成為學生這一生重要的成功來源。用一句話來

說叫做「Success meet school」。學校是幫助學生獲得成功的地方，而老師是幫助

學生獲得成功的關鍵人，成為關鍵人的過程裡，有3件事我們要特別注意的：首先

，是使用走動式管理（walking around management），進教室時，眼神首先由左而

右，大概跟學生眼神有一秒的接觸，然後由右而左，再由後往前，抓住學生的注意力

，接下來發揮你的影響力再開始上課。其次，是教學時注意有哪些內容是可測量的

，教學結束後我們能明確看到有哪些目標是可達成，或是不可達成。第三，是我們要

發現學生可以教會跟教不會的部分有哪些，並思考在這個情形下要如何改善。 

就學習動機而言，我觀察到學校教室有5種學生：不動的、被動的、主動的、自動的

，最後到行動的。透過不動到行動的轉變，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就會透過行動進行研究

，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或策略。這時我們也要衡量學生正處於哪一個階段才能因材施

教。 

不斷檢視教學計畫　勿忘自己的教學模樣 

過去作為教學主任，有責任要知道學生的上課情形及老師的教學狀況。後來漸漸發現

，作為老師在教學時，首要了解的是「看見自己教學的樣子」；其次，要讓自己教得

更好、精進，就得要去規劃及設計教案，可以從精熟力（Master）、創造力

（Creat），還有行動力（Action）去執行，而設計學習活動的四個步驟：首先用說



故事的形式吸引學生注意力（Story Project）；讓學生動手練習（Hand 

Project）；提高師生間的互動（Play Project）；讓學生反省、分享（Excursion 

Project），建立起學生的知識系統，提高學習動機，教師的教學成效也會有具體展

現。 

建立網路資料庫　促進學生回饋 

這個模式建構最大的貢獻，是讓學生學到4種能力：第一是透過文本閱讀獲得資訊

，第二是在操作練習的過程裡面會去推論這個資訊是否正確，第三是分析和評估，第

四是進而整合及詮釋。這些能力將有助學生在職場上展現競爭力。其中包含E-

Portfolio的建置，利用多元方式呈現，包括報導、書面文件、電子檔、錄音帶、圖

像和網頁等，建構自己的資料庫。最終是看見學生學習的樣子，透過學生的回饋，例

如在網站回應老師當天的教學內容，促進教室討論情況更順暢，學生提出不同的觀點

，讓整個教室的氣氛更愉快。 

最後，與教師分享，教學的三個好處在於讓人不斷保持年輕；其二是幫助學生，在他

的人生中獲得成功的能量，最後是從事教學工作，有機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