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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是一種教學典範的轉移，也是一種觀念的轉變。學校場域猶如社會的縮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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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少數教師得過且過，存有「以不變應萬變」心態，漠視整個時代巨輪快速

轉動，不願改變和創新。因此，要推動活化教學，必須先改變教師觀念，讓教師承認改變的

事實，願意接受改變，才能減少推動活化教學的阻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將於 103 學年度上路，這是繼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後的跨

世紀教育大工程，亦是改變臺灣教育現狀的重要轉捩點，影響未來教育發展將相當深遠，社

會大眾給予高度關注，也寄予厚望，期盼為培育人才開創新的契機。 

 

十二年國教成功的關鍵因素 

 

教師活化教學與優質高中職關係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成功與否，前者直接影響學生學

習成效；後者則衝擊到學生是否願意就近入學。國中端教師具有活化教學能力，願意改變其

教學方式，讓學生學習更有趣，即能夠教好每一位學生、確保學習品質，不僅可將每位學生

程度拉起來，而且也沒有被放棄的學生，有效展現教育的效能和功能。 

 

至於高中職端每所學校具有優質卓越特色，家長和學生們就可依孩子的能力、性向和興

趣選擇適合孩子就讀的學校，不必追逐傳統心目中的明星學校或精英學校，也不用擔心沒有

優質學校可選擇和就讀。 

 

因此，確保教師活化教學的能力和全面發展高中職優質化，實屬當前重要的教育行政作

為。惟有如此，才能讓國中端教學和高中職端體質能夠有所轉變，以提供學生有效學習的最

佳環境。 

 

引導和激勵學生樂在學習 

 

「適性楊才」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基本精神與重要目標，為了達到「適性楊才」的

目標，教師教學扮演著關鍵性角色。教師站在教學第一線，直接影響到學生學習，其教學能

力和態度都會關係到學生學習動機、興趣和效果。一位好老師或教學優良的老師，不是只有

「教完書」而已，他會時時刻刻想到如何運用有效的方法，引導和激勵學生樂在學習，讓課

堂中洋溢著學習的喜悅，而不會覺得枯燥乏味、毫無樂趣。 

 

因此，一位教師從事教學，不能「為教學而教學」，必須建立在「為學生學習而教學」。

一位教師照本宣科或者急急忙忙趕完教學進度，都不能視為活畫教學或者是有效教學。而活

化教學的精義，在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夠善用多元教學方法，激起學生學習動機，建立



學生「樂在學習」態度，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校園中的每位教師願意從事活化教學，自然蔚成一股良性和精進的校園文化。若可以看

到每個孩子學習時臉上充滿喜悅和笑容，這就是一所成功的學校，也是一所有效能學校的展

現。 

 

改變和創新才能可長可久 

 

活化教學是一種教學典範的轉移，也是一種觀念的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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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須改變教師觀念，讓教師承認改變的事實，願意接

受改變，才能減少推動活化教學的阻力。 

 

改變只是活化教學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教師要能在教學過程中銳意革新、持續創新，

善用創新教學方式，才能擴大其效果。所謂「創新」，不是「為改變而改變」，而是「富有變

化、通權達變、精益求精」；而創新教學則是採用多元富有教育價值的教學方法，以培養學生

「學習如何學」的能力和「樂在學習」的態度。 

 

一位教學能夠運用資訊科技在教學上，或者教學過程中採用腦力激盪法和聯想法（鼓勵

學生從事六 W-H 法：who、which、when、where、why、what、purpose、how）等創意方式，使

教學活動更為活潑有趣，亦屬創新教學的一環。 

 

只有教師觀念能夠改變，不沿襲舊軌、不故步自封、不抱殘守缺，活化教學始有可能；

而教師願意嘗試和接受挑戰，運用多元的創新教學方法，活化教學才能發揮最大效果。 

 

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化教學 

 

教學的主體在於「學生」，考量學生最大的福祉，乃是教育最重要的考量。活化教學的先

決條件，必須顧及學生個別差異和考量學生學習需求，從「學習者」角度切入，以「學生」

為中心，才是符合活化教學的本質。 

 

倘若一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都是基於教師的便利和行政的要求，只求將所有教材教完，

而不考慮學生是否吸收和消化所教的內容，這種以「教師」為本位的教學，顯然不符活化教

學之精神。 

 

教學的對象是學生，教學是否產生效果，端視學生習得知識或能力之多寡。一位教師拚

命教學，卻不顧及學生感受和需求，也不了解學生是否有興趣和學到東西，其效果可能事倍

功半，甚至適得其反，學生討厭老師教學，這種缺乏活化教學的例子，在實際現場的教師教



學，亦屬常見，這也是政府積極推動活化教學之原因所在。一位教師應該體會到「教會比教

完重要」、「學到比學完重要」，有如此理念的教師，相信能夠善用活化教學，實踐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才能達到「適性教學」和「適性學習」的目標。 

 

揚棄單一，採取多元 

 

現在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單一的思維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同樣地，教師採用單一教學

方法，也不易獲得學生學習的共鳴。在一個「教與學」無法共鳴的情境哩，學生無法獲得學

習滿足感，教師也難以得到教學成就感。 

 

一位教師最大的成就，在於學生有優良獲傑出的表現。在過去學校環境中，學生學習較

為單純，透過單一的教學方法，也許可收到教學效果；然而，時代不同了，學生學習更為多

元、知識攝取更為廣泛，學生異質性也更大，教學方式必須因應時代潮流而有所改變。當今

教育界所積極倡導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分組合作學習、探究式教學、批判思考教學、問題

導向教學和差異化教學等，可說是時代潮流下的產物，這些教學方法正可引領教學革新與創

新，它都有助於教師活化其教學，而且會讓教師教學更為多元活潑。 

 

教師教學愈多元活潑，學生會學得更有趣，構成「教」與「學」良性的互動關係，學生

能夠主動學習和樂於學習，因而在學習歷程和學習表現，也會有良好的效果，此乃大大提升

了學生學習效能。 

 

教學必須與評量建立緊密關聯 

 

教學、課程與評量三者可說息息相關，教學關心「如何教」，課程關注「教什麼」，評量

則關照「學多少」。活化教學不能脫離課程與評量，否則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試想，沒有教

材內容，教師如何進行活化教學呢？沒有有效評量，教師怎知教學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因

此，活化教學必須與課程和評量深扣緊彼此關聯性，才可看出活化教學效果。 

 

教師設計有趣的課程和提供多樣的學習題材，乃是活化教學必要條件。基本上，教師上

課所用教材內容豐富多樣，自然容易引起學生注意和興趣，等於提供活化教學最大的助力。 

 

此外，活化教學的學習評量，也不能停留在傳統的紙筆式單一評量，透過實作、操作、

口試、專題製作、表演、學習檔案……等，亦有其重要性，透過多元評量和適性評量，才能

有效評量學生多元能力，亦有助於適性揚才目標之達成。 

 

提升教師活化教學的能力 

 

活化教學為教學注入一股新的元素，它是有效教學的關鍵所在。活化教學能否展現效果，

不假外求，最重要的是老師是否具有活化教學的能力。 

 



平心而論，國中端和高中職端受到升學主義、校園文化和專業發展動能之影響，其活化

教學能力要比國小端教師為弱，因而提升國中端和高中職端的活化教學能力，的確需要更多

的努力。 

 

提升教師活化教學的能力，最重要的還是教師本身的自覺，能夠鞭策自己自我進修，並

隨時充實各類教學新知，較易能看出其效果。當然，透過中央－地方－學校三級系統性教師

專業發展，以及強化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建構學習共同體，亦屬重要一環。此外，提升

學校行政人員的課程領導、教學領導和學習領導能力，引導和指導從事活化教學和有效教學，

也有其正面效果。 

 

總之，活化教學是「適性教育」的基礎，教師有能力進行活化教學，才能發揮「適性教

學」、「適性學習」和「適性評量」的效果，進而讓學生達到「適性發展」和「適性揚才」的

教育目標，此將大大地凸顯實施十二年國教的重要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