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勝於教多學好優於學多 

曹建文口述陳柏州整理 

 

精選的教材、適切於學生能力的教材，結合分組合作學習模式的操作，是可以「既教會

又教完」的理想教學模式;加上教師的教學任務和學生的學習任務一目了然，學生在課堂中根

本沒有時間發呆或分心，流暢而緊湊的教學流程，自然會讓學生學會該有的能力和知識。 

 

位於彰化縣溪州鄕下柑路的溪陽國中，三百多位師生，在曹建文校長「匯集亮點，邁向

多元發展的優質學校」願景下，帶領 27位學經歷倶優、平均年齡 35歲的專任教師組成的教

學團隊，以活力、朝氣、熱情與教育愛，用心耕耘學校，爲了讓溪陽的同仁從免試入學超額

比序論戰的亂象中，更加堅定自己的教育信念，同時凝聚學校大步邁向翻轉課堂的共識，曾

於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中強調：「教會學生比教完教材更重要〜努力教會學生才是教

育的本質目的，學生從不會到學會，會有所感動，而看到學生進步，我們也會跟著感動：把

教材進度趕完了，只能讓老師自己安心而已！」 

 

「教多不如教會，學多不如學好」國教署吳清山署長曾以此期勉全體教師，「教會」和「學

好」兩大原則，在在考驗教師的專業、經驗和智慧，只要教師「有心」、「有力」和「有方法」，

相信不會太難。以下是訪問溪陽國中曹建文校長的摘要： 

 

問:是什麼樣的經驗，讓您有「教會學生比教完教材更重要」的期許昵？ 

答：103年臺灣揭開了教育史上的新頁，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正式上路。適性揚才、減輕學

生升學壓力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教育部由上而下大力推動「有(有效教學）、多(多元評

量）、補(補救教學)」教師增能研習的政策正如火如荼，翻轉課堂、活化教學、觀課運動

成爲當今教育界的顯學，我們深知，教學典範的翻轉才是這場改革戰役能否徹底成功的

重要關鍵！ 

 

升學制度的規畫其實是教育生態系統中相關勢力協商妥協的結果，變動是正常的，但教

育的本質、教學的主體和目的，卻是放諸四海皆準，無庸置疑的。過去，臺灣的升學主義讓

教育現場的教學陷入了極端仰賴筆試測驗以及教師教學僵化的形式主義，趕課、趕課、再趕

課是教學現場的常態。 

 

若說，考試可以領導教學，那麼，十二年國教關於會考的設計，在本意上是良善的，它

讓師生不再執著於分分計較，而有了活化教學、翻轉課堂的空間與機會。此刻，我們應重新

將學生置於教學的核心主體，用關鍵能力養成的角度去思考教學的目的，隨時關照學生的學

習狀況，老師要關心的不是進度趕完了沒，而是有多少學生已經學會？還有多少學生不會？

不會的學生要用什麼方法繼續將能力帶上來？這才是十二年國教的教育現場所應呈現的風

景。 

 

  



問：如何在學校中落霣？霣際上有否一些可感知的具體作為呢？ 

答：一、教師大量增能，型塑活化教學的風氣 

 

主動積極參與教育部各項活化教學計畫，從 100學年度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101

學年度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計畫、102學年度分組合作學習計畫，一方面提供典範教師分享活

化教學的經驗，另一方面結合各項計畫的推動，鼓勵教師打開教室，積極參與觀課、議課，

慢慢地將老師的教學重心轉移到學生身上，當教師能夠將學生視爲是課堂教學的主體，自然

會從教材、教學策略、評量等面向去思考不同於傳統的作法。這幾年下來，溪陽有超過 2/3

的教師完成觀課與被觀課的任務，教學方法，也從以往偏向單向講述法，轉移到以分組合作

學習的方式。 

 

二、組織教師專業社群，提供支持成長的動力 

 

教學典範移轉過程中，持續提供教師充足的專家諮詢、同儕交流、共同備課的經驗是必

要的。以往，溪陽的老師慣於單打獨鬥，埋頭苦幹，但也缺乏創新翻轉的動能和機會。目前，

透過校內讀書會、計畫社群以及臉書平臺，同仁越來越習慣即時分享教學心得，不論是專業

成長的質與量，都有明顯的進步。 

 

三、落實補救教學三級制，強化學生能力優先的概念 

 

目前，溪陽有許多教師投入分組合作學習計畫，像是甫獲得 2014親子天下創意教師的國

文科賴靜慧老師，就慣於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異質能力分組的教學方式，對學習落後的學生進

行課中補救學習，學生在紮實的社會互動技巧的訓練下，具備高度團體動力能量，學生在小

組中的角色分工相當明確，不管成績優劣，對於課堂學習任務，均有十足的熱情與參與度。—

位曾經被小學老師認定爲上國中之後一定會放棄學習的 C同學，在賴老師分組合作學習同儕

共學的支持下，展現出高度的學習熱情與良好的學習態度。又如兼任彰化縣數學領域輔導員

的數學科趙老師，亦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提供大量同儕互動共學的機會，除了實

施差異化的評量之外，她更常透過提問方法，循循善誘，讓程度落後學生也能逐步釐清觀念，

找出學習癥結，奠定學習基礎。 

 

除了課中補救教學，溪陽也推動課後第八節分組能力教學。學生在第八節時間打散，依

不同程度分班實施差異化教學，教師對於需實施補救教學的學生，從教材選擇、教學設計到

評量都有適性的安排。因此，二年級的學生有機會利用第八節時間，補足一年級時所沒學會

的音標，重新找回學習英語的動力，這是很令人感動的一件事。溪陽的老師可以忍受第八節

面對來自不同班級和不同程度的學生，這正是教師對於「教會學生比教完教材更重要」理念

的最佳例證。 

 

問：在您的經驗中，有沒有「既教會又教完」的教學模式呢？ 

答：老師爲了教會學生，當然必須重新反思既有的教學模式，當中包含教育信念、教材選擇、

教學設計以及教學評量。過去傳統的教學模式是趕進度，因此，成績至上，老師一拿到



課本，就是趕趕趕，根本無暇評估教材的適切性。爲了教會學生，老師對於教材當然要

精挑細選，尤其如何根據生的學習能力和教學目標，挑選必要的教材，然後透過合宜的

教學策略進行教學和評量，如此，有機會把學生教會。沒有哪一個教育理論主張必須完

完整地將教科書的教材上完，才代表學生學會了呀！過度執著於現有的教科書反而會使

教學失去彈性，這也是過去的教育讓老師教學僵化的主因之一。 

 

個人擔任校長之後，爲了帶動同仁一起努力翻轉教學，每年都會選擇一個新生班級任教

公民課個人認爲「分組合作學習」是可以「既教會又教完」的理想教學模式。這有幾個前提，

包括老師必須於課前花費相當多時間進行教材分析，也就是備課的工作，如此才能精熟教材；

其次要針對教材進行合適的教學策略設計，以分組合作學習來說，我會思考文本中有哪些重

要的問題是需要透過小組合作學習來進行討論或完成任務，然後設計出完整的教學單(也是課

堂的學習單），如此一來，教師的教學任務和學生的學習任務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學生在課

堂中根本沒有時間發呆或分心，流暢而緊湊的教學流程，自然會讓學生學會該有的能力和知

識。精選的教材、適切於學生能力的教材，結合分組合作學習模式的操作，個人認爲是目前

可以「既教會又教完」的方式！ 

 

問：如何在其他方面強化孩子的能力呢？ 

 

答：溪陽是屬於鄕村型的偏遠小型國中，偏鄕學生的教育現況，確實是待扶弱的多於需拔尖

的！也因此，我們的教學任務就很清楚，那就是扶弱優先，然後訓練程度較佳的孩子，

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的模式，發揮同儕共學的效應，整體提升學生學習力。對於偏鄕孩子

來說，拼命趕進度的教學模式，只會讓他們的學習更加弱勢，學習落差更大，放棄學習

的孩子也會更多。此刻，我們努力透過教師課堂教學翻轉與活化、分組合作學習模式的

推動、第八節課後分組補救教學等策略來實踐教會比教完更重要的理念。當然，除了學

科的學習，一般的基礎能力建構和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的多元學習機會也是很重要的，就

前者而言，我們深耕閱讀教育，推動閱讀素養的教學策略，103學年度榮獲教育部閱讀

磐石學校，學生的閱讀風氣與語文能力有顯著的成長；就後者而言，我們發展多元社團，

每週五下午兩節的社團時間，讓學生有機會試探潛能，展現自信，再結合校外競賽，也

爭取了不少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積分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