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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達教學法應用於國文科教學的                
實施困擾與建議 

林慧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臺灣，一般的教學現場教師普遍採用講述法。教師是課堂的主體，在短時

間內將知識建構好，並且大量地灌輸給學生，這是過去幾十年以來教師授課最常

用的方式，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因為臺灣在升學主義掛帥的社會氛圍下，這是最

有效率的教學方式。「考試引導教學」的模式固然備受抨擊，卻始終存留在校園

裡，教師須面對升學主義帶來的教學成效壓力，同時面臨授課時數與授課進度帶

來的諸多教學限制，為了利用有限的時間達到最大教學效能，不得不運用講述法

教學，各科皆然，國文科也不例外。然而，多年來社會不斷關注臺灣孩子競爭力

降低，國語文程度日漸低落的現象，可見大多數教師採用的講述法未能發揮出良

好的教學成效。國語文教學是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建構思想體系的入門（謝紫琳，

2014），閱讀更是進入國語文學習領域的敲門磚，提升學生國文閱讀表現有其必

要性與迫切性，如何翻轉傳統的講述教學法因此越來越受重視。 

程子曦（2016）研究指出翻轉教學實務已經開始推動，相關應用中以張輝誠

老師提倡的「學思達教學法」最負盛名。諸多學思達教學法的支持者認為學思達

教學法與一般講述式教學法相較之下，學生於學習態度及成就上會有更傑出的表

現（魏志雄，2018）。援此，本文針對筆者將學思達教學法應用於國文閱讀教學

的優缺點進行討論，並結合筆者教學現場的實務經驗，提出相關建議。 

二、學思達教學法應用於國文科教學 

學思達教學法應用於國文科教學，程子曦（2016）、魏志雄（2018）與陳振

祥（2018）等人的研究發現顯著教學成果；但是陳依彤（2017）的研究，則發現

對國文基礎薄弱的學生來說，在接觸學思達教學法時，一開始會覺得新鮮，但到

了文言文學習時，仍需要形音義補充和講解，並對文本加以翻譯。因此，教師應

用學思達教學法的成效如何，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十二年國教課綱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教學目標明列出兩項：「透過聆

聽、閱讀掌握各類文本表述的要素，並運用於口語表達與寫作，使學生能發展思

考和見解，注重理性和感性的溝通」、「理解古今多元文化，進行議題探究與思辨，

以形成對生活、社會、職場的反省力與創造力」（教育部，2018），可見國語文教

學強調提升學生對各類文本的理解、思考、探究的能力，此與學思達教學法所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9），頁 121-125 

 

自由評論 

 

第 122 頁 

培養學生的三大重要能力—自「學」、「思」考以及表「達」，完全一致。 

  「學思達教學法」（Sharestart Teaching Method）是一種強調透過學習者的自

「學」、「思」考、表「達」的學習活動歷程，用來翻轉傳統老師單方面僵化講述

的教學方式，目的在於訓練學習者的自學、閱讀、思考、討論、歸納及表達等能

力。學思達教學法的兩大核心概念—「讓學生成為學習主角，學生在課堂上才真

正擁有學習主動權」、「好奇心和思考才是學生學習的最佳動力」。 

三、學思達教學法實施困擾 

  學思達教學法應用於國文科的教學，固然已經有幾篇實證研究發現有正面效

益，包括陳佩瑜（2014）、林暘斌（2015）認為對於學習動機、潛力開發有所助

益。但是亦有一些研究發現相反結果，林佩樺（2016）肯定學生在閱讀理解及口

語表達能力有顯著提升，但是在寫作能力則無明顯改變；李依庭（2016）發現學

生學習成績退步。 

教師致力於教學方法的改變是一個對於臺灣教育現況的反思，講求喚醒學生

的學習自主權、求知慾與學習的樂趣，更加重視學生的學習狀態，不論是「翻轉

教育」或是「學思達教學法」，二者皆然。然而，茅雅媛（2015）指出，要達成

改變教學方法的「翻轉」理念，須要的不僅是熱情、經驗、與方法而已，真正需

要徹頭徹尾翻轉的，應是整個教育與升學體制，親師生三方、校長、主任、政府

官員及社會大眾的共識。十二年國教課綱施行至今將邁入第三年，教師、學生、

家長、官員，乃至於社會大眾，到底怎麼看待「教育」和「學習」呢？如果翻轉

了教學法，卻沒有翻轉體制、心態與價值觀，學習終究是被束縛的。 

造成學習被束縛問題大致有四點（茅雅媛，2015）：無法幫助考試、費時費

力、同儕的配合度不穩定以及教師的實施情形參差不齊。在上述四點問題中，可

知課程時數與升學考試制度等體制並未改變，若極力推動各種翻轉教學反而引發

種種問題。王政忠（2017）指出，近年來張輝誠老師和學思達（或以學思達為核

心概念的翻轉教學法）的許多專家教師們也意識到，中小學現場因為常態編班，

必然會出現程度落差嚴重問題。因此，在設計或修正學思達等翻轉教學的模式

時，開始強調或證明即便是常態班級一樣有效且可操作。只不過，學思達教學法

於偏鄉的班級翻轉不起來卻仍然是不爭的事實（王政忠，2017），這或許與偏鄉

學生的自學能力、自學態度有關。學習態度決定了學習高度，教師的眼界劃出學

生的學習界線；若學生丟失了學習態度，何來學習高度？即使教師有宏大的眼

界，仍無用武之地。不只是在偏鄉，城區亦然，如何喚醒學生的學習態度，是更

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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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教師欲使用學思達教學法之建議 

學思達教學法的實施，讓教師教學的改變從準備課堂中的「說」，到變成「學

提問」；而學生學習的改變則是從消極被動的等著「餵」，變成「學思考」。教師

與學生的身份與角色開始進行變異，這過程一開始讓學生很不習慣，也需要適

應。學生對「國文課」刻板的印象是只需要被動的聽講即可，甚或只要不吵不鬧，

老師都不太會有特別的要求；但是學思達教學法則強調學生要從閱讀資料中提出

自己的觀點，委實很不容易。因此，針對千頭萬緒的教學現場，筆者提供以下建

議： 

(一) 適時使用而不是每堂課使用  

以國文科而言，既是部定課程，更是學測、統測等各項升學考試的重點考科，

這迫使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皆要面對升學的壓力。受到升學壓力影響之下的教學

現況，便是教師必須按照教學進度，並且要讓學生能獲得好成績。基於教學現實

的考量，建議教師要規劃學思達教學進行的時間，例如寒暑假的課業輔導，或是

剛開學時，這時學生的課業壓力比較不大，可以更從容更自在的上課。  

(二) 教師須強化課堂秩序的控管 

異於傳統講述法安靜的上課現場，學思達教學法以「討論」作為使學生腦力

激盪的推力，討論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學生們在同個空間難免造成嘈雜聲。

雖說多數學生認真地參與討論，亦有少數學生因握有課程自主性而感到「興奮」，

並未認真參與討論轉而跑去聊天，驗證了茅雅媛（2015）所說的，在進行翻轉教

育時，同儕的配合度不穩定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學習束縛。雖然學思達教學法首要

條件是活化課堂的氣氛，然而後續教師能否有強大的班級經營能力，實屬一大考

驗，如果教師在課堂控管的能力較弱，課堂就易演變為失控、吵鬧，無法順利依

照課程進度進行，且學生們會互相影響，造成學習效率大幅降低的情況。 

(三) 搭配部分板書筆記 

   因為學思達教學法以教師在台下「補充」相關知識為主，因此筆者曾遇過學

生反映有時不知道要不要將聽到的內容寫下的情況。儘管學生在腦中梳理了學習

內容，卻仍擔心課後可能會有所遺漏，還是希望將所學抄寫記下。因此，建議教

師能適時地將一些補充的重點寫在黑板上，提醒學生參加討論之餘，亦可將重點

寫到課本或講義上，避免下課後忘記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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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教師在教學習慣之舒適圈當中，突破須要勇氣。其間不只要面臨升學主義的

制度框架，更要承擔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重任、改變自己慣用的教學模式等等，

諸多因素均形成相對的壓力，讓人不敢改變也放棄改變。國文科本來就不枯躁乏

味，致令枯躁乏味的是教的人以及教的方法。教師在詮釋觀念時不能再像過去一

樣紙上談兵，必須融入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主動思考與明確表達的教學策略，

方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教師也才能與時俱進，培養出當前社會所需要的

人才。無論翻轉教學、學思達教學法乃至於傳統講述法，每一種教學方法都有其

優點與局限，教師在授課前，應當釐清課程目標，並以學生學習的最大利益為考

量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方能掌握教學方向，提升教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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