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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國文教學在少子化與升學壓力的雙重影響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隨著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新制推行「五選四」，許多頂尖大學理工科系逐步取消

國文作為申請入學的採計科目，國文科的重要性也再次受到質疑。這一趨勢引發教

師及家長深切憂慮，教師擔心學生語文能力下降；家長則憂慮國文教育是否已脫離

現實需求，過於強調古文背誦而忽略實用能力。 

    隨著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推行下，國文教學迎來嶄新的契機與考驗，當前

國文教育在邏輯思維、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書寫、口頭表達的訓練，皆仍有所不足。

如何透過教學創新解決學生學習動機低落、課程設計與現實需求脫節等困境，已成

為迫切的議題。語文是社會溝通的橋樑，更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宗旨，在培養

學生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的能力，因此掌握語文能力，便能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教育部，2018）國文教學的當務之急，在於回歸教育的本質，重新反思國文科如

何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二、當代教學現場國文教學困境分析 

（一）升學主義下有限的教學時間 

進度壓力無疑是教學創新最大的絆腳石。教師僅能利用有限的課堂時間，將教

科書的內容（定期評量範圍）講授完畢，甚至更多時候對於文學作品的脈絡及作者

的背景只能走馬看花。課堂上，學生因而沒有發表自身想法的舞台，礙於有限的課

堂時間，學生大多只能安靜聆聽、抄寫筆記，作為被動的知識接收者，對所閱讀之

文本，沒有足夠的評論空間，極度缺乏練習表達的機會。 

（二）考試導向下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育現場最大的無奈就是考試引導教學，同時，考試也深刻的引導學生學習動

機。特別是國中學習階段的青少年，多半尚未發展主動追尋學習意義的能力，僅能

視考試為唯一的目標，並將考試分數奉為圭臬，導致學生只願接收與考試相關的內

容，不願「浪費時間」培養，也無暇顧及其他能力。舉寫作能力來說，教育現場的

學生多認為寫作練習並不重要，一來是因為定期評量不列入計分；二來是認為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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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在教育會考中佔比不大。但其實寫作測驗與邏輯推理能力密不可分（劉雨，

1994），是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很重要的一環。 

（三）教師專業發展的欠缺 

成功的教育創新與教師發展有緊密的連結（Hargreaves & Fullan, 1992）。近十

年來，教育改革的呼聲不斷，然而多數人都把教育革新的重點放在學制及考試制度

的改革，抑或是職前師資培育的改革，卻鮮少有人重視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饒見

維，2003），以至於當前教育現場部分教師故步自封、缺乏教育創新的動力，更遑

論進一步累積素養導向的教學經驗及實務能力。 

（四）傳統評量方式的挑戰 

教材教法及評量向來密不可分（賴昭宇，2019）。108 課綱的核心目標為培養

學生的溝通力、文本鑑賞力及思辨能力，同時亦重視跨領域探索。如此多元的教學

目標，即便如今現場教師已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將素養題型融入考題，傳統紙筆測

驗已然無法全面評估學生的素養能力。 

三、國文教學因應之道 

（一）緩解進度壓力及教學時間的最大化 

要如何有效解決課堂上的進度壓力，給與學生練習表達的機會？當前的解決

之道，可從兩個層面著手。第一是調整定期考試的出題方向，當前國文考試學生仍

花量大時間一字不漏地背課文解釋，連平時課堂教師都必須預留一定時間考默寫。

教師在出題時，可以以國中教育會考素養導向為方向，減少記憶型題目，增加理解

應用型的試題。教師也須和學生共同合作，培養學生對學科能自發產生興趣，做到

課前預習、課後複習。課程中額外的文學相關補充知識，不妨做成課外資料，放上

雲端讓真正有興趣的同學參酌或作為寫作業時的參考，如此一來，便能空出一些課

堂時間，聚焦在使學生探討課文並練習表達上。 

（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當前仍然有許多學生總認為，國中教育會考不會考的內容沒有學習價值。因

此，如要有效提升學習動機，筆者建議能活用平時成績。學科知識的成果檢視，已

透過定期評量，因此如能將課堂活動表現於學期平時成績的佔比調高，能有效提供

學生參與課堂學習活動的動機。再來是提升課堂活動的價值與有趣程度，國文學科

與學生將來進入職場所需的能力密不可分，建議教師在設計課堂活動時，能結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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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引導學生進行實用型的任務，如撰寫自己的履歷、練習辯論等，這些都能成為

學生的養分，同時又能結合學科知識。 

（三）教師專業發展的精進  

教師應時刻保持開闊的胸襟接納新的事物，同時叮嚀自己除了鞏固自身學科

專業知識外，也要與時俱進，留意社會中能與學科相結合的新事物，不斷更新自己

的教學內容與方法。 

（四）評量方式創新：多元化與實務導向 

素養導向教學的實施，有賴學習歷程檔案、實作任務與口語表達等多元評量方

式的配合。108 課綱下的學習歷程檔案與知識翻新的知識改進歷程有著高度的重疊

性，在知識論壇上，學生的發文、回覆及修正等數據都會自動記錄，可以看到學生

每一個版本的想法，這不僅幫助教師於教學時及時診斷學生學習情形，還能成為學

生學習成果的證據，保留學生學習的軌跡，作為評量依據。這種多元化的評量模式，

能更精確地呈現學生學習成果，同時激發他們的學習潛能。 

四、新教學可能性探討 

（一）融入學習科技：知識翻新活動融入國中國文教學 

知識翻新（Knowledge Building）是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Scardamalia 和 
Bereiter（2006）所提出，將知識翻新視為一個群體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以想法為

交流、互動的單位，鼓勵社群內成員藉由分享本身既有的知識背景及想法，不斷精

進想法。有鑑於此，知識翻新仰賴一個可視化、持續可追溯的想法建構平台，即知

識論壇（Knowledge Forum）。透過知識論壇，學生得以在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中，

提出問題、分享觀點與創新想法。這種以科技輔助的教學模式，不僅能提升學生對

國文學習的興趣，在修改自身想法及回饋他人想法的一來一往之中，也能培養批判

性思維與跨領域解決問題的能力，進一步將國文教學轉化為創造力與素養培養的

場域。 

（二）生活化教學：結合 SDGs（永續發展目標） 

將國文教學與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結合，可

使課程內容更具時代意義與實踐價值。教師於備課時，不妨檢視課文內容是否有機

會與 SDGs 結合。舉國中課文「母親的教誨」為例，可以結合目標 5 的性別平等，

帶領學生分析不同時代或文化中母親的角色。或設計以「氣候行動」「減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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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正義」為主題的專題，透過閱讀相關文學作品、分析時事議題，讓學生從

生活經驗中理解國文的價值。同時，鼓勵學生將學習成果轉化為具體行動，如上台

發表或製作多媒體內容，提升國文學習的實用性與社會影響力。 

五、結語 

筆者自國中畢業到返回校園任教，不過十年間，卻發現國文教學在各種無形桎

梏的牽制下，教學形式仍舊，現場教師礙於進度壓力，多半只能採取保守作法，使

教學創新始終找不到突破口，讓國文教學流於考題形式，同時也讓國文學科漸漸受

到學用落差的質疑。俗話說：「花若盛開，蝴蝶自來」。面對國文教學當前的處境，

重點不在一味強調國文科的重要性，而是回歸學科的本質，找回學科與學生間生活

的連結，進而培養學生面對人生課題的能力。 

本文從教學困境、創新策略到未來可能性進行了探討，正如教育的核心精神不

僅僅在於「考試分數」的追求，而在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語言表達能力與文

化素養。因此，國文教學的改革不僅勢在必行，更需全方位的結構性轉變，涵蓋教

學目標、教師專業成長、評量方式及數位科技的應用。國文教學的轉型不僅需要政

策的支持與資源的投入，更需要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意識轉變。 

國文教學的未來發展應朝向：(一)科技輔助(二)評量多元(三)素養導向(四)社會

實踐，等方向前進。透過知識翻新理論的實踐、學習科技的整合與生活化教學的推

行，國文教學不僅能擺脫過去「背誦應試」的教學模式，還能真正培養學生的批判

思維、溝通協作與問題解決能力。這不僅是對教育的回應，更是對社會未來需求的

回應。在這個不斷變化的時代，語文教育不應固守過去的框架，而應透過科技、素

養和社會實踐的結合，實現更具包容性與時代感的教學目標。未來的國文教學，應

讓每一位學生「帶得走」的不僅是分數，而是一套完整的語文素養與批判思維的能

力，並讓他們能在未來的學術研究、職場生涯與社會參與中，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學

習者與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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