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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追尋教師專業系列，我們很幸運和清水高中陳玟樺老師相遇。玟樺老師在數學領域

任教已十年，除了是學校的數學教師之外，也是本市中學數學輔導團團員。回顧這十年，

執教鞭的初衷不曾改變，但心境更為澄明，教學方法更加靈活。玟樺老師在課堂中除了和

學生一起探索數學世界的知識之外，他更重視教室裡的權利與責任。套句學生說的：「這

是數學課，老師怎麼在教社會呢？」是呀！在數學課堂裡為什麼要這麼強調權力與責任？

這樣的概念對於學生學習將產生什麼影響？我們很好奇，兩種截然不同的元素，在數學課

堂裡，玟樺老師要如何讓這些元素迸出火花，點燃學生的學習熱情。

改變是唯一的不變

　　每一位教師的都希望把自己所負責的領域學科教好，也希望學生好好的學，初任教職

工作時，玟樺老師也是這麼想的。但是，在學校實際和學生相處一段時間之後，玟樺老師

轉變他的想法了。玟樺老師表示，在進入職場前(學生)、後(教育工作者)，他對教育的解

讀改變了很多。

　　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有時候並不能真正的幫助學生學習。學生為什麼要學數學呢？若

數學和他們的生活沒有聯結，那數學怎麼可能引起他們的注意？玟樺老師開始思考這個問

題。我們要學生好好學數學！怎麼學？學到什麼？

　　雖然教師竭盡心力準備課程，在課堂上用心授課，但是學生能接收到的還是有限。與

其教師不斷的示範與指導，為什麼不讓學生自己嘗試學習，自己去研究呢？從課程決定的

理論來看，在教室，教師並不是唯一的主角。學生也有參與課程決定的權利。因此，玟樺

老師將權利與責任的公民概念帶入數學課堂。他讓學生擁有權利對自己的學習做選擇，也

讓學生明白有責任做好該做的事情。

　　讓學生明白學習是自己該承擔的工作，接著要怎麼讓學生願意學數學呢？「有用的！

」當學生發現數學和生活是有關聯的，透過數學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學生必能重新

拾起學習的熱情。玟樺老師表示，某次進行投籃統計圖的課程，當課程告一段落後，他把

這個統計圖概念加入社區治安問題—「治安斑點圖」。他讓學生透過治安斑點圖感受到自

己所學數學與真實生活的連結性，可以透過數據判讀來了解周遭居住環境品質。在這堂課

學生的眼睛亮了起來，數學不在是一堆數字和符號堆疊起來的怪獸，呈現在眼前的是如此

真切的生活故事。玟樺老師表示，教師要做的是將課本上的知識和世界聯結，讓學生透過

課本的知識和世界對話；讓學生感受到數學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這些聯結需要教師

花心思為學生建立。

數學教室裡的權利與責任

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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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參與課程決定

　　「選擇」多麼美好的事情！這應該是學生非常期待的！自己可以從眾多方案，決定要

哪一種！但事實不然！學生一開始無法表現「決定」的行為。

　　為了改變教室學習生態，玟樺老師想要從學生的學習心態改變。他邀請學生參與課程

決定！

　　課堂活動告一段落，進入配派作業時間。以往都是由教師指定作業，然而突然間狀況

有點不同，教師要學生從習作找出和當天課堂中討論的問題類似的題目作為作業。第一次

參與回家作業的決定，學生所表現的是等待、無法決擇。玟樺老師透過提示引導學生，讓

學生自己決定當天的作業練習，學生逐漸體會只要自己知道今日的課堂活動內容，自己就

可以決定當天的練習作業。

　　當學生逐漸適應這樣的模式之後，玟樺老師開始進行下一階段的引導—「課程決定」

—明天要上什麼課呢？

　　在課堂活動告一段落，也和學生一起決定練習作業之後，他協助學生回憶當天課程內

容，進而要學生思考並決定下一次的數學課要進行什麼活動。學生想要決定課程進行就必

須清楚課程內容的結構，因此學生要先預習。預習可以很精實的，也可以很簡單的。學生

可以翻翻課本，看看該單元的課程編排，看看今天上課的內容，接下來要進行的課程；也

可以閱讀課本所編排的內容，註記自己看不懂的地方。透過課程決定參與，玟樺老師引導

學生預習課程，知道自己學習的進程在哪一個階段；學生在課程決定參與過程，明白自己

有權力可以決定課程的進度，但是要決定課程之前，自己有責任先去明白課程內容的結構。

　　除了練習作業、課程進行等決定之外，玟樺老師要學生寫板書、上台講解版書的內容。

當下一次要上課的內容經由師生討論確定後，學生要在下一次課堂進行前，利用時間把當

天課堂將要進行的內容書寫在黑板上；數學課開始後，要有學生上台講解寫在黑板上的內

容。玟樺老師表示，在課程決定的過程中，學生享受權力決定課程進度，但同時也要負起

責任，把自己決定的課程內容講給大家聽。學生因為要上台講課，為了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他們會去研究要講的內容，雖然不是全面性的預習，但至少學生為了這堂課而去閱讀課

本內容，為了上台能夠順利講解，學生會去問問題，把自己不會的部分問清楚。透過權力

分享與責任歸屬，學生慢慢的了解到「學習這件事是自己的事情。」

　　我們發現，玟樺老師的改變是從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互動著手。透過課堂活動決動權的

分享，讓學生改變自己的學習模式。學生從等待教師的指示，轉變為自己決定自己學習的

進程；從被動的聽授課教師講，轉變為要為自己所負責的課程部分主動學習。這一切的轉

變是從權力和責任開始的。在班級經營的歷程中，教師將權力分享給學生，透過權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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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學生發覺自己在課堂裡並不只是接受命令的角色，只要能夠掌握課堂

活動進行的內容，就可以決定、改變某些事情。相對的，學生在享有權力的同時，也要負

起相對的責任—做決定。要做決定就必須對課程活動有一定的參與，必須了解課程內容。

將學習活動的責任還給學生自行承擔。

　　我們也發現，課堂中的權力分享並沒有降低教師在教室的重要性與課程主導權，不但

如此，在學生開始思考、注意學習的內容，更凸顯教師在教師的重要性—引導者。課程進

行的節奏快慢、哪些課程是要深入討論的、哪些課程是可以省略帶過的，所以玟樺老師即

使花很多時間和學生進行討論活動，但課程進度仍然不會構成太大的難題。

數學閱讀理解

　　教學活動玟樺老師結合閱讀理解策略，讓學生透過讓學生「預測、提問、摘要、澄清

、反思」等策略學習閱讀數學課本的內容，每個單元上課前，請學生預習並預設問題，上

課時由學生輪流上臺講解重點，台下學生提問，互相討論；用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上台講

課、提問，再共同解決問題。同時，透過課本文字改寫、在筆記本畫圖，改寫課本內容，

以及各種不同的問題提問方式，引導學生培養出自主學習能力。

　　玟樺老師表示，學生成了課堂上的主角之後，低成就學生敢開口發問，高成就學生則

會想挑戰更高層次的學習，學生慢慢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讀懂課本。」

學習評量

　　在學生學習評量部分，他捨棄過去的考卷評量。

　　「不想被考卷給綁住！」

　　「我只專注在課本、習作和筆記本。」

　　玟樺老師表示，通常紙筆測驗都是單元課程結束才進行，在時間上已經慢了很多。在

單元課程進行過程中，學生因能力不同會在不同時間點遭遇問題，這些問題若沒有立刻解

決，就會累積到下一個學習活動。以此類推，在該單元活動結束時，有些學生所累積的問

題就很多了。若沒有立即進行補救，那麼在單元課程進行過程，對這些學生而言都是浪費

他們的時間。

　　玟樺老師透過課堂發問、學生筆記寫作和學生發表的內容及小考本就可以即時且充分

的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的進行課程補救。這些評量也都會成為學生學習的考核依據。

然而我們對這樣的學習評鑑方式還是存有疑惑！在沒有考試的情況下，上台寫板書或是上

台講課可能是少數幾個人，或者有些學生是不參與課堂討論、意見發表的，這時候該教師

怎麼處理呢？

等待與協助

　　玟樺老師表示，這樣的教學模式已經實驗一段時間，成果還不錯。但每個班級因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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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組成以及各種因素，所以每個班所呈現的風貌也都不同。有些適應力比較好的班級，

已經能夠在他入班上課前寫好板書準備上課。學生要達到這樣的上課要求，我們必須逐步

引導並給他們時間適應、準備。

　　對於數學學習表現在中後段的學生，教師必須要花點時間去了解他們的上課狀況。玟

樺老師表示，他會在上課前，和這些學生聊聊天，從談話中去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或是遇

到的問題；同時，對於不會主動上台講課或寫板書的學生，他會在課前指示他們要回答某

幾個問題。

　　「事先預告，讓他們有時間準備，他們就會去做。」

　　當然不要給他們太困難的問題。

　　一開始，用獎勵制度是很好的誘發點，學生為了加分會很願意朝我們想要的方向發展

，直到這些上課模式內化成為他們日常上課的一部分，獎勵或是仍然擺設著，但學生也許

已經不需要這個外在的推力了。另外運用世界公民的理念，讓有能力的學生去幫助需要幫

助的學生。這樣可以讓更多學生更能進入學習的氛圍裡。

　　玟樺老師表示，在檢驗學生學習時，除了學習成果之外，還得要檢視學生的學習動機

有沒減弱、學習情意上有沒有阻礙。學習成就的檢驗是無法在幾堂課看出若大的變化，但

學習動機和學習情意卻可透過教學策略改變及班級經營逐漸擴大效果，因此學習動機和學

習情意沒有削減，我們可以肯定學生是有學習的，只是他們需要師長的耐心等待。

結語

　　在本次專訪，我們從玟樺老師的教學經驗學體悟到，課堂的教學活動隱藏有更深層的

內容。玟樺老師從權力分享與責任歸屬引導學生積極學習；透過數學閱讀理解策略教導學

生如何有效的閱讀數學課本的內容，並作出更高層次的反思與批判。玟樺老師在訪問過程

表示，教學法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適不適合。在教師專業提升，除了積極了解新的教學方

法，更重要的是同理學生學習困難的處境，協助他們尋找到合適的學習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