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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學習共同體—教與學的反思

壹、前言

教師教學多元化，學生學習有熱情，交織成

豐富的課堂學習樣貌。課堂是教師教學策略伸展

的舞臺，更是教學理論展現的場域，各種理論

可以在教學現場找到詮釋的定位，卻也無法含括

課堂教學的全貌。佐藤教授一再強調「學習共同

體」是一種願景及哲學，沒有標準作業流程，也

沒有處方箋（黃郁倫，2012）。藉由閱讀這本

「學習的革命」，自此，開始逐漸建構出筆者對

佐藤教授教學願景的理解。

「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筆者覺

得自己就像梧鼠，談不上有什麼專長或教學技

巧，筆者也認為自己的教學是枯燥乏味的，所以

對於書中的學生認真學習的教學現場，非常嚮

往。102年11月，在研習會場聽到佐藤教授的演

講，讓筆者進一步認識學習共同體。

貳、談學習共同體

首先，筆者發現這個教學觀深受傳統日本文

化的影響，它強調小聲討論且聆聽彼此，這和我

們印象中，學生踴躍發言且具有熱鬧互動氣氛

的教學現場是有很大差異的。其次，它強調學生

四人一組（低年級建議從兩人一組開始）協同學

習，希望學生主動提問，讓學生之間的關係是互

學而非互教；這可以讓每個學生更能看重自己，

可以願意在每一科的學習時能投入學習、不會太

早放棄自己，亦即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而非看教師

講課的客人。

第三，應用了近側發展區的原理並發揚光

大，藉著共同備課使得教師們可以設計「提

問」，教師的「提問」能否促使學生達到向上跳

躍的思考能力是教學能否有效的關鍵。所以學生

的學習是透過對話來豐富自己，藉由閱讀並思考

資料再去對話，從討論、分享與傾聽的過程去反

思、修正與建構自己理解的知識，教師重在引

導、提問、聆聽並串連對話，符合學科本質的學

習才重要、與教材內容的對話是不可或缺的。一

言以蔽之，具有聆聽關係的對話與分享，就是有

效教學。

參、實施教學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筆者嘗試以學習共同體

的方式進行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家事高手」。在

檢討教學以及修正教案後，筆者到另一個班級進

行五節課的教學，於最後一節課舉行共同觀課。

以下，是觀課教師提出的回饋和建議：

一、教師方面：

(一)教學態度從容。

(二)教師懂得尊重學生的發言內容。

(三)教學流暢，實踐與自省能導入課程！

(四)指導語明確，能顧及尚未發言的學生。

(五)提醒學生面對正發言的人，讓學生學習

尊重及聆聽的態度。

(六)給予充分時間發表分享自己的想法，善

用傾聽、覆述支持與鼓勵的技巧，讓學

生更有信心說出心裡的想法。

二、學生方面：

(一)全班上課專注，也能認真傾聽教師和學

生的發言。

(二)學生發言熱情，以學習者為中心，課堂

內大家都是主人。

(三)舉手人次多，即使有來賓干擾，學生依

然熱情討論。

(四)連結生活經驗，「做中學」，引發學生

興趣。

(五)「越幫越忙」的問題，引起熱烈迴響，

更能讓學生進行思考。

三、對教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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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將其中一兩題討論結果以文字做書面

呈現，使每一組都有機會發表，而不是

旁觀者。

(二)學生表現呈現兩極化，表達能力佳者全

神貫注參與，不擅長者幾乎沒有發言，

建議鼓勵其他學生表現。

(三)學生發言集中於O涵等附近學生，靠走

廊一排雖舉手，教師注意目光少，給予

發言機會少。

(四)座位分配太過緊密，授課教師不易走入

學生，造成課堂巡視的阻礙。

肆、教與學的省思

一、學生學習方面：

(一)積極參與討論

在上課討論時，大多數的學生討論

投入、氣氛熱絡、發言踴躍。即便有學

生只敢在組內發言，怯於針對全班同學

進行發表，此時，從學習單的呈現，可

知其做家事的情形，彌補未發言之不

足。再加上教師口語的鼓勵與邀請，針

對尚未發言的學生給予調查、發言、覆

述及口語回饋（讚美），增加不擅長發

表者的發言機會。

(二)促使學生互學

「妳這邊怎麼都沒寫？」「我媽是

越南人，她不會寫中文。」「沒有關

係，妳用講的就好了。」接著組員專注

聽她講。這組學生的互動，可見彼此接

納的同學愛有多可貴！這提醒筆者：學

習單的空白不一定等於沒完成功課，老

師要帶著純粹的接納與聆聽，就可以開

展、經營良好的學習與互動氣氛；讓上

課成為學生互學、老師理解學生的美好

時光。

二、教師教學方面：

(一)進行引導省思

真實生活中，學生「越幫越忙」的

經驗豐富，針對這點的討論較多。教學

時，要能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引導

學生串連思考「如何把家事做對、做

好」，以扣緊能力指標『參與家庭生

活、增進與家人互動品質』。在最後的

總結時，提及：「就像一開始播放的影

片，小熊與媽媽終於能一起玩玩具、讀

故事書，那我們每個人做完家事，也可

以和媽媽、 家人愉快的一起玩遊戲或

閱讀（互動）」，以達前後呼應之效。

(二)達成教學目標

想達到「將省思導入實踐與應用」

的目標，可將其中一題的討論結果以書

面方式呈現，使各組發表後，每個學生

都可以看到各組的討論結果～回家後可

以做哪些家事，做完能和家人一起愉快

的進行有趣、好玩的互動。透過這樣的

方式，增強回家後願意做家事的動機、

促使行為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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