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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起來2　上海
思考、提問、表達的學習》

閱讀心得：

十年來上海經歷了轟轟烈烈的二次改革，透

過教師的轉型和教材的更新，有系統的培育學生

思辨和表達能力。過去十年來，台灣也進行教

改，至今，各自培養了什麼樣的學生呢？相較兩

岸的教育改革，我們要如何讓孩子獲得關鍵能

力、引領下一代走向國際走向未來呢？親子天下

雜誌社採訪團隊走訪中國上海，探訪教育趨勢、

改革實況、教學現場。他們相信，在拿掉考試

後，如何重啟學生動機、興趣、潛能；同時激發

老師的熱情，讓教室成為探索的基地，才是關鍵

的焦點。

書中論及，在2009年Ｉ評比中，上海中學生

在閱讀素養、科學素養、數學素養都拿到第一，

美國總統歐巴馬更在公開演講中多次提及希望

美國教育要多向上海借鏡。而台灣卻在此次檢測

中遠遠落後亞洲各國。由此觀之，在世界的舞台

上，台灣如何與國際接軌？在基礎教育的第一現

場-學校、教室、教師，到底要做何種改變才能

幫助下一代適應未來、實現自我呢？

Ｉ測驗主要是評估學生夠將學校所學的知識

與技能運用到生活的程度。因此，上海導入Ｉ希

望教育能以國際的座標來衡量質量，並借重有公

信力的國際測試建立自己的教育監測系統。文中

談論，中國上海教育重點有三項：分別為教育的

五大改造、教育現場、以及上海的教育觀點。五

大改造分別為課程變革、課堂大改造、教材大翻

新、教師大轉變、教改大反思等重點。

首先就課堂大改造而言，上海一期改造重點

乃以學科為中心，強調知識的建構，二期則以學

生為中心，強調學生要有綜合能力，以培養學生

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為主要目標。其次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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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革上將課程架構分為三部分，包含基礎型-

培養學生必須達的能力，亦包含練習與背誦；拓

展型課程-根據孩子的興趣另外給予的學習類選

修或社團活動；探究型課程則強調問題意識、問

題解決能力的專題研究。再次，於教材大翻新方

面，則從知識走向思考感受與探究，並強調學生

對文本的體驗，而不僅是對作品的理解。此外，

亦強調學生個人的閱讀感受、作業的練習也朝閱

讀-思考練習、表達-運用能力與積累等方面進行

設計，同時強調練習的延伸、查資料與預習的重

要性。

接下來在教師大轉型方面，教師角色從教學

者變成學習共同體，進行集體備課活動、觀課、

進行觀課討論並完成聽課紀錄本。期盼除學生能

力的轉變外,老師能力與角色的轉變，讓教師從

課程的實施者透過對話與提問成為課程的建構

者。最後，在教改大反思方面，中國的考試制度

仍使上海課改受限。有人提出，太強調感悟與思

考而忽略基礎的學習知識的學習，並不一定能提

高學生的素養。

走筆至此，不禁深思，到底什麼樣的教育才

最適合台灣呢？綜觀台灣的二十年來的教育改

革，從夏山學校、開放教育、學習型組織、學習

共同體…，取經對象從英國、美國、芬蘭再到日

本，並在Ｉ評比後，中國異軍突起的威嚇下，將

對岸列為假想敵，在邊怕、邊學、邊檢討的氛圍

中，再次激起一股改變的火花。試想，我們是否

也應該導入Ｉ或借重有公信力的國際測試建立自

己的教育監測系統呢？

從上海教改現場的影片中，我們發現上海小

學學生數相當多，課室秩序良好，強調學生在預

習時要達百分之百的熟悉文本，課前讀課文、

畫問號、準備課堂提問，不了解之處則查網路，

再有不懂的部分則須透過各種方法了解。課堂上

則強調課外知識的連結、補充，重視學生的表達

與感悟。學生的自主能力越強，老師就是要保持

學生的學習興趣，並營造學生主動學習的情境。

上海一學期國語課文本有33篇，而台灣則只有14

篇；前者強調整體性的思考感悟與表達的訓練，

課堂中透過長篇有意義的文本，引導師生間的討

論與提問多於將課文碎屍萬段的教導。相較之

下，兩者差異明顯可知。以影片中國語文課堂教

學為例，學生於課前已熟悉文本內容，透過提問

與回應的交流下，學生將自己的想法與他人的思

維，並在課外資料的補充下，相互建構出一番對

文意的感受。最後，藉由小組發表，帶領大家挑

出最喜歡的部分朗讀，並有秩序的分享想法。精

彩又豐富的一堂語文課，真是令人感動不已！

很多的教改其實是戴著腳鐐在跳舞，我們都

希望能做到高質量、輕負擔，因此，如何在強化

學生的基礎的學習中活化思考與感悟的重要性，

乃為當務之急。從各國的經驗中，可以初步斷

定，這場學習革命並不應該期盼單一或者少數教

師的改變就能扭轉劣勢。而是需要整個系統的翻

身改造，更需要家長和整體社會價值的支撐。

重新燃起學習熱情，這應是全體人民應有的

心態。教師燃起教學熱情則創意無限；學生燃起

學習動機則積極進取；家長們燃起學習熱情則能

共同成長。在此氛圍下，就能夠成為更有自信、

更熱情生活的人。一個以兒童為本位，以實踐中

心代替學科且終身學習的動力必能就此展開。

學習共同體學習革命，試圖從問題的核心：

教與學的改造切入。帶著老師和學校打開教室的

大門，透過不斷的觀課、同儕學習，打造老師成

為少說多聽的學習專家。學生從學習的旁觀者透

過專題式的教學設計與活動成為課堂中活躍的參

與者。好老師的關鍵詞是懂兒童，期許自己也能

夠在這場革新中，以親師生彼此尊重為前提下，

鼓舞彼此的學習動機，在學校制度的改變下建立

教師共同備課的支持體系，那麼，一粒種子在心

中發芽，我想總有成長茁壯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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