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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性思維的工作書

作者安妮．布魯克

與希瑟．韓德利運用史

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卡

蘿杜維克的論述，其中

提到偏向「定型化思

維」的人，較相信每個

人天生擁有固定的智力與才能，為了避免挑戰與

失敗，容易自我設限；而偏向「成長性思維」的

人，則相信透過後天學習與努力，每個人都能有

無限潛力，他們智力/藝術/運動能力等非固定特

質，大腦會透過學習，不斷成長。

本書每章均對應到全學年的一個月份，每月

有一個成長的主題焦點、目標，以及涵蓋強化成

長導向的策略，教師們可運用此工作書，檢視

自己的思維偏向，是偏「定型化思維」抑或偏向

「成長性思維」？透過反思調整，方能運用書中

策略，打造「成長性思維」的課室，師生透過不

斷學習，讓大腦成長，這趟調整的旅程是沒有終

點的，這必然也是一種「終身學習」。

以成長性思維迎接新課綱

透過內省檢視思維偏向，教師們可重新學

習，迎向新課綱：具有「成長性思維」的教師，

面對環境的改變，將以開放的心胸，迎接新挑

戰，創發新的點子，不斷思考教學內容如何以

「核心素養」為課程主軸，不斷思考教學方法如

何修改，不是「教完了就好」，而是要增進學生

「有效的學習」，讓學生不畏懼困難，勇於挑

戰。

教師們可透過省思日誌，不斷自問：我的課

程在哪些方面進行順利，我可以如何改善課程，

這些自我提問與省思，將會促進教師的終身學

習，為我們的生涯，注入活水。透過反思學習，

不畏懼課綱的改變，願意以新視角，加入學習的

行列。

本書中專題式學習的八大特色，可用於新課

綱的校訂課程規劃：所謂專題式的學習是指「提

供學生一個真實世界的真實問題，學生必須運用

深度思考及合作技巧來解決問題」，這與課綱中

所規範的「跨領域/科的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

程的精神」相符，善用「專題式學習」，可打破

學科框架，統整學生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教師心態的思辨與調整

「定型化思維」教育者的態度，將對學生的

人生之路，帶來負面影響。因為若教師認為智力

與才能是固定的，那教育又有何作為呢？此時，

我們的態度，可能會輕易放棄學生，不但無法認

同「人人都可學」，也可能放棄嘗試多元方式，

幫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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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平等的差異，在學校現場常帶來衝

突。班級經營的壓力，常讓教師們陷入「如果

我不公平，如何對其他人交代」。其實這僅是

「平等」，是齊頭式的相等，較偏向「定型化思

維」，傾向於給所有學生相同的規定，同樣的資

源。而「公平」才是積極的差別待遇，願意提供

資源，關心個別孩子，給予成長的機會。

打造心態致勝的實戰教室

班級經營與課堂教學，營造一個人人都可學

的課室：建構一個安全且滋養的教室，讓學生覺

得「我能在這個班級學習真幸福！」，教師以

身教落實生命教育及品德教育。教師上課時，願

意不斷在教室走動，關心學生學習；歡迎學生提

問，也接受學生犯錯，並透過引導，帶領學生

「解決問題」，則可協助學生達到目標，打造以

心態致勝的實戰教室。

學生不會從他們不喜歡的人身上學到東西

的：本書提及，「正向的師生關係」展現如下：

學生知道老師對他們的能力有信心、學生尊敬並

喜歡老師、學生尋求並接納老師的評語、學生知

道成績不如成長來得重要、學生和老師在一起有

安全感，及有助於學生願意在課業上投入更多。

我們在教育現場常見「正向的師生關係」，有助

於學生願意走進教室，這和新課綱所提及的，不

僅要重視結果，更要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

向家長傳達有關孩子的學習訊息：當教師們

走向家長，才能將家長拉近，一起關心孩子。如

何走向家長，教師們可透過定期的班刊，或每周

的聯絡本留言，告訴家長，孩子「可以做得更好

的部分」，親師一起影響孩子的學習成果。減少

聯絡本上出現一大堆的「不行、不能、不應、不

要」的冗長規定，邀請家長一起關注孩子「可以

做得更好的部分」。

正確的回應及讚美：本書中有許多心理學概

念及溝通技巧，例如「具體化的讚美」，我們鼓

勵學生的不是「你好棒」這類的模糊式的讚美，

而是「好棒的點子，真是一個有效解決問題的好

方法」。重視歷程的具體回應，讓學生知道教師

看到他們努力的歷程、策略或行動。

透過教師「思想→行動→反思→修正」的良

性循環，贏造學生適性發展的可能性

此書為本校行政會報的共讀書，每月有三位

行政夥伴導讀，精采的分享內容，促發筆者思考

新課綱的推動，其關鍵成功因素之一，為教師們

的心態調整。

除了閱讀本書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將理念

落實於教學現場，持續以社群的方式，分享將

「成長性思維」落實之實務，透過反思不斷修

正。如此，方能將知識的層次，推展到行動的層

次，透過「思想→行動→反思→修正」的良性循

環，持之以恒，激發教師自身的成長，也創發更

多「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發展，終身學習」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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