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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生進行表達的引導學生進行表達的引導學生進行表達的引導學生進行表達的引導 

2.3.1 為什麼要引導學生表達為什麼要引導學生表達為什麼要引導學生表達為什麼要引導學生表達？？？？ 

我們的社會已經從以商品生產與消費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後資本主義社

會，這種社會是以高度的知識、文化、資訊和服務業構成的知識經濟社會。在高

度競爭的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是不斷變動與推陳出新的，其保鮮期與壽命是短

暫的，因此學習知識的內容已非最重要，學習的方法與未來能力的培養才是關

鍵。 

人際溝通與分享表達是當前重要國際組織（如：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主張的未來人才所應具備的重要關鍵能

力。然而，傳統的學校教育強調由教師扮演知識傳遞者的角色，教學活動也多侷

限於教師教科書內容的講述，此種重視博學強記知識的囤積式教育並無法培養出

上述關鍵能力。 

因應社會變遷與未來能力培育的需求，改變學習型態的寧靜教育革命正席捲

世界各國，學校紛紛翻轉傳統教師獨白式的課堂風景，讓學習不僅是學生與教材

（客觀世界）的相遇和對話，也是與教室裡夥伴的相遇和對話，以及與自己的相

遇和對話。透過學習共同體中相互聆聽、分享與論證的對話共學關係，知識能不

斷被探索、豐富和充實，此有助於學生積極回應個人及社會生活的需求，同時迎

接現在與未來的挑戰。 

過去臺灣的課堂風景多為單向的教師獨白，搭配少許的「教師提問、學生回

答」的雙向互動。在課堂上，學生與同儕夥伴對話，或表達意見及論點的機會甚

為罕見，但去實現學習者與教材、與夥伴，以及與自己對話，溝通表達能力卻是

格外重要的。具體而言，課堂中引導學生表達的重要性如下： 

� 彰顯學生的主體性，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讓課堂上不再只是充斥著教

師獨白的場域，而是師生都能公平參與、分享交流、協同合作的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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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相互聆聽的關係，串聯彼此對話的語言行動，為課堂上的協同探究與合

作共學建立基礎。 

� 透過語言或其他符號表徵工具讓學生有機會將其內在思考外顯化，呈現個人

的學習與認知。 

� 藉由聆聽讓自己從對方獲得想法與資訊，讓知識有不斷被豐富和被充實的可

能性。 

� 透過他人的分享與互饋，知道彼此的想法與主張，幫助學生澄清疑問、找到

關聯，進而深化學習。 

� 促使學生瞭解社會文化對表達的規範作用，培養學生具備傳承與轉化文化的

能力。 

� 藉由論證引導學生自由、充分地說理，讓彼此能藉由協商與說理，贏得他人

的信服，或基於理性的判斷自願地接受他人的主張，落實民主教育。 

 

2.3.2 什麼是表達什麼是表達什麼是表達什麼是表達？？？？ 

A. 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表達表達表達表達」」」」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 

「表」是表示，「達」是傳達。學習共同體中的「表達」是指個人不僅要能

專注地聆聽並掌握他人的想法、知識或感情，也要透過各種方式與媒介有效地將

個人的看法或立場傳達給他人，並能為自己的主張提供充足的立論依據。析言之，

學習共同體的表達包括聆聽、分享和論證三個要素： 

(A)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聆聽（listening）」和「聽（hearing）」的概念是不相同的。「聆聽」是主動

地搜尋對方話中的意義，但是「聽」卻是被動的。聆聽是指專注地掌握他人所述

說的內容，並努力嘗試理解對方的意圖。兩者之間的最大差異在於「聆聽」需要

全神貫注、細心體會話語之中的真義；而「聽」僅僅只是聲音傳導與接收的動作

而已，至於話語的意涵則不一定能被正確理解。換言之，「聽」純粹只是身體功

能，是正常人與生俱來的能力；有別於生理的聽覺，「聆聽」必須「用心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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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不僅要聽對及聽懂對方的話，也要聽出對方已表達，或想表達而未表達

的意見。 

(B)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分」就是分配、分開與分送，「享」就是享有、享用與享受。分享就是把

各自獲得的經驗、見解或資訊，分送大家享用。經驗或有成有敗，見解或有對有

錯，資訊或有用無用，藉由分享的過程，彼此激發更成功的經驗、更卓越的見解、

與更有用的資訊，將分享的能量發揮至淋漓盡致。 

� 分享的內容包括經驗、見解與資訊。 

� 分享的方式有單向、雙向和多向。 

� 分享的符號和工具包括語言、文字、數理、肢體、藝術等。 

� 分享的態度應注意吸收、接納，以及捐棄成見。 

� 分享的目的在成為彼此激盪的引介、互搭鷹架，達到加倍加乘的學習效果。 

(C) 論證論證論證論證 

論證就是「論理證成」，是指用某些理由去支持或反駁某個觀點的過程，是

為了自己的主張提出自圓其說的理由，以使得對方接受的交互過程。論證通常是

由論題、論點和論據構成。 

� 論題是指討論或探究的題目或議題。 

� 論點就是針對題目或議題所要闡述、議論的觀點，亦即我們要表達的看法和

主張。 

� 論據則是用來支持或證明我們的論點的各種依據、素材、資訊和知識。 

論證又可分為立論和駁論。立論是以充足的論據正面說明、驗證自己論點合

乎正確的論述；駁論則是以有力的論據對照說明別人提出論點不合理或謬誤的論

述。 

 

B. 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表達表達表達表達」」」」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 

學習共同體中的「表達」與一般的「表達」相較之下，具有下列幾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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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只是用耳朵接收，而是必須同時認真用眼睛關注、用心智轉化、用專注

之心聽進去、聽清楚與聽明白每一位夥伴的發言甚或低聲細語，並敏銳地去

感知其思考和情感的細微變化，甚至能夠主動挖掘對方問題之所在。 

� 不是集體獨白，也非各自表述的語言行動；而是強調相互傾聽、適時分享和

有效對話所串聯而成的互聽與共學關係。 

� 不是排除或掩沒差異，盲目追求表象的和諧（同而不和）；而是能尊重並肯

認差異，強調多元觀點的協同學習（和而不同）。 

� 不是以音量取勝，而是透過充足的論據、以理服人的過程。 

 

C. 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表達表達表達表達」」」」精神的現象精神的現象精神的現象精神的現象 

(A) 各說各話各說各話各說各話各說各話、、、、缺乏聆聽缺乏聆聽缺乏聆聽缺乏聆聽 

同學們只顧各說各話、缺乏聆聽是課堂上最常看到的情形之一。此種情形可

能是因學習任務太過簡單，在課本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以致同學們只顧自己發

表、熱烈的發言，而全然忽視他人。另一個可能原因則是大多數的時間，我們並

沒有很認真的聽別人在說什麼，而是在想接下來要說什麼話，或者要怎麼說才可

以得到別人的認可。 

(B) 追求效率追求效率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缺乏對話與討論缺乏對話與討論缺乏對話與討論缺乏對話與討論 

教師經常會利用學習單設計各種不同學習任務，幫助同學們在小組中進行探

究，但往往因學習單的學習任務太多，以致於學習單一發下後，各小組就為了盡

快完成任務而各自分頭找答案。有時候，當老師要學生針對一些需與他人討論的

爭論性議題或具一定複雜性與難度的問題進行分享時，同學們也只是輪流的提出

各自的想法，並沒有進一步針對彼此的想法進行對話討論，甚至當同學間的觀點

或主張有矛盾、衝突時，也不見彼此有進一步質疑或澄清的互動。 

(C) 強調和諧強調和諧強調和諧強調和諧，，，，忽略多元與差異忽略多元與差異忽略多元與差異忽略多元與差異 

我們的社會文化強調和諧，避免爭端。在此種文化的薰陶下，學生經常會為

了維持彼此的友好關係或避免和人爭論，而選擇隱匿自己不同的意見，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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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凝聚力的小組中更是嚴重。所謂「彩虹之美在於多色共存」，忽略個別的意

見，或是對少數見解忽視不予理會，被犧牲掉的往往是獨特創新的巧思或客觀分

析的意見。 

(D) 只知其然只知其然只知其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考試領導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文化的主導下，學生在課堂上針對教師設計

的問題或實驗活動，經常會出現只在意結果與答案是什麼並急於找出答案，而不

去思考支持或反對這些答案與結果的立論依據，以及過程中影響答案或結果的可

能理由。 

綜合上述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表達精神的現象可知，學習共同體中的表達並

非只是讓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或答案，也不是汲汲於追求效率或表面和諧，而是

強調成員之間的相互聆聽、分享對話，以及說理論證，其目的在澄清彼此的思考、

串聯各種觀點，進而深化學生的理解與學習。 

 

2.3.3 如何引導學生表達如何引導學生表達如何引導學生表達如何引導學生表達？？？？ 

教師在課堂中引導學生表達，可以參酌以下建議： 

A. 營造鼓勵學生表達的學習情境營造鼓勵學生表達的學習情境營造鼓勵學生表達的學習情境營造鼓勵學生表達的學習情境 

班級中的學生族群常常因不同背景、個性與能力而呈現差異性，因此學生有

不同的意見與廻異觀點，實屬常態。在異質的教室生態中，教師應秉持開放的心

態，營造自己與學生都能尊重每個人的不同想法與立場，甚至要能包容與自己相

佐的意見。為使學生能在課堂上敢於表達，教師不僅應安排布置有利於學生表達

的物理環境，更要致力於營造友善開放、尊重接納與包容歧見的課堂氛圍。具體

而言，教師在課堂環境的安排與氣氛的營造上，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 課桌椅的擺設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看見彼此，縮短老師與學生，以及學生與

學生之間的空間距離。 

� 建立安靜沈著、耐心等待、輕聲低語的班級規範與文化。 

� 對所有學生的發言都寄予信賴與期待，鼓勵其意見的分享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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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方未完成敘述或在未完全清楚對方表意之前，不要搶著發言、打斷對方

或妄下評論。 

� 對他人所分享的內容能做到不攻訐、不否定。 

 

B. 透過教師的身教與示範透過教師的身教與示範透過教師的身教與示範透過教師的身教與示範，，，，培養學生聆聽的技巧培養學生聆聽的技巧培養學生聆聽的技巧培養學生聆聽的技巧 

構築課堂上相互聆聽的關係是營造學習共同體的起點。有別於生理的聽覺，

「聆聽」必須「用心理、用心思」，它是一種較為深層的技巧，是需要由後天的

體會去感知習得的能力。正因如此，教師除了著手構築學生之間相互傾聽的關係

外，自身的身教示範更是不容忽視。教師示範聆聽技巧可掌握以下原則： 

� 尊重：以傾聽為核心，顧及每一位學生的尊嚴，接納每一位學生的想法與論

點。 

� 專注：適時發出「嗯」、「喔」、「我懂」等聲音，並配合身體微微傾向對方，

眼睛自然的看著對方、點頭示意等肢體語言表達專注。 

� 言行合一：教師的口頭與肢體語言應力求一致，若不一致將導致學生識破教

師的真誠，而導致反感。 

 

C. 提供練習機會提供練習機會提供練習機會提供練習機會，，，，鼓勵學生以多元方式表達自己的理解與思考鼓勵學生以多元方式表達自己的理解與思考鼓勵學生以多元方式表達自己的理解與思考鼓勵學生以多元方式表達自己的理解與思考 

熟能生巧。教師除了親身示範外，可提供學生多元形式的表達機會。為了讓

每一位學生都能有機會與夥伴分享，課堂活動可採小組協同方式，學習的任務也

不能太過簡單（在課本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或不具爭議（不需與他人討論就

能產生標準答案），而必須有一定的複雜性與難度，才能引發同儕間的討論與對

話，進而透過此互學關係，聆聽他人觀點、提出個人意見與質疑、進行討論，並

從同儕互搭的鷹架中澄清疑問、找到關聯、深化學習。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組的成員人數以二至四人為原則，如能以四人為一組更

佳。經驗法則也告訴我們，人數不宜超過四人，因為當小組人數愈少，學生表達

的機會愈多，所需要的溝通與人際技巧也就愈少；人數過多的小組則可能無法讓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進階手冊進階手冊進階手冊進階手冊 2.0版版版版 

 

每位學生在有限時間內都有充分表達的機會，甚至可能因為缺乏足夠技巧而怯於

分享。而表達的形式除了小組討論與文字書寫外，教師也可以鼓勵學生以故事、

海報、學習單、繪圖、劇情演示，甚至肢體表達等多元方式呈現出來。因此教師

要擅於： 

� 鼓勵學生在認真聆聽其他夥伴的見解與接納他人的主張之餘，應致力於生成

自己的理解，並適時提出與人交流分享。 

� 透過示範、練習，培養學生表達的技巧，並讓學生知道分享與表達的形式是

多元的且可以不拘泥於任何形式。 

� 利用提問技巧鼓勵學生以語言、文字或其他符號表徵呈現其內在思考、疑問、

見解或立場。 

 

D. 鼓勵學生珍視彼此的經驗與見解鼓勵學生珍視彼此的經驗與見解鼓勵學生珍視彼此的經驗與見解鼓勵學生珍視彼此的經驗與見解 

學習共同體的小組因有不同特質的學生，往往能激發更多元、更具創意的想

法。不論是在小組內或在班級中，藉由分享此時此刻思考過後的意見與觀點（放

聲思考），即使是不完全正確或錯誤的觀點，在彼此對話交流與互動的激盪歷程

中，往往可藉由同儕間所互搭的鷹架，幫助澄清彼此的迷思或誤解，甚至學生可

能因此突破「好像懂了又不太理解」的關卡，達到「伸展跳躍」的學習效果。故

教師可參酌以下作法： 

� 確保學生多元意見、多種思考的交流，肯定每位學生的發言與意見交換。 

� 強調「在錯誤中學習」也是學習的方法之一。要讓學生瞭解即使一開始分享

的觀點是錯誤的，在分享的過程中往往可藉由同儕間的對話與互搭鷹架，幫

助自己澄清迷思或誤解。 

� 提醒學生不應為了追求和諧文化的表象，而輕忽不同意見與觀點的表達。 

 

E. 鼓勵學生發表看法和主張鼓勵學生發表看法和主張鼓勵學生發表看法和主張鼓勵學生發表看法和主張，，，，並提出說理論證並提出說理論證並提出說理論證並提出說理論證 

教師針對學生的問題討論或實驗活動，除了協助學生找出可能或可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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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果外，更要引導學生思考支持或反對這些答案與結果的立論依據，以及過程

中影響答案或結果的可能原因。所以，學生不僅要能說出答案或結果（是什麼），

也要能提出他們思辨與判斷的理由（為什麼）。課堂上，教師可依以下步驟引導

學生進行論證： 

� 發表個人的答案或主張，確立自己的立場。 

� 為自己的立場提出具體的理由。 

� 提出不支持其他立場的理由。 

� 為自己的論述提出完整的依據或更具說服力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