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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策略，促進學習動力  
社論專載

 

近幾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在教育部的「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推動之下，開始

重視提升大學教學品質，希冀精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期盼教師能了解學生如何學習

，有效應用學習教學方面的知能，以瞭解該如何教學，促進學生有效的學習，來提升

大學生之多元能力。最終目的，希望能培養大學生了解自己、求取新知、適應個人生

活與社會生活、理解與關懷全世界的能力與情操。

 

　　從知識學習的觀點而言，美國大學已開始期待教授在課堂上教學時，能運用不同

的教學策略讓學生探索學習，而不僅止於灌輸知識理念。針對大學生學習動機不強之

普遍現象，不少國外大學認為「使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換言之

，大學教育應從過去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為以學生學習需求為主體的教學模式

；強調以合作學習、個案討論或師生對話等成人學習策略來帶領學生，以加強大學生

之學習主動權、責任感和對追求知識的熱情與好奇。有研究指出，目前國內大學最常

採用仍是以教師為中心的上課方式--「單向講解課本與講義」，但卻是對學生最無助

益的上課方式，這也顯示過往以教師為中心之傳統教學方法已面臨變革。

 

　　哈佛大學前校長柏克（Derek Bok）在《大學教了沒？》這本書上提到：『學生

從大學帶走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如何

教」和「教得多好」。』學生對於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但興趣、價值觀

、認知能力以及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則會保留較長久。教學是

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因此，以學為主體的教學方法，必須讓學生受到啟發，感

受到學習之重要性，才能達到「教學」的效果！

 

　　新世紀來臨，教學、學習的本質已有所改變，教師的角色不再是傳統的知識灌輸

者，而是學生學習的協助者，所以教學方法除了傳統的講述法及討論法之外，面對現

今學生背景的多元性，教師在教學方法及技巧上應更趨多樣性，以符合學生的需求

，如：以學生中心的學習、主動及問題導向的教學策略，並廣泛使用教學科技來輔助

教學，增進師生教學互動程度，以促進學習成效。

 

　　本文的結論是，學校為促進教師教學效能，可舉辦內容豐富的工作坊，如多元不

同屬性課程之教學策略與方法、大班教學互動技巧、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等資訊來提

供校內老師參考，期能有助益教學活動設計規劃及呈現，並能對「教」與「學」觀念

有更深入體驗及學習。此外，為了鼓勵教師對教學做學術理論研究及對教學實務做反

省檢討，學校可提供更多教學精進獎勵機制和措施，如「教師教學著作獎勵辦法」、



「教師創意教學行動方案」等，以達提升教學品質之目的。總之，新的教與學將是廿

一世紀大學教學的新挑戰，也是所有大學工作者及大學生所必須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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