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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任意門】運用互動教學技巧提升學習成效  
學習新視界

 

由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主辦之「教學系列技巧講座：互動教學技巧運用」於5月

25日在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I501，以及蘭陽校區CL423同步進行。本次研討會邀請

教科系教授李世忠分享互動教學經驗，希望藉由此系列研習活動與互動教學經驗傳承

，提升教師創新教學之應用和成效。

 

不同以往「講者在台上演說，觀眾在台下聽講」的形式，李世忠實際以互動教學的方

式帶動本次研習。活動一開始，他先將所有參加的教師分成四個區域，讓大家自我介

紹、互相討論問題、舉手發表……等，進而與台下多一點互動。

 

首先，李世忠請老師們思考「大班制會使得在課堂中進行討論困難」的原因，並舉手

發言。發言教師提出的意見，除了有學習者容易分心、班上秩序難以控管，最重要的

是教學時間不足以至於沒有太多時間讓學習者之間進行討論。對此，李世忠表示，最

理想的師生討論模式應該為「老師先提出問題，讓學生寫下答案、互相討論並派代表

舉手回答，老師再從同學的解答中進行解說。」但礙於教學時間急迫，教師們可以用

自問自答的方式進行教學，相較純解說的教學，更增添一點互動性。

 

李世忠也實際示範最理想的討論模式。以教育心理學的行為主義理論作為討論出發點

，讓老師們寫下並討論對於學習者如何為好的行為及壞的行為、如何為好的刺激因素

及壞的刺激因素，並舉手發言。好的行為如同：考試得高分；壞的行為如同：作弊好

的刺激因素如同：讚美；壞的刺激因素如同：罰寫作業。並由此四點解釋「正增強、

負增強、呈現型懲罰、撤離型懲罰」，例如：「當學習者表現出好的行為，教學者給

予好的刺激」，此行為即為正增強。

 

至於如何有效的在時間內，讓學習者產出問題的方案。李世忠以腦力激盪的方式作為

舉例，首先請老師在時間內列舉出各種教學評鑑的方法，越多種越好；再從中選出五

項較可行的方式；最後，由此五項方法排列出優劣順序。爾後，李世忠表示此方法既

能有效刺激學習者思考，並能快速地找到最適當的方案。

 

研習尾聲，李世忠表示「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就好」，以勉勵所有教師、並期勉聽完研

習的教師能拓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創新教學。（文／柯家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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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主辦之「教學系列技巧講座：互動教學技巧運用」，邀請教科系教授李世忠分享互動教學經驗。

（攝影／李祈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