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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師生溝通障礙 莊欣華經驗分享  
學校要聞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中心11月1日中午12時舉行教學演講

，邀請中文系助理教授莊欣華，以「拆解公式，讓溝通更順勢」為題進行分享，逾

30位教師到場參與。

 

莊欣華首先指出，在教育現場上，不可控的主要對象就是學生，經常無法達到雙方有

效溝通，原因可能在於世代間差異、師生立場不同、語言文化背景、學生抓重點能力

低落等，造成溝通認知的障礙。為了改善這個情況，她選擇從「課程設計」方面著手

，以「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為例，她會設計「潮語單元」，了解學生間的共同語

言以及常用詞彙，不僅拉近與學生距離，也能幫助未來教學上更加游刃有餘。

 

其次，如何營造安心與自在的環境也是重要課題，莊欣華透過加分機制讓學生願意主

動表達想法，以鼓勵代替責備讓學生更樂於分享；課程中她也培養學生「換句話說」

的能力，從講授的理論或是長篇文章訓練學生改寫，這個方法能提升學生邏輯思維與

表達能力，同時大幅改善溝通上中間受到的干擾。接著莊欣華強調，儘管語言是溝通

的主要方式，透過聲調的高低起伏展現情緒與性格，然「肢體語言」也是影響溝通的

重要關鍵，透過一些不經意的小動作，包括眼神、手勢、站姿、坐姿等，都能接收到

一個人的情緒訊息，與談吐內容同等重要，建議多用正向肢體表現讓接收訊息者感受

尊重。

 

莊欣華最後分享，回饋像是一帖藥，課程中她會透過「三明治回饋法」讓學生在錯誤

中加以改進：先肯定學生用心給予鼓勵，再建議作業需調整的地方，最後期許他們未

來能做得更好。該回饋法中也讓她發現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有大幅的提升，課程參與也

有顯著的進步。體育處教授王元聖於交流中提問，溝通課程是否適合其他科目，教學

評鑑是否因課程設計成績而有所提升？莊欣華回應，通常會將溝通元素放進專業課程

，像中文系的詩經課就只會以老師單方講授為主；在教學評鑑方面，部分學生的評鑑

回饋上顯示，口說與書寫溝通表達能力，因課程設計看見自己有明顯成長，而評鑑成

績也高達5.3至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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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發中心教學演講，邀請中文系助理教授莊欣華分享如何做好課堂溝通。（攝影／羅婉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