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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學習
為中心

聚焦
從掃描的資料中選擇優先的
問題或主題，以便進一步商
議和行動。

學習
通過收集更多的資料、研究
和討論，來擴展對問題的理
解。

檢核
評估行動的效果，並檢查是
否達到了預期的結果。根據
評估結果調整行動計劃。

掃描

我們收集和分析相關資料，
以確定問題和機會。

發展預期
制定假設或猜測，關於問題
的可能原因和解決方法。

行動
基於學習的結果，制定行動計
劃並實施它們，以解決問題或
利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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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改變

動機專注
抑制淺碟
自主方法

課堂學習

試題分析反
饋有效教學

七個好習慣
鞏固非認知
能力

翰林學院賦
能學會學習



試題分析反饋有效教學



七個好習慣鞏固非認知能力 用禁止的方法無法改變習慣。
改變習慣必須透過建立新的習慣。

l 不負責任、被動、消極
l 無目的、短視
l 缺乏重點、自我放縱
l 不公平、自私、匱乏
l 評斷、不尊重、輕蔑
l 自我、孤立、操縱
l 不一致、缺乏承諾

l 主動積極
l 要事第一
l 以終為始
l 解彼知己
l 雙贏思維
l 統合綜效
l 不斷更新



翰林雲端學院賦能學會學習

學會學習 主動學習

有效學習

飛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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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不夠 班上學生落差大 學生被動學習



The five principles of dialogic teaching?

•集合（collectivity）：學生一起解決學習任務。
•互惠（reciprocity）: 學生互相傾聽，分享想法，並考量多元觀點。
•交流（commulation）:學生能夠建構答案，進行相關有意義連
結的思考與理解。
•支持（support）:學生能夠自由發想，不擔心錯誤，並且互相幫
忙得到共識。
•目的性（purposefulness）：課堂的交談雖然是開放討論的，但
是也是計畫性與結構性回到特定學習目標。

北歐教育見學分享一：主張對話式教學



北歐教育見學分享二：強調圖解力學習（文轉圖）

圖解力學習

一般而言，人們的左腦是負責處理、
記憶語言，也就是所謂的文字資料，
而右腦是負責處理、記憶影像或聲
音等非語言的資料。當你讀一份報
告，如果只有記憶文字內容的話，
只會啟動左腦的運作，但若你運用
圖解思考文字內涵，右腦就會跟著
啟動，左右腦一起開工，對於記憶
力會有極大助益。

視覺化記憶 吸引力注意 概念理解 記憶提示 創意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