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打造「學習如何學習」翻轉教室- 

學思達融入「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 

    授課教師：文化大學教育學系武佳瀅 

 

參、前言 

 

「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為本校教育學系的必修課程，鑒於輔導原理與實務

課程為教師資格考試的考試範圍之一，是故本人在進行課程內容的安排與設計

時，仍會著重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重要理論、輔導與諮商技巧、三級預防輔導模

式、相關政策與議題、教學現場輔導實務、教師專業倫理等議題說明與介紹，並

連結教師資格考試相關考題。惟每週 2小時的課程運作發現，課堂上學生小組討

論的時間約莫 15-20分鐘，若要再額外讓每組有上台發表的機會，課堂時間就會

不足用。再者，修習此課程的學生皆為大二以上，本系學生通常開始修習雙主修

或輔系，故本身除了系上課程可能有所交集外，再來可能碰觸的機會就很少，所

以經常會有學生反應他們跟自己的組員課程結束後很難約得到時間碰面討論，甚

至小組專題報告僅是切割分開負責，鮮少有相同時間可以相約聚在一起討論。爰

此，由本人的教學經驗發現本系的學生學習社群未能持續性分享交流、參與學

習、相互激勵，提升彼此的知識、技能或態度，過去課程模式難以單由課堂上學

習社群的安排，有效增加學生在學術性與社會性的投入。 

然而，重構教師的工作環境，鼓勵教師協同合作，提供必要的資源與結構支

持，將專業學習活動融入教師的日常生活，也是輔導原理與實務不可忽略的學習

途徑（孫志麟，2010）。黃傑儒（2014）的研究亦指出專業學習社群可以讓教師

藉由彼此的互動合作、討論分享，增強教師對教學的承諾與熱情，是增進教師良

好信念的重要角色及最佳助手。王秀玲、康瀚文（2012）則認為以學習為核心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由秉持共同目標的教師所組成，在開放、輕鬆的互動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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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以對話、合作之方式，增進成員間的信任與歸屬感，以追求教學精進，達成

教學目標。本課程希冀能解決學生長期缺少和組員充分討論與互動的時間，協助

學生們彼此建立更為順暢的溝通管道。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學思達教學」（Sharestart）的譯名係由英文「share」 音譯作「學」，將

「start」`音譯作「思達」而來， 換言之即是讓學生能夠擁有自「學」、「思」

考、表「達」的能力，其是一套完全針對學生學習所設計的教學法，真正訓練學

生自「學」、閱讀、「思」考、討論、分析、歸納、表「達」、寫作等等能力。透

過製作全新以問題為導向的講義、透過小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新學習模式、

將講臺還給學生、讓老師轉換成主持人、引導者，讓學習權完全交還學生。促進

學生學習興趣、增加學生各種能力、增進學生閱讀、思考、表達、寫作等綜合能

力（張輝誠，2015a）。而林曉慧和陳易芬（2021）將學思達教學的教學歷程分為

下列三點： 

 

（1）「學」：課前利用數學課本設計提問單，利用提問單的問題由易而難來引起

學生的學習動機。  

（2）「思」：在提問的過程當中，研究者必須忍住不告訴學生答案，以問句及追

問並善用後達技巧讓學生透過問題思考，進而找出答案。  

（3）「達」：學生們透過接力表達法進行分享，此時已經回答過的學生就不能再

說了，此時也讓會的學生去教不會的，嘗試讓學生們發表組織自己的想法。 

 

學思達教學法採用「自學」、「思考」、「表達」作為教學主要架構，自學目的

在於訓練學生主動學習，進而發現問題，為解決問題而進行資料搜尋與閱讀；思

考則是訓練學生對資料進行思考分析，使之能判斷分析大量相關資料， 從中擷

取所需訊息，以解決問題；表達則是訓練學生口語能力，溝通表達是一 項重要

能力，將個人想法清楚地傳達於 外，使他人能夠接收訊息，而建立交流互動，

自身想法便隨之獲得激勵、啟發與成長（吳振鋒、洪麗芬，2020）。該教學模式

藉由製作全新 以問題為導向的講義，落實課堂間小組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新

學習模式，將講臺交給學生， 老師扮演引導、主持角色，把學習權「完全」交

還學生，藉此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生閱讀、思考、表達、寫作等綜合能

力（張輝誠，2015b）。 

學思達並非只是單純表面字義上的「翻轉教學」：即所謂將傳統 老師單向

「教」導授課為主，改為學生自主「學」習而已，而是藉由 教學觀念和技術的

改變，近一步翻轉學生的「學習效率」、「學習速 度」、翻轉學生的「高低認知目

標」。學思達亦非單純強調「傾聽」和「等待」，而是專注於「師生對話」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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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介入」，上課時師生表層 上是透過對話和學生傳遞、交流、討論知識、激盪思

考，底層卻不斷 透過對話讓師生彼此都伸出內在的連結，連結渴望，相互成長；

再經由教師專業涵養的介入、設計、提問與引導，幫助學生進入高速度、 高效

率、高品質的學習歷程（圖 1為學思達教學流程圖）。 

 

圖 1 學思達教學流程圖 

 

 

 

 

 

 

 

 

 

 

 

 

 

資料來源：引自吳勇宏（2015） 

 

 

學思達教學的歷程中首要重視學習資料與教材的設計與研發，教師應將課程

學習目標需要的資料進行分割，在課程前先提供學生閱讀，教材的設計應讓學生

在短時間能完成閱讀。課程進行過程則將學習內容以問題為導向進行分組討論，

並於課堂上讓學生做作業、查資料、小組討論，或在課堂上接受考試。以問答題

為導向的測驗方式，學習的主題盡量是學生必須 自己找答案，提問的內容是與

學生「生活經驗」或「將來」有關的問題。透過問答以訓練學生寫作、閱讀、思

考、表達及創造等綜合多元的能力 （簡乃卉，2019）。 

教材的編制適切性為影響學思達教學成效的主要因素，教師應將課本中的學

理帶入教學理念，延伸課程單元的應用至課程之外的知識，補充講義須由淺到

深、由易而難、由窄到寬，學習採循序漸進方式，使學生獲得成就感增進自我學

習效能，提昇學習動能及同儕相互激勵，主動學習強化思考力（陳佩瑜、龔心怡，

2016；簡乃卉，2019）。學生因為上課的需求自行尋找相關資料，進而擴展學習

的範圍內涵及深度。而以學思達教學模式進行數學教學時，研究者在每個問題提

問之後，會讓學生針對問題討論，討論時間結束後，研究者會抽其中一組回答問

題，被抽到的組別 由各組自行推派組員上台回答，並以「接力表達法」回答問

題，原則上遵守每個人都要講過話，如果組員回答得不完整，其他組員可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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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承上述而論，「學思達教學」改變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建立一套訓練

學生自主導向「學」習，並透過討論、 歸納「思」辨分析，藉由口語或寫作表

「達」的教學法，企圖培養學生多樣化的能力，轉換成以學生為中心的適性教學，

可用來翻轉傳統老師單方面僵化講述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學習主角，學生在

課堂上才真正擁有學習主動權，確實引發學生好奇心和提昇學生思考與討論層

次。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擬將學思達教學融入「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讓師資

培育課程的教學者，嘗試進行教學改變，自「教知能」轉化為「學提問」，而學

生學習的改變則是從「背答案」變成「建立學習社群並學會如何學習和思考」，

讓學生在接觸同一個教育專業概念時， 透過對教育議題的討論，讓師生運用對

話的歷程，已知自己所知進而運用、暢談和實踐。教師與學生的身份與角色開始

進行轉化與精進，教師在詮釋觀念時不能再像過去一樣主控教室裡的大多時間，

必須融入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主動思考與明確表達的教學策略， 方有助於學

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教師也才能與時俱進，培養出當前社會所需要的專業教師。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在學生學習成效項目的部分： 

1.擁有一份完整且具系統性的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教材。 

3.可接觸多元資訊科技教學素材，有助於學生未來教學應用能力。 

4.可提升自身輔導原理與實務的敏覺度與批判思考能力。 

5.可立即接受教師與同儕給予的回饋並進行互動。 

6.掌握參與社會實踐的多元管道。 

    在課程品質改善項目的部分： 

1.編制翻轉教室融入輔導原理與實務的合適課程教材。 

2.將學思達融入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教學。 

3.增進輔導原理與實務本課堂之師生互動 

4.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5.掌握學生的迷思概念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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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思達教學融入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意見調查問卷」的結果分

析如下： 

 

表 1  調查問卷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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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2 3 4 5 

參與本課程可以讓我更瞭解輔導原理相關內容。 4.44  

我喜歡進行本課程學習與討論。 4.23  

本課程討論的議題很適當。 4.39  

本課程教學有助於我學習輔導原理與實務基本的概念。 4.49  

我覺得本課程教學可以增進學習效果。 4.28  

我能適應本課程教學方式。 4.31  

我會專心上課。 4.1  

因為本課程，加深我的輔導原理與實務學習印象 4.31  

本課程教學讓我在有問題時，我會更主動向老師或同學發問。 4  

我覺得本課程教學可以增進我與同學討論的機會。 4.11  

我希望其他課程也可繼續使用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教學。 4.02  

我知道輔導原理與實務的知識重點。 4.28  

參與本課程可以讓我更瞭解輔導原理相關內容。 4.28  

我喜歡進行本課程學習與討論。 4.23  

本課程討論的議題很適當。 4.11  

本課程教學有助於我學習輔導原理與實務基本的概念。 4.1  

我覺得本課程教學可以增進學習效果。 4.43  

我能適應本課程教學方式。 4.18  

我會專心上課。 4.18  

因為本課程，加深我的輔導原理與實務學習印象 4  

本課程教學讓我在有問題時，我會更主動向老師或同學發問。 3.92  

我覺得本課程教學可以增進我與同學討論的機會。 4.1  

我希望其他課程也可繼續使用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教學。 4.02  

我知道輔導原理與實務的知識重點。 4.34  

我喜歡參與本課程教學活動。 4.23  

我瞭解學習輔導原理與實務的方法。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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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掌握擔任輔導人員應具有的專業知能。 4.28  

本課程讓我更喜歡輔導原理與實務。 4.03  

透過本課程可讓我掌握相關的輔導議題。 4.3  

本課程可提升我的輔導原理與實務學習動機與興趣。 4.44  

本課程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可以輔助我課堂學習。 4.23  

本課程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改變我的學習方式。 4.39  

我覺得本課程教學可以增加我與教師互動的機會。 4.49  

 

 

陸、結論 

經由學思達融入「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之中，學生參與輔導原理與實務課

程學思達教學後，輔導專業承諾感達顯著提昇；學生參與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學

思達教學後，自我效能達顯著提昇；提昇學生團隊合作力、思辨及表達能力；建

立良好之自學能力與終身閱讀好習慣。另一方面，教師於專業能力，即講義製作

力、問題設計力、主持引導力、對話統整力、班級經營力等學思達五力具有明顯

增能提昇，有利於系上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與發展。同時亦能增進與其他參與

者、教育學者、教育專業人士等的交流經驗，擴展研究視野，累積社會資本。在

學術研究上，本計畫有助於釐清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上的規劃與設計，並且了解

實際運作狀況，相關的政策、制度、學校教育實務等理念與作為，進而獲得具體

的措施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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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課堂同學聆聽小組報告，學生運用

自學講義與課堂講授習得相關輔導技

巧。利用將我訊息、ABC理論及例外問

句…等方式融入微電影輔導情境專題製

作，並利用簡報進行後設分析呈現報

告。 

  上圖為第八組報告時的微電影

播放實況，其利用個案問答的方式，

加以融入輔導策略，進而處遇個案問

題情形。 

  

    關於訪談對象之說明，先了解個案

之狀況，接著再慢慢引導個案說明內心

感受，最後再運用正增強技術給予鼓

勵。 

    學生於課堂上報告所習得關於

「我訊息」的概念及該輔導測略、及

我訊息與你訊息之差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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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嘗試設計輔導教師和個案晤

談的問題情境，扮演輔導教師者，利用

課堂所學的提問和引導技巧和個案進

行對話與交流。 

學生利用圖示說明ABC理論的概念

及該輔導測略。接著再使用該理論深

入分析及了解個案之狀況並給予適

當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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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學生課堂討論學習單及互評分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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