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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生的學習  
在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中，成功的教師常會發現，他們難以放手讓學生主導，因為以學生

為中心的活動比較無法預期，而且缺乏組織，他們會質疑：「如果一切順利，為什麼我要改變

？」如同那些不喜歡沒有明確答案的學生一樣，教師偶爾也會無法應付由學生掌控學習的複雜

課堂。  

然而，為了讓學生學會21世紀技能，如高層次思考、團隊合作以及問題解決等，他們必須參

與類似真實生活或工作環境的跨學科複雜專題，也必須不斷瞭解自己的學習進度。研究清楚表

明，這類評量對學生的學習有正面效果（Black, et al., 1998）。 

儘管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以及形成性評量能夠激勵學生投入學習，但自我

導向學習之路往往並不容易。「習於靜默觀察的學生，又可稱為『睡意朦朧的旁觀者』，可能

完全不願意更努力學習，尤其如果這種被動學習方式是其他學科中的常態，則更是如此。」Bl
ack 
研究中的一名教師，因為沒有幫學生「劃重點」幫助準備考試，而被指控沒有善盡教師的義務

。  

教師可能也會感到難以放棄傳統的教學方法。形成性評量不再強調分數，轉而強調學習，要求

學生設定目標，掌握自己的進度，同時也鼓勵學生要有創造力、願意冒險、提問。簡而言之，

就是期望學生關心自己的學習， 對於部分學生和教師而言，這是一種巨大的轉變。 

傳統課堂注重外在的獎勵，學生很少有機會以學習者的身份思考，多半僅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如果課堂文化注重獎勵、分數或班級排名，學生追求的便是如何獲得最好的分數，而

不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學習。在研究中觀察到的一項結果是，只要有機會，學生會盡量

避免困難的任務。他們也會花時間和精力尋找『正確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

因為害怕失敗而不願問問題（Guskey, 2005）。  

大部分課程不可避免會有評分，但是教師可以努力減少分數的影響力，把重點放在從任務學習

和自我評量的內在價值上，而不是完成那些可以輕易數算、檢驗的任務。  

學生如果要掌控自己的學習，必須在合作、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等具體技能方面得到指導與支

持。如同Black研究中的那些教師一樣，能夠有效運用形成性評量的教師，必須擴展他們思考

學生學習的方式。教學必須減少學科知識的傳授，增加圍繞真實性任務展開的教學，使學生能

夠以各種方式實踐新的學習內容，這些方式不僅挑戰他們的思維，而且能夠幫助培養 21 
世紀所需的自我導向與合作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