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成效卓著的教學單元計畫: 思考模式  
學習風格 

 

學習方式的差異 
今日教師都知道，學生學習的方式差異很大，每個學生各有不同的強項和弱點，能夠透過有效

的教學加強或改進。藉助資訊科技的專題式學習方式，能夠有效利用學生的強項，幫助建立思

考技能，獨立學習。 
 
然而，考量學生個人學習風格的專題任務，並不能夠保證通往高層次思考，也可能產生淺薄的

思維（Ennis,2000）。儘管如此，在專題中考慮個人的學習風格，將能夠促進學習動機，也

就是依據個人學習風格教導思考技能，學生可能學得更好。 
 
在專題式學習中使用資訊科技，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多機會選擇學習方式，允許他們利用自己的

學習風格優勢。利用各種軟硬體製作影片、幻燈片、出版物或者樂曲，將有助於學生充分利用

他們的天賦和興趣，來學習思考技能和學科知識。 
 
視覺—聽覺—運動知覺型學習風格 
辨別不同學習風格最簡單也是最常見的方式，就是依據感官區分，通常簡稱為 VAK 
模型，將學習風格分為視覺型、聽覺型和運動知覺型。視覺型學生最擅長處理視覺資訊，聽覺

型則是用聽的方式學得最好，而運動型或觸覺型的學生，往往透過觸摸和運動來學習。一項特

定診斷研究結果發現，29% 的中小學生屬於視覺型學習者，34% 是聽覺型，37% 
是運動或觸覺型（Miller, 2001）。 

VAK 學習風格表 

視覺  圖片、影片、圖形、圖表、模型  
聽覺  聽講、聽錄音、講故事、音樂、談話、提問  
運動知覺型 活動、角色扮演、製作陶土模型  

 
網路上有很多問卷和列表，可以幫助確定自己偏好的學習風格，雖然大多數並不具科學可信度

，但可以幫助瞭解學習風格偏好。然而對於學生自我評估的學習風格，教師必須審慎衡量。B
arbe 等人（Barbe、Milone 和 Swassing，Cotton 
引用，1998）認為學習者偏好的學習風格，不見得是他們最擅長的領域。除此之外，並非所

有學習風格均適合所有的內容。我們有可能看別人駕駛或者聽人講述如何駕駛，便學會開車，

但是沒有實際開車經驗的駕駛，大概沒什麼人願意把性命託付給你。要根據感官學習風格來選

擇教學方法，需要豐富的學科知識和敏銳的判斷力。 
 
 
 
 
 
 
 
 
 



左腦與右腦的學習差異 
另一種學習風格的分類，是依據左右腦學習。Asselin 和 Mooney（引自 
Miller，2001）把學習者分為右腦型（又稱綜合型）和左腦型（又稱分析型）。一般說來，

綜合型學習者「從全局來感知事物，在概念之間發現廣泛的差異，善於觀察人，在社會環境中

攫取學習資料（第3頁）」。分析型學習者則擅長從各個構成部分而不是整體來看待事物，為

資訊和概念加上某種結構或者限制條件（Miller, 2001, p. 3）。  

個體以何種方式關注或記憶新資訊與困難資訊，和認知風格屬於綜合型或分析型有關。當資訊

按照順序逐步呈現，慢慢建構出要理解的概念時，有些學生可以學得比較好，但有些學生則可

能需要先理解概念，然後再去關注細節；或者透過有趣的、含有案例和圖表的故事或趣聞來呈

現資訊，這些資訊必須與他們的經驗有關（Dunn, 1995, p. 18）。 

左右腦分類法 
左腦：分析的、邏輯的、按照次序的、逐步的、理性的、從局部到整體 
腦：整體的、隨機的、直覺的、主觀的、綜合的 
 
 
 
 
 
 
 
 
 
 
 
 
 
 
 
 
 
 
 
 
 
 
 
 
 
 
 
 
 
 
 
 
 
 
 
 
 



Gardner 的多元智能論 
過去十年間，越來越多教育家認同 Gardner 的多元智能論。Gardner 
從生物學和社會學研究中，歸納出八種智能，最受學校重視的邏輯／數學和語言智能不過是其

中的兩種，另外他還提出了空間、音樂、身體／動覺、人際、內省和自然等六種智能。 

 

多元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判斷各種模式，進行演繹推理和邏輯思考的能力，這種智能多與科學和數學思維

有關。  
語言智能  掌握語言。這種智能包括有效、巧妙使用語言，詞藻豐富、詩意地表達，具備這

種智能代表能夠以語言作為記憶資訊的工具。  

空間智能  能在腦中處理和創建空間形象，解決問題，這種智能不只局限於視覺，Gardne
r 表示盲童也能形成空間智能。  

音樂智能  創作音樂，識別音調、音質和節奏的能力（要辨別音調和音質，必須具備聽力，

但是節奏知識則不需要）。  
身體動覺智能  利用大腦協調個人身體運動的能力，這種智能與一般相信的「頭腦與身體活動無

關」背道而馳。  
人際智能  注意到他人與自己不同的核心能力，特別是能夠關照他人的心情、性情、動機和

意願（Gardner, 1993, p. 42）。  
內省智能  能夠深入自己的感情生活，瞭解自己的各種情緒，並有能力加以辨別區分，最終

作為理解和引導自己行為的一種手段。  

自然智能  識別動植物並加以分類的專業知識，在這方面的觀察、蒐集和分類能力，或許也

可以應用到「人類」環境（Campbell, 2003, p. 84）。  

學習風格與思考技能 
依靠預感、感覺和直覺來做決定的學生，對於審慎分析假設和衡量證據的思考過程，可能感到

不耐；另一方面，習慣線形思維、理性分析論據的學生，可能會發現思考綜合的、彼此關聯的

事物，對他們而言有一定難度。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學習者，在不同情境中可能展現不同的學

習和思考風格，而學習新的思考方式，可以幫助他們更能做出明智的決策。為了培養各種學生

的思考能力，我們不只應該對於「什麼是好的思考模式」抱持開闊信念，而且需要想辦法讓學

生瞭解運用思考策略的重要性，儘管他們一開始可能覺得這些策略很奇怪，或不習慣這樣思考

。 

 
 
 
 
 
 
 
 
 
 
 
 
 
 



學習風格在課堂中的應用  

 

小學 學習概念：簡單機械 
  學習風格 活動 

 

 

 

 

 

 

 

 

 

 

 

 

 

 

 

 

 

 

 

 

視覺  尋找報紙或電影中出現的簡單機械。    
聽覺  聽、看一位建築工人解釋，他如何在工作中使用簡單機械。  

視-聽-動 運動知覺型  用陶土或積木製作簡單機械。  
根據指示，一步一步製作簡單機械。  左腦  左腦／  

右腦  右腦  討論機械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  
邏輯-數學智能 把複雜的機器拆解成簡單的機械。    
語言智能  寫一篇報告或發表演說，說明某種機械的重要。  
空間智能  圖解說明一項簡單機械的不同用途。  
音樂智能  使用恰當的辭彙，創作一首關於簡單機械的歌曲。  
身體動覺智能  利用日常用品製作簡單機械。  
人際智能  與小組成員一起為學齡前兒童製作一段有關簡單機械的短片。 

  

多元智能 

內省智能  以日誌的形式，不斷反思自己有關簡單機械的學習進展。  
尋找自然環境中的簡單機械例子，比方說鳥嘴就像槓桿一樣。 自然智能  

中學 學習概念：解釋文學作品中的寓意 
視覺  觀賞《魔戒》電影，找出其中的寓意。  
聽覺  聽一段講道，或一則宗教寓言。  

  

視-聽-動 動覺  把一則寓言拍成短片。  
內向型  找出一則自己感到特別有意義的寓言，寫一篇文章解釋它的意義。   

參加《魔戒》內容寓意的討論。  外向型  
感知型  根據在學校觀察到的事物，創作一則寓言。    

直覺型  審視不同文化中的寓言，分辨寓言的不同模式。  
思考型  將一則寓言的內容，對應至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物。  人格類型 

寫一則寓言，反映人的經歷如何影響人們的幸福。  感情型  
判斷型  撰寫一份詳細的專題計畫，製作一部寓言動畫。  
  

領悟型  列出探討寓言的各種專題，然後擇一實施。  
邏輯-數學智能 解釋一則寓言，討論在不同情境中可能產生的結果。  
語言智能  創作一則寓言。  
空間智能  繪製模型呈現一則寓言。  
音樂智能  分析周杰倫歌曲《牛仔很忙》的寓言成分。  
身體動覺智能  表演一幕寓言劇。  
人際智能  與小組成員共同製作一則寓言的多媒體演示作品。  
內省智能  把一則寓言的意義與個人的生活聯繫起來。  

多元智能 

自然智能  根據野生動物的行為編寫一則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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