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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聆聽與對話」教師手冊 

壹、給教師的話 

  資賦優異學生在進入高中之前，應該有分組合作的經驗，但資優生與一般學生混合編組時，

往往因為跳躍性的思考模式與優異的學習能力，在學習上是高速的(相對而言)，因此，分組合

作時，常成為領導者而獨白，鮮少聆聽同組成員的需求，遑論成為支持者。所以，在高中進行

研究工作之前，培養資優生聆聽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聆聽能力，才能進一步的培養

對話能力，從而增進團體協作的可能性。 

  本教材的設計重點在聆聽能力的培養，素材可由老師自選，文本部分可依能力培養的進程

增加頁數，影片欣賞的長度也是，但在剛開始操作時，文本建議不要超過 A4 雙面，影片長度

不要超過 10分鐘。 

 

貳、課程/教學單元描述（含教材分析與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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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 ：讓學生體驗「聽」。可透過影片、音樂、舞蹈等來觀察學生聽的起點行為。接下來

讓學生透過指定的文本閱讀與影片欣賞，理解「聽」的時候要能聽出對方的「觀

點」與「情緒」。 

2. 說 ：讓學生練習「說」。可設定任何簡單的議題讓學生簡短的說 1～2 分鐘，在數理資優

班操作時，可讓學生讀完一份科展作品後用 1 分鐘說出這份作品的內容。 

3. 演說：透過 TED 影片的欣賞與模仿，讓學生學習短講－5 分鐘的演說。 

4. 對話：透過重點記錄的訓練與系統思考，讓學生形成小組對話，並在對話中記錄有共識處

與無共識處。 

5. 聆聽：透過聆聽的 9 項技巧來培養學生學習專注的聆聽。 

6. 再現：培養學生學會「鏡子」的聆聽技巧。 

7. 追問：聆聽的 9 項技巧之一，在專題研究中，特別要強調追問是因為有效的追問往往是解

決問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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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課程計畫 

一、基本資料與學習目標 

課程名稱 有效的聆聽與對話 

領域 

(重大議題) 

特殊

需求 
獨立研究 

教學年級/ 

班級/組別 
十年級資優班 

相關

領域 

█語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健體 □藝文 

實驗學校/ 

日期 

台中一中 

103 學年度～105 學年度 

重大

議題 
無 

教學時間 共 7 節 350 分鐘 
教學者/ 

設計者 
陳光鴻 

教材來源 
TED 影片、天下雜誌改寫、遠

見雜誌改寫 
參考資料 

1. 學問：100 種提問力創造 200 倍企業力 

2.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進階手冊 2.0

版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核心素養與

學習重點 

核心

素養 

獨-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問題的能力，並能積極面對挑戰，

提出最佳問題解決模式，以解決各種探究之問題。 

獨-U-B1 能運用高層次思考能力分析比較、製作圖表，整理蒐集之資訊

或數據，並彈性選用適切形式之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實

物或嘗試使用新媒體形式，表達獨立研究之過程、發現或成

果、價值和限制。 

獨-U-B2 能彈性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取得獨立研究過程所需之

資料，並能解讀與批判，從中培養學術與研究倫理的素養。 

獨-U-B3 具備運用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於獨立研究過程、成果展

現中，對獨立研究作品，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以體會獨立

研究之美。 

獨-U-C3 具備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透過獨立研究建立多

元價值與世界觀。 

學習

表現 

1a-V-1 能從日常生活經驗、自然環境觀察、領域學習課程、新聞時

事、社會輿論或社會重大議題等不同向度提出並發現自己感興

趣的內容。 

1a-V-2 能透過成功的問題解決經驗，獲得成就感 

1a-V-3 能具備對於獨立研究的熱忱。 

1a-V-4 能體會獨立研究的意義、歷程及實踐背後的重要價值，並 願

意持續從事研究。 

1b-V-1 能理解同儕報告，提出合理且完整的疑問或意見，與同儕溝通

討論後，檢核彼此觀點差異形成評價並提出合理的建議或改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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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V-2 能在小組獨立研究活動中，主動找尋研究成員，建立共同目標

並達成。 

1b-V-3 能願意採納他人回饋，檢核、反思自身的研究歷程及成果，並

持續修正。 

1c-V-1 能從他人研究成果、良師典範學習及自己研究歷程及成果中，

激發並保持研究動機與熱忱。 

1c-V-2 面對研究過程中之挑戰，能具有堅毅的特質，尋找解決策略持

續修正，克服研究困難，持續進行獨立研究。 

1d-V-2 能恪遵誠實、正確及客觀原則，據實蒐集、處理研究資料及報

告研究發現，避免捏造、篡改及剽竊不當研究行為。 

1d-V-3 能依據專業學術引註參考資料格式，註明資料的來源與出處。 

2a-V-1 能依據研究主題，靈活選用適當的研究方法及程序，運用於獨

立研究中。 

2b-V-1 能依據研究主題，蒐集相關數據或資料，加以分析、批判、評

鑑，提出不同研究的關聯與差異。 

2b-V-2 能比較蒐集資料在不同論點、證據或事實解釋的合理性，透過

探索、思辨不同多元觀點過程，進行批判論點或判斷證據的正

確性。 

2b-V-3 能運用領域知識，提出自己的想法、主張、理由及證據、他人

論點限制，解釋自己觀點正確性。 

2c-V-2 能分析兼顧情感、事實、阻礙等層面與問題相關資訊。 

2d-V-1 能獨立訂定研究內容或計畫，發展研究主題、學習活動、學習

目標及學習速度，並能適時彈性調整。 

2d-V-3 能決定自我評量的標準，並根據自我評量的結果，發展新的學

習內容。 

3c-V-1 能運用圖書館、網路、線上資料庫、期刊等，依據研究主題，

使用進階的搜尋方式，搜尋相關資料。 

3d-V-1 能依據研究主題，挑選適合或自行研發研究工具。 

3f-V-1 能整合藝術知能與重要議題於研究成果展現中。 

3g-V-1 能自行訂定評鑑項度或指標，對研究過程及結果進行自我評

鑑。 

3g-V-2 能針對研究成果評鑑之結果，提出改善方案。 

學習

內容 

表現任務：「我現在是台中市政府的勞工局局長，被市長賦予了一項任

務：實地訪察東協廣場的店家、週邊的商圈店家、旅館、移工協會會長

與副會長，針對東協廣場的改建工程提出具體建議。建議內容必須先陳

述訪察的內容，以數據圖表來呈現趨勢，以量化文字來說明移工朋友們

的需求與服務移工朋友們店家的需求。其次，必須提出至少 3 點具體的

訪察問題內容與改善的建議。將上述資料做成 12 頁以上的簡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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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文、圖、表的使用。局長可以任選二位副手協助調查，並於

6/10(六)假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體育館進行 8～12 分鐘的演說型發表，

發表時局長與二位副手均需上台分享。市長會邀請中彰投區域的縣市首

長、教育局局長、勞工局局長、公益平台基金會嚴長壽總裁等，針對建

議內容的優劣將決定台中市勞工局局長的留任與否。」 

獨立研究課

程能力指標

(計畫研發) 

1.3.2.1 能與同儕相互討論研究內容，提出合理且具體的評價或建議。 

1.3.2.2 能視需要與同儕合作，建立獨立研究活動的共同目標並達成之。 

1.3.2.3 能採納他人回饋，檢核反思自身的研究歷程及成果，判斷與決定修正與

否。 

1.3.3.2 能運用後設認知策略，對於研究歷程或結果有正確的歸因，持續修正、

解決問題。 

3.3.1.1 能針對研究主題提出主張、理由、證據以及結論。 

3.3.3.2 能在既有的構想或觀念上，延伸發展出獨特、新穎的見解與想法，並加

以組織。 

單元目標 

一、能了解聽與聆聽的差異。 

二、能了解說與對話的差異。 

三、能透過 9 種不同的聆聽技巧增進與同儕的對話理解。 

四、能夠完成老師指定的任務並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 

學習目標* 

一-1 能說出聽與聆聽的差異。 

一-2 能說出聆聽的重要性。 

二-1 能說出說與對話的差異。 

二-2 能分辨在對話情境中的對話與獨白(中能力組)。 

二-3 能透過肢體動作表現積極的聆聽與對話(高能力組)。 

三-1 能了解 9 種聆聽技巧。 

三-2 能善用 9 種聆聽技巧中 5 項以上的技巧(中能力組)。 

三-3 能說出使用聆聽技巧前後理解上的差異(高能力組)。 

四-1 能夠運用系統思考進行擴張性與收斂性思考操作(中能力組)。 

四-2 能夠綜整小組意見提出解決任務的新創構想（高能力組）。 

教學資源 平板電腦 30 台、無線投影機 

教學方法 

/教學型態 
伸展跳躍式的提問(ORID)、有效的聆聽訓練、學習共同體 

教學環境 

/地點 
資優班專科教室 

註：在學習目標方面，可視學生能力及程度分為高能力組(H)、中能力組(M)與較弱能力組(L)擬定不同層次目標，並在各學習目標後面註明該

目標適用的對象。例如：三組皆須達到的標準(H, M, L)或高組要達到的標準(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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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分性教學設計 

  本單元課程以研究方法訓練中，強調發表所需要的聆聽、對話、演說等能力為主，結合

學生發表所需要的思辨與判斷的內容知識背景與能力，因此在區分性教學中會以學生本身的

聽說能力為主，給予不同的要求與個別學習重點。 

  例如：當學生在學習時為『內省型』的學生，我們所要搜集的學習證據為小組討論記

錄，從討論記錄中來察看學生是否有專注的聆聽，並將此討論記錄交由該組重新檢視，是否

有需要增刪部分。 

  另例：當學生本身為積極主動的表達者時，我們要搜集的學習證據為學生領略 ORID 焦

點討論法的四個項度之聆聽與對話評量規準，並扮演好引導者的角色，讓同組的夥伴能在每

個不同的討論階段使用 9 種不同的專注聆聽的技巧。其中 9 項專注聆聽的技巧如下所列： 

 

如何培養學生聆聽、討論、反思的能力 

  聆聽是進一步促進討論和反思的基礎，因此，我們先將焦點著重於「聆聽」。 

 
聆聽(listening) vs.聽(hearing) 

  「聽」指的是以耳朵接收聲音訊號，而「聆聽」則是「專注於語言訊息與情感的接收、

理解、評估與回應」的過程，因此聆聽除了用耳，還須用心、用眼、用腦。 

一、接收 

1. 專注：全心全意聽對方說話，有助於清楚明白訊息，不易產生誤解外，而且對對

方來說，會感受到被尊重和被接納。 

2. 敞開心房、盡可能不帶防衛和偏見立場，才不會選擇性地只有聽到自己想聽的而

非全部訊息。 

3. 注意說話者的語言及非語言訊息：集中於說話者的訊息，包括說出及洩露出的資

訊（眼神、情感、表情、肢體語言），而非自己要說的話。 

二、理解：將說話者發出的新訊息與自己已知的資訊作連結，建構訊息的意義，從說話

者的角度來看待他透露的訊息，務求盡量瞭解其本意。 

三、評估：對訊息做出判斷與反思，但在完全瞭解說話者的觀點前不要進行評估的動

作。 

四、回應：包括澄清疑問、詢問更多訊息、給予支持性的回應、以及鼓勵更多不同想法

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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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的重要性 

一、聆聽能鼓勵他人表達想法 

每個人都喜歡有人聽他說話，當自己說話被專心聆聽時，會感受到被肯定和尊重，

也因此會被鼓勵講得更多更好。 

二、聆聽是有效溝通的開始 

要能跟別人好好溝通，當然要有能力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然而不少人經常會忽

略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溝通是雙向的！如果你不能對人家「好好聽」，別人十之八

九也不會聽你「好好說」。每個人在對話時，約有 60%的時間是在聽，但真正聽到的內容

卻不到 25%，這也是人和人之間溝通困難的原因。當只理解了對方想告訴我們的訊息的

四分之一時，表示根本誤解了對方想表達的意思，又如何正確的回應呢？充滿了錯誤的

溝通，愈溝通愈錯。因此，有效的溝通需從聆聽開始。 

三、聆聽是最直接的學習良方 

聽是對訊息、知識的接收，藉由聆聽「接收、理解、評估與回應」的過程，即對訊

息產生了意義的理解和記憶，達成最初步的學習。 

 

課堂中的聆聽 

  一個好老師必須是個好的溝通者，而一個好的溝通者不只傳遞訊息，也接收訊息，因此

一個好老師也必須是個好的聆聽者；於此同時學生也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如何聆聽。師生之間

的聆聽不僅能有助於培養同理心，也能讓教師更了解學生、更準確評估學生是否理解所教的

內容。 

  學生與學生之間，則藉由聆聽他人的想法、說出自己的疑惑、再提出自己的想法，來促

進彼此的思考，並提升思考的層次。 

 

有效聆聽的技巧 

一、專注 

去除周圍環境的干擾（如手機、電視等），保持眼神接觸（eye contact）。 

二、同理心 

以同理心聆聽較能感受他人的情緒和瞭解其觀點（但不必一定贊同其意見）。一般而言，

因著地位和角色的差異，教師要同理學生的觀點是較困難的，但若教師能表現出試著理

解學生感受和觀點的意願，才能建立信任、有效溝通。 

三、避免打斷說話者 

除非有提問以作進一步澄清的即時需求，否則打斷說話者會顯示聆聽者的不耐煩，同時

可能會有尚未全盤了解就下定論的風險。 

四、重述 

對於對方一個你認為是關鍵或重點的句子加以複述，向對方表示自己的確在用心傾聽並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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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摘要記錄或敘述 

將對方的發言做重點紀錄，尤其在對方作了較長的表達後，用一兩句話摘要重點，以表

示瞭解其訊息。 

六、換句話說 

用自己的話來表達出瞭解說話者的意思與感受，並有助於確認自己的理解是否有誤，如

「你的意思是…..，我的了解對嗎?」。 

七、給予支持性的回應 

表達聽懂、共鳴或贊同，例如點頭、微笑、「嗯」、「我懂」、「我也這麼認為」、「我現在明

白你為何這樣想了」等。 

八、追問 

當聆聽者在理解時有疑問需要澄清、或需要知道更多說話者想法的細節時，例如「然後

呢?」、「可否舉個例子?」、「你的想法很有趣，可以在文章的哪裡找到支持證據嗎?」「請

你再多說明一些你的想法或論證?」「請說明為什麼你的想法是….」。 

九、鼓勵更多不同想法 

避免很快做出評論或批判，並鼓勵說話者說出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的想法，如「還有別的

方式來看待這議題嗎?」、「有沒有其他可能的答案?」。 

 

聆聽和說話的關聯 

  有效聆聽 

的過程中，除 

了訊息的接收 

之外，還包含 

思維的運作（ 

理解、評估和 

回應）（右圖） 

，因此，有了 

有效聆聽作為 

課堂對話的基 

礎，討論即能 

自然而生，也 

更有機會藉由 

聆聽和對話的 

過程激盪出反 

思。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L7KgJvx4scCFcIlpgodY_0Epg&url=http://www.cliparthut.com/speaking-in-tongues-clipart.html&psig=AFQjCNHG_RowBdjSPvCWP3eMVuavmmCSjQ&ust=1441645205101508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NrNSoodjRAhWONpQKHY9wBU4QjRwIBw&url=http://www.clipartkid.com/cartoon-ear-cliparts/&psig=AFQjCNGeBs2nnV3nBtbGqDBr9bT8nj_FmQ&ust=1485258842387212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s://img.clipartfest.com/1e37bf8d89c0acdb0f5dcd9e40ddd1bd_brain-clipart-cartoon-brain-clipart-free_320-320.jpeg&imgrefurl=https://clipartfest.com/categories/view/05b731c038e061776ad72f461e760ac7c4dcd3cb/cartoon-brain-clipart-free.html&docid=e46AawgiD7_9eM&tbnid=9rngBV3XNBZ-fM:&vet=1&w=320&h=320&hl=zh-TW&bih=700&biw=1422&q=brain cartoon&ved=0ahUKEwimlOruodjRAhVHVZQKHUv0AeMQMwhdKDkwOQ&iact=mrc&u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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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計畫與進度(可自行增列) 

單元

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規劃/活動/內容 時間 教學評

量 

聽與

聆聽 

 

 

 

 

 

一、能了解

聽與聆聽的

差異 

 

一-1 

一-2 

影片欣賞：郎祖筠女士的「女人不需要被標籤分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Ne2DZ1xdo 

搭配以下提問 

(1) 影片中那一幕（景、對白、動作...）讓你印象深

刻？......ORID 的 O 

(2) 說說印象深刻的理由。......ORID 的 R 

(3) 影片中讓你對「性別平等」或「性別不平等」這兩個概

念，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可以是一個景、一個字、

一句話、一個動作...）......ORID 的 O+R 

(4) 說說你的理由是什麼？......ORID 的 R 

(5) 下列那一個選項不是老妹的十大徵兆之一？ 

   O 出門血拼方便，小香包換揹實用大容量的購物袋。 

   O KTV 新歌排行榜，每一首歌都不會唱。 

   O 夜店不列入活動範圍考慮，以前覺得音樂好嗨，現

在覺得好吵。 

   O 躺在床上看八點檔連續劇，30 分鐘就開始熟睡。 

   O 和朋友出去玩，一直在估算回家睡覺的時間。 

   O 以前可以玩到天亮，現在熬夜一天就覺得快往生。 

   O 後輩尊敬妳叫聲「XX 姐」，妳忍不住白眼。 

   O 會衝動的買下別人說好用的美妝保養品與纖體食

品。 

   O 自拍沒用一點美肌效果，不敢貼到臉書上。 

   O 素顏穿睡衣出門時，完全不在意鄰居店員旁人的眼

光。 

(6) 那一個徵兆最能讓你會心一笑？......ORID 的 R 

(7) 能會心一笑的理由是什麼？......ORID 的 R+I 

(8) 你覺得這個影片所要表達的概念是什麼？......統整解釋 

1 節 影片欣

賞 18 分

鐘 

 

提問、

串連、

小組討

論 32 分

鐘 

連結

與重

點摘

要 

 

 

 

二、能了解

說與對話的

差異 

 

二-1 

二-2 

二-3  

#第一次聆聽 

  在每一次的提問中，我會要求大家專注的聆聽。如果

AB 兩人一組，當 A 說完時，要 B 來分享 A 說了什麼，第一

遍，先重述 A 所說的內容，要儘量的一字不漏，第二遍，

說出自己的感受中，A 的述說到底要表達什麼？然後交換

身份，再進行一次。 

 

2 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Ne2DZ1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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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聆聽 

  將兩人一組變為 4～5 人一組，每一次當一個人在說話

時，其他人專心的聆聽，並將聽到的關鍵字記錄在便利貼

上，何謂關鍵字由聽者自行決定，另外，關鍵字可以是一

個字、一句話，也可以是一個概念。說的人不用記錄，聽

的人才要記錄，記錄完畢後將便利貼貼在一起，然後換下

一個分享。 

#第三次聆聽 

  在第二次聆聽的過程中，會產生很多針對同一張圖卡

的便利貼，每張便利貼上都寫著關鍵字。老師從學生處挑

出預先設定的圖卡所對應的便利貼（圖卡的內容要簡單，

構圖要清晰不複雜），逐一將對應同一張圖卡的便利貼上的

文字唸過一次，然後請全班同學投票，覺得這會是那一張

圖卡。此時，投影布幕上會有幾張圖卡供學生選擇。依學

生能力的不同，投影出的圖卡候選者差異性不同：圖卡差

異性大，能力為初階；圖卡差異性小，能力為進階。如何

將圖卡的差異化辨別清楚，可由社群老師共備產生。 

  在聆聽能力活動進行的同時，被培養的能力還有擷取

關鍵字的能力。當一張圖卡被很多人聆聽後寫下關鍵字，

就能比較類似的關鍵字那一個更為適切。透過横向的比

較，能讓學生擷取關鍵字的能力顯著提升。 

#第四次聆聽 

  最後，讓學生回到兩人一組，重新做一次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前，透過前三次聆聽活動學到的技巧，將自我介

紹時希望對方聽到的關鍵字先寫下來，然後配合這些關鍵

字們進行自我介紹。老師在全部學生分享完後，選出幾組

同學上講台分享。若選到 AB 兩人這組，由 B 上台分享 A 所

告訴他的內容，與由 A 上台分享 B 所告訴他的內容，然問

看看是否互相同意對方所說。接下來再隨機的抽取台下聽

眾，對台上的分享內容進行關鍵字擷取。 

 

 

 

 

 

 

 
以下是提問設計 

(1) 你所拿到的圖卡是那一張？說說為什麼你會選這張圖

卡？ 

(2) 你在這張圖卡中看到了什麼是與自己有連結的/有關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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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夥伴(任選一位)拿到的圖卡是那一張？他在這張圖

卡中看到了什麼是與自己有連結的/有關連的？ 

(4) 你對自己的圖卡連結表達滿意嗎？說說你的理由。 

(5) 你覺得你的夥伴對他的圖卡連結表達滿意嗎？說說你的

理由。 

(6) 下列那一個流程，比較像是老師設計的圖卡課程學習歷

程？ 

  O 觀察→連結→表達→反思→回饋→重點摘要 

  O 連結→表述→回饋→重點摘要→反思→觀察 

  O 表達→連結→回饋→反思→觀察→重點摘要 

  O 連結→回饋→反思→觀察→重點摘要→表達 

  O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下你的想

法） 

(7) 說書人圖卡課程中，圖卡本身的主要作用為何？ 

  O 觀察的標的 

  O 連結的標的 

  O 表達的參考 

  O 回饋的依據 

(8) 說一說在今天的學習中，你覺得自己學到了麼？有沒有

什麼能力被激發了？ 

有效

的聆

聽與

追問 

三、能透過

9 種不同的

聆聽技巧增

進與同儕的

對話理解 

四、能夠完

成老師指定

的任務並提

出創新的解

決方案 

 

三-1 

三-2 

三-3 

四-1 

四-2 

  上一堂課使用的是說書人圖卡，屬於靜態的資訊接

收，因此，這堂課，選用適當影片讓學生在一定時間內擷

取訊息，然後進行討論分享後整理重點。關於靜態與動態

的訊息擷取歷程有何不同，網路上有很多相關的資料，在

此不特別探討。但因學生未來必須學會類 PISA 式的檢測，

所以對於 PISA 定義的閱讀歷程，一定要有所了解： 

(1) 擷取訊息：依據問題要求或指明的特點找出文中清楚寫

出的訊息。 

  讀者需能偵測或辨識出問題的一個或多個重要元素，

例如：角色、地點、 時間、場景、主題、字詞定義、特定

觀點等，再擷取適合的（字面或同義） 訊息。 

(2) 形成廣泛普遍的理解：正確解讀閱讀內容。 

  讀者需從整體或以廣泛的觀點來思考文本以形成廣泛

普遍的理解。讀者可藉由辨識主要標題或信息或確認文本

的一般性目的或目的來證明其最初的 理解，例如要求讀者

選擇或建立文本的標題或命題，或解釋簡易說明的順序，

或確認一個圖形或表格的主要向度，其他還包括描述一個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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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要角色、 場景或環境，或確認一篇文學文本的主

題或信息，或解釋一個地圖或圖形的 目的與用途。 

(3) 發展解釋：對所閱讀的內容有明確、完整的解釋。 

  解釋的過程可能包括比較和對照文章訊息、連結訊息

間的關係、推論作 者意圖、做出結論、指出與列舉支持性

證據。  

(4) 省思並評鑑文本內容：將所閱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

識、想法和經驗相 連結，經過判斷與省思過後，就文本內

容提出自己的見解。  

  讀者提取自己既有的知識，建構自己對文章深層的理

解，批判文本中的觀點，並提出理由來闡明或維護自己的

評價。  

(5) 省思並評鑑文本形式：運用自己既有的知識、想法和經

驗評價本文，經過判斷與省思過後，就文本形式提出自己

的觀點。  

  讀者需不受文本的影響，客觀地思考並評價本文的品

質與適當性，諸如文本結構的知識，風格和語體在此類作

業扮演重要角色。評鑑一位作者如何成功地描繪某種特

徵，或仰賴大量的知識及偵測語言的細微差別來說服讀

者，例如瞭解何時形容詞的選擇可讓解釋增色不少。 

 

 

  上述閱讀歷程，與 ORID 焦點討論法的四個歷程有異曲

同工之妙： 

(1) Objective: 客觀事實描述 

 描述我們的感官所接收到的外在現實。 

(2) Reflective 感覺反映層次 

 表達我們對所接收到的事物的內在反應 

(3) Interpretive 詮釋層次 

 描述我們的感官和反應的意義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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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cisional 決定層次   

 說出我們的打算 

   

  能夠清晰的分出層次（讓理解與訊息擷取歷程分層），

且時間不長的影片應滿足下列要求： 

(1) 影片本身是由多個片段組合而成 

(2) 每一個片段能夠單獨欣賞 

(3) 每一個片段的時間不會超過 3 分鐘 

(4) 影片進行中，分享者的敘事內容有圖片或簡報搭配，且

能增進理解。 

 

  TFT 創辦人劉安婷女士透過三個小故事來談「擁抱世代

從教育開始」的影片完全滿足了社群共備時的要求。以及

分享完畢後，安婷自己接受短訪的心得記錄與台大簡報課

程的成果影片 Let’s TFT，恰好提供了省思評鑑的文本和

Decisional 決定層次的實際做法參考。 

影片賞析:「擁抱世代從教育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k9laFgnEg 

以下是提問設計 

(1)  安婷的第一個故事在說什麼？  

(2)  安婷的第二個故事在說什麼？  

(3)  安婷的第三個故事在說什麼？  

(4)  安婷的「整個分享」在說什麼？ 

(5)  討論與實作中，有沒有那一個「內容/片段/話語」讓

你印象深刻？  

(6)  有沒有那一個片段，你覺得夥伴分享的內容很棒，很

優秀（他的分享方式你很想學習）？  

(7)  如果上課時有時間，你會怎麼利用這張成果來分享？ 

(8)  請寫下你對這個 PPT 影片與自己小組成果發表的綜合

分析。（可針對影片與自己小組成果所呈現的內容、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k9laFgn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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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深度，進行分析/心得感想。）  

(9)  請寫下你看完【TEDxTaipei 是....? 】影片後的心得。 

(10)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今天的課程學習。 

(11) 如果一句話不夠形容今天的課程所學，你還想說什

麼？ 

分類

歸納

與統

整 

四、能夠完

成老師指定

的任務並提

出創新的解

決方案 

 

四-1 

四-2 

三份教材（見附錄） 

(1) 遠見雜誌 2010 年 8 月號 

   「陳樹菊 用一輩子的力氣還願」 

(2) 遠見雜誌 2015 年 3 月號 

   「台灣樹王-賴桑的家規與鐵律/30 萬棵樹：不砍、不

賣、不傳子」 

(3)  TEDxtaipei 影片：別只看「沒有」，向你的困境借東

西：火星爺爺(許榮宏)  

 

  每一個片段的提問，要緊扣 ORID 的 OR，而儘量不去

提出 I 與 D 的詢問。透過客觀事實的觀察提問，來陪伴學

生回憶文本閱讀、影片欣賞中清晰的內容理解，然後進行

重點擷取。 

以火星爺爺的影片欣賞為例，提問的方式如下（供參）  

  你記得影片中的那一個字或句子？ 

  你記得影片中的那些畫面？ 

  你記得影片的的那些聲音？ 

  還有那些東西你有注意到？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特別的地方？很新鮮的概念或事物？ 

  影片中的那一幕讓你覺得很好玩？ 

  火星爺爺舉的例子中，那一個和你的生活經驗有關？ 

  你覺得這個經驗的主要概念是什麼？與火星爺爺所舉

的例子那些是相似的？那些是不同的？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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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火星爺爺的分享要談的是什麼概念？那些例子

和他提的概念扣合度很高？ 

  陳樹菊、賴倍元、火星爺爺的故事，該怎麼分類？ 

  老師到各小組陪同討論，並進行思辨型提問，給予肯

定，並刺激思考。 

  整堂課程的主要目標，是設計出能夠培養學生「分

類」能力的環境，讓學習行為與分類連結。三個文本/影片

的設計，就是要逼學生做出選擇。參與老師們問：因為三

個文本/影片，所以分類的選擇一定是「2 類」嗎？其實不

然，學生在討論中會有爭執，有意見相左之處，常常是誰

也說服不了誰。然而，透過一系列的表達力課程，學生在

理解「聆聽」的重要後，在分組討論時，就能力求意見的

整合。因為從小到大的考試制度，學生早已具備歸納與統

整的能力，只是程度上或層次上稍有差異而已。但是，分

類則不然。每個人的經驗不一，三個文本各有自身所要闡

述的價值，又有共通之處，如何區別分辨，並說服夥伴，

達成一致的看法，就是「分類」能力培養的課程設計精要

之處。 

 

四、應用與建議 

延伸應用 
本課程可融入相關的學習領域進行，以相關學習領域的內容知識為素材，強化學

生的聆聽對話、表達與思辨能力，也可訓練學生學習尊重的合作精神與態度。 

對超前或

落後學生

的建議 

對於表現不佳的同學可鼓勵其多思考觀摩同學的優缺點，私下多練習，也可請同

學給予指正或私下多與同學討論，檢視自身的想法，也可透過其他課程展現練習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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