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簡報檔及重點節錄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學生英文為何學不好？ 家長不配合？學生不用功？ 

2. 是否我們應該改變想法：把學習這件事，放在學校完成。 

3. 108 課綱：外語學習是

「技能」，不是「知識」。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知識」怎麼轉換成「能力」，才是重點。 

2. 教的落差：時數少、進度趕、教材文法導向、

老師一直講。 

3. 學的落差：上課一小時，課後要三小時才能完

成學習。補習班就是在完成那三小時的學習。

所以沒有課外資源的學生，很難完成學習。 

4. 兩種理論：結構為主理論、社會文化理

論。 

5. 結構為主的理論：認為只要給文法結構，

就會英文。但是事實上，這是我們學了 12

年的英文，還無法開口講英文的原因。 

6. 社會文化理論：是與人互動中學會英文。

本計畫著重在社會文化理論。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老師的準備：最重要的是「我怎麼知道學

生學會了？」 

2. 教了一堂課 45 分鐘，最後 3 分鐘檢驗學生

是否學會，結果學生仍無法自己念出來。

這堂課幾乎等於無效教學。 

3. 教得少、學得多 Why： 

4. 為了學生而教，而不是趕進度而教 

5. 為了激起學習熱情，而不是害怕失敗 

6. 為了學會，而不是給知識而已 

7. 為了人生的試驗，而不是一連串的考試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教得少、學得多 How： 

2. 與學生產生連結，而不是機械性練習 

3. 差異化的教學，而不是一套所有人適用 

4. 引導、協助，而不是直接告訴怎麼做、

告知答案 

5. 質性評量和形成性評量，而不是量化和

總結性評量 

6. 學生學英文的兩大動機：有成就感、喜歡老師。 

7. 什麼是學習導向？ 

8. 以能力指標為基礎 

9. 不使用文法術語，能否學會英文？ 

10. 不再是老師一直講，而是把時間還給學生動手做中學

習。 

11. 全英語授課：沒有 input、哪來的 output 

12. 給學生成就感：給學生一百分的機會 

13. 學習檢查單：每堂課結束前，確認學生是否學會了。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計畫目標： 

8. 每學期期「初」都會進行「能力測驗」。學生經

過一個暑假、一個寒假，是否還記得所學？還

記得，代表內化成功。 



 

 

2. 以「能力指標」代替進度：讓學生有帶得走的

能力。 

3. 差異化教學：從國小就因偷跑而有很大差異。

國中差異更大。 

4. 英語閱讀：讓學生有閱讀的能力和習慣。 

5. 全英語授課：不翻譯，能否用英語授課 

6. 教得少、學得多（TLLM）: 把時間還給學生學

習。以學習為主軸。 

7. 英語教育＋雙語教育-->英語能力整體聽說讀

寫皆提升。 

9. 任務導向：例如學顏色，就讓學生去找 blue

的東西。 

10. 以學生學會為主、擁有能力為主 

11. 溝通學習：讓學生有大量開口的機會、大量師

生、學生間互動。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一開始會有師訓。接下來是備課、觀議課。觀

議課才是落實的關鍵。 

2. 教師社群設立（含備課及觀議課）：不是看老

師教得好不好，而是互相學習、互相幫助解決

問題。 

3. 教學管理及教材研發、教學資源平台建立：分

享教學內容、教學方式。 

4. 暑期密集班：讓學生進步神速。 

5. 過去參與的學校，很多都不再需要補救教學。

參與計畫的國中，很多會考C級也都降低至少

一半以上。 

6. 任務導向的學習：讓學生大量動手做，包括閱

讀。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泰國的廣告： 
2. 女兒不會切鳳梨，媽媽是以示範方式，讓女兒知道怎麼切，不是一直

說明。體現了鷹架概念：老師先示範、小朋友再做。 
3. 女兒想吃冰棒，但家裡沒錢，沒辦法買冰棒。媽媽用鳳梨做成冰棒給

女兒吃。女兒自己想到：那是否來賣鳳梨冰？ 
4. 女兒第一次去市場賣冰棒，失敗了。媽媽沒直接給答案，而是讓女兒

自己去市場觀察、體會，產生歸納。 
5. 媽媽：很開心看到她「從中學到的經驗」、學到自己「解決問題的能

力」。或許有一天，不在她的身邊，她會過得很好 
6. 舉例英語課學單字來說，也是要讓小朋友從做中學、讓小朋友獲得

「看到字就會念」「會念就會拼」的能力，以後學英文再多單字也不

怕，都能把英文學好。給小孩子釣魚的能力。 

7.  語言學習，事實上是需要運用大

腦各個部位。例如聽是使用聽覺

皮質、視覺是視覺皮質等。 

8. 所以英語課是需要開口說、大量

聽、運用、看圖或動作等，同時

運用大腦不同部位，才能停留在

腦中，而不是只是依賴「記憶」

而已。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1. 所以英語學習，是一種「能力」訓練，就像游泳一樣。要讓學生下水

去游，而不是教練一直講、沒讓學生下去游，而且下次還要考試？導

致家裡沒辦法去游泳池練習的，就沒辦法學好。 

2. 老師的角色，會比較像是教練，要讓學生「動手做」、「做中學」。 

3. 雙語教育也是這樣的概念，讓學生開口說、動手做，在打籃球時，就

自然學會英文。 

4. 21 世紀的學習： 

5. 教得少、學得多。 

6. 超越學科。 

7. 學生為導向的學習。 

8. 合作學習>競爭 

9. 團體>個別學習 

10. 做中學（任務導向） 

11. 評量：超越標準化測驗。評量透

明化。 

	



 

 

	

20220531 當日簡報重點筆記：	

到底要改變、還是就認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