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創新教學理論與實務 

 
一、創造思考教學的意義：創新及再學習能力的培養 

創造思考教學是教師在支持的環境下，透過課程的內容，及有計劃的教

學活動，以激發和助長學生創造行為的一種教學模式。也就是：利用創造思

考的策略配合課程，讓學生應用創造力的機會，以培養學生流暢、變通、獨

創及精密的思考能力。 

其目的在培養啟發學生創造的動機，鼓勵學生創造的表現以增進創造才

能的發展。 

 

二、創造的意義：在具有基本知識及經驗下，由無自有產生新事  物；是一種概

念的轉變，也是將不相干的事物結合起來，產生新的價值。 

創造力 4P：1. 創造的過程 2. 創造品 3. 創造性人格 4. 創造的情境 

    創造者經過創造行為及創造思考過程中產生新的創造品；而創造的基本

架構為有適合的環境下，創造者的潛能激發能力。提出「創造力」的要素為

保有同稚心與嬉戲心。在應用於教學中，使創造教學的目的在於使學生樂於

學習，並激發其創造能力，因此教師在教學中，其教學內容必須能隨時變化。 

 

三、無創造思考能力因素 

心思固著：為因先前的經驗，對物體的功能，建立了根深蒂固的概念，

這也是心思的慣性。 

由於對人、事、物或社會現象的看法或經驗，包括客觀的事實，主觀的

知覺及兩者組合而成的概念、理解、觀點與判斷的影響下，思想會因此受限

而固著，對年齡越大的人更是如此，久而久之創造思考能力降低。 

 

四、腦力激盪術的意義及功能 

       「腦力激盪術」為一群人共同運用腦力作創造性思考，在短暫時間內對    

    某項問題的解決，並能提出大量構想的技巧。其功能有四：禁止批評、自由 

    運轉異想天開、多多益善及組合與改進，構想產生也是如此，應是不輕易放 

    棄並活用與轉換。  

 

五、A.L.U.用法 

    A：advantages 利益 

L：limitations 限制 

U: Unique Connection：獨特的聯結 

        利益與限制即為優點及缺點，利用此一方式能訓練學生對議題能有不同

的看法，而獨特的聯絡則為利用腦力激盪術，結合優點與弊端，產出一個適

合的、取其優點但也能避開缺點的解決方法。 



 

英文合作教學法之應用 

一、定義 

32年前，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教授佐藤學因為發現學生失去學習動機與

動力，有「從學習逃走」的情形，因此開始在日本推動「學習共同體」，不過，

這想法當時是前衛的主張，難以獲得認同。 

二、背景 

時值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之際，十二年國教最需重視的是國民教育

品質的提升，讓每位學生都可順著自己的性向和興趣去發展才能。在常態編班的

架構下，各班級的學生存有個別差異現象，尤其在英文、數學及自然等科目呈現

「雙峰現象」，教師更應採用合宜的教學方法，讓所有的學生都能適性發展 

三、定義 

合作學習教學法善用學生互助能力提升每個學生學習效果，一邊增進學生對

社會技巧的學習，是一種合作型態的教學。重點在於採取異質性分組，讓學生在

小組中互相指導和幫助。   

四、主張 

(一)「學習共同體」 

教師應該開放教室，讓大家觀摩，相互學習；家長、老師、校長與學生都是

學校的主人，都享有相同的發言權；及永遠給學生最好的教育內容或資源。而這

樣的操作，就從教室開始，老師教學擺脫過去「老師講、學生聽」的模式，課程

核心變成學生一起學、一起討論，學習是一種參與，沒有人會置身事外。 

(二) 類型 

 
(三)特色 

    1. 同質分組或異質分組 

    2. 積極互賴，同時思考到不同的面向，讓問題可以被更全面地檢視 

3. 直接互動，產生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4. 教師評鑑學生績效 

5. Team work 

6. 團體歷程 

(四)原理 

1. 任務結構:指在班級體系裡面，教師利用各種學習活動，或組合不同的學

習活動來進行學習 



2. 酬賞結構:增強行為的方式 (e.g. 成績 or獎勵 )  

3. 權威結構:指在班級中由誰負責去運用各種方式來控制學習活動或行為的

進行。在合作教學中要利用個人的內發動機及同儕的激勵來控制自己的行

為，努力學習。 

(五)實施步驟 

1. 準備教材 

2. 說明學習目標  

3. 進行同質或是異質性分組 

4. 安排座位空間 

5. 學習評量(個人&小組成績)  

6. 學習成就表揚 

(六)對比 

傳統講述式教學法 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 

• 教師講解、闡述與指導 

• 告知性的講述 

• 事實上的提及，所以屬於較為簡單

的事實性知識 

• 說服性講述的教材旨在強化學生對

教師觀點的認同 

• 單向的交流，而不涉及學生與師長

間的雙向溝通 

• 枯燥講述方式，使課堂變得沉悶與

乏味，教學的成效也會大打折扣 

• 學生同儕互動 

• 教學流程的複雜度較高 

• 需要事前妥善規劃與備課 

• 需具備多種引導技巧 

• 並非侷限於一種教學模式，依不

同教學情境的教學模式 

• 加強教師教學專業知能（含合作

學習教學法、課程設計、合作技

巧） 

 

五、英文科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 

   (一) 異質性分組學習 

   (二) 互惠式閱讀教學 

   (三) 鼓勵主動以英語發問及討論 

   (四) 可即時發問、或是同學間彼此提問找答案 

   (五) 迅速掌握文章的重點 

   (六) 自然學會單字、文法和句型應用 

 

六、當前教學盲點與未來展望 

    現今教學多採單一教師進行單一科目教學，缺乏利用教師間不同專長領

域。無統合設計以核心教材進行教學，致使學生學習片段之知識，無法實用。

缺乏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甚至與社區交互合作。因此，未來實施合作

教學，必須使教師間、各科間及師生間共同合作學習。  

 國內外許多研究發現，類似於日本「學習共同體」的「分組合作學習」有助

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發展合作及溝通技巧、增進學

生自尊及促進族群融合、有助於適性發展，是一項具備多項功效的教學策略。 

 「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有別於全班授課及個別式學習的學習型態；在這種

學習型態中，根據學生特質與教學需求，將學生進行同質性或異質性分組，



然後，透過成員間的互動與合作來促進彼此的學習。由於分組合作學習能鼓

勵學生與他人合作互動，同時增進學習者對於學習內容的參與，是近年來頗

受推崇的一種學習型態。 

 分組合作學習的方法有很多種，有以老師或學生為中心的方式，各有不同操

作模式。 

 4到 6人一組。可以是同質性組合（如相同學習興趣、學業成績接近），亦

可採異質性組合（如不同性別、不同學業成就、一般與特教學生或弱勢學

生）。前者有助於教師進行適性教學或差異性教學，後者則有助於學生學習

合作的技巧。 

 異質性分組學習，讓學業表現不同的學生在同一組，相互學習與幫忙，成功

的讓學生上課不再置身事外，願意參與，提升整體的學習動力。 

 互惠式閱讀教學，上課不是要給學生標準答案，而是透過「發問」，讓學生

在提問的過程中，主動澄清概念，預測故事的情節。 

 教師角色:在合作學習的教學情境中，教師的角色是協助者，學生才是學習

的主角。當學生的社會技能不成熟時，教師有責任加以督導。如果學生討論

過程中遇到瓶頸，老師可以適時地給予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