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思 維
國⼩⼀年級� 國語科教學的6⼤迷思
調整眼光� 兼顧知識⼒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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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寫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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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這樣想�
教⽣字的時候，學⽣上課時好像很專⼼，⽼師也會在上課同時檢查學⽣是否還記得，
但等到⽉考時，學⽣就忘了⼀乾⼆凈，真的很挫折。

1-1識寫字篇

分析原因
學⽣忘記的原因可能是「這個字對他來說沒有意義」、「沒有反覆練習」、「沒有
跟⽣活結合」。

怎麼看待這些忘記的原因
沒有意義
通常我們如果要記的住，就要反覆練習，當反覆練習的時候，如果沒有意義線索，
就很容易混淆，他就會忘記。
沒有跟⽣活結合
舉個例⼦，我們常常說有些國字的CP值真的是低到⾮常的低，像「璀璨」⼤概只有
在結婚那⼀天要買鑽⽯，⽤璀璨來形容鑽⽯，這兩個字使⽤率真的⾮常低，⼜如烏
⿔的⿔，CP值也很低，因為很少使⽤，就容易忘記，成⼈也是如此。
沒有反覆練習
這是學了就忘的第三個線索，學⽣如果忘記的字CP值很低的，其實無傷⼤雅。但是
如果是常常出現、經常使⽤的字，可能就是練習不夠。

只要稍稍調整眼光看待困境，其實都有法有⽅，做可以做的事情。

新思維
即使知道學⽣忘記的原因，但是偏鄉⼩孩受家庭因素無法⽀持學⽣好好學習，譬如
說請學⽣反覆練習，可是回家就沒有練習，⽗⺟忙於⼯作、隔代教養等，家裡可能
沒有環境讓他寫。當然，⽼師沒有辦法解決家庭問題，如果他回家不能寫，我們總
得想辦法讓他有機會寫，在學校就⼀起處理（之後的篇章會介紹如何化解在家裡不
能反覆練習的困難。）
沒有跟⽣活結合產⽣意義的情形，其實很多的⽼師也都會教他們⼀起玩遊戲，它就
有意義，多多少少就會記得。

影⾳版： https://youtu.be/pibtKNINRL4

新素養��新思維�

為什麼學了就忘？
為何學習⽣字後，無法正確唸/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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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2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A1slQQHQIco

新素養��新思維�

唸字的錯誤類型�

直覺這樣想

學⽣學了就忘，可能是沒有反覆練習，不夠固化，或者是沒有意義感。總⽽⾔之，
當⽼師表達教學上的困難時，經常這樣說：「他沒有考好，是因為學了就忘」。
邀請⼤家想⼀想，學⽣忘記的類型，是不太⼀樣的。

調整看問題的切⾓＿想⼀想學⽣唸錯發⾳的原因�
學⽣有時候認得字，只是唸錯發⾳，確實是記得不夠牢靠，當字的形狀很相像，就
把它看成同⼀個字。譬如說烏鴉的烏與⼩⿃的⿃，明明是烏卻唸成⿃，⽼師就知道
他學了就忘。

怎麼看待這些原因
兩個字型太像，⼤腦選錯發⾳，這種情形稱為「⼲擾」�。如果沒有學過烏鴉的烏，
也不會唸出烏。⼜如⼤⼩的⼤，跟太太的太，往好處想，如果沒有學過，就不會念
錯�。因此，⽐較好的說法為『學⽣不是忘記，他是因為正在學新的東西，所以產⽣
⼲擾』。

新思維
調整眼光是當⽼師的第⼀件事。⼀旦調整眼光，就發現原來學⽣正在⻑⼤，不是⾃
⼰沒有教好，就會快樂⼀點。⽼師們只要常常練習這樣想：學⽣這些錯誤，正因為
⽼師正在教好，學⽣正在廣泛吸收，所以才有機會唸錯。

教師⾔談
學⽣唸錯其實是蠻好的，他要唸錯，你才可以跟他說『你怎麼那麼厲害？知道有那
個⾳？⽼師知道的跟你不⼀樣，這⼀個字怎麼唸？再想⼀下。』肯定學⽣已經學會
的，⿎勵學⽣⾃我偵錯，⾃我修正。這樣⼀來⼀回，⽼師⼼情好，⼩朋友⼼情也不
錯，形塑⼀個快樂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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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3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hSaUDbAYwBI

新素養��新思維�

經常練習寫字，還是寫錯？

直覺這樣想
回家作業都有寫甲、⼄本，學⽣經常重複練習寫字，為何總是忘東忘西？

新思維
與唸錯字⼀樣，⽼師只要調整眼光，學⽣可以組合這些部件，代表學過很多，只是
在固化的過程中還沒有精緻化。

⽤⼼練習�vs�只是寫作業
寫作業可以分：認真重複練習，或者為了交作業⽽無可奈何的重複習寫？
各位⼩時候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師請我們練習寫10遍，例如「陳」，先把⽿
朵寫完⼗遍，再寫東補起來，完成10次練習。這樣⼀來，只是應付作業求快速的
練習，當然不會從重複練習中有意識的學習正確組合部件。
厲害的⽼師會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學⽣⾯對罰寫容易應付了事，產⽣很多空
虛，這種空虛是，表⾯上寫了（罰寫），卻沒有達到透過重複練習修正錯誤的歷程。

其實⽼師⼀眼就能看出來學⽣分開寫，因為分開寫的字，結構就會怪怪的，除⾮學
⽣寫字像書法家⼀樣⾼竿，⾏雲流⽔。否則，對⼀年級的⼩朋友，需要組合的部件
真的很多。成⼈的我們覺得寫字已經不費吹灰之⼒，那麼假想學德⽂，即使學了⼀
年，應該也會錯很多，雖然德⽂字⺟跟英⽂字⺟很像，但是要學會⼀個國家的書寫
符號，其實是蠻難的。�

調整眼光，看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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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3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hSaUDbAYwBI

新素養��新思維�

寫字的錯誤類型介紹

1.同⾳異字�
學⽣造句時，將輕鬆的「輕」寫成「青」，這種情形稱為「同⾳」。學⽣記住正確
的聲⾳，但沒有記牢對應的字形，的確是學了就忘。這時仍⿎勵學⽣寫出正確的國
字，只是中⽂字有太多同⾳字，需再次提醒同⾳字的意義，以穩固字的形⾳義連結，
將有助於減少同⾳異字的錯誤。

2.筆畫增刪

3.部件錯置

4.辨識不夠精緻

5.鏡像顛倒

學⽣寫字的筆畫容易多⼀筆，少⼀筆，或者少兩三筆。寫錯字的筆畫增刪，重點就
是要常常練習、重複練習。當學⽣重複練習後，⽼師會發現，寫10遍的時候對了，
等到考聽寫的時候，還是寫錯。原因可能跟⼤腦認知負荷有關（後續會介紹），因
為筆畫數很多時，就不容易記得牢。�

晴天的「晴」，先寫⽇，再寫青，學⽣可以正確書寫。到了寫安靜的「靜」，學⽣
依循之前規則，把青寫到右邊，這時⽼師就會說明：「只有晴天的晴，蜻蜓的蜻可
以把青放在右邊，因為部⾸表意要寫在左邊」。部件放錯位置也是錯字，因為沒有
這個國字。

學⽣認字先從字的輪廓開始（⼤的形狀），例如，辦法的「辦」，跟花瓣的「瓣」，
可以區分⼤形狀，可是細項的區辨（⼒、⽠）不夠精緻。⼜如「照」，⼤形狀分上
⾯、下⾯，是不同部件，可是上⾯還要再分出「⽇」、「⼑」跟「⼝」，這⼀部分
就不夠精緻。這種類型的錯字，真的⾮常多，譬如說像戲劇⼆字，學⽣容易混淆，
右邊部件是要寫「⺉」還是「⼽」，學⽣就組合出各種可能的部件。

少部分學⽣寫字，很像鏡⼦映照景象，左右顛倒。這種⼩孩其實也是⼀種學習障礙
的亞型，這種亞型的好發率⼤概2%到10%，不多，但是還是會遇到。如果遇到這
種類型學⽣⼀定要找輔導室協助進⾏學習診斷。

學了就忘蠻正常的，沒有⼈不會忘記，因此需要思考的是：⽤什麼⽅法才能記得牢
靠。在重複教學之前，先判斷學⽣的錯誤類型，針對錯誤類型，對症下藥，教學才
能省⼒。以下就學⽣寫字的錯誤類型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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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4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FDKtxHjBxzs

新素養��新思維�

學習認字�

直覺這樣想
如果您總認為國語課本很簡單、認字有什麼難！讀「拍拍⼿，拍⼀拍，左拍拍、右
拍拍」，對你來說不費吹灰之⼒，那麼你就想像⾃⼰正在看希臘⽂的感覺
「παλαμάκια,�παλαμάκια,�παλαμάκια�αριστερά,�παλαμάκια�δεξιά」，是不是
很痛苦。⼩朋友還不認得字，看國字就像我們看希臘⽂⼀樣，每⼀個字都蠻難的，
尤其「左」跟「右」的字型，看起來⼜那麼相像。

新思維

想要解決錯字的問題，可以先倒回來想，如果學⽣學過後會錯，那要怎麼學會⽐較
有效。如果輸⼊（學習）的時候，就盡可能有效的輸⼊，後⾯要犯錯的機率就會下
降。
以下將介紹⼤腦會⽤什麼⽅法來學習認字：

1.形⾳聯結＿看到字形提取字⾳
⼈類學會認字，通常是看到「形狀」，就會知道「發⾳」。所以當我們看到德⽂就
會覺得悶悶的，似乎認得那些英⽂字⺟，但是無法像英⽂那樣發⾳，這是因為我們
⼤腦裡⾯沒有可以對應的聲⾳。德⽂有些形狀與英⽂蠻像的，例如：早安（Guten
Morgen�），但是不知道發⾳就唸不出來，唸不出來，就無法記住。看到字的形狀
就會發⾳，這是認字的第⼀步。

2.�⾳義聯結＿透過字⾳觸接字義�

「你拍拍，他也拍」，「也」跟「他」字形很像，學習認字時⼀定要先分辨這個形
狀，光是分辨字的形狀就很花⼒氣。所以⼀年級學10個禮拜的注⾳，學⽣就能把
「ㄆㄞ」拼出來，唸出拍拍⼿，⼤腦就知道拍拍⼿的意義。
通常⼩朋友在學前階段，聽過很多詞彙，知道這些詞彙的聲⾳跟意義，之後教國字
時，只要把「字形」跟已經知道的「⾳、義」連結起來，就可以省略以下第三個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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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4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FDKtxHjBxzs

新素養��新思維�

學習認字�

3.�豐富的⼼理詞彙有助⾳義聯結
⼩學⼀年級的國語課本中，幾乎沒有學⽣沒聽過的、不認得的詞，例如：爸爸、媽
媽、學校、上下、拍⼿，�這些都是⼤腦已知的概念，稱為「⼼理詞彙」。之前提
到，學⽣要有意義感，字才學得好，只靠「形⾳連結」跟「⾳義連結」學字相對⾟
苦。因此，研究中⼼幫忙評估⼝語理解的詞彙量，讓⽼師了解學⽣的學前⼼理詞彙
量，如果學⽣的⼝語理解詞彙量成績不差，就不⽤擔⼼學⽣的⼼理詞彙量不⾜，如
果偏弱，⽼師就透過教案中豐富的語意脈絡講給學⽣聽，學⽣聽多了，就能把「⼼
理詞彙」補回來。

⼼理詞彙有多快

部分學⽣學在班上跟著⼤家讀課⽂，朗朗讀書聲，好像讀得很好，⼀旦⾃⼰讀，就
會跟不上，這是因為認字需要⼤腦把形狀跟聲⾳快速連結在⼀起，然後聲⾳跟意義
也要快速連在⼀起，你們知道這個可以多快嗎？成⼈看到字的形狀，然後⼤腦就知
道聲⾳跟意義，這樣不到200毫秒（1000毫秒＝1秒），⽐眨個眼睛還要快。

怎麼改善學⽣認字能⼒

學⽣朗讀時，看很久想很久，唸出來已經過了半分鐘。這種情形跟200毫秒差很多，
就表⽰這位學⽣在認字上很⾟苦。因此，教師可以先降低學習的難度（困難），讓
學⽣練習：先知道意義（補⼼理詞彙），再學（⽐較難的）形狀與聲⾳對應。

07



為什麼學了就忘？

1-4識寫字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lM_3mldbQ

新素養��新思維�

學習認字＿問答篇�

如何知道學⽣具備⼼理詞彙量？
對⼩朋友⼼理詞彙量估算⽅法，⼀是請學⽣「說出來」，爾後教師才評估學⽣會不
會。另⼀種作法，如果學⽣說不出來，可以先聽再分辨。以上都可以幫助⽼師評估
學⽣具備的「詞彙品質」，教學中，真正對學⽣有幫助是語意脈絡下提供的詞彙量
夠廣，品質⼜夠好。

詞彙量�vs�詞彙品質

舉例來說，⼀般⼈聽過「太陽能發電」，具有該詞彙量，但與材料系的學⽣相⽐，
理解的範圍卻不⼀樣，⼤家可以說出：太陽能發電叫作從光轉到電的轉換率不好，
每個字都唸得出來，但理解的品質不⼀，到了前後⽂要連結推理時，理解的深度⼜
更不⼀樣了。聽到字的聲⾳，意義隨之⽽來，就可以有效學認字。⽬前國語課本內
容與學⽣的⽣活經驗相關，也就是在學⽣既有的⼼理詞彙（聽到字的聲⾳，就知道
意義）下教⽣字（辨識與書寫字的形狀），就是這個原因。

「⼼理詞彙」可以說是孩⼦的先備知識嗎？對於詞彙的先備知識？

進⼩學之前，學⽣已經累積⼤量⽣活經驗裡的詞彙，這些詞彙形成⼀個知識系統，
例如喜歡玩寶可夢的學⽣可以唸出很多⽔系名稱，喜歡恐⿓的學⽣具備許多跟恐⿓
有關的詞彙，以此類推。多數的⼩朋友都具有⽇常經驗需要的詞彙量，所以國語課
本盡可能使⽤⽇常⽣活經驗，來幫助學⽣學習認字。學理上，除⾮真是學習障礙的
孩⼦，否則沒有道理學不會。
但是，教學現場確實看到許多學⽣沒有學好，因此，如果⽼師具備評估學⽣錯誤類
型的知能，在教學設計上調整⼀下，或許學⽣就可依循這些鷹架學上來，讓⽼師成
為學⽣⽣命中第⼀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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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5識寫字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9Do3uux0Uk

新素養��新思維�

有效的識寫字策略�

筆畫教學，不是⼤腦喜歡的學習⽅法

⼩朋友請唸⼀唸⽣字的發⾳，然後舉起⼿，邊唸筆畫數，⼀邊書空。之後，就銜接
造詞的教學活動。

新思維
如果考試考字共有幾畫，對認字能⼒沒有效果，⽽國⼩⽉考⼜是⾃⼰出題，不要使
⽤這⼀類的題⽬即可，只要⽼師不要考這⼀類型題⽬，就可以幫助學⽣回到正確的
寫字策略。不要學了就忘，第⼀步就是在識字教學時，跟字形辨識合在⼀起教。

寫字真的很困難，如果不要犯幾種常⾒寫字的錯誤類型，學⽣認字時就要有精緻的
字形辨識�。

（接續下⾴）

經常這樣教⽣字

您是否發現數筆畫的教學，對於矯正少⼀個筆畫、多⼀個筆畫，或是部件錯置，並
沒有很⼤幫助。複雜的字，通常筆畫數⾼，⼤腦要在短時間，記憶超過⼆⼗畫（等
於有⼆⼗個⼩單位）的字，遠超過⼀般⼈類短期記憶七到⼗個單位數，所以整併⼩
單位（筆畫）形成⼤單位（部件），利⽤⼤單位來記憶，是⽐較有效率的。

知道識字的學習歷程，接下來處理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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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5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G8wIy4UsCyA

新素養��新思維�

有效的識寫字策略�

1.�精緻的識字策略

精緻是指「辨識相似部件與筆畫」，學習時採精緻輸⼊，輸出就不容易出錯。例如
「拍」，學⽣只有粗略辨識出左右兩個部件，卻沒有仔細地看右邊是⽩不是⽇，寫
的時候左上就少⼀撇。每次輸⼊時都只是粗略辨識，認字或許還撐得住，到了寫字
就容易出錯，每⼀次認字，都只是稍稍微記住，每⼀個稍稍微累積到後⾯，就會造
成寫字⼀直出錯。因此，教⽣字要「讀＋寫」，識寫字要合起來⼀起教。

2.�部件知識形成組字知識

有些部件有固定位置，如「張」，⼸部件幾乎在左邊；但是有些部件，左右邊都可
以放，像「⼯」，功夫的功，⼯在左邊，彩虹的虹，⼯在右邊。字的部件在什麼位
置，就稱為「部件知識」。學⽣會慢慢累積部件知識，「⾋」不會在字的下⽅，美
字中的⽺字頭只會出現在上⽅。
教識字時，⼀步⼀步教部件擺放空間，累積後就會產⽣部件知識（部件位置）跟組
字知識（部件組合模組），減少部件錯置的錯誤。建議各位⽼師教⽣字時，除了描
紅、數筆畫，還需要教組字知識，如此⼀來，學⽣寫字的時候，就不會犯第四種類
型的錯（不夠精緻），錯誤率就會開始下降。

3.�透過部件使⽣字書寫⾃動化

中國字就是部件組合起來，如同綠蠵⿔的蠵，筆畫數很多，⼀旦有部件知識，就知
道右邊是⼭＋⾫＋冏，只要記住四個部件，就可以寫出蠵。學⽣的認知負荷就會下
降，只剩下四個⼩單位要記憶，跟要算⼗幾筆的筆畫，記憶的負荷量就不⼀樣了。

已經知道學⽣容易學了就忘，或者學得不精緻。倒回來想，已知⼤腦喜歡這樣學習，
那麽⽼師就可以按照以上的原則來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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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了就忘？

1-6識寫字篇

影⾳版：https://youtu.be/G8wIy4UsCyA

新素養��新思維�

有效的識寫字學習原則�

新思維
教學設計需考慮輸⼊的品質，當學⽣難以專⼼，可能是他的⼤腦覺得好難，就分⼼
想快樂的事，結果就是輸⼊不夠精緻，記得不夠牢靠。但是⼩朋友也有很專⼼的時
候，例如打電動，玩遊戲，就不會坐⽴難安，就表⽰有⽅法讓學⽣像遊戲⼀樣專⼼。
不專⼼，怎麼辦？
1.注意⼒＿調節與切換
⼩朋友要專⼼四⼗分鐘聽課，蠻難的。所以每10分鐘換個教學活動來切換注意⼒。
按照教師⼿冊連續上40分鐘的⽣字，到後⾯20分鐘，學⽣就會坐⽴難安。如果班
級紀律嚴格可能還⾏，但是輸⼊的精緻度也會稍微下降。既然已知學⽣的注意⼒會
隨時間延⻑⽽下降，就穿插教學內容，來化解注意⼒的問題。
2.意義脈絡＿意義理解
以前按照課⽂順序，⽣字⼀個⼀個教過去，⽐較沒有意義感，學⽣就記不牢靠。要
怎麼讓⽣字有意義？譬如說，⽣字「拍、⼿、左、右」，把四個⽣字合起來，變成
⼀個意義的脈絡，左邊右邊，左⼿右⼿，先⼀起教，產⽣意義之後才進⾏寫字。
3.學習回饋＿字詞書寫
對調⽪學⽣來說，坐在位置上重複練習，就會是⽩⽩受苦。重複練習可以善⽤「⿎
勵」，⽼師可以說：「寫的這麼好？你是怎麼做到的？」學⽣受到⿎勵，就會想再
寫給⽼師看。與其回家寫⼗次，還不如在課堂上給予⿎勵。這樣說：「你寫的很好，
可以怎麼樣再把它寫的更清楚。」學⽣喜歡被⿎勵，提供這樣的回饋，學⽣就可以
更常寫出正確國字。
4.學習興趣＿豐富語料
之前提到具備⼤量的⼼理詞彙，識寫字會學的⽐較好。之前舉的例⼦，聽過太陽能
跟懂太陽能，理解感受還是不⼀樣。國語課本內容蠻單薄，上課時重複課⽂所提及
的「拍拍⼿」，總不能⼀直拍⼿！若教學融⼊繪本就有趣了，繪本內容也會跟課⽂
有關係。回到太陽能的例⼦，當你聽過光到電的轉換率，越是熟悉，掌握字的意義，
使⽤詞彙能⼒就會越好。因為課⽂內容不夠，從繪本或者教案設計出來的句⼦，具
備較多的語料與⽂本內涵，讓⼩朋友多⼀點機會表達想法，這樣的認字跟寫字都⽐
較有趣。
過去低年級教學，如果只使⽤國語課本，常常就是認真教，⼩朋友認真寫，但容易
發⽣寫字的四個錯誤類型。因此從學⽣的學習反應，重新調整設計教案，才能讓教
學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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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不喜歡寫字？

2-1識寫字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Gq3hALF80

新素養��新思維�

淺談執⾏功能�

直覺這樣想
很多⼩朋友真⼼不喜歡寫字，教學再怎麼變化、教案再怎麼設計，學⽣就是無法專
注學習。

調整看問題的切⾓
學習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願意⾯對挑戰。⼼理學上也發現⼀個⼈的成功，不
⼀定是聰明絕頂，⽽是恆毅⼒的展現，但是恆毅⼒難以測量，⽽是看⼀個⼈，不管
⾯對什麼任務，不管挑戰有多難，都願意去試試看。回到教學現場，有的⼩朋友⾯
對學習困難時就會說：「那個好難，我不要做」。⼩朋友不喜歡寫字，基本上就他
不想⾯對那個挑戰，因為寫字對⼀年級的⼩朋友來說，握筆寫字需要⼤肌⾁⼩肌⾁
要協調，挑戰難度是蠻⾼的。

新思維＿⼤腦的執⾏功能

「執⾏功能」指⼤腦的前額葉負責完成⼀系列有⽬的性、⽬標⾏為的認知歷程，包
含預先計畫、彈性的轉換想法與⾏為，以及抑制外界⼲擾和不適當的反應等。簡⾔
之，可以抑制想要搗蛋的情緒，更新⼯作記憶中紀錄或任務，進⾏認知彈性的轉換
能⼒。執⾏功能在3歲到5歲快速發展（如圖2，線條陡升），到了6歲執⾏功能應
該趨近於成⼈，七歲之後就穩定了。簡單來說，每個⼈的⼤腦裡從出⽣之後就發展
⼀種「我應該要做什麼」的能⼒。
不過研究顯⽰的是平均，就表⽰有⼈可能沒有發展好執⾏功能，例如有些學⽣，被
要求寫字時就兩⼿⼀攤：我不會。他已經不具備挑戰的動能。合理的推測如果到了
⼆年級學⽣字還是遇到困難，可能就是⼤腦的執⾏功能沒有發展成熟。�

圖2� 平均來說，⼈類在三到五歲期間，是
執⾏功能發展的重要⿈⾦期，七歲後趨於
穩定。

圖1� 執⾏功能具有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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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不喜歡寫字？

2-2識寫字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WLwP0cFn8&t=4s

新素養��新思維�

沒有家庭⽀持，就無計可施！�

除了學⽣不想學，還有另⼀種來⾃家庭往下拉的⼒量。學校裡⾯有好的⽼師、也挹
注許多資源，像是夜光天使的陪伴機制等。我們盡可能在學校裡照顧⼩孩，將家⻑
的副作⽤⼒減少，這樣的情形雖不是最理想，但已經是有限選擇中最好的辦法了。

化解之道＿⾔談品質
想要化解這個問題，並不是回頭勉強⽗⺟，⽼師也有可施⼒之處。雖然許多⼩孩不
喜歡寫字，與學前執⾏功能發展脫不了勾。⽼師⾯對這些孩⼦可能有⼀點傷腦筋，
然⽽執⾏功能在七歲前具有⾼度可塑性，還有機會在教室裡，透過⽼師的⾔談品質，
設計學⽣可⾃⾏調控的機會，讓學⽣練習認知彈性的轉換，抑制衝動，更新需要執
⾏的任務，來提升學習的專注及願意挑戰的⼼理。�

調整看問題的切⾓

⽗⺟的語⾔
如果學⽣執⾏功能沒有發展成熟，⼀個殘酷的事實可能是學前階段家庭沒有提供機
會讓⼩孩發展該有的執⾏功能。這通常跟⽗⺟的說話⽅式有關，例如學前階段，到
了睡覺時間，有的⽗⺟這樣說：「睡覺時間到了，玩具要怎麼辦？」⽗⺟提供機會
讓孩⼦思考與規劃，如何執⾏睡前的活動，抑制還想要玩的衝動，更新下⼀個動作
的⼯作記錄，放下玩具去睡覺。
也有⼀些⽗⺟沒有注意到親⼦⾔談品質，⽤命令⽅式說：「趕快去睡覺！躺好！」
這樣的⼩孩就沒有機會練習執⾏功能，這不是⼩朋友的錯，可能⽗⺟過於忙碌沒有
時間好好跟孩⼦對話。�

什麼是教室內可以做的?�
每⼀天跟⼩朋友說話，是有機會改變的。
⽼師⾃我檢核教室裡說話的樣⼦，⽐較像⾔談品質好的爸爸媽媽：「⼩朋友我們現
在來上課了，你們要怎麼做？有什麼計畫？」。還是這樣說「課本拿出來，現在翻
到第五⾴」。想⼀想您是哪⼀邊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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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不喜歡寫字？

2-2識寫字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WLwP0cFn8&t=4s

新素養��新思維�

沒有家庭⽀持，就無計可施！�

聽完理論的說明，教師⼼裡這樣想，班級要⾯對的⼯作有多繁雜、學⽣有多調⽪，
需要被管教，課都教不完了，哪來的時間慢慢引導學⽣規劃、還要負責學⽣發展執
⾏功能，學者的建議真的不⾷⼈間煙⽕！

調整眼光，耐⼼看待學⽣成⻑
⼩朋友當然調⽪，可是也很願意被挑戰，執⾏功能的發展，不會在⼀天內被化解，
但是如果⽼師覺得該做的都做了，也不想每⼀天都被學⽣氣到頭髮斑⽩，就可以嘗
試利⽤新思維來看學⽣⾏為，開始⼀點點的改變，利⽤⼀年的時間調整班級經營與
教學語⾔，第⼆年就有機會輕鬆地快樂教學。
如果家庭在學前六年把學⽣變成⼀個愛放空、不愛寫字的孩⼦，⽼師也不⽤給⾃⼰
很⼤壓⼒⽤很短時間改變，我們最少還有⼀年的時間，調整相處⽅式，⼩朋友雖然
具有可塑性可以被調整，但是也需要時間，不會⼀開學，⽼師改變說話⽅式，他就
突然改變，但看⻑遠來看，⼀年後⼀定會改變，也許幅度不是⾮常⾮常明顯，這種
改變也不是學習評量可測量，但是⼤腦的發展都有在變化。

直覺這樣想

建⽴新思維
我們⼀起調整眼光，看得⻑遠。接受現實台灣的社經環境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但
是在教室裡怎麼做，是我們可以主動選擇的。
以醫學為例，百年前醫⽣幫病⼈開⼑是不洗⼿的，所以⼿術後的感染率很⾼，死亡
率很⾼。因為當時的醫⽣不知道⼿的細菌會影響到傷⼝，認為術後死亡，是因為家
庭提供的營養不⾜所致。當時沒有科學研究報告佐證，直到後來的醫學進步才發現
只要洗⼿，就能⼤幅改善術後死亡率。
執⾏功能的概念就類似這樣，50年前無法研究⼤腦，不知道⼈類怎麼學習，現在
腦科學進步，利⽤儀器與實驗就能知道⼤腦運作⽅式。其實教學也是可以有科學證
據的，科學證據告訴你執⾏功能也蠻簡單，就是不要只給指令，讓學⽣有選擇權，
再激發他的意⾒，就能慢慢地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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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不喜歡寫字？

2-3識寫字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11W9Q2kcg

新素養��新思維�

從建⽴寫字的規則開始�

不要只給指令，⽽是引起學⽣的投⼊，激發學⽣的意⾒。例如寫⽣字時，⽼師經常
這樣說：「⼩朋友來我們描紅」，這就是給指令。引起學⽣投⼊的說法可以是：
「⼩朋友我們來看，『拍』這個字，你認得兩個部件的哪⼀個？」學⽣就可以投⼊
意⾒，如果要激發學⽣意⾒，就不要只有給指令。這個動作就可以練習執⾏功能，
同時教寫字，⼀舉兩得，不會花太多額外⼼⼒⽽佔⽤教學時間。
⽼師利⽤研究中⼼的教案，練習教學語⾔，從單⼀指令到調整能引起投⼊，激發意
⾒的語⾔。這裡的意⾒不是指順從學⽣的意願（要不要去上體育課），⽽是針對學
內容（⽣字）的意⾒。
如果學⽣看到「拍」字，發表意⾒：「⽼師，那裡有⼀個勾」，他還不會說「⼿
部」，也沒關係，這也是意⾒，我們先讓學⽣投⼊學習，接受他的意⾒可以這樣說：
「很棒，左邊有⼀個部件下⾯是⼀個勾，寫字的時候要注意勾起來，⽼師告訴你，
左邊的部件要說『⼿部』。」⽼師調整眼光看待學⽣⾏為，讓學⽣具備成功的表達
意⾒機會，就是好的開始。

1.不要只給指令�

提供選擇給學⽣，但也不能太開放，當學⽣選擇「不要上課、或來上體育課」當然
不⾏，⽽是統統都在寫字的學習狀況下給學⽣機會表達意⾒。
譬如說課堂上練習寫⽣字，可以這樣問學⽣：「你覺得寫幾次，可以記得住，不會
忘記？⼆次三次還是⼋次？」學⽣就覺得他有選擇權，⼩朋友正常會選寫2次，⽼
師再說：「我們挑戰看看只寫⼆次，明天如果沒有忘記，你就成功了」。如果明天
忘記，再激發他的意⾒，這樣說：「看來昨天寫兩次沒有成功，你覺得要怎麼調整？
是要變成3次還是5次？再調整看看。」

2.提供選擇

偏鄉在先天條件已經先輸都市，但是在執⾏功能上其實不⾒得，都市⼩孩表⾯上好
像蠻厲害，還可以考上頂⼤，但是很多都是媽媽⼀路無微不⾄照顧。有⼀天上了⼤
學需要獨⽴規劃、選擇、執⾏，就會很惶恐。雖然⼩時候看起來學業成績不錯，⻑
遠來看，城市與偏鄉的⼩孩在執⾏功能上不⾒得都有妥適發展。執⾏功能這件事情
攸關⻑⼤後的⼯作效能，是⼀輩⼦都需要的能⼒，看看我們⾝邊的同事，是不是也
經常沒完成任務，可能是⼩時候執⾏功能沒有妥適發展，⻑⼤就沒辦法處理，即使
很多智⼒上聰明的⼈也是如此。

都是偏鄉的問題�?其實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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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篇

2



為什麼108課綱沒有⽣字造詞？�

1-1詞彙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bDOEDso

新素養��新思維�

造詞不等於詞彙教學！

詞彙學習重要是因爲攸關理解，攸關寫作，是承載意義的最⼩單位，是⾼階閱讀能
⼒的基礎。

99課綱規定要教「⽣字造詞」，從⺠國60年開始就這樣學，⺠國70年也是，⺠國
99年就發現，⼩朋友進步了，如果⾞⼦都可以無⼈駕駛，那教學也要隨之調整與
進化。108課綱沒有了⽣字造詞，難道不知道詞彙很重要？
99課綱年代的⼩孩，整個語⾔跟⽂化刺激⽐較少，所以依賴查字典來增加詞彙量。
現在的⼩孩普遍都伶⽛俐嘴！不⽤查字典，⼀樣在課堂上舉⼿發表很多「已經學會」
的詞彙，新課綱透過研究得知普遍學⽣的程度往前移動，因此教學建議上，不⽤教
學⽣已經會的，⽽是教學⽣「還不會的」。

教學要教「還不會的」

那可未必。
有⼀次去偏鄉上課時，教吐司的「司」字，學⽣就會蹦出「司令」，⽼師問：「你
怎麼會知道司令這個詞呢？」，學⽣回答：「卡通裡⾯有。」即使在偏鄉，學⽣也
看了很多卡通，累積不少的詞彙量。
如果教學⽬標是希望學⽣進步，課堂上就不要⼀直教他已經會的。�

偏鄉的基準線不⼀樣！

以往進⾏⽣字造詞的教學，學⽣經常誤⽤同⾳字來造詞，譬如依依不捨的「依」，
學⽣造「⾐服」，⼜或「醫⽣」，造詞容易受同⾳異字的⼲擾，當學⽣念成同⾳字，
⽼師為了回饋，寫出正確的字，教學時間就這樣消耗掉，課程就教不完。詞彙學習
很重要，⽽⽣字造詞卻不是這個年代⼩孩適合的學習⽅法，那…要教什麼？�

適合現代學習詞彙的⽅法

17



為什麼108課綱沒有⽣字造詞？�

1-2詞彙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bDOEDso

新素養��新思維�

當學⽣基本能⼒已提升，教學的下⼀步
��

「詞彙廣度」，指的是擴充書⾯詞彙量，例如教案中使⽤「拍賣」⼀詞，就不容
易⾃⼰想出來，需要⽼師教，⽼師說明意義脈絡後，學⽣就會習得這個詞彙初步
意義，就可以說學⽣具備拍賣⼀詞的詞彙廣度。
教學時，同時攜帶「詞彙深度」，例如「拍」可能是動作的拍，拍照的拍也是⼀
種動作，但是球拍的拍，意思就不⼀樣了，當學⽣可以掌握「拍」這個字在不同
詞彙間的意義轉換，就可以說學⽣具備「拍」的詞彙深度。

詞彙廣度＋詞彙深度

學⼒檢定或者科技輔助教學評量，會出現這樣的考題「學⽣、⽣氣、⽣病、⽣活，
哪⼀個詞中⽣的意思不⼀樣？」這就是詞素覺知，是詞彙教學的重要成分。
同⼀個字，跟不同⽣字組合後，意義略有不同，這需要刻意練習。⼜如，花邊新聞
的「花」，與種花、玫瑰花，百合花，意義不⼀樣，這就是詞素。

詞素覺知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單寫過，回家還是要練習⽣字、練習查字典，課堂上學⽣已經聽
過這麼多的詞彙，不管怎麼查也不會差太多，所以回家功課不⽤調整太多。原本就
有圈詞作業，還是照舊，不會有影響。
中⼼教案已經把⽣字的意義脈絡跟詞彙合在⼀起，就會省出時間在課堂上處理⽣字
的差異化教學，同時把習作寫完，本來的回家功課都⼀樣，唯⼀需要調整的是甲、
⼄本，本來甲本的10個字要⼀起寫，調整依據教案的教學進度，如果第⼀節課只
教兩個⽣字，那就勾選兩⾏回家練習，⼩朋友⼀定可以理解，原本寫5個字變2個
字，如果學⽣多寫、也會寫，也沒關係不影響。

回家功課怎麼出？

18



句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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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不會⽤完整句⼦表達�？�

句型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bsy3Z913M

新素養��新思維�

如果學⽣造句上表現得不錯，跟本來具有的詞彙量有關，詞彙承載意義的最⼩單
位，當理解的詞彙越多，可以作為句⼦的基本單位選擇也就越多，句⼦的語意豐
富度也越⾼；反之．如果詞彙量較低，肚⼦裡的墨⽔不多，就會寫不出來，無法
造⼀個好的句⼦。

寫作⽐閱讀更困難。呈現出句⼦，閱讀後就懂了，就叫做辨識與理解。舉個例⼦，
5塊錢跟1塊錢放在⼀起，⼀看就知道它是5塊還是1塊（再認）。如果是把5塊錢的
樣⼦畫出來（再製），就⽐較困難，因為除了理解、還要記得它的樣⼦、最後來要
呈現出來。所以把5塊錢畫出來，⽐認出5塊錢困難。
這個概念應⽤到造句，⼀年級學⽣詞彙量沒有這麼豐富，⽼師覺察學⽣懂這個句⼦，
但是寫不出來，這是因為造句對⼤腦是真的⽐較難。

「再製句型」⽐「再認句型」難

學⽣難以⽤完整句⼦表達意⾒

造句時，應該是評量句⼦品質，⽽不是評量句⼦中⽣字的正確性，無論是造樣造句、
造句或短篇寫作，建議句字中的錯字不再額外扣分，讓造句回到學⽣表達的內容與
使⽤詞彙的精緻度進⾏評量。

造句中的⼀罪不兩罰

中⼼教案設計有許多提問教學，學⽣投⼊學習、也勇於表達，但是總是丟出⼀個
詞或不完整的句⼦。如果檢視造句的作業或考試，也還⾏，不會像問答教學時，
習慣回應兩三個字的詞彙。
⽬前⽼師覺得學⽣造句沒有問題，可能是學⽣在某種安全範圍內，多多少少還是
寫得出來，尤其在安親班寫作業，有安親⽼師幫忙，作業的成果不會太差。

學⽣表達總是很零碎

造句品質與詞彙量有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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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不會⽤完整句⼦表達�？�

1-2句型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bsy3Z913M

新素養��新思維�

如果設⾼標⼀點，還是希望造句能夠有完整的語意，不要⽚段或零碎。⽽造句是寫
作⽂的第⼀步，就要為學⽣創造成功經驗。詞彙量多寡會影響造句的成功經驗，進
⽽讓學⽣有學習成就感。

⼀年級的學⽣，如果還記得曾經教過「娛樂」，想使⽤這個詞但是不會寫國字，⽼
師可以這樣回應：「很好，你還記得這個詞彙，如果不會寫國字，就先寫注⾳。」
⿎勵把想法紀錄下來，⽤學過的字詞符號，包括注⾳符號都可以。
如果已經教過的字，卻寫注⾳符號，⽼師再⿎勵他：「你記得我們教過嗎？從課本
裡把它找出來，試著⽤國字寫下來。」讓學⽣去找課本，複習認字，再寫下來。他
剛開始寫造句的時候，可以先⽤注⾳符號，當你看到造句有學過的⽣字⽤注⾳，就
可以再提供回饋。

1.⿎勵學⽣使⽤書⾯⽂字表達答想法
當學⽣很認真寫出⼀個句⼦，⽼師可以這樣說：「只要你可以寫出來，⽼師就可以
理解。」⿎勵學⽣開始使⽤書⾯⽂字表達想法。這個時候有⼀種策略，表達想法時，
要讓學⽣感覺到，他的想法打動⽼師。具體做法是，不要讓造句只是換⼀個打勾或
者答對了，這種互動的歷程就⽐較弱。
如果幸運的，班上學⽣不多，就可以邀請學⽣使⽤教案補充的書⾯詞彙進⾏造詞，
讓學⽣獲取寫作材料的來源不僅⽌於⽣活經驗，讓學⽣把之前學習的詞彙，⽤在造
句，⽼師可以這樣⿎勵學⽣：「那是誰寫這個句⼦，我才知道原來它也可以這樣
⽤。」、「誰寫了這個句⼦，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想法，⽼師學到了。」⽼師經
常這樣表達，讓學⽣了解原來「造句不是只是考試，是⽤來表達想法。」

2.透過⼤量閱讀學習累積寫作材料
詞彙量很重要，所以教案中補充較多的語詞，並搭配繪本，繪本會出現很多新的詞
彙，這些詞彙就可以再搭配造句使⽤。如此⼀來⿎勵學⽣在豐富寫作材料下，使⽤
課本教過的字詞，寫出完整的句⼦。

3.�使⽤學過的字詞寫出完整的句⼦

造句是寫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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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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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覺得讀懂了�？�

理解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xBT1dn5eE

新素養��新思維�

從字詞到句⼦，重點就是篇章理解，⼀年級的課⽂都蠻簡單的，學⽣讀了就懂，沒
有什麼問題。但是可以⽤以下的流程，檢查學⽣的理解程度：

這裡要提醒各位⽼師！使⽤中⼼教案教學的提問，並不是提問完，學⽣說出⼀兩個
回應，就停了。
這裡要再稍微激發⼀下他的想法，可以這樣問：「他們玩什麼遊戲？」學⽣說：
「拍⼿」，⽼師再問：「你跟⽼師的想法⼀樣，可是你怎麼讀出來的？」。⼀年級
學⽣說：「因為拍⼿很好玩，我就覺得是遊戲」，這時他就⽤了⼀個線索，遊戲伴
隨著「好玩的感覺」、或者遊戲讓你「專⼼」，⼤家會「遵守規則」，這⼀些就是
線索，才形成推論教學，⽽不是問了有答就結束。

如果讀懂了，就可以再幫助學⽣處理課綱所提的閱讀流暢度。可以從讀課⽂的速度
來檢查，如果理解課⽂，識字⼜穩固，課⽂就能讀得⼜快⼜好，以「流暢」⼀詞來
表⽰。
教案中請學⽣⾃⼰⼩聲讀，就是請學⽣⾃我檢查閱讀流暢度。⽼師提問：「課⽂中
提到哪幾種遊戲？」這就是課⽂中⽩紙⿊字有的訊息，學⽣讀了就可以理解，我們
稱為提取⽂本的表⾯訊息，不需要找出隱藏的線索，稍稍整合⽂本表⾯的訊息，就
可以形成對課⽂的理解，形成⽂本表徵。

教學者的⽂本分析將影響提問內容
⽼師怎麼讀課⽂，稱為⽂本分析，⽼師讀到的課⽂重點，會影響到設計的提問。例
如像拍拍⼿這⼀課，⽼師提問：「他們玩什麼遊戲？」課⽂中⽩紙⿊字沒有提到遊
戲兩字，⽽是種⼦⽼師進⾏⽂本分析時，從主題單元要引導學⽣作推論，希望學⽣
推論出：左拍、右拍也可以是⼀種遊戲，才有以上的提問。
當學⽣回答：「拍⼿」，⽼師⿎勵學⽣多表達：「你怎麼知道拍⼿是遊戲？」⿎勵
表達想法，學⽣就會說因為拍拍⼿具有⼀些遊戲的成分，這就提供學⽣在課堂上表
達想法的機會，同時完成推論教學。

「提問教學」不等於「推論教學」

篇章理解

閱讀流暢度 提取表⾯訊息 形成⽂本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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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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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來喜歡寫作�？�

1-1寫作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cYiOkv0_s

新素養��新思維�

國語課教學從字詞、句段到篇章，到最後就是寫作，學⽣通常不喜歡寫作，可是學
校⼜規定⼀定要寫作，所以師⽣都很⾟苦。

以前教⼩朋友寫作的時候不太有互動，不互動之餘，⼜會伴隨寫錯字要重新抄寫錯
字，這時⼤腦就會通知他說：不要寫太多，因為寫多就會寫錯。⼤腦⾃然⽽然選擇
舒適、不⽤抄寫的策略，就是寫的很少，這樣就不利培養學⽣的寫作興趣與能⼒。

學理上針對寫作，無他法，就是按部就班。

寫作⽬地通常是為了說服讀者，譬如說古時候的⼈要跟皇帝溝通，⼀定要寫⼀篇上
書，提供建⾔，說服皇帝說不要這麼做。
⼀年級的⼩朋友，會⼼⽢情願寫作？換個想法，有⼀種策略，讓他⾃⼰想要紀錄想
法？就像上課傳紙條，不⽤教就會使⽤書⾯符號紀錄想法，是⼈類的⼀種本能。⼜
如繪本「不會寫字的獅⼦」，獅⼦想要寫信，也是⼀種本能。
當我們把以上四個步驟合在⼀起，請學⽣想⼀想他想說服的讀者是誰，然後激發他
把想法記錄下來。譬如，班級有班規，每天都需要遵守的規則，可以激發學⽣：
「如果你對於規則有不同看法，可以寫在聯絡簿裡，告訴⽼師，為什麼不要這樣做，
你來說服⽼師，我們就可以改變。」他想要寫⼀封信，或者寫聯絡簿跟你說：「⽼
師，我們不要再寫⽣字了。」就請學⽣提出證據，譬如：「不要寫⽣字練習，⼀樣
可以把⽣字學會，聽寫都可以答對，就沒有問題。」這種情境下，學⽣就充滿寫作
動機，為了個⼈利益要說服⽼師的時候，寫作動⼒就很強⼤。

想⼀想＿不喜歡寫作的原因

寫作的最終⽬的＿說服讀者

⼀年級開始教寫作時，建議找出具體需要說服的讀者，可以是他的媽媽、主要的照
顧者、學校⽼師或同學。⼀旦有寫作的⽅向，⽼師可以先允許學⽣使⽤會的符號
（不⼀定要國字，注⾳、圖畫都可以），紀錄他想要說服的事情，對⼀年級的學⽣
來說，就會開始經歷繪本「不會寫字的獅⼦」，⽣命的⼒量可以被看⾒，就會有機
會化解寫作上的困難。

可以先這樣＿找出明確說服的對象

1.記錄想法� 2.分享想法� 3.與⼈溝通� 4.說服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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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來喜歡寫作�？�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yTK8Ibt4c

新素養��新思維�

Ｑ：課堂上也經常⿎勵孩⼦寫塗鴉⽇記或簡單紀錄⽣活事件。關於訂正，學⽣確實
排斥。那如果要改善這個狀況，不要訂正嗎？還是⽼師⾃動忽略，或者有其他更好
的做法？例如挑三個錯字來訂正，其它的不⽤訂正，是好⽅法嗎？

Ａ：⼀年級學⽣，第⼀個要從執⾏功能開始，⿎勵學⽣進⾏調節。學⽣寫出來了，
⿎勵他⾃⼰檢查，當⽼師看完之後，先幫助他理解，寫作是跟⽼師溝通的⽅法，接
著看到錯字，不要急著說：「來，有錯字，訂正」，⽽是先激發他的選擇，問他說：
「謝謝你跟⽼師分享這些事情，你要不要再讀⼀次，幫⾃⼰檢查，是不是每⼀個字
都寫正確了？」有的⼩朋友⾃⼰可以檢查出來，⽼師再⿎勵他：「你怎麼發現的？
你覺得要改哪⼀個字？」請學⽣⾃⼰找錯、⾃⼰改，⽐幫他圈出來有⽤。換⾔之，
不要單純給指令，⽽是幫助學⽣回到執⾏功能的訓練，激發他的投⼊，⾃⼰檢查，
再激發他的意⾒，這個是第⼀步。
如果檢查不出來，⽼師可以說：「你檢查完了？那換⽼師。�」請學⽣把語詞念⼀
次，問學⽣：「這個字，你想，有沒有可能不是它？」因為他們可能犯下之前提過
寫字四個錯誤類型的後⾯三類。�再說：「⽼師認得你這個字，可是我發現你好像
沒有記得牢靠，有⼀個字你再仔細看，它的筆畫要再調整才會更完整。�」他⼀定
會看的出來，然後他就會說「啊，我知道了」。那個「啊」這個狀況就是⼀個重要
的學習，這⽐把錯字圈起來，無意識的重複練習來的有效。
換⾔之，發現錯字，當然要教正確寫法，但是教學動作可以再精緻化。寫作當然是
使⽤學過的語詞來表達想法，使⽤正確的國字跟語詞來表達，⼀年級學⽣正在發展，
多多⿎勵學⽣⾃⼰覺察國字的正確性，這並⾮指訂正不好，只是訂正容易陷⼊無意
義的訂正，⽼師就容易覺得教學經常在做虛功。正好偏鄉學⽣數少，更有機會使⽤
精緻的教師語⾔進⾏互動。�

問答＿寫作的錯字，難道不⽤訂正？

沒錯，這樣教書很累！⼀個指令⽐較快，如果⽤⼀堂課40分鐘都給指令可能⽐較
輕鬆，但是⻑遠來說就會很累，因為學⽣⼀直錯字連篇。
每堂課40分鐘，多累五分鐘，期待兩年後就會有甜美的果實。還是要每40分鐘省
⼒2分鐘，但是3年後會有⾮常沉重的果⼦？這端視⽼師的選擇。

教學信念的調整

1-2寫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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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來喜歡寫作�？�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Cu4_kUbPU

新素養��新思維�

清⼤閱讀研究中⼼進⾏眼球追蹤實驗，請⼤學⽣來校稿，⼤家猜猜看，什麼情況下
不容易檢查出錯字？
聲⾳相近，形狀相近，最難偵錯，如果是字的聲⾳相近，形狀不⼀樣，⼤學⽣就可
以很快檢查出錯字。回來看⼀年級會使⽤的字不多，就不太容易偵錯，這是正常的，
如果他檢查出錯字，是⾮常了不起！要給予特別⿎勵。當檢查不出來的時候，⽼師
還是可以⿎勵：「好棒，你檢查⼀次了，已經再多讀⼀次，現在換⽼師讀。」⽼師
讀完後，這樣跟學⽣分享「我好喜歡你的作⽂，發現你跟我分享了ＯＯ想法。」藉
此產⽣互動。

寫作的教學語⾔

寫作是⼀個雙⾯刃。其⼀，當學⽣感覺可以透過書⾯的⽂字說服別⼈、改變別⼈，
就能體會⽣命的⼒量。另⼀⾯就是，要發展出寫作能⼒⾮常困難，因為學習發展過
程很難，所以多數的⼈都不愛寫作。⽬前學界的看法是⼩朋友可以被⿎勵，被栽培，
尤其⾝處⾃媒體的時代，接受很多資訊，也有更多機會表達想法。

教學信念的再建構

例如有⼀次實際進到班級教學時，教授問⼩朋友說：「你覺得這個世界有多⼤？」
有個⼩朋友就畫了⼀個恐⿓的肚⼦，教授百思不得其解，還是練習跟學⽣溝通。就
問：「你的世界是像恐⿓的肚⼦⼀樣⼤？」學⽣回應：「對，恐⿓的肚⼦裡⾯有那
個⼤腸⼩腸跟……」教授會抓到，這個學⽣具備消化的概念，回應學⽣：「原來是
這個意思，這樣我學會了，原來世界有多⼤，不⼀定是外⾯看到的世界，其實⼀粒
沙也是⼀個世界。」先肯定學⽣的觀點。
接著就會發現錯字，⽼師可以這樣說：「這個字，⽼師⽤的⽅法好像跟你不⼀樣。
⽼師通常都⽤這個，你⽤這⼀個，你覺得可能會是哪⼀個？」激發他的選擇，學⽣
也會知道他⽤錯。接下來，明確⽰範：「⽼師記得是這⼀個（寫出來），我們可以
⽤什麼⽅法把這個字記下來呢？」再激發他的選擇，找出把字記牢靠的⽅法。如果
沒有找到⽅法，當然就是⽼師幫忙，提供學習鷹架。

1-3寫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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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篇

6



為什麼學⽣上課不專⼼�？�

問答篇

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5n3K6Jzpyk

新素養��新思維�

問答篇＿學⽣不專⼼的原因

偶爾就會遇到學⽣可以整節課看窗外，推估有幾種可能：�

學⽣上課都在看窗外，不專⼼上課？�

1. 第⼀種是學⽣完全不懂教學內容，教科書裡⾯包含許多書⾯詞彙，這些詞彙的
概念如果沒有背景知識，就不容易跟上教學使⽤的語⾔及課程進度，我們這樣
想，如果今天你突然被帶去這個德國上課，德國教室裡，不管那個⽼師再怎麼
愛你，你還是會看窗外，因為你完全聽不懂，無法加⼊課堂。

2. 另外⼀種可能是，課程裡的都已經會了！完全無法辦法吸引他的興趣。在這種
情況下，他才可以如此專⼼的看窗外，因為要連續40分鐘看窗外也不是容易的
事。

3. 最後⼀種，⼩朋友會去製造別⼈的困擾，這通常與執⾏功能有⾮常⼤的關係。
他沒辦法控制⾃⼰，抑制掉不需要的⾏為。以我們的經驗，⾯對這樣的孩⼦，
⽼師需要先幫他⽴⼀個界線，所謂「⽴界線」就是給予很明確的說法：「⽼師
現在要上課，你這樣繼續做，我們都會被你影響。」⽴⼀個很明顯的界線，然
後接著要告訴他：「如果你現在覺得這個東西很困難，你想⼀下你想要做什麼，
等⼀下告訴⽼師。」要⽴界線給他，但是不能只有說：「不要說話！」通常這
⼀類的學⽣在家裡⼤概也是個⼩霸王，也就是家裡沒有給他任何的界線，這也
表⽰了某⼀種執⾏功能都沒有發展。

這時候就需要各位⽼師當孩⼦的貴⼈，在低年級，幫忙學⽣最後階段發展執⾏功能，
對他的未來有無限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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