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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我們的視野得以不同以往。」身為教師的我們除了積極完

成自己的教育工作之外，更應隨時注意教育潮流的走向，保持視野的寬度與深度。從翻轉教

學、學習共同體以及芬蘭教育經驗可以看到學校教育內涵開始產生質變。走在教育變革的路

途上，我們希望透過教育界的先進經驗分享，重新檢視自我專業成長，很榮幸的我們能夠拜

訪詹婉華老師，他願意借他的肩膀讓我們一觀目前教育的未來。

　　詹婉華老師任教於新店區中正小學有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目前在學校擔任行政、教職

工作，同時亦受聘為本市數學輔導團團員。詹老師專精於國小數學領域，出版過數學領域相

關書籍。2012年11月受邀參加教育研究院舉辦的「2012第六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

學術研討會」，本活動邀請兩岸四地的學者、行政人員及教師。會中進行一場兩岸數學教學

觀摩，由中國的孫興華老師，與詹婉華老師示範。兩位教師都以「分數」為教學主題進行教

學演示，讓台下來200多位教育工作者，觀摩兩岸不同風格的教學情景。2015年11月應邀到

杭州「千課萬人」教學觀摩研習做現教學示範，教學風采受到許多與會者的欣賞。透過本次

訪問，我們能初步了解「千課萬人」這個以教師為主體的研習活動的內涵；同時，也感受到

參與活動的教師對自我專業成長的渴望。詹老師也不吝將他在教育職場多年的經驗分享給我

們，並提醒做為一個以教育為志職的教師，廣納外界資源，強化自己的專業內涵是沒有止休

的。

　　從千課萬人的現場我們感受到中國當地的教師對於教學的熱情，而千課萬人這個舞台又

吸引許多對教育懷有熱情的人投入，兩者形成一個正向循環；其次，我們也了解到，教師教

學專業的成長來自同儕之間的專業對話，透過共同備課、教學觀摩等強化自己的教學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善用外部資源，將這些寶貴的資產成為我們自身的能力，以下將訪談內

容呈現給各位。

從「千課萬人」說起

　　2015年11月詹婉華老師應邀到浙江大學所舉辦的「千課萬人」教師研習活動擔任數學現

場同課異構示範教學教師、辯課與會人等工作。主辦單位借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體育館作為

研習會場，體育場內擺放上課需要的課桌椅等設備，教師與學生就在「專業觀眾」環繞四周

的場子裡上起課。整堂課程現場錄影播放，數千隻眼睛盯著授課教師的一言一行，，若不是

身有幾把刷子的人，光看場面就軟腳了，更別說是接下來的辯課時間裡的唇槍舌劍，一堆犀

利毫不留情面的問題劈頭而來。

　　在當地，教師參加研習自己要花錢，報名一次研習活動要花費人民幣九佰元（中國各地

可能情況不一），這個費用不包括交通、住宿及伙食，但是願意參加的教師還是很多。有些

從新疆等內陸地區來的參與者，花費可就很嚇人了。當然，為了提高學校教師的教學品質，

從千課萬人看國小教師數學領域專業成長

專訪中正國小　詹婉華老師
文˙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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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校通常會編列預算提供給校內有教育熱誠的教師參與相關研習活動，透過這些參與研

習活動的教師吸取外來的教學經驗刺激學校內部教職人員的教學技能。

　　研習之所以吸引人可從講師的名單看出端倪，講師包括大學教授、特級教師、全國賽課

一等獎教師，研習內容涵蓋教育理論與實務。除了大學教授的教育理論陳述，更有功力深厚

的特級教師擔任示範教學、分析、講評，每一個環節緊緊相扣讓研習內容扎實有料；與會者

從觀課中學習課程設計、課程實施等教學實務；在點評、辯課過程，透過點評人、辯課人解

析課程進行的重點，可以更深入了解該堂課程的課程結構。這樣的研習內容的確會讓所有與

會者有莫大的收穫。

　　詹老師表示，在中國，教師透過研習自我精進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教學職能之外，也有

實質上的收穫，這些誘因是推動一部分教育工作者積極讓自己更上一層樓的一個動力。在中

國，教師有兩個舞台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第一個舞台是學校內部。學校教師因分級制度，

教師可以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也提高自己的薪資待遇。第二個舞台是校外，個人可以參加

省級的教師專業提升制度，精進自己的教學演示、議課、觀課能力，並精進專業知能及研究

，逐步成為各省的特級教師。特級教師可能受邀到各地進行教學示範、分享教學理念，特級

教師每堂課的鐘點費甚至高達二萬元新台幣，幾堂課下來，可能比本業收入還要可觀。雖然

擁有可觀的收入不是每位教師都有興趣，也不是每位教育人員從業的初衷，但是從教師精進

的角度來看，這或許起了些許的作用。

　　詹老師特別提到，這些「特級」教師的工作性質類似於教育研究人員，他們有自己的工

作室，透過團隊收集大量教學現場的實務經驗，整理課程進行時可能遇到的各種狀況，再提

出相關對策改善。其次，這些教師到各學校去觀看教師上課，不僅僅只是提出一堆需要改善

的問題，他們更能夠立刻捲起袖子上台演示更好的教學方式，提供更好的教學策略給受評者

意見的。這和台灣的狀況的確是很不一樣的！

　　兩岸對於教師專業提升的策略，對岸似乎是高明了一點。教師能力成長的同時，實質上

的收益也相對提升。透過政策正向鼓勵教師進修，也許無法達到全面提升教師教學專業，但

可以讓原本很積極的教師得到一個發揮的舞台，進而鼓舞觀望者的加入，讓整體的教育品質

提升。

對岸數學現況

　　西元2000年臺灣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國亦在2001年公布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綱要及各科課程標準，實施新課程。兩岸的課程改革檢討發現各科課程過於注重學科知識，

忽略與生活實際問題的聯結；以課本知識的傳授為主，偏重記憶背誦的學習，忽略實踐與應

用。對此狀況，教師重視生活情境布題、小組合作討論，並適時運用一些自製的教具讓學生

自行操作以協助思考問題。在學生回答問題或說明自己的解題方式，教師要求學生使用數學

術語，盡可能詳細說明自己的思考過程。

數缺形時少直觀，形少數時難入微，數形結合百般好，隔離分家萬事休—華羅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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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老師表示兩岸的小學數學教材的發展，在課程內容方面中國比較重視「數與計算」，

「量」的部分比較像是附屬課程。另外在內容分布兩岸有很多理念上的差異，以體積而言，

台灣的課程是螺旋式，按照主題概念的進程配合學生的心智狀況，將同一主題課程配置在各

年級。因此台灣的小學生在中年級就會接觸到立體的概念，但是要到五年才會計算基本形體

的體積；對岸，體積的概念要到五年級才會出現，而且所有相關的課程會集中一次呈現。另

外，在台灣，我們很強調離散量和連續量的情境，但是對岸對這兩個概念直到最近才開始注

意。大致而言，對岸的小學數學難度和我們過去的六四課綱的難度雷同。但是課程活動重視

學生的思考活動，教師非常重視學生發表意見時所呈現的話語邏輯性是非常值得我們參考的。

教學專業

　　和大學的數學系教授相比，我們在數學領域的知識並不適合使用專業二字。很明顯的，

對國小數學教師而言，所謂的教學專業應該是引導學生學習數學知識。隨著訪問的進程，我

們的話題進入數學教學領域。

　　你覺得老師都會教數學嗎？

　　引導學生學習數學應該是每位教師都要會的事情吧？

　　對於這樣的回應，詹老師回答得並不樂觀！

　　「沒有數學教材，你還能夠上課嗎？」

　　「你對各單元（小學階段）的內容清楚嗎？」

　　「每個單元的上一個階段教什麼（能力起點）、以後會學到什麼（課程目標）你都清楚

嗎？」……

　　從詹老師的一連串的提問可以發現一個在數學領域稱得上「教育專業」除了會教課本上

的別人預先安排好的內容之外，還得知道自己什麼，教師得對數學領域課程的內容瞭若指掌

，不管你在幾年級任教，其他年級的內容也一樣必須非常的清楚（課程縱向聯貫）。對課程

的瞭若指掌包括對課程的整體結構的安排（課程橫向聯貫）、各單概念數學原理、個人課程

數計的哲學理念、教具使用時機……。

主題概念與教學的關係

　　詹老師表示，就他所了解的，許多國小教師在教授數學時，很少去探究每個單元主要概

念所包含的學理。他以小數做例子，在教授學生小數概念的時候，會以分數概念導入或是直

接講解小數概念？一般我們在教小數概念的時候多是從分數概念入門。先引入整數及分數的

教材，待學生能掌握分數的意義及整數記法的位值概念後，再透過分數概念引入小數的記法

，小數0.1是分數1/10的另一種記法，小數0.01是分數1/100的另一種記法，再幫助學童類比

整數，發現小數的記法和整數的記法相同，都滿足位值概念。也就是從等份引導出小數0.1

是1/10的另一種表示方法，但是若是從十進位的概念，事實上也可以直接引導出1時由10個

0.1所組成的。當我們將整數計數系統推廣至小數時，小數部份十份位位置的位值必須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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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置位值的1/10倍，也就是說，十分位是記錄有幾個1/10的位置，因此引入單位小數0.1

時，0.1必須等於1/10（個1）。相同的，百分位位置的位值必須是十分位位置位值的1/10倍

，也就是說，百分位位置的位值必須是個位位置位值的1/100倍，因此，引入單位小數0.01

時，0.01必須等於1/100個1，…依此類推。詹老師表示，當教師展開教學活動之前，深入了

解主題背後所隱含的數學理論，結合國小數學教材分析，將可以更全面性的思考在課堂上，

來上課的學生已有的先備知識、學生可能遭遇的問題、課程引導方式、教學目標在哪裡。

大部分教師在備課時，只著重在了解教科書上所編寫的內容有哪些，要如何把這些內容以適

當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但這樣似乎還不夠！教師在課程進行之前，對於主題的數學學理有

充分的認識之後，便能清楚該主題學生需要學會哪些相關概念，進而建構出教學重點；教師

可以根據課程重點來決定教材的內容哪一個部分要做詳細的解說，哪個部分引導學生思考，

哪個部分可以略帶過去就好。有了這一層的分析，教師可以重組教材內容，教學內容不再由

教科書來安排，師生也就不會被厚重的教科書壓的喘不過去，得以逃脫趕進度的泥淖裡。

共同備課

　　共同備課是指教師之間，創造協作時間，透過同儕之間深入的討論、交流和反思，就著

與學生學習有關的範疇，集思廣益，細緻地討論各學習範圍的學習目標；透過共同備課，教

師思考如何利用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學生獲得學習成果，探索他們可能會遇到的學習難點，

一同計劃、探索、討論、設計、反思以尋求改進。同時，從學生的表現，反應等來回饋教學

，幫助他們學得更好、更有效。

　　然而，我們並沒有落實共同備課！詹老師說。

　　備課，對教師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在開學之前，大部份的備課工作差不多都進行完

畢。但是真正的備課包含哪些事情呢？在我們先前訪問學習共同的教師所提供的答案，內容

包含教材分析、學生先備知識、指導計畫（本單元每節課的教學重點）、本堂課的教學目標

、本堂課教學過程。後者包含導入（複習舊經驗）、呈現本課教材（引起動機）、提問討論

對話、本節課學習心得和疑問等，並將之分為學習活動、時間分配和指導上的留意點，必要

時附上學習單或補充教材。這和香港教育局所提供的教師備課內容類似。這些繁雜的備課內

容若是一個人獨力完成，對大數人而言，是非常吃重的工作。教師若透共同備課，相互激盪

、相互學習，才能達成。我們曾在某些學校看過他們的共同備課過程，透過主持人的引導與

控制，各組教師對教材逐課分析，重新編排教學程序。但學校有樣討論的社群有多少？

另外，共同備課與觀課、議課、辯課似乎是一體的。

　　在中國，由於政治體系影響的緣故，初任教師踏入教學職場的那刻開始，集體備課、公

開授課、觀課、議課及辯課對他們似乎如吃飯一樣的自然(當然有壓力的)。但是他們從相互

提供教學信息，共同收集和感受課堂信息，充分擁有信息的基礎上，圍繞共同關心的問題進

行對話和反思，以改進教學的教師研修活動，這樣的模式雖然可能產生「機器人教師(每個

教師的教學狀態都很像)」的狀態，但教學效能是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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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師教學觀摩進行的非常扎實，觀課之後接著進行議課、辯課，全部都真槍實彈。詹

老師表示，在議課、辯課的時候，觀摩者對整堂課的課堂的教授內容、活動流程、引導時機

甚或課程設計動機……都會提出來討論，而且都是一針見血，不會拐彎抹角的。

　　這麼激烈的議課、辯課對話不會使校園同事間的關係產生惡化嗎？

　　詹老師表示，中國教師大都已經習慣這樣的教學精進方式，並不會有對他們的人際關係

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某些資料發現，他們將教師教學演示視為一種教師專業提升的方式，這種同事之間橫

向的教育專業交流，大家針對某些特定的課題進行研討分析，雖然可能爭得面紅耳赤，但及

時的回饋，消除彼此間對一示的模糊地帶，對教學專業成長有相當大的助益；同時，課程理

念的推行傾向由上而下的模式，在既有的階層關係裡，學校教師幾乎是依照專家所建立的模

式在進行課堂教學。在這樣的體制與氛圍中，教師個人透過集體備課、教學觀摩研討等方式

，將每一個單元、每一課的教材進行更精細的探討，無形中養成批判的能力，同時也能承受

同儕的批判。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岸的教師的「賽課」活動如此的蓬勃發展也就不足為奇

了。

　　從提升教學專業或是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共同備課似乎是越來越重要。現代教育潮流已

經從過去的知識學習（或教學）進入學習方法建立。過去教室裡的課程教學，教師拿著教科

書，將教科書所安排的內容講解完畢課程就結束的畫面，已經必須修正了。

結語—善用外部資源，提升自我專業成長

　　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我們，在指導學生成長的同時，我們也需

要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提升自我專業成長，除了內在動力之外，善用外部資源方能事倍功

半。學校裡，發展社群學習，透過集體的力量在教學技巧、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都可以作出

相當大的改變；學校以外，尚有許多的教學資源正等著大家去使用，如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展

的數學教師專業成長網頁、國小教材數學分析對於教師教學有相當的幫助。

這次的訪問我們看到了對岸的教育活動，在千課萬人的教學研習活動中，所表現出對教育進

步的追求；同時也感受到詹婉華老師服務於教育界二十多年對於教育所抱持的熱忱。也希望

此次的訪問能帶給大家一些新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