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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2016 年起，公益平台作為學思達的行政團隊，從支持 30 位率先投入學思

達的熱血教師辦理「教學增能培訓坊」開始，逐步彙整學思達的教學資

源，如：各學級、各科目的教學案例與方法、召集學思達核心教師、建立

「官方網站」與發行「雙月刊」，以及於 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別辦理第

一、二屆「學思達亞洲年會」。透過基金會和學思達教師社群的策略性推

廣計畫，目前學思達教師社群(臉書)人數逾 51，000 人，學思達團隊教師

在台灣、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共完成 912 場演講和工作

坊，總計影響 42，744 人次。而 2016 年、2017 年亞洲年會及系列活動，

參與人數分別達到 500 人、900 人之規模。 

 

2018 年，學思達持續擴增海內外教師的影響力，有更多教師不只是「關

注」，而是真正在教學現場「實踐」學思達教學法。為因應大量增加的

「教學增能」、「共同備課」需求，並突破地域、時間限制，今年行政團

隊著力於開發學思達線上的資源系統，並嘗試劃分不同實踐階段的教師群

體，更細膩地回應學思達教師的需求。 

 

二、 計畫目標 

(一) 以「隨時開放教室」為目標，透過實體培訓及社群討論，培育更多教

師採用學思達教學法，從課堂單一講述者轉變成引導者，並開啟教師

間的教學專業對話。 

(二) 成立分科領域／地域型教師社群，推動教師之間的合作模式，以團隊

的力量持續擴增教學內涵與案例經驗。 

(三) 建立教學支持系統，包括實體培訓、資源平台(官方網站、ShareClass

講義分享平台)、社群連結(核心教師共識營)等面向，支持台灣的教師

改變填鴨式教學，實踐學思達教學法。 

 

三、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學思達教學社群 

協辦單位 : 誠致教育基金會、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專案贊助：亦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文曄教育基金會 

 

四、 計畫內容 

(一) 建立線上資源平台 

 提供教師「易於取得、易於分享」的教學資源與工具。 

1. 學思達講義平台 2.0 —ShareClass 教案分享平台

https://www.shareclass.org/ 

學思達 

支 持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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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講義」是學思達教學法的核心，教師將講述的內容轉換成文

字資料，並補充大量課本不足的內容，結合由淺入深的提問幫助學

生自學。2014 年誠致教育基金會建立「Wikispace 學思達講義平

台」，讓全台灣實踐學思達的老師可以在平台上分享自編的講義，

幫助初步實踐的老師突破學思達最艱難、辛苦的一部分。2017 年，

為因應大量教師分享教學講義的需求，自誠致教育基金會分支，現

已獨立運作的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與公益平台合作創建「ShareClass 

教案分享平台」，經由程式開發、使用者需求探索、擴充使用者人

數等面向，提升平台的效能與實用性。 

2. 其他學思達自學平台 

(1) 影音資源：建置學思達 Youtube 頻道 

規劃「初步了解學思達概念」、「深入學習學思達操作方法」、

「分科應用」三大類別，將實體培訓坊中講師的課程內容錄製

成影片，作為線上自學材料。 

(2) 文章資源：建置學思達 Medium 平台、出版學思達雙月刊 

「學思達教師社群」在臉書社團上聚集 51，000 名成員，每天

都有教學者在社團上分享實踐學思達的教學歷程、經驗、分科

領域的應用模式，甚至進行教學答疑。學思達團隊由前述資料

中精選、彙整實用性高的文章，透過出版學思達雙月刊、創建

學思達 Medium 平台擴大分享有效資訊。 

3. 學思達官網改版 

為提升資訊傳達效率，以簡潔的文字、重點清晰的簡報、教學影

片，由淺入深提供學思達教學法的基礎概念。並透過架構及版面調

整，方便使用者快速查詢「全台開放教室一覽表」，連結

ShareClass 平台、學思達教師臉書社團、雙月刊、申請校園研習等

資訊。 

 

(二) 辦理教學增能培訓 

在「實踐深耕」的精神下，學思達講師群至各地陪伴輔導，透過演

講、工作坊、公開授課、入班觀議課等方式培育願意實踐學思達的新

秀教師，幫助他們突破教學現場的困境，找到適合自身的教學方法。

新秀教師又以「開放教室」為目標，讓更多老師就近看到學思達的教

學現場，並改變以往封閉的教學環境，促進第一線教學者彼此反饋與

增能。 

 

實體培訓執行方式分為以下兩類： 

1. 學校申請辦理：由學校透過學思達官網自主申請研習，再根據課程

需求媒合講師前往培訓 

2. 學思達團隊主辦：以聚焦區域的方式，主動與在地學校合作辦理大

型培訓坊。2018 年重點深耕台中市及雲林縣，擴大培訓坊的規模及

課程多元性，增進在地教師對學思達教學法的認識，並發掘種子教

師、建立在地社群。 

  



98 

 

(三) 支持學思達講師群 

2018 年，講師群陣容新增至 61 位，含括幼兒園至大學不同的科目領

域，作為學思達教學法的倡導者。 

1. 學思達核心講師共識營 

主要目標包括： 

(1)凝聚團隊共識，幫助講師群理解學思達教育理念、2018 年講師群

推廣學思達的願景與目標； 

(2)分享並收集有關學思達的推廣經驗，討論出長期可行的行動方

案。 

2. 學思達核心講師薩提爾工作坊 

為核心講師深入解紹薩提爾對話模式，以協助自我覺察並安頓個人

的內在，支持其在應對教師職涯、教育推廣上的挑戰。活動透過對

話練習，探索並連結自我內在的渴望，同時也藉此理解薩提爾冰山

模式進階分析與應用，期能在培訓後將薩提爾模式融入教學培訓中 

3. 支持分科、地域型社群領導人 

鼓勵學思達講師群成立「分科領域/地域型」教師社群，以線上提供

教學資源、舉辦實體聚會等行動，聚集學思達實踐教師一同精進教

學能力，並彼此支持突破教學困境。行政團隊透過：經費支持、籌

辦社群領導人聚會，分享社群經營經驗、協助建立社群成員資料庫

三個面向上予以支持。 

 

(四) 第三屆學思達亞洲年會 

 2018 年年會將為不同實踐階段的老師提供不同的資源和目標，一方面

更細緻地回應與會老師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建構循序漸進的培力模

式，鼓勵教師持續精進。 

1. 時間：107 年 12 月 8-9 日 

2. 地點：台灣大學博雅館、普通教學樓 

3. 規模：400 人 

4. 內容： 

(1) 以初階教師為對象：開幕演講(凝聚共識)、學思達海內外發展報

告、新秀分享、學思達創新教學工作坊 

(2) 以進階教師為對象：大師演講及工作坊，邀請跨領域頂尖專家

引入新觀點、專業技能及實作經驗，達到激勵教師自我突破、

開拓視野等培力目標。 

 

五、 執行概況 

(一) ShareClass 教案分享平台開發流程與效益 

2016 年國立成功大學莊坤達教授和其研究團隊根據學思達講義平台使

用者的需求，初步完成 ShareClass 平台整體架構與主要功能頁面 ，爾

後由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接手平台開發。截止至 2018 年 6 月(上線 7

個月)，總教學資源量：2，319 筆講義，總課程瀏覽量：35，54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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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教下載量： 37，922 次。後續除持續協助調查使用者經驗，回饋給

工程師作為平台優化的參考依據，也預計加入數據追蹤、分析功能。 

 

(二) 學思達雙月刊 

 學思達雙月刊創刊兩年，採隔月 10 日發行，內容涵蓋：學思達教學技

術、分科應用、課堂機制、師生對話、開放教室、活動報導、教師專

欄。為了有效彙整學思達教師分享的文章，並且將好的經驗與方法傳

遞給更多的老師，今年做了以下調整： 

1. 使用 Medium 平台發布文章：方便讀者以手機閱覽，並透過數據追

蹤了解老師們的需求/共鳴點。 

2. 擴大題材的多元性：之前以各科目教學方法的分享為主， 今年新增

教師專欄、 師生對話、學生回饋、 觀課紀錄等。 

3. 單一文章各別在臉書社群推文可以提升閱覽量，也更易於老師轉貼

分享。 

 

(三) 實體培訓 

2018 年重點深耕的縣市分別為台中市與雲林縣，已於六月份與中興大

學附屬高級中學合作舉辦教學增能培訓坊; 而延續 2017 年在台南市與

台東縣推廣，預計在下半年分別於這兩個縣市各辦理一場培訓坊。 

 

學思達中部地區教學增能培訓坊 

1. 活動資訊 

• 共同主辦：學思達教師社群、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時間：2018 年 6 月 2 日(六)、3 日(日)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對象：中部地區各級學校有興趣參加之教師、教育工作者 

2. 課程規劃 

作為學思達初階教學實務課程，本次研習將以學思達教師須具備的

專業能力面向為課程主軸(講義製作力、問題設計力、主持引導

力、對話統整力、班級經營力)，提供教師操作學思達教學法重要

的教學經驗。 

【Day 1】6 月 2 日 星期六 

時段 主題單元 講師 

09:30-10:30 學思達教學法專題演講 
張輝誠老師 

(台北市中山女高) 10:40-12:30 
學思達第一次見面的自我介紹、

師生對談(薩提爾冰山理論)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公開授課 張輝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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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6:30 

學思達教學講義製作 

(含布魯姆的認知六目標、學思

達實際演練，以及哈佛大學麥克

桑德爾的教學技術分析) 

(台北市中山女高) 

16:30 平安賦歸 

【Day 2】6 月 3 日 星期日 

時段 
主題單元 

學思達分科增能教學 

(學員上、下午各選一門課程選修) 

講師 

09:30-16:30 

(a) 學思達與提問設計 吳汶汶 

(台北市士林國中) 

(b) 重理解的提問設計 羅勝吉 

(台東縣台東高中) 

(c) 班級經營與師生對話 李明融 

(台中市沙鹿高工) 

(d) 主持引導與課堂機制 孫菊君 

(新北市中和國中) 

(e) 小學國語講義製作 黃彩霞 

(台北市光復國小) 

(f) 小學數學鷹架式提問設計 許扶堂 

(學思達資深教師) 

(g) 中學國文講義製作 王寶漢 

(台中市嶺東高中) 

(h) 高中英文講義製作 洪碧遠 

(台北市中山女高) 

(i)  國中理化講義製作 謝彩凡 

(新竹市博愛國中) 

16:30 平安賦歸 

 

六、 學員反饋 

(一)講師群共識營心得回饋 

楊雅芬 / 台北市光復國小教師 

感謝可以和學思達的老師們互相交流學習，正面能量的洗禮讓我對教

學又充滿活力；感動現場的每一位老師，不論是行政端、教師群或是

退休的扶堂主任，都為孩子如何可以學得更好、老師如何可以更專

業、臺灣教育如何可以走向國際而努力，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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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思達老師都身懷絕技，卻又虛懷若谷；已是先行者，卻又自願

為人階梯、讓後進的老師們扶梯而上，令人感佩。期許自己努力實踐

「為孩子搭出一條自學的路」，讓學生即使沒有老師，仍然可以透過

所學的知識與方法而自學、思考、表達。 

 

王寶漢 / 台中市嶺東高中教師 

距離從來不是問題，志同自能道合。 

四天的充電之旅告一段落。有遠從澎湖馬公、花蓮、高雄等地來的夥

伴，還有從新加坡來台參加的陳君寶先生。大夥帶著渴望來學習薩提

爾冰山對話，從理論到實際操作，感謝李崇建老師的細部拆解說明，

讓我得以稍稍了解其中奧妙。 

許多老師不是不想願意把孩子教好，而是不知道如何做；許多父母，

不是不愛孩子，而是常常做出讓孩子覺得不被愛的言行。我相信一顆

願意奉獻的心，加上有效的教學方法(學思達)與溝通方式(薩提爾)，可

以有效改變教學現場與家庭氣氛。  

 

陳素玲 / 新北市永平高中教師 

(在共識營的第二天，素玲老師帶領講師群進行團隊動力活動) 

 四天的共識營和工作坊是一段驚奇的英雄之旅，往既熟悉又陌生的心

靈深處探索，回憶這段歷程，鼓勵自己努力轉化。感謝所有伙伴的開

放，我在很多人的故事裡流淚，這次學會了回到自己身上，願意陪伴

那個難過的自己，並且更了解這些都是豐富的資源。 

每個體驗活動的第一次都是最珍貴的，那天大家從 2 人、4 人、8 人、

16 人到所有的人一起站起來，其中有幾個轉折，當我提示：我們不能

用相同的方式解決不同的問題(面對不同的情況)，有人開始從改變雙手

互握的方式。 

在所有人圍成一個大圓圈時，許扶堂主仼點出了一個重點～圓太大，

然後林建正老師問，可不可以把身體轉過來？這些重要關鍵是扶堂主

仼不僅只想解決的辦法，能先感受到困難點，並且説出心中話，而建

正試圖突破原有的隊形，是在合乎規則的前提，突破原有的框架。 

當大家願意配合夥伴的建議做出改變，雖然有些人還不明白為什麼要

一正一反轉身，但很快地，在所有人一起動作的同時，進入體驗，然

後，一切盡在不言中。 

有人說，若想要認識一個人，與其跟他工作一年，不如跟他遊戲一

天。那天短短半個小時的活動，被我們的團隊動力深深震懾，每個人

都能專注、開放，一起達成目標。 

回憶這段歷程，鼓勵自己努力轉化，挑戰輝誠老師給我們的目標

(KPI)。 

 

(二)中部地區學思達教學培訓坊 與會教師回饋 

曾嘉建 / 台中市至善國中教師 

兩天的研習彷彿是站在無數巨人的肩膀上，讓我們了解眼前的樹木其

實可以是座森林。感謝擔任研習的講師和工作人員，用第一線教師的

生命去影響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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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最難的是在教學現場裡實際操作。在第二天的工作坊

裡，由講師帶領體驗和實際操作，給我們鷹架，大大降低老師們跨出

第一步的門檻，讓我們有機會、有信心，往前邁出第一步。老師在課

堂上的角色從「男、女主角」轉變成「導演」，課堂中多了許多驚喜

與創意。老師這份職業真的比想像的還要有趣、還要有意義，如彩凡

老師說的：「每個人，都成為下世代進步的力量」，我很慶幸、也很

榮幸，我是一位老師! 

 

洪婉真 / 桃園市東興國中教師 

103 年我去中山女高觀課，那時我厭倦當時的課堂樣貌，打瞌睡、放空

無神、言不及義……真的想改變。104 年我開始了我的學思達，至今

107 年，這班孩子國三了，這當中真的有些樣貌不同了。 

今天我重新回鍋研習，上午場聽輝誠老師的分享，從接納情緒、轉化

情緒，到給自己能量，內外一致、平和穩定的與學生對話。因為我們

給學生的不再是知識傳遞，而是透過對話的引導、思辨，這種主持人

功力正是課室中的我還要努力的。下午場的公開授課，真正讓我感動

的就是老師的對應姿態，雖然師生關係是陌生的，但好的自學材料、

好的問題設計、好的分組動能、扣緊教師對應姿態，這樣的課堂風景

怎麼能不迷人？後半段輝誠老師對於操作上的問題澄清，正是我在操

作的過程中最常面對的挑戰，今日也了解到自己要增能的部分為何。

謝謝輝誠老師願意當階梯增強大家的教學功力，我沒有太大的志向，

僅是一種利我利他的想望...莫忘初衷。 

 

楊淑伊 / 嘉義市雨果幼兒園教師 

我們見識到學思達核心老師為教育勇往直前、永不言放棄的精神，實

在令人既感動又佩服。學思達所強調的自學、思考與表達，正是孩子

面對未來時所必需具備的能力。受過學思達的洗禮之後，我們將從自

己的教學現場開始改變與調整，透過學思達與薩提爾，讓孩子從課堂

中鍛鍊出這些帶得走的能力，也創造出更多教育的正能量，讓教室的

風景更加溫暖迷人。 

 

七、 未來發展 

2018 年，我們希望更系統性的匯集學思達教師的能量，規劃推廣的策略與

模式，讓學思達教學法可以循序漸進地影響台灣的教學現場，往改變填鴨

式教學的願景邁進。以下為後續推動策略方向及做法： 

(一) 找到老師翻轉教學共同的困境，彙整突破困境的具體作法。 

(二) 持續辦理教師培訓，用最直接的方式提供學思達的教學理念、各科目

實踐學思達的具體作法與經驗。 

(三) 推動學思達「分享、合作」的精神，建立分科領域/地域型教師社群。 

(四) 持續擴大 ShareClass 平台的易用性，執行使用者研究。 

(五) 藉由各校「教師專業發展計畫」讓全台大量的老師有機會接觸學思達

的教育理念與方法。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649902780&fref=gc&dti=78018817534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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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照片 

學思達 

  

  

  

1 2 

3 4 

5 6 
 

1. 中區學思達教學增能培訓－分組工作坊(學思達與提問設計) 

2. 學思達講師群共識營－團隊動力活動 

3. 2017 學思達亞洲年會－教育願景座談 

4. 台北市中山女高學思達專班，國、英、數三科開放教室 

5. ShareClass 教案分享平台 

6. 學思達 Medium平台(學思達雙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