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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專訪 

 
(圖)刊物組組員與受訪者蔡副校長之合照 

【王映婷、楊曼弘、蘇怡如、關翠萍提供】 

 

問題一  

為何 12 年國教分為「免試」及「考試」入學? 

長期以來，國人受到升學觀念及考試引導教

學的影響，導致學生背負著龐大的升學壓力。為

了適度減低過度的升學壓力及競爭，從103年8月

起，將目前高中職、五專多元入學管道，整合成

兩種，一是「免試入學」（不用參加高中職或五

專的入學測驗），二是「特色招生」（分為甄選

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 

 

 

一、免試入學 

 規劃15個免試就學區 

「免試入學」規劃出15個免試就學區，它是以各

個縣市的行政區兼採現行登記分發區為範圍。 

 

免試 

就學區 
行政區 

免試 

就學區 
行政區 

基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 
高雄區 高雄市 

桃園區 桃園縣、連江縣 屏東區 屏東縣 

竹苗區 
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 
台東區 台東縣 

中投區 臺中市、南投縣 花蓮區 花蓮縣 

嘉義區 嘉義縣、嘉義市 宜蘭區 宜蘭縣 

彰化區 彰化縣 澎湖區 澎湖縣 

雲林區 雲林縣 金門區 金門縣 

台南區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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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 

除了兼顧學生在國中階段的學習成果及日常表

現，教育部訂定「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參考項目」

及「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來促進學生五育均

衡發展。 

若是報考明星學校的學生名額超過該校預期的人

數，學校會依據學生的體適能成績、服務學習、

競賽表現、技職證照或國中教育會考等項目來篩

選適當的人數。 

 

二、考試入學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以藝術才能班(如: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類)、

體育班、或高職職業類科等的類別，進行術科測

驗及分發作業的甄選入學招生。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以學科測驗為原則，考試科目以國、英、數、社

會與自然，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入學。學生可跨

區報考，但已於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的甄選入學

管道錄取的學生，須先放棄錄取的資格，才可報

考特色招生的學科測驗。 

 

問題二  

十二年國教後實施免試入學和特色招生，那想請

問副校長您對於採用免試入學的方式有何看法? 

對於孩子的學習態度上會不會有所改變？  

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實施當中，國中生不

用以在校成績為最優先的評比，如果免試入學只

用在校成績去評比，是會有不公平之現象產生，

鄉下學校所出的試題考卷和都市比較競爭地區學

校，所出的考題，有可能難易度會不一樣，因此

如果採用在校成績去排序，很有可能學校老師，

為了讓自己學校的學生進入好學校，而將月考題

目的難度減低，也就無法從成績知道孩子的學習

狀況。 

副校長也提出兩點針對十二年國教後，可改

善的方向。第一，考試的成績相對性變得比以前

不重要，孩子在學習的意願上，當然也會缺乏動

力，其老師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必須要鼓

勵老師改變教學方式，以前國二下到國三的時

間，老師都是幫學生們做考題複習，先負責教完

課，然後給學生填寫大量的考卷之後再檢討；現

在沒有考試的壓力，老師們更需要設計出一套有

趣且完整的課程內容，讓學生們可以在沒有考試

的壓力下，也可以獲得知識。 

第二，特色招生是明星學校所施壓的結果，

明星學校的老師只會教優秀的學生，只接受前百

分之一的學生，而不要前百分比之十的學生，家

長的態度，也不喜歡自己的孩子跟平庸的孩子交

談，進而讓頂尖優秀的孩子們在社會中，形成一

種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社會頂層的想法，這樣的觀

念是錯誤的，孩子們必須要跟每個階層的人都有

所接觸，而不是只認識優秀成績的孩子。 

 

問題三  

請問十二年國教後，學校五專部是否會有特色招

生？若有，特色招生將會如何實施?  

五專部，有實施特色招生，為教育部指定的

五所科技大學之一。全台原先為五所，有特色的

學校，進行特色招生，之後，明志科技大學主動

退出，現今為四所學校每年辦理特色招生。 

 

五專部，英、法、德、西、日等語言專科部，

十二年國教之後，也會以免試入學辦法招生，但

每年固定，以特色招生招收一班成績較為優秀的

學生，每年約有五百多位學生，來報考特色招生，

其報名人數通常是四間學校裡，報名人數最為居

多的，但十二年國教後，若要選擇特色招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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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文藻外語大學，要注意一點，特色招生是在

免試入學之後，因此有意願參加特色招生的報考

者們，就必須先放棄，原先在免試入學已經取得

的學校，所以報考特色招生，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假設你沒考上特色招生的學校，有可能進行第二

次的免試入學，所進入的學校會比第一次的學

校，更好或更差，這些都是家長們以及學生們在

報考特色招生的同時，所需考量的問題。 

 

問題四   

特色招生是否為變相的填鴨式教育，其本質沒變? 

特色招生類似基測，但是只有一次機會，分

數的鑑定標準跟基測比較，比較趨向於模糊，分

五等級，較有鑑別力。本來分數的評鑑是希望能

讓成績模糊化，不要只看成績。但是家長希望評

量要有鑑別力，高中端學生也望能與普通學生做

區隔，一方面家長希望還是能透過考試增加競

爭，讓好學生更有鑑別力。另外，特色招生將不

採計在校成績。因為一樣的分數並不能代表一樣

的程度，例如有些國中城鄉差距的關係，分數的

標準也不一樣。 

 

問題五   

明星學校是否還是個迷思? 

雖然說十二年國教的目標是希望讓學生減少

升學壓力、多元發展，不管考上哪個高中都有其

特色。但是許多家長仍有明星學校迷思，認為孩

子上明星學校能有較好的師資與環境。也因為如

此，十二年國教並沒改變許多人對明星學校的刻

板印象。相信許多家長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的心態去栽培孩子，但是如果能讓孩子適性發展

並且擇他所愛，不一定要上明星學校，也能有好

的發展。為了能讓明星學校與普通學校有所區

隔，因此明星學校沒有學區，入學方式則是趨向

於申請。 

 

問題六  

每間高中都會有一定的錄取人數，如果人數超過

了要如何篩選呢? 

每一間高中會設置一定的招生人數，如果學

生報名人數超過原本所招收的人數就會依超額比

序來篩選。超額比序定義: 每個學校會有一定的

申請入學名額，如超過人數每個學校會有一定的

超額比序。比如體適能、全民英檢、繪畫、音樂，

最後才是會考成績。 

 

問題七   

十二年國教後，國中學生的壓力真的會減輕嗎? 

許多學生的壓力其實來自家長，因為大多數

家長認為明星高中的師資素質較高，但看看為數

不少的雄中、雄女學生下課仍要向補習班報到，

就可看出其實學校老師的講解學生未必明瞭。家

長應該認識一個事實，那就是學生必須透過與自

己特質不同的學生，互相激勵及影響並依自己的

能力及條件，例如居住地、學習習慣及方法等來

選擇高中、高職或五專，在校學習與同儕合作，

無論在社區高中或明星高中，都要能發揮特長、

培養自信及多元能力，方能提升學業及術科的成

就，未來高中升大學時參加『繁星計劃』，進入

培養職場競爭能力的大學院校就讀。 

 

而教育單位方面，應鼓勵教師改變教學方

式，教師不應該存有僅擇天下英才教之的心態，

亦無法再以過往的考試領導教學模式行之，這樣

學生當然提不起學習的興趣，要知道社會需要各

階層的人，而國中小的常態編班正能讓學生適應

社會生活、接觸多元文化與培養人際能力，最重

要的是學生間的學業競爭壓力變小了，而學生更

能各別發展自我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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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  

十二年國教強調學費全免，也包含私立學校嗎?  

除學費外是否有額外費用? 

103 學年度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學費政

策，行政院已宣布高職全面免學費，高中則「適

當排富」，排富標準必須等到教育部精算。如果

家庭年收入低於 114 萬元以下的高職生可免學費

(由政府補助全額學費)，公私立高中生則統一收

費，教育部也確定，免學費的新門檻確定後，現

有的舊制門檻也會跟著調整。依據「高級中等學

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學校向學生收取

費用的項目有學費、雜費、使用費及代辦費等；

政府補助範圍只有學費，其餘雜費、使用費及代

辦費，學生仍須繳交。 

 

問題九   

十二年國教相關之報導多以國中及高中職專校為

主，請問小學教育單位、教師、家長應注意什麼?  

國小教師應充份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內容及實施政策，積極培養學生創造力和提供更

多元及豐富之教學策略，同時為學生注意未來所

就讀之國中是否只會訓練考試技巧及以考試領導

教學，適時提示家長，並引導家長賞識學生之特

殊才能，使學生能有學習的自信，於未來的求學

之旅順利發展。 

 

教育時事專區 

一、教摺紙學數學 學生不再害怕數學課

【沈佑錡提供】 

 

【中廣新聞網 2013 年 12月 12日】 

新北市林口國中李政憲老師，透過摺紙學習

數學，將抽象的數學原理，化為一件件精緻的摺

紙作品，讓學生從動手操作，學習到數學的概

念，而不是只有背公式。不僅如此，摺紙學數學

的概念也擴及到林口國中全體數學老師，大家一

起互相切磋新的摺紙方式。李政憲表示，學生最

特別的回饋，不是學到數學，反而是在摺紙後，

看見自己的作品，感覺很有成就感，這對他而

言，不僅是教數學，也是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 

    國中學生升上八年級後，開始學習開根號、

無理數等概念。林口國中李政憲老師發現，部分

學生對於相關概念，還似懂非懂時，又因為課程

教「勾股定理」，此時，如果基本概念沒有弄清

楚，學生往往更難瞭解原理及應用。從一次的摺

紙與數學研習課程開始，李政憲老師踏上摺紙與

數學的研究之路。看著學生完成摺紙作品，滿是

成就感的笑容，就是維持教學熱忱的最大動力。

李政憲說，會繼續透過摺紙活動，讓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對數學有更深刻的體驗與興趣。 

    剛開始李政憲老師提出摺紙學數學的方法，

校內許多數學老師很抗拒這樣教學，因為不喜歡

把數學跟別的東西合在一起，怕學生會把學習重

點擺錯，但後來李老師不斷將想法告訴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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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其他老師的興趣，教摺紙學數學，就變成林

口國中學數學的最好方法。 

    林口國中九年級同學馬崑庭表示，從摺紙當

中學數學，不止會讓成績進步，也能從摺紙裡面，

把活的的觀念去帶入死的題目，讓同學們更有興

趣學習數學。 

 

資料來源: 

http://tw.news.yahoo.com/%E6%95%99%E6%91%BA%E7%B4%99%

E5%AD%B8%E6%95%B8%E5%AD%B8-%E5%AD%B8%E7%94%9F

%E4%B8%8D%E5%86%8D%E5%AE%B3%E6%80%95%E6%95%B8

%E5%AD%B8%E8%AA%B2-085410083.html 

 

100級 沈佑錡 心得感想 

還記得從小學開始學數學的方式就是不斷地

背公式，甚至連基本概念都弄不太清楚。然而，

也就是因為基礎沒有打好，讓學生上了高中之

後，反而對於數學產生了恐懼。進入了師培後，

從玉珍老師的數學教材教法課堂上學到了許多讓

人為之驚艷的數學教法。例如，利用積木、色紙

甚至一些身邊隨手可得的東西做為教材。這些方

法也讓我明白了一些數學概念的原理。看完這篇

新聞後，我覺得要先讓學生真正喜歡數學，他們

才會快樂學習並主動吸收。新聞中老師利用摺紙

釐清概念，不但能讓學生學到數學，也同時建立

學生的自信心。這讓我也學到了一課，也希望往

後能順利搭起學生與數學之間的橋梁。 

二、上課方式不改 12年國教一定失敗 

【周季璊提供】 

【商業週刊 – 2013 年 11月 14日】 

    台灣教育界近兩年颳起「佐藤學」風，全台

國小、國中、高中老師赴日本參觀佐藤學主導的

「學習共同體」學校，超過千名教師，台北市已

有 100所學校，採用學習共同體的上課方式。 

    佐藤學，日本教育改革大師，其從歐美引進

的「學習共同體」，翻轉了傳統教室裡老師講、

學生聽的模式，將學生變成教室主角，老師是輔

導角色，讓學生上課時主動學習，產生學習樂趣。

目前日本約 3000多所高中以下學校，採此概念上

課。他接受本刊專訪，談台灣教育界最夯的話題：

十二年國教。他直言，考試是工業時代的產物，

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如果上課方式不改變，

台灣十二年國教「一定會失敗」。 

 

談高中入學考試 學生學習興趣減低，反不讀書。 

《商業周刊》問：台灣開始實施 12年國教，但是

為了入學的公平性，各界的意見很多，請問您有

何建議？ 

佐藤學答：12年國教，最重要的是，怎麼樣脫離

工業時代的考試教育，讓學生在未來世界裡有生

存的能力，這種觀念的轉換，在亞洲國家中，台

灣是算晚的。 

為什麼大家要關注入學方式？入學方式一年

就可以改變，但是，上課方式改變，至少要十年，

如果希望十二年國教真的能讓台灣教育改變的

話，一定要把重點放在上課方式，不然一定會失

敗。高中入學考，對社會是一種損失，就日本而

言，高中生讀書時間是世界最低，據調查，全球

國高中生在學校外讀書時間平均 3 小時，日本只

有 30 分鐘。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學生經過考試後，對學

習不再有興趣，大學生也是，不用考試，就不會

念書了，這對社會而言，是一種損失，日本小學

基礎教育做得非常好，但高中卻是出名保守、傳

統，這就是因為高中有入學考。這個數字，台灣、

韓國一直往下掉，日本已經掉到谷底，不能再壞

了，台灣如果沒有改變，十年後就會像日本一樣。 

http://tw.news.yahoo.com/%E6%95%99%E6%91%BA%E7%B4%99%E5%AD%B8%E6%95%B8%E5%AD%B8-%E5%AD%B8%E7%94%9F%E4%B8%8D%E5%86%8D%E5%AE%B3%E6%80%95%E6%95%B8%E5%AD%B8%E8%AA%B2-08541008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95%99%E6%91%BA%E7%B4%99%E5%AD%B8%E6%95%B8%E5%AD%B8-%E5%AD%B8%E7%94%9F%E4%B8%8D%E5%86%8D%E5%AE%B3%E6%80%95%E6%95%B8%E5%AD%B8%E8%AA%B2-08541008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95%99%E6%91%BA%E7%B4%99%E5%AD%B8%E6%95%B8%E5%AD%B8-%E5%AD%B8%E7%94%9F%E4%B8%8D%E5%86%8D%E5%AE%B3%E6%80%95%E6%95%B8%E5%AD%B8%E8%AA%B2-08541008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95%99%E6%91%BA%E7%B4%99%E5%AD%B8%E6%95%B8%E5%AD%B8-%E5%AD%B8%E7%94%9F%E4%B8%8D%E5%86%8D%E5%AE%B3%E6%80%95%E6%95%B8%E5%AD%B8%E8%AA%B2-085410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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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新加坡他山之石國家小，更需要人人是人才。 

《商業周刊》問：您認為台灣在亞洲國家中教育

改革是比較慢的，哪一國做法是台灣可參考的？ 

佐藤學答：新加坡去年開始實施教育改革，台灣

可以了解一下。 

新加坡以前的菁英主義比台灣還嚴重，但去

年做了像台灣 12 年國教的教育改革，消能力分

班，像芬蘭一樣，讓學生主動學習，為什麼要這

麼做？因為新加坡國家很小，需要每個人都是人

才，沒有培育人才的話，經濟力會喪失，所以，

他們一直不停想方法，讓每個人都是人才。 

台灣也是這樣，台灣經濟力一直在下降，如

果真的要讓國力變好，不是看菁英學校有多少，

而是看學生的學習力有多少，因為全球化時代，

國家競爭力取決於教育，所以，各國都不斷在做

教育改革，這是必然的趨勢。 

 

資料來源: 

http://tw.news.yahoo.com/%E4%B8%8A%E8%AA%B2%E6%96%B9%

E5%BC%8F%E4%B8%8D%E6%94%B9-12%E5%B9%B4%E5%9C%

8B%E6%95%99-%E5%AE%9A%E5%A4%B1%E6%95%97-05280354

8.html 

 

100級 周季璊 心得感想 

我覺得教育的推動與實施，須經多方面的思

量。若無完善的實施方針和目標，不僅影響下一

代的學習能力，更會影響到國家的未來。教育除

了讓人在社經地位上做垂直流動外；同時，亦影

響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對外的競爭能力。在這個知

識競爭的時代，教改的推動若不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力，一切的運作都將會是浪費公帑。 

 

心靈補給站 

一、 一元的新發現 

【水衍方提供】 

小時候，家裡的角落偶爾會有掉落的硬幣，

由於金額很小，我總是不屑一顧。外婆卻會撿起

來收好，並告訴我說：「就算是一塊錢，也很有

價值！」我沒當回事，直到有一次跟外婆去買菜。 

擁擠的市場，到處是叫賣的聲音，外婆牽著

我走到蔬菜攤前，老闆喊著：「白菜一顆十九元！」

「給你二十元，不用找錢了！」外婆說。老闆愣

了一下，笑著說：「這怎麼好意思呢！」於是順

手抓一把青蔥塞進袋裡！ 

我們又走到了肉攤：「這塊豬肉九十七元！」

外婆掏出了一百元的紙鈔說：「你賣的肉真新鮮、

料理起來特別好吃，就算一百元，不用找我錢

了！」老闆笑著，又多切了一塊豬肝給外婆。 

一路上，外婆跟攤販們說說笑笑，回到家，

剛學算數的我，忍不住算了算，說：「外婆，我

們今天總共多花了五塊錢…」 

「不如來算算，我們多得到了什麼？」外婆

微笑道。我仔細的想了想：有兩顆巧克力糖、餐

桌上的加菜、好的心情、好的回憶，以及我對待

零錢的新態度。從此，我看重每一塊錢，因為只

要我願意，小小的零錢也能啟動快樂，為生活帶

來無數的幸福！ 

「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

量給你們，並且要多給你們。」 

-《聖經》馬可福音 4 章 24節 

 

資料來源: 《蒲公英希望月刊》 2013年 12月 

http://tw.news.yahoo.com/%E4%B8%8A%E8%AA%B2%E6%96%B9%E5%BC%8F%E4%B8%8D%E6%94%B9-12%E5%B9%B4%E5%9C%8B%E6%95%99-%E5%AE%9A%E5%A4%B1%E6%95%97-052803548.html
http://tw.news.yahoo.com/%E4%B8%8A%E8%AA%B2%E6%96%B9%E5%BC%8F%E4%B8%8D%E6%94%B9-12%E5%B9%B4%E5%9C%8B%E6%95%99-%E5%AE%9A%E5%A4%B1%E6%95%97-052803548.html
http://tw.news.yahoo.com/%E4%B8%8A%E8%AA%B2%E6%96%B9%E5%BC%8F%E4%B8%8D%E6%94%B9-12%E5%B9%B4%E5%9C%8B%E6%95%99-%E5%AE%9A%E5%A4%B1%E6%95%97-052803548.html
http://tw.news.yahoo.com/%E4%B8%8A%E8%AA%B2%E6%96%B9%E5%BC%8F%E4%B8%8D%E6%94%B9-12%E5%B9%B4%E5%9C%8B%E6%95%99-%E5%AE%9A%E5%A4%B1%E6%95%97-052803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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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級 水衍方 心得感想 

    我發現人總是很容易往負面的地方思考，也

總是看自己失去的那些部分。可是在生活中如果

我們總是往這方面去思考，我們一定過得很不快

樂！我們應該要看我們擁有了什麼以及在每一樣

事情當中得到了什麼，才能夠真正的享受世界上

的愛跟美好；因為我們所擁有的也是透過別人努

力所得到的！除了要懂得感恩外，我們也要學習

成為一個願意給予的人。 

二、 四顆心 

【林芝韻提供】 

有個女孩在人際關係上受到許多傷害，漸漸

的，她選擇關閉自己的心門，很少與人有深入的

往來，也因此過得很不快樂。 

她獨自來到鄉下探望祖母。看到祖母慈祥的

笑容，讓他感到十分安心，便提出了心中長期以

來的疑問，「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個自

己快樂、也能帶給別人快樂的人呢?」 

祖母微笑的回答: 「孩子，祖母送你四顆心。

第一是同理心; 第二是體貼的心；第三是尊重的

心; 最後，是誠實的心。」 

女孩一臉疑惑，祖母笑了笑，繼續說，「若

你存著一顆同理的心，無論遇到憂傷或喜樂，讓

自己轉換成別人的角度，心情就能平和下來。當

你存著體貼的心，便能在別人的遭遇與難處上，

真正去體會對方的心情，在他們的需要上給予幫

助。」 

「而抱著尊重的心，是希望你能夠尊重每個

人的不同。」看到女孩逐漸明白的神情，祖母停

頓一下，最後說:「當你擁有了這三顆心，也不要

忘了誠實的心，這或許不容易做到，卻能讓你坦

然的面對每一天。」 

「可是，我該怎麼做才能擁有這三顆心呢?」

女孩緊張的問道。 

「不用著急，」祖母耐心的安撫道，「這需

要你用一生的時間去經歷!」 

 

資料來源: 《蒲公英希望月刊》 

 

101級 林芝韻 心得感想 

在現今講求競爭、忙碌的社會裡，許多人的

愛心逐漸冷淡了。可能有許多人在與人關係上，

不管是在親子、朋友、情感或職場中遭受到各樣

傷害，有時甚至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語無心之過也

可能會在他人心中產生一道淺層的烙印。人際關

係維持的確需要些智慧經營，因為，任何一人不

可能獨自而存，生命中每一階段都需要與他人互

動與互助。從互助的角度來看，幫助他人就是一

種展現愛心的表現，想想自己能成為今天的自

己，我們需要感謝多少人的幫助! 若自己也能帶

給別人幫助和快樂就像在他人心中種下一個愛的

種子，這個種子若將來能發芽帶給更多人祝福是

件多麼美好的事! 從故事中我們可以學習從四顆

心來實踐: 同理心、體貼心、尊重心、誠實心。

這四顆心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思想與實

際行動，讓我們成為樂於給予的人! 

 

《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

教材教法設計得獎學長姐專訪 

得獎作品： 

正面來襲‧全面功讚～正面思考‧Powerful 

100級 李盈文 

 【李怡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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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一次的訪談，讓我更認同原來完成一

項學術作品是那麼不簡單，也許是我剛完成系上

的畢展，所以感觸特別深。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

與實踐和外教系畢展有很多相似之處。剛開始，

一定會有自己想做的主題。接著，就會去和指導

教授討論這個主題是否恰當。在討論的過程中，

指導教授會希望我們從對未來有發展性的面向去

著手進行。討論出主題後，就會開始蒐集資料，

編排等。完成到一定的部分，再拿去與指導教授

校正。在校正的過程中，指導教授會給予他的建

議以及跟我們說有那些部分該怎麼做才會更完美

等。成品當然也不是經過一次兩次的校正就能完

成，。有時候，討論完也得到指導教授的建議了，

可是始終都無法繼續進行作品，這就是所謂的撞

牆期吧!然而，當你把作品完成後，再回想一下，

你會了解到唯有境過多次的討論，多次的校正才

能產出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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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級 林千弘 

 【林筱珊提供】 

1. 請問您參加這個比賽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是在於可以把在師培中心這

三年來所學習到的東西，實際的運用到這個

教案裡，藉由這樣的方式去重新的回顧三年

所學過的東西，哪些部份自己還不熟悉需再

多加強，去提升自己。當初在設計這個教案

的時候，要不斷的去思考要如何去激勵學生

學習動機、什麼樣子的東西是會吸引學生的

目光的，這過程中，我必須站在學生的角度

去看，了解如何讓他們可以更快且有效率的

學習到我要給他們的東西，我覺得這是這比

賽中帶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不斷得站在學生

的角度去思考並且學以致用。 

 

2.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用正面思考去做為這比賽

得主題？ 

    現在很多的小孩子都很容易出現負向思

考，或是以一種較負面的情緒來決定問題，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教導學生用正向的方式來

思考，以正向的態度去面對事情，不要每天

都過得不愉快。因為每當我們把事情一直往

壞處想的話，那種負面的情緒會讓我們一直

深陷在黑暗面中。但若是我們可以去轉換一

下念頭，去找出事件中正像的那一點並且去

放大正向的這一面，思考跟情緒就轉往正向

的那一面，就自然會快樂一點。 

 

3. 那要如何去引導他們從負向轉為正向？ 

    我們會給一個情境劇，請學生們說出或

寫出他們針對這情境的想法。舉例來說，假

設好不容易到了假日，但大雨卻下個不停。

學生們就會有較負向的情緒產生，他們會

說：「好煩喔！下雨天，就不能出去玩了。」

或是「我最討厭下雨天了啦！」之類的負向

情緒。這時我們就會告訴他們說：「下雨天

很好啊！讓我有時間可以在家讀讀書，好好

的在家休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引導讓他

們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學會去

找出正向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