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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今日科技的越加發達，電腦以及網際網路的使用的普及化，使得

目前的教育受到很大的影響。資訊素養的培養在教改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隨之而來的則是學校師生的教與學也跟著有改變的機會，從傳統教室裡單以教師

的講授以及學生吸收教師教授的知識的學習方式，到目前教師與學生可藉由網際

網路與國內各地以致世界做交流，的確是個教學上令人興奮的改變。由於資訊流

通快速且豐富，往往一個主題通常便可從網路上找到相當大量的資料，於是網際

網路便成為現代人主要的參考來源之一，在這些眾多的資料當中當然也免不了出

現與事實有出入的情形，有時太多的資料也會給尋找資料者一個很大的考驗。要

能夠有組織、有思考地運用所獲的資料，則變成一大挑戰。運用在教學中則更是

如此。使得批判性思考在資訊融入教學中顯得更加重要，由於最近兩年本校推動

多項以任務學習為基礎的計畫活動，主要想藉資訊教育融入各學科領域，以嘗試

改變教師教學以及學生學習的傳統模式，並因應目前教改鼓吹多元學習的潮流。  
          國內即將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更明確支持批判性思考在教育
改革中的重要性。為培養具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的學子，政府顯示了出決心，為達

到這個目標，首當然爾即是要改變教學的模式。這方面則以教為首當其衝必須去

做改變的。以往的老師教學受環境及時間的限制，教學的深度及廣度都非常有限。 
有時受到教室理學生的人數以及往往在傳統教室中出現的學生之間差異性太大

的問題，使老師感到教學內容的傳授常有不甚理想，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的結果。

因此常使教授的老師們以及學生產生挫折感以及無力感，久而久之一容易出現教

學沒有成就感，學生學習興趣缺缺的情況。批判性思考的實行正可改善這種情形。 
在批判性思考的教學理念中，學生的學習方式亦是必須打破傳統的學習模式，改

被動至主動，學習環境也應改變以往只以教室為主的學習環境，至目前可藉網際

網路與廣大的外界做同步的學習並且互動，結合教師的教學活動，國內外皆可找

的到學習的夥伴或老師。這樣可大大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另一原因是知識與生活

的結合。為產生有價值、有批判性的結果，使得學習必須緊緊跟學生的生活經驗

以及環境結合，使學習因此活潑起來。就老師而言也是一樣的道理。教學的方式

也一樣要根據批判性思考的原則，老師需要積極接受這方面的訓練，不段自我充

實，或與從事這種教學方式有經驗，或正在進行這方面活動的教師夥伴們互相觀

摩，請教並吸取經驗，不斷改進缺點，如此一來，即使是初次接觸的老師也可漸

漸提升活動的進行的順暢度，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出現活動指導時的孤獨無助感和

挫折感，使活動不受影響，能持續進行下去而不至於半途而費，白白浪費老師以

及學生的努力。若有放棄的情形是不樂觀的，這會使得推動者得不到更多的支

持，而實行者也愈來愈沒有信心。支持系統微弱的結果會使這如此重要的教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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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直遲遲無法推展開來，落實在我們的教學體制中，以提升教學成果；提升我

們國際競爭力要靠我們更積極向外界學習，國內的以往傳統教學模式絕對不合時

宜。目前的教學氣候是地球村的模式，資訊在流通之後常能產出更有價值的結

果。教師的自我調適是一大關鍵，與外界接觸的同時會使教學顯得更具挑戰性，

由於教育的本質是教導對正確的知識，可是資料的來源往往是我們老師必須關

切，並時時應提出合理的質疑，用心過濾可避免結果與原因前後矛盾的情形發

生，有時即使是我們深信不疑的觀念也會有例外或不太正確的可能，故不能一個

標準以評斷一切事物。對於結果我們必須些許的保留，所以製作的過程不僅是學

生，老師亦要培養批判性思考的技巧才行。由於這些活動成功地提升了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學習興趣，也使得擔任指導老師的我成功地經歷了一次教學模式的轉

型。在指導的過程中，為幫助學生做正確有組織的學習，不被大量的電腦資訊誤

導，或產生困惑，批判性思考於是成為我指導當中奉行的圭臬。故欲藉這篇論文，

針對批判性思考的啟發就實際教學的理論以及經驗加以探討、分析。 

 
批判性思考理論背景 

教育學者如 John Dewey,  John Passmore, Israel Scheffler等強調培養優
質的思考能力乃是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他們被視為批判性思考的先驅，而近代

對於批判性思考的重視乃起因於教育學者Robert Ennis所寫出的著作，尤以其「批
判性思考的概念」(A concept in Critical Thinking)最具代表性。其中對於批判性思
考的概念有詳盡的闡述。其他相關重要的學者則有 Harvey Siegel, Richard Paul
等。另外，由於邏輯學專家在非正規的邏輯(Informal Logic)領域的研究亦對批判
性思考的發展以及實行也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故以下即以 Robert Ennis, Harvey 
Siegel,以及 Richard Paul等人的理論,和邏輯學中非正規邏輯的理論加以討論批判
性思考的理論背景。 

Ennis 視思考推斷的能力為批判性思考的重點，在一九六二年的論文
中 Ennis定義批判性思考為「能正確讀取別人陳述內容的能力」於一九八五年他
又提出更進一步的定義，將批判性思考視為能適當的自我反省思考自己的信念以

及作為。他認為批判性思考的基本能力包括了以下十二種：能專注於問題本身; 
能分析辯證資料; 為澄清問題能提出問題與解答的能力; 能判斷資料來源的可靠
性; 能省視以及判斷省視結果; 能演譯以及判斷演義的結果; 能歸納以及判斷歸
納的結果; 能做價值的判斷; 能下定義以及判斷定義; 能分辨假設; 與別人互動
等，給予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一些具體的定義。 

除 Ennis 以外, Harvey Siegel也提出其對於具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的
看法。他認為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要能夠做適當的思考判斷，其所發表的言論、 

信念、行為應有足夠的證明支持其信念。Richard Paul也提出他對於批判性思考
的看法，他認為批判性思考使人能以多方面的角度以邏輯辨證的方法去看問題。 
他們三人對於批判性思考也有其共通之處，他們指出批判性思考者具有其特有的

人格特質，他們較能在他們的思考模式中訴諸於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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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學中非正規邏輯的理論源自於對於傳統邏輯學教育的反動，以每

日的報章、雜誌以及傳媒中的實際社會或政治方面的例子，作為邏輯思考、辯證

的實例，取代早期邏輯學方面的書籍所提供的非真實假設立場的例子。近代的兩

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為 Hamblin的「繆見」(Fallacies)以及 Toulmin的「辯證的應
用」(The Use of Argument)，而北美地區的非正規邏輯學思潮真正開始則於一九
七零年代，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推動者為 Ralph H. Johnson以及 Anthony Blair。 他
們的共同著作”Logical self-Defense”是首度介紹非正規邏輯的文章，也是強調以
具體實際的例子做邏輯的思考，而不再使用傳統邏輯學的假設驗案例。他們所發

行的簡訊” Informal Logic Newsletter”則很快成為討論及研究的焦點，他們兩位則
為非正規邏輯定義的範疇，包括了辯證標準的設立、理解、評鑑和辯證論點的建

立的步驟，以及辯正使用於實際自然的語言環境中等的重要原則。由於辯證以及

邏輯是批判性思考中重要且必要的能力之一，雖並不足以涵蓋整個批判性思考能

力的範圍，然而其對批判性思考的推動亦有相當貢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在主持教授溫明麗以及協同研究人員

洪正雄校長、邱文惠校長等所進行有關批判性思考教學的研究中指出，一九九五

年的國際批性思考與教育改革研討會中，由該研究者提出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

特質由正式和非正式邏輯思考、問題解決技巧之強調、轉化重自主性自律和社會

和諧之美好生活的整體面向，並再度活化蘇格拉底的詰問法、黑格爾的辯證性思

考以及哈柏馬斯之理性辯論和溝通行動之理念與教育的實踐取向。直言之，批判

性思考的教學既可以單獨社科，以強化其批判性思考的理念與技術，也可以將之

融入各科教學，以培養學生所學轉化之至日常生活之習慣與能力，其主要的口訣

即是在『思考中學習，在體驗中成長。』(Siegel 1985; Weinstein 199 ) 另一方面，
研究中也定義批判性思考者為一位自主性自律的人從事心靈辨證的活動，此活動

包括質疑、反省、解放、重建四大步驟，以建立合理的人生觀。因此，批判性思

考首要培養自主性自律的人格特質和行為，則是要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可以先由培養學生具備自主性能力開始，而自主性能力則涉及自由與自我， 
自我可涵蓋自我理解、自我反省和自我實現三大部分。所以無論教學的內容為何， 

皆應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是否更能理解他自己要什麼?真正想成為如何的人?  
自己的優缺點何在?淺能為何?哪些是自己應該修正或更加努力之處?可見要培養
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學生，也要有老師教學的配合才行，要如何能創造出批判性

思考的環境供學生學習並訓練他們，不僅是教師本身，教師的信念往往對於其教

學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所以要有一個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教室環境，一開始須由老

師為主導，引導學生的思考模式，才能漸漸培養出懂得去思考、求證的學生，也

就是達到『能自我理解、自我反省、自我實現的境界』故老師的重要角色是不容

忽視的，以下就國內外對於推廣老師教學中批判性思考的實行加以討論。 

 
老師的教學與批判性思考 

 由於國內欲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我國教育將因此邁入改革，九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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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課程提出培養學生的十大能力指標：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欣賞表現與創新、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主動探就與研究、

運用科技的能力、 組織規劃與實踐、了解自我與發展淺能、以及生涯規劃與終
生學習。有鑑於此，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在主持教授溫明麗以及協
同研究人員洪正雄校長、邱文惠校長等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從事於將批判

性思考理念融入哲學概論教學的研究，並將教學的結果運用於通識教育的課程教

學中‧也在各縣市及學校任和校長的儲訓研習班推廣批判性思考教學的理念。其

研究的主旨乃是著重於研究批判性思考教學是否可發展出一套教學模式，以提昇

教師整合課程與教學能力之可能性，以及論證教師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素養

之後，能否達到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之課程統整及和教師行動研究能力之提升。 
計畫的第一年先著重於建構批判性思考的基本理論以及教學的模式，其次，利用

此理論模式培養中小學教師，欲使教師具備批判性思考能力，能自編教材與奠定

教學良好的基礎。第二年則與北部幾所中學合作，以驗證第一年所建構之理論模

式的適切性。進行的方式則為此等學校培養批判性思考教學的教師做為種子教

師，然後再透過種子教師和專家學者共同做研究，共同研討教學內容，試著將批

判性思考的理念融入各科教學中，並舉辦誇校性教學觀摩會，以驗證批判性思考

教學融入課程或教材的可行性。藉此模式為九年一貫課程中培育獨立思考和創造

能力的學生，或進一步作往後推廣之參照。這項研究更提出台灣在批判性思考的

教學中應為學生與老師加強的智能，他們為：(一)質疑與反省能力與特質；(二)
自我表達能力；(三)辯證性思考之方法與精神；(四)洞識自我與他人之能力；(五)
多元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能力；(六)理性溝通能力；(七)能展現負有理性之想像力；
(八)能不斷重建合理之價值體系。研究中並強調融入批判性思考的教學是非常不
同於團統的教學模式，研究報告中提到運用此次課程的改革，各年級降低學校上

課的天數與上課節數，重視協同教學和合作學習，以學生生活經驗為重要基礎，

採取主題式的學習，各學科領域的合科教學，也注重學校為主的地方自主的課程

發展，以及配合課程實施所採取的多元化評量。研究中並指出，批判性思考教學

的模式可以單科方式進行，亦可採取整合式課程。文中也指出許多老師對於批判

性思考的融入教學不知如何下手，而老師又是站在教育的第一線，對批判性思考

能力沒有認知的老師，是不能夠設計出有批判性思考的教學方式的，於是老師的

訓練對於批判性思考要推行於教學中乃成為關鍵問題。該研究在種子教師的訓練

研習中，以批判性思考的本質意義及內涵的認識開始，教導批判性思考的運用，

加強思考能力，增強其自編教材及自創教學法的信心，都是非常具建設性的做

法。此研究中所提出的種子教師的培育做法的確是不錯的解決方案，唯只與北市

幾所中學合作，規模甚小，未來應大力推廣以確實成為以引導教育改革的方向。

研究中指出，訓練中也求助了於此領域發展多時的美國批判性思考研究教育中

心，欲藉此獲得他們的幫助，並且與他們設立起依國際的研究管道，於彼此間作

交流溝通。 

以美國在推動批判性思考的的情形而言，以美國學者保羅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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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主持的批判性思考和教育改革中心為例，在近幾年來他們試著把批判性思考
的概念融入各個學科的教學領域中，包括有地理科、數學科、倫理學等，並將教

學過程錄製成錄影帶，供老師觀摩，對老師的教學很有幫助。中心有提供針對訓

練中小學老師的計畫，做法也是訓練各校的種子老師，再由這些老師回去其任教

的學校訓練其他的老師，他們以一年的時間，以舉行工作坊的方式進行八個三天

的訓練計畫，訓練首重兩大原則：一是訓練老師了解批判性思考的基本原則，二

則是訓練老師如何定期從事自我監督，自我評量的練習，以了解是否有把批判性

思考融入其教學課程設計中，並注重漸進式提升受訓者對批判性思考的理解以及

教學技巧。受訓者受訓練過後要能夠理解到批判性思考的教學方法，需要有幾項

必要的技巧。 其中包括作決策以及問題解決的技巧、分析以及掌控引導學生的
情緒和價值觀。 對於學生聽說讀寫四方面的訓練技巧、對於學科範圍的理解等，
教導受訓者老師如何以批判性思考的精神來設計以內容以及問題為導向的教

學，強調課程的成功學習需靠不斷思考達成，如此的學習方式被相信不但可提高

學習效果，又使學習能內化，達到學習的知識能長時間存在學習者的腦海中的效

果。  
這八個針對老師的工作坊的各有不同的訓練目標。目的是要以循序漸

進的方式引導老師實行批判性思考教學：第一期工作坊著重於批判性思考的理念

的建立，將批判性思考的原理切割成基礎至深入的介紹，並以討論及發問的方式

進行；第二期工作坊則進行實際的操作，以主訓練的老師示範批判性思考教學的

模範，老師在理解之後立即實行實驗性教學‧教學中由受訓者彼此互相練習教導

批判性思考的基本原則，再由一位觀察者的老師提出練習中的優缺點，以改進教

學；第三期則強調教導受訓者蘇格拉底式的詰問法如何運用於教學中。這當中包

括對實際教學的回饋的研討及設計；第四期則重教授受訓者能有技巧的教授批判

性思考的課程學習的運用智慧的標準，以批判性思考為原則所設計的課程，學生

在學以及老師在教都要能以一標準來評估是否有運用到智慧並符合批判性思考

的精神，這其中老師要能將這一標準巧妙解釋給學生了解，也要能以此標準運用

於自己教學的評估；第五期重訓練受訓者以批判性思考的原理有效評定包括教育

的目標、課程、教課書、考試方式、學生思考以及教師教學所使用的策略等；第

六期則教授如何將批判性思考的評定設計在教師教學的過程中，注重的是學生進

行思考時其思考的品質，運用智慧的程度達到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標準，又如何把

涉評定的標準融入教師每日的教學活動中等；第七期為教導受訓者能技巧的運用

學生的具有的智慧思考方面的特質，因批判性思考能力是否能成功的建立也需要

學生的人格特質方面配合，老師要能了解設些特質為何，以及他們為何在批判性

思考中扮演的必要的角色。老師了解學生特質後，即可運用學生不同的特質進行

批判性思考的教學；第八期為教導受訓者有效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由於學生情

緒往往會引想學生學習的狀況，也大大引響學生的的行為，使得情緒因素變得不

可忽視，故需教導受訓者如何有效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由此計劃內容可明顯了

解教師在一開始面對批判性思考的教學時，所需的成長進程。由於國內對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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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的研究較國外晚的多，一般教師及教學單位對於批判性思考的了解非常有

限，如今由於九年一貫的推動才逐漸被重視，的確對台灣的教育是個正面的改革

衝擊。像國外這樣的訓練計畫，國內之前也有類似的訓練計畫，內容也非常完備，

研究者也非常用心策劃訓練相關種子老師，只是規模較小，唯只有北市幾所中小

學，國外在此領域仍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往後應有更多類似的計畫在台灣產

生並於教育界大力推廣，以加強台灣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提升國內學生學

習時思考的品質。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在有價值的學習及教學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在教育學習理論中，由布魯姆( Bloom)所提出的認知方面的理論將認知依
高低層次分成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六種能力。而批判性思考

則必須應用到分析、綜合，以及評鑑這三種屬於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而教學要

如何能夠將任務學習(mission-based learning)與批判性思考結合，使老師的教與學
生的學皆能更進一步? 當學生在選擇自己所有興趣的主題之後，就可將該主題設
定為一個任務的目標。針對這目標老師要拋出問題，以問題解決的方式，資訊以

及書本作推論分析、綜合，也針對其正確性、可靠性，以及價值性，作有效的評

估。在成品產出的過程中，指導老師指導學生如何根據自身先前的知識對從多方

面所獲得的資料作分析以及推論，藉由團隊的環境，以討論的方式將分析所獲得

的結果組織以構思報告呈現的內容及架構。再者學生更要不斷跟個人自己以及其

他隊友以問問題的方式，互相評估資料的可靠性以及正確性，以及資料內容是否

有提出適當的證據，足以支持所提出的論點。這即是指導批判性思考的啟發運用

於各學科領域的基本原則。 

 
指導計畫內容 

計畫是由本校從一個班級中挑選出有意願的學生，以分組的方式參加

各種不同主題的比賽，最後再以網頁的方式呈現製作的成果。學生所參加研究的

領域有包括歷史以及公民社會，其中有一個活動則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方式

進行，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幫助同學能懂得學以致用，並嘗試讓同學以不同的方

式學習，在指導學生參加這些比賽的過程中則必須充分運用到批判性思考的指導

原則，以引導學生能成功產出有價值、有組織的作品。以下就這些活動的內容 活
動的過程中 老師以及學生如何以批判性思考的原則進行教與學的活動以及活動
的結果作描述。 

活動的內容：這學年度學校所合作的計畫最主要是望示範性的將資訊

融入學科的教學，在學校中由一個國中的班級每周兩節的電腦課課程教學，試著

運用資訊將學科課程融入。資訊融入歷史科所進行的是由中山大學與亞卓市主辦

的教師專業社群的網頁比賽，主題是百歲人瑞訪談計畫，目的是以真實生活中的

例子印證歷史的史實。活動進行要以符合人瑞的時代背景做訪問，首先先收集歷

史的背景資料，找出想深入了解的台灣或大陸的歷史事件(視人瑞的生長環境而
定)，活動為期二個月，分兩梯次完成。第一梯次以一個月為活動期限，學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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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限內完成網頁報告。同時進行的是第二梯次的訪談活動，但第二梯次的參加

者有二個月的時間可完成網頁報告，時間較第一梯次充裕; 資訊融入公民社會科
則分別有兩個活動進行：一是台灣網界博覽會，另一個則也是由加拿大哥倫比亞

大學主辦的世界少年千禧計畫(YMP)。前者為一報導台灣本土文化特色以及環境
等的網頁比賽，國內已有非常多的學校參加。後者活動台灣則將其內容翻譯為中

文版，參加者是同時參加國內以及國外的活動，所以活動是以中英文一起進行

的，因此此活動除資訊融入公民社會科以外，又加入英文科的教學。參加的學生

以對身為這個世界的公民提出對地球的環境以及社會的關懷。活動的主題並沒有

限制，學生要自行訂題目，撰寫行動方案，以團隊的模式採取出實際的行動，並

做檔案紀錄，與國內以及國外的少年進行交流，結果值得作為未來各學科作融入

教學的參考。 
         活動過程批判性思考的運用：學生在活動過程中所運用批判性思考的

技巧為：從所搜詢的資料中找出與活動主題的關聯性; 取決是否採用其中資料，
並對主題內容所出現的問題是否有幫助 ; 遇到問題能思考是否有其他的解決方
法，老師的部分而言則在指導時要不斷向學生強調團隊的學習模式藉隊員互相幫

忙學習效果會更好，合作的環境才能激發批判性思考的產生; 多提供學生開放性
的問題，鼓勵學生以多方面的角度看問題，不限制學生只找出單一的標準答案; 
引導學生以自身的知識跟經驗以及環境，像自已的親朋好友，所提供的資料做統

整並思考其中的問題，在團隊聚會中將問題提出來，以尋求大家的意見，老師的

重要角色之一即是啟發學生回想起既有的知識或為其所陌生的主題提供一些基

本的概念，以使確定討論方向若問題超乎整個團隊所能解答，則分工作資訊的搜

尋，下一次再以同樣的模式互相討論。討論的目的是望能藉由團隊思想的激盪以

及相互比較，使得結果具合理化。這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台灣學生的學習特質以

及習慣。 以下有幾點是指導老師要特別注意的：(一) 開始時即對主題的定義交
代清楚， 包括目的、 要涵蓋的範圍及方向， 並了解學生是否有疑問或困難；(二) 
學生大量蒐集資料時， 要求他們要針對所找到的資料做摘要， 以訓練學生學習
組織的能力， 才不至於再正式寫作時， 內容顯得毫無邏輯。對於資料閱讀的理
解需要運用到推論的能力， 這亦是問題解決能力以及批判性思考的重要能力之

一；(三) 在閱讀學生摘要時要對內容提出問題， 以訓練學生閱讀時懂得運用批
判性思考， 指導老師的角色在這部分特別重要， 因若在缺乏的督導的情況之下， 
學生很容易又回復到以往的閱讀模式，做摘要目的是要學生漸漸養成能於閱讀的

過程中提出批判性的問題的習慣。老師可以以單純的問題，像是『你為何這樣

想?』，『你所提的論點是事實還是個人的意見?』，『如果以別的角度來看同樣的問
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以學生思考的模式可參考以下的圖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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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of researched arguments  
圖形的中心為思考的主題，可能是別人的論點或思考者自已提出的論點，以問答

的方式以求獲得更合理的結論。 

(三) 要求學生團隊的精神： 由於台灣的學生對這種學習方式仍陌生，所以常缺
乏團隊的精神，又常易因不合而無法合作， 使進度停滯， 甚至前功盡棄， 所

以需指導老師運用智慧， 從中協調；(四) 由於這些活動的進行方式不僅對學生
以及老師， 也對學校的傳統教學模式都需要調適，有時學生的努力會遭家長或
學校的其他老師質疑， 因而感到有挫折感，所以需指導老師的全力參與， 協助
溝通以及鼓勵才不至於導致學生有放棄的情形。 

活動結果：這種批判性思考的學習方式，讓學習更具挑戰性。參賽的

同學皆表示這樣的學習方式，大大的提高了他們的學習意願以及興趣，擔任指導

老師的我成功地經歷了一次教學模式的轉型，穫益良多。在看到學生的進步，再

度證明了批判性思考在教育者的教學當中不僅應予以重視，還更應加以強調。 

 
結語 
        如今網際網路使突破以往時間以及空間的限制， 使教學與學習能藉由
跟外界的互動， 包括國內以及國外， 更具挑戰性、真實性、趣味性， 以達到
教育方式多元的目的。九年一貫課程乃重學習領域的統整課程， 並以能力指標
以取代學科就測驗，教學若能結合批判性思考的指導原則， 對於教師從事行動
研究亦有幫助，提昇教師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則有助於促進教育達成理性的目

的。批判性思考鼓勵主動學習的精神，使學生以及老師皆能提昇教與學的品質，

因而使人更覺期待。若能多鼓勵學生跟國內外的學生作學習的互動，教師也能藉

此與其他老師進行合作教學，再融入批判性思考的教學原理，若能大力推廣，並

發展出一套教學模式，必能因此提昇學生學習成果以及教師的教學效果也，必是

教育界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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