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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目標在於「適性揚材J' 成就每一個孩子。故而學校與教師

需使用「適，性教學」來因材施教、發掘學生真正的興趣與性向所在，達到學習的成效。

「適性教學」指的是教學的過程中，考量並搭配學習者的能力與需求，作必要的導引或

調整。亦即在教學與學習設計中，教師能敏銳的覺察學習者的表現與變化，並在可控的

範圍內權宜調整教學策略與方法，增益學習效果，並達成教學目標。

為了探討適性教學的理論基礎及分享質務經驗，本期特別規劃並收錄九篇與「適性

教學」有關的文章。在專題論文部分，從「適性教學與輔導的教育哲學基礎:從教育的

世俗性與神聖性談起」一文巾，林秀珍教授探究教育的世俗性與神聖性，並論述兩者間

的關係，強調教育理想的完成同時需要「入俗」及「返聖J' 常保源頭活水與中流抵柱

的力壘，可以避免教育過度趨向現質功利，淪為專制體制與資本主義下的工具或商品，

以此作為推動適性教學與輔導的教育哲學基礎。由陳慧娟教授等所著的「教育鐘點戰:

時間觀在適性教學與輔導的啟示」一文巾，嘗試概述西方新興的「時間觀議題 J '並介

紹不同時間觀取向學生可能帶來各種的成長利基與學習適應困擾，以及如何使用因應個

別差異的時間觀教練技巧與正念冥想技術來協助學生洞察時間的整體性達成適性發展。

在教學專題中則收錄由張雨霖博上所撰寫的「從『教創意﹒適性學』到「適性教﹒

學創意.DJ '該文針對目前適性教學較缺乏高層次認知能力培育的問題，介紹創造思考、

創造情意之教學活動與原則，並闡述教師如何培育學生創造力，接著以 Tre旺inger 等人

所提出的區分性創造力課程設計架構為例，說明如何區分學生的潛能及特質，再依據不

同潛能與特質的學生，提供不同的創造力課程。最後針對透過創造力教學的實踐增進「適

性教育 J '以及透過「適性教育」的理念深化創造力教學提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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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在實務分享單元則收錄7四篇現場教師實踐適性教學的心得，第一篇由臺北市蘭州

國民中學阮璿文老師撰寫的「表演藝術舞臺上的多彩亮光:小劇場經驗之適性課程初探

分享」中，分享了關於蘭州、|小劇場的教學歷程，並聚焦於劇場中編劇過程的「學生發揮

個人創意 J '以及劇場排演之「適性分工」做為自己在表演藝術教學上探索適性課程模

式的心得。其次，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的李曼韻老師分享的「將自己活成一個適性發

展的範本，給孩子好的榜樣」中，則介紹其如何以三、五分鐘、或十分不等的方式，將

生涯議題融入自然領域中，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認識自己的優勢，達成適性教學的目

的。接著由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的林裕豐校長及其國隊所著的「從高瞻計畫到教卓團

隊金質獎:談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賓f乍課程一一校園植物生態文創」中，則藉曲多

年前發生的「蚱蘭事件」的機會，發展出套跨領域的「生態藝術」創新課程，並透過科

技部高瞻計畫國立中央大學的支持而進行「跨科教師社群」整合，建立數位平臺、文創

商品、科學知識建置與推廣。最後，在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之|凍恬伶老師的「教師適

性輔導之我見、我做一以國文科為例」一文中，則分享其如何在國民中學國文教學上

運用適性教學的經驗，包括教材的適性撰擇、教學方法的適性變化以及評量方式的多兀

化，使得學生對國文有興趣，並達成學習成效。

於「心靈加油站」單元，則包含由師資生陳宗宏同學撰述的「適性教育，從傾聽開

始」一文，該文分享其如何透過謙卑的傾聽，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真實樣貌會被全然接

納。唯有如此，才有機會理解學生，適性教育才有了基礎，我們也才能引導學生，以最

真實的樣態，去追尋屬於自己的舞臺。

最後，於「特﹒色學校」單元中收錄了臺北市立褔安國民中學施俞旭校長撰寫的「尋

找校園外的春天:社子島褔安國中的改變 J '文中分享該校如何結合各方資源，戮力發

展更多元適性的學習活動來展現學生學習成果，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舞臺'以建立學

生的自信並拭去「弱勢學生」的印象，創造學生的「優勢價值J' 使學校達成脫胎換骨

的成長。

一世紀已進入後工業時代，人的需求與發展絕非工業時代單一教材、教法與評

量的方式可以滿足。希望藉由本專題的出刊，能夠為適性教學的推動提供更多理論及實

務的建議，達到「適性揚才」的教育理想，成就每一位學生，這才是我們留給學生最好

的資產。

2 中等教育第 67卷第 l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