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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进步的脚步加速、信息流通更加便利，我们需要更高质量的思维能力，以掌握这个

快速变迁的社会和无所不在的信息。不论是在日常生活或学术性的问题上，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与创造思考(creative thinking)都是问题解决、决策制订等之两个必要的技能，也因

此近年来成为师资培育以及学校教学所极力培养的能力之一。本研究致力于建置「批判与创

造思考教学资源网站」，以「教师」为网站的主要使用对象，以提供教师批判与创造思考相

关之在线资源与互动管道。研究成果包括了： ① 有系统的汇整目前批判思考与创造思考相

关之资源。 ② 应用教学设计及网化教学之理论及开发模式实际建置教学资源网站（建立各

类教学资源之数据库，提供分类浏览、搜寻检索之功能；提供讨论区及教案发布做为发表及

沟通交流之管道；提供辅助工具及指引以协助使用此教学资源网站）。 ③ 实地测试及评估

此教学资源网站应用在设计及实施教学活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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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由与目的 

随着时代进步的脚步加速、信息流通更加便利，我们需要更高质量的思维能力，以掌握这个

快速变迁的社会和无所不在的信息。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NSC (National Science Committee)

在「教育美国人迎接廿一世纪」报告书中指出：「廿一世纪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不应只限于读、

写、算。…需要思考以了解周遭的科技世界，…发展学生在各个学习领域的批判思考和问题

解决能力是基本目标。」（淡江大学教育研究中心，1990）。  

 

在众多思维能力当中，批判思考与创造思考属最常见的思维能力（Schrag, 1988），在日常生

活和实际问题解决的应用上，批判与创造思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思维能力。并且，批判与创

造思考也是问题解决的两个必要的先备能力（Mayer, 1996; Sternberg, 1997），因此近年来，

批判与创造思考成为师资培育以及学校教学所极力培养的能力。其中，批判思考的培养主要

用于师资培育（洪久贤、黄凤雀，1996；刘锡祺，1993；张美玉，1996），而创造思维能力

之培养则应用于中学小学国英数等科目之教学活动之中（林忠廉，1986；张振成，1997）。

台湾教育改革的进行，以及九年一贯和能力导向的教学课程的实施，都显示了思维能力教学

将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项目之一。然而学校教师们却仍然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能和教学资源，

来因应此一需求（天下编辑，1999）。  

 

教学资源网站(instructional / learning resources Web site)是 E-learning的一种方式，主要在提

供学习资源和活动，而非学习管理机制；因此可以和课堂教学整合，提供教室和上课时间之

外的学习。教学资源网站是「利用因特网的资源和功能，提供各项教学资源和活动，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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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全球信息网站」。藉助其多媒体、使用容易、信息丰富实时、搜寻撷取方便、以及

沟通连结、无远弗届等诸多特质，教学资源网站已逐渐成为网络世界的藏宝处或加油站。而

针对特定主题的学习资源网站，不但充实网络内容，更是营建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

终身学习社会的重要基础。目前网络上已有数量可观的资源网站提供相关教学资源的服务，

如：AskERIC (http://ericir.syr.edu)所提供的教育类专业文献数据库搜寻；Encarta Online 

(http://www.iac-on-encarta.com )的在线多媒体百科全书全文检索与教案数据库检索；以及

Discovery School (http://discoveryschool.com/)针对 Discovery Channel所制作发行的电视节

目、录像带、CD-title等媒体，提供对应的教案数据库、常见问题汇整、学习者合作计划等。

此外如美国著名的 Web66（http://Web66.coled.umn.edu/）为 K-12 的学校及教师提供信息科

技应用于教学的资源和服务、有关学习的 Learnativity(http://learnativity.com)、减低数字差距

的 World-Link (http://www.world-links.org/english/)以及国内教育部主导的「学习加油站」 

(http://content.edu.tw) 等。  

 

鉴于思维能力教学之必要性及重要性，以及应用 E-learning之优点，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

搜集汇整批判与创造思考教学资源、实地发展教学资源网站，以辅助教师设计教学活动来培

养学生的批判与创造思维能力。  

 

2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应用教学设计及网化教学的理论及发展模式建置了有关批判与创造思维能力的教学

资源网站：「心思亭」。网站包含了五个部分：本站信息、资源库、资源库搜寻、讨论区以及

指引与协助。  

 

2.1  本站信息 

内容包括「本站消息」、「教育信息」以及「最新教学事件」。本站消息部份的内容包括本站

的开发进度、更新讯息、错误修正与报告以及评鉴之实施状况等消息，并依照时间顺序排列

显示。「教育信息」的内容，则列出教师相关之新闻时事报导的标题，本研究取得立报合作

协议将该网站之教育相关的新闻标题刊登于本站教育信息之版面并做连结。而「最新教学事

件」则选取目前社会各界所普遍注目的适当的话题事件当作最新教学事件的题材。每则教学

事件将摘要说明事件的内容，给予参考的网站连结让使用者进一步了解事件的经过，并提供

几个问题来让教师将此教学事件应用在课堂教学之中（图 1）。  

 

2.2  资源库  

本站资源库包含：思考技巧、书籍、教学策略、教案和网站等五类教学资源。亦可依学科、

年级或思考类型分类浏览（图 2）。而若点选分类浏览的下方〔列出全部思考技巧〕则可以

浏览全部思考技巧的清单。分类浏览的下方为「讨论话题」将列出两则目前在思考技巧讨论

区中正在讨论的话题，使用者可以直接进入该讨论区进行讨论。网页右方之「思考技巧介绍」

则在许多思考技巧之中选择一篇在首页做为介绍，主要目的在于吸引使用者进一步阅读思考

技巧的文章内容。  

 

思考技巧的内容分为数个章节（图 3，以「闹剧法」为例），每个章节的标题显示于网页右

上角「本文章节」区块中，使用者可以点选直接阅读任何一个章节。网页右下角「进阶内容」

则是本思考技巧的附加内容，包括： ① 给教师的话：给予教师在教室中采用本思考技巧的

一些建议﹔ ② 本篇信息：本思考技巧的相关数据（思考类别、适用年级与学科等）﹔ ③ 参

考数据：本思考技巧相关之参考数据﹔ ④ 动手做做看：列出一些练习题目做为熟悉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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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之用﹔ ⑤ 讨论本文：进入思考技巧讨论区与其它使用者进行经验分享和意见交流。  

 

2.3  指引与协助 

「指引与协助」（图 4）包含： ① 关于本站； ② 给教师的话； ③ 教学设计指引； ④ 网

站指引。「给教师的话」以轻松的语气，从网化教学的角度切入说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意

义和重要性，并且说明本站在这两个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而「教学设计指引」（图 5）则以「指导教学」(tutorial)的形式呈现，透过教学设计的五个过

程（学习者分析、课程内容分析、订定教学目标、计划教学活动与实施教学），分步骤引导

教师使用网站。  

 

2.4  搜寻及讨论区 

除了资源的搜集和分类整理之外，本站所提供的功能包括文章阅览、搜寻、以及讨论区。所

有的资源内容分类以及功能设计系经由「需求分析」而决定的。文章阅览系统提供一致的阅

览接口，使用者可依章节顺序或跳跃阅读﹔搜寻系统则可以分类浏览资源库中的资源清单，

或输入多重条件搜寻（表 1 及图 6）。讨论区则让教师能够成立自己的教学讨论版，并且让

学生将作品成果发布在网站上，或者讨论上课内容（图 7）。  

 

 

 

 

   

 

 

  

  

图 1 「最新教学事件」的内容  

 图 2 资源库／思考技巧首页  

  

 

   

 

 

  

  

图 3 资源库／思考技巧文章  

 图 4 指引与协助／给教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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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教学设计指引」首页  

 图 6 「教案搜寻」首页  

  

 

   

 

 

 

 

   

 

 

 

  

 

   

 

资源类型  

 查询条件  

  

书籍  

 标题，作者，出版，关键词，识别码，摘要，学科，年级  

  

思考技巧  

 名称，关键词，摘要，学科，年级  

  

教学策略  

 名称，关键词，摘要，学科，年级  

  

教案  

 名称，关键词，教学目标，摘要，学科，年级，来源名称，来源识别  

  

 

   

  

  

  

 

             表 1  各类资源可供查询之条件  

 

   

 

图 7 思考技巧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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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地测试及评估 

实地测试及评估包含教学设计及教学应用两个阶段。使用在教学设计上，合作的教师对于网

站的内容及功能均持正面评价。在教学应用上，从教学活动的设计实施、上课情形的观察、

同学使用网站的情形、及事后教师同学的回馈意见均得到丰富的资料及建议。  

 

教师对于这种上课方式的价值和成果抱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样的上课方式比较有趣，学生

参与度高，也可以让学生学习一些过去学不到但是却很重要的技能（如比较和搜集数据等）。

网站所提供的功能不但可以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教学成果，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

欲，某些平常表现较差的学生在这次的作业中有不平凡的成果，显示出这样的上课方式能够

让拥有其它才能的学生有发挥的空间。  

 

至于缺点的部分，则是占用比较多的时间（以前的方式只需一堂课的时间，现在需要两堂课），

但是未来教改的方向会让这样的课程比较有存在的空间﹔此外，教室秩序比较差，教师需要

学习如何「教室管理」，学生则需要学习如何发言和进行讨论。  

 

3  结论 

本研究建置之教学资源网站提供与批判与创造思考相关之教学资源及学习社群沟通联络之

管道，研究进行中发现「教学成果与学生作品发表」最能提高教师及学生之动机；但在教师

记应用网站进行教学仍须详细指引及协助，而学习社群之形成亦须发展适当之技巧和能力；

此外在技术上亦须制定发展通用之教学资源XML 格式，以及网站持续成长之维护管理机制。

在表面上，建置教学资源网站的应用价值较学术价值为高，但实际上教学资源之汇整及分析

为此主题（批判与创造思考）之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例如后续可以进行之研究包括： ① 网

化教学实施的行动研究； ② 创新教学活动及教学策略的研究； ③ E-learning及其相关因

素与批判创造思维能力发展的关系及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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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pace of world is fastening and the information flow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we need more higher quality thinking abilities to handle this fast changing society and the 

information that surrounds us.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are the two necessary 

abilities for problem- 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 in both everyday problems and adcademic 

problems. Thus, the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goals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This study has built a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instructional resource Web-site in 

order to provide teachers an online database about thinking related resources currently available, 

and to facilitate teachers utilize the rich resource on the Web for desin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to 

foster students’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collect and organize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related resource. (2)apply theories and model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E-learning to build an instructional resource Website which provides a 

database of various teaching resources to browse and search, provides discussion and bulliten 

board for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provides tools and guidelines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the 

Website. (3) field test and evaluate the use of this Website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aching.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thinking E-learning instructional 

resource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