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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口语评量结合学生思维训练之探究 

沈心慈 

 

第一章、绪论 

华文作为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综合性能力的学科，需要以发展学生各项能

力为教学目标，尽可能让学生得到各方面能力的平衡发展。鉴于学生在原生家庭与

小学教育阶段已养成了一定的听与说的能力，使得中学教育在华文能力的培育上，

常会侧重于强化学生的读、写能力，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口说能力的再训练，导致学

生的口说能力只停留在日常对话沟通的基础阶段，无法在在口语表达上有所精进，

甚至可能出现词不达意、语焉不详的情况。 

为了提供学生练习口说的机会，强化学生的口说能力，尊孔独中约在 2018 年开

始加入口语评量这一种评量方式，期许透过规定每学期进行一次口语评量，提升学

生的表达能力，以及促进学生与他人的人际交往和交流沟通。同时，此举亦是尊孔

独中华文科在原有的各项学习评量类别中，包括考试、测验、诗歌默写之外，进行

的一项变革，即尝试以更多元的评量方式，来评估学生的表现。 

在此前提下所推动的口语评量，并没有被校方强制性地规定以何种方式来进行，

反之，每位教师皆被赋予绝对的自主权来决定评量方式。环视目前尊孔独中华文教

师所进行的口语评量方式，初中有以读书会、辩论、配音、课文朗读、诗歌背诵等

方式进行；高中则有以读书会、议题探讨、课文介绍、课文朗读、诗歌背诵等方式

进行。在这其中，高初中教师最主要是以背诵或朗诵诗文的方式让学生进行口语评

量。不少教师认为，口语评量相当耗时，会占用上课时间且影响上课进度，因此选

择以较简单的方式让学生背读诗文，或让学生以线上缴交影音的方式提呈口语作业，

来作为口语评量打分的根据。 

此等口语评量方式虽然能达到多元评量学生表现的目的，但在提升学生表达能

力与交流沟通能力方面，是否能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

游一红（2024）表示，语文教师主要是根据教材内容，让学生进行口说练习或意见

表达，此种随意随兴的训练方式，将无法形成系统化训练，对学生形成正向引导。

反之，在引导学生进行口语表达训练时，教师一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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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口语表达，如对学生进行思维与表达的训练，透过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

进行延伸讨论，来达到纵深维度的表达。 

口语表达作为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呈现出语言学习结果的具体表

现，对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养亦有积极的帮助（游一红，2024）。基于此，研

究者在规划华文口语评量时，尝试融入其他的教学元素，以便强化口语评量的作用，

务求提升学生口语表达的能力素养。以下研究者尝试探讨思维训练对学生的重要性，

并从培养学生思维与口语能力的角度进行口语训练与评量设计，探究其成效。 

 

第一节、研究目的 

1. 探究实施华文口语评量结合学生思维训练的做法。 

2. 探究实施华文口语评量结合学生思维训练的成效。 

 

第二节、研究问题 

1. 如何结合华文口语评量与学生思维训练？ 

2. 华文口语评量结合学生思维训练的成效为何？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设计为本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来进行与口语评量相关之课程

设计与教学研究。所谓的设计为本的研究，乃强调通过设计特定的实践作为，来达

成某种目的（Brown, 1992)。以设计为本的研究主张透过设计、规划与执行的过程，

来累计有关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方法。在教育领域，教学工作者首先需确定欲解决的

问题，接着，针对问题设计潜在的“解决方案”，最后，再进入实际教学场域里测试

所设计之教学内容是否可以对学生带来正面的学习效果，并针对实施结果进行反思，

修正与完善教学设计(Scott, Wenderoth & Dohert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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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探讨 

第一节、思维训练融入教学 

在心理学角度，思维被认为是“一种指向问题解决的概括性认知过程“、“人脑借

助于语言并以知识为中介，对客观现实的概括和反应”（谭和平、李其维，1998）。

De Bono（1983）表示，思维不同于智力，是可以作为一种技能，通过思维技能、思

维技巧、思维策略的教学而被直接被传授。有关思维的训练在学界上已经取得丰硕

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著名的逻辑思维训练和批判性思维训练，也印证了思维是可

以训练的。 

在教学环节中，教师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包括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和灵

活性，深刻性和批判性，新颖性和独创性，以及思维的流畅性，从而让学生具备创

新思维的能力（蓝瑜，2020）。思维的敏捷与灵活是指能够以开阔的思路考虑问题，

善于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等变化，灵活和迅速地从一种方法到另一种方法，多层

次、多方位探索问题，提出分析性与综合性的看法。思维的深刻与批判是指学生能

够透彻地洞察事物，从简单的事实中发现和揭示问题，进行辩证思考，缜密地分析

和检查自己或别人的思维与行动，做出合理的评价，提出自己公正、恰当、得体、

独到的想法。思维的新颖和独特指的是以独立思考，以个人自主的新角度、新眼光

去认识事物，提出个人独有的特定感受和见解。思维的流畅则是指能够对外界刺激

做出畅通无阻、灵敏迅速的反应，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想到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换句话说，一般的教学是可以结合思维的培养同步进行的，以便让课堂成为提

高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空间，孕育出具备创新思维的青少年。董总在提出独中课程总

纲时，也强调需培养学生九项核心素养，其中含括对学生语言素养与沟通表达、创

意思维与解决问题的培育（董总，2023），是故研究者在构思学生口语测量活动时，

考虑到华文课不可只停留训练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可透过课程强化学生深度思维能

力，因此在华文课中希望设计能够提升学生口语表达与创意思维的学习内容，于是

藉由口语评量的机缘，策划融入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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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实施 

为了训练学生口语交流和表达的能力，以及鼓励学生提出创造性与多元的思考，

研究者延伸来自引导反思的动态回顾循环（Active reviewing cycle）之 4F 概念（Facts、

Feeling、Finding、Future）（Greenaway，1992），设计了以一、客观事实（what）；

二、心理情绪、感受（feel）；三、想法、意义、重要性（so what）；四、行动改变

（future），共四个思维层次的训练角度，协助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考议题，

避免学生在遇到问题或面对需要发表言论时，只懂得死守一隅而不知变通。 

研究者设计的四个思维层次，首先是要求学生先直观地描述题目或主题的意思，

即以破题的方式，客观理性地说明自己对主题的看法，进行事实与实际的描述。接

着，让学生针对题目连接个人感受，阐述个人对主题的感觉，或因为主题而感受到

的情绪。来到思维层次第三层，是让学生归纳与说明主题的意义，并且思考主题的

重要性和意义，突出个人对主题的深沉理解，以及进行经验的连接。最后，则是希

望学生能够深刻反思，提出与主题有关的未来改变策略，让学生将主题延伸到实际

生活中去思考未来的可能性作为或观念上的改变。 

以下为针对高二信与高二廉双修班所做的口语评量课程设计： 

主题 进 行

月份 

节数 课程内容 

引导思维训练融

入口语练习 

6 月 一节 介绍思维层次概念，引导学生根据思维层次架

构练习个人口说 

深化思维训练融

入口语练习 

7 月 一节 提供照片和主题，引导学生结合思维层次架构

进行两两互动的个人口说与交流讨论 

结合思维训练与

口语评量 

8 月 两节 设计符合真实性原则的的口语评量题目，让学

生进行班级口语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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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引导思维训练融入口语练习 

课程目标：学生以不同思维层次架构进行思考与表达。 

上课流程： 

1. 教师简介 what、feel、so what、future 四个思维层次概念。 

2. 教师示范如何运用不同思维层次来进行主题分享。 

3. 教师提供主题，如“家庭”、“学校”，让学生尝试以不同思维层次来发表与生

活情境主题相关之想法。 

学习表现：学生能够理解四个思维层次的概念，并可以针对主题进行不同思维层次

的思考与提出想法。 

 

第二堂课、深化思维训练融入口语练习 

课程目标：学生以不同思维层次架构进行思考与表达，并且能针对同伴的观点给予

回应。 

上课流程： 

1. 教师与学生复习 what、feel、so what、future 四个思维层次概念。 

2. 教师提供各种照片和主题，让学生以两两一组的方式，用四个思维层次架构

与对方分享个人观点，并且尝试针对同伴的观点给予回馈。 

学习表现：学生能够更熟练地运用四个思维层次来提出个人想法，并可以针对同伴

的观点做进一步提问。 

 

第三堂课、结合思维训练与口语评量 

课程目标：学生从不同思维层次思考进行口语表达 

上课流程： 

1. 教师与学生复习 what、feel、so what、future 四个思维层次概念。 

2. 教师讲解口语评量流程。安排学生四至五人一组，进行与生活情境相关之口

语评量主题抽签，抽签后提供学生十分钟准备时间，同时教师派发互评单，

供学生在聆听其他组别同学呈现时写下具体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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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式进入口语呈现环节，每位学生分别有两分钟的表达时间，个别分享结束

后进入五分钟的小组讨论环节。 

学习表现：学生能够从四个思维的层次来回应所抽到的主题，提出清楚、流畅、逻

辑性的说话，并可以在小组讨论环节针对主题做延伸论述或提出个人见解。 

 

第四章、研究结果 

口语评量结束后，研究者以《口语评量自评回馈表》，搜集高二信 22 位学生，

及高二廉 24 位学生对自己在口语评量表现的省思，以及他们对思维训练的看法。在

反思个人口语评量表现方面，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高二信：72.7%；

高二廉：87.5%）。当要求学生为自己的表现评分时，在满分十分的评分中给自己打

分低于 6 分以下的同学，高二信占 45.5%；高二廉占 50.0%，约半数的同学都给自

己打了不及格的分数。 

不少学生认为，自己在口语评量中所遇到的困难或挑战是紧张与缺乏自信： 

会感到紧张，一紧张就不懂自己在讲什么，然后就会很像牛头不对马嘴，

前面和后面所说的点连接不到一起。（高二信，S5） 

我太容易紧张了，有时候会紧张到忘记内容，紧张的时候也会加快我说话

的速度，不知道如何连结下一个观点。（高二信，S17） 

观点不够，太紧张了，不是很自信。白板明明没有东西看，但还是会一直

往后望。（高二信，S19） 

太过紧张，在说的时候容易卡顿，忘记想说的话，内容不足，不够自信。

（高二廉，S2） 

我的自信不够高，太过紧张导致讲话不流畅。（高二廉，S17） 

     上述情况导致学生在口语评量时，容易出现脑袋跟不上嘴巴的速度而不知所云，

或脑袋一片空白而无法很好地回应主题与进行观点的阐述。 

针对思维训练对口语评量是否有帮助的提问，认为“有”的同学在高二信达 100%，

高二廉则有 87.5%。学生表示： 

有，让我在口语评量时，有头绪和方向。（高二信，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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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维训练，能够让我们清楚自己需要传达什么想法，同一时间也能开

发我们对于题目思考的发展性。（高二信，S3） 

我认为是有帮助，因为可以快速分析要表达的内容，而且从中提供更多的

资料帮助自己要讲的内容。（高二信，S18） 

有帮助，因为之前根本没有思考的方向，但老师的训练对我有一点提升。

（高二廉，S1） 

有，因为这让我更好地整理好该说地内容以及内容的连贯性。（高二廉，

S7） 

有帮助，因为让我忘记要讲什么的时候，能用上，让我更好记一些。（高

二廉，S10） 

显示思维训练在协助学生更有结构地构思内容和统整内容，使学生可以更有方

向感，更有条理地进行口语表达。当然，也有部分学生勾选思维训练对参加口语评

量“有”帮助，但认为帮助不显著，或在评量时没有将思维方法用上： 

有一点帮助，给了思路和方向，虽然我还是因为忘词了没用上。（高二信，

S6） 

有帮助，但是我太紧张了，就忘记了要说什么。（高二信，S12） 

有。那个 what、feel、so what、future 会让我更知道怎么去整理自己的内容，

虽然上台有点紧张有些没用上。（高二廉，S9） 

可见主要原因是因为学生在口语评量过于紧张，而导致他们无法很好地将思维

训练时所学之方法用在真实的口语评量现场。至于勾选“没有”的同学，他们的回馈

是： 

无，因为关系不大。（高二廉，S8） 

没有，因为我和我的组员不熟悉对方，不知道如何开口，没有做到任何的

讨论和分享。（高二廉，S11） 

无，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以本身做例子来表达。（高二廉，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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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口语评量前已进行两次思维方法的练习，但依旧不知该如何在口语评量

时结合思维训练的方法来提出不同层次的观点，如 S11；或者学生仍对思维训练存

有疑惑或怀疑，如 S8 与 S14，使得学生提出思维训练对口语评量没有帮助的看法。 

 

第五章、结论 

在校内推行口语评量，不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应付 SPM 的口语评量，或为学生准

备未来在统考时可能会面对的口语测试，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

与表达能力，激发学生多元思维与创新思维的能力，以便学生可以对问题有多元的

思考与表述。 

概括研究者对学生口语评量结果的观察，以及学生对口语评量与思维训练的回

馈，可以发现研究者所设计的思维训练方式，对于学生在回应生活情境主题时的口

语表现有一定的帮助，能协助学生针对主题进行多层次的思考，让学生顺利展开多

角度与更有深度的内容阐述，能够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学生对个人表现

的评价不高，但仍然肯定思维训练对他们口语表达的帮助。换言之，思维训练不仅

有助于学生顺利完成口语评量，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素养有一定的作用，有利于激

发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和新颖性，以及在口语表达上的流畅性。 

然而有鉴于本研究设计过于仓促，加上缺乏理论的支持，导致所设计的思维层

次结构不够严谨与完整，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而这，也是使本研究所设计的四个

思维层次无法让所有学生觉得受用的原因，让部分学生觉得老师提供的四个思维层

次并无法真正地帮助他们发表个人想法。虽如此，研究者在课堂中，看到学生在口

语评量时竭尽脑力地思考与表达想法时，仍觉得本次课程设计是有可行性的，可作

为一个教学案例与众教师分享，提供教师进行口语评量课程设计的范式。 

据此，研究者建议学校教师未来在进行华文口语评量时，可以考虑对学生进行

思维训练，或结合其他理论框架完整的思考模式进行口语课程设计，以便在培养学

生语言素养与沟通表达能力时，也能兼顾学生之创意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训练，培养

学生的多元能力，成就学生的全人素质。 

惟，经过几堂课的口语评量课程设计与平时的教学观察，研究者发现学生除了

在口语评量的要求下会进行较多元的思考之外，平时上课时对问题的思考仍旧是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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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研究者担心的是，透过口语评量课程培养的思维素养是否只会在口语评量与

老师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何才能够让思维素养成为学生能够带得走得能力，

我想，不仅是语文科教师而已，这也应该是各学科教师都需要用心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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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口语评量自评回馈表 

主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1. 对于这次口语评量，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回想这次口语评量的表现，我是否满意？（满意/不满意）。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给自己打_____分（10 分满分），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觉得在口语评量中遇到的困难或挑战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觉得之前老师提供的思维训练，对我参加口语评量（有/无）帮助，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我希望接下来在华文口说上建立的习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针对口语评量，我想说的是……我想对老师说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