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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者為中心的
學習
全球討論會

7,250 x 30 = 2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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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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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6位醫學系教師被徵選此為期1個月的訓練
（background knowledge + seminar leadership skills），
並須對其同事及住院醫師進行8次兩小時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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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TEACHING PROGRAM

Learning Climate 

Control of Session 

Communication of Goals 

Promotion of Understanding & Retention 

Evaluation 

Feedback 

Promotion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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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教學氣氛

 控制課程進行

 溝通教學目標

 促進明白記憶

 評估教學成果

 回饋學習成效

 激發自導學習

臨床教學（Stanford 7）

五項以上，難以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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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營造教學氣氛、溝通教學目標

 進行：控制課程進行

 加強：激發自導學習、促進明白記憶

 結束：評估教學成果、回饋學習成效

臨床教學（Stanford 7）

教學

一般教學也是如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AgVaHgP38&list=PLHXKAS
NH4jlP4gxB3ddKzqs28CJWk5lSz&index=1&t=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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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AgVaHgP38&list=PLHXKASNH4jlP4gxB3ddKzqs28CJWk5lSz&index=1&t=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AgVaHgP38&list=PLHXKASNH4jlP4gxB3ddKzqs28CJWk5lS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AgVaHgP38&list=PLHXKASNH4jlP4gxB3ddKzqs28CJWk5l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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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天的TOTR課程的對象是資淺醫師，其中包含三個模組：
模組1 –臨床教學；模組2 –技能教學；模組3 –評估基礎。

在2018年，將為先前已經完成前三個模組的資淺醫師提供額外
的三個模組：

模塊4 –規劃學習；模塊5 –小組教學；模塊6 –支持學習者。

課程為「混成式」，即部分課程必須在線完成。
這種方式可減少面授所需的時間。

• 該課程開放給澳洲
各州和地區的資淺
醫師。

• 會向全程參加者發
給出席證明。

• 每位參與者將收取
345元澳幣（含商品
服務稅）以支付課
程相關費用（教師
鐘點費、教材、工
作簿、場地和餐
飲）。

參與者 證明書 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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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工作坊都將理論與促進互動小組工作相結合，旨在幫助參與者
提高他們的教學技巧和自信心、認識臨床環境中的教學機會，並提
供更好的監督和反饋。

臨
床
教
學

教育原則
提問技巧
老師與學習者的關注
學習者的積極參與
以病人教學
微型教學
在臨床情境中的應用

規
劃
學
習

訂定學期成果
制定學期目標
處理臨床環境中出現
的困難
認知教與學的風格
認知教學機會

技
能
教
學

評
估
基
礎

小
組
教
學

支
持
學
習
者

定義技能
學習圈
四步教學法
傳授非醫療技能

評估/回饋的定義和特徵
規劃回饋
提供回饋
準備評估
協助學習困難的學員

計劃簡報
檢視大、小課堂教學
的技巧
在授課中解決問題
使用有效的視覺輔助
工具
有效使用講義

了解問題
增強處理困難情況的
信心
檢視管理策略
識別預防策略
應用於臨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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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Tips for LOTR

1. 醫療人員擔任促進者
2. 臨床情景中學習的教育指引
3. 學習事件的規劃
4. 與病人一起學習
5. 學習一項技巧
6. 判定學習到的能力
7. 有效利用問題來幫助學習
8. 評估與評定
9. 學習中的評估
10.對學習給予回饋
11.當學生遇到困難
12.臨床執業過程中的學習規劃
13.預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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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1醫療人員擔任促進者

 教導容易促進難

 需要知識和技巧

 克服時間的不足

 成就感作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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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有關、有用、有效、有趣、有參與

 了解學員狀況：疲倦、忙碌、焦慮、學習態度

 作為：

營造學習氛圍

溝通學習目標

促進明白記憶

Tip 2臨床情景中學習的教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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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3學習事件的規劃

 起–承–轉–合

 One-minute preceptor model

 微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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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4與病人一起學習

 門診學習

 住診學習

 誰為中心：學習者 vs.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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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5學習一項技巧

 3D

 五步

 3D + RFR

 Simulation  Real worl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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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6判定學習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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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流暢（fluency in questioning）：提問須經事前規劃，
才能做到由淺入深、不假思索及符合邏輯。

問題探索（probing questioning）：提問要有足夠提示好作
回應、引導尋找進一步資訊、特別聚焦於預設重點、依需
求重新設定方向、每階段提高認知層次，若能執行蘇格拉
底教學法則更佳。

深度探詢（use of higher questions）：在提問時心中存有
Bloom’s taxonomy，除了問「知道」的問題外，盡量問「明
白」、「應用」和「分析」的問題，若有機會亦可提問至
「合成」和「評量」的層次。

拓展思維（divergent questions）：除了使用開放式問題之外，
須常問「除了…之外還有什麼…？」這樣類型的問題。

Tip 7有效利用問題來幫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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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8 評估與評定

 Assessment：使用定義的標準來判斷某人的表現
（making a judgment about someone’s performance, 

using defined criteria）

 Appraisal：由教師和受訓者聯合開展的一個教育
過程，用於評估進度和計劃教育需求（an 

educational process jointly carried out by the trainer 

and trainee to review progress and plan educational 

needs）

 Evaluation：學員對教師或計畫的判斷（the 

learner’s judgment of the trainer 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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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9學習中的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 assessment + feedback

 知識、技能、態度

 Milestones vs. E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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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10 對學習給予回饋

 Formative assessment = assessment + feedback

 兩觀念 + 三絕招

尊重、及時

 PNP、描述、分享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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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11 當學生遇到困難

 如有問題，是什麼問題？
 是什麼原因造成？
 如何處理？要做什麼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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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框架來定義訓練成效、教學方法、評估與回
饋

 確保預期的結果是具體的、可實現的和可衡量的
 使用所有可用的資源和設施
 訂出正式的教學時間

Tip 12臨床執業過程中的學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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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13預防問題

 良好的監督可以改善病人預後、減輕資淺醫師的
壓力，並增加資淺醫師的學習

 優秀的督導員會釐清雙方的期望，並確保在培訓
和個人問題方面有良好的溝通

 在監督病人照護時，臨床醫師應確保資淺醫師在
任何時候都感到支持並可被聯繫得到；他們應該
直接觀察工作並注意防止資淺醫師常犯的錯誤

 理想情況下導師不是主管或參與評估的人員，而
是由資淺醫師選出來長期指導他的人員



27



企管系：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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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6名

會計系：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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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管系：6名

金融系：1名

國貿系：3名

風管系：3名

統計系：2名

30



科智所：8名

IMBA：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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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

愈見光明 35



PBL：就學習的特色而言

 以學生為中心

 在小組中引導

 以問題為導向

 自我引領學習

 重視學習過程

 模擬專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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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學生成為獨立的、
具有自發性的終身學
習者

 使學生知道如何面對
問題、認清問題及解
決問題

 更能培養出溝通技巧、
團隊精神、自我認知、
專業態度及榮譽感

PBL：就學習的效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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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PBL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Howard Barrows, McMaster University in Ontario, 

1960s

 中文翻譯：問題導向學習
翻錯了？

38

http://www.mcmaster.ca/hom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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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班方式進行

 教材：以真實病例寫成「教案」

 「教案」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通常分成2 – 3次施行，每次約2 – 3小時

 每次討論之間：自行蒐集資料，自我學習

 老師：流程的引導者、監督者和評估者，不提供

知識的諮詢

 學生：必須自行設法蒐集資料、相互研討、取得

共識，達成學習目標

甚麼是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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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

問題導向學習 PBL

醫三教案

教師指引（Tutor Guide）

神經系統

冷面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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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三PBL要學什麼

 基礎醫學科學
 相關臨床資訊
 行為社會科學
 醫學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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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案係以一名罹患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的患
者的遭遇，引領學生學習相關之神經解剖學、生理學、藥
理學、病理學、病理生理學等議題。由於參與的同學是醫
學系三年級學生，學習目標原則上只涉及基礎醫學學科的
範圍，並不要求同學深入地探討疾病的診療（四年級下學
期另有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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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目標

1. 運動神經系統的結構及功能（神經解剖、生理）。
2. 基底核（basal ganglia）的結構及功能（神經解剖、生
理）。

3. 基底核病變之影響（病理生理）。
4. 雙手發抖涉及哪些原因和機制（病理生理）。
5. 強直（rigidity）的原因和機制（病理生理）。
6. 帕金森氏病的致病機制（病理、病理生理）。
7. 帕金森氏病的藥物治療（藥理）。
8. 帕金森氏病的病程及預後（臨床醫學）。
9. 全人照護的精神（臨床醫學）。
10.醫師應有的技能和處事態度（勿作庸醫—忽略了問診及
身體檢查的重要性，且欠缺問診及身體檢查的能力）
（臨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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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目標

1. 全血球計數、肝、腎功能、電解質和甲狀腺功能等異常
與發抖及無力的關聯。

2. 被動活動的定義和意義，與主動活動的的差別（臨床醫
學）。

3. Propranolol治療發抖的機制（藥理）。
4. 台灣健保給付機制（醫療經濟）。
5. 病人會諱疾忌醫的心理（臨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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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摘要

本教案共分為四幕。
第一次上課（1小時），請tutor依序分發前三幕給學生討論：
第一幕﹝推不動了﹞敘述老陳推太太美玉散步力不從心；
第二幕﹝隱瞞病情﹞敘述老陳不敢讓美玉知道他生病；第
三幕﹝亂槍打鳥﹞敘述老陳運氣不好遇到庸醫，做了許多
不必要的檢查，其實他的病用問詢及身體檢查即可診斷。
第二次上課（2小時）則先行討論上次分配給小組成員之學
習目標，並繪出初步機制圖。在完成報告及討論再發給學
生第四幕，在第四幕﹝天壤之別﹞提供診斷，並道出醫師
應提供全人醫療照護（whole person care = holistic care = 

biopsychosocial care）。
第三次上課（1小時）則進行回報及完成機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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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安排 (1)

第一次上課（50分鐘）
第一幕﹝推不動了﹞：腦力激盪及問題列舉（10分鐘以
內）。
第二幕﹝隱瞞病情﹞：腦力激盪及問題列舉（1、2幕：24

分鐘以內）。
第三幕﹝亂槍打鳥﹞：腦力激盪及問題列舉（1、2、3幕：

36分鐘以內）。
分配任務：4分鐘。
教師回饋：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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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安排 (2)

第二次上課（100分鐘）
討論上次分配給小組成員之學習目標：60分鐘。
繪出初步機制圖：10分鐘。
第四幕﹝天壤之別﹞：腦力激盪及問題列舉（15分鐘以

內）。
分配任務5分鐘。
教師回饋：10分鐘。

第三次上課（50分鐘）
進行回報：30分鐘。
完成機制圖：5分鐘。
教師回饋：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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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推不動了﹞

老陳自從退休之後，與罹患風濕病行動不便的太太美玉隱居
在鄉間相依為命，早晨與黃昏他都會推著坐輪椅的美玉到海邊散
步。美玉覺得老陳最近有些怪怪的，每當推動輪椅起步時總是慢
吞吞，有好幾次要停下來卻又幾乎煞不住撞上路旁的樹木，這些
情形在今天更是明顯，而在回程快到家的一段上坡路起始處，老
陳更停在那兒不動。美玉耐不住生氣道：「你到底有什麼不高興
的？一天到晚擺臭臉，做事不帶勁，總是慢吞吞的；推我出來又
心不在焉，害我差點受傷，現在又停下來。到底想幹什麼？」老
陳結巴地回應道：「對...對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實...實在
推不動了...」一時間急得快哭出來了。

美玉看到老陳焦急的樣子，知道老陳原來不是故意的，猛然
感到不妙，憂心地說：「阿仁，你是不是病了？有那裡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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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時間分配：腦力激盪及問題列舉於10分鐘以內完成。

討論內容說明：
此幕主要描述老陳推美玉到海邊散步的狀況：
（1）起步時總是慢吞吞的；
（2）要停下來卻又幾乎煞不住；
（3）上坡路實在推不動了。
此外，美玉覺得老陳一天到晚擺臭臉，做事不帶勁，總是
慢吞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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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討論時須討論到下列問題系列：

老陳為何有上述情況？
需要了解：
a.運動神經系統的結構及功能（神經解剖、生理）。
b.運動神經系統病變之影響（病理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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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隱瞞病情﹞

老陳的毛病事實上已有好幾個月，起初是雙手發抖，好幾次在
洗餐盤時打破碗碟被美玉責備；有一次在端一大碗熱湯上桌時腳步
不穩打翻在餐桌旁，美玉有三天不理他。

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一向溫柔有禮待人誠懇的他，最近表情
十分冷漠，還讓美玉以為他開始討厭和她在一起、不再心甘情願地
陪伴她。而老陳卻不敢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訴美玉，深怕她為自己擔
憂，總抱著希望會自行痊癒。

然而卻是事與願違，情況反而日漸加重。原先只是雙手發抖，
拿著東西反而較為不抖，但逐漸連拿著東西也會抖。在行動方面，
從以前俐落的身手變得行動緩慢，舉步維艱。更糟的是走路到了目
的地想停下來時卻常常停不住。在鏡中看著自己，顯得老態龍鍾，
冷漠的容顏就像戴了一個人皮面具，有幾分悲傷，也有幾分恐怖。

老陳心中十分害怕，憂心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後無法照顧美
玉。他沒有勇氣看醫生，深怕判出他的死期，他寧願選擇不去面對
而期待奇蹟出現。然而，今天的情況實在無法繼續隱瞞，只得答應
美玉明天一早就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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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時間分配：腦力激盪及問題列舉，連同第1幕，在24分

鐘以內完成。

討論內容說明：

本幕對老陳的症狀作更加詳細的描述：

（1）雙手發抖，起初拿著東西反而較為不抖；

（2）行動緩慢，舉步維艱；

（3）走路時想停下來卻有困難；

（4）老態龍鍾，冷漠的容顏就像戴了一個人皮面具。

此外，本幕的另一個重點是老陳不敢面對自己的病情，呈現

出諱疾忌醫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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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討論時須討論到下列問題系列：

1. 雙手發抖涉及哪些原因和機制？

需要了解：發抖（tremor）的原因和機制（病理生理學）。

2. 為何會行動緩慢，舉步維艱，想停下來卻有困難？

需要了解：

a. 運動調整功能（神經解剖、生理）。

b. 運動調整功能異常的機制（病理生理）。

3. 為何會冷漠的容顏就像戴了一個人皮面具？

需要了解：

a. 面部表情肌的控制（解剖、神經解剖、生理）。

b. 面部表情肌功能異常的機制（病理生理）。

4. 為何病人會諱疾忌醫？

需要了解：病人的心理及社會狀況（全人醫療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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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亂槍打鳥﹞

老陳第二天到內科門診看病，醫師聽說他會發抖，而且行動
較以前無力，二話不說便幫他安排驗血，檢查全血球計數、肝、
腎功能、電解質和甲狀腺功能。
老陳鼓起勇氣詢問內科醫師：「我到底是什麼問題？」內科

醫師回應道：「發抖和無力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先驗血檢查，服
藥看看，下星期來看報告再說吧！」隨即處方了propranolol給老陳。
老陳驗血後返家，因為沒有得答案，而醫師好像沒有什麼把

握，故心中忐忑不安，藥也沒有按照醫囑服用，憂心忡忡地又過
了一個星期，回到內科門診複診。內科醫師告訴老陳驗血通通正
常，可能沒有「內科」的問題，請他去看「神經內科」。
又多憂心了一夜，次日到神經內科掛號，神經內科醫師為老

陳作問診及身體檢查，除了前述的症狀之外，還發現老陳的四肢
在「被動活動」時呈現強直的情況。
老陳十分焦慮地問：「我是不是得到什麼怪病，怎麼會驗血

都驗不出來？」神經內科醫師回答道：「不是每種病都得靠驗血
來診斷，您這個病從問診及身體檢查就可以診斷。」
「我到底得了什麼病？」老陳知道判決在即，心情十分緊張。54



第四幕﹝天壤之別﹞

醫師續道：「您所患的疾病是帕金森氏病，患者因為神經系
統負責調節運動功能的部位發生病變而導至種種症狀。」

老陳問道：「可以治療嗎？要不要開刀？」

醫師回道：「我先給您開藥，這種藥叫做L-DOPA…」

醫師繼續向老陳說明藥物的預期療效、副作用及其他注意事
項。老陳問醫師除了這種藥之外有沒有其他的藥、有沒有其他更
有效的治療方法，以及病情的可能發展。醫師知道老陳身負照顧
美玉的重責，必須對自己的病情完全了解，便耐心地說明一切，
並指出未來隨著病情改變可能需要更多外部的支援，包括社會工
作人員的協助等，醫院都可配合安排。

老陳在完全了解自己情況且知道如何規劃未來及尋找支援與
協助之後，心中平靜了許多。

在服藥之後，老陳的情況即有顯著改善，雖然沒有辦法健步
如飛，但仍可每日推著美玉散步。美玉對老陳的體量與包容遠勝
從前，更珍惜每日散步的時刻。因為她知道，老陳能照顧她多久
仍是個未知之數。 55



PBL：就學習的特色而言

以學生為中心

在小組中引導

以問題為導向

自我引領學習

重視學習過程

模擬專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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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學生成為獨立的、
具有自發性的終身學
習者

 使學生知道如何面對
問題、認清問題及解
決問題

 更能培養出溝通技巧、
團隊精神、自我認知、
專業態度及榮譽感

PBL：就學習的效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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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的優點

 學到與課程內容相關且常見的臨床知識

 開始認識病例報告的內容及意涵

 認知核心目標，讓學習更有效能

 配合已知的知識來學習未知的知識

 學習問題解決、溝通、團隊合作

 學習過程有趣，能更深入地學習

 認知到對學習須負責任

 有助課程整合

Davis & Harden. Med Teach 1998;20:317-22.

University of Dun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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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的缺點

 老師無法在PBL的tutorial中作為role model

 傑出的老師不易發揮教學的「功力」

 有些老師不覺得有趣

 老師需要受訓，但多障礙、缺誘因

 學習內容較欠缺組織，亦不易掌握重點

 耗費甚鉅

 學習甚為「耗時」

Davis & Harden. Med Teach 1998;20:317-22.

University of Dun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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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5年8月初，11位來自於臺大、政大、與台灣科技大
學的管理領域教授，參與了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BS）所主辦的第一屆「個案教學與參與者中心學習方
法（Program of Case Method and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

PCMPCL）」工坊後，便亟思如何能夠在國內有計畫的推動個
案教學，以及建構發展國內管理個案的社群。

2005年11月，在當時國科會人文處陳東升處長的遠見與支
持下，第一個產學個案研究與發展團隊正式成立，由臺大的李
吉仁教授主持，邀請了21位管理研究學者成立8個研究群，開始
有組織的個案研究與發展活動；第二年年中，國科會支持成立
了第二個專案計畫團隊，由政治大學吳安妮教授主持，邀集了
17位財會、行銷與管理學者，針對多重目的個案研究，成立了
17個個案研究計畫。同年，教育部也委請政大黃思明教授成立
個案發展計畫，帶領多位資管與作業管理領域教授，展開管理
個案的發展工作。自此，本土商管個案的發展蔚為管理學界的
重要學習與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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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不到三年的時間，直接或間接參與這些多年期管理個
案發展計畫的學者，估計應該已有150位之多，而陸續產生的個
案數，到2008年底應該會到達二百個左右；加上，許多大學院
校透過教學卓越計畫而發展出的個案，相信國內個案發展數量
應遠高於上述的估計。以知識擴散與採用的觀點來看，個案發
展運動應該算是產生初步的成效。

為了促進這些商管個案的流通使用，從而激發更多優質的
個案產出，國科會產學個案發展計畫團隊決定推動成立一個有
效率的個案收錄與流通平台。承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創辦人高希
均教授的支持，以及台灣組織管理學會的協助，「台灣管理個
案中心（Taiwan Management Case Center, TMCC）」終於正式
成立。TMCC除了提供完善的個案搜尋、個案使用建議、個案
流通與版權清理等服務外，並邀集多位對個案發展有經驗的管
理學者，在台灣組織管理學會(Taiwan AOM) 的協助下設「個案
收錄審核委員會」，以協助各方來源個案進入這個交換體系，
以逐步擴大個案收錄的規模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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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Method 
vs.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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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是誰？

手段

精神



營造學習文化推動業務轉型 建立策略聯盟
加快領導
傳遞途徑

改善個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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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階段課程
 探索創新的：教學、課程設計
 改善做法：

 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融入傳統的教學方法
 採用創新的教學工具和技術案例方法（case

method）的新策略
 更有效地與學生聯接
 改善課程開發和案例編寫
 推動商學院課程創新的同時，亦滿足學校的需求
 擴大個人和專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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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課程：哈佛商學院 (HBS)校園內進行
 第二階段課程（三天）：可從兩個地點擇一HBS

校園或美國境外的教育機構
 課程目的：促進作為教師、課程開發者和變革推動
者

 方式：演講、案例研究、工作坊、模擬和小組討論
探索下列內容：
 學員如何學習及教師如何教學
 確定於合適時機使用案例方法
 評估和應用不同的課程開發方法
 準備及執行教學策略
 提問、傾聽、提供回饋並與班級建立關係
 進行田野研究
 擴大研究、案例寫作和教學間的協同作用
 繼續學習和發展成為領導者和老師
 整合經濟學、倫理學和機構
 引入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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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參與機構推派具有案例教學、案例寫作和專業經
驗的全職資深的商學院教師；他們致力於創新，並有
能力影響整個機構的教學發展和學習策略。

問題：
如何做到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 ?

Cas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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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案例方法？

 學生扮演案例中決策者
的角色

 面對現實世界中的商業
環境
 現實生活中的約束
 不完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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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方法教學

準備教學→
在每堂課之前，講師的準備工作涉及內容和過程的仔細計

劃，包括：起始、發展教學風格、了解學生及規劃一節課。

上課流程→
上課流程為執行授課提供時間的規限，始自教師在上課前
到達、開場、一系列的提問、聆聽和回應、過渡，以及最
終到結束。

討論管理→
討論管理問題貫穿整個課堂，包括時間管理、學生參與和
投入，以及黑板的使用。

評估與回饋→
判斷班級的成功和評估學生的表現以及教師的表現，是任
何成功的教學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於學生參與
的重要性以及教師與學生在塑造課堂上的共同責任，這使
得情況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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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教學法是藝術還是手工藝？
 案例教師：大多數是透過認真學習和實踐而學會此種教學方法
 新案例教師關鍵的第一步是態度：願意成為學習者
 過渡到案例方法教學：對學科的了解仍然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再是充
分條件

 核心作用：在討論導向的環境中促進學生的學習
 精通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和案例方法教學：

 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發展能力
 願意冒險並從偶然的挫折和錯誤中學習的意願
 逐步的準備、練習、自我反省以及接受同伴和學生的回饋
 案例方法可以使他們對專業知識有所了解並充滿熱情，以激發和改變學
生及其自身



 案例教學：有效的教學形式多種多樣
 安靜、體貼、柔和的內向教師也可以有效地吸引和挑戰學生
 最重要：帶給課堂討論的信任、熱情和學習承諾，以及真實性
 相互尊重至關重要的：教師可以利用口頭和非語言訊息（例如面部表情、
手勢、姿勢和動作）來向學生傳達兩個基本信息：「您掌握得很好」和
「現在看您的」。

 案例教學的新老師：需要時間發展自信和謙虛
 初次案例教學：對在課堂上的挑戰做出防禦反應時保持警惕，並應避免使
用道歉語氣或自嘲的幽默感

 案例方法的學生會非常支持新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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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學生的教師更能創建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體驗
 熟悉學生的背景，可導致與個人更相關及更豐富的討論
 知道哪些學生缺乏該學科的廣泛背景，可以幫助教師更有效地調整討論流
程

 案例方法教學的藝術在於能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向正確的學生提
出正確的問題的能力

 哈佛商學院：線上課程卡片，提供學生的詳細個人資料
 每節課前，教師會審查學生資料，有助於對希望參與當天討論的學生列出
優先「點名清單」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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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確定本節課的核心學習目標，這些目標是教學計畫的框架
 包括規劃討論議題的結構、順序和時間，以及問題的類型、黑板的使用、
議題過渡和其他幫助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發現和學習的討論領導要素

 需要了解學生並預測他們的需求、興趣和貢獻能力
 回顧與特定課程有關的學生背景
 教師可以參考已發布的教學筆記以及先前由他人或自己制定的教學計畫
 致力確保詳細的計畫不會導致課堂的討論鑽入牛角尖，而犧牲了核心學習
目標

 記住以下問題非常有用：
 學生為什麼要關心這個案例和本節課？
 這個案例代表普遍的現象嗎？
 它是原型嗎？
 案件的基本論點是什麼？
 案例與本課程模組其他案例及真實世界的例子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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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方法教學

準備教學→
在每堂課之前，講師的準備工作涉及內容和過程的仔細計

劃，包括：起始、發展教學風格、了解學生及規劃一節課。

上課流程→
上課流程為執行授課提供時間的規限，始自教師在上課前
到達、開場、一系列的提問、聆聽和回應、過渡，以及最
終到結束。

討論管理→
討論管理問題貫穿整個課堂，包括時間管理、學生參與和
投入，以及黑板的使用。

評估與回饋→
判斷班級的成功和評估學生的表現以及教師的表現，是任
何成功的教學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於學生參與
的重要性以及教師與學生在塑造課堂上的共同責任，這使
得情況更加複雜。



 教師每次課前至少提早十分鐘到達教室
 有助於：

 支持教師從計畫到執行的過渡
 增強教師與學生的關係表明教師真正關心學生個人
 準備教室的物理環境

 教師提早到達可以從心理上和情感上擺脫教學計畫的自我聚焦本質（這就
是我要做的事）和對教學表現的擔憂（我要做得多好？）

 透過與學生進行非正式交談，教師可以更了解他們
 課前準備可以避免延遲上課或在教學過程中分心：

 整理筆記和試卷以供參考
 設置視頻或其他資源
 檢查教室設備
 在一個或多個黑板上預先記錄希望提供給學生的信息。留出足夠的時
間來完成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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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的開場對整節課的成敗產生強大的影響
 開場、過渡和結束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性
 標準的開場包括四個部分：

 教師的開場有三個目標：
 提供情境和連接
 提高參與度
 規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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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問題用
來促使首先發
言的學生更能
投入

教師開場

教師說明什麼
來框架案例和
課堂討論

開場問題

鎖定本課第一
議題的引導問
題

由哪個學生開始
及如何提問（如
cold call、warm 

call、志願者）

開場點名 開場交流



提供情境並連接

 案例方法最有力的要素之一：對多個案例的課程和結果進行比較和對比

 鼓勵跨案例及在案例之外進行思考

 開場白中宜包含以下一些或全部元素：

 聯結當天授課內容與當前模組或課程中包含的其他案例或框架

 課程的核心學習目標

 與案例相關的關鍵上下文信息（例如，行業、公司和主角）

 一個或多個「鉤子」以提高學生的參與度（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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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參與度

 準備案例時，設計一個或多個「鉤子」以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所有案例，請考慮如何在開場時透過以下方法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為什麼這個課題/案例對屬於新手或已成專家的學生都很重要

 什麼是相互競爭的事實或理論，這將有助於引起困惑並突出關鍵的緊張
關係

 案例如何與時事或更廣泛的課程主題相聯結

 為什麼該案例令您作為學者或從業人員感興趣，以及它可能與您的工作
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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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討論

 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安排討論：

 明訂範圍和方向可在黑板上寫一個簡短的議程或路線圖

 設置場景使用道具、產品樣本、音頻和視頻剪輯或視覺圖像（例如廣
告、採訪、物理空間圖像）等

 開場問題情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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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教師在課堂的各階段採用不同類型的問題促進學生發現和學習

 提問四個主要類別：

 開始討論

 在進行討論時作追蹤

 從課程的一個部分過渡到另一個部分

 當討論處於困境或陷入歧途時

 教師在授課前準備問題

 隨著教師即時回應學生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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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案例方法的本質：教師在整個課堂中認真聆聽，並鼓勵學生彼此傾聽

 有效的聆聽不只關注學生所提的內容，還包括：

 說了些什麼，以及如何在課堂討論和追蹤

 怎麼說（情感暗流：試探性、堅強或不熱情）

 矛盾（沒有說出什麼，例如倫理問題）

 脫軌（目前的評論與先前的評論或班上同學的理解不一致）

 聆聽需要準備，才能作更深入的討論

 教師應與每個說話的學生保持眼神交流，並酌情點頭

 請避免在學生講話時看著筆記或時鐘，也不要在房間裡瀏覽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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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教師對學生提問或表現的回應可以：

 即時向學生提供回饋和指引

 調整討論內容和流程

 影響班上的學習情緒

 不宜在評論後直接回饋，如：「出色的分析！」或「你錯了」

 宜採間接方法，如：從其他學生那裡徵求意見

 教師應將回應視為微觀機會：

 以最小的方式指導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過程

 偶爾透過更有意義的介入措施來重新聚焦

 重新激發學習情緒或以其他方式重新定向在繞圈子或混亂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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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教師主張採用極簡主義的方法，認為：
 課堂結束時教師提供大量評論是違反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原則
 擔心學生會變得依賴教師，從而卸下評估和繼續反思所學知識的責任

 有教師則喜歡在課堂上有一個更實質性的結束，認為：
 如果沒有課堂討論的共同參與，學生們可能會感到困惑、沮喪和失去
動機

 教師應避免在課堂結束時提供過多或過少的資訊

 總體而言，學生應該至少能夠對兩個基本問題提供初步答案：
 我今天學到了什麼？
 為什麼重要？

 結束與其說是回顧課堂討論，不如強調概念或管理主題，為過去或將來的
課程架起橋樑，提供個人反思和/或激發和鼓勵學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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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方法教學

準備教學→
在每堂課之前，講師的準備工作涉及內容和過程的仔細計

劃，包括：起始、發展教學風格、了解學生及規劃一節課。

上課流程→
上課流程為執行授課提供時間的規限，始自教師在上課前
到達、開場、一系列的提問、聆聽和回應、過渡，以及最
終到結束。

討論管理→
討論管理問題貫穿整個課堂，包括時間管理、學生參與和
投入，以及黑板的使用。

評估與回饋→
判斷班級的成功和評估學生的表現以及教師的表現，是任
何成功的教學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於學生參與
的重要性以及教師與學生在塑造課堂上的共同責任，這使
得情況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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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方法：一方面需要有組織和指引，另一方面需要靈活性和給予回應

 每一節課教師通常會制定詳細的教學計畫，但學生的發言可能會導致往無
法預料的方向進行討論

 教師應避免使用「鐵拳帶領」或「完全自由」的兩種極端情況

 中間策略圍繞2-3個重點為討論的「里程碑」：如果比預期提早到達「里
程碑」，可以利用額外的時間深入了解以下部分或尋求其他主題；如果討
論的進度比預期慢，則利用提問、傾聽和回應的技術來加快討論的速度，
而不會影響學習目標

 實際上，這需要進行規劃，以便可以在知情地評估所涉及的權衡因素的同
時立即做出即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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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學院的課程參與表現，通常佔課程總成績的50%

 教師努力創造一個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公平、安全和充滿挑戰地參與

 案例討論期間，教師決定邀請或避免邀請某位學生應有原則：

 選擇一個背景知識很少的學生來開始討論

 選擇具有與討論主題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生幫助闡明困難的概念要點

 討論過程中，教師應密切注意較少參與討論的學生，引導他們加入討論

 請學生發言時，教師應致力維持挑戰性和支持性

 語氣和肢體語言對於學生對參與環境的安全感產生重要影響

 肢體語言可提供有用的引導

 根據參與者的背景和課堂的氣氛調整與個別學生的互動

 對所有學生保持高度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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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不需要耗用過多的精力來保持參與度

 參與也可在深思熟慮甚至沉默的時候實現，反思可能會比在激烈辯論帶來
更深入的學習

 提高參與度的方式：角色扮演、投票和民意測驗、嗡嗡聲小組、課堂來賓



 使學生獲得第一手的體驗

 角色扮演可以納入教學計畫中，也可以在課堂討論中自發追求

 角色扮演三個階段：準備、行動和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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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對特定問題進行投票

 投票通常與其他問題類型結合使用，無論是「cold call」、「hot call」，還
是志願者

 投票結果例如決定「保留或出售」，或在策略選項中進行選擇

 可以幫助確定班中意見的分佈並確定應召集哪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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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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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幾分鐘讓學生相互交談或練習管理場景，使所有學生都能參與並投入課
堂內容

 嗡嗡聲小組使學生能夠與內容互動，從而促進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激發隨後
的課堂討論

 可透過特定的例子或經驗來激發並告知下一部分討論

 建議：

 告訴學生他們有多少時間以及結束的信號是什麼

 給學生自由交流的空間；不要徘徊在任何一個團隊中

 考慮事後允許一個或多個組別進行簡短的「報告」

嗡嗡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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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精心挑選，準備充分的來賓可以為學生學習提供深度和真實性，並讓
學生將領導行為情境化

 課堂來賓的三種參與方式：

 案例更新和來賓對課堂討論的反思

 與案例主角的問與答

 來賓作為「現場案例」

 準備關鍵：

 釐清來訪的教學目的

 設定來賓對與學生進行演講和問答所需時間的期望

 告知來賓可能會討論的問題和以前的相關討論

 儘量擴大來賓造訪校園的範圍（例如，包括午餐和學生俱樂部會議，以
及視頻錄製的課堂討論或評論，以備將來使用）

課堂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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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主要討論要點、將課堂上的發言整理出的想法

 使用黑板標題作為加強和支持討論的結構和流程的手段

 將單詞或短語之間加下劃線、圈出或畫出箭頭來確認學生的評論

 突出顯示、總結並連接學生的發言

 可在上課之前先「登入」信息，例如案例中的關鍵事實、用於分析的標題，
或當天議程的摘要。

 讓黑板可以用一種不引人注目但有效的方式來支持教師對討論的指導

 在課程結束時，黑板上的訊息可以使學生對授課內容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須事先計劃好如何使用黑板，而在課堂上自然地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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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方法教學

準備教學→
在每堂課之前，講師的準備工作涉及內容和過程的仔細計

劃，包括：起始、發展教學風格、了解學生及規劃一節課。

上課流程→
上課流程為執行授課提供時間的規限，始自教師在上課前
到達、開場、一系列的提問、聆聽和回應、過渡，以及最
終到結束。

討論管理→
討論管理問題貫穿整個課堂，包括時間管理、學生參與和
投入，以及黑板的使用。

評估與回饋→
判斷班級的成功和評估學生的表現以及教師的表現，是任
何成功的教學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於學生參與
的重要性以及教師與學生在塑造課堂上的共同責任，這使
得情況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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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可根據班級的特定目標來評估個別案例學習的成功率

 學期中：可以在多次授課和整個課程中評估成效，例如：

 是否有證據表示學生能夠將早期學習的知識應用於隨後的課堂討論、
項目、論文和考試？

 以後的課程是否表示學生在學習過程方面日趨成熟，並學習如何集體
學習？

 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有時是長達數年的時間，才有可能根據案例在領導力
和職業認同等方面的影響來判斷案例教學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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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表現以多方面評估，包括：課堂參與、個人書面作業和考試，以及小
組活動，例如承辦計畫和發表

 重點是課堂參與：案例方法不可或缺，佔學生成績的很大一部分

 根據學生在課堂討論中對集體學習的貢獻來評估課堂參與程度

 頻繁參加會議通常是一個積極因素

 在評估參與度時，教師應了解：

 與個別學生透過點名、提問和追蹤可關鍵性地影響學生表現

 教師參與追蹤的品質會顯著影響整體績效評估的可靠性

 學生參加課堂討論時，會立即獲得回饋，此類回饋可能是模棱兩可和間接
的，更能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反思能力和自我評估能力

 學生可以積極尋求同學和老師在課堂外的其他回饋



98

 教師在激勵和指導學生方面的有效性通常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案例指導教師在課堂上的表現通常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課堂以外的活動，
包括課前準備以及透過辦公時間、電子郵件和其他方式與學生進行課堂外
的互動

 教師可以利用多種回饋來源來評估自己的表現並獲得發展與成長的資訊，
形式為非語言訊號和直接評論、中途調查，以及期末學生評估

 案例方法教師成功的最相關指標可能在課程結束後的幾年後才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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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哈佛商學院的八位教授為學生和
老師提供見解和建議。第二部分重點介紹有
效的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策略，例如：
• 處理參與的焦慮
• 在課堂上使用角色扮演
• 監控學生參與度
• 要求學生回饋並根據學生的回饋採取行動
這些見解已分為以下四個部分。可選擇這些
部分中的任何一個開始，或單擊「內容地圖」
以查看此部分中的所有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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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探討用於創建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環
境的特定技巧，使學生了解自己的價值並鼓
勵他們冒險。鼓勵教師儘早上課並肯定學生
參與。



 營造課堂環境：
 提早到教室
 令人興奮和引人入勝，像身在俱樂部
 表揚學生的參與

 課堂技巧：
 以討論方式進行學習
 集中注意力的技巧：白紙上寫下問題、思考、寫出答案
 兩個最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及最後一個，都要給對的答案
 採用normative controls（勿用instrumental controls）
 印刷文章、問題集、模擬、視頻案例教材、問題或小型講課
 注意自己的行為是否會令學生誤解

 關懷學生：
 處理學生的焦慮（當學生沒有準備好或表達觀點發生困難時：靠近學
生並予小小肯定，請明天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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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風格如何影響老師與學生的互動？老師
應該永遠是班上最聰明的人嗎？討論暫停時
該怎麼辦？本節重點介紹領導基於討論的課
程的特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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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規劃
 有彈性、放寬教室控制權
 投票的處理：從少數派的角度開始討論
 課程議程：在黑板上寫下，並提供紙本

 互動技巧：
 了解學生：採用激勵學生而不是使他們沉默的方式
 安靜時刻：不要介意，當討論氣氛開始冷卻時，反而會冒出最
棒的評論

 有學生是討論主題的專家：提出核心問題，請這位學生來講解
 注意課堂上舉手的學生：對討論保持順暢有很大的幫助
 針對學生的觀點：鼓勵繼續保有，可透過角色扮演支持該觀點

 其他技巧：
 課堂中話題轉換：必須平順且明確地點出（如寫在黑板上）
 使用黑板三時機：怕有人聽不懂、列出功課、強調重點
 引導性問題：須慎用，因可以妨礙學生的個人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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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探討評估課堂成功程度的各種方法，從
給學生評分到監控課堂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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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判斷課堂表現的技巧：
 評估肢體語言
 研判討論狀況
 觀察下一堂課的表現

 當學生不專心時應直接提出
 確保坐在不同座位的學生能均等參與
 須評估參與度：如有好的表現加一分，有些表現則扣一分（如不參加討
論自行離去），滿分五分

 每個班級都有10%的學生不合格
 課堂結束時分發摘要幻燈片有負面影響
 下課前教師應給予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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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哈佛商學院的教授討論何時以及
為何他們可能偏離原定的教學計畫，以及學
生的回饋如何在這種偏離中發揮作用。



 要求學生於學期中回饋
 當學生在課後不鼓掌須反省
 掌握時間很重要
 依案例狀況調整學習時間
 將討論流程與教學計畫相比較
 依案例狀況規劃上課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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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教學

告知壞消息
Source：大愛劇場

告知壞消息 完全錯誤 吳明坤-白血病.mp4
告知壞消息 完全錯誤 吳明坤-白血病.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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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規劃

 Planning a class session

 Openings

 Questioning, listening and Responding

 Closings

 Timing

 Participation

 Engagement

 Board use

 Planning a class session



 首先確定本節課的核心學習目標，這些目標是教學計畫的框架
 包括規劃討論議題的結構、順序和時間，以及問題的類型、黑板的使用、
議題過渡和其他幫助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發現和學習的討論領導要素

 需要了解學生並預測他們的需求、興趣和貢獻能力
 回顧與特定課程有關的學生背景
 教師可以參考已發布的教學筆記以及先前由他人或自己制定的教學計畫
 致力確保詳細的計畫不會導致課堂的討論鑽入牛角尖，而犧牲了核心學習
目標

 記住以下問題非常有用：
 學生為什麼要關心這個案例和本節課？
 這個案例代表普遍的現象嗎？
 它是原型嗎？
 案件的基本論點是什麼？
 案例與本課程模組其他案例及真實世界的例子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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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告知壞消息的溝通技巧SPIKES

 告知真相的倫理議題尊重自主

 如何感受病人內心的感受empathy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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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ES 尊重自主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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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principles approach to bioethics (autonomy,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and justice) has been developed by Beauchamp 
and Childress since1979, and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in 
medical eth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USA. 

生命倫理四原則方法自1979年在美國為 Tom L. Beauchamp及
James F. Childress 所提出後逐漸發展成一有系統之應用倫理
學理論，並在北美普遍地爲醫學倫理教育及臨床討論沿用，
成爲許多專科醫學會之倫理守則；另一方面也遭受哲學家及
生命倫理學家的激烈批評及辯論，而此生命倫理學方法是否
能被廣泛而有效地應用到不同的文化及社會，也是一爭論的
焦點。 蔡甫昌醫師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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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倫理四原則

 尊重自主

 不傷害

 行善

 公正

會不會太少？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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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Beneficence

Confidentiality

Do no harm

Equality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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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的時機

 做錯事

 怕有糾紛

 怕壞消息會傷害到病人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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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壞消息會傷害到病人？

 消息實在太壞，怕病人受不了

 消息不是太壞，但病人太脆弱了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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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有好處嗎？

 留給病人一線希望

 與病魔搏鬥的力量

 減除心理的痛楚

 避免不幸事件的發生（殺人、自殺）

 至少可減少哭泣及失眠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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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有好處嗎？

講述一位導演向井武平在拍
攝自己主演的電影時暈倒，
被送進醫院後，診治出他患
上了末期癌症。

主診醫生在向井不知情下，
為他進行了一次手術。

當向井在手術後醒來時，醫
生和向井的家人決定向他隱
瞞病情…因為醫生認為「希望」
是最好的藥，沒有「希望」，
病人會活不下去，而且也許
有新藥出現，所以認為不要
告訴病人實情。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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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有壞處嗎？

 不知真相，難以作出決定

 失去珍惜餘生的機會：家人共聚、財產分配、
達成心願

 病人與家屬間互相猜疑，雙方承受的壓力比知
道真相時更大

 醫生本身也承受壓力：病情不易解釋、要不斷
地圓謊

 謊言被拆穿時，醫病關係盡毀

 違反醫學倫理？

 違反醫事法規？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溝通能力

 了解對方的能力

 表達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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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對方的能力：主動聆聽

 促使對方說出想表達的內容

 理解對方的內心，甚至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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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對方表達出想表達的內容 (1)

 環境：安靜、隱私、不受干擾、時間充裕
 氣氛：友善、歡迎、正向
 語調與聲音：清楚、柔和、大小適中
 眼神接觸、肢體語言：關懷、尊重、有興趣
 交談技巧：

 鼓勵發言：點頭、嗯……、是的、好的、我了
解……

 複述（最後數個字）
 確認
 摘要
 話題標示

 用心聆聽（必要時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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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對方表達出想表達的內容 (2)

 建立夥伴關係運用「empathy」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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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心？

 將心比心？

 站在對方立場思考的一種方式？

 設身處地的了解別人的感受？

什麼是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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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 Berger：可感受別人的經驗和情緒的能力

 Nancy Eisenberg：基於對別人情緒狀況的了解
而作出的有效回應

 R. R. Greenson：同理是指與別人分享和經驗感
受

 William Ickes：一種複雜型式的心理學推理，結
合觀察、記憶、知識和推想以洞悉別人的思維
和感受

 Roy Schafer：同理心涉及與他人分享內心經驗
及了解當下的心理狀態

什麼是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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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vin Goldman：將自己置入別人的意念來了解
她的情緒和感受

 Heinz Kohut：同理心是一種自我思考與感受他
人內在生命的能力

 Carl Rogers：準確而設身處地去察覺別人內心
的感受和意涵，但不會喪失自我立場

 Khen Lampert：跳脫自己的軀殼進入別人的意
念，由她的眼睛觀看真相、感受她的情緒、分
擔她的苦痛

什麼是Empathy？

 Alvin Goldman：將自己置入別人的意念來了解
她的情緒和感受

 Heinz Kohut：同理心是一種自我思考與感受他
人內在生命的能力

 Carl Rogers：準確而設身處地去察覺別人內心
的感受和意涵，但不會喪失自我立場

 Khen Lampert：跳脫自己的軀殼進入別人的意
念，由她的眼睛觀看真相、感受她的情緒、分
擔她的苦痛

靈魂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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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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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對方的感受（負面情緒）

 想像這種感受

 表達認知對方的感受

 表達認同對方的感受（建立夥伴關係）

 表達對對方的期望

 承諾陪伴與支持

 共同達成目標

五項以上，難以記憶

簡單溝通的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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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同身受

 理解對方的感受（負面情緒）

 想像這種感受

 表達認知對方的感受

 表達認同對方的感受（建立夥伴關係）

 同心協力

 表達對對方的期望

 承諾陪伴與支持

 共同達成目標

簡單溝通的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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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是Empathic 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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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您不要著急

B. 您一定很擔心

C. 您要理智一些

D. 請您節哀順變

SPIKES Empathy尊重自主



Empathy

 Empathy是：

 覺察案主當時表現出來的情緒，透過和案主持
續分享和探索的過程

 亦能瞭解案主在表象情緒下的真實情緒

 並發現案主情緒和行為的個人化意義

 Empathy是：

 基本但卻複雜的技巧，相關的研究量表曾將
empathy由低層次到高層次作清楚的區分

 Truax將empathy區分為九個層次

 Carkhuff等人則簡化為五個層次
132

Truax & Carkh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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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khuff Scale (Measurement of Empathy)

 Level 1: the verbal and behavioral expressions of the 

first person either do not attend to or detract 

significantly from the verbal and behavioral 

expressions of the second person(s) in that they 

communicate significantly less of the second person’s 

feelings than the second person has communicated 

himself. 

某人的言語或行為的表達，並非針對另一人的
言語或行為，故某人與另一人的溝通遠少於另
一人對自己所表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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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2: while the first person responds to the 

expressed feelings of the second person(s), he does 

so in such a way that he subtracts noticeable affect 

from the communiations of the second person.

某人對另一人表達感受之回應，顯著少於另一
人所溝通者。

Carkhuff Scale (Measurement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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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3: the expressions of the first person in 

response to the expressed feelings of the second 

person(s) are essentially interchangeable with those 

of the second person in that they express essentially 

the same affect and meaning.

某人對另一人表達感受之回應，相當於另一人
所溝通者。

Carkhuff Scale (Measurement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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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4: The responses of the first person add 

noticeably to the expressions of the second person(s) 

in such a way as to express feelings a level deeper 

than the second person was able to express himself.

某人對另一人表達感受之回應，較另一人所表
達者猶深一層。

Carkhuff Scale (Measurement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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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5: the first person’s responses add significantly 

to the feeling and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s of the 

second person(s) in such a way as to (1) accurately 

express feelings levels below what the person himself 

was able to express or (2) in the event of ongoing 

deep self-exploration on the second person’s part, to 

be fully with him in his deepest moments.

某人對另一人表達感受之回應，顯示某人的感
受較另一人所表達者猶深許多，或能與另一人
共同探索到最深的境界。

Carkhuff Scale (Measurement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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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對方的內心

 Measurement of Empathy：Carkhuff Scale之五個
層次

 Modification (Chan, 2009)：

Level 1：根本沒聽

Level 2：聽到一些

Level 3：全部聽到

Level 4：了解難言之隱

Level 5：看透潛在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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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Empathy vs. Sympathy

 Sympathy = sym + pathy

 Sym = together、at the same time

 Pathos（Greek）= feelings, emotion, or passion

 Sympathy = 隨情（隨著對方的外露情緒）

 Empathy = em + pathy

 Em = variant of en- before b, m, p, ph:

 En = in

 Pathy = feelings, emotion, or passion

 Empathy = 理情（理解對方的內在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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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的開場對整節課的成敗產生強大的影響
 開場、過渡和結束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性
 標準的開場包括四個部分：

 教師的開場有三個目標：
 提供情境和連接
 提高參與度
 規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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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問題用
來促使首先發
言的學生更能
投入

教師開場

教師說明什麼
來框架案例和
課堂討論

開場問題

鎖定本課第一
議題的引導問
題

由哪個學生開始
及如何提問（如
cold call、warm 

call、志願者）

開場點名 開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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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s

 提供情境和連接

 提高參與度

 規劃討論



提供情境並連接

 案例方法最有力的要素之一：對多個案例的課程和結果進行比較和對比

 鼓勵跨案例及在案例之外進行思考

 開場白中宜包含以下一些或全部元素：

 聯結當天授課內容與當前模組或課程中包含的其他案例或框架

 課程的核心學習目標

 與案例相關的關鍵上下文信息

 一個或多個「鉤子」以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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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情境和連接

 課程的核心學習目標

 與案例相關的關鍵上下文信息

 「鉤子」：影片



提高參與度

 準備案例時，設計一個或多個「鉤子」以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所有案例，請考慮如何在開場時透過以下方法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為什麼這個課題/案例對屬於新手或已成專家的學生都很重要

 什麼是相互競爭的事實或理論，這將有助於引起困惑並突出關鍵的緊張
關係

 案例如何與時事或更廣泛的課程主題相聯結

 為什麼該案例令您作為學者或從業人員感興趣，以及它可能與您的工作
有何關係

145



146

提高參與度

 課題很重要

 什麼是相互競爭的事實或理論

 案例如何與時事或更廣泛的課程主題相聯結

 為什麼該案例令您作為學者或從業人員感興趣，
以及它可能與您的工作有何關係



規劃討論

 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安排討論：

 明訂範圍和方向可在黑板上寫一個簡短的議程或路線圖

 設置場景使用道具、產品樣本、音頻和視頻剪輯或視覺圖像（例如廣
告、採訪、物理空間圖像）等

 開場問題情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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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討論

 在黑板上寫出議程或路線圖

 設置場景：Video

 開場問題情境化：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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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教師在課堂的各階段採用不同類型的問題促進學生發現和學習

 提問四個主要類別：

 開始討論

 在進行討論時作追蹤

 從課程的一個部分過渡到另一個部分

 當討論處於困境或陷入歧途時

 教師在授課前準備問題

 隨著教師即時回應學生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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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開始討論：告知壞消息的理由、困難、方法

 在進行討論時作追蹤……

 從課程的一個部分過渡到另一個部分

 SPIKES 尊重自主

 尊重自主 Empathy

 當討論處於困境或陷入歧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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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案例方法的本質：教師在整個課堂中認真聆聽，並鼓勵學生彼此傾聽

 有效的聆聽不只關注學生所提的內容，還包括：

 說了些什麼，以及如何在課堂討論和追蹤

 怎麼說（情感暗流：試探性、堅強或不熱情）

 矛盾（沒有說出什麼，例如倫理問題）

 脫軌（目前的評論與先前的評論或班上同學的理解不一致）

 聆聽需要準備，才能作更深入的討論

 教師應與每個說話的學生保持眼神交流，並酌情點頭

 請避免在學生講話時看著筆記或時鐘，也不要在房間裡瀏覽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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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說了什麼

 怎麼說

 矛盾

 脫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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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教師對學生提問或表現的回應可以：

 即時向學生提供回饋和指引

 調整討論內容和流程

 影響班上的學習情緒

 不宜在評論後直接回饋，如：「出色的分析！」或「你錯了」

 宜採間接方法，如：從其他學生那裡徵求意見

 教師應將回應視為微觀機會：

 以最小的方式指導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過程

 偶爾透過更有意義的介入措施來重新聚焦

 重新激發學習情緒或以其他方式重新定向在繞圈子或混亂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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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即時向學生提供回饋和指引

 調整討論內容和流程

 注意班上的學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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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教師主張採用極簡主義的方法，認為：
 課堂結束時教師提供大量評論是違反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學習原則
 擔心學生會變得依賴教師，從而卸下評估和繼續反思所學知識的責任

 有教師則喜歡在課堂上有一個更實質性的結束，認為：
 如果沒有課堂討論的共同參與，學生們可能會感到困惑、沮喪和失去
動機

 教師應避免在課堂結束時提供過多或過少的資訊

 總體而言，學生應該至少能夠對兩個基本問題提供初步答案：
 我今天學到了什麼？
 為什麼重要？

 結束與其說是回顧課堂討論，不如強調概念或管理主題，為過去或將來的
課程架起橋樑，提供個人反思和/或激發和鼓勵學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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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反思：

 我今天學到了什麼？

 為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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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方法：一方面需要有組織和指引，另一方面需要靈活性和給予回應

 每一節課教師通常會制定詳細的教學計畫，但學生的發言可能會導致往無
法預料的方向進行討論

 教師應避免使用「鐵拳帶領」或「完全自由」的兩種極端情況

 中間策略圍繞2-3個重點為討論的「里程碑」：如果比預期提早到達「里
程碑」，可以利用額外的時間深入了解以下部分或尋求其他主題；如果討
論的進度比預期慢，則利用提問、傾聽和回應的技術來加快討論的速度，
而不會影響學習目標

 實際上，這需要進行規劃，以便可以在知情地評估所涉及的權衡因素的同
時立即做出即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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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掌握

 三個討論的「里程碑」

 告知壞消息的溝通技巧SPIKES

 告知真相的倫理議題尊重自主

 如何感受病人內心的感受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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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學院的課程參與表現，通常佔課程總成績的50%

 教師努力創造一個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公平、安全和充滿挑戰地參與

 案例討論期間，教師決定邀請或避免邀請某位學生應有原則：

 選擇一個背景知識很少的學生來開始討論

 選擇具有與討論主題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生幫助闡明困難的概念要點

 討論過程中，教師應密切注意較少參與討論的學生，引導他們加入討論

 請學生發言時，教師應致力維持挑戰性和支持性

 語氣和肢體語言對於學生對參與環境的安全感產生重要影響

 肢體語言可提供有用的引導

 根據參與者的背景和課堂的氣氛調整與個別學生的互動

 對所有學生保持高度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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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致力維持挑戰性和支持性
語氣、肢體語言安全感

肢體語言提供引導

與個別學生的互動

對所有學生保持高度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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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不需要耗用過多的精力來保持參與度

 參與也可在深思熟慮甚至沉默的時候實現，反思可能會比在激烈辯論帶來
更深入的學習

 提高參與度的方式：角色扮演、投票和民意測驗、嗡嗡聲小組、課堂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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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投入

 角色扮演

 投票

 嗡嗡聲小組



 使學生獲得第一手的體驗

 角色扮演可以納入教學計畫中，也可以在課堂討論中自發追求

 角色扮演三個階段：準備、行動和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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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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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準備

 行動

 匯報



 對特定問題進行投票

 投票通常與其他問題類型結合使用，無論是「cold call」、「hot call」，還
是志願者

 投票結果例如決定「保留或出售」，或在策略選項中進行選擇

 可以幫助確定班中意見的分佈並確定應召集哪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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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IRS

 Google投票

 舉牌



172

 花幾分鐘讓學生相互交談或練習管理場景，使所有學生都能參與並投入課
堂內容

 嗡嗡聲小組使學生能夠與內容互動，從而促進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激發隨後
的課堂討論

 可透過特定的例子或經驗來激發並告知下一部分討論

 建議：

 告訴學生他們有多少時間以及結束的信號是什麼

 給學生自由交流的空間；不要徘徊在任何一個團隊中

 考慮事後允許一個或多個組別進行簡短的「報告」

嗡嗡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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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嗡聲小組

 告訴學生他們有多少時間以及結束的信號是什麼

 給學生自由交流的空間；不要徘徊在任何一個團
隊中

 考慮事後允許一個或多個組別進行簡短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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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主要討論要點、將課堂上的發言整理出的想法

 使用黑板標題作為加強和支持討論的結構和流程的手段

 將單詞或短語之間加下劃線、圈出或畫出箭頭來確認學生的評論

 突出顯示、總結並連接學生的發言

 可在上課之前先「登入」信息，例如案例中的關鍵事實、用於分析的標題，
或當天議程的摘要。

 讓黑板可以用一種不引人注目但有效的方式來支持教師對討論的指導

 在課程結束時，黑板上的訊息可以使學生對授課內容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須事先計劃好如何使用黑板，而在課堂上自然地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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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黑（白）板

 事先計劃，自然流露

 上課之前先「登入」信息

 討論要點

 發言整理

 劃線、圈出或畫出箭頭來確認學生的評論
突出顯示、總結並連接學生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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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hanfl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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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黑夜中直衝雲霄的焰火，此起
彼落，任誰也照不亮永恆的一刻；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除了沒有智慧的
人，誰敢不謙卑？

謝謝參與
敬請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