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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兩岸四地的語文學者、專家和教師為提高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師的教學效能，

進而分享、交流與學習彼此的語文教學經驗，由大陸內地、香港、澳門及臺灣等四

地加以輪流主辦「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 

  第十一屆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本着「匯小語精英 • 展良師

風采」的精神，廣泛邀請來自中國、澳門、香港及臺灣小學語文教學的專家、教師

進行演說及教學觀摩。其主要活動內容為：兩岸四地語文專家專題演講、四地教師

同課異教示範、兩岸四地教師教學演示、教學演示後專家講評及討論等等。 

  此次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推出三堂系列教學，跟過往的課稍有不同，反映出

「教無定法」的教學做法。像是配合電腦科技的進步，進行電子書或雲端教學的應

用；像是思考混齡教學的可能性；像是學習共同體的教學觀摩；像是重大議題融入

國語文的教學應用等，都是往後可以思考的教學觀摩做法和教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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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一、 目的： 

  兩岸四地的語文學者、專家和教師為提高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師的教學效能，

進而分享、交流與學習彼此的語文教學經驗，應運而生的首屆「兩岸四地小學中國

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就由香港發起和舉辦，往後依續由大陸內地、香港、澳門

及臺灣等四地加以輪流主辦。過去十屆的教學觀摩交流活動，廣受兩岸四地對語文

教學有興趣者積極參與，因其活動本身獲有極高之評價，成為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

文教師一年一度的盛會。 

  今年由澳門文化教育交流協會主辦，中國教育學會小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

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協辦，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庇道學校與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承辦之「第十一屆兩岸四地小

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於十二月八日、九日在澳門地區舉行，兩岸四地的

學者、專家和教師八方雲集的共同參與盛會。 

  臺灣因係為下屆舉辦之地區，辦理單位為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臺灣小學語

文教育學會的現任理事長為吳敏而女士，其現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課程及教學研究

中心之研究員。因應臺灣前兩次接辦的單位分別是：第四屆辦理之單位為北部的臺

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第八屆辦理之單位為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之小

學部。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的吳敏而理事長，希望辦理地域能移師到臺灣南部來，

因而商得臺南大學黃秀霜校長之同意，並由所屬附小接辦第十二屆之兩岸四地小學

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 

    本校周義雄校長因有參加過第十屆大陸長春市辦理的第十屆兩岸四地小學中國

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的經驗，本校行政人員和教師等四人因而組團參與第十一屆

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以商議明年可能辦理之時間、與會人數

和辦理方式，並加以觀摩整個教學觀摩交流活動之辦理流程和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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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第十一屆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流活動本着「匯小語精英 · 展良師

風采」的精神，廣泛邀請來自中國、澳門、香港及臺灣小學語文教學的專家、教師

進行演說及教學觀摩。其主要活動內容為：兩岸四地語文專家專題演講、四地教師

同課異教示範、兩岸四地教師教學演示、教學演示後專家講評及討論等等。 

  第一天中午過後，本校人員由臺南出發後，搭乘高鐵到桃園和轉搭接駁車到桃

園國際機場，再搭乘澳門航空的班機前往澳門，晚上夜宿澳門君怡酒店。此次臺灣

的與會人員約 60 人，人員分成二批參加三天和五天的教學觀摩交流活動，參加五天

交流活動的人員，多了兩天到深圳的學校進行課堂觀課的交流活動。 

  待第二天一早，與會人員大都自行走到澳門大學附校參與第一天的交流活動，

與會現場的兩岸四地與會人員大約 300 多人。其上午活動假學校禮堂舉行，其分別為

開幕典禮和嘉賓致辭，兩岸四地的小學語文教育學會理事長分別致詞和贈送紀念

品；中場休息後有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的扯鈴表演和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的古箏

表演；緊接著是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向天屏助理教授（應聘到澳門大學的臺灣學者）

主講之「小學詩歌教學與教材分析－以中國內地與澳門版教科書為例」，並為小學語

文的詩歌教學提出一些建議與現象省思。 

    其下午的活動分別為課堂觀摩教學及教學研討，分別由兩岸四地十位優秀教師

於學校五個大小不一的教室進行教學演示，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及勞工子弟學校

二至六年級部分學生參與教學活動。十堂教學觀摩課中，臺灣有三堂教學觀摩課，

分別是《變變變 慢慢變 突然變》、《觀察字 探究字 理解字》、《花似花 花擬花 花

非花》；香港有二堂教學觀摩課，分別是《我的幸運日》、《春的消息》；大陸內地有

三堂教學觀摩課，分別是《兒子的魚》、《一隻窩囊的大老虎》、《老虎開大會》；澳門

有二堂教學觀摩課，分別是《桂林山水》、《狐狸先生和松鼠先生》。每次教學觀摩課

後，都由教學演示教師加以分享教學設計理念和教學心得，再由現場的學者及教師

予以講評和提問。 

    第三天活動的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由來自廣西南寧濱湖路小學的鍾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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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鳳信小學的張友馨老師、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的蔡小聰老師及澳大附屬

學校李鏵老師進行「同課異構」的活動，兩岸四地不同風格的代表教師對同一篇課

文《小草》進行同課異教的教學觀摩。之後，由大陸內地特級教師沈大安、臺灣東

華大學中文系許學仁教授、香港劉筱玲博士及澳門大學附屬學校中文部徐梅英主任

依序進行講評。接著為進行大會閉幕典禮致辭和預告來年活動，進而結束三天的教

學觀摩交流活動。 

 

 

兩岸四地語文教學觀摩會在澳大附校舉辦 

 

 

         同課異構的上課情形 

 

     本校參與研討會人員 

 

 

           課後的觀摩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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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三天的參訪活動中，第一天為到訪澳門的交通行程。行程中本校人員先行拜會

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的吳敏而理事長、其學會的秘書長賴玉連小姐和幹部群，學

會的人員也就教學觀摩交流活動的辦理目的與沿革加以介紹，我們也初步認識與了

解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這幾年來的參與過程和推展中國語文教學的努力程度。這

次到達澳門的班機起飛時間是為考量當天無法請假的與會夥伴所安排的班機，不過

從起飛後到到達澳門的酒店已經是半夜十二點，說真的還真是挺累人的行程。 

    第二天和第三天一大早，都是在酒店用完早餐後，便和與會人員集體走路到澳

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的活動場地。這所學校是本校這幾年的交流學校，故對學校活

動負責人的盧蘭馨校長和主要場地「禮堂」等並不陌生。禮堂是開幕、表演、講演、

同課異構和閉幕的主要活動場地，場地大約可容納 500 人，不過場地是長方形的設

計，讓安排到後面的人是離舞臺愈遠，也就愈看不清舞臺的活動。所幸，與會人員

也只有 300 多人，但把與會人員的座位畫分成兩岸四地的位置，現場有一批學生引導

大家入座，只看大家身上的吊牌來引導，卻沒有相關的引導指示，讓都是華人的與

會人員，只要錯過引導就會一不小心坐錯位置，但想想活動本身不就是強調交流嗎？

又何必區分你我呢？位置分區安排只是易於管理的方式而已。 

  禮堂的舞臺在進行一般活動時是很適合的，舞臺左右並有二個簡報布幕可以輔

助視覺需求，坐在禮堂後面的與會人員可以了解活動內容。工作人員也都因應電腦

簡報和音響需求，即時加以安排、因應和調整。只是在進行第三天的同課異構教學

活動時，舞臺的高度就變成了問題，不管是教學者在舞臺的中央，或是教學者在在

舞臺的兩側走動，在臺下的與會人員大都看不清教學者或學習者的活動反應，原本

的二個簡報布幕也沒有配合攝影機的應用，把教學者和學習者的活動畫面投射其

上，這真是一大可惜之處。另外，學習者反映與回答的收音也是一大問題。 

  第二天下午兩岸四地十位優秀教師於學校五個大小不一的教室進行教學演示，

因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的校舍建築都是相連，五間教學教室雖是分處不同樓層，

其引導人員也都能隨時加以幫忙，所以，不同場地的移動不是問題。只是，二個時



5 

 

段各五場教學演示的選擇，該看大陸內地、香港或澳門教學者的教學演示呢？還是，

中途更換場地觀看不同教學者的教學演示？如果移動時影響到教學者和觀看者，加

上也沒有辦法從頭看到尾，這還真是與會人員要費心思的一大考量。 

  至於教學方面，兩岸四地的教學者各有不同的教學型態，除臺灣外，其他三地

的教學者仍以文本為主的各自進行教學演示。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推出三堂系列

教學，跟過往的課稍有不同，少許差異來自於語文學習的想法：首先，在教材上，

語文課不一定得教課文；其次，在教學上，字詞句的教學不一定得教語文的知識，

引導學生一些探究字、詞和句子的方法，也是一種教學途徑。但一如往常，臺灣的

教師持續地刺激學生的思考和創意。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藉此一交流平臺，邀請

與會夥伴進行這樣的嚐試，真心評點教學設計的盲點，大膽提出更多改進方案，共

同合作探究，拓展四地語文教育的視野，已然大幅跳脫以往的教學觀摩型態與相關

教學設計。不過，這樣的教學觀摩型態的改變，大陸的教師研究中心教師卻也指出，

學生本身的語文程度是影響這樣教學設計的根本，這真是一語道破核心問題的評課。 

  第三天的同課異構教學活動，兩岸四地不同風格的代表教師對同一篇課文《小

草》進行同課異教的教學觀摩。總體來說，臺灣的教學風格一如以往的不同於其他

三地的教學者，最主要的是為師生的互動極高與上課的氣氛極佳；其實在各自的教

學表現之中，也都反映出不同地區教學者所表現出來的地理文化和文學取向，當然

在語文的用詞和用法上也會有所差異。 

  因著各兩岸四地的小語會之組織身分不同，在大陸其是為官方組織，其他三地

其是為民間學會，所以兩岸四地所推派的教學者自有不同的做法或方式，但像澳門

地區的教學者的教學年資不多，這是不是會影響到教學觀摩交流活動的代表性問題

呢？或讓教學觀摩交流活動的可看性降低呢？這是下屆辦理時可以納入考量的地

方。最後，此次臺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推出三堂系列教學，跟過往的課稍有不同，

反映出「教無定法」的教學做法。像是配合電腦科技的進步，進行電子書或雲端教

學的應用；像是思考混齡教學的可能性；像是強調「學習共同體」教學觀摩；像是

重大議題融入國語文的教學應用等，都是往後可以思考的教學觀摩做法和教學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