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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診斷室  

遇到有效教學的老師，還需要補習嗎？ 

 
張素貞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助理教授） 

學校老師很會教學就毋須補習嗎？以下先就補習的正向與負向因素加以分析，即

可以瞭解學生為何參加補習？其實參加補習背後的因素相當多，正向的因素，如：學

生認為補習有超前學習，到學校上課時會更清楚；也有學生認為其具有助於理解或是

複習課業的功能；至於補教老師能將教材組織的更結構化，通常有助於學生學習；甚

至補教業還會做到當有時缺課時，可以透過「補帶」（教學錄影帶或光碟）或是其他

班別的補課而達到進度；其他如透過補習班協助安排的學習和考試進度的壓力逼自己

學習，或是找到晚上或假日學習的去處等。  

負向因素方面，則如：學生認為僅是滿足父母的期望或自己短缺對子女的照顧或

教育面；壓縮學生的時間，無法消化自己學校的課業或做作業；白天上課晚上又補習，

體力和腦力負荷也是問題；以及補習也不一定有效、交通問題、從眾的心理等。 

我們一起來思考學校老師的教學，以筆者服務教育界三十二載，看過無數有效教

學的好老師，能清楚的呈現教材、有明確的溝通方式、關注學生的學習、適切的運用

評量調整教學，以及指導有效的學習技巧等。但是這些老師班上的學生仍然上補習班

或參加補習，這些學生和家長的心理就有如上述複雜。當運用多元而相對的思考加以

剖析，其可歸因於升學的因素、競爭的因素、從眾的因素、補償的因素、學習風格的

因素等等，我們可以說明補習端視個人或家長的需要，應該不是有效教學老師有無的

問題！當然，在教育現場並非人人都是有效教學的好老師，這問題也必須正視，但是

絕大多數的老師都有想將學生教好的心，只是「想」和「實踐」仍有落差吧了！深信，

這也是重視教師培育或學習成長一個相當重要的理由！ 

此外，還須要正視一個問題，有效教學固然重要，但學校和老師的責任及影響的

面向應該不是僅在知識的傳授、考試的技巧指導等，還肩負人格的陶冶、價值觀的澄

清、興趣的引導、社會技巧的指導，以及生涯的輔導等，這也就是學校與補習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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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學校老師和補習班教師任務尚有差異之處，希冀學校和老師都能重新檢視學校

教育的價值，並且重新思維和定位，致力學生的教育和有效學習，而非僅從要不要補

習去看待，願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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