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暑期師資培訓耶拿工作坊初階班 Jaap Day2　08/01課程紀錄

@早上開始圈：星星評量
1. 將整個班級分成兩大組進行圍圈
2. 每個人準備一個個人物品放在自己面前
3. 請每個人花一分鐘思考自己在昨天課程裡帶走的東西（學習到的、想要運用

的）
4. 首先請一個人開始以I-Language的語句分享自己的想法。分享者要將自己的

物品放到圍圈中央。
5. 聆聽者如果非常同意這位分享者的想法的話，就將自己的物品放到非常靠

近分享者物品的位置；如果沒有那麼同意或有點猶豫的話，就將自己的物品
放到稍遠的位置。放置的距離遠近代表同意的程度多寡。

遊戲目的：讓大家聽聽看別人是否和你有一樣的收穫。這個評量方式讓帶領者不
需要用到太多的語言就能評估孩子的學習狀況。
可以從遊戲裡觀察到大家放置的的位置不一樣就會呈現星星的形狀。如果未來
有多餘的時間，帶領者可以詢問參與者將物品放置在該位置的原因，討論每個人
想法上的差異。

@班會
讚美：
● 謝謝每位願意分享自己想法的學員
● 謝謝兩位翻譯的說明與優秀的臨場反應
● 影片的內容讓我對耶拿環境有更具體的認識
願望：
● 希望有更多和不同的人對話的機會。



回應：Jaap說明昨天所使用過的分組方式，並請撰寫卡片者回覆並進行更具
體的問題說明。Jaap也表示會盡量增加更多的分組對話機會。

● 希望在投影時可以自己移動座位到能看清楚的位置。
回應：工作人員會協助加開投影幕，也歡迎大家自行移動位置。

● 希望Jaap可以分享更多如何在12-17歲學生中運用耶拿概念的範例。
回應：很多耶拿的概念是能夠通用於不同年紀的，而對12-17歲學生很重要的
是對話與表達。相關內容會在接下來的課程中進行詳細的講解。

● 想知道耶拿的混齡小組裡通常會有多少人。
回應：此問題與今天的教學內容有很大的相關，會在今天的課程結束之後再
行回答。

提案：
● 想詳細了解「加法語言」的實際應用
● 回應：加法語言是圍圈過程中的核心概念包含由我出發的I-Language－引導

如何用明確語言表達想法、加法的語言－教導孩子們以明確的需求表達取
代抱怨、一次只能一人說話－鼓勵每個人都要發言並認真傾聽發言者再進
行對話、尊重－永遠都要尊重和自己意見相左的人。

@關於禮拜四的成果分享說明與討論
呈現形式：3分鐘內的影片、線上照片展、1分鐘短講、實體展覽、自由發揮。
呈現內容：分享自己在這週課程中學到的內容、洞見、未來的實際應用規劃。
分組形式：以相同學校的老師為一組，讓老師設計能夠實際應用在教學場域裡的
內容。
呈現方式統計：2組短講、7組線上照片展、2組VLOG、1組實體展覽

@課程：教學活動的態度
在耶拿教育裡，老師會一整天和學生一起相處，因此老師的角色非常重要。在耶
拿的理論裡有深入探討老師行為的重點、老師如何看待學生、如何表達與組織，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老師進行互動的教學態度。

首先，老師要很清楚自己的願景。以這幾天的教學為例，Jaap希望創造的是有互
動的課堂因此積極讓大家表達與對話。Jaap認為老師需要讓自己跟孩子的距離是
接近的，並讓孩子知道你每個行為的動機與目的是對他好的，要讓孩子可以清楚
的理解你希望他展現出的行為。無論是對待老師還是學生，都要讓對方感受到你
的善意，以精確的語言才能激發對方表現出好的行為。

再來是要信任孩子。Jaap請大家回想自己如何對待自己的孩子，自己能夠毫不猶
豫地說出幾完全信任自己的孩子嗎？若答案為非，應該要好好聊聊為什麼彼此
的關係裡缺乏信任。信任並不代表同意他的每個行為，但信任是合作關係裡很基
本的概念。

第三點是關於傾聽。真正好的聆聽是很難做到的。對話時我們經常是在思考自己
接下來要說什麼，但當你在思考自己的事情時，往往會無法好傾聽對方。不管是
對孩子還是教師，都要認真地傾聽，並好好認知到自己在說什麼，並保持開放的
態度。老師必須要有開放的態度才能創造好的對話。

第四點是要清楚理解並讓學生發展自己的觀點。孩子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有人看



見他的能力，並知道他未來的發展方向。若是直接否定學生的表現，會沒辦法讓
他們知道自己該如何發展。

以此引出的第五點即是要勇於讓孩子為自己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即是給他們
更多的空間去成長與運作。老師就能退後一步，了解他們的計畫，刺激學生發展
屬於自己的想法。

結論是老師與孩子們的行為是互相連動的，老師在這個過程中會與孩子一起成
長。老師要考慮到對待不同的孩子要用不同的行為模式，觀察孩子的需要，並做
出具體行動。

@活動－經驗分享與討論

分組討論內容：
● 剛剛所說明的教學態度在自己的教學上有沒有可以實際運用的
● 自己現在的表現是否有符合這些教學態度或是自己有什麼缺乏的
● 這種教學態度在實行上是否會有困難

@影片欣賞－關於混齡小組
影片介紹：在這部影片中可以觀察到這兩天講解的內容，包含教師教學態度的體
現、孩子獨自工作的狀態、耶拿要義元素的具體實現。在播放中如果有任何疑惑
或收穫都可以紀錄下來。
學員在影片中的收穫分享：

● 教學態度：
○ 影片中的教師提供學生不同的觀點，藉由提問引導學生觀察油與



水的分離現象。
○ 不同的打招呼方式，拉近和學生的關係，累積信任並讓學生感到自

己是重要的
○ 老師信任學生可以做好，所以沒有過多的干預。

● 孩子的獨立工作：
○ 孩子遇到自己不會的部分會主動尋求其他夥伴的協助
○ 有孩子穿著工裝探索機械而不受到老師的干擾
○ 兩個女孩為了不影響他人而到其他適合的地方進行討論

● 耶拿要義：
○ 過程中對話不斷的在發生，並不是直述式的教學，而是用反覆提問

幫助學生進行有建設性的學習。
○ 課程是遊戲，打招呼也是遊戲，以豐富的遊戲貫穿運作。
○ 班會是由學生主導並進行紀錄。

@關於混齡團體
耶拿學校的運作都是採取混齡的方式，以二到三個年級為一個大團體進行，人數
取決於學校的學生人數。在理想的情況下，三個年齡層的混齡團體建議為24個學
生，每個年齡段各8個學生以達成不同年齡的人數平衡，三個不同年齡的孩子組
成一個混齡小組。

通常由一位老師帶領一個混齡團體，有時會搭配一個助理老師。混齡團體有分成
封閉式與開放式兩種：在封閉式團體裡該位老師即負責整個團體的活動與指導，
學生不會單獨對外尋找其他老師；開放式的混齡團體裡就可能依據同樣的年齡或
程度分成不同的指導小組，依情況依據興趣與能力進行抽離教學。

運用混齡小組進行教學工作的功能。在混齡團體裡是學習如何學習，教學者不僅
有老師，其他程度較好或年齡較長的學生也可以進行教學。

此外，混齡團體也讓不同年齡層可以學習如何一起工作，讓他們學習互相幫助。
幫助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先理解他的需求與問題，並用明確的語言表達什麼
是最有效幫助彼此的方式。

在混齡團體內輪流進行教學時，也是讓孩子接受指令，並在獨立工作的時段好好
完成工作。年齡越大，在小組中的責任會越大。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學習要向誰求
助、要如何幫助。孩子們可以在混齡小組裡找到可以協助自己的人，而不需要到
很遠的地方尋求大孩子的協助。這樣的工作方式可以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持續
調整，幫助學生的需求能夠快速地被滿足。

在孩子往上升級的過程中，老師可以更越來越了解孩子在三個不同的階段的表
現。與此同時，老師必須對這三年的課綱有清楚的掌握，才能依照孩子的學習表
現進行彈性調整。

@關於混齡小組
小組的組成可以由老師決定，並考慮到性別、家長、對孩子的認識安排學生的組
別；也可以由學生自己做決定，給予學生條件與指令讓學生自己做選擇（組內需
至少一男一女、須包含不同年齡層等）。也可以依據興趣、分享呈現來安排額外的
組別。最重要的是要讓孩子在組內能夠有歸屬感、能夠學到最多。混齡小組在教



室的運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安排小組時需要非常小心。
在混齡小組中的組長扮演很重要的帶領角色。

提問：
● 要如何選擇混齡團體的年齡段？

回應：考量的點是這三個年齡段可以自在的相處、進行自然的互動。有時
也會因為文化上的差異，三個年齡已難以溝通合作，就會調整為僅有兩個
年齡層的混齡。教學法和社會現狀必須互相呼應。

● 是否會遇到老師需要打散小組的情況？該怎麼操作？
回應：當小組無法合作，已經無法改變時，老師可以決定改變小組。但改變
一個小組時勢必會影響到更多的組別，因此要考量這個改變是否是值得
的，以最大成效為優先考量。

● 在混齡團體裡要如何進行打掃工作的分工？
回應：方式有很多種，可以讓每個混齡小組輪流負責一週的打掃，或是讓
每個孩子輪流負責一天的打掃。理想狀態下，每個孩子都有保持環境整潔
的責任。以前在學校教學的經驗中，會請所有人須保持教室整潔才能離
開。

● 補充：每個孩子的打掃能力不同，對乾淨的標準也不一樣，老師該怎麼檢
核？
回應：老師心裡必須有一個對整潔的明確標準，讓孩子可以清楚理解什麼
才叫做乾淨。這個標準不可以過度嚴苛，但也不能太隨便，讓孩子理解標
準在哪、如何達到標準也是一種成長。

＠下午開始圈
1. 大家在教室內自由走動。
2. 帶領者會隨機喊停請大家找自己身邊的八個人成為一組，每一組會拿到

一個骰子。
3. 投影幕上有骰子的點數與相對應的指定動作。



4. 擲骰子的人骰到什麼數字就要做出表上相對應的動作，組內的其他人也
要模仿其動作。

5. 依照表格上的順序由上往下對應動作，如果重複骰到相同數字就對應第
二列的動作。

6. 最先達到最下排任一數字的動作的組別就一起拍手，即達到目標。
7. 只要有任一組達到目標，所有組別即結束累計並重新進入下一回合。

＠生活學習空間
學校有兩個功能：學習，以及學習如何一起生活，因此營造讓孩子們感到舒適的
教室空間是非常重要的。空間營造的範圍不只有混齡團體的教室，也包含教室以



外的環境。

思考時間：對你來說，在為孩子們準備的學習空間裡什麼是最重要的？
學員回答：

● 安全
● 各種工具物品的豐富性、易取得性、擺放位置的穩定性
● 與課程學習內容相關的物品與資訊
● 不受打擾的角落
● 經培訓的老師
● 讓孩子覺得有安全感的氛圍
● 乾淨、有秩序

耶拿教育的教室
● 裡面應有各式各樣多元的活動，且要是孩子也可以獨立運作的。
● 在設計時，永遠要記得形式是因為功能而存在的，要先思考學生能夠如何

運用再進行設計，讓他們有妥善的工作空間。
● 如果有些活動或遊戲不適合在室內進行，也可以使用其他適合的場地
● 教室需要讓學生可以圍圈、可以對話、可以討論、可以分享
● 通常會在教室中間圍圈，而工作桌在圈外，讓學生可以離開工作桌到中心

圍圈。
● 在空間裡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他們會在這個空間裡生活在一起。對混齡團

體來說，這個教室必須要是同時適合三個年齡層的。

生活學習空間必須具備的要素：
● 有紀律、有規範
● 為孩子準備會讓他們感到舒適的空間
● 跟孩子一起討論他們想要的空間是什麼樣子的，讓孩子參與空間規劃的

討論，並啟發他們對這個環境的責任感
● 乾淨、整潔的
● 安全、溫暖的氛圍
● 有美感的
● 能夠展示學生的作品
● 所有人對這個空間是有貢獻與責任的
● 有時可以布置一些驚喜或是與當下主題相關的物品

Jaap展示了許多在荷蘭耶拿學校裡的照片，並講解這些布置的功能，以及學生如
何在這樣的教室裡生活與學習。

@小組討論與分享：空間改造
1. 討論主題：以同學校成員的小組進行討論，思考可以如何將自己的學校改

造成一個更吸引人的生活學習空間。
2. 討論完成後請每組作出一到三點的結論。
3. 每組推派一位代表，到下一個組別拜訪成為訪客。每組會遇到一位新訪

客。
4. 訪客要向新的組分享自己組別的結論，而聆聽的組別需要向訪客提出至

少一個問題請訪客回答。



提問：在耶拿學校，學生的午餐或點心會如何處理？學校會有統一為學生烹飪食
物的環境嗎？
Jaap回答：大部分的學生會帶家裡準備的餐點到學校享用，學校通常不會準備食
物。吃飯時間的規畫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當學生餓或渴的時候，可以在自己有吃
飯需求的時間在自己的座位吃；另一種是會在特定的時間集合圍圈，大家一起在
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吃，而老師會在這個時間為大家講一個故事或閱讀一本書。
Jaap比較傾向可以自在進食的前者，但後者亦有滿足社交需求的功能，因此學校
可以視情況選擇或是兩種形式輪替進行。

@禮拜四的分享與討論

@遊戲：いち に GO!
1. 回到早上星星遊戲的兩個大圍圈
2. 由其中一位自願者先開始
3. 有三種動作要依序進行

a. 第一位いち：舉起左手或右手，決定下一位是左邊或右邊的人
b. 第二位に：手舉過頭，指向左邊或右邊決定下一位
c. 第三位 GO：手指向圈圈裡任何一個人
d. 被指到的人要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

4. 被指到人開始重新一輪的いちに GO!
（在成員之間較熟悉的團體中，喊出GO的人時需要喊出被指的人的名字。此遊戲
可以幫助孩子們熟悉彼此的名字。）



@有節奏的週計畫
（暑訓手冊p.29-30）
每個耶拿學校都有生活學習空間，也一定具備由老師制定的有節奏的週計畫。有
節奏的週計畫會有三個元素：晨圈、工作學習時間、評量圈。

晨圈
每個早上都會有晨圈，每天早上孩子們就會進入教室圍成一圈。（有些老師一早
會直接開始工作學習時間，並約定一個時間與孩子們開始晨圈）
有時可以自己選擇位置，但大多數時間裡孩子們在晨圈裡都有固定的座位。每個
老師可以用自己喜歡或擅長的方式，例如演奏樂器、唱歌來開始晨圈，或是用與
學生約定好的方式和學生打招呼。
學員分享：

● 吹笛子來引起學生的注意，或是用演奏笛子或歌唱來改變氣氛或做為不
同階段的過渡。

● 每天早上進入教室時用當地語言打招呼，或是由學生輪流演奏樂器或表
演自己喜歡的動作。

● 學生在音樂課的開始會跟著一起唱老師以音樂課規則或招呼內容為主題
的歌曲。

對許多學生而言，一早來上課是很辛苦的，所以一早的開啟方式是很重要的。若
有學生生日的話也會有特殊的活動。除此之外也可以進行遊戲，改變課堂的氛圍
，帶來不同的能量。
在結束晨圈之前，老師會說明今天的課表內容。
晨圈通常不會超過30分鐘，但也不需拘泥於時間，晨圈裡的活動才是重要的。

工作學習時間
工作學習時間較長，有些人在接受指導時，有些人就會獨自工作，在這段時間裡
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同時在發生。
有時工作氣氛不佳時，老師可能會介入帶一個遊戲，帶進新的能量，在讓孩子們
回去工作。

評量圍圈



工作學習時間結束後會進行一個評量圍圈，讓學生對自己學習與工作的內容進
行對話。

老師的指導
每天一定都要有晨圈、三個工作學習時間、評量圈。老師必須對課綱與課程內容
很清楚才能妥善安排時間，並清楚要進行幾場指導。指導不一定每天都會進行，
會當學生需要學習新內容時才會安排。在指導時，必須要給予學生清楚的指導與
教學，才能讓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天進行獨立工作。這時混齡小組也得以發生作用
，孩子們可以向組內的其他人尋求幫助與指導。老師會明確地寫出對學生的指導
讓學生有所依循進行工作。並不是一開始就讓孩子完全獨立工作，而是慢慢一點
一點給予他們空間，讓孩子們慢慢學習到工作的方法。

家長的參與
在荷蘭幾乎每個學生都是自己安靜的上學，自己到生活學習空間裡。有時學生的
家長會一起進到生活學習空間，幫助家長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與生活以及在
學校會發生什麼事情孩子可以帶家長到各個角落安靜地參觀。但若老師要開始
活動時，家長就會自覺離開。有時家長也會進入到空間裡喝杯茶聊聊天，這讓他
們感受到他們是被歡迎的。

@班會
讚美：

● 非常紮實的課程，謝謝
許願：

● 請問Jaap是否可以分享PPT檔案讓大家溫習嗎？
回應：Yes！

● 想要知道更多關於開放式混齡團體的組成
回應：在學校裡大家的工作學習時間是一樣的，在開放式的混齡形式中，
所有同年級的孩子就會聚集在一起接受同一位老師的指導，其他年級也
會各自上不同的課程。在指導結束後，孩子們就會各自回到自己的混齡小
組裡進行老師所指導的工作。這也取決於學校有多少不同的科目要指導。
而在混齡團體的老師也會協助他們進行自己的工作。封閉式混齡團體裡
的老師就是要自己帶領每一個科目。

● 開放式與封閉式是可以同時在同一學校裡進行嗎？
回應：通常一所學校僅會決定以其中一種方式進行。

● 指導（instruction）和教學（teaching）的差別是什麼？
回應：在耶拿教育裡只會用「指導」與「獨立工作」。指導會精確地說明要達
成一件事情有哪些步驟要做。解釋一個科目的知識是教學，這與指導是不
一樣的。

提案：
● 翻譯有時可能會需要多一點時間

回應：Jaap表示他有時會講得很入迷就忘記了，會努力跟翻譯好好培養默
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