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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教學應用 

古容綺 

台中市北屯區東光國小教師 

壹、前言 

辯論行為常常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更充斥在電視報導、政治新聞裡，

每當選舉活動時，電視台所舉辦的候選人辯論會，更是辯論的高潮。然而辯論活

動若沒有透過民主的溝通模式，很容易讓人對辯論產生誤解，誤以為是辯論是有

失風度的和自己立場相反的一方對罵，辯論應該是意見不同的雙方，技巧性的找

出雙方意見的矛盾點，經由相互的詰問，使討論的事項更清楚，設計出更好的、

更可行的意見或政策，是一種民主的溝通方式。 

課堂的辯論活動是將學生由被動參與化為主動加入的開放式的教學活動，能

培養學生民主的溝通方式，故筆者想把辯論活動帶入課堂教學，讓學生親自參與

辯論活動。了解到辯論活動是非謾罵、無理性的，而是有風度、有理性的討論活

動，並能練習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知道每件事情都有許多不同層面，拓展學生

的視野。 

貳、何謂辯論 

辯論是「思想」和「說話」的結合，有衝突的雙方，透過有思考、條理的語

言來化解的過程。依照何三本 (1997)可分成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層面來說

明。 

一、廣義而言 

生活中，辯論無時無刻在發生，不需要任何辯題，無任何形式、組織、制度，

爭論的各方人數無法相等，所持的立場也不能只限正、反雙方，也可能有第三、

第四種不同的立場。任何時間皆可發生。 

二、狹義而言 

在辯題、形式以及組織規定都有嚴格的規定。 

（一）就辯題上說 

辯題的產生要經過正反雙方的領隊會議作充分討論，還要進一步透過領隊會

議把題目的定義界定出來。 

（二）就形式上說 

正反雙方隊伍的人數必須是相等的，也只能有正、反雙方的相對立場，不可能有

第三種不同立場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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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組織與規則 

正反雙方必須有領隊、隊員，且隊員人數必須相等，一辯、二辯、三辯及結

論必須於賽前定妥。 

參、辯論教學相關理論 

每一種教學方式都有其理論基礎，辯論教學也不例外，以下提出兩個與辯論

教學活動有關的理論。 

一、布魯納(Bruner) 的「發現學習論」 

Bruner的發現學習論認為學習的主要條件是主動探索，並從事物的變化中發

現其原則，強調學習情境的結構性，培養學生自行求知的判斷力，靠著自行探索，

發現自己的錯誤並修正，其學習效果比被動接受更有效。 

二、人本主義 

人本主義認為每個學生都有學習潛在能力，應順應天賦並給予機會，有效的

學習必須靠學生自主學習、探索發現，教材必須符合學生生活經驗，主張合作學

習，除了培養學生的求知能力，發展人際溝通能力，養成團隊精神，也是人本主

義的重點。 

結合以上兩種理論，就形成一種以學生自學為取向的教學策略，強調學生們

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學習、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追求新知、將學習內容與現實生

活結合。 

肆、辯論教學的功能 

生活中有許多重要的過程，都是以辯論的方式來進行，辯論教學能給予學生

均衡的語文及思維學習經歷，並把孩子該有的聽、說、讀、寫四大能力結合起來，

使學習內容更有意義和教學更具趣味。以下依馮興華（2010）辯論教學的功能分

為學生和教師兩方面來說明。 

一、教師方面 

辯論教學活動可以轉變老師的教學觀念，傳統的教學強調教材的順序性、銜

接性及系統化的教學，老師按照教科書廠商提供的教學手冊，照本宣科的教授，

孩子處於被動的接受，辯論教學則打破了原有教材的知識系统，由一個觀念向四

面八方輻射出去，涉及的知識也五花八門，教師必須提升自己的知識能力、組織

能力及應變能力。 

透過論辯教學活動有利於加深教師對學生的了解，能準確的掌握學生的認知

情況，也能針對學生不清楚的認知，進行重點講解。辯論教學還能增進師生情感，

使課堂變得活潑熱絡，將教師的親和力植入學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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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方面 

辯論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式，能全面性提升學生的能力，因為辯論

教學是要求學生在短時間內思維高速地運轉，同時快速反應，他們要一邊注意聽

對方的發言，找出矛盾點，一邊還要顧及自己的觀點，迅速組織材料並給予對方

有力的反擊，這種緊張刺激的教學法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心智能力。在傳統教學中，

學生是知識接受者，處於被動的角色，老師是知識傳播者，而辯論教學則非常重

視學生的主體性，強調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發展他們的個性，強化能力的培養，

提高了其分析問题的能力，而教師只是起指導作用。 

辯論教學有利於提升學生多面向的思維能力，在辯論教學中想獲勝，就必須

多角度、全方位的思考問題，這種發散式的思維能力，可增強學生分析問题的思

維能力。為了找出自己觀點的論據，學生必須大量閱讀，再綜合運用聽、說、讀、

寫、思，這些都大大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及語文能力。 

伍、辯論教學實施 

辯論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生全面性的能力，故班級中舉辦辯論活動，有其教育

意義。以下是筆者在班級實施辯論活動的過程。 

一、實施對象 

對象是筆者班上的六年級學生，對於辯論還停留在電視上的政治辯論，認為

是吵架的一種，從未參與過辯論活動，對於奧瑞岡式辯論比賽規則，也是一頭霧

水，對於辯論活動的認識，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二、實施流程 

由於學生先備經驗的不足，決定先撥放一段奧瑞岡式辯論比賽的實況，期望

學生對於辯論賽的流程、角色功能有基本的認識後，再舉辦一場辯論教學示範賽

給全班同學觀摩，讓學生藉以體會辯論教學的真諦。  

第一週先由教師帶領全班集思廣益討論辯題：小學生可以談戀愛／小學生不

可以談戀愛，運用論點單刺激思考：把黑板均分為四部份，在左邊的格子裡由上

而下條列寫下己方論點，並在每一論點後畫一箭頭，如：→，提示學生在箭頭後

需轉換立場，想一想要怎樣反駁箭頭前所說的理由，將所想的寫下，在其後再畫

一箭頭，再轉換立場，再思考，如此循環。透過全班意見歸納成正反方，這些意

見便是論點，接著透過小組討論幫每個論點找論據。這些步驟先由教師帶領全班

一起討論，讓學生熟悉辯論教學的方式及方法。也要讓學生知道辯士的職責，前

段的辯士要清楚陳述、中段的辯士要反駁和攻擊、後段的辯士要正反比較。 

最後辯題的選定由學生們票選出來的題目正方為「學生應該有回家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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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為「學生不應該有回家功課」。有關辯論教學的實際實施流程如下表： 

時間 進度 

第一週 

1.撥放奧瑞岡式辯論比賽 

2.講解辯論比賽規則 

3.辯題：小學生可以談戀愛／小學生不可以談戀愛(全班討論) 

第二週 

1.票選辯題：學生應該有回家功課/學生不應該有回家功課 

2.小組共同討論、抽出正反方、蒐集資料、分享資料。 

3.選擇示範賽辨士 

第三週 
1.分組練習 

2.討論質詢、練習申論 

第四週 

1.正式比賽 

2.教師回饋 

3.學生心得分享 

三、實施方式-奧瑞岡式辯論法 

    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研究出來的這套以問答形式為主的奧瑞岡式辯論法，不

再將辯者分為主辯、助辯、結辯，使得每個人都是均等的，大家都是主辯，也都

是助辯，每個人都要面臨被質問，也都要當面質詢別人。 

國內現行的奧瑞岡式辯論賽，採用三人制，時間採用「三—三—三」制，辯

論的流程為 1.正方一辯申論。2.反方二辯質詢。3.反方一辯申論。4.正方三辯質

詢。5.正方二辯申論。6.反方三辯質詢。7.反方二辯申論。8.正方一辯質詢。9.

正方三辯申論。10.反方一辯質詢。11.反方三辯申論。12.正方二辯質詢。13. 先

結辯方結辯三分鐘。14.後結辯方結辯三分鐘。 

 

 

 

 

 

 

 

                            交互質詢的次序 

陸、辯論教學檢討 

    透過這次的辯論教學活動，讓學生大開眼界，也真正理解到辯論的真諦，知

道流利的口才是良好溝通的必要工具；清晰的思路，能幫學生迅速掌握重點；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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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組織能力，讓學生以簡馭繁；機智的反應力更是處理危機的首要條件。這次

的辯論賽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以下針對這次實施論辯教學活動提出幾點建議： 

一、辯題的選擇 

    辯題的選擇關係著辯論比賽的成功與否，所以讓學生選擇辯題時，教師必須

嚴格把關，選擇一個好的辯題也等於辯論賽成功了一半。 

二、分辨資料的優劣 

    資料的蒐集五花八門，哪些是找資料的好幫手,哪些是垃圾資訊，教學生分

辨哪些是可用的資料，甚至區分出資料的重要程度，排出優先順序，是老師教學

的一大重點。 

三、辯士的挑選 

    基本上是由學生自願報名，經教師認可後做自由組合，盡量採用自願的方式

選擇正反方論點參加是因為發自內心支持和認同，才有最高的參與熱情，發揮最

高的辯論水準。但為了辯論比賽精采，可進行私下調控，先在課堂前遊說一些腦

筋靈活、有獨特見解、思維活躍、口才好的學生報名參加 

四、引導與結論的重要性 

   辯論教學比賽的目的與一般的辯論賽不同，不在於要爭勝負輸贏，也不強調

辯論技巧，而是透過辯論教學的形式，使學生更全面性深入的了解問題。在比賽

過程中常有學生過分使用辯論技巧，糾結於細節，這時需要教師及時的引導糾正。

最後教師應對辯論賽進行點評總結，對辯論問題進行系統性的講解，讓學生能透

徹的理解辯論問題。 

柒、結語 

    辯論教學將學習的主導權由教師轉移到學生身上，並藉著團隊成員之間的互

助、協商討論，去建構更深層的知識學習，獲得聆聽、表達與尊重的基本能力，

這才是學生將來能在社會上應用的活知識。在思維層面上，辯論的要求是要人在

瞬間能夠針對敵方的演辭，盡快找出他們的謬誤，此外，事前的準備功夫，更能

使人明白到多種邏輯思維的運用。而且辯論能夠訓練口才，幫助人理解及掌握其

重點及技巧。 

從辯論之中，學生也學會了合作、風度、多角度思考，學習以理服人，培養

積極及包容的態度。教育改革強調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辯論正好讓學生在這幾方面都能有全面及充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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