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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六六討論法(Phillips 66 technique)是由 J. Donald Phillips 首創，以腦力

激盪為基礎，適用於大團體。可避免因人數太多造成不利於自由發言的情形，

進而使參加者提出自身意見的機會增加。六六討論法又戲稱為嗡嗡法，這是透

過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討論，達到集思廣益、建立共識、找出問題答案，使學生

獲得知識的一種學習方式。 

模式 

1.  首先老師先將學生大約五或六個人分成一組每一組要有一位學生擔任主

席(可以輪流)，再由主席指定一位計時員，一位紀錄。另外推舉一位發

言人。 

2.  小組成員輪流發言，每人限時一分鐘，而且要剛好講足一分鐘，不足一

分鐘不可以坐下，激發思考強迫學生發言。 

3.  一分鐘時間到，主席應即切斷發言，輪由第二位繼續發言，直到每一位

都發言完畢。 

4.  每個人發言一次剛好費時一分鐘，發言時間為五或六分鐘即可結束。 

5.  發言人整合六個人的意見後，各組發言人輪流上台報告各組的結論，每

人亦限時 1 分鐘。 

http://www.sctcps.hc.edu.tw/publish/593/teacher.htm


6.  老師再做綜合說明與進一步的指導，所以整個討論學習活動約莫在 15-

20 分鐘內可以結束。  

注意事項 

1.  各小組擔任主席的同學應確實掌控時間，所以老師可以從旁幫助計時，

提醒更換發言人員。 

2.  鼓勵學生發言時應切合主題，越簡潔越好，但發言時間未到不可坐下也

不允許換人發言。 

3.  老師在設計探討的主題時敘述不宜太艱澀，讓學生容易明瞭。 

4.  討論活動實施前，老師應有足夠的暖身說明活動，以帶動學生進行討論

的氣氛，並指導學生以心得個人意見表達及交換為佳。 

5.  小組成員最好能打破小團體族群為分組原則，所以編組方式最好經常更

換，可以增加交換意見的機會。 

6.  對於同學的發言一定要指導學生做到傾聽與接納，不可中途鼓譟、反駁

或打斷發言，若有疑問可以在意見整理時互相交換與請教釐清問題。  

 

  



文本範例：PISA 閱讀成績退步，不是沒閱讀，而是沒理解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 2016-12-06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2979 

作者：黃國珍 (《閱讀理解》雜誌總編輯，長年推廣校園青少年閱讀工作者） 

閱讀素養教育投入大量的資源與人力，但是 PISA 排名卻不如預期。其實我們的孩子不是沒閱

讀，而是沒理解。先別急著管 PISA 排名，老師要建立「閱讀即是處理資訊」的觀念，才能引

導孩子，在碎片化的訊息中進行流暢的閱讀，成為一位數位時代的學習者。 

剛公佈的 2015 PISA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成績，台灣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大幅退步，從第 8 名

退步到第 23 名。這次的排名固然令人錯愕，但是若我們只看到排名的成績，那我們心態上依

然陷在多年教育只重視成績排名的思維。教育的目的不是追求排名而已，更要透過學生的表現，

來檢視學習的障礙與教學上的不足。這觀念正是 PISA 國際評量的核心價值，以學生學習成就，

作為檢視國家或區域教育體制並且進行改善的依據。 

這次「閱讀素養」成績退步，媒體上指出兩個原因： 

1，電腦考試學生不熟悉。今年首次改以非紙本、數位化測驗，與臺灣學生平時考試經驗不同。 

2，閱讀題數增加，文字多。今年「閱讀素養」題數從 2012 年的 44 題，提高了一倍到 88 題。 

但是仔細想一下，若全世界 74 個國家施測學生評量的方式、題目數與時間都相同，我們很難

將這共同條件歸為退步的主要原因。 

我們在閱讀教育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又有哪些方向是應該改進與努力的呢？我提供幾個更

貼近教育現場的觀察與建議 ：  

1，先別急著管排名，要建立學生「處理訊息資料」的能力。 

面對這次的結果，第一個問題不是要急著問：「如何改善？」，而是要問：「閱讀素養教育的

內涵是什麼？」 

過往閱讀教育建立在語文教育中「情意內容」的理解，但在今日，閱讀素養代表的是學生有能

力「處理訊息資料」。訊息資料的範圍極廣，呈現形式也相當多元，包括知識、數據??等，而

情意僅是訊息資料的一種，建立理解，還需要了解各訊息背後的關聯性，以探究作者的思維與

敘述脈絡。有了這基礎，閱讀素養便可以支持各科的學習。所以，閱讀素養教育的內涵，其實

是讓孩子在面對各類議題與資料形式，都有能力透過辨識、提取、統整，建構出意義，作為學

習與探究的歷程。而這個閱讀教育的內涵，目前在教學現場還沒形成共識。 

2，數位時代來臨，正視數位閱讀的挑戰與價值 

談閱讀素養教育需要一個基本認識：「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片段訊息的統整」，而數

位時代的閱讀，更明顯的呈現這個事實。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flip-columnist/37


數位閱讀的特質是片段、跳躍、破碎的，如何在碎片化的訊息中進行流暢的閱讀，建立嚴謹的

脈絡；理解詞彙之外，更著重文章背後所帶出的寓意，對閱讀內容或文本形式進行思辨與批判，

這非常考驗學生的理解能力，並非讓孩子「自己上網」就可以自然培養，需要教學者先建立「閱

讀即是處理資訊」的觀念，才能引導孩子建立在數位時代的閱讀能力，成為一位數位時代的學

習者。 

3，題型改變，表示「應用知識」的能力更重要 

素養評量的題目的確與過往題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若僅解讀為「改變題型」，那完全誤解了

理解型評量的意義，更無助於孩子未來的學習。 

 過去題目設計的目的，是要了解學生對知識精熟的條件，這是合理的。但是，現今的趨勢更重

視的，是學生是否有「應用知識」的能力，為了評量學生使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題目在

設計上需要提供模擬真實情境的訊息，以評量學生理解、思考要應用哪些知識來解決問題的能

力。教學者若沒有這層認知，就會忽視培養能力與素養的基礎 ；套用重複做練習卷的模式，

將會誤導學生學習任務，並且背離了教學的目標。 

4，素養能力怎麼教？為教師增能迫不及待 

過去兩年，每一年我都有超過 130 場到校的分享與交流，台灣教育現場第一線老師的努力讓

人感動，但是他們的挑戰與困境，也正是台灣閱讀教育的挑戰與困境。 

幾乎每次到學校拜訪，都有不同科別的老師問我：「素養能力要怎麼教？」、「有層次的理解

型題目要怎麼出？」、「學生發散的回答要如何引導收斂？」、「問一個好問題不夠啊，要如

何連續問好問題？」，教師甚至還要解決學校段考題目的答案與家長認知不同的爭議。 

有些教學者將閱讀策略當作知識教導，忽略了真實閱讀及感受與思考的重要性。教學者的增能

是迫不及待該做的事，當老師有足夠的能力，學生才有學習能力的機會，否則老師的困境，就

成為學生學習的困境。 

5，考招制度不改革，閱讀素養教育難以推動  

台灣有許多認真的老師，各自努力推動閱讀素養教育，卻經常是一人孤軍奮戰，還要面對家長

的質疑，「這跟考試有關嗎？」 

不可諱言，還是有一些老師或家長，對閱讀教育抱持觀望的態度，反映了這些朋友對教育主管

機關過往推動改革的態度。台灣是一個對教育體制缺乏信任的社會，我可以理解這心態，但是

最有影響力可以化解的，是教育當局的態度，這不僅表現在教育政策的擬定，更需要在教學現

場與家長重視的升學評量上，反映出新指標的價值。 

教育思考的不是名次，而是國家未來，未來才是度量當前教育的量尺！ 

這些是閱讀素養教育的問題，也是台灣教育的核心問題。 

 



六六討論法進行流程建議 

一、學生進行分組、安排情境 

    ◎學生大約五或六個人分成一組 

二、各組推舉主席及人員 

    ◎推舉主席(可以輪流)，主席指定計時員、紀錄、發言人。 

三、公佈討論議題及進行相關說明 

    ◎閱讀文本後，請說出您認為最重要的、印象最深刻或應採取之行動。 

四、各組進行討論 

◎小組成員輪流發言，每人限時一分鐘，而且要剛好講足一分鐘，不足一分

鐘不可以坐下，激發思考強迫學生發言。 

◎一分鐘時間到，主席應即切斷發言，輪由第二位繼續發言，直到每一位都

發言完畢。 

五、各組歸納討論結果 

   ◎各組歸納小組成果，準備一分鐘的成果報告。 

六、各組上台報告各組結果 

   ◎各組發言人上台報告小組成果，限時一分鐘。 

   ◎教師邀請某一組計時員協助計時、邀請某一組紀錄協助紀錄。 

七、學生與教師共同討論 

   ◎師生共同討論、歸納各組小組報告成果。 

   ◎共同思考可進一步探究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