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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聽演講這件事可能是相當違反人性的。

試想，一群人安靜地坐在一個封閉空間裡聽一個

人在台上講話，短則50分鐘，長則兩、三小時，
要能維持注意力，若沒有好萊塢電影的情節，內

容又不會挑起人的激情，恐怕就得有十八般武藝

了。

道具很重要。有人說，上課或演講若沒有

PowerPoint檔，就既沒有power，也沒有point。
也常聽說醫學院的學生在六、七年的學生生涯

中，幾乎都是在黑暗中度過，只有在課與課之間

的10分鐘才能重見光明，因為老師們教學都是用
PowerPoint檔案。從PowerPoint廣泛使用的程度
來看，吃粉筆灰、抄筆記的年代彷彿是很遙遠的

過去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新局勢？是慶幸多

數老師們免於吃粉筆灰的困擾？或是讚嘆知識傳

遞方式的進步？

PowerPoint這個科技的確是教學的利器，如
果使用得巧，它可以讓一堂課結構嚴謹、條理分

明，同時可以呈現生動活潑的圖像，讓教學更

加豐富有趣，這是黑板、白板或早期的投影片

都無法比擬的。21世紀以來，PowerPoint迅速流
行，遍及研究、教育、商業等領域，使用的方

式包括教學、報告、演講、產品說明等，它已

經是任何演講（presentation）的要件了。有人說
PowerPoint是知識社會的重要特徵，它使得知識
的傳遞突破很多界線，複製容易也使知識傳遞更

迅速。

不過，使用黑板的年代，授課者或演講者是

主角，黑板是工具。許多授課老師往往在上課前

就開始在黑板上振筆疾書，學生也在台下努力追

趕，師生一同寫下那堂課的內容大綱。其中，三

層式的黑板最令好書寫者過癮，一頁不夠可以再

來一頁。

在這種教室中，認真的老師為了把黑板上的

內容講解清楚，往往要在講台上賣力解說表演，

台前踱步就如知識的推演，時左時右，並適時拋

出問題，製造懸疑引導思考。學生的目光跟隨老

師，也跟隨黑板上的文字或方程式與問題。如

此，老師、黑板、粉筆與學生是課堂知識傳授的

重要元素。老師的講授方式是一門重要的技藝，

因為這往往是燈光明亮下的獨腳戲，若是表演不

佳，吸引力不夠，學生往往不是夢周公就是靈魂

出竅。也難怪有人說，教書演講是演藝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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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檔有不有力—知識傳授的技藝

圖片來源：日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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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的年代不同。老師只需在上課開始
前安裝好檔案即可，學生也不需動筆（幾乎每個

大學都要求教材要放到網路上讓學生下載），尤

其期待燈光暗下來的那一刻。因為PowerPoint的年
代也是網路的年代，有些人在網路裡生龍活虎，

在實際生活中則靜如木頭，要高段功夫才能激起

反應。在只重傳道不重解惑也不互動的課堂上，

在黑暗中睡覺顯得很自然，尤其是那些塞滿文字

的PowerPoint，彷彿要訓練學生或聽眾的速讀能
力。

對於不喜歡在台前被投以目光的講者而言，

PowerPoint這種科技是一種解脫方式，隱身在
PowerPoint之後的講者，就只剩下黑暗中來自角落
的聲音。同時，它的單向傳達模式，非常不利於

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教學，正可與填鴨式教學搭配

無礙。

也難怪有人會說PowerPoint是以講者為主的
一種技術，講者或許有power又有point，但聽眾
到底聽到或了解到了什麼？針對這個問題，反

對者提出許多批評，「PowerPoint讓你變笨」、
「PowerPoint降低了反思的可能」、「塞滿沒有脈
絡的知識」、「知識片段零碎化」及「不利統計

數據的呈現」之類的觀點近來有很多討論。其中

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因為PowerPoint帶來的災
難。

2 0 0 3年N A S A的哥倫比亞意外事件調查
（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報告中，
除了指出隔熱泡棉（foam insulation）的問題之
外，也令人意外地指出，有別於以往使用一般的

紙本技術報告，NASA已經過度依賴PowerPoint來

呈現複雜的資訊。當工程師評估太空梭機翼可能

的損害時，他們用PowerPoint來呈現所發現的資
訊，結果資深的主管看到的是塞滿了條列式重點

的投影片、簡化的圖表，幾乎無法釐清問題的頭

緒。因此報告中認為，光看這些PowerPoint根本不
可能察覺到問題的嚴重程度。

換句話說，PowerPoint做為呈現知識的工具，
雖然好用，講者的穿針引線仍然相當重要，必須

把每張投影片上面的點與點之間的邏輯建立起

來，說明其中的關係與重要性。同時，有的研究

指出，在教學使用上，PowerPoint對於學習效果
並沒有顯著提升，關鍵仍然是在傳道解惑者的功

力。就知識的傳播與講授而言，PowerPoint僅是
其中的一個元素，還需要人的身體及各種肢體動

作、人的講解，甚至是講者與聽者的互動對話，

才能完整並達到起碼的功能。

也就是說，PowerPoint上的知識內容及任何幽
微的意義，還是得靠人把它「演」出來，身體的

參與有它的必要性，無論是講解、手勢、臉部表

情等，唯有如此，了解與溝通才能完整。在這個

面向上，黑板與PowerPoint的差別並不大。至於沒
有人現場演出的知識，一篇文字精確清晰、邏輯

關係清楚、證據充分的文章還是最有效的工具。

當然，前提是，在文字的彼端有著用心閱讀的讀

者。

王秀雲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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