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投稿日期：2015/11/10；修正日期：2016/03/03；接受日期：2016/03/11)

郭俊麟
＊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E-mail: z26@stust.edu.tw)＊

175

    面對社會快速發展，對於學生所需的關鍵能力：強調經驗與反思，具

備創意、創新、跨領域、知識統整等特質之人才養成，鼓勵以行動導向的

學習方式，以解決真實問題為核心的學習過程，係當前大學課程改革的發

展趨勢。教育部 100 學年度推動之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透過

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與融合專業教育之教學改進課群，進行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思維與教學，培養學生具有發掘公共性議題，並以創造性解決問題之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本文以該計畫 C 類績優夥伴課群發展績優指導計畫

之執行實務經驗為基礎，探討如何進行課程設計、規劃教材內容、授課方

式與技巧，以及籌組教師社群，從而提升課程教學品質，達成優質課程推

廣目的。在規劃內容中具體實踐下列目標：(1) 教學方式變化創新；(2) 課

程內容完整規劃；(3) 作業設計符合課程；(4) 多元評量學習成效；(5) 議

題設計內容深度；(6) 教學助理工作規劃；(7) 教學網站規劃建置；(8) 建

立課群合作模式；(9) 課群資源共同分享；(10) 績優課程示範推廣。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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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合作的經驗成果，建構課群合作推動模式，讓教師認同與投入，共同

精進課程教學內容，構思創意教學方案，培育學生公民素養，提升課程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壹、前言

關鍵詞：通識教育、教學設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創意教學、學生學習

    以生活經驗為中心，培養學生具備因應未來生活所須具備的知識、技

術及素養，並且擁有接受挑戰的關鍵能力 (key competencies)，業已成為教

育界關注的議題，甚至被視為個人與國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社會運作過

程中，經常出現各式各樣棘手問題，諸如食品安全、環境汙染、藥物濫

用、暴力犯罪等等，嚴重者甚至威脅社會整體的延續。面對複雜多樣的社

會環境，學校依據社會存在之需要，以及反應社會發展之變化，建立相對

應的課程，教導學生瞭解問題、分析問題，從而提出方案、採取行動。大

學教育則提供學生未來生活、就業所需的知識及技能，在步入社會前接受

基礎教育和訓練，使學生在畢業離校之後，成為社會有用之人。面對當前

知識經濟與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唯有強化人力素質，方能提升國家競爭

力，而強化人力素質，就必須依靠教育來達成。有鑑於此，各國的教育政

策皆逐步由傳授各學科領域專業知識轉向培育學生具備關鍵能力，特別是

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大學的課程與教學如何因應社會發展趨勢，課程規劃

與教學設計的精進與創新成為重要關鍵。

    教育部於 100 學年度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主要透過

通識教育及專業教育的融合貫通，在關懷社會真實議題或探討實際案例之

前提下，培養學生具備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公民核心能力。

依據該計畫之計畫緣起，「教育方式將從過去『廣泛知識』的傳授，轉換

成『核心能力』的鍛造，也強調多元思考、團隊合作、溝通協調、價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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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行動力等能力的養成（教育部，2012）。」因

此，這項計畫推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思維與教學，強調經驗與反思；鼓勵

以行動為導向的學習形式、以解決真實問題為核心的學習過程；不僅在增

進學生知識的應用廣度、發掘公共議題，培養解決問題之公民核心能力。

此外，該計畫強調「在培養現代公民策略的布局上，除強調通識課程本身

的系統性外，加強通識與專業課程彼此之間的融通，營造具組織性、整合

性的環境教育與生活教育也是重要的工作（教育部，2012）。」故該計畫

亦讓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教師攜手合作，嘗試藉由籌組課群、協同教學及

經驗交流，達成課程品質、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三贏目標。在此計畫

中，筆者主要執行該計畫「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 C 類績優

夥伴課群發展之績優指導計畫」，C 類績優指導計畫主要由曾獲教育部

「通識教育課程績優計畫」或「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績優計畫」獎勵之

教師，提出「績優指導計畫」並搭配「夥伴課程計畫」共同合作。每一績

優指導計畫所搭配夥伴課程計畫類型，可為通識課程或專業領域課程。自 

100 學年度起至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止，筆者計帶領 9 位教師（7 位通識

教育中心教師與 2 位資訊傳播系教師）及 10 門課程（如表 1）。本文主

要以筆者帶領教師執行該計畫之實務經驗為基礎，探討整合課程以經營課

群、規劃課程設計、創新教學內容、精進授課方式與技巧，透過課群的共

同目標，建立分工合作機制，提升課程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進以培

養學生公民素養及推廣優質課程。

1
表 1：各學年度／學期指導及合作課群課程表

1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與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媒體與資訊社會」課程，以及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與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臺灣與世界」課程，皆為相同課程名

稱，但由不同教師授課。

學年度／學期 課群名稱 課程名稱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攜手精進、創新教學

媒體素養與專業倫理

課程屬性

通識課程

專業課程

藝術與美學欣賞

傳播理論



貳、課群合作與經營

    每門課程都有各自獨立的教師與學生，但知識學習具有連貫性與延伸

性，包含多門課程所組成的課群，讓相關的課程有機會連結在一起，學生

不侷限於單一課程的學習。凡是加入課群的課程，教師與學生皆能共同參

與課群活動，並藉此擴展學習廣度，增進師生互動交流機會。以 101 學年

度第二學期帶領之「美學素養與空間敘事」課群為例，該課群含括 1 門專

業課程—「策略傳播」及 2 門通識課程—「臺灣與世界—從在地出發」、

「國文—城市觀察與書寫」，跨及「媒體傳播」、「史地」及「國文」等

三項知識領域。如何聯結三門相異的課程，建構共同的主題平台，藉由活

動設計、交流對話、嘗試探索等途徑，以有效建構合作模式與整合教學資

源，讓不同專業領域的教師有機會彼此觀摩教學技巧、分享教學經驗等，

係成立課群前筆者思索的主要問題。依據課群合作成立之目的，以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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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課群名稱 課群名稱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

美學素養與空間敘事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 倫理素養與幸福人生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 生活美學與御宅文化

103 學年度第ㄧ學期 自由民主與媒體近用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

專業課程

媒體與資訊社會

資訊素養與倫理

策略傳播

臺灣與世界—
從在地出發

國文—
城市觀察與書寫

資訊科技與生活

生涯發展與規劃

流行音樂美學與
傳播媒體

臺灣與世界—
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

媒體與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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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內容，規劃課群合作架構如下：

    為能讓修課學生非僅獲得單一課程之知識學習，課群夥伴教師於個別

單元課程中，依據個人專業領域參與其他夥伴課程講授。例如講授「國文

—城市觀察與書寫」教師提供「臺灣都市詩的空間意象」及「臺南古蹟的

詩文題詠」等單元教學內容；講授「臺灣與世界—從在地出發」課程教師

提供「歷史書寫的感性與理性」及「歷史事件的真實與想像」等單元教學

內容；講授「策略傳播」教師提供「歷史影像紀錄概論」及「城市意象—

紀錄觀點」等單元教學內容（如表 2）。三門課程皆以「府城臺南—在地

的城市意象」為共通討論的主題，筆者預先進行「臺南生活好望角」之單

元教學內容，以引導後續課程推動，並融入課程單元講授內容。三門課程

皆在不同時段上課，以利課群夥伴教師前往協同教學。藉由相互支援授課

與教學資源共享，一方面讓學生獲得不同的知識學習，另一方面課群教師

亦藉此觀摩課群夥伴之教學技巧，達成師生雙贏效益。

圖 1：「美學素養與空間敘事」課群合作架構圖



    為能達成課群合作與績優課程推廣目標，亦邀請課群夥伴前來觀摩筆

者講授之課程，實際瞭解課堂經營方式、分組討論流程與帶領分組討論技

巧等。相互觀課的安排，有助於增加課堂經驗，將觀摩心得運用於個人課

程中（如附錄 1）。課群定期召開「課群團隊會議」，針對課程單元內

容、議題規劃設計、網站建置情形、教學助理注意事項、課堂觀察報告與

改善檢討、問題解決策略等進行討論，聽取課群夥伴反饋意見，給予課群

夥伴建議及協助 (Pella, 2011)。「課群團隊會議」是課群團隊彼此瞭解課

程的重要溝通平台，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流行音樂美學與傳播媒體」

課程為例，該課程以學生的音樂經驗（流行音樂）為出發點，引導學生對

於普遍存在的流行音樂文化與產業進行探討，增進學生對於流行音樂產業

的認識、傳播媒體資訊的判讀，以及音樂美學批判的能力。在教學活動以

及作業設計，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以音樂表達個人對於公共議題的感知。

在課程規劃中，為能讓學生親身接觸「非主流樂團」、「非主流音樂」，

教師規劃安排帶領學生前往〝live house〞現場聆聽，由於演出時間皆在

夜間，故安排在夜間前往。這項規劃於課群團隊會議中提出與討論，基於

課程目標、演示內容、參訪地點等綜合考量，決議建請教師及教學助理注

意學生安全，禁止飲用酒精類飲料，另建議邀請演唱者來校演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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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美學素養與空間敘事」課群教師協同授課規劃表

週次 課程名稱 講授主題 

第三週

第三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四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五週

第五週

國文—城市觀察與書寫

臺灣與世界

策略傳播

國文—城市觀察與書寫

臺灣與世界

策略傳播

國文—城市觀察與書寫

臺灣與世界

策略傳播

協同授課教師

郭老師

郭老師

郭老師

陳老師

黃老師

張老師

黃老師

張老師

陳老師

臺南生活好望角

臺南生活好望角

臺南生活好望角

歷史書寫的感性與理性

歷史影像紀錄概論

臺灣都市詩的空間意象

城市意象—紀錄觀點

臺南古蹟的詩文題詠

歷史事件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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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能身歷其境，亦可獲得學習效果。類此校外參訪規劃，經常見於課程

規劃中，惟教師在參訪地點、時間的選擇上，應以學生安全為優先或採取

其他方式進行體驗。

    課程與教學依據知識發展、社會脈動與學生特質，經由反覆實施操

作、檢討、評量及修訂，使得課程與教學趨於理想目標。如何引導教師設

計規劃優質課程，建立知識與社會之連結，引導學生認知社會並親身探索

解決，誠為課群合作的宗旨目標，具體實踐：(1) 教學方式變化創新；(2) 

課程內容完整規劃；(3) 作業設計符合課程；(4) 多元評量學習成效；(5) 

議題設計內容深度；(6) 教學助理工作規劃；(7) 教學網站規劃建置；(8) 

建立課群合作模式；(9) 課群資源共同分享；(10) 績優課程示範推廣。在

課群合作過程中，須有教師扮演「輔導者」、「分享者」與「協助者」的

角色，給與課群夥伴建議及協助，在課程單元、作業設計、評量方式、教

學助理培訓、分組討論規劃、教學網站建置、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其他教

學活動規劃等等，提供建言與改善策略。為能協助課群夥伴掌握課程重

點，達成優質課程推廣目的，主要依據下列步驟給予指導協助：(1) 說

明；(2) 規劃；(3) 輔助；(4) 執行；(5) 檢討（如圖 2）。

圖 2：協助課群夥伴課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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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此一循環過程，首先就課群目標及分工合作項目向課群夥伴進行

說明，提供先前課群運作經驗及課程範例，給予課群夥伴教師參考運用，

惟仍依個別課程進行教學設計、規劃特色教學內容。在課程實際教學過程

中，持續與課群夥伴教師溝通討論，並親自前往課堂觀課，給予夥伴課程

觀察建議，包括：(1) 學生學習；(2) 教師教學；(3) 授課內容；(4) 教學助

理；(5) 課堂經營等五項觀察重點（如表 3），觀察結果於課群團隊會議

中進行檢討，以利課群夥伴精進改善，落實輔助效果。

表 3：課堂觀察重點與指標

觀察重點 觀察指標

﹡ 學生是否進行課前預習準備？

﹡ 學生是否專心聽講？是否有進行筆記、查閱或回應？

﹡ 師生有何互動？互動對教學目標達成有提供幫助？

﹡ 學生參與分組討論情況如何？

﹡ 參與分組討論的人數、時間、過程如何？

﹡ 學生同儕互動狀況如何？有何互動行為？

﹡ 學生自主學習形式（探究／筆記／閱讀／思考）有哪些？

﹡ 學生有無自主學習活動？自主學習的品質如何？

﹡ 學生是否明瞭課程的學習目標？

﹡ 預設的目標達成有何證據（觀點／作業／表情／討論／演

    示）？

學生學習

﹡ 教學係由哪些環節構成？是否以教學目標為核心？

﹡ 教學時間如何分配？

﹡ 教師如何講解課程？講解是否有效（清晰／結構／契合主

    題／簡潔／語速／音量／節奏）？

﹡ 板書如何呈現？對學生學習提供幫助？

﹡ 簡報和多媒體如何呈現？是否適當、有效？

﹡ 學生提問的次數、類型、深度如何？

﹡ 教師回答學生提問的方式和內容如何？是否確實回答？

﹡ 出現哪些話題？話題與學習目標的關係如何？
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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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重點 觀察指標

﹡ 如何指導學生自主學習（閱讀／作業／上網）？

﹡ 如何指導學生合作學習（討論／活動／作業）？

﹡ 如何指導學生探究學習（分組討論／專題研究／報告）？

﹡ 教學設計有何創新調整？效果如何？

﹡ 如何處理來自學生或上課的突發狀況？

﹡ 教師非言語行為（表情／移動／體態）適當？具有特色的

    課堂行為（語言／學識／技巧／思維）？

﹡ 預設學習目標為何？學習目標的表達是否清晰？

﹡ 學習目標是根據什麼（課程標準／學生／教材）預設？是

    否適合學生？

﹡ 在課堂中是否生成新的學習目標？是否合理？

﹡ 教材如何製作？是否突顯課程的特點、核心能力及邏輯關

    係？

﹡ 教材是否適合學生？如何滿足不同學生需求？

﹡ 預設哪些方法講授（討論／活動／探究）？與學習目標適

    合度為何？

﹡ 創設情境是否有效？

﹡ 檢測學習目標所採用的評量方式是否有效？

﹡ 是否關注在教學過程中獲取相關的評量訊息（問答／作

    業／表情）？

﹡ 如何利用所獲得的評量訊息（解釋／反饋／改進建議）？

﹡ 運用何種教學資源？

﹡ 資源的利用是否有助於學習目標的達成？

﹡ 學生作業與學習目標達成的關係為何？

﹡ 向學生推薦哪些課外資源？可取得的程度如何？

授課內容

﹡ 教學助理是否隨班上課？是否協助課堂準備？

﹡ 教學助理是否預先預習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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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重點 觀察指標

﹡ 教學助理帶領分組討論是否流暢？引發學生討論興趣？

﹡ 教學助理是否關心學生學習？主動回答學生疑問？

﹡ 教學助理是否確實完成教師交辦事項？

﹡ 教學助理與師生互動良好？主動關心師生？

教學助理

﹡ 學習目標是否關注知識深度（解釋／解決／統合／評價）？

﹡ 教學是否由問題驅動？

﹡ 如何指導學生開展獨立思考？如何對待或處理學生的錯誤？

﹡ 課堂用語措辭如何？學生是否準時參與課堂教學活動？課堂

    氣氛如何？

﹡ 師生行為（情境營造／問答機會／座位安排）如何？

﹡ 教學設計、情境創設與資源利用有何新意？

﹡ 教學設計、課堂氣氛是否有助於學生表達自己的創意想法？

﹡ 課堂教學達成何種目標／資源？教師如何處理？

﹡ 學習目標是否適合全體學生？是否關注不同學生的學習需

    求？

﹡ 特殊（學習障礙、身心障礙、罹患疾病）學生的學習是否得

    到關注？座位安排是否適當？

﹡ 授課教師具備何種特色（言語風格／行為特點／思維觀

    念）？

﹡ 課程設計具有特色（講授流程／教材製作／教學策略／學習

    指導／師生對話）？

﹡ 學生對教師教學評價如何？

課堂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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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設計與規劃

    教學設計係課程教學的前置準備工作，針對教學實際需要擬訂策略

方案，以引導教師有效教學。有關課程設計的理論取向包括（黃政傑，

1989）：(1) 強調知識體系，以學科為課程設計核心；(2) 以學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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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學生的需要、興趣及能力；(3) 強調社會取向，分成「社會適應」和

「社會重建」兩種觀點；(4) 強調科技應用，主張客觀化和系統化的課程

設計程序。無論是課程的目標、活動、內容、評量方式、知識觀或師生互

動等等，課程發展本身皆受到上述取向的影響。各種理論取向在課程設計

上，都有其主張的優先順序，它們支持了某些教育理論，同時也否定或輕

視其他理論。在實際的教育情境中，教育可能是各種取向的混合運用，教

育措施極少僅採取唯一的理論取向。筆者在帶領夥伴教師進行教學設計過

程中，教師對於學科知識觀念的講授內容較無疑義，共通點皆強調以學生

為中心進行教學設計，惟如何讓學生將學科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如何設

計課堂活動及專題報告，以及如何將核心能力融入課程設計當中，則是每

位教師亟需思索與常見的問題（黃俊儒，2014）。以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之「傳播理論」課程為例，該課程為資訊傳播系大一必修基礎課程，旨在

介紹基礎傳播理論，帶領學生探討當代傳播問題，以及傳播科技對人類生

活造就的深遠影響。為能將學科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該課程結合「服務

學習」，將課程與社區結合，讓學生應用所學進行地方文化與民間習俗之

保存與紀實，藉由實際邀請、訪談社區民眾，瞭解社區需求及風土民情，

再以拍攝紀錄片方式，保存地方民俗文化影像。紀錄影片不僅於網路上傳

播，亦燒錄光碟供社區保存，學生在實際記錄過程中，理論與實務相結

合，培養媒體素養能力。再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國文—城市觀察與

書寫」課程為例，為能提升學生對文字、情感、城市、生活之美的體認層

次，豐富美感之領受與實踐，將臺南在地資源融入課程作業，除了訓練學

生寫作能力外，並藉由對在地生活空間的觀察—臺南市好望角計畫，強化

對公共領域事物之感知，從而珍惜環境資源、關注城市文化。 課程從「

當代散文」與「現代詩」中，精選關於城市觀察與書寫的作品作為主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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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臺南市政府於 2004 年起推動好望角計畫，係為改善市容、活用土地與社區營造

的市政專案，鼓勵地主將閒置空地空屋改造為綠地、簡易運動場或停車場，並且

結合社區營造，鼓勵社區參與維護，此計畫也成為城市借鏡與交流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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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若缺少學生的注意，則成效必然降低。教學活動的實施，首

要工作在於有效引起學生的注意，方能獲得預期效果。教師必須在教學設

計中預先準備各種引起學生注意的有效策略，如以視覺、聽覺或觸覺等感

官刺激來帶動學生。

一、注意 (attention)

本，賞析名家作品的文字之美，並進一步從中學習寫作如何構思、如何運

用文字，以強化語文表達的能力。從問題討論、在地觀察與實作，反思城

市生活的各層面，例如對政策的批判、對環境資源的珍惜、對城市文化的

關注。課程的作業設計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結合，透過對城市景觀與社區

生活的觀察，增加社會參與經驗、強化對公共領域事務之瞭解。

    早在 1960 和 70 年代，即有強調課程應結合學生實際生活經驗，才能

引發學習動機與興趣之主張，包含：(1) 採用個別化的教學方法，以符合

學生個別差異；(2) 修訂現有學習科目，納入學生關心的領域；(3) 提供變

通的課程方案，如選修課程，給予更多選擇的自由；(4) 課程應突破學校

框架，增加生活經驗學分及非正式的學習計畫。因此，周延的教學設計，

引導教師擬訂有效的教學策略，以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結合知識與實

作，培養核心能力，係引導教師進行教學設計的重點。依據 John M. 

Keller 提出之〝ARCS〞教學設計模式，此一模式設計即以學習者動機為

主要構念，將學習者動機視為教學設計的重點 (Keller, 2015)：

    關聯性係指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前，必須先針對學生的新舊經驗做有

效的連結，在單元之間、科目之間進行連貫。透過關聯性的連結，滿足學

習者在學習上的內、外在需求，增進積極主動的學習。

二、關聯性 (relevance)

    教學設計必須考量學生對於新單元或新教材是否具備學習信心，預

三、信心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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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立學生在學習上的信心以完成學習活動，是教學設計中重要的一環。

若學生對學習活動缺乏信心，則內在學習動機必然隨之降低，對學習不感

興趣，教學成效自然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換言之，學生對於學習活動充滿

信心，則學習的內、外在動機必然強烈，倘若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也

會設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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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度是在教學設計中，研擬如何提高學生在學習上的動機，以促進

學習成效。在教學設計中應將提高學生的滿意度納入考量，學生的學習成

果與本身的成就動機如果產生落差、或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付出與收穫

不成比例，可預期學習動機的低落，必然造成教學成效不彰。

    依據以上教學設計模式，為能清楚瞭解學生學習需求與教學反應，

課程於學期中與學期末皆進行問卷調查，針對「課程單元」、「教師教

學」、「教學助理」、「教學網頁」等項目，進行意見蒐集與分析，以利

瞭解學生學習需求，即時修正教學方法，並做為教學改進之參考。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臺灣與世界—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課程為例，在教學

過程中，由於學生對於人物或事件多屬陌生，若要求學生認真聽講，往往

無法提升學習興趣。故在期中教學反應調查後，授課教師即在教學單元中

佐以圖片、影像等教材，提高學生對事件的理解及歷史敏感度，增進學生

對課程單元的吸收。生動的教學方法與教材通常可以以吸引學生，並且更

容易瞭解所學內容。反之，單向、灌輸式的授課方式，會讓學生覺得乏味

而且容易遺忘。如果教師希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就應該提供學生在視覺

或其他感官方面的記憶點。在教學實踐中，提供學習者學習內容的實例、

圖像、圖片、掛圖等以增進學習效果，不能僅是單純講課。

    課程設計模式依其特色可分為三種：

（一）目標模式 (curriculum as product) ：

      強調達成教學目標。

（二）歷程模式 (curriculum as process) ：

四、滿意度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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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教學歷程。

（三）情境模式 (curriculum as context) ：

      以學校特色為主的本位課程。

    以上的歷程模式課程設計，具有以下特色：

1. 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師生的互動過程，尤其重視教師、學生與教材間的關

  係，採用啟發的方式，激發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重視學生透過自我的

  行動去獲得知識。

2. 強調學生「做中學」的探索活動，主張教學應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和行動，不預先設定學生學習的結果。

3. 課程設計較為民主、彈性，亦更重視啟發、行動與人文，學生學習無法

  用一套精確的工具來評量或限制其發展。

    在帶領夥伴課程中，教師經常提及將進行「做中學」的探索活動，讓

學生透過自我的行動去獲得知識。惟按照課程設計的歷程模式，雖然重視

由學生做中學和建構知識，但問題在於其教學成效和結果難以掌握，加上

學生興趣多元，教學不但難以完全符應學生的需求和興趣，教學內容和方

法的設計也難有固定的版本。教師能否有效進行班級經營和教學活動，皆

是歷程模式課程設計對教師教學的主要考驗。在筆者實際帶領課群過程

中，課群夥伴教師在規劃、分享如何改變教學、安排實作活動、引發學生

學習動機，應用所學分析社會問題等等，種種想法及規劃皆令人印象深

刻。課群夥伴課程教師最常提出的困難是：「兩個小時的上課時間太短，

課程無法全部講授。」、「課堂活動佔據較多課程講授的時間。」、「學

生對課堂互動及討論並不踴躍。」。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藝術與美學

欣賞」課程及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臺灣與世界—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

為例，兩位授課教師皆反應於執行計畫前，學生的學習動機較為冷淡，教

學內容無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冀望透過計畫執行與課群合作，能有改

進提升。

    學生獲取良好的學習效果，有賴於教師的教學方法、教材教具的製作

運用、學生的主動參與，以及營造課堂情境。教師盡責地傾囊相授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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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活動作業，但學生也可能因為需要學習的內容太多，沒有機會與時間

被充分地引導，更沒有切實地組織學習內容。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則需要

預先編排講授順序、教學內容量與時數分配合理的課程綱要，教學內容能

夠符合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各課程單元的設計理念與目標，經由課群的

討論與實際的演練活動，將教學作適切地調整。因此課程綱要應明定教學

目標，列出學生必須學會的能力指標，各單元明確列出教學的指導方向，

訂定符合教學目標的課堂活動 (Simplicio, 2002)。依據前述教學設計之理

論取向及課程設計模式，建構以下課程推動內容：

1. 透過課程單元規劃、教學策略與作業設計，將知識觀念與核心素養融入  

  課程教學，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結合知識與實作，發展獨立思考能

  力，內化成個人生活素養，將課程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觀察與行動。

2. 製作多媒體教材，持續觀察學生課堂反應，以茲做為教材改進參考。選

  擇妥適的圖片影像製作教材，有助於吸引學生上課注意力。教材如能配

  合時事議題，適時加入最新資料，亦能活潑上課內容。

3. 規劃安排業界專家演講，提供實務經驗分享，藉此補充課堂教學內容，

  拓展學生學習視野。專家預先提供講義教材，於演講後進行問答互動，

  學生應撰寫聽講心得，回顧及反思演講內容，增進聽講效果。

4. 激勵學生思考判斷，引發討論興趣。在課程中適時拋出問題，引導學生  

  課堂發言及表達意見。安排分組議題討論，透過小組成員合作，以及教 

  學助理協助引領，共同集思廣益，將所學知識與分析工具實際運用於議

  題的思考。

5. 運用教學助理協助課程教學，擔任師生之間溝通橋樑。教師與教學助理

  共同討論課程教學內容，掌握議題討論重點，蒐集資料製作教材，共同

  關心學生學習狀況，解答學生疑惑。

6. 建置課程教學網站，課程教材資料與網路連結資源皆建置在教學網站

  上，學生皆能藉由教學網站獲得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機會。學生作業

  統一上傳至教學網站，學生可藉此瞭解其他同學學習成果，互相觀摩

  學習。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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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進課群教師相互觀摩、學習與對話，分享教學資源。教師依據個人專  

  長領域，各自安排主題單元前往夥伴課程協同授課，一方面得彼此觀摩

  學習教學技巧，另一方面讓學生獲得不同的知識學習。

8. 設計期初學生學習需求問卷調查表，以及期中、期末教學反應調查表，

  分別於開學第一週、期中考前一週及期末考前一週進行問卷調查，以資

  瞭解學生學習需求及上課反應，進以作為課程設計及教學改進參考。

9. 定期安排教師與教學助理交流聚會，運用網路平台與課群團隊會議時

  間，分享教學心得與班級經營策略，集思教學創意，達成學生、教師與

  課程三贏目標：激勵學生主動學習、改善教師教學模式、提升課程品質

  內容。

10. 舉辦「課群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邀集課群班級學生，於大型教室

  各自展現學習成果。透過此活動得以讓所有課群修課學生，互相瞭解課

  群內之教學特色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課群合作目標。

    課群夥伴教師在課程實際運作過程中，對於如何進行分組議題討論，

以及妥善運用教學助理輔助教學，經常被提出與討論。如何規劃分組討

論，以及教學助理的妥適運用，茲敘明如下：

圖 3：課程規劃推動內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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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先安排分組討論時間，讓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的互動歷程中，引發  

  學生思考提問，教導學生分析問題方法，協助學生運用文獻資料。

2. 教師依據課程單元，預先擬訂分組討論議，議題設計與能否達成預期的

  學習目標相關，以及學生參與討論的投入程度。

3. 依據課程講授進度，全學期規劃至少 6 次的分組討論，每次討論時間 

    30 至 40 分鐘，安排在課程單元主題講授後，由教師與教學助理分別帶

  領各組討論。 

4. 在討論過程中，教師及教學助理遵守中立原則，與學生進行理性討論，

  而非主導討論。教師與教學助理維護各種表達意見，非一味要求達成

  共識。

5. 在分組討論前，由授課教師先就議題內容進行 5 分鐘說明。分組討論

  係針對該週講授之主題內容所預先規劃之議題，於課前先公布予學生

  準備。

6. 分組討論後，各組輪流一位同學將該組討論成果上台分享，每組時間 3

  分鐘，授課教師並就各組討論成果進行講評。

7. 教學助理將教師批閱後之分組討論意見彙整單，掃描上傳至教學網站，

  各組學生自行上網查閱成績，並得觀看他組分組討論成果（如附錄 2）。

    在課程內容中安排分組議題討論，對於已習慣單純聽講的學生而言，

是一項新的學習經驗。在分組討論過程中，學生接受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訓練過程，剛開始學生通常較為沉默，不善於表達個人意見，甚至排斥

此種學習方式，在經過適切的引導與鼓勵後，通常能適應這種學習方式，

一方面瞭解個人想法的優缺點，另一方面則培養尊重他人不同意見的民主

素養。教學助理將各組分組討論成果彙整單上傳至教學網站上供學生瀏

覽，彼此得以瞭解其他各組同學的討論成果，同時激勵學生彼此觀摩仿

效，提升分組討論的學習效果。

一、分組討論

二、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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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助理是教師與學生間的聯繫橋樑，對於學生的學習反應與吸收程

  度，教學助理得隨時向授課教師反應，以有效掌握學生學習狀況，適時    

  進行調整與修正。

2. 對教學助理予以訓練，包括分組討論引導方式、討論準備、溝通技巧、

  口語表達、班級經營、問題解決、領導方式等，讓教學助理在協助教師

  過程中，發揮輔助教學成效。

3. 教學助理應進行課前準備工作，於課前先由教師提示課程重點內容與討

  論議題，並提供相關參考資料供教學助理預先閱讀，增加討論題材，藉

  此有效激發學生投入問題討論與掌握思考方向。

4. 教學助理於課前先以電子郵件將分組討論議題寄送給每位學生，要求先

  行準備。教學助理帶領小組討論時需注意學生發言反應，鼓勵學生積極

  發言，藉由充分之表達、溝通與辯論，訓練學生分析問題能力，並分享

  其他不同的意見與聲音。

5. 教師每週定時與教學助理檢討課堂學生學習情況、分組討論成果，共同

  檢視教材內容，指導教學助理掌握課程重點與帶領分組討論，該週課程

  結束後，教學助理應即反應學生討論狀況，以作為下週課程內容補充或

  需加強改進的重點。

6. 教學助理於平日協助蒐集相關教材資料，經授課教師指示於圖書館、網

  路資源、報章期刊蒐集課程所需資料，供教材投影片製作及學生課外補

  充閱讀資料，協助製作投影片教材。

7. 建置線上討論議題，對於學生在線上議題討論所發表之意見，教學助理

  得參與討論、回應及發表個人想法。教學助理須統計各線上議題學生投

  入討論情況，藉此瞭解學生的問題興趣，以作為線上議題改進參考。

    為能提升教學助理工作職能與輔助成效，於開學前舉辦「教學助理培

訓暨經驗分享會」，由教師親自指導教學助理，針對課群合作重點內容、

工作職責與態度、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法等，給予各課程教學助理指導與鼓

勵。會中並邀請先前曾擔任課群課程之教學助理，分享分組討論帶領技

巧、課前預習準備工作、教材資料蒐集方式，以及課後線上輔導諮詢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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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達經驗傳承之目的，強化教學助理輔助功能。在剛開始的分組討論

過程中，教學助理通常會因學生的反應冷漠而感到氣餒，但經過數次的實

際帶領經驗與教師的提點指導，漸能掌握情境與學生反應，引導學生分析

思考，勇於表達意見，這對教學助理而言是一項難得的訓練成長。教學助

理從協助課程推動的過程中，亦學習如何製作會議紀錄、資料蒐集彙整分

析、製作簡報教材、人際溝通互動等等（如附錄 3）。從課群夥伴的教學

反應調查結果可知，學生普遍肯定教學助理的協助，在分組討論過程中，

給予學生適切的引導，對於課程學習與議題分析得以深刻瞭解與掌握。

肆、創意教學與實施

    2013 年，美國文理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之

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公布教育政策建議書《關鍵核心報告》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提出三項重要目標： (1) 教育人民使之成為具備知識、技能及判斷力的 21 

世紀民主社會公民； (2) 孕育一個創新、向上和健康的社會； (3) 培育國

際社會領導力。其主要的人才能力包括身處民主社會的「公民力」、跨學

科追求卓越的「跨域力」、能瞭解他國文化具備國際流動的「移動力」、

遠距無邊界的「資訊力」、實用專業導向的「就業力」和產學研究創造亮

點的「創新力」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3) 。面對環境

的變化與挑戰，要維持國家競爭力，必須擁有創意、想像力豐富、具溝通

應變能力且能面對新環境的人才。基於人才培育的發展趨勢，教師應突破

教學窠臼，課程導入創意教學，將創意運用在教學設計上，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與興趣。

    張世忠 (2002) 認為，教學創新必須： (1) 想出別人所想不出的觀念

和做法； (2) 對傳統或現況教學或作法之革新； (3) 教學創新是問題解決

的能力。創意教學不僅是教師創意思維的成果，同時也是教師創造力的發

揮。Ritchhart (2004) 認為，所謂的創意教學  (creative teaching)： (1)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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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能夠轉換學生課堂上的經驗； (2) 教學必須有助於技能、知識的取得

與瞭解； (3) 學生學習不限於課堂或書本上的知識。創意教學讓教師活化

課程教學，讓學生期待走入課堂參與學習。創意思考絕非無中生有，而係

推陳出新，發展運用新奇、原創或發明的教學方法，包括引進新的教學觀

念、採用多元評量方法、提出創新且具有價值的教學產品等等。在學生原

有學習基礎上，提供擴散思考的機會，充分發揮潛能（吳清山，2002）。

教師的教學風格、創意、態度、教室氣氛，以及師生與同儕之間的關係，

對於發展學生創造力具有正面的助益（楊坤原，2001）。

    教師的教學創造力是孕育學生創造力的搖籃，但是如何產生創意？產

生創意需要何種條件？面對這些疑惑，課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經由改變

既有的教學模式，在教室情境互動中，教師的角色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

採取以學生探究為根本的學習方法，設計具特色的作業報告及教學活動。

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藝術與美學欣賞」課程為例，於課程單元中規劃

校內藝文中心實地參觀活動，請藝文中心服務人員協助提供相關展覽資

訊，配合課程主題規劃參觀時間，教師實地現場授課。該課程妥善運用校

內場地資源進行教學，讓學生走出教室就近體驗藝文氛圍，瞭解藝術作品

意義與創作背景。再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由民主與媒體近用」課群

為例，在夥伴課程相近的單元課程中，安排實地現場參觀，亦有效增進學

生學習效益，讓學生實際投入情境，獲得知識增長。「媒體與資訊社會」

授課教師前往「臺灣與世界—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夥伴課程協同教學

時，即運用本身系所的攝影棚空間，讓非資訊傳播系學生亦有機會能實地

瞭解攝影棚，體驗新聞播報方式。在攝影棚的情境中，教師講授媒體傳播

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學生對於媒體運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以上

課程案例，皆是教師妥善運用校內資源，改變教室情境氛圍，達成課程目

標的創新改變。

    創意教學除運用在教學設計與過程外，亦展現在多元的評量方式，例

如在學生評量項目中，規劃分組討論、演講心得、課堂表現、報告撰寫、

活動參與、學習測驗等評量項目，跳脫單以紙本考試作為衡量學生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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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標準。多元評量是檢驗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途徑，注重學生的學習過

程，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全面表現，包含認知、技能、情意等。課程評

量項目需要考量設計的作業、報告或活動，對學生學習有何意義？學生由

作業、報告或活動學到什麼？教師對於學生的表現，應有詳實的記錄。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涯發展與規劃」課程為例，該課程採用多元評量

方式檢核學生的學習成果，包括分組討論、網頁線上討論、講台口頭報

告、平時上課表現、期中報告、期末測驗等項目（如表 4）。

    從學生學習成效來看，在授課方式、作業報告或課堂活動發揮創意，

對於學生學習與教學成效，具有正面的助益。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流

行音樂美學與傳播媒體」課程為例，該課程之教學評量係以音樂錄影帶

(MV) 之創作，以及音樂錄影帶之分析報告取代紙筆測驗。因此，課程具

體之學習成果為期中分組作業（MV 創作）、期末個人報告（MV 分析），

以及分組討論成果。從期末「教學回饋問卷」之填答結果得知，學生對於

音樂錄影帶的創作與分析，有正面的肯定和效果，例如學生指出「從一

開始的一直改歌詞到完整的 MV 出來，雖然感覺途中有經過一些挫折無

助，但最後看到完整的 MV 會有滿滿的成就感。」，也有學生提到「從

來都不知道原來欣賞 MV 是那麼有學問的事，在上這門課程之前總盲目

的看 MV ，現在看 MV 的同時竟然會反射性地去分析。」有學生認為，

表 4：學生學習評量表

評量項目 百分比 評量方式

分組討論

線上議題討論

講台口頭報告

平時上課表現

期中專題報告

期末測驗

總分

20

10

10

10

20

30

100

評分人員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學生互評

教學助理評分

授課教師評分

授課教師評分

分組討論單

網頁發言

報告內容

發言、出席

書面報告

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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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覺得每支 MV 或歌曲都還不錯，但現在會多方面去欣賞。」但也

有學生反應「 MV 很難」、「期末分析 MV，可能沒辦法做的很仔細，需

要經驗。」茲摘要列舉該課程學生問卷回饋意見如下表：

表 5：「流行音樂美學與傳播媒體」期末學生回饋意見表

回饋意見

上了一學期的課，現在可以很有自信的告訴身邊的好友什麼是流行音樂，
怎麼去體會這是否是首好的流行音樂。

教學內容讓我知道原來以前單純聽到的流行音樂其實有許多學問。

相當地貼近生活，可以瞭解其他人瞭解不到的知識。

能夠充分認識關於音樂方面的製作過程有多辛苦及相關法律保障。

作業設計可激發我們自己去探索，去瞭解流行音樂，我覺得很不錯。

老師、TA 與學生互動良好，增加學生對這門課的學習動力。

有任何困難 TA 都會積極解決，在課堂中跟同學有良好的互動。

TA 很關心組員情況，會主動詢問協助，有問題都會幫忙，非常好。

可以聽到更多不同的意見，瞭解其他不同的聲音。

可以增進自己表達的勇氣，促進組員關係。

可以親身感受樂團的震撼，非常有助這門課的學習。

之前沒有做過類似的作業，感覺很有趣。

不管是期中還是期末報告，在過程中可以讓我們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跟去創作出屬於我們的成果。

感謝 TA 平時課程中給予回應，私底下也做好我們與老師之間的橋樑。

很開心選了這門課，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也在這門課學了很多東西。

課堂上老師會提問題讓我們學生自己思考，動動腦，也能接受不同的意見。

對於這門課的內容我很滿意，像是〝分析 MV〞，這讓我更進一步瞭解
 MV，什麼是攝影角度等等都透過這堂課學習到。

一整學期下來，學到了許多專業術語知識以及分析 MV，讓我受益良多。

一開始只是抱著上課修學分的心情，沒想到課程中教了許多我從前沒聽過
的知識，真的有學到東西。

(MV) 作業有點難，但有挑戰性。老師很明確的讓我們瞭解作業內容，製
作過程中或許會有困難，但詢問之後變得容易，彷彿自己也是金曲獎的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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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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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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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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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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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創意的資源與對象，是培養創意教學的重要技巧之一。學者提出

創意模式途徑，係經由模仿、移植、微調、修正、改善，進而創新。創意

從模仿開始，從模仿具有創意的典範入手（潘裕豐，2005）。因此，接

近、接觸與蒐集好的創意經驗，可以藉由他人的創意，進而激發自己的創

意。在帶領課群過程中，筆者規劃安排教師協同教學，以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模式，由不同學門領域的教師以個別專業，共同完成某一單元或某一領

域的教學活動。從協同教學的意義，可以發現協同教學：(1) 讓不同的教

師提供學生不同的經驗，學生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面對問題、思考問

題；(2) 教師各有所長，依教師的專長排定課程單元，學生同時可吸收教

師最擅長的專業知識；(3) 往的教學型態大多是任課教師獨立教學，協同

教學則讓教師互相搭配，合作完成教學活動。藉由課群的組成與合作，讓

通識教育與專業系所教師有機會相互學習成長，達成教學資源共享、交流

對話，在課程設計、教材內容、作業報告、課堂活動等激發創意。

    在課群合作之外，可透過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有教學熱忱與相

同理念的教師，彼此交流回饋，共同聚焦在教學專業上的反省和檢討，增

進學生學習效果，達成課程改進目標。促使教師社群發揮生產力的有效方

法，係教師成員接受並回應差異及衝突，主動地相互支持彼此的專業成

長，達成改善教學的目的。採取社群合作方式能促進教師透過知識互動、

思考教學理念、交換教學心得、促使教師學習批判思考，幫助打破傳統教

學觀念，建立新的教學信念，教師成為教學促進者的角色。透過社群成員

互相合作，破除個人與專業的孤立，共同討論學生學習，經由技巧的獲取

以改善教學方法（王為國，2007；賴協志，2014）。參與社群互動，有助

於增進個人成就及社群成就 (Tokumasu, 2007) 。

    學者發現，以教學經驗分享、對話討論、知識分享的合作學習模式，

能創造與激發教師面對教育革新的熱忱與動力 (Little, 2003; Borko ＆

Putnam, 1996; Slick, 2002)。因此，教師社群成員間之互動與創新教學具有

相輔相成之關係，有助於破除傳統教學觀念，提升教師教學信心，實現創

新教學，特別是新進教師更需要藉由教師社群互動提升其專業知識與教學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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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由民主與媒體近用」課群為例，講授

「臺灣與世界—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課程的夥伴教師為新進教師，並且

是第一次執行課程計畫，在前往夥伴課程「媒體與資訊社會」進行協同授

課後，於計畫執行心得表示：「（個人）在教學方法方面，口頭講授佐以

影片播放仍屬較為傳統的授課方式，對於已習慣實作體驗教學方式的資訊

傳播系學生而言，恐仍有節奏緩慢或刺激不足的困擾，故未來如何採取更

佳的課程經營方式，將是個人亟需思索與挑戰的（問題）。」。由以上教

學反思可知，新進教師透過課群合作的實務操作，與其他教師交流互動與

經驗引導，確係增進教學經驗的有效途徑。

伍、結語

    基於學生認知成長的過程，不僅是教導學生記憶或理解，更要培養學

生解決問題，以及創新能力。有別於過去的學習態樣，學生學習不再侷限

於課堂聽講，而是能將課程所學，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的觀察與解決問

題，將知識與實務相印證，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學生能否將課堂所

學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實務當中，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屬於「內發教

學」的設計重點，當學生喜愛求知，對知識產生價值感的同時，相對也肯

定自我的能力，進而引發主動積極的意志。

    教學是一雙向回饋與動態的歷程，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以學生單純

聽講、僅看最後考試成績的教育方式，已朝向引領學生思考、主動學習、

採用多元評量、應用知識解決問題，以及教師跨越科系藩籬、共同合作的

發展趨勢。本於尊重學生學習權益、創新教學方法、強調問題思辨與解決

能力、提供學習資源管道、增進課堂師生互動，以及促進教師經驗交流，

誠為課群合作的主要目的。教學不再只是單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一學期的

課程，經由課群合作的實踐經驗，實際上可以藉由教師間的合作、討論與

資源協助，讓課程設計更為生動。在課群的合作過程中，彼此的分享與互

動最後皆能成為教師教學的寶貴經驗，課群團隊會議紀錄、課堂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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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課堂觀摩心得等皆於教學網頁保存瀏覽（郭俊麟，2013a；2013b；

2014a；2014b）。無論課群夥伴是否有合作經驗，對已習慣於單一授課教

學之教師，相關課群合作事項與創新教學規劃確實是一大挑戰，包括課程

協同教學、教學助理的帶領、教學網站的建置、作業報告活動，以及分組

議題討論等等。教師本身須要不斷自我充實，理解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

設計教學方法策略，規劃優質課程。為能讓課群夥伴能真正掌握課群合作

精神，帶領課群的教師惟有不斷的溝通講解，提供課群合作範例，實地走

入教室進行課堂觀察，讓課群夥伴在執行過程中獲取經驗，讓學生獲得更

佳的學習效果。

    對於學生參與教師預先規劃設計的課堂學習活動和單元評量項目，持

學生取向理念者相信，教學活動的良窳有其內在特質可資判斷，學生顯示

出的興趣和熱忱，常是課程優劣的指標。筆者於帶領課群夥伴課程中發

現，教師營造無壓力的學習情境，運用多元創造性的教學策略，給予學生

多元的學習經驗，利用寫作、創思、討論等開放性活動，讓學生自主發想

與學習，通常在期末的教學反應調查中，獲得學生的正面回應與肯定。各

課程的教學設計，包括每週上課流程規劃、課程單元符合教學目標、課程

內容規劃完整性、核心能力教學方式、分組討論議題設計、分組討論時間

掌握、學生參與分組討論成績評定、依據學生能力程度，設計具知識內涵

與發揮創意之作業、報告與學習活動，皆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參與感的

影響因素。以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資訊素養與倫理」課程為例，在未

進行課程革新前，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之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分

數分別為 3.7943 分及 3.9226 分，在執行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後，

提升至 4.2156 分，在計畫結束後之第二學期課程，則獲得 4.1686 分，顯

示導入績優夥伴課群的合作效應，以及融入創新教學，對教學品質具有正

面助益。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業於 103 學年度結束，如何讓更多教師對

改善課程教學的認同、參與及投入，係未來推動課程改革之持續工作。筆

者在教學經驗分享活動中，即以課群合作經驗、創新教學及優質課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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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享主題，以擴展計畫執行效應。為能延續計畫宗旨，曾參與課群合作

之夥伴教師除繼續開授課程外，並更新教材、分組討論議題及教學網頁內

容。在通識教育課程與專業領域課程之課群合作模式上，透過成立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以及通識教育教師與專業系所教師合開課程，確立通識教育

與專業課程合作模式。以 104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即由筆者與 1 位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及 1 位

國際企業系教師共同講授，結合政治、法律、歷史與經濟專業，共同開

發教材與規劃教學內容，每節課均有兩位教師同時參與講授，彼此互補

支援，激發教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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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C 類績優夥伴課群發展—績優指導計畫（美學素養與空間敘事）

「臺灣與世界—從在地出發」課堂觀摩心得

授課教師：陳○○老師

觀察時間：102 年 3 月 14 日，第 3、4 節
教室地點：K304 教室

觀察記錄：張○○老師

項目

講授技巧

觀摩心得

1. 此單元名稱為：「歷史書寫的感性與理性」，看似嚴肅的主
   題，陳老師一開始就拋出一個很震撼的說法：「小說除了人
   名、地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歷史除了人名、地名是真
   的，其他都是假的。」用很扼要又兩相對照的句子，成功的
   引發學生聽講的興趣。

2. 課程進行當中會適時安排問題請學生回答，可以看出上課氣
   氛變得活絡，讓學生有參與感，也避免單向講授造成學生疲
   乏而無法專心繼續聽課。

3. 音量適中，聲調自然，口語清晰，運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說明
   專業的內容。

4. 講授過程始終與學生眼神接觸，隨時注意學生的反應，並予
   以回饋。

教學特色

1. 表現出對歷史專業的熱情，這種熱情具有感染力。

2. 教材內容豐富，涵蓋古代與現代、西方與東方，難得的是又
   能統攝在主題之下，極其協調。

3. 運用多媒體素材，例如影片、古代地圖，上課不只是老師的
   講述，也包括一些生動有趣的材料，讓上課過程有變化。

4. 重視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前因後果，分析的邏輯性很強。

自我精進

1. 誠如《中庸》所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情要做
   好，必須有周全的預備。陳老師的課讓我更加體會備課功夫
   的重要。

2. 課程中增加與學生互動的頻率是必要的。

3. 對學生問的問題要更貼近學生的狀態和能力，才能有效提升
   學習的動機。

4. 除了影片之外，多開發不同形式的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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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教育部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C 類績優夥伴課群發展—夥伴課程計畫

「臺灣與世界—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分組討論成果彙整單

討論日期

討論議題

姓名

○○○

103 年 10 月 30 日 組別

討論成果

意見

○○○

報告彙整人 ○○○ 報告提交時間 103 年 11 月 03日

在文化方面，將民眾姓名改為日本名，接受日本教育，推廣

國語（日語）運動。在軍事方面，推動志願兵。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推動皇民化運動，對於臺灣社會、文化、

經濟、軍事動員造成何種影響？

○○○
從霧社事件可知，日本人以為自己所做的事對原住民好，但

實際上卻剝奪原住民的權利，最後釀成悲劇發生。

○○○ （以下意見略）

教學助理 陳○○ 授課教師 楊○○

教學助理的回應：

多數同學在發表意見時，仍為簡

單的關鍵詞彙，TA 將協助同學，

使同學表達意見更加完整流暢。

老師的回應：

請 TA  繼續努力，與其他 TA 交

換心得，並請適時提醒同學：參

與分組討論時積極與否，亦將反

映在成績評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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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C 類績優夥伴課群發展—夥伴課程計畫—流行音樂美學與傳播媒體

教學助理工作日誌

上課時間：103 年 5 月 9 日，第 5、6 節
上課教室：T0111 教室

教學助理：洪○○

項目

課程單元

課堂記錄

第十二週流行音樂的美學面向

單元介紹

1. 流行音樂的三個美學面向

2. 「原真」的定義

3. 流行歌曲的「品味」問題

4. 流行歌曲的「聰明」程度

工作檢討

今天課堂上課要跟同學分享一部覺得具有「原真性」的 

MV。在台上分享時，台風還不是很穩，對 MV 看法講得

太少，應該多說一點。在說話過程，語言組織能力還不

夠。

心得感想

要將心裡所想的感覺、看法轉化成語言描述出來，對我來

說有點困難，今天在跟同學分享 MV 時，沒有將心裡想

的完全表達，應該要事先演練一遍，在正式時才不會緊張

忘記。

教師回應

TA 的主要工作不是授課，這次只是讓 TA 現身說法，分

享自己的音樂觀點，幫助同學進入狀況，緊張是在所難

免的，但兩位（TA）都做得不錯。

課堂觀察

今天課堂下課，發現同學已經可以跟我們TA 聊天，打成一

片，下課也會主動跟我們說再見，TA 跟同學間的相處模

式，好像在期中考作業後改變很多。

授課教師：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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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and Implement Quality Curriculum Group
Based on the Program of Class Reform of Modern

Citizens’ Core Competencies

Chun-Lin Kuo

        Fac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or the students' key 

competencies emphasized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with innovation, develop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talent and other qualities, as well a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encourage learning in the form of 

action-oriented to address the real problem at the core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This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 University. 

Modern Citizens’ Core Competencies Program improves the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urses

fusion group, to promote learner-centered thinking and teaching, students have 

to explore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subject, and to creatively solving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guide the class 

partners plan cours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to discuss how to 

curriculum design, planning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s well a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f teachers, so a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courses, get rich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group collaboration experience, so teachers have the same vision goals, 

identity, participation and investment in sophisticated teaching quality, creative

Abstract

＊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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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teaching programs, upgrading courses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nto cultivating civic literacy and build quality courses.

 

Keywords: cre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Gener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stud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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