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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國文教學目前走向主題式、單元式，以議題為中心。本課程設計

結合學生生命經驗，並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以情境式、脈絡化的教學，

讓學生從實踐中建構知識、技能與態度。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以人文

學院及理學院各一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大一「大學國文」課程中「性

別意識」單元之學習記錄及課堂觀察為研究資料，探討大學國文課堂實施

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性別意識改變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發現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對教材文本及輔助影片的學習

偏好有異，人文學院學生進行討論活動時會依據教材文本加以詮釋，而觀

看影片時則較關注語詞對話；理學院學生則對教材文本較為疏離，對議題

的興趣高於文本，觀看影片時也大多關注於人物動作。除此外，本研究發

現大學生的「學習偏好」與「學習態度」會影響教材文本的學習成效，除

此外，本研究運用 PISA 閱讀歷程三階段分析大學生的影片學習特性發現：

人文學院學生多聚焦在「訊息擷取」上，理院學生的「統整解釋」與「省

思評鑑」的學習成效較佳。本研究將提供相關領域學者在大學進行主題式

國語文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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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社會的快速變遷，帶動教育制度的反省與改革，我國教育部 108 課綱

揭示教育的目標，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培養學生面對未來的能力。為

了兼顧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課程的安排走向主題式、單元式，以多元化

教學與評量，統整相關議題，並運用情境式、脈絡化的教學，讓學生從實

踐中建構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而國語文教學方面也應擺脫傳統單

一的教學模式，結合文字、文本、文化三大學習內容，將議題融入教學中，

藉由文本與生活的結合，統整各領域生命議題，強化學生聽、說、讀、寫

的能力。 

大學國文教學由數十年前開啟改革之路，針對課程的定位及教學進行

全面的反省（王靖婷，2009），傳統國語文教學大多著重在知識性的傳遞，

教材的編排也多以時間為經、文類為緯，進行文學流變史的舖陳；在教學

上則偏重作者介紹、文本剖析，再經由問題討論理解與賞析文本。此種教

學雖突顯了文學發展的樣態，但也容易產生知識與生活脫離的弊病，所以

將大學國文生活化、議題化，並將文本與學生生命相結合，成為目前大學

國文教學努力的方向。 

本「大學國文」課程以「生命關懷」為主軸，教材的編排上採主題式、

單元式，含括生命議題，再以古今文本對照的方式，幫助學生觀照自我、

反思生命，開展不同的生命視野；在教學活動上，則融入多元教學策略，

而「多元化」包括教學方式、教學媒材，以及課堂活動。除了教材文本外，

結合文字、PPT、圖像、影音等以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穿插講授、提問、討

論、實作、書寫等課堂活動，並採用「協同學習」的小組分組模式，四人

一組，男女、系別混合，以「異質性、多元化」為分組原則，期待在小組

討論呈現不同的思維面向，激發學生對於問題有更深入、更全面的思索。1 

                                                        
1 「協同學習」的概念參見日本學者佐藤學《學習共同體：構想與實踐》，文中提

到：「為了實現不放棄任何人、保障每個學生的學習權利，協同學習是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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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大一必修學年課，採學院分班，同一時段同一個學院各系混

合編班。研究者任教多年，發現此主題式、多元化教學運用於教學現場，

各學院學生的反應與回饋並不相同，依不同學院屬性，呈現不同的學習樣

貌。是以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亦即是教學者即為研究者，透過教學者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的觀察與記錄，藉由學生測驗、作業、學習單，探討

主題式教學對不同學院屬性學生的學習影響，並以多元評量的方式，分析

學生的學習成效，作為教師精進課程的依據，也提供大學國文教學相關研

究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在大學教學現場可發現不同學院的學生學習樣貌略有差異，排除課堂

環境、上課時段等外在因素外，教師運用同樣的教材與活動，不同學院的

學生在學習偏好、態度及成效是否有不同？是本研究欲探究的問題。研究

者以所任教大學人文學院及理學院大一學生選修「性別意識」單元進行本

研究，探討主題有二： 

（一）「大學國文」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學習偏好之差異 

（二）「大學國文」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之學習成效之差異 

三、研究限制 

（一）僅以人文學院及理學院為研究對象 

本校大學國文為大一必修課程，每班 40 人以下，以學院分班，

包含教育學院、人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等四學院。本研究以

「大學國文」課程人文學院及理學院各一班學生為研究對象，人文

學院修課人數 31 人，理學院修課人數 39 人，此 70 人的研究結果能

否推論至其他學院，有待後續的觀察與研究。 

                                                                                                                                  
方法，能讓學生同儕相互學習。四人以下的小組式互相學習，遠比各種形式的課

堂更能強制的促進學習。傳統的上課方式，學生有可能出現看似在聽課，實則學

習怠惰的情況，但置身在四人以下的小組，每個學生都不得不參與學習討論。」

（佐藤學，2013，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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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元的特殊屬性 

此單元「性別意識」是近來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也是社會長

期以來經由不斷地省思、破除成見後的成果，為了突顯對過往文化

的反省，常會形成古今對比，甚至是對立的情形，因此在面對古代

文本時，學生容易不自覺地站在批判的立場，以既定成見解讀文本，

而失卻對文化背景的理解與尊重，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形成本

單元研究的困境。 

貳、文獻探討 

一、主題式教學 

主題式教學（Thematic Teaching, TT）是以主題為核心，設計相關的教學內

容與活動。強調每次的教學活動，都是以解決（或釐清）某一主題的規模

（或方式）來設計（陳文典，2011）。因此，此主題與學生日常生活相結

合，教師的教學內容或是引導學生學習的經驗，皆是環繞此一特定焦點的

主題來設計（蔡福興，2001）。教師可透過多元化的課程活動，統整並提

供焦點知識脈絡，讓學生能在學習的歷程中，建構對此焦點主題的認知與

省思。 

主題式教學一方面強調以「核心議題」為焦點，另一方面也要求與日

常生活結合，所以主題式教學的建構有兩個層次，一是跨學科知識內容的

建構，另一是學習方法或策略的建構。且教學通常採取小組教學，透過異

質性小組成員的互動、對話，有助於團體經驗的學習（高翠霞，1998）。

目前探討國語文主題式教學的研究，以華語文教學為多，比如將漢字知識

融入主題教學中，提升非漢字圈背景者學習華語（余侑珊，2017）；主題

式教學結合中華節日，運用戲劇方式，提升華語學習者的興趣（陳佩欣，

2014）；運用「漢字藝術入門」的主題式課程，提升華語學習者認知、情

意及技能（陳冠竹，2012）。亦有探討主題式閱讀策略能提升小六生閱讀

行為及閱讀興趣（黃立瑜，2013）。至於主題式大學國文教學研究則多偏

重於教案的設計與說明，例如有針對「家鄉記憶」者（許如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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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闡述設計理念者（王慧茹，2010；詹千慧，2009）。其中，羅永吉（2018）

的研究，採用《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教材，以「變人」為焦

點，編寫主題式教學教案並實施教學，其研究發現 TT 的成效與「學科性

質的差異」有關，客觀知識的學習，可以應用 TT 得到良好成效；但在「建

立有深度的價值觀」及「美感薰陶」方面，學生們還是需要一位好老師來

引領啟發。 

同樣以《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教材，本論文針對大學

國文中「性別意識」單元，結合〈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白蛇說〉兩篇

古今文本，探討主題式教學應用於不同學院間的學習成效，除了教案的設

計說明外，並著重於學習成效及偏好的研究，可作為主題式教學的應用參

考。 

二、多元化教學策略 

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脫離傳統單一

智能的觀點，認為智能是複雜且多面向的，至少包含語文、數理邏輯、空

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自然等八個範疇（加德納，2008）。

將此理論運用於教學上，則是強調學習的統整及融攝性，每一單元，或是

每一課程，都不是單一的，而是相互結合融貫，因此在課堂上，擺脫傳統

單一智能的授課模式，可採用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與策略，幫助學生建立

多元知識與技能。為了精進教學，高教課程也走向多元化教學策略，此多

元化教學策略指的是包括教學方式、教學媒材及教學評量都採多元化。鄭

博真、王靖婷（2008）認為運用多元智能理論創新通識課程教學，教師可

應用多元切入點作為課程發展工作，並以此規劃課程，提供多元模式的學

習機會，以提升學生對所學知識和技巧的理解。將此理論運用於大學國文

課程中，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兩個面向，一是文本的創新教學策略，例如透

過教學實踐，研究多元教學法對於科技大學學生學習能力較佳與學習力較

弱者，應有不同運用方式（陳秋虹，2006）；或以古典詩歌為例，條列語

文、邏輯、空間、肢體等多元教學策略（王靖婷，2007），或是嘗試以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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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教育及焦點討論法提高教學成效（洪如薇，2015），上述二文著重教學

策略的說明；另一個面向是教學媒材的多元運用，而陳秋虹、張世娟（2006）

則認為在技職、專科體系中的國文課，結合網路互動與 TA 的協助，運用多

元教學及媒材，能提升學生學習熱忱。 

於既有研究基礎上，本研究以大學國文中「性別意識」單元為例，結

合古今文本，設計多元化教學活動及評量，並比較人文學院及理學院學生

的學習態度及偏好，一方面呈現大學國文多元化教學模式，另一方面也進

一步說明多元化教學策略於應用層面上的成效差異。 

三、學院屬性與學習成效差異之研究 

將多元化教學策略運用於高教現場，也讓人關注到不同背景學生的學

習樣態與學習成效；例如翁嘉孜（2009）運用學習風格量表針對某私立大

學七個學院的大一學生進行學習風格量表的調查研究，將學生的學習風格

分為四大面向與八種學習風格類型，發現教育、外語、文學、管理、理學、

商學等各學院學生在學習風格上各有差異；翁淑緣（2013）則以十四所大

學十五科系的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各科系的學生有不同的優勢及

弱勢，在音樂、邏輯數學及空間智能有顯著差異；而曾釋嫻（2014）則以

「班級經營」課程 30 名學生進行單組前後測研究，認為學院別與教學法在

學習策略之交互作用均未達顯著水準。可見不同學院、科系背景學生的學

習偏好略有差異，但詳細的比較，尚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在國文教學研究上，比較不同學系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不多。例如陳

毓欣（2016）以三所大學為樣本，進行大學生寫作能力調查研究，發現不

同屬性學院學生的寫作能力表現，並無顯著差異；錢昭萍等（2016）以某

科技大學的四班大一新生為研究對象，檢視圖像式媒體融入國文教學的影

響，發現非藝術領域班級中，繪本教學的學習成效明顯優於動畫教學，而

藝術領域的班級，不同教學方法對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然而錢昭萍研究

僅以課程前後問卷及測驗為分析樣本，略顯薄弱。錢昭萍、梁麗珍（2017a）

同樣以科技大學大一生為研究對象，將繪本、動畫、圖片等融入國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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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多元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錢昭萍、梁麗珍（2017b）於

另一文中針對科技大學大一國文課程，進行一學年準實驗研究，上學期以

數位媒體實驗教學，下學期運用認知風格和多元智能量表進行施測，發現

學生對於不同媒體的學習動機與成效，和個人學習偏好及智能有關。然而

上述兩篇研究，一篇以期初會考及問卷、期末測驗及問卷為分析樣本，另

一篇以上學期課程前後測驗問卷及下學期認知風格、多元智能量表，作為

分析樣本，實難完整說明教學與學習成效的關聯性。 

本研究以人文學院及理學院兩班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國文

中主題式教學應用於不同學院學生間之學習成效差異，並以某一單元中五

項作業為研究資料，運用量化及質性分析，應能更全面說明主題式教學與

學院屬性間的關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由社會學家勒溫（Lewin, 1890-1947）提出，後運用於教

育學領域。行動研究以教師即研究者的基本理念，強調在實務中解決問題，

並從中進行反省學習（鄭增財，2006），其將傳統分立的「行動」與「研

究」兩者加以結合，主張實務工作者應該進行研究，以改進本身的實務工

作（蔡清田，2007）。 

行動研究屬於質性研究，藉由觀察結果以及行為資料，進行實證的研

究。學習是由學生主動建構而成，所以在教學現場，教師會面對各種不同

且複雜的問題，教師必須透過觀察，依據學生的學習情形，適時地調整教

學內容，以學生為本位，運用多元化教學，幫助學生學習。本研究即是以

行動研究為主要方法，教學者亦是研究者，在課程進行中，一方面觀察學

生課堂上學習概況，不斷地進行課程的微調修正；另一方面透過線上檢測、

書面學習單等資料，階段性分析學生學習狀況。探究主題式教學運用於大

一國文課程的實施狀況，教師可以透過行動研究，進行反思與精進教學。 

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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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為大一國文「人文學院 I 班」(簡稱「人 I 班」)及「理學院

A 班」(簡稱「理 A 班」)兩班，兩班上課時段、上課地點相似，皆為早上三、

四節，同在行政樓三樓上課。「人 I 班」共 31 人，其中女生 20 人，男生

11 人，分別來自語文教育、英語、諮商與應用心理、音樂、美術、台灣語

文、區域與社會發展七個學系；「理 A 班」共 39 人，女生 18 人，男生 21

人，主要來自資訊工程、數位內容科技、數學教育、科學教育與應用四個

學系。 

兩班在分組上皆採「協同學習」的方式，四人一組，系別、性別混合，

雖然男、女生人數不均，但每組至少包含三個系，以「異質性、多元化」

為原則，讓學生在小組討論中學習聆聽與表達。此課程為學年課，上下學

期不重新分班，分組狀況也未有大幅變動，此研究時間為下學期第九週之

後，學生在經過一個半學期的相處，皆有一定的默契，能順利進行小組討

論與活動。 

三、文本說明 

本課程教材採用《古典與現代的對話──手繪版大學國文選》（彭雅

玲、劉君告主編，2013）採古今對讀方式，每單元皆選錄 1 篇古典文及 1

篇現代文，運用主題式教學，連結古今文本。本研究的課程實施單元為「大

學國文」中「性別意識」單元，選錄的文本為明代話本馮夢龍〈白娘子永

鎮雷峰塔〉，以及許悔之現代詩〈白蛇說〉。 

「白蛇傳」故事為民間傳說，馮夢龍將之改寫為話本〈白娘子永鎮雷

峰塔〉，文中以「色誘」為主軸，白娘子以美色迷惑許宣，並害許宣兩次

吃上官司，暗示男人沈迷於女色的懲罰。後來，許宣意識到女色危險，尋

求法海協助，收服白蛇和青魚，揭示男人要主動跳出女色的誘惑，而 後

許宣披剃為僧更是告誡男人要徹底杜絕女色，突顯「色即是空」的文本意

旨。此一敘述模式有一種道德提醒，視女色為危險之象徵，實潛藏著尊男

輕女的性別意識；許悔之現代詩〈白蛇說〉則以顛覆傳統為出發點，融合

同性 及情慾等意象，也在人物角色上產生極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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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目標與評量 

（一）課程目標 

「性別意識」單元選錄明代話本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以及許悔之現代詩〈白蛇說〉兩篇文本。此二文同樣源自「白蛇傳」

民間故事，但明代馮夢龍及現代許悔之皆各自做了不同的詮釋，尤

其，透過人物關係與評價，呈現出不同時代對性別的認知差異。本

單元以「人物形象」為論述焦點，藉由不同時代的不同詮釋，引導

學生觀察古今文本不同的性別意識，進而理解思索多元價值的差異

性，並在小組討論與故事編寫中，訓練思考、聆聽、表達、書寫的

能力，其單元課程目標有四： 

1.反思自身的性別認知 

2.理解並尊重多元價值的差異性 

3.觀察白蛇故事古今文本的性別意識 

4.強化聆聽、表達、改編書寫的能力 

（二）評量方式 

本「性別意識」單元授課時數為三週六節課，評量方法分兩大類： 

1.價值檢測： 

(1)本單元一開始，透過 Mentimeter 字雲系統，2以不記名方式檢測

全班對性別的看法，再引用「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所解釋的「性

別刻板印象」（2015）相互對照，讓學生反省自身想法，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 

(2)第五節課，古今文本講授完，再藉由影片，運用「焦點討論法」

進行概念的統整與反饋。 

2.文本檢測： 

                                                        
2 Mentimeter 是由瑞典 Mentimete 公司所開發的一套程式，具有於投票、意見調調

查、即時反饋等功能。 
網址：https://www.mentimeter.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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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節課，初步講解完古典文本，但未講授現代文本前，使用

kahoot 進行小組預習測驗，3檢測內容包含古今兩篇文本，以「訊

息擷取」及「理解與解釋」為主，共 10 題選擇題。 

(2)第三至四節課時，已講授古今兩篇文本後，進行桌遊及小組討

論，藉由牌卡的選擇，強化人物意象，也檢視學生對人物的理

解與評價。 

(3)第六週，本單元 後為文本書寫作業，以小組討論方式，綜合

此單元所學習的文本內容與議題討論，在不更改人物背景的情

況下，改編古典文本中人蛇相遇後的結局。希望藉以檢視學生

在經過文本與議題的學習後，如何連結兩者，進行文本的書寫

改編。 

五、實施過程 

「性別意識」單元為下學期課程，授課時數為三週六節課。授課方式

除了教師講授外，還包含隨機提問、桌遊、小組討論、個人學習單、小組

書寫單等活動，並輔以 PPT、影片、Mentimeter 字雲系統、kahoot 等數位媒

材。六節課的課程主要以性別議題為主軸，分析古今文本的性別意識，其

流程可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先價值澄清，由日常訊息中反省相關議題，

引起動機；接著進入文本分析，剖析古今文本，並以桌遊方式強化人物性

格的理解；之後，再以焦點討論法重新回到社會議題； 後，以故事改編

的方式，進行文本新編，統攝學習成果，展現創意思維。其教學流程表如

下： 

                                                        
3 Kahoot 是一種遊戲式學習平台，具有線上測驗、奬勵積分等功能，可運用於學校

或其他教育機構，網址：https://kaho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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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教學流程圖 

 

 

 

 

 

 

 

 

 

三週六節課的教案簡述如下： 

表 1：教學方案設計 

節次 教學流程 重點 

第一、二節 

1.價值檢測（10 分鐘） 
運用 menti 系統，提問「你覺得女生該有的形象是什麼？」、

「你覺得男生該有的形象是什麼？」 
2.討論「性別刻板印象」（40 分鐘） 

以實例、廣告、電影為例，隨機提問討論。 
3.講解古典文本〈白娘子永鎮雷鋒塔〉（50 分鐘） 

議題討論 
 
 
 
 
文本分析 

第三、四節 

1.預習檢測（10 分鐘） 
以 kahoot 進行小組檢測 

2.講解現代文本〈白蛇說〉(20 分鐘) 
3.課堂活動：桌遊（20 分鐘） 

以小組方式，藉由角色扮演使用桌遊。 
4.小組討論與發表（30 分鐘） 

填寫桌遊討論單。各組上台發表討論單的內容與心得。 
5.討論「多元性別」議題（20 分鐘） 

以實例、廣告、電影為例，隨機提問討論。 

 
 
文本分析 
 
 
 
 
議題討論 

第五、六節 

1.討論「多元價值」議題（25 分鐘） 
以實例、廣告、電影為例，隨機提問討論。 

2.短講影片（5 分鐘） 
播放影片「【#是女生又怎樣】女生定義由我來寫 - 好自

在（2016）。」 
3.小組討論、個人學習單（20 分鐘） 

以「焦點討論法」（ORID）填寫個人學習單，並於小組中

分享討論。 

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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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組討論單：故事改編（15 分鐘） 
以小組方式改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情節。 

5.小組上台報告（25 分鐘） 
6.教師總結（10 分鐘） 

文本新編 

六、資料分析 

（一）Mentimeter 字雲系統 

Mentimeter 是一套線上反饋系統，可用於投票、意見調查、即

時反饋與形成性評量，其中字雲系統是一種以無記名、立即顯示等

方式，將每個人的答案投射出來，愈多人填寫的詞句字體愈大。隨

著同學們陸續輸入，字雲不斷轉換，愈中間詞句愈大，為全班的

大的公約數。此不記名方式，可立即性的反應出全班各種不同看法，

及 普遍的認知。 

課程一開始，尚未進入文本及議題時，先運用科技媒材 Mentimeter，

進行線上價值觀的調查，提問「你覺得女生該有的形象是什麼？」

及「你覺得男生該有的形象是什麼？」二個題目，請同學分別由手

機作答，學生回答情形如下： 

表 2：價值澄清成果表 

 問題一：女生該有的形象 問題二：男生該有的形象 

人
文
Ｉ
班 

  

理
院
Ａ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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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女生該有的形象」兩班皆以「氣質」為 大數，另外

還包含「溫柔、乾淨、美麗、注重外貌」之詞，其中人 I 班還有「細

心、可愛」等語，理 A 班除了「順從、體貼、賢慧」，還包括了「獨

立、堅強」較中性的語詞；第二題「男生該有的形象」兩班的看法

則有較大差異，男生較少的人 I 班以「帥、霸氣」為多，男生較多

的理 A 班則以「體貼」為 多數。 

接著，引用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平知多少」解釋「我們的社

會對不同性別也存在刻板印象，如：『女生玩洋娃娃、男生玩機器

人』或是『男主外，女主內』、『男生要選理工科系比較好，女生

則是選人文科系』、『男生要剛強，女生是柔弱』、『男生較好動、

女生比較文靜』等等，都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對比剛才的答案，

讓學生檢視自己是否也有性別刻板印象？ 

（二）預習檢覈 

本課程每單元皆實施預習檢覈，培養學生主動閱讀的習慣。但

因此單元古典文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將近一萬八千字，為了激

勵學生閱讀，此次預習採小組方式進行，先請每位同學回家自行閱

讀，再於課堂上小組討論整合後，運用 kahoot 系統施測。題目共 10

題選擇題，由古今文本的文章內容及作者簡介中擷取重點，以「訊

息擷取」及「理解與解釋」為命題標準。兩班施測結果如下： 

表 3：預習檢覈小組成績表 

成績 
班別 實施日期  

80 70 60 50 30 
總組數 平均成績 

人 I 班 06/05 組數 1 2 1 1 2 7 56 

理 A 班 05/25 組數 1 5 2 1 0 9 67 

上述成績表，理 A 班預習成績比人 I 班高。此成績大體符合教

學現場所觀察的狀況，就課堂上的聽課專注度及學習態度而言，理

A 班的表現優於人 I 班。 

（三）桌遊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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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以宣揚「色即是空」為主旨，

與後世所熟悉的淒美愛情故事不同，文中人物設定及情節也略有差 

異。為了突顯此差異，加深學生對人物性格的理解，本校大一國文

核心教師及 TA 們共同研製「白蛇傳」的桌遊教材，4此桌遊是以四

人一組的形式，四人分別擔任白蛇、許宣、法海、小青四位人物。

首先，隨機發放人物性格描述牌卡，牌卡共 24 張，每人分得 6 張牌

卡及 1 張語詞表 (參見下圖)，各組員必須從收到的 6 張牌中，選擇

適合其他三位人物的牌卡，各發 1 張給對方，但不能給他本人看

到。當每個人都收到其他組員的牌後，就開始輪流猜測自己扮演的

人物可能拿到哪 3 張牌。 

圖 2：〈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桌遊語詞表 

 

 

 

 

 

 

 

 

 

 

 

 

 

此語詞表包含成語、古代人物、童話人物、網路用語、動物五

大類，表下並附有說明。因此，在活動的進行時，同學必須不斷回 

                                                        
4 此教材是依據桌遊〈實話實說〉為原型加以改編而成，由本校大一國文核心教師

及 TA 共同編製，於 105 學年度開始試用於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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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文本，思考人物情節，統整歸納對人物的看法，以選擇對應之語

詞，強化同學對文本的理解。活動之後各組填寫討論單，記錄四位

人物拿到的牌卡，也針對有爭議的牌卡加以討論與說明，進一步釐

清可能有的疑義，再次反省人物的形象與評價。人 I 班回收學習單

共 7 組；理Ａ班回收學習單 9 組。 

（四）焦點討論法學習單 

完成古今文本的解讀，以及「性別刻板印象」及「多元價值」

等相關議題的討論後，第五節即運用「焦點討論法」進行概念的統

整與反饋。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或稱 Objective-Reflective- 

Interpretive-Decisional（ORID），是加拿大文化事業學會開發的一種

討論法。藉由客觀性、反映性、詮釋性、決定性四層次，有效提問

推動深入思考，是一種增進有意義學習及增強團隊溝通的討論方法

（史坦菲爾，2010）。此處先於課堂上播放有關性別議題的「【#是

女生又怎樣】女生定義由我來寫 - 好自在」網路影片，影片片長 3:18

分鐘，內容概要為： 

攝影棚中導演先說明「我要你做一些動作，只要做你第一個想

到的動作就好了。」接著請每位受試者在鏡頭前表現出「像女

生一樣跑步」、「女生一樣打架」、「像女生一樣投球」等動

作，受試者包括成年女性、男性或是少年多表現出扭捏作態的

不自然模樣，甚至自己都笑出聲。此時，受試者轉為小女孩，

她們的表現就自然許多。導演問其中一位最幼小的女生「當我

請你像個女生一樣跑步的時候，你覺得這是什麼意思？」小女

孩回答：「意思就是盡全力跑。」導演又問另一位小女孩「像

女生一樣跑步」的詞是否有貶意？受試者覺得有。接著鏡頭又

回到之前的受試成年女性，問她們「當她們在 10 歲和 12 歲之

間，當她們在學習世界的一切的時候，有人用『像個女生一樣』

這樣的話污辱她們，你覺得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她們一

一反省「因為我是一個女生，那不是一件我該覺得羞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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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並希望重新再跑一次「用自己的方式跑」。片尾則是各

年齡的女生都用自然的方式，自在的呈現自己。 

觀看完影片後，即請同學填寫個人學習單，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1.影片中哪個論點引起你的注意？（客觀性：你看到什麼？） 

2.影片中哪個說法讓你聯想到現實實例？（反映性：你感受到什麼？） 

3.影片想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詮釋性：影片的意旨是什麼？） 

填寫完後，再於小組中分享討論。人Ｉ班回收學習單共 23 份；

理Ａ班回收學習單 36 份。 

（五）〈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故事改編 

焦點討論法第四層次為「決定性層次」，著重在針對問題找出

決議，讓之前的討論與未來產生關聯。所以課程 後階段即是返回

文本，進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故事改編的活動，也讓學生對本

單元的學習內容進行統整與創發。 

此活動以小組方式進行，各小組以「如果你是許宣，在現今社

會中遇見文本中的白蛇，你會怎麼做？請在白蛇與許宣角色背景不

變的情況下，重新編寫白蛇與許宣相遇之後的情節，並敘明情節設

計的原由。」為題，分別進行討論，書寫改編的情節與改編的理由。

之後，並於課堂中上台報告分享。人Ｉ班回收學習單共 8 組；理Ａ

班回收學習單 9 組。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陳秋虹（2006）、錢昭萍等（2016）研究中認可多元化及數位化教學

有助於提升國文課的學習成效。本研究進一步由不同類型的五份作業中，

分析學生的學習樣態。本單元五份課堂作業，其中「預習檢覈」、「桌遊

討論單」及「故事改編」是檢測學生對本文的理解與想法；「Mentimeter

字雲系統」及「焦點討論法學習單」則是反映學生對議題的認知與反思。

透過這些資料分析，大體可看出學生的學習偏好與學習成果。 

一、「大學國文」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之學習偏好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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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學院學生對教材文本的依循性較高，理學院學生則較對議題感

興趣 

本單元教材包括明代話本與現代詩，兩篇古今文本皆以白蛇傳

的故事為原型，但兩者在節情內容、敘述方式、人物形象的安排上

各不相同。課程內容以人物為焦點，透過文本間人物性格的差異性，

反思古今性別議題，進而學習認知、理解、尊重社會多元價值。 

三週的課程經過了澄清、說明、反思的一連串活動後， 後再

一次回到文本，進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故事改編」的創意書

寫，讓同學以小組方式編寫故事。假設同學們對性別意識中「性別

平等」、「多元性別」等概念，都已普遍有所認知、省思，甚至建

構自我的價值意識，那在創意改編的故事中，將能反映其觀點。而

此也正呼應之前「焦點討論法」第四階段的「決定性層次」，希望

透過討論，思考問題，與未來產生關聯。 

此學習單是希望同學在人物角色性格不變的前提下，重新編寫

白蛇與許宣相遇之後的情節，並敘明情節設計的原由。兩班編班的

情節有下列幾種： 

表 4：〈白蛇永鎮雷峰塔〉故事改編類型表 

班別 結局 類型 情節 編寫理由 

人妖 
殊途 

分離 
‧白蛇離開(1) ‧遇見對的人，但身份不

同，只能抱憾離開 
白蛇+ 
許宣 

‧人蛇相 (2) 
‧許宣變成蛇，兩蛇相 (1) 

‧單純喜歡 Happy Ending 
‧希望有美好結局 

美滿 
結局 同性 

婚姻 

‧許宣作惡，白蛇與小青一
起(1) 

‧白蛇與小青(1) 

‧原文許宣是被詐騙的受
害者，故想讓白蛇、許
宣的角色地位平衡些 

‧支持同性婚姻 

路過 ‧路人相遇(1) （未說明理由） 

人 I 班 
8 組 

非關 
愛情 惡搞 ‧被消防隊捉走(1) （未說明理由） 

白蛇+ 
許宣 

‧人蛇相 (1) 
‧人蛇相 ，白蛇養家(1) 

‧顛覆傳統，有美好結局 
‧現代職場，女性可超越

男性 

理 A 班 
9 組 

美滿 
結局 

重新 
組合 

‧許宣與小青(1) ‧把配角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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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 
婚姻 

‧許宣與法海(3) ‧性向不明也終能得真愛

結合同性 議題 
‧支持同性愛情 

路過 ‧路人相遇(1) ‧貼近現實 
非關 
愛情 惡搞 

‧白蛇吃掉許宣(1) 
‧白蛇給動保處抓走(1) 

‧不走浪漫情節 

註：（）內為組數 

 

人文班 8 組中，有半數仍維持白蛇和許宣的組合，其中除了 1

組以人妖殊途分離外，另 3 組皆以圓滿結局收尾，此 3 組中另有 1

組改為許宣變成蛇；而理院班 9 組中維持原型組合的只有 2 組，此 2

組中還有 1 組改為白蛇養家，用以突顯現今社會女生在職場上成就。

其餘，有 3 組支持同性愛情占 多數。 

針對故事的改編，人文學院的同學較依循文本的模式，包括古

典文本中白蛇和許宣的結合，或是現代文本中白蛇與小青在一起的

情節安排；而理院同學則較以議題為主，甚至習慣脫離文本，開啟

天馬行空的想像論述。其實，依預習檢覈的成績視之，理 A 班的成

績高於人 I 班，亦即是理院班對教材文本的熟悉程度應優於人文班，

但在文本新編中，他們卻未依偱古典本文中人蛇相 的情節，亦不

跟隨現代文本的雙妖 ，反而改以許宣與法海結合來宣揚同性

情，可見理院學生對議題的關注高於對文本的共鳴，比起教材文本，

他們更投入於議題的思索。 

此處反映了教學上的兩難：一是文本與議題的交融性，一是書

寫與創意的平衡。本單元課程的安排以「性別刻板印象」及「多元

性別」兩個重點為主，藉由議題與文本的穿插論述，層層開展相關

範疇的思考與反省。教學過程中除了教材文本外，亦援引圖片、廣

告、新聞報導、影片等多元文本論述當前社會概況，關於教材文本

的講述及討論僅占課程時間的 1/2。且因為古典文本篇幅較長，授課

時概說文本內容及架構後，即將焦點扣緊於人物性格上，以突顯古

今文本的差異，承接後續議題的開展，因此，也壓縮了對古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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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的說明與探討，同學對文本未及深究，對人物的認識即容

易只停留於表象或簡化的印象，無法有感同深受的共鳴；而書寫作

業方面，雖然上學期的課程講授過編寫故事的相關課程，也讓同學

進行討論、實作等相關活動，但這次改編故事的成果，顯然傾向議

論化而缺乏文學性的情意書寫，不僅編寫的情節安排過於平淡，缺

乏高潮起伏的要件，甚至有純為議題而寫，或流於誇張、矛盾等現

象，既未符合敘事的邏輯性，徒使改編活動成為配合議題的自由書

寫。 

（二）影片學習的偏好上，人文學院學生對評價性語詞較敏感，理學院學

生則多關注在人物的外在行為與動作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所謂的閱讀素養，除了閱讀傳統文本外，

還包括線上閱讀、電子閱讀或超文本閱讀，也就是讀者透過網際網

路、多媒體，搜尋引擎等科技進行閱讀，以達到學習或問題解決的

目的（柯華葳，2013）。本單元採多元化教學策略，課堂上除了教

材文本外，亦援引科枝輔助，運用網路影片教學，配合「焦點討論

法」完成學習單。 

「焦點討論法學習單」是用影片作為引導，影片中導演以「像

女生一樣」的跑步、打球為題，藉由小女孩的自信、自然，對比於

之前成年男女的刻意扭捏，呈現出性別的刻板印象。觀賞完此 3 分

鐘左右的影片後，請每位同學立即寫下想法，此呈現了同學對影像

的閱讀成果。學習單中的第一個問題「影片中哪個論點引起你的注

意？」代表同學對影像的閱讀偏好；第二題「影片中哪個說法讓你

聯想到現實實例？」是同學對自我生命歷程的回顧，屬於個人自由

陳述的性質；第三題「影片想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此為封閉

性答案，反映同學對影像重點的掌握程度。 

針對第一題的答案加以細分，可發現人 I 班及理 A 班同學學習

偏好的差異。將學生的答案依內容概分為標題（影片中的題目）、

行為（影片中人物的動作）、對話（影片中人物的回答或旁白）、

結構（拍攝架構或設計）及其他五面向，兩班分佈的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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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焦點討論法學習單」第一題答案統計表 

 標題 行為 對話 結構 其他 

   正面 價值評判   

人 I 班 23 份 9%(2) 31%(7) 13%(3) 40%(9) 5%(1) 5%(1) 

理 A 班 36 份 14%(5) 37%(13) 14%(5) 6%(2) 25%(9) 6%(2) 

合計 59 11%(6) 34%(20) 14%(8) 19%(11) 19%(11) 5%(3) 

註：（）內為人數 

此處可觀察到，人 I 班同學關注的焦點 53%集中於對話上，此對話指影

片受試者對問題的回答，其中，又多數注意到對話中的負面評價，比如： 

• 「說某人像女孩一樣，就好像冒犯到別人，而且有羞辱的感覺。」（9 美術女） 

• 「『像女孩子一樣的……』曾幾何時已經變成一種帶有羞辱意味的句子了。」

（15 語教女） 

• 「『Like a girl』是一種侮辱，打擊女孩子的自信心。」（19 台語男） 

註：（）內的數字為學生作業編號 

相反地，理 A 班關注在對話上的僅有 20%，負面評價更僅有 2 人。理

A 班同學的焦點集中在影片中人物的行為，比如： 

• 「女孩在跑步的時候很認真在跑。」（7 資工男） 

• 「當成人、男孩等被要求做『像女孩子』的動作時，做的動作總是感覺軟弱無

力。可是到了小女孩被這樣要求時，她們就是做自己。」（17 數教男） 

• 「當做出『像個女孩子跑步』，很多人都姿勢奇怪、扭揑。」（20 數位女） 

 

觀賞完 3 分鐘左右的影片，立即回顧注意的焦點，可反映學生

對影片的學習偏好。人 I 班的學生比較在乎對話，尤其對於感受性

或是價值評判的語詞較為敏感；而理 A 班的學生卻多聚焦於影像中

人物的動作行為。也就是說，人文學院的學生對文字語詞具有較高

的敏銳度，學習偏好上較容易關注在語詞的文義及內涵上，而理院

學生則較容易觀察到行為舉止等動態影像。 

翁嘉孜（2009）曾研究大一學生的學習，指出屬於「圖像視覺

型」的學生以男性較女性為多，而屬於「口語文字型」以女性較男

性為多。然上述研究中，男女性別的差異並不明顯。反而是學院別

形成較不同的學習偏好，此研究成果可以作為未來教學的參考，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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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採多元化教學策略時，任課教師不僅可依照不同學院學生的學習

偏好，安排妥切的教學媒材，也可於授課時，適時引導、補充，以

提升教學成效。 

二、「大學國文」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之學習成果與反省 

（一）「學習偏好」與「學習態度」交互影響教材文本的學習成果 

本單元的預習檢測理 A 班的成績優於人 I 班，理 A 班對文本的

熟悉度高於人 I 班。此結果大致符合兩班平日的課堂表現，理 A 班

不論是出席狀況、課堂參與度、學習意願皆略優於人 I 班。但之後

於課堂上所進行的桌遊活動，兩班對人物的認知相近，也就是兩班

學生在教材文本的學習成效上，差異不太。究其原因，理 A 班雖然

學習態度較好，但在學習偏好上對文本較具疏離性，因此對人物的

性格認知也就難以呼應文本；而人 I 班的學生雖然預習成績較差，

但課程活動時習慣依循文本，所以於活動進行中積極參照、翻閱，

也補足與文本間的熟悉度。 

課堂上所進行的桌遊活動，是運用人物性格牌卡，對文本中主

要人物白蛇、許宣、法海、小青四人，進行人物性格的描述，在給

牌、猜牌的過程中，強化對文本的理解。因為此 24 張牌卡是隨機發

放給 4 位組員，各組員必須在有限的 6 張牌卡中，選擇 適合其他

三位角色人物的牌卡，因此也可能面臨無合適牌卡的情形，所以統

計兩班記錄時，僅取 2 張以上，亦即是針對此人物全班有 2 組以上

給予同樣評價者始計入。統計表如下： 

表 6：桌遊人物牌卡統計表 

 白蛇 許宣 法海 小青 

人 I 班 
（共 7 組） 

禍害(4) 
不擇手段(3) 
孤單寂寞(2) 
 

意志薄弱(4) 
執迷不悟(3) 
魯蛇(3) 
麻瓜(2) 

大魔王(3) 
不擇手段(2) 
強勢主導(2) 
 

百依百順(5) 
盡忠職守(3) 
鄉民(2) 
小木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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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A 班 
（共 9 組） 

禍害(5) 
孤單寂寞(4) 
不擇手段(4) 
大野狼(3) 
大魔王(2) 
手下留情(2) 
色慾薰心(2) 
執迷不悟(2) 
 

麻瓜(4) 
色慾薰心(4) 
意志薄弱(3) 
重情重義(3) 
鄉民(2) 
百依百順(2) 
小木偶(2) 
魯蛇(2) 
白目(2) 

強勢主導(6) 
執迷不悟(3) 
擇善固執(2) 
魯蛇(2) 
大魔王(2) 
 

盡忠職守(6) 
孤單寂寞(3) 
重情重義(3) 
鄉民(2) 
小木偶(2) 
 

註：只標出 2 張以上者，（）括號中為張數 

 

關於〈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文中白蛇、許宣、法海、小青四

位人物的性格，兩班的看法大體相近：其中白蛇的形象，兩班有共

識的以其為「禍害」，其次還包括「不擇手段」、「孤單寂寞」等；

許宣則以「意志薄弱」、「色慾薰心」、「麻瓜」為多；法海包括

「強勢主導」、「大魔王」等；小青則集中在「盡忠職守」、「百

依百順」。 

而在爭議的牌卡上，則有： 

表 7：桌遊人物爭議牌卡說明表 

 爭議人物及牌卡 爭議說明 

人 I 班 法海：不辨善惡  

 法海：執迷不悟 認為法海不知道變通。 

 法海：鄉民 法海一方面是愛情的旁觀者，另一方面又強勢主導

情節。 

 法海：白目、騎士 同時拿到兩個相反評價的牌卡，可見同組中對法海

有不同的看法。 

理 A 班 法海：禍害 以妖立場而言，法海是禍害 

 法海：執迷不悟 法海違背自由 愛。 

 法海：執迷不悟 法海有回應許宣的求救，就法海而言，可能自認是

做了對的事，並非執迷不悟。 

 白蛇：手下留情 因為白蛇未殺許宣 

 許宣：手下留情 對白蛇心軟，一再接納她。 

本單元古典文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是以「色即是空」為主

旨，文中「白蛇」是慾望的象徵，代表了美色、金錢、權利等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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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整起事件的始作俑者，兩班學生皆視其為「禍害」，或給予「不

擇手段」、「大魔王」等負面語詞，大體符合文意；而「意志薄弱」

的許宣，也反映出文本中容易受誘惑的凡人的形象；小青則是因為

文本中性格不明確，多只是依著白蛇的吩咐做事，作為慾望的協助

者，因此得到「盡忠職守」的形容。 

比較有爭議的集中在「法海」身上，同學一方面認為其是「擇

善固執」的拯救者，另一方又是「執迷不悟」的破壞者。會有如此

兩極化的差異，是因為現代文本許悔之〈白蛇說〉以白蛇的立場，

批評法海是墨守成規的衛道人士，且以現今性別平等的觀點，法海

原本所代表的社會正義的道德高位，反而成為愛情悲劇的罪魁禍

首。尤其，在白蛇、許宣兩位人物一致被視為不討喜的情況下，法

海仍然以負面評價居多，甚至成為「強勢」的「大魔王」，可見學

生對法海的觀感已跳脫文本人物的設定。馮夢龍筆下的法海本是勸

戒世人遠離誘惑，宣揚救助世人的宗教大愛，自有其文化背景，但

學生在過於執著於議題的情況下，容易片面地忽略文本的文化背

景，純以現今標準，將之視為多元 愛的阻礙者。以現代的標準苛

責古文，不僅有失公允，亦違背「理解並尊重多元價值的差異性」

的教學目標。雖然，教師在課堂上多次強調時空背景的差異性，但

如何讓同學在進行議論與批判時，也能學會理解古文、尊重古文？

是教師值得省思的方向，也是未來授課時亟待努力的重點。 

（二）多元文本（影片）的學習中，理院學生較易達到省思評鑑的學習成效 

檢視兩班「焦點討論法學習單」，對於第三題「影片想要表達

的重點是什麼？」普遍都能掌握住「打破刻板印象」、「勇敢做自

己」的影片主題，顯然經由本單元的課程安排，學生已能立即掌握

相關議題的論述。差異比較大的，是第一題「影片中哪個論點引起

你的注意？」的答案，此部分兩班關注的焦點略有不同，對影片的

學習成效也有差別。用 PISA 閱讀歷程「擷取訊息」、「統整與解釋」、

「省思與評鑑」三階段加以檢視（PISA 閱讀素養應試指南，2012），

去除未作答或離題者，兩班的回答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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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多元文本（影片）學習歷程統計表 

  
第一階段 
擷取訊息 

第二階段 
統整與解釋 

第三階段 
省思與評鑑 

人 I 班 比重 92%(21 人) 5%(1 人) 5%(1 人) 

 範例 

‧說某人像女孩子一

樣，就好像冒犯到

別人，而且有羞辱

的感覺。（9 美術

女） 

‧小孩子和成人的反

應竟然截然不同，

這 是 一 種 刻 板 印

象，……這樣是不

對的！（8 英語女） 

‧ 都 是 用 運 動 來 闡

述，若能提供其他

活 動 的 論 述 會 更

好。（4 諮心女） 

理 A 班 比重 67%(24 人) 20%(7 人) 14%(5 人) 

 範例 

‧詢問小女孩什麼是

「像女孩子一樣做

某事」，他們的回

答 就 是 盡 力 做 就

了。（2 數教男） 
‧成人和小孩所表達

的「像女孩子一樣」

差別很大。（12 科

教男） 

‧一個女生的自信會

在青春期時跌到谷

底，小女孩的反應

都比大人來得純真

自我。（21 數位女） 
‧我們都在無形中被

框架框住，因為你

是 …… 所 以 你

該……忘了表達真

實的自己，而戴上

了 社 會 期 待 的 面

具。（30 科教男） 

‧為什麼明明是同個

動作要分男生女生

（3 資工男） 
‧為什麼一開始要說

像女生，不說像男

生（32 數位男） 

註：（）內的數字為學生作業編號 

 

兩班觀賞影片後的焦點，多著重於第一層次的「擷取訊息」，

以影片中的標題、人物對話及旁白為主，其中理 A 班占 67%，人 I

班則高逹 92%；第二層次「統整與解釋」是指能說明對話或動作背

後的原因或理由，人 I 班只有 1 位同學，理 A 班則有 7 位，占 20%；

第三層次「省思與評鑑」則指能以後設或全觀式評論影片內容，人 I

班也僅 1 位同學反省了題目的設計，理 A 班則有 5 同學，其中有 3

位跳出影片的情境，關注於影片拍攝的手法，有 2 位則針對題目的

設計進行後設的反省，提出「同一動作為何要分男生、女生」、「為

何要說『像女生』」的質疑。 

影片觀賞後填寫學習單，大多數人的印象是停留在影片中的某

個細節，可能是一句關鍵的話，也可能是一個奇異的動作，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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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表情，就如同書面文本中的情節起伏，或是語氣的轉變，常

常成為吸引人的焦點，所以兩班學生有半數以上關注於此。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人文學院學生大多停留於第一階段的「訊息擷取」，

而理學院則有 3 成的學生進展到第二、三階段，他們能跳出了影片

的情境脈絡，嘗試用整體、客觀的角度，釐清影片架構，甚至質疑

題目的誘導性。由此可知，同樣觀賞影片，人文學院及理學院學生

回顧的重點不盡相同，所呈現的閱讀思考歷程亦有所差異。人文學

院學生停留於第一階段的時間較久，較容易感同深受，沈浸於敘述

文本的情境脈絡中，關注文本細節；而理院學生則較為理性、客觀，

能迅速抽離情境、拉高視野，關注整體的關係與架構，而進入第二、

三階段的閱讀歷程。此研究結果，可以成為未來教師安排課程的參

考，也就是同樣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進行主題式教學時，如何善用

多元文本，幫助不同學院學生完成較高層次的閱讀歷程。 

伍、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研究，可得知： 

一、「大學國文」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之學習偏好 

（一）教材文本方面：人文學院學生對教材文本的依循性較高，理學院學

生則較對議題感興趣。 

（二）影片學習方面：人文學院學生對評價性語詞較為敏感，理學院學生

則多關注在人物的外在行為與動作。 

二、「大學國文」主題式教學中不同學院學生之學習成效 

（一）教材文本方面：人文學院學生與理學院學生差異不大，因「學習偏

好」與「學習態度」交互影響教材文本的學習成果。 

（二）影片學習方面：人文學院學生以第一階段「訊息擷取」為主，理院

學生較易達到第二階段「理解與解釋」與第三階段

「省思與評鑑」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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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議題帶領教材文本，可幫助學生理解文本所體現的某個面向，然文

化的演變自有其發展的脈絡，文學是時代文化的反映，古典文本皆有不同

於現代的時空背景與文化意涵，如何在結合古典文本與現代議題的同時，

也能學會相互理解與尊重？如何拿捏議題與文本間的比重？即為教師設計

課程時須謹慎思考的問題。若過度聚焦於文本，僅以解說文本為重，將無

法拉近文本與生活的距離，弱化議題設計的意義；相反地，若議題的比重

過多，亦會令學生對教材文本產生疏離感，缺乏對文本全面的理解與思考。 

此課程以議題帶領文本閱讀，並穿插多元活動，課堂上的氛圍是活潑

且熱絡的，即使是對古文閱讀較無自信的理院學生，也能積極參與，完成

文本的事先預習，可見主題式、多元化教學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然而，如何在闡述議題的同時，也能增強文本閱讀，避免本文與議題比重

失衡？建議在時間分配上進行更細膩的規劃與操作，以本單元為例，「性

別」議題與馮夢龍話本，學生顯然對於前者較為熟悉，我國性平教育推廣

多年，並於 2019 年通過同性婚姻相關法則，同學對「性別」議題較有涉獵。

反之，對古典文本則較陌生，因此古典文本的說明必須再加深加廣，除了

文意的梳理外，作者時代背景、寫作用意也必須一一解釋，並將重點著重

在後設省思，以文本寫作時代為思考主軸。尤其理學院學生，對社會議題

的熟悉度高於文本，因此，課堂上須再強化文本說明的部分，以期在有限

時間內，達到課程 大效益。不同學院的學生學習偏好與成效不同，教師

須適時調整文本與議題間的比重，才能達到良好的學習成效。 

再者，每篇文本，皆有其興起的時空背景，文化意旨、價值評判亦略

有差異，以今駁古，不免陷入成見之梏。因此，如何在結合古典文本與現

代議題的同時，也能學會相互理解與尊重？此處不妨多增加古典文本寫作

背景的說明，包括作者為文意旨及當時社會氛圍，或是舉當時相關文章為

例，引導學生設身處地思考。並以單元一開始進行的價值澄清活動「你覺

得女生該有的形象是什麼？」及「你覺得男生該有的形象是什麼？」為例，

說明性別意識古今變化的快速，幫助學生由尊重省思出發。 

主題式教學以學生為主體，喚起舊經驗，引發學習興趣，培養主動思

索、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學院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偏好與方式，教師必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9(2)，39-78 65 
 

須適時調整，才能有效提高學習成果。以人文學院為例，人文學院學生對

文字、語詞較有敏銳度，也習慣依循教材文本，相互參照學習，若能提高

主動學習的意願，即能大大提升學習成效。此外，人文學院學生因常聚焦

於語詞上，較難開展「統整與解釋」及「省思與評鑑」二層次的閱讀能力，

這也是教師於授課時可多加著力之處；而理院學生習慣進行推論式、架構

式思考，較容易達到「統整與解釋」及「省思與評鑑」二層次的閱讀能力，

但也因為對議題的關注高於文本，對古典文本較具疏離性，也影響教材文

本的學習成效，所以教師必須強化教材文本的引導，妥善運用多元化教學

策略，始能於大學國文課程中達到文本與議題融攝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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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matic Teaching Applied to the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Taking the Unit of "Gender 

Awareness" as an Example 

Yu-Yu Chia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me and unitization, combining texts with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and 

us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they possess from practice. 

This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first year 

of the university. It is divided into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 Each class 

contains students from all departments of the same colleg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course is "care for life". The textbooks are arranged thematically in unit 

style. They discuss life issues in the way of reading ancient and modern texts, 

helping students to observe themselves, reflect on life, and develop different life 

horizons. 

The thematic teaching applied to the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emphasizes 

that students are the main subjects. However, in the teaching sit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lleges can also be found to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This research takes two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s" classes taught by the author 

as research objects. Among them, one class is composed of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the other the Faculty of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Gender Awarenes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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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urriculum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lleges in 

thematic teaching. There are two research topics in this study: 

(1) The learning preferenc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lleges in the thematic 

teaching of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 

(2)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lleges in the 

thematic teaching of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 

Thematic teaching is based on the theme, designing related teaching content 

and activities. It is emphasized that every teaching activity is designed to solve 

(or clarify) the scale (or method) of a certain topic (Chen, 2011). Thematic 

teaching usually adopts group discuss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of heterogeneous group members, it is helpful for the learning of group experience 

(Ko, 1998). At present, research on thematic teaching in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sign and explanation of teaching plans. 

Thematic teaching is usually also combined with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Howard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devi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single intelligence and assumes that intelligence is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including at least language, mathematical logic, space, 

physical kinesthesia, music, interpersonal, introspection, and nature Eight categories 

(Gardner, 2008). Applying this theory to teaching emphasizes the arrang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Each unit, or each course, is not single, but 

interconnected. Therefore, in the classroom, diversified curriculum designs and 

strategies are adopted to help students build diversified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to higher education sites 

has allowed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rning styles and learning effects of 

studen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It is a pity that there are not many relevant 

stud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papers by Qian Zhaoping and others comparing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universities. These three papers are all based on the freshm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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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effect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animation teaching in the non-art field. However, in the art field,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arning effect. On the 

whole, multi-media teaching can help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thesis further explores the thematic teaching of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etween 

different colleges with five assignments in a certain unit used as research data 

for analysis. Hopefully,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relations of thematic teaching 

in the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lleges can be 

explained more fully.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he students from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he College of Science in the 

first-year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Using the study record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s of the "Gender Awareness" unit as research data, the results of five 

assignments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colle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atic teaching in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the "Gender Awareness" unit, two texts are selected. One is Ming Dynasty 

novels and the other is modern poetry. These two texts are adapted, based on the 

folk tales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but have been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haracters show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gender in different eras. This unit focuses on "character images" 

and us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guide students to 

observe the different gender awarenes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exts and then to 

un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ces in multiple aspects. This unit consists 

of six classes in three weeks, and there are five tasks for data analysis: 

(1) Value clarification form: to examine whether the students have gender 

stereotypes by use of the Mentimeter onlin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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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xt preview test: to tes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the two texts. 

(3) "Legend of White Snake" board game discussion sheet: to conduct 

group discussions on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by use of the "Legend 

of White Snake" board game 

(4) "Focused Conversation" study sheet: to fill in the personal study sheet 

after the video. 

(5) Story adaptation: to carry out the story adaptation of ancient texts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students in different colleges have different 

learning preferences for textbook texts and visual aids in thematic teaching. 

When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conduct discussion activities, 

they are more accustomed to relying on the textbook but inclined to focus on 

verbal dialogue when watching movies. The students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rely less on the textbook. Rather than the text itself, they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opics and attentive to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characters when watching the 

film. In terms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interaction of "learning prefere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 affects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exts. Using the 

three-stage analysis of PISA reading process, As for the video-assisted learning, 

the students in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mostly focus on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while the students in the Faculty of Science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understanding explanation" and "reflection evaluation". 

Through this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for 

thematic teaching of the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Thematic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is indeed helpful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However, 

while the topic is elaborated, it is necessary to add a text descrip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ore detailed planning and operations be carried out in the 

time allocation to avoi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rticle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topic. The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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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n different colleges are different. Teachers must adjust the proportion 

of texts and topics in a timely manner to achieve good learning results. Furthermore, 

each text emerges from its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classical texts, including the author’s 

intention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nd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furthe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o that they would not criticize ancient texts 

with current values and any existing prejudices. 

Keywords: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thematic teaching, college attribute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gender awareness 

 



78 江右瑜  主題式教學應用於大學國文課程學習成效之研究 
 

【作者簡介】 

江右瑜 助理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

士。現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教授「中文閱讀

與表達」、「與經典對話」、「兒童文學與教學」等課程。學術專長為《春

秋》學、《左傳》、唐宋思想、國語文教學、敘事文學。著有《唐代〈春

秋〉義疏之學研究：以詮解方法與態度為中心》、《朱熹對道家評論之研

究》、《遇見現代小品文》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