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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於2015年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發佈了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提供了全球性的行動框架，旨在

解決環境、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挑戰，並促使各國共同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

面對全球變遷及危機，教育機構應該以SDGs為指導，培養學生具備解決複雜問

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我國呼應此趨勢，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依

循「2050世界願景」提出臺灣六大轉型領域，並召集各部會於2019年研擬出「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教育部也銜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十年推動的永續發展

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呼籲各級政府透過

學校教育加強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並成立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推動辦

公室，委託專業團隊編撰「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作為推動新課

綱變革的重要參考。

　　各階段的SDGs相關落實，應有不同策略與焦點，基於此，本期以「各級學

校SDGs之落實」廣邀各界教育先進，提出對於SDGs落實在各級學校的課程融入

具體策略、可行校務發展方向、以及可能的實施困難與挑戰之寶貴意見。本期

「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11篇，針對SDGs在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等領域的落實

狀況進行討論；「自由評論」部分收錄12篇，議題範圍相關廣泛，包括教師專

業、疫情下師資培育、幼兒教育等議題進行討論；「專論」部分亦收錄1篇。

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國內實施SDGs及其他教育問題的現況，並提出精

闢的見解與評論，豐富本期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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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主編序 

聯合國於 2015 年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發佈了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提供了全球性的行動框架，旨在解決環境、經濟、社會等方面的

挑戰，並促使各國共同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面對全球變遷及危機，教育機構應該以 SDGs 為

指導，培養學生具備解決複雜問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我國呼應此趨勢，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依循「2050 世界願景」提出臺灣六大轉型領

域，並召集各部會於 2019 年研擬出「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教育部也銜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近十年推動的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ESD），呼籲各級政府透

過學校教育加強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並成立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推動辦公室，委託專

業團隊編撰「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作為推動新課綱變革的重要參考。各階段的

SDGs 相關落實，應有不同策略與焦點，基於此，本期以「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廣邀各界

教育先進，提出對於 SDGs 落實在各級學校的課程融入具體策略、可行校務發展方向、以及可

能的實施困難與挑戰之寶貴意見。本期「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 11 篇，針對 SDGs 在高等教

育、師資培育、技術高中、中等教育、原民教育等領域的落實狀況進行討論；「自由評論」部

分收錄 12 篇，議題範圍相關廣泛，包括教師專業、疫情下師資培育、幼兒教育、領導、生活

科技、家庭教育、補習教育等議題進行討論，「專論」部分亦收錄 1 篇。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

探析當前國內實施 SDGs 及其他教育問題的現況，並提出精闢的見解與評論，豐富本期內涵。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對於審稿者、執行編輯張淑涵助理、

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付出，在此也一併致謝，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本期方能

順利完成。 

第十三卷第四期輪值主編 

蔡進雄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 

阮孝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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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思維與策略 
張慶勳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退休教授 

 

一、前言 

自從世界經濟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的布倫特蘭報告（Brundtland report）對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SD）意義的界定，與強調 SD 在解決社會平等、環境變化、經濟衰

退、世界人口成長與區域分布相關問題的觀點（United Nations, 1987；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 2014, 2020, 

2021a, 2021b, 2022a, 2022b, n.d.）在永續發展教育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5-2014）, the Decade）的基礎上，持續

推動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1，並以全球行

動計畫（Global Action Programme，GAP），作為 the Decade（2005-2014）的後續

具體行動。同時，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 2015a, 2015b）於 2015 年所發布

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以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2016, 2017, 

2019）的永續發展教育計畫與行動方案，也都以全球視野與在地連結的觀點，從

解決社會、文化、環境和經濟等的問題切入，並以包容性、平等性融合不同文化

與族群的差異性，提出全球 SD 的理念、政策與行動方案，試圖滿足當今世人與

未來世代人類的需求，以提升生活品質與追求人類福祉為目標，並已廣為世界各

國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的參考指引和共同追求的目標（李曉峰與張慶勳，2023）。 

其後，基於面對當代與未來世界的挑戰與準備，UNESCO（2020）的《2030

年教育行動架構》（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除了強調與聯合國的

17 項 SDGs 相互連結外，並以實現 SDGs 的第四個目標（SDG-4-qualityeducation）

為主軸。同時也在幼兒階段、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提出如何實踐 SDGs 的 ESD

學習目標、教學資源與學生教室活動等重點項目供教育人員作為參考的指引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21）。同時，聯

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的聯合國全球學校計畫（Global School Program，GSP）則透過發展全球

學校有關 ESD 的教學與學習工具、資源和計畫，以支持世界各地學校領導者、

學生，而有助於型塑永續和繁榮的世界所需的知識、價值觀和技能（UN 

                                                

1 「永續發展教育」也以「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fS」呈現（Zguir, Dubis, & Koç, 2021）。

ESD 係 UNESCO 正式發布與國際社會常慣用的術語（Mogaji & Newton, 2020），因此，本文以

ESD 呈現。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early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primary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secondary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01-27 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主題評論 

 

第 2 頁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n.d.）。 

實際上，國際社會對 ESD 型塑優質教育，並在推動 SD 過程中扮演關鍵性

的角色已有一致性的共識，且 17 項的 SDGs 彼此互為關連，也是世界各級政府

與學校共同邁向 SD 的目標。誠如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所公布的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除了將第 17 項的 SDG（SDG-

17-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有關大學透過與其他國家發展夥伴關係，並分享教

學實踐與研究成果的績效表現，列為評估全球頂尖大學的共同指標外，也將其他

SDGs 列為評估全球頂尖大學的指標（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0a）。並強調世

界各國大學在永續經營與發展特色，實踐社會責任和 SDGs 的關聯性與影響力，

而顯示大學透過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的功能，以國際視野與在地連結，融合

SDGs 而成為兼具國際性與地區性的教學、研究、文化與產業中心（張慶勳，2021；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0a, 2020b, 2021, 2022, 2023）。 

此外，實踐 SDG-4-quality education 的具體目標是教師與學生、各階段教育

和培訓機構，以及政府共同承擔的責任（Boeren, 2019）。從一項對 18 個國家的

大規模研究顯示，當中小學的課程有探討諸如地區性、社會、環境、經濟與文化

等 ESD 相關議題的背景脈絡和內容時，教學和學習都會產生改變。且 ESD 的教

學有助於維持和促進永續社會的知識、技能、觀點和價值的學習。因此，ESD 對

中小學的優質教育已有具體的貢獻（Laurie, Nonoyama-Tarumi, Mckeown, & 

Hopkins, 2016）。同時，SDGs 與學校教育具有相互關連性，因此需要以適當可行

的方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就，以符合實際的學習結果（Al-Kuwari, Du, & Koç, 

2022）。此外，從地區性學校教師教學與課程（如香港中學課程文憑）思考如何

與 SDG-4-quality education 的優質教育相互連結，並提供教育決策者參考也有其

必要性（Lei & Tang, 2023）。因此，ESD 與 SDGs 互為緊密連結，並透過學校課

程與教學型塑優質教育是政府機構、學校教育、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所共同追求

的目標。 

在臺灣，為確保全面、平等及確保教育品質，提倡終身學習，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2019，2022）提出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教育部（2020）出版的

「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都以 SD 的理念，藉由透過學校 ESD，與各級學校

課程與教學，型塑優質校園環境，進而接軌 SDGs，發展與培養學生因應未來社

會變遷的知識、素養與技能。 

其次，教育部自 2018 年起以五年為一週期持續推動強調大學永續發展與成

長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高教深耕計畫」（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Sustained progress and rise of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強調大學應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並以「連結在地、接軌國際及迎向未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impact/2020/partnerships-goals#!/page/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undefined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impact/2020/partnerships-goals#!/page/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undefined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ncsd.ndc.gov.tw/Fore/SDG04
https://ncsd.ndc.gov.tw/Fore/SDG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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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為主軸，以「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為願景，將「善盡

社會責任」併同「落實教學創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成為高

教深耕計畫四大目標之一（張慶勳，2021；教育部，2023；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3）。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計畫則以

聚焦社會議題，實踐永續發展為焦點（教育部，2022）。亦即是，協助大學發展

特色，落實教師教學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教育品質，提升國際競爭力，善

盡社會責任，並與 SDGs 接軌，已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張慶勳，2021）。

此外，教育部（2024）所提出的 SDGs 的教育統計指標分析，可了解我國 EDS 完

成的程度並與國際接軌外，也可深入了解 SDG-4-quality education 的各項指標定

義和範圍，及供各級學校參考。 

綜上可知，國際組織團體為因應世界面臨社會、文化、環境和經濟等所帶來

的挑戰，並試圖滿足當今世人與未來世代人類的需求，以提升生活品質與追求人

類福祉為目標，而提出 SD、ESD 與 SDGs 的相關理念、政策與行動方案，已深

入國際社會、各國政府、各階段教育與人心。在臺灣，從教育部至各階段學校教

育也試圖與 SD、ESD 與 SDGs 接軌，並以全球視野與在地連結的觀點，落實到

學校教師教學、課程規劃設計，與學生學習，期能確保教育品質，型塑優質教育，

發展學校特色，實踐社會責任，發揮社會影響力。 

實際上，各國政府、組織團體、學校領導者與學校組織成員也正在思考如何

透過教育系統的運作機制，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教育品

質，期能使教師與學生都能準備面對世界多元的變化與不確定性的未來（Grogan, 

Young, & Byrne-Jiménez, 2022；Mazurkiewicz, 2021；Müller et al., 2022）。因而學

校的教育環境便成為關注的焦點，且各級學校在落實實踐 ESD，達成 SDGs 的過

程中，學校校長的領導策略扮演關性的角色（Müller, Hancock, Stricker, & Wang, 

2021）。 

依循以上脈絡的分析，為能聚焦研究主軸，本研究以聚焦於臺灣的小學階段

如何落實實踐 ESD，並與 SDGs 接軌的實踐策略與做法。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

目的在探討學校永續發展教育的意涵，其次，探討校長在推動學校永續展教育與

經營上的思維、策略與具體作法。據此，本研究的架構依序分別就學校永續發展

教育的意涵、策略與做法的相關文獻予以論述外，並融合訪談個案校長的結果與

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如後。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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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 ESD 與 SDGs 的連結與發展主軸 

「永續發展教育：邁向永續發展目標」（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s achieving the SDGs, ESD for 2030）係建基於 the Decade（2005-2014）與

GAP（2015-2019）的全球具體行動架構。該架構強調為實現確保平等性、包容

性，與倡導終身學習的機會，以及解決貧窮、氣候變遷、社會、環境、文化、經

濟問題的 SDGs（UNESCO, 2014, 2020），而顯示 ESD 與 SDGs 具有緊密的連結。 

在推動 ESD 與融合 SDGs 的過程中，納入政策的推動、改善學習環境、建

立教育工作者的能力，強化年輕人的賦權增能和動員力，以及地方層級的行動力

為優先策略。而能在 SD 的生活方式，與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

化、全球公民意識，以及對文化多元性有所貢獻，進而獲得促進 SD 所需的知識

和技能（UNESCO, 2014, 2020）。亦即是，ESD 旨在賦予學習者知識、技能、價

值觀和態度的概念，以應對我們面臨的全球挑戰（Müller et al., 2022）。因此，ESD

旨在達成 SDGs，且具有密切的關聯性。 

此外，推動 ESD 係以 SDG-4-quality education 為主軸，以確保所有的學習者

在 2030 年前，都能透過加強 ESD 實現確保包容性與平等的優質教育品質，並提

升所有學習者的終身學習機會。同時也以《2030 年教育行動架構》（UNESCO, 

2020），從幼兒階段到中等教育的 ESD 學習目標、教學資源與學生教室活動中教

學與學習（UNESCO, 2021a）。例如，強調以價值導向的優質教育，採取批判性

和參與學習的方法，讓學生了解貧窮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相關問題，即是初等教

育階段供教育人員參考的教學與學習重點項目（UNESCO, 2021c）。 

據此，ESD 與 SDGs 以 SDG-4-quality education 為主軸，並互為連結。 

(二) 實踐 ESD 與 SDGs 的策略與作為 

為能透過 ESD 落實優質教育，除了 UNESCO（2020）所提出的優先策略外，

茲分析各國政府與學校推動 ESD 實踐優質教育的策略與具體作為如後。 

1. 政府與教育政策性的導引與推動 

為能實踐 SDGs，OECD（2016, 2017, 2019）與 UNESCO（2014, 2020, 2021a, 

2021b, 2022a, 2022b）國際性的組織團體都分別提出統整性和各指標項目的計畫

與行動方案之政策性指引。而各國政府也分別針對各該國實踐 ESD 和 SDGs 提

出相關的政策，作為實踐 SDGs 的政策性方向。例如，卡達、新加坡和紐西蘭，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early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secondary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primary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dgs/material/04#primary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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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永續發展價值融入學校課程與教學，試圖強化學生對環境教育與 SDGs 的了解

（Zguir, Dubis, & Koç, 2021），而金磚國家經濟體的經濟成長、自然資源和銀行

業界的發展雖然有積極性的發展，但教育仍須強化，且有關綠能政策的推動仍需

予以加強（Li, Sun, Sharif, Bashir, & Bashir, 2024）。其他如透過政府機構結合非營

利組織與法人團體，將 SDGs 的議題融入中小學校本課程的設計與教學（Müller 

et al., 2021），皆顯示政府以策性推動 ESD，實踐 SDGs 的政策性指引與作為。 

此外，在臺灣所推動的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19，2022）與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教育部，2020），以及教育部（2021）

的「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政策中長程計畫（111-114 年），即是政府推動 ESD，

實踐 SDGs 的政策性規劃與方向導引。 

據此，各國政府與各級學校依不同的實際需求，規劃提出透過 ESD 的優先

政策與計畫，作為實踐 SDGs 策略與作為的導引。 

2. 學校校長推動 ESD 的思維與策略 

從學校效能與管理的角度切入，永續性是領導的議題，學校校長在整合永續

性和推動 ESD，邁向 SD 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Müller, Lude, & Hancock, 

2020）。因此，校長必須在 ESD 方面具有策略管理的系統思考、技能和運用可行

的策略，並有適當的心態與開放、廣闊的視野，同時也需以積極的眼光看待學校

和教育的能力（Qablan, Alblooshi, & Alkaabi, 2023）。在推動 ESD，實踐 SDGs 的

具體策略方面，校長具有內在的信念、哲學觀，與國際視野，透過以學校組織變

革為導向的轉化領導策略，以及積極強化學校活動，將 ESD 列為學校組織發展

的起始點，展現積極性的領導，有助於將 ESD 邁向持續性和成功的機會（Mogren 

& Gericke, 2019）。其次，學校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與校長的教學領導和有效治理

策略則能發揮關鍵的作用（Ghamrawi, 2023）。而以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PLC）能協助校長與教師的專業成長，激發領導與教學的

動機與實踐能力，發揮學校組織永續性的效能，進而邁向平等與優質教育的 SDGs

（VVOB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 2016, 2023）。 

此外，透過地方政府與學校之間建立彼此互信和支持性的夥伴關係，將 SDG-

4-quality education和SDGs予以連結，可以協助改善教育（Sider, Morvan, & Börner, 

2023）。以大學而言，透過政府的努力可以實現 SDG-4-quality education 目標，並

以發展學校組織列為優先事項，同時連結國際組織，與透過這些目標影響大學實

踐 SDG-4-quality education，是學校推動 ESD 的策略（Reimers, 2024）。 

據此，校長以教育哲思與信念為基礎，及以專業學習成長，啟動有效的領導

策略與學校治理，發展學校組織與強化學校活動，並與地方政府連結，建立夥伴

與互信關係，是推動 ESD 融入 SDGs 的學校治理思維與策略。 

https://ncsd.ndc.gov.tw/Fore/SDG04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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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入教與學及課程的跨領域設計 

在教學與學習過程中，藉由每天日常生活，讓學生與夥伴及教師之間的對話

與互動的過程，能展現他們的想像力和對環境的了解，進而培養學生具有系統思

考、與夥伴協作、行動導向、價值思考，與對未來思考的永續性能力（sustainability 

competences）極為重要（Vesterinen & Ratinen, 2023）。因此，如何透過教與學，

精進教師教學與協助學生學習，是 EDS 邁向 SDGs 的有效途徑。 

以教師的教學而言，教師運用策略領導、教學領導和文化領導能維持學術上

的卓越（Maqbool, et al., 2023）。而以原住民 ESD 的在地課程強化學生對當地知

識和地方意識與文化的了解，促使學生以更廣闊的視野思考其家與 SD 議題（Li 

& Shein, 2023），則是融合課程與在地文化邁向 SD 的教學與學習過程。而在小學

方面，以融合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的跨學科、整合性教學設計（Faikhamta, Srisarakorn, & 

Suknarusaithagul, 2024），或以整體與變革的途徑（holistic and transformative 

approaches）針對中小學教師提供永續性、價值觀、對環境的尊重，及與自然的

連結，並促使教師能有理解複雜問題的系統思維，以及表現出對永續性負責的行

為，與提高永續發展的行動能力（Karaarslan-Semiz, 2022）。或以跨學科與跨領域

的教學（Lafuente-Lechuga, Cifuentes-Faura, & Faura-Martínez, 2024），與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科技整合大數據的專業資料（Abulibdeh, Zaidan, & 

Abulibdeh, 2024），融入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則能展現課程與教學結合科技與資

訊的未來趨勢。 

據此，融入教與學及課程的跨領域、跨學科設計，經由教師教學策略與學生

有效學習，能發揮 EDS 的效能，進而實踐 SDGs 的過程。 

4. 以整合性的思維與策略邁向 SDGs 

以整體學校（whole school approach）的思維，從校長領導、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課程規劃與設計、學校環境、建築與管理、及與利害關係人的協作、以型

塑學校願景，是 ESD 邁向 SDGs 的策略（Forssten Seiser, Mogren, Gericke, Berglund, 

& Olsson, 2023；Mathar, 2015；Mogren, Gericke, & Scherp, 2019；Protopsaltis & 

Salamon, 2022）。因此，整合永續性與 ESD 的思維和策略（Müller, Lude, & Hancock, 

2020），或從學校管理與效能的觀點切入，發展有效能學校的ESD架構（framework 

for an ESD-effective school），並將校長的永續領導、學校資源、多元溝通、支持

性的關係，與發揮學校組織效能、組織適應性、校長與教師的支持，及民主決策

和共同願景等視為推動 ESD 的整合性策略（Verhelst, Vanhoof, & Van Petegem, 

2023）。 

此外，培養學生具有系統性思考是永續性發展的核心能力（Vesterinen & 

Ratinen, 2023），或以系統思考和參與取徑（participatory approach）的方法，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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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和學習者共同建立 SD 的共同願景，型塑 SD 的有利條件，

確定 SD 所需的能力，實施適當的教學方法和學習策略，並施以評鑑，是邁向 SD

目標的策略（Kioupi & Voulvoulis, 2019）。 

據此，以整合性與系統性的思維及策略，從整體學校的領導、教學與學習、

民主與參與的決策、與利害關係人的協作，增進組織效能，與型塑學校組織文化

切入，是實踐 SDGs 的思維與策略。 

5. 實踐 SDGs 有實施上的落差與困境 

雖然各國政府與各級學校都努力透過 ESD 實踐 SDGs，但並非所有的學校都

能有效實施 SDGs，而需在不同學科的教學、學習與研究方法上以知識管理的思

維和策略予以改善，才能在社會中發揮作用（Adhikari, & Shrestha, 2023）。例如，

SDGs 在高等教育中較偏向高收入國家、學士學位課程和某些學科上的實施。但

為整合與推動 SDGs，應廣泛分享全球大學的經驗，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讓學

生參與其中，同時增加對這些實施進程給予資助（Amorós Molina et al., 2023）。

此外，雖然各大學皆將 SDGs 納入教學和學習的活動中，但如何整合，與組織及

策略的運用都會影響實施的成效，且並非所有組織成員都能了解其中的精神和做

法，因此需要給予另外培訓和學習（Leal Filho, et al., 2023）。此外，也需要根據

當前和未來世界的需求和挑戰，重新設計課程，納入技術資源和環境知識，並以

跨學科課程，培養具有道德取向，與批判性和系統性的思考的研究生，以提升教

育品質（Acevedo-Duque et al., 2023）。 

在中小學方面，雖然校長展現對 ESD 的承諾，但學校之間對 SD 的看法和

理解不同，參與和行動的程度也有差異。例如，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參與、缺乏資

源、政府支持和學校課程負擔過重，學生參與決策過程的技能不足<以及社區計

畫和學校措施都是形成學校推動 ESD 的限制因素。因此，需要協助校長專業發

展，培養校長 SD 的教育領導力（Cebrián, Mogas, Palau, & Fuentes, 2022）。此外，

K-12 階段，校長對 SD 的理解模糊，通常他們從環境和社會的角度來解釋 ESD。

因此，ESD 的經濟層面在實際運作可能不再受到重視（Mogaji & Newton, 2020）。

雖然有中小學課程將水資源保護和動植物保護等主題納入環境教育中，但 ESD

卻不太凸顯。因此需要改善 ESD 實施的一些措施，以不同的方法，將環境、經

濟和社會的議題納入教育背景，實施和更新學校課程以改善 ESD，才有助於達成

優質教育的目標（Ramírez Suárez, Acosta-Castellanos, Castro Ortegon, & Queiruga-

Dios, 2023）。因此，如何協助校長了解及克服影響學校推動 ESD 的組織內外因

素，以有助於推動 ESD，是刻不容緩的課題（Abidin, Mokhtar, & Arsat, 2023）。 

其次，在面對全球性政治、經濟、社會與氣候變遷，與邁向 SDGs 的挑戰過

程中，仍需要思考學校教師如何在國際政策、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課程設計中

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以及如何以專業素養準備跨學科、跨領域的課程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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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好教學者的角色，以協助學生能具有準備未來世界所需的 SD 能力，是亟需

思考與解決的問題。因此，傳統的教師角色與專業素養、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學

策略、學生學習的方法等，都需要更精進以使教師與學生都能培養出具有永續性

的能力（Parry & Metzger, 2023）。 

據此，不論是各教育階段都會因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因素，而有實踐 SDGs

實施上的落差與困境。因此，從校長領導、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課程設計，與

學校行政運作機制與決策過程，都需要予以尋求解決之道，以利學校推動 ESD，

實踐 SDGs。 

(三) 綜合評析 

依循上述相關文獻的分析可知，以 ESD 邁向 SDGs 的過程可歸納以下的特

性： 

1. 全球性：以解決全球性所面臨的社會、經濟、環境與文化問題，並確保全世

界學習者能有平等性、包容性，與倡導終身學習的機會，-而能實現全人類的

福祉。 

2. 地區性：能與在地連結，實踐社會責任。 

3. 整合性：從巨觀切入，從整體學校發展的取徑，推動 ESD 邁向 SDGs。 

4. 連結性：以 ESD 連結 SDGs 的相關項目。 

5. 聚焦性：從微觀切入，聚焦於 SDGs 的發展主軸。 

6. 政策性：國際間各國政府、組織團體等以政策性規劃與方案，推動以 ESD 邁

向 SDGs。 

7. 文化性：以 ESD 邁向 SDGs 是學校展現校本文化力的過程與結果。 

8. 專業性：推動以 ESD 邁向 SDGs 的所有關係人需具有相關的知識、價值與態

度的專業素養。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研究目的的相關文獻為論述基礎外，以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法，蒐

集與分析資料，以達成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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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個案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法，選取兼具學術論述與學校教育現場實務經驗，且

皆能提供豐富且具有聚焦性資料的國小校長為研究個案。研究個案包含：(1)臺灣

南部學校型態實驗學校現任國小校長 1 人；(2)高雄市國小退休校長 1 人；(3)臺

灣北部都會郊區國小現任校長 1 人；(4)臺北市國小現任校長 1 人，共計 4 人。 

(三) 訪談題綱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的論述基礎，提出以下的訪談問題： 

1. 您認為「學校永續發展教育」內涵是什麼？ 

2. 您以哪些領導思維落實學校永續發展教育的目標? 

3. 您以那些領導策略與切入點，實踐學校永續發展教育的目標? 

4. 其他可提供的相關議題之觀點。 

(四) 研究倫理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先與研究個案互動，並提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訪談

題綱、研究過程。經徵詢受訪個案同意後，分別以邀請函感謝研究個案願意接受

訪談，及同意為本研究的研究參與人後，請受訪者簽署研究參與人知情同意書。 

該知情同意書除感謝研究個案同意接受本研究以訪談與提供相關文件的資

料蒐集方式進行研究外，也包含研究過程中與研究之後，研究者的聯繫方式。此

外，也包含研究過程中，研究個案若退出研究，有關其提供的資料，是否希望刪

除，與是否列入後續資料分析的權益問題。 

(五) 資料編碼 

本研究將研究參與人的代號分別以 P 代表國小現任校長。編碼碼號的意義

分別如下：IN 表示對研究個案的訪談，DO 代表研究個案所提供的學校與其個人

的相關計畫等文件分析的資料。研究個案的編碼序號（例如，P1 至 P4）係以所

蒐集資料的日期與時間順序依序排序。文字段落中，（P1，IN，2024116）表示第

一位校長於 2024 年 1 月 16 日所提供的訪談資料；（P1，DO，20240220）表示第

一位校長於 2024 年 2 月 20 日所提供的文件資料。同時將所蒐集的資料依文本內

容脈絡架構鋪陳與論述予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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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採取以下的分析策略： 

策略一：以研究主題相關文獻的評析為論述基礎，型塑為本研究的脈絡背景，

據以提出研究目的。 

策略二：依研究目的與訪談題綱所蒐集的訪談與文件資料分別予以歸類，並

以交叉式的方式與相關文獻對話後，在每一歸類後的主題提出綜合性的評析，最

後據以提出綜合分析。 

四、訪談結果分析 

(一) 學校推動 ESD 的內涵 

研究者與受訪校長討論「學校教育永續發展」與「學校永續發展教育」的內

涵時，曾有深入的對話。受訪校長認為，「在了解『學校教育永續發展』的內涵

時，需要先釐清『學校永續發展』的『永續』脈絡發展」（P1，IN，20240116）。

同時，「我們也要思考在此之前為何沒出現，而至近年才出現」（P1，IN，20240116）。

因此，「這得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相互澄清」（P1，IN，20240116）。 

「若以當前學校教育係以兒童為主體來說，這『永續』應是以學生為主體，

若沒有學生就沒有教師，也就沒有學校存在的可能」（P1，IN，20240116）。因此，

「以『學校教育』的『永續發展』來說，學校教育就變成主體，是要讓學校教育

永續發展？那就不是指一個單一學校的永續發展」（P1，IN，20240116）。因為「國

民教育發源百餘年來，要談學校教育的永續發展，就時間長度，言之太早」（P1，

IN，20240116）。 

此外，「若以單一學校的教育之永續發展，更是顯得太過抽象」（P1，IN，

20240116）。因為「該學校是否一直存在，並非有限生命的一群人用心努力就可

以明確肯定的」（P1，IN，20240116）。因此，「『學校教育永續發展』應與 ESD相

呼應，即是「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之意，同時也要回到永續發展目標指標的

脈絡來談」（P1，IN，20240116）。 

基於「學校教育永續發展」是「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且要與永續發展

目標的脈絡相互連結的思考，受訪校長進一步指出，「當前學校教育之於學生發

展，更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與適性發展」（P1，IN，20240116）。「因此「『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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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是不斷追求教育創新以協助學生適性發展，而非是一直存在的永續」（P1，

IN，20240116）。校長以其辦學的教育哲思基礎指出，「在此基調下，『學校教育

的永續發展」，應是要回到杜威的教育哲學來看」（P1，IN，20240116）。也就是，

「教育是經驗不斷的累積、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長，透過學生的成長也促進社

會文化不斷的更新精進，而精進的文化也促進學生更好的成長」（P1，IN，

20240116）。因此，「也就符應孔子忠恕之道，盡己推己及人，善己亦善群，也呼

應當前課綱追求共好的倫理觀」（P1，IN，20240116）。同時校長也以其辦學的實

際具體經驗認為，「具體的內涵應是學習秉持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與地方共同協

作型塑學校特有的組織文化與課程教學，讓教育、文化和產業相互連貫，促進學

生適性發展的效能，並助益在地文化和產業的優質發展」（P1，IN，20240116）。 

誠如另一位校長指出，「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強調透過教

育系統『如何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策略」（P2，IN，20240120）。因此，「可以

用『永續發展教育』來表示其內涵，而『教育永續發展』的『教育』，則較為偏

向教育的手段與目的」（P2，IN，20240120）。也就是，「從『永續發展的教育』

看『教育的永續發展』」（P2，IN，20240120）。 

據此，「學校教育永續發展」是「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且與永續發展目

標的脈絡相互連結。也就是，「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係指透過教育策略與管

理的機制，並與聯合國的 SDGs 相互連結，有效達成學校 EDS 的目標的過程與

結果。 

(二) 校長領導實踐學校 ESD 的思維 

依循前述學校推動 EDS 思維的基礎，除了需要了解永續發展目標外，「更需

要從教育本質的恆常性予以思考」（P2，IN，20240120）。更洽切地說，「教育不

能偏移本質，如何『適性發展、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仍是終極目標」（P2，IN，

20240120）。這「也就是要聚焦在教育的不易與不變性」（P2，IN，20240120）。 

其次，從 ESD 的思維，可「從教育的未來發展切入，教育學生生活經驗與

能力，進而彰顯在學生的生涯的發展（未來希望與活力），而能賦予生命的意義」

（P2，IN，20240120）。因此，這「『生命、生活與生涯的相互連結』，就是『從

永續發展的教育中發展教育的永續性』」（P2，IN，20240120）。 

為實踐學校 ESD 目標，可以從「佛（釋）、道、儒的哲思，賦予學生生命的

意義與經驗」（P2，IN，20240120）。使其未來充滿希望和活力，而能將生命、生

活與生涯予以連結。例如，從「『永續管理、經營與發展』中，著重自我精進的

積極人生觀」（P2，IN，20240120）。「使學生具有『不畏懼、不減弱、不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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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斂功夫；『無我（執）、無為（無所不為）、無慾（利他勝於利己）』的心胸！

否則，『知識』的能力無法成為『智慧』生活的恆常能量」（P2，IN，20240120）。

因此，學生需要「以學力展現『學習的能力、自我精進的企圖心』，與『達觀、

遠觀、宏觀、靜觀、樂觀』的生活態度。而不是僅有『能力』（只是「短暫或片

刻的時光」』），更需要以『能量』去以善傳善、以愛傳愛」（P2，IN，20240120）。

因為，「教育的恆常目標即是培養學生『樂愛生命、喜悅生活及熱愛生涯』的百

花各自開的適性發展。亦即『原味』優於『美味』、『真味只是淡』的摯真、摯誠、

摯美與摯愛，且『真、善、美、愛、聖』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恆常不變之道」（P2，

IN，20240120）。 

實際上，「當我們透過教育，實現社會責任的時候，就是要教育學生有『幫

助別人』的『利他行為』」（P2，IN，20240122）。例如，「教育學生能幫助他人，

能為他人著想，是品德教育的一環。從環境教育來談，環境教育就是要保護大自

然的環境，是利他的教育。在企業經營方面，也是這樣的思維」（P2，IN，

20240122）。因此，當學校實踐 ESD 時，即是學生實踐社會利他行為的展現。 

其次，「永續發展是政策，是手段，它的目的在發展『教育的本質』」（P2，

IN，20240122）。從「『知思行得』的『哲思』2來看，永續發展教育是『形而上』

的『實無所得』，是『利他』的過程，是讓別人感受到真正的『得』」（P2，IN，

20240122）。也就是，「永續發展教育，看見的是整個社會的提升，學生從教育學

習了解個人、提升自己、幫助他人」（P2，IN，20240201）。就在這不斷地循環回

饋與往上提升的過程中，「『永續發展』不僅是『形而上』的，更需要以『誠於中』，

融合『形而下』，透過教育的手段與目的，發展教育的本質」（P2，IN，20240122）。

也就是「在教育與學習過程中，發展學生永遠不變的自願性、價值性與認知性」

（P2，IN，20240122）。同時，「教師在教學上，立於身心健康，理解學生，擁有

教學知能，在融合教育班級經營能力上不斷提升，又能反思自己，符應世界觀，

就是一位能帶領學生邁向永續發展教育的好老師」（P2，IN，20240201）。 

據此，為實踐學校 ESD 目標，除了需要了解 SDGs，透過學校領導策略與管

理機制外，校長具有教育哲思的思維，協助教師能扮演帶領學生邁向 ESD 的好

老師角色。同時也要掌握教育的本質，與學生適性發展、因材施教與有教無類的

目標，發展學生的自願性、價值性與認知性，培養學生實踐社會的責任，是校長

                                                

2 「知思行得」係研究者在探討校長領導與實際領導的經驗過程中，所提出的教育哲思架構。此

一架構強調以「反思學習」為核心概念，以形而上「哲思」為根源，以「人性」的基本假定為

切入點，以「策略」為方向導引，以「藝術」為形而下的具體運作。並以「誠於中」的專業素

養，將「形而上」的哲思與「形而下」的具體操作予以連結，而建構成一「知思行得」的反思

學習與相互循環回饋的領導動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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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學校 ESD 目標的思維。 

(三) 校長領導實踐學校 ESD 的策略與切入點 

茲以受訪校長領導實踐學校 ESD 的策略與切入點為例，分析如下： 

1. 學校一 

校長指出，「我們是以融合五大領導思維，實踐學校永續發展目標。這些領

導思維與策略，有其脈絡和互相連結的關聯性」（P1，IN，20240116）。例如，首

先以真誠領導贏得信任，提升向心；其次以願景領導形成共識，確定方針；以教

導型領導確定作為，具體實踐；並運用轉化領導活化心智，研發教材，與以教師

領導建構學習社群，型塑有效教學」（P1，IN，20240116）。 

也就是，我們是： 

基於教育哲思的基礎，運用領導的思維和策略，推動以班級為本位的教師

領導，並透過文化回應教學，結合部落社區與家長的夥伴參與合作，建構

學校本位的特色課程，進而實踐社會責任，邁向永續發展教育的目標（P1，

IN，20240116）。 

校長進一步指出， 

學校最近融合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結合長榮海運集團與張榮發基金會

相關組織團體，獲贈太陽光發電系統暨緊急備用電源的設置（P1，IN，

20240116）。 

完工後，不僅可以讓族人在緊急避難時，學校可成為水電通訊無虞的基地。

同時，我們已完成太陽光電設置 98KW及備災儲能電池設置，後續將規劃

校內微電網，努力朝成為臺灣第一所百分百再生能源的綠色能源部落小學

目標發展（P1，DO，20240121）。 

最後，校長認為，「永續發展雖以人類的福祉為主要考量，然而永續思維必

須同時兼顧環境、經濟、社會的層面需求，更需要在公民的素養上有所提升，才

可具有共識，進而展現在社會進步和環境的維護上」（P1，IN，20240116）。而「在

邁向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學校在地課程會是重要的實踐利器」（P1，IN，20240116）。

因此，「發展系統化、統整化的課程，是教師責無旁貸的使命」（P1，IN，20240116），

所以，「優質教師願意展現專業與服務的精神，更是學校教育能否永續發展的關

鍵」（P1，IN，20240116）。 

據此，校長以其教育哲思啟動領導動能，融合學校創校以來的文化背景脈絡，

並與在地部落社區及家長連結，推動以班級為本位的教師領導，實施文化回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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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建構具有學校本位文化特色的校本課程。並與相關團體組織互動，實踐社會

責任，進而成為推動 ESD 的最佳寫照。 

此外，校長也強調學校推動 ESD，需以整全融合的思維和策略，兼顧環境、

經濟、社會，與公民的素養上的提升。同時，發展系統化、統整化的課程，型塑

優質教師的專業與服務精神，是學校教育永續發展的關鍵。 

2. 學校二 

校長認為，「永續代表的是能長久，發展則表示可以擴展延伸」（P2，IN，

20240116）。為型塑永續校園，「有賴於全體教職員和學生、家長相關人員等，對

教育的認知和對學校的期待，包含學校每一個人能認同學校的文化，對學校過去

歷史的了解、學校當下的優劣勢及未來發展的契機和關鍵因素」（P2，IN，

20240116）。同時也要「理解教育的趨勢，依自己能對學校的貢獻熱情付出，以

大我為思考，有利他的思維，才能型塑永續校園」（P2，IN，20240116）。雖然如

此，「學校教育永續發展，需視學校的現況評估，也牽涉學校的穩定與發展，但

有時遇到危機處理，未必影響永續，反而是為永續發展，立下另一個起始點」（P2，

IN，20240116）。 

在領導的思維方面，主要是： 

(1)以文化領導思維，發展親師生尊重互信共榮；(2)以適性揚才觀點，創造

親師生有才華展優勢；(3)以行政管理作為，確保少危機多契機的高效能；

(4)以資源活化概念，開展各資源結合教育需求；(5)以關懷領導理念，看見

教育的關鍵拔尖扶弱（P2，IN，20240116）。 

其次，永續發展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優質教育的要素是永續發展的關

鍵推動因素（UNESCO, 2014）。針對 SDG-4-quality education 而言，校長認為，

「以永續發展教育看優質學校，優質學校係指學校辦學能以真平等教育學生，沒

有種族性別差異，且能協助弱勢」（P2，IN，20240201）。因為「學校辦學的主體

是學生，如何讓學生，能從既有的條件，透過學校的教育，身心健康成長，充分

探索發揮潛能，接軌未來所面對的世界，就是一種優質教育」（P2，IN，20240201）。 

因此，如何精進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策略和做法以達成永續發展

教育的目標。「領導者需深具教育愛，平等之心，始能帶領老師及團隊邁向永續

發展教育之路」（P2，IN，20240201）。而「老師本於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則要有

健康的身心，能堅持擔任教職的初衷，具備教學專業知能，精進教學的方向」（P2，

IN，20240201）。而「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僅於量與質的呈現，更具備永續發展教

育的內涵」（P2，IN，20240201）。 

據此，校長基於文化領導與關懷領導的思維與策略，從適性揚才、行政管理、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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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活化，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邁向優質學校的 SD。 

3. 學校三 

校長指出，「學校位於民風純樸、文風鼎盛與資源豐富的都會郊區，但因地

理環境因素，學校周邊成為遭受土石流迫害的高危險區域。因此面對環境的持續

惡化，防災教育更彰顯其重要性」（P4，IN，20240202）。因此「我們不僅要從環

境教育的永續性，整合資源，建構防災生態校園」（P4，IN，20240202）。「也要

建構具有特色的校本課程，透過強化防災議題的定位和教學，彰顯素養教育的價

值」（P4，IN，20240202）。 

具體而言，「以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方面，強調整體校園情境與生態的規劃，

並在協助學生學習的歷程中，特別強化課程教材中有關水土保持教材的部分，藉

以開展出學生對環境問題的覺知、知識的理解，以及技能的習得、價值建立，和

實踐行動等不同能力的面向」（P4，DO，20240202）。其次，「除了將『建構生態

防災』列入特色校本課程的核心理念外，並與『涵養人文美學』、『深耕實力素養』，

與『活化創客增能』成為學校特色課程的四大面向」（P4，IN，20240202）。 

此外，「我們曾與之前的水土保持局（現已升格為「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

保持署」）合作成立『水土保持防災教室』、『水保繪本故事書』，建構『防災酷學

校』」（P4，IN，20240202）。我們「期盼藉此彰顯『治山、防災、保育、永續』

的面向和作為，以達成保護水土資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和永續發

展的願景」（P4，DO，20240202）。 

據此，校長以學校所面臨最急迫解決的水土保持環境問題為切入點，從課程

領導與教學領導的思維和策略，與政府相關單位建立合作網絡，及建構校本課程。

同時以防災與水土保持列入議題的教學，不僅能彰顯素養教育的價值，也期能從

環境教育的教與學，整合資源，建構防災生態與永續性的校園。 

五、討論 

茲融合相關文獻與訪談結果，綜合討論如下： 

(一) SDGs 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 

聯合國所提出的 SDGs，主要係以全球性與整合性的思維與策略，以解決貧

窮、氣候變遷、社會、環境、文化、經濟問題，並期能實現及確保學習者能有平

等性、包容性，與終身學習的機會。且在相互關聯的 SDGs 中以 SDG-4-quality 

education 為發展主軸。同時在以 ESD 邁向 SDGs 的過程中，彰顯 ESD 與 SDGs

的緊密關聯性。雖然國際社會對推動 ESD 型塑優質教育，並在邁向 SDGs 的過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https://www.globalgoals.org/goals/4-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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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已有一致性的共識，但各國或地區因為社會、經濟，與教

育文化的因素，仍有實施上的困境，有待進一步努力解決。 

其次，校長依循學校歷史發展脈絡背景、亟待解決的學校教育問題，融合學

校課程、教學與行政管理和決策機制，及與學校組織內外利害關係人的協作互動，

型塑學校文化，增進學校組織效能，是校長以 ESD 實踐 SDGs 的整合領導思維

與策略。 

據此，不論是國際間各國政府，及學校組織成員與校長都以整全融合的思維

與策略，從政策導引，及與 SDGs 相互連結，透過 ESD 發展 SDGs 的特定項目，

型塑優質教育與優質學校，邁向 SDGs。因此，SDGs 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 

(二) 以 ESD 邁向 SDGs 具有多元的特性 

以 ESD 邁向 SDGs 的過程不僅兼具巨觀與微觀的觀點，也能與在地連結，

接軌國際，而具有地區性與全球視野、整全融合的思維與實踐策略、聚焦 SD 的

發展主軸，以政策導引計畫與執行方案，同時也是彰顯學校文化力，與教師專業

素養，結合校本課程實施有效教學與學習的過程。因此，以 ESD 邁向 SDGs 具

有全球性、地區性、整合性、連結性、聚焦性、政策性、文化性，與專業性的多

元特性。 

(三) 校長以整合領導的思維與策略推動 ESD 有共通性與個殊性 

學校推動 ESD，邁向 SDGs 的過程中，校長領導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不論從

相關文獻與受訪校長的經驗分享可知，校長的教育哲思、教育理念與領導策略攸

關學校推動 ESD，邁向 SDG，實踐社會責任的成效。 

整體而言，校長以教育哲思型塑領導思維與啟動領導動能，思考學校歷史發

展脈絡背景，與亟需的解決的校務問題，運用可行的領導策略，以整全融合的思

維，建構學校的校本課程、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結合行政管理及決策機制，增進學校組織效能，而彰顯學校推動 ESD，

邁向 SDGs 的學校文化力。 

從校長領導的實際運作而言，受訪校長皆以其學校歷史發展脈絡背景，與所

亟需解決的校務問題為優先考量，並依學校不同的發展階段與目標運用不同的領

導策略，整合領導的思維與策略，建構領導與決策網絡。例如，學校一的校長所

運用的真誠領導、願景領導、教導型領導、轉化領導，與教師領導即是一例。而

學校一與學校二的校長都強調文化領導的重要性，三所學校校長所運用的課程領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01-27 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主題評論 

 

第 17 頁 

導與教學領導則是校長領導共同的策略。 

從個殊學校而言，學校一的校長強調與在地部落社區、耆老及家長的連結與

合作，透過校本課程、文化回應教學，以班級為本位的教師領導等型塑學校文化

力，實踐社會責任。而該校結合聯合國的 SDGs，獲長榮海運集團與張榮發基金

會贈送太陽光發電系統暨緊急備用電源的設置，則是推動 ESD 的最佳寫照。學

校二校長則強調文化領導與關懷領導的思維與策略，從適性揚才、行政管理、資

源活化，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邁向優質學校的 SD。而學校

三則因學校處於亟需水土保持的地理環境，因此，強調以水土保持的議題融入校

本課程的規劃、設計與教學。 

據此，校長以整合領導的思維與策略與學校團隊推動 ESD，不僅能與在地連

結，接軌國際，也彰顯校長領導推動 ESD 的思維與策略具有共通性與個殊性。 

六、結論 

茲依循本研究的脈絡、文獻評析、訪談結果與綜合討論，歸納提出本研究的

具體結論如下： 

(一) 以 ESD 邁向 SDGs 強調整全融合的思維與策略 

SDGs 不僅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且是各國政府，及學校組織成員與校長

都以整全融合的思維與策略，從政策的導引，及與各項 SDGs 相互連結，透過

ESD 發展聚焦性的主軸項目，型塑優質教育與優質學校，邁向 SDGs。 

(二) 以 ESD 邁向 SDGs 具有多元的特性 

以 ESD 邁向 SDGs 的過程兼具巨觀與微觀的觀點，並能接軌國際，與在地

連結，而具有全球視野與地區連結的特性。同時也以整全融合的思維與實踐策略、

聚焦 SD 的發展主軸，以政策導引計畫與執行方案，彰顯學校文化力，與教師專

業素養，結合校本課程實施有效教學與學習。因此具有全球性、地區性、整合性、

連結性、聚焦性、政策性、文化性，與專業性的多元特性。 

(三) 校長以整合領導的思維與策略推動學校 ESD 

學校推動 ESD 係校長基於教育哲思、教育理念與領導策略，帶領學校組織

成員，及與學校組織內外關係人和團體的互動過程中，以整全融合的思維與策略，

透過政府與政策的導引、建構校本課程、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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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學校行政管理系統與運作，推動 ESD，邁向 SDGs 的過程與結果。 

(四) 校長以落實課程與教學領導推動學校 ESD 

校長以整合的領導思維與策略帶領學校團隊推動 ESD 具有共通性與個殊

性。尤其是校長以教育哲思、教育理念與領導策略推動學校 ESD，邁向 SDG，

實踐社會責任的過程中，皆以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建構學校校本特色課程為策

略與途徑。此外，從本研究不同國小實例的著力點可知，實施文化回應教學、強

調以班級為本位的教師領導、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或透過校本課程與教學型塑優

質學校的願景；或以水土保持的議題融入校本課程與教學，強化環境教育的永續

教學，都顯示校長以落實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推動學校 ESD，實踐社會責任，邁

向 SDGs 發展的領導思維與策略。 

(五) 學校推動 ESD 以落實有意義的教與學為切入點 

學校推動 ESD 不僅是校長整合領導的思維與策略的彰顯，以及課程與教學

領導的落實，也需要透過學校與在地連結，發展系統化與統整化的校本課程。以

及結合教師意願，與專業及服務精神的展現，而使學校教育永續發展。 

據此，學校推動 ESD 以落實有意義的教與學為切入點，強調以學生為主體

的學習，精進教師教學品質，以有效教學策略使學生學習有意義。 

七、建議 

本研究的建議綜合歸納如下： 

(一) 培養具有 SDGs 國際視野的政府與學校教育人才 

ESD 與 SDGs 是國際間各國政府、學校、企業組織團體與各行各業所共同關

注的重要議題和追求的目標。因此，推動 ESD 應培養具有 SDGs 國際視野的政

府與學校教育人才，俾能與在地連結，接軌國際，實踐社會責任、發揮社會影響

力。 

(二) 校長應具有推動學校 ESD 的整合領導思維與策略 

從聯合國所提出的 SDGs 的脈絡背景、目的與實踐的議程可知，校長領導是

實踐 SDGs 的關鍵推手。因此，校長應具有推動學校 ESD 的整合領導思維與策

略，始能從巨觀與微觀的觀點，帶領學校組織團隊有效推動 ESD，邁向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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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型塑學校成為推動學校 ESD 的學習型與專業組織 

校長與教師扮演推動學校 ESD 的關鍵角色，為有效推動學校 ESD，型塑學

校成為學習型與專業組織有助於推動學校 ESD。例如，在校長方面，校長透過專

業學習社群，型塑推動 ESD 的整合領導理念與策略。在教師方面，則協助教師

專業發展。同時，校長與教師共同學習與了解 ESD 及 SDGs 的知識與內涵，共

同為推動 ESD，建構校本課程，將 ESD 與 SDGs 融入課程的研發、設計與教學，

而使學校成為推動學校 ESD 的學習型與專業組織。 

(四) 型塑有意義教與學的永續校園以推動學校 ESD 

學校推動 ESD 係以落實有意義的教與學為切入點，為能有效推動 ESD，需

要從課程的研發、設計著力，協助教師專業發展，以學生為主體，採用跨學科領

域的教與學，及以 SD 的議題融入教學與學習的策略，而精進教師教學品質，使

學生學習有意義，進而能型塑有意義教與學的永續校園以推動學校 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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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與國中彈性學習課程的邂逅：策略與省思 
林泰安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丁一顧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迎接二十一世紀大加速時代（the era of acceleration），重新定義未來公民圖

像，多方審視及調整教育藍圖，已然成為世界各國促進永續發展的關鍵。而以核

心素養作為學校課程發展的主軸，並將議題融入各領域當中，則為此次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重要特色（教育部，2020a）。因應社會快速變遷的挑戰，

總綱則鼓勵各國中基於學校本位的課程觀點，以課程連貫統整的形式，整合部定

課程與校訂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藉以回應學生個別差異及社區地方的環境

屬性。 

惟部定課程乃是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基本學力，藉以奠定適性發展

基礎；而校訂課程則由學校發展與安排，採由下而上的「彈性學習課程」來進行

規劃與實施，藉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教育部，2014）。在

此種課程發展之狀況下，如果要讓國中學生學習及瞭解國家相關政策議題或世界

教育發展趨勢，較合宜的方式乃是藉由彈性學習課程的結合或融入。 

2015 年聯合國發布 2030 永續發展議程與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並結合永續發展教育整體性地朝向各國、各領域推

動，此一推動方向，與我國採核心素養做為各教育階段間連貫及各領域間統整的

精神相同，而 SDGs 含括經濟、社會、環境的 17 項目標亦與《總綱》揭櫫的十

九項議題有著高度相關。顯見 SDGs 對學校教育與學生學習的重要性，然而，如

何將 SDGs 之議題融入國中彈性學習課程之中，藉以引導有效理解與習得 SDGs

的相關概念，實為當前學校教育相當重要的任務之一。 

本文旨在探討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策略與啟示。具體言之，本文首先

說明 SDGs 與彈性學習課程的關聯；其次，論述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策略；

再者，闡述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問題與困境；最後再做一總結，並進而提

出未來有關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啟示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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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DGs融入彈性學習課程的策略 

(一) SDGs 與彈性學習課程的關聯 

2015 年 9 月，聯合國遵循 2012 年的永續發展高峰會（Rio+20）決議，簽署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Agenda 2030），訂定全球 SDGs，揭櫫包括經濟、社

會及環境面向的 17 項目標（Goals）及 169 個細項目標（Targets），提供各國在

2030 年前邁向永續發展的共同架構（United Nations, 2015）。而根據聯合國 SDGs

決議案，為整合經濟、社會、環境面向及不可分割概念，建議教學指引也強調整

合整體及不可分割概念（教育部，2020b）。不僅象徵所有議題皆與永續發展有關，

更可看出這些議題具有多樣性、持續性、專業性與探究性等適合融入課程與教學

的特色。 

2017 年，UNESCO 出版《永續發展目標的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ESDG）（UNESCO, 2017），針對 17 項 SDGs 提出教學建議，

透過認知、社會與情意、技能三個面向，培養跨領域（cross-cutting）的八大核心

素養（core competencies），以供融入正式與非正式教育的有效策略。葉欣誠（2017）

指出，這份資料的出現，除了提供給教育者更好的操作實務意義外，亦說明

UNESCO 正式將永續發展教育（ESD）與聯合國 SDGs 的推動架構整合，此一國

際發展趨勢，與近年來臺灣許多學校以此思維與架構設計校本位課程，彰顯學校

特色，提昇全校師生之永續發展素養之發展取向相同。 

2014 年，我國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共納入十九

項議題，包括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

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

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教育部，2020a），這些議題可說是當今社會所面臨的

重大挑戰或是新的發展契機。其中，環境教育的學習目標，包含認識與理解人類

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

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

以及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藉以提升學生的環境覺知、環境知識、

價值態度、行動技能及環境行動。 

由此可知，環境教育其實與 SDGs 之內涵有著高度的關聯，而此亦如 Orr

（2004）所言：「所有的教育都是環境教育」（all education i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此一觀點在相當多的文獻中被認同與引用，藉以做為解釋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EE）本身應有的設定（葉欣誠，2017），相關研究亦

指出，從 EE 至 ESD 的進展中，ESD 更著重於社會、文化與經濟等面向（Gough 

& Gough, 2016），基此而論，EE、SDGs、ESD 三者間都是有關聯且都是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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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概念，只是關注之重點有所不同而已。 

本文鼓勵教師應瞭解 ESD 之特色與標準，並致力將 SDGs 融入校本課程，

藉以發展連結全球與在地的關鍵議題。綜此，本文嘗試提出三項觀點並重新審思，

再次定位 SDGs 與彈性學習課程的關聯： 

1. 再審思人與環境的關係：肯認環境的本質、意義與價值，辨識及澄清人類中

心主義、生命中心主義及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觀。 

2. 再審思永續發展的內涵：邁向永續發展，需兼顧環境、經濟與社會平衡，並

以文化貫串。同時，應積極關注且有效回應 SDGs 的 5P 課題：人（People）、

地球（Planet）、繁榮（Prosperity）、和平（Peace）及夥伴關係（Partnership）。 

3. 再審思公平正義的實踐：從永續發展的視野，思考國內外間、地區間、種族

間、世代間、產業間及社會制度等多元面向，關懷弱勢族群與未來世代的發

展。 

(二)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策略 

在 SDGs 第四項目標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揭示「確保全面、公平及

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的重要性，並於 4.7 細項目標提及：「到 2030 年前，

確保所有學習者能獲得促進永續發展的知識和技能，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

活方式、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意識、欣賞文化差

異和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等。」其中，UNESCO 針對 ESD 所編著的《教育永

續發展議題與趨勢》（Issues and Trend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第二章《學習轉型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的關鍵素養》（Learning to transform the 

world: Key competencies in ESD）指出，學習者須培養有利於永續發展思考與行

動的八大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茲說明如下： 

1. 系統思維素養（Systems thinking competency）：辨識和理解現象間的關係，分

析複雜系統，並感知在不同領域和不同方式中系統運作，以及處理不確定性。 

2. 預期素養（Anticipatory competency）：理解和評價多元面向的未來，形塑未來

願景，並應用預防原則，評估行動結果，應對風險和變化。 

3. 規範素養（Normative competency）：理解和反思其行為和談判所依據的規範

和價值觀，評估永續發展價值、原則、目標和實際運作間的利益衝突和權衡。 

4. 策略素養（Strategic competency）：集體發展和實踐的能力，藉以促進地方層

級永續發展的創新行動，並持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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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同合作素養（Collaboration competency）：向他人學習的能力，尊重他人需

求、觀點和行為（同理心）；理解他人、與他人建立連結並對他人保持敏感（同

理心、領導力）；處理團體內的衝突，促進協作和參與式解決問題。 

6. 批判思考素養（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y）：質疑規範與行為的能力和想法，

能反思自己的價值觀、觀念和行為，並在永續發展討論中佔有一席之地。 

7. 自我覺察素養（Self-awareness competency）：反思自己在地方與全球中的角色，

不斷評估，進而激發自身行動，處理自身感受和慾望。 

8. 整合解決問題素養（Integrated problem-solving competency）：將不同的問題解

決框架應用於複雜的永續性問題並制定可行、包容和公平的解決方案。 

上述各素養其內涵與部分領域都有其相關性，也都具相互依存的關係，當然

也須與基本能力相互結合，才會產生學用合一的良好學習效果。由此可知，SDGs、

八大核心素養融入彈性學習課程實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而永續發展教育則奠基於眾多心理學和認知學習理論。例如，行為主義學派

（Watson, 1913）傾向於看待學習過程為個人對整體學習環境的反應，是基於有

條件的行為獎勵制度和針對性的學習目標。認知理論學派（Piaget, 1936）則關注

人類處理訊息的方式，倡導學習過程影響我們的行為和想法。建構主義學派

（Bruner, 1986；Vygotsky, 1978）則顯示個人的學習能力有相當大程度依賴預先

存在的知識和技能，以及人類建構知識的方法。此外，與 ESD 高度相關的學習

理論則為變革性學習理論（Clark, 1993），主要聚焦於個體的轉變，透過三個向度

的觀點：心理－如何改變對自己的認識；信念－如何修正信仰體系，以及行為－

如何改變方式對物理環境做出反應。然而如何促成個人的行為改變，成為集體的

行為變革，亦是核心素養三個主軸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共同關

注課題。故此，在彈性學習課程的學習任務設計上，最終應發展出由同學個人到

集體的負責任環境行為。 

本文作者之一亦曾針對石門水庫泥沙淤積問題、北市崁頂地區（騰雲里、永

昌里）環境文史探究及北海岸環境治理等議題，以核心問題為中心，進行課程發

展與教學設計。其中，石門水庫泥沙淤積議題採用問題導向學習輔以網路合作模

式，結合概念構圖，引導同學們思考集水區環境議題的起因、影響及因應。而另

一個北海岸環境治理議題探究之課程，則聚焦野柳地區的聚落發展、產業特性、

地質保育及歷史文化等多元面向，從永續發展的觀點思考環境治理的目的、策略

與行動。其皆為透過整合知識、技能、態度的教學方案，營造情境與脈絡的學習，

讓學生從檢視自身想法與態度出發，藉由合作學習，學習思考方法及問題解決策

略，進而採取從個人到團體的環境行動。此外，高雄明華國中也曾將 SDGs 2「消

除饑餓」融入飲食教育課程，並以問題導向學習引導學生創意思考剩食議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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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愛物惜物理念與實踐，進而於日常生活中落實健康飲食行動（丘愛玲、陳嫦娟、

黃寶億，2023），都是相當具有意義的 SDGs 融入彈性課程之實例。 

臺灣推動環境教育已經 30 年，近年來教育界更積極銜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提倡的 ESD，其特質是價值觀、生活實踐、參與建構社經制度、世界公民、及未

來想像的教育（張子超，2023），藉此深耕推動 2030 永續發展議程與 SDGs。透

過學校於校本課程發展，引導同學們對環境議題重視，更做出明智決定，實現環

境的完整性、經濟的可行性及社會的公正與健全。本文建議各校在進行 SDGs 融

入彈性學習課程時，可分別針對學習、教學、評量及校準四個方向進行思考，其

內容如下所述： 

1. 學習問題：學生在有限的學校和課堂時間裡，該學習 SDGs 那些部分？ 

2. 教學問題：教師如何規劃和提供 SDGs 教學，以促進學生高品質的學習？ 

3. 評量問題：如何設計評估工具和程序，以準確了解學生學習 SDGs 的程度？ 

4. 校準問題：如何確保 SDGs 課程目標、教學指導和評量的一致性？ 

歸納上述學習、教學、評量及校準四個思考方向，本文認為在進行 SDGs 教

學時，要以能激發思辨與討論的核心問題為軸線，引發探究動機，惟跨學科、跨

邊界、跨時代與跨種族等永續發展議題，須兼顧縱向連貫與橫向整合。而專題導

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現象

為本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及地方本位學習（Place-based learning）

等教學策略，可供不同 SDGs 面相內容及教學重點使用（許孝誠，2023），藉由

聚焦不同時空尺度的永續發展議題，強調社會建構與後設認知的學習方法，分析

選擇適宜的解決方案，採取群我和合（holonomy）的永續行動，促使學生對學習

負責與環境和諧。 

三、問題與困境 

SDGs 融入彈性學習之實施有許多優點，例如，提升教學創新、促進師生對

SDGs 的認知（闕百華，2021）、提高學生創意思考（丘愛玲、陳嫦娟、黃寶億，

2023）、增加課程內容的多元創新等，然而，在規劃與推動 SDGs 融入彈性學習

課程時，卻仍有如下的問題與困境有待解決： 

(一) 職前與在職教育培訓待強化 

彈性課程的實施，適合執行課程之師資是相當重要的（曾善美，2022），而

推動 SDGs 更需要具備跨領域教學知能，且擁有全人教育觀的教師，然而，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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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資培育體系仍較無法完全足夠提供相應的教育專業發展，使得教師在 SDGs

教育上可能面臨知識與能力的不足，甚而在態度與價值上仍有不明。 

(二) 教育體制與課程框架的限制 

SDGs 涉及多個領域和議題，需要跨學科的整合和協作才能全面理解和實踐。

然而，目前國中課程分科進行情形普遍，科際間整合協作程度有限，SDGs 融入

課程易面臨跨學科整合的困難。且國中階段面臨升學考試壓力較甚，以強調實踐

社會環境行動等元素，在方案規劃、時間安排、場域選址及參與人員上皆須多所

思考，才能促使學校有效支持。 

(三) 缺乏系統性教材與教學指引 

學校推動 SDGs 應回到臺灣教育脈絡之中，兼顧本土與國際趨勢，教師在規

劃的彈性學習課程時，可能遭遇缺乏教材、資源和指導手冊等。而且，現有之教

科書和校訂課程未必涵蓋 SDGs 的 169 項細項指標，且對如何將 SDGs 融入或結

合課程的具體指導仍顯不足，切確的脈絡與關聯性亦是脆弱的（劉美慧等人，

2022），間接影響到難以有效進行實地體驗和社會行動的學習任務。 

(四) 備課機制不足與負擔沉重 

國中教師除教學工作外，尚可能有行政、導師或學生輔導工作等事宜，其工

作負擔已相對沉重，而 SDGs 強調從議題出發，透過跨領域教學來進行教學實踐，

需要較長的備課時間及充分的行政支持，讓團隊教師去理解、學習並執行方案，

而此也是當前推動上的困境。 

四、結論與省思 

推動 SDGs 融入國中彈性學習課程是當今教育核心工作之一，而要能成功推

動的關鍵則為學校行政的系統支持與教師團隊的信念與能動。本文發現，EE、

SDGs、ESD 三者間都是有關聯且都是相當重要的概念，只是關注之重點有所不

同；而本文也從「人與環境的關係、永續發展的內涵、公平正義的實踐」重新思

考 SDGs 與彈性學習課程的關聯；而有關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的策略上，教

學上除應搭配認知、情意與技能，亦須培養有利於永續發展思考與行動的八大核

心素養，當然，亦應針對學習、教學、評量及校準四個方向進行思考；此外，本

文亦發現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須兼顧縱向連貫與橫向整合，亦可善用專題導

向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現象導向學習及地方本位學習等教學策略；最後，本文

也認為，教育體制與課程框架的限制、職前與在職教育培訓待強化、缺乏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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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與教學指引，以及備課機制尚不足與負擔沉重等都是規劃與推動 SDGs 融入

彈性學習課程之際，可能衍生的困境。 

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提升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成效，並降低規

劃與推動之困難，本文乃提出以下四項建議以供思考： 

(一)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和支持力道 

建議宜於教師職前培育和在職教育之培訓過程，強調 SDGs 教育的理念、內

容和教學方法，並培養教師跨領域教學能力；此外，政府及學校亦應提供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所需的教材、資源和指導手冊，即時支援教師在規劃和實施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時的需要。同時，善用工作嵌入式教師專業學習機制（丁

一顧、王孝維，2018），關注學生在課室內與戶外的 SDGs 學習情形，鼓勵教師

彙整分析學生學習情形，進行專業對話與資料本位決策（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藉以提升 SDGs 課程與教學之應用成效。 

(二) 營造有利跨領域課程發展環境 

學校應支持並引導教師建立跨領域教學團隊，著重團隊教師間專業合作，彼

此負有績效責任，分享互動、相互支持成長。並藉由倡導共享願景與價值，這不

但有助凝聚共識，亦有益於團隊社群的運作（丁一顧，2014）。具體言之，本文

建議可由不同領域的教師協同合作規劃和實施 SDGs 課程，促進科際間的協作和

整合，藉以協助教師理解和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來探索 SDGs 相關議題。 

(三) 建立有效評量設計與回饋機制 

永續發展教育是動態的學習歷程，學習如何做分析判斷與決策（張子超，

2023）。而有利於永續發展思考與行動的八大核心素養，所注重的不單僅是讓學

生習得經濟、社會及環境知識，更著重於培養學生辨識關聯、批判思考、統整規

劃及採取有效行動。教師團隊宜以研究本位，善用學生自主探究和團隊合作學習，

依據學生學習歷程與結果，設計多元化的評量工具和程序，反應學生對 SDGs 的

理解和實踐能力，包括知識、態度和技能的評估，如討論對話、批判探究、實作

與體驗等多樣教學策略。同時，提供教師培訓，使其能夠有效地使用和評估不同

形式的評量工具，並根據評估結果調整教學實踐。 

(四) 整合行政資源與減輕教師負擔 

除辦理學校本位教師研修外，亦應由全國及各縣市辦理教師共同研修，緩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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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推動之負擔。此外，教育部亦應提供各縣市及學校適當資源的支持，盤點並

給予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發展所需時間、場域、經費和政策支持，藉

以激發學校與教師參與規劃和實施 SDGs 融入彈性學習課程與教學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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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追求和平與穩定發展一直是全體人類努力的目標，安居樂業與健康生活更是

各國致力推動的政策，然而現今世界上仍存在武裝衝突以及各式各樣的環境汙染

問題，尤其是 2019 年全球還爆發 COVID-19 大規模流行之傳染疾病，造成致死

率達 2%以上之嚴重性，因此，世界各國無不積極致力於推動永續發展的目標，

其最終目標則是實現環境、經濟和社會之間的平衡永續性，從而使這些目標成為

永續發展的支柱（Mensah, 2019）。另我們也深知：透過教育的作用，不僅在於促

進和平與建立相互理解，更可建立共同的道德標準（Kuroda & Nakasato, 2022）。

尤其是處在現今的世代，已從過去的人口結構轉變到新的經濟活動模式和勞動力

發展，而使得我們正面臨著許多挑戰和機遇，故我們必須採用可衡量與監測的明

確系統化之行動框架，積極進行與加強努力，而永續發展目標正提供了我們共同

發展的方向（Morton, Pencheon, & Squires, 2017）。也因此，有關永續發展目標的

應用已是隨處可見，諸如許多新聞、貼文的影響都是為了實現其中心目標，而永

續發展相關主題陸續出現，也證實了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Vlad Constantin 

TURCEA & Raluca Andreea ION, 2020）。 

為了有效達到永續發展，聯合國於西元 2015 年通過《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特制定了涵蓋各個面向的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提供給世界各國規劃適當的方案，各國的行政策略除了促進經濟

發展與健全社會合作，其教育亦強化了環境保護、終止貧窮、國際合作。就以我

們國內的教育部為例，就積極提出「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的方案，藉以讓學生

在課堂上就開始學習並參與永續發展目標的議題。而經由不斷的宣導與推動，此

議題已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與響應，但如果僅僅依靠積極和熱情的個體，而沒有

更廣泛的學校社區和周圍機構做全面結構性的支持，那麼其持續性可能變得會很

脆弱（Janhonen & Elkjaer, 2022）。另永續發展的主要支柱是社會、經濟或環境，

且不同國家的環境和推動永續發展的策略也許會有些微的差異，惟每個學生則要

深切的瞭解與認同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然後尋求有效策略加以推動和實踐，

如此，方可在世界各國被落實與達成永續發展的最終目標（Kleespies & Dierkes, 

2022）。總之，SDGs 旨在全面改善人類生活，其中更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Jiménez, 

Catalán L., Catalán B. & Fernandez, 2021），因此，各級學校如何在校園中推動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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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計畫，以有效培養學生具備面對未來生活的挑戰，是極為值得研究的一項

重要課題。 

二、文獻探討 

(一)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涵義 

所謂：「永續性」是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仍可維持某些實體、結果或過

程的能力（Mensah, 2019），故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及其伴隨的具體目標，都被

視為是幫助各國制定實施策略，並相應分配各項資源的管理工具（Hering, 2017）。

該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包含 17 項指標，分別為：(1)消滅貧窮、(2)終止飢

餓、(3)促進健康與福祉、(4)維護教育品質、(5)增進性別平等、(6)維持乾淨水質

與衛生習慣、(7)提供乾淨能源、(8)促進尊嚴工作與經濟成長、(9)完備產業創新

與建設、(10)減少不平等情況、(11)建立永續城市與社會、(12)擁有對消費生產的

責任感、(13)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14)保育海洋資源與生態、(15)維護陸地資源

與生態、(16)捍衛和平正義與負責制度、(17)活化全球夥伴關係。 

在 SDGs 指標的覺知與實踐上，著名作家柯蒂斯（Curtis, 1824-1892）曾說：

「幸福首先在於健康」，因此，也就不難發現 SDGs 首先被提出有關「健康生活」

相關的三項指標，分別為：(1)消滅貧窮：在教育與脫貧的關係中，積極培養對貧

窮困苦的同理心，並有效擬定縮小貧富差距策略。(2)終止飢餓：即藉由探討各國

的飢餓現象，進而改變消費習慣及珍惜糧食，並養成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維護食品

安全。(3)促進健康與福祉：包括建立正確的健康觀念，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及

擬定增進健康生活的策略。 

其次，「環境永續」所包含的指標為：(6)維持乾淨水質與衛生習慣：瞭解水

資源對生活的重要性，能夠制定減少垃圾的策略。(7)提供乾淨能源：理解各地區

特有的資源及國家能源政策的優缺點，並有效節約能源。(12)擁有對消費生產的

責任感：知曉資源回收的重要性，並提出減少廢棄物產生的策略。(13)因應氣候

變遷的影響：認識氣候變遷的原因及可能帶給地球及人類的影響，並提出有效使

用能源的策略。(14)保育海洋資源與生態：探討人類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減少

破壞海洋的行為，並提出保護海洋生態的行動方案。換言之，永續發展應該為滿

足基本人類需求提供解決方案，也要將環境發展與保護結合起來，並要落實與實

現真正平等，確保社會自決和文化多樣性，以維護生態正直（Klarin, 2017）。 

再者，在「公民素養」相關的指標，是包含如下：(4)維護教育品質：珍惜受

教育的機會，培養多元化的學習方式，並能規劃自己未來的發展。(5)促進性別平

等：尊重性別平等並消弭產生刻板印象，且對性別自主權具有同理心。(10)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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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情況：瞭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以及公民的義務與責任，並能增進個人及

國家的平等權利。 

此外，在「社會居住」相關的指標，是包含如下：(11)建立永續城市與社會：

認識永續居住城市及環境的安全，並提出促進社會安全與居住品質的策略。(15)

維護陸地資源與生態：理解廢棄物與再生能源的關係，以及破壞環境生態可能引

發的後果，並提出保護陸地生態的方案。(16)捍衛和平正義與負責制度：熟知不

同階層的社會文化與制度，及司法對社會正義的影響，且能運用司法相關制度來

促進和平正義。(17)活化全球夥伴關係：理解國家在全球夥伴關係中之定位，以

及資助低度開發國家的意義，並提出參與國際合作學習的行動方案。 

最後，在「生涯規劃」相關指標，則可分為：(8)促進尊嚴工作與經濟成長：

理解勞資雙方的法規意涵及能同理各行業的辛勞付出，並會分析與評估工作環境

優缺點之所在。(9)完備產業創新與建設：認識國家重要建設的價值及對永續發展

所面臨的困境，並提出產業創新的方法。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包含五大構面：(1)健康生

活：包含 SDGs 的第 1、2 和 3 指標。(2)環境永續：包含 SDGs 的第 6、7、12、

13 和 14 指標。(3)公民素養：包含 SDGs 的第 4、5、10 和 16 指標。(4)社會居

住：包含 SDGs 第 11、15 和 17 指標。(5)生涯規劃：包含 SDGs 第 8 和 9 指標。 

(二) 學校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重要性 

不管是信守民主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的國家，追求永續發展都是人民基本之所

需，根本不是意識型態，所以世界各國紛紛響應，且對「教育促進發展」也都承

認教育是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手段，因其將有助於累積人力資本，以有效實現經

濟成長和增進福利措施。另教育系統在提高教育水平方面，更可發揮著關鍵作用，

包括宣導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認識，與教導正確的價值觀及可行的實踐作為，以便

順利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所以無怪乎 SDGs 的第 4 項指標就強調要做到「優質教

育」。此外，現今在學校裡就讀的學生，應是未來潛在的社會決策者，渠等將為

永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做出遠大的貢獻，並影響人類以及地球的未來（Kleespies & 

Dierkes, 2022）。而社會上的年輕人，更有可能聽到永續發展目標，而對這些目標

來說，優質教育的推動應是極為重要（Youth Speak Survey, 2020）。但不能忽略的

是，這種基於利用教育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新教育模式，已為教育的領導與管理

帶來了挑戰，因為有必要重新調整課程、計畫、實踐和政策，故對整個教育治理、

教育機構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內容和教學法都有莫大的影響（Ferrer 

& Chalmeta, 2021），也因此，各級學校如何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也就特別具有其

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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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永續發展除強調各地的多元化外，全球也都在努力設法制訂對世界的

正向願景，也就是人類的需求在不破壞的情況下都能得到滿足（Robert, Parris, & 

Leiserowitz, 2015）。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廣泛的將教育定義為「解決和回

應所有學習者多樣化需求的過程」（UNESCO, 2003），故從中可以發現：要實現

美好的願景與目標，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民

主的未來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公民教育需要培養學生的知識、技能和參與意

願，而公民計畫被證明可以培養參與者的協作技能和自我效能，同學能夠對特定

任務產生感受，並且在工作中有效培養協同的能力（Morgan, 2016）。根據研究指

出，在正規中等教育中教授環境公民意識是不同學科教師的任務，他們需要能夠

共同努力實現這一目標。解決環境公民教育的多學科問題的一種方法，則是透過

代表不同學校科目的教師團隊來組織教學（ Gericke, Huang, Knippels, 

Christodoulou, Dam, & Gasparovic, 2020）。而這種教育形式的實際結構必須基於

當地的經驗以及每所學校的歷史、社會、文化和地理背景，才能成為永續發展教

育實踐中持續反思和討論的參考（Sandell, Öhman, & Östman, 2005）。也就是說，

每所學校都蘊含當地的文化背景，而學校可以觀察與了解學校的文化特質，再透

過領導教師團隊的組織來強化永續發展教育。 

此外，有關「健康生活、公民素養及生涯規劃」亦可融入在學校專門課程及

學生的校園生活中，而可持續發展目標 11、13、14、16 和 17 則繼續存在顯著的

平衡，以及與未來其他目標的不相關性，這就強調了需要培育創新和政策，使我

們能夠讓城市和社區更具備永續發展（Kroll, Warchold, & Pradhan, 2019）。換言

之，未來的教育將長遠的影響各國的永續發展。誠如我國在 2019 年開始推動新

的課程綱要，就將「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此三個面向訂為核心素養，

就是要積極培養學生具備自我精進能力與強化溝通表達，同時參與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等。因為只有學校教育才能讓年輕人全面的、深入的參與結構變革，因為

學校是為子孫後代塑造自己的生活以及未來做好準備進入社會的地方（Beer & 

Holz, 2021）。特別是 SDGs 作為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推動力，同時還提供了解決全

球性問題的框架（謝傳崇、林庭律，2021）。綜合以上所述，有關 17 個永續發展

目標 （SDGs）的推動，顯然都會涉及教育要素，包括知識、技能的取得和人力

資源開發（Tonegawa, 2023），因此，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學校教育也就有

著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三、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是個案研究，乃採用個別訪談法蒐集資料，以作為質性研究的基礎；

研究對象為臺灣某技術型高中之校長、學務主任，以及老師和學生各三位。其訪

談工具為自編並經專家內容效度審查之半結構式的訪談題綱；另考量學生因未具

備 SDGs 之先備知識，其可能不易整合認知，於是特在訪談過程中再行施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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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 8 位參與研究者之基本資料與訪談資料編碼方式，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訪談資料編碼說明 

受訪者之 

代號與編碼 

訪談逐字稿

之編碼 
受訪者基本資料說明 

校長（P） 訪-P-日期 

致力於學校領導，協調行政工作順暢與教育政策推

動，在教師群體間建立和諧的溝通渠道，提升教學效

率與促進校園永續發展。 

學務主任（D1） 訪-D-日期 

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聆聽導師與家長間的建議，辦理

學校重要慶典及學生社團活動及週會研習，關心師長

與學生校園生活，促進五育均衡發展。 

教師（T1） 訪-T1-日期 

於個案學校服務十餘年資以上，曾擔任行政工作及導

師與專任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曾帶領學生參加競賽，

表現優異，對學校文化及周遭人文地理相當熟識。 

教師（T2） 訪-T2-日期 

於個案學校服務十餘年資以上，曾擔任導師與專任教

師，教學經驗豐富，曾擔任社團指導老師，對學校文

化及周遭人文地理相當熟識。 

教師（T3） 訪-T3-日期 

於個案學校服務二十餘年資以上，曾擔任行政工作及

導師與專任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曾擔任教學研究會

委員，教師會委員，對學校文化及周遭人文地理相當

熟識。 

學生（S1） 訪-S1-日期 
個案學校三年級學生，曾任班級幹部及社團幹部及班

聯會幹部。 

學生（S2） 訪-S2-日期 
個案學校三年級學生，曾任班級幹部及社團幹部及班

聯會幹部。 

學生（S3） 訪-S3-日期 
個案學校三年級學生，曾任班級幹部及社團幹部及學

校工讀生。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收集訪談資料後，即立即進行主軸編碼，其焦點是在所謂的「因果條

件」、「現象」、「脈絡條件」、「中介條件」、「行動/互動」及「結果」六大範疇上

（Strauss & Corbin, 1990）。而編碼之因果條件為 SDGs 指標，現象為指標之健康

生活、永續發展、公民素養、社會居住及生涯規劃等五大構面，讓受訪者對於學

校推動 SDGs 的領導覺知為其脈絡條件，其中介條件為受訪者之情意，也就是說，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於分析一所技術型高中，其可以透過那些領導策略，在校園裡

能有效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在健康生活構面～乃涵蓋 SDGs1、SDGs2 和 SDGs3 等三個指標 

有關支持永續發展目標的變革，在社會討論和政治運作的相關措施中，已廣

泛受到重視，尤其是學校教學更被視為重要方式；而學校用餐時間，即是其中的

一個新應用領域（Janhonen & Elkjaer, 2022）。如我們就可發現：在歐洲的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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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利用學校供餐時間，廣泛地提供學生學習的機會，這意味著與食品相關的內容，

是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學校進行相關領域之教學。同時，也強調了社區協同教學和

參與學校供餐計畫的重要性（NNC, 2017）。因此，學校可利用彈性課程時間，安

排餐點製作與國際文化理解，好讓學生知道食物取得不易，並且對貧窮落後國家

的人民有同理心，進而推廣愛惜食物與保健身體的永續目標。 

我們學校是辦理團膳，學生中午就會集中起來用餐，大家有秩序的排隊，

用餐的內容也都經過營養師嚴格把關，因此同學們在團膳用餐時，就可以

了解健康飲食與用餐禮儀，非常的不錯，本年度學校更成立了中餐烹調的

合格檢定場地，是山城地區唯一的學校，真是不簡單，這樣更可以促進健

康飲食的教學（訪-P-1120705）。 

學校會辦理生活健康的講座，每一個老師與學生都會參加，有時候是社團

的烹煮，有時候是彈性課程學習時間，幾乎大家都有機會去接觸健康生活

與飲食的研習與活動，還有學校員生社的賣場，販賣的食物都是有符合校

園安全食品規章，當學生在班會紀錄簿要求新增食物品項的時候，負責該

項業務的同仁就會告知同學，食品有要有符合校園安全規章才能販賣，這

對學生也是一種健康飲食的教育（訪-D-1120705）。 

學校有辦理團膳啊！團膳我也有吃，很健康，口味也不錯，還有賣場的食

物與零食，都很不錯，碳酸等不健康飲料都沒有賣，對學詩健康不會有不

良的影響，另外，學務處也經常有辦理健康生活的講座，還有辦理健康路

跑活動，對我們平時的生活都很有幫助（訪-T1-1120705）。 

我有參加教務處辦理的彈性課程，內容是教師會教我們做料理，我們自己

帶材料，自己動手操作與學習，原來一份好吃的料理要完成需要那麼多的

步驟，我在其中學到很多，除了知道食物的完成很不容易之外，也會很珍

惜食材，很高興有參加這樣的活動（訪-S2-1120705）。 

根據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校推動健康生活的相關策略，在設計多元教學、

優化用餐環境、充實生活教育、優良食品認證的脈絡中，是以多元教學的覺知被

提及最多次，包括利用彈性學習課程時間做食物料理、教導健康生活與運動，以

及中午集中用餐與宣導生活教育，其次為校園健康飲食及衛生的用餐環境，由此

可見：學校除了提供優良的健康食品及用餐環境之外，學生更可以透過學校所設

計的彈性學習課程，親身體驗貧窮、飢餓的感受，也可瞭解促進健康生活的相關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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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環境永續構面～包含 SDGs6、SDGs7、SDGs12、SDGs13 和 SDGs14 等五

個指標 

巴伐利亞課程培養學生在大自然中進行運動時，應學會謹慎和持續性的使用

自然資源，並明確要求體育對永續發展做出以下貢獻：「特別是在戶外運動時，

學生學會欣賞周圍的自然環境和清潔的環境，體驗它們值得保護，並練習與自然

和 環 境 進 行 謹 慎 和 負 責 任 的 互 動 。（ Staatsinstitut für Schulqualität und 

Bildungsforschung, ISB, 2020）。同時，永續發展教育也被進一步定義為與任何類

型的學習或活動有關，其是可透過感知各種問題來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Tonegawa, 2023）。而在本構面相關的訪談結果，摘錄如下： 

學校經常宣導節能減碳，如總務處都會規定冷氣使用時機與定期要清洗濾

網；教務處也會設計很多節能減碳的課程或活動，提供同學來做選擇；而

學務處衛生組更是天天都在維護校園的清潔，體育組辦理運動會則是會請

同學要自帶水杯，不提供礦泉水，這都是很好的示範，除了這些，各處室

也經常辦理永續發展相關研習與講座，都跟永續發展目標有直接的關聯

（訪-P-1120706）。 

學務處辦理節能減碳班級佈置競賽，還有節能減碳校園路跑活動，都是對

永續發展很有指標性的競賽，教師及學生的參與也都特別活絡，尤其是每

週的生活與整潔競賽，各班師生都很重視這項比賽（訪-D-1120705）。 

有關節能減碳的宣導，最重要的就是總務處經常在宣導要節約用電與節約

用水，還有衛生組鼓勵做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這些都是學生每天在做的

事情，還有學務處所辦理的校園路跑活動，也會結合節能減碳的相關理念

做宣導（訪-T2-1120705）。 

學校每一年都會辦理很多活動跟節能減碳有關，例如：節約使用冷氣卡，

校園路跑與教室布置；另外，衛生組也都會對班上擔任資源回收的幹部給

予敘獎，同學們都很喜歡做這類的事務（訪-S1-1120705）。 

根據以上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校會規劃做好美化綠化、節能減碳等班級

競賽，或策辦學生野外團體活動，如此，透過精彩競賽活動的舉辦與學生之熱烈

參與，都可有效達到激勵做好節能減碳的目標，也可增加與大自然的接觸機會，

好讓師生能充分理解永續發展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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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公民素養構面～主要是涵蓋 SDGs4、SDGs5、SDGs10 和 SDGs16 等四個

指標 

經合組織（2015）將非認知技能稱為「社交和情緒技能」，並介紹了與實現

目標、與他人合作和管理情緒相關的三種技能。其中實現目標的技能，乃包括毅

力、自我控制和對目標的熱情；與他人合作的技能，是包括社交、尊重和關懷；

管理情緒的技能則包括自尊、樂觀和自信。Dewey（1916）更認為：唯有透過教

育才可以讓人們認識到社會群體的目標和習慣，並能培養出濃厚的興趣，故可以

明顯的發現：非認知技能不僅是低收入國家的重要視角，也是已開發國家的重要

視角。由是，便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在尋求實現永續發展的社會，並提供反映社會

背景的相關教育，換言之，有許多國家都積極在改善公民的認知和非認知技能的

教育。以下是與本構面相關的訪談結果，茲摘錄如下： 

因為學校是位於非山非市的偏遠地區，學生在社交與應對方面相對比較純

樸，同時，對於學習的熱情也容易因為遭遇挫折而不知所措，因此，學校

會利用學生代表參與學校會議的時刻予以鼓勵，漸漸的，就會發現學生透

過班會或是集會時間，陳述自我意識及建議的表現會越來越多，同時，學

生自治會的組織，也會更進一步幫助學校提升整潔與秩序的維護（訪-D-

1120705）。 

學校最近對於班級間各項競賽有比較多的鼓勵，各種競賽都爭取到獎勵金

或是給予記功嘉獎，這對於師長指導學生投入公民社會相關競賽運動，以

及學生團體之間自發性的要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學生獲獎的同時也會更有

自信與樂觀（訪-T2-1120705）。 

根據以上之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校推動公民素養之策略，是可透過各種

社交與情緒相關的專題講座或組織學生議會，甚至是積極規劃各項有關團隊合作

的班級競賽，都可以有效培養學生公民素養，並可增進其人際關係以及個人的自

信，還有與友朋間彼此的關懷。 

(四) 在社會居住構面～涵蓋 SDGs11、SDGs15 和 SDGs17 等三個指標 

城市雖然為人類提供居住場所，它們也破壞了生態系統，成為不適合人類精

神的棲息地。城市必須回歸更緊湊的形態，變得更有活力、更人性化、更有效率、

更美麗、更自給自足、更自然，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Basiago, 1996）。另教育作

為人權的定義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教育透過相互理解實現和平的角色的期望

（Kuroda, & Nakasato, 2022）。美國參議員 Fulbright（1983）也堅信：「教育可以

將國家變成人民，為國際關係的人性化做出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無法比擬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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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更可以發現在少數群體中，從種族、民族和語言的角度來看，低收入家庭

的兒童和其他來自不同背景的兒童應有不同的教育需求。為滿足多元的教育需

求、解決公平問題的教育方法是提升教育品質的重要途徑，也就是說，公平與教

育的品質和包容性密切相關。以下是與本構面相關的訪談結果，茲摘錄如下： 

學校除了與國外的學校締結姊妹校之外，也持續在辦理認識世界各國的國

際旅行活動，如此，透過校際間的彼此參訪，將可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學

生之間的認識。如最近學校更進一步規劃交換學生的活動，就藉由外國學

生的到來，在學校的共同生活中，也可以讓同學了解國際關係的重要性（訪

-P-1120706）。 

校這學期有日本姊妹校的學生來參加交換學生，我們都很期待，會想跟日

本同學交談，我們也準備了很多的禮物，也想要跟他分享很多臺灣有趣的

事情，這是以前沒有過的經驗（訪-S1-1120705）。 

根據以上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校推動社會居住策略可以透過辦理交換學

生、服務學習及國際學術交流，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對不同居住環境的認同，並且

也能增進對各類族群的理解與包容。 

(五) 在生涯規劃構面～包含 SDGs8 和 SDGs9 等兩個指標 

若說永續發展是目的地，而永續發展便是到達目的地的旅程。由社會發展的

歷史與脈絡可以知道：持續支持經濟成長是發展的關鍵。這證實了幾位作者的觀

點，他們認為永續發展通常被認為是基於持續的經濟成長。也就是說，永續性不

僅指自然資源，也指有限星球上所有人的生命和繁榮，而發展通常指工業和經濟

（Washington, 2015）。 

也就是說，中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礎，為跨國公司的運作提供所需的勞動

力。職業諮詢課程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了解他們在進入高等教育機構時可以選擇的

職業機會的機會。透過合作關係，中學生獲得了機會和工具，幫助他們成為其他

領域的知識準備好的學生，參與競爭激烈的社會。職業諮詢是幫助學生了解世界

的過程工作場所和職業做出有助於發展的教育和生活決策職業生涯（Bello, 

2020）。以下是與本構面相關的訪談結果，茲摘錄如下： 

校長領導學校配合政府教育政策，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及產學契合式專班，

有關產學攜手合作是提供有意願要升學，及想盡早接觸產業界的同學一個

選擇；至於產學契合式專班是讓學生在高三就可到工廠實習，這些孩子起

步得更快，與產業界及大學端的鏈接更為紮實，這對於我們的學生非常有

幫助（訪-D-11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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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想要一邊工作一邊就讀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大都只能選擇夜間部去就

讀，現在有產學攜手計畫，可以四天工作，兩天到大學讀書，最後利用一

天休息。而產學專班也可以讓同學在高三就進入職場試探；像這樣的規劃

都讓同學可以兼顧課業與工作，這對於學生的生涯規劃確實有助益（訪-

T2-1120705）。 

根據以上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校推動生涯規劃策略包含現階段我國教育

政策正如火如荼推動技術型高中、國內各大學與產業界合作廠家的產學攜手合

作，進而達到學生、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三贏局面，就是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具

體事例。 

五、結論與建議 

總之，從 2016 年在全球被廣泛推廣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至今已

成為世界各國各領域的通關密語（施喻琁、施又瑀，2024），其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是要人們時時思考如何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並能留給孩子美好的未來，於

是，包括從食物、居住、內在思想、外在環境、人際溝通與經濟產業，都應盡可

能地去創造永續性，已成為人們共同的理念，惟這一切都得從教育去紮根做加強

宣導與推動，這才是最有效的策略與方法。本研究係選擇一所非位於大都會地區

的技術型高中做個案研究，透過個別訪談其利害關係人，以瞭解其推動 SDGs 的

策略與實施成效，而獲致以下的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利用彈性課程學習時間，帶領學生從生活中體驗貧窮飢餓及瞭解促進健康生

活之主要策 

利用彈性課程辦理「食農教育」等相關教學，運用在地食材設計傳統菜餚，

使學生認識五穀雜糧及食材料理應用，增進學生融入地區文化，傳達珍惜食材及

健康低碳的概念，並讓學生在動手操作中了解食物得來不易，對貧窮飢餓的世界

公民具備同理心，同時可以思考並實現健康生活。 

2. 策辦相關競賽和團體活動，讓學生從實際參與中瞭解節能減碳及有效達成環

境永續之指標 

規劃節能減碳合作教育路跑活動及各項運動競賽，使學生在競賽目標及理念

中全力以赴，培養環境永續的認知。並持續在班級團體中辦理整潔競賽，包含從

班級的教學環境規劃、清潔用具領用及空調設備維護，使學生實際參與組織團隊

合作，進而瞭解節能減碳必須要國際合作才能有效達成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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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專題講座及召開學生議會，讓學生從觀摩學習中加強增進人際關係及提

高公民素養 

規劃專題講座，聘請各界知名講師，於生活經驗上分享群體的人際關係，從

旅遊觀察中介紹各國公民文化，在產業工作裡引導互助合作的概念。建立學生議

會，使學生在議事活動培養規範力及行動力，有效提升公民素養。 

4. 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服務學習，從交流活動中體驗各國文化及完善提升社會居

住品質 

辦理國際服務學習，深入並體驗各國文化，藉由實際參與服務性質活動，使

學生更能體會國際間社會居住的需求與合作。締結國際姊妹校，持續辦理國際教

育旅行，透過校際間的彼此參訪，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之間的認識，並規劃

交換學生，在寄宿家庭的生活上與學校的學習中，深刻體驗各國文化的真善美，

讓同學更進一步瞭解國際關係的重要性。 

5. 結合產業界及大學實施產學攜手合作，從實作中瞭解產業創新與妥善發展個

人生涯規劃 

配合國家教育政策，積極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兼顧學生就學與就業，發

揚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的教育模式，並藉由工廠實習讓學生更了解產業

界加工流程與產品設計概念，培育就業所需具備之能力與態度，並使學生可以自

我生涯規劃，及早做好就業準備。 

(二) 建議 

永續發展適合在不同的背景下做進一步的研究，以建立對不同國家推進永續

發展的方法的理解，為國際社會提供榜樣。同時，學生的反應亦可以給政策制定

者留下一些反思的空間（Ho, Lin, Hsieh, & Chen, 2022），因此本研究提供以下建

議： 

1. 妥善利用彈性課程、班週會及校際活動，積極推廣永續發展概念 

我國教育政策現正多元且蓬勃發展，各校可自由規劃彈性課程及校際活動，

永續發展概念對於學子仍屬抽象，若能在課程及活動中妥善運用及規劃，奠定永

續發展的根基，再加以實際參與並組織合作，必能逐漸使其萌芽茁壯。 

2. 爭取辦理服務學習及國際交流計畫，培育學生國際視野與人文關懷 

教育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各校優質化及社區均質化政策，各校仍可自行辦理

諸如品德教育、領導人才培育、國際教育旅行及交換學生等等，除有助於平衡城

鄉差距，亦可培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認同並增廣學生的國際見聞與視野，申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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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並非只是留下痕跡，而是為學校及社區的發展埋下催化的種子，使其逐漸達到

永續發展的目標。 

3. 多元發展產學合作計畫，健全學生就業空間與升學管道 

技術型高中學生入學成就普遍中等，學習中若有落後即容易遭受挫折，針對

實習課程佔多數課程比例的技術型高中而言，學生對實習課的低成就往往影響其

高中生涯，倘若能連結大學端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幫助學生兼顧課業與就業，

提升學習及工作尊嚴，讓低成就的學生願意繼續於學校中就讀，學習成就較好的

學生也可以進入大學繼續攻讀，必能讓學生更喜愛上學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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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應用 SDGs 融入國民中小學  

關鍵成功因素之探究 
張文權 

國立臺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目前重視永續發展的議題，已經成為跨領域、跨國界、跨組織以及跨世代的

焦點，從單一著重環境的永續發展，繼而重視社會、經濟、教育等領域的持續成

長，上述概念的轉移，從企業著重社會責任，繼而全面影響到社會各界組織重視

社會責任的概念，重要程度可見一斑，依此可知，永續發展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

已形成互相依存的關係（ElAlfy et al., 2020）。 

承上，為了人們的生存發展，聯合國於 2015 年統整世界的重要焦點，提出

兼具社會公平、經濟發展、環境永續三大面向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共計 17 項目標，且需於 2030 年檢視各國實施成效

（教育部，2020）。據此，SDGs 成為各國共同重視的議題，亦可將此視為國際間

推動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發展的具體指標，在此同時，學校教育實為國家社會發

展的基石，藉由 SDGs 紮根於國民中小學的校園，無疑為落實學校社會責任，促

進國家永續發展的關鍵。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學習乃為學校辦學的核心要務，相

對於學校社會責任的推動，如能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應為至關重要的面向。 

綜言之，本文依據研究者參與中小學校訂課程發展的實務經驗，以及觀察與

訪談中小學教師社群的夥伴，依序提出應用 SDGs 融入中小學遭遇的挑戰，以及

實行的關鍵成功因素與相關實例。希望可以做為未來教師運用 SDGs 融入學校各

環節的參考，進而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二、應用 SDGs 融入中小學遭遇的相關挑戰 

分析教學現場可能遇到的挑戰，有助於反思與探究適切的因應方式，以及探

索具體可行的案例做為參考。概述如下： 

(一) 教師的專業準備度不足 

SDGs 屬於新興的永續教育議題，因此多數教師在師資培育階段未有相關專

業訓練，自然無法充分理解 SDGs 的內容與價值，尤其在部定課程，教師多有熟

悉的教材，對於如何融入相關議題，不僅考驗老師對於 SDGs 的敏銳度，也考驗

自編教材的專業能力，同時，教師往往認為實施融入需要額外花費不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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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統教學進度多有壓力 

不論在國中或國小，分別有教育會考與基本學力檢測的績效責任，所以在教

學進度上多有壓力，特別就新課綱的實施，教師普遍感受到教學時間的壓縮，國

小也會產生 SDGs 的融入是否能具有結構與延續性，以及面臨學生變更年段之

後，重新分班等問題。 

(三) 學生未能感受其意義性 

學習的意義性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的重要因素，許多學校仍存在傳統升學主

義思維，容易導致學生感受到 SDGs 類似課程對成績沒有幫助的想法，影響學生

不願投入時間及精力學習。特別就校園生活當中，如果沒有類似活動的沉浸式安

排，更不易期望學生對於 SDGs 學習的價值與意義，會有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 

循此而論，實際教學現場勢必存在不同問題，而 SDGs 融入中小學，至少可

以歸納包括教師專業不足、課程教學限制、整體活動規劃等諸多挑戰。 

三、應用 SDGs 融入中小學的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係指一種關鍵的策略概念，有益於組織朝向目標努力，適用於

許多組織運作（Ketelhöhn, 1998）。因應學校面臨的相關挑戰，茲以教師專業、課

程教學、活動規劃、學生學習與行政領導等面向，探究應用 SDGs 融入中小學之

關鍵成功因素與實際案例。說明如下： 

(一) 教師專業著重素養性 

教師專業性應該列為 SDGs 融入中小學的首要關鍵因素，課程的推動乃繫於

教師專業的提升，特別 SDGs 乃對應於全球發展需求所產生的重要議題，此時教

師專業素養的重要性呼之欲出，教師專業素養一詞代表教師需要因應社會變革與

未來教育需求而不斷學習（林新發，2018），可見教師即應該理解永續發展目標

的重要性，以及融入課程教學的漸進思維，同時從自身作為開始落實，延伸潛在

課程的影響脈絡。 

例如，由於 SDGs 與生活環境有極大連結，可以歸類為「動態知識」，因此

教師必須具備足夠的敏感度，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蒐集更多的資訊，包含新聞時事、

國際脈動、環境污染等意識，進而有效引導學生思考，連結課程與環境的關係。

再者，教師應有系統思考的能力，積極參與跨領域專業社群，因為真實世界的問

題通常牽扯複雜的因素，必須先讓學生拋棄標準答案的慣性，教師需以同理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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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陪伴學生以系統觀點，探尋問題的可能答案。最後，教師應有關懷永續的

熱忱，願意以身作則、實踐力行，如在班級經營的環境，教師堅持無塑生活，有

可能默默影響學生的言行。由此可知，從自身實踐、生活連結、國際視野、社群

共學、跨域統整、同理陪伴與班級經營，均為教師發揮專業素養推行 SDGs 的重

要一環。 

(二) 課程設計具備連貫性 

SDGs 可以融入的課程範圍相當廣泛，就課程如何選擇的角度，一般其學習

經驗包括了課程內容以及活動經驗兩種類別（周淑卿、白亦方、林永豐、黃嘉雄、

楊智穎，2021），據此可知，就融入 SDGs 融入課程時，在如何選擇學習經驗的

觀點，可以藉由領域教師社群，或跨領域的教師社群，選擇科目即有的內容，或

者校園情境、學生活動方面的永續發展目標，實施課程設計。再就課程組織觀點，

營造 SDGs 不同目標在課程前後的連貫性，串起學生持續學習的意義，同時如何

讓學生不僅了解目標更願意做出行動，才是對學生有實際助益的事情，這也有助

於化解課程教學的限制。 

具體而言，國小專題課程以「海洋」作為課程主軸，並由學生透過生活感受，

發現議題進行探究，亦符合「SDGs 14 保育海洋生態」，觸角再延伸到「SDGs 4

優質教育」及「SDGs 10 減少不平等」，經由與特教班合作，帶領學生以不同角

度認識海洋，包含帶領特教學生到海上賞鯨、認識垃圾分類、進行淨灘、以繪本

認識消失的漁村故事等。國中的校訂課程，亦可對應「SDGs 6 淨水與衛生」，以

國外影片帶學生看見水資源問題，接著以臺灣工業汙染，探討「SDGs 9 工業化、

創新及基礎建設」的現象。上述可知，連結不同議題，可以協助課程選擇的多元

與串連，從普通班至特教班學生，或者由國際議題延伸到國內問題。 

(三) 教學策略需有適切性 

SDGs 適合融入於不同的課程內容，自然在符合課程性質以及學生學習的需

求下，也可以適切的運用教學策略。不管是新興取向的學習策略，舉凡 DFC

（Design For Change）教學法、學思達教學、問題導向學習、跨領域教學等，亦

或是針對同一學科進行多元的教學策略，皆是可行的途徑。 

舉例來說，國中家政課程的剩食主題，可對應「SDGs 2 消除飢餓」，先以講

述法說明剩食的定義與概念，再以分組討論的方式，請學生分析和統整食物浪費

的關鍵因素、場域等；接著使用腦力激盪法，引導學生思考有效地利用剩食，讓

食物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在「SDGs 14 保育海洋生態」融入國小課程中，也可

運用 DFC 的感受、想像、實踐與分享，讓孩子「感受」環境問題，產生矛盾後，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52-57 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主題評論 

 

第 55 頁 

孩子自然就會「想像」解決方案，並期待希望的樣貌，即便疫情襲來，孩子們亦

能馬上想出解方並進行「實作」－將故事繪製成繪本與電子書。最後，公開展出

與社會大眾分享。整體而言，適切的教學策略可以輔助 SDGs 融入課程發展，使

學生感受社會參與的價值。 

(四) 活動安排強調整體性 

SDGs 融入在校園生活，教室外的活動也是另一項重要的管道。實務上，如

果為了因應 SDGs 額外辦理活動，在繁忙的教學現場困難度較高，但如能經由法

令課程宣導，或是全校主題活動加以整體性的推動，讓永續發展的知識融合學校

例行重要活動，應是可行的方法。 

舉凡校內的教室布置比賽，即可依據國小不同的學習階段，選擇適性的主題，

例如低年級著重「SDGs 6 淨水與衛生」，注重個人衛生的重要性，中年級則開始

宣導「SDGs 5 性別平權」，倡導身體、人際界線的觀念，也可以融合性平法令課

程的推動。在國中的情境裡，可以結合「SDGs 2 消除飢餓」推動食農教育，利

用校園的空地，帶領學生利用午休時間，透過種植作物的勞動體驗，培養學生對

糧食、生產者和環境的尊重與感恩。更甚之，學校可結合社會上的非營利組織資

源，例如飢餓三十的活動，依此呼應「SDGs 2 消除飢餓」，建立學生愛物惜物的

價值觀，或者教師和家長共同規劃，到「海洋環境教室」了解鯨豚知識、海洋漁

業捕撈方式和漁港相關生態，擴展學生生活經驗，符合「SDGs 14 保育海洋生態」。 

(五) 學生學習聚焦實踐性 

學生的學習是學校辦學的核心意義，包含課程教學、教師專業、校園活動與

情境營造，都應該圍繞於促進學生學習為目標。緣此，回到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的本意之一，應在於倡議組織發揮社會責任，可見於校園中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

感，即為學校推行社會責任的重要任務，如同林明地（2015）強調，培養學生的

社會責任意識，也是大學社會責任的重要關鍵。而 SDGs 如欲成功於中小學實施，

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重視在生活情境有意義的實踐與學習，應是值得探究的方

向。也就是說，SDGs 的教學設計可以經由學生附近環境與生活連接起「有感」

的關係（施喩琁、施又瑀，2024）。 

詳言之，國小在運動會時，如果融入「SDGs 14 保育海洋生態」，可以在運

動會實施無塑義賣、無塑宣示簽名，並舉辦二手市集義賣活動，讓學生得以愛物

惜物、資源循環使用。同時，教師也可以帶領國中學生經由 DFC 四個步驟，解

決青少年關心的生活問題，例如學校營養午餐「SDGs 2 消除飢餓」、課業壓力與

人際關係「SDGs 3 健康與福祉」、網路學習「SDGs 4 優質教育」、性別刻板印象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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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5 性別平權」及廁所衛生「SDGs 6 淨水及衛生」，綜合在實際中學習而

得的困難與突破之道，將創造學生運用課堂知識並關心生活議題的契機，相信應

有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六) 行政領導具社會責任 

近幾十年來，企業社會責任與領導力之間的關係，已開始受到廣泛的研究關

注（Zhao et al., 2023），這也代表領導影響力的發揮，是深入激發社會責任實施的

關鍵之一，而社會責任與領導力的結合，更有助於社會責任意識、創新及關懷等

能力的養成，換言之，領導對於社會責任，有其促進實踐的重要價值（張文權，

2023）。 

就以學校現場，校長或行政主管如能抱持社會責任領導的理念，不但可以在

會議當中，以電子化來落實無紙化的辦公方式「SDGs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在

教師社群共備時，亦能蒐集相關 SDGs 推動的案例，引導教師思考其融入課程教

學的價值與具體做法「SDGs 4 優質教育」。除此之外，規劃學校主題的活動，更

可運用整合不同處室的理念，包括運動會學務處就減塑概念的宣導「SDGs 12 責

任消費及生產」、輔導室規劃特教學生融合普通班同學的活動「SDGs 17 多元夥

伴關係」等模式。綜上，從領導者例行的行政作為開始，到課程教學、活動規劃，

都是推動學校永續發展的媒介。 

四、結語 

隨著數位媒體的快速發展，在人們一直追求科技進步、效率運作的同時，更

不可忽略對社會與環境的關心，而 SDGs 概念的倡導，可以稱為引領國家秉持社

會責任，重視永續發展的最佳指南。學校教育除了扮演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更

需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由教師專業、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學校活動、學生學

習，以及行政領導等環節相互協作，化解可能面臨的挑戰。 

再者，透過不同關鍵成功因素的概念，發現已具有系統性的思維，除了就學

生學習的實踐性來深化其持續學習的意義性之外，教師透過課程的連貫性、教學

的適切性、活動的整體性，以及教師專業素養的札根與社會責任領導的引導，都

是建立有利於 SDGs 學習情境的重要元素，並隱含致力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的主

軸，換句話說，期望可以引導永續教育發展的各種知識，走出教室的疆界、邁入

學習的脈絡，進一步養成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奠定國家永續發展的關鍵動能。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5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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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雙閱讀素養解決 SDGs課程與教學設計的 

問題與建議 
沈羿成 

苗栗縣蟠桃國小校長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行後，各校發展的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設

計相當多元，常見的主題包括：閱讀、科技、國際教育、社會探究、自然探究等。

由於議題多，若各種議題缺乏以整合性的方式來組織學習內容，老師和孩子便常

疲於奔命，並讓學習變得淺碟和零碎化。光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就有 17 項，假使缺乏整合性的概念，除了學習結果

不易轉化和遷移外，內容的堆疊也會造成很大的認知負荷。即便完成教學內容，

孩子又要如何轉化運用到真實情境呢？若過於單一議題問題化，17 項議題間就

會零散、各自獨立，若需要教完各個議題，最後就可能變成填塞和直接講述，又

或者瀏覽學習的內容而已。 

各個議題進行時，常有其閱讀的文本，不論是報章雜誌、文章、媒體、課本、

網路資訊，又或者是真實情境等，皆有其背景脈絡，都可視為文本。此外，由於

網路訊息相當普遍且複雜程度超過以往，若要整合各種議題並找出其「上位概

念」，閱讀可謂是關鍵的能力。培養學生和老師從紙本閱讀到網路閱讀的雙素養

閱讀能力（陳明蕾、丘美珍，2023），似乎是將 SDGs 課程複雜性概念化可行的

方法之一。本文擬就筆者1目前在現場觀察到的 SDGs 課程與教學問題進行討論，

再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之道與建議。 

二、SDGs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問題 

筆者目前擔任小學校長，曾擔任過許多學校教師研習的講師，引導國小老師

進行環境議題的課程設計。筆者發現有些老師在進行課程設計時，常未能以概念

為本統整 17 個議題，導致各議題獨立，缺乏連結。其次，各議題本身就有其難

度，若未能從孩子自身文化經驗出發，直接以議題內容切入，易變成直接講述或

灌輸方式進行教學，不易讓學生深入瞭解議題內涵及培養出面對未來問題情境的

素養。在運用概念為本回應複雜議題時，學生就可以轉化類推到其他情境議題，

產生自動化和自主化的學習，形成問題意識（沈羿成、劉佩雲，2020）。缺乏抽

象的概念整合時，內容就會過於零散，產生訊息堆砌的狀況。若概念沒有聚焦，

                                                

1 本文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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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也難以系統化，問題意識就變得模糊，使得學和用產生落差。教師進行

SDGs 課程設計時，常見的問題如下： 

(一) 各議題間缺乏整合性 

筆者和現場老師討論課程設計互動中，發現許多老師對 SDGs 的議題中仍停

留在單一議題的理解。若進一步問老師：各議題間有何關聯性？老師們常答不出

來。例如：環境保護、性別平等議題和永續有何關連性？對環境保護採取合宜的

行動，保護環境中的物種和生態，即可達成永續目標。但若討論性別平等和永續

有何關連性時，大部分老師就會停頓一下，無法立即回應。針對性別平等，只要

透過人類擬定政策和行動，確保性別間平等，即有助於永續生存。以前述為例，

我們可以以上位概念整合 17 個議題。人類採取某些行為和行動，讓人、事和物

種得以共存發展。從這個概念反思各議題中，人類採取哪些行動傷害了人事物的

發展？應如何調整和修正？回到上位概念，就不需要每個議題都要老師教，孩子

可以運用上位概念進行遷移和轉化，解決環境問題。 

(二) 缺乏以在地經驗出發 

SDGs 議題的學習要以孩子自身經驗和文化出發，才能以在地經驗連結國際

問題。常見到的環境永續議題，老師就直接以影片和文本讓孩子學習，脫離本身

的經驗值，很容易造成不知為何而學，只是了解一件已發生但事不管己的事。如

此一來，就很難對問題情境感同身受，不易將概念運用在未來的生活情境。以國

際人權問題為例，教師可先讓孩子感受身邊貧富差距、教育機會不公平現象、性

別刻板印象等，再進一步討論國際馬拉拉少女議題和阿富汗女權問題等（陳彥佑、

謝廷昕、周加茵、林美玲、盧冠禎，2024）。以自身文化和經驗出發，才能設身

處地推論理解對方主角的問題情境。 

(三) 缺乏以概念為本理解全球環境永續議題 

17 項議題基本上是永續概念的延伸，若以通則來概念化就是互動與關聯。

人類與環境、人類與社會、人類與事物、人類與物種的互動和人事物的生命延續

緊密關聯。以這樣的概念去推論理解 17 項議題，就可以進行詮釋。不論在國內

的議題或則是國外的議題，均可透過一個較上位概念建構國際視野，進而理解國

際環境永續的問題意識。 

(四) 議題過於單一性造成永續概念淺碟化危機 

單一議題若未能以上位概念統整，易造成內容過於繁瑣，事實性知識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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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淺碟化問題。一旦一個議題接著一個議題進行，內容越來越多時就容易讓複

雜的內容更加複雜化。原本以為內容簡單呈現就好，反而因為過多事實和細節造

成知識堆砌和認知負荷。 

三、以雙閱讀素養因應 SDGs課程與教學問題與建議 

雙閱讀素養是指同時包括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兩項素養，此概念之所以受重

視，主要原因是因應數位時代的需要，學習材料不再僅限於紙本，還包括數位世

界中（教育部，2024），教師不僅本身要具備雙閱讀素養，也要知道如何指導學

生培養雙閱讀素養，以及把雙閱讀素養的概念融入到教學活動設計中。 

為解決前述問題，筆者認為可先指導學生從紙本文本分析出發，掌握 SDGs

上位概念，建構互動與關聯的通則概念與 17 項議題間的關聯。然後，設定最終

表現任務，確認任務能夠表現通則概念。另外，也可以安排網路資訊，讓孩子進

行釐清、分析和上位概念的關係。最後，思考學生所處的文化和生活經驗是否有

深刻的互動與關連的上位概念事例。這樣就可以讓孩子從自身經驗出發，連接學

習概念，再將概念運用在真實情境，達到雙閱讀素養及建構 SDGs 的概念。具體

做法分述如下： 

(一) 從紙本分析出發，掌握 SDGs 通則概念 

環境永續的通則概念是「互動與關聯」，再延伸出 17 大議題。每個議題都有

其事實和事件，但都與人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環境、人與事物相關。在課程設

計時，就必須先從文本析釐出上位概念和文本間的關聯性。這樣學生才能從事實

文本建立永續的概念，進而遷移和推論詮釋。 

以筆者任教的學校「女力崛起」課程為例。一開始，以「媽媽的桂花香」一

文讓孩子理解性別的刻板印象，回應到人與社會環境透過禮俗或約定俗成，要求

女生主內男生主外，限制單一性別的發展。若要讓性別和諧永續發展，社會就需

改變或制定法律條文來落實。接著，從國內彭婉如事件和蔡英文總統擔任國家元

首為例，了解臺灣女權運動的發展過程。然後，再連接紐西蘭和澳洲的性別議題，

讓孩子以自身國家經驗去理解其他國家(洪晨瑜、陳冠廷、陳瑞婷、王秉川、彭惠

敏，2024)。上位概念都圍繞在人類制定禮俗和法律讓性別得以延續生存發展。當

掌握永續的通則概念時，文本內容選擇就會聚焦在人們做了哪些事，讓單一性別

的權益受到傷害。又或者人們應該做哪些事，制定哪些法律以減少損害。有了焦

點，學生就可有跡可循，從過去到現在，從國內到國外，從龐雜的資訊覺察永續

的概念。老師在課程規劃和教學設計時，就可以根據文本複雜程度進行安排和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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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網路複雜情境，提供最終表現任務情境，進而分析和釐清 

從多元的永續議題文本找到相同且重複的概念關鍵訊息後，可提供孩子以此

概念到網路搜尋辨認和組織訊息，讓孩子將文本所學的概念運用到網路複雜情境

（Wiggins, & McTighe, 2005）。以筆者學校的「人權課程」為例，政府制定哪些

法律和哪些文化約定俗成導致特殊族群的權益受到影響。之後，老師就可以給孩

子任務到網路搜尋資料，例如：國際難民事件等。讓孩子閱讀網路訊息，整理組

織最後進行報告，又或者採取行動，例如：寫信給國際特赦組織活動。這樣就不

會造成學用落差的現象，孩子會將老師有意識鋪陳建構的上位概念，實際運用和

面對真實情境問題，採取合宜的行動。如此一來，所有的學習內容就會很有意義

和邏輯性的鋪排，這時候才能確定哪時候該放進內容，哪些多餘的內容應該被刪

除。若為了減少而減少內容，可能會使得概念不易完整建構。又或者，為了增加

而增加內容，則可能造成更多的認知負擔，和學習過程的複雜性和受挫率。最終

任務不僅對焦上位概念和檢視學習成效，還可做為決定學習內容增添和刪減之依

據。 

(三) 連結學生的文化和生活經驗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當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時，很多的術語都難以理解，

必須重新閱讀背景的知識，補足相關的觀念和經驗，才能夠理解新領域的邏輯及

脈絡。教學安排時，我們常說的引起動機，就是希望以過去經驗連結新的學習內

容。不過，我們常看到以一個笑話和遊戲當學習起點，對於學習概念沒有直接的

關聯性，導致分散注意而不是引起動機，難以幫助理解學習內容。課程與教學設

計若聚焦於上位概念或通則，它是一個解釋普遍現象的概念，例如：公平正義，

它存在孩子生活的班級中，也在社區中，更存在不同國家間的各個關係。教師可

運用上位概念的特質和原理，找到孩子的文化經驗和生活事例。有了熟悉的經驗，

孩子就比較容易類化到新的情境上，且可以類推和落實越在地越國際的想法。因

此，在設計 SDGs 課程與教學時，釐離出上位概念後，再聯結孩子的文化經驗，

才能降低理解問題的複雜度，和學習遷移的擴散度。 

四、結語 

環境永續是相當複雜且重要的議題，也是成為全球公民與孩子們不可逃避的

問題。複雜問題簡單化、系統化、邏輯化、脈絡化，已成為未來課程設計和教學

的趨勢，也是一個不可逆的現象了。SDGs 涵蓋 17 項議題，在課程設計中，教師

宜掌握不同議題間的上位概念，讓學生在學習時，去發現不同議題間的上位概念，

並以上位概念去類推及應用到未來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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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的議題間常有關連，需要予以分析、歸納與統整，雙閱讀素養教學重

視紙本與數位材料閱讀後的統整、歸納與理解。教師在進行 SDGs 各議題教學時，

可引導學生將 SDGs 的閱讀文本予以分析、歸納與統整，並歸納通則，然後將歸

納後的通則運用到真實情境，解決問題。因此，筆者認為雙閱讀素養教學模式是

解決 SDGs 課程複雜性概念化的可行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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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落實在國中課程之現況困境及展望 
陳柏宇 

臺中市溪南國中輔導主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行政學系博士生 

楊振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行政學系教授 

 

一、前言 

聯合國於 2015 年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與 169 項細項目標（United Nations, 2022a, 

2022b），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則將永續發展教育納

入教學和學習，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就我國而言，誠如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

司（2020）指出，為擴大推動校園永續發展理念，並加速與 SDGs 聯結，乃持續

推廣「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將 SDGs 融入各級學校軟硬體及課程中，

使校園加速接軌國際永續教育發展的新里程。 

本文主要聚焦於 SDGs 在我國國中教育階段課程落實的現況、困境及其展

望。首先分析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現況，其次探討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困境，最後則研提 SDGs 落實在我國國中課程的展望，期能有助於提升

SDGs 落實在國中的教學成效。 

二、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現況 

教育部（2022a、2022b）對於 SDGs 落實在我國各級教育相當重視，也獲得

學校在推動上的回響。誠如楊善麟（2023）指出，跨年級跨領域的教學提供了更

彈性更有效的教學模式，有助於達成 SDGs 的目標。進一步來說，多以個案學校

的本位課程實施為主（如陳延興、朱秀麗，2018；陳美媛，2022；陳黎娟，2018；

賀雅容，2023）。 

若就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現況，依據筆者多年來實際審查補助國中

發展 SDGs 之課程內容及教學設計之經驗，發現目前國中課程融入 SDGs 的主要

模式包括：單一主題模式、跨學科模式、問題導向模式、實踐導向模式，以及全

球教育模式等，以下分別加以簡要說明： 

(一) 單一主題模式 

單一主題模式係指選擇一個特定的 SDG 作為主題，例如「貧窮」（SDG 1）

或「氣候行動」（SDG 13），並將其作為課程的核心。該主題貫穿整個課程並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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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學科領域相關聯，例如自然、社會等，在各校課程計畫中常見學科領域課程

於週計畫表中標註融入 SDGs 議題。 

(二) 跨學科模式 

跨學科模式係指將 SDGs 融入多個學科領域，透過跨學科教學方法來探討

SDGs 所涉及的多個面向。每個學科可以從自己的角度來解釋和探討 SDGs，並

透過跨學科合作來深入理解和應用 SDGs。少數學校會以彈性課程時間，或者非

正式課程統整來發展跨學科 SDGs 課程。 

(三) 問題導向模式 

問題導向模式係指提出一個與 SDGs 相關的現實世界問題或挑戰，並讓學生

透過課程來探討和解決這個問題。學生將從實踐中學習，透過研究、討論和行動

來理解和應用 SDGs 的原則和目標。多數學校會在單元課程中，透過教學設計進

行議題探討，選擇融入 SDGs 的方式。 

(四) 實踐導向模式 

實踐導向模式強調學生參與實際專案、倡議或行動，以實現 SDGs 所設定的

目標。學生可以與社區組織、企業或政府機構合作，透過行動來影響和改善社會、

環境或經濟問題。極少數學校會以實際專案行動參與社區及政府機構合作，通常

是學校的大型主題活動，或者平日與政府企業已有現成合作案轉變而成。 

(五) 全球教育模式 

全球教育模式與近年來許多學校發展國際教育及雙語課程有關，透過外師進

行跨文化交流、國際合作和發展全球視野，許多學校於國際教育課程中發展

SDGs，讓學生了解 SDGs 是全球性議題，需全球合作來解決。透過國際交流、跨

國合作項目或全球問題研究，擴展學生的視野，培養他們成為具有全球意識的公

民。 

綜上所述，以上五種模式是目前在國中階段常見的 SDGs 執行模式，各校在

推動時大多依據課程特性加以實施。當然各校在採取不同的模式時，也必須兼顧

本土化的議題，亦即在推動的過程中，除了重視全球議題或者推動國際教育的必

要性以外，也需關注當地社區的需求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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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困境 

囿於篇幅，有關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困境，以下舉其犖犖大者並說

明之： 

(一) 不易對 SDGs 相關的學習成果進行評估 

聯合國長期推動融入 SDGs 的教育，基本上 SDGs 是上位架構，應散在各科

目領域中當指導原則，而不是當成一門額外的課，拿來連連看就覺得學會了(葉

欣誠，2023)，如何對 SDGs 相關的學習成果進行評估是一個挑戰，傳統的評估方

式可能無法全面評價學生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表現。尤其 SDGs 涉及多個學科領

域，要將其整合到國中課程中可能會面臨學科界限模糊、教學內容雜亂等問題。 

(二) 欠缺與正式非正式課程的連結 

在筆者審核 SDGs 融入課程最常發現學校沒有透過課程發展的系統，卻直接

在教學活動中加入 SDGs 的名稱與歸類，致使活動設計缺乏相對應的課程。此外，

也經常看到學校或教師認為現有的教學活動有類似的名稱，就加上 SDGs 課程或

教學設計，例如將學校原本就有的戶外活動直接加上 SDGs 戶外教育，導致看似

戶外活動中有永續議題中的陸上或水下的主題，卻忽略了與正式課程的連結，或

者融入校本課程設計。 

(三) 欠缺師資教材與創新的課程資源 

目前由於師資培訓、教材開發、課程設計等方面的資源都可能不足，限制了

SDGs 在國中課程中的實施。SDGs 於 2015 年通過，相對於其他傳統的教育議題，

它仍然被視為相對較新的。108 課綱開始研發時，未完全針對 SDGs 進行足夠的

教育和教材準備。且 17 項議題具跨學科性質，涵蓋了多個領域和範疇，包括經

濟、社會、環境等，這使得將其融入到教育課程中變得更加複雜。教材和教學資

源需要跨越不同的學科領域，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尤其部分國中教師認為

學校已經面臨教學時間和資源有限的升學壓力，將 SDGs 納入課程會增加教師和

學校的負擔，並影響到學科的教學；換言之，教師需要具備相對應的專業知識和

能力才能有效地教授 SDGs 相關的議題，同時也需要教育主管機關編列足夠經費

來促進 SDGs 相關的師資培訓和教材開發。 

四、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展望 

針對上述有關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困境，以下研提相關策略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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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用多元評量了解 SDGs 素養實踐 

就 SDGs 的評量而言，建議可以參考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以貼近真實的情境評量學生對於 SDGs

相關內容的了解及應用能力，著重於學生面對問題時能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與解

決。具體而言，可以讓學生選擇 SDGs 相關的專題進行研究或寫作，並在歷程評

量中展示他們對 SDGs 的理解和參與；或者執行 SDGs 相關的實踐專案，例如組

織社區服務活動、參與環保行動等，並將其經歷和成果納入成績評量。抑或透過

寫作和口頭表達的方式表達對 SDGs 的理解和看法，例如撰寫申請文書闡述對

SDGs 的關注和承諾。甚至學生可以參與和 SDGs 相關的志願服務活動，例如擔

任志願者參與環保項目或社會公益活動，並在學習評量中展示相關的經歷和貢

獻。 

另外，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並建立合作學習環境也有助於提高學生 SDGs 的素

養。透過引入生動有趣的案例、真實世界的故事、多媒體資源等，激發學生對 SDGs

議題的興趣和好奇心，讓他們感受到 SDGs 對現實世界的重要性，讓學生們自發

地開展相關的學習和探索。就此而言，可以給予學生自主選擇學習材料、主題或

項目的機會，鼓勵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來設定學習目標，開展獨立研究或

專案工作，有助於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同時必須建立合作學習環境，設

計合作學習活動，讓學生通過團隊合作來探討和解決 SDGs 相關問題，以組織小

組討論、合作專案或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在團隊中相互學習、共同成長。而為

了鼓勵學生知識分享和交流，可以設置學生間的知識分享平台，例如討論論壇、

線上社群、分享會等，讓學生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想法和經驗，從彼此

中學習、互相啟發，並持續給予指導和支持，協助他們設定學習目標、制定計畫、

解決問題，即時給予反饋和建議。 

(二) 有系統地融入正式與非正式課程 

在融入正式課程方面，可在領域學習課程以及彈性學習課程中規劃實施。在

國中的學科課程中，教師可以根據自己所教授的領域或科目，依據課程內容和教

科書，適當地將 SDGs 永續議題的概念融入教學中。例如，可以在綜合活動及健

體領域中引入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內容。學校也可以根據社區特性和學生需求，

在國中階段將 SDGs 議題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中，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課

程」。 

根據課綱規定，國中階段的彈性學習課程可以設置「議題探究課程」，SDGs

議題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個主題。此外，在「彈性學習時間」，也可以安排相對應

的活動或課程來實踐 SDGs 相關議題的學習。課程綱要對議題融入的實施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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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實施時間，故學校的融入課程型態也可更多元，議題融入式課程可將 SDGs

議題的概念或主題融入到現有的課程內容中。例如，在原有課程架構和內容的基

礎上，以現有課程為主要內容，並在該教學領域科目的內容與議題之間進行適時

的連結或延伸。例如，在自然科學課程中可以討論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SDG 13

和 SDG 14），在社會科學課程中可以討論貧困和不平等（SDG 1 和 SDG 10）。 

另外，在融入非正式課程方面，可在「團體活動時間」中實施。這種方式非

常多元，可以透過各種活動如專題演講、校慶活動、校際活動、競賽活動、班週

會活動、社團活動、戶外教育活動等，將課程與議題融合進教學中。例如，舉辦

SDGs 體驗營或研習營，讓學生有機會更深入了解 SDGs 議題的精神與內涵；舉

辦各種形式的 SDGs 競賽如海報設計、書籤設計、作文、辯論、有獎徵答、漫畫、

影音等；也可以將議題轉化為班會討論 SDGs 主題，並結合 SDGs 議題週的方式，

在學校環境中設置相應的場景；或利用週會或其他適當時間，安排專家講座，以

擴展學生對議題的認識。 

此外，在潛在課程方面，可以利用校園和教室的環境布置，將與議題相關的

教材放置在環境中，從而產生環境教育的效果。同時，教師和職員可以透過自己

的行為示範，以身教的方式影響學生，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再者，讓學生參與

校內外的實踐活動，例如參與社區服務、參訪社會服務機構、環境清潔、垃圾分

類、植樹活動等，這都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實踐能力。 

(三) 建立師培及資源發展中心，創新永續議題課程 

為能在我國國中課程有效落實 SDGs，建議在師培機構必須強化有關 SDGs

的課程，培訓教師實踐 SDGs 的素養與能力並建立證照制度。再者，應開發 SDGs

的專門教材和資源、提供課程規劃指導，並提高對 SDGs 的宣傳和意識等。此外，

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教育機構可以透過合作來共同解決這些問題，推動 SDGs 在

教育領域的實踐和推廣，尤其政府每年必須編列經費及提供相關的資源，以利建

置數位資源中心，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力量，共同致力於落實 SDGs 並提高其成

效。 

五、結語 

聯合國於 2015 年所宣布的「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議題擴及環境、

社會與經濟等等層面，也需要結合教育、政策、社會各界的共同合作，獲得各國

的認同，並指引全球共同努力，期能促進永續發展，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如何在

各級校園中擴大推動校園永續發展理念，加速與 SDGs）的緊密連結，進而使校

園接軌國際永續教育發展更是中央與地方以及各級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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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目前我國在國中階段推動 SDGs 的現況、困境與展望進行探討，期

待所提出的建言能作為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以及校長、教師與關心

SDGs 者的參考，進而有助於提升 SDGs 落實在國中的教學成效。筆者也要懇切

呼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能依據各領域課程綱要，分析七至九年級領域綱要指標及

學習內容，並提出各領域課程符應 SDGs 實踐的具體作為；此外，除了運用多元

評量外，也可嘗試開發評估工具來評估課程在不同 SDGs 方面的表現，未來可作

為學校和教師實施 SDGs 的重要參考工具，有助於提高課程符合 SDGs 的成效。 

參考文獻 

◼ 教育部（2020a）。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臺灣

指南。臺北市：教育部。 

◼ 教育部（2020b）。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臺北市：教

育部。 

◼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20）。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加

速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取自 https://depart.moe.edu.tw/ed2700/News_Conten 

t.aspx?n=727087A8A1328DEE&sms=49589CE1E2730CC8&s=DE38FD87D4890A

5E# 

◼ 陳延興、朱秀麗（2018）。一所學校型態創新混齡實驗教育學校的成長與蛻

變。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11(3)，109-135。 

◼ 陳美媛（2022）。繽紛戶外，向陽成長。結合 SDGs 的戶外教育實踐。師友，

632，78-82。 

◼ 陳黎娟（2018）。非主科混齡教學實施現況之研究－以一所實驗小學為例。

學校行政，113，119-138。 

◼ 賀雅蓉（2023）。學校本位教學推動規劃－東園心，永續行。師友，639，62-

69。 

◼ 楊善麟（2023）。從永續發展指標觀點探討偏鄉中學推動跨年級跨領域教學

之挑戰與因應。學校行政，145，90-106。 

◼ 葉欣誠（2023）。SDGs 怎麼教？臺師大葉欣誠教授告訴你永續發展目標與教

育的關係。取自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691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63-69 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主題評論 

 

第 69 頁 

◼ United Nations (2022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Retrieved from 

https://sdgs.un.org/goal 

◼ United Nations (2022b). SDG Book Club Archiv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 

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dg-book-club-archive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70-74 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主題評論 

 

第 70 頁 

實踐 SDGs內涵的一種在地學習及社會參與－ 

以原民課程為例 
劉秋玲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聯合國會員大會於 2015 年提出 2030 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並涵蓋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這些目標，為了能解決及發展以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大主軸之方

向（教育部，2020），也帶動了永續教育發展（ESD）的新里程。透過此目標可擴

及世界的問題，如氣候變遷、貧富差距等，或在生活周遭所面臨的性別、族群等

議題，牽動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世界之間的生活經驗。因此，發展永續的概

念，除了要能培育解決問題、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更要具備人文關懷的世界公

民。本文以原民課程結合社區在地模式、社會責任及社會參與等課題，實踐以

SDGs 目標的一種新的社區活化模式。 

二、以原民課程實踐 SDGs目標 

目前移居都會區的原住民族人已高達 60%的比例，無論志願性或非志願性

來到都會地區，尋求發展的原住民族人，即面臨種種適應議題，包括生活適應、

文化調適等社會變遷下的影響因素（教育部，2020），而原住民族部落勞動人口

的不停移動或移居，也漸漸形成都會區原住民族聚落。然而社會結構的老人化現

象，也使得都會區的原住民族長輩們，必須面臨老人化社會相關議題。政府開始

考量都會區原住民族人的相關政策及需求，以北市為例，針對原住民族長者，規

劃原民長青學苑，也因為這樣的規劃，讓原住民長者與族人之間有互相交流的機

會。儘管政府對於高齡化的相關政策，已有所規劃與實施，但在此一過程中，更

需要整個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才能展現永續發展的共融共好社會。 

近期針對職前教育之體育師培生的研究指出，這些學生對於永續發展的概念

非常薄弱，所以大學必須融入 SDGs 的課題，未來才能在教學中發揮這些內涵（G. 

Merma-Molina et al., 2023）。因此，結合 SDGs 目標 4 及 SDGs 目標 10，所提出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減少國家內部和

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兩項目標內涵。將「原住民族文化與教育」課程融入，其具

體作法是確保所有的學生都能學習必要的知識與技能，以促進永續發展，提高教

育品質與教學水平，並強化學生創新思考之能力，並且提升對於民族、種族平等

的觀念，避免造成種族歧視現象。利用社會參與、課程設計、議題討論等方式，

讓師培生與原住民族長者共作、共享，革新學習方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進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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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認識原住民族文化，達到尊重、欣賞彼此文化之美。也讓原住民長者藉由活

動的安排，如各族群的相關文化、語言及動態活動（故事演說、手作小物、舞蹈

音樂…）等內容非常多元且趣味，提供學生不同的文化視野，創造雙向的文化互

動模式，並培養師培生具備多元文化教育及全球化的觀點，以實踐世界公民的目

標。 

課程規劃（表 1）為實踐 SDGs 的精神，增進學生進行跨領域合作的知識及

技能，從活動中讓學生能發掘問題、討論原民議題，經由探究學習之過程，學生

從個人的觀點與過去的經驗，建構原民文化相關知識。並透過與長者互動，連結

了跨文化及社區的聯繫，豐富學生的視野，也強化文化理解之學習成效。為使學

生的課程參與能聚焦，做下列紀錄項目並以此為評估成效之參考。 

1. 活動設計構想與設計原因（資料蒐集－檢視議題） 

2. 活動與原民課的連結（資料閱讀－題出問題） 

3. 對原民文化內容的啟發（概念澄清－釐清問題） 

4. 活動之後的反思（概念確認－論述確認） 

5. 心得（回饋） 

6. 其他問題（重新檢視） 

7. 壁報（結論） 

表 1 原民課程執行時程及內容 

日期 參加人數 實施方法 評量及回饋 

113/10/02 3 

1. 遊戲活動 /觀察記錄/原

民文化議題討論。 

2. 整合各討論內容，從問

題中找出解決之方法，

以壁報方式呈現結論。 

 

 

113/10/24 26 
113/11/15 13 
113/12/01 15 

4/次 
57/人 

（依學生空堂參與） 

從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來看，是善盡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的其中一環。每個大學生應肩負對社會貢獻所學的責任。

在活動當中，訓練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外，並以學生之專業能力或將學生進行不同

領域之能力整合，亦引導學生們對於公眾議題的關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走出

教室」在學與用之間，才能獲得真正的學習（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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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的多樣化，促使學生不再限制某一種框架。當安排師培生進入原住

民長青學苑，與長者學習、互動，而瞭解部落與都會區原民的議題時，各組同學

在設計活動會思考適切性。例如「比手畫腳」活動時，長者對於猜題順序、誰負

責猜題、內容呈現都會有意見，而師培生們卻能在活動過程中給予足夠的鼓勵和

支持，完全展現同理心與尊重。在陪伴長者的同時，原住民長者以聊天的方式，

口述部落種種、原住民知識的內涵、祭儀的由來…，學習不再是課堂中冷冰冰的

文字，而是充滿熱情的生命故事（圖 2）。 

以議題討論的方式，則是用課前資料的蒐集、閱讀，課中論述、澄清，課後

反思、回饋。有了實際與原住民長者互動，師培生對於原民的議題更有參與感，

討論起來如同身處於原民部落的熟悉。學生們提到，「長者會穿傳統服飾，樂於

分享屬於原住民的記憶與文化，另外也會帶領我們一起去體驗（歌謠、舞蹈）…」；

「活動的最後我們一起唱歌時，大家一個個牽起彼此的手開始跳起舞，在那個當

下，我彷彿就像他們的家人一樣，融入在部落裡…」（圖 3）。也呼應了文化回應

的方式，習得原住民相關文化知識（周惠民，2011）。 

   
圖 1 原民長者與學生遊戲互動 圖 2 原民長者與學生共同討論 圖 3 原民長者帶領學生共舞 

 

三、永續經營與延續學習 

另一個重要的過程是在課程中延伸 SDGs 目標的觀點，以目標 4 及目標 10

為例，何昕家等人（2022）提出，在課堂中以自身的學習經驗進行延伸思考，如

何提供優質的教育？又或者臺灣的教育現況面臨怎樣的挑戰？生活中的平等與

不平等有哪些？對於歧視與特權又會如何看待呢？從推展 SDGs 內涵的課程實

施，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推展在地學習、長期陪伴計畫 

社會參與課程應該要長期性、持續性的陪伴計畫。學生的回饋提到「原住民

長青學苑是一個專屬原住民族群的地方，一方面能夠保存文化，一方面也重新連

結族群之間的情感與歸屬感。」、「參與活動的時候，長者們更注重在活動的樂趣

與共融氛圍中，即便有的長者並未直接參與活動，並不代表他們缺乏對活動的興

趣，而是他們喜歡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參與。」。對於都會區原住民長者，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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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師培生，藉由社區與學校的合作，互相提供資源及學習，形成一種互動、

共享的在地學習模式。這樣的參與提供了原住民文化的學習經驗，更是讓師培生

有貢獻所學的機會。 

(二) 社會參與機會，提升師培生規劃課程之專業能力 

經由設計相關活動，師培生結合跨領域合作的知識及技能，也同時需要資料

統整、活動安全考量、口語表達、臨場反應…等能力。例如活動不能有過多的肢

體動作、操作時不可以過於複雜；或結合不同專長領域的學生，如何能協調、合

作、分工的應變能力。與原民長者互動頗具有挑戰性，卻能促進世代交流和文化

傳承，有助於師培生專業能力養成。從上述探究學習過程中，以問題為導向的教

學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自主探究和合作來找出可行方案的過程，

展現師培生多元教育的胸襟與視野。 

(三) 增加原住民長者永續傳統智慧的機會 

傳統文化在原住民族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原住民長者具備傳統文化知識

的優勢，可以傳遞多元的文化底蘊與面貌。有擅長說故事的人，可以分享部落文

學或軼事；有喜歡畫畫的人，用圖畫訴說傳統知識的豐富；有會吹奏樂器的人，

將部落曲調串聯出屬於各部落的旋律…，這些方式帶領學生從互動中，與原住民

長者建立學習且尊重的溝通管道，也讓都會區的原住民文化得以延續與分享。 

四、結語 

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期待世界各國有一致的方向，讓每個人共享更

好的世界，透過群體的力量，都能竭盡心力達成這些指標。因此，結合地方與社

區的量能，一起關心社會、解決問題、共好生活，連結永續發展目標，形成一種

新的在地學習及社會參與。從原民課程中落實師培生學習必要的知識與技能，以

促進在各項議題能展現永續發展的概念，且運用不同的課程安排及策略，強化學

生對於議題的反思、批判等能力，提升學生創意思考方式。更進一步，豐富學生

對於 SDGs 內涵的理解，未來進入教育領域，完備師培增能之即戰力，達成 SDGs

目標 4 確保人人享有優質教育的理念。對異文化的理解，尊重文化多樣性及文化

對永續發展的貢獻，也對於不同族群包容性、消弭歧視，達到 SDGs 目標 10 減

少不平等現象。有一位同學這麼說:我是不是在關注原住民議題時，放大了「原住

民」這個身分？但事實上在各個不同族群之前，我們都身而為一個「人」。這樣

的反思，打破了族群的藩籬，也實踐了 SDGs 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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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ECOSOC 夥伴論壇」五項 SDGs 

對學校教育的啟示 
謝念慈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2015 年聯合國提出《翻轉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 2015），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 主要的「5 個 P」，如圖 1（謝念慈，2023）。五大

面向共計 17 項核心指標。「人」面向有六項核心指標（SDG 1、SDG 2、SDG 3、

SDG 4、SDG 5）；「地球環境」面向有四項核心指標（SDG 12、SDG 13、SDG 14、

SDG 15）；和平面向有一項核心指標（SDG 16）；繁榮面向有五項核心指標（SDG 

7、SDG 8、SDG 9、SDG 10、SDG 11）；夥伴關係面向有一項核心指標（SDG 17），

如表 1。為因應全球飢餓、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社會發展導致的貧富差距等問

題，以及氣候變遷對生態造成的衝擊，聯合國於 2015 年宣布 SDGs，「基於人權

的作為」（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一個都不能落後」（Leaves No One 

Behind）、「性別平等及女性的增權賦能」（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等三大原則，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Goals）、169 項目標（Targets）、

232 項指標（2017 年新增兩項指標）、3,885 個事件（Events）、1,348 個出版品

（Publications）及 7,813 個行動（Actions），引導全球邁向永續發展的方針與內

涵。 

 
圖 1 SDGs 的「5 個 P」 
資料來源：謝念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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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DGs 五大面向及其核心指標 

面向 人 地球環境 和平 繁榮 夥伴關係 

核心指標 

SDG 1 

SDG 2 

SDG 3 

SDG 4 

SDG 5 

SDG 6 

SDG 12 

SDG 13 

SDG 14 

SDG 15 

SDG 16 

SDG 7 

SDG 8 

SDG 9 

SDG 10 

SDG 11 

SDG 1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024 年 1 月 30 日，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於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2024 年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夥伴關係論

壇」（The 2024 Partnership Forum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主題為「多

重危機時期加強 2030 年議程，消除貧窮：有效實現永續發展、有彈性和創新的

解決方案」（Reinforcing the 2030 Agenda and eradicating poverty in times of multiple 

crises: the effective delivery of sustainable, resilient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論壇特別強調了 2024 年高階政治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2024，

HLPF 2024）將審查的永續發展目標有五個目標，目標 1：「消除貧窮」（no poverty）；

目標 2：「零飢餓」（zero hunger）；目標 13：「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目標

16：「和平與正義」（peace and justice）與目標 17：「目標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根據第 75/290A 號決議，論壇的重點是上述五目標，就「經濟及

社會理事會」和「高階政治論壇」對於今後的工作交流新的想法、期望和優先事

項。將展示和討論各國和所有相關利益關係方，透過創新夥伴關係採取前瞻性行

動，調動承諾和行動來推進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並應對新挑戰（United Nations, 

2024a）。 

臺灣在「2030 永續發展目標」（2030 SDGs），公私部門及學校，也不遺餘力

推動，但是臺灣在參與國際事務是非常艱辛且無法參與的。因此，關於「2030 永

續發展目標」（2030 SDGs）的方向與重點，必須掌握脈動與最新資訊，才不致脫

隊甚至跟不上國際先進國家的腳步。 

準此，研究者針對「2030 永續發展目標」（2030 SDGs）有關「經濟及社會

理事會」於 2024 年 1 月 30 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2024 年經濟及社會理

事會的夥伴關係論壇」（The 2024 Partnership Forum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所關注的議題做整理與分析，提供有關單位「2030 永續發展目標」（2030 

SDGs）的重點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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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高階政治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2024，HLPF 

2024）審查的永續發展五目標及其相關資訊 

2024 年 1 月 30 日「2024 年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夥伴關係論壇」（The 2024 

Partnership Forum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特別強調了 2024 年高階政

治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2024，HLPF 2024）將審查的永續發展目標有

五個目標，目標 1：「消除貧窮」（no poverty）；目標 2：「零飢餓」（zero hunger）；

目標 13：「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目標 16：「和平與正義」（peace and justice）

與目標 17：「目標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United Nations, 2024b）。 

其中，目標 1：終結貧窮（No Poverty）有 7 個細項目標（Targets）、97 個事

件（Events）、49 個出版品（Publications）及 1,429 個行動（Actions）；目標 2：

消除飢餓（Zero Hunger）有 8 個細項目標（Targets）、83 個事件（Events）、17 個

出版品（Publications）及 1,366 個行動（Actions）；目標 13：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有 5 個細項目標（Targets）、50 個事件（Events）、36 個出版品（Publications）

及 2,120 個行動（Actions）；目標 16：和平、正義與制度（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有 12 個細項目標（Targets）、43 個事件（Events）、14 個出版品

（Publications）及 1,032 個行動（Actions）；目標 17：伙伴關係（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有 19 個細項目標（Targets）、230 個事件（Events）、76 個出版品

（Publications）及 2,183 個行動（Actions）（United Nations, 2024b）。 

依據「2030 永續發展目標」五目標的目標重點釋義如下： 

目標 1：終結貧窮（No Poverty），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目標 2：消除飢餓（Zero Hunger），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

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13：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 

目標 16：和平、正義與制度（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創建和平與

包容的社會以促進永續發展，提供公正司法之可及性，建立各級有效、

負責與包容的機構。 

目標 17：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加強執行手段，重振永續發展的

全球夥伴關係。 

2024 年高階政治論壇審查上述五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重點資訊，說明如下

（United Nations, 20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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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標 1：終結貧窮（No Poverty） 

目標重點在消除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貧困。重點資訊如下： 

1. 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到了 2030 年，5.75 億人仍將生活在赤貧之中，只

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將其國家貧窮水平減半。 

2. 為了因應生活成本危機，過去 12 個月（2022 年 2 月-2023 年 2 月）有 105 個

國家宣布了近 350 項社會保護措施。 

3. 2012 年至 2021 年，每萬人平均每年死亡或失蹤人數面對高度易受災難的最

低度開發國家（Last developed countries，LDCs）、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內陸開發中的國家（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LLDCs）。其中，最低度開發國家（Last developed countries，LDCs）

佔 1.24%，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佔 2.80%，

內陸開發中的國家（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LLDCs）佔 1.85%，全

世界（World）佔 0.86%。 

4. 世界上許多弱勢群體仍然沒有受到社會保護。在 2020 年低收入的國家中僅

8%的兒童、7.8%的弱勢者與 23.2%老人，獲得社會現金福利保障。 

5. 自 2015 年以來，全球各國政府增加了基本服務（教育、健康和社會保障）的

政府支出，自 2015 年的 47%增至 2020 年的 53%。 

(二) 目標 2：消除飢餓（Zero Hunger） 

目標重點在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並促進永續農業。重點資訊

如下： 

1. 預計 2023 年全球將有超過 6 億人面臨飢餓。 

2. 儘管 2021 年糧食價格下降，高糧價仍繼續困擾許多國家。糧食價格處於適度

高位的國家比例，2015 年至 2019 年間 15.2%；2020 年增至 48.1%；2021 年

又降至 21.5%。 

3. 自 2000 年以來，全世界在減少貧血方面幾乎沒有任何進展。15-49 歲女性貧

血盛行；盛行率一直停滯在 30%左右。 

4.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食用不安全的食物。 

5. 營養不良在世界各地持續存在，危及兒童的福祉和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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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標 13：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 

目標重點在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影響。重點資訊如下： 

1. 地球的臨界點正處於氣候災難的邊緣，到 2035 年，全球氣溫將升高攝氏 1.5

度，到 2100 年將面臨升高攝氏 2.5 度的警告。 

2. 我們需要到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3%，到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 

3. 過去十年海平面上升速度翻了一倍。 

4. 2019-2020 年全球氣候資金流量，年均達 8,030 億美元。然而到 2030 年，發

展中國家需要近 6 兆美元。 

5. 2010-2020 年，高度脆弱地區的災害死亡率比脆弱性極低地區高 15 倍。 

(四) 目標 16：和平、正義與制度（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目標重點在促進和平和包容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證明所有人都有訴諸司法

的機會，並在各層級建立有效、負責任和包容性的機構。重點資訊如下： 

1. 在烏克蘭戰爭的推動下，與衝突有關的平民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到 2022 年激

增 50%以上。 

2. 2021 年，故意殺人案數量創 20 年來最高，458,000 人喪生，每 10 名受害者

中有 9 人是男性。 

3. 截至 2022 年底，全世界有超過 1.084 億人被迫流離失所，是十年前人數的 2.5

倍。 

4. 2017 年至 2020 年間，全球有近 20 萬名人口販運受害者逃脫，但是有更多的

可能無法逃脫。 

(五) 目標 17：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目標重點在加強執行手段並重振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係。重點資訊如下： 

1. 截至 2022 年 11 月，許多發展中國家正面臨債務危機。全球 69 個最貧窮國家

中有 37 個陷入債務困境或面臨高風險。 

2. 自 2011 年以來，最低度開發國家（Last developed countries，LDCs）貨物貿

易僅停滯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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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 年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淨額達 2 千 60

億美金，比 2021 年增長 15.3%。主要是由於捐助國難民支出和對烏克蘭的援

助。官方發展援助達到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的 0.37%，

仍低於 0.7%的目標。 

4. 2020 年有三分之二的人使用網際網路，其中男性多於女性 2 億 5 千 9 百萬

人。 

5. 2018 至 2022 年數據顯示，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資金下降超過 20%。 

從 2024 年高階政治論壇審查的終結貧窮；消除飢餓；氣候行動；和平、正

義與制度與夥伴關係等五項目標並顯示具體數據，可以了解此五項永續發展目標

的迫切性與重中之重。 

三、2024「ECOSOC 夥伴論壇」五項 SDGs 對學校教育的啟示 

2024 年高階政治論壇審查上述五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相關資訊數據的啟示

分述如下： 

(一) 兒童的營養與健康、婦女貧血、弱勢族群的保護與關注 

永續發展目標及其相關資訊數據，特別關注 5 歲以下幼兒（學齡前幼兒）的

營養不良，以及發育遲緩、體重過重或過輕（BMI 值），恐危及兒童的福祉和未

來發展。婦女貧血問題一直都維持在三成左右，特別是 15-49 歲婦女貧血的問題

最嚴重。糧食的充裕與價格的合理性、安全的食物，避免族群飢餓與食安問題。

持續增加社會保護措施，保障弱勢族群的安全需求。兒童、弱勢者/弱勢群體、老

人的社會保護及社會現金福利保障。 

學校對於實施多年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Health-promoting School 

Programs，HPSS），更應該關注學生的營養、健康、貧血與弱勢族群的保護，以

強化學校能持續的增強能力，成為一個有益於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康場所。 

(二) 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 

聯合國與國際組織及各世界國家都有共識，倡議 2050 年淨零排放，2024

「ECOSOC 夥伴論壇」也特別提出全球氣溫將升高、溫室氣體排放量等問題及其

數據少碳，減碳排放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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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軟、硬體設備/設施的建設與採購，宜朝向綠建築、低碳產品、可分解、

回收的商品，以及降低甚至停用一次用產品。垃圾及廢棄物資源化，產生替代原

料。即時監控能源狀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安裝屋頂型太陽能板再生能源。採

用自然解決法（如廣泛植樹）和技術解決法（如封存）作碳移除。 

葉銀華（2024）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法，設計低碳產品、改善製程、增強能源

使用效率、使用與投資再生能源與抵換（含移除）等五種方法可進一步參考。 

學校的建築與修繕、設備與設施等硬體部分，都應該逐年替換採用綠建築與

綠能資源。在軟體的部分宜結合課程與教學的融入，如電源的節約、廚餘的徹底

分類、無紙化的響應等，讓全學校師生、家長都能有「地球只有一個」的概念，

珍惜愛護我們的生活周遭，才能讓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降至最低程度的影響，轉

而回復一個健康永續的地球。 

(三) 和平、正義與安全的重視 

2022 年初至今，世界上仍充斥著戰爭的危害，造成人的死傷、顛沛流離，並

耗盡天價的資金。如，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戰爭至今；2023 年

10 月以色列與哈瑪斯戰爭，造成人的死傷與顛沛流離，和平教育必須倡導實踐。

人口販運為逃脫者眾多，故意殺人案數量創新高，喪生中，以男性佔絕大多數。

國際、社會的安全網絡需加強建構，以確保人命財產的安全。鼓勵年輕參與政治

選舉，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政治圈，參與政治決策過程。 

學校相關課程如公民課、社會課，或非正式課程、活動，宜關切目前世界上

的戰爭，如俄烏戰爭、以哈戰爭、世界晶片產能競爭等，這些議題，也是臺灣青

年學子需要強化的知能與態度。藉著課程的融入，教師教學的互動，釐清、討論

和平、正義與安全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關於這方面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學校

可以考量引導學生學習「哲學」相關知識，藉以釐清事實與問題解決，如觀看哈

佛大學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Jutice）網路公開課程、參與青

年模擬聯合國會議（Youth Taiwan Model United Nation，YTMUN）等。 

(四) 網際網路的使用量的性別差異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的使用量只有更高沒有最高。在臺灣地

區或許沒有使用量的性別方面差異。但是值得關注衍生的資訊議題是在高級中等

學校與大專院校，選讀資訊或 AI 相關科系的學生，男性比例仍是較女性多。筆

者在與高中教師共同進行的 STEMA 研究，對於機器人在研究的過程中，男學生

人數也是高於女生。有關此方面的傾向，值得學校教育再探究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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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學生在網際網路的使用量的性別上並未達顯著差異，但是過長的的使

用網際網路對於青年學子易導致人際關係疏離、社交障礙與網路成癮。學校教育

在 AI 與網路世代，除了增能學生使用資訊的能力外，在資訊倫理素養更需要強

化，避免出現與現實世界脫、解與離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目標 17：伙伴關係的重視，啟發了在落實永續發展的過

程中，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夥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誠如團結力量大的道理。筧 

裕介（2022）提出：「活著的地方系統=「地方社群」×「未來願景」×「挑戰」×

「新世代教育」，在發展過程，結合 CSR+ESG+USR，讓永續發展能被正視、理

解，成為一個可溝通、有效能的實踐規準。 

四、結語 

表面、口號式的倡議 SDGs，終究不能真正解決不永續的問題，更何況這個

世界隨時可能出現顛覆我們的永續大問題。人類的科技發展、文明進步，面臨全

球的貧窮、飢餓、戰爭、人口治安、氣候變遷、正義、健康等不可持續的挑戰已

是真議題，驅動系統性轉型已成顯學，每個人都是問題的一部分，一定也必須是

解方的一部分（黃正忠，2024）。我們不能讓永續發展成為煮青蛙的溫水，而是

要讓永續發展成為永續明日新世界的希望溫床。 

SDGs 永續發展是動態的歷程，臺灣在永續發展的世界團隊中從未缺席，2024

年的 2024「ECOSOC 夥伴論壇」的五項重點目標及其重點議題及其數據，臺灣

應該掌握世界潮流趨勢及時規劃。學校教育更應該與時俱進，永續是為了世世代

代，學校教育針對 2024「ECOSOC 夥伴論壇」的 SDGs 五項目標及其世界關注

重點，應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 108 課程，做課程與教學的因應與融入，讓

師、生能跟上世界永續方向與世界現況重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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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與國文教案設計的課堂實踐與省思： 

以「健康福祉」為例 
蕭千金 

臺北市景興國中老師 

臺北市國中國文輔導團員 

 

一、前言  

當代學子面臨比過去更複雜的「現在」，108 課綱為了引導學子，從一而終強

調「素養」，時代洪流正在前進，引領學子因應社會與世界的教育亦要進化！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可做為世界各國於未來 15 年（2016-2030）具

體行動的指導原則，又 SDGs 意在解決全球性的環境、經濟、社會問題，促使各

國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深切體會：SDGs 的發佈是全球意識永續發展

迫在眉睫的關鍵里程碑。 

108 課綱基本理念提到：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

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教育部，2021），其中「共好」意涵

則強調「關心身處的環境並樂於參與，促使社會往前進步。」又永續發展包含三

大支柱，分別為環境、經濟與社會。三者最終目的是提升整體「人民」的生活品

質與幸福感。共好理念強調的是「我們」要關心周遭並提升社會整體使之變得美

好，由此可見 108 課綱的「共好」理念與 SDGs 永續發展的精神是密切相關。 

經過與臺北市國中輔導團共備的歷程，作者選定九年級國文課文《我們的饕

餮時代》並以「良好健康福祉」為指標進行 SDGs 的課堂實踐，設計六堂課，期

待引導學生覺察與思辨零食與垃圾食物對自身健康的影響，而朝向促使社會進步

的行動實踐，並針對課堂實踐後之省思，提出具體之評論。 

二、教案設計符應「良好健康福祉」指標之說明 

教學者依據《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與《我們想要的

未來：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其中的 SDGs 永續發展目標、臺灣細項目標與各

項 SDGs 之認知、態度、技能三面向與國文教學結合，使之成為本課程設計的依

循方向，能夠過課堂引導學生思辨符合健康福祉的方向與行動。 

(一) 學習目標與永續發展目標與臺灣細項目標的切合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擬定，緣起於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6 年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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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其中 SDGs 第三項指標：

「良好健康福祉」切合的永續發展目標為「0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

福祉」中的臺灣細項目標「具體目標 3.4：降低癌症、肝癌及慢性肝病、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 道疾病早發性死亡率及自殺死亡率，並增進國人健康

生活型態。」可作為本教案關於 SDGs 融入課程的參考。 

本次教學實踐設定三項學習目標，期待引導學生能理解「健康福祉」切合的

永續發展目標為「0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教學設計的學習目

標與臺灣細項目標如下： 

表 1 SDGs 與〈我們的饕餮時代〉課堂實踐之學生學習目標 

本國文教學設計之學習目標 臺灣細項目標 

一、能理解文中所強調的飲食與健康問

題，並分析原因。 具體目標 3.4：降低癌症、肝癌及慢性肝

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

病早發性死亡率及自殺死亡率，並增進國

人健康生活型態。 

二、能透過文本省思零食與垃圾食物對

身、心健康的影響。 

三、能建立良好的飲食觀念與習慣，並積

極實踐。 

從上可知，本教學主要探討零食與垃圾食物對健康的影響，可是為生長發育

中青少年的重要議題，切合永續發展目標中所提到的「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

生活」的「各年齡層」的青少年，而討論零食與垃圾食物等議題亦能確保與促進

「健康生活」。若從臺灣細項目標的 3.4 探討，討論零食與垃圾食物可讓學生思

考降低疾病風險與增進健康生活型態的具體行動。 

(二) 課堂學習重點與認知、態度、技能的切合 

2022 年由教育部出版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一

書中為了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目標。針對每個永續發展目標的教學資源和良好作

法，結合聯合國與臺灣的策略與作法，提出認知、態度、技能以及可討論的議題

等內容（教育部，2022）。因此本教學實踐的課堂學習重點特地以《永續發展目

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關於 SDGs3「良好健康福祉」所提出認知、

態度、技能等內容為課堂學習重點的指引。故課堂學習重點與認知、態度、技能

得互相轉化的內容整理如下： 

表 2 課堂學習重點與 SDGs3「健康福祉」認知、態度、技能切合 

課堂學習重點  切合的 SDGs3「良好健康福祉」認知、態度、技能  

1. 學生能投入和聚焦有關「零

食」此概念 

知識 3：熟悉健康和福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並瞭解

廣告宣傳的效果以及促進健康和福祉的策略。 

2. 學生能閱讀文本促進對零

食的理解與其對健康的影

響 

態度 3：能讓人們對健康生活和福祉有全面的瞭解，並能闡

明其價值觀、信念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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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能遷移「作者以零食帶

來的種種問題而讓讀者省

思」此通則到「開徵垃圾食

物稅」辯論與反思，並採取

行動。 

態度 2：鼓勵其他人做出有利於促進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的

決定並行動。（態度） 

技能 1：在日常生活中促進健康（技能） 

綜整以上敘述，國文教學實踐 SDGs3「健康福祉」於教學課堂中，學習目標

與學習重點皆不能脫離國文學科本質，又得切合永續發展的目標與 SDGs3「健康

福祉」所提出認知、態度、技能，因此我們期待此處的表格與說明，能讓大家體

會到本課程設計的規劃思考。 

三、「我們的饕餮時代」教案設計與課堂實踐  

研究者（亦是教學者）與臺北市國中國文輔導團歷經兩個月共備，於 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此份教案設計的說課、觀課與議課。並先參考《我們想要的未來：

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的 SDGs 教案設計，先列出本教學設計符應 SDGs 的學

習目標、核心素養、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表 3 學習目標之對應 

SDGs 目標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學習目標 
了解零食與垃圾食物的影響，並對疾病有預警概念，減少風險並

擁有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 

核心素養 ■預期未來價值反思  ■批判思考  ■自我意識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理解影響健康的垃圾食物，引導學生對垃圾食物提出思辨與反

省，並提出疾病的風險警示，使學生擁有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 

承繼上述內容，設計為 SDGs3 良好健康福祉於國文課堂教學實踐的為六節

課的教案： 

(一) 第一、二節教案設計 

此兩節課之目標在能引導學生能藉由「零食」此概念投入與聚焦學習，亦能

辨識概念切合何項 SDGS 指標。學習活動如下： 

1. 投入階段 

(1) 教師介紹陳列於講台上的各式市售零食，讓各組學生挑選想要介紹並且

品嘗的零食。 

(2) 教師請各組觀察零食包裝的重點。 

(3) 請各組學生盡可能結合食品標示、營養標示與其他內容，推銷此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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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其他組的學生針對各組推銷零食的廣告用語合理不合理：「針對推銷

語言與標示之間的關係」提出其不合理之處以及影響健康的部分。 

(5) 教師將 SDGS 的 17 項指標列出，請學生根據他們剛剛關於「零食」推

銷與反駁的活動內容，以點點貼紙選出此議題會比較切合哪一項 SDGs

指標。 

(6) 學生提出他們在 SDGs3 的「健康福祉」與 SDGs12 的「責任消費與生

產」之間猶豫，後來上網查了 SDGs 的內容後，確定為 SDGs3 較符合

投入階段要他們探究的內容。 

2. 聚焦階段 

(1) 請各組學生先參考課文之後再上網查詢「零食」的定義與特性寫在寫在

磁鐵白板上 

(2) 再請各組能直接在磁鐵白板上寫出零食的例子與非零食的例子。 

(3) 教師呈現每一組的零食「弗瑞爾模型調查圖」讓各組欣賞並提出問題。 

(4) 學生提出經過各組的「弗瑞爾模型調查圖」整理，他們更能對「零食」

的抽象定義與特質更為理解。 

學習 

照片 

  

圖 1 學生選取 SDGs 指標與零食「弗瑞爾模型調查圖」討論 

(二) 第三、四、五節教案設計 

此階段教學目標希望學生能透過閱讀〈我們的饕餮時代〉一文印證自己對零

食的理解，並運用註解策略聚焦對文本的理解。學習活動如下： 

1. 教師請學生閱讀並標記和零食相關的文句，寫下初步的理解，全班一起彙整

和分享。 

2. 請學生探索文本的結構－將自然段組織成四大意義段並繪製心智圖。 

3.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完成四大意義段的文本理解與分析學習單，其中包含詮釋

詞句、敘事結構、練習反思與體悟短文、分析寫作手法、省思評鑑等步驟。

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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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大意義段（1~3 段自然段）著重在詮釋詞句、敘事順序、統整內容

細節、寫作手法分析、省思評鑑，例如：邀請學生分析完第一段敘事結

構後，能根據結構將自己的經驗放入，而組織成短文。 

(2) 第二大意義段（4~5 段自然段）著重在說明項目、統整內容細節統整。

例如：找出「過去一般人少吃零食，現在很多人都在吃零食。」的證據。 

(3) 第三大意義段（6~7 段自然段）著重在詮釋詞句、比較內容細節、作者

觀點與理由。例如：請學生統整此處指出零食有害無益的內容細節。 

(4) 第四大意義段（8~10 段自然段）著重在觀點釐清、詮釋詞句、比較內容

細節、作者觀點與理由，例如：請學生提出他認為作者對「徵收垃圾食

物稅」的看法是什麼？作者的理由又是什麼？ 

4. 教師邀請各組分享各一大意義段的內容或是請各組將答案書寫在磁鐵白板

上，與全班共學。 

5. 學生回饋這一單元的課程為三節課，皆從課文內容經過閱讀理解後，或完成

寫作或完成省思，讓他們一步一步理解文字背後隱藏的深意。更能與作者對

話，透析出作者寫作此文的用意。 

學習

照片 

  

圖 2 學生完成提問討論以及提出對「徵收垃圾食物稅」的看法 

(三) 第六節教案設計 

此階段的目標為希望學生能遷移「作者利用零食帶來的種種問題此概念以達

到讓讀者省思的目的」此通則到讓學生針對「開徵垃圾食物稅」進行紙上辯論的

實作評量，最後並進行反思單書寫。學習活動如下： 

1. 建立通則－句子架構的撰寫：各組學生能根據以下句子框架：「作者以（  ）

此概念以達到（  ）目的。」討論出本單元通則。 

2. 遷移－實作評量：為了讓學生能在真實情境中運用通則，故設計此實作評

量。以「開徵垃圾食物稅」進行正、反兩方的紙上辯論賽。預期學生在完成

紙上辯論賽任務時需要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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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回饋最後一節課，已到了尾聲，他們除了能與作者對話，透析出作者寫

作此文的用意，也可以說出教師設計此單元六節課的學習重點。 

學習

照片 

 

圖 3 學生完成本單元通則的討論 

四、課程實施省思  

在本次課堂中，我們專注於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並試圖引導學生對其

進行反思。以下是我對課堂教學的省思： 

(一) 學生反應能夠呈現反思 SDGs 的主要目的 

學生對 SDGs 的反應十分積極，他們能夠清晰地理解 SDGs 的主要目的，並

將其應用於現實生活中的情境。透過小組討論和個人反思，學生表現出對於全球

挑戰和可持續解決方案的深刻理解，這反映了他們對於 SDGs 的認知程度和反思

能力。 

(二) SDGs 教學設計與素養導向設計教學理念可並行不悖 

我們在教學設計中將 SDGs 與素養導向設計教學理念相結合，通過提問、探

究和實作引導學生進行深度學習。這種結合不僅促進了學生的知識理解，還培養

了他們的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三) 學生需要探究與實作引導設計 

在課堂中，我們鼓勵學生通過探究和實作來理解和應用 SDGs。通過小組項

目和課堂任務，學生不僅理解了 SDGs 的背景和重要性，還學會了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 

(四) 提問設計是教學課堂實踐的核心 

在教學過程中，提問設計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提出開放性和引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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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們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討論，從而深化他們對 SDGs 的理解。良好的提

問設計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還促進了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問題解決能

力。 

(五) 學習遷移有賴持續努力與學校本位的設計投入 

學習遷移是一個持續努力的過程，需要學校和教師的共同努力。我們將繼續

致力於設計和實施具有可持續性的教學活動，並將 SDGs 融入到學校的課程和文

化中，以促進學生對 SDGs 的理解和實踐。 

總的來說，本次課堂教學讓我深刻意識到教育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

途徑之一。通過與學生共同探索和實踐，我們能夠為創建更加公平、和平和可持

續的世界做出積極貢獻。 

五、結語  

對教育而言，SDGs 與教學結合是相當「素養」的方式，因為 SDGs 並非遙

不可及的「世界大事」，反之，這十七項指標若能落實於教育之中，是為學生之

福，我們期待透過教學現場的實踐，讓 SDGs 成為學生身邊的日常。 

在《我們想要的未來：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一書中說到：「SDGs 3 的終

極目標，回歸到『不遺漏任何一個人』的初衷，使全民都能夠觸及醫療公衛服務，

若每個人都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將會是推動社會發展建成的有力行動者。」因此

綜上所述，當我們思考到 SDGs 3 良好健康與福祉時，不再僅是醫療衛生保健而

已，也需要考量教育、生命價值以及所衍生的糧食品安全（何昕家等人，2022）。

藉由此堂課的教學實踐，學生藉由文本拓展眼界並了解 SDGs 3 良好健康與福祉，

也會於生活中身體力行，讓生活更美好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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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在校本課程之實踐－以一所偏鄉國小為例 
賴美娟 

桃園市社子國小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生 

 

一、前言 

在全球各地，永續發展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而聯合國在 2015 年宣

布的「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則是全球共

同努力的指導方針。SDGs 包括 17 個具體目標、169 項細項目標，涵蓋從消除貧

困和饑餓到保護地球環境的多個方面，這些目標旨在於 2030 年前實現，以確保

全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背景下，學校作為教育單位，應該承擔起將 SDGs 融入教學，培養學

生全球公民意識，透過課程的實施以及建立可持續校園等重要任務。本文將探討

學校如何實際推動 SDGs，以及如何透過教育，培育出具有國際視野和在地關懷

的世界公民。 

二、文獻探討 

(一)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意涵及重要性 

「永續發展」一詞最早來自於聯合國於 1987 年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報告書，該報告書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需求

的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自身需求」的發展途徑，強調了世代共好的理念。

這一概念的提出開啟了全球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引領了人們對於環境、社會和

經濟可持續性的思考和實踐（施喻琁、施又禹，2024）。 

2015 年聯合國提出了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取代千禧年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成為各國政策推動的重要依據。同時，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提出了 2030 年的關鍵核心能力與素養，旨在培養學生面對未

來多元社會變遷的能力，將 SDGs 作為教育的重要內容，該提議的核心在於開發

一種新的學習框架，明確描述未來一代需要發展哪些能力來應對日益變化的世界

（何昕家，2023）。 

永續發展目標（SDGs）涵蓋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三大類別，並

進一步細分為 17 項核心目標及 169 項指標，每一項指標都是一個學習與探究的

主題。SDGs 指標為人類社會描繪了夢想藍圖，驅動著文明的進步，永續發展不

僅是環境保護，更追求公平正義、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的共好解方（施喻琁、施

又瑀，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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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本位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SBCD）是指由學

校自行設計、實施和評估的課程，這些課程的內容和活動是根據學校對學生的需

求和教學目標而設計的。簡而言之，學校本位課程是根據學校的特定需求和目標

而定制的課程（吳清山、林天祐，2003），Skilbeck（1976）提出發展模式有五個

步驟：分析情境、界定目標、設計教學方案、解釋與實施、評估與評鑑。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將以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升華為強調「核心素養」

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更加注重學生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成果，以配合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課程改革（蔡清田，2014）。當前的十二年國教以培養「核心素養」做為

課程發展主軸，期透過素養的養成可以讓學生發展出因應生活情中所不可或缺的

知識、技能和態度，強調做中學的學習過程，能夠知行合一，並將所學應用在生

活中（吳佳芬，2017）。核心素養不僅著力在學科知識技能培養，更關注學生學

習與生活連結實踐，使學生具備知識、技能與態度，足以適應當代生活並面對未

來挑戰，並能實現「終身學習」的人本養成（教育部，2014）。 

周淑卿等（2018）指出「校訂課程」提供學校一個機會，賦予學校課程獨特

特色的時間和空間，讓學校團隊發揮創造力，推動教育的發展。透過校訂課程讓

學校可以根據學生的需求和興趣以及學校的願景，設計課程，從而實現更個人化

的學習經驗，更可以針對在地特有的文化或特色，以跨域整合的方式，從部定課

程延伸至校訂課程，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如批判性思考、溝通能力、創新和解

決問題等素養。 

三、SDGs 在偏鄉校本課程之實踐-以愛文史「客庄」為例 

108 課綱的核心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並發展出「自主行動」、「溝通

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九項核心素養，期待學生能成為具備自發性的學

習者，同時培養他們與社會互動的能力（教育部，2014）。SDGs 的各項指標皆來

自實際世界，呈現出「正在進行中」的樣貌，其議題內容完全貼近現實。引導學

生深入了解永續發展目標，不僅可以擴展他們的知識，更能激發他們對社會的參

與意識，從而培養各種必要的技能，透過參與和體驗，學生們將提升未來參與社

會的態度和動機（李堯涓、鄧鈞文，2023）。 

(一) 課程設計與內容規劃 

該校以部定及校訂跨域整合的方式來進行課程規劃，融合了「SDGs4－優質

教育」及「SDGs11－永續城鄉」指標，以學生自生的生活情境出發，以「愛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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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庄」，規劃一至六年級的縱貫課程（如表 1），從「文化探索」到「文化理

解」再到「文化珍視」。低年級從老照片的故事開始，認識家鄉環境的改變及飲

食文化；中年級認識家鄉「社子」地名起源地－番婆坟，了解客家人與平埔族居

住地；高年級則更帶著平板拍攝新屋著名的景點，認識「新屋」的地名起源－范

姜古厝，錄製解說影片，製成 QR-code，繪製「新屋數位文史地圖」，致贈區公所

以外，更在海螺體驗園區開幕時，致贈遊客，向遊客推播家鄉的美好。 

表 1 「客庄」校訂課程規劃 

主題 年級 課程名稱 SDGs 指標 融入領域 

文化 

探索 

一年級 穿越老梗圖 4.6、11.4 校本、閱讀、客語 

二年級 尋香來巡鄉 4.6、4.7 校本、生活、客語 

文化 

理解 

三年級 步思番婆坟 11.3、11.4 校本、綜合 

四年級 Pad 出五穀爺 4.a、11.a 社會、綜合、藝文 

文化 

珍視 

五年級 范姜古厝情 11.3、11.4 社會、閱讀、綜合、藝文 

六年級 i 鄉推播客 4.6、4.a、11.a 社會、校本、資訊、藝文 

(二) 實施過程與教學方法 

該校教學理論基礎參考了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即生活論、庫柏（David 

Kolb）的體驗學習論以及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論。在此背景下，

教師團隊提出了 LIFE 教學模組（如圖 1），包括：Learn（建構學習）、Inquire（探

究求知）、Find（發現統整）和 Express（評量表現），在各個階段中，融入許多教

學策略，如：PBL、DFC、心智地圖、圖文創作等，旨在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首先，根據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論，課程以學生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經驗為出發

點，旨在使學習與生活緊密結合，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的意義，促進他們創造新的

意義和理解。其次，庫柏的體驗學習論提出了“聽過會忘記，看過會記得，做過

才真正明白”的理念，強調通過親身體驗和反思來促進學習。因此，課程設計了

豐富的實踐活動，讓學生能夠親自參與並反思，從而促進學習的深度和持久性。

最後，參考加德納的多元智能論，透過課程致力於發現和發掘學生的多元潛能，

強調每位學生都有不同的優勢潛能，課程設計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

了展現自己潛能的機會，並促進他們從中獲得樂趣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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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LIFE 教學模組 

(三) 學生參與與成效評估 

整個課程成效落實了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包括：問題解決、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資訊科技和美感創新等。首先，學生學會了問題解決的方法，包括發

現問題、制定解決方案和實施行動。其次，他們獲得了溝通表達的技巧，能夠向

新屋區長及遊客介紹家鄉之美。在團隊合作方面，透過傾聽和溝通的過程，學生

們共同合作，完成了「新屋數位文史地圖」的繪製（如圖 2）。此外，他們展現了

活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包括利用平板拍照、網路查詢資料以及製作簡報與錄製解

說影片等。最後，學生們在美感創新方面表現出色，以獨特的方式完成了新屋文

史數位地圖和長祥宮綠活圖，展現了豐富的創意和對美的敏感度。 

 

圖 2 學生所繪製的「新屋數位文史地圖」 

 

  

  

 
LIFE 

L 建構學習 I 探究求知 

E 評量表現 F 統整發現 

Learn－建構學習：聚焦在地

（local）學習素材，讓學生從

觀看（look）、傾聽（listen），

進 行 五 官 六 感 的 學 習

（learn）。 

Inquire－探究求知：引發學

生問題意識，從生活情境中

思考問題，重視探究過程，

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精神。 

Express－評量表現：透過課

程 使孩 童 可 以擴 展 擴大

（expand）學習基模與效益，

並可以表達表現（express）與

分享交流（exchange）。 

Inquire－探究求知：引發學

生問題意識，從生活情境中

思考問題，重視探究過程，

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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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 SDGs 對偏鄉學校經營分析 

學校在推動 SDGs 時常面臨一些困境與挑戰，包括：SDGs 與課程連結問題、

教師自身的認知不夠、跨學科教學的挑戰、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困難以及學生參

與理解度的挑戰等，其解決策略如下： 

(一) 課程設計面向：依據學校在地人文特色選擇對應 SDGs 

SDGs 的議題源自真實社會的需求，因此，學校在規劃相關課程時，應了解

該地區的生態環境或人文景觀，聚焦在地深刻瞭解與調查，屬於哪一項 SDGs 指

標，讓課程、指標和學生實際情境結合，規劃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所學知識和

技能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以培養十二年國教所說的素養，就能避免教學內容

只是為了融入而融入，而能夠真正地反映社區的需求和挑戰。 

(二) 教師專業面向：形塑學習性組織，豐厚教師 SDGs 專業知能 

教師的教學關係到學生的學習成效，若教師對於 SDGs 指標認知不夠深入廣

泛，難以熟練且適切地將相關議題融入教學中，再加上受限於領域教學時數的限

制，教師缺乏強烈的實施意願（施喻琁、施右瑀，2024）。對此，學校行政方面

的具體作為，除了舉辦 SDGs 教師增能研習以外，亦可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

成立，針對 SDGs 融入部定或校訂課程，作深入的探討，購買 SDGs 相關書籍，

成立教師讀書會，更可結合備觀議課，作教學的分享與交流，形成永續發展的學

習型組織。 

(三) 跨域整合面向：以主題式課程為出發，讓學習更深化 

跨域整合在將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以主題式課程為出發

點，讓學習更加深化和有意義。這種方法能夠幫助學生將學習內容與現實生活中

的情境相連結，提高他們的理解和應用能力。學校可以透過課發會或教學研討論，

共同規劃課程結構，各學科的教師應該共同參與，共同討論課程結構和內容，確

保各個部分之間的連貫性和相互補充性，以培養學生的跨學科思維能力，即跨越

學科界限，整合和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 學習成效面向：明確設定透過 SDGs 培養學生哪些素養 

在當今日益複雜和全球化的社會中，學生的教育不僅僅應該關注知識的傳

授，更應重視他們在面對現實世界挑戰時所需的關鍵素養，這也是十二年國教所

欲培養的三面九項的素養。SDGs 是學校與現實世界之間關係密切的橋樑，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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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所學應用到實際問題解決中，為學生打開了面對真實社會挑戰的大門。因

此，在課程規劃，設定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所欲培養的相關素養，如：系統

思考與問題解決、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等。透過這樣的實

踐，他們不僅能夠獲得相關知識，還能夠培養解決問題所需的實際技能和能力（李

堯娟、鄧鈞文，2023）。 

(五) 有感連結面向：在生活情境中實踐，永續行動進行式 

有感的學習意義及重要性在於激發學生內在的情感共鳴和情緒認同，促使其

更深刻地理解和投入學習過程。SDGs 的教學設計應該著重於親近周遭環境與生

活，讓學生能夠產生「有感」的連結，例如家鄉的產業、文史、生態等。透過檢

視自己的生活經驗，他們能夠深刻理解什麼是值得珍惜的，哪些方面需要改變，

這樣的教學能夠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激發積極的態度，並認識到每個人

都有能力做出改變，無論是大或小的行動，讓永續行動進行中。 

五、結語－Learning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為永續未來而教，是身為教育現場教師們的責任，更是全球共同努力達成的

目標。108 課綱中，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和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以促進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美好，這與 SDGs 指標的設定目標追求更美

好、更永續的環境不謀而合。SDGs 在校園，我們教學生的是「態度」，面對問題

的態度，以及看待這片土地的態度；是「價值」，一種對生態、生命與生活關懷

的價值。態度引領行為，價值影響選擇，當學生透過體驗，產生認同，進而將「承

諾」轉為「行動」，我們的世界才得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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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永續 在地發展－新北市偏鄉學校 SDGs 合作案例 
龔東昇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專門委員 

 

一、前言 

聯合國（UN）成員國於 2015 年通過了「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提出兼顧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三大面向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共計 17 項目標以及 169 項細項目標（Targets），其

核心價值為 5P：地球（Planet）、人類（People）、和平（Peace）、繁榮（Prosperity）

及夥伴關係（Partnership），其目的在於實現和平、尊嚴、公正與包容的社會，同

時保護地球環境，讓人類繁榮與發展。聯合國預計將在 2030 年檢視各國推動成

效與作為（United Nations，2015），並持續發展氣候行動和環境保護、教育、經

濟成長、公民就業、社會保護、衛生福利等各項議題之全球共同溝通原則，以期

在生活中實踐永續發展概念及價值。 

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自 2019 年底開始蔓延，疫情對多

數 SDGs 進程、目標都產生負面影響，如在貧窮、飢餓、健康、社福和教育等方

面，各國皆陸續構思及調整既有之運作模式，以改善人民福祉，致力因應未來風

險及消弭各地因疫情造成之負面影響。如同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所說：「疫情危機期間過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必須更加注

重建立具平等、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使其在面對疫情、氣候變遷以及

其他許多未來將面臨的全球挑戰時，能更具復原力」。 

學校是社會的一環，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與國家政策，學校也應思考將 SDGs

實踐在日常課程及教學。除了要對課程進行調整，同時也要改變學習方法和教學

方式，使學生成為積極、持續的 SDGs 推動者和倡導者。例如，相對於行為主義

方法激勵學習，建構主義的教學方法可能更能夠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透過這

種方式，可以實現終身學習，並導致更多可轉化的行動（Olsson, D., Gericke, N., 

& Chang Rundgren, S. N., 2016；Rieckmann, M., 2017）。最終，達成增進學生對真

實世界的認識與國際視野的拓展，培養學生成為「地球的下一代公民」的永續能

力。 

本文即以新北市偏鄉學校－三芝國小為例，說明學校在偏鄉資源缺乏及少子

化影響下，透過活化閒置校舍、連結課程教學及運用在地社區資源，打造社區成

為學習場域，結合地方產業、藝術文化，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進行 SDGs 永

續議題串連的教育創新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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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可持續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二、SDGs 意涵於學校的發展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核心理念為「沒有

人是局外人」，當面全球對面前所未有挑戰，學校應將 SDGs 理念及落實到教育

體系及學生日常生活中，讓學生瞭解重要議題及培養思辨、合作及實作能力，以

面對現在的困境及迎向美好的未來。 

而臺灣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即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

「互動」及「共好」的基本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

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

的各種互動能力，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力社會、自

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教育部，2014）。 

依臺灣現行課程綱要的規定，各領域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

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教

育部，2020a），各領域可發揮課程與教學之創意與特色，依需求適時融入，不受

限於上述議題。各級學校即可將 SDGs 目標及上述議題進行連結，逐步發展策略

規劃如下：(1)建立學校永續發展願景，深耕發展在地文化與學校特色，增加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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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度及投入全球議題實踐；(2)發展以地方為本位之校本特色課程，鼓勵師生參

與創新及建置科技自主學習環境，促使學生合作、分享並培養學習實踐能力；(3)

以學校空間及附屬場域結合在地特色或產業需求，發展跨域創新與實作學習導向

之活動及課程；(4)整合學校區域內公私資源，推動區域公共參與及交流機制，以

有效資源整合；(5)透過社區分享、區域座談、藝文活動、開放性資料等滾動參與

式方式，帶動學校師生、學校關係者及公民針對永續發展議題之深度討論與溝通

（林子倫、李宜卿、周素卿，2021）。 

三、新北市偏鄉學校 SDGs 合作案例 

(一) 發展狀況 

三芝國小為位於北海岸之新北市百年老校，原設有陽住分班，隨著少子化影

響，分班學生自民國 89 年回歸本校就讀，後續衍生出校舍管理問題，經過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文化局、學校及社區透過多元活化機制，引進臺灣在生活藝術文

化發展協會異業經營，將陽住分班校舍轉型為陽住國際山海藝術園區，成為國內

外藝術家創作的基地，除協助北海岸周遭學校及三芝區推廣藝術教育外，並將

SDGs 永續議題推廣至整個北海岸，以北海岸永續藝術環境為議題，關注地球的

永續環境（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24）。其發展規劃及符應 SDGs 發展目標（新

北市三芝區公所，2022）如下： 

1. 場地規劃設置：以永續藝術念與在地藝術家、在地居民及學校師生共同進行

場地規劃及設置，並運用如傾倒樹木、海洋廢棄物等再生材料再利用、創作

（目標 14 及 15：水下生物及陸地生物）。 

2. 參與式公民座談：與國內外藝術家、在地居民、農業團體、區公所、學校、

民宿業者等舉辦多場次參與式公民倡議座談會、座談成果展，主題包含藝文

教育及展演聚落、營造藝術家駐村空間、在地產業永續發展（目標 8：體面工

作和經濟成長）等，凝聚區域共識（目標 17：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3. 在地、永續、實驗性展覽：利用北海岸廊帶室內外空間、歷史遺址及觀光資

源，做為藝術家展演、公共藝術的創作場域，同步推動北海岸的永續藝術觀

光；另以藝術進入生活、SDGs 永續環境議題做為組織發展的主軸，在各地辦

理主題策畫展演，近年更以推動北海岸永續藝術環境為議題，發表多元觸角

的藝術行動。 

4. 線上展覽：結合藝術家工作室、國際短期駐村藝術家，以永續議題進行創作，

於線上展覽，以藝術發聲，讓世界看見藝術家以獨創的視野來關注地球的永

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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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坊：「學童藝術教育系列工作坊」由藝術家進入校園課後陪伴偏郊學童，

與學童互動交流永續議題，進行設計探索平面、立體造型、各媒材的藝術工

作坊（目標 4：優質教育）；「好巢協會女孩工作坊」（目標 5：性別平等）、「環

境教育系列工作坊」結合社區發展會、在地高齡者進行山林生態講座，使用

在地原木、編織等素材之手作課程（目標 14 及 15：水下生物及陸地生物），

以及實地文史走讀。 

6. 參與「畫廊氣候聯盟」（Gallery Climate Coalition，GCC），並獲得該聯盟永續

標章認證：該聯盟起初由倫敦的畫廊和商業藝術領域的專業人士自願組成的

慈善機構，目前 GCC 在六個國家包含英國、德國、義大利、德國、美國、臺

灣成立分部（目標 17：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宗旨在於發起全球及在地

性藝術永續議題活動，並在 2030 年達成 50%的碳排減少、2050 年達成淨零

排放目標。 

(二) 目前問題 

1. 偏鄉資源、人力限制待突破：偏鄉資源長期不足，前期雖已透過新北市政府

專案挹注經費，將原有校舍進行空間修繕，惟長期維護經營仍為一大挑戰。

另外，目前藝術園區課程發展、工作坊及相關內外部聯繫，仍以發展協會工

作人員及藝術家少數人力為主，如何對應園區未來擴充發展，仍屬考驗。 

2. SDGs 永續議題知能待加強：社區民眾關切議題多以社區環境清潔、安全及生

計發展為主，對於社區及藝術園區 SDGs 永續議題雖可支持，惟相關議題知

能仍屬不足；學校端亦因行政、教學事務繁雜，考驗行政人員、教師如何結

合外部支持及資源，推廣 SDGs 永續議題知能，加強將 SDGs 永續議題融入

課程教學。 

3. 自主檢核機制待建立：目前雖已開始在社區、學校進行 SDGs 議題倡議、宣

導及推廣，除透過自主要求及標章認證外，惟仍缺乏相對應的檢核機制，以

釐清各項策略規劃是否符應 SDGs 發展目標，並確認各階段策略行動是否達

成功效。 

(三) 未來建議 

1. 拓展多元行政支持網絡：各部門整合資源共同投入 SDGs 議題工作，如文化

部、教育部、環保署、北觀處、新北市政府各局處、區公所等單位，除挹注

相關軟硬體資源及素材外，亦可建立滾動式交流平臺，以達成綜整資源及建

立永續發展環境。 

2. 規劃社區藝文產業，發展自主營運模式：與藝術家、在地農家（會）、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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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社區大學或協會開發在地文創商品、永續教案或走讀路線，並作為校外

教學場域或申請環境認證場域，長期亦可規劃民間投資，導入商業模式。 

3. 充實 SDGs 議題知能，培育深耕人力：在各級學校、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

心、發展協會等，培育民眾、師生之 SDGs 議題內涵、永續治理、社會責任、

數位宣導、文史走讀、觀光導覽等知識能力，並可吸引青年返鄉就業及參與

永續議題發展，提升跨域交流及建立人力培養機制。 

4. 建置行動團隊，紀錄發展歷程：建立在地社造聯盟、議題社群等行動團隊，

透過社區文史調查、社區導覽地圖、師資培育教案、學生學習繪本及教材、

永續議題藝術品、影像紀錄、數位出版品等，讓在地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並

讓世界關注在地。 

5. 建立自主檢核機制、落實發展永續目標：SDGs 議題相當廣泛，各部門關注議

題也不盡相同，可參考「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框架，因

地制宜建立自主檢核機制，藉著外部行政輔導或補助要求，落實自主管理，

並朝著既定永續目標前進。 

四、結語 

生命的重點是不斷成長、不斷變化。SDGs 成為我們帶領孩子認識世界的教

育媒介，從教育中我們協助學習者思考，找出我們想要的世界，世界需要什麼（教

育部，2020b）。教育人員應以學習者為主體，透過系列的課程規劃及實踐作為，

引起學生對於 SDGs 議題探索的動力，並啟發其願意關心他人、珍惜環境的情懷，

在生活中融會所學知能，主動參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深化愛護鄉土、自

然、生命等地球公民素養。 

不過 SDGs 永續發展的議題內涵將隨國內外的快速社會變遷而產生變化，各

級學校應更積極整合各單位、成員共同投入，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透過跨領域

的整合與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納入課程發展與實踐，並在立足「全球永續，在

地發展」的 SDGs 願景下，讓師生具備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並達成 2030

年 SDGs 永續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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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師培的變與傷 
陳俐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趙啟傑 

臺北市北溫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臺北市教保人員協會辦理)園長 

 

一、前言 

甫經百年大疫結束，疫情開頭剛出生的孩子，正是今年進入幼幼、小班的孩

子，疫情間的害怕、封鎖與憂慮，無不在這一個世代的孩子留下斧鑿斑斑。這個

世代的影響不單單只有幼兒，而是整個世代中的每一個學齡都或多或少受到影

響，學習失落起因於數位落差、家庭環境、學習動機等，而影響則包括學業成就、

心理健康、社會關係等（李森永，2021）。身處師資培育機構的學生，同時也將

成為未來的教師，也因此這個世代的教師培訓，將因疫情形成深遠、需理解的問

題是要被解決的，也需要作為陪伴歷經疫情世代新手老師成長的索引。 

在筆者工作的幼兒園中有著一群受疫情影響三年的新手老師，發現其在環境

規劃、課程設計、幼兒輔導，甚至是最基本的與幼兒相處，都還有漫漫長路需要

學習，雖新手老師的前幾年為求生期，但疫情對師培的影響，讓這世代的老師的

求生期更顯艱辛，值得被關注並且協助，以避免過於艱辛的成長路程讓這世代的

新手老師在一開始便失去動力熱忱，一方面造成高教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是教育

現場的損失。 

二、疫情下師資的現況與困境 

筆者認為，對於甫畢業投入職場的新手老師其影響，經歷三級警戒或是染疫

而有的防疫、停課規定，無不是讓這個階段培育機構，面臨莫大的挑戰，教師需

要加強線上教學能力，學生需要增加專注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教育主管機關亦

需提供充足的資源和培訓（李駱遜，2021）。在疫情的三年，對於教育培育機構

的老師而言，確實也在這個歷程中逐步學習著，時至今日，線上教學雖早就讓大

家駕輕就熟，不過回頭看這三年的歷程，卻也是整個師培體系中的黃金時期，學

生被迫跟著學習怎麼樣用心的方法學習，自然也就在教學上有了以下幾點問題：

其一是展現在學習的現場上呈現較為破碎、疏離且無法有效檢視學習成效的問

題，隔著螢幕的教學讓傳道時缺乏實際互動，或是互動較為延遲，對話所需的時

間成本變高。其二是社交距離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師培時也難深入針對學

生的狀態需求提供適性輔導。其三是因防疫需求，參觀、實習等機會大幅減少，

學生對於幼教現場是疏離且斷裂的，即便是有照片、影片輔助，都不足以讓師培

生體認現場氛圍與布置的訣竅。其四是因教學現場的互動減少，自然在教學技巧、

幼兒輔導等需要藉由身歷其境耳濡目染的實務學習，因變成了線上教學、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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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方式，與實際現場落差過大，難以在入職場前學習到符合現場需求的能力。

即便受相同的教育訓練，仍與過往有所差異。 

初任教師的專業表現是衡量師資培育良窳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初任教師在

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而工作困擾與教學效能可以預測初任教師專業表現，由此

可見，如何減少初任教師的工作困擾，並提升初任教師的教學效能，是影響其專

業表現的重要因素（羅寶鳳、陳麒，2020）。眼前師資培育期間的困擾，如果不

能夠有有效的支持，疲於處理在培育期間不足的壓力，自然也難以在教學上有好

的表現，疲勞與挫折也就讓老師選擇離開職場。 

雖說傷痕與不足在這世代身上留下痕跡，但也促進了教師的資訊科技學習，

學校的衛生和防疫教育，以及學校人員的同心協力和危機處理能力。未來教育發

展應該重視的幾個議題，如數位公民素養、多元文化素養、永續發展素養等（吳

清山，2020）。更擅長使用視訊、線上媒體，甚至是雲端資源的使用，都是過往

教育現場未能交付給學生的能力。在看到疫情的陰暗面後，應也要看到更多的好

的進步之處。 

三、結語 

在過往對於新手老師的研究中，便提及、教師面臨問題有教具收拾不易、幼

兒衝突行為、自覺專業知識不足、學校未提供在職教育、人力不足無法觀察及家

長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林廷華，2019）。在面對現今新手老師在師培能力不足

的情形下，應從以下幾點來著手，以期能陪伴新手老師成長，早日獨當一面： 

(一) 同理新手老師的困境，提供正向支持 

求生期本就難以跨越的關卡，但身為主管，應省思疫情對於新手老師的影響，

避免以過往的標準評判老師現狀，應了解與過往的受訓背景比起來，這世代的老

師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應從能力陪伴著手，而非以工作能力不足看待與指責。 

(二) 現場提供師徒制，重塑新手老師與幼兒的連結 

陪伴老師與幼兒的情感連結，對於面對工作困境的老師來說，會是一個重要

的精神支持，因此協助他們與幼兒建立情感連結的技巧，讓其在關係中感受到快

樂與支持，也就能提高教學自信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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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溝通、傾聽與陪伴 

對於新任老師在疫情後實際開學所面對的挫折和不安感自然受到經驗多寡

影響，多了解困境與陪伴，方能鼓舞這群疫情中的受害者。 

(四) 建立教學資料庫，減少學習成本 

讓老師們更容易地掌握教學技巧和幼兒輔導等能力，也能拉繩過河，一點一

點建立起對於現場教學的能力。 

幼教現場很難等待老師預備好跟上，但相對於疫情世代的孩子，我們亦要正

視疫情下的師培，在我們不放下任何一位孩子時，亦不放下任何一位教育工作者，

以祈求更美好的幼教環境。 

參考文獻  

◼ 吳清山（2020）。新冠疫情時代的未來教育發展。教師天地，214，01-09。 

◼ 李森永（2021）。因應疫情期間學習失落的策略分析。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

報。取自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edm_no=214&content_no=3717 

◼ 李駱遜（2021）。線上教學面臨的挑戰與展望。擷取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

報。取自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edm_no=213&content_no=3696 

◼ 林廷華（2019）。兩位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之實踐。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8(5)，184-210。 

◼ 羅寶鳳、陳麒（2020）。初任教師工作困擾、教學效能與專業表現之研究。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2)，37-7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08-115 

），頁 00-00 

 

自由評論 

 

第 108 頁 

教師專業發展的永續思考：從教學觀察的數位轉型談起 
曾勤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轉型研究院規劃師 

張民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 

 

一、前言 

聯合國於 2004 年首度提出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簡稱 ESG），並於 2015

年永續發展高峰會發表了「轉變我們的世界：2030 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中包括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和 169 細項目標，作󠄀為 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的指導原則。而在教育層面，則以 SDGs 4：「確保全面、公平及

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為主要永續發展目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2）。 

教育部為達 SDGs4 的策略之一，是加大推動數位教學相關計畫的力度。從

2018 年「建置校園智慧網路計畫」，到 2020 年間共編列 26 億元更新校園智慧網

路（教育部，2018）。2020 年後又因應 Covid-19 加速推動數位教學，並進一步規

劃「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預計自 2021 到 2025 年投入 200 億元預算，

充實數位內容、採購平板及校園無線網路等軟硬體設施，達成「班班有（無線）

網路、生生有平板」的數位學習環境（教育部，2021），以呼應 SDGs 所提出全

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的永續發展目標。 

而教師專業發展又跟 SDGs 有何關聯呢？除了 108 課綱總綱提及：「教師是

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不斷與時俱進……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外，SDGs17 為「永續發展夥伴關係」（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2），也與總綱提到的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像「組成專業學習社群，進行

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

地參訪、線上學習、行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公開分享與交流」等，都是以教師

同儕共學、建立有效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基調（教育部，2014），兩者精神可說一致。 

既然數位教學或數位學習可以促成教育永續發展的目標；同樣地，數位科技

可否也提供教師專業永續發展的機會呢？由於 108 課綱總綱也同時規範校長和

教師每學年至少要一次公開授課，因此本文擬以教學觀察為例，說明如何藉由資

料數位化、技術數位化、數位轉型的概念，設計數位觀察工具，數位化過去的教

學觀察技術，使觀課可以更客觀、更有效率和更有意義，讓教師體驗觀課的新價

值、教師專業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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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的數位轉型 

自 1990 年代後期網際網路的興起，到近 10 年行動網路及行動載具普及，數

位化已不是陌生詞彙，而近年智慧化引導的數位轉型，可說是下一個時代變遷的

趨勢。依據 Google、Amazon 等科技公司的定義，經過「資料數位化」及「技術

數位化」的階段，利用數位科技，可以進一步改善使用者體驗，並賦予新價值，

就是「數位轉型」的目標。以下藉由這三個階段檢視教學觀察的數位化進展。 

(一) 資料數位化 

將實體的物件或流程，儲存為數位格式的資料，這是最基本的資料數位化。

例如：教師透過紙筆記錄課堂事實，不論以文字或符號、質性或量化紀錄，只要

透過掃描、謄打後儲存為數位檔案，就達成此目標。所以教育部建置的「校長暨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臺」，有利教學觀察紀錄數位檔案上傳，即達成資料數位化

的效果（教育部，2017）。 

(二) 技術數位化 

技術數位化係指利用數位程式、軟體或技術，將資料數位化的過程。廣義來

說，前述提到的資料謄打及掃描，其實就是技術數位化的一環。技術數位化是能

否數位轉型很大的關鍵，以教學觀察為例：周禾程、周宏室（1999）運用 Visual 

Basic 語言程式設計系統觀察電腦程式，以供觀察體育科教師行為及體育課室管

理使用，是國內將觀察技術數位化的先驅。再者，若教師利用 Flanders 互動分析

系統（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 FIAS）記錄課堂上的師生互動情形

（Flanders,1970），通常先熟記 10 種師生互動行為類別，然後以紙筆紀錄代號，

再透過統計分析軟體製作󠄀時間線標記圖及矩陣分析圖表。前半以紙筆記錄的部分

顯然尚未數位化，而後半以數位軟體製作󠄀圖表則可稱為技術數位化（郭慧龍、林

建伸，2003；張德銳等人，2011），中國大陸學者近年更改良 FIAS 為 ITIS 及 iFIAS

兩套數位軟體，已經全程運用電腦紀錄，並增加行為類別到 22 項（方海光等人，

2012；Li, 2020; Wang & Han, 2015）。而國內最近國教署委託臺北市立大學發展的

「智慧觀議課」教室走察 APP，於觀課時即透過數位程式進行記錄及儲存，已屬

於系統完整的技術數位化（黃旭鈞、章寶仁，2023）。 

(三) 數位轉型 

在技術數位化逐漸達成後，應開始思考數位轉型。依據 Amazon 的說明，資

料及技術數位化像是基礎設施，隨著資訊軟硬體與技術不斷的創新發展，需要導

入新的數位科技或人工智能，進而創造新的體驗及價值（AWS, 2023）。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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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數位程式記錄儲存，若能善用各類新技術及 AI 科技，或許能將觀課轉

往自動化以減輕教師負擔，讓觀課者將心力放到電腦還無法服務、無法取代人為

的部分，進而提升觀課效益。例如：網奕資訊科技公司建置的「蘇格拉底數位觀

議課平台」，搭配「HiTeach 智慧教室」，即可做到程式自動記錄師生的科技互動

情形。如智慧教室中的挑人、計時器、計分版、統計圖等軟體功能，而觀課教師

手動輸入的觀課紀錄或意見，也會一併自動繪製為時間線統計圖表，讓觀課紀錄

能視覺化地整合真人與機器的觀課紀錄（吳權威，2021、2024；張奕華等人，2020；

張奕華、吳權威，2023）。 

三、數位工具協助教學觀察數位轉型 

自 2001 年起臺北市開始試辦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到 2019 年全國中小學校長

及教師依照 108 課綱總綱全面實施公開授課，時至今日已推動 20 餘年的教學觀

察，亟需思考如何以技術數位化、數位轉型為目標，提升觀課效益、改善觀課體

驗，以貼近教師的需求。 

然教學觀察難以數位化或數位化不易受到廣泛使用，究其原因一是開發程式

成本過於高昂、二則是數位程式的學習門檻通常較高。若只是單純將紙本表格數

位化、用電腦或手機輸入文字，沒有賦予新價值，則這些程式操作󠄀學習及適應的

成本都會額外造成教師負擔，而無法達到數位轉型的效果。因此參酌評估各項軟

體後，本計畫團隊參考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M. Turkkila 等人所開發的觀察記錄軟

體（The Lesson OBServation app, LOBS）(Turkkila, et al., 2021; Turkkila, 2022），

製作󠄀了 4 套操作󠄀簡易、以網頁應用程式（Webapp）設計、能永續發展使用的數位

觀察輔助軟體，期間並已邀請多位中小學教師試用，證實這些程式能依據教師需

求、因應不同的觀察焦點，彈性地設定分類行為，促進觀課效益，並改善觀課體

驗。因此擬透過以下簡要介紹，提供觀課者使用。 

(一) UTC 

UTC 全名為「通用時間線標記數位觀察工具」（Universal timeline coding 

digital observation tool, UTC-DOT）（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a），係以 LOBS 為

基礎，僅稍微修改程式，改良觀課結果橫條圖的版型與格線間距，並可在手機和

平板使用，增加使用方便性。UTC 是以時間線標記為記錄方式的數位工具，「時

間線標記」係指先將課堂上預期看到或聽到的行為依觀察焦點進行分類，並隨著

課堂時間進行輸入標記，產生各分類行為發生時間長短和次數的事實紀錄；「通

用」則指標記按鈕可依教師需求自行分類與定義。例如可將 FIAS 的 10 個行為

類別分別設定為 10 個標記，程式啟動後在觀察到對應的課堂事實發生時點選按

鈕、結束時再次點選以取消選擇，程式會自動記錄起迄時間，結束後即可下載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08-115 

），頁 00-00 

 

自由評論 

 

第 111 頁 

記行為的時間線圖軸，及程式的原始資料 csv 檔，看出每次點擊按鈕的時間、點

選次數，做後續量化分析。由於標記按鈕由教師自行分類與定義，可以客製化觀

課需求，例如觀察小組討論，分別設定成員 A、B、C 及 D 的發言、加上沉默共

5 個按鈕來標記，了解小組討論時 4 名成員的互動過程，而產生別於用紙筆記錄

的新體驗。使用介面如圖 1 左。程式網址：https://bit.ly/tdodot1 

(二) ATC 

在製作󠄀完成 UTC 後，鑑於大多教師仍習慣以文字記錄觀課資料，因此再製

作󠄀 ATC。ATC 全名為「軼事時間線標記數位觀察工具」（Anecdotal timeline coding 

digital observation tool, ATC-DOT）（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b），此程式同樣以

時間線標記為主軸設計，讓教師在輸入課堂軼事時，能夠自動依時間順序，記錄

教室中所發生的事件。此程式在啟動時會自動讀取裝置（電腦、平板或手機）的

系統時間，讓觀課者省下注意時間的心力，專注於事件記錄上。目前已完成的 1.0

版，使用介面如圖 1 右。程式網址：https://bit.ly/atcdot1 

 
圖 1 UTC 及 ATC 的使用介面 

 

(三) ITC 

在分析觀察技術「在工作󠄀中」（at task）的文獻時，發現其技術核心是採取抽

樣記錄的方式，因此再設計 ITC（Acheson, & Gall, 1997）。ITC 全名為「間隔時

間線標記數位觀察工具」（Interval timeline coding digital observation tool, ITC-

DOT）（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c），間隔是指觀課時設定一段時間(snapshot)，

觀看對象並依其特定行為或概括行為，作󠄀該時段的標記。例如：以每 10 秒觀看

一個學生是否聆聽教師講授、或執行教師指派的任務。若是，則該時段標記為「在

工作󠄀中」；若出現分心不專注行為，該時段則標記為「不在工作󠄀中」。此程式的標

記按鈕亦參考 UTC 設計可自訂內容，可以客製化觀察對象的特定行為，而其觀

察對象可以從 1 人以上依需要設定，時間間隔也有手動及自動倒數 3、5、10、

15、20 或 30 秒等 7 種選擇，以上使觀課的對象、行為、時間都更有彈性，更能

滿足觀課需求。其使用介面如圖 2 左。程式網址：https://bit.ly/itcdot1 

https://bit.ly/tdodot1
https://bit.ly/atcdot1
https://bit.ly/itcd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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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TC 

在完成 ITC 後，發現使用者對於「抽樣」的概念較不易掌握，反而因為分組

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等廣泛實施，加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搭配的「自學、共學、

互學及導學」，學生分組上課更為常態。因此設計 TTC，作󠄀為觀察 4-6 人小組學

生標的行為時使用。TTC 全名為「標的時間線標記數位觀課工具」（Target Timeline 

Coding Digital Observation Tool, TTC-DOT）（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d），「標的」

指觀察者設定對象的預期目標行為，並依是否出現目標行為作󠄀為該時段的紀錄。

而 TTC 的觀課紀錄方式，能針對特定標的而增加觀課的價值。其使用介面如圖

2 右。程式網址：https://bit.ly/ttcdot1 

 
圖 2 ITC 及 TTC 的使用介面 

四、結語 

上述 4 套數位觀察工具，UTC 可以改變 FIAS 的記錄方式，依實際觀察行為

出現時間記錄，排除人為估算 3 秒標記 1 次的誤差；而 ATC 可以取代紙本軼事

記錄容易出現手忙腳亂的情形；而 ITC 也使原有在工作󠄀中觀察法的人工計算改

由電腦統計及製圖；TTC 更聚焦於觀課標的的記錄等，都能降低觀課者的負擔、

增加觀課的有效性和客觀性，進而使觀課產生新的體驗和價值，有助於數位轉型

的達成。現階段擬延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開發觀察記錄軟體（LOBS）創用 CC 授

權的精神，先開放前述 4 套程式，供有興趣人士使用，期待有更多應用和實證研

究來驗證這些工具和方法的有效性，並可依使用情形再調整和優化上述數位工

具。 

如此在實務上，可以發展不同的觀察焦點，符應課堂教與學的需求，例如因

應素養導向教學、探究與實作󠄀、雙語教學、數位教學或數位學習、分組合作󠄀學習、

學習共同體、差異化教學等在數位工具輸入不同的分類行為，加以觀察記錄；而

在技術上，也可發展更多便於使用的客製化數位觀察工具，例如現有 4 套數位工

具，如果無法滿足觀課需求，可再設計第 5 套、第 6 套等；而在研究上，由於數

https://bit.ly/ttcd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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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具記錄的實徵資料，更具客觀性，可以驗證研究假設，符應學術要求，結合

實務和理論，得到客觀的數據和證據來改善教與學，達成教師專業永續發展的目

的。 

最後，生成式 AI 的出現，將帶來新一波資訊技術革新。藉由 AI 輔助分析觀

課資料，也能讓議課（專業回饋），達成數位轉型的效果。由於在醫療領域目前

已有透過影像辨識技術，記錄外顯行為的數位軟體，也有利用生理訊號觀測對象

情緒或專注力等數位工具，因此以數位軟體取代人為觀察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實

現。而藉由上述數位觀察工具的使用，也發現須將觀察行為做操作󠄀型定義，以利

客觀記錄、獲取具體數據，隨後分析和判讀的設計，卻也是未來全面數位化必要

的前置作󠄀業。期待藉由數位轉型，未來的教學觀察可以出現新的面貌、新的價值，

讓教師專業獲得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 方海光、高辰柱、陳佳(2012)。改進佛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及其應用。中國

電化教育，309，109-113。 

◼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22）。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正本。取自

https://ncsd.ndc.gov.tw/Fore/nsdn/archives/meet3/detail?id=06aed260-a583-4dd6-

92d7-9e6c63349fb0 

◼ 周禾程、周宏室(1999)。體育教師觀察系統電腦程式之介紹。大專體育，43，

186-193。doi:10.6162/SRR.1999.43.35 

◼ 吳權威（2021）。數位觀議課系列之四：觀議課記錄表。取自https://teammodel-

power.blogspot.com/2021/10/blog-post_76.html  

◼ 吳權威（2024）。AI蘇格拉底課堂數據評估報告簡介。取自https://teammodel-

power.blogspot.com/2024/02/ai.html  

◼ 張奕華、吳權威、張奕財、曾秀珠、陳家祥（2020）。智慧學校校長科技領

導：理論實務與案例。五南。 

◼ 張奕華、吳權威（2023）。素養導向之生生用平板與HiTeach5智慧教學系統：

方法、應用與案例。五南。 

◼ 張德銳、丁一顧、李俊達、朱逸華、黃春木（2011）。另一雙善意的眼睛：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08-115 

），頁 00-00 

 

自由評論 

 

第 114 頁 

學觀察與會談手冊。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 郭慧龍、林建伸（2003）。Flanders互動分析系統輔助軟體介紹。竹縣文教，

27，62-69。 

◼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取自

https://reurl.cc/nrRlo2  

◼ 教育部（2017）。教育部啟動單一窗口平臺：連結教師專業發展 促進資源擴

散分享。取自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News_Content.aspx?n=E491D172001 

0EE05&s=2BD87D47569B33DD  

◼ 教育部（2018）。建置校園智慧網路計畫。取自https://www.ey.gov.tw/File/956D 

CF25079C2E30 

◼ 教育部（2021）。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全面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

案。取自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9F71 

33D453CC16F2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a）。通用時間線標記數位觀課工具(UTC)。112年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成果。取自https://bit.ly/tdodot1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b）。軼事時間線標記數位觀課工具(ATC)。112年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成果。取自https://bit.ly/atcdot1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c）。間隔時間線標記數位觀課工具(ITC)。112年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成果。取自https://bit.ly/itcdot1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3d）。標的時間線標記數位觀課工具(TTC)。112年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成果。取自https://bit.ly/ttcdot1 

◼ 黃旭鈞、章寶仁（2023）。智慧觀議課App及系統應用在國民小學公開授課實

施效益與配套措施之研究。課程與教學季刊，26(4)，1-32。 

◼ AWS(2023)。數位轉型定義為何？5分鐘快速掌握數位轉型趨勢和成功案例。

取自https://aws.amazon.com/tw/events/taiwan/techblogs/digital-transformation/  

◼ Google(2022)。什麼是數位轉型？取自https://cloud.google.com/learn/what-is-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08-115 

），頁 00-00 

 

自由評論 

 

第 115 頁 

digital-transformation  

◼ Acheson, K.A., & Gall, M.D. (1997). Techniques in the clinical supervision of 

teachers(4th). New York: Longman. 

◼ Flanders, N. A. (1970). Analyzing teacher behavior. ADDISON-WESLEY. 

◼ Li, Q.(2020). Comparative study on classroom teaching language for novice 

teachers and proficient teachers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World Scientific 

Research Journal, 6(11), 328-334.DOI: 10.6911/WSRJ.202011_6(11).0044 

◼ Turkkila, M(2022), Lesson OBServation app, Retrieved from 

https://github.com/MTurkkila/LOBS 

◼ Turkkila, M., Vilhunen, E., Jauhiainen, J. & Juuti, K.(2021). Includ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practices in teacher education: Digital application for lesson observations. 

FMSERA,90-10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56492923  

◼ Wang, W. & Han, M.(2015).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peech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5(10), 

2107-2111.DOI: http://dx.doi.org/10.17507/tpls.0510.1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16-120 

 

自由評論 

 

第 116 頁 

永續發展的教育之路：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的社會參與、創新與實踐 
林子超 

中國文化大學永續社區與社會創新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陳盈宏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共同主持人 

方元沂 

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主持人 

 

一、前言：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與地方創生政策的鏈結 

當今大學的角色已擴展超越基本的知識生產和傳播假設。高等教育機構應對

個人和社會需求的責任一直是學者和實踐者共同探討的課題，各學科的研究者發

現高等教育機構在各領域和學科中的貢獻逐步擴大，在不同的語境中定義了大學

社會責任的概念（Meagher, 2002）。儘管多樣，但都指涉一個共同的概念，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將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視和迴避的環節（Esfijani, Hussain, & Chang, 

2012）。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與廣泛認可的企業社

會責任現象相似，最初是出於對教育機構，通過教學和發展向社會提供服務的道

德層面考慮而創造，並通過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對話，潛在地影響社會發展

（Alshuwaikhat & Abubakar, 2008）。該定義強調大學對社會的特殊責任，尤其是

強調大學的道德和倫理立場而非僅僅教育方面（Bernardo, Butcher, & Howard, 

2012）。大學的獨特角色在於其在塑造永續發展方面的重要貢獻，大學的任務是

培養具備知識性、實踐性和永續性的負責任人力資源。（Esfijani et al., 2012）。大

學在追求卓越學術成就同時，應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理念

（Belyaeva et al., 2018）。 

我國教育部自 106 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 計畫），旨在引

導大學更有效履行社會責任，並納入學校校務發展核心項目（教育部，2017）。

大學在此不僅透過與在地產業、研究法人機構及地方政府的緊密合作，更應主動

肩負「連結在地」的責任，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以促進城鄉發展、推動文化振興、

再造社區風華，同時創造在地價值。與此同時，隨著人口高齡化、少子化與城市

化，我國城鄉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為因應上述挑戰，我國行政院於 107 年 5 月 21

日及 11 月 30 日兩度召開「地方創生會報」，將地方創生定位為「國家安全戰略

層級」的政策，著重以人為本的原則，透過地方創生與創新，促使地方產業復興、

創造就業機會（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在面對國家層級的地方創生政策時，大學被賦予了重要參與角色，成為該政

策的主要夥伴。大學以培育各領域菁英與學術人才的機構聞名，其擁有豐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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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資源和卓越的知識研究能力。USR 計畫在地方創生人才培育方面發揮關鍵作

用。透過實地實踐等課程，引導大學生從盤點各地「地、產、人」特色資源，運

用所學專業知能進行「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以開拓地方獨特

的產業資源。大學建立系統性的人才培育庫，引導優質人才提供專業服務並回饋

故鄉，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展現地景美學並塑造地方的自明性。 

二、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的緣起與願景 

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岸社區韌性：在地永續知識與經濟創生」第三期萌芽型

USR 計畫（簡稱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其計畫目標在於以大學的知識量能與青

年活力，協助北海岸社區在核能除役後找尋社會修復之道，並落實已永續發展與

韌性社區為本位的偏鄉教育服務。 

北海岸地區由於鄰近核電設施長期被列為低人口密度區的禁建限制，致使地

方產業發展困難，社區長期受人口外移所苦，加以地處偏遠，地方產業多以傳統

農漁為主；加以青年人才外移，導致地區發展的量能與知能不足，產業創意枯竭

貧瘠。故，與多方傾聽社區大學、里鄰長接觸，統合社區需求之後，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之問題意識如下： 

(一) 青年居民缺乏在地認同感，且亟需核能除役後的社會修復和轉型方案 

社區內青年居民對於在地認同感的缺乏，這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心理學問

題，即社區成員對於地方身份的認同不足，可能是由於歷史文化因素、經濟變遷

或其他社會因素所導致。其次，青年居民對於地方能源和環境事務知之甚少，這

突顯出一個環境教育和社區參與的議題，也涉及到公民科學的概念，公眾參與性

於北海岸地區有待加強。此外，核能電廠議題是長期以來制約北海岸發展的重要

因素，導致北海岸地區青壯人口外移、人口老化以及社區缺乏創新活力的問題，

在北海岸核能除役後面臨的社會修復問題上，大專院校如何協助地方實踐公正轉

型。因此，如何對該地進行修復性發展，成為平衡首都圈發展至關重要議題，也

是扭轉發展不正義所須面對的現實。 

(二) 深化偏鄉教育與建構在地知識系統 

在地學校需要與大學端及社會端建立長期與穩定的協力關係，以共同應對偏

鄉教育面臨的各項挑戰，這不僅需要建立持久的夥伴關係，更需要透過研究與實

踐的整合，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其次，在地學校在能源、防災、生態與食農等

教育方面已有多年推動，卻希望能夠得到更多專業知識，以提升教育議題的深度

與轉化成可供學生學習的實際教材。這凸顯專業知識的缺乏，需要大學端提供更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16-120 

 

自由評論 

 

第 118 頁 

深入、前沿的學科知識，以支持學校教育工作。此外，當前場域課後陪伴人力嚴

重不足，學生渴望有更多課後陪伴。總體而言，北海岸地區在多個層面皆面臨挑

戰，需透過大學端的專業知識和跨領域合作，提供系統性、持續性的解決方案。

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能夠促進學校的全面發展，也有助於地方社區的永續發展。 

三、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的主要行動方案 

有鑑於北海岸地區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熱門旅遊勝地的優勢，但

由於地處偏遠、受核電廠設址影響，傳統產業發展受限，工作機會稀少，產業創

意不足，青壯人口外流嚴重。這種情況不僅讓偏遠地區面臨經濟、環境、教育等

方面的挑戰，也導致資源不均和城鄉差距等教育不平等現象。據此，本計畫行動

方案之一是以北海岸在地知識系統為基礎，，透過大學及社會資源的協力，實踐

「為北海岸教育而教」（Teaching for North Coast, 簡稱 TFNC）的優質教育，主軸

包括：（一）以 12 年國教（108 課綱）為綱要；（二）盤點地方特色知識實踐與在

地師資共學增能；（三）建立屬於北海岸地區的「水文氣候與防災教育」；（四）

認識北海岸地區的「在地特色能源知識和修復」；（五）實踐「大小手互攜」的持

續探究學習；（六）實踐溫暖正向的「課後陪伴系統」；（七）實踐「在地永續發

展」的教育運作體系；（八）實踐「循證取向」的計畫決定及評估 

再者，本計畫經地方盤查與調研，得知地方創生企業或小農時常因法規更新

或變更，導致運作上面臨法律障礙或解釋困難，從而影響地方創生行動的推展。

有鑑於此，本計畫結合本校法學院「社會企業暨創新法制研究中心」的師生團隊，

共同針對北海岸創生企業與地方小農面臨法規困境的問題，進行公益性的法律扶

助，並且推動地方社會企業和創新立法知識普及，引入社會企業標準和認證制度，

陪伴輔導開創地方創生事業，據此提升北海岸在地經濟韌性。 

最後，本計畫的永續運作機制之一為結合本校全校必修的「跨域專長課程制

度」，推出以北海岸為課程實踐場域之跨域專長課程（一學年，共 12 學分）。在

112 學年度，本計畫開設「低碳治理與在地韌性」跨域課程，此課程緊密扣合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優質教育」與「永續城鄉發展」，並通過「產業出題、設

計解答」培養學生觀察永續議題、發想解方、實踐雛型的方式，並激發學生參與

全球永續發展的熱情及行動。在課程設計方面，以專題為導向，著重場域實務問

題發想與解決，以現存問題與案例為經、設計思考與企劃執行為緯，經緯交織投

入社區事務，協助社區從永續觀點處理環境與人文議題，且透過與場域、業界的

密切合作，學生將從實務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建立與業界的深厚聯繫。結合實地

教學、田野調查等活動，使學生不僅能夠學到理論知識，更能深刻感受永續發展

議題的實際挑戰，例如：（一）與萬里區公所合作由學生設計「核能防災手冊」；

（二）與陽明山管理處合作由學生設計「火山防災手冊」；（三）與福田園休閒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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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設計以「Arduino」IC 程式設計模板為核心建立場域溫濕度監控設備規劃等。 

四、結語  

USR 計畫是大學與地方社區緊密合作的一種機制，不僅體現大學在社會發

展中的角色，更推動了校務發展的願景和永續性目標。文中以具體例子分析了中

國文化大學的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強調了 USR 計畫在實現地方創生政策、推

動社區韌性和永續發展方面的重要性。 

首先，USR 計畫透過深化大學與社區的連結，使大學在學術研究中更具實踐

價值。這種連結不僅傳授知識，更在於培育大學生對社區的認同感，協助大學發

現自身的特色，並激勵所在地的永續發展。透過課程改革，大學生被引導盤點地

方的特色資源，運用所學專業進行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開拓地

方獨特的產業資源。 

其次，中國文化大學的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旨在協助北海岸社區在核能除

役後找尋社會修復之道，並推動永續發展和韌性社區教育服務。計畫緣起於北海

岸地區長期受制於核電廠設址和低人口密度限制，導致產業困境、社區外移，以

及青年人才流失等問題，且北海岸學子缺乏在地認同感、需要核能除役後的社會

修復和轉型方案，以及深化偏鄉教育與建構在地知識系統的挑戰：具體行動方案

包括以北海岸在地知識系統為基礎，實踐「為北海岸教育而教」的優質教育，建

立能源教育、水文氣候與防災教育等在地知識系統，並結合法學院提供法律扶助，

推動地方社會企業和創新立法知識普及，更提出本計畫的永續運作機制：結合本

校全校必修的「跨域專長課程制度」，推出以北海岸為課程實踐場域之跨域專長

課程（一學年，共 12 學分），並在 113 學年度進一步推出第二門跨域專長課程 - 

地方創生跨域專長課程，持續以北海岸為課程實踐場域，深化「北海岸優質教育」

相關行動。 

總的來說，USR 計畫在推動大學校務發展的願景性和永續性方面發揮著不

可忽視的作用。透過與地方社區的合作，大學不僅在學術領域有所突破，更在實

現社會責任的同時實現了自身的發展目標，為社會發展與校園永續奠定了堅實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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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者為中心」理念在幼兒教育實踐之芻議 
張靜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以學習者為中心是世界教育趨勢之一，受人文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影響，強

調學生是學習的主人，學習者在教師鷹架、同儕互動的環境中，積極投入並主動

建構學習（Aytaç & Kula, 2022; Lee & Hannafin, 2016）。《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也明載教師應該「從幼兒的角度出發，以幼兒為中心，關注幼兒的生活經驗」

來規劃發展課程，有計畫的提供幼兒學習的機會（教育部, 2017, 頁 3-4），以落

實以幼兒為主體的理念。 

這個理念看似簡單，但實際教學場域中，教師是否深切掌握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意義？幸曼玲、周于佩（2017）發現教師以為重視幼兒興趣是經營主題課程的

唯一準則，但缺少進一步的引導，以致活動熱鬧有餘學習不足（p.126）；王金國

（2018）分析教育現場中教師進修活動、教學觀察表以及教學活動設計，認為以

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與實踐。第一線與學生互動的教師究竟要

如何考量學習者興趣、能力、經驗來規劃與實踐課程呢？筆者整理過往幼兒園課

程與評量輔導的經驗，認為「觀察學生學習理解表現」是實踐學習者為中心教學

的關鍵，並試著從幼兒園課程規劃到實施的歷程，提出幾個建議供教師參考。 

二、以學習者為中心在幼教課程之實踐 

(一) 課程規劃階段：善用先前經驗以及他人對幼兒學習理解的觀察 

「考量幼兒能力/經驗/興趣/需求」來規劃課程是幼教老師都知道的道理，但

實際上，教師在開學前進行課程規劃時（尤其是接新的班級時），通常無法先了

解班上幼兒狀況之後再來規劃課程，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用什麼為基礎來規劃以

幼兒為中心的課程呢？ 

1. 過去教學經驗中對幼兒學習的觀察 

開學前教師雖然無法先認識班上的幼兒，但是教師過去教學與幼兒互動的經

驗是寶藏。教師可以回想過去與這個地區、這個年齡幼兒互動經驗中幼兒的學習

反應，以此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這些反應或許不一定與新接班級的幼兒一樣，

但在千頭萬緒的備課之初，卻是是值得參考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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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與課程文獻對幼兒學習的研究或描述 

除了過去的經驗，已經出版書籍或課程實例也是幫助教師掌握幼兒學習能力

的有用資源。一般幼兒發展書籍可以讓教師了解某年齡層幼兒學習的方式、特徵，

而特定領域或議題的幼兒發展研究則可以讓老師更具體理解幼兒學習某項內容

時可能會出現的狀況或進展（例如：幼兒數量發展、科學概念發展等）。此外，

課程示例或幼兒課程研究中，通常也會呈現教師教學歷程下幼兒的學習反應，教

師可以選擇與自己課程相近的實例閱讀，從前人的經驗中了解幼兒學習狀況，作

為自己以幼兒為中心課程規劃的參考。 

3. 借重同事、家長對幼兒的觀察 

新接班級的教師可以請教之前帶領這群幼兒的教師，或者向家長了解幼兒狀

況，通常也可從中獲得豐富的資訊，幫助教師理解幼兒學習需求進行課程規劃。 

最後，教師還可以在備課時預想幼兒可能會出現的學習狀況，預先規劃 1-2

種腹案，這樣開學正式實施課程時，就比較有餘裕可以因應幼兒的狀況作彈性調

整，如此更能落實以幼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二) 課程實施階段：觀察幼兒學習啟動教學省思與調整循環 

課程規劃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觀察幼兒的學習狀況並適時地作調整，是落

實以幼兒為主體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 

教與學師生互動過程中有非常多的事情在發生，教師能夠觀察的面向非常的

廣泛，但是回歸到以幼兒為中心理念，教師應該將較多的注意力放在幼兒的學習

理解上。也就是說，在教學目標的方向下，教師應該把觀察的重點放在幼兒在教

學活動脈絡中、教師教學引導下的學習表現，包括：幼兒的說話、提問、做事的

過程，甚至幼兒作出的成品。教師收集並分析這些學習表現，以確定幼兒是否理

解，或者哪邊有疑惑或遇到什麼困難，如此才能適切的回應幼兒的學習需求。 

而這個以幼兒學習為焦點的觀察，隨著課程的進行會啟動「實踐—觀察—省

思」的循環（見下圖 1)，並且應該讓這個「觀察--省思」的歷程貫穿在整個課程

實施的過程中，以確保課程與教學能持續回應幼兒學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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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幼兒學習觀察與省思循環示意圖 

(三) 課程實施後期：形成性評量了解每位幼兒 

教師一邊教學一邊觀察幼兒，雖然可以大方向的掌握多數幼兒的學習狀況作

即時課程調整之參考，但教師若要確切了解每位幼兒真實學習的狀況，還是需要

透過有計畫的評量來幫忙。因此，筆者建議教師在教學一段時間後進行以幼兒為

主體的形成性評量，以更確切的了解每位幼兒的學習狀況，作為後續課程規劃、

調整，甚至個別幼兒輔導的依據。教師可以參考課程手冊（下冊）及幼兒學習評

量手冊對幼兒學習評量的建議，在課程目標以及課程脈絡中規劃幼兒學習評量活

動，並且規劃出一段時間來進行幼兒學習評量；評量活動過程中教師暫停對幼兒

進行引導，可以比較客觀的觀察到幼兒經過一段時間學習之後的學習狀況，教師

分析、省思形成性評量所獲得的資料，對教師調整課程、落實以幼兒為主體的教

學理念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三、結語 

Weimer（2002）認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教師角色要從傳授者轉變為觀察

者，要為學生建構物理、社會、情感以及促進智能發展學習的環境，也要能在教

學活動中適時地介入、提供支持（Froyd & Simpson, 2008）。而要落實這樣的理

念，觀察到學生「學習理解狀況」（Jacobs et al., 2010; Munson, 2020; Star & 

Strickland, 2007）是其中重要的關鍵。本文從課程規劃到實踐的歷程，提出幾個

實作的建議，期盼對教師實踐幼兒為中心教學理念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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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校長課程領導的困難與挑戰 
湯秀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校長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類型分為二大類（教育部，2014）：「部定課程」與

「校訂課程」。「校訂課程」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

展。因此規劃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是學校課程發展重要的核心。學校如何透過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找到課程領導的著力點，提升學校課程發展能力及教師專業知能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品質，校長課程領導扮演最重要的關鍵能力。 

二、課程領導的意涵及重要性 

所謂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 係指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

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

升學生學習效果（吳清山、林天祐，2001）。吳清山（2010）更指出校長課程領導

者之角色包括發展者、激勵者、設定者、帶動者、執行者及資源提供者，以助發揮

課程領導的功能，增進教育目標達成。因此，校長展現課程領導力帶領教師積極

投入與專業成長以確保課程教學的品質，是學校經營中最重要與關鍵的層面。 

課程領導，人人有責，校長、主任、教師在學校層次的課程領導上都扮演重

要的角色；但是校長領導學校的整體發展，更應該是學校中主要的課程領導者。

第一、校長負責校務成敗，他的認知和態度對課程改革有相當的影響；第二、校

長比其他人更了解學校生態、校園氣氛和其他物質條件，有益於課程決定；第三、

校長參與增加與其他成員互動的機會，有助於專業成長；第四、參與課程決策增

加辦學壓力，能促進學校改革。 

Wasley（1991）曾提及來自校長行政支援與協助，是課程實施的重要因素，有

校長積極的引導，是課程成功實施的關鍵。而 Glatthorn（1995）認為校長擔任課

程領導者有以下重要性因素：(1)身為校長一定樂見高品質的課程內容有助學校的

卓越發展；(2)在教育現場中，除了課程發展，尚有許多教育改革同步進行中，校

長具有整體規劃和監督的功能；(3)為了提升教學效能，校長扮演關鍵地位。因此，

課程是學校發展的根本，而校長為學校行政與教學的最高領導者，在課程領導上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校長能有效引導教師進行課程發展、課程實施及課程評鑑，

方能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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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階段校長課程領導的困境 

筆者歷經三所學校，從小校到中型學校到大型學校。在發展校本課程的過程

中：(1)「希望國中」校本 1.0 著重在扎根領域、結合議題。(2)「木鐸國中」校本

2.0 發展跨域協同、適性揚才。(3)「陽光國中」校本 3.0 希望真正在彈性課程設

計與部定課程發展中獲得擴散與深化的效益，產生奠基學生學習力的最好根基。

擔任校長歷程中發現校長為維持學校系統之運作並推動新課綱，在課程領導時可

能會面臨許多難題，筆者綜合相關文獻與自身經歷後發現現階段校長課程領導之

困境可分為校長、教師、資源、政策等四方面來論述（吳國松，2018；潘致惠，

2020；鄭淵全，2008），分述如下。 

(一) 校長方面 

首先，校長本身在課程領導上的專業要持續增能以利課程領導。校長對於現

階段教育政策需有深入的了解、宏觀的視野及推動的魄力能讓學校行政與教師團

隊在摸索與發展課程的過程中產生信任與信心；其二，行政事務繁雜、內外部事

務交迫，對於課程領導專業訓練的課程與工作坊無法撥冗參與，致使對新課綱課

程專業素養不足。其三，校長在課程領導上常遭遇經費、資源不足的困境。小班

小校若無法取得資源，對於課程發展需要的人力與經費是校長課程經營最大的困

境之一。最重要的是自身的人格特質與企圖心，是否具備真誠領導、攜手同行、

專業領航的特質，將決定實施效益。 

(二) 教師方面 

首先教師守舊敷衍，課程革新參與意願不足；其二，教師對於校訂課程、素

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之專業知能沒有適時進修以增加專業知能的企圖心。學校缺乏

獎勵機制，導致執行課程改革的動力不足；其三，教師缺乏教學增能與對話。外

教師因課務繁忙，尤其國中端面對會考壓力，教師具教學進度壓力，共同不排課

時間也常因教師日常代調課而混亂，教師彼此之間的共備共識不易凝聚；其四，

缺乏楷模標竿學習的對象，一方面習慣既有的教學設計，一方面研習後的熱情不

易持續。最後，因教師評鑑制度始終未將課程與教學納入個人績效評比，故教師

無明顯動力於改善課程與教學，對於現場教師來說課程評鑑既遙遠且不具意義，

不易推動。 

(三) 資源方面 

首先由於學校人力資源有限且人員皆依法編列，小型學校人力不足，目前偏

鄉挹注課程教學的資源有限。教育部雖也有增置專業人力方案，但課程發展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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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遠遠不足；其二，中型學校硬體設備老舊，若要汰舊換新，常有經費短缺的問

題，課程發展的專案計畫也需要透過競爭型計畫引進，無法常態行持續；其三，

大型學校校本課程發展更需高度的社區家長共識。大型學校基本上以會考成績表

現為主要取向，校內與社區資源缺乏課程資源整合。其四，沒有從專家學者方面

獲得持續性的課程專業協助，課程專業發展呈現不確定性。 

(四) 政策方面 

首先，.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建立社會多元價值觀，改變家長、學生的

升學觀念，達成「校校有特色、生生展英才」的境界，關係十二年國教實施的成

功。校長需對政策嫻熟方能帶領教師團隊規劃學生適性入學方向，十二年國教方

才有落實的希望。其二，課程推動、政策佈達配套措施不足，教師深感焦慮和挫

敗。其三，課程評鑑造成現場教師的恐慌，校長在課程領導下應規劃專業增能化

解焦慮。 

四、現階段國中校長推動課程領導的因應策略 

「校長課程領導」係指校長為提升學校整體課程品質，根據其專業知能及教

育理念，結合學校相關人員，藉由願景的建構、團隊的組織、課程的規劃、實施、

評鑑等歷程，並發揮影響力，直接或間接主導、影響參與或授權教師從事參與學

校課程相關的各項改進措施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一) 校長課程領導知能提升 

提升校長課程領導專業知能可以從以下方向進行。(1)積極參與新課綱與課

程領導專業知能增能，提供教師團隊諮詢與引導的信任感與專業支持。(2)降低行

政負荷，規劃自身課程增能機會。(3)積極爭取各項經費挹注，如增置教師、活化

教學、學習扶助等，提供校長推動課程領導所需人力物力資源需。(4)引進內外部

專家學者持續性協助教師提昇專業知能，促進領域對話，安排備課時間。(5)運用

民主開放的領導風格引導教師積極參與課程規劃與推動，凝聚團隊共識。(6)籌措

教育經費資源，並妥適的做軟硬體配置規劃，提供校長課程領導的資源契機。(7)

營造學習型組織翻轉傳統文化，校長需有效激勵教師、鬆動學校固著文化，不能

只重視傳統的學校行政領導管理功能的發揮，加強充實課程領導的知能，發揮有

效的課程領導策略，領導學校課程發展（黃政傑，1999），學校課程改革一定有

良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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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教學專業素養養成 

教師專業成長可從個人學習，團隊學習，組織學習與非正式管道進行增能進

行。(1)在個人學習部分：校長重視教師的專業成長，提供教師研習、研究，諮詢

服務的管道與資源，協助教師從事教師層級的課程設計，使教師熟悉新課綱推動

下的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課程設計，有信心自己設計發展課程（高新建，1999；

黃旭鈞，2003）。(2)在團隊學習的部分：建議校長透過各種委員會議，如：成立

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會議、跨域會議等任務小組，鼓勵教師參與與增能，擴大

社群討論的機會與責任。(3)在組織學習的部分：組織（organization）為以實現特

定共同目標的兩個人以上所組成的團體，於動態的變遷環境中，透過持續調適與

整合，產生相對應需求的回饋（林燦螢、鄭灜川、金傳蓬，2012）。校長透過資

源包含內、外部專家學者增能調整組織文化。學習型組織能不斷學習及改變，並

提升個人與組織適應變遷和創新的能力，並實現組織與成員共同願景（楊智婷，

2018）。校長應整合教師個人目標與學校願讓學校成為學習的優機體，攜手同行

改變課程文化。(4)透過非正式管道或活動，進行課程對話，有效傳遞及溝通課程

發展與校務發展的相關資訊，使教師產生認同感與向心力。 

(三) 教育行政單位的協力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鼓勵校長將時間與精力致力於課程領導的實際工作。(1)

於遴選、考核國中校長時多考量其對課程領導觀念與執行的相關績效。(2)校長儲

訓單位之課程設計應切合校長實際工作的需求，定期提供校長課程領導專業訓練

的課程，提供理論與實務整合之學習與分享的機會，藉以強化校長從事課程領導

的知能建立典範學習。(3)課綱推動的配套政策落實有序。素養導向的「教」與「學」

是教師活化教學的根本元素。校長與教育行政單位的協力推動是校長課程領導最

重要的助力。 

五、結語 

一所學校的發展與經營，奠定於校長課程領導的具體實踐。當校長面臨到「校

本課程自主經營」、「教育市場化」、「少子女化」、以及「教師專業自主」的極大

改變時，如何透過課程領導帶來創新經營的策略規劃以強化學校的競爭優勢，是

校長當前的挑戰與困境，校長課程領導對組織再造與學校整體發展有決定的影

響，不同區域之間的學校性質、教師素質、組織效能與社區生態的不同，期待校

長透過課程領導在學校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之間，有喜逢山水的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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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的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探討 
徐守芹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我國科技教育科目名稱從「勞作」、「工藝」、「家政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

活科技」，到「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其對應社會變動和科技發展不斷地調整（游

光昭等人，2020）。而在過去九年一貫課綱中，生活科技在升學壓力下導致未正

常化教學（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生科時數常被「挪用」作理化教學。現今，

108 課綱正式上路後，生活科技重新受到重視，在國中、高中的授課時數均大幅

提升，教學的重點也轉變為培養學生科技素養，以及溝通合作的能力（教育部，

2018）。過去生科教師讓學生進行分組學習的機會並不多，但在新的教學目標下，

教師需要靈活的運用分組學習，才能養成學生與他人一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

有效的運用分組學習、避免讓學生以「只有分工、沒有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作業，

是生活科技教師在轉變上的重要課題。本文將釐清分組學習的兩種方式：合作學

習（Cooperative learning）與協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定義、差別與教

學效益，然後，探討在生活科技課程中如何運用這兩種方式，幫助教師選擇適當

的教學方法。 

二、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定義、差別與教學效益 

合作學習是由教師主導學生相互合作，達到學習目標。透過教師的安排幫助

學生學習知識，也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協作學習則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

教師須建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將學習的主導權賦予學生，使小組結合各個成員

的能力，透過互動溝通，學習如何解決問題。本文將兩者定義整理成表 1，如下

所示。 

表 1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定義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Myers（1991） 強調一起學習的成果。 強調一起學習的過程。 

Panitz（1999） 
是一種互動的架構，用來使小組

成員合作，促進目標的實現。 

是一種互動的方式，每個人都對自

己的行為負責，包括學習、並尊重

同儕的能力和貢獻。 

Kasepalu

（2022） 

小組成員分工，每個人負責解決

一部分的問題 

小組成員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積

極參與並互動。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兩者乍看之下十分相似，然而兩者背後的教育哲學是不

一樣的。Rockwood（1995）指出合作學習是學習基礎知識的方式，能幫助學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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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小組合作的技巧，當學生對基礎知識熟悉後，他們就準備好進入協作學習、能

夠自主且順利的進行討論，並對於正在發展的學習主題進行評估與調整。因此，

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成熟度決定使用何種教學策略，協作學習的進行需要在學生

具有一定的能力，有更優質的準備才能順利進行（Bruffee, 1995）。本文將兩者的

差別整理成表 2，如下所示。 

表 2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差別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Myers（1991） 

傾向於以教師為中心，例

如：形成小組、構建積極相

互依賴和教授合作技能時。 

不強調架構，允許學生在形成友誼和

興趣小組時有更多發言權。強調學生

交流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Bruffee（1995） 
由教師指導並密切掌控。以

教師為中心。 

將教師作為專家的責任轉移到學生。

以學生為中心。 

Rockwood

（1995） 

權力在教師手中，教師知道

或可以預測問題的答案。 

一旦設定了任務，教師就將權力轉移

給小組。小組的任務始終是開放的。 

Panitz（1999）認為協作學習的基本前提是通過合作建立共識。因此，合作

學習與協作學習一定有相似的教學效益；Bruffee（1995）也指出合作學習和協作

學習是為了教育不同年齡、經驗和相互依賴能力的人而開發的。所以兩者也會有

不同的教學效益。本文將兩者的教學效益整理成表 3，如下所示。 

表 3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預期的教學效益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相似 

⚫ 增加觀察及模仿的機會（Bandura, 1989）。 

⚫ 合作學習比獨立學習有更深入的理解，口頭和書面互動有助於增進理

解，學習社交互動和增進彼此關係（Lee, 1997）。 

⚫ 學習社交技能，培養自尊心、責任感和尊重他人，促進解決問題並學

習處理衝突的能力（Brody & Davidson, 1998）。 

⚫ 透過學習結果及方法的相互依賴，形成小組的合作，可增進學生的學

習表現及學習興趣，而學生針對不同的論點進行陳述及反駁，能進一

步促進概念的成熟（Johnson & Johnson, 1998）。 

相異 

⚫ 掌握基礎知識的最佳手段

（Rockwood, 1995）。 

⚫ 同儕鼓勵與教師獎勵，並滿

足與人互動及隸屬感的心理

需求，增加中低成就學生成

功的機會，提高學習動機

（Slavin, 1995）。 

⚫ 擴展學生批判思維和推理能力，並

在學習過程中更加參與和掌握

（Bruffee, 1995）。 

⚫ 明瞭討論的重要性，更有自主學習

的能力，偏離主題也有可能是有價

值的學習經驗（Brody & Davids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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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科技運用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建議 

    生活科技課綱希望教師透過實作，引導學生學習分析問題、嘗試錯誤及

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教育部，2018）。為了達到課綱的要求，生活科技教師多

以「創意設計」為主軸，運用分組教學策略進行授課，讓學生小組嘗試解決非結

構化的科技問題，例如挑戰用有限的材料搭建堅固的橋樑等。因此，在生活科技

的課程中，學生會需要使用多樣的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的能力，他們在確認問題

的癥結點、發想解決方法、著手進行加工的過程中，都需要與他人合作。所以，

有別於其他科目，生活科技教師更應該掌握學生在分組教學中的狀況，根據不同

年級和能力的學生，有規劃的選用「合作學習」或「協作學習」。 本文建議如下： 

國中七、八年級學生的科技知識和溝通技巧都甚為缺乏，適合採用「合作學

習」策略。教師除了傳授知識外，亦要教導學生社交的技巧，幫助他們承擔不同

的角色，培養自尊心、責任感和對他人的尊重，及學習解決問題和處理衝突。教

師不再是單純的傳遞專業知識，還需要進一步促進合作。教師可以擬出合作的共

同規定，決定活動中需完成的任務，將其分成幾個項目，交給每組的組員來認領，

賦予學生責任及權利。同樣也要制定個別績效機制和獎勵制度，來督促學生確實

完成他的工作，以達到學習生活科技知識，培養創意與設計能力、實作能力及和

同學溝通合作的技巧。 

在生活科技國中九年級的階段，除了採用「合作學習」之外，可以導入「協

作學習」或兩種學習策略並用。Bruffee（1995）認為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在某種

程度上是線性的過程，協作學習旨在合作學習結束後接手。合作學習適用於低年

級的學童，由於學生尚未具備基本的知識、學習自主性以及足夠的團隊技巧，因

此透過合作學習的訓練逐步提升學生的能力與態度後，就可以有效的實施協作學

習。Panitz（1995）指出許多合作學習的要素在協作學習中也是適用的。教師可

以根據教學的需求，課程的學習目標以及學生的先備知識，靈活地調整兩者在教

學中的占比。以 Moguel 等人（2011）設計的課程為例，他們採用以合作學習為

主，協作學習為輔的分組教學方式。在他們的課程中運用以下的規定使學生能夠

順利進行團隊活動：(1)提供學生了解課程中的科技任務，並提供共建認知的機

會；(2)規範學生合作模式的轉換，如角色或順序的調換；(3)規範學生協調模式的

轉換，如對換測量與計算的工作；(4)提供小組能隨時檢視團隊的組織方式；(5)允

許學生更改已定義的內容。其中的(1)、(2)兩項是以合作學習為主，能夠引導學生

進入合作狀態；(3)、(4)、(5)三項則是協作的學習模式，讓學生能在教師建構的

架構上自行進行調整，對於學習有更多的掌握。 

到了生活科技高中階段有加深加廣的選修課程：工業設計專題、機器人專題、

科技應用專題，教師可以結合專題採用「協作學習」策略授課。協作學習是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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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師給予開放性的任務，由學生主導決定小組想要完成的作

品，一旦設定了任務之後，教師將會把權力轉移給小組，小組必須承擔被賦予權

力後所產生的風險。但教師如何掌控教學現場，知識如何在學生的認知中建構？

是需要關注的重點，所以教師應先確定活動的目的是什麼？學習中的重要性是什

麼？當學生偏離主題在多大程度上算是有價值的學習經驗？教師與學生互動時，

藉由溝通相關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思考問題，而且僅提出真正的問題，而不是

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教師應利用對學習的社交本質的了解，來創造和提供學生

完善的支持系統和學習環境（Brody & Davidson, 1998）。 

以機器人專題為例，學生必須要有基本的設計能力、尋找合適的材料、使用

機具的加工技術，或甚至使用 3D 列印元件等能力。還有他們也必須學習撰寫程

式，在電腦上模擬機器人的動作。學生根據專題設計的需求去自主學習相關的能

力，透過與同組成員的討論，從設計開始到作品完成，過程中必須不斷地進行溝

通討論與合作，並在錯誤中尋找方法解決問題，甚至在過程中被迫修改目標。成

功的協作學習下，學生為了完成任務，在實作中做到自主學習，強化了自己不足

的知識技術，最終更是提升溝通能力和思考判斷的能力。 

四、結語 

合作學習的本質是以教師為中心，適用於以小組為單位授課的場合，多為基

本知識、技能的學習，也可以讓學生練習團隊合作的技巧與能力。協作學習則強

調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學生需對自己的學習負責。無論是合作學習或是協作學習，

都有使用上的優點和弱點，教師在採用時要事先仔細規劃，掌握關鍵的要素。生

活科技欲求跳脫傳統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創意設計、思考、解決問題和自主學

習的能力，合作學習和協作學習是極為符合培養學生這些能力的教學策略。在生

活科技教師精心的設計下，必能讓學生有更好的合作能力，進入人生下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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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資訊科技不斷推陳出新，21 世紀公民應學習運用資訊設備與技術，解決生

活與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Lockwood & Mooney, 2018）；「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CT）結合拆解問題、邏輯性整理資料、定義抽象概念、

設計並運用演算法等特性（Wing, 2006），是一種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劉明洲，

2017），也被各國視為公民應具備的能力之一（Curzon, Black, Meagher & McOwan, 

2009）。教育部在《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提到，「運算思維」能培養學生

善用資訊科技工具解決問題、合作共創、溝通表達等高階能力；也將「運算思維」

納入《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期望教師以學生生活經驗、需求與學

習興趣為出發點，規劃一系列問題解決的實作課程，藉此培養學生「設計思考」

與「運算思維」知能（教育部，2018）。可見，培養學生具備 CT 能力是當前教育

的重要任務之一。 

劉明洲（2017）指出，許多研究選擇「程式設計」作為培育 CT 能力的徑路，

讓學生學習程式語言的編碼（Coding），進而形塑問題解決的程式；學生若沒有

擬定問題解決的計畫，便無法產生解題程式。可見，「擬定問題解決的計畫」相

較於「程式設計」來說，可能更為重要。此外，李建億（2018）指出，「程式語

言」課程中包含許多抽象概念，學生需對這些抽象概念的內涵有足夠的理解，否

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若遇到問題，無法獲得即時回饋與支持，又缺乏個別化指

導下，就會產生學習意願低落、學習成效不佳的情形（Gomes & Mendes, 2007）。

Bennett、Briggs 與 Clark（2006）更指出，「過早」引入計算機課程的後果，可能

使得學生對計算機失去興趣，因此斷絕其在數學領域「運用符號表示想法」的技

能；也降低其「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為了避免上述情形產生，「不插電」

（Un-plugged）CT 活動成為中介的學習活動（Gomes & Mendes, 2007）。 

環顧當前師培課程，多僅有生活科技概論、教學媒體與運用、課程發展與設

計、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等有關「資訊科技」與「培育課程設計能力」

之相關課程，尚未針對「教師如何設計 CT 導向教學活動」提出課程規劃，以促

進職前教師充分理解 CT 的意涵並具備「設計運算思維導向活動」的能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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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嘗試以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建構一個引導國小職前教師開發不插電 CT

學習活動的模式，並提出一個不插電 CT 學習活動示例，提供後續師資培育參考。 

二、概念化運算思維架構與意涵 

Barr 與 Stephenson（2011）提到，當前的學生未來進入職場時，將處於一個

被運算影響甚鉅的環境中。而 CT 結合問題拆解、系統性整理資料並運用演算法

等特性（Wing, 2006），是一種有效應用資訊科技進行問題解決的高階認知能力，

也是世界各國所強調的 21 世紀公民能力（Curzon, Black, Meagher, & McOwan, 

2009）。Tsai、Liang 與 Hsu（2021）彙整相關文獻，將 CT 分為「一般領域」（domain-

general）與「特定領域」（domain-specific）兩類別。其中，「一般領域」的 CT 是

指日常生活中，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Guzdial, 2008）；「特定領域」的 CT 則

指計算機科學或計算機編程範疇中，系統性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兩者共

通部分，即是「系統性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因此，Wing（2011）認為

「CT 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重新表述成數個可掌握的部份」的思考過程：包括

提取關鍵性訊息、遞迴思考、以有效的方式處理問題並評估解決方案等步驟。

Selby 與 Woollard（2013）循上述觀點，從問題解決的脈絡，提出構成 CT 的概念

性架構包含五項要素（參見表 1）： 

表 1 「運算思維」的五項構成要素與說明 

構成要素 要素內涵 

簡化問題/抽象化 

（Abstraction） 

專注於問題解決過程中關鍵訊息的心理歷程，而不是問題解決
的細節。也就是運用基本的元素建構複雜的系統。 

問題拆解/分解 

（Decomposition） 

將問題分解成數個小的、可管理的部分，以利達成問題解決的
心理歷程。 

演算法思考 

（Algorithmic Thinking） 

以「一步接著一步，步步為營」（step-by-step）的策略，規劃問
題解決方案的心理歷程。 

評估 

（Evaluation） 

比較各種問題解決方案，考量資源對於問題的有限性後，進而
找到問題解決的最佳方案之心智歷程。 

一般化/樣式識別 

（Generalization/ Patterns） 

瞭解解決特定問題的樣式，並應用此樣式解決其他類似問題的
心理歷程。 

資料來源：參考自 Tsai et al,. (2021) 

三、不插電運算思維活動開發的模型建構 

近年來，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思潮都期待教師具備教學設計或教材發展與製作

的專業知能（陳奕璇，2022）。呂瑞蓮（2018）指出，教學設計是一個分析教學

問題、設計解決方案、試行解決方案、評量試行成效以及修改評量的歷程。而

ADDIE 即是一個嚴謹、有系統且能滿足上述「教學設計」歷程條件的教學設計

模式：包含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 

（implementation）、評鑑 （evaluation）等五個階段。並且，許多研究（例如：陳

亭伶，2013；盧秀琴、施慧淳，2016）皆證實：ADDIE 是一套能夠協助研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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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學活動內容與探究發展歷程的模式。Yeh 與 Tseng（2019）發現，以 ADDIE

協助設計者系統性地評估、改善與精緻化教學活動或任務之設計，有利於設計者

教材開發以及教學創新等專業知能的提升。故，筆者參考相關文獻（陳奕璇，2022；

顏春煌，2007；Branch, 2009）後，提出以 ADDIE 為本的「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

活動」開發模式，每一個階段的內涵整理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以 ADDIE 為本的「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開發模式架構與內涵 

階段 步驟 內涵說明 

I 分析 

針對「教學系統」進行整體性「分析」。注意項目如下： 

I-1.學習者需求分析 

I-2.學習目標分析 

I-3.教材內容/任務分析 

I-4.先備知識分析 

I-5.現有資源分析 

II 設計 

嘗試「設計」出「成品」的雛形。注意項目如下： 

II-1.教材架構設計 

II-2.教材開發流程設計 

II-3.課程腳本(教材內容/評量)設計 

II-4.教學策略運用 

III 發展 

依據「設計」階段的規劃，將「教學系統」「發展」成實體。注意項目如下： 

III-1.教材撰寫 

III-2.學習單製作 

III-3.發展學習資源包 

III-4.發展行動學習應用程式 

IV 實施 

將建構完成的「教學系統」實際施行教學。注意項目如下： 

IV-1.測試與修正 

IV-2.應用推廣 

V 評鑑 

透過各階段獲得的實徵結果，評估整體「教學系統」的品質與成效，並進行

修改。注意項目如下： 

V-1.教材內容評鑑 

V-2.教材呈現方式評鑑 

V-3.使用者測試評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35-144 自由評論 

 

第 138 頁 

四、「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之舉隅 

過去，紐西蘭 Canterbury（坎特伯雷）大學已發展出許多「不插電」CT 學習

活動（https://www. csunplugged.org/zh-hans/）。該機構運用非一般性的活動設計讓

學生在不使用計算機的情形下接觸運算思維，稱為「不插電活動」。一般來說，

「不插電」CT 學習活動通常是學生嘗試自行解決的挑戰任務；期待學生在問題

解決的過程中達成活動目標，並在此過程中學習計算機科學的基本概念（Bell,  

Alexander, Freeman & Grimley, 2009）。此外，「不插電」CT 學習活動容易獲得學

生喜愛，其原因在於它「容易實施」。目前，「不插電」CT 學習活動已獲得許多

國家（例如：美國、澳洲、韓國等）採用與實施（Tucker et al., 2003；Yoo et al., 

2006）。 

然而，關於「不插電」CT 學習活動設計的原則，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即是

活動中必須包含 CT 的構成要素。其他的原則，可考量「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1)（例如：活動 III）、「能引發參與者的好奇心」(2)，讓參與者對活動感到新鮮、

有趣；或是對問題解決的策略感到實用（例如：活動 II）。此外，還可考量「是

否適合在戶外空間進行(3)（例如：活動 IV），將「不插電」CT 學習活動與體育活

動結合，讓學生在設定的時間與空間中解決問題，也是不錯的設計方向（例如：

拼圖或軌道可以在空曠的地面上使用、在地面上利用粉筆畫遊戲據點或是在操場

周圍張貼標誌等）。 

表 3 「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的設計原則舉隅 

活動名稱 

CT要素 
活動(任務)流程 活動圖示 關鍵詞 

活動 I 

L 遊戲 

分解 

眼鏡猴小偉和小銘在玩【L 遊戲】，他們各自拿到Ｌ

型圖案與方向的木片（如右圖），遊戲規則如下： 

◼ 小偉和小銘輪流將一張木片依照原方向擺放到 

4 × 4 的遊戲盤上。 

◼ 木片和木片之間不能重疊，並且任何木片都不能

超出遊戲盤。 

◼ 放到遊戲盤上的木片就不可再移動。 

◼ 若輪到某位玩家時，這位玩家已無法再將手上的

木片放到遊戲盤上，那麼，這位玩家便是輸家。 

 

Q1：若遊戲從小偉開始；他將第一片木片擺放到遊

戲盤上(如右圖所示)。請問小銘能將木片擺放

在遊戲盤上的哪些位置呢？ 

Q2：(呈上題)遊戲結束時，遊戲盤上擺放的木片可

能有哪些情形呢？ 

Q3：遊戲重新開始，假設這次是由小銘先開始，小

銘該怎麼放置木片才能獲勝呢？ 

【改編自 2016 年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試題】 

 

 

小偉     小銘 

 

 

 

決策樹 

廣度優先搜尋 

深度優先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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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II 

姓名手環 

問題拆解 

演算法 

右圖是一位女孩配戴的手鐲。手鐲是由 20 顆黑/白

色的珠子組成。巧妙的是，這些黑/白色珠子顯示出

5 個二進位制的數字（黑/白分別代表 1/0）；這些數

字又分別指向字母表中的字母，恰好排出這位女孩

的名字。 

Q1：算算看；這位女孩手環的珠子代表那些數字？ 

Q2：(呈上題)查查看，這 5 個數字分別對應的字母

是什麼呢？ 

Q3：說說看，這女孩的名字是什麼呢？ 

Q4：排排看，為自己編一條屬於你的獨特手環吧! 

 

密碼學 

換位加密 

活動 III 

表演順序 

抽象化 

右圖(一)六隻小海狸組成十個開學典禮的表演節目，

每個節目都由兩隻小海狸上場表演。配對的組合如

圖(二)。老師依據下列兩項原則安排各項節目順序： 

◼ 每個節目結束時，其中一隻小海狸留在臺上，繼

續表演下一個節目。 

◼ 每一隻小海狸最多連續表演 2 個節目。 

請問，哪一隻小海狸不可能安排在第一個節目？ 

【資料來源：2020 年運算思維活動資源包】 

 
圖(一)六隻小海狸 

 
圖(二)海狸節目配對 

圖型結構 

路徑 

尤拉路徑 

活動 IV 

七橋一路通 

抽象化 

有一座城市(哥尼斯堡市)是由一條河貫穿其中，城市

的中心有 2 個小島，有 7 座橋把這 2 個小島和河的

沿岸連接起來。請問，是否能找出一條路線，可走過

所有的橋，但每座橋只能經過一次？  

圖型結構 

路徑 

尤拉路徑 

資料來源： Bell, Alexander, Freeman & Grimley (2009)。 

目前，「不插電」CT 學習活動已發展出多樣化的類型：動態影音（video）展

示、展演（show）或是戶外活動（outdoor events）。其目的都在拓展參與者對於

「運算思維」活動類型的視野，不只局限於「編寫程式」；而是更深入認識「運

算思維」的內涵與實用性；一改「運算思維是無趣的活動」之看法（Yardi & 

Bruckman 2007）。 

五、ADDIE為本的「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開發成果舉隅 

本文循著「不插電運算思維活動開發模型」的分析→設計→發展等三階段引

導，初步設計一份不插電 CT 學習活動。相關內容如下： 

圖 1 為「佔地為王-初階版」CT 學習活動之「活動設計單」。本活動的發想

源於「運算思維推動計畫活動資源包」與「格格不入 Blokus 桌遊」；主要以五年

級學生為目標對象。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領域課程綱要》之學習內容得

知，五年級學生已具備有關本活動所需的「N-3-4 面積」以及「S-4-3 正方形與長

方形的面積與周長」等先備知識。因此，建議教師於四年級教完「正方形面積公

式」單元後，即可應用此活動提供學生進行試玩。而本次活動的內容，是讓學生

以「面積為 4 平方單位」的紙片，在 6×6 的遊戲盤上進行覆蓋活動。設定的目

標，是希望學生透過上述活動的操作，思考問題解決的路徑；判斷活動致勝的策

略，進而培養運算思維中「問題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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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之「活動設計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依據「活動設計單」的規劃，衍生出「佔地為王-初階版」的「學習資源包」：

包括遊戲說明卡（圖 2-1）、解答卡（圖 2-2）、遊戲盤（圖 2-3）、遊戲附件（圖 2-

4）、以及學習單（圖 2-5）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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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遊戲說明卡 圖 2-2 遊戲解答卡 

   

圖 2-3 遊戲盤 圖 2-4 遊戲附件 圖 2-5 學習單 

圖 2 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之「學習資源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六、結語 

綜合來說，在現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年代，「運算思維學習」逐漸被重視

的教育思潮下，有五成以上的研究是以「程式語言」（programming language）或

其他資訊科技媒材（例如：電腦遊戲、機器人等）作為培養「運算思維」能力的

教學媒介（Hsu, Chang & Hung, 2018）。但是，若「過早」引入計算機課程，可能

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遭遇問題卻無法獲得即時回饋與支持，因而對計算機失去

興趣，也降低其「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Bennett, Briggs & Clark, 2006）。然

而，Tang、Chou 與 Tsai（2020）回顧 2019 年 8 月以前發表的 96 篇有關「運算

思維」的實徵研究發現：大多數的運算思維能力培育，卻都聚焦於學生程式設計，

這可能造成上述學生對於計算機學習失去興趣的危機。因此，設計「不插電」運

算思維學習活動提供小學階段學生使用，具有意義性與價值性。本文透過文獻分

析，首先概念化運算思維的架構；其次，植基於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參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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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提出一個以 ADDIE 為本的「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開發模式；接續，

再參酌相關文獻所提「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的設計原則與範例，最後提出

本文設計的「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之「活動設計單」與「學習資源包」，

期望能作為後續開發「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之參考。然而，鑑於本文設計

完成的「不插電運算思維學習活動」尚未實踐於教學現場中，故，未能提供「實

際的案例分析」讓讀者參考，此為本活動之限制；建議讀者能依此活動實踐於自

己的課室教學之中，透過活動實地實施過程中有關學生學習的相關數據蒐集，一

則可為本活動提供有效的修改建議；二則可驗證本活動設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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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之 

適性學習輔導應用效益省思 
許家驊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數學文字題解題是國小學生數學解題學習中重要的單元學習內容之一，數字

文字題解題亦稱數學應用題解題，在國小學生的解題單元學習內容中呈現的主要

形式以文字脈絡或再伴隨圖表呈現題意脈絡，因此對國小學生而言，解題時首先

需要清楚理解整體題意脈絡，才能進行後續解題策略之擬定、執行及回顧

（Mulcahy, Gagnon, Atkinson & Miller，2023；Polya，1957；Schurter，2002）。 

上述所謂清楚理解整體題意脈絡的心理運作歷程，涉及數學文字題解題研究

文獻所提解題語意基模（semantic schema）的運作，因此以下先以國小學生數學

文字題解題學習為例，來分析說明國小學生數學文字題解題學習內容的語意基模

及解題技巧，再以其為基礎對應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

施要點之學習評量結果應用部份所提精神，「教師應依據學習評量結果與分析，

診斷學生的學習狀態，據以調整教材教法與教學進度，並提供學習輔導（頁

33）。」，進行國小學生學習評量後之學習診斷與學習表現分類區別分析，並評估

其適性學習輔導之應用效益，再據之提出應用上之省思。 

二、解題學習內容與解題技巧 

綜合學者們對解題語意基模（semantic schema）的觀點，數學文字題解題語

意基模可分為單步驟及多步驟二類，在單步驟單則解題部份，Kintsch 與 Greeno

（1985）、Marshall、Pribe 與 Smith（1987）、Fuson（1992）認為加減法分為比較

型（compare）─比多及比少、改變型（change）─增加及減少、合併型（combine）

─求整體及部份量、等化型（equalize）─取走及添入四型，而 Kouba（1989）、

Verschaffel 等人（2007）認為乘除法可分等組（equal groups）乘、等量（equal 

measures）乘、包含（quotation）除、等分（partition）除四型。 

在多步驟解題部份，依 Krulik 與 Rudnick（1989）、Marshall 等人（1987）、

Fennell 與 Speer（2013）、Verschaffel 等人（2007）所提多步驟轉換（transform）

題型涉及前述各題型合併運用原則，以二步驟多則解題為例，組合後有兩步驟連

加如兩次合併型─求整體量，連減如兩次改變型─減少或兩次比較型─比多，連乘

如等量乘及等組乘，連除如等分除及等分除，加減混合如一次改變型增加一次改

變型減少或一次合併型求整體量一次改變型減少，乘除混合如等組乘及等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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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除及等組乘，加減與乘混合如等組乘及改變減、合併加及等組乘，加減與除

混合如合併加及等分除、等分除及比較減八型，可再歸納前四者為相同運算混合，

後四者為不同運算混合，Peltier 與 Vannest（2016a）、Peltier 與 Vannest（2016b）、

Peltier 與 Vannest（2018）、Powell（2011）的研究亦符合此觀點。 

在上述解題基模的運作歷程中，Desoete 與 Roeyers（2005）認為學習者的解

題技巧精熟程度也是重要的影響因子之一，綜合學者的研究結果，影響學習者的

解題精熟表現的解題技巧大致可歸為二類，一為基本解題技巧，二為量數辨識技

巧，前者如解題的識題、理解、計畫策略、實施及回顧檢核，後者如解題各量數

訊息的分辨（Desoete & Roeyers，2005：Montague，1992；Montague、Warger 與

Morgan，2000）。在解題歷程中，解題基模的運作與解題技巧的運用二者密不可

分，因此解題技巧是影響學習者的解題精熟表現重要因素之一。 

三、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之適性學習輔導應用效益 

若能以前述之解題技巧含基本解題、量數辨識二項組合技巧對國小學生在教

學前的數學文字題解題表現高低進行解題技巧學習診斷分類，可分為具有解題技

巧、具有基本解題技巧但量數辨識技巧較弱、具有量數辨識技巧但基本解題技巧

較弱、解題技巧較弱四類。研究者曾以自編解題技巧學習評量針對 57 位國小一

年級學生在解題教學前的數學文字題解題表現高低進行解題技巧學習診斷分類

區別，再以基本解題、量數辨識二項組合技巧前測 T 分數進行技巧學習診斷分

類，含平均數以上者為中偏高程度，平均數以下者為偏低程度共分四類，結果發

現具有解題技巧 10 位、具有基本解題技巧但量數辨識技巧較弱 14 位、具有量數

辨識技巧但基本解題技巧較弱 14 位、解題技巧較弱 19 位。 

二類可各再精簡合併為二大群，解題技巧偏強 24 人、解題技巧偏弱 33 人。

進行集群分析結果發現四類二大群初步結構，二大群估計人數為 24 人及 33 人，

初步結構及人數均與分類向度結構相符，代表初步及最後分類與實際類別符合度

良好，表示前述四項分類類別具有學習診斷分類區別之實務應用效益，如圖 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45-151 

 

自由評論 

 

第 147 頁 

 

圖 1  解題技巧學習診斷向度分類圖 

因此上述解題技巧學習診斷分類向度結構應可作為解題技巧適性學習輔導

依據，第一類學生提供解題技巧自我充實活動，第二及三類學生依其弱項提供對

應之解題技巧教導協助，第四類學生再次提供完整解題技巧教導協助。 

若同樣以前述之解題技巧含基本解題、量數辨識二項組合技巧對國小學生在

教學前後的數學文字題解題表現高低進行解題技巧學習表現分類，可分為極有潛

力、富有潛力、具有潛力、稍有潛力四類。研究者曾以自編解題技巧學習評量針

對 57 位國小一年級學生在解題教學前與教學後的數學文字題解題技巧表現高低

進行解題技巧學習表現分類區別，再以二項解題技巧後測及後前測差異 T 分數

進行學習表現分類，含平均數以上者為中偏高程度，平均數以下者為偏低程度共

分四類，結果發現極有潛力 18 位、富有潛力 10 位、具有潛力 10 位、稍有潛力

19 位。 

二類可各再精簡合併為二大群，學習潛力偏強 28 人、學習潛力偏弱 29 人。

進行集群分析結果發現四類二大群初步結構，二大群估計人數為 28 人及 29 人，

初步結構均與分類向度結構相符，代表初步及最後分類與實際類別符合度良好，

表示前述四項分類類別具有學習表現分類區別之實務應用效益，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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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解題技巧學習表現向度分類圖 

因此上述解題技巧學習表現分類向度結構應可作為解題表現適性學習輔導

依據，第一類學生提供解題自我充實活動，第二及三類學生依其弱項提供對應之

解題教導協助，第四類學生再次提供完整解題教導協助。 

四、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之適性學習輔導應用省思 

    以下分為三項進行說明： 

(一) 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具有適性學習輔導所需之分類區分功能 

依前述發現可知，研究發現之解題技巧學習診斷及表現分類區分架構，解題

技巧學習診斷可分類區分為具有解題技巧、具有基本解題技巧但量數辨識技巧較

弱、具有量數辨識技巧但基本解題技巧較弱、解題技巧較弱四類，且二類可各再

精簡合併為二大群，解題技巧偏強、解題技巧偏弱二大群。 

解題技巧學習表現可分類區分為極有潛力、富有潛力、具有潛力、稍有潛力

四類，且二類可各再精簡合併為二大群，學習潛力偏強、學習潛力偏弱二大群。 

上述解題技巧學習診斷及表現分類區分架構可作為適性差異化教學及提供

學習輔導前之預備性與安置性評量分析基礎，亦即具有適性學習輔導所需之分類

區分功能，可增進其實施效益。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45-151 

 

 

自由評論 

 

第 149 頁 

(二) 善用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以利提出適性學習輔導實施策略 

依前述發現可知，教師若能同時運用上述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學習表現二種

分類區別結果進行分析的話，將有助於了解學習者在各種學習診斷分類中之解題

技巧學習潛力表現狀況，再依前述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學習表現分析結果提出對

應之提出適性學習輔導實施策略，因此進行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學習表現分析有

助於提出適性學習輔導實施策略。 

(三) 搭配解題教學進行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以增進適性學習輔導實施效益 

因此建議教師在進行國小學生的解題教學前後，可以先分析學習者需要學習

之解題基模及解題技巧，之後於教學歷程前後，再針對學習者的解題表現進行解

題技巧的學習診斷與學習表現分類區別，接著運用上述解題技巧學習診斷與學習

表現二種分類區別結果進行分析，如此將能增進教師同時了解國小學生解題表現

之學習診斷分類及教學後之學習者解題技巧學習潛力表現變化，再依其解題技巧

學習診斷與表現分析分類區分結果提出相對應之適性學習輔導策略。 

基於上述，教師即能依國小學生解題表現之學習診斷分類及教學後之學習者

解題技巧學習潛力表現變化狀況，針對國小學生提供如同前項所述之解題適性學

習輔導，如此將有助於提升學生整體解題學習表現之精熟程度。 

若能如此，將能達成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要點

之學習評量結果應用部份所提，教師應依據學習評量結果，分析診斷學生學習狀

態，調整教學內容及活動，並提供學習輔導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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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諮商與高中輔導現場融合之探究 
于正君 

國立斗六高中輔導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現代化的發展，全球化快速進行，使得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交流變得容易，臺

灣使得心理諮商中原本習以為常的脈絡、價值觀與服務體系等方面，需要不斷思

考可能遇到的衝擊與轉變。 

時至今日，後現代主義與多元文化概念的演進，從原本以備受壓抑的族群為

起頭，逐漸走向強調不同個體之特殊性與多元聲音的發聲。也就是說，多元文化

諮商的精神不限於為了弱勢族群出力，而是一種對於身而為人的重視（張建成，

2014）。在筆者的理解裡，習慣將其稱之為「一人一世界」的核心精神，意指我

們都有自己的世界與價值觀，也影響著我們所看到的外界。 

在諮商專業的發展裡，多元文化諮商已成為諮商發展逐漸走向專業化的重要

里程。過往的心理治療理論，看重個體內在的轉變與歷程，認為探索心理內在的

衝突與認知的轉變，可以解決案主的問題並獲得改變。然而，多元文化諮商的出

現，將更多視角聚焦在個體所處環境與文化脈絡的彼此影響，逐漸讓心理從業人

員陪著案主們「走出」諮商室，看見外在文化因素與自身內在因素的交互作用，

而非僅聚焦於自身是問題的根源（Fontes, 2005），亦看見在類似文化下的群體也

同樣面對著相似的困境，可讓案主們獲得普同感，能夠更有動力嘗試創造改變，

提升身心健康的品質。 

對於多元文化與不同聲音的重視，可呼應教育部（2016）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新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強調自發、互動、共好的態度與精神，培養

尊重、合作、主動學習的素養。在此素養導向的概念下，突顯培養師生之接納與

尊重態度的重要性。然而，在學校輔導現場中，筆者不時可見師生們在面對彼此

差異時，所導致的誤會與爭執，卻缺少願意提出並雙方溝通的機會與意願。嚴重

者，容易發生同學間的排擠、師生間的申訴、以及校園內的性別事件等法律事件。 

因此，引領著筆者思考多元文化諮商的核心和 108 課綱的精神必然存在可相

互學習與互利之處，以及多元文化諮商如何在高中的輔導現場落地生根？如何提

供多元學生適切的輔導與諮商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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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諮商之意涵 

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帶動多元文化思潮的產生，逐漸重視個體間的差異，以

及所處時空與環境和個體的交互作用。多元文化主義與心理諮商的結合，使心理

諮商迎來全新面貌，多元文化諮商遂形成諮商專業發展的第四勢力。多元文化諮

商的精神強調環境和文化對個體的影響，舉凡性別、性傾向、社經地位、教育背

景、價值觀、家庭文化等都是多元文化諮商重視的範圍。在 1998 年，Sue 等人說

明多元文化諮商需具備的特色，包括：多元世界觀、包容、尊重、正義與平等、

了解文化脈絡的影響等 11 種內涵，以及心理師需省思自身的態度、知識、技巧

等層面，形成適切的文化介入（Sue, Lin, Torino, Capodilupo, & Rivera, 2009）。 

在輔導與諮商的實務現場，心理從業人員每天都需面對不同的案主，不斷地

考驗心理師的多元文化諮商能力。每個人皆存有自己的文化與家庭等因素所形成

的價值觀，要能夠覺察並調整，以至於可在保有自身觀點的同時，又能夠開放的

與他人討論不同的價值觀，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從 Chao、Wei、Good 和

Flores（2010）的研究可發現，對於提升多元文化諮商之相關知識較為簡單，透

過課程與講座即可達標。然而，要促進多元文化的覺察與態度，則需長時間累積，

且少數族群在覺察的提升較為顯著。因此，研究建議透過完善的多元文化覺察相

關訓練，採用多樣學習方式，增加與不同文化個體的互動經驗，以及深層的自我

反思並與人交流與討論，才能夠促進覺察與擴充自身觀點，並與他人想法產生交

織。此等學習對於主流社群更是需要。 

對於培養多元文化的意識與態度，文化謙卑（Cultural Humility）是一個重要

且值得參考的概念。其內涵包括五個重要概念（Foronda, Baptiste, Reinholdt, & 

Ousman, 2016）：(1)開放：以開放的態度去探索新的想法與事物，此為邁向文化

謙卑的重要第一步。(2)自我覺察：覺察自身的優劣勢、知識、價值觀、行為、外

表等。(3)去自我中心：保有誠實、謙虛、公平與尊重的態度面對他人，屏除專業

角色、權力與位階的不平等。(4)支持性互動：能存有的（being）與他人互動並產

生正向人際交換。(5)自我批判與反思：省思自身的想法、情緒與行為，此為畢生

需要持續思考與精緻化的歷程。 

此概念似乎可與個人中心治療法的概念相呼應，此治療法強調「如其所示」

的看待、同理心、真誠一致的態度並保持正向的回應。然而，在多元文化諮商的

範疇裡，更增添個體的開放與自我反思的歷程。由此可知，在多元文化諮商裡，

除了培養同理心與真誠態度外，強調與不同文化族群的互動經驗，培養尊重多元

聲音的精神亦是關鍵核心，如此才能有機會看見每個人的特色，使彼此活出原本

該有的樣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52-157 

 

自由評論 

 

第 154 頁 

三、多元文化諮商於高中輔導的現場 

高中階段是青少年充滿活力與培養人生態度的重要過程，也是尋找自我與建

立自我認同的關鍵時刻。在素養導向的教學概念裡，強調教師需引導學生思考、

創造、彼此合作、透過問題並找尋自身的解決方式。藉由此過程，促進學生逐漸

形成穩固的自我概念，建立友善支持網絡，了解自身優劣勢並能有所發揮（教育

部，2016）。也就是說，在高中階段，輔導教師致力於陪伴學生找到自身的目標，

走在期望的方向，能夠與他人培養良善互助關係，以達到共好的終極目標。 

然而，在實務現場裡，時常可以看到高中生因過度強調自身觀念的重要性，

拒絕他人想法，傾向站在指責和排斥的態度，形成爭鋒相對的局面，甚至容易嘲

諷或攻擊較為弱勢群體的學生，包括：陰柔特質、內向寡言、課業成績不佳、奇

怪偏好或行為、新住民、原住民等，最終演變成師生或同學間的排擠與衝突

（Bettner, 2020）。再者，時代與科技的日新月異，青少年可接觸新資的管道眾多，

在許多誘因的刺激下，易使其沈溺其中，形成獨特的次文化現象，包括：偏差行

為、網路或手機成癮、拒學等狀況（吳昭儀，2009），此些情形易形成師生與親

子間的壓力點。 

由此可知，面對青少年的獨特文化，需要在校園中建構多元文化諮商的精神，

以期能達到包容與尊重的校園氛圍。然而，在校園中推廣多元文化諮商概念實屬

不易，時常感覺隔靴搔癢，難以評估師生對此些概念的認知與執行狀況。在輔導

與教育的現場，輔導教師是提供關心、陪伴、教育、示範的重要角色，王千倖（2007）

發現在班級經營中，藉由漫畫、繪本、電影等多元媒材，可適切的引導師生間討

論與分享，培養教師的多元思考與批判，提升尊重多元價值觀的態度。因此，為

了促進友善校園氛圍與建立相互尊重與傾聽的人文素養，多元文化諮商的信念對

於高中的輔導現場應可發揮不錯的功效。在協助學生們培養同理心的同時，也透

過持續覺察與反思的過程，建立溝通的意願與管道。 

以下筆者嘗試思考與整理多元文化諮商之概念於高中輔導現場的實施與運

用。分點敘述如下： 

(一) 課程教學方面 

在高中教學現場，輔導教師需協助生涯規劃課程，順應 108 課綱內涵，包括：

探索學習、自我形塑、德行養成、素養陶冶、職業準備、社會參與等六個向度。

以此搭配素養導向的教學與學習，輔導教師可透過課堂引導，協助學生針對議題

進行討論與分享，鼓勵學生可勇敢的站於台前、拿起麥克風並表達自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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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課程包含自我生命經驗、生涯價值觀、家庭文化因素、社會與教育

資源等內涵，需要使用較多時間與學生們共同激盪。因此，巡迴咖啡館的討論方

式，對於促進學生們了解彼此觀點是個具實用性的教學。藉由與學生們討論生涯

選擇的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社會地位、薪水、升遷、貢獻性、冒險與

穩定等，再透過循環換組的分享，促進學生們了解彼此的觀點，以及多元的家庭

價值觀而評估不同的利弊得失（Sue et al., 2009）。 

透過不同觀點的激盪，主要在引導學生覺察自身觀點的文化背景因素，以平

等與尊重態度看待他人的想法，而不是以弱勢與偏差的概念在思考人我間的差異

（張建成，2014），保持開放態度，持續的思考各種因素對生涯抉擇的影響，找

出自己的亮點。在教學中，也可透過職業訪談活動，鼓勵學生間彼此討論出訪談

問題，主動與感興趣的職人聯繫。藉由實地訪談，促進學生與職場文化的沈浸體

驗，也透過與職人的對談，強化學生對該職業的認識，亦將自身與職人的價值觀

進行來回對話，皆是促進文化接觸機會的適切時機（Alexander, Kruczek, & 

Ponterotto, 2005）。 

多元文化諮商概念與教學課程的結合，可引導學生探索自身文化與價值觀的

影響，促進學生表達與傾聽自己與他人的觀點，學習包容與接納的尊重態度。與

課堂活動的結合，可以促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交流與體驗，透過過程中的合作以

及不同意見所激發出的火花，嘗試創造與創新。 

(二) 師生輔導方面 

在學校的輔導實務中，輔導教師需時常面對與傾聽和溝通有關的議題，尤其

以人際關係與衝突的議題最為顯著（Bettner, 2020）。除了理解學生的感受與難過

外，同時也是陪伴學生學習和理解自我與他人，達到良善溝通的互動關係。 

多元文化諮商可妥善的運用在與學生的輔導歷程，文化生態圖即是一個可以

適切應用的介入技巧（Shellenberger et al., 2007）。此技巧強調透過與案主以合作

方式共同繪製出文化觀點的生態圖，重視各系統間存在的文化因素對案主的影響

及互動，包括：性別、年紀、價值觀、歧視、權力等，旨在促進案主對自我狀態

的覺察，思考自身與外在文化環境間的關係，亦可透過繪製他人的文化生態圖，

達到理解他人的效果。 

筆者在輔導學生之人際衝突與家人溝通時，常會與學生共同繪製文化生態

圖，主要目的在透過身體動作與創意思考，引導學生轉換不同角度探討內外在因

素對自身的影響，促進自我覺察；亦可透過繪畫他人的文化生態圖，使學生更清

楚地發現彼此的不同立場以及原因，建立文化謙卑態度，結合角色扮演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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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互相理解。此可映照郭靜晃、邱貴玲與賴宏昇（2021）的研究結果，青少年

有屬於自己的次文化，當家庭的教養文化能有效與青少年對話並提供支持時，對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顯著相關，且可促進自我堅毅力，更有力量克服日常困境。

因此，多元文化諮商的文化生態圖不僅可以促進學生間對彼此文化的理解，透過

與學生的對話與討論，同時也增進教師與學生間的文化交流，亦可以此協助學生

找到與家人溝通的方式，提升歸屬感（曾貝露，2020）。 

透過文化生態圖的繪製，結合動態與視覺化的呈現，增添諮商過程的體驗層

次，有助於建立諮商關係，且視覺化的具體展現，可以使得諮商方向更加明確。

多元文化諮商強調共融的精神，尊重他人的世界觀，用多元且彈性的介入，促進

學生對自我的探索與了解，進而培養平等與尊重的人文素養。 

四、結語 

多元文化諮商的態度在於強調每個人都有保有自身觀點與文化的理由，與此

同時也需要培養好奇、了解與尊重他人文化的修養。在努力尋找與建立自我認同

的青少年階段，需要提供青少年更多的文化體驗機會，嘗試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學習與不同觀點的人溝通，如此才能培養多元且彈性的視野，與人建立良好的合

作關係，形塑文化謙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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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學校使用桌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提升人際適應能力 
曾妏瑾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學校是人際互動頻繁的小型社會，但由於身心障礙學生擁有與眾不同的身心

特質，使得他們在社交場合、人際適應方面有不同於一般人的困擾。有時學校為

了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的適應問題，會近一步設計許多活動來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

社交互動能力。 

二、桌遊的盛行與應用 

臺灣坊間有越來越多桌遊主題餐廳興起，店家標榜桌遊有助益智潛能開發以

及休閒的功能，事實上大部分的桌遊可歸類為規則性遊戲，規則性遊戲對參與者

的社會化發展有其助益，王芯婷（2012）在其研究中曾提到桌上遊戲中的規則性

具有社會性意義，包括輪流等待、共同制定與遵守的規則、符合團體規則下的競

爭或合作，以及能力展現。也因為桌遊具有方便性及彈性，不少家長會購買桌遊

當作娛樂，許多教師也選擇將它應用在課堂中，Crews（2011）提到遊戲可以促進

批判性思維和問題處理，而桌上遊戲提供機會讓學生可以應用他們學習到的概

念，透過與課程搭配的遊戲，教師有機會在讓學生玩遊戲的同時培養學生的各項

能力。 

三、身心障礙學生人際適應困擾 

現行臺灣推行融合教育，融合教育結合不同類型、不同障礙程度的兒童，進

入普通班教育環境中，所有學生以相同標準安置（張如杏，2018）。也因為與普

通生同儕有大量的接觸機會，擁有特殊身分者更容易在社交上多一份膽怯，根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身體病弱（health impairment）的孩

子罹患疾病、體能衰弱、需要長期療養，他們的身心狀況也會影響學習活動，而

除了因疾病影響學習活動的特殊生外，部分學生是因自身障礙而限制其發展社會

技能，例如智能障礙（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為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

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嚴重困難者；自閉症（autism）是因神

經心裡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

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這些孩子都需要有更多促進互動的機會。 

另外，情緒行為障礙（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impairment）的學生，長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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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此類學生包含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因其擁有與眾不同的身心特質，使得一般人大多不會主動與其接觸，

也因此他們的在校生活相對較封閉，人際方面的碰壁也較一般生多，是故教導社

會技巧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 

一個人的人際適應好壞與其是否能妥善運用社會技巧息息相關，此種在人際

情境中與他人交往的能力，即是社交技巧（social skill）（Argyle, 1983），對個人

的生活、適應與學業發展有重大之影響。同儕接納的觀點認為，社會技巧是指可

以讓他人接納或歡迎的行為；行為的觀點則由行為習得的原理，解釋社會技巧是

指可以增進個人獲得社會增強及減少受懲機會的行為；由社會效度所定義的社會

技巧則為可以改善個人與他人關係的行為（洪儷瑜，2002）。而關於學生參與社

交活動及人際適應的情況，林寶貴(1997)提到當人面臨新環境時總是會有新的適

應考驗，而身心障礙學生可能因為障礙的原因，使得適應問題更為明顯。 

四、學校使用桌遊輔導學生的實例 

許多學校老師會將桌遊設計成團體或個人的遊戲，藉此與學生培養感情，進

一步達到教學或諮商的目的，桌遊若是運用得當，可幫助參與者學習課程知識或

社會技巧，且有助於生理、心理及社會的全面發展。 

在教學現場案例中，鄭蕙萱（2022）將桌遊融入於團體輔導的方案，在桌遊

的挑選上，根據學生的認知能力挑選、適時簡化較困難的規則以利進行，從開始

期建立安全感與信任關係，到結束期時成員能給予彼此回饋與肯定，嘗試把在團

體中的學習與收穫帶入生活中。由上述可知，桌遊能依據學生特質、程度不同來

改編玩法，或是做多種用途，桌遊進行時，會與同儕產生大量的互動以達成遊戲

目標，且比起傳統的學習方式，桌遊更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尤其是易在學習上感

到挫敗或是專注力不足的特殊生。 

而關於運用桌遊教導或輔導特殊生的實例，許珮芸（2008）在其研究中設計

一套適用於國小 ADHD 兒童的紙盤遊戲，探討紙盤遊戲團體方案對國小 ADHD 

兒童不適應行為的輔導效果，發現對降低國小 ADHD 兒童的過動程度具有顯著

的輔導效果。辜詩婷與洪榮照（2016）自製及改編市售的桌遊，融入高職選擇性

緘默症學生的社會技巧課程，盼提升其溝通能力，研究結果顯示該生眼神接觸比

率有明顯提升，也開始嘗試肢體回應與表達，顯示桌上遊戲對其表現有正向的影

響力，可以提升其與人互動的意願。鄭慶俞（2022）以桌遊帶領學生了解合宜的

團體人際互動，用具體、淺顯易懂、舉例的方法教導智能障礙學生，幫助其了解

何謂職場性騷擾。桌遊能夠如此盛行並廣泛被使用在學校、家庭之中，代表其有

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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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綜合上述，運用桌遊來配合課程的進行或是諮商、輔導有需要的個案是常見

的做法，而桌遊的種類眾多，同一種遊戲也能夠彈性地制定不同的規則、使用不

一樣的玩法，因此桌遊不受限的特性能促進不同的輔導效果，針對各類個案進行

一對一或一對多的教學、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普遍存在社交困難情形以及人際適

應問題，本文希望能達到呼籲、關心的效果，為學校教師將來運用桌遊作為輔導

諮商之媒介時提供參考及建議，能透過本文來了解桌遊的實用性，及其運用在教

學、輔導諮商領域的作法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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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心連結—以藥癮家屬課程為例 
黎士鳴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孟繁嘉、陳瑞塘 

社團法人臺灣露德協會洄瀾減害復元中心社工 

 

一、前言 

根據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係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

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並將毒品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

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常見的第一級毒品為海洛因、嗎啡、古柯鹼等；第二級為

大麻、安非他命等；第三級為 K他命、喵喵等；第四級為佐沛眠與麻黃鹼等。110

年學生藥物濫用通報統計人數中，以第二級毒品為大宗，第三級毒品（K他命等）

次之，然而第三級毒品比率卻由 109 年的 41%提升至 110 年的 45%，而小於 19

歲之藥物濫用個案，亦以施用 K 他命為多數（40.7%）（衛生福利部，2022）。顯

現出當前校園毒品問題逐漸增加，特別是二三級毒品之防治需要特別之關切。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暨輔導作業流程，

一級預防以「教育宣導」為本，減少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子，培養學生正確思

考、拒絕毒品誘惑之能力；二級預防以「清查篩檢」為本，早期發現、早期介入，

進行特定人員篩檢工作；三級預防以「春暉輔導」為本，以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

自行坦承或遭檢警查獲的學生為主要對象，結合醫療資源協助戒治。校園內三級

預防對於毒品問題有阻嚇之效果，但對於使用者的成癮問題，需要考量創新的防

治策略，如：親近自然等心理健康促進策略（蔡婕妤、黎士鳴，刊登中）。 

對於青年學子的毒品問題，除了個人的心理議題以外，家庭功能亦在其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參照矯正機關 2012 年頒布的監獄毒品犯戒治輔導計畫，將原

有的個體矯正處遇內容擴大為家庭支持方案，除了強化家庭資源外，更期許透過

家屬衛教、親子家庭日、家屬團體、家屬諮詢等多元方式讓毒癮收容人在監所期

間有機會修復家庭關係且增加良好互動，增加家庭之保護因子，減少復發之可能

性。面對校園藥物濫用之問題，除了原有以學生為本的三級預防模式，更可延伸

到家庭教育，將「家庭」作為保護因子之一環，以有效預防復發。本文針對家庭

功能與毒品議題進行論述，並以某藥癮者的家屬陪伴課程為例，經由理論與實務

經驗之整合，針對校園毒品議題的家庭教育提供建言。 

二、家庭功能 

家庭對個體的學習發展、自我概念以及社會化具有深刻的影響，特別對於成

癮行為家庭更是扮演著關鍵角色（蔡震邦、鍾孟惠，2018），面對當前校園的毒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62-166 

 

 

自由評論 

 

第 163 頁 

或社會的藥癮問題，家屬的教育是不能忽視的一環。蔡佩眞（2019）提到，社會

對子女吸毒被視為父母教育的失敗而讓家長成為被譴責的對象，難以得到社會諒

解與友善對待，因此藥癮者的家庭是隱性的受害者。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以下簡稱 UNODC）在 2009年便已公

開揭示，在藥物濫用的議題上，家庭因素可以是保護因子也能成為風險因子，就

如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概念，因此如何建立家庭間的正向連結成為保護網，以

預防下次的復發將是重要的課題，研究發現藥癮者家屬支持團體具有特殊凝聚力

以及團體效能提供知識性的學習，有效的取得社會支持，以及能夠向外尋求資源

（李慧芳、葉慧儀，2023）。對於家屬的培力內容可包含：(1)成癮行為的誘發因素、

(2)重建家庭正向關係、(3)改善溝通與衝突技巧、(4)提供預防復發策略 （Wolfling 

et al., 2013; Kuss & Pontee, 2019）。家屬教育可透過了解成癮行為、改善家庭氣氛、

促進家庭正向溝通等主題，以達到預防復發及預防再用之三級預防效果。 

三、案例分析 

參照藥癮家屬課程需求與成員特性，本次課程透過非結構的團體互動模式，

以親近自然為主軸透過多元化課程與體驗學習，來重建家庭間的新(心)的互動模

式。課程參與者涵蓋隔代、家長、手足、同性伴侶等多元的藥癮家庭，原定課程

海葵颱風來襲，課程增加一日風雨同心，課程進行方式如下表 1： 

表 1 家屬心連結課程 

主題 內容概述 成效 

第一天 相見歡（考量成員工作需求，晚上開始課程） 

健康餐敘 

於活動場地之廚房進行 90 分鐘共

廚與聚餐，餐敘加上健康飲食衛教

的方式來破冰，讓家庭成員有新學

習。 

家庭成員對於共廚成果的驚嘆與自

在用餐的舒適，創造與以往過去不

同共餐經驗。 

安心自在 

餐後在客廳享受 60 分鐘之品茶時

光，透過正念飲茶與玫瑰花的香氣

來推展安心之效能。 

睡前透過心理師的引導帶領，利用

玫瑰花茶的香氣與放鬆的感受，讓

大家今晚有個好夢。 

第二天 親近自然（利用周末假期創造學習兼休閒之生活） 

親近自然 

以池南森林遊樂區為場域進行 120

分鐘親近自然之旅，帶領藥癮家庭

一起享受森林浴與認識池南林場文

化。 

好久沒有一起出去走走了，透過親

近自然的森林來改變原有的藥癮家

庭假日生活型態。 

聚餐活動 

藥癮家庭往往因為社會汙名化而困

在自身的家庭中，故邀請成員到市

區的某餐廳進行 90 分鐘家庭聚餐。 

藥癮者與家人輕鬆自在的在外用

餐，透過走進社區重新感受社會的

溫暖與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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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傷止痛 

藥癮與疼痛議題環環相扣，邀請疼

痛科醫師透過 120 分鐘的課程認識

疼痛與醫療。 

面對疼痛有更多的心理覺知，家屬

用更同理方式更加理解藥癮身心之

痛。 

夕照漫步 

邀請成員至吉安鄉的村莊散步 120

分鐘，透過傍晚散步來增加退黑激

素方便好眠。 

一路走來彼此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透過分享與探險更加認識這個小村

莊。 

生命故事 

利用小團體（60 分鐘）在飯後的客

廳進行生命故事之分享，在其中透

過尊重與理解來促進彼此連結 

原定的一小時分享變成一場生命歷

程的回顧，時光倒流大家都忘了已

經進入了午夜。 

第三天 颱風日（原定本日結束，因颱風多留一天） 

風雨同心 

颱風來襲顧及安全，大家多留一天，

也創造一個共同的額外假期，在風

雨中規劃簡單且幸福的一天。 

透過討論規劃 KTV 歡唱、電影欣賞、

創意午餐、生涯分享、健康泡麵共度

颱風日。 

第四天 返家計畫（考量安全性工作人員協助返家） 

安心返家 
心理師親自護送家屬回家，陪伴與

了解其生活脈絡 
風雨中，同車共濟安心返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次課程以心理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中的親近自然為基礎，將健康生活型態與

正向教養態度融入藥癮家屬教育課程。透過心理師與社工師的團體引導，以體驗

與實作為核心，帶領藥癮個案之家長與個案間發展心連心的親子關係，並且學習

採用健康生活型態為預防藥癮復發之策略。如同成員所述：「整體來說，謝謝承辦

單位規畫這種活動，讓藥癮者有人可以認真且真誠的陪伴協助，謝謝你們這麼友

善的照顧，善的循環，我相信會越來越好。」以 1-10 分之幸福指數進行課程前後

測評估發現，幸福感有明顯的提升（T=-3.22,P<.05），另外新自我實現模型

（Maslow2.0）為成效檢視（張馨方，2021），發現課程後成員之安全感 8.22 分、

人際連結 8.00 分、自尊 8.22 分、探索 8.22分、愛與歸屬 8.67 分以及人生目標 8.11

分，可以發現愛與歸屬在本次課程中的分最高，且其他需求皆高於 7分以上，顯

現出本次課程可滿足多層次的心理需求，其中與家庭關係之愛與歸屬成效最佳。 

三、結論與建議 

傳統的藥癮家屬課程大多著重在知識面教導（如：毒品危害或成癮議題），

對於藥癮家屬而言，這些相關知識過於生硬難以吸收，甚至可能會因此產生家長

與孩子間對立。對於藥癮家庭而言，由於成癮行為改變需要長時間的陪伴以及專

業的介入（蔡倢妤、黎士鳴，2023），因此對於家屬課程需要更多的情緒支持與

技巧演練，重要的是創造正向的家庭經驗與親子關係再連結（黎士鳴、林義傑、

蔡宗延，2021）。本次家屬課程採用親近自然為基礎，透過共餐、共享、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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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與同行等多元模式創造家庭間的正向經驗，並且軟化的原有對立與衝突的家

庭氣氛，在課程中有以下三大發現： 

1. 負面的家庭互動是復發的危險因素 

面對曾經使用毒品或者成癮之個案，家屬對於孩子的態度往往會有先入為主

的想法：「是否又在偷偷用藥？」而這樣的擔憂與猜忌往往造成雙方的負面互動

與負面的氣氛，而負面家庭的氣氛又是毒品使用的危險因素，因此如何修正家庭

間的負面互動是改變成癮的重要關鍵元素。 

2. 疏離逃避的態度是社會距離的起因 

在課程中，可以發現還沒有辦法面對孩子或家人有毒癮或相關問題的家屬匯

處與逃避時期，在逃避時期的家屬與他人的互動也呈現較為疏離。不難想像，毒

品或藥癮問題是一個具有社會汙名化的議題，當家中有個毒品使用的小孩，該如

何面對社會的歧視與指責，也是家長的心中的痛，也自然產生與他人的社會距離。

透過聯繫活動，自然的引導促進家庭與社區的連結將是改善社會距離的良方。 

3. 缺乏健康生活型態是戒癮歷程障礙 

根據成癮行為改變的 3M 理論，改變成癮問題的關鍵在於建立健康生活型態

（蔡婕妤、黎士鳴，2023），由於許多藥癮家庭因為社經地位或生活環境因素，

長期缺乏培養健康生活習慣之契機，透過家屬聯繫活動來形塑健康生活型態將是

一個重要的任務。 

針對藥癮或高風險家庭教育提出以下的建議： 

1. 學習正向鼓勵之教養態度 

成癮行為之「癮」其字義為將心理議題或疾病”癮藏”在物質使用的行問題中，

因此面對毒品使用者或藥癮者若採指責之態度將會加深其內在的傷害，透過家庭

教育引導家長採用正向鼓勵的教養態度，鼓勵正向行為的產生自然可抑制負面行

為的出現，創造正向家庭互動減少復發之可能性。 

2. 增加家庭親子間正向體驗 

家庭氣氛與毒品使用問題息息相關，許多藥癮家庭或弱勢家庭缺乏正向的親

子互動經驗，透過課程由老師的引導來創造正向的親子經驗是改變家庭氣氛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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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如本次課程中的餐敘、品茗、健走等活動都是促進親子正向經驗的策略。 

3. 共同培養健康之生活習慣 

健康生活習慣的養成需要培養，透過系統性的課程，以體驗式學習來引導家

長與孩子共同學習健康生活型態，如：本次課程的健康飲食、親近自然等，另外

針對個案相關的健康議題，透過醫師的講座來提升相關醫療知識，有利於改變其

舊有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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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下補教業經營困境之探討 
許美蘭 

南臺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研究生 

陳信豪1 

南臺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的使命是為了創造未來，教育改革（以下簡稱教改）不僅是社會發展關

鍵之一環，也攸關著每個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我國為了增強整體的競爭力，行政

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年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教育部於 2019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2020 年發布「中小學

國際教育白皮書 2.0」，教育改革強調「解放教育，樂在學習」，其核心理念在於

尊重孩童多元智慧的發展，紓解學童學習的負擔，讓每位學生都能自然、快樂地

學習，同時減少額外的課後補習時間，以便專注追求自己感興趣的學習領域（于

正熙，2022）。然而，實際上補教業隨著教育市場的需求不斷增長，據全國短期

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資料顯示，截至 2023 年 10 月之補習班數量為 17,487 家，

相較於 2019 年之 17,259 家，增加了 228 家，補習班之存在彌補了學校教育無法

提供的額外的學習機會與資源。 

在臺灣的教育體系中，補教業的角色除了協助學生複習學校課程或提供超前

學習，同時必須兼顧學生和家長在各方面的需求（黃芳俞，2021）。因此，補教

業發揮其存在的意義，更展現出在教育體系中之重要性，同時亦面臨著諸多的困

境與挑戰。 

二、補教業對臺灣教育之影響 

研究者親歷幼兒園教學場域發現，學童參與課後才藝課程的現象相當普遍，

單一學童一週參加二至三項才藝課程者不在少數，而學童似乎已經習慣這樣的學

習安排而樂在其中；對於幼兒園的孩子來說，學習就如同是遊戲，因為考試的壓

力尚不明顯。而當學童離開幼兒園步入國小階段之後，補習班似乎就成為替代課

後學習之場所，成了大部分的學童放學後都會去的地方。 

張稚曼與姜得勝（2012）研究中指出，64%的學童在升上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就會開始參加課外補習，隨著課業壓力的與日具增，眾多的才藝科目就得面臨取

捨。補習，今日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現象，有些人認為補習班的存在是為了彌補學

校之不足，加上臺灣的家長仍普遍存在著「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現象，

                                                

1 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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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贏在起跑線上。然而，補習的風氣只盛行於臺灣嗎？其實不

然，補習已是全球的趨勢，檢視各國課外補習的普及程度數據，依照中學生補習

比率來看，最高依序為俄羅斯、南韓、上海、新加坡、日本及波蘭，接著為排名

第七的臺灣，有將近 70%的中學生每週都在補習（周玉文，2021）。 

對於學童是否參加課外補習這件事，家長具有相當大的決定權，「家長主動

安排」為學童參與課外補習的主要原因之一（張稚曼與姜得勝，2012）。 

補教業對臺灣教育的影響是一個複雜且廣泛的議題，所涉及的層面包括學

童、家庭、學校和社會等，敘述如下： 

(一) 課業競爭之壓力 

補習班提供了學生額外的學習機會和資源，幫助他們更容易掌握學科知識。

但是，過於競爭的臺灣補教市場，造成學生在學業上面臨很大的壓力，為了追趕

補習班的超前進度取得優異的成績，可能導致學生過度焦慮和壓力，影響其心理

健康。 

(二) 教育的不平等 

隨著補教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學習機會，但這也意味著資源不均。

只有家庭擁有足夠經濟資源的學生才負擔得起昂貴的補習課程，這可能造成學術

成就和學習機會的不均等，無形中加劇了教育不平等的問題。 

(三) 教學質量不均 

儘管有一些高品質的補教機構，但也存在一些質量參差不齊的情況，如同楊

儒晟（2022）研究顯示補習班老師在性別比例、年齡分布、教育程度、教育學程、

教師證、平均年資與工作時數上都有明顯的差異。有些補教教師可能只注重應試

技巧，而忽略了深層次的學習和創造性思維，這可能對學生的整體教育造成不利

的影響。 

(四) 學校教育價值的忽視 

補習教育可能分散了學生和家長的注意力，導致他們過度依賴補習班，而對

學校教育的期望降低。學生可能因此更關心補習班的課程而忽略了學校教育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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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補多成反效果 

補教機構通常用來填補學校課程中的某些不足之處，提供學生額外輔導或習

得專業技能。但是，當前幼兒園和小學生的才藝補習現象已經過度氾濫，導致家

長和孩子之間共處時間減少，學校教師的教學補救計畫受到影響，家庭經濟負擔

增加，以及孩子忙於補習而缺乏自主學習的機會（蕭子喬，2019）。 

以上論述可以得知補教業與學校的關係是具有多面性的，兩者可以視為互

補、競爭或輔助的關係，全取決於個別情況和需求。學校教育和補教業兩者之間

應能互相協調，以確保學生獲得優質的教育，同時減輕學業壓力，進而減少教育

之不平等現象。 

三、當前補教業經營之困境 

臺灣補習班的生態相當堅韌且具有高度的彈性，雖然歷經疫情的衝擊也幾乎

都能順利度過。目前，補習教育市場已相當飽和，未來再加上少子女化衝擊，預

估往後幾年勢必還會再出現一波歇業或轉型潮。事實上，家長願意在孩子身上投

資的金額愈來愈高，因應此社會環境的轉變，補教業應能順勢改變經營方向，不

再只是單純表面的技巧競爭；強化補教業組織內部之專業特色與貼心服務，增強

本身的核心能力以獲得家長的「信任」，多角化的經營才能創造出更高價值（楊

儒晟，2022）。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順應市場需求之經營者，就可得到更大的商機，跳脫

不出框架之經營者，則將會被進化中的補教市場所淘汰。當教育產業朝向多元化

發展，只著重於教好學科之傳統補教機構，未來可能會面臨淘汰的風險。現今，

臺灣擁有一萬七千多家補教機構，正掀起一波購併熱潮（李雅筑，2020）。補教

業轉型勢在必行，而轉型時經常面臨之困境如下： 

(一) 設備成本增加 

租金與設備經費是經營補教業最大的支出，隨著全球逐漸步入後疫情時代，

人們的消費習慣產生了變化，儘管疫情已趨緩，但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學生已經習

慣採用遠距的學習方式上課。根據教育部提出的「促進中小學數位學習提升計

畫」，推動全國中小學 1 年級至 12 年級的全面數位學習提升計畫，以實現「班班

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的目標（行政院，2021）。因應教育環境的改變，過去補教業

受限於地理位置和規模大小，數位轉型的速度遠遠落後於時代趨勢。然而，這場

疫情迫使補教業者在管理、行政和行銷方面進行數位轉型，教學的數位化也成為

其中一個關鍵焦點。於此，補教機構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含括人力培訓），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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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提升技術（包括教學內容、品質和安全性），以拓展教育市場。此外，網路

教學方式可能對學生的學習效果產生影響，因此對於教學內容更應謹慎的規劃。 

(二) 出生率降低 

臺灣目前少子女化的嚴重程度已經是全球數一數二，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22

年的統計數據，由於經濟壓力大和高育兒成本等因素，全球人口出生率以臺灣的

排名最低，新生兒人數僅有 13 萬 8,986 人，首次低於 14 萬人。儘管政府一直在

推出生育鼓勵政策和提供補助措施，但低薪資和高生活成本的問題仍然讓許多育

齡婦女望而卻步（魯皓平，2023）。少子女化的問題目前很難快速獲得解決，對

應在補教產業上，就會出現同一個學區中的實體補習班，能夠招收的學生數量越

來越少的情況。 

(三) 潛在競爭壓力 

補教機構近年來持續成長，加上「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的推行，社

會大眾對英語的需求若渴，全英語補習班業者搶進補教市場，潛在的威脅競爭，

促使補教業經營者，被迫不得不開非其所長的其他才藝班，藉多元化經營的方式，

以減少學生的流失和開拓新市場，以期提升經營績效。 

(四) 市場的需求改變 

自 2019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08 課綱）引入了重大變

革，多元入學制度引發了部分家長擔憂會影響子女的升學機會，致使更多家長願

意花費更多金錢來支出補習教育。潘乃欣（2022）指出，許多私立中學已轉而選

擇以國小成績、競賽表現、服務學習經驗和口試等多元方法來挑選學生，取代傳

統的筆試入學，補習班業者對於如此的轉變，於課程的設計上必須多加著墨，以

滿足家長對子女教育不斷演變的需求，進而適應私校招生方式的轉變。 

根據以上分析，只要社會仍然高度重視升學，臺灣的孩子們無疑要面對著相

當大的學習壓力，補教業勢必持續發揮輔助學校教育之功能，如影隨行地緊隨著

教育政策的步伐前進。 

四、對補教業經營之建議 

教育政策的改革引起了家長和學生的不安情緒，而這情緒反映在對補習教育

的需求上。根據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2019 年底公布的調查，臺灣名

列為最害怕失敗的國家，遠高於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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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李雅筑，2020）。面對家長和學生的恐慌，補教業必須因應教育

市場的需求，以滿足學生學習上的期望。面對教育環境的變化及社會的變遷，研

究者對補教業經營之建議如下： 

(一) 教育品質優先 

擁有優質的教育品質，經營才能永續。制定有利學生的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

持續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鼓勵創新的教學方式，以滿足學生的需求為目標。 

(二) 多元化課程 

隨著 108 課綱賦予學生更多的學習彈性，補教業應著力開發「核心素養」、

「跨領域學習」、「閱讀理解力」等多元的課程，以滿足現今教育政策下不同學生

的學習需求和學習風格。 

(三) 多樣性的課程型態 

課程方面可提供個別指導、小組教學、線上課程等不同安排，以提供更多選

擇性和靈活性。教學創新方面，相較於以往的紙筆講義，透過搭配圖片、影音、

網路資源輔助教學，更能強化學生的學習認知以及提高學習動機。 

(四) 合規經營 

補教業應遵守所有相關的法律和規定，確保擁有必要的許可證和資格，以避

免產生法律上的問題。 

(五) 留意社會與政策變化 

後疫情時代的來臨、日益嚴重的少子女化、家庭結構的改變，以及教育政策

不斷的推陳出新，補教業更應密切關注教育時事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以適應新的

趨勢和需求，調整課程與經營策略。 

(六) 建立品牌 

品牌形塑的重要性關係著與競爭對手的差異化以及顧客的認同感，不僅有助

於建立學生和家長之間的信任，更可吸引更多的客源，強化補教機構的價值觀和

教育理念，成為可靠的識別標誌（洪詩喬，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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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數位化轉型 

政策的變革是危機抑是商機，隨著疫情後消費型態的改變、資訊科技的不斷

發展，新型態的教育產品和服務應運而生。具前瞻性的補教業者透過雲端教學、

網路直播、遠距教學等方式，順應時勢的變化創建出各種不同的商業模式，提供

教學服務。他們需要具備提供個人化學習途徑的能力，不再僅限於傳統的提供答

案，而是轉向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學習，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再者，數位化教

學具有時間彈性、學習方式多元，以及價格實惠之優點，日漸受到學生和家長的

歡迎。透過數位的轉型，補教業者可望將危機化為商機，擴大招收過去招收不到

的跨區學生，讓學生數在困境中不減反增。特別是新成立的補習班應善用科技輔

助教學，達到人力精簡但品質不減的營運效率以搶攻市場（陳姝蓉，2023）。因

應教育市場的需求，補習班的數位化轉型是一個必經的過程，也將會是下一波補

教業教學型態變遷的新趨勢（楊戎真，2021）。 

(八) 締結合作夥伴關係 

1. 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補習現象的普及已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議題之一，補教業者可建議政府共同

合作並簽訂契約規範，與當地學校建立合作關係。透過政府的監管和引導，能夠

平衡補教市場的競爭，以確保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讓所提供的服務更能符合社

會的整體利益。對學校而言，補教機構能夠提供更多元的教育資源，若能與學校

的課後輔導相結合，有助於達成差異化教學的目標。此外，師資質與量的提升有

助於緩解教育現場人力短缺的問題，使學校教育能夠得到支援，並讓學生的學習

變得更加多元，這將有助於提升補教業在社區中的地位，進而發展為準公共化的

模式。 

2. 結盟幼兒園 

幼兒園是孩子最初離開家庭、獨立學習的起始地，若從幼兒園階段開始提供

熟悉的環境和認同的師資，對招生率的提高有一定的幫助。與幼兒園合作，主動

提供完整的安親課輔和專業英語課程，這對於之後步入小學階段的孩童來說，省

去重新適應新環境的挑戰，對家長來說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3. 與課後照顧中心整合 

當擁有相同的目標客群時，英語課程和安親課程之合作可降低行政及租金上

的成本、減少家長接送的不便性，以及在安排加強及補課時間規劃上具彈性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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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近年來家庭型態的改變，雙薪家庭、隔代教養、新住民及單親家庭逐漸增多，

導致補教和安親的界線逐漸模糊，家長對於補習、安親的需求也逐漸增加。補教

機構開始實行複合經營或免費提供安親服務，形成「補教安親化」之現象（黃芳

俞，2021）。曾煒傑（2022）對於新增課後照顧類的選項納入短期補習班之規範

範圍進行意願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六都的家長有 85.9％同意整合。 

4. 跨領域聯盟 

實施 108 課綱以來，隨著素養教育的不斷深耕，考試題目也開始融入更貼近

生活的素養題型，在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培養上，轉而採用跨領域和實作方法的學

習方式，補教業可嘗試與各項專業領域之學習機構聯盟，展望教育新風貌。李雅

筑（2020）指出臺灣最大線上教材商三貝德數位文創，一家擁有超過六萬名學生

的大型補教機構，教材從幼教到高中，透過跨領域聯合多所大學舉辦高中生機器

人營隊課程，並於結訓後頒發證書，協助學生們探索興趣。三貝德公司魏總經理

表示，「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學生現在需要更具彈性和多元化的上課時間

和內容，而這需要透過聯盟合作來實現。」 

現今的臺灣社會，補習教育的功能除了填補學力上的缺口，也提供了學生學

習特定專業知識的途徑。由於補教市場的競爭性，在努力控制人事成本的同時，

無形之中擴大了補習班服務範圍。促成了「補教安親化」的趨勢，也加劇了親職

外包的現象，使得補教教師的角色不僅是學術教練，同時也兼任學生心靈的導師，

並成為家長傾訴教養煩憂的傾聽者，協助修補親子關係（黃芳俞，2021）。 

目前教育改革帶來了機會和挑戰，對補教業經營者而言，關鍵是適應變化、

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同時確保合規經營並與學校和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

係。 

五、結語 

在臺灣，補教業可以形容為一個龐大且持續成長的產業，特別是隨著教育環

境的演變和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日益重視，補教業的需求持續增加，市場變得更加

多元化。教育改革是社會的共同責任，基於這種責任感，林忠正與黃璀娟（2009）

運用博奕理論（game theory）中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模型指出提高

升學錄取率無益於緩解補習風氣或升學壓力之補習現象。儘管補教業面臨諸多挑

戰和問題，但我們應該適應時代變化，根據自己的特色與規模，逐步進行一定程

度的數位轉型，並尋找更具差異化商業模式，同時也應該著力於學生的學習成效

和教育品質，以提高補教業在社會中的形象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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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教育與學校教育兩者之間如影隨行，我們應該以平和的態度面對升學壓

力和補習文化、積極思考和運籌帷幄，同為教育齊力並行，創造出嶄新的教育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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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運用於軍校性別教育的 

課程發展與成效分析 
嚴巧珊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性別教育一直被視為應對性別不平等的重要手段，教育推展也被期待能轉化

性別不平等的刻板規範，同時讓學生覺察生活中的權力關係、壓迫、歧視等各種

現象。為此，作者運用「先基礎知識、後探究式學習」的教學策略於自身教授的

軍校性別教育課程中，首先進行基礎性別知識與概念之建構，接續實施 5 階段的

「軍校性別教育探索式學習模型」。研究對象為某軍校修習性別教育課程的 15 位

學生，共歷時一學期。研究過程以「課堂測驗」、「學習動機量表」、「教師評定學

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課程學習單」，以及「課程回饋單」進行課程成效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本課程的教學策略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反思能力，以及

培養學生小組討論、團隊合作及多元思考。但是，教師必須適切引導，以降低學

生焦慮感，以成為課程的積極參與者。 

關鍵詞：軍校教育、性別教育、探究式學習、性別平等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76-202 

 

專論文章 

 

第 177 頁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gender education  

in military schools 
Yen, Chiao-Sha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Abstract 

    Gender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deal with 

gender inequality, and educational promotion is also expected to transform the 

stereotyped norms of gender inequality while making students aware of power 

relations, oppression, discrimination and other phenomena in life. To this end, the 

author uses the strategy of "basic knowledge first, inquiry-based learning later" in the 

gender education courses taught in military schools. And first construct basic gender 

knowledge and concepts, and then implement the five-stage "exploratory learning 

model of gender education in military school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15 students 

taking gender education courses in a military academy, which lasted for one semester. 

The research process uses "class tests",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teacher's checklist 

for assessing students' inquiry ability", "course study sheet", and "course feedback sheet 

" to conduct course effectiveness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is course can help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reflective 

ability, as well as cultivate students' group discussion, teamwork and diverse thinking. 

However, teachers must provide appropriate guidance to reduce students’ anxiety and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course. 

Keywords：military school education, gender education, inquiry-based learning,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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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性別教育的重要性已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自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來，性別教育一直被視為應對性別不平等的重要

手段（Cardona-Moltó & Miralles-Cardona, 2022）。1995 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提

出性別主流化後，更成為各國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政策的重要依據。2004 年我國

教育部頒行《性別平等教育法》，將性別教育訂定為校務評鑑重要項目之一，並

明確指出：「性別平等教育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性別教育的推動更具法源

依據和強制性。2014 年 8 月 1 日全面施行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就明訂性別教

育應適切融入課綱，並著重於九項學習主題：「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

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重」、「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除」、「身體自主權的

尊重與維護」、「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的防治」、「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性別意

涵分析」、「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識讀」、「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性別權力

關係與互動」、「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部，2021）。同樣地，各大專院校通識教

育課程也因應法規之要求，開始開設性別相關課程（劉素芬，2005）。同年，國

防部令頒《國防部執行「推動性別平等，促進婦女權益」工作作業要點》，各軍

事單位也逐步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自此，性別教育的推展也在軍事組織

中獲得更多空間。 

性別教育具有連貫性與持續性，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中就明確指出各級學

校性別教育須有學習議題的實質內涵差異。首先，國中小時期主要教導學生理解

與覺察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文化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影響；接

續，國中階段開始引導學生解析與省思生活中的性別偏見與歧視、媒體或科技產

品所傳遞的性別意涵，並拓展從法律、社會資源分配等層面了解性別權力結構的

影響；到了高中階段更著重於提升學生探究、反思與批判能力，以及善用所學知

識應用於現實生活環境之中（教育部，2021）。延續到大學階段，高等教育講求

提升學生多元能力、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策略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提出，

大學教育必須強化學生對知識的自主探索，並學會合作、互動模式來發現問題，

進而獲得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高等教育深耕計畫，2010）。同樣地，教

育部在 2022 年「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 2.0」中的教育理念也指出： 

性別平等教育的目的是達成變革式性別平等，透過變革性的思維與作法徹

底解決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困境和根源，深層轉變性別尊卑位階和刻板規

範（教育部綜合規劃司，2022，頁 12）。 

基於本研究是以軍校性別教育的課程發展為題，聚焦於軍事教育中軍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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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教育培養階段1，故本課程設計須同時符合現行高等教育和性別教育的理

念。為此，本課程採取「先基礎知識、後探究式學習」的方式進行。首先，前 8

周會先實施基礎性別知識授課，課程延伸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學習主題，並

配合國防部相關規定與部隊實需進行課程設計。而後續的探究式學習課程，將有

別於傳統授課模式，採用被廣泛運用的「探究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策略，以及「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學法。這是

一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策略，除了有助於提升學習者主動學習意願，

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自我導向、問題驅動的理解方法，深入探索並提出核心問題

（Hudson, 2017；Hudspith, Jenkins, & Hills, 2003；Justice, Rice, Roy, Hudspith, & 

Jenkins, 2009）。 

因為，隨著社會環境變得更加複雜、更具變動性，教學者更應警覺所謂的「正

確答案」隨著資訊獲得的便利性已失去價值，知識應該透過將大量資訊進行分類、

提出質疑、以新的方式組合知識，並進行反思、解構和建構才能有效運用（Berger, 

2014）。若課堂仍以結構化、標準化和以分數為導向的教學設計，難以激發學生

的好奇心，也降低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因為學生只專注於「獲得正確答案」，

而不是專注於學習過程，更難以發展自身對問題的理解和提問能力（MacKinnon, 

2017）。本研究目的聚焦於探討，透過性別知識建構、探究式學習策略之運用，

(1)學生在基礎性別知識與概念建構之成效為何？(2)學生學習動機與探究能力成

效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探究式學習 

(一) 探究式學習的意涵與重要性 

「探究式學習」出自 1960 年代末期，源於杜威的哲學，認為學習是周期性

的，人是天生好奇、渴望學習（Levin-Goldberg, 2014）。後續多位學者們也對探究

式學習提出定義，如 Levy, Little, McKinney, Nibbs 與 Wood（2010）將探究式學

習定義為：「一系列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和教學方法，透過學生主動的探究或研

究以驅動學習體驗。」Justice 等人（2007）則指出：「探究式學習是由學生主導、

教師擔任指導者的一系列教學實踐，透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規劃，來促進學生

主動學習。」因為有別於傳統學習模式，所以探究式學習被視為是挑戰傳統學習

概念的模式之一（Khalaf & Mohammed, 2018）。作為一種教學方法，探究式學習

                                                

1 依據《軍事教育條例》第 3 條：「軍事教育分軍官教育及士官教育，其軍職培養階段區分為基

礎教育、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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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中得到廣泛認可和推廣。因為，學者們認為，學習若是透過探索和發

現的自然過程，會更有利於學生自主創造知識和分享知識（Aditomo, Goodyear, 

Bliuc, & Ellis, 2013；Levy et al.,2010）。 

針對探究式學習運用於課堂上的重要性，作者整理相關文獻後將其區分為三

項：「提升學習動機」、「深入探索議題」，以及「培養批判性思維」。首先，在「提

升學習動機」方面。探究式學習能有效改變自上而下的知識灌輸方式，讓學生成

為課程積極參與者，而不是被動接收者（Hudson, 2017）。這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教學策略，有助於學生通過自我導向、問題驅動的方式主動參與學習（Justice et 

al., 2007）。教師的角色就是成為學生學習過程的支持者和促進者，讓學生對自己

的學習更加負責，並且擁有更多的學習自主權（Love, Hodge, Corritore, & Ernst, 

2015；Spronken-Smith & Walker, 2010）。意即，教師在授課過程著重於激發學生

的探索和積極參與意願，以引導學生從一個理解層次移動到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學

習。 

接續，就「深入探索議題」方面。探究式學習需要針對不同情境進行不同的

教學方式，運用創新的教學帶給學生不同的學習體驗，讓學生對課程可以更深刻

的理解與運用能力（Friesen & Scott, 2013）。探究式學習既是指尋求知識和對知

識的新理解過程，也是指基於此過程的教學實踐方法，此學習策略促進學生理解

知識，而非死記硬背，讓學習者學會解決問題、尋找答案，並從多個角度看待問

題。在知識獲取的過程，引導學生透過自我導向、問題驅動的理解方法，深入探

索某個主題，並在整個探索過程中邀請學生提出核心問題（Hudspith et al., 2003）。

同時，透過教師所提供的探索主題，探究出核心問題，並深入理解知識與概念

（Justice et al., 2007）。 

最後，在「培養批判性思維」方面。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是大學教育的關

鍵目標之一。探究式學習讓學生懂得如何對知識的產生進行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思

考（Justice et al., 2007），進而使學生能夠概念化問題，然後尋找與該問題相關的

可能解釋，從而獲得高階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

維，就是要學生能善用所學知識、靈活解決問題（Darling-Hammond, 2008）。最

終，探究式學習將會體現學習者如何從迷惑的分岔路口跳脫（反思前狀態），進

階到對議題的精通、理解狀態（反思後階段）（Choudhry, 2019）。 

(二) 探究式學習的三種方法 

探究式學習的三種方法，包括：「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專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PjBL）和「基於案例的學習和問

題解決」（case-based learning and problem-solving）（Levyet.al,2010）。這三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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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具有相似的特徵，都著重於學生主動性學習，教師擔任輔導角色，學習重點

置於知識建構而非複製，透過小組協作方式進行問題的探究與反思（Wijnia et.al, 

2017）。同時，探究式學習的三種方法亦有其各自特點。首先，「問題導向學習」

之課程設計是由精心挑選和設計的開放式問題組成，要求學生掌握關鍵知識、解

決問題的能力、獲取自主學習策略和團隊參與技能。透過激發學生小組進行討論，

以強化學生的團隊協調能力，並提升現實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Kolmos et.al, 

2007）；接續，「專案導向學習」則是以完成專案計畫，運用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或

問題來驅動學生的學習活動為重（Wijnia et.al, 2017）。整個驅動過程著重於促使

學生學習問題的新概念、參與知識建構，和驅動完整專案計畫的呈現（Thomas, 

2000）；最後，在「基於案例的學習和問題解決」，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協同學

習方法，向學生展示一個案例。案例通常被寫成需要解決或解釋的現實問題或場

景，學生分成小組共同努力解決案件。教師在學生做個案時起到引導作用和促進

作用，在課程進行前學生需要提前為案例做好準備（Wijnia et.al, 2017）。 

整體而言，「問題導向學習」主要運用開放式的問題，作為促進學習過程的

手段，而「專案導向學習」則是透過學生執行作業或任務來學習，透過學生成果

作品展現對研究問題的新知識之展現（Blumenfeld et. al, 1991）。「基於案例的學

習和問題解決」則強調案例資料庫的建構，引導學生依據案例進行學習。本課程

設計基於現有教學資源的考量，以及強調培養學生現實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決定採取「問題導向學習」，協助學生能掌握性別相關議題的關鍵知識，並建構

學生未來任官後的問題解決能力，更期待透過課程強化學生的團隊協調能力。 

二、循環探究學習模式（cyclical IBL model） 

循環探究學習模式是以「提問」（ask）、「調查」（investigate）、「創造」（create）、

「討論」（discuss）和「反思」（reflect）等五個步驟（如圖 1），以相互關連、相

輔相成的方式進行（Bruce, 2008 ；Friedman et.al, 2010）。意即，此循環並非一個

嚴格的操作公式，學習者可以省略部分步驟，或是每一個步驟都涵括到其他步驟，

例如：當學生討論到一個新發現時，有可能會同時進行調查與提問，或是提出反

思與討論（Bruce, 2008）。可見，探究除了可以逐步地提出問題、研究解決方案、

創造、討論發現、反思新發現的知識，以及提出新問題等五個步驟之外，亦可透

過反思再重新陳述問題或提出新問題，並且再度構成新的循環（Bishop & Bruce, 

2002）。 

就五個步驟進行分述。首先，「提問」並非從一個明確的問題開始，而是源

於對疑問或問題好奇心。而問題本身源自於對世界的反思和行動，或是與他人的

對話；接續，「調查」將好奇心轉化為行動，藉由收集資訊、研究、觀察或訪談

來瞭解問題。或者，學習者在研究問題時有不同的發現，就可能會再重新設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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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或是發現原先未料到的新研究問題，甚至是新的研究路徑；到了「創造」步

驟，則是學習者已積極投入創造性的任務，開始形成重要的新想法、想法和理論；

而「討論」步驟則是透過對話，傾聽他人的意見並闡明自身想法；最後，在「反

思」此步驟，會再花時間去回顧最初的問題、研究路徑和得出的結論。也可能意

味著認識到更多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持續的探究。（Bruce, 2008） 

目前，循環探究學習模式已被運用於多篇文章之中。如 Yesudhas 等人（2014）

於社工實習課程採用此模式，讓學生選定欲探索的主題，之後進行文獻閱讀、根

據閱讀內容提出問題、選定受訪者進行訪談與資料分析，再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批

判性反思；而 Friedman 等人（2010）則列舉數個運用此模式幫助學生思考和學

習的研究領域（如圖 1）。本研究，也採用「循環探究式學習模式」為範本進行課

程設計。讓學生依循步驟的循環方式，進行參與式的學習和知識構建。 

 
圖 1 循環探究學習模式 

資料來源：Friedman 等人（2010） 

三、探究式學習的相關理論與教學應用 

理論觀點被認為是在課堂上促進學習者有效學習的基礎，為了更好地實踐探

究式學習，並為後續教學策略建構確立方向，以下對探究式學習相關理論與教學

應用相關文獻進行回顧。理論主要關注於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和反思性思維理論（reflective thinking theory），以及理論在教學上的運用。 

(一) 社會建構主義與教學應用 

探究式學習主要以社會建構主義為基礎（Khalaf and Mohammed, 2018），社

會建構主義提出基於現實、知識和學習的特定假設。首先，社會建構主義者認為

提問

調查

創造討論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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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無法被發現的，現實是通過人類活動構建而成的（Kukla, 2013）；接續，

在知識方面。知識源自於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並存在於文化中。因此，社

會建構主義著重人際間的合作互助，關注社會和個人在知識共同建立過程的相互

依賴（Palincsar, 1998）。因此，在學習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者將學習視為一個

社會化過程，透過在有意義的環境中積極建構知識，以最好地實現學習（Khalaf 

and Mohammed, 2018）。在教育實踐上，社會建構主義重視運用語言、討論和講

課的知識傳遞過程，並且重視兩個或以上人們的互動交流（郭實渝，2008）。所

以，就如 Kim（2001）所述，社會意義是透過群體內的協商而形成與發展的。因

此，社會建構主義的教學策略鼓勵學生們組成學習團隊，一起產出研究結果，並

透過社會學習過程賦予作品意義。亦如 Levy 等人（2010）所強調，運用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並以學生進行的研究為基礎，才能跳脫教師向學生傳播知識

的傳統思維。總而言之，以社會建構主義為基礎的探究式學習，就是要強調學生

的主動性，學會運用學習小組、團隊合作方式發展研究，教師只是催化者的角色，

協助學生學習成果的產出。 

(二) 反思性思維理論與教學應用 

如果要了解反思性思維如何影響教育工作者的教學實踐，就必須了解 Dewey

的思想（Bauer, 1991）。John Dewey 於 1909 年發表《我們如何思考》（How We 

Think）一書，提出反思性思維理論與教育過程的關係，對社會研究課程和教學

產生巨大的影響。John Dewey 將反思性思維描述為：「一種基於信念或假設的知

識形式，用以支持該知識基礎的積極、持久和縝密的考量，進而讓知識獲得進一

步的結論。」此外，反思性思維更是精神上參與認知的過程，理解情境中的衝突

因素，是學習過程的重要關鍵。藉由反思性的心理參與，讓學習者能積極構建相

關知識，以便制定持續性的學習策略（Porntaweekul, Raksasataya, & Nethanomsak, 

2015）。意即，學生必須反思他們以前對某個性別議題的理解，並且運用新獲得

的知識來回答這個問題。 

參、課程設計與研究實施 

一、研究對象與目的 

本研究運用問題導向學習的探究式學習策略於性別教育課程，以某軍校修習

「性別教育」課程的 15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軍校性別教育擁有完整的 18 周（每

周 2 小時，共計 36 小時）授課時間，更應提供適切的教育和培訓，讓學生未來

能稱職地履行軍官幹部應盡之責任與任務。再者，軍校教育屬於高等教育階段，

高等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具前瞻性思維、整合多元觀點，以及透過知識建構播下

意識與變革的種子。因此，為了培養更具前瞻性、更具反思能力的軍官，探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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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在軍校性別教育的運用更具重要性。基於研究倫理考量，研究實施前均已取

得學生同意書，並已向學生說明研究進行方式，以及研究相關評量資料不列入學

科成績。 

二、課程學習方式與內容選定 

依據 Thomas（2000）的說法，問題導向學習是由教師提供具有挑戰性問題

的複雜任務，讓學生參與設計、解決問題、決策或調查等活動，學生在較長時間

內相對自主地工作，最終產出作品。所以，本課程設計就是讓學生以小組方式進

行專題選定、提出討論議題，並由教師協助學生完成研究專題。在課程內容選擇，

作者認為課程主題應貼近現實生活處境才能學以致用。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作

者以身為一位軍校教師進行思考：究竟要讓軍校學生在課程中學到什麼？未來任

官之後如何運用所學？尤其，軍隊任務的廣泛性會帶動性別議題的複雜程度。若

忽略軍校性別教育的多元性需求，教育就無法跟上現實狀況。 

因此，本課程設計除了延續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所著重的學習主題、持續增

強學生探究、反思與批判能力的實質內涵，亦遵循政策要求、國防部相關規範，

以及軍隊實需等考量。首先，在教育部政策要求方面。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施

行細則》第 13 條則提到：「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

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

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接續，就國防部相關規範上。國防部 96 年

至 111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中，可以看到國軍各單位辦理的性別平等教育

主要聚焦於：職場性別相處、親密關係、性騷擾防治、家庭暴力防治、性別主流

化等議題，民國 102 年開始加入同性戀、性別情感等議題（國防部，2022）。 

同時，本文也蒐整軍隊性別教育相關文獻資料。趙淑美（2021）檢視空軍官

校通識課程設計，加上對妨害性自主判決書的整理與理解之後，認為軍校性別教

育課程應涵括：文化與性別，性別與法律，性別與親密關係，性別、身體與科技，

以及性別與職場等內容；林明傑、方韻（2013）研究也指出，若要防治性侵害事

件，必須透過法律、性教育、人際溝通和性別平等相關知識的灌輸；洪淑宜（2012）

研究調查軍校生的性別教育需求，發現大多數學生認為課程應包括：性別相處技

巧、性侵害議題。基於上述討論，本課程設定的主題涵蓋：親密關係、霸權男子

氣概、性別刻板印象、法律與性別、性別與勞動、性別與科技，以及多元性別與

同志教育等 7 個議題。課程規畫主要從學生個人經驗出發，透過議題討論激發學

生對不同層面的思考，並經過小組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過程，對議題產生

嶄新的思維以提出個人反思性的論述。同時，為了符合軍隊需求，在課程中會加

入軍隊相關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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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執行策略：先基礎知識、後探究式學習 

(一) 性別議題的基礎知識講授 

前 8 周課程為教師授課，第 1 周是性別相關專有名詞介紹，之後 7 週為本課

程規劃的 7 個議題講授。課程主要提供學生性別議題的基礎知識，並運用生活經

驗連結、故事寫作、影片賞析、案例討論，以及現象發想等方式，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與學習收穫（詳如表 1）。第 8 周期中考後就由作者帶領學生參照「循環探

究式學習模式」進行議題研究與討論。運用先講解性別議題的基礎知識，之後再

以探究式學習導入教學的課程安排，是考量社會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容易對知

識產生過度推論或偏頗。如蔡清田（1998）所述，社會建構主義偏向個人知識概

念的建構，而非學科知識的建構，尚在學習探究與建構的學生畢竟只是學習者，

無法完善學科知識的建構。因此，作者為避免學生因基礎知識不足，導致對議題

討論產生偏頗的狀況，特地安排前 8 周的性別議題基礎知識講授，以增加學生對

性別議題的理解。在課程中，也會運用校內數位學習平台進行課堂測驗、議題討

論，並上傳每周課程補充資料，讓學生於課後持續自主學習。

表 1 性別議題的基礎知識課程設計表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教學策略 

議題一：

親密關係 

1. 個人經驗連結：引導學生思考，當提到親密關係，腦海

中會出現甚麼畫面？在個人經驗中，會如何解讀親密

關係？ 

2. 文獻閱讀：藉由相關文獻閱讀，深化學生對議題的理

解，有助於後續研究議題的擬定。 

3. 影片的反思觀察：藉由影片反思現實生活，協助學生觀

察親密關係在社會建構下的多種樣態。 

1. 講授與討論。 

2. 引導反思週誌

寫作。內容包

括：課堂學習心

得、生活中親密

關係議題的思

考。 

議題二：

霸權男子

氣概 

1. 生活經驗連結：引導學生思考，霸權男子氣概在家庭、

社會或是軍隊等不同場域有何種樣貌？陽剛與權力的

關係？在軍校中可以觀察到那些性別、權力的議題？ 

2. 文獻閱讀：藉由相關文獻閱讀，深化學生對議題的理

解，有助於後續研究議題的擬定。 

3. 故事寫作：以小組方式進行創作，故事類型為發揮個

人想像力的一切故事型態。 

1. 講授與討論。 

2. 引導故事寫作：

以性別議題為

寫作主題，在構

思中加深學生

對課程主題的

理解。 

議題三：

性別刻板

印象 

1. 現象發想：引導學生思考，個人對性別存在甚麼樣的刻

板印象？會如何影響人際互動？要如何覺察與改變？ 

2. 文獻閱讀：透過相關文獻閱讀，讓學生瞭解性別特質、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偏見等相關概念。 

3. 延伸閱讀：提供網路相關影片資源、文獻資料，讓學生

於課後延伸性閱讀。 

1. 講授與討論。 

2. 影片賞析：請學

生挑選一部與

課程相關的影

片觀看，並撰寫

心得報告。 

議題四：

法律與性

別 

1. 相關法律介紹：針對現行相關法律和規定進行說明。 

2. 文獻閱讀：透過相關文獻閱讀，讓學生了解現行法律對

性別議題的相關討論。 

3. 軍中相關案例討論：透過案例討論讓學生了解軍隊現

況，以提升學生對相關案件的處置能力。 

1. 講授與討論。 

2. 引導反思週誌

寫作。內容包

括：課堂學習心

得、相關案例閱

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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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

性別與勞

動 

1. 現象發想：請學生思考職業有無性別區分？有償勞動

和無償勞動與性別的相關性等議題討論。 

2. 文獻閱讀：透過相關文獻閱讀，以理解相關理論與概

念。 

3. 軍中議題討論：軍隊是極端性別化的職場，透過相關議

題討論，讓學生思考未來任官之後，如何處理單位任務

分配、人際關係、升遷機會等議題。 

1. 講授與討論 

2. 引導反思週誌

寫作。內容包

括：課堂學習心

得、對軍中議題

的理解與個人

看法。 

議題六：

性別與科

技 

1. 生活經驗連結：引導學生思考，性別在運用科技的能力

上有何差別？生活上覺察到那些現象？ 

2. 文獻閱讀：透過相關文獻閱讀，讓學生了解相關理論與

概念。 

3. 問題討論：男女真的大不同嗎？如何平衡性別間的科

技運用差異？ 

1. 講授與討論。 

2. 引導反思週誌

寫作。內容包

括：課堂學習心

得、議題延伸論

述。 

議題七：

多元性別

與同志教

育 

1. 生活經驗連結：探問學生從哪裡接觸到多元性別議

題？對多元性別的看法？ 

2. 文獻閱讀：透過相關文獻閱讀，讓學生了解相關理論與

概念。 

3. 延伸閱讀：提供網路相關影片資源、文獻資料，讓學生

於課後延伸性閱讀。 

1. 講授與討論。 

2. 影片賞析：請學

生挑選與課程

相關的影片觀

看，並撰寫心得

報告。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二) 探究式學習的課程執行策略 

課程執行主要設定為 5 階段的「軍校性別教育探究式學習模型」（如圖 2），

以及採取「問題為導向」的開放式問題形式。 

 
圖 2 軍校性別教育探索式學習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1. 第一階段：提出研究問題 

作者為了讓課程順利進行，在前 8 週完成基礎知識講授之後，將學生分為 5

組，要求各小組各選取一個討論主題。於第 9 周期中考後，在第 10 週上課時，

各小組必須帶著他/她們感興趣的問題來到課堂上。當然，學生們可以表達自己

對課程感興趣的問題，也可以與教師討論來制定問題內容。不論如何，學生必須

討論出數個問題，並且提出問題可能的答案於下周上課前完成。為了讓學生順利

完成，作者向學生介紹圖書館的網路資源，以及教導學生如何運用參考書、網絡

資源和電子期刊，讓學生可從資料搜尋中獲得問題與相關解答的靈感。 

提出問題

調查、探索

問題

創造新知識討論發現

反思、探討新

知識的意義

性別議題

基礎知識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76-202 

 

專論文章 

 

第 187 頁 

2. 第二階段：調查、探索問題 

第一階段時學生已初步決定研究主題，作者也要求學生透過網路資源、電子

資源系統蒐整與主題相關的資料，以發現證據來回答研究問題，並支持或挑戰他

們的假設。在第二階段，作者會與學生進一步討論問題和假設。此時，學生預設

的問題有可能會被重新制定、再完善題目，或者換題目。題目的設定方式，是依

據 Justice 等人（2007）提出的題目訂定策略，以有趣的、分析性的、困惑的、複

雜的、重要的、真實的，以及可研究的等方向來設定（詳如表 2）。 

表 2 研究問題設定建議表 

問題設定 設定說明 

有趣的 此問題與課程主題相關，對提問者具有特殊意義且能吸引注意。 

分析性的 此問題的答案相對複雜，必須分析各類證據和意見。 

困惑的 此問題是基於矛盾、困惑或困境而提出。 

複雜的 此問題可有不止一個可能的答案。 

重要的 
此問題可能是受到公開爭論的，或是此問題的答案會對世界產生一

些實際的影響。 

真實的 
此問題是提問者真正想回答但目前無法回答的問題，而非提問者假

設答案並想證明的問題。 

可研究的 透過研究可獲得與之相關的證據。 
資料來源：Justice 等人（2007） 

同時，作者參考 Levy 等人（2010）的建議，讓學生設計自己的研究問題，

並在教師的指導和支持下，拓展研究問題的探究發展。所以，第二階段運用團體

思考技法：「腦力激盪」，協助各小組有效開發一個研究問題。腦力激盪是一種探

究技術，透過小組成員分別將與研討主題相關的想法以書面形式記錄下來，每個

人提出的想法都是他人思考的觸發點，所以每個小組成員都有機會編輯其他團隊

成員的定義，最後得出小組決定的研究問題。由於性別議題較為敏感，為防範學

生在討論過程有意或無意地傷害或攻擊他人，在腦力激盪進行過程要求：1.學生

不能人身攻擊或用言語刺激他人；2.鼓勵自由發言，每個人的創意想法都應受到

重視。 

3. 第三階段：創造新知識 

第三階段是將資料整理歸納的重要步驟，進而檢視之前預設答案的正確性，

所以重點置於對調查結果的理解。課程重點是促進學生進行反思性閱讀。此階段

難度偏高，因為學生必須熟悉文獻資料，並且反思文獻資料的論點。作者要求學

生反思：你/妳對於文獻資料的說法有何看法？你/妳如何分辨這些資料的立論基

礎？同時，課程要求小組均須完成反思性學習單寫作，作者提供範例格式（詳如

表 3），學生也可以發揮創意，自己增添問題內容。作者於此階段無論課中或是課

後均隨時與各小組進行討論，給予學生即時性反饋。在課程進行過程若發現學生

運用不適切的網路資料時，會馬上提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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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反思學習單範例表 

小組成員資料 

學號： 

姓名： 

報告主題： 

問題一：請簡述你對報告主題的定義、內涵的理解。 

主要參考網站、佐證資料來源（網址） 

問題二：請舉例相關文獻中，對此議題的不同看法有哪些？ 

主要參考網站、佐證資料來源（網址） 

問題三：你/妳對於文獻資料的說法有何看法？你如何分辨這些資料的立論基礎？ 

主要參考網站、佐證資料來源（網址）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4. 第四階段：討論發現 

第四階段由各小組報告研究專題的研究發現，學生研究成果的展現區分為課

堂報告和書面報告。課堂報告是由各小組以團體報告方式，說明專題的研究內容

和學習過程，並說明反思歷程。在課堂上，其他小組成員必須給予回饋，彼此交

流對議題的想法與理解；書面報告是由小組提交一份報告，必須清楚交代立場和

論點，並且給予研究主題相關支持的論述。 

5. 第五階段：反思、探討新知識的意義 

第五階段是進入反思歷程。此階段要求學生熟知研究專題的相關知識內容，

同時也對相關知識進行反思。此階段透過課堂討論，探索個人和小組成員所獲得

的新知識之意義。鼓勵學生回顧所有階段過程，評估他們從提出問題到最後的討

論發現狀況，並將研究過程出現的新問題視為一個創造的過程。如 Friedman 等

人（2010）所述：「較低層次的學習是理解，最高層次的學習是創造。」所以，

此階段學生創造就是跳脫知識理解和運用階段，提升到對知識的分析和評估。 

四、資料蒐集 

本課程成果分析收集量化與質化的資料進行分析，資料蒐集包括：「課堂測

驗」、「學習動機量表」、「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課程學習單」，以

及「課程回饋單」。 

(一)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分別於第 1 週及第 8 週實施，透過兩次考試結果分析學生對性別基

本概念的理解程度。試題涵蓋本課程七大主題，認知目標包含知識（30 分，共 6

題）、理解（50 分，共 10 題）與應用（20 分，共 2 題），均為選擇題，試題共計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76-202 

 

專論文章 

 

第 189 頁 

18 題，滿分為 100 分。針對測驗的議題面向、認知程度、題數及配分，已做成雙

向細目表（詳如表 4）。 

表 4 課堂測驗題目雙項細目表 

單元名稱 
知識 理解 應用 合計 

（配分） 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親密關係 5 2     10 

霸權男子氣概 5 1 5 1   10 

性別刻板印象   5 2   10 

法律與性別   5 2   10 

性別與勞動 5 1 5 1 10 1 20 

性別與科技   5 2   10 

多元性別 

與同志教育 
5 2 5 2 10 1 30 

合計（配分） 30 50 20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 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採用吳靜吉、程炳林（1992）修訂自 Pintrich et al.（1989）所編制之

「激勵學習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MSLQ）

的動機量表部分共 35 題。此量表包括七個構面：內在目標（4 題）、外在目標（4

題）、工作價值（6 題）、控制信念（8 題）、自我效能（5 題）、期望成功（3 題）、

測試焦慮（5題），計分採Likert七點量表。整分量表的Cronbach’s 𝛼係數值為.933，

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𝛼係數介於.702～.841 間，顯示此量表有不錯的信度。為

瞭解學生學習動機的變化，採用前實驗研究設計的「單組前後測設計」方式進行

研究，前測時機是完成基礎知識課程之後，後測則是探究式學習課程結束後進行

施測。目的是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學習動機的影響。 

(三) 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 

為了解學生的探究式學習成效，本研究改編楊秀停與王國華（2007）所使用

的「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Student Inquiry Ability Checklist，SIAC），

依據本研究 5 階段的「軍校性別教育探索式學習模型」予以修訂，並透過「課程

學習單」內容評定。其中，「提出問題」旨在讓學生探索自身感興趣的議題，並

學習制定題目；「調查、探索問題」是讓學生學習系統性蒐整與主題相關的資料；

「創造新知識」則是促進學生進行反思性閱讀，獲得資料整理歸納後的論點提出；

「討論發現」是由各小組以團體報告方式展現研究主題的立場和論點；最後，在

「反思、探討新知識的意義」藉由鼓勵學生回顧從提出問題到最後的討論發現的

創造歷程。作者依 SIAC 的評量方式，以 0 到 3 分評定各小組的探究學習表現

（詳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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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評定學生探究能力評分表 

項

次 

探究能力 

評量向度 
分數及評分說明 

1 提出問題 

0- 未提出問題。 

1- 有提出問題，但是對報告主題與內涵沒有清楚理解。 

2- 有提出問題，對報告主題與內涵有初淺理解，並列出佐證資料。 

3- 有提出問題，對報告主題與內涵有深入理解、並列出充足資料。 

2 
調查、 

探索問題 

0- 無法進行調查與探索問題。 

1- 已設定研究主題，但是主題無法有效延伸，對問題探究不充足。 

2- 已設定研究主題，題目主題有進一步延伸，對問題探究不充足。 

3- 已設定研究主題，題目主題能有效延伸，且能進一步探究問題。 

3 
創造 

新知識 

0- 無法將資料進行整理、歸納與分析。 

1- 資料已進行解釋，但無法提出議題分析，但研究立論基礎未能掌握。 

2- 能將資料進行解釋，對議題提出分析，但研究立論基礎未能掌握。 

3- 能將資料進行解釋，對議題已提出不同看法，且研究立論能清楚掌握。 

4 討論發現 

0- 無法獲得研究發現以進行討論。 

1- 已針對研究主題論述，但是研究發現未有深入探討、未提出個人觀點。 

2- 已針對研究主題論述，報告已能進一步探討，但是未提出個人觀點。 

3- 已針對研究主題論述，報告已能進一步探討，且能提出個人觀點。 

5 

反思、探

討新知識

的意義 

0- 研究主題仍未聚焦，且無法進行反思與探討新知識的意義。 

1- 已完成研究主題，但研究歷程未清楚交代，且未提出反思與新的創造。 

2- 已完成研究主題，研究歷程有清楚交代，但是未提出反思與新的創造。 

3- 已完成研究主題，研究歷程有清楚交代，而且能提出反思與新的創造。 

資料來源：作者改編自楊秀停、王國華（2007） 

(四) 課程回饋單 

作者於課程第 18 週蒐集學生的課程回饋單，內容包括：對授課方式、課程

設計的看法與建議、本課程的主要收穫，以及對小組進行討論的想法等。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多元資料來源，以質量並重的形式，進行研究結果的推論與詮釋，

以提升研究效度。 

(一) 量化資料 

量化資料包括：「課堂測驗」、「學習動機量表」、「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

檢核表」。首先，「課堂測驗」以總平均、次數分配表的方式呈現，瞭解學生二次

課堂測驗的成績差異，並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檢視；「學習動機量表」測量結果，採

用 SPSS 28.0 進行統計分析；「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則以學生達成

率予以計算（學生達成率=平均分數÷理想分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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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資料 

為更多元檢視教學現場的教學成效，本研究亦蒐集「課程學習單」、「課程回

饋單」（CF）內容進行分析。為強化「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結果分

析，本研究檢整學生「課程學習單」中相關內容，以補充探究能力檢核結果；「課

程回饋單」（CF）則採用歸納式編碼方式，以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主軸式

編碼（axial coding）和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

黃瑋瑩譯，2002）。資料初步編碼方面，如 CF-s03-05，英文字母代表資料來源、

中間數字為修課學生代號，後面數字則為資料流水號。 

肆、課程成果分析與討論 

課程成果分析區分二個部分：「基礎性別知識與概念建構成效分析」、「學生

探究能力成效分析」。 

一、基礎性別知識與概念建構成效分析 

(一) 課堂測驗 

在基礎性別知識與概念建構成效，共蒐整「課堂測驗」、「課程回饋單」等資

料進行分析。首先，就課堂測驗結果顯示，第 1 次測驗的平均分數為 74.7 分，

第 2 次測驗平均分數為 82.9 分。在第 2 次測驗，知識題項和理解題項的測驗平

均數都有增加、應用題項在 2 次測驗平均分數相同（詳如表 3）。成對樣本 t 檢定

分析發現，第 1 次和第 2 次測驗有顯著性差異，t(14)=-2.24，p=.04，第 2 次測驗

成績顯著高於第 1 次測驗成績（詳如圖 3）。 

 
圖 3 學生基礎性別知識測驗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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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回饋單 

課程回饋單上，也獲得學生們的正向回饋。大多數學生均表示，課程有助於：

「奠定性別基礎知識」、「為後續探究式學習做好準備」，以及「提升學習動機」。 

1. 奠定性別基礎知識 

在課程第一周有先詢問學生對課程主題的建議，學生並未對課程內容提出個

別意見，所以本課程就依既定課程內容執行。研究結果發現，多數學生均表示本

課程可以讓他/她們學習到很多性別相關知識，如學生 s69指出：「性別教育課程

讓我對性別議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並且擴大了我的視野」（CF-s69-1），學生 s37

也表示：「第一次看到性別名詞都不了解意思，上課老師搭配許多案例做講解，

現在不會全然不知了，上了這些課讓我有更深刻的理解」（CF-s37-2）。從學生 S64、

學生 s66 的分享中，更可以看到課堂知識對學生內在思維的潛移默化：「上了這

門課覺得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自我定義，並建立更包容的社會、減少性別歧視」

（CF-s64-3）、「同志教育課程拓展我對同志社群所面臨挑戰和多元性的瞭解，看

到他/她們努力追求平等和尊重的奮鬥，是極富感染力的」（CF-s66-1）。可見，學

生透過課程學習能獲得基礎性別知識，並且延伸連結個人生活經驗，提出個人觀

點。 

2. 為後續探究式學習做好準備 

基礎性別知識與概念之建構，亦是為了後續探究能力之奠基。同學們均表示，

老師先以性別知識基礎可以降低學習焦慮，如學生 s68 所述：「這樣的方式是循

序漸進，讓我可以有較好的基礎知識，之後做報告也會比較順利、條理比較清晰。

當然，基礎課程要專心聽，後面探究式學習才不會卡住」（CF-s68-4）。學生 s67

也表示：「讓我先對每個概念都有基本了解，也能為之後的探究式學習過程奠定

基礎，讓我們的討論更有方向，因為沒有基礎知識很難有想像力」（CF-s67-1）。

可見，學生在完成所有課程之後，認為性別基礎知識課程的確具有重要性。透過

前期的在性別基礎知識建構，才能繼續深化性別議題的學習。 

3. 提升學習動機 

由於本課程有搭配故事寫作、影片賞析、案例討論，以及現象發想等方式進

行課程，透過多元媒材可以讓性別相關議題更好理解。多數學生也認為，這樣的

方式有助於提高學習動機。如學生 s62 所述：「上完課雖然不敢說全部內容都完

全了解，但是透過老師搭配許多的案例來做講解，讓我對性別概念有較深了解，

也開始產生興趣」（CF-s62-1）。學生 S66 和學生 s64 則將課程所學，延伸至實際

生活面進行思考：「老師上課有搭配一些影片，覺得透過影片比較能了解一些性

別議題，也會延伸思考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該如何解決與面對」（CF-s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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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很開心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性別概念，比如跨性別同性戀、同性婚姻，下

課後我都會再去查資料，畢竟自己身邊也有一些同性戀朋友，多瞭解也可以當作

是更了解他/她們的方式」（CF-s64-5）。學生 s66 更以生動的方式描述學習歷程：

「這堂課感覺親手製作一塊蛋糕，從原物料到整個製作過程的參與，會很期待接

下來要完成的作業以及成果」（CF-s66-2）。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性別基礎知識課程是感到滿意的。除了可以補足自身性

別基礎知識的不足，更可以為課程後續的探究式學習做好準備，在學習過程又能

獲得成長與提升學習動機。可見，本課程以性別基礎知識奠定基礎實具重要性。 

二、學生學習動機及探究能力成效分析 

為深入理解學生探究能力，本研究透過「學習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分析、

「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之檢核表」、「課程學習單」，以及「課程回饋單」等資

料進行分析。 

(一) 學習動機量表前後測分析 

本研究運用前實驗研究設計的「單組前後測設計」方式進行，前測時機為傳

統講述授課之後，後測為探究式學習結束之後施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學習動

機量表的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經成對樣本 t 檢定考驗後結果未達顯著，表示

學習動機並未顯著提升。作者再進一步分析學習動機量表的七個因素構面，發現

「外在目標」、「自我效能」、「測試焦慮」、「整體」層面的後測平均分數均高於前

測，僅「測試焦慮」達顯著水準（詳如表 6）。由此可知，運用探究式學習策略的

確對學生的外在目標、自我效能，以及整體的學習動機有所提昇，但是仍不明顯。

具有顯著變化的是學生後測的「測試焦慮」高於前測，代表探究式學習相較於傳

統講述授課更具難度。 

表 6 學習動機量表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N=15） 

 前測 後測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差異 t 值 df 

內在目標 5.35 .77 5.08 .79 .30 .87 14 

外在目標 5.21 1.01 5.41 .55 .31 -.63 14 

工作價值 5.42 .73 5.28 .82 .31 .42 14 

控制信念 4.78 .65 4.54 .59 .23 1.03 14 

自我效能 4.96 1.01 5.12 .71 .36 -.43 14 

期望成功 5.44 .74 5.33 .72 .31 .34 14 

測試焦慮 3.40 .93 4.14 .90 .32 -2.27* 14 

整體 4.89 .65 4.92 .55 .23 -.14 14 
p<0.05 有顯著（*）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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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探究能力檢核與分析 

1. 課程學習單 

學生探究能力檢核與分析是整合量化與質性資料，透過「課程學習單」的質

性資料分析，並套入「學生探究能力檢核表」予以評分。「課程學習單」的分析，

是以 5 階段的「軍校性別教育探索式學習模型」（如圖 2）進行各階段分析。首

先，在「提出問題」階段，多數學生不知道如何訂出研究題目，開始透過維基百

科、新聞網頁等方式去找尋性別議題的討論，所選取的主題名稱包括：「家庭角

色扮演」、「實際性別案例檢討法律」、「軍中的陽剛霸權」、「性別與勞動」、「多元

性別與科技」。此階段大多數組別均能訂出初步的報告主題，但是缺乏主題內涵

理解、佐證資料仍未充足，所以題目仍未聚焦。 

接續，在「調查、探索問題」階段。教師從旁教導學生學習從網路、國內外

的學術資料庫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選擇適切的題目訂定策略（詳如表

2），並且運用「腦力激盪」方式，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去思考研究議題，從圖可

以看出，小組討論有助於學生多面向思考研究主題（摘錄二組腦力激盪成果，如

圖 4、圖 5）。 

  
圖 4 腦力激盪成果圖（第 5 組）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圖 5 腦力激盪成果圖（第 1 組）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到了第三階段，因為學生開始累積文獻閱讀量，在「創造新知識」上的有明

顯較佳的表現。資料蒐整已學會運用學術資料庫、將資料整合進行分析，研究主

題也更加明確，例如：第 4 小組題目由「性別與勞動」修改為「同工同酬執行的

挑戰」，在議題的思考上亦更加深入，已能關注到執行面的實際問題。「性別工作

平等法在執行上存在一些不足，公司可能使用不透明的薪酬體系，難以檢測到性

別歧視。…或是法規應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和育兒假，以獲得家庭和職業之間的

平衡（第 4組）」；第 2 小組題目由「多元性別與科技」聚焦於「網路性別暴力」，

報告內容提到：「網路性別暴力隨著 AI科技的發展，如何防範自己成為受害者更

是難題，找不到犯罪者、網友要求分享影片等，都讓性別暴力問題更難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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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少數組別未能對議題提出不同看法，研究立論未能清楚掌握。就作者

於授課現場的觀察，發現這些組別的學生對探究式學習方式較為排斥，容易因為

蒐整資料困難度高而中途放棄。而且，小組成員會相互影響，當有人開始拒絕討

論時，其他人也不願意再討論了。 

最後，在「討論發現」和「反思、探討新知識的意義」階段，研究發現少數小組

在反思能力獲得增強。如第 4 組提到：「性別平等工作法在實際操作中仍有困難

之處，例如：性別薪酬差異。或許改變的根本是教育，才能改變社會文化和個人

觀念（小組 4）」；第 5 組也能進一步思考：「網路性別暴力除了教育學生要善用

AI科技之外，教育學生正向表達個人情感也是重要的（小組 5）」。 

2. 學生探究能力檢核表 

作者在閱讀「課程學習單」資料之後，會依照「學生探究能力檢核表」再予

以評分（學生達成率=平均分數÷理想分數(3)×100%）。分析結果發現，學生探究

能力進展樣態呈現些微成長後又下滑之結果，代表學生在探究能力的發展，可以

看到學生在調查、探索問題與創造新知識的進步，也看到學生探究、反思能力仍

須再提升（詳如圖 6）。 

 
圖 6 學生探究能力檢核成果 

附註：學生達成率=平均分數÷理想分數(3)×100%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3. 課程回饋單 

作者透過課程回饋單，讓學生回顧整個學習歷程，發現學生有三個主要成長，

包括：「探索、創造新知識的能力提升」、「培養團隊合作能力」、「反思能力獲得

初步發展」。 

(1) 探索、創造新知識的能力提升 

從學生的課程回饋單分享中，發現學生在探究式學習過程雖然經歷許多

挑戰，但是探索、創造新知識的能力也獲得提升。首先，從探究的第一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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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出研究問題」時，學生遇到較大的困難，如學生 s34 提到：「最大的

困難就是確定主題，因為要大量閱讀和尋找資料，但是要找到需要的資料又

是一項大工程」（CF-s34-1）。然而，透過課程進展，在老師協助下學生們也

都將題目確定，並開始著手進行，如學生 s66 描述：「透過老師一步步的帶

領，讓我更了解怎麼寫一份報告，不會盲目去尋找一些用不到的資訊，能盡

快找出與主題相關的資料」（CF-s66-5）。可見，在探究式學習中，教師是重

要的引導者，協助學生從一大堆雜亂的資料中整理出頭緒。 

接續，在「調查、探索問題」階段，學生開始從文獻中找到議題論述的

脈絡，來來回回的資料整理過程，讓學生學習到複雜的資料整理歸納過程。

大多數學生都認為這樣的學習可以帶來成就感，如學生 s63 和學生 s66 均表

示：「有別於一般上課只是坐在台下聽老師講解基本概念，這次的學習透過

查找資料過程，促進思考也學到更多東西」（CF-s63-1）、「最大的困難是資料

很難找，又很難只靠幾個資料就能寫出報告。後來試著在不同網站尋找蛛絲

馬跡，最大的收穫就是找完資料後的消化吸收，而非複製貼上」（CF-s66-6）。

整體而言，從此次課程中，可以發現探究式學習的確提升學生探索、創造新

知識的能力。 

(2)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本課程的另一項教育重點為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課程中主要透過

「腦力激盪」的團體思考技法，讓學生拓展並整合思考。本研究發現，學生

從中獲得拓展思考的機會，如學生 s62 和 s63 均指出，小組討論模式可以激

發更多想像力，透過觸發彼此的思考，帶動研究議題的多元思考。 

這樣的教學方式有別以往填鴨式教育，雖然有些困難，但是能幫助自

己瞭解課堂所學。尤其，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讓大家想出很多內容，

表示我們是具有想像力的（CF-s62-2）。 

能了解不同人對於相同觀點的看法，開拓自己的視野，也在討論中刺

激自己的思考，在合作中，學習到如何尊重彼此想法，在討論中也刺

激著思考，最後學會統整大家思考、分配工作（CF-s63-2）。 

(3) 反思能力獲得初步發展 

在探究式學習的最後階段是要反思、探討新知識的意義，在本研究中觀

察到學生在反思能力雖有初步發展，但是仍稍嫌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大多數學生統整資料能力的不足、詮釋能力仍待加強等因素。如學生 s63指

出：「必須先將資料吸收才能做統整，再來才能進行反思，從中學到很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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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但是，困難點就是資料太多要統整很難」（CF-s63-3）。同時，詮釋能力

仍待加強，如學生 s69 表示：「收穫就是可以了解整個議題的核心價值在哪

裡，困難則是過程很辛苦，抓不太到重點」（CF-s69-3）、學生 s37也認為：

「蒐集到很多與性別議題相關的文章、新聞，看到不同學者的觀點，但是研

究對象太多元，很難聚焦討論」（CF-s37-5）。 

然而，少部分學生已具有反思能力，如學生 s68 已能覺察自身之事須持

續提升：「藉由查詢、閱讀資料，可以理解原本自己理解的僅是一部分現實，

應持續更正自己原有的知識庫，才能對議題有更深的理解」（CF-s68-5）。學

生 s66 也以更開放的心態去接納不同想法：「資料很雜、很難統整，因為每

個人的想法、看法都不同。但是，也同樣增加反思性的思考，發現站在不同

立場看同一件事，會覺得其實沒有對錯」（CF-s66-7）。可見，透過逐步的教

學引導，讓學生運用網路資源、電子資源系統去自主性的探究問題，的確能

強化學生的反思能力。 

伍、結論與省思 

本課程發展是針對軍官基礎教育階段進行設計，課程首先以講授方式灌輸學

生性別議題的相關基礎知識，接續以探究式學習作為課程設計的策略。此課程規

劃的目的是先讓軍校學生掌握基礎知識，之後再運用探究式學習中「問題導向學

習」，以 5 階段「軍校教育探索式學習模型」執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規劃。研

究結果發現，前 8 周的基礎性別知識課程結束後，學生理解性別相關知識概念程

度有顯著提升。同時，學生也認為，在性別基礎知識課程中也可以訓練反思能力，

更可以降低對探究式學習的焦慮感，進而提升學習動機。可見，本課程以性別基

礎知識奠定基礎實具重要性。 

在學生學習動機與探究能力成效分析方面。首先，就學習動機方面，「學習

動機量表」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的整體學習動機並未顯著提升。然而，就「學習

動機量表」、「課程回饋單」的分析結果，都發現學生有顯著的學習焦慮感。作者

認為，學習焦慮感是必然發生的，因為探究式學習相較於傳統講述授課更具難度，

從一開始的「提出問題」到最後的「反思、探討新知識的意義」，每個階段都需

要持續閱讀文獻資料、歸納整理與反思，的確會讓學生感受到較多的焦慮。就如

杜威認為「思考是自然的，但是反思性的思維習慣需要培養。」（Spalding & Wilson, 

2002）。要成功執行探究式學習的確有難度，尤其要討論許多性別議題時，學生

難免因感到壓力而產生排斥。因此，教師必須適時降低學生焦慮感，當學生遇到

學習障礙時，教師就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支持者、指導者和促進者。教師必須隨

時適時引導，以提昇學生探究議題核心問題的能力，進而降低學習焦慮感，成為

課程的積極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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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在探究能力成效分析上。從「課程學習單」、「教師評定學生探究能力

之檢核表」，以及「課程回饋單」的資料綜合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的探索、創造

新知識的能力已獲得提升。從一開始的毫無頭緒，之後學會進行文獻資料的分析

整理，以及憑藉小組成員相互合作、腦力激盪，都激發出更多元的思考。雖然，

反思能力仍須持續努力。但是，學生已學會運用網路資源、電子資源系統去自主

性的探究問題，更學會團隊合作精神，就如 Khalaf 與 Mohammed（2018）所述，

探究式學習講求人際間的合作互助，因為學習是社會化過程，透過知識被有意義

的建構，就能實現良好的學習成效。 

總而言之，探究式學習的目的是促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透過培養學生反

思能力，進而啟發學生對知識的重新理解。所以，探究式學習模式在因應全球化、

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時是具有價值性的。就如 Berger（2014）所述「我們都渴望

獲得一個好答案，但是，首先我們必須先學習如何提出適切的問題。」知識的本

質並不是給予正確答案，而是要我們善用知識去看到答案的更多可能。所以，教

育必須培養學生自主探索問題的能力，才能見樹又見林。教育應關注於思維的啟

發，而非填鴨式的灌輸問題的單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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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

款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

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 方志華」。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

匯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

（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本會將於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

如需以投稿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

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

論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

論，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

請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

他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

不予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

涉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

糾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稿本刊經由審查同意刊載者，請由本學會網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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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234 臺

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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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五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五期將於 2024年 5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3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數位教學已經成為現代教育領域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元

素。在臺灣，近幾年來在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的挹注下，相關計畫與補助讓教學現

場更有機會進行數位教學。從學校課室到線上學習平台，數位載具與平台已經深

刻地改變了學習和教學方式。政府和學術機構也一直在積極制定政策和法規，以

應對這一變革。本期主題的目標是探討各種政策和策略如何影響和塑造數位教

學，以及針對現行政策的檢討和建議。因此，本期刊將關注以下主題，但不限於： 

1. 數位學習政策的影響：探討政府和機構制定的政策對學校、教育機構、教師

和學生的實際影響。這包括政策對載具使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資源分

配和學習成果的影響。 

2. 數位教學的可及性：探討數位教學在不同地區和社會經濟背景下的可及性問

題，並提出改進可及性的建議。 

3. 數位教學的效能和挑戰：探討數位教學工具和平台的效能評估，以及數位教

學可能面臨的挑戰，如數位落差、健康和隱私問題。 

4. 師資培育的做法：新科技與新平台進行到教學現場後，應探討如何有效的增

進現場教師的教學知能，亦也需要從職前師資培育階段培養師資生的數位教

學素養。 

5. 數位學習教育政策的未來展望： 邀請您分享您對未來教育政策和數位教學趨

勢的見解，以及您的建議和預測。 

第十三卷第五期 輪值主編 

李雅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吳聲毅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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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六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六期將於 2024年 6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4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資本，我國在 2000 年實施九年一貫後，本土語文在

國小成為正式課程，國中則採選修方式。至 2018 年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並

將本土語文列為國中與高中的部定課程後，已明顯對國高中課程產生重大影響，

這是因為自 111 學年起入學的國中生，七、八年級每週有一節必修本土語文課

程，高中生則是安排必修兩學分來實施。產生的問題包含：學校行政增加許多課

程安排的負擔，如何解決？本土語文教學的教師師資是否足夠，即便教育部已增

加本土語文師資培訓，但教學專業化如何兼顧？會不會對彈性學習課程或雙語國

家政策造成衝突和排擠？如何加強差異化教學與沉浸式教學，以減少學生文化背

景的差距？本期的評論主題，希冀針對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現況進行分析和檢

討，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雖然此一評論主題的論述範圍的焦點

在於國中和高中階段，也歡迎就小學本土語文之實施進行教育評論。 

 

第十三卷第六期 輪值主編 

吳俊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吳錦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保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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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各期主題 
 

第十三卷第一期：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第十三卷第七期：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出版日期：2024年 01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07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二期：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現況 

                與問題 

第十三卷第八期：疫情後校園之轉變 

出版日期：2024年 02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08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三期：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第十三卷第九期：幼教到高教雙語教育之推動 

出版日期：2024年 03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09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四期：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第十三卷第十期：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 

出版日期：2024年 04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10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五期：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第十三卷第十一期：AI 對於教育之衝擊與因應 

出版日期：2024年 05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11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六期：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第十三卷第十二期：公費師培生制度之檢討 

出版日期：2024年 06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12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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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償

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使

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索

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利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註明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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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

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

期別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題目  

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二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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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

〈 〉用於篇名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

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

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

號與標題在表「上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

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 APA 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

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

見下文說明）。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 字以

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

（艾偉，2005，頁 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 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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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 a、b、c

等符號標明，例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

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2.學者 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

出第一作者，六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 1.(1)、

2.(1)和 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

(八)實例 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 1.(2)，和 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

體字。請參閱(八)實例 3.(2)和 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

實例 4、5、6、7、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

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

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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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

程與教學學會主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 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 和 A. J. Shinkfield 原

著，1985 年出版）。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博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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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 清 江 （ 無 日期 ）。 國 民 教 育 九 年 一貫 課 程 規 劃 專 案 報告 。取 自

http://www.mihjh.cyc.edu.tw/wwwsearch/%E4%B9%9D%E5%B9%B4%E4%B8%8

0%E8%B2%AB/9class.htm 

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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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

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之評

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交會費後，

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元以上者，得永久

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

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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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真：(02) 2311-6264（請註明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3. 電郵 ：ateroffice@gmail.com（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方 志 華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聯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 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 2311-6264 

會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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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方志華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www.a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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