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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2020年爆發Covid-19疫情，教育界面對了許多新的挑戰，也發展了許

多因應的措施，諸如防疫措施、線上教學、混成教學等。雖然Covid-19疫

情已逐漸趨緩，但Covid-19疫情對教育的影響仍在，疫情也帶給校園一些

轉變。疫情，除了促使教育人員持續發展相應的作為外，也引發了教育工

作者對許多深層教育議題的反思。

　　基於此，本期以「疫情後校園之轉變」為主題，廣邀學者、教育行政

人員及教師賜稿，希望針對「疫情後校園之轉變」進行闡述、分析、檢討

與評述。本期除了邀稿外，也有多篇稿件屬自行投稿，非常感謝所有投稿

者。本期除了「主題評論」的稿件外，還有「自由評論」與「專題」的稿

件。

　　本期所有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收錄11篇，探討

與評論「疫情後校園之轉變」相關實務，內容涵蓋高等教育、中學與小學

等階段；「自由評論」部分收錄16篇，議題範圍廣泛，包括課程與教學、

校長領導、學校行政、教育議題、原住民族教育、融合教育等，這些文章

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國內的教育議題，並提出精闢的見解與評論，豐富了

本期內容。此外，本期還收錄了「專論」3篇，分別探究Dewey兩項課堂講

演紀錄中有關Herbart學說的討論所示之課程主張、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

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及原住民傳統知識在學校防災教育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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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2020 年爆發 Covid-19 疫情，教育界面對了許多新的挑戰，也發展了許多因應的措施，諸

如防疫措施、線上教學、混成教學等。雖然 Covid-19 疫情已逐漸趨緩，但 Covid-19 疫情對教

育的影響仍在，疫情也帶給校園一些轉變。疫情，除了促使教育人員持續發展相應的作為外，

也引發了教育工作者對許多深層教育議題的反思。 

基於此，本期以「疫情後校園之轉變」為主題，廣邀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賜稿，希

望能針對「疫情後校園之轉變」進行闡述、分析、檢討與評述。本期除了邀稿外，也有多篇稿

件屬自行投稿，非常感謝所有投稿者。本期除了「主題評論」的稿件外，還有「自由評論」與

「專題」的稿件。 

本期所有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收錄 11 篇，探討與評論「疫情後校

園之轉變」相關實務，內容涵蓋高等教育、中學與小學等階段；「自由評論」部分收錄 16 篇，

議題範圍廣泛，包括課程與教學、校長領導、學校行政、教育議題、原住民族教育、融合教育、

學前教育等，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國內的教育議題，並提出精闢的見解與評論，豐富

了本期內容。此外，本期還收錄了「專論」3 篇，分別探究 Dewey 兩項課堂講演紀錄中有關

Herbart 學說的討論所示之課程主張、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及原住民傳

統知識在學校防災教育上的運用。 

本期能順利出刊，要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同時，也要感謝審稿者、執行編輯

賴慧君助理、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付出。由於有大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本期才能順利

完成。 

第十三卷第八期輪值主編 

王金國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葉川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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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談新冠疫情後的大學社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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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靜 

泰國格樂大學教育學系哲學博士 

河北博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 

 

一、前言 

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彼此關係良好而且有比較多互動的話，

對兩者的發展應該會有比較積極和正面的效應；反之，相對而言，則恐怕對彼此

的發展會有消極負面的衝擊。尤其面臨重大事件或是災難時，更是如此。就相關

文獻來看，大學與社區關係的主題，應該是重要的，也是值得關注的。事實上也

是如此。例如：楊正誠（2022，頁 67-81）、張揚興（2005）、宋威穎（2021）、陳

仲沂（2023）等的都有撰寫和這個主題相關的文章，討論大學與社區的關係，也

都對如何建立或發展良好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深入的討論與具體的建議。然而，

傳統上，大學與社區關係的議題，似乎顯得有些獨特，又好像有些冷門―好像受

到社會大眾與專家學者相當程度的關注，可是在公部門的職掌業務與政府的政策

又顯得不是十分受到關注。隨著，大學類別、功能與角色的改變，社區主體意識

的覺醒，社區組織（公民社會）的強化，不僅社區愈來愈重視與大學的關係，大

學也積極強化與社區的關係。臺灣教育部自 2017 年開始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截至目前，已進行到第二期（2023-2027）。雖然，在目前推動的兩期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大學與社區關係的篇幅不多，至少表示教育部已經關注到「大學-社

區關係」的議題。再者，不斷發生的疫情，例如：如 1918 年西班牙流感、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2009 年 H1N1 新型流感全球大流行、2012

年首次出現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2014 年西非伊波

拉病毒感染疫情（Ebola Virus Disease）、2016 年中南美洲茲卡病毒感染症（Zika 

Virus Infection）的區域流行，到 2019 年底開始擴散到全球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下稱 COVID-19），以及 2022 年開始流行的 M 痘（Mpox）（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2024，頁 16），對人類和大學（當然也對其他層級的學校）都產生相當

程度的衝擊與影響。因此，本文主要從臺灣教育部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討論，新

冠疫情後的大學與社區的關係。 

二、新冠疫情對大學與社區關係的衝擊 

人類歷史幾乎不段重複著：天災、人禍、疫病與爭鬥。陳建仁（1998）提到：

在造成人類歷史重大悲劇的四騎士－瘟疫、飢餓、戰爭和死亡，迄今，仍然帶給

人類相當大的痛苦和恐懼。誠如：2003 年的 SARS 讓人類經歷了一場距離人類

最近的瘟疫，好不容易，人類才從 SARS 的驚恐中穩定下來，可是隨著 2019 年

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又使人類陷入一場極大的災難和恐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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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開始持續將近三年的疫情，到了 2003 年初才稍有減緩的現象；可是，

最近，2024 年 6 月中旬，新冠肺炎似有再起之勢，不知何時才能真正歇止！ 

(一) 新冠肺炎對一般學校與教育的影響 

新冠肺炎那幾年，對於教育方面的影響，除了造成政府財政困難，教育經費

緊縮，其主要的衝擊有如下所列四項（Di Pietro, Biagi, Costa, Karpiński, and Mazza, 

2020, pp. 7-9；United Nations , 2020, pp.2-3；World Bank Group, 2020, pp. 5-6）： 

1. 學校關閉 

Douglas Broom（2022）發表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一篇文章 Here's 

how COVID-19 affected education - and how we can get children’s learning back on 

track 指 （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11/covid19-education-impact-

legacy/）：根據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正式宣

布新冠肺炎為法定流行性疫病）的統計，在疫情開始的 12 個月，有 188 個國家

的 15 億學生無法上學。截至 2022 年 3 月，根據 UNICEF（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的報告，仍然有 23 個國家 4 億零 5 百萬

的學童，沒能回到就讀。 

2. 對學生的影響 

學校關閉採用遠距教學對學生的影響，包括：減少學習時間、產生壓力症候

群、感變同儕的互動方式、擴大學習成就的差距、導致學習性貧窮，以及學習動

機低落。 

3. 阻礙必要之教育服務的提供 

COVID-19 對教育產生的破壞是崩解式的，而且將持續長久的一段時間。此

外，它還阻礙了教育對兒童及社區提供，包括營養的攝取、父母工作的提供、級

保護女性免受暴力攻擊等必要的服務。 

4. 導致學習遲緩 

過去兩年可以學成的閱讀能力，疫情之後可能要花七年的時間才能學成；基

礎的算數能力可能要花十一年才能學成。 

(二) 新冠肺炎對大學的衝擊－大學–社區的關係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時候，大學一樣也受到相當大程度的衝擊，例如（王淑貞，

2021；王翰揚，2022；Cristofoletti and Pinheiro, 2023；Ka Ho Mok，2022）：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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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數量的驟減、學生學習經驗受限及校方成本提高、學術研究工作受阻且難以

開展新國際合作、大學生面臨中輟風險及教育不平等的惡化、大學教學品質低落、

對教學上的衝擊與改變–線上教學的推動，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抑或是大學對社

區的承諾。另外，吳清山（2020）也指出四個疫情期間臺灣教育治理的問題，這

些問題比較偏向巨觀的政策層面，這三個比較有爭議的教育治理的問題是：(1)禁

止師生出國限縮人民自由權；(2)校園開放的治理權限認知落差；(3)遠距教學禁

用 Zoom 決策不夠透明；(4)暫停陸生來臺影響受教權益。本文旨在討論新冠疫情

後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所以將文章的重點放在這個議題之上。 

British Academy（2021, pp. 126-135）在 The COVID decade: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societal Impacts of COVID-19 一書列舉 COVID-19 對人類社會產生長期

影響的 9 個方面(1)地方性慈善或志願性組織社群的重要係增加；(2)對政府的信

任度降的與不穩定；(3)不同區域間之保健、福祉、經濟與貧窮等的不平等擴大；

(4)教育方面的收入、財富、社會經濟結構性的不平等，尤其是對於兒童、家庭與

年輕人的不平等，更加惡化；(5)由於缺乏家庭照顧與社區照護，因新冠疫情導致

至的健康惡化與保健的不平等會更加持續與擴大；(6)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更為大

眾所覺知，新冠肺炎會導致各種的心理健康問題，如果不關注由此可能導致的長

期的心理健康問題與解決方案，擇期將成為導致進一步不均等的根源；(7)新冠肺

炎引起的失業危機、企業倒閉、消費減縮與經濟結構的轉變，將導致政府稅收預

算的減少；(8)家戶所得減少，失業率增加與改變勞動力市場結構，女性更有可能

被強制休假與失業，少數族裔會更加暴露在危險的與第一線的工作；以及(9)對教

育與技能的重新認識與覺察，疫情期間因校園關閉，只能進行線上或居家學習，

由於評量方法的改變，更加擴大現存的因社會經濟因素造成的學習成就的不均

等，以及凸顯了數位的不均等；再者，新關疫情也引起大家對教育與訓練機構永

續發展的關注，尤其在財務與實務兩方面。在高等教育方面，伴隨著新冠肺炎對

高等教育財務的影響，使得大學之學生人口結構改變、提供學生、生趣與經濟利

益的能力減弱。 

新冠疫情在對社會產生的九個方面的長期影響，看似和大學，以及大學與社

區的關係，沒有明顯的直接相關。然而，深究之，則可以發現，新冠疫情的對社

會九個方面的長期影響，不僅對大學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對大學與社區的關係，

也是有著顯著程度的衝擊。Koekkoek, Van Ham, and Kleinhans（2021）沿用Carnegie 

Foundation 對大學與社區（承諾）關係的定義：「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是指高等教育

機構與其所處較大範圍社區（地方、區域/州、全國、全球），在伙伴與互惠的脈

絡下，在知識與資源進行互利的交換」。本文採用的「社區」概念，是大學所在

地的小範圍的社區。在疫情期間，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會更加密切（Ohmer, 

Finkelstein, Dostillo, Durhamn, & Melnick, 2022）：(1)成立跨學科及跨院系的單位，

定期開會，以回應夥伴社區的需求；(2)夥伴社區的成員參與大學的相關組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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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對夥伴社區的服務，參與社區組織的相關活動和計畫；及(4)圖書館則整理和

疫情有關的資訊，以供參考。 

三、後疫情時大大學-社區關係－大學社會責任的觀點 

新冠肺炎看似已遠離，事實上，又好像還在人世間徘迴。不論如何，人類應

該及早規劃因應措施與擬定相關方案。尤其是，由於地球暖化導致永久凍土層的

融解，可能釋放「沉睡中的萬古病毒」，人類本身沒有這些病毒的抗體，醫學方

面也還沒有這方面的疫苗，所以必須提早規劃因應之道。縱使，沒有「甦醒的萬

古病毒」攻擊人類，人類還是會遭受其他病毒的攻擊，可能是幾年，十幾年或是

幾十年，都未可知。因此，提早進行相關方案、機制與策略的規劃與制定，是必

要的。在大學與社區方面就競英該建立或發展如何的關係，以下從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中大學社會責任的觀點，提出以下幾點的建議。 

(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的大學-社區關係 

臺灣教育部（2017，頁 7）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版）》指出：近年來，

臺灣的高等教育過度重視世界排名而強調學術研究、且採用量化績效指標，忽略

對在地問題應有之關注與投入。此即本文前面提到的，由於受到政府政策不重視

大學與社區的關係，導致大學相對忽略與社區較少互動，進一步發展互信互賴，

相互有利的關係。因此，呼籲「…大學應該要思考如何發揮更大的在地關懷與產

業影響，協助周邊的環境、學校及產業的發展，提高大學的社會責任與影響力…」

（頁 8）；「大學生應參與在地連結，對在地區域發展能有更多貢獻，藉由對區域

發展的認同感，展現實踐行動。」（頁 15）。 

緊接著，政府對於大學與社區的鏈結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政策導向，教育部

（2022）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112-116）》（頁 1-2）提到：「……對於致

力發展大學社會責任之學校，可發展『SDG11 永續城市與社區』，強化在地連結。」

（頁 14）。同時，在「社會參與能力」這一項提到：「面對當前複雜的國內外情勢

與多變的社會環境，大學應培養學生具備思辨力以因應多元的立場與價值大學應

協助學生養成以主動關注社會議題並以專業知識服務社會之能力，使校園與社區

成為專業實踐、道德投入及關懷參與的場域，強化學生社會責任感並建立公民意

識，進而成為展現利他行為的世界公民。」（頁 16-17）。 

(二) 後疫情大學與社區關係之建立 

從大學的性質與傳統來看，大學一向顯得和社區比較疏離，早期大學和社區

的關係大多是，大學生在寒暑假利用社團或自發性的組織團隊進行社區服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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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立起關係。但是，這種關係是短暫的和不固定的。新冠疫情之後，大學與

社區如何發展長期且穩固的關係，除了教育部（2022，頁 21） 

提出的幾點：(1)學生參與社區導向學習（ommunity-Based Learning）課程；

(2)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USR Hub）；(3)以數位學伴模式協助偏鄉或

弱勢地區教育與學習、協助推動或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縮短偏鄉或弱勢地區教育

學習資訊落差、協助原住民語言文化教育等傳承與保存等；及(4)面對疫情或外在

環境變遷帶來教學衝擊，學校能透過訂定因應策略或推動數位轉型以建構韌性校

園，對學生、教師、社區或社會提供正向支持。本文謹提供以下幾點供參考。 

1. 建立相互信賴與互相尊重的對等地位 

長期以來，大學與社區之間或許是刻版化印象的關係，也或許是傳統的因素，

使得大學和社區之間的關係，經常是緊張的、衝突的。疫情之後，為了防患於未

然，相互協力共同應對將來可能面對的疫病，大學與社區之間建立相互信賴與互

相尊重的對等地位是必要的。 

2. 建立目的取向的跨領域組織與運作機制 

疫情過後，大學與社區應建立目的取向的跨領域組織與運作機制，定期召開

會議，嫻熟組織的運作機制，分享與討論相關資訊，以及規畫相關因應計畫與策

略，以備將來之所需。 

3. 擴大合作對象與成員俾利人力資源運作 

大學與社區有關之疫情因應組織的成員，除了社區相關社會機構團體、非營

利組織之外，當地的意見領袖與政府機構的主管人員，也是必要的成員；大學方

面，除了各院系所的教職員工代表成立跨領與及跨學科組織之外，學生社團與學

生代表，也有必要參加。如此，將來在人力資源的供給與運作，會比較充沛。 

4. 建立疫病資訊蒐集與流通網絡 

大學應與社區慈善機構、社福機構與非營利組織，以及當地的公衛生與醫療

單位，建立疫病的資訊蒐集、庋藏和流通網絡，俾利適時動員相關組織與資源，

反應與因應疫情。 

四、結語 

學校作為社區主要的文化與政治中心，平常就有必要對社區提供更多的服務

與資源，以及發展良好的關係。作為社區學術、研究與服務核心的大學，尤其是

現在的大學評鑑與發展趨勢，更加強調大學對社區的服務與承諾，因此，大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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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必要與社區建立以問題解決為基礎的目的取向的對等的關係。本文主要從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大學與社區關係的觀點，討論新冠肺炎之後，大學與社

區應該建立如何的關係，作為將來因應可能發生的疫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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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校園之轉變對國際移動力的影響 
許祖嘉 

龍華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因應區塊鏈、AI、ChatGPT 引發全球的震撼與專注，尤其是生成式 AI 帶給

Z 世代的挑戰與衝擊瞬息萬變，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對於人才的培育更是刻不容緩

（黃榮村，2003），迎接數位科技新浪潮，臺灣教育不但要設計創新思維的課程

以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熱忱，更應落實學生在校培養跨領域與養成終生學習的習

慣，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即是 108 課綱核心素養的理念，而擴充學生宏

觀的思維與視野，國際移動力的養成更是刻不容緩，如此才能發掘自我的優勢與

展現自我競爭力。 

若想提升國民的素質與國家競爭力，培育具備「國際移動力」的人才才是全

球化迫切的需求，回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中，強調學習者有必要參與

和建立與他人的合作關係，並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動的素養，「國際移動力」展

現在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之一（教育部，2014）。課綱中清楚明載：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國際化視野，並主

動關心全球議題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教育部，2014）。何謂「國際移

動力」（Global Mobility）？教育部（2016）提出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中，成為傑出

人才的必備要件，因此，各國致力發展大學教育國際化，進行廣泛多元的國際交

流與合作，同時以此為教育改革的方向。另外，全球競合力也就是「國際移動力」

（何國旭，2016），也就是說，不僅在臺灣，國際移動力更是全球高等教育至關

重要的核心政策（Kell & Vogl, 2012；黎士鳴、湯堯，2016），「國際移動力」早已

在國內各級學校佈局，政府必須積極且重新審視人才培育的目標（周燦德，2024），

才能整體提升國家競爭力，而首當其衝就是要落實具備國際移動力的人才。 

為提升青年的國際視野與擴展國際移動力，自 2007 年教育部辦理學海相關

補助計畫，至今已辦理近二十年的學海系列的計畫補助案，目的就是培養學子在

校內就能無縫接軌參加跨國交換學習或是跨國海外實習的機會（許祖嘉，2019）。

然而，2019 年新冠疫情（COVID-19）開始至 2021 年 4 月，前後不到 2 年，全

球教育體系在疫情的影響下，不僅重創全球的航空，也牽動了全球留學的教育市

場，各國雖有邊境管制，然各個國家和各級學校也不一致，教學以線上課程或是

混成學習的雙重模式來進行，當時，攻讀學位為主的留學生、國內外雙聯學位計

畫交換生或是海外實習生的規劃也停擺了好長一段時間，疫情嚴重時，即便已經

通過考試和簽證諸多難題，疫情嚴重時，許多學子也不得不紛紛放棄出國求學或

是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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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2020）統計，疫情也造成當年全球在學人口的 90%，

超過 15 億的學習者，僅能使用線上或是遠距學習的模式（蘇慧貞，2020），另外，

也有線上課程或是混成學習的雙重模式，甚至也有停課的現象，然而，學生線上

課程的學習成效，決定於各國以及其他地區的網路覆蓋率的多寡（蘇慧貞，2020）。

好在因新冠疫苗問世並普及施打後，學生才漸漸回到往日的校園學習，事實上，

陳昀萱（2020）指出國際教育專家評估至少要經過一年的非常時期，因全球學生

的流動需要五年才能恢復原狀（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2020a）。也就是說，國

際移動模式，影響最大的是以英語為母語的留學地，這些國家因新冠疫情，在短

期 3-5 年內，面臨到國際學生人數銳減（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2020b）；反之，

鄰近的國家或是地區的學生選擇以臺灣為留學地區的原因，除了地利之便，也因

為想學習中文才來，外籍生來源，主要以越南、印尼、泰國、韓國生日益增加，

也帶來了重要的改變與影響。 

二、疫情後國內大學校園對於國際移動力的挑戰 

根據教育部統計，新冠疫情前 2018 年在臺灣大專院校中，外籍學生人數超

過 12 萬人，比十年前多兩倍（田孟心，2020），然 2019 年約有 7 萬多名臺灣學

子赴海外主要國家留學，青年學子快速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本文歸納疫情後，

國內大學校園對於國際移動力的挑戰，以下分成三個方向說明： 

(一) 疫情迫使國內高教學生學習模式的改變 

疫情帶來的是危機還是數位學習的轉機？疫情後，各國學生使用電子裝置幾

乎寸步不離，大部分皆有遠距線上的設備與資源，學生也可以使用任何的介面即

時觀看線上學習課程，更能促進學生多樣化的學習管道，促使學生產生自主學習

的興趣與動機，無論是實體上課或是遠距教學的便利與安全性，或是個人的社交

互動活動，疫情後學習的管道，愈來愈多元，從課堂到雲端、從線下到線上、從

實體到虛擬環境，e 世代年輕人使用網路已成為必要的學習方式。 

另一方面，由於國內疫情控制得宜，校園的實體授課也慢慢恢復，學生也可

以回到校園上課，因此，有條件性的鎖國政策，僅對部分境外生學生入學造成不

便，雖以本國學生為主，國際學生所佔學生相對較低，影響程度不似英語系國家

來的嚴重，仍對高等教育營運造成阻礙。 

(二) 疫情造成國內高教機構之財政的影響 

疫情帶給高等教育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國際移動力大幅減少，尤其在疫情失

控時，以英語為母語等國家的留學生的國際移動力驟然萎縮，世界各國相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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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國際學生人數驟降與因應防疫需求的經費增加，首當其衝就是對高等教育機

構財政的重大挑戰，因國際生減少而帶來學費未收的困境（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

組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2020；陳玉娟，2022）。 

臺灣相對英美澳等英語系國家，倚賴境外學生的程度相對較低，美國各大學

非常倚賴境外學生，更因應新冠疫情的衝擊而造成必要經費支出的嚴重缺口，導

致高等教育機構財政負擔變得更沉重（陳玉娟，2022）。相對地，臺灣不像以英

語為母語的國家，招募海外學生的倚賴程度不高，大多招募以亞洲國家為主的外

籍生（陳玉娟，2022）。根據教育部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疫情爆發時，2019-2020

境外生 130,417 位，學位生佔 63,530 位（教育部，2021b）。在 2020-2021 疫情爆

發擴張時，以線上修讀學位境外學生的人數為 32,040 人，相較 108 學年度 2019-

2020 修習學位之境外生人數 63,530 位，減少了一半（教育部，2021b）。而正式

修讀學分之交換學生、研習生與選讀生及華語中心之就讀人數，更是驟降只有

13,612 人（教育部，2021a），疫情爆發一年，不包含針對境外學生其學費部分所

產生的消費與經濟效益，高等教育機構端就大約有 31 億臺幣的缺口（陳玉娟，

2022）。追根究底，疫情不僅造成臺灣國際學位生的短缺，雖然臺灣並不是唯一

被影響的國家，然而，首當其衝直接影響國內高教機構之財政的收入驟降，連帶

學生國際交流的機會也隨之下降，國際移動力更是大幅萎縮。 

(三) 高等教育人才培育失衡與流失 

疫情肆虐時，臺灣很快地抑制疫情發展，在這場防疫戰的確診與死亡人數在

國際上被視為防疫優等生，然而，防疫成效雖然不錯，但是疫情後所造成的影響

卻是全球性的，當時臺灣祭出「鎖國防疫」的政策，造成國際交流大幅萎縮，並

且牽動全球其他的國家，不少當時在臺就學而無法回國的學生表示：「延畢打亂

我的人生規劃」（田孟心，2020），不僅影響全球經濟的發展，連帶對臺灣高等教

育機構的衝擊也不小。 

反之，倘若國際人才流動是全球化的普遍現象，如果單項輸出而造成不平衡

的人才輸出與輸入，那麼影響最大的乃是人才流出大於人才流入的失衡問題，未

來也會造成該國之國際競爭力的下滑，如果沒有政策因應來改善，問題只會愈來

愈失衡，更會成為國家競爭力失衡與流失的困境（王如哲，劉秀曦，楊正誠，李

家宗，2020）。 

三、疫情後面對未來挑戰以及國際移動力的因應策略 

疫情後臺灣面臨高教國際化衝擊的各項挑戰的因應策略，根據前段論述的問

題與挑戰，提出以下的對應策略與建議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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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多元學習模式的挑戰 

高教學生應接受多元學習模式的方向與挑戰，有兩個部分：第一、高教機構

落實並增加必要的跨領域英文學程（或是特色微學程）；第二、善用線上多元的

學習管道，以提升學生彼此的國際交流，並發展國際移動力。疫情後，學習的領

域愈來愈多元，教育部鼓勵大學開設以全英語授課的跨領域學程（或是特色微學

程），學程主要協助學生爭取經費，例如：分成六大項：國際競賽、國際交換學

生、海外短期交流活動、國際志工、國際壯遊、與國際交流計畫等。如此，不僅

可以吸引更多優秀學子在國內就讀，或是海外實習提早適應工作環境後，也可以

選擇在國外就業，頂尖大學早已推動英語化學程，強調英語化授課的深度與廣度，

希望配合國內頂尖大學計畫開設英語學程來提升整體的英語力。其一、可促進國

際生和本地生之間交流，加強國際化的視野，主動關心全球議題玉國際局勢，培

養英語溝通力和國際理解，進一步更能培養國際移動力。 

另一方面，自 2022 年底，OpenAI 正式推出生成式 AI 對話機器人 ChatGPT，

ChatGPT 橫空出世，高等教育機構正因應現代數位轉型巨變的挑戰，各級學校教

學模式早已啟動生成式 AI，對大部分 e 世代的年輕人而言，透過生成式 AI 技

術，普及使用並完善學習的作業，大幅提升學生學習效率，生成式 AI 技術普及

的應用，也將共同打造全新的自主學習時代的來臨。 

目前 AI 確實讓人真正有感，且感受到被取代的危機，一方面，它能驅動使

用者加快腳步改變傳統學習的步調，另一方面，更可增進 e 世代瞭解並接受創新

與生成式 AI 輔助工具的挑戰，現在正是時候，落實跨領域研究與全英語跨領域

教學產能提升的良機，鼓勵高教機構的學子善用多元的學習管道，例如：線上學

習課程或其他教學的網路管道來增強雙向的國際移動力，例如：鼓勵國內高教機

構的學生，多使用線上交流管道增加彼此的國際觀與跨學科知識領域的內容，這

種類似 English Corner or English Salon 以及國際咖啡館等線上交流平臺，不僅可

以延伸課堂上知識學科內容，更可以藉由線上國際交流，並且可以節省國際移動

力龐大的生活費開支。 

(二) 發展永續經營管理策略以解決私校逐年面臨之財政困境 

疫情後，面對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衝擊下，國內大部分私立大專校院招生逐

年處於艱困狀況，各私校財務也陷入學費短收的困境，甚至有部分學校更積欠教

師薪資等衍生的問題，教育部除了持續輔導有需要轉型的私立大專校院或是申請

停辦等因應對策。此外，疫情也對高教機構的財政衝擊影響頗大，除了學校原有

的經費外，教育部應放寬高教經費使用的範圍，讓各校得以將校務基金、私校獎

補助款或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等內部適度的調整並支應相關國際化支出的費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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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各校所需教學研究經費的需求，各校更應以節流的消極性原則當基地。 

發展永續經營管理策略以解決私校逐年面臨之財政困境，第一、落實海外優

秀青年來臺就讀與交換的獎勵措施，以獎助學金補助境外生的必要性反思對招生

國外優秀青年是否適切，還是以其他的方案補助，作為獎勵優秀青年的誘因，例

如：第一年入學住宿完全免費，或是加碼其他的配套方案補助，才能更貼近外籍

生的需求。另一方面，臺灣與歐美國家的民生消費比較，本地的消費相對便宜，

各校招生宣傳時，也可大力宣傳本地的學費和學雜費相對實惠，還可能對家境相

對清寒的子弟或是需要獨立的優秀青年，如同久旱甘霖正及時，改善國內人才短

缺的問題，增加優秀人才彼此學習與交流，才是落實國際移動力致勝的關鍵，第

二、國內各校應以節流的消極作法，作為持續展開國外生源的誘因之一（陳玉娟，

2022），疫情後，各校擴展未來可能的生源和找尋潛在的發展方向，才能解決目

前招生困難及學費短收的困境。 

(三) 落實國內外青年和學者交流及輔導制度以抗衡人才短缺 

「人才是影響一國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吳惠林，2012），高等教育政策自

1995 年實施以來，雖然培養許多的大學生以及碩博士的畢業生，漸漸不符合時

代潮流，以及產業界的需求面臨失衡，連帶失業率也節節升高，外界不免質疑，

臺灣的教育帶來過多高學歷的失業者，學歷供過於求，抑或是學用落差失衡的局

面擴大，面對各國競逐人才的優勢，臺灣要如何因應人才培育失衡？ 

1. 持續招收境外生以及招聘優秀學者，以提升國際交流和國際移動力 

108 課綱總綱中明載，「學子應具備國際化視野，關心全球議題或國際情勢，

具備國際移動力」，此乃抗衡人才培育的重要方向之一。全球都在爭相招攬優秀

的人才，例如：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的大學均提出獎學金策略，或是祭出

優惠的政策，吸引優秀的境外生或是優秀學者，除了穩固海外聯絡中心並持續招

收優秀的境外生來臺就讀，全球化的趨勢中，吸引國外優秀學生來臺，反而，更

能促進本地師生、境外生以及學者間的交流，並能縮短國際移動力的落差。 

2. 覺察境外生的需求，提供留臺的就業機會與完善的輔導機制 

教育部對於境外生畢業後提升留臺的就業比率，已指示相關部會提供完善的

職涯諮詢及就業輔導機制，教育部對既有「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

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框架下，再加強推動「促進國際生來臺及留臺實施計畫」。

此計畫於 113 年度正式開始實施，將分成 4 年，主要在於補助大學配置國際生的

輔導機制，配置專責人員協助系所照顧國際生，並且與企業共同規劃課程(含實

習)，推動境外生畢業前留臺就業，並能真正落實留臺就業追蹤，透過簡化居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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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永久居留的鬆綁策略，即時蒐集並評估各校輔導境外生的問題與建議，以達到

吸引優秀國際學生來臺就學和留臺就業的目的。 

3. 鼓勵國內青年出國短期交流與落實海外交換與實習政策（教育部，2023） 

教育部自 2007 年起開辦學海系列補助計畫，其中包含選送優秀在校學生出

國研修以及實習機會，教師適時鼓勵學生挑戰自我，留意申請海外交換與實習的

機會，回國後，教職員也應盡力協助各系所學生辦理補助的事宜，並真正落實海

外工作實習的工作內容，才能提升學生的抗壓性和耐受力，是全方位的學習，而

非上課才能落實本國青年的國際移動力，拓展國際交流與跨文化溝通的能力與視

野。 

4. 落實實習導師或國際專班輔導老師制度 

進入大學後，學生選擇符合自己興趣的職能專班或是系所競賽團隊，由指導

老師帶領團隊積極參與國內或是國際賽事，以賽會友的方式來吸引有潛力的國內

或是國外青年參與，並且互相交流組成國際團隊，以挑戰自我參與各項國際活動，

經由導師或是專責指導老師制度，才能培養學生發展國際移動力，專責指導老師

懂得如何選人用人，培養團隊需要的人才，培養團隊的向心力才是致勝關鍵，更

是培育國際人才的目標。例如：筆者擔任本校國內外實習和留學交換的輔導教師，

至今已有十多年的經驗，每年在暑期 3-6 月前舉辦海外實習說明會，被遴選的優

秀學生才有時間準備出國事宜，到真正落地他國開始，尤其是海外實習的學生接

觸到異國文化，成為工作團隊的一員，首先要學會如何與他人溝通交流，由於語

言和文化的不同，藉由溝通與文化交流，繼而產生層出不窮的狀況與挑戰，作為

輔導老師，各階段對不同學生的輔導與關懷，唯有持續保持聯絡並給與學生正向

的回饋，才能使學生領悟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以及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落

實國際移動力。 

5. 各校重新審視人才職能的需求，提供多元實習和就業管道 

因應職場變化快速，學生在畢業後是否能找到合適的工作，避免擴大學用落

差的窘況，造成教育失衡的社會問題，才不致導致產業端人才失衡的問題（周燦

德，2024）。方案一、各校系所重新檢視課程的模組是否能對接職場上所需的職

能，例如：產業智能化因而改變了年輕人選擇科系的職能，各校需因應 AI 快速

且蓬勃的發展及早調整與改變，以免部分科系的學生的工作被取代，學校也要協

助企業瞭解職場所需的人格特質，例如：持續舉辦並邀請業界優秀的人才到校演

講或是傳授技能，擴大派遣國內外學生到產業做短、中長期的實習工作，早日適

應國內外產業用人的特質（周燦德，2024）。 

學生藉由實習或打工的機會提早反思所學的課程是否對接實習的工作，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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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整與改善以迎合時代的需求，能在畢業前擁有一技之長，學校端也應提供更

多元的學習管道，啟發學生盡早做好個人的職涯規畫，在校時，學生除了開發自

己潛在的興趣，更需要培養創造、批判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藉由校內

外舉辦各屬性的會展活動、國際賽事、東南亞美食節等，在校時，多與境外生交

流，瞭解他們如何在異地適應，瞭解境外生到臺灣求學的決心與毅力，從中瞭解

自己欠缺的部分，畢業前也能如同國際生努力爭取海外實習或就業的機會，並且

找到適合的國內外的工作機會，早日與世界接軌。 

(四) 強化本地大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 

提升大學生能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加強國際移動力，培養包容與互惠的胸襟、

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以下建議：(1)大學入學後應及早規劃並擬定未來職

涯潛在的方向；(2)應與同儕儘早培養包容與互惠的胸襟，藉由校內外的活動與競

賽，拓展個人的國際視野與加強外語力，在國際競賽中，養成勝不驕敗不餒的運

動家精神，包容他人的過錯與不斷在錯誤中學習，才能懂得珍惜友誼；(3)及早認

識海外工作環境，首先，多聆聽學長姐的經驗，並且參加相關的國內外演講與實

習說明會，藉此，才能領悟國際化的工作環境所需的挑戰和準備；(4)堅定自我文

化價值與尊重他人的文化並不是口號，年輕人與國際友人交流的機會愈多，在不

瞭解的狀況下，僅憑著刻板的印象更容易蒙蔽自己的無知，做出錯誤的判斷或造

成誤解，都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回教信仰不僅是某些國家的傳統信仰，也是支

持他們生活信念的依歸，其他個人扭曲的想法散佈在媒體或是頻道上的言論，都

要有事實的根據和客觀的分析，加強自己的判斷力才能給予反饋，除了堅定自我

文化價值，更要尊重他人的文化，大學生應及早培養包容與互惠的胸襟，能包容

異己，雙向溝通協調，才能欣賞多元的文化與具備國際化視野。 

四、結語 

疫情後國內各大學校園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力刻不容緩，除了積極培養國內

年輕人對專業學科內容的興趣培養，更應加強學子跨領域的能力，平時，學校應

積極邀請專業並有前瞻的企業家到校演講或是擔任裁判，藉由交流中引導學生產

生國際移動力的信念，並提供機會鼓勵年輕人積極加入跨領域、異質性的團隊朝

向多元性的發展，校內建立師生線上交流的管道，並鼓勵學生參加國際線上交流

的管道，因應全球數位轉型時代的來臨，藉由免費的線上學習交流，學生不僅可

以延伸學校沒有教的知識學科內容，還可節省出國所需的生活費與開支，交流的

過程中，或許可以發現潛在符合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國內大專

校院招募境外生時，盤點各校系所的特色對接未來產業的工作性質，成為主力的

宣傳策略，例如：臺灣在半導體產業在世界上有不錯的成績，台積電更是臺灣的

護國神山，居世界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尤其各校在招生時，增強系所的所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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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接的工作性質，並且加強外籍生的華語教育與文化素養，增加繁體中文課程、

提供學生的健保制度、跨領域全英語專班課程、各系所跨文化溝通課程，最後，

校園內加強宣導交通意外的防範以及急救所需的必要配套措施，並提供必要的生

活指南等，以上的要點都應納入海外招生的範疇。 

學校端更應積極找尋跨國國際合作的夥伴與對接的國際教育機構，擴大校與

校間的國際移動力，落實 Z 世代青年的海外移動力的機會，面對世界各國的挑

戰，本文提出疫情後國際移動力的因應策略以下幾點：(1)接受多元學習模式的挑

戰；(2)發展永續經營管理策略以解決私校逐年面臨之財政困境；(3)落實國內外

青年交流以及輔導制度以增加青年國際視野抗衡人才短缺；(4)強化本地大學生

具備國際移動力。總之，落實國際移動力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國際人才來臺雙向

交流，以創造永續發展與人才交流的善循環，最後，本文回應 108 課綱，以核心

素養為主軸，培養 Z 世代的學子成為終身學習者，國際移動力乃是各教育階段的

核心素養具體的內涵之一，強化素養更是實踐 108 課綱中奠定國際移動力的軟實

力，如此，臺灣在面對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急遽發展，透過國內諸多大學培育國際

素養的專業人才，具有國際移動力與多元文化的國際視野，才能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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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幸福：疫情對大學生幸福觀影響與啟示 
丁毓珊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一、前言 

大學階段是自我成長與探索的關鍵時期，而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在其中扮

演著重要角色，亟需教育者的重視。研究顯示許多大學生面臨著課業、生涯和人

際等多重壓力，而產生焦慮和憂鬱症狀（Beiter et al., 2015；Saleh et al., 2017）。

而疫情的發生帶來更多的逆境與不確定性，促使人們更依賴使用 3C 設備、社群

媒體與線上互動，進一步加劇心理健康問題，致使焦慮、憂鬱和自殺等問題日益

嚴重（衛福部，2023；Lakhan et al., 2020）。 

幸福感（well-being）在心理健康中被視為關鍵指標，反映著個人的整體生活

滿意和正向情感。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幸福，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多種多樣，普遍

學者認為幸福感可以分為「享樂型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和「意義型幸

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前者主要強調幸福是追求快樂和享受生活中的

愉快時刻（Diener et al., 1995；Camfield & Skevington, 2008）。而後者則關注實現

自身潛力和追求有意義的目標（Ryff, 1989；Ryan et al., 2008）。此兩種幸福感的

觀點並非相互排斥，而更彰顯幸福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儘管幸福感已有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定義，但隨著社會環境和價值觀的變遷，

臺灣大學生的幸福觀可能會因重大事件（如：疫情）而改變，與過去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旨在回答一個問題：疫情如何影響大學生的幸福觀？並依據結果提供

教育者建議。 

二、疫情對大學生幸福觀之影響 

為回答上述問題，筆者進行一項小規模的線上調查。參與者為來自北、中、

南部地區的 62 名臺灣大學生（49 位女性、13 位男性）。本研究採用一個開放式

問題進行調查，基於哈佛大學 Project Zero 的「I used to think…, Now I think…」

視覺化思考框架，旨在幫助學習者反思他們對某特定主題或經驗的思考隨時間變

化的情況（Ritchhart, Church, & Morrison, 2011）。研究者使用此思考框架並結合

疫情背景，設計以下問題：「疫情前我認為幸福…；疫情後我認為幸福…」。 

資料蒐集的時間範圍是 2023 年 4 月至 5 月，為疫情已趨於緩和的期間。最

後，筆者採用 NVivo 質性分析軟體對學生的回答進行編碼及分析，並依據疫情

前、疫情後分別計算提及內容的百分比，這些比例將在研究結果中以括號形式呈

現。此外，開放代碼將以（S+學生編號）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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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前，大學生提及幸福觀的不同面向，包含：幸福來源（51.1%）、幸福

特徵（48.9%）。在幸福來源的部分，疫情前大學生普遍認為來自於「豐富的物質

條件、多采多姿的生活享受」（37.8%），一些陳述例如：「在發生疫情前，我認為

幸福的前提條件是中樂透賺大錢（S048）；是功成名就（S056）；是有錢可以出國

玩（S009）；是有錢、能隨心所欲（S011）」等。其次，一些大學生提及幸福來自

於「關係」（13.3%），例如：「在疫情發生前，我認為幸福有一大部分是跟家人朋

友在一起。」（S013）。在幸福特徵方面，大學生普遍提及疫情前幸福的「容易性」

（35.6%），例如：「在疫情發生前，我認為幸福隨手可得（S045）；是很常見的

（S034）；輕易能感受的（S043）」。亦有少數大學生提及幸福的「困難性」（11.1%），

例如：「在疫情發生前，我認為幸福很遙遠，要一直去追尋」。（S006）。上述陳述，

可以看出疫情前大學生對幸福的觀念主要集中在物質滿足和容易獲得上，而疫情

後則有所轉變，陳述如下。 

(一) 幸福來源轉變（52.7%） 

在疫情後，大學生幸福觀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三個幸福來源和比率的變化上：

健康、關係、自主。 

1. 健康（26.3%）：疫情發生後，幸福感的來源轉向「健康」。例如一位大學生表

示：「在疫情前，我認為幸福的前提是擁有用不完的錢；疫情後，我認為幸福

只要身體健康就夠了。」（S024）。 

2. 關係（21.1%）：結果顯示「關係」趨於重要。例如：一位大學生提到：「在疫

情前，我認為幸福是隨時隨地可以感受到的；疫情後，我發現幸福更應該即

時，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遠，而幸福往往來自於人際互動，所以我

們應該珍惜彼此相處的時光，感受其中的幸福。」（S020）。特別是，許多大

學生同時提到身體健康與關係的雙重重要性，例如：「在疫情發生前，我認為

幸福就是自己過的好就好，時常忽略家人；在疫情發生後，我認為幸福就是

看到家人的身體也健健康康，長命百歲，珍惜眼前的美好。」（008） 

3. 自主（5.3%）：由於疫情期間對於外出和社交活動的限制，學生更加重視「自

主」。一位大學生表示：「在疫情前，我認為幸福可以隨處發現；疫情後，我

認為幸福是可以自由地去哪裡、做什麼。」（S022）。 

綜言之，上述這些回應突顯疫情對大學生幸福來源的影響，其中健康和人際

關係、自主成為更為核心的幸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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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幸福特徵轉變（47.3%） 

疫情對大學生幸福觀的影響，體現在三個幸福特徵的變化上：易變性、簡單

性、當下性。 

1. 易變性（22.4%）：大學生表示，疫情使他們更加感受到幸福的脆弱，容易受

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反映幸福不容易獲得，需要付出努力或代價，因而更加

珍惜。例如一些陳述：在疫情發生後，我認為幸福很容易失去（S038）、要好

好珍惜（S031）。 

2. 簡單性（18.3%）：疫情使大學生轉而對簡單的人事物感受到幸福，例如從社

交活動轉向對簡單線上相見的珍惜，從重大事件的幸福轉向日常生活的平凡

幸福。例如，一位大學生表示：「在疫情發生前，我認為幸福就是可以規劃朋

友旅行，共同享受美好的時光；在疫情發生後，我認為只要能夠面對面一起

吃個飯就很幸福了，能夠短暫相處幾個小時，不用特別規劃什麼活動就覺得

足夠了。甚至是在線上視訊見面，也覺得有補充能量的幸福感。」（S030）。 

3. 當下性（6.6%）：大學生表示，疫情使他們更加重視並把握當下的幸福。例如，

一位大學生提到：「在疫情發生後，我認為幸福就是要好好享受當下。」（S006）。 

綜言之，上述這些回應突顯疫情對大學生幸福特徵的影響，使其更意識到幸

福的珍貴、簡單、並更加重視當下，珍惜平凡生活。 

三、教育啟示與建議 

儘管本調查規模較小，但其能呈現大學生在疫情前後幸福觀的動態變化。調

查發現，大學生的幸福來源從外在條件轉向內在體驗；從追求理想或未來，轉向

更重視當下；從物質享受，轉向更珍惜平凡生活。筆者認為，從資料中可以初步

窺見大學生在面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心理變化過程，對情感教育具有重要意

義。以下據此提供教育者兩個面向的建議。 

(一) 課程實施 

1. 開設情感教育課程：目前大學課程以事實資料為主，情感教育課程相對稀少。

筆者認為，教育者需引導學生在繁忙的行程中，稍微暫停一下，並反思讓自

己感到幸福的人事物為何，這能成為其在面對大學階段挑戰時的力量與動力，

進而降低心理困擾。因此，建議增設幸福教育或情感教育課程，或舉辦專題

講座和相關活動，以培養學生心理復原力，更好地應對外在變化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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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融入幸福元素：除了開設專門的選修課程或活動之外，筆者認為幸福是

貫穿於整體生活與學習中，因此無論何種學科或課程，都能將幸福元素融

入。以本調查為例，大學生的幸福來源是健康、關係與自主，故可在課程和

作業、考試設計中兼顧學生的健康，如設計合理的作業量；設計小組合作和

團隊項目，促進與協助建立良好同儕關係；提供更多自主學習機會，讓學生

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求進行學習。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宜關心並支持學生在

這些方面的需求，使學生在日常學習中亦能體驗幸福。 

3. 促進健康生活宣導：本調查的結果突顯健康對於幸福感的重要。然而，筆者

觀察到，儘管多數大學生意識到健康的重要，但他們並未養成良好的自我照

顧習慣，尤其在面臨期中考或期末考等巨大壓力時更是如此。教育者應適時

宣導健康生活，幫助學生養成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和規律運動的習慣，強調

能在學業壓力和日常生活中達到一種動態平衡乃幸福的關鍵。 

(二) 教學三策略 

1. 視覺化策略應用：在本調查中，筆者應用哈佛大學視覺化思考框架作為工具，

其能協助學習者反思特定主題與經驗（Ritchhart, Church, & Morrison, 2011），

建議未來教育者亦能透過視覺化思考的其他策略，輔助學生反思和理解幸福

感，不僅有助於學生更清楚釐清自己的幸福觀，更能覺察到生活中那些帶來

幸福的人事物。 

2. 日常覺察練習：在本調查中，筆者發現大學生的幸福來源，在疫情後主要來

自簡單的日常生活，幸福其實可以來自於小事，取決於個人如何看待。教育

者可以引導學生覺察、關注或記錄日常生活中的小確幸，讓學生學會在平凡

的生活中尋找和體驗幸福感，並練習培養感恩和知足的心態，如此能夠協助

學生更容易體驗到幸福感。 

3. 正念活動體驗：本調查發現，大學生的幸福觀更加重視並珍惜當下。因此在

教學活動上，教師可以透過在課程中透過正念練習，如深呼吸、冥想和身體

掃描，幫助學生專注於當下，提升正念與幸福感。此外，亦能設計能使學生

專心投入的體驗活動，如：藝術創作、實地考察等，讓學生能在特定的時間

段內專注於單一任務或情境，引導學生沉浸在心流中，體驗與表達當下的想

法與感受，提升整體幸福感。 

四、結語 

綜合上述，疫情對於大學生的幸福觀影響，體現在幸福來源和幸福特徵的轉

變上。幸福來源方面，大學生從追求物質條件和生活享受，轉向更加重視健康、

關係和自主；幸福特徵方面，大學生感受到幸福的易變性、簡單性和當下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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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可開設或在課程中融入情感教育和幸福元素，並推廣健康生活，幫助學生

在學業和日常生活中達到平衡。此外，透過視覺化思考策略、日常覺察與正念活

動，能引導學生反思與理解幸福感，更加專注於當下，進而提升整體幸福感和心

理健康。筆者認為疫情對整體教育帶來諸多影響，但對於生命的反思和幸福的體

悟所帶來的啟示不應被忽視，故希冀藉此拋磚引玉，啟發更多教育者重視大學教

育階段的心理健康和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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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疫後翻轉之翻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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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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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立東榮國中教師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課程督學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翻轉教育的落實，在臺灣國中小教育的現場中，長期呈

現遲滯的狀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 19）疫情

發生時，為了降低群聚傳染風險，全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學生均改採居家線上數

位教學，對教師而言，意外地成為改變現狀的契機，及產生了不得不實踐與翻轉

的推動作用。相反的，現今中小學生到大學生多為數位原生世代的 Z 世代和 α 世

代。Z 世代以智慧型手機為代表，這些人大致位於現在國中生到大學、研究所就

讀或剛從大學畢業就業的時間點，綜合Okumus等人（2021）與 Janssen和Carradini

（2021）的觀點，Z 世代約是介於 1995-2011 年出生者。α 世代則以 2010 年代初

至中期作為開始出生年，2020 年代中期作為結束出生年，大約是現在的中、小或

是幼兒園學生。他們和智慧裝置一同成長，熟悉 AI 人工智慧和機器人。Ramírez-

Herrero 等人（2024）指出，α 世代約是介於 2011-2025 年出生者，他們對於數位

的接收度和教師使用數位教材的能力未能呈現正比。因此，在這次波濤洶湧的疫

情與日進千里的數位科技時代席捲下，教育體系需滾動式調整創新。然而，如何

做好全面的因應，並且讓舊的教育模式一去不復返，我們需為這些數位原生世代

的學生調整與改善教育模式，在下一波如同《馬雲：未來已來》（馬雲，阿里巴

巴集團，2017）一書的預言，做好充分的準備。 

(一) 疫情前教與學的矛盾 

資訊科技無法徹底融入教育、翻轉教育無法落實，很大的阻礙就在教育的推

手「教師」手中。再創新的教育體制，只要教師以不變應萬變，僅用形式應付，

教育的現場終究還是保守，學生的學習也依然還在傳統以教師為主體的模式中，

不斷抑制學生的深層思考。尤其，Z/α 世代的學生慣於多元媒體的環境，相對於

一成不變的傳統講授的教學模式，將會和資訊超載的 Z/α 世代生活有相當大的衝

突，導致教學和學習的矛盾越來越大。 

(二) 科技翻新的推波助瀾 

幸運的，這波疫情教育體制面對的主要對象，是 Z/α 世代的孩子。他們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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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網路成長的世代，從小就接觸網路、即時通訊、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科技，

因此他們對科技的熟悉度遠高於前幾代人。Z/α 世代的資訊吸收能力強，能夠快

速掌握新知，並善於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學習和娛樂。他們普遍具有獨立自

主、自我意識強、多元包容等特質，勇於追求自我實現，也樂於參與社會議題。

此外，Z/α 世代也習慣透過網路尋求幫助，而非傳統的權威人士。 

疫情剛發生時，各教育單位措手不及，縣市政府先以停課後補課，進化成停

課不停學。在使用統播方式應急後，廠商書商建立各種平台與線上評量系統，縣

市政府與學校端辦理全縣全校的帳號密碼，嫁接相關平台，最後逐漸以系統化的

模式，辦理同步、非同步及混成的教學，並透過雲端等方式掌握學生學習的進度。

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快速接收如此多元的訊息與教育的改變，所依賴的除了教

師的增能，更重要的就是 Z/α 世代與生俱有的數位原生能力。例如，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是在線上開放大量課程，對教授為中心傳授專業

知識的方式產生巨大衝擊（Stewart, 2013），VR、AR 設備並發展相關教材證實可

提升學生學習投入（Chang et a l., 2020）。這些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打破了傳統教

育的框架，讓 Z/α 世代能夠更自主、更有彈性地學習。未來，隨著科技的發展，

Z/α 世代的學習模式將會更加多元化，也將對教育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二、疫情後的教育翻轉 

疫情後，教師資訊能力在這波運作中，快速的成長。僵化的教學方式，在疫

情的催化下，得到了活化作用。推行多年的多元評量、素養評量，在僵化的教育

體系下，總是形式上的表現，卻也因為疫情而讓我們看到教師發掘了更多教學與

評量的可能： 

(一) 數位發展的系統化 

未來的教學，從場域、空間、時間到工具，以及教學的思維與哲學，都將經

歷前所未見的變革。除了疫情可能反覆發生外，因為即時互動功能的加入，線上

學習能夠大幅減少傳統教室中互動的限制，顯著提升學習的即時互動性，成為促

進有效學習的強大工具（陳偉泓，2020）。如何使教與學在教室中或線上教學增

加更多的互動，並能有效教學，成為了數位教學推動的因子。因此，教育部積極

調整教育政策，如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校園 5G 示範教室與學習載具

計畫、強化智慧學習暨教學計畫、數位共融及培力計畫等，都在資訊設備與教學

增能上大大的推進。 

避免網路癱瘓改善各校網路、添購各校平板載具、購買線上平台學習軟體、

開通全縣學生學習帳號，各縣市的數位學習教育中心、數位學習辦公室、縣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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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網路中心等，也都開始全力推動數位學習，由上而下的政策發布，由下而上的

調整應變，讓數位教學終於有了更踏實的改變。 

(二) 教師的大膽嘗試，活化教學 

在得知要全面改為線上教學的時候，教育的現場，可聽到傳統保守教師的一

片哀嚎，然而，在這波疫情的衝擊下，這些教師從疫情的受害者變成了最快速的

受益者。從學校資訊人力協助架設資訊設備、學校提供平台與線上教室，到教師

自己架設麥克風、調整鏡頭，以及自行運用各種平台，並加上各類即時回饋的互

動遊戲與軟體，教師已從疫情中，快速地吸收了資訊知識，並立即的運用在教育

現場。 

疫情後，教師能將這些資訊能力持續的發展，例如，落實翻轉教育，以往翻

轉教育需要教師錄影，現在教師不用自己錄影，就可以讓學生運用平台做到預習

功課的前置作業，在教室現場可減省時間，直接處理學生提出問題的段落，完全

可以實踐翻轉教育中啟發學生的自我學習。而課後，教師也可以在系統上派卷，

讓學生回家自行複習，甚至可以在系統中找到即時的解答與說明。各領域教師的

教學內容變得更豐富，善用各種軟體平台，活化教師的教學，也讓學習氛圍更輕

鬆愉悅，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更進步。 

(三) 線上教學與研習的擴張 

如今，更多的線上研習，無論是跨校或是跨縣市，教師們都能因為線上研習

得到更多學習的機會，教師不再畏懼學習，甚至增加了更多自主研習的教師，教

師們都期望可以藉由研習，增進自我的資訊能力、專業能力，讓教師的教學更創

新，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教與學是互動的成長，當教師看到學生學習的態度

積極，教師改變與活化教學的部分也會更有動力。 

(四) 學生的自主學習及數位發展 

疫情期間，因為 Z/α 世代學生擁有的數位原生力，無論在課堂上的數位資訊

設備操作，或是回到家的網路、麥克風視訊設備的架設，或是線上平台系統的登

入與學習操作、數位評量系統的測驗，Z/α 世代學生的學習速度相當快捷，快速

掌握新的科技應用。然而，令人隱憂的是，他們的學習也淺碟化、欠缺基礎的讀

寫算能力，對事物判斷易受影響，缺乏獨立判斷能力，注意力難以集中，強調即

時滿足，學習難度稍高時即容易放棄的心態。 

疫情後，教學的翻轉，讓學生擁有更多自主學習的設備與能力，學生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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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可以操作平板，可以運用載具找到問題的解答。學生運用線上平台，可以做

到課前預習、課後練習，線上的教學影片可以反覆聽習，在現實生活中不願意開

口問問題的 Z/α 世代，可以在平台上透過重複播放思考出答案，可以透過多練習

幾次找到錯誤而調整。自主學習在疫情後，因為教師受到相關的訓練後，而讓 Z/α

世代學生得到了更大的可能與機會。 

三、翻轉教育的潛在問題 

翻轉教育（Flipped Classroom）是種現代教學模式，顛倒了傳統教學中的課

堂講授和課後作業進行。學生在課前觀看講解視頻或閱讀材料，課堂時間則用於

討論和實踐。然而，這種模式也存在一些潛在問題，例如，技術資源不均、學生

自主學習能力要求高、教師準備時間增加、課堂管理挑戰、學生參與度不一致、

學科適用性限制、教學文化和習慣的阻力、評估和反饋困難等。茲就下列三方面

加以探討： 

(一) 媒體視讀能力 

資訊過載的生活環境中，媒體視讀的訓練及資訊安全的基本知識，會是 Z/α

世代學生更需要擁有的素養能力。然而，多元的媒體資訊太容易混淆真實的訊息，

因此，擷取真實正確的資訊，會是 Z/α 世代學生需要學習的部分，在學生學習前，

教師更有需要教育學生相關知能的需求，這會是疫情後翻轉教育首先需要調整教

師研習增能的部分，透過教師教學將此類訊息融入教學中，才能更有效增長學生

的媒體視讀能力。 

(二) 深層思考能力 

Z/α 世代的學生可輕易藉由網路媒體找到任何問題與學習章節的解答，因此

當教師拋出問題讓學生在網路找答案的時候，常常可以遇見學生經由搜尋管道後

找到同一個答案。在眾多的解答中，Z/α 世代的學生只需要做出選擇，而卻在選

擇時忘記了個人的獨特性。因此，當教師在運用數位教學的過程中，更需要培養

的是學生的深層思考能力，透過高層次的思考能力，才能在眾多的解答中找到適

合自己思考方向的解答。 

(三) 數位設備更迭亂象 

過去，我們常常透過各種能力測驗，發覺到教育的城鄉差距，因此教育部在

數位教育推動上，積極的幫助偏鄉學校發展，運用教育優先區的計畫補助，意外

造成偏鄉學校設備的數位資源過剩，而都市學校的數位資源不足的現象，因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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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數位設備的平衡尚需調整。而各種數位設備的修繕與維護不僅在大排長龍中，

數位軟體設備的更迭，已追趕不上 Z/α 世代從網路媒體得到資訊的速度。而科技

不斷提升與進步，添購的設備在普及後馬上又更新，賸餘價值所剩不多，這些數

位設備是否真的到位並且落實於教學中，能持續多久，也尚在考驗中。

四、疫後教育省思與建議 

(一) 翻轉教育後的現實 

翻轉教育強調學生在課堂外自主學習，課堂內則進行互動和討論。儘管翻轉

教育被視為創新的教學方法，但也面臨教師培訓不足、資源不足、評估困難和學

生差異等挑戰。 

(二) 了解 Z/α 世代在教育中的需求 

若說 Z 世代是數位的原生代，α 世代可謂是人工智能的新世代，他們最想要

在學校裡學習到的、接觸到的，除了冰冷的數位設備外，五感的真實接觸與體驗，

會不會才是他們最想要與需要的呢？在各領域不斷推動數位融入教學的過程中，

是否更該回歸教育的初始，將數位設備當作媒介與素材輔助教學，而讓學生真的

能腳踏實地、手握畫筆、看看大自然的美釋放眼睛的壓力，唱唱歌聽聽天籟，動

動身體做運動。因此，如何將數位資源融入教學，融入的時間與時機點、如何安

排實體與數位課程的穿插，都是需要教育制度累積的智慧。 

身教是教育的重要一環，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和行為。自

古以來，許多春風化雨的故事都體現了身教的力量，這些影響可能潛移默化，卻

深刻地塑造了我們的人格。同儕的共同受教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式。在同儕的

壓力下，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學習，也更容易從他人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知識和技能。

因此，身教和同儕學習都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通識再現，2020）。學校裡，

學生能有關係的培養，師生的身教言教、同儕的切磋琢磨、競賽的團隊精神與輸

贏的喜與淚，這些關係需要靠著現實生活的面對面才能有溫度的呈現，也才是孕

育人格的所在。因此，長期接觸數位的 Z 世代，要如何從教育中學習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以及五育的培養，甚至如何藉由數位融入學習可以做得更好，都是值得

探討的地方。 

(三) 開展適合 Z/α 世代學子的多元評量模式 

傳統的教學評價，往往以學習輸入為主，也就是考量學生在課堂上聽講、閱

讀、筆記等方面的表現。學習輸出是指學生將所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實際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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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它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表現，例如：寫作、演講、製作報告、解決問題等

等（王竹立，2020），多元評量在教育的現場中，通常很難在各科落實，然而，

疫情時的評量，徹底的改變了教師的思維與作法，各領域教師都積極的想方設法

要用多元的方式幫學生評量，讓學生繳出和以往不一樣的作業。線上教學打破了

傳統教學的時空限制，使得學習更加個性化和靈活化。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

需求和水平，自主選擇學習內容、材料和途徑。因此，在線教學的評價方式也應

該更加多元化和靈活化，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傳統的教學評價，往往以考試

為主要形式，考查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然而，線上教學的學習方式更加開放，

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僅體現在知識的掌握上，還體現在技能的應用、問題的解決和

創意的展現等方面。因此，王竹立認為在線教學的評價應該更加注重學生的學習

輸出，也就是考查學生將所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實際情況的能力。經過了疫情時

的評量模式，已經開拓了教師的思維，如何在數位設備融入教學的激盪下，開展

出適合 Z/α 世代學子的多元評量模式，能夠保障學生的個人權益，又能凸顯學生

的個人特質，更可讓教師全面的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成果。 

五、結語 

Z 世代者是原生數位時代的第一代，從小在網路世界成長，他們擅長「打」

字，而非「寫」字，α 世代的學生更習於多媒體的洗禮，慣於多感官的學習環境，

與人工智慧環境下的學習，他們不耐煩於傳統的講述教學，喜歡運用 AI 剪貼報

告，而非撰寫報告，由於缺乏基礎的練習，筆畫、筆順不如其他 X 或 Y 世代，

因此作業越寫越薄，但運用媒體能力顯然高於其他世代。在職場上，Z 世代者慣

於斜槓人生，忠於自我勝於公司，不像日本八０年代對企業從一而終的思維，他

們善於運用數位工具，精於 3C，少看書面文章，習於數位化（ digital 

customization），生活點滴慣用訂閱，喜歡多選擇性，交友溝通是社交網路服務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NS）的崇拜者，慣於線上諮詢，鮮少實體請教，注

重個人權益，配上跳 tone 的思維，習於螢幕後的操作。疫後人生，他們仍能從容

應對，問題是，面對未來科技與 AI 的衝擊，以及數位原生代的學生們，要如何

準備適合學生的教材、如何讓學生學習該學習的知識，如何評量學生的多元能力，

該如何擺脫追趕科技而能與科技並行，比學生更能流暢掌握數位資源的教師們，

您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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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挑戰到教育革新－翻轉教室的應用 
張浩置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資訊室組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講師 

陳若帆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護理部護理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前言 

科技日新月異，資訊和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蓬勃發展正在全面改變人類在各個領域的努力，尤其對教育部門影響深

遠（Guan, Song, & Li, 2018）。隨著國內疫情警戒升級，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風

險，全國的教育系統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2020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又稱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對教育模式帶來劇烈變革，尤其為了

避免校園傳播風險，傳統的面對面課堂教學開始轉變為，全面的線上教學或混合

式教學模式，徹底改變了現有的教學方式。這些調整不僅影響了學生和教師，也

促進了教育界對於科技整合和教學創新的思考，而翻轉教室於由美國教師

Bergmann 與 Sams 為瞭解決學生缺課問題而提出創新解決方案，將課堂教學錄

製成影片，並將這些影片上傳至網站，讓學生在家中能夠自主觀看這些教學內容。

這一革新方法被稱為翻轉教育，其核心理念是顛倒傳統的課堂學習模式，學生在

家獨立學習課程內容，課堂時間可用於進行更多的師生互動和實踐（Bergmann & 

Sams, 2012），翻轉教室模式的出現及應用，凸顯數位時代來臨，教育模式產生轉

變（蔡瑞君，2015）。通過重構教學模式，不僅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更促進教

師教學方法的創新和改進。 

二、翻轉教學的意涵與特色－停課不停學 

因受 COVID-19 疫情的影響，臺灣的大專院校自 2021 年 5 月紛紛採取線上

教學，學生居家遠端學習不到校，讓所有學生居家遠端學習，暫時停止到校上課。

這項線上教學措施將正式課程移轉至網路，並確立暑假期間不另行安排補課的原

則，以確保教育的持續性。這種靈活而實用的遠端學習模式，為大專院校在防疫

期間，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教學解決方案。 

在當今社會，運用網路或雲端資源進行學習已經變得日益重要，透過技術的

運用，課堂教學可以展現出驚人的效果。目前主流的學習趨勢是轉向線上學習，

幾乎所有的學習內容，都可以透過學習者面前的電腦螢幕獲取，Google 教育套件

充分體現了這些電子學習技術的重要性，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機會，讓他們能

夠探索各種學習選項，同時有效地利用電子學習資源來促進學習成效和成就

（Bhat, Raju, Bikramjit, & D'Souza, 201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05844020321551?via%3Dihub#bi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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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Google Classroom 作為一個功能豐富的全球性教育平臺，為教師和學生提

供了一個便捷的線上學習環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教師可以輕鬆地建立教學

內容、排定課程進度、分發作業並即時提供回饋，同時學生能夠方便地檢視課程

資料、提交作業和參與討論。此外，Google Classroom 還具備討論區、即時通知

和整合 Google 應用程式的功能，讓學習過程更加豐富多元且互動性強。透過這

個平臺進行學習，不僅提高了教學效率，還培養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協作能

力，進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力。有研究指出（Hamad, 2023），學生對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平臺作為學習工具的學習活動更感興趣，並且他們成功實現了

ICT 模組的學習目標。 

三、疫情下翻轉教室的實踐 

通過自主學習和課堂互動，翻轉教室教學計畫的執行期間為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主要為藝術產業專班學生，還有來自其他系所，跨系選修的學生。

6 個班級，共計學生 150 名參與。 

 
圖 1 Google Classroom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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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混合式教學模式-在數位影像製作課程中的應用 

後疫情時代下，藉由 ICT 技術的輔助，成功地彌補了傳統教室教學所存在的

種種限制。筆者將「數位影像製作」課程 3 個班級，75 位沒有修過此課程的學

生，實行「混合式教學模式」，結合了「實體教學」和「遠距教學」兩者，並透

過 Google Classroom 平臺建立不同課程的線上學習環境，並為學生提供更豐富多

元的學習體驗（圖 1），也一同結合 Google 產品家族（簡報、試算、文件、表單、

YouTube、Meeting…），運用布魯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的六個層次（記

憶、理解、應用、分析、評估、創造）的框架理論，設計學習目標、教學活動和

評估方法，筆者以 Google Classroom 建立的課程順序，能引導學生學習，進一步

希望學生能發展高階思維和深度理解，並於翻轉教室學習課程中，提供實際的案

例和指導，能更好地理解學生的認知能力。 

傳統的教學方法通常是以教師在課堂講授為主，學生在課後進行作業練習。

這種教學順序被稱為「先教後學」，並且強調了被動學習的概念。而翻轉教學則

提倡，讓學生在課前觀看線上數位教材（影片），在課堂中進行師生互動和作業

練習。這種教學順序被稱為「先學後教」，並且促進了自主學習的形式，教學方

法和教學型態對於教學過程和學習成效都有顯著影響。 

 
圖 2 筆者事先錄製的教學影片、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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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混合式教學實踐-在網頁設計課程中的應用 

此外，筆者在另一個「網頁設計」課程中進行了教學實踐，涵蓋了 3 個班级，

共計有 75 位從未修過此課程的學生，運用 Google Classroom 課前提醒上課之外，

並傳遞重要概念與案例情境，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筆者事先錄製的教學影片、數位

教材（圖 2）。課堂中，再進行師生互動、討論、解惑及作業，筆者以 Google 

Classroom 進一步限制作業繳交時間，並且進行界定問題、確認事實與構思解決

方案，或是更高層次的思維討論活動。在課後，筆者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學習

檔案紀錄與 Google Classroom 平臺提供的功能互動，以落實思考脈絡及省視學生

之問題解決能力。 

(三) 翻轉教室中的師生互動與學習成效 

翻轉教學強調了師生互動以及作業練習的重要性，在這種教學方法中，師生

之間的互動不僅僅是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是更加融入雙向的溝通和討論。透過師

生之間的互動，學生有機會提出問題、分享想法，並與教師和同儕進行交流。這

種互動方式有助於澄清疑惑、激發思考，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能力。 

筆者希望引導出學生高層次思維，除了與學生互動「為什麼」、「這是什麼」

這些問題，筆者透過提出開放性與多層次的問題、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創造學習

機會，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 

(四) 翻轉教學中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成效分析-雲端同步協作與作業練習 

此外，作業練習也是翻轉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課前學習數位教材和

影片，學生能在課堂上直接進行實際應用和解題練習。透過各種形式的作業，學

生可以確保他們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應用。作業練習不僅是對知識的檢驗，更是

對學習成效的評估和提升。教師也能透過作業的過程來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並

針對個別需求做出調整和指導。 

透過雲端同步，師生即時分享資源、與作業和訊息，促進即時互動和溝通。

教師能夠輕鬆管理課程內容和進度，學生也得以隨時存取學習資源，提升學習效

率。此外，雲端同步還提供協作功能，讓師生共同編輯檔案及討論課程內容，強

化學習互動與教學效果，也可加強課後進行一些延伸學習的練習活動與交流，師

生互動和作業練習在翻轉教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促進了學生的主動學習和知

識應用能力的提升。透過這樣的教學方式，教師和學生可以共同參與學習過程，

建立更有效的學習環境，以促進知識的深入理解和學習成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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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的方式可以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學習動機，讓他們在課前自主地掌

握知識，並在課堂上進行更具意義的討論和實踐。這種互動式的學習環境可以促

進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多的知識交流。與傳統的被動學習相比，翻轉教學更注重學

生的主觀能動性和主導學習的過程，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參與度和成就感。 

因此，根據不同的教學目標和學生需求，筆者透過這個框架，可以靈活選擇

適合的教學方法和型態，以提供更有效和豐富的學習經驗。 

四、結果與討論 

經過筆者實踐經驗，提供給其他教育現場教學者的建議，以及筆者評述本次

翻轉教室在教育領域顯著的功效與待改進之處，其經驗分享如下： 

(一) 翻轉教室在教育領域顯著功效之處 

1. 個性化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旨在讓學生按照自己的節奏

學習並適應不同的學習速度和方式。 

2. 提高課堂互動：增加了課堂上的互動時間，教師可即時調整教學策略，及更

多地關注學生個別的需求和問題，亦可促進更加積極的學習氛圍。 

3. 提高學習效果：通過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數位學習平臺，顯著提高了學生

的學習效果和參與度。 

4. 促進自主學習：學生可以自主地安排學習時間和內容，這樣的學習模式有助

於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 

5. 多媒體教學優勢：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可促使學習過程更加生動有趣，輔助

教學能顯著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理解能力。 

(二) 翻轉教室在教育領域的待改進之處 

1. 技術依賴性：在現代教學環境中，對技術設備和網路條件的高度依賴，數位

學習平臺需要穩定的網絡連接和先進設備，對資源不足、沒有網路環境、沒

有電腦設備的學生來說，可能難以參與線上課程或完成作業，這可能會導致

部分學生無法公平地獲取學習資源。 

2. 教師工作量增加：教育體系的不斷變革、教育政策的變化和學生需求的多樣

化，教師在面對這些挑戰時，往往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來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3. 學生自律性要求高：對於某些學生而言，這些要求可能過於艱巨，造成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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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困難，甚至引發學業上的焦慮和壓力。 

4. 學習效果不一：不同學生的學習效果可能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

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不均，並影響他們的整體學習成效。 

5. 技術問題影響學習：技術問題如影片無法播放或網路中斷、連線通訊異常等

故障，可能會對學習效果造成一定的困擾。 

(三) 給予教育現場教學者之建議 

翻轉教育是一種現代化的教育模式，透過引入先進科技和重新設計課堂結構

來提升學習效果，這種模式通常鼓勵學生在課外學習新知識，課堂上則專注於問

題解決和實踐，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和參與。 

雖然翻轉教育可以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和提高課堂參與度，但也存在一些挑

戰，如學生需要更高的自律性、以及技術問題可能影響學習進度。在實際應用中，

教育工作者需要精心設計課程來平衡這些優缺點，以充分發揮其優勢並減少不足

之處，得以實現翻轉教育的最大效果。 

(四) 學生上課反應回饋的部分 

筆者挑選授課班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供的回饋和心得（表 1），這些回

饋不僅反應授課內容的理解與吸收，更是評估學生學習效果的重要依據，精進優

化教學方法，以確保未來的課程，能更有效地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期望。 

表 1 學生心得回饋統整 

回饋來源 學生心得回饋內容 筆者教學回饋與實踐 

學生 A 

在後製的部分，我負責作字幕剪輯，

上了很久，一共上了 4.5 個小時，我

也很想要用老師教的（方式）。花了不

少時間，再重新看過一遍（老師線上

的課程） 

在 Google Classroom 裡面的內容可以重

複觀看授課教材，這是多媒體教學的一

大優勢，讓學生能隨時複習和深入理解

課程內容，並提高學習效率 

學生 B 

剛好在剪輯過程中也是有跟朋友一

起突發奇想，一些元素會在影片的片

段裡面，就會蠻生動的，覺得蠻不錯

的啊，這個老師可以來看到 

觸發學生主動進行思考，促進自主學習，

並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教學方

式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在課堂

內外都能積極參與和應用 

學生 C 
有自己去學”影片調色”要怎麼弄，看

起來比較懷舊的色調 

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加可以

提高學習效果，培養其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 

學生 D 

我覺得這次比較有挑戰性的部份，是

在寫劇本的時候，會變比較正經，也

要去查資料，還有真實性 

學生主導學習的過程有助於提高參與度

和成就感。自主學習，學生能促進思考和

解決問題能力，激勵學習動機，培養自主

學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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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E 

覺得每個人都可以互相幫忙喔，都是

有工作要做，然後不會太累，就是也

樂在其中，然後拍攝的整體氛圍能是

比較輕鬆愉快，然後加一點搞笑的

（內容） 

透過這樣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的創造

力和批判性思維，透過思辨、討論和解決

問題的過程 

學生 F 
我們這一部影片是覺得蠻有趣的啊，

希望老師喜歡 

這種互動式的學習環境，讓老師、學生可

以促進更深入的理解和更豐富的知識交

流 

學生 G 

對於這個主題，感到有點迷茫，不太

知道要拍什麼（沒有拍攝的靈感）。開

始去思考，可能跟環保有相關的方

向，覺得省電要怎麼拍，思考後，想

說有沒有更能去實際行動的，才突然

想起，自己一直很想去做，但都沒有

實際行動 

引導學生高層次思維除了互動外，透過

提出開放性和多層次問題來激發他們的

思考。鼓勵學生自主思考，讓他們自主探

索解決方案並表達自己的觀點，能促進

學生的分析、批判性思考以及創造力的

提升，培養他們應對問題的能力，同時建

立更深入的學習理解 

學生 H 

剪輯的過程，我覺得滿順利的，同時

這次拍攝的主題，我自己真的滿喜歡

的，拍攝下來，可以記錄整個過程，

我又特別喜歡它（這樣的內容） 

獲得更加有效和豐富的學習經驗。師生

間的互動、提出開放性問題和鼓勵自主

思考，學生參與度提升，學習變得更加具

有挑戰性和啟發性，有助於他們發展全

方位的能力素養，在學習中獲得更深刻

和持續性之收穫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教育領域的翻轉教室教學模式是一種革命性的教學方法，不僅在學生和教師

之間創造了更積極的學習環境，還在全球教育環境內推動了教育創新和技術應用

的進步。其核心理念是將學生的學習中心置於教室之外，讓教師和學生透過數位

科技工具進行知識探索和互動，而 Google Classroom 平臺是一種突破時空限制的

創新學習工具，符合學習者需求及落實終身學習的創新學習法，同時也能夠弭平

傳統教學的不足，因此非常適合作為高等教育中的教學輔助工具，在這個教學模

式下，學生可以在家中預習教材，並在課堂上進行深入探討和應用。這樣的教學

方式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參與度、理解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透過翻轉教室教學，

教育者能夠更好地個別化學生學習經驗，提升教學效果和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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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國中校長教學領導角色之探討 
劉仁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行政學系博士生 

彰化縣永靖國中校長 

楊振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一、前言 

校長是學校首席教師，也是綜理校務的行政主管，而教學是學校場域最重要

的活動與目的，行政則是輔助教學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是校長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的重要領導作為（吳清山，2010）。本文作

者之一擔任國中校長多年，高度關注 108課綱實施狀況，知悉其改革重點在國中

階段包含了素養導向多元評量、跨域整合的學校本位彈性課程、新增科技領域(包

含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以及核心素養。108課綱實施迄今將屆滿五年，就國中

校長教學領導的角色而言，首要任務就在於熟稔 108課綱，並實踐十二年國教所

強調的教學理念，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近幾年來，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延燒的影響，世界各國幾乎都在短時間內封閉

實體教學，採用遠距、線上教學來確保教育系統繼續運作。臺灣也在 2021 年 5

月暫停實體課程，全面採取線上教學，影響所及，讓數位轉型快速成為產業、經

濟、教育等領域的重要發展趨勢。面對 108課綱的實施以及數位轉型的趨勢，讓

校長在教學領導的角色扮演上面臨了與以往不同的挑戰，在確保及提升學校教育

品質的議題上更顯重要（Izhak & Tahani, 2022）。基於此，本文主要在探討後疫

情時代國中校長的教學領導角色，全文主要分成三大部分，首先分析國中校長的

角色，其次探討後疫情時代對校園的衝擊，最後則提出國中校長在後疫情時代發

揮教學領導角色功能之具體作為。 

二、國中校長之角色分析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一所卓越的學校必定有一位表現卓越的校長（林明

地，2003），因此校長的角色與學校的品質及發展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楊振昇

（2000）曾指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曾提及，校長是首席教師兼行政主管，

應重視教學領導；而我國國民教育法中，也將中小學校長的產生由派任制改為遴

選聘任制。因此，中小學校長角色從著重行政事務的領導，開始有了多元與複雜

的任務，亦即中小學校長的角色及領導必須緊扣學校教學的各項層面。 

國內外學者對於中小學校長的角色也曾加以界定。例如張德銳（1994）認為

有效能學校的校長，除了領導學校幹部處理行政事務之外，也必須是教學領導者

的角色。吳清山（1996）則認為，校長是教學指導者，更是教師、專家、學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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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人士之間的協調者、仲裁者及和諧人性的領導者。林明地（2003）認為校長

在學校所扮演的角色有五種：教育者、行政管理者、文化領導者、專業社群的一

份子、個人自己。謝文全（2004）則提出校長在學校所扮演角色有七種：主動積

極的領導者、發展學校策略性計畫、進行合作式計畫歷程、領導發展多樣化課程、

領導學生學習成果評鑑、領導教職員專業發展活動、權力的分享者。 

其次，在國外學者的部分，Smith 和 Andrews（1989）主張校長所扮演的角

色應包含：校長是資源提供者（as resource provider）、校長是教學資源者（as 

instructional resource）、校長是溝通者（as communicator）、校長是臨場者（as visible 

presence）。另外，Sergiovanni（2001）提出了校長領導的四個角色：管理者、激

勵者、發展者，及社區建立者。此外，Wood（2005）研究調查顯示校長應有五

個領導角色：文化建設者、教學領導者、協調促進者、新教師招聘者、新手教師

指導者。 

綜上所論，國中校長的角色與任務相當多元，對學校內部而言，校長必須扮

演：學校願景與目標的凝聚者，教學與課程的領導者，優質學習環境的營造者，

學生學習表現的關注者，以及行政事務的首席主管者。對學校外部而言，校長則

是：社區文化的促進者、外部資源與人力的引進者，視導專家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者，親師生之間的協調者，以及社區公共關係的建立者。就目前的教學現場來說，

校長重視與實施教學領導，對於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可說是不容忽視的重要任務。 

三、後疫情時代對校園的衝擊 

2020 年初始，國民中學面臨的挑戰包括 108 課綱的實施、Covid-19 疫情的

爆發，以及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這三項挑戰對於學生的學習、老師的教學型態、

親師間的溝通方式，乃至於學校行政的運作都產生影響。舉例來說，108 課綱的

實施加上數位科技的發展，大量導入「科技化」的教學型態，在疫情前是「穩定

的發展」，但突然爆發的疫情，讓我國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紛紛採用遠距線

上教學來確保教育系統繼續運作，並加速科技數位轉型的教學型態發展。以下從

這三個面向分析後疫情時代對國中的衝擊。 

(一) 108 課綱實施下的校園衝擊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讓國中階段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產生了改變，校

長除一般的行政事務領導外，在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學生的學習、教職員的專業

發展、導入科技化教學，以及權力下放分享的角色扮演上，必須更加重視。誠如

廖純英（2022）所言，校長如何在後疫情時代落實新課綱精神，滿足學生跨領域

學習需求，進行教職員工在教學與行政營運型態的典範轉移，以及強化親師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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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並進行有效教學領導，實乃一大挑戰。由此可見，108 課綱對於校園確實產

生許多衝擊。 

(二) 疫情後期的國中校園衝擊 

疫情期間促使學校採取線上課程、遠距學習，對教師角色與學習情境產生教

育典範轉移，亦導致學生學習型態的改變。在防疫與線上教學的情境下，國中校

園面臨行政效率、教學品質與師生健康問題，除了一般的行政領導外，防疫工作

更是重中之重。根據作者的實務經驗，因為疫情隔離或生病的師生，必須採取線

上課程、遠距學習，促使校園的工作重點也必須關注師生的線上學習狀況，特別

是師生的數位行動載具設備是否充足、學生家庭狀況是否能讓學習穩定進行、鼓

舞並持續關注老師的線上教學。然而因疫情而快速到位的線上課程、遠距學習，

傳統教學領導中被討論的議題之一是維持校長、行政與教師的高可見度，或許在

後疫情發展下，取而代之的將是以線上、雲端的形式，成為對國中校園的另一項

衝擊。 

(三) 數位科技發展趨勢對國中校園的衝擊 

數位科技發展是人類 21 世紀的重要趨勢，疫情前持續穩定地進行，但疫情

爆發後，人與人面對面實體的接觸機會因防疫而大大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線上、

遠距的形式，加速了生活中各種數位化的趨勢。疫情的爆發讓學校數位轉型提早

開始，並成為未來的挑戰，除了一般行政領導，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熟悉數位轉

型的發展趨勢並了解數位科技，是首要之重（McLeod, 2015）。建置數位化的學

校環境，充實學校科技設備，發展線上課程並普及運用，運用人工智慧、大數據

分析等等，是學校邁向「數位轉型」與「數位治理」的遠程目標。 

綜上所述，2019 年起因為疫情爆發改變了世界上多數組織的營運型態，新

課綱實施、新冠肺炎疫情與數位轉型的發展，看似不相關的三件事也有了關聯

性，並對國中校園產生不小的衝擊，自此國中校長的角色與挑戰也與以往不同，

然校長角色的重要任務，還是著眼於學校有效教學與教育品質的提升，此為後疫

情時代國中校長領導的重要課題。 

四、後疫情時代國中校長發揮教學領導功能之作為 

前已述及，國中校長在後疫情時代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 108 課綱的教學改

革以及數位科技發展下的數位教學；受到兩年多疫情的衝擊，不僅改變了師生的

學習型態，也加速了數位化教學的精進，對於校長的領導都是全新的挑戰。以下

謹就後疫情時代強化國中校長教學領導成效的具體作為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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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熟悉並精進數位學習領導能力 

Covid-19 疫情的爆發讓校長領導轉變提早開始，除一般行政領導，校長熟悉

並了解數位轉型的發展趨勢，強化科技領導專業，是首要之重；尤其近年來校長

教學領導的議題也廣受重視（Arar et al.,2021; Pollock, 2020；Shepherd & Taylor, 

2019；Sorenson et al., 2016）。因此，校長不僅要熟悉數位科技的運用，更要精進

數位能力，發展數位化的教學領導能力。 

(二) 與成員溝通學校數位教學願景與理念 

Covid-19 疫情暫停實體課程而採用線上學習、遠距教學，學校的數位環境也

因此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改善，數位環境的優化較以往大幅提升，教學的型態融入

更多數位化元素。因此，數位教學在各學習領域的比重也大幅提升，校長與學校

同仁討論並設定數位教學的願景與理念（Jones and Dexter, 2018），並與學校成員

溝通宣導，乃是校長在教學領導上另一項重要的課題。 

(三) 建構並維護學校數位教學設施 

以校長領導的具體作法而言，即是讓學校成員能擁有充足的數位設備並隨時

隨地取得，以方便資料數位化。因此建構並維護學校數位教學設施，是校長在數

位轉型趨勢下，進行教學領導的重要課題（Blau and Presser, 2013）。鼓勵、協助、

支持教師教學素材資料轉換成數位檔案，並運用電腦輔助教學，電子檔案收集與

評量學生作品作業，與製作教學資料等等，並從老師對數位設備的用後回饋進行

改善充實，這是後疫情時代下，對於學校課程與教學數位轉型的一大進展。 

(四) 優先考慮並提供教師精進數位教學專業能力的機會 

教師的數位落差也是需要關注的問題（蔡瑞君，2020）。教學領導者面對大

量且有快速數位轉型需求的教師，需整合跨領域資源進行師資增權賦能；創建支

持數位教學的學校文化，包括鼓勵教師進行數位教學創新、試驗新的數位教學方

法；建立開放協作的環境，促進師生間的互動合作。此外，校長也應支持教師的

數位科技專業發展，幫助教師獲得數位教學知識和技能，推動教師間合作分享，

促進學校朝向數位轉型學習和成長的組織文化。 

(五) 重視數位科技融入學習領域學習及輔助教師教學 

如同教育部（2022）「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的三個重要概念：「數位素養」、

「數位學習」與「數位教學」，以及美國教育部、教育技術辦公室的「數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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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都提出了數位科技融入學習與輔助教學的重要概念，因此校長必須熟稔

這些概念，並引領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們重視並投入數位學習的趨勢，進而在

後疫情時代中，成為促進親、師、生提升科技融入學習領域學習與進行有效教學

的重要做法。 

(六) 運用數位科技強調學生個別化及差異化學習 

張國恩（2019）指出人工智慧時代教師任務在搭建知識鷹架，是引導者、協

助者、激勵者、與學習環境營造者，學生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學習，從知識吸收者

轉變成知識貢獻者，從個人學習到合作學習。因此，校長在後疫情時代與數位轉

型的趨勢下，應利用科技的優勢關注弱勢學生，包括提供特定的數位學習資源，

以及培訓教師如何滿足個別學生的需求，確保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和支持來充分利

用數位平台，以實現差異化教學。 

(七) 重視數位科技倫理議題 

數位科技倫理(如個人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數位公民素養、數位新文盲等

等)是基本的議題（張芬芬，2023），也是校長領導學校進行數位轉型必須特別重

視的部分。如何減低因數位轉型而帶來的數位科技倫理議題，校長必須深入了解

數位科技為學習與教學帶來的利弊得失，取其利而避其弊，讓數位科技的便利在

後疫情與數位轉型的雙重趨勢下，成為學校進步的要素。 

(八) 關注師生身心健康與舒適狀況 

數位科技雖然帶來便利與快速，但長時間使用科技工具對學生身心健康的危

害，以及師生於行動載具前，呈現出對著平板自說自話或不說話，缺乏真實的互

動與情感交流，相對於實體教學面對面互動更顯孤單（潘乃欣，2021）。因此，

校長進行領導時必須關注教師與學生的身心健康與舒適狀況，唯有如此，才能有

效發揮校長教學領導的功能。 

五、結語 

面對此波疫情的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

（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所造成的 VUCA 狀態，帶給學校遭遇前所

未見的衝擊與挑戰，加上數位科技快速發展的趨勢，世界各國幾乎無不加速數位

學習的政策與教學實務。 

後疫情時代數位轉型是必然的趨勢，國中校長面臨 108 課綱教學與課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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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資訊科技的發展趨勢與導入學校課程教學中，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各項倫理議

題，校長的角色與任務雖與過往大相逕庭，然不變的是一切的作為與行政領導手

段，最終目的都在於確保與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唯有校長發揮教學領導的角色功

能，才能使教師教得更成功，學生學得更有效，願與校長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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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天晴－一位原民學校校長的省思 
洪榮正 

嘉義縣山美國小校長 

嘉義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國內實施超過 1,254 天的「口罩令」，5 月 19 日起取消「強制配戴」規定（陳

鈞凱，2024），意味著籠「罩」著學校 3 年多以來的口罩令終於解除走入歷史。

然而，在歷經 2 年多的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下，教育模式丕變；學校親

師生們也從開始的慌亂，到數位學習的精進。其間，政府大力投入數位設備，親

師生也積極學習運用數位載具進行「教」與「學」。然隨疫情的告一段落，身為

偏遠地區原民教育的第一線人員，亦持續反思：疫情雖過，但到底對教育現場帶

來怎樣的衝擊與與影響，偏鄉的教育人員又該如何應對「後疫」產生的問題。 

二、“後疫”症候群 

疫情期間，教師多已習慣用 PPT 取代板書、用線上測驗取代紙筆測驗、網

路串流播放預錄的教學影片，運用「網路」來克服疫情對教學的影響；政府也大

力提升網絡、平板、筆電等數位載具設備，期冀待透過線上教學，彌補疫情間師

生無法實體教學的缺憾，同時也強化師生的資訊意識與能力！然而，在歷經近兩

年線上教學後，學生返回學習現場後，學校所面臨之問題亦不斷顯現。本校位屬

於極偏之原住民部落學校，茲將在「後疫」時代所面臨的教育困境臚列於下： 

1. 師資延續與傳承中斷 

本縣 3 千多名教師，其中約 470 名是代理教師，占比 14%，偏遠學校甚至一

師難求，山區逾 5 成都是代理教師，只有大學學歷、不具教師證（黃于凡，2024）。

且北市傳出有近百校找不到代理教師，連位處精華地段的敦化國小、金華國小、

懷生國小等校都找不齊師資…（李琦瑋，2023）。面對教師荒，首善之區尚遭此

困境，更遑論偏遠山區原民部落。本校疫後的人力近半數為大學畢業之代理教

師，相關語文、數學等專業知能本已不足，甚連資訊組長亦為代理教師的窘境下，

如何要求老師熟稔或進行數位教學。而每年半數的教師流動率，更是偏遠學校最

大的挑戰。 

2. 多元教學評量成效待評估 

疫情期間，多數教師捨棄傳統紙筆測驗，改以線上測驗與多元評量；然當疫

後學生回校，教師依舊走回傳統紙筆測驗！教師若能在傳統測驗之餘，加入部分

多元評量，更能有效從不同層面評估學生的學習效果，作為教學改進之依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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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108 課綱素養的浪潮，教師須面對回應，設計多元評量工具與題型，才能服

膺多面向的教學內容，彼此相互呼應。 

3. 家庭功能薄弱 

家庭對學生學習具有關鍵之影響力（譚光鼎，2010），偏遠地區的家長關切

孩子程度，更是決定性因素！疫情線上教學期間，家長常需分享手機網路熱點供

孩子連線，並陪伴孩子線上教學。但疫情後，家長亦走出家庭、孩子也回歸學校，

親子間互動時間變得更少！尤其偏鄉孩子面臨「疏離型」的家長或本身即是「缺

教育型」的學生（張春興，2013）時，疫後時期的學習更為困難！ 

4. 學習淺碟化 

課程的結構除正式課程外，尚包含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與懸缺課程（黃光

雄、蔡清田，2015）。然而在疫情期間，教師僅能透過混成教學、線上教學，其

教學效果有待商榷。尤其是山區偏鄉地區學校的線上學習：網路不穩、找不到學

生、上傳評量方式操作…，往往一節課下來，實際教學時間不到三分之一，已是

司空見慣。待到疫情結束回到學校，如同「潮水退後，就知道誰沒穿褲子」，語

文、數學等基礎能力無法深化，造成學習淺碟化，成為重中之重的問題；對於原

本山上偏遠弱勢孩子的學習，更是雪上加霜。 

5. 教師角色功能不全 

教師身教、言教並重，疫情期間師生只能透過線上互動，相對於孩子品格、

身教功能欠缺。且部落傳統文化老師多為地方耆老，對於資訊能力或器材操作使

用不易，造成實作文化課程傳承學習中斷，僅能學習片段知識。教師亦無法鋪陳

學習脈絡，讓學生從實際情境經驗中了解相關概念並運用工具主動進行深度學習

的課程。且必須面對線上同步、非同步或混成教學，降低教師教學效能、影響學

習成效。 

6. 危害學生身心健康 

線上教學、評量上，均須透過數位載具的操作來進行學習與評量，即使健康、

體育、音樂等藝能科亦是。造成師生在視力、體能、人際互動上不良影響。疫後

造成視力衰退，甚有因缺少人際互動，造成「社恐」而不敢拿下口罩的情形發生。

讓原本靦腆的原民偏鄉孩子們更缺少表達自己的自信與機會。 

三、“後疫”教與學策略 

教育部（2014）頒發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總綱，強調發展本於全人教

育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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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時代，如何結合課綱精神，解決疫情中的問題並激發孩子的學習熱情，提出

以下策略： 

1. 落實《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鼓勵優質教師（正式或代理）長留偏鄉地區，並引入外在人力資源（如：

TFT），不讓學校陷入每年暑假「等嘸人」的窘境，並建置校園穩定人力環境。 

2. 善用教師專業社群 

教師本身要能夠進行自主學習，相信自主學習力量，才能夠積極推動孩子自

主學習，用以實踐素養導向教學。如因材網、均一、科技化評量、教育大市集等

的操作與使用，讓教師能更快掌握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對症下藥。 

3. 持續孩子自主學習 

課程發展主軸的核心素養之一為「自主行動」；「學生自主學習」亦為校訂課

程的重要內涵。疫情期間的因材網、均一平台…，均可持續運用，除了實體教學

外，讓孩子自主運用平台，引導孩子適當使用載具，自我監控學習，鼓勵自主學

習。 

4. 建立親師溝通與互動 

疫後，教師可透過家庭日、家庭訪問等，使家長明白教育趨勢及其個人教學

理念，並建立日常互動管道，隨時讓家長知悉校內的相關教學方向與重點，並協

助孩子建立正確習慣，不致沉迷於數位 3C！ 

5. 建立多元評量的素養學習 

素養學習的管道應採多元，如活動、閱讀、實作體驗、訓練等。相對的素養

評量也應多元化，改變紙筆評量是唯一選項的觀念，更應尊重受評量者的回饋、

說明和詢問。 

四、省思（代結語） 

Bourdieu（1986）曾提出資本的概念：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

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偏鄉原住民孩子在各項資本上多數落後。尤其在疫情期間，孩子們學習淺碟化，

可能造成社會階級不斷複製，促使社會不平等現象！引此，如何在後疫時期讓偏

遠地區學生持續有效率並自主的學習，轉化危機為轉機，成為後疫時代教育人員

應面臨的嚴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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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教師韌性：後疫情時代國民中小學教師 

因應策略之分析 
張文權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回顧近十年國內教育發展的影響因素，因為疫情所造成的衝擊，不只是在社

會運作層面，就學校發展的各個環節，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其中攸關親師生

的共同議題，就在於線上教學、居家學習以及自主學習等面向，此無疑已經翻轉

了傳統對於學校教育的思維。無獨有偶，近年在國際之間，也提出了 VUCA 概

念，意即 volatility（易變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complexity（複雜性）、

ambiguity（模糊性）的縮寫，這一些皆是代表未來多變的社會發展趨向（McNulty, 

2020）。 

依上可知，在學校本身就具備促進社會發展之重要使命的背景，身處後疫情

的時代，學校更需要思考因應之道，方能妥善面對未知的下一波衝擊。同時，教

師屬於學校教育優質發展的核心角色，包括課程教學、行政管理、輔導管教、親

師互動等方面，都是仰賴教師發揮專業之處，Fullan 與 Hargreaves（2013）就強

調，教育的革新與實踐，都應該關注教師發展的觀點。 

因此，本文探究於後疫情時代，中小學教師所應該採取的因應策略為焦點，

進而綜合研究者參與中小學教師社群的觀察，以及訪談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的

經驗，提出後疫情時代可能對教師產生的影響與採取的因應策略，期望可以列為

將來教師面對類似疫情等災害影響之參考，同時也進一步提出教師融合韌性思維

的探究價值。 

二、後疫情時代對國民中小學教師產生的影響 

(一) 學生的身心壓力與學習落差 

學生受到疫情影響，短時間需要轉換為線上的學習方式，在缺少師生以及同

儕互動的狀況，學生在線上學習的專注程度容易受到影響，如同李駱遜（2021）

指出，陽春的遠距教學拉不住學生的專注力，而線上教學也會讓學生產生身心壓

力，並忽略特殊學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每一位學生的家庭資源不盡相同，也間

接極易形成線上學習之後，學生基本學力的落差。可見，教師需要考量學生專注

力下降以及相關的身心影響，並思考可行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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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班級經營的互動性有所差異 

教師的班級經營是學生在學校除了上課學習之外，重要的學習情境之一，舉

凡教室環境的正向影響、師生互動的輔導管教與學生作息的自主規律等，都是重

要的學習價值，但單就依賴線上所能提供的學習資源，顯然無法有效補足班級經

營所能提供的教育價值。 

(三) 教師教學的複雜度顯然增加 

在教師自己缺乏線上學習經驗，以及較少師資培育養成背景的影響下，面對

線上教學所帶來的學生專注、合作學習等諸多問題，教師自然需要額外花費心思

準備課程，例如學生面對文字的理解、反芻、聯想力與表達力，都可能在疫情之

後更為弱化。 

三、後疫情時代國民中小學教師的因應策略 

(一) 教師堅持與轉化的正向信念 

教育的信念是關係到教師對自我工作的看法，更是影響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

所以探究信念應屬理解教師面對後疫情時代的基礎概念，在教學模式劇變的狀況

下，教師的壓力勢不可免。相對來說，堅持教育的初衷以及轉化自我與師生互動

的態度，是教師應該秉持的正向思維。 

循此，不管是否面對疫情的影響，教師如何依照專業的知能，促進學生全方

面的學習，應該是持續堅持的教育理念，而在遭遇疫情所產生師生之間劇烈的衝

擊，教師也應體認將「不斷」提升自我內涵的期許，具體轉化為「主動」提升專

業內涵，例如熟悉新世代的詞彙以及思考邏輯，以貼近學生的語言進行溝通等。

換句話說，教學之道，唯愛與榜樣，教師應有此信念並始終不變，但手法也要與

時俱進。 

(二) 教師彈性化的課程準備方向 

疫情下所帶來的數位化影響，不只是存在於學生的學習，也為教師的課程準

備帶來不同的概念，就課程的內容上，教師需要理解如何運用適切的數位工具輔

助學習，或者是善加運用多元的媒體資源融入課程，另以課程準備的方式，教師

可以善用多元的人力及物力資源，人力資源包括校內外的同儕專業共備，彼此請

益對話，物力資源則包含各種教學資源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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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經過疫情的時代，許多老師更願意分享手上的資源，目前教師多已

形成線上分享資源的氛圍，例如學思達教學網、MAPS 教學推廣網站等等，其他

許多網站內的講義資源也相當豐富，而教育部也推出「CIRN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

教學資源整合平臺」，鼓勵老師整合與運用教學資源，只要懂得以關鍵字並善用

管道，都可以找到值得參考的資料。另外，再以本土語課程備課的內容來說，即

可多使用影片教導查詢辭典，並以生活化的詞彙，協助學生認識課程主要概念。 

(三) 教師數位化的教學實施內涵 

就疫情下的教學因應之道，應該同步思考教師教學的工具運用，以及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培養。然而，在運用教學工具時，應理解其融合的本質在於促進學

生學習，而不是呈現教師實施教學工具的多元性，另就教師以數位化融合教學的

過程，也需要重視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原則上，教師面對個體差異及各種困境，

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屬於協助學生獲得成長的途徑（Darling-Hammond et al., 

2019）。 

舉例來說，教師在進行性平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時，為了立即理解學生的性平

意識差異，可以善用平板讓學生回應，以顏色呈現理解學生的概況，教師予以回

應並引導學生思考，另外為了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可以善用 Kahoot 快問快

答、Slido 即時回應等工具特性，融入教學評量。再者，亦可運用自主學習的四

學（自學、共學、互學、導學），或者 GROR 模式（教師示範、師生共學、學生

自學）等途徑，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相信亦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四) 教師敏捷式的班級經營思維 

班級經營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媒介，教師身處疫情時代，學生往往習慣網路的

用詞，而家長也習慣運用不同的數位溝通管道，以正面角度觀察固然有其即時溝

通的優點，相對也容易產生教師在親師溝通的負擔，以及學生負面文化的影響。

此時，教師如果參考適應環境變化、勇於創新改變、良好人際互動、持續自主學

習等敏捷領導的概念（吳清山，2022），積極建立溝通的工具、機制及優先順序，

以及培養彼此包容的關係、學生自主管理的習慣等敏捷式的思維，值得思考運用。 

就學校現場，班級的活動可以善用 Google 表單及填報，簡化紙本使用與時

間，並確立親師在 Line 群組的互動公約。同時，面對網路的多化性，教師對於

學生不佳的口語禮貌，除了更多包容，也應該立即回饋，以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再以班會課程為例，過去由老師主導的班會，也可以藉由 Padlet 提前規劃班

會流程，將幹部布達的事項，提前寫進 Padlet 當中，並引導學生先透過 Padlet 了

解內容，有效提問，進而提升班會效率與學生自主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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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師系統性的學生輔導模式 

學生在疫情之後，一方面大量增加網路使用的時間與場域，另一方面也拉大

了實際師長互動的距離，然而就中小學的未成年學生，師長們的關懷與陪伴，其

重要性不言可喻。因此，關心學生使用網路而產生的性別平等教育、個人資訊保

護、各種霸凌，以及身心調適等問題，教師都需要整合系統性的資源，給予學生

即時的協助。洪雅鳳（2024）也指出，線上晤談的經驗，會讓當事人在轉換歷程

普遍經歷弱化的情感連結。 

依此可見，教師應該在平日的互動，留意學生的情緒問題，除了個別晤談輔

導，也要視學生狀況，與家長聯繫共商對策。此外，教師要保持時事的敏銳度，

適度將新聞融合為課堂的討論素材，舉凡以新北的割喉案，思考正義與保護自己

的分寸；由深偽的變臉案，反思私密照及個人照的自我保護議題。尚值得一提的

是，教師也需理解如何善用系統性的校園三級輔導制度，建立學生的自我保護意

識，以因應多變的網路世代。 

四、結語 

綜觀上述，在後疫情的國民中小學場域，教師就自我信念、課程準備、教學

實施、班級經營，以及學生輔導各面向，皆有其負面的影響，然而教師不僅需保

持即有的教育專業作為，也需要視學校內外環境，予以適切的轉化，這一種在面

對困境，教師還需要展現出新的正向行為，此無疑與韌性（resilience）的概念不

謀而合。 

所謂韌性就是一種在壓力與變化中恢復的思維（Luthans & Youssef, 2007），

就 VUCA 時代或者在疫情影響的環境，韌性已經被視為應對逆境的有效方式

（Sanchez, 2020）。由此可知，經由強化教師韌性在學校各個環節的實踐，不只是

有助於緩解疫情對學校的影響，更是做為因應未來新一波衝擊的重要解方。此外，

透過教師韌性思維的深化，亦可列為推動學校永續性發展及教師永續專業學習的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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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之小學校園問題與因應之道 
歐嬌慧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小校長 

 

一、前言 

2019 年底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疫情爆發，讓全

世界的人們生活習慣與學習產生急劇的改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受

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停課措施導致全球 70%的學生無法繼續學業，其他實施局

部停課的國家也有數百萬學生受到影響」（UNESCO, 2021）。 

經歷三年疫情漸緩，過往規定限制與人過度接觸、須保持社交距離的記憶，

應該會存在你我記憶深處，對於遠距教學由陌生到熟悉，課程設計與多元評量的

實施，彷彿時間解封，三年的停課不停學對於社會現況有許多衝擊，舉凡同學的

實體人際互動，對於課業學習的精熟度均發現出現缺漏（gap），現今疫情趨緩，

重返校園仍有許多等待教育工作者一起努力之處。 

二、疫情後校園潛藏的問題 

(一) 科技運用的背後隱憂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的爆發下，線上學習改變了傳統的學習模式，

這二十年資訊教育的推動成效很大，近二年生生用平板政策，學生熟悉對於電腦

或是平板的使用，顯示「滑世代」已來臨。 

現今使用混成教學或是遠距教學均有很大成效，親師生由疫情初期的不知所

措、學習使用科技及線上課程、運用坊間教材到自編教材，均顯示師生努力學習

科技軟硬體的適應，但運用科技的背後有些問題浮現： 

1. 數位時代之多元學習 

這場因疫情而「不得不」加速推動的教育數位化運動，數位時代的課程與教

學必須正視學生透過科技「學什麼」、「怎麼學」、「怎麼用」的議題，推動數位學

習，家庭資本較高的學生，更有機會能有成人陪伴進行，也更容易有較高的學習

成就表現（蔡瑞君，2020）。面對學習起點不同、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除了應

用科技幫助學生進行學科知識學習之外，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和思

辨習慣亦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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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專心程度待加強 

一份美國的調查發現，學生是否具備科技資源完全反映在家庭作業落差

（homework gap）現象上，家中有電腦和網路的優勢族群學生，在需要運用科技

完成的作業表現較優秀，而這項因科技工具有無所形成的落差，又恰好再現了存

在已久的富有的白人學生和低收入學生及有色人種學生間所存在的落差現象上

（K Community Educational Television, 2020）。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仍不可避免

地影響其獲得資訊和使用資訊的能力。學校教育全面採用線上模式進行後，弱勢

者和優勢者間數位落差及階級複製的情形可能也會急速加劇。 

課堂的實體教學師生互動頻繁，學生對於上課內容的了解程度、分組合作投

入情形、或是突發狀況都有賴老師適時排除，遠距教學的限制是即使要求學生必

須打開鏡頭，但學生是否分心打開其他分頁瀏覽其他介面，老師無法即時發現，

繳交作業的即時性受限學生是否卡關，並且確認卡在何處，都需要老師即時伸出

援手給予排除與協助。 

(二) 疫情三年的評量缺漏 

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不同，需要老師個別給予的協助，當學生重返校園，教

育單位都發現課業待加強的學生增多，只是疫情忽急迫或漸緩，補救的步調無法

趕上臨時停課的通知。學習是連續的，老師必須掌握每位學生學習是哪裡卡關，

只是回首這斷續的三年學習，學生的學習缺漏處有許多，實在需要老師找出學習

內容概念不清楚之處，給予奠基的補充說明。 

He & Xiao（2020）的研究發現，教師在遠距教學時面臨的主要問題：23.15%

的教師不熟悉線上工具；45.34%的教師認為線上平台不夠穩定，很難與學生互動，

73.63%的教師則表示他們最擔心的是難以監控學生的進步和學習效果，顯示出在

遠距教學環境中評核學生的學習結果這部分是教師最為難的。 

(三) 語言與人際互動 

疫情階段需要保持社交距離，雖然老師施以線上教學，小朋友與人的交流互

動，明顯減少許多，日本京都大學醫學與公衛研究所針對 447 名 1-3 歲與 440

名 3-5 歲的托兒所兒童進行追蹤研究，並且跟過去沒有經歷過疫情的孩子比對

用發展量表測量的發展資料。結果發現，經歷過疫情的孩子在五歲時，整體的

發展遲緩落後了 4.39 個月，若換算成數字，相當於落後約 6%（黃敦晴，2024）。 

數字所呈顯的問題包括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增加、睡眠品質受損、體力

活動減少、體重增加、螢幕時間增加、社交技能降低，長期也會影響神經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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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與身心健康。探究原因，除了大家所知的幼兒與照顧者的互動與環境

刺激減少，還跟幼兒在這幾年間使用更多數位產品有關。螢幕時間較多、與人

互動較少的幼兒受到的影響更嚴重，會出現問題行為、發展里程碑延遲、詞彙

與知識量較低、之後較易怒與沮喪、睡眠與作息受螢幕藍光的衝擊更大，他們

比起過往的同齡人口較少與成人互動或看不到成人表情，比較不會笑與社交應

對。 

對於許多小學均有附設公立幼兒園，這群後疫情階段的幼生進入校園，有許

多生活的適應、語言的發展均需要校方整體規劃，有目標在生活中推動沉浸式的

全語言學習；學校的群體生活有其群性的價值存在，這空缺的三年著實需要老師

及家長努力配合，讓學習速度原本較緩的孩子，慢慢填補人際互動及語言的全方

位學習及應用。 

(四) 數位落差與相對弱勢 

各國硬體設備不足的狀況仍是問題，在臺灣，硬體設備的普及率雖已較以往

提升，但並非百分之百普及。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為止，各縣市教育局處調查

發現，仍有 12%的國中小學生家裡沒有行動載具，10%的學生無網路可用（李雅

筑、侯良儒，2020）。換句話說，當線上教學成為必要的教學方式時，缺乏科技

工具的學生自然而然地就被淘汰在課程外。此外，我們也該正視教師群體也有數

位落差的問題。 

並非所有人皆適合以線上教育的方式進行學習，影響學生透過線上課程達成

有效學習的影響因素太多，諸如學生的性別、族裔、年齡、學習動機、科技運用

技能、學習技巧、上網便利性等，都會直接對學生的線上學習成效造成影響。 

三、校園轉變之道 

(一) 應用科技的知能增強 

在 Covid-19 之前調查使用線上課程 46%的教師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教

師同意線上課程可以實現與面對面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果（Lederman, 2020），但在

疫情期間老師經由教育平台，快速學習許多。截至 2022 年 10 月教育雲平臺師生

註冊達 420 萬人、瀏覽人次每年超過 1,200 萬、教育雲端帳號連結 47 個公私單

位學習網站，如：教育部因材網&學習拍、酷英網、臺北市酷客雲、民間有均一、

學習吧、PaGamO 等（教育雲，無日期）。 

教師科技應用能力因疫情下教學的需求而快速提升。以臺灣為例，為因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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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能變化，這段期間教師們積極投入線上課程教學的實作演練，愈來愈多教師

主動參與各項資訊融入教學的研習，以解決線上教學遇到的問題（李雅筑、侯良

儒，2020）。正視科技融入教學是勢在必行的趨勢，有計畫規劃短中長期目標，

開列系統性學習，不管未來是否有更強病毒肆虐，政府可以持續精進平臺效能，

提供親師生更多教材及補充之網站。 

(二) 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的修正 

線上學習需要強烈的自我導向學習的方式，教師應該指導自主學習的策略和

態度。此外，設計良好的內容激發學生的精神狀態，並加入過程中的互動提示，

促進師生進行良好互動，加強整體學習的效果（洪榮昭、孔令文、戴建耘、劉銘

恩，2022）。 

教學過程評量是動態且持續進行的，研究指出線上學習的程序步驟與介面使

用，也是影響學生學習很重要的一環（Donget al., 2020）。面對國小以下學童，建

議教師對於遠距教學所使用的平臺、介面亦或課程時，應考慮家庭的複雜性和多

樣性，並能提供靈活與便利的操作考量，簡化線上學習程序（例如輕鬆登錄），

強化學習連結並降低因操作軟體設備所引起的學習焦慮。 

重回校園之後，除了補強之前學習有所不足之處，透過多元評量可以讓師生

都在一個「成長且友善」的學習環境中，善加利用網路資源，在疫情時許多廠商

都投入線上教材的開發，資訊能力較強的老師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分享運用不同

軟體在教學的成效，老師藉由科技之力進行教學或是補救模式，有聲光效果及即

時回饋可以協助老師更多有效教學的成效。 

(三) 關注學生群體互動 

學校因國家政策之推動，成為學生以低成本就可取得的「親近網路」和「獲

取資訊能力」，進而消弭不同社會階層間數位差距的主要途徑（石淑慧，2001）。

但疫情爆發學校停課後，意味著弱勢學生失去以最低成本取得網路與資訊的機

會，人際的群體互動更是缺乏，弱勢學生將更可能因此變得更為弱勢。 

疫情階段幾乎人與人的接觸減少許多，師生重返校園後群體的互動可以藉由

很多校訂課程的深化，重拾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的深層意義，專心聆聽他人的發表、

經由分工呈現某議題的探討成果，每位學生都是獨特的，尊重其獨特性與他人之

間的合奏方式，回歸校園之後家庭成員因疫情關係需要緊密在家互動，也可能衍

生一些家人相處的問題，老師均可以納入團體輔導課程進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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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階段我們使用許多線上課程，為吸引學生上線也使用即時評量回饋，現

實課堂的風景許多學習進度較為落後的學生，是需要老師把步驟細分，放慢教學

的步調，並且在每一次的任務中，給予不同學生不同程度的任務，教育是百年樹

人的長期工程，每位在現場的老師都掌握住教學的品質，和關注到每位學生的學

習歷程，讓學生拿回屬於自己的學習權。 

(四) 留意弱勢學生的適應與珍惜實體上課模式 

美國教育部推出了「2024 全國教育科技計畫」（2024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希望能以前瞻性的方法重新建構、落實教育科技在教學、縮小

成就落差與改善學生學習的潛力。這項計畫指出三大面向是：學生使用數位方式

的落差（Digital Use Divide）、老師運用數位工具設計教學的落差（Digital Design 

Divide）、以及學生接觸數位資源的落差（Digital Access Divide）（美國科技教育

計畫，無日期）。 

學習不利的孩子首先碰到的是家庭支持系統不足，這也包括電腦軟硬體的設

備、排除上網障礙的能力、指導孩子和不同類型的同儕互動與相處，未來的工作

可能是跨越國別和不同屬性的夥伴合作，工作中大家貢獻己力，與同儕相處這部

分需要老師給予鷹架及指導。 

經過疫情師生再次重逢於校園，內心有許多感動，以前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

課堂風景，在一夕之間授課變成是線上遠距教學，在三年時間也有因疫情師生處

於心情相對不安、學習及備課比較無法專心或是突發狀況較多，重回校園看見親

師生多元的互動、益覺更加珍貴。 

四、結語 

歷史會記錄疫情，校園自疫情後改變學習樣態，學生學習是件長期且持續之

工作，成功要件需要仰賴學校、教師及家長三方共同努力，進入數位學習時代後，

師長的角色更加重要，親師生均要加強數位能力的使用，教師修正教學的流程多

加運用學生同儕討論的分組，關心學習不利學生的適應狀況，並在能實體上課的

情況增多學生群體的互動性。 

病毒與人類生活習習相關，回顧人類與重大疫情的對抗可以說是世紀大事，

藉由網路及載具的使用，跨越時空使學習的內容仍擴及不同角落，在後疫情時代，

我們有許多可以思考及著力之處，諸如重新思考教學的設計、留意學習不利孩子

的適應狀況、也居安思危掌握線上教學的最新趨勢，回歸學生的學習權，是歷經

疫情我們更加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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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後高中體育課程與教學之轉變－ 

一位高中體育老師的觀察 
李居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自 2020 年在全球各地流行爆發，不僅改變了我

們的生活方式，教育現場亦產生了前所未見的衝擊。2021 年 5 月 18 日疫情警戒

升級，為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及維護學生受教權，在學校全面性停課、政府宣布

隔離封鎖等防疫措施下，教育部採取「停課不停學」的措施，從傳統學校教室場

域的學習情境，取而代之的是遠距教學模式的全面實施，讓一向強調身體活動與

團體互動的體育課程，因教學場域的變化，成為體育教師教學現場的一大挑戰。 

疫情對教學雖帶來重大的影響不容小覷，但伴隨而來的卻是教學改變的契

機。尤其體育教育向來以動態實作課程為主，讓學生身心潛能得以適性開展，但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迫使全面實施遠距體育課程與教學，帶給教學者莫大

的衝擊（陳萩慈，2021）。在實體課程停課不停學的狀況下，體育教學與評量全

需仰賴遠距線上科技工具，除了開啟數位學習的新世代，也造就體育教師需具備

多元互動教學模式的能力，更加突顯學生學習自主的重要性。雖如此，伴隨而來

的是在教與學上諸多的困境，例如：教學場地的局限、教材施作的限制、師生課

堂互動欠佳、學生身體狀況與學習態度的不易掌控、科技設備的不足、學生缺席

率增加及體能狀況明顯下降不足等，成為疫情間師生教與學的潛在困境與限制

（陳逸杰，2021；陳萩慈，2021；林安迪，2022；陳玉枝，2022；曹方祈，2023）。 

隨著疫情逐漸趨緩，學校在防疫管理指引下，課程的多元化進行，讓學生的

體育課程學習在疫情過後更具彈性與自主性，例如：同步、非同步及混成教學。

國內學者劉先翔（2022）即透過 STEAM 教育融入體育教學，培養學生跨領域思

考與自主學習的態度，並能在後疫情時代下達到無所不在的體育學習。惟值得反

思的是，體育實體課程面臨學生因染疫隔離出席率不佳、體育器材避免共用與使

用前後需經常清理消毒管理、分組活動須留意防疫所需之適當社交距離、學生的

身體狀況掌握不易、學生口罩的習慣配戴造成課程參與度低、疫情後體適能水平

下降等現象，皆成為體育課程與教學者需因應的問題。 

疫情對各級學校均造成影響，為此，本文以一位高中體育教師的觀察，擬聚

焦於疫情後高中體育課程與教學之轉變，除了探討疫情後課程與教學實施的現況

與困境外，亦提出因應策略，以提供體育教師在教學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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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後高中體育課程與教學的轉變 

(一) 配合防疫指引調整課程與教學 

有別於疫情前實體課程模式，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體育課程與教學轉變為

以線上教學為主，教師透過數位科技工具進行授課，學生則以線上方式進行學

習，也有部分教師採用錄製課程影片，將課程教材放在線上平台，來進行非同步

教學，或者設計簡單的動作與體能活動，讓學生在課後進行居家運動等。 

疫情解封之初，校園陸續迎來師生回歸教與學，體育課程與教學活動為配合

防疫管理指引實施轉變如下：首先，體育課前，學生應進行體溫測量監控及教學

設備與器材需清理消毒。其次，體育課中，教師落實課堂點名以掌握學生缺曠情

形，根據筆者觀察，線上點名的方式，經歷疫情的催化，在疫情後也成為各級學

校延續使用的措施，在高中，多數學校均採用線上點名系統來管理學生，也有學

校結合線上與實體點名方式，讓學校行政與教學更能落實並掌握學生的安全。教

師也應隨時留意學生身體狀況，提醒學生配戴口罩並保持防疫所需之適當社交距

離，維持教學環境通風等。筆者觀察，因學生配戴口罩，導致課程中與教師及同

儕的互動因阻礙唇語與聲音，使聆聽與理解教學指令變得更加困難，也影響教與

學的成效。此外，授課教師也須依照學生身體狀況調整課程目標及教學內容與評

量方式，例如：疫情後學生因長時間線上學習缺乏運動而導致體能下降，教師在

體育課程安排應循序漸進強化學生心肺功能，並在活動間觀察每位學生身體狀況

並給予學生較多休息緩和時間。所以，體育教師在教學模式上的選擇上更多元，

教師會依據課程內容、學生個別差異、過去學習經驗及評量模式來選擇實體或線

上（同步與非同步）授課。另外，在教材上，部分體育教師也會結合數位工具來

進行實體的體育課程教學，例如：穿戴裝置或 APP 等，讓體育課程與教學實施

的模式有所轉變。最後，在體育課後，也應提醒學生落實勤洗手，隨時監控自我

身體狀況，並針對上一堂課所使用之教學器材設備進行全面清理消毒管理等防疫

措施，來降低染疫風險，營造健康的體育課。 

疫情解封後，防疫政策鬆綁，全面恢復教學正常化，體育教師在教學上著重

以健康為本，來提高學生運動參與及培養學生規律的運動，特別是課後的自主運

動習慣的養成，可增加身體抵抗力，也降低再次染疫的風險。 

(二) 運用混成教學突破空間與時間限制 

疫情期間的體育課以線上方式為主，師生互動性較差。疫情後的體育課，雖

然恢復實體授課，但許多教師可持續提供一些教學資源平台，讓學生學習在學習

上可以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在任何時間與場地，隨時都可以透過網路進行學

習或互動討論，師生互動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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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融入科技輔具 

體育課程因為疫情期間被迫實施線上教學，加速數位教學的推動，讓疫情後

的體育課程與教學融入大量數位工具，加上教育部近年來推動的中小學數位學習

精進計畫，期望達成「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對於教育現場的品質有很大提

升。部分體育教師結合穿戴裝置虛擬實境 AR，讓學生體驗運動賽事的臨場感。

也有教師利用線上平台（Google Meet、Google Classroom、Microsoft Teams）及

體育教學資源（Chun PE、牛排幾分熟、疫起線上看、草根體育教學工廠及空中

荃運會 Podcast 等）讓學生在體育學習上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甚至教導學生

運用智慧型手機中的運動 APP 軟體來監控自我學習運動的歷程，以養成規律運

動的習慣，讓課程與教學因數位工具的融入呈現多樣性。 

三、疫情後高中體育課程與教學實施問題分析 

(一) 上課時無法即時觀察學生身體狀況 

經統計資料顯示，至 2022 年 6 月底止，在國內本土確診案例中，約 20%為

18 歲以下的兒童，顯見學生染疫的比率高。其中染疫後的長新冠後遺症（易疲

勞、呼吸困難、肌肉酸痛及肺纖維化等），對體育課程中需要大量身體活動的心

肺適能更是影響匪淺。筆者觀察，在體育課程中，因教師無法事先知道學生染疫

後恢復的狀況，加上必須專注於教學實施，對於每位學生在練習過程中身體之變

化無法逐一留意，成為體育教師在課程實施上的阻礙。 

(二) 學生體適能明顯下降 

疫情期間長時間的口罩配戴，加上大量的線上學習及靜態活動，讓學生在疫

情後的身體素質也明顯下降。相關研究指出，疫情期間在長時間的體育線上教學

下，導致身體活動量呈下降的趨勢（Chan et al., 2021）。陳逸杰（2021）研究亦

指出，大學生在疫情期間體適能線上課程的反饋中，多數認為長期居家線上課

程，導致體適能狀態下降明顯。林安迪（2022）亦認為，體育線上教學時，比實

體體育課更難致力於身體活動量的突破，對於通常不進行大量體育鍛煉的人來說

又更加困難。筆者觀察，疫情後的體育課，學生普遍喜愛教師進行靜態的體育課

程，例如：體育發展史的講述、運動規則的講解及賽事影片欣賞等，對於需大量

流汗的身體活動便顯得缺乏參與動機。 

(三) 口罩配戴影響教學間互動 

體育是身體的教育，藉由身體活動去達到教育的目的，在體育課程中，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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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生生互動是提升教與學成校的關鍵。在疫情後口罩尚未全面解封，或者長

期習慣配戴口罩，都讓彼此間產生互動距離。教師在授課中，無論是體育知識的

傳遞、體育技能的指導及學習過程的回饋等，教師的教學指令無法有效傳遞給學

生，而學生也無法完整的獲得老師的教學訊息等現象，讓師生在課程上的互動都

因為口罩配戴而彷彿隔了一道牆，影響課程氣氛，降低學習動機與自主性。另外，

體育課程亦重視分組合作學習，根據筆者在教學現場的觀察，高中體育課程偏重

以運動教育模式的分組競賽活動，學生間需彼此合作學習，所以在同儕互動上亦

可能因口罩的配戴影響溝通，進而降低課程的學習品質。 

四、疫情後高中體育課程與教學實施因應策略 

疫情解封之初，高中體育課程與教學，面臨諸多教學現場的問題，如：上課

時無法即時觀察學生身體狀況、學生體適能明顯下降及口罩配戴影響教學間互動

等，因應疫情逐漸趨緩後的體育課程，筆者提出以下體育課程與教學實施因應策

略如下： 

(一) 運動心跳監測，掌握學生身體狀況 

考量疫情後體育課程的實施，學生心肺適能及身體狀況尚未恢復，運動前，

授課教師應先詢問學生身體狀況，以判斷是否適合從事該項運動。因學生進行體

育實作練習往往無法觀察到自我狀態，建議體育教師於每項動作練習後之休息時

間帶領學生養成自我心跳監測，以評估其體能狀態及心跳恢復情形。另外，也建

議學校行政組織編列相關預算來添購簡易血氧偵測器，供師生更準確監測自我心

跳，掌握身體狀況。除此之外，教師也可加上口頭詢問關心學生在活動前後身體

肌肉部位感受，以提升學生對於安全教育知識的概念。此外，也建議強化體育教

師與保健室的橫向連結，透過保健室將確診學生的資料建檔，讓體育教師能確切

掌握學生在課程的身體狀況。 

(二) 滾動調整教學內容，漸進式強化學生體能 

Sparling（2003）指出，學校體育課在教育體系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更

為培養身心健全的專門人才、發展體適能、學會維持身體健康之道、培養正當休

閒娛樂及養成終身運動習慣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體育教師應考量疫情後部

分學生課程長時間配戴口罩、體能尚未恢復及對於實體課程的尚在適應狀況下，

滾動式調整教學內容，例如：延長動態操時間並輔以低強度的跑動，及漸進式提

升學生實作，以強化學生心肺適能；實體授課外，部分活動（如：影片賞析、評

量回饋）改以線上平台方式輔助進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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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脫下口罩後，適切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遠距教學下，師生同儕互動性較差，使學習變得乏味。疫情後，仍有部分學

生在體育課程中，習慣性配戴口罩，間接影響學習動機、課程教學互動與進行，

所以體育教師應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在動機，透過室外體育課程來設計樂趣化

且高互動性的分組活動，鼓勵學生脫下口罩從事運動，享受體育課程的樂趣，進

而養成終身的運動習慣及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尤其，高中體育課程著重素養導向

的融入，身為體育教師，應結合疫情議題（例如：自我健康照護），適切的搭配

學習情境的營造，來增加課程間師生的互動。 

五、結語與省思 

新冠疫情為近百年來人類疾病史上重大事件，造成的死傷慘重，對經濟、社

會與教育等各方面的衝擊重大。筆者透過以一位高中體育教師的觀察，描述高中

體育課程與教學在疫情後之轉變，並提出相關問題與因應策略。除此之外，仍有

以下諸點建議：首先，疫情後多靠疫苗接種來降低染疫風險，而體育課程是維持

健康提升免疫力的根本，建議體育教師應透過多元的課程設計來提高學生參與動

機，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實踐全人健康。再者，108 課綱在「自發、互動、共

好」的理念下，強調素養導向的融入，建議體育教師應結合疫情議題（例如：如

何透過運動來迎接防疫新生活等），來讓學生反思並實踐運動對於健康的重要

性，進而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最後，筆者認為，臺灣在疫情後的體育教

學應不斷檢視教學現場所見，具創新與改革的思惟與行動力，才能創造出更優質

教育環境，在師生教與學的過程中，創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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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感教育觀點談後疫情時代數位美感教科書設計 

郭家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兼任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高震峰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系教授 

美感與數位教科書研究計畫主持人 

劉光夏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長 

美感與數位教科書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 

 

一、前言 

教科書是人們學習與傳達知識的重要媒介，不論是九年一貫課程或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階段，臺灣學生對於教科書使用的時間日久年深，也在個人生命歷程

中留下一段久遠且意義深刻的回憶。隨著網路與科技蓬勃發展，多元、多媒、多

量以及互動、網際網路、即時（on line）、隨選（on demand）的資訊傳遞流通等

特性，打破時空限制，許多知識內容逐漸由數位的方式來呈現，無不捲入一個新

世紀、新型態的「終身學習」浪潮。 

進入後疫情時代，社交隔離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AI）

推波助瀾，使臺灣新一代的學習者更快速地發展出有別於上個世代的學習能力與

需求，也發展出一套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與閱讀習慣。 

二、臺灣美感教育發展之歷程 

2013 年，教育部發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107 年），

以「美感播種」、「美感立基」、「美感普及」為目標，透過「研究與支持」、「課程

發展與師資增能」、「美感教育體驗」、「美感學習環境」、「縣市連結機制」及「跨

部會合作」行動方案，於全臺灣 22 縣市遍地扎根。2018 年，教育部續發布美感

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112 年），以「美感即生活－從幼扎根、跨

域創新、國際連結」為理念，透過整體策略推展達成「提升學生設計創新美感素

養」、「營造美感學習環境」、「增進國民美學前瞻能力」三大目標。而後，第三期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113-117 年）以「美感即生活：從幼啟蒙、扎根生活、在

地國際、永續實踐」為理念持續開展。 

美感教育的當代意涵是培養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美感素養透過生活美學的

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能

力（教育部，2023a）。洪詠善（2019）認為，美感教育應從「人」出發，涵蓋人

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生態等層面，透過覺察、認知、情意與行動的教育

歷程，開展「存在美學」、「公民美學」與「生態美學」的美感教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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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的美感教育發展主要趨勢為：(1)美感教育建構在全人發展之目

標，除了體現於藝術必修外，更成為共同能力或核心素養，落實在學校課程與教

學中；(2)美感教育源自於也體現於自身生活與文化；(3)美感教育係為學習者迎

向融合與永續世界做準備；(4)關注社會參與取向的美感教育，以促進公共幸福

感等（洪詠善、黃祺惠、范信賢，2018）。 

三、以多元智能觀談美感、美感教育與教科書設計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 Gardner 於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論，將語文、邏輯

數學、視覺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自知自省、自然觀察者、存在智慧等

智能，統稱為多元智能。多元智能不等同於傳統的智力，指的是「解決問題的能

力」，亦指「在某種或多種文化脈絡下創造出具價值性產品的能力」（溫明麗，

2017）。Armstrong（1994）認為每個人都有潛力發展多種多元智能，在教育上若

能提供適切的環境或教學支持，每個人的智能皆可發展至相當程度的水平。例

如：一個人可能不善於口說表達，但在文字書寫上卻具有說服力，即這個人是擁

有相當語文智能的；多元智能中的各種智能是不可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協作一

同展現的，例如：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應具備肢體動能，但在詮釋腳本時也必須

善用語文智能，演出當下若與觀眾有互動行為，且欲增強觀眾對於表演的喜好程

度，人際智能也是不可或缺的，這位表演藝術工作者工作之餘期望自我精進，那

又得運用到自知自省的智能（陳嘉成，2008）。校園中也可看到許多實例：A 同

學很會演奏樂器，但在寫作上有困難；B 同學熱愛算數，但排斥繪畫；C 同學運

動表現優異，但同儕互動上卻顯得退縮不前。 

多元智能論將每一位學習者視為一個個體，相信所有人都能用不同的方式進

行學習，重視每位學習者在能力上的差異，傳統的教育方式、教學材料不見得對

每一位學習者有效。Gould（1981）亦在書中提到：「我們人類僅有一次機會來經

歷這個世界。如果我們用缺乏才能這樣的理由來強加限制的框架，又在其中給予

錯誤的分類，那麼，沒有哪個悲劇比生命的發展受到阻礙更巨大，沒有哪個不公

平比沒有機會去奮鬥，或沒有希望更悲痛、更深沉。」多元智能原來並不是由學

校提出的，因此它沒有正式的方法和策略讓教師去遵循，但經由教師信念的解

放、教科書發展之知識內容的多元詮釋、數位教材與網路資源多樣化、教師願意

自編教材且使用於自身課堂的動力等，這個理論會默默地發揮它的作用。 

美感的養成關鍵不只是課程規劃上的體現，也是在成長過程中需要耳濡目

染、實際體驗、感受而終將成為人格一部分的生活學習（教育部，2019）。見美

感教科書研究計畫（第五年計畫）期末報告，執行面包含「設計人才培育」、「交

流與推廣相關活動或工作坊」、「教科書品質提升策略與做法」；研究面以「教科

書字體設計應用」、「教科書知識層級設計」與「教科書互動設計」為主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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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品質提升、優化的基礎，兼顧學術與實務提升教科書品質，並在美感培育

結合學習與生活上，融入「尊重、包容與欣賞多元樣態」、「多元智能的展現－釋

放天賦」、「以美感經驗引導跨域學習之創意」等目標。在後疫情時代，網際網路

與資訊傳播更為快速，伴隨生活品質的提升，人們對生活的追求已不再是對物質

需求上的滿足，更多元、廣泛地去追求心靈上的滿足，無可避免的，美感已成為

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早期的精緻藝術擴展，在現今社會中美感的概念不只存

在於被安排好的美術館或美術展覽，它已深入生活中每個角落，甚至相較於精緻

藝術更能廣泛地代表地區獨有的文化樣貌，即使是每天習以為常的生活細節，都

可能具有影響社會、文化思潮，甚至是生活品質的力量（教育部，2019）。 

四、數位美感教育的實踐需求 

在講求效率與效能的氛圍下，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讓學習管道變得更寬廣多

元，此為後疫情時代教育現場轉變的必然趨勢。隨著行動載具的普及與網速的提

升，「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等計畫的支持，各式學習影片、多媒體互動投

影、沈浸式體驗、穿戴裝置等，在不同的教學活動中呈現跨域實驗的應用隨處可

見，如：國立臺灣美術館的 U-108 SPACE 沈浸式藝術實驗場域、臺灣兒童藝術

基地教育展示空間、臺北市立美術館的育藝深遠－藝術欣賞啟蒙專案。期許數位

式閱讀別於紙本閱讀經驗、動畫輔助靜態閱讀、互動式體驗這些新型態的美感教

育數位樣態能走進校園，為學習者帶來更大的學習動機，貼近學習者自身生活，

使教科書與師生、家長三方的互動、體驗更加多元。 

許多國際報告顯示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及人工智慧導入數位

學習（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learning）是未來數位學習的重要趨勢，個人化學

習的主要意涵即使用適當的科技並根據每個學生的獨特技能、能力、偏好、背景

和經驗等系統性的數據資料來制訂個人化的學習體驗，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

（郭伯臣、劉文惠，202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更將「科技領域」納入課

程中，目的在培育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進而引導

學生動手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蘊含探索、

創造性思考、邏輯與運算思維、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教

育部，2018）。在資訊化的社會中，培養學生具備資訊釋讀、擷取與應用的能力，

顯然已是各國教育發展的重點。 

美感不僅是藝術創作與美學形式，更包含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視覺經驗與

文化（趙惠玲，2005）。基於兒童發展與學習心理、視覺文化理論、一般設計準

則、使用者經驗、流行趨勢及藝術與美感教育相關等研究的成果基礎上，因應後

疫情時代下社交隔離與 AI 所催生的網路閱覽習慣，例如：遠距視訊教學、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的各種線上課程、YouTube 平臺上的教學資源、因才網或均一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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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平臺、訂餐外送平臺、自主防疫下與家人朋友的視訊生活、運用線上平臺在家

運動、由實體購物轉為網路消費模式、居家辦公等生活型態之改變，「視覺文化」

對學習者（或接收者）而言，接收到的是怎樣的視覺資訊？背後欲傳達的訊息之

目的為何？檢視各式視覺影像並探究其傳達目的下，是誰在受惠？誰被壓抑？又

有誰被忽視？而後，再進行檢視各式視覺影像的審美價值，探究是誰被該視覺影

像所吸引？誰厭棄該視覺影像？哪些視覺影像代表該社會的主流審美價值？哪

些不是？該主流審美價值又是誰決定的？而什麼是「美」？什麼又是「醜」？誰

又有權力決定？（趙惠玲等人，2006）。 

雖然疫情已取得控制，不需長期保持社交距離，但部分生活型態的改變似乎

是不可逆的，教育現場也變得更加多元。基於上述，臆想未來數位美感教科書之

樣態，礙於篇幅限制，僅以字體與插圖舉例。 

字體運用部分應當依據不同學齡、學習內容、視覺需求，設計符合不同科目、

不同教育階段學生的字體、行距與字距；字體辨識與圖文編排的部分，以方便閱

讀為主，區塊、段落的區分以字體、粗細、字級大小等標準設計為次要；字體的

動態變化與游標、指引觸碰（touch）之關係、操作手勢上的直覺性、各式使用

者體驗（翻頁、畫記、收藏標籤、客製化的內容編排等）是未來數位美感教科書

必須留意且研究的區塊；插圖方面，依據學習內容表現內蘊，講求真實、細緻的

寫實風格能夠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體驗。在圖像表現基礎上，建議在教科書中維

持一定的數量，可使用學生偏好的風格，另一方面避免完全使用，才能建立良好、

廣泛的美感體驗。而數位美感教科書勢必增加動畫與影片，甚至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等素材，如何維持圖像、影像與文字間的畫面構成、各數量上的

比例、色彩表現、動態視覺指引、媒材使用的豐富度與變化性、操作直覺性，且

時時審視美感表現的時代性，才能達到培養多元美感經驗的目標，提升兒童審美

的深度與廣度。 

五、結語 

湯姆．安德森（2003）指出美術教育的角色在於幫助學生培養批評能力，能

夠不只是接受既有的主流觀念與價值，那麼理解視覺文化就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背景脈絡脆弱的傳統，是建立在生物社會基礎上，認為視覺溝通是一項認知、象

徵的行為；在這個傳統中，透過視覺文化美術教育培養學生的批評能力，獨立思

考並反省當代社會的種種議題，不僅對學生個人非常重要，對於社會整體也同樣

關係重大。 

以美感教育觀點談新型態的數位美感教科書設計顯然是個廣大的議題，在研

究相關議題與範疇時，必須清楚地界定何謂數位美感教育？何謂數位美感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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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數位教育中的美感觀點為何？後現代課程觀「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的解構思想也是數位美感教育的重要參考指標。後現代的課程觀強調文化多元

性，反對主流文化的霸權機制，建議未來數位美感教科書使用者操作與體驗之相

關研究者，從教用、學用、家庭三面向去探究，提出適合親、師、生三方共編共

用之參照，落實現今臺灣教育美感教學的目標、數位功能的應用，以及去中心化

的教學內容，達到設計、數位協助教育的期待。 

致謝  本文感謝教育部美感與數位教科書研究計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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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志工角色談家長參與學校行政事務的途徑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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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阮孝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現代教育體系中，教育行政組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教育行政組織至

少具有下面三項特質(1)教育行政組織有共同的目的，即在發展並改進教育事

業。(2)教育行政組織是教育行政人員的階層體系，用以分配並運用權責，俾協

調人力物力，增進分工合作，以宏績效。(3)教育行政組織的運作，要在機構目

標與成員需求交互作用中進行，同時也要適應外在環境的需要，方能有效達成任

務（謝文全，2022）。 

由此可見，學校作為一種教育行政組織，也具有上述的特質。而本文所關心

的地方是學校行政組織如何與校內的家長團體進行互動。學校行政組織的有效運

作對於學校管理和教育品質的提升具有直接影響，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教育

改革的推進，僅依靠學校內部的管理已不足以應對複雜的教育需求，這使得家長

團體的參與成為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的重要途徑之一（Epstein, 2001）。 

國民教育法第 48 條第一項亦明訂了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權利：「國民教育階

段內，家長為維護其子女之權益，應相對承擔輔導子女及參與家長會之責任，並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人格權，有參與教育事務之權利；其參與方式、內容、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家長團體是學校與家庭之間溝

通的橋梁，透過各種形式參與學校的行政和教育活動，不僅可以促進學校教育質

量的提升，還能增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信任和合作（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目前，家長可能以多種形式參與學校事務，如班親會、家長會、志工團

體等。這些家長參與了學校事務，可能對學校行政產生重要影響。然而，家長參

與學校行政的具體方式及其對學校管理的實際影響仍需進一步探討。因此，研究

家長團體在教育行政組織中的角色及其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團體在學校行政過程中的角色及其影響，並提出改進家

長團體參與學校行政事務之建議與做法，具體研究目的如下：(一)探討家長團體

在學校行政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二)分析家長團體對於學校行政有何影響。(三)

針對家長團體參與學校行政事務提出建議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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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 學校行政決定的歷程 

學校行政決定的流程通常包括問題識別、信息蒐集與分析、方案設計、決定

實施和效果評估等步驟（Hallinger& Heck, 2011）。在問題識別階段，教育行政人

員需要準確識別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挑戰，這是決策過程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

一步；在信息蒐集與分析階段，需綜合考慮內外部環境的信息，以做出科學合理

的決定；在方案設計階段，需要運用創新思維和系統性思考，制定多個可行方案

並進行比較；在決定實施階段，需要良好的組織和協調能力，進而有效執行所選

方案並確保決定的落實；最後在效果評估階段，需對決定效果進行系統評估，以

確保決定目標的實現（March & Simon, 1958）。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是國立小學，因此在學校當中，校長是主要的行政決定

者，研究指出（江義靖，2011），國民小學的校長大多採用民主化決定，且校長

的行政決定是融合各種行政決定的歷程。在學校行政決定的六大向度當中，由於

本研究所關注的面向在於學校家長會以及班親會、還有故事志工團對於學校行政

決定的影響，因此較為偏向課程與教學、學生訓導與管理與學生輔導與計劃等三

大決定向度。 

(二) 家長團體在學校中的角色 

家長團體在學校中扮演著多重角色，不僅是教育的支持者，也在教育決策中

發揮重要作用（Epstein, 2001）。這些團體通過組織活動、提供資源和參與政策制

定來參與學校事務，增強家校溝通與合作，提升家長對學校教育的認同感和參與

感（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此外，家長參與還能帶來不同的視角和

資源，提升教育質量（Sheldon, 2002）。 

Greenwood 與 Hickman（1991）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分為五種角色：觀眾、

義工、孩子的教師、學習者和決策者。家長通過參加會議、班級活動或家庭學習

材料的使用等方式，增進與學校的互動與了解。家長的專業和興趣也能通過義工

活動被充分利用，幫助教師進行輔助教學。此外，家長還能參與學校舉辦的講座

和工作坊，提升教育知識和技能，從而更好地支持孩子的學習（Greenwood & 

Hickman, 1991）。 

Berger（1987）將家長角色擴展為六類：旁觀者、附屬義工、自願資源、雇

用資源、決策者和孩子的教師。這些角色涵蓋了從旁觀學校活動到積極參與教育

決策的多種形式，家長在學校教育中的參與度和責任也因此有所不同。無論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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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源還是參與決策，家長的參與對學校運作和子女成長都能帶來積極影響。 

(三) 家長團體與學校行政互動的相關研究 

在家長團體與學校行政的互動研究表明，家長的積極參與能促進學校決策的

民主化和透明化，提升管理效能（楊巧玲，2002；侯世昌，2007；Barnard，2004）。

家長參與政策制定和實施，使政策更加符合學生和家庭需求，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和可行性。此外，家校之間的良性互動能增強信任和合作，提升教育質量（林明

地，1999）。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過度的家長干涉可能帶來管理挑戰，甚至引發內部矛

盾和沖突（楊巧玲，2002；Lareau, 2000）。因此，如何平衡家長參與的深度和廣度，

使其在支持學校管理的同時不干預學校正常運作，是一個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家長參與還包括對學生學習和校園文化的影響，通過參與課程設計和教學活

動，家長能更有效地支持教育目標，增強家校互動（江義靖，2011）。家長組織

的結構和運作方式也直接影響參與效果，定期舉行家長會議和社區活動能促進家

長間的交流與合作（侯世昌，2007）。同時，建立開放、包容且有效的參與機制，

是學校管理者和家長團體共同努力的方向，以全面提升教育品質和支持學生整體

發展（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團體在學校行政決定過程中的角色及其影響，並提出改

進家長團體參與學校行政事務之建議與做法。因此，本研究採行質性的個案研究

途徑，從研究者所參與之某國立國小當中的家長團體，進行訪談對象的選取。訪

談對象採取立意取樣，選取學校當中，擔任行政職位且與家長團體密切互動之教

師一位；以及密切參與學校事務之家長團體代表四位（分別為家長會成員、班親

會召集人、愛心志工團以及故事志工團之成員），家長團體代表有人身兼多職，

同時身為不同家長團體之成員。受訪之教師已有 12 年的教學經驗，之前擔任導

師且與家長互動良好，因此由校長指派為組長並身兼閱讀推動教師，與故事志工

團有密切之互動。由於本教師為故事志工團以及學校行政之間互動的重要關係

人，因此進行了兩次訪談，一次著重於了解學校志工團體的運作，另一次則較深

入的談到學校行政與志工團體間的互動。兩次訪談皆約 30 分鐘。另外受訪的兩

位則為家長會以及班親會召集人並身兼故事志工，分別曾擔任過故事志工團團長

以及現任團長。另外兩位的身分則較為單一，一位是資深的故事志工團團員，一

位是新任家長會成員以及故事志工團團員。四位密切參與學校事務之家長團體代

表皆各訪談一次，時間約 30 分鐘。以上針對五位受訪者進行訪談，並將訪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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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轉為逐字稿進行分析。以[T]代表教師，[P]代表家長。訪談記錄以[訪-訪談對

象代碼-訪談日期]作為代號，例如：[訪-T-20240304]代表 3 月 4 日的教師訪談記

錄。 

而研究者自 113 學年度起即加入故事志工團，經過一學年的深入參與，也累

積了許多個人的心得。在 113 學年度起更將每次的例會及活動參與，進行觀察記

錄。觀察記錄以[觀-觀察日期]作為代號，例如：[觀-20240618]代表 6 月 18 日的

觀察記錄。 

為維護研究倫理，研究者事前詳細告知受訪者本研究之目的，並獲得全員同

意之後才開始進行訪談。文本資料之呈現均以英文字母大寫加阿拉伯數字為編

號，嚴格確保資料來源的保密。 

四、研究結果 

(一) 家長團體在學校行政決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家長以旁觀者的角色進入學校：家長參與家長團體的初衷是為了了解孩子在

校的情況，並提供志願服務。他們視自己為學校的自願資源，協助孩子融入

校園生活。對於學校事務，多以觀眾角色存在，並無直接參與行政決策的意

圖。正如某位家長所言：「就是為了知道學校是如何照顧小孩的，想要多知道

學校的事物，多參與一些。動機都是為了自己的小孩」（訪-P2-20240606）。 

2. 學校行政人員期待家長團體給予正向支持：學校希望家長能提供建設性意見

及支持，並透過家長委員會等團體來表達意見，協助解決問題。學校強調：「家

長除了提出建議之外也可以提供支持」（訪-T1-20240612）。學校期待家長能

在會議中針對問題提出解答，進一步增進彼此的理解與合作。 

3. 學校行政與家長團體角色具備溝通互動機制：親師溝通主要透過班親會及家

長委員會進行，學校行政透過班級召集人向家長傳達信息，並依賴家長委員

會等團體將學校的做法和原因傳達給家長。「學校會想知道從家長的角度看到

甚麼」（訪-T1-20240612）。學校重視家長的支持和理解，以維持良好的親師

關係並減少誤會，這也體現在「家委會是有監督學校的功能，但志工團這邊

就是配合學校」（訪-P1-20240606）。 

(二) 家長團體對於學校行政事務之正面影響與挑戰 

1. 促進創新與變革：家長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可以改變學校既有的做法，例如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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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節禮物讓學生自己挑選的建議，獲得學校認可並迅速實施（訪

-T1-20240612）。 

故事志工團提出的漂流書活動和選舉活動，學校也因其豐富有趣而持續支

持，成為每年固定活動（訪-P2-20240606）。 

2. 增進學校與家長的合作：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如故事志工團，能夠直接進入

班級，與教師頻繁互動，協助推動閱讀，增加家校合作的機會（訪

-T1-20240612）。 

3. 家長團體對學校行政決定之挑戰：首先，家長團體參與過程面臨意見分歧與

滿足困難。雖然家長團體的參與可能帶來正面影響，但並非總是如此。學校

的行政決定受內外部因素影響，無法滿足所有家長的需求（Lareau, 2000）。 

廁所積水問題多次反映未解決，學校解釋預算有限，無法及時處理，需家長

協助傳達此困難給其他家長（訪-P2-20240606）。 

其次，角色期待與衝突仍然存在。例如受訪者指出故事志工團進班活動需慎

重拿捏，以免影響班導師工作，校方對於如何進行活動有具體要求，如避免

過度演戲以免失焦（訪-T1-20240612；訪-P2-20240606）。志工的熱情若與學

校回饋不符，可能產生角色期待落差，導致衝突（訪-P2-20240606）。 

最後，是行政效率的挑戰。訪談中部分家長反應學校內部行政分工導致處理

多部門協調事務效率低下，家長反映問題若非緊急，通常需較長時間處理，

影響解決效率（訪-P4-20240607）。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探討家長團體在學校行政決策中的角色及其影響。結果顯示，家長多

以旁觀者角色參與學校活動，主要目的是了解孩子在校情況並提供志願服務，無

意直接參與行政決策，本結論和侯世昌（2007）所提倡的家長參與學校目標相當

類似。學校期望家長能提供建設性意見及支持，透過家長委員會等機制協助解決

問題。親師溝通主要透過班親會及家長委員會進行，學校透過班級召集人向家長

傳達信息，並依賴家長委員會等團體傳達學校做法，重視家長的支持和理解以維

持良好的親師關係。本結論與陳麗珠、葉宗文（2004）所提出的透過行政體制而

非政治型態參與的模式，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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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體對學校行政事務有正面影響，包括促進創新與變革以及增進家校合

作。例如，家長委員會的建議可改變學校做法，並增進親師互動，如故事志工團

活動直接進入班級，與教師頻繁互動，協助推動閱讀，這也補充了林明地（1999）

等研究在 108 課綱下的做法。然而，家長團體的參與也面臨挑戰，如意見分歧、

角色衝突及行政效率低下，需持續改進親師溝通機制以提升合作效果。 

(二) 建議 

在當今教育環境中，家長參與學校行政事務已成為提升教育質量和促進學生

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本文提出家長團體參與學校行政事務的四項具體建議，幫

助家長團體更有效地參與學校行政事務。 

1. 尊重老師的自主權：家長應信任學校和老師，建立良好的親師互動基礎，尊

重老師的專業。透過熱情和正向互動，提升老師的教學熱情，避免形成教師

困擾。 

2. 互相同理對方的角色：家長和學校行政應該互相理解對方的角色和角度，並

以孩子的利益為出發點。家長在提出問題時，應以客觀和合作的態度，與學

校共同為孩子的學習環境改進。 

3. 支持並參與學校活動：家長應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如介紹會議、課外活動、

義工等，並根據自身專業背景協助學校開展特定活動或課程。提供物資和資

源支持，幫助學校策劃和籌辦大型活動，提升學生參與度。 

4. 參與學校評鑑：家長團體可以通過調查問卷、加入評鑑委員會、參與家長座

談會等方式提供意見和建議，幫助學校改進不足之處。並應主動向家長公開

評鑑結果和改進計劃，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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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時代科技大學進修部中高齡學生數位學習之初探 
曾智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2020 年全球受到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疫情衝擊，造成經濟發展、商

業活動、教育學習等，各領域皆受到嚴峻的挑戰，校園及學習場域因為 COVID-19 

疫情關閉，教學活動無不面臨極大影響。為減少停課帶來之衝擊，學校紛紛將實

體課程轉為遠距教學，協助學生於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疫情意外成為數位教育

改革之契機，有別於傳統教學，數位教學提供不再受限於環境或時間的教育新可

能，儼然已成為後疫情時代之趨勢。 

隨著數位科技發展，Prensky（2005）提出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與數

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之概念，數位原住民指出生於 1980 年代以後，從小

即身處數位環境之中，對於數位科技更是相當熟悉的人；而數位移民則指出生於

1980 年代以前，尚未有數位環境的時代，對於數位科技相當陌生的人。楊洲松

（2021）則指出現今教育現場，大學以下學生皆為數位原住民，對於科技大學日

間部學生確實如此，但進修部學生年齡分布廣泛，不乏存在中高齡學生，而中高

齡學生則屬於數位移民，在疫情之前數位教學非主流選擇，中高齡學生對數位教

學尤其陌生。本文將對於科技大學進修部中高齡學生面對數位學習課程所遭遇之

困境為例，進行現況說明及問題討論。 

二、科技大學數位教學課程之現況 

伴隨數位科技時代來臨，數位學習已成為學生學習重要方式之一。教育部

（2023）說明目前大專校院計超過 5 成學校皆有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而數位學習

專班累計通過審查開辦則有 12 校、24 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此外，有關網

路開放課程（OCW）部分，計有 21 所大學及 2 所高級中等學校參與，累計發布

1,466 門開放課程；而大型線上磨課師（MOOCs）課程，至 111 年全國 70 所大

學則發展 782 門磨課師課程，顯示大學數位學習教育之盛行。 

目前大專校院皆有建立提供師生使用之數位學習平台，透由教師進行數位教

學課程之教學設計與規劃，提供學生多元數位之課程內容，並應用不同數位工具

與資源，以推展線上學習。另磨課師（MOOCs）係指大規模免費線上開放式課

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透過新型態的數位學習模式，國內外各校以開

放及免費形式，分享優質的線上課程，提供有意願修讀之學生跨校學習，無須註

冊學籍，即可參與課程學習及討論，促進學習的互動機制；而無國界的學習環境，

更可擴展學生國際視野，拓展全球化學習能力，是未來數位學習的趨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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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高齡學生數位教學課程學習之問題 

(一) 數位平台差異大，科技運用能力落差 

疫情來得突然，即便已完備相關通訊設施，從傳統實體教育轉為數位教學存

在一定難度，將原先面對面的實體課程轉換為遠距教學，對於多數教師來說，是

一項艱鉅的任務，而且疫情期間通常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應變，教師和學校不熟

悉遠距教學及教材規劃等因素，相對也影響遠距教學的執行與成效。 

其中進修部學生年齡層分布廣泛，對此教師能否也能運用數位教學，維持中

高齡學生繼續學習？而中高齡學生對於數位科技個別需求差異大，在科技運用能

力也與年輕學習者存有落差，教師使用不同數位教學平台進行數位課程，連帶也

讓中高齡學生無法熟悉習慣各教學平台，進而衍生平台操作錯誤、無法上傳課程

作業或回應課程主題討論…等問題，如何使中高齡者快速學會使用科技資源，也

是教師和學校規劃數位學習需要思考之處，透過相關協助並提供中高齡學生專屬

服務。 

(二) 數位學習過程挫折及挑戰 

中高齡者對於數位科技並不熟悉，相較傳統實體教學，運用數位學習較為抗

拒且陌生，透過 COVID-19 疫情催化，學校逐步將實體課程轉為遠距教學，中高

齡學生在數位教學過程中，遭遇許多學習上挫折及挑戰，以及情緒的轉換。 

進修部學生組成不如日間部學生單一，其中有全職學生、在職進修以及退休

回流學生，而中高齡學生又佔少數，也因同儕間年齡落差大，在校上課時間也相

較日間部學生更為短暫，與同儕間彼此相處溝通也就更為不易。原先傳統教學中

高齡學生相較其他同儕，已需花費更多時間於課程學習；而在課程轉變為數位教

學後，除原先規劃課程內容之外，需耗費更多心力在數位平台適應之中，更需請

益同儕與教師如何處理，以排解問題及順利完成數位課程要求之觀看教材、課程

作業及主題回應…等，而有些狀況更為複雜，並非同儕與教師能夠協助，此時就

需尋求外部單位協助，才得以解決問題。 

如何協助中高齡學生更加適應及使用數位學習，以降低學習挫折，提升其學

習意願及成效，實為目前中高齡學生面對數位學習待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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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高齡學生數位教學課程學習之建議 

(一) 數位學伴同儕輔導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以「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為核心價值，落實

計畫為大學伴以及小學伴兩大主體之陪伴與學習，培育大學生自我管理、社會服

務與數位關懷精神，透過網路及線上學習平臺，運用資訊工具與資源導入教學，

為偏遠地區的學童打造更多元的數位學習與環境，藉以提升學童學習興趣及關懷

學童身心平衡發展（教育部，2024）。 

藉此可採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為發想，規劃大專校院各校成立數位學伴，服

務對象則為各校中高齡學生，結合同儕輔導概念，邀請有意加入之大學伴學生，

進行教育訓練，並對於數位學習平台進行介紹與使用，以及說明常見數位教學軟

硬體問題處理，以提升大學伴專業核心能力，進而協助中高齡學生，面對數位課

程可安心學習。 

此外，因科技大學進修部中高齡學生為數不多，且隸屬不同科系，因各系課

程規劃不同，中高齡學生彼此也較不易認識。可透過宣傳數位學伴活動，招攬具

有相同困擾及需要之中高齡學生，透過參加活動更加熟識，進而使同儕間互相協

助輔導，也讓中高齡學生彼此擁有凝聚力，進而提升數位學習能力及具備問題處

理能力。 

(二) 學校單位行政支援 

因應 COVID-19 疫情衝擊之下，各教學現場不得不快速調整，投入數位教學

之挑戰，而學生對於個人化學習的需求也日趨漸升，遠距教學的教育模式已成為

重要的學習管道。大專院校若有設立專責行政單位，則可協助規劃發展數位教學

與學習之業務，協助教師與學生相關問題，並培訓教師數位教學知能，辦理相關

數位教學工具講座及教學平台使用經驗分享…等活動，更可協助中高齡學生有相

關數位學習問題，可直接洽詢專責單位協助處理，並舉辦數位學習推廣課程，讓

中高齡學生不畏懼數位學習，反而更加熟悉使用，享受數位科技便利。 

(三) 教師增能學習社群 

隨著數位時代到來，實體教學逐步轉換為數位教學，除了學生須學習適應數

位課程以外，教師也須隨之調整並重新規劃設計課程，以利學生更易融入數位課

程，進行互動學習。邱純玉（2020）提出培養教師數位教學之專業能力，可透由

成立教師專業工作坊，增加教師參與研習機會，並可依不同學生學習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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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合適之數位教學工具或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中高齡學生有別於年輕學習者，面對數位科技與科技運用能力皆存有落差，

使用數位學習平台進行數位課程，更易遭遇許多數位平台學習之問題，連帶影響

中高齡學生學習意願。透由教師於教學現場第一線觀察，可發現中高齡學生接受

數位課程之學習困擾，如能成立教師增能學習社群，召集第一線教師共同參加，

彼此分享教學現況及學生反饋，瞭解目前中高齡學生數位學習之困境，進而使教

師調整自身數位教學策略，規劃適當數位內容並運用工具，以符合中高齡學生多

元化之學習需求，協助其提升學習效率與動機，使學習過程更加順利，進而達到

最佳的學習成效。 

五、結論 

綜上所述，目前科技大學進修部中高齡學生雖為數不多，在面對數位學習確

是存在著許多問題，除學習者科技運用能力落差之外，進而衍伸學習過程中產生

挫折…等，而期望透過同儕輔導協助中高齡學生，面對數位課程可安心學習；藉

由專責單位行政支援，使中高齡學生有相關數位學習問題，第一時間獲得協助處

理；教師增能學習社群則瞭解目前中高齡學生數位學習挫折，透由教師共備激盪

調整合適教學策略，讓中高齡學生不再畏懼數位學習，反而更為熟悉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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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長學習領導推動學校改進 
余惠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科技技術日新月異，培養下一代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並涵養終身學習，

且知道如何學習的世代，亦是各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學校肩負地方教育生態

系統的學習中心，連結各界的資源，規劃專業課程與知識，打造多元的學習機會

並擴展學生的學習（OECD, 2020）。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校長首要職責是提升學

生的學習表現（Moral, Martín-Romera & Martínez-Valdivia, 2018），校長學習領導

（leadership for learning）更具關鍵意義。 

為符應教育改革的趨勢，學校須追求進步發展，持續的自我革新，讓學校變

得有效能，並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終目標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Mafratoglu, 

Altinay, Koç, Dagli & Altinay, 2023）。校長學習領導專注於教學研究和學習成效的

歷程，制定管理學校教學與學習方案計畫，能夠奠定學校發展基礎，整體組織能

更靈活地應對變革和挑戰（Prarasri, Chanawongse & Tesaputa, 2018）。爰此，校長

以學習領導推動學校改進，是值得探究之重要課題。 

二、學校改進的意義 

學校經營須持續改善進步，最終目標為達成有效能學校。根據 Dijkstra、Daas

與 Ehren（2017）的觀點，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是教育與學習的成果，

從輸入、過程、輸出和背景等模式進行評估，Scheerens（2017）認為輸出的部分

主要是衡量學生學業表現，旨在解釋學校和學校之間學生成績的差異；學校改進

（school improvement）係為促進學校從現況走向理想狀態所做的努力，其中的行

動者包含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是整個學校與社區共同承擔的責任（Koç Akran, 

2020）。爰此，學校改進是動態的發展歷程，涉及學校內部環境以及外在資源的

交互影響，包含個人層級與學校組織層級之間的互動，是一種系統而持續推動的

努力，旨在改變校內的學習環境，讓學校能更有效地實現教育目標（梁歆、黃顯

華，2007） 

學校改進將學校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果，優先考慮學習

生態系統中利害關係人的期望（Feldhoff & Radisch, 2021），且學校進步仰賴計畫

性的管理與執行，Al Mekhlafi 與 Tahir Osman（2019）認為學校改進是指所有關

於教育變革策略的理論和研究，這些策略可以提高學生成績並加強學校變革管理

的能力。綜上，持教育變革觀點者，視學校改進為一種因應變革的教育策略，為

了提升學業成果、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增進學校整體效能，而進行有計劃、有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86-92 

 

自由評論 

 

第 87 頁 

統的努力和變革（Davis-Singaravelu, 2022）。 

當前的世界是充滿變動的變革時代，學校更應自我重塑，展示可持續的改進

（Mafratoglu et al., 2023）。依複雜理論觀點探究，學校須持續自發性地自我調整

與組織，產生新的結構、規則及秩序，如何促進學校組織持續開展改進動能，倚

賴教師間必須持續學習、彼此進行互動（潘慧玲，2017）。 

三、校長學習領導的意義 

學校領導的任務必須持續致力於關注學生的學習，廣義定義此種領導力稱為

學習領導（Afandi, Bafadal, Hadi, & Taufiq, 2021），從相關文獻探討學習領導的意

義，可歸納如下： 

(一) 學習領導關注以學習為中心 

學習領導強化領導與學習的連結，Hallinger（2011）指出學習領導係指學校

領導者專注於學生學習，並用以達成學校成果的重要方法。Aslan、Arisoy 與 

Gören（2023）聚焦於校長學習領導創造整體學校成員的學習機會，包含教師與

學生的學習。又 Prarasri 等人（2018）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必須透過教師的

專業學習來改善教學和學生學習。因此，學習領導是校長關注學生學習的領導行

為，發揮影響力改善教與學的歷程。 

(二) 學習領導強調教師賦權增能 

Hallinger（2011）闡述學習領導的重要概念為與教師分享領導職能，透過共

享權力，營造團隊協作與團隊學習的能力，輔導教師進行持續性的專業學習，有

助於形成學習文化與權力分配（Prarasri et al., 2018）。由此，學習領導強調學校

中的每位教師皆賦予促進學習的權利，而校長的主要職責為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以保障學生有效學習。 

(三) 學習領導重視共同承擔績效責任 

有效能的學校領導者必須持續專業學習，並以幫助他人學習為職責，透過組

織團隊合作，共同承擔學習成效的績效責任（Fullan, 2020）；Hallinger（2011）指

出學習領導必須系統化評估教師教學品質及輸出成果，最終目標是提升學生學習

成果。綜上，學習領導具權力分散的領導觀點，強調每位成員承擔學生學習成果

的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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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相關文獻，本文將校長學習領導定義為校長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持續反

思、學習、專業成長，以提升自身學習領導能力，創造支持性的教學環境，建立

協作共學的教師專業發展，以增進教師有效教學和學生有效學習的歷程。 

四、現階段推動學校改進面臨之挑戰 

校長推動學校改進時可能會面臨許多難題，當前面臨之挑戰，分述如下： 

(一) 校長領導 

學校改進的過程充滿了挑戰，首先，校長會面臨教師、家長的質疑與各界的

壓力，校長必須堅守教育信念來面對回應；第二，校長要熟悉學校文化與傳統，

盤點當前的學校現況與需求，具備洞察的智慧與系統管理的能力，擬定改進的優

先順序與策略；第三，校長需要因應當前教育政策的變動，若與學校當前改進發

展不完全相符時，需要在政策執行和學校實際情況之間找到整合的平衡點。 

(二) 教師心態 

當校長推動學校變革時，通常意味著會改變現有的教學方法、課程規劃、教

學評估方式等，以上種種改變促使教師感到不確定與不安，產生抗拒的心理；再

者，教師可能會產生學校表現不佳的想法，所以組織需要調整的負面情緒

（Courtney, 2022）；其次，教師需要額外的時間適應新的教學方式和要求，增加

教師工作負擔，並會擔心自己的教學專業不足，所以對於學校改進的推動，抱持

觀望的態度。 

(三) 資源限制 

校長在推動學校改進方案時會面臨資源限制的情境，第一，學校規模與條件

不同，影響資源分配與管理，例如：偏遠或小型學校通常面臨教師人力不足，招

聘教師不易且流動率高，進而影響到學校改進成效；第二，學校若位於交通不便

利的地區，校長引進外界資源或專家團隊入校指導，影響參與意願；第三，學校

經費有限，改進計劃需要額外經費支持，用於教師專業發展或教學設備改善。 

(四) 支持系統 

校長引領學校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需要團隊互相協助，因此家長或社區相

關利害關係人對改進方案缺乏支持，可能會影響學校改進的實施和成功；再者，

學校經營面向包含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生學習、經費資源等等，對於學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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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狀況，分析學校問題與需求，診斷問題形成學校改進方案，進一步建構執行策

略、整體方案評估與修正等，可能會讓校長陷入疲於奔命（Courtney, 2022）；校

長處理繁雜的行政工作事務，參與各式會議，同時推動學校改進方案，需要花費

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協調，以確保各方的理解和參與，可能會讓校

長面臨多重困境。 

五、以校長學習領導推動學校改進之策略 

以推動學校改進之觀點探究學校教育領導，Mafratoglu 等人（2023）研究發

現校長學習領導專注於教學研究和學習成效的歷程，能夠提升學校整體教育質

量。依據相關文獻探討及實務觀察結果，可以有以下作法： 

(一) 精進學習培力領導，確立學習領導價值信念 

校長本身必須具備強而有力的領導效能，以利推動學校改進（Courtney, 

2022），有效能校長的領導信念，以學生的學術成就和社會發展為導向驅動

（Hallinger, 2011）；校長學習領導信念是影響領導效能的重要因素，校長若將提

升學生學習成果視為教育公平正義之實踐，具有強大的信念以及執行的魄力，無

論學生的文化、經濟或社會背景因素，皆承諾對所有學生提供高品質的教育，則

能促進學校改善與進步（Moral et al., 2018）。爰此，校長應重新定義領導責任，

建立學習的習慣和信念，閱讀學習領導的相關書籍、研究報告，不斷更新自己的

知識和理念；參加校長專業學習社群，與資深校長交流學習，借鑒其他學校的成

功經驗，提升系統思考與學習領導的能力，讓師生感受校長以學生學習為福祉的

信念，並以身作則示範如何學習，營造有利於學習的氛圍，帶領教師向前邁進。 

(二) 設定學校發展方向，擴大參與民主溝通 

校長廣泛尋求教師對學校發展的建議，讓教師參與教學與行政的發展規劃與

決策，將改善學生學習條件列為核心；透過各式會議與教師平等、專業的對話，

帶領教師建構明確的學習願景，充分讓教師認同學校願景，深化教師對學校價值

的認同感；建立教師對學生學習表現有具體且系統性的高期待，進而共同規劃整

體學習計劃，清楚呈現學生各階段的學習任務與學習表現。在定義學校願景和學

校任務時，確保學生學習的目標是具體並可衡量，所有教師都能理解與傳達，以

利創造更有效的學習並構建學校發展的能力（Hallinger, 2011）。 

(三) 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形塑學習型組織 

Afandi 等人（2021）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能提升學校整體能力，而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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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是影響學校進步的重要因素。Moral 等人（2018）闡述學習領導的關鍵，

奠基於團隊動態的協作活動，強調校長與教師之間的合作，開展聚焦於學習的專

業對話。校長除行政領導外更具備教學專業的角色，樂於與教師共同研究與課程

和教學相關的問題，以改善教學實務，使學校成為進行研究的專業學習社群，促

進教學合作與輔導；邀請專家學者入校帶領教師增能活動，激發教師反思自己專

業學習及課室教學的信念與方法，為裨益學校持續改進之重要作法。 

(四) 共享學習權利與績效責任，壯大學校改進量能 

學校需要持續自我改進，為學生提供各種機會參與有意義的學習（Al 

Mekhlafi & Tahir Osman, 2019），因此，校長致力於讓更多相關人員參與，善用各

式會議與校務活動，打造多元的溝通管道，傾聽學生、教師、家長、社區的看法，

凝聚共同承擔學生學習責任的共識，建立網絡協作關係；邀請外部專家進行學校

評估，從專業角度瞭解學校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策略，將教育政策發展轉化為學校

核心價值，進行整合評估；校內視導評估部分，校長應關注課程、學習和評估機

制的建置與應用，善用學習評量資料進行教學輔導支持，評估改進教學計畫，掌

握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教學的績效，形成教師當責文化；申請專案計畫挹注課程

與教學資源，例如：學習扶助、增置教師、活化教學計畫、校長諮詢輔導計畫等，

支持學校優質發展。 

六、結語 

校長學習領導以領導培力、民主溝通、專業發展以及共享責任等策略，深化

學校在教與學改進的核心角色，有助於學校自我更新，導引學校進步成長。然推

動學校改進是一個持續且需要長期投入的過程，校長需要系統性的支持，地方主

管機關支援鼓勵，區域夥伴學校協行共好，以學習領導為理念，擴大學校改進發

展的支持體系，更有益提升學校發展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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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選填職（級）務分配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林佩慧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分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國小教師選填及分配職級務的辦法，是由學校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20 條

第二項後段之規定：「公立學校主任由校長就甄選且儲訓合格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組長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之，職員由校長遴用之，均應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自主制定的，但其制定必須符合上級主管教育單位所訂定的相

關規定，並經由學校職級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以新北市為例，依 2020 年《新北

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注意事項》（簡稱職級務注意事項），職務指兼

任行政、續帶原班、特殊教育、領域專長、特殊個案教師等；級務指的是下學年

度之任教年級。 

職級務注意事項中提及，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之原則得依學校發展需求、教

師意願、專長、學歷、年資、考績、研習訓練、服務、獎勵與特殊貢獻等事項辦

理，而此攸關校務發展甚鉅，授權各校訂定的職級務選填制度的完善與否，也將

直接或間接影響教師的服務熱忱與士氣、教學成效與教育品質。故本文探討國小

教師職級務分配選填之問題及改善策略，以供主管教育機關、學校及教師參考。 

二、教師職級務選填之問題 

    教師職級務選填不僅關係到個別教師的職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它對整個學

校的運作和教學品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選填職級務的標準模糊，難以發揮教師的專業知能 

國小教師選填職級務，會以加註專業知能、教學經驗、行政服務、教學評量

等因素為考量。然而，這些因素的評量標準模糊，導致職級務選填結果的客觀性

不足。例如，教師的專業知能如何評量？教學經驗如何量化？行政職務如何衡

量？教學評量如何公正？這些問題都缺乏明確的標準，使得教師對選填結果存有

疑慮。 

(二) 行政職務過於繁重，造成行政大逃亡 

兼任行政之教師需要同時兼顧教學和行政工作。而學校的「日常」行政工作

已是繁重，而上級機關要求的「非日常」計畫與成果，更是壓垮教師擔任行政意

願的最後一根稻草。楊恩慈（2023）指出：學校配合「教育部統合視導」必須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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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準備「應付」各縣市教育局處的「成果」，造成的結果是：在「教育部統合

視導」的壓力下，所有人都忙著做成果，而不是辦教育，「教育」成了最大的輸

家！ 

(三) 新進與資深教師的對立衝突，造成校園的不安定感 

許多學校會以教學年資、特殊貢獻、專長為選填職級務之依據，然而，這樣

的選填方式容易產生資深老師長期擔任科任教師或低年級導師的狀況；經驗不足

的新進或年資較淺的教師卻必須一直擔任高年級導師或行政職務，幾乎沒有選擇

權，導致新進教師與資深教師漸漸產生嫌隙、衝突，影響同事之間的情誼。紀金

山（2000）的研究指出，每到學期末，國小的校園經常面臨人心不安的情況。這

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教師在行政職務、教學科目以及所教年級等方面都可能發

生大規模的變更。由於這些變動直接影響到教師的權益，因此每到選填期間，校

園中充滿了各種揣測和流言蜚語，影響學校的和諧與穩定。 

(四) 無法用人唯才，影響教師職涯發展 

教師在選填職級務時，本應依照自己最適合的專業或意願規劃而行，但卻可

能因職級務制度的設計問題，每年的選填就像一場冒險，除了不確定和不穩定性

帶給教師不安的心理狀態外，倘若選填到的職級務並非自己心中所願，連帶會影

響到之後的工作、進修或是服務的動力。劉香伶（2014）認為，如何讓老師愛其

所教、學生愛其所學、行政用人唯才始為正道。因此如何讓老師得以發揮所長、

無私奉獻，正是學校職級務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五) 缺乏可依循的確切辦法，反覆爭議相同議題 

授權各校自訂校內職級務辦法雖屬權力下放的學校本位模式，但在教師流動

率、退休、年資升遷等因素影響下，職級務辦法的爭議始終不斷。以筆者任教的

學校為例，於 2003 年創校，迄今已二十多年。創校之始，大部分都是年資較輕

的教師，對於採計年資選填職級務的辦法多有不滿，進而產生眾多教師搶著公假

研習、擔任比賽指導老師的狀況層出不窮，而後才經由校務會議提案，通過取消

採計年資、研習、指導的計分，改以退休優先權、擔任高年級導師後優先權和抽

籤方式進行輪動。時至今日，當時年資淺的教師已是資深老師，校內部分老師調

動離校，有許多調入的教師對現行職級務制度產生不解，重新提議恢復採計年資、

特殊表現的聲浪再起，導致現職新進教師的不滿，與資深老師的對立衝突再度發

生，實非教育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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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職級務選填之改善策略 

(一) 確立選填職級務標準 

    各校自訂職級務辦法，應針對教師的專業知能、教學經驗、行政服務、教學

評量等因素，訂定明確的標準，例如教學年資的採計、加註專長的認證、教師評

鑑的落實等，設計具體化評量方式。評核機制的明確，可避免主觀因素的影響，

在主管機關母法的規範下，導入第三方評審制度，由教育主管機關授權各校邀請

專家、學者組成常設評議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升選填結果的客觀公正性。 

(二) 改革教育體制，提升擔任行政職務獎勵與誘因 

在教師不願優先選擇兼行政職務的情況下，應通過提供適當的薪酬調整、福

利待遇、晉升機會等獎勵和誘因，激勵教師積極參與行政工作，例如發給行政職

務的津貼、專業發展獎金、優先進修等。此外，陳棟樑、陳麗文、郭育伶（2020）

研究發現，近年來教師專業自主意識提高，若教師兼任行政人員，除了必須對自

己的業務很熟悉外，還需要具備高度的溝通協調能力，與繁雜的行政業務相較之

下，許多教師寧可選擇純科任或級任導師，因此我們應從教育體制改革，減少繁

文縟節，取消以「成果」辦教育的官僚主義，提高教師在行政工作中的參與度和

自主權。 

(三) 設計兼顧公平且合理的職級務選填辦法 

根據曾志平、陳怡靖、鄭燿男（2015）研究指出，教師的教學效能會受到職

務分配公平知覺的影響。是以職級務選填應同時兼顧資深與新進教師雙方的權

益，由各校依據上級教育主管機關詳盡明確的指導性原則（法規），訂定妥適完

善的辦法。例如選填職級務時依據教師志願次序編排，如遇同一志願相同者，依

任教以來職務之未重複性、未擔任過該「類」職級務者，以及具備相關專長教師

優先選填等方式，逐年修訂，保障所有教師的權益。 

(四) 增加選填職級務的流動性 

為讓教師有機會更多元的選填職級務，校方應提供職級務發展、培訓、交流

機會及研究經費的資訊，幫助教師提升自我專業能力，促進教師職涯發展的流動

性，並逐年檢討現行選填職級務的制度，定期邀請教育專家、教師代表等參與修

訂，據以營造有助於學校教師同仁之間關係和諧，形塑良好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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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職級務選填之申訴制度 

學校應成立職級務選填申訴委員會，聘請校內外專業與公正人士擔任委員，

對教師的申訴進行相關審核、覆議，並於調查、審議後公告周知，同時提出解決

及改善方案，避免日後選填職級務時一再產生重複的疑慮。當教師對選填結果有

異議時，應有陳述具體理由並於期限內向學校提出申訴的權利；校方應充分了解

事件始末或就事由給予妥適回應或最適切的處理，並納入下一次職級務選填的檢

討。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為使教師的專業知能獲得適才適所的發揮，讓教師的職涯發展更具公平性與

合理性，進而提升教學與教育品質，應積極檢討、努力完善教師選填職級務分配

制度，並以尊重、理性和溝通的方式進行，凝聚共識，營造快樂學習的校園環境，

激勵教師提高服務熱忱，方乃教育幸事。 

(二) 建議 

   《禮記·學記》：「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國民小學教師職級務選填辦

法授權各校訂定已行之有年，卻衍生了許多問題及爭端不斷，造成士氣低落及同

事之間心生嫌隙，影響教學成效，故建議如下： 

1. 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1) 明確的指導原則：教師職級務選填是教師職涯發展的重要環節，亦與學

生受教權的維護及教師教學品質的提升息息相關。教育主管機關應透過

完善的制度設計，作為不同規模學校遵循的依歸，建立完整的輪調制度，

確保公平公正分配教師職級務，在產生爭議時亦有所依據，進而順利化

解紛爭。 

(2) 教師專業發展增能制度的建立：教育主管機關應為教師提供多樣化的專

業發展機會。例如，定期舉辦各類教育專長培訓班、研討會等活動、鼓

勵教師申報各類教學評比、研究計畫、出國進修、訪問等機會，使教師

勝任各種職級務的分配，提高教育成效。 

(3) 職級務分配的紛爭調處：職務及級務分配雖授權各校自主，但當教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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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權益受損或面臨紛爭時，教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積極協助調查事實，

聽取各方意見，舉辦公聽會、座談會，積極協調促成解決方案，維護教

育公平、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 

2. 對學校的建議 

(1) 專長專用制度：可依學校規模、資源、特色，分析不同的需求，確定需

要加強、填補的專業領域或職務，請教師評估檢視自己的專業技能、專

長證照、教學經驗後提出志願序，將有助於教師充分發揮其專長領域，

提升學校的教學品質和整體運作效率。 

(2) 檢討及回饋機制：學校應依校務發展需求、教師意願、專長、學歷、年

資等，建立職級務評估、流動或退出等制度，定期進行檢討，允許教師

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優先輪替職級務，提高教師的職務輪調率，增加不同

的教學資歷。 

(3) 加強溝通對話模式：職級務分配時，除了考量年資、專業外，也要彈性

的納入教師健康、家庭變故及個人意願因素，讓學校和教師之間的溝通

無礙，創造平等對話的空間，提供回覆教師疑問之管道，創造學校及教

師共贏氛圍。 

3. 對教師的建議 

(1) 積極提升教學專業能力：戴志璁、洪惠娟、張美瑤、陳信宏（2019）提

出教師們應多參加可提升教學能力的進修活動，並且建立良好的分享機

制，增進彼此的學習與交流。而通過持續的專業發展、自主學習、教師

專業社群、共同議課備課、觀摩優秀教學、反思與評估、與同儕交流以

及尋求反饋和指導，教師不但可以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實現教

學的專業化和精益化，亦能增加自身更多增權賦能發展的機會，並且在

面對不同職級務時，仍保有自信心及挑戰的動力。 

(2) 訂定適切的職涯發展願景：教師在選填職級務時，應充分考慮自身的興

趣、能力、性格、專長、經驗等因素，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職務，若對

行政職務有願景，亦可及早制定中、長期規劃，完備行政歷練，為教育

投入更多的奉獻。 

(3) 充分了解各職級務性質及資訊：教師在選擇職級務時，往往偏向於自己

熟悉且工作多年的職位，對較為陌生的職務感到恐慌而不願接受挑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93-98 

 

自由評論 

 

第 98 頁 

以致產生排斥與逃避現象。若能充分了解不同職級務的性質與資訊，諮

詢有經驗的教師，轉換不同的視角看待教師工作，或能有更多職涯成長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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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師雙語教學之問題與解決策略 
蕭靖崴 

桃園市龜山區大坑國民小學教師 

 

一、前言 

全球化浪潮下，各國紛紛推動雙語教育，以提升國民的國際競爭力。政府自

2019 年起推動《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使雙語教育成為重要的教育議

題，旨在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以因應全球化的需求。然而，近期全國教師會發

起了「檢討雙語政策、回歸教育正軌」的政策倡議，呼籲停止雙語政策（林曉雲，

2023）。這突顯雙語教育在實踐中可能面臨的問題，並引發了對於如何有效執行

雙語教育的討論。 

臺灣實施雙語教育確實面臨一些挑戰，雖然一些國際學校和私立學校提供全

英文授課的課程，或是以雙語（通常是中文和英文）進行教學。但這些學校通常

擁有更多資源和師資，以支持雙語教育，並強調學生的語言能力和國際視野的培

養。然而，在公立中小學中，學生英語程度落差大，且多數的師資都未曾接受過

雙語教育的訓練，在執行雙語課程時，可能遭遇教學困難與其他挑戰（黃琇屏，

2021）。這反映出師資培訓與課程設計之間的落差，以及如何提供足夠支援以應

對雙語教學的需求，處處存在政策不全的問題。 

總體而言，雙語教育在臺灣正逐漸受到重視並得到推廣，但雙語教育相關配

套措施尚未融入基層教師的心聲。政府、學校和教師都在努力提供更好的語言學

習環境和資源，以幫助學生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獲得競爭優勢。然而，這仍然是一

個不斷發展和改進的政策，需要政府、學校和教師各方的持續努力。本文探討個

案學校外師雙語教學之問題與解決策略，以供政府、學校及教師參考。 

二、個案學校雙語課程之實施問題 

個案學校是一所雙語創新學校，核心理念為「做中學」，提供浸潤式的英語

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學習英語。個案學校透過體驗式的

學習活動來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並培養其創意潛能。根據目前個案學校實

施的雙語課程情況，筆者認為存在三大困境。 

(一) 學生英語程度落差大 

在個案學校的雙語課程中，觀察到補習英文的學生相對於沒有補習的學生，

在雙語課堂上的表現更加投入。可能是因為有補習的學生英語能力較高，能夠理

解課堂內容，進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相比之下，沒有補習英文的學生由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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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量不足，在英文聽、說方面遇到困難，因此無法積極參與課堂，使雙語課程對

學生進而形成一種壓力。 

(二) 學生過度依賴中文協同教師的翻譯 

在雙語課程中，外師使用英語進行教學，而協同老師則負責將教學內容翻譯

成學生的母語，以確保他們能夠理解和參與課堂，同時發展他們的第二語言能力，

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這種教學模式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克服語言障礙，但

在教學現場中，卻可能導致學生過度依賴協同教師的講解，限制了他們對第二語

言說、讀、聽、寫的發展。 

(三) 雙語教師備課所產生的負擔與挑戰 

在協同教學的過程中，協同教師需要具備良好的英語能力，以便在課堂上進

行順暢的溝通和教學。然而，對於許多協同教師而言，達到 CEF 架構 B2 級水平

可能是一項挑戰。在英語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使得他們在與雙語教師合作和準備

課程時，需要額外投入更多時間進行密切合作、溝通和共同準備。這可能給這兩

位教師帶來一些負擔。 

三、解決策略 

(一) 實施分組教學，以解決學生英語程度落差大的問題 

分組教學是解決學生英語程度落差大的有效策略。透過將學生分為不同的小

組，根據他們的英語程度進行針對性的教學，每個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程度的環

境中學習。對於英語程度較低的學生，可以提供更為基礎的教學內容和支援；對

於英語程度較高的學生，則可以設計更具挑戰性的學習任務和活動。透過分組教

學，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減少英語程度落差帶來的學習壓力，

同時促進學生在英語學習中的積極參與和成就感。 

(二) 提供學生教材與資源，以降低學生過度依賴中文協同教師 

為了降低學生過度依賴中文協同教師，應該提供多樣化的英語教材與資源。

這些資源應該適應學生的程度和需求，包括閱讀書籍、聽力練習、口語訓練等。

這樣的教材不僅能幫助學生擴充詞彙量和語言表達能力，還能培養他們獨立學習

的能力。此外，教師可以引導學生使用線上學習平台、語言學習應用程式等資源，

這些工具能提供互動學習經驗，例如語音辨識功能、翻譯工具，學生可以自主地

進行語言學習，提高他們的英語能力、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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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師資培訓和資源，以改善雙語教師的工作負擔 

臺灣雙語教育的教材不完善，目前教科書尚未有雙語編輯，而是由老師各自

編寫雙語的課程與教學（葉若蘭、翁福元，2021）。為了改善雙語教師的工作負

擔，政府可以成立雙語教材開發小組，專注於創建和收集適合雙語教育的教材，

幫助雙語教師更有效地準備和進行教學。同時，應該提供專業的師資培訓和相關

資源，包括教學策略、跨文化溝通和英語教學技巧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透過這

些支援措施，雙語教師可以增加自信、提高教學效果，同時減輕工作壓力和負擔。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為了建立更強大的雙語教育體系，需要持續進行教師專業發展，不斷提升教

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同時，需要創新教學方法，讓教師能夠適應雙語教育的需

求，並提供更有效的教學方式。此外，改進教材和資源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應

提供更優質、適切的教材，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總之，解決雙語教育問題需要政府、學校和教師的共同努力。透過教師專業

發展、教學方法創新、教材和資源的改進，以及家長和社會的參與，我們可以建

立更強大的雙語教育體系，提供優質的語言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和國

際競爭力。 

(二) 建議 

因應上述的問題與策略，分別從政府、學校及教師提出配套措施執行的建議： 

1. 對政府的建議 

(1) 提供相關培訓、獎勵制度：提供雙語教學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語言教

學技巧等方面的培訓課程，並建立專業培訓的補助金，鼓勵在職教師參

與相關培訓課程，以提升師資素質。根據教師的雙語教學能力和成效，

進行薪資調整或給予額外津貼，以激勵其積極參與雙語教育工作。 

(2) 建立更完善的教學資源平台：成立雙語教材開發小組，專注於創建和收

集適合雙語教育的教材，幫助雙語教師更有效地準備和進行教學，並提

供多元化的教學資源，如數位化教材、課程設計指南等，以滿足不同教

學需求。此外，政府應提供充足的培訓，以確保教師能夠熟練運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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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平台，並將其融入教學實踐中。 

(3) 聘用外籍師資的品質管理及監督：加強聘用外籍師資的品質管理與監督

機制，包括建立嚴格的招聘標準、提供定期培訓和評估機制，以確保外

師的教學品質、專業水準和學生學習成果，進而提升雙語教育的效果和

品質。 

2. 對學校的建議 

(1) 設立專業成長激勵獎金：為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英語專長能力，鼓

勵教師參加語言能力測驗，達到 CEF 架構 B2 級水平。同時，提供相應

的補助或福利，支持參加雙語教育相關的培訓課程，以促進教師對英語

的持續學習、增強其教學能力，從而提升學校的雙語教育品質。 

(2) 實施分組教學：透過評估學生的英語水平，將其分為不同程度的小組。

根據他們的程度，設計差異化教學內容和方法，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

同時，提供額外的補充教材和教學資源，協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定期

評估和追蹤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根據需要調整分流方案，確保每位學生

都能得到適切的教學內容，促進學習動機和效果，以解決雙語課程中學

生英語程度落差的問題。 

(3) 給予外師充分協助：提供外師全方位的支援和協助，以促進其融入學校

文化、適應教學模式，並了解本地學生的需求和特點。同時，應建立良

好的溝通機制，以便外師能夠及時反饋問題並獲得支援。此外，提供外

師專業發展的機會，包括教學培訓和跨文化交流的支持，從而提升其教

學品質和適應能力。 

3. 對教師的建議 

(1) 提升雙語教學專業知能：積極參加專業研習和進修課程，持續學習最新

的雙語教學理念、策略和方法，以即早達到 CEF 架構 B2 級水平。同時，

可以與其他雙語教學專家和同儕進行交流和合作，共同探討雙語教學的

挑戰和解決方案。並於每年參加語言能力測驗，進行自我評估，有助於

反思自身專業發展，並不斷提升雙語教學能力。 

(2) 提供適合孩子的教材：教師應提供多樣化的英語教材和資源，以滿足學

生不同程度的需求，包括閱讀書籍、聽力練習和口語訓練等。這有助於

擴充學生的詞彙量和語言表達能力，同時培養其獨立學習的能力。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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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家長應密切配合，共同創造英語學習環境，以減少學生英語程度

落差和過度依賴中文協同教師的問題。透過教師和家長的合作，可以有

效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效果，並促進其全面發展。 

(3) 加強個別學生的輔導：在雙語教學過程中，針對第二語言說、讀、聽、

寫能力跟不上或落後的學生，應提供個別化的輔導和支持。同時，建立

有效的追蹤機制，定期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展，並提供適切的支援和教學

資源，以促進每位學生英語能力的提升。此外，與家長密切合作、共同

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確保學生在雙語學習中獲得充分的支持和指導。 

(4) 中外師加強合作備課：建立定期的備課會議，促進中外師之間的溝通與

協作。這有助於中外師更理解課程目標和內容，並共同開發教材和教學

資源，以確保教學一致性。同時，鼓勵中外師互相觀摩學習，分享教學

經驗。透過中外師加強合作備課，教師能夠彼此學習和成長，提升教學

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這種合作模式有助於打破語言和文化障礙，創造

一個共同學習的環境，培養學生的雙語能力和跨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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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師生衝突毆打老師之新聞事件反思融合教育 
陳映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一、前言 

校園向來被視為高度穩定的組織，但今年三月初網路上流傳一段影片引起大

家議論紛紛，再次突顯出特教生融合教育在校園隱藏危機，影片內容是臺北市某

高中一名特殊教育學生，上課時疑似與老師產生口角糾紛、進而情緒失控，甚至

對老師口出穢言、出手毆打老師，後因班上其他同學幫忙上前壓制，才讓事件暫

時停息，究竟臺灣融合教育出現了什麼問題？ 

臺灣如今特殊教育的主流教育方式從以往的隔離式教育改為「融合教育」，

讓特教生回歸普通班級上課，此教學模式相信是每位教育現場老師都曾經經歷的

教學場景，班級若有特殊生的融合，普教與特教教師能否有更多的合作？更突顯

出每位教師必須具備融合教育中克服課程設計難題及班級經營能力的重要性。 

二、融合教育發展沿革與考驗 

融合教育自 1960 年代從北歐傳入歐美各國，在國際上早被視為顯學，簡單

來說是透過非隔離式的學習環境讓身心障礙學生融入普通班級與普通同儕一起

進行學習，可說是一項「關懷、接納、付諸行動」的教育理念與實踐（林坤燦，

2012），意味著每位學生都應該在「平等受教權益、共享教學資源」的原則下有

機會參與學習及生活。我國在西元 1997 年修訂《特殊教育法》第一條中就說明

為使身心障礙或是資賦優異者，能有接受適性及「融合教育」的權利，鈕文英

（2008）提出的融合教育特徵包括：將所有學生納入同一班級並分享資源、建立

支援網絡、個別化服務、尊重差異、提供融入式服務、促進教師合作及學生家長

參與。民國 103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2 條生效後，融合教育中

的零拒絕、無障礙環境的精神成為特教主流。 

(一) 融合教育的實施優點 

統整國內眾多學者提及融合教育制度具有許多優點與好處，首先，能夠促進

特殊生與同儕之間的友好關係，並提供更多學習交流成長機會，有助於其適應校

園生活。其次，透過與一般學生的互動，特殊生能夠學習社交技巧，參與各種校

園活動，畢業後更易融入社會生活和未來就業順利。同時，特殊生也能夠受益於

更多的行為榜樣和刺激，進一步促進他們的成長和進步。此外，這種教育模式不

僅有益於特殊生，還能讓一般學生理解和接納他人的不同，學會彼此尊重和包

容。最後，將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整合在一起，不僅能夠降低整體教育成本，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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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全體學生受益於教育資源的共享和整合。（邱上真，1999；邱明芳，2001；

邱麗娃，1999；鈕文英，2008） 

既然融合教育擁有眾多優點，為何社會上仍有情緒障礙的學生毆打老師的狀

況產生呢？根據新聞報導提到老師是臨時接到代課通知到班上，事先並不知班上

是否有特殊生的狀況？事後校方也承認交接訊息確有漏失，未來將修正調代課方

式並提醒同仁注意班級特殊狀況。此外臺北市教育局也表示未來學校橫向溝通部

分務必落實代課老師課務交接，其中更要徹底執行注意特殊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中輔導事項。 

(二) 融合教育的面臨困境 

這師生衝突事件同時突顯出融合教育面臨著多項困難。高宜芝和王欣宜

（2005）認為實施融合教育可能遭遇以下的困境： 

1. 行政支援系統方面：學校行政缺乏清晰的支援方案、校內設施和制度的限制，

導致無法充分發揮支援應有功能。 

2. 教師教學與課程：普通班教師不像特教老師在特殊教育範圍專業知識豐富，

再加上每科目有教學進度壓力，有時難以兼顧所有學生；普特教老師若無攜

手合作，每學期開會制定的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常因橫向溝通

不易難以落實流於形式。 

3. 家長方面：普通及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均擔心其子女教育權益受到影響，進

而影響到家長與校方合作，使得融合教育的執行變得困難。除此之外，霸凌

議題也是融合教育需要面對的困難之一。特殊生可能因為身心特質與一般生

有所不同，容易成為霸凌的目標，這對於融合教育的實施無疑是種挑戰。 

(三) 如何提升融合教育的成效 

根據《111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中統計全臺灣高中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人

數為 23,794 人，當中情緒障礙類別的學生高達 1,718 人占高中階段比例為 7.2%，

可見班班幾乎都會有特殊生的融入已是教育現場的常態，雖融合教育在教學現場

已推行十五年之久，師長應如何應對情緒障礙的學生，只憑普通教師每年參加三

小時特教研習進行增能絕對是不夠的，老師們更要從加強自身輔導能力做起。 

建立有效的融合教育光靠老師增加輔導知能是不夠的，更需要家長及學校行

政單位的配合，透過以下方式來增強合作：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5%B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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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生部分 

首先，師生均要積極進行生命教育和社會情緒的學習，著重預防勝於治療。

這包括培養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和社交溝通技巧，應該成為日常教學的一部分，

而不是等到問題發生才開始亡羊補牢。其次學習各種情緒安頓的對話和技巧，不

僅適用於一般學生，特殊學生應更受用，甚至在親師溝通能力有所助益。當遇到

師生衝突發生時，首先要安頓自己的情緒，意識到這個孩子的需求是特殊的，需

要轉換不同於一般學生的輔導方式做好應對準備。在處理學生有情緒時，要避免

刺激學生的言行，也不要被學生的情緒所影響。試著幫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緒，

協助他們平靜下來。視衝突情況需要，臨機應變及時尋求特教老師和學務人員的

支援，降低校園內的師生或生生衝突。 

2. 家長部分 

在融合教育中，家長需要積極配合學校及導師。這包括理解融合教育的理

念，與學校單位與老師保持溝通，支持孩子的學習和發展，積極參與孩子的個別

化教育計畫，尊重孩子的需求和意願，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勵，家長們接受培訓和

教育，以及與其他家長分享經驗。總括來說，這些措施共同構建了一個支持孩子

全面成長的環境，確保他們在教育中得到最好的支持和關懷。 

3. 行政單位部分 

首先，行政單位應建立定期的溝通機制，包括舉辦每學期個別化會議、建立

暢通聯繫管道，確保親師生之間能夠及時分享信息、討論問題並制定輔導方案。

其次，行政單位應與老師、學生和家長共同參與制定融合教育的個別教育計畫，

確保各方需求和期望得到充分考慮，檢核個別教育計畫是否確實落實。同時，行

政單位需提供充足的支持和資源，包括人力、財力和設施，以幫助老師和學生實

施融合教育。最後，行政單位應持續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協助老師不斷提升教

學技能和特教知識，以因應融合教育的需求。透過行政單位的積極作為，才能有

效推動融合教育的實施，促進學校環境的積極、包容與發展。 

(四) 確保支援系統人力整合 

許多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希望政府能夠更加重視並提出解方，由於特殊教育

資源的支援人力不足，學校普通班也受到了影響。此師生衝突事件亦是因輔導老

師、特教老師、特教助理員和社工等人員不足，導致學校在處理學生情緒問題時

人力支援難以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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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臺灣特教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24）提出了三點建議。首先，應該增

加各階段正式特教老師的人數；其次，需要設定資源班教師學生人數的上限，以

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另外，還應提供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相關的支持系統，增

加相關人力資源和相關特教知識課程。 

當時的教育部長潘文忠（2024）對此事件也深表遺憾同時承諾從 113 年將大

幅增加對教師心理諮商輔導資源並大幅增加特教助理員，4 年內 1,600 位，提供

老師在教學現場更即時協助。關於特教孩子，確實對老師和學生都是比較辛苦的

挑戰，教育部會與各地方政府持續舉辦相關專業研習增能，避免造成師生衝突，

後續還有很多需要建立的制度和資源需要落實，以提供學校第一現場的老師還有

特教孩子的需求。校園資源和安全網的責任不僅僅落在教師身上，還需要政府、

學校、家長等多方支持。因此，相關單位應持續關注特殊教育資源匱乏的問題，

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三、結語 

融合教育的重要性無法言語，明天社會的和諧融合必須從今日學校融合教育

開始做起，不論孩子身體或心智狀況如何，融合教育都為每一位學生提供了公平

的教育機會。融合過程中孩子們共同學習並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對他們的成長至

關重要。從建立尊重和同理心和欣賞彼此差異，互相學習再到共同成長，為每個

孩子帶來了無價的價值。最終，融合教育能够創造更加包容、和谐發展的社會氛

圍，為建構更美好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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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校園性霸凌 
陳家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在臺灣約有六成左右的國小學童曾經被霸凌過，平均每兩個孩子就有一人有

被霸凌的經驗；其中，約一成左右的孩子經常、甚至每天都會被同學欺負。（教

育局，2011）依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校園性霸凌，受害者平均約 7 成為男學生，

多數在 12～17 歲受暴，國中階段最頻繁。 

民國八十九年四月二十日，屏東縣高樹國中三年二班的葉永鋕，在他最喜歡

的音樂課上盡情高歌。音樂老師帶著學生複習過去所教過的歌曲，他們一連唱了

八首歌，最後一首還唱了珍重再見。唱完之後，葉永鋕舉手告訴老師他要去尿尿，

那時候距離下課大約還有五分鐘。老師因為他平時很乖，就答應他離開教室去上

廁所，結果葉永鋕一去就再也沒有回來過（畢恆達，2000）。 

校園的「性霸凌」經常停留在言語上的霸凌，或是對身體部位不經意或惡作

劇的碰觸，通常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或是不具傷害性的玩笑，雖然身體上沒有造

成傷口，但受害者的心理傷害可能更為嚴重；有時言語上的嘲笑，甚至可能是嚴

重性侵害案件的前奏（兒福聯盟，2006） 

即使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6 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

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

責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之外性霸凌者也會依刑法

第 277 條、278 條，最輕處以一千元罰金，最重可處以七年以上或是年以下有期

徒刑，但在臺灣還是依然有更多關於性霸凌的事件層出不窮。 

因此本研究欲了解霸凌行為之動機與目的，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作為

訪談研究對象的引導，透過曾經經歷校園性霸凌旁觀者視角，來了解校園性霸凌

者可能的動機與目的，再依據訪談內容與文獻內容進行動機目的分析，並提供可

行之教學建議。 

二、本文 

而有些看似輕微的霸凌事件，如說黃色笑話、叫人「娘娘腔」、「男人婆」等，

師長們可能會以孩子間的玩鬧來看待或是霸凌者也會以「沒有啊，我是在和他

玩！」來回應，而錯失了第一時間的處理時效，因此教育工作者對於霸凌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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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有其必要性，特別是包裹在遊戲玩鬧中的性霸凌（sexual bullying）行為

（張榮顯、楊幸真，2010）。 

(一) 霸凌的定義及形式 

1. 霸凌與霸凌行為 

Olweus 定義「霸凌」為：專指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

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或是被鎖定為霸凌對象而成為受凌兒童的情形。不管是

肢體上的踢、打，言語上的嘲弄、威嚇，或是關係上的排擠，身體、性別上的取

笑或評論，都被視為霸凌。游美惠（2006）權力不對等或濫用，可以是體型上，

力量上，或者是性別上，若是以這些定義去檢視小學校園課中學童的互動情形，

我們不難發現，很多看似平常的舉動，其實都有可能是霸凌行為，如身形強壯的

學生欺負弱小的同學、辱罵陰柔特質男同學為「娘娘腔」或「同性戀」等（張榮

顯、楊幸真，2010）。 

2. 霸凌與性霸凌的區辨 

霸凌是一種惡意、長時間且重複的負面欺凌行為，彼此之間是權力不對等

的，霸凌形式包括直接或間接的，而呈現方式有肢體、口語以及關係（如社交）

上的。在這些霸凌行為中，只要是涉及與性有關的事件，就可以稱它為性霸凌（張

榮顯、楊幸真，2010）。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指出，霸凌（Bully）是一個長期存在於校園的問題，係

指蓄意且具傷害性的行為，通常會持續重複出現在固定孩子之間的一種欺凌現

象。兒盟自 92 年開始關注校園霸凌議題，發現孩子被霸凌的原因，不外乎是因

為自己的身材（佔 38.4%），以及行為舉止不符合一般人的性別刻板印象而被嘲

弄（娘娘腔或男人婆），佔 17.4%；這些以身體、性別、性取向或性徵作為欺凌

或取笑題材的行為，皆可被歸類為一種「性霸凌」。 

依據上述文獻參考，本研究對於性霸凌的定義是：長時間重複性且惡意對於

他人的身體部位或是性別傾向，以言語、關係或是肢體上的霸凌方式來侵犯，且

權力不均等現象。 

(二) 校園性霸凌及陽剛特質的追求 

西方相關研究指出：霸凌行為有重要的性別成因在其中，但是學校教育在研

擬相關防治教育或處置措施時，都忽略這一點，事實上，陽剛氣質的養成跟「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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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行為息息相關。游美惠（2006）Allan Johnson 在其著作《性別打結》中提到，

父權體制中理想的「陽剛男人性」與「陰柔女人性」根植於異性戀模型，並以「控

制」為整個社會組成的核心原則。而「控制」與「恐懼」間的動態關係助長了競

爭、侵略與壓迫。控制者為了追求控制感，將自己視為主體，並且將客體視為「低

人一等」，來為自己的控制合理化。只要同儕中出現不符合此原則的同學，大家

便將他視為「不正常」或「異類」，而多數男孩為了強調自己的「正常性」，便開

始戲弄、排擠這些具有陰柔特質的男童（張榮顯、楊幸真，2010）。 

控制慾以及心中潛藏的恐懼感，是讓男性不斷強迫自己要展現強權以便證明

自己（仍）有掌控他人行為的能力的內在因素，事實上所有特權者或掌權者，都

面臨到權力和優勢地位本身是流動而不穩定的這個事實，所以就需要以自我

（self）為中心，將別人視為是可貶抑與操控的異己（other），不斷藉由語言行為

等外在行為來展演（performance）自己的權威，或是利用權勢與偏頗的制度設計

來鞏固自身的優勢，這就成為父權支配的本質。游美惠（2006） 

所謂男子氣概，David 與 Brannon（1976）認為有四個內涵：其一是貶抑女

性化的行為（no sissy stuff），其二是展現讓人尊重的社會成就（the big wheel），

其三是隱藏自身的脆弱（thesturdy oak），其四是要能冒險且在必要時採取暴力

（give 'em hell）。（邱獻輝，2013）性霸凌者為了發展、維持、實踐自身的男子

氣概認同，常會藉由性霸凌行為在同儕之間取得控制與支配權；相對的，性霸凌

的受凌者也因為服膺此種男子氣概的論述，而持續成為受害者（張榮顯、楊幸真，

2010）。 

三、案例分析 

訪談四位都曾經接觸性霸凌者，一位是受害者，並以半結構性訪問，以下訪

談內容皆經由受訪者同意並授權後，進行錄音並紀錄訪談內容，並完成逐字稿逐

句分析，完成後立即銷毀錄音檔。 

(一) 貶抑女性化的行為（no sissy stuff） 

在校園中的性霸凌事件有時透露出案主在性別發展過程中的僵化認同，無法

接受他人的非典型性別表現（邱獻輝，2013）。 

甜甜：「那個男生，他體型很胖，大概一百多公斤以上，他走路的時是會有

點扭屁股，然後動作也比較女性化一點，我們班的男生就會去踢他的屁股，有的

時候他們下課去上廁所的時候，他們就會在廁所裡面脫他的褲子，說要檢查他有

沒有男生的生殖器，或是嘲笑他的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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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他個子比較嬌小一點，然後比較有藝術家氣息的那種，會稍微打扮

一下自己，讓自己看起來是依照自己喜歡的風格，他們會在下課時去捏他的胸

部，甚至吸他的胸部。」 

(二) 展現讓人尊重的社會成就（the big wheel） 

兒童或青少年可能為了取得被歡迎的地位而做出霸凌的行為；而且他們霸凌

的動機常是希望藉此增加自己受歡迎的程度，因此霸凌的對象通常會選擇不受歡

迎者，以避免危及自己的社會地位（邱獻輝，2013）。 

壯壯：「一開始因為好玩去觸碰女生的胸部，班上其他男生會覺得他好強喔！

為什麼他可以摸，那我也來摸一下，也不會怎麼樣，其實女生都會阻止抗拒，但

是女生並沒有嚴厲拒絕。」 

可可：「他都會經常欺負那個男生，旁邊的人看他這樣欺負那個男生都會跟

他們一起鬧，也會笑得很開心。」 

(三) 隱藏自身的脆弱（thesturdy oak） 

在霸凌者強勢的欺凌行為背後，可能是期待被關注、被愛的需求（邱獻輝，

2013）。 

甜甜：「國中老師只會顧那些成績比較好的，然後成績不好或是不想讀的就

會放在後面，可是他常常會因為做不好的事被老師叫出去約談。」 

大大：「因為他有黑道背景，所以老師都管不動他，也不會特別管他，他只

要惹事老師都會說那就直接電話請警察來！反正他父母都不管他了！」 

(四) 能冒險且在必要時採取暴力（give 'em hell） 

霸凌事件上，霸凌者將攻擊當成憤怒表達的工具，一旦對方的言行舉止引起

他的敵意或憤怒，就會透過傷害、貶抑、羞辱來發洩心中的不滿，其後果不僅容

易造成被霸凌者身體與心理的創傷，也可能因而觸犯法網（邱獻輝，2013）。 

大大：「因為他一直欺負我，我就跟老師說，老師找他來約談，然後請他來

跟我道歉之後，（老師）就再也沒有做任何的動作，可是那個男生還是變本加厲，

他反而覺得說，你就是因為告狀，所以我更要針對你，後來還是一直那樣子跟我

講話，我就覺得很不爽，回罵他、回嗆他之後，他就要找一些人來輪流打我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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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透過旁觀者描述霸凌者皆希望能夠在團體中掌握權力，或

是希望能被自己所屬的團體所接受，以及性霸凌以自身能力優勢來壓迫受害者，

或在男性霸權體制下的男子氣概意識形態為基礎，對非典型性別角色表現者的壓

迫。 

因此本研究建議，依據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十七條規定，校長及教職

員工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

責人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老師或諮商師應清楚讓霸凌者了解，霸凌行為

所產生的後果，包括對受害者的傷害等自己都需要付出代價，鼓勵及教導學生如

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並帶領霸凌者選擇其他替代性行為，例

如透過日常遊戲或，其他班級事務，來提高自我成就感，並提高教師自身對於校

園霸凌事件的敏感度，除此之外，應積極提供當事人協助、主動輔導，深入了解

及關懷學生的學習狀況與、人際關係以及家庭生活，老師與諮商師也應積極協助

輔導受害者，並練習勇敢堅決說不，以及如何保護自身安全，除此之外，教師也

可透過團體活動增加班級凝聚力，以免同樣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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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青少年生命中的忘憂谷 
應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青少年階段是由孩童蛻變為成人的關鍵時期，孩子開始探索自我，學習與他

人交往、掌控情緒、解決問題等。同時，也是情緒和壓力承受能力尚在發展的階

段。兒童福利聯盟（2023）之調查結果顯示，約有 65%的國高中生對目前的生活

感到憂慮和壓力，其中學業壓力、未來前途和人際關係為前三名。青少年的學業

壓力在競爭激烈的學習環境中普遍存在，當青少年學業表現不如預期時，可能產

生焦慮、挫折甚至自責等情緒。而當孩子對未來感到茫然時，尤其是對經常受到

責難或被過度期待的孩子而言，他們會更加感到焦慮和壓力。此外，同儕之間的

交往、競爭也是青少年壓力來源之一。 

有些孩子選擇將情緒與壓力深藏；然而，當負面能量得不到釋放和處理時，

內心的壓力和痛苦會逐漸積聚，最終加劇情緒或心理健康等問題的惡化。而極度

壓抑的情緒狀態可能使青少年選擇不健康的宣洩方式，如濫用藥物、沉迷於網路

甚至出現自傷、自殺行為。更令人擔憂的是，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3）之

死因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自殺死亡率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這一現象引起社會

大眾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和自殺防治工作的高度關注。如果我們能敏銳地察覺並識

別青少年的自殺徵兆，透過引導或轉介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不幸事件的發生。 

二、識別自殺的徵兆 

青少年可能透過言語、行為、情緒等方式表達心理壓力和情緒困擾，這也是

孩子面臨心理壓力、抑鬱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時的警示信號。此時，我們應該密

切關注孩子的情況，並提供適當的支持和幫助，以防止悲劇的發生。Kalafat（1990）

提出「FACT」來辨別青少年自殺的徵兆，包括感覺（feelings）、行動或事件（action 

or events）、改變（change）、惡兆（threats）。 

(一) 感覺 

青少年可能會出現的負面感受，如對自己的行為或過去的決定，感到過度自

責和內疚、對自己產生否定和憎惡的感覺；情緒低落、沮喪，無法從負面情緒中

釋放出來；憂慮、不安感；對外界或自己產生憤怒、不滿的情緒；對生活失去信

心和希望、覺得自己無法改變或擺脫困境、對自己的能力和存在價值產生懷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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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或事件 

與個人經歷的負面事件有關，如關係破裂、自尊受損等。因此，青少年可能

會出現攻擊性行為、嘗試吸毒或酗酒，以求得暫時的快感或逃避煩惱；討論或撰

寫與死亡相關的內容、過度關注死亡議題、刻意傷害自己以釋放情緒或自我懲罰

等。 

(三) 改變 

與以往相比出現明顯的變化，如睡眠不足或過度、食慾增加或減少；變得孤

僻、易怒、淡漠或情緒不穩定；對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對生活感到失去熱情、

樂趣等。 

(四) 惡兆 

青少年預示自殺意念的跡象，如開始計劃或安排某些事情，特別是與死亡相

關的事情、在言語中透露出死亡的想法、開始尋找與自殺相關的資訊；將自己珍

愛的物品贈予他人、丟棄或破壞等。 

當青少年經歷一段時間的消沉後，有些徵兆的情況會突然好轉。然而，這也

可能是孩子已經放棄尋求幫助的跡象。此外，Popenhagen and Qualley（1998）指

出，自殺未遂是非常直接、明顯的信號，往往預示自殺者未來可能會再次出現自

殺行為，若忽視這些信號可能會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 

三、人人皆為自殺防治守門員 

Rickgarn（1994）提出，自殺防治的三種介入層次。第一種是「人人皆為自

殺防治者」，雖然缺乏專業訓練，但能察覺到自殺跡象並陪伴自殺者，必要時協

助自殺者尋找或轉介予專業人員諮詢或輔導，如家人、同學，甚至是販售危險物

品之商家等。第二種是「技術協助者」，指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經過基礎

培訓後可以協助自殺防治的工作，如警察、學校教師等。第三種是「專業人員」，

能提供更為專業的諮詢或是醫療服務，如心理師、社工師、醫護人員等。 

對於青少年意圖自殺的徵兆，即使是口頭上的自殺威脅，也絕不能輕視或忽

略，任何自殺的暗示或徵兆都有可能是孩子表達內心困擾和無助的信號。此時，

我們應該與孩子同在，並嘗試理解孩子企圖自殺的原因。當我們察覺到孩子出現

自殺跡象或負面情緒持續存在，且超出我們能力所及時，應立即協助孩子尋求專

業人員的諮詢或醫療支援，以預防和減少青少年自殺事件的發生。每個人都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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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防治的關鍵人物，讓我們攜手幫助孩子穿越情緒的漩渦，引導孩子走出黑暗，

找到通往光明的道路。 

四、編織接住青少年情緒的網 

當青少年感到情緒低落或無助時，我們可以鼓勵孩子表達情緒和想法。在溝

通的過程中，以開放的心態傾聽孩子的困擾和壓力，給予情感支持和安慰來幫助

其減輕心理負擔，此時應避免使用批評或指責性的言語，良好的溝通有助於孩子

釋放壓力與情緒。吳佳儀與李明濱（2016）建議，輔導個案的關鍵在於能夠從對

方的角度出發，理解和同理對方所面臨的處境，才能更好地建立共鳴並有效地進

行輔導。 

我們以理解和尊重的態度接納孩子的感受，漸進式地引導孩子辨識與處理情

緒問題。當孩子冷靜下來時，與其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將問題分解成小部分來

討論，並思考多種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助於提升孩子的情緒認知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除了情感上的支持，我們也可以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如規律的作

息時間、均衡的飲食和適度的運動，這些習慣的養成皆有益於孩子的身心健康。 

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與舒緩孩子各方面的壓力，學校、家庭和

同儕共同努力： 

(一) 學校層面 

學校透過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引導孩子應對壓力的方法、培養情緒管理、解

決問題的能力。加強心理輔導或評估，包括提供個人諮詢、小組輔導、心理健康

熱線等。 

(二) 家庭層面 

家庭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支柱。家長的支持和理解對青少年的情感和心

理健康影響尤為深遠。建立良好的家庭溝通機制，鼓勵孩子分享他們的心情或困

擾，有助於減輕孩子的憂慮和壓力，同時給予孩子正向的回應和支持。 

(三) 同儕層面 

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尋求自我認同且心思較為敏感。家長或教師可以教導孩

子同理心和尊重，減少歧視和排斥他人的行為。青少年透過同儕的支持和交流，

可以增進彼此的了解。鼓勵同儕之間主動關心，發揮同學之愛，共同營造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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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和校園氛圍。 

五、結語 

青少年自殺的原因往往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包括人際關係困擾、家庭問

題、學業壓力、情緒壓抑、心理疾患等，都可能逐步侵蝕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

此，及早發現青少年的壓力和憂鬱的情況，有助於及時處理並防止情況惡化。 

學校經由定期舉辦各類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主題演講等，

向師生宣導心理健康知識，提高師生心理健康意識。教師也可以鼓勵家長一起參

與心理健康宣導活動，提供經驗分享或支持。同時，加強教職員對青少年心理健

康問題的識別和介入能力。此外，提高孩子使用心理健康資源的意願是非常重要

的。建議將宣導資料、海報、小冊子等資源放置或展示在孩子容易接觸到的地方，

以方便孩子訪問或利用這些資源。並且對孩子說明輔導室相關資源的使用皆具有

隱私和保密性，讓孩子能夠安心使用。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都會面臨階段性的任務和挑戰。我們透過不斷地學習、

成長和發展，最終會找到自己的道路和目標。就像是天空經歷暴風雨後，總會迎

來美麗的彩虹。讓我們成為孩子生命中的引導者，攜手為孩子的心靈點燃希望之

光，帶領孩子走向無限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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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廢除死刑應先從人權教育長期薰陶著手 
林孟玲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上個月眾所矚目的憲法法庭辯論就現行刑法中死刑規定的存廢問題，廣邀法

庭之友舉行公聽會表示意見，預計於三個月後作出裁判。由於多數法庭之友的意

見與大法官的提問使人推測大法官可能會宣告死刑規定違憲。國內反對廢除死刑

的民意調查向來居高不下，一直以來有高於八成的民調反對廢除死刑並認為死刑

的存在能有效維持社會秩序。尤其只要有危害安全的、使人感到害怕而兇殘的重

大社會事件發生，反對廢除死刑的聲浪更是有增無減意見。王世堅立法委員更說

出：「廢除死刑是極少數人的集體虛偽、是慷被害人之慨。」廢除死刑與反對廢

死的兩面聲音讓人不禁懷疑在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及在法律制度上繼受西方人權

觀念與法治思想已行之有年的今日臺灣，為何司法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死刑的態

度仍有如平行線一般的天差地別？ 

二、東西方文化對死刑的歷史傳統、法律現狀與社會觀念的差異 

關於死刑存廢的正反理由探討已多不再贅述。支持死刑的理由主要認為死刑

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廢除死刑將使治安惡化，使有心犯罪者無所顧忌。

反對死刑的理由主要認為：死刑的最大弊端在於誤判與冤案的可能性，一旦司法

出現錯誤後果無法彌補。許多研究證明死刑無法有效降低犯罪且預防犯罪效果有

限；此外主張生命權是基本且不可剝奪的人權、政府無權剝奪生命權。並且許多

研究指出：死刑犯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多有其社會底層不可翻轉的社會脈絡使

然，而國家社會必須負起一定責任。民意調查針對的普羅大眾則可視為是臺灣這

塊土地上的一般人民對於法律應在這個社會扮演什麼功能的法感情與法文化體

現，他們不是法律菁英，大多數人並沒有受過專業的法律教育，而是出自不同背

景、各行各業的人們對於法法律應扮演什麼角色與功能的想法與態度。尤其死刑

與重大社會事件有關，總引起相當矚目與重視。死刑的存廢與否今日仍存在相當

東西方文化差異，何以致之？ 

在東方的儒教文化圈，應報思想所隱含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向來根深柢

固。孔子所言「以直報怨」以現代刑法術語就是「罪刑相當」（死刑存廢大辯論，

2024）。死刑作為一種懲罰手段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家

自古以來便存在嚴厲的刑罰體系以維持社會秩序與君權統治。臺灣亦不例外，從

類似「包公傳」等懲奸除惡的劇情向來是大快人心的收視保證中亦可看出一般民

眾對治亂世用重典、冀望懲奸除惡的英雄來保障市井小民的人身安全的想法。多

數民眾支持死刑而認為死刑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特別當犯罪率上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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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矛盾加劇或有重大社會事件時更是如此。在亞洲鄰近各國例如中國、日本與新

加坡依然保留死刑，在特定案件中執行，特別是涉及謀殺、毒品犯運等重大犯罪。

雖然儒家思想崇尚仁愛，但對於犯罪特別是嚴重犯罪仍主張嚴懲而不寬貸。 

西方社會中主張廢除死刑最力者首推歐盟。歐洲自啟蒙運動、人道主義思想

的影響，人權和人道主義深入人心。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萌芽人權思想開始，但

丁（Dante Alighieri）首次提出人權概念，以之為代表而貫穿文藝復興運動的核

心精神就是以人為本的價值，重視人的自由、尊嚴、價值、平等、幸福等源自人

性內在的需要（張國聖，2003）。繼而，啟蒙運動發展出「天賦人權」的政治哲

學思想，為現代人權的制度保障奠定理論基礎。包括：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

盧梭、孟德斯鳩這些偉大思想家所開展的天賦人權概念打破以往君權神授的迷

思，確立人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為不可剝奪與不可轉讓，被視為所謂第

一代人權觀，更深深影響了 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所頒

布的人權宣言、聯合國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與 1966 年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張國聖，2003）。人權思想持續進展，19 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影響了第

二代人權的發展，重視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其所影響的國際法文件包括

1945 年的聯合國憲章、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1966 年的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張國聖，2003）。第三代人權則是兩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主義浪潮對

於殖民壓迫的反動，「集體人權」是重要特色。包括許多歐洲新興國家波蘭、捷

克…等，以及二戰後影響擴及的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開始主張「民族自決

權」﹔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權所引導的系列集體人權包括：和平權、環境權、健康

權…等都在在呼應人類全體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包括：核子威脅、環境污染、生

態失衡、天然資源與能源的短缺、各種新興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等，都指向人類全體是否能永續發展的課題反思，涉及到人類全體甚至後代子孫

的權利與命運（張國聖，2003）。由上述人權理念的發展可知，西方哲學向來以

人為本，注重個人權利和人性尊嚴，廢除死刑的觀點也受到宗教信仰、人權運動

和法律改革的影響。生命權是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是廢死理念的人權理念核

心。 

三、人權教育的深化為推動廢除死刑不可或缺 

由上述東西方文化對死刑的歷史傳統、法律現狀與社會觀念的差異，可以得

知臺灣多數民眾反對廢死並不奇怪。既然法文化與人民的養成素養息息相關，冀

望廢除死刑應先從推動人權教育、深化人權教育著手，且非一朝一夕可成。人權

思想與理念無疑是西方人本思想的產物，但受到今日多數民主國家的肯定與推

崇。摒除奧難懂的人權理論之外，人權的基本思想是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從人性

尊嚴出發，基於人所固有的內在價值，每個人都應被視為權利主體而非權利客

體，因此人權教育可以說就是教導維護自己與他人的人權與人性尊嚴（洪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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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從而人人應該學習能夠互相尊重。因為人權教育的普及好處在於不僅有

助於個人權益保障，還能促進整體社會和諧與進步。當人們理解並重視人權理念

時，會更傾向支持公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並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從而推動社

會的公平正義。反對廢除死刑民意理由之一即是認為死刑能夠減少暴力。以此而

言推動人權教育可以使人們認識到暴力與歧視行為的危害、培養尊重和包容的社

會風氣，如此有助於建構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人權教育有助於形成尊重生命的

社會價值觀，當人們認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且寶貴的，就能學會尊重和珍

惜他人生命，社會整體的暴力行為將會顯著減少進而創造一個更加安全和美好生

活的環境。如果肯定廢除死刑所代表的崇高人權價值，則要實現廢除死刑應先從

推動全民人權教育著手，這需要整體社會長時間的共同努力，在教育體系中適當

導入人權課程，從小學生到大學生都接受適當人權教育，培養國民的基本人權意

識和社會責任感。 

四、現今教育體制關於人權教育推廣的不足 

我國國民教育開始注重人權教育之規畫始於自 2004 年 9 月起實施的九年一

貫課程，當時教育界才開始討論起國民教育的人權教育的內涵：基本上以人性尊

嚴與人的尊重為出發，以及該如何進行人權教育：了解國際人權公約之外更應首

重培養尊重人權的態度，包括：營造尊重人權的教育環境，使人權文化能自然開

展、人權教育的實施應兼具統整性，不僅指應該具備認知、態度與實踐三層面，

也應該注意課程之間的統整、課程具有積極意義，能夠教導學生權利與義務為一

體兩面，使學生能對自己的判斷力與行動選擇負責、能夠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

避免淪於教條背誦而能注重生活及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強調家長與學校間的夥伴

關係，能夠重視學校、家庭、社區彼此間的共同合作與參與、建立鼓勵參與與公

開表達、討論的教室氛圍（劉信雄，2005）。 

2014 年 8 月開始的十二年國教規劃的人權教育彰顯了人權的普世性且教導

學生尊重多元與差異、鼓勵關心國際事務且範圍擴及生活各面向不限於法政與哲

學議題，頗值得肯定，但將人權教育定位於議題，難以在升學掛帥的臺灣教育教

育現場中受到重視，並有一些面向應再注意。包括：1.缺少世界人權宣言、兒童

權利公約兩大國際人權標準基礎文件及其相關的核心精神與實質內涵；2.人權教

育除了正面表述也應該注意造成人權侵犯的國家暴力、各種歧視、道德排除以及

關懷弱勢者的人權。這些負面的侵害更凸顯人權的重要性；3.監督政府有沒有盡

到國家的責任，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並打造尊重多元與包容差異的社會。事實上

基本人權的主張一開始乃源自於抵抗國家權力對人權的侵害；4.教學案例如能引

導學生思考權利問題，應該探討個案中弱勢者的權利主張內容、權利主張對象，

並藉此介紹國際人權標準內涵。最重要者乃整體教育環境能支持人權文化的發

展，並保障教育過程中所有成員的基本人權（李仰桓，2018）。總之，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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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權教育不應過於形式化造成紙上談兵，或忌諱只強調深奧的理論而不落實

於教育現場。 

108 課綱實施後，公民課教師仍發現關於「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仍缺乏造

成人權侵害的內容，例如探討特定時空背景的許多人權侵害原因、國家應該對過

去國家暴力造成的人權侵害負責之原因、現代公民應該如何防止人權再度受侵

害，這些比起正面敘述法律制度面的人權反而更能促使學生反思人權之重要性

（周維毅，2020）。因為人權之重要性在於被剝奪或不當侵害時格外彰顯。此外，

權利與義務常是一體兩面、相伴而生，教師應適時教導學生當擁有權利時，例如

18 歲就是已成年擁有公民權，也必須自我負責，如此的人權教育才能達成人我

之間發自內心的互相尊重。 

大學教育中除了法律專業科系有人權理論介紹與實例研析在憲法與行政法

課程之外，一般法律通識教育著重於人權教育之教導與宣揚者並不多見。大學開

設法律通識課程之目的，在非法律系學生能了解民主國家體制是否合乎保障人

權、節制公權力的恣意行使以及一般公民的法律上權利與義務（周宗憲，2017）。

目前大學的通識相關課程十分廣泛，以作者任教之逢甲大學為例，通識必修課「現

代公民與社會實踐」著重於關注社會現況、從公共議題的關懷與思辯、培養公民

素養，但可惜缺乏對於人權議題的聚焦與討論。如以網路查找目前大學的通識教

育課程，歸類於公民與法學素養領域的課程中有少數開設類似憲法與人權、人權

與公共議題…等課程，但並不普及各大專院校。公民領域多數較偏重民主法治制

度運作、公民責任側重。正如論者所指出：國內一般人民對於憲法的認識多侷限

於國家機關權力間之運作，卻未能認知所有國家權力乃源自於人民，國家機關之

組織與權限分配只是手段，人權保障才是憲法目的與核心（李震山，1999）。以

此而言，大學通識課程應適當導入更多人權教育，或作者更偏好建議以其他寓教

於樂的方式傳播人權教育，例如相關電影欣賞與討論、人權講座、戲劇欣賞與角

色扮演、人權博物館導覽…等活潑有趣的方式進行。 

如以死刑為例進行人權教育於大學課堂，重要者乃人權教育者能夠創造出有

利學生體會、反思與表達的學習環境。人權基礎教育探討議題應包含：有關人權

的「基本辯論與爭議理解」，並且應以多元觀點分析與批判關於政府、跨國企業 、

民間組織、宗教團體等人權主要參與者之行為，亦不可忽略其可能的人權侵害角

色之現實（Cargas，2020）。以實施方式而言，可以國內的家內殺人個案引導進

入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介紹，以該案例說明國內法院如何適用國際

人權公約，並可以引導學生嘗試從多元角度思考加害人與被害人以外之影響，例

如被告之未成年子女…等死刑案件中不被看見的重要關係人的思考角度（林沛

君，2023），使死刑案件的探討能更為立體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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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成功的人權教育是能夠透過教育的薰陶使人權觀念能成為生活與文化的一

部分。如果人人都有人權理念，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並尊重他人的權利（湯梅英，

2005）、利人利己以及能夠自愛愛人。人權教育需要價值與文化的長期培養，需

要時間引導人民能夠理性思考、情感認同、行動參與（湯梅英，2005），非一朝

一夕可成，因為人權思想原本不在我國文化素養之中。人權教育首重實踐，可惜

今日教育現場多見傳統儒家文化的師生權威關係多已蕩然無存，又不見建立互相

尊重的人際關係，常見夫子有大嘆「不如歸去」的失序感。而以上述目前國民教

育中或大學通識教育中的人權教育來看仍有長期努力的空間。廢除死刑與人權教

育的深化與否息息相關。詹森林大法官在憲法法庭上曾針對廢死不符合民意表

示：「在廢除死刑的議題上，難道大法官不能做憲法教育或裁判一定要跟民意妥

協嗎？（TVBS 新聞網，2004）」也就是大法官清楚明白今日多數臺灣人民仍然

不能接受廢除死刑。如果憲法法庭最後宣告死刑相關規定違憲，但基於司法的被

動性，相關規定仍需要國會立法。立法委員是人民選舉的，如果立法應該反映民

意，難以想像相關立法將違背目前八成以上的民意。廢除死刑是崇高的理想，是

多數臺灣人民目前還達不到的境界，若要使廢死能夠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則應是

在全民長期深受人權教育薰陶，人人皆能夠自內心尊重他人、尊重生命、重視人

性尊嚴與尊重生命的差異性與發展可能性，並且能夠主動關懷社會弱勢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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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植物生態知識課程之建構－ 

以原住民重點學校之高中文化課程為例1 
童信智（Pukiringan Palivuljung）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呂美琴（Karui Paljngau）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 

 

一、前言 

甫自 2019 年 5 月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案，還「原」教育主

導權已然成為現階段民族教育政策方針，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作為教育基礎政策

確立，民族文化之內涵與內容更廣為運用。如第 29 條規定：「各級政府對學前教

育及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階段之學生，應提供學習原住民族語言、歷史、科學及

文化之機會，並得依學校地區特性與資源，規劃原住民族知識課程及文化學習活

動。」然而，原住民族知識課程發展重要性日漸加增之際，各級各類學校仍缺乏

依十二年國教課綱編撰原住民族知識課程之經驗。是以，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勢必

須先對其所教授的知識內容進行某種體系化建構的工作，以作為各級學校課程發

展、教材編纂之堅實支柱。根據上述背景，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排灣族植物知識

之內涵與架構，並加以轉化成為學校適用之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盼能提升學生

對排灣族植物生態文化之認識、理解與欣賞，亦能有助於當前民族教育之延續與

發展。 

二、重要文獻評述 

(一) 排灣族植物生態知識及其相關研究 

學界近年針對排灣族植物生態知識的研究有逐漸增加之勢。陳枝烈（2009）

研究中就有涉及植物生態知識，譬如，竹子及月桃採集的時機、曝曬時間的判斷、

芋頭烤製方法等。郭東雄（2017）則以 paiwan（排灣族）tjuvecekadan（老七佳部

落）為研究對象，提出部落傳統生態環境文化知識，譬如竹子普遍開花導致枯萎，

就代表來年將有旱災發生。至於，陳美惠等（2017）則藉由知識結構圖探究屏東

縣達來、德文等部落民族食用植物知識之異同。主要提出四個階層（植物名稱、

用途、使用部位、使用方式與目的）的知識結構。從排灣族人自身觀點提出的知

識體系探究以拉夫郎斯．卡拉雲漾於 2013-2015 年間之著作為主要2，其中，以排

灣族語作為論述基礎進行撰述之排灣植物學，把植物源起、生長環境、外觀特徵、

                                                

1 本研究為筆者執行國家教育研究院計畫「Masan_caucau：排灣族知識課程的建構與實踐」之部分

成果，並經修改撰寫而成。 
2  包含：《排灣傳統知識體系（農業篇）》、《排灣族月桃文化傳統知識》、《山林的智慧 -排灣族

Tjaiquvuquvulj 群民族植物誌》、《排灣族語圖解詞典-植物構造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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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樣貌、利用價值、生活應用方法、水土經營方式、採收法則、種植時序與禁

忌，以及氣候與病蟲害等都詳列其中，對於本計劃而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 排灣族知識課程及其相關研究 

目前學界針對排灣族知識課程的探究尚處起步階段，主要的研究成果為周惠

民（2021）依文化特性、田野訪談資料將排灣族知識架構內涵區分為「族群歷史」、

「語言」、「社會組織」、「生命禮俗」、「物質文化」、「民族樂舞」、「經濟生產」、

「民族飲食」、「土地與自然資源」、「宇宙信仰觀」等十項，並以此為基礎，進一

步擬訂各個學習階段所應學習的知識內涵與主題。上述研究，對於提供本計畫理

解排灣族知識架構及應用於教材設計概念上，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以，本計畫

將在上述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及強化各項目之知識內容，作為排灣族知識課

程規劃之依據。 

(三) 排灣族文化回應教學及其相關研究 

文化回應教學於 1970 年代美國學者提出，並用於多元文化教育（陳姿瑩、

洪素蘋、樂鎧祿璞崚岸，2019）。臺灣教育現場的研究發現，教師有意識地運用

文化回應教學設計課程，對學生學業、學習態度及行為上都有正向結果，有效增

進師生互動（陳欣瑜，2016）。洪麗卿等（2017）近一步提出，文化回應教學應

該以提升不同文化背景低成就學生之學習動機，並主張學生母文化應成為學生學

習的橋樑。對於排灣族文化回應相關研究中，呂美琴（2010）設計以排灣族種植

小米之科學課程為主題，在幼兒園進行教學發現：排灣族幼兒透過研究者小米文

化課程之安排，確實能夠增進幼兒對排灣族文化覺知、文化態度及情意表現。也

發現排灣族幼兒「科學態度能力」量表中的表現，以好奇和動手做的表現較為明

顯。另外朱自強（2014）藉由 IKS（Indigenous Knowledge Sistems）原住民知識

體系，運用 POE 教學策略預測（Prediction）觀察（Observation）解釋（Expalanation）

提出其研究結果：排灣族學生透過研究者課程設計，確實改變學生學習「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之學習態度、學習興趣，且提升排灣族學生學習成就。 

三、排灣族植物知識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資料（鄭漢文等，2004；魯丁慧等，2011；拉夫郎斯．卡拉

雲漾等，2010、2013a、2013b、2015；租港．巴茲葛了．咑里嗎繞，2013；慕妮．

卡拉雲漾，2015；華國媛等，2015）及田野訪談（訪談時間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對象主要以 60 歲以上，並對傳統知識、文化習俗、倫理規範等具有一

定程度之部落王族、耆老、長老、學校教師、文化工作者等，且受訪之排灣族人

涵蓋屏東及臺東兩地，共計 10 位，就傳統知識體系中提及之觀念、語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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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文化意涵等進行訪談工作）資料，彙整出排灣族植物知識面向包含 11 項，

其內涵說明分述如下。 

1. 物種來源（kainuan）：物種之歷史源流、神話、傳說、歌謠等口傳敘事。 

2. 命名法則（papungadan）：物種的命名源由、名稱意義、詞語拼讀等方面。 

3. 生長環境（zinangan）：物種生長環境中的水源掌握、土壤選擇、地形判斷等

方面。 

4. 外觀辨識（kinalangan）：物種不同階段的生長樣貌、結構、型態等方面。 

5. 品種區分（matimalingan）：物種的種類樣貌，或單一品種、多品種的區分等

方面。 

6. 耕種時序（‘inumanan）：各類作物耕種之時間、時序等方面。 

7. 利用/應用（pacugan）：物種在煮食、保存、加工、裝飾、生活器具、建材、

衣飾等方面的利用法則與應用方式。 

8. 經營管理（kivalisakedan）：物種在開墾、播種、除草、鬆土、採集、收割、儲

藏等方面的知識。 

9. 害蟲或氣候等天害（parutan）：物種面對病蟲、氣候等天害之認知與應變方式。 

10. 儀典（palisian）：物種有關的禁忌、儀式、禮俗等方面。 

11. 醫療（pucemeljan）：物種運用在傳統醫療方面的知識。 

四、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之內容 

知識架構的全貌，對於文化回應式教學設計具有一定的引導性。本研究在此

基礎下，首先廣邀「民族教育」、「文化研究」等領域之學者專家辦理兩場次諮詢

會議3，就植物知識面向及初擬之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共同討論。爾後與合作學校

一共進行 3 場次高中（第五學習階段）「民族文化課程」之課程共備會議，再來，

藉由觀課觀察學生行為表現推論其認知，以及議課之交互討論後，最終擬定「學

習目標」及「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之內容如下： 

(一) 學習目標方面 

1. 理解並歸納排灣口傳敘事中民族植物來源的寓意與文化意涵。 

2. 能清楚描述多品種民族植物名稱的典故，並體會背後含義，樂於向他人分享。 

3. 能夠細述與分辨多品種民族植物。 

4. 理解並熟知主要農作的耕種時序，並體會祖先尊重自然生態與土地的文化觀

念，並願意尊重萬物生命，共榮共存。 

5. 知曉排灣族高海拔民族植物生長環境以及影響因素。 

                                                

3 出席學者專業領域涵蓋：排灣族傳統信仰、文化保存、文化人類學、自然生態、民族地理、課

程教學、教案設計、文化回應教學等，共計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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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認識排灣族主要農作物及民族植物病蟲害，理解生態環境與農作物的依存關

係，並覺察排灣族自然生態知識的重要性，樂意在日常生活中推廣與實踐。 

7. 通曉排灣族民族植物在日常利用上的技巧、應用時機與文化意涵。 

8. 綜合性認識排灣族主要農作物採收、保存及育種的管理方式及祖先智慧。 

9. 知曉排灣族主要農作物中種植、食用的相關禁忌文化觀念，並認識食用及利

用民族植物時的禁忌與文化觀念。 

10. 理解排灣族植物在醫療上的綜合應用方式與祖先智慧。 

(二) 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方面 

1. 學習內容：(1)排灣口傳敘事中植物來源的寓意。(2)多品種民族植物名稱的典

故。(3)排灣族多品種主要農作物的類別與辨識。(4)主要農作的耕種時序及準

備工作。(5)排灣族高海拔民族植物的生長環境。(6)排灣族主要農作及民族植

物病蟲害。(7)排灣族植物在飲食上的利用及分享意涵。(8)排灣族主要農作物

採收、保存及育種管理方式。(9)排灣族主要農作物中種植、食用及利用民族

植物時的相關禁忌。(10)排灣族植物在醫療上綜合應用方式與智慧。 

2. 學習表現：(1)藉由口傳敘事的寓意，體察族人為延續生命所做的適應與努力。

(2)能理解並清楚描述排灣族主要農作名稱的典故。(3)能夠清楚說明主要農作

多樣品種並分析、彙整其特色。(4)能視季節變換，掌握主要農作的耕種時序，

並體會祖先尊重自然生態與土地的文化觀念，並願意尊重萬物生命，共榮共

存。(5)能理解氣候環境條件，對主要農作物生長之影響。(6)充分理解排灣族

主要農作物病蟲害的類型，藉由分組討論，彙整、分析出可行的因應方式。

(7)能充分了解民族植物特性，進而利用在飲食需求中，並落實分享精神。(8)

能清楚明白排灣族主要農作物採收時間、保存方法及育種觀念。(9)能熟悉排

灣族主要農作物中關於種植、食用的相關禁忌，並且近一步解釋禁忌形成的

原因及目的。(10)能清楚理解排灣族植物在醫療上綜合應用方式、種類。 

總括而論，學習目標方面強調全方位的認知及實踐的能力，進而具備綜合應

用之知識。學習重點上，不僅對於植物生態的 11 項知識有加深加廣的理解，運

用與經營的能力也涵蓋其中。學習表現上，整體性的活出真正的排灣人應有的知

識、精神、倫理與素養。 

五、結論與建議 

全民原教的政策頒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然而，原

住民族知識的內涵為何，仍待進一步探究，並需進行轉化，成為學生學習的內容。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專家會議等方法總結出排灣族植物生態知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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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歸納 11 項知識面向。而各面向的知識特性均融入第五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

與學習重點，在認知層面、生活實踐、當代運用等方面架構出具體的學習內容。 

不過，排灣族知識體系正處於復振與再現階段，加上各區域仍存在不少差異，

因此本研究所擬定之學習目標與重點，未來具有可彈性調整的必要。此外，本研

究藉由分析得知排灣族各主題知識有相當的關連性，因此在課程轉化過程中無法

切割、去脈絡化，進而使得知識課程的內容往往是豐富的，但卻也成為課程發展

的挑戰。另外，從試教與觀課中發現知識課程內容與當代生活的連結具有必要性，

因這是提高學習興趣、啟發知識應用並強化文化認同感的重要因素。 

關於建議方面，排灣族各階段學校具有多元型態，學生背景來自不同環境，

教案設計需貼近在地化、客製化，教學方式應具備生活化、多媒體素材、應用體

驗等，以提升學習認知與成效。其次，本研究所研發之植物知識主題課程與自然

科學密切相關，為培養原住民學生對科學的認知以及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的結

合，建議可將兩者連結。再者，知識體系牽涉跨領域、跨學科、跨世代，建議整

合中央政府跨部會資源，並編列相關預算及人力，組成國家級原住民族知識課程

研發單位，共同為推動全民原教齊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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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社會技巧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 

提升人際互動之成效 
吳旻書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人是群居的動物也是社會性的動物，從出生開始，就與生活中的人、事、物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教育層面上，隨著融合教育的興起，國內各教育階段也

逐漸朝向融合的方式發展，身心障礙學生進入普通班級，與普通生共同學習與生

活已成必然趨勢。然而，身心障礙學生也因身心特質的差異影響其學習成效與人

際互動的情形。身心障礙學生之所以無法融入普通班級中，並非因其障礙問題，

而是在互動的過程中無法表現出適切的社會行為（莊瓊惠，2005；Carothers & 

Taylor, 2004；Gresham & MacMillan, 1997）。尤其智能障礙學生受其生理功能及

認知上的限制，進而容易在人際互動上產生困難，導致同學對他們的排斥（鈕文

英，2008）。因此，如何透過有效的教學法來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社交技巧與他

人發展良好的人際互動，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互動特質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指出，「智能障

礙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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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著困難者」。由此可知，智能障礙學生除了有認知能力的限制外，還具有生活

適應的能力的問題。而研究者彙整王文科（2013）、王欣宜（2005）、王明泉與許

珠芬（2014）、高榮亨（2010）與鈕文英（2008）的研究，整理出影響智能障礙

學生社會技巧的原因包括：1.缺乏社會技巧的知識，例如，無法分辨適切的社會

行為、缺少在不同情境中，與他人互動的行為策略等；2.在教導學生的過程中，

缺乏練習及回饋，故社會技能無法流暢的表現出來；3.自我概念表現低落：消極

的自我概念、自我規範能力及控制自我情緒的能力弱等，故與他人相處常處被動

的情形；4.智能障礙學生因認知發展遲滯，在認知能力、後設認知能力及類化能

力上有明顯的缺陷；5.口語方面：詞彙貧乏且句子結構較簡短，而部分學生有構

音上的問題，與人溝通時易產生誤會，也難以理解抽象或複雜的指令；6.缺乏人

際互動的機會：由於生活經驗較侷限，缺乏與他人互動的機會，因此在適應新環

境時有困難，另外，在辨識他人的臉部表情與情緒的能力較弱，也常出現不合情

境的行為。 

綜上所述，由於智能障礙學生有自我概念、語言理解、情緒與行為問題及認

知功能發展遲滯的問題，使其在人際互動與社會適應上常遭遇困難，因此，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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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與社交技巧的行為表徵，提供符合其個別需求的社

會技巧課程及訓練，定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人際互動與社會適應的能力。 

三、社會技巧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的重要性 

王欣宜與蔡怡姿（2013）綜合多位學者的看法，認為社會技巧是指，在與他

人互動時所展現的外顯行為與內隱技巧，可透過後天的教學所習得，在使用上也

會因人及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使其能表現出合宜的行為，以增進其社會適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則將社會技巧內容分為三類：

1.處己：指的是個體本身與自己，包括，個人主動的表現與學習、處理自身的情

緒與壓力；2.處人：是指個體本身與他人，例如，基本的溝通技巧、解讀他人訊

息與處理衝突的技巧等；3.處環境：指個體本身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即學校、家

庭與社區的基本適應技巧，例如，應變處理與問題解決的技巧等。 

張偉政（2012）與蔡侑欣（2014）調查指出，身心障礙學生有社交技巧的困

難及迫切的需求。由此可知，社會技巧的課程與教學對於身心障礙學生是必需且

重要的。而透過社會技能的訓練，能夠消除其問題行為，增加正向行為的發生，

並有助於融合教育的實施（王欣宜，2007）。而透過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技能，不

只能提升溝通表達的能力，也能在各種情境下表現出合適的行為，使身心障礙學

生更能適應所處的環境（林佑宗，2007；黃榮真、邱子華，2010；蔡沛吟，2015）。 

綜上所述，社會技巧是指與他人互動的一種能力，並沒有一定的模式及對錯，

都需要依照所處的情境表現出適當的行為，使其不再遭受排擠、孤立或隔離。因

此，對於智能障礙學生而言，社會技巧的課程訓練不只重要更有其必要性。 

四、社會技巧對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人際互動的成效 

國內的社會技巧教學研究大多是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社會技巧課程為主，而

教學對象多為授課班級的學生或特定學生，來進行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其課程

是有助於提升學生的社會技巧能力。（王秀文，2008；劉妍均，2005；謝素菡，

2004）。而透過系統化的教學，亦有助於穩固身心障礙學生社會互動的基礎，幫

助其融入普通教育環境中 （蔡沛吟，2015）。以下將介紹三種常見的社會技巧教

學及對智能障礙學生提升人際互動上的成效。 

(一) 社會故事法 

社會故事法主要是用於自閉症學生，將遊戲的步驟用簡單的故事或短文方式

呈現，再依學生的個別需求撰寫具結構性的生活情境故事，讓學生在遊戲中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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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發展社會性的互動並展現合適的反應與行為（柯香如，2011）。而社會故事有

其固定的句型比例及檢核方式，考量其學生能力與需求，以正向支持的語句與文

字故事的形式，促使其理解複雜的社會信息（楊秀慧，2016）。在林志彥（2013）

與劉伊珍（2010）的研究也指出，社會故事法對智能障礙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立

即和維持的成效。 

(二) 同儕教導 

同儕教導（peer-tutoring）是指學習者彼此相互協助，再藉著教學使師生都能

獲益的教學方式（Mercer & Mercer, 2001）。亦是一種教學策略，由能力較佳的同

學擔任小老師，負責教導能力較弱的學生，教師先訓練小老師，再讓小老師與受

教學生進行互動學習，使學習者能有更多反覆練習的機會，增加智能障礙學生與

同儕間的人際互動，並透過引起動機、教導新技巧及練習與類化的步驟，協助學

生習得適當的社交行為（郭玨伶，2013；蔡怡姿，2010）。嚴佳芳（2006）與蔡

怡姿（2010）的研究也發現，實施同儕教導社交技巧的教學能增進其適當行為的

表現，在與人互動的社交技巧上都有立即和維持的效果。 

(三) 繪本教學 

繪本主要是透過文字與圖畫來敘述故事內容，以提高學生的閱讀動機及理解

能力，是近年來被廣泛運用的一種教學法。過程中，應重視學生新舊經驗的連接，

並選擇符合學生特質及興趣的內容（李慧如，2017）。其步驟分別為：1.透過導讀

來引起動機；2.進行討論與分享；3.社交技巧步驟的教學；4.示範及演練並給予回

饋，使學生在過程中能習得正確的行為。張千惠（2010）與蔡宜苗（2013）的研

究顯示出，繪本教學能提升學生社交技巧的能力，且在與他人禮貌相處及自我認

同的部分都有明顯的改善。 

五、結語 

    在融合教育的趨勢下，並非只需關注身心障礙學生課業上的學習，人際相處

與生活適應更是值得重視。溫惠君（2000）指出，在融合教育的情境下，智能障

礙學生的適應狀況與智商高低並無顯著的關係，而是學生自身的行為問題與同儕

間正向的相處互動有著顯著相關。因此，須教導智能障礙學生社會技巧的課程，

使其能獲得同儕的接納與適應社會生活。 

在上述所提到的社會技巧教學法中，皆能有效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人際互動的能

力。教師只要能針對學生的身心特質及個別需求，選擇符合學生特性的教學策略，

設計合適的社會技巧課程，都能對學生提供一定程度的效益。而王明泉與許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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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指出，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教學在推動成功的融合教育中，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另外，由於智能障礙學生的類化能力較弱，因此，在實務教學上，

若能讓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給予不斷練習的機會，並連結生活經驗，相信更能使

其有效運用於生活中。如同黃瓊慧（2013）所述，社會技巧的學習對於智能障礙

學生在融入學校生活及適應社會環境上都有其重要性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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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 
林雍智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新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諮詢委員 

劉文章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小校長 

新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總召集人 

 

一、前言 

臺灣自 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以來，政府與民間越來越重視防災教育，並

在 2000 年制定《災害防救法》期盼透過防災、減災與救災保護國民生命、財產

之安全。在教育領域中，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亦在 2010 年前後成立「防災

教育輔導團」，辦理含幼兒園在內的高中以下各級學校的防災教育事宜。 

校園防災教育的項目相當多元，依據行政院頒布的「災害防救基本計畫（113-

117 年）」之建議（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2023），校園防災教育的主要項目包括：

1.訂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2.成立「校園災害防救組織」；3.辦理「全校性防災

演練」，以及 4.於課程與教學中融入「防災教育」議題等進行各種防災教育事宜。

因此，幼兒園階段的防災教育必須在地方教育行政機關的指導下進行。其中，目

前總數達 2,180 所的公立幼兒園由於具有較完整的體系建置（例如依照防災基礎

建置學校的設置規定準備防災事宜），例如附幼亦可隨著學校做全體性的規劃，

其辦理規格和執行落實度就會比較健全；至於同屬於學前教育機構的非營利幼兒

園，雖然定位為由非營利組織所經營的「私立幼兒園」，但在辦理的規格、招收

幼兒年齡層與課程與教學實施上與公立幼兒園差異不大，且多數非營利幼兒園設

置的場址係設於學校之內（含國中、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在實施防災教育上，

由於需要自行擬定防災教育計畫，且演練上亦相當有可能和位於同一場址的學校

產生重疊，因此，有必要針對如何落實防災教育上進行特別的安排，方能讓其順

利建立防災體系。 

最近（2024 年 4 月 3 日），花蓮又發生芮氏規模 7.2 的地震，各縣市也同步

感受到激烈的晃動，此次地震造成多人傷亡及建築物傾斜，再次喚醒國人應確實

做好校園防災教育的意識。本文目的，乃以非營利幼兒園為對象，探討其應如何

落實防災教育。現階段臺灣的非營利幼兒園已有 337 園（教育部統計處，2024），

園數並有每年遞增的趨勢，因此做好防災教育的必要性乃與日俱增。茲從非營利

幼兒園的定位談起，再就「防災基礎建置」、「避難演練」和「防災課程與教學」

三項探討如何落實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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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幼兒園的定位與防災建置 

(一) 非營利幼兒園的定位 

非營利幼兒園的開辦是一種實現社會公益目的、普及公共化教保服務並確保

幼兒教保服務品質的政策，其法源來自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非營利幼兒

園實施辦法》。依上述法規，政府提供非營利幼兒園的土地、設備、建築物，並

透過委託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辦理或其自行申辦的方式開

辦。非營利幼兒園雖然在定位上屬於「私立幼兒園」，但由於土地及設施係由政

府提供，因此在規格、服務內容（如課程與教學）與公立幼兒園相差不大，更甚

者，也有因政府在委辦前已先改修既有的學校建築物，使其能符合幼兒使用，而

使非營利幼兒園較一般學校附幼設備更加新穎、規模亦更大。另外，相較於公立

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亦有「托育時間更長」、「沒有寒暑假的托育空窗期」等特

徵，使其隨著政府公共托育政策的推動而成為家長熱門選項，園數亦逐年上升。 

(二) 非營利幼兒園的選址 

非營利幼兒園所使用的場址來源主要可以分為下述三個途徑： 

1. 利用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或公有場館的餘裕空間設立：此種非營利幼兒園多利

用國中、國小因少子女化下班級裁減後的餘裕空間或公有場館閒置空間，經

主管機關修繕後提供。亦有新設學校在建築初期即預留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的

專用空間，待學校設立時亦把該空間委託給 NPO 經營，依此途徑開辦的非營

利幼兒園最為常見。 

2. 與社會住宅併建：此種非營利幼兒園在設立上，需由教育行政機關結合興建

社會住宅的都市發展局，以跨局處協調的方式確保使用空間。由於目前臺灣

逐步增加社會住宅的興建量，因此，設於新建社會住宅的非營利幼兒園在空

間設施上亦較為新穎。 

3. 公有空地上新建：依法規，地方政府亦可在公有空地上新建供幼兒園使用之

建築館舍，並委託 NPO 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但經由此一類型開辦的非營利幼

兒園目前在臺灣仍較少見。 

以上三種興建非營利幼兒園的途徑，所需新建或改建、修繕等費用除由地方

政府財源負擔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亦會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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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辦理興建公共化幼兒園園舍作業要點》予以補助。在選址上多使用各級學校的

非營利幼兒園，其優點有教室空間與走廊等活動空間較符合每生所占面積，空間

寬敞明亮、設施完整等。然而，非營利幼兒園皆設有自己的出入口與確保自己的

專用空間（如幼幼班設置在一樓等），但也可能會出現「與學校使用空間重疊」、

「家長接送點未能清楚分隔」或「與其他公有設施共用」等在建置防災體系上較

不方便、且需要與學校或場館協調之處。 

(三) 非營利幼兒園的防災建置 

幼兒本身是屬於脆弱性較高的族群，故防災教育有其重要性與獨特性（劉文

章、許芳菁，2016），非營利幼兒園的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因此在

防災教育上，亦須比照教育局（處）發布的各種規範辦理，當然也受各縣市防災

教育輔導團輔導，且由於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的輔導對象，以縣（市）所轄的

高中、國中與國小占絕大多數，因此不論是在防災建置或是輔導上，就可參具學

校所提出的完整的計畫。透過輔導團成員的輔導，非營利幼兒園亦可與獨立園、

高國中小附幼和不同 NPO 承辦的非營利幼兒園相較，此效果會比單打獨鬥更具

系統性與周延性。 

非營利幼兒園在建置基礎防災架構上，會擬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以下

簡稱為防救計畫），定期辦理避難演練，並將防災意識透過課程與教學融入。  

防救計畫的撰寫方式在各縣市的規定上大同小異，大致包含「幼兒園概況與基本

資料」、「建築物現況資料」、「潛在災害評估分析」、「災害防救組織」、「減災整備

階段的工作（含校園防災地圖、災害應變器材清點、支援單位聯絡清冊等）」、「應

變機制（應變和通報流程）」、「復原重建階段（心靈輔導、復課、補課計畫）」等

主要項目。 

在「定期辦理避難演練」上，目前採行的方式是先撰寫「矩陣式演練腳本」，

透過事先對可能發生災害類型、規模等級、電力有無等設定，讓每位成員都能確

實依各自所負責的職務做好避難的演練工作；實際演練上則以「有預警」的方式

進行，即每學期先設定好進行演練的日期和時間，實施演練及事後檢討會議。至

於「無預警」的演練，則因受限於園的行政配合能量、老師的準備度與家長的觀

感，目前仍較少以此方式實施。 

三、當前非營利幼兒園落實防災教育的問題 

非營利幼兒園在落實防災教育上，依園的定位、特性，當前所出現的問題會

有一些和公幼（獨立園所、學校附幼，以下稱公幼）相同，部分則屬於其獨自面

臨的問題。本文將其特有的、較為重要的數項問題舉出並稍事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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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防災基礎建置上 

1.防災基礎建置經費補助未到位 

目前教育部對各縣市防災校園基礎建置經費的補助，僅以高中、國中、與國

小為限。雖然計畫上表明仍重視幼兒、特教兩大區塊，但在經費有限下，幾乎都由

各縣市自行編列經費支應，而縣市又以公幼為優先，非營利幼兒園順位在後。故

經費充裕的縣市可能會為非營利幼兒園編列補助經費並實施基礎建置輔導，經費

不足縣市則每年僅幾所代表參與而已，因而防災也未推廣至各個非營利幼兒園。 

2.繪製的校園防災地圖和學校版本有重疊處 

公立學校附幼的校園防災地圖係由學校統一繪製，因此會把附幼的建築物方

位、避難動線和防救災資訊一起列出。設於學校的非營利幼兒園，則必須自行繪

製，且由於皆自設出入口、動線安排、最終集合地點等，有可能會與學校規劃不

同，因此無法直接引用學校版本。 

其次，非營利幼兒園因有獨立使用空間，因此在設定集合地點上，一開始會

較本位的選擇自身的空地，但此空地卻不足以容納避難所需的師生人數。另外還

有避難動線的設定上，由於幼兒從教室出發，到在集合地點集合所需的時間較多，

但建築物的物理空間條件，也會使得規劃上出現無法讓全園的師生在短時間即可

赴集合地點集合的問題存在。 

3.園所設施規劃與防災器物的維護與購置保管 

非營利幼兒園的場址來源不同，部分環境設施為既有的空間修繕或改善，在

防災安全上仍有其先天不足之處。就學習空間而言，部分非營利幼兒園對園所的

活動空間為保有其獨立性，經常以欄杆圍籬隔絕動線，不但區隔了與學校互動的

機制，也失去防災互助的機會，誠屬不智之舉。 

另外，在經費的運用上，非營利幼兒園與使用公務預算的附幼截然不同，必

須與承辦的 NPO單位連結。然而，並非所有 NPO單位對防災業務都熟悉，因而在

不瞭解及未獲支持下，防災應變所需之設施、器物的維護及購置保管上欠缺落實，

甚至連最基本的地震預警速報系統都未能設置，對幼兒的安全維護是一大隱憂。 

4.家庭防災卡的撰寫 

家庭防災卡係交由幼兒帶回家，並由家長撰寫後帶回。由於非營利幼兒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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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所在的家庭與社區分布較為廣泛。因此家長所寫的「約定通訊方式」與「約

定集合地點」的合理性，因牽涉到集合地點與幼兒之兄弟姐妹是否設有同一地點

等問題，老師較難以掌握。 

(二) 避難演練上 

1. 緊急應變小組人力運作彈性較差 

非營利幼兒園獨力進行的避難演練，受限於教職員人力資源限制，雖每師都

有分工，但由於防災的對象為幼兒和老師本身，在實際演練的規格上會較附幼或

中小學校顯得簡陋，也有人力資源不足或人員異動頻繁之困擾。例如：急救站的

設置可能因為人力限制而無法緊急處理多名傷患；班級老師在清點人數時，也要

同時安撫幼兒；家長接送區的負責上可能容易產生一師需同時應對多班、多位家

長之問題，以及幼兒園人力之性別以女性居多，部分演練需耗費體力、較為吃重，

無法像附幼另有學校人力支援。這些是獨立辦理避難演練的非營利幼兒園在量能

上與附幼或學校最大的不同。 

2. 避難動線與集合地點與學校重疊 

非營利幼兒園由於使用的建築物與學校會有混雜的情形，因此所規劃的避難

動線和集合地點亦有可能產生和學校重疊，導致相互干擾（例如在避難過程出現

同時去避難，幼兒和學生穿插，使老師較難掌握人數）或拉長集結時間（例如學

生在使用樓梯時，需等待行動較慢的幼兒）等問題。在相同集合區、不同集結區

塊的非營利幼兒園和學校，亦可能在使用擴音器清點人數、宣布事項時相互干擾。

上述問題在各自演練時不會發生，但一旦發生災害、需同時避難時，這些問題就

會出現。 

3. 幼兒年齡差距不大，對防災避難有太多無法掌控的因素 

包含非營利幼兒園在內的所有幼兒園受核定之班級，從大班、中班、小班至

幼幼班都有，又有可能是中大混齡或中小混齡班，甚至還有大中小混齡或學前特

教等班級形式，所有防災動作與操作，幾乎都模仿教師或教保員，一來如果教師

或教保員防災素養不足，自己示範錯誤或教錯概念，幼兒怎可能做對動作？其二，

對幼幼班孩子而言，剛進入學習體制，對防災語詞或指令根本不知悉，在懵懵懂

懂下也只能由教師或教保員協助調整其姿勢或協助其穿戴，遑論在緊急避難時恐

懼、害怕的情緒傳染及鬧脾氣的哭喊等。 

再者，幼兒園因作息與高國中小差異性大，除了上學較彈性外，用點心、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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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活動等，樣態多元且都需要以照護為主軸，幼兒其依附行為較倚賴班級教師

或教保員。所以，防災應變有更多不確定因素，無法全然掌控。 

(三) 防災融入課程與教學上 

1. 幼兒難以區辨真災害與假災害 

幼兒園基於課程實施的特性，對幼兒的防災教育多採融入式、添加式，再加

上如參加地震體驗車等外加的活動（洪福財，2010），此點在非營利幼兒園亦相

同。防災教育的實施形式，則由各班老師擔任課程的主要實施者，且為便於幼兒

理解，經常將「人為事故」做為教學主題。然而，如此一來亦可能讓幼兒陷入「體

驗」與「經驗」的模糊上，恐讓幼兒在進行避難演練或是真正面臨災害時，仍然

認為這只是一個「假」的遊戲。此點是幼兒園共通的問題。 

2. 學習區的配置阻礙避難逃生動線 

透過學習區配置豐富幼兒的學習，是近年來幼兒教育的一個潮流。透過各種

不同主題的學習區，可以讓幼兒有更多遊戲、探索與學習的機會。近期成立的非

營利幼兒園由於處於這種理念思潮下，因此多會努力布置教室內的學習區。然而，

一間充滿各種學習區的教室，若配置不佳以致於走道空間的動線混亂，就會像迷

宮一般，幼兒在其中必須繞來繞去才能從一扇門走到另一扇門。這種布置其實有

害於災害來臨時的避難動線的，更何況區隔學習區的白/板、書架多半因為有時

需移動改變空間配置而未固定，此在地震災害來臨時，亦會增加幼兒遭受物品掉

落襲擊或是櫃子傾倒重壓的風險。 

3. 防災課程與母協會的教育宗旨融合問題 

通常承辦非營利幼兒園的 NPO 單位均有教育的核心理念。身為非營利幼兒

園的母協會（指承辦的 NPO 單位）的核心理念若易於防災議題結合，則該非營

利幼兒園較會重視防災教育的推動，亦會擁有更多製作教材、教具的資源與外部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例如一家倡導生命教育的母協會就可能較重視防災教

育。是故，非營利幼兒園的防災課程推動是否真能落實，除檢視其教學活動設計

是否豐富、多元外，還可以溯源到母協會的態度上，並在此基礎上盤點教材、教

具等，以得知其是否能有效實施防災教育。 

四、落實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的有效策略  

基於前述所提問題，非營利幼兒園要落實防災教育，在策略上可從以下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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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思考： 

(一) 防災基礎建置上 

1. 增進幼兒園內所有教職員工的防災素養增能 

非營利幼兒園全園人員都應就防災素養增能，除了針對自己分配到的防災任

務要知悉外，也要純熟其操作的 SOP。是故，除了邀聘防災專家學者蒞園專題演

講及指導外，每年至少應實施二次以上的防災演練及檢討；成員異動時更應就其

防災應變業務交代清楚。另外，園長或防災教育承辦人員，更需結合教保專業知

能研習之健康與安全工作坊或研習，尤其基本救命術、安全教育課程及緊急救護

情境演練，才能明確清楚防災教育落實於生活的推動。 

2. 繪製屬於非營利幼兒園所需資訊的校園防災地圖 

非營利幼兒園應根據本身的建築物形態與周邊環境，繪製自己的校園防災地

圖，並正確標示各項規範圖例（例如出現於園的周邊的圖例）。若非營利幼兒園的

場址係利用學校的某些教室，那麼繪製後必須要和學校進一步確認兩單位是否在

避難時會產生重疊問題，如幼兒的避難動線、最終集合點與支援協助等重要事項。 

3. 完備防災器材購置與就近就便的保管維護 

非營利幼兒園所使用的教室數量相較於學校是少的，限於辦理經費（雖政府

會補助），購置設備的完整度亦無法一時到位，需要逐年採購，這部分也會與母

協會的支持度高低而有不同。因此，在購置與保管上不必像學校還需設置特別的

保管場所。於此，非營利幼兒園可以將保管場所設於辦公室內，如此在災害來臨

時便能迅速取得並使用。 

4. 落實檢核家庭防災卡記載事項的正確性 

由於多數家長在非營利幼兒園建置的防災體系上只是間接參與者，其資訊多

半透過宣傳品、網站、社群軟體群組訊息的發放得知，因此在撰寫家庭防災卡上

有可能寫出缺乏合理性的通訊方式或集合地點。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老師在發

放家庭防災卡前，同時提供撰寫說明和清楚解說供家長知悉，並在收回家庭防災

卡後和幼兒及家長討論集合地點的合理性，例如要如何前往、地點有什麼特徵、

要在那邊等哪幾位家人等。其次，還需要再以實例說明之，例如有家長將集合地

點寫為「捷運站服務臺」和「家門口的便利超商」，此種寫法是不適切的，或許

捷運站前有安全空地可供集結等待，但服務臺在災害來臨時可能也受災，且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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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留做公眾洽詢之處，不宜做為集合地點。同理，超商係營業單位，將其做為家

庭集合處也恐妨礙商店的營業。 

(二) 避難演練上 

1. 緊急應變分組的分工宜彈性調整 

非營利幼兒園依本身規模，在緊急應變分組的分工上，除指揮官為專職外，

其餘人員概會配置在「搶救組」、「通報組」或「避難引導組」中，且每組的成員 2-

5 人。此種分組方式與六班以下的小型學校相當，但由於幼兒面對災害的脆弱性，

因此在演練時，也經常發生人力運用吃緊的現象。要緩解此種現象，首先，防災

緊急應變小組分工，可隨園所組織規模大小而採取不同方式的分工。建議規模 4

班以下採以「人」做為分工方式，規模 5 班以上人員較充足，採「分組」分工方式

為之。其次，也需建立不同組別人員相互支援的彈性調整機制，並在演練中去操

作如何有效彈性調整（例如避難集結清點後，當家長多人來園接送時，有人前去

支援。遇幼兒受傷需急救處理或送醫時亦同）。再者，非營利幼兒園也可以建立和

學校成員間的相互支援機制，例如災害來臨時，有鄰近的班級導師編入園的緊急

應變小組，再其次，如配置與學校共頻的無線電以便相互聯絡支援，亦是可行策

略之一。還有，非營利幼兒園的園長亦可參與學校的防災籌備會議，以便曉得如

何配合學校建立聯絡支援機制，解決避難動線重疊和最終集合地點相互干擾的問

題。當然，與學校一起辦理避難演練，亦是一個建構跨部門防災體系的好方法。 

2. 平衡學習區配置、確保通暢的避難動線 

在教室內配置越豐富的學習區，越需要規劃讓幼兒在避難時有通暢的避難路

線。非營利幼兒園的老師可以在平時引領幼兒走幾趟從教室座位到避難集合點，

讓其知道教室內的動線、教室門的方位及分流避難方式、步行在樓梯時的感覺與

整條避難動線所需的時間感。其次，在配置學習區時，應注意到保留教室內主要

動線，以及做好櫃與架的固定工作。一張幼兒使用的桌子，平時可坐四位面對面

的幼兒，但遇到地震需趴下時，桌下空間可能無法擠得下四位幼兒。此時老師可

以告訴幼兒以保護自己頭部為原則，避免幼兒相互推擠。另外，幼兒園的教室較

多採木質地板，幼兒在教室可能穿室內鞋或只穿襪子。因此，在避難演練上亦需

加入穿鞋的訓練並掌握所需時間。畢竟，演練時仍應注重幼兒的安全，勿使其在

演練過程中受傷。 

(三) 防災課程與教學上 

防災課程與教學的主要宗旨，是從課程與教學中推動生活防災以強化幼兒防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38-148 自由評論 

 

第 146 頁 

災安全意識。防災教育議題是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明定的重要議題。在融入上，

有學校將此議題結合綜合活動實施，有的學校則是將其融入藝術領域，或是健康

與體育領域，或是將其置於安全教育的一環中實施。至於幼兒園部分，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大綱雖未明訂需融入防災教育議題，但仍可從所規定的六大領域中著

手，在主題教學中融入有關防災的相關課程（陳雅芳，2019），如在「身體動作

與健康」、「語文」、「情緒」中設計相關的課程以利融入。  

非營利幼兒園可能在興辦之初，較未重視防災議題的融入，對於如何將防災

議題結合母協會的教育宗旨亦較不關注。不過，當前的防災教育有越來越受到重

視的現象，如日本近期在研究上開始倡議發展幼兒園防災課程的重要性（西浦和

樹等人，2023），文部科學省（2019）也提供年度教案撰寫案例，供幼兒園教師

設計避難演練與防災教育上參考。此種範例，提供幼兒園教師以漸進的方式針對

各種可能發生的災害對幼兒指導。類似的做法可以做為臺灣的參考。表 1 所示的

內容，係為日本文部科學省設定為海嘯來臨時的避難教育，從該表中也可知其有

運用差異化教學的原理，針對不同年齡的幼兒給予不同的目標。最後，臺灣的幼

兒園教案設計有可能會省略了「時間」一項，並採目標本位，使老師可以在教學

上確認幼兒充分習得後再進行下一階段活動。然而，教學「時間」的設定，在防

災教育上有其必要性，特別是防災的演練上更是需要做到迅速和確實。建議日後

非營利幼兒園老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亦能在需要明確教學時間上寫下設定的所

需時間，再經由實際教學確認該設定是否可行。 

表 1 日本幼兒園「海嘯到來時」的防災教育活動節錄 

時間 
活動內容 

（3 歲幼兒） 

活動內容 

（4/5 歲幼兒） 
老師的支援及注意點 

12:20 在庭院遊戲 在庭院遊戲 

導師在訓練時，於各教室說明今

天的避難演練事項。 

對 3～4 歲兒：讓其了解海嘯，並

懂得應該到哪裡避難。 

對 5 歲兒：告訴其在避難時，可

以超越前一個人，盡速爬上樓梯

前往避難。 

12:25 

聽到廣播或老師的

指示，進行趴、掩、

穩避難 

聽到廣播或老師的

指示，進行趴、掩、

穩避難 

園長廣播警鈴 

1.播放警鈴 

2.廣播避難事項 

3.（無電力時）吹哨警示 

12:30 依導師的指示整隊 依導師的指示整隊 
園長與要前往避難的高地所在的

小學校長確認 

12:35 

迅速套上防災頭套，

使用 A 樓梯前往高

地（國小）避難 

迅速套上防災頭套，

使用 A 或 B 樓梯前

往高地（國小）避難 

老師確認 3.4歲幼兒使用A樓梯、

5 歲幼兒使用 B 梯。確認需要老

師個別協助的幼兒，並幫忙 3 歲

幼兒套上防災頭套 
資 料 來 源 ： 取 自 二 次 避 難 を 想 定 し た 避 難 訓 練 ： 津 波 が 来 た 場 合 ， 文 部 科 学 省 ， 2019 （ p. 4 ）。

https://anzenkyouiku.mext.go.jp/mextshiryou/data/shidousankousiryou/2021_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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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非營利幼兒園屬於一種較新型態的幼兒園，其規模、特性、以及課程與教學

上與公幼相當類似。另一方面，在設置者、承辦單位上又有自己的特性。就是因

為這些特性，在防災教育上乃產生了與獨立公幼和學校附幼不同的需求。學校所

打造、適用於附幼的防災體系和避難訓練的規格，也就無法全盤套用於非營利幼

兒園身上，需要針對其特性進行彈性的調整。 

設於公立學校的非營利幼兒園，由於可以參考公立學校所建置的防災體系，

亦會得到防災輔導團的訪視輔導，因此不論在防災建置或是避難演練上，都會較

同屬教保服務機構、設於民間大樓或是公共建築物內的托育中心、親子館等更加

嚴謹，這也是非營利幼兒園進行防災教育的優勢所在。因此，不論是參考學校案

例建置自己的防災體系，或是加入學校的防災體系，都有機會將防災教育確實做

好，從孩子幼兒期起培養正確的防災安全意識和作為。 

臺灣的防災教育歷經二十年來的推動，已逐漸的落實、深耕於學校和師生。

然而要建立軔性的防災體系，除了學校外，透過家庭參與達成生活中防災的目標

仍待普及。目前，探討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的相關論述與研究成果仍不多見，

本文係作者整合多次訪視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所歸納之經驗，其中論述或許可

能未盡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之全貌，此點還有賴在本文的拋磚引玉下，後續進

行如何落實非營利幼兒園防災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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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推動國小職業試探體驗之現況與展望 
廖益卿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小教師代理總務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組碩士生 

 

一、前言 

「職業教育」包含職業試探教育、職業準備教育、職業繼續教育等技職教育，

攸關產業及經濟發展，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推手。鄰近新加坡已將職業教育列為

國家重大政策，過去，在當地被認為是學習落後者最後的歸宿；而現在，完善的

職業培訓機制，四分之一的學生選擇工藝教育學院，可謂世界上最成功的職業教

育系統之一（龔雅雯、王泓翔、張素惠，2015）。而職業教育往下扎根現已是世

界先進國家的重要政策與方針，瑞士小學從二或三年級開始就開設各種手工課

程，培養孩子職業興趣（張仁家、曾羿儒，2014），日本則實施「職業生涯教育」，

提供國中、小學生職業試探（施秀青，2015）。 

面對全球趨勢，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國民小學之課

程綱要，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內容（教育部，2019）；《技術及職業教育政

策綱領》揭示為促進學生從小即對於職業有所認識，以利未來職涯探索與發展，

國民小學應鼓勵及安排學生對於職業認識及技術價值活動之參與(行政院，

2023）。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

心作業要點〉更明確規範參與對象涵蓋國民小學 5 年級及 6 年級學生，綜上可見

我國對於職業試探教育向下扎根到國小階段之重視。 

截至 2023 年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全國 22 縣市設置 65 所職探

中心（含自籌 20 所），職業試探教育如火如荼向下延伸至國小階段。受限研究範

圍，本文旨在聚焦探討苗栗縣國小五、六年級參與職業試探體驗中心現狀及可能

面對之問題，並提出建議供國小職業試探教育推動之參酌。 

二、推動國小職業試探體驗之內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之學習表現要讓學生運用生涯

資訊，初探自己的生涯發展（教育部，107），藉以培育國小學生認識、探索職業

及建立相關價值觀，讓其接觸未來職業樣貌，如表 1 可將職業試探體驗教育視為

十二年國教自我與生涯發展教育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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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8 新課綱生涯發展教育主軸 

主題軸 主題項目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自我與

生涯發展 

c.生涯規劃

與發展 

第 三 學 習

階段 

1c-III-1 運用生涯

資訊，初探自己的

生涯發展 

Ac-III-1 職業與能力 

Ac-III-2 職業興趣 

Ac-III-3 未來職業想像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國民中小

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台 CIRN。取自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11&mid=6733 

本文以認識真實職場環境、職業素養與態度和自我覺察發展等三層面說明推

動國小職業試探體驗之內涵： 

(一) 增進國小學生對真實職場環境之認識 

透過「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工作場域，以裝潢、擺設、看板、海報等

方式建置設備及設施，模擬真實工作場域的情境氛圍，安排產業實地參訪，讓國

小學生從探索體驗做中學，並對職場工作環境有一定的認識。 

(二) 培養國小學生職業素養與態度 

職業試探體驗課程規劃與設計，從認識職業及學習職業的內在規範和要求，

包含職業意識與道德，以及職業技能與行為，進而產生敬業精神與團隊合作的態

度，藉此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奠基學生具備良好之工作態度。 

(三) 發展國小學生之自我覺察 

職業試探透過做中學的體驗課程，讓學生瞭解職業的性質與特色，同時進行

自我探索及開發自我潛能，不僅找到自己的興趣性向，也能釐清自己不適合的領

域，從而達到適性學習與發展的教育目標，對各行各業的想像予以具體化。 

三、苗栗縣職探中心推動國小職業試探體驗之現況 

苗栗縣 105 學年度於獅潭鄉獅潭國民中學設立第一所職業試探中心，本文由

研究者以實際觀察與文件分析將研究所發現的心得做一概述。 

(一) 課程規劃與師資 

職業試探中心成立初期，參考苗栗縣國中技藝教育開設情形，以「實用、趣

味、手作」為理念，學生需求為導向，瞄準「認識職業世界」為主題，開設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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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電機電子職群及家事類餐旅職群簡介與實作課程，師資來源主要是與技術型高

中或科大合作。110 學年度新增產業參訪課程，表 2 為 112 學年度課程，職業試

探體驗區域從學校職群擴展至在地社區並延伸到縣內公館、三義及通霄等鄉鎮，

師資由業主或公司代表擔任，不僅讓國小學生體驗當地的經濟活動，且更能貼近

業界真實場域進行職業試探，有助於未來的職業選擇。 

表 2 112 學年度職業試探中心課程概況 

時間 職群 課程規劃 

112 上 

電機與電子職群 1.手搖字幕機 2. 七彩聖誕樹 

餐旅職群 1.我來當主廚 2.雪克達人 

設計職群 1.彩繪臉譜 DIY：2 梯次 67 人(福基國小) 

農業職群 1.蛋農生活：2 梯次 67 人(福基國小 

112 下 產業參訪 

1.公館-紅棗、養蜂園 

2.三義-陶瓷、農場手工麵包窯烤、木雕 

3.銅鑼-客家文化館 

4.通霄-臺鹽生技公司 
資料來源：苗栗縣職業試探體驗中心（2023）。113 學年度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續辦計畫書。苗栗縣

政府教育處，苗栗縣。 

(二) 國小學生參與職業試探人數統計 

苗栗縣職業試探中心開辦以來，開班梯次與參與人數如表 3，除了 109 學年

度因新冠疫情短暫停止職業試探活動一學期，人數略為下降外，其他學期參與人

數皆呈現正成長趨勢。而營隊或活動在 110 至 111 學年度未開辦，係因體驗課程

梯次已達到 KPI 關鍵績效指標，但經費未相對增加，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表 3 105 至 111 學年度苗栗縣職探中心開班梯次與參與人數彙總表 

學年度 
體驗課程 

梯次/人次 

產業參訪 

梯次/人次 

國小生學期中 

參加體驗課程 

總人次 

寒暑假開辦國小 

職探營隊或活動 

次數/人次 

111 86/ 2,163 80/2,169 4,332 0 

110 79/ 1,804 44/1,226 3,030 0 

109 50/ 1,138  940 4/198 

108 52/ 1,166  1050 8/116 

107 22/409  282 9/127 

106 14/217  85 20/132 

105 14/244    
資料來源：苗栗縣職業試探體驗中心（2023）。苗栗縣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歷年成果報告書。苗栗縣政府教育

處，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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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國小職業試探體驗之內涵 

(一) 職業試探教育相關資訊仍待推廣 

苗栗縣職業試探教育體驗課程推廣與宣導主要來自於行政公文與 FB 粉絲專

頁，導致家長及教師對於生涯教育及相關職業試探教育認識不足，影響學生參與

度，經統計 112 年僅 17 所小學學生參與，僅佔苗栗縣小學數量比率 14.78%，參

與人數雖增加，但從學校參與數來看，卻略顯不足。 

(二) 職群課程受到侷限，類別有待擴充 

苗栗縣經費不足，目前僅有一處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中心，開設餐旅職群及

電機與電子職群的職探課程，及近年新增職場參訪課程，亦即相對於新北市有 16

所職探中心及 11 所多元職業試探場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和考量時代的需求性，

苗栗縣開設課程內容的實質意義，值得關注。 

(三) 單次職業試探體驗，學習成效值得考驗 

國小階段生涯發展教育目的之一是對職業與工作世界之認識，但僅憑開設的

職群來認識職業，顯得不足；又國小學生參加職業試探教育課程後，是否回應國

小學生能瞭解不同行業樣態及對職業試探和培育學生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之目

標，值得後續的觀察。 

五、推動苗栗縣國小職業試探體驗之未來展望 

從上述苗栗縣職業試探教育面臨之困境，本文提出可行性之作法，分別敘述

如下： 

(一) 落實職業試探教育之推廣與認識 

1.辦理相關研習，提升國小教師相關知能。2.建置專屬網站，下設職業試探

中心，包含職業介紹宣傳影片、線上互動遊戲、場域介紹及資源連結等，進行點

線面網路行銷。3.推動職業試探體驗暨適性教育國小學生、親子營隊或嘉年華活

動，寓教於樂。4.提升參與國小校數，從各校報名改為規劃各校（一般學校、非

山非市、偏遠學校）限定梯次參與，讓更多學校參與。5.可規劃職業教育行動車、

職場達人講座，到各校宣導或搭配校慶，提升推廣效應與參與意願，使親師生充

分體認生涯發展教育對國小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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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學生為主體，提供多元之各群科職業試探課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文參酌自編滿意度問卷，約 87.83%參與職業

試探課程體驗學生感到有興趣並且滿意，惟開設體驗之課程約 71.96%無法滿足

學童之需求，在學習成就高之學生族群希望體驗商管類、醫護類之課程活動，學

習成就低之學生希望體驗藝術群、工業類之課程活動。綜上，顯示國小學童期待

更多體驗課程，建議可爭取經費，分區域成立第二或更多職業試探中心，開設更

多元職群體驗。 

(三) 完善職業試探體驗課程設計，建構完整體驗學習機制 

課程須根據社會需要、學生特質、知識發展，透過科學的程序加以設計與發

展（黃光雄，2000），建議可配合國小高年級學生發展系統化課程，進行課程設計，

讓參與學生學到完整概念，而非零碎實作知識，並透過省思回饋，將學習效果最

大化，例如職群課程可設計內容涵蓋各種職業簡介、實作課程職業介紹、實作課

程及試探體驗省思回饋學習單；又如參訪課程設計涵蓋產業地理、區域、環境與

特色介紹、實作體驗、產業探究與省思回饋（如 4F 學習單：事實、感受、發現、

未來），從中進行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及學習職人精神，讓課程成效最大化。 

(四) 區域資源整合與共享，提供學校及家長多元職業試探管道 

1. 結合苗栗縣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後龍、竹南、通霄）及鄰近縣市職業試探中

心或擁有設備、設施之國中或高職進行策略聯盟，讓更多國小學生試探體驗。 

2. 仿效新北市推動多元職業試探場域及產業認證，提供國小各校辦理校外教學

參考或提供家長選擇做為假日親子活動場域。 

六、結語 

筆者認為區域職業試探教育之推動與實施，學校端除落實親師生職業試探教

育之推廣與認識，以學生為主體規劃課程，透過區域資源整合與共享提供多元之

各群科職業試探課程，彌補因資源不足或職探中心學校群科屬性不同而使學生僅

能選擇特定課程。 

在面對新興產業的變化，未來職業試探課程建議能提供學校及家長多元職業

試探管道，搭配生涯發展教育既有的學習活動，結合產官學之職場參訪、邀請家

長分享職涯經驗講座等，從不同角度與視野分享生命故事和職涯歷程，增進親子

關係。藉由企業家名人典範，提供各職群相關產業未來趨勢，以不同產業觀點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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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學生未來世界的思維。 

十二年國教推動，強調「適性揚才」，社會觀念逐漸改變，讓生涯教育獲得

更多關注，也讓職業試探體驗教育向下扎根於國小。學生透過多元職業試探體驗

過程，藉由動手做讓心有所感，也能初探自己的生涯發展和自我興趣。而探索自

己未來職業取向的同時，更能培養正確的職業價值觀，有利於學生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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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中攝影美學教育的拓展 
溫偉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所研究生 

 

一、前言 

十九世紀至今，攝影已超過百年歷史，在此發展歷程中，攝影從單純的紀錄

工具轉變為視覺藝術的呈現，並與美學議題產生了共鳴。Benjamin（1998）曾言：

「將來的文盲是不懂攝影的人，不是不會書寫的人。但若一名攝影者不知道如何

解讀自己的照片，豈不是比文盲更不如？」此論述或許可理解為，從拍攝影像到

觀看，到解讀的攝影影像感知歷程，或許已成為數位時代下的必經之路。 

Sturken 與 Cartwright（2013）指出：「當代社會是一個書寫與影像文明並置

的黃金時代。」可說在大量影像所構成的數位時代，讓影像擁有了能夠傳達思想

的面貌，並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影像的閱讀並非流於表面「直接的」

（literal）圖像觀看，若是經過輔助過的觀看，如教育歷程中的美學形塑，便能夠

讓解讀影像超越其本身的二維樣貌，更深層的挖掘出影像的本質底蘊。在數位時

代的背景下，視覺影像已然不同於傳統視覺性的形式，產生了根本上的變化，而

「攝影」這項媒介所持有的獨特特質，便有益於引導美學的形塑與展現，進一步

能創造出新的文化與價值觀。 

二、美學教育中攝影的展現 

    在目前的美學教育逐漸轉向後現代的當下，教學安排已逐漸重視生活經驗與

文化脈絡的探究，美學教育在視覺化的數位時代下，對於學生在影像的建構以及

形塑價值時，有著引領學生面對大量的影像資訊做解讀、批判，進而內省的使命。

Baudrillard（1998）認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資訊愈來愈多，意義愈來愈少。」

由此體會隨著影像資訊的爆炸性增長，批判性思維的重視，對於攝影影像解讀與

辨析能力培養顯得不可或缺。 

在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課程目標中談及：1.增進對藝術領域相關知識與技能

之覺察、探究、理解；2.發展多元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與生活創作；3.提升對藝術

與文化的審美感知、分析及判斷；4.培養主動參加藝術與文化活動的習慣，體會

生命與藝術文化的關係與價值；5.傳承文化與創新，增進與自己、他人、環境之

多元與永續發展（教育部，2018）。而在攝影融入美學教育時，可藉由攝影教學，

引導學生挖掘隱藏於影像背後的意涵，如影像中的時代生活背景所導致的文化體

現，與人文地理脈絡的釐清，並逐漸養成學生對於影像本質的主動探究，這是攝

影教學所能夠連結到的美學素養教育價值，也因此，數位時代下攝影教育再也不

是傳統的器材知識傳授，更多的是培育對於影像本質的感知能力與永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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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往往以特定的主題為核心展開，這樣的展覽能夠突顯作品的藝術性和表

達力，還可通過藝術家的視角呈現特定的社會問題和文化議題，從而引發觀眾的

共鳴和思考。如「2023 台北雙年展：小世界」探索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微觀世

界的美學和情感，而攝影在這樣的展覽裡扮演了獨特的角色，攝影獨特的藝術轉

化特性，將現實中不可見的元素轉換為可閱讀，如當中歐宗翰《觀景者》攝影作

品，影像中的望遠鏡，以拍攝人物肖像的方式被留在圖像中，是藝術家試圖引發

思考。即人會想用望眼鏡得知自己所處於宇宙的哪裡，人也會藉由攝影，觀看自

己與環境的位置與關係（歐宗翰，2013）。攝影美學教育通過參觀和分析主題展

覽，幫助學生深入理解攝影藝術的多樣性和深度，而體會其特點與價值。 

三、數位時代下攝影教育的延伸 

(一) 整合攝影技術與美學知識 

將攝影技術與美學知識相結合，除了教導學生使用攝影設備和後期製作軟

體，更要引導他們理解攝影的美學理論和展述方式，這需要教師具備豐富的攝影

知識和實踐經驗，能夠在教學中將技術和美學做出互助結合，幫助學生更好的理

解攝影藝術的本質。 

(二) 推動多媒體的結合 

隨著數位技術的不斷發展，攝影已經不再僅限於靜態影像，而是與影片、音

頻至動畫等多媒體形式相結合，攝影教育可以延伸到這些多媒體的融合，教導學

生如何運用攝影技術來創作多媒體作品，從而豐富表達方式並拓展創作的想像力

與潛力。 

(三) 結合社交媒體平台 

在數位時代，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交媒體平台來展示和分享作品已成為當下的

趨勢之一，攝影教育延伸到社交媒體時，不僅可以拓展作品的觀看群眾，還能夠

促進學生與其他攝影愛好者的對話，讓社交媒體成為一個學習交流的重要場所。 

(四) 數位素養培育 

數位素養培育是指在數位時代中，培養對於數位技術、數位資訊和數位環境

的認知、理解和應用能力。因攝影與數位技術已密不可分，教導學生如何有效地

搜索、篩選、評估和應用數位資訊，以及了解數位安全的重要性，該如何保護在

網路上的隱私和個人資訊，這包括了避免在公共平台上分享個人隱私信息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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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了解數位世界的倫理準則和法律規定，如尊重他人的版權和隱私，以及

避免侵犯了他人的權益。 

四、結語 

在數位時代中，攝影美學教育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一方面，數位工具的

普及讓攝影門檻降低，使得更多人能夠輕鬆進入攝影領域，並且快速掌握攝影技

巧，但同時也增加了對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需求，因此攝影美學教育需要在傳授技

術的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和專業素養。 

另一方面，數位時代複雜數據的視覺化（visual complexity of information）成

為了二十一世紀重要的特點之一，當接收到大量數位影像時，如何解構影像背後

的數據成為了關鍵的命題，因在難以辨認何為高質量作品與資訊時，需要教育者

強化對美學品質的培養及引導，幫助學生有效地識別、評估與理解影像，並同時

加強對於資訊真實性的警覺，讓學生更好的應對數位時代的挑戰。 

總體來說，在數位時代的攝影美學教育中，我們必須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

並將其視為提升教學品質的契機，數位工具的普及為攝影領域帶來了更廣闊的學

習機會，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育者應當善用數位技術，結合傳統

與創新的教學方法，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的技術能力和美學素養，透過攝影藝術，

可以啟發學生的自我表達，並更深入的理解這個充滿資訊的世界，最終培育出具

有創造力和專業性的影像傳播者，使他們能夠在數位時代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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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個案探討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 

在親職教育之啟示 
胡馨方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現今社會，科技與網路盛行、民風開放，言論更為自由。許多價值觀隨著科

技網絡媒體發達而更為紊亂。青少年問題與犯罪，在現今社會日趨嚴重，校園安

全日趨嚴重與惡化。電視、媒體、網路上新聞，不乏國中生問題青少年滋事，這

現象不得不為人所重視。青少年犯罪，往往來自於偏差行為，尤其是國中階段，

青少年問題行為偏差問題必須受到社會大眾重視，更需做好預防與輔導的工作。 

家庭是青少年接受到最早社會化的環境，也是影響最深的。現今由於社會家

庭結構改變，使得家庭教養功能漸漸式微，家庭親職教育功能無法彰顯，也是造

成社會亂源的原因之一，不得不加以重視。因此，國中生行為問題與親職教育的

探討，這個議題就顯得更重要，也更值得深入探討，尤其是私校住宿國中生問題

行為對親職教育的影響，更別具有其特殊性。以筆者所觀察一所私立住宿型完全

中學而言，學生大部分都在學校住宿的情形下，對其學習及生活方式，有著全面

的規劃與管理。私校住宿型學生的生活，是一個集體學習、集體生活的模式。學

校白天除了提供正規課程教學，學業知識外，也規劃夜間自習、加強課業、生活

輔導的時間，以強化人格的形成與適應小型社會的能力。 

然而，筆者同時也觀察到，在這種教育環境模式下，有存在其顯性與隱性問

題，也面臨許多挑戰。由於，學生待在學校時間過長，可能會導致學生與家庭及

外界聯繫減少，長時間待在學校，情緒、心理各方面等因素，經常影響到學生，

導致產生一些問題行為，而這些行為問題背後，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這樣住

宿型的校園生活及學生行為問題背後，在親職教育方面，也給了筆者許多啟示與

想法，這也是筆者想探討這議題最主要的原因。 

二、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的定義、內涵 

(一) 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的定義  

國中生行為問題是指個人行為明顯偏離正常軌道與常態（張楓明，2013）。

所謂偏差行為又稱行為問題，就是個人行為顯著地偏離常態，並且妨礙其生活適

應者。例如：個人情緒暴衝與不穩定、同儕摩擦衝突人際關係不良、不服從師長

管教與勸導，或者抽菸、翹課、逃家等行為問題。董旭英（2009）則提出國中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59-164 

 

自由評論 

 

第 160 頁 

偏差行為分為外向性行為問題、內向性行為問題及學業適應問題。 

本文所指國中生行為問題的定義，則是指學生違反學校規定的行為，如：學

務處有懲處，記過處分者，例如：打架、抽菸、作弊、偷竊、逃學、逃家、不服

從師長管教、個人情緒暴衝、人際關係衝突、校園性平問題等國中生問題行為。 

(二) 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之內涵 

1. 違規記過行為問題：取決於學生不適應集體生活。由於從小生活在家，突然

要適應團體生活，加上第一次離家住宿，可能會產生一些行為問題，如不遵

守規則、與室友衝突等。例如，一個學生可能會因為不習慣與他人共享空間，

而拒絕整理自己床鋪或物品，導致室友關係緊張。這些都可能會產生生活常

規上偏差的行為問題。 

2. 心理困擾行為問題：住宿生活需要與各種背景學生相處，可能會出現社交問

題，如欺凌、排擠等。例如，一個學生可能會因為與他人觀點不合，而遭受

同儕排擠，進而產生自卑感和排外行為。 

3. 家居型偏差行為問體：住校生可能因與家人長時間分離，容易感到孤單和無

助，可能導致與家庭關係疏遠。例如，一個學生可能會因為長期與家人分離，

而產生對家庭不滿和反叛行為。 

4. 學習困擾行為問題：住宿型學校學生壓力較大，可能導致學生出現焦慮、憂

鬱等情緒問題，睡眠不足、飲食問題等行為。例如，學生因壓力過大，為使

逃避壓力，選擇較為負向方式產生一些偏差行為問題。 

以上綜合歸納一些較常出現在住宿生的行為問題，每個學生情況都會有所不

同，家長和學校需要密切關注學生的心理及情緒變化，並提供適當的指導、支援。 

三、親職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 親職教育的意義  

親職教育即是指協助家長應善盡義務、職責所做的教育，藉由教育的實施，

以團體互動方式進行，以家長作為教育的主要對象，就是親職教育，這也是屬於

成人教育的一部份。林家興（1997）認為，親職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在增進父母

對於管教子女的能力與知識，以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學

校的親職專家所開設的終身學習課程，主要教育對象是以父母為主。另外，王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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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00）對於親職教育的定義則認為，教育父母親如何學習扮演父母親的角色，

亦即是教導父母親如何管教子女，就是所謂的親職教育。 

綜合上述，透過對父母親進行相關教育知識及其教養的技巧與訓練，使身為

父母能扮演好親職的角色，促進親子關係和諧，即是所謂的親職教育。 

(二) 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現今社會因出生率下降，影響家長對於子女的教養態度。如果能瞭解親職教

育的重要性，並且扮演好為人父母，那麼，教養子女的角色扮演，家庭就能發揮

到最大功能。張斯寧（2001）指出親職教育的重要性，共可以歸納為五種層面：

1.使父母了解子女的生理、心理、認知、情緒、社會發展等。2.父母需學習親子

關係經營，使親職關係和諧。3.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師，家庭則是子女成長中

第一個重要學習環境。4.親職教育實施重點，在於讓家長學習經營良好的親子關

係。5.親職教育的重要性，顯示家庭功能發揮健全，也是國家穩定重要根基。 

四、親子關係與管教示例 

筆者針對教學現場中的問題行為學生，主訴問題如下： 

阿凱是一位私立住宿型完全中學國二生。阿凱情緒暴衝時，會揮拳攻擊同學，

行為被糾正時，會用拳頭瘋狂毆打自己，情緒大起大落、暴衝失控。阿凱導師，

幾經多次輔導，都沒有顯著功效，和其母親溝通，反應都非常冷漠。直到有一次，

阿凱將班上的女同學打傷，阿凱媽媽才意識到嚴重性。阿凱是受家暴的小孩，爸

爸有酗酒行為。每當阿凱爸爸情緒暴怒時，便會毆打他。小學被霸凌，導致講話

結巴、個性畏縮。後來經由學校輔導室安排，藉由諮商輔導機制，讓親職功能得

以發揮。阿凱媽媽開始增能親職教育知能，空閒時也會當義工媽媽。雙管齊下，

阿凱與媽媽以正向心態面對過去，阿凱媽媽不再逃避為人母責任，而阿凱仿效正

向行為，以健康心態面對自己。親職教育在阿凱母子身上，有顯著成效。阿凱媽

媽願意正視應盡的親職責任，也彌補阿凱心中的傷害與成長中的缺憾。 

五、私校住宿型管教的限制、困難、優點  

從上述阿凱案例中，身為家長，除了生養責任，更重要的是教養職責，尤以

住宿型學校國中生行為問題對親職教育來說，更值得探討。首先，會選擇將小孩

送到住宿型學校的家長，所考量的原因複雜。有的家長因為工作關係，無法照顧、

接送小孩上下課、補習；有的管不動小孩，導致親子衝突。近年來手機網路興起，

小孩使用手機的狀況，更是困擾許多家長。這導致親子衝突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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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型學校老師，除了肩負起教書職責，也扮演在校照顧學生的角色。這對

於住宿型學生家長來說，家長在親職角色的扮演則是值得令人探究。筆者歸納出

關於這議題的困難與限制、及優點，並將之分為兩部分： 

(一) 困難限制 

1. 親子互動時間減少：寄宿學生在學校與家庭時間分配不均，導致與父母互動

時間減少，可能造成親子關係疏離，不利於親職教育深入實施。 

2. 管教一致性的挑戰：學校與家庭在價值觀、紀律規範等方面可能存在差異，

導致孩子在兩種環境中面臨不一致的管教方式，容易造成孩子行為上的困惑。 

3. 監督與即時反饋的缺乏：家長無法即時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行為表現，對孩子

日常監督與即時反饋能力減弱，這對於及時糾正孩子的不良行為造成阻礙。 

4. 親職教育資源的限制：父母可能因為距離或者時間上限制，無法充分參與學

校舉辦的親職教育活動，從而錯過學習與提升親職技巧的機會。 

(二) 優點 

1. 培養獨立自主性：住宿生活有助於幫助學生提早學習獨立，對於培養孩子的

自主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正面影響。 

2. 訓練規律正常的生活：住宿型學校通常有嚴格的生活規範和作息時間，有利

於養成規律的生活作息與習慣。 

3. 加強社會性適應能力：學生住宿學校，能與許多不同背景的同學長時間相處，

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和團隊合作能力。 

4. 家庭與學校合作的機會：住宿型學校會定期舉辦家長會議和活動，增加家庭

和學校間溝通合作，這可為親職教育提供新視角和資源。 

關於住宿型學校國中學生行為問題，對親職教育既有挑戰也有機遇。家長需

積極尋求與學校溝通合作，使親職教育效果能強化，減輕住宿生活可能帶來的負

面影響。 

六、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對親職教育的啟示與建議 

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往往與家庭教育、學校環境以及個人心理發展等因素

有關。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相關因應的親職教育啟示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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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家校溝通：家長應定期與學校、老師或宿舍老師進行溝通，了解孩子在

學校的學習和生活狀況。學校應提供良好溝通平台，定期舉辦親師座談會。 

2.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鼓勵學生建立自我管理的習慣，例如：自主完

成作業、規劃個人時間等。家長學習放手讓孩子自己做一些決定，從中

學習承擔後果，逐漸訓練培養小孩的自主管理的能力。  

3. 建立起正面行為激勵：家長和老師應關注學生正向行為，適時給予肯定、

鼓勵。避免過度責罵與懲罰，讓老師與家長學習多看學生優點，以利增

強學生自信心。  

4. 親職教育課程：家長應多參與有關於親職教育培訓課程，學校輔導室也

可提供相關親職教育課程，來幫助家長提升教養知識與技巧。  

5. 情感支持與心理諮詢：住宿型學校更需要做到提供學生情感支持和心理

諮詢服務，幫助學生處理學習壓力、人際關係等問題。家長則應多關注

孩子心理與情緒變化，必要時尋求專業心理輔導諮詢師協助。  

七、結語 

就上述各層面，可知有良好親職教育，不僅是奠定孩子正向成長的基礎，也

塑造學習獨立與適應社會的基石。家庭教育的缺失，可能會在孩子的行為表現上

造成了影響。而私校住宿型國中生所呈現出的行為問題，也映照出親職教育中，

所可能存在的盲點與缺失。家長應和學校端老師，保持良好溝通管道，透過雙方

互動，才能有效地引導孩子穩定成長。 

有鑑於此，面對私校住宿型國中生行為問題時，家長更應密切與學校溝通，

建立正面的行為激勵機制，學校也應提供在校生活情感的支持與心理諮商服務。

藉由親職教育的重要性與實踐，我們深刻了解到家庭與學校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

互補性，因此，把孩子送到住宿型學校就讀的家長，更應意識到他們在孩子教育

中佔有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應更加積極參與親職教育活動，提升自身教養知識

與技巧。由於住宿型的孩子長時間離家住宿，家長應更重視親子關係的經營，願

意投入更多心力關注親職教養課題。親職教育不僅是家長的必修課，更是一種責

任和承諾。家長和學校應攜手合作，共同為孩子的未來奠定良好身心基礎，讓他

們在溫暖的家庭和支持的學校環境中成長茁壯，成為品德優良、健康快樂的一代，

這正是親職教育的真正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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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不夠「格」? —從多元文化觀點 

檢視一位韓國碩士生在臺留學的制度障礙 
黃珠榮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梁瀞文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黃致瑋 

國立政治大學招生辦公室專任助理 

李淑菁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雖然早已預想到了在外國生活和上學會很困難，但實際到學校生活後發現

比想象中還要難。……想到第一次來到臺灣在飯店隔離，以及至今為止所

有在國外的生活和艱難的過程，覺得這一切都要怪我能力不足。我想也許

會有很多外國人像我一樣經歷這些挫折的過程。在學校的行政、課程、作

業、考試、各種程序等外國生活中，任何一個部份我都不得不注意，因此

性格變得更加敏感，同時會感到自尊心下降和產生自卑感，人際關係等種

種困難。但我認為這些困難不是外國人引起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共同改

善的部分，所以我想鼓起勇氣寫出我的故事，讓大家可以去思考我們目前

的處境。（智英的自述，2024年 1月 11日） 

一、前言 

智英（化名）是一位來自南韓的碩士學位生，目前在臺灣某知名國立大學的

社會科學領域就讀碩士二年級。筆者第一次見到智英是在某個冬日的午後，他神

情頹喪的來到指導教授的研究室，說自己的碩士資格考沒有通過，儘管已經非常

努力準備這場考試，但卻還是沒有辦法及格。如果第二次的補考再沒有通過，恐

怕就要退學。 

看著眼前這位來自韓國的女孩，儘管說著稍顯不流利的中文，卻依然努力的

和我們這群臺灣的師生交流，表達自己遇到的困境並尋求解決方法，筆者開始反

思智英的留學經驗以及他此刻遇到的學業瓶頸，是否反映出我國大學對於國際學

生的評量方式與在學期間的支持與輔導機制，存在許多尚未被看見的問題。因此，

筆者邀請智英將自己在臺求學的心路歷程寫成一篇自述作為本文探討的案例，從

多元文化觀點檢視與反思我國現行的國際招生與國際生在學輔導機制，並提出相

關建議。 

二、誰夠「格」成為臺灣的碩士？ 

智英自民國 108 年來臺至今已近五年，儘管大學時期在韓國就讀中文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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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語言基礎，然而語言的隔閡仍使他需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心力適

應臺灣的研究所課程。隨著第一年碩士班課程的結束，智英在碩士二年級的上學

期末進行了學院辦理的碩士生資格考試。資格考的目的是考核研究生們的學習狀

況，並且評估是否能夠開始進行學位論文的撰寫。然而，智英與其他國際學生卻

面臨了因無法通過資格考試而被迫退學的危機： 

雖然經歷了很多曲折，但是我仍然完成了所有可以參加資格考試的學分，

也順利參加了 112 學年度 12 月的資格考試。……和外國朋友對於考試的

問題沒有前輩或其他方法可以瞭解，所以沒有辦法提前準備考試。考試前，

有幾位外國同學詢問助教，這個資格考試對外國人來說太難了，能不能提

前知道考試的問題，或者有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提早準備，但是從系所那邊

卻只有聽到「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沒通過，不用擔心」的回答。我也得知

有些臺灣同學有從自己的學長那邊得到考古題，並且可能會從中考出來。

考試當天不能上網或者用翻譯器。結果，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外國同學皆沒

有通過考試。母語不是中文的外國學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理解題目和撰寫

答案。讓人質疑的地方是，與臺灣學生在同一時間內以同樣的方式考試是

否真的公平？外國學生為了上臺灣的學校，確實需要一定水平以上的語言

能力和大學畢業水平。但是我認為，應該理解背景各異的學生，採用更加

包容、多樣的方法。……實際上資格考試的通過標準是 70 分，臺灣學生

也以 70分、72分等分數通過，所以我認為外國學生能通過考試是非常困

難的。（智英的自述，2024年 1月 11日） 

從智英的自述中我們得知包括智英在內的其他來自亞洲地區的國際學生皆

沒有通過學院的碩士資格考。資格考結束後，學院辦理了一場說明會，並告知學

生「如果第二次資格考試也落榜的話，就要從學校退學。」智英在自述中寫道：

「我和外國學生聽到這句話很傷心，彼此說話時都流下了眼淚。想到第一次來到

臺灣在飯店隔離，以及至今為止所有在國外的生活和艱難的過程，覺得這一切都

要怪我能力不足」。對於母語不是華語的國際學生而言，與臺灣本地學生以同樣

的考核標準完成資格考，是一件非常強人所難的事情，尤其是國際學生需要更多

的時間來閱讀和理解題目並撰寫答案，卻被要求與本地學生用一樣的標準、在同

樣的時間限制內完成紙筆測驗。智英就讀的學院未能理解、包容來自多元背景的

國際碩士生，亦沒有採用更多元涵容的評量機制來評估研究生的學術能力。最終，

智英面臨延期畢業的結果： 

因為資格考試的問題推遲畢業的時候，也讓我開始煩惱生活的問題。對於

需要在外國生活的外國學生來說，除了需要繳納比臺灣朋友更高的學費，

還要考慮到在外國的生活費，兩者都是很大的負擔。……弔詭的是，在理

解學校課程內容、做作業方面，外國生需要比臺灣朋友投入更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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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而發生為了上學而工作的情況。我現在的生活支出，都是用以前工作

時所存的錢，外加做韓文課外輔導賺點零用錢，而其他外國朋友下課後也

要為了工作去臺北站、西門町、中山站。外國學生一邊打工一邊聽課，一

邊準備作業和發表的生活，偶爾讓人感到非常疲憊和孤獨。（智英的自述，

2024年 1月 11日） 

作為大學的「金主」，國際學生付著比本地學生高昂好幾倍的學雜費，卻經

常成為在機構內被邊緣化的群體。從智英的求學經驗中亦可以看出我國現行國際

招生政策對於國際學生群體的「偏見」，認為他們需要具備良好的「華語」或者

「英語」能力。根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

法規要求「應屆高中畢業生可以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1 級申請外國學生

專班（一般專班），並於入學後第 2 學期開始前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A2（含）級以上證明，未達要求者學校應依規定開除該生學籍」（教育部，2023

年 8 月 11 日），此法規對國際學生申請臺灣華語文授課的系所與學程規範了華語

文語言檢定門檻，使得不少非華語或非英語母語國家如韓國、日本等國的留學生

申請來臺就學人數下降。這種語言能力上的「偏見」不僅邊緣化了來自非英語國

家的留學生，也降低了我國大學國際化的格局。國際學生的定位不應該被機構和

制度非人性化（dehumanized）與單一化（simplified），更不該被大學和留學國視

為一種促進國際聲譽、提升國際排名，甚至是賺取校務經費的手段。大學教師與

行政人員也應看見國際學生群體的多元性，跳脫國際教育產業化的思維，建立平

等、多元與涵容（Equity, Diversity & Inclusion, EDI）的國際化校園。 

三、大學校園「國際化」還是「英語化」？ 

全球化的趨勢逐漸改變了傳統意義上以國界作為劃分依據的地緣關係，並對

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都產生了實質的影響。自 90 年代起，高等

教育國際化的議題便已受到各國學者的關注。加拿大國際教育學者 Jane Knight 

（2003）將國際化定義為「將國際、跨文化、與全球面向融入高等教育之目的、

功能與傳播之過程」（Knight, 2004, p.2），其中「學生流動」更是近年來各國大學

國際化的關鍵指標。 

有鑑於全球化造成高等教育國際間的競爭，招收國際學生已成為世界各國大

專院校的重要國際化策略之一。近年來在高教政策的支持下，我國各大學紛紛積

極辦理國際招生，然而從智英的求學經驗中可以看出部分大學尚未做好成為「國

際級高教機構」（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的基礎建設與準備。臺

灣針對大學國際化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如何提升大學校園內推廣英語媒介教學

（EMI）（Liu et al., 2022）、與海外大學簽訂姐妹校（MOU）、廣設全英語學位學

程 （Liao, 2018），以及提升大學校園英語化與行政人員的英文能力（Lau &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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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等相關論述。綜觀現有研究可以發現：我國學界對於大學國際化的視野仍

局限於「英語化」。 

我國近年的高教政策除了鼓勵各大學積極招收國際學生來臺就學、與國外大

學建立姊妹校、推廣交換計畫等之外，亦致力於協助大學登上世界舞臺、提升大

學國際排名與聲譽等。然而現行推動高教國際化的相關政策，經過大學的轉譯之

後，往往偏重於對歐美國家留學生群體的關注，較少針對東南亞、南亞及東亞地

區等非英語國家留學生的在學支持與輔導問題提出討論與反思。這個現象值得各

大學深入檢視現行校園國際化的相關制度與策略，尤其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我

國大學校園內來自新南向國家如印尼、泰國、越南等非英語／非華語國家的留學

生人數大幅上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23）。針對這些學生的入學輔導機制與

在學生活、行政支持系統等，都需要進行全面的體檢，以發展出真正具有國際格

局的「世界級大學」（World-class University）。 

四、大學國際招生與輔導策略建議 

本文以韓國碩士生智英的求學經歷作為案例分析，提出以下五點有關未來臺

灣各大學如何優化招募國際學生、碩士生入學後完成學位的歷程要如何更跨文化

友善（cross-culturally friendly）的具體做法與建議： 

(一) 建立線上／實體「碩博士班國際學生新生指引」與「新生入學引導課程」 

為了改善國際學生與本地行政人員之間的語言隔閡、文化差異與資訊不對等

的情況，除了提升行政職員的英語能力，大學亦可建立更加使用者友善的導引介

面，使得重要的資訊與規定得以更加有效的觸及到國際學生。倘若入學前或入學

初期，國際碩博生能接觸到「校級博、碩士班新生指引」或「國際生入學須知」，

將對其學業與生活適應帶來助益。此外，大學亦可辦理國際學生的新生入學引導

課程（orientation），除了能有效為國際新生在入學初期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之外，

亦可使學生更方便瞭解校內對於國際學生的支持與輔導資源。 

(二) 提供課業學習支持方案 

為了確保國際研究生順利在臺學習，大學應提供定期持續的學習支持資源，

內容可包括英語／華語學術寫作指導、畢業進程（timeline of completion）安排諮

詢、學習調適策略、發展校內共學社群團體、鼓勵授課教師提供彈性學習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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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校級多元文化培訓課程與工作坊」 

國際學生作為校園中語言與文化多元的群體之一，大學有責任建立並維持一

個尊重、肯認多元文化的涵容性環境，以回應學生可能面臨的獨特需求和挑戰。

例如定期為教職員工和學生辦理多元文化素養培訓課程，以增加對多元文化意

識、敏感度和理解，降低偏見與刻板印象。 

(四) 定期調查「學生學習體驗」 

國際學生選擇學校的考量因素眾多，而在國際各大大學積極拓展國際學生生

源、提升大學聲譽與國際品牌口碑的共同趨勢下，瞭解學生的真實體驗與滿意度

變得格外重要。在過去學生體驗的部分大多僅能靠口碑相傳、人際關係，和零散

的網路評論等，相關數據調查或統計較少。因此，國外有些大學排名（例如 QS

世界大學排名）的做法已經加入「學生滿意度」、「平等指數」（equality index），

來幫助潛在學生從中評估自己的特質與學校整體氛圍的可能契合程度，進而做出

生涯抉擇（QS Ranking, 2024）。 

五、結語 

本文從一位韓國碩士生在臺求學之心路歷程作為案例分析，探討國際碩、博

生在臺灣留學遇到的困境，檢視現行研究生資格考核制度的問題，並反思大眾對

於當代國際學生的刻板印象與偏見，進而提出優化國際學生輔導機制之建議，藉

以為臺灣高教國際化的未來發展可能作出貢獻。筆者深知以上建議與策略並非一

蹴可幾，不僅需要資源經費的挹注，也需要投入適切的人力培養。然而我們仍期

待藉由本文為在臺國際學生發聲，讓更多關心國際學生的讀者瞭解處境與困境，

並重新釐清大眾對於當代國際學生的刻板印象與偏見，進而持續優化國際學生輔

導機制與作為，藉以為臺灣高教國際化的未來發展可能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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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以 John Dewey（1859-1952）於 1898-1899 學年，在芝加哥大學的

兩項課堂講演紀錄中，有關以 Herbart 學說為主題的文字紀錄為據，說明其課程

主張。本文於前言確認海峽兩岸為數不少並列探討 Dewey 與 Herbart 學說的論

文，皆未見引用此二紀錄者後，採用分析與綜合為本質的批判為方法，細加解讀

與深入反思上述文字紀錄，於二至四節分自課程理念、組織、教法等三個方面，

陳述 Dewey 兩項課堂講演紀錄中有關 Herbart 學說的討論所示之課程主張。文

末，殿以第五節研究反思與建議。 

關鍵詞：J. Dewey、Herbart 學說、課堂講演紀錄、課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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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John Dewey’s (1859-1952) curricular 

thoughts based on the transcripts of two of his classroom lec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the 1898-1899 academic year on the subject of Herbart’s theory. After 

acknowledging in the preface that the two records have not been cited in a number of 

artic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at discuss Dewey’s and Herbart’s theory 

side by side, this paper adopts an analytical and integrative critical approach to interpret 

and reflect on the above transcripts, and then describes the discussion of Herbart’s 

theory in the transcripts of Dewey’s two lectur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philosophy, organiz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the course. In sections two through four, 

the course thoughts as shown in the discussion of Dewey’s two classroom lectures on 

the Herbart’s theory are presented. Finally, the fifth section concludes with research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J. Dewey, Herbart’s theory, classroom lecture notes, curriculum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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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旨在以 John Dewey（1859-1952）於芝加哥大學的兩項課堂講演紀錄中，

有關以 Herbart 學說（Herbartian theory）為主題的文字紀錄為據，說明其課程主

張。此二者皆是學員所作紀錄：1898-1899 年冬季班的「教育學 IB19：教育哲學」

（簡稱《講一》）1，及 1898 年夏季班的「教課方法：在學習中如何從實踐態度過

渡到心智態度？」（簡稱《講二》）2。《講一》（Dewey, 1899a）由 Archambault（1966）

編輯出版成冊，《講二》（Dewey, 1899b）則載入 Hickman（2008）主編的《杜威

全集3補遺第一卷》。4 

本文之撰寫乃因在海峽兩岸為數不少並列探討 Dewey 與 Herbart 學說的論

文，惟無論其等僅略提二人之說（如朱文富、郭慶霞，2011；李文英，2001；姜

文鄲、梁平，2009；蔣曉，1986a；蔣曉，1986b；霍利婷，2008），或對比二人主

張（如唐之斌，2011；張亞紅，2008；榮豔紅，2007；劉靜，2019；鄭玉卿，2017），

                                                

1 (1)這一門課（Pedagogy I B 19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898-1899, Winter Quarter）的講義大綱，

請見 Dewey（1898, pp. 328-341）；該大綱分教育的性質與過程、學校生活的內部組織、教材（或

內容）的組織，及教法（或方法）的組織等四個部分。由 Reginald Donat Archambault（1928-?）

於 1966 年編輯而成的課堂講演紀錄（Dewey, 1899a），其主幹即為依這四部分為順序而完成的

33 講所構成。 (2)依 Archambault（1966）之說，此一紀錄是由當時上課的學員們，所共同完成

的「一份逐字速記報告」，後輾轉到了他手中稍加編輯而成。(3)為讓讀者理解該紀錄的來龍去

脈、內容大要及重要性，Archambault（1966）特地撰成〈序言〉及〈導讀〉，另並將前述的大

綱、1898-1899 學年行事曆、詳細的目、簡單目次、33 講紀錄（pp. 30-334）及附錄，全書 401

頁。 
2 (1)依《杜威全集補遺一卷》的「文本評注」（Textual Commentary）（Hickman, 2008, pp. 305-306）

之說，收錄於《杜威全集》的該報告，係由前往芝加哥大學夏季班「教課的方法」的猶他大學

教師培訓主任 Katharine Elizabeth Dopp（1863-1944）所記，結訓後交由《猶他大學紀事報》發

表，後來，她轉往威斯康辛州 Oshkosh 師範學校任職，與亦曾參加過此一夏季班的 Frank A. 

Manny 合作整理後做為該校上課講。(2) 這一門課原文為 The method of the recitation. How shall 

the transition be made from the practical to the intellectual attitude in learning？）(3)此處的教課一

詞，是依據單文經（2023）之說，“recitation”可譯為背誦、誦讀或復誦，或講誦、講課、講述、

教課或授課，依上下文的脈絡而定。前者聚焦學生的學習行為，是指學生先行記誦教師指定的

功課，再背誦、誦讀或復誦，以示學習的成果；而後者則著眼教師的教學行為，是指教師講解

（或講述）、提問（通常是與事實或訊息的問題）後，學生按照教師講解、教科書或寫在黑板

上等的內容，進行講課與問答（通常是簡短回答）等在內的教學活動。筆者們發現早期的中譯

本，如劉伯明（Dewey, 1973/1910，頁 208）（該書原由劉伯明以劉經庶的別名，於 1918 年南京

高等師範學校印行）與孟憲承、俞慶棠（Dewey, 2010/1933，頁 142）即如此翻譯！ 
3 本文所引用的《杜威全集》係由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Dewey 研究中心編輯的電子版（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ition, 2nd release）。該全集共分三類：論著，早期

（Early Works, EW）5 卷、中期（Middle Works, MW）15 卷、晚期（Later Works, LW）17 卷、

補遺（Supplementary Volume, SV）2 卷等共 39 卷；信函（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C），

4 卷；第三類，課堂講稿（The Class Lectures of John Dewey, CL），1 卷。(2)本文於引用《杜威

全集》時，悉以英文簡稱行文，並在其後加上頁碼（論著及課堂講稿）或年月日（信函）。 
4 筆者們將這兩項課堂講演紀錄的排序定為《講一》及《講二》，而非依上課事實發生的時間順

序排列，主要是因為《講一》較全面地論及課程理念、組織及教法三者，而《講二》則專論教

課方法，但未及於課程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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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前者評論後者（如徐小洲、張敏，1997），不一而足，然皆未見引用此二紀

錄者。 

本文採取 Dewey（1934）所示以「分析與綜合」（p.313）為本質的批判為法，

針對兩項紀錄中與 Dewey 課程主張有關的文本，進行「把部分當作一個整體的

部分來加以揭示」（p.313）為本質之分析，及以「創造性的整合......（並提出）洞

見」（p.317）本質之綜合的同時，細加解讀與深入反思而撰寫共為六節的本文：

本節前言之後，以上述文本分析與綜合之所得，接續討論課程理念、組織、教法

的三節，最後，殿以第五節研究反思與建議。 

於行文前，尚須作五點補述。須先特別補述者，畢竟此二份課堂講演紀錄為

Dewey 早期教課時的學生所作，組織與內容或有不如其著作完整，但依

Archambault（1966）於〈導讀〉中專列的「未來理念的先聲」（Precursors of future 

ideas, pp. xxx-xxxii）一節所述，應可知《講一》與 Dewey 後續學說發展有著緊密

的關聯。另外，筆者們比對過《講二》與後來 Dewey 旨在討論教課方法的初再

版《思維術》（1910, 1933）二者，確認其間亦有前後接續的關聯性。5 

其次為與 Herbart 學說有關名詞的解說。由 Levine（1990, p.559）為 Dewey

於 1949 年文中出現的 Herbart 學會一詞所作注釋，或可理解“Herbartianism”的意

義： 

全國 Herbart教育科學研究學會6.....組成於 1895年。隨著作為美國一項教

育運動的 Herbart論（或譯主義、學派）（Herbartianism）衰落，“Herbart”

於 1901年從學會名稱中刪除。1909年，進一步縮寫為全國教育研究學會。 

本此，Herbart 學說應是 Herbart 論者（Herbartians）所持有的學說主張（或

譯理論、主義）。 

第三為課程有關名詞的辨明。Dewey（1902, p.164；1937, p.164）在論及課程

時，至少兩次提及，不分大學或一般學校的課程，皆應廣義且多樣地以待之。據

此，本文在說明 Dewey 課程主張時，即不限於以「教或學什麼」為本質的

“curriculum”（課程）、“subject”（學科或科目）、“study”（學習或科目或學習科目）、

“subject matter”（學科內容、主題內容、科目內容或教材）等語詞，尚包括以「如

何教或學」為本質的“teaching”（教學或教），“instruction”（教導）、“methods”（教

                                                

5 最明顯的是，《思維術》（1910）的初版設有專章討論以 Herbart 論者形式方法學說的五個步驟

為主體的教課方式。再版《思維術》（1933）之中，所設討論教課方式的專章，則係在初版的基

礎之上，作了一些調整。 
6 該學會原文為 The National 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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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方法），甚至“pedagogy”7（教學）等語詞。唯行文時將視上下文的脈絡定其

中文翻譯。 

第四為兩項課堂講演紀錄的不同。兩項紀錄除各為 33 講與 14 講的多寡不同

外，更有《講一》之中，可歸結而兼有課程目的、組織、教法三者的內容，而《講

二》則較偏於教法一項之別。然而，無論如何，對本文寫作而言，二者皆有所助

益，則毋庸多言。8 

末了，雖然兩項紀錄為本文最主要的參考文獻，然如前述本文視 Dewey 著

作為一整體之說，因而寫作時仍會於必要時引用 Dewey 的其他文字。本此，筆

者們於此特別就 Dewey 對於“instruction”（教導）與“teaching”（教學）二詞予以

詳細探究與深入辨析的有關說法，作一番補述。蓋在 Dewey 看來，教導較偏重

（以文字或口語所進行之）知識的單向傳輸，而教學則除教導的手段外，尚著眼

於其它做法，特別是師生的互動。這由 Dewey（1938, p.277）的一句話：「運用於

對他們施行教學時，所採用的教導方法」（the methods of instruction employed 

in teaching them），或可理解，在 Dewey 看來，教導乃是教學實踐過程中，所可

採用的若干手段中的一種。 

貳、課程理念 

未進入正式討論之前，須先作三項說明。 

首先，筆者們於細讀 Dewey（1899a）《講一》全書，再加上特別詳閱名為「教

育與教導」的第 8 講內容之後，先作出二點說明：第一，Herbart 似有將教育與

教導二者加以等同的主張。第二，在 Herbart 的心目中，教育工作者的主要職責

在於將必要的教材教導給學童。如前所述，Dewey 對此二點皆頗不以為然；蓋教

育的重點並不只是佈置教材的教導，尚有著眼師生互動的教學，乃至課餘的言行

示範與交流，甚至還有看不見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即所謂的潛在課程）等等。換

言之，教育涵蓋了身教及言教之外，還有須多加注意安排的境教；況且，教導只

是言教的一部分。 

                                                

7 自 1961 年至 1990 年長期負責編輯《杜威全集》工作的 Boydston（1976, p. 379）在為 Dewey

（1901, pp. 250-282）〈教育情境第一章有關小學的事項〉（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Chapter 1, 

“As concerns the elementary school”）進行編輯時所說一段文字，應可明白 Dewey 視 “pedagogy”

與 “teaching 同，而範圍比“education”小：Dewey 在校對時，把“pedagogy”都改成了“education”，...

這是因為杜威本人認為， “pedagogy”（即 “teaching”）和“education” （一個寬廣的過程）此二

名詞有所不同。 
8 筆者們曾確切細數未設有電子檔的〈講一〉，其中與 Herbart 學說有關的語詞散見於 8 講，共 18

處；而〈講二〉的電子檔，則散見於 4 講，共 11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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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筆者們針對 Dewey（1899a）所引用 Herbart 之自道：「我不知有教育，

非通過教導而進行者；亦不知有教育，非通過教導而接受者」（p.76）而作的申述，

作出三點推論：第一，若討論課程問題應先辨正教育與教導的關係。第二，Dewey

主張論及課程問題尚應注意知識在教育與教導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第三，

Dewey 主張課程施行不應只以知識為果，尚應及於品格與言行的表現，乃至經驗

的獲得與應用。 

本節即在就這三點推論，以 Dewey（1899a）《講一》的文字為主，並以其他

文字為輔，撰成三小節。 

一、討論課程問題應先辨正教育與教導的關係 

先針對 Herbart 的「兩不知」之說，作一番解析。第一項不知，「我不知有教

育，非通過教導而進行者」，可理解為「不知有非通過教導而進行的教育」，亦可

再簡化為「通過教導才可能有教育」。第二項不知，「我不知有教育，非通過教導

而進行者」可理解為「不知有非通過教導而接受的教育」，亦可再簡化為「通過

教導才可能接受教育」。 

再看 Dewey（1899a, p.76）對 Herbart 的「兩不知」之說如何評論。第一，

Dewey 以這樣的說法表示贊同： 

具有教育意義的（educative）教導，其教學與學習皆應有助於成長，而且，

除非能有助於發展，否則教導將徒具形式而無實質作用。 

上述討論或可歸納為：在 Dewey 看來，有助於發展的教導才具有教育意義；

這也就意味著：無助於發展的教導其實不算是有教育意義，亦即教導與教育兩詞

並未全然疊合。職是，Dewey 並未全然認可「通過教導才可能有教育」之說。 

第二，Dewey（1899a, p.76）則以這樣的說法，表示對後一不知的不贊同： 

當然，教育的定義可以把非正規教育完全排除在教育的範圍之外。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說除了通過教導媒介之外沒有教育，那就是簡單的同義反復

（tautology）。但是除非對「教育」一詞加以限制，使之適合這種說法，除

非我們已經將教育的定義作了調整、說所有的教育都是通過教導媒介而進

行的，否則都不應該有只重視教導的教育。然而，這無疑是一種強詞奪理

的說法，因為很難理解到，教育的概念如何能簡化為通過學習來維持整個

成長過程的含義。換句話說，我認為，即使未透過我們通常所說之「教導」，

也會有學習。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71-199 

 

專論文章 

 

第 177 頁 

筆者們以為，或許因為 Dewey 是順乎 Herbart 的思路講課，方才未直接針對

課程問題進行討論。然而 Dewey 的本意乃是認為：若討論課程問題應先辨正教

育與教導的關係。 

依 Dewey（1899a）之意，論及教育與教導關係的辨正，首先，即應如前述，

不能將教育限定於正規教育，而漠視非正規教育。Dewey 籲請大家注意：不以教

導為媒介而進行的學習，在所多有，舉凡入學前或結束學業後，乃至形形色色的

「透過經驗學習」（learning by experience）（p.77）皆是。 

其次，若接受 Herbart 藉由教育須以教導為媒介施行之說，將會另生一項困

擾，亦即會在學童初入學後的學習與入學之前的生活之間產生一層斷裂。此一問

題發生於，若學校不作一些課程與教學的調整，在入學前多以直接經驗的方式學

習的學童，就不一定能適應學校課堂的直接教導。所以，Dewey（1899a）提醒大

家，這些教導應該是針對學童直接經驗作「漸進式的系統化」（p.77）。換言之，

學童初入學後的學習，應該有不少的部分與直接經驗有所關聯；當然，相當大部

分的內容仍須以知識習得為主旨的教導而進行。這就帶到了下一小節的討論。 

二、論及課程問題，尚應注意知識在教育與教導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Dewey（1899a）指出，在 Herbart 論者言及做為教育與課程核心的知識時，

主張「知識不應是惰性的，而應融入性格的形成中，教導不應止於其本身，而應

發揮教育的功能」（p.80）。Dewey 深表贊同，並順勢論及學校的教育、教導或教

學等施為，除了關注學童的品格與言行表現外，還應著眼於其等的「生活經驗」

（p.80）。 

Dewey 亦順著前所述及的，除了籲請大家注意到，知識是經過漸進系統化的

過程而習得外，還提醒眾人應從知識的起源來考慮其所發揮的作用。這時我們發

現 Dewey（1900）稍後才正式發表之，以「疑惑—探究」（1900, p.174）為本質的

思考，應作為教育、教導或教學等施為之核心的有關主張，早一兩年已經在課堂

上跟學生分享了。請看 Dewey（1899a）的說法： 

自心理學以觀，知識乃源自人們在實際活動中遭遇到某些阻礙或困難，而

經過一番問題解決、消解疑惑後的產物。本此，知識的作用見諸三方面：

第一，以系統的方式將阻礙或困難，表述為有待解決的問題；第二，不只

視其為面臨實際壓力的個案，更視其為有著客觀難度且有待想方設法、尋

求解決的問題；第三，妥為運用以心智力量獲致的方法，將其應用在經驗

的實踐過程中，以確保該一經驗的本身能運行順暢（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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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 Dewey（1899a）看來，我們至少應自三方面看待知識：持續積累

經驗、穩妥克服困難，乃至有效管控行為。Dewey（如 Dewey, 1911a；1912-1913； 

1913）更進而就日後仍會持續討論之與教育或課程有關的 “experience”、

“information”、“knowledge”、“culture”四個概念，聯繫在一起作了相當精簡的說

明： 

我們把知識（knowledge）視為控制經驗（experience）的手段，就成了所

謂的規訓（disciplin或譯紀律、學科）。但事實上，知識並不僅僅是控制、

指導和節制行為的工具，它還能豐富後續的經驗，這就是所謂的作為文化

（culture）手段的知識。......作為瞭解更多事實和理解更多原則的訊息

（information），......使經驗獲得了附加價值（p.78）。 

至此，Dewey（1899a）又進而論及課程施行與計畫的要項，請見下兩小節。 

三、課程施行不應只以知識為果，尚應及於品格與言行表現，乃至經

驗獲得與應用 

其實，Dewey（1899a）論及於此時，所提到的有二個重點。首先，知識作為

課程施行所應獲得的結果，應該超越單純的事實和規律的積累；其次，此種超越，

呈顯於學童的品格與言行表現。然而，若要落實此二重點，關鍵乃在於，這些訊

息在多大程度上是「從兒童自身經驗的某種需要中發展出來的，又，是如何而可

應用於這種經驗之上」（p.80）。 

進而言之，若要確實突破此一關鍵，並因而確保教導或教學的效果，亦即課

程施行能夠落實到學童的性格和行動之上的，就必須在進行教導或教學時能確實

關注到其間所涉及的心理學條件。換言之，即是除了如上一小節所述，我們應當

徹底地認識知識源自於「問題解決、消解疑惑」的實際需要之外，還要能明晰地

掌握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直接作用於經驗之上。這一點，又把我們帶到下一小

節的討論。 

四、課程計畫不應限於學校，尚應及於校外學習，甚至整個生活成長

與發展 

此一問題涉及 Dewey（1899a）所說，學校的課程計畫不能孤立於教育與生

活的整體。Dewey 坦言：「學校與生活的隔離，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在這裡也反

映了，這是一種心理學方面的事實」（p.80），因為他觀察到，一般學校的作法就

是將學習過程隔離開來，只關注教導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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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作法卻造成學童為了學習而學習的後果。這麼一來，學童為了滿

足成人的要求，不得不將學校所安排的課程與教學，照單全收；為了討好成人，

學童也會盡全力地學習。然而，在 Dewey（1899a）看來，如此做法無法讓學童

感受到有切身的學習必要，因此即使奮力學習，成效也不能維繫長久。一旦學童

發現了「自己的直接活動、他想做的事情、他已有的衝動」（p.81）等等，就會將

原本按照成人的要求及討好成人而勉強進行的學習，抛棄殆盡。 

另外，如此只從成人的觀點，把課程計畫限制在學校之內作法，還有一項重

大的疏漏，亦即忽略了學童入學之前及學成之後的校外學習。當然，整個生活成

長與發展，更是完全未列入考慮。於是，課程計畫的施行後果，必然會有所偏差，

小則施行後果的效應遭致折扣，大則相互扞格，甚至形成背道而馳的後果，徒然

浪費學校學習的時間與心力。為今之道，唯有修正觀念，試著將這些原本未考慮

到的事項，一一融入學童算術、語法、閱讀、寫作、地理等的課程計畫之中。 

參、課程組織 

本節以《講一》第 20 至 24 講，以及《講二》第 10 講為主要依據，撰成二

小節。 

一、課程應超越觀念聯合為本的統覺與相關的組織而關注學童的內

在興趣 

(一) Dewey 對觀念聯合為本的統覺（apperception）論之評析 

Dewey（1899a）指出，Herbart 學說建基於一項「多少有點特別的」心理學

理論之上（p.227）。該理論認為，心靈是在針對外在刺激而形成的一些有著獨立

存在的「心理實體」（mental entity）（p.227）性質的觀念所組成，並且據以否認

人們有任何官能，同時「把一切都歸結為這些觀念及其等相互之間的各種作用和

反應」（p.228）。 

誠如 Dewey（1899b）所示，「統覺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因為 Herbart 論者

以一項眾所周知的現象，亦即過去的舊想法會影響現在的新想法，而將新觀念與

舊觀念的聯繫，或者「經驗的同化」（the assimilation of experience）（p.85）稱之

為統覺。 

Dewey（1899a）指出，Herbart 論者以一項符合常識的說法，解說統覺形成

的機制。蓋一般人都明白，舊觀念固然會助成新觀念的產生，也可能會阻礙之，

而其間的關鍵就在於「物以類聚」這項一般人都明白的道理：「類似、一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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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增強」（p.226）說明：「一項觀念進入意識後，會拉著盟友一同進入，而把那些

異類擠掉」（pp.226-227）。所以，設法組合一致的觀念，進而加強其間的聯結，

就成了其間的要務。 

Dewey（1899a）直指，這種選取「盟友」而排除「異類」的 Herbart 論者心

理學必然會帶來一項不很適當的後果，亦即會讓教師在安排課程時，幾乎都須將

學童認定為具有「如同膠泥或黏土般的可塑造性」（p.227），進而想方設法為學童

「提供正確（right）的教材，期能調集合宜的（proper）觀念，並將其等捆綁在

一起」（p.227）。如此，教師便可以事先確保學童在知識、品格和行為等方面都有

正確的發展。 

(二) Dewey 對相關的課程組織論之評析 

Dewey（1899a）接續指出，既然 Herbart 論者將觀念視為獨立存在的實體，

又假定這些觀念可以透過教師有意安排的教材，促使它們以類相聚，因而可以在

某些自然產生的節點上形成特定的聯合。然而，這些聯合有可能因為新舊觀念的

牴觸而興生衝突或矛盾，若不加控管，它們所構成的組合就會呈現雜亂無章的窘

狀，並因而無法依照原定的計畫，讓接受教導的學童有正確知識、品格和行為等

方面的發展。於是，教師，而非學童，就成了安排教材，排除各種不正確或不合

宜的觀念進入學童的意識，各項預先管控的核心人物。毋怪乎 Dewey（1896b）

早先所發表的〈與意志訓練有關的興趣〉9這篇重要的論文要作出「Herbart 論似

乎在本質上是一套教師心理學，而非兒童心理學」（p.141）的批評。 

Dewey（1899a）進而說道，Herbart 論者這種看法與當時較新的心理學理論，

有著兩方面的不同，然而，就是這些不同讓他們在進行課程組織時，會忽略對於

學童內在學習興趣的應有關注。第一，Herbart 論者在面對學童的成長與發展時，

太過強調學童理智的層面，而低估了「本能、習慣及動作」（p.228）等層面的重

要性。第二，因為獨重理智層面，而未注意這些本能、習慣及動作本身所具有的

連續性原已為經驗和意識提供了自然與內存的整合之事實，所以，Herbart 論者

總是漠視心靈中的「自然相關之要因、自然的綜合作用」（p.228），以致需要藉由

教師教導及教材安排所帶來之各式各樣的「事實、觀念、教課、科目......等等外

在的相關」（p.229）。有鑒於此，Dewey 主張課程組織應該順應當時較新的心理

學理論關注學童內在學習興趣之說。 

                                                

9 Kliebard（2004, p. 47）稱該文是 Dewey 在教育哲學方面第一篇主要的著作，因「它為 Dewey

在思考許多方面的衝突時所採取的方向，提供了一項意義重大的表示」；又，「其實他在許多方

面都是這麼做，而且，這也是他處理教育甚至哲學論題所採取的典型作法。」Martin（2002, p. 

188）則更直指，該文「對美國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評論或可更進一步說明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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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裡，Dewey（1899a）指出，其關注學童內在學習興趣的說法，「與 Herbart

論者觀點之間的反差」（contrast with the Herbartian view）（p.23）10乃在於 Dewey

著眼於「學童所感受的需要」（felt need on the part of the child）（p.235），而 Herbart

論者則聚焦於「教材」（subject matter）（p.235）。Dewey 更進一步指出，即使在

論及教材的「學科（disciplinary）價值」時，也絕非「過分強調個人」（p.23），而

是端視教材在多大程度上能彰顯「經驗所具有的社會意義」（p.23）。 

(三) Dewey 主張課程組織應關注學童的內在學習興趣 

Dewey（1899a）在此，並未十分嚴格區分衝動（impulses）、本能（instincts）

和興趣（interests）三者，而視其等為通同的概念，以其等皆在表述人們行事的最

基本動機。Dewey 指出了四類可作為「教材聚合的中心或集中之焦點」

（aggregating centers, or concentrating foci for the material of instruction）（p.229）

的興趣：溝通、建造、表達和探究。 

Dewey（1899a）指出，一般論及教學（pedagogy）的專書，「多從理智甚至

邏輯的層面，視語言為傳遞或承載思過程的工具，但是，如此做法有所偏頗」

（p.230）。Dewey 於指陳此項偏失之後，提出自己的主張：我們亦應該將兒童語

言溝通能力，視為與生俱來的本能，進而關注其所具有的社會媒介功能；表達與

溝通同源，但相對於溝通著眼於媒介的本身，而表達則更重視其藉由各項內容所

傳達的情感、思緒與意義；建造與表達亦相近，但相對於表達聚焦於意思的表示，

建造的興趣則較多顯現於實作、製成，乃至將材料作時空的改變，因而其外顯行

動更多於內在意念的成分。 

Dewey（1899a）更進一步指出，探究是溝通、建造和表達這三類興趣各個層

面的自然產物，溝通層面尤為如此；其實，兒童打從一開始就好奇滿滿、喜愛東

問西問，但他們並非為了發現什麼才提問問題，他們的問問題常是他們保持交流

興趣的一種方式。Dewey 更關心的是，如何將其它三類興趣轉化為探究的興趣。

這時，Dewey 明示，我們應自較寬廣的角度，只要「兒童感受到有必要依循任何

一種特別的方法或規則進行溝通、建造，或表達」（p.232），他們就是在進行某種

形式的探究。在多方舉例說明之後，Dewey 意有所指地向選修這門冬季班課程的

教師學員們作了如下建議： 

應當善用他們具有會話性質之自發型的探究（spontaneous inquiries of a 

conversational nature），並且為這些探究提供較為客觀、合乎科學的形式，

或者將他們談論（日常生活中）事物（things）的興趣，轉化而成這樣的興

                                                

10 此一引文係出自〈講一〉編者所整理的「摘要式的目次」（說明請見本文第二節的導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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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在他們所談論的那些（科學研究中）事項（matters）中，設法發現某

些重要的事理（something）（p.233）。 

要之，Dewey（1899a）以為，在早期階段，應先著眼於兒童的三種內在興趣：

交流，用雙手製作東西，用音樂或色彩、繪畫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但隨著探

究，即發現事物的真諦和做事方法的興趣之出現，即兒童逐漸進入小學後期所特

有的思考態度。小學後期兒童會運用思考能力，找出做事、安排材料、回答問題，

乃至找出問題答案等的方法。 

換言之，這時的兒童已經將興趣轉移到了交流、建造和表達等技術，並逐漸

轉移到了探究技術的本身。必須注意的是，這些技術所運用的數字、圖形、符號

等，也正是學校課程重心的閱讀、寫作與計算等主要的成分。於是，如何將學童

的內在學習興趣轉移到這些技術的本身，熟稔閱讀、寫作與計算等的形式，甚至

語法與數的原理等更為抽象的學習，即成了教師所負課程與教學責任的重點。 

二、課程應超越文化時期與其他相關為本的組織而著眼整合為本的

學習內容 

(一) Dewey 對文化時期學說為本的課程組織論之評析 

筆者們搜尋查詢《杜威全集》電子資料庫，確認 Dewey 一生當中，特別是

在早、中期，約二十餘次提到文化時期（culture-epoch）學說這個術語，其中當

以 Dewey（1896c）年〈文化時期學說闡釋〉專文及 Dewey（1911b）為《教育百

科全書》所寫〈文化時期學說〉詞條兩者的內容較為充實。然而，相對於此兩者，

《講一》中專論〈文化時期學說〉的 20 講，則有針對該學說值得商榷之處，作

了解析詳細的特點，值得特別介紹。 

Dewey（1899a）指出，文化時期學說是由德國 Herbart 論者所首倡，Herbart

學會年刊首次兩卷可見到完整而明晰的陳述。該一學說的基本立場為： 

兒童在自己的發展中重演了種族發展所經歷的主要階段，由此得出的教學推

論是，種族發展各個階段的產物是兒童在其相應發展階段最合適的材料。（p.200） 

此說衍生了「兒童個人發展平行於種族歷史發展」（pp.200-201）這項本諸生

物學及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原則以及四項教學方面的施行細則： 

1. 我們應進行兒童研究，以便確認他們的各個發展階段。 

2. 我們應研究人類演化的歷史，以便確認世界文化的各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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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應據以找出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偉大的經典。 

4. 將經典作為教育兒童的核心，並且圍繞與交織而成附屬於讀、寫、算乃至科

學等教導科目之下的教材（p.201）。 

接著，Dewey（1899a）以相當大的篇幅，先指出該學說有關「個體發展復演

種系發展」（ontogenetic development recapitulates phylogenetic development）的理

論，強調「心理學或個人成長階段與歷史的社會發展階段相互連結的基本工作假

設（fundamental working hypothesis）」這一點，確實「符合了將心理與社會層面

的經驗一併融入教育理論之中的基本考量」（p.201）。但是，Dewey 也點出了八

項共 11 點（其中有一項包含了 4 點）值得商榷之處（pp.201-211）。 

1 教育或課程宜力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裡」（p.202）習得所應學。然而，若要

毫不折扣地確實按照文化時期學說，循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拾級前進，將會

陷入既不經濟又無效的窘境。 

2 文化時期學說在德國小學施行時，特別偏重初民的歷史傳說，美國 Herbart 論

者則多以 Longfellow11所寫《Hiawatha 之歌》類似的故事為教材，以長達「兒

童生長最具有可塑性的二、三年時間」（p.203）學習蠻荒時期的美國歷史文

化。如此之法可有必要？ 

3 至此，我等應當思考：選取教材的標準究竟為何？本此，學童與原始人生活

的平行論，「究竟只應具有短暫的重要性，抑或應讓學童學習這個部分的教材

長達二、三年的時間」（pp.203-204）。 

4 文化時期學說極可能忽視了，個體或種族發都是後來階段的發展在先前階段

發展的基礎之上，進行「有機的重組」（organic reconstruction）（p.204）而成。

本此，教材選擇似應以目前的生活為重！然否？ 

5 於是，教材選擇的關鍵之一，似應在於讓學童明白「成長與進步」（p.205）這

項要素，在人類種族文化發展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如此看來，有無必要將

學童的大好時光陷落在「充滿浪漫與高度想像之蠻荒而原始的生活」（p.205）

窠臼中？ 

6 種族文化的發展確實是一個過去到現在系列演進的過程，但個人的發展則是

在目前階段呈現多個層面的發展，講究的是各個層面的「平衡關聯」（p.206）。

所以，大家要考慮到，過去歷史文化的學習只是眾多層面之一，而非全部！ 

7 這一點涉及了一項課程組織的問題：學童宜否如Rein於1895年刊載於Herbart

                                                

11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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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年刊第一卷12的討論發言（p.206）所示，各類教材，特別是歷史和文學的

教材，由神話與英雄的心思（mind）、中世紀、國家建構發展、科學和哲學心

思等時期拾級而上？言及於此，Dewey（pp.206-210）針對 Rein 所干犯的四

項謬誤，作出了四點糾正：(1)一般學童喜歡生活中的事事物多過於想像的事

物；(2)初民創造神話的緣因是，科學和哲學的心思多於想像的心思；(3)自過

去的歷史背景看，想像的神話所承載的是，初民發揮創意而解決問當時周圍

環境所產生問題的經過，而不是初民刻意以神話本身為目的而產生的成果；

(4)各種不一致的分期方式顯得零亂紛雜，其至淪落到「編製課程時，要認真

為神話時期選材，一旦過了這個時期，就變成什麼教材都可以」（p.210）的境

地。 

8 緊接地來到最後一項，Dewey（1899a）指出文化時期學說似乎「反其道而行」

（p.210）：先確認文化發展階段，然後，找出各個文化階段的教材，讓不同發

展階段的兒童學習。正確的作法應是：先仔細觀察兒童發展，再四處尋找文

學、歷史與科學等，選取最適宜各發展階段兒童的材料，讓兒童學習作符合

發展情況的適宜學習。 

不過，在指出如許之多的值得商榷之處後，Dewey 確認了，就課程組織這個

問題而言，平衡文化發展與兒童發展這兩項重要因素，實為「文化時期學說經過

一番迂回曲折才突顯的事理」。顯見，Dewey 對於該學說的貢獻還是相當肯定的。 

(二) Dewey 對科目其他相關為本的課程組織理論之評析 

現以《講一》中專論〈其他相關為本〉課程組織理論的 21 講為據，撰成本

小節。該講提到前曾述及 Rein 主張的文學（也是一些 Herbart 論者一併提及的）

歷史、同為 Herbart 論者的 Jackman13與 Parker14提及的科學，以及（Parker 特別

強調的）兒童等四種其他相關為本的課程組織理論。 

1. 文學 

Dewey（1899a）明示，從哲學方面反對文學作為課程中心或相關的基礎，是

因為：「它表徵的是間接而非直接的經驗樣式」（p.212）。此一說法所蘊涵的意思

                                                

12 (1)Wilhelm Rein（1847-1929）. (2)這段發言出於 Herbart 學會年刊第一卷的頁 99，筆者們進入

原卷 https://archive.org/details/nationalherbarts0000nati/page/n223/mode/2up 複查屬實。 
13 《講一》頁 139 的注腳指出：當時 Wilbur S. Jackman（1855-1907）是芝加哥大學教學專業的

講師，也與 Dewey 同列 Herbart 學會董事會的執行審議會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Board）成

員。 
14 《講一》頁 216 的注腳指出：Colonel Francis Wayland Parker（1837-1902）在 1883-1899 年間

擔任芝加哥的 Cook 縣師範學校（Cook County Normal School）校長。他帶領一項將 Froebel 原

理引入小學教育的運動。他的主要著作是《如何教地理》（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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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若人們與日常經驗的要素有充分的接觸，文學就會發揮其賦予這些經驗以高

潮與總結，讓人們的說話或文字表述的內容更加生動傳神。然而，以文學作為課

程教材發揮畫龍點睛的作用，或可接受，但若單以其為課程中心或相關的基礎，

藉以串結其它各個科目，則甚為不妥。 

Dewey（1899a）直指：「若我們仔細檢視 Herbart 學說的框架，就會發現其

相關的作法必然有著人為的成分在內」（p.213）。Dewey 說，將算術學習和文學

作品勉強相關在一起，最具這種人為的外來成分，因而根本就不具有「心理的關

聯」（p.213）。例如，教師要求學童以舊約聖經裡以色列十二支派（twelve tribes）
15的土地分配，進行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或者，教師在教古詩時，偶然

發現有關松樹枝的描述，就要求學童把松針當作科學科學習的教材，這些都不具

有太多的意義。 

Dewey（1899a）總結道：文學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與周圍環境中的人、事、

物互動而得的各種經驗，特別是一些奮鬥求生存的經驗，作成文字紀錄，流傳下

去。從課程的觀點看，關鍵並不在這些文學的形式，而是其等所代表的內容；這

內容原本都是人們的直接經驗，進入文學作品即變成了間接經驗。所以，藉由文

學的間接經驗喚起直接經驗，將直接經驗轉化為文學的間接經驗，都是課程與教

學的應作應為。但是，在應該以直接經驗進行教學時，卻執著於間接經驗，則是

反其道而行的不當之舉了。當然，可以間接經驗進行教學，卻執著於直接經驗，

亦屬不當。 

2. 歷史 

同樣的道理亦可應用於歷史課程。Dewey（1899a）主張，我們讓學童學習歷

史，其重點並非歷史的本身，而是歷史所代表的過去人類社會所積累的生活經驗。

這些歷史在過去，都是以活生生的經驗為素材，書寫而成。就此而言，歷史確實

是一些故舊、死去、消逝的材料；但是，若一任人們如此看待歷史，那麼歷史的

學習又有何用？Dewey 認為，於今之計「唯有將歷史視為可以擴大、定義和豐富

我們對現在的認識」（p.215），才是確當之想。 

Dewey 進而澄清，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總是要做到「古為今用」（p.215）

（drawing moral lesson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而是意味著，既然過去發生

了這些事情，那麼，也就有可能發生於當下；這是因為學習了歷史讓我們的社會

想像力增加了，也讓我們看待社會事件的整個方式變得多樣化了。此中的關鍵在

於，「我們透過歷史而獲得了一種欣賞和理解現在的方法」（p.215）。而這正是歷

                                                

15 以色列十二支派是由以色列第三代始祖 Jacob 的 12 個兒子發展起來，早期的以色列王國即是

由十二支派聯合組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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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課程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然而，歷史課程重要是一回事，但硬是要讓所有其它的課程都以歷史課程為

核心，進而成為課程相關的基礎，則和文學為本的課程相關之議一樣，都不妥當。

因為，和文學一樣，歷史的重心並不在它自身，而是在人們的社會生活。Dewey

重申：「人們的社會生活經驗才是課程的重心！」（p.216）。 

3. 科學 

科學作為課程的重心，或是課程相關的基礎，也一樣不當，因為「人們的生

活，人們的經驗才是課程的重心！」（p.216）。 

筆者們必須指出，同樣著眼於生活與經驗，文學、歷史與科學三者，Dewey

所關注的層面亦不完全相同。文學關注的是作為一種存在的人類（human beings）

與環境中人、事、物的互動經驗所留下的奮鬥紀錄；歷史一樣是人類留下的紀錄，

但關注的是人類過去的社會經驗；而科學較關注的則是與自然互動所構成的生活

與經驗。本此，藉由科學進一步理解人類在自然方面的生活樣貌，進而擴增人類

對自身的理解與認識，乃成為課程的另一重心。 

4. 兒童 

Dewey（1899a）指出，Parker 在其 1894 年出版的《教學講座》（Talks on 

pedagogics）書中所討論的課程相關或集中的做法，在上述各課程之外，特別著

眼於「經驗的自然統一性（natural unity）以及學校正規教育必須回歸並發展人類

經驗的自然統一性」（p.217），專論研究「兒童的自發性本能、傾向和興趣，以確

定教育過程」（p.217）的重要性。本此，在 Parker 看來，「課程集中之所本在兒

童，亦即兒童乃是集中過程的核心。」（p.217） 

然而，Dewey（1899a, p.218）指出，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要問一些實際的以

及理論性的問題： 

我們關注兒童的統一性，所為何在？如何把握自然界和社會界的統一律

則？如何組織和安排不同科目中的現存事實，以便使人們意識到此一律則

的統一性？......我們對這些問題確實有一項聲明陳述：我們一方面要關注

兒童的統一性，另一方面也要關注世界的統一性。 

在 Dewey 看來，在其生長與發展的過程中，兒童與其所在的世界，應該都

具有統一性。統整的兒童與統整的世界交互作用而成功為統整的經驗，這是一切

課程組織都要關注的要項，分科別目只是為方便，而非其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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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ewey 主張課程組織應以積極的選擇與相關原則為基本考量 

現以《講一》中專論〈積極的選擇與相關原則為基本考量〉之課程組織理論

的 22 講為據，撰成本小節。該講提到，兼重兒童與其所在世界的課程組織理論，

應掌握三項原則。 

1. 正規與非正規課程應維繫連續性 

Dewey（1899a）明示，一旦正規與非正規課程的連續性得以維繫，相關的問

題即不復存在；這通常發生於初小階段。這時兒童生活在自己周遭的環境中，不

須藉由任何外在相關框架，各種經驗就會自然地整合。除非他所接受的各項刺激

太過多樣化，周遭環境的新鮮事物太過多量化，否則其經驗會無意識地整合在一

起，因為各項經驗皆在一個世界，亦即在兒童所處的環境中相互關聯。當然，若

我們在這個階段中，刻意地把學校科目作不合宜的分立，那麼，就必須費心再把

它們加以相關或整合。這麼一來，豈不是多此一舉？ 

2. 早期課程應著重社會層面的要素 

依 Dewey（1899a）之說，從主觀角度看，兒童的習慣、其當前的興趣即已

足夠整合其經驗；然而，自客觀角度看，則須以兒童經驗當中社會層面的要素作

為整合其經驗的要項。這兩者合在一起考量，就構成了決定這段早期課程的基礎。

Dewey 指出，早期課程的基礎不在於應選定什麼樣的學科內容或教材，而在於選

取真正符合兒童身心發展與生活環境，特別是能突顯其社會層面要素的學習領

域。質言之，早期課程的重點在於學習領域的整體掌握，而不在學校科目的個別

確認。 

(1) 適合的學習領域 

a. 居家生活（Household life） 

Dewey（1899a）指出了二或三個可供選擇的大領域。其中一個是較早時

期，亦即落在幼兒園階段：在家庭生活的工作活動、日常瑣事和興趣、材料

和家具擺設等。盡管幼兒總是密切地接觸這些事物，但是，他們並不會將這

些事物及其間所構成的關聯，帶到意識的範圍來。他們不會界定它們，也不

會將它們系統化而作成有組織有順序的安排。 

然而，Dewey 提示，就是由做這些事情，讓兒童有了充分遊戲、手工、

製物的機會。他們也因為在這些工作活動當中，有機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再現諸多事物，再現家庭生活與日常瑣事，因而不但獲得當時適合他們的知

識，瞭解所使用材料的結構和用途以及適當的使用方法，更進而為日後各個

科目的學習奠定了基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71-199 

 

專論文章 

 

第 188 頁 

b. 家庭以外的工作活動（Occupations outside the household） 

在 Dewey（1899a）看來，諸如農耕、經營店鋪、鑿石、採礦、鐵路、

輪船等等家庭以外的工作活動，都落在具有豐富社會意味的典型學習領域

內，若學習的重點放在人們從事這些活動的過程、原因以及其中所涉及的作

事方式等層面進行課程組織，那麼，就自然會適合年齡稍長的兒童學習。 

這些工作活動不僅本身即是社會性質的，更帶來眾多的地理、歷史、科

學、語言、自由表達、手工等各個領域的學習要素，也讓兒童充分感受到在

我們所居住的全球環境內發現之更細的社會分類、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種、

不同的生活方式等等，不一而足。 

c. 初民發展史 

依 Dewey（1899a）之見，讓兒童接觸簡單形式的初民發展史，重點在

於描述由漁獵、畜牧而進入農耕等各個不同時代的初民，如何在各自不同的

環境下，為了改善生活，求取發展與進步而做出的各項努力以及所形成的各

種工作活動。 

Dewey（1899a）指出，此間課程組織的重點「乃在因應實際狀況進行調

整，而不在遵行原則卻不予變通」（p.222）。質言之，在決定以初民發展史為

考量的早期課程主體時，擬以其中的哪一階段的歷史為重，並無定式；而且，

若決定採用其中的任何一個階段，仍有很大的空間來強調另外的階段，亦無

定則。 

不過，Dewey（1899a）提示，有一項始終不變的原則是，在課程施行時：

「務須強調社會層面的要素」（p.222），亦即在介紹與地理、科學乃至數學等

有關的事項時，請大家注意到這些事項與社會生活的維持和進步之間的實際

關係，而不要只關注於這些事項本身的內容，造成課程從屬於這些事項的不

當後果。 

(2) 以詩意的方式對待科學的危險 

Dewey（1899a）指出，當時有一些人士，特別是 Clark 大學的教育工作者（應

是指 Hall16領導的團隊）主張，在將科學引進早期課程時，應以詩意和神話的方

式為之。Dewey 能理解這種提法，乃是對於過去所採取的「將科學視為正式科目，

純粹授以一些與兒童無切身關聯的簡單事實知識」（p.223）之不當作法的修正，

改以與詩意和神話有關的內容，以便迎合兒童的喜。 

然而，Dewey（1899a）以為，此一以兒童為著眼的想法固然可取，但是，漠

                                                

16  (1)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6-1424）。(2)Hall 為 Dewey 於讀博時的實驗心理學專業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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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兒童應該學習具有社會層面有關事項的原則，特別是應該以兒童可以理解與接

受的方式，將日常生活當中真實存在的科學事理與知識，介紹給他們。本此，在

這段關鍵的學習初期，以不符合科學事實的「羅曼蒂克與詩情畫意的」（romantic 

and poetic）（p.223）方式行之，似有不妥。 

論及於此，Dewey（1899a）提到，文化時期學說所著眼的，我們應以各個時

代的初民，於過去面對嚴苛的生活環境時所採取的求真務實、克服困難的態度，

處理我們對於兒童學習科學的問題。Dewey 以其先前評論文化時期學說時所持

有的一貫立場，重申：「且不計初民存有如何詩意與想像的心靈，但其真實以對

生存問題的務實作法，則始終如一」（pp.223-224）。 

於是，Dewey（1899a）綜合以上所作有關歷史、文學、科學的討論後指出：

「課程組織之本為社會生活，歷史、文學、科學等的統一體皆源自於此」（p.224），

而最早期的課程組織中，相關的問題實隱藏於背景之後，甚至可以說，相關問題

的關鍵並不在於「將分化了的科目聯繫在一起」（p.224），因為隨著兒童日漸成長

與發展，對於內容的學習應該是由原本聯繫在一起的事項，逐漸分化而成各自分

立的內容。 

(3) 人文與科學不可分立 

最後，Dewey（1899a）說，他要利用此一機會談論自然與文化，或科學與人

文學科關係的問題。他指出，此二者代表著人們社會生活方面的一種基本分工。

他重申，社會生活並非存在於真空，而是存在於人們所由生的地球上。也正是因

為這項事實，任何將人與事物、自然與文化、科學與人文之間強加分立的情況皆

屬人為，若又進而強以其為教育的「工作原則」（a working principle）（p.224），

則必然有害於教育實務工作的正常運作。 

在 Dewey（1899a）看來，即使是到了學童發展的後來階段，甚至已經經過

若干不同時期而成了稍具某個學習領域專長的學生，也不能只專注於某個層面而

不關注整個學問所具有的整體性質。Dewey 進而指出，有的學生專門學習以人類

進步與發展的手段為主旨的工具學科，有的則專攻探討以人類進步與發展目的主

旨的文化或人文學科。但是，Dewey（1899a）提醒大家：「手段與目的分立乃是

無意義的」（p.225），並以 Kant 的箴言「無概念的知覺是為盲，無知覺的概念是

為空」為本而指出： 

凡自然之知，不知其將人生引向何處者，是為盲，是為死；相對而言，其

將喪失其價值；然人文、文化之知，不知其根基，亦即其知識基礎乃在自

然者，是失之浮淺，而可謂為空。（p.225） 

由此可見，Dewey 期待人文與科學宜統合而不可分立之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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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方法 

經考慮再三，本文決定採用《講一》17中專論教法的 30 至 33 講（1899a, pp.300-

333）及專論教課方法的《講二》18二者為據，說明 Dewey 對於教法的基本主張

以及 Dewey 對於 Herbart 論者形式方法的評析。 

一、Dewey 有關教法的主張 

(一) 兩項基本主張 

1. 教法具有與教材不可分立的性質19 

Dewey 於《講一》專設一小節討論「教材與教法之間應無割裂」（1899a, pp.300-

301）20，復於《講二》（1899b）專論「新教育，尤其是小學階段，更重視兒童的

興趣，對於教材本身並未給予太多關注」的第 8 講中直指：「任何將教法與教材

分開的教育方式都注定失敗，認為沒有內容還可以有方法是教學上的大錯」

（p.80）。 

2. 教法的運用應以兒童的成長為本21 

Dewey（1899a）在《講一》之中，以兒童成長分三階段：第一，三至七歳的

兒童凡事都以直接經驗行之，於「依本能而自發、不假思索且不顧前後」（p.150）

的情況下，形成各種言行習慣。 

第二，年齡稍長，兒童逐漸意識到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聯，而能以間接經驗

形成規則、技能與道德等意識，也開始有反身自省與思前想後，乃至將具像的事

物轉化而成心像（imagery）的能力，更能理解遵守學校紀律是在功課方面獲致認

                                                

17 《講一》專論「教法（或方法）的組織」雖只有不到 4 講（長約 35 頁），但內容甚為豐富，

分為初步考慮（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直接學習階段（The direct stage of learning）、間接

學習階段：心像作為間接學習的載體（The indirect stage of learning: The image as a vehicle of 

indirect learning）、概括的三種方式（Three modes of generalization）及 Herbartian 論者提出的正

式步驟（The Herbartian formal steps）等五個部分。 
18 專論教課方法的《講二》共為 14 講，除 5 講以及 13 講，列有名稱外，其他的皆未見有名稱，

但皆在專論教課方法，並就 Herbart 學說中有關教法的理論，進行報導與評析。 
19 Dewey教法與教材不可分立之說，乃延續先前於1897年〈學校課程的心理學層面〉（請見Dewey, 

1897, pp. 164-165）的討論。 
20 原文為 No split between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21 (1)教法的運用應始終以兒童的成長為本之說，乃延續先前於 1896 年〈與意志訓練有關的興

趣〉（1896b）（請見 1896b, pp. 142-144）的討論。(2)該文原本以 Herbart 學會第一卷年刊附冊的

論文問世，目前收入《杜威全集》的是 1899 年再版 。該文再版時，Dewey 不僅將原來的論文

經過相當幅度的改寫，並另行依據該文初版時其內容受到廣泛討論而作出的回應以及 Dewey

自己在這三年中思想的變化，刪除會議發言紀錄中一些沒有必要的爭辯，並增加一些更具教育

意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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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而獨立自學的必要途徑。 

第三，青少年逐漸融入周遭人事物所形成的社會整體，並且能夠逐漸運用抽

象的心智，採取綜合與統整的角度，組織自己的各項事務，建立與人為善的關係，

進而能將散亂分立的事理概括而成自己的想法，同時，對於學術甚至宗教的事務

也有了興趣。 

本此，Dewey（1899b）並在《講二》之中進一步指出了學校教學活動，亦應

依此直接、間接與心智運用等三階段進行安排教法，將簡述如下。 

(二) 教法的重點由習慣建立而心像發展而心智的運用 

1. 習慣的建立 

Dewey（1896a）以兒童「看到－燭光－碰觸－意指－會痛」22（p.98）這個

感覺－動作為本質的有機協調整體23，說明習慣是兒童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建立

的。Dewey（1899a, pp.304-321）則指出，兒童各項言行舉止皆以直接經驗為本質

的習慣為根本逐一建立而成24。質言之，習慣建立之要在直接經驗的提供。 

2. 心像的發展 

相對於習慣是直接經驗的載體，Dewey（1899a）認為，「心像承載了間接經

驗」（p.322）。相對於習慣建立之要，心像發展之要在間接經驗的充實，以便「培

養兒童想像力」（p.328）。 

依 Dewey（1899a, pp.322-329）之說，間接經驗可以是視覺、觸覺和聽覺等

心理表徵，教學時應依兒童的個別狀況，就形形色色、千差萬別、五花八門的心

像，靈活運用之。 

3. 心智的運用 

依 Dewey（1899a, p.320）之說，心智運用主要表現於人們在「消解疑惑」的

狀況下，所必須具備的探究與問題解決能力。其運用之要在於，若欲達到某種有

意識的目的，以消解某個問題或排除心中的疑惑與困難，即必須回顧過去的經驗，

以便找出與問題有關的事項，並對所探究的問題進行解決之方的整理和調整，進

而順利解決問題。於是，確認問題探究與解決成為教學的重中之重。 

Dewey（1899a, pp.320-321）進而指出，類此探究過程中，顯然有兩個方面。

                                                

22 原文為 seeing-of-a-light-that-means-pain-with-contact-occurs。 
23 原文為 sensori-motor organic coordinated whole。 
24 Dewey（1899a, pp. 304-321）詳細討論了：作為習慣的智慧理論的習慣心理學是任何階段考慮

教法的基礎；習慣之所以重複，並非必然，而只是偶然，因而習慣並非機械式的；理性的作用

讓人們從習慣中學到手段與目的之關聯；習慣是概括能力的基礎等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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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分析，意在挑選可用的材料，讓學童在心中針對經驗、事物和所修習的課

程中四處尋找，探問這些對解決問題有什麼幫助，因而這也是一種觀察的、辨別

的、心理警覺的態度，是為心中的問題尋找答案的態度。另一方面則是綜合，旨

在將所選擇的材料加以組合和調整，讓學童從中找出解決方案。 

探究與問題解決即是分析與綜合兩個方面在心靈中不斷地交替進行，先是四

處尋找並掌握住某些東西，然後試圖把它組合起來，以便達到目的。 

二、Dewey 對 Herbart 論者形式方法學說的評析 

(一) 獨重教法且拘泥形式 

1. 獨重教法，不顧教法與教材不可分立的性質 

Dewey（1899a, p.302）曾簡述 Herbart 論者形式方法學說的五個步驟：(1)準

備，或喚起學生那些有助於他接受和理解新的事實或真理的觀念和興趣，換句話

說，就是新的課程（lesson）；(2)呈現，亦即以實物、圖片或談話的形式，把要

學習的事實或真理的某些東西擺在學生面前；(3)比較，亦即看到這些新材料與以

前學習過的其他同類材料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4)概括，亦即將通過比較而得

出的共同要素，加以察知和表述；以及(5)應用，或使用已經概括而得的一般原則、

一般真理來幫助掌握、處理或解釋以前沒有學習過的一些新事實25。 

接著，Dewey（1899a）指出，因為 Herbart 論者主張，這套步驟可以一體適

用於各種不同的教材，因此有著獨重教法而不顧教法與教材不可分立的性質之

虞。殊不知教材若欲成為真正的教材，就必須是以經驗為本，就此而言，教材的

本質是經驗，其涉及經驗的過程，又涉及對它所採取的心理態度、對它的興趣、

對它的反應、吸收它的過程等；因此，經驗的內容，與吸收的方式、過程和方法

乃是密不可分的。然而 Herbart 論者卻有「只是強調後一個方面，即經驗的方式，

以區別於經驗的內容，完全忘了兩者不可分立」（p.301）的偏差想法。 

2. 教法拘泥形式，缺乏靈活運用的彈性 

Dewey（1899a）明示，Herbart 論者以五個步驟作為教學必要順序之說：「在

我看來是一種迷信，使事情變得不必要的形式化」（p.333）。Dewey 認為，進行

課堂教學時，最重要的是教師要明確理解學生心中要對於所學習的教材或課題，

                                                

25 Dewey（1899b, p. 75）於《講二》第 5 講中提及 De Garmo 的《教法要義》（Essentials of method）

書中所提及的單個物件的呈現、比較、概括與應用等四個步驟，及 McMurry 架構（scheme）所

敘述的統覺、準備、呈現、比較、概括、應用。因受篇幅所限，此處暫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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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能要解決問題或疑惑，有一番初步的理解，進而以此為展開學習的出發點。

這時，有時教師可以通過準備活動讓學生確認這一出發點，並據以展開教材呈現

的活動；然而，有時教師不一定要這麼做，就可以確認這一出發點；這當中有著

靈活彈性運用的空間。但是，Herbart 論者卻要求在進行必要的準備工作之前，

無論如何都不能展開任何教材呈現的活動。 

(二) 漠視兒童成長為本的教法運用 

1. 低估無意識為本的習慣因素 

在 Dewey（1899a, p.318）看來，Herbart 論者形式方法學說的第一項缺陷乃

在於高估了有意識觀念的重要性，卻漠視了無意識主導的習慣。在 Dewey（1899a, 

p.318）看來，人們大部分的統覺都是通過習慣而非觀念來實現的，兒童也是如

此。若是如 Herbart 論者堅持的，一定要由新觀念和舊觀念合在一起，才算做好

準備工作，進而展開教學，這對幼童來說，是非常無聊的。如果他們已經有了某

種經驗，而這種經驗又深深地吸引了他們，那麼再讓他們重複一遍，並在意識中

陳述出來，對他們而言是沒有吸引力的。為今之道，當是直接利用兒童已有的經

驗，不必再繞圈子了！ 

2. 漠視兒童自發注意為本的主動探究與解決問題的意願與能力 

依 Dewey（1899a, pp.319-320）之見，在兒童進入幼兒園前後的過渡時期，

有一項無意識的因素，亦即「自發的注意」（voluntary attention）這項兒童在不

自覺的狀況下關注到周遭人、事、物的表現（或能力），是他們在稍後日漸成長

與發展的過程中，主動探究與解決問題的意願與能力之根本，因而值得教師或其

他成人特別用心培養的重要層面。 

然而，誠如 Dewey（1899a）所直指的，Herbart 論者一向對於兒童成長與發

展過程中的「無意識因素、本能和習慣的堅持不足，而對有意識觀念的智力方面

的堅持過多」（p.318），因而對於兒童自發注意為本的主動探究與解決問題的意

願與能力，也就相應地有所漠視，實為遺憾。本此，以下乃就 Dewey 對於教師

（或其他成人）的應對之道，稍作報導。 

首先，教師要能由兒童的言行，觀察其自發注意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如何由

這些現象辨識出其「注意力」的所在與方向，以作為引導他們向著將目的（問題

或活動預期的方向）與手段（探究或分析與綜合）關聯在一起，進而運用其心智

進行探究或解決問題而努力。 

Dewey（1899a）以正在專心玩球的兒童為例說明，嚴格而言，他們不能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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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注他們的球，因為他們並未把球當作自己身外的目的來關注，他們只是在玩

球；這時兒童與球二者已經融為一體。然而，一旦兒童意識到球掉進深坑裡，或

者離開了視線，如何取回「丟失」的球，就成了目的或者有待解決的問題。這時，

就是教師介入並給予教導的最佳時機。 

Dewey（1899a）指出，兒童一旦由不自覺的自發注意轉變而成「注意力」，

亦即必須根據目的來選擇和調整手段時，他們的精神態度就完全不同了。現在，

「兒童會有緊張感，來回移動的感覺；一種將心靈伸向某種目的的感覺」（p.319）；

這時，教師要能觀察到，「兒童在意識中應該有一個目的，應該有一個他們意識

到的問題」（p.319）。 

然而，Dewey（1899a）對於一般教師總是把問題留給課本，或者讓兒童自己

去解決的作法，頗不以為然。Dewey 主張教師要明白，「讓兒童自己意識到問題」

（p.319）才是關鍵。只有當兒童把問題看成是一個問題時，只有當他們看到他必

須努力實現的具體目標時，只有當他心中所產生的目的為他提供了行動的動機

時，問題才算真正提出來了，也才有真正的探究或問題解決為本的心智運用的表

現。 

(三) 形式方法五個步驟皆有缺陷 

1. 準備 

Dewey（1899a, p.332）認為，一旦兒童的習慣已經形成，那麼所需要的準備

工作就是讓習慣活躍起來，提供他們合適的刺激或挑戰，讓他們有效地運用這些

習慣。相對於 Herbart 論者所主張的，喚起學生那些有助於他們接受和理解新的

事實或真理的觀念和興趣乃至新的課程，Dewey 更重視，讓兒童作成有意識的

「反思性質的準備」（reflective preparation），乃至回顧與新課題或問題有關的

過去經驗，反而更有必要。 

2. 呈現 

相對於 Herbart 論者所主張的，客觀地呈現各種事實或知識等材料，Dewey

更重視如何看待這些材料，他對於一般把材料當作材料的本身呈現，卻不知材料

不應如此呆板看待，頗有意見。Dewey 認為，所呈現的應該是作為與問題有關的

材料，或者與兒童心靈中已有的相關問題有關的材料，亦即讓兒童自己認為對於

他們處理問題有關聯的材料，才是應該加以呈現的。否則只是在兒童面前堆砌一

些無所關聯的材料，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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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 

Herbart 論者堅持認為，每一項新材料、每一項呈現的觀點，都應該與以前學

過的有著相同性質的類似事實進行比較，這在 Dewey 看來，是一種迷信。當然，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與其他事物進行比較，讓兒童更好地掌握特定的知

識點。但是，千萬不可為了比較而比較，有時過多的比較反而容易造成混亂。須

知比較只是一種手段，把心思集中在特定的問題和事實上，然後通過比較的方式，

引入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的材料，應該較有幫助。 

4. 概括 

在 Dewey（1899a, p.332）看來，除了本能地或自發地建立的習慣之外，一些

便於行事而由別人或自己立下的規則，也可作為概括的依據，而不像 Herbart 論

者所堅持的，唯有將通過比較得出的共同要素，以「能自覺的作法將理由表述」

的方式，才能算做是概括；這麼做，就是將習矣而不察焉以及按照規則行事而進

行的概括都排除在外，太狹隘了！ 

5. 應用 

在 Dewey（1899a, p.333）確認了，應用這項作法始終都應予特別強調，但

是，不應該像 Herbart 論者堅持將它放在最後一個步驟，而應該「時時刻刻讓兒

童將學到的事實、知識和方法等訴諸應用，以便驗證所學的東西是否真正實用」。

Dewey 直指，學校的許多學習都止步於應用，實在太可惜了！ 

伍、研究反思與建議 

本文業已依據研究構想，以 Dewey 的兩項課堂講演紀錄中有關 Herbart 學說

的討論為依據，分自課程理念、組織、教法等三個方面，陳述 Dewey 的課程主

張。今先總結本文之所得，再行反思本文因受主客觀條件之限制而未及之處，並

據以擬定未來研究的建議。 

先總結本文之所得。本文於前言之中確認海峽兩岸為數不少並列探討 Dewey

與 Herbart 學說的論文，皆未見引用此二項課堂講演紀錄者；是為本文之所得一

也。本文於解析 Dewey 課程理念方面的主張時，以 Dewey 對 Herbart 學說的評

論為依據，主張討論課程問題應先辨正教育與教導的關係、論及課程問題尚應注

意知識在教育與教導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而且，課程施行不應只以知識為果，

尚應及於品格與言行表現，乃至經驗獲得與應用；是為本文之所得二也。依此類

推，本文於解析 Dewey 課程組織方面的主張時指出，Dewey 主張課程應超越觀

念聯合為本的統覺與相關的組織而關注學童的內在興趣，而課程組織之所本應超

越文化時期等理論而採取積極的選擇與相關原則；是為本文之所得三也。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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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陳述 Dewey 在教法方面的主張時指出，Dewey 持有教法具有與教材不可

分立的性質及教法的運用應以兒童的成長為本兩項基本主張，而且，教法的重點

乃是由習慣建立而心像發展而心智的運用；至於 Dewey 對 Herbart 論者形式方法

學說的評析，則在於其等獨重教法且拘泥形式、運用教法未充分依循兒童成長為

本的原則，以及形式方法五個步驟皆有缺陷等諸項；是為本文之所得四也。 

再舉隅說明本文未及之處。論及 Dewey 課程理念方面的主張時，未就其對

Herbart 論者自倫理學而言的道德觀念說，以及其自心理學而言的興說之報導與

評析，是為本文未及之處一也；論及課程組織時，未就 Dewey 在不同時機針對

Herbart 論者的文化時期等有關理論進行報導與評析，是為本文未及之處二也；

論及教法時，未就其對於 Herbart 論者自倫理學而言的道德觀念說，以及其自心

理學而言的興趣說，乃至其在不同時機對於 Herbart 論者的形式方步驟等進行報

導與評析，是為本文未及之處三也；至於 Dewey 因應 Herbart 論者的形式方步驟

之說，而在不同時機針對教課方法所做的討論，特別是其針對習慣、知覺及心智

運用等所作心理學的解析，以便藉由與教課有關之教學活動帶動兒童思考的說

法，皆未有所論列，是為本文未及之處四也。 

本此，筆者們期許未來可針對上述未及之處，撰成論文：有關 Dewey 因為

報導與評析 Herbart 論者有關道德觀念、興趣學說，因而揭示之課程理念方面的

主張；Dewey 在不同時機對於 Herbart 論者的文化時期等有關理論的評述，因而

揭示之課程組織方面的主張；Dewey 在不同時機對於 Herbart 論者的形式方步驟

之討論，其針對習慣、知覺及心智運用等所作心理學的解析，以及藉由與教課有

關之教學活動帶動兒童思考的說法等事項，因而揭示的教法方面的主張。 

致謝 

作者們敬謹感謝於撰寫過程中，多方提供諮詢意見的若干同仁，以及二位匿

名審查人所提供的修正意見；又，本文為第一作者所主持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補助之《杜威課程理論專書寫作》計畫（NSTC-112-2410-H-034-011-）

的部分研究成果，特誌之。 

參考文獻 

◼ 朱文富、郭慶霞（2011）。赫爾巴特學派運動對美國基礎教育的影響。河北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1-6。 

◼ 李文英（2001）。赫爾巴特教育理論在日本的影響。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

育科學版），2001(7)，28-3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71-199 

 

專論文章 

 

第 197 頁 

◼ 孟憲承、俞慶棠譯（2010）。思維與教學。（Dewey, J.原著，出版於1933）。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姜文鄲、梁平（2009）。赫爾巴特教育理論的現代命運－傳統教育理論與現

代教育理論的融合。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09(6)，1-3。 

◼ 唐之斌（2011）。赫爾巴特與杜威教育思想的比較。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27(12)，82-84。 

◼ 徐小洲、張敏（1997）。杜威對赫爾巴特教育思想的批判與繼承。華東師範

大學學報報（教育科學版），1997(1)，61-67。 

◼ 張亞紅（2008）。探析杜威、赫爾巴特教育思想的一致性。成功（教育），

2008(5)，177-188。 

◼ 郭慶霞（2011）。美國赫爾巴特學派運動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河北大

學 

◼ 單文經（2023）（譯注）。美國中小學課堂教學的變與不變，1890-1990。臺北：

心理。 

◼ 榮豔紅（2007）。從興趣與經驗的角度看赫爾巴特與杜威教育理論的一致性。

滁州學院學報，2007(7)，17-19。 

◼ 劉伯明譯（1973）。思維術（Dewey, J.原著，出版於1910）。臺北：華岡出版

社。 

◼ 劉靜（2019）。杜威與赫爾巴特興趣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國內高等教育教

學研究動態，2019(7)，14-15。 

◼ 蔣曉（1986a）。赫爾巴特學派運動的形成和發展。比較教育研究，1986(3)，

50-54。 

◼ 蔣曉（1986b）。赫爾巴特學派課程論評述。課程、教材、教法，1986(2)，37-

39。 

◼ 鄭玉卿（2017）。傳承與涵化：美國赫爾巴特運動的形成與發展。行政院國

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MOST 103-2410-H-845-003-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jilin-province-college-education-academic-edition_thesis/0201268895872.html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d120js0d05x0pg0hc4w0ce0ff427161
https://xueshu.baidu.com/s?wd=journaluri%3A(651a3704e870a078)%20%E3%80%8A%E5%9B%BD%E5%86%85%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6%95%99%E5%AD%A6%E7%A0%94%E7%A9%B6%E5%8A%A8%E6%80%81%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s://xueshu.baidu.com/s?wd=journaluri%3A(651a3704e870a078)%20%E3%80%8A%E5%9B%BD%E5%86%85%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6%95%99%E5%AD%A6%E7%A0%94%E7%A9%B6%E5%8A%A8%E6%80%81%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71-199 

 

專論文章 

 

第 198 頁 

MY2）。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 霍利婷（2008）。赫爾巴特教育學的反叛與復歸。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08(4)，284-286。 

◼ Archambault, R. D. (1966). Introduction. In R. D. Archambault (Ed.), Lecture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899 by John Dewey (pp. xv-xxxv).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oydston, J. A. (1969). John Dewey: A Checklist of Translations, 1900-1967.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Kliebard, H. M. (2004).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以下皆出於Dewey, J. (Edited by A. L. Hickman). (200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電子檔或見Boydston, J. A. (Ed.) (1967-199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有關的說明請見本文注腳3。 

◼ Boydston, J. A. (1976). Textual apparatus. MW1:345-384.  

◼ Dewey, J. (1896a).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EW5:96-109.  

◼ Dewey, J. (1896b). 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raining of the will. EW5:113-150. 

◼ Dewey, J. (1896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epoch theory. EW5:247-253. 

◼ Dewey, J. (1897).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EW5:164-

176. 

◼ Dewey, J. (1898). Pedagogy I B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898-1899–Winter 

Quarter. EW5:328-341. 

◼ Dewey, J. (1899a). Lecture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899 by John Dewey 

(pp. xv-xxxv). New York: Random Hous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D. 

Archambault in 1966).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71-199 

 

專論文章 

 

第 199 頁 

◼ Dewey, J. (1899b). The method of the recitation. How shall the transition be made 

from the Practical to the Intellectual Attitude in Learning. SV1:66-106. 

◼ Dewey, J. (1900). Some stages of logical thought. MW1:151-174.  

◼ Dewey, J. (1902). Educational lectures before Brigham Young Academy. 

LW17:213-347. 

◼ Dewey, J. (1911a). Culture and culture value (in Contributions to a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umes 1 and 2). MW6: 404-408. 

◼ Dewey, J. (1911b). Culture-epoch theory. (in Contributions to a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umes 1 and 2). MW6:408-413. 

◼ Dewey, J. (1912-1913). Educational values (in Contributions to a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MW7:362-365. 

◼ Dewey, J. (1913). Educatio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MW7:114-127. 

◼ Dewey, J. (1937). The forward view: A free teacher in a free society. LW11:535-

547.  

◼ Dewey, J. (1938). Unity of science as a social problem. LW13:272-280. 

◼ Dewey, J. (Edited by A. L. Hickman). (200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Supplementary Volume 1: 1884-1951.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Hickman, A. L. (2008).  Textual apparatus for Supplementary Volume 1: 1884-

195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2nd Release). Electronic 

Edition. SV1:292-379. 

◼ Hickman, A. L. (Ed.) (2008). Supplementary Volume 1: 1884-195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2nd Release). Electronic Edition.  

◼ Levine, B. (2016). Works about John Dewey, 1886-2016 [electronic resource]. IL: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200-220 

 

專論文章 

 

第 200 頁 

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之 

行動研究 
魏兆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方式，探討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

並對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提出建議，以進一步提升計畫成效。本研究於 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間進行，服務對象為偏鄉國小二年級學生一名、三年級學生

二名，共計 3 位學生，由三位教育學院學士班一年級大學生進行一對一遠距同步

線上學業輔導。本研究計畫每週進行一次，共 8 次同步遠距輔導教學，教學時間

為 1 小時。每次教學後會立即進行約 30 分鐘的課後討論。研究者兼任大學端帶

班老師及教學輔導教師，在計畫開始前為大學生提供全學期共 24 課（國小二年

級 12 課、國小三年級 12 課）基本預習教案；在「行動」、「觀察」和「反省」階

段將積極介入，提供即時的教學現況客觀反饋，幫助大學生客觀評估其教學現況、

識別和解決教學中的問題，促使大學生在教學行動後進行深入的自我反思，提升

教學質素。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主要以深度訪談數據，輔以觀察紀錄、教學日誌和課

後討論數據作交差比對，探討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研究

發現：(1)教學輔導教師透過教學現況分析、教學觀念糾正和教學建議協助大學生

解決教學問題。(2)教學輔導教師藉著個案分析、小組討論的方式促進大學生的反

思，從而提升教學能力。(3)大學生普遍對教學輔導教師給予正面評價，認為教學

輔導教師能有助促進大學生的專業發展。 

本研究的結果強調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對大學生的教學產生了顯著的正面

影響，這不僅提升了教學質量，也加強了大學生的自我反思和專業成長。因此，

建議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應增加教學輔導教師職位、增加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次

數、擴展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內容及制定明確的教學輔導指標。 

關鍵詞：教學輔導、遠距輔導、數位學伴、臨床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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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Mentor Teacher on 

University Students’ Distance Tutoring 
Wai, Ngai Siu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is action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mentor teacher on university 

students’ distance tutoring with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igital Companion for 

Learning, aiming to enhance the program's effectiveness. Conducted from March to 

June 2023, the study involved one-to-one synchronous online academic tutoring for 

three students: one second-grader and two third-graders from rural primary schools, 

provided by three first-year bachelor students from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The 

program included eight weekly sessions of one-hour online tutoring,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30-minute post-session discussions. The researcher, also acting as the 

university-level class teacher, provided 24 basic preparatory lesson plans (12 for second 

grade and 12 for third grade). The researcher actively intervened during the 'action',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phases, offering real-time feedback to help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ssess their teaching, identify and solve teaching issues, and deepen their 

reflective practice after each teaching ac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instruction. 

This study utilized qualitative analysis, primarily analyzing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supplemented with observation records, teaching logs, and post-session 

discussion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ntor teacher on university students’ distance 

tutoring. Findings reveal that: (1) Mentor teacher assiste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resolving teaching issues through analysis of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s, correction of 

instructional misconception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uggestions. (2) Mentor teacher 

enhance the teaching capabilit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by facilitating reflection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group discussions. (3) University students generally provided 

positive feedback about mentor teacher, recognizing their role in foster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f mentor teacher on 

university students' distance teaching,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teaching quality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self-reflection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Consequent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igital Companion for Learning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nstructional coaching positions, the frequ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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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ing interventions, the scope of coach training, and establish clear coaching 

indicators. 

Keywords: Clinical Supervision, Digital Companions, Instructional Coaching, Remote 

Tu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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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和動機 

隨著遠距學習模式的廣泛應用為偏遠地區學校解決資源不足提供了新機遇。

為此，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旨在通過連接有志於教育的大學生與偏遠地區的學

生，利用遠距輔導模式彌補教育資源的不足，從而嘗試縮小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

然而，如何確保未經師資培訓的大學生能夠提供高教學質量，成為該計畫成功實

施的關鍵（朱志明，2021）。 

本研究旨在探討引入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在遠距輔導教學循環中的影響。

本研究專注於教學輔導教師採用臨床視導的方法為大學生進行教學輔導。依《臺

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第 11 條，教學輔

導教師的職責包括「觀察服務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以及「與服務對象

共同反省教學，協助服務對象建立教學檔案」。教學輔導教師以臨床視導的方式

能夠有效提升新手教師的教學能力及專業成長。考慮到未經師資培訓的大學生在

教學技能和經驗上或會不足，本研究嘗試引入教學輔導教師，藉此提升大學生的

教學能力及教學質量。這是本研究的最大動機。 

此外，本研究嘗試從被視導者的視角，評估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效果，並藉

此探討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教學現況及教學成效的影響。通過了解大學生的評

價和感受，為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有效性提供實證資料，並藉此向教育部數位學

伴計畫提出改進建議，以期進一步提升計畫成效。 

二、研究問題 

1. 教學輔導教師的輔導策略如何協助大學生解決教學問題？ 

2. 教學輔導教師如何提高大學生的教學能力？ 

3. 大學生對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的評價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促進教育實務反省的教學模式 

(一) 行動研究模式 

Lewis 的行動研究過程認為包括四個基本步驟：「計畫」、「行動」、「觀

察」、「反省」四個階段，並形成一個循環（潘慧玲，2003）。另一方面，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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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引述 Kemmis（1998）的觀點，認為「教育行動研究」能有效鼓勵教師成為自

己教育實務的反省實踐者。 

(二) 教學階段 

徐綺穗（2013）把「行動—反思」施學流程分為實習準備、實習行動及實習

後檢討三階段。張金蘭（2022）把以反思為主的課程教學模式分為三個階段，分

別為前期的專業知能形成階段（知識建構、教學觀摩），中期的專業知能運用階

段（教案討論、真實教學）及後期的專業知能反思階段（教學反思、心得報告、

研究論文）。魏兆偉（2024）則把教學階段統合為三大循環，即教學準備、教學

行動及教學檢討。 

(三) 以反思為主的課程教學模式 

張金蘭（2022）的研究發現真實教學次數有助學習者在不斷「練習、反思」

後掌握所學。徐綺穗（2007，2013）也有類似觀點，認為行動與反思的更迭是知

識建構的主要歷程。魏兆偉（2024）發現「教學檢討」對於大學生建構和改進教

學模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徐綺穗（2013）認為雖然反思是落實教育

實習的必要要素，但反思卻受到實習學生的認知能力、學習態度、信念的因素影

響，所以應給予適當的教導和訓練。張金蘭（2022）和徐綺穗（2013）均指出，

真實的教學練習和反思過程對於教學能力的提升至關重要，但反思的效果卻受到

教師的認知能力和學習態度的顯著影響，因此建議在教師培訓中強化這些能力。 

綜合上述可見，反思雖然是提升教學質量的關鍵，但其成效受限於執行者的

認知能力和學習態度。因此建議在教師培訓中加強對這些能力的培養，以充分利

用行動研究中的反思階段，促進教學質量的全面提升。 

二、教學輔導方式 

(一) 教學輔導策略 

鍾鳳嬌、黃兆光、凌秋珠（2006）把臨床視導整理為三個主要步驟，分別為

計畫會議、教室觀察和回饋會議。計畫會議主要是與教師建立良好互信關係、瞭

解教師教學及視導重點；教室觀察是根據計畫會議重點，以適合的觀察方法與工

具在教室蒐集資料，瞭解教學現況；回饋會議是根據教室觀察資料，分析教學現

況，透過與教師進行討論，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改進未來教學、提供專業成

長技巧。張家瑋（2016）從鷹架理論中得到啟發，認為新手教師經驗不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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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師應從旁觀察，因應新手教師的能力和需求，搭建協助與支持的鷹架，以

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與環境適應。 

(二) 教學輔導風格 

胡心慈、林淑莉（2011）在研究中發現三種互動風格，分別為同儕式、師徒

式及家人式。同儕式傾向提出問題讓教師思考而不直接給予答案或否定答案；師

徒式傾向以專業和權威的角色進行直接指導並讓教師複製教學模式；家人式傾向

情感支持並讓教師保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與教學創意。 

由此可見，教學輔導不僅是一種輔導過程，而且是一種針對教師個體差異進

行的培訓方法。因此，教學輔導應根據教師的具體需求、教育背景和教學現場的

具體情況進行調整，以實現最大的教學效益，並確保教師在其專業發展的每個階

段都獲得適切的指導和支持。 

三、教學輔導成效 

(一) 教學輔導教師 

Odell（1990）提出 Mentor Teacher 有效緩解新手教師在教學上的負面擔憂，

其定義與教學輔導教師相同。張家瑋（2016）認為教學輔導教師由最早的師徒制

逐漸轉型為同儕教學輔導，彼此激勵、建立教師合作社群，精進專業與教學能力。

張德銳（2020）認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如同師徒制，能藉此傳承累積多年的教學

心得。 

(二) 臨床視導 

陳文彥（2003）綜合各學者意見，定義臨床視導為一種透過實際教學觀察與

面對面互動改進教師教學行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丁一顧、張德銳（2006）及

魏韶勤、張德銳（2006）的研究發現臨床視導及教學觀察與回饋對教師教學效能

有顯著成長。鍾鳳嬌、黃兆光、凌秋珠（2006）認為臨床視導是針對實習教師專

業成長的有效輔導策略，促使實習教師進行教學反思。張德銳（2021）整理出教

學觀察與回饋的五個主要目的，強調其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教學輔導教師透過臨床視導及教學觀察與回饋，在提升教師教學

效能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不論是師徒制還是同儕輔導的形式，教學輔導

教師不僅傳承了累積多年的教學心得，也建立了教師之間的合作社群，從而促進

了教師專業與教學能力的精進。更重要的是，教學觀察與回饋提供了教師教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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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客觀回饋，幫助教師診斷與解決教學問題，並促進了正向的專業成長態度。

這些作用最終不僅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也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教學

輔導教師在教育培訓和教師能力發展方面，對實習教師和新手教師影響深遠。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方法，圍繞自主設計的「遠距教學試驗計畫」進行。該

計畫為研究者參照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以 Google Meet 平台為偏遠地區學校學

生提供一對一的同步線上學習輔導。此行動研究旨在通過實驗不同的教學策略，

探索提升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效果的可能路徑。本次研究有六個改變，重點試驗

項目為第四至第六：一、取消所有期初大學伴教育訓練項目，只提供了共 2 小時

的計畫簡介及核心知識講解，包括自主學習和預習的教學理念、大學伴與小學伴

的角色、教學原則及與小學伴初次見面的自我介紹演練。二、取消教學能力及教

案審查的大學伴招募甄選，反而提供由大學端帶班老師設計的全學期共十二課基

本預習教案，此教案因應學校端所用課本而設計的全學期課程預習教案。三、取

消大學伴與小學伴自行預約上課及自行決定輔導哪些學科的安排，必須統一且定

時上課，並因應學校端的需要，把輔導學科定為國語科。四、由大學端帶班老師

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五、在教學階段中，教學輔導教師根據需要進行線上教學觀

察，並即時提供對大學伴的教學支援。六、每一次課堂結束後，教學輔導教師會

立即帶領所有大學伴進行課後討論環節，針對教學觀察結果並對各大學伴的表現

及討論內容提供即時反饋。以上改動主要是希望藉教學輔導教師的臨床視導及教

學觀察與回饋，提升大學伴的教學效能。課後討論方面，參照徐綺穗（2013）的

教師行動學習團體互動機制運作流程，由教學輔導教師主持討論，先由一位大學

伴對自己行動後的反思敘述開始，再到團體成員的同理、回饋，最後由教學輔導

教師作出回饋，之後再到另一位大學伴作行動後的反思敘述，不斷循環。 

本研究採用的是一對一遠距直播教學的遠距教學試驗計畫，旨在讓大學伴透

過連續的行動模式循環歷程—包括「準備、預習（計畫）」、「上課、回饋（行

動）」、「評估（觀察）」和「檢討（反省）」，深化大學伴教學經驗與知識。

本研究重點在於新增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在「行動」、「觀察」和「反省」階

段積極介入，提供即時的教學現況客觀反饋，幫助大學伴客觀評估其教學現況、

識別和解決教學中的問題，促使大學伴在實際教學後進行深入的自我反思，提升

教學質素。 

在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採用了質性分析方法，主要通過訪談法來收集深度

訪談數據，並輔以教學日誌、課後討論逐字稿和以觀察法取得的觀課紀錄數據，

進行交叉比對和內容編碼。為了確保訪談問題的專業性和實用性，本研究邀請了

一位質性研究和一位教育評鑑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進行訪談大綱的檢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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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在專家的指導和反饋下，研究者多次修訂訪談問題，最終定義了三個主要

的問題構面：有關教學輔導教師 5 題、整體計畫評估 3 題，以及個人成長與反思

1 題。這些構面旨在揭示教學輔導教師在遠距輔導過程中的具體角色與影響，特

別是對提升大學伴進行遠距輔導的策略、方法和整體教學質量的貢獻。本研究採

用半結構式的正式訪談，從描述性問題開始，於訪談對話間提煉出關鍵字並作擴

展性提問，如果訪談時持續產生新的話題，會跟著修訂和擴展原來預擬的訪談問

題，直到研究者取獲得被訪談者的內在觀點（黃瑞琴，2021）。 

一、研究情境 

本小節包含本研究之研究情境，分別就研究者本身、研究參與者及研究場域

來進行說明。 

(一) 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兼任大學端班級老師及唯一的教學輔導教師，擁有豐富的教育背景和

經驗。研究者持有香港中學教師資格並具備 10 年的教學經歷，涵蓋了多元的教

學場景，包括毅進課程中文科教師、初中特教生抽離班國文教師、初中一年級中

國歷史科教師，以及特教生課後主科學習輔導計畫的設計者和教師。此外，研究

者亦在香港補習班擔任了 6 年的導師及中學中國語文科代課老師。教育資歷方

面，研究者分別取得臺灣和香港的中國語文系學士學位，並已修畢香港的教育文

憑課程。在修讀期間，於「專業技巧：中國語文教學」一科中獲得 Top Student 獎

項。2014 年起，研究者開始探索和實踐張輝誠老師的學思達教學法。 

研究者積極參與教育相關的公開演講和培訓工作，曾多次受邀在香港中小學

和社會機構擔任講師，分享學思達教學法和促進學生自學能力的策略。同時，作

為香港某補習班的創辦人、課程設計者及導師，研究者成功設計並實施了一系列

針對提高學生自學能力的教學課程，並在此過程中培訓了多名教師和助教。 

(二) 研究參與者 

1. 教育學系大學生：一年級三名。 

(1) 大學生 F，沒有任何教學經驗。對應小學伴為國語科國小三年級學生。 

(2) 大學生 L，上一學期和這一學期均有參與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對應小

學伴為國語科國小三年級學生。 

(3) 大學生 T，沒有任何教學經驗。對應小學伴為國語科國小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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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畫開始前仍未取得國小學生的進一步資訊，包括性別、成績、學習風

格等資訊，所以大學生只以「年級」作自行配對。） 

2. 偏鄕國小的學生：二年級一名、三年級兩名。 

3. 大學端班級老師一名：研究者兼任大學端班級老師，除行政和聯絡外，還要

負責提供全學期共 24 課（國小二年級 12 課、國小三年級 12 課）基本教案。 

4. 教學輔導教師一名：研究者兼任教學輔導教師，在「行動」、「觀察」和「反

省」階段將積極介入，提供即時的教學現況客觀反饋，幫助大學伴客觀評估

其教學現況、識別和解決教學中的問題，促使大學伴在實際教學後進行深入

的自我反思。於每次實際教學後主持課後討論環節。 

5. 學校端班級老師一名：中部偏鄉國小學務主任。 

(三) 研究場域 

本研究採用遠距直播教學方式，以大學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主要在大

學伴電腦教室內進行。 

二、研究的時程 

本研究從 2022 年的 11 月的準備期，再到 2023 年 3 月開始的遠距教學試驗

計畫行動期，至 2023 年 6 月計畫結束後的資料彙整期，歷時約 8 個月時間。研

究者在教學活動結束前與大學伴進行約一小時的個別深度訪談。由於大學端的學

期完結時間比國小端更早，為配合大學伴在校時間，於第 8-9 堂之間為大學伴作

深度訪談；第 10 堂的學習輔導課則採用在家線上直播方式上課，課後小組討論

同樣以線上直播方式進行。 

三、教學輔導策略 

本研究旨在通過教學輔導教師來評估大學伴的教學現況、識別和解決教學問

題，並促使大學伴在實際教學後深入進行自我反思，以提升教學質素。研究中將

採用同儕式輔導風格，教學輔導教師將採取問題導向的方式，引導大學伴進行思

考和討論。具體過程中，在每次教學活動後，教學輔導教師將記錄重要的教學觀

察點，如學生的參與度、師生互動、教學內容及策略、課堂氣氛等。在課後討論

階段，將按照以下步驟進行：首先，一名大學伴對自己的教學行動和反思作出敘

述，然後提出自身遇到的教學疑難；接著，其他團體成員提供回饋和支持；最後，

教學輔導教師提供專業的反饋和指導性問題，促進深度各參與者反思，直至該討

論完結後，再由另一位大學伴對自己的教學行動和反思作出敘述，不斷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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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彙整期 

資料彙整期於教學活動結束後的 2023 年 6 月開始。在教學活動結束後，把

各質性研究工具收集、建檔，並進行出資料彙整及分析，並依據研究的結果撰寫

研究結論和建議。研究工具包括：教學日誌—大學伴、觀課紀錄、課後討論逐字

稿、深度訪談逐字稿。 

為了方便資料管理和分析，本研究採用以下編號原則：編號原則有三項，第

一項為資料來源：「教」學日誌、「觀」課紀錄、課後「討」論、深度「訪」談；

第二項為資料對應的課堂日期或訪談日期，以年月日方式編號；第三項為大學生

編號。例如：教 20230315F，代表教學日誌，2023 年 3 月 15 日的課堂，大學生

F。詳細說明如表 1。 

表 1 資料編號原則 

資料來源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教學日誌 教 課堂日期 參與者 

觀課紀錄 觀 課堂日期 焦點觀課對象 

課後討論 討 課堂日期  

深度訪談 訪 訪談日期 受訪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聚焦於評估和改進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中大學伴的培訓模式，特別是

針對教學輔導教師在遠距輔導過程中的具體角色與影響。在此過程中，研究聚焦

於教學輔導教師對提升大學伴進行遠距輔導的策略、方法和整體教學質量的貢

獻，故本研究未聚焦於科技在遠距教學中的角色，以及大學伴的科技素養背景因

素。這一選擇是基於以下考量：首先，科技因素雖對遠距教學有顯著的支持作用，

但在探討教學輔導教師具體角色和影響方面，科技的具體應用並非本次研究的焦

點。其次，為了保持研究的聚焦性和減低實施的複雜度，限制科技元素的討論有

助於減少控制變量，從而聚焦於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分析大學生 F、大學生 L 和大學生 T 的教學經

驗，以探究教學輔導教師在遠距輔導過程中的具體影響。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

師在教學行動階段，除了即時的教學支援和糾正外，也會協助大學生分析教學現

況。在教學檢討階段，教學輔導教師藉著客觀的觀察和回饋，有效啟發大學生的

反思，從而提升了大學生的教學能力。本研究採用魏兆偉（2024）提出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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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構過程」作為理論框架，將教學輔導教師的影響因素整合進此模型中，從

而發展出一個全面的影響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教學模式的建構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 

一、教學輔導教師的輔導策略：分析、糾正、建議 

在一次教學行動中，面對學生詢問如何證明一個字的正確讀音時，大學生 F

嘗試直接回應「老師有講」。教學輔導教師及時指出這種回應可能過分依賴權威

感，忽略培養學生的獨立求證能力。建議大學生 F 改為引導學生利用課本或辭典

求證，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在教學檢討中，大學生 F 意識到鼓勵學生獨立尋

找答案的重要性，這一改變不僅解決了教學方法上的問題，也令大學生 F 更加關

注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 

大學生 F：「像我之前就是⋯他（國小生）在問說，要怎麼跟那個同學證

明說那個字要怎麼唸的時候，然後我差一點要跟他說，跟同學說「老師（大

學生 F）有講」這件事情。但是（其實）不應該把老師講的知識看得太重，

因為老師的話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要他們自己去求證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有讓我注意到⋯很注意到這一點。」（訪 20230523F） 

反思與改進：「遇到學生說怎麼讓同學知道某字／詞的正確讀音時，應教

他使用課本或辭典提出證明。」（教 20230305F）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200-220 

 

專論文章 

 

第 211 頁 

面對內向學生時，大學生 L 感到無從下手。教學輔導教師通過觀察並協助分

析了學生的課堂表現，這不僅幫助大學生 L 更好地理解如何與不同性格的學生

建立有效的溝通橋梁，還促使大學生 L 能夠根據學生的具體狀態調整教學方法，

從而為學生創造更適合的學習環境。 

大學生 L：「有時候老師（教學輔導教師）會去看我們上課狀況和國小生

的狀況，就是我們如果獨自面對的話，會真的不一定知道該怎麼辦。就是

可能他個性比較內向的話，就真的有時候很難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有時

候需要別人來幫忙一下。」研究者：「幫忙做甚麼？分析還是甚麼？」大

學生 L：「就是分析。」研究者：「哪你覺得分析完之後，對你有甚麼的

幫助或影響？」大學生 L：「我覺得這樣可以比較知道怎麼跟國小生拉近

距離。就是上課比較不會有那麼距離感，可以知道他現在這個狀態是甚麼。

可能他覺得很無聊，就可以去讓他上課比較有趣一點。」（訪 20230614L） 

另一方面，教學輔導教師透過觀察和回饋，幫助大學生 L 深入了解並改善與

學生的互動，促進了有效教學交流。 

大學生 L：「老師（教學輔導教師）都會去看我們上課狀態，然後都會給

我們很多很有用的意見。就是有時候其實就不知道怎樣跟國小生相處，畢

竟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太一樣。如果比較活潑，可能就很容易就跟他融在一

起，但如果他不活潑的時候那要怎麼辦？然後你要一直講話，然後又好像

感覺沒有辦法得到小學伴那邊的回饋，就感覺好像在報告 PPT，就是把全

部都講出來而已，沒甚麼感覺。但是如果拉近一點距離，就是有老師（教

學輔導教師）幫我們拉近一點，告訴我們要怎麼去比較認識國小生，這樣

就可以拉近一點距離，就會覺得上課比較容易。」（訪 20230614L） 

大學生 L 認為教學輔導教師提供的即時客觀回饋，能協助大學生 L 深入分

析並解決教學疑難。透過即時的平板回饋和課後討論，教學輔導教師有效地解決

了當場教學問題，並深化了大學生的教學反思。 

大學生 L：「應該保留的，就是要去觀察我們上課的狀況。有時候在上課

的時候，就會拿平板提供一些意見要怎麼辦（教學輔導教師會在平板上寫

字來告訴大學生現在可以怎樣應對教學困境），我覺得這還蠻有用的。就

是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可是又不能突然之間問老師（教學輔導教

師）要怎麼辦，可是老師（教學輔導教師）就會自己發現到你需要甚麼，

然後就告訴你，我覺得這很棒。我們上完課之後也都會去檢討我們今天的

問題，我覺得這也可以保留。因為有老師（教學輔導教師）帶著，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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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比較容易去了解今天上課的狀況。就是可以去回憶一下，然後知道下

一次要怎麼做，我覺得這是可以保留的。」（訪 20230614L） 

大學生 T 回憶了一次教學中的困境，當時大學生 T 讓國小生獨自閱讀整篇

課文，但這種方式並沒有激發學生的積極參與。通過教學輔導教師的建議，大學

生 T 採取了「教師先讀，學生跟讀」的互動式閱讀方法，顯著提升了課堂的互動

性和學生的學習效果。 

大學生 T：「我其實蠻常會利用這些回饋，然後去調整我之後上課時應該

要怎麼辦。因為有時候上課會很不順利的時候，就會覺得『好像今天好慘

喔，那我之後要怎麼辦』的感覺。老師（教學輔導教師）的回饋是會有另

外一種方法，因為老師（教學輔導教師）會提供別的方法去試試看。所以

如果沒有老師（教學輔導教師）的話，就真的蠻可怕的。」研究者：「有

沒有一個例子可以提供給我？」大學生 T：「比如說像唸課文。那時候，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是讓國小生自己唸，我沒有（嘗試過）像上次那一次很

慘的經歷。老師（教學輔導教師）就跟我說要我唸一句、國小生唸一句，

然後我覺得這個在之後（之後的課堂）其實都蠻起作用的。因為我其實一

開始都沒有這樣子唸，我都是叫他自己唸，然後國小生之後就⋯⋯感覺從

那一次之後，國小生對課文這一塊，連同課文問答都會。」（訪 20230607T） 

大學生 T：「（教學輔導教師）可以很即時的提出哪裡有問題，然後可以

馬上改。就像念課文的時候一樣，就是馬上糾正我說『一定要跟老師念課

文』。不然那時候其實我也有一點慌，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讓他了解這個

課文。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一直鬼打牆，就是我一直在問同樣的問題，然後

他就一直回答不出來。」（訪 20230607T） 

在某一次實際教學中，教學輔導教師及時糾正了大學生 T 在詢問「好不好」

時的狀況，揭示了其潛在問題。原本旨在創建輕鬆氛圍的提問方式，實際上可能

限制了學生的選擇，反而傳達了一種權威性的信息。教學輔導教師的回饋促使大

學生 T 深刻反思自己的說話方式，從而改變了這種提問習慣。 

大學生 T：「就是那個『好不好』。我今天真的講超少，幾乎沒有講。如

果老師（教學輔導教師）沒有講的話，我覺得我到現在還是會一直講『好

不好』。因為我那時候講『好不好』，覺得說會不會這樣比較沒有那麼兇。

可是當國小生說『不好』時，我會說『不可以』。」（訪 2023060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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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 T：「其實那時候聽完（教學輔導教師）說不要講這個，我覺得超

有道理。好像說我明明給國小生選項，可是我又拒絕這選項，好像對國小

生不太好。」（訪 20230607T） 

大學生 T：「這樣好像感覺把老師這個角色，變成一個很專制的樣子。」

（訪 20230607T） 

透過即時觀察與回饋，教學輔導教師不僅指出了大學生在教學中的問題，還

提供了具體策略以改善師生互動。從大學生 F 的獨立思考培育反思，到大學生 L

的師生互動策略調整，再到大學生 T 的課堂互動模式調整等，均表明教學輔導教

師有效促進大學生專業成長和提高教學效能。 

二、教學輔導教師提高大學生教學能力的方法：個案分析、小組討論 

通過借鑑教學輔導教師回饋大學生 T 和大學生 L 的案例經驗，大學生 F 理

解到學生可能因自信心不足而不願回答問題的狀況，這促使大學生 F 在教學過

程中更加關注學生的反應。 

大學生 F：「可是我其實是聽到大學生 T和大學生 L他們的案例比較多。

因為他們（大學生 T 和大學生 L 的學生）就是會不想回答嘛，然後就是

答不出來或是故意不答之類的。然後你就說他們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自

信心不足之類的。然後就有讓我去比較注意我的學生的反應，有沒有出現

這樣的狀況。」（訪 20230523F） 

大學生 F 認知到以往的教學方法可能過於表面化，對學生的吵鬧行為可能

只是簡單地作出制止，沒有深入探討和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教學輔導教師的

啟發下，大學生 F 從自身學習經驗中開始反思，通過理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和需求

來調整教學方法，從而根本改善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 

大學生 F：「比較偏向⋯知道學生的心理互動吧。應該說以前遇到的老師

可能都沒有這麼深入的去想過⋯就是我們現在的反應代表甚麼。就是你現

在吵鬧我就是叫你安靜，不會去想說到底要怎麼從根本解決這件事情。然

後對我自己的成長影響就是，可能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這樣子討論的話，我

可能也是覺得他們吵就吵吧，哈哈哈⋯⋯可能也不會知道這麼多有關聯的

地方。」（訪 20230523F） 

教學輔導教師的指導和回饋，使大學生 F 認識到改善師生互動關係、理解學

生內心感受、以及調整教學策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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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 F：「（教學輔導教師）讓我們知道我們要怎麼改善跟學生的相處。

然後也比較知道學生現在的反應，有可能表示他內心怎麼樣的感受。這件

事情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影響到整個互動的關係。然後還有教材要怎麼

改進，然後課堂上的溝通方式要怎麼改進之類的，都有讓我去想到很多東

西。」（訪 20230523F） 

大學生 L 指出，儘管在教學過程中未直接感知問題，教學輔導教師卻幫助其

識別了這些微妙且未曾察覺的問題。這種從旁觀察和即時回饋的過程，為大學生

L 提供了反思的空間。 

大學生 L：「雖然大學伴可能自己當下沒有那感覺，就是沒有意識到問題

在哪裡，但其實還是有那種不太順利的感覺，然後（教學輔導教師）就可

以去觀察到，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停頓一會後）研究者：「所以

你發覺在上課的時候，可能有一些你以為沒有問題的東西，但其實它是有

問題的，當老師（教學輔導教師）在那邊提出的時候，可以讓你有更多的

反思空間？」大學生 L：「對對。」（訪 20230614L） 

透過學習教學輔導教師的分析方法，大學生 L 掌握了如何分析教學中的問

題，進而提升了其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效應對課堂困難。 

大學生 L：「就是有時候老師會給我們一些分析，然後就去想想老師平常

怎麼分析的，然後就去分析自己上課那些問題，我覺得這蠻好的。所以我

覺得就是讓我之後也可以去知道要怎麼分析上課問題。」（訪 20230614L） 

通過教學輔導教師的分享，大學生 T 不僅學習到心理學和教學的技巧，並且

認識到教學並非單向傳授，對於自己也是一個持續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大學生 T：「其實在我們上課的過程中，遇到甚麼問題，然後我們分享等

等，（教學輔導教師）就會傳授一些心理學技巧，或甚麼教學技巧，我就

覺得『哇，這方面，很讚。』就是好像不是單純的教完就結束，其實從裡

面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訪 20230607T） 

在一次教學行動中，大學生 T 借用大學生 L 的個案經驗，嘗試使用教學輔

導教師提供的新教學策略，以打字輔助口頭講解。大學生 T 認為與其依賴口頭講

解，使用打字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增強學生的記憶和理解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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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 T：「在教學方面⋯⋯我覺得就像是剛剛有講到那個打字的地方。

因為我都沒有去用那個打字的東西，後來好像是在造句的時候，跟今天的

狀態其實差不多，就是大學生 L的那個狀態。學生聽完就忘，聽完就忘，

然後（我）就是會比較去運用那個對話框。」（訪 20230607T） 

大學生 T：「因為用講的，真的我覺得連我自己聽，我也會自己忘記。如

果真的一次講太多的話，是真的會不記得，所以用打的，好像真的比較能

讓學生去想一下。」（訪 20230607T） 

在教學輔導教師的啟發下，大學生 F、大學生 L 和大學生 T 對教學有了新的

認識。大學生 F 和大學生 T 通過同伴的經歷和反思，對學生行為背後的深層原

因有了更深的理解。大學生 L 通過教學輔導教師的經驗分享和觀察回饋，學會在

教學中識別和反思先前未曾意識到的問題。這些啟發和改變不僅提高了大學生的

教學技巧，還促進了師生互動質量、加強自我反思能力。 

三、大學生對教學輔導教師介入的評價 

大學生 F 突顯了教學輔導教師在糾正教學方法及提供針對性建議方面的關

鍵作用，這不僅有助於修正教學中的缺失，還促使大學生 F 根據學生需求調整教

學設計，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大學生 F 指出教學輔導教師的回饋使

大學生 F 更了解學生的反應和感受，令大學生 F 得以更准確地調整自己的教學

策略，以滿足學生的學習與情感需求，學會與學生有效溝通的技巧。 

大學生 F：「就是糾正我們目前的教學方法，或是提供我們一些建議。」

（訪 20230523F） 

大學生 F：「我覺得在教學方面還是蠻有影響的，因為就是讓我們知道我

們要怎樣改善跟學生的相處。然後也比較知道學生現在的反應，有可能表

示他內心怎麼樣的感受。這件事情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影響整個互動的

關係。然後還有教材要怎麼改進，然後課堂上的溝通方式要怎麼改進之類

的，都有讓我想到很多東西。」（訪 20230523F） 

大學生 L 指出對於缺乏教學經驗的大學生而言，教學輔導教師提供的經驗

分享和即時回饋不僅減輕了教學焦慮，還幫助大學生克服教學中的困難。這不僅

提升了大學生 L 的教學技能，還增強了大學生 L 在面對教學疑難時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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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 L：「感覺就是要去教導要怎麼教，就是教導怎樣教書。其實教書

也是需要經驗累積，如果甚麼都沒有，就有點不太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就

是有別人以經驗告訴你怎麼辦，我覺得比較好一點。」（訪 20230614L） 

大學生 L：「我覺得（影響）還蠻大的耶。」（訪 20230614L） 

大學生 L：「在這邊（遠距教學試驗計畫）就是覺得說，就是你遇到困難，

就是隨時都會有被幫助到的感覺。」（訪 20230614L） 

大學生 T 認為教學輔導教師幫助其客觀地評估自己的教學方法，包括識別

其中的優勢與不足。大學生 T 指出在教學過程中難以發現自身的不足，因為教師

往往過分專注於課程內容而忽視了對自身教學行為及學生學習行為的觀察。在這

種情況下，教學輔導教師不僅作為觀察者，同時也是指導者與回饋的提供者，幫

助大學生發現並改進自身教學的不足。 

大學生 T：「（教學輔導教師）就是要評估我們在教學生的狀態，還有要

給我們一些回饋。」（訪 20230607T） 

大學生 T：「其實我覺得（影響）很大耶，就是一樣在回饋的部分。因為

其實你自己在教學的時候，你不會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或自己的長

處或短處在哪裡，就是只有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觀看，其實會看得比較清楚。

而且如果少了老師（教學輔導教師）的話，我們可能都不會有甚麼進步。

我覺得跟學生的互動模式或教學模式，就是可能從第一堂到最後一堂，感

覺都差不多。因為你不知道你在這裡可能對學生的影響是甚麼。所以我覺

得老師（教學輔導教師）的話，就算是一個可以讓你進步的一個助力吧。」

（訪 20230607T） 

從大學生 F、大學生 L 和大學生 T 的評鑑中可見，教學輔導教師在糾正教學

方法、提供建議、促進自我反思、識別教學不足以及激發持續改進教學方法方面

發揮了關鍵作用。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不僅增強了大學生對自身教學狀況的理

解，還促使大學生在教學設計及與師生互動中進行有效調整，以提升教學效能。

此外，教學輔導教師通過經驗分享及教學觀察後的回饋，成為大學生專業成長的

重要助力。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進行遠距輔導的影響」，整個行動

研究歷程涉及教學輔導教師的部分為積極介入教學行動和教學檢討兩個教學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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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階段。由於國小學校端的教學臨時調動、學生請假等因素，教學輔導教師最終

只有共 8 次的積極介入。以下綜合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本研究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1. 教學輔導教師透過教學現況分析、教學觀念糾正和教學建議協助大學生解決

教學問題。 

當大學生 F 在教學中僅僅回答「老師有講」時，教學輔導教師及時介入，這

促使大學生 F 開始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大學生 L 無法應對內向的學

生時，藉著教學輔導教師的分析，讓大學生 L 透過學生行為來調整教學策略；大

學生 T 在教學活動無法進行時，透過教學輔導教師的建議，以「教師先讀，學生

跟讀」的策略，成功推動教學活動的進行。從這些個案中可見，這些輔導策略有

效解決大學生的即時教學問題。這些結果與 Odell（1990）等學者對教學輔導影

響的主張一致。 

2. 教學輔導教師藉著個案分析、小組討論的方式促進大學生的反思，從而提升

教學能力。 

大學生 F 從同伴的教學輔導過案中，學會了反思和探究學生外顯行為的背

後原因；大學生 L 從教學輔導教師的分析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分析自己在教學上

遇到的問題；大學生 T 透過觀察大學生 L 的輔導個案，掌握了利用打字輔助口

頭講解的技巧。從這些個案中可見，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有效促進大學生的反思，

從而提升大學生的教學能力。這驗證了徐綺穗（2007，2013）和張金蘭（2022）

以反思為主的課程教學模式主張。 

3. 大學生普遍對教學輔導教師給予正面評價，認為教學輔導教師能有助促進大

學生的專業發展。 

大學生 F 感謝教學輔導教師在教學現況上的糾正及學生行為背後心理分析，

認為這有助於改善大學生 F 的教學設計和提升教學能力；大學生 L 讚賞教學輔

導教師的經驗分享和隨時幫助，這讓大學生 L 能因應學生的狀態來調整自己的

教學策略；大學生 T 強調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有助大學生 T 意識到教學中的盲

點，特別是在評估自己的教學狀況及提升教學質量。從這些個案中可見，教學輔

導教師能促進大學生對教學的深度反思，有效促進大學生的教學專業發展。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對大學生的教學產生了顯著的正面

影響，這不僅提升了教學質量，也加強了大學生的自我反思和專業成長因此，建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200-220 

 

專論文章 

 

第 218 頁 

議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中增設教學輔導教師職位，這將有助於提升未經師資培訓

的大學生教學質量，實現朱志明（2021）「如何讓沒有教學經驗的大學伴能夠做

到計畫要求是計畫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的願景。 

二、研究建議 

1. 增加教學輔導教師職位：考慮到教學輔導教師在提升教學質量和促進大學生

專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議在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中正式增設教學輔導教

師職位。 

2. 增加教學輔導教師的介入次數：鑑於教學輔導教師對大學生教學質量的顯著

影響，建議教育部或相關教育機構在數位學伴計畫中增加教學輔導教師的介

入次數，尤其是在關鍵的教學行動和教學反思階段。 

3. 擴展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內容：建議對教學輔導教師進行更全面的培訓，尤

其是在學生心理分析、教學策略調整等方面，以提升其對大學生的指導效果。 

4. 制定明確的教學輔導指標：為了提升教學輔導的效果，建議制定一套明確的

教學輔導指標，包括學生參與度、教學策略的適應性和教學反思的深度，以

便更好地評估和提升教學輔導的質量。 

陸、研究者的學習和反思 

在本研究開始之前，研究者希望以碩士學長的同儕身份與大學生互動，營造

平等互助的輔導氣氛。然而，在實際互動過程中發現，由於研究者與大學生在年

齡、教學知識和經驗上的差異，可能無形中對他們產生了壓力，使得互動關係逐

漸轉變成傳統的師徒關係。每當研究者提供反饋時，大學生很少質疑或反問，這

與預期的互動效果有較大差距。這引證了胡心慈、林淑莉（2011）的發現：師徒

式互動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限制了學生的自主性和批判性思考。 

因此，在第三次教學輔導時，研究者意識到需要調整輔導策略，更多地聆聽

且減少發表個人意見。通過提問來引導討論，並鼓勵其他團體成員積極參與回饋

過程，最後才回到研究者因應討論結果作出回饋和建議。這一策略調整有助大學

生進行更多的反思，並讓研究者更了解各大學生的個別差異，逐步形成了一種以

支持和引導為主的師徒關係。 

儘管最終互動仍呈現出師徒型態，但由於研究者所提供的建議是基於大學生

的反思和回饋，因此仍能讓各大學生維持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這說明即使在師

徒式的教學輔導中，如果恰當地實施「先聽後說」的策略，也能夠達到根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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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差異進行的培訓模式，對於教學經驗尚不成熟的大學生可能是一種較有效的

輔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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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期望透過與在地化原住民傳統知識整合，與生活社區、文化結合能吸

引學生的興趣，進而實踐2030永續發展議題。透過文獻探討，主要目的在檢視在

全球氣候變遷，人類社會面臨極端災害威脅，而在國際持續表現對於原住民傳統

知識與科技整合的支持、關注原住民知識對因應氣候變遷、環境退化等議題的重

要性時，學校防災教育應如融入在地化原住民傳統知識。研究結論發現：(1)防災

教育課程與教學，應結合校內相關領域教師，教學課程內容亦可結合自然、人文

等傳統知識、實質環境及在地災害特性，開發在地化教材、教案，融入各科領域

教學尤佳；(2)學校應倡議參與式教學，和社區、學生一同擬訂、繪製融入傳統智

慧之防災計畫及防災避難逃生地圖，增強建立學校教職員工、學生、社區防災意

識及凝聚力。研究建議認為教師在面對傳統智慧防災教育方面知識和能力的問

題，需要教育部門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和指導，提供並蒐集相應的教育資源和指標

教材，提升防災專業知識、確保正確的防救災觀念及應變技能。 

關鍵詞：原住民傳統知識、校園防災計畫、學校防災教育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221-238 

 

專論文章 

 

第 222 頁 

The Application of Aboriginal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School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Yang Yao-Hua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Consult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h.D. student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tegrat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to local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to engage students' interest and address the issu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2030.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xamine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human society is facing the threat of extreme 

disast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tinued suppor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igenou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other issues 

When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in schools, localized 

indigenous traditional knowledg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school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1)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courses and 

teach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eachers in relevant fields in schools.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courses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knowledge such as nature and 

humanitie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disaster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localiz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esson plans, and integrate Teaching in all subject areas 

is particularly good; (2) Schools should advocat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and students to formulate and draw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vacuation maps that incorporate traditional wisdom, and strengt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mong school staff, students, and communities. 

Awareness and cohes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hen teachers face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in traditional wisdom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guidance of teachers, provide 

and collect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ndicator teaching materials, 

impro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nsure correc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concept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kills. 

Keywords: Aboriginal traditional knowledge, School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 School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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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溫室效應逐漸加劇，氣候變化迅速，導致自然災害不僅規模擴大、頻率

增高，還呈現出多重複雜性。因此，人類需深思如何有效減少災害的發生率，降

低其帶來的衝擊，以及如何在災害發生後迅速恢復，這已成為確保人類能夠永續

生存的重要關鍵（張易鴻，2022）。在 2006 年 6 月 15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和國際減災戰略秘書處（UNISDR）共同發起了全球防災教育活動，

強調防災應該從教育著手，可透過快速發展的智慧科技，加強對當地災害風險的

控制和監測，並與專業團體合作，將教學資源引入，培養學童的災害素養；同時

整合社區資源，共同建立防災基地，這是實現「韌性校園」的最終目標（賀宏偉、

王志軒，2020）。所以學校與社區防災教育及工作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密不

可分的關係。 

許多學者針對原住民部落社區的韌性進行探討，特別聚焦於原住民部落社區

面對災害的回復力，是如何在災害發生後重建和加強。這些研究強調了原住民傳

統知識在災後重建中的關鍵角色。例如：吳杰穎和陳亮全（2020）研究了泰雅族

部落如何利用其傳統知識來適應災害，他們認為原住民的傳統知識是建立災害韌

性的核心，希望能將這些知識與現代的防災策略結合，以增強部落面對災害的能

力；同樣，官大偉（2015）通過研究馬里光部落，探討了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

如何與災害管理相結合，發現這些知識不僅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引發的災害，而

且還可以融入現代的災害管理實踐中。 

這些研究凸顯了原住民傳統知識在災害韌性建構中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在面

對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的當下。原住民部落因長期與自然環境共存，累積了豐富

的生態知識和災害應對策略，這些知識不僅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也是現代防災

管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資源。然而，觀察臺灣當前的災害防救體系與科技，卻鮮

少看到原住民傳統智慧的運用及影響（吳杰穎、陳亮全，2020）。 

教育部持續擴大推廣防災校園建置、強化抗災軟實力，除了推動基礎防災校

園建置外，更推動社區資源整合、結合學校防災空間基地，以防災校園學校為中

心影響周遭學校及社區居民，有效提升孩子的防災素養，並強化師生及家長對於

災害的觀念及應變能力，因此將這些傳統智慧，引入學校防災教育，從小培養防

災素養，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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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住民傳統知識的存在 

一、原住民傳統知識有關內涵 

原住民通常被視為對環境更為友好族群，並在與自然共生的過程中發展出長

期積累的獨特生活智慧和傳統生態知識。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在2013年的第12屆原住民議題論壇上強調，科技發

展應融合原住民的傳統生態智慧。而聯合國於2015年發表的《2015-2030仙台減

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同樣強調在制

定與實施防災政策時，應有效利用原住民的傳統生態智慧。如能將臺灣原住民族

特有的傳統生態智慧融入現代防災體系中，提出一種新的災害管理機制，這種機

制不僅是以漢人觀點為主，而是真正將原住民的傳統生態智慧作為核心價值互

融，建構一套原住民部落災害防救機制，以提升原住民部落之災害韌性。 

王玠巨（2020）認為災害本質上具有地域特性，而傳統知識則是人們對其生

活在地環境的深刻理解和求生存的策略實踐過程。這種知識通過對自然事件的觀

察、經歷和口頭傳承，透過故事、諺語、歌曲、詩賦、禁忌、崇拜、信仰、禮儀

和儀典等形式世代相傳，在時間累積下逐步拼湊成族群對災害社會性和環境脆弱

度的集體認知，形成在地整備的知識系統。此種族群與當地土地和諧共存的長年

積累經驗、知識、智慧與方法，即稱為在地知識，這是人們依循著當地的地形、

地物、氣候等獨特性，用長時間適應當地文化、環境、地方規範、體制、互動關

係發展出能夠適應環境並自在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與土地間具有相互依存特性

的生活智慧（高詩晴、林貝珊，2023）。易言之，傳統智慧是某個在地群體為了

生存與發展，幾代人緊密連結及對應大自然特徵的累積成果，其中蘊藏著內外環

境變化複雜的適性因應過程、知識系統建構、信仰凝聚等相互連結且相互依存的

關係（王玠巨，2020）。在各研究者中，Berkes（1999）提出傳統知識包括四個相

關層面的知識－實踐－信仰複合體（參見圖1），這個模型在臺灣討論傳統在地

知識（盧道杰，2006、林益仁，2007、吳孟珊，2009、林嘉男，2010）的文獻中

經常被引用（官大偉等，2020）。 

 
圖 1 Berkes（1999）傳統知識作為知識－實踐－信仰複合體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Berkes，2017，研究者自行繪製。 

世界觀

社會體制

土地與資源管
理系統

對土地、生物等地
在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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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傳統並非固著於過去特定時間，而是因應當代社會與經濟需求，將具

有地方脈絡的知識轉化，把在地知識與科學知識融合成更適合此時空的在地知

識，並運用以降低在地的災害風險，此為建構地方韌性的關鍵。因此，原住民傳

統知識是指原住民族群在長期生活實踐中所積累、傳承和發展的知識體系，包含

豐富的自然環境、社會組織、文化信仰、生活技能等方面的內容。這些知識不僅

是族群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對於人類與自然、社會的深刻理解和智慧的結晶。 

依Berkes（1999）傳統知識架構，歸納其內涵所表現類別如圖2，並說明如下： 

 
圖 2 原住民傳統知識類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一) 動植物分類與利用的知識 

對於動植物知識描述，多與生活中之各項活動（包括農耕、漁獵採集、食用

藥用、建築等）有關。例如：邵族人了解九芎具有抓地、鞏固土壤的性質；浮嶼

和湖邊植物可淨化水質，同時減少湖岸受到侵蝕。在動物部分，鄒族過去有透過

觀察鳥類築巢來預測颱風（鳥巢如果蓋得很高，代表當年沒什麼颱風）；也會以

動物的行為來預測氣象和預測颱風。 

(二) 水土與空間管理的知識 

傳統智慧知識是在特定的空間中發生。例如：達悟族建築有防風牆的概念、

地下屋的設計；族語地名時常反映該地的地景或地形；泰雅族農耕知識中，除了

作物的性質，也包含在田地的相關知識，像是選址上不能有大坡和崩塌地，而墾

地要先建工寮且不得砍大樹，只能修枝以免土地鬆動流失、要施作邊坡石砌等。

空間的管理也包含了時間秩序的管理，例如，飛魚季的同時也是珊瑚礁魚類的禁

漁期，顯示出達悟族人的保育邏輯。 

原住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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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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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組織運作的知識 

空間管理系統的維持，需要社會組織的運作，而這些社會組織的運作，和社

會內部的勞動分工很有關係。例如：達悟族男女的採集區域不同，男性在海洋，

女性在山林；男性在深海，女性在潮間帶；男性狩獵，女性耕作。在飲食上男女

老幼皆有區別，有男性食用的魚種，以及女性食用的魚種，這些區別和魚的習性

有關，也使得不同習性的魚不至於被捕獵殆盡的平衡效果。在性別之外，祭祀團

體也是重要的社會分工單元。排灣族和魯凱兩族，傳統領袖、貴族、士、平民，

在社會運作上有各司其職的社會階級制度。 

(四) 信仰與世界觀的知識 

社會組織的運作，往往是受到道德、價值觀，乃至信仰與世界觀的支持。例

如，透過小米飛走了的神話故事，說明不可懶惰貪心的祖訓、賽德克族諺語說女

孩子沒有常被太陽曬到，其實是暗指其懶惰沒有去工作。這些故事、諺語，都是

和勞動的道德價值有關；就卑南族的經驗，狩獵的山林有其禁忌，違反了會遭受

厄運；布農族人在狩獵前需要先祭槍；排灣族五年祭的儀式強烈連結到構樹與其

他植物知識。噶瑪蘭族人會舉辦入倉祭以祈求收割時有好天氣，傳統上也有獵首

與除罪儀式和新年祭儀。 

原住民傳統知識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反映了原住民族群與自然和社

會的密切關係，以及對於生存、發展和生活的智慧和經驗的積累。這些知識不僅

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也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

重要的啟示和價值。 

二、原住民傳統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的不同 

Burton-Jones（1993）則指出，原住民傳統知識發展模式與現代科學的知識發

展顯著不同。在現代科學知識中，知識的產生是透過蒐集和整理數據與事實、分

析資訊，最終形成知識模式。相對的，原住民的知識發展則基於神話與故事的敘

事、身在其所的經驗，進而產生知識（引自官大偉等，2020、如圖3）。 

發展形成方式截然不同，傳統知識和科學知識應該是互補而非互斥的，把原

住民傳統知識納入討論溝通，期待原住民傳統知識與科學知識有效結合，打破彼

此界線。而非一味將現代科學專業防災知識，套用在社區中，產出不符在地需求

之防災模式。讓現代科學知識在在地的知識脈絡下，得以實踐；也讓在地知識形

成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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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傳統知識發展模式 現代科學知識發展模式 

圖 3 Burton-Jones（1993）比較原住民知識和現代科學知識發展模式差異示意圖 
資料來源：引自官大偉等，2020，研究者自行繪製。 

綜上所述，原住民傳統知識不僅對於原住民部落自身的災害韌性建構非常重

要，也為全球面對越來越嚴峻的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挑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

示。將這些知識有效地融入現代的災害管理體系中，是提高全社會災害應對能力

的重要途徑。 

參、現行學校防災教育和困境 

學校防災教育是培養學生防災意識和應對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有鑑於此，

教育部為深化與融入氣候變遷議題，以及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請各級學校聯手推動防災教育，期望能藉此提升國

內師生防災素養，各級學校須配合在地化環境建置防災校園，並建立防災校園網

絡。而教育部建置防災校園網絡的目的在於完善全國各級學校的校園防災基礎工

作，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透過這項計畫，學校可

以掌握所處區域的校園潛在災害分析，並明確規劃各類災害管理週期工作事項，

包括組織人力、整備器材、繪製校園防災地圖、擬定演練腳本、發展在地化教學

模組、執行校園災害防救演練及相關教育訓練、設立應變與復原重建程序等，以

提升學校的防災能力（教育部，2022）。在建置防災校園基礎工作完成後，學校

應依環境特性與整備資源等因素進行評估，並可結合外部單位參與進階推動計

畫。以下分成防災教育課程內容與學校防災行政工作二部份說明： 

一、防災教育課程內容 

依據教育部（2020）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容防災教育為

十九項核心素養議題中之重要項目，並採取「議題融入的方式」進行課程，以跨

領域形式學習，使知識層面得以擴展。 

知識

經驗

敘事

資料與事實

資訊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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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育部（2022）於111學年度起全面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實

施安全教育，也訂定完成「交通安全、水域安全、防墜安全、防災安全、食藥安

全」等5大主題課程模組及教案手冊，結合部定及校訂課程推動，並透過教師增

能、教材開發等配套措施，引導與支持高中以下學校，以有效提升學生安全意識，

降低意外事故傷害，防災安全為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其相關內容涵蓋： 

1. 災害認識與預防：介紹災害種類及影響，如地震和颱風；教授識別災害信號

和基本防災知識。 

2. 災前準備：制訂逃生計劃，確定集合點和聯絡方式；儲備應急物資，如食

物、水和急救用品；進行防災演練，提升應變能力。 

3. 災中應變：災害發生時的應對措施，如迅速避難、使用消防設備和尋求救

援；掌握自救與互救技能，如心肺復甦和簡易包紮。 

4. 災後復原：提供心理輔導和醫療救助，幫助受災者恢復正常生活；進行災害

後重建，總結經驗教訓，改進防災措施。 

5. 多元學習模式：採用互動遊戲、角色扮演和模擬演練等方式進行教學，增強

學生學習興趣和效果；透過案例分析和小組討論，引導學生思考和解決實際

問題，提升防災意識和行動力。 

此外，課程還強調家庭防災，推動家庭防災會議，讓家長和孩子共同參與制

定家庭防災計劃，並建置家庭防災卡，明確家庭成員的應急聯絡方式和避難路線。

這些課程模組和教學內容旨在透過系統性的教育，提高學生對災害的認識，培養

他們在災害面前的應變能力和自救技能，從而保障個人和家庭的安全。 

但實施以來，研究者搜尋相關資料庫，尚未有關其實施之具體成效相關研究，

而在的教育體制氛圍中，防災教育在課程推動上仍面臨以下困境： 

(一) 防災教育未獨立設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防災教育未設立為一門獨立學科，相關知識多融入生物、健康體育、綜合活

動和自然科學等學科的教科書內容中。通常，教科書會涵蓋災害現象及其成因等

基本知識，但對於個人進行各類災害整體性評估以及應變的決策能力描述較少。

張玉連（2021）研究指出，學校防災教育多以講述方式為主，教科書或防災演練

是學生習得個人經驗的來源，目前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也以地震或火災防

範訓練為主，期待透過教育部推動實施防災安全教育多元學習模式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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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缺乏防災專業知識 

教師在課堂上扮演著引導和延伸知識的重要角色。換句話說，學校中的防災

教育主要依賴教師在課堂上的引導和延伸，教師會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學科

的教學中，穿插災害相關的知識，以培養學生對各類災害的整體性評估能力和應

變的決策能力。這需要教師具備相關的知識和能力，並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使

學生能夠全面理解災害知識，提高應對災害的能力，從而更好地保護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財產安全。 

(三) 缺乏完整專業教材 

在教材方面，由於災害防治並非學校主要的學科，也沒有考試評量，因此缺

乏完整適當的課程教材。更遑論教材在地化。雖然教育部進行了相關教育宣導及

提供課程教學模組，甚至教案手冊。但教師在教學中仍然面臨教材運用的問題。

為了應對這一情況，教師通常會採用數位影音等多媒體形式的教材來補充教學內

容。同時，學校也會通過張貼文宣品和利用電子媒體等形式來傳遞災害防治的知

識，以提高學生的防災意識和知識水平。 

(四) 防災教育內容僅限校內 

學校師長通常不是防災專業人員，因此缺乏指標教材的參考和正確的知識來

源。林怡資（2019）認為這部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教師除了教育，

還需要學習專業知識，但通常沒有專門針對防災教育的知識能力指標供其參考；

另一方面是教育內容僅限於學校範圍，無法延續至學生的生活或校園外社區中。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體制中防災教育的地位不夠重視，以及教師對於防

災教育內容的理解不足等困境產生。 

二、學校防災行政 

學校防災行政涉及確保學校環境的安全，以便在災難發生時能有效應對和減

少損失。這包括制定和實施防災計劃、進行防災演練、教育師生關於緊急應變相

關知識和技能，以及確保學校設施設備的耐災性。但在實務上遇到許多推動上的

困難，以下分點敘述相關行政推動現況及困境： 

(一) 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防災意識不足 

在校園防災工作推動上，因學校體制上，學校防災推動主要由行政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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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學現場的師長則是被動配合。趙家民、張宏仁（2007）、林怡資（2019）、張

玉連（2021）、鄭瑩祺（2023）研究中皆有指出校長、行政人員以及全校師長對

對防災意識不足，缺乏對防災工作的重視和支持，這導致了學校防災計畫與實際

應用時存在落差，災時無法有效應變，而對防災工作的落實成效也各有不同，防

災的準備往往只是行政應付而非真正面對。這部分問題反映了整體社會對於防災

意識的不足，以及校內行政工作溝通與協調的問題。 

(二) 辦理防災工作人員異動頻繁 

小型學校內部體制不穩定，人員異動頻繁，承辦防災工作的人員經常更換，

導致防災推動工作無法持續有效進行。 

(三) 學校校長、主管態度 

學校內部管理及溝通上的問題也是防災工作推動的一個重要關鍵問題；校長

有任期限制，需要定期輪調，每個校長著重的重點工作項目亦不同；而學校業務

繁重，不只有防災工作需要處理，校長的態度影響著防災工作的進行，這使得防

災工作無法得到充分重視和有效執行。 

(四) 政策支持是否延續 

目前，政策支持防災教育的推動主要通過專案補助的方式進行，但受補助後

若無再申請，多數學校的防災工作往往會回到原狀。除了基礎建置學校防災設施

外，部分學校被要求成為防災基地，但由於缺乏持續的政策支持，該校的防災運

作無法持續下去，此情況並非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鄭瑩祺（2023）更進一步指出，教育部與縣市輔導團的分工不明確，輔導團

為教育局處協助學校與行政溝通的人員，但受到行政評核與規範的影響，無法自

主運作。這些行政面的問題牽涉到組織內部的運作，導致學校無法將防災教育有

效地融入學生的學習與生活中。 

學校師長在防災教育方面面臨著多重挑戰。他們在教學專業、資源和目標不

清晰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按照形式上的要求進行防災教育，無法真正將其落實在

學生的學習與生活中。同時，整個社會對於防災意識的不足也是影響防災教育有

效推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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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傳統智慧的融入與運用 

自1993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通過以來，聯合國持續表現對於原住民傳統

知識與科技整合的支持，除生物多樣性之外，亦關注原住民知識對因應氣候變遷、

環境退化等議題的重要性。在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之後，聯合國更

加積極關注原住民的議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原住民知識的討論和出版著作也

特別談論了原住民生態知識與科學以及環境管理的關係，可以看見對於原住民傳

統知識的傳承面臨挑戰。在IPBES（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

平台）也與原住民傳統知識進行整合，而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實踐，原住民族更

在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下從不同面向分敘傳統智慧融入對於防災教育的

效益： 

一、原住民族的文化資源 

王玠巨（2020）研究指出聯合國近年來開始注意到原住民族如何運用先人智

慧應用在災害風險管理上，目前在因應災害的全球戰略架構中也納入了傳統知識

領域，許多國家在社區層級重新審視傳統智慧與知識。原住民族既存豐富的傳說、

故事和儀式，不僅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也為現實的災害管理提供了

實用的文化資源。我們應深入研究如何將傳統知識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另外文化

的演進反映了人類在特定環境中求生存的歷史，這種求生的智慧是世代相傳的，

透過妥善地收集和傳承這些知識與經驗，不僅有助於促進彼此之間的尊重和有效

溝通，還可以借助科技的進步來獲得更多有用的資訊，將這些傳統智慧融入現代

技術中，並納入防災教育中。 

二、原住民族部落災網絡的建立 

學校作為社區防災的中心，也協助原住民部落建立防災網絡。吳杰穎、陳亮

全（2020）研究建議原住民地區學校在建立校園防災計畫時，能夠參考運用學校

所在原住民部落共同撰寫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使得公部門之計畫能與原住

民住的價值體系接軌；另一方面，也建議學校針對原住民部落之風險溝通與相關

之防災配合宣導，有助於提升災害韌性。另外，臺灣屏東縣排灣族透過在地學校

的努力，以傳統知識有關的防災教育為核心，瞭解祖先們細緻觀察自然環境的方

式及過程，結合社區一起探討部落地圖，透過經驗認識災害類型，避開生態敏感

區域或是不安全的位置，平時透過禁忌與規範避免災害發生。即便災害發生了，

也懂得透過獵人文化的傳承尋求野外求生的機會（王玠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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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族語族對災害地點的提醒 

官大偉（2013）對臺灣北部泰雅族進行田野考察，蒐集了原民聚落與災害相

關之語群地名，這類知識為耆老根據世代觀察所傳承，主要在告知後代原民部落

傳統場域內可能發生的潛在危險區。例如地名Luhiy longu表示過去曾發生土石流

之處、Hnway為水沖過的地方。類似的說法的地名已揭露歷史災害地及類型。只

是過去多以口述相傳，比較少鮮有系統地以文字記錄保存。而這類紀錄對於以後

進行災害潛勢分析時，也能提供了在地觀察的社會科學基礎資料。陳亮全（2018）

則以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為對象，整合空間環境、產業作物及社會組織探討部落

防災韌性與建構防災作為。在在都顯示傳統智慧在防災的運用價值。 

四、原住民族生態傳統智慧融入專業的防災教育學習與討論平台 

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方式與知識體系深植於對自然環境的觀察與理解，包括對

氣候變化的敏感度、土壤的特性、水資源的管理等，這些都是建立災害韌性的重

要基礎；透過原住民社區所擁有的強大社區凝聚力和組織能力，這使得在災害發

生時，社區能迅速動員，共同應對挑戰；經過原住民部落在歷史上經歷過多次自

然災害，發展出一套有效的調適和恢復策略，這些策略往往是現代防災方法難以

替代的。林怡資（2019）針對臺灣推動防災教育的研究建議認為國家和地方政府

需迅速整合防災教育的橫縱向政策，並明確防災教育的推動目標，同時由相關主

管機關提供統一而全面的教育指導綱要，支持各縣市發展其防災教育團隊的自主

運作模式，並制定具體可行的防災學習目標。同時，建立一個專業的防災教育學

習與討論平台，投入更多資源於與在地化地方災害經驗連結，融入在地生態或社

會文化傳統智慧。對於學校而言，更應積極響應並實施政府的防災計劃，並根據

不同類型的災害，增強必要的防災觀念與知識。 

原住民部落韌性的研究展現了深度的多樣性和豐富，特別是在融合傳統知識

與現代災害管理策略方面。這些研究不僅凸顯了原住民傳統知識在建構災害韌性

中的重要性，也彰顯了跨文化、跨學科的整合途徑。將原住民知識融入現代防災

政策是一個綜合而重要的過程。政府和相關機構需要提供政策支持，認識到原住

民傳統知識在防災中的價值，並將其融入現代防災策略中。另外促進原住民知識

的共享和傳承、鼓勵原住民社區參與到災害管理的全過程中、推動專家學者、政

策制定者和原住民社區之間的跨領域合作，從文化、社會-生態系統、災害管理和

政策制定的視角來看，融合原住民傳統知識與現代防災策略，提供更全面、更有

效的災害應對框架。總之，這是對原住民知識和文化的尊重，也是社會面對自然

災害挑戰時的寶貴資源，更為全面、更有效的災害應對機制。 

儘管在過去，這些傳統的知識體系在科學界常被忽視或被認為不足掛齒，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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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被全面理解的架構，然而，在當前氣候危機和日益頻繁的災害面前，地方社群

透過文化和祖先的智慧建立的「災害知識體系」，加上現代實用防災科學知識的

價值，成為更有效的防災知識體系。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現行校園防災教育的實施情形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宣導、技術應用、社區

合作等方面，旨在提高學校師生的防災意識和應變能力，保障校園安全。整體來

說，雖然校園防災教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面臨著資源不足、參與度不高、

專業人才缺乏等挑戰，需要政府、學校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加強資源投入、提

高參與度、加強專業培訓，促進校園防災教育的全面發展。原住民傳統知識對於

校園防災教育的運用，提供了一個獨特而深具價值的視角。原住民社群通過世代

相傳的經驗與知識，對自然環境有著深刻的理解，包括如何識別即將發生的自然

災害跡象，以及如何利用自然資源進行有效的災害防範與應對。以下是參考教育

部於2022年所訂校園防災手冊細項，建議原住民傳統知識在校園防災教育中的潛

在運用方式： 

(一) 融入防災教育課程內容中 

防災教育課程與教學，可結合校內相關領域教師，善加運用各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教育部及各縣市研發之防災教育教學資源，教學課程內容亦可結合在

地自然、人文、實質環境及在地災害特性，開發在地化教材、教案，融入各科領

域教學尤佳，相關可供運用內容如下： 

1. 原住民擅長於觀察天氣變化、動植物行為等自然現象，從中預測天氣和可能

的災害。觀察技巧融入學校防災教育，可以增強學生對環境的敏感度和理解，

培養他們的預測與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 

2. 原住民對於當地生態系統及其資源有著豐富的知識，包括哪些植物可以用於

食物、藥用或建築材料等。透過野菜辨識課程，倘若未來遇到重大災害或在

野外需要果腹求生時可尋找替代糧食，藉以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能力，並擴

展其在教科書與防災演練外的學習體驗並教育學生如何在災難後利用周遭資

源自給自足，也能加深他們對生態保護的認識。 

3. 許多原住民社群擁有傳統的生存技能，如製作簡易避難所、尋找飲用水源、

火的使用與控制等。通過學校防災教育，學生可以學習這些基本生存技能，

增強他們在面對災害時的自我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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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住民的故事和傳說中常含有關於自然災害的記憶和教訓，這些故事不僅是

文化遺產，也提供了寶貴的防災信息。將這些故事融入教學，可以幫助學生

以更生動的方式學習防災知識，並促進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與尊重。 

5. 原住民社群強調集體合作與互助，這種精神對於災害應對來說非常關鍵，在

校園防災教育中，可以借鑒這種合作模式，促進學生、教師和社區之間的協

作，共同建立更為有效的災害應對和減災機制。 

將原住民的傳統知識融入校園防災教育，不僅能夠豐富教學內容，提高學生

的災害應對能力，還有助於保存和傳播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這種教育方式也鼓

勵了對自然的尊重與和諧共處，對培育負責任的全球公民具有重要意義。 

(二) 參與式教學－和社區、學生一同擬訂、繪製融入傳統智慧之防災計畫及地

圖 

學校應評估校內的資源，確認可利用的資源，並整合鄰近原住民社區、產業

界和其他學術機構的資源，包括夥伴、專業人才、設施和設備等。學校可以邀請

社區和學生一同參與防災工作，進行社區環境的踏勘調查。這些活動可以與課程

結合，包括社區環境和學生通勤路線的安全調查。透過這些踏勘調查，學校可以

辨識出區域內存在的風險和災害問題，並與社區共同製作防災地圖。這些地圖可

以張貼在學校和社區的顯眼位置，向居民宣導相關信息，提醒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避免災害風險，減少生命和財產損失。 

踏勘調查完成後，學校可以利用科學方式，以衛星圖和空拍圖製作相關的含

有在地傳統智慧圖像資料，並標示歷史災害事件的相關信息。例如，手繪淹水的

高度、範圍或者淹水時的圖片。這些資料可以以易懂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方式呈現，

向學生和社區居民傳達生活防災常識。 

二、研究建議 

傳統智慧在學校防災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通過歷史故事、建築技術、民間

諺語、社區合作、自然觀察、手工製作和文化活動，學生能夠學習到應對自然災

害的知識和技能。這些方法不僅提升了學生的防災意識，還加強了他們對在地文

化的認同感，並促進了社區合作精神和實地體驗學習的效果。綜合上述結論研究

者提出實務上幾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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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和指導 

1. 與地方政府或防災機構協力合作 

要解決教師在面對傳統智慧防災教育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不足的問題，需要教

育部門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和指導，提供並蒐集相應的教育資源和指標教材，同時

加強學校與地方政府、專業機構的合作，共同推動防災教育工作，提升防災意識、

確保正確的防救災觀念及應變技能。 

2. 增強教師教授技巧和提供指標教材 

在提供給教師相關的原住民傳統智慧防災及科學專業防災教育知識和教學

技巧方面，這些培訓課程可以包括防災知識、教學方法、教材選擇等方面的內容，

讓教師能夠更好地進行防災教育；在提供指標教材和資源方面，可以編制相關的

防災教育指標教材，並提供給學校和教師使用。這些教材可以包括各類災害的知

識、應對方法、教學活動等內容，讓教師能夠有系統地進行防災教育。 

3. 辦理方式多元化 

另外相關防災知能研習及情境工作坊可依在地災害特性、原住民傳統智慧及

教職員工需求辦理，以協助學校、社區推動防災工作。防災知識推廣課程可依災

害不同階段（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及不同對象（教職員工生、家長及

社區人員等），規劃不同課程內容和主題探討。防災知識推廣課程實施方式亦可

結合週會、班親會、校慶、運動會或節慶活動辦理，落實推動至社區及家庭中，

以發揮實質功效。 

(二) 發展「有故事的防災校園」 

教育部（2022）鼓勵學校持續發展「校園防災進階推動」計畫，建議學校應

整合在地生態知識、社會及文化，發展出具在地特色的「有故事的防災校園」。

這樣的校園不僅能成為「地區防災教育資源中心」，還能將防災教育向外延伸至

社區，並深入融入日常生活中，使防災觀念內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實現「以判

斷原則進行教育，而非僅依賴標準答案的訓練」、「將防災教育與各學科結合，發

揮學校的獨特特色」、「透過實際體驗提高感知，利用多元資源增強教學效果」以

及「將防災教育與實際生活緊密連接」等策略，將更深入推動學校防災教育和校

園災害管理的發展，建立具有韌性的防災校園。 

總而言之，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加強對防災教育的政策支持與持續投入，

明確教育部門與地方輔導團的分工，提高輔導團的自主運作能力，並加強社會對

於防災意識的提升，以確保防災教育能夠真正落實在學生的學習與生活中。尤其

對於原住民學生來說，將原住民傳統智慧融入防災教育中，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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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5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19年 4月 26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22年 2月 17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

徵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

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一

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敬請各

位教育先進惠賜鴻文，以光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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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字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4,5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

質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

（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

及實質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

查費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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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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幼教到高教雙語教育之推動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九期將於 2024年 9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7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自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10 月發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

圖》提到要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增加國際競爭力之後，雙語教育便成為我國

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教育部長鄭英耀也曾在記者會說明未來教育規畫，對

於國教發展，提出讓更多學生可以真正免試入學、雙語教學繼續做等方向。此政

策的實施包括在幼兒園、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階段引入雙語課程，鼓勵學校聘

請外籍教師，並加強本地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等，政府還制定了資助學校開展雙

語教學，提供教師進修機會，以及開發雙語教材等多項配套措施。 

雙語政策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也能促進其進行跨文化理解和擴展國

際視野。然而，雙語教育在中小學實施也引發了許多爭議，如與《國家語言發展

法》立法精神衝突、雙語教育理念眾說紛紜、城鄉資源分配不均、雙語師資培訓

不足、課程設計不專業、教材研發不到位、缺乏有效評估工具、可能造成學科學

力倒退及本土語言文化邊緣化等問題。全國教師工會也曾於 2023 年呼籲政府應

盡快停止雙語政策。 

本期評論歡迎各界學者針對雙語教育實施相關議題進行評論，撰稿重點期待

能深入探討台灣雙語教育從幼教到高教的實施情況及其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對台

灣雙語教育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建議。 

第十三卷第九期 輪值主編 

梁忠銘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何俊青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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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十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十期將於 2024 年 10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 年 8 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學術研究是人類的重要活動，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卓著，它推動著社會進步，提升著

生活品質，也不斷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而學術研究有其應遵循的倫理原則，即所謂「學

術倫理」（Academic integrity）。主要的學術倫理包括：誠實與公正、尊重知識產權、保

護研究對象的權益、公開研究結果、迴避可能影響研究誠信的利益衝突等。 

2011 年 12 月我國頒布《人體研究法》，強調對研究對象權益的保障。而科技部於

2017 年 3 月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教育部於 2017 年 5 月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可見政府期待藉這些法規與作為，提升學術界與大學師生對學術

倫理的正確認識，並遵循相關程序執行研究，避免出現不當研究行為。然而，這些年來

臺灣出現違反學術倫理的新聞報導不絕如縷，其中有些事件又與政治活動有關，這也使

得學術倫理成為臺灣一般民眾都略有耳聞的詞彙。這些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主要有：

抄襲與剽竊、代筆舞弊（contract cheating）、重複發表、一稿多投、不當掛名、資料蒐

集程序不當、捏造或竄改研究資料等。而違反學術倫理的新聞報導，不僅明顯影響民眾

心目中學界/學者/研究生/研究者的形象（乃至可能有被汙名化的危險），也反映出臺灣

學術倫理的問題相當複雜且嚴重，臺灣學術界現正面臨學術倫理問題的嚴峻挑戰。故本

刊以「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為評論主題，進行徵稿。 

本刊「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可討論的問題甚多，例如：學術機構可採取哪些策

略來預防抄襲/剽竊/代寫？如何提高大學師生/研究人員對抄襲的風險感知？如何更精確

地運用抄襲檢測軟體？如何超越原創性比對系統，以人腦檢測概念上的抄襲？如何不受

研究資金來源的影響，而能提出公正的研究結果？如何更有效進行學術倫理的教育和推

廣？ 

而今還有更前瞻的學術倫理問題值得探究。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學術研究越來越多

語言交錯，這便帶來了新挑戰，例如：如何合理定義跨語言抄襲？如何檢測跨語言抄襲？

再者，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AI 已可生成學術論文，這也帶來新問題，例如：如何確定

某篇論文係由 AI 生成？如何處理由 AI 生成的論文？這類問題正在發生，且可能日趨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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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亟待探究因應之道。 

    當然本期投稿者也可從具體案例入手，探究其中學術倫理。如：造假、抄襲、

研究資料蒐集與處理不當、人體實驗、動物實驗、資料管理、著作權歸屬、作者排序、

同儕壓力、導師及導生關係、利益衝突、論文審查、研究不當行為的舉發與調查等，凡

此這些面向，都是本期「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可撰稿的方向。 

第十三卷第十期 輪值主編 

張芬芬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兼任教授 

                謝金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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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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