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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實施專題式學習的策略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今（2018）年三月份，我到一所

學校擔任該校教師進修的講師，在該

校校園步行前往研習會場的途中，我

看到在走廊上有許多展示看版，上面

張貼了學生的作品。內容是學生以小

組合作的方式，完成學校附近古蹟與

景點的介紹海報（以下簡稱「古蹟巡

禮」）。我把這些海報作品拍下，詢問

任教於中小學的教師朋友：學生在這

項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活動中，可能可以培養哪些知能或核

心素養 1（core competences）？之後，

我們歸納出兩大項，一是學生可以對

探討的主題有更深的瞭解；二是學生

可以在此學習活動中，培養資料蒐

集、關心社會、語文表達、美工編輯、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等許多現代公民

應具備的核心素養。類似的專題式學

習在學校中很常見，只不過，從前述

學生的成果中，卻有許多在推行專題

式學習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本文主要目的即在於介紹在中小

學推行專題式學習應注意的細節，畢

竟「細節決定品質，品質影響結果」。 

二、專題式學習的意義、案例與

要素 

專題式學習法是一種「讓學習者

調查（investigate）或回應真實並具複

雜性的問題或挑戰，以讓學生獲得知

識及技能的教學方法」（王金國，

2018；BIE, 2017），相關的教學案例包

括：在國語／國文科中，讓學生將課

文內容轉成圖畫、訪問名人；在英語

／英文科中，讓學生去蒐集學校週遭

的英文字或句；在數學科中測量教室

的地板面積。另外，學生參加科展比

賽、網際博覽會競賽、參與協助接待

外賓、園遊會的準備也都是專題式學

習的樣貌。 

從前述這些案例中，可以歸納出

幾項專題式學習的要素（王金國，

2018），包括： 

(一) 學習任務：在專題式學習中，學

習任務是其核心，師生均以專題

為主軸。 

(二) 統整學習：專題式學習中，學生

為完成學習任務，必須同時使用

不同學習領域習得的知能，且常

必須統整應用。例如：前述的「古

蹟巡禮」專題，學生需應用在語

文、歷史、地理、綜合活動等學

習領域習得的知能。 

(三) 讓學生使用多樣感官來學習：專

題式學習中的專題固然不同，但

從既有的專題式學習案例來看，

專題式學習通常會讓學生手腦併

用，學習過程中，會讓學生探索、

討論或發表，學生不只使用「眼

睛」（看）及「耳朵」（聽）兩種

感官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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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需更多的主動思考、探索、

回應、提出假設、自我監控等認

知活動：學生為了完成專題，他

們不再只是聆聽與記憶，他們必

須有更多的構思、探索、問題解

決等認知活動，這樣的活動，有

助 於 學 生 深 化 學 習 （ deeper 
learning）。 

整體來説，專題式學習提供學生

統整學習、運用多感官及更多認知涉

入的機會，它會比單純的聆聽有更好

的學習成效。 

三、中小學實施專題式學習的實

務策略 

基本上，中小學教師應該都曾實

際參與或聽過專題式學習，例如：自

己在大學就讀期間的分組（專題）報

告、中小學的科展比賽。不過，也可

能因這些既有的經驗，反而影響了中

小學教師實施專題式學習的動機，教

師們可能會擔心學生沒有能力完成，

或擔心專題式學習影響教學進度。對

此，筆者依據觀摩中小學專題式學習

之經驗與省思提出幾項實施專題式學

習的實務策略供中小學教師參考 2。 

(一) 設計與選擇合宜的學習專題 

在專題式學習中，專題的設計與

選擇是最核心的工作。專題的設計與

選擇宜考量以下原則： 

1. 具備教育性、安全性及可行性。 

2. 結合素養導向教學的四項策略。包

括：（1）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

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2）
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更朝

向學習意義的感知（making sense）
以及真正的理解（understanding）。
（3）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

（4）強調讓實踐力行表現的空

間，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范信

賢，2016 ）。 

3. 全面參與，非擇優參與：中小學有

許多專題式學習並非所有學生全

部參加，而僅是挑選某些學生來參

與，如科展比賽。筆者認為，專題

式學習是很好的學習方式，教師在

推行專題式學習時，應設計全部學

生都能參加的專題。 

4. 結合學習領域（學科）的學習：專

題的題材相當多，難度也不一。中

小學教師在設計及選擇專題時，宜

結合學習領域（學科）的學習，把

專題當成學科學習的延伸或應

用，而非獨立於學科學習之外，以

降低對教學進度的影響。 

5. 推行之初，專題規模不要太大：教

師推行專題式學習之初，可考慮小

型的專題為主，一來可以讓學生可

以在短時間完成專題並看到成

果，再者，小型的專題，比較好掌

握教學進度。 

(二) 將專題再細分為不同子題 

專題可大可小，時間有長有短。

有些大型的專案需要一學年或一學

期，有些則在一週、一天或一節課即

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在實施專

題式學習法時，可以將一個專題再細

分為幾個小子題，讓學生分別完成小

子題後，再組成較大的專題。以前述

的「古蹟巡禮」為例，學生要完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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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專題（成果），教師可以將它分為幾

個小子題，例如：古蹟Ａ、古蹟Ｂ、

古蹟Ｃ。每次探討一個子題（古蹟），

併起來，就變成學校附近的古蹟巡禮。 

另一種子題的分類是依完成該任

務所需的能力來分，例如：攝影技巧、

資料蒐集、海報製作技巧等，學生完

成這些前置子題的學習後，再實際前

往踏察、拍照、蒐集資料等，相信其

完成的成果品質會更好。有位朋友曾

跟我分享他求學時的專題式學習經

驗。他跟我說：他以前修習一門有關

程式設計的課，授課老師在學期初就

跟學生說明期末的作業～要設計出一

個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CAI）的程式。為了完成期

末報告（專題），教授每週會教導一個

小技巧，當他們把這些技巧學會了，

期末就能順利完成專題報告。 

(三) 以終為始，提供鷹架協助 

要進行專題式學習前，教師必須

從學生的角度分析完成該專題所需的

知能，然後，提供適切的協助及鷹架

（王金國，2018），讓學生可以逐漸培

養這些知能，最後完成作品。以前述

的「古蹟巡禮」為例，教師在教學前，

即分析出完成此專題學生需要具備的

知能，包括：古蹟的基本知識、攝影

的技巧、資料蒐集與整理的能力、看

地圖的能力、與人合作的能力等。針

對完成專題所需的能力，教師需提供

相應的鷹架協助學生發展這些知識或

能力。有了這些知能，學生就能完成

此專題。 

專題式學習中，教師切勿訂定專

題名稱及說明作業要求後，就「放牛

吃草」，然後，期待學生呈現完美的成

果。專題式學習中，教師宜提供講解、

示範、半成品、引導等，讓學生獲得

必要的協助（王金國，2018）。倘若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無法獲得協助、未

獲得正向的學習經驗，他們將可能不

再喜歡專題式的學習。 

(四) 後設監控～重視品質，重視學習 

專題式學習具有許多優點與功能

（王金國，2018），不過，這些優點與

功能係建立在優質的課程品質之上。

若教師未妥善規劃、引導與協助，其

預期的優點與功能就不見得能顯現與

達成。 

教師在實施專題式學習時，必須

把「學習」排在第一位。無論選定哪

項專題，教師必須時時思考著要學生

學習什麼（培養什麼知識、技能、態

度或素養）？要如何協助他／她學

習？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是否有高參

與？學生是有獲得學習？倘若教師沒

有這樣的意識與覺察（後設監控），則

可能會出現「熱閙有餘、內涵不足」

的情形。 

此外，學生完成專題不是主要的

教學目標，他們獲得優質的學習、培

養出相應的國民核心素養才是。教師

必須時時覺察，是否有把「學習」放

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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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08 課綱即將實施，此課程以「素

養導向」為核心。配合新課綱的推動，

近期有關素養導向的研習相當多，相

信參與過課綱研習的中小學老師應該

了解核心素養的意義與重要性。就教

學實務上，也已有許多教師著手進行

素養導向的教學。 

培養國民核心素養的作法理應不

少，其中，專題式學習是一項可以採

行的方案（王金國，2018）。有鑑於對

專題式學習的肯定，筆者撰寫此文闡

述其推行的策略，期許中小學教師對

它有更多的認識，進而在教學中採

行，並獲得正向的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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