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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程式設

計（Coding）的能力逐漸受到重視。

2016 年 1 月底，美國總統歐巴馬做出

政策宣示：「電腦科學不再是選修能

力，而是基本能力。」美國投入大量

預算至電腦科學教育，從小學二年級

開始學習程式設計（黃維玲，2016）；

而 2017 年，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如

果我是一個 10 歲的男孩，我會認為學

習程式語言遠比學習英文還來的重要

（魯皓平，2017）。」上述案例中皆可

看出程式語言的重要性，面對世界都

如此重視的問題，臺灣自然不落人

後，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綱草案規

劃國中與高中生必修「程式設計」，希

望能透過程式設計課程培養學生問題

解決能力與跨域結合能力（教育部，

2016），讓學生在國高中階段便能具備

資訊時代下所需要的基本能力。 

二、淺談程式設計實習課程對於

學生培養問題解決能力之障

礙 

研究者發現，程式語言在臺灣對

大多人來說仍認為是資訊專業人士才

需具備的能力，外加學習不易、需要

數學及邏輯推理能力、必須使用英文

撰寫等原因導致許多人尚未嘗試學習

便興致缺缺。相關研究也發現，程式

設計課程未能有效培養學生問題解決

能力，反而因為教學的問題，導致師

生雙方對課程失去興趣；例如：老師

上課只有課本例題的教學，學生單方

面吸收，無法了解程式語言實際生活

的應用為何（鐘大定，2003），每次上

課僅將老師指派的習題完成便交差了

事，忽略思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陳

彤宣，2011）；這樣的教學方式造成學

生只能跟著老師講解的步驟進行，當

遇到老師尚未教過的問題時沒有自行

解決的能力，也不知道自己的疑問究

竟為何，學生低落的學習成效也會使

老師喪失教學信心（王子玲，2004）；

即便老師想利用時間一一解決學生的

狀況，最後也是分身乏術，因為一位

老師要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同時解決

數十位學生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是不可

能的（劉淑芬，2007）。 

三、改善程式設計實習課程對於

學生培養問題解決能力之策

略 

(一) 專題導向學習對程式設計之效益 

其實，新世代程式設計軟體不再像

以前一樣使用艱澀難懂的語言，而是利

用方塊（Block）的方式，滑動滑鼠，

依靠直覺拼湊方塊就能學習程式，學生

很容易就能上手。當遇到困難也可以像

打電動一樣，失敗時可以從記錄點重新

來過，與同學共同思考破關策略，最後

完成程式設計並解決問題。學習團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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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勇於嘗試錯誤、培養自學能力，這

些皆是程式設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附

加價值（王惠英，2016）。 

研究者認為藉由專題導向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融入程

式設計實習課程能夠改善學生問題解

決能力，其理由如下所述。（1）專題

導向學習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若是

遇到問題，可藉由小組討論，分享彼

此的想法並共同擬定策略來解決，讓

學生學習與他人分工、溝通、合作的

能力。（2）在組員的教學與互動中培

養問題解決能力，並將所學轉化為自

己的長期記憶（張春興、林清山，

1988）。（3）專題導向學習能讓學生發

揮創意、創造力及實作能力，經由探

索的歷程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達到

「Learning How To Learn」（Grant & 

Branch, 2005; Gubacs, 2004）。（4）在專

題導向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僅扮演一

位輔助者，改變傳統教學法「老師講

授、學生聽講」的模式，讓學生自己

學習，培養資訊的探索與分析能力，

同時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反省與思考

（林志隆，2008）。這麼一來，學生能

夠整合自己所學的知識與技能，並利

用這些能力面對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

各種問題，進而擬定策略，有效的解

決問題（Hsiao, 1997; Boaler, 1997）。 

(二) 專題導向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之

定義 

根據張春興（2005）提出之問題

解決的歷程如下所列：（1）發覺問題

的存在。（2）瞭解問題的性質。（3）

蒐集相關資訊。（4）問題解決行動。（5）

檢討與評價。而徐新逸（2001）提出

之專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則分為五

個階段：（1）發覺問題的存在。（2）

瞭解問題的性質。（3）蒐集相關資訊。

（4）問題解決行動。（5）檢討與評價。

詳細內容如表 1 所列。 

表 1 徐新逸（2001）專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 

階段 實施內容 

準備階段

Preparation  

1.確定專

題範圍 

2.確立教

學目標 

3.確認進

度計畫 

4.評鑑方

法 

5.資源確認 

6.先備知識 

7.組織團隊 

8.教師培訓 

實施階段

Implementati

on 

1.確立分

工職責 

2.腦力激

盪 

3.擬定計

畫 

4.提出假

設 

5.蒐集資

料 

6.分析驗證 

7.分工合作 

8.撰寫進度

報告 

9.統整分析

結果 

10.發展結

論 

發表階段

Presentation 

1.書面報

告 

2.口頭報告 

評鑑階段

Evaluation  

1.自我評

鑑 

2.同儕評

鑑 

3.專家評鑑 

修正階段

Revision  

1.修訂最

後版本 

2.準備結

案 

3.省思記錄 

資料來源：徐新逸（2001）。如何利用網路幫助孩子成為

研究高手-網路專題式學習與教學創新。臺灣教

育，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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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得知，專題導向學習是

一套具完整流程的教學模式，此外，

其學習歷程中所培養的能力也與問題

解決能力十分相似，若將專題導向學

習融入程式設計實習課程中，可作為

學生培養問題解決能力之指標。 

(三) 專題導向學習與學生培養問題解

決能力之策略 

專題導向學習的起源與建構主義

理論有關，建構主義認為，知識不是

經由傳達而獲得，而是學生本身在認

知過程中建構而成，因此知識的建立

是學生自身的知識與學習環境交互作

用的結果（鄒慧英，2000）。專題導向

學習除了讓學生自行發掘與生活相關

的應用問題，並在一連串的過程中找

出解決方法外，教師的腳色也做了改

變，以往的傳統教學法都是「老師講

課、學生聽講」，在專題導向教學中，

教師從知識的提供者變為環境的提供

者，必須營造適當的環境才能讓學生

主動建構知識；同時教師也是知識的

輔導者，在適當時機下引導學生探索

與學習，讓學生主動參與活動，與同

儕討論問題的解決方法，最後在互動

當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沈中偉，

2004）。因此，專題導向學習是能發揮

課程統整的一種教學模式，學生在學

習的過程中不僅得到問題解決的能

力，同時也能活用知識（朱韻婷，

2002）。 

 

 

四、結語 

新課綱上路在即，許多中學已經

著手進行設備的改善與師資的研習，

但是即便有先進的設備與專業的師

資，教學過程的主體終究會回到學生

身上，學生面對一個全新的課程，如

何吸引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明白為何

現今不再只有資訊相關科系才需要學

習程式語言，使學生不排斥這門課

程，這些才是老師首要思考的問題。 

現今正處資訊爆炸的時代，想要

學習任何事物，只要上網搜尋都能夠

找到資源使用，因此學生逐漸對學校

制式的課程產生排斥，「我只想學自己

想學的」，這是許多學生會告訴老師的

答案，所以，老師的腳色將不再只是

傳授知識而已，而是必須帶領學生，

使其對這門課程產生興趣的引導者。 

以往的程式設計都是晦澀難懂的

邏輯語言，學生若採用傳統教學法，

學習狀況普遍低落，但結合專題導向

學習後，學生不是照著老師的指示去

完成課本的題目，而是自己思考想要

完成什麼問題，符合學生自己的期望

才能有效提升學習興趣，而程式設計

能夠解決的問題相當廣泛且生活化，

舉凡路上的交通號誌、室內的溫度計

或是遊樂的遙控車等等，任何與生活

相結合的事物都能變成專題的題目，

學生找出現有物品可以改善的問題並

試著利用程式語言解決，最後完成一

個專題成品，這便是專題導向學習；

而在專題導向學習模式下，學生可以

學習分工合作、蒐集資料、討論解決

方案，從這些過程中培養問題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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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如此一來，即使未來遭遇程式

設計或是其它領域的問題時，學生也

能善用問題解決的能力，由發覺問題

所在、界定問題性質、蒐集相關資料、

擬定解決方案，最後解決問題，經過

這樣的歷程後，學生面對問題將不再

不知所措，而是懂得與他人合作，一

起面對，這也正是學生所需要培養的

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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