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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多元媒體於師資培育課程《教育議題專題》

之教學融入與應用 
陳碧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實施要點中載明：「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

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

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

民族教育等議題。」（教育部，2014：31）。甫於今年四月發布的《中小學師資課

程教學協作電子報》也說明，十九項議題均具重要性，十二年國教課程設計應採

議題融入不同領域/科目課程綱要的作法，藉以培養學生尊重多元、同理關懷、

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教育部，2018）。 

然而，誠如吳根明與鄂雪妹（2015）的調查研究發現，現場教師進行教育議

題融入教學時有以下的困難：1. 議題太多、2. 授課時間不夠、3. 教師專業知識

不足、以及 4. 教材取得不易。而大學端師資培育課程「教育議題專題」的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務上，除了以上困難外，更需面對以下的兩個問題：1. 授課教師

對不同議題的認知、信念與重視程度的不同、以及 2. 師資生日後任教學校與班

級特性對不同教育議題的需求程度的不同。此外，師資培育課程授課教師也應接

受實踐並示範「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這三個核心素養以及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責任與挑戰。 

張芬芬與張嘉育（2015）曾建議，議題融入課程可分為課綱層級、教科書層

級、學校層級、以及教師層級等四個層級。就教師層級的教育議題融入方面，又

可分為正式課程融入、非正式課程融入以及潛在課程融入。張民杰與林昱丞

（2016）列出對應於此四大類別的教學活動建議，筆者從兩人所建議的四類教學

活動建議中，篩選出教師可以為個人班級所進行的議題融入教學活動（議題融入

任教學科；營造能讓學生討論、反思不同價值觀的學習環境；針對時事融入教學；

教室布置；以及以身作則…等），作為個人教學應用之參考。 

在職教師的專業素養仰賴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的培育。民國 102 年發布的《教

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提出了「提升師資生具備議題融入教學能力」的師資培育目

標（教育部，2013：72）。而關於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教育議題專題」的學習內

容，張民杰與林昱丞（2016）建議應包含兩大部分，一是特定議題的基本知能，另

一部分則應是師資生將議題融入課程的各種不同做法。就特定議題的教學選擇上，

教師除了個人的興趣和專長的考量外，也應將班級特性和學生的需求優先列為考量

因素，並配合時事發展，讓議題融入教學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張民杰、林昱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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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助師資生學習將議題融入課程的不同方法教學上，張民杰與林昱丞建

議：提供教學活動與教案設計範例、重視潛在課程與懸缺課程、參訪見習、講述

引導、合作式問題導向或專題導向學習、議題深度審議與辯論、資訊融入教學、

以及其他可行創新方法。 

以下介紹筆者所授課「教育議題專題」之課程內容與教材教法設計、雲端科

技與資訊媒體應用，包括：雲端課程管理與行動學習、影片案例與心智圖輔助小

組討論、網路輔助自我導向學習、教案設計與旁白說明視訊影片錄製、教學演練

與同儕意見雲端即時回饋、以及網路社群媒體的應用。文中亦表列同學分組所完

成的議題融入學科的教案設計成果。 

二、課程內容與教材教法設計 

(一) 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 

筆者以張民杰與林昱丞（2016）所提出的兩大類別進行分類，分為特定議題

的基本知能和師資生將議題融入課程知能。特定教育議題的選擇是根據筆者對選

課學生（理學院學生）的班級特性、學習需求和國高中教育現場的了解，搭配社

會時事議題並融入資訊科技應用（資訊教育）所設計，如表 1： 

表 1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內容設計 

學習內容類別 學習單元 

特定議題的基本知能 藥物濫用防制教育 

性別教育、性教育 

生命教育、情感教育 

議題融入課程的知能 12 年國教議題融入教學的內涵和實施 

素養導向的議題教學 

圖像輔助議題討論法的應用 

問題本向／專題本位學習法 

教案設計範例討論 

時事議題 如何稱呼居禮夫人？ 

2018 年的公投議題（涉及性別教育、性教育、環境教育、國際教育

與能源教育等議題）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教育） 

雲端硬碟／雲端辦公室的教學應用 

PPT 的簡報設計、旁白錄製與視訊影片製作 

開放式課程（OCW&MOOCs）與網路學習資源 

知識型網紅與教學 APP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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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方式以實作評量、課堂參與以及合作學習能力的展現為主。評量項

目與配分比重如下： 

1. 課堂參與、平時作業（40%）（含課堂發表、小組討論、平時作業） 

2. 合作互助表現（20%）(含自評、組員互評與教師觀察) 

3. 學期專題 （40%）(含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教學演示以及個人教案旁白

錄音視訊檔) 

(二) 多元教材教法應用 

本課程資訊科技與教材教法之融入與應用包含：1. 雲端課程管理與行動學

習、2. 教案範例討論、3. 講述引導、4. 影片案例教學、5. 心智圖輔助小組討論、

6. 網路輔助自我導向學習、7. 合作式專題導向學習、8. 教學演練與同儕意見雲

端即時回饋、9. 教案旁白說明影片錄製（簡易數位教材製作）、以及 10.網路社

群媒體教學輔助。 

表 2 資訊科技與多元教材教法於「教育議題專題」之教學融入與應用 

教學方法 教學活動設計 多元教材應用 

1. 雲端課程管理與

行動學習 

使用 Google 雲端硬碟與程式進行上課教材與

學生作業成績的管理、使用雲端共同編輯進行

非即時的書面師生互動。 

Google 文件、

Google 試算表、 

Google 簡報程式 

2. 教案範例討論 提供數學與化學領域融入教育議題的教案設計

佳作、引導同學從相關網站搜尋優秀教案範例。 

教案範例 

3. 講述引導 針對特定教育議題，於課堂上介紹、說明並引

導同學思考。 

PPT、影片、書面資

料 

4. 影片案例教學 配合教育議題（藥物濫用防制教育、性別教育、

性教育與生命教育），於課堂上播放影片後進

行問題導向的小組或班級討論。  

Youtube 影片 

 

5. 心智圖輔助小組

討論 

議題講述後，引導同學使用心智圖輔助小組討

論。各小組口頭報告時，適時針對不同觀點引

導班級討論與論辯。 

心智圖繪製 

6. 網路輔助自我導

向學習 

介紹國內外開放式課程平台，提供網路學習資

源，鼓勵同學進行自我學習，也作為分組教案

設計的教材補充資源。 

教學／學習網站、知

識型網紅、教學應用

APP。 

7. 合作式專題導向

學習 

同學們自行完成分組，合作進行議題融入教學

的教案設計。 

網路學習資源、

Google 雲端共筆、

Ｙoutube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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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教學活動設計 多元教材應用 

8. 教學演練與同儕

意見雲端即時回

饋 

各組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口頭報告與教學演

示時，須準備視覺輔助資料。 

PPT 模板應用、

Google 表單 

9. 教案旁白說明視

訊影片錄製 

同學個別完成的教案口頭報告投影片旁白說明

視訊影片，即是可使用於教學現場的實用數位

教材。 

PPT 旁白錄製轉檔

之視訊影片 

 

10. 網路社群媒體教

學輔助 

教師蒐集、分享各種不同的教育議題新聞和資

訊，希望能有帶頭示範的身教作用。 

網路社群媒體 

 

三、雲端科技與資訊媒體之教學應用 

以下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理學院職前師資班（化學系與數學系四年

級，共 52 人）的「教育議題專題」課程為例，說明雲端科技與資訊媒體（含：

雲端課程管理與行動學習、影片案例與心智圖輔助小組討論、網路輔助自我導向

學習、教案設計與旁白說明視訊影片錄製、教學演練與同儕意見雲端即時回饋、

以及網路社群媒體）於此課程的教學應用與實施情形。 

(一) 雲端課程管理與行動學習 

「雲端化」的資訊科技讓我們不管何時、何地或使用何種資訊工具都能即時

地、正確地搜尋所需資訊。雲端化的課程管理更可讓教師能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準

備並上傳不同形式的教材。學生也可不利用電腦或行動載具隨時、隨地閱讀教材

並上傳作業、和教師進行即時影音和非即時的書面互動。以下截圖說明例舉

Google 雲端程式在本課程中的幾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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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供學生檢視、下載的雲端教材資料 

 
圖 2 供學生查看、確認的課堂參與以及作業繳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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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生上傳於個人雲端硬碟並與教師共用的作業夾檔案 

(二) 影片案例與心智圖輔助小組討論 

透過影片內容的分析、討論與省思等活動，教師可進行以案例為基礎的實務

教學，讓學習者逐步建構有意義的知識與學習經驗。張雅芳（2011）發現影片案

例討論設計能夠有效引起師資生的學習動機，且實施過程中的小組討論、各組意

見公布，專家評述，以及課堂上的全班討論等方式，均有助於協助學生從多元角

度思考有關教學上的問題。而問題本位學習也是國內廣受各界重視並被鼓勵採用

的教學法之一。此方法強調讓學習者以小組合作方式分析問題、蒐集資訊、並將

知識應用於問題解決的情境中（陳琦媛，2017）。以下列表舉例說明應用於本課

堂的案例影片、其所對應融入的教育議題，以及教學應用方式： 

表 3 影片融入「教育議題專題」教學與討論 

教育議題 影片名稱/內容與網址 教學應用 

綜合議題 一位退休數學老師，在新北市金山海邊造了

一棟土房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_PtLSx

288 

討論：他需克服哪些問題?需要哪些

專業知識和能力? 

涵蓋哪些教育議題? 

輔以心智圖輔助小組討論法 

藥物濫用防

制教育 

一位終生尿布不離身的拉Ｋ年輕女性的現

身說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QmI_B

opjM 

了解吸食 K 他命對泌尿系統和腦部

造成的嚴重傷害。 

討論：如何協助日後將任教的班級學

生預防、脫離藥物成癮？  

藥物濫用防

制教育 

關於上癮這件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8L-0nS

Yzg&amp=&feature=player_embedded 

小組討論：甚麼環境讓人容易對藥物

上癮? 甚麼環境可以幫助人戒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_PtLSx2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_PtLSx2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QmI_Bopj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QmI_Bop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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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議題 影片名稱/內容與網址 教學應用 

性別教育 蕾絲裙下的秘密-紀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mKH

LoxNYo 

建立開放、友善、正向的多元性別

觀。 

討論：看完影片後的感受分享 

性教育 挪威公共電視台 NRK 以 8 到 12 歲兒童為對

象的性教育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306 

建立正確、健康的性知識和性教育觀 

討論：你希望在幾歲時獲得這些性知

識？你最希望和誰討論有關性的知

識？為什麼？ 

生命教育 王小棣導演專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cEFdhp

QMo 

了解語言和文字對人的影響、建立使

用正向語言的習慣。 

心智圖是一種放射性思考模式的呈現，將自己的知識、想法、概念、聯想，

以線條、顏色、文字、數字、符號、圖像等不同的視覺圖像呈現出來，透過心智

圖之運用，以可加強學生理解、思考及後設認知能力。本課程進行中，配合不同

學習單元，於講述教學之後，讓同學在班上進行以 4-6 人的小組討論，鼓勵各組

成員利用心智繪圖法，整合思路歷程。以下以「一個退休數學老師蓋的土房子」

影片觀看後的心智圖輔助小組討論為例，請同學討論以下問題：他需要克服哪些

問題? 需要具備那些能力? 這間房子的完成涉及那些教育議題?以下為同學的小

組討論心智圖繪製圖示： 

 
圖 4 心智圖輔助「一個退休數學老師蓋的土房子」小組討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mKHLoxNY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mKHLoxNYo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30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cEFdhpQM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cEFdhpQ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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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輔助自我導向學習 

雲端資訊科技提供無所不在的行動式數位學習環境，讓自我導向學習得到更

可發揮的平台，十二年國教課綱期許學生能具備自主學習、互動溝通、問題解決

以及終身學習能力。本課程除於課堂上介紹國內外 OCW（OpenCourseWare）和

MOOCs（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等開放式課程平台，也於雲端教材提供

相關網路學習資源、學習網站、知識型網紅以及教學應用 APP，鼓勵同學以個人

或分組方式進行自我學習，一方面提升個人對於不同教育議題的認識，也作為教

案與學習活動設計的教材補充資源。 

(四) 教案設計與與旁白說明視訊影片錄製 

以下是同學分組完成的議題融入學科教學之教案設計，茲以教案內容與融入

議題、適用年級與學科、以及主題學習和主要教學活動分項列表說明： 

表 4 學生分組完成的教案與學習活動設計 

教案內容與 

融入議題 

適用年級＆學科 主題學習/教學活動 

二維數據分析、

科技教育 

十年級 

（高中數學） 

「以學生實際成績分析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再導入相關係

數的概念，並用計算機操作及程式運用讓學生更深刻學

習教學內容，並將其用在實際生活之中。」 

能量與能源 

環境教育、能源

教育 

十年級 

（高中化學） 

「利用核四公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接著引導學生生

活周遭所運用知能源及能源之形成。」 

變數和函數、 

海洋教育 

七年級 

（國中數學） 

「藉由潮汐的情境及圖表，引導學生判讀圖表，了解函

數的基本定義和性質，之後加入消費者保護議題，透過

手機資費的圖表，讓學生思考與討論，並且對於未來社

會環境生活 有一定的判讀和應變能力。」 

正反比例、 

性別教育 

七年級 

（國中數學） 

「藉由理解比例的意義（正比、反比、連比和連比例），

並學習用符號列出生活中的變量和算式，討論社會中的

性別歧視與偏見，建構不同性別和諧、尊重、平等的互

動模式。  

電池簡介及鋰電

池保存及爆炸之

探討、科技教

育、媒體素養 

十二年級 

（高中化學） 

「明辨日常生活中科學報導真偽。先檢核學生前導組

織，再實際教授電化電池之原理，建立標準還原電位與

電化電池的電動勢之概念，進而認識生活中常見的電池

設計。增進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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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內容與 

融入議題 

適用年級＆學科 主題學習/教學活動 

隨機的意義、 

海洋教育 

十二年級 

（高中數學） 

「藉由環保、海洋教育議題，引導學生隨機變數和機率

的概念。並以尾牙抽獎任務，引導學生學習期望值的概

念。再利用計算橘子成績單離散程度的任務，讓學生學

習標準差及變異數。」 

能源利用與開

發、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十一年級 

（高中化學） 

「透過認識常用能源，探討能源與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

的關係，使學生體會到維護環境更是每個人的責任。並

觸及環境議題以及人權議題，使學生對於環境以及人權

核心素養得到成長。」 

同學除了須設計多媒體投影片以輔助教案內容的口頭報告與教學演練外，每

一位同學另須個別完成教案口頭報告投影片的旁白說明視訊影片的錄製，此視訊

影片的製作也是數位教材製作的學習與體驗。以下是「能源的利用與開發」小組

使用 MS PowerPoint 語音錄製和視訊影片轉檔功能所錄製的視訊影片畫面截圖： 

 
圖 5 「能源的利用與開發」旁白說明視訊影片畫面圖示 

(五) 教學演練與同儕意見雲端即時回饋  

期末分組進行教案口頭報告時，為讓台下同學專注於台上同學的發表，台下

同學須在各組完成口頭報告與教學演練後，以手機連線、開啟並填答筆者事先設

計的表單問題：（1）該組教案內容優點或可再精進之處、（2）該組 PPT 設計優點

或可再強化之處、以及（3）該組試教時的整體表現優點或可再強化之處。同學

的回饋意見立即顯示於 Google 雲端，發表人可針對同學的提問或建議進行補充

說明與答辯。下圖為該學期班上同學給第 9 組「自然與生活科技融入指對數」的

教案發表與教學演練的意見回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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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自然與生活科技融入指對數」教學演練同儕意見雲端即時回饋圖示 

(六) 網路社群媒體應用  

顏榮泉與陳明漙（2006）指出，網路學習社群是結合了「建構主義」和「社

會學習」理念，以社群參與為基礎而進行的互動學習行為。其內涵與運作機制符

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強調的「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三個

面向的教育理念。 

筆者於 2015 年 11 月建立「教育議題討論」臉書社團，邀請歷屆選修課程的

同學自由加入，目前有來自本校師資生成員共 160 人，是一跨屆、跨科系的師資

生網路學習社群。目前累計約有 180 多條貼文，涵蓋性平、人權、環境、生命、

法治、科技、資訊、能源、防災、情感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探索教育、

國際教育、以及原住民族教育等與時事相關的教育議題與新聞。筆者藉此平台儲

存相關的議題教材、與歷屆同學抱持連繫，同時展現身為授課教師對週遭環境和

教育議題的關注，希望能有以身作則之效。 

四、結語與建議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教育議題專題」的課程內容設計與教學，對於職前

師資生未來如何引導學生關注周遭公共事務以及培養學生對社會時事脈動的觀

察和思辯能力是重要的教學示範和帶領，攸關十二年國教中議題融入教學的實施

成效。筆者整理、應用諸多教育先進的教學建議，配合資訊科技之應用，逐步改

進筆者於本校《教育議題專題》課程之教學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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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以筆者之教學實務經驗，對「教育議題專題」之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提出

建議如下：1.受限於授課時數，授課教師可配合個人專業、興趣、信念、班級特

性與學生需求，選擇特定數種教育議題進行教學與討論；2.除了傳統的講述引導

教學之外，授課教師也可於課堂上為師資生示範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的其他不同教

材教法，例如：分組討論學習、影片融入教學、問題本位學習、合作式專題學習、

以及探索式自我導向學習等；3.可善用並為師資生示範資訊科技輔助「教育議題

融入教學」的不同作法，例如：雲端課程管理、影片融入教學、以及網路社群媒

體的應用等；4.授課教師可以身作則，以個人專業為基礎，關心相關教育議題與

社會時事，並以多元方式與師資生分享新知與觀點，和師資生一起實踐「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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