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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孩子專題式學習－ 
以國小六年級畢業旅行專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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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生 
 

一、 前言 

全球化的驅使下，傳統的講述式教學與填鴨式學習已經不全是學生學習方式

的全貌。自然科技的不斷創新、生活環境的不斷改變，現在的學子所要學習的是

對於生活與自我的態度，唯有正確、正向的價值觀念才能讓學生在物換星移的社

會環境中找到自己的核心，持續不間斷地往自己的目標前進。     

教育是一個百年樹人的重責大任，身為教師一定都希望學生培養興趣與態度

逐漸成長。所以應用芬蘭的專題式學習與十二年課綱提倡的核心素養，讓學生能

從個人的生活適應到人群活動與未來新事物的挑戰。透過多元教學的栽培，讓學

生能從學習的方法延伸到人際溝通與未知新創意的聯想。 

二、 創作背景 

(一) 從學生的體驗中看到專題式學習的重要 

二零一六年起，芬蘭的新課綱開始實施，打碎了傳統的科目教學之框架，放

眼在生活經驗的累積與學習，其中說明到「專題式學習」和七種「跨界能力」的

培養（陳雅慧、賓靜蓀，2015）。 

七種「跨界能力」分述如下：1.思考與學習 2.文化識讀、互動與表述 3.自我

照顧、日常生活技能與保護自身安全 4.多元語言 5.數位 6.工作生活能力與創業

精神 7.參與、影響，並為可持續的未來負責 

讓我思考著是否可以跟我的學生一起在臺灣的教學現場實施專題式跨領域

的學習。而這樣的想法在學生五年級時，透過專題式學習與小組合作討論規劃出

一日的戶外教學路線，實際帶領學生遊走規劃的路線並讓其分享設計路線的艱辛

與可以再改進之處。慢慢得帶領學生在生活中體驗學習，逐步看到學生的學習成

長並累積出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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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養學生「自發」、「互動」及「共好」 

在這個資訊化的時代，每日的新資訊與知識是爆炸性的出現，而我們人腦也

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吸收學會並做出自我反思。所以，就需要自我不斷的延伸

學習來充實自己。而自身的工作為教師這意味著不僅是自己要有不斷學習的態

度，還有義務培養未來的主人翁有自主學習跟反思判斷的能力。 

十二年國教的課程設計為實施全人教育，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

理念，以學生為主的自發性學習課程，希望學校教育能以學生的需求與社會期

望，引導學生在學習上的動機與熱情（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學生的學習歷

程，期望是可以發展出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國家教

育研究院，2018）。 

(三) 應用多元的評量方式，給予學生肯定 

學習的主體是學生本身，教師的教學必定要關注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學習成

效，透過多元性的學習評量（例如：實作評量、紙筆測驗、檔案評量、報告分享）

或自行設計的學習評量工具，加上有層級的學習基準來檢核學生的學習情況，給

予學生不同的輔導或協助。而教師要如何記錄學習評量也至關重要，評量方式應

具有量化數據（例如：分數、等第）與質性描述（文字描述、學習態度、小組參

與度、肢體動作的表徵），來幫助學生、家長以及教師本身可以更加瞭解每一位

學生的學習情況（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所以本次教學的設計，希望能透過學生的興趣與需求的題目做探討，讓學生

把學習的權力放在自己掌心中，自動自發地蒐集資料、討論與分享。 

三、 課程教學之理念與實施 

(一) 從興趣中培養專題式學習 

對於國小六年級的學生來說，畢業旅行可以說是他們大多數第一次與非家人

長時間在外旅遊的第一步。那份心情上的興奮與喜悅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從六

上開學典禮之後，時常可以在學生的身旁聽到他們對於畢業旅行的想法與願望，

對於，畢業旅行的高度興趣，讓我思考是否可以透過畢業旅行這個契機，來讓學

生學習到景點解說的能力。就是這個一閃而過的念頭，開啟了我如何規劃與實施

讓學生學習當一位解說員的能力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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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項能力的培養也受到學生的高度參與，第一次跟學生討論畢旅專題景點

報告時，他們非常開心的互相討論想要解說哪一個景點，這激起了我持續設計這

項課程架構的決心。而透過學生對課程目標與內容的高度興趣，如何轉換成教師

實際操作的課程架構是要有很大的努力與設計思考，不過這也剛好符合教育理念

所說的要教與學互相成長。 

(二) 教師也要專題式學習 

首先，要如何讓學生理解何為專題式學習，是教學課程重要的第一步。身為

教師的我，也應用了七種的「跨界能力」之一，透過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10

插入圖案、文字方塊功能，加上錄音讓學生了解如何製作專題報告的流程。當學

生看到簡報檔裡有旁白時，專注力十足。同時也給予學生，對於專題式學習之設

計流程的一種新方法，最後教師在現場在做簡易補充說明。錄音簡報檔範例，請

參見表一。 

課程教學流程先以簡報檔的資料給學生觀看瞭解，分組選定畢旅的報告景

點，課後時間的資料蒐集，課堂中各組的小組討論時間與教師說明內容，選定資

料報告的呈現方式，例如：簡報ＰＰＴ說明、海報呈現、新聞報導、雙人應答，

最後經過排練與同儕之間的檢討與反思，最終上台分享。 

表 1 錄音簡報檔的畫面擷取 

 

先說明景點選擇的動機 

因為什麼原因？ 

 

選擇動機的探討，可能會決定你完成 

報告的決心 

 

說明景點的文化背景 

 

讓觀眾對景點的歷史背景、 

文化特色，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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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與說明如何找到需要的相關資料： 

網路搜尋網、報章雜誌、新聞報導 

並用自己的話做詮釋與摘要 

文獻探討做有深度的補充：景點故事、

以圖像為主做文字說明 

 

報告的呈現方式可以很多樣化： 

ＰＰＴ簡報 新聞報導 海報說明  

雙人應答 戲劇表演 有獎徵答 

 

資料要註記說明，條列式列舉參考資料 

資料備註是對法律與當事人的尊重 

 

實地參訪： 找齊文獻資料 增加旅遊

樂趣 旅遊中記錄筆記 拍攝美麗的

人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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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後的回顧、心情感想、新事物的補

充給其他組的回饋，還有懷抱感謝的心

並大聲地說出謝意 

資料來源：李融修老師製作 

四、 結語 

專題式學習的能力是資訊世代的學生需要具備的，先透過對學生來說有興趣

的題目做切入點，再透過錄音簡報大致上說明專題報告的製作流程，這樣的方式

吸引學生很專注聽簡報的錄音內容。讓學生先提問要做的範圍（景點報告的內

容）。接著，讓學生分組討論要負責的部分並開始搜尋資料，找到的資料再透過

不同的呈現方式來製作。 

對於學生專題式學習的呈現方式，教師都會以協助者的角色，給予學生適當

的引導，來讓學習是能達成課程目標與激起學生再次學習的興致。以下，將以不

同專題式學習的呈現方式來做說明：簡報ＰＰＴ組別，透過景點報告說明的範例

做修正，多次跟教師討論的過程中，要求學生要控制簡報的文字數量，強調要條

列式說明並搭配圖案讓文章圖文並茂。海報組別，也是請學生一定要條列式出重

點書寫，其餘細節內容透過報告說明呈現。新聞報導組別，是較具有挑戰性的呈

現方式，因為較無法像其他組別一樣，能時常有資料在分享說明時輔助在旁。跟

教師的討論，也時常提醒學生說明時，要增強話語的流暢性、穩定性，並減少邊

看資料邊唸讀的現象。 

學生在第一次的專題報告影像拍攝下來之後，會經過剪輯讓他們再回復看過

一次，從中找到自己可以再改進的地方，期許自己在實地考察的第二次報告可以

更加進步。身為教育者，我認為的培育是從學生的興趣出發，在旁給予協助，輔

助學生可以靠著自己的能力、跟同儕溝通的互動中找到學習的方法與持續學習的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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