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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國際化、全球化風潮日益興盛，具備外語能力的人才，現在
已經不僅止於外國相關產業企商機構需要而已，國內各相關公領
域機構及產業企商對於雙語、甚至會說多國語言的人才，需求也
愈見明顯。特別是英文已經是最基本的國際共通語言，加上經濟
型態轉換與產業多樣性發展，各相關領域絕對需要英文聽說讀寫
流利之人才，各公私機關及教育機構要求更加積極，英語能力儼
然已成下一代必備之基本能力之一。鄰近諸國也都積極的提升其
國民在外國語能力的強化，我國教育主管相關機構也意識到，提
昇學生英語和外語能力對日後我國因應國際化以及未來就業或職
場以及日常生活上的重要性。如何致力提升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以培育學生具備職場競爭力以及多元化的專業能力，已是當務之
急，因而投注了不少經費與人力協助學生學習英外語，許多大專
校院更將其訂為畢業門檻。我國的學校教育系統雖然早已從小學
中年級階段實施英語課程，但對於學習英外語之成效，卻始終無
法精準的掌握。本期的評論主題冀望針對大學生英語以及外語能
力教育實況進行分析和檢討；實際運作情形與成效方式和問題等
，均可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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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國際化、全球化風潮日益興盛，具備外語能力的人才，現在已經不僅止於外國相關產業企

商機構需要而已，國內各相關公領域機構及產業企商對於雙語、甚至會說多國語言的人才，需

求也愈見明顯。特別是英文已經是最基本的國際共通語言，加上經濟型態轉換與產業多樣性發

展，各相關領域絕對需要英文聽說讀寫流利之人才，各公私機關及教育機構要求更加積極，英

語能力儼然已成下一代必備之基本能力之一。鄰近諸國也都積極的提升其國民在外國語能力的

強化，我國教育主管相關機構也意識到，提昇學生英語和外語能力對日後我國因應國際化以及

未來就業或職場以及日常生活上的重要性。如何致力提升大學生英外語能力，以培育學生具備

職場競爭力以及多元化的專業能力，已是當務之急，因而投注了不少經費與人力協助學生學習

英外語，許多大專校院更將其訂為畢業門檻。我國的學校教育系統雖然早已從小學中年級階段

實施英語課程，但對於學習英外語之成效，卻始終無法精準的掌握。本期的評論主題「大學生

英外語能力」，冀望針對大學生英語以及外語能力教育實況進行分析和檢討；實際運作情形與

成效方式和問題等，均可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作法。雖然本期評論主題<大學生英

外語能力>（包括大學畢業門檻）的論述焦點在於大學教育，但也歡迎就幼、小、中學基礎教

育與英語、外語教學相關議題提出自由論述和評析。 

基於此，本期以<大學生英外語能力>（包括大學畢業門檻）的論述焦點為主題，廣邀學

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賜稿，希望針對大學生英外語能力的現況進行分析和檢討，探討目前

大學生英外語能力問題與原因，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

審查，本期投稿踴躍，尚有部分稿件因篇幅有限以及投稿先後，無法排入本期，會延後至下期

刊登，尚祈諒解。本期「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 10 篇，針對<大學生英外語能力>（包括大學

畢業門檻）相關實務進行問題評論探討；「自由評論」部分收錄 25 篇，議題範圍相關廣泛，包

括幼兒教育、數位學習、生命教育、技職教育、學習障礙、課程與教學、國際教育、教育政策、

學校經營、藝術教育、學習教育、文化教育、雙語教育、食農教育、情感教育等，這些文章從

不同面向探析當前我國教育議題，並提出見解與評論，豐富本期內涵。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對於審稿者、執行編輯王翰揚助理、

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秘書處暨編輯室，芷吟助理和靖儒助理的付出，在此也特別致謝，因為有

大家的參與和努力，本期方能圓滿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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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語文畢業門檻的善與惡 
陳超明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座教授 
 

一、前言：如何開始大學的英文畢業門檻（或外文畢業標準） 

2002-2004 年時，個人擔任政治大學英文系主任，承蒙當時政大校長鄭瑞城

委託，研究大學英語文畢業門檻的可行性與操作性，其思維在於大學是否必須為

學生未來就業所需的英語文能力負責？如果大一英文（或大學英文）有其必要，

其教育目標為何？是種語言能力教育？還是一種人文教育？ 

其實一開始，我個人並不樂見訂定此一規定，也不贊成「門檻」這個字眼，

然而政治大學對於學生英語能力的提升有其使命感，在最後在系上幾位老師的協

助下，訂定了「政治大學英語文畢業標準辦法草案」及原則，這應該是臺灣第一

個大學的所謂「大學英語文畢業門檻」。 

我們不使用門檻這個字眼，主要是門檻是個負面名詞，而畢業標準相對於社

會的就業能力標準來說，比較符合現狀，畢竟政治大學以培養國際化人才（從人

文、管理、社會科學到傳播、教育等學門），都期望學生能走到國際，以全球為

就業市場。 

之後，在 2004 年也接受教育部委託研究大學英語能力及英文畢業門檻的研

究案（陳超明等，2004）。個人邀集了政大尤雪瑛教授、屏東科技大學黃金誠、

雲科大的楊育芬教授，調查全臺灣三十五所大學（含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對英

語課程的要求，也抽樣大學英文老師的對英文畢業門檻的看法，也進一步調查學

生在英語上的能力從所謂頂尖大學到一般科技大學，學生在大二的能力表現，以

作為未來各大學訂定大學英文畢業門檻的研究基礎。 

在這篇報告中，我們指出測驗與教學是一體的兩面，做出教育決策為測驗的

主要目的，而教學與測驗間的關係主要有三：一是需求分析、二是課程發展目的

與目標、三是如何採用及發展適合的教材（陳超明等，2004）。在此報告中，我

們調查了國內 35 所公私立大學（公立 20 所、私立 15 所）及國內科技大學，在

93 學年度英語課程及畢業門檻實施情況，得知一般大學在大一新生必修文課，

大約 3-4 小時，僅有少數科技大學及一般大學的少數科系，將英文課程列為大二

必修課程，在大三及大四都沒有英文課程（陳超明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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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 

(一) 訂定英語（或外語）的畢業門檻歷程：幾項原則 

 儘管大學在學生的外語能力有所要求，但當時大約採取自制手段，也就是由

大學生自主判斷，來決定自己是否需具備有關之就業外語能力，不管是自我進修

或不同管道（如選修外文系或英文系課程）。在 2004 年時，當時政治大學鄭瑞城

校長感受「英文」在國際學術及未來學生的就業上，均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也

希望政治大學能與國際頂尖大學競爭，期望提昇政治大學學生在畢業時能具備國

際移動力的基本能力，於是著手規劃政治大學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有關當時之外

語畢業檢定標準規劃有幾項原則討論： 

1. 除英文外，本校通過之外語檢定標準應涵蓋本校現有開設之八種語種（日、

韓、俄、土、阿、德、法、西）；日後將陸續開設越、泰、馬來文等。 

2. 現階段臺灣引進之國外或是公認之外語檢定共有：日、德、法、西等語言認

定，其餘外語國內並無檢定考試。 

3. 現階段配合校務會議決議，先以日、德、法、西等語言為規劃方向，分主修

及非主修，訂出相關之標準，然後再配合英文檢定降低門檻（原則上通過第

二外語考試者，英文畢業標準降低一級）。 

4.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預計將本校八種外語之能力指標及各項考試檢定標準訂

出。屆時將更能涵蓋更多之外語檢定標準。 

5. 本項標準訂定，影響甚巨，牽涉到能力指標及實際檢定考試的實施，故仍須

邀請各語種老師，依學術研究與實際教學需求，研究後再行訂定本校之標準，

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以上研究進行半年，在我個人擔任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時，提到校務會議

討論，並進行得失間的辯論，最後通過了「政治大學外語畢業檢定標準辦法」，

其中不僅納入各種語言能力標準，也透過當時教育部委託的北區大學外文中心開

設不同外語及協助引進不同外語的檢定考試（如俄語檢定考試、韓語檢定考試等）

（陳超明，2015a）。 

(二) 大學國際化與外文能力的未來競爭力 

於英語課程的改革建議主要是參考 2007 年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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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簡稱 MLA）對美國外語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報告。這個學會對外語

教育做了完整的研究，對外語習得有些觀念上和實作上的建議： 

他們建議教育機構採取以下幾個措施： 

1. 鼓勵各系針對大學生主修課程的口說、閱讀、寫作及理解能力，應設立明確

的學習成就標準，並發展必需的課程，幫助學生達到該標準。 

2. 針對以下學生列出要達到的語言能力指標：主修國際事務、歷史、人類學、

音樂、藝術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的學生，及想從事法律、醫

藥、工程的學生。 

3. 鼓勵各系針對博士班學生設立語言能力規定，並提供課程幫助學生學習能在

真實情境使用的語言能力，並幫助他們有能力應用該外語做研究。 

4. 和社會科學系所與政策制定的同仁合作，規劃能幫助學生達到既定語言能力

的課程，並讓教職同仁體認單一語言會使研究受限。 

5. 對於致力學習語言或語言教學的研究生，給予獎勵和幫助。教導研究生運用

科技幫助語言學習或教學。確保博士生學程中應包括獎助出國研究及與語言

有關之工作。 

6. 鼓勵基金會獎助必須藉助語言專長的研究，也就是讓語文學習成為獎助金申

請項目。 

7. 鼓勵教職員學習新的語言，或是加強已經會的外國語。鼓勵主管單位針對研

究語言的教師，補助他們暑假出國。鼓勵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及其他基金會提供語言獎學金（MLA，2007）  

 在以上建議的措施中，有兩項非常創新且令人印象深刻：鼓勵各系針對大學

學生主修課程中的口說、閱讀、寫作及理解能力，設立明確的學習成就標準，及

鼓勵語言科系和其他科系合作，像是法律、醫藥、工程、社會科學系（MLA，

2007）。 

(三) 需要語言能力評量嗎？ 

 在筆者撰寫有關教學與考試的關係文章中指出：對於外語學習者，知道自己

的語言能力以及如何造學習過程中得到進步的方向與指導，成為一個很關鍵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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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是大家熟知的一種能

力指標。2001 年由歐盟理事會決議通過，此指標能用來描述歐洲外語學習者的

語言能力。有關此指標的詳細內容，可參閱相關之網站資料。  

 將能力指標列出來，能夠幫助學生和教師瞭解語言實際上該如何應用，及在

何種情況下使用。學生學習語言不是自己懂就好，而是要能使用語言溝通。這樣

間接改變了在這全球化時代學習外語（尤其是英文）的觀念。人們必須要透過英

文溝通。人們必須要將語言的認知與社會和文化結合。英文教室不再是唯一學習

英文的地方，在商業會議或日常溝通當中也可學習英文（陳超明，2012）。 

在當時不少大學開啟語言教學改革：一是將英語課程轉化成情境學習或專業

學習，也就是把英語當成一種能力，而非文化的表徵；二是引進標準化測驗，如

多益或全民英檢等，配合 CEFR，提供一向能力指標評量工具。其目的有三：「第

一是為了要建立起一些能力指標，讓語言學習者能夠為自己設立不同的目標，安

排自己的學習進度。第二，能夠讓社會新鮮人提出英語能力證明。第三點，也是

最重要的一點，透過考試題目，將生活化的題材帶入教學。第三個目標是要根據

SCT 和語用學的原則，建立一種新的語言習得模式」（陳超明，2012） 

在當時頂尖大學的聯席會議中，鄭校長也提出了有關提昇學生國際化能力中

有關大學英文能力的議題，但據其告知未得到具體決定。政治大學大概是全國第

一所大學提出學生英文（或外文）的畢業門檻。其考量的決定點在「大學國際化」

及大學教育是否「必須為學生的外語能力負責」。 

誠然，英文能力或外文能力並不等於國際化，但卻是國際化或國際移動力的

重要基礎與指標，英語文能力不行，如何在國際學術或全球化職場有其影響力

呢？也就是大學在思考其未來走向及學生未來的職場國際競爭力時，是否應納入

外語能力的基礎，而大學是否有義務及責任，要求學生達到某些標準，才能從該

校畢業？ 

在《2015 年臺灣大型企業人才國際化及外語職能管理調查報告》中，受訪

的 企業人資主管認為國際化人才應有以下的能力，其中前三名分別是「用英語

溝通的能力」（20.7%）、「解決問題能力」（11.5%）及「跨領域整合能力」（8.7%）， 
如下圖（陳超明，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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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際化人才需具備的基本技能 

這些問題，才是大學是否應該訂定大學英文或外文畢業門檻的主要考量。當

然在當時時空之下，臺灣大學廣設，大學生數量大幅增加，為了凸顯不同國際化

特色考量，不少大學相繼仿照政治大學，訂定大學英語文（或外文）的畢業門檻，

以適當方式提醒畢業生，英文及外文對於未來職場需求的重要性（陳超明，

2015a），而此項重要性，也不因現今不少大學廢除英語文（或外文）畢業門檻而

消失，反而成為大學生就業的必要條件（此項數據可參考 104 及 111 人力銀行及

各大金融機構招募人才，尤其是儲備幹部，所列出的多益或全民英檢成績分數不

斷提高，作為證明）。 

(四) 是否符合大學法規定？ 

大學訂定英語文（或外文）畢業門檻，在邏輯上或法理上，有其大學自治的

範疇。首先，政治大學將其納入一門課程，以通過及不通過（pass or fail），作為

畢業標準的依據，並不違反大學法有關修完必修學分後得畢業的規定，與過去大

學生必須寫畢業論文或畢業專題，以及現今必須完成服務學習課程或校外實習的

方式雷同，也就是視英文或外文能力，為該大學對學生畢業的基本要求，如同各

系所的必修或選修課承規定一樣。 

其次，上課是否為畢業標準課程的一環？考諸現今大學的服務學習課程或校

外實習，似乎對於實體上課也無具體規定，大抵透過學生自我學習的要求或職場

經驗累積與表現，來達到其能力的提升或通過的標準。 

個人之前與政大商學院的研究計畫報告中，也指出學生在英文課程中提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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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能力的成效有限，反而是連續三年接觸英文，不管是社團活動、線上學習、與

外籍生接觸或海外遊學、交換，對於學生的多益成績有所提昇，所謂的英文證照

班上課或是大一、大二英文課程的設立，對於學生的語言能力提昇有限。因次，

訂定大學英文（或外文）畢業標準，成為提醒學生必須在大學四年中，透過反覆

及不間段地接觸英文（或外文），才對其未來職場或學術發展有所助益（陳超明，

2007）。 

三、結語：善與惡之爭：大學英文（或外文）畢業門檻的價值選擇！ 

是否要訂定大學英文（或外文）畢業門檻是種價值選擇，儘管不是所有人都

需要英文或外文能力，但是這間大學在招生簡章明定其英文（或外文）能力為其

畢業的要求之一，就顯現這所大學在學術上、在學生能力上，有其基本價值，招

生簡章本身就是與學生的一種學術合約，如果學生不認同，就可以選擇其他大學

就讀，這只是一種價值判斷或選擇而已（陳超明，2008）。 

不少哲學論述都提到價值判斷沒有對錯之別，僅有善惡之分。倒底大學英文

畢業門檻是善？是惡？應該從社會氛圍及個人的主觀選擇來做取捨。一個出發

「善」的政策也可能以「惡」的方法來執行，如很多大學開設多益或全民英檢補

習課程，將大學教育扭曲。但反觀很多大學鼓勵學生去考「證照」，開設「證照

班」或是法學院以「司法特考」為教育目標，也不是一種由善至惡的教育發展嗎？ 

「圖利廠商」又是另一種「醜化」大學英文（或外文）畢業標準「善」的一

面。首先，畢業標準是多元的，英文檢定可以多種考試標準，外文更是有其多元

選擇，並未特定圖利某家廠商，完全由市場來決定。如果圖利廠商是「惡」的話，

很多大學教授指定某本教科書或是將自己的書列為必讀，不是更圖利廠商或圖利

自己嗎？大學如果必須與廠商分離，那大學可能必須自己出版所有的書籍、自己

開餐廳、自己開發統計軟體（不能使用 SPSS），也不得教授 MS Office 軟體或用

其格式交作業，免得圖利「特定廠商」了！ 

總之，一項政策有其「善」的一面，也有其「惡」的一面。以大學英文畢業

門檻這個政策來說，其提醒、鼓勵學生在四年內強化其外文能力，並取得相當證

明文件，其出發點在於打下學校國際化基礎（如全英文授課、國際移動力、招收

國際生，如香港中文大學的例子）（哭中大事件調查報告，2010），並協助學生在

國際職場上取得有利的位置，這是種學校教育價值的選擇。而對於學生，可能產

生壓力、也可能不認同此項政策、缺乏學術自主性、或學校本末倒置，將學校教

育補習班化等等這些所謂「惡」的現象。 

到底要從「善」的觀點去看這個政策呢？還是一昧認為這是一個「惡」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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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呢？這就由學校責任與學生自主價值去衡量了。 

不過，不管這個政策是惡是善，在面臨就業時候，社會新鮮人還是要提出自

己的外文能力證明，這可是很多大公司或好職位的一項基本「門檻」。與其說這

是「大學畢業門檻」，不如說這是「社會新鮮人的就業門檻」。善與惡之爭不在過

程或結果，而在與價值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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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堅持「品管」之外— 
對臺灣私立大學強調英檢畢業門檻的省思 

莊維貞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陳佳琪 
淡江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的大學設立英語畢業門檻約已有數年的歷史，在過去的幾年內，多半的

私立大學或許一開始是為了因應教育部政策，才開始設立英語畢業門檻，然而，

雖歷經數年對設立英檢畢業門檻是否合宜的辯論，與教育部態度的轉向，多數私

立大學仍始終如一地堅持保有英檢畢業門檻，而有趣的是，卻鮮有私校學生反抗

這項措施。其實，設立英檢畢業門檻適當與否可能不是最大的問題，更值得關切

的應該是私立大學的英文教育核心目標。我們認為私立大學的英文教育核心目標

應遠遠超過協助學生通過英檢畢業門檻。 

二、以校外英語檢定證照作為英語畢業門檻的發展歷程 

大學對英語檢定的重視始於臺大，然而教育部則可以說是各大學制定以校外

英檢證照為英文畢業門檻的主要推手。2003 年臺大校務會議發布，學校替新學

期入學三千七百多名新生，全數報名當時六月所舉辦的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包

下整個臺大考場進行英檢檢測，創下國內大學首例以學校規定英檢為必要執行檢

測（張錦弘，2003）。 

可是，各大學普遍制定英文畢業門檻並以英文檢定成績為評判標準卻是出於

教育部的計畫推動。教育部自 2005 年到 2008 年的教育部施政計畫，四年的施政

主軸主要包括：推動師生英語檢定，提升國民語文能力以及建構數位化學習環

境。其中一項具體實施為「輔導大專院校學生參加英文能力檢定，確保學生語言

程度及教育品質」，並且制定「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計畫。教育部為了提升大

專院校學生語言質量與數量，特別推動以英文檢定級別做為量化數據指標願景：

計畫至 2008 年有 50％以上大學生通過相當英語能力進階級（B1-Threshold）英

檢；50％技專校院學生通過相當英語能力基礎級（A2- Way Stage）英檢。當時教

育部鼓勵各大學訂定語言能力檢定作為畢業門檻，並將英文畢業門檻納入教育部

對各學校成效計劃的評估標準，項目指標涵蓋將大學校院學生英檢通過成效與相

關配套措施、英檢證照數、通過英檢比率等，其他相關成效也做為教育部經費補

助之參考數據 。可以說，當時背景是教育部先訂出相關計畫目標，並透過評鑑

及補助，誘使各大學全面地訂定出英語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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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有關英文檢定畢業門檻實施的妥當性，持正反雙方不同的觀感與立場

的意見陸續發聲（例如：何萬順，2018，2019；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

學、陳郁萱，2013；陳徵蔚，2017），政大法律系學生賴怡伶甚至就此對學校提

起行政訴訟；清華大學則於 2017 年因畢業前統計顯示有一成六的同學因未通過

英文檢定畢業門檻而無法應屆畢業，引發學生針對英外語檢定門檻的抗議（張浩

譯、林昆慶，2017），後續又有臺大、政大、清大等國立知名大專院校學生群起

反應，要求廢除英外語畢業門檻（李修慧，2017；林曉雲，2018；馮靖惠，2019）；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裡的私立學校和技職院校對此則多採以折衷辦法，將未通

過英外語檢定畢業門檻的學生，透過搭配補救教學相關措施，如：零學分課程、

英檢加強班、進階英語等，輔助達到英語畢業門檻。 

教育部的態度則於 2016 年開始轉彎，教育部是在該年 9 月 10 日臺教高（二）

第 1050111306 號函與 2016 年 11 月 9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50157461 號函中表

示: 從未強制各大專院校實施英外語檢定畢業門檻，要求各大學應該衡酌英檢畢

業門檻的妥適性並要求各校若設有英檢畢業門檻應與教學輔導措施做有效結

合。最重要的是，教育部自此也將此類項目從評鑑參考數據中移除。 

三、私立大學的英檢畢業門檻與「品管」思維 

然而，即使教育部政策轉彎，同時也有某些大學（多為國立前段大學）廢除

了英語畢業門檻，多半的私立大學卻仍不改初衷地維持主要以校外英檢認證成績

為英語畢業門檻的做法。即便這已不再是教育部評鑑項目，也不打算取消（洪德

諭，2019）。私立大學這麼做，當然有私立大學的考量。恐怕很多私立大學會這

麼做是因為認為這是「品質保證」的標章，也就是將之視為學校對其「產品（畢

業生）」「品管」的一環。 

多數私大訂定的畢業門檻是一般企業基本要求的多益 550 分（ETS 臺灣區總

代理，2012）。當然，私立大學訂相當於多益 550 的英語畢業門檻是很務實的，

這個目標並不好高騖遠，做為畢業門檻，也並無不合理。然而，當私校強調「品

管」，貼心地依企業基本要求訂出英語畢業門檻，這自然也是在跟企業喊話，表

明我們的產品品質有達到你的基本要求。 

當然，鼓勵學生考業界會看的英檢證照並非罪惡，尤其擁有一張高分的英檢

證照或許真的對私立大學學生在就業上有一定程度之幫助，可是大學的英語教育

應遠遠超過對英檢證照的強調及準備。因為私校學生要具有競爭力，所需要的絕

不僅只是一張英檢證照而已，要能在職場中逆流而上，思考、創新以及同理理解

他人的能力缺一不可，這些能力絕非準備英檢考試可以取得，這些能力需要富含

人文內容的語文教育、需要小班教學、需要高度師生對談互動，這些重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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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長期在具思辯精神的校園氛圍中慢慢醞釀形成。 

更何況，在多數私校生的出身背景多不如頂大學生的情況下，私校生只會比

頂大生更需要人文素養與批判能力來突破現況對自己的限制。他們更需要具有對

現行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為自己維權甚至爭權的思辨性語言能力。換言之，他們

需要的英語課程絕不應該只是日常生活層面或職場上一般溝通層面甚至專業領

域的聽說讀寫訓練而已，私大生更是需要具有富含人文內涵與批判精神的英語文

教育。許多英文經典作品都富含這樣的精神與內涵。異言之，大學英文教育所選

讀之文本內容應遠遠超過英檢層次之文本內容；大學英文教育的內涵，應遠遠超

出英檢語言訓練的層次。可惜不論是一般社會上或私立大學校園內對於這方面的

重視音量遠遠不及對英檢證照的強調。 

巴西教育哲學家 Paulo Freire 在其名著「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中指出：真正

的教育應該是要給人力量，尤其是要讓受壓迫者能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了解

自身處境，了解社會結構面問題，進而成為改變世界的力（2005）。呼應 Paulo Freire
思想的解放神學家 Richard Shaull，在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中更明言：沒有所謂中

立的教育，教育只有兩種，一種是在將下一代馴化，以將之統整進入現行體系中，

另一種是成為自由的實踐（practice of freedom），在真正的自由實踐中，人批判

性的面對現實，並找到改變世界的途徑（2005）。大學的英語教育，尤其是私立

大學的英語教育，在走的是哪條教育之道？作為在私立大學任教的英語教師，何

者又是我們該抉擇的呢？ 

四、結語 

私校或有許多經營上的現實面考量，但是教師應可有意識的覺醒，我們認為

私立大學的英文教育應體現自由實踐（practice of freedom）的精神，教師除協助

學生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外，同時更應加強學生社會批判力的培養以達到教育增權

賦能（empowerment）的目標。作為私立大學的英語教師，我們希望自己不是高

等教育產業中的從業人員，而是與我們的學生並肩而行、一同奮進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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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逼不出的英語能力: 從小培養實務需求 
才能帶動自發性英語學習 

王淳瑩 
龍華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英語」嚴然成為了國際語言。為增進國人英語能力，

教育部先是在 2001 年時將英語納入小學課綱當中，讓國人從小學時即開始學習

英語。又在 2004 年頒定之「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中」闡明鼓勵大學設立

英語畢業門檻之政策。此外，教育部亦將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當作是評鑑各校的指

標之一，評鑑的結果最終將影響到各大學補助款之取得；許多大學因此設立了不

同的英語能力畢業條件要求學生在畢業前要通過英語能力檢定。雖然教育部用各

種政策或方式鼓勵國人提升英語能力之立意良好，但表 1 顯示在 2015-2018 年間

國人的多益英語平均僅介於 537 至 564 之間，四年的平均分數顯著地低於亞洲鄰

近地區國家之平均分數（ETS TOEIC，2019a）；換句話說自 2001 年起國人即可

從國民教育中學習英語，但在這將近 20 年各界的努力下之下臺灣近幾年英語教

育之成效仍趕不上亞洲地區之平均水準。 

表 1 2015-2018 臺灣多益平均 vs 亞洲地區平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四年平均 

亞洲平均 571 575 567 572 571 分 

臺灣平均 537 545 552 564 549 分 

   資料來源：ETS TOEIC 網站，作者整理    

二、英語為外語學習環境下的語言學習 

(一)  學習英語是因為考試需求？ 

臺灣雖然打著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的名號在

進行英語教育，但英語在臺灣人的生活當中並不是必要使用的語言。換句話說臺

灣是一個英語為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環境，許多學生平時

跟本不會使用到英文，因此無法理解必需學習英文的理由，也無法感受到學好英

文可能的優勢有哪些，造成學習動機低落。此外，在臺灣考試升學的制度下，雖

然教育部以溝通式教學法規劃國民教育中的英語課程綱要，主張英語課程是培養

溝通能力；但學生最終都得參加以紙筆測驗為主的升學考試，英語教學的重點最

終又會回到以文法和閱讀為主的知識教學。在教學活動中又可能以背誦文法規

則、諧音記憶法、片語組合以及成語的方式要求學生學會一些「答題的技巧」

（Wang, 2016）。長久下來，學生對於英語的認知就停留在「考試要考、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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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一門學科，另外，為了考試透過「背多分」的學習，除了無法引起自主學

習動機之外，學生可能無法運用在學校裡學到的英語知識於實際溝通之中。這樣

的循環只是增加臺灣大學生普遍討厭英語的現象（張玉萍、吳青蓉，2009），對

於英語畢業門檻的設置也多持有負面的看法（廖熒虹，2008）。 

(二)  英語畢業門檻之設置缺乏正當性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之存廢，在 2017 年時曾引起媒體的討論（高詩琴，2017； 
馮靖惠，2017；賴佩璇，2017）。一名政大法律系的學生控告校方將大學英語檢

測外包給其他校外單位，違返大學自治精神。雖然法院最終判決校方勝訴，但英

語能力門檻綁畢業條件的政策又再次被檢示。國立臺灣大學（2017）開始自行研

發並採認校內英語能力檢測，以校外英檢與校內測驗併行的方式讓學生選擇適合

其滿足畢業條件之方式，以符合大學自治。有些學校乾脆就取消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的規定，改修習額外的英語學分替代。何萬順等人（2013）指出，教育部利用

法規、評鑑綁定經費補助款等手段影響大學之自主性，且獨尊英語的語言能力畢

業門檻政策需消耗龐大的預算又無法達到正面的效應。另，要求學生考取相當等

級之英語能力證照當作是畢業條件之一，無疑是將考核學生之權責交由校外機

構，辜負了大學自治的精神；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政策需重新檢討其必要性。更

有學生表示，學校裡所提供的英語學習資源不足或者是英語輔導機制無法達到效

果（蘇怡熏，2017），因此大學端應思考的是如何提供完善的英語資源與如何提

升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以培養大學生國際溝通之能力，而非告知學生畢業規定讓

其自行摸索。 

(三)  英文能力＝基本就業技能 

儘管部份人士主張大學應廢除英語能力門檻的畢業條件，但人力銀行與企業

仍然表示英語為職場中必備之能力；臺塑集團就要求員工最基本需具備等同多益

450 分之語英語能力，許多跨國企業甚至要求高達多益 900 分之英語程度（高詩

琴，2017；馮靖惠，2017）。然而，表 1 中指出 2015-2018 年臺灣大學生的多益

英語平均為 549 分，除了低於亞洲地區的平均 571 分之外，也比企業要求新進人

員的平均 582 分來得低（ETS TOEIC，2019a、2019b）。該結果反應了臺灣大學

生平均英語程度無法符合業界要求，英語畢業門檻的設置並無法培育業界所需之

英語人才。有教授表示，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大學生一踏出校門即面臨國際競

爭；就算是廢除了大學中的英語畢業門檻，在就業時還是得面對英語，若不在乎

英語能力就不要抱怨薪資低。因此大學生不應該僅是符合了校內設置的英語畢業

門檻就止步，更應多方加強個人的外語溝通能力，為即將面對的職場挑戰進行準

備，增加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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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語將比以往更受重視 

為持續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及厚植國人英語力，行政院在 2018 年時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逐步朝向將英語訂立為國家官方語言為目標並致力在

2030 年時讓國民教育改採雙語進行，希望能一改以往考試帶領教學的現象，提

升個人英語能力。教育部（2019）針對行政院的構想提出了以「培養臺灣走向世

界的雙語人才、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為目標，透過活化英語教育及教

學內容生活化、增加英語教學人員、善加運用科技並普及教學、促進教育體系國

際化、鬆綁規範並增加法規彈性機制等，強化國人在生活中運用英語的能力及未

來的職場競爭力。由此可知，英語在臺灣的重要性日與俱增，職場上對於外語人

才的需求也將會大幅增加。大學生若能將英語能力提升將更有機會能投入未來需

要大量英語人才之就業巿場；英語主修的學生也可在大學時期朝「英語文教」走

向發展，以期能投入雙語教學的行列。 

三、結語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之設置與學生英語能力並沒有明顯的直接關係。國家語言

教育政策和學校應朝培養國人從小即有「英語為必要能力」之認知，讓其深知英

語的重要性，激發自我學習需求，方能讓「增強英語能力」成為自發性的學習目

標。國家應規畫人民學習英語時應達成之階段性目標，持續生活化的英語學習、

降低考試引導教學的影響、增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語的機會，讓人民有實際使

用英語溝通的需求，方能相輔相成深化學習成果。英語能力是長時間積累的學習

成果，若從小沒有養成自主學習的動機與習慣，僅想依賴大學四年的學習效果有

限。設置英語畢業門檻只是一個讓學生被動學習的手段，如何讓學生有學習英語

的需求才是政府與各級學校應該思考的問題。在這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學生也應

離開舒適圈，透過政府、學校或民間機構所提供之海外交流機會吸取國際經驗，

使用外語與他人交流、學習異國文化並體認英語的重要性。在視英語為「外國語

言」的學習環境之下，只有持續不斷地精進自身英語能力才能跟上國際化的腳步

與世界接軌。學習英語絕對不是為了通過各項考試而已；學習英語除了可增加自

身的見聞及國際移動力，也可隨時獲得世界上第一手的最新資訊；與時俱進，培

養個人英語能力，同時促進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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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其外：大學英檢畢業門檻的真相 
何萬順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大學英檢畢業門檻的作為乃是我國高等教育中影響為深遠的英

語教育政策。臺大雖為始作俑者，於 2000 年開始實施，但真正的政策推手是教

育部。政大也名列最早實施的大學之一。早於 2002 年政大外語學院提議本院實

施英檢畢業門檻時，我當時是語言所所長，在會議中是唯一明確反對這個作為的

教師；2004 年政大校務會議通過全校實施。在臺大、政大、中山等一流大學引

領風騷下，加上多益等英檢業者的大肆宣揚與行銷佈局，此一政策風起雲湧，涵

蓋全臺九成以上之大專校院。時至今日，雖然教育部已明文摒棄政策且最高行政

法院亦已明確認定違法，但除政大等少數大學廢除外，大多數大學依然故我。 

然而，此一重大政策的初始目的在於扶植全民英檢。政策施行前，政府與學

界從未有公開討論，也未有學術研究在學理或實證上支持其政策內涵。相反的，

學界自始即有少數學者對政策提出質疑，從金錢、法律與教育等層面提醒，此一

政策並非合理妥適。例如，早於 2005 年，英語教育專家張武昌教授在「我國各

階段的英語教育：現況與省思」一文中，就發出了明確且鄭重的呼籲： 

許多大學目前積極要求學生必需通過特定程度的英語能力檢定才能畢

業。事實上，以通過英檢作為大學畢業門檻，非但於法無據也不是最理

想的做法。比較務實的做法應該是努力改革大學英語教育的課程，從充

實教學的內容，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從實用的活動設計，來提升英

語文的學習成效。（張武昌，2005） 

可惜的是，這些質疑聲音未能形成聲浪，僅止於意見的表達，並未建構出紮

實的學理論述，未成為經嚴格的學術檢驗而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因而並未產生

影響力。而當初對於政策的諸多質疑在我腦中持續發酵，遂於在 2009 年政大實

施政策滿四年，因此已產生第一批畢業生與延畢生之後，正式向政大校發會申請

執行校發研究計畫「大學英/外語文課程、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與補救課程之

通盤檢討」，進行法理、學理及實務研究，開啟了在此議題上延續十年的研究歷

程，從法律、教育與價值觀等學理層面，並納入金錢、人脈與政治等現實因素，

通盤驗證這個政策的謬誤。至今我和理念相同的學者合作研究，已於學術期刊發

表論文 7 篇、校務研究報告 2 篇、評論數十篇（請見【附錄：作者相關論述】）；

並且就此議題於全臺各校發表演講數十場，部分演講之影片亦可於網路上觀看。 

晚近方興未艾的廢除英檢畢業門檻的運動中，我們的論述因此已成為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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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基於善盡學者天職的自我期許，我們計畫將此一議題上的諸多論述，包括

已發表的與未發表的，以及所收集到的各種資料，重新集結、整理並彙整成一部

專書。專書寫作計畫已獲得科技部補助，將於 2020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預計

一年內完成。本文先將在我們此議題上研究所得之結論，簡要說明如下： 

二、法律：公權力的最低標準 

教育部與大學乃掌有公權力的機構，法律是其行為的最低標準，其行政法規

與措施均不得超越法律；因此，大學法即有明確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

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在我們的諸多論述中逐一論證教育部

推行大學英檢畢業門檻政策所採取直接與間接的手段，侵犯了大學自治；而大學

將考核學生的權責「外包」校外業者，也辜負了大學自治。此外，各大學的相關

法規與措施，也相當程度的背離「平等原則」、「禁止恣意」、「誠信原則」、「行政

中立」等法律原則。在適法性上，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488 號判決中已認

定違法，因逾越大學自治而無效： 

對於原本外語能力即有欠缺，必須修習校內外語進修課程以提升其外語

能力之學生，要求一定要參加校外外語能力檢核「不通過」後，始得修

習，設此先後順序，並不合理，已逾越大學以教學為目的之宗旨，故此

部分逾越大學自治之合理、必要範圍，應屬無效。（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488號，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三、教育：英檢門檻適得其反 

大學不僅是享有公權力的機構，其更為重要的宗旨是教育。因此，大學加諸

於學生之行為也必須合乎教育的本質，是為了達成教育的目的。然而，此一政策

錯誤的假設「考試引領進步」，大力推行這個缺乏學理基礎的作為，迫使我國大

學生每四年花費至少十億元於英檢。如此可貴且龐大的教育資源單單投注於英

檢，是極為不智的。將大學英語教育的目標簡化為英檢門檻，不僅降低了教師的

教學熱忱，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更窄化了語言學習的目的。英檢門檻的強大外在

動機也必然對於學習的內在動機產生嚴重的排擠效應。各校刻意追求門檻的通過

率，也導致英檢標準的恣意與操作。但是大學的英語課程終究並非為滿足畢業門

檻而設計，這對於弱勢的學生是「不教而殺」，而只求人人過關的補救課程當然

也必然是敷衍了事。大學嚴重辜負了學生受教的權益。 

在學理論證的壓力下以及立法院的關切下，教育部於 105年 9月正式發文〈臺

高教（二）字第 1050111306 號〉劃清界線，宣稱並未強制大學實施英檢畢業門

檻，且要求大學「衡酌其妥適性並與教學輔導有效結合」；更為重要的政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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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檢畢業門檻從此將不再列入大學評鑑之項目。 

在政大廢除英檢畢業門檻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488 號判決出爐

後，教育部於「2018『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重要政策推動事項」中進一步要求大

學通盤檢討其英檢畢業門檻之作為，且必須將檢討結果納入年度考核之參考。 

四、價值觀：大學的崇高理想 

大學教育之最高職責在於維護「真善美」的價值。在所有學科中唯獨英語設

有課程之外的畢業檢測門檻，所傳達的是「獨尊英語、英語至上」的扭曲價值，

也無視於這個政策下四年至少十億元龐大商機所導致大學與業者之間的利益糾

葛。美其名是「畢業門檻」，卻是大開後門人人過關的假門檻。實際上是最低階

的補救課程也美其名「進修英語」、「進階英語」或「精進英語」。在「英語畢業

門檻」的作為上，大學很不幸的傳達給世世代代的學生種種扭曲的價值觀。 

面對教育部早先不合學理且侵犯學術自由的政策，大學所展現的是屈服與怯

懦。如今雖然教育部的態度轉變，但是在英檢業者多年的操作下，已使得臺灣成

為英語崇拜與英語焦慮極為嚴重的國家。此種氛圍瀰漫臺灣社會，大學所展現的

依然是媚俗、屈服與怯懦。大部分大學深陷迷思，拒絕改變，更有大學與英檢業

者在金錢利益上盤根錯節，造成改革的另一種阻礙。 

思維限定了行為，而思維的先導是價值觀。臺灣社會在文化與語言上的自卑

導致其崇拜英語的扭曲價值觀。但是為什麼這個扭曲的價值觀沒有導致大學英語

師資與課程的過度增加，而是逼迫所有大學生參加檢定？原因在於臺灣社會對於

考試的高度迷信，加上大學教育商業化所導致的量化評鑑指標。教育部與大學的

求好心切，加上利益團體的多方遊說，促成了上百所大學的英檢畢業門檻。但是

這個政策如果「玩真的」必然導致部分大學生無法畢業，因此「玩假的」成了唯

一的選項。扭曲的價值觀是「毒根」、長出英檢畢業門檻枝繁葉茂的「毒樹」、作

假與違法的措施是必然的「毒果」。 

五、結論與建議 

興利必先除弊，臺灣英語教育的改革若無法根除弊病，終將是緣木求魚。從

法律、教育到價值觀，從公權力行為的最低標準到大學教育的崇高理想，教育部

和大學在英檢畢業門檻的政策與作為上，給學生、家長、以及整個臺灣社會做出

了錯誤的示範。期盼每一位在大學裡從事英語教育的老師以及被強加英檢門檻的

大學生，都能理性且客觀的省思此一議題，並盡一己之力，敦促校方針對改革開

啟討論與辯論。也期盼大學本持教育的良心，回歸教育的基本精神，「知錯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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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莫大焉」，為莘莘學子與臺灣社會做出最良善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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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學生英語能力狀況與改進之道 
謝麗雪 

國立臺南大學英語系教授 
 

一、前言 

2018 年底政府積極推動「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意圖增進國民英文

能力，但是臺灣英文托福成績在亞洲國家中仍然排在後面。也就是臺灣英文能力

居於中間偏後（48/88）（張益勤，2018）。成大研究英語學習發現效果越好的是

國小低年級，尤其是聽與說，兩學期後口說進步 5%-8%，且 84%可以用正確發

音朗讀短句（羅梅英，2019），相反地偏鄉學生覺得英文像怪物一樣陌生，國中

學生會考英文成績拿 C 的人數創新高（張凱閎，2020）。鄭新輝局長認為用英語

教學的比例應和年齡層成反比，且學生在畢業時應該中英文都好（羅梅英，

2019）。教育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列出許多項目來培養中小學學

生的英語知能，例如聽說讀寫、綜合能力、學習興趣、邏輯思考、判斷力及創造

力（教育部，2018），這些目標可以延伸到大學階段，老師可採取多元教法去培

養學生的能力。然而英語教學法已經超過 200 多年變化，以前的老師採用古典與

實用文法翻譯法，多半用中文授課，學生學習正確語法（張善貿，2012）。文法

句型比較紮實，較少錯誤，但是聽力、口說比較不像現在的學生，在比較注重溝

通式教學法（CLT）的引導下，敢表達，但是犯下較多文法句型錯誤，所以不同

教法各有利弊。 

前幾年國小實施英語教學後提倡沉浸式（immersion）以增加學習機會，但

是可能影響學科知識了解，隨即又出現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CLIL）方式，

也就是用內容來學習英語。目前已演變成雙語的方式，在一個工作坊中，鄒文莉

（2020）指出雙語教學對臺灣教學的意義，讓臺灣更具國際競爭力，讓畢業生具

備國際競合力。因為使用容易理解的英語、有效溝通與學習，可達到大於相加

（1+1>2）的學習效果，另外應用適當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提供任務、

設計與鷹架（scaffold），培養學生多元素養、跨文化與全球溝通的能力。許家齊

（2020）認為不應盲目移植國外經驗，不能犧牲學科核心知識，必須營造環境，

大家都應接受雙語教育嗎?他懷疑這些雙語模式是否可以用在臺灣國中課堂，況

且由於核心詞語很難，是否還應如鄭局長所言，使用英文的比例依年齡高而減少

呢?另一方面根據 Albert Mebrabian 理論”7/38/55”定律，顯示報告整體表現上，

只有 7%與內容相關，38%與表達方式，55%與態度、語氣、外表有關（鄧文淵，

2020）。學生會如何呈現英文作業報告呢?  

根據筆者任教多年的（用全英＋key word 用中文解釋）經驗，來呈現學生在

大一英文四項技能訓練課程，以及理論課程英文的表現。學生對自己英文能力表

現有何覺知呢？對用英文學習有何信念呢？身為任教老師有何解釋相關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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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道。本文希望針對問卷結果分析和檢討，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 

二、不同的任教課程簡介與調查學生的表現結果 

(一) 大一英文作業的英文使用情形 

大一英文是由來自不同科系學生的唯一必修共同科目英文課，上下學期，以

能力分組教學。課本分成 ABC 三種統一教材，也有規定進度與期中期末考試範

圍，A 組老師以全英文上課，學期初與末設有模擬 GEPT 中級考試，以了解學

生是否進步，缺點為老師比較沒有自己的彈性範圍，應用不同教材與活動。優點

可以掌握大方向讓學生注意，因為考試佔了 15%分數，不同組分數也有規定。至

於準備中級（一般科系）或中高級（英語系） 畢業門檻方面，在畢業前若沒通

過，必須再自費修一門加開的英檢班，利用外控力量督促學生學習英文。 

老師可以利用教材的難易深淺來設計課程，適應不同的學生程度。本組學生

為 A 組（約 50 人），學生英文學測成績多為頂標，通常我會在上學期末告訴同

學下學期的英文報告，他們可以在寒假中收集資料、撰寫、組織、做 PPT 或修

改。本英文作業要求學生找出與特定主題有關的幾篇不同詩、散文、小說、歌詞、

圖片、卡通人物等，並編輯成一張 A3 海報，可加上圖片及一段個人反省心得，

找出 10-20 個生字並註解，在大一寒假中完成，下學期開學後，報告並展示出來。

事後作問卷，其中三題有關背景，16 題選擇題，10 題問答題。[以下（  ） 內
數字為平均分數，在五點量表上的得分情形，(1)表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普通，(4)同意，(5)是非常同意]。 

在問卷資料上，學生對於這份主題報告作業的看法，認為有趣（3.92）、有

用（3.5）、麻煩（2.42）、浪費時間（2.42）、複雜（2.25）、容易（3.17）；可改進

閱讀能力（4.25）、組織能力（4.17）、藝術能力（3.75）、學英文的興趣（4）；學

得使用英語的特點（4.17）；可了解使用英文表達自己觀點的影響力（3.92）；了

解用我的母語表達同樣的觀點（3.17）；更了解自己學習的過程（3.5）；可以投入

批判思考（3.5）；熟悉未來探索語言的資源（3.92）。可以看出學生對本作業多半

採取正面態度。 

從學生實際的作業繳交情形顯示，平均完成作業的比例為三分之一，其中最

低的是寫作反思（13.58％），最高的是有加圖片（87.65％）。幾乎一半達到加上

詩、新聞、標語、關鍵字、卡通的要求，及五分之三有做摘錄。最多人選擇且最

喜歡學習的主題是旅遊，其次為愛、音樂、環境保護、全球議題或經濟環境。喜

歡的作業形式為報告、論文、學習單、錄音、做 PPT、能顯示自己的意見、團隊

知識及學習樂趣。以下為三題學生開放性問題的綜合回答：大多數學生認為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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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優點是改進英文閱讀能力，學到如何收集、組織和綜合資料。但本作業需很多

時間完成，所以不容易堅持在同一事物太久，而且有些主題資料難找，有些人需

要做其他事。學生認為作業有太多要求，而且只有很少空間變化，他們希望改變

紙的規格大小，並且減少要求。 

(二) 理論課程（如語言學概論）的英文使用情形 

上課多以全英描述、ppt、key words 加註中文的方式。另外利用圖表或影音

資訊協助，加上生活實例介紹可以協助理解，有時必須分組討論以完成學習單、

作練習題，用以理解 key words 的概念及用法。另外採取期中期末筆試的方式，

以了解學習成效。 

我在去年針對英語系一二年級（共 81 人）已經上了一年與未上課者做一份

問卷，共二十四題選擇題、三題問答，採用五點量表。調查對於使用全英文上課

＋中文註釋 key words 的看法，背景中看出絕大多數（九成以上）學生在幼稚園

或國小的時候即接觸英文課程。到了高中的英文課，約 17.28%老師上課用中文，

關鍵字用英文，只有 10%（11.11%）主要用英文（加上一點中文解釋 key words）。
補習班的狀況比較好一些，約近十分之三（30.86%）主要用英文上課。近半數學

生（58.02%）喜歡的方式為用英文（key word 中英文）上課，近七成（67.9%）

下課偶爾使用英文。看起來學生使用英文的時機與動機算是比較積極的。 

 當被問到上理論課程（如語言學概論）的英文使用情形（共 24 題選擇題），

約八成（83.91%）同意可以聽懂語概內容，聽懂老師的英語（86.42%），讓自己

讀更好（88.89%）。約九成同意可學到語言知識（96.3%），語言學相關字詞

（93.83%），語言技巧（90.13%），讓自己的聽力更好（90.13%）。絕大多數同意

會很認真上課（98.76%）與參與學習活動（96.3%）。約 3/4（74.07%）的學生聽

不懂時會問老師。超過九成（92.59%）會問同學或自己找資料（95.16%），只有

很少同學（7.3%）同意聽不懂時就不想學了。約八成（79.01%）喜歡老師用英

語上語概；大多數同意因為老師用不同有趣例子（92.59%），或語概課程有挑戰

性（83.95%），所以喜歡上語概課。多數同意有信心可學好教材（83.95%），同

意可得到好成績（75.30%），八成同意聽得懂時（88.89%）及可以用英語回答時

（83.95%），認為自己很棒。同意老師多用一些英語（79.09%），只有 3/4（76.55%）

希望更多課程使用英文。大多數學生願意參與用英文上語概，因具有挑戰性

（87.66%）及同意喜歡用英文上課的氛圍（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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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一) 大一英文作業 

這是要求同學利用手工方式剪輯的作業，可能牽涉的層面不同，對於時間的

限制和資源的找尋結果，同學的反應兩極。因為這項作業要花許多時間做閱讀與

編輯，再加上美術插畫等，可能造成許多負擔。現今有許多網路資源可以利用，

同學只要打關鍵字，許多文章、圖片，或影片馬上出現。可以用複製貼上、組織、

編輯，即可完成作品，但必須小心 copy right 的問題。是否愈便利，愈少機會看

到自己的聲音，所以我通常要求一些字詞解釋及一段反思。正如 Albert Mebrabian 
理論，同學在表達內容與外表上的方式需要再加強練習，以表現更專業的感覺。 

從學生的背景來看，不會驚訝，因為絕大多數之前很少有類似的用英文做這

種綜合作業的經驗。另外從學生的自陳英文能力，聽說讀寫尚可或中上，以及多

數是頂標或前標；喜歡英文，而且也有強烈動機想改進各項英文能力。但是來自

不同科系的學生興趣可能不同。最重要的是在課堂上的活動都是清楚，容易了

解，足以引起學術性動機（Tucker，et al，2002），同學情緒性濾網降低，不會阻

礙，願意輕鬆、自然學習容易理解的訊息 i+1（Krashen & Terrell，1983）。願意

付出努力並維持，積極參與學習的心思會幫助獲得學習成效。陳柏軒（2018）指

出臺灣英語學習者的語言學習策略多數與焦慮成負相關，而動機、外向與英文成

就呈正相關，動機的預測力最大，其次是英文成就，最後是外向，總共可解釋

33.6%變異量，而且它們可以中介焦慮與語言學習策略使用之間的關係。可能動

機與英文成就解釋出學生對本作業的不同意見。 

教師可為作業的內容提供更明確的指示、方向、自由和靈活性，才能使學生

有興趣且積極地參與作業的學習過程。可以透過減少作業量要求並專注於語言練

習來改善作業的形式，或安排能結合學生興趣、創造力與英語學習的反思作業。

最重要的是，積極參與作業的過程和自我監控，可以使學生更有建設性的投入個

人的意義，這可能會使更多的學生感興趣，自動自發學習，以完成作業。另外，

給學生適當的監督壓力以取得成績，能促使大多數人認真看待、處理作業並依照

規定努力完成作業。這項研究表明，學生對作業的興趣取決於自選主題內容編

輯，最重要的是表達技巧。 

(二) 語言學概論 

語言習得研究發現語意學習和詞彙理解都沒有關鍵期（critical period），語概

課上學習單的使用協助學生注意，去練習，做訊息處理，在討論中讓學生有互動，

願意溝通（WTC）與協調，學生的近側發展區間（ZPD）被同伴支持的鷹架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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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理解更清楚（Lightbown & Spada, 2013）。這些策略（用英文，key words 加
註中文，加上各種輔助）協助學生了解記住語言學不同的專有名詞。洪暉鈞、楊

淑卿（2014）指出字彙能協助理解語文，而且語言與思考互相關聯，因為學習上

的不足會影響傳遞資訊與不良溝通（Li & MacGregor, 2010），楊佩玲（2013）指

出英語能力、策略運用與自我效能呈正相關，英文程度較高學習者運用更多策

略，尤其是記憶策略。應用記憶策略對於學習英語最有效（楊佩玲、王藹玲，2015）， 
Scovel （2004）提到的 PLACE （people, language, attention, cognition, emotion）
五個項目缺一不可，必須互相結合才能建立最好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對象多為英文程度較高者，可能高學習成就者比低者使用更多自我監

控、策略，並利用機會使用學習的語言（楊淑萍，2014）。陳婉青、蔡旻燁（2015）
的研究顯示，使用較多策略，多益成績愈高。要活用知識，必須學習許多字彙

（Schmitt, 2008）。教育部規定高中生只要學習 7000 字，這些根本不夠用，大學

生沒有語言習得關鍵期，字彙的學習為語言學習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因此教師可

以在課堂上教導學生有意義地獲得字彙（Hunt & Beglar, 2002）。本研究強調語概

課上課間接所使用的策略，可以協助學生理解與應用核心字彙概念。整個內容以

教授基本語詞的概念性知識為先決條件，熟悉應用變化之後，才能變成程序性知

識。如同許家齊（2020）所言，讓學生了解學科核心知識，彈性使用中英夾雜，

多沉浸在創造的聽說讀寫英文的環境中是沒有問題的，這是英語系學生學習專業

科目的理想目標。不須像鄭局長所說的對高年級使用越少英文，只是講解可以彈

性的中英夾雜，多接觸與使用英文，用有趣的方式吸引注意力，母語不會被遺忘，

不要只依賴考試，採用多元評量，要讓多數不同學習形式的學生都願意學習，所

以設計適當評量方式，如寫綜合作業都很重要。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包含兩項調查，首先與寫作業有關，寫作業牽涉到應用綜合思考的能

力，對於這些學生本作業不算容易，但有用，有趣，可增進閱讀、組織、藝術能

力，過程可投入批判思考與熟悉探索資源。但是並非所有學生的作業實際達到要

求，學生喜歡的主題多偏向對自己本身的娛樂有關。另一方面，對於全英文上理

論課能認同，多數可聽懂內容、學到相關字詞、知識、技巧，表示喜歡，認為有

趣，有挑戰性，願意接受如此上課方式，有信心學好。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建議技能科目（如大一英文），須重視讓學生自己選擇

有趣主題，適度給予挑戰，提出綜合批判組織成果的作業，利用外在力量（如成

績評量或團體合作）的約束，培養學生自主性力量，去創造最佳作業學習成效。

未來探索對大學生更有吸引力的作業類型，例如：要求學生使用網路科技資源並

透過具創造力、引發動機的主題式影音剪輯，將結果與其他人分享，呈現一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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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有意義的作業。動機強烈者可自己選擇選修通識英文，若能在大二上兩學期

必修英文課，或許可以強迫學生有另外加強英文的機會。至於理論課可以彈性製

造沉浸式學習環境，對於英文程度中上或頂標學生，理論課程用全英文上（key 
word 用中英文），學生幾乎都可以接受，表示學生聽說讀能力不差，所以老師可

以繼續採取沉浸式英文教學，並採用多元方式讓他們了解與記憶專門詞彙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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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英語能力鑑定與改善策略： 
以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為例 

張其羽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副教授 

 
一、 前言 

國內大專院校普遍將英文能力達標設定為畢業條件之一。官方早期鼓勵，各

校隨之仿效。學校之間鑒於學生程度、開設課程、專業走向、自我期許／標榜以

及各項學習資源等因素，要求學生畢業前達到的英文能力鑑定分數不盡相同；英

語文相關科系「英檢」通過標準又較全校性「英檢」通過標準為高。各校隨即開

設補救課程，名目和作法不一，以利未能達標者解套。從適法性和競爭力的角度

看，「英檢」做為實質畢業門檻，不無本末倒置之嫌，卻隱然成為全臺高等教育

定制；政府近年對此態度已明顯有所保留，學界亦有檢討聲浪，值得吾人省思外

語教育的本質（程晏鈴，2017）。 

因此，本文擬回歸英語文教育訓練根本，以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為例，透

過課程配套和英文檢測等變數，管窺大學本科生英文能力鑑定表現良寙，試圖從

中獲致靈感，期能發展較佳改善策略以嘉惠學子。 

本文所有涉及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英文檢核數據，率皆引用自相關年度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應用英語學系 MSCHE 年度評量報告〉。該報告

逐年按美方要求進行資料更新及分析、撰寫學習成效和改善策略，兼作臺灣高教

評鑑重要佐證，雖然僅存放於校內網站「MGO 學習成果整合系統」，但是若有方

家欲核實拙文數據細節，可逕洽筆者向相關權責單位申請調閱資料。 

二、 系內檢測結果逐年進步，英檢通過率未見同步穩定成長 

銘傳大學國際化程度相當高，是亞洲第一所，也是唯一獲得美國中部各州校

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SCHE）認證的臺灣高教學府，自創校以來即特別重視英

語文教育（許棠詠，2016）。該校應用英語學系是臺灣第一個以「應用英語」為

名的英語文相關科系，意在培育學生使其具備英文專業和文化溝通能力。該系定

期舉辧校內外英語文競賽及表演活動，全英文授課基礎課程達八成，並且由於外

籍學生參與修課情形普遍，以及校內評鑑提供誘因等助力，全英文授課三年級以

上課程達百分之百。 

全校性的英語能力檢定自 99 學年度起實施，在此基礎之上，銘傳應用英語

學系另訂標準較高之「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規定該系大學部學生於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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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前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其它同等級」檢測。確實參加過前述檢定而

未能通過者，必須修習「高階應用英語實習」課程以資補救。 

實施後當年，應屆大四英檢通過率最低，不到三成。100 至 102 學年皆高於

四成，唯數據呈現緩步下滑。103 學年時值英檢正式列入畢業條件的大四應屆第

二屆，通過人數比例大幅提高至六成七。由於當時系上針對英文基礎聽力及閱讀

課程，才剛採行了兩年擋修制度（例如：「英聽一」不及格，不得修「英聽二」），

因此很難據此論斷是否對於英檢通過率有正面影響。但接下來兩年，通過率連續

低於六成，而且又是呈現緩步下滑。直到 105 學年為止，總體而言，通過英語檢

測標準的人數比例不甚穩定且偏低。 

上述期間，系內借助校內資源，針對英文聽力和閱讀兩大基本能力，區分不

同年級，逐年實施英語能力檢測。根據 102 至 105 學年度之間的數據比對，各年

級聽力方面均有明顯進步，唯大二升大三和大三升大四這兩群學生在閱讀方面表

現呈現停滯或退步。於各項教學活動和課程配套不變的前提下，合理推斷，擋修

制度或已造成部分學生學習落後，影響系內檢測表現。 

三、 教學配套改善與英檢通過率進步呈現正相關 

由於美國認證要求科系逐年自我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比較前後兩學年學生

的表現差異，因此系評量代表和校內相關會議委員必須據此分析數據結果並提出

改善策略。以 99 至 103 學年度為例，系方逐年調整策略，做法大同小異，可概

括為「獎勵」和「協力」。前者指學生得以英檢通過證明文件申請校內獎金，後

者指基礎訓練課程同一門課不同教師之間務須定期溝通協調並統整教材。然而自

100 學年度「英檢」通過率大幅提升 16%之後，爾後兩年未見繼續成長，反而下

跌 2%。直到 103 學年度，通過率才又從原來的低點一口氣提升了 25%。104 學

年度通過率再度回跌至六成之下。改善策略功用呈現邊際效應遞減。 

系方檢討 104 學年度之前的改善策略，決定自 105 學年度起，除了既有措施，

同時鼓勵學生修習校內英語教學中心開設之具語測訓練性質課程。唯該年度「英

檢」通過率不增反減。後續檢討，咸認學生是否願意自發選修上述課程，大有問

題，況且急就章式的培訓，也並非外語學習的正路。再者，該系課程相關會議經

過討論得出共識，認為擋修制度或造成原本學習成效已呈現落後的學生在英文能

力方面更加停滯不前，長此以往，不僅影響系內英文檢測「英文閱讀」方面的表

現，同時可能也拉低了「英檢」通過率，這種現象在中高年級學生（大二至大四）

之間尤為明顯。雖然擋修做法立意良善，但是因為缺乏針對性的輔導補救配套，

以至於成效不彰。經過系評量委員反覆考量，充份討論，決定自 106 學年起不再

實施擋修制度，107 學年度（含）之後亦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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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歷年不斷修正改善策略，該系終於連續於 106 和 107 學年度達到七成以

上「英檢」通過率，並且呈現微幅進步。在這兩個學年度期間，雖然學生持續定

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包括短期交換和移地教學等，但是考慮到是否能順利通過

英檢、英檢類型是否貼近科系屬性和就業走向，他/她們幾乎不約而同以多益英

語測驗（TOEIC） 為英檢報考主要選項。據此，系方從善如流，也不再刻意鼓

勵報考雅思或托福。至於英文聽、說、讀、寫基礎及專業訓練、模組（英語教學

組和觀光商務組）分流和各項校內外英語競試活動之定期積極參與，則大致如歷

年做法。在改善策略方面，為提升英檢通過率和加強應考信心，學生除了可修習

前述之校內英語教學中心課程，也可選擇修習系內開設與多益測驗屬性相近之職

場英文課程。 

四、 結語 

綜上所論，系內英文檢測與校外「英檢」結果非趨一致，或指前者在題目鑑

別度方面有改善空間。此外，「英檢」報考類型若符合系所屬性和學生專業志趣，

學生報考意願或許較高。而「獎勵」英檢表現優異者和基礎課程教師的「協力」

溝通與教材統整，具一定成效，仍值得持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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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際化大學之英語政策 
高實玫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 
 

一、前言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提出 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行

政院，2018），強調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全民應提升英語力以增加國際競

爭力，並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翻

轉英語在教育體系中的角色，把英語教學的目標由學科知識傳達，轉為將教學內

容及課室活動建構在「學習者即為語言使用者」的概念上，並強化英語與其他學

科領域進行整合性教學的功能，使英語成為拓展知識的工具。 

然而自 2004 年教育部於「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教育部，2004）中

明確鼓勵各大學制定畢業檢核機制後，學界對於高等教育的英語政策的討論，卻

一直糾結在「如何」甚至「是否」要制定大學英語畢業門檻這個狹隘的議題上。

十多年後的今天再回首檢視其影響層面，可發現此政策一方面帶動臺灣許多大專

院校進行英語課程改革和重整（鄒文莉等，2016），另一方面也引發學界對此政

策的激烈辯證（何萬順等，2013；陳徵蔚，2017），甚至演變成法律訴訟案件（林

良齊，2018）。許多大學以國際化為長程校務發展目標，但卻很少能清楚闡述其

語言政策及配套的外語課程規劃。 

二、他山之石 

我們可以同樣把英語作為外國語言的歐陸各國大學的經驗作為他山之石。歐

盟於 1987 年成立伊拉斯莫斯獎學金計畫（Erasmus Plus Program，見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鼓勵年輕人到其他歐盟國家做至少一學期以上的交換研修。

在此政策強力推動下，歐洲各大學校園內的國際生立刻成倍數增長，2020 年歐

盟投入超過 14.7 億歐元，支持超過歐盟境內四百萬名高中職以上各科系的青年

學生，跨國進行各種類型的學習。這個計畫的目標是培養出具有國際移動力及文

化觀的新一代歐洲青年，而各大學為方便大量具有不同語言背景的國際學生參與

短期課程，紛紛開設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的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根據 2015 年歐盟統計，在歐盟境內有超過 97%
的學生在小學及中學階段選擇英語作為學習的第一外語（eurostat, 2020），這兩

因素同時帶動各大學制定對本國生和國際生的英語入學及畢業門檻政策。 

參加伊拉斯莫斯計畫的歐洲大普遍設置了以「本國語言」及以「英語」作為

教學媒介的併行課程。申請進入英語課程的學生（包含本國學生），須具備對應

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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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見 Council of Europe, 2020）B2 到 C1 以上的英語能力。而申請進入以

本國語言授課課程的學生，入學時須具備一種該國承認的外語 CEFR B1 以上之

聽說讀寫四種能力證明，這也是一般歐洲學生要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必備的外語能

力。亦即，不管對國際生或本地生，都需符合就讀學校的外語入學門檻。許多大

學也要求學生在畢業前提出相對於申請入學使用的外國語言能力至少升上一級

的證明；例如，某生若是以 B1 程度申請入學，畢業前須達 B2 程度；而入學時

若是 B2，畢業時就須達 C1，而不是設定齊頭式的畢業標準。各校在入學須知上

均明列學生須自行在畢業前提出學校認可的外語測驗成績。有些國家，如匈牙利

及捷克，會提供大學生通過國家認可之外語檢測考試（State Examination）之一

生一次性全額報名費補助。 

各種外語課（含英語課）對一般科系學生而言都是選修課，不管是就讀於「本

國語言」或是「英語」授課課程的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選修。各種課程開

設時會標註相對應的 CEFR 程度，以方便學生判定其適合的課程，如：「B2 級英

語學術閱讀及寫作」，或「B1 級德語」等，但其教學內容不必然與任何檢測考試

相關。 

綜觀以上，歐洲的大學為達到國際化目標，一方面對本國生設定依據 CEFR
標準的外國語言入學門檻；另一方面，鼓勵學生在其就學期間成為外語的終生自

學者，依照其興趣及能力各自學習的目標，而非設定齊頭式的畢業門檻。校內提

供的外語課程內容與能力檢測考試脫鈎，因此外語學習是學生自我能力提升的一

環，而不是學校開設外語課程的目的。歐洲大學在執行此入學和畢業門檻政策之

初也經歷過陣痛期，有些學校曾面臨因學生無法取得適當的語言證明而不能畢業

的窘況，以致被社會大眾、家長及學界猛烈批評。但經過 30 年的不斷演進和改

革，並在日益增加的國際生及開放的國際就業市場加持下，大學中以英語為國際

溝通語（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的氛圍逐漸成形，具備至少一種外語

溝通能力成為歐洲大學生的必須條件。 

三、臺灣可以怎麼做？ 

臺灣的高等教育與歐洲的環境不盡相同，雖然沒有伊拉斯莫斯獎學金計畫，

但各校近年大力招收國際生，並鼓勵本國學生到國外大學做短期交換的做法與此

精神相仿，使得臺灣的大學校園漸漸醞釀出國際化的氛圍。我們要用何種思維來

制定高等教育的語言政策，才能培育出具有國際競合力的人才呢？ 

(一) 以英語能力測驗作為大學入學申請參考 

目前的大學入學英語科考試由大考中心設計題目，是一種含選擇及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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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模參照式紙筆測驗。選擇部分僅檢測學生的文法、字彙及閱讀理解能力，藉

由非選擇題的翻譯及短文寫作檢視其寫作能力。聽力考試由學生視需求自行選擇

加考，並無口說測驗。大學入學測驗並沒有對照任何國際性語言能力參考標準，

如歐規的 CEFR，或美規的 ACTFL（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標準，見 Center for Assess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0），學生的成績是對照於當年參加測驗全體學生的排序，以便

填寫志願，無法具體呈現其聽說讀寫各面向的實際使用能力，且每年考題的難易

度差異大使得大學端無法對錄取學生的英語能力有準確的評估。很多大學為了執

行分級教學，只能在入學時另加辦新生英語能力檢測，這實在是浪費教育資源。 

(二) 檢視高等教育英語課程的課程設計和目標 

近年臺灣的高等教育面臨國際化的挑戰，一方面因為廣收國際學生，需要提

高 EMI 課程比率；另一方面也希望提升本國學生的英語力，使其來未在就業市

場具備國際競爭力。然而，很多學校將大學英語課程的設計與各種作為畢業門檻

的語言檢測考試混為一談。更甚者，也有學校把學生通過英語畢業門檻率作為檢

視英語教學成效的標準，造成學生對語言檢測及大學英語課程學習的誤解，進而

抗拒學習甚至與學校產生衝突。 

政策制定者應該要體認到，國際化大學的英語課程應該引導學生將英語作為

學習專業領域知識的工具，指導學生擴充其學術領域所需的專門詞彙範圍的方

法，掌握該領域常用之閱讀和書寫體裁，強化學術溝通技能，提升閱讀專門領域

原文教科書能力。因此國際化大學中，應開設加強學生學術領域所需之英語技能

的課程（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ESAP），如:學術簡報與討論，商

業溝通、醫學英文、科技產業英文等，以培養學生修習其專門領域 EMI 課程之

能力，使其具備未來能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技能。近年來，臺灣各大學在專業

英語課程的研發和實施上，已有快速的進展，教學質量與涵蓋領域均有相當國際

聲譽，這是臺灣在課程創新上的利基。 

大學英語課程應將各種程度學生的學習需求和教學目標加以區隔。鄒文莉及

高實玫（Tsou & Kao, 2016）發現，具備 CEFR B2 以上等級英語能力的學生，修

習 ESAP 課程會有較佳的學習成效。而僅有 B1 或以下能力的學生，應先加強其

一般學術範圍的聽說讀寫能力，因此大學中也應開設基礎學術英語課程（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EGAP），幫助英語基礎較弱學生理解 EMI 課程內

容，具備做摘要及筆記的能力，並能以英語做簡報及進行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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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彈性調整英外語能力檢測 

國際間通行之各種標準化語言檢測考試各有其特定的檢測目標，如:TOEFL
及 IELTS是為了檢測學生是否具備到英語系國家就讀的學術英語能力；而TOEIC
及 Linguaskill 測驗則是為檢測應試者是否具備職場所需的英語應用能力。學生應

該就其未來發展及就業需求選擇適當的檢測考試，大學不應要求所有學生參加單

一檢測。未來各校也應考慮將專門領域英語檢測考試作為畢業認證之一，如，

GEPT 理工類科中高級測驗；國際醫護人員 OET 考試 （Occupational English Test 
for the Healthcare Sector）；或專為餐飲旅遊從業人員設計的 iTEP Hospitality Test 
等。 

考慮各學門對英語，甚至其他外語有不同的要求，且學生入學時並未有嚴格

的英語門檻篩選制度，有些學校的科系甚至沒有設定英語最低入學標準，因此大

學不應設定齊頭式的英語畢業門檻。如果學校有自行檢測學生的起始語言能力，

較合理的要求是每位學生的學習目標可訂在高於其起始能力一階。也可以由各系

自定其學生畢業時應達到的外語能力及外語種類。國立成功大學在 2018 年教務

會議即通過由各系自訂外語畢業門檻和外語種類，實施兩年來已有系所將德語及

日語等納入該系之畢業門檻認證，也有系所決議不設定任何外語畢業門檻。 

四、結語 

為使臺灣的大學畢業生能與世界接軌，成為能面對 21 世紀多元文化及語言

挑戰的國際人才，臺灣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對培養國際化人才的做法，並加入在地

化的創新思維，以更具彈性的方式制定外語政策。大學入學時改採用標準化聽說

讀寫語言能力檢測，且各系所應訂定入學門檻，以鼓勵高中英語教學注重全面的

語言使用。大學畢業的語言檢測應依學生入學時的程度，或就讀科系的特性及對

外語的需求做彈性調整。大學英語課程則以培養學生專業領域學術英語能力為

主，並將學生依語言能力分流進入合適的課程，幫助學生將英外語學習融入專業

領域發展，並引導學生選擇適合未來需求的檢測考試，設定畢業時應達到的學習

目標，使專業英語能力成為學生在未來學術發展或國際職場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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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教學在大學課程中的挑戰 
姚詠文 

大同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Aaron Calbreath-Frasieur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世界各地英語非母語的國家，包括臺灣，都面臨著全英語授課教學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EMI）的需求與挑戰。作為現行世界上唯一的通用

語，英語主導著世界貿易、媒體敘事，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交流。因此，在英

語非母語國家的高等教育中，益發強調 EMI 英語教學的必要性。實施 EMI 教學

固然有益於學生英語能力的進步，同時卻也因為不同層面的因素，使大學課程中

EMI 課堂教學實踐面臨著許多挑戰，甚至是來自教師端與學生端的抗拒。本文

中，二位作者將略過對英語教學法理論的論述，以及文化研究理論的相關辯論，

僅就其第一手的課堂實踐案論述 EMI 教學在大學課程中所遭遇的挑戰。本文的

課程實踐案例來自二所位於臺北的大學—大同大學應用外語系（Tatung 
University/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與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anguage Center）—之課堂教學經驗

為例：第一作者為非英語母語臺籍教師，第二作者為不會說中文的美籍英語母語

教師。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作者們皆為英語科系之教授，故本文中對 EMI 教學的

探討，會有別於其他非英語學習導向科系的 EMI 課程實踐。本文作者們皆沒有

受過英語第二外語教學訓練，作者們的課程核心目標之一皆旨在培養同學們的跨

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C）。IC 一詞有許多層面的定義，本文中採

用的定義為：「在與來自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他者交流時，俱備之綜合性有效

且適當的溝通能力」 （Fantini & Tirmizi, 2006, 12）。1 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中，

培養足夠的跨文化能力，對於在職場上及生活中的國際移動能力扮演著關鍵的重

要角色 （Aguilar, 2018）。因此，在作者們的 EMI 課堂實踐中，課程設計偏重於

與同學們探討不同的社會議題、全球議題與跨文化溝通等主題。這些課程更偏向

於內容本位語言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CBI）的課程，而非專注於文法、

單字、句型等之英語語言學教學的課程。 

 

                                                

1 原文為“…a complex of abilities needed to perform effectively and appropriately when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who are linguistically and culturally different from oneself” (Fantini & Tirmizi, 20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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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英語教學（EMI）的基本優勢與劣勢 

EMI 課程在培養學生英語能力的方面原本就有許多基礎優勢，其中之一在於

將無法出國的學生置於類國際化的「沉浸式全英語環境中」（the Full Immersion 
EMI Classroom）。在討論 EMI 教學的論述中，有一項能力的培養作為貫穿上述

優勢的核心指標，即在於培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IC）。語言的隔閡本身就是

跨文化能力中的主要障礙，學生在學習英語的同時，如果能搭配理解多元文化與

國際時事的主題，就能讓同學在練習英語聽、說技巧與增加英語口說自信的同

時，透過課程內容的設計，深入理解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可能被忽視的衝突。 

然而，在普遍 EMI 的課程中，最顯而易見的挑戰之一，就是學生們並非真

正理解用英語學習透過母語也同樣可以習得的知識，卻要使用英語授課的理由為

何。這似乎是大部分學生在學習英語時所共有現象：學英語主要是為了考試和通

過畢業門檻的要求。這和在臺灣的大學生普遍屬於「無（國際）移動力學生」

（Non-Mobile Students）（Marta Aguilar, 2018）之情況有關。相較於歐洲或東南

亞的大學生，臺灣的大學生較難跨越國境至他國就業、旅遊，或者是進入有跨國

人才的企業工作。然而，近年來臺灣的人口結構轉變，已經使臺灣逐漸走向文化

多元化的國家。假使臺灣（或任何其他英語非母語的國家）想成為國際生態圈

（International Ecosystem）的一份子，那麼英語能力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本文還有另一個需提及的重要論點，那就是並非所有的大學課程都適用 EMI
教學。人文社會學科本身課程的內容十分適合 EMI 教學的規劃，在這些課程中

使用非母語教學能助於學生打破在地文化的固有觀點。即使是解釋一個英文單字

在兩種文化中不同的使用情境與方式，都能促進同學跨文化的理解與溝通能力。

比如說，在 Dr. Calbreath-Frasieur 教授 2的「性別與性向」課程中，讓臺灣同學

理解「女性主義」一詞，在臺灣普遍大眾的認識的定義，和英文 Feminism 的差

異，就是很重要的例子。在 Dr. Yao3的課程中，使用對於「尊敬/respect」一詞在

東西方文化中表現方式的差異，也說明了即使是有直接對應的翻譯詞彙，詮釋語

實踐上也有可能相距甚遠。同學必須認知在地文化對某些概念的認識是受到在地

文化價值觀、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見的影響。尤有甚者，臺灣同學較易忽略應從

國際社會與國際歷史的角度來理解一些國際重要的議題。4此例正好說明了人文

社會學科的課程為什麼非常適合 EMI 教學以及培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 

                                                

2 本文第二作者。 
3 本文第一作者。 
4 例如 2016 年新竹光復中學遊行的納粹事件引起的國際抗議風波，正是源自臺灣中學教育對全

球議題與歷史缺乏足夠的認識。詳見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224003477-2604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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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科學、工程及其他理工學科，就本文作者們的觀點而言，在臺灣

較不適合 EMI 教學。這是因為理工科的學生在進入大學前，尚未具備相關主修

的足夠知識。使用全英語書籍授課，反而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應習得知識

的不理解，也無法藉此增進英語能力。這樣的課程往往增加了學生在專業科目與

英文學習上雙倍的困難與壓力，也導致學生傾向於重複其在國高中同樣的學習模

式。另一方面，理工科課程使用 EMI 教學的另一個問題點在於，有些母語非英

語的教授本身也尚未具備足夠的英語教學能力，以至於學生在理解教授講授課程

的過程中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難。 

三、結語 

上述提及的挑戰就衍伸至本文討論 EMI 教學劣勢的討論的範疇。英文程度

較差的學生普遍被認為是在 EMI 課堂中被「犧牲」的同學，而且隨著課堂的進

行只會逐漸落後（莊坤良，2019）。在某些課程中，有些學生可能會直接放棄英

語學習，甚至是因為 EMI 教學的實施方式，在專業領域落非必要的落後其他同

學。在臺灣還有特定的文化因素增加 EMI 教學的困境。首先，由於害怕在公開

場合犯錯或受到其他同學的批評，大部分的大學生非常不願意在課堂中（公共場

合）發表意見和回應老師的問題。更甚者，普遍的臺灣大學生在中學教育中已經

被訓練的相信老師的問題都有「正確的答案」，而不習慣分享討論自己的想法和

想出具有創意的問題解決方式，或是尋求其他不同可能的想法。而部分教授也習

慣把學生當成應該吸收知識的海綿，認為其應教授學生們「專業」的知識，而非

把學生當成應學習獨立批判性思考，和追求知識的個體。 

從兩位筆者的教學經驗與觀察中可以確定的是，更多的考試、補習或是鼓勵

同學用功讀書，都無法改善大學生英語具有相當程度落差，以及無法在公共場合

有自信地用英語與他人溝通的普遍現象。如何讓 EMI 教學更有效益的高等教育

中達到優勢大於劣勢的成果，首先必須從現行的基礎及中等教育體制開始產生改

變。學生必須在進入高等教育之前，真正了解英語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考試，而

是為了增加其日後在國際就業市場中的移動力和成功的機會。即使對於沒有企圖

踏出國境的學生而言，在臺灣人口結構轉變與政府致力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前提之

下，他/她們也將會無可避免的必須在國內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產生溝通與交

流。在現行的臺灣的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是對於適合執行 EMI 的課

程做出選擇，強化 EMI 課程與 IC 能力的結合，並且確保教師有足夠的工具與資

源，能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執行 EMI 教學，這樣才能落實 EMI 教學的真正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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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大學第二外語的挑戰與機會—以法語教學為例 
張彣卉 

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國內第二外語教學近年來不斷向外推廣並向下深耕：106 學年度有 285 所高

中開設 15 種第二外語課程，修習第二外語的高中學生近 6 萬多人；107、108 學

年度更高達 330 所高中院校開設課程，可見政府與國人對第二外語的重視。1為

延續第二外語的教育，大專院校亦積極倡導學習第二外語的重要性，盼學生除擁

有基本英文能力外，亦能培養第二外語的專長，增加日後就業機會與國際競爭力。

目前第二外語的課程，除於大專院校 11 所應用外（國）語（文）系、18 所外國

語文系等外語學群科系開設，2諸多學校亦於通識教育中心、博雅學部、外文中

心等專責單位開設第二外語相關課程，供全校學生選修。 

國內第二外語語言課程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別。第一類為東北亞語言：日語、

韓語；第二類為東南亞語言：越南語、泰語、印尼語、菲律賓語、馬來語等；第

三類為歐洲語言：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等。在歐洲語言中法語時常

為學生的首選，理由不外乎以下幾點：「法文聽起來很浪漫」、「以後想去法國旅

遊」、「法國歌曲與電影很好看」、「法國美食很美味」等。然而，依據筆者近十年

於各大專院校教授第二外語的經驗發現，繼續修習第二年或是進階法語的同學人

數銳減比例明顯，甚至部分進階課程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開課。爰此，本文擬以大

學第二外語法語學習者為主要分析對象，從「師資流動與創新教學」、「學習動能

與課程延續性」、「職場競爭力與國際視野」三個面向探討當前大學第二外語的挑

戰與機會，希冀使學生更具國際移動力，走向多元的新世代。 

二、第二外語的挑戰與機會 

(一) 挑戰一：師資流動與創新教學方面 

鑒於第二外語課程於一般大專院校為通識外語選修課程（每周 2 小時），於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為必選修課程（每周 4 小時：2 小時會話、2 小時文法），專任

教師若只單純教授第二外語課程會導致總授課鐘點不足，故各校傾向聘用兼任教

師教授第二外語。如一位通識中心的兼任教師，可開設多班法語基礎課程供全校

學生選課；又如印尼籍兼任教師可教授 2-4 小時印尼文課程、越南籍教師開設 2-4
小時越南文等。因此，當前面臨的第一個挑戰為第二外語兼任師資過多，導致師

                                                

1 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官方網站 http://www.2ndflcenter.tw/web/class/class.jsp 
2 教育部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覽表 https://ulist.moe.gov.tw/Query/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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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流動性高，影響教學品質。 

機會：為配合政府現行數位學習政策，並解決師資流動率問題，首先，各校

可發展磨課師及遠距課程，擴展數位學習教育機制與數位資源分享。再者，為增

加第二外語修課人數，穩定師資，各校可與高中端合作，透過推廣外語教育與體

驗營隊，深化高中端交流合作，擴增大學銜接課程。同時可開設先修及銜接大學

之課程，共享教學資源。 

(二) 挑戰二：學習動能與課程延續性方面  

根據過去教學經驗，修習第二外語的學生於學期初時均充滿動力，從開學時

的調查可窺知一二，尤其學生對於法語時常懷抱著夢想。然而，當學期進入期中

考後，同學的學習動力逐漸下降，尤其法語文法規則複雜，動詞變化形式眾多，

同學遂逐漸失去學習動力。其次，若沒有外語檢定考的門檻，或將來想到國外升

學的動機，願意主動繼續修習進階文法的同學，實少之又少。以筆者過去於私立

大學任教的經驗，第二外語選修課程人數上學期與下學期人數已有懸殊，平均下

學期修課人數減少 3%-5%，進階課程甚至 3-4 年才能開成一班。（表一） 若為應

用外國語文學系必選修課程，因有擋修制度，進階班級人數降幅則列為平緩，少

數學生因學習成效不佳而無法繼續修讀進階課程。（表二） 

表 1 大同大學法文選修課程修課人數 

 初階法文 進階法文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 45 人 8 人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 33 人 8 人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51 人 ---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39 人 ---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49 人 --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31 人 --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48 人 --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26 人 --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48 人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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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法語相關課程修課人數 

 
法語文法

一 

法語文法

二 

法語文法

三 

法語文法

四 

法語文法

五 

法語文法

六 

107 學年度

第一學期 
25 人 -------- 22 人 -------- 22 人 -------- 

107 學年度

第二學期 
-------- 28 人 -------- 25 人 -------- 19 人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28 人 -------- 25 人 -------- 18 人 --------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 
-------- 28 人 -------- 24 人 -------- 20 人 

機會：為解決學生學習第二外語動力不足的問題，首先，建議各校可開設多

元專業自主學習非正式課程，並將之認列為選修學分。同時，訂定通識及專業自

主學習學分辦法，完備客製化自主學習學分機制，不同科系的學生可依據個人興

趣以及學習動機來設計或是選擇課程，進而達到以學生為本位的客製化學習目標。

另外，各校可推動各類型第二外語檢定加強班及第二外語學習輔導，將第二外語

融入日常生活，培養外語閱讀習慣，以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期達營造主動學習氛

圍，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三) 挑戰三：職場競爭力與國際視野方面 

根據本系對應屆畢業生的調查顯示，應用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生進入職場比例

遠高於升學比例，且於職場上運用第二外語的機會除日語、韓語外，其他第二外

語使用比率極低。至於選修第二外語的同學，因沒有外語檢定考試的畢業門檻，

外語能力較參差不齊。畢業後在職場上使用第二外語的人數更是少之又少。職是，

以應外系為例，近年來學生外語能力檢定表現雖提升，惟外語能力仍無法充分反

映在外來的職場競爭力，實為一項隱憂。 

機會：為使學習第二外語的同學能學用合一，增加未來職場競爭力，各校可

鼓勵同學參與外語檢定加強課程及學習輔導措施，配合自學課程，以及相關就業

學程，透過實習方式，從學界跨入產業界，以增加自我培力。再者，各校可擴增

素養導向之外語教材，深化外語溝通表達能力，同時透過校園雙語化的營造，以

學生為本位，透過自編外語教材，進而與出版業者合作，深植學生未來就業市場，

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及職場移動力，塑造未來寰宇外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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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當今大學主修法語人數約 2,400 人，大學選修法語人數約 10,000 人，3足見

第二外語課程於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本文乃以第二外語法語學習者為主要分析

對象，不同於本科系學生的課程規劃，一般大學課程中第二外語每周上課時數平

均為 2-4 小時不等（若為通識學分則為 2 小時/若為應外系之第二外語則依各校

規定為有所不同），因而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兼顧學生聽說讀寫的語言能力，並

引發第二外語的學習動機，對教師而言實屬重要的課題。然而，面臨當今第二外

語課程兼任身分的教師居多，造成教師流動率高的問題，若能將語言課程與科技

結合，除可增進師資穩定率亦可激發學生的學習動能。此外，學生的學習成效方

面，可以應用類似文字探勘的觀念，找出學生學習心得直接與學習有關的字句與

所有字句的比例，當成學生學習成效的指標，並鼓勵學生依據個人興趣進行自主

學習，藉由量化及質化的指標，反應正確的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未來精進課程的

參考，進而增進學生的跨文化移動力。最後，希冀透過上述挑戰與機會的反思，

啟迪教師們更多的想法，並在結合跨領域學習與跨文化觀的框架下，激起第二外

語初學者對文法的學習興趣，藉以打破過往刻板的文法教學，讓學生真正能享受

學習、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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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生外語能力政策與現況 
梁忠銘 

國立臺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一、前言 

全球化急速發展的現在，如何發展外國語教育是很多國家的教育課題，各國

都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進行，日本也無法例外。近年來日本認為其外國語教育相

對落後，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外國語教育被認為是不夠充分。日本大學已經

是進入全部錄取的時代，但是近年的大學生包括英語能力及整體學力都呈現下滑

的現象。日本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認為其原因，可能是日本大學生自我學習和克服

問題的意識低落和消極，理論思考和表現能力也相對的弱化，即使在日語能力、

基礎科目的理解也不夠充分（原隆幸，2011、2012）。面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社會

的衝擊，日本需要可以因應全球化社會的人材，其對象不僅是社會人士，即將步

入社會的大學生之英文能力更是需要加強。為此，日本主管教育的最高機構文部

科學省在過去的數年間，不斷的檢討強化高等教育與外國語教育相關的可能方

案。在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文件之中從 2005 年開始，陸續有種種的相關政策提出，

如 2005 年提出「文部科學省的國際戰略（建議）」（文部科學省，2005）；2008
年 12 月提出「學士課程教育的建構」（文部科學省，2008）；2011 年 4 月提出「為

了産學官全球化人材育成之戰略」（文部科學省，2011a）； 2012 年 6 月提出「全

球化人材育成戰略」（文部科學省，2012a）；2012 年 8 月提出「建構面向嶄新未

來大學教育品質的轉換」（文部科學省，2012b）等文件，提出日本面對全球化國

際化的時代，高等教育應負責培育對未來人才應有的能力，應有那些作為，提出

見解。例如加強外國語教育，擴大雙方留學生交流，大學的國際化，強化因應全

球化的人才培育，問題解決的能力等，其相關政策作為略述如下。 

二、提升大學生外語能力政策 

日本於 2005（平成 17 年）從 4 月開始經過 4 次的討論於該年 9 月 16 日提

出「文部科學省國際戰略（建議）」。針對高等教育提出一個方針「強化『知』」

的據點大學及研究機關的國際競爭力」。提出兩個重點：(1)大學的國際化，開展

「大學的國際化、可以活躍在國際的人材養成、提供諸外國人材養成知會的國際

貢獻、確保海外學生和留學希望者的開拓等」；(2)學部、研究所教育的振興「強

化學部階段的教育機能、開展研究所教育的組織、形成世界的教育研究據點」（文

部科學省，2005）。 

然後文部科學省在 2008 年 12 月「面對學士課程教育的建構」提出「透過各

専攻領域培育學士能力～有關學士課程共通學習成果参考指針」，指出四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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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強調要充實多元文化、異文化相關知識的理解，並強化外語溝通能力和專

業職能汎用的技能（文部科學省，2008）。 

 爾後在 2011 年提出「為了提升國際共通語英語能力向上 5 個建言語具體的

施策」（文部科學省，2011b），提出「對外國語能力的基本要求」如下所示。全

球化社會所要求外國語能力，基本上可以說就是與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們，透過

外國語進行理解，可以達成順利圓滿順利相互溝通的能力。而所謂圓滿順利相互

溝通的能力具體而言，例如：面對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們，不是用相互揣摩是需

要積極和理解的態度去溝通，同時也要了解對方在文化和社會的背景，去理解對

方的想法和意圖以及想法，加上自己思考並依據理由，可以條理説明和可以在議

論之中，提出不同的意見和想法，讓對方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能力。然而有關外語

溝通能力的養成，必須從講義一齊授業方式加以轉換，例如：將演講、研究發表、

辯論、討論等方式加入課堂，以學生的言語活動為中心的授業開始改善是有必要 
（文部科學省，2011）。在這報告書中論及包含初等、中等教育有關英語教育全

般之事項，當然也適用在大學的英語教育。 

隔年 2012 年在「全球化人材育成戰略」之中提及全球化人材應具有三個面

向的要素。要 I：語文能力、溝通能力。要素 II：主體性、積極性、挑戰精神、

協調性、柔軟性、責任感・使命感。要素 III：對異文化理解與作為日本人主體

的意識）。換句話說全球化人材的概念，其資質、能力不可只是用單一的尺度來

測量。但是，其中比較容易判斷的面向是要素 I 作為「工具」的語文能力和溝通

能力為主軸。同時，在思考全球化人材的能力水準的判斷標準（初級至高級）之

際可區分為五個階段：(1)海外旅行會話階段；(2)日常生活會話階段；(3)業務上

文章、交渉階段；(4)二者間折衝、交渉階段；(5)多數者間折衝、交渉階段，當

作是學習目標，建構在課程之中（文部科學省，2012a）。 

三、英語能力現況 

日本於 2014 年為提升日本英語教育成效的提升，設置「為了改善英語教育

英語能力調査的分析：活用相關検討委員會」，實施學生的英語力的現況狀加以

檢證的同時，調査結果相關之分析及作為活用於實施方法策略的檢討（文部科學

省，2014）。 

並於 2014（平成 26）年 5 月 26 日開始 2015（平成 27）年 3 月 31 日實施「為

改善英語教育之英語能力調査」，以全國高中 3 年生為對象針對英語的四個面向

（聽、說、讀、寫）均衡的培育之觀點，測量學生的英語能力，期望將調査結果

作為學校在指導學生和改善學生的學習狀況的改善和充實之參考（文部科學省初

等中等教育局，2014）。此後連續數年進行同樣調查；最近一次的調查結果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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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針對全國高中 3 年生約 6 萬人（國公立約 300 校）的英語能力，依據學習

指導要領規定內容進行「聽」、「讀」、「寫」）的考試。另外，在「說」的部分，

在每所高中抽出１個班級，進行約 1 萬人為對象，進行調查，其結果於 2018 年

公布（文部科學省，2018）。簡而言之，此結果與上次（2017 年度）的結果比較，

「聽力部分」稍微提升、「說的部分」和「寫的部分」與上次類似。重要的是當

初設定的目標是有 50%的學生可以達成目標。但是，其結果是聽、說、讀、寫四

個面向，均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特別是「說」和「寫」的部分整體上明顯低，

零分者的比率分別為 18.8％和 15.1%，與上次呈現同様的結果（文部科學省，

2018）。換句話說，日本文部科學省近年努力的想提升日本學生的英語能力，但

就依據近幾年實施的「英語能力調査」結果而言，成效似乎非常有限。 

以上的結果從日本千葉大學近年所做的調查似乎有如此的印證。日本千葉大

學從 2003 年〜2007 年的 5 年之間，針對 6,689 名千葉大學的學生参加 TOEIC IP
測驗（托益測驗），提出「千葉大學學生參加 TOEIC IP 得點的概況分析」，顯示

出出這 5 年之間的平均分數為 505 分。另外，依據再依據日本大學教授隅田朗彦、

小林和歌子等人在 2014 針對其大學 1 年級的研究結果也指出，該校大一的學生

英語能力，換算成托益的分數約在 390-400 分之間（隅田朗彦、小林和歌子、テ

ィモシ-グティエレイズ，2016）。此外，依據日本學者石原堅司、西納春雄、時

岡ゆかり、吉村俊子等人，在 2008 年針對日本關西地區 6 所大學 880 名大學生

進行英語能力實態調查，其結果也顯示日本大學生的英語能力比 1994 年當時學

生的英文能力很明顯的退步很多（石原堅司、西納春雄、時岡ゆかり、吉村俊子，

2009）。 

再依據日本一般財團法人國際商業通訊（ビジネ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社

發行的新入社員 TOEIC L&R 最新數據資料（2019 年度）顯示、從 2008 年至 2018
年的平均分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8-2018 年度日本新入社會平均托益分數 

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分數 448 450 477 484 499 505 500 494 497 485 489 

資料來源：日本一般財団法人國際ビジネ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教會發刊の新入社員 TOEIC L&R 最新データ 2019 年

度做成。 

從表 1 的數據顯示全國的大學生的平均分數，應該是比千葉大學生的平均水

準來的更低。同時，也顯示這些年來日本政府努力提升日本大學生的英語能力，

雖然沒有達到預期成效，但也顯示有少許的成長。 

 

http://www.iibc-global.org/library/default/toeic/official_data/pdf/new_recruits.pdf
http://www.iibc-global.org/library/default/toeic/official_data/pdf/new_recruits.pdf
http://www.iibc-global.org/library/default/toeic/official_data/pdf/new_recrui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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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日本在進入 21 世紀，為因應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社會趨勢，積極的在政策上

擬訂相關對策，期待日本的學生能夠強化因應未來國際社會的能力。日本學校教

育系統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導入英語課程，中學的英語科的授課時間甚至超過國語

科的授課時間，即使如此日本大學生的英文程度，好像也無法達成文部科學省所

預期的目標。換句話說，日本實際上經過了近 20 年的努力，日本大學生的英語

程度仍然無法達到預期的成效，就如日本「英語教育的危機」的作者鳥飼玖美子

指出，日本大學生的英文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比率無法自由地讀與寫，英文文法程

度也只有中學程度（鳥飼玖美子，2018）。 

今後如何強化日本大學與學生的國際競争能力，日本政府認為首先應是持續

的擴充小、中、高學校的英語教育，強化教育的英語課程，透過授課的方式地改

變，提升日本各教育階段英語能力。例如，2020 年以後開始實施導入外部檢定

試驗成績作為大學入學考試的一個標準；從中學階段開始導入「全英語的英語教

育」。同時，為了快速提高日本國際競争力和培育全球化人材的育成，文部科學

省將會實施以選定「超級全球化大學」為中心，作為推廣全英語授課和學分取得

相關課程之示範校。並透過企業採用新人之際，將英語能力列為新入職員採用的

基本條件之一，讓英文能力成為學習最基本和升學及就業必要的條件，期待可以

成為亞洲英語能力頂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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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經營的新模式探析：兼論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 
蔡進雄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兼任教授 

 
一、前言 

學校經營是探討學校整體效能與發展，思維層次有微觀及鉅觀，並以理論模

式為基礎，以避免盲目摸索，此乃沒有理論模式為基礎的學校經營領導是淺碟

的。另一方面，學校經營應該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考慮學生的最大利益，此為學

校經營的絕對標準及核心價值，惟學校經營模式與策略宜隨時空不同而有所調

整，亦即學校經營模式與領導應該與時俱進，不能一成不變。 

質言之，隨著時代潮流及社會的變遷，學校經營模式宜有所調整與轉變，原

則上學校經營的本質不變，但學校經營的模式與方法策略卻要因應情境而有所改

變。循此，以下就「做得更好、做出差異模式與學校經營」、「守破離模式與學校

經營」、「KPI、OKR 模式與學校經營」等闡明探析不同學校經營模式新趨向，並

兼論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及分析教育領導人與教師的關係，以供教育領導人之參

考。 

二、做得更好、做出差異模式與學校經營 

    做得更好（do things better）與做出差異（do things different）是不同的經營

模式（張志偉，2008），前者是在乎努力，強調好上加好、好還要更好，屬於內

部事務的精進，問的是如何做得更好；後者是關於方向，強調策略、差異與特色，

屬於體察外部競爭環境，問的是要做什麼。 

    就學校經營來看，做得更好與做出差異或做出新的（do things new）兩者應

兼顧，尤其是國民中小學是義務教育階段，有學校同形化的現象（蔡進雄，2013），
所以學校經營有一大部份是要把既有的核心任務做得更好，例如教學品質就是要

好上加好，但因為外在環境改變，學校領導者還要體察外部環境變遷及教育市場

化趨勢，爰此學校必須做出差異與課程特色，才能吸引更多學生前來入學就讀。

以下就「人無我有」、「人有我優」與「人優我轉」、互易領導與轉型領導、改進

與變革、「鳥眼」與「蟲眼」、全面品質管理與策略管理等進一步闡述做得更好及

做出差異，並匯整歸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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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做得更好與做出差異比較 
做得更好 做出差異 

好上加好、好還要更好 特色  

努力、精進 方向、策略 

內部 外部 

人有我優 人無我有、人優我轉 

互易領導 轉型領導 

改進 變革 

蟲眼 鳥眼 

如何做（how） 做什麼（what） 

全面品質管理 創新管理、策略管理  

(一)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與「人優我轉」 

    從「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三個面向觀之，「人有我優」是

做得更好的做法，「人無我有」及「人優我轉」是做出差異的做法。 

(二) 互易領導與轉型領導 

    以領導來看，做得更好關注把事情做好（do things right），偏向互易領導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而做出差異關心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偏向轉

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蔡進雄，2000；Bennis & Nanus, 1985）。 

(三) 改進與變革 

    再以轉變程度而言，有改進（improvement）與變革（change）之分，改進

之速度較慢、幅度較小，變革之速度較快、幅度較大。因為學校有諸多法令的限

制，且學校效能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促成的（蔡進雄，2018），故採學校改進

方式是學校經營的常態，也是「做得更好」的展現，而學校變革是大方向、大幅

度的改變，則較容易「做出差異」及「人無我有」的特色。  

(四) 「鳥眼」與「蟲眼」 

    「鳥眼」是指像鳥飛在天空一樣，能以較高位置俯瞰整體，「蟲眼」是指像

爬地面上的小昆蟲，能看見飛在天空裡的鳥所看不見之細節（蕭雲菁譯，2016），
爰此「鳥眼」可比喻成見林不見樹之宏觀觀點，「蟲眼」可比喻成見樹不見林之

微觀觀點，而展現「蟲眼」功能可將學校內部事務及行政流程做得更好、更完美，

發揮「鳥眼」功能則可了解學校整體發展願景方向、做出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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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面品質管理與策略管理 

    如何做得更好，可以採全面品質管理的做法，強調顧客至上、事先預防、全

員參與、品質第一、持續改善等（吳清山，2004）。做什麼以創造差異，則可以

採創新管理與策略管理，不斷尋求創新並了解學校內外的脈絡條件及優劣勢，集

中資源以創造差異與學校特色。扼要言之，學校教育經營要持續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做得更好，但同時又要進行變革、做出差異與教學課程特色，以

使學校更具競爭力。 

總括說來，學校領導者要能釐清環境、了解自己，才知道學校往哪裡去，並

要不斷思考學校經營面對的問題挑戰，而從學校領導人的角度來看，「做得更好」

與「做出差異」的模式可靈活應用在學校經營與治理，以提升學校效能。 

三、守破離模式與學校經營 

    守、破、離是日本茶道或武士道的修行步驟，首先第一階段是「守」，一切

依照老師教的去做，之後進入「破」是加入自己的創意，或採納別人的優點，最

後是「離」，拋開原有形式，孕育出屬於自己的特色。有些剛上任的領導者為了

表示與前一任有所差異，直接就跳到「破」或「離」的階段，結果往往失敗了（侯

詠馨譯，2018）。更確切地說，第一步是「守」，遵守基本原則，經過「守」的階

段後，接下來必須更上層樓，進入「破」與「離」的階段，「破」是加入自己所

思所得的好點子，突破既有思考框架，進一步擴展基礎，「離」代表開創出屬於

自己的範本、模版，從依賴轉向獨立，自創新流派（方瑜譯，2016；鍾嘉惠譯，

2018；龔婉如譯，2013）。以工匠的成長階段為例，首先是守，跟著師傅學習，

全力地吸收師傅所傳授的知識；其次是破，在師傅的形式中加入自己的想法；最

後是離，指的是開創自己的新境界（陳曉麗譯，2015）。   

    基於前述，我們可以把守破離的概念轉化融入於國內中小學校長經營一所學

校的歷程，可區分幾種模式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與思考。 

(一) 守-破-離模式 

    第一是守-破-離模式，此種模式是遵循學校現況，了解學校各種條件情形、

教師文化及師生表現（守），之後在既有基礎上，融入校長自己或各方的想法，

突破既有框架（破），最後再進一步尋求學校特色建立及發展新境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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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破-破-離模式 

    第二是破-破-離模式，此種模式的適用情況是如果領導者有足夠的權力及資

源，且組織各利害關係人也期待領導者能有所改革，則可採用破-破-離模式，惟

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的權力結構及資源有限下，基本上並不適合採用破-破-離模

式，且直接以「破」切入，未與教師建立信任關係情況下，所進行各項學校教育

變革，其成效往往有限，甚至衍生反效果。更確切地說，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有

領導脆弱性之現象（蔡進雄，2019），不宜採破-破-離模式來經營治理學校。 

(三) 守-守-守模式 

    第三是守-守-守模式，採用此種模式的學校領導者是採保守的心態，倘若學

校本是卓越績優學校，則以此守-守-守模式治校，尚可持盈保泰，但若學校被期

待要不斷向上追求卓越，則採守-守-守模式會逐漸使學校流失競爭力，且校長以

守成態度治校，也會間接影響行政團隊及教師團隊的前進動能。再者，學校經營

大致有兩個面向，一是維持，二是發展，採守-守-守模式僅是維持現況，並沒有

發展的企圖心。 

(四) 離-離-離模式 

    第四是離-離-離模式，在國內學校情境及公立中小學校長有領導脆弱性的情

況下，直接採取離-離-離的治理模式，頗具有高難度，也就是說，初任校長接掌

一所學沒有經過守與破的過程，而想要學校發展能建立獨創特色，其可能性較低，

況且學校特色發展不是一朝一夕之間所能達成，需要一段時間的蘊釀、討論規劃

與執行，故離-離-離模式並不是理想的治校模式。 

    值得提醒的是，守、破、離三階段於學校經營的應用，並不一定是絕然劃分，

例如校長剛開始接掌一所學校，可以「守」為主，輔以「破」，幾年後俟時機成

熟或情境轉變就可聚焦於「離」，發展學校創新特色。此外，守、破、離與維持、

發展、創新，亦頗能相呼應，亦即學校經營先維持、接著發展，最後顯現創新與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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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守破離模式與學校經營 

四、KPI、OKR 模式與學校經營 

    傳統上的組織考核機制通常是由上而下的模式，也就是說由上層訂定達成目

標，然後依此目標來檢視成員是否能有效加以完成，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考核機制

也容易衍生成員的競爭心態或者人際間負面態度如敵意，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美

國許多企業組織已在推動目標與關鍵結果（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簡稱 OKR）
（姚瓊，2019；張嘉芬譯，2020；許瑞宋譯，2019）。循此，以下首先說明 OKR
的內涵，接著分析比較 KPI 與 OKR 模式的差異，冀望能給予學校經營與績效管

理有所啟發。 

(一) OKR 的內涵 

    目標與關鍵結果（OKR）可定義為一套嚴謹的思考框架，能確保成員緊密合

作，把精力凝聚在可衡量之貢獻上，以協助組織成長（盧廷羲，2019）。目標與

關鍵結果（OKR）主要包含兩大部分，第一是目標：目標代表｢什麼」（whats），
是表達目標與意圖，且是可行的；第二是關鍵結果：關鍵結果代表｢如何」（hows），
是實現後有利於目標的達成。具體而言，OKR 就是體現在：O（什麼是最優先的？）

＋KRs（對目標，什麼是最關鍵的？）（姚瓊，2019），O 是質化指標，KR 則是

量化指標（張嘉芬譯，2020）。 

  值得提醒的是，目標與關鍵成果都是由主管與成員一起訂定出來的，且允許

成員或團隊可以自訂自己的 OKR。一般而言，OKR 的制定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

的比例約為 60%：40%（姚瓊，2019），惟應依組織屬性不同而略有差異。表 2
是試舉某一美式足球隊為例，目標是替球隊老闆賺錢，關鍵成果是贏得超級盃及

主場入座率達 90%（許瑞宋譯，2019）。 

 

   守 破 離 

破 破 離 

守 守 守 

離 離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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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足球隊總經理的 OKR 
目標 

替球隊老闆賺錢 

關鍵成果 
 贏得超級盃 
 主場入座率達 90% 
資料來源：許瑞宋譯，2019：101 

    筆者也嘗試以學校組織為對象，初擬一例如表 3，該校教務處所一起共同擬

訂的目標是持續推動落實新課綱，關鍵成果有三項分別是增加教師研習 10 次、

擴展 5 個教師新課程專業學習社群、在社會學習領域融入學校特色發展。 

表 3 某國民中學的 OKR 
目標 

持續推動落實新課綱 

關鍵成果 
 增加新課綱教師研習 10 次 
 擴展 5 個教師新課程專業學習社群  
 在社會學習領域融入學校課程特色發展 

    再試舉某私立高中的 OKR，如表 4 該私立高中的年度目標是新生入學招生

率持續成長，關鍵成果為到各國中招生宣導 20 次、印發招生宣傳手冊 1000 本、

主動參與遴近國中小各項活動 30 次。 

表 4 某私立高中的 OKR 
目標 

新生入學招生率持續成長 

關鍵成果 
 到各國中招生宣導 20 次 
 印發招生宣傳手冊 1000 本  
 主動參與遴近國中小各項活動 30 次 

(二) KPI 與 OKR 的差異 

    關鍵績效指標（KPI）及目標與關鍵成果（OKR）兩者有所差異，如表 5 所

示，關鍵績效指標是在 1990 年，各學專家結合目標管理及 80/20 法則等理論演

變而來，而目標與關鍵成果是 1999 年代，由英特爾（Inte）前執行長 Andy Grove
所提出來的理論框架（盧廷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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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確切地說，目標與關鍵成果（OKR）的優點在於強調目標結果，同時也重

視成員的參與及共同訂定目標，如此成員也可藉此了解組織的願景及目標，且

OKR 也可以不與考核掛勾。而關鍵績效指標（KPI）主要是由上層擬定達成目標，

成員就依組織所訂定的各項目標努力達成，並沒有特別去提醒組織成員如何達成

的方法。 

表 5 KPI 與 OKR 的差異 

 關鍵績效指標（KPI） 目標與關鍵成果（OKR） 

理論特色 
由上而下分配績效指標，

專注在結果 
每個目標搭配 2 至 4 個關鍵成果，

讓團隊了解要做什麼及如何做 

理論發展年代 1990 年代 1999 年代 

管理思維 控制管理 自我管理 

優點 可督促員工完成任務 
理論簡單易懂，以「由下至上」的

方式，使團隊訂定每個人都願意執

行的目標 

缺點 
為達績效指標，員工可能

會不擇手段 
需注意成員是否缺乏動力 

資料來源：整理修改自姚瓊，2019：28；盧廷羲，2019：10 

    長期以來，大家耳熟能詳的是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tors，簡

稱 KPI），而 KPI 是｢別人要我們做的事」，OKR 則是｢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盧

廷羲，2019）。換言之，KPI 是由上而下的考核機制，而近年來愈來愈多的企業

組織採取 OKR 的思考框架，筆者認為中小學頗為適合將目標關鍵成果機制導入

學校行政系統，此乃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交融互動，往往比純粹

由上而下的考核機制產生更大的能動性。 

  總結說來，OKR 運作機制值得學校校長有系統地來加以應用，將 OKR 靈活

融入學校經營與績效管理，或者與 KPI 模式同時運用。質言之，OKR 可說是學

校經營的創新做法與模式，值得加以甞試應用。 

五、兼論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 

    前述探討學校經營的新模式，接下來兼述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 1，並探 
析教育領導人與教師的關係。領導是影響力的發揮，故教育領導是對教育影響 
力的發揮，長期以來教育領導的理論與模式是眾多學者專家關注的重要議題 

                                                

1 致謝：本文關於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部分受到臺師大卯靜儒教授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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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wan, 2003; Morrison, 2002; Sergiovanni, 2002）。以下從由上而下、平行及

由下而上等面向，論述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之後並陳述教育領導人與教師的關

係。概括地說，教育領導有三條路線，第一條是由上而下，第二條是平行夥伴，

第三條是由下而上，而為能產生多元動能與連結開展，這三條路線必須兼顧交錯

運用，詳述說明如下。 

(一) 教育領導三條路線的內涵 

    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的內涵、校長角色權力關係與權力距離，以及各自優點

及侷限分析，如表 6 所示。 

表 6 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與校長角色權力 

 校長角色 權力運用 權力距離 優點及侷限 

第一條  
由上而下 

管理者 法職權 校長與教師的

權力距離大 
效率高、依法行政可讓組織

穩定但缺乏雙向溝通。 

第二條  
平行夥伴 

協同者 專家權 
典範權 

校長與教師的

權力距離小 
靠專業領導及以身作則能贏

得認同，但須要花更多時間

陪伴同行及建立關係。 

第三條 
由下而上 

支持者 資訊權 校長與教師的

權力距離小 
由下而上的教師領導之動能

性較能持續長久，但自主自

發之變革能動性強的教師不

多。 

1. 第一條路線 

    第一條路線是由上而下的縱軸路線，這條路線是以法職權力為基礎，走的是

管理路線，仰賴的是校長的法職權，校長的角色是管理者。此外，權力距離（social 
distance）小，表示人與人之間比較平等，反之，權力距離大，則意味著組織之

上下級關係明確，講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等級（陳曉萍，2010），顯然地第一

條領導路線之校長與教師的權力距離比較大。第一條路線的優點是為效率高、依

法行政可讓組織穩定，但其侷限為缺乏雙向溝通，且凡事依法組織運作容易僵

化。 

2. 第二條路線 

    第二條路線是平行的路線，靠的是彼此信任關係的建立，校長的角色是協同

者。以校長的權力運作來看，這條路線的運作是要以專家權及典範權為基礎，如

此教師才會追隨校長，校長也才能發揮影響力，例如 108 新課綱的推動，校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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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課程專業知能來帶領教師，發展校本課程及學校課程特色。此外，第二條

領導路線下校長與教師是夥伴關係，是以校長與教師的權力距離比較近。而第二

條路線的優點是領導者靠專業領導及以身作則，易能贏得教師認同，但其可能侷

限為須要花更多時間陪伴同行及建立信任關係。 

3. 第三條路線 

    第三條路線是由下而上的路線，這條路線是教師自發型的力量，這時校長的

角色就是支持者的角色，並提供資訊及資源，目前常見自發型的中小學教師力量

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故第三條路線有愈來愈顯明之現象與趨勢。顯然地，學校

的成功是很多行動者（actors）隨著時空不間斷及多元行動之結果（Tubin, 2015），
故應鼓勵更多由下而上的教師力量。再者，因為第三條路線讓教師領導有很大的

發展空間，爰此校長與教師間之權力距離是小的。而第三條路線的優點是由下而

上的教師領導之能動性較持續長久，但其侷限為自主自發之變革能動性強的教師

不多。 

    整體說來，在國內公立中小學的教育環境下，純然以第一條路線來運作，校

務經營不一定能順利推展。而第二條路線是校長採取同儕式領導，並以身作則，

且運用專業知能帶領教師共同攜手一起努力，基本上第二條路線是教師較能普遍

接受的路線。第三條路線是教師自發的力量，有些教師能動性強，足以發揮領導

的功能，如果學校環境給予支持，則有助於形成優質教師文化。總之，學校領導

人應體悟教育領導三條路線的意涵及啟示，值得提醒的是，這三條路線是可以同

時並存，此乃學校是雙重系統，包含行政系統及教學系統，教育領導人應既是管

理者，也是協同者及支持者，故可交錯運用。 

    進一步而言，基於教育領導的三條路線，多元動能可洞悉並指引後現代之學

校領導。也就是說，學校的動能應該是多元開展的，「發動機」不純然是來自校

長，教師也常是動力來源，更確切地說，不同人在不同場域各有其能動性，例如

有些教師在新課程發展有能動性，有些教師在創意教學有能動性，而有些教師在

行政領導有能動性，故學校教育人員都可以在學校不同場域找到自己的動能，特

別是在校園民主化下，學校之多元動能性更容易啟發並啟動。 

(二) 教育領導人與教師的關係 

    有人認為組織內人與人的關係是管理者與被管理的關係，也有人認為組織內

是合作關係，每個人根據其職責，為完成任務而相互合作。而其實組織內人與人

之間更應該是奉獻關係，上級與下級之間是相互付出、相互奉獻的關係，藉此組

織才會真正存在並發揮作用（陳春花，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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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前述組織內關係觀點轉化於教育領導人與教師關係，則持平地說，學

校校長與教師的關係，既是管理者與被管理的關係，也是合作夥伴關係，更是大

家共同為學生學習、為學校效能發展的主動奉獻關係。申言之，學校校長與教師

的關係宜從管理者與被管理，提升到至合作關係，甚至是主動奉獻關係，如果僅

停留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則成員僅是依法行事，無法激發彼此的教育熱

情。 

  如表 7 所示，教育領導人與教師若視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係，則教育領導

人是掌控者，教師是被動者；教育領導人與教師若視為合作夥伴關係，則教育領

導人與教師均是合作者；而教育領導人與教師若視為是主動奉獻關係，則校長與

教師均會不斷思考如何成為促進學校發展及學生學習之主動貢獻者。 

表 7 教育領導人與教師的關係 

 教育領導人 教師 

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係 掌控者 被動者 

合作夥伴關係 合作者 合作者 

主動奉獻關係 貢獻者 貢獻者 

     綜合上述可知，如以教育領導三條路線來回應「做得更好、做出差異模式

與學校經營」、「守破離模式與學校經營」、「KPI、OKR 模式與學校經營」等不同

學校經營模式新趨向，則不管是做得更好或做出差異，或是守破璃模式、OKR
模式，在應用這些模式的同時，教育領導人都需要體悟教育領導三條路已逐漸轉

移為平行夥伴及由下而上的領導路線，故宜與教師建立經營成為合作夥伴關係，

甚至是主動奉獻關係。例如，校長在經營學校倘若要從守到破、離的境界，則不

能完全採由上而下之權威領導或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係來帶領教師，而是更需要

合作信任關係的建立。又例如，OKR 績效模式已融入由下而上的管理概念，是

以教育領導人在領導教師時，宜朝協同者、合作者及貢獻者的角色努力。  

六、結語 

    不論是學校經營或教育領導，均有其絕對與相對，以學生學校為中心是絕對

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學校經營模式應該採相對觀點，亦即隨著時代環境變遷

及教育情境轉移，而有不同的學校經營模式並能加以調適轉化，基於此，本文就

「做得更好、做出差異與學校經營」、「守破離與學校經營」、「KPI、OKR 與學校

經營」等不同新模式加以闡明。 

  總括而言，做得更好與做出差異是不同類型的學校經營趨向，學校領導人可

依學校條件及情境交融應用，守破離模式則可提供校長於學校不同發展階段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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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新思維，另外 OKR 有別於 KPI，OKR 可說是學校經營與績效管理的新模式，

可供教育領導人經營治理學校之參酌。此外，本文也兼論由上而下、平行及由下

而上之教育領導三條路線，並闡明教育領導人與教師的關係，而倘若教育領導人

與教師的關係能從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係、合作夥伴關係，提升到主動奉獻關係，

則學校各種經營模式當會有更為優異的加乘績效表現，且能展現出新教育領導力，

而受益者將是眾多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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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共好的校園～教學與行政系統的協作 
游淑靜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督學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班教育政策與行政組博士生 

范熾文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一、前言 

109 新學年即將來臨，一如往年，許多學校找不到教師接行政職，希望教育

部持續推動行政減量，並改善加給待遇。其實，教師無意兼任行政並非全然與職

務加給有關，依現行制度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除了有職務加給、相較於班級教師或

科任教師而言，另外也有休假獎金、國民旅遊卡補助，甚至還可支領加班費。單

純以薪資收入來說，兼任行政職待遇是比教師來得優渥一些，但即便如此為何教

育現場教師依舊沒有意願兼任行政工作？ 

筆者觀察，發現主要原因是教師觀念改變，覺得教學與班級經營才是中小學

教師的本質工作，另外還有校長的領導風格及對行政同仁與教師的關懷支持也會

影響教師的兼任行政工作之意願。 

筆者服務教育現場 20 年，深刻感受教學與行政應該是相輔相成，雙方面兼

顧才能造就學校經營、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三贏的局面，但在教育現場三贏局面

其實並不容易達成。當出現教學與行政產生衝突時，如何在現有法令及機制下兼

顧行政工作的需求及考量教師的立場，是現今學校經營的重點，本文將提出相關

學者之看法與筆者見解，並予以分述說明。 

二、教師職務編配的相關定義 

教師職務編配是指國民中小學教師除了本職－課堂教學之外，基於學校行政

需求與任務需要，依據國民教育法、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相關法令

及各校制定之分派制度，將行政工作編配予教師的過程。在編配的過程中常讓校

長與教師處於緊張或衝突的情況，而許多研究也發現，教師職務編配是困擾校長

及影響校務發展的問題之一。簡宏江（2002）指出，如何運用談判策略處理教師

職務安排議題，是中小學校長無法避免的難題。 

基本上，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分為：兼任主任、兼任組長、兼任導師及科任教

師等四大類。其中又以兼任總務主任和教學組長的工作最為繁瑣，讓教師們卻

步。陳翠雲（2008）認為，教師職務編配是學校組織衡酌職務需要，物色適合之

人選，使教師能發揮其專才或才能，以有效達成學校組織賦予之責任與任務。賴

靖玫（2008）認為，教師職務編配是學校為了保障學生學習權利、維護教師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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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顧學校行政運作效能所進行的教師職位安排，以期達到學校能有效教學的最

大目的。 

范熾文（2008）指出，學校透過人力資源管理，可以達成學校與個人目標，

並創造競爭優勢。陳忠豪（2010）在教職務編配的過程中，藉由適性客觀的建構

過程，形成共識與制度或規範，編配適才適所之職務，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教

育熱忱與行政效能之提升。 

綜合上述研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是目前學校經營必須面對的挑戰，必須思

考藉由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及透過有用的策略進行職務安排，並顧及學生學習權

及教師工作權，達成學校校務順利運作的目標。 

三、校務需要教學與行政相互協作 

無論國中或國小都相同，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雖法有明文（教師法第 32 條），

也是多年來的慣例，但因員額編制的關係，國小教師似乎就比國中教師兼任行政

工作的機率高些。臺灣的師培系統在教師養成中的核心課程是領域教學技術，過

程中並無教授如何擔任行政職務的專業課程。 

事實是，教育體系要能順利運轉除了教師優質教學之外，還是要依賴行政人

力針對必要的行政工作進行處理，例如教學設備的採購、設備修繕、研習計畫、

學生就學的各項問題（編班、輔導、中輟等）與教育局(處)的聯繫等等，行政服

務教學，教學體諒行政的辛勞，說來容易。如果沒有教師願意接任行政工作，那

麼上列這些工作將無法順利進行，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權益及校務運作。 

以總務工作為例，雖然有減授課措施，但一般教師仍不願意接任這個職務，

總務主任需要辦理招標、採購、修繕、零零總總繁瑣的工作，尤其是標案一不小

心可能還會有觸法的疑慮，其根本問題在於在師資養成的過程中，並沒有相關專

業知能的培養。而且總務人員依規定必須取得採購法證照，但是採購法的進修多

數是在假日開課，無形中又增加了兼任行政職教師的負擔，更讓教師卻步。若我

們以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彼此為正相關，當員工的工作

滿意度愈高時，較會提高其服務品質（毛筱艷，2010）；以此論點看學校組織，

教師如果不願意投注心力在行政工作上，勉強接了行政工作，恐會造成行政效率

低落，行政效能不彰，對學校整體運作不但無益，更有可能讓學校的工作士氣降

低，影響不可謂不大！ 

曾有一位教師兼任行政主任多年，他提到願意接主任是因為考量到，第一，

當自己單純只是一位教師的時候，設備壞了找總務主任、學生中輟找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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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乖張找輔導主任，才發現原來這些兼任行政職務的同仁多麼辛苦，而且

這些職務必須要有人承擔。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校長充分信任、關懷及授權，讓

他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也了解到原來許多問題都是這些兼任行政的同仁默默地為

大家解決與付出，自己無形中受到這些同仁的協助而不自知，所以他願意接行

政。接了行政以後更能感受教學與行政應相互協作，才能讓校務運作順暢，受益

的還是親師生。 

四、行政職務如何分配有學問 

我國近年來許多學校倡議期盼教育部修法，將學校行政事務交由專責行政人

員處理，校長們似乎也樂觀其成。否則每到新學年度必須分配行政工作時，許多

校長均感到難以處理。依筆者觀察，臺灣教育改革推動多年，現場教師觀念逐漸

調整對教師工作的本質覺知產生變化，認為教師的工作是教學，畢竟術業有專

攻，行政工作若由經過國家考試的公務員來執行，讓行政工作專職化，將有事半

功倍之效。 

但在尚未完成修法前，學校的各項行政工作仍須有人負責、照表操課。親子

天下期刊報導，許多教師不願兼任行政，最後只能以抽籤方式決定（王韻齡，

2015）。如何讓教學與行政能夠共同合作順利推動學校各項行政業務？以目前花

蓮縣國中小學分配行政工作為例，約有幾種方式，積分制、抽籤制、輪調制、志

願制等。 

1. 積分制：由教師自訂職務積分計算辦法來分配職務。 

2. 抽籤制：在沒有人願意接任行政的情況下，全部教師參加抽籤。 

3. 輪調制：在會議中形成共識，依教師們的表決，決定擔任行政工作的順序。

工作輪調可以培養員工具有多項能力並擴展其多元觀念，也可以降低工作倦

怠（Jaturanonda, Nanthavanij, & Chongphaisal, 2006）。 

4. 志願制：徵詢教師們接任行政的意願。 

其實以上這些制度雖然各有優缺點，但各校依據學校條件做出共識與選擇，

或是學校多年的慣例依例成習，最後常落得只要行政工作有人做就好的最低標

準。但筆者認為，站在行政機關的立場，行政工作除了有人做，還要考量到效率

與效能的問題。吳清山（2002）指出，學校行政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

良好的績效，它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領導、學校的氣氛、教學技巧和策略、

學校文化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以校長的

角度看，如果學校是一個企業，教師是員工，員工拒絕調動的態度，像是員工不

想學習新型態的工作，就是實施工作輪調的一大壁壘（King & Triggs, 200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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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所面臨的不只是請人做事難，要找到穩定、了解學校生態和運作的人，更

是必須費一番功夫。 

前面提到行政效率與行政效能，筆者必須懇切地提醒，公部門最為人詬病的

便是沒有行政效率，所以，行政工作除了有人做之外，學校更應進一步關注組織

的行政效率與效能。所謂的行政效率（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學理上來說是

指，公共組織和行政工作人員從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種資源與所取得

的成果和效益之間的比例關係。效率強調資源的有效利用，指以最少的投入，得

到最大的產出，也就是「把事情做好（doing the thing right）」。行政效能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重視組織目標的達成，重視結果，追求「作對的

事情（doing the right thing）」（摘錄自 MBA 智庫百科）。張潤書（2009）指出：「效

率是指運用資源的程度與能力，凡是能夠將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做最妥善

的分配者即是效率；而效能則為達成目標的程度，是指資源運用以後所產生的結

果，凡是完全達成目標者即為效能。」 

五、從相關研究看有關學校對教師的職務分配方式 

學校的行政職務分配除了依照慣例或是選擇一種內部認為公平的方式進行

之外，也有學者進行學校行政職務分配的學術研究。依據（曾志平、陳怡靖及鄭

燿男，2015，頁 273）的研究，學校對於教師的職務分配，最好採取綜合制的分

配類型。綜合制是既考慮積分也考慮輪調與志願的綜合職務分配類型；綜合制的

職務分配類型，在教學效能層面及行政效能層面差異分析中，皆獲得較佳的教學

效能與行政效能。此與筆者前述，行政工作除了有人做，還要考量到效率與效能

的問題，可說是多了另一個可行的方法。研究亦顯示（曾志平等，2015），校長

尋覓兼任行政教師，應可從有意願學習與成長的教師著手；或是採取鼓勵的方

式，兼任行政雖然是負擔，但可提升教師的學習與成長。 

另外也有研究顯示，職務分配尚須考慮，適才適所、個人自我選擇、顧及教

師角色和組織關係（紀金山，2000）。站在教育行政的立場觀之，為了讓學校事

務能夠運作順暢，既有行政效率又能夠提高行政效能；校長在尋覓兼任行政工作

的教師時，建議可朝教師個人意願（有關工作效能）、適性、專長、有利未來生

涯規畫等方向進行，相信對於為學校覓得適合的行政人員會有幫助。其實筆者觀

察教育現場，發現多數學校還是有教師願意接任行政工作的現象不謀而合，針對

這些教師提供機會，經過一步步的行政歷練，參加主任儲訓、校長遴選，逐步成

就自己的生涯規劃。因此整體來說，教師兼任行政的意願應將個人生涯規劃列

入，較為客觀。 

近年來由於教師自主意識提高，學校內可能有所謂的意見領袖或是次級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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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校務常常提出興革建言，相對地，他們的意見亦頗受教師的尊重。校長於

安排行政工作時，可以邀請這些意見領袖互相討論，不但能消弭中間的意見分

歧，更能讓更多教師了解，行政是站在協助的立場幫助校務運作，同時藉由意見

領袖的影響，也許能讓更多的教師願意擔任行政工作。 

另外行政工作龐雜也是讓教師無意願兼任行政的原因之一，是否能減少不必

要的行政業務，也是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衷心的企盼。 

六、結語 

最後，在教師兼任行政相關法令尚未完備前，提供教育行政機關二點建議，

期能營造教學端與行政端的平衡，第一，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困難與問題已

非一朝一夕，教育行政部門應以嚴肅的態度正視此問題，應盡快從法令和制度面

研議具體且可行之解決策略。第二，在尚未解決教師兼任行政的問題前，能夠檢

視業務評鑑與訪視的必要性，統整出一套檢核業務的方式，讓教師在兼任行政上

盡量精簡評鑑與訪視的準備工作及資料整理的時間，讓行政運作更有效率，如此

方能提高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意願。 

學校是由學生、教師和所有行政人員所組成的教學場域，如何讓這個大齒輪

能夠轉動，而且是順暢有效率的，除了校長，更有賴身處其境的每個人的付出與

努力；凝聚對學校的向心力和共識，共同打造一個友善的職場環境，相信更能降

低行政人力難覓的困境。 

無論採何種方式編配教師行政工作，筆者認為均應以尊重、理性和溝通的方

式進行，讓教師們了解兼任行政對學校和學生的貢獻，而學校的大家長-校長，

也請不吝誇讚與擁抱教師們，相信溫暖的關懷能讓教師更樂於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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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區政策之探究—以高雄市小學為例 
鍾乙豪 

高雄市十全國小資優班專任教師 
 

一、前言 

中央教育法規「國民教育法」與「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對於學區劃分規

定係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辦理。然而，近年來，無論實驗學校、大學區制度、空間

充裕學校或資優資源教育入學，皆牽涉到學生選擇跨學區就學的議題。在中央教

育法規下，有些熱門的明星學校出現爆量登記潮而產生排擠現象、有些餘裕空間

充足，教職員卻比學生數還要多，影響教育資源配置公平性，間接損及親師生權

益。本文旨在探討從大學區與相關跨學區就學方案的現況，評析大學區入法的必

要性，期望倡導大學區政策立法，可為我國開放教育的進步，提供一個參考。 

二、大學區政策的探究 

(一) 大學區 

學區制（district system）起源自美國麻州（Massachusetts）於 1789 年通過的

州憲法，明定學區居民籌設「學校委員會」（school committees），獨立於地方政

府，權責教育事務，享有學區內中小學教育行政權、課徵教育稅、決定預算，審

查學校存廢、課程內容、教育人事與行政督導的權力，是為美國教育行政的組織

原型，學區內通常包含數個中小學，學生可自行選擇學區內學校就學，亦即大學

區之概念。近代，起於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倡議家長「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使得跨區就學普遍，形成在地學區（local school district）與大學區（large 
school district）的現象（陳寶鈺，2003；Mendez & Knoff, 2003）。我國於 1927
年至 1929 年間，曾於江蘇與浙江兩省試行「大學區」制度，劃分大學區並設置

大學與校長，綜理大學區內一切學術與教育行政相關之事宜，有別於其他省份設

置教育廳以主管教育事務。大學區制度終因學術機構官僚化，效率不如預期且有

「重大學而輕中小學」現象停辦。因此，大學區即教育部之下，一個以大學為教

育行政機構且平行於省教育廳級的單位，將學術與行政合一的教育行政制度，而

大學校長即該學區最高教育行政長官（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 年 6 月 24 日）。 

近年來，地方政府教育單位為因應少子女化、學校財政困窘或生源不足的問

題，並兼顧主管單位、學校親師生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權益，紛紛推出

大學區概念的跨學區就學方案，便於學生在各縣市內，免遷戶籍申請就讀非本學

區之學校（陳順利，2014）。然而，大學區至今並未正式納入中央法規，亦非我

國教育單位的正式學校行政機關。實驗三法通過之後，為推動教育實驗方案、充

分運用教育資源等因素，各縣市產生採登記方式越區就讀、依各校現有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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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生人數標準總量的空間充裕學校、以為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為目的、聯合實

驗教育學校與結合學校鄰近而屬性相同的學園模式等不受原劃訂學區之限制、免

遷戶籍就學等教育方案，通稱為大學區。臺北市政府制訂「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

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指定郊區或學區人口外移之學校為大學區制學校。高雄市

政府制訂「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原則實施要點」將學區分類為「基本學

區」、「自由學區」與「大學區」三類，其中，大學區指「全校普通班學生總數人

數 80 人以下者（不含分校、分班）經高雄市教育局核定」之就學區，就讀大學

區學校之學生免受原學區限制。根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0 年 6 月 24 日）統

計，109 學年度大學區學校計有 32 所，其中，原高雄縣學校有 26 所，佔 81%；

學生數低於人 100 人的學校有 23 所，佔 72%，且全數位於原高雄縣。由此可知，

大學區的學校，其特徵為學生數較少而餘裕空間充足，且主要分布於郊區或都市

更新後的舊住宅區。 

(二) 參與大學區的誘因 

大學區是家長行使學童教育選擇權的自然權利之作法，然而，大學區仍受「國

民教育法」與「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中，對於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之

限制，且大學區一詞，並未納入中央部會法源，僅授權學區劃分為直轄市、縣（市）

地方政府之權責。因此，大學區制度的實施，可視為地方政府，在諸多輿論壓力

與協調下，對教育的政治與政策問題的一種革新作為與結合地方治理的選擇方式

（Wong & Shen, 2003），而地方政府根據學校與學童就學分布，以鄉鎮市轄區定

義各國中小實施大學區範圍，讓家長擁有自由為學童選擇該大學區內任一學校就

學的權利（李達平，2013）。陳寶鈺（2003）的研究發現，影響家長選擇參與大

學區學校就讀的因素有： 

1. 滿足孩子本身的個別需求。 

2. 期望較優質的教師專業。 

3. 較寬敞的學校環境。 

4. 充足資訊－透過參觀學校與討論獲得充足的學校資訊。 

5. 共同決策－之所以選擇大學區學校，多為經過家人討論的共同決定。 

李達平（2013）的研究發現，多數家長支持大學區的政策，而學校品牌行銷、

教師的專業及發展、教育資源的分配等，則為家長選擇參與大學區的主要誘因。 

由此可知，大學區提供了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行使機會，而大學區的諸多學校

中，能否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包含師資、資源、環境和對學校品牌的認同等）則

為家長的主要考量。交通、學校規模、學習適應、學校人力與管理制度等，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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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較不重要。雖然每所學校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與城鄉差異等社區屬性，

然而，選擇讓學童參與大學區的家長，對於大學區制度的規劃與學生學習表現，

多數感到滿意（李達平，2013；陳寶鈺，2003），但多數家長認為大學區可供選

擇的學校數仍顯不足（陳寶鈺，2003）。 

(三) 大學區對學區劃分的啟示 

高雄市學區之調整係由區公所、學校於每年十一月底前提出建議，經高雄市

核定後實施。因此，大學區的增減除可作為社區發展的觀察指標外，對於教育政

策的轉變、營造學校特色與學校招生狀況等，也可見其端倪。 

2016 年，高雄市首度成立以愛河學園為主的大學區模式，包含光榮、忠孝

與鹽埕等 3 所國小。2017 年起，擴大涵蓋深水、金山、三埤、北嶺、杉林、新

庄、金竹、景義、寶隆、寶來、新發、左營、永安、忠義、大同、三侯等 16 所

國小。2018 年起增列西門國小 1 所。2019 年起增列新港、集來、木柵、溝坪、

大汕與田寮區新興等 6 所國小。2020 年，將實驗教育學校巴楠花部落國中小、

多納、樟山、茂林、壽山與吉東等 6 所國小納入大學區。總核定之大學區學校

總計 32 所，占高雄市小學總數之 13.2%。由高雄市大學區學校核定總數逐年遞

增可知，大學區制度將教育選擇權還給家長，使得學生入學更具有彈性（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2020a）。 

梁珮綺（2018 年 6 月 12 日）報導，為配合實驗教育，臺北市政府於 2018
年修法，將實施實驗教育學校納入大學區範圍，免受學區戶籍限制，使新生入學

報到作法更為彈性。屏東縣基於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並配合開放教育精神，於

2011 年起試辦大學區，涵蓋境內 19 行政區的鄉鎮市登記式跨區入學（占全部行

政區之 57.6%）與跨鄉鎮市個別申請入學的草埔國小與建興國小等兩種形式，家

長對實施大學區制度肯定且具有高度滿意度（李達平，2013）。由此可知，大學

區的法源奠基於地方政府的學區劃分權限，而各縣市的定義與做法多有不同，然

而，大學區劃分的模式，在教育行政上，為主管單位提供一個「國民教育法」的

轉圜空間，也為學生開啟更寬廣的學習視窗。 

高雄市除大學區外，也有性質相同的學園、空間充裕學校與資優資源學生鑑

定入學等，實施免遷戶籍就學政策。愛河學園後期因以「跨區域」、「跨學習階段」、

「跨產業」創新整合模式並結合國高中、小與大學的「北高雄創新學園」（規模

達 25 校，近萬名學生）與由高雄師範大學推動的「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規模

達 10 校，超過 2 萬 2 千人）與由高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高雄科技大學、樹

德科技大學與義守大學等所組成的資源交流平台－高雄學園等，使得國小端的大

學區學園發展受限，自 2017 年起停止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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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於總量管制學校的「空間充裕學校」成為另類免遷戶籍、彈性跨區就

學的大學區制度。高雄市空間充裕學校，自 2014 年 21 所、2015 年 23 所、2016 
年 25 所、2017 年 16 所、2018 年 26 所、2019 年 16 所至 2020 年 15 所，空間充

裕學校數量最高達 26 所，占 10.7%，在這些張開雙臂迎接四面八方而來的空間

充裕學校中，以 2020 年核定的 15 所國小（表 1）來看，對於免遷戶籍入學的誘

因，對改善學校招生、活化校園有 10 所（67.8%）明顯有所幫助。 

表 1 高雄市空間充裕學校（2020 年） 

學校名稱 一年級學生數 全校各年級學生平均數 

紅毛港國小（前鎮區） 93 76 

成功國小（苓雅區） 45 26 

河濱國小（三民區） 55 46 

中崙國小（鳳山區） 66 45 

和平國小（岡山區） 18 13 

福安國小（美濃區） 11 8 

大同國小（新興區） 33 36 

明德國小（左營區） 19 16 

舊城國小（左營區） 56 49 

建國國小（前金區） 19 34 

左營國小（左營區） 28 37 

復興國小（前鎮區） 94 75 

屏山國小（左營區） 44 46 

福東國小（苓雅區） 84 90 

中洲國小（旗津區） 46 4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0a、2020b），本文整理 

資優教育跨區就學由來已久，普遍的施行方式為學生通過鑑定後，申請第一

次安置時，可免遷戶籍逕行登記申請安置，如因總量管制學校超額，亦可免遷戶

籍逕行至有提供資優教育服務的學校登記入學，爾後如再次申請安置時，則需以

戶籍所在地有提供資優教育服務的學校為限（Mendez & Knoff, 2003）。在高雄

市，資優教育分為藝術才能資優資源班、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資優方案與集中

於寒暑假開設的領導、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等。根據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2020 年 6 月 24 日）統計，設有資優教育服務的國小計 32 所（占 13.2%），而

設有資優教育服務的國中計 37 所（占 45.7%），由此可知國小已有超過一成的學

校，而國中則有近半數學校透過修訂各種入學、登記的規則，實施大學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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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跨學區就讀是家長教育選擇的自由，而大學區制度則突破了法規對學區限制

的可行模式。然而，大學區政策在各地方政府的定義與實施方式多有不同，有些

以地方自治法規定之，有些則以行政命令為之，名稱與內容亦富彈性而多於規

範，卻恐形成多頭馬車。各種形式的大學區入學，其比例已近乎半數不受現有學

區就學之限制，亦即大學區之需求逐漸大於供給。爰此，本文認為，既然大學區

曾正式入法，表示其重要性，而基於許多縣市對大學區需求之逐年提升，因此，

納入中央法規統一明定大學區的定義與實施範圍有其必要性。 

《史記‧李斯無傳》：「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我國學校教育歷經多次改革，已逐步朝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
的路上前行，反觀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許多縣市仍限囿於現行法規未

能實施大學區制，對於家長教育選擇權、開放教育的精神與期望活化運用有限教

育資源來說，難免成為遺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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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於幼教之啟示與建議 
邱品寧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胡鈺宣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孫良誠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聯合國（2014）發布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筆者依目標細項內容，將十七項目標歸納分為四大主體：社會公平、經

濟發展、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四大主體。其中「社會公平」包含消除貧窮、確保

教育品質及機會均等、性別平等、普及現代能源並永續使用、減少國內及國際不

平等並促進和平社會與提供司法管道。「經濟發展」包含永續經濟成長以保持生

產力與就業機會、建立基礎建設、促進永續工業以加速創新、確保永續消費及生

產，以及強化永續發展執行及發展全球夥伴關係。「安全衛生」包含消除飢餓、

改善營養促使永續農業發展、確保健康及各年齡層的福祉、確保水及衛生之永續

管理，以及促使城市居住安全。「環境保護」囊括採取緊急措施因應氣候變遷、

保育海洋資源、保護生態系統進行管理森林以對抗沙漠化。目前我國幼教現場並

未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連結，也缺少相關實證研究，故本文嘗試提出幼兒

教育階段實施永續發展目標四大主題的可行性，期望從幼兒時期就培養孩子對國

際社會永續發展的關注，進而能坐而言並起而行。 

二、幼兒教育階段可實施之 SDGs 

(一) 社會公平 

社會公平為社會發展重要的價值，但因社會變遷導致所得分配差距擴大、教

育資源分配失衡、族群意識抬頭等情形，也產生社會轉型正義的呼聲。幼兒園是

幼兒最早接觸學習機構，是人格培養、價值建立的重要時期，幼兒園應如何達成

SDGs 倡議下的社會公平目標呢?首先，教保服務人員設計的課程或學習活動可以

安排讓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幼兒有更多交流或共同學習的機會，讓幼兒彼此之

間能相互觀察、比較，以覺察自身的背景、文化及想法與他人不同，並引導幼兒

尊重、接納與協助班級中的弱勢孩子及關懷社區中的弱勢族群，以培養幼兒關懷

社會的能力。其次，性別平等的議題也是臺灣近年社會關注的焦點，教保服務人

員在引導幼兒了解生理性別差異的同時，也應避免使用性別刻板化的語詞，鼓勵

不同性別的兒童嘗試各種不同的活動，如 Panetta 和 Williams（2018） 藉由 STEM
教育打破性別僵化及刻板印象，讓幼兒從小建立起正確的性平觀念，學習相互尊

重。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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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2019）提出嶽麓宣言（Yuelu Proclamation），主張保護語言多樣性

可以保障不同語言使用者能在教育、公共服務、就業、健康、社會融入、參與社

會決策等方面有均等公平的機會。因此教保服務人員可以在學習活動中加入「母

語」的內容，讓幼兒可以聯結自己族群的歷史並保存傳統文化，也有助於社會的

和諧發展。此外，教保服務人員須持續性的專業成長，檢視自己在教學過程中的

不足，以提升教學專業表現及教保服務品質。 

(二) 經濟發展 

Woessmann（2016）表示教育是對人的知識和技能發展的投資，隨著知識和

技能的發展，人們的生產率及帶來的經濟效益也隨之成長，因此教育對社會經濟

發展具有長期且廣泛的影響。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指出高品質的幼兒

教育可促進國民素質的發展、對提升國家競爭力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故從人力

資源培育的角度，幼兒園應如何達成 SDGs 下的經濟發展的目標?筆者認為培養

幼兒創造力與團隊合作的能力應當是幼兒教育可推行的方向。教保服務人員可以

營造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鼓勵幼兒自由的探索、操弄與學習，提供幼兒低結構性

的教材以展現幼兒無限創意的可能，並在安全的前提下減少遊戲或活動的規則，

避免幼兒僵化的思維模式，鼓勵幼兒表達或分享創作作品的想法，以培養幼兒創

造的能力。 

團隊合作並非一群人一起工作，而是一起工作的一群人彼此分工合作以達成

共同的目標。《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指出：嘗試建構學習社群，以分齡、

混齡或融合教育的方式進行，在協同合作溝通中，延展幼兒的學習（教育部，

2016）。除了協商溝通之外，同儕間的鷹架也可促進幼兒語言、認知、情緒及社

會能力，讓幼兒在人際互動中產生知識性及社會性的學習。因此教保服務人員在

建立學習社群時，除了提供幼兒感官經驗的學習，更應提供幼兒深度探索及與他

人合作之機會，以及培養幼兒溝通表達與認真聆聽的能力，讓幼兒習慣透過團隊

合作的學習模式，促進個體的發展與團體的發展。 

(三) 安全衛生 

當今社會面臨營養不足和營養過度的雙重營養負擔，對健康形成重大威脅。

Seck 等人（2019）及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7）指出社會文化、經濟、

政策等多項因素會影響幼兒的健康。在 SDGs 倡議的目標下，幼兒教育應如何培

養幼兒具有健康、安全與衛生的行為及態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健康安全

實用手冊》提出幼兒階段為身體健康、人際互動的萌發階段（教育部，2015），
因此教保服務人員須定期評估與記錄幼兒健康與發展狀況並進行健康管理。另外

在促進幼兒福祉方面，教保服務人員可以主動協助或提供資源給需要幫助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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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以維護幼兒的生存權及發展權。 

幼兒園是幼兒最早接觸的教保機構，透過教保服務人員的引導，可以培養幼

兒良好的健康飲食、個人衛生習慣及自我保護的能力。因此另一方面，教保服務

人員須落實讓幼兒每日有 30 分鐘出汗性的大肢體活動時間，以培養幼兒運動習

慣。課程設計時，可將安全、健康及衛生議題融入主題活動中，與幼兒一同討論

並建立生活習慣或活動規則，使幼兒在學習的過程中能辨識環境安全與衛生，進

而做到自我保護及預防意外事件的發生。當然也可以透過食農教育讓幼兒親自參

與食物的處理及烹調過程，使幼兒能了解食物來源及正確的飲食知識，學習對環

境的尊重、對生產者的感恩，以及對食物愛惜。 

(四) 環境保護 

環境為人類生存、社會發展的重要根源，近年環境劇烈變遷連帶影響社會各

領域發展。《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指出環境是幼兒拓展其生活經驗的重要

來源（教育部，2016），因此環境保護不只對幼兒有重要的影響，對人類的永續

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Sarabhai, 2015）。Kioupi 和 Voulvoulis（2019）指出結合在

地文化、生態正義與環境發展是促成有效環境教育的要素。因此幼兒園在環境保

護上可以有的作為，包括提供環境教育讓幼兒了解環境與人類的緊密關係，使幼

兒能關心日常生活中損害環境健康的因素，透過改變自身的習慣，如隨手關燈、

做好垃圾分類等方式來保護環境。另外可實施道德教育以培養幼兒尊重生命、愛

護環境的情操，讓幼兒了解因環境汙染及人為對環境的破壞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滅

絕，使幼兒能從小起就自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進而做到善待環境以及維護環境

健康。 

三、結語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旨在維護人類福祉，且各項目標均涉及社會、經濟、衛

生及環境層面。Nazar、Chaudhry、Ali 與 Faheem（2018）指出教育可培養思維

邏輯並轉化為有助於社會永續發展的行動，幼兒教育為啟蒙教育階段，應讓幼兒

從小就了解未來社會發展的樣貌，應從日常生活中著手，培養幼兒發現問題進而

解決問題之能力，不能僅提供幼兒認知上的富足，更需要讓孩子能意識問題，培

養對其對未來發展的眼光（Davis, 1998）。但受限幼兒認知發展以及生活經驗不

足，教保服務人員引導幼兒學習的角色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教保服務人員應當

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內涵，在主題活動設計中融入社會公平、經濟發展、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四大方向，引導幼兒覺察四大方向的問題，並透過團隊的合

作與創意思考可能解決的方式及做法，讓幼兒身體力行做到對弱勢族群的關懷與

尊重，做好對自己的保護以及養成健康與衛生習慣，能關注環境保護及維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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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幼兒教育階段為其他教育階段的基石，是建構價值及品格的基礎階段，教保

服務人員在引導幼兒學習發展的過程中，在每一位孩子心中埋下一顆社會永續發

展的種子，待時光澆灌終將長成一群枝葉茂密推動社會永續發展的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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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私立幼兒園的現況與挑戰之探討 
蔡知年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常務理事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全球朝已開發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出現產業結構變化、醫療衛生進步、教

育水準提升、女性勞動參與增加、社會及家庭結構改變、晚婚及不婚化等各項社

會基礎的急遽變遷，少子化與高齡化對國家社會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而臺灣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醫藥科技發達、衛生環境進步、國民營養改善與死亡率持

續下降，促使人口快速成長，再加上 1968 年及 1969 年「臺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

辦法」以及「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積極有效的推動，使得人口成長率快速下

降。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的出生人口數，從 2009 年的 191,310 人降到 2019 年

的 177,767 人，10 年間出生人口跌幅達 7%（內政部，2020）。若再將時間軸拉長，

將更可以發現臺灣出生人數降低的趨勢，從 1981 年到 2019 年這 38 年間，出生

人數從 414,069 人一路跌到 177,767 人，跌幅達到驚人的 57%(內政部，2020)。
另外，臺灣少子化的趨勢還可以從總生育率來觀察，可以發現總生育率從 1951
年的 7.040 人，至 1984 年降為 2.170 人；如欲達到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所認為的

「安定人口」人口替換水準，也就是說世代間要能完全交替，每名婦女生育率必

須達到 2.1 人以上。此後臺灣的總生育率不斷下降，近 10 年的總生育率約在 1
至 1.1 間徘徊，甚至於 2010 年降到 0.895 人（內政部，2020），低於許多先進國

家。顯見臺灣少子化的現象頗為嚴重。 

少子化的現象對於國家未來整體的發展產生相當大的挑戰。世界各國政府面

對少子化的衝擊，制定了各種面向的政策來應對。其中少子化造成學生數減少對

於學校教育的衝擊，各國政府也制定了相對應的教育政策，而這些教育相關的政

策對於各級學校的經營策略會產生相當的影響，同為學校教育一環的幼兒教育自

然也面臨到相同的問題，尤其是私立幼兒園更是面臨很大的挑戰。 

二、臺灣的幼兒教育政策 

 臺灣的總生育率自從 1985 年跌破 2 之後，一路往 1 靠近，少子化的危機步

步進逼。到了 2005 年教育部成立幼兒教育科，開始重視少子化對於幼兒教育的

衝擊，也開始制定相關政策應對，重要的政策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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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重要幼兒教育法案表 

年份 法案名稱 

2004 「扶持 5 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 

2007 「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計畫」 

2010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2012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實施「幼托整合」 

2013 「幼兒園基礎評鑑」 

2014 「優質教保發展計畫」 

2017 「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 

2019 「準公共化幼兒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1 中最重要的是 2012 年的「幼托整合」，將托兒所與幼稚園整合成幼兒園，

將原本分屬內政部以及教育部管轄的機構合併起來，增進幼兒的福利。對於幼托

整合政策的說明如下： 

1. 幼托整合的目標（內政部、教育部幼托政策整合推動委員會，2013） 

(1) 整合運用國家資源，健全學前幼兒教保機構。 

(2) 因應現代社會與家庭之教保需求。 

(3) 提供幼兒享有同等級教保品質。 

(4) 確保幼稚園、托兒所暨合格教保人員之基本合法權益。 

2. 幼托整合的工作項目（孫良誠，2016：58-61） 

(1)  授權訂定法規作業（法源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2) 園所改制作業（幼稚園及托兒所統一改制為幼兒園，已於 2013 年完成 100%
的改制）。 

(3) 在職人員職稱轉換作業（幼稚園園長、托兒所所長→幼兒園園長；幼稚園老

師與具幼教教師證的托兒所保育人員→幼兒園教師；不具備幼教教師證的托

兒所保育人員→幼兒園教保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幼兒園助理教保人

員）。 

(4) 補助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改善教學環境與設施設備品質。 

三、臺灣幼兒教育機構現況 

 面對少子化的挑戰，臺灣幼教機構受到的影響可以從表 2 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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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幼稚園與托兒所數量表（2000-2011）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幼稚園 3,150 3,234 3,275 3,306 3,252 3,351 

托兒所 3,345 3,600 3,897 4,082 4,257 4,307 

總計 6,495 6,834 7,172 7,388 7,509 7,658 

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幼稚園 3,329 3,283 3,195 3,154 3,283 3,195 

托兒所 4,213 4,112 4,008 3,887 3,825 3,681 

總計 7,542 7,395 7,203 7,041 7,108 6,876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20 年 4 月 6 日）。統計處。 

從表 2 中可以發現到，幼稚園數量 2005 年來到 7,658 所，為 2000 年以來最

高的數字。然而到了 2011 年幼教機構的數量卻跌到 6,876 所，跌幅達 10%。顯

然可以印證少子化對幼兒教育的衝擊。 

表 3 臺灣幼兒園數量表（2012-2019） 

年 2012 2013 2014 2015 
公立幼兒園 1,888  28% 1,919  29% 1,965  30% 1,984  31% 

私立幼兒園 4,723  72% 4,641  71% 4,503  70% 4,378  69% 

總計 6,611 6,560 6,468 6,362 

年 2016 2017 2018 2019 

公立幼兒園 2,002  32% 2,041  32% 2,058  32% 2,081  33% 

私立幼兒園 4,308  68% 4,282  68% 4,290  68% 4,303  67% 

總計 6,310 6,323 6,348 6,384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20 年 4 月 6 日）。統計處。 

 從表 3 能夠發現，自 2012 年啟動幼托整合後，幼稚園與托兒所都轉型成幼

兒園。而幼兒園的數量雖然也是逐年減少，從 2012 年的 6,611 所，降至 2019 年

的 6,384 所，但是減少的幅度有減緩的趨勢，約是 3%(教育部，2020)。此外，私

立幼兒園的比例也有所下降，從 2012 年的 72%降低到 2019 年的 67%，顯見私

立幼兒園遇到很大的挑戰。將 2000 年至 2019 年的臺灣幼兒園數量（含托兒所）

消長趨勢以圖 1 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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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幼兒園數量（含幼兒園）趨勢圖（2000-2019）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20 年 4 月 6 日）。統計處。 

 從圖 1 能夠很清楚地了解，臺灣的幼兒園數量在 2006 年達到頂峰，有 7,658
所。而後基本上呈現下滑趨勢，2019 年幼兒園數量下滑到 6,384 所，與 2006 年

相比足足少了 1,300 多所幼兒園(教育部，2020)，可見得少子化對幼兒園的經營

有相當大的影響。 

四、臺灣幼兒教育面臨的挑戰 

幼托整合後面臨不的問題不少，有招生、師資、課程設計、教學方式、照顧

環境等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幾個面向的問題敘述如下（周美慧、翁福元、李瑞金、

鐘芳玲，2013：54）： 

1. 幼兒園招收對象方面 

 幼托整合後，托兒所、幼稚園兩者皆改制為幼兒園，在招收對象方面，皆

可招收 2 歲到入國小前的幼兒，原有的幼稚園可以向下延伸招收幼齡的孩子，而

原有托兒所也可向上招收 4-5 歲幼兒，但在少子化時代來臨，爭招收學生情形勢

必定會產生。 

2. 在師資方面 

原有的幼稚園可以向下延伸招收幼齡的孩子，托兒所也可向上招收 4-5 歲幼

兒，新制實施後產生師資的培訓與聘用資格的問題，原有托兒所的大班必須聘用

一名幼教師，私立托兒所是否有能力聘用合格幼教師疑慮。幼托整合之前幼稚園

教師依教師法、師資培育法等關規定聘任教師；托兒所則依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

格要點聘任保育人員，二者之任用資格與進修管道不同。目前幼托職場上之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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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員，於改制後改稱為助理教保員；保育員、（幼稚園）教師改稱教保員、幼

教師；幼稚園園長、托兒所所長可繼續採認為（幼兒園）園長，惟僅具高中職學

歷者，須於一定期限內取得大專或以上學歷，幼托整合後如何增聘教保員、幼教

師亦是一大挑戰。 

3. 幼兒園課程設計、教學方式、照顧幼兒方面 

幼托整合後幼兒園課程設計、教學方式將不同以往，幼托整合前公立幼稚園

部分，長久以來都是以 4-5 歲的幼兒教育為主，雖然園內是聘用合格幼教師，但

對於 2-3 歲的幼兒保育照顧缺乏實務經驗，短期內對於 2-3 歲幼兒的保育照顧工

作恐難以勝任；以前托兒所部分則以保育照顧幼兒為主，而現在對於教育部分需

要加強，因此托兒整合後則必須強化幼兒的學習課程課程設計、教學方式以及幼

兒的照顧工作。 

4. 幼兒園環境設備、資源分配方面 

幼托整合前幼稚園、托兒所設備標準不一，而幼托整合後設備要求齊一，以

前托兒所的設備標準比較寬鬆，而幼稚園的設備標準較嚴格，因此幼托整合後托

兒所的設置標準、資源分配情形將面臨考驗，因二者立案標準及條件不一，如使

用樓層、室內外面積等，還有立案名稱與實際經營內容不符之現象，且兩種設置

條件對同年齡層幼兒之受教環境品質而言，也未盡公平，因設置標準不符規定，

而有關閉的情形產生。 

五、結語 

從臺灣的幼兒教育現況來看，幼兒教育機構所面臨的挑戰，包括教師流動、

教師資格、教師工作量、幼托整合環境資源等 4 項問題。而這 4 項挑戰對於臺灣

的私立幼兒園來說，更是形成強大的壓力。公立幼兒園由於教師薪資穩定，要找

到合格的師資相對容易，教師的流動情況也自然較低；而教師工作量部分，私立

幼兒園教師除了平日的教保工作外，還可能擔負招生的責任；在教托整合環境資

源部分，私立幼兒園必須以自身的力量提升自身的環境，才能符合幼托整合的規

定。私立幼兒園這些相較公立幼兒園的劣勢，必須依靠其他方法彌補過來，否則

將很難與公立幼兒園競爭。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 課程方面 

面對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與國小七大領域以及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

銜接，幼兒園課程必須開發相對應的課程。然而由於幼兒園課程大綱與國小七大

領域以及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銜接課程架構或課程內容，教育部並沒有給一個

明確的銜接架構，因此幼兒園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來研發既符合幼兒發展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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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又能銜接小學課程幼兒教育教材。要研發這樣的課程，除了完全理解幼兒

的發展狀況外，還需要對小學的課程有相當的認識，尤其要知道小學一年級的課

程與幼兒園相比有什麼相同的部分以及有什麼不同的部分，如此才能設計出符合

幼兒成長以及能銜接小學的課程。例如：幼教的認知領域課程對應到小教的數學

領域以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在設計認知領域課程的時候，除了從幼兒的認知

發展階段出發設計認知相關課程外，也要加入數學領域或自然科學領域的前導課

程；這部分所指的前導課程不是要提前教小學的課程，而是對應小學的領域，設

計一套能連接小學領域的課程內容，讓學童升上小學後，不會出現斷層，能夠順

利銜接小學課程。 

(二) 教職員工方面 

鼓勵教職員工深入了解幼兒園發展計劃，使其能利用各種機會對家長宣導，

並鼓勵教職員工多參加各研習進修活動，加強其專業能力，以及建立具體教職員

工的福利制度及明確的升遷發展管道。了解幼兒園的發展計畫能讓教職員工了解

幼兒園未來的發展方向，降低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適度安排進修研習，能讓教職

員工增進專業能力，對於幼兒園工作品質的提升有相當助益。而明確的升遷管道

能增強教職員工對工作的努力程度，教職員工會覺得在幼兒園的努力不會白費，

進而更加努力。 

(三) 家長方面 

記錄並刊登家長參與之活動以及邀請家長參加相關會議。讓家長能親身參與

幼兒園的各項活動，並將活動用刊物或電子檔記錄下來，而幼兒園的相關會議也

盡量主動邀請家長參加，家長能從這些活動增加對幼兒園的了解，也能增進家長

對幼兒園的參與感。此外也需建立家長反應問題的管道，並針對家長提出的問題

積極的改善與回應。 

(四) 行銷策略 

發行幼兒園通訊刊物並設置幼兒園網站，提供相關資訊以及經常配合節慶或

教學舉辦各項活動（運動會、畢業典禮、園遊會及節慶活動等各項活動），邀請

社會大眾參加。藉此增加幼兒園與社區的連結，並宣傳幼兒園的正面形象。此外，

私立幼兒園的課程設計有比較大的空間發揮，發展出有特色的課程也是相當正向

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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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幼兒園 SWOT 分析策略 

定期與教職員工對幼兒園進行 SWOT 分析，針對幼兒園內部環境（如園所

特色、師資、課程、資源等）各層面，進行劣勢（缺點）分析；幼兒園外部環境

（如政策、潮流、社區資源等）進行機會分析並研擬化解劣勢與說明分析弱點之

策略。 

(六) 發展代間教育 

 從少子化中也衍生出另一現象，也就是人口老年化；反觀現今社會邁入老

年化的趨勢，可以思考增加老人照護的功能，並試著設計老人與幼兒互動的課

程，不僅能讓老人傳承自己豐富的經驗給幼兒，也能從幼兒身上得到新的刺激並

且還能增加老人自身的價值感，是相當值得嘗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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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公立國小推展雙語教育之探討 
廖偉民 

臺東縣富山國際教育實驗小學校長 

臺東大學教育系博士班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的國小英語教育始自教育部 2000 年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自 2001 年的九月開始推動小五和到小六上英語課，每週一節（2000，教育

部），唯學校可以利用彈性學習節數增加授課節數，2005 年再提前至小學三年級

開始實施英語教育。 

臺灣推行英語教育迄今已近二十年，不過實際的成效卻不明顯，張武昌

（2014）指出，缺少學習成效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兩項：(1)臺灣的學習氛圍是考

試領導教學，英語教育變成機械化的學習，而不是實用的工具；(2)臺灣是非英

語系國家的環境，學生學習英語無法在生活中使用，「學而無用」以致降低學生

對英語的學習動機。 

2018 年 9 月行政院長賴清德宣佈臺灣要在 2030 年達成雙語國家目標，行政

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在同年 12 月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以『雙語

國家』為政策推動的目標，計畫 12 年為期，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提升國人

英語力，增加我國際競爭力（2018，國家發展委員會）。 

而依據「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中央各部會分別制定雙語國家的策

略與作法，其中教育部也在 2018 年 12 月公布「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訂

定短期及中長期執行策略，以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及全面啟動教育體系

的雙語活化為目標（2018，教育部）。但在尚未修改相關法規前，各縣市目前以

雙語實驗課程展開試辦與推展。 

本文透過 2019-2020 年調查全國推動雙語教育的資料做分析探討，檢視推動

現狀與困難。 

二、本文 

(一) 雙語的的定義內涵 

教育部在 2018 年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其中的英語領

域基本理念強調了英語是世界通行的語言，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環境，英語教育應

符應學習者的需求，培養人際溝通的英語能力，使學習者擁有「以英語為工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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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其他領域知識的能力」，促使學習者成為具備自學能力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

2018），此既為利用雙語學習知識的基本概念。 

目前在公立學校中常見的雙語教學模式可以分為 (1) EMI 全英語授課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以貼近學生生活的學習主題，結合小組任

務導向及多元學習評量，提供學習情境讓學生大量使用英語進行學習，以學習學

科知識為優先。(2) CLIL 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 課程強調雙軌制，語言與內容同樣重要，兩種評量並

重，學生同時學習英語及學科知識及技能，實施的方式具有彈性。(3) 沉浸式

（immersion），是指學生至少要有 50% 的時間用第二語言來學習其他學科。 

在上述三種模式中，CLIL 模式被大部分實施雙語實驗課程的學校所採用。

CLIL 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是學者 David Marsh 在
1994 年所提出的雙語教學模式，目的是將「語言」和「學科知識」融合，使學

習者在學習學科知識的同時，也進行語言學習，而近年更有學者提出 CLIL 模式

除了上述兩種學習之外，甚至是語言背後所隱含之文化的學習。因此 CLIL 模式

目前已發展為「語言、學科素養和學習」（language, literacies, and learning）（Coyle, 
2018, p.168）的教學模式。 

(二) 臺灣公立小學雙語教育實施現狀 

臺灣近年推展雙語教育，因受限教育法規尚未修法，各縣市只能採用雙語實

驗課程進行雙語教育推展。例如新北市教育局在 2018 年所提出的「107-109 學年

度國民小學雙語實驗課程計畫」指出，為了因應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須採跨

領域、主題或議題式的方式進行，故提出此雙語實驗課程計畫，並訂定以 CLIL 雙
語教學模式融入各校的課程發展中。而臺北市於 106 學年度起，選定部分公立小

學，試辦「雙語實驗課程」，以 CLIL 作為雙語教育的模式，將英語學習自然而

然地融入學習者的生活和不同的領域的課程中（臺北市教育局，2018）。作者依

據 2019 年各縣市公立小學實施雙語課程現狀進行調查整理資料如下： 

表 1 2019 年各縣市公立小學實施雙語課程統計 

縣市 小學校數(所) 
(國立、市立、縣立) 

實施雙語教學校數(所) 
(國立、市立、縣立) 

辦理比例

(％) 雙語課程實施模式 

臺北市 142 12 8.5 
 CLIL 模式 
 每週節數比例約占 1/3 

新北市 210 31 14.8 
 CLIL 模式 
 每週 1-2 節 

桃園市 186 6 3.2 
 EMI 模式 
 每週節數比例約占 1/3 

臺中市 230 9 3.9 
 CLIL、EMI 及沉浸式模式 
 每週約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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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210 17 8.1 
 CLIL 及沉浸式模式 
 每週最多 12 節 

高雄市 242 12 4.9 

 CLIL 模式 
 每週節數比例約占 1/3 
 以藝文、健體、生活、彈性

領域為主 
宜蘭縣 76 5 6.5  CLIL 模式 
新竹縣 84 0 0  

苗栗縣 114 3 2.6 
 CLIL、EMI 及沉浸式模式 
 每週 1-6 節，以藝文、健體、

綜合為主 

彰化縣 175 4 2.2 
 沉浸式英語教學 
 每週 1-3 節 

南投縣 137 0 0  

雲林縣 153 30 19.6 
 EMI 模式 
 每週 1-2 節 

嘉義縣 124 8 6.4 
 CLIL 及 EMI 模式 
 每週 1-5 節 

屏東縣 167 1 0.6 
 CLIL、EMI 及沉浸式模式 
 每週 1-8 節，最多 16 節 

臺東縣 88 3 3.4 
 CLIL 及 EMI 模式 
 每週 1-12 節 

花蓮縣 102 5 4.9 
 CLIL 模式 
 每週節數比例約占 1/3 
 以藝文、健體、綜合為主 

澎湖縣 37 2 5.4 
 CLIL 模式 
 每週 1 節 
 以綜合領域為主 

基隆市 41 0 0  
新竹市 32 6 18.7  沉浸式模式 

嘉義市 20 19 95.0 
 CLIL 及沉浸式模式 
 每週 1-2 節 

金門縣 19 18 94.7 
 CLIL 及 EMI 模式 
 每週 1-4 節 

連江縣 7 1 14.3 
 CLIL 模式 
 二年級每週 2 節 

合計 2596 192 7.4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第 111 期及研究者調查自編 

由上述資料分析得知，2020 年各縣市推展雙語教育課程方式不一，但從數據

及縣市的回饋資料歸納總結，可以得知以下重要的實施現狀： 

1. 因教育法規尚未修法，各縣市推動雙語教育只能採用實驗課程的方式，無法擴

大規模辦理。 

2. 有二個縣市在 2019 年實施雙語校數的比例高達 90％以上，但也有三個縣市尚

未實施雙語教育，顯示對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推動發展尚無配套措施。 

3. 實施雙語教育沒有城鄉差距，六都實施的比例沒有顯著超過其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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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部分縣市的雙語實驗課程推動模式以 CLIL 模式為主。 

5. 大部分縣市實施雙語實驗課程的比例不高，且每週實施雙語的節數並不多，探

究原因最主要為雙語師資不足，除英語教師教授英語領域，大多數學校並沒有

非英語專長的教師具有英語能力可以協助進行雙語教育。 

6. 部分縣市以外籍教師為推動雙語教學的主力，沒有外籍教師的學校則以本國籍

英文教師為主，其中以後者占絕大多數。 

7. 本國籍英語教師必須進行英語領域教學，沒有多餘的節數可以教授其他領域的

雙語課程。本國籍英語教師的英語能力無庸置疑，但對於其他領域學科知識卻

非該領域專長教師，以致無法在其他領域進行雙語教學。 

8. 雙語教學實施的領域大多以藝文、健體、綜合、生活領域為主。 

9. 少部分縣市雙語節數雖達每週授課比例的 1/3，但裡面仍含原英語授課節數 2-3
節，真正採用雙語授課的其他領域節數並不多。 

(三) 對公立小學實施雙語教學的建議 

2019 年 10 月遠見雜誌對全臺灣英語教學資源進行調查，包括英語師資數、

教師授課力、英語學習力、資金投入度及雙語教學與國際交流校數等五個向度。

調查結果顯示北部英語教學資源豐富，優於全臺；東部則遠遠落後平均值，顯示

英語學習資源分佈的城鄉差異問題嚴重。而其中一個向度「英語師資數」的統計

數據，則顯現臺灣推動雙語教育的困難所在，根據調查資料顯示，全臺灣非英語

教師能以英語授課的比例僅有一成（10.5％），其中離島更是只有 4.8％的非英語

教師能以英語授課（朱乙真，2019）。這個數據呈現了臺灣想推動雙語教育，雙

語師資勢必是需要被克服的最大問題所在。而作者也以上述資料分析為基礎，提

出十點建議： 

1. 設立專責單位，專責人員，專門經費推展雙語教育 

對於雙語教育，既是國家當今發展的政策，建議設立專責機構辦理相關事宜

及應對各縣市的溝通窗口；另設專責人員進行法規和行政作為的規劃安排，逐年

實施；編列專門經費辦理雙語教育業務及補助地方政府推展相關業務。 

2. 對現有在職教師提供英語能力培訓的管道與認證機制 

根據遠見雜誌調查全臺約 90％的教師沒有具備英語能力或是沒有能力進行

雙語教學，以致學校現場欠缺雙語教師，影響雙語教育推展的規模與範圍，建議

對於現職教師提供英語能力培訓的管道與認證機制，增加雙語師資的數量才能有

效推展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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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激勵或獎勵措施，鼓勵現有教師嘗試雙語教學 

對於現職教師願意參加英語能力培訓、認證以及嘗試用雙語進行教學的老

師，建議給予激勵或獎勵措施。 

4. 規範師資培育機構建立英語能力培力機制與能力門檻 

對於未來的雙語師資來源，建議可以提早規劃師資培育機構的法規修訂，在

師資培育機構即要求學生應具備修畢英語能力的門檻，以因應未來全國推動雙語

教學時師資的需求。 

5. 修法給予雙語教育實施的法源依據 

因國民教育法等相關教育法源尚未修訂，雙語教育的實施沒有法源依據，再

加以課綱的規定束縛，目前雙語教育僅能以實驗課程方式進行，如此推展的幅度

與做法受限課綱，無法擴大推展立見成效，建議鬆綁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

法與相關子法等法規。 

6. 鼓勵彈性創新的雙語教學模式 

雙語教學的模式沒有固定的方式，全因人而異，因校制宜，依各學校的師資、

人力、環境、設備等相關因素，發展出合適的雙語教學模組，提供學生學習。建

議鼓勵各校彈性創新發展自我的雙語教學模組。 

7. 開發雙語教材提供教師使用 

目前各校推動雙語教學，首在困難是師資不足，其次便是雙語教材的付缺，

雙語教師因為沒有雙語教材可供教學，備課及翻譯中文教材的時間花費太多，間

接造成教師沒有意願嘗試雙語教學。建議開發各領域的雙語教科書，方便教師教

學使用，提高教師嘗試雙語教學的意願。 

8. 招考雙語教師，增加雙語師資數量 

因應雙語師資短缺現狀，建議各縣市可以依照雙語教育政策推展需求，於招

考教師甄試時，提出一定比例及相關科目的名額招考雙語教師，以利學校進行雙

語教學，提高學生雙語學習的質與量。 

9. 善用科技媒材，弭平城鄉學習差異 

克服城鄉學習的差異，弭平教育的不均等性。建議在偏鄉地區善用英語科技

學習工具及數位學習，例如 AR、VR 或英語學習軟硬體設施，提供線上數位學習

的資源，讓偏鄉地區的學生可以得到自主學習英語及個別化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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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適性分組教學，真正習得「可以使用的英語」 

現行的英語領域教學，其學習內容讓聽不懂或跟不上的學生，以及提前學習

早就學會的學生，變成了教室的客人，浪費了在學校學習英語的最好時機。建議

鬆綁法規，評估學生的英語學習起點，進行個別化的適性分組教學，讓學生得到

最合適的英語學習。另英語是一個溝通的工具，為了讓學生能熟悉與常常開口說

英語，學習內容的安排應結合與學生生活相關的生活英語，這樣才可以讓學生習

得「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英語」。 

三、結語 

本文探討臺灣在 2018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公佈雙語國家發展政策及教育部推

動雙語國家計畫公佈後，分析 2020 年臺灣公立小學推動雙語教育的實施現況，

調查統計各縣市 2019-2020 年推動雙語教育的方法與困境的資料後，作者提出 10
個建議策略，其中大部分是屬於政策性的作為建議，希望以此做為教育主管機

關、地方政府或是學校實施雙語教育的參考，也提供給有興趣的研究者做為進一

步探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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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跨文化適應之多個案研究 
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員 

陳怡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學生 

 
一、前言 

    由於外籍生高等教育人才的流動加上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誘導許多臺商到

南邊投資，變成越南籍的人力語種的資源在我國經濟投資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挹注

力，然而，外籍生來臺就學由於文化、語言以及溝通上的不同，許多研究顯示會

有適應等相關問題出現，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跨

文化適應之多個案研究，本研究目的為以下四個：(1)探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

認同以及跨文化適應論述與實證研究；(2)分析在臺大學任教之外籍高等教育人

才的跨文化適應議題；(3)運用多個案研究分析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的

跨文化適應對應；(4)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大學指導外籍博士生跨文化適應

之建議。 

    本研究方法和策略包含了質性訪談法為主要方法，以多元資料種類進行三角

檢證，訪談對象包含主要 3 位在臺大學任教越南籍博士生個案，其周遭的重要人

士也會接受訪談，例如指導教授、大學任教之同儕、學生、朋友等共 8 位訪談對

象，此外，半結構式訪談以跨文化能力來看高端人才高等教育者研究方法策略、

途徑、對象，所採取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行開發跨文化為主題之半結構式訪談

大綱，最後，本研究倫理基於互惠互重、知情同意，在研究過程中，實施半結構

訪談的方式，為我國外籍生高端人才教育政策提出有建樹之建議，期望其能帶給

國家效益，以讓政府對外籍生高端人才的教育策略推動能更加符應其所需。根據

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整理，針對越南籍博士生跨文化適應之議題進行

探討整理其相關跨文化適應策略，並依據研究結論，本研究提出相關建議做為國

家政策與大學和高等教育建立相關政策參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跨文化能力理論、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適應探討 

跨文化適應策略包含跨文化能力與跨文化認同（李丹潔，2015），而跨文化能力

包含了溝通層面、態度層面與跨文化轉化層面，綜合各學者針對跨文化能力定義

以及內涵之歸納整理，跨文化能力內涵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溝通層面：了解自

己、了解他人、跨文化溝通與了解；再者為態度層面：好奇心、開放性、不急於

否定和判斷他人信念或行為、以及從他人的觀點來分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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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跨文化轉化層面：個人在新的情境中能夠反思自己扮演不同角色、覺察並消除

偏見。 

跨文化適應是一段微妙且毫無知覺的認同重整過程（Kim, 2005）。因此，必須先

解決跨文化認同問題，才能有效解決跨文化適應之困擾。本研究中跨文化認同分

為「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兩個部分，「文化歸屬」指的是外籍生與就學國

家文化之間依附歸屬、共榮共滅、不可分割的整體情感，而「文化投入」為能了

解就學國家文化背景及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並展現對該文化認知的熱忱及投入

該文化的學習與文化參與的程度。跨文化適應：包含跨文化能力與跨文化認同，

跨文化能力內涵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溝通層面、態度層面以及跨文化轉化層

面；而跨文化認同包含「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兩個部分。 

表 2 跨文化適應要素表 

資料來源：吳瓊洳、蔡明昌，2009；Schmidt，1998；Deardorff，2006；Kim，1988 及本研究整理。 

(二) 在臺高等教育外籍生之跨文化適應之探討 

    本研究以跨文化的視角，根據學者對於外籍學生跨文化適應之相關研究，整

理出外籍生跨文化適應障礙與困擾有幾下幾項：(1)文化衝擊障礙、(2)語言適應

困擾、(3)課業學習困擾、(4)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5)經濟方面的障礙、(6)物理

環境障礙：物理環境的適應等。 

    綜合上述為高等教育外籍生來臺就學在跨文化適應相關困擾上會出現文化

適應、語言適應、學業上、人際關係、經濟與教室硬體設備使用不熟悉上等等的

障礙，建議各個學校在幫助外籍生適應時，提供他們支援系統的支援，是一種支

持性的校園環境（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與社交上的支持網絡（social 
support）（蔡文榮、徐主愛，2011），而這正是能顯著影響外籍生適應與學習表現

主題 主軸 層面 內涵 

跨 
文 
化 
適 
應 

跨 
文 
化 
能 
力 

溝通 了解自己、了解他人、跨文化溝通與了解 

態度 從他人的觀點來分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跨文化轉化 個人在新的情境中能夠反思自己扮演不同角色、覺察並消除偏見 

跨 
文 
化 
認 
同 

文化歸屬 與就學國家文化之間依附歸屬、共榮共滅、不可分割的整體情感 

文化投入 
能了解就學國家文化背景及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並展現對該文

化認知的熱忱及投入該文化的學習與文化參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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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法（Sodanine, 2009）。（因篇幅所限，略）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訪問三位在臺任教的越南籍博士外國學生為研究個案為研究對象。研

究範圍：限定在三位個案之工作圈、學習圈以及生活圈等，工作圈指其任教之某

中部國立大學語言中心為組織；學習圈為其求學之學校，其中包含指導教授、同

儕等人，而如 LINE、FB、Instagram 等交友軟體，作為其生活圈之範疇，藉由訪

談互加好友群組等，來了解其生活適應與朋友互動之狀況，利用「滾雪球方式」，

預計訪談三個個案的老師（以下）以及同學等為訪談對象，至少各訪談兩次以上，

時間約為一小時之內，本研究邀請三位研究者互為研究諍友 R1-R3，並請大學指

導教授 R4 做為本研究協同研究者，總計訪談 18 位對象，其中包含三位研究參

與者的老師以及同學。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田野調查以及文件分析等方

法。研究工具採自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理論構念與經由專家 3 人校對後，觀察

研究參與者之文件檔案、省思札記、數位影像與照片來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資料蒐集與分析：採質性的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以半結構式訪談、參與式觀察、

省思札記學生生活表現紀錄等資料為主，並輔以參照數位影像、照片等資料，有

系統地呈現資料能使讀者更清楚的了解資料的來源。資料編碼與轉譯：將質性語

料加以分類編碼，質性訪談資料用文字轉譯後，寄給訪談者確認內容後，再進行

編碼轉譯等。研究信實度：採以 1 位越南籍碩士生為研究諍友，並與大學教授共

同進行研究，以文獻探討所得的理論為基礎，本研究資料種類多元性，採取半結

構式訪談、文件分析以及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進行三角檢證，並請指導教授校

正。研究倫理：遵守的規範與研究對信象達成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知情同意，

以及匿名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因篇幅所限，略）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個案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適應之探討 

1. 就跨文化能力部分-溝通層面、態度層面與跨文化轉化層面 

(1) 溝通層面 

分為 a.溝通狀況、b.遭遇問題與 c.處理方式進行分析：根據受訪者的訪談中

可以了解個案對於自己的溝通狀況具備了解與掌握的程度（訪 P1/2019/11/09、訪

P2/2019/7/13、訪 P3/201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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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溝通狀況方面 

個案秉持著相當客氣親切的態度與人溝通（訪 P3-F/2019/10/25），人也很和

善（訪 P3-S/2019/11/18）。 

b. 遭遇問題 

(a) 中文語法用詞問題（訪 P1-S1/2019/11/18、訪 P2/2019/7/13） 

(b) 年紀比其他同學大（訪 P3/2019/7/16） 

(c) 口音方面（訪 P1/2019/11/09） 

(d) 價值觀方面（訪 P1/2019/11/09） 

c. 處理方式 

(a) 中文用詞不精準改以其他方式呈現（訪 P1-S1/2019/11/18、訪 P3/2019/7/ 
16）。 

(b) 主動向他人詢問（訪 P2-F/2019/12/21）。 

(c) 選擇忽視（訪 P3/2019/7/16）。 

根據 Patricia Schmidt（1998a）提出了所謂的「跨文化瞭解與溝通的 ABCs
模式」，分為三個部分：溝通狀況、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進行分析，學過中文確

實是非常大的優勢，在溝通過程中，與他人進行溝通時，具備了解自己的想法該

如何表達較為適當、知悉當他人話語中的意思，確切同情與了解因文化差異的原

因，而導致價值觀、行為等有所差異等現象是重要的。 

(2) 態度層面 

本研究提出三級論：第一層級會秉持著尊重包容之態度去面對異地文化與自

身本土文化並不相同之處；第二層級除具備第一層尊重、包容之特質，還更進一

步願意積極地去學習異地文化與自我文化之相異之處；第三層級不僅共具第一、

二兩種層級之態度與特質，還願意扮演兩類相異文化之中間橋樑，不僅止單方面

吸收、學習異於己身文化之特性，亦樂於與異文化之他人溝通、解釋自身本土文

化之價值，藉此達到有效之文化理解與溝通（訪 P3-F/2019/10/25、訪 P1-S2/2019/ 
10/25）。綜觀上述，跨文化能力的態度構面尊重、開放性、保持好奇心等特質

（Deardorff，2006），本研究更發現樂於扮演文化溝通之橋梁之積極態度，態度

是跨文化能力的基礎（Byram、Nichols 與 Stevens，2001）。 

(3) 跨文化轉化層面 

受訪者 P1-S2、P1-S1、P2-F、P3 與 P3-F 有五位受訪者提到當遇到有偏見與

文化上的差異等狀況，態度都是較為積極面對處理，會先調整自己的心態，試著

反思自己的想法是否主觀，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不同文化的習慣，進而加以解

釋，進而他人理性的溝通討論自己的想法，根據 Kim（1988）從適應的觀點分析

個體進入新文化情境後，在適應過程中，當地環境、個人特質與個體溝通能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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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個體與當地人互動歷程的因素，而適應歷程的結果乃是個體的跨文化轉化

（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即個人在新的情境中能夠反思自己扮演不同角色。 

2. 就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適應-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 

文化認同為一種社會建構，文化是人們的自我感或身分認同的主要來源，對

特定文化團體或族群團體的歸屬感是文化認同的主要來源。本研究江文化認同分

為「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兩個向度： 

(1) 文化歸屬 

在文化情感方面，P1、P2 與 P3 對於臺灣的情感非常的深厚，主要原因為越

南與臺灣的文化非常的相像。P1 喜歡之操作以及覺察並消除偏見，具有文化覺

察與反思之能力。 

(2) 文化投入 

a. 能了解就學國家文化與歷史知識； 

b. 展現對於文化認知的熱忱與投入文化學習和參與。文化投入因素是常被用來

當作對文化認同程度的重要指標，其中包含了對族群文化認知及參與的表現 
（Phinney，1990）。 

(二) 臺大學任教之外籍高等教育人才的跨文化適應議題分析 

1. 文化衝擊障礙（訪 P1/2019/11/09、訪 P1-S1/2019/11/18）； 

2. 語言適應困擾（訪 P1/2019/11/09、訪 P2-F/2019/12/21）； 

3. 課業學習困擾（訪 P2/2019/7/13）； 

4. 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訪 P2/2019/7/13、訪 P2-F/2019/12/21、訪 P3/2019/7/16）； 

5. 經濟方面的障礙（訪 P2/2019/7/13、訪 P3-F/2019/10/25）； 

6. 物理環境障礙：對於教室裡的電子資源與 E 化設備等操作不熟練（訪 P3-S/ 
2019/11/18）。 

(三) 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的跨文化適應解決策略 

1. 文化衝擊障礙解決策略：尊重對方的文化，以不同的角度和觀點進行審視與

對方討論，學習更多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訪 P3-F/2019/10/25）。 

2. 語言適應困擾解決策略：多進行書寫練習，請同學指導（訪 P1-S1/2019/11/18）， 
尋求中英翻譯，從英文了解中文意思 （訪 P2/2019/7/13、訪 P2-F/2019/12/21）。 

3. 課業學習困擾解決策略：詢問他人並自行上網或去圖書館以尋求相關資料（訪

P3/2019/7/16、訪 P1- S2/2019/1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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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解決策略：尋求同鄉與他人的協助，或者是找認識的同

學、老師等等來解決適應的問題，並能夠透過良好的人脈尋求更有系統和幫

助的管道與其他資源（訪 P1/2019/11/09、訪 P3-F/2019/10/25、訪 P2-F/2019/12/ 
21）。 

5. 經濟方面的障礙解決策略：善用學校所提供的獎學金資源，爭取打工機會 （訪

P3/2019/7/16），善用國家社福機關所提供的資源，並且善用自己的專長與技

能，藉此尋找相關的工讀機會，來脫離經濟上的困境 （訪 P3-F/2019/10/25）。 

6. 物理環境障礙解決策略：善用自我的人際關係與口語表達能力（訪 P1/2019/11/ 
09）。 

(四) 相關的對應措施與處理方式 

1. 外籍生審視自己是否具備三大能力：語言能力、自主生活的能力、與他人和

諧交際互動的能力。且須事先做出的準備工作有：需事先了解臺灣地區的經

濟消費情況並做出評估、事先與在臺的同鄉同胞互通有無、求助可幫忙的相

關機構尋求幫助（訪 P1/2019/11/09）。 

2. 高等教育須提供國際學生中文語言相關課程或檢定幫助（訪 P2/2019/7/13）。 

3. 引介外籍生相關專業人才之工讀機會：在學校裡擔任教導越南語老師或是擔

任工廠企業等之越南語人才（訪 P3/2019/7/16）。 

4. 國家政策提供外籍生跨文化適應的幫助與應努力的方向 

(1) 物質之經濟性輔助措施 

(2) 提供未來就業之銜接性管道 

(3) 提供國際共通語言學習資源 

(4) 多籌辦促進國際交流之學術活動 

(5) 外籍生自我心態調整與動手實踐能力，以客觀的態度切入進行思考、具備強

大的抗壓性（訪 P1/2019/11/09、訪 P3/2019/7/16）。（因篇幅所限，略）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在跨文化能力上，外籍生需加強中文學習，具備同情的理解，確切瞭解母國

文化與求學國文化、價值觀、行為等差異等現象。 

2. 在態度上，外籍生需秉持著樂觀、尊重等正向態度，把握不同的情境學習，

主動積極的去處理，勇於探索異文化與自身文化差異之處。尊重並樂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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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文化、了解雙方文化並樂於扮演文化溝通之橋梁，並運用「客觀、不武斷」、

「樂於接納異己」以及「慎思謹慎」等三項具體策略實踐態度。 

3. 在跨文化認同之文化歸屬方面：善用中越儒家等文化親近性，培養外籍生在

建立起對臺灣文化的認同與歸屬感，優質的社會制度、熱情的文化氛圍以及

便利的生活、學習機制，加速外籍生培養文化歸屬感的重要關鍵。 

4. 在跨文化認同之文化投入方面，加強外籍生了解我國(就學國)國家文化背景及

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提供文化認知學習與文化參與，並適時提供機會分享

外籍生母國文化。 

5. 在臺大學任教之外籍高等教育人才的跨文化適應議題，包括文化衝擊障礙、

語言適應困擾、課業學習困擾、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經濟方面的障礙、物

理環境障礙等，需各單位研擬相關輔助措施。 

6. 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的跨文化適應對應 

(1) 文化衝擊障礙解決策略：輔導本國與外籍生須秉持多元、包容、相互尊重、

非主觀的態度與姿態與異文化的人們相處，並以積極學習的心態面對文化衝

突。 

(2) 語言適應困擾解決策略：加強中文學習機會提供與英文媒介。 

(3) 課業學習困擾解決策略：提供資源與資訊，善用圖書館、網路等各項學習資

源，且在必要時尋求同儕、老師等他人之協助。 

(4) 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解決策略：善用人際資源的優勢，幫助自己適應當地生

活，主要建立人脈資源。 

(5) 經濟方面的障礙解決策略：努力爭取校內的獎學金補助，並善用自己的專長

技能尋找打工機會。 

(6) 物理環境障礙解決策略：透過與他人諮詢、詢問得到解決。 

(二) 建議 

1. 針對高等教育建議：針對文化衝擊障礙、語言適應困擾、課業學習困擾、社

交與人際關係適應、經濟方面的障礙、物理環境障礙等，需研擬相關配套輔

導措施，提供專案與策略。 

2. 各校與各機構須主動提供外籍生中文學習相關資源，建立免費的中文學習平

臺，提供中文學習輔助語方案，並適時提供英文學習翻譯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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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發會、內政部應主動整合教育與就業兩大體系，有效統整、規劃與推動外

籍籍高等教育、博士生人力資源與管理，並定期評估與有效利用，以發展我

國各項經濟、教育、文化與外交等。 

4. 對於指導高等教育、博士生教授與系所，提供外籍輔助知能與鷹架方案，並

研擬學習班級內學生之間同儕輔導、小老師制規劃等制度。 

5. 主動開發與提供外籍生打工獎助學金機會，並適時提供未來在臺或是回母國

之職涯教育與發展。 

參考文獻 

 李丹潔（2015）。跨文化身份認同理論研究。學園，10，P20-28。 

 吳瓊洳、蔡明昌（2009）。新住民雙重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研究。嘉大教

育研究學刊，39，1-32。 

 蔡文榮、徐主愛（2011）。外籍學生在臺灣的大學適應議題之研究：以中興

大學之泰國學生為例。教育科學期刊，12(2)，P82 - 111。 

 Deardorff, D. K. (2006).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3), 241-266. 

 Kim, Y. Y. (1988).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levedon, 
Av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Kim, Y. Y. (2005).Inquiry in Inter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55(3),554-577. 

 Schmidt, P. R. (1998a). The ABC's model: Teachers connect home and school. 
National Reading Conference Yearbook, 47, 194-208. 

 Sodanine, S. (2009).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affected by stressor, living support, adjustment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05-111 

 

自由評論 

 

第 105 頁 

自由開放的年代－數位學習的未來 
邱純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根據中央社報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於 2019 年 9 月發布的「世界

數位競爭力評比報告」（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WDCR），在

63 個受評的國家中，全球前 5 名依序為美國、新加坡、瑞典、丹麥及瑞士，台

灣排名全球第 13，較去年上升 3 名，其中台灣在行動寬頻訂閱指數，與日本、

新加坡並列全球之冠；這項報告評比主要有三大指標，台灣分別在「知識」排名

表現為全球第 17 名、「技術」排名第 9 名、「未來準備度」則為第 12 名。臺灣的

數位競爭力排名逐年上升，可見政府持續推動數位化發展，並改善網路頻寬和其

他先進的數位設備所展現的成果。 

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數位學習已逐漸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之一。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2）的「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將數位學習定義為

「以數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取得數位教材，進行線上或離線之學習活

動」。我國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中，明白揭示國民教育階段的課

程目標之一，為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並將「運用科技與資訊」列為

現代國民所需的十大基本能力之一（教育部，2003）。 

108 年開始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更將「科技領域」納入課程中，目

的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進而培養學生動手

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及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涵育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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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具備資訊擷取與應用的能力，已是各國教

育發展的重點。 

二、國際數位學習發展趨勢 

綜觀世界各國，紛紛推出與數位學習相關的科技推動計畫，作為促進未來教

育發展的利基。根據我國行政院協同其他各部會於 2015 年彙整的「網路智慧新

臺灣政策白皮書」，茲將各國之數位學習發展計畫，摘要整理於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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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數位學習發展計畫 

國家 計畫 目的 

美國 
「數位承諾」的口號與

「數位教育白皮書」 
提倡以數位科技改進教育與提供數位教育資

源的方向與決心。 

歐盟 
「未來教室創新技術

計畫」（2010-2015 年） 
發展未來教室創新技術，幫助學校創造個人

化的學習環境。 

新加坡 

五年一期的資訊總體

計畫，第三期為「數位

教育計畫」（2009-2014
年） 

豐富並轉化學生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自我

導向學習和合作學習。 

香港 
2014 年發表第四個資

訊科技教育策略 
目標為「發揮 IT 潛能、釋放學習能量」。 

日本 

「未來學校（Fulture 
School）計畫」

（2011-2014 年） 

提出教育資訊化的願景：設計 21 世紀的學習

及學校，將為全國中小學購置行動載具，提

供平板電腦、數位教科書及學習資源，發展

行動學習平台。 

南韓 
2011 年發表數位教育

策略 
預計至 2015 年，所有國中、高中職學生都能

使用數位教科書、線上教學資料上課、學習。 
資料來源：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背景資料，行政院，2015。臺北市：行政院。 

 

    綜合以上資料，發現各國的數位教育皆已逐漸向下紮根，環境方面廣設無線

網路、優化教室數位環境；資源方面發展數位教材和學習平台；教學方面則倡導

學生導向的數位學習等。新型態的線上課程數位平台，如：美國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Coursera，英國的 FutureLearn 等，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顯示各國都

相當重視數位學習的發展，期以資訊科技和世界接軌。 

三、臺灣數位學習發展與現況 

    臺灣為了全面提升資訊教學軟硬體設備及培育資訊人才，教育部於 1997 年

提出「遠距教學中程發展計畫」，奠定了資訊通信基本建設的基礎。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2002）於 2003 年開始推動「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此計畫有三個

主要目的：擴大國民終身學習的機會、促進數位學習相關產業的發展，及推動數

位學習的學術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 年）為促進典藏的數位內容

發展效益和數位學習教材需求，2008 年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與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合併，並推動為期 5 年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強調跨領域人才整合，以成立卓越研究中心與卓越研究團隊的方式，促進

數位學習相關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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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2013）為迎接數位化學習時代並面對國際數位學習發展趨勢之變

化，2014 年起推動為期四年的「數位學習推動計畫」，進行「躍升教育學術研究

骨幹網路頻寬效能」、「提升校園無線網路品質」、「整合雲端學習資源」、「發展數

位閱讀」及「推動磨課師課程（MOOCs）」等五項工作。其中，透過磨課師計畫

MOOCs 的產官學合作方式，發展大型線上開放課程，其目的是為了提升國內線

上課程品質、樹立教師教學典範，並建立華語文數位課程品牌，以期帶動數位課

程的永續經營與商機。 

    有別於高等教育常用的 MOOCs 平台多由大學負責維護管理，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階段中較常使用的數位學習平台，包括愛學網、均一教育平台、酷課雲、

Dr.Go 自主學習網、教育部中小學磨課師、教育雲—大市集等（盧明慧，2019）。
以下面三個數位平台涵蓋之學習內容來說明： 

1. 因材網 

    係由國立臺中教育學主導，與中央大學合作設立之學習平台，藉由數位

科技教學的方式提供教師適性教學的輔助教材，目前以數學、自然、國語文

與英文四個領域為主，適用對象為一到九年級學生，平台內容主要分成知識

結構學習、智慧適性診斷、互動式學習與 21 世紀核心素養等四大項（因材

網，2020）。 

2. 均一教育平台 

    均一教育平台目前有從中小學到高中的線上教學資源，課程範疇包含完

整的K12（小一至國三）數學、自然、英文等，由各科目的專業教學者錄製；

此平台擁有最多線上練習題，提供學生針對課程內容精熟練習，並強調學生

個別化學習，把學習的主導權交給學生（均一教育平台，2020）。 

3. 愛學網 

    2012年由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設置，是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所設

計的數位學習網站。網站內容結合不同型態的網路資源，除了國教院歷年來

製作的教學影片外，也包含他網知識連結、學習萬花筒、益智遊戲、活動廣

場、名人講堂等（愛學網，2020）。 

    從以上臺灣數位學習發展的歷程，由一開始的建立資訊通訊設備、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數位平台的普及，到雲端服務的便利，臺灣的數位學習競爭力也不斷

攀升，科技化帶來相當多的好處與便利，也翻轉了教育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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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學習成效的評析 

    數位學習利用數位科技來強化學習的成效，透過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結合，教

師可建構自己的數位教學系統，分享教學資源和課程，學生也可以利用數位科技

和教師互動、探究與學習。國內對於數位學習與學習成效的研究相當多，茲舉下

面幾位學者研究為例： 

1. 張義松（2014）研究數位學習平台與傳統教學方式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在數學

科的學習差異，發現使用均一教育平台的低分組學生，其學習成效顯著高於使用

傳統教學方式的低分組學生。使用均一教育平台的學生也多對使用均一教育平台

進行數學科學習保持正面與肯定的態度。 

2. 蔡雅芳（2016）研究數位學習平台對學習成效之影響，以某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之醫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 TMS 數位學習平台課程對於學習成效之影響。結

果發現：「數位學習平台易用性」與「數位學習平台數位課程特性」對於學習成

效皆有顯著影響。 

3. 陳麗茹（2016）將數位學習平台應用於國小四年級數學科學習成效之研究，

發現：實驗組學生在接受「數位學習平台」輔助教學，相較控制組「傳統講述式」

教學後，數學平均分數更高；實驗組對透過「數位學習平台」輔助教學活動，皆

給予正面肯定的態度。 

4. 李勇輝（2017）探討數位科技與導入數位學習平台之實際應用現況及成效，

探討學生進行數位學習之學習動機、學習策略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

指出：數位學習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效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數位學習的學習動

機對於學習策略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數位學習的學習策略對於學習成效有正向顯

著的影響。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知，數位學習對於學習成效大多具有正面顯著的影響，

而學習者對數位學習使用於輔助教學的滿意度，也多給予正向評價，顯示數位學

習彈性的學習時間和豐富的資訊來源，對於使用者的問題解決有相當大的助益。 

五、結語 

由於網路普及化，現今學生的學習已不再被課本所侷限，學習的廣角延伸至

隨手可及的數位科技，無論是手機、平板、電腦等，都是生活中學習的利器，數

位學習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關於數位學習的未來發展，

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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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學習平台的管理 

    賓靜蓀（2013）在「親子天下雜誌」中提到，科技造成的潛在危機，例如網

路霸凌、色情網站氾濫等，讓孩子處在一個自由學習的年代，卻也是最焦慮的時

代。吳美美認為（2004），數位學習的要素是學習者、教學者、學習平台和教材、

學習結果驗證機制。在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下，越來越多的數位學習平台建置，

如何妥善規劃驗證機制來管理這些數位平台，以及如何篩選數位學習資源內容的

正確性，須要政府與教育專家共同研討擬定，學習者也應具備良好的科技素養。 

2. 培養教師數位化教學能力 

    隨著電子白板的運用，學校教師對於使用電腦、電子白板等數位教具已能得

心應手，然而，筆者在教育現場的經驗是，教師仍大多採用出版社提供之配套電

子書。如能從師資著手，成立專業的教師工作坊，增加教師研習機會，培養教師

運用數位平台進行教學的專業能力，進而能依學生學習程度差異，選用或製作適

當的數位教學資源來與學生互動，相信能為學校教育注入一股活水。 

3. 發展數位教科書（電子課本） 

    尤珮君（2006）指出電子書的教學功能，可經由問答方面的設計而產生學習

上的互動，老師藉由電子書豐富的功能，依照課程的需要及學生的反應，讓電子

書輔助教學；而超連結的功能連至相關的網頁，使讀者可獲取更多與內容相關的

資料，也可隨時隨地下載電子書的內容，並利用網路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隨

時的汲取相關的資訊。儘管學校已有電腦課讓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等來學習，但

是使用時間相當受限。如能將學生的紙本教科書進行數位化，讓學生使用電子課

本來上課，電子課本可以連結網路做資料查詢，隨時取得最新資源，同時也能減

輕學生書包的負重。另外，也可配合 3D 虛擬實境、伴讀機器人等教學，提升學

習興趣和學習效果。 

    綜而言之，未來的數位學習課程除了應具備多元化設計理念，並應配合教育

部新課綱的實施，融入相關議題與素養，時時更新數位平台與教材，並與國際接

軌。數位學習是一股趨勢，但並不代表將完全取代傳統教學，傳統教學仍舊有其

存在價值（高瑜璟，2006）。面對 21 世紀數位化的時代，如何整合與運用豐富的

網路資源，以因應國際數位趨勢的變化，也考驗著臺灣數位學習未來的走向，未

來的數位課程更需具備前瞻性與創新性，將傳統教學與數位學習相結合，以符合

學生多元化的學習需求，並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參考文獻 

 中央社唐佩君報導（2019 年 9 月 26 日）。IMD 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升 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05-111 

 

自由評論 

 

第 110 頁 

名登全球第 13 強。取自：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9260299. 
aspx。 

 尤珮君（2006）。網路書店、線上出版、電子書。網路社會學通訊期刊，57，
7。 

 因材網（2020）。因材網平台介紹。取自：https://adaptive-instruction.weebly. 
com/22240264483217824179332742017132057.html 

 吳美美（2004）。數位學習現況與未來發展。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0，92-10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2）。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取自：http://wiki. 
teldap.tw/index.php?title=%E6%95%B8%E4%BD%8D%E5%AD%B8%E7%BF%92
%E5%9C%8B%E5%AE%B6%E5%9E%8B%E7%A7%91%E6%8A%80%E8%A8%
88%E7%95%AB#.E7.9B.AE.E6.A8.99。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取

自：http://ae.teldap.tw/DA100/02/index.html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彙整（2015）。「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背景資

料。臺北市：行政院。 

 均一教育平台（2020）。認識均一【網站文字資料】。取自：http://www.junyi 
academy.org/about。 

 李勇輝（2006）。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以數位學習為

例。網路社會學通訊期刊，14，68-86。 

 高瑜璟（2006）。數位學習－學習的新趨勢。網路社會學通訊期刊，57，22。 

 陳麗茹（2016）。數位學習平台應用國小四年級數學科學習成效之研究—以

新竹市某國小為例（未出版碩士論文）。中國科技大學，臺北市。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臺北市：教育部。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13 年 2 月 7 日）。迎接數位化學習時代—教育

部規劃全面性的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取自：https://depart.moe.edu.tw/ED2700/News 
_Content.aspx?n=727087A8A1328DEE&sms=49589CE1E2730CC8&s=55E055B6B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05-111 

 

自由評論 

 

第 111 頁 

74E779F。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科技領域。臺北市：教育

部。 

 張義松（2014）。數位學習平台應用於國小數學科學習成效之探究—以國小

五年級分數單元為例（未出版碩士論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雲林縣。 

 愛學網（2020）。愛學網關於本站。取自：https://stv.moe.edu.tw/co_aboutus. 
php 

 賓靜蓀（2013 年 6 月 1 日）。直擊美國數位教育浪潮─最自由也最焦慮的時

代。親子天下雜誌，46。取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49498-/ 

 蔡雅芳（2019）。數位學習平台對學習成效之影響（未出版碩士論文）。中山

醫學大學，臺中市。 

 盧明慧（2019）。建構我國高級中等學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機制之研究（未

出版碩士論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市。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12-119 

 

自由評論 

 

第 112 頁 

視覺藝術教育之探討：以排灣族裝飾圖像為視點 
李國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從人類藝術展程的起源來看，早期的「視覺藝術」（Visual Arts）活動是一個

民族生命力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心靈觀念與某種特殊的目的而

做的需要，臺灣排灣族當然也不例外。由於早期的人類民族，在其沒有文字媒介

做為應用在人與人之間溝通能力時，往往會萌芽出一些圖像紋飾、符號象徵、語

音聲響…等等的表現行為，而這些行為能力也通常會被用來做為部族們的一些意

識認知。同時也藉由這些行為來表達族人溝通記憶與情感抒發的重要訊息傳達。

當然這些無文自民族在「視覺藝術」的表現上，也是一種人與人之間重要的生命

意義紀錄與知識傳承方式（Heinrich Wölffin（著），曾雅雲（譯），2000）。 

就從一位藝術實踐研究者的身份，探討早期臺灣排灣族的「視覺藝術」時，

其實這可是一種挑戰的「看法指涉」。但是如果讓我們去開閱過去的一些相關的

研究文獻和作品資料時，總會發現到，過去我們一般所「給定」於這些排灣族人

的「視覺藝術」藝術作品位階是否是一種恰當方式，而面對這些早期排灣族人的

「視覺藝術」作品的「藝術位階」探討來說，我們往往取決於我們所謂的「文明

姿態」來看待這些早期的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表現（佐藤文一（著）、魏德

文（發行），1942）。同較於物質文明的現當下社會的「視覺藝術」實踐對應而言，

這些對應的分析看法，也往往會讓取決於我們從一種「時空對差」來看待它們的

藝術形式內容。然而，這樣的意識型態看法出現，通常會讓「閱讀者」迷失在歷

史演進的「時空對差」價值上。成為人們以模糊思辨來回溯當時的「視覺藝術」

發展情境。因此；如果我們是以這樣的看法，以一種主觀優越論來給定它們的「藝

術位階」，並且慣用於一種「原始藝術」（Premier Art）的詞彙觀感（Heinrich Wölffin
（著），曾雅雲（譯），2000）。這樣的「給定」的「藝術位階」取向，是值得我

們深思是否適當。而這些認知，無非是在企圖顯示我們自己的神衹優越性。 

二、「裝飾圖像」表現形式 

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是建構於他們社會的現實中的一部份，那麼事實上，

這些重要的表現形式，是充滿排灣族社會之集體想像中的主題（theme），換言之，

這些「裝飾圖像」的形式表現，也是排灣族人特定時代性以及社會的每位族人所

建構而成，它們共享它們社會文化的價值以及關懷的主題（高爾泰 1997）。同時

也是一種契合「視覺藝術」象徵。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中的「裝飾圖像」造

形取向非常的廣，其涵蓋整個立體形式和平面形式，同時也包含形態、色彩、質

感、空間（呂清夫，2002）。尤其在造型上的形式（Form）不只是作品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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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尚包括有作品的實踐結構（Structure）（李國坤，2006）。即使如此，

我們對於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中的「裝飾圖像」表現形式內容，我們可以歸

納出以下幾類重要形式(1)立體表現形式。(2)浮雕表現形式。(3)平面表現形式。

(4)鑲嵌表現形式。(5)現代表現形式等幾個重要的表現形式。(6)其他表現形式。

分述如下： 

1. 立體表現形式：如祖靈像的呈現 

 
圖 1 木製的祖靈像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典藏品，李國坤攝。 

2. 浮雕表現形式：如百步蛇浮雕 

 
圖 2 木製的百步蛇浮雕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典藏品，李國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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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面裝飾圖像表現形式：如男子長袖短上衣   

 
圖 3 男子長袖短上衣；女子用的切伏刺繡紋長衣 

資料來源：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文物。 

 
圖 4 女子用的切伏刺繡紋長衣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所藏，李國坤攝。 

4. 鑲嵌裝飾圖像表現形式：如巫師箱 

 
圖 5 排灣族巫師箱 

資料來源：哲如館輯萃－林添如先生藏品。 

5. 現代裝飾圖像表現形式：如百步蛇裝飾圖像 

 
圖 6 現代百步蛇裝飾圖像 

資料來源：臺東向陽山莊收藏品，李國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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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裝飾圖像表現形式：如男子禮裝用的綴織紋袈裟衣 

 
圖 7 男子禮裝用的綴織紋袈裟衣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典藏品，李國坤攝。 

三、裝飾圖像的意義 

「裝飾圖像」作品，不論是由直覺的閱讀或明確的分析中，我們無可避免的，

首先必須從各種作品的表現「形式內容」開始確立它的主題內涵，並且陳述它存

在的理由。從這些說明中我們便可知，排灣族整體「部落」族人，將他們祖先代

代相傳的「裝飾圖像」是身為族人他們的生命延伸，「裝飾圖像」同時也代表他

們整體的社會中的每一位族人集體的文化記錄和物質資產的繼承者。 

當然這種「文化現象」也是整個排灣族人的社會中的每個成員終其一生最大

的龐大遺產。不過我們也必須去注意到，這些因素的形成，並不表示反之亦然（施

翠峰，2000）。當然我們也不會去假設推論說，因為缺乏某種「裝飾圖像」的「形

式內容」構作行為，就必然是由於無法取得必要的美感客體和物品的文化成分

（cultural component），或者一定是缺乏某些實踐構作技術，才產生這種現象，

這是我們必須加以說明的。因為在排灣族的社會文化往往會隨著他們的活動「時

空背景」變化，而產生一些「裝飾圖像」得面貌改變與調整，進而呈現出其特質

如下： 

(一) 美感特質    

從「裝飾圖像」做為排灣族人的美感特質，有些是為了社會組織和文化而被

製作而挑選出來，它們被視為「身份象徵」和「圖騰族徵」。而有些功能性的「裝

飾圖像」器物，雖然不是在指涉「身份象徵」和「圖騰族徵」脈絡下所被製造使

用，但在視覺上也同樣具有強的吸引力（施翠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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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構圖（aesthetic objects）似乎可視為他們造形物的

美感特質的合理基礎。在視覺上，並不是單一元素組成的任何形式內容，每種造

形的表現方式，都有某些元素和技法以某種方式所組織起來的。因此；具有構圖

和技法表現形式，尤其在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表現上，幾乎任何「裝飾圖像」

都透過某種程度的「目的性」以及「需求性」所設計而來。然而這種設計思維是

在解決什麼問題呢？其實問題就在解決作品中的「母體意義」與「素材應用」以

及「裝飾圖像」的視覺整體構成問題（李國坤，2006）。  

從「美感特質」的構圖來說：「幾何」構圖幾乎是排灣族人在「裝飾圖像」

的重要風格。這種風格形式就是從簡單的幾何形狀或是近似幾何的形狀之間的關

聯，造形物是一個方形和圓形、方體和圓柱體、點、線、面所組成的構圖系統。

我們可從排灣族人的祖靈像、陶壺、青銅刀、琉璃珠、巫術箱、屋樑、佩刀、器

物、服飾、人體紋飾…等等造形物中的「裝飾圖像」內容來看，其構圖均已「概

念化」到基本的幾何形體或淺浮雕造形以及高浮雕造形、線雕造形等極致表現。

幾何化的能力被運用到他們的「視覺藝術」作品上的「裝飾圖像」，這也顯示幾

何形式的整合已成為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造形特質。 

(二) 作為象徵符號特質 

象徵符號與特定意指（signified）間有著種要其共同點，而代表意指的符號

稱之為「象徵符號」（symbols）。象徵符號和意指間所具有的共通點是認同

（identify）、本質（essence）、自然（nature）。當我們從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

其發展面貌過程中的觀點來看，「裝飾圖像」並不只是一種窄化的「實踐行為」

或「簡化的理念性形式」（Ideational Configuration of Forms），而是一種兩者並存

於整個排灣族人的社會活動體系（Heinrich Wölffin（著），曾雅雲（譯），2000）。
至於在某些「裝飾圖像」的作品展程上，也並不是唯一或是一種置身於提供它的

社會組織環境需求而已，換句話說，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表現面貌，也脫離

不了他們整個社會分層的系統網絡。 

探討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實踐作品，其造形物中的「裝飾圖像」元素的

一致性和共同參與，則傳達了「象徵符號」和象徵物間的關係。「參與」讓「裝

飾圖像」有別於其他種類符號。我們在研究分析的同時，對於作品內容的表現形

式轉換，以及在他們得藝術客體或「視覺藝術」作品，有許多因循「母體意義」

慣例的符號與其意指有清楚的分別出現。因此，這種因循之下的「象徵符號」與

「裝飾圖像」意指共同本質（common nature）是族人瞭解其造形意義的基礎。

這些造形物的「象徵符號」則「暗示」或「引發」族人之意指的延伸（何新，1987）。 

過去從康德（Kant）開始，許多研究者就時常把內容（Content）和形式（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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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也如同像一堆人彼此之間的溝通對應模式，或是從語言上的某種內容和語

詞上的中介表達方式相對一樣。如果我們審視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的形式內

容轉意，或用一種藝術的視覺元素（Visual Elements）來表示其「意涵」時，那

麼我們將更能貼切於我們的研究看法（Jagues Maguet（著），武姍姍、王慧姬（譯），

2003）。 

從「視覺藝術」的形式內容範疇（the Formal Area）來點出「象徵符號」而

言；造形物中的「裝飾圖像」母題與素材應用在「登錄形式」上，是促成認知的

過程。通常這個認知過程界定了排灣族人的「社會文化」的一種框架（a Frame）。
當然我們對於框架的定義，有些是人為的，有些是場域性的，甚至有些是知覺性

的。不過如能去除種種的框架，來瞭解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作品的形式內容，

那麼這樣的認知，更能讓我們看法更能挖掘出一些喚起深度的意象（an image of 
depth）。因此，我們更不能忽略外表（Appearance）的母題元素呈現，或是構作

實踐的技藝表現，更不能忽略在「素材應用」能力的重要性（Heinrich Wölffin
（著），曾雅雲（譯），2000）。假如我們只觀看到可見到的部份或只看到可看到

的部份，那麼我們將只是對於這些「裝飾圖像」的造形物，只停留在知道（knowing）
其輪廓綫以內的世界裡（劉昌元，2005）。因為排灣族人的「裝飾圖像」象徵符

號是一種心智內涵（mental content），而且在造形經驗過程是屬於心智層面的。 

(三) 造形取向特質   

每個民族的「視覺藝術」中的裝飾圖像都有其社會文化取向。早期排灣族人

編織服飾，他們是使用貼花裝飾，而魯凱族人的編織服飾方式，即便後來兩族彼

此相互往來的相互影響，魯凱族也曾經出現過這種造形方式。另外我們也可以從

這兩族的「祖靈像」木雕的「裝飾圖像」來做一些比較，排灣族人的「祖靈像」

木雕人像的造形構成部份，都會附於許多人頭像，百步蛇紋圖飾，或是由百步蛇

演變的一些自然幾何紋飾（施翠峰主編，2000），不過在魯凱族人的「祖靈像」

上，他們所使用的圖像，雖然有許多和排灣族人所使用的「裝飾圖像」非常相似，

但是魯凱族的祖靈像則比較偏向於直線性雕刻和圓形點的裝飾圖像較多（達西烏

拉灣．畢馬 2003）。而在帽飾方面的裝飾物上，魯凱族人使用百合花的造形元素，

而排灣族人則無。排灣族與卑南族在佩刀方面與煙斗的造形方面的比較差異，卑

南族人的佩刀以大小幾何圓點做為其主要造形元素，煙斗亦同（李亦園，2004）。
而排灣族人則非常少用此類的造形元素，我們也發現到，在排灣族人的煙斗造形

物上，幾乎沒有直線的造形特徵，因此從上述的比較區分來看，雖然不同族群的

文化融合，會造成不同民族之間的「裝飾圖像」造形元素相互滲雜。不過我們從

這幾個民族的傳統「裝飾圖像」的「造形元素」取向上獲得文化，亦可獲得一些

「差異性」的文化特質與造形差異痕跡（Willian Hogarth（著）、楊成冥（譯），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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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從教育的視點而論，臺灣排灣族所展現的「視覺藝術」在教育上的意義，他

涵蓋了一批「預備藝術」、「準藝術」、「藝術」等作品。也是在創造這些作品的社

會美感經驗，同時也是他們社會文化的一種「傳承」與「衍生」的價值觀。就作

品而言，每件作品都訴說著他們社會建構的現實。雖然這些社會建構的現實內容

與意義，是一種冥思默化的過程，而涵育出排灣族人傳統文化所展現出對「視覺

藝術」中「美感教育」的傳承與衍生。換言之；就一個民族的「視覺藝術」發展

特質與具體成就，他們需要具備有他們的「文化底蘊」、「素材應用」以及「操作

技術」的能力等素養條件，方能構成他的作品全貌。 

臺灣排灣族人的重要藝術表現，在南島語系中，是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只

是我們長期忽略了它。如果我們透過研究，將其作品的「意義」與「內涵」點出

其「視覺藝術」的成果，讓世人廣泛的接受和理解，這是一項有意義的研究工作。 

尤其從當下這些作品因何散佈在世界不同地區中被收藏或展示，這是一項重

要宣誓，即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作品上的文化取向，是南島語族藝術史上，

其是具有重要的一環，也是臺灣「視覺藝術」教育上的獨特文化資產。同時也凸

顯臺灣在「原住民」或「排灣族人」的「視覺藝術」教育方面的缺漏，過去雖然

有許多先進或研究者授課，但仍然推廣有限，值得我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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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死所做的準備—新冠病毒帶來的省思 
黃惠雅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前言 

    死亡離我們很遠嗎？這次的新冠肺炎改變了我們的思維，孰料身強體壯的人

也會因病毒造成身體快速衰敗甚至死亡，病毒傳播的速度之快讓人類措手不及，

截至 7 月 18 日時全球確診病例高達一千四百多萬人，逾五十九萬死亡（聯合新

聞網，2020），媒體屢報導著因病毒死去時家人卻無法在身旁陪伴的新聞，有些

幸運者是還可藉著手機進行最後道別。此疫情讓我們體認到死亡是隨時可能發生

的，當這一刻來臨時，你準備好了嗎？ 

「為死所做的準備教育」是日本的死亡教育名稱，譯者認為此乃為了思考「上

天所賦予的生命到死之前」而有的教育，故因而譯之（王珍妮譯，2002）。「準備」

這二字引發研究者的思考，活著的時候該做哪些準備的功課呢？ 

二、認識無常 

研究者認為「認識無常」是死亡準備的首要功課，倘若沒有建立「認識無常」

的準備，面對重大意外帶來的衝擊，很容易大到將人擊垮，因如能明白無常乃至

於接受無常，有助於降低事件發生的衝擊。然何謂無常？從字面來看，意謂著沒

有恆常，那就是有意外的發生，令人有滄桑、悲涼之感，除此之外，還有其正面

的意涵？以下有三個可以與學生討論的無常面向： 

1. 因緣生滅 

    聚焦在緣，緣起相逢，緣散分離，萬事萬物都是各種條件而聚合的，下一刻

你不知道會與誰相遇，因之也無法知道誰會離去，因緣會隨時變化。 

2. 生滅相續 

    無常的正面價值，死之後的重生。分為以下： 

(1) 從觀察自身細胞的新陳代謝，細胞的汰換再生，不斷地更新讓身體維持好的

狀態，無常也是一種新陳代謝的生滅相續。 

(2) 念頭的生滅，動一個念頭就是生，起了另一個念頭打斷原先的念頭，原先的

念頭就滅了，無數念頭的生滅，快樂念頭起，悲傷念頭滅，過去已滅，悲傷

或快樂在我，何不把握當下。 

 



 

``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20-123 

 

自由評論 

 

第 121 頁 

3. 變因轉機 

    順遂變困逆、禍厄轉為幸福皆是無常，從這個角度思考無常這個變因，將無

常視為轉機，無常並不消極，禍福相倚，福往往因禍而生，平淡看起落，正向看

無常。 

三、死亡教育 

    研究者認為死亡教育的重點應在如何學習面對死亡、談論死亡以及教學態

度，茲分述如下。 

(一) 面對死亡 

1. 死亡恐懼 

    死亡是形體的消失，是從有到無的過程，超越過去生命經驗所看見，故一般

人對死亡有很多迷思與恐懼（釋宗惇、釋德嘉、陳慶餘、釋宏琳、釋印本、釋印

適、釋德俅、釋慧岳、釋惠敏，2006），因此談談死亡恐懼是必要的，討論恐懼

的產生哪些是因制約影響？哪些恐懼是可以改變的？改善恐懼的方法等皆是可

討論的範疇。 

2. 死亡準備 

死亡準備是超越死亡恐懼的方法，準備好死亡恐懼自然會緩解，不是面臨往

生時才做，越早開始越好（釋宗惇等，2006），可與學生討論人在活著的時候該

做哪些準備，可以平靜且安心地度過死亡過程。 

3. 好好告別 

如何做到好好告別，讓人生圓滿落幕？趙可式（1997）提出的「四道人生」—

道謝、道歉、道愛、道別，藉由此彌補缺憾、放下仇恨、給予祝福，別讓往事壓

在胸口而苦悶，練習說「謝謝、對不起、我愛你、再見」，簡單的話語但卻隱含

深深的情感；此外，臨終關懷也相當重要，面對親友或自身即將死亡，應該做哪

些臨終關懷可以讓生死兩相安，讓生命末期可以減少痛苦，安詳地離開。 

(二) 談論死亡 

有則小故事內容是有位孩童問爸爸：「死是什麼？」，爸爸回答：「死亡就像

睡了一個長覺。」，沒想到孩童聽了之後，總會擔心自己睡著了就死了，如此似

是而非的死亡對答竟然仍不斷上演著，因之傳遞正確的死亡觀念是相當重要，張

淑美（1998）提出處理兒童死亡疑惑之五誡—勿說死者「只是睡著了、並未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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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旅行中、被上帝或神明帶走了或以上天堂或下地獄來比喻死亡」，因為上

述的說法雖然可以達到短期的撫慰效果，但後續可能引發孩童產生以為睡著就是

死了、為何沒死卻不來看他、旅行後怎不返家、怨恨上帝或神明奪走親愛的家人、

家人此刻是在天堂享樂或是在地獄受苦等問題。死亡教育應彰顯生命或死亡的本

質，還原生死的真正面貌才是教育的本意，而不是給生死現象戴上另一面具（林

綺雲，2003），然而應該如何與兒童或青少年談論死亡呢？以下是研究者對於談

論死亡，提出三項核心原則： 

1. 談生老病死，明白生命的歷程 

從哲學或文學作品來討論生命的循環與歷程，讓學生明白死亡是自然的定

律，死亡是生命歷程的一環，有生必有死，死亡的不可逆性，死亡是永久地離開。 

2. 談無常，接受人生變數 

對於死亡何時到來，一般人是無法得知的，尤其因為無常發生，譬如意外事

故或突然被宣判罹患重大疾病，這些往往是人生的變數，我們無法推敲這些事件

是如何發生，但我們可以掌握的是在可以為之時（身體健壯）的日子。 

3. 談善終，如何為之可獲善終 

與學生聊聊什麼是他們認為的善終，簡單來說，善終是結束生命時能毫無痛

苦且平靜地離去，再談如何能有平靜心呢？死時能了無遺憾、無牽掛、不會恐懼

等，那平日該如何做可以得到善終呢？ 

(三) 教學態度 

死亡教育要真正落實，教育工作者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成人在教導與協助兒

童面對死亡，應有適度的自我教育與準備，應以「坦誠、接納、簡單」為要（張

淑美，2001），林綺雲（2003）則指出死亡教育工作者應該具備的教學態度為： 

1. 能確認自身的死亡感受，與明白這些感受對人格的影響。 

2. 能了解所教主題的內涵。 

3. 能自然地使用死亡的字眼。 

4. 能清楚死亡事件對心理發展的影響，並能同理因死亡伴隨的問題。 

5. 能掌握社會變遷與死亡態度、法律與制度等影響。 

教育是文化與觀念的傳遞，研究者認為授者的死亡觀念與死亡態度極為重

要，孩童與學生可以敏銳察覺大人與老師的想法，因此在教導或協助面對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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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時，請教育工作者可依此檢視自己。 

四、結語 

一場新冠肺炎襲捲了全世界，目前仍有其他國家深受疫情之苦，確診與死亡

人數不斷地攀升中，它提醒著我們—死亡是有可能隨時來到，於此中省思自我的

死亡準備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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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的另一章—青少年的網路成癮問題 
賴麗琴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生命教育班研究生 
 

一、前言 

科技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帶來的社會變化，保護青少年免於網路上癮已變得複

雜，對於發展中的大腦來說，社交媒體互聯網遊戲製作人比我們更了解青少年，

然而青少年網路的成癮，產生失去希望和意義、分裂家庭和社區關係等社會問題

已不是少數。青少年的發育階段，大腦仍在發展，在這段時間內的鼓勵和理解對

健康發展很重要，是勇氣和創造力的黃金時期，大腦的多巴胺系統更具反應性，

但難以進行認知控制，必須不斷透過訓練，從意義創造的角度理解和治療成癮，

幫助青少年緩慢思考及穩定情緒。 

二、網路成癮對青少年的影響 

人體大腦中大約有一千億個神經元，有可朔性及再生能力，其中新皮質層功

能主要為三思而後行，發展中的腦有失去控制的能力，活耀的思考。所謂的成癮

是自然發展的，是種無法控制的喜歡，代表某些需求不滿足，通常分物質與非物

質，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上網人口的增加，青少年沉迷網路，而造成家庭關係

緊張的問題逐漸受到重視。 

網路使用為發展中的青少年帶來便利，對生活帶來變化，間接地挑戰父母對

於青少年網路使用之期望及教養原則，網路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是有益或有害並

沒有定論，因為頻繁且大量地使用網路，對青少年的生理、認知、社交發展有影

響，但依使用者的成熟度及個人狀況，可能產生正向或負向的程度不一（施香如，

2016）。網路成癮的現象，使得父母對網路的使用產生疑慮，在嚴格禁止下，可

能導致親子關係出現衝突，國內外皆對網路成癮的個人影響因素做了許多探討，

其中較常被提及的就是使用者的自尊或自我價值感，容易患有網路成癮的人多屬

自尊低、人際關係有問題者（張高賓，2009）。人格特質是影響成癮的一個重要

因素；「情緒穩定性」人格與「嚴謹性」人格較不會出現成癮的現象。（羅芝芸、

謝寶梅，2017） 

    如果長期沉迷於網路世界，情緒可能會隨著虛擬的一端高低起伏，個體的角

色千變萬化，對於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卻忽略了用心經營，導致孤立、自閉

的結果（曾雅婷，2017），在社群網路軟體中的溝通，看不到非語言的訊息，常

常缺乏真實的表情與語氣，在表達意見時容易產生誤會，增加人際衝突。長期的

成癮行為，讓青少年身心發育受到影響，睡眠不足，導致免疫功能下降，不僅危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24-126 

 

自由評論 

 

第 125 頁 

害健康，注意力難以集中，也讓青少年的學習受到阻礙。 

三、 青少年網路成癮輔導建議 

生命教育必須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至終身學習，人的培育是教

育的根本，是培養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及人

與宇宙間和諧關係的教育。個體是家庭組成的根本，關於青少年的網路成癮問題，

還是必須回到自我覺察及感受生命中所帶來的意義。 

(一) 愛與歸屬感 

家庭生活中，重要親友或主要照顧者，能主動了解青少年的身體、心理社會、

靈性的各方需求，以戶外代替室內，以動態代替靜態，以家庭活動代替個人手遊，

增加與青少年的互動。 

(二) 自我認同與價值 

青少年的學生志工體驗之下，多方參與社會活動，在助人的過程中，除了同

儕間有共同的目標，也能從中獲得自我肯定，實質上直接的正向回饋將大於虛擬

的網路，以提升自我價值感。 

(三) 生命幸福感 

規劃賓果遊戲或心智圖創作方式，讓青少年可以保有學習的自主權，藉由活

動中不斷互相討論，了解青少年的思維與創造力，在成果發表的同時，感受到箇

中意義的幸福感。 

四、結語 

父母運用溫暖、關愛且尊重自主權的教養風格，對青少年的網路使用量進行

適度的限制，較能協助他們由網路使用中獲益而不失控（施香如，2016）。時代

的腳步變得如此快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微小的家庭關係也是如此，

同在屋簷下的相處模式，似乎已無法將網路世界屏除，人手一機，沉浸在各自的

網路焦點中，很難再看到茶餘飯後，三代同堂閒聊的光景。在心不甘、情不願之

下，好不容易將手機放下來，很多時候溝通卻不知從哪裡開始?話題一出便針鋒

相對，感官仍暫留在網路中一般跳慟。 

由於容易獲取，技術進步和全球化的社會變化，保護青少年免於上癮已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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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複雜，青少年與外界的溝通除了各式各樣簡短的新興代名詞及貼圖，更是置

身在虛擬的遊戲中，模擬不同角色的變化，象徵權力、控制力、支配與獲得，也

因此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習慣；但可想而知的是，大腦前額葉皮質層的刺激卻

不敵原始腦的外顯，原我的特質終究無法與控制力連結。個人的蛻變從意義而

來，是在尋找生命的目的和價值，但引導錯誤，生活無意義的人，成癮的可能就

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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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校訂必修課程規劃與實施 
黃偉立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我國為因應網路及資訊發展快速、新興工作不斷增加、民主參與更趨蓬勃、

社會正義的意識覺醒，加上全球化與國際化所帶來的轉變等重要外在環境變化，

開始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的規劃。學校在課

綱所賦予的課程發展空間內，在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以及彈性學習時

間，可自主開發課程及規劃學生學習活動（教育部，2014）。 

在 108 課綱的規劃下，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以及單科

型，本文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為探討對象。依據 108 課綱的設計，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可考量自身發展願景、特色、學生程度、師資人力、家長期待等因素，

規劃四至八學分的校訂必修課程，以培養建構理想學生圖像之重要能力，並符合

學生多元展能之需求。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領域/科目之學習，以專題、跨領

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 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類型為主，

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力。例如：英語文寫作專題、第二外國語

文、自然科學實驗、社區服務學習、戶外教育體驗課程、公民實踐、學習策略、

小論文研究、本土語文、議題探索或特殊需求領域課程等（教育部，2014）。本

文嘗試探討校訂必修課程從規劃到實施的各個面向，以及學生素養的建構如何系

統規劃，協助學校以整體性的角度檢視校訂必修課程，落實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

課綱重要精神。 

二、課程規劃 

(一) 規劃理念與實現 

校訂必修課程以達成理想學生圖像與學校願景為目標，在學校整個課程結構

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以邁向國際化及培養學生具國際移動力為目標的學校，常

見以第二外語及國際議題探究為校訂必修課程，這類型學校如桃園市立大園國際

高中，以第二外語為校訂必修課程；以培養學生具科學探究能力與創造力為目標

的學校，則常見以專題研究為校訂必修課程，這類型學校如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以專題課程為校訂必修課程。 

    在校訂課程的實施層面，需要特別留意的是，理想學生圖像以及學校願景是

如何產生，此攸關老師設計課程時，能否認同與具體掌握課程目標。當理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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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以及學校願景，是透過學校成員以團體共創的方式產生，教師較能夠理解其

形成的脈絡以及實質內涵，在課程設計端就比較容易具體落實培養學校本位學生

「核心素養」的課程目標。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

結合（教育部，2014）。在教師能夠掌握理想學生圖像內涵的前提下，才能發展

出有別於系統性知識教授的方式，透過素養導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協助學生在

知識的基礎上建立能力與培養態度。 

(二) 課程特性 

    嘉義縣教育處課程督學紀志聰分析，109 學年度大多數的普通高中所開設的

校訂必修課程，有以下四大特色：(1)重視閱讀理解與表達能力；(2)強調外語能

力；(3)學會如何學習、問題解決能力；(4)培養跨域的探究實作力。校訂必修課

程的類別有:研究方法、閱讀策略、議題探究、第二外語、國際教育、學習策略、

領導學、專題研究、地方學、表達力以及科學素養等（未來 family，2020）。 

    依上述課程類別以及查閱各校所公告之課程計畫，可顯示出校訂必修課程以

培養學生能力為導向的普遍特性。在課程內容與能力相關的部分，對於資料的接

收與分析，與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相關；對於意見的陳述以及與他人溝通，與表

達能力的建立相關；自主學習以及遇到問題時，需要學習的動機、方法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對於議題以及環境的探究，則和研究能力與探究精神的建立有關。 

(三) 與其他課程之關聯 

    108 課綱實施後，學校透過建立課程地圖，除了完整呈現課程架構，也讓學

生和家長清楚的瞭解高中的學習歷程如何設計，更提供課程諮詢教師完備的工具

以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在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以及依據各科領綱所安排

之課程皆重視素養導向的前提下，考量學生能力的建構需有其脈絡性與系統性。

學校可依課程地圖的架構重新檢視課程安排的順序，使學生能力養成兼具縱向銜

接的系統性，以及各課程間的橫向關聯性。 

例如，當學校於高一開設閱讀理解與表達的校訂必修課程，高二安排了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和社會探究與實作課程。高一校訂必修課程為學生所建立的擷取

訊息、統整解釋、省思評鑑以及系統化表達的能力（未來 family，2018），對於

高二探究與實作課程中所進行的資料閱讀、發現問題、規劃研究、論證建模以及

表達與分享等課程內容（教育部，2018），是具有課程間能力銜接的縱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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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高一課程所奠基的能力，在高二能夠進一步深化，學習表現可以往更高層

次發展。且由於自然與社會探究實作課程皆開設於高二，課程設計的教師可以思

考的是，兩門課程的架構是否有相仿之處，課程之間能否建立橫向的合作機制。 

三、 課程發展與評鑑 

(一) 以教師社群支持課程發展 

校訂必修課程的目標不僅是協助學生知識上的學習，在理想學生圖像的達

成、學校特色的發展以及學生多元能力的培養等方面，都需要透過課程的素養導

向化，協助學生逐步建構知識、能力與態度。對於建立教師具備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與實施之能力，許多學校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建立，來發展課程並協

助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前提是—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關

鍵，在於教育工作者需持續不斷地專業成長與學習（DuFour, DuFour, Eaker, Many, 
2006）。社群的特徵有：（DuFour, & Eaker, 1998; 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 
Hord & Sommers, 2008; Huffman & Hipp, 2003） 

1. 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Shared Vision, Values and Goals）； 

2. 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A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th Focus on Learning）； 

3. 共同探究學習（Collective Inquiry）； 

4. 分享教學實務（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5. 實踐檢驗：有行動力，從做中學（Action Orientation: Learning by Doing）； 

6. 持續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 

7. 檢視結果（Results Orientation）。 

(二) 課程評鑑制度建立 

    課程評鑑可以診斷並修正課程發展的問題，指出課程的內在價值，進行比

較與判斷結果，以便作成選擇與決定。進而協助教育人員以積極而健康的態度面

對課程發展所遭遇的問題，研擬可能解決課程問題的行動方案，展現課程發展的

專業績效（蔡清田，2005）。另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學校課

程評鑑內容包括了：(1)課程規劃：學校就課程計畫規劃之項目，進行規劃、實

施及回饋之歷程與成果；(2)教學實施：有關教學準備與支援、教學模式與策略；

(3)學生學習：有關學生學習過程、成效及多元表現成果（教育部，2019）。 

    對於校訂必修課程的評鑑，學校可就課程於整體課程規劃所扮演的角色、教

學實施以及學生學習予以檢視，並發展工具檢核成效。回到校訂必修課程扮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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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理想學生圖像與學校願景重要角色的目標，評鑑的工具需以課程是否能夠建構

學生能力為基礎來做設計，且從學生學習、教師教學以及校訂必修課程在整體課

程架構所發揮作用的三個層次，做交叉比對，檢核教師在教學設計、實施與學生

學習成效是否有所落差，並確認課程是否足以扮演其在學校整體課程結構中的重

要角色。目前多數學校於新課綱實施後，將課程評鑑重點放在學校自行開發的課

程，如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課程，未來將可逐步擴展至其他課程。從三個層次的

評鑑結果，可協助學校完整的自我檢視，為學校課程發展做整體性的評估與修正

規劃。 

四、 結語 

    108 課綱實施後，創造了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實施更大的空間，透過校內共

識的凝聚，規劃理想學生圖像以及擘劃學校願景，在培育學生素養為目標的核心

思維下，發展合宜的校訂必修課程，並建構校訂必修課程與其他課程的系統性架

構。課程結構建立後，校訂必修課程目標的達成，有賴教師對於理想學生圖像內

涵的具體掌握，以及透過增能與社群共備增進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實施的能力。 

    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評估，則需透過學校所發展的檢核工具，在學生學習、

教師教學以至於學校課程結構設計等不同面向，予以檢視，協助教師教學以及學

校課程結構設計能夠滾動式的修正。展望未來，國家所賦予學校的課程發展空間

將持續增加，學校在具備現階段課程規劃與執行經驗的基礎上，會更加具備建構

脈絡性課程的能力，提供學生探索自我、適性學習，發展更具廣度與深度的學習

表現，建立面對未來世界的重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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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文化課程在偏鄉技術型高中的 

實施困境與出路 
何俊青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前言 

高中職階段的課程，在設計課程時，幾乎都不會針對地方生活背景情境去設

計，以原住民地區為例，多數在地原住民學生不清楚自我鄉土的族群文化，部落

文化與學校教育有明顯隔閡與斷裂。國內目前關於技術型高中相關類科的課程設

計，基本上仍以主流西方文化中的學生經驗來設計教材，導致原住民族學生無法

在現行的課程中認識並認同自己的族群文化，其他族群的學生亦無法從學習中認

識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質。 

二、主流社會中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困境 

(一) 教室中的文化差異 

周惠民（2009）認為，目前學校課程設計仍以主流文化為主，原住民族文化

在學校課程中被邊緣化，也造成了學生學習和自我認同的困難。由於學校教育刻

意忽略族群差異的存在，採用主流文化的溝通方式、語言符碼、認知模式為教學

的唯一模式，導致原住民學生一進入校園，文化差異帶來的衝擊與適應問題，接

踵而至（譚光鼎、林明芳，2002）。 

    原住民的學習風格與漢人不同，如學習態度被動、偏好視覺排斥抽象、喜歡

在無壓力的氣氛學習、偏好動態實作、依賴老師協助等。然而升學主義所強調的

學校文化是競爭的學習氛圍、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獨立解決問題的能力等，這

些和原住民孩子「開朗」、「被動」、「合作」與「依賴」等學習特質，截然不

同。因此，教與學文化衝突矛盾下，容易造成原住民有學習障礙和適應不良等問

題（紀惠英、劉錫麒，2000）。 

多數原住民學校的漢族老師授課時，往往以自己的文化背景與學習經驗作為

授課的模式，期望學生能表現出都市學生的學業水準，這種做法不僅無法提升學

生能力，反而拉大城鄉差距（譚光鼎，1998），多數原住民學校漢族教師居多數，

且缺乏多元文化專業訓練（譚光鼎，2002），對社區族群文化了解不深，加上親

師間存在價值觀的差異及語言溝通困擾，於是漢族老師對原住民「懶散、漠視子

女教育」的刻板印象擴大（紀惠英、劉錫麒，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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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與生活脫節 

原住民學校教師用漢文化為主要教學內涵，形成教與學需求的不符，學生難

以融入教學脈絡，疏離和排斥便顯現於課堂之中。仔細檢討現行教材內容，原住

民學生面對文本中所出現漢族的特殊語彙、習俗、祭典，覺得抽象、陌生，無法

與生活產生聯想，在缺乏學習的動機的情況下，影響學習表現（曾靜瑛，2002）。 

(三) 國語文的學習障礙 

以「漢文化」為主軸教育的體系，讓原住民成為學習的弱勢者，語言文化的

差異造成概念理解、邏輯推理障礙；符號、抽象概念的排斥使得數理學習困難重

重，導致原住民學生在國語、數理表現普遍欠佳（全中鯤，2000）。 

譚光鼎、林明芳（2002）的研究指出：語言及文化背景的差異，是原住民學

生學習發生困難的主要因素，由於語法不同，社區語言環境常是母語國語交雜使

用，原住民式的國語讓學生難有機會學到正確的語音。閱讀理解方面，原住民學

生口語表達時，措辭簡潔，常使用指使句，呈現出語彙缺乏的問題（林慧萍，

2004），其次受到母語句法的影響，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母語的句法講國語，

因而句型倒裝的情況屢見不鮮（林玉鳳，2000）。 

三、偏鄉技術型高中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努力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條之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分為「一般教育」及

「民族教育」，前者指依原住民學生教育需要，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一般性質

教育，後者是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傳統民族文化教

育，並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規劃辦理，且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

進民族福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 

有些技術型高中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藝能班試行要點」設置原住

民藝能班，規畫原住民文化課程列入正式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原住民文化與歷

史、原住民工藝、原住民音樂、原住民舞蹈及原住民族語等科目，學生修業 3

年期滿成績及格授予高中畢業證書。 

也有學校奉國教署同意試辦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如屏北高中在 100 學年度

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設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專班」，又教育部於

106 年 6 月 6 日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原住民族

實驗教育要點》，鼓勵高中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辦理實驗教育，

以兼重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為實驗目的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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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偏鄉地區的技術型高中因原住民學生數超過全校一定比例被列為原住

民重點學校而逐漸開展各項文化活動，如成立原住民文化社團，參加全國原住民

學生各項競賽等。 

四、偏鄉技術型高中實施原住民族文化課程的困境 

(一) 偏鄉學校地理位置先天不利 

偏鄉學校因地理位置造成與他校競爭條件不利，學科能力好的學生，多至市

區就讀。鄰近入學學生多屬弱勢。 

(二) 專業師資人力不足 

偏鄉學校所在地大多不是高中職教師心目中理想的教學環境，許多老師擔心

少子化，也擔心學校有裁併的壓力而有離開的想法。偏鄉學校可能有原住民籍教

師但大多是少數，漢族佔多數，師資能同時兼具學科專長又懂得原住民族文化者

少之又少。因師資資源不足，原住民族文化課程多需仰賴外聘教師，常會因外聘

師資臨時有事而青黃不接；又各技術學科（如資料處理、餐飲管理、冷凍空調、

建築）教師平日須教學及教材編製，實在無餘力再進行原住民族文化的課程規

劃，且若教師對編寫原住民族文化教材興趣不高，不論教師本身是原住民還是漢

人，教學效果一定大打折扣。 

(三) 職場氛圍與原住民傳統文化差異大  

原住民傳統部落環境畢竟不是學生未來面對的職場，以觀光科為例，當前旅

行社的原鄉觀光行程是以娛樂為主軸，消費者導向，但消費者通常只要快樂以及

吃風味餐，太正規的文化課程消費者可能根本無市場，當前許多部落觀光導遊「自

嘲」笑自己原住民是番仔，笑自己黑等，現在旅遊市場上以不正確的角度詮釋原

住民文化是事實也是這個產業的現實。 

五、結語：在專業與文化間取得平衡 

吾人認為，應建立個專業技術學科的專業形象，設計課程要兼含原住民族文化

與專業內涵。各技術學科（如資料處理、餐飲管理、冷凍空調、建築）必須先讓

原民學生先具備專業知能，尤其是要取得相對應的證照，在偏鄉某校的「群科課

程綱要總體課程計畫書」可看到這種區分的設計基礎，基本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班的課程實施，分為部定基本課程和重視實務與能力的實驗課程兩部分，基本課

程是以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105 年 10 月 2 日以教研課字第 1050002396 號函更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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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課程綱要之部定必修課程排定，以養成學生基本學

力，實驗課程則包括原住民族教育課程、部定必修課程、原住民特色課程等。 

目前偏鄉學校最重要的是學生人數穩定，有時被指定為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後

不是好事，學生人數反而容易流失。因此學校在發展課程以保存延續原住民文化

之時，對於主流文化的學習亦不可偏廢，免得造成對學校的標籤化作用以及漢人

學生的排擠效應。因即使是實驗教育的法規也有基本的人數要求，如《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要點》第三條第（一）

款就規定：「每班至少十二人，並以各該主管機關核班人數為限」。 

    雖然文化涵養固然重要，應由原住民部落或社區自身決定文化產業發展的

方向，以引導族群文化的再認同，強化原住民新生代對本身文化的再認同（Ryan 

& Trauer, 2005），但專業技術能力因與市區學校競爭也要繼續精進，就課程現實

而言，不應把專業課程剔除，但可以採取文化回應的方式進行專業課程的教學以

求在專業與文化之間取得平衡，文化回應教學是一種促進跨文化理解的關懷策

略，目的是利用知識的增能與跨文化經驗建立，提升自信進而促使學生族群情感

的增能。當前的技術型高中可分析該技術學科專業經典教科書中出現的文化要素

或議題先行實施可能是一種可行的方式；也可以倒過來先從耆老對於傳統文化的

講解與示範中分析其中的學科概念再轉化成學校課程，最後才是以行動研究的方

式來驗證課程實施的成效（Kisker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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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的問題及示例 
吳錦惠 

中州科技大學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108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教，其中的兩大重點是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

彈性學習課程（或稱校訂課程）發展。延續九年一貫課程革新的理念，學校本位

課程的核心概念，基本上差異不大，但在實務運作上有不同的規範。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中，「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並非指特定的教學方案、特色課程或校訂

課程而已，而是界定為部定課程、校訂課程及潛在課程等總體的學校課程經驗。

部定課程（或稱領域學習課程）是指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

並奠定適性發展基礎的部定課程；而校訂課程則是指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

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課程（教育部，2014，2017）。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規劃與實施，必須擴展為以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做基

礎，以落實學生生活實踐為目標，調合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邁向以師生互為主

體的課程實踐，進而達成「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教育願景。

依據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的理想下，由

學校規劃與實施全校性、全年級或班群學習活動。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的學生

特性，小學低年級 2-4 節，中年級 3-6 節，高年級 4-7 節，國中 3-6 節校訂課

程。校訂課程可分為四類：1.發展「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等跨領域

探究課程，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2.「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可開

設跨領域/科目的社團或各類技藝課程相關的學習活動，學生依照興趣與性向自

由選修，幫助學生進行多元學習與職涯的探索；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4 為「其

他類課程」，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教育

部，2014）。 

本文旨在釐析學校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過程中，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其次，

闡述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步驟，並舉例一所學校的規劃部份成果，展示其課程

地圖、核心素養對應情形及統整性主題課程內容（舉隅）；最後為結語。 

二、慎思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的相關問題 

90 學年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當年設計「彈性學習時間/節數」之原意，

乃期許讓學校和教師發揮教學自主，考量學校條件和學生需求下，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以期發揮補救教學、適性教育及學生自主學習之功能。然而，推動學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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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課程多年下來，出現以下問題：1.課程綱要規定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模糊；2.
教師欠缺主動參與課程發展的意願；3.學校課程發展組織運作困難；4.學校本位

課程評鑑及回饋機制未能落實；5.升學壓力限縮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空間（吳俊

憲、黃政傑，2010）。 

檢討以上問題，十二年國教將彈性學習節數改為彈性學習「課程」。事實上，

兩者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是希望藉由增加課程彈性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適性

發展。差異的地方在於，「課程」需要有具體規劃，需評估學生學習需求與學校

課程願景進行系統思考與整體規劃。 

以下釐析學校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周淑卿等人，2018；
楊怡婷，2019）： 

(一) 課程規劃方面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動學校本位課程，各校大致已有學校願景，是否需要因

應新課綱重新形塑學校願景？如何發展校訂課程的學校願景？如何啟動及規劃

新的校訂課程發展？校訂課程發展機制如何建立，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校訂課程如何融入核心素養？校訂課程如何延伸部定課程的學習效能？因應教

師授課節數調整，學校師資人力如何調配、排課規劃如何因應？如何規劃及實施

跨領域課程？如何安排法定 20 小時的課程？如何安排部定各項議題之課程？

因逐年實施而產生新舊課程銜接的問題如何解決？ 

(二) 教師參與方面 

如何組成學校課程核心小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在組成和功能上的差異為

何？誰來負責規劃、發展及審議課程（含教材及教學資源等）？如何鼓勵教師參

與課程發展？校訂課程是由誰授課？校訂課程設計者和執行者不一樣時，會有什

麼影響？如何擠出時間安排教師進行課程研討？如何針對教師辦理新課綱宣導

及課程增能研習？如何鼓勵教師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起設計和發展課程？

教師如何進行課程共備及觀議課？跨領域課程設計如何合作？推動協同教學、跨

班群或跑班式的課程運作，師資人力盤點和調配如何進行？ 

(三) 學習成效方面 

校訂課程實施後，如何評估學習成效？如何知道學生的素養是否長出來了？

如何根據學習成效和課程評鑑，回饋並修訂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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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規劃示例 

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步驟，大致可分成四個階段、十二項工作（如下圖 1）
（張嘉育，2002）： 

 
圖 1 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步驟 

1. 計畫與研究階段 

包含成立課程核心小組、學校情境分析、盤點課程資源、評估學習需求、蒐

集課程方案的相關資料等工作。 

2. 設計與發展階段 

包含擬訂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課程地圖）、進行素養導向課程方案的內

容選擇與組織（含學習目標、學習重點等）、發展素養導向教材教法與評量工具

等工作。 

3. 推廣與實施階段 

包含進行課程實施的準備與推廣、課程正式實施。 

4. 評鑑與制度化階段 

包含進行課程評鑑、回饋與修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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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與發展階段」，茲以高雄市參與新課綱前導學校計畫之一所國小（化

名為陽光國小）規劃校訂課程的部份成果做為示例，展示其課程地圖（見圖 2）、
核心素養對應情形（見表 1）及統整性主題課程內容（舉隅）（見表 2）。陽光國

小課程地圖內容包含課程願景、課程目標、部定/校訂/潛在課程規劃內容等。陽

光國小盤點各年級主題課程對應核心素養的指標數，前三名為 E-B1（14）、E-A2
（10）、E-B3（9）。陽光國小校訂課程主題有二，一是「文化探索」，發展學生

具有在地行動和問題解決能力；另一是「創意流動」，發展學生具有科學體驗與

生活實踐能力。 

 
圖 2 校本課程架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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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統整性主題課程與核心素養對應一覽表 

 
 

表 2 統整性主題課程內容 

 

四、 結語 

本文蒐集吳俊憲、黃政傑（2010）所提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五項問題，從教

育現場實務釐析學校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包含課程規劃、教

師參與、學習成效三方面，再進一步提出校訂課程發展可資參考的程序與規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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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相信有助於改善過去推動課程改革的問題，並促使十二年國教實施更加順遂

可行。 

最後，本文認為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時，須秉持「學生學習為主體」精神，

思考課程可以培養學生什麼素養，以引導學生具備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

的知識、能力和態度。另外，也要涵蓋課程願景與目標、課程地圖、符應核心素

養、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含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學習評量及表現任務等內

容要項。因此，必須鼓勵學校型塑成為「學習共同體」，鼓勵教師組成專業學習

社群，培養專業對話的習慣，與教師同儕跨域合作，也與學生一起共學成長。 

誌謝：陽光國小校訂課程發展成果示例，感謝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吳俊憲教授提

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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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理念與標準本位評量設計示例 
吳俊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教授兼秘書室主任秘書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第五屆理事 
 

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已於 108 學年度正式實施，各校均致力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推

動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學校本位課程是指部定課程、校訂課程及潛在課程等總

體的學校課程經驗。部定課程規劃與實施須依據教育部公布的總綱和各領域課程

綱要，各領域課程綱要訂有課程目標、時間分配、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課程發

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教學資料、學習評量等，各領域課程也有教科書商出

版教科書及提供各種學習資源給教師參考使用。但是，校訂課程是指由學校安

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課程，完全需要教師自己發

展課程、撰寫課程計畫及自編教材。 

過往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革新時，規劃彈性節數並實施學校本位課程，「快

樂學習」、「親身體驗」成為當時課程改革的核心精神，立意雖良善，實施下來有

學者提出檢討，認為課程設計流於花俏競逐，教學活動花樣百出，全校搓湯圓、

作跳蚤市場，帶學生作戶外教學，讓學生寫一堆學習單，課程統整流於教材拼湊，

多元評量變成玩「通關」的遊戲，師、生、家長玩在一起，賓主盡歡。然而，當

大家都沈浸在這種節慶式的、遊戲性的「快樂」學習中，「反智主義」已在學校

中蔓延開來，「知識淺化」的危機也已悄然出現（歐用生，2002）。由此可知，除

了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出了問題，學習評量也未受到重視，尤其教師也

缺乏學習評量的概念，不清楚要如何運用多元學習評量來檢視課程實施成效並回

饋修訂課程與教學。 

因此，筆者提出學校在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時，除了要強調素養導向課程與

教學之外，也要納入素養導向評量設計，故本文旨在闡述如何在校訂課程中，設

計可以呼應素養概念的學習評量。首先說明素養導向評量的理念與原則，其次探

討標準本位評量設計方式並舉例說明，最後為結語。 

二、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的理念與方法 

Earl（2003）主張學習評量有三種概念，分別是：「促進學習的評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以及「學習

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引自吳璧純，2013，2017）。張美玉（2017）
將「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定義為：「強調評量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

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學習歷程的實踐，透過評量，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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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人發展。」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裡，針對「學習評量與應用」有以下規

範（教育部，2014，頁 33）： 

1. 在理念上 

強調學生是學習主體，教師須實施多元學習評量以瞭解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

效，所以應兼顧形成性評量、總結性評量，並視學生學習需求，實施診斷性評量、

安置性評量或學生轉銜評估。 

2. 在內容上 

評量應考量學生的身心發展、個別差異、文化差異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

認知、技能、情意等不同層面的學習表現。 

3. 在方式上 

評量應依領域學科及學習活動的性質，採用紙筆測驗、實作評量、檔案評量

等多元形式。學習評量報告應提供量化數據與質性描述，協助學生與家長瞭解學

習情形。質性描述可包括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勢、課內外活動的

參與情形、學習動機與態度等。 

由上可知，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學習評量三者關係密不可分。學習評量

應把握以下原則：1.須評量學生的知識、技能和態度；2.須重視學習結果和學習

歷程；3.須兼重總結性與形成性的評量；4.須強調學生能整合所學，並應用於真

實情境的任務表現。 

植基於上述四個原則，在實務運作上，常見的有實作評量與學習歷程檔案評

量兩種方法，其關聯性及具體方式說明如下（涂金堂，2009；張美玉，2017）： 

1. 進行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強調評量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完成某項工作的能力，強調多向度能力的評

量，兼重學習歷程與學習結果，能評量學生高層次的認知思考歷程，重視完備的

評分規準。例如評量學生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評量學生展示、實驗、團隊

工作、訪談、角色扮演等能力。因為實作評量重視完整的評分規準，加上實作評

量的作業通常沒有標準答案，為了讓教師可以客觀進行評量，必須事先設計評分

規準，讓評量時有參照依據，也藉以引導學生明瞭自己要如何達到教師期望或學

習目標。 

2. 實施學習歷程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 

學習歷程檔案可以對於學生的知識、技能與態度，運用在適當情境脈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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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來進行評量，可以知道學生在某種學習項目上進步或改變的情形。 

綜言之，素養導向學習評量可以幫助教師瞭解學生是否達到預期的學習目

標，以及評定學生學習表現成效，因此，教師可採實作評量、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等多元評量方式。 

三、標準本位評量設計與示例 

標準本位評量（standard-based assessment）是近年來評量改革的新趨勢（宋

曜廷、周業太、曾芬蘭，2014），它是配合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所發展出來的學

習評量工具，可做為評量參照依據，用來判別學生學習表現品質的良窳程度，因

此，素養導向學習評量工作必須事先建置「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以下簡稱

為評量標準）。 

評量標準是指一種雙向度的表格，有一個向度是指一系列用來判斷的規準

（criteria），另外一個向度是指三到四個層次的精熟水準（levels），且在兩個向

度所構成的每一格裡都有說明文字，是用來界定每一個精熟水準的狀況及情形

（歐滄和，2002）。評量標準可以讓學生知道教師的期望和要求，可以讓學生依

據它來進行和不斷的修改自己的作業，同時也有助於提高評量結果的客觀性與公

平性（涂金堂，2009）。 

要言之，評量前，評量標準要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的表現如何可以越來越

好；評量中，評量標準具體的提供每一項學習應做到的任務表現，作為教師評量

或學生自評、互評時的參照依據；評量後，評量標準也能讓學生清楚知道未來應

該努力及修正的方向，督促自己的表現可以越來越好。 

教師採素養導向學習評量設計時，除了決定採用何種多元評量方式外，須同

時參照所呼應之核心素養、各領域之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及學習目

標發展評量標準。茲以臺南市嘉南國小校訂課程為例（參見附錄 1 素養教案設計

舉隅），在四年級「魚菜共生」單元裡，呼應核心素養 A-2、B-2、C-1，依據健

康與體育及自然科學兩個領域之學習重點，學習目標為「1.認識食品安全的重

要，並辨識安全食品標章；2.建立低碳飲食、永續綠生活的概念；3.觀察魚菜共

生系統的運作，探討無毒農法的優點；4.從實際耕種活動中體驗小農夫的趣味，

並能利用自己種植的蔬菜，完成創意佳餚，最後能省思生態永續的重要。」嘉南

國小訂出評量標準（如下表 1），用來評定學生學習表現程度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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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嘉南國小校訂課程「魚菜共生」教學單元之評量標準 
 評量標準 

表 
現 
標 
準 

A 
能主動並正確辨別食品安全標章，完整的寫出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積極參

與小農夫體驗活動及完成創意佳餚，進而覺察生態永續的問題。 

B 
能主動辨別食品安全標章，大致寫出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積極參與小農夫

體驗活動及完成創意佳餚。 

C 
在他人的引導下，能辨別食品安全標章，大致寫出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參

與小農夫體驗活動及創意佳餚。 
D 在他人的引導下，能有限的辨別食品安全標章、寫出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 
E 不及格 

四、結語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強調歷程評量與成果評量，採形成性評量的結果可以回饋

教師教學及促進學生學習，採總結性評量的結果可以評估學生整體的學習成效。

此外，強調學習歷程中提供的評量任務（表現任務）也是學習過程的一部份。素

養導向學習評量方法須多元且多向度的評定學生所學習到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以及是否能應用於特定情境中。而具體評估學習表現則須發展評量標準，做為指

引教師評量範圍及評定學生學習表現的程度。 

本文闡述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的理念、內容、原則，並介紹兩種常用的學習評

量方式。其次，說明學習評量工具應設計評量標準，做為判別學生學習成就的良

窳程度，因此，以嘉南國小校訂課程之教學單元為例，說明如何設計可以呼應素

養概念的學習評量，以及如何設計評量標準。本文闡述之觀念與具體作為，期能

拋磚引玉，提供教師參與校訂課程發展、素養導向教學及學習評量設計的最佳參

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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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嘉南國小素養教案（舉隅） 

領域/科目：健康與體育、自然科學 設計者：陳ＯＯ 

實施年級：四年級 總節數：共 6 節，240 分鐘 

單元名稱 魚菜共生 

學校願景 品格良善   主動精進   美學創意   國際視野   生態永續 

設

計

理

念 

由於食安問題層出不窮，更應該從小培養孩子們了解食安的重要性，在日常生

活中也能正確選擇合格優良的食品，安全才會比較有保障。且現階段土壤汙染、

水資源缺乏、極端氣候變遷的衝擊、加上不當濫用農藥與肥料，傳統農漁業正

面臨潛在的困境。而「魚菜共生」是結合水產養殖和水耕的複合式類自然生態

的農法，不使用化學肥料的有機耕種模式。所以是個對環境非常友善且可以永

續經營的農法。希望透過發展魚菜共生讓學生對於自然農法有所認識，也能認

識食物安全與資源利用。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健康 2a-Ⅱ-2 注意健康問題所帶來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健康 2b-Ⅱ-1 遵守健康的生活規範 
健康 4a-Ⅱ-1 能於日常生活中，運用健康資訊、產品與服務 
健康 4a-Ⅱ-2 展現促進健康的行為 
自 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類、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自 pc-Ⅱ-1 能專注聆聽同學報告，提出疑問或意見。並能對探究方法、過

程或結果，進行檢討 

核

心

素

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體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

習

內

容 

健康 Ca-Ⅱ-2 環境汙染對健康的影響 
健康 Ea-Ⅱ-1 食物與營養的種類和需求 
健康 Eb-Ⅱ-1 健康安全消費的訊息與方法 
自 INa-Ⅱ-7 生物需要能量（養分）、陽光、空氣、水和土壤，維持生命、

生長與活動。 
自 INg-Ⅱ-1 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類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中

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自 INg-Ⅱ-2 地球資源永續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法做起 

學

習

目

標 

1.認識食品安全的重要，並辨識安全食品標章（覺察） 
2.建立低碳飲食、永續綠生活的概念（認知） 
3.觀察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探討無毒農法的優點（統整） 
4.從實際耕種活動中體驗小農夫的趣味，並能利用自己種植的蔬菜，完成創意

佳餚，最後能省思生態永續的重要（實踐、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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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國中教師悲傷輔導所需輔導知能 
林于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在國中階段，難免遭遇人際、課業，甚至是親人死亡的失落事件，而身處情

緒風暴期的青少年，較難調節自我的情緒，更常有迥然不同的悲傷反應（林芳宜，

2009；張淑容，2015；Balk, Zaengle, & Corr, 2011；Lane, Rowland, & Beinart, 
2014），加上自我認同的課題，容易在處理自我的悲傷失落時，矛盾而痛苦，此

時更需要旁人協助引導。 

臺灣三級輔導預防系統中，位於初級輔導的國中教師，陪伴國中生較長時

間，容易取得學生信任，也是第一線直接觀察者，在學生面臨重要他人死亡時，

是支持學生調適悲傷的重要輔導角色（Balk et al., 2011；Dyregrov, Dyregrov, & 
Idsøe, 2013；Holland, 2008；Lane et al., 2014；Lytje, 2017；Papadatou, Metallinou, 
Hatzichristou, & Pavlidi, 2002）。這段發展性的輔導任務，著實也需要許多能力來

因應，才能有效輔導學生調適悲傷。 

二、悲傷輔導相關理論 

(一) 任務理論（Four Tasks of Mourning） 

Worden（2010、2011）提出調適悲傷，要以行動完成四個階段任務：(1)接
受失落事實；(2)經驗悲傷痛苦；(3)適應逝者不在的世界；(4)在新世界中，保有

與逝者的持續連結。 

(二) 雙軌擺盪模式（Dual Process Model） 

Stroebe 和 Schut（1999）認為人們調適悲傷的過程，多於「失落」及「復元」

兩個導向中來回擺盪，良好的調適方式是允許自己，面對兩者均有充裕的彈性空

間，藉此逐漸面對失落事實，而取得平衡點適應新的生活。  

(三) 意義重建模式（The meaning reconstruction Model） 

Neimeyer 的理論中有三個主要面向：解釋失落原因、尋獲失落益處及建立

改變認同。調適過程的核心議題是意義重建，輔導者需引導悲傷者，從失落經驗

中重新建立對自我的意義價值（張淑容，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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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理論對於調適悲傷各有不同看法，而悲傷輔導是動態的過程，輔導實務

工作者需以多元角度來協助學生調適悲傷。侷限於單一理論是不足的，需依學生

的實際狀況，判斷其先前失落經驗，目前的原始失落，及次級失落對其影響深淺，

折衷整合所有理論，而自我發展出適切的悲傷輔導歷程（李玉蟬，2003）。 

三、國中教師悲傷輔導的相關知能 

(一) 準備期 

1. 開放面對死亡及悲傷反應 

教師個人要對失落悲傷有正確認識，如理解憤怒為青少年常見的悲傷反應，

並以接納的態度面對死亡及後續的悲傷反應，更能對輔導回應學生悲傷反應有信

心，不採取逃避的態度，而能以較開放的態度和學生討論相關議題，並正常化學

生的悲傷歷程。教師對於死亡悲傷開放接納的態度，讓學生得以學習不必隱匿自

我悲傷，而能較健康地辨識及展露悲傷反應（林芳宜，2009；Lane et al., 2014）。 

2. 覺察學生悲傷反應 

教師敏銳覺察學生的悲傷反應，不誤解並承認其有悲傷輔導的需求，是悲傷

輔導成功的主要基礎（Dyregrov et al., 2013；Holland, 2008）。青少年習慣壓抑悲

傷，悲傷反應類別與強度，更充滿個別差異性，使得教師難以辨識（林芳宜，

2009）。教師如觀察到學生憤怒、外向、成績陡降、遠離人群、行為偏差，或產

生劇烈的身心變化等等情緒及行為時，需警覺及謹慎評估是否要進行輔導或轉介

（Dyregrov, Endsjø, Idsøe, & Dyregrov, 2015；Holland, 2008）。 

3. 實施預防性失落課程 

在面對重大的死亡事件之前，Holland（2008）建議教師從日常生活的失落

事件開始，讓學生學習與失落情緒共處，或將死亡議題融入相關課程，如探討近

期國際災難事件，或是閱讀相關書籍，讓學生以較安全的方式，培養對悲傷反應

的正確認識及接納，降低死亡事件對己的身心衝擊程度，進而提昇其調適悲傷的

相關能力。在悲傷事件發生時，懂得向周遭尋求資源，照顧自我身心。 

(二) 實施期 

1. 穩定自我身心 

輔導學生適應悲傷的過程，沒有統一的標準，新手教師易有自責、無助等情

緒，需要有穩定身心，接納自我情緒反應的能力（Lane et al., 2014）。面對失落

死亡的惶恐，擔憂引起學生不安的焦慮，輔導過程中，教師的情緒亦常會受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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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牽動而動盪，面對自我種種的悲傷反應，若無法與其和平共處，也會較難適

切的支援學生（林芳宜，2009；Holland, 2008）。接納陪伴自我悲傷的態度，讓

教師亦能更加同理學生的個別需求（Lane et al., 2014）。 

2. 運用適當輔導策略 

(1) 同理、傾聽，接納學生悲傷 

在輔導學生時，教師需以同理傾聽的態度來面對學生的悲傷，不要求學生有

同樣的情緒表現模式（林芳宜，2009）。學生若能感受到教師真正的關注接納，

在面對劇烈的情緒反應時，能使其內心安全而有歸屬感，進而能穩定及維持正常

的學習及生活（Dyregrov et al., 2013；Holland, 2008；Lytje, 2017）。 

(2) 提供表達悲傷的方法，並能隨機應變 

面對巨大的悲傷情緒來襲，教師需要因應學生個人的不同特質，提供其適切

的調適方法，接納表達自我悲傷情緒。如拙於言辭木訥的學生，可藉由繪畫、跳

舞等不同的具體媒材，協助他們抒發內心的悲傷（Holland, 2008）。有宗教信仰

者可運用信仰的力量，或是針對學生的個別需求，協助其完成與逝者的未竟事宜

（林芳宜，2009）。 

(3) 能就青少年的發展特質，採取不同的回應 

教師要因應青少年的發展特質，尊重而適切地表達關心，才能發揮支持的力

量。如應避免特別儀式禮物，突顯悲傷青少年的特殊性（Lytje, 2017），明白肢體

接觸有時會引起國中生的反感，尊重學生的身體界限（林芳宜，2009；Lytje, 
2017），拿捏關懷的力度，過度關懷容易會讓學生陷入尷尬情境（張淑容，2015）。 

(4) 允許悲傷學生有個別的彈性空間 

國內外研究顯示，教師應留意悲傷學生的個別差異需求，在學校規範或作業

要求上，允許其有較寬容的彈性空間（林芳宜，2009；Dyregrov et al., 2013；Lane 
et al., 2014）。在學生被強烈情緒淹没時，讓他有一寧靜不被打擾，可以自在安全

地和悲傷獨處空間亦是重要的（Dyregrov et al., 2015；Holland, 2008）。 

3. 整合周遭系統資源 

(1) 同儕 

同儕的支持力量，對於國中階段的孩子特別重要。教師需要引導同儕，如常

的對待悲傷學生，不刻意排斥、關注、捉弄，避免標籤化（張淑容，2015；Lytje, 
2017）。並以理解接納的態度和悲傷學生相處，增進同儕彼此扶持、信任的穩定

性（林芳宜，2009；Holland, 2008）。 

(2) 家長 

教師較能掌握學生在校的各種表現，但仍屬部分資訊，要較全面而深入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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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學生的悲傷狀況，亦需加入家庭方面的資訊。教師平時需能和學生家庭保持密

切而良好的溝通管道，在悲傷事件時提供家庭傾聽、支持和輔導建議，能有效增

強家庭支持悲傷學生的功能（Holland, 2008；Lane et al., 2014；Papadatou et al., 
2002）。 

(3) 輔導室 

教師在面臨悲傷學生初期，可從輔導室尋求簡單指引，強化自我對學生悲傷

的支持度。但若在持續輔導之後，學生仍持續激烈的悲傷反應，要能判斷恰當時

機，轉介至輔導室，尋求專業人士進一步的協助（Holland, 2008；Lane et al., 
2014）。 

四、結語 

國中教師的專業協助，能避免悲傷學生邁向複雜性悲傷，而能較快速地回歸

尋常的生活步調（Balk et al., 2011；Holland, 2008）。國中教師需對悲傷輔導有充

分的認識，在平日預防教導學生辨認接納悲傷反應。在悲傷事件發生之際，教師

要能維持自我的身心穩定，才能不拘泥理論，不認定有固定標準，而是因應不同

學生的個別需求，靈活運用各種輔導策略及周遭資源，以期更有效輔導地學生經

歷人生悲傷而淬練成長，開展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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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具融合數位遊戲式教學對於提升國中學障生 
的學習興趣及成效探討 

鄭佩文 
新竹縣二重國中特教代理教師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學型態順應時代的改變，除了教師的專業知識及教學熱忱，更需要適時的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此種教學趨勢，在原本就實施自編教材的特殊教育上更顯

重要。根據教育部最新統計，臺灣目前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共 10,951 人，佔整體

身心障礙類學生的 43%，幾乎每兩位身心障礙學生就會有一位是學障生，且每

年學障生增加幅度遠高於其他障礙類別。然而，學習階段的孩童常因動機、目的、

學習環境等，所遭遇到的學習障礙類別不同，一旦遇到學習困難，多數無法自行

解決。長時間沒有成就感，又缺乏動機與自信，心中的挫折越大，到了以課業為

升學導向的國中，這群學生就越容易放棄學習，因此，提升學障生的學習興趣是

首要之處。  

孟瑛如（2003）指出電腦科技的發展已使得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成為目前特殊教育教學的趨勢。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普及，手持式行動

載具，如手機、平板電腦，逐漸成為教室中的教學輔具。透過電腦做為教學媒體

來協助教師教學，輔助學生學習，達到個別化、補救教學或精熟學習的教學活動，

對於學障生是有益的（Coleman-Martin, Heller, Cihat, & Irvine, 2005）。  

如今，輕巧便於攜帶的平板電腦能夠耐心地提供互動性回饋，並根據學習者

的認知發展以 App 的方式調整練習與互動，擴大知識情境的延展性，適合用於

學障生學習。近年來，科技輔具結合遊戲成為翻轉教育的一環，利用遊戲的趣味

性，提升學習動機，進而促進學生持續參與學習，形成「寓教於樂」、「寓樂於

教」的教學模式（吳珈瑤，2014；梁朝雲，2010）。因此，特教教師在為學障生

實施課程教學時，也應順應時代潮流與科技的進步，設計對學生能力有幫助的電

腦輔助教材，以提升其學習自信及成效（孟瑛如，2003）。  

二、學障生的學習特徵 

學障生在學習限制方面像是注意力與記憶力缺陷、認知發展與抽象思考能力

困難、問答反應慢、學習動機低，且易受干擾的特性會影響他們視覺和聽覺的刺

激與吸收，導致他們在認知、理解、記憶和統整概念都有明顯困難 （García & Tyler，
2010）。周家賢、佘永吉（2016）指出學障生在感官、認知與動機信念有很大的

困難，例如：視覺影像會有顛倒、旋轉、左右或上下的換位，聲音的接收會有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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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差異，導致他們在識字、拼寫、聲韻及理解比一般學生表現差；其次，學障生

因為生理及心理的缺陷，不易維持長時間的專注力，也因大腦神經功能缺陷，無

法將所學的內容記憶與儲存；再來，學障生長期習得無助及學習被動，又缺乏學

習動機與策略，常顯現學業低成就（孟瑛如，2010；黃玫瑰、邱從益，2004）。

有鑒於學障青少年可能畏懼與逃避學習多年，教育策略之第一要務即為引起學習

動機，提升學習興趣。  

張世慧（2009）認為要改善學障生的學習狀況需要強化學習環境，內容和現 
實做連結，適量的語音或聲光效果，提供即時的語言回饋。此外，教師也要提供

學生容許失敗的安全感，給予學生更多的練習機會，創造成功經驗以提升學習的

自信。綜合上述，學障生需要較多的刺激吸引注意力，同時也需要反覆練習的機

會，加深學習印象。  

三、數位遊戲式教學法的內涵與特色 

數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是利用數位遊戲與智慧型載

具的結合而成的新名詞，主要是在課程中融入數位遊戲多媒體，藉此增進學習成

效之數位遊戲式學習環境（Prensky, 2007）。有別於傳統教學，遊戲可以讓學生

從充滿樂趣與挑戰的數位遊戲情境中，沉浸於學習課程與教學的方式，邊玩邊學

也可增強學習者對學習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Prensky（2007）認為數位遊戲式學習有六大特點，(1)遊戲規則：透過規則，

讓學習者處於相同的立足點，確保彼此的權益與公平競爭；(2)目標：為了達到

目標，學習者透過思考過關的策略產生學習進步的動力；(3)成果反饋：遊戲的

即時回饋能給予學習者立即的獎勵或是失敗體驗，讓學習者獲得成就感，抑做適

當調整策略；(4)衝突、競爭、挑戰、反對：這些狀 況可以讓學習者彼此合作或

競爭，克服挑戰，同時，可以訓練團隊合作和領導的 能力；(5)互動：學習者能

從遊戲間的互動得到成就感，也能透過網路與其他人溝通，獲得歸屬感；(6)故
事呈現；故事化能讓遊戲角色定位更鮮明，學習者更能對遊戲投入情感，使命感

能讓學習者更投入遊戲中。 

2008 年國內梁朝雲教授等人發表「悅趣化數位學習研究宣言」，強調「寓

教於樂」與「寓樂於教」，藉由玩中學增強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歷程，在不同的

脈絡和情境下，讓學生產生有意義的學習，並運用於生活中（吳珈瑤，2014；梁

朝雲，2010）。因此，數位式遊戲教學法改變了教學環境和方法，教師運用多元

的情境式遊戲軟體，創造充滿樂趣與挑戰的學習環境，並藉由軟體去檢視學生的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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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輔具融入遊戲式教學對學障生的學習成效 

臺灣研究應用科技輔具來協助身障生學習的文獻中，主要有六種教學媒材，

分別是互動式電子白板、多媒體教材（電子書、PPT）、互動式虛擬教具（3D
動畫遊戲）、行動載具（手機、平板）及綜合使用；其中，又以多媒體教材為使

用頻率最高，其次為互動式虛擬教具，行動載具最少（朱惠甄、孟瑛如，2014）。

國內特教課程最常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且以國小特教課程為大宗。遊戲式教學

透過科技輔具的即時回饋，讓學生實際操作並結合圖片、Flash 動畫等多感官刺

激，將以往乏味的教學變得有趣，可使學習具有立即成效，有正向影響效果，而

過程能讓學生維持學習動機，增加學習成效。  

國外文獻中，Zichermann 和 Cunningham（2011） 認為遊戲式學習可讓學

生藉由遊戲時產生的想法解決問題，電子介面則可使知識傳遞的更快速且有趣。

Stetter 和 Hughes（2011）研究指出學生因此更願 意接受電腦的指示，進一步

投入活動中，並會主動搜尋答案和閱讀故事，後測顯示所有的學生成績均有進步。 
Shaban 和 Pearson (2019) 認為一個好的遊戲化設計課程可以增加學生的參與感，

對於學障生而言，遊戲內容應該根據學生的知能作延伸，適時提供提示，並延長

思考時間，降低競爭所造成的焦慮感。Behnamghader, Khaleghi, Izadpanah 和 
Rahmani（2019） 更提出九種手機 App 結合遊戲式教學應用於學障生的課堂中，

分別為 

1. Dyslexia Baka：結合語料庫幫助學生分辨和認識字母  

2. Easy Lexia：增加學生學習英文的基本技巧  

3. Bijak Membaca：語音閱讀技術與互動式多感官刺激整合學習技巧  

4. Jolly Mate：結合語音學與字型圖像促進學生手寫能力  

5. Fastforword：提供認知介入練習提升學生單字識別與學習速度  

6. Madrigale：透過遊戲介面運用語音和視覺注意力作為閱讀訓練  

7. Class Dojo：使用遊戲式教學法增加學生學習動機  

8. Dysexia：結合語言學、教學法與語料庫作為（西文）單字練習  

9. Super Mario：結合超級瑪莉介面的單字遊戲  

國內文獻中，郭豫潔、辜詩婷、黃清林、吳柱龍（2014）與梁芯佩、吳韋陵、

翁嘉隆（2010）融入閱讀教學，學障生的前測 30%正確率進步到後測 80%正確

率；此外，學生趴在桌上次數明顯減少，顯示此教學法能提高學習動機。周家賢、

佘永吉（2016）將字母拼讀法結合平板電腦，顯示國中學障生英語字彙、聽力、

讀字及拼寫，均具有立即與維持效果。劉欣靄、劉惠美（2016）研究指出電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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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結合心智圖寫作方案對三位國中學障生在結構組織、內容思想、文字修辭都有

介入效果和維持效果，且兩位受試者、教師與家長同意電子白板結合心智圖寫作

方案可提升寫作表現與寫作態度。 

綜合觀之，國內外已有數篇科技輔具結合遊戲式的教學法應用於學障生，並

顯示其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均有提升。朱惠甄、孟瑛如（2014）歸納出科技輔具

對特殊教師與學生學習的五項益處分別為：(1)引起學習動機：多媒體的聲光互

動效果，帶給學生多重的感官刺激；(2)個別化學習：可根據學生的能力、興趣、

程度、學習狀況個別調整多媒體學習內容，學生也能藉由重複練習機會達到學習

效果；(3)降低學習壓力與學習挫敗感：學障生在使用科技學習時較能保持愉快

的心情，透過交談式的軟體還可培養自我控制和獨立作業的能力；(4)減少時空

限制：透過網路與生活作情境式模擬教學，學生可隨時隨地學習，經由觸控或按

鍵，可彌補書寫的不足；(5)特教教學效率的提升：特教教師能自行編輯教材，

整合多媒體視聽系統，更能透過網路獲得更多元的數位教材。Murray 和 Olcese
（2011）指出平板電腦本身具有豐富的彩色圖文、影像及音效的功能，其操作簡

易並能立即得到觸控的回饋效果，不僅能活化教學更能引起學習動機，化被動為

主動，自行操作與學習。因此，科技輔具融入遊戲式教學於課堂有助於學障生的

學習動機與成效。  

五、科技輔具融入遊戲式教學的課程方案及優劣 

科技輔具融入遊戲是教學的課程非常強調教師的資訊素養，不同的學習領域，

會因教師挑選的數位遊戲而影響學生運用科技輔具，因此，教師必須視教學目標

不同而有所改變。何榮桂（2002）建議用五 W 來檢視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時機

及必要性，作為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應用原則。(1) WHO：確定實施者與對

象，以及教師本身與學生具有哪些資訊技能；(2) WHAT：教學中融入的資訊科

技類型與課程性質是否配合；(3) WHEN：教師課前的準備活動、資料蒐集與課

程內容能於課前充分備好；(4) WHERE：確認實施的地點可以支援教師進行資訊

融入教學；(5) WHY：確立課程融入其必要性，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理解程度是否

會因此提高。 

孟瑛如（2007）提出四點學生在學習時可能遇到的負面影響：(1)學障生若無

正確的網路素養，容易造成網路成癮問題；(2)學障生因批判思考力不足，對網

路龐大資訊無法辨別，操作上不易選擇合宜且正確的資訊；(3)網路上的知識零

散，學障生只擷取到片面的訊息，在面對知識整合時，容易造成認知混亂；(4)
網路危機不易避免，像是駭客或是病毒。這些都有可能讓學障生在使用數位遊戲

式學習時造成負面的影響。綜合上述，在做課程融入前，教師要先有上述概念並

加以思考以上提及的原則，在課程呈現時，才能有效地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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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與家長的觀點與評價 

根據國內外文獻指出運用科技輔具融合數位遊戲式教學法在課堂中，學障生

的學習成效有顯著提升，並增加學障生對不同科目的學習興趣與自信。劉欣靄、

劉惠美（2016）指出學障生與家長都同意此做法能提升學習表現和態度。多數教

師認為操作科技輔具不是件難事，它能有效地減少教師講解指導語的時間，學生

也因此更專心並獨立學習，日後的課程也會持續融入使用（Mari, Kathryn, David 
and Kathryn, 2005）；再來，袁媛、許錦芳（2007）研究指出教師認為此教學模

式能增加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態度與信心，有效提升其對抽象數學概念及簡單基礎

概念的理解。梁明華（2009）研究顯示教師認為此種課堂學習模式具備個別化、

動態化及圖像化，其特性可增進學生練習的機會，有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個別學習

情況；此外，學生藉由電腦學習解決問題能力比傳統教學更能促發學習動機，並

將文字情境轉換為視覺化來引導學生思考解題，更能使學生感同身受。 

 因此，在課堂使用科技輔具融入遊戲式教學法不僅能讓教師授課更加順暢，

學生還能獨立學習，最後的學習效果進步，使得教師、學生及家長三方都能獲益

良多。 

七、結論與建議 

國中學障生面臨的問題合併了注意力缺陷、學業低成就、低自尊、被動學習，

這些問題都會影響他往後的學習發展。就上述文獻探討可知，臺灣特殊教育在國

中階段的資訊融入教學發展比例仍偏少，除了多數特教教師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知能不足外，教育性質的遊戲也非主流，因此，研究者提出兩點建議。 

1. 提升教師知能 

    教師要有能力規劃完整課程內容，教導學生如何正確 使用科技輔具，培養

善用科技資源的能力。再來，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於課堂前， 必須清楚了解資

訊倫理素養，由於在備課時需大量搜集及整合網路資料，教師首要考量就是智慧

財產權問題，再來資訊來源是否精確、是否觸及隱私權等等。單就教師自行確認

資料來源，各縣市教育局更應多方舉辦相關的研習。此外，國外科技大廠像是

Google 和 Apple 近幾年在臺灣推動科技融入教學，教育當局在將平板送入校園

時，是否有先了解各校的城鄉差距與教師需求，針對不同需求培訓各科教師，並

建立跨領域學習社群，以協助各領域教師在教學上迸出新思維。  

2. 研發相關 App 教學軟體 

    教育部每年都舉辦「全國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輔具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設計比

賽」，鼓勵特教工作者、民間團體或研究機構，研發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輔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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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等教學軟體，然而，市面上少有專為學障生所開發的軟體，即使有設計

好軟體，恐怕也不適合學障生多元的特質與學習需求。研究者建議教育部可與遊

戲廠商共同研發相關的網路教育平臺或是 App 應用程式，開發更多元化的學習

教材與活動設計，增加生動的影像、動畫或遊戲，讓學障生透過不同的情境模式

解決真實世界的生活問題，啟發特學障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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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提升國中學習障礙學生 
英語字彙學習成效之探討 

曾郁芯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學習障礙學生是特殊教育學生人數中比例最高的一群，智力正常但常伴隨有

閱讀、寫作、拼字、理解、記憶或組織訊息方面的困難（教育部，2013）。過去

的研究指出第一語言的精熟，是第二語言學習的基礎，因此學障學生在第二語言

英語的學習上，也可能產生困難（邱惠姿，2008；黃柏華、洪儷瑜，2007），且

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國中學生必學之科目，在全球化的時

代，英語的使用十分廣泛，因應此趨勢，國內的英語教育也不斷的修訂及向下延

伸，可見英語的重要性。 

同時英語字彙的認字能力是英語閱讀的基礎，過去的研究顯示學障學生在英

語學習時面臨最大的困難之一便是認字（邱惠姿，2008），雖說他們從國小便開

始接受英語教育，但大部分的學障學生其實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寫不齊全，更

遑論字彙的拼讀了。進而深入了解學障學生的英語字彙學習歷程後，發現他們在

字彙的聽、說、讀、寫上都有很大的困難及問題，往往沒辦法拆分英文字彙的音

節、不會使用字母拼讀，也記不得字彙的形音義（林家慧、 黃秀霜、陳惠萍、

侯靖紋，2009）。 

二、學習障礙學生英語學習之困難及特性 

學習障礙學生在英語字彙學習的過程中，在字彙的發音、認讀、拼字及記憶

上能力較弱，且在音素與音節、音韻覺識、拼讀與形音義整合產生困難，而無法

解讀字彙字音，導致字彙的學習困難（洪儷瑜等譯， 2015；黃柏華、洪儷瑜，

2007），他們常因聽不懂英文字彙的意思、想不起來中文意義，或在努力背過字

彙後，隔天完全忘光，久而久之對於英文學習感到吃力與挫折感，而導致自尊心

受損和失去學習動機。由此可知，學障學生的智力不比一般同儕遜色，但其可能

在閱讀、寫作、拼字、理解、記憶或組織訊息方面出現困難，而造成學習的挫折，

若藉由發展他們的優勢能力與了解弱勢能力後，運用策略來幫助其英語字彙學習

的困難，使其在學習英語時能有成功的經驗。 

由於學習障礙學生在聲韻處理、記憶背誦等方面遇到困難，且因過去的挫折

導致自信心與學習動機低弱，因此提升字彙學習的關鍵是加強聲韻處理與記憶的

能力，並增進自信心及學習動機，因此教導學障學生有效的英語教學方法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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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格外的重要。 

三、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的益處 

這幾年文獻對於學習障礙學生英語字彙學習探討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將字母

拼讀法（王翔怡、于曉平，2013；林彥良，2009；蕭伊婷、葛竹婷，2019）或多

媒體教學（王馨佾、崔夢萍，2014；朱惠甄、孟瑛如，2014；林玉霞、陳怡如、 陳
政見，2010；Ljubojevic, Vaskovic, Stankovic, & Vaskovic, 2014）融入英語字彙教

學的研究為近年來研究之重點，成效十分顯著，也是現場教師在教學時常用的教

學方法之一。 

字母拼讀法（phonics） 是以音韻識覺對應到英文字母後應用於字彙學習的

教學法，幫助學障學生以聽覺材料在字音、認字、拼讀給予記憶上的協助，多媒

體教學（Multi-media Teaching）則從九零年代開始盛行，已成為教師平常教學中

不可缺少的一環，使用文字、語音、圖像來作為學習的材料，運用在英語教學上

可提高學障學生專注力、聽力、字彙形音義的連結及抽象詞彙之理解。若將字母

拼讀法透過多媒體教學來呈現，可以明確、清晰的傳達教材內容，提供多感官（聽

覺、視覺、觸覺）的教材，並使學習者較為專注，更容易記憶教學內容，也激發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使學習者自發性的學習（周家賢、

佘永吉，2016；Chang & Huang, 2012；Ljubojevic et al., 2014），兩者搭配使用可

以在英語字彙學習中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四、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之相關研究 

全美閱讀研究小組（National Reading Panel, NRP）在 2000 年所提出的《教

導兒童閱讀》（Teaching Children to Read）研究報告，蒐集了 52 篇實驗研究指出，

字母拼讀法能有效提高兒童與學習障礙者在字彙的習得與閱讀的能力，此研究報

告也影響後續《沒有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的修訂方針，

同時此份研究報告的第六章也提到多媒體在字彙與閱讀課堂上的使用，教學效果

比一般傳統教學法來的好，可以給予更多元的學習互動，對於學習障礙者的學習

也有所助益。將字母拼讀法與多媒體教學做結合以增進英語字彙的學習，也符合

目前國內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的「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之目標（教育部，2018）。 

林涵茵（2012）以高職資源班學習障礙學生為對象，透過單一受試之跨受試

實驗設計，先評估學生的英語學習能力，再利用多媒體教學結合字母拼讀法教導

學生學習英語字彙，研究結果顯示對英語字彙的聽力認字、書寫與整體成效皆達

顯著，而本研究將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作為研究之對象；周家賢與佘永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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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以平板電腦與字母拼讀法英語教學 APP 軟體為學習輔助，在英語字聽力、

拼讀、指認與拼寫上，皆有立即與維持的效果，此研究以平板電腦為媒介使用

APP，而本研究「多媒體教學」中所使用的方式是將英語字彙結合聲音、圖案及

影片，輔以文字，以有趣的方式呈現，幫助學障學生記憶英語單字。 

經上述的探討與歸納可知，透字母拼讀法與多媒體教學，針對學習障礙學生

語音與字形的對應進行字彙教學，並協助其能夠將字母或字彙與其語音進行連

結，能增進學生英語字彙聽、說、讀、寫的能力，且適用於學習障礙學生身上，

因此運用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進行資源班學生英語教學，的確有其必要

性。 

五、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之教學原則與建議 

字母拼讀法（phonics）即為人所熟知的「自然發音法」。教學的順序先以音

韻識覺策略對應到英文字母之後，從較簡單、基本且規則的子音和短母音開始進

行教學，再延伸至較多變化、複雜性高的字母組合。至於音韻識覺與組字方面，

先以簡單之單母音的短音 CVC「子音+母音+子音」（V 代表母音，C 代表子音）

組合做為入門，例如：貓的英文 cat，及單母音的長音 CVCe，即「子音＋母音

＋子音＋e」，例如：大門的英文 gate，之後再引導至更複雜之拼音組合，在字母

拼讀法的教學過程中涵蓋三步驟（蕭伊婷、葛竹婷，2019；O’Connor, 2006）： 

1. 劃分字彙的拼讀單位，例如將 cat 分成 c-a-t； 

2. 將劃分的拼讀單位與其所代表的音對應； 

3. 將拼讀單位的音拼起來。 

多媒體教學法（Multi-media Teaching）是同時使用文字、圖像、聲音、影像

和動畫來作為學習材料的呈現，尤其適用在解釋抽象或是複雜的觀念時（Mayer, 
2001），文字指的是文本或是符號，圖像指靜態的圖片或動態的影片、動畫。

由 Mayer 所提出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和教學原則，是多媒體教學設計的重要依

據，且教材之呈現以旁白、文字加圖片或影片同時出現的學習效果為佳（朱惠甄、

孟瑛如，2014；王馨佾、崔夢萍，2014；Mayer, 2001）。 

以 CVC 子音+母音+子音組合的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教材圖示如下圖

一，搭配聲音、文字、圖片等多媒體媒材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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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教材示例 

基於以上字母拼讀法與多媒體教學原則提出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之

教學建議： 

(一) 教學設計應符合學生能力與需求 

在教學前應評估學生的能力現況及學習優弱勢，以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與特

性，再依此規劃系統化的教學內容，搭配與教學相關的多媒體媒材，引導學生學

習與記憶。同時依學生的能力進行異質性分組，能力較好的同儕藉由示範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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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不僅加深其對知識概念的理解，也幫助能力較弱的同儕跨越學習障

礙，互相分工合作，也增進彼此的互動。 

(二) 教學內容要適當適量與結構化，並使用多感官的教材 

教學時應先說明此節課的學習重點，且每次只教一至兩個重點，並且讓字母

拼讀法與多媒體媒材相輔相成。首先，培養學生的音韻覺識能力，接著，以符合

拼字原則的字彙為例，清楚的教導英文字母形與音的對應關係，由簡短的字彙至

較多音節的字彙做練習；在多媒體內容的呈現中，須注意當文字、圖片、動畫一

起呈現時，三者同時佔用視覺管道，會造成視覺管道的認知負荷過重，若文字能

以口語形式呈現，將可利用聽覺的管道做工作記憶處理資訊，降低視覺管道的負

荷，在學習時若能同時利用視覺、聽覺，甚至觸覺等多感官方式來學習，效果會

更好，記憶會越深刻。 

(三) 教學過程應充分練習，教學後應給予複習 

進行字母拼讀教學間隔要持續且密集，且在每堂課開始前可先複習，已學過

的字母讀音，讓學生能夠熟練字母形音對應的關係，並將拼讀的方法連結到拼字

的學習，可結合影片、互動遊戲、平板或電腦輔助 app 來進行教學，以多樣化、

多元化之方式呈現給學生；課後可給予適當的練習做複習，除紙筆作業外，可運

用多媒體為媒介，讓學生能反覆觀看及操作以達到精熟學習，也可提升學生回家

寫作業的動機與達成率。 

(四) 適時地彈性調整課程 

透過教學過程中的評量，瞭解學生學習的困難與需要彈性調整教材內容或難

度，並適時地運用不同的策略、或將學生重新分組、介入協助，以及調整課程進

度，改變上課的速度、範圍及難易度。 

(五) 營造愉悅的教學環境與氣氛 

教學時應考量學生的興趣與需求， 不要有過多無謂的抄寫，也不要強迫學

生背誦發音規則，課堂上可採分組教學，提供同儕互動練習的機會，可安排多樣

化的教學活動，例如：節奏、 歌謠、遊戲等，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中，

自然地學習字母拼讀知識，同時可善用教室環境布置，利用字彙牆、字母表或學

生作品，提供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擴展學生學習的空間，營造ㄧ個主動學習的

語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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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識字量低的學生在文字的習得會隨著年紀增長，而與一般同儕差距越來越

大，出現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王瓊珠、洪儷瑜、陳秀芬，2007；
Protopapas, Sideridis, Mouzaki & Simos, 2011），低識字量進而影響學生的閱讀能

力，學生的閱讀能力不佳，也會進階影響到學生對於知識的認知與建構。因應全

球化時代，無論在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都與各國有緊密的接觸與交流，因

此對於國際的認識與理解、培養國際觀、具備宏觀的視野，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國際教育也是目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因此在英語的學習上得改變心態，勇於去

面對與挑戰。 

在了解學習障礙學生在英語字彙的學習上確實有其困難及限制，分析其優、

弱勢能力與相關文獻探討後，運用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來幫助他們能夠更

有效的學習英語字彙，使他們在學習英文字彙時能有成功的經驗，並降低其學習

英語的挫折感，增加對英語的學習動機與自信心，進而逐漸改善閱讀的能力。字

母拼讀法不僅在國內行之有年，全美閱讀研究小組（2000）也指出字母拼讀法對

字彙與閱讀的學習有正面的影響；多媒體教學則是強化了教師教學的組織與展示

方式，增加了學生的專注力及學習動機和提供了反覆練習的機會，從而實現有效

的教學（Ljubojevic et al., 2014）。  

經上述的探討與歸納可知，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對於國際文化與

理解的需求與時俱進，英語的學習勢在必行，字母拼讀法與多媒體教學確實能增

進學生英語字彙聽、說、讀、寫的能力，且適用於學習障礙學生身上，因此運用

字母拼讀法結合多媒體教學進行國中資源班英語教學，的確有其必要性與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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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學食農教育課程核心素養的實踐 
許秀霞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徐淑委 

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小校長 
 

一、前言 

教育部鑑於世界潮流，以及因應國家形勢，召集學者專家建立了十二年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其中，為落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目標，遂以「核

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領域、科目間

的統整（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識、能力與態度。「核心素養」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

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范信賢，2016）。 

「核心素養」是指以知識與能力為基礎，為適應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終身學習」的意涵，注重多元「學習歷

程」、學思互動的「方法及策略」；涉及成功的生活與功能健全社會對人的期望（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4）。本研究透過觀察與實地訪視，探討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

小，以「食農教育」的方式，如何運用知識、技能回應個人及社會的生活需求，

帶領出具有美善態度與學習動機的學童。 

二、 食農教育的意義：忙而樂、樂而學、學而教 

教育改革從知識教育，走向基本能力，再走向核心素養，這已是既定的發展

方向。「食農教育」的主題式教學，以長久而持續性的價值觀念為設計教學主軸，

進行跨學科統整。讓學生探索真實世界的各種現象，思考因應社會挑戰的可行辦

法，從中學到面對新世紀的重要能力。 

教育制度領先全球的芬蘭，把傳統科目配對成套，變身連結社會脈動的主題

式學習，從中小學就開始培養學生的跨界力。在芬蘭所有的中小學學生，每年至

少要挑選一個主題或現象，進行跨領域的專題學習（吳怡靜，2016）。例如，研

究「氣候變遷」的主題，就會涉及經濟、歷史、語言、地理等多個學科。同樣，

「食農教育」、「創課體驗」，也都是跨學科的專題（林錫恩、范熾文，2016）。  

錦屏國小於 2015 年 11 月，經臺東縣教育處指定為「臺東縣校園健康飲食安

心計畫－食農教育－小農夫．幸福農場」之執行學校；在學校課發會教師團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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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教師們從現有的教學現象中找出問題，議決以食農教育為校本課程及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之軸心。 

食農教育的教學主軸，讓全校師生一起忙而樂、樂而學、學而教。閒置用地

活化成教學區域，讓獨立運作轉成團體共作，變成共好的教學團隊。透過「親手

做」的體驗，培養學「農育」及「食育」的知識及技能，實踐健康的飲食生活，

友善環境等理念。 

三、食農教育的實踐 

錦屏國小食農教育的實施，包含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實施原則、教學設計

四部份。 

(一) 基本理念 

課程規劃透過「親手作」的體驗，培養學生「農育」及「食育」的知識及技

能，實踐健康的飲食生活，友善環境等理念。學生能掌握原始食材，養成健康的

飲食習慣，一方面培養自理能力；一方面也學習環境保護、土壤養護種植知識及

技巧；飲食風俗、行銷與公平貿易、動物權益等議題。 

(二) 課程目標 

1. 有機理念：以自然無毒的方式種植建立健康農園。 

2. 服務教育：讓學生實踐勞動。 

3. 低碳飲食：種植當地當季蔬果，即採鮮食。 

4. 永續經營：針對土壤、種子，提出優化及培育的作法。 

5. 互利共生：關心人、社會、自然等相互依存的關係。 

6. 反思回饋：以動、靜態等多元的方式紀錄與表達食農教育的教學歷程。 

(三) 實施原則 

1. 教學課程：以課程管理及能力建構方式設計課程，擴充觸發學習多元性。 

2. 專業發展：累積教師教學的學科知識及教學技巧，達成專業提升及強化教學

成就。 

3. 資源整合：跨領域尋求學術界及實務界之社區、家長等資源，建立人才庫。 

4. 知識建構：讓學生在實作、對話、辯證的互動過程中產生學習，以累積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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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知識。 

5. 取材在地：配合時令並結合民族教育，種植適合本地的農作物，落實低碳食

物的價值。 

6. 環境友善：以有機農作與健康飲食的方式連結人與食物、人與土地的關係，

同時重新思考對待環境的態度及觀想。 

(四) 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中，融入土地永續以及飲食文化兩大主題，在農育部份，倡導無毒

耕種、友善土地；在食育部份，則是要求學生了解健康飲食以及食物歷程。 

各年級導師必須負責完成三個主要任務：(1)教材研發：各年級於彈性節數，

編擬跨領域之教學活動計 10~15 小時。(2)教學融入：以領域教學為主，善用食

農教育相關素材，採教材轉化模式進行具體學習。(3)各年級食農場地與植物的

照顧及栽種。 

至於全校性的活動，則配合各項節慶，主題共有下列三項：(1)製作中秋節

鳳梨酥、脆醃蘿蔔、雜草植物染、食農聖誕趴。(2)民族小米文化種植與祭儀學

習。 (3)炊事活動、用餐禮儀、音樂會文化食材、運動會食農市集。 

四、符應核心素養的「食農教育」 

當核心素養被認定為是認知、技能與情意的綜合表現時，就必得在問題與挑

戰的真實情境下，才能檢核能力表現的全貌。此政策揭櫫的課程改革理念，具有

理想性；若能實現，應能提升課程的品質，並維護學生的學習權益，值得期待。

當課程目標轉向為素養或能力的培養時，單憑紙筆測驗和標準答案來評量學生的

學習成效，將難以獲知學生能力表現的整體成效。（鄭雅丰、陳新轉，2011） 

是以，素養導向的教學，必須強調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整合；重視學習的歷

程、從真實情境中思考問題；並能實踐力行，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錦屏國小的

食農教育，正是充分實踐了如此素養導向的教學過程。 

(一) 墾荒：「自主行動力」核心素養的學習內容與表現 

當學校擬定以食農教育做為校本課程之時，社區家長們便自願到校幫忙，小

朋友也拿起鋤頭，在部落老師指導之下，撿起枯枝、石塊，刨鬆土壤。 

有一天，小朋友一到學校農場，便發出驚呼：「山豬來過了，山豬偷吃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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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菜！」教師們全嚇呆了！小朋友指著地上的腳印說：「看！公豬的腳印圓厚；

母豬的腳印狹長而細，腳蹄往前，就是他鑽進來的方向；再看步伐的大小、腳印

的深淺，就知道這隻山豬有多大了！」小朋友說得眼睛發亮；老師也聽得瞠目結

舌。這樣一場師生角色互換的教學，讓學生得到了教學的成就感；也讓老師們多

學習了一門關於山林的知識。 

(二) 成長：「溝通互動力」核心素養的學習內容與表現 

種下玉米之後，小朋友每天都為玉米量身高，做記錄；在這裡，他們學會了

公分、公尺的應用，也訓練了記錄填寫的耐心。 

在學科技能的相輔相成上，當老師寫出「山茼蒿」、「小葉藜」的名字時，一

年級的小朋友大喊：「老師，這些菜的名字，都有草部耶！」學生們記住了各種

蔬菜的名字，也為他們設計了漂亮的名牌。 

而在收成的時候，師生們熱烈討論，這些收成該做成什麼料理，才會更有特

色。語文的書寫、邏輯的推理、團隊的合作，逐一發酵、萌芽。如此，順應情境

的學習，是最有意義且生動的學習了！ 

(三) 收成：「社會參與力」核心素養的學習內容與表現 

食農教育中，一項重要的活動是：「混齡分組辦理炊事活動」，在分組老師的

帶領，六個年級的學生混合分成三組，每組自行擬定菜單、每一位小朋友都得認

領餐桌布置、烹飪料理、餐後整理等工作。 

學生們上網蒐集食譜，檢視現有可以搭配的食材，到農場拔取青菜、清洗、

嘗試切短、切細、烹調。在師長及學長姐的指導之下，孩子們興高采烈的品嚐自

己親手種植、清洗、烹飪的菜餚。只要餐桌上出現的是農場種植的青菜，孩子們

一定把菜餚一掃而空。此即「身土不二」、「從產地到餐桌」的最好表現。 

這個活動中，學生學習到了「溝通互動力」以及「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

重要素養。同時，也在語文領域的寫作能力上，得到了提昇。 

學生們所參考的食譜，是說明文撰寫的最佳範例；從準備、烹飪的步驟，每

個環節都必須交代得清楚。教導學生從原來條列式的說明，改成「連接詞」的方

式，便是一篇言簡意賅的說明文。 

除了餐桌布置之後，學校邀請華航空姐前來教導餐桌禮儀。從餐具介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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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入座、如何進食，每個步驟的講解，對小朋友而言，都是大驚奇。這樣的活

動，帶領小朋友從在地到國際；從自然到文明；學會了自己本身的原住民文化，

同時也見識到了不同族群的特色。這是「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實際體驗與感

受。 

家長們也進入班級，教導小朋友辨認蔬菜、烹煮食物；或是醃製蘿蔔乾、裝

罐，回贈給捐贈錦屏的善心人士。一路走來的食農教育，孩子們親近了土地，一

篇篇日記，一疊疊繪本，孩子們增加的識字量、學會計算面積的公式，這些成果，

都顯現在孩子們的學力測驗上。 

在校慶運動會上，幼兒園的小小朋友們穿起圍裙，將米篩改造成販賣籃掛在

身上，擺設出自製的餅乾、麵包，標上名稱和價錢，逐一向來賓們兜售。口齒清

晰、落落大方，這是在原民學校所少見的樂觀與自信。眼見辛勤的耕耘有了美好

的成果，校長和老師們也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五、結論 

全校總人數 67 人的布農族錦屏國小，以食農教育為主題課程，帶領著學生

「食當季、食當地，推展飲食教育、友善耕種」，再訓練學生成為一位小小解說

員。這樣一年半的課程實施下來，學生的笑容變燦爛了。他們願意從事農作，他

們溝通炊事活動，他們將農產品變身為美麗的禮物，將手作的溫度，傳達給每一

位關心錦屏的善心人士們。這即是素養導向所強調的真實情境、重視學習的歷

程、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素養導向的教學、主題課程的實施，的確需要一群有理想有熱忱的教育工作

者領身前行；當這些教育的專業，化身成為一堂堂有趣的課程；學科的知識，以

生活中的場景呈現時；孩子們便能有快樂的學習、紮實的知識，以及樂觀向上的

生活態度。 

臺東縣偏遠的海端鄉錦屏國小，以「食農教育」的方式，帶領著師生，一步

步達到了核心素養的期待，完成了一幅屬於臺東、屬於布農、屬於錦屏的美麗教

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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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小情感教育 
葉庭羽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現今社會中因為感情問題所產生的感情糾紛、暴力報復、恐嚇傷害等社會新

聞屢見不鮮，2014 年臺大張生因不願分手與女友求復合被拒，當街砍殺女友 47
刀斃命，手段兇殘，震驚社會；2019 年臺大也發生男大生毆打、施虐並軟禁女

友於宿舍，女友提分手不願接受，不但恐嚇甚至到她學校堵人想挽回戀情，事後

臺大也為近年來的感情暴力事件在校務會議討論，並將親密關係暴力懲處明定於

校規中，對此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詹昭能教授與勵馨基金會前執行長紀惠容都

說，校規記過難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要落實情感教育才能治本，其中紀惠容

執行長更表示，情感教育應從小扎根，大學才做為時已晚；在 2020 年 4 月也發

生臺灣男高中生闖校園刺傷心儀女學生的案件，男方長期單戀追求女孩未成，在

近日告白再度被拒，沒想到就發生闖進校園刺傷對方的憾事，檢方依殺人未遂、

恐嚇罪嫌聲請羈押；同年同月在臺北市也發12名國高中生因感情糾紛揪眾談判，

其中一名 14 歲少年在談判爭執中左胸中刀，送醫急救。 

有感於近年校園頻傳的感情暴力社會案件，在 2018 年課審大會審議綜合活

動領域時，委員們決議把情感教育納入綜合活動領域，說明應從國小開始教，也

在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目標增加「健康情感表達和互動」，希望教導學生更懂尊

重彼此，並請領綱研修小組研擬教學內容（國教署，2018）。「喜歡」、「愛」這件

事情，不論在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的求學階段，是學生好奇、想探索也

難以避免的議題，情感教育在學生時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學者郭麗安、陳宇

平、王大維、劉安真、張歆祐等人（2017）對 1586 位學生、教師、家長進行問

卷調查，該研究指出有超過九成的師生及家長均認為性教育與情感教育是重要的，

呼籲及建議教育單位應督促各級學校應落實性教育與情感教育。 

我們可以發現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在近年逐漸被看見，「尊重」、「拒絕」與「被

拒絕」的情感表達與互動更是在情感教育中很重要的學習面向，以下作者將以身

為國小專任輔導教師（以下簡稱專輔）的角色淺談國小情感教育的現況。 

二、國小情感教育的內容 

「誰喜歡誰」、「誰跟誰告白」或「誰跟誰在談戀愛」的問題與煩惱是國小高

年級教育現場常碰到的景象，以下將以劉鳳英（2012）提及國小情感教育內容應

要包含的四個面向，來說明國小情感教育應有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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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告白 

藉由課堂引導對話與體驗活動讓學生了解每個人都有喜歡別人的自由與權

利，同時也有拒絕別人的權利，讓學生了解，喜歡他人是件很正常的事情與自然

的情感反應，也引導學生不管對方是否接受你的告白，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決定。

活動過程讓孩子學習適當的告白方式，從中也觀察學生反應及特別提醒不要讓自

己的告白與追求變成是不當追求，否則可能會有性騷擾的疑慮。 

(二) 關於拒絕 

讓學生了解在決定是否接受對方告白的時候，要仔細評估與思考的面向，不

喜歡要學會拒絕，不要曖昧拖延，拒絕時要學習同理對方的心情感受，不要用言

語傷害及刺激別人的自尊、情感。同時也要讓學生了解到「被拒絕是一件很正常

的事」，喜歡和愛都是不能勉強的，不要和「丟臉」混為一談，藉此將「拒絕」、

「被拒絕」普同化、正常化。 

(三) 關於愛與分享 

讓學生了解當接受對方的告白時，就表示互相許下了一份愛的承諾與約定，

而彼此約定的內容是雙方協商協調的，例如：分享彼此心情、興趣甚至是肢體接

觸親密程度，尤其要特別提醒同學們注意尊重彼此的身體自主權及性自主權，這

些自主權也都有相關的法律在保護著。 

(四) 關於分手 

分手除了彼此要有充分溝通也要學習用雙方都能同意的方式結束這段感情，

分手不是因為誰不好或是個人價值因此被否定或貶低，分手代表一種決定，培養

學生有好聚好散的分手觀念與健康態度。 

三、國小情感教育的實施形式 

(一) 以班級輔導方式實施 

班級輔導通常是專輔依照各年級遇到的問題與狀況，自行設計的自編主題課

程，情感問題在國小高年級其實屢見不鮮，不論是同學間耳語誰喜歡誰或是誰愛

誰都常聽到，甚至那氛圍有種「喜歡他人是件很害羞、很好笑且見不得人的感覺」，

因此當遇到學生有此方面困擾時，專輔能以班級輔導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情感教育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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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班級輔導內容能參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研發的情感教育新課

程「千德爾：彩虹小隊的宇宙冒險」，裡面有一個單元是在講「告白與拒絕」，由

教師帶領國中同學們討論，如何用「最不傷害友情」的方式拒絕告白！除了將「拒

絕正常化」的課程理念融入課程，也將喜歡與愛這份情感正常化，並引導同學學

會尊重他人與自己的想法（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2020）。 

專輔能視學生的狀況與自己授課方式自行調整設計內容，如：依據該校學生

遇到的情感問題發展合適的情感教育課程內容，或是依照學生程度有不同帶領方

式，像是國中是一人寫一張拒絕信，小學生則能調整為小組合作模式。引導同學

在活動課程中透過觀察、體驗、小組溝通、實作演練等途徑，搭配情緒卡引導同

學練習同理並尊重他人的感受與想法，再以合宜的語言、態度和行為適切表達自

己的感受與想法，過程中引導同學運用同理心及適切的溝通技巧回應對方，達到

情感教育課程所要教授的重點。 

(二) 綜合活動課程中的情感教育 

以 108 學年度康軒版本的綜合活動課本為例，情感教育可以融入的單元為五

上的「人際跑跳碰」及「尊重心、關懷情」這兩個單元，教師也能因應班級狀況，

將情感教育獨立出來做為班級經營的一環，也是目前班級情感教育可行的方式，

授課教師除了能參考班級輔導教授方式進行，也能善用班級輔導常用的 4F 提問

法（Fact、Feeling、Finding、Future）及搭配情緒卡協助同學們表達情感，來增

加課程對話的深度與廣度。 

四、國小情感教育的困境 

(一)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未能落實 

1. 綜合活動課程非「學科」 

情感教育課程在 107 年正式納入 108 新課綱中，情感教育將從國小開始教並

將其列為綜合活動領域。但綜合活動課程非傳統認定的主要「學科」，綜合活動

成績與其在未來升學中的重要性在多數教師、家長、學生眼中遠低於國語、數學、

自然、社會等「學科」，綜合活動課程長期挪為他用已不足以為奇，不論是拿來

補強「學科」或是將其視為彈性運用時間，處理訂正作業、班級級務等事務，這

些現況都讓綜合活動課程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與精神。 

2. 綜合活動課程節數縮減 

在 108 課綱上路後，原本在國小中、高年級一週有 3 堂的綜合活動課程縮減

節數變為每週 2 堂，對於原本在國小就缺乏的情感教育教學又更難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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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對於情感教育的困擾 

1. 對於情感教育缺乏充足認識 

情感教育是中、高年級班級經營上許多教師會面臨的共同困擾，教師若對於

情感教育缺乏充足認識或不清楚如何教授情感教育課程，可能會以「長大你就會

懂」、「學生讀好書最重要，現在不要想這些」回應學生的情感問題；有的教師寧

願選擇避而不談，因為認為「老師不教，學生就不會去想」；另一方面也會有教

師擔憂，情感教育談太多會被保守的家長質疑與抗議，擔心「講太多會鼓勵學生

去談戀愛」而無法好好與學生談情感教育；在種種對於情感教育缺乏充足認識的

錯誤認知下，常造成因其「非升學考試所需」的內容被簡單帶過，輕描淡寫講述

卻無法幫助學生們認識情感教育，上述狀況皆讓教師在教授情感教育時陷入兩難

與無助。  

2. 情意取向課程不易設計與量化成效 

課程教學目標可分為認知、情意、技能，綜合活動課程所要教授的內容大多

以情意（態度）教學為取向，比起其他科目較為抽象，張美華、簡瑞良（2012）
提及情意課程設計不易且難以量化成效，情意課程在師資培育過程中也是長期被

忽略的一環，因此具有情意課程專業知識的師資並不多，在這些不利因素交織下，

讓綜合活動課程要落實又更艱困。 

五、結語 

國小情感教育課程讓學生能對情感教育有初步的認識與健康的心態來面對

感情中「拒絕」、「被拒絕」的情境，學習相互「尊重」、包容、理解與自己不一

樣的多元個體，在這社會裡體現共好的價值。 

國小情感教育的發展，迫於一些長期現實面的限制未能讓綜合活動課程發揮

其應有的功能與精神，但其實回到 108 課綱的素養導向，與輔導精神相似的是，

要讓學生能有實際問題解決的能力，而不是僅是知識上的學習，在情感教育這面

向應是預防勝於治療，輔導界常聽到的一句話：「輔導就像是在孩子心中埋下一

顆種子，什麼時候會開花我們並不知道，但埋下種子這個動作卻能帶給他未來不

一樣的影響。」，情感教育亦是如此，目前現況是在孩子發生了情感糾紛、憾事

後才介入做後續相關輔導，然而在事前我們是否有做好充足的情感教育與事前預

防教育？是否有機會能阻止憾事不斷重演？將情感教育向下扎根，引導好的情感

教育讓其正向發展，降低日後社會憾事的發生機率，將是一種良善的延續，國小

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值得我們思索與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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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針對國小缺乏情感教育課程的補救措施，可以分為幾個面向去思考： 

(一) 落實綜合活動課程 

綜合活動課程的設置有其意義與價值，科科等值的精神也適用於國小，沒有

哪一「學科」比較重要，不該因為其非考科而挪為補強其他「學科」及挪為處理

班級雜事等其他用途而忽略原本要進行的課程內容與精神，使原本在國小就缺乏

的情感教育教學又更難實行。 

(二) 提升教師情感教育專業 

情感教育課程長期被忽略，除了課本教授內容未清楚載明，也有部分原因是

因為教師對於情感教育缺乏充足認識或不清楚如何教授情感教育課程，所以課程

效果不易彰顯，因此建議學校輔導處能利用週三下午進修時段，辦理情感教育課

程的相關研習，提升國小教師情感教育專業的相關知能，在面對學生有情感問題

時更能因應，對於情感教育有充足認識也較能回應家長的擔心與質疑；另外也可

以參加輔導團辦的綜合活動領域共備課程或輔諮中心相關輔導知能研習，增進教

師對於綜合活動課程（情意課程）的知能與授課技巧，綜合活動課程授課技巧包

括情意取向課程如何透過活動體驗與情境實務演練讓學生更能應用與落實於生

活中。 

(三) 與輔導資源合作 

前面敘述目前在教育現場國小情感教育缺乏的現況與實施困難狀況，目前應

能考慮善用輔導處資源（例如：當班級有情感教育相關問題與狀況可以與專輔或

輔導相關人員討論班級狀況與諮詢相關建議，或請其協助進行情感教育主題的班

級宣導、班級輔導），情感教育在學校階段教育的重要性在前言已提及，再加上

現在學生早熟，在國小教育現場的我們如果只是一昧禁止或是避而不談情感話題，

讓學生在現在或未來遇到情感困擾、問題時無所適從，自行上網亂學反而造成反

效果。因此建議教師若班級中學生有相關情感教育困擾可以適時與輔導處聯繫合

作，不論是相關建議諮詢或是協助教師進行相關主題的班級輔導。 

(四) 促進家庭親子溝通 

情感教育除了在學校需要教育外，家庭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建議家長平

常抽空多陪伴孩子並與孩子保持良好溝通、關心孩子交友狀況，讓孩子遇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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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心的與家長討論。在孩子談到情感問題時也建議先別急著「停止討論」，像

是常聽見父母、師長說的「長大你就會懂」、「你現在讀好書最重要，不要想這些

有的沒的」，因為這樣下次孩子就不願意再與你分享了，建議可以先傾聽孩子的

問題並試著從孩子情緒切入並同理孩子的心情與好奇，視其提出的狀況一同討論

合宜的應對方式，家庭的支持與良好親子溝通更能協助孩子度過這段青春期的迷

茫，父母也更能掌握孩子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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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業正當性與適當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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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生 
新北市八里國民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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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生 

新北市碧華國民小學主任 
 

一、前言 

「家庭作業」（homework）是許多人求學階段的共同記憶。在臺灣教育脈絡

中，教師派功課、學生回家寫，幾乎是每日生活寫照。近年隨著學生為主體的教

育觀點興起，歐美各國漸以多元家庭作業型態引導學生學習，蔚為風潮。 

在國內，家庭作業難易多寡，難免引發親師間爭議。民國 104 年臺北市廢除

「臺北市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引起譁然，更成為媒體與各界關注

焦點。隨著教育部對「家長參與」、「親師合作」、「親子共學」的倡導，家長被期

待對子女的教育需投注更多時間與關心。對教師而言，家庭作業除了能了解學生

課後的學習情況外，同時也能觀察家長對子女教育的觀念，如李昆翰（2014）指

出，高、低社經地位家長對家庭作業態度不同，高社經地位家長較易接受指導學

童完成家庭作業，而低社經地位家長，較將學童家庭作業視為負擔。對家長而言，

「家庭作業」更是參與學校教育及瞭解孩子學習狀況的重要管道（吳心怡，

2006）。 

承上所述，家庭作業對學生、教師、家長三方各有其價值與意義，是否安排

家庭作業，其型式、範圍、差異化……等，在強調教學專業自主的現今，依然各

持觀點，未有定論。故家庭作業議題，應深入探究。因之，筆者從家庭作業的法

源內容，析論家庭作業之正當性與適當性，即為本文之動機與目的。 

二、家庭作業的定義 

鄭依琳（2012）指出，家庭作業的範疇較為模糊，各研究者見解不一。Cooper
（1994）表示，學生於非教學時間完成的任務安排，只要不是課堂完成的作業，

皆屬家庭作業；Connors（1991）亦指出，家庭作業是課堂上分配給學生的作業，

並在課堂外或非學校時間完成。兩位學者皆以廣義角度定義家庭作業，舉凡課堂

外完成的作業，皆可稱之。此觀點與國內研究者認為回家完成的作業才是家庭作

業，此種較傾向狹義定義的看法，略顯不同（李郁然 2002；盧致崇 2004；王彩

緞，2009）。然以實務現場來看，有些教師會要求學生將課堂中未完成的作業帶

回家完成，或讓學生於下課時間寫作業，故本文採 Cooper（1994）的定義，凡

指學生須於課外完成的作業，皆屬家庭作業，即實際上所須完成的總作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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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作業的正當性與適當性之法規內容探究 

憲法第 21 條明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因應時代變遷，教

育機關陸續訂定法令規章，俾利教育單位有所依循，而家庭作業亦為範疇之一。 

憲法第 23 條之釋字第 476 號中提到行政、立法、司法作為需有比例原則，

其中「適當性原則」解釋為「所採取的手段必須適合其所追求之目的，始得稱之

正當，而具有適當性。」換言之，指派家庭作業有其達成教育目標之目的，具有

「正當性」，而法規內容規定家庭作業需彈性多元，具有「適當性」。以下就法規

內容，分項論述之： 

(一) 指派家庭作業的正當性 

長久以來，學生學習表現備受重視，並將家庭作業視為延伸學習的一環。在

教育廳時代，考試領導教學情形嚴重，導致學生作業繁重，為改善此情形，民國

43 年 9 月特訂頒《減輕中小學學生負擔實施方案》，明令各級學校各科作業之種

類並由學校訂辦法，分日交由學生習作，以防作業指定過量。 

爾後，陸續明訂相關規範。如民國 64 年 8 月頒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規

定「作業的方式……可依學科性質及學生程度而設計，作業的份量必須配合學生

的自習時間；作業的難易，力求適合學生的能力」；民國 71 年定義作業範圍：「作

業是指學生在學校或家中所做的各種課業」；民國 74 年公布《台灣省改進國民中

小學學生作業指導實施要點》說明「教師應充分體認作業之意義，凡為達成教學

目標，學生在課前與課後、課內與課外所從事之工作，活動及課業，均屬於作業

範圍」。至此，對於作業的範疇有了較明確的定義。 

另民國 102 年 5 月 28 日修正《教育部督學視導及協助推動重要教育事務要

點》敘明「六、督學視導……檢視學校各項規章……學生作業及實習作品。」而

民國 108 年 6 月 5 日修正《教師法》第 32 條，載明「教師……負有下列義務：……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如上所述，作業為課程教學的一部分，家庭作業的規範確實有其法源依據，

更明定為教師義務及督導視導事項之一，不可輕言廢除且更應適性適度因材安

排，故教師指派家庭作業之正當性不可言喻。 

(二) 家庭作業內容的適當性 

家庭作業的類型與規範敘明於不同的法令規章。如民國 82 年修正《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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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標準》「學生學習活動應根據學生程度，安排適量作業，鼓勵學生主動查

檢資料，其方式及內容，應重視生動活潑、激發思考、創造、解決問題能力，並

充分給予發表的機會及有效的鼓勵。」 

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修正《國民中小學加強藝術與人文欣賞教學實施原則》

「……教師應指導學生運用學習單或學習手冊，或適時列入假日、寒暑假回家作

業」；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發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敘明「4.教
師指派學生作業宜多元、適性與適量，並讓學生了解作業的意義和表現基準，以

提升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思考與發揮想像、延伸與應用所學，並讓學生從作業回

饋中獲得成就感。」接續，民國 104 年 7 月 30 日修正的《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

化實施要點》，規範「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                                               

綜整上述法規，作業內容的適當性已有清楚規範，除明訂宜多元、適性與適

量，不能使用參考書或測驗卷內容等，最重要的是讓學童了解寫作業的意義，發

揮正面功能，期望能激發動機、促進思考、發揮想像、應用所學，自主學習等，

並從回饋中，獲得肯定與成就，進而提升學習成效。因此，教師發揮專業，妥適

安排適當的家庭作業，才能真正符應教育與學習之本質。 

四、善用家庭作業並避免觸法之建議 

從上述法規可見教師指派作業之正當性與作業內容需具適當性之規範，然，

親師間因家庭作業發生爭議或投訴，在教育現場或新聞報導中屢見不鮮，應如何

避免爭議或觸法並能善用之，筆者提出三點建議，供教育工作者參酌： 

(一) 家庭作業應以教學目標為依歸 

家庭作業具學習目的與功能，教師應考量學生能力、家庭環境、文化資本等

差異並審慎安排以發揮最佳學習效能。鄭伊琳（2012）提出家庭作業無論在安排

策略、執行策略與回饋策略中，皆須符合教學目標。在「安排策略」須明示作業

價值，親師生皆須充分正確且正向認知，進而評估學生能力，並以多元之方式安

排；在「執行策略」以教導學生自我調節機制，充分親師生溝通，作業太多即時

反映教師知悉，教導學生做好時間管理；在「回饋策略」要確定學生認真完成作

業之態度與品質，與其抄襲、隨意完成，不如好好完成一件好的家庭作業。因此，

教師安排家庭作業，並非以己身教學績效為考量，而應以教學目標為依歸，才能

真正發揮功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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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作業若為管教措施需彈性適度 

有時教師將增加家庭作業做為管教學生的措施之一，為避免濫用或誤用，反

而無法確實導正學生行為，亦恐有違法之虞，教育部於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公

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以下說明之： 

1. 增加作業須適當適度、彈性調整 

  注意事項中的「二十二、……教師得採取……（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

或工作。（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

管教措施。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許多教師未能拿捏分寸，雖明訂「適當」增加，仍以過量罰抄寫的方式，導

致學童下課或放學後的其他時間，形成壓迫與減少，造成更重的負擔，若學童常

違反班規或不小心犯錯，則永無止境的罰抄、罰寫將如影隨形，甚或成為生命中

的夢靨。教師應發揮輔導與管教的專業知能，以適時適度及彈性調整的方式衡酌

使用，才能真正達到正向管教的目的。 

2. 避免作業成為不當管教，導致以身觸法 

注意事項中「四十二、不當管教之處置及違法處罰之懲處教師……學校應按

情節輕重……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接受適當教育，使其充分發展潛能，成為身心健全的未來國民，是孩童到校

學習目的。倘若教師以管教之名，行使過當，反讓學生身心遭受壓迫甚或成為霸

凌，教師將觸犯不當管教之法。尤其家庭作業，如前所述，其本質在幫助學生學

習，雖《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指出，適當作業可作為管教方

式，而教育現場中，確實有老師以增加作業（俗稱罰寫）作為其主要管教與維持

班級秩序之手段，然而，若過度使用，恐造成學生在永無止境之罰寫煉獄，無法

下課、無法遊戲，不僅有違家庭作業之本質功能，更將導致學生學習興趣、動機

因此喪失，更甚者不敢上學，不敢睡覺，反而成為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以身試

法，實在不可不慎。 

(三) 家庭作業過度將導致嚴重後果 

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修正的《教育基本法》第 8 條指出「學生之學習權、

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

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另，民國 108 年 6 月 5 日修正之《教師法》第

14 條載明「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第 15 條敘明「三、體罰或霸凌學

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若學生因家庭作業過量，造成身心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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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家長據此以體罰或霸凌等名義，對教師進行投訴或訴訟，後續所引發的效應

與後果，實需慎之。 

綜上所述，教師安排家庭作業應以教學目標為依歸，亦不可作為管教學生的

主要方式，並需考量學生的程度與能力，避免內容不當或過多，造成學生身心無

法負荷及家長無法諒解之情形發生。因此，校方辦學良窳，教師課程教學，實應

更加重視作業指派之相關事宜，並以更專業、更符合法令之作法為用。 

五、結語 

教育是百年大業，國家基石，目的在培養未來健全公民，不應讓莘莘學子在

學習剛起步之國民教育階段，即視學校學習為畏途。如何讓下一代享受學習、永

續學習，以符應終身學習之願景，端賴教育工作者發揮教育專業，規劃安排、妥

適運用可行之教育作為，包括家庭作業。 

透過家庭作業相關法規探究，析論其正當與適當性，並提出建議，希冀藉由

本文之思辨，讓教育工作者更深入理解家庭作業的意涵，避免以身試法，才能真

正善用家庭作業，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發揮正向功能與價值。另筆者在探

究過程中，發現國內研究家庭作業的文獻不多，建議未來應有更多研究進行關於

家庭作業多寡、學生學習能力與學生學習負荷之實徵研究，將可幫助國內一線教

育人員參酌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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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對幼兒注意力影響之分析 
蕭國倉 

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韋明淑 
嶺東科技大學副教授 

 
一、前言 

幼兒在成長的過程，最初的學習係透過與周圍環境人、事、物的接觸，這是

他學習與成長的根源，然而影響幼兒學習與發展成效的因素，注意力是否能集中

佔有重要的因素。許多的家長對於幼兒是否能專注於學習的問題非常關心，擔心

自己的幼兒在學習的過程，會因其注意力是否能集中而影響學習效果。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兒童心理學家皮亞傑（Piaget）認為人類智慧的根源，是來自幼兒期的感覺

及運動發展，兒童在六歲以前，對於身體運動的感覺統合能力在認知發展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幼兒階段認知發展，與其身體活動、動作發展之經驗乃息息相關；

而幼兒心智發展的順序是透過身體活動，由基本感知覺到高層認知活動，逐層、

遞增累積發展。幼兒時期若身體活動機會缺乏，不僅會影響到兒童動作的品質、

肌力及耐力，更會因為回饋的不足，缺乏成功的經驗，導致兒童行動力下降，注

意力不足及缺少學習潛能，進而危及兒童之智力發展（王宏哲，2015）。 

有家長觀察幼兒平時在家裡看電視，拼積木可以玩很久，但是在幼兒園上課

時卻是無法專注於老師上課的內容，導致家長、老師、幼兒都相當困擾。因此，

有沒有方法提升幼兒注意力？透過感覺統合訓練是否可以提升幼兒注意力？此

乃本研究之動機。 

(二) 研究目的 

透過文獻分析並訪談幼兒園教師，瞭解感覺統合對幼兒注意力發展之影響，

歸納相關研究結果，提供幼兒之家長、幼兒園教師運用感覺統合協助幼兒注意力

之發展。 

二、文獻探討 

在幼兒發育時期，感覺是最簡單、最基礎的心理現象；在幼兒園上課中，教

師會發現有些幼兒靜不下來無法集中注意力，有的煩躁不安在座位上扭來扭去，

有的漫不經心、健忘、不守紀律、人際關係不良。究其原因，這些幼兒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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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感覺統合失調，為滿足大腦中樞所需要的剌激，導致會不由自主的出現上述

行為。以下分別從感覺統合與幼兒注意力兩方面加以探討。 

(一) 感覺統合 

感覺統合理論（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之淵源最早係由美國南加州大學

Ayres於1972年所提出，其理論以神經醫學、神經心理學及神經生理學為基礎，

來治療功能發展障礙的兒童（Ayres,1972）。感覺統合理論具有五大前提，分別

是中樞神經系統是有可塑性的、感覺統合有發展的順序、大腦的功能是具有全面

性、適應性行為可以促進更好及更有效率的感覺統合、兒童天生具有內在驅力以

便主動參與各種感覺統合活動（任彥懷等，2010）（Mangeot.et al.,2001）。 

感覺統合是指個體將自己身體和周遭環境接觸的訊息，透過感覺神經系統，

如前庭感覺、本體感覺、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刺激送達腦部，經由大腦組

織分析與整合後，產生有意義且適當的行為表現，讓個體可以產生合適的反應（王

錦滿，2020）（Bundy et al., 2002）。在心理學定義中，認知是指透過形成概念、

知覺、判斷或想像等心理活動來獲取知識的過程，亦指個體思維進行信息處理的

心理功能（張旭鎧，2019）。幼兒的成長與學習，感覺輸入佔有重要的地位，並

藉由主要感覺如視覺、聽覺、觸覺、前庭覺、本體覺及次要感覺如味覺和嗅覺的

刺激，來滿足他們探索這個世界的需求，並促進他們的動作發展與大腦的發育。

將這些外在的感覺刺激，接受到大腦之中，並產生一個合適的反應，這樣的過程

與能力便稱為感覺統合，亦指感覺統合是一種神經過程，會自動化的組織並詮釋

來自身體與環境中的感覺訊息後，做出適當的反應，讓個體能在環境中有效的運

作（Bundy et al., 2002）。 

感覺統合發展是具有階層性，各個時期在連續中呈現階段的現象，且對於不

同階段的幼兒，都具有各別的差異（任彥懷，2013）。感覺統合對於個體而言，

具備以下的功效，如：促進大腦的發展、激發神經細胞、產生適應反應及行為，

並發揮學習能力和提供情緒的穩定度等。 

運用感覺統合於幼兒教育活動中，教師或家長應該先瞭解感覺統合活動之目

的是提供孩子在前庭刺激、運動覺、觸覺、視知覺或肌肉協調等感覺訓練的機會；

在生活當中，常見的球、滑板、呼拉圈或跳繩等器物，在幼兒園中的球池、刺蝟

球、跳跳球、平衡板、滑板、積木、穿洞訓練組、沙包、平衡木、數字跳電、彈

簧床、腳踏車及溜滑梯等只要稍加運用後，都是訓練孩子感覺統合的好幫手（黃

筱晏、施怡真，2011）。 

感覺統合理論強調感覺調節（modulation）的重要性，主張適當的感覺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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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協助個體有效過濾外界感覺刺激、注意相關刺激、維持適當的警醒程度與

維持注意力；目前在復健醫學臨床上，常見職能治療師執行感覺統合治療協助注

意力呈現缺陷的兒童回歸適當地警醒度，藉此提高執行工作的集中性注意力（王

錦滿，2020）（任彥懷，2013）。 

綜合研究者對感覺統合之結論，認為感覺統合是一種成為大腦－行為的科學

（abrain-behavior theory），亦指大腦和神經系統將所有來自於身體和環境中的

感覺訊息，作適當的選擇、增強、抑制、比較和聯合，進而使個體產生適應的行

為，並經由個體與環境的有效互動，促使個體獲得適切而滿足的經驗（王宏哲，

2015）（Bundy et al.,2002）（Lynch & Simpson,2004）。 

感覺統合融入教學之成效，與幼兒園之教師或是教保員對於感覺統合的認知

程度有高度相關，他們會依據本身對感覺統合的認知程度來運用各種活動或是器

材來增進或改善孩子的感覺統合發展，因此，提升幼兒園之教師或是教保員在感

覺統合之知能，有助於幼兒感覺統合之發展。 

(二) 注意力  

 個體可以直接對外界特殊的感覺刺激產生反應的能力即是個體的注意力

（attention），注意力是否能集中，關係著幼兒學習成效，注意力對於孩子的生

活和學習有重大的影響，對於他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幼兒注意力不集中，是家

長們普遍頭疼的問題。 

影響幼兒專注力的四大因素： 

1. 不均衡的營養與感覺刺激不足 

    偏食導致營養不均衡；身體刺激過少，造成神經系統發展不完全。 

2. 髓鞘化不良 

    髓鞘是包裹在神經細胞軸突外面的一層膜。它的作用是絕緣，防止神經電衝

動從神經元的軸突傳遞至另一神經元的軸突時漏電。 

3. 觸覺敏感度 

    觸覺是所有神經系統發展的基礎，足夠的觸覺刺激可以促進整個神經體系的

發展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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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庭平衡感發展不足 

    前庭平衡感不良使幼兒無法有效地控制身體，引起動作笨拙的現象。（惠心

千愛，2018） 

警醒度是注意力最基礎與必備條件，也是訊息處理的必要條件。它主要受網

狀激活系統（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影響。其功能是使我們的注意系統活躍

起來，去接受感覺的輸入。適當的激發水準可以讓個體準備好接收外界訊息，但

激發水準不足與太過都會使個體的知覺或認知表現變差（唐詠雯等，2017）。當

激發水準不足時個體無法讓訊息線索進入，導致工作表現差。當激發水準過高

時，訊息線索進入太多注意力廣度相形窄化，導致工作不進步反而退步，這就是

葉克斯-多德遜法則（Yerkes-Dodson Law）。這可以說明為什麼個體在過度緊張

下，表現反而變差的現象。家長與幼兒園教師常常想瞭解注意力是否能測量？基

本上測量注意力的方法包括行為觀察、問卷、生理方面檢查，如：測量體溫、肌

力，或腦波等，後者經常會牽涉到其他注意力的運作。 

注意力是一個複雜且具多向度的建構之概念，注意力因為具有看不見也摸不

著的特質，諸多研究者在探討注意力之定義時眾說紛紜，歸納研究者對注意力之

面向涵蓋之類型有多向度注意力、持續性注意力、注意廣度、警覺能力、選擇性

注意力、轉移性注意力、交替性注意力、分配性注意力、執行功能、反應抑制能

力等（王錦滿，2020），幼兒園教師在指導幼兒的過程中，應具備專業知能，辦

別幼兒是在那一類之注意力有問題，進而針對幼兒之問題提出改善之策略，方能

有效的改善幼兒注意力無法集中之問題。 

三、幼兒注意力之分析 

幼兒園教師與家長都期盼在幼兒園的幼兒能依照園方的課程計畫學習，然而

在帶領幼兒學習的過程卻無法符合原有的期待，有部分的幼兒上課時會「不專心」

或是容易「拖拖拉拉」，無法將注意力集中於教師，導致家長和老師們常常備感

吃力，造成幼兒、教師、家長，身心俱疲、困擾萬分。茲將幼兒注意力之問題分

析如下。 

1. 焦點注意力：幼兒能否將注意力聚焦在當前面對的問題上。 

2. 持續性注意力：幼兒可以保持高效注意力的時間。 

3. 選擇性注意力：幼兒能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焦點上，而被不相干的刺

激分散，或者只注意細枝末節。 

4. 轉換性注意力：把專注力從一件事或活動中，轉移到另一件事或活動上。 

5. 分散性注意力：同一時間進行兩種或多種活動的能力。（楊潔，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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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學習的過程，注意力是否能集中影響其學習成效甚巨，諸多研究如何

提升幼兒注意力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見解，茲彙整有關幼兒注意力相關研究結果，

提供家長、幼兒園教師參考。 

國內外學者研究指出，影響幼兒學習注意力的因素相當廣泛，如：飲食、睡

眠、休閒運動、閱讀圖畫書、黏土活動及瑜珈等的因素均會影響幼兒學習注意力

（駱明潔、潘意鈴，2013）（Mangeot  et al, 2001）。有關幼兒飲食之研究，王

道還（2012）指出在母乳或是奶粉中添加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對幼兒在認知上的發

展是有正面的影響；林茂勳（2011）以高雄市某復健科診所中的24位注意力缺陷

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國小兒童，採隨機分

配至實驗組與控制組各12名（實驗組利用每日早晚飯後的半小時內服用1000 mg 
的魚油，為期12週；控制組則按一般作息方式進行日常活動），其研究結果發現，

有「規律口服魚油」的實驗組兒童，在「整體視覺認知」的表現上有顯著影響，

且在「多向度注意力測驗」之「選擇性」與「持續性」分測驗的後測表現，均顯

著優於控制組，且實驗組在實驗後的表現也顯著優於實驗前；Frensham,Bryan and 
Parletta (2012)研究顯示，高社經地位的幼兒在攝取微量營養素和omega-3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上，會比低社經地位的幼兒較為足夠，且在低社經地位的幼兒較易出

現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綜合以上所述，食用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對幼兒

學習專注力提升是有正面的影響。 

 幼兒睡眠時間是否足夠也會影響其注意力之發展，根據美國國家睡眠基金

會（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 2014）建議1–3歲幼兒每天應睡足12–14小時；3–5
歲幼兒每天應睡足11–13小時；5–10歲幼兒每天應睡足10–11小時。何芳與徐佩茹

（2009）認為，睡眠是大腦皮質的保護抑制過程，所以睡眠不足會影響生理及心

理發展，甚至還會影響認知的發展。研究指出，幼兒的「夜間睡眠時數越多」及

「就寢時間越早」，其學習注意力就越佳，因此應讓3–6足歲幼兒睡足10–12小時，

才有良好的學習專注力（何芳、徐佩茹，2009）（駱明潔、潘意鈴，2013）（張

旭鎧，2019）。 

    幼兒學習之注意力是家長與幼兒園教師所關心的關鍵，要如何改善幼兒專注

力，透過文獻分析與訪談幼兒園教師，歸納提升幼兒注意力之原則： 

1. 多給予前庭覺和本體覺的刺激活動。 

2. 簡化環境，生活作息規律，避免放任混亂的作息。 

3. 交代事情，簡化複雜的指令。 

4. 學習「一次只做一件事、每次都把事情完成」。 

5. 不要強求幼兒過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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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儘量不要讓小孩玩手機電腦，或看太久的電視。 

7. 家長帶著孩子一起「常運動、旅行、閱讀」。 

8. 多吃新鮮蔬果，避免吃精製糖類、油炸食物、人工添加物食用色素等。（親

子，2019） 

四、感覺統合對幼兒注意力之影響與相關研究 

感覺統合是生命發展的必經過程，它的運行和作用像髓鞘化一樣，一輩子都

在進行，其基礎奠定在0-12歲，0-6歲期間是感覺統合發展最快速也是最重要的

關鍵期，6歲之後到12歲期間則是非常重要的調整期。 

幼兒感覺統合和注意力是否有關係，一直是研究者欲加以探討之問題，透過

相關文獻分析，分述如下： 

(一) 注意力不集中與前庭失調有關 

 前庭核位於頸部，所有身體訊息都是透過前庭系統傳入大腦，前庭就是大腦

訊息過濾的門檻，當前庭失調的時候，這個門檻的信息過濾就會出現問題，前庭

抑制過度，篩選過度，就出現轉換注意不足之情形，外界指令不能迅速傳遞給大

腦，會出現轉換注意不足，跟他講話充耳不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上課大鈴

聲響了，繼續沉浸在自己下課的愉悅中，外界指令不能迅速傳遞給大腦。若是前

庭敏感，前庭抑制不足，不能對信息進行篩選，不能過濾掉無用的信息，就出現

選擇性注意力不足，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信息上，容易被無關刺激干擾或者

過度關注細枝末節。如在做作業時，一點風吹草動，這些信息沒有經過篩選，全

部傳遞給大腦，大腦迅速做出反應，停下筆，跑去看看發生了什麼。 

(二) 注意力不集中與觸覺失調有關 

觸覺遍布整個身體，接收到的外部刺激是最多的，像衣服貼到身上的感覺，

鞋子對跟腳之間的摩擦，正常情況下，我們是可以屏蔽這些感覺刺激，觸覺失調

的幼兒會對外部所有訊息都有反應，你跟她說話，他卻不停的說衣服不舒服很扎

人，腳不舒服很磨腳，完全聽不到你的話；觸覺敏感的幼兒，對外部任何訊息都

有反應，大腦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無法集中注意力，就會出現持續性注意力不

足，不能對當前任務保持高效的注意時間，如在寫作業時，會先玩一下筆，扣一

下指甲，一會兒要上廁所，一會要吃東西，做一下作業，不知道要做多少無關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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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力不集中跟運動能力有關 

運動能力係指身體對當下環境需要所做的直接反應，是直覺反應，沒有任何

思考完成的，屬於身體智能。簡單的說就是生活中不需要思考的動作，幼兒最直

接的反射動作，例如走路時，需思考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嗎？幼兒不用思考就

會直接跨出習慣性的腳；運動能力不足，如果在同一時間進行多種活動時，幼兒

的注意力就會下降，亦即分散性注意力不足，學習效率就會明顯下降。 

(四) 感覺統合治療對幼兒注意力療效之研究 

有關感覺統合治療療效之實證研究，職能治療學者以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系統性的整理分析並綜合自1970至 1990年代間文獻上有關感覺

統合療效研究的結果。Ottenbacher（1982）以meta-analysis 分析於1972-1981年
間發表的8篇運用感覺統合理論且研究設計算嚴謹的療效研究，結果發現平均效

應值（effect size, d-index = mean difference / standard deviation）為0.79，即接受感

覺統合治療的個案比沒有接受感覺統合治療的控制組個案在成果評量（outcome 
measure）的表現為佳，其中與動作、注意力相關的評量之效應值最大為1.03。 

Vargas and Camilli （1999） 也用meta-analysis 分析於1972-1993年間發表的

感覺統合運用理論的療效研究共32篇，其中16篇是比較接受感覺統合治療（SI  
treatment）與沒有接受治療者（no treatment）間的療效差異，另16篇是比較感覺

統合治療與其他治療方法（alternative treatments）間的療效差異。結果發現，在

比較接受感覺統合治療（SI treatment）與沒有接受治療者（no treatment）的療效，

其平均效應值是0.29，顯示接受感覺統合治療比沒有接受治療者的表現為佳。 

Vargas and Camilli的結論：(1)比較接受感覺統合治療（SI treatment）與沒有

接受治療者（no treatment）的療效差異，早期研究的療效獲得驗證，但晚期的研

究並未能顯示整體性的療效；(2)較大的效應值是在心理教育類和動作類（motor  
categories）；(3)感覺統合治療與其他類型的治療一樣有療效（as effective as various 
alternative treatment methods）。 

國內有探討感覺運動遊戲對幼兒心肺功能及注意力表現的影響之研究，研究

對象為四十四位4-5歲的幼兒，分為實驗組SD（感覺統合失常幼兒，N=12）、實

驗組NE（一般正常幼兒，N=14）和一組控制組（一般正常幼兒，N=18），共分

為三組。兩組實驗組皆進行一週兩次，每次30-40分鐘，為期十二週的感覺運動

遊戲。實驗結束後，將蒐集之數據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和相依T檢定，並訪談

四位班級教師輔以研究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心肺功能方面，兩組實驗組經過

十二週的感覺運動遊戲後，與控制組皆有顯著差異；在警覺力方面，兩組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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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二週的感覺運動遊戲後，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影響；在選擇注意力方面，兩

組實驗組經過十二週的感覺運動遊戲後，與控制組皆有顯著差異；在注意力與活

動量、感覺統合功能部分，實驗組SD的前、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根據教師訪

談內容之分析，教師表示幼兒在接受感覺運動遊戲後，其動作發展有改善，而在

注意力方面有明顯的改善（賴嬌娥，2011）。 

國內相關研究顯示，透過感覺統合訓練，可以針對性提高幼兒注意力之七大

能力：注意力、學習力、語言系統、大運動、人際關係、自信心、精細動作（楊

潔，2017）。 

五、感覺統合在幼兒注意力之應用 

感覺統合訓練對增進幼兒之學習注意力是否有效？這是許多家長心中欲探

討的答案。2019年最新的研究中，有學者集結了2006年到2017年有關感覺統合與

注意力的研究，以美國的實證醫學標準來探討。經過層層篩選與核對標準，結果

發現，職能治療師所執行的感覺統合治療可作為4-12歲兒童治療選項之一，證明

了感覺統合治療對幼兒注意力是有療效的。期刊中特別說明，有效的「感覺統合

治療」指的是經過專業訓練的職能治療師所進行的療法，非一般從感覺統合理論

所設計的遊戲或課程（張旭鎧，2019）。 

依據相關文獻分析，在學習的過程，幼兒之注意力是否能集中，會影響其學

習效果；以下從相關文獻及訪談幼兒園教師之實務經驗，分別敘述透過感覺統合

訓練增進幼兒注意力可行之做法，可以提供幼兒園教師、家長之參考。 

1. 在每天早上開始上課前 20 至 30 分鐘，或是準備學習和閱讀前，幫孩子做一

些感覺統合的活動，包括前庭覺活動、觸覺活動和本體覺活動，可以協助幼

兒學習前的專注力。 

2. 每天第一堂課先以戶外活動為主，藉由觸壓覺、關節拉/擠和出力氣的運動等，

對於安定學生的情緒和專注力穩定是有相當大的成效。 

3. 研究顯示：使用重量背心（增加出力本體覺的機會）可以增加孩子 18%至 25%
的專注力，而且眼睛專注地看老師的時間也會增加。 

4. 如果幼兒的警醒度太高，活動量高，總是靜不下來。從「感覺統合」的觀點

來看，可以給予「本體覺」活動，有抑制或安定的作用。（楊潔，2017） 

5. 如果幼兒的警醒度較低，常常無精打采、有聽沒有到，或是成天想睡覺的樣

子，建議可以在上課前，先執行適量的前庭活動，有助於活化大腦，有興奮

和覺醒功能。 

6. 吃過多高熱量食物與甜食對幼兒注意力缺陷有影響，這類飲食對健康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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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響，建議家長儘量讓發展中的幼兒少吃甜食為宜。 

7. 幼兒園教師宜妥善規劃幼兒改善視知覺能力的活動，如：拼圖、七巧板、堆

疊積木、雪花片、球類活動、摺紙、紙筆訓練、大家來找碴等活動。 

8. 幼兒園教師可妥善規劃幼兒肢體之活動，如：小牛耕田、匍匐前進、爬樓梯、

爬樹、攀爬、跳繩、彈跳床、跳房子、翻跟斗、旋轉椅、溜滑梯、盪鞦韆、

搖椅、球類運動、做家事、黏土、麵團等活動。 

六、結論與建議 

幼兒的注意力是家長非常關注的問題，當家長擔心幼兒在學習過程中是否缺

乏注意力時，他們便開始尋求解決方法，而借助於感覺統合訓練是否會提昇幼兒

注意力，一直是家長所關心的課題。 

幼兒階段認知發展，與其身體活動、動作發展之經驗乃息息相關；而幼兒心

智發展的順序是透過身體活動，由基本感知覺到高層認知活動，逐層、遞增累積

發展。幼兒時期若身體活動機會缺乏，不僅會影響到兒童動作的品質、肌力及耐

力，更會因為回饋的不足，缺乏成功的經驗，導致兒童行動力下降，注意力不足

及缺少學習潛能，進而危及兒童之智力發展。 

感覺統合將來自內耳前庭平衡感覺、皮膚的觸覺、肌肉關節的動覺、空間形

態的視覺以及耳朵聽覺等感受器所收入的訊息，在腦幹部附近做初步的接收和組

合，經整合後有效的轉送到大腦皮質結構，以供大腦做認知與學習的基礎。兒童

在六歲以前，對於身體運動的感覺統合能力在認知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幼兒

時期若身體活動機會缺乏，不僅會影響到兒童動作的品質、肌力及耐力，更會因

為回饋的不足、缺乏成功的經驗，導致兒童行動力下降，注意力不足及缺少學習

潛能，進而危及兒童之智力發展。 

感覺統合是一種神經過程，感覺學習和運動學習不斷交替，形成我們的感覺

統合運作，好讓個體可以有效運用其肢體與環境互動。感覺統合的訓練是需要個

別化及針對性極強之活動，且足量的感覺刺激才能有效調整人體的感覺處理能

力，從而影響其行為和認知，依據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正確的感覺統合訓練方式，

幼兒會成長得更好。 

有家長觀察幼兒平時在家裡看電視，拼積木可以玩很久，但是在幼兒園上課

時卻是無法專注於老師上課的內容，導致家長、老師、幼兒都相當困擾。因此，

有沒有方法提升幼兒注意力？透過感覺統合訓練是否可以提升幼兒注意力？本

研究透過文獻分析並訪談幼兒園教師，瞭解感覺統合對幼兒注意力發展之影響，

歸納相關研究結果，提供幼兒之家長、幼兒園教師運用感覺統合協助幼兒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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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參考。 

父母是幼兒的第一任老師，更是幼兒的終身導師，在幼兒成長的環境與過程

扮演重要的角色，父母應該給孩子提供安全豐富的生活環境、獨立自主的空間，

時時注意幼兒的身心發展狀況，結合相關醫療與教育資源，給予必要的支援與協

助，讓幼兒的學習能正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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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養型態及繪本對學齡前幼兒情緒表現之探究 
陳佩汶 

桃園市青溪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嬰兒從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即是生命的開始，而「家庭」是幼兒從出生開

始第一個接觸的社會場域，父母則是領引幼兒成功航向社會化的掌舵者，近年來

許多研究指出，父母雙親對於幼兒的教養型態方式，與幼兒未來人格、心智、情

緒、社會生活適應及學習成就等發展皆會產生密切關係（引自馮燕、江東亮、田

旻立，2013）。在教學現場多年的我覺察到，常常因少子化的關係，導致家長過

分寵溺幼兒，捨不得讓幼兒哭泣，捨不得讓幼兒等待，捨不得讓幼兒動手做，事

事都順著幼兒的意向，導致錯失了幼兒學習情緒調節能力的黃金期。當幼兒來到

了幼兒園的團體生活中，凡事需要等待與輪流，此時，就會開始出現爭吵、打架、

尖叫或哭鬧的情況發生，負向情緒漸漸浮出，家長就會開始為幼兒的各種負向情

緒而產生彼此間的衝突。 

然而，家庭是提供幼兒社會化過程中極重要的發展場所。學齡前階段幼兒情

緒能力屬於似懂非懂的猶疑階段，幼兒常會隨著自己的喜好與身體的反應，直接

表現出當下的情緒感受。林佳慧（2019）指出，家長與親子互動方式對學齡前幼

兒語言表達、情緒覺察與理解、情緒表達和調節則有顯著影響。透過家庭教育及

親子間的互動關係，引導幼兒對情緒表達有更佳的出口與方向，以正向的態度來

慢慢調節與控制自己的情緒。 

由此可見，父母雙親的任何一言一舉不僅對於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發展有極大

的影響，甚至成為孩子學習模仿的對象，以往為了求取當下的安靜或立即解決問

題，我們常常用大聲喝止或無條件的順從來安撫幼兒過度反應的情緒，久而久之造

就幼兒情緒不正常的壓抑或情緒失調，每一種情緒表現都有其重要的意涵存在，引

導幼兒邁入正向的情緒表現有許多方法，如：安撫、轉移注意力、遊戲…等等，筆

者多年的幼教教學經歷中發現透過繪本可以與幼兒討論情緒、理解情緒甚至成功調

節情緒，故，本文將論述家庭教養型態及繪本對學齡前幼兒情緒表現之探究。 

二、家庭教養型態對學齡前幼兒情緒表現之影響 

以兒童發展的觀點而論，從出生至入學之前，家庭與父母可視為影響幼兒情

緒能力發展的核心關鍵。家庭教養型態對學齡前幼兒情緒能力之影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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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 Baumrind 提出「家庭教養模式（parenting styles）」，她觀察父

母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依據父母對孩子的要求以及接納程度交叉得到四種不

同的教養類型：權宜型（authoritative）、威權型（authoritarian）、寬鬆型

（permissive）、 忽視型（rejecting-neglecting）（魏世台，2000）。 

依筆者在教學現場多年經驗中覺察到學齡前幼兒的情緒表現，會依循著父母

不同教養型態而有所差異，歸納整理如表 1： 

表1 家庭教養型態之特性與幼兒情緒反應 

家庭教養型態 父母教養特性 學齡前幼兒情緒反應 

權宜型 

（authoritative） 

1. 會依循幼兒個別發展差異

給予幼兒適切的行為準則 

2. 尊重幼兒自己做的選擇 

3. 鼓勵幼兒用語言溝通 

4. 願意聽從幼兒不同的意見 

1. 情緒表現較為正向 

2. 個性較獨立，喜歡挑戰新

事物 

3. 對於環境的改變較能夠調

節自己的情緒反應來適應

不同環境 

4. 會用符合社會化的情緒表

現與他人溝通 

威權型 

（authoritarian） 

1. 建立了一套絕對的標準 

2. 服從導向與權位導向 

3. 認為孩子應該接受父母的

命令，父母不需要對指令

做任何解釋 

1. 負向情緒出現機率較高 

2. 個性較為被動消極退縮 

3. 害怕接觸新事物，抗拒學

習 

4. 遇不如意情境易哭鬧、生

氣、尖叫等情緒反應 

寬鬆型 

（permissive） 

1. 給孩子相當大的自主性 

2. 即使孩子的表現較不成

熟，他們也不會太在意 

3. 盡量滿足幼兒的需求，以

方便為原則 

4. 只要安撫孩子哭鬧行為，

不求背後原因 

1. 常以自我為中心 

2. 較無法接受失敗，容易激

發負向情緒 

3. 人際溝通技巧較差，常出

現遷怒、使喚他人等情緒

表現 

忽視型 

（rejecting-neglecting） 

1. 無心教導幼兒 

2. 不關心幼兒生活及情緒反

應 

3. 缺乏情感交流 

4. 不認為教導幼兒是自己的

責任 

1. 缺乏安全感 

2. 決策能力及是非判斷能力

較弱 

3. 缺乏自信心，個性較孤僻

安靜 

4. 常會拒絕與他人溝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魏世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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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man 與 Declaire（1997）認為父母可以協助幼兒習得更好的方式表達自

己的需求，父母親藉由教養型態產生的互動中提供幼兒不同生活環境經驗，這些

經驗對於孩子的社會情緒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力。幼兒透過接收及內化，會將父母

的教養型態表現於外在的行為。學齡前幼兒的自我性及依賴性高，更需要父母親

的陪伴協助及鷹架，因此，家庭教養型態對於幼兒情緒表現有高度的相關及影響。 

三、情緒繪本之介紹 

    Jessen, Altvater-Mackensen與Grossmann（2016）研究指出，情緒覺察是最早

出現在幼兒身上的能力（引自謝曼盈、潘靖瑛，2019）。父母該如何在工作之餘，

達到有效的親子互動，提供幼兒邁向符合社會化的情緒能力之鷹架，為現代父母重

要課題，身為教育工作者的筆者經常會在教學現場運用各種情緒繪本來引導幼兒正

向的情緒能力培養，提出比較適合學齡前幼兒的情緒覺察與調節的相關繪本，整

理歸納如表2： 

表 2 情緒調節相關繪本 

幼兒情緒種類 相關情緒繪本 

負面情緒 

1.生氣和憤怒情緒 
生氣的亞瑟、生氣湯、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菲菲生氣了-非常的生氣、生氣王子 

2.害怕及恐懼情緒 
小貓頭鷹、小豬乖乖:乖乖不怕打針、膽小獅

特魯魯、勇敢湯、我好擔心 

3.挫折情緒 
跌倒了，沒關係、我贏了！我輸了！、我不要

跟你玩了、小琪的藍絲帶 

生命死亡與 

離別情緒 

1.親人死亡離別情緒

繪本 

再見，愛瑪奶奶、我好想妳，媽媽、你到哪裡

去了？、我永遠愛你、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2.寵物死亡離別情緒 
跳吧！跳跳、記得我們的約定喔、謝謝你陪我

這麼久 

人際關係情緒 
 跟我做朋友好嗎?、是蝸牛開始的、把帽子還

給我、我最討厭你了、沒有人喜歡我 

身心失能者關

懷情緒 

 我的妹妹聽不見、好好愛阿迪、叔公忘記了、

威威找記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親子天下網站與給生命的情書網站與每日頭條網站。 

情緒繪本不論在圖片或內容情境都能與幼兒生活經驗相符應，在繪本分享時

可以成功吸引幼兒注意，幼兒情緒能力，可透過教育來提升及引導，情緒相關繪

本可以由簡入繁，由具體到抽象，藉由繪本中不同故事情境設計，讓幼兒覺察到

繪本角色的心情及情緒，甚至從繪本圖像符號及分享者的聲音表情中所帶來的訊

息感受到不同的情緒表現，並與幼兒討論分享閱讀後的感受及心得，運用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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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情緒，從中習得情緒調節的歷程。 

四、結語 

綜上所述，家庭教養型態及父母的教養態度會影響幼兒情緒發展，幼兒通常

都是跟隨父母的教育模式，而產生不同的情緒表現。情緒是一種多元、複雜的感

受，幼兒的情緒能力發展從「情緒覺察與辨識」開始至「情緒理解」、「情緒調節」，

最後才能夠適時、適切的以符合社會化來表達情緒，父母的陪伴關懷及理解就顯

得相當重要。 

所有的情緒教育的核心都是從幫助幼兒從認識情緒開始，情緒是非常主觀的

感受，透過親子共讀情緒相關繪本，不僅可以增加親子互動時間，還可以一同從

情緒繪本中瞭解幼兒情緒的原因，引導幼兒正向情緒發展與良好情緒管理，一起

做自己情緒的主人。 

人生中最早進行情緒交流的地方是家庭，家庭教養型態是否適切，在在影響

著幼兒的情緒能力發展趨向，如今，少子化的社會中，每一位孩子都是父母親心中

最重要的寶貝，我認為培養孩子擁有正向的社會情緒能力發展，遠比重視孩子學校

教育成績好壞來的重要許多。不過度寵愛、用心陪伴，滿足家庭教育功能，才是孩

子成長中最珍貴的禮物。 

五、建議 

    我們常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那麼我們該如何做，才能營造一個良

好的家庭環境，做孩子背後最堅實的後盾呢？在此提出幾點建議，希望父母親與

孩子擁有更親近、甜美的家庭生活： 

(一) 積極的對話，有效的溝通 

語言是家庭溝通的最好工具，正向的溝通使所有人都有良好情緒，親子關係

更加親密。父母親若能放下身段，聆聽孩子的想法，透過情緒繪本情境內容，練

習積極的對話，有效的溝通，對於孩子的情緒表達必定有正向的影響力。 

(二) 多多讚美及表揚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質及亮點，他每一次多 0.1 的進步都是值得讚揚。父

母可運用情緒繪本共讀機會瞭解幼兒情緒表現的理由及需求感受，看到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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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力和特質，並適時對孩子進行及時的讚許與鼓勵，相信每一次回饋都讓孩子

信心大增，自然而然孩子的情緒調節能力也會大大提升。 

(三) 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 

很多情緒的難題都是父母教養上的難題，孩子的行為表現，都是父母的翻

版，你現在教育孩子的方式，將決定了他爾後為人處世的表現方式。幼兒情緒表

現的建立、長大後的為人處事態度、幼兒一生的價值觀皆取決於父母的身教，這

些道理在在顯示出身教重於言教的重要性。選擇良好的情緒繪本，可以協助父母

認識幼兒情緒，開啟良好情緒管理的開端。 

(四) 父母給予孩子高質量陪伴 

無真心的陪伴，哪來親密的情感？在學齡前幼兒時期對父母的依賴情感是有

效期的，過了這個階段，幼兒獨立自主能力增加，人際社交逐漸向外闊展，對於

父母的依賴性就逐漸降低，若在學齡前階段父母能夠用心陪伴，建造一個正能量

家庭，讓孩子自由自在的幸福成長，對於學齡前幼兒的情緒能力表現無庸置疑的

是一股強大的助力，父母可多運用親子共讀時間，從陪伴閱讀中幫助幼兒認識情

緒、理解情緒至有效的調節情緒，以獲得良好的情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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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的拼圖—論特教助理員身份與定位 
趙雲青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不是專業的專業－特教助理員 

「孤軍奮戰，其力有限；眾志成城，堅不可摧。」這顯現出特教的一大特色

－－團隊合作。特殊生樣貌多變，一己之力往往只能支持特殊生某個層面，要完

整支持特殊生，常需不同專業支援，方能一起支持特殊生的成長與進步。然文獻

討論中，卻有一個角色鮮少被提及，成為整個團隊中缺漏的一員。 

特殊生所需專業面向極廣，不論是普特教教師的班級經營及教學策略調整，

還是醫師、心理師、物理治療師等特教相關專業人員的協助支持，或是學校各處

室行政人員的配合，均需依學生需要彈性調整。而特殊生在校時，因其障礙狀態

及嚴重程度不同，無論是課程的順利進行，還是課程外的社交、進食或如廁協助，

都可能會看到特教助理員（下文中兩類並陳部份以「特教助理員」稱之，單指其

一者將使用個別「教師助理員」或「學生助理員」之名稱）陪同的身影。 

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教師助理員主要協助特殊生之「生活自理」

及「安全維護」，並輔以「教學協助」。特教助理員極貼近特殊生在校生活，特殊

生用餐、行動、如廁、上課時，均常需特教助理員協助（黃綉雯、張恒豪、唐文

慧，2016；鈕文英、施安琪，2014；鄭文淵，2016）。特教助理員可謂在校最了

解特殊生者，同時也是在校給予特殊生最多支持者。 

然在法規及一般界定中，特教助理員卻不屬於專業人員。特教助理員可謂在

校最近距離影響特殊生的人，卻少有研究論及他的存在，其身份定位極混淆。故

本文欲從各面向，深入探討特教助理員的身份與定位。 

二、話說從頭－特教助理員的演化史 

1984 年臺灣開始重視特殊教育，並訂定《特殊教育法》法案。關於特教助

理員的最早法規，屬 1987 年訂定之《特殊教育設施設置標準》。由於特教教師聘

用不足額及評鑑增加教師負擔，故在特教班中增設生活輔導員，其工作為協助特

教教師，使特教教師得以順利進行教學。 

法條明定特教助理員，則是 1997 年後。隨著《特殊教育法》修訂，1999 年

亦訂定《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辦法》，並點明特教助理員亦包

含此前存在已久，同樣協助特教教師幫助特殊生學習與生活自理的生活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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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特教走向融合教育，障礙程度輕的特殊生融合在普通班，而障礙程度重

的特殊生多安置在特教班。原本安置於機構或家中其他障礙程度更重的特殊生則

挺進特教學校。隨特教潮流推演及因應特殊生的多元需求，特殊生家長進一步要

求，除教師助理員，亦應有專門協助特殊生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因此 2013 年

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明定特教助理員分協助教師的教師助理員及協助學生的

學生助理員。 

簡梅瑩（2014）指出，英國與台灣演近類似，因評鑑增加教師負擔及人力短

缺增設教學助理。但教學助理不夠專業，衍生教師專業資格貶值、教師權責模糊

及教學績效化問題。 

三、牡丹亦需綠葉扶－特教助理員對教師的助益 

教師平時面對班上眾多學生，有課程進度、學生能力差異、缺乏學校行政支

持等種種困境，對單一特殊生的了解有限（曲智鑛，2018）。特教助理員因其職

責含「生活自理指導」、「教學協助」和「安全維護」，被賦予協助普特教教師及

支持照顧特殊生的角色。 

Hendrix 等人（2018）指出，教師透過行為功能評估，指導特教助理員鼓勵

特殊生替代行為及忽略問題行為，可有效降低特殊生問題行為。鄭文淵（2016）
亦指出，特教助理員可協助學生維持整潔。降低學生問題行為可提升特殊生課業

參與，維持特殊生之整潔則可提升其人際關係。 

特教助理員在教育現場中協助普特教教師，直接對特殊生實施特殊教育（沈

佑真、林惠芬，2015；徐玉琴，2019；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2016；鈕文英、

施安琪，2014；鄭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特教助理員的協助，可有

效分攤普特教教師的負擔，亦可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跟能力（徐玉琴，2019；鄭

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 

四、「現」身說「法」－法規內容與工作現況 

法規明定高中以下可依實際需求聘僱進用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員。更

制定特教助理員相關法律條文。以下就員額編制、工作職責、進用資格以及教育

訓練相關之法規內容及工作現況探討： 

(一) 員額編制 

法規規定中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每 15 位配置

專任教師助理員一人，不足 15 人者配置部分工時教師助理員一人；重度以上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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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則配置學生助理員。雖《特殊教育法》

規定重度以上特殊生方可申請學生助理員，教育部也補充，中度特殊生學習生活

倘有特殊需求亦可申請。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員額有固定分配標準，學生助理員員額則須參照學生實際

需求。然王幼玲（2019）指出，多數縣市歷年均未依學校申請之員額核定教師助

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教師助理員有專任者，依工作難易度給予比照分類職位公務

人員俸點支給報酬的固定職，少數以臨時人員方式進用，其薪資水平亦多以法定

最低時薪計。專兼任教師助理員均稱為教師助理員，工作內容及屬性亦同，卻是

同工不同酬。而學生助理員之員額需視各校當年度實際需求而定，故均以臨時人

員方式進用，並多依法定最低時薪給付，且依個別聘僱契約訂定工作時數，工作

時段方有給付，各縣市規定不一，從每週 5 小時到每週 40 小時都有（王幼玲，

2019）。 

未足額核定人員的影響，若非多數縣市之特殊生之需求未被充份滿足，則特

教助理員可能為了儘量滿足學校跟特殊生的期待而疲於奔命。尤其學生助理員的

工作時間通常彈性較大，對其極為不利，若一週工時只有幾小時，可能連基本的

溫飽都有問題，若要兼職，又難以與其他工時短的工作配合。而特教助理員間相

比，工作負擔及壓力都不輕省，亦可能需相互支援，但其薪資結構及工作保障的

個別差異，卻是天差地別。 

(二) 工作職責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的工作職責，是在特教教師督導下，協助特殊生在校期間

的學習、評量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故除協助該班特殊生的課程進行、考試輔助、

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亦可能協助教師們製作教材和環境維持。學生助

理員亦須在普特教教師督導下工作，其工作內容為服務個別或少數重度之特殊生

在校的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的支持性服務，或協助有嚴重情緒行為

障礙致影響其普通班生活適應或學習者之特殊生，他們亦可能會協助特殊生的課

程進行、考試輔助、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但少了直接協助教師的部份。 

各校甄聘特教助理員時，除各項條款外，往往含「其他學校交辦事項」，讓

他們的工作範圍擴增許多，成為不可知的未定之數。此外，當學校同時存在教師

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時，兩者可能會互相協助支援，工作重疊性更高。 

實務中由於融合首重特殊生家長的意願，而特殊生家長多傾向向上安置，教

師助理員服務的特殊生障礙程度有增無減，特殊生需協助的範圍跟難度均增加不

少。然一班通常只有一位特教助理員，個別障礙的狀況也多元，若同時兩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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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協助，特教助理員將難以及時應付，其工作負荷量，不可謂不繁重。 

(三) 進用資格 

檢視特教助理員進用資格，可看到教師助理員與學生助理員須為高中以上畢

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學生助理員的條件則多加一條，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

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條件，亦可進用之。教師助理員均為特殊學校或特教班進

用人員，由特教教師指導其工作，然學生助理員在普通班或特教班進用均有，其

中普教教師的特教知能可能有限，若學生助理員本身有相關經驗或專業知能，較

易進入狀況。 

特教相關工作繁重，特教助理員僅需高中職畢，薪資亦不高，大學以上畢業

者多無法久待此職。甚至在學校有需求時，會面臨招聘不到特教助理員的窘境（徐

玉琴，2019），因此，特教助理員多為二度就業婦女、特殊生家長、曾接觸特殊

生者或退休教師。 

退休教師擔任特教助理員者，常被稱為「老師」；而其他背景擔任特教助理

員者，稱為「阿姨」或「老師」者均有，如何稱謂常與其背景或學校習慣有關。

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學經歷差異並不影響特教助理員的專業知能需求，

這代表不同學經歷特教助理員習得之專業知能相差無幾。然師生對助理員的稱謂

亦反映出他們對特教助理員的態度，更進一步影響特教助理員協助特殊生之成

效。 

(四) 教育訓練 

特教助理員經聘用後，須修習 36 小時之系統化設計職前訓練（鈕文英、施

安琪，2014），每年亦須參加 9 小時以上之特教在職訓練。然而兩者之實際訓練

時數，各縣市差異極大，且在職訓練多為各校依各自需求塊狀規劃之非系統化研

習，亦難以吻合特教助理員之服務需求。 

學校辦理研習時間，若安排在上課時段，特教助理員均無暇出席。但若安排

在非上課時段，因特教助理員常是照顧家庭者，研習與照顧子女時間衝突，亦增

添其參加研習難度。 

沈佑真、林惠芬（2015）亦指出，工作年資長之特教助理員專業知能需求與

資淺者不同，說明特教助理員透過長期累積工作及訓練經驗後，專業知能均會提

升。然特教助理員為依普特教教師指示協助特殊生之角色，普教教師之特教研習

修習時數卻僅需每年 3 小時，普教教師恐難了解特殊生之特質與需求，適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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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助理員特殊生所需服務。 

綜上所述，特教助理員屬「錢少、事多、責任重」的工作，既不受重視，亦

少被尊重，無怪乎特教助理員流動率大，常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工作，鮮少有男性

從事此工作。 

五、結論與建議 

特教助理員提供特殊生所需之協助，在教學現埸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員額

編制不足、工作職責沈重、進用資格門檻低，教育訓練時間及內容亦難以配合其

工作特性，使特教助理員之任用及專業成長易陷入困境。 

以下幾點調整，相信對未來特教助理員的留任及成長將多有助益： 

1. 各校特教助理員的人力需求每年均有所不同，需求較少之鄰近學校可合聘一

名特教助理員，可減少畸零時數之特教助理員人數，增加求職意願。 

2. 於大專院校規劃培訓特教助理員之學程，透過專業證照取得特教助理員資

格，以提升其專業。 

3. 提升普教教師之特教知能及了解特殊生之個別需求，讓普教教師能習得有效

指導特殊生之方法，更適切安排特教助理員的協助事項。 

4. 特教助理員依表現分級給薪，可促進其工作效能，提升特教助理員的留任意

願。 

5. 以「教師」而不以「阿姨」稱之，使學生重視特教助理員的指導，給予特教

助理員適當尊重。 

6. 調整評鑑制度，並於家長、社區或民間社團中募集熱心志工，或設計相關教

育學程實習生協助教學制度，以降低教師及特教助理員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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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entary on Career-oriented Translation Classes 
and TBL Translation Practice  

職業導向的翻譯課程和 TBL 翻譯實作之評論 
應芳瑜 

弘光科大國際溝通英語系助理教授兼語言中心組長 
 

I. A Commentary on Career-oriented Translation Classes 

A. Translation Classes for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In general, professional and career-oriented translation classes are offered in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Most of these programs are two or three 
years. For example, the two-year master’s program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ng at 
Heriot-Watt University provides students with in-depth training in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s used by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1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offers three programs—a Master of Arts in Translation, a Master 
of Ar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d a Master of Arts in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2 University of Bath has a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translation with 
business interpreting which is business-oriented and focuses on written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nd Chinese to English, as well as business interpreting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3 However, translation classes are taught by English 
teachers in some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at certain universities. Can English 
teachers teach translation classes? To be more specific, English teachers must have 
experience in translating a variety of documents in order to teach translation classes. 
Translation is a profession and it is different from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ELT). It requires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industries. On the 
one hand, most translation classes, especially hands-on or practical translation classes 
in this kind of program, should be taught by professionals in translation industry. For 
example, professors who are translators or have a maste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such 
as Jean Boase-Beier, Christine Calfoglou, and Antoinette Fawcett, taught these classes 
(Fawcett, García, & Parker, 2010). On the other hand,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classes 

                                                

1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Heriot Watt University at 
https://www.hw.ac.uk/uk/study/postgraduate/chinese-english-interpreting-and-translating-2-years.ht
m. 

2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https://www.middlebury.edu/institute/academics/degree-programs/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3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University of Bath at 
https://www.bath.ac.uk/courses/postgraduate-2020/taught-postgraduate-courses/ma-translation-with-
business-interpreting-chinese-full-time/?utm_source=findamasters&utm_campaign=bpid[68]&utm_
medium=featlisting&utm_content=textLink.  

https://www.hw.ac.uk/uk/study/postgraduate/chinese-english-interpreting-and-translating-2-years.htm
https://www.hw.ac.uk/uk/study/postgraduate/chinese-english-interpreting-and-translating-2-years.htm
https://www.middlebury.edu/institute/academics/degree-programs/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https://www.bath.ac.uk/courses/postgraduate-2020/taught-postgraduate-courses/ma-translation-with-business-interpreting-chinese-full-time/?utm_source=findamasters&utm_campaign=bpid%5b68%5d&utm_medium=featlisting&utm_content=textLink
https://www.bath.ac.uk/courses/postgraduate-2020/taught-postgraduate-courses/ma-translation-with-business-interpreting-chinese-full-time/?utm_source=findamasters&utm_campaign=bpid%5b68%5d&utm_medium=featlisting&utm_content=textLink
https://www.bath.ac.uk/courses/postgraduate-2020/taught-postgraduate-courses/ma-translation-with-business-interpreting-chinese-full-time/?utm_source=findamasters&utm_campaign=bpid%5b68%5d&utm_medium=featlisting&utm_content=tex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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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taught by professors i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short,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ought to be strictly career-oriented in order to enable students to becom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There are som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knowledgeable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or interpreters. Torres-Simon and Pym (2019) in their 
article, “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indicated that a C1 
level in English is a national requisite to access any British degree. An entry 
requirement of a C1 level (IELTS 7.0)4 allows students to have essential language 
ability on which scaffolding strategies can be applied to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key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skills. Moreover, to gain a practical foundation in translating, 
students have to learn how to use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CAT) software as the 
trend goes. Some industries offer full-time or freelance translation jobs in which 
subtitling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re mostly required. How to use CAT tools can 
b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classes. Apart from these skills, students have to us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e when coping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contex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and industries. In the end, students also have to know how to 
interact with clients if they choose to become freelance translators. Client-dealing 
classes may be the last layer of the scaffolding in the course design for master’s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In conclusion, students in translation graduate programs 
ought to take more career-oriented translation classes by which they are channeled to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jobs.  

In Taiwan, there are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or example, NTNU GITI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s the 
first master’s program in Taiwan. It trains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nd focuses on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local masterpieces. Faculty 
members in NTNU GITI include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s.5 NTNU GITI students have great freedom to choose from a wide variety 
of courses, specializing in translating texts in two of these four are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nd politics; economy and commerce; and literature.”6 Another 
national university’s translation graduate program, NCUE GITI, also offers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courses, specializing in these five areas: humanities and 
history, finance and commerce, diplomacy, law and politic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se areas in both NTNU GITI and NCUE GITI seem to cover most industries and 

                                                

4 This is based on IELTS at https://www.ielts.org/ielts-for-organisations/common-european-framework 
5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NTNU at http://en.ntnu.edu.tw/p-Translation.php.  
6 Ibid.  

https://www.ielts.org/ielts-for-organisations/common-european-framework
http://en.ntnu.edu.tw/p-Transl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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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s. According to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he largest employers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2018 were from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which account for 33%.7 Self-employed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account 
for 22%, educational services 18%, hospitals 8%, and government 6%.8 Based on 
Mary Ziegler’s report on Innerbody Research, self-employed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are usually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field and work for several facilities on a 
freelance basis (2018). She also no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hospital interpreters are 
employed by hospitals or interpretation agencies” (2018). In this regards, it seems 
hospital interpreter jobs are relatively more stable because interpreters are hired by 
hospitals and they don’t have to encounter the risks of freelancing, such as unstable 
income and no permanent employee benefits. Moreover, practice makes perfect. 
Hospital interpreters can interpret accurately when they have enough experience, so 
can company-employed or government-employed interpreters. In short, GITI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hospital interpreter jobs can take more translation classes about 
medical expertise and seek opportunities to serve an interpreting internship offered by 
hospitals. Similarly, this career-oriented suggestion applies to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other industries, fields, or sectors. 

B. Translation Classes for English Majors at Undergraduate Level 

Unlike the translation classes in the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that 
prepare students to becom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the translation classes for English 
majors are selective classes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ranslation. In Taiwan, 
some universities offer selective translation classes, for example,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fers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skill classes and translation and practice classes.9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ffers fundamental English 
interpretation classes, finan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classes,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lasses.10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fers several kinds of translation classes—translating English 
texts into Chinese classes, translating Chinese texts into English classes, a translating 
journalistic writing class, a literary translation class, a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7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U.S. Bureau of Labor at 
https://www.bls.gov/ooh/media-and-communication/interpreters-and-translators.htm#tab-3.  

8 Ibid.  
9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NTU at http://www.forex.ntu.edu.tw/undergraduate 

curriculum/?lang=en.  
10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NTNU at 

https://www.eng.ntnu.edu.tw/index.php/ba-courses/. 

https://www.bls.gov/ooh/media-and-communication/interpreters-and-translators.htm#tab-3
http://www.forex.ntu.edu.tw/undergraduate%20curriculum/?lang=en
http://www.forex.ntu.edu.tw/undergraduate%20curriculum/?lang=en
https://www.eng.ntnu.edu.tw/index.php/ba-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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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a fundamental oral interpretation class, and an advanced oral interpretation 
class.11 In view of these class structures for English majors, translation skills are still 
considered to be part of the primary competences that English majors in Taiwan ought 
to acquire.  

Moreover, learning how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se students in translation classes 
may need a pre-class survey. First, what are th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s? 
What are their CEFR levels? Why do they want to take the translation class? Do they 
have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How well can they translate? Are they better at source 
language or at target language? Is this the first time they take a translation class? How 
do they choose the word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hen translating the source language? 
Do they want to learn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CAT)? There are tons of questions 
for a teacher who prepares to teach a translation class for English majors. Some 
researchers attempted to design new classes for teaching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Fabio Alves analyzed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 (2007). Sin-wai Chan developed a new curriculum for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2010). Luo Xuejuan created a course design of 
CAT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2010). In short, the translation classes for 
English majors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which helps students to learn basic 
translation skills and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II. A Commentary on TBL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a Translation 
Class for Undergraduates  

A. A TBL Approach in a Translation Class for English Majors in Hungkuang 
Universit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translation classes that are taught in 
master’s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and in undergraduate programs for English majors, 
this commentary expounds on a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at presents a task-based 
learning (TBL) approach in a translation class for English majors. The translation 
class is combined with a project which aims to make students consciously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learning through the practice-oriented or so-called hands-on course 
design. Students in this clas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wishes to practice 
translating assigned documents and correct another group’s translations in class. 
Students applied the knowledge they had learned from the teacher to practice doing 

                                                

11 The 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NSYU at 
http://www.zephyr.nsys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3. 

http://www.zephyr.nsys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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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exercises and correcting another group’s translation assignments. In so 
doing, students fou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own translations and another 
group’s when correcting their peers’ assignments. At last, they consulted the teacher 
about how they could improve. The teacher, who had worked as a freelance translator 
for years, delivered a short lecture on translation skills and then gave students half of 
class time to do their translation assignments in class. The topics of translation 
exercises varied widely so that students could practice translating many types of 
cont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is expected in real work 
settings.  

Through the on-site observation of the class, the TBL feature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teacher provided teaching materials of different genres and topics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practice translating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genres and topics (e.g., news, recipes, manuals, business, etc.).  

2. Team briefings were conducted in order to develop teamwork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assign translation tasks as freelance translators do. 

3. The teacher instructed these students and pinpointed their mistakes or inadequacies 
in the process of group briefing about their co-created translation assignments.  

4. Each group handed in their translation assignment and consulted the teacher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translations, such as, sentence structures of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the use of parts of speech, etc. 

B. A Reflection on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are drawn from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1.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 sentences that 
students encounter during translation can be solved by means of team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in-class consultations. 

2. Learning environments vary over time and from classroom to classroom. 
Nowadays, most students have smart phones and use them to google what they 
want to know at any time. Gradually, students feel that they need to learn, do, and 
ask.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an in-class consultant, 
assigning tasks to groups of students and giving them advice. In thi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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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he teacher pointed 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students’ classwork when 
grading it. 

3. The hands-on method or learning-by-doing approach may be another change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translation classes. The ratio of classroom lectures to student 
practice can be set as 1 to 1, i.e., one period12 of lecture and one period13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a two-hour translation class per week.  

4.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belongs to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for this reas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t may not offer many practical exercises or hands-on 
activities. But the teacher can give easier assignments or quizzes to let students try 
them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mest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acceptance and 
how well they finish the assignments. If ninety percent of students can complete 
the first assignment or test successfully, the teacher can continue to follow this 
strategy. If not, it must be adjusted based on students’ responses. 

5. The last inference is the teacher who taught this translation class had taught these 
students since they were freshmen and both of them were very close. Moreover, 
these students had adapted to th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These students gave 
this teacher an almost 5 in their assessment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this class.  

With all these inferences in mind, understanding studen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of teaching, and it is the primary work that teachers may have to do in 
the translation class design. Besides,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ay have to cater to the translation need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what 
a 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 is expected by these industries. After al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graduates have to find a professional job in the real world after 
graduatio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classes may have to link to the job descriptions of 
the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the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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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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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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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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

以下每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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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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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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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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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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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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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223 第九卷第 10 期  主題背景 

 

第  223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雙語教育」（各教育階段的雙語教學、英語授課等）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九卷第九期將於 2020 年 10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8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為全面啟動我國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並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教

育部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發布【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https://www.edu.tw/ 
News_Content.aspx?n=D33B55D537402BAA&s=FB233D7EC45FFB37）。該計畫的

推動策略與措施有五：一是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激發學習動機；二是擴增英

語人力資源，連結在地需求；三是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發展無限可能；四

是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讓世界走進來；五是鬆綁法規建立彈性機制，創新學習

模式。 

  依據 Barbara A. Anderson 和 Brian D. Silver 的看法，所謂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指運用兩種語言進行教學，一是本國語言，二是外語；雙語教學可

能實施於所有課程，也可能僅佔部分課程；每課程使用兩種語言的比例高低依課

程模式而有所不同。我國期藉【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達成行政院國家發展

委員會提出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之目標—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

家競爭力。此目標如何達成？大、中、小學應如何進行雙語教育？需哪些配套措

施？原有的英語課程與教學應如何革新？師資培育與教師在職教育的準備、問題

與因應狀況如何？國外的實施經驗和啟示有哪些？108 課綱如何配合此政策去實

施？…這些都是本期可撰稿的方向。 

 

                                                第九卷第十期 輪值主編 

        張芬芬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謝金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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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美感素養的培育」（包括藝術與科技的跨領域教學等）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九卷第十一期將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9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

及「共好」為理念，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為「溝通互動」面向當中的一項核心素養，透過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培育，

幫助學生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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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

力。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啟動，臺灣教育改革走向新的里程碑，無論在課程開

發、師生的教與學，都將配合時代的趨勢，邁向創新的教育。近年來，積極推展

美感教育，提升學生美感素養，提供未來公民必備的創新素養。符應未來社會對

新世代跨領域素養的需求，朝向國際教育趨勢「STEAM」（S=Science，
T=Technology，E=Engineering，A=Art，M=Mathematics），強調未來的學生應培

養跨領域素養和能力。藉由跨領域美感教育，落實全民美育，厚植核心素養，培

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知能。以美感經驗而言，

透過藝術的引導，啟發學生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產生審美知覺、意義、情感、

意象等，以作為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媒介。自民國 103 年起，教育部與文化部啟動

美感教育相關計畫，各計畫在學校與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與遭遇困難？透過美感

教育的學習，我們如何提升學生的藝術涵養？學生能應用於生活？如何提升學生

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各學習領域的教師嘗試融入藝術與美感的元素？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美感素養的培育之教育理論與實踐、跨領域美感教育

的實踐，進行分析與檢討，探討學校中實際運作情形與問題，提出未來可以改善

的方向與具體作法。 

                                              第九卷第十一期 輪值主編 

        莊敏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魏炎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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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各期主題 
 

第九卷第一期：中小學課綱研修與審議 

出版日期：2020 年 0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 

出版日期：2020 年 02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三期：新課綱的教材編製與使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3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四期：校長遴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4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五期：中小學師資培育品質 

出版日期：2020 年 05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六期：國家資歷架構 

出版日期：2020 年 06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七期：新住民語文教學與師資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 

 出版日期：2020 年 08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出版日期：2020 年 09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期：雙語教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一期：美感素養的培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二期：大學校外實習 

 出版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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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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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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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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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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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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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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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wsearch/%E4%B9%9D%E5%B9%B4%E4%B8%80%E8%B2%AB/9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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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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htt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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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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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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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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芷吟 助理收 

2. 傳真：（02）2311-6264（請註明劉芷吟助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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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傑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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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ter.org.tw/)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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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黃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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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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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二、 課程規劃
	(一) 規劃理念與實現

	校訂必修課程以達成理想學生圖像與學校願景為目標，在學校整個課程結構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以邁向國際化及培養學生具國際移動力為目標的學校，常見以第二外語及國際議題探究為校訂必修課程，這類型學校如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以第二外語為校訂必修課程；以培養學生具科學探究能力與創造力為目標的學校，則常見以專題研究為校訂必修課程，這類型學校如臺北市立麗山高中，以專題課程為校訂必修課程。
	在校訂課程的實施層面，需要特別留意的是，理想學生圖像以及學校願景是如何產生，此攸關老師設計課程時，能否認同與具體掌握課程目標。當理想學生圖像以及學校願景，是透過學校成員以團體共創的方式產生，教師較能夠理解其形成的脈絡以及實質內涵，在課程設計端就比較容易具體落實培養學校本位學生「核心素養」的課程目標。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教育部，2014）。在教師能夠掌握理想學生圖像內涵的前提下，才能發展出有別於系統性知識教授的方式，透過素養導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協助學生在知識的基礎上建立能力與培養態度。
	(二) 課程特性

	嘉義縣教育處課程督學紀志聰分析，109學年度大多數的普通高中所開設的校訂必修課程，有以下四大特色：(1)重視閱讀理解與表達能力；(2)強調外語能力；(3)學會如何學習、問題解決能力；(4)培養跨域的探究實作力。校訂必修課程的類別有:研究方法、閱讀策略、議題探究、第二外語、國際教育、學習策略、領導學、專題研究、地方學、表達力以及科學素養等（未來family，2020）。
	依上述課程類別以及查閱各校所公告之課程計畫，可顯示出校訂必修課程以培養學生能力為導向的普遍特性。在課程內容與能力相關的部分，對於資料的接收與分析，與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相關；對於意見的陳述以及與他人溝通，與表達能力的建立相關；自主學習以及遇到問題時，需要學習的動機、方法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於議題以及環境的探究，則和研究能力與探究精神的建立有關。
	(三) 與其他課程之關聯
	108課綱實施後，學校透過建立課程地圖，除了完整呈現課程架構，也讓學生和家長清楚的瞭解高中的學習歷程如何設計，更提供課程諮詢教師完備的工具以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在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以及依據各科領綱所安排之課程皆重視素養導向的前提下，考量學生能力的建構需有其脈絡性與系統性。學校可依課程地圖的架構重新檢視課程安排的順序，使學生能力養成兼具縱向銜接的系統性，以及各課程間的橫向關聯性。
	例如，當學校於高一開設閱讀理解與表達的校訂必修課程，高二安排了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和社會探究與實作課程。高一校訂必修課程為學生所建立的擷取訊息、統整解釋、省思評鑑以及系統化表達的能力（未來family，2018），對於高二探究與實作課程中所進行的資料閱讀、發現問題、規劃研究、論證建模以及表達與分享等課程內容（教育部，2018），是具有課程間能力銜接的縱向關係。學生在高一課程所奠基的能力，在高二能夠進一步深化，學習表現可以往更高層次發展。且由於自然與社會探究實作課程皆開設於高二，課程設計的教師可以思考...
	三、 課程發展與評鑑
	(一) 以教師社群支持課程發展

	校訂必修課程的目標不僅是協助學生知識上的學習，在理想學生圖像的達成、學校特色的發展以及學生多元能力的培養等方面，都需要透過課程的素養導向化，協助學生逐步建構知識、能力與態度。對於建立教師具備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實施之能力，許多學校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建立，來發展課程並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前提是—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在於教育工作者需持續不斷地專業成長與學習（DuFour, DuFour, Eaker, Many, 2006）。社群的特徵有：（DuFour, & Eak...
	1. 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Shared Vision, Values and Goals）；
	2. 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A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th Focus on Learning）；
	3. 共同探究學習（Collective Inquiry）；
	4. 分享教學實務（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5. 實踐檢驗：有行動力，從做中學（Action Orientation: Learning by Doing）；
	6. 持續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
	7. 檢視結果（Results Orientation）。
	(二) 課程評鑑制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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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評估，則需透過學校所發展的檢核工具，在學生學習、教師教學以至於學校課程結構設計等不同面向，予以檢視，協助教師教學以及學校課程結構設計能夠滾動式的修正。展望未來，國家所賦予學校的課程發展空間將持續增加，學校在具備現階段課程規劃與執行經驗的基礎上，會更加具備建構脈絡性課程的能力，提供學生探索自我、適性學習，發展更具廣度與深度的學習表現，建立面對未來世界的重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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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drix等人（2018）指出，教師透過行為功能評估，指導特教助理員鼓勵特殊生替代行為及忽略問題行為，可有效降低特殊生問題行為。鄭文淵（2016）亦指出，特教助理員可協助學生維持整潔。降低學生問題行為可提升特殊生課業參與，維持特殊生之整潔則可提升其人際關係。
	特教助理員在教育現場中協助普特教教師，直接對特殊生實施特殊教育（沈佑真、林惠芬，2015；徐玉琴，2019；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2016；鈕文英、施安琪，2014；鄭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特教助理員的協助，可有效分攤普特教教師的負擔，亦可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跟能力（徐玉琴，2019；鄭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
	四、 「現」身說「法」－法規內容與工作現況
	法規明定高中以下可依實際需求聘僱進用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員。更制定特教助理員相關法律條文。以下就員額編制、工作職責、進用資格以及教育訓練相關之法規內容及工作現況探討：
	(一) 員額編制
	法規規定中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每15位配置專任教師助理員一人，不足15人者配置部分工時教師助理員一人；重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則配置學生助理員。雖《特殊教育法》規定重度以上特殊生方可申請學生助理員，教育部也補充，中度特殊生學習生活倘有特殊需求亦可申請。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員額有固定分配標準，學生助理員員額則須參照學生實際需求。然王幼玲（2019）指出，多數縣市歷年均未依學校申請之員額核定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教師助理員有專任者，依工作難易度給予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的固定職，少數以臨時人員方式進用，其薪資水平亦多以法定最低時薪計。專兼任教師助理員均稱為教師助理員，工作內容及屬性亦同，卻是同工不同酬。而學生助理員之員額需視各校當年度實際需求而定，故均以臨時人員方式進用，並多依法定最低時薪給付，且依個別聘僱契約訂定工作時數，工作時段方有給付...
	未足額核定人員的影響，若非多數縣市之特殊生之需求未被充份滿足，則特教助理員可能為了儘量滿足學校跟特殊生的期待而疲於奔命。尤其學生助理員的工作時間通常彈性較大，對其極為不利，若一週工時只有幾小時，可能連基本的溫飽都有問題，若要兼職，又難以與其他工時短的工作配合。而特教助理員間相比，工作負擔及壓力都不輕省，亦可能需相互支援，但其薪資結構及工作保障的個別差異，卻是天差地別。
	(二) 工作職責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的工作職責，是在特教教師督導下，協助特殊生在校期間的學習、評量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故除協助該班特殊生的課程進行、考試輔助、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亦可能協助教師們製作教材和環境維持。學生助理員亦須在普特教教師督導下工作，其工作內容為服務個別或少數重度之特殊生在校的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的支持性服務，或協助有嚴重情緒行為障礙致影響其普通班生活適應或學習者之特殊生，他們亦可能會協助特殊生的課程進行、考試輔助、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但少了直接協助教師的部份。
	各校甄聘特教助理員時，除各項條款外，往往含「其他學校交辦事項」，讓他們的工作範圍擴增許多，成為不可知的未定之數。此外，當學校同時存在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時，兩者可能會互相協助支援，工作重疊性更高。
	實務中由於融合首重特殊生家長的意願，而特殊生家長多傾向向上安置，教師助理員服務的特殊生障礙程度有增無減，特殊生需協助的範圍跟難度均增加不少。然一班通常只有一位特教助理員，個別障礙的狀況也多元，若同時兩位特殊生需協助，特教助理員將難以及時應付，其工作負荷量，不可謂不繁重。
	(三) 進用資格
	檢視特教助理員進用資格，可看到教師助理員與學生助理員須為高中以上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學生助理員的條件則多加一條，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條件，亦可進用之。教師助理員均為特殊學校或特教班進用人員，由特教教師指導其工作，然學生助理員在普通班或特教班進用均有，其中普教教師的特教知能可能有限，若學生助理員本身有相關經驗或專業知能，較易進入狀況。
	特教相關工作繁重，特教助理員僅需高中職畢，薪資亦不高，大學以上畢業者多無法久待此職。甚至在學校有需求時，會面臨招聘不到特教助理員的窘境（徐玉琴，2019），因此，特教助理員多為二度就業婦女、特殊生家長、曾接觸特殊生者或退休教師。
	退休教師擔任特教助理員者，常被稱為「老師」；而其他背景擔任特教助理員者，稱為「阿姨」或「老師」者均有，如何稱謂常與其背景或學校習慣有關。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學經歷差異並不影響特教助理員的專業知能需求，這代表不同學經歷特教助理員習得之專業知能相差無幾。然師生對助理員的稱謂亦反映出他們對特教助理員的態度，更進一步影響特教助理員協助特殊生之成效。
	(四) 教育訓練
	特教助理員經聘用後，須修習36小時之系統化設計職前訓練（鈕文英、施安琪，2014），每年亦須參加9小時以上之特教在職訓練。然而兩者之實際訓練時數，各縣市差異極大，且在職訓練多為各校依各自需求塊狀規劃之非系統化研習，亦難以吻合特教助理員之服務需求。
	學校辦理研習時間，若安排在上課時段，特教助理員均無暇出席。但若安排在非上課時段，因特教助理員常是照顧家庭者，研習與照顧子女時間衝突，亦增添其參加研習難度。
	沈佑真、林惠芬（2015）亦指出，工作年資長之特教助理員專業知能需求與資淺者不同，說明特教助理員透過長期累積工作及訓練經驗後，專業知能均會提升。然特教助理員為依普特教教師指示協助特殊生之角色，普教教師之特教研習修習時數卻僅需每年3小時，普教教師恐難了解特殊生之特質與需求，適切指導特教助理員特殊生所需服務。
	綜上所述，特教助理員屬「錢少、事多、責任重」的工作，既不受重視，亦少被尊重，無怪乎特教助理員流動率大，常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工作，鮮少有男性從事此工作。
	五、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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