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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教學之行動研究 

 

許素娟 

國立台東大學   教育學系所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行動研究，並了解學生

對於在綜合活動領域學習當中，進行使命式學習歷程的表現和看法，以分析使命

式學習應用於綜合活動教學時所發現的問題，以及對學生之學習所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行動研究法，以研究者所任教的一年級之十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在每

次研究教學時，會將教學的過程予以錄音，研究教學後，再對資料做謄寫及分析

整理。研究中透過教學觀察記錄與田野札記、和學生的晤談、學習單、心得報告

以及綜合討論等方式進行資料蒐集分析。本研究之結論如下：  

 

壹、實施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歷程方面： 

一、以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課程設計與實施，能在 

       生活中實踐，是一種可行且有效的實施模式。 

二、以學生為主體導向，透過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   

         課程設計，能增進學生對學習活動架構之建立。 

貳、實施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課程時之問題發現方面： 

一、低年級學生之書寫及發表能力不足。 

二、實施課程時間不足。 

參、學生對自我學習之影響方面： 

一、在學習態度上：從生活學習中學習生活。 

     二、在學習成就上：體認學習過程勝於評量結果之轉變。 

   三、在學習動機上：能從被動學習者轉變成主動建構知識者。 

 

後，歸納本研究之結果，以作為學校行政單位、教師教學以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關鍵詞：使命式學習、綜合活動領域



An Action Study of Integrating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Hsu Su-Chu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as an action research of integrating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It was aim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mission-based integrative activities to analyze problems 
with applying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instruction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 of this learning method on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10 first-grade students instruct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of each session was recorded. The collected 
audio data were transcribed and analyzed later after the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s were 
completed. During the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from field observation,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students’ learning sheets and feedback reports, and discussions were also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earch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1)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ar design that integrates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in the real life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2) The student-oriented curricular design that integrates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could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2. Problems of integrating mission-based learning into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1) Students in lower grades did not have enough capability to write and express 

themselves.  
(2) The tim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s was insufficient.  
 

3. The effect of students’ self-learning:  
(1) In the aspect of learning attitude: They learned to learn in life.  
(2) In the aspect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y realized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hange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  
(3) In the aspec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y developed from passive learners 

into active knowledge constructors.  

 

Finally, the above findings were conclud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mission based learning, integrative activities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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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本研究擬探討國小學童參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學習之概況，藉以

闡述本研究之始末歷程，本章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邁入二十一世紀新知識經濟，全球資訊變遷的時代裡，教育的體制與理

念，也將被重新改造與管理，而學生的學習方式，也更趨於多元且豐富化，現行

的創新教學九年一貫課程中，其目的都在培養學生能在日常生活裡，具備必需的

基本能力和技能，未來國民中小學的新課程，應該要培養學生具備隨時可以帶著

走的知識能力及學習經驗；並能拋掉背不動的課業書包，與學習繁雜的知識教材

壓力。因此，為達成此教育改革的目標，學校必需提供學生真實且實際的學習經

驗及內涵，以進一步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的目標。 

    另外，教育的基本理念，應著重學生能夠處處學習，隨時可以學習為主要精

神，傳統的教學模式，通常是教師在課堂上講授，學生坐著聽的單向知識傳授的

學習方式，學生常這樣處於被動學習狀態下求知，往往會限制了學生學習的主動

性、好奇心、以及創造力，學生的學習方式，不僅是只有在教室中正襟危坐，專

心聽講才是學習，學生的學習活動模式，也不應該只是當成一種旁觀、旁聽的活

動，而是需要學生主動參與置身其中，另外，學生在教室中所得到的知識，通常

都是認知、情意層面，學生必須經由自己的學習體驗，與知識轉化的過程，從實

際動手做中學習新知識，這樣才能得到具備實際生活的能力和技能，因此，學生

應將課本的知識，經由自己的學習模式來建構，從實際操作和應用知識的經驗中，

取得學習的基本脈絡，這樣的學習方式，才能將教育與生活融合，學生學習到的

知識，對自己才有幫助，才真正具有教育的意義。 

面對這樣有別於傳統的學習模式時，教師必須創新自己的教學方式，這樣才

能有效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的目標，在新近的教學典範中，主張教師的角色，不應

只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者，而是學習的促進者、引導者、諮詢者，學生的角色，也

必需從被動的吸收、等待填充的容器，轉為主動的學習者（江文慈，2006）。因此，

在現代課程典範轉移下，傳統教師的角色任務必需有所調整，應從過去「亦師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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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身分，轉變成「亦師亦友」的角色；從「知識的傳授者」轉換成「能力的

引發者」；從「既定課程的執行者」轉換成「課程的設計與實施者」（饒見維，1999）。

總之，教學是師生共同參與而產生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所謂的「學不厭、教不

倦」，教學相長必能相得而益彰，唯有多采多姿的教學情境，才可造就多才多藝的

學生，因而教師的教學要多元化、多樣性，提供充分的機會，讓學生各取所需，

在學習中成長，能一一展現其才華，並獲得身心需求的滿足與喜悅（簡茂發，

2001）。 

所以，國外學者 Chan（2001）對此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概念，也就是主動社會

學習模式（Active Social Learning），這種學習方式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從經驗

中獲取知識（Learning from experience），希望讓學生從學習生手（Novice Learner），

變成具有學習能力的終身學習者（Active & Retrospective Lifelong Learner）（陳德

懷、黃亮華，2003）。在此學習模式下，也同時要求學生主動探索新知識，及自我

建構知識，並且能夠運用方法，完成一項具有特定使命的任務或課程，像這樣的

使命式學習活動，就是要讓學生對此目標產生高度的使命感，學生需用有別於傳

統學習認知的思考模式，在面對重重困難與挑戰時，能用批判性思考、創新思惟

能力、合作精神、及積極主動的態度和方法去解決問題，同時發揮師生潛能，使

學生能在時代不斷變革的潮流中，適應未來世界的多元與變化，因此，在教與學

的過程中，教師只要當一般的鷹架給與學生支持建議鼓勵，從一開始的引導學生

學習的方向，之後漸漸地放手讓學生任意地發展，教師將是提問者而不是解答者，

教師為學生開啟新視野，適度誘導給予激發，教師將得以發揮自己與學生的潛能，

運用自己的創意，幫助學生活出有創造力的人生，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角。

因此，在整個使命式學習活動中，教師的 主要工作，只是從旁協助學生建構知

識而已。另外，教師如何營造主動學習的教學情境，把學習的主體找回來，讓學

生能夠在課堂中思考、分享，充分參與整個使命式學習活動，這也是本研究所必

需要關注的焦點之一。 

總而言之，使命式學習模式所強調的精神與學習目標，對學生而言是很重要

的，而且，此種學習模式也與現行九年一貫課程中，實施綜合活動領域之基本理

念相符合，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習，並不侷限於課程內容，而是強調透過體驗學習，

從日常生活中體驗現代社會的課題，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體察自己週遭切實的

問題，活用知識並會獨立思考判斷， 後付諸於自我實踐的行動，且對行動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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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負責任，所以，將使命式學習精神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中，學生就能夠活

化知識脈絡，將呆板的知識內容轉化成靈活的知識經驗法則，學過的知識也能充

分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因此，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課程中之模式，正好可以

幫助學生學習，學生體會到學習後成長的喜悅，成為生活中自發性學習的原動力，

學習所得的內容，也將會內化成為自己學習基礎的一部份。 

所以，學生參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時的種種歷程、實施之發

現與檢討、影響因素等，以及它的真正意涵、學習的各項特性及其核心價值，都

將是本研究想探討的，也期盼藉由此項研究，能夠幫助學生，在任何的學習環境

中，都能夠真正達到自我學習，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並且能夠更進一步挑

戰自我的學習能力，增進本身自我的才能，這也將是本研究所想探究的內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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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第一章第一節之研究動機，本研究要探討學生參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

活動領域課程時之實際情況與作法，並試著發現和釐清學生參與此項學習活動

時，所可能遭遇、發現到的問題和困境，並加以檢討改進， 後經由本研究的歷

程中，學生能夠自我建構出有用的知識技能，發展出有效的學習策略，且幫助學

生自我達到學習的目標，所以，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壹、瞭解國小學童，在參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時之實施歷程。 

貳、瞭解國小學童，在參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時之問題發現

與檢討。 

參、探討國小學童，在參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時，對自我學

習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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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節所要解釋的名詞有：使命式學習、融入式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茲

將其解釋作如下的說明： 

 

壹、使命式學習（Mission-based Learning） 

「使命式學習」就是結合運用學校傳統教室學習、社會環境學習、資訊教育環

境的整合式學習環境中，設計一項特定的使命學習課程，讓學生對此使命課程，

產生高度的使命感，並願意冒著使命失敗的結果，在有限的資源及時間的壓力下，

以合作學習的方式，活用所學的知識及常識，克服各項困難條件，產生堅持到底

的決心， 終完成使命任務學習（石岳峻、沈瑞棋，2006）。 

 

貳、融入式課程（Infusion Curricuium） 

是將學生學習的課程重新概念化，使所需要融入的課程和另一個領域的課

程，兩者統整成為一個新的課程架構，融入式課程的教學，可以增加課程結構的

緊密，實施效果較持久，且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參、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綜合活動（Integrative Activities）學習領域之「綜合」是指日常生活中所涵概

的萬事萬物各類的知識理念，「活動」是指人對所知道的萬事萬物，要更深入瞭

解所需採取的行為或動作。所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就是為了要落實上述的教育

理念，而設置的學習領域課程。因此，綜合活動課程，可以說是一種基於學生的

直接經驗、密切聯繫學生自身生活，和社會生活、體現對知識的綜合運用的課程

形態；且是一種以學生的經驗與生活為核心，而組織起來的綜合課程（教育部，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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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是利用教學行動研究法，研究者本身即為教學者，教學研究發展及設

計則以使命式學習為核心之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藉以瞭解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

動領域教學之實施過程，雖然，教學行動研究近幾年來在教育的研究與應用上逐

漸風行，但是，仍有其研究上的限制與困難，以下分別敘述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

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由於研究者即為教學者本身，所以，參與者的選擇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學校

班級學生為主，而參與者只為研究者所任教之班級學生約 10 人。 

二、基於現場教學環境之考量，教材之設計上，仍以現行一般之教材所延伸出

的概念議題為主，所以，本研究之資料蒐集的範圍，只限於該班綜合活動

領域教學之部份，在教學設計之選擇及設計上，盡量與綜合活動領域相關

之主題配合。 

三、在研究的成果上，因考量本次研究的時間和人力，將無法對每一項研究之

價值，做深入的探究、分析，所以，本研究所探討的範圍，將限於使命式

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實施歷程、困難發現，以及對學生的影響

等，其餘將不在本研究探討的範圍內。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樣本方面 

因本研究之參與對象只為一個班級 10 位學生，且又是研究者任教的班級，無

法像一般正式的科學研究一樣，採取具有代表性的大量樣本，因此，本研究之代

表性仍嫌不足，這也是質性研究普遍存在的問題。 

二、研究結果推論方面 

因本研究屬於質性的研究，而教學為一持續不斷的活動過程，研究階段的結

果與發現，也只討論在本班教學情境下的教學呈現，且研究也會受到研究者的經

驗、信念等主觀意識，以及研究情境的影響，再加上基於上述在研究樣本上之限

制，而無法以大量化樣本來進行研究，故研究結果的推論也無法通則化。 

三、資料蒐集方面 

本研究之主要教材呈現，以現行一般綜合活動領域教材為主，再由研究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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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配合使命式學習所設計出的一系列教學活動，研究歷程中之資料的蒐集，

也以訪談、對話、學生之學習單、現場觀察記錄等做為參考資料，因此，對於所

蒐集之資料的完整性及相關性亦受考驗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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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在介紹與本研究有關的理論與研究，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介紹使命式

學習模式之源起，第二節介紹使命式學習活動之理論架構，第三節介紹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之相關理論，第四節介紹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相關探討，第

五節介紹使命式學習之相關實證研究，期望藉由此五節之理論架構探討，能做為

本研究設計與帶領使命式學習活動之參考。 

 

第一節 使命式學習模式之源起 

    使命式學習之概念是源自於主動社會學習模式而來的，所謂的「社會學習」，

就是各種群體互動學習的方式，包括以合作、討論、競爭、模仿及角色扮演等方

式進行學習（Bandura & Walter, 1963）。而「主動社會學習」是指能讓學生為興趣

而主動學習，為尋找答案而努力發掘，為追求創意而自在思考，享受成就感及愉

快經驗，養成汲取新知的習慣，在人生不同的階段能持續努力的不斷學習（Chan, 

2001）。主動社會學習模式（Active Social Learning）可分成四大類型為：未來教室

學習、結構化知識學習、任務式學習、社區式學習；而結構化知識學習又可下分

為：目標式學習及學科式學習；另外，任務式學習也可以下分為：主題式學習、

專題式學習或探究式學習、使命式學習、創意問題解決（莊益瑞、陳德懷，2001）。

其基本架構圖如 2-1 所示： 

 

 

 

 

 

 

 

 

 

 

 

圖 2-1 主動社會學習模式架構圖（莊益瑞、陳德懷，2001） 

未來教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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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式學習 
Community-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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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科式學習 
Subject-Based Learning

 

主動社會學習模式 
Active  Social  Learning 

任務式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 

結構化知識學習 
Structure  Knowledge 

Learning 

1.主題式學習             3.使命式學習 
Theme-Based Learning        Mission-Based Learning 

2.探究式學習或           4.創意問題解決 
專題式學習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quiry-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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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主動社會學習模式之內容架構分述如下（莊益瑞、陳德懷，2001）： 

壹、未來教室學習 

    一般的觀念中，傳統的學習方式，學生在教室裡坐著聽老師講課，學生通常

是扮演著被動的角色，學生在教室裡互動的對象，通常都是固定的，如同班上的

同學或相同的老師，因此，學生的學習觸角，就顯得較單調且缺乏學習的刺激與

競爭，未來教室的學習模式，將有別於傳統的學習模式，它是整合網路的學習環

境與軟體技術的支援下，教師可隨時將學生的思考領域帶出教室，可在校園的任

何角落，坐下來進行課程的學習，形成「無處不是教室」、「沒有圍牆的學校」之

理想學習環境，學生可以積極主動地學習，將學習融入於生活中，甚至可透過各

種網路的學習平台，與校外的、國外的學習者，進行學術活動交流，讓學生的學

習，更加多元化及國際化，使學習真正達到無止境的境界。 

    所以，在這種未來教室的學習方式下，傳統的「班級」與「同學」之觀念會

得到一些延伸，使得學生可以有更廣泛的角度及新的學習思惟，去思考問題與創

造新知，且可以吸收各方的不同知識見解，讓學生的學習方式更上一層樓。 

 

貳、社區式學習 

    學生經由各種的學習方式，建構自己對知識的見解程度，將自己所學的知識

技能，運用在解決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困難中，即所謂的「學以致用」，學生能活化

運用自己的知識見解，並能更進一步創造新知識來回饋社區鄉里，也能學習分擔

社會責任，大家互相的幫忙，服務社區裡需要幫助的人，同時得到社會上大多數

人的認同，也學會尊重別人，建立自己良好的學習型社會的價值觀念，將這些觀

念知識，正確地投射在現實生活中，並運用自己的知識理念，帶動及影響整個社

區的學習熱忱，讓學校與社區的學習，能做一連貫的脈絡延續，這即為社區式學

習的真正目標。 

 

叁、結構化知識學習 

學生能從結構化的知識內容中，很完整的、有系統的學習到新知，它是傳統

分科教學理想化的學習方式，可分為兩種學習模式：學科式學習與目標式學習。

學科式學習乃是針對一門完整學科，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將整門學科的學

習歷程詳細記錄，並將學習歷程內容予以分析，提供學生、教師及家長適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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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目標式學習是指將細部學科知識內容精緻化，先把知識分解成許多學習目標，

在針對學習目標設計學習軟體和教材，以達精熟之目標式學習理想（Hubler, 1998）。 

肆、任務式學習 

   「任務式學習」是學生從進行一件複雜問題的任務中，去汲取知識，培養學習

者發展下一世紀需要的能力，再將有用的知識觀念正確地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學

生從應用和操作知識中去學習新知。任務式學習還可以細分如下：有強調打破分

科學習方式，統整學習科目，涉獵知識的「主題式學習」；有將學生強調以研究者

的身份，去探索研究專題的「專題式學習或探究式學習」；以及學生針對特定使命

或任務，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下，運用學生的智慧與思考方式，將問題解決的「特

定使命式學習」；另外，學生運用群體合作的方式，大家互相腦力激盪，發揮自己

獨特的構想和觀念，來解決一些需創意及複雜問題的「創意問題解決」的學習方

式。 

以上這些學習模式都是主動社會學習模式的 主要學習類別，但是要達到這

些學習目標並不容易，Chan 在根據主動社會學習的觀念下，提出新一代的學習模

式，並稱之為「複雜問題學習」（Complex  Problem  Learning, 一般也稱為

Project-Based Learning or Task-Based Learning）（Chan, 2001）。此類複雜問題學習的

觀念為：讓學生從完成一件複雜問題的過程中，在統整跨學科的知識中，習得解

決問題的後設性知識，並運用它們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可以促使學生，學習如何

從經驗中獲取知識，要求學生主動探索新知識，自行管理學習行動，以及自我建

構知識，而教師的工作只是從旁協助學生建構知識而已（廖祐宏、石岳峻、陳年

興，2002）。但是，國內外學者皆指出目前在實施複雜問題學習時會面臨到一些問

題如：設備不足、教育制度的支援不足、時間的壓力、評量的問題等（黃明信、

徐新逸，2001）。因此，國內學者陳年興、石岳峻（2002）為了改善這些問題與狀

況，根據 Chan 提出的「使命式學習活動」之特色與精神概念下，提出了使命式學

習模式。使命式學習模式即是希望以另一種思考方式，來面對複雜問題學習所遭

遇到的各種問題（廖祐宏，2002）。 

總而言之，使命式學習模式的產生，將可改善傳統教育學習所遇到的窘境與

不足之處，期望學生能在此活動中，能自我得到一些生活中的經驗，並能靈活運

用於課業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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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使命式學習活動之理論架構 

壹、基本定義 

傳統的中國文化中，父母都會鼓勵學生儘量避免失敗和犯錯，對於學生在學

業上的失敗和挫折，都會給予指責甚至是處罰，這也導致了學生日後習慣逃避承

擔風險，以及挑戰創新的學習方式，以免落入失敗的情境，但是，相對的這也使

得學生喪失了許多良好的學習機會（廖祐宏，2002）。一般而言，沒有人希望失敗，

其實失敗這件事情並非如此的可怕，儘管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裡非常抗拒失敗或是

承認失敗，但卻仍有其積極的一面，我們常會說「從失敗中記取教訓」、「失敗為

成功之母」、「勝不驕、敗不餒」、「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等話語，

這就是中國人較為積極的「失敗觀」，來鼓勵失敗者再站起來（石岳峻、沈瑞棋，

2006）。且失敗的經驗是學生在求知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環，所以，學生更應

該學習如何面對失敗，能從失敗的過程中，學習一些寶貴的經驗，來增長自己的

求知能力，這樣才能隨時隨地迎戰這個多變且競爭劇烈的環境，儲備自己的能力，

勇敢的迎接未來，及面對各種挑戰的勇氣。 

因此，我們要教導學生如何學習面對失敗，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成長，惟有

從教育本身來著手，使命式學習模式就是一項很好的教育典範模式，藉此學習活

動，希望在未知結果的環境下，給學生在限定的時間範圍內，及有限的資源下，

提高使命的困難度，學生能勇敢面對，挑戰這項特定使命任務，不管結果是成功

或失敗，都能竭盡所能，發揮其潛能，全力以赴，完成這項艱鉅的目標，因此，

我們可以將使命式學習定義為：「使命式學習活動」就是設計一項特定的使命任

務，讓學生對此使命產生高度的使命感，並願意冒著使命失敗的結果，且在有限

的資源及時間的壓力下，以相互合作的方式，活用所學的知識及常識，克服萬難，

堅持到底，完成使命任務，達到特定的學習目標（Shih & Chen, 2003）。 

 

貳、學理基礎 

使命式學習活動是依據 Zimmerman（1998）所提出的「自我調整學習理論」

之精神為基本，所設計發展出來的學習活動，因此，將自我調整學習理論視為使

命式學習理論的學理發展基礎，是相當重要的一項論述，所以，茲將有關自我調

整學習理論的定義、特性、歷程、運作模式、方法等相關概念作以下的說明： 

 



 13

一、自我調整學習的定義 

「自我調整學習」一詞，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理念，它是由許多研究領域(例如：

動機、認知或後設認知等領域) 共同提出的理論，因此，很多的學者，對此定義的

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茲摘述國內外學者提出的相關文獻如下： 

（一）、國內學者： 

劉佩雲(2000)對自我調整學習定義為：「在學習過程中，透過後設認知、後設

動機及後設情感的互動，以行動控制策略(action controlstrategy)防止干擾，維持並

達成目標的歷程。」 

林清山、程炳林(1995)認為自我調整學習為：「學習者能在動機上、目標上、

行動上、策略上積極地介入自己的學習的歷程。」 

洪福源(2000)認為自我調整學習為：「個人為了達成某項任務，而設定目標， 採

用已存在的滿意策略(content strategy)、監控目標、達成進步狀況、調節自己的想

法、情感、行為的循環過程。」 

魏麗敏(1996)認為自我調整學習是：「學習者個人，有效運用學習技巧，調整

自己行為及外在環境因素，而自我調整的過程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功能，也就是學

習者本身，主動得到學習資訊及技巧的行動與過程。」 

 
（二）國外學者： 

Bandura(1977)提出自我調整的概念，他認為：「個人的學習行為，會因為自

己所觀察到或所經驗到的外在世界，加以調整並省思，而得到結論，他也提出自

我效能(self efficacy)的概念。」 

Bronso(2000)認為：「人類天生就具備了自我調整及自我組織的機制功能，而

這些機制會引導人類的發展和環境的適應，並能協助維持生物狀況及生命的延

續。」 

Zimmerman(1986)定義自我調整的概念為：「學習者在自我學習的歷程中，學

習者個人在後設認知、動機、情感、環境，以及行為上涉入的程度。」 

 
綜合上述的觀點，所謂的自我調整學習是指：學習者在面對特定學習情境或

目標時，個人會對其後設認知、動機、自我經驗及行動策略加以控制，並配合運

用外在給予的資源，將學習上的認知理念和生活上的技能經驗相互結合，朝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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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目標前進的學習歷程。 

 

二、自我調整學習的特性 

自我調整學習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通常會發揮及具有下列幾項特性，王金

國（2001）將此細分如下：  

〈一〉自我調整學習強調學生的個別化及主動性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自己能主動積極面對目標，並對學習目標產生具體行

動，尋求適合的控制歷程，在學習角色的扮演中，學生是主體、個別的，自我掌

握學習策略，不受他人或環境的干擾，且學生對學習的活動，能自己負擔起學習

責任，自我要求與激勵，而非當一位被動的訊息接受者。 

〈二〉自我調整學習受目標取向所影響 

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總會有一個確切的目標，能讓他產生學習的動力，例

如：取得好的成績、表現好的成果給大家看等，學生會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就會

努力不懈地往前進，直到完成目標為止，因此，自我調整學習受到目標取向所影

響。 

〈三〉自我調整學習強調內在回饋機制 

學生能透過自我的、內在性的回饋機制，來調整學習策略或行為模式，並對

整個學習系統，做有效的統整性的整理。 

〈四〉自我調整學習強調實際行動的能力 

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能自我設定目標與計畫，這只是學習行為的開端而已，

並不能確定能有成功的表現，它還需要自己去付諸實行，所以，光只有學習動機

及目標是不夠的，學生還必需對目標做一些承諾，並努力去克服學習過程中所產

生的干擾因素。 

〈五〉自我調整學習是一項循環的學習歷程 

在整個學習歷程中，學生先確定目標，自我監控個體的認知及動機需求，並

在此學習活動中，積極努力去實行任務，也不斷地自我反省，若發現學習策略有

誤，或自我努力不夠時，會自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或策略，直到完成目標任務

為止，因此，整個學習歷程是不斷地循環，而不是滯留不變的。 

〈六〉自我調整學習與年齡發展、學習能力有關 

自我調整學習會隨著學生的年齡、後設認知及自我觀察能力發展，而逐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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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學生只要肯自我認真學習，必能發展出一套良好的自我學習策略。 

 

三、自我調整學習的歷程 

Bandura（1977）將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分為：自我觀察、自我判斷、自我反

應等三項，且這三項歷程彼此是交互作用的，形成一個三角互動的關係，茲將此

學習歷程作如下的說明： 

〈一〉自我觀察 

學生對自己的瞭解，知道自己為什麼學習？自己在學些什麼？並能對學習目

標訂定標準，且正確地對學習事務做完善的認知過程。 

〈二〉自我判斷 

學生根據自己所訂的標準，或與他人比較之後，能對當下的表現，作一個優

劣的判斷，提供給自己所需的學習資料。 

〈三〉自我反應 

當學生在自我判斷之後，會對自己的行為模式產生反應，並在自我反應中，

尋求適當的學習歷程。 

以上這三項的學習歷程，可用下圖來表示： 

 

另外 Zimmerman〈1998〉也提出了一項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包括事前的考

慮、表現或意志控制、自我省思。此三者也是不斷地交互作用及循環著，茲分別

說明如下： 

 

自我觀察 

自我反應 自我判斷 

圖 2-2 自我調整學習歷程循環圖〈Bandur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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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的考慮 

學生必需思考在此學習階段，要做些什麼學習行為？包括：目標的設定、策

略的計畫、自我的效能運用、目標取向、內在興趣等。 

〈二〉表現或意志控制 

學生有了對事前的考慮事項產生認同之後，接下來就必需集中注意力在目標

上，努力自我教導及意像引導， 後並會懂得自我監控，盡力克服困境，完成目

標任務。 

〈三〉自我省思 

此階段學生必需對自我評價下一個正確的歸因，且會努力適應內外在環境的

影響因子，控制好自我的反應，好好檢討成功與失敗之處。 

以上就 Zimmerman〈1998〉對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可用下圖表示之： 

 

事前的考慮 
 
目標設定、策略計畫 
自我效能、目標取向 
內在興趣 

表現或意志控制 
 
集中注意力 
自我教導意像引導 
自我監控 

自我反省 
 
自我評價歸因 
自我反應 
適應 

圖 2-3 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圖〈Zimmerm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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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從 Bandura（1977）和 Zimmerman〈1998〉對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

可以得知：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歷程，學生在學習的一開始，

會先思考要學習的目標內容是什麼，並在整個學習歷程中盡力表現，以達成自我

的目標， 後，會對學習的歷程，做總結性的自我反省，所以，學生要完成某一

階段的學習，並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需要經歷一個連續不斷循環的歷程，才能

完成階段性學習目標的。 

 

四、自我調整學習的運作模式 

自我調整學習的運作模式，包括了六個不同的向度，王金國〈2001〉將此分

述如下： 

〈一〉知識論信念：學生對基本知識的認知和看法的一項思考歷程。 

〈二〉動機：學生對特定目標產生興趣，並有具體行動的思考，即所謂的動機，

學生有了動機，才會對目標任務採取適切的行為動作。 

〈三〉後設認知：學生透過後設認知與經驗，可以更清楚瞭解與控制好自己的學

習行為。 

〈四〉學習策略：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幫助學生達到學習效果的方法或行為，

就是所謂的學習策略，學生能有效運用學習策略和方法，將可幫助他盡快

完成學習目標。 

〈五〉情境感覺：學生對整個學習方式或整體情況，都能有效的掌控和運用。 

〈七〉環境的使用與控制：學生能有效利用外在環境所給予的資源，將有助於學

生的學習。 

因此，自我調整的運作模式，可以用圖 2-4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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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中，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所以，學生在很多

情境因素影響下，將會多少干擾到學習，學生在此時，必需能夠自我建構良好的

學習態度，直到調整好自我的學習為止，這樣才能有助於自我的學習，才能儘速

完成目標學習，建立完整的學習架構。 

 

參、學習的模式 

依據上述對使命式學習之定義與理論基礎，從中可以建構出「使命式學習活

動之模式」來，學習之初，學生從未知的情境下學習，經由找尋適合的研究目標

開始，在發展出策略行為之後，就開始行動找尋解答，在這過程中還要不斷的反

省、解決問題的答案是否合理及正確，如果發現有誤或無法解決問題時，則應從

頭檢討，重新做過才對，另外，在這個尋找適合答案的問題過程中，也同時會受

到一些外界的控制變量所影響，（如：困難的使命任務、許多困難的工作、多樣化

的技能、時間的限制、資源的支持等）直到學生找到已知的答案為止〈石岳峻、

沈瑞棋，2006〉。茲將四項控制變項分述如下： 

一、任務工作的數量（Numbers  of  Task） 

使命式學習活動會給予學生一定數量的使命子任務，每一項子任務都很類似

自我調整學習 

知識論信念 動機 

 
後設認知 

情境感覺 

學習策略 
環境使用與控制 

表現 

圖 2-4 自我調整學習的運作模式圖〈引自 王金國，2001，p.157〉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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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重覆，再藉由控制給予的子任務數量來決定難度。 

 

二、多樣化的技能（Skill Variety） 

指使命式學習活動可以激發學生統整其既有的技能知識，且在整個學習活動

中，並非一眛彰顯個別的某項單一能力，也不比較個別能力的高低。 

 

三、時間的限制（Time Limit） 

在使命式學習活動過程中給予時間的限制，目的是要讓學生瞭解對時間壓力

的認知，親身體驗時間壓力下的學習，以激發其學習的潛能。 

 

四、資源的支持（Resource Support） 

限制學生在使命式學習活動過程中的資源支持，意在引發學生能採取不同或

有創意的策略與方法來解決問題。 

 

綜合上述的概念可以知道，整個使命式學習過程模式，可由圖 2-5 來表示： 

 

 

 

 

 

 

 

 

控制變量 Control Variables 

 

 

 

 

 

           圖 2-5 使命式學習活動模式〈石岳峻、沈瑞棋，2006〉 

 未 知 

Unknown 

目 標 

Goal 
策 略 

Strategy 
行 動 

Action 

反 省 

Reflection 

困難的使命任務 Mission Difficulty（MD） 
任務工作的數量 Numbers  of  Task（NT） 
多樣化的技能 Skill Variety（SV） 
時間的限制 Time Limit（TL） 
資源的支持 Resource Support（RS） 

 已 知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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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培養的目的 

學生在參與使命式學習活動時，希望能夠培養其達成的目的如下： 

一、有企業家的精神（Entrepreneurship）： 

在使命式學習活動中，期望學習者能和企業家一樣，能夠藉由自我的創造

力、動力及願意共同冒險，追求機會、創新、成長，創造機會及實踐目標，以

及具有能評估及接受開創新事業風險的想法與作為，能因應環境的變遷，承擔

社會之責任，為組織和自我創造價值。因此，學生能和企業家一樣具有下列之

特質，才能完成特定的使命工作：(一)自我領導 (二)自我超越 (三)活力充沛 (四)

立即行動 (五)恆心毅力。總之，使命式學習的目標，則是希望培養學生能像企

業家一樣，具有積極主動尋找機會、願意承擔風險、具有責任感、還有 重要

的，具有革新組織或創新的精神（Drucker, 1985）。 

 

二、有責任心（Responsibility）： 

面對事情勇於負責而不逃避，肯擔當而不藉口推卸，這種態度或行為就叫

做「責任心」。在使命式學習活動中，也期望學生能盡本份，做好自己任務內的

工作，且能有始有終，遇到困難也不會退縮，能有不屈不撓之精神，努力完成

使命工作的學習目標。一個沒有責任心的孩子，通常沒辦法理解自我尊重的意

義，自然更沒有生活自理、獨當一面的機會。讓孩子對自己做的事或承接的事

負責，是培養孩子責任心的關鍵（張玲霞，2007）。 

 

三、有自信心（Confidence）： 

自信心是發自內心的鼓舞力量，是帶給人勇氣，使人勇敢面對挑戰不顧一切

堅持到底的力量。遇到各種困難險境也不懼怕，自信心可以為成功帶來希望。一

個人如果沒有了自信心，就可能會喪失追求成功的鬥志，若一味的懷疑自己，猶

豫不決，只是想著過程的辛苦困難，把時間浪費在苦惱上，到 後想做的事件也

沒有完成。自信心是為事的根本，成功的基石，如果根本沒有確立，是無法有所

成就的。因此，失去自信心是可悲的，因為，失去勇氣且沒有勇於承擔的風範，

成功之神也不願意與之為伍。 

一個有能力的人，不見得能把事情做好。有能力還要加上有勇氣。有勇氣去

做，勇敢地面對失敗、面對挫折，才不會被打倒，在日常生活中，要如何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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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勇氣，就要從培養孩子的自信心做起（陳信昭、林芝因、陳碧玲，2000）。因此，

藉由學生參與使命式活動的學習過程，能自我培養出對學習的自信心，相信自己

可以達成使命任務目標，完成使命任務學習之工作。 

 

伍、核心價值 

學者 Shih and Chen（2002，2003）根據使命式學習活動的定義與精神，發展

出其活動之核心價值，分別詳述如下： 

 一、激發動機，捨我其誰（Commitment） 

使命式學習活動希望首先能引起學生的注意，並激發學生的內在潛力之動

機，使其能對完成使命具備高度的成功期望(Success Expectations)，以及達成使命

的自我許諾。學生一旦對於活動的內容有了一份承諾，自然會產生一股動力驅使

他產生使命感，進而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積極運用所學的知能來達成使命。 

 二、願意冒險，挑戰使命（Risk-taking） 

使命式學習活動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學生都能夠順利的完成目標，因為，學生

必需在給定時間的限制下，全力以赴、盡其所能、努力不懈地接受使命任務挑戰，

而且，在過程中必須面對許多困難，更增加完成使命的難度，所以，需要激起其

克服困難的冒險動機，如此才能順利完成使命任務學習活動。 

 三、堅持到底，達成使命（Persistence） 

當學生具備前述兩項特質後，還必須要對完成使命學習任務，能有堅持到底

的決心和毅力，才有可能在充滿挑戰與難度的活動中，冷靜面對內在團隊及外在

環境的衝突；所以，學生必須隨時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和想法，在使命式學習活

動的過程中，能包容大家的提出的不同意見和看法、遵守團隊之規範，以便發揮

團隊合作的精神，消除團隊內的矛盾與磨擦，堅持克服困難以完成使命任務。 

 四、自我接納，正向歸因（Positive Self-talk） 

使命式學習活動屬於學習目標導向(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之學習結構，不論結

果及成敗如何，都希望協助學生能自我接納，創造正向的歸因。尤其，對原本缺

乏失敗容忍力的學生，希望能藉由使命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感受伴隨著失敗

而來的挫折，從學習目標導向學習結構中遷移(transfer)其負面之歸因(negative 

self-talk)的傾向，永於面對一切的學習結論，並能再接再厲接受使命任務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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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反省，檢討過程（Self-reflection） 

使命式學習活動屬於學習目標導向之學習結構，不論結果如何，都希望學生

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因此，會藉由活動結果的分享，引導能學生自我檢討，

從整個使命學習過程中，自我發現問題癥結，並做自我反思的動作。 

 六、自我改進，提出方案（Self-improvement） 

    在使命式學習活動中，希望學生能在參與活動後，朝向「努力導向」

(effort-focused)目標前進，並鼓勵其做促進式的自我指導與自我改進。也就是說，

鼓勵學生從經驗中學習及思考策略的細節，並以具體的因應對策，幫助完成未來

的目標。 

因此，由上述論點可以知道，整個使命式學習歷程中，其 終的核心理念價

值，也是希望學生能藉由這樣的學習模式，能促進自我的成長與學習，並將學習

的主流中心真實地落在學生的身上，讓學生的學習變得有趣與活潑，同時，能藉

由這樣的學習活動，學生會變得更樂意的接受學習。 

 

陸、獨特之學習特色 

陳年興、洪雪芬（2003）在 K12 數位學校裡，提出使命式學習活動的獨有特

色，如以下之說明： 

 一、挑戰特定的使命 

現實生活中的事情都有其資源及時間的限制，如何善用有限的資源及正當的

方法，來完成不可能的使命任務，是一項對自我嚴苛的挑戰。一般的學校教育很

難提供機會讓學生動手去練習，因此，學生對於學習這件事，就會變得比較被動，

若能透過特定的使命學習，來磨練學生對學習的看法，就可以訓練及培養學生開

發自我潛能的能力。 

 二、激發學生的潛能 

使命式的學習即是於學校的課程中，提供學生能獨立做事情的環境與機會，

讓學生能不計成敗地勇於嘗試，以達到激發學生潛能的目的，學生能完全發揮其

潛能在學習上，讓學習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而不是成為學生的沉重負擔。 

 三、時間壓力下的學習 

使命式學習活動 大的特色，就是學生要與時間賽跑。一般學校所提供的學

習環境，通常並未給學生強大的時間壓力，但是，現實的社會環境卻不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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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使命式學習，給學生在某種時間壓力的情境下，能夠順利學習完成一項

被委派的使命任務，這將會是使命式學習 大的特色之一。   

 四、考量成本效益與邊際效應之學習 

使命式學習的環境背景，可能隱藏在著某種資源的限制，學生必須學習如何

控制及運用資源的耗損，以及實施過程中所連帶產生的邊際效應，使命式學習可

以讓學生學習，如何在這種艱辛的環境下，會運用越少的資源或損失 少資源來

完成使命。  

 五、失敗也是一種學習 

其實失敗並不如想像的可怕，學生能從學習中，學會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進而從錯誤失敗的經驗中學習。使命式學習可以幫助學生，建立犯錯乃是

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體認既然失敗的經驗無法完全避免，應正面看待失

敗，並學習如何面對失敗，從失敗中學習，這就是所謂的逆境教育、失敗教育或

受挫教育，是針對人們在意志的支配下，克服和排除個體目的實施過程中，受到

干擾、破壞、損害、阻礙而進行的教育（石岳峻、沈瑞棋，2006）。 

總而言之，由上述之論點可以得知，使命式學習活動確實有別於傳統式的教

學模式，它所涵蓋的獨特學習特色，都能讓學生對學習會產生不一樣的解讀方式，

會更以正向的思考模式，來重新檢視及看待學習這件事情，這樣的學習發展模式，

將有助於學生在學習中的成長。 

 

柒、共同之學習特色 

另外，陳年興、洪雪芬（2003）的 K12 數位學校裡，同樣也有提出使命式學

習活動之共同學習特色： 

 一、培養小組合作的能力(Teamwork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學生可以透過分組的活動，去挑戰特定的使命，學生們再也不是單一的學習

者，而是必需透過與他人之合作，才能完成特定的任務目標，學生們可以完全按

照自己的能力，以及所瞭解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學習責任，在經由各小組間不

斷的交換意見、互相支持之下，共同努力朝向小組的學習目標邁進。透過這樣的

學習過程，可以讓學生能夠自我培養出合作協調的能力。  

 二、對知識進行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 

    進行使命式學習的時候，學生會知道如何應用已學過的知識及常識，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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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的問題困境，學生若會應用知識及對知識進行整合，融會貫通將知識能力

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這就表示學生已經學會並能靈活運用了，且對問題已有深刻

的瞭解。  

 三、創造力的培養(Creativity) 

創造的表現是先天和後天交互影響的結果，在創造力的要素中，有部分成分

是可以訓練的，另一部分是先天遺傳的。學生透過此種使命式學習，可以發揮其

獨特的創造能力，並透過同儕的相互模仿與學習，可以順利的解決問題，進而達

成學習的目標。 

四、複雜問題的解決(Complex Problem Solving) 

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常常是複雜而非單一面向所能解決的，透

過此種學習活動，可以有效提高學生對複雜問題解決之能力。  

 五、建立批判性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 

隨著未來時代的快速競爭化，新一代需要學會批判性思考，而這些能力的培

養，必須自改善學習環境做起，學生透過此種學習活動之經驗，可以養成獨立且

會批判思考的能力，以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這樣才能進一步有系統地解決問題

和衝突。 

由上述的論點可以知道，學生參與使命式活動的學習，能培養其人格的內在

價值，同時，在此學習活動之下，學生經由對知識架構的體驗，將自己本身所需

的知能轉換成生活中所需用到的技能，這樣的改變轉換歷程，將會是實施此項學

習活動所 重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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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之相關理論 

壹、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之概念分析 

一、背景之源起：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是九年一貫課程的特色，也是一項課程改革的創

舉，透過活動的體驗、實踐與反省，真正落實學生生活能力的培養，依據教育部

（2003）頒定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觀其設置的背景理由如下： 

（一）活動教育能真正的落實在生活中： 

綜合活動課程是一種經驗的學習歷程，學生經由習得的經驗，自己建構內化

出一套知識系統，讓自己的學習能力能夠活用且帶得走，而不是停滯或呆化在腦

中，無法靈活運用，透過活動課程的落實，培養學生具有能在真實生活的基本能

力，使學習與生活能夠互相結合。 

（二）打破傳統的教育理念： 

以往的傳統教育觀，都是以升學掛帥，非升學考試的科目如：輔導活動、童

軍活動、家政、音樂、美術、體育等「副科」，常會被「主科」如：國文、英文、

數學、地理、歷史、理化等科目借用上課，學生的學習無法得到均衡的發展，無

形中影響了學生的學習取向，甚至會誤導學生，只認為學習「主科」才有用，而

學習「副科」一點用處也沒有的偏差觀念，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就是要除去這種功利主義的觀念和想法，將此領域科目的授課比例與時間皆延

長、延伸，避免產生活動課程時間被其他領域挪用的弊病。 

 

二、基本定義： 

依據教育部（2003）頒定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綜合活動

強調以體驗、實踐、反思為主要的課程目標，自己親身參與各項的學習活動，且

能盡心盡力達成學習目的，從做中學「體驗」學習的樂趣，在學習的過程中，將

體驗學習過的有用、有效的認知經驗，確實「實踐」或實行在自己的學習歷程中，

後，能藉由「反思」或比較過去的經驗與新經驗的同異處，知道舊經驗應更新

的地方，了解新經驗有哪些與舊經驗相似，從而領悟出真正新的知識，而能結合

態度、觀念、習慣而成為活用的知識經驗。 

因此，綜合活動的學習歷程，並不拘泥於內容形式，而是強調透過體驗學習，

從日常生活中體驗現代社會的課題，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知悉自己週遭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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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建立正確的思考判斷能力，活用認知經驗，省思學習行動中，應改進的地

方， 終付諸於自我的實踐，並將學習所得，內化成為自己學習經驗的一部份。 

總而言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是九年一貫課程中，新興的改革課程之一，藉

由此項課程的改變，期能跳脫傳統教育的桎梏，透過綜合活動的學習，使學生能

在學習活動中，真正體驗到學習的樂趣，培養基本的世界觀、倫理觀、懂得感恩

的心，因應社會劇烈變化的實踐力，反思解決問題的能力，了解社會脈動，體驗

社會現實環境，進而關懷社會，願意貢獻心力於社會，表現出此課程之本土性、

國際觀與現代性。 

 

三、基本理念 

綜合活動的整個學習歷程，從「體驗、實踐、省思」的模式中來發展，學生

依循著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進而達成自我的學習，因此，依據教育部

（2003）頒定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有著以下四

項的基本理念： 

（一）學習經驗的擴展：學生個人學習經驗的累積，將有助於增加自己解決   

問題的能力，綜合活動的學習，能提供學生一個開放的、多面的學習環境，透過

多重感官的知覺行為學習，就能打破只能坐在教室學習的限制，將自己學習的觸

角延伸到教室以外的各種學習環境，學生的學習視野擴大了，學習的經驗也將會

跟著改變，綜合活動讓學習不只是呆板的活動，而是更進一步的知識經驗累積的

內化行為。 

（二）整體關連的推動、學科知識的統整：綜合活動課程，可與其他各領域學

科相互連結，統整各學習活動，讓各領域科目的課程設計，更為豐富、活潑，學

生的學習知識，也能更具體、明瞭，學生能將以往分散或片段的知識觀念，透過

綜合活動的學習，能得到一個較完整且更具有系統的知識架構，使活動教育化，

教育活動化，促進民主統整的社會理想。 

（三）生活知能的建立：學生在生活上的基本能力，可藉由綜合活動的學習

而習得，並具體建立且切實的實踐，將知識與生活經驗相結合，培養學生適應生

活的能力，及節決問題的能力，用知識強化學生生活的實用能力，體驗實際的生

活， 後終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活用知能。 

（四）反思訊息的提供：學生的學習行為，可透過綜合活動課程，進行一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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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思的活動機會，學生是否能瞭解及感受的學習知能，確實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這將可提供學生或教育者一項反思的參考，協助學生或教育系統，建立一套更完

善的學習經驗。 

（五）多元自主的鼓勵：近代的教育思潮，受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發展出

了更多元的教育理念，尊重學生個人興趣的發展，培養學生各項的專長，配合學

生的學習需求，這都是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可提供給學生的多樣性學習模式，此

外，各學校也可依學校的特色，來發展適合學生的課程設計，學生的學習豐富了，

更能提高學生學習的樂趣。 

 

四、課程目標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目標是「實踐、體驗、發展、統整」。「實踐」乃強調生

活實踐能力，協助學生表現自我與檢證學習內容；「體驗」乃重視實踐以體驗活動

意義，省思以增進自我了解、發現人生意義；「發展」係針對不同能力、興趣、需

求，設計多元活動，予個別發展機會；「統整」係以獨立設計，運用校內外資源，

進行若干學習領域的統整設計（教育部，2003）。因此，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

活動設計、教學策略、教學評量均是必須掌握此「實踐、體驗、發展、統整」的

目標（李坤崇，2001）。茲將此四項課程目標分述如下： 

（一）生活實踐：當學習與生活環境隔離時，學習將失去意義與真實性，且與

自我的關係會十分薄弱，將淪為紙上談兵，無法在學習中納入真實的自己，因此，

綜合活動不僅是單純知識的理解，它結合認知、情意與技能為一體，從可見的認

知、技能的學習，逐漸移轉到思考力、判斷力、行動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

在真實生活中實踐，使學生能培養實踐的態度與能力，表現自我，檢證學習內容，

體會到自我內心的成長（洪久賢，2001）。總而言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特別強

調學生在真實生活中，能夠自我實踐的能力，幫助學生表現自我， 終達成學習

的目標。 

（二）體驗意義：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重視學生體驗活動的過程和意義，學生

能積極主動自我學習，從實際的學習活動中探索樂趣，建構並發展出自我學習的

新思維。 

（三）個別發展：視學生為一個特殊且獨立自主的個體，認為學生有不同的能

力、興趣和需求，透過綜合活動多元設計的課程，讓學生的個別專才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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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對於學習不再感到無趣，且能更樂於學習。 

（四）學習統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學，可結合校內外之學習資源，對課

程做一個系統性的連結與統整，使學生的學習與學校、家庭、社區融為一個大的

學習環境，學生處處可學習，處處可習得自己想要的知識，並將知識融會貫通，

活用所有知識技能。 

 

五、主題軸與指定單元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呼應總綱的精神與本學習領域的目標下，依據教育部

（2003）頒定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發展出了四大主題軸，與二十

項主題軸內涵，再由此發展為五十一項能力指標，所以，從人與自己、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出發，延續了主題軸及十項指定單元內涵的形成，茲將此議題分述說明

如下： 

（一）四大主題軸 

   1.認識自我：加強對自我的瞭解與肯定，並能尊重及珍惜生命，培養出自己的

自信心，尋求自己在家庭、學校、社區、社會中的自我價值觀，體認終身

學習的樂趣。 

2.生活經營：在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任何大小事物，都要能用心經營，才能

將生活過得舒適與幸福，學生不僅要懂得照料好自己的課業，課業之外的

生活活動，也要同時調配清楚，除了課本上的知識外，生活中的知識也很

重要，從家庭的學習，延伸至學校的學習，再走出教室，進入社區，親身

體驗自然活動，培養生活中基本的技能，從生活經驗中，學習規劃好自己

的人生。 

3.社會參與：每個人都是組成社會的一份子，理當應有義務參與、規劃社會上

與自己相關的事物，且人不能離群索而獨居，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是大家

應做的，尤其是學生，更應多關懷社會，運用社會資源，為社會大眾服務，

在與社會互動中，培養出良好的人際關係，肯定自我在社會中的獨特地位。 

4.保護自我與環境：認識自我，瞭解自己週遭的環境，學習自我的保護，減少

危險事物的發生，培養具備有危機處理的能力，此外，學生除了學會自我

保護之餘，也能貢獻一己之力，保護自然環境免於受到破壞，人與自然環

境是親密結合的，有美好的自然環境，人的生活才有意義及樂趣，推動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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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永續發展，再與大自然環境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 

（二）十項指定單元內涵 

除了上述的四大主題軸外，本領域並設置了十項指定內涵單元，這樣的安排

設計，對綜合活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課程規劃，且不可以做任何的改變或淡化，

本領域所包含的十項指定內涵單元有：學生自治活動、生命教育活動、社會服務

活動、危機辨識與處理活動、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自我探索與瞭解活動、人際

關係與溝通活動、環境教育活動、兩性關係與互動、家庭生活活動（教育部，2003）。 

六、總結 

茲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概念分析的內容，以圖 2-6 表示之。 

 

貳、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之學理內涵基礎 

依據教育部（2003）課程綱要的說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綜合』是指萬

事萬物中自然涵融的各類知識，『活動』是指兼具心智與行為運作的活動，一個人

對所知的萬事萬物要產生更深入的認識，需透過實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

意義。本領域是為落實此一教育理念而設置的學習領域。」據此，綜合活動的學

理內涵基礎應包括：活動課程、經驗學習、課程統整等具體的概念結構，茲將此

三種知識理念，分述說明如下： 

一、活動課程 

活動課程是打破學科邏輯組織的界線，以學生的興趣、需要和能力為基礎，

透過學生自己組織一系列活動而實施的課程，它是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設計，用

活動作為教學的主要方式，教科書只作為協助學生解決問題之工具，活動課程旨

在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動態性、操作性，從體驗、驗證、應用、實踐

中學習（歐用生，2001）。具體而言，能提供以兒童為中心，所設計的各式各樣多

變化性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以多種感官體驗學習，以建構學生個人意義與實踐

知識的學習歷程，則皆寓含有活動課程的性質。 

有關活動課程的本質，學者黃譯瑩（1999）將其歸納為下列三項： 

（一）活動課程是以學生活動為核心，重視學習者的主動性，學生能透過活動課

程學習，對學習歷程產生經驗與省思，進而實現活動的意義。 

（二）活動課程的體驗，是由活動內容與活動方式交互運作而成，應彰顯活動的

多元性與開放性，讓學生能真正體驗活動，實際參與操作學習，才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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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之概念內涵 

家政、輔導活動、童軍活動、團體活動、

跨領域或聯絡教學單元 

基本理念： 
1.學習經驗的擴展 

2.整體關連的推動 

3.反思訊息的提供 

4.多元自主的鼓勵 

課程目標： 
1.生活實踐 

2.體驗意義 

3.個別發展 

4.學習統整 

十項指定單元： 
1.學生自治活動、2.生命教

育活動、3.社會服務活動、

4.危機辨識與處理活動、5.

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6.自

我探索與瞭解活動、7.人際

關係與溝通活動、8.環境教

育活動、9.兩性關係與互

動、10 家庭生活活動。 

十大能力指標： 
一、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四大主題軸： 
1.認識自我 

2.生活經營 

3.生活知能的建立 

4.社會參與 

5.保護自我與環境 

包括 

圖 2-6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概念分析圖（教育部，2003） 

透過 

達成 

實踐 
與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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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意義。 

（三）活動課程的目的，在提供學習者不斷地獲得直接經驗與即時反饋訊息，學

習者透過活動的學習，獲得應用與驗證學習內容，建構自己對活動的意義，

發展個人興趣與豐富人生體驗的機會。 

總而言之，活動課程的基本意涵，是以學生為中心，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學

生透過從事活動課程，本著主動性、積極性，從活動學習的過程中，得到和滿足

學生自我的需求表現。 

 

二、經驗學習 

（一）定義 

「經驗」是指個體在生活中的活動歷程或結果，而「經驗學習」係指一個人，

直接透過體驗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值的歷程，藉由經驗學習之方

法，提供有目的性之主動學習機會，透過真實之情境，經由個人及團隊互動學習，

來增強個人成長與組織之互動運作，以及應變能力，經驗學習的定義，開始於體

驗，之後內省、討論、分析及體驗評估（謝智謀，2003）。經驗要與學習相結合，

學生才能獲得正向的結果，另外「教育就是經驗的改組或改造，並強調從做中學」

（姜文閔，1992）。由此可知，學生在教育上的學習，應與日常生活經驗相互配合，

從經驗學習的具體活動中出發，實踐自己所體驗之經驗，並發展、統整出生活課

程中所學習的知能，以達成生活目標。 

就以上定義而言，可以知道學生透過經由學習經驗的累積，加上後來反省的

回饋模式，將可以建構出屬於自己的學習模式，因此，在經驗學習的過程中，必

需包含下列幾項因素： 

1.學生在整個經驗學習歷程中，是主動積極的參與者，而非旁觀者，學生表現 

主動學習的意願，發揮完全的責任感。 

2.經驗學習所提供的訊息，對學生得到學習結果而言，是真實且有意義的，學生 

能從經驗學習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學到知識，而不是「填鴨式」的學習模式。 

3.學生能夠學會應用反思內省的學習歷程，是經驗學習的關鍵因素。透過自我 

反省，才能更進一步瞭解學習到了什麼？如何學習？及學習改正之處在哪 

裡？這樣的學習經驗，對學生而言才是真正具有教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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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階段 

在經驗學習的歷程中，學生才是整個教學的主體，學生透過直接學習經驗以

及從事活動情境然後經由反思、內省及批判，習得新的知識及概念，並內化於自

我之中，此過程是不斷循環發展的。Kolb（1984）認為經驗學習的循環模式，包

含了四個重要的階段： 

1.體驗階段：學生自己親身體驗學習活動的內容，將活動過程中所認知的知識 

經驗，予於系統建構化。 

2.反思內省階段：將上述的經驗歷程與過去舊有的知識相互的切磋比較，再發 

展出有利於學生的知識架構。 

3.歸納階段：將思考的想法與經驗作歸納與連結，形成概念系統，以作為解決 

問題的 佳方案。 

4.應用階段：將體驗學習的經驗，實際應用到日常生活表現上，發揮學習的  

大意義。 

茲將柯伯的四階段經驗學習以圖 2-7 示之。 

 

三、課程統整 

（一）定義 

統整的意義在將兩個或以上不同而彼此相關的個別事物，組成有意義的整

體，是連與結的一種運作或行動（黃炳煌，1999）。課程統整則是將相關的學科（科

目）或教材內容，予以連結成完整的、有意義的學習。黃譯瑩（1999）認為課程

的統整，可以從五個層面來認知： 

1.在心理學層面上，課程統整為一種個體自身所發生的有意義的學習，透過這個過

程，個體與各部份相互關聯，建立關係，類化與合成。 

2.在教育學層面上，課程統整係教師或專家透過規畫的學習內容與設計的教學活

動，將相關科目予以連結成單元或問題解決的情境過程，將片段或模糊的知識，

透過課程統整，經由自己的經驗內化成必要的知識結構。 

3.在社會學層面上，課程統整是個人與他人及組織互動過程中，發展出自我適應的

感受及其相關的能力。 

4.在知識論層面上，課程統整係將一群具有共同的知識結構及研究方法的知識，予

以相互連結，不斷的將社會上或個人的所有事物，各種形式的運作，以及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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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精神生活上的各種情境，互相碰撞聯結在一起。 

5.在哲學層面上，課程統整幫助個人的思想及行為規準，提昇至更高整合層次的一

種型態。 

 

 
（二）範圍 

綜合活動的學習目的，係透過學生經由分析、綜合、歸納所蒐集的資料，並

加以運用而得，它的統整範圍可分成五個學習層面（李坤崇，2001；歐用生，1999；

薛梨真，2000）： 

1.經驗的統整：強調知識與經驗作有意義的統整，即新經驗與舊知識的整合。 

2.社會的統整：強調課程以個人或社會議題為核心，人與社會互動相關連，即學校

（一）體驗階段： 
具體的體驗產生經

驗 

（二）反思內省階 
段：觀察及省思 

（四）應用階段：

將結論運用在

新環境中 

（三）歸納階段：

形成抽象化概

念並得到結論 產生具體

之意義 

真實的世界 

目標設定 
完全價值

承諾 

圖 2-7 經驗學習循環階段（Kolb，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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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區生活是統整的。 

3.知識的統整：就是透過課程的實施，將知識脈絡化、系統化、組織化，並將知識

技能視為生活中統整的整體，讓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4.課程的統整：強調掌握課程的特徵來設計課程，使各科課程理念相互融合，學生

能學到更具體的事物。 

5.能力的統整：強調課程設計時，由知識變化為能力，知識能力再內化成生活能力，

讓學生的學習更上一曾樓。 

 
參、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實施之評析 

一、實施綜合活動課程尚待釐清之處 

張素花（2004）之研究指出，綜合活動課程待釐清之處有：綜合活動課程之

範圍與彈性課程重疊、綜合活動課程小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之任務交織不清、綜

合活動課程內涵和健康與體育及生活課程內容重複。另外，歐用生（2002）也指

出：「綜合活動是九年一貫課程發展以後的新領域，由於概念模糊、特性不明確，

課程設計並沒有達成預期的理想，沒有發揮統整課程、活動課程和經驗學習等應

有的特色」。因此，以下就上述學者之論點與本研究之探討，析論如下之說明： 

（一）領域內容範圍廣闊，不易落實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的範圍廣大，依教育部綱要的規範包括：1.現行的：現

今國中小的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家政活動、團體活動等都包含在本領域之學習

範圍內；2.跨領域的：凡是符合綜合活動理念之跨領域學習，或需要聯絡教學之活

動，都由本學習領域來規劃；3.資源的整合：單一學習領域之人力及資源，難以統

一整合者，皆由本領域統一來規劃，由此可知，此領域所規範之內容過於龐大，

舉凡能夠引導學生進行實踐、體驗與省思所做的學習活動，皆可囊括於此學習領

域之中，形成大拼盤、大雜燴的現象，這樣很容易會讓綜合活動失去本身的重要

性。 

（二）對領域課程認知不足，造成學生知識淺化的疑慮 

目前各校綜合活動課程的實施，普遍偏重活動本身，缺少對目標能力和學習

內容的考慮，課程的組織中心很少使用概念、原理、原則、能力、爭議問題或價

值等，學習內容仍停留於事實，形式僵化、呆板，品質亟待提昇（歐用生，2002）。

教師設計了一系列的綜合活動課程，學生只知道完成活動內容，卻鮮少考慮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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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進行，要達成什麼目標？學習活動的內容核心是什麼？要培養怎麼樣的學

習能力？活動結束後又學到了什麼？有沒有真正省思整個課程活動內容， 主要

的目的在哪裡？學生很高興完成了老師很辛苦設計的活動學習課程，卻不知道自

己有沒有真正學到一些事情，所以，我們不僅會擔心，綜合活動課程強調的課程

活動化，學生究竟是在玩樂？還是在學習？學生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認知，將

會隨著活動的進行而逐漸地淺化。 

（三）在領域上之學習，主體不明確 

綜合活動的課程目標，強調要提供學生個別發展的學習機會，學生是教學活動的

主體，但是，在實際教學過程所見，無論是課程的設計、教學活動的實施，仍是

以教師為主導，往往不把學生當作真正的主體來看待。在很多綜合活動單元的設

計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要學生完成已經設計完全的活動程序，以及要學生體

驗進去的成人意義（黃譯瑩，2001）。於是，在整個活動學習過程中，學生成了活

動課程中的配角，只照著老師給的活動流程，完成所設計的活動，教師主導著一

切的課程活動內容，學生只是配合演出的觀眾或聽眾而已。學生在領域的學習上，

常被教師忽略了其為主體的重要性，這樣的學習過程，就會失去其本身 具重要

的教育意義。 

 

二、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再建構 

周水珍（2004）指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檢討、改善，包

括修訂綱要的內容、加強教師的綜合活動教學知識、學校的課程發展、以及行政

與教學的協同配合進行改善，讓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為真正能發展學生能力的課

程。因此，就上述學者之論點與本研究之探討，可以讓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再建構

的論述如下： 

（一）定訂明確的教學目標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是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創舉，也有別於一般傳統的

學科或學習領域，因此，在課程編選與設計方面，應該以目標導向為思考重點，

教師可依學生需求、教師專長、學校的傳統特色，以及地方社區的需求，來發展

主題課程，形成學校本位課程之一，且能將各領域所習得的知識、技能概念，透

過綜合活動課程之實施，讓學生進行體驗、實踐、省思，進而發展出活動學習的

大意義，另外，教師若能確實掌握綜合活動與其他領域間的關係，則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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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應能發揮其 大的功能，而不至於淪為大拼盤、大雜燴的學習領域科目。 

（二）正確建立活動課程的意義 

綜合活動課程是九年一貫課程中， 強調以活動式的課程來進行教學的學習

領域，因此，教師應該更要對學生宣導活動內容的正確性與意義，在活動課程實

施之前，就應與學生做學習前的溝通與認知，引導學生做正確的學習，使教師所

設計的活動內容，能確實為學生所接受與吸收，而不是讓學生完成教師所設計的

課程而已，而是期望藉由此學習領域活動的引領下，學生能透過體驗、實踐、省

思，進而內化建構知識，且能培養出與實際生活接軌的活用知識，則可避免造成

知識的淺化現象。 

（三）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價值 

綜合活動課程的目的，在提供學生透過活動的實踐，獲得直接經驗與即使回

饋信息，從過程中驗證與應用所知，建構自己對活動的意義（教育部，2003）。是

故，學生的主體性，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教師應設計

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活動課程，以學生的需要為 大的設計思考重點，尊重學生一

起參與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權利，而活動的進行中，也應重視學生充分發表的能力，

教師在整個活動學習過程中，僅只扮演著引導者與輔導者的角色，協助學生在知

識累積的過程中，不斷地建構出具有獨特意義的學習內涵，把學習主導權的棒子

交給學生，讓學生得以充分學習，以彰顯學生的學習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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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之相關性探討 

綜觀本研究第二章節對使命式學習活動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探討，可以歸

納出使命式學習之所以能應用在綜合活動領域上，應有下列各項的相關主張概念： 

壹、使命式學習與綜合活動領域之基本理念一致 

使命式學習之基本理念，強調學生能夠在生活中自己發現問題，並對所發現

之問題，產生能盡力解決之使命感，且能活用所學的知識、技能，克服種種的困

難，為解決問題找出理想的答案，堅持到底的決心， 後完成使命任務，達到特

定的學習目標；綜觀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學生將所學的、瞭解的、感

受的、熟練的知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以增加或擴展自己的學習經驗，並尊重學

生為獨立自主的個體，能將所學的知識加以統整運用，並能自我解決生活中所遇

的困境，完成學習的 終目標，因此可知，使命式學習與綜合活動領域習習相關，

終目標也一致，所以，能以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中，是一件相

當自然的事情，無庸置疑的。 

 

貳、以使命式學習改善綜合活動領域之教學困境 

如同前一節所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教學上，有一些問題存在，例如：領

域範圍廣闊，不易實行，造成學生對本領域在知識的認知上，產生學習的偏差，

學生的主體性也不明確，會陷入傳統被動學習模式之中，以致於無法跳脫學習的

困境，然而，使命式的學習模式，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是學習的輔導者，

學習的主導權在學生自己的手中，且使命式學習也強調，賦予學生一項特定使命

任務，學習的目標非常明確，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會不知所措，學生只要朝

著這設定的目標前進，完成目標任務，找到問題的答案即可，另外，使命式學習

能培養學生獨立自主，解決生活中的困境，學生所抱持的是認真的學習態度和精

神，而不會誤解了綜合活動課程，只是「玩」的課程，因此，可讓學生對學習上

的認知，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而不會造成學習知識上的淺化現象，總而言之，

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中，可做為綜合活動領域在教學上的創新與學習

趨勢，並能有效改善綜合活動領域在教學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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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教學，可實現教師之專業能

力 

教育是一國之根本，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而教育的主體就是學生，能

夠重視學生學習的權利，將學生培養成社會上有用的人，這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重

點，也是教育單位所必需重視的，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經不適用於當今的教育上，

教師需將學習的領航權交還給學生，引領學生探究各種學習活動，讓學生能自己

主動建構知識，而非只是被動地接受教師所給的知識，因此，教師也應該就自己

的專業能力及專業判斷，適時地運用教學策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的活動，

並主動探索生活中的週遭事物，所以，使命式學習落實在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上，

將會是實現教師專業能力與判斷的做法之一。 

 
肆、使命式學習可發揮綜合活動領域之學理基礎 

綜觀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理基礎內涵，其強調活動課程及課程統整的實施，以

發展出學生自我經驗的學習，這正好與使命式學習在學理上的認知相符合，學生

能經由一個活動或一項使命任務，進行資料的蒐集，並做知識來源的統整學習，

自己架構出經驗法則，活用及善用知識，完成活動內容或使命任務，因此，使命

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學習中，可以將綜合活動領域基礎學理觀念發揮的淋漓

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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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使命式學習之相關實證研究 

近年來，國內外以使命式學習方式作為教學策略的研究，大部份集中於終身

教育學習及電腦輔助教學之著墨居於多數，在石岳峻（2006）之學術研究「小組

參與使命式學習活動其學習策略、企業家精神與活動表現之關係研究」中提及相

關論述，再者，國外有 Chan（2001）也提出相關的研究討論，就國內研究而言，

其中又以運用在電腦輔助教學方面之研究較多，例如：李旻俐、陳年興（1999）「在

彈性教學中運用網際網路工具於教學設計」中，將使命式學習融入於研究計畫裡，

研究計畫中，鼓勵我國學生與國外學生合組團隊，參加國際網頁博覽會，並在極

短的時間下達成使命，完成學習課程研究，這項研究的結果發現：網路活動搭配

使命式學習課程，使學生在學習上，更多元化、精緻化，更能使課程學習與實際

生活相結合，在學生完成使命任務的過程中，特別強調其蒐集證據與推論的過程，

讓整個使命式學習活動，能真正培養出有能力整合知識、解決問題，及發揮人類

愛心的世界公民。李同立（2001）以「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在國小主題教學之研

究」依據特定使命式學習之精神，參考主題統整教學活動的成果，學生參與活動

的歷程，以及網路系統所記錄的訊息，將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其中第一部份

是問卷調查資料統計分析的結果，第二部份是學生參與活動的歷程記錄於網路系

統的訊息分析，由研究結果可以得知：透過小組的合作學習模式，學生可以發現

學習的樂趣，經由網路化的教材瀏覽學習，學生可以養成優質主動的使命式學習

精神。莊益瑞、陳德懷〈2001〉將「新世紀學習模式-主動社會學習〈小明的一天〉」

中學習模式之一的使命式學習做深入的研究，探討其整體的運作模式，以及相關

的資訊科技，作為二十一世紀學習模式的參考。 

石岳峻〈2006〉的研究設計中，結合了 k12 數位學校〈http://ds.k12.edu.tw/〉

舉辦兩項使命式學習活動，視全程參與使式學習活動的小組為有效樣本，研究方

式採內容分析法，以語幹分析參與小組所撰寫的活動心得報告，得到小組企業家

精神、學習策略類目的出現次數與活動表現三者之間的相關性分析，並於研究報

告中具體建議教師：從事使命式學習活動時，若是偏重主題知識深度的設計，就

應注意學生在訊息處理方面的能力，若是偏重主題知識廣度的設計，就應注意學

生在行動控制方面的能力，此外，也要多鼓勵學生在活動過程中，應積極主動的

參與，並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另外，石岳峻、沈瑞棋〈2006〉在「通識課程中逆境教育之設計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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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使命式學習活動的六個設計準則來進行教學活動，就是希望利用此項學習活

動，不僅讓學生能學習統整不同領域知識，更能學習如何在壓力下完成工作。廖

祐宏(2002)在「探討使命式學習活動中影響學生失敗反應的相關因素研究」的論文

中，對學生進行使命式學習活動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失敗容忍力、歸

因型態和知覺目標結構，是影響學生產生建設性失敗反應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提

出建議，未來學生在面對使命任務失敗時，應積極正面回應，以吸取正確的學習

觀念。  

綜合上述，使命式學習活動在教育上的實踐上，已有相當的理論及文獻的支

持與初步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學生在進行使命式學習活動時，不僅能讓

學生藉由參與活動，學習到許多的知識，更能讓學生體察對生活經驗的認知架構，

進而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由此可知，使命式學習活動已被有效的廣

泛運用，但對於應用在綜合活動領域的實際學習過程中，目前則尚未有統整性的

分析和瞭解，這也正是往後在本研究中，所想要努力探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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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主要是依據第一章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做為本研

究的基礎，同時提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使命式學習活動核心價值之工具及流程，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介紹研究的方法，第二節介紹研究架構，第三節介紹研

究情境，第四節介紹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第五節介紹研究步驟與過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為使學生達到使命式學習的目的，只透過第二章節的文獻探討，做資料的文

字探索，並不能使所有的問題都獲得改善，仍然必需透過教學的過程，不斷的發

現問題、解決問題，且不斷的實踐與反省，並能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找到有效的

方法幫助學生學習，在各項研究效能中，行動研究是以教師為研究的核心，強調

透過教學歷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獲得改善的研究方式，所以，行動研究法

是本研究所採用進行的方法。 

行動研究是實務工作者研究的一種，可以用幫助研究者改善在各種工作場 

合的專業實務，而實務工作研究，就是經由研究者個人進入自己的實務工作單位

來完成研究（吳美枝、何禮恩，2004）。另外，蔡清田（2003）認為行動研究是透

過「行動」與「研究」結合為一，鼓勵實務工作者，採取質疑探究和批判的態度，

在實務行動研究過程中進行反思，以改進實務工作，增進對實務工作的理解，並

改善實務工作情境。因此，行動研究的主要精神是以解決問題核心為前提，進而

提出更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行動研究也強調教師本身不但是教學者、是研究者

與發現者，更能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問題， 後，能應用有價值之研究結果於教

學或學生身上。 

教育行動研究關切的是教師「實踐智慧」的產生，從行動、觀察、反省與詮

釋、再行動的循環歷程，是教育行動研究的核心概念，教育行動研究是教學的一

種形式，它融合於教學活動之中，而非教學之外的活動（陳惠邦，1998）。 

總之，行動研究 大的特色是，幫助教師藉由資料的蒐集、反省式的探索與

辯證批判，重新去釐清與建構，他們在課堂中的實務需要，在研究的過程中，行

動研究不僅融入於研究者的教學活動中，亦可協助研究者察覺問題、反省思考、

發展行動策略與付諸實行的基礎，其 終極目標是改進教學品質，所以，在教育

方面，特別適合於學校實際問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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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教學行動研究之方式，根據研究目的主要是將使命式學習的內涵

融入國小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中，本次的教學研究課程，將與環境相關的議題融入

教學設計中，由研究者擔任實際的教學工作，在教學實施的整個歷程中，觀察及

研究學生上課的學習過程，藉由與學生的討論對話、現場的觀察筆記，蒐集並分

析資料，以探究學生對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教學中的認識，以期達到整個活

動課程的研究目的，其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茲將研究架構圖 3-1 的內容說明如下： 

壹、綜合活動的課程內容 

本研究之綜合活動的課程內容，有關環境保護的議題將納入活動課程設計之

中，讓學生藉由課程設計之活動學習，能更進一步認識地球環境，並會多注意自

己居住環境的變化， 後，學生對知識做完備的統整，學生內在已有的先備知識

和生活經驗，以及平時學生在學校實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之認識，將理論概念

轉化為實作經驗，學生會將環保理念架構於環保回收物中，完成一件別具特色的

環保實用物。 

貳、使命式學習的內容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有關使命式學習活動之理論架構裡，陳年興、洪雪

芬（2003）所描述的共同學習特色之內涵，將此列為本研究使命式學習的內容： 

一、培養小組合作的能力(Teamwork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學生可以透過分組的活動，去挑戰特定的使命，學生們再也不是單一的學習

者，而是必需透過與他人之合作，才能完成特定的任務目標，學生們可以完全按

照自己的能力，以及所瞭解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學習責任，在經由各小組間不

斷的交換意見、互相支持之下，共同努力朝向小組的學習目標邁進。透過這樣的

學習過程，可以讓學生能夠自我培養出合作協調的能力。  

二、對知識進行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 

    進行使命式學習的時候，學生會知道如何應用己學過的知識及常識，來解決

所面臨的問題困境，學生若會應用知識及對知識進行整合，融會貫通將知識能力

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這就表示學生已經學會並能靈活運用了，且對問題已有深刻

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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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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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環境調查員 
活動三：高手 DIY 

學生對使命式學習之認識 

激
發
動
機
，
捨
我
其
誰

願
意
冒
險
，
挑
戰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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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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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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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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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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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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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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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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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反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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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力的培養(Creativity) 

    創造的表現是先天和後天交互影響的結果，在創造力的要素中，有部分成分

是可以訓練的，另一部分是先天遺傳的。學生透過此種使命式學習，可以發揮其

獨特的創造能力，並透過同儕的相互模仿與學習，可以順利的解決問題，進而達

成學習的目標。 

四、複雜問題的解決(Complex Problem Solving) 

    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常常是複雜而非單一面向所能解決的，透

過此種學習活動，可以有效提高學生對複雜問題解決之能力。  

 五、建立批判性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 

    隨著未來時代的快速競爭化，新一代需要學會批判性思考，而這些能力的培

養，必須自改善學習環境做起，學生透過此種學習活動之經驗，可以養成獨立且

會批判思考的能力，以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這樣才能進一步有系統地解決問題

和衝突。 

 

參、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之課程與教學 

本研究使命式活動內容之規劃，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內所包含之環保議題「關

懷大地系列」為主軸，共分成三個活動主題來進行，第一個活動主題為家園守護

者；第二個活動主題為環境調查員；第三個活動主題為高手 DIY。以下就各主題

活動規劃之情形做說明如下： 

第一個活動主題：家園守護者 

請學生當一位環保小尖兵，與大家分享環保影片觀後感，和環保小故事之分

享心得。 

第二個活動主題：環境調查員  

請學生調查學校及社區居住環境有何問題，讓學生當一位小小的環保調查員。 

第三個活動主題：高手 DIY 

學生能利用周遭廢棄物，做出再生資源物品，讓環保議題融入生活，並能隨

時隨地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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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對使命式學習之認識 

學生經由本研究所設計之活動課程，從頭到尾親身體驗學習整個活動內容，

學生在活動過程中，學會懂得自我反省與修正的重要性，以期達成對使命式學習

之認識，Shih and Chen（2002，2003）： 

一、激發動機，捨我其誰（Commitment） 

使命式學習活動希望首先能引起學生的注意，並激發學生的內在潛力之動

機，使其能對完成使命具備高度的成功期望(Success Expectations)，以及達成使命

的自我許諾。學生一旦對於活動的內容有了一份承諾，自然會產生一股動力驅使

他產生使命感，進而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積極運用所學的知能來達成使命。 

 二、願意冒險，挑戰使命（Risk-taking） 

使命式學習活動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學生都能夠順利的完成目標，因為，學生

必需在給定時間的限制下，全力以赴、盡其所能、努力不懈地接受使命任務挑戰，

而且，在過程中必須面對許多困難，更增加完成使命的難度，所以，需要激起其

克服困難的冒險動機，如此才能順利完成使命任務學習活動。 

 三、堅持到底，達成使命（Persistence） 

當學生具備前述兩項特質後，還必須要對完成使命學習任務，能有堅持到底

的決心和毅力，才有可能在充滿挑戰與難度的活動中，冷靜面對內在團隊及外在

環境的衝突；所以，學生必須隨時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和想法，在使命式學習活

動的過程中，能包容大家的提出的不同意見和看法、遵守團隊之規範，以便發揮

團隊合作的精神，消除團隊內的矛盾與磨擦，堅持克服困難以完成使命任務。 

 四、自我接納，正向歸因（Positive Self-talk） 

使命式學習活動屬於學習目標導向(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之學習結構，不論結

果及成敗如何，都希望協助學生能自我接納，創造正向的歸因。尤其，對原本缺

乏失敗容忍力的學生，希望能藉由使命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感受伴隨著失敗

而來的挫折，從學習目標導向學習結構中遷移(transfer)其負面之歸因(negative 

self-talk)的傾向，永於面對一切的學習結論，並能再接再厲接受使命任務之挑戰。 

 五、自我反省，檢討過程（Self-reflection） 

     使命式學習活動屬於學習目標導向之學習結構，不論結果如何，都希望學生

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因此，會藉由活動結果的分享，引導能學生自我檢討，

從整個使命學習過程中，自我發現問題癥結，並做自我反思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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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自我改進，提出方案（Self-improvement） 

在使命式學習活動中，希望學生能在參與活動後，朝向「努力導向」

(effort-focused)目標前進，並鼓勵其做促進式的自我指導與自我改進。也就是說，

鼓勵學生從經驗中學習及思考策略的細節，並以具體的因應對策，幫助完成未來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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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情境 

「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所做的研究，他是用來改善實務工作的，對一個

實務工作者而言，光是發展出一個理論架構是不夠的，他們希望改善教學情境，

以改進他們與學生的教學及學習條件，進而從中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知識（夏林清

譯，1997）另外，邱翠珊（2004）也提出：教師是學校情境的實務工作者，對於

教室內實施課程時，所遭遇的問題 清楚，所以，由教師來擔任研究工作中的執

行者，才能增進教師對問題的瞭解，改善教學品質。也就是說，從事行動研究者，

就是實際工作的人員，同時也是應用研究結果的人，以下茲分別對研究者背景、

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進行說明： 

 

壹、研究者背景 

研究者畢業於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現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初等教育學系，畢 

業後，任教於花蓮縣美麗國小導師四年，之後，又調往目前任教之花蓮縣快樂國

小導師六年，具實際教學經驗數十年之久。 

研究者在這幾年的教學期間，通常基於教學需要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興趣，研 

究者喜歡嘗試創新教學，再者，研究者擔任導師工作期間，每年在帶班的過程中，

都會不斷地去思考教學的方式，想用不同的教學內容去引導學生，期望能在不斷

的教學歷程裡，能夠激發學生更多不同層面的思考模式，幫助學生能夠自我的學

習。 

另外，研究者也在任教的期間，對於教學的工作，總是戰戰兢兢的，研究者

認為現在的學生學習的方式，都常處於被動的角色，平時的教學活動中，若能給

於學生較積極主動的學習方式，讓學生能樂於學習，這是研究者一直想要做的，

再者，研究者在研究所進修期間，除了可以滿足自我的求知慾外，對教師專業成

長、教師專業能力，更有直接而顯著的提升，這也直接幫助了研究者，在教學工

作上更上一層樓。 

所以，希望藉由此研究，能將理論價值與實務經驗結合，並相互做一個驗證，

同時，也期望可以幫助研究者，改變現有的教學模式，發現不同的學習歷程經驗，

為教育學生盡一點微薄之力， 後，期望能與學生們在學習的道路上，彼此都能

教學相長，求取更深入的教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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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場域 

一、發展概況 

研究者任教的學校，創立於民國八十一年，至今才十多年的歷史，學校位處

於一鄉下原住民部落裡，全校的學生皆為布農族，近幾年來因社會結構的改變，

社區部落居民的人口皆外流，少壯青年都到外地求學或工作，造成學校班級人數

逐漸減少，目前全校學生人數只有三十餘人，而且，每年有逐漸遞減的趨勢，留

在社區的人口，以年幼者或長年者居多，是個非常傳統的原始部落學區。 

 

 二、校舍環境 

     學校校地面積約 1.6 公頃，相對於三、四十位師生而言，顯得相當寬敞，學

生可活動的空間相當的多，校舍分別為一、二樓的建築，現有普通教室六間，專

科教室、電腦教室、圖書室、健康中心、音樂教室、教師辦公室各一間，戶外有

操場、綜合球場、遊戲場等，因學校地處山腳下，到處都可見到綠色草皮、山坡

樹林，學校又擁有廣大的綠色植物面積，學生在此天然的地理環境下求學，可說

是一項獨特的優勢。 

 

 三、社區特色 

    本校社區屬花蓮縣古風村，是個傳統的原住民社區，居民大多為布農族人，

生活方式以自由業、打零工居多，居民因樂天成俗、喜好天然自由的情境，所以，

本社區的居民開朗、善良，現由社區發展協會規劃中，將致力於發展原住民傳統

特色。 

 

 四、教師特質 

    本校教師大多年輕，熱愛教育，有吸取新知的積極意願，平日能相互支援、

鼓勵，充分發揮教學相長精神，及協同教學之功能，為典型之學習型學校，雖因

大部分教師教學年資較淺，在課程規劃、教學及輔導知能方面，尚待積極增長，

但大多能相互指導，共同營造積極、精緻、卓越、創新之優質校園文化。 

 

 五、家長期望 

    學校地處偏遠，社會文化刺激較少，家長關心子女學業，但知能較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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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上較主張自由主義，讓孩子快樂學習為主，因此，對學校各項教育措施，均

極為關注，也十分支持各種教學活動，常提供本校人力、物力上諸多協助，與教

師攜手合作，共同經營豐富多元的學習情境，本校多年來因應各項教育改革，所

進行的各項課程發展，家長均能熱誠參於學校各項活動，充分做到親師合作。 

 

 六、學生特質 

    本校學生數只有 35 人，是本縣人數 少的學校之一，所以，學生間的互動性

極高，學生忠厚乖巧、性情樸實，但在學業上較缺乏主動積極的態度，由於學校

師生人數不多，學生與老師間的距離很近，沒有畏懼感，師生互動性高，教師會

主動關懷學生，學生有困難也會主動尋求老師的協助，像是個大家庭一樣，整體

而言，學校氣氛是和諧而愉快的。 

 

參、研究對象 

「行動研究」所關切的是實際情境的特定問題，同時樣本也有特定的對象，

不必具有代表性（蔡清田，2003）。本研究是以研究者任教的低年級為研究對象。

學生的人數有 10 人，男生 6 人，女生 4 人，班級常規與師生的互動默契甚佳，班

級氣氛和諧，在適當教學活動引導之下，學生大多能積極參與教學活動，學生的

個性較為活潑開朗，喜歡唱歌、跳舞表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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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為了提供研究者在不斷持續進行的教學活動中，能夠確切真實地瞭解學生的

學習狀況，研究者使用了四種不同的研究工具，並幫助研究者作為修正研究教學

之參考依據，茲分述如下： 

 

壹、使命式學習單 

    研究者以各項教學活動所設計之學習單，請學生於每一項活動單元結束後，

根據對該單元所習得之相關內容，以及個人感受等，利用文字敘述的方式，加以

記錄和闡述，此學習單可以幫助研究者，瞭解學生對於該項單元之學習情況，以

及提供研究者在課程進行中，改正教學模式的參考依據（見附錄八、九、十）。 

 

貳、教師教學觀察記錄表 

    提供研究者在每次的教學活動進行中，能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在課堂上作迅

速、簡便的紀錄，讓研究者瞭解學生參與使命式學習的實際學習狀況（見附錄十

三）。 

 

參、家長回饋單 

    整個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完成後，研究者為了能更深入了解學

生，在平日家中的生活表現上是否能和學校的學習情況一致，並讓學生家長能夠

知道學生在學校進行使命式的相關教學活動，所以，設計了一份家長回饋單，以

作為上述各項參考的依據（見附錄十一）。 

 

肆、學習心得問卷調查表 

    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告一段落後，研究者設計一份學生問卷調查表，主要目

的是瞭解學生在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之學習上的內外在表現，以提供研究者

分析及蒐集資料的依據。（見附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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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壹、資料的蒐集 

基於質性研究的不確定性與可變性，質性研究以研究者做為研究的主要工

具，以順應研究現場的多變情境，因此，研究者在觀察或訪談的過程中，必須具

備相當的敏感度，廣泛運用自己的經驗、智慧、認知、情感、想像，來發現資料

所呈現的經驗，然而，面對龐雜的資料，分類編碼成了分析和詮釋資料的重要工

作（林佩璇，2000）。教育行動研究的研究報告，是個交錯的事件述說，包括教

師觀察、學生行為反應、教師反省行為（吳明隆，2001）。本研究為達到資料來源

的多元性，並能對一特定情境的資料有多方面的觀點，以達到三角檢核法的目的，

進行以下幾種資料的蒐集方式和來源，以下就資料的處理與分析說明如下：  

一、教學觀察記錄與田野札記：在整個教學活動中，為了確實瞭解觀察時的

情境，於教學活動期間，即時使用錄音筆，同時將活動現況、現場氣氛、互

動情形、交談方式、表情動作等紀錄於田野札記中。每次觀察後的紀錄均詳

細清楚，以免因稍後記憶模糊而延誤重點，並且將觀察記錄，依照日期及類

別，依序整理在田野札記中，觀察結果並與蒐集的相關資料、訪談做比對，

以提昇本研究資料的可信度。 

二、晤談：利用課堂或下課閒聊時間，隨機和學生討論並蒐集學生的看法，若有

需要並進行多次的個人及小群體的訪談，必要時進行錄音，再轉譯成文字敘

述。 

三、攝影：將教學互動的情形拍成相片，可作為輔助說明或省思回顧之用。 

四、學習單：配合各項活動單元的需要，設計學習單供學生習寫，一方面可以

瞭解學生學習的概況，另一方面可作為教師改進教學，以及調整教學內容的

依據。 

五、心得報告：學生參與整個活動之後，將自己心中的感受，用文字敘述於報

告中，以作為增進學生學習的參考。 

六、綜合討論：在教學活動進行中，學生可以依各單元的內容，做適當的討論，

會以錄音的方式做記錄。 

七、其他書面資料：蒐集既有的資料如：學生的書寫作業、教師的文字資料、

教學省思課程設計的構想歷程記錄，以及其他非書面資料，將這些資料以編

碼整理之，每項資料都標上日期與編碼，以顯示出這些資料在方案進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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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貳、資料的分析 

本研究將每一個學習活動所產生的文件，如觀察記錄、晤談、學習單、心得

報告、綜合討論資料，將這些文件資料匯集整理之後，再依序將資料編碼，呈現

於「觀察描述與記錄」、「結果分析與啟示」等部份，為提高本研究的信效度，避

免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的偏見或盲點，本研究使用資料的三角校正法進行分析，

亦即針對同一個事件使用一個以上的來源資料，並透過不同資料、方法與人員，

進行交叉檢核（蔡清田，2003）。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以不同的資料編碼代號，來表示資料的出處來源，資料

呈現的方式，以表 3-1 說明各資料編碼所代表的意義： 

 

表 3-1 資料編碼代號及其意義 

資料編碼代號                        代表的意義 

T                                  指研究者 

S01                                指座號 1 號的學生 

Ss                                 指全班的學生 

教學觀察紀錄 971012                指 97 年 10 月 12 日研究者的教學記錄 

晤談記錄 971012                    指 97 年 10 月 12 日的晤談記錄 

學習單 971012                      指 97 年 10 月 12 日學生的學習單  

心得報告 971012                    指 97 年 10 月 12 日學生的心得報告   

綜合討論 971012                    指 97 年 10 月 12 日的綜合討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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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步驟與過程 

壹、研究計畫流程 

教育行動研究有三項特徵：教師即研究者、深入探究教育專業實踐、及符合

專業實踐者的目的（陳惠邦，1998）。研究者從事行動研究時，依據夏林清（1997）

建議參考的步驟為： 

一、找出起始點（發現研究問題） 

行動研究典型的起始點是一些失調的經驗，以及對這些失調經驗的反思，或

者是想嘗試新方法以增強個人的力量或改善現實的情境。 

二、釐清情境 

（一）澄清研究的起點 

第一印象是行動研究的 佳起點，然而，強調檢測第一印象品質的重要性，

以便能為後續的發展建立良好之基礎。藉由下列問題的回答，將可以有助於研究

起點的澄清： 

1.「第一印象」是否忽略了任何既有的訊息？以避免因選擇性的使用資料，而忽視   

了和我們的情境觀點衝突或偏離的訊息。 

2.「第一印象」有沒有包含了任何模糊、曖昧的概念？ 

3.「第一印象」是否只處理到情況的表面症狀？為了能完全抓住問題，深層解 

釋是必要的。 

4. 有沒有在尚未以其他相對可能的解釋來檢驗之前，就已接受了「第一印象」？ 

 

（二）收集資料 

教育行動研究並不限定使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或技術，研究者可以依據研究問

題，採用適當的資料蒐集方法，如問卷調查、訪談法與觀察法（觀察筆記、錄音、

錄影），或是分析既有資料，如教師之教學計畫、學生之書寫作業、學習紀錄與評

量成績，以及其他相關文件與資料，如校規、通告、家長來函等。但是，教學反

省札記與教師研究日誌的普遍使用，則是它不同於一般研究之處。雖然，教育行

動研究並不限於量化或質化方法的使用，但許多現有之研究仍以質性研究為主，

而且，大部分研究都結合了多種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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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資料 

資料蒐集完成後，需透過分析使資料意義化，而在分析的過程中，非常注重

自我反省與批判思考的精神。 

三、發展行動策略並付諸實踐 

「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對一個實務工作者而言，光是發

展出一個理論架構是不夠的，他們希望改變教學情境，以改進他們的教學與學生

的學習。透過對教學情境的分析所獲得的新理解、對作為一個老師的終極目標的

反省、或是與同僚的討論等，尋找出各種適用的行動策略，如一個新的課程方案、

一種新的教學方法、或是不同的班級經營策略等。這種透過研究尋找策略並付諸

實施的實踐精神，是教育行動研究與其他研究主要不同之處。 

四、分析與理論類化公開知識 

傳統上，老師知識是不公開的，但是，教育行動研究認為，將研究成果發表

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所呈現的是實務工作者的實踐與反省成果，此成果包含了

有關實務改善的技術與方法、教師所理解的內隱知識、經過重建的教育信念，以

及行動研究的過程等。公開發表可讓教師的知識免於被遺忘，在寫作發表知識的

過程中，可增加教師教學反省的品質，而研究的發表可凸顯教師的專業地位。 

基於上述的理念，研究者在確定問題後，則有必要進行進一步規畫詳細的教

育行動研究計畫，研究者將本研究的步驟，分為下列部分來說明： 

（一）研究問題的發想 

近幾年來，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中，總感覺學生無法獨立學習，且學生學習

的態度，常較處於被動的角色，所以，研究者就想幫助學生，如何能夠積極主動

學習，能從自我的學習經驗中，體會學習的樂趣，因此，才設計此一研究理念模

式。 

（二）閱讀有關使命式學習模式的相關文獻內容 

（三）開始擬定研究計畫 

（四）初步發展並設計使命式教學活動內容 

（五）進入研究場域，進行實際教學活動（第一循環行動研究開始） 

（六）反省與修正 

（七）評鑑與回饋 

（八）確認新的問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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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進入研究場域，進行實際教學活動（第二循環行動研究開始） 

（十）反省與修正 

（十一） 評鑑與回饋 

（十二） 確認新的問題焦點 

（十三） 進入研究場域，進行實際教學活動（第三循環行動研究開始） 

（十四） 反省與修正 

（十五） 評鑑與回饋 

（十六） 確認新的問題焦點 

（十七） 結果分析 

1、蒐集資料 

2、分析資料 

（十八） 結論與建議 

（十九） 撰寫研究報告 

（二十） 提出研究報告 

 

茲將研究計畫流程以圖 3-2 表示之。 

 

貳、研究流程階段規畫 

本研究使命式活動內容之規畫，共分成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個階段為準備

階段：包括在教學情境中發現的問題、確認問題焦點、擬定研究主題等；第二個

階段為研究階段：包括規畫行動方案，設計教學活動、進行教學行動方案、反省

與修正、評鑑與回饋、確認新的問題焦點等；第三個階段為完成階段，包括分析

研究資料，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撰寫研究報告、提出研究報告等。

以下就各階段規畫之情形做說明如下： 

第一個階段：準備階段 

本研究活動開始之前，應先在教學環境中發現一些問題，確認這些教學問題的

主軸方向，針對這些在教學環境中所發現的問題，規畫研究之內容及主題，在此

階段也會進行初步的文獻蒐集與探討，以利下一階段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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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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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階段：研究階段 

這個階段主要是研究活動內容的實際進行，因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的方式進

行，所以，研究者需在整個教學歷程中不斷的反省與修正，若發現教學研究出現

問題時，應於予改善或改進，之後，再確認新的問題焦點，進行教學研究，總之， 

本研究階段是一個不斷循環的教學研究歷程，同時，在此階段也要持續不斷地蒐

集文獻資料，以做為輔助研究之參考。 

第三個階段：完成階段 

將第二階段研究過程中所留下的資料內容，能有系統的整理、分析與統整出

學習歷程內容，之後再撰寫本研究報告。 

 

參、研究教學時程規畫 

本研究在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行動研究中，採取的是一種連

續循環、週而復始的教學研究過程，且在不斷的反省批判與回饋修正中進行研究，

本研究分為二個循環教學行動研究，在每一個循環教學行動研究中，大致上可以

分為規劃行動方案、設計或修正教學活動、進行教學行動方案、反省與修正、評

鑑與回饋、確認新的問題焦點、再實施下一個循環教學行動研究等步驟，但因為

整個研究過程仍是一個連續循環的，所以，每個步驟之間，常有許多重疊與回溯

之處，且因為本研究計劃乃屬預設性質，可能因為在進入現場實地教學之後，隨

時會有所調整修正或變動內容之處，因此，這幾個循環教學步驟並非截然劃分的，

仍需將各循環教學研究步驟緊緊相連繫，隨時隨地發現教學研究問題，並加以立

刻調整修正，直到順利完成教學研究計劃為止。 

茲將三個循環教學行動研究之重點分析歸納如下： 

一、第一個循環教學行動研究：（活動一：家園守護者 97.10~97.11） 

本循環主要是強調教學計劃內容能夠順利完成，學生在參與活動一：家園守

護者的學習過程中，能從學生身上培養出真正的使命式精神與綜合活動課程的內

涵，同時，藉由使命式活動設計出的課程內容，能確實與綜合活動課程內容相融

合，讓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達到確切的教學效益， 後，再從教學現況

中發現問題，以利做為本研究可改進之處，與下一個循環教學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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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個循環教學行動研究（活動二：環境調查員 97.12~98.01） 

在第二個循環教學行動研究裡，主要是依據第一個活動之循環教學行動研究

中所發現的問題，作為第二次學習活動的參考，這次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將實地

親身參與環境調查的活動，實際去體驗學習活動的內涵，讓學習歷程與生活經驗

產生連結，進而達成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課程的目標，另一方面，從教學現

況中修正教學行動策略，以作為下一個活動循環教學的參考依據。  

 

三、第三個循環教學行動研究（活動三：高手 DIY  98.02~98.03） 

本次的循環教學中，強調學生能對總學習經驗的串聯，並能內化自我學習的

知識和能力， 後培養出學生對學習產生不同的見解和樂趣。 

 

四、研究教學之注意事項 

本教學研究是持續不斷的循環歷程，隨時發現問題能隨即調整以符合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總學習目標，所以，在修正教學行動策略時，必須注意下列幾個向度： 

（一）活動內容的取材，應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心理的認知程度，並考慮參酌

學生的興趣、個人生活經驗等相關因素進行教學。 

（二）設計教學方案應包括教學目標的擬定、教學活動設計、動態活動的應用、

學習活動的評鑑等。 

（三）進行教學活動的時間、學習的場所、觀察的對象與活動設計，都要讓學生

有參與和實作的機會，並多與學生做適當的溝通。 

（四）教學活動進行中，學生會隨時提出問題發表及討論，所以，在學習活動開

始之前，就應與學生一起訂定發言及討論時機的規章，以避免學生隨時發

問，而打斷了整個教學過程。 

（五）在活動進行當中，隨時注意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參與的熱忱，不要讓整個活

動，變成少數學生的學習活動。 

（六）隨時注意學生的回饋與反應，當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興趣缺缺時，能即時

檢討行動過程的缺失，調整行動教學方案。 

（七）多鼓勵學生主動閱讀相關活動之書籍，充實所需的知識，讓學生很快就能

夠進入學習的 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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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在進行本研究教學時，一定要經由行動研究之歷程、準則來運作、 

執行、透過不斷地反省檢討的過程，隨時做課程的改變，以符合學生學習的需求，

後，藉由使命式學習的課程設計，融入在國小綜合活動領域中，能夠激發學生

對學習的興趣，並完成使命式學習之目標。 

 

 

 

 

 

 

 

 

 

 

 

 

 

 

 

 

 

 

 

 

 

 

 

 

 



 60

 

 

 

 

 

 

 

 

 

 

 

 

 

 

 

 

 

 

 

 

 

 

 

 

 

 

 

 



 61

第四章 研究歷程發展與發現檢討 

    本研究以教學行動研究的方式，實際在一個低年級的教室中，應用使命式學

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經過一學年的教學研究觀察及資料的蒐集後，對於

整個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學歷程發展、實施教學歷程分析、實施使

命式學習活動之回顧與成長、在教學研究的過程中之問題發現與檢討，以及使命

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學對學生產生之影響，都將會在本章節做詳細的研

究探討。 

 

第一節 使命式學習建構之歷程 

壹、使命式學習活動設計之歷程  

一、教學活動設計 

使命式學習活動中的使命，是整個學習活動的關鍵所在，必須在設計上滿足

一些特質，才能營造出使命式學習活動的情境，簡言之，就是要激起學生的學習

動機（石岳峻、沈瑞棋，2006）。依據本研究第二章有關使命式學習之文獻探討，

以及學者 Shih and Chen（2002，2003）所發展出來的，實施使命式學習活動的六個

設計準則，如表 4-1 所示，來進行使命式學習活動之建構歷程。 

本活動的教學設計將以「關懷大地系列」為主軸，所延伸出的一系列學習活

動，作為整個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探討歷程，茲將其活動設計說

明如下：  

（一）設計理念之緣起 

進年來環保意識的抬頭，任何地方角落無處不是在倡導環保工作，環保與生

活早已密切的相連，研究者也常在上課時，教導學生要保護我們住的環境，有些

學生也會在學習期間給予回饋和看法，研究者將學生在課堂上，對環保議題的認

知概念分成：1.學生認為可以透過資源回收，進行環保工作；2.有些學生也覺得種

植植物、可以美化環境、綠化地球；.3.其他學生不一樣的想法等，就上述的分類

概念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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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實施使命式學習活動的六個設計準則 

資料來源：Shih & Chen,2003；引自石岳峻、沈瑞棋，2006。 

 

 

 

 

設計準則 定義 教學或教學設計時考慮

的問題 

激發動機，捨我其誰 

（Commitment） 

吸引學生的興趣，並激發

學生的內在動機。 

 

願意冒險，挑戰使命 

（Risk-taking） 

激起其克服困難的冒險

動機。 

 

堅持到底，達成使命 

（Persistence） 

培養面對困難不退縮，堅

持到底的學習態度。 

 

如何讓學生覺得這項使

命是值得投入心力去學

習的？並思考如何激發

其學習意願、內在動機？

進而能有面對困難不退

縮，堅持到底的學習態

度？ 

自我接納，正向歸因 

（Positive Self-talk） 

協助學生自我接納，創造

正向的歸因。 

 

自我反思，檢討過程 

（Self-reflection） 

引導學生自我檢討過

程，發現問題癥結，並做

自我反思的動作。 

 

自我改進，提出方案 

（Self-improvement） 

鼓勵學生從經驗中學習

及思考策略的細節，並以

具體的因應對策，幫助完

成未來的目標。 

 

如何藉由教學或教學設

計來幫助學生建立正面

的自我概念？並以正向

歸因來建立學生未來學

習的信心與自我反思與

自我改進的能力？同時

讓他們能從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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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認為可以透過資源回收，進行環保工作： 

 

S08：學校每個星期五會定時做資源回收的工作，讓我們有機會可

以替地球做一些事情，我覺得很高興，而且賣回收物給廠商又

可以賺錢，老師會請我們喝飲料，這是一項不錯的工作。（晤

談記錄 971003） 

S01：垃圾車來的時候，上面的工作人員，也叫我們要先將垃圾分

類好，要不然就不能丟進垃圾車。（晤談記錄 971006） 

S07：除了垃圾可以回收外，環保老師也叫我們將用過不能再用的

電池，帶來學校做回收，家裡有一些不能用的電池，我也要帶

來學校。 

S02：不要浪費紙張，可以將不用的紙張回收，或把它做成紙盒，

我最喜歡做紙盒了，做好後可以將紙盒帶到餐廳去使用。（晤

談記錄 971006） 

S04：不要亂丟垃圾或製造垃圾，這也是做環保工作的一種。（晤

談記錄 971006） 

 

2.有些學生也覺得種植植物、可以美化環境、綠化地球： 

 

S03：我媽媽說：多種樹也可以保護地球，因為，樹木會保護我們、

保護大地、保護地球，所以，樹木很偉大，我們也要好好珍惜

它們。（晤談記錄 971003） 

S10：我們家有種很多美麗的花，阿嬤說：種花可以美化環境，可

以讓每個地方都變得很漂亮。（晤談記錄 971006） 

 

3.其他的學生也有些不一樣的想法： 

 

S05：在學校吃早餐或午餐，我們都使用自己帶的餐具，這樣也是

在做環保工作，餐具能重覆使用，不必浪費過多的資源，這也

是在保護地球。（晤談記錄 9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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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老師在學校常常告訴我們，要節約能源如：隨手關燈、關水， 

這樣可以省電、省水，又可以保護地球呢！（晤談記錄 971003） 

S09：吃東西剩下的廚餘也要收集起來，給猪或其他的動物吃，不

要隨便倒掉。（晤談記錄 971006） 

 

後，學生們一起歸納討論出一個總結論： 

 

我們住的地球只有一個，如果被我們破壞掉了，我們就沒有地

方住了，而且，垃圾會變得到處都是，污染會越來越嚴重，綠色的

樹木也會變少，我們就不能呼吸，也沒有生命了，真的很可怕。（綜

合討論 971006） 

 

學生對環保工作的看法，仍以資源回收的概念為主，這是因為研究者任教之

學校，長久以來不斷地推廣資源回收的工作，而且，每個班級教室都有設置資源

回收桶，每個星期也都有固定的環保小尖兵會進行環保的工作，因此，平常深植

在學生心中的環保概念，很快就會反應在課業的學習上，由此可知，學生在日常

生活中所獲取的知識概念，確實能很快地反應在平日的學習上。 

另一方面，本研究對象之學校，也常將環保議題融入學校生活當中，例如：

每班實施垃圾分類、定期做資源回收的工作、自治環保署長的遴選、請回收商向

學生做宣導、設置專任負責環保工作的老師等等，再者，本研究又是期望能培養

出，具有責任心及使命感的學生，所以，藉由與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易見且相關的

環保議題內容，來設計出本單元的教學行動研究，以符合綜合活動領域中所強調

的「實踐、體驗與省思」，屆時，又能讓學生體察保護地球環境，是大家不容避免

的責任與義務，以增加學生對學習事件產生重大的使命感。 

 

（二）使命之任務 

本研究之學習活動，因考量參與對象為低年級的學生，所以，研究者將教學

設計為三項學習活動，此三項學習活動之設計內容，由簡單到困難，先從對環境

的認知觀念開始學習，再進行環境實際調查工作， 後，完成一件與環境保護相

關的作品為止，學生必需一步驟、一階段的按照活動一、活動二、活動三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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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進行學習， 後，順序逐步完成活動內容，才算是完成本活動學習之使命工

作。 

（三）難度之控制 

使命式學習活動的使命難度，將依第二章文獻探討提及的使命式學習活動模

式，以及配合本活動的內容設計，由四項不同的變項來決定使命式之活動，此四

項控制變量分別是：任務工作的數量、多樣化的技能、時間的限制、資源的支持

等來控制學習活動之難度，將此概念分述如下： 

1.任務工作的數量 

由於本次的使命式活動有三項學習歷程必需完成，而且，必需按照活動一、

活動二、活動三的學習歷程來進行順序學習之活動課程，這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

是一項新奇的任務學習，因此，本次「關懷大地系列」活動會要求參與之學生，

按照活動步驟完成任務，所以，本活動之任務的數量不僅多，且都具有一定的挑

戰程度。 

2.多樣化的技能 

完成「關懷大地系列」學習活動的任務，參與的學生要能分工合作，且與他

人合作學習，運用人際關係網路與他人溝通，向大家分享學習心得感想，以展現

自己的口語組織能力， 後，還要完成一件作品供大家欣賞，以展現自我的學習

統整能力，總之，學生要完成使命任務，所必需具備的學習能力是眾多的。 

3.時間的限制 

「關懷大地系列」的學習活動設計為三項的子活動，每一項子活動都有學習

時間上的限制，若學生錯過了任一項學習活動的時間，就無法接續下一項學習活

動，這樣子使命任務就會失敗，因此，「關懷大地系列」學習活動，都有規定學習

的時程，讓參與的學生產生一些時間上的壓力。 

4.資源的支持少 

低年級的學生尚未接觸電腦的學習課程，所以，在蒐集相關活動訊息時，無

法及時自我得到 新的參考資料，另外，若到圖書館找資料，可能會花費相當多

的時間，且低年級學生目前仍尚處於識字的階段，因此，這一方面可能會遇到較

多的不便與挫折，這些都是「關懷大地系列」學習活動設計時，所給予的資源限

制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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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之準則 

「關懷大地系列」學習活動之實施，能滿足及達成使命式學習活動設計的六

項設計準則，以表 4-2 呈現之。 

 

表 4-2 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設計的準則 

設計準則 達到之內容目標 

激發動機，捨我其誰 

（Commitment） 

「關懷大地系列」的設計活動，是探討有關

環境的問題，因環境的問題關係著每一個

人，且與大家的生活習習相關，容易與學生

之生活經驗相結合，也較容易引起學生的興

趣，所以，很快的就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 

願意冒險，挑戰使命 

（Risk-taking） 

連續做完三項學習活動，且是持續不斷的，

這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是一項困難的使命

任務，可藉此激起學生願意冒險的動機。 

堅持到底，達成使命 

（Persistence） 

只要堅持完成三項活動之使命任務，就可以

達成學習目標，培養學生努力以赴的決心和

毅力。 

自我接納，正向歸因 

（Positive Self-talk） 

學習活動進行之中，會不斷地鼓勵學生盡力

完成使命任務，不管使命任務達成與否，都

可讓學生學習自我接納自己的表現，並朝著

正向的學習目標前進。 

自我反思，檢討過程 

（Self-reflection） 

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會安排學生做省思的

學習歷程，並檢討自我的學習內容。 

自我改進，提出方案 

（Self-improvement） 

對於在自我反思及檢討的過程中，所發現的

問題癥結，學生能自我改進，並提出正確的

解決方案，以順利進行學習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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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命學習活動進行方式 

（一）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活動進度規劃 

為了培養學生主動觀察、探究的精神，及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訓練學生

帶著走的能力。本活動以關懷大地系列為主軸，將設計安排三個活動學習主題，

讓學生主動探索學習，尋找問題的解答，直到達成任務目標為止，期望藉由這樣

的一個使命式學習活動，能幫助學生達到自我學習的能力，並能從活動的內容中，

瞭解學生真正學習到的是什麼，及所遭遇的困境又是什麼， 後協助學生找到學

習的方向。 

本研究使命式活動內容之規劃，共分成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個階段為預備

階段：包括進行工作分配、確定參與學生及指導老師、研究動機之撰寫、討論研

究主題與方向、討論研究主題之架構等；第二個階段為進入主題階段，共分三項

使命式活動來進行，包括活動一：家園守護者、活動二：環境調查員、活動三：

高手 DIY 等三項學習活動；第三個階段為資料統整階段，包括資料的彙整及成果

的統整等。以下就各階段規劃之情形做分述如下： 

第一個階段：預備階段 

活動開始之前，學生與教師一起討論，先行共同規劃課程研究之內容及主題

之規劃，並進行工作分配，讓學生能充分瞭解使命式學習活動之進行方式。 

第二個階段：進入主題階段，進行認知、調查活動及實地實作環保 

共分成三個活動主題階段任務，第一個活動主題任務為：請學生當一位家園

守護者，與大家分享環保影片觀後感和環保小故事；第二個活動主題任務為：請

學生調查學校及社區居住環境有何問題，讓學生當一位小小的環境調查員；第三

個活動主題任務為：學生能利用周遭廢棄物，做出再生資源物品，讓環保議題融

入生活，並能隨時隨地做環保。 

第三個階段：資料統整階段  

將學生在此學習活動中，所做過的資料內容，能有系統的整理與統整出學習

歷程，讓學生能在此學習活動中留下學習的記錄。 

茲將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之主題活動進度規劃，以表 4-3 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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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使命式主題活動研究進度規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主 題 活 動 /日  期  
計 畫  

重 點
計  畫  細  目  

執 行 情 形

（ 請 自 訂

檢 覈 方 式 ）

預    備    階    段  

97.09.14~97.09.20 開 工  ＊進行工作分配 

＊確定參與學生及指導

老師 

□ 已 完 成  

□  執 行 中

97.09.21~97.10.04 主 題

之 形

成  

＊研究動機之撰寫 

＊討論研究主題與方向 

＊討論研究主題之架構 

□ 已 完 成  

□  執 行 中

進  入  主  題  階  段 （ 三 個 循 環 行 動 研 究 ）  

活 動 一 ：  

家 園 守 護 者  

第 一 循 環 ：  

97.10~97.11 
 

環 保

影 片

及 故

事 分

享  

 

＊討論環境被破壞的情

形 

＊討論如何保護環境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自我省思和感想表達 

□ 已 完 成  

□ 執 行 中

活 動 二 ：  

環 境 調 查 員  

第 二 循 環 ：  

97.12~98.01 
進 行

調 查  

 

＊描述生活環境的改變

與當地居民的關係。 
＊觀察並記錄校園及附

近區域的環保問題。 
＊和大家共同完成，住

家附近環保問題大調

查。 

□ 已 完 成  

□  執 行 中

活 動 三 ：  

高 手 DIY 

第 三 循 環 ：  

98.02~98.03 
實 作

環 保  

 

＊利用廢棄物品，做出

再生資源。 

＊讓環保議題融入生

活，並能隨時隨地做

環保。 

□  已 完 成

□ 執 行 中  

資  料  統  整  階  段  

98.04~98.05 整 理 資

料 、 成

果 統 整

＊資料、照片整理 
□  已 完 成

□ 執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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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學主題 

本研究使命式活動內容之規劃，以環保議題「關懷大地系列」為主軸，共分

成三個活動主題來進行，第一個活動主題為家園守護者；第二個活動主題為環境

調查員；第三個活動主題為高手 DIY。以下就各主題活動規劃之情形做說明如下： 

第一個活動主題：家園守護者 

請學生當一位環保小尖兵，與大家分享環保影片觀後感，和環保小故事之分

享心得。 

第二個活動主題：環境調查員  

請學生調查學校及社區居住環境有何問題，讓學生當一位小小的環保調查員。 

第三個活動主題：高手 DIY 

學生能利用周遭廢棄物，做出再生資源物品，讓環保議題融入生活，並能隨

時隨地做環保。 

（三）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各單元活動內涵及教學內容深究 

在各單元活動進行之前，應該對該項活動進行規劃單元內涵分析及教學內

容，茲將活動一、活動二、活動三單元之內涵分析及教學內容，以附錄一、附錄

二、附錄三、附錄四、附錄五、附錄六來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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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使命式學習實施之歷程 

行動研究是一個在行動中，藉著檢討、修正、再執行的行為歷程，因此，在

研究的過程中，即是一個不斷修正的教學歷程，所以，本小節將針對行動研究之

三項使命式學習活動單元歷程中所蒐集的資料，一一分析教學單元內容與討論教

學活動的實施歷程，並將研究期間教與學的互動情形，做一具體的呈現。 

壹、活動一：「家園守護者」課程之實施歷程 

「家園守護者」課程的實施，從 97 年 10 月起至 97 年 11 月止，共歷時九週，

每週一節課，計九節課，在活動實施當中，若發現教學問題，會立即檢討和改進，

以作為下次循環教學調整之依據。 

一開始的課程在教室內實施，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與學生們說一說「什麼是

環保？為什麼要做環保工作？可以怎麼做？」、「學校與住家環境的不同處？」以

及「學校與住家環境有什麼改變？」這樣的討論方式，來引起學生對居住環境的

認識及環保概念的實際認知。 

一、實施流程： 

（一）引起學生對學習課程的興趣和動機： 

   「什麼是環保？為什麼要做環保工作？可以怎麼做？」藉著輕鬆的問話，讓 

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並盡量說明清楚的原因，班上的學生對環保的概 

念，一點也不陌生，大家都很踴躍的發表： 

 

S04：跟爸爸、媽媽一起去騎腳踏車，不要常開車。 

（手足舞蹈開始表演起來） 

S05：吃早餐的紙盒可以做回收。（拿著早上吃過早 

餐留下的紙盒） 

S02：因為地球在發燒了，所以要做環保工作。 

S06：環保就是不亂丟垃圾，要做資源回收的工作。 

S01：跟阿公一起去種樹、種花。（教學觀察記錄 971008） 

 

學生分享的理念和看法，大多與平日日常生活經驗有關，將平日所見所聞之

相關想法，直接反應回答在老師的提問中，由此可見，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直

接之生活經驗是較具體的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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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少吃垃圾食物、多運動和撿垃圾。 

S07：到外面玩不要亂丟垃圾。 

S09：垃圾要分類，再進行回收工作。 

S10：可以自己帶碗盤、筷子到學校吃營養午餐。 

S08：帶自己的水杯來學校喝水。（順手拿起自己的 

水杯）（教學觀察記錄 971008） 

 

在「學校與住家環境的不同處？」的問題中，學生的看法為： 

 

S06：學校的環境比較乾淨、比較整齊清潔，感覺

上比較舒服。 

S01：我在學校每天都有打掃，但是，在家裡就沒

有天天打掃，所以，學校比較乾淨；家裡就

比較髒亂。 

S09：我們家比較髒亂，而且，學校每天都有打掃，

但是，我家就沒有天天掃地 

S02：學校的花草樹木很多、很美麗，而且，看起

來很漂亮。（教學觀察記錄 971008） 

 

另外，學生在「學校與住家環境有什麼改變？」的看法是： 

 

S08：我覺得學校的環境比較會改變，而且，變得

愈來愈乾淨。 

S07：學校的環境改變比較大，因為，我們有做整

潔工作，會變得比較整齊清潔；家裡的環境

改變就比較少，比較沒有這麼乾淨。 

S05：我們家的環境比較沒有什麼改變，總覺得每

天都髒髒的，很多垃圾都丟在馬路上。 

 

綜觀學生對於「環保」的概念之描述情形，研究者可以看得出來，學生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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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對此項議題感到陌生或害怕，因為，他們不管在家裡或學校都有執行環保的

工作，尤其在學校裡，每班教室都有將垃圾回收及分類，且每位學生，都會在每

星期五輪流當環保義工，將回收的物品集中到回收室，此外，學校也會安排每學

期的社區打掃工作，將社區週邊的環境做一些整理、回收的工作，因此，學校裡

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環保相關的活動，所以，學生對環保事物的認知，很快就能夠

架構出來，大家的發表也都很用心和認真。 

 

（二）利用欣賞環保影片，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研究者利用「兒童環保教育網站 http://www.epa.gov.tw/children/index.html」之主

題館上的內容，藉由單槍、大螢幕等視聽設備呈現出來，與學生一起欣賞宣導短

片之內容，並且回答影片上的問題，學生們都很用心地欣賞宣導短片，並認真回

答影片中的問題： 

1.影片一：拒絕空氣污染 

（1）影片內容概述：有一天，有一隻白熊先生要去拜訪牠的朋友黑熊醫生，

牠在馬路上騎著摩托車，道路上的空氣很糟糕，感覺空氣中

污煙瀰漫，讓白熊先生吸了很多的髒空氣，整個臉也都被污

染的煙燻黑了！ 

（2）影片中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白熊先生變成黑熊先生呢？ 

（3）看完影片後，研究者請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S03：牠愛玩把自己的身體弄得黑黑的！ 

S07：不對！不對！是黑黑的煙噴在白熊先生的身上，讓牠一

下子就變黑了。 

S08：白熊先生騎機車也許沒戴口罩，所以，臉都黑了。 

S10：空氣中的髒空氣，讓白熊先生變黑了。 

S04：它沒有洗澡，所以身體是黑色的。 

（這時全班哄堂大笑，S04 知道自己沒有認真看影片，所以，

覺得不好意思。） 

S09：馬路上的汽車、機車等，會排放髒空氣，白熊先生經過

了，遇到了這些空氣污染，臉就變黑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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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工廠的黑煙，讓白熊變黑熊了。 

S02：我想一定有人在外面燒稻草，然後，就冒出黑煙讓白熊

先生吸進去了，接著就變黑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015） 

 

S02 的阿公有種田，有時會燒稻草冒出黑煙，所以 S02 的直接舊經驗裡會認

為：有人在燒稻草而冒出黑煙。 

 

S06：老師我有問題：如果有人放屁，那算不算是空氣污染呢？ 

S01：S06 你好髒，影片上又沒有提到這件事幹嘛講？  

（其他的學生在一旁哄堂大笑） 

T：沒關係！老師來解釋一下：人會放屁是因為食物消化了才

會放屁，這是自然的現象，不算是空氣污染喔！小朋友們

不要太大驚小怪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015） 

 

空氣污染的這個問題，對於住在一群山邊的學生而言，確實陌生了許多，所

以，才會出現一些學生們憑空想像的話題出現，不過研究者認為：學生們對於自

己所陌生的學習情境，還能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這是一項熱烈參與學習

活動的良好表現。 

接著研究者又繼續讓學生觀看下一段影片的內容： 

2.影片二：消失中的森林 

（1）影片內容概述：黑熊醫生的助手「小熊」，有一天，小熊助手正在苦思

寫著作文，牠一邊寫，寫錯了就一邊將紙張揉掉丟棄，這讓

黑熊醫生覺得很浪費，並叫牠不要浪費紙張，但是，小熊助

手並不以為意，到了晚上睡覺時，小熊助手做了一場惡夢，

夢見樹精靈來找牠算帳，嚇得小熊助手連忙驚醒………。 

（2）影片中的問題：為什麼森林漸漸消失呢？ 

（3）看完影片後，研究者請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S04：我們家拿木材來燒火，所以木材就變少了！ 

S01：我們家沒有種樹，樹木就越來越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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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衛生紙用太多了，以後我不要用這麼多的衛生紙。 

S08：小熊助手亂用紙張，浪費樹資源。 

S02：森林中的樹木被別人砍光了，所以就沒樹了。 

（教學觀察記錄 971022） 

 

森林資源對於本研究對象的這一群學生而言，是一點也不會感到陌生的觀

念，因為，他們就生活在被群山環繞的環境中，學生及社區住家對附近的這片自

然資源，有著很深厚且相互依賴的情感存在，所以，在學生的回答中都可以看得

出，學生對大自然的這一片森林資源感到熟悉與不捨。 

 

S05：大家沒有種樹木，樹木就越來越少了。 

S06：樹木熱死了，森林就沒了。 

S03：我們沒有好好愛惜森林，把它拿來做桌子、椅子了。 

S09：下大雨的時候，山上會有土石流把樹木都沖走了。 

S07：我爸爸會到山上砍柴，把樹砍掉了！ 

T：S07 你的爸爸不可能一次砍掉整片森林的，可以告訴爸

爸，儘量少去森林砍樹。（教學觀察記錄 971022） 

 

綜觀學生的回答看來：學生們大多認為森林逐漸的消失，大部份是人為造成

的因素較多，同時學生們也能體察出，森林資源對人類的重要性，漸漸地對保護

自然環境產生一種特別的使命感。 

    學生既然都能對保護環境產生使命感，接著就要向學生宣導資源回收的重要

性： 

3.影片三：資源回收要分類 

（1）影片內容概述：有一天，黑熊醫生和小熊助手要去拜訪豬小弟的家，牠

們到豬小弟的家，才一打開門，就被豬小弟家中堆滿的大型

傢俱垃圾，以及廢棄物嚇得跑了出來， 後，黑熊醫生告訴

豬小弟回收的方法，這才解決了豬小弟家中的困擾。 

（2）影片中的問題：不要的垃圾，應該要怎麼分類呢？ 

（3）看完影片後，研究者請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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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可以分成可以回收的，和不可以回收的。 

S09：自己也可以分類，不會分類的東西，再問老師或 

家裡的人。 

S07：回收車來的時候，可以將回收物給他們，他們比 

我們更懂得要如何分類。 

S06：空瓶子可以回收，放在回收區。 

S01：如果有很大的傢俱要回收，可以打電話給回收的 

人，請他們來回收。（教學觀察記錄 971029） 

 

學生們回答的很仔細、很認真，知道怎麼去資源回收，因為，平常在學校或

家裡，就常做資源回收的工作，所以，學生們很容易就能夠回答出問題的答案。 

另外，其他的學生也有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S05：吃過的剩飯、剩菜，可以放在廚餘桶內回收，之後

再給小猪當飯吃。 

S02：我媽媽說舊的衣服不要把它當成垃圾丟掉，可以送給

需要的人穿，或當作可回收的資源來回收。 

S10：我覺得可以像教室裡的垃圾分類一樣，分成紙類、鋁、

鐵罐類、塑膠類等。 

S08：最近學校的老師，要我們蒐集家中不要的電池，所以，

以後我也要將電池回收列為可回收類。 

S03：不管在學校或是家裡，都要將垃圾做回收的動作，

才不會像猪小弟家一樣，變成了垃圾屋。 

T：小朋友講得都有道理，但是，回收的工作一定要從自己

開始做起，這樣環保的工作才能真正的落實喔！知道了

嗎？ 

Ss：知道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029） 

 

綜合以上學生對資源回收的看法和意見，學生會將生活中的舊經驗和現實生

活中遇到的新問題，做一個系統性的學習聯結，將所知的看法和想法說出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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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邁向使命式學習的重要歷程。 

 

（三）閱讀環保書籍 

學生透過影片學習到一些環保概念的新知後，研究者再運用閱讀環保書籍的

教學互動方式，再進一步加深學生對環保概念的重新建構，首先，研究者將有關

環保的書籍讓學生閱讀，先採取個別自行閱讀方式，有些學生會閱讀到同一本書

籍，學生們利用時間閱讀，等學生閱讀完畢之後，再請同學與大家分享閱讀的心

得。 

本次研究所要閱讀的書籍有：黑色的城市、美麗的地球、有毒的日常用品、

可怕的垃圾、白色的魚丸、地球是我家等有關環保的書籍。 

 

T：小朋友，現在請大家閱讀有關環保的書籍，大家可以

利用自己的時間進行閱讀，你們一定要詳細閱讀書籍，

仔細看書裡在說些什麼？閱讀完畢後，要請大家發表心

得和感想喔！ 

Ss：好的。（教學觀察記錄 971105） 

 

學生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自我閱讀之後，研究者請學生分享自己閱讀後

的心得感想： 

 

T：大家都閱讀完了嗎？可以發表心得和感想了。 

S04：老師，什麼是心得和感想？ 

T：心得和感想就是，把你們看完的書裡面，到底在說些

什麼，用自己想說的話講出來就對了。 

S04：老師，那我先說，我看的書是「有毒的日常生活用

品」，像我們喝的飲料瓶子，有些是用塑膠做的，塑

膠就是有毒的，所以，塑膠瓶就要回收，才不會造成

環境的污染。（教學觀察記錄 971105） 

 

S04 平日就喜歡閱讀課外讀物，請他發表自己的心得和看法，他講得頭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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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點都不感覺到困難。 

其他的學生也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S02：我讀的是「美麗的地球」這本書，地球很漂亮，有

山、有水、有樹木，而且地球只有一個，我們應該好

好珍惜它、保護它。 

T：其他的同學，還有沒有要說的呢？ 

S06：老師，換我說了，我讀的這本書叫做「黑色的城市」，

我們住的地方都變得灰灰、黑黑的，因為，有很多的

污染，像是空氣被污染、水被污染、垃圾又到處都是，

我們住在這裡很可憐。 

S05：我讀的這本書是「可怕的垃圾」，書上真的很多垃圾，

大家都亂丟垃圾，很臭、很髒，我們不要再亂丟垃圾

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105） 

 

書上的垃圾，其實就是平日看見的垃圾，學生直接講述書上的內容，是因為

學生認為：發表心得感想，應從書中內容著手，少顯能夠看出學生會發表自己心

中真正的看法。 

研究者在往後的課程中，再繼續鼓勵學生能說出真正心中的話： 

 

T：有些同學沒有機會講的，老師會發心得報告單，小朋

友把心得感想寫在裡面就好了，儘量是敘述自己心中的

意見和看法，不要只是書本上的內容而已。 

Ss：好的。（教學觀察記錄 971112） 

 

班上有些學生在課堂上發表時，會說的比較不完整，有些同學也比較少發言，

所以，研究者設計了一份心得報告學習單（見附錄七），讓學生可以用文字方式來

表達，以下是節錄學生部份的心得報告學習單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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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居住環境為主軸，學生所發展出的知識架構有： 

 

S01：我讀的這本書叫作「美麗的地球」，我們住的地球很美麗，有

山有水、有美麗的風景，需要大家來保護它。（心得報告

971119） 

S10：「地球是我家」這本環保故事書很好看，地球上有很多美好的

動、植物生態環境，我們要好好珍惜他們。（心得報告 971119） 

S06：美麗的城市變成了「黑色的城市」，真的很可怕！要趕快恢復

原來美麗的城市才對！（心得報告 971119） 

S02：「美麗的地球」讓我知道，原來我們住的地方這麼美麗、漂亮，

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心得報告 971119） 

S07：「黑色的城市」裡講到，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已漸漸遭到污染

了，到處都是噪音、骯髒的空氣，我們住在這裡很不健康。（心

得報告 971126） 

 

2.以飲食概念為主軸，學生所發展出的知識架構有： 

 

S08：我們平日吃的東西，如：「白色的魚丸」書上所描述的，有些

都被污染了，甚至很多的食物都有毒，所以，我們在吃東西時

一定要小心。（心得報告 971119） 

S04：在使用「塑膠用品」時，不可以太高溫，要不然會有毒，而且

我們可以盡量不要用塑膠製品。（心得報告 971126） 

S09：「有毒的日常用品」裡提到，我們生活中常會用到塑膠製品，

不需要用到時都要記得回收。（心得報告 971126）  

 

3.其他概念為主軸，學生所發展出的知識架構有： 

 

S05：我們製造太多垃圾了，地球快要受不了了，我們要減少垃圾的

產生。（心得報告 971126） 

S03：我們常會製造垃圾，「可怕的垃圾」中提及垃圾的可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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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能做到垃圾減量，不要任意製造垃圾出來。（心得報告

971126） 

 

二、研究者的省思檢討與改進策略 

（一）省思檢討 

在第一階段行動研究歷程中，研究者透過教學、省思，與學生們互動討論，

得到一些想法，期望這些想法、理念，能繼續幫助研究者，做為下一階段行動研

究參考及修正的依據，茲將研究者歸納本次教學活動所遭遇到的情境與困境因

應，針對教學中需要關注的焦點進行省思： 

1.時間壓力下的學習結果－無法做深入的探討： 

使命式學習活動 大的特色，就是學生要與時間賽跑，也因為行動研究的歷

程，都有時間上的安排和規劃，所以，研究者照著時間順序，進行著課程研究教

學，學生們也跟著研究者的教學歷程學習，但是，欣賞影片和閱讀相關書籍的學

習歷程，就占用了研究者很多的教學時間，原因是：低年級的學生會抱怨看影片

時間太快、看不清楚，要求重看一遍；且研究者請學生回答影片相關內容時，研

究者都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題目的意義，另外，這次學生閱讀的書籍都沒有標上

注音，低年級的學生識字有限、又不會查字典，研究者遇到這種情形，就必須念

給學生聽，學生才會回答，以致於後面的與學生討論部份，就無時間再做深入的

探討，期望在進行下一階段教學研究時，能再將教學時間做彈性分配，與學生做

較完整的探討。 

2.缺乏批判性的思考： 

使命式學習有一項學習之特色就是：「建立批判性的思考」，但從學生在本單

元之學習單（見附錄七）上習寫的內容看來，研究者整理了一些學生的心得、想

法內容，並沒有發現此一特點： 

 

      S10：「地球是我家」這本環保故事書很好看，地球上有很多 

          美好的動、植物生態環境，我們要好好珍惜他們。（心得 

          報告 971119） 

S02：我想一定有人在外面燒稻草，然後，就冒出黑煙讓白熊

先生吸進去了，接著就變黑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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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美麗的城市變成了「黑色的城市」，真的很可怕！要趕 

     快恢復原來美麗的城市才對！（心得報告 971119） 

S02：森林中的樹木被別人砍光了，所以就沒樹了。 

（教學觀察記錄 971022） 

 

使命式學習強調的批判性思考，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可以獨立思考解

決生活上遇到的困境，但是，學生們的回答大多是一般反應的回答思考，並沒有

針對問題做詳盡的回答與建議，所以，本階段學生的學習目標還是有所不足的。 

（二）改進策略  

研究者根據上述的不理想之處，想一些方法來改進教學，以做為下一階段研

究教學之參考： 

   1.改變教材內容： 

    因本次研究者撥放的影片內容是從網路上擷取之片段再讓學生觀看，所以，

學生在欣賞影片時，總會覺得怎麼這麼快就播完了，研究者忽略了整個影片的完

整性內容，片段的學習內容，學生比較不容易理解，以致於學生一直要求再播放

一遍，耽誤很多的教學時間，因此，在影片的選擇上，應該選擇內容較完整性的，

這樣才能讓低年級的學生能夠很快、很清楚的知道要學習的內容，再者，閱讀書

籍的選擇，也應該選擇有注音版的教材，會比較適合低年級的學生，這可以讓研

究者免去一直覆誦的時間。 

   2.批判性思考的建立： 

    在課程的設計上，可以再加強學生之「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概念認知，再時

間的允許下，可以加入角色扮演的活動，親身體驗影片上或書上遇到的情形，加

深學生對學習目標的印象，這樣可以更能激發學生在內心深處真正的想法以及概

念結構，學生具有獨立思考批判的能力才能油然而生。 

（三）小結 

在第一階段的行動研究教學歷程中，運用欣賞影片和閱讀說故事的方式進行

學習，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的確能讓他們覺得很有興趣，也豐富了他們的學習

歷程之內容，尤其是讓他們欣賞影片時，因為，影片是以動畫方式呈現，所以，

較能引起低年級學生的注意，大家都很用心地觀看，此外，請學生閱讀有關環保

議題相關之書籍時，大家也都很努力認真的閱讀，不管是自行閱讀方面，或是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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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之後的分享回饋歷程，學生們也都能很快地進入學習狀態，並且勇於發表自己

的看法，在其學習過程中，學生們總是會說： 

 

S04：老師，剛剛看的影片好有趣，再讓我們看一次。（教學觀察記

錄 971029） 

S06：老師，這本環保書籍，我還沒看完，我下課還要看。（教學觀

察記錄 971105） 

S10：假如其他的課程，有上這種方式的就好了，我們就不會無聊了。

（教學觀察記錄 971126） 

 

運用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活動過程中，研究者在第一學習階段安

排一些跟平常課程不一樣的學習方式，雖然能讓平日單調的一般課程變得活潑了

許多，尤其是安排了一系列，與學生日常生活中易見、易做的切身環保活動之學

習，更能增加學生對學習的興趣，但是，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學生在此階段的學

習就只是會看影片、想閱讀故事書而已，學生只想到這些學習模式跟平日的上課

方式不一樣，所以就會覺得很感興趣，但從上述學生的回饋看來，學生並沒有真

正去思考和瞭解到這次學習的使命任務是什麼？更別說能夠激發學生們對保護環

境學習課程的一些認同感和使命感，且綜合活動領域也強調體驗和省思的學習歷

程，學生只是純粹運用視覺感官覺習，並不能真正達到本階段使命式學習的任務，

因此，研究者應該在第二階段的研究課程中，加強學生能親身體驗的學習歷程和

經驗，進而培養學生對學習事件的批判能力，從學生自己親身體驗的課程，才能

喚起學生對使命式學習的注意力和認同感，這也是研究者期望學生能夠做到的學

習態度和精神。 

  

貳、活動二：「環境調查員」課程之實施歷程 

一、實施流程： 

「環境調查員」課程的實施，預計從97年12月起至98年1月止，共歷時七週，

每週一節課，計七節課，在活動實施當中，若發現教學問題，會立即檢討和改進，

以作為下次循環教學調整之依據。 

為了改善學習活動一的缺失，以及根據學生們在學習活動一裡，所認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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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環境保護之知識架構理念，在本單元的進行之初，會先在教室的課堂中，先與

同學們做一些討論歸納後，再將同學們實施分組活動，準備做實際的社區調查活

動體驗課程，在分組時第一、二組會有三位學生，第三組則會有四位學生，待學

生在課堂中討論之後，各組利用七週，共七節課的綜合活動時間完成調查活動，

並於調查完成後，在課堂中發表及分享心得感想。 

本活動單元實際的實施流程如以下說明之： 

（一）引起學生對本活動課程的興趣和動機： 

 

學生們在上完活動一的課程後，都具備了一些對環境議題

的先備概念，若能將學生既有的先備知識概念，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讓學生能將學校所習得的認知結構，與自己生活經驗相

結合，這對學生而言，是較容易且清楚的學習目標歷程。（教學

觀察記錄 971202） 

 

因為，學生們在活動一的表現很踴躍，表現出的學習態度也很高昂，

所以，有學生就會提議： 

 

S02：我們想再上一次環境的課，很有趣又好玩！（晤談記錄

971119） 

S10：我喜歡用討論的方式上課，可以聽到很多別的同學不同的

意見和看法，增加自己的知識。（晤談記錄971120） 

S04：希望這種課程能夠一直上下去，我們才不會覺得無聊。 

（晤談記錄971126） 

S08：看影片和說環保故事書籍，都很有意思，讓我們很容易就

可以知道什麼是環保工作。（晤談記錄971127） 

 

於是，活動二之課程也順利地開始實施，以延續學生們對學習的興趣及求知

上的慾望，研究者在本活動開始之前，會以較輕鬆的對話，與學生們做學習上的

認知溝通以及釐清學習活動之情境，學生們也很踴躍地發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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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各位同學，老師想問問你們，「學校或住家附近的環境，你感

覺舒服嗎」？ 

S01：我覺得家裡的環境髒髒的，很多人吃完東西後都亂丟垃圾，

沒有將垃圾丟進垃圾桶。 

S08：學校的環境比較乾淨，我喜歡學校的環境。 

T：為什麼學校的環境，你會覺得比較乾淨呢？ 

S08：因為我們每天都有打掃，有把垃圾撿起來。 

（教學觀察記錄971210） 

 

學生認為有經過打掃和清理的環境會比較乾淨，學校每天都有安排整潔活動

時間，學生天天都會將學校的環境打掃乾淨，反觀學生在家裡沒有固定的打掃時

間，也沒有真正落實整潔工作，所以，學生會覺得學校比較乾淨，住家的環境比

較髒亂，於是，研究者再繼續提問： 

 

T：還有沒有同學有不一樣的看法？ 

S05：老師，我們家很少在掃地，我媽媽說不用掃地，所以我家

很髒。 

T：家裡也要像學校一樣，每天都要打掃呀！要不然會很髒亂

喔！ 

Ss：好！我們知道了。（教學觀察記錄971210） 

 

綜合上述學生的認知可以瞭解：學生很快就可以感覺出學校和住家環境的不

同處，也可以很快地從舊經驗中反應出：學校的環境天天有人打掃，所以，學校

看起來很整齊、很乾淨，自己的住家，常缺乏每天整理，所以，看起來很髒亂、

很不舒服。 

 

S07：老師，我們上次學校有到社區去打掃，社區真是髒死了，

很多的酒瓶，還有人亂丟煙蒂和吐檳榔汁，都是大人亂

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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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還有走在社區，都會聞到臭臭的味道，很嘔心！ 

（教學觀察記錄 971210） 

 

因為，學生住在典型的傳統原住民部落裡，社區中有一些大人會喝酒、抽煙、

吃檳榔，所以，學生經常可以在社區裡，發現酒瓶、煙蒂、檳榔汁等污染物。 

 

T：既然大家都發現了，在社區及學校環境上的這麼多的優缺

點和不同處，那麼，你們再想想看，就學校及社區的環境

上，「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呢？ 

S02：大家要打掃，要撿垃圾才對。 

S03：不要任意亂丟垃圾比較重要，因為，沒有垃圾就會沒有

污染了。 

S05：我可以勸我爸爸少喝酒，這樣就不會製造這麼多的酒瓶

垃圾了。 

T：老師也贊成，不管我們是在學校還是在家裡，隨時隨地都

要注意環境的整潔及美觀，因為，地球只有一個而已喔！

所以，我們在下次上課時，老師要跟同學到社區去做一項

環境工作的調查活動，看看我們住的社區為什麼會這麼髒

亂，另外，老師先說明一下這次學習活動的一些規則，若

是在這七週內，無法完成調查工作的組別，就無法上臺發

表和分享心得，更無法參與活動三的學習，請同學們特別

注意。 

Ss：好的！我們我們知道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210） 

 

研究者心裡想著：學生平日看起來總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在上學或放學

的路上，總是打打鬧鬧、吵吵雜雜的，他們真的有認真仔細觀察過週遭的環境嗎？

下次的課程一定要讓他們真正到社區走一趟，讓他們真正實地去觀察自己生活的

環境狀態，以驗證學生自己所說的話是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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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展開社區調查活動： 

 

冷了幾天之後，早上太陽露出了溫暖的笑臉，今天的天氣不

錯，很適合帶學生們到社區裡，進行社區環境大調查的使命式學

習工作。（教學觀察記錄971217） 

 

因為，此次的學習活動，需要將學生分組來進行學習，所以，研究者按照先

前所規劃的分組方式將同學們分組，但是在一開始的分組活動時，學生們有很多

意見和看法： 

 

S01：老師我不要跟S03同一組，他很胖走路會走很慢，我們都

要等他，很麻煩，我們也會變得很慢。（教學觀察記錄

971224） 

 

S03 同學的體重已快逼近五十公斤了，平常走路活動時，都感覺到他很吃力，

同學們覺得若到外面做調查工作，他一定會走得很慢，會影響大家的學習活動，

因此，不想跟他同一組。 

 

S02：我不要跟男生在一起，我要和S06同一組，因為我們都是

女生，大家在一起比較好玩。 

S04：我要跟S05在一起同一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好朋友

就是要在一起才對。（教學觀察記錄971224） 

 

學生認為：好朋友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在一起，把玩樂和學習看成同一件事

情，所以，進行學習合作分組時，好朋友也必需在一起。 

 

S09：我不要分組！（語氣很堅定）我不喜歡跟別人一起，自己

一個人比較好。（S09個性內向，話說完後，頭又低了下來。） 

T：同學們先請你們不要太過於緊張，等一下，老師是按照號碼

來分組的，每個人都一樣，沒有誰會比較特別不用分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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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想跟誰一組就跟誰一組，不管你分到跟誰一組，其實也

沒有關係，我們要試著學習與他人共同合作，發揮小組團結

的力量，只要同組的人一起努力做調查，使命式工作很快就

會完成的，所以，學習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努力完成的決

心，而不是去計較要跟哪一位同學做調查比較好，這樣大家

知道了嗎？ 

Ss：知道了。（同學們的表情似乎還是覺得不悅）（教學觀察 

記錄971224） 

 

因為，研究者觀察到學生對分組學習的接受度不高，而且，因研究者任教的

班級學生人數很少，平日的學習活動，都是大家一起學習，很少刻意會將學生分

組，學生對於分組觀念的陌生和不適應，是可以讓人理解的，所以，研究者只好

再利用時間，繼續教導學生正確的學習觀念： 

 

T：小朋友你們知道什麼是合作學習嗎？ 

S01：大家一起做事嗎？ 

T：S01講的是一種合作學習的方式喔！透過分工合作，就能把一

件很難的事情變得容易又簡單，例如說：我們常見的螞蟻搬食

物的情形，就是合作學習的一種方式，通常螞蟻都會分工合

作，大家一起搬食物回家，否則一隻小螞蟻怎麼能搬得動食物

呢？所以說團結力量大，這就是合作學習的好處。 

S03：老師！既然螞蟻都這麼認真努力工作，我也要像牠們一樣，

和同學一起合作學習。 

Ss：我也要！我也要！（全班搶著說） 

T：各位小朋友，有一些學習活動，本來就要與他人一起合作學

習，因為，你不是一個人在班上而已，大家要試著與他人溝

通合作學習、分享學習中的心得、感想，以補足自己在學習

上，任何一方面的不好之處，大家要試著先去做做看，不可

以還沒開始行動就先放棄了，這樣子是不容易完成使命任務

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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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好。（這時學生的表情，才漸漸露出了一些些的笑容。）（教

學觀察記錄971231） 

 

跟學生們講述完一些關於合作學習的概念後，研究者為了能讓學生更能夠深

入體察合作學習的重要性，另外設計了關於合作學習的學習單（見附錄八）茲將

學生習寫的內容整理歸納如下： 

 

1.在「小朋友你們知道什麼是合作學習嗎？請把你知道的寫下來」中，從學生

的回答可以得知： 

 

全班的學生大多數都知道什麼是合作學習，也瞭解有些學習活

動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需要透過分組活動且常與別人合作，才能

完成一些事情，才能幫助自己的學習。（學習單 980107） 

 

2.在「做什麼事的時候需要合作學習」中學生的回答如下： 

 

S01、S04 認為在讀書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 

（學習單 980107） 

S05、 S09 、S07、 S02 認為在做整潔工作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

作學習。（學習單 980107） 

S03、 S06、 S10 認為運動比賽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 

（學習單 980107） 

S08 認為玩遊戲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學習單 980107） 

 

綜合以上學生對合作學習的描述看來，學生大多能夠瞭解，有些學習活動是

需要靠大家共同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也能瞭解合作學習的重要性。 

和學生們分析了合作學習分組的緣由後，學生們漸漸地接獲了能與他人分組

合作學習的觀念，所以，研究者將同學們逐一分組，學生們在分組完成之後，我

們的調查活動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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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老師，我們要帶什麼去呢？ 

T：老師會發一張環保調查員的學習單，上面有做一些描述，請

同學們按照上面的描述，在你到社區做環境大調查的同時，

記錄下來就可以了。 

Ss：好。 

T：我們是分組來進行這項學習活動，但是，每個人還是都必須

自己寫下看法和意見，如果你在做調查活動時，遇到困難時，

你們知道該怎麼做嗎？ 

Ss：知道。 

S10：我可以請教同組的人，或是請教其他的人幫忙解決。 

每組的學生手拿著學習單，按照著調查的路線，進行著各組

的使命式調查學習活動，學生們對這項學習活動有著高度的興

趣，因為，就如同S03所說的：「可以離開教室到外面去學習，我

真的很高興！」或許學生對於整天待在教室學習，有了厭倦的感

覺，想到要從事戶外學習活動，他們的心理都會有著不同的感

受。（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在社區進行環境調查活動時，學生們按照分組，興高采烈、七嘴八舌地，邊

走邊談論著： 

 

S01：今天真開心！可以出來玩耶！（很開心的跳來跳去） 

S03：不是出來玩啦！老師說今天要出來當調查員！（雙手插著

腰，表情有一些生氣） 

S02：對呀！我們第一組要認真觀察，才可以寫學習單喔！（說

著，說著，就叫同組員集合。） 

S05：我們第二組也要快一點了！要不然會輸給別人。 

S04：好啦！好啦！S06你快點趕上。 

S06：我知道了。（一邊跑一邊說）（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第一組和第二組的學生，大家似乎都有了學習上的共識，因此，看起來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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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動力，也很專心地投入在學習活動上。 

 

S10：快點來看！（她叫著同組人員）這裡有一些奇怪的垃圾，

趕快記下來。（第三組的同學表情有一些訝異，邊走邊圍了

過來） 

S07：這是什麼呀？看起來怪怪的，有怪味道。（有些學生摀住鼻

子） 

S09：我知道這是什麼，這是死掉的老鼠，那死老鼠在路上沒人

處理，應該也算是垃圾、是污染吧！（邊說邊指著地上的老

鼠）（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因為，本研究學生所居住的社區，是屬於較偏遠之鄉下地方，所以，老鼠是

隨處可見，學生看見了死掉的老鼠，覺得牠很髒、很臭，很像跟垃圾一樣，所以，

學生才會將死掉的老鼠歸納為污染源。 

 

S08：我們先記錄下來，回去可以討論。（邊說邊寫下記錄） 

S03：看！有人亂丟垃圾！（有路人開車路過，順手開窗丟出一

個空瓶罐子，有看到的同學一片嘩然！並且露出驚訝的表

情。） 

S05：好可惡！我要登記起來。（一邊跺腳，表情有些不悅） 

S07：好呀！交給警察！（聽到的同學們都哈哈大笑！） 

S06：他又不是小偷，不能叫警察啦！ 

S10：那我們要怎麼處理呢？ 

S02：先記錄下來，回去和同學、老師一起討論。（教學觀察記錄

980107） 

 

學生們沒有忘記之前研究者交代他們的：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必需先記錄

下來，回去後再找同學、老師來討論，學生們能夠一邊發現問題，一邊記錄下來，

之後再進行討論，這是達成使命式學習的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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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習的場地由教室延伸出到社區裡，能夠改善學生對學習

上的限制，藉由學生自己親眼所見、親身體驗，到社區進行實際

探訪和調查工作，這樣的學習系列模式，很快也很容易讓學生們

接受，在社區進行環境調查的同時，學生們似乎早已忘了先前因

分組而不愉快的心情，反而很認真且投入地在學習的情境中。（教

學觀察記錄980107） 

 

就在這樣的喧嘩談論中，學生們各自和同組人員進行著學習的活動，大家都

很樂意投入環境調查的工作，研究者看來，他們真的是一群認真的小小環保調查

員。學生們在當天的環境調查活動進行的很順利，以下是研究者觀察學生當天的

調查學習活動情況之記錄： 

 

S02很仔細地在四周的環境中觀望，還一直問同組的同學問題，

並很快的記錄下來。（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9會邊走邊撿起地上的垃圾，說要帶到學校回收。（教學觀察記

錄980107） 

S10一邊看一邊記，似乎記錄了很重要的觀察結果，表現得很投

入，很像真正的調查員。（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4會幫忙其他的組員，並告訴他們該如何記錄學習單，還會跟

同學說垃圾很多我們幫忙撿。（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6一邊寫一邊問老師這垃圾是誰丟的？他告訴自己以後不要當

丟垃圾圾的人。（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5很喜歡和同學討論事情，一路上都和同學一起討論學習單的

內容。（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8和同組的同學一起討論學習單的內容，也很認真地填寫學習

單的內容。（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很認真在學習，還是有學生會表現的不夠認真努

力，可能是因為到了戶外之後，心情放鬆了許多，忘記了真正到社區學習的目的，

所以，研究者就發現了下列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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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只顧著和路邊的小狗玩，同組的同學叫他趕快調查，他只 

會說好啦！好啦！你們先調查就好了，不差我一個人呀！難 

怪一開始他很開心的說可以出去玩了。（教學觀察記錄

980107） 

S03的體型過胖，他走路走不動了，一直跟老師和同學說：他 

想回學校，一路上懶洋洋的，沒有很專心在做調查活動。（教 

學觀察記錄980107） 

S10在調查活動剛開始的時候，很認真的觀察和調查，但是，經

過一段時間後，也許對調查工作失去了興趣，後半段的調查

時間裡，一路上好像都專注在別的事物上，像是看到植物就

去摸一下；看到動物就去逗一下，需要同組的人提醒，他才

會注意。（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7原本對學習就不太感興趣，換個學習情境學習，看起來雖 

然很開心，但是卻無心在觀察上，學習單上的內容記錄的很 

少。（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雖然有少數的學生對調查活動缺乏積極的態度，但是，大致看起來，學生的

表現還是不錯的，第一次嘗試自己自主學習，這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是相當新

鮮與感興趣的，學生們能完成所有的調查活動，對他們的學習是更向前邁進一大

步了。 

 

（三）學生進行實地調查工作後之總檢視活動： 

各組學生到社區進行環境調查活動，在活動的歷程中，學生們主動參與觀察

記錄，身歷其境去探索和發現，對學生來說，是一項既真實又印象深刻的學習經

驗，透過實際的調查活動學習，讓學生將自己的感受、感覺，以及自己的想法等

直接經驗記錄在學習單上（見附錄九），並且和其他同學及老師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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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學生的分享心得： 

 

S01：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很多垃圾，很髒亂。 

我聞到了：臭臭的味道。 

我撿到了：有寶特瓶、以及很多不一樣的罐子。 

我想怎麼做：路過時，我會隨時撿垃圾。（學習單 980114） 

S02：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家裡的前面有很多髒東西都被小狗、小貓咬了。 

我聞到了：我家裡種的花開出的香味，但還是有聞到垃圾

的味道。 

我撿到了：乾掉的樹枝，可以回收給阿公燒材火。 

我想怎麼做：跟阿嬤一起種花草、樹木，美化家裡的環境。

（學習單 980114） 

S03：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小狗的大便和一些垃圾。 

我聞到了：小狗的大便很臭又很髒。 

我撿到了：玻璃瓶、塑膠袋。 

我想怎麼做：我要帶回學校去回收。（學習單 980114） 

 

從上述的學習單看來，學生進行實地調查活動後，對社區的環境有更深入的

認識和瞭解，知道社區環境髒亂的原因，並且，想要確實的改善自己所居住的環

境，研究者認為：這是學生對保護社區環境，有了更深切的使命感，這也是往後

學生對任何學習，會產生興趣的 大原動力。 

第二組學生的學習單，也會提到之分享心得： 

 

S04：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大人抽香菸亂丟菸蒂，以及很多的酒瓶。 

我聞到了：垃圾的味道，還有水溝也很臭。 

我撿到了：酒瓶、菸蒂、飲料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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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怎麼做：把撿到的東西，可以回收的就去回收；不能

回收的，再看看可不可以廢物利用。（學習單 980114） 

S05：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飲料罐子很多，糖果的包裝袋、塑膠袋都亂丟。 

我聞到了：養雞戶所發出的味道，不太好聞。 

我撿到了：很多的塑膠袋。 

我想怎麼做：塑膠袋可以回收。（學習單 980114） 

S06：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壞掉的鞋子亂丟。 

我聞到了：餿水的味道。 

我撿到了：塑膠吸管、還有一些紙張。 

我想怎麼做：叫他們不要亂丟垃圾，要丟在垃圾桶。（學

習單 980114） 

 

由於社區與學校很接近，且都是靠近山邊，社區的周圍樹木林立，所以，有

很多地方到處都是滿滿的落葉，學生們將落葉視為垃圾，是因為樹上掉下來的落

葉很多，且到處都是，看起來好像很荒涼、很髒亂，學生們才會將樹葉視為垃圾。 

此外，第三組學生的分享心得，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見： 

 

S07：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到處都是落葉、路上很多灰塵、小石頭。 

我聞到了：枯葉的味道。 

我撿到了：保麗龍的盒子和瓶子。 

我想怎麼做：保麗龍的盒子和瓶子可以回收。（學習單

980114） 

S08：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有人亂丟電池、免洗筷。 

我聞到了：稻田種的油麻菜花香，但是旁邊的水溝臭臭的。 

我撿到了：一些電池有大的和小的，和一些免洗餐具。 

我想怎麼做：看看帶回家裡或學校去回收。（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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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14） 

S09：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有人亂丟蔬果皮在路旁。 

我聞到了：泥土的味道。 

我撿到了：蔬果皮。 

我想怎麼做：蔬果皮可以當成廚餘來回收給動物吃。（學習

單 980114） 

S10：在這次的社區環保調查活動裡， 

我看到了：別人丟的宣傳單，馬路上到處都是。 

我聞到了：垃圾堆的味道。 

我撿到了：廢紙類、還有撿到一些鐵類。 

我想怎麼做：撿到的回收物，可以回收賺錢喔！（學習單

980114） 

 

學生透過實地調查活動，發現了可利用的資源還不少，例如：知道電池可以

回收、廚餘也可以再利用的想法等，這些都顯示出學生對學習的精進更邁向了新

的開始，由此可知，學生做實地的調查學習活動，遠比他們呆坐在教室裡被動學

習，來得更有意義和深刻。 

 

二、研究者的省思檢討與改進策略 

（一）省思檢討 

研究者參考第一階段之修改教學內容，並在第二階段之行動研究歷程中，透

過教學、省思，與學生們互動討論，得到一些新的想法概念，期望這些想法、理

念，能繼續幫助研究者，做下一階段行動研究之參考及修正的依據，茲將研究者

歸納本次教學活動所遭遇到的情境與困境因應，針對教學中需要關注的焦點進行

省思： 

  1.缺乏小組合作的概念： 

    使命式學習的共同學習特色之ㄧ，就是要培養學生要與別人分組合作的學習

能力，因本次研究對象的班級人數不多，以往的學習方式，就是大家一起學習，

很少會將學生刻意做分組學習活動，此次的使命式研究活動中，就是要讓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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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合作學習的重要性，但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分組這件事情的接受度不高，對

合作學習的觀念也不正確： 

 

S09：我不要分組！（語氣很堅定）我不喜歡跟別人一起，自己

一個人比較好。（S09個性內向，話說完後，頭又低了下來。） 

S02：我不要跟男生在一起，我要和S06同一組，因為我們都是

女生，大家在一起比較好玩。 

S04：我要跟S05在一起同一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好朋友

就是要在一起才對。（教學觀察記錄971224） 

 

學生因為平日的課程學習較少接觸到分組活動的情況，研究者要將學生分組

時，學生的意見就很多，以至於研究者在這個學習部分就花了很多的時間，幫學

生釐清合作學習觀念的矯正活動。 

  2.責任心的建立不足： 

    學生在參與使命式學習活動時，希望能夠培養學生對使命任務的責任心，在

使命式學習活動中，也期望學生能盡本份，做好自己任務內的工作，且能有始有

終，遇到困難也不會退縮，能有不屈不撓之精神，努力完成使命工作的學習目標。

一個沒有責任心的孩子，通常沒辦法理解自我尊重的意義，自然更沒有生活自理、

獨當一面的機會。讓孩子對自己做的事或承接的事負責，是培養孩子責任心的關

鍵（張玲霞，2007）。但是，其實在本活動單元的學習歷程中，並不是所有的學生

都很認真在學習，還是有學生會表現的不夠認真努力，可能是因為到了戶外之後，

心情放鬆了許多，也因為是分組學習的活動，學生忘記了真正到社區學習的目的，

忘了自己應該要對學習、對同組同學，負起完成調查活動的責任心，因此，研究

者就發現了下列這種情形： 

 

S01只顧著和路邊的小狗玩，同組的同學叫他趕快調查，他只 

會說好啦！好啦！你們先調查就好了，不差我一個人呀！難 

怪一開始他很開心的說可以出去玩了。（教學觀察記錄

980107） 

S03的體型過胖，他走路走不動了，一直跟老師和同學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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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回學校，一路上懶洋洋的，沒有很專心在做調查活動。（教 

學觀察記錄980107） 

S10在調查活動剛開始的時候，很認真的觀察和調查，但是，經

過一段時間後，也許對調查工作失去了興趣，後半段的調查

時間裡，一路上好像都專注在別的事物上，像是看到植物就

去摸一下；看到動物就去逗一下，需要同組的人提醒，他才

會注意。（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7原本對學習就不太感興趣，換個學習情境學習，看起來雖 

然很開心，但是卻無心在觀察上，學習單上的內容記錄的很 

少。（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有些學生會選擇學習狀況，會認為事情有人做就好了，或者會認為環境調查

工作不是他的責任，因此而忽略了要負起完成使命任務的責任心。 

（二）改進策略  

研究者根據上述的不理想之處，想一些方法來改進教學，以做為下一階段研

究教學之參考： 

   1.透過學習單改變教學： 

研究者觀察到學生對分組學習的接受度不高，而且，因研究者任教的班級學 

生人數很少，平日的學習活動，都是大家一起學習，很少刻意會將學生分組，學

生對於分組觀念的陌生和不適應，是可以讓人理解的，所以，研究者除了利用時

間，繼續教導學生正確的合作學習觀念外，研究者就設計了較能立即呈現明確學

習效果的學習單（見附錄八），來加以改善本階段遇到的難行之處，從學生在學習

單的回答上可以得知：  

（1）在「小朋友你們知道什麼是合作學習嗎？請把你知道的寫下來」中  

 

全班的學生大多數都知道什麼是合作學習，也瞭解有些學習活

動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需要透過分組活動且常與別人合作，才能

完成一些事情，才能幫助自己的學習。（學習單 9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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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做什麼事的時候需要合作學習」中學生的回答如下： 

 

S01、S04 認為在讀書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 

（學習單 980107） 

S05、 S09 、S07、 S02 認為在做整潔工作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

作學習。（學習單 980107） 

S03、 S06、 S10 認為運動比賽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 

（學習單 980107） 

S08 認為玩遊戲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學習單 980107） 

 

綜合以上學生對合作學習的描述看來，透過學習單的再認知歷程，學生大多

能夠瞭解到，有些學習活動是需要靠大家共同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也能夠瞭解

合作學習的重要性，所以，習寫學習單的活動在本階段中是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的。 

2.在生活中培養責任心： 

    責任心的養成並非一朝一日就能達成，必須在平日生活學習中，讓學生漸漸

養成習慣，有了學習習慣之後，責任心的態度就會自然形成，所以，研究者會在

往後的教學活動中，繼續強調責任心的重要性，要不斷地督促學生一定要對自己

的學習負起責任心，不可以半途而廢或是將學習工作交給別人完成，因為，低年

級的學生就是要研究者不斷地提醒他們，他們才會覺得很重要，才會記取學習經

驗。總之，培養學生對責任心之態度的養成，是較能夠幫助學生完成使命任務的。 

（三）小結 

    低年級的學生通常對於一般學習課程較不會感興趣，但是，在本活動單元中，

讓學生實際到社區做調查活動，除了可以改善教學活動一裡，只靠學生憑空想像

學習來得有意義，且更符合綜合活動課程中的體驗精神，雖然，學生在活動二中

發生了對合作學習的排斥，以及缺乏對使命式學習課程的責任心，但是都能夠在

研究者的反省、以及想辦法改進中得到改善，這將會有助於下一階段的使命式活

動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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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三：「高手 DIY」課程之實施歷程 

一、實施流程： 

「高手DIY」課程的實施，預計從98年2月起至98年3月止，共歷時六週，每週一

節課，計六節課，在活動實施當中，若發現教學問題，會立即檢討和改進，以作

為本次循環教學調整之依據。 

    本次的研究教學活動，會要求學生運用融會貫通的學習能力，將先前所習得

之基本知能，再繼續延續下一個學習活動的知識概念架構，自己動手利用廢棄回

收的瓶子，改造出一項作品來，同時，也會要求學生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並於規

定的時間內完成作品，以達成本活動的使命任務目標。 

（一）引起學生對學習課程的興趣和動機： 

    學生在經過活動一的知識架構學習、活動二的實地調查等活動學習歷程之

後，學生對於整個使命式學習的理念，已有了較完整的學習知識概念，再加上本

次研究教學的主題，與學生先前的認知概念較接近，也容易與生活經驗相結合，

所以，在進行活動三：高手 DIY 的學習時，學生們很快就能容易進入學習狀態，

因此，在學習活動開始之前，研究者會先問學生一些問題，讓他們先思考再回答，

如：「生活中喝過或用過的瓶子，可以做資源回收嗎？」；「如果將回收的瓶子加以

改造，可以做成什麼東西？」等輕鬆的問題，請學生們回答後再記錄於學習單中

（見附錄十），茲將學生的學習單分析、歸類如下： 

     1.在「生活中喝過或用過的瓶子，可以做資源回收嗎？」的問題中，學生的

意見為： 

 

S01：可以回收，喝過的飲料瓶可以回收。 

S02：阿公請客用的酒瓶，阿公都叫我們幫忙回收，不要亂丟！ 

S03：我喜歡喝可樂，可樂瓶可以回收。 

S04：家裡有訂牛奶，牛奶玻璃瓶可以回收，老闆說空瓶子要

收回去。 

S05：我們家開雜貨店，阿公、阿嬤有回收很多的瓶子，阿公

說可以賣給回收商。 

S06：喝過的瓶子，要洗一洗才可以回收。 

S07：我常喝鋁箔包裝的飲料，應該也可以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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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8：學校午餐發的養樂多瓶，洗一洗也可以回收。 

S09：不要喝飲料，用自己的杯子喝水就好了，這樣也不會造

成環保問題。 

S10：喝過或用過的瓶子是可以回收的，這樣資源可以重覆使

用，不會造成浪費。（學習單 980218） 

 

從學生的學習單看來，大部份的學生都認為，空的瓶子可以做資源回收再利

用，因為，瓶子的材質用的都是可回收再利用的原料做成的，而且，先前的活動

學習教育觀念已告訴了他們，大部份的學生也認同，能回收的物品一定要回收，

才不會浪費資源，汙染了地球。 

 

     2.在「如果將回收的瓶子加以改造，你想可以做成什麼東西？」的問題中，

學生的看法是： 

 

S01：我想要做成放糖果的盒子，可已裝自己喜歡的糖果。

（學習單 980218） 

 

S01 平日喜歡吃糖果，因此，家中有很多的糖果可以裝進去。 

 

S02：我想要做一個花瓶，因為，可以放進阿嬤種的花。（學

習單 980218） 

 

S02 的家中種很多花，所以，S02 想把空瓶子變成花瓶來插花。 

 

S03：我想要裝玩具，我要做成玩具盒。（學習單 980218） 

 

S03 的玩具很多，所以，他想要做玩具盒裝玩具。 

 

S04：我要放蠟筆，所以，做一個蠟筆盒就好了。（學習單

9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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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我要做成鉛筆盒，因為，我的鉛筆盒壞掉了。（學習

單 980218） 

 

S04 、S05 的蠟筆盒、鉛筆盒都有損壞，所以，他們想要做一個新的盒子，可

以裝蠟筆和鉛筆。 

 

S06：我的頭髮很長，常常要綁頭髮，做一個盒子裝梳子、

橡皮筋。（學習單 980218） 

S07：我要做成存錢筒，媽媽給的零用錢，可放在裡面儲蓄

起來。（學習單 980218） 

S08：做成一種種花的瓶子，可以種玫瑰花。（學習單 980218） 

 

S08 和 S02 一樣的想法，都想讓空瓶子變成花瓶。 

 

S09：我要做成可以放卡片的盒子，別人送的卡片，我要放

在裡面。（學習單 980218） 

S10：我看過別人把寶特瓶做成可以放照片的東西，我想做

做看。（學習單 980218） 

 

綜合上述學生們的觀念可以瞭解，學生們的想法很符合現實生活中的需求，

這就是所謂的「生活學習、學習生活、從做中學」的理想學習態度，且學生要完

成的作品，都會以現在可以使用的條件為概念想法，學習所獲得的認知和生活經

驗相結合，是達到某種程度的使命式學習目標。 

 

（二）實際動手做環保回收物之改造工作： 

學生有了想要自己動手做的意願後，研究者先告訴學生們，製作廢棄物品再

利用的程序和步驟，因為，本活動所使用的剪刀、美工刀等工具，對低年級的學

生而言，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危險性，如果，學生沒有正確的使用，恐怕會造成傷

害和危險性，所以，研究者會特別叮嚀他們一定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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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再開始做環保物品之前，老師要告訴你們一些方法和

步驟，你們一定要注意聽，以免發生危險喔！你們所

使用的剪刀、美工刀是會有危險性的，千萬不可以拿

來當成玩具一樣玩耍，如果不小心弄傷了自己或別

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的小

心、留意地使用這些尖銳的工具喔！ 

Ss：好的 

 

研究者和學生討論完工具之使用後，就先示範做一個存錢筒： 

 

T：老師先示範一個存錢筒的做法，其他的同學可以模仿

或改變老師的做法，自己去完成一件作品，這些步驟

是這樣的： 

1.先將保特瓶底座拔開，待切除瓶口後，再將底座組合

起來。 

2.於拔開後的圓形底上，用美工刀切開一個開口，做為

投幣口。 

3.將保特瓶切開的那一端，插入底座中組合起來。 

這樣子看得懂嗎？有問題可以問老師喔！老師還是要

特別強調，請同學們拿剪刀或美工刀的時候，要特別

小心使用，絕對不可以開玩笑，很危險喔！ 

S02：老師，我們知道了！我會很小心的！（學生的表情

有些嚴肅和緊張，害怕會不小心割傷自己或別人） 

S05：我要先去洗我的瓶子，老師可以嗎？ 

T：謝謝 S05 的提醒，再使用瓶子之前，一定要先洗乾淨

再擦乾使用。現在就請你們先把瓶子洗乾淨，就可以

開始做了。 

Ss：好的（教學觀察記錄 980225） 

（學生陸陸續續離開教室到洗手臺清洗自己的空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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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活動進行之中，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很順利的完成作品，也是有一些

狀況外的事情發生，例如 S03 再切割寶特瓶時，就會喊著： 

 

S03：老師，好難割喔！這要怎樣做？好難喔！ 

且 S07 一直看著瓶子，遲遲沒有動作，手裡拿著瓶子甩

呀甩的，一副漫不經心的樣子。（教學觀察記錄 980225） 

 

另外，有的學生也會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S02：我會割到手，我不想做了，我要帶回家請媽媽幫

我做。（順勢要將瓶子收進抽屜） 

S05：我弄壞了，老師，再給我一個空瓶子，我怎麼 

都做不好呢？（一副很懊惱、沒耐性的樣子） 

T：同學們，有些事情不是做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

勞作的作品，也不是做一次就能做得好或者是做得很

完美，做得不好或是做錯了，就要試著想辦法解決，

一直抱怨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喔！ 

S04：老師，我們會努力看看的。（此時，就很專心在勞

作上） 

S08：真的耶！只要聽老師的話，好像也沒這麼困難。 

S09：在瓶子的中間挖一個洞就好了呀，很容易學的。（教

學觀察記錄 980225） 

 

學生們就在一邊做作品，一邊學習下，逐漸地完成自己想要的物品，雖然，

在這學習的過程中，難免會遭遇到挫折或失敗，但學生大多都能聽從老師或同學

的建議，來進行學習歷程的修正或反省，以利完成自己的作品。 

 

（三）學生完成自己的作品並與大家分享心得： 

   學生將自己的作品完成之後，以綜合討論的方式，請他們各自解說自己的作

品，研究者也將學生的作品拍照存檔（見附錄十四、附錄十五），以作為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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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學生把作品當成置物盒的： 

 

S01：我的是放糖果的盒子，過年時家裡買了很多的糖果，

可以放進自己親手做的糖果盒中很不錯喔。（綜合討

論 980304） 

S03：過年時我用壓歲錢買了一些玩具，現在可以利用我做

成的玩具盒放進去了。（綜合討論 980304） 

S04：我做一個蠟筆盒，現在我要放蠟筆了。（綜合討論

980311） 

S05：我做成的鉛筆盒，可以裝鉛筆了，壞掉的鉛筆盒可以

丟掉了。（綜合討論 980311） 

S06：我做的髮飾盒可以帶回家請媽媽幫我裝梳子、橡皮

筋，以後綁頭髮就比較方便了。（綜合討論 980311） 

S09：我有很多別人送的卡片，我要放在我做好的卡片盒子

裡。（綜合討論 980318） 

 

2.學生把作品當成花盆的： 

 

S02：我做的花瓶完成了，放寒假的時候跟阿嬤一起種的

花，現在可以放進去了。（綜合討論 980304） 

S08：我做的花盆完成了，可以種自己想種的花。（綜合討

論 980318） 

 

3.學生把作品當成其他用途的： 

 

S07：我過年時所收到的壓歲錢，一部份要拿給老師儲蓄，

另一部份可以裝在我做成的存錢筒裡，存很多錢的時

候，可以買自己想要的東西。（綜合討論 980311） 

S10：我的相框做好了，現在可以放寒假跟家人一起出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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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相片了。（綜合討論 980318） 

 

綜觀上述學生的作品可以瞭解，學生大多將作品當成置物盒較多，因為，對

低年級的學生而言，置物盒的用途比較多元且方便，不管是放什麼東西都可以，

較受學生的歡迎與喜愛。 

 

二、研究者的省思檢討與改進策略 

（一）省思檢討 

在第三階段行動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參考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之修改教學內

容進行改正策略，並且透過教學、省思，與學生們互動討論，蒐集得到了一些概

念結構，期望這些想法、理念，能繼續幫助研究者，做為本研究參考及修正研究

教學的依據，茲將研究者歸納本次教學活動所遭遇到的情境與困境因應，針對教

學中需要關注的焦點進行省思： 

   1.缺乏「失敗也是一種學習」的使命式觀念： 

使命式學習的學習特色之ㄧ，就是要讓學生自我建立對遇到挫折也會勇敢面

對的自信心和能力，但在本階段的實作活動進行之中，研究者會發現，並不是所

有的學生都能很順利的完成作品，也是有一些狀況外的事情發生，例如 S03、 S07

再切割寶特瓶時，就會喊著並表現出： 

 

S03：老師，好難割喔！這要怎樣做？好難喔！ 

且 S07 一直看著瓶子，遲遲沒有動作，手裡拿著瓶子甩

呀甩的，一副漫不經心的樣子。（教學觀察記錄 980225） 

 

另外，有的學生也會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S02：我會割到手，我不想做了，我要帶回家請媽媽幫

我做。（順勢要將瓶子收進抽屜） 

S05：我弄壞了，老師，再給我一個空瓶子，我怎麼 

都做不好呢？（一副很懊惱、沒耐性的樣子） 

 



 105

    低年級的學生在遇到困難時，通常都會表現出放棄的行為，學生會認為不要

再做就會沒事了，繼續做的話，只會發生更嚴重的錯誤，所以，就會產生逃避的

心理狀況出現，這將會影響到以後的使命式學習經驗之建構。 

   2.缺乏創造力 

    在本學習活動中，研究者設計了實作 DIY 的學習課程，目的就是要讓學生發

揮自己的創造力，但在學習單上「如果將回收的瓶子加以改造，你想可以做成什

麼東西？」的問題中，學生的看法是： 

 

S01：我想要做成放糖果的盒子，可已裝自己喜歡的糖果。

（學習單 980218） 

S05：我要做成鉛筆盒，因為，我的鉛筆盒壞掉了。（學習

單 980218） 

        S08：做成一種種花的瓶子，可以種玫瑰花。 

             （學習單 980218） 

 

    從上述的學習單看來：學生的想法只是單純想到目前我想作的東西是什麼，

而沒有真正去想過還可以作出怎樣與別人不同的作品來，而且，有很多學生的想

法都很相近，例如 S04 、S05 都想做成蠟筆盒、鉛筆盒；S08 和 S02 一樣的想法，

都想讓空瓶子變成花瓶，研究者少見學生有比較特別的想法，想要創造與眾不同

的作品，創造力的發揮在此階段的學習歷程中，學生並沒有真正展現出來。 

（二）改進策略  

研究者根據上述的不理想之處，想一些方法來改進教學，以做為本階段研究

教學之參考： 

1.鼓勵代替責罵： 

學生對於自己的作品沒有辦法完成時，研究者會採取鼓勵學生的方式，讓他

們不怕失敗挫折： 

 

T：同學們，有些事情不是做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

勞作的作品，也不是做一次就能做得好或者是做得很

完美，做得不好或是做錯了，就要試著想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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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抱怨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喔！ 

S04：老師，我們會努力看看的。（此時，就很專心在勞

作上） 

S08：真的耶！只要聽老師的話，好像也沒這麼困難。 

S09：在瓶子的中間挖一個洞就好了呀，很容易學的。（教

學觀察記錄 980225） 

 

學生是需要被鼓勵的，研究者會告訴學生：即時是失敗的經驗，也要當成是

一種特別的學習歷程，讓學生不再懼怕，學生會更有信心學習。 

2.運用腦力激盪，增加學生創造思考能力： 

創造的表現是先天和後天交互影響的結果，在創造力的要素中，有部分成分

是可以訓練的，另一部分是先天遺傳的，透過同儕的相互模仿與學習，大家一起

腦力激盪，想出不一樣製造方式來完成作品，這樣的學習模式，才可以順利的解

決創造思考力不足的問題，進而達成學習的目標。 

（三）小結 

在本次的教學研究中，研究者設計了讓學生體驗動手做的學習歷程，可以自

己動手做的學習活動經驗，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是 快樂的一件事了，因為，

藉由這樣的學習活動歷程，會讓學習變得更生動有趣。 

研究者可以從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中，發現出學生很喜歡自己動手做的學習

方式： 

 

S07：老師，我要自己做做看，趕快讓我們做吧！我想快

點完成我的作品。（教學觀察記錄 980225） 

S10：我最喜歡自己動手做了，很好玩又不會很無聊。（教

學觀察記錄 980225） 

S03：老師，我的玩具盒完成了，我還想再做一個。（教

學觀察記錄 980304） 

 

所以，由上述的描述中可以得知，低年級的學生，很適合做實際體驗的相關

學習活動課程。但在學生學習的同時，也要兼顧創造力的培養，這樣才能將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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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使命式學習活動表現得更完美完善。 

另外，學生們在此單元很快就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東西，而且，研究者也發

現，當學生在遇到挫折困難時，除了研究者的鼓勵支持外，學生們也會彼此互相

幫忙解決失敗困境： 

 

S04：我沒有剪刀，老師，請借我剪刀好嗎？（教學觀察

記錄 980225） 

S02：S04 不用跟老師借啦，我的剪刀可以借你。（教學觀

察記錄 980225） 

S08：S01 你需不需要我幫你，這樣你比較好剪喔！（此

時 S01 正在使用剪刀剪寶特瓶）（教學觀察記錄

980225） 

 

學生能夠互相幫忙，努力完成一項使命工作，是發揮了合作學習的精神，且

也在在學習的過程中嘗試失敗的經驗，從中獲取知識和修正自己的學習模組，這

也是達成使命式學習的目標之ㄧ，所以，在本活動單元的學習上，研究者很讚賞

學生們的表現，以及他們對努力學習的態度。 

 

肆、家長的回饋 

家長是學校教育經營的合夥人，在課程的實施上，家長的意見和回饋，更可

以提供研究者檢視課程實施的成效，以做為檢討、修正教學活動上的依據，所以，

在整個使命式活動課程結束之後，請學生家長填寫回饋單（見附錄十一），從家長

的回饋單上，研究者獲得了一些訊息： 

 

S01 的家長：我的孩子最近常常叫我蒐集瓶子給他，原來就是要做環

保的課程喔！他還跟我說課程很有趣，也會告訴我們要

做資源回收和垃圾分類，我覺得孩子很重視這個課程，

他對我說保護地球環境是大家的責任，一副充滿正義使

命感的樣子，讓人覺得他長大了不少。 

S02 的家長：我的孩子一直告訴他的阿嬤，有空要帶著她去種花、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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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因為她說種花、種樹才可以美化環境，才可以讓地

球降溫，因為地球在發燒，讓我們覺得感同身受，最近

常看電視的報導，地球暖化問題嚴重，能夠在課程中設

計相關活動，讓孩子瞭解自身深切的問題，增加他們對

保護地球環境的重要使命感，這個課程設計很生活、也

很有意義。 

S05 的家長：因為我們家是開雜貨店，所以，平常就會蒐集空瓶子、

空箱子之類的回收物品，這幾天 S05 會幫忙做分類回收，

還說這是他的責任不能推卸，要完成使命任務等之類的

話，現在我知道了，原來他在學校有上這些相關的課程

呀！太好了！我很贊成！ 

 

由上述家長的回饋，可以瞭解學生在學校習得的知識概念架構，確實能深入

在他們的腦海裡，因為，學生們懂得對環境保護產生使命感，這也確實證明學生

有達成使命目標。 

 

S03 的家長：我的孫子一直要我將家裡的環境打掃乾淨，他跟我說老

師有放一個影片讓他們看，故事裡的猪小弟就是因為家

裡太髒，朋友來家裡找，結果把朋友嚇跑了，就因猪小

弟家中太亂、太髒了，朋友們不敢進去，所以，我的孫

子一直催我趕快打掃，將可回收的東西回收，現在我們

家變乾淨了，歡迎到我們家來玩。 

S04 的家長：S04 很喜歡閱讀書籍，他跟我分享在學校裡閱讀一本「有

毒的日常生活用品」，他跟我說要使用環保的用品，例

如：筷子、碗盤，他現在會學以致用，將書本的知識運

用在日常生活表現上，我很高興。 

 

看環保相關影片和閱讀環保相關書籍，這些活動設計單元，對低年級的學生

而言，是較能引起學生們學習的興趣，所以，他們很容易將影片及書上的內容記

住，並且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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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 的家長：我的孩子跟我談起要在學校做環保勞作，這幾天就看他

在蒐集空瓶子，也教我們幫他蒐集，並且不要亂丟瓶子，

看他最近真的很認真，這表示他很喜歡這樣的課程設

計，我也覺得不錯，對孩子有幫助。 

S08 的家長：小孩子叫我喝完酒的瓶子不要亂丟要回收，而且還叫我

在菜園的旁邊留一些空位讓他種樹、種花，原來是學校

有教呀！難怪有的時候，我的空瓶子會不見，就是被小

孩拿走的。 

S09 的家長：放學後會幫忙打掃庭院，將可以利用的回收物蒐集起來，

最近家裡變乾淨了，真高興 S09 有認真學習，回家後才

會幫忙做事。 

 

實作環保的部份，也能讓學生印象深刻，因為，可以自己動手做勞作物品，

而且，還是利用自己回收的空瓶加以改造完成，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

的，這能滿足低年級學生的榮譽感和上進心的動力，讓他們更樂意學習，對學習

產生無限的興趣。 

 

S07 的家長：S07 回家後會跟我討論有關環境保護的議題，他還跟我分

享自己的看法，我覺得學校所教授的課程內容，小孩子回

家後，還會願意與父母做討論和分享，可見小孩對課程的

印象度很深刻，也有所體驗，讓孩子成長了不少。 

S10 的家長：S10 跟我說：他和老師、同學到社區做環境大調查，他覺

得很有趣，能幫自己居住的社區做環境的調查和整理，讓

自己住的地方變漂亮、變乾淨，他覺得很好、很快樂。 

 

從家長的回饋單看來，大多的家長對本次的研究課程，都給予相當程度的肯

定與支持，家長認為：將課程生活化、在實際的生活上實踐教學內容、教學與生

活結合，進而增加及提昇學生對課程的重大使命感，這樣的學習模式，的確能助

益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對生活體驗的看法。 

總之，學生將學校所習得的知識，在經過自我重新建構，讓自我的舊經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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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驗相融合， 後，將正確的知識技能靈活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像這樣能自我

將知識之建構歷程重新活化，這就是使命式活動學習的 終目標。 

 

伍、教學活動之總回顧與成長 

回顧整個研究發展歷程，研究者為了讓學生能真正體會與應用使命式學習的

主要精神和目標，研究者在研究教學的期間，遭遇了許多的困境、挫折和難題，

尤其是碰到需做出抉擇判斷的情況下，更是讓研究者費盡心思和絞盡腦汁，但是，

經由不斷反省、修正的行動研究循環活動歷程，讓研究者在自我的專業成長和實

際教學上，產生了許多的轉變和成長。 

以下將針對整個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學歷程，分成在行動研究

歷程的省思與再體認，以及對整個使命式學習活動歷程的省思，來進行 終的回

顧與歸納，並陳述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的收穫與成長。 

 

一、行動研究歷程的省思與再體認 

蔡清田（2003）認為行動研究是透過「行動」與「研究」結合為一，鼓勵實

務工作者，採取質疑探究和批判的態度，在實務行動研究過程中進行反思，以改

進實務工作，增進對實務工作的理解，並改善實務工作情境。研究者在歷經本次

的研究教學後發現：在研究者尚未實施行動研究教學前，研究者的教學方式，常

是以一般的教學步驟進行，為了趕教學進度和教學上的方便性，卻很少會顧及到

學生的感受和想法，在遇到教學問題或困境時，也不會懂得去反省和回顧自己在

教學上發生的錯誤，教室裡總是一直不斷上演著令學生感到無趣的獨角戲碼，直

到本次的教學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後，研究者才猛然發現，原來以前的我，在教

學中竟犯了許多的錯誤情況和無知的教學表現，這讓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和體會。 

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教學，確實幫助研究者及學生解決了許多教與學上的

困擾，透過行動研究的歷程，讓研究者能再度放慢教學腳步，有機會且有時間觀

察學生更多在學習行為上的表現，省思教學歷程、發現教學缺失後修正教學，並

延續對學生有幫助的學習方式，總之，發展行動策略與付諸實行的基礎，其 終

極目標是改進教學品質，像這樣的行動教學方式，才能讓研究者對教學重燃新的

思惟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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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命式學習之教學歷程回顧與省思 

本次的教學研究歷程，以環保議題「關懷大地系列」為主軸，共分成三項活

動主題來進行：第一個活動主題為家園守護者；第二個活動主題為環境調查員；

第三個活動主題為高手 DIY，以下就各活動教學歷程做總結回顧說明並進行省思： 

（一）活動一：「家園守護者」之教學回顧與省思 

本階段學習歷程，學習目標是以加深學生對環境保護之認知理念，進而讓學

生體察自己對自家居住環境，能夠產生維護和保護的使命感，學生經由透過網路

影片之宣導，讓他們看看我們生活的環境被污染和破壞了多少，另外，也讓學生

自行閱讀環保相關書籍，並利用學習單讓學生記錄下自己的心得感想，整個研究

教學歷程進行的很流暢，原因是看影片和閱讀故事書的學習方式，對低年級的學

生來說，是 具吸引力的事物，所以，在這活動一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們的表現

都很踴躍和熱烈，對學習也展現了高度的興趣，這不僅讓研究者更有信心繼續研

究往後的教學活動，並且也很期待之後的研究結果。 

（二）活動二：「環境調查員」之教學回顧與省思 

本研究活動基於活動一之教學順利過程為基礎，研究活動持續進行活動二的

教學歷程，原本對本次研究教學信心滿滿的我，卻在活動二的教學之初就遇到了

難題，學生們對需要進行分組學習感到不悅和排斥，研究者透過不斷地與學生溝

通理念、想法，也試著說服他們改變自己的學習立場，更透過行動研究歷程之討

論、對話、反思等循環學習，才讓學生漸漸接受分組學習的看法，這讓研究者經

歷了一場教學相長的學習活動，也讓研究者改變了舊有的教學模式之思維架構，

若以往研究者可能會為了節省教學時間，或忙著趕教學進度而忽略了學生的想

法，也會少與學生進行溝通，自己就像是教室裡的專制者和獨裁者，自我決定並

操縱著教學的情境，在這樣的教學結果中，教學進度和目標雖已達成，但也間接

抹煞了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師生的情誼，此次經由行動研究教學的活動，讓研究者

必需先自我改變以往傳統的教學模式，從教學中不斷反思、修正教學歷程，學生

也必需經由思考、批判來進行學習，這對研究者和學生而言，是教學上莫大的轉

變歷程。 

歷經了一段修正、反思的學習轉變過程後，接下來學生到社區的調查學習活

動就進行的很順利，各組的學生也漸漸能夠體察及發展出自己需要保護住家環境

之深切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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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三：「高手 DIY」之教學回顧與省思 

學生歷經活動一、活動二之使命式學習後，已逐漸能夠瞭解整個學習活動對

他們的影響，以及使命式學習之發展意義，在活動三進行的學習活動，學生必需

結合先前所學之先備知識架構，才能完成一件獨一無二的作品。 

研究者發現低年級的學生，很喜歡自己動手完成作品，但對於活動過程中所

需要使用的剪刀、刀子等尖銳工具時，較會害怕而不會使用，另外，剛開始動手

做時，學生也表現的不耐煩，沒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研究者發現學生之間都

會互相幫忙，彼此解決在此活動中所遭遇到的困難，這讓研究者感到欣慰，學生

能想辦法解決學習上的問題，即是往後能邁向使命式學習成功之路的條件之一，

同時，研究者也很肯定學生們在此活動中所表現出的學習專注力，總之，藉由綜

合活動來實踐使命式學習之精神，在學生的身上都能找到認同的答案。 

 

三、研究者的收穫與成長 

實施使命式教學的這段期間， 大的收穫者應該是研究者本身，雖然行動研

究的過程非常繁雜與辛苦，但是，研究者始終都本著要做好每一件事的態度，來

進行著教學研究的工作，在教學研究的現場，不但要準備與本研究相關之活動與

設計，對於其他一般的課程也不敢怠惰，因此，總是覺得平日的教學工作量增加

了不少，雖然這其中的過程繁累無比，但是，能讓使命式課程的研發，透過行動

研究過程，而更加清晰明瞭，且更能讓學生的學習更上一層樓，這一切的辛苦付

出，總算是有了美好的代價。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讓學生學習的腳步，隨著此次的教學行動研究逐漸

地延伸開來，研究者深刻體驗，在教室的這間學習大舞台上，學生才是真正演出

的主角，老師只是輔助學生的配角而已，我們提供各式各樣適合學生的學習課程

與教材，並且告訴學生如何使用身邊的學習題材，剩下的學習發展空間，就任由

學生盡情的揮灑和表現，當學生在上課時，給予研究者回以熱烈的表現，及眼睛

為之一亮的神情時，研究者就能深刻明白，在這學習的空間舞台裡，處處充滿了

學習的活力與希望，這對學生及研究者而言，都有積極正向的鼓舞作用。 

學習是一個連續不斷的表現歷程，能將學生之學習活動做一些改變，幫助學

生學習，這也是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期盼達成的，學生藉由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

活動領域的課程安排中，習得了自我精進的生活知能，將課業學習與生活經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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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自我內化及建構學能，讓自己的學習更加完善，這將是學生從本學習活動

中所獲之 大的效益。總之，本次的教學研究歷程，同時也給與了研究者不少成

長的空間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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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命式學習實施之問題發現與檢討 

本節根據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實施歷程上，從文獻上之探討

分析－「使命式學習之應然」，以及研究者在教學現場所獲得的相關資料－「使命

式學習之實然」，研究者將兩者相互對照呼應，來敘述本使命式學習研究實施之問

題發現，並進一步針對使命式學習之實施研究，進行檢討與討論，以尋求可能解

決之方法，茲就以下說明之： 

 

壹、使命式學習之問題發現檢討 

一、學生對知識概念架構之形成，不易立即做出知識的聯結，無法

確切地落實在生活中： 

使命式學習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將課程中所習得的知識，與日

常生活經驗相聯結，而綜合活動課程也特別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但是，研究者除

了在課堂上進行教學觀察外，研究者也常會在課餘時間，或下課時間觀察學生的

行為，是不是有認真遵守在課堂上的承諾，例如：不要亂丟垃圾、垃圾要回收，

但總會在下課之後發現： 

 

學生在進行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的課程中會有下課

時間，下課了，學生很高興的跑出去玩，我走進學生的座位旁，總

是會發現學生遺留下來的垃圾，沒有學生會去撿它，然後丟進垃圾

桶，於是，我請 S04 幫忙丟垃圾，他卻邊做邊推說，垃圾不是他丟

的，最後，心不甘情不願的撿起垃圾丟掉。〈教學觀察記錄 971012〉 

S03 在吃完早餐後，未將垃圾做分類，他把全部的垃圾，都丟

進垃圾桶裡，可以回收的紙盒，並沒有丟進可回收的桶子。〈教學觀

察記錄 971012〉 

S05 今天有做垃圾分類丟的動作，但卻是將垃圾丟錯位置，可

回收和不可回收的垃圾交換位置丟，不清楚什麼垃圾可以回收，什

麼垃圾不能回收。〈教學觀察記錄 9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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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生在學習單上寫著：不要亂丟垃圾，但是，學生在實際的生活表現上，

並沒有照著如同學習單上寫的內容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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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要讓學生從習得的知識中，很快速的進行知識的建構與聯結，且內

化吸收形成生活中的一部份，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並不容易達成，尤其是針對低

年級的學生而言，學生們在課程活動中表現的很認真，也並不是表示，他也會在

日常生活中表現的出色，或完全達成學習活動的總目標，就像 S04 一樣，上課時

總是非常踴躍的發言，也常會說明自己的意見，但是，要他幫忙撿垃圾時，他的

心理卻是很不情願，所以，在現階段的班級教學情境中，想要提高學生的學習效

果，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老師不斷地在學生身邊耳提面命，並且，不斷地提醒學

生並立即指導，這樣才能讓學生時時都會注意和反省。 

 

二、使命式學習活動之學習效果，不易發現學生之內在成效： 

在使命式學習活動的過程中，研究者想要瞭解的是：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體驗了什麼？會做什麼樣的省思？學生又自我建構了什麼觀念？其實，活動課程

的教學過程裡，不容易從學生的學習效果中，看出其對整個課程活動的體會行

為，再加上體驗省思之過程、建構內化之意義，本來就不易做觀察的，因為，這

些歷程經驗是屬於學生內隱及較為抽象的一個過程；另一方面，也由於是對低年

級的教學活動，低年級的學生對於表達內心真正的看法和意見時，不見得會表示

的很清楚明白，透過學生自行習寫的學習單之內容，往往很難發現可以容易辨識

出學生的學習成效，若從以下的學習單，也很難發覺學生是否產生了內化經驗的

結果和歷程。（見下張學習單之內容） 

因此，在活動中除了以學習單為輔助教材之外，還需要研究者加以細心之觀

察記錄，以及多與學生晤談、討論、反省，總而言之，讓低年級的學生，能夠以

口語表達方式呈現學習效果是較容易的，且也較易達成學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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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對主題概念之戶外學習教育模式興趣高 

    李崑山(1996)認為戶外教育就是戶外教學，是一種始終融入教育意義及結

合、統整各科之學習活動，其真義為：「戶外教學是指學童在老師或家長協助引

領下，步出教室、踏出校門，在校園、社區、社會、田野、大自然裡，進行有目

標性、規劃性、系統性、程序性之學習活動。」 

在本次所設計的使命式學習研究活動課程中，有一項活動內容是與低年級的

綜合活動課程相結合，來進行戶外的調查學習活動，讓原本的綜合活動課程活潑

了許多，且活動的設計領域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融合，學生們都對此次的學習感

到很有興趣，尤其是進行活動二：環境調查員時，所從事的戶外教育研究活動，

能夠走出教室到戶外進行活動學習、探討、發現，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是非常

適合的一項學習模式，如學生所談論的： 

 

S06：出去外面學習調查的事情，很有趣又好玩，希望天天上

學都能像這樣，不要一直坐在教室裡。（晤談記錄

980108） 

S03：和同學一起走路去調查，可以學到不一樣的學習方式，

又可以去社區看一看，感覺很不錯。（晤談記錄 980109） 

S10：去社區一邊撿垃圾，一邊做調查學習活動，我真得很喜

歡，可以幫助社區環境變乾淨也很好。（晤談記錄

980112） 

S07：一直坐在教室我會坐不住，能夠不用待在教室真的很不

錯。（晤談記錄 980113） 

 

總而言之，利用校外的自然與社會資源以從事使命式教學活動，使學生由真

實生活的直接體驗中，協助其瞭解學科（綜合活動領域）、環境（課程設計）與

人文（使命式學習）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促進其認知、情意、技能的發展，是一

項別具意義的教學之旅。 

 

四、學生對分組合作學習情境之教學模式的認知較不足 

    分組合作教學模式可以促進學生的合作學習能力，彼此溝通協調的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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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思考創作的習慣，進而認識自我與反省修正，所以，分組合作教學模式是一種

培養學生擁有帶著走的能力，也是引導學生社會化的過程與方式之一，而使命式

學習活動教學的目標也正是如此，因此，分組合作教學是使命式學習活動課程，

經常運用的教學方式，透過分組合作教學以有效達成教學的目標，分組合作教學

模式不但可以傳遞知識，亦可培養社會化的能力，更有助於教育的推展，讓學生

透過分組教學模式學習的更多。但是，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在進行使命式學習

活動實施分組學習時，學生們總是會有一些意見： 

S01：老師我不要跟S03同一組，他很胖走路會走很慢，我

們都要等他，很麻煩，我們也會變得很慢。（教學觀

察記錄971224） 

S02：我不要跟男生在一起，我要和S06同一組，因為我們

都是女生，大家在一起比較好玩。（教學觀察記錄

971224） 

S04：我要跟S05在一起同一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好

朋友就是要在一起才對。（教學觀察記錄971224） 

S09：我不要分組！（語氣很堅定）我不喜歡跟別人一起，

自己一個人比較好。（S09個性內向，話說後頭又低了

下來。）（教學觀察記錄971224） 

而且，低年級的學生在淺意識裡都會有個認知想法就是：分組合作活動學習

可以跟別的同學玩： 

S02：我不要跟男生在一起，我要和S06同一組，因為我們

都是女生，大家在一起比較好玩。（教學觀察記錄

971224） 

S01：今天真開心！可以出來玩耶！（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另外，有些學生也會認為同組的人很多，其他的同學做就可以了，自己不做

調查沒關係，把自己的學習責任推給同組的學生： 

S01只顧著和路邊的小狗玩，同組的同學叫他趕快調查，

他 

只會說：「好啦！好啦！你們先調查就好了，不差我一個人呀！」

難怪一開始他很開心的說可以出去玩了。（觀察記錄980107）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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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在教室裡會知道是學習的場所，而較容易控制自己

的學習態度，但是，到了戶外調查時，一開始會一整組一起走

路討論，慢慢的就會分散開來只顧著自己走，也因為是低年級

的學生，玩心和好奇心都比較重，只要能引起他們注意的任何

一個小細節或地方，他們就會各自前往察看，似乎忘了要和同

組員在一起了。（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也有無心在學習觀察上的情況發生： 

 

S03的體型過胖，他走路走不動了，一直跟老師和同學說：他 

想回學校，一路上懶洋洋的，沒有很專心在做調查活動。（教 

學觀察記錄980107） 

S10在調查活動剛開始的時候，很認真的觀察和調查，但是，

經過一段時間後，也許對調查工作失去了興趣，後半段的

調查時間裡，一路上好像都專注在別的事物上，像是看到

植物就去摸一下；看到動物就去逗一下，需要同組的人提

醒，他才會注意。（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S07原本對學習就不太感興趣，換個學習情境學習，看起來雖 

然很開心，但是卻無心在觀察上，學習單上的內容記錄的

很少。（教學觀察記錄980107） 

 

因此，在使命式學習分組活動進行之中，要不斷的提醒學生，我們是在進行

學習活動，而非戶外遊戲學習活動，而且，學習這件事要靠自己努力完成，雖然

有同組的學生一起調查學習，自己也要為其他組員貢獻心力才對，且也要提醒學

生，實施分組合作學習要注意團隊合作的精神，任意脫隊或離開其他的組員都是

不被允許的。 
所以，為了要讓學生對分組合作學習的認知，能更加的清楚和瞭解，研究者藉由

設計了一項關於合作學習的學習單，來改變學生對合作學習的看法（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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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或下張學習單之內容）： 

 

另外，從學生在學習單上的回答中可以得知，學生已對合作學習有了更深的 

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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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S04 認為在讀書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 

（學習單 980107） 

S05、 S09 、S07、 S02 認為在做整潔工作的時候，需要與別人

合作學習。（學習單 980107） 

S03、 S06、 S10 認為運動比賽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 

（學習單 980107） 

S08 認為完遊戲的時候，需要與別人合作學習。（學習單 980107） 

 

總之，由此可知，當低年級的學生，對某項學習認知產生誤解或疑慮時，教

師一定要立即運用方法，立即給予學生正確的觀念，讓學生接受正確的學習觀，

而不至於產生學習上的偏差行為及觀念。 

 

五、學生對於複雜問題之解決不易獨立完成 

    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常常是複雜而非單一面向所能解決的，透

過此種使命式學習活動，可以有效提高學生對複雜問題解決之能力。因此，為了

讓學生能激起學習的意志心，本使命式學習活動的設計，比一般的正常課程的難

度更提高了一些，但是，低年級的學生在遇到一些困難或複雜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時，他們通常會表現出不耐煩及退縮的情形，尤其是學生們在進行活動三：高手

DIY 時，表現得更明顯： 

 

S03：老師，好難割喔！這要怎樣做？好難喔！ 

S02：我會割到手，我不想做了，我要帶回家請媽媽幫我做。 

（順勢要將瓶子收進抽屜） 

S05：我弄壞了，老師，再給我一個空瓶子，我怎麼都做不 

好呢？ 

且 S07 一直看著瓶子，遲遲沒有動作，手裡拿著瓶子

甩呀甩的，一副漫不經心的樣子。（教學觀察記錄

980225） 

 

    低年級的學生遇到這些需要多步驟學習，以及複雜問題學習時，通常需要老

師及長者的幫助，因此，學生需要研究者更多的鼓勵和支持，才能協助他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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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目標和方向。 

 

六、家長對使命式學習課程之認同度高 

實施使命式課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將在課業上所習得的知識內

容生活化，並且充份靈活運用知識概念於日常生活中，此外，學生除了能在學校

展現自己習得的知識外，還能將它們帶回家中影響家人的觀念，讓家長也能瞭解

學生在學校學了些什麼？因此，本次的研究課程中，所設計的家長回饋單（見附

錄十一或下張學習單之內容），就是藉此與家長做聯繫與溝通，家長們對於本課

程也有相當程度的肯定。 

另外，研究者也可以從以下的回饋單內容中，看出來家長對本學習課程的認

同感： 

 

S02 的家長：我的孩子一直告訴他的阿嬤，有空要帶著

她去種花、種樹，因為她說種花、種樹才

可以美化環境，才可以讓地球降溫，因為

地球在發燒，讓我們覺得感同身受，最近

常看電視的報導，地球暖化問題嚴重，能

夠在課程中設計相關活動，讓孩子瞭解自

身深切的問題，增加他們對保護地球環境

的重要使命感，這個課程設計很生活、也

很有意義。 

S05 的家長：因為我們家是開雜貨店，所以，平常就會

蒐集空瓶子、空箱子之類的回收物品，這

幾天 S05 會幫忙做分類回收，還說這是他

的責任不能推卸，要完成使命任務等之類

的話，現在我知道了，原來他在學校有上

這些相關的課程呀！太好了！我很贊成！ 

S06 的家長：我的孩子跟我談起要在學校做環保勞作，這幾天就看他在蒐集空瓶

子，也教我們幫他蒐集，並且不要亂丟瓶子，看他最近真的很認真，這表示他很

喜歡這樣的課程設計，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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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不錯，對孩子有幫助。 

 

 

 

我們常說：學生家長是教育事業上的最佳合夥人；老師、家長和學生間存在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家長對學生在學習上的任何意見和看法，都是我們改進教學

的最佳建言，也因為可以得到家長在課程上的支持和認同，學生的學習才更具意

義。 

 



 125

貳、綜合討論 

行動研究是一個發現最理想的教材和教法的過程，在進行研究教學的歷程

中，研究者一直秉持著邊學邊修正的學習態度，從研究最初的文獻蒐集到課程設

計再到教學，將使命式學習的意涵帶入教學之中，不但，發現豐富及創新的教材

內容，就是開啟老師和學生間最重要的學習密碼，而且，還可以重新省思與檢視

自己的教學方式，所以，這樣的教學研究方式，是值得在以下做一些討論的： 

 

（一）使命式學習的歷程，開啟了親、師、生間新的學習空間： 

   1.教師教學方面而言： 

要在綜合活動課程學習領域實施使命式學習，其所面臨的挑戰是在課

程的編寫方面的困難，由於本研究之課程設計，是延伸現行的綜合活動領

域教科書之內容，再與使命式學習相融合所設計出來的，但由於現行綜合

活動領域之教科書內容，較不適用於本研究對象之學生，所以，開始編寫

之初，就花了研究者一些時間，後來研究者想出一個方式，就是設計一項

與實際生活習習相關的主題，又能達成使命式學習與綜合活動領域目標一

致之課程，來融入本活動研究教學之中，並且事先和學生一起在課堂上討

論，最後，研究者和學生們一起歸納討論出一個總結論： 

 

我們住的地球只有一個，如果被我們破壞掉了，我們就沒有地

方住了，而且，垃圾會變得到處都是，污染會越來越嚴重，綠色的

樹木也會變少，我們就不能呼吸，也沒有生命了，真的很可怕。（綜

合討論 971006） 

 

  所以，研究者和學生都一致認為：保護地球環境是我們大家的使命任務，因此，

本研究之相關課程設計就油然而生，學生們的學習興趣也很高： 

 

S04：老師，剛剛看的影片好有趣，再讓我們看一次。（教學觀察記

錄 971029） 

S06：老師，這本環保書籍，我還沒看完，我下課還要看。（教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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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記錄 971105） 

S10：假如其他的課程，有上這種方式的就好了，我們就不會無聊了。

（教學觀察記錄 971126） 

 

    總而言之，經由和學生一起討論設計的課程，讓學生在學習上得到滿足與尊

重，學生變得更樂意投入在使命式學習情境之中，這也是使得研究者能將本行動

研究進行得很順利的最大原因。 

   2.學生學習方面而言： 

    從學生的學習歷程與行為表現上，研究者發現了學生，對於使命式學習所設

計的課程，產生了許多的責任心，這也應證了第二章文獻探討裡，使命式學習之

「培養的目的」中的一個學習目標。 

    在教學行動研究的第一階段裡，研究者請學生閱讀相關環保書籍，學生就給

了研究者一些回饋： 

 

S02：我讀的是「美麗的地球」這本書，地球很漂亮，有

山、有水、有樹木，而且地球只有一個，我們應該好

好珍惜它、保護它。 

T：其他的同學，還有沒有要說的呢？ 

S06：老師，換我說了，我讀的這本書叫做「黑色的城市」，

我們住的地方都變得灰灰、黑黑的，因為，有很多的

污染，像是空氣被污染、水被污染、垃圾又到處都是，

我們住在這裡很可憐。 

S05：我讀的這本書是「可怕的垃圾」，書上真的很多垃圾，

大家都亂丟垃圾，很臭、很髒，我們不要再亂丟垃圾

了。（教學觀察記錄 971105） 

所以，從上述學生給研究者的回饋中，可以得知學生對使命式事件產生了

一些責任心，他們認為地球環境是大家共有的，理應負起保護的責任，這對學

生而言，是一項明顯且重要的學習概念，因為，一個沒有責任心的孩子，通常

沒辦法理解自我尊重的意義，自然更沒有生活自理、獨當一面的機會。讓孩子

對自己做的事或承接的事負責，是培養孩子責任心的關鍵（張玲霞，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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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這樣的學習經驗，確實讓學生在學習的路上成長了不少。 

3.家長認知方面： 

    為了更能確實瞭解學生落實學習的情況，研究者設計了一項家長回饋單（見

附錄十一），一方面讓學生家長瞭解學生在校學習的情形；一方面瞭解學生在家實

踐的情況，家長們的回饋單內容，大多都是給予研究者正面且肯定的答案： 

 

S02 的家長：我的孩子一直告訴他的阿嬤，有空要帶著她去種花、

種樹，因為她說種花、種樹才可以美化環境，才可

以讓地球降溫，因為地球在發燒，讓我們覺得感同

身受，最近常看電視的報導，地球暖化問題嚴重，

能夠在課程中設計相關活動，讓孩子瞭解自身深切

的問題，增加他們對保護地球環境的重要使命感，

這個課程設計很生活、也很有意義。 

S06 的家長：我的孩子跟我談起要在學校做環保勞作，這幾天就

看他在蒐集空瓶子，也教我們幫他蒐集，並且不要

亂丟瓶子，看他最近真的很認真，這表示他很喜歡

這樣的課程設計，我也覺得不錯，對孩子有幫助。 

 

    家長是教師在教育事業上的重要夥伴，研究者有了家長們的支持與肯定，這

也幫助了研究者能順利進行行動研究之教學工作的主因之ㄧ。 

（二）使命式學習的歷程，可以豐富綜合活動之學習內涵：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教學上，有一些問題存在，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有提及：

例如：領域範圍廣闊，不易實行，造成學生對本領域在知識的認知上，產生學習

的偏差，學生的主體性也不明確，會陷入傳統被動學習模式之中，以致於無法跳

脫學習的困境，然而，本研究之使命式的學習模式，特別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所以，研究者設計了一項使命學習活動，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全都是由學生自己

完成學習，不管是學生進行社區調查，親自將調查結果填入學習單中（見附錄九）；

還是學生進行高手 DIY 的作品完成（見附錄十四、十五），在這使命式學習過程中，

教師只是學生學習的輔導者在旁指導學生而已，學習的真正主導權在學生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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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且使命式學習也強調，賦予學生一項特定使命任務，學習的目標非常明確，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會不知所措，學生只要朝著這設定的目標前進，完成目

標任務，找到問題的答案即可。 

另外，使命式學習能培養學生獨立自主，解決生活中的困境，學生所抱持的

是認真的學習態度和精神，而不會誤解了綜合活動課程，只是「玩」的課程，因

此，可讓學生對學習上的認知，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而不會造成學習知識上的

淺化現象。 

總而言之，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中，可做為綜合活動領域在教學

上的創新與學習趨勢，並能有效改善綜合活動領域在教學上的困境，並且能夠豐

富綜合活動之學習內涵。 

    所以，綜合上述之討論可以得知：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安排，

透過教師之自編教材來達成研究者之教學專業成長；在學生的學習反應上，也都

能落實使命式學習與綜合活動領域中之「實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意義」的

精神；同時，從家長的回饋當中，研究者也感受到家長對使命式課程的認同和支

持，另外，在使命式活動進行的同時，又可以豐富綜合活動之學習內涵，總之，

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學活動，可以作為欲實施使命式學習課程之教

學者，提供了一條可行的參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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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使命式學習對學生之影響 

在整個使命式學習活動課程告一段落之後，研究者為了能更瞭解學生對於新

舊經驗的聯結，除了在學習歷程中的觀察研究外，也利用了問卷調查方式來進行

資料的蒐集，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在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中，

對自我認知的正向歸因表現，以及社會學習的外顯表現方面的認知程度，以協助

研究者進行研究。 

研究者在進行整個教學活動之後，以問卷方式進行學生的自我評量（附錄十

二），得到了以下的資料： 

 

壹、學生自我認知的正向歸因表現方面 

一、自我挑戰、求新知的努力 

研究者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曾經提及：使命式學習的目標，則是希望培養學

生能像企業家一樣，具有積極主動尋找機會、願意承擔風險、具有責任感、還有

最重要的，具有革新組織或創新的精神（Drucker,1995）。在問卷中統計出有八位

的學生喜歡上新的單元教學，有二位的學生不喜歡上新的教學單元，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學生覺得新的單元很有趣，而且他們也認為保護地球是大家的責任；不

喜歡上新單元的原因則是：覺得做環保工作太不容易了，乾脆不要做，也不要學，

但研究者還是肯定學生們，對本研究單元的認同和感興趣，學生們隨時隨地都會

遇到環保的問題，對學生而言，這些議題並不陌生，所以，很容易的學生們就會

對自己週遭的環境產生一種關懷的能力，學生會喜歡且願意機接受環保的相關議

題或課程，也願意自我挑戰、追求一些先備新知識，以對自己居住的環境盡一份

心力 。 

 

二、養成批判性思考的學習 

隨著未來時代的快速競爭化，新一代學生的學習，需要學會批判性思考，判

斷學習事件的緣由，以及是非對錯的辨別，進而提出具體的建議和說明，在學生

問卷中提及「你會不會做環境保護的工作？」有八位的學生會做環保工作；另外，

二位的學生不會做環保工作；此外，在「你覺得環保工作應該由誰來呢？」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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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中之看法，有學生七位認為應該自己去做；二位的學生認為：需要大家一起去

做；一位的學生認為：應由大人來負責。而在「你對環保概念的重新想法是什麼」

中，學生們的答案很多，認為環保與大自然有關係的有五位；認為跟資源回收有

關的有二位；覺得跟節能減碳有關的有三位。由上述的一些資料看來，學生們的

確能經由這樣的學習活動中，得到一些不一樣的看法，也會認真去思考、判決和

說明，自己對環保議題的重新概念，其實，這些學習能力的培養，必須經由改善

學習環境做起，總之，學生透過此種學習活動，可以養成獨立且會批判思考的能

力，以及自我學習的能力與習慣，這樣才能進一步有系統地解決問題和衝突。 

 

三、從「逆境教育」中學會成長 

在第二章節之文獻探討中曾提及：其實失敗並不如想像的可怕，學生能從學

習中，學會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進而從錯誤失敗的經驗中學習。使命式學

習可以幫助學生，建立犯錯乃是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體認既然失敗的經

驗無法完全避免，應正面看待失敗，並學習如何面對失敗，從失敗中學習，這就

是所謂的逆境教育、失敗教育或受挫教育，是針對人們在意志的支配下，克服和

排除個體目的實施過程中，受到干擾、破壞、損害、阻礙而進行的教育（翟天山、

杜時忠，1998）。學生問卷中「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若是遭遇失敗或困難，你會

不會想要逃避？」學生的回答裡絕大多數的學生認為，自己不會想逃避會勇於面

對，只有一位學生會害怕不想面對。 

由此可見，使命式學習活動確實有別於傳統式的教學模式，它所涵蓋的獨特

學習特色，都能讓學生對學習產生不一樣的解讀方式，會更以正向的思考模式，

來重新檢視及看待學習這件事情，這樣的學習發展模式，將有助於學生在學習中

的成長。 

 

四、堅持到底的學習精神，以達成使命任務 

學生要對完成使命學習任務，能有堅持到底的決心和毅力，才有可能在充滿

挑戰與難度的活動中，冷靜面對內在團隊及外在環境的衝突，問卷中請學生回答

「三項使命式學習活動，你都能順利完成嗎？」全部的問卷都表示能順利完成，

沒有半途而廢的情形發生。 

因此，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隨時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和想法，在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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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習活動的過程中，能包容大家的提出的不同意見和看法、遵守團隊之規範，

以便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消除團隊內的矛盾與磨擦，堅持克服困難以完成使命

任務。 

五、複雜問題之解決 

本研究之使命式學習活動，安排了一些較為困難或複雜的問題來考驗學生，

看學生的表現如何？在「遇到困難或複雜問題時，需不需要解決？為什麼？」學

生的回答，有七位表示需要解決，因為不解決的話沒有辦法做事，只有三位的學

生認為不需要解決，因為太困難複雜了不想解決，其實，現實生活中所會遭遇到

的困境，比學習想像中的還要複雜、困難，所以，使命式學習安排一些較為複雜

與不易達成的難題讓學生體驗，目的就是為了要培養學生，能夠會有解決複雜問

題的能力和決心，這樣以後才能適應未來複雜的學習生活環境。 

 

六、自我檢討與改進 

使命式學習活動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是屬於一種不斷反省及回饋的一個行動歷

程，在學生問卷中「你覺得自己上課的態度如何？認不認真？為什麼？」大多數

的學生認為自己很認真上課，只有一位的學生認為自己不認真上課，另外，問卷

中「你學習整個活動後有沒有什麼感想？」裡學生大多都能敘述自己對學習活動

的看法：覺得環保工作很有趣的有三位、覺得要努力做環保的一位、看到環境髒

亂會去整理的有二位、不再製造污染的有一位、愛護森林資源及水資源的有一位、

要做資源回收的有一位、垃圾要分類的有一位。學生都會對此問題寫下自己的感

想，這表示學生是有在進行反省和回饋改進，不論學生學習後之結果如何，都希

望學生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因此，會藉由活動結果的分享活動，引導學生做

自我之檢討與改進，自我發現問題癥結，並做自我反思的動作。 

 

七、對知識進行統整運用 

進行使命式學習的時候，學生會知道如何應用己學過的知識及常識，來解決

所面臨的問題困境，在「你學習整個使命式活動後，會不會運用已學過的知識於

日常生活中，為什麼？」學生的回答有八位表示會運用知識於日常生活中，只有

二位學生表示不會，原因是不知道要如何運用已學過的知識，但是，會知識靈活

運用知識於生活中的學生是佔多數的，因此，學生若會應用知識及對知識進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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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融會貫通將知識能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這就表示學生已經學會並能靈活運

用了，且對問題已有深刻的瞭解。  

貳、社會學習的外顯表現方面 

一、尊重他人意見與他人相處融洽 

使命式學習活動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活動中，常會與他人做分享與溝通

的學習歷程，學生問卷中「你在上課期間，會不會尊重他人的意見，並與別人相

處融洽，為什麼？」有八位的學生認為：會尊重他人的看法和意見，並與他人相

處融洽；有二位的學生認為不會做到，因為，上課有時會影響到別人。本研究之

學習活動，本來就有許多分享學習歷程，大部份的學生也都能遵守活動內之規則，

尊重別人的發言權和意見，與同學們互動學習時也能融洽相處，這些都是社會學

習的良好表現。 

二、培養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學生可以透過分組的活動，去挑戰特定的使命，學生們再也不是單一的學習

者，而是必需透過與他人之合作，才能完成特定的任務目標，學生問卷中「進行

活動分組時，需不需要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為什麼？」有九位的學生認為需要

大家一起合作，因為，他們是以小組來進行活動的，所以，大家要團結合作才能

完成學習活動，只有一位學生認為不需要團結合作，因為他認為一個人就可以學

習了。 

研究者認為學生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能力，以及所瞭解的方式，去完成自

己的學習責任，在經由各小組間不斷的交換意見、互相支持之下，共同努力朝向

小組的學習目標邁進，透過這樣的學習過程，可以讓學生能夠自我培養出合作協

調的能力。  

三、解決問題的能力—尋求外援 

當學生們在進行活動學習時，多多少少都會遇到一些困難或問題，當自己無

法解決時，會不會問老師或別人，有九位的學生會想要問老師；只有一位的學生

不會問別人或老師，因為，他們認為不好意思去問別人，但是，由這些資料可以

得知，大部份的學生之學習態度，還是有不恥下問的精神，遇到學習困境時，都

會積極主動尋求別人的幫忙，找出問題的根源，並解決問題困難，以利自己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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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綜合討論 

在的二章文現探討中曾論述過：使命式學習的學理基礎是學生能「自我調整

學習」，也就是說在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中，學生在面對特定學習

情境或目標時，學生會對其後設認知、動機、自我經驗及行動策略加以控制，並

配合運用外在給予的資源，將學習上的認知理念，和生活上的技能經驗相互結合，

朝向成功目標前進的學習歷程，而這個成功目標指的就是：學生必需在使命式學

習的模式中，達成使命式的「培養目的」、「核心價值」、「獨特之學習特色」

以及「共同之學習特色」才能算是完成使命式的目標。 

學生經由一系列的學習活動中，經過一階段、一步驟循序漸進的學習，從對

使命式概念的認知架構之建立開始，再到對使命式任務，產生責任感和自信心，

直到最後完成使命任務為止，研究者在教學的歷程中，透過觀察、訪談、討論、

讓學生習寫學習單、問卷等的資料蒐集方式，經研究者整理歸納出總結果發現：

學生在本次學習活動中，可以達成的「培養目的」「核心價值」「獨特之學習特

色」「共同之學習特色」的有以下各項，茲將學生達成的各項目標說明如下： 

一、培養目的： 

 （一）有企業家精神：可以達成。 

 （二）有責任心：可以達成，但需研究者不斷提醒。 

 （三）有自信心：部份達成，有些學生對學習的自信心仍不夠。 

二、核心價值： 

 （一）機發動機、捨我其誰：可以達成。 

 （二）願意冒險、挑戰使命：可以達成。 

 （三）堅持到底、達成使命：可以達成，每位學生都已完成三階段使命式學習。 

 （四）自我接納、正向歸因：可以達成。 

 （五）自我反省、檢討過程：可以達成。 

 （六）自我改進、提出方案：可以達成。 

三、獨特之學習特色 

 （一）挑戰特定的使命：可以達成，每位學生都接受使命式學習的挑戰。 

 （二）激發學生的潛能：可以達成。 

 （三）時間壓力下的學習：可以達成，但在學習階段初期，學生曾受到時間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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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四）考量成本效益與邊際效應之學習：未達成，學生對節省成本學習之觀念不

夠。 

 （五）失敗也是一種學習：可以達成。 

四、共同之學習特色 

 （一）培養小組合作的能力：可以達成。 

 （二）對知識進行整合：可以達成。 

 （三）創造力的培養：未達成，學生的創造力仍顯不足。 

 （四）複雜問題的解決：可以達成。 

 （五）建立批判性的思考：可以達成。 

    總而言之，實施使命式學習的課程，能真正讓學生去思考及重新檢視學習這

件事，學生若對學習事件產生了使命感，他們就會很認真去看待這件事情，並且

想要努力完成這件事情，所以，學生對使命式學習的認真態度，的確改變了學生

舊有的學習模式和想法，這些學習歷程上的轉變，也幫助了學生朝向更上一層樓

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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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係以教學行動研究的方式，亦即以教師即研究者、教師即課程的設計

者及實踐者的角色，於國小低年級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中，實施使命式學習活動，

研究過程經歷了三項活動設計之實施，並且，在研究過程中，透過不斷地省思與

改變，來觀察記錄學生於學習活動過程中的整體表現歷程，以及帶給學生的影響，

最後，將研究結果加以檢討與分析，做為下一次行動策略的研擬與改進方案。 

研究者在歷經一整個學年之課程實施後，並結合學科理論與教學實務之運

作，在不斷地持續改變教學、解決教學問題之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以使命式

學習在國小低年級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實施內涵中是相當豐富且可行的，同時，

研究者在教學研究過程中，也提昇了專業能力與知能，此外，在研究者眼中學生

的學習表現，也不再只是呆坐在教室裡單調的學習吸收者，學生們經由參與使命

式學習所規劃的各項學習情境中，將學習脈絡逐一活絡起來，因此，研究者能夠

深深體會到，學生之學習歷程，應從生活情境中、從做中來學習，所以，最佳的

學習歷程，需從人的實際活動中體會出來，使命式學習不僅能呈現學生之創造思

考學習模式，同時，也能激發學生自我學習和省思的能力，讓學生能夠靈活運用

所學之知識於日常生活中，不僅如此，學生透過使命式學習之歷練，還能夠促進

學生同儕彼此間合作學習之精神，也能夠拉近親師生的距離，另外，也可以呼應

本研究第一章所構述的：教學是師生共同參與而產生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所謂

的「學不厭、教不倦」，教學相長必能相得而益彰，唯有多采多姿的教學情境，才

可造就多才多藝的學生，因而教師的教學要多元化、多樣性，提供充分的機會，

讓學生各取所需，在學習中成長，能一一展現其才華，並獲得身心需求的滿足與

喜悅（簡茂發，2001）。 

    本章根據文獻探討及資料蒐集、分析後，將分為兩部份來說明本研究之成效，

第一部份是結論，包括研究者在國小低年級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中實施使命式學習

的研究心得與結果；第二部份是研究者對於未來欲實施使命式學習者的建議，以

做為欲運用使命式學習進行教育改革者的借鏡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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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在教學實施進行中，從研究者對課程設計的構想萌芽，教學活動的安

排，實施前導研究，失敗後檢討修正再出發，以幫助學生順利學習，整個研究結

果之發現，將分別以實施課程之歷程發展、歷程發展中之問題發現、以及學生對

學習概念之轉變等方面，來闡述說明本研究的最終之結論探討。 

 

壹、實施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之歷程方面 

    透過行動研究歷程，可以達到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目標，使 

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之實踐，應落實於實際的教學情境中，藉由行動研究 

之歷程，產生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環境互動、教材互動等過程，幫助學生對自 

我知識的建構，以及教師教學經驗的成長，總之，在本研究中，綜合整個課程實 

踐歷程的結果包含： 

一、以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教學之課程設計與實施，能在 

    生活中實踐，是一種可行且有效的實施模式 

    教學活動之設計理念，除了需要符合教學目標的設定外，教師同時也必需考

慮學生的生活型態、背景及他們的舊經驗，對於可以引發學生探究興趣的情境、

學生的生活經驗等，更需要有深入的瞭解與詳細的規劃，因此，使命式學習之活

動設計，應掌握住其學習之本質與學生之能力，尤其是經由延伸綜合活動內容設

計所延伸出的學習內容，更需具備較豐富的多元化性質，因為，這樣對於低年級

的學生而言，才會更具學習的動力，總之，為了配合低年級學生的學習認織架構，

使命式學習之活動設計，應與學生之生活認知相聯結，如此才能提高使命式學習

的效果，此外，教師開放學習的空間，學生可依自己的需要與興趣發展學習活動，

儘可能放手讓低年級的學生發揮其潛在的學習能力。 

  二、以學生為主體導向，透過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領域教學之   

      課程設計，能增進學生對學習活動架構之建立 

    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應以學生為主體來安排課程。本研究將日常生活中，

與綜合活動領域學習相關之環境題材，設計於使命式學習活動中，以符合學生的

生活經驗與學校學習之相關聯性，研究者同時也考量低年級的學生，其學習之專

注力並不像中高年級那樣集中，所以，使命式學習活動之設計，除了一般傳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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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學如：與學生間之問答、講授、討論外，還在整個活動設計裡，運用了其他

的教學方法如：觀賞網路上的動畫影片、閱讀相關之環保書籍、實際到社區做戶

外調查研究、動手做回收物改造等學習活動，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從

學生的心得感想、學習單及問卷中，都能感受到學生對此使命式學習的興趣，總

之，此項使命式學習活動，以學生為主體、動靜兼具的課程設計方式，一方面提

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也打破了一般傳統的教學模式，學生將學習的認

知能確實地實踐於生活情境中。 

 

貳、實施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課程時之問題發現方面 

    研究者進行教學活動設計與課程實施得歷程當中發現了一些問題： 

  一、低年級學生之書寫及發表能力不足 

    使命式學習活動過程中，研究者設計了很多的學習單讓學生習寫，但因本研

究對象是低年級的學生，他們得學習過程尚屬於識字階段，在習寫學習單時，都

得花費研究者很多教學時間，教他們如何習寫、及如何寫得完整，另外，學生在

上台發表意見時，也總是以很簡短的詞語帶過，顯少學生會用完整的詞句描述整

個事件，面對這樣的情況，研究者除了對學生多加鼓勵外，也必須加強學生的語

文能力，以利使命式學習的進行。 

  二、實施課程時間不足 

    在實際教學時，有很多學習單元都是要進行綜合討論的，因為，低年級的學

生，對於能夠有上台機會可以發表、講話，大家都表現得很踴躍，所以，每次有

學生上臺後，總會有喋喋不休、欲罷不能的情形發生，以致於會耽誤整個教學的

情形，真正進行教學的時間就會不夠，因此，研究者為改善此一狀況，通常都將

綜合活動討論的部份，放在課程結束後在進行，才不會耽擱真正教學的時間。 

參、學生對自我學習之影響方面 

    在課程實施的歷程中，學生對於使命式學習概念之認知，能在各活動單元中， 

表現出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使命式活動的主要學習目標，就是要幫助學生建構出 

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在整個研究過程也發現學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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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學習態度上：從生活學習中學習生活 

學生從使命式學習課程中，能體會出學習生活經驗相融合的樂趣，透過課程

自編的設計，研究者將課程設計之題材觸角，延伸到學生的生活經驗上，讓學生

獲得更寬廣的學習空間，從教室學習為起點，再拉開學習之範圍領域，帶學生走

出教室、校園，到社區進行戶外調查學習活動，讓學生的學習不再只是單純的知

識填充行為，而是可以實際運用發揮的生活知能，這種在最真切的感官體驗下，

以及發現學習的喜悅和動手做的樂趣，將是學生們最樂意學習的歷程表現。 

 

  二、在學習成就上：體認學習過程勝於評量結果之轉變 

使命式學習活動的過程體驗，重於獲取評量成績的結果，學生們在使命式學

習活動中，是透過生活體驗來重新認識學習活動，在觀察與操作中發現生活的樂

趣，以達成使命式學習之目標，在整個使命式學習活動裡，學生們暫時無需理會

成績結果會對學習之影響，學生們只要盡力完成使命任務就是成功的表現，這樣

的學習方式，讓學生更能大膽向前邁步和自我發展的學習。 

 

  三、在學習動機上：能從被動學習者轉變成主動建構知識者 

使命式學習的目標之一，即是培養積極主動的學習精神，在研究者的觀察中，

從學生之學習表現、學習單、問卷裡，可以得知學生們已逐漸改變自己的學習態

度，從過去的只會呆坐在教室裡聽老師講授的學習表現，到現在會擴展自己的學

習領域為止，不管是從網路上、書籍上獲取新知、走出校園到社區調查，或是自

己主動做一件學生作品，都讓學生能從傳統的學習態度，自我轉變成為積極主動

學習的知識建構者，這是使命式學習帶給學生的改變，也是讓學生獲得成長的最

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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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嘗試從使命式學習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角度做深入的探討，在研究的

期間讓我深刻體會到，能給學生安排一個適當的學習環境、適當的引導方式，確

實能讓學生的學習產生變化與成長，並能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因應二十

一世紀多變及多元的未來生活環境。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獲得一些心得感想，期望能供未來欲實施使命式學

習研究者的建議，以及做為欲運用使命式學習進行教育改革者的借鏡及參考。 

壹、實施使命式學習於教學中，宜再加深加廣。 

    本研究是以教學行動研究的方案，探討低年級學生在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中實

施使命式學習的可行性與因應策略，未來的研究建議，亦可針對不同階段的學生

如：中、高年級的學生進行施教學習探討，或是將使命式學習的策略運用於不同

領域科目內，亦或設計更有難度的課程內容，讓使命式的學習能夠加深其學習的

內涵，並能加廣其學習的範圍，以期將使命式的學習能真正落實於教學中，讓學

生能多發現一些學習的樂趣。 

貳、鼓勵重視「教師即行動研究者」之推行，讓教師的專業  

    得以成長。 

    面對新時代的變遷，教育工作的地位與角色，正面臨著許多方面的質疑與考

驗，身為教育第一現場之人員，應思考如何在這一片喧嘩的浪聲中脫困而出，真

正展現教師之專業與威權，唯有不斷地自我精進、改變教學模式或創造出適合學

生的教學方法，才能引領學生正確的學習。 

    為了要引導學生學習，教師和學生需要一起教學相長，而教師從事教學行動

研究將可以獲得改善，因為，教師是最瞭解教學情境的人，教師經由行動與研究

結合的過程中，會不斷的省思、修正與再思考，在教學中無形地提昇了自我專業

的教學能力，研究者在本研究過程中，常會發現教學上出現的問題，透過反省、

修正、解決問題，不但讓我在教學上更順利，且展現得更有自信，學生們對學習

這件事，也愈來愈有興趣，最後自己也會發現，原來教學工作是這麼迷人，研究

者和學生一起學習、一起成長，這也是從事行動研究工作，所意想不到的最大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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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教師每天都在面臨問題，解決學生之困難，只是教師通常會被自己忽略是

位行動研究者，每天站在教室的舞台上，唱演著不受學生歡迎的舞臺戲而無自覺，

試想而之，這是多麼令人覺得可惜的一件事，能夠演出精彩的戲碼，卻沒有好好

把握，即使再亮麗的舞臺，也顯現不出美麗的光彩。 

    如果，每位教師都能重視自己是位教學行動研究者，都能夠熟悉行動研究的

方法和步驟，且能抱著不斷自我反省的精神，那麼，每位教師都將是一位很好的

行動研究者，這不但可以增加自我的教學技巧，在教學專業的表現上，也能得到

亮眼的成績。 

總而言之，教學是一種不斷累積與發展的過程，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與技巧，

是需要靠老師不斷的思索與學習才能發現的，沒有一個人天生就註定是一位好老

師，所以，老師也必需經過培養與自我精進才能有所得。 

現今的社會架構，對於老師這一個角色看法和觀念，都有相當程度的期許要

求和定義，唯有具有行動研究教學能力，和不斷自我挑戰精進成長的老師，才能

正確引領學生的學習，也才能在教育的工作崗位上屹立不搖。 

 

參、提供學生實際行動之生活經驗，從生活中落實學習的本  

    質及歷程。 

    從學生學習使命式的課程中發現，學生的運思流暢性與生活經驗習習相關，

學生的認知知識若能與熟悉之生活經驗相結合，學生對於學習的反應較好也不容

易遺忘，也可讓學生習得面對真實問題的應變能力，而不至於只讓學習淪為紙上

遊戲而已，同時，也可以幫助學生對於日後在新知識之獲取上，奠定更好、更有

效率的學習基礎，讓學生的學習像日常生活一樣簡單，總之，能提供學生真切的

生活經驗之學習行動，是較符合教學目標與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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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錄一： 

單元內涵分析（活動一：家園守護者） 

單元活動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總節數 準備事項 

活動一： 

家園守護者 

（一）能說出環境被

破壞的情形，並表達

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二）能提出垃圾減

量、資源回收、避免

噪音、水土保持等保

護環境的方法。 

（三）能在生活中實

踐環保的概念，並發

表心得。 

2-1-4 認識並欣賞周

遭環境 

4-1-3 知道環境保護

與自己的關係。 

4-2-4 舉例說明保護

及改善環境的活動

內容。 

4-3-2 探討環境的改

變與破壞可能帶來

的危險，討論如何保

護或改善環境。 

4-4-1 覺察人與自然

的關係，並能對日常

生活中的事物做有

系統的觀察與探

究，發現及解決問

題。 

4-4-2 分析人為和自

然環境可能發生的

危險與危機，擬定並

執行保護與改善環

境之策略與行動。 

9 節 

（共九

週，一週

一節， 

每節 40 分

鐘） 

（一）與環

保相關的影

片、故事書

（二）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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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內容（活動一：家園守護者）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內容流程 學習策略 評量準則 備註 

活動一： 

家園守護者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 

1.「什麼是環保？為什麼要做

環保工作？可以怎麼做？」

2.「學校與住家環境的不同

處？」 

3.「學校與住家環境有什麼改

變？」 

（二）發展活動：環保影片欣

賞及故事分享 

1.教師播放環保相關影片讓學

生觀看。 

2.教師和學生一起閱讀有關環

保的故事書。 

（三）歸納活動： 

1.學生對所觀看的影片，發表

自己的看法並說出感想？ 

2.學生對自己所閱讀的故事

書，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3.教師綜合學生的看法和意

見，做一個總結的概念敘述。

 

記錄、討論、

發表、省思 

切合主

題、表達

合宜 

教師適度

安排教學

時間，以

達成學生

充分學習

及省思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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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單元內涵分析（活動二：環境調查員） 

單元活動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總節數 準備事項 

活動二： 

環境調查員 

（一）能瞭解生活周遭

環境的改變情況。 

（二）能描述生活環境

的改變與當地居民的

關係。 

（三）能觀察並記錄校

園及附近區域的環保

問題。 

（四）能對環境調查的

結果作一項發表。 

（五）能和大家共同完

成住家附近環保問題

大調查。 

4-1-3 知道環境保

護與自己的關係。

4-4-1 覺察人與自

然的關係，並能對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做有系統的觀察與

探究，發現及解決

問題。 

4-4-2 分析人為和

自然環境可能發生

的危險與危機，擬

定並執行保護與改

善環境之策略與行

動。 

 

7 

（共七

週，一週

一節，每

節 40 分

鐘） 

（一）學生事先

和家人討論有

關住家附近環

境保護問題，並

做住家附近的

環境調查。 

（二）學生於課

前蒐集有關環

保資料、圖片及

相關訊息。 

（三）學生每人

一張「環境調查

員」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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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學內容（活動二：環境調查員）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內容流程 學習策

略 

評量

準則 

備註 

活動二： 

環境調查員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 

1.學校或住家附近的環境，你感覺舒服嗎？有

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二）實地觀察 

1.每人一張環境調查員學習單，讓學生做社區

環境調查工作。 

2.學生到學校及住家附近的環境做實地觀

察，發現環境是否有出現問題？ 

3.觀察並調查自己家人或鄰居，對環境保護的

態度是什麼？ 

（三）綜合活動 

1.學生整理調查的結果，並發表自己的看法。

2.教師歸納學生發表的看法，並引導學生做自

我的省思。 

觀察、 

調查、 

記錄、 

討論、 

發表、 

省思 

實地

調

查、切

合主

題、表

達合

宜 

教師

適度

安排

教學

時

間，以

達成

學生

充分

學習

及省

思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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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單元內涵分析（活動三：高手 DIY） 

單元活動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總節數 準備事項 

活動三： 

高手 DIY 

（一）能利用廢棄物

品，做出再生資源。

 

（二）能瞭解資源回

收的重要性，避免製

造垃圾，影響生活品

質。 

 

（三）能讓環保議題

融入生活，並能隨時

隨地做環保。 

2-1-4 認識並欣賞

周遭環境 

 

4-1-3 知道環境保

護與自己的關係 

6 節 

（共六

週，一週

一節，每

節 40 分

鐘） 

保特瓶 

美工刀 

貼紙 

細鐵絲 

快乾膠 

彩色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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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教學內容（活動三：高手 DIY）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內容流程 學習策略 評量準則 備註 

活動三： 

高手 DIY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 

1.生活中喝過或用過的瓶子，可以

做資源回收嗎？ 

2.如果將回收的瓶子加以改造，你

想可以做成什麼東西？ 

（二）實作環保 

老師先示範教學，再讓學生動手

做物品： 

1.先將保特瓶底座拔開，待切除瓶

口後，再將底座組合起來。 

2.於拔開後的圓形底上，用美工刀

切開一個開口，做為投幣口。 

3.將保特瓶切開的那一端，插入底

座中組合起來。 

（三）綜合活動 

1.學生將自己完成的作品，做一個

說明及介紹。 

2.老師綜合學生的看法及意見，總

結出一個結論。 

 

實作、記

錄、討

論、發

表、省思 

實作物品

切合主

題、表達

合宜 

教師適度

安排教學

時間，以

達成學生

充分學習

及省思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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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關懷大地系列」之使命式學習活動 

心得報告學習單 

                  活動設計一：家園守護者        姓名： 

（一）影片中你看見了什麼？書本中你讀到了什麼？請寫下來或畫下來！ 

 

 

 

 

 

 

（二）看完影片、閱讀完書本後，自己的感想是什麼？寫下來或畫下來喔！ 

 

 

 

 

 

 

 

得分： 

□ ☆☆☆☆☆☆  非常棒！很有創意，想像力豐富！ 

□ ☆☆☆☆  寫得不錯哦！很有趣！ 

□ ☆☆  很認真寫，通順！ 

□ ☆  通順！ 

□ 還要再加油哦！ 

□ 未完成，請補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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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關懷大地系列」使命式學習教學活動設計 

合作學習單 

                        活動設計二：環境調查員              姓名： 

 

壹、小朋友你們知道什麼是合作學習嗎？請把你知道的寫下來。 

 

 

 

 

 

貳、做什麼事的時候需要合作學習呢？請把你知道的寫下來或畫出來。 

 

 

 

 

 

 

得分： 

□ ☆☆☆☆☆☆  非常棒！很有創意，想像力豐富！ 

□ ☆☆☆☆  寫得不錯哦！很有趣！ 

□ ☆☆  很認真寫，通順！ 

□ ☆  通順！ 

□ 還要再加油哦！ 

□ 未完成，請補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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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關懷大地系列」使命式學習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單 

                        活動設計二：環境調查員              姓名： 

 

（一）小朋友，請和同組的同學一起討論住家環境的環保問題，調查一下自

己的居住環境，是否良好？請把你和同學調查及討論的結果記錄下來

吧！  

         1.我的社區長什麼樣子，請把它畫下來，可以自己加上一些解說喔！ 

 

 

 

    （二）我在社區當環保調查員時： 

         1.我看到了 

 

         2.我聞到了 

 

         3.我撿到了 

 

（三）想一想，這些社區環境問題，要怎樣改善？我想要怎麼做？ 

 

 

得分： 

□ ☆☆☆☆☆☆  非常棒！很有創意，想像力豐富！ 

□ ☆☆☆☆  寫得不錯哦！很有趣！ 

□ ☆☆  很認真寫，通順！ 

□ ☆  通順！ 

□ 還要再加油哦！ 

□ 未完成，請補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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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關懷大地系列」使命式學習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單 

 

活動設計三：高手 DIY            姓名： 

小朋友，垃圾除了可以資源回收外，還可以廢物利用喔！請你想想看，試 

     著去改變它們的外型，讓它們變成有用的東西吧！ 

 

（一）例如：玻璃瓶可以當成花瓶使用，那麼，保特瓶可以當成什麼呢？請你 

      寫下或畫在下面： 

 

 

 

 

 

（二）你想把自己的回收瓶，做成什麼呢？為什麼？ 

 

 

 

 

得分： 

□ ☆☆☆☆☆☆  非常棒！很有創意，想像力豐富！ 

□ ☆☆☆☆  寫得不錯哦！很有趣！ 

□ ☆☆  很認真寫，通順！ 

□ ☆  通順！ 

□ 還要再加油哦！ 

□ 未完成，請補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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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關懷大地系列」使命式學習教學活動設計 

 家長回饋單             

                                         學生姓名：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學期在綜合活動課程中，有安排一系列有關環保議題的使命式學習活動課

程，為了要更能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和成效，以做為教學上改進及檢討的參考，

特別麻煩您撥空填寫下列幾項的回饋問題，非常感謝您！ 

 

一、您的孩子回家後，會與您談起環保相關的使命式活動課程嗎？都談些什麼內

容呢？ 

 

 

 

 

 

二、在這段學習的過程中，您是否有察覺孩子有些什麼不同的表現嗎？ 

 

 

 

 

 

 

三、對於這樣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您給老師的建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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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關懷大地系列」使命式學習教學活動設計 

 

學 生 問 卷         姓名： 

 

為了瞭解你對本單元教學活動的認識有多少，老師設計了這份問卷，希望你

能用心回答，答案沒有對錯之分，每個人的意見，老師都會參考並重視，且做為

上課的依據。 

 

第一部份： 

1.你喜不喜歡上新的活動單元（活動一：環保小尖兵），為什麼？ 

 

 

2.你會不會做環境保護的工作？ 

 

 

3.你覺得環保工作應該由誰來呢？ 

 

 

4.你能寫出三項什麼是環保工作嗎？ 

 

 

5.你對環保概念的重新想法是什麼？ 

 

 

6.在學習活動過程中若是遭遇失敗或困難，你會不會想要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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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項使命式學習活動你都能順利完成嗎？ 

 

 

 

8.遇到困難或複雜的問題時需不需要解決？ 

 

 

 

9. 你覺得自己上課的態度如何？認不認真？為什麼？ 

 

 

 

10.你學習整個使命式活動後，會不會運用已學過的知識於日常生活中？為什

麼？ 

 

 

第二部份： 

1.你在上課期間，會不會尊重他人的意見，並與別人相處融洽，為什麼？ 

 

 

2.進行活動分組時，需不需要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3.你在上課期間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會不會請教老師或其他的人？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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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1.你希望上課的情形是如何進行的，給老師的建議是…………… 

 

 

 

第四部份： 

1. 我可以這樣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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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 

 

教師教學觀察記錄表 

 

座號 姓名 發表

次數 

學習態度 發表內容 特殊表

現情形 

研究者回

饋與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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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 

學 生 的 作 品 

    

      

我是實用的花瓶（保特瓶改造的喔！） 

 

       

我也是花瓶，可以吊掛喔！ 

 

       

我是存錢筒                         我是筆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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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五： 

學 生 的 作 品 

 

         

保特瓶裡也可以放泥土，                        我是糖果罐喔！ 

種植景觀植物喔！ 

 


	許素娟.pdf
	NTTU97QB_1796003
	封面
	審定書授權書
	本文
	115
	116
	117
	118-120
	121
	122-123
	124
	125-150
	151
	152
	153-154
	155
	156-160
	16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