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學系所 
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梁忠銘 先生 
 

 

 

 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運用方案教學 
之行動研究 

 

 

 

         

 
 

研究生：高正一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七月 
 

 



  2

 
 
 
 
 
 
 
 
 
 
 
 
 
 
 
 
 
 
 
 
 
 
 
 
 
 
 
 
 
 
 

 



  3

 
 
 
 
 
 
 
 
 
 
 
 
 
 
 
 
 
 
 
 
 
 
 
 
 
 
 
 
 
 
 

 



  4

謝        誌 
 

    回首過往，修讀東大研究所的課程匆匆已過三年，這三年的日子裡我從對研

究一知半解，到現在對於研究有了基礎的認識，這些都需歸功於所內老師們諄諄

教導，以及班上同學們的提攜，讓我有這個機會及緣份得以在教學生涯中更上層

樓，也藉此提昇自己的專業知識，往後教學的路途上得以理論來支持實務經驗，

更可以實務經驗來落實教學理論，讓教學紮實且具創意。經過這一年來在教學現

場的行動研究歷程，讓我對於教學問題的觀察力提昇不少，有助於我日後在教學

上的精進及成長。 

    人生旅途因為有貴人提攜而顯得燦爛耀眼，因著緣份及榮幸，我得以接受恩

師梁忠銘教授的指導，讓我在論文寫作歷程中獲益良多，每當論文寫作遭遇瓶頸

時，梁老師總是能及時給予援助，化解困難。在梁老師的論文指導過程中，我不

但對研究有了更深入的瞭解，也從梁老師的言談中學得了許多為人處事的哲理，

對於往後我的人生旅途有莫大的幫助。此外也要感謝侯松茂老師，在我的論文研

究計畫及口試時，對我懇切的指導，讓我在文獻整理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釐清了

許多觀念，並且提醒我在行動研究的過程中所疏忽的事項，讓我的論文得以更完

善。同時也要感謝湯維玲老師給我的建議，激發我許多的靈感，讓我能更深入去

瞭解我的研究問題，在方案教學的運用上有更深一層的認識，並且在湯老師的言

談中體會到學者樂觀積極的治學態度。 

    我要感謝葛詩語校長的支持及學校同事們的協助，尤其志賢老師花了許多時

間看了我的教學 DVD，並給我許多寶貴的意見，讓我在教學的過程中能夠深入瞭

解自己教學的優缺點，以減少自己過於主觀的想法。感謝這一年來和我一起成長、

一同學習的學生們，雖然班上只有 12位學生，但是你們的熱情及活力卻不輸給 35

位學生的班級，由於你們的參與，和不時給我的鼓勵，使我在陷入困頓時還能以

喜樂的心來面對，因而化解了不少難題。 

最後，要謝謝親愛的家人，我與內人雅林彼此關懷、相互鼓勵，在她全心料

理家中大小事務下，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從事論文寫作；還有那對寶貝--晴萱、晴佑，

因為你們的配合爸爸得以完成論文的考驗。僅以此論文，獻給所有支持我、關心

我的師長、同事、親友與家人。 

                                                       正一  謹誌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七月 

 



  5

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運用方案教學之行動研究 

 

高正一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學系所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運用方案教學於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上，以提高兒童學習社

會學習領域的興趣，並促進教師自身的專業成長，且能符應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

要求。 

方案教學的基本精神在於引導學生結合生活經驗，並自動自發的進行有意義

的學習。本研究以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為主軸，並結合社區及學校資源，設

計二個階段四個主題的課程實施方案教學。本研究內容重點如下：一、瞭解六年

級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二、探討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

實施方案教學師生互動的情形。三、探討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學，可能遭遇

到的困難與因應之道。四、透過教師行動研究之教學歷程，以提昇教師專業與成

長。 

研究者以行動研究進行本研究，實施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國民小學六年級甲班

學生共 12 人，男生 7人，女生 5人，時間維期一年。用質與量的方法蒐集資料，

研究結論如下： 

1.方案教學能夠結合社區、學校資源，並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能提昇學生

的學習興趣，並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2.方案教學須營造一個溫馨而開放的學習環境，讓師生之間的良性互動，共同

創造出教與學的意義和樂趣。 

3.組織教師團隊實施課程設計，以擺脫教科書的束縛；藉由彈性課程或資訊課

程訓練學生學習的能力，並強調學生快樂的學習；實施動態評量記錄學生學習過

程；教師做好課前的準備並不斷充實自我，是方案教學成功的幾項因素。 

4.透過行動研究讓研究者更瞭解自己的教學問題，在教學後的反思，與修正課

程計畫及教學方式後的再行動，提昇了研究者對於課程設計與教學能力的專業成

長。       關鍵詞：方案教學、社會學習領域、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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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mentary School Sixth Grade Society Studies The Domain 
Utilization Project Method The Motion Research 

 

Gau,Chen-I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t Nation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goal lies in using the project method studies the domain in the 

society in the teaching, enhances the child to study the society to study the domain the 

interest, and promotes teacher own specialized growth, also can the symbol be supposed 

nine years consistent curriculum to reform request. 

    The project method basic spirit lies in guide the student to unify the experience of 

life, and automatic spontaneous carries on has the significance study.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domain curriculum take the sixth grade society as a main axle, and unifies 

the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 resources, designs two stage four subjects the curricula to 

implement the plan teaching. This research content key as follows: First, the 

understanding sixth grade society studies the domain implementation project method 

the influence which studies to the student. Second, the discussion sixth grade society 

studies the situation which the domain implementation project method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act. Third, the discussion society studies the domain implementation 

project method, possibly meets difficulty and in accordance to it road. Fourth, 

penetrates the teacher to move teaching of course the research, promotes the teacher 

specialty and the growth. 

    The researcher take moves the research to conduct this research, the 

implementation object teaches the national elementary school sixth grade armor class 

student altogether 12 people as the researcher, the male student 7 people, the female 

student 5 people, the time keep a year. Gathers capital the material with the nature and 

the quantity metho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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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project method can union the community, the school resources, and unifies 

with student's experience of life, can promote student's study interest, and enhances 

student's study result.  

2. The project method must build one warm and the open learning environment, lets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benign interaction, together creates leaves church with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pleasure.  

3. Organizes the teacher team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to design, gets rid teaches 

the book fetter; Train ability because of the elastic curriculum or the information 

curriculum which the student studies, and emphasizes the student joyful study; 

Implements dynamically comments the quantity to record the student to study the 

process; The teacher prepares for in front of the class the not section enrichment, is 

several factors which the project method succeeds.     

4. The penetration motion research lets the researcher understand own teaching 

question, after teaching reconsidering, after the revision curriculum plan and the 

teaching way again motion, has promoted the researcher regard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 teaching ability specialized growth. 

  Based on in the findings and the process discovery, proposed will study the domain 

utilization project method and the futurology aspect suggestion to the society. 

 

Key word: the project method, the society study the domain, the mo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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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價值多元化資訊快速發達的今日社會中，我們正面臨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等各方面的急遽變遷，每天幾乎都可以從報章媒體的報導中見到層出不窮的

社會問題，我們不免要思考學生應該具備什麼樣的基本能力來應付未來的社會環

境？根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領域提及：「學習社會學習

領域的理由--個人不能離群而索居，教育則是協助個人發展潛能、實現自我、適應

環境並進而改善環境的一種社會化歷程，因此，社會學習領域之學習乃是國民教

育階段不可或缺的學習領域」（教育部，2003，頁 19）。兒童的社會化是人在一生

中社會化歷程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透過教育、訓練、實踐，可以使兒童

發展思維，發展語言，規範行為，接觸社會，促進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

教化過程。因此社會課程實施的成功與否，是悠關兒童社會化進程是否能良性發

展，及促進兒童社會化的重要關鍵。 

九年一貫課程強調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能力，意即培養學生能主動學習各

種基本生活技能及知識，以適應變遷中的社會。其中社會學習領域統整自我、人

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所衍生的社會科學知識，涵蓋了人的生存、生計、生活、

生命四大層面（黃炳煌，1999，頁 173-195；陳國彥、吳宗立，2002，頁 62-69）。

因此社會學習領域不僅是一門綜合各社會學科的領域，同時也是一個教導學生如

何轉化、運用所學得的知識，去解決與社會有關問題的學習領域。綜觀現今社會

問題嚴重、國民道德逐漸式微的當下，如何讓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中學得應付訊

息萬變、層出不窮的社會問題，的確值得社會學習領域教師們深入省思。長久以

來社會學習領域（社會科）課程在校園中被視為副科，老師、學生及家長大都不

重視此一領域，而社會學習領域卻是協助學生社會化及適應社會環境的一門重要

領域課程，因此興起了研究者深入探討社會學習領域的動機。 

研究者從師院畢業後曾任教社會學習領域有六年之久，常常有學生向研究者

抱怨社會學習領域過於單調乏味，可否以輕鬆活潑的方式來上課，研究者為了提

振學生上社會學習領域的興趣，改變自己在教學現場中常用的討論式、講述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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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並有鑑於現代教師必須熟悉多種教學方法，在教學活動中選用最適當

的教學方法，始能發揮有效的教學，以達到有意義學習的目的（吳明清，1996，頁

33-44）。加上近幾年來，在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方面，也開始提倡以問題解決策略

為主的教學，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也深刻地體會到，講述式的教學方式已不被學

生接受。然而，社會學習領域教師可以應用那些教學來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力

與創造力呢？研究者發現方案教學（Project Method）應該是一個教師可採用的教學

方法，因此興起研究者研究方案教學的動機。 

方案教學（Project Method）最早源自於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從做中學的理念，

其主要意義是學生在自己決定的學習工作歷程中，當發現一個實際問題時，由自

己去擬定工作計畫，並運用各種具體的材料，從實際的活動中去完成這件工作，

以解決實際問題的學習單元和教學的方法之運用（高廣孚，1989，頁 240）。由以

上的定義可知，方案教學是一種解決問題、培養學生創造力的教學法（林進材，

1999，頁 303-305）。並與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中「培養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

決問題的能力」、「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理資訊之能力」目標相符

（教育部，2003，頁 20）。方案教學的學習系統講求的是學生導向，其主要功能如

下：在近程學生學會和主題有關的內容，而長程則學會如何學習。基於方案教學

的優點，及研究者在教學現場，遭遇無法提昇學生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興趣，乃

激起研究者將方案教學應用於社會學習領域中，以提昇學生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

動機。 

本校地處文化不利地區之特殊學校結構（隔代教養及單（寄）親家庭佔 54.24

﹪、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佔 99﹪），由於大多數學生家庭經濟狀況不甚理想，導

致學習資源缺乏，學生大部份的學習皆在學校中完成，加上部份家長有酗酒的習

慣，因此學生回到家中少有學習機會，導致學生學習成就低落，在表達溝通的能

力及主動學習的習慣上也比較欠缺。基於「給他魚吃不如教他結網」的教育信念

下，因此，興起研究者深入探討，在社會學習領域中實施方案教學，能否培養學

生「表達、溝通與分享」及「主動探索和研究」的基本能力（教育部，2003，頁 5）。 

    教育是一場不斷革新的旅程，教育的現場情境是變動不居的，過去，教育革

新被認為是「學者專家」的責任或專利而改革的步調卻是緩慢的（歐用生，2001）。

這是肇因於傳統研究者忽略教師主動的角色和教師的知識基礎。因此九年一貫課

程改革，教師不僅是一位「課程設計者」，更應是一位「課程研究者」與「課程知

識者」（蔡擎淦，2003，頁 3）。行動研究在課程發展上是以改進課程為目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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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程研究發展者，強調課程發展的合作參與及反省性（林珮璇，2002，頁

102-117）。行動研究強調要讓教師表現自己的關心和自己的知識，探索自己的教育

價值觀的改變，並尋找方法去改變自己熟悉的、例行化的教育實踐，一方面提昇

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的專業知能，另一方面則更進一步擔負起教育革新的任務（林

珮璇，2003，頁 189-210）。綜觀近年來與方案教學相關的論文研究，可以發現大部

份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其研究的領域以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為多（余光

臨，2003；郭廷琦，2002；陳雯靚，2001）。研究者基於提昇自己在社會學習領域

課程設計方面的專業知能，並想試圖改變研究者在社會學習領域之教學方法，因

此興起研究者採取行動研究的方式，深入瞭解方案教學在社會學習領域的實施成

效及師生互動的情形之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者之背景以及研究動機的考量，本研究即希望在社會學習領域

中運用方案教學，改善傳統講述式教學法的缺失，營造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情境，

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進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力，以

符合九年一貫課程所要求的基本能力，進而達成教師專業成長之目的。 

本研究依據對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課程內容，進行方案教學，以期能

改變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方式，讓學生有機會進行體驗、探索、討論，養成主動參

與建立良好的學習態度。因此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具體言之，本研究主要的

目的有： 

     一、瞭解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二、探討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學對師生互動的影響。 

三、探討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學，可能遭遇到的困難與因應之道。 

四、透過教師行動研究與他人分享，以提昇教師專業與成長。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方案教學（Projec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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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通常是指較具體的、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內容。有的學者認為「方

案」(project)、「單元」(unit)、「主題」(theme or topic)是相同的（林育瑋等譯，

1997，頁5-8）。本研究參考相關文獻及社會學習領域統整課程的精神，將方

案教學定義為：學生針對其感興趣、與生活經驗結合並配合課程內容的特定

主題，如環保問題、選舉、地方文化、豐年祭、社會問題等，進行數天、數

週或更久的時間去深入探索相關的問題和現象，並依其意願決定成果發表的

方式和時間，共同分享的過程稱之為方案教學（蔡慶賢譯，1997，頁3-8；簡

楚瑛，1999，頁1-16）。方案教學是以一個事件、一個節日、或是一個地點，

做為課程規畫的主軸，採課程統整的方式進行教學。方案教學強調以學生為

主的主題統整教學，教師扮演催化者的角色，指導學生在此一主題下，自行

去探索主題、發現問題，並在老師的指導下，透過觀察、實驗、照相、錄音、

記錄、訪談⋯ 等各種方式，去進行自己的研究，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二、社會學習領域 

社會學習領域是延續國小社會科的一門領域課程，根據民國82年9月頒布

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國小社會科的定義為研究人們與社會環境各方面所發

生的一種交互關係，使兒童能了解自己與群體的關係，獲得適應環境所需的

知識、技能、習慣和態度，並從團體生活中，養成良好的品德（教育部，1993）。 

民國87年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九年一貫課程總綱》訂定了七大學習領

域課程，社會學習領域為其中的一門課程。社會學習領域是社會科的另一種

稱呼，探討有關人的學科，教導學生有關統整自我、人類彼此間、及人類與

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關係所產生的知識領域，使其發揮潛能，成為社會、

國家、世界的優秀成員。其主要內涵包含歷史文化、地理環境、社會制度、

道德規範、政治發展、經濟活動、人際互動、公民責任、鄉土教育、生活應

用、愛護環境與實踐等方面的學習，其教育包含三個取向，分別是：公民能

力傳授、社會科學及反省探究，其課程設計模式以社會需要、學生需要、和

系統知識為三大基礎，其課程組織型態以追求統整及鼓勵合科為基本立場。

九年一貫課程的設計，主要是希望透過七大學習領域的架構，落實人與自己、

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和諧感通的教育目標，使我們的國民能夠具備生活世界

十項帶著走的基本能力（廖春文，2001，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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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根據 94 學年度康軒版社會學習領域六年級第一、二學

期教科書中，各選一至二個單元，依方案教學的思考方向，規畫有效的教學設計，

透過實際教學、教室觀察、錄影、錄音、學生學習檔案、研究者反省札記、合作

教師觀察、檢討教學缺失，進行修正，以找出方案教學運用於社會學習領域的有

效教學方式。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從幾方面說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範圍限定於國民小學94學年度康軒版社會學習領域六年級第一、

二學期教科書，並從中各選一至二個單元實施方案教學課程設計。 

（二）教室觀察範圍界定在台東縣卡阿麓灣國民小學（化名）六年甲班，實施

方案教學，並從事參與式教室觀察，藉以瞭解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

學的成效。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台東縣卡阿麓灣小學六年級12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探

討研究者進行方案教學在該班的實施情形，不能推論及解釋其他地區、年級

或科目。 

（二）研究者 

        研究者以級任導師的身分進入研究現場，有熟悉觀察者之便，可能因此

造成其他干擾因素，使觀察的內容不夠真實。 

    基於上述研究範圍及限制，本研究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有其特定性，不宜將

研究發現抽離其原來情境，若要將結果推論至其他學校或班級之研究必須詳加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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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針對社會學習領域的相關內涵、教學法及方案教學進行文獻探討，

希望透過文獻的研讀與分析，對於方案教學有更清楚的認識，以建立更清晰的研

究架構。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節社會學習領域相關內涵及教學方法、第二節方

案教學的意義與實施步驟、第三節方案教學的理論基礎、第四節方案教學的相關

研究。 

 

 

第一節  社會學習領域相關內涵及教學方法 
 

國內學者，歐用生對社會科的銓釋：「社會科是教導兒童熟悉社會科學的知

識結構（內容）和探究方法（過程），澄清價值，以作理性的決定，並依據這種決

定採取行動。」（歐用生，1996，頁10）；而呂愛珍（1993，頁5-7）也從四個向度

來說明社會科的定義：（一）科目導向：傳遞人類文化遺產，認識社會科學的相關

內容，學到基本的知識與技能，以培養兒童成為良好的公民；（二）社會導向：協

助兒童發展社會人格，了解公民對社區的貢獻，克盡民主社會中公民應盡的責任，

行使其權利，並能具有批判、思考及做決定的能力，以解決社會的問題；（三）學

生導向：發展學生探究的能力，發揮自我指導的潛能，以便參與團體生活，及分

享社會中，共有的態度、信仰及價值；（四）生活導向：以生活中食、衣、住、行

等基本材料為教學內容，啟發學生思考，培養其手腦並用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根據國內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定義：「社會學習領域是統整自我、人與

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識領域」（教育部，2003，頁19）。關於社會

學習領域的意義與內涵、教育目標及主要教學方法分別敘述如下： 

一、社會學習領域的意義與內涵 

根據國內社會科編輯委員的定義是國小社會科為「研究人們與社會環境各方

面所發生的一種交互關係，使兒童能了解自己與群體的關係，獲得適應環境所需

的知識、技能、習慣和態度，並從團體生活中，養成良好的品德（國立編譯館，

1990，頁2）。」而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則將社會科界定為統合人與自我、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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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所產生經驗與知識之統整性科目（教育部，2003，頁

19）。而社會科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兒童適應社會環境、建立人際關係、繼承文化

遺產、培養兒童思考能力及探討人與環境及其相互關係的科目（程健教，2001，

頁1-39）。以期培養學生適應全球化社會變遷的能力，使成為民主世界中能夠參

與改革活動的有用公民。在社會科內容方面，其所包含的範圍相當廣泛。泛指課

程中有關人類與自然環境，以及人類與社會環境相關的研究，皆為社會科的範疇，

又因其內容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改變（李秋芳，2002，頁17-18；秦葆琦，1995，

頁154-170）。我們可發現從早期的常識課程至現今的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所

包含的內容也有所變更，茲將社會學習領域的發展及其涵蓋內容臚列如下表 

2-1-1： 

 

表2-1-1 社會科的發展及涵蓋內容 

時  間  年  代 說                                                  明 

民國 12年（1923） 「社會科」最早出現於「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初等小學校教學科目中

民國 18（1929）、21

（1932）、25年（1936） 

小學中低年級為常識（含自然、社會），高年級為社會 

民國 31（1942）、41

年（1952） 

小學中低年級為常識，高年級為歷史、地理、公民三科 

民國 51年（1962） 小學低年級為常識，中年級為社會，高年級為史地 

民國 57年（1968） 小學低年級為常識，中高年級為社會（含史地） 

民國 64年（1975） 一到六年級通稱為社會（含地理、歷史、公民） 

民國 82年（1993） 一到六年級通稱為社會（含地理學、歷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

心理學及文化人類學七大學科） 

民國 87年（1998） 一、二年級為生活領域（含社會領域、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

三年級到九年級為社會領域（內含包括：歷史文化、地理環境、社會制

度、道德規範、政治發展、經濟活動、人際互動、公民責任、鄉土教育、

生活應用、愛護環境與實踐等） 

資料來源：曾俊凱（2002） 

 

由上可知，社會科是一門專門研究人、環境、文化等交互關係的科目；所涵

蓋的內容，則反映時代的變遷和改變，至目前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的範圍則包

含歷史文化、地理環境、社會制度、道德規範、政治發展、經濟活動、人際互動、

公民責任、鄉土教育、生活應用、愛護環境與實踐等方面。其目的主要是培養學

生具有適應全球化社會變遷的能力，成為民主世界的有用公民。 

二、社會學習領域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是引導教師教學的指導方針，也是學科教學的指導原則。民國82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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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頒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規定，我國小學社會科課程總目標共有四項（教

育部，1993，頁159）。 

1.培養兒童適切自我觀念，建立和諧的群己關係，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以發

展健全的人格。 

2.輔導兒童了解其生活環境及本國的歷史、地理和文化，以培養其愛鄉土、愛

社會、愛國家的情操。 

3.輔導兒童了解世界大勢，擴充其視野和胸襟，以培養平等、互助、合作的世

界觀。 

4.培養兒童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以奠定適應民主社會生活

的基礎，並發展積極的人生觀。 

自民國87年公布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以「學習領域」取代「科目」名稱，化

約為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數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

等七大學習領域。其中原社會科在現在年級學習中，一、二年級為生活領域（包

含社會學習領域、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三年級到九年級為社會學習

領域。由於九年一貫課程設計上，考量到社會學習中的人、時、空、與事件的關

係往往密不可分，所以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內涵強調統整的觀念，是為統整自我、

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識領域。此領域涵蓋了「生存」

（survival）、「生計」（living）、「生活」（life）和「生命」（existence）四個

層面。 

並期藉由統整，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中達到以下四個主要功能：1.意義化

（signification）：將「部分」放在「全體」之中去觀察和思考，才能看出部分和

部分、部分和全體的關係，從而了解意義之所在；2.內化（internalization）：學習

的內容若具有意義，則容易被學習者記住，並儲存到原有心智或構念架構之中，

而成為個人整體知識系統的一部分；3.類化（generalization）：知識若經過內化，

則個體在日後遇到類似情況時，容易觸類旁通，加以運用；4.簡化（simplification）：

消除無謂的重覆，節省學習的時間和精力（教育部，2003，頁19-20）。 

而根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闡述之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目標，共有

十項即： 

1.瞭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異性及面對的問題。 

2.瞭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係，以及環境保育和資源開發

的重要性。 

 



  22

3.充實社會科學之基本知識。 

4.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5.培養民主素養、法治觀念以及負責的態度。 

6.培養瞭解自我與自我實現之能力，發展積極、自信與開放的態度。 

7.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8.培養社會參與、做理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力。 

9.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能力。 

10.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理資訊之能力。 

綜上所述，社會學習領域的教育目標是一個由內向外發展的架構。在空間方

面，由近至遠，依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延展至家鄉、台灣、中國、世界。

在時間上，則橫跨過去、現在與未來。在個人認知發展上，期望培養具有批判思

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探究與創造能力的兒童。在情感方面，則培養兒童

能對本土、國家產生認同，更進一步具有社會參與、關懷世界的態度。從民國82

年和民國87年所公佈之課程目標可知，兩者雖然都重視學生要發展批判思考、價

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但民國87年的課程綱要更重視培養學生具有適應全球

化社會變遷的能力。 

三、社會學習領域主要教學方法 

綜合民國82年國小社會科課程總目標，和民國88年頒布九年一貫課程綱領社

會學習領域目標來分析，現階段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的目標，除了重視社會科基本

知識概念的獲得外，更重視兒童批判思考、價值判斷以及解決問題的能力（李秋

芳，2002，頁21-23）。陳國彥（2001，頁97）基於建構論的觀點與社會科教育發

展的特質，提出社會科教學在運用上，應注意的事項有： 

1.摒棄成人中心的教學方式，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2.摒棄只有老師講學生聽的方式，重視師生互動的模式。 

3.應注重事實考察，而非只是在課堂上講講，直接與實體接觸對於知識的建

構有幫助。 

4.注重群性的培養，可用合作學習由同儕的力量，相互協助學習。 

5.教學過程及教材編輯，應重視學生批判思考能力的培養。 

根據陳國彥（2001，頁127-134）、盧富美（1994，頁49-106）等學者的看法，

社會科主要教學方法經歸納大致有： 

1.講述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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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種注入式的教學法，主要透過教師講解和說明的方式來傳遞教學內

容，教師是知識的傳遞者，教學活動中較缺乏學生的活動。 

2.練習教學法 

以反覆不斷的練習，使技能、經濟或特定內容的學習，達到正確或純熟的反

應或結果的教學方法。 

3.讀圖教學法 

讀圖教學法是一種培養兒童使用和閱讀地圖、地球儀和圖表能力的教學法，

使兒童透過讀圖的過程學習到認識生活環境及本國地理、世界大勢等技能。 

4.角色扮演法 

對選定的問題情境，進行描述的一種傳達方式，它是在一個設計的情境中，

透過模擬角色的技巧，幫助兒童了解情境的重點，藉以探討情境人物的感覺、想

法及處理問題的方式和後果的一種教學法。 

5.解決問題教學法 

解決問題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問題」的處理方式。係教師提供有意義

的問題情境來協助兒童，透過呈現問題、了解問題、提出方法、決定方法等過程，

去解決他們所要探究與想要解決的問題。 

6.年表教學法 

年表是呈現歷史事實的一種方法，透過年表學習歷史成為社會科的重要教學

方法。 

7.問思教學法 

問思教學法是歸納概念的重要活動，藉由引起動機及概念分析、歸納概念、

證明應用、價值判斷的過程，提昇兒童學習興趣，加強思考及判斷能力的培養。 

8.討論教學法 

經由討論之進行，讓兒童得以彼此溝通意見、集思廣益，以達到教學目標的

教學方法。完整討論法應包含：引起動機、提示問題、報告與討論、總結等步驟。 

9.分組學習法 

讓學生在異質分組的方式下進行學習活動，兒童透過小組同儕團體的分工、

討論、參與等共同的學習，可促進兒童學習動機、責任績制、及群性的培養。 

10.價值澄清法 

     改變傳統的價值教學，協助學生覺察自己和他人的價值，並協助其澄清價

值，建立自己的價值體系，通常在道德教學及社會科教學都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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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道德討論教學法 

所謂「道德討論教學」，就是以討論式教學法來進行道德題材的教學。為使

討論生動有趣，通常以兩難問題為題材，以故事形態提示學生，故事中的主角無

論採取任何行動，都會面臨進退維谷的道德衝突。道德討論教學就是要促使學

生，站在故事中主角的立場，為自己可能採取的想法或行動，提出最恰當的說明。

教師的任務，就是適時激發學生參與討論的動機，引導討論的方向，掌握討論的

氣氛，其目的是藉討論過程中，改變學生道德認知結構，導正其道德力量，變化

其道德氣質。 

不論何種教學方法，教師的教學觀念與技巧，是直接影響教學效果的重要因

素（陳國彥，2001，頁127）。教師若再以一昧地填鴨式教學來灌輸學生知識，學

生所學到的也只是片斷地記憶，且如此更會斲喪了學生學習動機，所以教師教學

時，更應注重教學方法的運用，以期讓學生從中建構自己有意義的學習。 

綜合上述11種社會科教學方法，研究者依各教學法的特色，及學生較需要的

學習能力歸納如表2-1-2： 

 

     表2-1-2 社會科教學法及學生較需要的學習能力 

        

 

閱讀理解 

專注聆聽 
分析討論 蒐集資料 團隊合作

表達溝通

與分享 

主動探索 

與研究 

獨立思考與

解決問題

講述教學法 ◎       

練習教學法 ◎       

讀圖教學法 ◎ ◎      

角色扮演法 ◎   ◎ ◎   

解決問題教學法 ◎ ◎ ◎  ◎ ◎ ◎ 

年表教學法 ◎ ◎      

問思教學法 ◎ ◎      

討論教學法 ◎ ◎  ◎ ◎   

分組教學法 ◎ ◎  ◎ ◎   

價值澄清法 ◎ ◎   ◎  ◎ 

道德討論教學法 ◎ ◎  ◎ ◎  ◎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培養學生所需 
學習能力 

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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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1-2 中可以看出在社會科的教學法中，大部份的教學法都能提昇學生

的閱讀理解與專注聆聽的能力，而在提昇學生針對教材內容做分析討論的教學方

法，主要有讀圖教學法、解決問題教學法、年表教學法、問思教學法、討論教學

法、分組教學法、價值澄清法、道德討論教學法。在十一種教學法中，比較強調

學生蒐集資料及主動探索與研究能力的教學法，僅有解決問題教學法。而在訓練

學生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只有解決問題教學法、價值澄清法、道德討論

教學法等三種。在資訊快速傳播，價值觀多元的社會中，如何讓學生在如此複雜

的環境下，也能夠建立正確的價值觀，適應所處的社會環境，研究者認為培養學

生具備問題解決的能力是十分重要的。而本研究所運用的方案教學法，它具備了

上述十一種教學法所能培養學生的學習能力，尤其在訓練學生從發現問題、蒐集

資料、彙整資料、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提昇了學生獨立學習的能力，有助於學生

在未來遭遇問題的解決能力，並與九年一貫課程強調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能力

相符，是社會學習領域值得運用的教學法。 

 

 

第二節  方案教學的意義與實施步驟 

 

廿世紀初，源於美國而後實行於英美兩國的方案教學法（Project Method），

是以兒童感興趣的特定「主題」進行較深入的學習。此教學法中，「主題」在教

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師大附幼的萌發式課程，即是以學生有興趣的「主題」來

發展課程，提高了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成就，教師也在主題進行過程中獲得成

長（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設實驗幼稚園，1996，頁1-13）。 

在九年一貫課程架構下，有基本課程與彈性課程的區別，這也是充分賦予學

校在制式基本課程的教材與內容之外，還具有彈性課程的空間，因此，教師不再

只是扮演依教科書內容照本宣科的角色。教師在進行課程設計時，可以選擇適合

學校、學生的各種合適的教材，或自行發展所需的教材，所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具有彈性課程的理念。而教師在課程的設計上，可以取之於生活中的題材，將社

區特色、學校發展願景作為課程設計的內容，不但較能符合學生學習的動機，進

行學生自主學習與輔導，更能引導學校發展其特色，鼓勵教師擺脫使用教科書為

唯一的教材，而要顧及學生及周遭社區環境的特殊需求進而設計彈性、多元且豐

富的課程，藉此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創造出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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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特色來，而目前各校正如火如荼的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中，方案教學就是

一種適合於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方式。以下就方案教學的意義及方案與教學的關

係依序說明： 

一、方案教學的意義 

「主題」通常是指較具體、且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學習內容。有些學者認為「主

題」（theme or topic）與「方案」（project）或「單元」（unit）是相同的（林育

瑋等譯，1997，頁5-8）。方案教學講求學生導向，其結構較無系統，通常在教師

界定或師生協定目標後，透過教師提示、團隊討論、閱讀資料或合作學習，決定

主題，並主要由學生尋找及組織所需要的學習資源。其主要功能有二：近程學會

和主題有關的內容，長程則學會如何學習。 

方案教學源於杜威的反省思考歷程，是一種解決問題，培養創造能力的教學。

方案教學就是一種放棄背誦書本的教育方式，讓學生從實際活動中去獲得生活知

識和技能，養成良好的習慣和態度，使學校和社會生活密切聯繫；也是教導學童

在實際面對問題時，如何做決定，並發展自我行為的依據準則。因此，學生會針

對其感興趣，且能與生活經驗相結合，並配合課程的特定主題，去進行數天、數

週，或更久的時間去深入探索相關的問題和現象，並依其意願決定成果發表的方

式和時間，並同分享的過程，即稱之為「方案教學」（蔡慶賢譯，1997，頁3-8；

簡楚瑛，1999，頁1-16）。 

二、方案與教學的關係 

以「主題」的方式進行教學，源自於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後來在英、美均普

遍的運用，亦有稱為「方案」教學法，或「單元」教學法。此種教學法是以兒童

感興趣的特定「主題」進行較深入的學習，在學習過程中，「主題」佔有很重要

的位置，其課程的理念是反對以「科目」做為本位的課程組織，而是以各種有目

的之「方案」，讓學生採取行動，以解決和主題相關之「問題」。此種以「主題」

為主軸的教學法，呼應了二十世紀初，反對流於形式主義的教育目的，和偏重學

科型態課程的進步主義之教育思潮（簡楚瑛，1999，頁1）。 

傳統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法，如講述教學法、示範教學法、練習教學法等。教

師可在課前預先把教案設計好，上課時完全按照教案進行教學，所以教師只要能

將教案教材充分準備與熟練，教師大多能掌控教學的進行。然而，理想的方案教

學屬非結構課程，係以學生之興趣與能力為主要發展方向之依據，很難如傳統教

學方式寫出一個完全據以依循的教案設計，這也是教師剛開始實行方案教學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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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到最大的困難。 

方案教學的教學計畫編寫可以幫助老師不斷地審視教學活動的連續性及與主

題的符合性；另一方面老師可以預知活動可能以及可以進行的方向，對老師在輔

導學生活動的進行上將有所助益。在設計方案教學時應考慮的問題依序是選擇主

題、探究方向和決定範圍以及規畫活動形式、內容和流程（簡楚瑛，2001，頁

40-49）。 

而對於「主題」在教學上的應用，迦納（Howard Gardner）博士也持肯定的態

度。他說：「我相信真正的理解，是可以來自於各種不同的材料，同時也是來自

於對少數主題深入的探討，而不是來自於對許多內容的廣泛討論。」他並認為「在

衡量學生的學習狀況時，我寧願採用讓學生公開地表現出他們對某一主題的瞭

解，且能接受他人的批評，並以此更進一步去增進表現，及做更深入瞭解的方式」

（李心瑩譯，2000，頁154-155）。「主題式」（thematic）的教學，容易引發學生

對於學習內容的理解與興趣，適合教師來採用，而教育部推行「九年一貫」課程，

亦鼓勵學校和教師要打破學科界限，實施主題式或合科式的教學模式（游家政等，

2000）。可見採取「方案教學」是最符合課程改革趨勢的教學模式。 

三、方案教學的步驟 

「方案教學」係指教師引導兒童就日常生活之事物察覺一個值得研究的主題

進行深入的探討，兒童可藉由探討及研究的過程，獲得科學概念並熟悉使用科學

方法，並增進兒童學習自然的興趣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依相關的文獻，方案教學的實施步驟整理如下： 

（一）選擇主題 

選擇的主題可由教師、師生、或學生自行討論等方式來決定。選定的主題可

以是植物、動物、天氣、運動會、菜市場等題目。而決定主題的重要指標如下（簡

楚瑛，2001，頁 40-42）： 

1.和兒童的生活經驗有關的主題。 

2.兒童感興趣的主題。 

3.容易取得資源的主題。 

4.容易和學校和社區產生互動聯結的主題。 

5.能平衡整個學期課程內容的主題。 

6.兒童能實際操作的主題。 

（二）探究範圍的決定─製作主題網 

 



  28

根據主題畫出主題網可以讓探討的範圍明確，若以團體的方式進行，更可以

讓學生了解同儕對主題內容的分類方式。主題課程可以將整個主題為其範圍，也

可以將其中一個分支為其範圍，範圍大小視學生的發展而定。範圍決定之後整理

並討論孩子們想要研究的問題，對後續的主題活動很有幫助（簡楚瑛，2001，頁

40-49）。 

（三）實行及發展 

畫好主題網，確定主題的範圍之後，便可以開始實際執行計畫，並以多種方

式來探索主題，加深對主題的認識，其方式如下（林育瑋等譯，1997，頁 75-82）： 

1.查閱相關書籍或詢問身邊的人（父母、師長、朋友），尋求研究問題的解答。 

2.戶外參觀或旅行，以行動的方式尋求研究問題的解答。出發前先讓孩子們思

考、討論、記錄他們想看什麼，想和什麼人說話，帶什麼回教室，用什麼工

具記錄等再行出發。返回學校後以現場的文字或圖案記錄寫下他們最想多學

及最感興趣的事物，並提出疑問，查閱相關書本或詢問相關人士。 

3.訪晤專家─專家是指對於孩子正在研究的主題有直接經驗的人，孩子可以前往

訪問或請他們到學校來與孩子對談。 

主題教學的進行，使孩子們有機會使用和學習各方面的能力：如畫畫、討論、

測量、預測、計算、繪圖表、觀察、記錄、編劇、錄音、訪問和創作文學和音樂

作品等能力。 

（四）高潮活動─主題成果發表 

籌備一次主題的成果發表會，讓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學生有彼此交流、分享及

展示作品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能讓孩子回憶和分享過去的經驗，重新檢視他們完

成的工作，同時也學習別人的經驗，在互動中獲得成長（蔡慶賢譯，1997，頁 87-95）。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方案教學的最大特色及教學的真正精神，在於此教學

是從學生的生活與興趣為出發點，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自發學習的習慣，促使學

生學到調查、訪問、紀錄、統計、比較、分類、發表等基本能力。藉由方案教學

的設計，在實地操作的歷程中去培養孩子對周遭事物的學習興趣、關心態度、研

究方法等情意面的能力，再回饋到基本課程的學習，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以有

效提昇學生整體的學習能力。雖然此種方法較不常為教師所使用，且較傳統教學

法在教學準備與實施上均困難許多，但也因為方案教學是一種以學生為主體的教

學方法，教師在面對學生的各種不同問題與突發狀況時，其本身也必須不斷充實

自己、解決問題，學生在此種環境中自然學得如何去學習。而此種教學法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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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亦與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目標相容，因此研究者認為對社會學習領域這種以

靜態學習為主的科目而言，運用方案教學應是能提昇學生學習興趣，使教學過程

更為活潑且具有創意的教學方法之一。 

 

 

第三節  方案教學的理論基礎 

 

方案教學的相關理論很多，茲將一些重要的相關理論介紹如下： 

一、蘇格拉底（Socrates）的產婆法 

探究（inquiry）是指由學生主動去探尋並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林寶山，1998，

頁 167）。克拉克和史塔(Clark & Starr,1981)認為探索的根源可追溯到蘇格拉底的產

婆法。產婆法是先問學生一些有引導式的問題，層層詰問，使其無法回答，不得

不再仔細的考慮其觀念。他和學生的談話是在自然、安適、愉快的環境中進行，

在言談間激起兒童內在的興趣，協助兒童發展自己的理念，並非強迫兒童接受他

的觀點。然而，此種方法在學習之前對學習成果已有既定答案，再安排情境使兒

童達理想的結論，仍是一種控制的想像，而非開放的探究，但是就由兒童發展自

己的結論和進行自己的推論而言，產婆法已略具了探究法的雛型。 

二、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理論 

方案教學的理論基礎源於以杜威為代表的實驗主義學說。實驗主義哲學家將

知識視為行動之結果、探究之完成、問題之解決與反省思考之過程。他(John Dewey)

認為真正的知識必須具備下列三種特質（吳俊升，1972，頁 259-282；陳照雄，1995，

頁 166-167）： 

1.實用性：知識之所以產生乃在恢復人與環境之平衡，尋求新的適應狀態。 

2.行動性：知識是行動之工具，真理之獲得亦由行動、實踐中產生。 

3.創造性：知識不是永遠不變的，知識乃在適應環境之需要，解決實際問題，

因而它是可變的、進步的、創造的。 

而杜威在教育方面也有下列幾點主張（高廣孚，1989，頁 65-66）： 

1.教育即是啟發智慧的歷程：教育即生長，教育需促進學生的心靈的成長、知

識的增長、適應能力的增長、道德自我的成長等等。 

2.教育無目的：杜威所謂教育無目的是指沒有外在人們、父母等附加的目的。

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必須能引導教育活動，使教育更豐富更有意義。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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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興趣、能力，則學生的潛能必能充分發展。 

3.從做中學的教學法：杜威認為教育是個人經驗繼續改造的過程。主張自實際

參與活動中而取得的經驗，才有實用價值。而個人就在這種經驗不斷改造

的歷程裏，逐漸地成長和發展。其優點在教育上倡導行以求知，由「做中

學」的觀點（李園會，1975，頁 116-126）。並重視實用知識，使教育和現實

生活發生了密切的關係。這就是後來克伯屈(Kilpatrick)倡導的「方案教學法」。 

4.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杜威主張在課程的編製，應當以學生的興趣與生

長為中心，使學生能在解決有興趣的生活事務中，自然地學習，以吸收知

識和經驗（李園會，1975，頁 116-126）。杜威認為教育是經驗之繼續的重組

和傳遞，並能增進處理以後經驗的能力。 

杜威一向是主張「行以求知的」。他認為人類在實際生活中，總是先有行，後

有知。在行中發生了困難，便尋求知識以求解決。因此，他主張根據生活中的實

際情境，以一個活動為中心，組織各種實用的知識。由學生實際參與活動、自己

設計、自己商討，自己設法去解決問題。所習得的知識，故不限於一種科目。 

實驗方法是尋求建設性解決方案的重要途徑，杜威首先把實驗方法融匯到教

育思想上。杜威認為在生活中遭遇挑戰時，才會產生思考，設法解決。在解決問

題時，思想大致依循五個步驟前進：1.發現問題；2.確定問題的性質；3.提示解決

問題的假設；4.推演假設的涵義；5.觀察驗證假設的結果是否和事實相符合，因而

接受或拒絕假設。 

杜威的工具主義知識論應用到教育方面，第一個貢獻便在教育方法方面。這

種方法便是有名的「做中學」的方法。後來發展成的方案教學法，即是這種方法

的具體表現（李園會，1975，頁 196-210）。 

三、布魯納（Bruner）學習理論 

布魯納的學習理論對方案教學影響很大，尤其是探究導向的自然科課程，幾

乎是依據其理論而來。布氐認為教導兒童不是使其付出心靈的結果，而是教他參

與過程，以獲取知識（沈翠蓮，2003，頁 237-239）。我們教導一個學科不在增加那

個學科的知識，而在使兒童為自己學習時，能像歷史學家一樣去思考，並參與獲

得知識的過程，求知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因此，兒童並非僅為知識的接受者，

更應該是主動的探究者。 

四、皮亞傑（Piaget）學派之認知發展觀點：結構論和建構論 

    皮亞傑認知發展論中的二個基本觀點分別是「結構論」（structuralism）和「建

 



  31

構論」（constructivism）。皮亞傑的結構論主張：認知發展是經過認知結構性質迥然

不同的四個階段---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和形式運思期；同時，每

個人認知發展階段的順序也是依上述四個階段依序發展的。皮亞傑的建構論主

張：知識的産生是個人藉由對周遭環境、事物的實際探索與操弄，經由同化

（assimilation）和調適（accommodation）的過程而逐漸「建構形成的」。而個人是

以何種方式去同化和調適，則主要是取決於個人的認知結構（簡楚瑛，2001，頁

17-24）。 

    由於皮亞傑認知發展建構論中強調 1.知識的産生有賴於對問題實際的探索和

操弄，因此，方案教學強調參與、動手做的特性可從建構論的理論中找到支持；

2.知識的産生源自於個體認知的失調，為了再尋回平衡點，個體運用同化和調適的

方式來使自己達到適應的情況，此時知識即産生了。由此可知「主動性」在學習

過程中的重要性，唯有個體本身感受到認知失去平衡，且期望解決失衡的狀態，

他才會主動地去同化或調適自己的認知結講，最後也才能真正的達到追求知識、

學習的目的；3.唯有在認知衝突時，個體才會有追求平衡的需要，也才會去同化或

調適自己的認知結構，因此提供待解決問題或是有衝突的情境將有利於個體的認

知發展（簡楚瑛，2001，頁 17-24）。 

    方案教學所提供的就是個待解決的問題情境，強調的就是透過討論（個人意

見會産生衝突）與實際行動來解決待解決的問題，提供兒童反思（reflection）的機

會（簡楚瑛，2001，頁 17-24）。 

五、維高斯基（Vygotsky）的社會認知發展理論 

    維高斯基的認知發展理論屬於「社會認知模式」，他以高低層次兩種心理功能

來區別人類與動物認知行為的不同。他認為低層次心智功能是人類與其他動物共

有，而高層次心智功能則是人類獨有，這種能力源自人類的社會生活，藉由心理

工具（如符號、語言、圖表）作為媒介，與人溝通而提昇其功能。因此，他的理

論重點包括人類的高層次認知功能、社會情境和言語互動對此功能發展的影響，

以及兒童概念的發展（吳慧珠、李長燦，2003，頁 108-123）。 

維高斯基提出一個發展與學習的新觀點：成熟不能完全決定發展，只能影響

兒童能不能開始學習某些事情（例如，兒童要學會正確的數數之後才能學習加法、

精通語言之後才能學習邏輯思考）。他以為發展影響學習，學習也會影響發展，兩

者的關係是複雜和非線性的。他強調「教導會引導發展」，「在孩子發展中，模仿

與教導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激發人類特殊的心智品質，更能引導孩子到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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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層次。學習可以發揮很大的力量，在「積極的小孩」（active child）與「積極

的社會環境」（active social environment）共同合作之下，就能創造發展的改變」。這

就是「發展在最近發展區産生」的重要觀念。維高斯基這種積極主動的觀念，很

多教育工作者都認同（吳慧珠、李長燦，2003，頁 108-123）。 

    基於上述觀點得知，維高斯基強調學習與發展的過程只有在兒童與他人互動

或合作時才會展開運作，此與後皮亞傑學派強調社會性之「限制」的觀點是相互

呼應的，方案教學進行時，即鼓勵學生與環境中人、事、物的互動關係。其次，

維高斯基之「最佳發展區域」理論為個別差異之觀點從另一角度提出了理論上的

看法。由於每個個體的實際發展階段和最佳發展區域的落點以及兩者間的差距皆

不一致，因此，老師在教學與課程設計時，必須注意到並照顧到每位學生獨特的

差異性，這也是方案教學在課程設計時重視個別差異的觀點（簡楚瑛，2001，頁

32-33）。 

    從上述五大理論中，我們可以看出方案教學是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培

養學生主動探索生活周遭的世界，引發學生內在的興趣，這一點與蘇格拉底的產

婆法相近，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問題、探索生活周遭問題，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而方案教學強調教師在旁協助學生發展自己的理念，而不是強迫學生接受即有的

知識概念，方案教學提供學生一個待解決的情境，由實做中學習，在體驗中建立

解決問題的能力，是一個行以求知、做中學的教學，這與杜威的教育理論不謀而

合。方案教學著重學生學習過程中的參與，並能在過程中養成思考的能力，主動

探索新知，而不是知識的被動接受者，就如布魯納學習理論所強調的，教導兒童

不是使其付出心靈的結果，而是教他參與過程，以獲取知識的觀念相符。方案教

學提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實際參與、動手操作，讓國小的學生容易建構自己的知

識，小學六年級的學生依皮亞傑提出的認知發展階段論中，他們正處於第三個階

段---具體運思期，這個階段的學生正是需要教師多提供學生具體操作的機會，而

方案教學就是一個提供學生實際體驗、動手做的教學方式。在維高斯基的社會認

知發展理論中看出，透過同儕及老師所提供的鷹架，能夠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獲得成功的經驗，並且學習的成就感也較大，方案教學在教師的角色扮演及學生

同儕的互動上，也如同維高斯基的理論提及一般，教師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依

學生不同的學習程度及能力，給與學生不同的鷹架，且透過程度好的學生擔任小

老師來帶領程度差的同學，讓不同程度的學生都能達到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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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方案教學的相關研究 

 

由於許多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不同的教學模式與方案教學進行研究，在各

學科研究中，均發現方案教學較其他教學在促進學生心理動機、人際關係層面上

有正面、積極的影響。以下將針對國內有關方案教學就量化研究及質性研究之結

果來探討。 

一、方案教學的量化研究 

Woerden and Marius（1991）在「方案教學法研究 (Research on the Project Method 

of Teaching)」論文中，以大學生為對象，土木工程為實驗課程，進行連續兩年的實

驗研究。探討在何種情況下，以方案教學法能使學生在思考、問題解決、合作學

習等各方面的學習有最理想的效果。此研究分析的結果得到下列結論（引自郭廷

琦，2002，頁 47）： 

（一）學生有能力可以建構問題，以進行有意義的學習。 

（二）小組的氣氛和組織，與所實現的合作行為有關。 

（三）學生在方案教學法中的合作情形及積極參與討論的程度，與問題解決的完

成度有關。 

研究者茲將蒐集國內近年來在校園中，有關方案教學量化研究的結果分析如

下表 2-4-1 來說明其相關研究效果： 

從陳雯靚（2001）用方案教學與傳統教學來比較，對七、八年級學生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的實驗研究，探討學生的運輸科技素養認知教學方面的成效、問題解

決態度、創造思考能力及學習意願；郭廷琦（2002）運用方案教學設計為期八週的

生物多樣性實驗課程，探討方案教學對七年級學生學習生物一科的意願、生物多

樣性素養認知方面的教學成效、問題解決態度等之研究。從以上的研究結果指出，

和傳統的教學法比較起來，方案教學確實能促進兒童的認知發展，也可能更有效

地實現較高層次的心智歷程目標，甚至對學生同儕間人際關係有明顯的改善。從

下表 2-4-1 所列的結論，顯示方案教學能促進學業成就也使教學目標的達成；能提

昇學生的注意力；能促進學習動機與參與，肯定學生的表現；能促使學生主動處

理訊息並相互學習與模仿；能為以後參與專業團隊工作而準備。所以它是一種訓

練學習技巧的良好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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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國內在方案教學的量化研究分析 

研究者 

（年代） 

教學法 

學  科 

年

級 

人

數 

時

間 
研究項目 結                     論 

陳雯靚 

（2001） 

方案教學法 

 

 

傳統教學法 

七、八年

級 

 

6 個班級

196 人 

 

共 8 週 

＊運輸科技

素養 

＊問題解決

態度 

＊創造力測

驗 

＊學習意見 

1.運輸科技方案教學在科技素養認知方面的教學成效：實驗組

學生之科技素養得分高於控制組學生；而八年級學生之成績

顯著高於七年級學生。 

2.運輸科技方案教學對學生問題解決態度方面有顯著的提升。

3.運輸科技方案教學法對學生的創造力情意方面的冒險性、想

像力與各項總分有顯著的成效。 

4.運輸科技方案教學法在創造力認知層面有顯著之教學成效。

郭廷琦 

（2002） 

方案教學法 

 

 

傳統教學法 

 

 

七年級 

 

6 個班級

260 人 

 

共 8 週 

 

 

＊生物多樣

性素養 

＊問題解決

態度 

＊學習意見 

1.生物多樣性的方案教學法在生物多樣性素養認知方面的教

學成效：實驗組學生在生物多樣性認知方面前測之平均成績

雖高於控制組，但並未達顯著的差異（P＞0.05）。實驗組學

生在進行生物多樣性使命式方案教學法之後，在生物多樣性

素養認知方面後測平均成績高於控制組學生，並達顯著的差

異（P＜0.05）。 

2.生物多樣性的方案教學法對學生問題解決態度方面有顯著

的提升。 

3.實驗組學生對於生物多樣性應用方案教學法在教學課程與

學習活動上，均抱持正面的反應與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方案教學的質性、行動研究 

從方案教學的量化研究可以明白的說明，它在學業成就上，不但能幫助學生

改進學習方法，提高學習品質，促進學習效果，也可以促使人際關係良好，最重

要的是可以使學生重拾自尊與信心，增進同儕的力量改變其行為上的表現。研究

者也蒐集近幾年運用質性研究及行動研究探討方案教學的相關論文，茲將結果分

析如下表 2-4-2 來說明其相關研究在應用質性、行動研究的實施情形，及其實施前

應有的準備，在教學活動中需注意的事項，並從中了解運作過程的困境，作為本

研究的依據。 

 

表 2-4-2  國內在方案教學的質性、行動研究分析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 究 方 法 課 程 內 容 研    究    結    果 研   究   建   議 

江怡旻 

（1998） 
幼稚園 

文獻分析、參

與觀察、訪談

及文件蒐集等

方式進行研究 

分別探討

Kilpatrick、義大利

Reggio Emilia 學

校、Katz 和 Chard

1.方案是兒童針對一個主

題，經由社會互動（同儕或

師生），有興趣、有目地、有

計畫且主動的進行 

1.幼稚園應瞭解善用家長

資源、協助教師成長及重視

孩子的學習記錄以從事方

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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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國內在方案教學的質性、行動研究分析（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 究 方 法 課 程 內 容 研    究    結    果 研   究   建   議 

   及簡楚瑛等人對

方案教學之論

述，並描述及分

析兩個方案之實

際發展歷程。觀

察時間從民國 85

年 10 月 14 日至

民國86年 1月 22

日，共計 40 天的

觀察。 

一連串連續而動態探索，是

一個直線延伸的歷程。 

2.方案的實施為一個決定主

題(擬定計畫(實施計畫(檢

討批評(擬定計畫(實施計

畫(檢討、批評．．．的循

環歷程。 

3.小組式的探索方案，才能使

每一個孩子都能真實的參

與討論以調整自己的觀

念。 

4.「教師的選擇性回應」、「方

案小明星」及「教師『做』

與『思』的省思」皆為研

究者觀察大白班方案教學

之發現。 

5.教師在方案教學中應準備

適宜環境、提供資源、適

時適當的引導孩子學習、

做觀察記錄以評估孩子需

要、維持教室中合作的學

習氣氛、引發意見交流並

予孩子充裕的時間進行探

索。 

6.家長以提供有關的資源、與

孩子討論方案及分享孩子

的學習成果等方式積極參

與方案活動。 

7.學校除了教師之外，可另有

教學協調者、藝術教師、

園長或其他支援者，協助

教師進行方案教學並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 

2.未來研究可進一步探討

參與方案的人數、教師選

擇性回應的引導方式、教

師「做」與「思」之省思、

方案小明星與孩子在方

案教學中的表現等主

題。或是重複本研究之模

式，但選擇不同教學背景

之教師、不同園所為對

象，以多方面瞭解方案教

學之實施情況。 

3.除了以第三者的角度研

究方案教學之外，教師亦

可以是研究者，由自身的

教學實務出發進行研

究，以瞭解及改進方案教

學。 

張滄敏 

（2001） 

國小四年

級 的 學

生，男生

20 人，女

生 18 人，

全班共 38

位學生。 

行動研究法 

本行動研究以

多元智慧學習

角的方式進行

主 題 探 索 活

動。 

教師依據觀察所

得並配合學生的

興趣和各科課程

的教學內容，引

導學生發展出課

程導向(如台灣的

歷史、校園植物)

或智慧為導向(如

1.適時的引導與成果發表會

可形成探索主題並激發學

生「主動探索與研究」的

基本能力。  

2.多元智慧主題探索的過程

易於增進學生的「表達、

溝通、分享」基本能力。 

1.尋求行動研究的合作伙

伴。 

2.耐心的等待並適時轉換角

色。 

3.尋求家長的支持與協助。

4.建立良好的親師互動模

式。 

 

 

 



  36

 

表 2-4-2  國內在方案教學的質性、行動研究分析（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 究 方 法 課 程 內 容 研    究    結    果 研   究   建   議 

   象棋、戲劇) 

的多元智慧探索

主題。訂出主題

後，再發展主題

網或工作單，以

確定探索的方向

和範圍。 

3.多元智慧學習角能啟動學

生使用多元智慧。  

4.簡單的記錄表格加上兒童

行為觀察引導技巧的運

用，可以讓研究順利，減

輕工作的負擔。  

5.人際智慧和內省智慧對其

他多元智慧的發揮有重要

的影響力。  

6.須謹慎處理學生多元智慧

評量的目的和結果的引

用。  

7.多元智慧主題探索的活動

能讓教師以多元智慧的眼

光看待學生，改善師生關

係。 

 

余光臨 

（2003） 

第一階

段：五年級

遴選20人

（每班5人

共4班）四

年級遴選8

人（每班2

人共4

班）。 

第二階

段：遴選四

至六年級

學生，每一

年段遴選3

人 

行動研究法 

研究者透過參

加兩次網界博

覽會網路競賽

(Cyberfair)的機

會，而於學校

設計發展主題

式探索教學活

動，從中發

掘、省思活動

歷程所潛藏的

意義與價值，

進而建立其行

動模式。 

教學設計過程中

將資訊融入、學

校本位課程、主

題探索教學等概

念整合一起進行

探討。 

1.在主題探索活動中發現建

構網路工作室，使用留言

版，線上公告等互動工具

實有助主題探索進行，並

能創新教學增進師生情

誼、實現以主題為教育改

革的模組。 

2.評量多元化、有助學生思

考、減少網路迷失。 

3.線上老師功能充分發揮、精

緻的產出、任務式學習、

實現民主價值等。 

1.資訊融入學校本位主題

探索教學的歴程是一趟

課程探索之旅。 

2.親師生學校社區共同合

作是主題探索教學的關

鍵因素。 

3.學校本位主題探索教學

中資訊融入扮演支援整

合與創新的角色。 

4.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可激

發師生思考與策略調整

有助學習與成長。 

鄭俊明 

（2003） 

宜蘭市南

屏國小六

年信班40

位學生。 

相關性的研

究，以訪談的

內容分析為

主。 

以宜蘭河的地理

景觀、生態環境

與現行的課程做

一適當的統整，

自編教材，試圖

讓學生有更多的

機會去認識自己

身旁的宜蘭河。

 

1.教學時間不足、學生能力參

差及教學場域太大，是實

施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

活動的困難之所在。  

2.教師理想太高與學生存有

焦慮，是實施鄉土教育主

題探索教學活動的挑戰之

所在。  

3.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之

實施，能增進學生解決問

題的能力。  

4.教師、學生與家長的互動品 

1.不斷進修且具教學熱忱

與創意的教師，是實施鄉

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

動的領航員。 

2.具主動探索精神的學

生，是鄉土教育主題探索

教學活動中的最佳主角。

3.全力配合的家長，是鄉土

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動

成功的必要條件。 

4.適時配合的學校行政，是

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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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國內在方案教學的質性、行動研究分析（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 究 方 法 課 程 內 容 研    究    結    果 研   究   建   議 

    質，會影響鄉土教育主題

探索教學的實施。 

5.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

動的實施，可以有效增進

學生的鄉土情懷。  

6.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

動的實施，有助於學校建

立學校本位課程。 

活動成功的重要條件。

5.河川的整治，要做好事前

的溝通，更要兼顧河川的

景觀與風格。 

6.未來研究者可從多面向

去探討鄉土教育主題探

索教學活動的實施內

涵，以提昇鄉土教育的實

施成效。 

陳茂生 

（2004） 

一班小學

六年級學

生共37

人，男生18

人，女生19

人。 

文獻分析及行

動研究法。 

以「讓愛傳出去」

做為「藝術與人

文學習領域」課

程方案設計的主

題，結合輔導活

動、社會學習領

域的學習，讓學

生從欣賞電影、

分組討論到親身

實踐，進而改善

周遭的事物，隨

著課程效果發展

自然延長，延續

到社區藝術文化

學習及藝術展

演，直到畢業典

禮演出，完成整

個課程方案。時

間約三個月，共

90 節課。 

1.方案教學是以學生經驗和

學習興趣為基礎，師生互

動討論，共同努力達成方

案任務的一種教學方式，

可以運用各種不同的課程

統整模式來設計與實施教

學，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和計劃實踐的能力。  

2.方案教學是藝術與人文課

程統整實施的方式之一，

能夠結合學校及社區情境

與學生實際生活，並密切

結合其他學習領域實施教

學，符合學校本位以生活

為中心課程統整的原則。 

3. 方案教學運用於本校藝術

與人文課程，確實能協助

大多數學生達成學習目

標，培養人文關懷的情意

態度，亦可協助教師的自

我成長及教師間的協同合

作，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

能力。 

1.小組分享展演期間長短

需留意學生學習態度的

變化適時修訂課程，以提

高學習參與度。 

2.方案教學可能造成學生

秩序的失控，建議以理性

溝通及適度隔離方式處

理。 

3.方案教學的過程比結果

更重要，學生透過探索與

自主學習，能增進自我表

達與自我學習的能力是

更珍貴的學習成果。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江怡旻（1998）對幼稚園方案教學法進行文獻分析及為期 40 天之參與觀察、

訪談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應用方案教學法在幼稚園教學，有多數幼稚園並不

瞭解善用家長資源，及協助教師成長和重視孩子的學習記錄以從事方案教學。對

於未來研究可進一步探討參與方案的人數、教師選擇性回應的引導方式、教師「做」

與「思」之省思、方案小明星與孩子在方案教學中的表現等主題，或是重複本研

究之模式，但選擇不同教學背景之教師、不同園所為對象，以多方面瞭解方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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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實施情況。研究者除了以第三者的角度研究方案教學之外，教師亦可以是研

究者，由自身的教學實務出發進行研究，以瞭解及改進方案教學。 

張滄敏（2001）以行動研究法探討以多元智慧學習角的方式進行主題探索活

動。其研究透過實際參與教學活動，藉由現場觀察、深度訪談、教師反省札記來

蒐集資料並相互檢證，對主題探索教學提出尋求行動研究的合作伙伴，耐心的等

待並適時轉換教師角色，及尋求家長的支持與協助，並建立良好的親師互動模式。 

    鄭俊明（2003）應用主題探索教學以宜蘭河的地理景觀、生態環境與現行的課

程做一適當的統整，自編教材，試圖讓學生有更多的機會去認識自己身旁的宜蘭

河。其研究結論中提出不斷進修且具教學熱忱與創意的教師，是實施鄉土教育主

題探索教學活動的領航員；具主動探索精神的學生，是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

動中的最佳主角；全力配合的家長，是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動成功的必要條

件；適時配合的學校行政，是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動成功的重要條件；河川

的整治，要做好事前的溝通，更要兼顧河川的景觀與風格，以及未來研究者可從

多面向去探討鄉土教育主題探索教學活動的實施內涵，以提昇鄉土教育的實施成

效。 

總而言之，用方案教學法或主題探索教學來探討學生的學習情形中，也可從

研究結果發現方案教學法或主題探索教學在認知方面，不僅有助於獲得基本知識

和技能；在情意方面，能增進師生的情誼，建立學生的信心、積極的學習態度，

增強了學習動機並能更主動的投入學習活動；在技能方面，提昇學生解決問題的

能力，透過人際溝通、領導的角色任務，增強了學生表達溝通的能力，有效的提

供同儕支持與協助、以改善班級氣氛。 

現今教師面臨教改聲浪，要讓學生變成學習的主體，擁有學習主導權，就必

須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能，從不斷的學習與反省中成長，來協助、引導學生學習。

從方案教學法或主題探索教學的相關研究中，不但可以培養學生在認知、技能和

情意方面，符合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十大基本能力更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從上述的量化研究結果來分析，將方案教學法應用在教學上，有陳雯靚（2001）

和郭廷琦（2002），研究的領域為生活科技及生物二科，但都是應用實驗控制的方

式來分析，對於動態的教學，無法深入探討教學者與學生間的行為反應及學習動

機的主要因素。但是應用質性及行動研究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在幼稚園階段的

研究有江怡旻（1998），國小階段的研究有張滄敏（2001）、余光臨（2003）、鄭俊

明（2003）及陳茂生（2004）等五篇研究，分別是鄉土教學、生活科技領域、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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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學、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領域，而在社會學習領域的研究，研究者還未

曾發現，所以興起研究者對方案教學運用在社會學習領域之研究的興趣，期望從

實施過程中，可以落實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的目的，讓學生在認知上能獲得有意義

的社會學習領域之基本知識；在情意上培養研究探索的興趣、積極的參與活動的

動機及與他人互相幫助、互相依賴的合作態度；在技能活動上能培養與人溝通、

分享的社會技巧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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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發現，探討方案教學運用在國小高年級

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的實際現況，並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研究重點不在預測或推論

相同情境的問題。研究者蒐集近年來相關於方案教學的研究資料進行文獻分析，

以此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並以行動研究的技術，在實際教學現場擬定行動方

案，再從行動觀察中診斷、分析問題，最後評鑑和反省，又重新擬定問題，修正

方案等不斷地循環步驟。其主要的目的是要改進研究者的教學行動策略與學生對

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態度，促使學生獲得有意義且能實用的社會知識。為了顧及

研究倫理並尊重個人的隱私權，凡參與本研究的學校、班級、教師、學生均以「化

名」稱之。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首先闡述研究情境的實況，第二節提出研究架構與流

程，第三節簡述行動研究的特徵及歷程，第四節描述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情境 

 

本節將分別介紹研究者的背景、研究環境分析、研究對象和研究夥伴，以下

將分項詳細說明。 

一、研究場域 

卡阿麓灣國小設立於民國 22年 3 月 31 日，為日據時代番童教育所，台灣光復

始改為卡阿麓灣國民學校，隸屬○○鄉，民國 36年隨本縣山地行政區域之調整，

改稱○○鄉卡阿麓灣國校。後因本鄉改名為○○鄉，於民國 48年 10 月改稱為○○

鄉卡阿麓灣國校。民國 57年國民教育延長為 9年，本校改稱為台東縣○○鄉卡阿

麓灣國民小學至今。 

本校地處太麻里溪畔，人文薈萃、山水優美離南迴公路大約 5公里路程，交

通尚稱便捷，四周環山，緊臨村莊，學生上下學方便。小班小校規模，全校 6班

92 人，97%為排灣、魯凱族原住民子弟，學生人數穩定，無裁減班之虞。校舍設計

及校園植物均充分展現原住民特色，加以社區人文的多元及產業、自然環境的豐

富更能發揮境教及鄉土教學之教育功能。本校曾榮獲全國民族舞蹈優等，並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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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方及全縣文化活動。本校教師 1/4 為原住民籍，有利鄉土文化教學，教師流

動性小，利於校務的長期規畫，校內具備專長的教師能發展多樣性學校特色。 

本村為鄉之行政中心，各機關及部落遺址、石板屋可提供各項教育資源，村

中耆老及多位文化工作者，對於地方文化之傳承不遺餘力，常常支援學校各項活

動。青壯年外出工作人數多，人口結構兩極化，近幾年經濟不景氣，失業人口增

加，家庭經濟每況愈下，社區規劃不良，住屋道路窄小，影響交通及發展。本村

酗酒問題仍多，影響青少年成長環境及風氣。離婚率呈現增高趨勢，造成單親及

隔代教養的問題。目前學校結合村校資源，辦理各項動態、靜態的活動，配合社

區整體的規劃與發展並提供具體的意見及支援，將社區人文、景觀、產業，納入

學校課程，以培養傳承人才，維繫本村文化命脈。 

本校在校長的帶領下於 91 學年度彙整全校老師及社區家長、耆老等意見，訂

定三項學校願景如下： 

（一）活力— 教育能夠樂觀、自信、主動、向學的小學生。 

（二）成長— 培育能夠自律、自省、分享、感恩的好孩子。 

（三）傳承— 孕育能夠尊重、欣賞、學習、創新的文化人。 

   本校教師本於「學校即是家」的理念，落實師生互動的班級經營，透過課程的

設計、教學活動的實施，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力，以孕育新世紀身心健全、手腦

並用的國民。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統合七大學習領域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

在優質的學習環境中，教師發揮有效的創意教學，加上家長的熱心參與及鼓舞，

循序漸進的協助學生發展多元智慧及其特有的專長。 

二、研究班級 

六年甲班位於學校西面校舍 2樓，從教室東面望去可見太平洋海域，視野非

常遼闊。教室設備方面：有一部可上網電腦、DVD、電視及 CD收錄音機，設備齊

全。教室左右兩側有學校分發至各班的課外讀物，以及班級導師提供班級學生閱

讀書籍 50 餘冊，教室後方設有圖書角，並舖上原木地板，常是學生閱讀課外讀物

及老師和學生午休的好去處。六年甲班學生從入學至今（95.6），未曾重編班，學

生們的感情與互動尚可。唯獨在六年中換過了 7、8 位老師，班上學生幾乎每學期

都處在適應導師及導師適應學生的環境中，造成學生在學習常規上並不是很理

想，學習意願及動機也不強。男生 7 位，女生 5 位，女生大多較文靜，男生大多

較活潑，其中有 2位男生較活潑好動，比較坐不住，喜歡惡作劇。整體而言，學

生平日上課秩序常規不是很好，對閱讀課外讀物較被動需要老師叮嚀。研究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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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級即擔任該班導師，學校於 92 學年度在綜合活動領域推動閱讀教學後，研究

者即常利用週三綜合活動課程實施繪本教學。希望藉著討論與分享活動，讓學生

多思考、探索生活週遭中的問題，並能自我反省，所以研究者所選的繪本主題多

與學生的生活結合，每次活動完畢，請學生回家和家長分享故事內容，針對繪本

中的主要角色做討論及分析，讓學生和家長能從多方面探討並評論故事角色的行

為，家長多能給予正向的回饋。在 93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末，研究者因發生車禍左

手髐骨骨折、頭部輕微出血，校長基於研究者傷重需要一段調養時期，因此將研

究者導師職務調成科任老師。93 學年度第二學期（94.2~94.6）研究者擔任該班社

會學習領域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科任老師，研究者利用這兩個科目做了

初步的方案教學，這個階段主要在訓練學生蒐集資料的能力，主要工具是利用電

腦及學校圖書室、鄉立圖書館，老師設定主題讓學生在圖書室中找尋可用的圖書

資源，老師並放置相關概念的圖書在教室圖書角中，供學生於下課或放學後閱讀，

並利用學校的電腦教室讓學生透過網際網路上網蒐集資料。此階段研究者考量學

生初次接觸方案教學課程在蒐集資料的能力上稍嫌不足，因此採用分組教學的方

式來進行，將五年甲班的學生採異質性分組，共分為 3組。每次學習，研究者希

望同儕間能多互動，提昇團體互助精神，並提昇個人在資料蒐集方面的能力，作

為下學年社會學習領域實施方案教學之準備。 

三、研究成員 

研究者尋找校內、外教學經驗豐富且具教學熱誠者，參與本研究發展課程的

教師。校內剛好有推展綜合活動領域閱讀教學的師資 3人，其中 T1 師對本研究有

相當的興趣。為了讓觀察的結果更具客觀性，研究者也找了 1 位校外教師 T2 擔任

觀察者的工作，相關經歷簡述如下： 

（一）合作教師 

1、T1老師 

T1老師是本村的子弟也是本校的校友，教學年資5年，國立臺東師範學院師資

班畢業，目前擔任五年級導師及訓導組長。T1老師教學方法活潑生動，對探究式

教學有興趣，深受學生、家長的尊敬與喜愛。T1老師是個頗具行動研究能力的老

師，參加校內閱讀教學的行動研究已2年，表現相當傑出，時常利用假日進修充實

新知，並能將所學的創意教學應用在自己的班級。他在教師成長團體的聚會中樂

意分享自己的創新教學，是一位產出型教師。在本研究中負責擔任觀察者、意見

提供與資料蒐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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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2老師 

    T2老師畢業於台東師範學院，教學年資10年，目前在台東市區的小學任教，

在10年的教學歴程中皆擔任導師的職務，擁有新穎的班級經營理念及經驗，教學

認真負責，目前在縣輔導團擔任數學領域輔導員的職務，經常到其他學校分享教

學實務經驗，T2老師對於教學現場的研究頗有興趣，本身也從事教學的研究工作，

是一位積極上進充滿活力的優良教師，在本研究中擔任觀察者的工作，協助研究

者觀察學生上課的表現（透過觀察研究者上課的教學DVD），及提供研究者教學

改進的意見等工作。 

（二）研究者 

1、簡介 

研究者是一位男性工作者，於民國81年畢業於國立台東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

學系，畢業後對於社會科的課程與教學頗有興趣，也擔任過多年的社會科教學工

作，目前在國立台東師範學院進修部課程與教學碩士班進修，期間修了行動研究、

教學研究及課程與教學等科目，對於目前自己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上所遭遇到的

問題，深覺可用行動研究的方式來探討，並建構出適合自己所教班級的一套教學

策略，藉以提昇學生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興趣，並加強自己在社會學習領域上的

專業知能。 

2、研究者的角色 

（1）課程活動規劃與推動者 

關於課程活動內容的大致方向，是由研究者事先設計規劃，並以文獻中的方

案教學的理念與內涵為規劃之主題與單元依據。研究者發展之教學目標及教學活

動，將保持彈性，在課程實施前與合作參與教師不斷討論，彈性調整、修正後實

施。 

（2）合作參與者 

研究者希望參與的老師都是共同研究的夥伴，是參與者，也是合作的夥伴，

而不是被研究者。因此將研究者定位為合作參與者，投入老師們的互動，一起分

享教學經驗，交換意見。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擔任各單元的教學者，並讓參與教

師觀察研究者的教學過程，所以研究者與參與老師的地位是平等，研究資訊是互

相交流、公開。 

（3）觀察者 

研究者雖然參與活動，亦必須隨時作觀察紀錄的工作，所以是高度參與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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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 

（4）教學者 

研究者希望藉由卡阿麓灣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的教學活動，更能投

入整個教學情境中，親身體驗教學者和學生互動的情形。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流程 

 

本研究是研究者在教學場域的實際情境中，透過研究者的教學觀察與記錄，

探討實施的課程與教學情形所進行的行動研究。其最主要目的，是要發現與改進

研究者進行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的行動策略，對學生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

反應與態度，以期學生能有效且有意義的學習，並能獲得實用性的社會學習領域

的知識並實際應用在生活中。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呈現出研究者在發現與關注教學現場的教學問題，舉凡如：學生

的學習方式及態度、教學環境的改變、課程選編與轉化、評量方式改變等，設計

出方案教學的課程計畫，並透過行動、訪談、觀察記錄與學習回饋單等方式進行

方案教學之教學歴程研究，而經研究者反省教學實況與分析資料中，擬出下一個

行動歷程可進行的設計，在不斷的修正與反省中進而來呈現研究者行動的歷程。

下圖為本研究教學架構圖，圖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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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採用行動研究，選取研究者任教班級作為研究的對象。將國小六年級

社會學習領域課程加以規畫、設計與安排，運用方案教學來實施。重點在探討方

案教學運用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的實務狀況，透過長期深入的觀察與蒐集資料，

發現社會學習領域 
教學現場的問題 

擬定社會學習領域 
方案教學計畫 

實施方案教學 

選
擇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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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範
圍
的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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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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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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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成
果
發
表 

學生能主動學習 
社會學習領域 

師生間的社會互動 學生學習動機 學生學習能力 教師教學問題及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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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分析在實施中學生會有的反應及過程中產生哪些問題或必須面對的困境？以

及其因應的對策如何？再從中尋求方案教學可行的方案。在動態的情境變化下，

研究者從反省與啟示中，不斷的修正行動策略。 

行動研究是一個不斷循環的研究歷程，首先是研究前的準備工作，待做好相

關的資料蒐集，文獻探討與分析後再進入教學現場觀察，並了解學生實際反應之

後，擬定研究方案，在現場實際實施，針對研究者在研究歷程中遭遇到的學習反

應，提出修正方案，依據修正方案再行動實施，然後再研擬下一個新的行動方案，

直到研究結束。本研究依據上述的研究歷程與研究架構，將研究流程分為四個階

段，如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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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研究方向 

研究手札、觀察日誌

訪談記錄等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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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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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研擬研究方向，初始以文獻蒐集及探討的方式，擬定研究主題、

研究方向與研究對象，然後進入行動研究的歷程，並將研究發展定為以下幾個階

段進行： 

一、研究準備期（94/02~94/06） 

（一）研擬研究方向 

由於對社會學習領域課程感到興趣，研究者抱著想要了解方案教學運用於各

領域課程中的實施效果、及面臨的問題等方向，尋找相關文獻與資料作一探討，

並試圖採用行動研究在教學現場中歸納出一套適合本校學生的方案教學流程。 

（二）文獻探討 

從期刊論文、研究報告、以及其他文件等等，蒐集方案教學之相關資訊，從

中發現可以切入之研究主題。 

二、研究發展期（94/07~94/08） 

（一）擬定研究主題、確立研究對象 

研究者對於社會學習領域課程中之主題統整教學部分較有興趣，加以在方案

教學運用在社會學習領域方面的研究至目前為止較少論及，因此決定以方案教學

運用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為研究方向，同時計劃以本校六年級的學生作為課程實

施的對象。 

（二）社會學習領域主題內容的訂定及資料蒐集 

研究者利用 94 學年度康軒版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為主要素材，結合本村地理人

文環境等資源，選擇與學生生活相關的議題來訂定主題。並閱讀近十幾年（民國

81-95年）關於探究式教學及方案教學運用在教學上的研究，歸納分析方案教學可

行的方案及實施過程。最後選取與研究者發展之方案教學課程單元目標相關的教

材。 

（三）課程內容架構的研擬 

課程架構的擬定是由研究者依據社會學習領域的基本理念及課程的十大目標

（教育部，2003，頁 19-20），發展出課程單元目標，進而擬出方案教學課程的內

容架構。 

三、研究實施期（94/09~95/03） 

（一）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課程發展與實施 

課程的實施是利用每週 3節社會學習領域課程及上午導師時間等時間來進

行，共進行 27 節課。研究者與合作教師在上課前討論單元活動內容，並於單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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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實施之後不斷的檢討、循環與修正初始計劃與課程內容架構不當之處，期能從

過程中找出適切的方案教學與內容。 

四、研究評鑑期（95/04~95/06） 

（一）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的資料包括：觀察紀錄、省思札記、課程實施後的學習回饋單、

訪談紀錄、學習單、其他文件等；資料的分析可分作初步資料分析、歸納分析、

形成描述架構等，而獲本研究之結果。 

（二）撰寫論文 

將研究結果與發現作成結論與建議，寫成研究論文。行動研究之精神即在於

以解決問題為前提，不斷檢視實行效果，進而提出更好的改善方案之循環過程，

所以本研究可以說只是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發展的開始（第一階

段），課程實施結束之後獲得階段性的結果，而後應根據實行成果作修正，重新

再行動。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針對教育情境所進行之行動研究，研究如何以方案教學提昇學生學

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興趣，在不斷地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協助教師進行

方案教學的教學活動，所以採用行動研究的方法來進行。 

    行動研究乃是興起於 1940年代的研究方法，美國社會心理學家 Lewin 於 1944

年首先使用該名稱，由於其具有立即性和實務性的特點，因此非常適合應用於社

會實務的探討（謝瑞榮，1999，頁 25）。台灣也因為近年來提倡教育改革，而特

別重視行動研究。顧名思義，行動研究就是將「行動」和「研究」結合起來，由

教育人員針對所遭遇的教育問題進行研究、再根據結果擬定辦法，之後付諸行動、

視需要予以改進或修正，教育人員可以透過這樣一套完整的過程，從事課程實驗、

發展和研究，去尋找解決辦法或驗證，以達成教育目標。 

    Jean Mcniff, Pameal Lomax,Jack Whitehead（2001，頁 23-42）認為行動研究具有

以下幾項的特徵： 

    1.行動研究是介入於個人實務工作的行動，以尋求改善，它並非是偶然或例行

性的行動，而是受到教育價值的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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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省 

觀察 

規劃 

行動 

重新規劃 

圖 3-3-1 Lewin的行動研究循環歷程圖 

資料來源：吳明隆（2001，頁 89-96） 

    2.行動研究會詢問如「⋯我個人的實務工作？」、「⋯我對此的理解」、「⋯

較寬廣的教育情境」等研究問題，問題型態是「我如何改善？」 

    3.行動研究中的「我」是研究的主體與對象，透過批判性的省思與自我學習，

來省視實務工作，「我」為我的行動負責、「我」擁有我的宣稱和判斷。 

    4.行動研究是一種知其然、立諾投入、有意圖的，規畫、執行計畫、監督行動

及評估，都是過程中的必要而非結果。 

    5.行動研究透過對於行動工作中真實的、主觀的、虛擬的論述，對行動中的理

論化、模式建構及其它的工作聯結加以批判。 

行動研究的目的是為了解決某方案、組織或社區內的一些特定問題。而以往

行動研究多應用於與社會福利有關的如教育、組織研究、醫療衛生、社區發展、

婦女運動…等「社會實踐」領域（賴秀芬、郭淑珍，2002，頁 239-248；陳惠邦，

2003，頁 15），因此特別強調實務工作者在其實務工作中的實踐性。而行動研究

亦強調「行動」與「研究」結合為一，企圖縮短「理論」與「實務」的距離（蔡

清田，2003，頁 5-11）。所以，我們可以說，教育行動研究，是指在教育情境中，

由教育專業工作者（通常指教師）進行，用以改善專業實踐，並獲致教育理想的

行動研究（陳惠邦，2003，頁 15-23）。 

有關行動研究實施的歷程，依施行的對象、範圍、目的而有不同。在教育方

面行動研究的歷程，基本上是以Lewin(1948)的行動研究循環圖為架構，再加以轉換

運用（吳明隆，2001，頁89-96）。Lewin 是行動研究的一位重要先驅，他首先建

立行動研究之循環模式概念，如圖3-3-1 所示。行動研究基本上是一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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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觀察、反省、再規劃的循環過程，如果經由觀察反省的階段評估，發現問

題尚未解決或有新問題出現，則應重新規劃行動方案、重新採取行動、重新進入

現場觀察、重新批判反省等。直到問題獲得解決，並改善了教育環境。 

Ebbutt（1985）批評螺旋循環模式太過於理想化，因為忽略了教師執行教育行

動研究時，在任何階段都有可能包含許多失敗的行動或策略，因此 Ebbutt 將行動

研究模式修正為「允許迴圈次序的回復（looping back）」，以及迴圈內與迴圈間的

互動關係如圖 3-3-2： 

 

行動研究以行動研究者想要解決的一個實務問題為起始點，透過對話、訪談

及其他方法收集資料之後加以分析，以釐清情境找出解決問題的行動策略，並加

以實踐。通常行動策略無法一次奏效，因此研究者須努力檢核，再次釐清情境找

出改進之道，形成新的行動策略並放入實務中，如此一直循環如圖3-3-3 ，直到

教師研究者將其所得的知識公諸大眾，此方案才算完成（夏林清等譯，2002，頁9）。 

 

 

一般概念/問題

偵察（蒐集資料）

整體計畫 

修正後的問題/概念 

行動監視 

自我評鑑 

行動

偵察 

新的整體計畫 

行動 行動 行動 

修正後整體計畫 

圖 3-3-2 Ebbutt的行動研究歷程圖 

資料來源：陳惠邦（2003，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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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行動研究歷程循環圖 

資料來源：夏林清等譯（2002，頁 9） 

 

 

 

 

 

 

 

 

 

 

 

綜合上述，行動研究可說是一個連續不斷發現問題，經過參與人員的討論與

研究，擬定計劃、實行、評估與檢討，然後再修訂執行，直到獲得結果的研究歷

程，和一般實證研究的差異，主要有二：其一在於研究計劃容許隨時檢討修正，

以符實際需要；其二則在研究報告可不受學術論文的格式限制，以便於實際教育

工作者撰寫和參考。本研究採用Lewin的行動研究循環模式，企圖將社會學習領域

運用方案教學的歷程做一個反省、批判，從不斷的「規畫→行動→觀察→反省」

的循環歷程，找到方案教學在社會學習領域中的行動脈絡，做為個人改進行動的

依據。 

社會學習領域的實施要兼顧到相當多的層面，從兒童先備知識的考量、課程

的設計與規劃、課程實施的過程所必須兼顧的各項因素、以及實施過後的評量，

環環相扣的要素都是影響課程實施的關鍵。在可參考的有限的相關研究之下，研

究者採取行動研究這一種可以解決問題、反映實況的方式乃不二的選擇。 

 

 

第四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取行動研究，並在教學的過程中，不斷地以質的方法從事資料的蒐

集與分析，以作為下一步修正行動的參考。在資料蒐集方面採多元化的方法，如：

尋找一個起點 

（從實務工作中）

釐清情境（蒐集資料並分析） 發展行動策略並放入實踐中 

公開教師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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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察記錄與日誌、訪談、學習回饋單及文件資料等方法來蒐集資料。從不同

的來源蒐集資料，以相互校正，並加以綜合分析以減少研究者過度的主觀性。此

外，在資料分析上，也從不同人的觀點如合作教師及指導教授等人的觀點，來做

持續比較分析，以達成客觀性的共識。以下將分別介紹本研究資料的蒐集和分析

與處理的方式。 

一、資料的蒐集 

（一）觀察：包括研究者於上課期間進行學生的觀察記錄，以及以錄影錄音的

方式，協助研究者深入瞭解教學實況，兩者綜合應用，比對觀察到的現

象。另一方面配合研究伙伴以客觀的第三人立場，詳實討論、提出建言

與批判，讓整個觀察後的綜合分析成為一種交互檢驗、多維比對的歷程。 

（二）訪談 

1.非正式訪談學生：利用下課時間做開放式的閒談，以瞭解學生對本研究

的反應。當某位學生在課堂學習中，有特別不合作的表現或上課態度

出現不正常的反應時，就會找機會與該生晤談，並隨即記錄結果。有

時也會對社會學習單中，有問題的學生進行瞭解。 

2.正式訪談學生：為深入蒐集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學習狀況的資

料，因此，在每一個單元結束後會針對每一組分別進行正式訪談，為

了讓訪談能充份且熱絡地表達自己的意見，因此本研究採取團體訪談

的方式，且在每次訪談時，取得學生同意後錄音。訪談錄音時間大都

安排在午修時間，而訪談內容主要是有關教師在進行方案教學時，學

生對學習活動的看法及反應，以及在進行學習活動時所遇到的困難，

和學生對教學活動的意見等等。 

3.訪談合作教師：為真實瞭解學生的學習反應，以及研究者進行方案教學

的情形，在每次教學後，研究者會約定時間與合作教師進行訪談，同

時也將訪談任何產生的教學問題記錄在教學札記上。其訪談內容主要

是以：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上，方案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及反

應，教師的課程設計是否恰當，以及進行方案教學的過程中所發現的

問題及解決策略等。 

4.訪談大綱之發展 

（1）本研究之訪談內容乃依據研究目的，及針對學生在實施方案教學前

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感受，和期待社會學習領域的上課方式，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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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本身的教學經驗，經指導教授指正，編製學生社會學習領域

上課方式之比較及針對合作教師觀察方案教學的實施情形的初步

訪談大綱。 

（2）訪談大綱內容對象包括學生及合作教師，經指導教授複閱修正，並

請實際參訪的合作教師提供意見，以確立本研究之談訪大綱。 

茲將編製訪談大綱的過程敘述如表 3-4-1、表 3-4-2 

 

表 3-4-1  學生社會學習領域上課方式之比較訪談大綱編製過程 

 依                       據 訪   談   大   綱   題   目 

訪談大綱 

（初稿） 

1.依據研究目的。 

2.針對學生先前上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感

受，及期待未來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方式。

3.研究者本身的教學經驗。 

4.指導教授指正。 

1.基本資料。 

2.學生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情形3 

題。 

3.學生期待未來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情形 3題。 

訪談大綱 

（定稿） 

1.根據初步訪談心得作修正及調整。 

 

2.指導教授再指正。 

1.基本資料。 

2.學生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情形3

題。 

3.學生期待未來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情形 2題。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3-4-1 學生社會學習領域上課方式之比較訪談大綱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為

基本資料，第二部份為學生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情形，第三部份則為學生期待

未來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情形。內容包括學生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情形方面的：

「你在六年級以前社會老師都怎麼上社會學習領域的？」、「過去的上課方式你喜

歡嗎？為什麼？」、「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課程時，令你印象深刻的是什麼活動？」

等 3題；學生期待未來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情形方面的：「你覺得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課程有學到什麼知識嗎？」、「你比較期待老師怎麼上社會學習領域？」等 2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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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訪談合作教師觀察方案教學實施情形大綱編製過程 

 依                    據 訪   談   大   綱   題   目 

訪談大綱 

（初稿） 

1.依據研究目的。 

2.參考文獻探討中針對方案教學

的教學步驟及特色。 

3.研究者本身的教學經驗。 

4.指導教授指正。 

1.基本資料。 

2.學生學習動機方面 3題。 
3 學生的學習成就方面 5題。 
4.師生互動情形方面 2題。 

訪談大綱 

（定稿） 

1.根據初步訪談心得作修正及調

整。 

 

2.指導教授再指正。 

1.基本資料。 

2.學生學習動機方面 3題。 
3 學生的學習成就方面 3題。 
4.師生互動情形方面 3題。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3-4-2 合作教師觀察方案教學實施情形訪談大綱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為基

本資料，第二部份為學生學習動機方面，第三部份則為學生的學習成就方面，最

後是探討師生互動情形方面。內容包括學生學習動機方面之：「你覺得學生是否能

專心上課？從哪裡看得出？」、「教學者的方案課程設計能否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從哪裡可以看得出來？」、「你覺得教學者可以做哪些改變？或增強哪部份來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等 3題；學生學習成就方面的：「看了學生的成果報告，你覺

得學生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是否有成長？」、「教學者的教學是否有加強學生表達

能力的訓練？哪些部份可再加強？如何訓練對學生的表達能力會更有幫助？」、

「你覺得學生上台做成果發表的能力如何？需要做哪些加強？」等 3個問題；在

師生互動情形方面的：「你覺得班上的學生對自己是否有信心？是否願意表達自己

的意見？」、「你覺得學生上課的情形如何？」、「你覺得學生是否能適應教學者的

方法(方案教學法)？」等 3個問題。 

茲將上述學生社會學習領域上課方式之比較及合作教師觀察方案教學的實施

情形訪談大綱歸納如表 3-4-3、表 3-4-4： 

 

表 3-4-3  學生社會學習領域上課方式之比較訪談大綱 

訪談日期： 受訪者：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年級： 性別： 

1.你在六年級以前社會老師都怎麼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2.過去的上課方式你喜歡嗎？為什麼？ 

學生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情形部份 

3.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課程時，令你印象深刻的是什麼活動？ 

1.你覺得上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有學到什麼知識嗎？ 學生期待未來上社會學習領

域的情形部份 
2.你比較期待老師怎麼上社會學習領域？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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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合作教師觀察方案教學實施情形訪談大綱 

訪談日期： 受訪者：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服務年資： 擔任職務： 

1.你覺得學生是否能專心上課？從哪裡看得出？ 

2.教學者的方案課程設計能否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從哪裡可以看得出來？

學生學習動機方面 

3.你覺得教學者可以做哪些改變？或增強哪部份來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1.看了學生的成果報告，你覺得學生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是否有成長？ 

2.教學者的教學是否有加強學生表達能力的訓練？哪些部份可再加強？如

何訓練對學生的表達能力會更有幫助？ 

學生學習成就方面 

3.你覺得學生上台做成果發表的能力如何？需要做哪些加強？ 

1.你覺得班上的學生對自己是否有信心？是否願意表達自己的意見？ 

2.你覺得學生上課的情形如何？ 

師生互動情形方面 

3.你覺得學生是否能適應教學者的方法(方案教學法)？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三）學習回饋單：本研究之學生學習回饋單所蒐集到的資料，是為瞭解學生

在社會學習領域進行方案教學的看法、教學活動時的心得、師生上課氣

氛、自我學習方法的提昇、或對社會學習領域進一步的認識與體認等。 

  （四）文件蒐集：本行動研究所要蒐集的主要文件包括下列各項。 

1.教師札記：研究者本身在每次的觀察中，以教師札記來記錄學生在實施

方案教學後的學習反應、進步及教師介入引導或協調的互動過程。並

依此記錄做成改進或引導的行動方案，付諸實施。 

2.教學的錄影和錄音資料：方案教學的錄影和錄音，可幫助研究者事後仔

細觀察學生的學習反應，並和教師札記的內容及學生的問卷資料做比

對分析，以獲得較正確的學生學習成效。 

3.學生作品：學生多元方式呈現的作品(包含習作、學習單、多元評量、

主題探索的作品等)， 可供研究者據以判斷學生學習是否進步，藉以修

正研究者的教學方式。 

4.訪談資料：經由訪談學生，可針對特定主題，較深入的了解學生的想法

和意見。研究者在分析學生的學習時，可將之做為有效的判斷佐證。 

二、資料的處理 

    為使蒐集的資料容易辨識與分析，研究者將所有的文件資料加以編碼，而

不同資料的來源也有不同的編碼方式。研究者以不同的代碼標示如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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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原始資料編碼意義表 

訪 T1 950108 表示 95年 1 月 8 日訪談合作教師 T1 的錄音轉譯資料 

訪 T2 950108 表示 95年 1 月 8 日訪談合作教師 T2 的錄音轉譯資料 

訪 S1 950108 表示 95年 1 月 8 日訪談學生 S1 的錄音轉譯資料 

觀 950108 研究者於 95年 1 月 8 日觀看教學錄影後寫的觀察記錄 

省 950108 研究者於 95年 1 月 8 日寫的教學省思札記 

T1，T2 合作教師 

R 研究者 

〈？？〉 括號內說明當時的情況 

［？？］ 表示研究者對觀察現場的補充說明 

⋯ 表示省略 

饋 S1 950108 表示 S1 學生在 95年 1 月 8 日寫的學習回饋單 

談 S3 950108 表示研究者針對 S3 學生在 95年 1 月 8 日的言談所做的記錄 

學生輔導記錄卡 學生在校學籍資料卡 

家訪 950108 教師於 95年 1 月 8 日實施家庭訪問的記錄 

 

三、資料的分析 

    經過資料的整理及分類後，研究者將分析的資料，分成三大部份： 

（一）初步資料分析 

      本研究是要提昇方案教學實施的成效，因此所得到初步的資料分析是要作

為改善教學實務、並作為研究者反省之用。因此研究者會在教學之後與合作教

師做討論、交換心得，並且也會對合作教師所提的問題或心得做進一步的分析

和檢討反省。 

（二）歸納整理分析 

      研究者將初步所得的資料，經轉譯、編碼、分類後整理成文字稿，之後再

請合作教師共同來檢核，修改之後再徵詢指導教授的意見和看法，若有不同意

見時再進一步的討論和修正。 

（三）作成描述架構 

    研究者將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料，如：觀察紀錄、訪談紀錄、教學省

思札記等資料，以日期先後順序編碼，進行多次的閱讀，並加以分類比較，形

成初步的描述架構，據此再比對相關資料或新發現，調整先前的描述架構，反

覆的調整描述架構之後，使得描述架構漸趨於完整和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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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歷程與課程發展 

 

 

第一節  研究前的行動與發展 

 

一、學生基本資料之分析 

        研究者任教的班級一共有 12 位學生，7位男生、5位女生；其中有 1位學

生是魯凱族、其他學生皆屬排灣族；單親家庭有 3位，占全班人數的 25%；

低收入戶有 6位，占全班人數的 50%；有 2位學生經縣府特教小組評鑑為疑似

智障。學生的家長普遍以打零工為生，家庭經濟狀況不是很好，加上本校地

處偏遠，學生與外界接處的機會不多，造成學生的文化刺激不足，學習的情

形多少有些影響。 

        瞭解學生舊有的經驗與基礎，分析學生的學習能力及個性等，乃教學前

重要的步驟之一。研究者有鑑於此乃逐一針對研究對象作一分析如表 4-1-1： 

 

表 4-1-1 學生基本資料分析 

 
家庭環境 

家長對子女的

教育態度 
學生在校的學習情形 學生的特殊表現及特色 

S1 

與父母同住，

家庭經濟屬小

康，在家中排

行老大（學生

輔導記錄

卡）。 

父母對子女教

育很關心，能提

供子女較好的

學習資源。 

在學校中學習態度尚

積極，語文科目在班

上屬中上程度，數學

比較差，平常上課能

專心聽講，遇有不懂

之處能主動提問。 

人緣好，在校能幫助程度

差的同學，學校中的各項

競賽能主動參與，對師長

有禮貌，在家中能幫忙做

家事（家訪 920919），行

為上較無需擔憂。 

S2 

與父母同住，

家庭屬低收入

戶，父親身體

狀況不佳，經

濟來源主要靠

母親在外打零

工維持，在家

中排行老二，

有一位哥哥 

該生學業成就

雖然低落，父母

卻十分關心她

的課業，希望老

師儘可能地提

昇她的程度，讓

她在未來的生

活中能夠具備

基本的生活知 

學業成就低落，學習

動機尚可，口語表達

欠佳，因程度與同儕

團體差距甚大，在學

習上經常遭遇挫折，

惡性循環下至使 S2

學習動機逐漸式微

（學生輔導記錄

卡）。 

經 93 學年度第二學期特

殊兒童鑑定結果屬疑似輕

度智障（93學年度特殊兒

童鑑定報告）。在校表現活

潑，與同學相處融洽，對

師長有禮貌，老師指定的

工作能按時完成，在校經

常幫助老師做事，是一位

循規蹈距的學生。 

 

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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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學生基本資料分析（續） 

 
家庭環境 

家長對子女的 

教育態度 
學生在校的學習情形 

學生的特殊表現

或特色 

S2 

及妹妹，家庭氣

氛融洽（學生輔

導記錄卡）。 

能，以適應社會環

境。 

雖經鑑定疑似智障，不

過就導師的觀察只要

多給她一些時間，應該

還能提昇該生的學業

成就。 

 

S3 

父親早逝，母親

獨自一人扶養五

個小孩，生活較

為貧困，屬低收

入戶家庭，上有

兩位哥哥、一位

姊姊，在家排行

老四（學生輔導

記錄卡）。 

母親因平常忙於

工作，對於她的學

業較少關注，只希

望她在學校能快

快樂樂的學習。 

學習動機欠缺，學習態

度較被動，上課比較不

專心，需要老師不斷的

叮嚀才會積極學習，四

年級時回家作業常常

缺交，五、六年級有改

進的跡象，課業在班上

屬於中下程度，國語程

度尚可，數學程度比較

差，尚需加強。 

音樂方面具有天

份，個性樂觀好動

喜好幫助他人，學

習如能積極一

些，進步空間應該

蠻大的。 

S4 

家中開雜貨店，

家庭經濟屬小

康，父母親是虔

誠的基督徒，上

有一位哥哥、下

有兩位弟弟，在

家中排行老二

（學生輔導記錄

卡）。 

父母對子女的教

育非常關心，在家

中能陪伴小孩做

功課，她是家中的

獨生女深受家人

寵愛，因此養成了

較為倔強的個性。

個性內向，課堂中很少

表示自己的意見，上課

不夠專心，經老師提醒

後能專心學習，回家功

課大都能按時繳交。語

文程度尚可，數學程度

較差，有良好的學習態

度，如能多用一點時

間，應能提昇學業成

就。 

在校聽從老師的

指導，對師長有禮

貌，在家能幫父母

親做家事（家訪

920922），升上六

年級後行為表現

比較自我，常與同

學發生爭執，老師

經常利用課餘時

間與其溝通，大致

上都還能接受老

師的勸導。 

S5 

家中兄弟姊妹數

眾多，父親靠打

零工賺錢維持家

中各項開支， 

學校中需繳交的

費用大都由各項

補助款及獎助學

金支付，父母很 

她的學業成就低落，在

班上屬中下程度，學習

態度還算不錯，唯獨上

課不夠專心，時常需要

她個性活潑，在校

能聽從老師的指

導，喜歡幫助同

學，能主動幫忙 

 

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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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學生基本資料分析（續） 

 
家庭環境 

家長對子女的 

教育態度 
學生在校的學習情形 

學生的特殊表現

或特色 

S5 

母親在家中照顧

子女，因此在物

質生活上比較匱

乏，上有一位哥

哥，下有兩位弟

弟，一位妹妹，

在家中排行老二

（學生輔導記錄

卡）。 

關心子女的教

育，有任何問題會

向老師反應，因為

家中的經濟狀況

不是很理想，使得

她的學習資源不

足，文化刺激也不

夠，不過在父母用

心的指導下，家庭

氣氛還算融洽。 

老師提醒才能專心上

課，功課都能按時繳

交。 

老師做事，與同學

相處融洽（家訪

930319）。 

S6 

他在家排行老

三，上有兩位姊

姊，下有一位妹

妹，父親有酗酒

的習慣，身體狀

況不是很好，目

前家中經濟主要

靠母親打零工維

持，屬低收入家

庭（學生輔導記

錄卡）。 

父親的酗酒習慣

對於他的學習情

形多少有些影

響，母親對子女的

課業非常用心，常

會指導及陪伴子

女做功課，因為是

家中的獨生子，父

母對他有相當大

的期待，也造成他

無形中的壓力。 

他在四年級時行為態

度都算積極，上了五年

級後因常與就讀國中

的表哥到部落的網咖

打電動，學習行為及態

度有明顯的變差，老師

常勸他少去網咖，並找

一些對他有幫助的繪

本鼓勵他閱讀，期望他

把心思轉移到課外讀

物上，減少他上網咖的

時間，藉此提昇他的學

習態度。 

他的個性較為內

向，喜歡打籃球，

有運動細胞，在班

上常常與同學發

生爭執。對於文學

十分有興趣，作文

能力佳，常代表班

上參加作文比賽。

S7 

父母親已離異，

生母有空也常會

回家探望他，父

親再婚，繼母對

他非常好，對其

課業也很用心，

在家中排行老么

（學生輔導記錄

卡）， 

父親於他六年級

第一學期時因車

禍過逝，目前由繼

母扶養，對其課業

非常關心。 

學業成就尚可，數學程

度較差，作業大都能按

時繳交，唯獨上課不夠

專心，常常需要老師提

醒才能專心學習。上課

如能專心一些，課後多

加練習，學業成就應該

能夠進步。 

對於體育活動非

常有興趣，常代表

學校參加校外的

體育競賽，是學校

的棒球及田徑選

手。  

 

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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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學生基本資料分析（續） 

 
家庭環境 

家長對子女的 

教育態度 
學生在校的學習情形 

學生的特殊表現

或特色 

S8 

在家排行老大，

下有兩個弟弟，

爸爸在鄉衛生所

服務，媽媽心臟

開過刀，身體狀

況不是很好，目

前在家中靜養及

照顧小孩（學生

輔導記錄卡）。 

爸媽對小孩子的

課業非常用心，會

陪伴小孩做功課

看書，因此他的課

業在班上還算不

錯。爸爸在假期中

會帶著一家人到

郊外走走，家庭氣

氛算融洽。 

在學校學習態度積

極，對數學有強烈的學

習動機，有不懂的地方

會主動向老師或同學

請教，語文程度尚需加

油，個性好強，加上父

母親對課業的關心，使

得他在學習上有相當

不錯的表現。 

他的左眼瞼有下

垂的情形，因年紀

尚小父母還未帶

他去開刀，對他的

心理有一些負面

影響（家訪

940928）。 

S9 

S9 在家中排行老

大，下有一個弟

弟一個妹妹，父

親身體狀況不

佳，每週都需要

到醫院洗腎，平

常靠打零工補貼

家用，母親在鄉

公所擔任臨時顧

員，屬低收入戶

家庭（學生輔導

記錄卡）。 

父母親對子女的

課業非常用心，平

常閒暇時間都能

指導子女做功

課，因此他的課業

在班上表現得非

常好。 

學習態度非常積極用

心，頭腦靈活反應快，

具有自信心，語文及數

學程度在班上都屬中

上，對於棒球運動非常

喜好，也是學校棒球隊

隊員。個性活潑外向，

喜好表現，常常代表班

上參加各項校內外的

競賽。 

由於父親身體狀

況不佳，因此很能

體會母親的辛

勞，平常在家會主

動幫忙做家事照

顧弟妹，從小就有

當醫生的志願，在

校的學習非常積

極，加上父母親的

督促，在校行為及

成績表現都非常

好，是一位孝順、

聰明的好孩子（家

訪 920919）。 

S10 

母親在他很小的

時候就過世了，

父親在外地工作

很少回家，她與

姊姊住在姑媽家

（學生輔導記錄

卡）。與姑媽同

住，平常都叫姑

媽為媽媽。 

因是家中最小的

小孩，因此家人都

非常的疼愛他，姑

媽對他的課業非

常關心，也能督促

他努力上進。 

學習態度尚可，課業平

平，個性驕縱學習常會

因心情的好壞而起

落，作業能按時繳交，

老師規定的工作也大

都能如期完成，唯獨上

課較不專心，加上程度

並不好，因此課業一直

無法向上提昇。 

雖然個性較倔

強，但有時候老師

與其平心靜氣的

講理，他尚能接

受，或許是母親已

過世，加上父親常

年在外，造成他比

較缺少安全感。 

 

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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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學生基本資料分析（續） 

 
家庭環境 

家長對子女的 

教育態度 
學生在校的學習情形 

學生的特殊表現

或特色 

S11 

在家中排行老

大，下有兩位妹

妹一位弟弟，爸

爸平常靠打零工

維持家計，媽媽

在家中照顧小

孩，由於家中子

女數眾多，因此

經濟狀況並不是

很好，文化刺激

也不足，導致他

在課業上有嚴重

的落後（學生輔

導記錄卡）。 

父母很關心子女

的教育，有任何問

題會向老師反

應，也能配合學校

的各項教育措

施，家庭氣氛還算

融洽。 

小時候曾患腦炎，在他

病情痊癒後腦部有受

到影響（學生輔導記錄

卡），因此在往後的學

習中表現並不是很

好，加上家中的經濟狀

況不好，提供給他的學

習資源及文化刺激也

不多，導致課業成就遠

遠落後於同儕團體。 

經九十三學年度

第二學期特殊兒

童鑑定結果屬疑

似輕度智障（93 學

年度特殊兒童鑑

定報告）。雖然課

業成就較差，但學

習態度佳，能完成

老師所交待的各

項作業，如能施與

個別化教學應對

其課業的提昇有

幫助。 

S12 

在家中排行老

么，上有兩位哥

哥一位姊姊，父

母親平時靠打零

工維持家計，雖

然經濟狀況不是

很好，家庭氣氛

卻很融洽（學生

輔導記錄卡）。 

目前與母親和繼

父住在奶奶家，平

常作業大都由母

親教導，因母親雜

事較多，對他的課

業也不是很積極

的在要求，因此

S12 繳交作業的情

況並不是很理想。

一至五年級在台中縣

葫蘆墎國小就讀，94 學

年度才轉至本校就

讀，學習狀況較為被

動，作業時常未交，數

理程度在班上還算不

錯，國語程度較差。 

數學方面在班上

表現傑出，如果上

課能認真一些，回

家後能按時寫功

課，在課業上應有

相當大的進步空

間（家訪 940928）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表 4-1-1 的學生基本資料分析中，可看出大部份的學生家庭經濟狀況都不是

很理想，有一半的家庭屬低收入戶，而家長大都以打零工來維持家計，造成學生

的學習資源不足，家庭能夠提供孩子的文化刺激也不夠，造成學生放學後除了寫

回家功課外，並沒有額外的學習資源可供使用，學生放學後大部份的時間還是在

部落中遊玩。學生在校的學習狀況因學習先備經驗的不足，使得許多學生欠缺學

習動機，相對的學習成就也不盡理想。有些程度好的學生，很明顯的是家長比較

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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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孩子的課業，也提供學校之外的一些教育資源給孩子，使孩子的課業能夠有

好的表現。有鑑於大多數學生的學習只有在學校中完成，離開學校之後幾乎無學

習的時間，因此研究者擬透過方案教學運用於社會學習領域中，試圖設計符合學

生先備經驗的課程，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學習的能力，並將在方案教

學中所習得的學習能力運用在其他領域的課程中，期望學生也能在其他領域有好

的表現。 

二、研究前之行動 

在進行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前，研究者先行訪談學生（附錄一），瞭解過去

上社會學習領域的經驗、喜好情形、其原因為何、以及對未來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期待，資料整理如表 4-1-2： 

 

表 4-1-2 社會學習領域上課方式之比較 

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方式 現在期待的上課方式 受訪人

聽老師上課、太單調、老師用講的我們

沒有實地去查資料、比較無趣 

內容能夠與現在及未來生活有關係、能實地去觀

察找尋資料、自己製作報告並發表 
S1 

都在教室裡面上課 能夠到戶外做觀察、到電腦教室或圖書室查資料 S2 

老師有分組並且每一組都有隊呼、表現

好的組別老師會加分並給獎品 

我不喜歡查資料因為我查不到資料、不要拖延時

間只要老師一直上、老師能夠分組對表現好的組

別可以給禮物 

S3 

只有老師在講我們沒有實際去查資

料、很無趣 

實地到部落去採訪或調查、分組蒐集資料整理資

料然後與同學分享 
S4 

大部份都是老師在講 老師能夠多講一些課外的補充教材、對課文內容

多做解釋 
S5 

不能親身去體驗、不能把心中的想法講

出來、只是老師在說明缺少行動 

親自去體驗觀察、老師能夠帶我們去查資料、實

地去調查、分組競賽、讓每個人把自己的想法講

出來老師再做統整說明 

S6 

 能夠親身體驗、深入調查資料 S7 

很有趣、能夠實地調查並把調查的結果

與同學分享 

要我們積極的去查資料、表現好的老師能夠給予

獎勵、加分、實地去做採訪、要求我們多看書、

能夠運用網際網路查資料 

S8 

老師比較凶、錯誤多時會被處罰、老師

大部份都用解說的方式 

帶我們到電腦教室查資料並將資料印出來然後彙

整、親自檢討資料、就地取材實地探訪、講一些

比較好笑的題材、多講一些故事、實地到部落探

查 

S9 

都是聽老師在講、沒有實地操作 多查資料、多做訪問、親自體驗、多講一些故事 S10 

老師講解、老師會說故事 上網查資料、上圖書室找資料、老師不要生氣 S11 

老師講的我聽不懂、課本教材變困難、

大部份都是老師在上、沒有畫重點 

儘量找尋與我們生活有關的教材、多講一些課外

補充教材、老師畫重點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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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訪談資料可知，大多數的學生對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是有所期待的，由於

過去社會學習領域比較偏重於講述式的教學，學生只能單方面的吸收教師所傳達

的知識，加上缺乏師生間的互動，及缺少實際的操作和親身的體驗，使得大部份

的學生對於上社會學習領域都不太有興趣。從受訪的學生反應中可知，有大部份

的學生期待上社會學習領域的方式，大都希望能實際去體驗觀察，利用各種工具

蒐尋資料，自製成果報告，在教材的需求上則希望能夠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相關，

並希望老師能多講一些課外補充教材，偶而也能到戶外實施教學，及分組競賽實

施獎勵制度以提昇學習動機。 

    經過這次的訪談，讓研究者更瞭解學生在過去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經驗及想

法，也激起研究者開始檢討及反省：過去自己在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方法，及為

何有哪麼多的學生在上社會學習領域時會興趣缺缺的原因。以目前社會學習領域

在國小的課程地位而言，幾乎是處於副科且不被重視的領域，加上教師備課的時

間不多，及在進度的壓力下，大多數的教師都採用講述式的教學方式，也導致學

生缺少操作及親身體驗的空間，自然學生的學習興趣就逐漸的下滑了。 

    身為現代的教育工作者，應試著嘗試不同的教學方式及可行的教學策略，來

指導學生學習，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提供鷹架讓學生能獲致成功的學習經驗，

建立學生獨立學習的行為模式。經過這次的訪談分析之後，讓我能夠澄清及確定

後續的教學進行方向，相信下一步的研究發展將能結合這些寶貴的意見，使教學

的內容更具意義，並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二節  課程發展的階段 
 

本校社會學習領域高年級 1 週僅有 3 堂課的教學時數，研究者常需利用課餘

的時間，如早晨晨光時間、下課或彈性節數及午休時間與學生彼此討論，不同過

去只在課堂上講解的學習方式，以建立師生良好的互動關係，並培養學生獨立學

習的能力。 

研究者以二個階段四個單元主題活動實施方案教學研究，第一階段第一單元

為 94 學年度第一學期 8、9、12、14、15 週（94.10~94.12）；第一階段第二單元為

94 學年度第一學期 18、19、21 週（94.12~95.01）；第二階段第一單元為 94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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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5、6、7、8、9 週（95.03~95.04）；第二階段第二單元為 94 學年度第二學

期 11、12、13、14、15、16（95.04~95.06）；以上分成二個階段提出教學設計後實

施教學，並開始本研究工作，研究者將前一個階段，所有的教學設計與活動記錄

經實施與修正後詳加整理，以提出第二階段（95.03~95.06）課程設計實施的依據。 
 

 

第三節  第一階段課程發展 
 

一、課程發展歷程 

第一階段之教材內容是選自康軒版社會學習領域第七冊第一單元「生活與文

化」。本單元內容包括：文化生活、原住民文化、漢人傳統文化、文化交流與融合、

宗教信仰活動、文化傳承與創新等 5課內容。其目標在提供學生認識人類創造的

各種文化型式，包括物質文化、制度文化、精神文化等，以幫助學生欣賞、傳承

社會的各種文化，並瞭解各種文化的創新與融合。透過本單元，大家可以認識不

同族群的文化，也能瞭解從傳統到現代臺灣文化的演變，使學童認識、欣賞現代

多元並存的文化，進而體認文化傳承的重要。研究者針對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及目

標，為結合本校所處地區的文化資源，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因此規畫了第一階段

的方案教學單元概念圖，如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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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第一階段方案教學單元概念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在研究者瞭解整個單元的重點核心概念後，因顧及到教學對象皆為原住民學

生，因此統整了第一單元的核心概念生活與文化，提出第一階段的方案教學的活

動設計，如表 4-3-1： 

 

表 4-3-1 第一階段教學單元規畫表 

單元

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學習單 分段能力指標 節數

走
過
卡
阿
麓
灣 

1.認識台灣原住民各族

群的文化特色。 

2.探索卡阿麓灣地區節

慶祭典的內涵與意義。 

3.探索卡阿麓灣地區的

外來文化及其影響。 

4.學習傳承家鄉傳統文

化。 

5.體認台灣現代文化的

多元風貌。 

方案主題一： 

我是原住民 

 

方案主題二： 

洛神花的故鄉 

 

1.族群探索 

 

 

2.揭開神秘洛

神花 

 

1-3-2 了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
景、傳統的節令、禮俗的意

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3-2 探討台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

其內涵。 

4-3-1 說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

意見與選擇未來理想生活型

態的理由。 

6 

 

 

6 

     

    本階段教學核心概念主要在探討人類文化的內涵，研究者透過認識台灣原住

生活與文化

走過卡阿麓灣

文化生活 原住民文化 漢人傳統文化 文化交流與融合 文化傳承與創新

我是原住民 洛神花的故鄉

1.探索原住民文化、認識家鄉文化

2.瞭解各族群的文化差異 
3.欣賞及尊重不同族群的文化 

1.探索家鄉文化活動的意涵 
2.參與家鄉的文化慶典活動 
3.傳承家鄉的文化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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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各族群的文化特色，並以本校所在地的部落文化為基礎，引導學生瞭解自己家

鄉的文化特色，進而培養傳承文化的使命感，最後更延伸探討台灣多元文化的樣

貌，擴展學生的視野，在接觸多元文化的現代社會中，學習如何保存家鄉的優良

傳統文化，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的優點，並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的情感。 

 

二、第一階段教學實施歷程 

本單元共設計 12節課，以走過卡阿麓灣為單元主題，主要的目的在讓學生學

習過課本的教材內容後，能夠運用課本所學習到的文化基本知識，在延伸探索家

鄉的文化（卡阿麓灣的文化），以學生生活的環境為題材，加上實地的探索蒐集資

料，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更深入地體驗家鄉文化的特色，進而認同、保存、

傳承家鄉的文化。研究者以方案教學的實施步驟，設計了教學活動流程如表 4-3-2： 

 

表 4-3-2 第一階段教學活動流程 

單元 
名稱 

對應能力 
指    標 學習目標 方案教學 

教學步驟 主   要   教   學   活   動 教學

節數

走
過
卡
阿
麓
灣 

1-3-2 了解
各地風

俗民情

的形成

背景、傳

統的節

令、禮俗

的意義

及其在

生活中

的重要

性。 
 
 
 
 
 
2-3-2探討
台灣文

化的淵

源，並欣

賞其內

涵。 
 
 

 
1.能仔細
聆聽，並歸

納要點。 
2.能與同
學分享自

己族群的

特色。 
 
 
3.能觀察
生活周遭

的傳統文

化。 
 
 
 
 
 
 
4.能比較
不同族群

的文化特

色。 
 

研究主題說明

 
 
 
 
 
 
 

選擇主題 
 
 
 
 
 
 
 
 
 
 
 
 
 
 
 

方案主題一：我是原住民 

（一）引起動機： 

1.教師說明此次方案教學活動的內容。 

 

2.教師請學童分享自己屬於原住民中的

哪一族群？有什麼特色？ 

 

 

（二）引發主題背景：教師請學童分享下列

問題： 

   1.在日常生活中你看過或用過部落居民

所使用的手工藝品嗎？你覺得這些手

工藝品有什麼特色？ 

    2.卡阿麓灣的傳統服飾有什麼特色？男

生與女生的服飾有什麼不同？ 

    3.在部落中什麼時候可以看到歌舞的表

演？你對部落的舞蹈有什麼看法？你

對部落的歌謠有什麼看法？ 

    4.部落中有哪些自製的樂器？它們有哪

些特色？ 

    5.你有沒有看過其他族群的舞蹈表演？

和家鄉的舞蹈有差別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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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第一階段教學活動流程（續） 
 

4-3-1 說出

自己對

當前生

活型態

的意見

與選擇

未來理

想生活

型態的

理由。 

 

 
1-3-2 了解
各地風

俗民情

的形成

背景、傳

統的節

令、禮俗

的意義

及其在 
生活中

的重要

性。 
 
2-3-2探討
台灣文

化的淵

源，並欣

賞其內

涵。 

 
5.能與同
學討論探

索主題的

方向。 
6.能畫出
主題網狀

圖，並確

定研究範

圍。 
 
 
 
7.能利用

網際網路

蒐集資料 
8.能利用

圖書室蒐

集資料。 
 
 
9.能與同
學分享自

己的探索

成果。 

 
探究範圍的決定

（製作主題網）

 
 
 
 
 
 
 
 

實行及發展 
 
 
 
 
 
 
 
 

主題成果發表

 

 

（三）分組討論並選定研究主題 

    1.教師將學童分成兩組，請各組學童選

擇原住民中某一族群，就此族群的某

一文化做為研究方向。    

 
2.教師指導學生畫主題網圖。 

 

    3.各組學童依主題網圖確定研究範圍。 

 

 

（四）各組分工並進行資料蒐集 

    1.教師指導學童利用網際網路蒐集資

料。 

  
    2.教師指導學生利用圖書室蒐集資料。 

 

    3.教師與各組學童討論資料整理及呈

現方式。 

 

（五）成果發表與分享 

1.教師請兩組學童分享探索結果並歸

納說明。 

 

    2.教師進行學習成果評鑑。 

 

 

 
1 
 
 
 
 
 
 
 
 
 

2 
 
 
 
 
 
 
 
 

2 
 
 
 

走
過
卡
阿
麓
灣 

1-3-2 了解
各地風

俗民情

的形成

背景、傳

統的節

令、禮俗

的意義

及其在

生活中

的重要

性。 
 
 

1.能分享
家鄉洛神

花季的活

動內容。 
 
 
 
 
2.能利用

網際網路

搜尋家鄉

洛神花季

的活動資

料。 

研究主題說明

 
 
 
 
 
 

選擇主題 
 
 
 
 
 
 

方案主題二：洛神花的故鄉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去年鄉公所辦理洛神花季

的照片。 

2.請學童分享去年家鄉辦理洛神花季

的所見所聞。 

 

（二）花季的回顧： 

    1.教師帶領學童至電腦教室搜尋去年

鄉公所辦理洛神花季相關活動資

料。 

    2.學童將蒐集到的資料列印出來。 

3.教師請學童分享所蒐集到的資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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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第一階段教學活動流程（續） 

走
過
卡
阿
麓
灣 

 
2-3-2探討
台灣文

化的淵

源，並欣

賞其內

涵。 
 
4-3-1 說出
自己對

當前生

活型態

的意見

與選擇

未來理

想生活

型態的

理由。 
1-3-2 了解
各地風

俗民情

的形成

背景、傳

統的節

令、禮俗 
的意義

及其在

生活中

的重要

性。 
 
2-3-2探討
台灣文

化的淵

源，並欣

賞其內

涵。 

 
 
 
 
 
 
3.能依洛

神花季的

活動內容

畫出網狀

圖。 
 
 
 
4.能從網
狀圖中確

定探索方

向。 
 
5.能說出

訪談時應

注意的事

項。 
 
6.能訂定 
訪 談 大

網。 
 
 
 
7.能製作
成果發表

書 面 資

料。 
8.能與同
學分享成

果資料。 

 
 
 
 
 

探究範圍的決定

（製作主題網）

 
 
 
 
 
 
 
 
 
 
 
 
 

實行及發展 
 
 
 
 
 
 
 
 
 

主題成果發表

 

 

    4.教師歸納家鄉洛神花季的活動內

容，並選定洛神花季為此次探索主

題。 

 

（三）選定探索範圍  

    1.教師請學童就今年家鄉所舉辦的洛

神花季活動中，選擇一個自己喜歡

的主題。（洛神花的一生、洛神花

植物介紹、洛神花的用途、洛神花

的產品、洛神花的產地、洛神花的

銷售過程、家鄉的洛神花等） 

    

 

2.教師指導學童畫主題網圖。 

 

    3.學童依主題網圖選擇一個研究探索

的方向。 

 

 

（四）資料蒐集及整理 

    1.教師與學童討論資料的來源。 

    2.教師指導學童訪談的方法及應該注

意的事項。 

    3.教師協助學童訂定訪談大綱。 

4.教師指導學童利用網際網路蒐集資

料。 

    5.教師與學童討論資料整理的方式。 

 

 

（五）成果發表與分享 

1.教師請學童分享探索結果並歸納說

明。 

     

 

2.教師進行學習成果評鑑。 

 

 
 
 
 
 

1 
 
 
 
 
 
 
 
 
 
 
 
 
 
 

2 
 
 
 
 
 
 
 
 
 

2 
 

 

    研究者因對自己原有的社會學習領域教學方式感到不滿意，希望改變以往偏

重講述式及討論式為主的教學方式，運用方案教學營造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教師在旁輔助學習的教學情境，授與學生更多的學習自由度，讓學生能自行進行

主題的探索。研究者運用方案教學的教學流程，進行第一主題「我是原住民」及

第二主題「洛神花的故鄉」二個主題教學活動，教學策略包含學習單的引導、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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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主題網圖、上網蒐集資料、角色分派、小組競賽和利用書面報告及上台報告等，

促進學生參與方案教學活動，相互討論、發表探索結果。期許透過這樣的教學方

式，使學生在調查、訪問、紀錄、統計、比較、分類、發表等基本學習能力得以

提昇。 

 

三、第一階段教學問題 

  經過第一階段二個主題的方案教學活動後，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現了幾個問

題，依序說明如下： 

（一）教學進度落後 

      由於方案教學需要較多的時間在蒐集資料及彙整資料上，加上小組成員

間的討論及探索成果的發表也佔用相當多的時間，一個主題實施下來，導致

教學進度有些落後。 

       

學生蒐集資料的能力不足，上起課來感覺非常吃力，期中考又快到了，

彈性課程的時間必須用來加強數學，我想只好利用午休的時間，給學生們加

強蒐集資料方面的能力。（省 941031） 

 

（二）學生欠缺獨立學習的能力 

      方案教學的過程中需要學生上網或到圖書室蒐集資料，由於班上學生初

次接觸此一教學方法，在蒐集資料的能力上面還十分欠缺，加上學生主動學

習的習慣尚未建立，因此研究者常常需要在課堂中或是下課時間，提醒學生

進行蒐集資料的工作。 

 

      R：第一組資料蒐集得怎麼樣了？有沒有需要老師幫忙？（觀 941115） 

 

      R：S6 你們哪一組有沒有蒐集到資料？探索的進度到哪裡了？需不需要老

師的幫助（觀 941115） 

      S3：老師，我都找不到資料？可不可以提供我一些網站？（觀 950116） 

 

（三）小組氣氛及角色分配不佳 

      同學間的互動剛開始時並不是很理想，缺少互助的意願及動機，變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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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擔在幾個人身上，其中有一組甚至要拆成兩組，小組中的成員因感情不融

洽而有衝突的情形產生： 

 

      S10：老師，我不要和他在一組，請他到別組去好嗎⋯ 

      R：S10不可以這樣哦！大家都是同學應該互相幫助。 

      S10：我不要，請他離開⋯＜S10 趴在桌上＞（觀 941227） 

       

      其次，學生對於自己角色扮演覺得絆手絆腳，在小組討論中幾乎每位學

生都有自己的想法，不能尊重他人的想法，他們希望想做什麼就做什麼，這

部份有待溝通。 

（四）口頭發表能力不足 

      學生在第一階段的成果發表中表現不是很想理，大部份的學生在上台報告

時，都以唸書面的成果資料為主，較少提及自己的想法及心得，報告的內容也

較粗淺，研究者希望學生可以按照學習單的引導來說明自己主題探索的過程，

並要求學生在資料蒐集彙整後寫下自己的心得，以提昇報告的質量。 

 

      學生在上台做成果發表時，幾乎每一位學生都是照著書面資料在唸，眼神

很少接觸台下的聽眾，台下的學生也因為發表的同學內容不夠精彩而顯得不耐

煩，研究者需要不時地提醒台下的學生注意聽講，學生才能認真地聆聽台上的

同學發表。（省 941202） 

 

四、第一階段教學改進 

  經過教學省思後，研究者針對第一階段方案教學的問題，提出了幾項改進的

教學策略說明如下： 

（一）利用彈性課程、午休時間指導學生如何蒐集資料 

      方案教學的實施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在探索和發展概念，但是在學校制

式的課程進度規定下，時間是一定不夠用的，研究者就一直擔心進度落後的

問題，雖然學生對於問題的探索非常有興趣，也提到可否增加一些探索主題，

但礙於進度的壓力，只能就既定的課程做探索的活動。 

為了讓學生能順利地完成探索報告，研究者利用了彈性課程的時間，加

強學生利用網際網路蒐集資料的能力，並鼓勵學生利用下課及午休的時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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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電腦教室、圖書室蒐集資料，以減輕課程進度的壓力。 

（二）利用學習單及示範教學引導學生學習 

       一開始接觸方案教學，有許多學生對於蒐集資料及彙整資料的工作非常

害怕，後來研究者以學習單作為鷹架，並預先蒐集一些與主題相關的網站資

料，提供學生參考，且實際在電腦教室透過廣播系統操作上網蒐集資料的方

法，讓學生在研究者的示範中學習蒐集資料的方法。 

（三）小組氣氛及角色任務的輔導 

      為了讓學生能夠清楚自己的角色任務，研究者利用下課及午休時間，集

合各組組員做角色任務的說明及輔導。並於課堂中隨時提醒學生擔任各角色

的任務，讓學生體會到自己工作的內容及責任。對於組內成員不合的情形，

研究者採取先調查同學的意願，找出有必要調整的成員，再請組長協商組員

的交換，儘量讓每一組的成員都能和睦相處。 

研究者在第一主題「我是原住民」的課程設計上，是以小組為單位進行

主題探索的活動，研究者為了激發小組成員能夠共同完成主題探索報告，特

別設計了為小組取名字、小組隊呼、小組資料蒐集比賽等活動，讓學生體會

與他人共同學習的樂趣。各組為了爭取好的成績贏得獎勵，大部份的組員都

會相互討論，對於能力較低的同學也能相互支援。 

 

      我有不懂的地方，同學都會教我。（談 S2 941028） 

               雖然我不會找資料，但是在同學的協助之下，我也慢慢的能夠查到一些

資料了。（談 S11 951123） 

                小組的共同製作探索報告，好像讓同學之間的感情變好了。（談 S12 

951128） 

 

（四）發表能力的提昇 

       研究者在每一主題的最後一個教學活動，皆安排一次的主題成果發表，

這也是方案教學相當重要的階段，在第一階段第一次的成果發表中，研究者

發現學生的表達能力不是很理想，上台發表成果大都照著書面資料唸，很少

與台下的聽眾互動，研究者有鑑於此，因而設計了說故事的活動，安排班上

的學生到一年級說故事，一方面訓練學生的表達能力，其次藉由到一年級說

故事來提昇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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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我好喜歡到一年級說故事哦！一年級的小朋友都很可愛，他們會

問我許多問題，有些問題我都不知道怎麼回答，下一次我一定要準備久

一點，要不然被問了，如果答不出來可就太遜了！（談 S1 941020） 

 

           老師，我到一年級說故事有學長的感覺，指導一年級的小朋友心裡蠻有

成就感的，不過一年級的小朋友很愛問問題，有些問題我還不知道如何

回答呢？（談 S9 941025） 

 

           老師，經過這幾次到一年級說故事，我覺得我說故事的能力進步了不

少，站在講台前面也比較不哪麼害怕了耶！（談 S8 941025） 

 

研究者除了請學生到一年級說事之外，也在平時課堂中儘可能提供學生

表達的機會，並且利用學習單的方式來引導學生歸納資料，學生在學習單的

引導下，比較能夠抓住成果發表的重點，在表達上也較有頭緒。 

 

 

第四節  第二階段課程發展 
 

一、課程發展歷程 

第二階段之教材內容是選自康軒版社會學習領域第八冊的核心概念「立足臺

灣展望世界」。本冊內容包括：科技與社會、從臺灣走向世界、世界一家等三大單

元內容。其目標在提供學生明白科技對人類生活的影響，培養面對科技發展應有

的態度；探討科技發展與演進，有助了解科技革新對臺灣與世界的影響；認識技

術革新，縮短人類世界的彼此距離，產生全球化與地球村現象，並關懷人類世界

面臨的全球化議題，並尋求解決的方法；體察臺灣與亞洲和世界的關係，孕育世

界公民的素養；迎接地球村時代的來臨，身為世界公民的一員，應有宏觀的視野

和公民責任。研究者針對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及目標，為結合本校所處地區的文化

資源，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因此規畫了第二階段的方案教學單元概念圖，如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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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第二階段方案教學單元概念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在研究者瞭解教材的核心概念後，為了顧及到教學對象的先備經驗，因此統

整了第八冊教材的教學目標，提出第二階段方案教學的活動設計，如表 4-4-1： 

 

 

表 4-4-1 第二階段教學單元規畫表： 

單元

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學習單 分段能力指標 節數

卡
阿
麓
灣
的
環
境
與
科
技 

1.探索古今中外科學家的故事。

2.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

何影響科學的發展。 
3.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

值信仰和態度的影響。 
4.探索科技的發展與家鄉居民生

活的關係。 
5.瞭解科技對人類生活正面與負

面的影響。 
6.能舉出家鄉及全球所面臨的環

境與社會課題。 

方案主題一：

我的偶像科學

家 
 

 

 

方案主題二：

故鄉的科技與

生活 

 

1-1 我的發明

 

1-2 科學家的

故事探索報

告 

 

2-1 家鄉的科

技産品與環

境問題 

 

2-2 環境問題

探索報告 

8-3-1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
人類價值信仰和態度

的影響。 
8-3-2 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

和態度如何影響科學

的發展。 

9-3-4列舉全球面臨與關心的

課題（如環保、飢餓、

犯罪、疫病、經貿與

科技研究等），並提出

問題解決的途徑。 

7 

 

 

 

 

 

8 

 
    研究者在本階段的教材規畫，主要以認識環境及科技為主要核心概念，其中

立足台灣展望世界

卡阿麓灣的環境與科技

科技與社會 從台灣走向世界 世界一家 

我的偶像科學家 故鄉的科技與生活

1.探索古今中外科學家的故事 
2.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

影響科學的發展 
3.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值

信仰和態度的影響 

1.探索科技的發展與家鄉居民生活的關係 
2.瞭解科技對人類生活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3.列舉全球面臨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

餓、犯罪、疫病、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並

提出問題解決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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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探討古今中外的科學家、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值信仰和態度的影響，並

以家鄉的生活環境為題材，融入到本單元的核心概念中，探索家鄉在科技迅速發

展的現代社會中受到了哪些影響，進而探討科技對人類造成的正、負面的影響，

最後以家鄉的環境問題為出發點，推展探索全球所面臨的環境問題，期使在本階

段的課程規畫下，能培養學生愛護、關心環境的情感，從家鄉出發擴展至全球的

環境問題。 

 
二、第二階段教學實施歴程 

本單元共設計 15節課，以卡阿麓灣的科技與環境為單元主題，主要的目的在

讓學生學習過課本的教材內容後，能夠運用課本所學習到的基本知識，再延伸探

索家鄉的科技與環境問題，以學生生活的環境為教材，加上實地的探索蒐集資料，

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研究者實際帶領學生至落部觀察家鄉的環境問題，進而

提出解決家鄉環境問題的方法，培養愛護家鄉環境的情操。研究者運用方案教學

的實施步驟，設計了教學活動流程如表 4-4-2： 

 

表 4-4-2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流程 
單元 
名稱 

對應能力 
指    標 學習目標 方案教學 

教學步驟 主   要   教   學   活   動 教學

節數

卡
阿
麓
灣
的
環
境
與
科
技 

8-3-1探討
科學技

術的發

明對人

類價值

信仰和

態度的

影響。 
 
 
 
 
 
 

1.能仔細
聆聽，並歸

納要點。 
 
2.能說出

生活中的

科技産品

及自己所

認識的科

學家。 
 
 
3.能仔細
聆聽。 
 
4.能分享
自己所認

識的科學

家。 
 
 

研究主題說明

 
 
 
 
 
 
 
 
 

選擇主題 
 
 
 
 
 
 
 

方案主題一：我的偶像科學家 

（一）引起動機： 

1.教師說明此次方案教學活動的內容。 

 

 

2.教師請學生分享自己在生活中有用到

哪些科技産品？是哪一位科學家發明

的？ 

 

 

（二）引發主題背景：  

    1.教師講一則科學家的故事。（愛迪生

或牛頓的故事） 

 

    2.教師請學生集思廣益說出自己所知道

的科學家。 

 

    3.教師請學生思考科學家的發明對人類

生活有何貢獻及影響？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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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流程（續） 
 
8-3-1探討
科學技

術的發

明對人

類價值

信仰和

態度的

影響。 
 
 
 
 
 
8-3-2 探討

人類的

價值、信

仰和態

度如何

影響科

學的發

展。 
 
 
 
9-3-4列舉

全球面

臨與關 
心的課

題（如環

保、飢

餓、犯

罪、疫

病、經貿

與科技

研究

等），並

提出問

題解決

的途徑。 

5.能分享
自己想做

的發明並

習寫學習

單。 
 
6.能利用

網際網路

及圖書室

蒐 集 資

料。 
 
7.能分享
自己所蒐

集 的 資

料。 
 
8.能畫出
主題網狀

圖並確定

研 究 範

圍。 
 
9.能利用

網際網路 
蒐 集 資

料。 
10.能利用

圖書室蒐

集資料。 
 
11.能與同
學分享自

己的探索

成果。 

 
 
 
 
 
 
 
 
 
 
 

探究範圍的決定

（製作主題網）

 
 
 
 
 
 
 
 
 

實行及發展 
 
 
 
 
 
 
 
 

主題成果發表

及評鑑 
 

    4.教師請學生試想，自己如果是一位科

學家，目前最想發明的一件物品是什

麼？ 

 

    5.習寫我的發明學習單。 

 

    6.課後作業：尋找中外科學家。 

 

 

 

 

（三）分組討論並選定研究主題 

    1.教師請學生分享我的發明，及分享所

蒐集的科學家資料。 

 

    2.教師講解科學大事年表。 

 

    3.教師協助學生繪製主題網圖。 

 

    4.教師請學生發表自己的主題網圖。 

 

    5.學生依主題網圖確定研究範圍。 

（四）學生進行資料蒐集 

    1.教師指導學生利用網際網路蒐集資

料。 

    
    2.教師指導學生利用圖書室蒐集資料。 

 

    3.教師與各學生討論資料整理及呈現方

式。 

 

（五）成果發表與分享 

1.教師請學生分享探索結果並歸納說

明。 

 

    2.教師進行學習成果評鑑。 

 

 
 
 
 
 
 
 
 
 
 
 

1 
 
 
 
 
 
 
 
 
 
 

2 
 
 
 
 
 
 
 
 

2 

卡
阿
麓
灣
的
環
境
與
科
技 

8-3-1探討
科學技

術的發

明對人

類價值

信仰和

態度的

影響。 

 
1.能說出

家中的科

技産品。 
 
 
 
 

研究主題說明

 
 
 
 
 
 

方案主題二：故鄉的科技與生活 

（一）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說明家中有哪些科技産

品。 

 

2.請學生說明過去沒有這些科技産品，

人們是如何生活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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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流程（續） 

卡
阿
麓
灣
的
環
境
與
科
技 

8-3-1探討
科學技

術的發

明對人

類價值

信仰和

態度的

影響。 
 
 
 
8-3-2 探討

人類的

價值、信

仰和態

度如何

影響科 
學的發

展。 
 
 
 
9-3-4列舉

全球面

臨與關

心的課

題（如環

保、飢

餓、犯

罪、疫

病、經貿

與科技

研究

等），並

提出問

題解決

的途徑。 

2.能分享
現代科技

帶給人類

的 善 與

惡。 
 
3.能蒐集
現代科技

危害人類

的報導。 
 
 
 
4.能分享
現代科技

危害人類

的報導。 
 
5.能與同
學討論部

落的環境

問題。 
 
6.能依環
境議題繪

製主題網

圖。 
 
 
7.能利用

網際網路

蒐 集 資

料。 
8.能利用

圖書室蒐

集資料。 
 
9.能製作
成果發表

書 面 資

料。 
10.能與同
學分享成

果資料。 

選擇主題 
 
 
 
 
 
 
 
 
 

探究範圍的決定

（製作主題網

圖） 
 
 
 
 
 
 
 
 
 
 
 
 
 
 
 

實行及發展 
 
 
 
 
 
 
 

主題成果發表

及評鑑 
 

（二）科技與環境： 

    1.教師說明現代的科技發展情形。 

    2.教師請學生討論現代科技所帶給人類

的益處。 

3.教師請學生討論現代科技所帶給人類

的害處。 

    4.教師歸納說明現代科技帶給人類的善

與惡。 

    5.教師請學生利用課餘的時間蒐集現代

科技危害人類的報導。 

（三）部落的環境問題  

  1.教師請學生分享自己蒐集到有關現代

科技危害人類的報導。  

    2.教師將學生分成三組，討論目前部落

有哪些迫切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 

    3.教師請各組分享討論的結果。 

    4.教師與學生共同討論有什麼方式可以

解決這些問題。 

    5.教師歸納總結。 

    6.教師帶領學生至部落觀察環境，並記

錄部落目前所遭遇的環境問題。 

7.請學生以人類環境議題為中心，配合

自己所蒐集的環境報導問題，及部落

的環境問題，繪製主題網圖。 

    8.教師請學生確定探究範圍，並分享自

己的主題網圖。 

 

 

（四）資料蒐集及彙整 

    1.教師指導學生利用網際網路及圖書室

蒐集資料。 

    2.教師複習訪談注意事項。 

    3.教師協助需要做訪談工作的學生訂定

訪談大綱。 

 

 

（五）成果發表與分享 

1.教師請學童分享探索結果並歸納說

明。 

     

2.教師進行學習成果評鑑。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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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第二階段的課程設計中以探索科學家的故事為開端，請學生在上完

課本第一單元科技與社會的內容後，能夠找出一位自己喜歡的科學家來做深入的

研究，科學的部份學生的先備經驗比較不足，為了讓學生快一點進入狀況，研究

者以課本所提及的科學家為例來作示範說明。有鑑於第一階段學生在蒐集資料方

面能力比較不足，在第二階段研究者特別著重訓練學生利用網際網路及圖書室蒐

集資料的能力。第二階段的第二主題研究者的設計理念著重於科技與環境的相關

議題，為了讓學生有更深刻的體會，研究者以部落的環境為起點，帶領學生至部

落實地觀察，並藉由民國 94 年 7月海棠颱風對部落所造成的損害（溪水暴漲沖走

了十多戶的房舍），來突顯環境問題的重要性。透過部落的探查，讓學生對環境問

題有較深刻的體會，之後再請學生選擇比較有興趣的環境議題做深入的探索。為

了讓學生能夠認真的進行探索活動，研究者在二個主題的教學活動結束前，都安

排了成果發表的時間，請每位學生就自己的探索過程，及所蒐集和彙整的資料向

全班同學分享，研究者並進行學生學習的成果評鑑。 

 

三、第二階段教學問題 

  經過第二階段二個主題課程的實施後，研究者在教學的歷程中也發現了幾個

問題，研究者依序說明如下： 

（一）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問題 

      方案教學的實施相當重視學生獨立學習的能力，因此學生需具備相當的

基本能力，才能適應方案教學的教學流程，而低成就的學生本身在學習上就

已存在許多的問題，在老師的協助之下已經很難達到教學目標，更何況是由

他們獨立完成學習的工作。班上有兩位學生經縣府 93學年度第二學期特殊兒

童鑑定小組的鑑定，結果屬疑似輕度智障，這 2位學生在語文方面都有閱讀

理解上的困難，但學習態度非常好。研究者在第一、二階段的方案教學活動

中，發現這兩位學生在蒐集資料、彙整資料、口頭報告方面的能力都有嚴重

的不足，在分組活動中班上有一些學生更是不喜歡與這 2位同學分在同一組，

視他們為包袱，研究者常常見到這 2位學生在分組討論中，只能默默地坐在

角落中聽其他同學的討論，而無法參與討論，研究者看了也不免心中產生落

寞的感受。 

 

      S2 及 S11 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似乎沒有什麼進步，心中有些落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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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提昇他們的程度呢？究竟該提供他們什麼樣的資源或是協助，才能讓他

們學得有成就感。也許我對他們的要求太高了些，他們的程度和其他同學的

程度要有所區隔，不應該一視同仁，所以在評量的認定上我應該以他們自己

和自己做比較來思考，只要他們能進步我就應該感到高興，這樣的想法比較

積極對他們的學習也比較有幫助。我想我的時間也很有限，我應該在班上找

兩位較負責的學生來擔任他們的小老師，透過小老師的協助讓他們有更多的

學習機會。希望我這樣的心態調整，對我和他們都有助益，也希望他們能學

得有效、學得快樂。（省 950420） 

 

      針對低成就學生的問題，研究者發現在其他年級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以現有的教育制度而言低成就的學生在班上比較難以適應，除非學校成立資

源班針對低成就的學生實施補救教學，否則這些學生就只能做為班級的過客

而已。研究者對於這 2位學生也儘可能地為他們提供補救教學，讓他們在方

案教學的過程中也能學習到一些學習的能力，雖然他們不能完成相當好的成

果報告，但研究者課後反省只要他們和自己比有所進步，身為教師的我們就

應該覺得欣慰了。 

（二）評量的問題 

      在方案教學的實施過程中，評量是研究者一再修正的重要問題，為了配

合本校一學期 2次的定期評量，研究者在第一階段實施方案教學時，除了重

視課本的教材內容評量外，也加進了學生平時上課的表現、小組的互評、成

果報告的評量等。研究者在第二階段方案教學的課程中，為了突顯學生學習

過程的重要性，培養學生良好的學習態度，因此研究者在第二階段的評量上

加入了學習過程的評量，為了不讓研究者的評量過於主觀，學習過程的評量

採用了學生自評及教師評量二個部份。 

      研究者在方案教學的進行中，每一個主題皆設計一至二個學習單，其目

的在於引導學生學習，研究者也將學習單列入評量的一個部份，由於學生對

於寫學習單並未以認真的態度看待，因而失去了寫學習單的意義。學習單固

然可以很快評量出學生在認知上的學習表現，但過度使用的結果，學生不但

浮現出交差了事的反效果，甚至於對學習單產生拒寫的排斥心態。況且只偏

重學生認知的評量成果，是否會產生未兼顧學生多元智能評量的弊病，實有

必要針對課程目標再進行深入的思考，以選擇出適合的評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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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經由行動後的反省，一方面先確定學習單的內容是否符合學習評

量的目的與價值後，進而再對使用學習單評量次數進行拿捏；在檢核學生的

學習成效上也調整成多以動態評量的方式進行，如請學生發表，讓學生分組

討論，或者實際操作等活動，讓學習單的評量更具意義。 

（三）師生對話的平等性 

    研究者希望和學生進行深入而平等的對話，以真正瞭解學生心中的想法，

才有機會藉由不同方式的引導，而達到知識的建構。但是教師因為自己在知識

方面的優越感，是否能夠真正傾聽學生的聲音，並真正進行平等的討論，是有

待努力的。研究者在和學生討論他有興趣的問題時，發現自己對於學生所說出

的答案還是有所期待，雖然期待的並非是書本上所謂的「標準答案」，但是研

究者期望學生說出的話是有深度且符合研究者內心所想要的東西，而且心中早

有一特定的方向。 

我發現自己對於學生問題的答案其實心中已有「標準答案」的預期，雖然

我說要讓學生自己去探索,但是我仍有自己覺得對的答案，並且在無形中牽制

了學生的想法。（省 950329） 

 

而這種期待，阻礙了研究者去聽到學生真正想表達的意思，研究者失去了

可能得到那些和自己不同的想法（有創造力、有價值的新想法）的機會，而同

時我也壓抑了學生繼續朝自己的方向想的機會。 

 

    S7：老師，我想研究中國的科學家好不好？ 

    R：我們目前上的課程內容主要都在講西洋的科學家為主，你要不要考慮研究

西洋的科學家。 

    S7：可是老師我對中國的科學家蠻有興趣的耶！ 

    R：可以啦！但是你要確定你能夠蒐集到足夠的資料。（觀950314） 

 

面對研究者不夠瞭解的問題，研究者不能從學生的想法中去引導他想更

多，而是想轉移至研究者比較熟悉的領域來和學生討論。如果教師本身不夠相

信自己的思考能力（不盡力去想），那怎麼可能影響學生自己去思考呢？相對來

說，若我們希望學生能願意自己思考問題，而不是只去找資料、找正確答案，

是不是也要先讓他們建立足夠的信心，相信靠自己也是可以「想出來」一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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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之外，更需要放寬自己的胸懷去「傾聽」對方到底說了什麼，唯有充分

地瞭解對方，才有「引導」的可能性。身為教師的我們，似乎很容易急切地想

傳達一些東西，而因此往往要加倍地小心去控制自己的言詞與態度：如何以更

接納的態度來面對學生的想法，讓學生充分表達自己的意見，並且其想法也被

認真地思考對待（而不是忽略）。 

 

四、第二階段教學改進 

    經歷了第二階段二個主題的方案教學活動之後，研究者省思教學歷程中所

遭遇的問題，並提出了幾項改進策略說明如下： 

（一）協助低成就學生學習 

S2、S11 兩位學生經縣府特殊兒童鑑定結果為疑似輕度智能障礙的學生，

S2在閱讀方面有障礙無法正確地將課文讀出及理解文意，S11能讀出課文中約

7成的字，理解文意上面也有問題。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仔細觀察他（她）

們的學習情形，也請班上的小老師來協助他們，只要在規定的作業完成，或是

在同組的組員有協助他（她）們時，就當眾表揚協助者或是給予小組記分獎勵。 

 

R：S12 你到 S2 的座位旁協助 S2 找尋瓦特發明蒸氣機的資料，儘量讓 S2

自己操作電腦，她有不懂的地方，你在給予協助。（觀 950410） 

 

R：S5 因為你的指導讓 S11 進步不少，所有的小朋友我們現在給 S5 一個愛

的鼓勵⋯（觀 950328） 

 

方案教學非常重視學生獨立自主的學習能力，因此學生必須具備良好的基

本能力，才能實施主題探索的工作，而 S2、S11欠缺學習的基本能力，因此幾

次的探索活動，S2、S11大多處於被動的地位，如果能採用一對一的教學輔導

方式，對他們的學習情形應該比較有幫助，而研究者在教學進度的壓力雖無法

實施一對一教學，但也儘可能地抽出時間對 S2、S11實施個別化的教學，並透

過班級小老師的協助，及小組成員的力量來幫助這兩位學生，讓他們能夠提昇

一些基本的學習技能。 

（二）改進評量，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狀況 

      評量最怕造成學生產生挫折，阻礙了學生的學習，可是有時候又希望能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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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評量讓學生有適度的壓力促進學習，研究者儘量讓評量多元化，減少教學者

的主觀意識所造成的誤差。此一階段研究者的評量項目有：學習單、學習過程

的評量、書面成果報告、上台分享報告等。 

1.學習單：本階段二個主題活動有四個學習單，因為考慮學生的興趣和能力，

學習單中有一部份以圖畫來呈現；另外為了引導學生探索的過程及方向，研

究者也將方案教學的流程融入到學習單中，讓學生可以很清楚地瞭解自己的

探索方向及進度。 

2.學習過程的評量：學生學習過程的評量包含教師的評量及學生的互評，研究

者針對學生在探索過程中的表現，做動態性的評量，隨時記錄學生的學習情

形，此外學生與同學互動的情形，研究者也列入評量的重要項目。 

3.書面成果報告：研究者要求學生在每一個主題探索活動結束時，都需要繳交

一份書面成果報告，主要是針對學生選擇問題、探索問題的內容評量，此外

學生收集的資料是否豐富、恰當。除了研究者批改外，也讓同學交換觀摩，

選出較好的作品，列出優點供其他同學參考。 

4.上台分享報告：此一評量在於提昇學生歸納統整及發表的能力，第一階段的

上台分享皆由研究者來實施評量，由於成果發表的過程時間很長，平均每位

學生大約花費 5~6分鐘的時間，研究者要兼顧每位學生的報告內容及報告的

優缺點比較不容易，在第二階段研究者增加了同儕評量的部份，透過同儕間

的互評，也使得尚未發表的學生能夠專心的在台下聽台上同學的發表。 

（三）培養教學反省能力，以獲知學生的學習成果 

      為人師者，必須要時時檢視自己的教學態度和教學過程，才能找出自己的

教學盲點，予以修正和改進；且要擴展學生思考的空間，讓學生發表他們的想

法。學生尚處在學習的階段，有很多想法具有創意，但是不夠成熟，假以時日，

或許這些想法可以激發出智慧的火花。研究者課後省思中發現，在上我的偶像

科學家這一單元主題時，有很多次，研究者在進度的考量及不完全理解學生的

意思下，很快地就打斷他們的發言和想法，研究者事後回想，覺得自己反應太

過急切，沒有給學生適度發展的空間和時間，造成他們思考的中斷和挫折感，

這是研究者需要反省和檢討的地方。 

研究者有鑑於此，在此一階段第二主題故鄉的科技與生活中特別提醒自

己，不要有太多的主觀意識，多聽聽學生的想法，學生在研究者營造的自由表

達氣氛中，較能夠暢所欲言，對自己也較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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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利用深入教學現場之特點，對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以方案教

學的方式，試圖改變原有的教師單一講述的教學模式，探究在實施過程中研究者

的行動與發現。研究者在實施的過程中、在教室觀察紀錄、蒐集資料、與學生訪

談以及研究日誌等資源做調查與分析，經過研究者縝密的詮釋與歸納，形成研究

結果和發現。 

 

 

第一節  方案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一、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 

動機是學習行為的原動力。換言之，動機是個人內在學習的動力，有強烈學

習動機的學生，在學習的表現上，必然較沒有學習動機來得好。研究者在實施方

案教學行動上，以個別化及分組方式進行，以培養學生探索能力並促進同儕互動，

師生共同營造學習的環境，培養互相接納與尊重的氣氛，課程設計顧及學生生活

經驗且生動活潑，利用獎勵，讓學生盡最大的努力為個人及小組爭取榮譽，其目

的就是要提高學習效果。由觀察、回饋單中得知，透過方案教學，讓學生喜歡社

會學習領域的理由，研究者依學生的觀點、合作教師的觀察及研究者的觀察來作

為學生學習動機的表現情形，茲分析如下： 

（一）從學生的觀點 

    研究者在民國 94年 10 月 27 日進行方案教學活動，至民國 94年 1 月 15 日完

成第一階段方案教學的活動，並請 12 位學生填寫學習回饋單，讓學生針對進行完

4週的方案教學活動提出看法和意見，以作為第二階段課程設計的參考及改進的依

據，此學習回饋單分成兩個部分：為使學生能迅速回答因此先採圈選方式，結果

如表 5-1-1 所示；其次採開放性的回答方式請學生自由發表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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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第一階段方案教學活動學生學習回饋單統計表 

是 沒差別 否 
題                                    目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1.請問你喜歡高老師以方案教學的教學方式上社會學習領域

嗎？ 
6 50 6 50 0 0 

2.到目前為止，你對於上社會學習領域有興趣嗎？ 10 83 2 17 0 0 

3.經過方案教學的學習過程，你覺得它對你學習社會學習領域

有幫助嗎？ 
12 100 0 0 0 0 

4.到目前為止，你覺得老師的教學富有變化嗎？ 9 75 3 25 0 0 

5.你覺得老師以方案教學的上課方式能增加你社會學習領域

方面的知識嗎？ 
10 83 2 17 0 0 

6.經過方案教學的學習歷程，你覺得對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興

趣比以前高嗎？ 
10 83 2 17 0 0 

7.在經歷方案教學的上課過程後，你會不會將探索的能力運用

在學習社會學習領域上？ 
11 92 1 8 0 0 

8.你希望高老師繼續以方案教學的方式來進行教學，以提昇社

會學習領域的知識嗎？ 
11 92 1 8 0 0 

9.到目前為止，你會儘量把所學的能力（利用網際網路、圖書

室、訪談、實地勘查等蒐集資料的能力）運用在其他課程上

嗎？ 

6 50 4 33 2 17

 

    針對上表 5-1-1 的結果顯示：有 50％以上的學生對研究者以方案教學的教學方

式上社會學習領域產生興趣；有 83％的學生認為方案教學可以增加社會學習領域

的知識，且學習興趣比以前提高；100％的學生認為方案教學對習社會學習領域有

幫助；75％的學生認為老師以方案教學的上課方式是富有變化的教學方式；92％願

意將在方案教學中學到的探索能力運用在社會學習領域上；在應用探索能力的主

動性上是 50％；有 92％的學生仍然希望老師繼續採用方案教學的方式來進行社會

學習領域的教學。 

    研究者在進行完所有方案教學課程之後，亦請學生寫學習回饋單，讓學生針

對兩個階段四個方案教學課程之後提出看法和意見。結果如下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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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第二階段方案教學活動學生學習回饋單統計表 

是 沒差別 否 
題                                    目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1.請問你喜歡老師以方案教學的上課方式上社會學習領域

嗎？ 
10 83 2 17 0 0 

2.到目前為止，你對於上社會學習領域有興趣嗎？ 11 92 1 8 0 0 

3.經過方案教學的學習過程，你覺得它對你學習社會學習領域

有幫助嗎？ 
12 100 0 0 0 0 

4.到目前為止，你覺得老師的教學富有變化嗎？ 9 75 3 25 0 0 

5.你覺得老師以方案教學的上課方式能增加你社會學習領域

方面的知識嗎？ 
11 92 1 8 0 0 

6.經過方案教學的學習歷程，你覺得對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興

趣比以前高嗎？ 
11 92 1 8 0 0 

7.在經歷方案教學的上課過程後，你會不會將探索的能力運用

在學習社會學習領域上？ 
12 100 0 0 0 0 

8.你希望高老師繼續以方案教學的方式來進行教學，以提昇社

會學習領域的知識嗎？ 
11 92 1 8 0 0 

9.到目前為止，你會儘量把所學的能力（利用網際網路、圖書

室、訪談、實地勘查等蒐集資料的能力）運用在其他課程上

嗎？ 

10 83 2 17 0 0 

     

    研究者從第二階段學生對方案教學的學習回饋單結果得知，有 83％的學生對

研究者以方案教學的方式上社會學習領域有興趣，並且願意將所學習的能力（利

用網際網路、圖書室、訪談、實地勘查等蒐集資料的能力）運用在其他課程上；

有 92％的學生對於上社會學習領域是充滿興趣的。有 100％的學生認為方案教學對

學習社會學習領域是有幫助的，且願意將探索能力繼續運用在社會學習領域上；

75％的學生認為研究者的教學富有變化；有 92％的學生覺得以方案教學的方式上

社會學習領域，可以增加社會學習領域方面的知識，在經過方案教學的過程之後，

對於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興趣比以前提高，且希望研究者繼續以方案教學的方式

來進行教學。 

    從這兩次的學習回饋單比對後發現，學生在各項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上都有

提昇的現象，尤其是第一題「你喜歡老師以方案教學的上課方式上社會學習領域

嗎？」、第二題「到目前為止，你對於上社會學習領域有興趣嗎？」、第九題「到

目前為止，你會儘量把所學的能力（利用網際網路、圖書室、訪談、實地勘查等

蒐集資料的能力）運用在其他課程上嗎？」的進步情形最為明顯。 

    其次是開放性的問題部分，從第二階段的學習回饋單中，有 10位的學生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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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喜歡研究者以方案教學的方式來上社會學習領域，喜歡的原因是覺得上課比較

有趣，可以上網查資料，並且和同學討論，製作成果報告，覺得很有成就感，所

以對學習社會學習領域很有興趣。而其中有 2 位學生對於以方案教學的方式學習

社會學習領域感覺有壓力，覺得查資料及製作成果報告不容易。以下就學生的回

饋分類整理。 

1.覺得方案教學能提高學習興趣的學生 

      （1）我很喜歡上社會學習領域，因為老師會帶我們到電腦教室查資料，這

樣可以從網路中得到許多課外的知識。（饋 S1 950411） 

      （2）我覺得上社會學習領域變有趣了，過去都是老師一個人在講，我只有

聽的份，現在不同了可以動手操作，上網蒐集資料，或是到圖書室

找資料，感覺有趣多了。（饋 S3 950414） 

      （3）我以前很怕上社會學習領域的課，因為老師都會抽問，而我都不知道

怎麼回答，現在老師以實際操作的方式來教我們，讓我覺得學習社

會學習領域變簡單了。（饋 S4 950414） 

      （4）下課後能夠和同學一起討論研究，大家的感情變好了，也都覺得很有

趣。（饋 S5 950414） 

      （5）當成果資料發表時，雖然心裡有一點緊張，但看了自己辛苦完成的作

品，心裡有一種說不出來的快樂。（饋 S6 950410） 

      （6）喜歡自己找問題，並用自己的力量去解決問題，當完成成果時，哪種

感覺非常好。（饋 S7 950410） 

      （7）我很期待老師宣佈下一個探索主題，可以讓我瞭解不同的問題，並且

獲得許多過去所未學過的知識。（饋 S8 950414） 

      （8）我喜歡在網路上蒐集資料，哪種感覺好像尋寶一樣，如果找到了資料，

就好像找到寶藏一樣的快樂。（饋 S10 950414） 

 

2.覺得方案教學不能提高學習興趣的學生 

 （1）我覺得查資料太難了，我都查不到資料，在製作成果海報時，我也不

知道要怎麼畫和整理資料。（饋 S12 950414） 

 （2）我不喜歡上社會學習領域的課，因為每次要蒐集資料我都不知道該怎

麼做，同學都已經完成了，我卻還未完成。（饋 S2 9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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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學生的學習回饋單中可以看出，學生大都用簡單的文字來呈述他們對方案

教學的興趣，內容雖然不多且簡單，卻可大略看出經過近一年兩個階段四個主題

的方案教學後，有 92﹪的學生仍然對於上社會學習領域是充滿興趣的，有的已經

提昇了上社會學習領域的動機。在第一階段請學生寫學習回饋單後，研究者針對

不喜歡上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的學生適時的輔導，並深入瞭解其不喜歡的原因，再

給予鼓勵教導。最後一次教學之後，研究者與每位學生進行訪談，其中有 10 位學

生認為自己在方案教學的方式下，學到了許多課外的知識，也增強了學習的能力

（蒐集資料、彙整資料、書面及口頭報告），尚有 2位學生仍然不喜歡上社會學習

領域。對於已經提昇學習興趣的學生，從檢視以下的學習單內容，發現學生對方

案教學最感興趣的內容是上網查資料、到戶外實地探勘、訪談、成果發表、影片

觀賞。 

 

    我覺得老師帶我們到戶外去觀察、記錄很有趣，我都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

雖然走路很累，不過總比在教室裡輕鬆自在。（饋 S7 950422） 

 

    我喜歡老師在文化與生活中讓我們看的影片，從影片中讓我認識了西班牙的

鬥牛文化，也開啟了我對其他不同族群文化的興趣。（饋 S4 950422） 

 

    我在訪談 vuvu（排灣族語老人家）有關洛神花在部落的歴史時，感覺自己就

像記者一樣，有一種探索未知的好奇心，也從 vuvu 口中瞭解了部落的歴史。（饋

S3 950422） 

 

    成果發表時，我們可以準備餅乾、糖果，老師也為我們準備了飲料，在發表

中雖然壓力很大，不過吃著糖果看著同學的分享內容還蠻有趣的。（饋 S8 950422） 

 

其中 2 位不喜歡上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生，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牽涉到

兒童本身學習能力的問題（蒐集資料、彙整資料、訪談、製作成果報告及口頭報

告的能力），及研究者缺乏個別化課程設計以及有效教學等因素，故研究者應深入

檢討並施予補救教學，在往後的教學中應顧及學生的特質，給予更多的鼓勵和耐

心的教導，並適著調整對學生的期望標準，以達到學生學習的成效且降低教師的

教學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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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合作教師的觀點 

參與本研究的合作教師 T1、T2老師，談及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活

動中，學生學習興趣是否有提升的問題表示： 

 

學生對於方案教學有興趣。主題經過挑選，結合了學生的生活經驗，能夠激

發學生去做主題的探索研究。老師能夠提供學生蒐集資料的方向，讓學生在探索

主題時有一個方向，也增加了學生的成就感。（訪 T2 950512） 

 

對成就好而認真的學生來說，方案教學確實對學生幫助不少，尤其社會學習

領域是一門偏靜態內容為主的課程，在方案教學的課程設計下，讓學生把課堂中

所學習到的知識內容應用到生活中，並且透過實作的方式進行學習，無形中增加

了小朋友的學習動機。有一些成度較差的學生，在方案教學的上課過程中，要他

們單獨去發現問題、蒐集資料、彙整資料或許困難了一點，可以用小組的方式或

透過小老師的帶領來完成主題探索報告，這一方面如能再加強一些，對哪些程度

較差的小朋友來講比較有幫助。（訪 T1 950119） 

 

從合作教師的訪談內容中，看出了班上大多數的學生對於方案教學是有興趣

的，且多數的學生喜愛實作的方式進行課程活動，過去學生上社會學習領域的經

驗，大都是老師講學生聽為主，學生的學習較為被動。而方案教學是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方式，學生能夠在實作中學得學習的技巧，也因為課程主題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較相關，學生在即有的先備經驗為基礎下，在學習上較能獲得成就感，也

學得較有興趣，但是對於低成就的學生而言，方案教學似乎是困難了許多，這一

方面如同合作教師的提議，可以採取小組或小老師的帶領方式來實施，藉由同儕、

小組或老師所提供的鷹架，讓低成就的學生也能獲得學習的成就感。 

（三）研究者觀點 

    研究者經過二個階段四個主題的方案教學後，從原本生疏的教學過程慢慢地

進入到熟悉而熟練的階段，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剛接觸方案教學時，遇到許多

的困難，加上班上學生的程度不是很齊，中、低成就的學生在自主學習上比較不

容易，因此剛開始時，研究者花了不少時間在指導學生如何使用網路蒐集資料、

彙整資料、及成果的展現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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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決定做這個研究開始，就不斷地自我反省，要如何將最好的課程呈現出

來？要怎樣教這些課程，才能夠讓學生學得有興趣，進而產生良好的學習效果⋯。

今天在課堂上學生不是很配合，或許是學生剛接觸方案教學還不能適應的原因，

也可能是我在課程的設計上需要做一些調整，讓學生對方案教學更有興趣。（省

941022） 

 

    課堂中有些學生感覺比較浮躁，可能不太適應攝影機的緣故，我和學生的互

動也因為有了攝影機而顯得生硬許多。（省 941022） 

 

    這一堂課學生整體表現不是很理想，我想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增加一些有趣的

活動，或說一些笑話、故事之類的話題，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省 941022） 

     

    一開始對方案教學課程該選取怎樣的內容、如何安排、在課堂中應該穿插哪

些活動才能刺激學生的學習興趣，研究者不斷地自我反省，想設計出一個較理想

的教學流程。剛開始的方案教學讓我有了深深的挫折，學生的配合度不高，上課

的動機不強，或許是學生初次體驗方案教學，而對於自主性學習的方式欠缺信心

的緣故，加上課堂中架設了一部攝影機，使得原本正常的教室氣氛，突然變得有

一點的不尋常，學生覺得彆扭起來，研究者上起課來也覺得不是很自然，這些原

因湊在一起，也許就造成了第一次方案教學讓研究者感覺學生學習的狀況不是那

麼理想的原因吧！ 

    經過了第一階段第二個主題的方案教學課程後，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動機有提

昇的跡象，從學生的成果作品，及學生平時主動要求研究者帶領前往電腦教室、

圖書室查資料的反應中可以察覺。 

 

    今天聽到了 S6、S9 向我提及想到電腦教室查資料，心中突然一震，平日表現

不是哪麼積極的學生，今天能夠提出此一要求，我有一種說不出的喜悅。（省

941130） 

 

     成果發表日終於快到了，看到大部份的學生興奮的表情，自己也跟著快樂起

來，S1、S6、S9、S12⋯紛紛與研究者討論成果報告的細節，從他們認真參與的態

度中，我隱約感覺到學生的動機在提昇之中。（省 9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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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發表當日，學生參與度非常好，每一位學生都製作了一份書面成果，並

向全班同學分享了自己的成果，學生的成果報告雖然不是很精緻，上台報告的情

形也不是很理想，我想這是研究者尚需指導學生的重要能力。平時的課程應該多

給學生發表的機會，讓學生習慣發表，並多給學生開放性的問題及作業，讓學生

有多一點思考的機會，加強整理資料的能力等，這些能力有賴研究者替學生們建

構，如同 Vygotsky 在近側發展區理論（Zone of Proxima1 Development；ZPD）

中所強調的，學生的學習可經由同儕及老師的協助而達到較佳的效果及成就。（省

950119） 

 

    研究者在進行第一階段第二個主題的方案教學時，學生的反應有明顯的提

昇，這個階段的蒐集資料，研究者為了能夠提高學生學習的成就感，研究者設計

了一份學習單，這份學習單是針對學生如何在網路上蒐集資料的練習。學生在電

腦教室看研究者示範搜尋資料，之後再親自操作，對於蒐集資料的能力進展不少，

研究者看出學生在成就感的趨動下，學習興趣也跟著提昇了。成果發表會是方案

教學的高潮活動，研究者為了讓發表會輕鬆一點，特別買了一些飲料，學生自己

也帶了糖果餅乾，雖然上台發表會帶給學生些許壓力，但是沒有壓力的學習是否

能夠成長呢？這一點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反省中。在每位學生上台發表中，研究

者看出學生的表達能力的確需要再加強，是平常的訓練太少、學生閱讀的量也不

太夠、加上學生對自己要發表的內容準備得也不夠充份，這些因素讓學生在台上

發表就像機器人一樣，只能照稿來唸，而無法流利自信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自

己的語言表達出來。 

    進入第二階段的方案教學後，研究者在教學上比較有經驗，在指導學生的方

式上也較熟悉些，學生在這個階段的表現又比前兩次的探索動機強了許多，有更

多的學生主動提出要求希望多給一些主題供他們研究： 

 

     老師，我們什麼時候要開始進行主題探索活動呢？可不可以快一點。（談 S1 

950226） 

 

     老師，可不可以帶我們到電腦教室查資料。（談 S10 950316） 

     老師，我們可以自己找主題來探索嗎？我有很多有興趣的問題耶！（談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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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411） 

    在第二階段的學生表現中，研究者覺得學生正處在方案教學的熱絡期，學生

比較能主動蒐集資料，這一階段研究者也提供了獎勵品作為增強學生的學習的動

機，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態度，獎勵品的實施的確起了不少作用。這個階段研究

者也安排了部落環境探勘的戶外教學活動，並配合學校的東大圖書館之旅，帶領

學生到東大參觀了圖書館，實地瞭解大型圖書館的運作情形。學生在實地走訪部

落及到市區參觀的行程安排下，顯得興緻盎然，學習動機也大為提昇，確實證明

了戶外教學是方案教學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經過了第一階段的方案教學適應期之後，我有了較多的經驗，針對課程的設

計也成熟許多。第二階段的課程除了上網、利用圖書室查資料外，我也安排了到

部落實地探訪部落的環境問題，並配合學校參觀台東大學圖書館的戶外教學，讓

學生認識大型圖書館的規模及使用方式。課程的實施過程，感覺學生對戶外教學

充滿了期待及興趣，但是在學習上感覺不是哪麼的理想，可能學生對於戶外教學

仍然處在玩耍的心態中，這個部份我還需要給學生一些心態上的調整，讓他們在

戶外教學中也能重視學習的部份。整體而言，學生在這一階段表現得比上一階段

要進步許多，主要學生已對方案教學較為熟悉，蒐集資料及成果報告的製作也較

沒問題，加上戶外教學的助陣，使得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跟著提昇不少。（省 950429） 

 

    教材、教學者、教學情境都深深的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動機，方案教學以學生

的生活背景知識為主軸，設計的課程需顧及學生的背景知識及學習能力，且強調

學生的自主學習，並注重實地的操作，研究者基於這樣的課程設計理念，儘可能

地設計符合學生需求的方案課程，由於研究者在方案教學的經驗並不是很足夠，

加上學生也是初次的接觸此一教學，因此剛開始實施時研究者有相當的挫折感，

學生的動機也不高，但在研究過程的中、後期之後，研究者逐漸累積經驗，在反

思中修正許多的教學策略，以符合學生的需求並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達

到有效學習的目標，並在過程中提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 

 

二、在學習成就方面 

    學業成績是學習上最容易引人注目的共同焦點，一個教學的效果好壞，不能

忽視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者經過二個階段的行動與觀察，於第一、二階段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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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分別請學生寫方案教學的效能回饋單（附錄二），本項回饋單需要學生敘述自己

對問題想法的理由，研究班級的學生共 12 位，其中有 2位低成就的學生，不太會

用寫的來表達意見，此一部份由學生口述，研究者代為書寫。回饋單中的第五題

是從事方案教學活動，對我的學習成績是否有幫助。研究者將回饋單彙整詳加整

理，其結果如表 5-1-3 

 

表 5-1-3 第一、二階段學生對學習成績的反應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有幫助 7 人 ：  58％ 沒有幫助 5 人：42％ 有幫助 10 人 ： 83％ 沒有幫助 2人：17％

理

由 

＊讓我懂得運用網路蒐集

資料，使成績更好。 

＊自己學習製作成果報

告、學習興趣提高許多。 

＊小組合作報告，不懂的地

方可以請教同學或老

師，因此增加了平時成

績。 

＊透過成果報告，讓我更瞭

解課外的知識。 

＊能靠自己的能力完成主

題探索的研究，增加了自

己的信心，成績也就會進

步。 

＊老師沒有畫重點，對

考試沒有幫助。 

＊蒐集資料太難了，我

都找不到我要的資

料，沒有幫助。 

＊蒐集資料費時、費

力，使得自己看課本

的時間減少，對成績

沒有幫助。 

＊從不同的組別或同學

個人的報告中，讓我學

得更多，想法也更多。 

＊透過資料的蒐集過

程，讓我學會了解決問

題的方法，也幫助我學

習課本的知識。 

＊不懂的地方透過同學

之間的討論，讓我對問

題更容易瞭解。 

＊研究自己有興趣的主

題，感覺沒有太大的壓

力，反而學習的動機變

強了。 

＊成績的提昇還是需

要將課本背熟。 

＊多考試才能提昇成

績。 

     

從表 5-1-3中學生對於方案教學是否能夠提昇學習成績的情形看出，第一階段

有 58％的學生認為方案教學能夠提昇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成績，其所持的理由是

小組合作報告不懂的地方可以請教同學或老師，因此增加了平時成績；懂得運用

網路蒐集資料，使成績更好；能靠自己的能力完成主題研究報告，提昇自信心，

對於自己的成績也有幫助；透過成果報告，讓自己吸收了更多的課外知識；自己

製作成果報告，學習興趣提高許多。從以上學生的反應中大略可看出，學生認為

方案教學對自己的學習成績是有正面幫助的。而其中有 42％的學生，認為對自己

的社會學習領域成績是沒有幫助的，其所持的理是，沒有畫重點，對考試沒有幫

助；資料蒐集困難，找不到資料，因此對成績沒有幫助；蒐集資料費時、費力對

成績沒有幫助。 

    經由第一階段方案教學的效能回饋單整理後，研究者特別針對沒有幫助的學

生實施特別輔導，並給予鼓勵指導。經過第二階段方案教學的效能回饋單填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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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如表 5-1-3，第二階段中有 83％的學生認為方案教學能夠提昇社會學習領域

的學習成績，比第一階段增加了 25％其所持的理由是，從不同的組別或同學個人

的報告中，讓我學得更多，想法也更多；不懂的地方可以透過同學之間的討論，

讓我對問題更容易瞭解；研究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感覺壓力不大，學習的動機反

而變強了；透過資料的蒐集過程，建立了解決問題的能力，幫助自己學習課本的

知識。第二階段其中有 17％的學生認為沒有幫助，理由是成績的提昇必須將書本

的內容背熟；多多考試才能提昇學習成績。經過兩個階段的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效

能問卷的整理後，研究者發現，大多數的學生認為方案教學是能提昇社會學習領

域成績的。 

 

三、表達溝通方面 

    研究者在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設計中，最後一個階段都需由學生將自己的

探索報告，以書面及口頭的方式向全班同學發表。第一階段第一個主題我是原住

民的部份，由於採用小組探索的方式，因此這一個主題是由小組中的幾位成員共

同發表。第一階段第二主題是洛神花的故鄉，這個主題是採個人探索的方式進行，

因此由每位學生單獨發表探索報告。 

    在第一階段時，學生上台報告經常是依照蒐集的資料一字不漏的唸，如果是

同組成員上台發表，則是其中一個人唸，而其他小組成員無任何作用，而且上台

報告的學生臉總是面對黑板的成果海報，眼睛只是看著資料而無法看台下的觀

眾，報告進行中有些學生還會忘記要說什麼，可以看出學生在事前的準備工作並

不是很充份。而海報的製作大都是以網路上蒐集的資料列印後直接貼上為主，歸

納、彙整的能力明顯不足。在海報版面的美化、圖片的擺放，學生較無觀念。研

究者將以上學生所遭遇到的困境，列為第二階段改進的重點。 

    在第二階段的成果發表時，研究者先指導學生上台發表的技巧，讓學生瞭解

成果發表並非只有將書面資料從頭到尾一字不漏的唸一遍，並用強迫及鼓勵的方

式讓每位學生將資料消化後才上台報告。經過研究者的說明指導，及增強物的獎

勵下，結果在第二階段學生上台發表的情形比第一階段的表現，不論是在台風、

口語表達、以及海報製作方面都讓研究者及合作教師認為學生進步許多。在這二

階段的發表中，研究者為顧及台下學生能專心聆聽台上的發表，因此課前告知學

生，只要能針對台上的報告內容提問的人，皆可獲得加分的獎勵，透過這樣的獎

勵方式，對於台下學生的專心度及參與情形有明顯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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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個階段的主題成果展示，研究者及合作教師的觀察結果，覺得學生經

過方案教學的活動課程後，學生無論是口頭報告、海報版面的配置、文字的配色、

插圖的擺放、及成果報告的內容整理等，都有明顯的進步。由這些可以看出進行

方案教學的活動對於學生的口語表達及資料的彙整及成果報告的製作等方面，具

有正面的影響。 

 

 

第二節  方案教學對師生互動的影響 
 

    研究者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現場實施方案教學的方式，並改變不同以往的教

學策略後，發現學生與人互動的技巧，必須由研究者在旁不斷的叮嚀、解釋、反

覆練習及反省修正中才能慢慢的內化，在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的行動中，研究

者在課程、教學及主題成果展現的實施中，進行觀察與反省，從資料的蒐集與分

析，了解研究過程師生在社會互動的努力與表現。以下就依據研究者實施二個階

段四個主題單元後，研究者及合作教師所觀察的師生互動情形，分成第一、二階

段兩個部份來呈述： 

一、方案教學第一階段師生互動情形 

    剛實施第一階段的方案教學時，雖然研究者是該班的導師，師生彼此熟悉，

但因為研究者及學生都是初次接觸方案教學，學生也對於五年級第一學期研究者

試行的主題探索教學方式不太熟悉，師生間欠缺互動的默契，彼此都還處在一種

需要相互瞭解、適應的磨合階段。這種感覺在研究者的省思札記中看出： 

 

    本校是六班的小校，全校只有 92 位學生，加上學校與社區部落相鄰結合在一

起，因此同學之間就互為鄰居，彼此之間十分熟悉互動也很頻繁，在班上相處並

不陌生，下課後也經常打球、遊戲。本校學生私底下表現活潑、開朗，但在公開

場合比較保守、害羞，因此在口語表達能力上較欠缺。班上的學生在國語及數學

的上課情形比較不專心，需要研究者不斷的提醒才會用心學習，而對於室外的活

動課程則充滿興趣，整體來講，班上的學生在課業成就上大都不太理想，但只要

研究者多督促一些，學生的進步空間還很大。（省 941008） 

 

    在研究者實施方案教學之初，班上的學生在學習表現上並不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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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台下亂動、聊天，學生表現並不是很專心，似乎對台上同學的成果發

表沒有興趣。（觀 941202） 

 

    老師的教學太單調，學生在台下表現興趣缺缺，老師可以增加一些動態活動

或以增強物來鼓勵學生學習，以提昇學生學習興致。（訪 T2 950512） 

 

    研究者在第一階段方案教學課程結束後，觀看了教學錄影發現班上的學生表

現特色為上課不專心、喜歡與鄰近同學講話，討論時組員之間也無法充份地提供

意見、大部份的學生缺乏信心，提問能力也不佳。詳細的學生學習情形研究者歸

納如下： 

（一）班上的學生對自己沒有信心，不願意表示意見 

    針對班上的學生不願意將心中的想法說出來，研究者為了瞭解學生對於研究

者所提出的問題是否真正的理解，研究者會在課堂上再次做檢驗的動作： 

 

    研究者在問題呈述之後，都會尋問學生：「可以嗎？」或「知不知道？」「知

道老師的意思嗎？」，希望從學生的回答中知道學生瞭解的程度。不過，通常學生

的表現是有些聽得懂，有些聽不懂，但在過去咸少發問的情況下，對於聽不懂之

處也不知如何發問，有些遲疑而不太敢舉手發問。（觀 941027） 

 

   研究者因為瞭解班上學生們的心理，因此在呈述問題後，通常會請程度好的同

學再將老師的問題重述一遍，之後再請程度中等的及較差的學生再重述一遍，讓

學生在問題的反覆推敲下，能對問題有深入的瞭解，並訓練學生發表的能力。 

 

（二）多數學生上課不專心 

    研究者剛在社會學習領域進行方案教學時，學生的上課情形非常不好，上課

中聊天、發呆、在底下做自己的事等，這一點從研究者的省思札記及合作教師的

觀察記錄中可看出： 

 

    多數學生不是很專心的在上課，有的彼此交談、有的做自己的事。（省 941027） 

    學生的上課表現不夠專心，這方面的班級常規訓練尚需加強⋯。（訪T1 9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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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呆坐在位子上，或畫自己的課本，處在非學習的氣氛中，類似這樣

的狀況有發生在社會學習領域的課堂中： 

 

R：S9 請你注意老師的講解，先不要看課本。〈S9 仍然低頭看課本，不聽研究

者的勸阻〉 

R：〈研究者走向 S9，發現 S9 正在畫課本〉請你不要在這個時間作畫，如果不

認真聽老師講解，待會你可能不會做哦？ 

S10：老師他剛剛都沒有注意聽．一直在畫畫。（觀 941027） 

     

針對學生沒有專心聽講的問題，研究者以記分及扣分的方式來刺激學生用心

聽講，或以口頭提醒的方式來喚起學生的注意： 

 

R：小朋友要注意聽哦！（觀 941027） 

 

R：老師發現 S1、S10、S6 上課很注意聽講，老師各給他（她）們加 1分。（觀

941027） 

 

R：S8 你上課不專心和同學說話，老師給你扣 1分。（觀 941027） 

 

第一階段的方案教學，可以感覺出學生的參與度並不理想，有些平常上課認

真的學生有時候也呈現四處張望的情形。 

 

（三）學生尚未習慣研究者的教法 

可能因為剛進行方案教學的方式，有些學生在研究者說明活動的流程之後，

還不是很瞭解進行的方式，這一點從學生上課的反應中可看出： 

 

S3：老師，主題網圖要怎麼寫？好難哦！可不可以不要寫？（觀 941027） 

 

S7：老師，我為什麼都查不到資料？（觀 941027） 

 

S12：資料有很多我該如何選擇？（觀 9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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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這個階段，經常要為這些未進入狀況的學生再做一次詳細的說明；

遇有學生對研究者所講述的問題不清楚時，研究者會進一步地對問題再做解釋，

或具體操作讓學生能清楚的瞭解題意或做法。 

 

二、方案教學第二階段師生互動情形 

    經過第一階段方案教學的過程後，也許因為師生及同儕間，已對方案教學的

流程及方式較為熟悉，第二階段的方案教學學生較能在課堂中發言，表達自己的

看法。整個上課的進行較先前順利許多，研究者在此一階段，大致有以下一些發

現： 

（一）營造一個開放及溫馨的學習環境 

    研究者在實施第一階段的方案教學時，發現學生不太能表達自己的意見，反

省教學過程及課程設計後，歸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基於時間及進度的考量，上課

時較少給予學生表達的機會，加上學生平常學習就比較不願意在公開場合發表，

因此研究者在第二階段的方案教學中，特別積極營造一個溫馨而充滿活力的學習

氣氛。 

 

        學生在課堂上似乎不太發表，對於我的提問反應也比較冷淡一些，感覺

自己的課程設計需要加一些不同的內容，是不是說一些笑話或準備一些與主

題相關的故事，來吸引學生的目光，不致於讓教學過程在學生熟悉後，又變

成了老套而造成乏味了。（省 941027） 

 

    S11：老師，可不可以說說笑話，或講一些故事，讓我們休息一下，不要一直

討論或蒐集資料嗎。（談 S11 941027） 

 

    S3：老師，在上課中可不可以說慢一點，我好像都聽不太懂。（觀 950317） 

 

    學生學習的關鍵在教學，換言之，決定學習成果、學習感受及自我觀念的不

是教師的特質，而是教學中教師與學習者的互動（林進材，1994，頁 43）。研究者

在第二階段中不斷的修正教學策略，以更開放的胸襟來接納學生的批評，讓學生

具有批判、反省及做理性決定的能力。在研究者的努力下，第二階段學生在課堂

上比較主動發言，也較能向研究者表達內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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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老師，在課本的附錄頁中有科學家的大事年表，我們可以參考使用，這

樣就能減少蒐集資料的時間了嗎！（觀 950328） 

 

    S1：老師，你用講的我們比較不懂，不如我們到電腦教室中，你一面講解我

們一面操作，這樣比較有效率哦！（觀 950328） 

 

    S9：老師，我舉手很久了你都沒有叫我，比我慢的同學都可以發表，老師你

不公平！ 

    R：對不起！因為太多人舉手了，老師一時疏忽，原諒老師好嗎？（觀 950328） 

 

    S2：老師，我找到資料了！你過來幫我看一下可不可以？（觀 950328） 

 

    學生的心思在情感上的要求不多，但非常敏銳，研究者發現，教學過程中多

關懷學生學習成果以外的部份，學生反而更專注在學習上。研究者也發現教學者

必須平等對待每一位學生，充份瞭解每一位學生的個別差異，並加以考量適時調

整教學，大多數的學生都能感受到教學者的用心，多少可以提昇低成就學生的學

習動機。 

    研究者個性較急躁，因此在面對學生問題時，時常提醒自己，「以解決問題」

的心態代替「責罵說教」，責罵說教對於高年級的學生起不了多大的作用，常做反

而會造成反效果，應適可而止，如果教學者有心解決問題，學生也才會學習面對

問題。 

 

（二）學生的學習氣氛有改進 

    在第一階段方案教學的成果發表中，學生表現並不是很理想，幾乎上台發表

的學生準備都不是很充份，學習的態度比較被動。 

 

    R：你們在發表之前要先整理並看過自己的資料，對自己的資料熟悉以後，才

能在台上很流利地向同學分享。從你們的分享中老師感覺你們準備不是很

充份，希望下次能夠改進。（觀 9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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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第一階段的經驗後，研究者特別注意學生的學習態度，並不時的提醒學

生要主動地去蒐集資料，第二階段學生的學習有明顯比第一階段來得積極些。 

 

    S7：老師，我的主題探索資料找到了，但是我不知道哪些資料可以用，哪些

不能用，老師可不可以指導我。（談 S7 950323） 

 

    S1：老師，我的探索報告的封面已經做好了，但是家裡沒有列表機，老師可

不可以幫我列印。我做得很特別哦！（談 S1 950403） 

 

    S8：老師，我們可不可以利用下課或午休的時間到電腦教室查資料。（談 S8 

950403） 

 

    S7：老師，我想研究比爾蓋茲的成功過程可以嗎？因為我在鄉立圖書館有看

到介紹他的一本書哦！（談 S7 950406） 

 

    學生的學習在研究者的叮嚀下似乎有了主動積極的氣氛，從研究者授課時的

聽講、課堂中的提問、資料的蒐集、成果報告的製作，都開始會自動自發了，班

上的學習氣氛也融洽許多，使研究者不需太過於擔心指導的工作。 

 

（三）結合同樂會與成果發表會 

    研究者在每一個方案教學活動後都有安排一場成果發表會，有鑑於第一階段

學生對於成果發表會的惶恐，因而造成學生的成果發表情形並不是很好，在學生

的要求經過研究者的考量下，覺得成果發表會可以結合每個月班上的慶生會或同

樂會的方式來進行，讓成果發表會顯得輕鬆自在一些，也藉此減輕學生們的壓力。 

 

    S4：老師，我們的成果發表會又要到了，我的心裡真的非常的緊張，老師我

要如何準備才好？我可不可以不要發表嗎？  

    S1：老師，我們好久沒有開同樂會了，啊！老師我們可以利用成果發表會時

買一些糖果、餅乾、飲料，在成果發表會時大家一面吃東西一面做成果

發表嗎！ 

    S6：對呀！老師，上一次洛神花的主題成果發表時，你請班上的同學們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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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感覺蠻好的，我想我們可以這樣做哦！ 

    S9：老師，我也覺得成果發表和同樂會一起進行很好呀！讓我們在輕鬆的氣

氛下做成果的分享，效果比較好。（觀 950328） 

 

    在學生的反應下，研究者回想第一階段第二主題成果分享時，研究者為了獎

勵班上的學生在哪段時間表現得很好，因此在成果發表哪天請了學生吃糖果、喝

飲料，在哪樣的氣氛中學生的表現有比較進步一些。 

成果發表會帶給學生一些壓力，有些內向的學生或許不喜歡這樣的安排，但

在成果發表的趨力下，讓許多學生積極去尋找資料，也讓學生在學習的能力增長

不少。研究者為了能夠減輕學生在成果發表時的壓力，及獎勵學生在方案教學過

程中的表現，因此研究者乃決定以同樂會的方式來進行成果的發表，經過第二階

段二次的成果發表，學生們都有不錯的表現。 

 

S8：老師，今天的成果發表我覺得非常高興，希望下次還有。（觀 950505） 

 

S10：老師，成果發表會中我們可以表演節目呀！這樣或許會更有趣哦！（觀

950505） 

 

S5：今天的成果發表雖然有一點緊張，但是老師準備了許多好吃的東西，一

面聽同學分享一面吃糖果感覺非常不錯。（觀 950505） 

 

 

第三節  實施方案教學的困境與解決歷程 
 

    本課程方案是透過師生討論逐漸發展而成，實施過程中透過行動研究進行教

學省思，隨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修訂課程內涵及教學策略，最後才完成課程

方案。茲將實施歷程中發生過的幾項重要問題逐一探討。 

一、設計方案教學課程面對的困難 

    一開始決定要做這項研究時，就面臨到應該使用哪些教學的「內容」，也就是

說：應該選擇哪些主題，才能讓學生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課本上的教材內容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相距較遠，因此比較無法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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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探索主題，研究者認為需要結合課本單元學得的概念配合學生的先備知

識、生活經驗才能引起學生探索研究的動機，所以必須對學生以往所學的學科概

念有所了解，因此必須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力準備。教科書、網路參考資料，及

一些可供教學使用的資料雖然豐富，但是要怎樣將這些看起來有關聯的方案教材

做一個有系統、有順序的連結和組織，使學生獲得有意義的學習，課程不應該是

片斷的、或只是知識的傳輸；應該是連續性、全面性的、能深入人心、自然而然

的、和生活連結的課程。如何實踐理想的課程設計，在行動中就面臨一步步的考

驗。因此，倘如能尋求合作的同伴，彼此討論分工合作、相互腦力激盪，應能解

決研究者在課程設計上手忙腳亂的難題。 

 

二、課程無法依教學進度實施 

剛開始實施方案教學，研究者需要花很多時間來指導學生蒐集資料的能力及

活動說明，而社會學習領域一週只有 3節課的時間上課，所以常會佔用下課時間

而造成學生的抱怨。研究者在教學省思裡有提到：「運動會前夕，因為學生參加預

演的活動，而造成一週的節數減少 1節，課程有點趕，是否因為蒐集資料的學習

活動安排太多，而佔用教學的時間。但是如果不安排時間讓學生利用電腦教室的

資源蒐集資料，學生又能利用什麼時間呢？再加上國語、數學領域的進度也相當

趕⋯..」（省 950406）。由於方案教學必須加入許多傳統教師講課所不常見的活

動，尤其討論、發表、蒐集資料等技巧的引導，必須逐步的轉移，因此需要多花

一些時間。對於進度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可以利用彈性課程以資訊融入教學的方

式，訓練學生蒐集資料的能力並實際操作，加上學生熟悉學習的方式後，如能主

動積極的參與活動，教學進度應該就能迎刃而解了。 

 

三、學生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是否達到快樂的學習 

做菜要注重色香味俱全，才能讓人食指大動、食欲大開。同樣的，要讓學生

有很高昂的學習興趣，就必須設計很吸引他們的課程、再加上生動活潑的教法、

最後再使用適當的評量方法，讓學生覺得收穫很多。在這樣的考量之下，研究者

花費了很多的時間和精力，希望能瞭解什麼是學生需要的方案教學課程，如何使

學生感到有趣、有用，以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能記得他們所學的，而且最好

能應用到生活中。學生從生動活潑的參與之中，對課程內容加以瞭解，比消極被

動地參加活動，聆聽、記筆記，只有單向被傳授知識還好，且比較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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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者研讀資料和實施方案教學的期間，研究者為了更深入瞭解學生在方

案教學的過程中，是否學得快樂，因此對學生實施了「對方案教學感受回饋單」（附

錄三），並整理學生對於研究者所實施的方案教學喜歡的理由和不喜歡的理由分列

如表 5-3-1。 

 

表 5-3-1學生喜歡與不喜歡方案教學的理由 

學生喜歡方案教學的理由 學生不喜歡方案教學的理由 

（1）可以和同學一起討論 （1）學習單比較困難 

（2）可以到電腦教室查資料 （2）不知道怎麼畫主題網圖 

（3）做過比較有印象 （3）參與討論不知道要說什麼 

（4）覺得探索主題很有趣 （4）要寫很多心得報告 

（5）能夠增加課外知識 （5）上台發表讓人緊張 

（6）可以分工合作 （6）有些同學不合作 

（7）學到的東西比較不容易忘記 （7）老師不告訴我們答案 

（8）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來研究 （8）有些資料找不到 

（9）不用一直聽老師說 （9）有時候班上的秩序太吵 

（10）很有挑戰性 （10）家裡沒有電腦可以上網查資料 

（11）能夠進行訪談  

（12）繪製成果海報很有趣  

 

由表 5-3-1的資料分析，可見學生大都可以接受方案教學，肯定學習的成效，

也增加了學生的學習機會和興趣，但是學生對於上台發表、資料的蒐集、學習單

的習寫等顯得能力較不足，課程設計上也有一些問題待解決，這些都是研究者將

來須用心思考規劃的部份，務必要以學生的需求為教學重心，讓學生能夠接受研

究者修正後更好的方案教學方式，漸近引導學生，設法給予更多彈性，不會因為

麻煩而排斥學習。 

 

四、教科書使用的問題 

    教科書長久以來，一直都是教師及家長觀念中，學生學習必備的主要工具，

而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對教材的選擇讓教師們有更大的空間，除了選擇適用的

版本之外，教師也能適著改編教材，使教材更符合教學對象的先備經驗，也能搭

配學校所處的社區資源，讓學生在即有的基礎之下能學得更得心應手，也學得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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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研究者認為教科書只是教學資源中的一項資源，是學生學習的基礎，在

此基礎之下，教師應善用資源以開展學生更多元的學習內容。 

    教師長久以來對教科書的過度依賴結果，教師變成「念課本的人」，不易養成

對課程的反省能力而無法建立專業信心（陳美玉，1985，頁 35-41）。這樣的教育

現象，對現今教科書開放後，更是值得深思。而教科書開放了，教科書中課程設

計就不會只是線性秩序排列的累積知識或知識絕對化的單元內容，而是統整已分

割化的知識，課程是聯結，是環繞著許許多多的「大觀念」而建構的（黃譯瑩，

2000，頁 17-36）。 

教科書經由學者專家所擬定規劃出來的課程，是教學者在備課前要細讀及掌

握的一個教學基礎，但是研究者在歷程中也發現，長期以來，家長對教科書使用

的觀念無法突破，而學生學習習慣的固著，對教科書依賴的程度等等，也是研究

者在行動歷程中所面臨的問題。研究者發現教師可利用每學期召開的班親會或是

家庭訪問的時間，向家長說明教師自編及改編教材的部份，家長大都能接受，並

且在學期中、末呈現學生學習的成果，讓家長更瞭解教師自編及改編教材的實施

情形，藉以減輕家長的疑慮。 

 

五、評量的依據與方法的問題 

教學實施能否有效達成目標，必須依據評量的結果，方案教學活動課程亦不

例外。因此必須要對課程的實施作一個效果的評估，原則上只做紙筆測驗是不周

延的，因為這無法看到學生心理層面和行為的改變，且「形成性評量」和「總結

性評量」應該兼具，不同的考查方法以配合教材的性質與內容，評量的方式越多

元化、蒐集資料越齊全，結果也越是客觀正確。 

本研究採動態評量的方式，進行分析學童的成長情形。動態評量是一種質的

模式，重點核心在師生或同儕間互動的對話。此種評量方式在於教學者要有靈敏

的感受力與敏銳的觀察力，能瞭解學生的需求並適時地設計有效的教學策略，協

助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研究者於實施方案教學中體會了幾點因應方式： 

（一）教學前對學童背景深入瞭解分析 

唯有事前對學童的習性、學習風格、家庭背景作一番深入地瞭解後，才能對

學生課堂中的一舉一動所表現出的隱藏意函瞭若指掌；也才能提出相對應的策

略，有效地引導學童解決問題。 

（二）借重科技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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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除了運用觀察、訪談、學生文件分析以取得資料外，更重要的是借助

科技的方式，全程錄音、錄影，事後反覆回顧、交叉比對檢證，以彌補靈敏度、

觀察力之不足。 

（三）引導學生自我監控及後設認知學習 

動態評量強調過程及實作表現，所以要讓學生成為學習中的主宰者，能對自

己的行為是否合宜負責；因此，教學者要引導學生常做學習上的檢討與回顧，瞭

解自己進步情形及行為改進的空間，使學生成為教學者最佳靈敏度、觀察力的協

助人員。 

 

六、教師專業能力上的限制與因應 

隨著知識量的暴增、半衰期的縮短以及個人自我的侷限性等因素，所以人不

可能十項全能、樣樣精通。方案教學的實施過程中，學生所選定的探究範圍不是

教師所能完全掌握的。在「我是原住民」、「我的偶像科學家」的單元教學過程，

研究者與學生的討論對話中，可瞭解教師的備課及課外知識的充實是非常重要的： 

 

S8：老師，上個學期我們到屏東霧台旅遊，那個地方也是排灣族的居民，不

知道他們和我們這裡的族群是不是同一個祖先？（觀 941018） 

 

S1：老師，洛神花是台灣原生種的作物嗎？台灣目前有哪些地方有種植洛神

花呢？（觀 941223） 

 

S6：老師，原子彈是哪一位科學家所發明？它的原理是什麼？（觀 950317） 

 

S12：老師，諾貝爾是哪一個國家的人？為什麼會有諾貝爾獎？（觀 950317） 

 

研究者省思，不僅學而後知不足，教而後也會知不足。在本研究中，除了課

外知識外，發問的技巧、問題引導的技巧、資訊科技的運用等能力，研究者也覺

得自己應該再精進。如何因應，研究者在方案教學過程中發現了幾項方法： 

（一）不斷地充實自我 

進修是最便捷的管道，除此之外；對教學中感到不足的部分，教學者要像海

綿般不斷地探索、吸收、自我學習等，更應接納學有專精的人所提的建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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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對話，以彌補自己的盲點，以達更臻完善。 

（二）開放教室王國，建立協同教學 

教學者應以開放的心，張開雙手、歡迎同儕視導，打破教室是教師個人王國

的迷思；營造教學團隊，彼此分享、支持；建立協同教學機制，彼此互補、協助。

本研究中，T1、T2師對研究者的助益就十分大。 

 

 

第四節  方案教學與教師專業成長 
 

    研究者進入教學現場前，雖然閱讀了許多方案教學的相關文獻資料，也於前

一學期中試行了一段的時間，但是真正進入教學現場後，發現了學生的反應與研

究者的預期相距甚遠，研究期間研究者根據學生的反應、研究者的觀察記錄、合

作教師的訪談記錄、及研究者的教學省思，來調整教學模式，以提昇學生的學習

興趣，達到教學目標。由於教學方法的改變，研究者必須吸收新知，使教學內容

充實活潑，研究者本身也因為教學活動的設計與班級經營都投入了不少時間和精

神，而使自己成長不少。 

    經過了二個階段的方案教學，研究者建立了對方案教學的個人型態，及培養

個人的教學設計能力。以下分別就這兩方面敘述之： 

一、建立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的型態 

    研究者在兩個階段的研究中，一開始研究者與學生針對與課本教材的相關主

題做選擇，選定主題後，研究者指導學生就主題內容繪製主題網圖，繪製過程中

研究者處於協助及咨詢的角色，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而教師為輔的教學觀念來進行

教學，學生繪製完主題網圖後，研究者再協助學生就其較有興趣的部份，選擇一

個小子題來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縮小探索範圍，並聚焦研究探索的重點。選定

子題後，研究者再指導學生蒐集資料、整理資料，最後撰寫主題探索報告，再利

用成果展示時間，向全班同學分享自己的研究情形及成果。研究者最後運用同儕

互評及研究者本身的評量來給予成績。其教學型態如圖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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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方案教學步驟圖 

 

    這種方式可運用在各領域的蒐集資料上面，同時因為研究的問題範圍一定，

一般在網際網路、圖書室中都可找到相關資料，學生只需要花費一些時間整理資

料就可完成，學生的壓力少了許多，也多了一些成就感，因此學生接受度也會比

較高。 

 

二、教學設計能力的提昇 

經過這段時間的投入與研究，在研究者不斷省思自己的教學時，一方面檢討

自己教學的安排，為往後教學調整腳步，另一方面培養自己在教學技巧方面的熟

練度。因此，每一次教學完後，當我在記錄觀察日誌時，常常會在內心自我檢視

教學的優劣點，尤其是在觀看所拍攝的教學 DVD時，看到學生的表現，常常會再

修正教學模式，讓學生對方案教學更有興趣，效果也相對提高。 

研究者實施了兩個階段四個主題的方案教學課程後，在對於如何設計教學及

方案教學的計劃流程及實施，研究者有了更充實的經驗及自信，不再有恐慌排斥

的心理，甚至建立了個人在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上的專業信心，這是研究者在

進行行動研究後個人專業的收穫。 

 

 

 

 

 

 

選擇 

主題 

探究範圍的決定 

（畫主題網圖） 
實行及發展 

（蒐集資料） 
主題成果 

發表 

教學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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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方案教學在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的運用情形。本研究進行

一個學年，分成二個階段四個主題的研究歴程，根據文獻探討及第五章研究結果

與分析歸納本研究的結論，並藉由研究過程中的發現與啟示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節  結    論 

 

    研究者在探討國小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運用方案教學對師生間的影響。現階

段九年一貫課程的目標，除了強調基本知識的獲得外，對於學生的批判思考、價

值判斷、溝通協調、表達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十分重視。而方案教學的過程就在於

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適著用自己的力量來解決問題，讓

學生真正擁有「帶著走的能力」。傳統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教師習慣於講述式教

學，使得教學過程缺乏變化，無法吸引學生學習興趣。 

    研究者在發現自己的教學困境及盲點後，即著手閱讀相關文獻及實徵研究報

告，歸納出方案教學有助於提昇學生對社會學習領域的興趣。為達到本研究的目

的，研究者以行動研究的方式，進入教學現場實施方案教學，蒐集相關資料，瞭

解學生對方案教學的學習情形，從學生的回饋、合作教師的提議、研究者的反思

及指導教授的建議中，不斷評估教學活動的意義與價值，再提出新的教學策略繼

續行動。根據文獻探討及相關研究顯示：方案教學需結合學生生活經驗，並善用

社區、家長資源，經由社會互動，有興趣、有目的、有計畫地進行探索活動，以

利於方案教學的實施（江怡旻，1998；陳茂生 2004；余光臨，2003）；而方案教學

的過程中提供了許多師生互動的機會，教師如能以多元智慧的眼光看待學生，應

能改善師生的關係（張滄敏，2001）；方案教學主題探索活動需花費較多的時間，

因此教師需彈性運用教學時間以克服此項困難（鄭俊明，2003）；方案教學能提昇

學生主動探索的能力，亦可協助教師的自我成長（江怡旻，1998；陳茂生，2004）。

而本研究大致接近學者先前的研究結果。以下是研究者在行動的過程中獲得的幾

點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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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案教學能夠結合社區、學校資源，並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能提昇

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發現全班有十位學生（83%）認為方案教學對於學習社會學習領域有

幫助，並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學會了如何使用網際網路蒐集資料，瞭解了更多

課外知識，促進了成績的進步；透過小組的合作，有不懂的地方可以請教同學或

老師，增加了平時的成績；靠自己的能力完成主題成果報告，增加了自己的信心

成績也進步了不少；研究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感覺沒有太大的壓力，反而學習的

動機變強了。從學生的回饋中大致上可看出方案教學運用於國小社會學習領域課

程，確實能提昇學生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動機及學習成效，並培養學生獨立學習

的探究態度。 

方案教學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主，師生共同決定主題及設計課程，且由學生主

動完成學習的活動，能夠隨著學習活動的發展，充實或修正課程內容，達成教師

專業自主和學生「生活中心課程」的目標。從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綱要的基本理念、

課程目標與能力指標來看，方案教學不僅是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統整的一種方式，

也和社會學習領域課程所強調之「協助個人發展潛能、實現自我、適應環境並進

而改善環境」的學習理念相契合。且方案教學所強調自主選擇與實踐的學習和社

會學習領域課程其中的「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能力」、「培養表達、溝

通以及合作的能力」、「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理資訊之能力」三項

目標相符合，在能力的培養方面也可呼應各項能力指標的要求。因此方案教學在

社會學習領域課程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二、方案教學須營造一個溫馨而開放的學習環境，讓師生之間的良性互動，

共同創造出教與學的意義和樂趣。 

    教師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知識的引導者，不再扮演以往哪種「知

識的傳授者」、「知識的灌輸者」的角色，而轉化成為一個「師生共同創造出學習

意義」的引導者；讓師生之間的關係跳脫出以往哪種權威式的上對下的模式，轉

而變成平等對待的關係。方案教學的過程中，師生間常需要透過對話、討論、溝

通的方式，讓師生之間的教與學有更好的良性互動，也為課程實施的過程注入了

新的源頭活水、並展現了新的生命力，真正實踐了教學相長的意義。 

    研究者發現本研究二個階段的方案教學中，師生和同儕的互動頻繁，學生雖

然常常提及成果報告製作困難，上台報告壓力大，蒐集資料不容易，卻問了比較

 



  111

多的問題，且課後和老師同學的討論也都變多了，因此研究者相信方案教學的情

境，可以使師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增多，而且可以幫助學生建構知識和培養學習

的能力。在方案教學的過程中，一開始師生間的互動因學生及教師皆在適應之中，

互動的情形比較不良，但在進入第二階段後情形逐漸好轉，大部份的時間師生相

處愉快，學生多數喜歡上課的氣氛，覺得和老師對話有時候就像是在聊天一樣，

比較沒有一般填鴨式上課的感覺，學生比較有發言的機會，不只是被動的接受課

本裡的知識。 

    雖然研究者有感於應多放心讓學生按照其需求學習，但有時仍過度介入學生

的討論和資料的製作上，學生有時就常反應老師管得太多，反而讓他們無所適從，

讓他們覺得老師比較在意結果，學生就會覺得有壓力，而一直覺得要把探索成果

做好才行。研究者認為在探索的過程中提供學生一些指導，將節省教學的時間及

增加學習的成果，如果不適時引導學生，學生大都盲目進行探索活動，變成浪費

時間又沒有效果，因此要進行方案教學活動，教學者應該訓練學生如何進行蒐集

資料及彙整資料的能力，營造一個溫馨而開放的學習空間，讓師生的互動產生有

意義的教學成果。 

 

    三、組織教師團隊實施課程設計，以擺脫教科書的束縛；藉由彈性課程或資

訊課程訓練學生學習的能力，並強調學生快樂的學習；實施動態評量記錄學生學

習過程；教師做好課前的準備並不斷充實自我，是方案教學成功的幾項因素。 

    研究者在實施方案教學的過程中遭遇到幾項困難，及研究者在行動的過程中

提出的解決方式敘述如下： 

（一）方案教學課程設計的問題 

    教學現場研究者必須在教學活動的課程設計方面，一方面顧及到學生的先備

經驗和現行課程的教學目標，另一方面又要考量與學生生活背景相關，且能吸引

學生的學習材料，而每一節課的教學活動都是研究者自行設計，自行教學獨立完

成，在單打獨鬥的情形下，研究者總覺得心有餘而力不足。教學活動如果完全依

照課本所編寫的內容來進行，又不符合研究者行動的目的，因此學校如果能組織

領域教學課程研發團隊，透過集思廣益的過程來編寫教材對於方案教學的實施是

一大幫助。 

（二）方案教學過程需要較多的時間 

    學生在進行方案教學活動時，需要具備蒐集資料及彙整資料的能力，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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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時書面資料的製作和口頭報告等能力，這些能力都需要時間來訓練，而社會學

習領域一週 3節課的時間，研究者覺得十分吃力，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經常利用

彈性課程的時間來訓練學生探索的技能（蒐集資料、彙整資料、成果製作、口頭

報告），並要求學生利用課餘或資訊課的時間至電腦教室蒐集資料，如此對於時間

不足的困難有相當的助益。 

（三）成果發表造成學生的壓力 

為了不讓學生在成果發表時有太大的壓力，研究者在成果發表活動中，以同

樂會的方式結合學生的探索成果發表，並準備一些飲料、糖果餅乾等，一方面當

作增強物獎勵學生的表現，一方面舒解學生的壓力，促使學生在快樂的學習中也

能兼顧學習的成效。 

（四）評量的問題 

方案教學強調學生學習的過程重於學習成果，因此教師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

應採用動態評量的方式，多元化的記錄學生的學習表現，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作為評量學生學習成果的依據。本研究進行時，依學校規定一學期有兩次的定期

評量紙筆測驗，來評定學生社會學習領域的學業成就。題目大都是客觀式的測驗

題目（簡答題、是非題、配合題、選擇題）。而這種定期紙筆測驗的評量，容易影

響教師教學的方式。不同的情境採用不同的評量，是教學者應有的專業知能，但

為顧及現行制度的規定，教學者如能依據教學目標，選擇適當的評量題目，並顧

及評量層次的分配，以提昇學生之思考、判斷、綜合和評鑑等的能力。 

（五）教師專業能力的問題 

    方案教學的過程中，教學者會接受到學生多方面及多元化的提問，為因應學

生突如其來的尋問，教師唯有在課前備課充份，加上平時不斷的自我充實，才足

以應付學生的好奇心。人非萬能，教師也不可能什麼領域都知曉，因此教師在面

對不懂的問題時，應該以虛心的態度與學生一同學習，讓學生在情意面也能從教

師身上學得做學問的態度，讓教學相長落實在教學現場中。 

 

    四、透過行動研究讓研究者更瞭解自己的教學問題，在教學後的反思，與修

正課程計畫及教學方式後的再行動，提昇了研究者對於課程設計與教學能力的專

業成長。 

每天朝夕與學生相處，不管學生有何想法，甚至非課業上之問題，學生也都

樂於主動尋找教師來協助解決其問題。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學會了如何與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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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自己探索問題的過程與想法，更學會了聆聽他人的意見和他人合作一起蒐集

資料解決問題；而研究者從中獲取到寶貴的教學經驗，以提供下一次教學之參考，

更瞭解到亦師亦友的道理。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便捷的資訊社會提供一個廣闊的學習空間，終身

學習的年代，不只學生在學習，老師也要學習。教師成長與學習的目的是要打造

一個良好的學習環境，提昇教學品質。研究的過程中，刺激研究者不斷的進修，

使研究者對教學有了全新的看法和發現。原來上課可以這麼快樂，研究自己的教

學，是這麼富有挑戰性，從更新、變化的研究與教學中，自己獲得工作的滿足和

成就感。 

一篇論文產生的過程，難免會有心情低落不知所措的時候，每當一次行動研

究循環的過程中，我一邊進行教學，一邊作初步的研究資料分析時，望著手邊尚

未成行的資料，要如何變成一本精闢的研究論文，於是對自己的論文沒有把握，

甚至有做不下去的感覺。教學進入第二階段時，突然覺得對教學流程熟練許多，

也比較駕輕就熟，對於研究也不再哪麼惶恐。沒有昨日辛勤的經營，或許就不會

有今天的想法，所以每一天對研究者而言，還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沒有進度，

也是屬於論文歷程中的一部份。「不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在論文完

成的過程中，點點滴滴都是珍貴的經驗，過程中的瓶頸與停頓，並不是代表著失

敗，反而是成功的墊腳石。只有在經過困難與失敗的考驗後，成果才會顯得珍貴，

教師的信念才能穩固與提升。 

整個研究歷程，研究者試圖以最真實的面貌，來呈現社會學習領域運用方案

教學的實際情況，也唯有呈現教學的真實面，才能讓研究者對教學有所反思，不

論是教學中的優點或是缺點，將好的部分加以保留，將不好的部分加以改進，也

唯有透過這樣不斷的反省與改進，才有成長的空間。透過行動研究的歷程，除了

在教學上有所成長之外，在研究的歷程中，也找到了自信，肯定自己的教學，也

肯定自己的專業，相信在往後，不論在教學或是研究上，會更有自信去面對所遭

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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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依據研究結果與分析，提出對於教師教學及未來研究

等二方面的建議，以作為日後實施方案教學之參考。 

一、對教師教學之建議 

（一）方案教學活動設計要能引發學生的興趣 

每個人都有好奇心，要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學生才會樂於參與，學生大都期

待充滿驚奇與趣味的主題探索活動，然而一旦實際體驗發覺探索主題枯燥乏味

時，學生的學習動機會變得低落，所以教學者在設計學生的方案教學活動時，儘

可能讓學生在每次的活動中都有驚奇的感覺，而且多注意結合生活周遭的題材，

讓學生可見可聞，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方案教學的過程中需適時引導學生面對困難挫折 

教學者必須要堅定相信學習過程比結果重要，雖然多數探索過程的進行中不

是哪麼順利，但在失敗之中，師生互動變得更為頻繁，經過挫折與重新再來的過

程，累積許多的經驗，在引導學生的教學上會比較順手，學生的學習大多會進步。

因此不要一開始就太在意結果，要讓學生有成功的機會，不要吝於給失敗的學生

鼓舞與支持。 

（三）增進學生蒐集及整理資料的能力並培養表達溝通的技能 

網路上有浩瀚的資料，如何在這資料海中尋得所需，並整理內化成知識，是

目前資訊時代所必備的能力，方案教學的過程中需要學生上網搜尋資料，並將所

得資料整理製作成果報告，可見網路學習已成為未來的趨勢；培養學生具有網路

搜集、篩選以及統整資料轉化為自身的知識，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基本能力了。所

以讓學生如何在浩瀚的資訊網路海中尋得所需的資料，而不至於迷失及耗費時間

於網路上，是值得重視的。 

社會的高度發展，人與人的競爭不斷地在提昇之中，如何在眾人之中脫穎而

出，表達能力及人際溝通的能力是一個重要關鍵，而偏遠原住民地區的學生比較

缺乏文化刺激，言語的表達能力相對弱了許多，而方案教學的過程讓學生能在同

儕的互動中建構知識，也能在其中學得與人相處的社會技能，尤其成果報告的發

表更是能訓練學生發表的能力，所以方案教學是我們多元化教學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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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延伸至不同年級或其他學習領域 

    本研究僅針對方案教學運用在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的範圍，未來如果能結合

多位教師採用方案教學於其他學習領域或不同的年級，再進行相關的探討，相信

可使本教學的適用性更加寬廣且多樣化。 

（二）如何在方案教學中提昇學生學習的能力 

    學生的學習能力（蒐集資料、彙整資料、製作成果報告、口頭分享等能力）

是方案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本研究雖然有觀察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效

及師生的互動情形，但是沒有深入探討學生在方案教學中學習能力的建構情形。

如能研究在方案教學中，如何引導學生提昇其學習能力，對於教學者在運用方案

教學時將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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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國小六年級學生對社會學習領域教學方式及期待之訪談大綱 
1.你在六年級以前社會老師都怎麼上社會學習領域的？ 
 
 
 
2.過去的上課方式你喜歡嗎？為什麼？ 
 
 
 
3.過去上社會學習領域課程時，令你印象深刻的是什麼活動？ 
 
 
 
 
4.你覺得上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有學到什麼知識嗎？ 
 
 
 
 
 
5.你比較期待老師怎麼上社會學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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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的效能回饋單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經過幾次大家共同的訂定主題、蒐集資料、彙整資料、報告等活

動後，你對社會學習領域學習的感覺，是否願意告訴老師，讓我們共同努力把社

會學習領域學好。以下幾個問題請小朋依你的感受來填寫。 

一、我認為以方案教學的活動方式進行學習，對增加我在課堂上思考的機會有沒

有幫助？  

□有 □沒有 

理由： 

二、我認為在課堂上與同學討論、蒐集資料、分享主題報告，對提高我學習社會

學習領域的興趣有沒有幫助？ 

□有 □沒有 

理由： 

三、我認為方案教學活動，對增加我和同學的感情有沒有幫助？ 

□有 □沒有 

理由： 

四、我認為進行方案教學活動，對增加我和同學溝通（討論）的機會有沒有幫助？  

□有 □沒有 

理由： 

五、我認為從事方案教學活動，對我的學習成績有沒有幫助？ 

□有 □沒有 

理由： 

六、我自己在組裡的表現 

□ 一級棒 理由： 

□ 很好 

□ 不錯 

□ 還須加油 

□ 非常不理想 

七、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活動的團體獎勵方式，能激發我為組裡完成任務有沒

有幫助？ 

□有 □沒有 

理由：  

八、我比較喜歡的上課方式是 

□ 由老師講學生聽的方式 

□ 與同學一起從事方案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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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學生對方案教學的感受回饋單 

座號：  姓名： 

＊目的：了解學生在完成方案教學後的感受。 

1.請問你如果有機會，你還想進行方案教學的主題探索活動嗎？ 

  □ 非常想 

  □ 很想 

  □ 普通 

  □ 不想 

□ 非常不想 

 

2.請問你喜歡方案教學主題探索活動嗎？為什麼？ 

 

（1）喜歡 

理由： 

 

 

（2）不喜歡 

理由： 

 

 

3.在方案教學主題探索活動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主題是哪一個？為什麼？ 

 

 

 

4.你認為你在方案教學主題探索活動中表現如何？為什麼？ 

 

 

 

5.如果再進行一次主題探索活動，你最想探索的主題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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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洛神花的故鄉學習單 
                                                座號：   姓名： 
一、單元主題：洛神花的故鄉 
二、活動時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三、今年鄉公所辦理了哪些活動？ 
 
 
 
四、確定探索主題 
1.小朋友請你想一想，在家鄉或學校辦理的洛神花季活動中，你體驗過哪些活動，

請你將這些活動列出來？ 
 
2.請你將上述的活動，畫出一張主題網狀圖。（請畫至背面空白處） 
 
3.在上述網狀圖中，你覺得哪一個主題或項目你比較有興趣，請將它寫出來作為你

研究的方向。 
 
 
五、資料收集 
1.你覺得你探索的主題可從哪裡蒐集到資料？ 
 
 
 
 
六、成果報告 
1.可運用哪些方式呈現？ 
 
 
 
七、評鑑 
1.自評（評鑑表） 
2.學生互評（評鑑表） 
3.教師評鑑（評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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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小小發明王 

                                           座號：    姓名： 

 

小朋友上完了第一單元科技與社會後，對於古往今來的科學家是不是非常的

崇拜呢？看了這麼多科學家的發明後，自己是不是也想大展身手，來一個與眾不

同的發明呢？現在我們就乘坐時空飛行器，把自己當作是某一時期的偉大科學

家，來一趟科學發明之旅吧！ 

 

第一站：生活問題大考驗 

1.我在生活中遭遇到什麼問題？ 

                                                                  

                                                                  

2.我想發明什麼東西來解決我遭遇到的問題？ 

                                                                  

 

第二站：動動腦 

我要如何做： 

 

 

 

 

 

 

第三站：我的偉大發明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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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我的偶像科學家學習單 
                                             座號：  姓名：        
一、單元名稱：我的偶像科學家 
 
二、我要研究的科學家是：                     
 
三、我的主題網圖： 
 
 
 
 
 
 
 
 
 
 
 
 
 
 
 
 
四、我的探索方向：                                             
 
 
五、我可從哪裡蒐集資料？ 
 
 
 
 
六、我將如何呈現我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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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科技生活變！變！變！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在你的生活中你是不是有使用到科技産品，這些科技產

品對你有沒有幫助？過去在我們的家鄉中，有沒有這些東西？在沒有這些科

技產品的年代中，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這些科技產品為我們的生活帶

來了什麼改變，相信其中有好、有壞，現在就動動你的大腦，讓我們共同來

探索我們生活周遭的世界吧！ 

第一站：我家的科技大公開 

1.我家有哪些科技產品？ 

                                                                  

                                                                  

2.我最喜歡的科技產品是哪一樣？ 

                                                                  

                                                                  

3.這些科技產品帶給我什麼好處？或是什麼壞處？為什麼？ 

                                                                  

                                                                  

 

第二站：部落的科技與環境 

1.我們的部落是一個現代化的部落嗎？為什麼？ 

 

 

 

2.你在觀察了整個部落環境之後，就你的觀察，你覺得部落有什麼比較重大的環境

問題？ 

 

 

3.部落的環境問題是如何造成的？請舉兩個例子，並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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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教師評鑑表 
                                              座號：    姓名： 

評      比（滿意度） 
項目 內                              容 

5 4 3 2 1 
備   註 

1.該生知道此次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的主題名稱。      

2.該生對此次方案教學的主題十分瞭解。      

3.該生對此次方案教學的主題非常有興趣。      

一
、
選
擇
主
題 

4.該生能夠掌握此次方案教學活動的重點。      

 

1.該生能夠想出此次方案教學活動相關可研究的議題。      

2.該生能畫出這次方案教學活動的主題網狀圖。      

3.該生能夠和同學一同討論主題網狀圖。      

4.該生能夠確定自己所要探究的方向。      

二
、
確
定
探
究
方
向 

︵
畫
主
題
網
圖
︶ 

5.該生能夠說明此次主題研究的方向。      

 

1.該生知道哪裡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資料。      

2.該生能夠蒐集到研究主題的相關資料。      

3.該生能夠使用網際網路蒐集資料。      

4.該生能夠使用學校圖書室蒐集資料。      

5.該生能夠使用鄉立圖書館蒐集資料。      

6.該生能夠運用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      

三
、
執
行
與
發
展 

7.該生能將收集到的資料做適當的分類。      

 

1.該生能將研究成果製作成書面資料。      

2.該生能運用 powerpoint製作成果簡報。      

3.該生能與同學分享主題探索成果報告。      

四
、
成
果
發
表 

4.該生以具有創意的方式完成成果發表。      

 

評總 □優良 □良好 □可 □尚可 □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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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學生自我評鑑表 
                                              座號：    姓名： 

學生自我評比（滿意度） 
項目 內                              容 

5 4 3 2 1 
備   註 

1.我知道此次社會學習領域方案教學的主題名稱。      

2.我對這次探索的主題十分瞭解。      

3.我對這次的探索主題非常有興趣。      

一
、
選
擇
主
題 

4.我能夠掌握這次主題探索活動的重點。      

 

1.我能夠想出這次方案教學活動相關可研究的議題。      

2.我能畫出這次主題探索活動的主題網狀圖。      

3.我能夠和同學一同討論主題網狀圖。      

4.我能夠清楚的知道我在這次方案教學活動中可以研究

的範圍。 

     

二
、
確
定
探
究
方
向 

︵
畫
主
題
網
圖
︶ 

5.我能夠說明我在這次主題研究的方向。      

 

1.我知道我能夠在哪裡找到我所需要的資料。      

2.我能夠蒐集到我研究主題的相關資料。      

3.我能夠使用網際網路蒐集資料。      

4.我能夠使用學校圖書室蒐集資料。      

5.我能夠使用鄉立圖書館蒐集資料。      

6.我能夠運用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      

三
、
執
行
與
發
展 

7.我能將收集到的資料做適當的分類。      

 

1.我能將我的研究成果製作成書面資料。      

2.我能運用 powerpoint製作成果簡報。      

3.我能與大家分享我的主題探索成果報告。      

四
、
成
果
發
表 

4.我能以具有創意的方式完成成果發表。      

 

評總 我給自己在這次方案教學活動的學習過程幾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