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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運用具體感官經驗融入情境教學之創新教學策略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本計畫實施課程為:生活科學導論 

    授課教師為:生活應用科學系 陳彥呈老師 

參、計畫緣由與目的 

    家政是一門跨領域的學門，包括人類物質及社會的層面，學習這些層

面有關法律、現狀、原則、理想等交互關係問題。也是哲學問題連結以上

相關問題統整成一個完整的學門。 

    家政不只是學習有關家庭的一門學問，不只是包含家務，食物供給人

類生理上的需要，發展人類進展的理論。也不只關注在幼兒身上或協助家

人解除身心的壓力。更不只是經濟世界的消費者，或者推動消費實效。我

們是獨一無二的，共同努力將許多面向統整成為一個有關家庭及家庭週邊

相關的完整性知識範疇領域。 

    雖然家政不是家庭生活各類範疇的唯一專業領域，但是它卻是關注於

家庭各類面向及其之間的關係，也是關注到家庭生活的部份及全面的唯一

學門。家庭供應是家管的整合中心，就像照顧病人是護士的主要內容。家

政是一門應用科學知識範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類科學）以滿足家

庭的身心靈健康需求，進而建立健康的社會為最終目標。 

    隨著時代與環境的改變，「家政」亦力圖符應現代家庭的需要，近年美

國「家庭與消費科學協會」倡導「生活技能」（life skills）的教導，於

是，長期以來一般人對「家政」的印象便僅停留在「Sewing & Cooking」，

並僅將其視之為女子持家技能的訓練。而長久以來家政教育也一直以杜威

學者的實用做中學的教學模式為主，主張教育為當下的生活服務，主張教

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不斷改造。從教育的縱向說，由於

生活是一個發展過程、生長過程，所以教育也是生長。從生活的橫向說，

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個體和集體的經驗，由於生活環境在不斷變

化，人要適應環境就需要不斷改造或改組經驗。所以，教育實際上是經驗

的改造或改組，是促進學生形成更新、更好的經驗。因此，他強調教法與

教材的統一，強調目的與活動的統一，主張“在做中學”，在問題中學習。

因此，本計畫建構在杜威學者的做中學模式更結合現代科技，運用具體感

官經驗融入情境教學，希望能夠透由現代影音科技形成多元化、流程化、

完整性之創新教學策略，以提升情境式感官教學之情意功能。 

新時代的的學生較從前的學生更早有機會接觸到電視、電影等大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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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體，無形中獲得不少傳達溝通的經驗，這些經驗有助於他們作各種分

化的學習，老師要確實了解學生是否有能力進行這樣的學習，而且應該幫

助他們統整舊經驗成為有意義的結構。教學之所以要使用視覺媒體最主要

的原因，乃在於增進具體的學習經驗，減少抽象的學習。目前的教育工作

者對於視覺媒體特性的看法與過去不太一樣。使用各種具體和抽象的媒

體，實質上的學習效果也並非絕對的。 

事實上，大部分的教材通常混合各種形態呈現，而和實際情況有程度

上的差。例如，影片(電影)或幻燈捲片(靜畫)，可能以字幕或配音敘述(口

述符號)呈現；在某些情境下，若以線條(視覺符號)呈現，比真實的照片(靜

畫)更具有效果。有效地使用媒體的第二關鍵是學生的反應─在控制視聽刺

激反應情境下進行，心智的運作(mental processing)或觀察得到的練習

(over practice)。 

不論其呈現的模式如何，學生的反應和表現，使老師決定要花費多少

時間，使學生獲得具體的學習經驗。從戴爾的經驗之塔來看，使用愈抽象

的媒體，可以在愈短的時間內傳 達更多濃縮的資訊，讓學生間接地經驗有

目的的活動。設計活動或演劇活動，比利用影片、錄影帶和一系列的聽覺

或視覺符號，要花更屬會時間去呈現相同的資。如，校外教學參觀，可以

提供學生非常具體的學習經驗，但在參觀之外卻要花許多往返的時間。若

以觀賞影片來代替前項校外參觀教學，則花費較少的時間，不過效果也較

差。  

教學設計與媒體運用教學設計時要考慮結構的問題。所謂結構，是指

在學習情境中，引導學生按部就班地達成目標的教材範圍。「結構」和難度

有關，對於學習動機低落的學生，不應該給予有難度的教材或任何難題；

反整，有結構的學習情境能引導其達成學習目標，而且使其在非常有彈性

或需要自行承擔學習重任的情境下有信心學習。有高度學習動機的學生，

則能接受各種不同結構程度的教材，以媒體為導向的教學 (media directed 

instruction)，可以讓學生集中注意力於學習的內容。 

例如，老師們經常認為，利用多媒體教學學生較易集中注意力，而且

比一般的課堂教學不易分散注意力，如「學習實驗室」(learning laboratory)

可以使學生在學習上下更多的功夫，而且效果不錯。據此，本計畫期望透

由具體感官經驗融入情境教學達成以下之目的。 

一、吸引學習者注意，提高學習興趣。  

二、提供豐富的學習內容，使學習者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並利用多重

刺激增進記憶。  

三、以動態方式呈現過程及示範動作，有助於瞭解及學習動作技巧。  

四、促進正確態度之培養及鑑賞力之發展。  

五、提供學生反覆學習及自行練習，增進精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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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 

視聽教育學者戴爾(Dale，l967)依據布魯納(Bruner）認知學習的三種

表徵時期：動作表徵時期、影像表徵時期、和符號徵時期，而將媒體學習

經驗設計成經驗的金字塔(Cone 0f Experience)經驗塔說明了學習過程是

由具體而抽象、循序漸進。其中，動作表徵期主以「由做中學」的經驗，

包括直接或有目的的經驗、設計的經驗、演劇的經驗及示範；影像表徵期，

以「由觀察中學」的經驗，有參觀、展覽、電視、電影、錄音或廣播或靜

畫；最高層次是符號表徵期，以「由思考中學」的經驗為主，分別為視覺

符號、口述符號。 

在任何的媒體教具教學情境中，都需要有訊息的傳播。通常這裡的訊

息指的是學科的內容，但也可能是包括給學習者的指導，與課程相關的問

題、練習題的解答或其它相電視媒體容許學生作有彈性的學習，不論是印

刷的文字或視聽的內容，都能非常吸引學生學習，尤其對一成不變的講解

方式而言，其無異是一種有趣的變化。開放式的教材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學

形態和情境；自我引導的教材可以彈性用於獨立研究和分組活動，唯有在

老師能自由選擇的情況下，媒體教學才會更有彈性。 

教學媒體的應用，意在運用組合媒介的功能，使之發揮在學習情境之

中，不僅希望能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尤其對於文字無法充分說明的複雜訊

息，希望透過媒介來幫助學生瞭解並獲取知識；同時利用媒介的特性，克

服教學在時間、空間與人數上的限制。教學媒體不僅提供學習必要的具體

經驗，而且能幫助學生統整其先前的經驗。 

例如，在教學有關食物製備的技術時，學生必須看過食物由生食到熟

食的製備情形；必須看過如何處理食材等等，有了這些經驗，才能統整而

形成一道菜餚如何製備的概念。如果學生沒有上述的這些經驗，影片可以

將所有這些建造過程呈現出來，其成為理想的教學媒介，協助學生將其不

同的經驗，統整成為有意義的抽象概念。 

總之，不論是有結構的教學或是彈性變通的教學，具體感官經驗教學

都可以幫助老師達成教學目標，老師可以針對特殊的教學目標，有系統地

利用視聽媒體，也可以在指導學生作創造性的獨立研究或彈性教學中，開

放地運用其他各種媒體。關資料等。 

據此，本計畫期望透由具體感官經驗融入情境教學達成下列創新教學

之策略。 

一、運用具體感官經驗融入情境教學之創新教學策略，形成多元化、流程

化、完整性之創新教學策略。 

二、整合家政教育所內涵之議題成為「生活科學同心輪軸」以提升情境式

感官教學之情意功能。 

三、使用「概念構圖」導入生活科學導論教學課程，並建立討論模式與實

施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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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融入情境具體感官之教學策略，以提供校內外相關人員教學參考

與運用。 

伍、執行方法 

    運用 ADDIE 設計教學模式發展融入情境具體感官之教學策略，在這個

模式圖中，Analysis(分析階段)有需求分析、學習環境分析、學習資源分

析、媒體分析等。Design(設計階段)有課程架構、教學策略、劃面格式、

介面設計等。Development(發展階段)有完整腳本設計、完整課程開發及課

程管理等。Implementation(實施階段)有教學者訓練、助教訓練及學習者

訓練等。Evaluation(評鑑階段)有學習成效評估、學員滿意度、教材的品

質等。 

一、ADDIE設計教學模式 

 

二、教學準備 

    (一)藉由文獻及影評推薦收集影片內涵與教學啟發 

    (二)具備「認知、技能、情意」之教學目標 

    (三)預留空白時間保持現場彈性教學 

    (四)分段放映影片能維持動機與增進層次 

三、教學進行 

    (一)討論影片應具備兼容並蓄的態度 

    (二)分組討論發揮合作精神 

    (三)小組討論活動讓學生體驗影片傳達之意涵 

    (四)表揚優秀作品以激勵學生相互觀摩 

    (五)學生身心狀態影響課堂與作業表現 

四、教學後續 

    (一)作業發展多元形式激發學生思考 

    (二)互動作業能促進師生溝通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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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量學生程度而有難易安排 

五、情境具體感官之 ADDIE設計教學模式 

 

 

 

 

 

 

六、

期 中成

果 

    本次

教 學創

新 設計

在 運用

具 體感

官經驗融入情境教學，運用 ADDIE Model「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評鑑」

的模式，目前期中已進行至教材發展階段，以下為期中進度說明: 

(一) Analysis分析階段 

  本階段主要進行了學習者背景分析，根據學習者背景分析可得知，本

研究之實施對象為本系大學部一年級之學生，並對家政生活科學相關議題

亦多有接觸，也有修習本系其他相關課程，且修習的課程類型也非常廣泛，

大一課程多為偏向營養飲膳食相關課程，故本次計畫選用實施的創新感官

教學題材為偏向情感與家人關係的範疇，可以與本系大一其它專業課程做

出區隔。 

(二) Design設計 

  考慮取得教材的可行性，本研究所選用的教材以本校圖書館所提供現

有具教學版權影片為主，影片教材主要分為三個面向，愛情、親情家庭、

婚姻為主軸共三次，旨傳達情感與家人關係的範疇。 

(三) Development發展 

  依據設計階段所完成的教學設計內容，進一步完成協助教學之影片教

材、教學練習評量工具（僅附上一份初設計之教學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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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劃進度規劃 

     依照本計畫之規劃繼續進行實施及成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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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成效與影響 

    本計畫實施執行之適用對象，包含本系大學部生活科學相關課程的教

師與學生。本計畫所創新之教材，預期可上傳存放於學校「課業輔導管理

系統」，做為教師或教學助理進行「授課」與「課輔」時之輔助工具與教材。

亦可做為學生「複習或補課」之輔助工具與教材。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及課

程品質。 

    最後，在於提升學生問題解決之能力、促使學生從不同面向瞭解問題、

整合過去所學專業知識，以及提升思考與推理能力，使其學習成效及本課

程品質皆能獲得最大的改善效益。 

捌、結論 

    本研究之實施對象為生活應用科學系一年級學生，由於大一課程多為

偏向營養飲膳食相關課程，故本次計畫選用實施的創新感官教學題材為愛

情、親情家庭、婚姻為主軸共三次，旨傳達情感與家人關係的範疇。 

    本計畫建構在杜威學者的做中學模式更結合現代科技，運用ADDIE設計

教學模式發展融入情境具體感官之教學策略，藉此吸引學習者注意、提供

豐富的學習內容、利用多重刺激增進記憶、促進正確態度之培養及鑑賞力

之發展，並透過小組討論活動讓學生體驗影片傳達之意涵，發揮合作精神，

如有優秀作品，藉此表揚以激勵學生相互觀摩。 

 

 

 

 

 

 

 

 

 

 

 

 



 - 8 - 

玖、計畫成果照片 

一、影片《單身男女》 

  【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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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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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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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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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片《大象的眼淚》 

  【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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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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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