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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索式自主學習改善森林資源經營學教學】 

計畫摘要 

森保系學生進入系上就讀後，雖然大一、大二陸續學習了森林測量與測計、木本植物分類、育林

學、林產學等基礎專業課程，但對於台灣的林業問題及森林如何經營與保育尚缺乏整體的認識與知識。三

年級的必修課程「森林資源經營學(一)」扮演著引導學生真正認識林業、走入專業實務的重要角色，也是

將來學生從事林務公職高普考試的重要考科。以往該課程的教學方式都是單向地教師講授、學生聽講，然

而這種填鴨方式的教學，不僅枯燥乏味，學生的學習效果亦差。因此，本計畫擬嘗試將教學內容轉換為一

系列的議題討論，引導學生自主蒐集資料、探索相關知識，經整理、消化、吸收後，建立自己對於林業與

森林經營知識的認識，期能增進學生之自學能力。 

請說明申請之課程與傳統教法(教材) 之差異性或創新之處 

本計畫以自主學習式的「議題討論」翻轉傳統填鴨式授課方式，藉由議題討論引導學生自主蒐集

資料、探索相關知識，期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增進學生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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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由與目的 

一般人對於「森林系」的認識，通常停留在「種樹」、「砍樹」、「木

材」等刻板印象，然而事實上「林學」與「林業」不僅歷史悠久，其知識層

面與實務技術也包羅萬象而且具有高度的專業性。 

森保系的學生進入本系就讀後，大一、大二陸續開始接觸一些林業有關

的專業基礎知識，例如森林測量與測計、木本植物分類、育林學、林產學

等。然而，學生往往對於學了那些科目到底和將來從事林務工作有什麼關聯

性並不清楚，也不甚瞭解國際及國內林業的發展狀況及面臨問題，當然更遑

論對於森林如何經營具有專業的瞭解。 

森保系三年級上、下學期開設的「森林資源經營學(一)」及「森林資源經

營學(二)」即扮演著銜接森林測量與測計、木本植物分類、統計學、育林學、

林產學等基礎課程的橋樑角色，引領學生踏入林業實務專業領域，真正瞭解

林業到底是在做什麼。因此，「森林經營學概要」及「森林經營學」分別是

公職林業技術人員普考、高考的考科，也是將來進入林務局或從事林業及自

然保育相關工作必備的專業知識。 

三年級上學期的「森林資源經營學(一)」學習內容主要包括對於國際與國

內森林資源與林業概況的認識，以及對於森林經營基本知識的瞭解，例如森

林的功能與效益、森林經營的特殊性、森林經營的指導原則、森林區劃、林

地分級與分區、森林作業法、森林資源調查等。此外，該課程亦對於重要的

森林經營議題進行介紹，例如森林生態系經營、集水區經營、保安林經營、

保護區經營、社區林業里山概念、森林減碳、森林 FSC認(驗)證、航遙測與

GIS在森林資源調查之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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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資源經營學(一)」課程講述的內容和學生大一、大二所學的專業基

礎課程是相互關聯或連貫的，例如森林測量與測計與統計學和森林區劃、林

地分級與分區、森林資源調查、航遙測與 GIS應用等有相關；木本植物分

類、育林學和林產學則和森林作業法、森林 FSC認(驗)證、森林減碳以及各

種森林經營作業中的適地適木樹種選擇、木材生產等息息相關。 

不過，儘管學生大一、大二所學的專業基礎課程和「森林資源經營學

(一)」課程內容具有關聯性，但由於過去所採用的授課方式主要是由教師在課

堂上照本宣科地講述，對學生而言，這種填鴨式的被動學習方式很難內化為

真正的知識，學生也會覺得上課枯躁乏味，很容易就會失去學習興趣，難以

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效。 

「森林資源經營學(一)」課程早期曾就一些議題嘗試採用互動討論方式進

行，不過由於學生對於林業的知識廣度普遍不足，難以進行深入的討論，導

致最後仍然需要教師不斷地從旁提示，結果花費了較多時間，卻也沒有達到

較有效的學習成效。 

近年來手機日亦普遍，而學校也提供校園免費無線網路，學生上課紛紛

低頭划手機，已成了許多老師頭疼的問題。不過，此一現象恰好成為「森林

資源經營學(一)」課程教學方法變革的解方。本計畫擬在「森林資源經營學

(一)」課程中加入議題討論，翻轉原本學生學習成效較差的傳統填鴨式授課方

法， 引導學生使用手機上網自主查找資料、探索相關知識，經由整理、消

化、吸收後，建立自己對於林業與森林經營知識的認識。 

貳、 計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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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學習者為中心、利用真實的問題來引發學習者討論的「問題導

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已經常被應用於教學。PBL主

要是提出問題後，讓學生自主學習進行小組討論，激發出各種解決問題方

案。PBL強調的是「解決問題」，不過有些知識的學習內容未必著重於「解

決問題」，而是在於對於議題能否精確地蒐集到相關資料，經由整理、解

讀、分析、摘要的過程，將原本不知道的內容內化為自身的知識，而且對於

議題產生更深、更廣的了解與認識。 

參、 執行方法 

(一) 議題規劃 

「森林資源經營學(一)」課程內容可以分為 11個單元於一個學期實施，

各單元適合進行自主學習討論的主題或議題規劃如表 1，教學方式是要求學生

對於所提出的名詞定義、觀念解釋、方法說明、量化資訊等，上網蒐集相關

資料，並進行分析比較。 

表 1. 「森林資源經營學(一)」討論主題及議題規劃 

單元 討論主題或議題 

1. 森林經營的

意義 
「森林」是什麼？有哪些不同的定義？ 

如果森林需要經營，那麼，「森林經營」是在做什麼？從事森林經

營需要具備哪些知識？ 

2. 森林的功能

與效益 
森林有哪些功能與效益？ 

如果要讓森林發揮上述功能與效益，森林經營應該怎麼做？ 

3. 森林經營的

特殊性與經

營原則 

人工林、果樹、農作物都屬於農業生產，人工林經營和其他兩者有

何不同或特殊性？ 

山區人工林和平地公園綠地的樹都是人工栽種，那麼，兩者的經營

管理有哪些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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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討論主題或議題 

如果森林的經營有別於其他農業生產或都市綠化，那麼森林經營應

該符合哪些原則？ 

4. 森林經營的

演進與森林

生態系經營 

「森林經營」隨時代演變由以前的「法正林」觀念演進到「森林生

態系經營」，比較兩者的觀念和做法有何不同？  

什麼是「地景生態學」？和「森林生態系經營」有何關聯性？  

5. 國際與台灣

之森林資源

與林業 

全球森林資源的現況與變遷趨勢如何？(填充題學習單) 

台灣森林資源的現況與變遷趨勢如何？(填充題學習單) 

6. 台灣林業政

策與森林經

營組織 

林務局是掌管全台灣國有林經營及私有林輔導的權責單位，請查詢

瞭解林務局的組織架構及各單位的負責業務。 

政府擬進行組織調整成立「環境資源部」對於林務局將來應該納入

「環境資源部」或是留在「農業部」爭議不休，請比較各有何利弊

得失？ 

7. 森林區劃 什麼是「林地區劃」和「林木區劃」？區劃目的、原則及命名方式

是什麼？ 

什麼是「林地分級」和「林地分區」？分級、分區的目的、方法

(或原則)及經營要點是什麼？ 

8. 森林做業法 「同林齡」和「異齡林」分別有哪些更新作業法？ 如何進行？有何

優缺點？ 

森林撫育作業的「疏伐」和「修枝」目的是什麼？對森林生長、收

穫及森林功能有何影響？ 

什麼是「林相改良」和「林相變更」？ 

9. 森林經營計

畫 
森林經營計畫書應該包含哪些內容？ 

根據「社區林業」觀點，如果森林經營規劃和決策是要根據在地居

民的意見與需求來決定，應該怎麼做？  

10. 森林經營議

題 

 

如何計算一株樹木、一片森林的碳保存量？ 

森林經營二氧化碳減量策略包括「碳吸存」、「碳保存」、「碳替

代」，經營上應如何做？ 

什麼是「森林認(驗)證」？FSC 森林認驗證藉由怎樣的機制來進

行？ 

什麼是「里山精神」？和森林經營有什麼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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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討論主題或議題 

11. 森林資源調

查 

比較「樣區法」、「標準地法」、「樣木法」、「標準木法」四種

推估森林蓄積方法有何異同？ 

航空測量和衛星遙測在森林經營可以做哪些應用？具有那些限制？  

 (二) 重點摘要或個人心得之交流分享 

本計畫擬將「森林資源經營學(一)」擬採用 Google表單和Microsof Teams

做為線上分享交流的平台，讓學生分組設立頻道進行討論與檔案共享、共筆，

將重點摘要或個人心得傳到平台，和老師及其他同學交流分享。 

(1)  Google表單 

學生蒐完資料料後進行閱讀，消化、吸收後，將其重點摘摘要(或個人心

得)填答於 Google表單(圖 1)。 

 

圖 1. Google表單問卷填答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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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端則開啟 Google表單填答結果之試算表(圖 2)，並將連結分享給每位

同學，讓每位學生都可以看到自己和別人已經上傳的填答資料，並且可以開

啟所附的網址觀看資料出處網頁(圖 3)。而如果相同的資料已經有其他同學已

經上傳(連結網址重複)，則可以再找看看有沒有別的資料，如此一來大家集思

廣益，便能得到最豐碩的內容。 

 

圖 2. Google表單填答結果試算表舉例 

 

圖 3. 網址連結到資料出處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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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crosof Teams共享、共筆 

課程在 Microsof Teams 進行學生分組後，分別成立頻道，學生之間或學

生與教師之間可以藉由檔案共享及共筆進行討論 (圖 4)；討論後的成果，則可

以利用會議簡報錄影或檔案共享方式於課堂中呈現，和全體同學及老師共同

討論，或由學生發表自己的觀點(圖 5)。 

 

圖 4. Microsof Teams 進行學生分組討論共筆舉例 

 

圖 5. Microsof Teams 課程單元會議錄影記錄及檔案共享討論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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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可行性（計畫執行可能遇到之困難及解決方案） 

本計畫所規劃的議題在網路上均可以找到不少資料，在資料蒐集方面應

該並無困難。而以目前手機的普及性及學校無線網路的廣泛涵蓋，技術上也

應該沒有問題。不過，面對大量的相關資料，應如何篩選、閱讀、消化、摘

要，學生可能還需要練習與適應。 

陸、預期的成效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品質的改善) 

本計畫期望能藉由訓練學生自我學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思考的能力。

希望能因此學會如何自大量網路資料中去蕪存菁，建構自己知識範疇，並對

森林經營有更深入的認識。此外，亦希望學生在吸收各種資訊後，能並明辨

是非並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不要被人云亦云的錯誤資訊牽著鼻子走。 

柒、管考機制(執行期間及執行後如何評估成效) 

(一) 執行期間管考機制 

執行期間管考機制包括質化及量化兩種檢核方式，質化檢核方式是藉由

問卷及期中問卷調查來評估學生是否認同這樣的教學方式。量化檢核方式則

是藉由隨堂測驗評核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做為評估指標。 

(二) 執行後管考機制 

執行後管考機制包括兩項檢核方式，一是期中及期末考試的成績表現；

另一則是藉由課輔系統之課程滿意度調查來了解學生自己心目中的學習成效

及對於教學方式的滿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