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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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課程之創新教學與實踐：問題導向與核心素養之融合

貳、實施課程：教育學系三年級「中等教育」課程 

授課教師姓名：羅逸平 

參、前言 

在傳統的教學方法上，教師多扮演知識傳遞者的角色，透過以講授為主的

方式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然而在這樣的框架下，學生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

與教師或知識之間的互動極少，若該知識並非學生所喜好，亦或是學生並不瞭

解該知識對自己的重要性，往往會出現學習動機低落或學習成效較差的情形，

甚者，可能會影響學生對問題解決的探索能力，降低其未來的競爭力。在目前

的教育現場，許多有別於傳統教師單一講授式的教學方法逐漸興起，問題導向

學習的教學方法就是其中一項，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已被證實能夠增加學

生的批判思考能力，以及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因此，本計畫將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法帶入中等教育的課程當中，並結

合 108新課綱之內涵。又因此門課包含了國中和高中兩階段，修課的同學大都

經歷過此兩階段，對於相關之議題都曾接觸或體驗過，在藉由問題導向學習的

課程設計，引導學生反思過去的學校制度、學習經驗、學習環境與教育政策，

對於這些問題，如何做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問題解決，曾經歷過的經驗，更能觸

動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想像力，藉由不同的教學法，期能改善學生的

學習態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意願與學習成效。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本計畫之課程教學創新將重點放在「問題導向學習為基礎」結合「素養導

向」之教學策略，在教學方法上，教師將從知識的傳遞者角色轉換成為知識獲

得的輔佐者角色，而將知識學習的主動角色移轉至學生本身，教師將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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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及世界各國中等學校之教育議題相互結合，並邀請業師分享教學場域中

所遇到之困境與挑戰，引導學生將問題情境脈絡化，教師與學生於課堂間探索

不同議題之發生原因和結果，以及尋求不同的資訊，培養學生概念化問題的能

力，再於課堂中透過小組內的討論與分享來引導學生進行批判式思考，以習得

相關的知識與能力，共同建構問題解決的能力，增加學生主動學習之可能性，

同時，亦引導且強化學生實作，設計一間理想中的學校，其所需具備之軟體、

硬體等，師生共同完成課程要求之任務。 

二、具體內容 

在計畫在課程中，分成幾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中等教育議題之討論及 108

課綱內容之剖析，引導學生對於現今教育現場中對於中等教育議題之觀察；第二

個部份是邀請二位業師加入，分享實務現場中成功的經驗以及所面臨的困境與挑

戰；第三個部份是授課教師與業師合作，共同擬定問題導向學習之策略，思考且

提出現今教學現場之重要問題、困境與挑戰，相關之問題包含中等學校之制度層

面、員額分配、空間配置、組織發展、教育之政策等，也請不同學習經驗背景之

同學提出過去在學習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題，教師、業師與學生共同腦力激盪提出

不同中等學校之問題，引導學生聚焦在發現問題與建構問題，並重新思考過去相

關的經驗，確認問題與過去經驗之連結，最後，小組共同合作提出可能的解決方

案，並製作理想中學校之小書。 

這樣的教學過程可以讓同學們分享不同之學習經驗，並提出精進教育基礎層

面之方案，進而解決教學現場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最後，結合課程之內容及經

驗，同學分組製作且完成上台報告之課程任務。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質化指標 

學生在參與本計畫的課程後，能對臺灣及世界各國之中等教育有基本概念的

了解，同時，亦能透過、電影欣賞、閱讀相關資料及反思瞭解現今臺灣中等教育

所面對的問題及困境，亦能運用所學之概念落實於未來教學現場中，相關質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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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顯示本計畫有達到預期之學習目標。 

（一）課程之收穫及反思內容，如下所示： 

 

 

 

 

 

 

 

 

 

 

 

 

 

 

 

 

 

 

 

 

 

 

 

 

 

 

（二）相關之電影心得內容：（請參見附件一） 

二、量化指標 

在本計畫的課程中，為了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將不同教學媒材融入

教學現場，例如，針對較難理解的定義或現象加入教學影片的輔助，透過視覺化

的媒材介入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此外，教師、業師與同學共同討論及

分析現今社會中重要之中等教育議題，讓學生親身參與其中，並透過參與來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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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學習經驗。 

學生在參與本計畫的課程後，其自我探索能力、知識應用能力、團隊合作能

力、資料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創造力六大面向上均有提升，達到預期之成效，

相關之量化指標如下： 

 

 

 

 

 

 

 

 

 

 

 

 

 

 

 

 

 

 

 

 

 

 

 

 

 

 

 

 

 

 

陸、結論 

在執行本計畫「中等教育課程之創新教學與實踐：問題導向與核心素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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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中，讓我體會到過去教師在授課時，傳統上大多數課程都是以講授方式

在教學，學生也大多就「教科書」的內容在學習，這樣的教學現場讓教師與學

生雙方都處在一個被動的角色，也很難激起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學生的閱讀

能力、分析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敘事力均無法充分提升，進而影響其問題分

析與解決能力，甚至是畢業之後的就業競爭力。也因此，在此計畫中，教師試

圖從課程設計改變開始，重新定義教學現場，邀請業師加入，讓學生成為自己

學習的主角，獲得主動學習的機會，教師從旁輔助學生對於知識內涵的習得，

將課程理論與教學實務現場做連結，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改善學生

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之成效。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周志偉老師分享國中教師之 72變 1 周志偉老師分享國中教師之 72變 2 

  

周志偉老師與同學之 Q & A 周志偉老師回覆同學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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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如老師分享菜鳥教師的日常生活 1 林家如老師分享菜鳥教師的日常生活 2 

  

林家如老師與同學之互動 1 林家如老師與同學之互動 2 

  

小組報告 1 小組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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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報告 3 小組報告 4 

  

小組報告 5 小組報告 6 

  

小組報告 7 小組報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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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報告 9 小組報告 10 

  

小組報告 11 課程中教師與同學之互動 

 

捌、附件 

因學生學習成果豐富，以下檢附學生之電影心得（附件一）和期末報告小

書投影片（附件二）各 5份，若需其他學生之學習成果，請與我聯繫，再將其

他學生之成果一併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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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影心得 

中等教育 《翻轉教室 The teacher》電影心得 

系級：教育系二 學號：A7229405 姓名：廖珮筑 

「我們的教科書頌揚戰爭，而又掩飾戰爭的恐怖。它們把仇恨灌輸給孩子

們。我卻要教他們和平而不教他們戰爭，向他們灌輸愛而不灌輸恨。」同樣一

句話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會帶給人們全然不同的感受，藉由 愛因斯坦所言，

我想傳達的是，我們總渴望孩子能夠思維活絡，擁有閱讀素養與思辨能力、進

退應對的應變與社交能力，以及觸類旁通的創造力等等，然而，卻總在無形中

給予孩子們制式化的教育，將其培養成機器人。 

在看完這部電影後，我特別喜歡「習得無助感」的橋段，因為傅柯老師自

學生時期一直是標準的好學生，因此在成為教師後他無法理解的是那些學習相

對處於弱勢的學生內心的感受與想法。其實，教育並非單向的，教師們都在學

習如何用更好的方式去成為一名教師。從影片中也能看到傅柯老師從貴族學校

意外到偏遠地區任教的轉變，不管是教學態度也好方式也好，他也重新審視自

己身為教師的不足之處，從嚴厲權威到激將反諷再到同理、融入與溫和，反映

至學生身上我們都能夠明顯的看到，駁斥的教育和充分溝通的教育方式，孩子

的回饋真的很不一樣！教師是教育現場的守門員，別在孩子還沒學會爬就希望

他會跑，所有懂事的孩子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懂事的。 

相信多數人都能感受到，當前臺灣教育體制已逐漸改變，但社會的接受程

度仍不算高，多數民眾還是抱持著「過於麻煩」的態度去看待這波教育改革。

究竟我們害怕改變，到底是怕變壞了，還是變亂了？其實教育並非是獨立的一

項議題，其牽動的層面廣而深。時代不停的變遷，社會中的複雜因素太多、政

策不斷地改變，使我們無法一一排除，我們正在嘗試用各種方式完善教育，而

當理論與實際操作上有所落差時，我們需要的是去正視、討論、發現問題並且

改善，而非束之高閣、置之不理。在環環相扣的關係下，教育已不僅是政府、

教師所需關切的，更多的是學生端與家長端是否能夠接受並且認同，以及社會

大眾能否支持與贊同，或許在實驗的過程中會遇到諸多難題，但這正是教育革

新所需面對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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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混亂的時代或許就是最好的時機，認真處理現在眼前所遇到的根本問題

就是在面對未來，並試著找到一群理念相同的夥伴，清楚的明白自己在做什

麼，找到各種可能性且去嘗試，身為教師必須不害怕改變、更不能忘記自身的

價值核心與最初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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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 翻轉教育 The teacher電影心得 

教育三 A6213793 簡岑諭 

在這部電影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教學法的影子，像是講述法就是電影裡最常

見的例子，像是電影一開始主角教學法就屬於此種，配合權威式的方式震懾學

生讓他們不敢假鬼假怪，這是很多老師都會做的，例如新學校的數學老師，學

生有問題時的解決方法就是先兇，但是這種方式似乎不太適合用在主角新上任

的學校。 

在發現這些方法對他們都不行時，主角除了自己努力外也試著去吸收新老

師們的建議，希望能和學生有良好的互動，像是盡自己的力量去背學生的名

子，我覺得這件事情雖然是小事卻相當重要，畢竟名子是能夠拉近和學生的距

離，使人有親近感，或是讓學生能夠辦餐會、戶外教學等方式，除非非必要不

然不會用訓誡的方式，可以看得出主角其實很用心的在為學生做預備。 

裡面有一些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像是電影中期，主角沿用過去的習慣，

以講話直接、謾罵的方式希望能夠點醒學生，但似乎沒什麼效果，反而主角沒

有想到的是，這些學生很容易聽信別人的話，將自己限制住。在和別人談過這

件事以後沒有聽到期望的一同抱怨，聽到的反而是對方講「習得無助感」這個

詞，這個詞在教育系也很常聽到，意旨若是一直感受到挫折最後會放棄追求的

力量。還有一句話，「究竟是他們教不動，還是你的教學使他們沒有興趣?」，這

句話對我的衝擊其實很大，因為很少有人會先審視自己，究竟是他們教不動還

是我的教學出了問題。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可以讓老師們去真正思考學生究

竟要的東西是甚麼，但似乎這句話在新學校的老師腦中並未有回應。我認為從

這個時候開始我認為主角才真正開始改變，他去深入學生的興趣，了解學生想

要甚麼，如果只說看書這些學生一定沒有興致，所以主角以社會事件的方式來

讓大家知道這本書非常有趣，提升學生讀書的興致，而考試內容也是從這本書

來出。雖然依舊還是有人作弊，但是我想老師還是認為他們至少有為了考試讀

書，若是直接點破他們讓他們難堪，相信會造成反效果才沒有在發考卷時戳破

作弊的他們，反而用更多元的方式，如書本報告來讓他能夠多看點書。 

而在後期，她為了學生的付出也讓我非常感動。為了學生的受教權，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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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的指示，這是很少人能夠做到的事情，除了佩服外我對他感到尊敬，因為

從這件事情來看他真的為學生付出很多，所謂刀子嘴豆腐心，裡頭主角有講到

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們領這些錢可不是為了讓學生接受訓誡而被退學」，

很多時候其實在學生犯錯時，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替代處罰。不只老師難受學

生在紀錄上也會難看，所以互相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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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電影心得 

系級：教育三  學號：A6213874  姓名：林丹媞 

在這部電影裡面可以看見城鄉教學間很多的差異，一個在都市的貴族學校待

習慣的教師該如何面對偏鄉的學生，其實在教學現場面對不同性質的學生教學方

法本來就會有所改變，對於一群幾乎已經自我放棄的學生該如何以一個老師的力

量去拯救他們? 

在電影裡我很喜歡改變主角心態的一個轉捩點，就是他的妹妹告訴他有關於

習得無助感的小故事，這個故事點醒了主角站在學生的立場去看待整個事情，為

什麼學生不想去學習，原因就是在他們在學習中總是充滿了挫折感，無法從中得

到成就感，這也讓主角從想放棄學生轉為想改變這群學生，從他改變他的教學法

裡我看到了他運用什麼方式來提高學生的信心，裡面有一段蠻讓我訝異的劇情，

就是當主角發現學生們作弊得高分時並沒有立即揭穿學生，反而把這個當成一個

契機，順勢讓學生去完成他所交代更困難的作業，這個行為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讓

學生得高分增加學生信心，讓學生更有動力去完成之後的作業，並且讓學生去發

掘他所做的努力是會有回報的，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一個老師因材施教，並且針對

學生不同的學習狀況去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這是身為一個老師必備的技能。 

電影裡還讓我學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身為一個老師必須相信學生，

相信學生們是可以做到的，若是老師本身就不對學生抱持期望，那學生自然也不

會相信自己，尤其老師對於學生所說的一字一句看似一般，它什麼時候會被學生

記住會發生影響力老師也不會知道，就像是電影裡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學生對

著老師說他一定不會，但是老師問說為什麼要不相信自己，學生回答說:「因為

你說我是百分之百的笨蛋」。這句話對於老師或許是只是一時生氣罵學生的話，

但是萬萬沒想到學生記住了，並且因為這句話就否認自己的能力，所以身為一位

教師，對於每句說出口的話都必須謹言慎行，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脫口而出的這

句話將會對自己的學生造成什麼影響。 

整部電影雖然沒有什麼高潮迭起，但是卻可以從中看出一個老師是如何默默

地改變學生，默默地淺移默化，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手段，但是要改變學生的學

習動機其實算是蠻不簡單的一件事，電影裡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好好去思考一

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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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翻轉教室」電影心得 

A6213840 鍾靜宜 

我認為這部電影不僅是要表達片名「翻轉教室」這個教育議題，也包含了許

多議題融入其中。以下分為 4點進一步說明個人觀點與心得。 

1. 偏鄉教育: 

同住在同一個國家中，都市與鄉村的教育資源卻大大不同，臺灣亦是如此。

甚至連教師也排斥到偏鄉教書，這樣偏鄉卻得不到機會競爭、發展。教育政

策不斷推廣多元教育、才藝專長等，但其實偏鄉的學童怎麼只能培養第二專

長呢?或許在同樣的教育機會下，很多的偏鄉學童其實也是可以養成讀書的

優秀才能。而不是被刻板印象所定義或框架。 

2. 種族歧視: 

國外的種族歧視都是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不只影響教育，而是整個社會下

都備受影響。我們雖然都是黃種人，有時候也是會對東南亞地區的人存有歧

視。如同到國外白人會有優越感，而對其他膚色的人不大接受。我曾待過幾

次新住民小孩的營隊，他們也有些許不適應，努力學習中文因為不想遭到班

上同學的異樣眼光，但他們更怕說話，怕說錯或溝通不良，缺乏經驗與包容

的環境。但很開心看到新住民的媽媽們與專門教導的老師都很有愛，這幾次

經驗中都使我覺得只要有一點點的努力，就能幫助他們改變。雖然時間很

短、影響到的人也不多，但至少在漫漫長路上還有人相伴前進。 

3. 多元文化: 

一個班級中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們，老師要去了解也要去嘗試不同的教

學，以幫助學習過程的進行。我覺得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的劉語霏老師有一做

法讓我覺得很好，在開學第一、二週時，認識學生請學生填個人資料表，內

容可包括興趣、喜愛的教學方法、閱讀習慣等等，這對於老師以後設計課程

時可以顧及到每位同學的學習愛好，也可以了解到每個人的文化背景，進一

步融入課程，有被老師重視、尊重之感。 

4. 教學方式: 

這對於老師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改良傳統講述法，找到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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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來授課，反而師生雙方都能受益良多。翻轉教室提供了一個讓學生自主學

習的機會也可以從中找到成就感，我覺得老師也要鼓勵大於譴責，這樣的環境下

孩子更能適性發展，無論對錯，至少是有付出心力在這份作業上，但當然也要適

時給予指正，並非所有誇張行為都是鼓勵代替懲罰。上梁不正下樑歪，老師懂得

是霏拿捏分寸，才能教導正確理念，助於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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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 電影心得 片名：翻轉教室( The Teacher ) 

系級：教育三      學號：A6214048     姓名：林庭毅 

記得從大一開始，就看過好幾部這種類似劇情的電影，例如：《街頭日

記》、《老師你會不會回來》，以及這次所觀賞的《翻轉教室》，雖然背景故事各

有差異，但不約而同的就是，這些電影都在講述一名教師，是如何改變中後段

程度或屬於偏鄉學校的學生教育。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種題材的電影劇情，可

能也跟我過去的求學過程有些相近吧？所以感受才會特別深刻，也不會讓我在

早八的時候看到睡著！ 

回想起自己國中或高中的時候，時常發生一種情況，那就是老師流動率非

常高，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居住的地區還有學校就座落在鄉下地方，

跟城市地區相比，生活機能基本上是不會不方便，但感覺起來就是有些單調、

無趣；另外，第二個原因就是非都市地區的學生（或學校）跟都市地區相比下

來較沒競爭力吧，有很多老師（尤其是新手教師）本來都是充滿希望的來，卻

總是在這裡受到打擊而選擇離去。 

這種情況我實在見太多次了，所以每當看到某某科的老師又換人，都會覺

得又有老師因為受不了我們而走了。其實身為學生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希望每

位老師都能夠繼續教導我們直到畢業呢？所以，當我看到這些電影的劇情，都

有個老師對這些學生不離不棄地教導他們，心裡多少還是會有點羨慕他們。 

但不一樣的是，《翻轉教室》的主角—馮索老師是一名為了改變貧民區學校

而從明星學校調職來的優良教師，一開始的他還有些不習慣，甚至是不喜歡！

電影當中有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當馮索老師拿這些學生沒辦法時，他的同

事就以「狗魚和小魚的故事」比喻給他聽，想告訴他別把過去那些成功的經驗

放得太重，你過去的那些教學經驗和方法也並不適用於現在這些學生。我覺得

這位女老師比喻地很有道理，的確「因地制宜」對教師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了

解學校的背景、學生的求學情況，並給予適性的教學與輔導，才是最有效的教

導。 

《翻轉教室》這部片的劇情設定反映出了現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的城鄉差距

情況，同時也包含了歐美地區常有的種族問題，在重視多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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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均等的現代仍然還是十分常見，而身為未來教師的我們也極有可能會面臨到

相同的問題需要克服並解決，這些電影也給了我們好幾個優良典範可做參考與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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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期末小組報告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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