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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運用「做中學」推動「素養教育」融入之創新教學計劃-以數位學習教學策略課程為例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數位學習教學策略/教育三，陳信助 

參、 前言 

12年國教 108課綱 2019年 9月上路，「核心素養」、「校訂必修」、「學習歷程檔案」

等嶄新學習及教學理念，帶給現有教育框架很大衝擊，例如 2021年的大學考招將學習

歷程檔案列入評量、各級學校更全面導入核心概念「素養教育」。所謂「素養教育」，

就是涵蓋「態度」（Attitude）、「技術」（Skill）、「知識」（Knowledge）三部分的整全

教育，素養教育是全面的教育，故不易完整培養。因此，臺灣又面臨到教育改革的新

階段，教學中，教師應該把培養身心全面發展的學生，作為教育目標；課堂上，教師

要遵循發現和探究的原則，千方百計激起學生學習知識、發現和探究知識的興趣，要

把一些有選擇性的課外活動和有創

造性的社會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形成

開放、多元、有序的課外共同活動體

系，為學生提供發現、嘗試、鍛鍊和

表現天賦和才能的時間和空間，還要

提供豐富多樣的書本，與活學活用知

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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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帶動美國二十世紀教學方法的革新，尤其

是美國及其民主陣營國家的重大教育政策，均受到杜威思想的影響。在美國本土，甚

有跟隨著杜威民主主義的教育路線，開展出進步主義的教育運動，徹底的進行一次教

育改革，不但指引臺灣近幾十年的教育進化方向，更有機會成為推動「素養教育」的

助力。 

杜威提倡的注重學生興趣、「從做中學」的觀點，也在教學法上起了革命性的改變；

以往教師講、學生寫的僵化教學法不再是唯一的教學

方式；經由課程設計的方式，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主動的投入工作，並於實地操作中獲得個體認知結構

的改造與重組，設計教學法、活動教學法因而成為重

要的教學方法。在教育理論上，杜威肯定哲學思想對

教育具有指引的功用，並也指出，教育正是哲學思索

最重要的實驗場所。套用康德的話語：「無教育的哲

學是空的，無哲學的教是盲的。」 

大部分的人對於「做中學」的理解僅在於加入「動手做的元素」來學習知識，但僅

僅是用「做」的方式來「學」的話，「做中學」的中心思想只完成了一半。事實上，「做

中學」的內涵概括包含了三個部分，分別是： 

一、 生活經驗：杜威認為教育應該要與生活經驗相結合。能在家庭、學校與社

會情境上發揮功效的教育才有功能與價值。 

二、 親身探究：即「做中學」的 doing的部分。藉由親自動手探究，學習的過

程才能被轉化成個體的「經驗」，並進一步加深印象來提升學習成效。 

三、 反省思考：在教學活動中，嘗試錯誤與反思原因是讓個體進步的動力，也

就人說的「錯中學」。在「做中學」的教學活動中，這是比較不常被大家

提起的部分，但卻是訓練學習者主動發現問題，與提升學習動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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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設計「做中學」活動時，除了要讓學習者親自動手學習能在日常生活用得到

的知識，也要加入反思與承擔錯誤的元素，讓學習者養成批判思考的習慣來增強學習

成效。 

據此，本教學創新計畫以杜威的「做中學」概念，推動「素養教育」融入課程，對

課堂之規劃與目標設定，特別注重引導學習者，親身設計、執行任務、體驗情境、累

積經驗、發現問題、嘗試反思，解決問題，用以營造真實「做中學」的環境，期能提

升整體教與學品質，以及強化核心素養的培養。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根據以上說明，本計畫特別注重在課堂上引導學習者，親身設計、執行任務、體驗

情境、累積經驗、發現問題、嘗試反思，解決問題，用以營造真實「做中學」的環境，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教與學的環境具有幾項創新特點：  

1. 主動實作、鼓勵嘗試、建立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杜威所謂的主動，即實做

（doing）或嘗試（trying），而被動的一面，則是指經受結果（undergoing）。

杜威認為從經驗中學習，「就是在我們所做的事情和結果、我們所享的快樂

和所受的痛苦之間建立前後的關係」。當中的實作即嘗試，是尋找真相的實

驗，而發現實作與結果之間的前後關係，則這個經驗就有了意義。 

2. 重視反省思維、強化學習經驗累積：杜威指出，每個經驗都包含主動的實

做階段，以及被動的經受結果的階段，而從中建立連結關係，則是思維

（thinking）的作用；其包括感覺問題所在、仔細觀察情況、提出假設（預

測結果、提出試驗的解決方法）並進行推理，以及積極地進行實驗的檢驗。

這種思維即是「反省思維」（reflective thinking），亦即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對任何信念或假設，依其基礎及所導致的結論，進行持續反覆的深思與驗

證。杜威從經驗中學習、從實做中學習的觀念，含有問題求解的反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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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調師生間共同合作、高互動、的彈性學習機制：杜威提出教與學乃經驗

不斷重組的過程，不論是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都是不斷變動的、主動

的，透過每次經驗的累積與重組，讓教與學都在過程中產生了質變與量變，

教師與學生是相互影響的，教學是動態的、活化的，教師因個別學生而調

整教學規劃各種符合學生先前經驗的活動，讓每個活動對學習者都是有意

義的，並且具有彈性，在學習過程中可機動調整活動。 

 

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計畫運用「做中學」推動「素養教育」融入課程之創新教學，以「數位學習教學

策略」(I215)為實踐課程。透過線上課程教案設計的各式訓練，要求學習者執行期末

分組實作計畫，設計並開發線上課程教

案，作品需安裝在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規定實作，引導學生親身體驗、主動嘗試，

以建立有意義的學習經驗；透過同儕分組

合作，引導學生反思，以強化學習經驗累

積；要求互助互動，並建立彈性學習機制。

在教學實施上，導入共十八週的課程內

容，期許從課程創新，逐漸累積能量，進

而達到注重教學品保、因材施教，提供學

生多元的學習方向。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之

機會，可選擇具有學習深度的項目轉化為

具備課程內涵，配合多媒體教學設計的檢

核，並以學習活動做為學生學習的誘因，

引導學生在課外學習活動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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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學資源中心為達成為本校「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成效」的目標，鼓

勵教師研發創新授課教材，導入教學創新，學校政策面支持，又教師本身熟悉數位多

媒體教材開發工具、流程與設計細節，具有多年領域經驗，故實施推展順利，惟歷屆

學生資訊素養，時有差異變化，為適性教學著想，考量學生學習適應 moodle 數位學習

平台新功能之問題，本創新教學計劃亦備妥解決方案，會安排進行學生端的訓練。同

時，為求確保教材品質與單元學習架構的穩定性，會進行數位教學實務之系統化分析、

設計，以及相關實施作業與成效評估。 

陸、 結論 

本計畫規劃與執行之適用對象為大學部課程的教師、助教與學生，執行效益

佳，亦包含其他附加價值： 

1. 引導學習者主動實作、鼓勵嘗試、建立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2. 引導學習者重視反省思維、強化學習經驗累積。 

3. 建立師生間共同合作、高互動、的彈性學習機制。 

4. 以「創新」、「翻轉教學」與「行動學習」式教法激發學生之創造力、高層次思

考。 

5. 「做中學」本就強調學習者的「參與感」，期盼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提高學生

學習效率，並讓師生感受教學活動的樂趣。 

6. 本計畫授課執行經驗，將分享給有興趣參與互動教學之授課者，可做為教師或

助教規劃課程時之輔助設計參考。 

7. 本計畫產出之課程互動紀錄與內容，可做為教師或助教進行「課輔」之輔助工

具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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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計畫產出之課程互動紀錄與內容，可做為學生自學「複習」或「補課」之材

料。 

9. 若有因疫情停課或為降低群聚風險時，提供「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或支援

遠距教學。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做中學專案計畫說明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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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計畫 作品安裝 與 線上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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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輔助遠距教學、課程直播、錄影輔助遠距教學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