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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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在教學原理的應用與實踐 

貳、實施課程：教學原理 

授課教師姓名：羅逸平 

參、前言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已在 108 學

年度正式開始實施，「素養」成為新課綱中的重要元素，重視知識（Knowledge）、

態度（Attitude）與能力（Skill）的整合。所謂素養，即是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

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所以，核心素養即是強調真實

的生活情境，並結合實踐力行。教師在教學中需要「素養」導向教學，未來教師

的角色將從傳統的「課程執行者」轉換為「課程研發者」，同時，隨著社會的快

速變遷，教師也需因應學生不同的特性與社會的脈動，設計多元、自主而創新的

課程與學習，以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能力。 

 

師資生為未來之教師，師資生的培育過程裡，更需讓師資生理解何謂素養

導向之課程，這當中較有效的方式即是師資培育之課程與試教演練，皆以素養導

向來進行，提供師資生最直接且紮實的訓練與培育，對於師資生而言，能掌握核

心素養之內涵、領域綱要間的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師資生之學習目標、學習任

務、學習歷程和學習評量相互檢視且交織轉化為核心問題之探究，設計適切之教

學活動與情境，在教學中，可以讓師資生學到知識、能力與態度，素養導向的教

學是個新的體驗，同時亦是個挑戰；師資生既為未來之教師，同時也是學生，學

習如何進行素養導向之「教」與「學」是成為教師不可或缺之過程。 

 

本計畫之目的為藉由師生在教學原理的課程中共同合作，以教師在學校中

所面對的種種校園事件為例，發展與建立素養導向之教學活動，除了能增進學生

的學習動機外，也希望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師生共學，提升教師的教學能量與

學生的學習成效，更進一步能強化教學與學習品質，達到師生共創與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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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之執行主要想打破過去教師之傳統角色，不再拘泥於課程的講述者既

定的教材內容，教師的角色在此課程中轉變為課程研發者，結合ARCS動機模式

和焦點討論法進行，設計多元創新之課程模式，同時並連結相關之教學經驗與概

念，以培養學生符合未來教學之核心素養能力 

 

本計畫以大三「教學原理」課程為實施場域，修課的同學大都在台灣接受過

國小至高中的教育，只有少數 2-3 位同學未在台灣受過中小學教育，而是在香港

或澳門接受中小學教育。本計畫以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為基礎，結合九年一貫和

十二年國教之教育政策與教學策略，利用 ARCS 動機模式，找出各種不同之校

園事件案例（例如：校園霸凌、校園性騷擾、校園毒品使用與防治、校園愛情與

分手、學習狀況低落、生涯規劃等等），引起同學注意，並連結其切身之相關經

驗，並在課程中，提出相關之問題與任務，提供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克服困難並建

立信心，正向回饋激發其學習動機。在課程中，同時利用 ORID 焦點討論法，教

師帶領同學在各種教學理論與教學方法中，進行事實觀察、經驗感受、意義詮釋

和決定行動，藉由小組成員間的彼此對話和討論，相互瞭解彼此的學習經驗和對

話，甚至在對話中，小組成員間的情感交流與相互瞭解，彼此傾聽、被瞭解和被

同理，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效皆能提升。 

 

本計畫以延續十二年國教課綱中之精神，透過以學習者為中心

（learner-centered）的教學模式，教師擔任課程引導者，透過 ARCS 動機模式與

焦點討論法，以師生之共學、共備、共創和共好的設計理念，翻轉過去教師講述

法之傳統教學，結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改革，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兼顧

學生的個別需求，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家公民的責

任，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達到全人教育

的目標。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計畫之課程內容，以諸多校園件事的發生為案例（例如：校園/霸凌事件、

校園/哀傷事件、校園/性騷擾、校園/毒品使用與防治等議題），藉由導入 AR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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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模式，引起學生的注意，同時，在課程中，運用焦點討論法，進行小組合作

學習討論校園中發生的種種事件，進而找出問題、定義問題、分析問題、設計解

決方案、撰寫教學方案和透過教學教導給學生，相關之成果資料如下：  

一、ARCS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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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RID焦點討論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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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演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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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計畫以 ARCS 動機模式和 ORID 焦點討論法為基礎之創新教學模式，運用

各種教學理論與務，並藉著多樣化之討論主題和活動，增加與學生的直接互動機

會，並能夠適時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因應學生學習狀態而調整討論與分析之深

淺度，除了動機與成效的提升外，同時亦達成之學生在日後教學上之主動學習、

概念化議題之能力、和敘事力與表達力之學習成效。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