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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社會快速發展，對於學生所需要的關鍵能力：強調經驗與反思，具備創意、創新、跨領域、知識

統整等特質，採取行動導向學習方式，以解決真實問題為核心的學習過程，係當前大學課程改革與人才

養成之發展趨勢。本文以通識教育與專業系所教師合作組成跨領域課群之教學合作實務，探討學科知識

應用與整合、導入創新教學理念、規劃課群合作項目與設計活化課程教學，據以達成群性發展教學之合

作學習目標。教師的教學創造力是孕育學生創造力的搖籃，在教學過程中經由改變單一的教學模式，實

施跨領域教學設計，運用協同教學與創新教學方法，以學生學習為主體，教師的角色轉變為學習的引導

者。透過群性化教學模式的實施，本文發現有助於師與生，以及同儕之間互動關係的增長，學生依據個

別知識學習的需求與期望，進行跨領域知識學習，對於激勵學習動機確實有正面的助益。然而，群性化

教學模式之實施，教師雖然可以配合其他教學法使用，但在協同教學合作規劃部分，仍須判斷在適當的

時機，依據單元主題進行縝密的規劃；教師仍須考量學生的個別差異，方能增進跨領域學習成效。群性

化教學仍須配合傳統教學設計，方能建構課群合作與跨領域學習模式，達成改善課程教學與建立創新教

學之信念目標。 

關鍵詞：課群合作、協同教學、合作學習、創新教學、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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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ing societ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key skills, with an emphasis 

o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cross-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ng knowledge. As the 

core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se key skills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action-oriented method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and this process has becom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form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s of general education with those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ers,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group curriculum, establish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 create the curriculum design, activ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achieve cross-domain learning 

goals. The main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group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heighten the effect of learning. Teachers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a triple win of course quality, 



           郭俊麟／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 第 6 卷第 1 期  1—18                 2 

 

teacher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group grouping, collaboration and experience exchange. The 

teacher's teaching creativity is the cradle of the students' creativity. The group teachers change the existing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classroom interactions, the teacher's role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learning 

guide, taking the students’ inquiry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The learning method, the design of the unique 

homework report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usually get the positive feedback and affirmation from the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practices of group's promo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oup teach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response. It is based on 

rethinking the group cooperation and cross-domain learning mod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ross-disciplinary 

group cooperation, for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Keywords：Lesson Group Cooperation, Team-teaching, Cooperative Instruc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General Education 

壹、緒論 

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學校依據社會存在之需要，以及反應社會發展之變化，建立相對應之課

程與教學，教導學生如何瞭解問題與分析問題，從而提出解決方案及採取行動。大學高等教育提供學生

生活和就業所需的專業知識技能，而如何因應社會發展需要與趨勢、培育產業人才、形塑公民素養，有

關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的精進與提升誠為重要之關鍵1。跨領域課程設計與課群合作的教學與實施，係當

今人才培育與大學課程教學的方向之一，而跨領域學習（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與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更成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大學愈加強調跨領域人才培育的重要性，以及多面向學習能力的

培養。學校教育不再只以學科知識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而是彰顯學生的主體性，重視學生能夠運用所

學於生活情境中各種問題的解決，經由跨領域深度整合學習，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與解決問題能力。 

教學的發展除了要適應與發展「個別性」，同時也要適應與發展「社會性」。「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強調：（1）教學要能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2）

教學要讓學生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3）教學要重視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4）教學要能更讓學生

運用知識於日常生活。有鑑於現實世界無法以單一學科知識來解決種種問題，科技整合與跨領域學習讓

學生在邁入社會或開始職涯生活之前，開展學以致用的路徑與出路，透過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途徑，

對於多元環境和複雜的真實世界問題能有所認識與因應。本文以筆者執行「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

識課程計畫」之「失敗學習與人類經驗發展」跨領域課群為研究對象，據以探討跨領域合作學習的實施

與課群合作與設計之實踐過程
2
。此一跨領域課群主要結合「失敗與成功之探索」、「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

觀察」等兩門通識教育課程，以及「經濟學」專業課程，含括「邏輯思辨」、「創新思維」、「問題解決」，

以及「國際移動」等核心素養，透過通識與專業課程之課群合作，進行跨領域整合教學試驗與課程規劃

設計，在傳統的學科中導入創新教學模式與方法策略，通識教育及專業系所教師共同攜手分工，建構跨

領域課群合作之教學模式。 

「群性發展教學」是以社會取向的後個別化教學，同時是適應並發展社會性為主導的適性教學活動，

著重在教師與學生之間如能發展出合作的結構體。實施教與學的合作，將有助於教學進行與學習效果的

提升。由於個別教師皆各有學術專業與獨自的教學風格，如何讓教師改變既有思維、接受教學創新、跨

越學科領域，以及自我精進改變，真正落實跨領域課群合作之目的，係籌組跨領域課群的首要挑戰。其

                                                      
1 對於學生所需的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ies）：強調經驗與反思，具備創意、創新、跨領域、知識統整等特質之人才養成，鼓勵

以行動導向的學習方式，以解決真實問題為核心的學習過程，係當前大學課程改革的發展趨勢。 
2 教育部於 104 學年度首度辦理「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計畫」，期望引導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教學創意思維，開創通識教

育創新性，培養學生具備邏輯思辨、溝通表達、問題解決、鑑賞美感、探索創造及國際移動等多元核心素養，進以落實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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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師須要調整傳統偏重學科知識的灌輸式教學型態，嘗試透過問題討論、展演賞析、實際操作、情

境體驗等創新教學活動，引導學生發揮創意與省思，進行互動與實踐3。最後，如何連結不同的學科課程

—「國際關係」、「失敗學」、「經濟學」等三門課程，增進學生跨領域學習動機，亦是實施跨領域課群合

作需要構思與妥為規劃之處。實施跨領域學習所發生的問題與疑慮，例如：基礎課程如經濟學，是否適

合實施跨領域教學？跨領域學習是否會造成專業學習程度下降？此外，希望學生能接受學習一個陌生領

域的學科知識，通常需要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如何引發學生跨領域的學習動機與增進學習興趣，提高求

知意願，充實本身跨領域的知識涵養與能力，係實施跨領域合作學習的挑戰。本文針對跨領域課群合作

個案之實踐經驗，透過實際行動、反饋與評估，檢視觀察跨領域合作「教與學」之問題與限制，進以提

出解決方法，檢討課群合作之構思規劃與實施成效，評析教師教學合作與學生學習反應，期能建構跨領

域課群合作之教學參考模式。 

貳、 群性發展教學法及其原理 

    教學的發展應該適應與發展「個別性」，同時也要適應與發展「社會性」。教學的個別性，主要是以

學習者為取向的個別化教學，讓學習者的學習活動能夠盡性、適性，每位學習者都能達到適合本身條件

的精熟程度；而教學的社會性，則是以學習活動應該讓學習者能適應社會的生活步調，學習結果與社會

結構相結合，使教學活動成為社會生活的預備。相對於個別化教學概念的教學法，群性化教學是教師指

導學生適應與發展社會性的教學理論與方法，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展出社會適應能力。群性化教學

著重在教師與學生之間發展合作關係，認為教與學的合作將有利於教學的進行與學習效果的提升，應屏

除傳統以固定教師主導教學活動的觀念，強調增進學生社會技巧的成效。由於群性化教學著重在合作學

習的精神，藉以提升學習成效。因此，群性化教學是以適應並發展學習者的社會性為主導的適性教學，

包括合作學習、協同教學、分組探索教學、角色扮演、社會知能技巧教學等。群性化教學又可區分為兩

項模式：（1）認同民主歷程的教學模式；（2）直接增進群性知能的教學設計。認同民主歷程的教學模式，

強調教學的實施應該屏除傳統以固定教師主導教學活動的概念，由集體教師就個人的專長，發揮集體的

力量，完成教學活動。經由教師共同合作，學生充分發揮同儕團體的群體力量，運用個人的學習潛能，

與同儕之間充分地互動，從參與團體的歷程中，使教學發揮多項的功能。群性化教學的另一種模式，則

是教學在強調增進學生社會技巧的成效。透過各種教學策略的擬定和應用，讓學生從學習過程中嫻熟人

際交往的技巧，以同儕之間的互動，促進群性的發展（林進財，2019，287-288）。 

為了因應複雜社會，身為公民無論是在學校學習、或是為了未來進入職場及社會，皆需要具備合作

問題解決（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能力。教師在教學現場同樣會面臨到單靠個人無法解決，

需要尋求其他支援管道，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透過與其他教學夥伴進行溝通、分享等合作相關技能以

達到解決問題之目的。就教學活動而言，合作學習能適用於任何教學工作，愈是複雜的工作，愈需要結

合每個人的心智與才能。依據社會互賴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perspective）觀點，主張團體的本質是

其成員基於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此一互賴促使團體成為一個整體，若團體中任何成員或次團體的狀

態產生改變，將會影響其他成員或其他次團體產生改變（黃政傑、林佩璇，2008，6）。Piaget（1970）指

出，將知識的獲得視為主體與環境間特定不變的事件是錯誤的，求知行動的特徵並非恆常不變。真實世

界發生的現象經常涉及各種因素的複雜互動，即使是非常簡單的現象，亦很少是單一領域的知識就能完

全解釋。跨領域人才是指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專業或學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之人才，跨領域人才不

僅有專業所需要的能力和技能，還要能夠將多學科的能力相融合，調整自己的認知方式來適應不同的環

                                                      
3 多元化（diversity）係提升創造力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學術研究與實用技術激盪的高等教育環境下，不同背景的教師、學生、

社群、學習方法、以及學科思維的交互與融合，經常能產生創新案例。在精心設計的課程導引下，創新產出更加蓬勃。研究發現，

較為成功的「通識化」課程教育，相較只強調在特定專業技能（specific skills）的教育學習上，更能幫助學生面對科技發展快速

的新時代，培育更強烈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ial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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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此即 Spiro（1991）提出的認知彈性（cognitive flexibility），根據環境背景，來適應或移轉知識論能

力，亦即以多種方式同時重建自己的知識，以便對發生根本變化的情境領域作出適宜的反應，據此展現

超越原有學科知識能力，形成跨學科的綜合創新能力，包含：（1）學習能力：即適應終身學習的需要而

獨立自主地獲取知識、不斷更新知識的能力；（2）運用方法學的意識和能力：指能夠運用方法學的思維

解決不同情境下的問題；（3）創新能力：運用創造性思維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4）工具性能力：熟

練運用電腦、外語等現代工具手段的能力；（5）實踐能力：將知識運用於具體生活實際的能力；以及科

學素養、資訊素養、道德素養、文化素養等多元素養。因此，培養學生具備因應未來生活所須具備的知

識、技術及素養，並且擁有接受挑戰的關鍵能力，被視為是個人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強化學生生活

實用能力，將學科內涵與生活時事、風土民情、社會事件等情境相結合，不僅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更可以活用所學，面對各種問題。 

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者則認為，知識具社會性，是經由理解和解決問題建構而來，

其基本假設為「學習是透過不同觀點之間互相協商的合作」。因此，學習者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並非靜態，

而是經常轉變，知識的獲得與組織來自於師生與同儕的互相溝通、辯論、澄清與再建構的過程（曾志華，

1997）。從產業經濟、社會需求與人才競爭來看，業界愈加重視各種能力的整合運用，學生所要面對的各

種問題，幾乎無法單靠某一領域知識技能就可以解決。因此，推動跨領域學習，整合知識內容，自然是

教育的發展趨勢。過往的科際整合，常見的作法是興趣相同的教學夥伴，以學科為出發點，找出共同能

參與的主題，再各自分工負責某一部分。由於課程過於分科導向，無法幫助學生建立整體的知識觀念。 

    學生在學校學習知識與操作經驗累積過程中，可能在某一時間點學習或體驗到某個不讓人覺得有任

何作用的領域知識與經驗，然而這樣的知識與經驗卻可能會在下一個教育階段或是職場生活中，產生莫

大的助益。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認知歷程會與環境產生互動，而這些認知

歷程包括個體對環境刺激的知覺、刺激轉化為可記憶的符碼，以及後來對儲存訊息的理解（Gredler, 1994, 

169）。認知歷程向度包括：記憶、瞭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大學教育已從過往強調專業知識的

學習，逐漸轉變為強調跨學科知識的應用、多元能力建立，以及具社會普世價值態度的培養，教師勢必

與時俱進，提升相關專業能力及教學模式轉移，而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主動學習的態度將更為關鍵，

並且能將所學知能應用在實際問題的觀察、分析與解決。在實施跨領域課群合作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

題包含：（1）因成員異質性背景所產生的溝通問題；（2）團隊領導者與人員專業比例；（3）合作過程中

共識的形成與概念分析和評估。教師教學的自我省思與投入，係影響跨領域課群合作之重要因素。如何

讓教師突破單一思考模式，願意投入課程設計與合作，能夠瞭解彼此的教學重點所在，係實施跨領域課

群合作及提升教師專業不可缺少的思維改變。首先，不同學科領域考量的面向有所差異，再加上教師來

自不同系所單位，所擁有的先備知識含量都會影響跨領域合作的進行。以國際關係和經濟學的合作為例，

如何能瞭解彼此的基本專業語言所代表的意義，以及相互溝通，係跨領域合作成功的重要基礎。 

    跨領域知識的連結與應用，讓教學不再只是傳承與背誦，學生需要融會貫通，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

在課程規劃上，藉由議題設計、實務案例、協同教學、協同教學或以不同系別的學生組隊共學的方式達

成。在跨領域合作過程中，如何讓教師彼此都能找到可以貢獻自己專業，則是跨領域合作的核心問題。

對教學者而言，教學過程是一連串技巧和方法的結合與應用，唯有持續累積教學經驗，透過共同備課、

教學觀摩、會議討論、研習進修等方式，增進專業知能（Roth, Tobin, Carambo, & Dalland, 2004, 882-904）。

依據 Bruner （1966）所提出的課程發展模式，教育的目標應該是理智上的發展，而學校課程設計應該透

過探詢與發現的歷程來增進問題解決的能力（Bruner, 1966；Gredler, 1994, 91）。綜合以上分析觀點，本文

認為課群合作之目的，係基於彌補各單一課程之不足，教師透過教學層次，結合現有的學科教材與學生

生活經驗，設計統整主題，一方面促進學習內容的意義化、簡化與內化，另一方面則發揮教師專業，符

合當前教育情境與改革需求，培養學生主動思考並解決問題。 

參、課群合作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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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之課群合作案例―「失敗學習與人類經驗發展」跨領域課群（以下簡稱本課群），含括工學

院、商管學院及數位設計學院學生，為能瞭解學生學習需求與先備知識能力，預先實施學習需求問卷調

查，據以檢視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選定評量方式及項目。課群合作模式提供予教師彼此觀察、仿效與

學習成長的機會，透過跨領域合作，相較於教師自行摸索，更能獲得教學經驗與成長。為能達成課群教

學目標與取得共識，由課群教師共同設計合作之課程單元與教學內容、協調協同教學方式、溝通彼此教

學理念、規劃學生評量項目，以及選擇適宜的教學方法與策略，對於教師單獨完成授課教學，更能有實

質性的教學精進與改變。藉由每週固定的課群會議，教師分享個人教學心得與經營策略，提出教學問題

與改善建議，集思創意教學規劃。為能讓學生擁有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教師必須營造有利於學生學

習的合適環境與提供一個利於團體合作的學習情境，並能展現學生專長與特色，讓學生樂於學習，化被

動為主動，建立學習自信心。 

一、課群合作規劃 

跨領域課群合作與科際整合不同之處，係以議題為導向，以真實存在的問題或情境，探討值得被研

究的主題，並依下列實施步驟發展進行： 

（一）決定共通主題 

首先選擇值得被關注的主題，對於學生生活是重要的議題。在進行跨領域學習時，訓練學生不受框

架限制思考，這種建築在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之上的跨領域學習，對學生未來知識的運用能產生更多的

助益。 

（二）確定課群目標 

相同的議題經由不同課程的發展，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重點。例如：對於國際關係課程而言，國際

關係主要講授國際關係的原理原則，目標在培養學生世界觀與拓展國際視野；對經濟學課程而言，經濟

學主要分為「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讓學生能瞭解經濟基本概念與經濟學相關理論，藉以分析

和解決經濟問題。然而，國際關係與經濟學皆屬於社會科學領域，同樣關心人類生存發展，與日常生活

密切相關，在合作方面具有相同之目標，皆在培養學生問題思辨與解決問題能力，適合共同導入案例，

從國際政治或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議題分析。 

（三）訂定課程綱要 

課群教師在規劃學期課程內容時，依據學生能力程度，設計具知識內涵與符合課程目標之作業、報

告、實作與活動。課程設計的良窳，皆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與參與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實施各項課程

活動中，教師盡責地提出各種作業與活動，學生可能因為需要學習的內容或作業、活動太多，在沒有充

分消化理解下，無法切實組織學習內容。為解決此一問題，教師必須預先編排講授順序、教學內容與時

間分配，規劃具體可行的學習步驟，以及可以檢驗的目標與成果。課程綱要讓學生能有系統的學習，符

合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課程如果重視分組討論與活動，則需要留予學生討論、思考與產出的時間。 

（四）設定學習成果 

跨領域課程的特點係在培養學生於預備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溶入不同的學科知識領域，以跨領域思

維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在真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育核心素養。因此，課程必須設定目標與學習成果，

包含每一個素養能力的檢核點，以及整合性的總結性評量，依據目標與學生學習成果進行交叉檢核，同

時考慮概念與素養發展成效，確認學生能夠理解吸收，並能運用所學發展個人知識、素養與能力。 

本課群採取「失敗學習」作為共通探討主題，將失敗案例議題融入「國際關係」、「經濟學」及「失

敗與成功之探索」等三門課程教學。讓學生藉由失敗議題的討論與驗證，增進學科知識的理解與效果。

在個人日常生活中、或是在政治、經濟等各種場域，小至個人，大至國家，皆有許多失敗案例可供考察

探究，但當今教育體制與社會氛圍主要教導學生仿效成功經驗，學校教育只教授如何成功，鮮少教導學

生如何看待失敗、面對失敗與習慣失敗。失敗議題易於給予學生發揮思考，探討失敗原因，亦具知識廣

度與深度，適合差異化學習。在課程設計上將「失敗學習」運用在「國際關係」、「經濟學」及「失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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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探索」課程取材與討論，授課內容與案例講解並與學生生活經驗緊密結合，經由個人的記憶認知

與親身經驗，使其產生有意義的關連與融合，讓學生能夠理解跨領域知識內容與活用課程所學於實際生

活當中。因此，課群課程除了原有學科的知識內容講授外，並以「失敗學習」為共通主題，融入課程單

元講授與討論，課群教師協同授課指導，啟發學生汲取國際政治、經濟、企業、社會等失敗案例，剖析

失敗的原因及面對失敗的處理方式與行動，將個人、組織、企業、國家、戰略等失敗案例作為考察對象，

以真實存在的問題和情境，讓學生在學科知識學習中，除能習得專業知識，亦能拓展知識領域。課群課

程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1  課群課程關係圖 

國際關係與經濟學雖然是各自獨立之課程，惟在講授單元中，例如：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跨國企

業、南北差距、貧富問題、能源與糧食危機等，確有重疊並可相互補充之處。國際關係屬政治學門之專

業課程，如能導入經濟分析論點，從經濟學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觀察見解，對於國際關係課程內容與學生

學習廣度，將能開啟更廣闊的視野。而經濟學如能從政府與政治的觀點，給予不同的思考角度，對經濟

學的課程與教學，亦能提供豐富的實例與材料。「失敗與成功之探索」課程則以「失敗學」之核心概念為

基礎，讓學生選擇以人物、企業、組織、戰略、國家等面向進行反敗為勝的個案分析，包括背景探討、

失敗原因、失敗過程、轉變過程、成功原因、經驗啟示等內容。透過對個人過往的失敗與成功之經驗分

享，促使學生反思當下未曾思索的問題。同時，藉由瞭解他人的成敗經驗，使學生嘗試以其他的觀點考

察周遭的人、事、物。 

    為能進行跨領域學習，協同教學主要以對話、討論、問答方式貫穿課程，教師一方面觀摩課群夥伴

之教學特色，激發教學能量與教學創新，利用教學過程相互觀摩學習，吸收彼此的觀點與授課技巧；另

一方面則讓學生獲得完整的知識學習，培養分析、判斷與整合能力，並激發學生創意與批判思考能力，

活絡課堂討論氛圍。協同教學是教師之間的合作教學活動，由兩位或兩位以上之教師共同組成教學社群，

結合個人專業，共同計劃與行動，使學生對主題單元有綜合性、連貫性及全盤性的認識和瞭解（張世忠，

2015；Wood, 1997）。教師依據個人專長，規劃實施協同教學單元，在協同教學時由其中一人負責主講，

另一位夥伴教師則擔任與談及對話，彼此相互支援協助，適時提出補充內容，分享觀念、知識與問題解

決經驗。本課群三位教師協同教學主題如表 1 所示： 

表 1  課群課程協同教學規劃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經濟學 

教師 A 

主講 
— 

1.用失敗堆積成功－從「世上最不

幸的人」到成為總統  

2.從全球第一到銷聲匿跡－不可

思議的「勝」，無法避免的「敗」  

1.從供需看大學畢業生薪資 22K 現

象  

2.一切都是為您好？談政府管制  

教師 B 

主講 

1.世界文明與國際體系 

2.國際衝突與國際安全 
— 

1.韓國與臺灣產業競爭優勢之比較  

2.規劃經濟：從新加坡與北韓談起  

(下頁續) 

失敗與成
功之探索

經濟學
國際
關係

失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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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經濟學 

教師 C 

主講 

1.國際經貿與跨國企業 

2.南北差距與經濟發展 

1.執行者意識是決勝關鍵－星巴

克的復活戲碼  

2.突破舊思維的「黑貓宅急便」 

— 

除了實施協同教學，課群教師依據專長給予學科專業講解與補充外，各課群課程皆融入國際事務與

經濟事務失敗案例作為課程共通討論的焦點，使跨領域合作更為聚焦，讓學生從失敗案例中瞭解失敗的

原因、過程與影響，更能讓學生獲得深刻印象與理解。在實際生活體驗觀察中，成功通常係由一連串失

敗所堆砌而成，然而失敗卻不一定能造就成功，端視從失敗中學習多少經驗與得到多少領悟。隨著時代

變遷與環境轉變，仿效過去的成功模式可能不切實際，檢討失敗的前因後果、謹慎行事、降低錯誤機率、

在遭遇失敗時能即時予以因應調整，方為邁向成功的路徑。每個人都會遭遇各種不同樣態的挫折失敗，

諸如考試、升學、感情、婚姻、投資、就業、事業經營等；在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中，經常可見到外交、

結盟、談判、合作的失敗案例，最後甚至演變成衝突、危機或戰爭；在經濟領域裡，經濟增長須要政府

的支持，但政府又經常是扼殺經濟增長的元兇，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民生凋敝。因此，如何讓學生瞭解

失敗的各種前因後果，具有其教育的價值與意義。為能將「失敗學習」融入「國際關係」、「經濟學」及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等課程單元，各課程預先蒐集失敗實務案例，透過議題分組討論與教師講解評論，

讓學生活用課程所學內容，激發思考評判。各課群課程失敗案例蒐集與規劃分工，如表 2 所示： 

表 2  失敗案例蒐集與規劃 

課群課程 失敗案例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1. 外交談判失敗案例  2.軍事戰略失敗案例 

經濟學 1. 企業併購失敗案例  2.共享經濟失敗案例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1. 名人失敗案例    2.企業失敗案例 

    隨著教育改革與教學創新，教師教學愈加重視師生互動，師生共同經營雙向教學。教師依據學生學

習需求，調整教學設計與教材內容，務使教學能生動有效，達成互動教學目標。課群教師於課前預先進

行準備與規劃討論議題案例，讓學生進行對話表達與意見交流，強調「知識理論」、「失敗案例」與「時

事現象」相結合，從中學習發想與訓練判斷能力，對課程內容能有深入的認識和瞭解，進以達成課程教

學目標。失敗學習關係如圖 2 所示： 

 

 

 

 

 

 

 

 

 

圖 2  失敗學習關係圖 

二、教學策略與融入核心素養 

    多學科間的整合複雜性與困難度已非教師一人所能獨立完成，課程設計必須與同儕集思廣益與經驗

交流，透過共同討論、思考、計畫、執行、反省與評鑑，方能有效實施跨領域課群合作。課群共同採取

案例分析、專家演講、分組討論及協同教學等策略，以預先規劃主題案例，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與思考分

知識
理論

失敗
案例

時事
現象

失敗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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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從中掌握授課內容，並且指導學生分析方法與技術。為能達成課群合作目標，各課群課程須先規劃

單元主題與議題討論內容，透過案例分析、專家演講、分組討論、協同教學等教學設計與策略，將共通

主題融入各課程教學講授。在案例分析與議題討論過程中，由教師與教學助理引導學生發言討論，並將

學生所發現問題予以回饋評論。發表和討論不僅能產生更多的互動，藉由主題式的對話與討論，激發學

生學習興趣。為能增加學生實務經驗，安排專家分享實務經驗，並與學生交流意見。為實現「失敗學習」

之課群合作目標與跨領域學習，運用不同類型的教學策略，包含傳統與創新，可以增進不同的學習氛圍，

達成預期之教學改善效果。課群課程教學策略如圖 3 所示： 

 

 

 

 

 

 

 
 
 

圖 3  課群課程教學策略 

    跨領域的課群合作，亦重視素養導向的培養。縱觀教育關鍵素養，包括：品性、公民素養、溝通能

力、批判性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合作能力、創造力與想像力等核心素養框架。「核心素養」係指一個人

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

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素養同時涵蓋

〝competence〞及〝literacy〞概念，一個人接受教育及學習後獲得知識、能力與態度，而能積極回應個人

或社會生活需求的綜合狀態。素養中擇其關鍵的、必要的、重要的區塊，就是「核心素養」，除「基本能

力」、「核心能力」與「學科知識」，也強調情意態度、學習策略、整合活用等層面。本課群含括：（1）邏

輯思辨；（2）創新思維；（3）問題解決；（4）國際移動等核心素養之培養。從素養意涵來看，課群教學

採納下列原則：（1）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結合情境、案例、現象進行教學；（2）強調學習歷程、策

略及方法，給予學生探索的工具、方法，陶冶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3）重視實踐力行，將學習內容與

探究歷程結合在一起，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加以表現，在「做中學」反思辯證。本課群各課程含括之核

心素養如表 3 所示： 

表 3  課群課程核心素養 

    課程 類別 核心素養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通識課程 邏輯思辨、問題解決、國際移動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通識課程 邏輯思辨、創新思維、問題解決 

經濟學 專業課程 邏輯思辨、問題解決、國際移動 

    依據課程目標及設計理念，各課程發展核心素養之方法策略分述如表 4、5、6： 

表 4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課程發展核心素養與策略 

核心素養 方法策略 

邏輯思辨 
 授予國際關係理論及分析工具，實際運用於國際事務觀察推理分析。 

 針對國際關係議題講授問題發生成因以及相關論點，訓練思辨能力。 

問題解決 
 設定國際關係討論議題，採取分組方式，教師及教學助理共同帶領。 

 小組討論及事務觀察須經合作討論，透過團隊分工，完成觀察報告。 

國際移動 
 規劃業師專題演講以及與外籍學生面對面交流活動，拓展國際視野。 

 設計以數據分析為導向之繪圖作業，製作世界地圖，探討研究主題。 

案例
分析

專家
演講

協同
教學

分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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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失敗與成功之探索」課程發展核心素養與策略 

核心素養 方法策略 

邏輯思辨 
 提綱挈領講授「失敗學」理論，協助學生習得基礎的組織管理學概念。 

 提示諸種跨領域事例，以茲作為思索考察參考，強化辯證分析的能力。 

問題解決 
 設定各種事例作為討論議題，採取分組討論方式，教學助理協助帶領。 

 分組討論事例檢討須經協同合作，透過團隊腦力激盪，完成問題解答。 

創新思維 
 運用課群協同教學，規劃專家專題演講，培養創新思維與知識廣度。 

 透過學生個人成敗經驗反思，引導發揮創意思維，激發正面思考力。 

表 6 「經濟學」課程發展核心素養與策略 

核心素養 方法策略 

邏輯思辨 
 講授經濟學理論與分析工具，佐以實際案例藉以訓練邏輯思考能力。 

 針對企業及國際議題，配合相關經濟概念，分析其失敗或成功因素。 

問題解決 
 各課程單元設定相關議題，以分組討論方式，教學助理協助帶領討論。 

 各議題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討論，透過團隊腦力激盪，完成小組報告。 

國際移動 
 介紹最新國際經濟情勢，讓學生瞭解經濟與國際發展趨勢之關聯性。 

 規劃業師專題演講以及課群教師帶領專題討論，拓展國際經濟視野。 

以「經濟學」課程為例，該課程係以經濟學核心概念為基礎，配合群組內課程，以個人、組織、企

業或政府失敗案例為出發，帶入經濟學概念，探討事件失敗的原因，進而提出應有的經濟思維及合理的

解決之道。同時，也引用國際相關案例，藉以拓展學生的全球視野。課程中融入創意、創新教學方法，

改變傳統授課方式；在課程設計、授課內容、議題討論、作業報告、教學助理、教學網站、學生學習成

效等面向進行規劃，將「邏輯思辨」、「問題解決」及「國際移動」等核心素養具體融入課程內容，讓學

生獲得經濟知識，同時培養其國際觀與思辨能力。「經濟學」課程規劃協同教學、議題探索、分組議題討

論、以及校外專家經驗分享，讓學生瞭解經濟基本概念，並學習經濟學相關理論，藉以分析和解決經濟

相關問題，有效解決個人生活、社會及商業問題之方法，熟悉個人選擇，以及社會和商業基本運行邏輯，

發現與批判日常生活、社會及商業之運作問題。 

三、教學設計模式與創意 

    參照「ADDIE」教學設計模式：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實施（implement）、

評量（evaluate），本課群課程規劃執行策略與步驟如下： 

（一） 分析 

1. 預先決定課程教學需求，擬定課程教學目標； 

2. 依據過往課程教學經驗進行教學分析，以決定課程認知、情境和實作技能目標； 

3. 決定初學的學生應具備哪些技能，預估哪些狀況會影響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 

4. 分析課程教學可運用的時間，並預估在該段時間內可講授的內容與進度。 

（二） 設計 

1. 轉化課程目標為課程單元內容與學生展示的成果作品； 

2. 決定可以含括課程目標的主題單元，以及每個單元所需講授的時間； 

3. 依據課程目標安排單元次序； 

4. 設計課程單元主題重點，並確認在這單元中所要達成的主要目標； 

5. 規範單元課程內容與學習活動； 

6. 發展特定的評量以確認學生學習成效。 

（三）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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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決定關於學習活動和教材的型態； 

2. 準備教材和學習活動草案； 

3. 針對目標對象試教所發展的教材或活動； 

4. 修訂、改善已完成教材或學習活動的發展； 

5. 製作訓練或銜接教材。 

（四） 實施 

1. 錄製數位教材並上網讓學生練習使用； 

2. 於學生需要時，提供必要的協助與支持。 

（五） 評量 

1. 實施學生成果考核與評量； 

2. 實施課程自我改善與精進； 

3. 實施課程成果發表與交流。 

    依據各課群夥伴之專長領域，課群教師分別負責「國際政治失敗議題」、「社會/歷史事件失敗議題」、

「經濟制度失敗議題」之教材製作與整理，達成課群教學資源共享之目的。課群教材皆置於教學網站供

學生下載，協助學生多管道的知識學習。「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課程同時運用「臺灣通識網：開放

式課程—國際關係與全球議題」線上教材（網址：http://get.aca.ntu.edu.tw/getcdb/handle/getcdb/239024），

依據國際關係探討的主要課題：（1）國際關係導論；（2）人類歷史發展概論；（3）權力政治；（4）外交

政策；（5）國際衝突；（6）國際安全；（7）軍事力量；（8）國際組織與國際法；（9）國際貿易；（10）國

際金融與跨國企業；（11）南北差距；（12）全球生態環境—氣候、能源、糧食與人口；（13）國際整合與

合作；（14）國際趨勢與展望等單元主題，給予學生線上學習情境。夥伴課程「經濟學」及「失敗與成功

之探索」皆得運用本線上開放教材，進行相關單元講授。 

課群有效運作，需要教學團隊共同協力合作，教學助理則扮演重要角色。為能強化教學助理工作職

能與輔助成效，於開學前辦理「教學助理培訓會」，由課群課程教師親自指導，針對計畫執行重點內容、

工作職責與態度、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法等，給予教學助理指導與鼓勵。教學助理擔任授課教師與學生間

的橋樑，隨時反應學生上課情況與學習需求。教師並聽取教學助理反應學生之學習狀況，若對授課內容

有不清楚或疑惑之處，教師得以再次講解補充說明。教學助理帶領分組討論時應鼓勵同學積極發言，並

掌握議題重點，藉由充分之表達、溝通與辯論，訓練同學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並且適切解答同學之

疑惑。授課教師每週定時與教學助理規劃討論提綱，檢視教材內容，指導教學助理如何掌握課程重點內

容與帶領分組討論，並充分授權教學助理參與評分工作。教學助理應協助教師進行教材製作準備、撰寫

上課日誌，於課後彙整學生討論成果，協助教師課程準備等。從期末教學反應調查表可以看出，學生普

遍肯定教學助理的認真工作與負責態度，在分組討論過程中，能給予學生適切的引導與協助，對於課程

學習與議題分析得以深刻的瞭解與掌握。 

    為能維持各課程教學品質，各課程皆按下列程序項目，安排進行課程教學與設計：（1）主題講授；

（2）協同教學；（3）專家演講；（4）作業報告；（5）分組討論；（6）觀察報告；（7）講台分享；（8）成

果評量；（9）學習反思。依據歷程模式課程設計（curriculum as process），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師生的互動

過程，尤其重視教師、學生與教材間的關係，採用啟發方式，重視學生透過自我的行動去獲得知識。在

從事各種變化的經驗中去發現其中的原理或法則，才是構成學習的主要條件。本課群教學程序項目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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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課程教學程序項目 

    教師鼓勵學生個人逕行思考、比較、對照、運用各種策略，以發現教材所含的重要概念。所謂發現，

就是調整本質的事實，改變與重組之後，獲得新的事實。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提供問題情境，讓學生用

自己的方式從發現中學習（learning by discovery），強調學生「做中學」的探索活動，激發學生主動學習

的態度和行動；不預先設定學生學習的結果，課程設計重視啟發與行動。熟悉創意的資源與對象，是培

養創意教學的重要技巧。各課群課程規劃相關教學活動與創意設計如下： 

（一）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 

1. 世界情報地圖 

透過地圖所具備的空間特性，將可快速引導人們理解其所帶來的可能問題，而這正是當前學校教育

重要的課題，尤其是觀察、紀錄、分析等能力養成。學生對於地理之空間、區域、位置、大小及相對位

置，如果只憑平面地圖或地球儀的學習，將只是停留在想像空間，欠缺整體思考與學習的角度。本作業

設計的目的，在讓學生親手描繪世界地圖，內容應根據數據資料，採主題方式繪製，諸如人口分布、疾

病、飲食習慣、農業生產、能源礦物等，加深學習效果。本作業學生作品舉例如表 7： 

表 7  世界情報地圖學生作品圖例 

全球十大難民來源國 全球新聞自由程度 

  

南極科學研究站 地球海平面溫度 

  

主題講授

協同教學

專家演講 作業報告

分組討論

觀察報告 講台分享

成果評量

學習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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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籍生座談會 

安排邀請學校外籍生與修課學生面對面分組座談，經教師開場引言後，以世界咖啡館交流會談方式，

每一組皆有一位外籍生分享自身國家的風土民情與政經文化，透過座談交流增進彼此的認識與瞭解，改

變學生對於各國原先的刻板印象，拓展國際視野，增廣見聞。 

3. 分組議題辯論 

課程預先規劃三項與失敗相關之國際議題，於期末安排分組議題辯論活動，各組經由抽籤方式決定

正、反方。辯論前預先準備各項辯論題材資料，教學助理並從旁協助，各組於辯論當日依據辯論程序進

行辯論，最後由教師針對各組學生辯論情形給予講評與建議，讓學生能藉由辯論活動，培養邏輯思辨能

力，訓練口語表達，以及提升民主素養，增進國際議題的瞭解與認識。 

（二）失敗與成功之探索 

1. 分組口頭報告 

於學期後半實施分組口頭報告，由學生構思報告有關失敗案例議題，任課教師扮演輔佐性角色。教

師與教學助理從旁對內容整理提供建議，並參與事前準備討論，惟主導者仍為各組同學。 

2. 學生課後心得回饋與互評 

課堂授課、分組討論、專家演講等實施後，皆要求學習者撰寫心得回饋單，並繳交給教學助理，收

齊完並經教學助理整理後交至授課老師批閱，以利掌握學習情形。分組報告的表現良莠即反映於期末成

績，而成績的評定除任課教師的主觀評分外，學生互評、自評及教學助理的評分建議皆為重要依據。 

（三）經濟學 

1. 經濟議題探索 

每週讓學生從日常生活、書籍、報章雜誌等方面，蒐集國內外社會關心的經濟議題，引導學生對實

際議題的瞭解，並進一步以課堂所學的經濟概念及理論進行分析。在議題方面援用對應之失敗相關案例，

讓學生瞭解掌握關鍵經濟概念的重要性。 

2. 經濟情報地圖 

根據經濟數據資料，每位學生繪製經濟情報地圖，說明各國或區域經濟發展情況，藉此增進學生數

據分析能力及加深經濟知識探索深度。 

四、多元學習評量 

    創意教學除運用在教學設計與過程外，亦展現在多元的評量方式與項目，例如在學生評量項目中，

規劃分組討論、演講心得、課堂表現、報告撰寫、活動參與等評量項目，跳脫單以紙本考試作為衡量學

生成績的唯一標準（Little, 2003, 913-945）。在學生學習歷程中，無法用一套精確的工具來評量或限制其

發展，教師能否有效進行班級經營和教學活動，皆是歷程模式課程設計對教師教學的主要考驗。多元評

量是檢驗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途徑，注重學生的學習過程，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全面表現，包含認知、

技能、情意等。課程評量項目需要考量設計的作業、報告或活動，教師對於學生的表現，應有詳實的記

錄。多元評量係以最真實的評量來鑑定學生的學習成效，同時以多種評量方式與措施進行教學評量。學

生的學習評量則是教師對自己教學成效的展現，學習評量也是外界瞭解教師及學校實施課程的評鑑方式。

教師以多元評量的方法評量學生多元知能與表現，進而開發學生不同的潛能，並且作為教學改進與學生

學習成果的參考。本課群課程重視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參與及討論，各課程皆設計多元評量項目，以「當

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課程為例，評量項目包括「平時上課表現」、「講台口頭報告」、「分組議題討論」、

「繪製情報地圖」、「跨國採訪護照」及「分組專題報告」，各項配分比例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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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評量項目與配分比例 

成績別 評量項目 百分比（％） 說明 核心素養 

平時成績 平時上課表現 5 教學助理評分 邏輯思辨 

平時成績 講台口頭報告 5 學生互相評分 邏輯思辨 

平時成績 分組議題討論 15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問題解決 

平時成績 跨國採訪護照 15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國際移動 

期中成績 地圖情報分析 30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國際移動 

期末成績 分組專題報告 30 授課教師評分 問題解決 

 總計 100   

    跨領域學習強調結合學生學習與生活經驗，打破現有學科內容的界限，讓學生獲得深入與完整的知

識內容。經課群教師共同設計具知識內涵之報告、作業與活動，「世界情報地圖」、「經濟情報地圖」等作

業報告符合課程教學目標，給予學生獨立思考與發揮空間，運用數據分析資料，繪製成圖像，加深學生

學習效果，並能將作品於課堂上發表分享，讓台下聽講者亦能獲得啟發，增進師生交流與討論機會。此

外，各課程跳脫單以紙本考試作為衡量學生成績的唯一標準，學生學習成效與評量包括失敗議題分組討

論、課堂表現、報告撰寫、活動參與等項目。評量並非只是量化學生的學習結果，更重要的是瞭解學生

質化的學習情形，亦即評量不僅只是學生表象的學習結果，而是進一步瞭解學生知識內化的學習情形。

在協同教學、專家演講與課堂活動進行後，學生須撰寫學習單，以記錄學習成果。學生在適當的學習要

求下，完成分組討論成果彙整、地圖描繪與數據分析，以及與外籍學生接觸座談等，學生學習不侷限在

課堂講授，而是能夠經由實際操作和體驗，加深學習效果。 

肆、研究結果分析 

教師的教學創造力是孕育學生創新思考與發揮創意的搖籃，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經由改變既有的教學

模式，在教與學的情境互動中，教師轉變為學生的引導者，採取以學生探究為根本的學習方法，設計具

特色的作業報告與教學活動，達成知識建構及技能學習（Pellegrino, 2017, 223-252）。經由群性化教學模

式以實施跨領域教學合作，亦在改變由教師個人統籌課程教學的特定模式，採取教師教學團隊，共同進

行教學合作，規劃跨領域合作學習項目，以學生獲得跨領域知識學習為目標。然而，若教師僅是「為跨

領域而跨領域」、「為組成課群而組成課群」，則容易讓課群合作失去焦點，反而造成學生未能學好基本的

課程內容，亦無法理解學科領域之間的關聯性。實施跨領域課群合作，教師團隊必須付出較多的時間參

與構思、溝通與規劃，夥伴彼此分工協調、共同準備講授內容與實地檢驗操作等。在課群合作過程中，

教師團隊展現的教學熱情，亦可能激盪出各種創意構想。當教師面對跨領域合作而有排斥或舉足不前，

在觀念心態上則應予鼓勵對陌生學科與本身教學模式抱持開放學習的熱忱與態度，合作夥伴共同攜手協

助。教師唯有敞開胸懷，跨越障礙藩籬，讓彼此的專業相互支撐，以有效運作跨領域課群團隊。 

為能維繫課群課程品質與掌握課群合作目標，在課群合作過程中，運用預先設計的課程規準，在教

學過程中檢視個人教學是否符合預期目標，在「課程設計」與「課堂經營」方面檢視學生學習反應與表

現，在操作過程中持續進行觀察與改善。各課程授課單元設計理念與目標，經由課群教師充分討論與實

際教學活動，適時檢討與調整。課程設計包括：單元主題內容、課堂活動、分組討論議題設計、教學助

理帶領討論與成績評定項目等，皆以學生能夠負荷、吸收與符合學習目標為考量。教師營造無壓力的學

習情境，運用多元並具啟發的教學策略，給予學生多元的學習經驗，利用繪圖、撰寫、討論等開放性活

動，讓學生自主發想與學習，在期末的教學反應調查中，確實獲得學生正面的回應與肯定。以「當代國

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課程為例，課程教學反應調查分數如表 9 所示，皆高於全校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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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分數比較 

學年度 學期 問卷分數 全校總平均 

105 
上 4.48 4.26 

下 4.50 4.23 

106 
上 4.23 4.18 

下 4.52 4.20 

107 
上 4.43 4.18 

下 4.82 4.18 

一、教學回饋 

瞭解學生對於所學課程是否理解，除了進行作業、報告與測驗檢核之外，配合教學反應調查，亦能

給予授課教師瞭解與檢討教學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教學反應調查在教學設計中，係在研擬如何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以促進學習成效。在教學設計中應將提高學生的滿意度納入考量，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本身的

成就動機若產生落差、或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付出與收獲不成比例，可預期學習動機低落必然造成教學

成效不彰。為能清楚瞭解學生學習需求與教學反應，課群預先設計教學反應調查表，於學期中與學期末

分別進行問卷調查，針對「課程內容」、「教師教學」、「教學助理」、「教學網頁」、「評量方式」等項目，

進行意見蒐集與分析，以利瞭解學生學習需求與學習成效，即時修正教學方法，並透過作業報告與測驗

評量等方式進行分析，以資做為教學改進之參考。整理本課群各課程教學反應調查結果發現： 

（一）學生肯定項目 

從學生教學活動心得學習單與期中及期末學生學習調查結果可知，學生對於「分組議題討論」與「教

師協同教學」等課程設計多表示肯定，並希望教師能夠多講授實務案例。此項反應顯示學生希望跳脫傳

統學習框架，在基本的課程內容之外，亦能增加多元的學習內容。在分組討論議題方面，對學生而言皆

是需要認真深入思考的議題，並能自行表達意見，聽取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最後提出解決方法與策略。

惟受限於每週授課時間，也有學生反應課程活動進行較為匆促，如分組討論及分組辯論等，希望獲得充

分的討論時間。從以上教學反應調查得知，囿於討論時間限制，為改善此一狀況，宜預先將討論議題提

供予學生準備，在不影響課程進度下，保留時間給予學生發言討論。 

除了「教師協同教學」，學生對於「專家演講」評價較高，顯示學生對於多元授課方式接受度高。以

「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課程教學反應調查為例，發現學生對於邀請業界實務專家演講，以及與外

籍生到班交流座談，確實能夠拓展學生在教科書之外，實務層面的觀念與認識；在與外籍生座談方面，

學生剛開始較為膽怯，在語言表達上亦需要教師從旁協助，但在彼此熟悉之後，亦能瞭解外籍生所欲表

達的意見，並能與外籍生互動，分享意見和想法，達成座談的目的，讓學生能夠更深入的進行對話交流，

訓練溝通表達，拓展觀念視野。 

學生對於各項創新教學，包括：分組議題討論、課群教師協同教學、世界情報地圖作業、專家專題

演講、外籍學生座談、分組議題辯論等留下深刻印象，並表示肯定課程內容、學習方式、評量項目、教

學助理的協助與教師的用心教學。在繪製世界情報地圖方面，學生對此作業報告普遍感到新鮮，能夠藉

由繪圖，並以數據資料或主題為基礎，加深國際議題的認識與瞭解。 

（二）學生建議項目 

1. 討論議題難易 

    以「當代國際關係與全球觀察」課程為例，課程之議題設計與討論重點，加入當前國際重要之發展

議題與失敗實際案例，而為使學生在學習態度上建立求知欲與好奇心，對關注新的學習領域感到興趣，

議題設計主要以與生活密切相關或當下發生的案例，惟有學生反應議題較難理解或不清楚問題事件，間

接影響討論成效。檢討其原因，教師在設計議題時，必須注意討論的難易程度，並能事先講解說明，學

生並非教師所想像對議題會有一定的認識。議題設計關係到是否能達成預期的學習目標，以及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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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投入程度，需要適時導入講解評析，讓學生能瞭解議題設計之意涵，激勵學生參與興趣，充分達

到議題討論之目的。 

2. 學習負荷乘載 

「經濟學」為國際企業系之重要基礎學科，除延續傳統的經濟學講授方式，為導入創新教學，課程

設計不同以往的教學活動及評量，於課程實施跨領域課群合作，以增加課程深度及廣度，包含：（1）強

調經濟概念的介紹及應用，佐以相關國際財經新聞以及過去產業或經濟體失敗的案例進一步闡釋；（2）

配合單元內容設計學習單進行議題探索，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並於課堂上進行分享；（3）學生透過協

同教學拓展其學習面向，從學習心得單可知，學生對此安排感到滿意，並希望能持續進行；（4）利用課

堂所教授的經濟知識，學生找尋相關資訊及財經相關新聞，並於課堂上進行發表分享。然而，在「經濟

學」教學反應調查中，學生亦有反應較難負荷各項課程要求，例如：跨領域學習與作業報告。顯示學生

對於除了要學習經濟學知識內容之外，還要去認識非經濟學、或本身即不感興趣的內容，而有難以負荷

或排斥的現象。 

二、教學省思及改進 

教師與學生必須事先的說明與溝通，瞭解實施跨領域學習，有助於連結個人生活與社會、經濟、國

際動態，觸發學習動機。教師透過提問、討論、欣賞、操作、情境體驗等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省

思與創造，提供學生更多參與及力行實踐的機會，跳脫形式化的學習，整合知識並且解決問題。課群藉

由多媒體教材、教學網站、分組討論、紀錄短片、專題報告、講台報告、訪問報告等課程學習途徑，讓

學生體驗創新的教學方法與互動的課堂情境。學習不應僅侷限於課堂聽講，課中的討論與課後的自主學

習同等重要。教師隨時鼓勵學生主動提問、發想與用心思考，將課程所學與實務相印證，進以落實所學

於生活運用之教育目標。 

學生學習成效有賴教師的教學方法、教材教具的製作運用、學生的主動積極參與，以及營造師生互

動的課堂情境。在運作跨領域課群過程中，課群教師須要與同儕分工合作，但常見教師對課群組成目的

不甚瞭解、教師教學方式的改變、分工合作的態度、協同教學的單元安排、課程組合的開發不易等問題。

教師須要親自構思、自我要求、溝通合作、體驗成長，而後發展出具有品質與深度的合作教學內容。本

課群經歷過摸索、調整與適應等問題，茲針對相關問題限制及其解決方法敘明如下： 

（一）溝通引導與說明 

合作教學係一種系統化與結構化的教學方法，課群合作是建立在以團體方式，達成教學目標的教學

策略。課群合作是校園內教師同儕促進對話式溝通的理想途徑，唯有實際投入操作才能形成合作氛圍，

共同提升課程品質與改善教學，解決學生學習的問題與盲點。教師於開學前投入時間進行縝密的溝通與

討論，特別是在課程合作項目、協同教學、活動規劃、作業與議題設計等，並非所有時間皆用來進行合

作項目，群性化教學模式仍需與傳統教學相互配合。對已習慣於單純授課教學之教師，相關規劃事項的

溝通與建議是一大挑戰，包括協同教學單元時間與內容、作業報告設計與活動，以及規劃分組議題討論

等。為能讓課群教師能真正掌握跨領域課群合作精神與目標，課群由具有教學合作經驗教師透過講解與

親自示範，讓教師依據課群合作目標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獲得經驗與啟發。課群教師深刻體認教學不再

只是單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學期的課程教學，實際上可藉由教師間的合作、討論與經驗交流，獲得更

多的資源協助。本課群結合通識教育教師與專業系所教師協同合作，教材相互參考運用，並得以互相觀

摩成長，對教學模式是一項突破與改變。在教學現場以教學經驗分享、對話討論、知識分享的合作學習

模式，創造與激發教師面對教育革新的熱忱及動力。因此，課群教師之互動有助於改變傳統教學觀念，

提升教師教學信心，特別是新進教師更需要藉由交流互動精進其教學技巧。在課群教師的教學反思與心

得分享得知，透過課群合作的實務操作，與其他教師交流互動與經驗引導，確係增進教學經驗成長的有

效途徑。 

（二）教學模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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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安排分組議題討論，以及跨領域議題的導入，對已習慣於教師單獨講課的學生而言，是一

項新的學習體驗，因此學習效果較難以預期。剛開始進行分組討論時，學生皆較為沉默，甚至排斥此種

合作學習方式，但在進行數次討論後，學生參與討論情況通常會有所改變。在教學現場中，教師單純講

解教科書內容與學生單向被動學習，已轉變為以學生為主體，強調分享、陪同、引導、共同學習成長的

雙向式教學模式；由專注在教導學生學習內容，轉變為同時關注學生的學習方法與歷程；由同儕互相競

爭的班級氣氛，轉變為共同成長的學習社群；由以考試為唯一學習目標，轉變為強調學習內容的意義內

化與實用化。教育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教師能否與時俱進，運用創新思維，嘗試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

習成效。群性化教學模式讓教師在教學策略與課堂經營上嘗試調整與改變，同時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

藉由縱向的課群合作目標與橫向的經驗互助交流（如圖 5），據以提升課程教學品質，建構可行之教學運

作模式。 

 

 

 

 

 

 

 

圖 5  課群合作維繫教學品質 

    課群教師依據課群合作目標規劃設計跨領域學習內容，專業與通識教育相輔相成，在課程準備工作

上，預先蒐集教學題材資料，製作投影片教材，每一課程單元提供講授大綱及講義資料供學生閱讀，分

組討論前預先提供當週討論題目讓學生準備，教學助理用心帶領分組討論，鼓勵學生積極發言。在分組

討論的學習過程中，學生接受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訓練過程，剛開始學生通常不善於表達個人意見，

在經過適切的引導與鼓勵後，學生逐漸適應這種學習方式，於期末教學反應調查中給予高度評價，一方

面瞭解到個人想法的優缺點，另一方面則培養尊重他人不同意見的民主素養。當學生喜愛求知，對知識

產生價值感的同時，相對也肯定自我能力與價值，進而引發主動學習意志。 

（三）激發創意教學能量 

理想的學校願景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同時包含教師和學生，師生皆是學校場域中的學習者。

教學創新代表著教師的改變與成長，如何在現有的課程規劃上發揮創意，有賴教師持續思考與改善。以

往的教學型態大多是任課教師獨立教學，課群合作則讓教師互相搭配，共同完成教學活動。當教師一起

解決問題，發展促進學生學習的課程與教學，執行策略、檢討與精進，這段歷程是教師自學概念與創生

智慧的歷程，亦在創造促進學生學習的課程與教學。以規劃安排協同教學為例，由不同學門領域的教師

以個別專業，共同完成某一單元或某一領域的教學活動。由於教師各有所長，課群合作與協同教學讓不

同領域專業的教師授與學生不同的知識經驗，學生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面對問題、思考問題。教學創

新影響學生如何學習，教學若缺乏創意，學生學習將索然無味。創意是教學的活水，創意教學讓老師活

化教學，創意思考絕非「無中生有」，而係「推陳出新」，在學生原有的基礎上，提供擴散思考的機會，

讓學生充分發揮潛能（Simplicio, 2000, 675-680）。創意係從模仿開始，從模仿具有創意的典範入手。因此，

課群合作有助於教師接近、接觸與蒐集創意經驗，藉由同儕的創意作為，進而激發自己的創新改變。 

伍、結論 

現今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已迥異於以往的教師，從被動、獨立、與他人競爭，轉換成主動、互助、與

課群
合作
目標

經驗
互助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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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合作，教師需要學習新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專業技巧。教師專業知能從早期的強調知識層面，逐漸擴

展到教學技能與情意層面兼備。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為教師充實自我的首要任務，然而一位優秀教師的

專業知能，必須靠長時間的學習與經驗累積，其關鍵在於教師是否與時俱進。倘若教師可以廣泛吸收課

程設計與班級經營的技巧，充分瞭解教材製作與資源運用，進而對教育本質的思考模式有全面性、積極

性、創新性的改變，則教師的教學活動才有可能變得更有效能，學生的學習也才能突破傳統被動填鴨方

式的學習，轉化為更深層的多元知能學習活動。 

課群合作提供教師一個課程發展平台，進行專業協同與投入，教師願意接受公開檢視，分享解決問

題的歷程經驗，教師得以教學相長，改善授課技巧與課堂經營方式，更新課程組織脈絡、教學策略、評

量模式等，更重要者，是以創新、學習、討論進行團體學習。教師於跨領域課群執行過程中，透過共同

主題與導入創新課程設計，強化跨領域課群課程統整與應用，確實按照課群合作目標執行課程教學，與

課群團隊成員共同討論教學改善策略，執行教學創新作為，適度改變教學方法，注意學生學習反應。當

教師開始進行討論合作時，同時亦在逐步建立互相協作與相互依存的校園文化。課群合作經驗與運作模

式，提供課群課程的橫向聯繫，以及具體分工合作機制與作法，對課程教學具有正面提升的效果，茲列

舉課群合作效益如下：  

一、充實教學內容 

國際關係與經濟學課程包含理論與實務的介紹，藉由課群合作，以「失敗學習」為共通主題，進行

國際關係、經濟與歷史事件的跨領域分析探究，除原本學科的知識講授，同時導入政治、經濟、社會、

組織、文化等議題內容，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加深學習效果。教師各自將學術專業，依據單元主題進

行分工講授與教材製作，其餘教師亦同時參與對話討論，對學生及課程而言，有助於知識學習廣度與深

度，提升課程教學品質。 

二、教師專業成長 

經由教師的合作實踐經驗，教學不再只是單靠自身的力量完成教學，課程可以藉由教師間的合作、

討論與資源協助，讓課程設計更為生動多元。在合作過程中，透過溝通、協調與討論，彼此的分享與互

動最後皆能成為教師教學的寶貴經驗，課群的團隊會議紀錄、課堂觀察報告、教材研發製作等皆共同分

享。無論教師是否有合作經驗，教師本身須要不斷自我充實，彼此相互觀摩學習，理解學生所處的社會

環境，規劃優質課程內容。 

三、激勵學生學習 

每位教師皆有不同的教學風格與專業素養，學生是否瞭解教師所問的問題？是否能夠清楚表達想法

與意見？如何判斷學生是否有效吸收？從學生教學反應調查得知，對於協同教學模式、作業報告、情報

地圖，以及與外籍學生座談等各項課程活動，普遍感到新鮮且特別，對於課程講授內容的瞭解與吸收，

亦有幫助。夥伴教師各自提供專業內容，協同教學時間至少有兩位老師一起授課，同時提供講義資料與

投影片教材，在各自熟悉的專業領域，相互對話激盪。本於尊重學生學習權益，創新教學方法、提供學

習資源管道，以及課堂師生互動機會，學生表示歡迎與肯定。 

促使課群合作發揮生產力的有效方法，係教師成員接受並回應差異及衝突，主動支持彼此的專業成

長，達成改善教學的目的。透過知識互動、思考教學理念與交換教學心得，促使教師建立新的教學信念，

成為教學變革的促進者。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的快速變化促使教師必須不斷的自我成長。教師專業知能

的提升與教學能力的精進係一循序漸進的歷程，唯有不斷自我督促，透過課群合作、同儕互動，以及各

種教學觀摩途徑，多元廣泛吸收。藉由教學檔案、專業對話、協同教學等方式，從中修正個人的教學觀

念，精進教學能力。教學絕非灌輸固定的知識給學生，而是啟發學生主動求知與解決問題能力。教師在

教學實務上注重學生學習態度與興趣的培養，激發內在的學習動機，以良好的課程設計使教學生動且有

趣。群性化教學模式，讓教師與學生相互成長，達成教學資源共享與激發教學創意之目的，讓具有教學

熱誠與相同理念的教師彼此交流回饋，共同聚焦在教學專業精進，增進學生跨領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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