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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國立屏東大學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科教材教法 

「素養導向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與評量：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 

  實施計畫 

壹、緣起 

為了解國家教育理念與政策推行的成效，各種評量不同能力的國際測驗計畫或研

究調查因應而生，而這些國際測驗或研究調查結果的評比也引發許多教育學者思考學校

教育的相關問題。在相關國際測驗計畫中，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主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受到國內教育研究及決策者關注，

該測驗的目的在評量十五歲學生參與社會所需的關鍵知能，其特色在採取素養而非成就

取向。另一個是研究調查計畫是「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其是針對學校學習環境與教師工作情況所做的國際大型教

育調查。本次研討會的其中一個主軸即在針對師資教育如何回應重要國際調查報告進行

探討。  

在上述相關國際調查報告中皆顯示，台灣學生的素養知能仍待加強，此問題同時衍

生「學校應教導學生何種課程知識」的問題，特別是面臨「工業 4.0」浪潮的席捲而來，

已引起許多教育學者思考，學校教育應為更年輕的世代，安排何種最有價值的課程知識？

這些課程知識又要如何產生與設計？基本上，為避免學生受制特定學科的學習，導致學

習的切割破碎，透過跨領域課程進行深度學習，培育未來社會所需的人才，逐漸受到重

視。近年結合科學、技術、工程、藝術，以及數學跨學科領域的 STEAM 教育，即反映

此一時代潮流，其主要透過相關課程將五大領域的知識結合起來，讓孩子在不同的環境

及活動中，以「多重」管道的知識來源解決現實生活問題，並在多元發展下培養出跨界

與素養的能力。 

    然要中小學發展跨領域的課程與教學，進而培育具素養知能的人才，師資培育大學

是否設計與規劃跨領域和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便相當重要。基於上述，本研討會以

「素養導向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與評量：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為主軸，針對師資教育

如何回應重要國際調查報告，及如何設計具素養導向的領域與跨領域課程等，進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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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議題的學術討論與實務交流，提供對國內師資教育環境有更多的理解與省思：另一方面，

也期望增進師資培育者對於跨領域課程與教學有更深入的認識，透過分享、對話、省思、

互動與激盪，促成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與師資生的交流，增進對於教學知識的掌握以

及教學實踐的能力。 

  在本次研討會的內容規劃方面，主要以專題演講、論文發表、教案設計競賽和教

育論壇等形式辦理，同時辦理具實務導向的各科教材教法工作坊，研討會子題有三：

一是 PISA、TALIS 等國際教育研究報告的挑戰與回應，二是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

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三是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各子題下又

包括相關且重要的次子題，在實施策略方面，會結合縣市教育局處、國民教育輔導

團、中小學教師、以及師培大學教師間的合作交流，主要預期成效期待提供教育界一

個跨領域、跨區域、跨教育階段的交流與學習平台，鼓勵大學端知識創新和中小學端

教學實務的交流和對話，促進師資培育大學教師對於學科教學有更多的認識，更重要

的是，透過國際學者的邀請，讓國內的師資培育能與國際接軌。 

 

貳、目的 

  一、以「素養導向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與評量：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為主題，

針對新師培課程的跨域課程、教學與評量，進行深度探討。 

二、提供一個跨領域、跨區域、跨教育階段的交流與學習平台，鼓勵大學的知識

創新和中小學的教學實務交流結合。 

三、提供大學師培機構互動機會，促進師資培育議題的學術討論與實務交流。 

 

參、會議規劃 

一、研討會主題為「素養導向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與評量：全球化的挑戰與因

應」，各子題如下： 

子題一：PISA、TALIS 等國際教育研究報告的挑戰與回應 

（一）數位化評量的省思與因應 

（二）師資 ICT 培能的可能方向 

（三）低閱讀表現學生積極介入 

（四）素養導向評量認同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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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子題二：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與實施 

（一）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 

（二）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自主學習策略 

（三）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差異化教學策略 

（四）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評量設計 

 

子題三：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 

（一）新師培跨領域課程規劃、實施與評鑑。 

（二）各領域全英師培課程與教學。 

（三）專題與探索取向的師培課程 

（四）重大議題的師培課程規劃與設計。 

（五）AI 科技與師培課程。 

（六）跨國師培課程規劃與設計。 

 

二、會議實施方式 

（一）研討會 

1. 專題演講：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進行 3 場專題演講，主題為師資培育對國際教育研究報

告的回應和課程設計，邀請的學者包括歐洲、美國、東南亞和東亞國家各一名。 

2. 論文發表： 

採公開徵稿方式，徵求國內外中英文論文，經審查擇優進行口頭發表 8 場次

（預計 24-32 篇）與海報發表（預計 15-20 篇）。 

3. 教案設計工作坊： 

以工作坊的形式，由外國學者於研討會前一日帶領報名人員，以共同主題方式設計

課程及教案，並於研討會期間展示及示範，以作為與會人員對各國跨領域課程的理

念與設計的認識與瞭解。 

4. 教育論壇： 

 （1）邀請三個縣市教育首長針對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程綱要中跨領域課程議題進

行對話。 

（2）邀請四所師培大學教授針對當前師資培育跨領域課程議題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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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二）各領域教材教法工作坊 

1.各領域教材教法工作坊 

以過去幾屆教材教法工作坊為基礎，本次工作坊將與高雄師範大學師培中心

合作，共同結合高屏地區優秀現場教師擔任工作坊講座，分別針對國中和國小各

領域的教學進行分享，並帶領師培大學教授、師資生以及現場教師共同參與，進

行課程設計與產出，此外也包括特教和幼教兩個不同類別之階段，預計辦理 30

場次。 

2.跨域教學工作坊 

除原先各科教材教法工作坊外，本次將呼應跨域教學的精神，邀請全國跨域

教學優質團隊參與，透過團隊的分享與實際討論，增進師培大學教授、師資生以

及現場教師對於跨域教學的理解，進而運用到現場教學。 

      （三）創新教育展 

  與高屏東澎各縣市教學輔導團合作，邀請各個跨領域課程以及創新教育團

隊，以海報展型態呈現教學成果，展示各項教案設計以及研發成果。 

 

三、時間 

（一）、研討會：目前規劃為 2 天時間，預計 109 年 11 月上旬。 

（二）、工作坊： 

為能擴大參與對象，辦理多場次工作坊，活動辦理時間為研討會前後 2

週內辦理。 

四、地點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高雄師範大學。 

 

五、邀請對象 

預計邀請 4 位外國學者；4 位國內跨領域課程專業，以及 4 位國內師資培育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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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研討會參加對象 

（一）國內、外師資培育大學學科、教育、教材教法之學者專家。 

（二）國內各教育、教材教法相關學會及學科中心。 

（三）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者專家。 

（四）國內高中、國中、國小及幼兒園教師及教育實務工作者。 

（五）國內各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生。 

（六）對師資培育有興趣之人士。 

 

七、預期成效 

（一）透過本研討會學者與師資培育工作者之講座、論文發表以及工作坊等形

式，達到師資培育學術交流與實務工作分享。 

（二）提供一個跨領域、跨區域、跨教育階段的交流與學習平台，鼓勵大學的

知識創新和中小學的教學實務交流結合。 

（三）提供大學師培機構互動機會，促進師資培育議題的學術討論與實務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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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議程 

➢ 時間：109年 11月 6日（星期五）《第一天》 

➢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五育樓一樓） 

0920-0950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長官貴賓：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古源光 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李雅婷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0950-1000 團體照 Group Photo 

1000-1030 

師資培育專題報告Teacher Education Special Topic 

一、領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專題 

    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15mins） 

二、國外教育見習實習、教育史懷哲、國際史懷哲專題 

    有教無界未來無限∞愛無遠弗屆 

    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15mins） 

地點：五育樓 4樓-國際會議廳 

1030-1040 中場休息 Break 

1040-1210 

師資培育論壇 Teacher Education Panel 

主持人Moderator：林曉雯 副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引言人：陳明蕾 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主題Topic：師資培育如何回應PISA和TALIS國際調查報告 

與談人 1：陳明蕾 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與談人 2：林煥祥 講座教授 / 國立中山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與談人 3：洪振方 院長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210-1330 

 

 

午餐 Lunch 

海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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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330-142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Ⅰ ) 

主持人 Moderator： 

王慧蘭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Topic： 

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50min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r Teacher Education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 

Rachel Buchanan 

/澳洲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授 

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成果經驗分享開幕式 

                         （地點：教學科技館 1F-視聽室） 

1330-1350 

一、 長官致詞（3mins） 

    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古源光 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二、107年度計畫成果影片分享（10mins） 

三、成果經驗分享會啟動儀式（5mins） 

四、團體照（2mins） 

主題：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成果經驗分享 

主持人：蔡典謨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前校長 

1350-1410 

國立屏東大學 

國外教育見習成果經驗分享 

分享人：黃麗鳳助理教授/ 幼兒教育學系 

    蔡宜雯助理教授/ 幼兒教育學系 

    黃秋霞副教授/ 特殊教育學系 

1420-151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Ⅱ ) 

主持人 Moderator： 

徐偉民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Topic： 

各國如何促進PISA之表現 （50mins） 

How can countries improve their PISA results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 

Nuno Crato /葡萄牙University of Lisbon教授 

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410-1430 

國立清華大學 

實踐教育愛：清華大學師資生海外實習、見習、史懷哲計畫成果經驗分享 

分享人：劉先翔教授/ 體育學系 

1430-145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移地體驗 繞著地球跑 

分享人：周玉秀副教授/ 教育學系 

1450-15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外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成果經驗分享 

分享人：葉怡芬助理教授/師資培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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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510-1530 茶敘/交流 

1530-1710 

論文發表 Paper Presentation (Ⅰ ) 

PISA、TALIS等國際教育研究報告的挑戰與回應 

主持人：陳新豐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謝名娟 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題 目：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樣貌：來自TALIS 2018

的數據分析 

發表人：孫志麟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題 目：從 2018PISA全球素養框架對十二年國教閱

讀教學內涵之探究 

發表人：吳孟芬 研究生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 

成果經驗分享 

各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期末成果發表 

(1530-1730) 

1530-155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7年度國外教

育見習教育實習計畫成果經驗分享 

分享人：王金國教授 

小學組 

主持人：黃玉枝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與談人徐綺穗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師培中心 

語文領域： 

計畫主持人 張瑞菊 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外語領域： 

計畫主持人 范莎惠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550-1610 

國立成功大學 

國外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成果經

驗分享 

分享人：董旭英教授 

 107年度計畫成果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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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 

題 目：社經地位、數學自我效能與數學自我概念

對 15 歲學生數學素養的解釋力之探討 

發表人：李貞慧 校長/台南市七股區樹林小學 

題  目：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建構國小STEAM學習

評量指標 

發表人：高芝蘭 副研究員/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610-1650 

國立中山大學/ 美國 

計畫主持人 洪瑞兒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美國 

計畫主持人 白慧娟助理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香港 

計畫主持人 嚴愛群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新加坡 

計畫主持人 陳明聰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美國 

計畫主持人 王瑞壎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新加坡 

計畫主持人 鄭依萍助理教授 

數學領域： 

計畫主持人 陳嘉皇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自然領域： 

計畫主持人 周金城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領域： 

計畫主持人 王淑芬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小玉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健體領域： 

計畫主持人 范春源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陳玉枝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綜合與生活領域： 

計畫主持人 謝傳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曾文鑑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五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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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530-1710 

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與實

施(Ⅰ ) 

主持人：李雅婷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黃祺惠 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題 目：那天下午，我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一

場邂逅-國中學生浸淫藝術之美感寫作課 

發表人：陳宜政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題 目：美感教育的認知與教學實踐—以音樂教 

師為例 

發表人：郭杏珠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題 目：後疫情時代國中地理素養導向教學初探 

發表人：邱婕歆 輔導員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社會領域 

地點：五育樓 4F-第三會議室 

1610-165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印尼 

計畫主持人 施皓耀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韓國 

計畫主持人 楊州松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美國 

計畫主持人 黃淑玲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 日本 

計畫主持人 李俊儀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美國 

計畫主持人 施淑娟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日本 

計畫主持人 梁忠銘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日本 

計畫主持人 李潛龍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芬蘭 

計畫主持人 王秀槐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日本 

計畫主持人 林仁傑副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新加坡 

計畫主持人 幸曼玲副教授 

銘傳大學/ 日本 

計畫主持人 唐蕙文教授 

中學組 

主持人：簡成熙 院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與談人：劉述懿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外語領域： 

計畫主持人 嚴愛群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數學領域： 

計畫主持人 李錦鎣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自然領域： 

計畫主持人 賈至達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育霖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玫君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科技領域：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協同計畫主持人 許庭嘉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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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530-1710 

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與實

施(Ⅱ ) 

主持人：陸怡琮 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曾玉村 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試析「閱讀素養」議題融入國語讀寫結合

教學之運用 

發表人：高敬堯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題 目：「共備、共觀、共議」模式融入師資培育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之探討 

發表人：方金雅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題 目：學思達教學在國小五年級台語故事寫作教

學的應用 

發表人：黃平萍 研究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一會議室 

1650-171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與談人：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健體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靜萍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胡益進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與生活領域： 

計畫主持人 丘愛鈴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絢質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六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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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活動議程 

➢ 時間：109年 11月 7日（星期六）《第二天》 

➢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五育樓一樓） 

0920-1100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Round Table Panel 

主持人Moderator：簡成熙 院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主題Topic：108 師資培育新課程之反思與前瞻 

引言人： 李俊仁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與談人 1：楊智穎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2：張新仁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與談人 3：林碧珍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100-1110 中場休息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Ⅲ ) 

主持人 Moderator：劉育忠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Topic：課程改革及對師資教育之衝擊：馬來西亞觀點 

Curriculum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Teacher Education: Malaysian Perspective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Prof. Dr. Rohaida binti Mohd Saat /馬來西亞University of Malaya 教育學院院長 

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210-1330 午餐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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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330-1510 

論文發表 Paper Presentation (Ⅱ) 

 

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 I ) 

主持人：王朱福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與談人：吳俊憲 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教授兼秘書室主任秘書 

 

題  目：資訊素養及人文審議軸線的交織與未來學校之想像的關連：以結構方程模式觀之 

發表人：林純雯 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題  目：智慧教育時代職前教師在線教學能力體系的重構 

發表人：謝澤琛 研究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 

題  目：學科學習知識（LCK）意涵與研究發展在師資培育上之意涵 

發表人：胡瓊琪 博士生、林進材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Ⅱ) 
 

主持人：侯雅齡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張如慧 副教授/ 國立台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題  目：跨領域生命教育創意教學設計之實踐經驗與反思 

發表人：林宏錦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題  目：合作學習主題對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應用：以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為例 

發表人：汪明怡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呂坤岳 老師/ 臺南市大光國小 

題  目：國小教師課程意識及相關因素在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意義 

發表人：章淑芬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地點：五育樓 4F-第三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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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330-1510 

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Ⅲ) 

 

主持人：林素微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黃繼仁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題  目：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模組初探 

發表人：曾文鑑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以「在地文化」作為國中閩南語教學教材之研究 

發表人：劉和純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地點：五育樓 4F-第一會議室 

其他教育議題 

 

主持人：蔡明富 主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與談人：張萬烽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國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社會技巧課程數位教材設計開發與評鑑 

發表人：徐逸耘 研究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陳碧祺 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題  目：STEAM跨域同理體驗課程開發與教學成效研究─以「創意視障輔具設計」課程為例 

發表人：林俊賢 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點：五育樓 4F-第五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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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議程】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1330-1510 

其他教育議題 

 

主持人：張炳煌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王前龍 主任/ 國立台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批判思考與社會關懷－「教育議題專題」的何去何從？ 

發表人：李真文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師資生的跨域自主學習：國際史懷哲方案參與經驗研究 

發表人：何縕琪 教授、黃韻宇 研究生/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 

題  目：高中文言文閱讀理解補救教學之實踐與反思 

發表人：李鍑倫 老師/ 國立華僑高中 

地點：五育樓 4F-第六會議室 

 
賦歸 Far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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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2020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間與地點 

109年11月6日(星期五) 0900-0920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109年11月7日(星期六) 0900-0920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二、報到程序 

請至報到處簽到，並領取活動手冊及餐卷。 

三、與會者須知 

(一)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本會提供接駁車 

➢ 11月6日 

高雄  去程  08:20  由高鐵左營站發車至本校 

             回程  17:30  由本校發車至高鐵左營站 

       屏東  去程  08:50  由屏東火車站發車至本校 

             回程  17:30  由本校發車至屏東火車站 

➢ 11月7日 

高雄  去程  08:20  由高鐵左營站發車至本校 

              回程  15:30  由本校發車至高鐵左營站 

        屏東  去程  08:50  由屏東火車站發車至本校 

       回程  15:30  由本校發車至屏東火車站 

(二)請準時參與議程、遵守議事規則發言、維持會場秩序。 

(三)午餐時間，四樓會議廳外走廊將同時進行論文海報展之口頭解說，歡迎參觀。 

(五)請配合本校環境清潔與珍惜資源規定： 

1.請遵守無菸校園規定，勿於校園內吸菸。 

2.響應回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水杯，現場將提供茶包、咖啡粉，不提供瓶裝

水，若須飲水請至茶水間取用。 

3.國際會議廳內禁止飲食，請勿將食物攜帶進國際會議廳，並保持會場清潔。 

4.中午領取便當後請至第三會議室、第四會議室、第五會議室內用餐，用餐完

後請將便當盒、廚餘收拾乾淨，保持會場清潔。 

 (六)會議廳內冷氣開放，如有需要請自行攜帶薄外套。 

21



【注意事項】 

 

 

(七)疫情期間，與會請配戴口罩。 

四、研討會聯絡資訊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聯絡人：張萬烽組長   電話：(08)766-3800#22100 

        彭慧敏小姐   電話：(08)766-3800#22102 

 

五、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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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火車或公共汽車 

搭乘火車、統聯客運或國光客運至屏東站下車，再乘計程車（車程約莫為八分鐘）直

達本校。 

台鐵網路訂票網址：http：//www.railway.gov.tw/ 

(二)、開車 

行經高雄，走高屏大橋進入屏東市區，沿自由路轉民生路至本校。 

行經國道 3 號高速公路，於麟洛交流道（約 406 公里處）沿台 1 線（往屏東市區方

向）開抵本校。 

研討會會場：  

專題演講、國際論壇：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 4 樓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 4 樓國際會議廳、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第五會議室 

 

 

研討會會議場地 

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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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2020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事規則 
 

各場發言時間與規則提醒如下： 

一、師資培育論壇（90分鐘） 

(一)主持人開場 5 分鐘 

(二)引言人時間 5 分鐘 

(三)與談人發表時間各 15 分鐘，共 45 分鐘 

(四)綜合討論時間 15 分鐘 

    (五)來賓與與談人 Q&A 時間 20 分鐘  

 
二、專題演講場次 IⅡⅢ（50、50、50分鐘） 

(一)主持人時間 5 分鐘 

(二)主講人時間 30~40 分鐘 

(三)來賓與主講人 Q&A 時間 10 分鐘 

 
三、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90分鐘） 

(一)主持人開場 5 分鐘 

(二)引言人時間 5 分鐘 

(三)與談人發表時間各 15 分鐘，共 45 分鐘 

(四)綜合討論時間 15 分鐘 

    (五)來賓與與談人 Q&A 時間 20 分鐘 

 
四、論文發表（3篇，100分鐘） 

(一)各場主持人開場時間 3 分鐘。 

(二)各發表人發表時間 20 分鐘，於 19 分鐘按一聲短鈴， 

    於 20 分鐘按一聲長鈴提醒並結束發表。 

(三)評論人評論時間各 10 分鐘，共 30 分鐘。 

(四)每場論文發表最後 Q&A 時間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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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專題報告】 

 

領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專題 

 

主講人：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教育史懷哲、國際史懷哲專題 

有教無界未來無限∞愛無遠弗屆 

 

主講人：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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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專題報告主講人 

                            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務長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與學中心主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教育研究所所長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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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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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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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專題報告主講人 

        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學歷 

美國 Clemson 大學物理博士 

經歷 

國立屏東大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應物系主任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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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論壇】 

 

師資培育如何回應 PISA和 TALIS國際調查報告 

 

主持人：林曉雯 副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引言人：陳明蕾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與談人：陳明蕾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林煥祥 講座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洪振方 院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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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論壇主持人 

        林曉雯 副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博士 

經歷 

國立屏東大學副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院長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教授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理學院院長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所長 

美國波士頓大學科教中心訪問學者 

國科會科教處複審委員 

審查委員會委員科教學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科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Executive members of East-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Vice President of East-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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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論壇引言人 

陳明蕾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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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論壇與談人 

林煥祥 講座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學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科學教育博士 

經歷 

科技部 106 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2017)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終身成就獎 (2017)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The East-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2013).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2013~迄今)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0、2003、2011) 

科技部特約研究計畫主持人 (2014-2017) 

PISA 2015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National Project Manager(2012-2016)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講座教授 (2012-迄今) 

科教處學門計畫績效成果優良(2010)。 

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主持人(2008-2011) 

國家奈米科技人才培育推動計畫共同召集人(2008-2011)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講座教授(2008-2011) 

PISA 2006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National Project Manager(2004-2008) 

美國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傑出校友獎(2002) 

科學教育學刊(國科會優良學術期刊, TSSCI 期刊)總編輯(2002-

2004)。 

教育部科學教育學習網總計畫主持人(2002-2004) 

國科會台澳跨國合作研究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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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教育部 APEC 教育部長籌備高峰會議我國代表 

中華民國化學奧林匹亞委員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發展之相關基礎性研究計畫主持人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校長(2004.08-2008.01)。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2004.08-2008.01)。 

國立高雄師大化學系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 

南台灣大學校院通識教育策略聯盟理事長(2013~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2012.02~2014.01) 

國科會科教處學門召集人、諮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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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論壇主題: 師資培育如何回應 PISA TALIS 國際調查報告 

 與談人:中山大學 林煥祥講座教授 

 

1. How are our pr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about and prepared 

for th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following scientific competencies 

emphasized by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OECD, 2017)? 

(1) Explaining phenomena scientifically 

(2) Evaluating and designing scientific inquiry 

(3) Interpreting data and evidence scientifically 

 

2.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2) posited that “…Important practices, 

such as modeling, developing explanations, and engaging in critique and 

evaluation (argumentation), that have too often been underemphasized 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education” (p.44). If this is also true for our teaching 

practices of science classrooms, how can we make a difference? 

 

3. How good are we in the following practices recommended by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2) if we agre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1) Asking questions and defining problems 

(2) Developing and using models 

(3) Planning and carrying out investigations 

(4)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5) Using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6) Constructing explanations and developing solutions 

(7) Engaging in arguments from evidence 

(8) Obtaining, evaluating, and 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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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師資培育論壇與談人 

                           洪振方 理學院院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科環所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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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 

 

108師資培育新課程之反思與前瞻 

 

主持人：簡成熙 院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引言人：李俊仁 副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與談人：楊智穎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張新仁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林碧珍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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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主持人                                                   

                           簡成熙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學 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 歷 

臺北市桃源國中教師兼生活輔導（今生活教育）組長 

屏東師範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屏東教育大學學生事務長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所長 

屏東教育大學教務長 

合併後的屏東大學首任教務長 

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五屆委員 

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教學組－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諮詢委員 

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教學組－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常務委員 

臺灣教育哲學學會首屆常務理事 

臺灣通識教育策略聯盟暨品質策進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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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引言人 

                              李俊仁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兼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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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與談人 

                             楊智穎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學 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士 

經 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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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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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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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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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與談人 

                       張新仁 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學 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博士 

經 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教育系主任實習室主任 

行政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國小組召集人 

行政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委員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委員 

中國教育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理事 

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臺北市政府/第19屆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基隆市政府/市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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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基隆市政府/第10屆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研究（TSSCI期刊）編輯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TSSCI期刊）編審委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委員 

第13屆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會委員 

教育部國教署/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國教署/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專案計畫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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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與談人 

             林碧珍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學 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 

經 歷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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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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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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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Ⅰ】 

  

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r Teacher Education 

 

主持人：王慧蘭 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 

 

主講人：Rachel Buchanan/ 

澳洲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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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專題演講主持人 

             王慧蘭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學 歷 

英國威爾斯卡地夫大學哲學博士 

經 歷 

國立屏東大學學務長 

屏東縣教育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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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專題演講主講人 

             Rachel Buchanan教授 

             澳洲University of Newcastle  

 

 

學 歷 

PhD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經 歷 

Senior Lectur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School of Education Australia 

Lectur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Art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School of 

Education Australia 

Visiting Scholar University of Derb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Guidance Studies 

United Kingdom 

Visiting Scholar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United Kingdom 

Visiting Scholar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Institute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Visiting Schola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ted States 

 

Acting Deputy Head of School | Postgradu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Treasurer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Australasi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Australasia Australia 

Deputy Head of School | Postgradu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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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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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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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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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Ⅱ】 

 

各國如何促進PISA之表現 

How can countries improve their PISA results 

 

 

主持人：徐偉民 主任/國立屏東大學 

 

主講人：Nuno Crato/ 

葡萄牙University of Lisbo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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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各國如何促進 PISA之表現專題演講主持人 

            徐偉民 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學 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 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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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各國如         各國如何促進 PISA之表現主講人 

             Nuno Crato 

            葡萄牙University of Lisbon 

 

 

 

學 歷 

PhD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t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經 歷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at the ISEG Lisb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Lisbon 

Senior Visiting Scientist, Joint Research Center, European Commission, Italy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rtuguese Republic 

C.E.O. of Taguspark, S.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Oeiras, Portugal. 

Dean for Scientific Culture of the Lisbon Technical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Scientific Coordinator of Cemapre Research Center, ISEG, Lisbon. 

President of the Portuguese Mathematical Society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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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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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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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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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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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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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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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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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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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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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Ⅲ】 

 

課程改革及對師資教育之衝擊：馬來西亞觀點 

Curriculum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Teacher 

Education:Malaysian Perspective 

 

 

主持人：劉育忠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 

 

主講人：Prof. Dr. Rohaida binti Mohd Saat 

/馬來西亞University of Malaya 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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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課程改革及對師資教育之衝擊：馬來西亞觀點 

專題演講主持人 

      劉育忠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學 歷  

英國東英格蘭大學 哲學博士 

經 歷 

國立屏東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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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課程改革及對師資教育之衝擊：馬來西亞觀點 

專題演講主講人 

       Dr. Rohaida binti Mohd Saat 

      馬來西亞University of Malaya 教育學院院長 

 

 

 

學 歷  

PhD (UPM)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經 歷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ASEAN-QA Association, Exco Member, 2019,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MOJES), Chief Editor, 2018 

to 2020, (University)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EJMSTE), Editorial Board, 2005 to 2019, (Internatio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QRAM), Treasurer, 1997, 

(University) 

  

 

69



【專題演講】 

 

 

A Journey to Innovative Teaching: Are we there yet? 

Dr. Rohaida Mohd Saat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i Malaya 

MALAYSIA 

 

Synopsis 

 

Teaching needs to be appealing to students. It will make the class engaging and meaningful. 

Teachers therefore need to innovate their teaching and avoid being monotonous and predictable. 

Numerous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have been suggested by teacher educators and 

teachers themselves. Constructivism and discovery-inquiry approach are among others; both 

approaches focus on the students’ constructing their knowledge based on stimulus or input 

provided. Thes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group discussion, 

flipped classroom,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But how do teachers 

deal with all thes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re they able to implement them? 

The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thes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will be addressed in this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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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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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樣貌：來自 TALIS 2018 的數據分析 

 

孫志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 

摘要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乃是當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課題。國際組織及世界各國陸續提出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方案或措施，期能提高教師素質與教學專業，以增進學生學

習成就。本研究運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教學與學習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資料，以 TALIS 2018 數據為基礎，分析臺灣中小

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研究發現：（一）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類型是以專題研

討、參與教師社群、教育議題介紹居多，而較少進行實地參訪其他學校。（二）臺灣中小

學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是以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課程知識為主，而對於跨文化溝

通、文化回應教學議題則較少參與。（三）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阻礙主要是來自於

工作忙碌、時間不足、缺乏誘因等。（四）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應展現在增加專

業知識、促進專業協作、教學實踐應用等方面，但尚未能顧及教學專業的永續發展。整

體來看，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並不亞於參加 TALIS 調查的國家，但仍有其薄弱環節

與問題需要再克服。據此，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必須培養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

與跨文化素養，創造教師協作及網絡連結的學校文化，重視永續發展及其成效評估，以

及建構教師專業發展的激勵機制。 

 

關鍵字：教師專業發展、TALIS 2018、臺灣、中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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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scap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vidence from TALIS 2018 

Abstract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forward policies, programs or strategies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It hop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from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conduct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based on TALIS 2018 evidence, to analyze 

landscap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wan.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yp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lude thematic 

seminars, participation in the teacher community, and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issues, 

but less on-site visits to other schools. (2) The conten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re 

subject knowledge, subject teaching knowledge, and curriculum knowledge, but less 

participation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3) The 

barrier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inly come from busy work, insufficient time, 

and lack of incentives. (4) Th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re show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but have fail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Overall,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is no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TALIS 

survey, but there are still weak points and problems to be overcome.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polic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in Taiwan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literacy of teachers, create a 

school culture to make teacher collaboration and network connection, emphasi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impact evaluation, and buil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ALIS 2018, Taiwa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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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8PISA 全球素養對十二年國教閱讀教學之探究 

:以國中閱讀課程方案為例 

吳孟芬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為落實全球教育，OECD（2018）建議將全球議題融入不同科目和教育階段。

然而，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11）指出：目前這些議題尚

未普遍融入各領域或科目，融入領域偏重歷史、地理等社會科，辦理外語及文化

教學的學校較少；目前也缺乏研究引導相關課程與教學研發。 

  PISA 2018 為國際性組織推動之大型跨國學生能力評量，此評量如何詮釋全

球素養概念？評量架構與問項框架設計為何？本文聚焦在探討上述問題，以期

進一步了解 OECD 全球素養評量之精神與內涵，作為我國未來在分析與理解國

內學生全球素養之參考。本文首先探討 2018PISA 全球素養的內涵，了解整個評

量架構。其次，由此 PISA 全球素養評量的內涵省思我國十二年國教國際教育議

題融入是否考慮到  OECD/PISA 評量所重視之核心能力。最後，從整個 

OECD/PISA 評量的意義與結果，提出對全球議題融入課程教學實踐之建議與結

語。 

關鍵字:PISA、全球素養、閱讀教學、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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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PISA Global Competence Research on Reading Teaching: 

Take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course pla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Wu Mengfe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octoral stud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global education, OECD (2018) recommends integrating 

global issues into different subjects and stages of education. However,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1) 

pointed out that these topics have not yet been generally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or 

subjects. The integration field focuses on social subjects such 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there are few schools that handle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al teaching;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research and guidance related courses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ISA 2018 is a large-scale multinational student ability assessment promoted b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How does this assessment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global 

competence? What is the design of the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question item 

framework?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above issues, with a view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OECD global literacy assessment, as a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s futur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competence 

of domestic students.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2018 PISA global 

competence and explains the entire evaluation structure. Secondl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ISA global global competence assessment is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elve-year na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sues in my countr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ore competence that the OECD/PISA assessment values. Finally, from the 

significance and results of the entire OECD/PISA evaluation, suggestions and 

conclus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issues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practice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PISA、global competence、reading instruction、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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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數學自我效能與數學自我概念對 15 歲學生 

數學素養的解釋力之探討 

李貞慧  

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校長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對台灣 2012PISA(「PISA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數學素養資料庫進行探究，尋找學

校社經地位、數學自我效能與數學自我概念對於臺灣學生數學素養的解釋力。

PISA2012 係以數學認知能力為主要的評量內容，且研究指出學習成就和自我觀念

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以 PISA 資料庫中「學生社經地位指數」、「數學自我

效能指數」、「數學自我概念指數」及「數學素養表現」為研究變項。 

本研究採用所釋出之 2012 臺灣地區 PISA 資料，經多層次模型分析結果顯示：

(1)校際與校內間學生數學素養表現存在顯著變異。(2)個體層次的數學自我效能與

數學自我概念對學生數學素養表現存在正向的影響力。(3)總體層次的學校社經地

位對於學生數學素養有顯著的脈絡效果。(4)「學校社經地位」總體層次變項與「學

生的數學自我概念」、「學生的數學自我效能」個體層次之跨層次交互作用，可能對

於學生數學素養產生強化作用。最後，本文提出對於當前數學教育的省思，有助於

豐富數學學習的理論實務，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可進行的學習輔導與未來研究之

建議。 

關鍵字：社經地位、數學自我效能、數學自我概念、數學素養、多層次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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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and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for Taiwan 9th and 10th 

Graders' Mathematics Literacy 

Abstract 

Chen Hui Li 

Tainan Municipal Cigu District Shulin Elementary School,Principal 

 

The aim of this study searche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mathematics literacy of the 

school’s socio-economics status,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and mathematics self-

concept by exploring 2012 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in Taiwan. PISA takes mathematics cognitive ability as the main assessment 

content, and the research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self-concept.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takes students’ socio-

economics status, index of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index of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and performance of mathematics literacy as the research variable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vari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mathematics literacy between schools and schools and in the school itself. (2)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and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literacy performance. (3) The socio-

economic status of the school at the overall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literacy. (4) The cross-leve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verall level variables 

of “ schoo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s of “students’ mathematics 

self-concepts” and “students’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may have a strengthening effect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literacy.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reflect on the current mathematics education, which 

will help enrich the theoretical practice of learning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at can be improved learning guidance. 

Key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mathematics literacy, hierarchical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ing 

78



【論文】 

 

 

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建構國小 STEAM 學習評估指標 

高芝蘭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副研究員兼研究推廣組組長 

國立勤益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108 年新課綱「核心素養」中表示：素養指人在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

時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與 STEAM 所倡導的跨領域、動手做、生活應用、

解決問題、五感學習五大學習精神符合。然而，研究者觀察到國小 STEAM 教學大

多聚焦於創客自造課程；此外，學生在 PISA 數理評比雖屢獲佳績，但未能將知識

發展成一帖可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需求的良藥，STEAM 可謂抓對了藥方。惟課程

項目任務非結構化之本質，尚難實現對學生技能最終結果的全面評量，是以確立綜

合性的 STEAM 學習評估架構以檢視學習成效，實為當前重要的研究課題。有鑒於

此，乃嘗試以跨領域素養導向 STEAM 課程實務切入，佐以研究者執行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 130 場台中花博科技與藝術對話《機器手臂 vs. NTSO 弦樂四重奏》專案與

A 國小協作開發 STEAM-mBot 機器人課程經驗，期建構一套具共識基礎的綜合性

STEAM 學習評估指標，以適切回饋 108 年國教新政策滾動式檢討之評估模式。研

究進行利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AHP)對教職、政府單位及學術機構等 31 位專家學者

做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綜整出四大主構面為：整合應用、學習特質、科技知識、態

度行為及 16 個評估指標。主構面以整合應用最為重要，評估指標則以問題解決、

創新思考、實作研究、好奇興趣最為重要。此建構國小 STEAM 課程評估指標之結

果，策重凝聚社會對跨領域課程綜合性評估之共識及建構 STEAM 課程實務運作

之基石。 

關鍵詞：模糊層級分析法、STEAM、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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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一場邂逅― 

國中學生浸淫藝術之美感寫作課 

陳宜政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 

摘要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2018 年於高雄市成立，成為南臺灣推展國際藝術文化

交流之平臺與重鎮，自開放以來在硬體設施或軟體設備上，為民眾帶來前所未有的

感官饗宴，藝術文化中心整體園區更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份，提升感官享受之水平。

2019 年暑期當新冠肺炎尚未席捲全球，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成立一周年，為實踐

藝術美感教育向下扎根之教育宗旨，衛武營教育推廣中心推出美感教育活動《藝企

學－－南臺灣校園美感教育計畫》，筆者有幸申請該項計畫，並設計寫作教學課程

活動，帶領任教國中二年十三班及三年二班學生親臨國際藝術中心。對第一次真實

體驗藝術殿堂的孩子而言，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藝術聆賞活動，並透過引導完成

〈那天下午，我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一場邂逅〉之寫作，紀錄欣賞藝術後的感

動。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95~1952)「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理

念，一直為學習者習得知識獲取技能的最佳途徑，更是教學者奉行不已的教學精髓，

加上「情境教學法」(Situated Teaching)之推波，一堂語文課出走於教室，學生直指

浸淫於藝術殿堂，並透過「焦點討論法」(O.R.I.D)之引導，學生能於心中產生真實

情意，並將所思所感有所發揮，寫就出一篇含有靈魂的文章。本論文基於上述理想

與理論，透過實際教學，並將學生進行教學活動後之反饋進行分析比較與整理，將

學生實際走訪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之美感經驗，化為蘊含真實情感之寫作紀錄進

行研究闡發，以作為教師日後實踐相關行動教學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情境教學法(Situated Teaching)、焦點討論法(O.R.I.D.)、

美感教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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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with the Weiwuying Art and Cultural Center in 

that afternoon”,An Aesthetic Writing Teaching Progra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bstract 

Chen,Yicheng 

 

The National Weiwuying Art and Cultur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City 

in 2018. It has become a platform for southern Taiwan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rt and 

cultural exchanges.In the summer of 2019,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iwuying Art and Culture Center,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aesthetic purpose of art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Weiwuying Education Promotion Center launched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activity －－Southern Taiwan Aesthetic Education Program for Students”.I 

was fortunate to apply for the program, and designed the writing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my teenage-students.I also invited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will 

become teachers in the future to participate this teaching program. The teenage-children 

who experience the art hall for the first time have to finished the writing,"Meeting with 

the Weiwuying Art and Cultural Center in that afternoon". 

The American educator John Dewey’s philosophy,"learning by doing", has always 

been the best way for learner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is also the essence of 

teaching that teachers practice endlessly, plus the method of the "Situated Teaching", a 

Chinese class that alow students could leave the classroom to the real world,and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focus discussion method" (O.R.I.D.), the students can produce true 

feelings in their writing.This paper is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practice action writing 

teaching program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Weiwuying Arts and Cultural Center, Situated Teaching Method, Focused 

Discussion Method (O.R.I.D.), Aesthetic Education, Writing 

                                                      
Former advisor of the Learning Area of Language Arts (Mandari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of the Kaohsiung Municip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urrent Mandarin teacher of the Fengxi Junior 

High School School,and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literary aesthetics, painting theory, picture books,Mandari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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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的認知與教學實踐—以音樂教師為例 

郭杏珠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美感教育」在近半世紀裡，受到許多藝術家與教育學者的關注，他們有許多

討論美與藝術的重要論述；美感教育被視為重要課程之一，強調美感經驗的教學能

夠激發學習者的好奇與想像，讓人產生不同的感受與經驗，可見美感教育的價值極

具關鍵性。緣此，研究者欲了解音樂教師對於美感教育的理解深度與實踐情況；本

研究旨在探究音樂教師美感教育的認知分析與實踐情形；主要研究對象為 8 名音

樂教師；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與半結構式訪談法；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獲得以下結

論: 

 1.音樂教師具備高度美感教育認知，並在課堂中進行美感感知與體驗。 

 2.音樂教師注重聆聽歷程，啟發學生從聲音中獲得美感並表達對音樂的情感。 

 3.音樂教師的教學重視身體動覺的美感體驗。 

 4.音樂教師擇用非音樂元素對音樂的想像與詮釋，並鼓勵學生創作音樂。 

 5.音樂教師善用音樂教學法，連結與生活情境或文化素材來體驗美感。 

 6.音樂教師傾向依樂器特性讓學生體驗美感。 

關鍵字:美感教育、音樂感知、音樂美感體驗 

 

全文連結:   https://reurl.cc/8n9mqM 

 

  

83



【論文】 

 

 

A Study of Music Teachers' Cognition and Praxis Concern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bstract 

Hsin-Chu Kuo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For half a century, “aesthetics education” has been given attention by numerous 

artists who have had significant discourse on beauty and art. Aesthetics education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essential courses, and the teaching emphasiz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inspires learners’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and brings them different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accordingly, aesthetics education has its own key value.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music teachers’ comprehension toward aesthetics 

education and practice. This study aims at discussing music teachers’ cognition 

concerning aesthetics education and their practice.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eight music 

teachers; it applied the questionnaire and semi0structured interview.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and findings,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The teachers possessed high cognition on aesthetics education and performed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in class. 

2. The teachers emphasized listening and guided students to gain beauty through sounds 

and express the feelings toward music. 

3. The teachers value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body kinaesthesia. 

4. The teachers chose non-music elements to connect the imagination toward music and 

encouraged students to create music. 

5. The teachers made good use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nected life or culture-

related materials to experience aesthetics. 

6 The teachers let students experience aesthetic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Keywords: Aesthetics Education、Music Perception、Aesthet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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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國中地理素養導向教學初探 

 

邱婕歆 

高雄市立五福國中教師 

摘要 

在教學現場的變動性與不可預測中，學校地理學在臺灣國中教育階段展演，從

不是沒有框架限制的即興演出，而是一直處於結構與脈絡下，以地理學順應自然的

本能，展演於教學現場之中。2019 年底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嚴重衝擊全球生活型態，自 2020 年 4 月中旬起，臺灣連續 30 天無本土病例，在

疫情較為趨緩的後疫情時代，於教學現場中，如何在國中地理教學中，融入此波疫

情衝擊的相關議題進行素養導向教學？ 

本研究首先從新課綱中所揭示之素養導向教學探尋相關可行作法，接著規劃

可行教案，以研究者為行動者，採課程行動研究方式，於 2020 年四月~五月間實施

相關課程活動，以國中七年級三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根據學生的課堂反應與

學習單、學生課堂反應、並以教學省思札記，探究在後疫情時代，國中地理素養導

向教學之實踐與轉化。 

研究發現，於國中地理學習內容之臺灣產業與活動單元，開展相關疫情議題，

以提問設計、情境式教學融入教學，並於學校段考試題中入題，經歷此波疫情的實

際生活情境，學習者能將所學地理知識應用並進行反思，是為具體之素養導向地理

教學之規劃與實踐。 

關鍵字：地理教學、素養導向教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社會領域課程綱要、新

冠肺炎 

 

全文連結:   https://reurl.cc/R1kM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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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tic Study by Using Competence-Based Geography 

Teaching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in Post COVID-19 

Era. 

Abstract 

Chieh-Hsin Chiu 

Teacher, Kaohsiung Municipal Wufu Junior High School 

 

In the variab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teaching scene, just as the school 

geography had been exhibit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Taiwan. It was never an 

impromptu performance without frame restrictions, but had always been under the 

structure and context. As the geography conformed to the instinct of nature in the teaching 

scene. Since the Corona Virus (COVID-19) broke out at the end of 2019, severely 

impacting the global lifestyle. Taiwan had had no local cases for 30 days since mid-April 

2020.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hen the epidemic had slowed down, how to integrate the 

impact of this epidemic in the geography teaching of the middle school for literacy-

oriented teaching? 

This research explored relevant feasible practices from the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reveal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 then planned doable lesson plans, using 

researchers as actors to adopt the curriculum ac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to implement 

relevant curriculum activities from April to May 2020. Based on the students’ classroom 

responses and learning sheets,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eography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study found that using Taiwan industry unit from the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learning content, to carry out relevant epidemic issues, integrating question 

design, situational teaching into the teaching, and entering questions in the school section 

examination questions, experienc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is epidemic situation.  

Learning the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t will be a new trend 

in Geography teaching. 

Keywords: Geography Teaching, competency-based instruction, Social domain 

curriculum from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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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閱讀素養議題融入國語教學之運用 

高敬堯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議題教育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特色，而十九種議題如何融入在不同課程

中，具有探討價值，而其中「閱讀素養」作為重要的核心素養，更有深究的必要。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彙整議題融入的相關論述，進而探究閱讀素養議題的融入，將閱

讀素養議題與國語教學進行結合，從「議題融入式課程」、「議題主題式課程」、「議

題特色課程」三種形式論述融入的策略，並以「在地文化」為主軸，進行課程的設

計，說明閱讀素養議題在國語課程中的運用。 

關鍵詞：議題融入、閱讀素養、國語教學 

 

全文連結:   https://reurl.cc/q8KW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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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ading Literacy Issues 

in Mandarin Teaching 

Abstract 

Kao Ching Yao 

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NTCU 

 

Topic education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19 topics in different courses is worth exploring. And "reading literacy" as an important 

core competencies is necessary for research.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research on topic 

integration,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reading literacy topics. The article 

combines reading literacy issues with Mandarin teaching and explains three different 

way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iculum design takes "local culture" as the main axis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reading literacy issues in Mandarin classes. 

 

Keywords: integrating social issues in instruction、reading literacy、mandar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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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備、共觀、共議」模式融入師資培育生閱讀理解 

策略教學之探討 

方金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教授 

摘要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核心素養，以培育「終身學習者」為目標，閱讀理解

策略漸漸融入各學習領域教學中，因此，閱讀理解策略的課程定位，並不僅限於語

文領域。在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策略資料庫（2019）所公告的各個領域的「閱讀

策略成分」與「十二年國教課綱」對照表，包含國文、自然及社會等領域，因此，

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漸漸的，非語文領域的學生也會修讀閱讀理解策略的課程。

然而，在培育師資生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能力時，會發現學生在教學策略的歷程安

排，以及教學內容的掌握方面，會有迷惑的情形，產生不知如何拿捏的困境。例如：

在自然科技的課程中，究竟要如何安排課程內容及閱讀理解策略，讓二者之間達成

平衡，實需要討論取得共識。有鑑於此，本研究採用「共備、共觀、共議」的模式

融入師資生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透過此模式的實際運作，協助師資生從閱讀理論

的知識獲得中，進行同儕共備與實踐歷程，並有共同觀課與議課的過程，養成閱讀

理解策略的教學能力。 

本研究參與者共計10 人，分別來自國文系、英語系、物理系、工業設計學系、

教育系及藝術產業專班的師資生，分布在文學院、教育學院、藝術學院、理學院及

科技學院，師資生分屬中學學程及小學學程；因此，本研究旨在檢視閱讀理解策略

融入各領域教學的情形，並透過「共備、共觀、共議」的模式，讓同儕可以互相學

習與討論。 

初步研究發現：透過互相備課、觀課及議課的模式，師資生對於閱讀理解策略的

認識與理解會更清晰，同時也對於教師示範、師生共作及學生獨立進行的作法，也

能掌握得更好。然而仍然有待改進與加強的建議，作者也會一併討論。 

 

全文連結:    https://reurl.cc/n0mb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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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達教學在國小五年級台語故事寫作教學的應用 

黃平萍，梁淑慧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研究生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台語寫作」是台語教學最後的成果展現，本文以行動研究的方法，加上數年

來的教學經驗反思，規劃出一套教學模式，企圖解決學生不喜歡寫作文的情況。教

學研究的對象是一班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四到五人一組，以「學思達教學法」進行

「台語寓意故事寫作教學」。活動的過程中，老師一方面引導學生互相討論、學習，

共同解決問題，藉此提高學生對台語故事的學習興趣並培養故事寫作能力；另一方

面，教師也進行每一堂課的觀察紀錄，適時調整教學方法。本課程的設計符合十二

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理念，教學實施的成果，學生不僅提升以台文寫作的興趣，對於

台華詞彙的對譯能力增加，所創作的作品也頗具文學性，達成閩南語文領綱中第三

階段的學習表現，因此本教學模式足以成為國小高年級階段台語寫作教學的參考。 

關鍵詞：台語、寓意故事、學思達教學、寫作教學、十二年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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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及人文審議軸線的交織與未來學校之想像的關連：

以結構方程模式觀之 

林純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 

摘要 

    歷史巨輪的推移，將人類帶進不斷加速的時光隧道中，數位科技在此瞬息萬變

的年代被寄予厚望，人文素養在此斷裂崩解的路口被大聲疾呼，兩者架構而成未來

學校的軸線。本研究先透過文獻分析，再運用問卷調查及結構方程模式，瞭解學生

數位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現況，及其與未來學校之想像的關連。 

    本研究以採分層隨機抽樣，選取研究對象共約 1400 人，實得有效問卷 1296

份，有效回收率為 92.5％。研究結果發現： 

一、資訊及人文軸線的交織對未來學校電子參與具直接與間接效果 

   審議信念與資訊通信科技（ICT）素養對未來學校電子化校務參與的直接影響，

約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47 %，且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均具影響力。此外，ICT 素養

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電子參與之間接效果為.28，ICT 素養對電子參與

的全體效果為.47。綜合研究結果顯示，ICT 素養不但直接影響未來學校電子參與

校務行為，亦同時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的電子參與行為。 

二、資訊及人文軸線的交織對未來學校自信與信賴感具直接與間接效果 

    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自信與信賴感的直接影響，約可解釋總變異

量的 33 %，且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均具影響力。此外， ICT 素養透過審議素養間

接影響未來學校信賴自信感之間接效果為.27，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自信與信賴感

的全體效果為.52。綜合研究結果顯示，ICT 素養不但直接影響未來學校自信與信

賴感，亦同時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的自信與信賴感。 

三、資訊及人文軸線的交織對未來學校均等期望具直接與間接效果 

    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均等期望的直接影響，約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28 %，且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均對未來學校均等具影響力。此外， ICT 素養透過

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均等期望之間接效果為.26， 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均等

期望的全體效果為.48。綜合研究結果顯示，ICT 素養不但直接影響未來學校均等

期望，亦同時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的均等期望。 

四、資訊及人文軸線的交織對未來學校彈性教育期望具直接與間接效果 

    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彈性教育期望的直接影響，約可解釋總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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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11 %，且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均對未來學校的彈性教育期望具影響力。此外， 

ICT 素養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彈性教育期望之間接效果為.16，ICT 素

養對未來學校彈性教育期望的全體效果為.26。綜合研究結果顯示，ICT 素養不但

直接影響未來學校彈性教育期望，亦同時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彈性教

育期望。 

五、資訊及人文軸線的交織對未來學校個人化教育期望具直接與間接效果 

    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個人化教育期望的直接影響，約可解釋總變

異量的 11 %，且審議信念與 ICT 素養均對未來學校個人化教育期望具影響力。此

外，ICT 素養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校個人化教育期望之間接效果為.22， 

ICT 素養對未來學校個人化教育期望的全體效果為.31。綜合研究結果顯示，ICT 素

養不但直接影響未來學校個人化教育期望，亦同時透過審議素養，間接影響未來學

校個人化教育期望。 

    綜上所述，以結構方程模式檢視資訊素養及人文審議軸線與未來學校之關連，

發現其對於未來學校的電子參與、自信與信賴感、均等期望、彈性教育期望、個人

化教育期望等，均產生直接及間接影響。可見意欲實現未來學校之想像，可自各級

學生之資訊素養與人文關懷著手，以建構電子化民主參與、自信、均等、彈性、個

人化的嶄新學習型態，俾符應未來世界之所需。 

關鍵詞：數位科技、人文素養、未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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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CT Literacy, Deliberative Literacy 

and Imagination of Future School 

Abstract 

The future school in changing world is shap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CT literacy,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future school by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tudents’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and the relation with imagination of future school. 

   This study adopte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o collect 1400 students and overall 

recovery ratio of questionnaire was 92.5% 1296 with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finding as follow:  

1. The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n e-

participation of future school. 

Both of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direct 

effect on e-participation of future school accounted 47%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ICT 

literacy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on e-participation of future school with 

indirect effect of .28 and total effect of .47. To sum up, ICT literacy had direct effect on 

e-participation of future school and also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2. The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n self-

confidence and trust of future school 

Both of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direct 

effect on self-confidence and trust of future school accounted 33%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ICT literacy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on self-confidence and 

trust of future school with indirect effect of .27 and total effect of .52. To sum up, ICT 

literacy had direct effect on self-confidence and trust of future school and also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3. The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n equa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Both of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direct 

effect on equa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accounted 28%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ICT literacy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on self-confidence and tru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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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school with indirect effect of .26 and total effect of .48. To sum up, ICT literacy 

had direct effect on equa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and also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4. The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n flexibi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Both of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direct 

effect on flexibi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accounted 11 %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ICT literacy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on flexibi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with indirect effect of .16 and total effect of .26. To sum up, ICT literacy had direct 

effect on flexibility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and also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5. The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n 

personalization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Both of ICT literacy and deliberative literac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direct 

effect on personalization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accounted 11 %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ICT literacy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on personalization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with indirect effect of .22 and total effect of .31. To sum up, 

ICT literacy had direct effect on personalization expectation of future school and also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deliberative literacy.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utiliz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CT literacy,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future school revealed that 

both of ICT literacy as well as humanistic literacy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n e-

participation, self-confidence, trust, expectation in equality, flexibility and 

personalization. The data also suggested that infusing the ICT literacy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into future school imagination created a democratic e-participation ,self-

confidence, trust, expectation in equality, flexibility and personalization in future school’s 

innovative learning patterns that hold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future world’s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umanistic Literacy,  

Futur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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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時代職前教師在線教學能力體系的重構 

謝澤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線上教學成為教師順利開展教學的最優替代方案，但同時

也暴露出教師線上教學能力存在不足。尤其進入智慧社會，隨著大資料、人工智慧、

5G 等技術投入教育，對教師的線上教學能力又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對智慧

教育時代的線上教學能力體系進行重新構建。而職前教師是未來教學的生力軍，是

智慧教育的中堅力量，因此提升師範生的線上教學能力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首先

通過文獻分析法厘清在線教學、智慧教育背景下的在線教學能力等概念，並整理得

出智慧教育時代為在線教學帶來的五個方面的轉變。通過對國內外典型的教師教

學能力標準的分析與比較，初步得出智慧教育背景下職前教師在線教學能力由五

個維度、十五項能力指標構成，接著採用德爾菲法向十二位專家進行徵詢，最終整

理形成智慧教育時代線上教學能力的結構體系，包含知識技能、在線教學設計、資

源開發、教學實施、和教學評價五個維度，以及十四項能力指標及具體描述。 

關鍵詞：智慧教育、線上教學能力、職前教師、大數據、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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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System of Pre-

service Teacher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bstract 

Ze-Chen Xie 

Doctoral Student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online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teaching smooth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oses the insufficiency of teachers'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with the input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to 

education, new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eachers'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system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s pre-service teachers are the new force of future teaching and the 

backbone of wisdom educ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study firstly clarified the concept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n sorted out the fiv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to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to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ypical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standard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ome wisdom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from five 

dimensions, 15 ability index, then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to twelve experts to consult, 

finally to put wisdom education era of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structure system, contains 

the knowledge skills, online teaching design, resource development,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five dimensions, and 14 indexes and the specific 

descrip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education,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pre-service teacher,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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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學習內容知識意涵與研究發展在師資培育上之意涵 

胡瓊琪 1, 林進材 2 

1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研究生 

2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主旨在於透過理論探討途徑論述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延伸而來的學科學習內容知識(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LCK)

之意涵，釐清學習者在專業學科領域學習中，需要具備哪些基本知識，以針對學科

性質的各種知識，作為教學轉化的底蘊，進而論述在師資培育上之意涵。有鑑於此，

本文內容包括學科學習內容知識的意涵與實踐、學科學習內容知識的策略與方法、

學科學習內容知識之意涵在師資培育上的啟示、以及邁向學科學習內容知識模式

實踐的新典範。 

    本研究透過理論性探討方式，蒐集目前國內外有關學科學習內容知識發展與

研究，針對目前師資培育階段在課程教學取向、專業知能、專業實踐、專業行為以

及建立教學專業師徒制的理念與實踐等議題，進行學理方面的對照與驗證。透過本

文的論述，學科學習內容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不僅是相對應的概念，且在教學設計

與實踐歷程中，不能只關注學科教學知識而忽略學科學習內容知識，即應關注「瞭

解學生是如何學習」的議題，否則容易導致教學與學習脫離的現象。為因應未來學

生學習模式的轉變，在師資培育階段，除了要涵養博雅教育知能、奠定專業教學基

礎外，更應厚植與實踐學科學習內容知識，以構建立體的、多維的、協同的、多場

合一的，彈性有序且完整的學科學習內容體系。 

關鍵字：學科學習內容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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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and the 

meaning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Abstract 

Chiung-Chi, Hu1, Chin-Tsai, Lin2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1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2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LCK) derived from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through a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to clarify what learners need to have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study Basic knowledge, with various knowledge for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as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eacher training. 

In view of this,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the enlightenment of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on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practice of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mode New paradigm. 

    This research use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methods to collected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es on the subject of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focused on the current teacher training stage in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orient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practice, professional 

behavio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aching professional mentorship system concept and 

practice and other topics, and conducted academic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re not only corresponding concepts, and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ne should not only focused on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nd 

ignored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that is, you should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understanding how students learn”, otherwise it will easily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separ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learning model of future students, in the teacher training stage, in addition to conserving 

liberal arts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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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multi-site one, flexible, orderly and 

complete the subject learning content system. 

Keywords: Learning Content Knowledge,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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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生命教育創意教學設計之實踐經驗與反思 

林宏錦 

國立台南大學 

摘要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方式，進行生活與國語的跨領域教案設計與實踐，主要目

的在設計出生命教育創意教案並實踐及檢討其可行性。研究的背景乃因班上低年

級孩子在巧遇腦性麻痺多重障礙學生，心中起了驚奇與恐懼。盼藉由教案中的活

動設計來去除孩子對身障者的恐懼，讓其體會與感受身障者的不便而引發同理心。

更藉由認識生命鬥士，進一步讓孩子瞭解只要肯努力，憑藉毅力，身障者依舊擁

有精彩的人生，盼從中鼓舞孩子努力揮灑人生畫布，活出精彩人生。  

本研究在教學設計與實踐經驗方面，包括下列主題； 

主題一：繪本教學－上帝寶貝黃美廉 

    藉由導讀「上帝寶貝」繪本，了解腦性麻痺患者黃美廉博士的成長故事。學

習其面對自己有限的身體卻不放棄，活出精彩人生。並藉由提問、分享、寫出感

言，讓孩子學習如何與身障者相處、從中學習正面積極的態度。 

主題二：焦點人物－愛跳舞的女孩郭韋齊 

    配合學校輔導室生命教育活動，參與「愛跳舞的女孩郭韋齊」的講座，透過

焦點人物的現身說法與實際互動，包含一起用膝蓋跳舞，用手肘夾筆簽名，握拳

彈琴、握拳穿襪，體驗身障者生活中的困難，並學習其克服困難勇於追夢的勇氣。 

主題三：影片欣賞－生命鬥士楊恩典、謝坤山 

    透過影片欣賞，看看身障者是如何精彩過日子!沒了雙手，恩典可以用腳化妝、

用腳開車、用腳煮飯，讓孩子了解沒有了雙手，腳一樣可以發揮作用，取代雙手，

繼續生活下去，學習遇到事情要想辦法解決。而透過口足畫家謝坤山的勵志求學故

事，讓孩子反思生命鬥士們身體殘缺，日子依然精彩。藉著提問、寫觀後感，反思

身體完整的我們是否應更加珍惜努力發揮所長？ 

主題四：體驗活動－手寫腳畫 

    體驗活動（一）請孩子用非慣用手來寫字，體會身障者的不便，如何耐著性

子，培養堅持不放棄的動力；體驗活動（二）學習用腳畫畫，感受身障者在用腳

作畫時，是要投注多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反思如何翻轉自己的態度、許願築

夢、彩繪生命的畫布。 

    本研究在教案設計，於實施檢討省思後確實可行，從認知到體驗、反思到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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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孩子的發表、體驗、及學習單的呈現，著實帶給學生深刻的體悟，激勵鼓舞

孩子。整份論文將分六大部分呈現：(一)設計理念、(二)教材架構、(三)教學活動設

計、(四)學習評量、(五)試教評估、(六)最後對整份教案的實施做一省思與建議。本

論文依據行動研究成果提出，盼透過實踐經驗的分享，作為師資培育學生及第一線

老師在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之參酌。 

關鍵字：跨領域、生命教育、創意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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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f Creative Teaching 

Design in Interdisciplinary Life Education 

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hildren of the lower grad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were 

shocked by the students with multiple cerebral palsy and fear to interact with them, this 

study combined the domains of life and mandarin knowledge to design a creative action 

teaching plan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ing life education. This study hoped to 

eliminate the fear toward the disabled and promote empathy among children through class 

activities to feel inconvenience the disabled might have. Furthermore, by knowing how 

disabled people fight for their lives, children could further understand that as long as they 

work hard and with perseverance, everyone can achieve a wonderful and colorful life.  

This study covered the following topics in the teaching plans. 

Topic 1: Picture Book Teaching – God’s Baby Huang Meilian 

Students learned about the growth story of Dr. Huang Meilian, a patient with cerebral 

palsy, by guided reading the "God’s Baby" picture book. Facing her limited body abilities, 

Dr. Huang never gave herself up and strived for a wonderful life. Children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learn positive attitudes from them by asking 

questions, sharing their feelings, and writing reflection essays.  

Topic 2: The focal person - Guo Weiqi, a girl loving dancing 

    Students interacted with Miss Guo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lecture of "A Girl loves 

dancing, Guo Weiqi", held by the Counselors’ Office. Miss Guo demonstrated and helped 

students to use their knees to dance, elbows to hold a pen to sign their names, and fists to 

play the piano and wear sock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students understood the 

inconveniences the disabled face every-day and learned from their courag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pursue their dreams. 

Topic 3: Film Appreciation - Life Fighter Yang Grace and Xie Ku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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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understood how the disabled strived for a wonderful life by watching their story 

movies. Without hands, Grace uses feet to put on makeup, to drive, to cook and to fulfill 

every living requirements. Through the inspirational story of the mouth and foot painter 

Xie Kunshan, let the children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the lives of these life fighters are still 

wonderful regardless of their physical disabilities. By asking questions and writing about 

the afterthoughts, students with fully functioning bodies would cherish their health and 

make most use of their efforts and strengths to pursuit their dreams. Then, studen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following tasks. (1) To write with their non-dominant hand to experience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disabled. (2) To draw with their feet to understand how hard it 

is to finish a painting.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we hoped students become patient and 

persevered, and posses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ir dreams and make a colorful life. 

    This study proved to be feasible after implementing and reviewing the teaching plan. 

From perceiving to experiencing, reflection to internalization, the children’s expression, 

experience, and outcomes of their study sheets showed that they really get encouraged 

and get a deep insight on this topic. This study were presented in six parts: (1) design 

concept, (2) teaching material structure, (3)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4) learning 

evaluation, (5) trial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6) the final review and sugges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n. This paper adopted action research theories. By 

sharing its results, this study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actice of life education for first 

lin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the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Life Education, Creative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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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主題對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應用 

-以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為例 

汪明怡 1 , 呂坤岳 2  

1 臺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研究生  

2 臺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本文主旨在於透過理論探討與論述合作學習教學模式，釐清合作學習模式在

國小教育現場之重要性，延伸論述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之模式，探討協同學習在師

資培育上之啟示與應用。有鑑於此，本文研究問題包括合作學習之意義與發展、合

作學習的教學模式與實施方式、學習共同體中協同學習之研究與應用，以及合作學

習對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設計及實施之啟發。 

    本研究透過理論性探討，蒐集目前國內外有關合作學習中學習共同體協同學

習之研究，透過研究主題、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探討，以及國小教育現場實際運

用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實踐之應用，針對師資培育單位在合作學習課程設計、合作

學習實施與教學流程方面的議題，進行學理方面的對照與驗證。 

    本研究針對合作學習之研究發展在師資培育上的意涵，提出幾項學理方面的

結論:1.合作學習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生熟知知識、分析與思考學習內容，更有助於讓

學生發展社會能力與人際關係的能力。2.合作學習教學模式為教師課程與教學觀念

上的轉變，合作學習中的協同學習更有助於學生深入探究教師所提供的教學任務

與提升學習意願達成有效學習。3.師資培育課程中鮮少以合作學習模式為授課專題，

如果能有效運用此模式，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效度。 

關鍵字：合作學習、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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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me on Teacher Training - take th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f the 

learning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Wang Ming-yi1，Lu Kun-yueh2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1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2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have been to clarifi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in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exte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of the learning community, and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eacher training. In view of thi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is article include the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 teaching mode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learning community, and the inspir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his research collects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f learning community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discusse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etc.,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actice in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units conduct academic comparisons and 

verificat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cooperative learning curriculum design, cooperative 

learning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several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1.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help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knowledge, 

analyze and think about learning content, and is more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Social skills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2.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is a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courses and teaching concepts. Th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more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task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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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learn to achieve effective learning. 3.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 is rarely used in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If this mode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it will help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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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課程意識及其實踐在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意義 

章淑芬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課程是一套在學校中引導學習的計畫，課程的執行者是教師。教師從最初課程

構想產生，到課程內容選擇及教學活動設計，皆受其本身課程意識的影響（甄曉蘭，

2004）。相同的課程由懷抱不同課程意識的教師執行，展現的風貌也各不相同。所

以教師乃是課程潛力的主導者，教師課程意識決定了課程實施的走向。 

    本研究藉由訪談四位國小教師，以了解其課程意識，並探究影響課程意識的相

關因素。研究發現：一、教師具備課程意識，就算使用相同教科書，教師也會以不

同的課程意識詮釋發揮 ; 二、國小教師重視基礎學科能力培養及生活態度養成，

其中態度更重要 ; 三、國小因學生處於發展基礎階段，教師須顧及學生全方位的

學習，且學生具備多元面貌，教師難免分身乏術。所以教師認為課程只是國小教師

必須處理的部分而已。 

    有鑑於本研究對於國小教師課程意識意義之探討，並分析課程意識相關因素，

進而提出在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意義，期盼本論文的提出，可以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提示師資培育單位在課程與教學設計上的意義和啟發。 

關鍵字：課程意識、師資培育、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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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模組初探 

曾文鑑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師資培育機構綜合活動領域授課大綱的重點與發展趨

向。以蒐集自各師資培育機構的 42 份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授課大綱進行內容分

析，同時佐以訪談法訪問六位師資生及五位綜合活動領域的在職教師，將內容分析

和訪談所得進行資料分析，以進行研究概念化和整合的歷程。最後提出綜合活動領

域教材教法課程模組及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建議授課大綱，以做為師資培育機

構教學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模組 

 

全文連結:   https://reurl.cc/bRmp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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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urse Modul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ed Activities Area in Primary Schools 

Abstract 

Wun-Jian Tseng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eaching outlines in the Area of Integrated Activities of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Content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with 42 outlines fo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ed Activities Area collected from various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six teacher training students and five in-service teachers in Integrated Activities 

Area were interviewed with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gener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Finally, a Integrated Activities Area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course 

module and teaching outline are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and further 

research of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Integrated Activities Area,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course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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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地文化」作為國中閩南語教學教材之研究 

劉和純 

台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組博二 

摘要 

本研究中所謂的「在地文化」是指台南地區在地文化，而為什麼要以台南地區

在地文化作為國中閩南語教學教材，因為《國家語言發展法》已經三讀通過，本研

究希望針對在地文化與現行母語教育的連結進行研究，從教材內容、教學演示著手，

在課程設計上，結合台南地區文化內涵，提升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關懷與認識。課堂

實做讓學生親自體會傳統文化，在操作各項學習單元的過程中，增進文化認同感。

並安排在地文化景點實地踏查，讓學生親臨現場，直接感受生活周遭的文化底蘊。 

    由於台南地區是文化底蘊相當豐厚的地區，台南舊城區的古蹟群、文化建設、

觀光景點、台南小吃、夜市文化、傳統市場、風俗習慣，甚至台南在地的庶民文化

都有其特色，而且還有人文歷史因素所衍生出來在地化的民間故事、俗諺語、歇後

語。若將這些富有在地特色的人文歷史背景資料隨機適當地融入教學內容中，可讓

課程教材更有深度，也更具有在地文化特色。 

    除了增進在地文化的認同感之外，在閩南語教學課程中融入在地文化，是因為

很多在地文化舊有的名稱，以閩南語發音較為道地。畢竟很多傳統文化發源的時代

背景，就是以閩南語為母語的時代。因此母語教學與在地文化的統整，在閩南語教

學中佔有無法取代的地位。而且學生學會了在地文化的閩南語用詞，就是很生活化

的題材，在生活上隨時可以派得上用場。在課堂上透過觀察學生的互動、教師的教

學記錄，對教材與教學進行改進，循序漸進地帶入本土文化與在地精神。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在地文化」作為語文教學教材應用於國中閩南語教學，期

能幫助學生改善閩南語聽說讀寫的語言表達能力。本研究採用文獻研究法分析跟

「在地文化」相關文獻，並對照研究者曾任教的國中一年級以閩南語運用在表演藝

術課跨領域課程的學生 27 人，採用研究者自編教材，進行每週一次，為期一年的

閩南語在地文化課程教學。藉由學生現場表現、多元化評量、教師觀察反思日誌、

深度訪談進行分析，並歸納結論如下： 

    1.以「在地文化」作為國中閩南語教學教材； 

    2.「在地文化」教材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對學習閩南語聽說讀寫能力確有提升

作用； 

    3.本研究有助於研究者的專業成長及省思能力，可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 

115



【論文】 

 

 

    依據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提供教師教學及師資培育之建議。 

1. 盡量以在地文化中的食、衣、住、行為題材。 

2. 以貼近學生日常生活情境為優先考量。 

3. 台南地區的文化古蹟資產是閩南語教學的豐富資源。 

關鍵詞：在地文化、閩南語、語文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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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ocal Culture"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Minnan Languag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bstract 

    The so-called "local culture" in this research refers to the local culture of Tainan, and 

why should the local culture of Tainan be used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Hokkien in 

middle school? Because the "National Language Development Law" has been read 

through the three readings, this research I hope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current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nd combin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ainan in 

curriculum design to enhance students' care and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ulture. Classroom 

practice allows students to personally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ng various learning units. It also arranges on-site 

inspections of local cultural attracti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visit the scene and directly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heritage around their lives. 

    As the Tainan area is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rea, the historical sites, cultural 

constructions, sightseeing spots, Tainan snacks, night market culture, traditional markets, 

customs, and even the local common people culture in Tainan’s Old City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are also localized folk tales, proverbs, and allegorical sayings 

derived from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f thes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terial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re randomly and appropria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course materials can be more in-depth and have mor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the identity of the local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into the Hokkien language teaching curriculum is because many of the old names 

of the local culture are pronounced more authentically in Hokkien. After all, the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 of many traditional cultures was the era when Hokkien was the 

mother tongue.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mother tongue teaching and local culture 

occupies an irreplaceable position in Hokkien language teaching. In addition, students 

have learned the Hokkien vocabulary of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is a very life-oriented 

subject, and can be used at any time in life. In the classroom, through observing the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records of teacher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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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re improved, and the local culture and local spirit are gradually introduced.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local culture" as a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in Hokkien language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hoping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Hokkien's language expression skills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is research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use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teaching class.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first-yea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have taught the 

researcher and used the Hokkien language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of the 

performing arts class. Twenty-seven people used the researcher's self-edited textbooks to 

teach once a week, a one-year Hokkien local culture course. Th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tudents' on-site performance, diversified assessments, teacher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log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Use "local culture"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Hokkien in middle school; 

    2. The "local culture" textbooks are close to the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and are 

indeed effective for learning Hokkien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Has a lifting effect; 

    3. This research is helpful to the resear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thinking ability, 

and can assist in solving teach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 teaching and teacher training. 

    1. Try to use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style in the local culture as the subject! 

    2. Give priority to being close to the students' daily life situation! 

    3. The cultural heritage assets of Tainan area are rich resources for Hokkien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local culture, Hokkie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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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社會技巧課程數位教材設計 

開發與評鑑 

徐逸耘 1,陳碧祺 2 

1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摘要 

    為使國中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在人際互動中能覺察自我情緒，適當表達情緒

與感受，促進自我、他人與環境互動之和諧，增進個人生理及心理健康，本研究嘗

試從特教教師角度，以國中特教班社會技巧課程「兩難情緒處理」主題為例，以

ADDIE模式開發數位教材。依循ADDIE模組，本研究分為分析、設計、發展、實施

及評鑑五階段。分析階段，透過教學需求分析、學習者分析獲得教師及學生對數位

教材需求，目標分析及內容分析決定教材內容，並在環境及軟硬體分析後決定以

Animaker(免費版)作為線上製作動畫影片網站並搭配Smart Apps Creator(試用版)作

為數位教材開發工具。設計階段，則分別針對教學流程、腳本及介面進行設計。發

展階段，則在素材蒐集後，依序完成數位教材製作及匯出。實施階段則分別邀請特

教班學生7位進行學習者試閱、邀請3位專家進行專家試閱，評鑑分為二階段，在形

成性評鑑（含專家評鑑及學習者評鑑）後，進行分析、回應及修正，再進行二次形

成性評鑑（含專家評鑑及學習者評鑑）。修正後之數位教材實際於特教班實施輔助

教學，並於教學後進行總結性評鑑，瞭解透過此數位教材輔助教學之學生學習成效

及社會效度。 

    研究結果發現套用ADDIE教材設計模組，確實有助於特教教師在有限的時間

及資源下，完成符合個別化需求之數位教材且符合學生學習需求及教師授課需求，

其設計開發的社會技巧之兩難情緒處理課程數位教材有助於學習者分辨與表達情

緒，增進人際互動。 

關鍵詞：社會技巧、ADDIE model、表達情緒矛盾、數位教材、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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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materials 

on social skill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elf-contained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Abstract 

Yi-Yun Hsu1, Pi-Chi Chen2 

1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re in the stage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To integrate into social groups and to 

express their own emotions and thoughts, they experience inner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forming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nable these 

students to become aware of their own emotions and adequately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feelings, thereby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elf, other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person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From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pplied the ADDIE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 developing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social skill course, “Dilemmas in Handling Emotions ,” taught in junior 

high 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Following the ADDIE model,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five phases, namely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the analysis phase, 

teachers’and students’needs regarding th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teaching need analysis and learner analysis. We also analyzed the goals and 

contents of the Dilemmas in Handling Emotions cours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th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oftware and hardware 

available, we decided to use the free version of Animaker to produce animations online. 

In addition, we used the trial version of Smart Apps Creator to develop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design phase, we designed the teaching procedures, script, and interface. 

In the development phase, after we collected relevant materials, we comple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hase, we invited 

seven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students for learner trial reading and three experts for expert 

trial reading. The evaluation phase III consisted of two stages. After a f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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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ncluding expert evaluation and learner evaluation), we conducted analysis, 

response, and adjustment, and then conducted a second formative evaluation (including 

expert evaluation and learner evaluation). The adjusted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used in a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for supplementary teaching. After the teaching, a 

summative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social validity of th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the ADDIE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model helpe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complete personalized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under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Th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ed for the Dilemmasin Handling 

Emotions course met the students’learning needs and the teacher’s teaching needs. Th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ed for the Dilemmas in Handling Emotions course helped learners 

identify and express emotions and increased thei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Keywords: Social Skills, ADDIE model,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digital learning materials, Spe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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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跨域同理體驗課程開發與教學成效研究 

–以「創意視障輔具設計」課程為例 

林俊賢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摘要 

    AI 技術日漸普及，能提升創意、同理、愛與感受的藝術教育日益受到重視。

在國內，藝術教育除培養學生對美的賞析能力之外，也聚焦於深化學生的感受力與

人文關懷素養。在美國，藝術(Art)也被納入強調解決問題的 STEM 教育，為其注

入更多的創意和人本價值，形成 STEAM 教育。然而，在 STEAM 逐漸興起的同時，

此領域的課程開發實務研究卻相當缺乏。坊間充斥許多以 STEAM 為噱頭，強調程

式設計和腦力開發的高價補習班，這類以讓孩子贏在起跑點為訴求的課程與

STEAM 教育注重反思、同理與人文關懷的精神背道而馳。 

    有鑒於此，本研究探索如何將強調人本精神和同理心的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方法整合在 STEAM 課程之中，並參考「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的學習階段，建構一套以創意視障輔具設計為主題、培養同理心為目的，強

調情意引導和體驗的「STEAM 創意視障輔具設計工作坊」。該課程包含「認識視

障與低視力」、「模擬眼罩製作與體驗」、「視障輔具技術實作」、「深入了視障生活」

四大單元，並包含三次設計圖繪製活動。課程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低視力、自造模擬

多種低視力知覺的簡易眼罩、親身體驗視障者的知覺經驗、學習 Arduino 單晶片與

感測器在輔具設計的應用並與視障者面對面訪談。 

    本研究採修訂後的 Davis「人際反應量表」搭配訪談和設計圖分析來進行 34 名

大學生的教學成效研究。研究顯示「STEAM 創意視障輔具設計工作坊」能將學生

的設計觀點從自我中心轉移至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並且能明顯增進學生觀點取

替的「認知性同理」傾向。若要加強同情關懷的「情感性同理」的引導成效，則建

議相關課程可在 STEAM 科技技術實作之中或之後安排更多與主題相關的感人故

事或藝術作品以加強情感面的同理刺激。此外，工作坊中學生之間的合作討論也有

助於培養同理素養，因此建議相關課程可放入更多需要團隊協作或討論的活動並

設計相關引導。最後，比起為某個抽象空泛的使用者概念進行設計，為一位真實具

體的對象進行設計更能激發學生的同理傾向，因此若是相關的工作坊找不到合適

的同理訪問對象，則教學團隊可預先建構一個、含照片、姓名、個性…等生活各方

面側寫細節的具體角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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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TEAM 

Courses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Empathy : 

Taking the Design Workshop of Low Vision Assistive Devices 

for Example 

Abstract 

Jiun-Shain L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Tamkang University 

 

STEM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becomes STEAM 

education by involving Art. Comparing to STEM, STEAM education focuses more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sense of imagination, creativity, empathy and humanity concern. 

STEAM has got more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widesprea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developing STEAM courses is relatively few. In order to 

bridge the gap,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activities of Design Thinking and the theory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to develop a STEAM workshop which aims on enhancing  

students’ sense of empathy by designing creative low vision assistive devices. The 

reflection of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workshop and the study of the workshop’s 

effectiveness can provide valuable research data to the relative field. 

Research tool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proposed by 

Davis,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and imag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workshop 

proposed by this research can shift students’ design focuses from themselves to users’ 

needs. The courses can increase students’ sense of cognitive empathy, which relates to 

perspective-taking. And the induction of emotional empathy in this workshop can be 

improved by providing more touching relative artworks or stories in or after STEAM 

exercises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kills. Besides, students can 

also increase their empathy through cooperating and discussing with each other. So more 

teamwork activities are suggested to be included in STEAM workshops focusing on the 

topic of empathy. Finally, setting up a user’s canvas profile with real photos and details 

of typical users can help students to design with more empathic concern, especially when 

it is hard to interview potential users in person in activities of design. 

Keywords: STEAM, Experiential Education, Empathy, Design Thinking, Aid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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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與社會關懷－「教育議題專題」的何去何從？ 

李真文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摘要 

 「教育議題專題」自 103 學年由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的懸缺課程躍升為正式課程

且為必修，而今又改為選修，如此的轉變究竟呼應或背離 12 年國教精神，值得玩

味。本研究之方法以文獻探討為主，配合師培者的自我研究，綜合分析本研究之預

期成果。 

  鑑於重大議題做為新課綱實施的重要一環，研究者先蒐找目前師培機構開設

「教育議題專題」的情形，辦理相關論壇交流開課者意見，並反芻自身教學經驗所

擬的計畫與學生學習的反應，回顧與前瞻如何透過職前的培育（不論未來單科開設

或分散融入）陶冶出師資生的共好素養，以期未來教師擺脫在知識象牙塔內教學，

以俾師培各方思考與實踐教師專業素養的參酌。 

關鍵字：教育議題專題、教師專業素養、共好素養、批判思考、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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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Special Topic on Educational Issues" to go ? 

Abstract 

Li, Chen-Wen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DHU 

 

"Special Topics on Educational Issues" has been changed to an elective course now, 

it has been upgraded from a vacant course to a formal course of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since 103 school year. Whether this change echoes or deviates from 

the spirit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s worth wondering. The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literature discuss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xpected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12-year 

education, the researcher first reviewed the status quo of "Special Topics on Educational 

Issues" in all institutions of teacher preparation. Furthermore, from the literacy orientation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eacher educa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opic teaching. Finally, with regard to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eaching 

and the challenges of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the author reviewed and looked forward to 

cultivating the common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ough pre-service training, so 

that prospective teachers can teach with issues-integrated curriculum fulfilling the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that 12 year basic education concerned. 

Keywords: Special Topics on Educational Issu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Mutual 

 Reciprocity Literacy, Critical Thinking, Soci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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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的跨域自主學習：國際史懷哲教育方案之實踐研究 

何縕琪 1*，黃韻宇 2   

1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2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為了強化師資生的國際素養，教育部結合新南向政策，鼓勵師資生透過國際史

懷哲服務與教育見習和實習，涵養「跨文化教學資本」。本研究運用海外服務—學

習方案與「教育專題自主學習」課程，規劃引導師資生進行跨域自主學習。透過分

析 5 名師資生的服務心得、學習成果報告，以及參與觀察後發現，本研究增進師資

生的跨域自主學習有三個機制：連結 NGO 資源規劃跨文化學習情境、面對差異引

發跨文化的覺察與反思、藉由教育專題自主探究深化教學理論。本研究發現跨域自

主學習可以增進師資生有關十二年國教「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核心素養的內化與

實踐，除了培育師資生省思自我文化價值，也能尊重與欣賞差異、具備國際化視野、

主動關心全球難民議題，同時提升規畫海外教學生涯的意願。 

關鍵字：師資生、跨域教學、自主學習、國際史懷哲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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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A Practic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chweitzer 

Education Programmes 

Abstract 

Yun-Chi Ho1*, Yun-Yu Huang2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zu Chi University1 

Graduate student,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zu Chi University2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c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encourages pre-service 

teachers to serve the worl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Schweitzer Service and educational 

internships and practicums to nurture one's own 'cross cultural teaching capital'.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five pre-service teachers ’experiences in 

interdisciplinary self-regulated learning using the overseas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 and 

the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n Educational Issues' course. This study collects and 

analyzes pre-service teachers’ service experiences, reports of learning outcomes on 

educational issues, and participate observation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mechanisms to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f pre-service 

teachers: Linking NGO resources to design cross-cultural learning contexts, facing 

differences to trigger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and deepening pedagogical 

theories through self-regulated inquiry on educational topics.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is study found that independent cross-domain learning can enhance teachers' 

internalization and practice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nurturing teachers' self-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cultural values, it also enables them to respect and appreciate 

differences, develop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ctively care about global refugee 

issues, and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plan their teaching careers abroad. 

Key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cross-domain teach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chweitzer Educ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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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文言文閱讀理解補救教學之實踐與反思 

李鍑倫 

國立華僑高中國文科教師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任何教學方法與行動實踐，都應從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及

困難開始，方能提供學生符合其程度的學習機會，幫助學生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在高中階段的國語文教育中，文言文篇目的學習往往讓學生望而生畏，尤其對

於低閱讀表現的學生而言，無論是語言形式的陌生或是生活經驗的疏離，都讓學生

或是選擇死背硬記，或是直接放棄閱讀，久而久之，不僅造成學生學習信心的低落，

也使得他們的國語文學習成效普遍不佳。 

    本研究以 H 高中一個高三重補修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個案研究法，

運用課堂觀察、學生訪談，以及文件分析，對學生學習文言文的情形進行深入、詳

細的探討，根據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在閱讀文言文時遭遇的困難，規畫能有效提升學

生文言文閱讀理解能力的教學策略，讓學生透過與文本互動，提升自己的文言文閱

讀理解能力。 

    本研究之大綱如下：一、說明研究背景與目的；二、對文言文閱讀教學進行文

獻探討；三、簡陳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策略；四、討論研究結果，例如：實施文言

文補救教學的歷程，以及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成效、學習態度之影響；五、提出結

論與建議，包含教學現場的困難與解決方法。 

    本研究主要提供了面對文言文閱讀教學困境的現場老師，四項值得參考的教

學策略與方法：(1)透過合作翻譯，理解文本內容；(2)使用圖表整理，細究文意重

點；(3)補充時代背景及寫作目的等資料，深化對文本內涵的理解；(4)參與實作任

務，應用所學、強化表達能力。凡此種種，均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文言文學習成效及

興趣。 

關鍵字：文言文、閱讀理解、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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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Abstract 

Fu-Lun Lee 

National Overseas Chinese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This study entailed a case study that delved deep into a twelfth grade remedial class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high school. I investigated how students learn classical Chinese articles 

and how they make learning progressions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tensive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analyses. In this article, I first elaborat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effective classical 

Chinese reading strategies. Second, I depict the process of my remedial Classical Chinese 

instruction and generate four main conclusions: (1) applying group translations supports 

students achie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l meanings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icles; (2) 

tables and graphs are useful thinking tools for organizing information in the articles; (3) offering 

materials about the writing backgrounds and intentions helps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different articles; (4) the performance tasks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apply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enhance their expression abilities. With these remedial 

approaches, most of the students show higher interests in learning Classical Chinese articles 

and become stronger at comprehending text independently. Finally, the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presented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high school remedial Classical Chinese 

i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lassical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media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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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國立台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王前龍 主任 

29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黃玉枝 主任 

30 國立台南大學 師培中心 徐綺穗 主任 

31 國立屏東大學 師培中心 張瑞菊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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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范莎惠 教授 

33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陳嘉皇 教授 

34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周金城 教授 

3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王淑芬 副教授 

36 台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林小玉 教授 

37 國立台東大學 體育學系 范春源 教授 

38 國立台東大學 體育學系 陳玉枝 教授 

39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謝傳崇 教授 

40 國立清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曾文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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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論文發表人名錄 

編號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孫志麟 教授 

2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 吳孟芬 研究生 

3 
台南市 

樹林國民小學 
校長室 李貞慧 校長 

4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研究推廣組 高芝蘭 副研究員 

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系 陳宜政 助理教授 

6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系課程與教學 

博士班 
郭杏珠 研究生 

7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社會領域 邱婕歆 輔導員 

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高敬堯 助理教授 

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方金雅 教授 

1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黃平萍 研究生 

11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梁淑慧 助理教授 

1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純雯 教授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系博士班 謝澤琛 研究生 

14 國立台南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胡瓊琪 研究生 

15 國立台南大學 教育學系 林進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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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林宏錦 研究生 

17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汪明怡 研究生 

18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呂坤岳 研究生 

19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章淑芬 研究生 

20 國立清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曾文鑑 助理教授 

21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劉和純 研究生 

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命教育 

碩士在職專班 
徐逸耘 研究生 

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陳碧祺 副教授 

24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林俊賢 助理教授 

25 國立東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李真文 副教授 

26 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 何縕琪 教授 

27 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 黃韻宇 研究生 

28 國立華僑高中 國文科 李鍑倫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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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論文海報發表人名錄 

編號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肇慶學院 文學院 王櫻芬 副教授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丘愛鈴 教授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教學碩士班 吳柏賢 研究生 

4 國立華僑高中 國文科 李鍑倫 教師 

5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林佳慧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教師 

6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王志華 助理教授 

7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林怡婷 研究生 

8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魏麗敏 教授 

9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林曉雯 副校長 

10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陳雅鈴 教授 

11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黃麗鳳 助理教授 

12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蔡宜雯 助理教授 

13 台中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燕玲 教授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博士班 林艷 研究生 

167



【與會名單】 

 

 

15 台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高瑋妮 學生 

16 台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李心儀 副教授 

17 屏東縣立崇蘭國小 生活教育組 張正奇 組長 

18 肇慶學院 文學院 張志帆 教授 

19 台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郭竑志 學生 

20 台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李心儀 副教授 

21 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黃絢質 組長 

22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黃筱琪 研究生 

23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楊志強 組長 

24 國立屏東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蔡坤助 研究生 

25 國立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蔡學斌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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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人員名錄 

編號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國立屏東大學 校長室 古源光 校長 

2 國立屏東大學 副校長室 劉英偉 副校長 

3 國立屏東大學 副校長室 林曉雯 副校長 

4 國立屏東大學 副校長室 曾紀幸 副校長 

5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李雅婷 主任 

6 國立屏東大學 秘書室 謝熙樺 行政秘書 

7 國立屏東大學 秘書室 劉純宜 行政秘書 

8 國立屏東大學 秘書室 盧宜伶 行政組員 

9 國立屏東大學 秘書室 李美貞 工友 

10 國立屏東大學 秘書室 林弓義 行政專員 

11 國立屏東大學 總務處 陳永森 總務長 

12 國立屏東大學 總務處事務組 張庭瑋 組長 

13 國立屏東大學 總務處事務組 劉俊麟 技正 

14 國立屏東大學 總務處事務組 許卜仁 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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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5 國立屏東大學 總務處事務組 吳貴源 技工 

16 國立屏東大學 總務處事務組 薛孟豐 事務員 

17 國立屏東大學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盧有志 組長 

18 國立屏東大學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朱昱融 技佐 

19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張萬烽 組長 

20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楊志強 組長 

21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張瑞菊 助理教授 

22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張育萍 助理教授 

23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龔 儀 高級分析師 

24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王人平 行政組員 

25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劉信利 行政組員 

26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莊順博 組員 

27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曾嘉瑩 職代 

28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林冠儀 行政組員 

29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潘儀安 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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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30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彭慧敏 組員 

31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吳宇翔 工讀生 

32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吳嘉盈 工讀生 

33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潘泓豫 工讀生 

34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江宗翰 工讀生 

35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汪宜良 工讀生 

36 國立屏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楊媫琳 工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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