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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召集人 李藹慈 職稱 主任 系所單位 成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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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名稱 提升成人教學之教材設計與教學評量 

社群類別 教學問題解決 

執行期間 111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社群成員 

姓名 李藹慈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胡夢鯨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魏惠娟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黃錦山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陳玉樹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蔡秀美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李雅慧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張菀珍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高文彬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陳毓璟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林麗惠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王維旎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姓名 許秋田 學校/系所 中正成教系     

探討問題 
探索現階段的教學或學習問題，再根據現階段的教學問題與需求，發展出合適的教

學策略，且以此規劃出合適的教學評量模式。 

執行成果 

一、簡要敘述社群活動成果 

    為了因應因少子化之衝擊後目前的學習生態，提升本系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的成效，本系於 110-2 學期申請提升成人教學之教材設計與教學評量計畫，其目的

在探索現階段的教學或學習問題，再根據現階段的教學問題與需求，發展出合適的

教學策略，且以此規劃出合適的教學評量策略與模式。本學期依本活動計畫，總計

進行 3場座談會議與 2場專題演講： 
一、辦理 111/2/4 座談會議：結合政府青年措施政策，全體教師共同討論疫情影響

下的勞動市場，對應本系學生所需要的就業能力之教學準備措施。我們討論出，

學生就業準備措施有：1.業界與學校應結合職能課程設計（包括教材規劃、使

用）、重視職場代間問題、可結合委外師培（勞動力學院、訓練中心/品質職訓

師）、評鑑中心制度的設置（能落實評量訓練的成效）；2.應發揮提昇價值、製

造喜悅、導引定見、有效努力等優勢法則；3.對於在校青年，學校系所應加強

職涯輔導與就業準備（重視實習、補助參訪、成立職涯窗口）、逐年擴大產學

合作（學校課程+產業實務訓練）。 
二、辦理 111/2/8 座談會議：參考淡江大學未來設計學系的經驗，全體教師共同討

論從教育與未來設計的角度，本系大學 4 年的教學策略規劃，我們討論出，要

培養學生永續探索的學習態度、將設計一詞重新定義、重視學生共同能力的培

養、讓學生能具備創新創業能力、讓學生以構思/設計/實施/在真實場域的操作

將產品設計出來、課程含趨勢分析與未來議題、以學生的學習成長為中心、鼓

勵跨系/跨國學習、大學四年教學規劃為大一設計/大二能寫出專案/大三實習/
大四創作專題。 

三、邀請竹崎高中陳琬婷教務主任，於 111/5/4 進行大學系所對 108 學年度課綱修

訂之因應策略的專題講座。本次主要發現到高中端課程重大變革，故教學上應

呼應的作為有：1.將傳統課程加深加廣且多元、2.重視學習歷程記錄、3.素養導

向課程尤其重視發現問題/探究主題/規劃/實作等四大過程、4.教學方法不再是

單純上學理，而是要讓學生學會實作研究，包括親身力行、實作、訪問，體驗

參訪等學習經驗。 
四、邀請啟新創育顧問公司賴廣瑜總監，於 111/5/24 進行大學生能力導向的教學設

計與成效評估的專題講座。本次主要發現到規劃教學設計與成效評估核心關鍵



在於：1.理解能力導向課程的精神、目的與概念；2.瞭解本系學生學習成長的

背景情境、能力標準與設計理念。因此，未來可能可以在課程上的應用比較是

能力導向的模組化的課程設計，階段性的里程碑，也可以做不同跨領域的應用；

此外，課程的分級認定與標準的設計都是本系未來在課程規劃上可以進行參考

的。 
五、辦理 111/6/21 座談會議：綜合本學期前述活動執行成果，全體教師共同討論本

系專業跨域終身學習策略方向之規劃與本系成碩、高碩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

程地圖，並規劃合適的教學評量策略與模式。此次，本系共同討論出共同的教

學方法、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核心能力衡量指標及導師施測模式，及其透過建立

學生學習系統（預計 111 年 9 月完成）來有效蒐集學生學習檔案等策略。 
     
二、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1.  依學習品保層面，具體敍述社群活動成果如何改善或解決教學問題，以提升教

學效能（即社群成果之應用價值）。 

    本系老師已經可以感覺到自 108 課綱實施後，大學部的課程將會越來越不好

教，這是基於高中端課程已經具有多元、自主、彈性、實作等性質，而這裡隱含著

進步主義、經驗主義等理論。因此，我們也發現上課採用討論法會是趨勢，透過分

組、報告（逐漸變成常態，甚至有點運用過度，也會用報告表現來打成績），獎勵

引導法（採用學思答班的模式，提升學習思考表達能力，而這將會對游離性質的學

生或學習心態較差的學生特別有用，故本系教師將逐步避免單純的講述教學。部分

講述教學比例相對較多的課堂，經結合討論法、實作法、互評的組報告後，亦發現

學生學習上相對更專注，且從教學回饋發現，學習效能與滿意度亦均較佳。 
2.  社群活動成果產生之影響。 

    本系原本對大學部在大四時才進行統整課程的實作練習，但目前經調整課堂上

討論、實作、模擬團隊創業的教學技巧後，學生更容易養成具有不斷學習的習慣與

態度，且基礎實力（共通能力）也相對更紮實；但相對的，我們也發現新一代的學

生學習方式在更具有創造力之餘相對也是較容易受挫折的，此外，就教育目標的知

識、態度、技能行為而言，我們發現學生的態度最難教，故這部分的確值得我們仔

細再去思考除了能力之外，其他本系的專業素養能力應如何分級及培養。因此，我

們教師也必須自我精進，對應學生的新型態發展出滾動式的新型教學模式。 
3.  社群活動成果如何有效推廣。 

    本系的成人教育理念與教學方式，不僅是用在大學部，亦可應用在成人教學，

以本系李雅慧老師執行「樂齡食農訓練需求立即運用」計畫的經驗為例，此計畫亦

採用成人學習、探索、教案設計的教學策略，來引導高齡者的學習興趣，進而主動

探索退休準備，並且以此方法來進行種子成人教師培育，整體實施成效頗佳。 
4.  請就執行成果是否達成預期目標作綜合評估。 

    本計畫所發展出的討論、實作、模擬團隊創業等教學策略，可以從學生的學習回

饋單發現具有高度滿意效果，也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提升學習意願，此為本學期的

具體實施成教。 
    然而，是否亦能反映到本系所欲培養的核心能力與共通能力（包括：成人教育基

礎研究能力、成人教學能力、成人教育方案企劃能力、成人教育行政能力、溝通表達

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社會服務能力）的成長，且學生是否在他的大學或研究所整體

學習生涯歷程上的表現也相對更佳，目前尚缺乏具體的學習歷程數據。也因此，為因

應此發現到的新問題，本系已著手進行建置學生學習系統，並規劃結合導師輔導制度

來進行學生學習能力的蒐集。而本系亦擬將此作為 111 學年度本系教師社群新計畫，

將本系已經探索發掘的現階段的教學學習問題，經由討論、實作、模擬團隊創業的教

學策略實施後，評估學生在核心能力的成長狀況。 



檢討與建議 

一、持續透過本系願景共築會議，繼續深入探討課程規劃與教學方式的因應。 

二、可再邀請北部、中部高中端教師前來交流探討 108 課綱的教學改變與因應。 
三、將本次計畫執行成果（已探索發掘之教學學習問題，且實施新的教學策略），繼續

探討該如何有效評估學生在核心能力方面的成長狀況？建議可以以此成立新的

計畫來進行研究。 

成果照片或 
其他附件 

註：活動成果

照片請另行提

供原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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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案時(111 年 07 月 31 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 三頁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