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105 學年度探究與實作專業學習社群計畫  

Sci-Flipper 18 末日危機－跨領域的現象為本課程設計 

『回流工作坊』 

壹、 緣起 

  芬蘭 2016 年 8 月開始實施的新課綱受到世界各國與媒體關注，外傳該新課綱主題教

學取代傳統科目，吸引各國關注。芬蘭教育委員會（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針對這樣的說法提出說明 ，指出 2016 年新課綱並未放棄學科教學，新課綱強調培養橫

向整合的素養與跨領域的學習，學校應該營造合作學習情境，並且提供學生每年至少一

次跨領域學習機會，同時學生能夠在幾位老師的指導下從事跨領域、以及現象為本的方

案學習（phenomenon-based project），例如歐盟、氣候變遷、芬蘭獨立百年等，此方案應

該由師生共同規劃設計。 

  芬蘭新課綱主要為培養有足夠能力面對未來生活世界挑戰的新世代，站在傳統學科

的基礎上，強調跨領域以及「現象為本的學習」(phenomenon-based project)。所謂現象為

本的學習是指學習課題來自真實世界現象，如城市規劃、恐攻、歐盟、水資源、能量等

等，以現象為課題的學習必須深入情境脈絡，需要整合許多領域／科目才足以能夠整體

理解甚至解決問題。在課程設計上，現象為本的學習的成功在於讓不同領域／科目教師

共同備課與協同教學，並且採取探究學習、問題導向、方案與檔案等學習方法，以真實

與 E 化的學習情境引導學生學習。此外，學習過程中，學生必須參與其中，鼓勵能夠和

專家社群一同工作，同時能夠分辨、分析與善用訊息、資料與知識，在實作體驗中深度

學習。 

  相同的，我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培養學生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面

九項的核心素養，並且作為連貫統整各領域與科目之課程與教學之主軸。因此，新課綱

以八大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技、藝術、綜合活動、健康體育）學習

為基礎，為促成跨領域教與學，總綱特別明訂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彈性學習課程可以規

劃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此外，學校可以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

之領域學習節數，實施各種學習形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跨領域統整課程最多占領域學

習課程總節數五分之一。這樣的規畫提供學校有更大彈性進行跨領域課程，更重要的是

提供機會讓不同領域／科目教師能夠展開對話，共同設計課程並協同教學。 

  跨領域早已是未來的趨勢，未來的世界也將是跨領域合作的時代。本活動期許教師

將不同領域的學習重點與真實情境脈絡結合，融合世界和平遊戲模組，發展適合台灣高

國中小適用的跨領域現象為本課程，並能將之在課室中實踐與落實，以期能培養自發、

互動與共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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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探究意旨為探索研究，於科學領域而言，探究是科學家的基本工作，科學家依循嚴

謹的科學方法尋求問題的解答，故對科學學習而言，科學探究應是科學學習的核心。探

究教學及探究學習已有許多相關教育研究及介紹文獻，雖以「學習者的主動探索研究」

的核心理念相同，但解讀詮釋的方法與產生的教學模式迥異，即使基於相同的理念而產

生的課程，其學習目標、評量與教學過程經常截然不同。本計畫更強調科學探究的歷程，

學生學習如何經由科學方法學習科學知識，並且同時學習科學探究的能力，培養從科學

的觀點看待事物的素養。 

  此外，探究式的課程於執行層面上常見的狀況為課堂時間不足，因此無法執行，但

科學探究本應是科學學習的核心，卻無法在科學課堂中呈現。基於以上兩點現況，希望

集結社群之智慧，共同開發能夠情境融入的統整式探究課程，並經由這次的經驗轉化建

立教學模式，落實科學探究於科學學習之中。 

參、 主辦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群、Sci-Flipper 翻轉•

科學•專業學習社群。 

三、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肆、 辦理時間 

106 年 7 月 14 日 (五) 

伍、 辦理地點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403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陸、 實施對象 

一、 邀請講師：專家學者、央團教師、各縣市輔導員、各縣市對探究與實作教學有實施經

驗的教師(央團或各縣市輔導團推薦) 

二、 參加對象：全國各級中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含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

實習教師及職前教師）與對於領域統整課程有興趣的其它領域教師。 

柒、 主題說明 

    參加過科學專業學習社群的老師說：「參加過科學專業學習社群之後，就被黏住了，

強大的共備社群，引爆我的小宇宙，感謝許多神人的分享。」;「來到這裡，我覺得我更

加成長茁壯，從比熱小，容易受傷難過的小芽苗，變成比熱稍微大一點，較堅強，無畏

風雨也要腰桿挺直的小樹....」;「回到課堂中，我最重要的能量，是來自於我的學生，他

們眼中的火光，表現出來的自信，和讓我一直驚豔的能力提升，讓我咬著牙也想要堅持

走下去....，這是參加科學專業學習社群之後得到的最大養分！」 

  科學專業學習社群至今已舉辦過 17 次的共同備課活動，不斷推陳出新，透過使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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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圖、概念圖、四格教案、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等方式，

希望能與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設計出真正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更期許能讓與會老師

透過共同備課的方式彼此互學與共好。 

  歷經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各章節的課程設計，很充實，但似乎感到不滿足，總覺得我

們好像還可以再跨一步，還可以再做些什麼？為了不被零碎的學科知識束縛，我們向十

二年國教課綱委員學習課程的鳥瞰與大概念的課程設計；為了提升國際視野，我們邀請

大師為大家分享其在世界各國的所見所聞與國際潮流；為了讓每位師長都能發揮所長，

我們引入企業的模式協助老師們創造自己的翻轉 style；為了提升學習動機，悅趣式學習

的專家教導大家如何讓桌遊從單純的娛樂轉變為遊戲式的學科課程；為了讓學習與情境

結合，我們結合 GPS 定向運動，讓整個城市都是遊樂園，大伙一起在烈日下揮汗奔跑；

為了培養主動的問題解決能力，我們包下了整棟中港通商大樓的所有密室遊戲，共同萃

取其設計的巧思，開發屬於我們的密室課程；為了回顧所學，我們使用 OST 的方式 review, 

reflect, restart；為了讓課程更加精緻化，我們結合課室內的跑台與 18 尖山的植物分類，

讓課程在彼此的分享與回饋中更加有機且精緻；為了讓老師們找回教育的初衷，我們結

合戶外教學、顛覆傳統隔宿露營、融入了金庸武俠的情境─設計為期兩天一夜的情境式

課程，嘗試讓參與的伙伴們重新扮演學習者，一同化身為各派別的俠士與俠女，展開一

場激烈的杏林盟主爭霸戰．．．。 

  教師的熱情因社群而點燃，教學的改變因社群而持續，為了能讓科學專業學習社群

的熱情擴散，讓更多的老師有機會參與，有機會共同發展在地化的統整課程，進而建立

地區性的教師學習社群來共同成長，我們即將邁出巡迴臺灣的腳步，讓教學的專業與熱

情能在全臺各縣市遍地開花。 

捌、 實施流程 

一、 共享價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強調共同的願景與價值，可讓社群內教師清楚了解社群

發展方向，也讓大家擁有共同的目標，凝聚社群的向心力，且社群內也擁有共同的行

為標準，來約束教師共同遵守，以維持社群的運作。 

二、 協同合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習，在合作的過程中，社群內

教師透過討論、分享、協作等多種方式，幫助每一位教師成長，並將所學運用於教學

現場中。 

三、 分享實務：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討論、分享等方式幫助教師在教學實務中得以成長，

而教師之間亦能相互關懷、打氣與支持，建立了彼此之間信任融洽的關係。 

四、 省思對話：專業學習社群內的教師在彼此互動過程中，將任務中有困難或疑惑的地方

提出來一起討論，透過解決意見的提供與交換，讓教師進行反省或批判性思考，以獲

得解決的方法，藉此專業的對話使教師不斷改善缺點。 

五、 關注學習：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直接目的雖在發展教師專業，但最終目的則是為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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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長與發展，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最關鍵特徵。 

玖、 實施方式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講座助理 
活動

地點 

08:30~08:45 報到/領取活動資料 王思涵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08:45~10:15 體驗課程：末日危機高峰會 鍾昌宏/賴貞伶 

10:15~10:30 茶敍 鍾昌宏 

10:30~12:00 體驗課程反思與討論 鍾昌宏/賴貞伶 

12:00~12:30 午餐 

12:30~14:00 
情境學習融入學科案例分享 

(分組進行) 

周怡嘉/莊宜家 

廖令珍/汪竹筠 

賴怡旬/賴貞伶 

陳霈瑜/鍾昌宏 

14:00~15:30 
情境學習融入學科課程教學 

(分組進行) 

周怡嘉/莊宜家 

廖令珍/汪竹筠 

賴怡旬/賴貞伶 

陳霈瑜/鍾昌宏 

15:30~17:00 
情境學習融入學科課程設計 

(分組進行) 

周怡嘉/莊宜家 

廖令珍/汪竹筠 

賴怡旬/賴貞伶 

陳霈瑜/鍾昌宏 

17:00 賦歸 

壹拾、報名方式 

於網路報名(https://goo.gl/JjsiHN)並確認通過之後，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

碼：2242653)報名。確認報名成功後，需於研習前填寫問卷及預讀參考資料，屆時以 e-mail

及網路平臺通知。 

壹拾壹、預期成效： 

一、教師能開發社會議題融入現象為本的課程。 

二、與會教師能將開發課程實際帶回各地實施，並帶回教學現場實施並上傳實施課程成

果並與其他教師相互交流意見。 

壹拾貳、注意事項： 

本研習營以參與過 Sci-Flipper18研習者優先錄取，亦歡迎未參與過但對活動有興趣之

教師。研習內容為研習者共同創造與共享。完成報名後，主辦單位將會公告報名成功的

名單，錄取老師依錄取通知進行相關行前準備工作(填寫問卷、準備教材等)。 

壹拾參、聯絡方式：鍾昌宏老師，電子信箱：justmurmur@gmail.com 

https://goo.gl/JjsiHN
mailto:justmurmur@gmail.com
mailto:justmurmu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