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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原住民族教育與實驗教育論壇系列（一）：喚醒夢想．專題探究／課程 

 

照片 1：綜合論壇-問題交流與經驗分享 

 

照片 2：道禾實驗教育機構校務長蔡佩伶報告 

【院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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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019 原住民族教育與實驗教育論壇系列（一）：喚醒夢想．專題探究/課程海報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柯若萍】 

  本院課程及教學中心為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之課程轉化情形，邀集全國 44 所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校，進行課程轉化的探究，其中包含 10 所實驗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的學校，試圖

從不一樣的教育觀點解讀課綱，藉由對話與交流，找到相互連結的呼應關係。爰此，研究團隊希冀

透過論壇，以演講、學校經驗分享、專家學者與實務教師點評等的方式，開啟更多實驗教育和原住

民族教育的對話，讓專題課程發展經驗能量較高的光譜往低頻流動，以達互動共好的境界。 

  「原住民族教育與實驗教育論壇系列（一）：喚醒夢想．專題探究/課程」於 108 年元月 3 日在

國教院臺北院區舉辦。論壇由課程中心前主任范信賢老師的專題演講揭開序幕，信賢老師從這波課

綱強調的「素養」和「以學習者為中心」導入，說明面對未知的世界，教育不再是知識的傳達，而

是去創造很多的「知識與知識」、「知識與人」、「知識與世界」的互動與連結，同時要能引發孩

子保有關切和好奇之內在動力，如此即會展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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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論壇的重點是邀請實驗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學校進行實踐專題探究/課程的經驗分享與對話，

各校可從「老師協助學生專題所需的能力或增能」或「如何引導學生進行專題」或「學生發展出的

素養（能力）」等面向切入。來自南臺灣屏東的地磨兒國小跑第一棒，負責學校課程發展的陳主任

分享地磨兒這學期的課程改革，他們將民族文化課的婚姻禮俗單元嘗試改為以學生為主體的專題/主

題探究學習模式，一改以往由部落耆老或文化老師的單向傳授上課方式，讓孩子自己去發現問題、

去尋找解決的方法、去尋求支援（查資料、請教耆老）、團隊合作等等探究歷程。 

  相對於原住民族學校，專題探究/課程在實驗教育學校裡大多發展成熟，而且是每位學生必經的

學習歷程，甚至被視為一種畢業禮物或成年禮。實驗教育強調以人為本，大多的課程設計發展都以

學生為中心思考，學習活動也是站在協助孩子發現自我、完成自我的角度開展。位在烏來的信賢種

籽國小要孩子們在畢業前一年開始醞釀且回顧盤點小學階段的學習歷程，然後聚焦再出發。 

  道禾實驗教育機構是一所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東方哲思辦學的生態村型學校，課程

從小學到高中從認識自我、探索自我、一直到認識社會，乃至接觸國際，都是以如何支持孩子成長

前進為軸心。 

  慈心華德福的孩子在八年級和十二年級都必需經過專題製作的洗禮，他們從見習學長姐的作品

和發表中學習，從觀摩的情境導入，從旁觀者到主事者，從協作的配角到舞臺中央的主角，一路觀

看、探究、討論、回顧、省思、調整，再來一遍…，不外乎希望孩子能夠真正在這個過程中從舞臺

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跟世界的關係，然後帶著自信離開學校往前走。 

  針對上午場次的分享報告，與談人洪詠善主任與李文富副研究員給予很多的回饋意見，其中洪

主任提到老師的角色可以是前期引導、後期陪伴，在過程中老師要有鑑賞的能力，幫學生找到或看

到學習的價值跟意義。而下午場次的分享報告也有薛雅慈教授和黃春木老師擔任與談人給予回饋，

雅慈教授提出異化與轉化兩個觀點，點出目前教育現場大多以知識傳授與考試導向的異化現象，以

及這波課綱成功的重要關鍵-轉化，尤其在思維上的轉化。黃春木老師認為學生在做專題研究時，有

兩件事情可以被期待，一是透過專題研究方法去培養學生的一些基本能力，另一是認識自己。觀察

與談人張堯卿老師綜整一天各校的分享報告提出孩子的專題探究歷程就像主持人馮朝霖教授引用美

國坎伯的話：是一趟英雄的旅程，進行一場生命的探索。 

  主持人馮朝霖教授不斷地邀請大家思考「專題的原型是什麼」，他認為專題的原型是「夢想」、

「計畫」、「行動」和「慶祝」，希望各校能在這幾所學校的經驗分享圖像及專家學者的回饋中，

找到屬於自己學校風格的專題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