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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國際區域經濟競合的發展」議題發想開始，本校社會學程與商業服務學程以協同教學及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的模式，促成了跨領域的合作經驗。再以此為基礎，進⽽擴⼤邀集跨領域科⽬教師組專業學習社群，經過⼀年的醞釀，

順利完成⼀⾨多元選修課程。

　　文章最後以多元選修課程其中單元「區域結盟的發展」4堂課的教學演⽰內容，並將其中1堂課參加新北市學習共同

體市級公開觀課，邀請校內外教師共同備課、說課、觀課及議課經驗分享，以省思本課程設計發展是否以學⽣為主體，

關注學⽣學習成效及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為核⼼價值。

壹、第⼀階段：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104學年度）

　　104學年度，雙溪⾼中以「紮根多元文化．培養在地國際視野」為主軸（如下圖），邀請各領域教師規劃國際教育多

元文化課程。其中「貨幣三國」為課程脈絡中的其中⼀⽀，透過地理科視⾓瞭解國際分⼯與區域結盟的趨勢，再加入商

業經營科帶入國際⾦融領域，探討各類跨國商品及國際⾦融貨幣流動所衍⽣之全球經濟區域競合關係。

⼀、校本國際教育課程架構

國際議題融入單元的跨領域選修課：國際議題融入單元的跨領域選修課： 雙溪雙溪
高中的學教翻轉經驗高中的學教翻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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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雙溪⾼中校本國際教育課程架構圖

⼆、課程名稱與學習⽬標

圖2. 「貨幣三國」國際議題融入課程學習⽬標

三、授課年級：⾼三下學期

四、課程內容

（⼀）國際貨幣與匯率變動對經濟發展影響

　　透過⾼⼀、⼆地理先備知識，理解區域結盟的競逐與經濟板塊間的重組。同時也對貨幣與匯率變動、⾦融商品的種

類、物價與景氣連動深入介紹，增加學⽣通識能⼒。

（⼆）區域結盟與國際競爭下的臺灣定位

　　TPP與RCEP的競逐漸趨⽩熱化，臺灣在亞洲經貿整合的趨勢中扮演的⾓⾊？⾯臨的困境？有何優勢？以地理、公⺠

及經濟學科的視⾓，帶領學⽣從國際情勢中了解臺灣⽬前⾯臨的優勢與困境。

（三）活動：投資理財王

　　幣值的升與貶常與國際事件相互連動，運⽤課堂習得知識分析、推理事件未來趨勢，並⽤軟體實際操作投資策略賺

取報酬。

五、學習成效

（⼀）強化宏觀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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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東南亞國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TPP、RCEP、⼀代⼀路等亞洲國際經濟組織為核⼼，從地圖上看區域組織結盟

的地緣關係，討論各個國家扮演的⾓⾊，體認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

（⼆）啟發⾦融與投資概念

　　即使現代經濟變動因素複雜⽽多變，但學⽣懂得透過時事新聞的文本閱讀掌握與課本相符合的經濟原理，進⽽相互

討論與思考如何運⽤不同的投資策略賺取更⾼報酬。

貳、第⼆階段：跨領域共備、開設多元選修課程（105～106學年度）

⼀、跨領域共備，共同編撰教材教案

　　課程以歷史的脈絡、地理的觀點、公⺠科的議題、商經科的技能知識，讓學⽣透過了解區域經濟組織，地緣政治的

連動，應⽤媒體識讀觀點，進⽽剖析國際事件發⽣引發的經濟情勢，解析亞太區域經濟競合關係。

圖3.「解析亞太區域經濟競合」跨領域課程⼤綱

⼆、開設「解析亞太區域經濟競合」多元選修課程

（⼀）設計理念

１、從⽣產要素在不同國家流動的概念切入，⽤議題或案例帶領同學綜觀「資本」和「勞⼒」在臺灣流入與流出的現

況。

２、現代經濟體制多受資本主義的主宰，因此從資本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的形成，並融入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解釋資本與勞動兩樣⽣產要素流動下，國與國之間形成的「核⼼-邊陲」關係。

３、國家參與區域結盟可以鞏固或向上提升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因此區域競合是⽬前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亞洲更是⽬

前區域整合進度最受矚⽬的地區，但臺灣卻被排除在區域整合之外，教師將帶領學⽣思考臺灣如何避免在世界體系中邊

陲化。

（⼆）課程內容

週次 教學內容與實施⽅式

⼀ 課程說明與學⽣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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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經

⼀、教學主題：⽣產要素均值化

⼆、教學⽬標：

1. 能明⽩國際間資本與勞⼒的移動

2. 能透過網路資訊閱讀並搜尋國際移動的必要性

三 商經

⼀、教學主題：資本的流出-案例：臺商如何在外打拚

⼆、教學⽬標：

1. 能舉例說明資本的流出-臺商如何在外打拚的實例

2. 能了解臺商外移對臺灣的利與弊

 

四

商經

⼀、教學主題：資本的流入-案例：拜⽿⼯廠不要蓋在我

家

⼆、教學⽬標：

1. 能舉例說明資本流入的實例

2. 能了解資本流入對臺灣的利與弊

五

 

公⺠

⼀、教學主題：勞⼒的流出-案例：打⼯度假

⼆、教學⽬標：

1. 能夠明⽩「打⼯度假」在⼈⼒資本上提升的價值

2. 能夠了解政府政策對「打⼯度假」的⽀援和⿎勵

「壯遊」培養⼈才的社會風氣

3. 能結合職涯發展，探討國際移⼯的趨勢

六 地理

⼀、教學主題：勞⼒的流入-案例：東南亞勞⼯在臺處境

⼆、教學⽬標:

1. 了解東南亞移⼯

2. 說出東南亞移⼯在臺形塑的跨國空間文化

七

歷

地

公

⼀、教學主題：東南亞移⼯文化情境桌遊

⼆、教學⽬標:

1. 體驗東南亞移⼯在臺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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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出對東南亞移⼯刻板印象的轉變

八 第⼀次段考

九 歷史

⼀、教學主題：資本與新帝國主義形成

⼆、教學⽬標：

1. 能分辨新舊帝國主義之異同

2. 能對不同區域組織建構多元觀點

⼗ 歷史

⼀、教學主題：強國如何⽀配弱國經濟

⼆、教學⽬標

1. 能認識殖⺠地式經濟的內涵與特徵

2. 能解釋歐美殖⺠⺟國如何控制殖⺠地

⼗

⼀

歷史

⼀、教學主題：美援與亞太區域整合

⼆、教學⽬標

1. 能認識亞太經濟圈形成的背景

2. 能理解美國以何種⽅式建立以其市場為中⼼的產業

分⼯

⼗⼆ 地理

⼀、教學主題：⼀帶⼀路是⼤戰略還是⼤騙局

⼆、教學⽬標：

1. 了解中國⼀帶⼀路的戰略意義

2. 說出中國與鄰近國家的合作關係

3. 反思⼀帶⼀路對沿線國家造成的影響   

⼗三 地理

⼀、教學主題：RCEP與CPTPP的亞太爭霸戰

⼆、教學⽬標

1. 了解RCEP與CPTPP的主要成員國

2. 說出臺灣在亞太地區的定位及⾓⾊

3. 認識RCEP、CPTPP整合後對臺灣帶來的影響

⼗四 第⼆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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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史

⼀、教學主題：貨幣的性質與發展歷程

⼆、教學⽬標：

1. 能瞭解貨幣的基本性質

2. 能運⽤歷史思維瞭解貨幣性質的發展原因

⼗六 商經

⼀、教學主題：⾦融相關知識

⼆、教學⽬標：能瞭解經濟的專有名詞的意義

⼗七 公⺠

⼀、教學主題：國際瞭望台之新聞溯源追追追

⼆、教學⽬標：

1. 能運⽤網路資訊閱讀並搜尋相關資料

2. 能主動關⼼國際情勢新聞

⼗八 公⺠

⼀、教學主題：國際瞭望台之新聞多元觀觀觀

⼆、教學⽬標：

1. 能分辨媒體影響閱聽⼈對真相和事實認知的因素

2. 能對國際新聞抱持批判的態度及多元觀點

⼗九

 

 

 

 

 

活動

⼀、教學主題：投資理財王

⼆、情境設定

若你是個理財專員，當客⼾委託⼀筆資⾦給你時，⾯對詭

譎的⾦融情勢，你需要運⽤利⽤本次選修課習得的知識來

判斷、預測匯率⾛向，透過投資貨幣，幫客⼾賺取更多報

酬。

三、教學⽬標：

1. 具備思辨批判的態度，發現問題，獨立思考

2. 運⽤資訊科技的技術，活⽤資源，收集資料

3. 培養國際觀與全球觀，分析情勢，了解國際

4. 養成⾦融與投資觀念，運⽤情境，結合⽣活

四、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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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oogle表單設計及操作流程

六、表現任務：

1. 寫出國際情勢分析提供客⼾參考

2. 向客⼾報告投資決策的歷程

3. 透過google表單進⾏投資

⼆⼗ 成果發表

 

參、第三階段：以學習共同體學教翻轉先⾏試課（106學年度）

　　亞太「區域結盟的發展」單元在第⼀階段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的基礎下，經過⼀年跨領域共備、編撰教材、教

案、開設多元選修課後，嘗試於傳統課堂思維中做出⼀點轉化。因此採⽤學習共同體的授課模式，期望能讓學⽣透過閱

讀文本擷取資訊，再進⾏⼩組討論、歸納統整，得到可遷移的概念，達到永續理解。

⼀、跨科定期共備⼩組

（⼀）創造教師共享的⽀持系統

　　蒐羅與裁剪適合⾼中學⽣閱讀的文本需花上更多時間準備，學校的跨科共備⼩組除討論教材內容與份量的適切性，

也有利分⼯廣泛蒐集資料並陳多元觀點。

（⼆）建構傾聽與接納的學習環境

　　為使學習共同體的精神在課堂中發酵，關鍵在於班級內⼩組成員的互相學習關係。教師們時常討論班級經營的技

巧，如何提升師與⽣和⽣與⽣的信任，創造⼀個學困⽣敢於請教同學，學優⽣願意接納不同意⾒的課堂，訓練學⽣傾聽

與接納給予安⼼學習的環境。

⼆、參與市級公開觀課

（⼀）勇於開放的學習課堂

　　參與106學年度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市級公開觀課，除邀請新北市各校教師，還有來⾃中國福建的教師，以及⽇本東京

⼤學教授秋⽥喜代美入班蒞臨指導，也分享⽇本課堂的經驗，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樂於分享的學習文化

　　觀課教師以微觀⾓度紀錄學⽣學習歷程，並於議課時提出討論，有助 突破教學盲點，強化教師切入核⼼問題與提⾼

佈題層次的能⼒，利於課堂中系統化提問與串連不同學⽣的回應。

三、教學內容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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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與交通⾰新之下，經濟、政治、文化等⽅⾯的流動使國家與國家互動越來越頻繁，從⽽形成⼀個相互依賴的

體系。近年來，經濟性結盟從全球性的多邊貿易漸漸⾛向雙邊貿易或區域貿易，區域或國家透過盟友關係，達到區域內

整合，以擴⼤規模經濟。

　　以東協作為案例，除了會員國在經貿上整合成東協⾃由貿易區，降低區域內貿易障礙，但其會員國之間也存在既競

爭⼜合作的關係。除此之外，東協也積極爭取和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例如：東協＋3、RCEP。最後將視⾓拉回臺灣，

檢視臺灣⽬前加入區域結盟的概況，並分析臺灣在亞太地區區域結盟所⾯臨的處境。

（⼆）教案內容

教材來源

龍騰版⾼三《應⽤地理》下冊

第六章 區域結盟與地⽅發展

第⼆節 區域結盟的發展與影響

單元名稱 教學主題：區域結盟的發展：RCEP與CPTPP的亞太爭霸戰

教學節數 4

教學⽬標

認知

1. 理解亞太地區區域結盟的趨勢

2. 解釋東協發展的歷程

3. 分析區域結盟對臺灣帶來的影響

技能

1. 能擷取文本中的關鍵知識

2. 能以文⽒圖繪製亞太地區經貿整合現況圖

3. 能以SWOT分析亞太地區區域結盟對臺灣帶來的影響

態度

1. 能體會臺灣在亞太地區區域結盟浪潮下發展處境

2. 能主動發表對臺灣在國際上經濟結盟現況的想法

教學資源 課本、教師⾃編文本、學習單、ＰＰＴ、⽩板、Ａ3⾊紙、便利貼

教學指導要點 教學流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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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問題：國際貿易為什麼從多邊主義變成區域結盟？

雙邊貿易或區域貿易的談判相較於多邊貿易障礙

較⼩，容易協商並達成共識，因此現在⾃由貿易

協定與區域結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閱讀文本，擷取知識，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

20

分鐘

核⼼問題：東南亞形成區域結盟的背景為何？

東協最早是為防堵共產勢⼒⽽促成東南亞五國的

區域結盟，在冷戰結束後，將重⼼轉移⾄經濟合

作，並逐年增加成員國，⽬前有10國會員國。

1.閱讀文本，整理東南亞區域結盟組織發展歷程的時間

軸。

2.在海報上繪製東協地圖，並標註國家名稱。

 

 

20

分鐘

10

分鐘

第⼀節課結

束

核⼼問題：東南亞區域結盟的內部發展趨勢為何？

東協會員國之間經濟發展程度落差過⼤，且經濟

結構類似，形成內部既競爭⼜合作的關係。

1.閱讀文本，組內討論東協各國經濟發展的優勢與劣

勢，並⽤兩種顏⾊便利貼貼在地圖上。

2.觀摩其他組的成果，並將⾃⼰思慮不⾜之處紀錄下

來。

3.根據上⼀節課統整的結果，進⾏全班討論、歸納出東

協整體的優勢與危機，並且描述出東協各國間的合作與

競爭關係。

25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第⼆節課結

束

核⼼問題：東協如何與區域外建立經貿合作的模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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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東協對外積極和亞洲地區其他國家或區

域進⾏合作，擴⼤市場規模。如：東協＋3、

RCEP、CPTPP。

1.⽤文⽒圖整理CPTPP、RCEP、ASEAN所涵蓋的國

家，並將臺灣也畫入其中。

2.以中國、⽇本、南韓如何⻑期在東協市場耕耘的報導

擷取資訊，分別整理出中國、⽇本、南韓與東協的經貿

關係。

分鐘

 

30

分鐘

 

 

核⼼問題：臺灣⾯臨亞太區域結盟整合的機會與挑戰有哪些？

臺灣⽬前加入的經濟結盟為數不多，在未來東亞地

區的經貿整合態勢中，將很有可能被邊緣化，為避

免被邊緣化，我們要了解⾃⾝的優勢及未來趨勢，

思考因應之道。

1.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查詢臺灣⽬前對外的經濟結

盟，並記錄在學習單上。

2.根據文本，擷取資訊，整理臺灣對東南亞的發展策

略。

3.縱整前兩節課的內容，以ＳＷＯＴ分析臺灣在亞太區

域結盟的內部優勢、內部劣勢、外部威脅、外部機

會，並主動發表看法。

10

分鐘

第三節課結

束

15

分鐘

35

分鐘

第四節課結

束

 

四、議課回顧與省思

（⼀）透過異質分組與融入學習共同體操做模式，把學習的主動權及責任交還給學⽣。學⽣主動查詢資料、繪製圖表，

藉統整過程中體認國際發展趨勢與臺灣正處於孤立的現況，對⾼中⽣來說，更有⼀分臨場感。

（⼆）課程以拋出核⼼問題作為開始，吸引學⽣注意，引發其思考問題。以此延伸發展活動是為了去解釋核⼼問題，因

此課堂中有很多⼩組活動進⾏著，每⼀位學⽣都必須參與。

（三）教師觀察到各組內的學困⽣會主動向學優⽣求救，⽽學優⽣在⾯對複雜的分析時也有賴其他組員補充，體現學習

上的團體互補。

（四）「區域結盟」的議題在上述課程發展歷程下，加入具臨場感的⽣活情境脈絡，但逐年因學⽣特性與時事變化⽽需

調整，未來仍會持續滾動式修正，以回應學⽣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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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選修課試⾏學⽣⼩組討論（106學年度）

圖5.黃冠婷老師公開觀課指導學⽣議題討論（106學年度）

肆、課程發展特⾊

 ⼀、教師團隊氛圍好，願接受專業成⻑挑戰

　　雙溪⾼中校內⾃發性籌組多樣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由校⻑帶領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撰寫教案專業學習社群，教

師普遍接受國際時事新興議題，經⿎勵已有6位教師取得國際教育初階認證。其⼆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學理念授課已有

5年，⽬前已培養近10位種⼦教師以讀書會型式組專業學習社群，逐漸學教翻轉「以學⽣學習為中⼼」的校園文化。

⼆、跨領域合作，建構學⽣系統化學習概念

　　本課程透過教師專業社群定期對話與跨領域合作設計課程，教師們針對國際議題與學科知識進⾏跨年段、跨領域統

整課程內容，並提交課發會審查後實施。課程實施時，再透過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的⽅式觀察學⽣學習，並進⼀

步提供課程修正建議。

三、強化宏觀國際視野，關⼼全球重要議題

　　以東南亞國家國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CPTPP、RCEP、⼀帶⼀路等亞洲國際經濟組織為核⼼，從地圖上看區域組

織的結盟的地緣關係，從組織上討論各個國家扮演的⾓⾊，學⽣對近代亞洲經濟板塊的變動更具備通盤性了解，進⽽居

安思危，強化⾃⾝競爭⼒接受挑戰。

 四、啟發主動學習意願，增強表達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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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接觸國際資訊的機會與刺激較少，起初學習興趣低落;經以學習共同體教學哲理課程設計後，發現學⽣開始

願意主動學習，活絡整體課程進⾏。相較於以往被動等待教師給予知識，學⽣轉化為主動搜尋國際議題事件之演進，且

更積極了解國際相關時事新聞，並勇於上台展現所學，能理解國家發展和全球之關連性。

圖6. 國際教育專業社群跨領域共備，討論選修課程⼤綱（105學年度）

圖7.邀請秀朗國⼩林文⽣校⻑帶領雙中學習共同體專業社群共備

圖8. 邀請汐⽌國中榮明杰校⻑帶領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課前教師共備會議(106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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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公開觀課，學⽣⼩組發表（106學年）

伍、省思與建議

⼀、教師國際教育知能向上提升

　　要成功推動國際教育課程必須先精進校內教師國際教育知能，以避免教師將外語課程、出國旅⾏與國際教育劃上等

號。如何讓教師正確認識國際教育意涵，正是課程推動之⾸要關鍵。

⼆、學⽣學習與學校願景的連結

　　為使偏遠校區學⽣也能打開國際視野具備全球競合⼒與文化包容⼒等，教師們不間斷地進⾏備課、議課，進⽽設計

出各式跨領域、跨學科國際議題融入式課程。需更進⼀步思索該課程的教學⽬標與學校願景、學⽣圖像之連結，有系統

性的規劃⼀系列課程後的學習地圖。

三、家⻑的⽀持與教師教學改變

　　雖然本校教師對於國際教育的觀念，已能初步符合在地學⽣的國際教育課程。然⽽現今升學主義框架及教學進度的

枷鎖下，如何讓教師願意在現有課程與國際教育課程⽬標緊密結合，激發學⽣具有本⼟意識與愛國情操，並從外語、文

化及相關全球議題學習中培養跨文化比較的觀察⼒與反思能⼒，仍要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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