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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有鑑於我國教育部試驗大學公民素養的重視與需求，本研究藉由「多元文化教育」、「動漫實

務與應用」及「性別關係與社會」三課群，實施跨領域課群教學之課程行動研究，運用教師協同教

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教學資源規劃等多元課程教學策略，並進行大學現代公民五大核心

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問卷調查研究。

        本研究方法採取課程行動研究與量化調查研究，本課程行動研究運用Grundy（1987）計畫、省

思、觀察、反省四步驟形成行動研究螺旋，以解決大學生現代公民素養問題與需求。量化調查研究

部分，本研究自編「大學生現代公民核心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調查問卷」，針對「多元文化教

育」、「動漫實務與應用」及「性別關係與社會」三課群5個班約250位修課大學生進行施測，運用

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與迴歸預測，並提出大學公民核心素

養課程與教學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關鍵詞：通識教育、現代公民核心素養、課程教學方案、課程統整、課程行動研究

 註：本研究受教育部顧問室、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研處補助。

壹、研究問題的背景與緣起壹、研究問題的背景與緣起

        國際逐漸關注到公民教育的議題，美國教育部於2012年1月提出「公民素養的學習與民主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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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ing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in Democracy: A Road Map and Call to Action）」的報告，

揭示了美國對於公民素養的重視與公民教育的重要，為強化學生在公民素養上的學習，亦提出採取

之行動以達到學生的公民素養表現。歐盟則於2002年提出「八大關鍵能力」，透過終身學習用以培

養公民素養，及提升歐盟的未來競爭力。「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valuation Achievement, IEA）」1971年為首次進行國際公民教育研究，研究結果歸納出參與國家

公民教育普遍具有的內涵；1980年代開始，世界性的民主化活動、劇烈的社會變革和學校教育角色

的轉變等因素，促成IEA進行「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valuation, ICCS）」。公民教育與素養的調查研究目的在強化公民教育的實證基礎，著重在學生公

民學習成就調查，包括公民知識、情意與能力；ICCS 2009年計畫因先前的計畫結果在公民教育領

域備受重視，因此包括臺灣全球共逾40餘國參與計畫，計畫相較前兩次研究有兩項特點：關注世界

公民的角色和探索區域性公民的資質（劉美慧、董秀蘭，2009；張鶯繡，2012；林貞君，2012；陳

亮君，2010；鄧智松，2005）。

        公民素養（Citizens' Competence）可以指涉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法律地位，甚至公民的一切品

質和德行，包括了認知、情意和技能等面向，亦是一種行動的意識與能力；公民教育的目的便是在

培養公民具有現代民主社會必備的公民資質；現代公民素養為健全的公民必須具備知識、責任、德

行、態度、價值和能力，表現自己至他人、社會、國家、世界乃至於生態的多面向素養。除了涵蓋

個人內在修行的功夫外，亦著重人際互動，漸漸擴大至關心整個社會和國家。具體而言，現代公民

素養涵蓋個人自我、群己關係、人與自然及社會的互動關聯。公民素養亦是今日世界公民的重要基

礎（李俊湖，2009；陳鏗任，2003；張鶯繡，2012；劉美慧，2000；江美慧，2003）。

　　公民素養並無法與生具來，需依賴教育的力量培養。我國總統馬英九（2008）教育理念提及教

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及終身學習能力的下一代」，因此培育具有公民

素養的下一代是教育共同的目的。我國於民國100年發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提及我國未來

十年教育發展的課題，其中就包括發展多元現代公民素養，未來將檢視國民中小學及高等教育與公

民素養培育的關聯性，並於高等教育階段推行公民素養與通識教育的結合（教育部全球資訊

網，2011）。教育部在「現代公民核心養成計畫」中強調以公共性、自主性及多樣性為精神，以倫

理、民主、科學、媒體、美學五大素養為範疇，透過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及專業教育的融合貫通，

培養學生具有發掘公共性議題，此課程深具「創造性解決問題能力」和「長時間與切身性」的兩點

特色；希望能藉由學校之學習環境與制度陶塑公民素養、通識教育與融合專業教育之教學改進課群

及師資培育與推廣等策略，來提升高等教育品質，進而養成具備創新、跨領域、知識統整，同時具

有全球視野以及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等特質之人才（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計畫

網，2012）。

        本現代公民素養課程之目標乃在於培養學生自尊尊人的多元文化價值觀，自我尊重可以建立自

我的價值感，尊重他人有助於理解與欣賞他人，達到和平相處的境地。多元文化關心的主題包括族

群議題（例如：種族、民族、語言等）、性別議題（例如：兩性關係、性別趣向）、社會階級議題

（例如貧富差距、權力關係等）、不同身心特質者（身心殘障或資優者）、不同信仰者間之公平正

義之思考與實踐，以上雖略加分類，但事實上不同議題往往是以相互糾結的方式呈現，或者同一類

型議題的個案中，有其個殊的展現。本門課在師資培育機構中亦須著重在多元文化觀教師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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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教室裡，往往面對與自己文化有所差異的學生，教師需要知己知彼，進行文化回應的教學塑

造文化一致的多元文化教室之理想。

        有鑑於我國近幾年來對於高等教育公民素養的覺醒以及通識教育重視，以及現今大學學生對於

公民素養、通識教育的漠視與缺乏。其次是國家社會的發展與社會的需求，現今世代大學生也應具

備通識的涵養與社會基本素養能力。因此，在多元文化受到珍視的現代，大學生對於文化的接受度

與熟識程度影響了其踏入現代公民社會的態度與作為。

        因此本研究目的有四：一、探討公民核心素養與課程教學相關論述與研究；二、發展以公民素

養為主題之課程統整進行課程行動；三、運用問卷分析個案班級之公民核心素養與課程教學現況、

差異、相關與迴歸預測；四、運用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大學公民核心素養課程教學方案之理論與實

務的建議。本研究方法採取課程行動研究與量化調查研究。

        本研究名詞界定參考我國教育部顧問室現代公民核心素養－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和美學五

大素養的內涵與定義，做相關名詞釋義：

            1、倫理：理解日常生活與情境中所常遇到的倫理議題，包括人際倫理意識、性別倫理意

識，並運用公平正義及社會關懷來面對倫理議題。

            2、民主：培養學生尊重事實、講究理性溝通，在民主中尊重他人、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

達到民主的真諦價值。

            3、科學：了解目前科學發明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和貢獻，認知科學發展與性別關係，有正確

的科學態度來看待資訊發展與科學間的發展。

            4、媒體：能辨識媒體所用的策略，了解媒體使用的資源，識讀媒體傳達的訊息，對媒體有

開放思考、批判的能力，提升自身的媒體素養。

            5、美學：包含美學欣賞、尊重多元之美，體驗並豐富視野，學習並擴展自身的美。

        本研究所指的課程教學方案包括：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教學資源規劃等

多元課程教學策略。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臺中市一所教育大學裡參與「多元文化教育」、「動漫實務與應用」及

「性別關係與社會」三課群5個班約250位修課大學生。透過本研究，希冀能為將來從事大學公民核

心素養教學之教師提供理論和實務上的建議，發展多元有效的課程教學方案與策略。

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的部分係針對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及其課程教學方案加以論述：

一、探究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論述／哲理、實證研究一、探究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論述／哲理、實證研究

        美國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於2012年在一場國家會談「公民素養的學習與民主薰陶

（Advancing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in Democracy：A Road Map and Call to Action）」會議中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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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民素養在國家的重要性，培育未來主人翁培育他們具備良好的公民素養對於美國二十一世紀的

民主與經濟有重要意義。

        張鈿富、吳慧子、吳舒靜（2010）以歐盟、美國、澳洲為研究對象，探討「公民關鍵能力」定

義、內容及其發展，進一步提出臺灣發展「公民關鍵能力」之建議。美國關鍵能力內容中包含核心

課程、二十一世紀議題、學習與創新技能、資訊媒體與科技技能、生活與職業技能及二十一世紀教

育支持系統六項，其中二十一世紀議題裡，即提到公民素養一詞；歐盟在2002年歐盟會議中提出八

大關鍵能力，其中第六項人際、跨文化以及社會能力和公民能力，提及公民能力一詞；澳洲發展之

公民關鍵能力提出七項能力，其中運用與他人合作及在團體中工作的能力，透過個體有效參與社

會。

二、分析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課程教學方案二、分析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課程教學方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派翠克（John J. Patrick）曾提出九項學校強化公民責任的做

法，其中透過建立小組學生負起其達成教育目標的合作學習經驗及各種公民責任的模擬演練和角色

扮演活動，皆與本研究課程教學方案內容相關（吳清山、林天佑，2001）。

        Branson （2004）教授於發表的文章中提及學生自我公民素養的養成，並非由單一課程能習

得，反而需透過長時間的學習。一項對成人在公民素養學習的研究發現，於學生時期時在課堂中大

量的專題討論與辯論等方式，有助於公民素養的養成。

        Fleming（2011）認為學生在公民教育與素養上的培養，可以透過學生參與活動，使學生有充分

的時間與機會討論問題，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並思考許多社會上的議題，進行反思與對話練習。

        Long與McPolin （2010）在北愛爾蘭小學公民教育中，以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PDMU）課程方案進行研究，核心的學習是讓學生參與，且師生間保持互動與討

論，透過小組體驗活動，使學生能將知識與生活連結；再者，教師亦加入角色扮演、戲劇的表演方

式融入課程，提供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此外，教師與教師間彼此合作、討論與學習，進行協同教

學。

        劉秀嫚（2012）改良美國公民教育中心所提出的「公民行動方案」，於國中小學及高中生實

施，透過學者專家與教師進行協同教學，運用學生小組間的合作學習，並將學習探究的成果以檔案

方式展示。

        以議題中心教學融入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方案的研究中，發現實施議題中心教學的學生在公民

參與行為與態度上優於一般學生（李沛青，2011）。

        大學生參與國際美展專題演講系列課程，經教學賞析後有助於提升大學生公民美學素養（褚宸

綺，2012）。

表1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課程教學方案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課程教學方案

 項目項目

John J.
Fleming

Long &
劉秀嫚 褚宸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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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McPolin

教師協同教學教師協同教學

1、教師協同教學   ● ●  

2、教師循環協同教學    ●  

學生學習策略學生學習策略

3、角色扮演 ●  ●   

4、專題討論  ● ●   

5、海報製作與作品製作    ●  

6、學生合作／分組學習 ●  ● ●  

教學資源運用教學資源運用 7、專家講座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背景變項方面，不同性別與不同年級別的大學生在公民素養，達顯著差異（廖俞晴，2008；

葉麗貞，2009）。大學生社團參與的情形對公民素養上有差異（廖俞晴，2008；杜繐芬，2010）。

不同性別、家長學歷的國小學童在民主法治素養上的表現有差異存在（王得鑑，2005）。不同年

級、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學生在具備的世界公民素養上有顯著差異（季鳳英，2010）。

參、研究發展與設計參、研究發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取課程行動研究與量化調查研究，希冀對大學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課程教學方案之

理論與實務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下就課程行動研究與量化調查研究說明：

        （一）課程行動研究        （一）課程行動研究

        本研究課程發展部分實施採取課程行動研究，行動研究涵蓋了計畫、行動、觀察、以及反省等

階段活動，每個階段通常稱之為行動研究的「要素」（moments）。行動研究也是一個不斷循環過

程，連結過去經驗和未來的行動，作有系統的學習（Grundy, 1987）。因此研究者修

正Grundy（1987）的行動研究要素間的關係圖，展示行動研究要素間的關係，希望運用計畫、行

動、觀察、反省等四個元素，作為一個行動流程，穿梭在人際、自我場域和社會情境當中，時時產

生自我的對話反省與批判，在反省後再度實踐在社會情境當中，培養大學生於公民核心素養的能

力。研究過程中蒐集相關教學資料，包括教學大綱、小組分享報告、學生實作作品、教學者省思日

誌、半結構式訪談、學生回饋單等，希望藉此發覺課群發展的問題、模式與結構，問題與解決歷程

並於日後分享課群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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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量化調查研究        （二）量化調查研究

        量化調查研究部分，由本研究自編「大學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調查問

卷」，內容以「自變項」為學生背景變項，「依變項」為「公民核心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

經由理論構念、專家審定內容效度、問卷預試等校對問卷信效度。於課程方案教學後對「多元文化

教育」、「動漫實務與應用」及「性別關係與社會」三個課群五個班約250位修課的大學生進行問

卷調查，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大學生在現代公民核心素養的學習相關情形，作為課程方案調整與修正

的參考。

二、研究架構二、研究架構

　　課程行動研究是透過計畫、行動、觀察與反省不斷循環的過程，在架構上以課程行動螺旋

圖1表示。

圖1 課程行動研究螺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2007）。全球教育課程發展全球教育課程發展。臺北：冠學文化出版社。

        本研究以課程行動螺旋為架構依據，進行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的設計，分別

於計畫、行動、觀察與反省中規劃課程教學之內容架構。

圖2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行動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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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修繪製。

        此外，本研究亦透過量化問卷調查，探討大學生於課程教學後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上的成

效與相關表現。根據文獻探討與綜合相關理論，以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有效課

程教學方案為依變項，擬定架構如圖3所示。

圖3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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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修繪製。

        根據圖3可看出，本研究變項包括大學生背景變項、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及課程教學方案，茲將

其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一）背景變項        （一）背景變項

　　大學生背景變項為十二項，分別為性別、年級、學院別、選修之群組課程別、大學基測（級

分）、大學學業成績、家庭總收入、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修習公民素養相關領域、選修

通識優先考慮因素與社團（有實際參與）。

        （二）公民核心能力素養        （二）公民核心能力素養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分為五大項目，分別為倫理、民主、科學、媒體與美學，表2說明項目及次

構念內涵。

表2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依變項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依變項

依變項依變項 項目項目 次構念內涵（三課程共構部分）次構念內涵（三課程共構部分） 對應題號對應題號

1、倫理

人際「倫理倫理」意識 「倫理倫理」意識、人文關懷 1-4

性別「倫理倫理」意識 性別角色、性別互動、性別與情感 5-7

「倫理倫理」相關議題 倫理觀念、公平正義及人際關懷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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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

「民主民主」素養與尊重他人 民主法治、民主真諦、尊重他人 10

「民主民主」素養與性別平等 性與權力、社會的參與 11-14

3、科學

「科學科學」發展與人類文明 科學發展、科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15-20

認知「科學科學」發展與性別關係 科技與性別 21

4、媒體

「媒體媒體」策略 辨識媒體策略、媒體現象、媒體識讀 22-25

「媒體媒體」資源與性別關係 性別意涵、刻版印象 26-27

媒體素養重要性 提升媒體素養、意識媒體重要性 28-29

5、美學

鑑賞「美學美學」策略 美學欣賞、多元之美 30-32

鑑賞「美學美學」與性別意涵 性與愛 33

瞭解「美學美學」素養的重要性 豐富視野與視覺感知、擴展美感經驗 34-3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課程教學方案        （三）課程教學方案

　　課程教學方案分為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及教學資源運用，表3說明項目及

次構念內涵。

表3

課程教學方案依變項課程教學方案依變項

 

依變項依變項 項目項目 次構念內涵（三課程共構部分）次構念內涵（三課程共構部分） 對應題號對應題號

教師協同教教師協同教

學學

1、教師協同教學 A老師與B老師同時教學、對話與討論 38-39

2、教師循環協同教學
A老師到B老師課堂教學、B老師到C老師課堂教

學、A老師到B老師課堂教學、B老師到C老師課堂教學
40-41

3、（文化）主題課程統整 以文化為元素貫穿三個課程 42-43

4、性別／文化／動漫議題整
性別與文化、文化與動漫、動漫與性別等議題整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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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統整課程統整 合

5、群組課程設計
以文化為主題之性別、文化與動漫三課程成為群組課

程
45-48

學生學習策學生學習策

略略

6、角色扮演 藉由角色表演課程內容 49-50

7、專題討論 利用專題交流與討論 51-52

8、海報製作與作品製作 海報和作品呈現學習 53

9、學生合作/分組學習 學生利用合作學習分享成果 54-55

教學資源運教學資源運

用用

10、專家講座 相關專家講座 56-57

11、第三機構經驗分享與講座 藉由非營利機構/第三機構分享與體驗 58-59

12、E化網站 E化網站實施成效 60-61

13、與課群網站分享 與課群間的交流 62-6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三、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針對臺中市一所教育大學裡參與「多元文化教育」、「動漫實務與應用」及「性別關係

與社會」三個課群五個班約250位修課的大學生，進行課程教學，並以量化問卷調查其公民核心能

力素養之成效。一共發出218份問卷，有效問卷為187份，問卷可用率為85.8%。在樣本結構方面，

女性（71.7%）較男性（28.3%）多；填答者以大一生居多（35.8%）；學院別以文學院（41.7%）

居多；大學基測成績以51－60級分居多（49.7%）。

四、教學群與教學方案設計四、教學群與教學方案設計

        由於主要研究者身為大學教授，因應教育部發展大學課室裡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課程與教學方案

的需求，以及因應提升大學生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課程教學方案範例鮮少之困難，研究群透過通識課

程與專業課程之合作，由個案學校3位開設系所專業課程及通識課程之大學教授、2位兼任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以及6位擔任教學助理之博碩士研究生以及多位網站助理與臨時工讀生發展課群

教學規劃，組成「跨領域課群類」，運用課程統整方式與課程行動研究，探究與發展最適課程發展

與教學方案，並探討課程發展歷程發生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策略，實踐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融入各課

群的教學活動，提供未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合作與課程統整與教學方案之參考。

        本課群包括系所專業課程「多元文化教育」（2班）、通識領域課程「性別關係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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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及「動漫實務與應用」（2班）三課群，實施跨領域課群教學之課程行動研究，運用教師協

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教學資源規劃等多元課程教學策略。跨領域課群教學時，運用

社會議題與實際案例探討、角色扮演、小組討論、機構／學校參訪活動、專家講座、影片賞析、期

末考試與測驗等多元教學策略，培養學生具備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現代公民核心能

力。

        本課群的目標乃在於培養學生具備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建立自我尊重以建立自我的價值

感，尊重他人有助於理解與欣賞他人，達到和平相處的境地。關心的主題包括族群議題（例如：種

族、民族、語言等）、性別議題（例如：兩性關係、性別趣向）、社會階級議題（例如貧富差距、

權力關係等）、藉由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照顧弱勢，提升社會「倫理倫理」意識與扶助正義，發展學生

「民主民主」素養與尊重他人的精神。並於種族、性別議題探討的過程中思索「科學科學」之定義與其帶給

人文社會、人類文明之各種倫理性議題。而在授課的過程中，本課程採用極具省思性的教學影片或

紀錄片探討「媒體媒體」與「美學美學」運用於課群推動上的策略與行動，使修習本課程的學生都能具備有

現代公民所需的核心能力素養。

        （一）掌握「多元文化教育」、「性別關係與社會」及「動漫實務與應用」與公民核心能力素

養的相關性與基本概念；

  （二）理解階級、性別、族群關係、原住民教育、鄉土教育、特殊學生、跨國婚姻與公民核心能

力素養的關係；

        （三）知道「多元文化教育」、「性別關係與社會」及「動漫實務與應用」與公民核心能力素

養間的議題發展；

        （四）從事與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性別關係與社會」及「動漫實務與應用」與公民核心

能力素養間討論之專論、角色扮演與專案作品發表與製作。

        （五）提升社會「倫理倫理」意識，發展學生「民主民主」素養與尊重他人的精神。

        （六）藉由課群認知到「科學科學」發展對人類文明所產生的影響。

        （七）能欣賞並透過「媒體媒體」所傳遞出來的策略「美學美學」。

        本課程以課群內其他通識課程教師共同建置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成果分享網站，發表實踐與

研究成果，並至各教師群至自己任教課堂上與本校相關單位（教育系所、高等教育經營管理學程、

通識教育等）課堂上，分享公民核心能力素養成果，於本校教師教育中心、高等教育經營管理學程

等相關研討會，展示本課程行動成果；跨課群學生藉由學術研討會中之期末成果發表會擇優三篇以

海報發表形式，或透過課群網站、課程討論網站BBS與本校E化網站進行學生成果之相互交流。

五、信度與效度分析五、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量化調查問卷採自編「大學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調查問卷」，分

別依據「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五個層面與「課程教學方案」的四個層面，編制問卷內容，透過專

家審定內容效度的建立與預試實施，形成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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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因素分析法與Cronbach’s α信度檢定法進行信效度分析。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各層面

（A：倫理、B：民主、C：科學、D：媒體、E：美學）之信度分析結果顯示，整體Cronbach’s α值

界於0.799~0.896，達.70以上，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在項目分析中，經因素分析後，僅萃取

出單一因素，其構面單一性獲得支持，每個衡量題目的因素負荷量多大於.60以上，且具有將

近50%以上之累積解釋變異量，表示量表題目具有不錯的收斂效度；有效課程教學方案各層面

（F：教師協同教學、G：課程統整、H：學生學習策略、I：教學資源運用）之信度分析結果顯示，

整體Cronbach’s α值界於0.806~0.855，達.70以上，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在項目分析中，經

因素分析後，僅萃取出單一因素，其構面單一性獲得支持，每個衡量題目的因素負荷量多大於.60以

上，且具有將近50%以上之累積解釋變異量，表示量表題目具有不錯的收斂效度。

肆、結果與討論肆、結果與討論

一、以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為主題之課程統整進行課程行動的探究一、以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為主題之課程統整進行課程行動的探究

      （一）計畫與實施      （一）計畫與實施

             1、計畫

        本課群試圖藉由「文化」的概念，探討「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中所導引出的文化差異、多元之

美；「性別關係與社會」課程中所傳遞的性別文化與社會互動之間的關係，以及「動漫實務與應

用」課程中對青少年次文化的掌握與理解，藉由這些文化概念串起本課群的中心思想，並呈現如下

圖4。各核心能力素養與各課程之概念連結亦分別呈現如圖4－圖9。

圖4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跨領域課群「文化」概念統整課程圖

 

圖5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倫理」跨領域課群概念統整課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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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民主」跨領域課群概念統整課程圖

 

圖7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科學」跨領域課群概念統整課程圖

 

圖8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媒體」跨領域課群概念統整課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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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美學」跨領域課群概念統整課程圖

 2、實施

        本課群下各課程教學實施的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內容概念如下表4。

表4

各課群課程教學實施內容表各課群課程教學實施內容表

公民核公民核

心素養心素養
具體目標具體目標 概念架構概念架構

倫理

多元文化教育：

了解社會人際「倫理倫理」意識

性別關係與社會： 了解性別

關係之社會人際「倫理倫理」意

識

動漫實務與應用：了解「倫倫

主要概念：公平正義及人際關懷

次要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族群倫理、

                   性別倫理、差異倫理、

                   人文關懷。

性別關係與社會：性別角色、性別

                               互動、性別與

                               情感、家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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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相關議題

 

                               婚姻

動漫實務與應用：增進倫理觀念與

                               視野（文化倫理）

民主

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民民

主主」素養與尊重他人的精

神。

性別關係與社會：發展「民民

主主」素養與性別平等的精

神。

主要概念：民主法治

次要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民主真諦、

                   種族迫害、政治多元性、

                   差異政治、後殖民主義。

性別關係與社會：性與權力、性別

                               與法律、社會的

                               參與

科學

多元文化教育：認知「科科

學學」發展對人類文明所產生

的影響。

性別關係與社會：認知「科科

學學」發展對性別關係所產生

的影響。

動漫實務與應用：資訊與科

學

 

主要概念：科學發展

次要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科學至上

                    主義、科學迫害理論、

                     科學獨斷論

性別關係與社會：科技歧視

動漫實務與應用：資訊與科學

媒體

多元文化教育：能析辨「媒媒

體體」所傳遞出來的策略

性別關係與社會：能析辨

「媒體媒體」資源與性別關係

動漫實務與應用：瞭解媒體

素養的重要性

主要概念：媒體策略

次要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媒體現象、

                   媒體霸權、造神運動、

                   主流論述、媒體識讀、

                   運鏡策略。

性別關係與社會：性別意涵、自我

                               突破、刻版印象

動漫實務與應用：提升媒體素養之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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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

多元文化教育：能欣賞教學

影片所傳遞出來的「美學美學」

策略。

性別關係與社會：能欣賞教

學影片所傳遞出來的「美美

學學」與性別意涵

動漫實務與應用：了解「美美

學學」素養的重要性

主要概念：美學欣賞

次要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族群之美、

                   差異之美、多元之美、自然

                   之美。

性別關係與社會：性與愛、性騷擾與

                               性侵害防治

動漫實務與應用：豐富視野與視覺

                               感知，擴展美感經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教學具體作法有：1、教師協同教學：採多科協同教學策略，各計畫老師視需要採跨學科協

同。2、鼓勵學生合作學習：學生採異質性分組，鼓勵善用E化網站了解其他課群資訊與學生作

品。3、建立「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跨領域課群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每月定期會議與座談。4、

建立E化教學網站跨學科分享教師教學資源與內容、學生作業與作品。

        （二）觀察與反省        （二）觀察與反省

            1、課程的質變與量變造成原課程上課時間不足            1、課程的質變與量變造成原課程上課時間不足：教師自覺課程時間不足

（訪T1/2013/01/16），課程內容豐富但教學進度稍快（文件/S1-S11/2012/11/11），學生建議未來課

程應從2學分變為3學分（文件/S1-9/2012/11/11）。

            2、學生從五大素養中獲益良多、學生從五大素養中獲益良多：學生分別對素養有不同的反省及思考。在倫理的部分有許

多的議題還在討論當中，答案並非那麼絕對，讓我的想法從非黑即白，慢慢開始可以有了灰色地帶

（文件／S7/2012/11/11）。我們可以了解教育均等的精神並願意支持多元文化性，從自身的文化相

對性來看待世界不同的風俗民情，排除原生文化之歧視與偏見（文件／S15/2012/11/11）。深入了

解科學層面之後，清楚理解科學性別與社會性別之不同，且理解各派分別支持的理由之後，懂得做

彈性的取捨，取其平衡來應對（文件／S1.S4.S8/2012/11/11）。雖然大家一再強調媒體是公民獲得

資訊的一個途徑，但觀眾一不小心就會被愚弄了，現代公民需要有媒體識讀的能力，不可以輕易相

信媒體的正確性與公正性（文件／S20-S23 /2012/11/11）。關於美學，原來我們認為的美，已經被

文化深深地影響意識，否則我們為何不穿著像少數民族一樣，卻是崇拜歐美名牌。我們的美感可能

都被商業及強勢文化所改變，真正的高級或是美麗應該要先自己思考（文件／S39.S42

/2012/11/11）。

            3、多元教學方式提升學習、多元教學方式提升學習：透過不同方式的教學，學生更喜愛學習。利用角色扮演與創意

的方式，引導大家思考之間的問題，不僅僅增加我們探究問題的深度，也增加我們視野的深度和上

課的趣味性（文件／S2-S5 /2012/11/11）。在演講過後的課堂討論中，同學皆極為喜歡如此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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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師貼近的學術經驗，並更能針對實務工作者、理論建立者之思考過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訪T1/2013/01/16）。以辯論的角度來討論各種不同的議題，讓我們學習到在各種不同的地方所面

臨到的又 是不同的面向，而常常都會發生有偏強權的一方，在面對不同事情的時候以很多的方面和

角度去看待，會發現各有各的好壞，而從中去互相尊重欣賞（文件／S27.S28.S42 /2012/11/11）。參

與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各自針對分配到的議題蒐集資料、提出見解，激盪出許多想法；同學的

報告呈現則讓我們了解不同議題的內涵（文件／S14.S17.S18.S34 /2012/11/11）。透過影片之欣賞、

課文內容之探討，以及最後同學的生動報告，這些都讓我們對多元文化的內容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進而知道到要用多方面的角度去看待，思維才會夠廣、夠深，從而建立價值觀（文件／S3-S8.S19-

S26 /20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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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問卷分析個案班級之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討論二、以問卷分析個案班級之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討論

         （一）不同背景變項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背景變項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分析

            1、不同性別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之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中，「性別」變項

在「倫理」變項有明顯差異（p<.05）；從平均數來看，「女生」的「倫理」平均數得分大於「男

生」平均數得分。這是因為早期女性處在父權時代背景下，容易被壓抑，現在時代進步，開始重視

性別平等，所以女生在倫理這方面也比較多想法開始提升（訪S1/2013/01/15）。

 

            2、不同「年級」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情形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中，唯有「年級」變項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民主」層面

達到顯著水準，進一步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大一」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得分是高於「大三」

的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得分，顯示不同「年級」在「民主」公民核心素養得分是有差異，其餘層

面（民主、科學、媒體、美學、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及教學資源運用）則未達

到顯著差異水準。推論大三比大一多學習兩年，念的書也比較多，見到與接觸的事情也比較多。有

些議題都是之前所討論過的，所以感受不像大一新鮮人那麼強烈（訪S2/2013/01/15）。

            3、不同「院別」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情形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中，「院別」變項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倫理」、「民

主」、「媒體」及「美學」層面達到顯著水準，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後得知，「倫理」變項在「管理

學院」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得分是高於「理學院」；在「民主」變項上，「文學院」及「管

理學院」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得分是高於「教育學院」。然而「科學」、「媒體」及「美

學」在不同院別之各組間並無顯著差異。而「院別」變項在其餘層面（科學、教師協同教學、課程

統整、學生學習策略及教學資源運用）則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管理學院在理論課程方面比較多，

也許因為這樣自認為在倫理方面素養較高（訪S3/2013/01/15）。而文學院相對比較注重社會方面相

關科目且接觸較多，感觸也會來的比其他學院高，教育學院學的專業科目比較廣，對自己的要求也

比較高（訪S4/2013/01/15）。

            4、不同「選修課程組別」之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情形

       「選修課程組別」變項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中「倫理」、「民主」、「媒體」層面達到顯

著水準，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倫理」公民素養中，選修組別中「性別關係與社會」對於公民核心

能力素養學習得分是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民主」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選修組別中「性別

關係與社會」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得分是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及「多元文化教育」；

「媒體」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選修組別中「性別關係與社會」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得分是

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選修課程組別」變項在「科學」及「美學」層面則未達到顯著差異水

準。在性別關係課程中，會強調性別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民主變項中。得分相對較高

（訪S5/2013/01/15）。性別關係與社會班別為大一生，在媒體運用部分較大，視覺化的東西也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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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教師協同

教學

課程

統整

學生學習

策略

教學資源

運用

課程教學

方案整體

倫理    .23**    .30**    .32**    .39**    .39**

民主    .17**    .26**    .21**    .23**    .28**

科學    .18**    .22**    .09    .17*    .21**

媒體    .15*    .34**    .36**    .30**    .37**

美學    .24**    .40**    .33**    .38**    .44**

公民核心能

力素養整體
   .24**    .38**    .33**    .36**    .43**

於其他班別。所以在這部分素養得分比較高（訪S6/2013/01/15）。

        「選修課程組別」變項在課程教學方案中「課程統整」及「學生學習策略」層面達到顯著水

準，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課程統整」課程教學方案中，選修組別「多元文化教育」對於課程

教學方案得分是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學生學習」課程教學方案中，選修組別「多元文化教

育」及「性別關係與社會」對於課程教學方案得分是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在「教師協同教

學」及「教學資源運用」層面則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在動漫實務與應用的課程中多屬媒體操作，

較不像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及性別關係課程牽涉的議題層面寬廣，因此在課程的統整上和學生學習上

得分較低（訪S6-S8/2013/01/15）。

        5、其他背景變項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和課程教學方案之差異情形

        其他背景變項包括「大學基測」、「大學學業成績」、「家庭總收入」、「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修習公民素養相關領域」、「選修通識優先考慮因素」及「社團」，對於公

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和課程教學方案上皆無顯著差異情形。

        （二）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方案相關情形之探討        （二）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方案相關情形之探討

        本段在了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各層面相關之關聯性，及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

方案之關係，以Person積差相關分析之。

表5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方案相關摘要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方案相關摘要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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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方案預測作用之分析

        以下分別以迴歸分析檢驗課程教學方案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直接影響效果，詳細結果彙整於

下表。

表6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迴歸預測

依變項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  

自變項 倫理 民主 科學 媒體 美學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教師協

同教學

.227**

(P=.002)

.169*

(P=.021)

.177*

(P=.016)

.153*

(P=.036)

.240**

(P=.001)

課程統

整

.300***

(P=.000)

.260***

(P=.000)

.216**

(P=.003)

.335***

(P=.000)

.403***

(P=.000)

 

學生學

習策略

.321***

(P=.000)

.209**

(P=.004)

.095

(P=.196)

.359***

(P=.000)

.330***

(P=.000)

 

教學資

源運用

.338***

(P=.000)

.228**

(P=.002)

.174*

(P=.017)

.303***

(P=.000)

.378***

(P=.000)

 

**P<.01、***P<.001

            1、課程教學方案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

            （1）教師協同教學

        首先檢定課程教學方案的「教師協同教學」是否會直接影響五種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迴歸模式

的結果顯示「教師協同教學」對「倫理」、「民主」、「科學」、「媒體」、「美學」素養的標準

化β 值分別

為0.227（p=0.002）、0.169（p=0.021）、0.177（p=0.016）、0.153（p=0.036）、0.240（p=0.001），

皆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顯著。

            （2）課程統整

        接著檢定課程教學方案的「課程統整」是否會直接影響五種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迴歸模式的結

果顯示「課程統整」對「倫理」、「民主」、「科學」、「媒體」、「美學」素養的標準化β 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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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為0.300（p=0.000）、0.260（p=0.000）、0.216（p=0.003）、0.335（p=0.000）、0.403（p=0.000），

皆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顯著。

            （3）學生學習策略

        再來檢定課程教學方案的「學生學習策略」是否會直接影響五種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迴歸模式

的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對「倫理」、「民主」、「科學」、「媒體」、「美學」素養的標準化β 值分

別

為0.321（p=0.000）、0.260（p=0.000）、0.216（p=0.003）、0.335（p=0.000）、0.403（p=0.000），

皆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顯著。

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一、結論

        （一）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為主題統整之課程行動的分析        （一）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為主題統整之課程行動的分析

            1、大學課程融入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課程需採取有效課程與教學方案，才得以提升學習興趣

與效能

            2、「跨課程會議」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有助於凝聚各群組課程間的共識與集思廣益

            3、課程設計者需與教學者、學習者充分溝通課程教學策略才有助於發揮教學最大效能

            4、課群之間的整合不一定是學生經驗的整合，需透過課群間循環教學、跨課群分享、跨課

群發表會與網站資源分享才得以達成

            5、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相關議題的大學課程是比較容易融入，各類素養融入課程種類是需

要考慮各類素養與課程知識間的相關性

            6、藉由有效課程與教學方案有助於運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提升學生課程學習動機與效能

            7、學習策略選擇上應優先考慮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日常生活相結合，配合活動性課程與實際

操作有助於加深學生的體驗與省思

 

       （二）課群學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現況、差異、相關與迴歸預測之       （二）課群學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教學方案之現況、差異、相關與迴歸預測之

探究探究

             1、整體而言，「課程教學方案」有助於大學生獲得「公民核心能力素養」

        從該大學課群的研究中發現，「課程教學方案」中的「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

生學習策略」、「教學資源運用」四大策略，有助於大學生學習「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倫理」

與「科學」、「美學」、「民主」及「媒體」五大素養學習。

            2、大學生藉由課群獲得高度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其中以由高至低為「倫理」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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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民主」及「媒體」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依平均得分的整體排序分，由高至低為「倫理」、「科學」、「美

學」、「民主」及「媒體」。不論整體「公民核心能力素養」或「倫理」、「科學」、「美學」、

「民主」及「媒體」各層面而言，大學生藉由課群學習皆獲得高度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認為自己可

以從課程中學到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並會實踐在日常生活上。

             3、「課程統整」與「學生學習策略」高度有助於大學生掌握課程和提升學習動機

       「課程教學方案」中的「課程統整」（教師協同教學、教師循環協同教學）與「學生學習策

略」（以文化為主題課程統整、性別／文化／動漫議題整合、群組課程設計）高度有助於大學生掌

握融入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之課程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教師協同教學」（角色扮演、專題討論、

海報製作與作品製作、學生合作／分組學習）及「教學資源運用」（專家講座、第三機構經驗分享

與講座、E化網站、課群網站分享）則屬於中等程度有助於大學生掌握融入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之課

程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4、藉由課群學習，大學生「女生」的「倫理」素養大於「男生」

        經由課群學習後，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課程教學方案」

中，「性別」變項在「倫理」變項有明顯差異，其中「女生」的「倫理」素養顯著高於「男生」。

             5、藉由課群學習，「大一」學生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高於「大三」

        經由課群學習後，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中「民主」層面達到顯著水

準，「大一」學生對於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顯著高於「大三」學生。

            6、「性別關係與社會」課程在「倫理」、「民主」及「媒體」素養較高於其他課群課程

        不同「選修課程組別」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性別關係與社會」課程學生的「倫理」

的公民核心能力素養是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性別關係與社會」課程學生的「民主」公民核

心能力素養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及「多元文化教育」；「性別關係與社會」課程學生的「媒

體」公民核心能力素養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多元文化教育」、「性別關係與社會」、「動

漫實務與應用」課程學生的「科學」及「美學」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彼此間沒有顯著差異。

            7、「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中「課程統整」及「學生學習」教學策略有效性優於其他群組課

程

        就課程教學方案而言，「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中「課程統整」課程教學方案，對於協助學生掌

握學習內容與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上比「動漫實務與應用」課程更有顯著性效益；「多元文化教育」

及「性別關係與社會」中「學生學習策略」課程教學方案，對於協助學生掌握學習內容與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上高於「動漫實務與應用」課程。在對於協助學生掌握學習內容與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上，

「教師協同教學」及「教學資源運用」層面在「多元文化教育」、「性別關係與社會」、「動漫實

務與應用」課程上則未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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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管理學院」的「倫理」素養高於「理學院」；「文學院」及「管理學院」的「民主」

素養高於「教育學院」

        不同「院別」的學生在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中，「管理學院」學生的「倫理」公民核心能力素養

高於「理學院」學生；「文學院」及「管理學院」學生的「民主」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得分是高於

「教育學院」。然而「科學」、「媒體」及「美學」在不同院別之各組間沒有顯著差異。而「院

別」變項在科學、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及教學資源運用等層面則沒有顯著差

異。

             9、「課程教學方案整體」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整體」有中度正相關

        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的「倫理」與「科學」、「美學」、「民主」及「媒體」各層面間具中度的

顯著正相關。課程教學方案中「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與「教學資源運用」層面具中度的

顯著正相關；其中，「教師協同教學」與「學生學習策略」層面間具低度相關。

        在「課程教學方案整體」與「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整體」具顯著的中度正相關。

            10、課程教學方案的「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顯著影響五種公

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動機

        根據迴歸模式的結果顯示，課程教學方案的「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

略」顯著的直接影響五種公民核心能力素養學習與動機；「教學資源運用」顯著的直接影響四種

「倫理」、「民主」、「媒體」、「美學」公民核心能力素養，除「科學」以外。

二、建議二、建議

        （一）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為主題統整之課程行動的分析（一）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為主題統整之課程行動的分析

             1、採取有效「課程與教學方案」與「主題融入課程」設計，作為發展大學公民核心素養的

策略

             2、運用「跨課程會議」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發展各群組課程間的連結

             3、課程與教學策略必須被課程設計者需與教學者、學習者充分了解以發揮最大效益

             4、跨課群需透過課群間循環教學、跨課群分享、跨課群發表會與網站資源分享等配套措施

以促進學生經驗整合

             5、選擇融入學科應考慮各類素養公民核心能力素養與課程知識間的相關性

             6、需運用有效課程與教學方案來提升學生課程學習動機與效能

             7、學習策略選擇上應優先考慮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日常生活相結合，配合活動性課程與實際

操作有助於加深學生的體驗與省思

            8、課程發展應考慮學習的興趣與日常生活相結合，配合活動性課程與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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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運用「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有助於「教師協同教學」、

「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發展「倫理」、「民主」、「媒體」、「美學」四大素養

           10、科學素養可以採用「教師協同教學」、「課程統整」、「學生學習策略」等方法

三、教學者的省思與成長三、教學者的省思與成長

        課程的發展過程中所有教師與教學助理等團隊獲得許多公民核心素養概念的澄清，藉由彼此合

作與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彼此截長補短，互為一體共同解決問題，藉由計畫、省思、觀察、反省

等步驟，運作課程行動研究，藉以發現問題與解決第一線工作者問題與提升大學生公民核心能力素

養。全體教學者藉由資訊科技與網站分享學習與跨課群的會議與分享，獲取許多公民核心素養的課

程概念與教學作法，逐步獲得教師專業成長與深度的自省，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成為未來潛

在的合作夥伴與課程發展社群，教學助理也從課程中發現自己與課程中大學學生有所轉變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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