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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雄市四維國⼩參與全球虛擬教室（Global Virtual Classroom, GVC），跨國網站製作競賽共4次皆獲獎，2012年

和美國伊利諾州Horace Mann⼩學及泰國曼⾕Rajini⼩學合作完成「Environmental Education」專題，榮獲學術價值特

別獎（相當於全球4-9名）。2013年和美國密⻄⻄比州Harper McCaughan⼩學合作完成「Innovation and

Invention」專題，榮獲全球銀質獎。2014年和美國密蘇⾥州St. Paul Lutheran⼩學及匈牙利的Balatonboglár⼩學，合

作完成「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the Cloud」專題，榮獲創意特別獎（相當於全球4-9名）。2017年和美國伊利諾

州Horace Mann⼩學師⽣聯⼿合作，完成「The Beauty & Sorrow of Food」專題，獲得⼤會評審的青睞，再度勇奪全

球銀質獎（四維嘉斌網，2019）。本文介紹透過GVC全球虛擬教室，雲端跨境合作學習，擴展師⽣全球視野，提供絕佳

途徑。

壹、研究背景、動機與研究⽅法

　　資訊時代的來臨，帶來無限的可能，校園的學習活動，也經由網路虛擬⽽無疆界的特性，能將學習場域觸及全球各

地。本文即是透過全球虛擬教室（Global Virtual Classroom ,GVC）的網路社群組織，達成跨校園、跨國際的活動，不

僅可以縮減實體的空間和時間，更可以貼近體認不同社會文化的差異，且具有雙向溝通互動的學習環境。本文中，學⽣

主要是經由學習共同體的精神，利⽤⼩組學習的探索及討論的⽅式中，提升⾃我「思考」及「學習」的能⼒，從中培養

學⽣發掘問題、分析資料、意⾒表達、解決問題、⾃主學習等，並從學習歷程得到精神上的快樂（佐藤學，2012）。加

上資訊科技的融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由學⽣⾃⾏決定活動的時間、地點及學習速度，與國外團體的交流互動，

共同完成競賽作品，給學⽣在跨國合作學習競賽上，得到深刻⼜難能可貴的經驗。本文（研究）以個案研究及內容分析

作為主要研究⽅法，資料取材⾃GVC官網及歷年專題網⾴、學校新聞稿文件、四維嘉斌網、社群Blog及成果冊等，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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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學習社群為教學團隊，提出歷年GVC參賽個教學分享案例。⾃100學年度成立⾄今已7年，從結合教學理念相同之

跨域教師開始，到發展跨境學習課程，教學團隊樂於和不同領域教師同仁聚會對話，協同合作發展課程，社群教學團隊

逐年發展校本核⼼課程架構圖，其中有4個學年度進⾏跨境GVC專題學習，如圖1.所⽰（四維嘉斌網，2019）。

圖 1.  社群逐年發展校本核⼼課程架構圖

貳、GVC全球虛擬教室賽制介紹

　　GVC為⼀美國主辦之全球虛擬教室學習競賽，⾃2005年迄今已舉辦超過12年，競賽過程中，由主辦單位撮合全球各

地2~3所學校，為⼀隊進⾏PBL（Project-Based Learning）學習，以進⾏跨國與跨領域學科的校園合作；學習主題與⽅

式皆由同組學校決定，並透過師⽣⾃⾏設計架設Google Site網站互相分享學習成果。這項競賽主要是在培養學⽣具備21

世紀關鍵能⼒包含：跨文化溝通、合作、資訊技能、全球競合⼒及全球責任感等。每年GVC參賽期程比照臺灣⽬前學年

度的學制，適合國內國中⼩學參加，主辦單位亦於比賽結果公佈後，主動提供參賽證明或獎狀e-mail給各校，各校可將

檔案套印給每位參賽同學，這份榮耀⾜以證明臺灣學⼦，曾經跨國合作站上國際舞台，實可做為⽇後⼤學學測升學個⼈

申請備審資料⽤。GVC競賽進度（GVC, 2018）如下：

 •       7/1～9/10徵求團隊成員。

 •       9/10前線上報名完成。

 •       9/15～10/3公佈配對伙伴學校(2⾄3校為1隊) 。

 •       9/15～9/30⾃我介紹。

 •       10⽉～隔年2⽉規畫主題，設計Google Sites專題網站。

 •       3/1～3/21編修網站，上傳⼤會Google Sites。

 •       3/21～3/31評審入圍隊伍。

 •       4/1～4⽉底 評審各隊名次，撰寫評語。

 •       5/1～5/5公佈競賽成績。

　　GVC主辦單位⿎勵全球國⼩及國中的教師指導學⽣參賽，學⽣⼈數每校約18～40⼈之間，超過40⼈得拆成兩隊，以

2017年為例，主要參賽國家來⾃美國、臺灣，印度、泰國、匈牙利、肯亞、加拿⼤、⼟⽿其、俄羅斯、捷克、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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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利、巴⻄等國，約30所之國中⼩學。報名參賽之前，各校代表必須先完成團隊⾃我宣誓（Teacher's Oath），以求

參賽能順利進⾏（GVC, 2018）：

        1. 每週和伙伴國家學校互動。

        2. 11/1前不主動的學校，將被除名。

        3. 主導者有責任帶領完成任務。

        4. 知道Google Sites為⼤會指定⼯具。

        5. 告知伙伴，我們的資訊能⼒。

        6. 告知伙伴10~3⽉的重要學校⾏事曆。

        7. 網站成果評審，⾸重合作及智慧財產權。

        8. 願意服從最後成績公布結果。

　　為讓來⾃全球所有參與學校，能有效克服時差問題，⽅便和夥伴學校進⾏非同步PBL，⼤會比賽期間，另外指定使⽤

Edmodo社群平臺課程討論（賽後平臺下架無法查詢），其功能適合⼩學⽣使⽤，⿎勵夥伴學校親師⽣能分別登入，互

動討論課程、分享成果等。⽬前已可使⽤簡體中文版，其主要功能有公告、繳作業打分數、測驗題、問卷調查、建雲端

資料夾、讀取Google Drive 檔案、回應任⼀筆訊息、不定期更改group code確保學⽣資安、建small group 等功能（陳

嘉斌、謝宜勳，2014）。由於⽬前Edmodo中所有課程，賽後無法查歷史資料；但筆者有⼀年曾利⽤螢幕錄製⼯具，錄

下GVC1308之跨境PBL學習之師⽣互動資料及成果。Edmodo功能及學習成果說明，請觀賞以下影片。

圖2. Edmodo社群平臺功能及學習成果說明影片( https://goo.gl/BG5pMo )

參、專題介紹

⼀、GVC1105（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活動過程：

　　這是四維國⼩第⼀次參與這項國際競賽，讓師⽣的環境保護學習成果有機會向全世界⾏銷。在這次的比賽中，與四

維國⼩合作學習的是美國伊利諾州的Horace Mann⼩學以及泰國的Rajini⼩學，三所學校將此次主題定為「環境教育的研

究」。四維國⼩所探討的主軸為國⼟保護知能，對於⽣活週遭的⽔、⼟、林、復育及休閒等議題進⾏ICT教學，三校先以

twiducate教育推特平臺進⾏跨校師⽣互動，再利⽤bubbl.us平臺繪製⼼智圖，導師個別指導學⽣⼿繪⼼智圖、環保海

報、四格漫畫，及帶領學⽣⾄左營洲仔濕地踏查實地拍攝復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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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比賽時間從九⽉開始，⾄隔年四⽉結束並進⾏⼀個⽉的學習成果網站評分，比賽期間2011年底，泰國同時⾯

臨世紀嚴重⽔患，學校復建造成⻑時間停課，三所學校團隊並未因此⽽放棄比賽，泰國直⾄2012年初才歸隊，最後網站

主⾴還是由泰國學⽣完成，值得嘉許。四維國⼩這次參與的師⽣利⽤電腦及英語課，上課時間訓練學⽣專題研究，主要

由1位資訊教師、3位英語教師及5個班的五年級導師協同指導。四維國⼩在教育部100年4⽉頒布國際教育⽩⽪書頒部後，

校⻑和主任也很⽀持教師的專業成⻑，重視團隊教師的教學模式研發，⿎勵同仁參加教育部的國際教育種⼦教師培訓及

⾃主專業社群，經過半年8次的⾃主專業社群聚會討論，教學團隊運作模式已漸成形，學校持續申請教育部的國際教育專

款補助，挹注教學團隊的教材研發。

(⼆)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如圖3.)

圖3.  GVC1105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

(三)學習成果

  1．學⽣回饋：

張OO：1.泰國學生作品欣賞心得：我覺得他們非常的環保，自己製作環保袋，非常實用，還能減少地球暖化。2.美

國學生作品欣賞心得：美國的學生非常認真，每篇報導幾乎都有用圖片，還有去觀察動物，例如：孟加拉虎、海

瀨、水牛和紅太狼，還有觀察綠建築、全球暖化、汽車工業和替代能源，我覺得非常實用!

吳OO： "洲仔濕地"解說員細心的為我們介紹濕地中的動植物生態，我才知道濕地的生態這麼豐富!洲仔濕地就像一

本會動的生態圖鑑一樣，給我許多知識，也讓我更加珍惜臺灣的自然環境了。解說員講解時印象最深刻有：1.珍惜

自然環境動、植物，並不傷害任何生物的觀念。2.各種有趣的小浮萍(世界上最小的開花植物)。3.洲仔濕地中候

鳥、鳥類的生態習性。

2．活動成果網站：(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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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GVC1105成果網站：http://winners.virtualclassroom.org/1105/

⼆、GVC1202（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活動過程：

　 　 與四維國⼩合作學習的是美國密⻄⻄比州Harper McCaughan⼩學，兩所學校將此次主題定為「Innovation and

Invention」。Harper McCaughan⼩學所探討的主軸包含16位古代發明家及7種發明任務，四維國⼩所探討的主軸包含

校園植物新詩及樹屋創作、11個⾼雄在地文化創意產業及7項發明產品等議題，指導⼩朋友共同製作成英語網站來分享兩

國的學習成果，在這次的比賽期間，學校同時獲教育部101年度SIEP國際教育計畫專款補助，在筆者（教師社群主持⼈）

的號召後，廣邀⾼年級導師、英語老師、資優班老師及⾃然老師等組成教師專業社群，有系統建構出國際教育課程及參

賽作品。兩所學校師⽣亦運⽤⼤會指定edmodo學習平臺，進⾏ICT教學及學習互動，學⽣在這樣的PBL學習過程中，學

習了國際素養、英語溝通、資訊技能應⽤及合作學習等⾜以⾯對未來的競爭能⼒。

(⼆) GVC1202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如圖5.)

圖5. GVC1202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

(三)學習成果

  1．學⽣回饋：

蔡OO：我認為在美國小朋友探討的古代發明家中，大都由於生活並不富裕，才會有人運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發明東

西，像阿基米德這樣的奇人便改變了以後人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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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OO：我認為美國小朋友在發明任務中的表現，只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可以讓四周不起眼的東西搖身一變，變得

更好用。

康OO：我認為美國的小朋友的發明，好像比較著重在解決與自己生活經驗相關的問題上，想法很可愛、很能享受生

活的樂趣，例如，如何保管筆或如何舒適的聽音樂…等；而四維國小的小朋友則著重在改善生活不便的發明，各具

特色。

蘇OO：校園植物創作作品我也有參與其中，回想之前櫛風沐雨完成的作品，不知不覺成就感與榮耀湧上心頭，令我

十分高興，俗話說：「吃苦就是吃補」，以前的辛苦，現在轉變為知識，學習過程中使我獲益良多，太讚了！

吳OO：我認為美國小朋友的發明任務，解決了許多生活中的困擾。他們還會先試用看看，把試用結果做成表格，讓

讀者對這項產品有進一步的了解，十分貼心。

洪OO：如果能再一次參與國際競賽，我喜歡再做一次，因為我們可以利用網路即時傳遞資訊的特性，可以對國外小

朋友交換共享美好的環境和文化，這是一個有趣而獨特的體驗。

 2．活動成果網站：(如圖6.)

圖6. GVC1202成果網站：http://1202.virtualclassroom.org/index.html

三、GVC1308（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the Cloud）

(⼀)活動過程： 

　 　 四維國⼩師⽣團隊與美國密蘇⾥州St. Paul Lutheran Farmington⼩學、匈牙利Balatonboglár⼩學師⽣團隊，合作

完成專題研究。四維國⼩⾃100學年度起由筆者帶領，結合校內⾼年級教師、英語教師、資優班教師及藝術與⼈文教師，

成立國際教育專業學習社群，成員再擴及跨校教師和四維家⻑⼈⼒加入，希望藉由團隊教師的合作引導，讓學童關懷在

地鄉⼟，進⽽能介紹臺灣及⾼雄的文化給國外，並能提升國際視野、扮演好全球公⺠的⾓⾊。臺美匈三所國⼩分別就當

地的食物、衣著、⾳樂、節慶、運動等主題進⾏分享交流，學⽣能夠不出遠⾨就與遠在幾千公⾥外的朋友交流，了解伙

伴學校的營養午餐、傳統服飾、⾳樂流⾏趨勢及校內風⾏的運動。

(⼆) GVC1308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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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GVC1308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

(三)學習成果

１．學⽣回饋：

黃OO：當我看完美國及匈牙利小學的成果，了解他們喜歡吃的食物，傳統服裝，運動休閒等。透過影片的介紹，我

也學習到匈牙利的鬆餅的製作方法。

陳OO：在四維國小的音樂活動，只有樂器及合唱的表演，但我看到匈牙利小學有傳統舞蹈表演，希望以後或上國中

能學習舞蹈，讓音樂表演更多元。我也發現四維國小小朋友到日本姐妺校的管弦樂參訪交流時，日本小朋友的聆聽

很專注，態度很有禮貌，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OO：關於「高雄行不行」的主題，我的想法是將高雄的便利交通，介紹給其他國家的朋友認識，而進一步想來這

山、海、河並存的美麗城市觀光。我在寒假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這項功課，包括上網蒐集資料、規劃路線、實

地拍照、畫心智圖，最後畫出海報並貼上照片。非常感謝老師的這項功課，讓我對自己的家鄉有更多的認識，可以

介紹給更多的朋友，另外也謝謝爸媽提供的意見和哥哥的協助，我很開心的完成這項作業！

2．活動成果網站：(如圖8.)

圖8. GVC1308成果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a/gsbi.org/gvc1308/

四、GVC1608（The Beauty & Sorrow of Food）

(⼀)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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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市四維國⼩、美國伊利諾州Horace Mann⼩學透過E-mail與Edmodo、Padlet雲端⼯具聯繫確立主題，介紹主

題包括臺、美農產與食安；四維國⼩內容，包括12項臺灣農產、17項野菜、10項⼩吃、11項傳統冬令進補、校園農場、

⾼雄在地茶園、有機農場、11項食安問題、均衡飲食闖關、全球飢餓四格漫畫等。其中傳統冬令進補主題，在介紹11道

養⽣補品之前，社群教師團隊先參訪中藥⾏、進⽽將每道傳統冬令進補製作成中藥材看板，再於校內實地烹煮，有利於

改善過度使⽤眼睛的菊花亮晶晶茶。⾼雄市四維國⼩特別利⽤校慶運動會邀請全校親師⽣，參加食安均衡飲食闖關，將

過程介紹給美國夥伴學校，共350位親⼦完成，通過者獲得優質⽔果⼄份。兩所學校⼩朋友也訪問了食品專家與科學家，

了解食安問題，並經線上參與問巻與調查，選出臺美兩地影響食安問題，其中重⾦屬、核輻射最受兩校師⽣們關切，正

悄悄進入⼈類的⽣活周遭，成為影響⼈體健康與地球環境最⼤的潛在殺⼿，也呼籲臺美兩地政府與社會⼤眾重視。另兩

校師⽣也關⼼全球食物浪費的問題，師⽣們也提出從⾃⾝做起，包括⽤餐後如何清理，廚餘廢物回收和分類及製作食物

堆肥等，還製作了三種均衡飲食Scratch程式設計⼩遊戲，不僅將食育專業領域議題寓教於樂，讓臺美兩校孩⼦們能輕鬆

獲得相關的知識（⾼雄市四維國⼩國際教育社群Blog，2017）。

(⼆) GVC1608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如圖9.)

圖9.  GVC1608跨境學習合作專題架構

(三)學習成果

１．學⽣回饋：

顏OO：I think I have not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group, but at least I have done my best to

do my own. （我覺得我沒有為我們的團隊做出很大的貢獻，但至少我已盡全力去做自己的事情。）

林OO： I think I can do better, will supplement the narrative content, hope there is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我想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會補充敘述內容，希望有機會參與跨境

合作。）

林OO：I think I learn a lot about myself and I think my learning attitude was okay. （我覺得我學到了

很多關於自己，我認為我的學習態度還可以。）

吳OO： I think in this team, I can do better, can go beyond the self to make the best report, and

for the team to mak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我認為在這個團隊中，我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超越自我，

做出最好的報告，並為團隊做出最大的貢獻。

 ２．活動成果網站：(如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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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GVC1608成果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a/gsbi.org/gvc1608/   

肆、結論與建議

　　本文⿎勵全國各國⼩教師團隊，指導學⽣參與跨國與跨學科的校園合作競賽，藉由和伙伴國家⼩學討論，共同決定

學習主題與交流⽅式，由師⽣⾃⾏設計Google Site專題網站，相互分享學習與成果。⾼雄市四維國⼩近年積極培養學⽣

具備21世紀關鍵能⼒，包含跨國際、文化溝通、合作、資訊技能、全球競合⼒與全球責任感等，希望未來有更多學校師

⽣參與GVC全球虛擬教室競賽，將臺灣與⾼雄市的美好與特⾊，透過全球虛擬教室，跨國合作學習傳遞到全世界。

　　筆者多年來主持教師專業社群的過程中，透過申請教育部SIEP國際教育計畫專款、辦理校內或跨校教師增能研習、

研發跨境學習課程，完成GVC專題成果及製作成果冊等。這些⼯作在等同是額外的，每年需要對更多教師招募，資訊、

英語教師結構成為重要推⼿，務實安排活動會議聚會議程，教學組⻑配合排共同空堂，維持社群夥伴同科同年級，有助

於共備議課對話，更有利協同教學，期望本文能讓全國中⼩學教師參考，開啟師⽣們的國際視野，亦能提昇學⽣PBL學習

及合作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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