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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主導」影片教學模式應用於 

師資生「生命教育」課程之初探 
 

王千倖∗ 

 

本文描述應用「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於師培「生命教育」課程的教學

研究。教學研究者發現：(1)反映學生生命經驗的影片和尊重學生思維的思辨

性對話是促進學生信念與態度轉變的要素；(2)「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引

導學生進入「主動」思考與意義建構的學習歷程，並透過作中學的經驗，思考

實施影片教學所需關注的要素；(3)參與本次研究的師資生在擬定討論議題、

提問與引導技巧的方面出現較多的問題，推測關鍵在於教學策略中缺少引導師

資生針對擬定討論議題、提問與引導技巧進行反思性練習。有鑑於此，後續研

究宜針對「提升師資生擬定討論議題、提問與引導技巧」的策略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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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n Learner-Oriented  
Movie-Teaching Approach for a Life Education Course  

in Teachers’ Education  
 

Chien-Hsing Wang∗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er-oriented movie-teaching to a Life 
Education course. The teacher-researcher identifies two key elements to facilitate the 
change of students’ beliefs and attitudes: showing movies relevant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and engaging students in dialectic conversation within the climate of respect.  
By incorporating these elements with the learner-oriented approach,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the process of active thinking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learner-oriented 

movie teaching enables learners to learn by doing and to think about the key elements of 
teaching with movies. However,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 student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regarding proposing issues for discussions, posing questions, and leading 

discussions. The possible reason might be the lack of guid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during 
the process. Thus,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strategies that can promote those abilities of 
the pre-service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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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主導」影片教學模式應用於 

師資生「生命教育」課程之初探 
 

王千倖 

 

壹、緣起 

 
數年前一個師資生六月畢業分發實習，七月初燒碳自殺身亡。猶記得同年五月他

曾堅定地說：「老師！我決定要努力準備考研究所，我要唸博士，當一位大學教授。」

為何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他的想法有如此大的轉折？我不禁自問：「我教他的電腦專

業知識，在他面對生命『困頓』之時，有何意義與價值？」國人根深蒂固的「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思維，使國內教育長期以「升學」為主，強調知識灌輸，

輕忽學生批判思考與自我反省能力的養成，迷失在追求財富、名利與權勢的社會氛圍

中，失去探索生命真諦的動機，導致他們未能以深層觀點反省生命的問題，以致於學

生自殺、殺人的事件頻傳，施暴的年齡層愈來愈低，且手段愈來愈殘忍。孫效智（2004）

指出，傳統文化與道德秩序在後現代思潮的解構衝擊下，所導致的社會價值觀混亂，

讓缺乏批判與反思能力的世代身陷迷霧中，因此，教育需要幫助學生瞭解生命的意

義，進而學會尊重生命。而近年來生命教育的發展，正是對國內長期升學導向所衍生

之教育與社會問題的省思（孫效智，2004，2009；陳立言，2004；鈕則誠，2004；蔡

明昌、吳瓊洳，2004）。 

國內的生命教育雖於 1990 年代末期開始推展（孫效智，2009；陳立言，2004），

但中等教師師培課程的必修科目並未涵蓋人生哲學、生死課題、宗教信念、道德思考、

靈性發展等領域的系統化課程。於是，在 95 學年度下學期，我懷著遺憾的心情，第

一次嘗試師培的「生命教育」教學。曾志朗（1999）強調生命教育應摒除傳統「說教」

模式，改以多元創新的教學法，提升學生批判與反省的思考能力。因此，95 學年度下

學期的生命教育課程以辯論（如：墮胎）、討論活動（如：生命的起源）與志工服務

為主。然師培課程向來被多數學生視為「備胎」，歸類為營養學分，所以，學生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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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所要辯論與討論的議題充分準備，導致辯論與討論深度不夠，難以引導學生深入思

考的生命的價值。多數學生對於志工服務也抱持「交差了事」的心態，而選擇在校內

行政單位擔任志工，並未嘗試跨出校園，服務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因而未能從志工服

務中產生對自我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的省思。教育科技的背景促使我思考「我能用甚

麼媒體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品質？」 

在眾多生命教育教學方法中，影片教學是成本較低、較為便捷，且能反映學生興

趣與社會脈動，符合時下年輕學子學習型態的教學法，例如：精神醫學相關的電影可

以強化醫學院學生對精神醫學疾病症狀的認識，幫助他們深入探究精神病患的心理層

面，促進他們的道德批判思考，體認醫學倫理在醫療過程中的重要性（葉炳強，2000）。

又如：電影所提供的多樣化具體事例，幫助學生克服對哲學議題的疏離感，建立對探

索抽象人生哲學議題的信心，透過電影欣賞討論，教師得以瞭解學生形成假設、進行

思考與推論，乃至獲得結論的學習歷程（吳宜玲，2007）。簡言之，影片教學不僅可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影片觀賞後的討論活動，更有助於學生批判思考與自我反省

能力的養成。於是 97 學年度下的生命教育課程，改以電影和文學作品為教材，配合

討論活動，方案設計與教學演示。學生的期末回饋顯示，「影片欣賞」是多數學生評

價較高的活動，例如：「我覺得透過影片思考滿不錯的阿！由老師提問 讓我們有獨立

思考的空間，然後同學們互相分享。very good！」但學生對於看影片寫心得仍頗有怨

言，例如：「幾乎每一次都要寫心得，對於身為數學系大三的學生的我來說，真的有

點吃力。也許心中還有許多的想法，但是沒辦法將全部的心得都打出來。」也有學生

建議：「或許可以由學生提議看什麽電影，老師可從中得知學生的興趣和關心的問題。」 

學生的回饋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影片教學的策略與模式。影片欣賞雖然比講述法

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看影片寫心得、課堂討論這種最常見的影片教學模

式，仍未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需求，落實「學習者中心」的概念。Tobolowsky

（2007）的研究發現，影片教學中讓學生自己選擇影片，不僅深受學生喜愛，透過自

選影片的活動，學生也可獲得分析性思考的學習經驗，因此，學生自選影片也是提升

學生批判分析思考的有效策略，而且教師得以透過學生自選的影片，更瞭解學生的學

習需求與喜好，從中獲得專業成長。 
再者，國內學者強調每位教師都應透過融入式的生命教育，提供多元觀點與反省

機會，激發學生對自我生命意義的深層思考，關注學生在生命教育方面的行動力（林

綺雲，2003；鈕則誠，2004；蔡明昌、吳瓊洳，2004；孫效智，2004）。換言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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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的生命教育課程應應提升師資生實施生命教育的專業能力。依據建構主義的觀點，

知識的建構無法獨立於應用情境之外（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因為學習是

於知識應用情境中產生的（Spiro, Feltovich, Jacobson, & Coulson, 1992）。杜威的「做

中學」理念也強調，給予實作機會是培養學習者知識應用能力的最佳途徑。師資培育

者應「以身作則」，以己身所倡導的方式教導師資生，提供師資生實際操練的機會，

方能有效提昇師資生學以致用的教育專業知能（Borko & Putnam, 1996；Gay & Kirkland, 
2003；Haefner & Zembal-Saul, 2004；Magnusson, Krajcik, & Borko, 1999）。亦即，若要

提升師資生以電影進行生命教育的教學知能，除以電影作為教材外，也應提供師資生

「影片教學」實際操練的機會，以提升他們實施影片教學的專業知能。所以，本次教

學特別將影片教學分為「教師主導」與「學習者主導」兩個階段，以探究影片教學的

教學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生命教育的內涵 

生命教育是統整知、情、意、行的全人教育（孫效智，2009；張淑美，2005；鈕

則誠，2004；黃思瑜、林楚欣，2009；蔡明昌、吳瓊洳，2004）。孫效智（2009）強

調生命教育是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與提升生命境界的歷程，他以「人為何而生

活？」、「應如何生活？」、「又如何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三個人生課題作為生命教

育的核心，主張藉由探索此三大生命議題，引導學生進入生命的覺察與實踐之旅，幫

助學生理解生命本質的雋永價值，進而珍愛、肯定自我與他人的生命價值，達到「誠

於中」而「形於外」之身心靈統整的目標，成為能夠明辨是非善惡，落實「有所為」

與「有所不為」之生命實踐的自由人。 
孫效智（2009）強調，生命教育必須藉由引領學生針對重要的人生觀與或道德課

題進行系統之探究，強化學生批判思考與實踐反省能力。李偉文（2010）則指出，生

命的改變源自於「感動」，被感動之後所產生的生命力量，才能真正幫助學生達到知、

情、意、行統整的全人教育目標。總之，生命教育不應被當成知識傳遞，而應擺脫「說

教」的窠臼，引發學生的情感共鳴，使其積極參與生命議題的討論，提供學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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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導引其對自我生命意義的深層思考，才能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豐富學生的心

靈，啟迪學生的生命智慧，深化價值反省與知情意行的整合（天下雜誌，2009；李偉

文，2010；孫效智，2009；蔡明昌、吳瓊洳，2004）。生命教育的教學應透過學生所

關切的議題，引領學生透過議題探索，思考個體與自己、他人、環境（其他物種與生

態）、神（宇宙）之間的關係（參閱圖 1），以及自身在這四種關係中的角色與責任，

釐清價值觀，進而在這四個層面建立和諧的關係。 

 
圖 1  生命教育基本架構 

 

二、影片教學的教育價值 

（一）影片教學激發學生情感共鳴，強化學生參與議題討論的動機 

影像是當今社會最具影響力的媒體，新世代學子的生活早已與影像密不可分

（Prensky, 2001）。電影作為影音多重形式結合的第八類藝術，深具直觀的生動性與鮮

明的時代性，極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王文景，2007；方永泉，2003；吳宜玲，2007），

而且，電影作為流行文化常被學生認定是專屬他們生活文化的一部份，是他們最常接

觸、常與同儕分享、能引發其興趣的娛樂媒體，也是最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學生會因

為熟悉而能自在地開啟討論的話題，將注意力轉移到與其切身相關的討論議題，引導

學生以不同的目的與角度欣賞影片與觀察周遭事物（吳宜玲，2007；Marshall, 2003； 
Ostwalt, 1998；Tobolowsky, 2007）。所以，電影是兼具藝術與娛樂效果，富含教育意

義、深受學生喜愛的教學媒體（王文景，2007；方永泉，2003；吳政峰、陳美紀， 2008；

李偉文，2010；吳宜玲，2007；何明蓉，2004；陳正治，2002；賀國英、何禮麗，2010；

己

神

他人

環境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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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光明， 2006；葉炳強，2000；葉聯娟，2005；鄭培凱，1996；鄒濬智，2008；Bluestone, 
2000；Casper et al., 2003；Masters, 2005；Tobolowsky, 2007）。 

再者，電影欣賞實為模擬的「情境教學」。電影的多元取材，富含人文關懷（吳

宜玲，2007；鄭培凱，1996），藉由大量歷史與文化素材的運用，將普羅大眾的現實

生活、歷史事件、自然事物與人文風貌，透過聲光效果重現情境，營造出比文字描述

更為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不僅較文字的描述更直接、更強烈，更能夠傳達情感的意

涵，使其更易感知文化情境，且可經由人類的視覺潛意識帶領觀眾，隨著劇情經歷生

命的邂逅與感動（方永泉，2003；王文景，2007；黃傳永，2011；陳正治，2002；葉

聯娟，2005；Marshall, 2003）。換言之，電影藉由具象的情境，讓學生自然融入劇情

中，與劇中人物一起面對生命的困境與抉擇，建立個人生活經驗與劇情的連結，彌補

學生生命經驗的不足，激發學生的情感投入，引出學生與劇中人物的個人情感連結與

對話，思考自己在類似情境中的可能反應，發展出「感同身受」的情感（李偉文，2010；

Marshall, 2003；Tobolowsky, 2007）。電影所呈現多元的主題與觀點，更可以使不同學

習類型的學生都得以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切入點，積極投入課堂的討論學習。所以，

電影欣賞是開啟各種議題討論的最佳前奏，是激發學生積極參與討論的有效教學工具

（Marshall, 2003；Ostwalt, 1998；Tobolowsky, 2007）。 

（二）影片教學開啟學生的批判分析思考 

媒體素養、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是作為現代公民所必備的基本素養。當

電影引發學生的高度興趣時，教師的提問可以激發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觀

察事物的敏銳度，引導他們思考與課程相關的議題（陳正治，2002）。Walker（2006）

指出，引導學生辨識影片中與課程相關的概念，是培養學生批判分析的第一步。以質

疑和批判的態度欣賞影片，促使學生思索歷史發展的可能性與多樣性，藉由分析比較

過去與當代的社會政治議題，更可以刺激學生的反省批判思考，重新檢視自己對歷史

現實的看法，透視潛伏在歷史表層下的真相，審慎分辨歷史真實與歷史想像（王文景，

2007；鄭培凱，1996；Stoddard & Marcus, 2010；Walker, 2006；Woelders, 2007）。因

此，教學中適切地運用電影，配合高層次思考問題的導引，可啟迪學生的思考，培養

學生批判思考的主動學習態度與習慣（吳宜玲，2007；鄭培凱，1996；Bluestone, 2000；

Marshall, 2003；Stoddard & Marcus, 2010；Tobolowsky, 2007；Walker，2006；Woelder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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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應用於歷史教學中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印象，更可提升學生的歷

史批判素養，強化歷史探究的興趣與能力（王文景，2007；鄭培凱，1996；Stoddard & 

Marcus, 2010；Walker, 2006；Woelders, 2007）。電影是一種文化載體，電影透過集體

創作重建歷史場景，呈現文化的思維脈絡，映攝文化傳統與歷史文化的關係，藉由情

節發展讓劇中主角現身說法，充分反映不同的人在歷史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模

式和對政治經濟文化的思考判斷，是探索普羅大眾生活思想與社會思潮變化歷程的社

會史料，有助於學生對某個時期的社會文化與歷史建立深刻的認識（吳宜玲，2007；

葉聯娟，2005，鄭培凱，1996；Walker, 2006；Wineburg, Mosborg, Porat, & Duncan, 

2007）。電影不僅是富含歷史文化意義，也是反映人文關懷的藝術（吳宜玲，2007；

鄭培凱，1996）。電影是創作者對生命的自我實踐，反映創作者的價值與智慧，透過

影像具體呈現道德與情感抉擇情境，挑戰觀眾既有的世界觀（吳宜玲，2007；鄒濬智，

2008）。當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創作者如何透過劇情影響觀眾時，學生就不再是被動的

觀賞者，而是會分析思考的主動觀賞者（active viewer），開始觀察、思考與反省「生

命的意義」和「是非善惡的倫理責任」等普遍而深刻的人生哲學議題，有助於批判分

析能力的發展（吳宜玲，2007；鄒濬智，2008；Walker, 2006；Tobolowsky, 2007）。

Marshall（2003）強調，道德反思需要學生情感與理智讀真實投入，電影藉由具體的

影像賦予道德兩難問題生命，不僅引動學生的情感，更足以促使學生在道德反思歷程

中體認道德抉擇的複雜性，藉由批判性的道德反思歷程，學生建構道德倫理的意義與

價值，提升倫理反思的能力（Marshall, 2003）。 
生命經驗本是錯綜複雜，關乎生命的人生問題不可能有整齊畫一的標準解答。電

影深刻地探索人生處境，觸及生命中個人的生命在複雜，甚至是壓迫性社會關係中的

掙扎，劇中主角經歷的困境、悲傷與生命的轉折，不僅可以激起學生的情緒波動產生

「感同身受」的體驗，也呈現在社會文化脈絡中，不同的人處理生命問題的態度與人

生觀，因此，以電影作為生命教育的教學素材，不僅凸顯人文關懷的重要性，也給予

學生機會思考變動的人生處境，以及多元角度的思考（王文景，2007；李偉文，2010；

黃傳永，2011；簡光明，2006；葉炳強，2000；鄒濬智，2008；鄭培凱，1996；Bluestone, 

2000）。因為電影的詮釋是多元且無標準答案，每個人都會依據自己的生命經驗賦予

影片內容意義，建構出不同的詮釋（Marshall, 2003；Ostwalt, 1998），電影欣賞之後的

討論雖未必能依循教師所預設的方向進行，但學生往往在討論中分享教師所忽略的概

念與主題，使討論內容更豐富而紮實（Marshall, 2003），也為學生開啟一扇書本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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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的「思考之窗」（Tobolowsky, 2007）。 
綜上所述，電影不僅是最受新世代學子喜愛，能激發他們學習動機，促使他們更

認真參與課程學習的教學媒體。電影也是具具彈性與多元化的啟發性教材，能刺激學

生批判思考，給予學生深入思考的學習機會，促進學生自我學習的成效，因此，影片

教學是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教學利器，可促進學生對生命教育議題的批判反思，

建構自身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三、影片教學成效的關鍵要素 

（一）影片的選擇 

如何有效地應用電影激發學生深入探究的學習動機，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問題解

決與知識應用的能力，是推廣影片教學必須審慎思考的重要議題（Stoddard & Marcus, 
2010）。影片的選擇是影片教學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教學者在影片的選擇時，必須清

楚掌握其所要關注的議題，扣緊學習內容，且能與學生的舊經驗連結，而非以教師個人

的喜好挑選影片（Marshall, 2003；Stoddard & Marcus, 2010）。以生命教育為例，生命

教育必須能引領學生透過探究個體與自己、他人、神、其他物種或環境的關係，反思個

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與道德議題，因此，在電影的選擇必須能反映學生生命經驗中必須

面對的價值衝突與道德議題為主，方能引導學生從劇中主角面對衝突的歷程中學習如何

做合宜的判斷與決定。例如：「街頭日記」描述的是一位女老師為實踐社會正義的教育

理想奮鬥的歷程，對師資生而言，一方面感受官僚體制對教育實踐的牽制，但另一方面

又可從女教師努力不懈的成功經驗中獲得實現個人教育理念的希望。其次，生命教育影

片的選擇也必須配合當代社會發展的趨勢，引導學生反思社會發展之於個人生命與社會

群體生命的影響，例如：現今社會以科技發展為核心，而影片「人工智慧（AI）」則提

供學生思考科技發展的倫理議題。然而，若僅於課堂播放影片，而未提供學生對話與思

考的空間，再好的影片也將只是「娛樂媒體」，失去其教育價值（吳宜玲，2007；簡光

明，2006；鄒濬智，2008；Stoddard & Marcus, 2010）。 

（二）提問與帶領討論的技巧 

電影欣賞之後的議題討論活動，是提升學生批判與自我反省思考的關鍵。鄒濬智

（2008）強調，教師所設計的討論議題必須符合課程目標，貼近學習者的心理經驗，

以及反映社會脈動與潮流，方能於觀賞電影的同時給予學生機會教育、闡發電影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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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正面或負面實例，加深學生的印象，使其能應用所學於實際生活上，強化其知識

應用的行動力。教師若善用引導問題，帶領學生學習從電影欣賞中辨識與課程相關之

關鍵概念，或有助於問題解決的重要資訊，不僅可以避免學生霧裡看花，也可以訓練

學生擷取影片重點的能力（吳政峰、陳美紀，2008；吳宜玲，2007；陳正治，2002；

Bluestone, 2000）。Casper 等人（2003）指出，讓學生指出影片中所描繪與課程有關

的主題，是給予學生應用所學概念的練習機會。Marshall（2003）發現，讓學生改寫

電影的結局，或改寫劇中令人感到困擾、困惑的情節，可使教師更瞭解學生及其價值

觀，有助於後續的思考引導。 

在討論過程中，教師必須容許不同的觀點、詮釋與評論，避免一面倒或由某些學

生主導的討論情境。教師應積極邀請較少發言的學生，分享他們的領悟、詮釋與觀點，

讓所有的觀點都能在討論中得到應有的展現機會（Tobolowsky, 2007）。透過教師與

同儕間的相互提問，可引領學生進入主動探索歷程，在腦力激盪中對既有的觀點產生

反思，澄清自己的價值觀，促進學生在不同的議題上深度思考，學習做判斷，強化學

生的批判思考與自我反省的能力（吳宜玲，2007；李偉文，2010；何明蓉，2004；林

純言，2006；陳正治，2002；賀國英、何禮麗，2010；Casper et al., 2003)。教師不僅

要善用影片中不符合一般常理的科學現象或與相關歷史文獻衝突的情節，設計引導問

題幫助學生覺察影片所反映的關鍵討論議題，更需要透過分析性、統整性或評鑑性的

問題，挑戰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分析能力，激發學生深入探究的學習動機，促進學生的

知識建構歷程（吳宜玲，2007；李偉文，2010；葉炳強，2000；鄭培凱，1996；Marshall, 
2003；Stoddard & Marcus, 2010；Walker, 2006；Woelders, 2007)。簡言之，教師的提

問與帶領討論的技巧是影片教學能否促進學生批判思考的重要關鍵（Weerts, 2005）。  

 

參、研究設計 

 

一、之前影片教學的反思 

1. 教學觀察與學生期末回饋 
（1）多數學生喜歡生命教育課程使用影片教學 

（2）有學生反映學生也應擁有影片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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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理論反思 
（1）Tobolowsky（2007）：讓學生自己選擇影片，不僅深受學生喜愛，透過自選

影片的活動，學生也可獲得分析性思考的學習經驗。 
（2）Casper 等人（2003）指出，讓學生指出影片中所描繪與課程有關的主題，

是給予學生應用所學概念的練習機會 

（3）每位教師都應具備生命教育的教學專業知能（e.g. 蔡明昌、吳瓊洳，2004） 
（4）建構主義：師資培育者應以己身所倡導的方式教導師資生，同時提供師資

生實際操練的機會。 

二、教學策略 

1. 以教師主導之影片教學作為示範（六週：一週觀賞影片、一週討論）： 
（1）影片：讓愛傳出去、街頭日記、人工智慧 
（2）依據影片設計擬定討論問題，以「街頭日記」為例：「甚麼是生命的改變？」、

「讓那些學生的生命有所改變的關鍵因素為何？」 

（3）課堂討論：除預定的議題之外，依據學生的問題與回應，進行延伸討論，

例如：「街頭日記」中古老師付出甚麼代價？（婚姻破裂），導致她婚姻破裂的因素是

甚麼？ 

（4）開設網路討論版，鼓勵學生將心得、感想和問題 po 在討論版（網路討論為

自由參與） 

2. 生命教育方案設計（四週，讓各小組可利用這四週的課餘時間準備小組「影片

教學」） 
（1）讓小組利用課堂時間共同設計學習活動（以帶小活動為主，與影片教學無

關，因為影片教學僅是生命教育其中一種教學方式），進行教學演練，培養小組合作

的關係與教學實務的能力 

3. 小組影片教學（六週） 
（1）各組利用課餘時間依據所選的影片擬定討論問題 

（2）各組自行決定影片教學的形式，例如：第一組在播放影片之前，先針對影

片內容進行簡要的介紹（這是教師示範教學中沒有呈現的部分） 
（3）討論活動：由小組帶領（由於在小組帶領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的回應值

得再深入討論，但負責帶領的學生卻急著按著他們預定的討論問題進行，未能針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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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的回應進行延伸討論，所以，教學研究者有時會在討論過程中介入，提出討論議題，

但這也造成教學活動延誤，影響其他小組的教學活動） 

（4）針對每一組的影片開設討論版，請小組將未討論的議題 po 在網路上，鼓勵

學生參與討論。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由於每學期皆會依據所開設的課程自行設計課程回饋問卷，以作為課程修正的依

據，所以，此次研究將期末教學回饋網路問卷中關於影片教學的部分作為主要的研究

資料，問卷的問題如下：(1)請詳細説明你對本學期生命教育課程使用「影片教學」的

看法；(2)本學期前半段課程的影片教學是由老師帶領，後半段課程的影片教學是由各

組帶領，請詳細說明這兩種模式對你個人的學習影響；(3)請針對這學期的「影片教學」

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4)這學期看過不少的影片，請寫出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影片片

名，並說明原因；(5)承上題，請針對影片內容，列出你個人希望和同學們（或是你未

來的學生）討論的問題；(6)請詳細說明你們小組準備影片教學的歷程。有鑑於以往學

生問卷的回饋都十分簡短，所以，教學研究者自 97 學年度起，都會利用最後一週的

上課時間與學生進行一對一的個別談話，談話內容仍以針對課程提供建議與回饋為

主，因此，本次的研究也將期末的學生各談話的資料列為研究資料，主要是以之與問

卷資料交叉對照分析，彌補問卷資料的不足。此外，網路討論（自由參與）以及由學

生針對自己的學習與收穫自評，兩者是教學研究者行之有年的教學活動，而期末的「生

命教育自由創作」作業則是反映學生的學習收穫，因此，教學研究者也將這三項列為

研究資料。所以，本次研究的資料來源涵蓋期末教學回饋網路問卷、期末學生個別談

話、學生的期末作業、網路討論、學生自評等資料。 
為瞭解學生對「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的觀點，嘗試從學生的回饋中，瞭解「學

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模式的教育價值，故先以開放式編碼進行研究資料的分析，再

依照編碼結果形成分析主軸，分析的主軸如下：影片教學的價值、「教師主導」之影

片教學的優點與問題、「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的優點與問題、學生的學習參與狀

況、學生的學習收穫。茲舉問卷內容分析為例說明（請參閱表 1）。最後，針對分析結

果予以詮釋，並引用學生的資料以佐證。為求清晰，所引用之學生資料皆以代碼標註

資料來源，例如：Q：問卷；SA：期末自評；A：作業；O：線上討論，而英文代碼

之後的數字則為學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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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問卷內容分析編碼範例 

主軸 分類碼 範例 

影片教學

的價值 
促進自我反省 由影片情境去帶入生命意義的反省是很好的，因為在每

個人的生活中……只在於事情的解決，但很少去思

考……所以用影片情境的方式來進入可思考的問題，是

很好的(如自已對於自閉兒的反思，就是由此影片的播放

中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對於自已的生命意義有很大的

幫助（Q04）。 
教師主導

之影片教

學的優點 

討論議題較具

思考性 
由老師帶領時，通常能討論到比較深刻的思考型問題，

而且老師對課程方面準備相當妥當，所以能夠毫不拖泥

帶水的進行課程，並且能給予同學較多的問題回饋及討

論（Q12）。 
學習者主

導之影片

教學的優

點 

促進學生自我

訓練思考的廣

度 

後半段各組帶領則是我們看完所選的影片後，自己想問

題讓大家討論。我認為自己帶一個影片想到的東西會比

老師直接提出問題來的多……「狐狸與我」這部影片，

可能是我沒有養過寵物，看完後比較沒有體會到人與動

物間的感情，只想到一些保護動物的議題。最後我發覺，

我很像在思考過程中沒有把狐狸當人來看，所以我重新

思考後就有一些別的體會（Q11）。 

 

肆、討論與反思 

 

一、影片教學激發學習動機 

曾志朗（1999）強調，生命教育的教學應以啟發為主，而非說教，因為「教條式」

的教育，其結果往往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難以達到「知行合一」的目標。相

較於生硬的學術知識論述，電影透過劇情發展所提供的意境，將平凡的故事，以藝術

的型態呈現所創造的學習樂趣，能激發學習動機，直接觸及學生的心靈，使學生沈浸

在劇中人物經驗之中，進而產生共鳴，讓學生的學習更為投入與專注（王文景，2007； 
方永泉，2003；吳政峰、陳美紀，2008；李偉文，2010；吳宜玲，2007；何明蓉，2004；

林純言，2006；陳正治，2002；賀國英、何禮麗，2010；簡光明，2006；葉炳強，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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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聯娟，2005；鄭培凱，1996；鄒濬智，2008；Bluestone, 2000；Casper et al., 2003；

Masters, 2005；Tobolowsky, 2007），參與此次研究之學生的回饋資料顯示，影片教學

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使他們更能專注於學習。 

使用影片觀賞，比較能引起我的熱誠……在課程上，影片是最能帶人進入議

題與討論的媒介，可以在最有效的時間點內，進入討論。因為在課堂上會一

起完成影片瀏覽，進而一起討論，不會有進度不一的問題……使用電影會比

課本來的有趣，也會比較容易專注……（Q05） 

在剛開始時我覺得不錯，很輕鬆，不過這是我剛開始對一般影片的認知，就

像是很令人放鬆的休閒娛樂。不過在上完課後，經過老師和同學所帶的影片

分享後，才發現，這才是真正看電影。是用心，認真的去看，每個環節都有

值的我們思考還有學習借鏡的地方。以前僅是大略看過去，欣賞它的劇情，

現在較會去從影片反思一些問題，主動反思的能力有變好些……（Q13） 

簡言之，影片教學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學生學習投入的有效教學法。然而，若

只是激發學生的興趣，而無法刺激學生思考，則其效果可能如同將種子撒在石頭地，

即便發芽也很快就枯乾，因為得不著滋潤，當下的感動可能很快就消失。所以，影片

教學的成效不能只提升學生的興趣，更須促進學生對自我生命的省思，教學者必須掌

握促進學生自我生命經驗反思與改變的關鍵因素。 

二、以影片教學促進自我生命經驗反思與改變的關鍵要素 

（一）影片討論宜著重思辨性心靈對話 

學者們指出，討論活動是凸顯影片教學的教育價值，促使影片教學成為思考性的

學習活動的關鍵（吳政峰、陳美紀，2008；吳宜玲，2007；陳正治，2002；簡光明，

2006；Bluestone, 2000；Casper et al., 2003；Stoddard & Marcus, 2010），適切的議題討

論是影片教學促進學生思考不可或缺的要素（鄒濬智，2008）。Tobolowsky（2007）

也指出，教師實施影片討論時，必須容許不同的觀點、詮釋與評論，讓所有的觀點都

能在討論中得到應有的展現機會。在學習者主導的「姊姊的守護者」影片教學中，雖

然因為教學研究者的介入討論，使討論活動未能依照該組既定的方式進行，讓該組討

論活動的主要設計帶領者 Paul 略有遺憾，但 Paul 也肯定當天討論內容的價值--提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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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思考點。期末訪談時，Paul 表示希望能將當天的課堂討論內容錄音拿給自己的

母親聽，他希望討論的內容能幫助自己的母親。Paul 在期末的問卷中寫道： 

其實對自己所介紹的影片感覺是很不錯的。雖然因為時間的不足，無法在課

堂上讓大家觀賞製作的續集，但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去看吧（希望...），不論如

何，我想大家看完之後，多少都有想到一些，如果我遇到生離死別時該怎麼

辦，這是一件大家不想遇到，卻又是一定要經歷的事情，因此希望大家可以

去思考，而 XX 的帶領和老師的生死觀，也讓我聽到一些原本我所沒有想到

的問題，可說是如雪球般越滾越大，那一節課所聽到的東西相當多，而且也

都環環相扣。（Q01） 

Paul 的分享支持前述學者的論述：影片教學中的開放性的討論是提供學生多樣性的觀

點的策略。然而，如何引導學生從多樣觀點深入自我反思的歷程，觸發自我改變的契

機，則是影片教學的核心。 
「街頭日記」影片教學歷程中，在教學研究者所營造之相互尊重、師生對等的影

片討論氛圍下，教學研究者所使用的反詰性思辨對話策略催化 Linda 的信念轉化。「街

頭日記」是一部依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描述一位美國教師協助住在貧民區不同族

裔的學生突破「環境」的限制，發展個人潛能的歷程。教學研究者選擇「街頭日記」

作為教材，主要是因為在升學主義掛帥的華人文化中，不少學生總覺得自己的人生是

由父母、師長、環境所主導，自己毫無選擇的空間。教學研究者希望藉此影片幫助學

生瞭解「再怎麼惡劣的環境，每個人都擁有選擇權」。在課堂的討論中，Linda 質疑：

「人真能突破『環境』的控制嗎？」教學研究者當下並未直接給予正面的回應，而是

以該問題為核心，營造一連串的反詰對話。Linda 在期末問卷中寫道：「老師丟的問題

我都很喜歡，就覺得這真的值得我們去思考，尤其是引導式的問句，讓我更有方向，

但又不至於被影響到失去自我。」（Q08）在當天的反詰性對話中，Linda 對自身生命

的省思，使她覺知「環境」不是決定她命運的關鍵因素，自己是擁有選擇權的自主性

個體，體悟自己以往逃避選擇是一種不負責的行為。期末 Linda 以「抉擇」為題的作

品呈現那一天的課堂對話對她的影響： 

這是一個震撼的問題；2009 年 10 月 20 日巨觀的看待自己的生命……人生中

更多的抉擇是被迫，起碼我這麼的活在這世界……每一次選擇都像是在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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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酒，說說，就算了，最後索性不選……把所有矛頭指向環境的被動影響……
是最不負責任的生命體……就是我。2009.10.20 的下午……我低頭深呼吸，覺

得這呼吸好奢侈，不願意認真活下去的人，怎麼有資格去爭一口氣來吸，於

是我抬起頭，對著台前的老師，我點了點頭，露出感恩的笑容。自己能改變

自己都已經很難了，台前的這個人居然能改變我……突然變得不是那麼重

要，我說環境……我是能抉擇的……而我也願意改變……享受抉擇，享受人

生……（A08） 

建構主義強調，學習是一思辨性對話的歷程，在思辨對話中，既有的信念與價值觀被

挑戰，促使學習者進入自我反省的歷程，於解構與再建構的歷程中，轉化既有的信念

與價值觀。Linda 從「人沒有選擇權」到「人擁有選擇權，且應享受抉擇」的覺知歷

程，凸顯思辨性心靈對話是命教育影片教學中促進個人信念轉化的關鍵要素。簡言

之，影片欣賞之後的討論宜著重思辨性心靈對話，提供學生思考的空間，方能引導學

生反思自身的想、態度與行為，進而以新的視野看待自身的生命課題。 

（二）影片應能反映學生自身的生命經驗並提供不同的觀點 

Linda 因為「街頭日記」反映他個人面對「環境限制」的內心困頓，引發其共鳴，

進而激發其對「人對自我生命是否擁有選擇權」進行思辨的動機，才有後續的師生對

話的可能性。而學習者主導的「馬拉松小子」影片教學則是因劇中主角的處境與 John
的實際生活經驗中的一位行為與他人迥異的學妹有類似之處，而劇中一般人對主角言

行的異樣眼光和責難，造成劇中主角母子的困境，觸動 John 反思自己和系上同學對

待該學妹的方式，重新思考「誰才是正常？」的生命議題，進而改變他對那位學妹的

態度，不再如他人般的鄙視與躲避那位學妹，而是認真地去聽她說，接納她不同於他

人的行為，學會「尊重不同的生命」。John 不僅在的課堂分享他的改變，也在網路上

提供自閉症的相關補充資料，他的期末問卷和訪談也論及「馬拉松小子」對他所產生

的衝擊。 

由影片情境帶入生命意義的反省是很好的。因為在每個人的生活中，也許在

事情不斷來襲下，只在於事情的解決，但很少去思考，在這樣事情的發生下，

對於自已，對於生命有什麼樣的啟發，所以用影片情境的方式來進入可思考

的問題，是很好的（如自已對於自閉兒的反思，就是由此影片的播放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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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同的想法，對於自已的生命意義有很大的幫助）……我想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就是「馬拉松小子」這部吧……誠如自已之前所說，因為所上亦有

一位學妹有相似的情形發生，所以在看完之後對於學妹的整個態度就會改

變，因為我不能就我的平常去套上他是不正常的，因為他只是就適合他的生

活方式去努力生活而已。有沒有病，正不正常，其實都是在一個社會文化的

框架上去決定的，但，這樣的認定是否對這些比較特別的少數人是好的呢?而
我們又應如何去看待、對待他們呢?（Q04） 

John 的改變是經由瞭解而產生的接納，是不會被「遺忘」的學習收穫，是一種真實的

態度行為改變。相關文獻指出，當影片反映學生的生活經驗時，影片本身就能營造出

促進學生思考的學習情境，幫助學生將自己的實際情形與劇中的情節相互對照，產生

更深刻的體悟，引領學生進入自我反省的歷程，此種學習氛圍與成效絕非教師藉由口

述所能產生而得（方永泉，2003；李偉文，2010，黃傳永，2011；Marshall , 2003）。「學

習者主導」的「姊姊的守護者」影片教學中，組員 Paul 的學習歷程則是另一個支持上

述文獻的例證。 
Paul 的小組因找不到「用腳飛翔的女孩」的影片，而改用教師之前口頭推薦的影

片「姊姊的守護者」。在準備影片教學過程中，Paul 聯想到日劇「一公升眼淚」，他認為

兩部影片是從不同的角度探究相同的議題，所以，Paul 所設計的影片討論是以比較「姊

姊的守護者」和「一公升眼淚」為核心。Paul 在期末問卷中寫道：「挑完了姊姊的守護

者之後，自己想到了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來詮釋這樣的挫折，因此剪了一公升的眼淚裡面

可以有呼應的部分，讓大家來比較兩者之間的差別。」事實上，Paul 家中也有類似的問

題，自己的父、母親對病弱弟弟持不同的想法與態度，導致家庭失和，身為長子的他對

此家庭問題感到困惑，母親的主張與行為與「姊姊的守護者」劇中母親有類似之處。期

末時，Paul 以自身的家庭故事為軸，寫了一篇寫實的小小小說--「改變」作為期末作業，

故事是以「我要改變」作為結束。在故事之後，Paul 寫下他自己的心得： 

在做完我們這組的影片欣賞後，得到的收穫非常多，因此有感而發的寫了這

個故事，整個故事以主角（長子）的角度出發來陳述事情，希望有別於影片

中以病人或是父母為主軸的觀點。寫完之後，我就在想，到底如何面對這個

難題會比較好，是和主角一樣，在一旁看這事情發生然後結束，或是嘗試各

種方法來幫助自己和家人來度過這個難關，或是時而放任不管，時而積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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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有類似的事情發生的話，我不會手足無措，而能夠

坦然面對這一切，不讓自己成為那無助的人，且努力度過難關。並希望大家

如果有空的話，可以給我一些回應：故事中的主角這樣做好嗎？如果好，那

好在哪裡？如果不好，那什麼時候可以改變，怎麼改變？可以聽聽老師的回

應嗎？ （A01） 

Linda、John 和 Paul 的學習經驗與成果都顯示，當影片能反映學生的真實生命經驗，

其所引發的生命感動，更能衝擊學生既有的想法、態度與行為模式，激發學生自我反

省思考，其所產生的效果不是「應該」，而是「我願意」、「我要改變」，這種自發性且

經過思考的態度轉化與思想改變，在學生生命中所刻畫的痕跡遠深於教條式的教育。 

三、以「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強化學習者主動思考的學習經驗 

國內目前的影片教學大多採取「教師主導」模式，由教師依據課程目標挑選適切

的電影，擬定討論的議題，並於影片觀賞之後，帶領學生討論。相較於講述法，此模

式已突破「灌輸」或「說教」的模式，提供學生較多的思考機會，但建構主義強調，

「做中學」是強化學習者知識應用能力的絕佳途徑。曾志朗（1999）主張，教師宜鼓

勵學生去挑選適合他們自己興趣的課外讀物，做為生命教育的補充教材，培養出有思

想會思考的孩子，讓學生主動從學習過程中有所體悟。Tobolowsky（2007）也指出，

讓學生自選的影片，能幫助教師瞭解學生的需求，從中獲得許多學習，其教學效果也

會超乎教師的預期。此次採用「學習者主導」的影片教學，教學研究者深刻感受，將

學習主導權還給學生時，他們的學習更主動。例如：「狐狸與我」小組的 Jane，平日

在課堂上極為安靜，甚少主動發言，但在 MSN 討論過程中，身為小組中唯一的一年

級新生，面對同組一位四年級學姐和二位二年級的學長，她卻一點也不怯懦地積極主

動表達個人見解，有條不紊地主導小組討論，例如：「我們應該都要看過再討論……
那除ㄌ這部，要不要再討論出一個候補……我們也需要有人來導論，放影片前……要

不要在星期二之前就把問題放在網路上? 比較容易抓重點……」，當小組針對放影片

前的導論該由誰擔任的問題，有組員立刻拋出「抽籤」的建議，但 Jane 卻主動表示願

意帶領討論：「我想自願，因為我喜歡動物。」 

學生的期末回饋和問卷顯示，學生普遍認為「教師主導」的影片教學較能切中影

片的中心主軸，因為教師引導討論的經驗較多，所提的問題也較具思考性。但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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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仍是依著教師所規劃的方向進行，是一種被動的學習。而後半段的「學習者主導」

之影片教學，因學生們的經驗與表達能力的問題，其所擬定的討論議題或是語意不

清，或是思考深度不夠，且討論時無法針對同儕的觀點給予適切的回饋或引導其思

考，導致討論活動容易出現冷場。但因必須自選影片和提討論議題，以致於他們從被

動的觀眾、聽眾轉為主事者。為了擬定討論問題，不僅要多看幾次影片，甚至要跳脫

個人經驗的限制，才能掌握影片的重點，發現更多隱藏於影片中的思考點，這種由「被

動接受」轉為「主動思考」的學習歷程，使學生學得更多，學習內容也較多元。 

由老師帶領的時候……比較不會先注意其內容與想要表現的議題，會一股腦

的看著影片……各組帶領，跟老師帶領的影片教學，學到的是不同的東西。

由老師教學帶領是使我們被動的學習……但各組的影片教學……是主動的學

習，要自己提前去設想題目與議題討論，到那時，才會發現原來影片所藏的

思考點很多，會比老師帶領影片時，看到更多影片想帶給我們的訊息。」（Q05） 

以帶領「狐狸與我」的小組為例，雖然他們來自三個不同的系所，卻能於課餘善

用 MSN 討論影片選擇的相關事宜，以及整合討論議題。從其 MSN 的討論內容得知，

在選擇影片時，他們是先上網查詢影片相關資料，雖然組員當中沒有一人看過「狐狸

與我」的影片，但是，依據網路資料判定是探討「人與動物」的議題，小組中一年級

組員 Jane 立即表示：「我感覺這主題不錯，因為動物與人的主題是我們在課堂上較少

討論的。」在課堂中，教學研究者問及選擇「狐狸與我」的原因時，他們的回應是：

「因為之前所看的影片都是關於「人」的影片，並沒有提到人與動物的主題，我們認

為生命教育應該也涵蓋人與動物的議題，所以，選擇此片。」換言之，他們是檢視比

較分析當前的課程內容與生命教育應該探討哪些主題的思考歷程之後所做的決定。 
於擬定討論議題的學習經驗中，組員 Allen 覺察自己受限於以「人」的觀點思考，

以致無法提出不同面向的思考觀點。他在期末問卷中表示： 

因為之前看過的影片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這組來點不一樣的。

討論後決定放「狐狸與我」這部影片。可能是我沒有養過寵物，看完後比較

沒有體會到人與動物間的感情，只想到一些保護動物的議題。最後我發覺，

我很像在思考過程中沒有把狐狸當人來看，所以我重新思考後就有一些別的

體會（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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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們事前充分準備，所選的影片不僅符合課程的需求，也切合他們所設定的

主題，然而，影片教學當天，同儕的反應未如他們的預期。同組的大四學生 Amy 針

對同儕的反應自我反省，認為選片過程中未能考量學生的興趣是主要的問題，她於期

末自評中寫道：「影片播放時可能是因為『狐狸與我』片中，有些描述比較像是

DISCOVERY 一樣，有些同學似乎比較沒興趣於部分片段。我想未來可以適度的再挑

選更好的影片。」（SA03） 
「狐狸與我」影片教學小組的學習歷程顯示，「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不僅提

供師資生「影片教學」實務演練的機會，讓他們的學習不是紙上談兵。在主導整個影

片教學的流程中，他們感受到影片教學與其他教學活動一樣，教師的課前充分準備是

絕對的必須的，例如：挑選影片必須考量主題性、學習者的興趣、多樣性、教學時間，

瞭解影片教學並非教師為填補教學空檔所安排的「娛樂性活動」。 

……跟老師一起看影片，老師只是有時候影片暫停，並出來說幾句話，看起

來很輕鬆。其實不然，在準備影片時，挑選片子的內容和探討議題是要花功

夫的，而且要看過個幾次，才知道重點，跟要傳達給同學的資訊...之類，確實

影片教學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Q06） 

準備和實際帶領教學的歷程也提供他們反思自身決策與經驗的學習機會，學習跳脫個

人的自身經驗，從更多面向思考影片教學，讓學習成為思考和體悟的歷程。誠如

Tobolowsky（2007）所言，讓學生自己選擇影片，可提供學生分析性思考的學習機會，

促進學生批判分析思考能力的發展。 

四、教學研究者的反思 

（一）影片選擇宜關注影片所營造的氛圍 

林純言（2006）強調，要以影片教學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影片的選擇必須以學生

的經驗、興趣與課程目標為考量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教學研究者依據「生命教

育」的內涵，考量學生「可能」關心的議題，以及師資生所應具備的教師專業能力選擇

所播放的影片。例如：以「AI 人工智慧」的影片引導學生思考「科技發展所涉及的倫

理議題」，因為修課學生有一半是工科學生。學生的期末問卷也顯示，影片若能與學生

的學科背景經驗結合，可以導引他們從不同的觀點思考相關的生命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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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這部影片真的非常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讀的是電子系，我

們希望讀的東西可以在未來與生活上面結合，AI 人工智慧也是我們想要達成

的一環。這部影片讓我感受到以一個機器人來說，如果做得太像人類，甚至

做出有感情的程式，會導致出無法避免的後果。在道德上面也很有問題……
（Q02） 

但是，上述的考量皆是從理性思辨的角度作為影片選擇的依據，教學研究者忽略影片

所營造的觀賞氛圍對學生情緒的影響。雖然所選的影片能反映深度的生命議題，也與

學生的生命經驗可以相呼應，但是，影片所營造的氛圍是沈重、悲傷，使學生的心情

感到沈重，有如「烏雲照頂」久久不能散去，懷著「沈重」的心情離開課室，難以帶

給學生盼望。一位學生於期末問卷回饋中表示： 

我非常喜歡用這種方式上課，既輕鬆、又有趣。只是這堂課看的影片大都是

非常嚴肅、沉重的影片，看完影片常常都會覺得心情反而變差了……勵志影

片（讓人感到溫馨的影片也行）可以多一點，爭論性很強烈的影片（至少不

要是個悲劇做結尾的影片）可以少一點……當老師說要自己選擇影片的時

候，我就選擇了勵志影片:「永不放棄」，雖然有一點像是在傳教的影片，但

是它是真的有一個很好的主題、具有正向性，且輕鬆、愉悅，不會讓人看到

最後感到心情也不好（Q02）。 

Tobolowsky（2007）指出，讓學生自選的影片，能幫助教師瞭解學生的需求，從中獲

得許多學習，其教學效果也會超乎教師的預期。藉由此次的「學習者主導」教學研究，

教學研究者得以覺察自身影片選擇的盲點。此外，若非學生自己選擇「永不放棄」，

教學研究者絕不會考慮播放該影片，因為該影片涉及特定宗教的思維。期末分析學生

的回饋時發現，學生們對該影片的接受度頗高，他們自動過濾宗教思維的部分，接受

片中勵志的元素。分析「永不放棄」與其他影片，幾乎所播放的影片皆能提供有別於

學生既有的思維觀點，然其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永不放棄」所營造的觀賞氛圍是帶有

歡笑、力量、陽光與動感。換言之，學生是帶著陽光與力量，而不是「泰山壓頂」般

的沈重心情離開課室，此乃教學研究者未曾關注的焦點。 

（二）應提供持續性的「提問技巧與帶領討論」的練習與反思的學習經驗 

Weerts（2005）指出，教師的提問技巧是以影片教學促進學生批判思考的重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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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分析各組提出的討論問題，以「假設性」的問題類型出現頻率最多，例如：「若

你是凱特，先天的疾病致使自己很可能會死，你該怎麼面對這樣的病情，又該如何調

適自己的心態？」雖然，「假設性」的問題屬於開放性的問題，但學生似乎難以真正

設身處地的從劇中人物的角度回應，仍傾向以旁觀者的理性思考回應問題： 

我想人對於生命，總是有所期待的，更多的是，對於死之世界的無知而覺得

恐懼，記得自已曾有過怕死的感覺，且是臨時性的，又何況這種「有預判死

期」的疾病而死…我想如果是我，會想生命的意義在那，就我目前而言，生

命的義意在於留下更多好的精神(如行善、寫作等)如能在生命終止前完成自已

想完成的，那生命的長短，也就相對不這麼重要了。(O04) 

相較於「假設性」的問題，反思性的問題應該比較能藉由劇情引領學生反省自己的生

命，釐清自己人生的真正需求，如前述 Linda 的學習歷程。但這類型的問題在「學習

者主導」的影片教學中僅出現二、三個。例如：「總教練靠著對信仰的信心從最黯淡

的人生轉為最幸福的人生。在生活上，基督徒靠著是對信仰的信心，你在生活上，是

不是也有著依靠呢？還是你只是單純靠著自己？請問：一個人需不需要這樣的依

靠？」、「劇中一開始小女孩因對狐狸，喜歡而親近牠。到後來似乎想要把牠像寵物

一樣眷養起來，試問在你認為愛與佔有之間的差異為何？」 

學生的回饋也顯示，雖然多數肯定「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賦予他們學習選擇

權，使他們得以依據自己的興趣與認知，選出他們認為符合「生命教育」意涵的影片，

以帶領全班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但是，他們也指出，由於同學們的背景知識與經驗

不足，所提出的討論問題思考性不足，以致於討論活動的成效不好。有學生在期末問

卷中寫道： 

各組帶領我覺得也很有意義，可以讓我們從小組討論去了解到要如何挑選一

部影片，以及要從影片中去找尋可提供同學思索的問題。但有時候可能是因

為同學經驗較不足，有些問題的表達方式可能沒辦法讓他組同學了解，造成

可能在討論問題時會有狀況發生~（Q03） 

顯然，修課之師資生在擬定思考性議題、引導討論與對話方面需要更多的引導學習。

針對此現象，反思整個教學流程發現，「教師主導」之影片教學流程中欠缺引導師資

生擬定討論問題的實作練習，「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流程中則欠缺針對帶領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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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之回饋性討論的學習活動。所以，「教師主導」的影片教學應可修正為一週播放

影片、一週進行影片內容討論，一週讓學生針對所觀賞的影片擬定討論議題，並透過

帶領討論技巧練習，比較不同類型的討論問題所產生的教學/學習效果。此外，擬定討

論問題與帶領討論的技巧提升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透過持續性的練習與建設性回饋才

能促進個人自我反思與自我修正。因此，在「學習者主導」之影片教學流程中應增加

教學回饋與反思的學習活動，針對各組所提的討論問題，提出建設性回饋以修正討論

問題，帶領小組則需針對小組討論活動進行自我反思回饋，提供學生自我修正的學習。 

 

伍、結語 

 

生命教育使用影片作為教學素材，跳脫「說教」的教學模式，較能激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但若要導引學生進入思辨性自我反思學習歷程，教學者必須營造開放、對等

的對話氛圍，視學生的回應，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導引學生。在影片的選擇上也應以

能反映學生生命經驗且能提供有別於學生觀點的影片為優先考量，方能激發學生提問

與思辨的動機。此外，於關注思辨性學習的同時，教學者也應關注影片所營造的觀賞

氛圍帶給學生情緒層面的影響。影片教學採用「學習者主導」策略是另一種引導學生

主動探究生命議題的教學策略，對師資生而言，更是提供他們影片教學實務演練與教

學反思的學習機會。但若要提升師資生實施影片教學的專業能力，教學者宜針對「擬

定討論議題、提問與引導技巧」方面設計更多元化的反思性學習活動。因此，後續研

究宜針對「提升師資生擬定討論議題、提問與引導技巧」的策略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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