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高中歷史教育的創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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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許多高中將州級標準化測驗分數視為該科目的期末考試成

績，但由於測驗時間常常訂在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所以很多老師在這

段時間就沒有東西可教，學生也因為沒有了考試壓力而缺乏學習動

力，剩下的時間也被白白浪費掉了。但也有美國歷史老師利用這段空

白的時間，自行發展不同的教學方法來進行歷史教育，並有效地刺激

學生的創造力。 

有許多歷史老師為了配合州級標準化測驗的施測範圍，常常得在

學期前半段趕進度，也因此跳過或簡單帶過許多學生其實很有興趣深

究的歷史事件及背景知識。像是著名的戰役或是每一個時代的流行時

尚，老師和學生都沒機會詳加討論。所以有一位名叫布萊森．哈維

（Brison Harvey）的高中老師參照了 Google 著名的「兩成個人創新

時間」理念，在學期結束前的一個月讓學生自行發展具有實驗性質的

歷史作品，並將其教學法公開在教育網站上。 

Google 的「兩成創新時間」是指該企業鼓勵員工每天花百分之 20

的時間，自力研發工作之外個人有興趣的項目，該理念後來成功催生

了 Gmail 及 Google+等企業創新服務。同樣的，學生被要求針對個人有

興趣的美國歷史，發展出創新而獨特的作品。學生不能只是用

PowerPoint 來做一場缺乏啟發性的簡報演示，或是拿學術文章來報告

交差，而是得創造出之前在班上從沒見過的創意作品，同時又能兼具

大學歷史課的內容深度。 

對學生來說，決定作品形式是最困難的創意挑戰，其次則是從許

多自己都有興趣的歷史主題中挑出一個最喜歡的來發展作品。因為期

末相對輕鬆，所以學生也有比較多的時間和意願去接受這樣的挑戰。

布萊森老師的教學步驟及方法如下： 

 

一、創造不同的評分標準 

而對布萊森老師來說，他必須事先定下明確的評分標準，才能讓

學生有所依循。但在毫無所悉的狀況下，老師是無法針對這些尚未成

形的創意作品定下評分標準的。所以布萊森老師決定把評分大權交給



 

 

每一個學生，由他們自行訂下標準，老師只要求作品內容必須扣合美

國歷史及其選定的主題而已。 

學生提出的評分標準千奇百怪，但也非常有趣。有人參照古墓奇

兵的電玩模式，強調重現歷史時刻的精確度是最重要的評分標準。也

有學生打算煮出 20 世紀初期美國新移民的日常料理，作品的分數則是

由全班同學試吃之後做出評分。 

 

二、選定主題 

布萊森老師原本擔心自己的想法是在給學生強加作業，在期末的

放鬆氣氛之下，學生恐怕完全不會買單而群起反彈。結果當他公佈這

個想法時，學生們的反應出乎意料的熱烈，彼此在討論和爭搶自己想

要做的主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相信學生對於自由學習自己有興趣

的東西充滿熱情，他們不只想展現自己的知識能力，也想擁有學習的

主導權。 

 

三、面對挑戰 

這個計畫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監督及控管學生的進度。對老師來

說，要同時管理 90 個不同的作品計畫是非常耗時費力的。布萊森老師

為了讓學生保持進度，設立了一個工作日誌，分為學校及家庭兩欄，

每天讓學生紀錄及報告自己的進度，並由老師及家長簽名確認。其次

則是讓學生學會掌握時間表，並且在一個月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

作品內容。有許多學生一開始的想法太大或是太複雜，才進行一星期

之後就發現做不出來或是時間上來不及，所以他們的作品從一部歷史

紀錄節目，縮短成替這個節目拍攝的 YouTube 宣傳廣告視頻。也有學

生在動手之後發現不喜歡自己選定的主題，在和老師討論過後進行修

正。 

 

四、製作成品及設計展示方式 

學生在經過研究及蒐集資料之後開始進入製作階段，此時他們會

發現找不到適合的材料或是缺乏必要的資源來製作自己想要的作品。

有些學生可以自行解決，有些老師可以幫忙處理，但也有些必須被迫

放棄，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也學到了寶貴的經驗。 



 

 

到了最後展示階段，布萊森老師以展覽會的概念包裝，讓學生能

藉由這個活動看到大家的作品，也藉此更了解彼此。學生們確實展現

出驚人的創造力及歷史知識的深度性，像是有學生帶來了一本剪貼

簿，自行蒐羅了美國南北戰爭迄今每一個年代的時裝流行，並且附上

實際的布料式樣。也有學生針對舞蹈的演進拍攝了一部 YouTube 影

片，並且附上每一個舞蹈發展過程的有趣故事。還有一個學生完成了

以大蕭條為背景的電玩，要想獲得更高的分數過關，就得在正確的時

間實施羅斯福的新政內容。 

布萊森老師認為，利用這段空白時間，讓學生在明確的方針之下

自由發揮創意，實際應用歷史知識及資料，將讓歷史教育將更為深化

及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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