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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案教學提供學⽣主動選擇、學習、探究、思考的機會，在⻄⽅中、⼩學已施⾏多年（林吟霞，2010），部分

體制外的學校華德福學校也採⾏⽅案教學策略。透過在八年級歷史課實施「⽅案教學」的⾏動研究，引領學⽣透過

⾃主學習深入史料，經由史料的蒐集與分析，理解歷史事件脈絡，達到史料解釋、判斷的學習表現，進⽽領悟歷史

知識的內涵，拓展⾃⼰的視野。

壹、⽅案教學與歷史教學

⼀、⽅案教學

        查德於1998年指出，「⽅案教學」是⼀種提供學習者根據⾃⼰的意願選擇學習主題，然後規劃學習步驟、選擇

學習⽅法，並在活動中與他⼈共同討論、分享意⾒與成果的學習歷程（林吟霞，2010）。依據德國豐富的⽅案教學

課程發展經驗，對已開始展現個⼈思維的國中學⽣，⽅案教學可引導學⽣培養⾃主學習的精神。

       德國學者K. Frey在1982年認為⽅案教學法強調學⽣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所以從⽅案主題的構思、選擇，到

學⽣分組、⼩組討論、執⾏，以及最後的成果展現與評鑑，均由學⽣主導，教師是以協調者與輔導者的⾓⾊激發並

維持學⽣的學習動機，且觀察與掌握學⽣的學習狀況，在學⽣學習過程中有困難時，提供學⽣適當資源與技巧之協

助（林吟霞，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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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意識提⾼的國中⽣，⽅案教學的⾃主學習取向是⼀個值得在教育現場實施的教學策略。學⽣在⽅案教

學中，⾃主的深入探討鮮活的⽣命活動，讓過去以講述為主的歷史教學，經由⽅案教學策略的實施，使課堂展現情

感、思辨、情景與實踐互動、創新互動的氛圍（殷靜⽟，2008）。

⼆、歷史教學

        學⽣在歷史課的學習，可以⾒到精彩的⼈事物，不論傑出的表現，暴虐的⾏徑，或者深重的苦難，學⽣從中擴

⼤⽣活的經驗，並啟發⾃⼰的⼈⽣態度，歷史教學期望學⽣透過歷史課的學習，能對過去的世界有所理解、欣賞與

撼動，並產⽣上述的轉化作⽤（張元，2006）。

        歷史教育的⽬的在引導學⽣從歷史學習中建構⽣活規準；從歷史事件與⼈物的變遷了解⼈與⾃⼰，找出互動的

平衡點；從⾃主探索歷史因果的過程中培養分析、思考與理解的能⼒。

三、⽅案教學與歷史教學的結合

       「主動探索與研究」是由學⽣⾃⼰主導學習過程，⼀⽅⾯結合新、舊經驗與知識，⼀⽅⾯強調思考與創作，在

這種「主動學習」的⽅式下，學⽣是學習的主⾓。1966年英國歷史教育出現⼀波反思和討論，形成所謂「新歷史

科」運動（周孟玲，1988）。「新歷史科」視歷史為⼀種「旨在探究」的知識活動（林慈淑，2010）。

Jones（1973）認為教導兒童歷史家的技能，並⽤歷史的⾓度思考，教師的⾓⾊是協助學⽣使⽤證據，同時尋找更

多的證據，建立個⼈的假說（Jones, 1973）。歷史課運⽤「⽅案教學」策略，在⾃主學習取向的教學引導下，培養

學⽣「主動探索與研究」的基本能⼒。

貳、課程與教學設計歷程

⼀、課前準備

       研擬教學計畫、安排課程進度、規劃教學活動，訪談⾏動研究的班級導師與國文老師。⽅案實施前先進⾏導師

訪談，了解33位同學性格與學習態度，確定焦點學⽣；另訪談該班國文老師，確認個別學⽣之閱讀能⼒以利後續教

學的指導；同時徵詢家⻑同意。

       教學歷程依主題擬定、發展⽅案、成果發表三個階段進⾏，⼀⽅⾯觀察學⽣之學習表現，⼀⽅⾯探討教師之教

學任務與技巧。教學過程需蒐集資料，如學習單、課堂觀察記錄、學⽣訪談記錄、導師訪談記錄、錄⾳、錄影、照

片、省思札記、學⽣教學回饋單、學⽣成果發表文件、觀課教師回饋單與訪談紀錄等。教學活動結束後，依據教學

過程蒐集的資料，進⾏反思、檢討與分析，同時與專家教授對話釐清觀念，改進教學策略，於⽅案實施歷程中循環

進⾏。

⼆、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為「清末⾄⺠初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內容講述近代中國滿清王朝結束統治⾄中華⺠國初建的政治

變化與衝突，同時說明當時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變遷。編排於原教科書的第三章及第四章，亦為第⼆次階段考試範

圍。研究者將兩章規劃成九個不同的範圍內容，再由學⽣就其所選定的範圍，⾃訂研究主題，規劃學習步驟，選擇

學習⽅法，於活動中與他⼈共同討論，最後進⾏成果分享與交流討論。部分範圍內容無任何學⽣選定，則由研究者

親⾃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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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的教學素材有教科書、學習記錄單（如附錄1）與⾃編講義。學習記錄單依據⽅案課程要求，請各組書寫學

習記錄與研究⼼得；⾃編講義為課程教學內容的統整，協助學⽣有效掌握教學內容。

       課程評量因配合學校段考實施「⽅案教學」，茲將⽅式說明如下：

            1、測驗評量：以個⼈分數計算。

            2、講義評量：以個⼈分數計算。

            3、⼩組學習檔案檢核：學習檔案包含⼩組蒐集之資料與學習記錄單，前者於課間提供⼩組分享討論，後者

為記錄討論內容與⽅案執⾏狀況，⽅案教學完成後由筆者收回評分，以⼩組計算分數。

三、教學設計

       本課程共實施7週14節，教學規劃如下，參考表1：

表1

⽅案教學實施規劃

實施階段 ⼯作項⽬ 教學內容 實施⽅式 節

數

主題形成 1、分組

2、主題選定

1、閱讀課文後各組

學⽣說明課文概要

2、成立⽅案⼩組

3、引導學⽣蒐集資

料

1、請學⽣預習課文，帶領

學⽣閱讀課文文本了解文

義

2、分組，依9個研究範圍

學⽣⾃主擬定主題

3、請學⽣透過關鍵字蒐集

文本相關資料並發表

4節

⽅案發展 1、準備研究進

⾏資料蒐集與

討論

2、進入研究

1、引導學⽣進⾏討

論

2、引導學⽣規劃⽅

案

3、引導學⽣討論⽅

案呈現⽅式

1、依據資料提出⾃⼰的看

法與⼩組討論或提問

2、學⽣運⽤⼼智地圖概念

規劃⽅案

3、提供⽅案呈現⽅式給學

⽣參考

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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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學⽣發表討論

結果

 

4、學⽣利⽤課堂或課餘完

成⽅案

發表成果與檢

討

發表準備 彩排 研究者協助修正⽅案主題

的研究成果演⽰

1節

⽅案發表

成果檢討

發表

檢討

回饋

1、各組成果發表

2、學⽣發表⼼得

3、研究者提出回饋

2節

        （⼀）主題形成階段

            1、引導學⽣以教學主題為起點，了解教材內容，尋找感興趣的主題。

            2、請學⽣⾃主預覽課文，引導學⽣根據已知舊經驗提出對文本的看法並進⾏討論，不懂之處隨時向師⻑發

問。

            3、列出欲探究的主題：引導學⽣依各組感興趣的範圍內容進⾏資料蒐集與相互討論，選定研究主題。

        （⼆）⽅案發展階段

            1、實施7節課，引導學⽣進⾏蒐集資料、討論、分析、提問，逐步統整想表達的內容，接著以選定的呈現⽅

式進⾏⽅案製作。

            2、學⽣提出研究概念與規劃研究⽅向，師⻑為協助者，為學⽣的諮詢對象，適時提供正確史實，引導學⽣

發揮研究精神。

        （三）成果發表與檢討階段

           1、各組依據研究主題發表成果，形式不予設限，只要不違反學校課堂要求，⿎勵學⽣積極展現。

           2、成果發表結束進⾏檢討，⾸先，由學⽣發表看法與⾃我評鑑。再者，由研究者提供看法與回饋，借以加強

對課程的理解；最後，將觀課教師的肯定與建議事項與學⽣共同檢討。

參、結論

       教學實施後分別從三個⾯向提出結論：

⼀、「⽅案教學」運⽤於國中八年級歷史課學⽣之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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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14節課的教學，發現學⽣在歷史教學活動中，學習動機提昇、學習⾏為主動積極、歷史知識學習也加深加

廣。說明如下：

        （⼀）學習動機提昇

            1、學習專注⼒提⾼

        透過「⽅案教學」的實施，學⽣⾓⾊轉變為主動探究的學習者，以⾃主研究的⽅式進⾏學習，他們從課文的字

裡⾏間推敲整段的⼤意，同時進⾏發表。當焦點學⽣突破沉默發表文本⼤意的表現，令研究者與同學刮⽬相看。進

⾏蒐集資料時，學⽣必須⾃主關注資料是否與研究相關、陳述的史實是否正確。學⽣在製作⽅案時⼤部分都有效掌

握諸多細節，如呈現⽅式、表達技巧與最關鍵的內容陳述。顯現學⽣⾼度重視此學習活動，認為這⼀項學習對他⽽

⾔是有價值的，經由師⻑指導，⾃主學習動機有明顯提昇。

            2、積極尋求⽅案完整呈現

        學⽣需對課程內容深入了解，過去的上課⽅式學⽣可以經由師⻑的說明，勾勒出歷史的樣貌，但在「⽅案教

學」的學習歷程裡，學⽣必須⾃⾏透過資料的蒐集、閱讀、理解後，架構出對歷史的認知。期間學⽣會⾯臨諸多問

題，不論是對文本或資料的不理解；或者⼩組合作意⾒相左，皆能主動尋求研究者的指導與協助。學⽣顯現的學習

氛圍就是希望⾃⼰⼩組的⽅案研究能夠完整呈現，對⾃⼰的研究有所期盼，代表學⽣展現出⾼度的學習動機。

            3、成果發表認真投入

    成果發表時，學⽣上臺說明多能表現認真、謹慎與投入的態度，過程中雖然免不了緊張，但也呈現完整的發表，

甚⾄讓觀課教師⾼度肯定發表時所展現的勇氣與嘗試。因此，從學⽣情意層⾯的表現可以看出，實施「⽅案教學」

的確有效提昇學⽣的學習動機。

        （⼆）學習⾏為主動積極

            1、⾃主蒐集⽅案資料

        學⽣在教學當中最重要的學習之⼀是蒐集資料，但網路資源無窮無盡，各⼩組針對主題透過關鍵詞進⾏資料蒐

集，再經由⼩組討論、提問與分析，逐步聚焦到研究主題。期間研究者僅在⾝旁引導，完全由學⽣⾃主搜尋資料進

⾏討論與提問。

            2、⼩組互動討論熱絡

        「⽅案教學」的特⾊之⼀是學⽣⾃主性的進⾏⽅案學習，學⽣間互動討論，雖然曾出現觀點的衝突或理解的歧

異，但討論未⾒停⽌。

           3、運⽤多元⽅式學習

        學⽣在課堂進⾏⼩組討論，並利⽤課餘時間積極蒐集資料，再從對資料的閱讀、提問，進⼀步理解、統整，最

後發表研究成果，換句話說，學⽣以⾃主學習的精神，運⽤多元⽅式進⾏⽅案學習，將課程教材轉化為⾃⼰可以吸

收的素材，提昇歷史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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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歷史知識學習展現廣度與深度

            1、延伸課外歷史知識

       歷史教科書受到上課時間的限制，內容有限，雖然教科書透過置放圖片增加學習的興趣，但仍易呈現片段知

識。「⽅案教學」運⽤在歷史課，提供學⽣⾃主延伸課本概念的機會，學⽣學到⾃⼰感興趣的內容，學到課本沒有

提到卻與課文息息相關的訊息，學到經由資料蒐集開拓⾃⼰的歷史知識。

           2、理解史料蘊藏意涵

       學習歷程中，學⽣經由資料蒐集的分析統整，⾃主架構出課本知識內涵，不同於師⻑賣⼒講述的教學，⽽是經

由⾃我學習將史料蘊含的意義內化為智慧。

⼆、國中「⽅案教學」實施歷程之教師教學任務與技巧

        （⼀）教學準備與規劃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為升學型取向學校，家⻑重視學業成績，因此在實施「⽅案教學」前，徵得導師與家⻑同

意、訪談導師與國文老師對學⽣的認知、規劃課程教學、設計回饋單、對學⽣說明教學⽅式的改變等。對部分重視

成績的學⽣所產⽣的學習焦慮，於課堂上向學⽣解說，並強調段考前⼀定進⾏統整複習。

        在國中階段實施「⽅案教學」必須配合段考，課程規劃相當重要，除考量「⽅案教學」各階段中教師所需執⾏

與注意的要點，同時要掌握課程進度，例如發表準備彩排時無法於⼀節課完成，借⽤該班級⼀次早讀時間搭配完

成。

        （⼆）教師⾓⾊調整與教學專業技巧

       「⽅案教學」重視學⽣的⾃主學習，研究者跳脫教學掌控者⾓⾊，引導學⽣以⾃⼰為主體進⾏學習，體驗到教

師在「⽅案教學」中扮演的多重⾓⾊：期間指導學⽣廣泛蒐集與閱讀資料，引導學⽣理解、分析與統整資料；提供

學⽣⽅案發展所需的技巧或⽅法；解決學⽣⽅案研究中的各項疑惑與困境；協調⼩組⽅案進⾏中產⽣的紛爭；輔導

學習過程偷懶、退縮或逃避之⾏為。「⽅案教學」是學⽣⼀系列的動態學習，每⼀組學⽣的學習狀況不⼀樣，每個

學⽣的投入程度不同，每節課會發⽣什麼問題無法預估，研究者需運⽤不同的教學技巧，讓學⽣在學習歷程得到適

時的指導。

       「⽅案教學」要關注的層⾯是學⽣所有的學習⾏為，整個教學歷程有不安，有惶恐，有憤怒，有感動，更有覺

醒。第⼀次實施「⽅案教學」，學⽣研究範圍⼜是階段考試的課程，不單是⾯對學⽣，也⾯對導師與家⻑可能的質

疑，當教學的初期聽到導師傳達學⽣還是喜歡聽研究者授課的⼼聲時，不安的捫⼼⾃問「⽅案教學」是否適合國中

教學；當學⽣因擔⼼考試進度⽽表達關切時，惶恐於是否真能有效替學⽣進⾏段考複習；當⽅案發表在即學⽣卻出

現偷懶逃避⾏為時，憤怒於學⽣未依循教學進度的安排；當學⽣⾃信滿滿上臺發表，感動於學⽣的勇氣與認真。教

學歷程中，研究者經歷多次⾃我覺醒，始終抱定的信念是學⽣⾃主學習中⾯對的問題所表現的⾏為，正是學⽣成⻑

的過程。學⽣在⽅案發表後對⾃⼰的收穫與改變提出看法：「我得到許多課本以外的知識，因為課本沒辦法仔細地

深入每個事件、戰爭等，而且自己動手查過後，印象也會更深刻，也讓我有機會多練習在大家面前講話，真的很棒

呢！」；「讓我了解到學習不只有一種方式，也不是只有課本上的，應該要多涉獵各種課外的知識，不但對於考試

幫助很大，也真的讓我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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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專業成⻑

        （⼀）「⽅案教學」激發學⽣⾃主學習精神

        成功引導學⽣進⾏⾃主學習，學⽣從蒐集資料出發⽽逐漸掌握課文知識的內容與隱含的歷史意涵，學習歷程由

學⽣⾃主規劃、⾃主執⾏與掌控，並進⾏更多思考與領悟，最終轉化為⾃⼰的內在智能。

        （⼆）「⽅案教學」拓展學⽣歷史學習的廣度與深度

        學⽣依據個⼈的興趣與同儕合作蒐集資料，再從課本延伸學習與教材相關的歷史知識內涵，對不明瞭之處經由

⼩組討論與師⻑解惑得到正確的概念，⽽教學歷程中也因應學⽣不同的學習狀況協助進⾏修正與反思，成功拓展學

⽣歷史學習的廣度。研究者帶領學⽣閱讀文本，並引導蒐集、整理、分析與運⽤資料，學⽣除理解歷史課文內涵，

同時與同學分享研究內容，對資料不斷的理解與思考，加強學⽣歷史學習的深度。

肆、建議

⼀、國中歷史課實施「⽅案教學」之建議

        （⼀）以專題⽅式進⾏

       因學習節數有限，研究者無法隨時提供每⼀位學⽣多⽅的引導與協助；且因各組僅針對單⼀主題深入探索，對

其他範圍的了解，只能透過其他組別同學說明，對課程的全⾯認知不免⽣疏。因此，建議以專題⽅式，例如戰爭、

外交、文化等為研究範圍進⾏專題探索，每學期或每學年實施⼀次為原則，減輕教學進度的壓⼒。

       （⼆）需進⾏⼯作準備

       帶領學⽣進⾏教學活動的過程中發現：學⽣搜尋資料的能⼒不同，教學前需先了解，建議實施前先進⾏⼀學期

訓練，要求學⽣選擇有興趣的⼈、事、物進⾏探究，並規定作業格式與網路繳交⽅式。

       （三）尋求協同合作老師

       教學中學⽣分成13⼩組，研究7個⼩節的範圍，研究者必須分別指導各組的⽅案製作，精神與時間頗感壓⼒，若

能尋求⼀位教師以班群模式協同合作實施「⽅案教學」，學⽣可以得到更專業與有效的指導。

       （四）具備覺知學⽣需求的能⼒

       帶領學⽣進⾏「⽅案教學」的探究學習，雖是學⽣⾃主學習的過程，但期間會碰到無數的困惑與障礙，教師必

須具備覺知學⽣需求的能⼒，如此「⽅案教學」才能發揮引導學⽣⾃主學習的精神。

⼆、對未來教學之建議

       研究者建議未來有意願就國中「⽅案教學」進⾏教學者，可以從不同的⾓度，例如學⽣多元智慧的呈現、⾃主

學習精神的展現等進⼀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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