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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震  

 

 

筆者與本校郭俊麟（財法所）、張煜麟（資傳所）兩老師共同組成「自由民主與媒

體近用」課群向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申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

力課程計畫」，並獲得通過。郭俊麟老師為績優指導

教師，進行課群的整體規劃，並從旁提供建言。張煜

麟老師與筆者分別開設『媒體與資訊社會』以及『臺

灣與世界：民主法治的發展歷程』課程。 

筆者負責的『臺灣與世界』課程指定用書為臺灣

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所撰寫的《臺灣歷史圖說（

增訂本）》（臺北：聯經，2009 年），並以同著者的《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臺北：玉山社，2014 年）為主要參考書籍。筆者

對該課程設定的目標有三：⑴ 介紹臺灣史研究的最

新成果，提示迥異舊說的視點以為參考，以促進學習

者對吾土吾民的關懷。⑵ 了解過去，方能省思當下

，進而構想未來。通過對臺灣的民主法治發展歷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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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深化學習者的民主素養。⑶ 期使在培養臺灣主體意識的同時，亦促使學習者兼

有「立足臺灣」以及「放眼世界」的胸懷。 

詳細的課程內容與執行經過，可直接參看該課程的教學網站，茲不再贅述（

http://my.stust.edu.tw/project/taiwanintheworld）。於此僅就執行時遭遇的困難與待突破處

，做一簡單的回顧與檢討。 

 

本課程的修課學生主要為電商二甲，另有中國大陸交換學生數名及延修生 1 名。

相對於其他的通識課程，學生構成相對單純。同班同學在討論時因已熟識，於分組討

論時氣氛較易熱絡，而境外生的加入亦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然而，在討論過程中

有時會因學生討論過於熱絡，而影響到上課秩序。 

 

因修課成員眾多，討論時即使已分組，仍無法完全顧及所有學生，造成偶爾互動

有限。有些同學或因容易分心，或因另專注私事，並不積極參與討論。有些同學儘管

有意願參加討論，但因本身性格內向，對發言頗有躊躇。有時則是特定同學發言過於

踴躍。為顧及班上所有成員，授課教師與 TA 需努力調整差異，尋求發言頻度的平衡。

由於每位學生有其個性、學習動機上的差異，故分組討論的成效也因人而異。 

 

該課程的教室 L503 因為只有一出入口，若有同學遲到或早退，皆會干擾授課的節

奏。而上課時間為第 5、6 節，正是用過午餐後血糖升高的時段，無論課程內容安排再

怎麼輕鬆活潑，都難以抵擋睡眠欲求的召喚。課程時段與教室的安排，無形間對教學

成效確實造成了影響，可能的話，日後應有更周全的規劃。 

 

臺灣學生已習慣課堂就是靜聽授課，對於獨立思考或問答辯論並非十分熱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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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往往因過於在意所謂的正確與否，而不敢發言回答。儘管筆者儘可能使用開放式問

題加以詢問，企圖引導修課同學對於歷史有更多不同面

向的理解與想像，但同學對於情境性的問題雖有比較多

的回應，但對於需論述己身想法的詢問則多回以沈默。 

 

現代網路科技發達，有許多課程資訊或學習資料可

以經由網路獲取，但其中許多來源出處頗有爭議。學生

作業的參考資料往往並非依循正規的學術管道取得，內

容頗多謬誤。儘管許多學習資訊其實都可以由指定或參

考書籍中尋得，但甚少有學生充分活用教師的推薦用書

。此應該與網路資訊取得容易，學生對於如何就資料良

莠加以選汰實尚未掌握所致。 

 

本課程使用校方提供的「My 數位學習」系統。授課教師透過該系統發出許多有關

教材、作業規範等學習資訊。但由於學生的交流習慣以 FACEBOOK 以及 LINE 為主，

大多數的同學並不關注自己的校用電郵信箱，造成課後的討論難以建立或延續，必須

另外透過 TA 私下敦促，才能推動作業或討論的進行。 

 

此次執行「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與筆者以往的授課經驗最大的不同點在

於有教學助理協助進行課堂活動以及有兩位協同教師到課堂授課。對於筆者而言，觀

察不同教師的教學方式，可以學習並精進自我的教學方法。而筆者在帶領教學助理的

過程中，亦體會到需加強自身溝通能力的必要。而本課程最需改進的地方是作業的安

排，因本課程著重討論，筆者考量討論次數增加已造成學生負擔，故不另外安排課後

作業，以至於降低了學生課後的自我學習動機。關於此點，筆者將於日後的課程安排

上再做精進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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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修課學生而言，本次課程剛好遇上幾位中國大陸籍學生選修是最為值得一提的

地方。臺灣學生可從與彼等的互動交流過程中，獲得跨界的知識分享經驗，並且從中

體悟到自我能力有待提升與加強的部分。境外生在口語能力與觀點陳述上，相對於臺

灣學生多半來得更為積極且有見地，這是臺灣學生確實應加以見賢思齊的部分。 

此外，本次在課堂中安排辯論比賽是一項很好的嘗試。因為本課程設置之目的為

促進學生獨立思考，而參與辯論的學生在過程中除了可以鍛鍊臨場反應，亦可汲取不

同的觀點與意見，從而加強自我學習。此點在日後的課程安排上應可再予採用。 

而筆者透過其他協同教師的教學，亦認識到課程中增加與學習者的互動對班級經

營而言確有必要。除了影音教材的利用,當多發掘不同形式的輔助教材。親身體驗的實

作確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情緒。結合媒體教育的課群互動確能增加歷史教育的教學成

效。日後應可再嘗試與其他領域的教師進行合作與交流。以上諸點，今後將作為筆者

自我教學能力精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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