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次的自主學習，作為計畫召集人，迄今我仍覺得這是場奇幻旅程。 

我想先從我自己觀察這次去新林國小學習的過程觀察開始：就我個人觀察，我認

為下面三點若未來仍有機會入校，我們需謹慎處理： 

1.對國小生的瞭解程度：因本校主要司職中學階段師資培育，外加國小階段並無生活

科技領域課程(僅依賴總綱提到的生活科技素養)，所以當我們團隊進入新林國小後，

與學生互動上最典型出現的問題就是時間掌握度。此外，面對國小學生的應對進退有

時候也顯得不流暢，這些都需要未來針對目標受眾有更深入的瞭解。 

2.教材內容：從這次教學經驗與後測結果而論，雖然國小生對我們教學是有明顯吸收

的，但一方面在上課時部份同學的回答或許正確，但超出我們預料之外；亦有部份我

們上課時表達不清(如：針對中斷的描述)的內容變成同學在綜合應用章的癥結，這些

地方都有待我們去改善，也呼應我們第一單元所提的問題。 

3.視訊擷取裝置：這部份恰好是我主責，主要是因為經費問題和缺乏事前實際裝置測

試，一開始僅有兩台攝影機，到最後一堂課才加入麥克風。我相信許多團隊成員回撥

影片時應該也有發現三次活動的問題，另外因為現場拉線的限制，時見同學玩弄擺在

地上的線條，甚至分心注視攝影機。此問題或許很難避免，但或許可作為後續課程精

進的思考。 

此外，婕茹第三堂課前將我們其中一組麥克風解體，未來設備採購上實在該多看

一下評價… 

接續就教材部份分析：首先就教學內容而論，從我第三者立場觀察，我覺得真正

困難的過程是我可以抓到他們表達上有缺漏地方與小四學生可能會有理解困難的地方

(如：婕茹一開始對專有名詞的詮釋、翊堯 PPT 內容學生是否可以理解)，但我們要的

是解決問題而非拋出問題，如何將其轉換為小學生可確實理解的內容這點就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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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在許多場的工作坊中，團隊經歷許多討論、思考，最終將可行的文字推敲

出來。這種事情的成就感，絕對不亞於小弟在一些會議中幫忙喬條文的刺激性。此外

剛好這次的教材有許多部份都有納入「生活經驗」給學生思考。生活例子的導入主要

是契合學生的連結，透過屬「已知帶向未知」的增生認知負荷，去協助學生建構他自

己的認知網路。這樣作的好處是學生比較容易理解這些抽象的概念，也有基本的結構

(framework)提供學生思考，但實際面要思考的問題是每個舉例是否恰當與描述方式

是否確實契合我們所想描述的概念和同學理解上是否會產生理解困難或甚至有反效果。

印象中這點在當時教材草擬時針對其中某些例子就有這樣的討論進而導致抽換，一併

敘明。 

這次的教材設計目標之一，主要是希望將機械手臂融入國小的運算思維教學中。

就我個人思考而言：機械手臂在這門教學中，主要是將抽象的運算思維概念轉換為較

為貼近生活的一個工具。不過要理解他和一般工具不同點在於：這項工具相較生活實

例更為貼近實際電腦運行或未來程式撰寫的情況，可以作為孩童對後續資訊與科技實

作教育的銜接。但要注意的部份是手臂的設計是否確實符合邏輯運行的常軌，外加使

用卡牌，必須多加引導多元途徑卻能達到相同效果的情況，也讓孩童知道一個問題可

有多重解答，方是教育之福。 

至於在教學現場的部份，或許因為我不是授課老師(試教部份基於國民教育法規定，

原則上由團隊中三位有師資培育資格者去授課)，所以有幸可以從不同面向觀察這三次

的授課。以下簡單總結我個人的觀察與想法：首先，教室秩序管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

題，主要的癥結有二：一來是我們的教學團隊在教學時除廖婕茹外尚未修過班級經營，

這導致授課者對教學現場掌握度不足，甚至有時候會有感覺學生拉著老師走。或許我

們的成員未來要面對的並不是國小生，但國高中生自主性更強，若授課安排不佳，相

較吵鬧更擔心的是學生直接關上耳朵做自己的事的情況發生。此外，承如我所言：設

置於教學現場的攝影機會造成部份同學的分心，回播錄影可發現部份學生上課盯著我 



 

 

 

 

 

 

們攝影機不放甚至感覺被側錄顯得有些恐。這部份參照聯合國兒少權益公約，未來似

乎可在授課前告知同學會錄影，甚或讓他們參與我們錄影位置的架設，藉此讓他們瞭

解這些情況，進而引導他們回歸課堂。此外，在整體授課的過程中，或許是因為教學

團隊尚未有國小授課經驗，對回答超出預期時回應稍嫌遲緩且不佳，未來建議可先進

行小規模試教，落實背景資料收集。此外應加強自身教學實戰經驗，儘量轉化學生的

例外情況。 

對我而言，我十分意外如此星火燎原的效應。很開心校長公開承諾會將本案提報

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是否納入實際校本課程運作。納入校本課程運作，表示這

樣的教學模式可為更多學生所學習，我們也將有機會在落實實驗倫理的情況下，收集

更多資料去檢視如此教學成效如何。不過因為本次授課採密集授課模式，考量該校四

年級資訊課一週僅有一堂的情況下，比對我們採每週兩堂，三週教學的方式恐需進行

適度調整。此外，經本次實驗發現學生對於上週課程遺忘速度快，其原因恐與本課程

欲介紹之抽象概念有關。如果未來真要轉融入校本課程，有關記憶曲線的問題恐怕也

需被考量，並於授課中適度融合解決。 

說了那麼多，終究是要回到我們自身之上：首先，在這次的合作結束後，除了教

學組的人可以考慮再精進教材，並將實驗組前後測的學生結果分析外，我覺得尚可完

成下列事項： 

1. 整理這次所有使用的教具、PPT、教學教法，配合前後測的結果分析，進行教材

研修之討論 

2. 配合這次課程，重新設計使用 RFID之機械手臂程式，使其結果更符合教學需要及

邏輯概念 

3. 直播技術進化：這部份這學期後半段線上學習時我們曾嘗試用在電腦多媒體，另

在數門課程上我都有分享過其技術概念。不過接下來會需要的主要兩塊： 



 

 

 

 

 

 

甲、設備自主化：這次教學過程中許多設備仍處在寄人籬下、四處借用的情況，未來宜搭

配系上經費，逐步將這些設備內部化，改為我們系上自己持有，也可提供我們更廣大的應

用 

乙、軟體應用進化：包含繪製系統圖、製作標準使用說明手冊，另外搭配數位學習潮流，

可進一步結合數位學習理論，研擬不同教學情境該如何進行場景布置，甚將此與 AR/VR 結

合，進一步與現實情況有所發展與結合 

綜上所敘，希望這些措施能精進我們這邊進行直播教學的技術，也為學校接下來想推

動的數位教學，或隨時可能需要再用上的 ERE(Emergency Remote Education)情境有所預

備。 

最後就我個人對學校通識中心如此開課，學校從 109 年自主學習改制後，對自主學習

的態度從類似專題探索的方向轉為學習者幫自己設計一套課程，有如我們在人力資源發展

領域討論的 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導向學習)的知識探索方式。如同本課程當時開設

原因分析提到「觀察現行學校課程，或許針對後設認知、教中學等概念及實踐有單獨開課，

但相關整合性課程卻付之闕如，顯有以自主學習方式進行探索之必要。」很開心這門課縱然

經過疫情、經過大家各自忙碌(團隊中甚至還有人這學期超修，而且扣掉這門課後還是超

修)，卻能在期末開出如此燦爛的結果，也一再驗證我與丁老師相信正向(按：指學習者並

非「被迫」學習，而是自願投入學習過程)學習對學習歷程與學習結果的重要，也符合當時

跨課跨領域甚至跨科際整合的目標。此外，不同於團隊成員主要著重在這門課的價值，我

個人因恰好是召集人，對這門課實際上有更多的感悟。不過我言明在先：我絕對支持持續

開設自主學習課程，但細節上可能會需要滾動修正。 

學校在 109-1 在肯定自主學習的重要性下，將原先 18 小時、1 學分的自主學習課程改

為 36 小時、2 學分的自主學習課程，並大幅修正其施行辦法，將許多細節拉入作業須知中。

不過經過 109-1 的期中停修後，這門課算是第一個從頭到尾的自主學習課程。其中檢視作 



 

 

 

 

 

 

業須知，可顯見學校對本課程所委託之重大任務，也顯見學校對本課程之重視。但學生畢

竟不是老師，自主學習我相信是大學部的學生少數能變成老師，開出具有「學士班」課程

的機會。古人有云：「有權力必有義務」，也因此學校現行一般課程法規內容大多要求教學

穩定、逐週授課計畫、事先公告期末評量方式等。我認同每門自主學習在開課之初就應該

就這些學習內容向大眾解釋清楚明白，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一般老師都會有教不完的時刻，

更何況是自主學習課程？在課程設計上，現行計畫書樣本規定需逐週列舉相關進度，相信

對大家而言是種負擔，我也承認我們自主學習計畫許多週因為進度相同，內容上下互照，

透過這種方式表達學習階段性。這是第一個希望學校未來思考的點：比起週計畫，有沒有

可能允許更多元的計畫，將學校的週次降格，將學習階段性進行適度凸顯，或許更符合自

主學習的本意。另外，除了無法言明的輔導機制外，我們這門課這學期總共變更計畫兩次：

一次是因為我們課程需要；另一次是因應師大 COVID-19 防疫機制。在此建議通識中心應

在作業要點中法制化計畫修正程序，讓大家有所遵循。小弟也隨同這份問卷附上我自己建

議的修正條文，提供參考。 

最後，感謝通識中心黃專員、胡主任，也謝謝其他伙伴：婕茹、翊堯、宛忻，更謝謝丁老師！

期待未來彼此更多元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