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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聚】在一起【議】世界: 

學習共同體在高中英文課程上的實施與省思 

摘要 

本次行動研究企圖藉由學習共同體的模式，應用在高二議論文寫作課程上。

搭配真實性的語料，以網路安全與隱私為主題，做為本次行動研究的教材。 

 本次活動主要採用學習共同體的學習模式，分成四個單元，為主題實施，共

八小時: (一)、「有理走天下」討論議論文撰寫的要點與寫作練習。(二)、「我們的

島」注重在因果關係的演練，並且解決與生活周遭議題。(三)、「世界小學堂」則

是應用網路為論壇同學們練習觀點寫作與發聲，並與其他的國家學子們做交流。

(四)、「青年高峰會」透過議會演練，練習遊說與決議文寫作。期盼藉由不同的活

動設計，培養訓練同學思辨的能力，逐步的提升議論文寫作的具體論述能力，及

加深公民議題的參與度。 

  

 

 

 

關鍵字: 學習共同體，英語思辯，議論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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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一、 緣起。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到來，在筆者所任教的學校中，從 101 學年度起在各科推

動學習共同體的模式運用到課堂中。其概念主要由佐藤學教授於 1980 年代開始

推行。台北市在這兩年已開始有多校舉辦多場公開觀課，幫助孩子透過合作學

習，教師少說多聽，及敞開教室的大門中，幫助孩子找回學習的樂趣。而在現今

高中英語學習中，英語思辨本身就相當的具有難度，在平日的授課中，課程往往

仍偏向講授式教學，學生為單向的接收者，往往因為不敢於開口而錯失互相激盪

的機會。隨著即將到來的十二年國教，與二年級加深加廣的教材，學習共同體可

幫助學生們有效進行對話，反思論證，並對於公民議題了解且深入進行閱讀理解

批判。因此，筆者企圖藉由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幫助學生進行論點寫作的練習。

在透過小組討論彼此互為鷹架，進行專欄寫作活動、議會發表等，以提升學生們

的閱讀思考能力，奠定國際觀與文化素養。也希望透過本研究，將學習共同體模

式能紮根推廣應用到不同的專題型課程當中。 並藉由網際網路的應用，讓學生

能進行有效的思考訓練，並發聲於教室之外的場域。 

二、 背景分析 

本次實驗對象為高二英語實驗班同學共三十五人，在專題課程中，雖然有小

組合作報告，但是大多時數仍以教師傳統講授為主，即便有小組活動，仍著重在

分工而非整體討論。學生整體程度屬於英檢中級及其以上，並且已接受過辯論技

巧相關的課程。希望藉由學習共同體的模式，發展協同學習，彼此討論聆聽，並

且達到反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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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理念與特色 

1.  注重學習本位，多元組織的專題性課程 

在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組中，主要採用問題導向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法為教學方法。主要是教學者呈現疑問或議題，學生在

小組討論中提出解決模式，教學者提供問題策略的綜論，學生在發表策略後，

教學者做簡短的引導討論摘要。藉由問題導向教學，組織串連學生的學習活動。 

   因此，本次課程主要配合新聞網路安全議題，企圖加深學生們對網路媒體

識讀的能力。除了探討個人隱私的概念外，使學生能針對各國的網路安全的現

況做脈絡性的探討，並表述自己的立場，提出解決方案。透過網路安全的觸角，

將議題延伸從自身環境的問題解決，與國際網路資訊攻防戰的接軌。所選用的

教材仍取材自報章雜誌(TIME，China Post，BBC)，藉由真實性的教材，學生能

有效的運用英語在課堂上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討論。 

 

2.  培養聆聽串連，提問討論的批判思考能力 

佐藤學認為學習應該是構築世界，構築夥伴，構築自我三位一體驗的對話性

實現。藉由傾聽討論，學生們可以培養「洞見和能力」。在經由解釋、詮釋、

溝通同理，發展出有意義的對話。Wiggins 和McTighe (2005)也提出洞見和能力

是透過解釋、詮釋、運用同理發展觀點及自我知識的形成。在各項活動中，學

生在論點寫作上為主要的串聯者，並且透過同儕對話進行反思。從片段的進

行，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文案。 

       在此次的課程中，學生們進行論點的書寫(argumentative Writing)與觀點   

    的練習討論(point of view)，並進行撰寫議會的決議討論案(resolution)，從簡短的

片段段落，發展成長篇撰寫，並且轉換為口語的遊說。企圖藉由循序漸進的討

論激盪模式中，擦出不同的火花。並針對各項議題，培養問題解決的思考批判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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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公民素養，國際議事與領袖特質 

  筆者希望在民主社會中，學生對無所不在的媒介化資訊，能具有主體意志、

獨立思考的公民或青年領袖，以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促進整體社會的民主素

養。因此在本次行動研究中，藉由青年高峰會的實施，使同學有條理的撰寫議事

文，並對中國與美國間的網路駭客關係發表自己的論述。透過實際的演練，與小

組間的互相支持，培養未來的領袖特質。並呼應在國際教育中，發展解決全球議

題方案與評價行動的能力。 

4. 展現思考歷程，與多元檔案評量 

     歷程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卷宗評量、檔案評量)就是學生作品錦囊，

以在學習過程中蒐集學生學習過程中，在各學習領域表現的相關作品、文件，做

為評量學生學習表現結果的評量方式。內容包括最初構思與最後完成的作品，同

時也包含學生的日誌、文章、相片等檔案資料的分析。在這些檔案資料中，師生

皆可知道自己在學習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進步情形和達成學習目標的程度。學

生有機會自我檢視、評鑑和反省自己的學習，以積極主動的自我評量者。 

参、活動實施歷程 

一、課程架構圖 

 

 

 

 

  

 

 

「學習共同體」定義為讓學生彼此對話、相互幫助；讓老師不再只聚焦「上

當
我
們
聚
在
一
起
議
世
界 

有理走天下 
1.學生能進行論說文論點練習，掌握論說文技巧 

2.學生能藉由小組閱讀書報討論，分析文章架構 

 

學生能理解作者之假設 (Assumption) 

問題現況的提示與討論，並提出解決之道 

 

我們的島 

世界小學堂 

青年高峰會 

1. 學生能進行觀點分析，比較各國國情不同 

2. 能在國外的論壇專欄練習寫作，進行發聲 

3.  

1. 學生能用英文進行國際議事討論 

2. 學生能培育領袖特質，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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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而是真正面對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教室打開大門，成為共同觀摩學習的

現場。一方面可以有效能的表達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讓思考更深入廣泛。班級

中的 4 人至六人小組是一個個學習圈，與全班討論時，更成為一個大的學習圈。

本次課程企圖藉由此模式，幫助學生完成所設計的課程主題活動。並在每一個小

單元中，細分為引起動機，導讀，討論對話與伸展跳躍課程。每一個部分都涵蓋

有一個伸展跳躍任務供同學完成(Jumping Issue) ，提升同學們進行批判思辨的能

力。 

   

 

二、 教學準備期 

由英文老師擬定教材，並且研擬評量方式後，教導學生們對於議論文的寫作練

習，並且透過學習共同體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依照網路言論自由為主題，進行

計畫如下: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所需準備 

I.有理走天下 

 

 

論說文的主要架構 

1. 拼圖式閱讀 

2. 結構練習 

3. 正反論點撰寫 

1. 學生學習分組，4人至6人一組 

2. 確定教學目標 

3. 製作講義與學習單 

2. 我們的島 不同議題觀點練習 

1. 問題現況的提

示與討論。 

2. 提出具體的解

決方案簡報 

1. 確定教學目標 

2. 安排與佈置場地 

3. 議題收集 

4. 邀請教師進行協同教學，給與建

議 

世界小學堂 專欄寫作 1. 確定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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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點分析 

2. 網路論壇寫作 

2. 學習單製作 

3. 資料整理 

4. 場地借用 

5. 分組登入發表 

3. 青年高峰會 議會模擬練習 

1. 網路安全的意

見討論 

2. 議會程序介紹 

3. 青年高峰會: 

The Youth Summit 

on Cyber Security 

1. 確定教學目標 

2. 資料整理 

3. 檔案製作、相關影片收集 

4. 小組工作分配 

5. 訂定工作時程 

6. 訂立評量方式 

7. 場地布置，邀請嘉賓 

 

 

教學準備期省思: 

    在經過多次討論以後，本學期的授課時數僅為兩節課，並且學生們即將面對

大考的來臨，因此決定將主軸放在學生的議論文書寫練習上。並且透過小組合

作，交互批改的模式，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在準備期中比較需要注意的為下列

兩點: 

 

1. 學習模式的推動 

在班上首次推行學習共同體的模式，對於老師與學生來說是一大項挑戰，

由於學習共同體主要注重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並且強調小組討論，除了在座位

上的安排費神以外，學生們的配對也令人傷透腦筋。在經過再三討論後，決定由

學生們自行兩人一組，再由教師指定四人至六人為一大組。另外，上課的地點有

時為E化教室，一桌同學有時多達六個，教師必須事先設計好討論流程與人數，

以便利程序的進行，與電腦設備的搭配使用。此外，教師並未告知學生此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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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模式操作，期望學生能在自然的情境下對話操作。 

 

2.評量方式的研擬 

在經過討論後，確定了教學時數與課程後，由於學生即將面臨升學，因此

在評量方式上決定採用檔案式評量。由於採用學習共同體的架構，著重小組合

作，自評與他評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期望能藉由檔案，檢視同學們思辨的歷程，

並且忠實呈現小組學習對同學們的影響。在工作分配上，擔心會有分配不均的問

題，因此採用拼圖式教學與合作學習的學習單，協助同學完成任務。 

 

 

三、 教案架構與課綱對應 

活動單元 當我們聚在一

起議世界 
教學對象 高二英文實

驗班35人 

授課時間   8 小時 

 

               

 

教學內容 

 

 

 

 

 

【自編教材】 

1.Writing Argumentative Essays 

2.Assumption/Point of view  

3. Cause-and-Effect Analysis 

4. The Procedure of the Youth Summit 

【補充教材】 

1.America is losing the cyber security war; China hacked every 

major US company.  

2. U.S. Demands China Block Cyber attacks and Agree to Rules  

3. Fmr. CIA official: Cyber war ‘more sinister than nuclear age’ 

4. Why Obama’s Cybersecurity is Important   

5. How does China censor the internet? 

6. Trust in a Digital Age 

7. China's Hacker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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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透過小組閱讀相關題材，提升學生閱讀思考能力。 

2. 延續思辯性課程，培養學生議事相關規則。 

3. 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寫作能力，撰寫議論文。 

4. 培養學生議事參與能力，提升公民素養。 

5. 憑藉此試驗，做為未來學習共同體課程之調整。 

 

               

評量方式 

 

1. 小組報告，發表呈現 (30%) 

2. 個人檔案，學習資料夾 (20%) 

3. 學習單製作(20%) 

4. 學習態度與個人課堂參與度(30%) 

資源配合 筆電，單槍投影機，E化教室，專科教室 

與課綱對應 1.培養以英語文進行邏輯思考、分析、判斷與整合創新的能力。  

2.建立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以加強自學能力，奠定終身學習之基

礎。  

3.涵育學習英語文的興趣與積極的態度，主動涉獵各領域知識，提升

人文素養與科技知能。  

4.促進對多元文化的了解與尊重；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續發展的

世界觀。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資訊教育、生命教育、 

特色教學 1.學習共同體 

2.問題導向學習 

3.思辨訓練融入課程 

4.公民議事參與 

 

 

檢討省思 

1. 上課模式的採用 

進行小組對話的上課模式對老師而言是一大挑戰。然而，學習共同體

傾向共同學習，而非分單純的小組分工。在過程中，學生必須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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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傾聽，來完成任務。教師必須要培養等待的耐心，給予學生發

展的空間，並且對於整體的時間掌控得宜。 

2. 議題的挑選 

在議題選用上，搭配雜誌文章，並且以貼近其生活為主，故選用相關

的議題，以期能喚得共鳴。另外，在經過老師們的再三討論後，重點

仍然放在論述文與網路隱私相關議題的撰寫，希望能夠更進一步培養

學生論辯的能力。 

3. 活動場地的使用 

由於班上同學為四人至六人一組，在座位的安排上，均是一項問題，

或是會有電腦分配不均的情況。若是在一般教室內，座位的排列似乎

顯得擁擠。在E化教室中，則會有併桌的情況發生。對於分組教學，

教師必須要事先妥善安排分配好坐位，以利於接續活動的進行。 

 

 

 

 

四、課堂活動 

 

 活動流程 所需器材 

第 

一 

｜ 

二 

節 

活動地點: 班級教室 

主題:有理走天下 

一、引起動機，透過提問互動 

1.教師詢問同學是否知道 WikiLeaks 的事件? 

2. 給予定義: 

WikiLeaks  is an international, online, non-profitorganisation which publishes 

secret information, news leaks, and classified media from anonymous sources. 

2.撥放影片，並且討論其 WikiLeaks 的創辦者 Julian Assange 

單槍 

投影機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prof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s_leak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urnalism_sourc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lian_Ass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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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阿富汗戰爭中所播放的影片，並討論該組織對國際社會帶來的好

處與壞處。之後詢問學生是否認同該組織的作法 

二、小組討論對話 

1.帶讀文章 “U.S. Demands China Block Cyber attacks and Agree to Rules” 

討論網路安全在國際間的現況， 

1-1.根據文章做小組拼圖式的閱讀，使學生能理解文意，並分析文章。 

2.鼓勵同學們做網路閱讀大事紀，整理近年來的網路攻擊的國際情勢，

按照年份列點整理。 

3.根據文章，提醒同學在 argumentative essays 中有兩種模式(Block Patterns 

and Point-by-Point Pattern)，請同學們做 Thesis statement 的論點練習。 

三、伸展跳躍 

1 同學們根據自己的觀點，撰寫相關的意見，並且書寫自己的經驗 。 

2 同儕互評，並且討論意見。 

四、教師回饋與發表 

教師給與意見，並且提供優秀作品給同學欣賞。 

五、評量方式 

檔案評量、自評、他評、教師評量 

省 

思 

由於題材選用主要是跟 WikiLeaks 內容相關，學生們在討論時，很能夠容易與自

己的經驗做連結。在小組拼圖式的閱讀中，學生能夠快速的掌握文意，並且抓到

其概念，比較可惜的是，同學們對於文章內有些單字不了解，因此在討論時往往

是在詢問中英文對照，以尋求文章理解。在閱讀之後，教師請各組將所負責的部

分將重點寫在黑板上，學生表示更能清楚吸收。然而，在作論點書寫練習時，學

生們的小組討論執行並不確實，往往在交談後，傾向各自完成各自的作品，略為

可惜。因此，在作品完成後，交互批改相當的重要，不可以因為時間的關係，而

節省此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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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流程 
所需

器材 

 

 

 

 

 

第 

三 

｜ 

四 

節 

 

 

 

 

 

 

 

 

省

思 

活動地點: 班級教室 

活動主題: 我們的島-觀點練習 

一、 引起動機，透過提問互動 

小組大調查:The News and You 

請同學檢視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新聞議題，在交互討論後，描述自己新

聞閱讀的習慣，討論自己最常閱聽的媒體，並完成學習單。 

二、議題討論對話 

1..帶讀文章 An Industry in Crisis，以閱讀問題確認同學的理解程度。 

2.簡介 Cause and Effect 問題解決模式寫作，並且提供其參考資料  

3.小組討論: How important is reading news to you? 新聞除了來自電視媒

介，也有可能來自媒體與網路，同學們從自己的閱聽習慣中，判斷新聞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4.. 請同學寫下閱讀新聞的好處與壞處，及如何辨別資料的真實性。 

三、伸展跳躍 

根據目前台灣大小事，請同學實地走察，並做簡報式講述議題與解決之

道。每一組同學可選用不同的主題，實際探訪並且製作問卷調查。 

四、評鑑方式: 小組發表，同學互評，教師回饋 

 

在小組的合作中，同學們均對自己的夥伴表示讚賞，並且給予相當高的評

價。在不同面向的討論主題，透過網路論壇的方式，讓同學能夠具體的發

聲。然而，在最後議題的解決中，同學們透過小組合作的模式，能夠具體

的寫出解決方案。較為可惜的是，在小組的引用問卷，有些樣本數偏少或

單槍 

電腦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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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或在資料的探討上仍有些誤用。若是時間足夠，教師可以給予學生

更多關於引用證據的相關資料。 

 

 

 活動流程 
所需

器材 

第 

五 

｜ 

六 

節 

活動地點: 教室 

課程主題: 世界小學堂 BBC World Class 

一.引起動機，進入閱讀的主題，透過提問互動 

1.跟同學簡介 BBC World Class: 

其中包含文化合作與 Live School Debate 透過網路論壇，同學們可以以學校

為單位，與其他不同學校合作，進行交流。 

2.簡介觀點練習，同學們在閱讀文章時，可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並且

理解其意涵。 

3.詢問孩子是否有過幫助別人的概念，並說明其過程。 

4.小組討論對話。 

二、運用影片講述: 

1 Pre-listening questions: 

(1)Why do you think the children Thomas talked to asked for bikes? 

(2)Why do you think Thomas helps these children? 

 

2.藉由影片描述為何 Thomas 會想要幫助這些孩子? 從 Thomas 的觀點來

看，之所以想要幫助非洲小孩的原因， 

3.設計討論問題 

(1) Debate Point: How important do you think charity is? Why? 

(2) Debate Point: What have you done to help others where you live? 

在小組討論後針對問題給予回應，並請同學發表自己的看法。 

單槍 

網路 

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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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伸展跳躍 

登入網路論壇，請同學們將自己的討論結果刊登於論壇上，並與其他國家

學生互動。 

省 

思 

在這次的活動中，學生們紛紛表示能將自己的文章與各國學校的同學交流是一個

很好的體驗。並且透過討論的模式可以促進不同的火花。然而，在討論的過程中，

比較可惜的是，仍偏向單向的文字敘述，由於時差的關係，未能親身經歷其所擦

出的火花。最後論壇的刊登己能列出幾組優秀同學的作品，往往有一些遺珠之憾。 

 

 

 活動流程 

所需

器材 

 

第 

七 

｜ 

八 

節 

活動地點: 專科教室 

活動主題: 青年高峰會 

一、文章導讀:America is losing the cyber security war; China hacked every major 

US company 

二、延伸議題討論: 

藉由網路探討國際間的情勢，現況。從中國大陸網路攻擊美國事件，探討

其網路安全可能帶來的影響層面:其中包含 :The spread of Virus/Sniffer/Data 

Manipulation/Masquerade) 

2.介紹決議文的撰寫，簡介相關可用詞彙，遊說相關動詞，並且請學生小

組演練。 

3.介紹議會程序，簡報製作。並且能夠讓學生們模擬演練各個國家不同的

資訊安全部長，發表自己的論述。 

三、伸展跳躍 

1. 提供學生網路安全相關的範文，請同學們自由上網搜尋與自己代表國

PPT 

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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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關聯的資料證據，並納入發表之用。 

2. 議會的正式進行 

3 在各個代表發表簡介與論點後，必須要經由表決，通過因應中美情勢網

路安全決議文。 

四、回饋討論 

請同學們發表心得感想，並且完成評分單。 

五、評量:檔案評量 

 

省 

思 

同學們在這次的回饋中，對於議會的活動給予高度的肯定。從小組活動中，同學

們皆表示喜歡與他人合作，並且從搭檔身上學得很多。並且，皆表示能在合作過

程中，較為簡單沒有壓力。在研究蒐集上面，和同伴的相互合作，更能夠有效的

找到證據。 

    然而，在活動中，她們認為最難的部分為撰寫決議文與背稿子，花了她們相

當多的時間。並且由於是第一次的接觸，故對議會程序並不甚了了解。若能有多

一次的彩排效果會更好。 

    這一次的高峰會活動，刺激並喚醒了同學們的公民意識，並且與自身的經驗

做聯結。同學開始理解議論文的撰寫方式。然而，在一連串的活動下來，同學們

多半覺得這項難度最高，希望自己在下次的表現中能夠做得更好。 

 

肆、課程實施成果 

1.課堂活動進行        

 

 

 

   學生共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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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的部分，主要是採用問題討論教學的模式，期許能夠與同學們的生活

經驗做連結。例如，在世界小學堂中，教師先問學生是否有相關類似的幫助別人

的經驗，再推展到世界各地的比較期狀況。藉由討論、書寫的模式，作為思考歷

程的反思呈現。 

2. 體驗學習探索    

除了課室內的學習外，教師要求學生們分組走出教室，進行實際探訪，培養其

問卷調查與問題解決的能力。由學生們自動選擇教師所指定的地點，至不同的商

圈中，前往探勘其文化，並且提出其可能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案，與實施對該項問

題的民意調查。並請學生們使用相機等設備進行文字記錄。 

3.校園議會模擬 

學生自治在校園中一直相當活絡。然而，多數同學並不知道如何以英文進行。

在此項活動中，教師進行議會程序的先備知識輸入，並且請同學們針對其議題，

做特定的資料蒐集，進行口頭發表與論述。將書面的文字轉化成口語的表達。並

在反覆說服同學們的過程中，進行思考辯證的演練。 

 

                       

                  伍、教學實施問題與省思 

                 

在本次回饋單中，有效的回收樣件為 34 件。在藉由學習共同體的模式中，認

為學習共同體能增進學習表現上，有九(26%)位同學表示非常同意，二十一位同

學(62%)表示同意。顯示出此教學模式在專題行的課程中，能夠有助於學生的學

習。然而，仍有四位同學(12%)表示不確定。顯示出同學對自己學習表現的隱憂                       

(1)團隊合作 

另外，在團隊合作氣氛上面。認為在小組中，較能感到輕鬆自在。有六位同學

(18%)表示非常同意。二十二位同學(64%)表示同意。也有同學在回饋單上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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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的部分是能共同完成學習單，較沒有壓力。然而，也有六位同學(18%)表

示不確定，並在回饋單上寫上，「很容易聊天，都是我在做。展現出其矛盾之處。」

在認為夥伴是否能有效的解決問題中，有五位同學(15%)表示非常同意，十七位

同學(50%)表示同意，九位同學勾選不確定(26%)，三位同學(9%)勾選不同意。從

鷹架討論模式來看，小組學習的確能夠幫助同學聯結先備知識，並協助成為彼此

的鷹架。互相協助在不同的階段中完成任務。 

(2)座位安排 

座位安排排列為學習共同體的特色之一。然而，因為教室空間大小，捨棄了 T

字形座位，僅安排小組併桌。在座位的安排上，有十位的同學(29%)非常同意小

組的座位使得上課便於討論，二十一位同學(62%)同意，兩位同學不確定(6%)，

一位同學(3%)不同意。在座位排列與專心度上，十四位同學(41%)非常同意原本

的座位較能使人專注學習，九位同學(26%)同意，九位同學(26%)不確定，兩位同

學(7%)不同意。顯示出小組的座位雖較能便於討論，進行課堂對話，但些許會影

響同學的專心度與上課視野問題。 

(3)英文思辯 

在學習共同體與思辯課程中，在英文書寫方面，有十八位同學(53%)表示非常

同意能與夥伴共同增進議論文書寫能力，有十位同學(29%)同意增進，有四位同

學(12%)不確定，兩位同學(6%)表示不同意。在夥伴學習與論點表達方面，有九

位同學們表達非常同意，二十二位同學(65%)同意，三位同學(9%)不確定。整體

而言，符合課程當初設計的期望，筆者期許能夠藉由這樣討論，激盪的模式，能

夠讓同學們更能有理的提出不同論點。 

在談及小組成員能否刺激議題討論的不同面向中，七位同學(21%)表示非常同

意，二十一位同學(62)表示同意，四位同學(12%)不確定，三位同學(9%)不同意。

有十九位同學能夠適時指出盲點，十一位同學(32%)同意，四位同學(12%)不確

定。另外有九位同學(26%)同意能從夥伴中吸收新知，二十位同意(59%)，三位(9%)

不確定，一位不同意。其結果符合當初用意。期能藉由對話，引領討論，提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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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做不同層面的思考。 

(4)成果展現 

在成果展現中，問及學生是否滿意其成果展現。有十一人表示非常同意(32%)，

有十八人(53%)同意，兩人(6%)不確定，三人(9%)不同意。顯示出同學大都滿意自

己的學習表現。在認為喜歡和人團隊學習甚於獨自一人中，有二十一人(62%)表

示非常同意，九人同意(26%)，兩人(6%)不確定，兩人不同意。展現出符合當初

期待。可見學習共同體模式的確可以給學生帶來正向、愉快的學習環境與發展。 

 

 

陸、教師省思與未來展望 

1.教師可藉由專業社群，建立教師間的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在於除了學生建立自己的學習圈以外，教師，也可連結組合

成自己的教學圈。在校內用「省察」的態度，透過觀察其他教師的上課內容及交

流，培養自己能力。因此，將教室的門打開，構成教師們的學習圈，也是「學習

共同體」的目標。在此次的試驗中，透過教師們的議課或事先備課，可知道自己

事前準備的不足。教師若單獨授課，工作量會相當的大。若能藉由教師本身的社

群或學習圈，並確實分工，的確可以有效減輕其壓力，並相互諮詢。同時，也建

議在觀課時，除了請同科的老師來看，該班的任課老師也應受邀，已檢視學生學

習的不同面向。 

2. 討論空間的配置與進行 

  學習共同體強調分組學習，並且將桌子排列成馬蹄形。然而，若一班人數在超

過四十人以上，在座位的安排上面會顯得窒礙難行，並且在搬動桌椅上會顯得耗

時。因此在決定試行此活動時，班級人數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量。此外，在討論過

程中，學生的確是較能彼此互相刺激思考，並且進行理解。教師在討論過程中，

應想出較多對應策略，支持學力較低者主動詢問，避免有工作分配不均的情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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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 【伸展跳躍】教學設計與其他議題的融入 

  在設計最後一項深展跳躍的活動時，教師必須考量到學生的學習能力決定難

度，並且發展學習。在這次的課程中，隨著課程難度的增加，學生們也必須花費

較多的時間準備，並上台呈現。如何不耽誤到教學進度，並且能有效率的發展學

生學習，為一相當大的考驗。然而，藉由不同類型的作業，的確可以有效的打開

學生的世界觀，並且培養同學們思辯批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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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學習成果學習單 

 

 

 

 

 

 

 

 

 

 

 

 

 

 

 

 

 

 

1-1 網路大事紀-學生列點近年發生事件 1-2 學生論點練習－觀點寫作 

 

 

 

 

 

 

 

 

 

 

 

 

 

 

 

 

 

2-1 我們的島-對未來的想像 2-2 我們的島-台灣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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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們的島－根據公眾議題，提出見解  

 

 

 

 

 

 

 

 

 

 

 

 

 

 

 

 

 

 

3-1.世界小學堂－學生進行專欄撰寫 3-2. 世界小學堂－網路論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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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青年高峰會－議題練習寫作 4-2 青年高峰會－議題完稿 

 

 

 

 

 

 

 

 

 

 

 

 

 

 

 

 

學生質性回饋 4-4 青年高峰會－學生名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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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問卷分析 

1.我認為學習共同體能增近我的學習

表現 

2.在小組中我感到比較輕鬆自在   

 

62%

12%

26%

0%0%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64%

18%
18%

0%0%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3.我的夥伴能有效的幫我解決學習問

題 

4.我喜歡和小組組員共同討論 

 

50%

26%

15%

0%9%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62%

6%

29%

0%3%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5.我能充分的信賴我的同伴 6.小組的座位使得上課時便於討論 

 

62%

6%

29%

0%3%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62%

6%

29%

0%3%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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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本單列的座位模式較能使我專注

學習 

8.我能與我的夥伴共同增進英文議論

文書寫能力 

73%

11% 14%

0%2%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29%

12%

53%

0%6%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9.我能藉由團隊，更有條理的發表自己

的論點 

10.我能藉由討論從不同角度思考議題

的不同面向 

73%

11%
14%

0%2%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59%

12%
20%

0%
9%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1.我的夥伴能適時的指出我的盲點   12.在討論過程中，我能從我的伙伴中

吸收新知 

37%

17%

46%

0%0%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62%

10% 28%

0%0%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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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原本單列的座位模式較能使我專

注學習 

14.我能與我的夥伴共同增進英文議論文

書寫能力 

73%

11% 14%

0%2%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29%

12%

53%

0%6%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5.我能藉由團隊，更有條理的發表自

己的論點 

16.我能藉由討論從不同角度思考議題的

不同面向 

73%

11%
14%

0%2%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59%

12%
20%

0%
9%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確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