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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的核心精神

• 從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出發，所驅動的一連串系統性反省、批判與建

構的歷程，最後結果再回饋給教學現場。

• 教學實踐研究案最重要的兩件事

• 改變教學現場：明確的問題意識、與時俱進創新的問題解決方法、

具體改變教學現場的策略。

• 具證據的評估：有系統的觀察與分析、避免焦點模糊的綜合印象、

避免籠統的感覺。

資料來源：黃俊儒（2019/10/8）教學實踐研究的目的與現況
網址：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dae6b0c016dae7ae3eb0002



計畫書格式（計畫主持人部分）

• 申請人於課程教學現場試圖解決之問題及問題之重要性。

• 申請人近5年課程教學經驗與成果，包含：相關開設課程、學生學習

表現、相關教材建構或發表、教學評鑑回饋等。(若未滿5年，則說明

任教後之課程教學經驗與問題之聯結)

• 說明申請人近5年教學相關成果與本計畫之關聯。

資料來源：109年徵件計畫書格式(草案)
網址：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dae6b0c016dae7ae3eb0002



計畫書格式（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 計畫創新性或延續性價值

• 研究動機與目的

• 文獻探討

• 研究方法

•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 參考文獻

（計畫內容至多25頁，包含參考文獻與附件，超出部分將不予審查）

資料來源：109年徵件計畫書格式(草案)
網址：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dae6b0c016dae7ae3eb0002



教學現場問題陳述 (資訊素養與倫理)

• 學生覺得倫理的課程內容太過於嚴肅或枯燥？

• 倫理理論的講授內容太過抽象且不容易理解？

• 理論知識的學習和實務應用的結合不夠平衡？

• 課堂討論的議題不夠貼近生活無法引發興趣？

• 只注重講授內容而忽略倫理決策與問題解決能力？



倫理決策模式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Fleischmann, Robbins, & Wallace (2011)

• 瞭解問題情境並組織問題

• 發展解決方案

• 評估解決方案

• 方案的實施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 問題導向學習為一種課程與學習歷程，透過教師設計的問題，讓學生

發現需要，並對問題進行瞭解，運用問題解決能力，自我導向學習策

略，刺激學生思考及探索問題 (Barrows & Kelson, 1993)。

• PBL將學習與任務連結，使學習者投入問題中

• 設計真實性問題，將學習置於有意義的問題情境

• 透過學習者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

• 進而學習問題潛在的知識，養成問題解決和自主學習能力



• 探究乃個體從主動發掘問題、分析問題、知識建構到發展問題解決方

案的過程，因此探究式教學法強調學生主動提問、尋找資料、批判思

考、自律學習，及深層理解的精神 (Saunders-Stewart, Gyles, & Shore, 

2012)。

• 結構式探究：教師提供問題、解決步驟、材料讓學生實作研究。

• 引導式探究：教師僅提供材料與待解決的問題，學生需自行解決步驟。

• 開放式探究：則是由學生自訂待解決的問題。

探究式教學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



課堂個案分析

• 在此案例中，有哪些利害關係人？

這些利害關係人面臨何種道德問題？

• 請問個案當事人可以有哪些選擇？

請列出所有可能的方案。

• 請說明各個方案背後倫理理論的考

量為何？

• 如果你是個案當事人，你會選擇哪

一個方案？為什麼？



學生分組討論



預期達成的學習成果

• 學生是否能描述分析案例中的相關資料。

• 學生是否能界定可能涉入的潛在問題，找出關鍵點，明確辨識問題。

• 學生是否能根據相關的倫理規範或倫理理論進行思考與討論。

• 學生是否能夠擬定問題的解決方案，評估可能的後果。

• 學生能否評估每一項決定的利弊得失而作出倫理決策。



行動研究

• 在課程方案發展與行動過程中，教

師持續監控自己的思考過程與實際

行動，也就是教師自己需不斷的自

我觀察、反省、討論、學習與再規

劃，最後，評鑑自己實際付諸的行

動，並根據自己親身經驗的發現結

果，做為進一步重複「行動研究」

循環時修改課程計畫與課程行動的

依據（蔡清田，2000）。



課程規劃

• 準備階段（第1-2週）：介紹課程與倫理基本概念，以開放式問卷的方式，針對學生的資

訊倫理先備知識進行評量。

• 理論學習階段（第3-7週）：介紹重要的倫理相關理論，並於課程中進行案例討論。

• 引導探索階段（第8-12週）：單元介紹資訊倫理重要專業與社會議題，並由教師引導案

例討論，提供待解決的問題，由學生分組進行討論，本階段案例均可作為學生進行開放

探索案例設計之參考。

• 開放探索階段（第13-16週）：案例討論以開放式探索方式進行，由學生自行設計案例

情境以及待解決問題，於課堂討論發表。

• 總結檢討階段（第17-18週）：學生進行期末報告，填寫期末開放式問卷，並進行學生

訪談。



成果評量（THE KIRKPATRICK MODEL）

• 態度反應：學習者對課程規劃與內容的態度？是否喜歡課堂學習活動？

• 學習成效：學習者學到什麼？是否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 行為績效：學習者行為是否因學習活動的參與而有所改變？

• 成果影響：學習者的行為對組織或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Thanks! &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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