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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高教深耕計畫架構  (品質控管)  

 

一、 提升教學品質要項 

1. 關心課程教學 

2. 思考教學改進 => 教學創新 (方法、策略)  

3. 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二、 教師在教學計畫中實施創新教學 

勾選運用教學創新的哪一些項目(9項，可複選) 

(一).PBL創新：以問題為學習情境、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擔任學習引導的角色、

小組討論與合作學習、多樣化的資訊來源、多元化的評量方式、

學生期末繳交專題導向學習作業或報告 

(二).內容創新：議題、新知、外語資訊、專利研發 

(三).教材創新：教科書選用、自編教材、輔助教材、跨域教材、數位教材 

(四).方法創新：引導思考、協同教學、跨域教學、運用科技輔助教學、調整教

學程序、師生互動、企業合作、跨國協同教學學分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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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組創新：抽籤、指定、同質、異質、學生自組、科技輔助分組、跨學系

分組、參加競賽 

(六).評量創新：測驗方式、作業、分組報告、發表、競賽、自主學習(或同儕學

習)、線上評量策略 

(七).課後作業創新：撰寫方式、主題、成果呈現、專利研發 

(八).翻轉教學:(課前、課中、課後)師生討論互動、課後社團、同步及非同步學

習時空的延伸、雲端教學運用 

(九).跨域學習創新：主題、課程、教學活動、教學導入新興科技 

 

三、  課程創新的意涵 

(一).課程創新是學校創新教育的基礎， 

包含：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課程評鑑三個階段。  

(二).課程創新必須在科學理論與程序的指導下進行。 

(三).課程創新是學生為學習主體的多元價值的體現，強調個別特殊性。 

 

四、 課程創新的目標策略: 教學創新、課堂翻轉 

1. 未來的教學不只是課堂的學習，教學創新的推動即是協助教師找出最合適

的教學方法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學校可以下列做法來帶動教學創新： 

2. 開設創新教學課程講座，提升教師創新教學能力。 

3. 設立專案，要求執行專案教師須進行創新教學之進修。 

4. 藉由學生反饋進行各教師創新教學之調整。 

5. 增修創新教學相關講鼓勵措施及辦法。 

6. 改善校內教學空間環境及設備設施。 

 

 

 

 

 

 

 



五、落實教學創新 (參考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圖二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願景及未來圖像 

 

 

圖三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劃圖 

https://sprout.moe.edu.tw/SproutWeb/Project/GoalAnd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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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帶領學生解決產業問題，強化思辨能力 

2. 特色教學課程，開創多師共時制度，使教師跨域學習，教學相長 

3. 特色實地實務課程，提升教師對產業敏感度，強化教學內容 

4. 設立彈性學分制度，活化教師教學模式與製造授課時間彈性 

5. 培育教師製作數位影音課程教材，提升學生學習效率 

6. 強化數位化學習軟硬體環境，提升教學互動能量 

 

六、 精進教學基本觀念 

   教學成效貴在教師對教學的關心，如果有教學熱誠的定可以提升教學效益，思考如

何加強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的關心度，創造教學創新的基本觀念希望老師可以了解: 

(一).教學目標中希望學生能夠達成哪些學習目標 

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目標分為三個範疇：知識和理解、技能和過程，以及價值觀

和態度。教學老師中希望學生能夠達成哪些學習目標? 亦即學習者在完成指定的

學習內容後，所應具有知識 (knowledge)、技能 (skills)、能力 (abilities) 

或態度 (attitudes) 的描述  

1. 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2. 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 

3.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二).布隆姆認知領域學習 

    布隆姆(Bloom)等人在 1960年提出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的教育目標分類

表，將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的類別，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由具體到抽象，排成六個層

次，依序為: 

1. 知識(Knowledge)  

2. 理解(Comprehension) 

3. 應用(Application) 

4. 分析(Analysis)  

5. 綜合(Synthesis) 

6. 評鑑(Evaluation) 

又可分成以下三個範疇：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 技巧範疇（Psychomotor 

Domain）及; 態度範疇（Affective Domain）. 



 

 
        圖四 布隆姆認知領域(Bloom’s Taxonomy)學習 

 

(三).數位化教學能力的提升 

      教師數位化教學必備的資訊技能分成 6個向度:  多媒體、雲端、作業系統、網頁、資

訊技術、觀念 的了解和應用。 

 



七、 教學可行推動策略構想 

1. 教學大綱是否考慮在教學目標中加入三項學生學習目標: 情意領域、認知領域、

技能領域，目前中小學教案都有列出這三項學習目標。 

2. 新進教師是否建議開一門「數位化遠距教學線上課程」，這方面必須要對新進教

師辦理教師數位化教學研習，讓老師了解數位教材教法。 

3. 鼓勵教師使用雙語教學，累積教學經驗之後從而順利導入 EMI 教學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EMI）的涵義，意即「以英語作為課堂上主要的教學語言」

在這方面的教學技能當然需要開設相關研習，讓老師體驗學習的精神和能力再導

入教學。 

4. 鼓勵和獎勵教師參與教育部遠距教學課程認證，需要配套措施。 

5. 優良教師遴選可以增加獎項，例如從學生教學評量的數據中制定辦法提供老師進

行創新教學獎勵。 

6. 學生作業是重要的學習活動，一般課程原則上建議兩週至少應有一個作業，適合

的課程在期末可以讓學生進行「專題導向學習(PBL)」。 

7. 傳統課程一般較少使用到數位化教學元素，應該鼓勵教師每一門課程都必須導入

數位化教學，不論是線上課程或者是輔助型線上教學。 

8. 加強學生 5C 關鍵能力；還有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能力的培養。 

(1). 學生溝通協調能力（Communication）              

(2). 學生團隊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 

(3). 學生複雜問題解決能力（Complex 

problem solving） 

(4). 學生獨立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 

(5). 學生創造力（Creativity） 

 

八、 學校很多良好的教學措施 

1. 各班的小老師可以協助教師教學，也可以讓學生有榮譽感，對於課業的學習有很

大的幫助。 

2. 目前課堂點名，讓學生了解學習的態度，上課出席的規範和重要性。 

3. 學校學生的人文素養表現優於一般私立大學院校，也不遜於公立(國立)大學，肯

定學校提供優質環境讓學生在校期間能培養優良的人文涵養 。 

4. 社團和課外活動風氣鼎盛，師生交流互動活絡，增加師生情感，還有對學校的認

同，兼能培養『德、智、體、群、美』的多元教學功能。 

 

 

 

 



九、 教育需要”愛”和”熱忱” 

 

 

 

 

 

 

 

 

 

 

 

附錄: 
1. 雨林數位學苑 https://rainforest2019.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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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市雙語運算思維教學計畫 

https://rainforest2019.blogspot.com/2022/12/blog-post.html 

 

 

 

 

 

3. 中小教師數位化"教學技巧線上"研習 

Google Classroom: 課程代碼: btbb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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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ogle Classroom Online Cour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