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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解之下教學觀念的改變

1. 可以不一定要教完通篇課文!

2. 設計活動讓學生主動學習、老師喘息!

3. 講述法不再是王道,聆聽式學習只有百
分之五的功效!!

4. 重視大概念的理解，非全然細瑣知識
的堆疊!

5. 試著踏出第一步，有改變就很棒 !!
教師應多正向思考~



學習金字塔(learning pyramid)
聆聽式

5%
閱讀式

10%

聽與看20%

示範式30%

小組討論式50%

實作演練式75%

教給別人或立即應用90%

資料來源：美國緬因州貝
瑟市的全國訓練實驗室



傳統的教學模式(重認知、評量)

主題
• 配合現有課文內容、單元目標

活動

• 以講述或是學習單等加以輔助

• 個人作業為主，少有小組合作

評量

• 以選擇題評量為主，檢視各單元認

知能力是否達成



傳統教學模式的優缺點

缺點：

延伸式設計，容易忽略能力指標。選
擇題的評量，容易忽略情意與技能目
標的評量。

優點：

選擇題型的評量爭議較少、教師批改
容易。



逆向思考的設計(重理解、功能性)

第一階段

•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能力指標、概念)

大概念、學生應持久性理解的事項

第二階段

•決定可接受的學習結果(評量方式)

預想學生達成目標的評量及評量證據

第三階段

•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活動(學習計畫)

根據目標與證據，設計系列學習活動



逆向思考設計(UbD)的優缺點

缺點：

大概念的審視頗為耗時，需重新增刪、
檢視教師原有的教學活動

優點：

緊扣能力指標，設計教學活動，不會
失焦。用多元評量方式更能確認能力
指標是否真正達成、是否真正理解大
概念。



重視課文內涵→重視大概念

以教材內容編寫教案→
以課程標準來編寫教案

跟從課程標準→
教師自己審視課程標準

學生學甚麼?
教育部決定→教師有部分自主權

新舊教案差異與比較



新舊式教案轉化示例分享
(歷史: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舊式教案.doc
舊式教案.doc
舊式教案.doc
舊式教案.doc
舊式教案.doc


階段一：大概念之下進行提問



如何產出期望指標、理解的大概念
與主要問題？

九年一貫時期，能力指標常被批評為空泛的指
標。在以往教案設計當中，往往將能力指標放
到最後寫。但實際上「帶得走的能力」是九貫
教改的重心，可惜都沒有真正的落實。透過
UbD設計,或許更能切中與落實能力指標

撇步：只要將單元舊教案中的能理指標篩選出
來，即可形成UBD教案的期望指標(Goals) 。
至於大概念(U)則需要配合單元的內容關鍵字，
去分析內容是屬於哪種大概念(倒推方式比較容
易推衍出大概念) 。並從大概念中再去進行精
準、有意義的提問。



關鍵字:

甲午戰爭、馬關

條約、台灣割讓

大概念：

族群間的

生存競爭

有意義的提問：

Q:日本為什麼要

侵略中國、佔領台灣？

分析其背景因素



再次檢視能力指標

Question：

日本為什麼要侵略中國、佔領台灣？分析其
背景因素

Goals: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
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
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
互動關係。



關鍵字:

唐景崧、丘逢甲、

羅福星、莫那魯道

大概念：

被統治者的相應

作為、應對方式，

難以用是與非兩

種標準來概括。 有意義的提問：

Q:被統治者的抉擇，是

否有對、錯之分?



再次檢視能力指標

Question：

被統治者的抉擇，是否有對、錯之分?

Goals:

2-4-6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不
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階段一：學生將學會的K&S



學生將知道(K)＝認知目標

 2-4-1認識臺灣歷
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
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等）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
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學生將能夠(S)＝技能、情意目標

2-4-5比較人們
因時代、處境、
角色的不同，所
做的歷史解釋的
多元性。

2-4-6了解並描
述歷史演變的多
重因果關係。

9-4-2說明不同
文化之接觸與交
流，如何造成衝
突、合作與文化
創新。



階段二：預計的實作與評量證據

蒐集正確資
料的能力

口頭摘要能力

欣賞自己他人

紙筆測驗



階段三：學習計畫WHERETO



設計活動時需觀照與考量的層面

要讓學生使用多元觀點

要能同時將課程內容融入

要讓學生自己動手操作並學習合作(參
考佐藤學教授的學習共同體策略)

要讓學生有發表與討論的時間

要有自評、他評的機制

要有成果的展現(形成正增強)



反覆檢視教學活動與學生理解

理解的六個層面包括
能說明、能詮釋、 能應用、 能具備觀
點、 能有同理心、 能自我認識(了解
自己的特質與盲點…)

所設計教學活動是否盡量合乎理解的六
個層面呢?(無須每個層面都符合)

進行實作後需再次反思與檢討，並和同
科老師共同備課,進行對話與概念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