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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溫紫硯，麗山⾼中歷史⽼師｜ 
與施欣妤、藍雅惠⽼師共備「海外華⼈⽣存記」跨科
課程。喜歡安逸舒適，但總是⾃作孽的挑戰突破舒適
圈︔常常處於可以⽢於無聊，但又不⽢於無聊的灰⾊
地帶。最近在練習紀錄⾃我覺察和發現優點的視角。   

近年來以學習者為中⼼的教育改⾰中，跨領域學習被視為是能打破過去分科獨
⽴的知識傳遞，以系統觀整合知識、技能、態度並有效回應真實社會脈動的學習解
⽅。然⽽「跨什麼」︖「怎麼跨」︖想必也成為考驗現場教師的⼀⼤難題，如何在
繁忙的教學⽇程中與不同學習背景的⽼師，⾼度合作且有意識的計畫、教學和評鑑
學⽣︖筆者認為以下兩個問題是在⽼師們進⾏挑戰前可以思考的問題。 

⼀、如何設計以學⽣為中⼼、能回應真實情境的跨領域課程︖ 
     （並非⼀起上課就是跨領域） 
⼆、如何建⽴、維持好的、有效率和產出的教學團隊︖ 
     （天時地利都比不上⼈和） 

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將在第⼀點分享由筆者與⽬前任教於新店⾼中地理科的
施欣妤⽼師、松山⾼中歷史科的藍雅惠⽼師跨校共備的「海外華⼈⽣存記」，在
108課綱的⾼⼀、⾼⼆於台中⼀中、彰化藝術⾼中必修課實施的經驗︔並在第⼆點
分享⼀些共備經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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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以學⽣
為中⼼、能回應真實
情境的跨領域課程︖  

2

⽀持教學團隊長久維持的最⼤動⼒就是有共同的動機。在新課綱縮減教學時
數的情況下，對於社會科⽼師來說彌補時間不⾜、加強學習動機、結合與延伸相
似或共同的課程主題，成為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強烈動機。 

「海外華⼈⽣存記」的出發點，也是希望能⽤歷史、地理共備的⽅式增加課
程活動的可能性，提供真實情境並提升學⽣的學習動機，⽽跨校共備的刺激也可
以提供更多學⽣特質的想像與回饋，對筆者來說更是回應新課綱中國史陌⽣領域
（談東亞的移動）焦慮的展現。 

在必修課程進⾏跨領域教學雖有⼀定侷限，但好處就在決定課程對象、時間
後，聚焦的速度就能顯著提升。我們先分別舉出在⾼⼀、⼆領域科⽬想交流或具
跨領域發展性的主題後，很快的聚焦在「移動、華⼈、交流、貿易、認同、移⼯」
等關鍵概念，並尋找相關專業書籍來凝聚更具體的⽅向，在思考過《醫療與帝國》
結合新冠肺炎談物種交流、《華⼈在他鄉》結合東南亞產業發展談華⼈認同等⽅
向後，我們決定以新課綱的新概念「華⼈移動」來做為發展⽅向。

(⼀)決定課程主題─為何要設計此課程︖
（初步動機）

(⼆)釐清對課程的期待與想法─你期待學⽣學到什麼︖
（凝聚共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展主題確⽴後，接下來就得進⼀步凝聚共識，包含：教學⽬標（課程地圖
定位、核⼼素養培養）、學⽣先備情形、教學內容（主要、次要主題、不同領域
的重點）、教學成果（評鑑⽅式、可延伸發展的⽅向）等。凝聚共識是在共備中
最需要花時間交流的步驟，因為每個⽼師的教育理念、教學⽅式都不同，找到彼
此都能認可並互補的教學與分⼯⽅式非常重要。 

我們在此討論出幾個比較重要的共識，例如：  

✎ 學⽣先備情形：因為學⽣閱讀能⼒不佳或⾃然組傾向的因素，專書及閱讀式教 
學無法吸引學⽣，因此傾向遊戲式教學。然⽽如何化解沒有經驗的⽼師對遊戲 
式教學的焦慮，以及⽤哪種形式的遊戲結合，就非常考驗⽼師對多元教學⽅式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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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化課程⽬標與表現任務─你期待學⽣學到什麼︖
（具體與任務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跨領域要跨的好，必須打破科⽬疆界，⽤⼤概念和核⼼問題脈絡化教學是非
常關鍵的步驟，除了讓學⽣能真正回應真實情境之外，也是產⽣可遷移學習的思
維⽅式。 
⼤概念指的是領域內或跨領域理解現象的共通思維⽅式，也就是能讓概念通

則化以利於學習遷移的思維模式，在社會科常⾒的「因果和變遷」、「互動與關
聯」、「差異與多元」、「選擇與責任」⼤概念中，我們選擇了「互動與關聯」
聚焦在移民社會間因競爭資源⽽常有的族群合作與衝突︔「選擇與責任」則回到
移動者本身去模擬移動者會遇到的困境、選擇的過程與結果。 
核⼼問題指的是串聯課程脈絡，成為學⽣探究問題的軌跡，在「華⼈移動」

此主題下，核⼼問題可探討的例如： 
◎⼈為何移動︖如何移動︖移動造成什麼影響︖華⼈移往海外在當地的角⾊︖

串聯課程的核⼼概念與問題聚焦後，接下來就是具體化學⽣「將知道」、「將
能夠」的認知、情意、技能⽬標。並試圖⽤融入情境的整合性任務深化思考⾯向。

舉例來說「⼗九世紀海外華⼈移動」主題下，學⽣須知： 

 

✎ 主題的發展性：「華⼈移動」能談的⾯向非常多，在交流彼此的教育理念後 
我們⼀致認為「情意」⾯向的去體認移動會⾯臨的困境是在課堂上最困難的 
教學，因此尋找情境、發展故事、角⾊扮演就成為我們進⼀步結合遊戲式教 
學的⽅向。 

(三)訂⼤概念與核⼼問題─你期待學⽣學到什麼︖
（串聯與脈絡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學習成果：如何讓課程⽬的「體認移動困境」進⼀步回到學⽣的⽇常⽣
活，對台灣的移⼯產⽣同理的學習遷移，並進⼀步解決⾼⼀、⼆課程不同調
的問題，也花了我們許多時間來討論。例如利⽤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學習歷
程檔案的結合與設計，都是讓議題更延伸的⽅式。 

 

✎ 地盤與派系爭奪：地緣與廣義⾎緣為華⼈移民的認同依據，後到的或勢⼒較 
⼩的族群很難在械⾾中獲勝，然⽽城市的開發卻需要不同族群的合作與互動 
，因此城市空間的展現是結合環境、政治與社會⼈際互動關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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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的共備過程中，我們已經決定⽤「模擬⼈⽣」的遊戲式教學，以
吉隆坡開埠者葉亞來的故事做為腳本，讓學⽣分組模擬⼗九世紀不同族群往
東南亞移動的歷程與⾯臨不同選擇會遇到的結果，並以衣錦還鄉作為遊戲競
賽⽬標，讓學⽣進⾏角⾊扮演。 

以下舉例說明如何將「將知道」轉換為「將能夠」的情境：                               

（左圖）學⽣⾃⾏研讀關卡
任務，進⾏討論與尋找答案。

（右圖）學⽣在航海地圖中 
   畫出前往⾺六甲的航線。

 

✎ 
 

殖民地的開發與管理：華⼈在⼗九世紀移往東南亞的背景與聚落的形成往往
受到礦業開發的影響。華⼈領導者/甲必丹須兼顧不同群族之間的需求、平衡
各⽅勢⼒，才得以和平發展城市與產業，同時還需要兼顧殖民統治者的期待，
扮演好中介管理者的角⾊，若華⼈勢⼒過⼤往往會招致殖民統治者的打壓或
屠殺。 

 

✎ 
 

在學⽣分組中依照當時吉隆坡的華⼈勢⼒比例，分成惠州、嘉應州、潮州、
泉州、海南⼈等群體，並且設下語⾔無法溝通的遊戲設定，學⽣在遊戲進程
中⾃然的會感受到華⼈在海外為何會發展出地緣認同並思考不同族群應該如
何溝通︔也會感受到族群比例的懸殊差異在遊戲中的優勢和弱勢並進⼀步體
認勞⼒密集產業的困境，然⽽為了達成兼顧遊戲體驗，我們也做了雖然違背
現實，但弱勢族群還是有機會獲勝的機制調整。  

✎ 
 

遊戲中的其中⼀個任務，即是要學⽣能站在統治者的角度進⾏城市規劃，花
錢購買建築（鴉⽚煙管、會館、清真寺、⽔圳等）前，必須考量殖民者利
益、各族群的需求與衝突，甚至思考不同族群的分布與⾃然環境的關係，在
吉隆坡簡略地圖上進⾏規劃與建設。在遊戲解密的後設環節中，教師也能進
⼀步帶領學⽣思考城市地景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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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主題脈絡與學習重點 
─你要教什麼︖如何教︖ 

教學⽬標確⽴後，接下來就是設計更細節的問題並思考教學⽅法的安排，
在我們的遊戲式設計中就必須思考：遊戲⽬的、遊戲角⾊、⽴場設定、故事場
景設定、議題故事撰寫、選擇問題、關卡任務、獲勝條件、遊戲機制等。 
在「來來⽣存記」遊戲中，我們以葉亞來的⼈⽣故事為腳本改編，選擇了

幾個可結合教學⽬標的⼈⽣關鍵點，設計了四個任務、五個選擇、⼀個械⾾決
戰、⼀個機會命運，並⽤「來來OS」學習單讓學⽣記錄下每個選擇的思考⾯
向，以利於之後教學的後設整理。 

以下舉例說明選擇關卡設計的⽬的： 

/ / / / / / / / / / / / / / / / / / / /

（圖）學⽣以「拇指決⾾」模
擬族群械⾾，不同族群間需要
「站隊」、思考族群利益。 

（圖）學⽣以「扳⼿腕」模
擬族群械⾾，不同族群間需
要「站隊」、思考族群利益。

 

✎ 
 

選擇⼀：為何要移動以及如何決定移動的地點︖故事裡的第⼀個選擇是澳
⾨招⼯館的豬仔頭vs.⾺六甲經營⼩⽣意的叔叔⼩故事，並提供學⽣⼤清帝
國、美國當時的移民政策與招⼯單，學⽣要在決策時思考：政府政策、薪
⽔、福利條件、在地⼈脈、出海風險和管道、發展機會等，並透過上述線
索做出判斷。  

✎ 
 

選擇四：在族群利益爭奪下，城市管理者如何凝聚不同族群間的信任關係︖
故事裡的第四個選擇是來來要⽤信仰的⽅式來化解族群衝突，因此興建的
廟宇應該拜祖籍神vs.礦神（械⾾中戰死的英雄）vs.阿拉︖學⽣要在決策時
思考：不同信仰的差異、要凝聚的是什麼族群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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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量設計與評量規準─如何評斷學⽣達成學習⽬標︖ 

因為是跨校共備，考量不同學校的學⽣特質與教學時數、專業等，我們以不同的
⾯向來收尾與進⾏課程評量，以下分享筆者以ORID焦點討論法的收尾。 

O：遊戲中你印象深刻的⾔論、事情或瞬間是什麼︖為什麼︖ 
R：遊戲中你印象深刻的情緒、反應或感受是什麼︖為什麼︖ 
I ：我們可以透過遊戲學到什麼︖請分享三個你覺得重要的想法，可以是對⼈ 
       ⽣、選擇、族群互動、產業開發、城市建造、海外冒險的過程等都可以。 
D：如果給你⼀次重新選擇的機會，你會回到哪個瞬間︖為什麼︖ 
       如果讓你編寫故事，你認為來來最美好的結局是什麼︖為什麼︖ 

為了回應體認移動困境，並遷移回⽇常⽣活情境的⽬的，也以學期作業「彰化移
⼯的⽇常觀察」ORID來做為延伸發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反思與回饋─如何修改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師共備的好處在於能⽤有限的時間達成更⾼效的分⼯並產⽣更有品質的教學成
果。筆者在此教學共備的過程中收穫了對「華⼈移動」這個陌⽣領域更多專業的認
識︔在討論中激發出更多課程可發展的⾯向與深度︔教學活動間學⽣的積極性與投
入度顯著的增強與延續，也提⾼了我們的教學動⼒。⽽更激勵我們的是更多延伸議
題的討論，例如筆者就學⽣感受很強烈的「選擇」與學⽣討論了「什麼是成功的選
擇︖」及「我們該如何看待選擇︖」等⽣命議題的互動，在這之後的彰化移⼯觀察
作業中，許多學⽣打破刻板印象去認識⽇常可⾒的移⼯，突破舒適圈與產⽣同理遷
移的回饋也讓筆者非常感動。⽽這些不同的回饋，在跨校共備中也激盪出更多發展
與修改課程的可能性。 

（圖）花費⼤量⼼⾎製作
的道具、故事與任務卡。 



�  of �8 8

7

(⼀)教師共備團體的維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團隊要有好的維持與持續成果的產出，「⼈和」絕對是最關鍵的原因也是最
難的⼀步，在筆者的經驗裡，有良好私交、教育理念相通的夥伴絕對是最佳選擇，
但如果要回到最現實的校內、科內關係呢︖教育觀、能⼒、分⼯、階級、年紀的差
異等都是現實的困境，我們要如何⾯對︖以下是筆者的經驗之談，僅供參考。 

1.教學刺激與對⾃我成長的幫助：多元的教學模式刺激、成果分享與交流。 
2.正回饋與情意上的交流：最佳教師獎等實質的肯定、學⽣的正向回饋。 
3.我群感的形塑：共同的困境、共識凝聚與⾃我期待、交流與聚餐。 

但謹記，團隊關係需要經營，就像師⽣關係⼀樣，祈禱沒⽤，靠的是努⼒與運氣。

(⼆)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團隊的形成非常⾟苦，跨領域的教學團隊更容易遇到共識無法凝聚、教學
專長不同⼤家都覺得⾃⼰很重要、時間的壓⼒與效率、課程設計的能⼒不⾜很難真
正跨得好等問題，然⽽就像我們總會給學⽣再多⼀次機會⼀樣，⽼師們也給⾃⼰更
多的寬容與成長空間吧，不管如何多跨出⼀步就值得讚賞，只要不空想、去實踐，
我們總能更多得改變⼀些什麼。 

以上歷程深刻感謝那些⼀起⾛過的教學夥伴們。 

⼆、如何建⽴、維持
好的、有效率和產出
的教學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