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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採自主
學習計畫
成果占比
最高



大學期待什麼學生



大學期待的學生

• 淺層次(surface learners)
– 淺層次學習者只關心是否能通過考試，而不是應用所學

到的東西

• 深層次(deep learners)
– 深層次學習者熱愛學習本身，即使沒有人教，也會自己

採取深層次策略。想瞭解文本背後的意義，思考涵義及
應用，發現不同的觀點，並且區分支撐的證據及結論

• 策略型(strategic learners)
– 主要的目的是考高分，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他人的認可，

或申請上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和深層次學習者不同

Ken Bain。如何成為卓越的大學生。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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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選校就讀的原因

教育部，TTRC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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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TTRC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2019-2020)



非常感興趣 感興趣 普通 不感興趣 非常不感興趣

整體新生 18.8% 49.6% 28.4% 2.3% 0.9%

非常瞭解 瞭解 普通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整體新生 6.9% 42.0% 44.9% 5.0% 1.1%

對於本系(學位學程、學士班)感興趣程度（全國）

對於本系(學位學程、學士班)瞭解程度？（全國）

教育部，TTRC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2019-2020)



能力 非常重要 重要 尚稱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平均分數

自主探究學習能力 58.0% 35.7% 5.7% 0.3% 0.2% 4.51 

分析與批判思考能力 56.8% 36.8% 5.8% 0.4% 0.2% 4.50 

口頭報告的溝通表達能力 57.1% 35.7% 6.4% 0.4% 0.3% 4.49 

外語能力 58.3% 32.6% 8.1% 0.6% 0.4% 4.48 

團隊合作能力 55.1% 36.7% 7.4% 0.5% 0.3% 4.46 

就讀學系的專業知能 52.3% 40.7% 6.5% 0.3% 0.3% 4.45 

國際視野 54.2% 36.3% 8.6% 0.5% 0.3% 4.44 

閱讀與理解學術報告的能力 50.5% 42.5% 6.5% 0.2% 0.3% 4.43 

身心健康管理能力 52.7% 37.4% 9.0% 0.6% 0.4% 4.41 

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

51.5% 37.6% 9.6% 0.8% 0.4% 4.39 

條理清晰的寫作能力 47.1% 42.1% 9.9% 0.7% 0.3% 4.35 

創意與創造力 47.5% 39.4% 11.8% 1.0% 0.3% 4.33 

社會參與、人文關懷能力 46.3% 40.0% 12.0% 1.1% 0.5% 4.31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40.5% 44.8% 13.5% 0.9% 0.3% 4.24 

領導能力 37.6% 42.1% 18.3% 1.7% 0.3% 4.15 

統計及數據處理能力 31.1% 44.6% 21.1% 2.7% 0.5% 4.03 

運算思維暨程式設計能力 31.9% 42.9% 21.2% 3.3% 0.6% 4.02 

美感品味能力 31.9% 40.4% 22.9% 3.7% 1.0% 3.99 

大一新生認為具備下列能力的重要性

教育部，TTRC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2019-2020)



能力 優良 佳 尚可 不佳 差 平均分數

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 22.6% 42.8% 32.1% 2.2% 0.3% 3.85 

社會參與、人文關懷能力 19.9% 39.8% 35.8% 3.9% 0.7% 3.74 

團隊合作能力 17.1% 42.5% 35.4% 4.3% 0.7% 3.71 

分析與批判思考能力 13.7% 39.4% 41.3% 5.1% 0.5% 3.61 

身心健康管理能力 15.6% 37.5% 39.9% 5.8% 1.1% 3.61 

自主探究學習能力 13.8% 37.3% 41.8% 6.5% 0.7% 3.57 

美感品味能力 14.5% 36.0% 41.6% 6.4% 1.6% 3.55 

閱讀與理解學術報告的能力 10.1% 38.2% 45.9% 5.2% 0.5% 3.52 

創意與創造力 13.0% 34.1% 43.2% 8.6% 1.2% 3.49 

就讀學系的專業知能 9.5% 35.4% 48.7% 5.6% 0.7% 3.48 

條理清晰的寫作能力 9.7% 32.3% 48.3% 8.8% 1.0% 3.41 

口頭報告的溝通表達能力 10.3% 28.5% 45.9% 13.5% 1.8% 3.32 

國際視野 8.9% 28.5% 47.2% 13.5% 1.8% 3.29 

領導能力 9.6% 28.2% 44.4% 15.1% 2.7% 3.27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7.1% 26.1% 49.9% 14.8% 2.1% 3.21 

統計及數據處理能力 6.1% 21.8% 49.3% 19.5% 3.3% 3.08 

運算思維暨程式設計能力 6.2% 21.0% 47.0% 21.6% 4.3% 3.03 

外語能力 6.6% 21.6% 44.2% 22.5% 5.1% 3.02 

大一新生認為目前自己具備下列能力的程度

教育部，TTRC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2019-2020)



教育部，TTRC臺灣教學資源平台計畫 (2019-2020)



✓ 大學為何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 自主學習能力是成功學習的關鍵

✓ 專題探究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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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中小學如何培養學生專題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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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如弘立書院)從四年級就開始的專題探究
並將資訊素養Big 6模式融入專題探究教育



新加坡將閱讀與資訊素養融入STELLAR策略(小學高年級)

1. 為理解及欣賞而閱讀 (預測及題問、閱讀策略、文本類型、文本特色)

2. 語言項目、結構、技巧(詞彙、文法、單字、媒體及視聽素養)；進一步的活動（口語、專題工作、
資訊素養)

3. 句型應用；全文閱讀
4. 班級寫作
5. 團體寫作
6. 獨立寫作

專題計畫
資訊素養



日本如何進行資訊素養教育

• 日本玉川聖學校：Big 6資訊素養融入專題探究

• 小組專題探究、個人專題報告



學生的專題報告



日本荒山區立第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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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寧 美國的讀寫教育, 2020 圖書教師初階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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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寧 美國的讀寫教育, 2020 圖書教師初階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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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寧 美國的讀寫教育, 2020 圖書教師初階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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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寧 美國的讀寫教育, 2020 圖書教師初階教育訓練



26許雅寧 美國的讀寫教育, 2020 圖書教師初階教育訓練

是否清楚說明
要寫的主題

是否清楚說明
你的觀點

是否提供證據
支持你的觀點

是否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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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玟樺。我在芬蘭中小學做研究的日子

芬蘭的探究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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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媛媛。思辨是我們的義務

瑞典高中生的學術寫作
與畢業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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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DP國際學校的學習：學術寫作是DP的核心
Extended Essay is a Core Elementary of the Diploma Programme

每一篇論文不超過4000字，另以格式寫不超過500字的反思；每
位學生的投入時間約40小時；老師指導學生的時間約3-5小時，包
括三次必要的反思時段



30黃春木。我做專題，學會獨立思考

台灣與歐美國家人
才養成方式的差異

國小

答很多考卷

準備升學

國中

答很多考卷

準備升學

高中

答很多考卷

準備升學

大學

不太會問問

題，部分較

厲害的人很

會解決問題，

執行給定的

任務

國小

做很多探索

實作練習

國中

做很多探索

認識世界

高中

做很多探索

生涯定向

大學

創意思考，

多方提問，

組織跨領域

整合團隊實

現夢想

台灣人才養成

歐美人才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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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需要什麼資源，決定學生的閱讀及學習的型態

老師只用教科書 老師需要多文本多媒體 學生需要進行專題探究

不需要圖書館 圖書館是學習資源中心 數位圖書館

視野單一的學生 視野寬廣的學生 自主探究的學生



高中生為何要撰寫小論文

• 小論文是學生探索個人有興趣之學術領域的機會；
• 獨立撰寫小論文，是學生展現對該領域的熱忱、智慧，主

動學習、與創造力的方法；
• 小論文反應學生在研究過程的投入與反思、在智識層面及

個人層面的改變。
• 從撰寫小論文的過程，學生將發展出可轉移的知能，如研

究、批判思維、自我管理，及以學術文章和他人進行交流。
• 研究知能固然是完成小論文的關鍵，但在過程中，學生也

需發展組織技能及情意技能，包括心態、毅力、韌性、自
我激勵等來進行自我管理。

• 所以小論文也是最能展現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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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與知識

• 學生可以選擇特定學科或跨學科主題進行探究；

• 特定學科之小論文，學生必須展現他們對特定學
科的理論、工具和技術之知識與理解。(文獻分析)

• 選擇跨學科之小論文(如全球性議題)，必須證明他
們如何用跨學科的方法，來加強對該問題的理解；

• 無論選擇哪一種題材，都須通過解釋及評估證據
來探討研究問題，建構合理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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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具備探究能力的教與學



確立學習目標
確定學習內容

和進度

選擇方法和技

巧
監控學習過程 評估學習結果

自主學習能力常利用PBL進行主題探索學習來培養

讓學生具備探究能力的教與學



以Big - 6 模式進行專題探究

讓學生具備研究能力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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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行動

探究

開放式的教與學



自主學

習

專題研

究

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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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論文之評量規準



IBDP論文審查原則

• 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0-6)
– 研究主題、研究問題之說明是否明確；研究如何進行，方法是否

合適；文章是否前後呼應，聚焦在該主題。

• 知識與理解 (0-6)
– 審查研究中對於相關科目專有詞彙/概念之運用正確且一致，研究

報告是否將研究所得之專業知識與理解，藉由合適且正確的詞彙
與概念呈現出來。

• 批判思考 (0-12)
– 作者是否運用批判性思考技巧來分析與評估其研究。

• 論文呈現方式 (0-4)
– 此項評鑑重點為文章之呈現方式是否遵循學術寫作標準，以及是

否有效溝通。

• 投入程度 (0-6)
– 此條件評鑑的是學生對其研究重點與過程的投入程度。審卷老師

會在參考學生的計畫與進度反思單後，於審查最後給分。

40



41

標 準 / Criteria ☺  

和本刊物相關情形/

Relevance to JLIS

新意/ Innovation

重要性/ Significance

研究方法 / Research

method

組織架構 / Writing

Style

參 考 文 獻 /

References

一般期刊文章的審查標準

學術期刊審查的重點不在表格，而是審查者實質的審查意見

請見範例



修訂重點

1. 符合一般學術文章的
格式要求

2. 讓學生知道學術論文
撰寫的重點

3. 參考人文社會、自然
科學期刊審查原則

4. 參考IB Extended Essay

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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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得獎參考標準 (此標準僅供參考，是否得獎仍以主辦單位最後的
決定為主)

特優：總分至少 20分以上，且無評分為 1之評分項目。
優等：總分至少 18分以上，且無評分為1之評分項目。
甲等：總分至少 16分以上，且無評分為 1之評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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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謝謝聆聽
敬請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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