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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做什麼都是別人決定



看完影片再來想想這些概念

社大學員的「主觀經驗」為何需要融入？

1.成人學習者有清楚的自我概念可以進行自我導向學習

2.成人擁有豐富的經驗可成為學習的資源

3.成人的學習準備度與他們的社會角色有關

4.成人學習的取向以生活問題為中心



但是……

每個成人真的都有自主選擇能力嗎？

再來看另一部短片：分手快樂



所以關切到上述面向就是好嗎？

是否有成人缺乏清楚的自我概念，也不知道自己
最佳利益？

有沒有成人的經驗是會阻礙學習的？

依循成人的社會角色來決定學什麼東西是否可能
只是在滿足父母、老闆或其他人）的期待？

與實際生活問題無關的知識不值得學習嗎？



要反思學習經常得有重大挫折

如果你每天都過得很「順暢」，多半是在重複原來的
生活習慣。這時候很難產生「反思學習」。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過得很「艱辛」，表示你以前的經
驗或知識無法順利解決當下的處境。這時候，正好是
你重新反省生活習慣或價值觀的好機會。

也就是說，「反思學習」通常發生在我們覺得不一
致、不舒服或面臨重大衝擊時。



換你們自我檢視了！

您對自己是否足夠瞭解？明白自己為何來社大任教？

您對於所任教的課程內容是否有屬於您自己的感動？
並且能夠提升您的生命品質？

您所任教的課程是否有提供「另類生活方式」，甚至
是「反面價值觀」讓學生產生不一致的碰撞？

您是否知道如何在您任教的課程中進修？還是您也不
知道如何精進自己的專業理論或技巧？



社大講師必須面對的挑戰是（1/2）

教科書的知識技能雖有價值，但也有侷限性，
因此必須用老師和學生的主觀經驗與其相互對
照、碰撞、甚至修正。

講師和學生的主觀經驗雖有真實性，但如果只
停留在經驗層次，教學或學習就容易劃地自
限，甚至淪為片斷感覺而無法深化或完整化。



社大講師必須面對的挑戰是（2/2）

如果老師無法了解、承認自己知識或經驗的有
限，上起課來就容易因為過於緊張而顯得裝腔
作勢，無法產生友善的教學互動。

如果連老師自己都不明白

所教授的知識技能如何改

善自己的生活，更不用談

幫助學生提升生命品質。



你應該還要知道……

社區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為何需要
融入？

1.社大的辦學理念之一本來就是要與在地生活
連結

2.唯有課程內容可以和現

實生活結合才是活的知

識或技能



好的課程設計應該是……

講師清楚了解且承認自己知識技能的有限，願意
開放心胸與學生一起探討、成長，而不是硬撐。

既能清楚介紹教科書裡的「客觀知識技能」，又
能邀請學生一同拿「主觀經驗」與這些知識技能
對話，甚至質疑、調整、修正這些知識技能。

老師要先了解所教授的知識技能如何改善生命品
質，才能幫助學生用這些知能提昇生命品質。



融入式課程才是回歸教育本質

講師主觀經驗 學生主觀經驗

客觀知識技能
社區人文、社會與

自然環境



社大融入式課程設計操作方法

步驟一：設定主軸課程之總目標、次目標與各
次主題

講師參考下列事項，設定本學期課程的「總目標」、
十八週課程各次的「次目標」，以及達到各次「次目
標」的「主題內容」：

1.自己學習該項知識的個人經驗

2.市面上販售的各類專業書籍

3.對社大學員學習需求的瞭解



社大融入式課程設計操作方法

步驟二：選定一次至數次課堂進行融入式課程

扣除第一週（課程簡介）、第九週（公民週）和十八
週（成果展）等既定行程，依據其他次課程主題的適
切度，安排一次至數次的「融入式主題」。融入式的
主題可包含下列內容：

1.社大學員主觀經驗

2.講師主觀經驗

3.社大所在地的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

課程簡介 公民週 成果展融入主題



社大融入式課程設計操作方法

步驟三：決定融入的策略

講師需根據「主軸課程」和「融入議題」特性、個人的
專業能力、學員的接受程度等考量，選定合適的「融入
策略」。至於融入策略可包含下列幾項：

1.拿融入議題當「具體的證據」來做說明

2.拿融入議題作為「可討論的議題」引發多元意見分享

3.拿融入議題作為培養「公民素養」的媒介



社大融入式課程設計操作方法

步驟四：依據課程教材屬性選定教學方法

講師可針對課程目標與教材內容，挑選合適的教學方
法。舉凡靜態的圖片或照片展示、電腦模擬影片、廣
播，動態的戲劇、角色扮演、遊戲或體驗、參訪等等方
案，均有利於課程目標達成。



教材與教學設計的重要面向

融入式課程

視覺空間

教學資源

數理邏輯

教學資源

自我認識

教學資源

身體運動

教學資源

人際溝通

教學資源 語言

教學資源

音樂

教學資源

自然觀察

教學資源



（一）視覺空間智慧：給你看！

靜態的：照片、塗鴉、空間、圖表

動態的：電視、電影、紀錄片

操作的：塗鴉、素描、拼圖、照相



（二）數理邏輯智慧：證據為憑

邏輯：歸納推理、演繹推理

數據證據：數列、等差、等比



（三）語言智慧：有人說

靜態的：詩歌、散文、報紙

動態的：描述、演講、戲劇、錄音帶

操作的：對話、講故事、寫作文、朗讀



（四）音樂智慧：給你聽

動態示範：音樂播放、演唱示範

操作：操作樂器、演唱、



（五）身體運動智慧：活動活動吧！

動態示範：教師示範

操作：角色扮演、肢體運動、戲劇表演、

體驗活動、採訪考察



（六）人際溝通智慧：大家都可以講

耳語、傾聽、同情、交談、關懷、小組討論



（七）自我認識智慧：我的反省

過去式：反省、回想、

現在式：寫日記、寫部落格

未來式：規劃、夢想



（八）自然觀察智慧：從好奇中學習

踏察、觀察、分析、區別自然生態，
並與之和諧相處。



謝謝聆聽，歡迎提問或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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