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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月琴•國立臺南二中教務主任

國際議題課程中的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合作學習與共好

      建構探究式學習的環境，讓小組合作學
習，引導學生分組進行自發性的探索和學
習，進而主動參與課程。

■校內校外跨很大

校內外跨科跨校教學團隊，展現跨領域學習
的可能，不僅激發學生不同的思考觀點，也
讓學生在不同教師的引導下，從多元面向深
入思考議題，成為有深度也有廣度的課程。

圖一 「Hi ！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課程特色

■把學習主導權還給學生

把學習主導權還給學生，引導學生自發性的
探索和學習，讓每個人有機會有不同的看
法，建構屬於學生自己的價值觀。

■體驗國際文化：體驗過會感同身受

要國際化，就不該活在課本裡，引導學生透
過不同的體驗實作活動，深層地感受、同理
進而尊重伊斯蘭文化。

即
將上路屆滿一年的108課綱，最為人所知

的就是自發、互動、共好基本理念，以

及強調各領域橫向統整、以學生為教學重心的學

習模式；著重的課程╱教學議題也從核心素養三

面九項其中一項－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可以覺察

到，面對複雜多變的未來，108課綱期許學校可以

培育出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積極關心全

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培養學生具有國際理解、

多元文化價值觀的胸懷。因為21世紀裡沒有任何

人可以將國際事務置身事外，大家都是全球公民。

臺南二中在108課綱上路後，校內教師透過社

群、增能工作坊、學校行政系統等支持，持續滾動

式修正、研發新課程。其中一門高二一類組的選修

課－「Hi！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已經持續在臺南

二中開設5年之久，曾經榮獲104學年度教育部舉辦

全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課程與教學創新方案」

甄選，榮獲全國特優、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教署推

動高級中等學校創新教學獎－普通高中組銀質獎。

以下便以此課程為例，分享此課程從各方面培養

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素養的規劃與實踐。

「Hi ！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起心

動念

當初規劃課程的主持人余月琴教師（現為臺南

二中教務主任）起心動念便在於2013年後期崛起

的伊斯蘭國（ISIS），臺灣的新聞媒體大量出現

殘暴、斬殺的畫面，一般民眾對伊斯蘭教產生

刻板印象，對異文化誤解與不尊重。整學期的

課程進行，不再只是反覆在做課文記憶、應付

不同考題、記住不同科目的枝微末節。在「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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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傳統教學的單向傳遞知
識，強調學生自主探索、合作
學習的學習歷程。

�課程完全沒有課本、沒有考試，
營造出的探究式學習環境下，
透過不同領域／學科角度將不同
的議題融入課程，引導學生於
過程中主動探索、反思和分析，
提出自己的意見並上台分享。

圖二 課程進行模式的PDCA

1. 以學生為中心的議題討論學習歷程，對
某些學生來說任何不採計成績的活動，
都被視為不重要且浪費時間。

   2. 學生對此種探究式學習歷程，常有學生
無法投入討論，或者上台分享時無法提
出較具體或有意義的意見。

1 .學期開始1-3周，教學方法會先以主題式
的ppt為主，用傳統的講述式讓學生感到
自在、安全感，慢慢地在每一堂課後增加
一些分組的討論議題，讓學生慢慢適應且
熟悉翻轉教室會有的自主學習。

  2. 理解且接受學生的適應過程，透過簡單的
遊戲和設計小組問題，鼓勵學生與不同教
師對話與討論，慢慢將問題加深加廣，訓
練學生探索、分享。

圖三 課程內容的PDCA：以地理「中東旅遊企劃」課程為例（課程回饋）

1. 106學年第2學期持續開設與地理科老師
協同的中東地區旅遊企劃案課程，針對
分組準備與分享的時間不足，決定此議
題課程延長為6節課，調整旅遊計畫的
撰寫方向，與延長分組上台分享由1節
→2節

   2. 讓旅遊企劃案更加趣味、生動，加入地
理的Google map的實境導覽設計，小組
必須完成一段旅遊景點的實境導覽錄影
介紹影片。

�期末學課程回饋，學生對中東地區旅遊企
劃案大多表示喜歡、有趣，但是也反映課
程時間不足，無法完整介紹旅遊地區等
等。

�105學年邀請土城高中教師講述
伊朗旅遊見聞後，不希望學生
只是聽著旅遊者的分享，在106
學年第1學期開學前與地理科老
師討論協同的可能，首次嘗試
讓學生自己設計中東地區旅遊
企劃案。

�106學年第1學期由地理科老師
進行中東地區旅遊企劃案的協
同課程，由學生選定超過90%
穆斯林的國家，製作ppt上台分
享該國的旅遊企劃案。

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中，獲得答案的思考歷

程，「怎麼學」遠比「教什麼」重要。另外，為

了改善傳統上學生總是被動接收國際資訊，此著

重穆斯林文化的課程，每學期的課程規劃都掌握

國際脈動，以學生為教學重心的學習模式，著重

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態度、強化思考和分析能力。

「Hi ！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國際

議題融入課程

這個聚焦在「伊斯蘭文化」主題上的課程，從

103學年至107學年第2學期，課程設計架構掌握幾

個大原則：沒有課本、沒有考試，在跨領域教學

團隊營造出的探究式學習環境下，以多元議題融

入課程，每次課程安排會有固定幾個主架構，如

伊斯蘭基本教義習俗、婦女和國際問題，延伸出

去的議題則因跨科跨校教師團隊而年年有異。

議題選擇的考量因素，除了主動尋求不同的校

外資源外，也會考慮議題的時代性、變動性、討

論性等，如依國際情勢與國內環境，會特別關注

某些議題，或者社會各界對該議題可能存在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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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Hi ！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嫁接108課綱／ 12年國教課程綱要

108課綱／ 12年國教課程總綱基本理念：
自發、互動、共好並強調縱向連貫、各科及領域橫向統整

108課綱／ 12年國教核心素養三面九項：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12年國教核心素養三面九項：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
的各種問題

12年國教課程綱要—各領域課程設計融入議題
•人權•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議題

嫁接108課綱／ 12年國教課程綱要的連結

之處：
1. 以學生為教學重心的學習模式，著
重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態度、強化思
考和分析能力。

2. 校內外跨科教學團隊提供不同的專
業、角度和教學方法，以共備、協
作的精神，從不同面向建構學生學
習圖像，開發出跨域跨界、具廣度
深度的伊斯蘭文化課程。

3. 引導學生透過多面向的體驗、認識
伊斯蘭文化，發展出懂得感受、尊
重的國際觀，讓學生願意同理不同
文化，培養全球化公民的素養。

觀點，特別是因應時事或偶發事件，採分組學習

單方式融入適當的單元中教學，議題教育也更能

有效達成。如在「教義習俗」主題時，課堂上便

連結這兩年臺北火車站因辦理穆斯林開齋節而產

生的爭議新聞：「『臺北車站被外勞攻陷』—四

萬移工湧入北車引起旅客不滿」。讓學生透過分

組學習單反思臺灣民眾對於穆斯林的大型活動的

評論，經由討論、分享對爭議加以耙梳釐析。

「Hi ！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滾動

式修正

此課程因為持續開設多年，故可持續進行每

一學期進行滾動式調整－ PDCA概念，教學計畫

（Plan）和實際執行（Do）後，依據學生的需求

與反應，查核（Check）後提出調整方向與策略，

並確實執行這些調整行動（Act），這樣的課程

能持續修正、調整，並從修正中不斷成長，是一

種正向循環的概念。以下舉例幾個在課程內容與

教學過程中PDCA滾動式修正的實例：

有學生在106學年第1學期期末回饋上說，希望

加入家政課程，讓學生親自製作伊斯蘭世界的美

食，106學年第2學期即依據學生的建議－主動邀

請家政老師加入教學團隊，嘗試加入設計中東美

食製作的實作課程－帶領學生進行印尼穆斯林清

真食物的體驗實作課程。

這個伊斯蘭課程已經持續從103學年第二學期

至107學年第二學期，嘗試過的校內外協同教學課

程數量不算少，課程在變與不變中保有課程彈性，

隨時緊扣學生的程度、需求和興趣，不斷調整課

程的架構和脈絡，確實做出調整行動（Act），堅

持滾動式調整、維持正向循環的課程設計。

總結

「Hi！你好 我是穆斯林」課程在持續五年的發

展下，落實學習型態的創新。透過課程設計引導

學生自發性的探索和學習，進而主動參與課程，

讓學生於過程中學習到主動探索、規劃與組織，

透過合作學習，學習到解決問題及完成任務的能

力。在主題上因扣緊伊斯蘭文化的主題，因此5年

發展下來此課程不斷依國際局勢和時事議題活化

課程內容，引導學生透過多面向的接觸，感受、同

理這個世界，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與多元分析能

力，並引導學生透過多面向的體驗、認識伊斯蘭

文化，發展出懂得感受、尊重的國際觀，讓學生

願意同理不同文化，培養全球化公民的素養，最

終能「立足臺灣，走入國際，放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