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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旭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員

　　　張鏽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助理研究員

淬鍊與花火──記111年度「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一年一度的成果交流會，

最終場次已於今（112）年8月30日完美落

幕！整個8月猶如馬拉松接力賽，此盛宴不僅只

是師長們完成計畫後的發表儀式，更是為加入教

學實踐行列的師長們準備的專屬舞台，將一年來

付出的教學經驗、執行心得、研究成果，濃縮並

萃取出精華公開分享，達到實體互動交流、拔擢

績優計畫的目的。本年度6場次總計1,700餘位計

畫主持人參與發表，200餘位委員協助績優計畫評

選，蒞臨現場的與會者超過500人次，規模為歷年

之最，使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邁向新的里程碑！

承襲歷年的辦理經驗，本年度成果交流會也大

膽地推陳出新：

一、�調整開幕式時間安排，匯聚人流資訊

共享

本年度開幕式活動一改過往作法，將開幕時間

與第一發表場次相互交換，即辦理第一發表場次

後再進行開幕式活動，讓有意參與開幕式的與會

者更加從容，同時有效匯聚計畫發表人及與會者

蒞臨現場，窺見本計畫歷年來的政策推動、各學

門的概況分析、績優計畫主持人的標竿經驗。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自107年度起推動，期待透

過補助個別教師的方式，從教學現場中發現問

題，藉由改善課程設計、導入教材教法、運用教

具科技媒體等方式提升教學品質，同時鼓勵教師

具備研究以外專長，多元開拓教師的職涯發展。

▲醫護學門與USR專案場次開幕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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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計畫的推動，教育部堅定的立場不變且愈

發重視，計畫的規模逐漸從「點的培養（計畫主

持人）」，連成「線的跨校支持（區域基地）」，

繪製成「面的整體發展（高教領域教學品質提

升）」。從歷年申請與通過計畫的累積，也看出

各大專校院、教師對本計畫的支持與肯定：6年

來總計申請件數超過19,000件、累積計畫成果逾

6,500件、拔擢亮點及績優計畫461件，補助經費

逐年提升至新臺幣4.5億元。

為厚植計畫能量，各項業務也串聯橫向與縱向

的擴張，如發行《教學實踐研究》期刊（https://

jsotl.moe.edu.tw /）、建置成果交流平台（https://

tpr.moe.edu.tw/achievement /）、共構區域基地

學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靜宜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辦理計畫成果交流會等，將教

師各項執行成果能以文字、影音、著作、實體交

流等多元管道，紀錄並擴散於各專業領域當中。

二、�廣納多樣態發表方式，真實展現計畫

成果

計畫主持人以「簡報」形式進行發表，10分鐘

的口頭說明加上5分鐘的提問交流討論，已是近

年來固定的成果交流會發表形式。然而，考量

▲商業及管理學門與數理學門場次開幕式合影。

「大學社會責任（USR）」與「技術實作」兩專

案特性，故逐步嘗試新的發表形式，以彰顯教師

的計畫成果。

USR專案多年期第一年之計畫主持人，以

「E-Poster電子海報」的方式進行發表，口頭說

明5分鐘，發表後進行25至35分鐘的「圓桌論

壇」，由委員及計畫主持人相互對談，有效提升

溝通交流的機會與深度，並釐清多年期計畫的執

行重點，滾動式調整教學場域與課程的合作機

制、社會實踐議題目的。

技術實作專案則首次導入以「實體學術海報」

合併「成品展示」進行發表，具體呈現計畫成果，

輔助說明實作場域、實作教學模式，使與會者對於

跨領域、實作型的課程，有更明確的認識與體驗。

隨著108課綱中推行跨領域的脈絡理念，未來

的高等教育將有更多的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統整

不同學科知識的核心素養，應用在日常生活當

中（楊俊鴻，2022），而如何整合跨領域的課

程，並融入教學實踐研究的精神，就顯得相當重

要。因此，面對這些新型態的課程屬性，本計畫

也持續精進，依各學門、專案的特性，期透過

多元的發表方式展現學門特色，達到真實評量

（authentic assessment）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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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專案多年期計畫圓桌論壇。

三、�創新主視覺設計理念，元素融合計畫

精神

本年度成果交流會第三個創新，為活動的主視

覺設計。設計師Kimei以莎士比亞曾說過的一句

話：「那腦袋裡的智慧，就像打火石裡的火花一

樣，不去打它是不肯出來的。」為發想，從維度

的視覺變化為起點，體現各項在教學實踐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要想敲出「智慧的火花」，勢必需要敲石的

「人」、敲擊的「工具」，以及催生火花的「打

火石」。類比課堂中角色，教師作為知識前沿的

開拓者，自然是敲石之人，在教與學的過程當

中，運用的教學方法、學習策略、教材教具，即

是敲擊的工具。

▲技術實作專案成品展示。

在海報的設計理念中，激盪多種型態（圓

形、方形）打火石（學習者）的，是圓規、尺規

等三角柱的立體意象，設計師藉此立體意象，凸

顯教學方法、學習策略、教材教具的喻意。同時，

透過不同抽象元素的變化，點綴出三種角色之間

的互動關係，如紅色箭頭反映著「加速的動能」、

交疊圓形意涵著「延伸的交流」、彈簧圖案形似

著「連續的溝通」、曲面構圖展現著「感性的情

感」。設計師的各項小巧思，契合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的各項精神。

隨著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翻

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理念興起，師與生

之間角色的轉換，已不是傳統的單向思維，為達

到更具意義且深刻的學習效果，雙向的互動存在

於教學者、教材、學習者三種角色之間。如何運

用教學法的融入、學習上的引導、教學內容的設

計，改善教學現場的問題，敲打淬鍊出教室中的

火花，即是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起源。

其次，教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合作、討論、

鷹架、回饋，也跳脫過往上對下的維度，轉換成

垂直與水平的位移。師與生之間、生與生之間、

師與師之間，錯綜的互動特性交織整個教學實踐

研究的期程當中，這也正是本計畫鼓勵參與計畫

的教師，能透過年度舉辦的成果交流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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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研究》期刊、成果交流平台，登上專屬的舞

台來公開、分享、交流亮麗的計畫成果，達到教

學經驗共享擴散的目的。

走過六個年度的計畫旅程，面對快速成長的計

畫規模，專案辦公室逐步建立各項支持措施，漸

進完善在計畫環節間的服務缺口。然而，隨著投

入教學實踐的教師愈來愈多，教學實踐的融入層

次存在著差異，產生對於計畫精神的掌握仍不夠

精準所導致的失誤。如：

●  為獲得檢證成效之歷程，過度使用量化評估

問卷，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荷。

 ●  為評估教學策略介入的差異性，運用實驗研

究設計，衍伸學生受教權利的疑慮。

●  課程中融入過多的教學策略，為達表面效度

而忽略執行計畫的可行性。

▲主視覺海報、展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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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凸顯各年度計畫的差異，每年導入不

同的科技媒體工具、教材教法等，並未

反思各年度執行成果來深化教學。

●  連續申請本計畫，撰寫計畫書／成果報

告時產生相關的學術倫理問題。

每一件申請、執行、分享的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其課程規劃、教學設計的出發點

皆抱持著良善立意，只是在推動本計畫的

同時，仍要回歸教與學的本質，以學習者

為核心的理念出發，從教學現場的第一線，

在文獻摸索中、現場觀察中、適當研究方法

及評量工具中，提出教學現場實務問題的解

方。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即將展開第七年的旅

途，主辦單位教育部對計畫的重視有目共睹，從

不同的角色定位及資源挹注著手，除完備全方位

的後勤支援、給予提升教學知能的管道，同時，

亦於111年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2023），明訂「學術」、「技術研發」、「教

學實踐研究」、「文藝創作展演」、「體育競賽」

五種多元升等管道，落實推動多元升等制度。一

連串的計畫配套，如繁星點布在各面向中，厚實

跨校、跨域的支持網絡，以達接軌教師專業發

展、職涯規劃的目標。

相信，臺灣未來的高等教育，因為有每一位高

等教育現場的師長、學生、助理、行政人員的加

入，將從緩慢的漸變，走向蛻變的康莊道路──

作為投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一分子，教育部如

此滿懷信心，並且深深地盼望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