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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知識翻新活動融入六年級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教學對學生

的學習歷程與成就之影響。研究對象為七位台東縣蘭嶼鄉朗島國小的六年級學生；

七人皆為達悟族籍。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法；教學課程設計期程為二十週，包含

進行前測、教學與後測。 

 研究問題有四項：(1)學生的整體文化認同感情形為何？(2)透過知識翻新融

入文化教學，學生在數位學習平台中的活動情形為何？(3)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

化教學，學生對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的轉變為何？以及(4)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化

教學，教師的創新教學知能轉變為何？ 

 研究資料來源包含：(1)學生課程前後的半結構訪談；(2)數位學習平台的記

錄；(3)學生課程中手繪的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4)學生課程前後拍攝的導覽影

片；以及(5)教師的教學筆記。資料分析主要採質性方式；透過深入分析多元資

料，以了解在知識翻新教學融入大船文化課程後，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及

教師過程中的教學省思。 

 本研究期望承先啟後，發展出符應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文化課程教學模式。

透過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教學，讓學生逐步建構出大船文化的知識地圖，並培養學

生核心素養。研究結果如下：(1)學生對當地文化具有高度的文化認同感，但對

大船文化知識了解並不深入；(2)透過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教學，學生能在數位學

習平台上共構出大船文化知識地圖，並改善線上活動情形、提升提問品質，及歸

類各種大船文化的想法；(3)學生在訪談、手繪心智圖和導覽影片中，也分別有

不同程度上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的提升；以及(4)教師在依據一些知識翻新的原則

進行省思後，也能適當對課程設計進行調整，以提升其創新教學知能。 

關鍵字：知識翻新、文化課程、達悟族、大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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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sixth-grades’ learning processes and 

achievements after integrating knowledge build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ship culture of the Tao aboriginal tribe.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seven sixth-grade 

students of Iraraley Elementary School in Lanyu, Taitung County. All of them were 

from the Tao aboriginal tribe. This research adopted an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duration of the course was 20 weeks. 

There were four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1) To what extent do students identify 

their Tao cul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2) How were students work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building activities into the cultural teaching? (3) How were students 

chang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hip cultur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building into the cultural curriculums? And (4) How was the teacher 

reflecting and accordingly develop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ve teaching 

knowledge through integrating knowledge building into her cultural teaching activities? 

Data sources mainly came from: (1)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2) online activities  

recorded in the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3) students’ concept-mapping of their ship 

cultural knowledge; (4) videos made by students to introduce the Tao ship culture; and 

(5) teacher’s personal reflective teaching notes. Data were analyzed mainly via 

qualitative mean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develop a local cultural curriculum to teach som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rough integrating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into class teaching, students gradually built a more complete knowledge 

map of the Tao ship culture and developed some core competencie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had a strong cultural identity towards their 

local tribal culture, but they did not have the necessary understanding of their Tao ship 

cultural knowledge; (2) students were able to construct a more complete Tao ship 

cultural knowledge, as reflected in the concept-mapping activity, via the use of a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nd were able to perform fairly frequent online activities, 

produced quality questions, and analytically synthesize various ship culture ideas into 

different themes/categories; (3) students’ interviews, concept-mapping results and 

final video projects, also showed that students had reached higher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ship cultural knowledge; and (4) with frequent teaching 

reflection on some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the class teacher was also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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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to her curriculum design, and accordingly enhance her 

innovative teaching abilities. 

Keywords：knowledge building、cultural curriculum、the ship culture of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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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08學年開始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

學習者」，以「核心素養」為主軸，分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

與」三大面項。相較於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更加強調資訊素

養、多元文化和公民責任等理念。 

 然而，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資訊傳播迅速的時代，知識創造和更新的速度越

來越快，但訊息傳播的內容卻掌握在多數的資訊傳播者和接受者，也就是大眾的

口味，點擊率越高的資訊越容易被看見，可卻在這看似無所不能、無事不曉的資

訊時代，我們逐漸忽略了許多將要遺失的文化知識資產。 

 我國擁有豐富多元的 16 族原住民文化，都沒有自己的文字，導致各族傳統

原民文化逐漸流失。本研究期望透過行動研究探討建構與保存原民文化的方法，

以達悟族的大船文化為例，以六年級國小學童為研究與教學對象，將數位學習、

知識翻新和文化課程的結合。讓學生在課程中培養十二年國教所提倡的核心素養，

在學習中討論互動和提問解決，逐漸在網路平台上建構出大船文化知識，進而拍

攝導覽影片。使傳統與現代結合，讓大船文化知識能夠承先啟後，讓更多的人看

見。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背景以及動機；第二節切入本研究的

目的與問題；第三節解釋研究中的名詞釋義；最後，第四節說明研究的限制與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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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資訊科技的發達，網際網路打破時空限制，學生的學習需求也有了巨大的轉

變，「數位學習」成為一種熱門的學習方法(Vander Ark, 2011)。透過數位我們可

以實現地球村的理念，和不同國家及語言的人溝通；透過數位我們可以不用受制

於學校或紙本書的框架，自由探索感興趣的知識；透過網路與數位我們有更大的

可能性分享和保存資產，產生了數位典藏和資源共享，將資料用較不占空間又能

輕易傳遞的方式保存。 

 我國 16 族原住民族中唯一生活於離島的民族—達悟族，因為沒有文字的記

載，現正面臨語言和文化的傳承與流失，耆老逐漸凋零，年輕人離鄉背井到異地

求學謀生，學校教育的文化課程沒有適當的教材和模組。又當前的教育現場，新

興的十二年國教不同於九年一貫的基本能力，而是強調「核心素養」，一個人為

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教育部，2014)。

期望透過十二年國教，引導學生開展出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動，

並應用及實踐所學來體驗生命意義，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達到互

惠共好的目標(教育部，2014)。 

 雖然目前有許多新興教學法，將教學重心從傳統的教師講授、學生被動，變

為教師引導、學生主動；然而要結合數位化和培養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且教授

沒有充足教材和文獻的文化知識課程，教學需要打破傳統的思維，使用更為創新

的教學法(史美奐，2004；陳步肄，2005)；既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又能根據

學生的思考脈絡來引導知識建構與學習，並將學生的互動歷程與學習成果完整記

錄和傳播。而「知識翻新教學」的核心概念即是學生配合真實生活情境，透過自

主自發、想法中心和社群互動來解決問題(Scardamalia，2002)，與上述背景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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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將數位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於文化課程教學，是學校既能保存珍貴的文化知

識資產，又能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方法之一。 

貳、研究動機 

一、達悟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流失 

 在蘭嶼這塊與世隔絕的淨土，達悟族是我國唯一生活於離島的原住民民族。

達悟族沒有自己的傳統文字，只有與菲律賓的巴丹島土族所相似的傳統語言；富

有達悟傳統文化精神與知識的長老逐漸凋零，負有傳承傳統文化責任的年輕人大

多在異地求學和謀生；達悟族現正面臨嚴重的語言和文化流失的衝擊。 

 雖然當前的教育政策相當注重文化教育的領域，強調在地生活化的特色學習；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中指出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十九項議題，學校必要

時得在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而「原住民族教育」即為十九項議之一(教育部，

2014)。當地人也期望學校教育的文化課程能分擔文化傳承的缺口。然而，學校

教師多數非達悟族人，我國文化教育又沒有適當的典範和教材，或可依循參考的

教學模組；學校教育現場面臨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的教學困境。 

二、集體的數位知識合作與建構 

 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數位學習成為教育的新趨勢；且多項研究指出，數位學

習方式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策略和學習成效(李勇輝，2017；黃添丁，

2015)。教育觀點也從傳統的「學習為個人知識成長」，逐漸轉變為「學習為集體

知識合作與建構」(Scardamalia,2002)；例如，作筆記的方式從傳統的個人紙本筆

記，到現在流行的線上共筆及註記。為因應學習方式的轉變，有效支援電腦合作

學習(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CSCL)的情境設計對數位學習日漸重要；

Stahl(2007)指出 CSCL 強調利用數位學習平台促進知識共建，在多次想法交流和

互動後，有助於學習社群小組完成較高階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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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翻新教學活動有助於學生集體建構知識(Scardamalia,2002)；「知識翻新

教學」的核心概念即是學生自主、想法中心和社群互動，與十二年國教的三大面

向自發、互動、共好相互呼應。知識翻新的教學理念即是讓學生在社會化歷程中，

不斷對想法(idea)提升和翻新(Scardamalia & Bereiter,2003b)，強調用社群的討論

和反思來來創新知識。所以，研究者認為以數位的方法來讓學生集體建構文化知

識，進行文化知識地圖的合作共構；既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文化課程的動機，又可

以讓學生學習的歷程和成果被妥善的保存，並更迅速便利的傳播；是學校保進行

文化課程的方法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數位學習、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浪潮及達悟族傳統文化

傳承需求的背景下，希望透過數位知識翻新活動融入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教學，

達到學生大船文化知識「想法」的交流與提升，並逐步建構出大船文化的知識概

念圖，讓學生對大船文化知識有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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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透過融入數位知識翻新的

文化課程教學，幫助達悟族學生逐步建構出大船文化的知識地圖，進而提供可

能的數位文化教學模式。並進一步探討在此過程中，學生在平台上的想法與互

動歷程，以及學生對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的進步情形；以及探討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知識翻新原則想法的轉變。所以，本研究以一個班級為對象，採用行動研究

法，融入知識翻新教學法的理念於課程與活動的設計，並搭配數位平台蒐集教

學和學習紀錄，以探究其歷程活動與教學成效。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數位知識翻新為理念，以達悟族大船文化為

課程主題，探究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成就，以及教師知識翻新原則想法的轉變歷

程。因此，基於研究目的，提出了幾個待答研究問題，條列如下： 

壹、學生的整體文化認同感情形為何？ 

一、學生在訪談內容中，所認為的傳統文化價值為何？ 

二、學生在訪談內容中，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為何？ 

三、學生在期初和期末的訪談內容中，所陳述的生活現況為何？ 

貳、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化教學，學生在數課平台中的活動情形為何？ 

一、學生在數課平台上提出問題品質的轉變情形為何？ 

二、學生在數課平台中知識地圖的分層情形為何？ 

參、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化教學，學生對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的轉變為何？ 

一、學生前後測的訪談內容，與最終的大船文化知識地圖相符情形為何？ 

二、學生期初、期中與期末的手繪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與最終的大船文化知

識地圖相符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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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拍攝的大船文化知識導覽影片，成功遷移多少大船文化知識地圖的重

要概念？ 

肆、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化教學，教師的創新教學知能轉變為何？ 

一、教師對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KB Principles)的省思轉變情形為何？ 

二、教師秉持行動研究精神，持續改進教學設計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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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知識翻新(knowledge building, KB) 

 知識翻新理論源於建構主義，由多倫多大學的 Marlene Scardamalia 和 Carl 

Bereiter 兩位教授所提出。知識翻新以想法為基本意義單位，社群成員對想法進

行討論和改進，共同合作建構出集體的知識(Scardamalia,2004)。在知識翻新教學

中，教師基於知識翻新原則(KB Principles)來設計課程和引導學生學習，以學生

為中心，過程中強調「社群反思」、「想法中心」和「自主學習」，在開明的學習

氛圍下不斷修正知識，開創知識創新的可能。 

貳、數課平台 

 數課平台是一個數位學習平台，由北京創客新知數據科技有限公司創建；平

台目前已停止開發。中文介面的數課平台的設計理念，與 Scardamalia 和 Bereiter

團隊所研發之英文介面的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 KF)相同；而知識論壇學

習平台是以知識翻新作為教學法來設計(Scardamalia & Bereiter,2006)。期望讓學

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學會探究、合作、思考與學習，平台提供了即時反饋、資源

共享、知識地圖與學習分析等功能，平台背後蘊涵的教育設計理念即是知識翻新。 

參、達悟族大船文化 

 達悟族是我國 16 族原住民族中唯一生活於離島的民族，因為沒有傳統文字

的記載，又因為耆老凋零和年輕人離鄉背井到異地求學謀生，現正面臨文化流失

的危機。本研究以達悟族特有的「大船文化」做為課程主題，達悟族人認為造船

是神聖的使命，代表團結的成果和生存的工具(達西烏拉彎‧畢馬，2002)，達悟

族造舟船的技術、船身的裝飾和造船的漁船團組織等都是值得探討傳承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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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遷移(Learning Transfer) 

 學習遷移是指在學習一件事物對學習另一件事物的影響。學習遷移有多種理

論，常見的是桑代克(E.L. Thorndike)的同元素論；其主張學習遷移的發生是因為

新舊兩種學習情境中有相同元素。近年來各界對學習遷移有各種新的看法；Pan

和 Yang(2010)認為學習遷移是運用所學習到的新知識，來解決和改善所遇到的問

題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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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範圍 

 本研究採取教學前後的訪談。訪談問題雖經過專家協助修改，但因訪談對象

為甚少被訪談的國小學童；對於訪談問題的口語表達能力較為有限，故需搭配心

智圖的繪製以及平台上的資料，來檢核學生的學習成果；無法僅憑訪談的口頭回

答內容來斷定學生的學習成效，可能與真實情況有落差。 

 另外，由於本研究涉及達悟族的大船文化，不同部落間或家族間的達悟族傳

統文化會有些許差異；又研究者並非達悟族人或達悟族大船文化專家，對於大船

文化知識只具備基本知識；又本研究授課之文化課程內容並無已編制或出版的教

材或文獻。所以研究者僅能引導學生針對生活的朗島部落，來進行傳統的大船文

化知識建構，並請朗島部落的文化專家進行修正和檢核；無法將本研究學生所建

構出的知識地圖完全套用在達悟族每一個部落的傳統知識。 

 本研究對象侷限於朗島部落的朗島國小六年級，礙於研究者時間、經費、

資源有限，故以研究者的工作場域作為研究的起點，將來或可探討蘭嶼鄉高年

級學生數位知識建構活動融入於達悟族文化課程教學的歷程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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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共分為三節。首先，第一節探討知識翻新教學；

其次，第二節探討原住民族文化課程；最後，第三節探討達悟族大船文化的相關

文獻。 

第一節  知識翻新教學 

壹、知識翻新相關理論基礎 

 三大學習理論—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建構主義，對學習有不同的主張與看

法(王永福，2019)。王永福(2019)在書中概述三大學習理論，行為主義關注刺激

和正確反應之間的連結；認知主義則認為資訊處理須配合人的認知結構，以達到

更有效的學習；而建構主義主張學習者要親自體驗與探索後，再逐步建構出自己

的知識。其中，建構主義強調情境學習，與現今教育趨勢不謀而合。學習者依據

個人特質和觀點來觀察情境脈絡，從中發現、互動進而根據個人心智建構知識。

然而，人類的認知歷程與知識建構過程觀察不易，無法用感官輕易觀察記錄；建

構主義與數位科技結合所產生的 CSCL，能透過設計來記錄教學歷程，便能補此

不足。 

 科技發達導致數位學習風潮漸興；有別於以往以單向知識傳遞方式來累積知

識的傳統教學，集體的知識合作、建構與創造，讓學生獲得完全不同的學習經驗

(Scardamalia, Bereiter& Lamon, 1994 ； Scardamalia,2002 ；Hong, Scardamalia, 

Messina& Teo,2008)；與此概念相符的 CSCL 於焉誕生。施文玲(2007)認為建構

主義若應用在數位化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中心，由學習者主動決定學習的內容和

進程，重視外在情境脈絡和學習社群，合作學習便是很好的策略。而麻省理工學

院的 Resnick(1996)承襲建構學習理論，擴展提出分散式建構理論，讓學生在學習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47

11 
 

社群環境中，以討論式建構、分享式建構、合作式建構三種層次的活動進行知識

建構。Resnick 認為知識的建構不僅限於個人，而是來自於個人與同儕和環境的

互動，所以，過程中的智力和建構出的知識並非個人專屬，是共享共責的。 

 知識翻新是近年新興的創新教學方法，與上述建構主義和 CSCL 觀點類似；

將知識翻新理論與數位科技結合，能有效幫助學生創造集體知識(Scardamalia et 

al.,1994；Scardamalia,2002；Scardamalia et al.,2004；Hong et al.,2008)。知識翻新

教學法由 Carl Bereiter 和 Marlene Scardamalia 所提出；知識翻新強調學生自主、

想法中心、社群互動，透過數位科技和電腦合作學習的概念，能更加完整記錄、

呈現和分析學習歷程。本研究便以建構取向的「知識創新教學法」進行課程與研

究，使用功能和設計與知識翻新教學理念相符的數課平台來教學；讓學生主動根

據生活情境和經驗，相互交流、分享討論和互助溝通以提升想法，並以數位的方

式記錄下建構及互動的歷程，逐步形成「大船文化」的知識地圖。 

 知識翻新的特點之一為「學生自主」。Scardamalia(2002)認為解決問題的責任

不在老師或某一位學生身上，而是要由社群中的師生共同肩負；在社群學習的過

程中，每位成員都有回答問題的責任，每個人都須訂定學習目標，然後自主尋求

學習資源和執行學習策略。本研究的課程問題亦是由師生共同尋找問題的答案，

學生自主採用訪問、閱讀或上網找資料等方式尋求資源，在課堂中討論後逐步建

構出「大船文化」知識地圖。知識翻新的特點之二為「想法中心」；知識翻新理

論主張知識是暫時的，學習來自想法的不斷提升(Scardamalia& Bereiter, 2003b)。

然而，學生對課程主題產生「想法」容易，但要持續改變想法卻需要花費一番工

夫，因為想法的進步非個人認知的互動即可，而是需要與社群成員交流互動，並

且，學生會因為在課程中「想法」的提升，產生與過去不同的特殊學習經驗

(Scardamalia,2002)。本次研究對象有幾位學生於後測的訪談中表示，和同學的分

享與討論讓他們學習更多，因為能互相學習對方不會之處，也能聽到不同的想法。

最後，知識翻新的特點之三為「社群互動」；Scardamalia(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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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翻新的學習社群中，每位成員都有其角色和專長，但在有突發狀況的關鍵

時刻仍可以彈性的分擔彼此的工作，社群會彈性敏捷的運作，達成集體責任。在

本研究的課程中，研究者便引導學生分工合作，分別擔任領導者、協助者、紀錄

者和提問者等角色，不會因為某些成員暫時性的缺席而使社群停止運作，師生對

社群的運作共負集體責任。 

 研究過程中，教師以 Scardamalia(2002)所提出的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進行教

學設計，使師生在開放安全的學習環境和氛圍下自由發揮，逐步共構知識地圖；

再依據教學者對十二項原則的反思進行教學設計的調整，探討教師教學知能的轉

變，及課程設計的調整。以下依此十二項概念結合本研究情境做說明，條列如下： 

一、真正的想法與真實的問題(real ideas and authentic problems) 

 知識問題與教科書中的問題不同，應該源於學生想要理解並且真正關心的世

界。本研究搭配學生真實生活的社區環境，跳脫課本教材的框架；以流失中的達

悟族「大船文化」為課程中心主題，讓學生在課堂中對在地文化提出想法與討論。 

二、與時俱進的想法(improvable ideas) 

 知識翻新中的想法是可以不斷改進的；參與者在安全的環境中，安心揭露自

己的無知，表達尚未成熟的想法，並給予和接受評論，以提升想法的質量、連貫

性以及實用性。本研究的教學設計讓學生回家詢問家長，或是邀請社區專家進行

分享，或是探討文化的古今變異與未來發展後，讓學生在安全的社群環境中，與

成員不斷的對話，思考文化和想法的改變。 

三、多樣與多元的想法(idea diversity) 

 想法的多樣性是知識翻新的要素之一；理解一個想法必須理解其脈絡及相關

思想，使想法變成新的或更為精緻的形式。本研究的教學引導，從相同對立、時

空縱橫面、古今變異、未來發展等進行多面向思考，以「大船文化」為中心主題

擴散思考，繪製在地文化想法的知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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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合超越與提升(rise above) 

 創建知識需要從多樣性和複雜混亂中，透過包容和表述往更高的層次邁進，

從中獲得新的合成。本研究的課程除了釐清「大船文化」的迷思想法外，亦針對

古今異同提出思考與比對，並對於未來提出可行的想法。 

五、自主想法與參與(epistemic agency) 

 知識翻新以學生為中心，由學生自主設定目標，並與他人想法進行比對來促

成知識進步的過程。研究者企圖營造一個學生主動參與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針對

課程主題提出各自的想法進行分享與交流，並在與家人進行相關討論後，再於課

堂中提出新的想法與收穫，針對疑惑再次進行探討與尋答，以促進學生想法的提

升。 

六、共同分享，集體負擔(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知識翻新教學的全體社群成員共同承擔知識進步的責任，個人成就和對社群

進步的貢獻都同樣受到重視。研究者嘗試營造一個無限制分享想法的學習環境；

每堂課程人人都須分享自己的新想法，全體師生共同分擔建構知識地圖的責任，

都能隨時隨地登入平台編修、分享與閱讀知識地圖。 

七、共享貢獻，平等參與(democratizing knowledge) 

 知識翻新教學的全體社群成員不分角色，都是知識的合法貢獻者，都有權利

參與知識創新的過程，並以知識進步為榮。研究者構築一個安全平等的學習社群

環境；不論男女師生皆擁有平等的發言權，每一則發言同等重要，課堂中的成員

共享建構出的知識地圖與成果。 

八、同步的知識增長(symmetric knowledge advance) 

 知識的進步源於知識的對等交流，提供知識便是獲得知識。本研究以透明無

時差的數課平台進行知識翻新教學，使得想法編修與分享同步，所有社群成員都

能打破時空限制即時共享知識與想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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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活化的知識翻新(pervasive knowledge building) 

 知識翻新不限場域，不論校園內外都充滿知識翻新的精神。本研究讓學生在

課堂中根據生活經驗提出問題與想法，甚至引導學生課後與社群成員及部落專家

進行交流，將知識翻新延伸到校園外的生活中，激發創新的知識與想法。 

十、積極與建設性地使用權威來源(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了解一門專業知識時，要尊重、理解和對該專業知識的權威保持批判的態度。

研究者大量閱讀相關文獻，課程資料來源多為第一手的權威資料，除了採用學生

生活經驗及相關文獻閱讀，還有部落家長的口傳教授，並邀請當地美悠遊團隊

(Iraraley  Meyyoyow)的講師進行分享；但仍於課程中與學生不斷進行對話和思

考。 

十一、討論以知識翻新為目的(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 

 知識翻新不僅是知識分享，而是經過實踐和對話讓知識更加精緻。本研究的

課程中除了不限制討論，讓學生依據問題和想法進行發散思考及交流，更讓學生

透過拍攝導覽影片來實踐知識，促進知識的翻新和精緻化。 

十二、嵌入日常運作並具彈性的評估(embedded, concurrent and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社群的內部評估比外部評估更加精緻，可以較為即時的發現並修正問題。本

研究不定期的讓學生檢視平台上的知識地圖，並做討論、修正與調整，藉學習過

程中的自我評量來幫助知識翻新。 

 綜上所述，知識翻新教學以學生為主體，注重社群互動來提升想法；而教師

需要營造安全開放又民主平等的社群學習環境，以促進想法的交流和精緻化。對

於教師使用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進行的教學設計，將於第三章做更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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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識翻新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現在，傳統的教學方式無法負荷人們發展知識的動力，且

限制了知識持續翻新的可能(Hong& Sullivan, 2009)；所以，學習應該朝向知識翻

新的方向前進，讓學習者在社群中共同建構集體知識(Scardamalia,2004)。採用科

技與知識翻新教學結合的方式，則能有效的幫助學生建構集體知識，讓學生獲得

不同的學習經驗(Scardamalia et al.,1994；Scardamalia,2002；Scardamalia et al.,2004；

Hong et al.,2008)。知識翻新強調由教師創造一個支持想法持續發展的環境

(Scardamalia & Bereiter,2003a)，社群中的學習者在安心的環境中，共同對成員個

人提出的想法進行改進，以建構出集體的知識(Scardamalia,2004)。本研究便是將

知識翻新活動融入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教學中，讓朗島國小六年級的學生組成學

習社群，透過數課平台逐步建構出集體的大船文化知識。 

 搭配新興的知識翻新融入教學的研究漸受重視。Oshima et al. (2004)在日本

小學六年級的科學教育中，搭配以知識翻新為理念的數位學習平台進行課程，研

究發現學生能進行對等的交流，比以前更為想法中心，且更常發表想法。Lee, 

Chan& Aalst(2006)則研究香港九年級學生的科學學習檔案，發現知識翻新有助於

學生深入概念的理解與探究，且有助於集體知識的進步。另外，有實證研究支持

運用知識翻新教學理論以及數位學習平台，可以幫助國小高年級學生達到更成熟

的社群學習，在課堂中共同執行學習活動，使知識翻新 (Hong et al.,2008)。 

 我國近年也有將知識翻新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研究者針對中小學階段整理，

如下表 2-1。由表中可知，知識翻新有助於改善各領域的學習成效；知識翻新提

供彈性自由的學習環境(陳宜美，2019)，幫助學生提升想法(蔡佩珍，2011；王

靜華，2016；葉晏瑜，2019)，並營造創意氛圍感知(楊怡婷，2016)，形成學生

間創意為主的合作互動關係(王博賢，2010)。中小學階段將知識翻新融入教學的

相關研究較少；第 1篇到第 4篇為國小階段，第 5篇到第 7篇則為中學階段。近

年所做中小學階段將知識翻新融入的內容多為語文領域，尤其在閱讀理解方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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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良好(黃姿瑋，2014；王靜華，2016；葉晏瑜，2019)；僅第 3篇為節能減碳，

而第 4篇為科學；但是卻沒有將知識翻新融入文化教學的相關研究。故本研究欲

提升學生學習文化的成效，將知識翻新融入達悟族大船文化教學；由教師營造安

心又彈性的學習環境，引導學生與生活經驗結合，主動求知並互助合作；藉此探

究知識翻新融入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文化課程的影響。 

表 2-1 我國中小學階段近年將知識翻新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編號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融入內容 研究結果摘述 

1 
王靜華

(2016) 

知識翻新對國

小四年級學生

閱讀理解和寫

作表現之影響 

國小 

四年級 

閱讀理解

和寫作 

知識翻新有助

於改進想法、

寫作表現和閱

讀理解表現 

2 
黃姿瑋

(2014) 

融入知識翻新

教學對國小學

童閱讀理解和

閱讀動機之影

響 

國小 

三年級 

閱讀理解

和閱讀動

機 

知識翻新有助

於提升學生閱

讀理解能力 

3 
蔡佩真

(2011) 

透過知識翻新

活動以提升國

小學童對節能

減碳概念之理

解 

國小 

五年級 
節能減碳 

知識翻新能促

進想法的學習

及互動，其學

習環境有助於

學生共創豐富

知識 

4 
王博賢

(2010) 

知識翻新教學

對小學生科學

探究活動與科

學合作概念之

影響 

國小 

五年級 
科學 

知識翻新有助

於形成創新為

主 的 合 作 關

係，並促進學

生間的互動學

習 

5 
陳宜美

(2019) 

知識翻新活動

融入英語課程

對國中生閱讀

理解及口說能

力之影響 

國中 

三年級 

英語閱讀

理解及口

說能力 

知識翻新提供

自由彈性的學

習環境，強化

學習興趣、降

低學習壓力，

改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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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葉晏瑜

(2019) 

知識翻新活動

對英語閱讀理

解、焦慮及動機

之影響 

國中 

三年級 
英語閱讀 

知識翻新有助

於提升深層的

閱讀理解，提

升想法的品質 

7 
楊怡婷

(2016) 

電腦輔助知識

翻新活動對高

中生學習環境

感知與英文寫

作表現之影響 

高中 

二年級 

文組 

英文寫作 

知識翻新有助

於提升創意氛

圍感知，且能

提 升 寫 作 能

力；教師依據

知識翻新原則

進行反思及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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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住民族文化課程 

壹、原住民族教育 

 108學年甫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和九年一貫相較，其最大特色便是「核心素

養」和「議題」。核心素養的關鍵要素是希望學生成為以人為本「終身學習者」，

並與生活情境有緊密的連結與互動(教育部，2014)；核心素養的內涵可細分為三

面九項，如圖 2-1。其中，C面向「社會參與」中的 C3項目「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其項目說明及國小階段的具體內涵便有「具備理解與積極關心本土事務的

素養，並培養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足見關心本土文化的教育趨勢(教育部，

2014)。 

 

圖 2-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於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7/pta_18543_581357_62438.pdf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7/pta_18543_581357_624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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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九年一貫七大議題分設課綱，十二年國教將十九項議題融入各領域課

綱。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在《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中指出，為尊重原住民族多

元文化及其民族意願，十二年國教的第八項議題為「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

教育提供原住民學生學習自身族群議題的機會，並提升其族群認同感。「原住民

族教育」的議題學習主題分為六類，在國民小學階段包含 14個實質內涵(國家教

育研究院，2019)，如表 2-2。本研究以達悟族的「大船文化」為課程主題；大船

文化與達悟族傳統的捕魚和林場知識息息相關，符應原 E14「學習或實作原住民

族傳統採集、漁獵、農耕知識。」內涵；又本研究於課程中引導學生回家訪問長

輩及參加傳統活動，含有原 E8「參與部落或社區活動，體驗族群內部運作。」

及原 E11「參與部落活動或社區活動認識原住民族文化。」內涵；最後，本研究

的課程目標之一，即增進學生的傳統文化知識，並希望提升學生的文化認同感，

與原 E9的「提升原住民族人的自我認同」部分相符。 

表 2-2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國民小學階段實質內涵對照表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原住民族語言文字

的保存及傳承 

原 E1 學習原住民族語言文字的基本生活溝通。 

原 E2 了解原住民族語文書寫符號的特色。 

原 E3 認識原住民族語文的地位與活力。 

認識部落與原住民

族的歷史經驗 

原 E4 認識所在部落/社區民族分佈的概況。 

原 E5 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整體概況。 

原 E6 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經驗。 

原住民族的名制、傳

統制度組織運作及

其現代轉化 

原 E7 認識原住民族氏族/家族及命名體系。 

原 E8 參與部落或社區活動，體驗族群內部運作。 

原 E9 提升原住民族人的自我認同，增進主體民族對原

住民族文化的理解。 

原住民族文化內涵

與文化資產 

原 E10 原住民族音樂、舞蹈、服飾、建築與各種工藝技

藝實作。 

原 E11 參與部落活動或社區活動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原住民族土地與生

態智慧 

原 E12 了解原住民族部落山川傳統名稱與土地利用的

生態智慧。 

原 E13 了解所在地區原住民族部落的自然生態環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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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各種動植物生態。 

原住民族營生模式 原 E14 學習或實作原住民族傳統採集、漁獵、農耕知識。 

資 料 來 源 ：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2019) 。 議 題 融 入 說 明 手 冊 。 取 自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39258456.pdf 

 原住民族教育日漸受到重視；既與十二年國教的「多元文化與社會參與」核

心素養呼應，符合「原住民族教育」議題的理念；又保障原住民族自決權及民族

意願(王前龍，2017)。國外相關原住民文化教育的經驗也顯示，原住民文化教育

可以展現民族自決權力，也可以帶給學生更多的成功經驗，並促進雙文化認同

(Corson,1999；McCarty & Watahomigie, 1999)。台東近年推廣設立實驗小學，期

待偏鄉小校根據當地特色翻轉，課程設計和內容與在地無法取代的特色文化結合，

符合學生生活環境與背景。南王 Puyuma 花環實驗小學為原住民族教育實施典範

之一；校長洪志彰(2018)認為，實驗教育給了原住民族教育揮灑的空間，而原住

民族教育讓文化回到原住民學生的生活中，不再只是書中的知識。 

 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位於蘭嶼鄉朗島村，擁有豐富鮮明的達悟族文化；但是

學童對於本土文化的認識卻一知半解，相當可惜；所以，研究者期望透過知識翻

新活動帶領學生建構當地傳統文化的知識地圖，讓達悟族文化活躍於學生的生活

中，提升學習者的文化認同。 

貳、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認同 

 譚光鼎(2000)指出文化認同感是思想和建構行為意義的依據，是個人內在的

心理需求，影響其一生的發展；又個人的文化認同與價值觀，也會影響成就態度

的實際表現。其在《原住民教育研究》一書中的理念與十二年國教相符；原住民

教育應以「多元文化教育」為策略，為達到維護傳統文化之目標，搭配相關理念

推動。書中提及的相關理念如下：尊重文化差異，保存在地文化資源，發展多元

的教育型態，在課程和教學上給予自由，發展最適合原住民族的學校教育制度；

學校與社區資源結合，使當地文化回歸生活脈絡，進而與時俱進；珍惜固有文化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392584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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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建立族群自我認同。可見得原住民族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中重要的一環，

學校應該與社區配合，尊重和保存文化資源，並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文化認

同和傳承文化。 

 另外，譚光鼎(2000)赴紐西蘭對毛利人教育進行考察時，提出以下觀點：毛

利人因為有強烈的文化認同，產生文化復興和傳承的使命感，都以身為原住民為

榮，更促使主流社會給予尊重。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對達悟族也具有文化認同，認

為文化應該被保存及傳承，卻沒有相對應的文化知識；此便是本研究將數位知識

翻新活動融入文化課程的原因，讓對當地文化有認同感的學生獲得文化知識，進

而實踐復興和傳承文化的使命，使文化永續傳承。 

參、原住民族文化課程相關研究 

 近年，為使學校有辦學特色和保存原住民文化，原住民文化融入學校活動及

課程的整合教學日漸增加(Kanu,2005)。我國近年越來越注重文化課程；本研究便

是以達悟族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達悟族｢大船文化」為課程主題；因此，研究

者整理我國近年在原鄉學校實施文化課程的相關研究，如下表 2-3。結果發現，

我國近年在原鄉學校實施文化課程的相關研究的研究對象以幼兒園階段為主，中

小學階段的研究較少。而且，原住民文化課程教材及資源匱乏(林玉芬，2013)；

所以需要與當地素材結合，並與學生生活經驗配合(洪愷德，2019)；倘若能促成

使社區、家長和師生的共學，會對學生學習文化有所助益(吳麗美，2018)。另外，

相關研究整理結果還發現，體驗式寫作和數位遊戲式學習皆能提升學生學習原住

民文化的成就(洪新怡，2017；阿將伊崮喜瀾，2015；楊懷恩，2015)；並且，教

學前後，教學者會在文化課程設計和教學技巧方面，有所成長與省思(洪新怡，

2017；林玉芬，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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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我國近年在原鄉學校實施文化課程的相關研究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摘述 

洪 新 怡

(2017) 

體驗式寫作融入原住

民文化課程對原鄉小

學教學成效之行動研

究 

國小 

四年級 

實施體驗式寫作融入原住

民文化課程，能提升學童對

原住民文化的了解，也有助

於教學者的省思與成長 

洪 愷 德

(2019) 

幼兒園教師實施西拉

雅文化課程經驗之探

究 
幼兒園 

文化課程取材與生活經驗

結合，並使用當地素材；課

程方法策略多元，尤其重視

參與和操作 

吳 麗 美

(2018) 

幼兒園實施在地文化

課程困境與展望 幼兒園 

社區、家長和師生的共學機

制是促進學生文化學習的

關鍵 

林 玉 芬

(2013) 

幼兒園阿美族野菜飲

食文化課程之教與學 
幼兒園 

相關的文化資源匱乏，建構

歷時長久；教學者在教學歷

程中提升課程設計與教學

能力 

阿將伊崮喜

瀾(2015) 

影片教學與數位遊戲

式學習應用於台灣原

住民文化教育之成效

分析與反思-以北排

灣拉瓦爾的藥用植物

文化教學為例 

國小 

四年級到

六年級 

影片教學與數位遊戲式學

習，皆能提升學生學習排灣

族藥用植物文化知識的學

習成就 

楊 懷 恩

(2015) 

比哨的獵人學校：數

位遊戲式學習輔助太

魯閣族傳統狩獵文化

教育 

高中 

數位遊戲式學習能提升學

生學習太魯閣狩獵文化的

態度及認知 

 本研究以國小六年級為研究對象，探討學生學習達悟族大船文化的成效，以

及教學者教學歷程中的成長與省思。課程主題「大船文化」同樣面臨資源缺乏的

困境，所以教學設計及課堂中的引導需要搭配學生生活經驗，並增進學生與家長

和部落耆老的互動溝通；並且將數位化的知識翻新活動融入課程，設計導覽活動

與成果，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對文化課程的省思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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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達悟族大船文化 

壹、原民部落文化 

 原民部落文化是各地文化的起源及根本；原民部落文化各有風采，代表這個

地方的風土民情、傳統藝術，及當地獨有的族群文化特色。李台元(2017)指出，

台灣的原住民族雖然只占極少數人口比例，但 16 族豐富的原住民文化卻是台灣

文化多元光譜的密集之處，具有指標性；原住民族(aboriginal peoples)是受到全球

化衝擊最大者，卻鮮少受到重視。原住民族在社會中處於相對弱勢，因為主流語

言和政治歷史等因素，使其不得不向主流文化靠攏，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卻因此

瀕臨衰頹(譚光鼎，2000)。受到主流文化影響，原住民族教育面臨困境，因為原

住民家長希望孩子在主流文化的學校中取得成功，進而減少對主流文化的依賴

(Harris,2015)。世界各地的原民部落文化因為缺乏文字的紀錄，以及文化的同化

和傳承困難，正在逐漸流失中。Hung, Chen and Mo(2015)指出原住民文化保存的

問題漸受重視，而文化的傳播和保存在保護文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研究

所關注的達悟族文化，同樣面臨著文化流傳的困境；相關文獻資料稀少，且適合

國小學童閱讀的教材或兒童讀物更少。故本研究將知識翻新活動融入達悟族大船

文化課程，師生共同建構「大船文化」知識地圖；期望能促進達悟族文化的傳承

與保存。 

貳、達悟族文化 

 我國行政院目前認定的原住民族有十六族，分別是阿美族、泰雅族、排灣

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達悟族)、邵族、噶瑪

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各個

原住民族都分別有其主要分布地和文化特色，如表 2-4。其中，僅達悟族是分

布於離島的原住民。達悟族的主要特色為拼板舟和飛魚文化；此兩部分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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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族的部落家庭運作息息相關。因為國小學童尚無海上捕魚作業經驗，相關

生活背景知識較為貧乏，難以引起學生共鳴；所以此次研究並未選擇大眾較為

熟知的飛魚文化做為主題。雖然十人大船造舟技術和文化知識逐漸流失中，但

研究者所服務的朗島部落學童，在生活中仍能普遍地見到拼板舟，也能偶見十

人大船的造舟及相關祭儀；故本研究便選擇以達悟族的「大船文化」做為課程

的中心主題。 

表 2-4 我國原住民族主要分布地和文化特色 

原住民族族名 主要分布地 主要文化特色 

阿美族 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 豐年祭、漁撈祭 

泰雅族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

縣、臺中市、南投縣、宜蘭縣 

祖靈祭、紋面 

排灣族 台東縣、屏東縣 小米收穫祭、百合花 

布農族 南投縣、花蓮縣、台東縣、高雄市 射耳祭、八部合音 

卑南族 台東縣 年祭、猴祭 

魯凱族 台東縣、屏東縣 百合花、石板屋、盪

鞦韆、小米收穫祭 

鄒族 阿里山(嘉義縣、南投縣) 小米收穫祭、凱旋祭 

賽夏族 新竹縣、苗栗縣 矮靈祭、祖靈祭 

雅美族(達悟族) 蘭嶼島(台東縣) 拼板舟、飛魚 

邵族 日月潭(南投縣) 祖靈祭、杵音 

噶瑪蘭族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海祭、編織香蕉絲 

太魯閣族 花蓮縣 紋面、祖靈祭 

撒奇萊雅族 花蓮縣 火神祭典 

賽德克族 南投縣、花蓮縣 紋面、祖靈祭 

拉阿魯哇族 高雄市 聖貝祭 

卡那卡那富族 高雄市 米貢祭、河祭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最後

瀏覽日：2020年 4月 15日)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47

25 
 

參、達悟族大船文化 

 本研究的授課對象為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文本需要淺顯易懂，不可有太

多艱澀專業詞彙；又本研究的授課教師非達悟族籍，需要閱讀相關文獻進行課

程準備。然而，有關達悟族大船文化的文獻資料相當稀少；大多數的作者也非

達悟族人，而是漢族作者或其他原住民族籍的作者。林素甘、高子洵(2014)指

出，雖然蘭嶼當地人和機構在傳播當地知識中的角色日漸重要，但仍以公家單

位為主要的達悟族文化圖書的出版單位；且達悟族人的著作以傳統故事、散文

和語言學習為主，學術研究和導覽簡介卻以非達悟族作者為主。下表 2-5整理

此次研究中，教師備課參考文獻及學生課程閱讀文本。 

表 2-5 達悟族大船文化相關文獻 

作者(年代) 篇名/書名 文獻類型 摘述 

謝永泉

(2019) 

Mapabosbos-拼板舟

下水禮 

中文書 概論拼板舟的由來、種類、雕

刻、下水禮和現代等 

達西烏拉

灣‧畢馬

(2002) 

台灣的原住民—達

悟族 

中文書 概說蘭嶼島及族群發展後，分

別簡介達悟族的社會制度、信

仰與祭儀、經濟與生活、生命

禮俗、文化與藝術 

言平台

(2004) 

台灣小百科—達悟

族 

中文書 簡介達悟族的傳說、社會制

度、特色文化、工藝、祭儀、

語言等 

余光弘 

(2004) 

雅美族 中文書 介紹雅美族的生計與經濟、社

會組織、理念與宗教、歲時祭

儀、生命禮儀 

鄭漢文

(2004) 

蘭嶼雅美大船文化

的盤繞--大船文化

的社會現象探究 

論文 大船文化呈現在林場的經營、

大船的建造與落成等方面，與

文化接觸後產生盤繞及轉變 

林昭元

(2014) 

蘭嶼達悟族民族植

物知識內涵與傳統

學習歷程之探討─

以造舟相關知識為

例 

論文 造舟知識與山林知識、社會制

度和信仰等面向相互關聯；知

識透過自然、家庭、船團、部

落等方式傳承，知識的傳承有

順序性，隨年齡增長和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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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欽

(2008) 

蘭嶼拼板舟造舟過

程及植物利用之研

究-以 2004 年紅頭

部落為例 

論文 因為社會結構改變、船團沒落

和人口外流，造舟技術產生斷

層。2004年紅頭部落造舟使用

13種植物；文中還探討紅頭部

落造舟的八個步驟 

鄭漢文、王

桂清、廖聖

福、施拿保

(2002) 

蘭嶼雅美拼板舟之

結構用材 

期刊文章 各部落間拼板舟大小和材質

皆有些許差異；但亦有較常使

用的樹種，形成蘭嶼的主要林

場 

 上表 2-5中的文獻僅謝永泉老師為達悟族籍，且正好居住於朗島部落。謝

永泉(2019)在達悟族海洋文化叢書 9—《Mapabosbos-拼板舟下水禮》中，以達

悟族作者的視野出發，對達悟族的拼板舟有詳盡的圖文介紹；且以達悟族語和

中文共同詮釋，方便讀者參照閱讀。《Mapabosbos-拼板舟下水禮》是本研究教

學中主要參考的文獻資料；書中分別介紹拼板舟的由來、種類、雕刻和下水禮

的完整儀式與過程等；但介紹並不深入詳盡，僅做概論式的描述，仍需參照其

他較為專業深入的文獻以補不足。 

 另外三本中文書作者雖然都不是達悟族籍，但都對達悟族做概論式的介紹。

達西烏拉灣‧畢馬(2002)《台灣的原住民—達悟族》一書中提及，在傳統的觀念

裡，船是達悟族男人的身體，造舟是一種神聖的使命，也是達悟族男人生命的一

部份；但是，保守估計全蘭嶼僅存的大船數量相當稀少，達悟族特有的造拼板舟

技術正在逐漸消失中。書中將蘭嶼島與族群發展做概說後，將達悟族分五個部分

簡介，是本研究授課教師備課入門閱讀的良選。雖然布農族作家對於達悟族的大

船文化紀錄有限，並不深入；但淺顯易懂的文字相當適合六年級學生閱讀及參考。

本研究以「大船文化」為課程中心主題，於課程中又分為「圖騰、大船下水典禮、

保養、構造、材質、顏色、船團組織」七個主題；此次課程學生主要閱讀書中與

達悟族的大船文化較為相關的部分。如書中「信仰與祭儀」的第十章「新船下水

典禮」，與課程中「大船下水」主題相關，概要描述大船下水典禮的活動流程；

又如書中「文化與藝術」的第三章「舟船記憶」，記錄了和造大船息息相關的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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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組織，以及舟船的總類、藝術與構造。另外，言平台(2004)所著《台灣小百科

—達悟族》，平易近人的文字適合小學生閱讀，但內容對於達悟族學童過於簡略

概論；而余光弘(2004) 所著《雅美族》，文字描述較不適合國小學童閱讀，且內

容與本研究課程主題相關性低；所以這兩本著作僅為教師備課參考文獻。 

 鄭漢文(2004)與當地人合作，在其研究中詳細描述了大船與現代文化的盤繞；

文中對大船的建造、神話和祭儀等有詳盡的敘述；亦是教師備課參考文獻之一。

另外，研究者備課時搭配參照相關文獻，大船的造舟與達悟族各面向的知識密不

可分，以家庭、船團和部落傳承為主，近年因為社會變遷和人口外流，使得相關

知識造成流失和斷層(林昭元，2014；潘文欽，2008)。所以本研究透過學童與家

庭和部落的互動，分為七個主題逐步建構出「大船文化」知識地圖。如「材質」

主題，教師備課時閱讀鄭漢文、王桂清、廖聖福、施拿保(2002)的〈蘭嶼雅美拼

板舟之結構用材〉研究，文中對於達悟族拼板舟的構造和材質有詳盡的說明，並

比較達悟族六個部落間的差異；其研究發現各部落間的舟船尺寸和船板用材樹種

都有些許差異，但首尾龍骨各部落皆是使用堅硬的欖仁舅。各部落間的大船構造、

尺寸和使用樹種有所不同；本研究對象為朗島國小六年級學童，所以課堂中所建

構的大船材質亦是以朗島部落為例。此次研究亦有幸邀請施拿保老師親身於課堂

中與學生互動與講解相關知識。其他教學需要的大船文化知識多為研究者的先備

知識，或者與部落專家討論而得，相關文獻紀錄籍資源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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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透過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於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

教學，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就、教師知識翻新原則的想法轉變。因為研究對象母

群人數稀少，又因各部落間的大船文化有些許差異；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

行動研究，以臺東縣蘭嶼鄉朗島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在大

船文化課程的學習歷程與成就，和搭配訪談法，訪談研究對象在大船文化課程前

後的知識和態度，並分析授課教師對於知識翻新十二項原則的轉變。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介紹七位研究對象及先備知識；第二節說明研究設計

與架構，以及教學活動步驟和進度；第三節談討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及分析方法；

第四節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授課教師為研究者本人，為任教經驗僅兩年的初任教師；在此之前

未接觸過數課平台，也沒有相關知識翻新的教學經驗。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

東縣蘭嶼鄉朗島國民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分別化名為陳生、黃生、江生、李生、

郭生、王生、林生；其中，王生和林生皆為六年級上學期甫轉入的學生，之前都

在台灣本島就讀公立小學。以下就學籍輔導資料、學生訪談內容逐字稿、學生前

測的導覽影片、導師和授課教師平常的觀察，以及家長填答的基本資料問卷，整

理出表 3-1學生資本資料表；並分項對研究對象進行描述。 

表 3-1 學生基本資料表 

 陳生 黃生 江生 李生 郭生 王生 林生 

性別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齡 12歲 11歲 11歲 11歲 11歲 11歲 11歲 

族籍 達悟族 達悟族 達悟族 達悟族 達悟族 達悟族 達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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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 3 兄 1 姊 1 兄 1 弟 5 兄 1 妹 2 弟 2 妹 1 弟 1 弟 1 妹 

居住地 上部落 上部落 上部落 上部落 上部落 上部落 上部落 

父母族籍 
父：達悟 

母：閩南 

父：達悟 

母：閩南 

父：達悟 

母：達悟 

父：達悟 

母：達悟 

父：達悟 

母：達悟 

父：達悟 

母：達悟 

父：達悟 

母：達悟 

父母教育

程度 

父：高中 

母：高中 

父：國中 

母：大學 

父：國中 

母：國中 

父：高中 

母：高中 

父：國中 

母：高中 

父：大學 

母：專科 

父：高中 

母：高中 

主要同居

人 
爸媽 爸媽 爸媽 

爸媽和

爺爺 
爸媽 奶奶 爸媽 

在外地求

學時間 
無 無 無 無 無 

一上到

五下 

一下到

五下 

家庭經濟

狀況 
貧困 清寒 貧困 貧困 貧困 清寒 清寒 

個性 

文靜 

隨和 

善良 

外向 

熱心助人 

領導能力 

內向 

好奇心重 

優柔寡斷 

外向 

漫不經心 

幽默 

隨和 

熱心助人 

責任感 

隨和 

幽默 

樂觀 

外向 

幽默 

隨性 

學習狀況 

反應慢 

沉靜好學 

互助合作 

積極好學 

舉一反三 

帶領討論 

虛心學習 

想像力 

互助合作 

吸收慢 

粗心大意 

想像力 

按部就班 

專心向學 

帶領討論 

易分心 

勇於發表 

互助合作 

易分心 

作業遲交 

想像力 

興趣 

籃球 

繪畫 

烘焙 

籃球 

繪畫 

游泳 

籃球 

繪畫 

游泳 

籃球 

游泳 

釣魚 

籃球 

繪畫 

籃球 

繪畫 

籃球 

游泳 

先備知識 

圖騰 

材質 

大船下水 

圖騰 

大船下水 

禁忌 

圖騰 

顏色 

材質 

大船下水 

圖騰 

材質 

大船下水 

禁忌 

圖騰 

大船下水 

祭典 

圖騰 

圖騰 

顏色 

構造 

壹、家庭背景 

 本研究對象的七位學生皆為達悟族籍，家中皆有手足；根據表 3-1的兄弟姊

妹，陳生排行老么，黃生和江生排行中間，而其餘四位則排行老大。七位學生中

有五位雙親皆為達悟族人；陳生和黃生兩位的父親為達悟族人母親則為閩南人。

學生的父母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僅黃生母親和王生父親為大學畢業，其餘皆僅擁

有中學學歷。家庭經濟狀況都不優渥；陳江李郭生家中手足眾多，家庭經濟較為

貧困；而黃王林生家庭經濟清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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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位學生都居住在離學校步行約十分鐘路程的上部落，平常都是自行步行上

放學。有六位學生主要都是和父母親居住；僅王生是和奶奶同住，而李生除了爸

媽，還有和爺爺同住。在家長填答的問卷中，學生的主要同住者大多會在有節慶

祭典時主動和孩子討論傳統文化；王生的奶奶則是每天都會主動和該生進行相關

的對話和討論，而郭生的家長從不主動和孩子做相關文化知識的討論。七位學生

在家皆會主動和家人討論傳統文化知識，尤其是在有節慶祭典時。另外，七位學

生的家長皆認為讓孩子學習傳統文化知識相當重要，若進而能擁有相關導覽解說

的能力也很重要。此外，七位學生的家長一致認為培養孩子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素養相當重要。 

貳、日常表現 

 進行此研究時，七位學生皆在朗島國小就讀六年級上學期；如表 3-1 的「在

外地求學時間」欄位，惟王生和林生才剛從本島轉學回蘭嶼就讀；雖然幼兒園在

蘭嶼就讀，且寒暑假和長假會返鄉，但兩位學生都覺得自己對傳統文化的接觸比

其他五人少很多。整體班級風氣和平，熱愛籃球運動，繪畫和游泳也是多數學生

的興趣；陳生則特別喜愛烘焙，李生喜愛釣魚活動。 

 七位學生皆有達悟精神的曠達；陳生文靜隨和，與同儕相處融洽，個性善良

和善，經常為他人著想；黃生較為外向，有領導能力又熱心助人，在班級經常擔

任領導者的角色；江生雖然內向又優柔寡斷，經常猶豫不決，但好奇心旺盛，常

發現細微處的不同；李生外向幽默又隨和，是班上的開心果，但個性較為漫不經

心；郭生熱心助人又隨和，是相當有責任感的孩子，經常能準時完成他人交辦的

事項；王生樂觀幽默，且為人隨和無心機，相處起來讓人感覺愉快放鬆；林生外

向幽默，又有點隨性調皮，和同儕相處互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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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表現 

 七位研究對象歷年學期成績沒有極為懸殊的差異表現；目前整體的班級排

名依序為黃生、江生、郭生、陳生、李生、林生、王生。學習扶助計畫的測驗

成績，國語文僅林生未達測驗標準，數學則是江生和林生未達測驗標準，英語

在此不納入分析。平時上課時的表現，多數學生皆能專注聽講，惟林生和王生

兩位較容易分心，而李生雖專注聽講卻吸收力較弱。另外，林生特別有作業嚴

重遲交和遺失的情況，本次研究的教學過程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本次研究是利用每週兩堂的綜合課程進行。課堂中的學習表現如表 3-1；黃

生和郭生經常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而陳江王生積極配合；陳黃郭生較為好學，李

郭林生富有想像力。對於課堂內容的吸收，黃生能舉一反三，郭生會按照指示按

部就班的學習與操作；陳生因為反應動作較慢需要給予較多時間，而李生則需要

較長的吸收時間，並多幾次耐心的講解與操作練習。另外，王生最為勇於發表自

己的想法和疑惑，教師最能清楚掌握他的學習狀況。 

肆、先備知識 

 表 3-1中概略呈現了各生的先備知識，其起點行為偏低；其中以黃生、郭生、

王生和林生的先備知識較為淺薄。訪談中，陳生僅提及大船的相關材質，以及經

驗中大船下水典禮的部分流程。而黃生提及的事情大部分都跟觀光客與大船禁忌

相關，雖有就過去經驗提及大船下水典禮的部分流程，但整體對大船文化的了解

知之甚少。郭生則大部分提及的都是飛魚文化相關的祭典，針對大船文化的描述

較少，但對曾經參加過的大船下水典禮流程印象較為深刻，可仍和招飛魚祭的部

分活動混雜不清。王生訪談中僅提及大船圖騰的相關部分，但不了解圖騰的名稱，

用詞僅做外觀上的描述，例如：條紋、圓圈和牙齒；其他提及的內容與大船文化

的關係不大，多是飛魚文化的事情。林生雖然提及圖騰、顏色和構造，但都只陳

述相關詞彙，例如：圖騰代表蘭嶼文化、構造代表結構和堅硬度，其他的回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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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是與其他祭典混雜，不是很清楚關於大船下水典禮的事。 

 其他兩位學生雖然比陳生、黃生、郭生、王生和林生了解的稍多；但七位學

生的先備知識和起點行為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前測的訪談內容中，江生和李生都

能清楚回答大船下水典禮的部分流程，沒有和其他傳統祭儀活動內容混淆。江生

還清楚的指出圖騰有船眼、人形紋、波浪紋和十字架，而顏色有黑、白、紅三色；

敘述較其他同學清楚明確。而李生則說圓圈紋路能保護出海、人形紋能指引路，

船的材質底下硬、上面輕，並提及部分有關禁忌的部分；雖然沒有江生明確，但

仍比其他學生清楚。另外，在前測的導覽影片中，僅郭生提及大船的材質，說明

大船的下面要用龍眼樹製作才不會變形；其他六位學生都只對大船的某一個圖騰

做很簡單的陳述。綜上所述，雖然王生和林生六年級才轉到蘭嶼就學，但七位學

生的先備知識差異不大，對大船文化的了解不深，起點行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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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個案分析的方式。取得研究對象及其家長參加研究的意

願後，進行半結構訪談，以了解研究對象對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的先備知識和態

度；再進行心智圖前測和拍攝前測的導覽影片，藉此分析起點行為。 

 接著，教師以行動研究的精神，將數位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於達悟族大船文化

課程教學；和紀錄自身對知識翻新原則的想法以及教學活動於教學筆記中。課程

中，引導學生針對大船文化進行討論，或是在過程中訪問長輩，並閱讀相關文獻；

並將每次討論內容記錄在數課平台中，相互給予回饋激發出新的討論方向和想法；

於課程後半段邀請部落講師入班協同授課，進行迷思導正，再讓學生修正知識地

圖。透過反覆教學與引導，讓學生逐步建構出知識地圖。 

 最後，讓學生於課程中不定期手繪更新自己的大船文化心智圖；並在最後一

週，再次以半結構訪談，個別訪問研究對象對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的知識與態度，

以及拍攝後測的導覽影片。將前後測結果進行質性分析與比對，探討學生的學習

歷程與成效；並分析授課教師的教學筆記，藉此探討教師對知識翻新原則想法的

轉變。依據上述研究設計，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背景

朗島國小六年級

達悟族籍

教學

行動研究

知識翻新活動

結果

文化認同感

大船文化知識地圖

導覽短片

教師創新教學知能

數位

文化

教學

模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47

34 
 

壹、行動研究法 

 葉重新(2017)在《教育研究法》第三版一書中指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又稱為合作研究，或現場研究；具有質性研究的特質。行動研究一詞，最早是由

美國心理學者 Kurt Lewin 於 1940 年代採用；其主張行動研究包含計畫、行動、

觀察與反思等一系列活動歷程。 

 蔡清田(2013)認為，行動研究是一種研究類型和態度，是為了縮小理論和實

務的差距，以系統化的探究方式，透過評鑑、反省、回饋和修正來解決實際問題。

本研究便是以教學現場的實際文化教學問題做為主題，以數位知識翻新教學做為

理念，透過數位平台和多元方式記錄教學歷程，以探究知識翻新活動融入大船文

化教學的影響。 

 譚光鼎(2000)指出，「以學校為中心」的行動研究，能處理獨特的問題，發

揮因地制宜的效用。葉重新(2017)則認為，行動研究是在工作情境中遭遇困境時，

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所盡速採取的研究，其研究結果是作為解決實際問題

的依據；尤其，教育行動研究的目的是探求致用的知識，解決教育現場的問題，

並非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理和學說。本研究者有感於工作地—朗島國小，學校雖

然依照當地文化的歲時祭儀，為學生安排文化課程，但受限於教師的專業文化知

識和文化教學經驗不足等因素，學生對文化知識的了解依然不深刻；所以，本研

究期望透過創新的教學方法融入文化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文化的興趣和成效。 

 另外，葉重新(2017)在書中提及行動研究的優點良多，包括提升研究者對自

我專業的了解，以及增進研究者的學術研究能力；自我評估採取行動來解決工作

上的問題，具有有效性和時效性；甚至能促進教育的革新和進步。另外，本研究

的研究特徵與其所提出的七項行動研究特徵相符，分別為：(1)研究人員就是實

際工作的人員；(2)研究者就是應用研究結果的人員；(3)在實際工作場景中進行；

(4)以解決工作上的問題為目的；(5)以訪談和觀察來蒐集資料；(6)以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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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7)可以增進參與研究者的學術研究能力。本研究的授課教師即為研

究者本人，在研究者的服務學校，與在地工作者和美悠遊團隊(Iraraley Meyyoyow)

合作，於綜合課時將知識翻新活動融入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的教學，期望尋找文

化課程的模組，提升學生學習文化的興趣及成效，並持續反思和修正教學設計。 

貳、教學設計 

 本研究的教學設計實施為期 20 週，以「大船文化」為課程中心主題，將數

位知識翻新融入於課程教學活動中。本研究授課教師為研究者本人，無數位知識

翻新的相關教學授課經驗；採行動研究的方式，教學過程中會記錄教學活動和對

知識翻新原則的想法。本研究的教學活動設計流程如圖 3-2；七位研究對象皆為

朗島部落朗島國小的應屆六年級學生，且皆為達悟族籍，惟兩位學生是在教學前

甫轉回朗島國小，但背景因素對學生的先備知識影響不大。又本研究使用數位科

技來進行學習，學生於每週一堂的電腦課中所學習的內容多為文書軟體；平日研

究對象甚少有電腦輔助學習的機會，僅會觀看影片和投影片，或是日常手機通訊

及影片觀賞；七位研究對象使用數位資訊科技的背景亦相近。 

 

圖 3-2 教學活動設計流程圖 

 本研究將數位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於教學，以「大船文化」為中心主題，與學

生討論出七個主題，分別為：圖騰、船團組織、顏色、保養、材質、構造與大船

下水。每個主題的教學活動步驟類似，形成一個循環，如圖 3-3。首先，教師引

導學生針對某個主題進行提問；學生根據課堂中的提問，回家採訪家長或部落長

期初

•半結構訪談前測

•導覽影片前測

•心智圖前測

期中

•行動研究法

•知識翻新活動

•數課平台討論

•部落專家講課

•歷程心智圖繪製

期末

•半結構訪談後測

•導覽影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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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尋得答案；閱讀網路相關資料或是書籍，搜尋更完整的資料；將得到的採訪答

案和蒐集的資料進行整理與討論，建置於數課平台中；邀請部落專家到班分享和

授課，針對學生的迷思概念進行導正；教師引導學生再次討論，以專家授課內容

修正數課平台上的知識地圖；最後，再討論下一個子題，如此循環反覆。 

 

圖 3-3 教學活動步驟循環圖 

 上述六個循環的教學活動步驟又能與知識翻新原則(KB Principles)相互呼應，

如圖 3-4。以下依各個教學活動步驟分別說明： 

一、主題提問：課程中，學生主動根據主題分享生活經驗，或對該主題的疑惑提

出問題；符應「真正的想法與真實的問題(real ideas and authentic problems)」和「自

主想法與參與(epistemic agency)」。並由教師引導學生往各個面向擴散式思考，進

行同儕間想法的交流與分享，再整理需要回家訪問家長的問題，共同分擔各自有

興趣的問題回家進行採訪活動，與「多樣與多元的想法(idea diversity)」和「共同

分享，集體負擔(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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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訪尋答：學生將課程中討論出來的問題，帶回家訪問家中長輩或部落耆老，

讓學生的想法更貼近部落生活，並修正迷思概念；此教學活動配合「與時俱進的

想法(improvable ideas)」和「生活化的知識翻新(pervasive knowledge building)」兩

項原則。 

三、搜尋資料：此教學活動針對採訪後未尋找到解答的問題，於課堂中師生再次

提出來討論，並透過網路搜尋和書籍中記載的資料內容來嘗試回答。過程中，學

生的想法依然會有所更動，是「與時俱進的想法(improvable ideas)」原則；而閱

讀網路資源和書籍資料則是採用「積極與建設性地使用權威來源(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四、整理資料：接下來，將目前訪問和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並嘗試在平台上

共同建構出知識地圖。每個學生都有參與資料的蒐集和整理，都能公平開放的使

用平台留言和討論，為「共同分享，集體負擔(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和「共享貢獻，平等參與(democratizing knowledge)」原則的體現。 

五、專家分享：此次研究與美悠遊團隊(Iraraley Meyyoyow)的講師合作，把未解

決的問題及知識地圖與部落專家分享後；讓專業講師入班分享與澄清迷思，使學

生進行知識的再更新。與「搜尋資料」相同，但又更高層次的對應「與時俱進的

想法(improvable ideas)」和「積極與建設性地使用權威來源(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原則。 

六、修正答案：最後，學生在平台上持續對原有的想法做交流、探討和修改；達

到「討論以知識翻新為目的(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同步的知識增長

(symmetric knowledge advance)」和「融合超越與提升(rise above)」原則。而同儕

間的互動和討論，逐步完成共構的知識地圖，所有社群成員都有編輯平台中知識

地圖的責任和貢獻；便是「共同分享，集體負擔(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和「共享貢獻，平等參與(democratizing knowledge)」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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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正的想法與真實的問題 

real ideas and authentic problems 

· 

· 主題提問 

2與時俱進的想法 improvable ideas · 

3多樣與多元的想法 idea diversity · 
· 採訪尋答 

4融合超越與提升 rise above · 

5自主想法與參與 epistemic agency · 

· 搜尋資料 
6共同分享，集體負擔 

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 

7共享貢獻，平等參與 

democratizing knowledge 
· 

· 整理資料 
8同步的知識增長 

symmetric knowledge advance 
· 

9生活化的知識翻新 

pervasive knowledge building 
· 

· 專家分享 
10積極與建設性地使用權威來源 

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 

11討論以知識翻新為目的 

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 
· 

· 修正答案 12嵌入日常運作並具彈性的評估 

embedded, concurrent and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 

圖 3-4 教學活動步驟與知識翻新原則關係圖 

參、教學進度 

 以「大船文化」為課程中心主題，將數位知識翻新融入於課程，實際教學進

度如下表 3-2。於課程一開始說明課程進行方式後，便開始進行導覽影片前測拍

攝、半結構訪談前測及手繪心智圖前測。接著，與學生討論「大船文化」主要的

概念與主題，討論出七個主題。與學生討論後，從感官可見又最為熟悉的「圖騰」

主題開始著手討論；其他主題討論的順序依序為圖騰、顏色、材質、船團組織、

大船下水、構造與保養；每個主題討論時間為一到兩週不等。後半學期邀請兩位

部落講師，分別於第 13、15、17 週入班分享大船文化知識，並修正學生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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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學生則於第 14 和 16 週修正知識地圖，及於第 17 週實作導覽練習，並由

部落講師現場指導導覽技巧。最後兩週，進行導覽影片後測拍攝、半結構訪談後

測；手繪心智圖後測採分散式繪製，於 20週課程內學生不定期繪製及修改。 

表 3-2 教學進度表 

週次 教學內容 學習活動 使用工具 

1-2 
課程說明、前測、「大船

文化」的主題討論 

半結構訪談前測、導覽

影片前測、手繪心智圖 

錄音筆、訪談稿、錄

影機、空白紙 

3-4 「圖騰」主題討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構 數課平台 

5 「顏色」主題討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構 數課平台 

6-7 「材質」主題討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構 數課平台 

8-9 「船團組織」主題討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構 數課平台 

10-11 「大船下水」主題討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構 

《台灣的原住民—

達悟族》部分章節、

數課平台 

12 
「構造」主題討論、手繪

心智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

構、手繪心智圖 

《台灣的原住民—

達悟族》部分章節、

數課平台、白紙 

13 部落施講師分享 部落專家講課 部落專家 

14 
修正知識地圖、「保養」

主題討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共

構、數課平台知識地圖

修正 

學習單、數課平台 

15 部落謝講師分享 部落專家講課 部落專家 

16 修正知識地圖 數課平台知識地圖修正 數課平台 

17 
部落謝講師分享、導覽

練習實作 

部落專家講課、導覽練

習 
部落專家、錄影機 

18 *課程調整至第 15、17週 

19-20 拍攝導覽影片、後測 
半結構訪談後測、導覽

影片成果、手繪心智圖 

錄音筆、訪談稿、錄

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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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資源 

一、美悠遊團隊(Iraraley Meyyoyow) 

 美悠遊團隊是蘭嶼鄉朗島部落近年自發性組成的團隊，達悟族語為 Iraraley 

Meyyoyow。團隊成立的宗旨是源於傳統與現代的衝擊與矛盾，需要重新調整和

思考平衡。其主要推動的三大理念： 

1.建立部落產業系統：辦理由部落耆老培訓和講解的解說員訓練，傳授傳統文化

的智慧及知識，並由耆老來認證合格解說員。 

2.提供深度旅遊服務：由達悟族人的視角提供解說員的服務，給予正確達悟族文

化知識和傳統故事分享的深度旅遊。 

3.重現分享回饋傳統：遵守傳統中的回禮與分享的價值，每年奉獻部分盈餘回饋

部落，應用於部落建設及相關事務的推動，推動觀光的同時也回饋部落。 

 本研究邀請入班分享的專家皆是通過美悠遊團隊認證的解說員，研究者在文

化課程設計中遇到問題也是經常向相關人員請益，學生在數位平台上所共構的知

識地圖亦交由耆老和解說員來檢視。 

二、數課平台 

 數課平台是一個數位學習平台，提供紀錄的功能，是本研究部分資料的來源，

同時也是本研究的線上學習環境。此中文介面的平台由北京創客新知數據科技有

限公司創建，平台目前已停止開發；以知識翻新作為理念來設計，與 Scardamalia

和 Bereiter 團隊所研發之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 KF)類似。平台提供許多功

能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學會探究、合作、思考與學習；以下輔以英文版知識

論壇平台的截圖，說明本研究常使用的數課平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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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白紙般無限延伸的畫面 

 數課平台創建新課程後，會看到如白紙一樣全白的畫面，可在上面建立新觀

點，或是隨心所欲的插入圖片進行布置；此外，左方還有一排功能按鍵紐列，有

建立新觀點、插入圖片、搜尋和釘選等按鍵，如圖 3-5。 

 

圖 3-5 開啟平台課程後的畫面截圖 

2.張貼、閱讀、回覆觀點貼文 

 點選上述建立觀點的按鈕後，可以編輯貼文的標題，也就是最終呈現在畫面

上的想法觀點；若要對想法做更詳細的說明，可編輯貼文內容，視窗左方有鷹架

功能，幫助學生後設認知思考，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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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張貼觀點貼文視窗的畫面截圖 

 閱讀他人觀點時還可以看到觀點貼文間的關聯，以及貼文編輯和閱讀的歷史

紀錄，如圖 3-7和圖 3-8；也可以對觀點進行評論和留言。 

 

圖 3-7 閱讀觀點時貼文關聯視窗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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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閱讀觀點時貼文編輯和閱讀紀錄的畫面截圖 

 學習社群成員在課程中所發布的觀點和觀點間會以虛線進行連結，視覺化呈

現觀點間的關係，類似心智圖；平台還有閱讀提示功能，若閱讀過的觀點呈現綠

點，有新回應但尚未閱讀的則顯示紅點，如圖 3-9。 

 

圖 3-9 觀點間虛線連接和閱讀提示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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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來源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來源包含：(1)學生課程前後的半結構訪談；(2)數課平台

的記錄；(3)學生手繪的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4)學生課程前後拍攝的導覽影片；

以及(5)教師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的省思。將五類資料進行分析後以回答研究問

題，其資料來源與分析如表 3-3。 

表 3-3 研究資料來源與分析 

編號 研究問題 資料來源 資料分析 

1 

學生的整體文化認同

感為何 

1.學生課程前後的半

結構訪談 

 

1.傳統文化價值的開放

編碼質性分析 

2.對傳統文化態度的開

放編碼質性分析 

3.對現況的開放編碼質

性分析 

2 

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

化教學，學生在數課

平台中的活動情形為

何？ 

1.數課平台的紀錄 

 

1.學生提問分類 

2.知識地圖分層標記 

 

3 

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

化教學，學生對大船

文化知識理解的轉變

為何？ 

1.數課平台的紀錄 

2.學生課程前後的半

結構訪談 

3.學生手繪的大船文

化知識心智圖 

4.學生課程前後拍攝

的導覽影片 

1.訪談逐字稿前後測與

知識地圖的相符程度 

2.手繪心智圖與知識地

圖的相符程度 

3.導覽影片與知識地圖

的相符程度 

4 

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

化教學，教師的創新

教學知能轉變為何？ 

1.教師的教學筆記 

 

 

1.教學前中後，十二項

知識翻新原則的省思對

照 

2.課程設計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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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課程前後的半結構訪談 

 葉重新(2017)指出，訪談就其內容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結構性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無結構性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和半結構性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若就受訪人數多寡，則分為個別訪談及團體訪談。本

研究採半結構性個別訪談模式，訪談的部分問題依據研究需求事先設計，部分問

題則根據受試者的臨場反應隨時調整，方便引導小學生朝正確的方向回答問題；

而個別訪談的方式，則公平給予每位受試學生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使用之「知

識翻新活動融入於達悟族大船文化課程教學的訪談大綱」，多參考自何惠蘭(2010)

的國小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量表，及陳奕璇(2013)的文化認同量表；國小原住民

學童族群認同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7.6，而文化認同量表各題出處則是參考

各先進研究編製而成。本研究訪談大綱同時參考相關文獻與資料，與地方工作者

及相關領域專家討論後，將量表問題修改為訪談大綱，編製出適用本研究之訪談

大綱。前後測的訪談時機分別是課程的首尾兩週，採一對一個別訪談的方式。 

 訪談問題可以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知識性、態度、價值、現況和陳年往事

(葉重新，2017)；本研究訪談問題分別設計前面四個層面，因為研究內容較無涉

及學生的童年陳年往事。第一題則為訪談對象的「基本資料」。訪談問題條列如

下；第二題和第三題為「知識性」層面的問題；第四題和第五題為「現況」層面

的問題；第六題為「價值」層面的問題；第七題到第十題則為「態度」層面的問

題。訪談問題如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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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半結構訪談問題層面分類表 

編號 問題 問題層面 

1 請說出你是幾年幾班幾號和姓名。 基本資料 

2 你覺得關於大船文化，有哪些面向的重要知識? 知識性 

2.1 若有回答，則追問各面向知道的內容。 

3 你有參加過大船下水典禮嗎?若有，請說出你知道的部分。 

4 你覺得你對大船文化的相關知識了解嗎?為什麼? 現況 

5 你平常會和家人討論或分享有關大船的文化知識嗎?何時會

討論?多久一次?內容是什麼? 

6 你覺得了解大船文化知識有什麼意義? 價值 

7 你覺得了解大船文化知識重要嗎?為什麼? 態度 

8 如果有機會，你願意向他人導覽或介紹大船文化嗎?為什麼? 

9 你覺得透過大家共同反覆討論和蒐集資料後所建構的大船

文化知識(就是大家一起完成大船文化心智圖)，這種學習方

式是否學習到的內容會比自己看書閱讀還要豐富扎實? 

10 你覺得透過在網路平台上，和同學一起討論和找資料後，共

同建構一個大船文化知識，是否對你扎實了解和研究大船文

化知識有幫助? 

 分析階段時，研究者以開放中立的態度，不帶立場假設，反覆閱讀訪談的逐

字稿；理解學生對問題的想法後，採用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的方式來標記資

料中的概念，將相近的想法歸類為同一概念。開放性編碼源於紮根理論。紮根理

論(grounded theory)由 Glaser 和 Strauss 在 1967 年首次發表，後來，Strauss 和

Corbin（1990）將其定義為「從情境中找出相關線索然後自然呈現，由研究的真

實情境所歸納而來」；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過程有三個層次，分別是開放性編碼

（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及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開放

性編碼的特色即是逐行分析，將資料分段分類標示出不同的現象，然後從中找出

線索(王守玉、Windsor & Yate,2012)。本研究以達悟族大船文化為情境；依據學

生回答的逐字稿內容進行逐行分析，仔細思索學生要表達的意涵，將資料分段分

類形成概念進行開放性編碼；最後再從編碼中找出學生學習情況轉變的線索。本

次研究將四個層面的問題重組形成概念編碼，將資料分為三個向度，分別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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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文化知識的理解、文化認同感、教學方法；表 3-5為資料向度的概念編碼及舉

例。 

表 3-5 資料向度的開放性編碼表 

資料層面 概念編碼 概念舉例 

大船文

化知識

的理解 

圖騰 

*以知識地

圖內容進行

編碼 

*對照知識地圖內容 

顏色 

材質 

構造 

船團組織 

保養 

大船下水禮 

文化認

同感 

現況 

自評文化了

解程度 
不了解 

聽不懂長輩們在說什麼、沒有在接

觸 

不是很了解 有在學校學過一些、很少參加活動 

了解 有疑問會問長輩、學校有學到 

與家人談論

文化的情形 

從不討論 在家都不會討論 

偶爾討論 祭典時會討論、寫學習單會分享 

經常討論 
家人平常會分享、學到新事物會分

享 

文化的價值 

傳承文化 
告訴子孫、告訴族人、知道祖先的

事 

分享文化 告訴別人 

保護文化 讓別人不觸犯禁忌、讓文化不消失 

生活使用 捕魚用、練習母語、做應該做的事 

其他 比賽用、學會知識 

態度 

了解傳統文

化的重要 
重要 是自己的文化、要傳承文化 

導覽文化知

識意願 

不願意 會緊張、怕講錯、會不好意思 

願意 
讓更多人了解、文化傳承、保護文

化 

教學方法 
知識翻新 和同學討論、長輩分享、實際操作 

傳統教學 書本寫的比較正確、聽老師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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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課平台的記錄 

 數課平台不僅可以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果，也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本研究取

自數課平台來源的資料，主要為學生提問歷程的紀錄，以及學生所共構的知識地

圖內容成果。 

一、問題類型分類 

 King(1994)從知識建構的歷程將問題分為三個類型，分別為統整型問題

(Integration question)、理解型問題(Comprehension question)和事實型問題(Factual 

question)。表 3-6 為問題類型所對應的知識建構歷程。King(1994)指出，統整型

問題需要將新舊知識連結推論後提出問題，對應知識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

歷程；理解型問題需要將所學內化後用自己的意思呈現，產生知識同化

(Knowledge assimilation)的活動；事實型問題為回憶性或客觀事實，通常有標準

答案，在知識建構歷程中僅做知識敘述(Knowledge restarting)。本研究將學生在

數課平台上的提問，依此問題類型做分類，以三種類型問題的數量探討學生提問

品質的轉變情形。 

表 3-6 問題類型對應的知識建構歷程表 

問題類型 知識建構的歷程 問題舉例 

統整型問題 

連結新舊知識來解釋、推

論或驗證 

知識整合 

從新舊概念推論、解釋和

判斷，建立新連結和解釋 

為什麼大船下水典禮時，

有人穿的服裝不一樣？ 

理解型問題 

過程或名稱的定義及描

述 

知識同化 

用自己的話來描述、定義

或解釋 

船團平常會做什麼事？ 

事實型問題 

多為回憶性或客觀事實 

知識敘述 

直接陳述事實或訊息 

大船上有什麼圖騰？ 

資料來源：King, A.(1994).Guiding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Effects 

of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question and how to explai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1(2), 33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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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地圖的分層 

 本研究使用數課平台進行教學，數課平台有自動記錄學生學習活動之功能。

所以，研究者針對學生在數課平台上所建構的知識地圖進行分層標記；與學生手

繪的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和導覽影片比對分析。如圖 3-10，以「大船文化」為中

心主題，下分七個主題，分別是圖騰、構造、顏色、保養、大船下水典禮、船團

組織與材質；各主題再分別細分第一層、第二層與第三層。以圖 3-11「構造」主

題為例，第一層有船艙、附件和零件 3 個，第二層有 11 個，第三層則有 3 個。

本研究共有 29個第一層、107個第二層和 24 個第三層；以此分層標及方式來幫

助與學生手繪的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和導覽影片做分析比對。 

 

圖 3-10 數課平台上知識地圖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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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構造」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參、學生手繪的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 

 為加深學生對於學習內容的印象，讓學生體認知識建構的歷程，並記錄學生

的學習歷程；教學過程中，研究者會不定期讓學生手繪大船文化知識的心智圖。

研究者會針對學生手繪大船文化知識心智圖的歷程變化，以及與數課平台所共構

的知識地圖內容相似度比較，進行分析。 

肆、學生課程前後拍攝的導覽影片 

 研究者於課程首尾兩週分別為學生拍攝導覽影片，記錄學生學習前後的學習

成果；每位學生分別導覽其中一個主題，七位學生不重複。學生把習得的大船文

化知識內化後，轉化成各主題導覽解說的內容，與數課平台上共構的知識地圖進

行分析；分析學生導覽影片的內容與數課平台上的知識地圖各主題，兩者之間的

相似度，或者學生是否搭配個人經驗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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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的教學筆記 

 研究過程中，教師會記錄教學筆記；筆記內容包含 KB principles 的前中後記

錄、課堂流程、教學內容及教學省思。研究者會針對 KB principles 的前中後差異

進行分析，探討教師是否提升創新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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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數課平台 

 數課平台由北京創客新知數據科技有限公司創建，期望在平台中讓學生成為

學習的主人，學會探究、合作、思考與學習，平台提供了即時反饋、資源共享、

知識地圖與學習分析等功能。本研究以平台中所記錄的學生討論內容，以及學生

共構的知識地圖，做為主要的資料來源，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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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朗島國小六年級的七名學生為研究個案。此章分為四節，每節分

別回應一個研究問題。首先，第一節探討學生的文化認同感，與其大船文化知

識理解程度的關係。第二節分析學生在數課平台上的活動情形，包含學生的問

題類型，和平台上共構出來「大船文化」知識地圖想法的分層分類。第三節分

別以學生的訪談逐字稿、學生手繪心智圖和導覽影片內容，與平台上的知識地

圖相符程度做比對，探究學生大船文化知識的轉變情形。最後，第四節分析教

師對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的省思，探討研究者在教學歷程中創新教學知能的改

變，以及教學設計的轉變情形。 

第一節  文化認同感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成功的要素，必須從文化認同感著手(譚光鼎，2000)；文

化認同感不僅影響學生學習文化課程的價值與態度，還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本

研究的問題一便是探討「學生的文化認同感與學生的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程度的關

係」，結果如表 4-1。 

表 4 -1 文化認同感研究結果表 

文化認同感項目 研究結果 

傳統文化的價值 
傳承文化、分享文化、保護文化、生活實用、傳

統知識與智慧等 

對傳統文

化的態度 

了解傳統文化 

的重要性 

傳承推廣、被族人認可、知道傳統知識和智慧、

保護文化等 

導覽文化知識 

的意願 

前測 後測 

六位願意導覽；王生願意回

答問題但不願導覽 

七位皆願意導覽 

現況 

的轉變 

自評對文化 

的了解程度 

前測 後測 

李生自評了解；林生自評不

了解；其餘自評不是很了解 

七位皆表示比以

前更認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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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

談論文

化的情

形 

方向 前測 後測 

家長 

孩子 

林生家人不談論；陳生和王

生家人在歲時祭儀時才會談

論；其餘四位家人經常談論 

無提及 

孩子 

家長 

無提及 七位皆表示在課

堂中會增加談論

情形 

壹、傳統文化的價值 

 七位學生分別陳述傳統文化的價值；在上一章第三節的表 3-5中，研究者將

學生訪談內容進行開放編碼，學生所認為傳統文化的價值分別是傳承文化、分享

文化、保護文化、生活使用和其他。學生認為文化的首要價值是傳承，知道祖先

前人的故事然後告訴子孫族人，將智慧和文化傳承給下一代；同時學生也認為文

化的價值在於分享，不僅僅是同族的傳承，異族間的分享和推廣也很重要；次之，

在傳承和分享文化後便能保護文化，讓不同族群的人不觸犯禁忌，並給予尊重，

進而推廣和保存，使文化不會消失；再來，文化的價值是生活中的實用面，例如

在相關祭儀做自己份內的事、出海捕魚謀生使用、學習母語等；最後，文化還有

其他的價值，像是學習文化中的知識和智慧。 

貳、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一、了解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在前測的訪談中，七位學生皆表示了解傳統文化是重要的。因為是自己族

群的文化，有傳承給下一代的義務，也有和他人分享及推廣的責任；了解傳統

文化會得到部落的認可，成為達悟族人，在參與部落活動時可以提醒家人應該

進行的事宜，不會出錯做不合時宜的事；從文化中還會學習到很多傳統智慧和

知識，甚至在未來生活中可能會使用到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了解和認識傳統文

化，攸關文化的保存或消失。七位學生都認為了解傳統文化是重要的，並說明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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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覽文化知識的意願 

 在前測的訪談中，有六位學生皆表示願意向他人導覽文化；僅王生表示有人

問時願意回答，卻不願導覽。學生願意進行導覽的原因很多，以「讓更多人知道

達悟族文化」為主要原因，其他還有避免他人觸犯禁忌、傳承文化、賺取導覽費

用等；學生推廣和傳承文化的意願高。另外，王生雖然在前測時表示，僅願意回

答問題，不願意做導覽；但該生是因為害怕自己講錯，會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不

願意進行導覽；於後測時研究者再次訪問王生導覽意願，王生的回答轉變為肯定

的願意。所以，七位學生皆有導覽文化知識的意願，但若有豐富的文化知識內涵，

會更加堅定學生推廣和傳承文化的意願。 

參、現況的轉變 

一、自評對文化的了解程度 

 在前測的訪談中，只有李生認為自己相當了解傳統文化，因為在當地生活成

長，又有向家人和長輩詢問相關問題的習慣；林生覺得自己長年在本島生活，近

期才轉回蘭嶼就學，曾經接觸過的文化都忘記了，所以不了解；其餘五位學生則

自評對傳統文化不是很了解，原因有聽不懂長輩說的意思、只知道在學校學過的、

很少參加相關活動。而在後測的訪談中，七位學生皆表示自己比以前更認識自己

的文化；因為課堂中透過知識翻新教學的討論，學習以前不知道的知識；又因為

課程中設計回家詢問長輩和實際參與，還有講師清楚的分享，所以課後比以前更

了解文化知識。 

二、與家人談論文化的情形 

 與家人談論情形，可以分為家長主動向孩子談論，或是孩子主動找家長討論。

在前測的訪談中，只有林生與其家人平常都不會談論相關的文化知識；陳生和王

生的家長，偶爾會和孩子談論相關的文化話題，大部分是有祭儀時才會談及，平

常較少有相關的話題；其餘四位學生的爸爸則會在用餐或空閒的時間經常和孩子

談論；七位學生家長和孩子談論的情況不一，但七位學生皆沒有提及自己會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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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討論相關話題。而在後測的訪談中，僅陳生表示會在祭典時與家人討論；

其他六位學生都比以前更常和家人談論相關話題，尤其在課堂學到新事物時會回

家分享，或是有學習單問題時會主動詢問，主要談論對象則是父親；七位學生都

表示在課程中增加了自發與家人談論大船文化的情形。 

 綜上所述，七位學生雖然對當地達悟文化的價值抱持正面的態度，也願意和

他人分享與導覽，自我文化認同感高；卻自知不一定了解文化知識，課前也很少

有主動和家人談論的情形；且從前章第三節的先備知識分析來看，七位學生對傳

統大船文化的認識並不深入。研究者發現：(1)七位學生的自我文化認同感高；

(2)學生有文化認同感，卻自知對文化知識了解不透徹；(3)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文

化課程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主動與家人談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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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在平台上的活動情形 

 本研究將知識翻新教學融入文化教學，以數課平台作為主要學習環境；同

時也將數課平台作為研究工具，蒐集和分析學生在平台上活動的情形。本節回

應研究問題二，分別探討學生提問的轉變情形，以及知識地圖分層的情況。 

壹、學生在平台上的提問情形 

 研究者依 King 的問題類型將數課平台上所紀錄的貼文提問內容做分類；各

問題類型的次數記錄如表 4-2。課程前後期是扣除前後測時間以及準備導覽影片

的時間，將操作平台時間大致分為一半。研究者發現，後期學生所問的問題數雖

然比前期少，約為上半學期的 53.8%；然而，如圖 4-1的直條圖，後期所提的問

題質量明顯優於前期，理解型問題比例持平，而統整型問題比例大幅增加。 

表 4-2 問題類型次數統計表 

 前期 後期 總計 

統整型問題 5(6.4%) 17(40.5%) 22 

理解型問題 18(23.1%) 10(23.8%) 28 

事實型問題 55(70.5%) 15(35.7%) 70 

總計 78(100%) 42(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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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前後期問題類型直條圖 

 事實型問題對應到知識建構歷程中的「知識敘述」，以簡單陳述回憶或事實

為主；佔了前期問題總量的 70.5%，到了後期卻只剩下 35.7%，有明顯的減少。

事實型問題的回答客觀，不需要學生做比較和評論；例如「大船的顏色有什麼？」、

「大船主要有哪些部位？」、「誰可以保養大船？」。 

 而理解型問題對應到知識建構歷程中的「知識同化」，以描述過程或定義名

稱為主；佔了前期問題總量的 23.1%，到了後期佔問題總量的 23.8%，比例持平，

沒有明顯的增減。理解型問題的回答需要用自己的話語來表達，學生需要有一定

程度的理解和吸收；例如「船眼都是圓形嗎？大小有規定嗎？」、「白色代表什麼

意義？」、「大船的保養要做什麼事？」。 

 統整型問題則是對應到知識建構歷程中的「知識整合」，以新舊知識連結後

進行解釋和評論為主；在前期僅佔了問題總量的 6.4%，後期則提升至 40.5%，有

明顯的提升。統整型問題的回答需要連結新舊知識，翻新原有的想法提出解釋、

結論和比較；例如「製作大船的木頭要如何分工負責？」、「大船下水典禮時，為

什麼有人穿的不一樣？」、「為什麼要為大船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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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平台上的知識地圖分層 

 本次課程與學生討論後，將「大船文化」中心主題，分為七個主題來探討，

依照各主題開始討論的時間順序，分別是：圖騰、顏色、材質、船團組織、大船

下水、構造和保養。本研究將知識地圖進行分層標記，以利後續與學生手繪的大

船文化知識心智圖和導覽影片內容做分析比對。數課平台上的知識地圖共標記

29 個第一層、107 個第二層和 24 個第三層；各主題的層數如表 4-3。由統計圖

圖 4-2中發現，在課程前段時間討論的圖騰和顏色只有兩個層次；之後學生越來

越懂得知識分層的方法，逐漸出現了第三層。 

表 4-3 數課平台上知識地圖各主題的分層標記表 

中心主題 主題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數 

大船文化 圖騰 5個 31個 0個 36個 

顏色 4個 11個 0個 15個 

材質 4個 11個 4個 19個 

船團組織 3個 11個 6個 20個 

大船下水 4個 20個 6個 30個 

構造 3個 11個 3個 17個 

保養 6個 13個 5個 24個 

 

圖 4-2 各主題分層個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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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一開始討論的主題分層較為扁平，僅有兩層，且內容敘述較抓不到重點，

冗詞贅字多敘述長，如圖 4-3的「圖騰」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截圖；例如，第一

層「波浪紋」中的第二層「波浪紋的顏色是黑白紅」，可將第二層改為「顏色」，

第三層改為「黑色」、「白色」、「紅色」。課程後面討論的主題分層較為精緻有脈

絡，且內容敘述精簡扼要，如圖 4-4的「保養」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截圖；例如，

第一層「材料」，第二層分為「以前」和「現在」，第三層則清楚分述以前和現在

保養時所用的材料有哪些。 

 

 

圖 4-3 「圖騰」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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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保養」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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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船文化知識 

 Bloom 等人在 1956年發表認知領域目標層次，分為六個層次，分別是知識、

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Bloom 認知教育目標，是教學和評量設計時的

參考指標，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時要透過多元層次來判斷。本研究的問題三便是

探討「透過知識翻新融入文化教學，學生對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的轉變」；本節分

為三個部份，分別蒐集學生訪談逐字稿、學生手繪心智圖和導覽影片內容，以三

個不同層次的目標，與平台上的知識地圖內容做比對，藉此探究學生對大船文化

知識理解的改變情形。 

壹、訪談逐字稿與知識地圖 

 本研究分別於課程的首尾兩週，對學生個別進行一對一的前後測訪談。每

位學生訪談逐字稿內容與知識地圖各層相符個數如表 4-3；而訪談逐字稿內容

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百分圖，則如圖 4-5前測直條圖和圖 4-6後測直條圖。以

下分別探討七位個案的訪談逐字稿內容與知識地圖關係，探究學生對大船文化

知識理解的轉變情形。 

表 4-4 學生前後測訪談逐字稿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表 

 主題(7個) 第一層(29個) 第二層(107個) 第三層(24個)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陳生 0  4  1  9  4  9  0  0  

黃生 0  4  0  9  3  9  0  0  

江生 2  4  7  6  3  9  0  1  

李生 0  2  1  4  2  9  1  0  

郭生 0  6  0  7  1  9  0  3  

王生 0  6  1  6  1  10  0  0  

林生 3  3  0  7  1  13  0  0  

平均 0.7  4.1  1.4  6.9  2.1  9.7  0.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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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學生前測訪談逐字稿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百分比直條圖 

 

圖 4-6 學生後測訪談逐字稿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百分比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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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生 

 陳生在前測時完全沒有提到 7個主題，後測時提到 4個主題，分別是船團組

織、圖騰、大船下水和保養。前測時，僅零碎的提及部分第一層和第二層的概念，

如木釘、油漆、拋船；後測時，陳生回答出 31%的第一層概念，能說出圖騰的項

目和船團組織的重要概念，但較為細緻的第二層概念在後測時僅能說出 8.4%。

陳生前後測時皆無提及第三層的內容。 

二、黃生 

 黃生在前測時完全沒有提到 7個主題，後測時提到 4個主題，分別是圖騰、

材質、船團組織和顏色。前測時，黃生沒有提及第一層的內容，只提到抬船和

manawey 等 2.8%的第二層；後測時，黃生能回答出 31%的第一層概念，知道圖騰

的項目和大船的顏色，但較為細緻的第二層概念在後測時僅能說出 8.4%。黃生

前後測時皆無提及第三層的內容。 

三、江生 

 江生在前測時提到 2個主題，顏色和材質；後測時提到 4個主題，分別是船

團組織、圖騰、材質和構造。前測時便能說出 24.1%的第一層內容，包括部分圖

騰的項目和大船的顏色，以及零碎的第二層概念；後測時提及 20.7%的第一層和

8.4%的第二層，陳述語詞較前測精準有邏輯，如大船下水典禮前測時提及片段的

概念，後測時卻是用一段話描述典禮進行的流程。江生雖無在前測時提及第三層

的內容，卻在後測時提到 4.2%。 

四、李生 

 李生的大船文化知識進步情形比其他六位學生有限。該生在前測時完全沒有

提到 7個主題，後測時只提到 2個主題，分別是構造和顏色。前測時，僅零碎的

提及部分第一層和第二層的概念，如人形紋、送芋頭、把船推下去划(試航)，用

詞較為白話；後測時，提及 13.8%的第一層和 8.4%的第二層。另外，李生在前測

提到 4.2%的第三層，後測時卻全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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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郭生 

 郭生在前測時完全沒有提到 7個主題，後測時提到 6個主題，僅顏色沒有講

到。前測時，郭生沒有提及第一層的內容，只提到 0.9%的第二層；後測時，回答

出 24.1%的第一層和 8.4%的第二層，能說出圖騰的項目和大船下水典禮的部分流

程等，用語較前測更加精確。郭生雖無在前測時提及第三層的內容，卻在後測時

提到 12.5%，如將構造中船艙的龍骨分為首尾龍骨和船底龍骨。 

六、王生 

 王生在課後的大船文化知識有所進步，但仍是較為大的概念，較詳細的第三

層仍無提及。王生前測時完全沒有提到 7個主題，後測時提到 6個主題，僅構造

沒有講到。前測時，零碎的提及部分第一層和第二層的概念，像是有關大船圖騰

方面的想法，例如條紋、圓圈和牙齒，但卻對圖騰的名稱完全不了解；後測時提

及 20.7%的第一層和 9.3%的第二層，陳述語詞較前測準確有邏輯，如關於大船下

水典禮的部分，王生在前測所提及的內容是「招魚祭」的事情，例如摸雞血、坐

在船上，後測時便能簡單說明大船下水典禮的流程。王生前後測時皆無提及第三

層的內容。 

七、林生 

 林生在前測時提到 3個主題，分別是圖騰、構造和顏色；後測時也是提到與

前測相同的 3 個主題。前測時，林生沒有提及第一層的內容，只提到 0.9%的第

二層；後測時，提及 24.1%的第一層和 12.1%的第二層，陳述語詞較前測準確有

邏輯，如前測僅提及顏色，後測時能清楚說出顏色和製作材料。林生前後測時皆

無提及第三層的內容。 

 綜上所述，七位個案訪談的後測內容皆較前測豐富。研究者發現：(1)七位

學生的大船文化知識皆有進步；(2)七位學生後測時的用詞都比前測精準有邏輯；

(3)學生難以用口頭表達的方式，自然地陳述大部分的知識地圖內容，只能做印

象深刻處片段的述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47

66 
 

貳、學生手繪心智圖與知識地圖 

 本研究於課堂中不定期請學生將所學手繪成心智圖；此次分析分別採用 9

月 5日、11月 22日和 1月 16日三次的學生手繪心智圖來進行分析；三次手繪

心智圖與知識地圖的相符程度如表 4-5。以下分別探討學生三次的知識地圖內

容與知識地圖關係，探究學生學習大船文化知識的轉變歷程。 

表 4-5 學生手繪心智圖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表 

繪圖 

日期 

第一次(期初) 

108.9.5 

第二次(期中) 

108.11.22 

第三次(期末) 

109.1.16 

 主題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主題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主題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陳生 0  3  1  0  7  23  22  2  7  29  71  12  

黃生 0  3  1  0  7  23  22  2  7  29  67  12  

江生 0  2  2  0  7  23  22  2  7  29  68  12  

李生 0  2  0  0  7  23  6  0  7  29  39  5  

郭生 0  2  2  0  7  23  18  2  7  29  57  13  

王生 0  0  1  0  7  23  22  2  7  29  69  11  

林生 0  0  0  0  7  18  10  2  7  23  49  2  

平均 0.0  1.7  1.0  0.0  7.0  22.3  17.4  1.7  7.0  28.1  60.0  9.6  

一、第一次(期初) 

 如圖 4-7的期初心智圖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百分比直條圖，期初第一次繪製

心智圖時，七位學生普遍對大船文化不了解；只是將想到的詞彙書寫上去，完全

沒有分層和歸類。王生和林生甫從台灣本島轉到朗島部落就學，雖然有接觸過大

船文化的經驗，但印象模糊不清，所繪製的心智圖內容和大船文化關係甚少。而

其他五位學生雖然長時間在蘭嶼生活和就學，到手繪的心智圖中也只提到相當片

段的知識，且無組織系統性，都是生活經驗中較常接觸的部分，如船眼、人形紋、

波浪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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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期初手繪心智圖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百分比直條圖 

二、第二次(期中) 

 隨著課程每週進行，學生不定期於課程中繪製記得的大船文化內容為心智

圖。如圖 4-8，在期中手繪的心智圖，七位學生都已繪製出 100%的七個主題；

除了林生僅畫出 62.1%的第一層，其他六位學生都已在心智圖上繪出 79.3%的第

一層概念；而較細緻的第二層和第三層內容，學生期中時在心智圖上的呈現較

少，陳生、黃生、江生和王生學習狀況佳，有繪製 20.6%的第二層概念。期中

時，學生能呈現全部的主題和接近八成的第一層概念，對大船文化知識已有分

層分類的概念和相關知識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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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期中手繪心智圖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百分比直條圖 

三、第三次(期末) 

 課程的尾聲，經過數次的蒐集資料和討論等教學活動，學生逐步翻新想法，

在數課平台上建構出知識地圖。最後一次的手繪心智圖，除了林生只完成 79.3%

的第一層，其他學生都 100%將第一層的概念繪製出來，如圖 4-9。陳生、黃生、

江生和王生的心智圖呈現超過六成的第二層內容，學習效果佳；郭生也呈現超過

一半的第二層概念，林生是接近一半的 45.8%，而李生只有 36.4%。第三層的部

分，陳生、黃生、江生和郭生繪製出超過 50%的第三層，王生呈現 45.8%，而李

生只有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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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期末手繪心智圖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百分比直條圖 

 綜上所述，七位個案期初、期中、期末的手繪心智圖內容皆逐漸進步。研究

者發現：(1)七位學生的大船文化知識皆有進步，能將大部分課堂所學的大船文

化知識遷移到手繪心智圖；(2)七位學生逐漸學會知識想法的分層和分類；(3)李

生的學習效果相較其他六位學生較不顯著，研究者推測可能是缺課次數較多，和

該生學習吸收能力弱的原因；(4)相較於口頭述說的訪談方式，不定期逐步繪製

心智圖的方式，給予學生分散且較長時間的思考，也較能呈現學生學習的歷程。 

參、導覽影片內容與知識地圖 

 本研究分別於課程的首尾兩週進行導覽影片的前後測拍攝。前測時學生的導

覽影片長度都不超過 30 秒，且過程中有許多思考的空白無聲時間，全無導覽的

章法及內容。後測時所拍攝的導覽影片時間長度大幅增加，落在 60 秒到 165 秒

之間；過程中停頓空白的時間極少。從學生後測導覽影片的逐字稿中，可以看出

學生已有導覽的章法，且內容豐富度增加，大部分取自數課平台上的知識地圖；

學生在影片中首先會自我介紹，再揭示導覽大綱，然後詳細說明內容，甚至有些

學生還會加一些輔助的動作或自己的想法，最後會感謝觀眾聆聽，並提供觀眾詢

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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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測影片是七位學生一人負責一個主題；表 4-5和圖 4-10是每位學生負責

的導覽主題，以及其後測導覽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以下分別探討七位學

生在後測導覽各個主題的狀況，探究學生遷移數課平台上的大船文化知識地圖

拍攝導覽影片的情形。 

表 4 -6 學生的主題導覽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表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陳生 船團組織 3/3 10/11 3/6 

黃生 圖騰 5/5 16/31 0/0 

江生 材質 4/4 9/11 3/4 

李生 構造 3/3 11/11 2/3 

郭生 大船下水 4/4 14/20 2/6 

王生 保養 6/6 13/13 5/5 

林生 顏色 4/4 11/11 0/0 

 

圖 4-10 學生的主題導覽內容與知識地圖相符程度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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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生 

 陳生導覽的主題是「船團組織」；以下為陳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4-11

的「船團組織」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陳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包含了「船團組織」

主題大部分的概念；有 3 個第一層、10 個第二層和 3 個第三層。陳生對於團名

和工作的導覽內容完整；但在成員組成的部分較不順暢，遺漏了 1 個第二層、3

個第三層。陳生遷移大部分的知識地圖內容到導覽影片中，並用口語化的方式完

整表達。 

 

圖 4-11 「船團組織」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大家好，我是陳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船的船團組織，船團組織會有團名、船團組成、工作。 

我要先講的是團名，有些家族會用地域當名字，有些家族會用幸運圖案當名字，

有些不一定會有名字。 

船團組成會有團長，也可以叫他起造人；還會有團員，不一定會有多少人；船團

組成還會有姻親關係。 

工作，他們會照月份做事情，還會整理工具跟修補船，也會整理海灘；以前會在

船屋睡覺。 

我的導覽到此結束，謝謝你的聆聽，有疑問的話請在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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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生 

 黃生導覽的主題是「圖騰」；以下為黃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4-3的「圖

騰」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圖騰」主題是課程中第一個討論的主題，所以知

識地圖扁平，只有兩層，且用詞繁贅，黃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包含了部分的概念；

有全部的 5個第一層和 30個中的 16個第二層。黃生將知識地圖的「圖騰」內容

作了摘要，對於每個圖騰都平均簡單地做導覽；影片中還輔以動作，指示出圖騰

在大船上的位置，以及圖騰的形狀，如圖 4-12 的導覽影片截圖。黃生雖然只遷

移部分的知識地圖內容到導覽影片中，但影片中搭配動作，清楚明瞭介紹大船的

圖騰。 

 

圖 4-12 黃生導覽影片的畫面截圖 

大家好，我是黃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船的圖騰，大船的圖騰分成五個部分，分別是船眼、人形紋、

波浪紋、十字架、水鳥這五個部分。 

我要先講的是船眼，朗島的船眼是兩層，船眼會畫在大船的左下跟右下，每艘有

刻的大船都會有船眼。 

再來是人形紋，人形紋會畫在船眼的旁邊，一艘大船有四個人形紋，每艘大船有

刻的都有人形紋。 

再來是波浪紋，波浪紋有三到四層，顏色是黑白紅，每艘有刻的大船都有波浪紋。 

再來是十字架，十字架會畫在船眼的上方，十字架的顏色是紅白色的，一艘大船

有四個十字架，只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會刻。 

再來是水鳥，一艘大船有兩隻水鳥，水鳥不是傳統的圖案，水鳥不一定要放在大

船的上面。 

我的導覽到這裡結束，謝謝你的聆聽，如果有疑問的話，歡迎留言告訴我，謝謝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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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生 

 江生導覽的主題是「材質」；以下為江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4-13的

「材質」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江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包含了「材質」主題大

部分的概念；有 4個第一層、9個第二層和 3個第三層。江生雖然有少部分的

內容沒有說明到，但江生導覽時除了知識地圖的內容外，會額外補充說明相關

的知識，如特別說明龍骨要使用龍眼和大葉山欖的原因，或者補充解說現在使

用玻璃纖維造船的原因。江生遷移大部分的知識地圖內容到導覽影片中，並用

口語化的方式搭配相關補充說明，表達完整清晰，又內容豐富。 

大家好，我是江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船的材質，大船的材質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林場，

還有部位跟其他材質，還有木釘。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林場，有經驗的人會分工砍樹，船眼會畫在大船的左下跟右下，

每艘有刻的大船都會有船眼。 

再來是人形紋，人形紋會畫在船眼的旁邊，砍到別人的樹的時候他們會打架，還

要好幾個月去山上看樹有沒有長大或長高。 

然後我要講的是部位，我先講龍骨，龍骨是用龍眼樹跟欖仁樹，因為龍骨要一直

摩擦到石頭，所以他們會選擇比較硬的木頭，像是龍眼跟欖仁樹；船身的話，他

們會用浮力大的麵包樹跟大葉山欖。 

再來是其他材質，材質會依照船團的需求跟人體舒服；然後他們造船會用玻璃纖

維，因為這樣比較環保，就不用一直上山砍樹。 

最後的是木釘，木釘他們不會用鐵釘，因為用鐵釘的話，鐵釘會生鏽，而且整艘

船會壞掉；然後，他們做木釘的時候是用桑樹。 

謝謝你的聆聽，如果有問題的話，歡迎留言詢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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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材質」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四、李生 

 李生導覽的主題是「構造」；以下為李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3-11的「構

造」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李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幾乎包含了「構造」主題的所

有概念；有 3 個第一層、11 個第二層和 2 個第三層，只有附件中的坐墊的「塑

膠取代木頭」沒有提到。李生雖然成功將知識地圖的內容遷移到導覽影片中，但

其表達方式較像是背書，缺乏口語的連接和說明。 

 

 

大家好，我是李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船的構造，大船的構造分成三部分，有船艙，還有附件和零

件。 

首先，我第一個要講的是船艙，船艙有船板，還有船艙支架，還有龍骨：首尾龍骨

和船底龍骨。 

第二個是零件，零件有漆具、填縫材、木釘。 

附件，附件有槳、槳架、舵架、舵、坐墊。 

我今天的導覽到此結束，謝謝大家，如果有疑問的話請在下方留言，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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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郭生 

 郭生導覽的主題是「大船下水」；以下為郭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4-14

的「大船下水」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大船下水」典禮是一個相當繁複的主

題，活動流程瑣碎繁多，郭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包含了部分的概念；有全部的 4個

第一層，和 20個中的 14個第二層，還有 6個中的 2個第三層。郭生將「大船下

水」中的流程內容作了摘要，沒有做詳細地內容解說；另外，影片中沒有提到傳

統服有哪些，較為可惜。郭生雖然只遷移部分的知識地圖內容到導覽影片中，但

卻口語化地將大船下水典禮的流程做了簡單易懂的導覽，也把時間地點交代清楚。 

 

圖 4-14 「大船下水」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大家好，我是郭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船下水，大船下水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是時間、地點、服裝、

過程。 

我要先介紹的是時間，時間會在飛魚季二月之前，只有有人落成的時候才有大船

下水。 

地點會先在船主家附近舉辦一些儀式，再到灘頭那邊進行試划。 

再來是服裝，有些人會穿傳統服，但是有些人很懶惰，他們會穿現代服，或者是

他們沒有傳統服，或者是觀光客。 

再來是過程，過程會分成六個重要的部分；分別是會把芋頭裝進傳裡面，再去迎

賓，再把客人帶到家裡面，請他吃東西；然後分送芋頭，跟豬肉還有羊肉，給親戚

之後；他們會先到協會廣場那邊抬船跟拋船，還有 manawey；最後他們會去灘頭

那邊下水試航。 

我的導覽到這裡結束，謝謝你的聆聽，如果有疑問的話請在下方留言，並且告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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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生 

 王生導覽的主題是「保養」；以下為王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4-4的「保

養」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王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包含了「保養」主題每一層的

所有概念；有 6 個第一層、13 個第二層和 5 個第三層。王生不僅成功將知識地

圖的內容遷移到導覽影片中，還用口語化的方式完整表達。 

 

七、林生 

 林生導覽的主題是「顏色」；以下為林生導覽的逐字稿內容，和圖 4-15的「顏

色」知識地圖內容進行比對。「顏色」主題是課程中第二個討論的主題，內容也

較為簡單，知識地圖扁平，只有兩層；林生的導覽影片內容包含了「顏色」主題

每一層的所有概念，有 4 個第一層和 11 個第二層。林生成功將知識地圖的內容

遷移到導覽影片中，且用口語化的方式完整表達。 

 

 

 

 

 

大家好，我是王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船的保養，大船的保養分為六種部分，例如說時間、地點跟

人，還有工作，還有原因，之後的是材料。 

我要先介紹的是時間，保養的時間分為飛魚季前跟船壞掉的時候。 

地點要在哪裡呢？例如說灘頭或是船屋。 

那是誰要來做保養？是船組裡面的男人，跟船團組織裡的人 

它的工作分為三種，例如說龍骨保養、補裂縫還有補脫落的顏色。 

那他為什麼要保養？因為美觀和延長船的壽命。 

他的材料以前都用樹的汁液跟木板，還有自然顏料；現在都用油漆跟玻璃纖維。 

我的導覽到這邊結束，謝謝你的聆聽，如果有疑問的話歡迎留言詢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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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顏色」主題在數課平台上的畫面截圖 

 綜上所述，在一位學生負責一個主題的情況下，七位學生皆能成功遷移知

識地圖的內容，來拍攝導覽短片。研究者發現：(1)七位學生皆能成功遷移知識

地圖的內容來拍攝導覽短片，並有導覽的章法；(2)大部分的學生都能用口語化

的方式來做導覽；(3)少部份的學生除了知識地圖的內容，還會做一些補充和說

明；(4)少部分的學生在導覽時會搭配相關動作和指示。 

  

大家好，我是林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顏色，大船的顏色可以分為四種部份，分別是白色、黑色、紅

色、現在。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白色，白色在以前都是用貝灰做的，現在都改用白色的油漆，

白色在以前代表著白天。 

現在我要介紹的是黑色，黑色以前都是用木炭做的，黑色現在都是用黑色的油漆

做的，黑色在以前代表的意義代表黑夜。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紅色，紅色在以前都是用紅土做的，現在都是用紅色的油漆做

的，紅色在以前代表著太陽。 

現在要說的是現在，現在都改用油漆，現在船裡面的內部還會使用著黃色、藍色、

紫色，但是這些都沒有特別的意義。 

我的導覽到這裡結束，謝謝你的聆聽，如果有疑問的話請到下方留言詢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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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的創新教學知能 

 知識翻新有助於教師反思自己的信念（Chang & Hong, 2011）。教學相長，教

學除了使學生成長，教師也能透過省思和經驗來不斷精進教學。本節呼應研究問

題，分析教師於教學前中後對於知識翻新十二項原則的省思，從中探討教師創新

教學知能的轉變情形。表 4-7為教師對知識翻新十二項原則的省思紀錄，以下依

據十二項原則分別敘述。 

表 4-7 教師對知識翻新十二項原則的省思紀錄表 

編

號 
知識翻新原則 

教學前 

1080125 

教學中 

1081018 

教學後 

1090125 

1 
Real Ideas, Authentic 

Problems 

-教學設計以學生

生活經驗出發 

-引導學生找出解

決問題的方法 

-在生活中發現問

題，真實問題激發

想法 

-實際嘗試後調整

想法和問題 

-沒有固定不變的

標準答案 

-跳脫教科書框架 

-問題根據生活情

境調整 

2 Improvable Ideas 

-討論和嘗試後能

讓想法從各面向

不斷的調整 

-根據環境和經驗

等變動 

-想法沒有標準答

案，因人事時地物

而有不同呈現 

-翻新後的想法更

貼近真實問題、更

多元，且更具質

量、連貫性和實

用性 

3 Idea Diversity 

-圍繞主題做創意

擴散式思考 

-提出與主題的關

聯性和脈絡 

-透過討論而改變 

不斷吸取融合又

分享 

-因應不同時空背

景而改變 

-理解脈絡和關係

網絡 

-探索舊經驗、相

同或對立觀點、時

空縱橫面、古今變

異、未來發展等 

4 Rise Above 

-追求卓越，精益

求精 

-鑽研和探索，使

知識更精緻嚴謹 

-融合之後內化，

再吸取多元的經

驗 

-下一次的想法都

超越上一次 

-吸取多元想法後

提煉精華 

-以舊想法為基礎

邁進更高層次 

5 Epistemic Agency 
-由學生主動提問

並回答問題 

-問題和想法來自

於真實生活 

-學生中心，教師

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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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討論發表想

法 

-生活即是學習，

學習即是生活 

-自行設定目標和

進度 

6 

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知識翻新的責任

屬於全體人員 

-每個人的收穫和

努力皆為共享 

-知識翻新社群如

同一個小型社會 

-共享想法同時，

也有義務提供自

己的最新想法 

-同時重視個人成

就和每個成員對

社群的貢獻 

7 
Democratizing 

Knowledge 

-成員都有提出想

法的權利和義務 

-全員都應該尊重

並提供反饋 

-每個想法都被平

等的看見 

-每個人都有讓想

法被看見的權利

和義務 

-不論何種角色皆

可平等貢獻想法 

-所有想法都同等

重要 

8 
Symmetric 

Knowledge Advance 

-不可偏廢某個面

向，或是某個人 

-類似共好的概念 

-知識的成長由大

家提供的想法建

構而成 

-每個想法即時公

開或提供給成員 

-成員間的想法同

步轉變與成長，互

補共進 

-知識翻新的動力

源於知識的對等

交流 

-透過資訊科技能

打破時空限制實

現知識同步翻新 

9 
Pervasive Knowledge 

Building 

-無所不在、無時

無刻 

-學習與生活密不

可分 

-想法因生活情境

而轉變與提升 

-不限場域 

-生活經驗可能提

升想法，使知識翻

新生活化 

10 

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不可濫用，不可

被框架住 

-了解背景和評

論，來做批判思考

和知識延伸 

-不可濫用全信，

要不斷驗證 

-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可以看得更遠，

但不可好高騖遠 

-保持尊重、理解

和批判的態度 

-理解後反覆驗證 

-積極有層次的使

用權威資料 

11 
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 

-與社群成員對話 

-與生活中的人事

物對話 

-討論不是單向地

陳述，而是透過對

話交流 

-討論不僅是分享

知識，而要融入生

活情境實作分享 

12 

Embedded, 

Concurrent and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過程中各階段不

斷的討論、自我評

估和修正知識 

-檢視成員提出的

想法，形成細緻的

不定期內部評量 

-形成不斷的提出

想法和內部自我

評量的機制 

-內部評估比外部

評估更加精緻 

-社群成員最為清

楚知識發展和轉

變的歷程 

-根據不同的知識

需求和情境背景

調整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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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真的想法與真實的問題(Real Ideas, Authentic Problems)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真正的點子和教與學是從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出發，

所以教學的設計要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基礎，引導學生找到和思考實際可行的解決

方法，讓學生能針對真實生活中的問題，深入提出心中真正想法；研究者便以達

悟族學生生活中的文化傳承問題出發，藉由朗島部落學生日常活動能看到的大船

為課程主題進行課程設計。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問題是從學生生活中發現的，透過生活中的真實問題激

發學生的想法，在真實生活中實際嘗試和調整，逐漸找到可行的解決方式，甚至

依據實際生活需求提出新的問題與想法；例如，課堂中，學生思考到環境保護的

議題，對於砍伐林木造船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又例如，學生會與生活中的觀光

季結合，思考大船文化與觀光的互動。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生活中的問題和教科書設計好的問題不同，沒有唯

一固定不變的標準答案；學生學習的問題若能跳脫課本和教材的框架，源於真實

生活的情境，讓學生根據變動的生活需求，來調整想法及發想問題，再提出適當

的想法，如此才能讓知識不斷的翻新，以符應當下的環境和需求。 

貳、與時俱進的想法(Improvable Ideas)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想法是可以不斷調整和變動的，尤其在集思廣益地討論

後，比如教師的共備或學生的小組合作討論；或是嘗試目前解決方法後，發現想

法可以修正之處，一次一個面向的從各面向不斷的改變和調整。所以在課程設計

時，設計了許多讓學生與同儕、社區、專家互動的教學活動，例如讓學生回家詢

問大船文化的相關知識，透過與家中長輩的對話，學生可以與自身的經驗結合和

調整，對學生的想法產生轉變。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想法會根據環境及經驗不停的更動，也可能會在討論交

流、時勢變遷或是嘗試解決過後有所改變，想法並非唯一標準答案，而是因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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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地物制宜，呈現最符合當下的想法。例如，學生們提及曾在一艘大船上看過水

鳥的圖案，但透過專家的分享發現水鳥不是朗島部落的圖案，而是紅頭部落某一

個家族的圖案；學生的想法便從一開始大船只能有傳統圖案，轉變成大船圖騰除

了傳統式樣也許還能有其他特別的裝飾。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到想法是根據生活情境和經驗互動而不斷的改進，

透過實作和成員間討論交流等，使想法的質量、連貫性和實用性逐漸提升，不停

的推翻先前提出的想法，提出更適合解決真實問題、融合多元思維的新想法。 

參、多樣與多元的想法(Idea Diversity)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教學設計和教學過程中的引導，都應該圍繞著主題，以

主題為中心做各個面向的創意擴散式思考，在討論中應提出想法與主題的關聯性

及脈絡關係，並尊重他人的觀點，接納各面向不偏離主題的想法。所以，在教學

設計時，每一個主題一開始的安排都是讓學生根據主題無設限的提問，再尋找問

題的答案，然後進行分類後建構到知識地圖中。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想法也會透過討論而改變，而討論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

想法，不斷地吸取融合又分享，使得想法的變化有無限可能性；而且想法應該要

因應不同時空背景而改變，而呈現多元多樣的風貌。例如，課堂中學生討論時，

因為學生的不同經驗，所以提出的想法也是多元多面，不僅可以同時吸取和自己

相異的想法，還可能進一步與自己的經驗結合，再提出新的想法，讓知識不斷的

翻新。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真正理解一個想法必須理解其脈絡和相關的關係網

絡，從真實問題出發，探索先前的經驗、相同或對立觀點、時空縱橫面、古今變

異、未來發展等，將各個面向融合以呈現多元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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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融合超越與提升(Rise Above)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翻新過程中應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不只好還要更

好，要不斷找到更好的解決方式，鑽研和探索更深入專業的問題，建構脈絡更精

緻嚴謹的知識。所以在教學設計時，每一個主題除了第一次建構的知識和想法外，

還安排了社群的數次互動討論、文獻資料的參考或專家入班分享等，使得想法能

不斷被翻新和提升。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每一個想法都需要融合之前所學內化成自己的想法，再

討論和吸取多元的經驗，使得想法更進一個層次；然後，再次地討論與分享，再

次融合和內化，又提升層次；如此反覆輪迴，下一次的想法都超越上一次。例如，

學生一開始對「材質」主題，討論的都是「哪些部位分別用什麼材質及原因」，

後來回家和家人討論後，有了「除了木頭之外還有什麼材質及原因」的新想法，

融合了原先的想法和新的經驗，使想法更為提升。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每一次的想法都是從多元的想法中吸取後提煉精華，

就像蜜蜂從許多朵花蜜中煉製出蜂蜜；透過包容和溝通交流，每一次的想法都以

舊的想法為基礎，往更高的一個層次邁進，超越先前成員的所有知識。 

伍、自主想法與參與(Epistemic Agency)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翻新要從主題或問題出發，由學生主動提出並回答

問題，讓學生透過討論發表想法，再經過嘗試解決問題後修正知識，層層堆疊建

構出主題的知識系統或問題的解決方法。所以教學設計中，不斷地重複提問、討

論和尋找答案等步驟，讓學生嘗試回答和解決自己所提出的問題。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若問題和想法來自於真實生活中，學習者較容易有相關

的想法，自然也會主動參與討論和建構知識；因為能既解決生活問題，又能在生

活中看到想法的轉變與提升，使得「生活即是學習，學習即是生活」。例如，討

論學生生活中所見的大船圖騰時，學生會主動留意生活周遭的大船圖騰，嘗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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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關於圖騰的想法，並於課堂中提出和討論，實踐自主想法和參與的精神。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知識翻新教學中，教師應扮演引導的角色，以學生

為中心，讓學生根據生活情境和經驗設定自己的目標和進度，並與成員溝通討論，

使其主動參與探索解決真實生活問題的過程，達成生活和學習密不可分，合而為

一的學習情境。 

陸、共同分享，集體負擔(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建構的責任是全體人員的責任，知識的內容是全體

人員的瑰寶，每個人的收穫和努力是共享的，也就是說知識的珍寶和建構的責任

皆為全體共有。本研究個案人數僅七位學生，恰好組成一個知識翻新社群，教師

並沒有特別安排學生在社群中應該扮演的角色，而是選擇所有資訊即時更新又透

明公開的數課平台，讓七位學生共同分擔建構知識的責任，和共享知識建構的成

果。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知識翻新社群就好比一個小型社會，每個人扮演的角色

不盡相同，卻能根據情境調整，互助合作以發揮最大效益；成員共享最新想法的

同時，也有義務提供自己的新想法，全體共同承擔責任和分享成果。例如，學生

能在數課平台上隨時檢視同儕發布的想法，也能在平台上即時發表最新的想法，

所有成果都同步呈現給社群成員。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知識翻新必須以自由分享想法的學習環境為前提，

社群全體成員都共同承擔知識翻新進步的責任，同時重視個人的成就，和每個成

員對社群的貢獻，因為每個成員的成長都會帶給全體社群成員想法的提升。 

柒、共享貢獻，平等參與(Democratizing Knowledge)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在知識翻新社群中，每個人都有提出想法的權利和義務，

只要不脫離主題，所有人都應該予以尊重並提供回饋與反思。在教學設計中，教

師除了引導學生思考，也著重引導學生對他人的想法進行回饋和反思，使得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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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員都有平等的發言權，每一次的發表都被公平看見，全體成員透過數課平台

貢獻和參與知識翻新的歷程。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在知識翻新過程中，社群中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應該被平

等的看見，每一個人也都有讓自己的想法被看見的權利和義務，全體成員才能平

等貢獻和共享成果。所以課程中教師會不斷的引導學生分享一週以來的想法，也

會引導學生給予適當的回饋並提出想法，整理過後建構於數課平台上；每一個人

都有平等的參與機會，社群成員一起分享每一個人的貢獻。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到社群成員不論擔任何種角色或分工，都應該平等

的貢獻想法，其貢獻的想法都同等重要，會與所有成員互相交流討論，也共同分

享知識翻新的成果。 

捌、同步的知識增長(Symmetric Knowledge Advance)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翻新不可偏廢某一個面向，或是由某幾個人來建構，

應該要達到所有人共同付出和享有的平衡；類似共好的概念，知識的成長由大家

提供的想法建構而成，而每個人會同步得到相等的知識增長產出。「數課平台」

透過資訊科技的力量，每一個想法的發佈都即時更新於每個成員的螢幕畫面，同

時也將學生的學習歷程和對話完整的記錄下來，以「數課平台」來做為上課工具

更能實踐此原則。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如果每個想法都即時公開的呈現給成員，每位成員也

能即時提供最新的想法給其他成員，那成員間的想法會同步轉變與成長，互補共

進。即便學生因故缺席某次課程，透過數課平台的紀錄缺席學生也能了解課程進

行的狀況和對話內容。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知識翻新的動力源於知識的對等交流，每一個成員

提供的想法，都會使得所有社群成員的知識同步成長；尤其透過資訊科技，更能

即時接收或分享想法，讓全體成員打破時空限制同步翻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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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生活化的知識翻新(Pervasive Knowledge Building)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翻新應該無所不在、無時無刻，知識的翻新過程可

以從各個面向出發和延伸，也可以從既有的想法再出發、建構和擴展。課程設計

的一開始想法，是以有網路便可登入操作的「數課平台」為工具，實現無所不在、

無時無刻知識翻新的理想，課堂中教師也鼓勵學生從經驗出發提問和討論；卻未

將知識翻新滲透到學生的生活中。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其實學習與生活密不可分，生活中的經驗便是知識；

想法因為生活情境而轉變與提升，再透過成員間即時的分享，使得想法再次提升，

如此的互動方式使得學習無所不在。課堂中學生的討論大部分都來自於生活中，

例如「我曾經看到過…」、「我曾經聽過…」、「我的爺爺告訴我…」等，而每一次

的討論過後，學生的想法又會提升，使得知識不斷翻新。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知識翻新的精神應該不限場域地充滿校園內外；源

於真實生活的問題，因為經驗及與生活的互動，隨時隨地都可能會發生想法的轉

變，而透過互相討論和分享生活中的見聞，每一個生活點滴都可能產生想法，使

知識翻新生活化。 

拾、積極與建設性地使用權威來源(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權威知識固然有可取之處，但絕不可濫用權威知識，不

應被其框架框住，而應該要先了解其背景及評論等，以此做批判思考和知識延伸

與翻新。所以研究者在設計課程時多方參閱了與達悟族相關的書籍和文獻，再參

照當地部落專家的意見來進行課程引導的設計和方向。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權威來源雖然不可濫用全信，也不可完全不參考採用，

需要積極但有層次的使用，並在過程中不斷驗證；權威資料可以協助確認想法的

正確性，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遠，卻不可好高騖遠。一開始，學生偏

好僅憑記憶中的經驗或網路資料來建構知識，後來學生發現權威來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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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考量文獻的作者、來源和多方參照資料的正確性等，甚至會和入班分享的部

落專家再次確認有疑惑之處。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到了解一門專業知識時，要尊重、理解和對該專業

知識的權威保持批判的態度，不可偏信全信，更不可在不了解的狀況下憑空想像

知識；應該在理解權威來源後反覆驗證，並積極有層次的使用權威文獻。本研究

的教學歷程中參照許多權威資料，學生時刻保持批判態度來反覆驗證，從生活經

驗、網路資料、書籍文獻到專家講師，積極與建設性地使用權威來源。 

拾壹、討論以知識翻新為目的(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翻新過程中需要不斷的討論與對話，與社群成員對

話，也與生活中的人事物對話。所以在教學設計時，除了設計課堂中成員間大量

的對話和討論時間，還安排學生回家做「採訪尋答」，留意生活周遭與大船有關

的事物，多聆聽長輩的分享和說明，使得學生的想法不斷提升。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討論」不僅是述說事實和呈現答案，而是知識翻新過

程中透過成員間的對話不斷交流，讓想法不斷的更新和轉變，又翻新產生新的想

法。課堂中學生通過討論能激起不同的火花；在學生訪談所回答的內容中，有幾

位學生表示「討論時能聽到自己不知道的或是沒想過的，如果發現同學講的跟自

己想的不一樣，也可以跟別人分享」；每次的討論自然而然地以知識翻新為目的。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討論」不僅是單向的知識分享，而是需要經過融

入生活情境的實作，和成員間不斷的互動對話，提升想法至更精緻的層次，每一

次的討論都激發知識的翻新。 

拾貳、嵌入日常運作並具彈性的評估(Embedded, Concurrent and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教學前，研究者認為知識翻新應該是群體所有成員同時進行，不是接力式的

建構，而是所有成員在每個過程的各階段中，不斷的討論、自我評估和修正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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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知識的精進及臻於完美。每個成員根據數個他人的想法來評估自己的想法，

再從中修正和調整，發表新的想法。 

 教學中，研究者發現透過社群成員時刻檢視成員所提出的想法，會形成細緻

的不定期內部評量，每位成員再提出自己的想法讓其他成員思考，形成不斷的提

出想法和內部自我評量機制，使得評量時刻進行，建構的知識更為精緻。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感悟到社群內部的評估會比外部評估更加精緻，因為社

群成員最為清楚知識發展和轉變的歷程；社群內部的評估也較為即時和彈性，能

根據不同的知識需求和情境背景調整方式，讓社群即時發現並修正想法。 

 綜上所述，探討研究者在教學歷程中所記錄的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省思，

可以發現：(1)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對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有所反思；(2)教師根

據對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的省思，調整教學的內容和方式，實踐行動研究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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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兩節，分別針對研究結果做結論，並在第二節提出未來研究和教

學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朗島國小的七位六年級學生做為個案，將知識翻新活動融入達悟

族大船文化課程教學，搭配數課平台做為教學工具，用行動研究法探討知識翻

新融入大船文化教學之影響。本節依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進行討論，提出下列

幾點結論作說明。 

壹、學生有文化認同感，但卻對文化了解不透徹 

 知識就是力量，空有文化認同卻沒有知識，無法使文化保存和傳承。由前章

第一節文化認同感的結果可以發現，學生雖然對自身文化具有認同感，但卻對自

身文化了解的並不透徹。 

 本研究的七位研究對象皆為達悟族籍，其家長也至少有一方是達悟族籍；雖

然有兩位學生六上方轉回蘭嶼就學，但七位個案都是在蘭嶼成長。推估學生有文

化認同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蘭嶼島天然地理隔絕，對主流文化的沾染機會低於

其他原住民族；又可能因為家庭的價值觀，從小澆灌孩子當地文化的重要性和獨

特性，所以孩童受媒體影響也小；使得在當地成長的學生對自身文化認同感高。

可是，學生雖然知道當地文化的價值與重要性，有情感方面的認同，學校也將文

化課程訂為校訂課程來實施，在認知方面卻未見成效。在文化的傳承中，認同和

知識必須並重，缺一不可；若只有認同，沒有相對應的文化知識，便沒有能力使

用知識進行相關作業，使文化永續流傳。所以，本研究將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文化

課程教學，提升具有文化認同學生的文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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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在平台上的提問品質提升，且能對想法進行分層分類 

 學生自主在社群中交流和互動，使得想法持續精進和提升，讓知識不斷的翻

新；而數課平台便是透過資訊科技，完整地紀錄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成果，也更能

體現知識平等無時差分享的精神。由前章第二節的結果發現，隨著課程的進行，

學生的提問品質和想法分層狀況皆有進步。 

 平台上所記錄的討論過程中，學生所提出問題，從高比例的低層次事實型問

題，逐漸轉變成高層次的統整型問題占多數；且學生在平台上所呈現的各主題分

層，也從扁平的兩層演變為具邏輯的三層。透過知識翻新活動融入大船文化教學，

學生不僅獲得大船文化知識，也增進了語文領域或圖書利用教育的能力；例如閱

讀理解的提問層次，以及圖書館利用教育的資料蒐集與整理等。知識翻新教學有

助於培養十二年國教所倡導的核心素養，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 

參、透過知識翻新教學，學生對大船文化知識理解提升，但在訪談、手繪心智

圖和導覽影片中分別呈現不同的學習成效 

 原住民文化教育的課程，既與核心素養中「社會參與」面向相呼應，亦有助

於提升學生雙文化認同，並增加自信。由前章第三節中的結果發現，七位學生對

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皆有提升；卻分別在訪談、手繪心智圖和導覽影片中呈現不同

程度的學習成效。 

 研究者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在訪談逐字稿中，學生所回答的

大船文化知識零碎，架構完整性低，單純將所想到的事情回答出來；前後測比對

結果雖有知識理解的提升，效果卻與手繪心智圖和導覽影片相差甚遠。課程每進

行一段時間，教師便讓學生手繪大船文化的心智圖；期末成果的心智圖，大部分

學生能繪製出全部的主題和第一層，平均能畫出 56%第二層和接近四成的第三層，

而且分層架構性完整；由期初、期中到期末，能看到良好的知識理解提升歷程。

每位學生各負責拍攝一個主題的導覽影片，能清楚介紹大部分內容，甚至還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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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許補充說明。推測三種評量方式呈現不同學習成效的原因，訪談時是較為發散

式的問題，學生要在有限時間內提取有結構的知識較為困難；而手繪心智圖是在

學習過程中分次逐步繪製和修改，對學生的認知負荷低；又導覽影片每位學生針

對一個主題反覆熟悉和練習，減輕認知負荷量又有反覆練習的機會，所呈現的學

習成果自然明顯優於前兩者。 

肆、教師根據知識翻新原則的省思，對教學設計進行調整 

 知識翻新的十二項原則是教師設計課程活動的方向，也是教師自評知識翻新

教學的規準。如前章第四節，研究者於教學前中後分別對十二項原則進行省思，

以質性分析進行探討。發現教學過程中的每個階段，教師會因為學生的學習反應、

教學活動的事件，或課程進行的流暢和障礙，而產生不同的反思；甚至，教師會

根據這些反思來進行教學設計的調整，以求教學更符合學生需求，或更能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教學前，教師憑藉對原則的理解與想法，開始設計初步的教學活動，嘗試將

知識翻新活動與大船文化課程融合；教學中，已進行一段時間的課程，教師透過

課程中學生的反應和回饋，以及教學活動實施的阻礙困境，逐步進行微調，也對

原則產生不同的見解與看法；教學後，教師已調整和操作完一個完整的單元課程，

分析學生所呈現的成果和總體學習表現，教師對原則有更進一層的新感悟，能作

為下個課程單元設計時的參考。如此不斷省思原則和調整教學的過程，其實也是

教學者的知識翻新歷程，每次的教學設計反思和修正，都使得教學者的想法有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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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此節針對研究結果，反省研究與教學的限制和闕漏，提出對於研究設計和

教學現場之建議，以供後續調整及參考。 

壹、知識翻新活動融入課程設計，仍需同時兼具認知、技能和情意 

 本研究於前測訪談時發現，個案學生對當地文化有情感上的認同感，卻對文

化知識了解不透徹；所以，課程設計時著重在將知識翻新活動融入，引導學生自

主地透過社群互動來提升想法，達成大船文化知識理解的學習效果。但礙於有限

的時間及經費，本研究對於實作課程時間安排少，僅一些大船模型的拆解拼組，

和實境導覽練習。然而，成功的教學設計應該能讓學習者於課程中，同時增進認

知理解、技能操作與情意涵養。學生除了學習課程中的大船文化知識，還必須會

運用所習得的知識，才能真正對知識有深刻的理解；認知理解與技能操作的搭配，

協助學生運用所學到生活中，實踐到生活中的各項作業中，比如造船技藝、圖騰

繪製、導覽解說等。再輔以學生從情感上認同自身文化，對文化喜愛有興趣，課

程結束後，學習者仍以正確的態度運用知識，並抱持學習的熱忱，持續精進加深

相關知識的學習，甚至將自身文化進行推廣和保護。知識翻新活動是學生學習文

化課程的一種教學方法，課程設計中若兼具知技情，既能符應十二年國教的核心

素養，更是文化課程的最高願景。 

貳、課程宜搭配國語文領域或圖書館利用教育，例如摘要、作筆記、提問 

 課程開始前，教師依據知識翻新原則進行教學流程和活動的設計；然而，在

進行教學活動時，學生雖然對課程有學習動機和興趣，卻心有而餘力不足，不得

其門而入，部分教學活動操作起來窒礙難行。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學生相關學習能

力貧乏，便在課程中搭配講解與教學，培養學生課程中可能使用的國語文領域和

圖書利用教育素養，例如摘要、作筆記、提問等，但因為時間有限，所以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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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深入。資訊素養幫助學生查找相關紙本和網路資源，並判斷和評論資料權威

性和正確性；摘要的能力幫助學生節錄文獻資料中所需的重點；接著，搭配作筆

記的能力，讓學生整理摘要出來的資料，或是生活見聞和社群互動的感想等；而

提問的能力則是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像是 5W1H 幫助學生從人事時地物等不同

面向探討，或是 King 的的知識建構問題三類型協助學生邁向高層次的學習。知

識翻新活動融入文化課程教學時，教學者可先思考課堂中學生可能需要的相關能

力，搭配相關領域進行協同教學，或是於課程設計中培養相關素養。 

參、對於沒有教材框架的文化課程，教師應時時省思教學，依此調整課程設計 

 教科書都有課綱做為依據，坊間出版社更是貼心準備教師指引手冊、電子書

和備課補充資源等，以供教師備課和教學時參考利用。然而，對於沒有既定教材

框架的文化課程，沒有編修完整的教材和授課內容，更沒有建議的教學活動及參

考資料，更需要教師花費心思自編教材和進行教學設計。本研究於教學前，教學

者想跳脫傳統講述教學的文化課程模式，使用創新的教學法來教授；所以，除了

蒐集大船文化的相關文獻資料外，也著重認識知識翻新教學及十二項原則，以此

來進行一連串的教學活動設計與發想。教學中，教學者紀錄課程活動內容、學生

在課堂中的反應與表現，以及對十二項原則新的想法，依此逐步調整教學活動。

教學後，教學者本著行動研究的精神，持續對教學和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進行省

思，做為下次課程設計的參考。知識翻新活動融入文化教學中，除了提升學生想

法以翻新知識，教師也應該時刻進行省思以翻新教學。 

肆、對不同層次的想法未來研究可考量採用權重進行分析，並深入探討知識翻

新教學所適用的領域及對象 

 本研究將訪談內容、學生手繪心智圖和導覽影片內容，分別與知識地圖做比

對，探討主題、第一層、第二層和第三層的相符程度。依各層次分析時，並未將

不同層次的想法做加權比重的計分，未來研究可考量提高採計較高層次想法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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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減少較低層次想法的計分；如學生在訪談中回答一個第一層的想法可得 1分、

回答一個第二層的想法可得 2分、回答一個第三層的想法可得 3分。採用權重進

行分析，可將不同層次的想法做不同程度的分數採計。 

 此外，研究者於文獻探討時發現，我國知識翻新教學融入領域多為語文；而

對象則以大學生居多，中學生次之。本研究將知識翻新教學融入從未涉足的文化

課程，課程中搭配部分國語文領域和圖書館利用教育素養培養，發現知識翻新教

學亦有助於小學高年級學生學習文化知識。未來研究可再深入探討知識翻新教學

所適用的學科領域，以及融入各學科的成效；亦可探討知識翻新教學適合融入的

學習階段，以及各學習階段進行知識翻新教學所需配合使用和培養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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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黃生、郭生和王生的大船文化手繪心智圖掃描 

1.期初 10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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