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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的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本研究之

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是由臺北市某科技大學三門不同領域的課程組成，分別為「音

樂通識課程」、「兒童英語教學」與「教育社會學」，以 53位選修此三門課程的
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單組前後測設計，進行為期 18週的課程。本研究之課程內
容除了教授原課程中的基礎知識外，還安排了九次的共同課程，包含移地教學、

業師演講、技能培育工作坊等。專題作品的呈現為專題影片和海報，由研究對象

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並於學期末於校內公開展示。研究資料的蒐集為問卷調查，

並輔以質性資料的佐證，例如訪談、學習單等，以增強研究嚴謹性。研究結果為： 
(1) 經過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後，學生在效率學習上有顯著提升。(2) 跨領域專題
導向課程對提升學生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有幫助，能讓學生展現出自我導向學習

的特質學，並有效率地進行習。(3) 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對學生主動、獨立及創造
學習仍存有困難與挑戰，需透過有效的方式來解決時間不足與負擔較重的問題。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未來修正之建議，以提供給後續教學及研究

者作為參考。

關鍵詞：跨領域、專題導向學習、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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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colleg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The course structure comprises three 
course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General Music Course, English Teaching 
for Children, and Educational Sociology, offered by 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aipei,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foundation knowledge in each course, nine joint sessions were 
arranged, which included field studies, guest speeches fro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nd 
skill development workshops. The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s, collaboratively developed 
in groups, took the form of videos and posters, which were publicly showcased on 
campu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 total of 53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which 
utilized a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over an 18-week period.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upplemented with qualitative data such as interviews and 
worksheets to enhance the study’s rigor. The findings revealed: (1)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course, student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efficiency; (2) The course helped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
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enabling them to exhibit self-directed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 efficiently; (3)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ed in fostering active,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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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reative learning, with issues such as time constraints and heavy workloads requiring 
effective solu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research.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project-based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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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應全球化的經營模式與競爭，社會

的快速變遷，跨領域學習（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是當今教育界最熱門的議題之
一，不僅中小學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強

調了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ity）統整，
教育部與科技部也規劃許多計畫，對各大

學院校的跨領域教育進行著力，希望透過

這樣的議題，為國家培育下一代的人才。

但當今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是「學習情境

不易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影響學習成效」

（教育部，2013），如此將難以養成學
生的跨領域能力。為解決這樣的問題，

課程必須進行改革。學者們提出跨領域

專題導向學習（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based learning, IPBL），讓學生在專題導
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的
基礎上，以小組方式實作含括多科目的專

題（Biasutti & EL-Deghaidy, 2015）， 目
的是為了保有 PBL的優點如促進學生提
升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發展獨立學習、

自主性和批判性思維（Thomas, 2000），
並幫助學生整合多個學科的知識和實務內

容，將之應用於真實情境或具生活脈絡的

問題，激發學生思考、統整與發揮應用能

力，及透過分組學習如何有效地進行團體

合作。

在高等教育中，自我導向學習（self-
directed learning, SDL）是極重要的能力之 
一，也是提高學生學習品質和為未來做好

準備的重要目標（Raidal & Volet, 2009）， 
更被視為是終身學習的先決條件和結果

（Loyens et al., 2008）。研究指出，SDL
是一種學習型態，可以藉由教學而有所改

變（Cornett, 1983），而 IPBL 可以增進
學生的學習成效，連帶有助於提升 SDL

（Stewart, 2007）。故實施 IPBL 於課程
中，能夠對學生在課程各方面的學習有幫

助，其中與 SDL的關聯更是值得被深入
探討。目前已有研究支持 IPBL對學生的
學習成效有正面影響（唐玄輝、林穎謙，

2011；Niemi & Kiilakoski, 2020），但多
數學習成效研究方法較偏重以成績及專題

學習成果作為評定的標準，研究領域也較

偏向於工程、設計、核心課程，缺少以國

內大學專業課程結合通識課程為範圍進行

研究，也缺乏以 SDL作為學習成效評估
的標準。一般而言，實驗研究的目的在於

找出因果關係與推論實驗結果，並呈現研

究者所關心的事實與現象，而行動研究的

目的是解決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尋找

新的發展，必須根據真正的觀察結果以及

行為資料來進行研究，並以與實際工作情

境中有關的問題或人物為對象（張子超，

2000）。由於本研究較難找到對照組以進
行比較分析，且本研究以初探為目的，因

此本研究擬經由具結構性及系統性的教學

規劃，並藉由質性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深

入理解研究參與者在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與困難之優點，以行動研究為主，質性資

料為輔的研究設計，對大學專業課程和通

識課程的跨領域結合，進行初步探討，以

提供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在執行上的另一

種可能方案。另由於學生專題學習成果之

分析篇幅過大，因此本研究的學習成效，

聚焦於學生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中 SDL
表現，以瞭解學生在此後設能力的發展。

本研究將臺北市某科技大學三門不

同的課程進行跨領域合作，分別是「音樂

通識課程」、「兒童英語教學」及「教育

社會學」課程，其中「音樂通識課程」的

教學重點是要將音樂的效能應用在實際生

活中，「兒童英語教學」的教學重點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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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跨文化的結合，「教育社會學」的教學

重點則要進行創新式的學習。因此，三門

課程的教師經討論後，決定以「跨領域」

的方式結合，並以校方長期所關注的臺東

縣關山鎮的偏鄉問題為探究議題及課程主

軸，讓學生能將課程所學知識應用在發現 
與解決關山當地問題上，並能在過程中呈

現關山當地多元族群文化之特色，並以有

別於傳統單班教室授課方式，採用創新方

式將三門課程的學生進行跨班分組，合作

進行議題探討與問題解決。讓來自不同科

系專長的學生，能在本跨領域合作課程設

計中，學習創新的學習方式、與不同背景

的人溝通，並運用音樂的元素成為代間溝

通的媒介。研究者相信，跨領域學習的最

終呈現還是著重在內在素養的提升（Priaulx  
& Weinel, 2018），才能讓學習者面對多
變的環境以及解決新興的議題。此三門課

程的授課教師所組成的跨領域專題導向教

學團隊，除了個別課程的授課之外，也將

讓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和教師，能彼此進

行跨領域的學習與交流。學生需透過探討

社會服務議題，將內容與過程以影片記錄

和呈現，並於期末進行成果展示。

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的：一、

探討 IPBL課程是否能提升大學生的自我導 
向學習準備度（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SDLR）；二、藉由分析大學生對於跨領
域專題導向課程的回饋與想法，以瞭解

IPBL的成效。

依據本研究目的，提出下列三項研究

問題：

一、經過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後，大學生

的 SDLR前後成效為何？

二、大學生對於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的回

饋與想法為何？

三、IPBL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與挑戰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IPBL

（一）跨領域專題導向的定義與內涵

「跨領域」一詞所指為多學科的合

作，常與「多領域」（multidisciplinarity）
互用。「跨領域學習」在教育上的根本精

神，在於培養學習者「跨界統整」的思

維與能力，並進一步促進和引發學生未來

在面對多元且繁複的社會時，能夠具備獨

立面對生活問題的彈性應變與問題解決能

力。跨領域強調對知識的整合，並使之一

體化，通過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去瞭解並解

決現實問題。因此，跨領域學習是跨越且

融合不同學科的界限，強調合作方法及過

程應對，並滿足現實世界中新需求的手段

（Russell et al., 2008）。

「PBL」之理念可回溯至 20世紀初
John Dewey的進步主義學派，強調以做
中學（learning by doing）為學習核心。
以建構主義和情境學習理論等觀點為依

據，合作學習為學習方式，以活動、專案

與解決問題等作為學習主軸，重點在於學

生擔任主角，而教師則扮演協助的角色、

支持學習的環境。「PBL」強調在自然的
學習情境中，透過同儕互助合作，探究、

建構個人知識觀來完成小組任務，呈現專

案作品。PBL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自主學
習發展的一種學習模式，並且給予學生複

雜且具挑戰性的「專題」任務，由學生發

想和設計、解決問題、擬定策略，並在一

定的時間內，最終完成實際的成品或報告

作為呈現（Thomas, 2000）。故「PBL」
是透過連結各種知識領域，強調學生主動

參與和自主學習，自行建構知識體系的一

種教學方式。

IPBL 結合了「跨領域」及「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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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式，主要是讓學生在特定時間內經

由主動參與專題活動，應用跨領域與學

科的技能，來解決真實世界問題。這樣的

課程模式能夠讓學生在 PBL的基礎上，
進一步以小組的方式來針對含括多科目的

專題進行實作（Biasutti & EL-Deghaidy, 
2015）。這樣的方式不僅能保有 PBL的
多項優點，包括：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學

習動機、發展獨立學習、自主性和批判性

思維等（Thomas, 2000），還能幫助學生
整合多項學科的知識和實務內容，將之應

用於真實情境或解決與生活脈絡相關的問

題，進而激發學生思考與整合能力，並讓

學生有機會學習團體合作。因此，IPBL
是以學生為中心，將教室學習應用於真實

生活情境中的一種創新學習方式，有別於

傳統一對多的講述式教學，並對學生的學

習有幫助。

（二）跨領域專題導向的課程設計

跨領域課程依其面向可分為三種形

式： 多 學 科（multidisciplinarity）、 科
際 整 合（interdisciplinarity） 和 超 學 科
（transdisciplinarity）（Drake & Burns, 
2004）。「多學科」是透過多個學科結
合的主題來進行學科內容的學習，教師在

組織知識時仍採用原有的學科知識架構

（Grady, 1994）；「科際整合」會從問
題意識出發，各學科以統整方式探究一個

議題、主題或問題的課程取徑（Drake & 
Burns, 2004）；「超學科」課程與「科
際整合」課程相似，但不同的是「超學

科」不再受到學科屬性的影響，反而更關

注於與真實情境或生活脈絡的連結，讓

學生的學習興趣可變成探究現象與知識的

驅動力，而各學科則是提供探究主題時

的學習資源（Drake & Burns, 2004）。在
「多學科」和「科際整合」課程中，教師

的角色是催化者與引導者；而在「超學

科」課程中，教師則是和學生一起規劃課

程並共同探究問題，並跳脫學科知識本

位（陳佩英，2018）。較新的文獻探討
提出高等教育跨領域學習的實施途徑最主

要的關注點在於情境學習（Mejía et al., 
2023; Priaulx & Weinel, 2018），而各領
域教學的協作，主要的目的在於擷取各領

域專家的認知，連結知識（Heitzmann et 
al., 2021）。教學的途徑不只限於在單一
課堂內提供所有學習者各種領域知識，研

究的重點反而強調如何結合各種知識，模

糊知識界線（knowledge boundaries），
共同找到新的未知或未被定義的問題的解

決方式（Mejía et al., 2023）。近年來，
由於 IPBL日益受到重視，三種跨領域形
式結合 PBL後所組成的課程，皆有學者
在探討。唐玄輝與林穎謙（2011）發現運
用 IPBL模式於設計課程中，可以有效地
幫助團隊進行溝通，有效地協助工程領域

的學員順利進入設計運作流程。IPBL模
式也可以幫助學生未來能夠應用跨領域與

學科技能，理解和感知當今的世界，並

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陳竹亭、唐功

培，2013；Drake & Burns, 2004; Thomas, 
2000），本研究採用「科際整合」的形式
來設計 IPBL課程，希望學生整合不同領
域的知能，應用所學於解決社會及生活中

的問題。

雖然解決真實世界問題是跨領域專

題導向課程的關鍵要素，但教學團隊的組

成也關係著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的進行

（Holley, 2017）。跨領域專題導向教學
團隊需時時協助課程進行，並向學生介紹

該課程的教學模式及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

挑戰，協助學生減少對其他學科領域的刻

板印象（Lüthje & Prügl, 2006）。在跨領
域專題導向的課程中，學生的學習經驗將

圍繞著一個具有主題性的專題課程，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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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領域的知識和能力能夠整合；而教師的

角色是指導者，幫助學生連接內容來達到

課程目標（Ertas, 2000）。教師在課程環
境上應營造一個合宜的學習氛圍，讓不同

學科背景的學生和教師，能根據課堂上的

重要議題進行交流，並探索其專業本身與

其他領域知識、興趣和學習經驗間的關聯

（Holley, 2017）。本研究將以結合通識
課程及專業課程領域的教師及助教，共同

組成跨領域專題導向教學團隊，以協助課

程能順利進行。

良好的專題課程須落實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實施專題導向課程時，應在

課程中包含多項領域，而非只是單一領

域的教育活動（Biasutti & EL-Deghaidy, 
2015）。在兼顧良好的課程設計和以學生
為中心的原則下，Krajcik 等人（1999）
提出 PBL的六階段教學流程，分別為：
決定課程概念和目標、發展引導問題、建

立基礎課程、發展調查活動、建立課程行

事曆、建立評量模式。各階段間彼此交互

循環且無固定順序，教師能依教學現況進

行調整以符合學習任務與學生學習狀況。

本研究將以此六個階段教學流程，作為設

計課程的參考依據。

（三）跨領域專題導向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各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將專

業領域課程融入 IPBL，例如 Juhl 等人
（1997）將 IPBL融入大學化學課程後發
現，跨領域專題導向學習能夠幫助學生學

習新的技術，並對複習重要的技術及就

業技能有幫助。Biasutti 與 EL-Deghaidy
（2015）在師資培育課程中融入 IPBL，
以維基百科（Wikipedia）作為線上學習
工具，讓大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學習，結

果顯示這樣的方式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MacLeod與 van der Veen（2020）將
應用數學、土木工程、工業工程與管理

三門課程進行跨領域整合後，讓學生共同

設計往返醫院的交通解決方案，結果發現

IPBL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並能
夠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因此，在課程中

融入 IPBL模式，能幫助學生在學習中積
極參與學習、整合所學、提升學習成效。

但另有研究發現，在教學現場施行 PBL
也有其困難之處，包括：教師若缺乏相關

教學經驗，且班級人數過多時，就較難

提高學習動機，並難以讓學生專注於學習

任務。此外，在教學現場時間與空間不足

時，就容易使教授內容不完全，學生的討

論成效不佳。對學生而言，實施 PBL的
課程往往需要大量的合作學習，學生與同

儕間必需妥善分工，若過去團隊合作經驗

不足，或不擅長與人相處的學生，就容易

產生不積極參與小組事務或是與同儕相

處不愉快的問題。此外，若其本身對於該

科目的興致缺缺，連帶會對 PBL產生排
斥 感（Kurzel & Rath, 2007; Lee & Tsai, 
2004）。

綜上可知，過去與跨領域及專題導

向學習相關的研究範圍，包括理工、教育

等專業領域，以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為

主，較缺乏對整合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

IPBL進行研究，也缺乏對大學生 SDLR
之探究。

二、SDLR

（一）SDL 的定義

SDL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 Dewey的
觀點，他認為所有的人生來就具有無窮的

潛能，這些潛能可以幫助個人成長與發

展而不應該被限制，而教育就是幫助個

人成長的機構，教師的角色是帶領學生學

習，而非干涉學生的學習歷程（Williams, 
2001）。Tough（1966） 首 先 提 出 SDL
一詞，認為 SDL指的是當學習者完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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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計畫的活動時，其時間總數至少要達 7
小時，且每次活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動

機，並能夠保留或得到一些明確的知識，

或是能夠產生永久性的行為改變。其目的

在於達成自我肯定、自我成就以及追求美

好的生活品質（Knowles, 1975）。此一
概念被提出後陸續有許多學者提出各自不

同的主張和定義，大致可分成兩大類，

分別是「較關注教學者的教育方式」及

「較關注學習者的學習特質與能力」（陳

茂祥，2001）。其中較關注教學者的教
育方式的學者如 Gibbons（2002），其將
SDL定義為：學習者不僅止於依照老師
的指示行動，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和使用自

己的時間提升自己的知識、技能、成就和

個人發展，在過程中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是

一個輔助者。而較關注學習者的學習特質

與能力的學者如 Guglielmino（1977），
其則定義自我導向是以學習的能力為主要

概念，包括學習者主動學習、確定學習目

標、尋求學習資源、訂定學習策略、評鑑

學習結果的能力。本研究所定義的 SDL
即是以 Guglielmino的定義為主，所指為
大學生能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安排學習

進度及運用基本技巧來完成學習計畫的 
能力。

（二）SDLR
SDLR 是 由 Guglielmino（1977） 首

先提出，Guglielmino 認為 SDL 是學習
者追求獨立學習、應用學習策略來掌控

學習過程的一種歷程。鄧運林（1995）
將 SDLR 界定為「個人知覺自己擁有自
我導向的能力」。De Lorenzo 與 Abbott
（2004）將學生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
分別施以 SDL方式及傳統學習方式進行
研究後發現，採用 SDL方式比採用傳統
學習方式的學生在學業成就上有更好的

表現。Avdal（2013）根據 220 位護理學
院的學生進行研究後發現，學生所具備

的 SDL能力與學習成就呈現正相關。由
此可知，SDL 是一種能力，有助於提升
學習者的學習成效。Guglielmino在 1977
年發展了「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scale, 
SDLRS），SDLRS主要是在測量 SDL的
內在準備度，包含喜愛學習、有效率學

習、複雜冒險和獨立學習、創造力、開放

學習、主動學習、自我瞭解、對自己的學

習負責任等八個因素，共 58題，傾向多
的人較容易進行 SDL，傾向少的則反之。
SDLRS被當作是評量個人 SDL能力的工
具，之後引起了許多成人教育學者紛紛對

此工具進行研究，並證明其有良好的效

度。鄧運林（1995）將 Guglielmino所設
計之 SDLRS譯訂為中文，並請多位專家
逐題修訂，經因素分析後，將最初的八個

因素抽取六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效率學

習、喜愛學習、學習動機、主動學習、獨

立學習、創造學習，共 55題。本研究所
界定的 SDLR所指為學生在自我導向上的
學習能力，本研究也將採用鄧運林所修訂

的 SDLRS，作為評定學生 SDLR之工具。

（三）SDL 的歷程

學者提出七階段的 SDL歷程，來對
應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 SDL展現情形，
包括：氣氛營造、妥善規劃學習的內容與

過程、診斷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擬定學習

的目標、設計學習計畫、協助學習者實行

學習計畫和評鑑學習的成果等（Knowles, 
1975）。周宇軒與鍾靜（2010）將此七階
段學習歷程，統整為具 SDL特質的學習
者所擁有的六項學習特質，包括：能夠自

我擬定學習目標、把握自我學習機會、具

有主動學習態度與獨立思考能力、會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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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溝通討論並樂於分享、會善用資源以及

學習者能夠自我評估學習成果等。鄧運林

（1995）認為 SDL是一種學習型態，能
藉由教學而有所改變，且每個人都會展現

不同的傾向，稱之為「SDLR」，意即學
習者所需具備的態度、能力和人格特質的

程度。本研究將根據周宇軒與鍾靜提出的

自我導向學習者六項特質，將實驗後學生

所給予的課程回饋進行分類，以瞭解 PBL
對學生 SDLR之影響。

三、跨領域、專題導向與 SDL
近幾年國內外有一些研究探討 PBL

與 SDL 之 間 的 關 聯，Stolk 與 Martello
（2015）將材料科學結合歷史學進行跨領
域專題導向課程，探討工程專業本科生在

專題導向課程中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

示學科整合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SDL
有顯著的提升，並能夠進一步幫助學生建

立批判性思維的能力。Gatewood（2019）
針對護理學生的 SDL進行研究，結果發
現藉由模擬，能幫助學生增加自我指導臨

床經驗的能力，並為學習目標做好準備。

Larson 等人（2020）根據大學選修電機
課程的學生進行研究後發現，以 PBL融
入課程後，對提升學生的 SDL有幫助。
由此可知，跨領域及 SDL能提升學生的
SDLR。

綜上所述，過去不論是跨領域或是

SDLR 課程，和 PBL 間的關聯之研究，
多關注於科學、教育、工程、資訊或護理

等領域，較缺乏探討融合不同領域背景學

生在同一門跨領域課程中的 SDLR。本研
究將探討不同領域背景學生在跨領域專題

導向課程中的 SDLR，並參考 Krajcik等
人（1999）所提出的專題導向教學流程六
階段及 Knowles（1975）的自我導向七階
段學習歷程，進行課程的設計。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學生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

程之 SDL情形，以行動研究為主，質性資 
料為輔的研究方式為主。先透過 SDLRS
進行前後測分析，來瞭解學習者在 PBL
課程後，其 SDL變化，另外也進行開放
式訪談，瞭解學習者在專題實作中的想

法，以深入瞭解學生的轉變內涵。以下分

別介紹研究設計、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某科技大學所進

行的三門課程（音樂通識課程、兒童英語

教學、教育社會學）之修課學生，作為主

要的研究對象，設計 18週的跨領域專題
導向課程。由於本研究為創新嘗試，故重

點在於教學行動以及在此課程活動中所衍

生問題之深入探討。為瞭解學習參與者之

SDL能力在此課程的發展，課程開始前
先對研究對象進行前測，瞭解學習參與者

的起點行為，因此研究為行動研究，重視

學習者的轉變歷程，故前測資料不作研究

控制，課程結束後進行後測，並輔以質性

訪談瞭解學習者的轉化內涵。此外，本研

究也採用小組學習單及反思日誌，以豐富

質性研究資料來源的多元性。以下將對本

研究流程及課程設計，分別說明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為課程前、課程過程及

課程結束三個階段（如圖 1）。

1. 課程前

對所有參與學生施行 SDL準備度前
測問卷，探詢學習參與者的起點行為。

2. 課程過程

本研究結合「音樂通識課程」、「兒

童英語教學」及「教育社會學」三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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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跨領域專題課程，並以臺東縣關山鎮

的偏鄉問題為探究議題，讓學生能將課

程所學知識應用在發現與解決關山當地

問題上，並以數位媒材記錄所有過程，加

入反思，以跨班合作方式製作出期末專題

影片及海報，透過推廣當地多元化的人文

地景，讓外界能認識關山，並願意與之互

動。此三門課程的目標分別為：「音樂通

識課程」是要透過認識不同類型的音樂功

能及對人身心靈上可產生的療效，運用數

位科技進行音樂創作，並應用在真實世界

中；「兒童英語教學」課程是透過瞭解英

語學習理論與教學方法，將本土與多元文

化之觀察、思考的結果融入數位內容；「教

育社會學」課程是使學生能夠運用教育社

會學知識理論，分析議題關係，透過創新

學習方式，實踐理論與關懷；三門課程共

同理念為透過不同的專業角度探討與關懷

偏鄉議題，增加各課程參與者之社會正義

觀念，並結合數位音樂技能目標及運用英

語教學溝通的情意目標完成專題創作。在

研究期間，研究對象依照學習者本身的選

課，接受各領域分別授課，另有 9次共同

課程，包括：1次跨班分組、2次專題演講、
2次移地教學（專題情境）、2次技能培
育工作坊以及 2次的專題發表活動。跨班
共同課程活動內容說明如下：

(1) 跨班分組：本研究將所有參與研究的
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組員背景跨越

班級、性別、科系和年級的限制，以

5 ~ 6人為單位，總共分為 9組。各小
組成員在每次共同學習課程中，完成

學習單以及課後互評，讓同學的意見

能夠充分交流。此外，各小組也組成

社群媒體群組，方便彼此進行聯繫及

討論。

(2) 專題演講：學期間安排兩場專題演講，
邀請業界專家針對如何組織故事架構

內容以及拍攝的實務經驗，進行講解

與教學。

(3) 技能培育工作坊：為了提升學生對於
製作影片的技能，邀請業界講師對於

影片製作、美工繪圖、拍攝技巧等進

行示範與教學，幫助學生能順利地製

作專題影片。

(4) 移地教學：為提供學習情境，三個課

課程前

課程過程

課程結束

前測（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問卷）

後測（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問卷） 質性內容（學習單、訪談）

基礎知識課程

9次共同課程
（跨班分組 1次、專題演講 2次、 
移地教學 1次、技能培育工作坊 2次、 

專題發表活動 2次）

18  

週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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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移地教學地點為臺東關山，學生

至當地進行田野調查，走訪拍攝，實

際感受當地所遇到的問題，並將過程

以影音方式記錄，最後分析統整所有

蒐集的資料，作為製作期末影片的故

事素材。

(5) 專題發表：分為期中發表及期末發表，
期中發表主要目的是瞭解學生製作專

題影片的進度，並邀請業界講師及三

位課程授課教師給予講評與建議。期

末發表是舉辦公開成果展，學生必須

透過製作海報及專題影片，讓校內外

人士能夠認識臺東關山，落實在地關

懷的社會服務精神。

3. 課程結束

課程結束後，對所有學生施行 SDLR
後測問卷的施測。同時也從受試者中以立

意取樣方式選出位學生作為訪談的對象，

進行一對一的開放性問題訪談。另也採用

小組學習單，以輔助研究結果的質性分析

解釋。

（二）課程架構

1. 本研究之跨領域課程架構

本研究結合音樂通識課程、兒童英語

教學、教育社會學三門課程所設計的 18
週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架構如表 1。

2. 本研究課程之教學設計

本研究課程的教學設計是依據文獻

探討中 Krajcik 等人（1999）所提出的
發展專題導向教學流程六階段、Knowles
（1975）的 SDL歷程七階段，彙整成本
研究所需要的「IPBL教學設計」要點，
以進行課程教學設計。各項要點分別說明

如下：

(1) 課前準備
為了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三門課

程的授課教師與助教在課程開始前安排數

次會議，討論如何將三門不同領域課程進

行串接，如何設定共同關注且可執行的議

題，如何妥善規劃課程活動。同時，也開

始在課程教學平臺 Moodle上建置各類教
學資源，以幫助學生未來能順利地進行跨

領域學習。

(2) 課程行事曆
各班級在開學第 1週於課堂公布 18

週的課程活動時程表，包括課程進度、演

講日期、田野調查及製作專題時程，跨班

共同課程及討論流程，以幫助學習者能有

效地規劃學習時間。

(3) 課程概念和目標
教師在開學第 1週即向學習者說明整

個跨領域課程概念與目標，同時告知跨領

域專題影片製作的方向，幫助學習者形成

學習目標。分組方式是依據每位學生所希

望拍攝的主題作為分組基礎。

(4) 基礎知識課程
三位教師於各自課堂教導該門課程

的基本知識，及有關製作專題的知識與技

能，並邀請業界專家分享相關經驗，教授

拍攝、影音剪輯及畫面設計技巧、幫助學

生能運用有效資源達成學習目標。為了以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此階段將引導學生把

問題與任務以議題的方式進行小組討論，

以培養學生 SDLR。

(5) 引導問題
教師在課程上提出問題，並於小組討

論時發放討論學習單，透過問題的引導，

使學生診斷其需求，及思考如何整合所

學將其應用至專題中。為了能適時瞭解學

生的學習狀況，教師也與學生共同討論問

題，給予必要的協助。

(6) 踏察社會脈絡
本課程共有兩次移地教學，教師於開

學時先提供學習者關山具有特色的多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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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地點作為專題主題，學生必須在移地教

學前對專題主題進行探討，在移地教學期

間進行社會脈絡踏察，訪查和蒐集與當地

相關的人事物資料，以便能深入體會當地

的生活與瞭解問題，並將之作為製作期末

影片的素材。

(7) 回饋與修正
為了讓教師能瞭解學習者製作專題的

方向與進度，各組學生於學期中進行專題

展示報告，呈現影片主題、初稿、故事內

容、腳本分鏡、小組分工、專題進度與未

來時程規劃。報告當天也邀請業界專家及

三位教師，分別給予各個主題回饋及修正

上的建議，以幫助學生對期末作品的製作

更能聚焦。

(8) 專題展示
本研究課程於期末舉辦成果展，展示

各組的專題成果影片及海報，邀請校內師

生及校外人士前來觀賞。

(9) 評鑑與反思
評鑑分為專題成果評量及小組評量兩

部分。專題成果評量是由教師與助教依據

專題作品成果及海報的「故事與內涵」、

「攝影與運鏡技巧」、「聽覺表現」、「剪

輯技巧」、「海報設計」五方面來進行評

分。小組評量則是讓各小組成員間進行組

表 1　跨領域課程架構

週次

課程內容

教育社會學 兒童英語教學 音樂通識課程

1 課程與作業介紹、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說明、完成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前測問卷

2 教育社會學的本質及理論發展 語言習得理論、繪本教學應用 音樂與創作元素、音樂與食衣
住行

3 跨班分組、小組討論

4 業界專家演講：如何說故事

5 關山移地教學一

6 業界專家演講：微電影小故事製作

7 教育與社會變遷、教育與社會
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

批判思考融入兒童英語教學 音樂與心情書寫

8 教育與文化、經濟及政治 英語教學法 音樂與壓力調適

9 期中報告：影片企劃提案

10 學校與社區、學校組織與學校
文化

英語教學法 音樂與人際關係

11 班級社會體系、教師角色與師
生關係

聽力與口說教學 音樂與景致描繪

12 數位創作工作坊：Adobe Audition 教學
13 關山移地教學二

14 課程的社會學分析 閱讀與寫作教學 影片剪輯教學

15 教育社會學課程期末評量 歌曲、韻文遊戲融入兒童英
語教學 / 讀者劇場

音樂與愛

16 準備期末成果展、數位創作工作坊：Adobe Premiere 教學
17 期末成果展

18 期末反思回饋討論、完成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後測問卷、訪談

註：表中粗體字為強調「跨班共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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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互評。反思是讓學生對於將課堂的學習

應用於生活中，以及服務與關懷在地的心

得，撰寫報告。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課程對象來自臺灣北部某科技

大學的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學生，學生歸屬

於三門不同的課程，並在原課程中加入跨

領域專題導向課程設計，學期初選課人數

為 59人，中途因學校加退選因素，剩 53
人參與完整課程。三門課程名稱及人數分

別為：音樂通識課程 35 人（66%）、兒
童英語教學 11人（21%）與教育社會學 7
人（13%）。53人中男性 26人（49%），
女性 27人（51%），有跨領域課程經驗
的為 16 人（30%），無經驗的為 37 人
（70%）。在學院的分布上，共分為七類，
各為人文社會學院 14人（26%）、工程
學院 3人（6%）、電資學院 6人（11%）、
管理學院 24 人（45%）、設計學院 4 人
（8%）、外校教育學院 1人（2%）、外
校獸醫專業學院 1人（2%）。

三、研究工具

SDL 是本研究欲觀察的學習。故本
研究的學習成效內涵著重在 SDL的表現。
其量化測量，便由 SDLRS呈現。

（一）SDLRS
本研究採用鄧運林（1995）修訂自

Guglielmino（1977）的 SDLRS，展現學
生之 SDL能力。此量表已經過許多研究
驗證與使用，已有一定的信效度，且使用

情境與本研究相似，因此未做問卷預試。

本研究分析結果後，從中抽取四個面向，

分別為「獨立學習」、「創造學習」、

「效率學習」和「主動學習」。本研究先

採用此量表中的 34題，經因素分析後將
低於 .40因素負荷量的題目刪除，刪除 5

題，共計 29題。問卷填答方式以李克特
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記分，依據選
項「總是如此感受」、「大都如此感受」、

「有時如此感受」、「偶爾如此感受」、

「從未如此感受」，分別給予 5、4、3、
2、1分，反向題記分則相反，最後加總
受試者在分量表題目之得分，即為各分量

表總分，並以各分量表平均作為資料分

析依據。本研究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並以

Cronbach’s α考驗信度，結果如表 2。

表 2 顯 示， 此 問 卷 每 個 構 面 的
Cronbach’s α 值介於 .71 與 .95 之間，其
內部一致性良好。在效度部分，本量表各

構面的因素負荷量皆於 0.45以上，顯示
此量表為具有效度之問卷。

（二）質性資料

為了更深入瞭解學習者對於跨領域

專題導向課程的態度，本研究也進行質性

資料的收集，以瞭解學生學習轉化歷程，

包括：活動學習單及訪談之開放式問題，

以瞭解學習者的學習狀況。訪談部分是以

立意取樣方式，根據受試者前測量表分數

的高低，與受試者所填答背景資料中差異

較大的，從中選出 8人作為訪談對象，訪
談時間約 40分鐘，採用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將此八位受訪者訪談的談話內容彙

整，以瞭解學生在 IPBL中的 SDLR，及
對課程的感受與想法，以回應研究待答問

題一及二。最後將所蒐集之質性資料整理

成逐字稿並逐一進行編碼，編碼方式根據

量化資料內受試者編號進行編碼，並在編

號前以代號 S 表示 Student，如：S01 表
示 1號學生的回應；在受試者編號後以代
號 i 和 w 表示資料來源，i 代表訪談，w
代表學習單，如：S01-i表示 1號學生的
訪談回應；在資料來源編號後以代號 m、
e、s表示學生分別來自音樂通識課程、兒
童英語教學班級及教育社會學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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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包括問卷量

表及質性資料兩大類。其中問卷量表的部

分，運用 SPSS統計軟體，進行 t檢定，
分析受試者參與跨領域課程經驗其 SDLR

整體與各面向之間的差異情形。質性資料

的部分，利用參考文獻，訪談、學習單，

及授課教師與課程助教日誌三者進行三角

驗證，作為提升質性資料的可信度，此符

合 Lincoln與 Guba（1985）所提出的「不

表 2　各研究變項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與因素構面結果
研究變項／題項 因素負荷值

主動學習 因素 1
1. 即使不能確信結果如何，我仍很喜歡去學新的東西。 .85
2. 我喜愛學習。 .84
3. 我想學的東西很多，所以希望每天能夠多幾個小時讓我學習。 .83
4. 我實在很想學習新的東西。 .82
5. 我會終生學習。 .82
6. 我知道要學什麼。 .76
7. 在學習的時候，我比較喜歡參與要學什麼及如何學的部分。 .75
8. 當我遇到想學的事情時，我會設法去學習。 .69
9. 當我遇到我不瞭解的事情時，我知道從那裡去獲得所需的資料。 .68
10. 完成學習時，我會感到很高興。 .66
11. 學習愈多，我覺得世界變得更好。 .66
12. 對我來說，懂得學習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61
13. 我覺得學習是一種有趣的事情。 .60
14. 我樂於找尋難題的答案。 .45

獨立學習 因素 2
1. 即使我有很好的想法，但我無法發現實現它的方法。 .86
2. 要瞭解所學的東西對我來說有困難。 .81
3. 我無法單獨把工作做得很好。 .79
4. 當我對事情不瞭解時，我就不管它。 .79
5. 我不喜歡思考沒有正確答案的事情。 .78
6. 我不像其他人對學習感到興趣。 .75
7. 如果我不能學習得很好，那不是我的錯。 .73

效率學習 因素 3
1. 我確實擅長於解決問題。 .84
2. 我不被困難的問題所阻擋。 .83
3. 不論是在教室或是自我學習，我都是一位好的學習者。 .80
4. 我比大多數的人，能夠自主學習得更好。 .71
5. 我喜歡與人討論一些想法。 .64

創造學習 因素 4
1. 唯一能對所學的東西負責任的人是我 .80
2. 如果對所學的東西有興趣，我會認真學習它。 .60
3. 我喜歡思考未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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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法的三角驗證」以及「不同資料來源

的三角驗證」作為驗證的根據。所有資料

依照受試者的敘述內容進行歸納與統整，

最後將這些資料進行交叉結果比較分析，

彌補量化資料解釋之不足。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 IPBL 對學生 SDL
之整體與各構面的前、後測差異，並根據

訪談、反思報告、教學日誌與學習單等質

性資料，分析學習者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

程上的成效、對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的想

法、在課程中是如何規劃學習進度、遇到

困難如何解決等問題。以下為問卷量表及

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說明：

一、SDL整體與各構面的差異
為瞭解學習參與者 SDL的變化，本

研究以成對樣本 t檢定考驗學生在經過跨
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後其 SDLR。分析結果
如表 3所示。

從表 3 中可以得知，整體的自我導
向準備度之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經

成對樣本 t檢定考驗後結果未達顯著（t = 
-1.54, p = .13 > .05），表示學習者 SDLR
之前後測的整體分數並無差異。再細看各

構面後可以發現，學生在「效率學習」和

「主動學習」的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

而經成對樣本 t檢定考驗後，學生在「獨
立學習」、「創造學習」和「主動學習」

的考驗結果皆未達顯著（p > 0.05），但
在「效率學習」的考驗結果達顯著水準

（t = -2.05, p = .04 < .05），顯示學習者
經過課程後在「效率學習」方面有顯著的 
提升。

針對待答問題一，跨領域專題導向課

程教學對於學生 SDLR之影響，質性資料
分析能夠得以佐證：

本研究透過訪談以及學習單來瞭解學

生學習狀況，其中訪談問題包括：第 1題：
「在學期開始前，你會為自己訂下學習目

標嗎？如何規劃、執行的？學期結束了，

那你有達成你的目標嗎？」、第 2 題：
「小組合作學習如果遇到問題，是使用

甚麼方式解決呢？」。學習單問題包括：

第 1題：「兩次關山田野調查以及製作影
片的整個創作過程經驗，有何收穫？」、

第 2題：「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你如何
解決的？」。學生的回應資料根據文獻探

討中的六項 SDL特質（周宇軒、鍾靜，
2010）進行分項整理，分別說明如下。

（一）能夠自我擬定學習目標

我自己沒有訂一個目標⋯⋯因為我

覺得這個影片就是小組成員一起討

論下來的。（S25-i-s）

表 3　SDLRS前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N = 53）

共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M SD M SD
整體 3.73 0.62 3.86 3.67 -1.54
主動學習 3.77 0.81 3.97 0.72 -1.90
創造學習 4.09 0.74 4.06 0.71 0.26
效率學習 3.51 0.73 3.73 0.84 -2.05*

獨立學習 3.67 0.73 3.66 0.96 0.02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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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有在剪影片，想

要訓練自己的說故事能力⋯⋯我知

道我在這堂課我想要進步的目標在

那裡。（S51-i-s）

在事前做很多工作，我是先做完功

課，然後寫企劃再分配給大家。

（S52-i-s）

從上述回應中，可以發現部分受訪

學生表示在這堂課中並沒有為自己訂下學

習目標，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學習的目

標，而是認為小組合作的成果必須與成員

溝通討論，一起為專題付出心力。但部分

學生會擬定學習目標，因為過去曾有一些

影片製作經驗或是企劃能力，希望在跨領

域專題導向課程中持續學習，提升自我成

長，達到自我擬定的學習目標。

（二）把握自我學習機會

我會去注意 moodle⋯⋯我一拿到學
習單，就會馬上看我哪時候有時間，

開始填滿且有 quality！（S02-i-s）

我們會開會討論，然後分配工作，

各自完成各自的部分⋯⋯高效快

捷，不浪費時間。（S05-w-m）

由上述學生的回答，可以發現為了

把握學習機會，學生會與小組討論各自負

責的工作內容，積極有效的完成學習單與

專題成果，顯示學生能夠調配自己學習時

間，並有效率地在團體與個人的學習時間

上取得平衡。

（三）具有主動學習態度與獨立思考能力

凡事要主動提前做功課、做確認，

這都將有助於後續工作的開展。

（S06-w-m）

要想獲得資訊就必須不停的去問去

追⋯⋯關山之行多少活化了一下腦

袋，增長了一些問題解決的能力。

（S37-w-e）

我自己對剪影片有興趣，就會自己

去上 YouTube怎麼做這件事情或如
何使用這個工具⋯⋯就是會自主學

習！（S51-i-s）

以上敘述顯示，學生為了讓專題成果

順利產生，會主動嘗試用不同的方式，並

主動尋求幫助和學習新的知識與工具，此

驗證了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對學生建立

主動學習與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幫助。

（四）會與他人溝通討論並樂於分享

遇到困難會先思考是否有解決或替

代的方案，自己先思考完才與小組

討論，每個人會提出較可行的方法，

再分析評估哪個較為合適。（S08-
w-e）

與小組組員慢慢磨合、進行交流

與溝通，人際交往能力也有所進

步⋯.與拍攝景點負責人進行溝通也
令我學會了一些社交禮貌。（S14-
w-e）

組員們很有創意，也願意分享自己

的見解以及拍攝上如何達到預期的

效果。（S15-w-m）

由上述回答可知，學生透過團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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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夠使自己的學習態度變得更積極，

而組員間彼此分享也能幫助學生更積極的

參與學習，由此可見小組成員間的人際互

動和溝通過程能讓彼此互相砥礪，並引起

學習動力。

（五）會善用資源

我自己去找資料，然後自己去吸收。

（S24-i-e）

遇到困難不是退縮，會試著換位思

考，與大家一起討論解決的辦法。

（S04-w-m）

與同學或老師討論，會想出一個最

有效率的辦法。（S02-i-s）

由以上敘述可發現，有些學生遇到問

題時會自己找資源自主學習，另有些學生

則是會主動與師長或是同學討論，共同解

決問題。但不論是用哪種方式，都顯示了

學生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中會主動找尋

學習資源，這樣的態度對自我成長有幫助。

（六）能夠自我評估學習成果

在拍攝上有學會去取捨重點⋯⋯第

一次來的時候全程都在拍攝，等剪

輯一次之後發現很多東西都不是很

需要的，所以第二次就學會了如何

取捨。（S06-w-m）

我還需要多下一點功夫⋯⋯多看一

些做旅遊影片的 YouTuber 是怎麼
過場、怎麼調色的，這樣才能幫我

們影片的品質更上一層樓。（S24-
w-e）

期中發表後，發現要再加強主動與

人溝通的能力，網路上雖然能查到

很多資料，可是真正有意義有價值

的故事常常是從「人」口中得到的。

（S53-w-m）

由上述內容可以發現，學生在專題發

表以及移地教學中獲取經驗，由於重複的

經驗能讓學生省視自己的學習狀況，經驗

學習能增加學習成效，因此本課程的課程

內容，有助於學生自我評估學習，獲得更

多的成長和發展。

根據先前相關研究可得知，PBL 能
提升學生 SDL 能力（Gatewood, 2019；
Larson et al., 2020；Wang et al., 2012），
IPBL 也能提升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Stolk & Martello, 2015）。本研究發現
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在實施後，量化結果

顯示學生在 SDLR整體表現上並無顯著改
變，推論可能的原因為：本研究課程時間

少，仍不足以讓學生之表現有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是本研究的課業繁重，使學生的

負荷過高。但根據本研究質性資料分析，

可以發現學生對於整體的 IPBL過程是予
以肯定的，並表現出自我導向的學習特

質，例如：在事前做很多工作，然後寫企

劃再分配給大家，顯示學生能夠整合不同

領域的知識和能力，自我擬定學習目標；

又如：自己先思考完才與小組討論，每個

人會提出較可行的方法，再分析評估哪

個較為合適，顯示出學生會與他人團隊合

作，溝通討論與分享，並解決問題；此外，

學生根據在專題發表以及移地教學中，會

藉由重複的學習經驗讓自己能夠省視過去

的學習狀況，進而提升學習的方法和效

能，顯示學生透過 IPBL會進行反思。此
結果與先前相關研究指出，學生經由跨領

域專題導向課程，能夠整合學科知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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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合作、解決問題、反思與進行有意義的

學習，提升 SDL能力（陳竹亭、唐功培，
2013；Drake & Burns, 2004）之結論相符
合。本研究初步驗證了 IPBL歷程能使學
生能從學習過程中成長，對提升 SDL有
幫助。

本研究在進一步分析 SDLRS四個子
構面之前後測平均數及標準差的差異後，

發現全體學生在「效率學習」方面有顯著

的提升，「獨立學習」、「創造學習」及

「主動學習」的能力則沒有明顯的改變。

推論本課程無論是在知識及技能學習、

小組合作討論、田野調查、製作影片等方

面，都需要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因

此必須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也須要運用不

同的方法來分配工作、討論溝通、不畏困

難、解決問題，並對工作負責。此外，從

學生的質性回應中可發現在一學期的跨領

域專題導向課程中，缺乏足夠的時間來完

成所有的工作，令學生感到困擾。另，學

生也覺得本研究課業負擔重，田野調查

地點過遠，課程規劃效率不夠。推論這些

因素皆有可能影響學生對 IPBL時的接受
度，因而降低了自我學習、創意表現、及

主動求知的動機，故較難提升在「獨立學

習」、「創造學習」及「主動學習」構面

的 SDL表現。本研究雖然顯示跨領域專
題導向課程對 SDL是有幫助的，但仍有
待改進之處，需進一步在教學及課程上作

調整與改善。

二、學生對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

之回饋與建議

為瞭解待答問題二以及問題三，學生

對於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的想法，並從中

瞭解課程實施的挑戰，提供對日後相關課

程或行動研究修改上的參考，以下整理出

訪談相關問題，題目如下：第 1題：「你
喜歡這學期的教學方式嗎？為什麼？」、

第 2題：「你認為跨班小組合作的上課方
式和完成作品的方式，帶給你什麼樣的心

得與想法？」。以下根據學生對於整體跨

領域專題導向課程的回饋，分別從授課優

點、活動內涵、具體收穫及整體建議四方

面整理如下：

（一）授課優點

1. 課程設計提供做中學的機會

這堂課比學一些理論上的東西還

好，可以實作，可以知道蒐集到的

素材有什麼用處。（S51-i-s）

我比較喜歡能夠有一個導向、有一

個目標的去實作，這樣才會有真實

的感受，也可以透過與他人合作，

從他人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S27-i-m）

2. 安排專家演講能讓學習更具實質意義

我喜歡導演的演講內容，他有放他

製作的東西，是有真正的經驗⋯⋯

而且導演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樣，

提供我們許多實質上的幫助。

（S24-i-e）

演講安排是很棒的，因為平常在課

堂上只能聽老師講，但是沒有以實

際的經驗來瞭解學這個東西到底有

什麼用。（S30-i-m）

由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受訪學生對於

「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多表示認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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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的授課模式可以提供實作的機會，

有別於過去教室上課聽講式的學習。在過

程中學生必須進行合作學習及做中學，能

對提升學習動機有正面影響。業界講者所

傳授的實務經驗連結授課老師所傳授的知

識，能對學生的學習及專題製作有實質上

的幫助，並能擴充視野。

（二）活動內涵

1. 課程活動創新有趣、編排有組織

喜歡這學期的許多活動，很創新，

真的帶我們去實地看⋯⋯田野調查

很好，老師的課程編排蠻有組織的，

也很好。（S02-i-s）

活動蠻有趣的，又可以認識到關山

這個地方。（S11-i-e）

2. 技能培育工作坊對於初學者有幫助

工作坊對於初步，或是第一次摸的

初學者很好，而且老師有時候會

說講一些，你可以到哪裡找資料。

（S25-i-s）

如果今天開出來的工作坊是我有需

求的，我就會去上⋯⋯例如學配樂，

或是剪輯字幕之類的⋯⋯但是如果

你本來就有這個基本條件的話，就

會考慮。（S51-i-s）

根據上述，受訪學生對本研究的課程

活動感到創新且有趣，可以實地去場域瞭

解當地的狀況。而工作坊的安排能顧及到

部分初次接觸影音製作的學生，幫助他們

能夠儘快進入狀況。

（三）具體收穫

1. 課程幫助學生培養溝通能力

喜歡這學期的課程，因為可以培養

溝通能力⋯⋯讓大家更瞭解其他領

域可以做些什麼事，之後也可以更

容易跟不同領域溝通合作。（S25-
i-s）

可以踏出舒適圈去接觸到不同的

人，我覺得跨班比一直在這個班級

的活動還要來得好，畢竟你接觸到

不同科系不同領域的人。（S30-i-m）

2. 移地教學具啟發性，有助於瞭解當地

田野調查時去接觸那邊的人，就蠻

有趣的，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啟

發⋯⋯也可以利用那一段時間去做

我們在這裡做不到的事情。（S51-
i-s）

移地教學有幫助⋯⋯可以認識當地

那邊的人，透過他們親口述說當地

的故事！（S52-i-s）

3. 專題發表具創新性，並能提供實質建
議

我覺得期末成果展這種方式很創

新。（S02-i-s）

期中報告時老師給予的建議很專

業， 對 製 作 期 末 作 品 有 幫 助。

（S30-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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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敘述呈現出受訪學生認為本研

究課程所規劃的跨班交流能瞭解不同領域

的知識與技能，培養溝通能力與跨領域整

合能力。移地教學能讓學生與當地的人、

事、物交流，啟發更多元的想法來製作專

題。專題發表形式具創新性，在期中邀請

業界專家所提供的建議，能幫助學習者能

評鑑其學習。

（四）整體建議

為瞭解學生在參與本研究過程中是否

有遇到困難，本研究以開放式方式詢問學

生對整體課程活動的意見，並將這些意見

彙整，以深入瞭解本行動研究實施及未來

執行時所面臨的挑戰。

1. 課業太重、時間花費過多

我覺得這個課程有點太多，要做的

東西很多，要去關山拍影片、字幕

還有海報。（S11-i-m）

課程要花很多時間去構想跟準備，我

是大四，其實壓力有點大。（S25-i-s）

2. 移地教學地點太遠、拍攝時間不足

拍攝的時間有點少、路途遠！（S25-
i-s）

時間的問題，太少了！不然可以有

更多的體驗。（S52-i-s）

3. 課程活動規劃不夠清楚、有效率

我覺得太遠了⋯⋯第一次去的時候

有點搞不清楚狀況，可是如果說可

以非常有組織的規劃，前面有做很

多功課⋯⋯我們應該去一趟就可以

了！（S02-i-s）

以上敘述顯示，學生認為跨領域專題

導向課程的課業繁重，需花費較多的時間

與心力。大部分學生認為移地教學地點太

過遙遠，花費許多時間在交通上。此外，

學生也認為課程規劃及宣布活動的時間不

夠清楚。這些意見均反映出學生在課程中

所遇到的困難，也是未來再次實施課程時

須突破的挑戰。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量化及質性資料分析結

果可以發現，「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是」

是可行的，對於提升學生「效率學習」構

面有幫助，但在SDL中「獨立學習」、「創
造學習」及「主動學習」等內涵仍存在挑

戰。據此本研究以下提出具體之結論及建

議。

一、結論

（一）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對提升學生

SDLR 有幫助，能讓學生展現出

SDL 的特質，並有效率地進行學習

本研究設計之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在

實施後，雖然量化結果顯示學生在 SDLR
整體表現上並無顯著改變。但從本研究的

質性資料可以發現，學生確實有展現出自

我導向學習者的特質，顯示出在跨領域

專題導向課程中，從診斷學習需求、擬定

目標、把握學習機會、尋求資源、選擇適

當的學習策略到評估學習成果，學生能

夠展現出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故本

研究的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對提升學生

的 SDLR 是有幫助的。本研究進一步發
現全體學生在「效率學習」方面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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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研究指出 SDL可以讓學習者對事
物具有變通性及自我調適的能力（Sobral, 
1997），本研究初步驗證了在跨領域專題
導向課程中，學生必須改變過去以讀書和

考試為主的學習方式，需要以團隊合作及

學習新的技能來製作專題，因此要儘快調

適思考及處事的方式，才能有效率地進行

學習，達成目標。

（二）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對學生主動、
獨立及創造學習仍存有困難與挑
戰，需透過有效的方式來解決時間
不足與負擔較重的問題

本研究結果雖然初步驗證了跨領域

專題導向課程對提升學生的 SDLR 有幫
助，但也進一步發現，學生在經過跨領域

專題導向課程模式中，在獨立、主動及創

造學習的傾向沒有明顯的改變，從學生的

回應可發現在一學期的跨領域專題導向課

程中，學生大多數認為這樣的課程需要花

費較多的時間來解決跨領域與製作專題上

所遇到的問題。與傳統教學方式相較之

下，在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中需同時兼顧

原本課程的內容及跨班課程的內容，再加

上需要與組員一起合作製作專題，需要花

費許多心力和時間溝通與討論，因此影響

了學生對於課程的主動參與意願，降低了

對學習的興趣，不願花費更多心力去獨力

完成學習，更無法有充分的時間來發揮創

造思考力。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來解決學

生在課程負擔及製作專題上時間不足的問

題，是未來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待改進的 
地方。

二、建議

（一）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設計須考量學
生的需求與能力，從中幫助學生提
升 SDL

本研究結合三門不同領域課程於同

一時段進行跨領域課程，從質性資料可以

得知學生大多認為時間不足，建議未來欲

實施相似課程的教學者可以多考量學生的

實際狀況與需求，將部分共同課程時間規

劃為小組討論時間，或多利用社群媒體工

具，讓學生們不需再花費過多課後時間來

討論，教師也可以確認學生在交流與討論

時的狀況。此外，本研究的移地教學地點

位於臺東關山，從北部到關山車程來回車

程時間需 8小時，學生因為長途搭車而感
到疲累，到達目的地時已沒有足夠的體力

進行學習與訪查。建議未來課程可以多以

學生的能力與需求為考量，安排一次移地

教學，事前做足準備與聯繫的工作，或是

延長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天數，便於讓

學生能將心力放在學習，而非在交通上。

本研究有多次的跨領域共同課程，但從質

性資料中學生反應不太清楚每次共同課程

內容與時間，未來課程可以在學期開始前

即具體地規劃共同課程的時間和內容，並

在學期初公布於教學平臺上，讓學生對

跨領域學習的瞭解和掌控更為明確。教師

也可以透過安排助教在執行過程中，適

時地詢問和瞭解學生的狀況，必要時提

供協助，縮短學生在問題上拖延的時間，

降低錯誤重複出現的次數。此外，從發展

SDLR的角度來看，課程的評量也需要提
供彈性，讓主要學習成果的評鑑能夠採納

學生在學習目標的修訂，而非制式的評量

標準，並以量化（如學期成績、專題計畫

達成率）以及質化（成果報告、同儕回饋、

反思日誌、學習歷程紀錄）等多元的評量

工具對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行回饋，方能符

合 SDL的精神，也因此才能更加激發學
生的自主性，掌控性，以提升 SDLR中非
常重要的元素：主動學習。未來開設相關

PBL時，建議教育從業者能注意彈性的學
習目標設定、友善可行的學習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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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學習者在硬體及溝通上的學習障礙、

設計充分的社會建構機會、鼓勵個人及

團體反思、輔以多元及彈性的評量表現方

法，將更能提升學生的 SDLR。

（二）大學課程應朝向導入跨領域專題導
向課程發展，破除困難與挑戰，幫
助學生建立自我導向及終身學習的
能力

教育部（2001）《大學教育政策白皮
書》指出「當前世界先進國家教育發展的

新方向，其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終身學

習的社會」，而自我導向學習也被視為是

終身學習的先決條件和結果，現今大學教

育應培養學生能不斷學習成長，提高未來

競爭力。綜觀過去的研究，SDL 是提升
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培養大學生

具備 SDL，進行有效率的學習、獨立學
習、主動學習並創造學習，尤其需要經由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才能達成，自我導向

學習的教學方法就是引導學習者由低自我

導向學習者傾向朝向高 SDLR 發展的過
程。從量化資料瞭解本研究課程確實能提

升 SDL中的效率學習，此為專題式教學
模式的優點，能夠提升較大的學習彈性，

以及多元的學習途徑，並運用社會建構的

分組設計，讓學習者反思學習過程中可以

提升學習效率的技巧。然而在從與學習者

的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學生願意投入時間

增強興趣領域的能力，學習動機愈強烈，

便愈能夠自我導向學習，因此建議除了學

校或系上的必修課外，通識或選修課程的

發展與設計上，可以預先調查學生可能會

有興趣的內容，或是在課程第一堂課，教

師除了公布已排定的課程內容，也可與選

課學生討論課程內容，師生互相交流，一

起共創良好的學習環境。此外，跨領域專

題導向課程也應被推廣，因在此課程模式

中能激發學生更多的可能性，藉由與同

儕合作的激盪中，發展自我導向學習的準 
備度。

當今教育界需要打破學科或專業之界

限，形成跨越學科的創新能力，培養出具

領導能力與團隊合作能力的跨領域人才。

本研究的結果初步驗證了跨領域專題導向

課程具有諸多優點，但也顯示了在執行時

仍存在困難與挑戰，未來需要逐一去突

破。而經驗也是學習過程中的重要資源，

因此，經驗可以幫助成長，教師唯有透過

多次課程執行，累積教學經驗，才能使跨

領域專題課程的執行越來越成功。由於本

課程是研究者首次嘗試將通識課程與專業

課程相結合進行跨領域合作，對於學生們

而言也是首次參與跨領域課程。除了增加

學生與跨領域同儕的互動機會，提供專題

形式的服務體驗課程外，跨領域課程設計

也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本研究過程中，三

位來自不同科系的教授合作授課，投入大

量的時間與教學資源，希望修課同學能兼

顧三門課程之重要教學目標，並進行密集

的溝通，但學生反應負擔重時間不夠，課

程設計立意良好，但效果略打了折扣。故

建議未來跨領域課程設計的部分，教授

的合作應該建立一個共備機制，打破原課

程之教學目標，適當裁減，發展最上位

的情意目標，重新整合各科重複的教學目

標，並以活動設計同時兼顧各課程之核心

能力，激發各課程學生先備知識之交流，

發展高層次的素養，跨領域的優點才能在

活動中展現，尤其是溝通能力以及問題解

決能力方面。如此一來，課程中教學活

動的設計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經驗，並產生

交互作用及交互作用之後又產生新的經驗

（黃光雄、蔡清田，1999），而良好學
習經驗的累積會使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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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aiman et al., 2011）。本研究期望未
來教師及學生雙方繼續努力嘗試，突破在

實施上的困難與挑戰，累積跨領域專題課

程參與經驗，提升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與終

身學習能力，培育出 21世紀多元化社會
所需要的跨域人才，也為當今高等教育改

革提供一個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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