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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論研究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陳美如 0936203354       研 究 室：教科系 716 室 

壹、課程目標 

一、探討教學的意義和本質及理論，理解這些理論的主要論點、特色、長處與限制。 

二、探究教學理論在當今國際上的應用及其相關問題。 

三、能選擇教學理論及其策略，付諸教學實踐，並予以影像紀錄、剪輯，作為教學理論與實

踐研討，以精進教學理論的應用與鑑賞的能力。 

貳、 課程進行方式及要求 

一、報告與討論(小組) 

1.請導讀小組提供報告大綱(PPT)，對重要文獻與議題進行綱挈領的報告，並提列至少兩

個問題，供作課堂討論。請於前一週傳給老師，修改後於報告三天前傳給同學。 

2.針對不同議題，課堂未提供資料者，請自行尋找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分析。 

3.當週未負責導讀的同學，請提出至少一個閱讀文獻的觀點及一個有待進一步了解的問

題。 

二、 閱讀與討論 

採全班共同方式與小組分享方式。每位同學課前針對當週閱讀的內容進行閱讀，每篇

文章摘錄一個重點，一個反思與一個想在課堂與大家討論之問題。請事先完成，當週以 300

字為限，課堂結束收齊後交給老師。 

三、 教學策略報告與分析(小組) 

就近年來發展出的各種有效教學策略進行分析，包括該策略的定義、主要理念、步驟或

作法、、實施原則等、相關案例與研究結果，完成 PPT。報告小組需在報告一週傳給老師，

修改後於報告三天前傳給同學，以便事先閱讀。 

四、 教學策略實踐與教學實錄研討 /教學研究英文期刊報告(個人，二擇一) 

根據上述所發展之教學策略活動設計，進行教學實踐，同時輔以教學攝影。並將之剪輯

成 15 分鐘之教學策略影像，作為課堂教學實錄之個案討論 / 閱讀並摘要一篇 2016 年以後之

教學研究英文期刊進行報告。 

叁、進度 

 
週別 研討內容 研討方式 

一 

 

課程介紹 溝通上課方式及要求 

二 

 

1.教學概念的分析 

2 教學基礎理論概述 

講述與思考討論 

三 1.教學研究的歷史發展(鍾啟泉) 閱讀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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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與教學的關係(鍾啟泉) 

2.教學論的概念與教學意義及課題(佐藤正夫) 

 

四 

 

 

Friedman ,T <謝謝你遲到了>閱讀與討論--對教育與教師

的影響 

 

報告與討論(2 組) 

五 可汗學院—對教學的影響與變革 報告與討論(2 組) 

六 

 

AI 新世界—對教學的限制與可能，教師角色? 報告與討論(2 組) 

七 

 

1.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活化教學個案研究：學會學習

的系統觀點 

2.走一條回歸本質的學校課程評鑑之路 

閱讀與討論 

八 

 

團隊實作 

從 12 年國教課綱談教學的可能性 

討論與分享 

九 

 

1.教育學的實踐(Max Van Manen，教學機智) 

2.愛心為主的教學觀(Nieto,S， What keeps teachers 

going?) 

閱讀與討論 

十 Deep Learninf--策略分析與教學實踐規畫(一) 

 

報告與討論(2 組) 

十一 

 

Deep Learninf--策略分析與教學實踐規畫(二) 

 

 

報告與討論(2 組) 

十二 

 

Deep Learninf--策略分析與教學實踐規畫(三) 

 

報告與討論(2 組) 

十三 

 

1. 超越教學法的迷戀 

2. 影像閱讀分析 

閱讀與討論 

十四 

 

期末報告--教學策略實踐與教學實錄研討 /教學研究英

文期刊報告 

分享與團討 

十五 

 

自主學習  

十六 

 

期末報告--教學策略實踐與教學實錄研討 /教學研究英

文期刊報告 

分享與團討 

十七 

 

期末報告--教學策略實踐與教學實錄研討 /教學研究英

文期刊報告 

分享與團討 

十八 

 

統整與反思—繳交學習心得(300 字以內)，請交由小老

師統整後一併寄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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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量標準: 

一、報告與討論 25% 

二、教學策略報告與設計 25% 

三、教學實踐與教學實錄研討 25% 

四、閱讀討論、課堂參與與貢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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