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計劃表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使用合法教科書，不得非法影印！】    

科目名稱：課程理論研究                 授課教師：詹惠雪 

學    分：必修 3 學分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704 研究室 

授課系別：教科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電 話：分機 73012 

授課時間：週二晚上 18：30~21：20       E-mail:chan@mx.nthu.edu.tw 

授課地點：N316 教室 

一、教學目標 

  1.學生能了解課程的定義、課程理論及課程研究的基本概念。 

2.學生能理解課程的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基礎。 

3.學生能探討並批判當代重要課程理論的主張和理論要旨。 

  4.學生能應用課程理論探討並解決當前的課程問題。 

  5.學生能熟悉課程理論研究方法，充實課程研究態度和素養。 

 

二、教學內容與進度 

週次 日期 教學內容   閱讀資料 上課方式 

一 9.12 課程介紹 

課程領域的概述 

圖書資料查詢 

 

 

 

師生相互認識 

溝通上課方式及

要求 

二 9.19 課程理論的基礎—哲學 上課講義 教師講述與討論 

三 9.26 課程理論的基礎--心理學、社會

學 

上課講義 教師講述與討論 

四 10.03 經驗主義課程理論 張華，ch2 

 

閱讀報告、討論 

五 10.10 國慶日放假   

六 10.17 精粹主義課程理論 張華，ch3 

 

閱讀報告、討論 

七 10.24 科學導向課程理論 張華，ch6 

 

閱讀報告、討論 

八 10.31 實踐導向課程理論 張華，ch7 

 

閱讀報告、討論 

九 11.07 課程研究再概念化-- 

理解導向的課程理論 

張華，ch8 閱讀報告、討論 

十 11.14 課程研究再概念化-- 

批判導向課程理論及評析 

張華，ch9 

 

閱讀報告、討論 

十一 11.21 政治文本課程理論及論文評析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論

文 

分組報告、論文

評析一 

十二 11.28 種族文本課程理論及論文評析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論

文 

分組報告、論文

評析二 

十三 12.05 性別文本課程理論及論文評析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論 分組報告、論文



文 評析三 

十四 12.12 後現代課程理論及論文評析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論

文 

分組報告、論文

評析四 

十五 12.19 自傳性/傳記性課程理論及論

文評析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論

文 

分組報告、論文

評析五 

十六 12.26 課程美學理論及論文評析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論

文 

分組報告、論文

評析六 

十七 01.02 期末作業報告(一)  書面及課堂報

告、討論 

十八 01.09 期末作業報告(二)  書面及課堂報

告、討論 

 

三、教學方式 

1. 閱讀與討論：課前配合上課主題指定 1-2 篇閱讀教材，課前學生必須完成

閱讀摘要，上課時，報告及討論閱讀心得，並提出值得探討的議題，作全

班討論及教師的歸納補充。 

2. 分組報告及論文評析：就課程研究的各種文本，分組蒐集相關資料，引導

同學探索不同課程理論文本；同時蒐集相關研究論文作評析報告，並提出

問題引導同學進行討論。 

3. 個人報告發表及討論：擇定個人有興趣的主題，完成個人期末作業，並在

課堂進行發表及討論。  

四、教學評量 

  1.上課參與討論、報告情形                        佔  10 % 

      評量標準：課前是否閱讀指定教材，是否專心參與討論  

2.課程相關議題的導讀和討論                      佔  30% 

就指定的閱讀主題在課前完成導讀摘要並提出討論問題，課堂上進行導讀並

引導同學進行討論。 

評量標準：導讀是否能條理分明摘要重點，能否提出值得討論省思的問題，

能否引導同學進行討論及分享 

3.分組報告及論文評析                            佔  30% 

就目前影響課程研究的重要理論，由同學分組蒐集相關資料，有條理地分析

整理，以引導同學瞭解其對課程發展的意義或啟示，報告內容分為兩部分：

(1)該課程議題的重點整理報告，包括其定義、探討的主要內涵、對我國課程

的影響、未來的發展趨勢等。(2)論文評析：找出國內相關的博碩士論文研究，

先條列出論文，進行歸類，再選擇一至兩篇進行評析，探討論文動機、目的、

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以了解研究者對該議題研究探討的角度

及研究的發現，並提出對該論文的優缺點評析。 

評量標準：資料蒐集是否充實？報告內容是否有條理？能否提出問題引導同

學深入探討？ 

  4.期末報告                                       佔  30% 

    就本學期所探討的課程理論主題，依個人興趣擇一主題，利用西文資料庫查



詢，蒐尋一篇相關的研究報告，閱讀後進行分析及摘要報告，報告內容需包

含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結果(或發現)、建議等，並加上個人評

論，字數約 1000~2000 字。期末報告繳交時需附原報告之電子檔，並在課堂

上進行口頭發表，發表時間每人 10 分鐘。發表人需在報告前一天將報告電

子檔傳給同學，以使事先閱讀。 

    評量標準：蒐尋的研究報告是否具有價值性？論文分析及摘要撰寫是否完

整？能否提出個人評論與看法？課堂報告是否精簡、能有效陳述重

點主張？  

5.AI 使用聲明  

學生可於課堂作業或報告中的「標題頁註腳」或「引用文獻後」簡要說明如何

使用生成式 AI 進行議題發想、文句潤飾或結構參考等使用方式。若經查核使用

卻無在作業或報告中標明，教師、學校或相關單位有權重新針對作業或報告重新

評分或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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