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作與練習B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B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B3. ⾏動⽅案

學⽣在個⼈興趣或教師引
導下，可就藝能、體能或
技術操作等領域的主題，
練習執⾏符合該領域規範
之探索及實作活動。

定義



1 指導策略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確立⽬標

應訂立明確且具體可⾏的⽬標
例如：學習某⼀種舞蹈、樂器、⼿⼯藝、飲食烹調或球類運動...等等

透過引導幫助學⽣發
現⾃⾝的學習需求，
挖掘過往未發現的學
習熱情、探索學習主
題的不同可能性。

B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B3. ⾏動⽅案

主要⽬標在於讓學⽣發揮主動性、落實
想法、了解⾃⾝學習的脈絡、並展現解
決問題的能⼒與⾃信。



引導學⽣思考學習任務的
規劃，且要先能瞭解、掌
握與運⽤主題相關的⼯
具、策略，並適時調整學
習⽅法與檢視學習成效。

同時要⿎勵學⽣以影像記
錄過程與成果，並同時記
錄學習收穫與反思，讓學
習歷程兼顧客觀⾜跡及主
觀詮釋。

2 促進⽅式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可以怎麼做？

成果及反思確立⽬標

學習⽅法的選擇，建議原則如下：
1. 能瞭解、掌握及運⽤該主題的⼯具及策略。
2. 能藉由不同的實作與練習，深入了解該主題領域的相關
知識與技能，例如：對該主題的掌握，著重於技巧練習
與反覆操作等。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提出
解決⽅案

成果及反思確立⽬標

可先取得與熟悉相關⼯具或器材，在參考相
關資源來安排相關學習進度，例如：教學書
籍、線上教學影片等；在擬定計畫進度時，
也需要將操作技巧的練習與反覆操作等因素
納入考量，例如：學吉他時，和弦與刷弦都
需要反覆練習。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B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B3. ⾏動⽅案



⽤「正⾯評價」⿎勵
學⽣的表現，讓學⽣
逐漸獲得成就感；同
時給予其「適度指
導」，協助學⽣尋找
到⾃⼰的學習模式。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確立⽬標

透過進度與時間的規劃來製作相關檢核表，並可
搭配各項任務的完成度或相關評量⽅式，滾動調
整⾃我學習進度。

B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B3. ⾏動⽅案

2 促進⽅式

成果及反思
進度檢核
並調整



引導學⽣對學習過程與結
果進⾏反思三部曲：描述
⾃⾝變化；可提出下⼀個
明確的⾏動；能對⾃⼰的
學習⽅式提出改善建議。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確立⽬標

⾃主學習未必會有完美的成果，重點在於⾃主學習計畫的擬
定與執⾏過程。所以此部分的成果可以呈現個⼈對該主題的
練習與操作歷程紀錄，或是對該主題最終學習成果的呈現，
例如：進度紀錄表、實際操作的影片、實作作品的影像等。

3 詰問討論

成果及反思

B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B3. ⾏動⽅案



學⽣針對有興趣的⾃然環
境、社會⽂化、政治經濟
及職場體驗等不同⾯向主
題，進⾏資訊蒐集、觀察
體驗、⽥野調查、訪問訪
談等學習活動。

定義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1 指導策略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教師透過引導和提問，協
助學⽣建立基礎認知，釐
清⾃⼰蒐集資料的視⾓與
⽅法，是保持距離的客觀
觀察還是實際參與的觀
察。再透過有⽬的、有系
統地規劃，選擇合宜的紀
錄和輔助⼯具。最後，嘗
試了解觀察對象所處的狀
態，進⽽去挖掘這個狀態
可能存在的意義。

B2. 實察體驗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確立⽬標

依照不同的探索⽅向，擬定相關具體的階段⽬標
例如：可延伸學校課程中的地⽅學，野外考察等實地
體驗的課程，發現有興趣的新主題，再深入探索。



1 指導策略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初始的觀察對象以近鄰的
⼈、事、地、物為佳，選
題 原 則 建 議 「 由 近 ⽽
遠」，觀察和發現內容則
是「由外⽽內」，透過觀
察和蒐集資料，層層發
掘、逐步深入，應避免先
入為主，影響客觀性。

B2. 實察體驗可以怎麼做？

確立⽬標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

可依循「由近⽽遠」、「由外⽽內」的原則，去發現
⾃⼰與外界、⾃⼰與相關知識、技能領域的關係。例
如：透過觀察、紀錄、資料搜集等⽅法，層層發掘、
逐步深入周遭的⽣活環境，並從中體認⾃⾝與外在的
關聯。

提出
學習⽅法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協助學⽣啟動個⼈的聽聞
與感知，進⾏⼈、事、
地、物的觀察並與之互
動，並可使⽤⽥野⼿札、
社群媒體、APP等⼯具。
⽥野觀察、⽥野感知以及
⽥野解釋或詮釋的成果，
亦可利⽤⼯具或多媒體進
⾏綜整與呈現。

B2. 實察體驗可以怎麼做？

確立⽬標
提出
學習⽅法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

學習進度可依照計畫所擬定的階段⽬
標，逐步安排如何進⾏觀察、紀錄、
相關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等⼯作。

2 促進⽅式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2 促進⽅式

教師可依學⽣先前擬定的
計畫表作為檢核基準，定
期追蹤檢核其進度，並引
導學⽣察覺到之前未納入
規劃設想的變因，或實察
中遭遇的問題，進⽽檢視
⾃⼰蒐集資料的視⾓與⽅
法，並協助提出解決問題
的⽅法。

B2. 實察體驗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成果及反思確立⽬標

依照計畫中的階段⽬標來製作相關檢核表，並⾃我檢
視實查結果與原始規劃之差異，進⽽檢討資料蒐集的
視⾓與⽅法，依此滾動調整⾃我學習⽅法與進度。

進度檢核
並調整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詰問討論⼤致可分成
兩個⽅向：對外在觀
察對象的思索及據此
向內延伸進⾏⾃我探
索。⼀⽅⾯引導學⽣
深入思考實察中觀察
對象存在的意義為
何？意象的表徵特質
為何？交雜在⼈與時
空間互動的脈絡理論
⼜是什麼？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確立⽬標

此部分的學習成果著重於主題的挑選、學習計畫的擬定與執⾏，特
別是過程中如何探索、反思⾃⼰與主題間有何關聯。學習成果可有
底下形式：實察紀錄、分析報告、導覽⼿冊與主題成果報告等。

另⼀⽅⾯，學⽣⾃⼰可從實察中瞭解什麼？發現什麼？進⽽再調整和修正⾃⼰
的看法，並思索⾃⼰在實察中的定位，究竟是客觀觀察還是參與融入。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3 詰問討論

B2. 實察體驗可以怎麼做？

成果及反思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3 詰問討論



釐清⽅向後，⾃我檢
視哪些內容可能是受
⾃我的⽂化習慣和主
觀價值思維所影響。
實察過程中觀看或感
知的意象，若與⾃⼰
先前的想像出現落
差，則可進⼀步蒐集
資料開展延伸的探
究、驗證，並或連結
⽣命經驗。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確立⽬標

此部分的學習成果著重於主題的挑選、學習計畫的擬定與執⾏，特
別是過程中如何探索、反思⾃⼰與主題間有何關聯。學習成果可有
底下形式：實察紀錄、分析報告、導覽⼿冊與主題成果報告等。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3 詰問討論

B2. 實察體驗可以怎麼做？

成果及反思



B3. ⾏動⽅案B1. 主題探索與操作
B2 實察體驗

3 詰問討論



透過學校課程為基礎，分析某個問題 /議
題（可以是個⼈、學校、社區、社會、國
家等不同層級）的成因和現況，找出相關
資源與規劃解決問題的可能步驟，然後檢
視可⾏的替代⽅法，最後決定將要採取何
種策略，並轉化為實際計畫與⾏動，最後
可以進⾏⼩規模實驗或公開展⽰。

定義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1 指導策略

可先引導學⽣發現問題，
並協助界定問題、判斷出
問題的重要性。在問題確
認後，可進⼀步引導同學
針對問題進⾏系統性分
析，再透過資料查詢、蒐
集與深入探討，找出其可
能對應的原因，釐清現況
（包含現⾏措施）與原因
間存在的關係。

B3. ⾏動⽅案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確立⽬標

應先發現與界定問題，根據問題分析來決定不同層次
的⽬標，並依此擬定具體可⾏的⾏動策略，例如：如
何提升校內訂購飲料使⽤循環杯的普及率；或如何讓
「學⽣倡議」落實於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1 指導策略

在對問題達到⼀定程度的
理解後，試提出可⾏的解
決⽅法。最終，將解決⽅
法轉化為可實際執⾏的⾏
動⽅案。教師可利⽤學⽣
經驗可觸及的事件為範
例，讓學⽣理解要執⾏⾏
動⽅案應要包含的步驟與
程序。

B3. ⾏動⽅案可以怎麼做？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確立⽬標

透過系統性地分析問題的現況，找出其可能對應的原
因，釐清現況（包含現⾏措施）與原因之間存在的關
係，研討可能因應的策略或可⾏的替代⽅案，並尋找
資源與提出執⾏步驟。

提出
學習⽅法



在還未確認⾏動⽅案的⽬
標前，可設計或使⽤合適
的表單，引領學⽣找出待
解決問題與⾏動⽅案發展
⽅向，如：包含了未來需
求、感興趣或擔憂的事、
應對策略的NEWS定位學
習單。

B3. ⾏動⽅案可以怎麼做？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確立⽬標

透過系統性地分析問題的現況，找出其可能對應的原
因，釐清現況（包含現⾏措施）與原因之間存在的關
係，研討可能因應的策略或可⾏的替代⽅案，並尋找
資源與提出執⾏步驟。

提出
學習⽅法

2 促進⽅式



確認⾏動⽅案⽬標後，老
師再協助同學尋找進度規
劃⼯具，如：⼯作群組⾏
事曆、⽢特圖、企劃書等
表單，以利同學規劃⽅案
進⾏的進度。

B3. ⾏動⽅案可以怎麼做？

進度檢核
並調整

成果及反思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確立⽬標

2 促進⽅式

提出
學習⽅法

計畫進度的擬定須考量兩個⾯向：
(1) 對問題現況與其對應原因的系統
性分析；(2) 所提出的因應策略與擬
定的執⾏步驟，兩個⾯向之間是緊
密關聯。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在執⾏⾏動⽅案的時
候，引導學⽣透過定
期的團體報告，掌控
彼此的進度與促進相
互學習。在成果彙整
前，老師可協助各組
檢核最終的紀錄是否
完備。

B3. ⾏動⽅案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確立⽬標

進度檢核不應只是針對⾏動⽅案的執⾏步驟，也
需納入前端的問題分析與因應策略，並透過步驟
的進度檢核，回頭審視問題現況分析與因應策略
是否能符合實際可⾏性，並滾動調整計畫進度。

2 促進⽅式

成果及反思
進度檢核
並調整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無論最後的⾏動結果是成
功或失敗，整個⾏動⽅案
執⾏過程都可以引導同學
進⾏反思。從最初的問題
界定、過程中時間的規
劃、⽅法的安排與結果的
彙整，是否有可以再更精
進之處。教師以提問與互
動討論的⽅式來引導學⽣
思考，逐步排除問題，並
反思此次⾏動⽅案的經驗
會如何影響未來學習。

B3. ⾏動⽅案可以怎麼做？

提出
學習⽅法

擬定計畫
及時間表

確立⽬標

B1. 主題探索與操作｜B2. 實察體驗
B3 ⾏動⽅案

3 詰問討論

進度檢核
並調整

學習成果著重於議題的挑選、問題的形成、不同層次⽬標的
探索、執⾏步驟的擬定與執⾏，特別是執⾏過程中對⾃我處
境的反思與影響。學習成果可有底下形式：活動企劃書、解
決⽅案報告書、成果展覽活動等。

成果及反思



實作與練習篇B
THE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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