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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導向」與「反思寫作」為策略的大一國文經典閱讀教學 

一、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1.研究的動機 

    本校為醫學專業為主的醫學院，學生在各種大學入學考試管道的成績表現上多屬於前段

學生，在過往的語文基本能力訓練上，學生已有一定的基礎。申請人在任課的大一國文或通

識課程的教學現場發現，「學生普遍在閱讀文本的能力上，較為缺乏的是對於文本的解讀以及

自我獨立觀點提出的能力」。由於網路資訊的發達，學生對於文學文本相關資訊的獲得不虞匱

乏；然而，面對這些資訊，學生似乎對於資料停留在「是不是、有沒有」的層次，而較難以從

資料的閱讀中發現問題，提出觀點，形成有效且完整的論述。有鑑於此，申請人試圖以學校

大一國文課程的學生為對象，如何透過大一國文課程的設計以及引導，讓學生能夠達成多元

思考及反思，並能獨立分析文本並提出觀點，成了課程設計時相當重要的議題以及目標。其

次，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申請人也發現，不論是個人，或者是團體討論的過程中，學生對於

文本閱讀後，「問題」的發現的能力，相對而言是較為貧弱的。從問卷調查中也發現，如果課

程單元透過老師的問題引導，其討論的效果也較為理想。 

 

因此，如何讓學生討論更有效率，成了申請人在 107-108 學年度反思寫作成果的基礎上，希

望能完成的教學目標。因此，本計畫除了反思寫作的持續實踐之外，將聚焦在以「問題導向」

的教學法1上，藉由實際的「問題導向」的引導，進而提升學生發掘問題意識的能力，成了本

計畫的重點。那麼，在大一國文的教學中，如何將類似醫學系 PBL的「問題導向」納入課程

的架構，使之解決學生學習問題以及達成所設定的教學目的，便成了本計畫的重要課題 

    基本上，目前 PBL的教學實踐，在醫護領域的課程中頗為普遍，然而在人文學科的課程

中該如何建構其規模？若根據〈大學「人文精神」通識課程中運用 PBL創意教學之實施成效〉

（洪瑞黛，2017）中認為：「人文精神的通識課程借用 PBL理念，幫助不同領域的授課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以問題為核心，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問題解決能力。」

                                                 
1 所謂的「以問題導向」（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的學習法指的是透過問題或情境誘發學生思考，並建

立學習目標，學生進行自我導向式研讀，增進新知或修正舊有的知識內容。PBL不只能夠解決問題，在處理問

題的同時，也是我們精進知識的最佳時機。詳見程慧娟（2006），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 ) 問題導向學

習法，教學新知。（網站：http://www.cfd.tcu.edu.tw/06news/news15.htm）。 

http://www.cfd.tcu.edu.tw/06news/news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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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換言之，透過 PBL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以及發掘、解決問題獲可以解決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提問以及問題意識建立等相關問題的一個方式。 

    本計畫的研究的主題設定在透過以「問題導向」結合「反思寫作」的策略，進而達成希

望在大一國文課程中讓學生能夠達成多元思考及反思，並能獨立分析文本並提出觀點的目標。

此外，本計畫將也持續透過以「經典」為文本的課程內容，藉由反思的記錄書寫，培養學生

檢視自我在學習上的優缺點。最後，透過這樣的嘗試，希望能逐步將課程朝著「培養學生人

文素養」、「厚實學生語文應用能力」以及「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建構學生獨立思考」等目

標前進，建立屬於本校學生特有的課程規劃與實踐。 

1-2.研究的目的 

    本教學實踐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學生學習，另一個部分是教

師成長。 

（一） 學生學習部分： 

1. 透過問題導向及經典的閱讀與講解讓學生學習人文精神的價值。 

2. 透過問題導向的引領，讓學生從中學習如何發現問題、分析、討論問題並進而解

決問題以及應用於生活中的能力。 

3. 讓學生能夠深入的分析、探討文本，並在書寫過程中檢視自己的思維以及如何適

度的陳述表達的能力。 

（二） 教師成長的部分： 

1. 激發更多課程的創意。 

2. 透過學生課程反思的實踐的檢視，設計、發展出貼近學生實際學習需求的課程設

計與互動。 

3. 透過問卷以及回饋表單藉此能有效地理解、分析學生在學習前後之間的差異以及

學習問題上的癥結與解決之道。 

4. 透過量表的分析以及統計作為教學調整的參考。 

5. 希望透過計畫的實踐進而撰寫成教學論文，讓教學與研究同時成長。 

2. 文獻探討 

    目前所見，人文課程中將「問題導向」做為課程改革策略的相關論文則可以參酌〈大學

「人文精神」通識課程中運用 PBL創意教學之實施成效〉（洪瑞黛，2017）該文希望透過問題

為核心的方式，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問題解決能力。而〈詩意書寫的童

貞仿做再製——以然靈作品為教學活動示例〉（陳鴻逸，2019）則希望透過問題導向的融入，

學生能夠對於對於經典對話，並透過詮釋進入生命的各種議題裡，從經典的欣賞開始，進一

步讓學生從問題的引導中找到對於自我生命的感動。〈PBL與哲學：「以問題為基礎學習〉（尤

煌傑，2008）該文則是透過是討論 PBL如何在哲學課程中呈現。〈以問題導向學習（PBL）整

合跨領域學習於通識「生命與倫理」課程之教學成效〉（辛幸珍，2010）該文從 PBL如何 「與

通識跨領域的理念結合下，對提昇學習能力、發展思考技能與運用多元知識的助益以及在培

                                                 
2 洪瑞黛、陳家倫等：〈大學「人文精神」通識課程中運用 PBL創意教學之實施成效〉，《弘光人文學報》21期

（2017.12），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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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自主學習與跨領域知能上相輔相成之效果」的脈絡下進行討論。 

    面對大學對於國文課程改革的趨勢，本計畫試圖將「問題導向」的策略與「反思寫作」

結合的嘗試，或許是提升學生相關能力的一條方向。回到教學現場，計畫將試圖透過問題導

向的引導，反思寫作的操作，希望可以達到提升學生對於文本問題提出、批判思考等能力的

目標。關於反思寫作相關論文以及成果，台北醫學大學林文琪教授反思寫作團隊近十年的研

究成果也多可以作為計畫規劃時的參照。3最後，本計畫在課程進行也藉由行動教學法的模式

以及「E-Learning System」多媒體教學平台的輔助，透過「問題導向」的策略，除延續以「反

思寫作」納入國文教學的課程嘗試外，藉由「問題導向」的引導，嘗試解決在前文所言學生

課程學習過程中較為欠缺的能力。透過經典的學習，問題引導，反思的書寫，希望能更有效

的提升學生學習之興趣並達成課程所設定的教學目標。 

  

                                                 
3此類論文像是林文琪：〈活化經典的課程發展策略與實踐經驗：以臺北醫學大學經典閱讀課程的核心化發展為

例〉，《經典教育論集》（台北：台北醫學大學出版，2017年），頁 37-92。《反思寫作論文集》：台北市：台北醫

學大學，2017年 7月出版。「反思寫作融入臨床技能教學」之教學模式研發與教學實踐行動研究 106年科技部

醫學教育學門計畫成果討論會(台北：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017年。「從反思寫作探論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的

應用與發展」，2016國際反思寫作教學研討會。理論的部分則有如：《反思教學導論》：Kenneth M. Zeichner、

Daniel P. Liston；譯者：許健將，心理出版社，2008年 6月。《教學生做摘要－五十種改進各學科學習的教學技

術》：R. Wormeli；譯者：賴麗珍，心理出版社，2006年。等亦可作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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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仍以申請人國文（一）、國文（二）課程為範疇，以「經典」為中心，以主題架構

課程，以單元為次序。全學年共 36 週，基本上將分為八個單元（詳見於課程設計），每個單

元以各類經典之閱讀中心，透過問題引導進行討論，透過反思、記錄進一步檢視自我的學習

結果。各單元透過文本的分析（例如生死、人性、善惡），並旁及文本當時的「歷史」、「文化」

的瞭解，試著討論文本的重點，並延伸對於相關議題、制度的討論，最後進而反思作品所凸

顯的問題以及尋求其解決之道。簡言之，課程的進行，課程以經典為基礎，以問題導向為策

略，再加上反思寫作，訓練學生思考與書寫。至於課程的實際進行及操作，仍與歷年教學相

同，將課程區分為「預讀」、「問題導向」討論、記錄以及課後反思回饋等部份。 

    藉由「問題導向」的引導以及反思寫作的課程規劃，最終目的在於引發學生課程的學習

動機，以及對於所學得的知識的延伸應用，建立學生自主、獨立的學習能力與態度。此外，

整體課程的學習模式將也與多媒體輔具結合，透過數據分析讓學生可以了解自身與他人學習

程度上的差異。最後，透過課堂內、外相關知識的學習與獲得，以及對於學習過程經驗的反

思，並經由不斷地分析、提問、討論，調整，建立一套自我學習的理論基礎，建構自己的觀

點。 

5.評量策略 

    課程的評量方式仍與歷年教學相同，劃分為「課前的預讀」、「課堂上的討論參與」、「反

思日誌的書寫」，以及「個人以及團體作業成果」以及「同儕互評」等部分。除藉由以「問題

導向」為核心，藉由科技工具、反思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外，透過這樣的活動模式代替

傳統的紙筆考試問答考試，讓學生在多元學習的狀態當中，獲得更多能力的提升。 

6.結語 

    本計畫在教學現場上透過「問題導向」元素的加入，希望達成解決學生學習問題以及課

程的目標。藉由如此的操作，希望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強化對於國文與人文通識相關課

程的學習成效。透過問題的引導，從學生閱讀、描述、分析、感受、結合個人實際經驗、分

度分析經驗以及自主的學習規劃等步驟，一步步讓學生不僅可以從自己本身出發，也可以透

過一次次的反思檢視，更清楚自己的學習狀況，透過這樣的模式，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

而不僅僅只是在課程學習中的旁觀者。 

四、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馬偕醫學院 109學年度大一國文課程的學生為主體。學生皆為大一新

鮮人，在基本特質上大致經由高中課程的洗禮，對於國文學習的經驗與印象多停留在語意理

解的語文訓練層次，對於觀點的建構的能力較為匱乏，對於問題的解決也多呈現一元性的思

考（追求共同答案），缺乏獨立思考的勇氣與能力。以「質性研究」為基礎，並根據研究目的

與問題擬定出研究架構與程序，透過資料的閱讀與分析，最後作為教學調整之依據。 

1.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學生學習成效以及發表規劃、教學成果對教學社群可能產生

之影響與貢獻 

（1） 學生能有問題提出的能力。 

（2） 學生能有效進行文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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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寫作、思辨能力的提升，能清楚理解自身的學習狀況與成長。 

（4） 增進問題意識建構的以及分析問題、解答問題的能力。 

（5） 參加或籌辦教學成果分享會、教學方法研討會等，分享教學成果（預計 1場）。 

（6） 能撰寫成教學成果。 

 

2.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學生作品部分： 

藉由配合課程主題，延伸出「議題討論」、「訪談」、「作品分析」、改寫、創作等相關作品的

產出。（如附錄） 

 

（2）教師成果部份： 

 

109學年度教學評量證明單 

單位：全人教育中心                          授課教師：蕭旭府老師 

學年 課號     課名          分數  學年 課號     課名          分數 

109-1 LN101A 國文（一） 4.61 109-2LN201A 國文（二） 4.67 

109-1 LN102A 國文（一） 4.64 109-2 LN202B 國文（二） 4.68 

109-1 LN102B 國文（一） 4.67 109-2 LN202C 國文（二） 4.73 

 
由教學評量結果大至可見教學成效，然教師在在整年國文教學以及計畫的實踐過程中，研究

者的反思如下： 

1.各單元設計，透過問題的過議題的引導與示範，學生的確漸漸比較理解如何解、分析作品，

並透過問題延伸、應用到現實生活之中，達成教學目標。 

2.課後的各單元的回饋，讓學生對於課程習得的確有幫助。 

3.學生課堂的提問，以及課後的反思讓老師可以適時調整教學內容以及教學策略。 

4.透過問題導向的教學策略，讓學生的反思寫作內容更具深度及豐富性。 

5.問題的引導會影響學生作答的方向，此點仍有改善的空間。 

6.透過課程教學方試以及策略的介入，仍需要學生更主動配合。 

7.以問題為引導的立意甚善，然而有時會流於片面的或者是粗淺的談論，無法進行有效的深度

的探討。 

8.若於課堂進行反思記錄，學生反思記錄的時間會影響記錄的品質。 

9.課程補充的資料如何更有效的應用，這是老師必須思考改善的部份。 

10.課文的取捨可作為爾後國文課程改善時的參考。 

  



7 

 

（3）學生學習回饋（109學年度匿名問卷，有效問卷 112份） 

1.透過 109學年度期末的匿名問卷，學生的回饋如下表單以及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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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教務處問卷前後測結果： 

 

護理學系 A班教務處問卷前後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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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 B班教務處問卷前後測結果： 

 

2.學生問卷質性回饋： 

109學年度期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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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透過一整年度的國文教學，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設計，以及課程實際的操作，整體看來，

不論是從學生的作業、作品、討論的記錄以及反思回饋單的回饋，基本上應該有達到了預期

的教學目標及效果。然教學過程中還有許多困難及可以改善的地方，這些部份可以作為下次

計畫改進的參考： 

(1) 國文課程必修存在的必要性，是否轉為通識博雅教育。 

(2) 學生透過網路電子資源學習的缺點反思。 

(3) 如何引導學生對於議題能有獨立分析以及建構問題的能力的改進。 

(4) 使用電子平台的比例與時間的掌控。 

(5) 如何透過問題的引導讓學生接受多元的思考模式，破除以單一價值觀看待生活上不同的

人、事、物。 

(6) 教學成果是否一定要形成研究論文抑或是是否一定要有論文才能證明成果？是否在計畫

實踐過程中淪於形式主義的呈現？畢竟教學現場是活的（學生熱烈反應），事後這些數據是死

的（無法行程議題成為期刊論文），質（上課實際內容狀況）與量（教學成果產出）的兼顧，

孰輕孰重的迷思，如何平衡及調節，是研究者往後需要面對並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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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Appendix) 

4-1. 課程活動及作品成果舉隅： 

題目的分析與申論：詩經選讀 

1-1請就作品，分析其文本中的修辭結構，並分析此作品的主題及意義。再者，歷來

解詩者有諸多說法，《毛詩序》認為：「《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

朱熹認為：「男女奔淫期會之詩。」而詩的表面則不過是一首「愛情詩」而已。請分

別從「毛詩序」、「朱熹」以及您的觀點，分別闡述兩者的評詩標準以及你的看法。

（理解、分析文本） 

1-2若言《詩經》作品所呈顯的是一個以「農業民族」為本的一個理想社會；在此前

提中，試以男女之情為主軸的〈關雎〉、〈漢廣〉兩詩的內容，分析這兩首詩中所討論

的主題為何？並對此主題所欲建構的理想是什麼？所反映的現實是什麼？請針對主題

進行討論。（問題意識的建立） 

1-3若檢視現今民法對於婚姻的規定，您認為是否合理？請提出你的看法，再者，以

現今「多元家庭」的議題與其兩相對照，請問是否與之衝突？以上問題，請試以各種

角度（例如：經濟、文化、社會、性別等等）來表達您的看法。（主題的延伸應用） 

4-2. 課程活動舉隅：張愛玲小說選讀 

請發表您對於閱讀完本篇小說後的簡單心得，並表達你是否認同此小說的結局是一個

幸福的結局？請簡單表達你的看法。（文本的理解能力） 

根據老師給予有關於五四時期魯迅等作家對於婦女問題的相關參考資料的閱讀，以及

對於傾城之戀的閱讀後，請問，雖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那個勇於逃離家庭的娜拉

成為五四時期的文化偶像，但隨後魯迅等學者也提出對於此問題的反思與質疑。在這

樣的脈絡下，〈傾城之戀〉中，如果說張愛玲透過了「白流蘇」、「薩黑夷妮」的遭

遇，對於五四新文學時期「女性自覺」中，鼓勵女性出走（娜拉出走）的主題，以戲

擬（Parody）與反諷（Irony）的方式反思。那麼，張愛玲透過白流蘇等女性，凸顯了

當時女性出走的困境。請問，你認為造成當時女性出走的困境的關鍵點是什麼？張愛

玲的解答是什麼？您同意嗎？或者你的看法是什麼？最後，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

你認為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女性還有哪些困境？請自由討論。（問題引導及其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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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課後作業舉隅：詩經選讀 

1. 閱讀了《詩經》中許多關於愛情故事的詩篇，不論是最後結為連理的〈關雎〉、無

法成婚的〈漢廣〉，抑或是面對戀人的背叛大膽表達自我情緒的〈搴裳〉等作品，這

些作品表現了對於感情種種的期待、想像與反應。現實生活中的我們，其實也如詩歌

中的男男女女，為情所包圍，為情而喜悅，甚至為情所困。因此，請您描述一段關於

愛情的故事，或真實，或想像，並在寫作完成寫下您的看法或心得。（問本的理解、

分析能力） 

方式一：01.訪談一對個人、戀人或配偶，請他們描述他們理想中的愛情樣貌，或戀

情的過程（可以包含心動的原因，相識等），並以上述《詩經》的作品中的主題訪

談，請被訪談者發表其意見。02.寫下你對於他們整個愛情過程的感想。03.發表你自

己的愛情觀點。04.整個作業的心得。（觀點的發掘、延伸應用能力） 

方式二：自行書寫一篇關於「愛情」的故事，主題自訂，文體以小說、散文為限，文

長以 1000-4000為原則。 

方式三：改寫《詩經》中的一篇，文體不限，擷取主題，進行自己的創作，最後並說

明自己的構想與寫作心得。（主題的延伸及創作力）3. 心得與反思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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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改寫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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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表單網址： 

1.期初表單：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

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TRXUUpZREdJMDdVUEww

MTcwQVM0UzVURy4u 

2.期末表單：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

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EM3TTJKTTZGUDBPU1I5W

VhPMTU1NzY3Qi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TRXUUpZREdJMDdVUEwwMTcwQVM0UzVURy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TRXUUpZREdJMDdVUEwwMTcwQVM0UzVURy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TRXUUpZREdJMDdVUEwwMTcwQVM0UzVURy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EM3TTJKTTZGUDBPU1I5WVhPMTU1NzY3Qi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EM3TTJKTTZGUDBPU1I5WVhPMTU1NzY3Qi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HzVs6N-nZUaYx_eZAPUvObQqMXhQqHBBvomNMOVxoY9UOEM3TTJKTTZGUDBPU1I5WVhPMTU1NzY3Qi4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