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林書弘 學號：1025329 科目：課程發展與設計 

日期時間：2017年04月26日（星期三）15時00分至17時00分(訪談教師) 

     2017年04月26日（星期三）17時00分至18時00分(小組討論) 

     2017年04月30日（星期日）20時00分至22時00分(小組討論) 

 

 

實地學習學校：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實地學習項目： ■訪談中學教師  □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其他： 

準備活動：□拜會機構相關人員  □場地探查  ■訪談大綱準備  □教案/教材準備 

■其他：小組討論 

實地學習內容與心得、反思（至少1500字，並附上活動照片） 

 

 筆者本學期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實地學習，是為著製作特色課程的專題，因此筆者與同組的兩位同

學前往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本文以下稱中科實中)，訪談公民科教師，了解中科實中的特色課程目

前實施的概況或困難點。 

  因此本文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簡述訪談老師的內容，第二部分將針對訪談內容作個人的分析與

反思。 

 

(一) 中科實中之特色課程訪談 

 

  當我們來到中科實中，便被高聳的校舍所震懾到，不愧為實驗中學，資源想見相當豐富，而老師

相當親切地招待我們，非常感謝她願意接受我們的邀約訪談。 

  而老師指出中科實中自創設就是實驗高中性質，因此所謂的「特色課程」對學校來說並不陌生，

目前中科實中共開設八門特色課程，一周三節課，從高一上到高二下實施，有時也會配合教育部的一

些計畫來額外開課。 

 



  由於老師是公民科老師，所開設的當然是公民與社會科的特色課程，課程的名稱叫做「走讀公民

與社會」，共三個學期，包含各次領域主題，期待透過這門課能夠達到「領域廣泛」、「加深加廣」、

「實務的探究」等三大目標。 

  但我們注意到十二年國教中，公民與社會科的領綱或課綱將會有變動，連帶影響授課時數，因此

就這個問題詢問老師，而她的回答是當然會有影響，但目前並不清楚會影響多劇烈，因此也不太清楚

未來的確切方向。 

  而「走讀公民與社會」定位是選修課程，並且是跨科目的協同教學，其中包含公民、歷史、地理

數個社會領域科目，並與在地文化結合，如大雅小麥、忠義社區等，培養學生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關懷在地文化。 

  然而，我們詢問老師，在課程的實行上是否有限制時，老師的回覆卻令筆者覺得困惑，老師認為

資源缺乏是中科實中特色課程的限制之一，另外就是課程中實地考察的前置作業部分頗繁雜，因此也

會成為課程實施的困難點，這個部分，留待第二部分筆者會再詳加反思。 

  而在評鑑的實施，有分成學生面與教師面兩部分。學生的方面有個人與團體報告，再加上最後的

學習檔案回顧與回顧特輯，並在學期末舉辦分享會，讓彼此的作品能夠被觀摩，並互相給予建議，讓

學習成效更加倍。而在教師方面，除了有課程評鑑，讓我們尋找更好的課程呈現方式，達到最原始到

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目標之外，最有趣的是老師也要有發表會，呈現給學生看，也呈現給老師看。而老

師最後說道：分數從來就不是重點，而是看見學生的成長。 

 

(二) 筆者自身反思與心得 

 

  筆者一直認為，中科實中可說是台中市地區首屈一指的學校，在資源上無校可比，但這次的訪談

也讓筆者更確信一件事情，不管學校多有資源，仍然會喊窮，這是相當弔詭的狀況，也不禁讓人反思，

我們的教育資源真的有分配均勻嗎？ 

  而不諱言，筆者在訪談過程當中，很難更深入地得知相關資訊，筆者認為這與老師的態度有關，

我們所提出的問題，都是非常關鍵的要點，但老師的回答有時卻顯得曖昧或者官方，筆者相當大膽地

認為，這次的訪談並沒有辦法完全地呈現出中科實中特色課程的實務狀況，僅停留在政策面或計劃

面，更深入或實際上的操作所遭遇到的狀況或困難，筆者並沒有相當完整地得知。 

  例如，當我們詢問特色課程所遭遇到的困難時，老師曾這樣說道：「當同學們為了查資料而來到



圖書館時，同時使用電腦的狀況下，便使得網路速度相當緩慢，因此這是需要突破的困難。」但對筆

者而言，「網速慢」應該屬於學校硬體設備可在更加精進的範疇，而不是「特色課程」的困難點，因

此聽起來確實讓筆者覺得相當詭異，但也有可能是我們訪談的語意表達不夠精準，這也是我們必須反

思的其中一點。 

  再者，筆者在前來中科實中訪談之前，曾有機會來到忠義社區遊憩，也聽聞中科實中雖坐落於此，

卻是與社區相當抽離的學校，若講直白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階層不一樣」。因此這次訪談也讓筆者

看見另一面向，如特色課程真的走入社區，訪問耆老或試圖解決社區疑難雜症，那其實是值得鼓勵的

一件事情。 

  綜上所述，中科實中的特色課程具有相當厚實的基礎，因著學校歷史背景，中科實中的特色課程

能夠受到重視，並不會像其他學校推行困難，另外在資源的方面其實是相當豐沛的，尤其近年來結合

科技部相關部會的計畫，加上中科實中的學生大部分都屬於高成就學生，因此更適合「高度知識」的

課程設計，也能凸顯與他校的不同，因此筆者認為，中科實中的特色課程更有潛力與發展可看性，乃

為一所以特色課程為校園文化的學校，在以升學主義為主流的台灣教育環境中，實屬難得。 

   

   （照片附於附錄處，所有照片若無特別註明，均由筆者拍攝）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總時數   通過與否 

訪談中學教師 2 時  5 小時 □ 通過 

 

□ 不通過 

 

訪談中學生 時 

課室觀察 時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時 

其他  3 時  

 
日期：   年   月    日 

 



附錄 

 

 

 

 

 

 

 

 

 

 

 

 

圖一、小組成員與老師合影 

(左起：茗宏、靖義、黃老師、筆者) 

拍攝者：中科實中某學生 

 

 

 

 

 

 

 

 

 

 

 

 

 

 

 

 

 

圖二、中科實中後門與社區建築 

(可觀察到中科實中的建築與社區有相當強烈的落差感，一邊是新穎的建築，另

一邊則是老舊的眷村，忠義社區的學子大多數無法進入中科實中就讀，因此這似

乎是一間相當抽離社區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