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6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反省式教學---後設認知首部曲 

             以教師出發設計具備後設認知精神的教學 

 

主   持   人：張玲齡 E-mail：coo.bio@gmail.com 

共同主持人：游慈卉、黃郁博、何玉婷、孫晉忻、許哲瑜、劉慧平、柳淑芳 

執 行 單 位：景美女中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無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無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無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8 

7.辦理/執行成效：上學期完成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這學期利用高一多元選修每

週二小時的時間正式實施課程。每週授課結束後會有簡單的討論作為下週修正的

依據，主題課程結束後，由負責老師彙整觀課老師的紀錄與回饋，並進行團體討

論，意見交流。 

 

二、計畫目的 

(一) 使教師成為一位具備「後設認知精神」的教學者 

1 呈現教師的思考 

(1)備課過程 



 

例如該教什麼？如何教？為什麼想這樣教？ 

(2)授課過程 

教師對於課程內容的思考應即具備後設認知的特性，因此呈現老師的思考

等同於後設認知思考的最佳示範 

(3)課後反思 

根據教師的反思內容亦可幫助老師釐清思路、呈現思考脈絡 

2 協助學生學習，探索其自身思考流程 

此目標可透過教師採用促進後設認知的教學方法或後設認知工具達成，例

如互相教學法、放聲思考、提問、分組討論、作業、問卷、V圖、概念圖…

等  

3 教師具備後設認知知識與後設認知策略 

唯有教師具備後設認知知識與後設認知策略之後，發展具備後設認知精神

的教學才可能到位 

 

(二)  支援本校校本課程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教授 

透過實驗結果，建構適當的後設認知策略教學方式，提供參與校本課程後

設認知教學的教師以及其他對於後設認知有興趣的教師具體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 

(一) 課程規劃 

1以後設認知為課程目標，採用課綱導向的素養課程設計概念與教案格式

架構課程並進行後設認知策略教學。 

2以典範(後設認知知識介紹)、經驗(講授+實作活動)、遷移(表現任務)的

課程內容順序建構後設認知知識與策略 

3以光之名涵蓋整體課程，而以能量轉換作為單元間跨領域小實作的大概

念，既符合校本課程跨領域的訴求，亦從課綱出發深化學科學習 

4 根據文獻資料，後設認知能力是在問題解決的脈絡中發展而來，我們決 

定以任務導向的小實作作為後設認知教學的素材。不僅便於教師切入後設

認知的教學設計，對於學生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體驗也是一個自然又容易

引發興趣的方式 

5課程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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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思表單與教案格式 

1 呈現教師的思考 

(1)備課表單以預備(計畫)、課程講授與任務執行設計(監控、調節)、反思

三部分設計問題提供老師教學思考的協助並配合教案階段一、二的填寫，

呈現教師對課程目標、內容、評量上的思考 

(2)填寫授課、課後反思的問卷表單，呈現教師在授課過程的監控與調節以

及課後反思的後設認知過程 



 

2 協助學生學習，探索其自身思考流程 

(1)根據備課表單課程講授 (監控、調節)與教案階段三的填寫，呈現教師

選擇了哪些策略與後設教學法即符合此目標 

(2)根據單元主題的小實作內容，設計執行過程的問卷讓學生填寫，並根據

問卷回答內容讓學生自行勾選其在後設認知三階段計畫、監控、調節的執

行成效 

(3)小實作進行過程中，提供後設認知工具 V圖讓學生紀錄數據、轉換資

料、形成知識主張與價值主張，協助建構其思考脈絡 

 

3教師具備後設認知知識 

共同備課過程，閱讀相關書籍與論文、填寫問卷與教案討論皆使大家具備

對後設認知的理解 

 

(三) 錄影、紀錄與團體討論 

教師授課時，安排錄影、紀錄授課過程、師生私下指導的對話內容與學生

活動紀錄，並進行團體討論與回饋，提升教師自我了解，增進教師後設能

力。 

 

四、研究成果 

1施課完成 



 

2授課教師完成課後反思 

3以主題為單位，研究成員協助授課教師記錄課堂各組師生對話並回饋 

4學生完成主題任務與後設相關表單 

5研究成員們與授課教師就授課過程討論交流並記錄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整個研究的主軸，是以使教師成為一位具備「後設認知精神」的教學者

為目的，並以(1)呈現教師的思考、(2)協助學生學習，探索其自身思考流

程、(3)教師具備後設認知知識與後設認知策略三個向度著手。藉由備課、

授課、課後反思作為「呈現教師的思考」的依據，教師預備給學生填寫的

表單與授課中的對話紀錄作為「協助學生學習，探索其自身思考流程」的

表現，並透過討論與回饋增進教師自身的後設認知能力。雖然以上皆可作

為具備「後設認知精神」的教學者的證據，但若能做更進一步的分析應該

會更具證據力。 

2使教師成為一位具備「後設認知精神」的教學者之目的在於幫助學生具

備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能力，因此，學生後設認知能力是否因為教師的教

學特性而被提升是驗證教師成為一位具備「後設認知精神」的教學者之定

義重要的證據，非常值得未來持續的探究。 

3在支援校本課程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教學上，雖然上述研究仍有多方需

要驗證，但以目前的施課實況與回饋看來，以典範、實作、遷移三階段，

並輔以課程設計的能力，應該可以達到師生教與學的共同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