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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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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唯有教師具備後設認知知識與技能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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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學校行政單位與參與計畫的老師們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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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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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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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教師訪談，深入了解教師的內在想法並回饋教師，提升教師

自我了解，增進教師後設能力。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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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五、 預期成果 

(一) 參與教師精進課程設計專業能力 

(二) 以共備方式發展多組教學課程 

(三) 實施課程及教學反思調整 

(四) 帶動校內其他社群認識後設認知策略領域 

六、 檢討  

質性研究方法需再多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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