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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趨勢，PBL 學習模式

近年來「PBL」成為全球教育界的熱門關鍵字，歐美許多學校以 PBL 做為課程與教學的核心系統，
甚至從幼兒園就開始。面對今日世界的變革，傳統「知識獲取」的學習方式已無法培養「學習力」，
學生是否具有「跨領域」的學習力，從而擁有「系統思考」的能力來處理真實世界的「複雜問題」
將成為關鍵（曾莉婷、陳美如，2022）1。  因此，Future 用 PBL 學習接軌國際教育創新趨勢，讓
學生學習如何在真實世界的問題中尋找創意解決方案或行動方案，不僅啟動孩子的自主學習力，
也給孩子一生受用的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成就每個孩子。

PBL 在 Future，是核心課程也是創新教學取向

PBL 作為 Future 的核心課程，參照「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理念，從「使用
者的需求」出發，設計來自真實世界非預期、模糊的問題情境，引導學生尋求解決方案或行動方
案，並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圖 1）。PBL 在 Future，是創新教學取向，既是學習方式也是行動歷程，
學生經由觀察、參與、對話與省思的過程，習得重要的學科 / 領域知識與技能和團隊參與的社會
情緒學習（SEL）技巧，過程中產生「行動經驗」透過不斷反思、調整與修正，終將能為自己的
學習負責成為學習的主人。 

PBL 在 Future
學生面向真實世界學習

1

1   曾莉婷、陳美如（2022）。運用知識翻新活動提升學生在能源教育之認知與情意學習。科學教育學刊，30
（3）， 241-265。



圖 1： 設計思考理念的 PBL 課程設計（Future 提供）

PBL 涵蓋三種教學取向，
其內涵與特色都強調探究實作與問題解決：

ㄧ 、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專題」由真實且複雜的一連串學習任務組
成，使用與真實世界相關且對個人有意義、
有趣、有挑戰性的「問題」來組織學習，可
以催化、鼓勵、增強或激發學生主動參與的
動機，過程中獲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更培
養學生的同理心激發「利他行動」能力的展
現。

以《健康幸福永續》課程為例（圖 2），其
中的「健康促進」主題，設計學生自身密切
相關的「個人衛生保健習慣的養成與實踐」
專題，透過視力 / 口腔 / 聽力等的健康自我
評估結果，激發學習動機的關鍵，下一步該
如何做 ? 如何建立正確的衛生保健方式﹖如
何讓自己更健康﹖…學生彼此分享個人的衛
生保健習慣，以及健康促進的做法，可以從
同儕經驗中學習，也可以提出自身問題尋求
他人的協助。 

圖 2：《健康幸福永續》課程架構（Futur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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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象為本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以真實世界的「現象」為探究議題，突破學
科界線，引發學生從整體觀點學習，進行廣
度的理解外，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更可以遷移
到日常生活情境中，對學生的學術實質、知
識呈現及人際互動上，都有很大的幫助（陳
玟樺、劉美慧，2021 Berg,2018）2。  

以《潔淨能源臺灣「能」》課程為例（圖 3），
涵蓋自然領域的相關基礎課程，包括熱能、
電能、靜電、電池、電路、電力輸送、家庭
用電安全等學科 / 領域內容，學生可以學習
到物理學中的「能與能量」核心概念，並且
遷移到生活中的貼切案例，像是再生能源、
電池回收、靜電危害預防管理、建築物防雷
措施、看懂電表和電費單、家用電器的耗電
問題、用電安全等。

圖 3：《潔淨能源臺灣「能」》課程架構（Future 提供）

三、問題本位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專題式學習或現象為本學習，過程都以「問
題」驅動，利用真實世界中的現象、議題來
形成問題，把學習置入結構模糊的待解決問
題（ill-structured problem）情境中。學生
圍繞「明確的結果和模糊的歷程／任務」3  

進行探究與實作，能夠學習到與問題相關的
核心概念或原理通則。「問題」為學習的起
點，整個解題歷程就是「做中學」的過程，
透過「自我導向學習」、「小組互學」、「師
生共學」，以及「教師導學」等互動、動態
與多構面的逐漸深化之學習歷程中（圖 4），

學生可藉助教師、同儕或自我搭設的鷹架輔
助，深入探索自己潛在的能力，在每一次的
引導中習得更高層次的能力。此外，學生有
機會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主題持續探索，比如
想解決自己的健康問題、或是生活中遭遇的
難題，以做好迎接未來生活的準備。

以《專題研究》課程為例（圖 5），Future
啟動每週至少十六節的 PBL 課程，提供一個
個連結世界的真實問題，讓學生透過一段較
長時間的持續探究，幫助不同能力與特質的
孩子找到學習的動力與熱情，並且深化學習
力。學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尋找
研究問題？如何蒐集文獻資料？如何設計研
究方法？如何整理研究資料？如何呈現研究
結果？如何發表分享？從陌生到熟悉，學生
學會了問題意識，系統思考研究題目並定義
研究問題，完整經歷研究流程，活用學科 /
領域知識進行探究與實作，最終完成個人或
小組的專題。

圖 4：PBL 學習歷程（Futur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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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玟樺、劉美慧（2021）。芬蘭一間學校的現象為本學習課程統整設計與學生學習表現。教育研究集刊，67
（1），107-156。
Berg, M. (2018). How to conduct and assess a Phenomenon-based project in school? In K. Lonka (Ed.), 
Phenomenal learning from Finland (pp.187-188). Helsinki, FI: Edita Publishing

3   問題所要探討的內容與問題條件相當明確，而最後
的結果能符合問題目標或滿足問題條件就是「明確的
結
果」；但是在解題或是產品創造的過程中，則是鼓勵
學生積極探索、展現創意、並能自主行動，因此整個
課
程的實施具有相當高的個別化、自主性與彈性，因此
其活動歷程 / 任務自然是模糊且無可規範的（唐偉成，
2020）。



圖 5（1）：個人專題研究成果（Future 提供）

圖 5（2）：小組專題研究進程（Future 提供）

Future 用 PBL 開啟孩子的潛能

教師團隊秉持專業與熱情，利用每週的共備時
間，縝密規劃長達數月到一學期的 PBL 課程，
思考如何設定個別化的學習目標、如何架出
差異化的學習鷹架、如何制定評量規準、如何
讓學生表達更多的聲音以對專題產生擁有感。
Future 用 PBL 課程打造跨領域學習的情境，讓
學生知道為何而學並且投入學習，手腦並用進
行深度探索和廣度理解，以 360 度全景圍繞著
真實問題展開學習，例如剩食危機、氣候變遷、
淨零碳排…，而最終的解決方案則充滿了各種
可能，既能洞察孩子的內心世界，還可以從中
發掘孩子的天賦潛能。

PBL 學習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主動參與的
熱情，師生、同儕一起蒐尋和運用資源進行探
究與實作，學生最終能產出產品 / 作品、解決
方案或行動方案，策展一次次的「學習盛宴」，
每一位學生都可以信心滿滿的向同儕、家長和
外部專家講解自己的學習成果，並接收回饋意
見進行反思、調整與修正，促進學習成長，開
啟孩子的潛能。

PBL 在 Future，評量即學習

PBL 沒有標準流程和解答，學習結果應被相
符應的評量機制來測量（Ravitz, 2009）4。  
評量賦予課程的生命，也活絡了學習的歷程，
只有藉著明確說明學生應該做的事，以及他
們能做得多麼好，學習成果的展現才有意義
（林怡呈、吳毓瑩，2008）5。  Future 採取
「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
的觀點，強調學生是主動且關鍵的評量者，
在評量上應扮演重要的角色積極與評量過程，
並藉由各項學習活動任務的自我評量，自我
監控學習，從中獲取回饋訊息來自我調整學
習內容、方式與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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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vitz, J. (2009). Summarizing findings and 
looking a hea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PBL research. 
The
 Interdisciplinar y Journal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3(1), 4-11. 
5  林怡呈、吳毓瑩（2008）。多元評量的活化、迷思、
與神話 - 教學歷程的個案研究。課程與教學季刊，
11（1），147-172。



PBL 以真實世界中的各種現象或議題展開學習，以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為目的，因為現實生活中的
問題不可能期待只用單一的、特定範圍的知識去解決，學習單、檢核表、實驗、專題報告、作品…
等都能用來評估學生的學習結果。評量是一個有系統的過程，始於確認教學目標，終於判斷這些
目標達到的程度，因此 PBL 學習過程中，教師會使用形成性評量或診斷性評量，包括觀察、實作、
面談、習作、學習檔案等多元方式，也就是「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目的用來診斷和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與能力，幫助學生鞏固學科 / 領域的知識理解與習得的技能。
每個專題結束時，通常使用總結性評量，如專題作品、成果發表等，亦即「確認學習成果的評量」
（assessment of learning），目的用來檢驗學生能否完整呈現結果、運用資料進行論述、清晰的
口頭發表等，學生也能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展、以及是否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此外，外部專家也
提出來自真實世界的觀點，讓學生的專題研究更加深入、精進。

總之，Future 的評量即學習，學生可以藉由各項學習活動或任務，自我監控學習，並且從所獲得
的回饋訊息中調整學習的內容、方式與進程。評量嵌入整體學習的過程中，以多樣化的面貌呈現：
1. 過程評估：著重 PBL 學習過程中的表現，例如合作、協調、溝通、表達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等，透過觀察與紀錄，作為評估的依據。 
2. 自評反思：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評量方式，鼓勵學生評估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成長和挑戰，
並進行自我反思，協助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3. 同儕評估：讓學生互相評價，分享彼此的觀察和建議，以提高團隊協作的效果。 
4. 成果評估：著重於 PBL 學習的最終產品 / 作品、解決方案或行動方案，檢視學生提交的書
面報告、海報、簡報或其他形式的展品，評估學生提出的研究結果或解決方案是否創新、可行，
以及他們對於問題的理解、分析和解決能力。
5. 發表分享：透過口頭報告和問答環節，評估學生的表達力和應對問題挑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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