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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們只有帶著理論的眼鏡來研究，
卻使我們的能力受限，因為理論雖然
投射一道光芒照亮某些事物，但是在
光束之外我們卻一無所知。

(Fishman & McCarthy, 2000)。



國小教師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及婚
姻滿意度之研究-以台北縣國小教

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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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傳統教學模式無法因應快速變遷的青少年
問題

(二)、網路諮商開始有新的議題供討論研究與
落實

(三)、數位學習或數位平台在理論與實務之間
的落差師資培育教育已有相當研究成果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動機

（一）評估混合式學習在青少年心理上的運用
（二）探討數位學習對「學生敘說青春生命

史」之創意輔助情形。

（三）瞭解數位學習對「表達性藝術治療」
之輔導助益可能性。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學習

近年來國內與國外的數位學習內容或課
程設計發展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方面
的運用有藝術與人文、商業、管理與會
計、決策科學、經濟學、經濟計量學與
財務、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徐新逸，
2006；劉君毅，2007）。



二、敘事治療

敘事主要的核心概念讓當事人使用更寬度的視野，
看待周遭事物，促使當事人對於生命能有新的發
現或創造，而且是獨一無二的經驗(Clandinin & 
Connelly,2000,p.20 )。

敘事是一種富有力量的教學/學習工具，假使學生
透過自己的故事而與人分享他們的關心、希望、
害怕、成就、和夢想時，會自然的形塑文化創造
社群，彼此會有凝聚力、關懷情(Collins & 
Cooper, 1997)。



三、表達性藝術治療

藝術創作過程本身，是一種生命表達的形式，在創
作過程中，生命有了出口（賴念華，2003）。

透過活動如繪畫、音樂、聲音、述說故事等藝術為媒
介，傳遞心理或情緒上難以言喻的歷程或情感；負面
情緒得以宣洩，提供自己有更多的機會賦予自己更多
的能量（陸雅青，1999,，2000）。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採取行動研究，以Moodle數位教
學平台作為突破傳統教學的虛擬教室。

師資培育中心的學生能在課堂中不僅能瞭解與
運用理論，同時透過敘事治療、表達性藝術治
療的模式，以及運用多媒體呈現「青春生命
史」。

從回顧過去，思考現在，展望未來的方式提供
訊息，讓其生活經驗、理論與實務有所聯結。



二、研究對象

為選修青少年心理學的師資生。



三、研究策略

透過行動和觀察，察覺相關問題，然後反思
研擬修改解決問題的循環歷程，調整知識庫
的內容，使知識庫的配置更符合教師與學生
的需求。

龍渠之課程設計模式
1. 目 的
分析目的
描述學生狀況
建議學習目標
考慮評估或評鑑

2. 學習的設計
分析目標
考慮教材內容
確定學習順序
決定教學策略
選擇媒體或教材
準備學習經驗

3. 評 鑑
試用分析結果
使用追蹤結果

4. 改 進

審查修正

開始？

圖一、龍渠的教學歷程圖
資料來源：劉玉玲（2005）。課程設計。台北：

新文京。



四、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的蒐集
1、參與式觀察
2、訪談
3、文件分析法
(1)、學生Moodle 的問題回應紀錄
(2)、學習回饋
(3)、研究者的省思札記
(4)、教師觀察記錄



（二）資料的分析

符號 意義與說明或範例

T T 指研究者

T觀20081025 表示在2008 年10 月25 日對於學生的
觀察紀錄

T思20081025 表示在2008 年10 月25 日教師的省思
札記

S1~S35 指師資生，S 為師資生student 的簡寫，
1-35 為學生的代號

S6 應20081025 表示第6 號學生在2008 年10 月25 日所
書寫之Moodel回應內容

S6 學20081025 表示第6 號學生所書寫之學習單的內
容

S6討20081025 表示第6 號學生交流園地之討論

S6敘20081025 表示第6 號學生之生命敘事

S6對20081025 表示在2008年10 月25 日教室上課對話



肆、研究結果



一、數位學習有助於學生自我探索

從師資生討論案例的文章、影片、以及心得討論發現，
師資生能從理論的向度評論輔導實務問題，也能關注
研究者建置動態的案例和輔導知識，注意師生對話對
輔導或班級經營的影響。有關此事，可以從師資生在
交流園地中抒發自己的感受得到佐證。



師資生說：「這邊的動態教學或影片能挑起一些情感、喚起一些記
憶，開展對青少年的關心。能見到很多不同文化的青少年，但確有
類似的成長經驗，讓我們能更瞭解理論的重要性」（S7討
20080923）」



在探討青少年次文化、網路文化等議題時，其
實這些時尚議題，師資生們也是活在當下，有
些問題是身處其中，並沒有年齡的限制。

面對友誼問題如友情、愛情的衝突，當事人事
很難先想到理論，再來解決問題。



有些問題並不是沒有發生，而是用消去法。例如校園內不談友情、愛情的衝
突，因為教起來麻煩，再不然就是不會考。期中考前師資生在作教師檢定的
考題，

「我不會的題目，可以用消去法找到答案」（S07討20081115），但真實的
生活也是要用消去法嗎？

「看到一篇有關Power老師的報告，他的班級經營很棒，甚至班上沒有兩性、
或情感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班規上已解決了，他用的是消去法找到答案
嗎？」（S12討20081115）。

世上有這種用班規就能解決兩性、或情感問題的策略嗎？



對話的過程，挑起「意識」，人們的「意識」是在不同
形式的社會活動中，被人們自己或適應、或改造外在環
境之行動所模塑的（夏林清，2002）。

諸多上述問題的對話，或許教學進度的緣故，或課堂討
論時間有限，Moodle上有討論區供有興趣的同學再延伸
思考。



「問題與自己產生關聯性學生才會花盡心思，千
方百計想要解決問題，」（T思20081120）。

數位教材實施於青少年心理學課程，可以幫助學
生自我探索。



二、數位學習可以挑起學習者的情意，對「表達
性藝術治療」有輔導上之助益

Dewey（1980）提出「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 ）經驗的精華在完整經驗，而完
整經驗的精華在美感經驗。

黑格爾認為「美」或「藝術」是理性與感性統
一而融合的結果。



「每一次上課開始，老師問我們今天的心情如何？然後
用音樂引導課程內容。課程上到某個段落用影音激起
情素，是可以防止我的疲憊」（S27應20081125）。

「這樣的歷程，可以感受到上課的節奏感」（S09應
20081125）。

其實這樣的方式，需要對班上成員適度的瞭解，「以
便因材施教、因學習者的心理狀態，給予心理學知識
的養分」

「會花費許多心理能力，好像在進行團體輔導，但從
他們思考的眼神，是一種正向的鼓勵」（T思
20081025 ）。



「一開始覺得老師是要我們練習團康，最後才瞭解不同
的水果有不同的美，香蕉的特色不同於蘋果，我也用這
種方法幫助國三學生，如何看待自己」（S07應
20081125），

「我找到不同膚色、性別、年齡、高矮、胖瘦的照片用
PPT呈現不同的美，重點不是我教國中生什麼？是我接
納自己胖胖、圓圓滚滾可愛的身材。」（S26討
20081012）



三 、數位學習的影像、音效，強化與美化學生青春
生命史敘說，有助創意呈現作品

關於生命故事的呈現，研究者要求師資生用音
樂作為背景，代表自己的生命之歌。

不論是PPT、或使用Flash動畫，或是其他型式，
要有圖像或成長照片。

這樣的要求是需要花時間構思與完成，而且要
將封箱多時的記憶拿出來，面對沉澱已久的經
驗，有時是一種心理負擔。





「透過一個簡單的ppt，或許不能包含全部的
想法和過去，但是至少可以讓自己好好的思
考，自己、家人、親人，重要他人以及自己
的成長歷程。」（S19應20081125），

「有時是一種天人交戰，我必須面對不想碰
觸的黑洞，哭過好幾次。」（S25應
20081125）。



青少年心理學我在我18歲生日那天出家了

當時父親為了要阻止我出家，寫了封信要
與我斷絕父女關係，當時也不知哪來的勇氣，
仍然選擇第二次出家。

在那裡待了半年，發現與平凡人一樣，有
許多的爭奪，於是我離開了出家生活……



這樣的課程設計理念是先讓學生們回到青春期，喚起
同理心與關懷情。

「我來自放牛班，曾是家庭或學校頭痛的人物。但老
師的愛，改變了我。我瞭解別人對成績不好、偏差行
為的學生，那種看輕的態度。其實他們在成長過程中，
接受的關愛機會必然少於一般學生。」（S3學
20081007）。



創意並不一定要大量使用色彩、圖像，有一
位男師資生，只用白底黑色字體及一首中國
古典音樂疏樓龍宿，這樣的結合，使平凡的
故事產生震撼力，讓我及師資生產生共鳴

「多年來我們一直是在換湯不換藥的考試制
度下成長，似乎惟有考試，才能向上流動」
（S06應20081203），

「但其間也犧牲了弱勢族群的孩子，因為讀
書、補習、考試；因為城鄉差距；因為家庭
破碎，造成教學現場許多教師無力感」（T思
20081204）。

青少年93080161.ppt


老師：我不想在眾人面前掏心挖肺！

台灣國中生_revised_.w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wlAf29Vj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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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中生_revised_.wmv


伍、研究省思



• 研究者在決定使用數位學習平台教此門
課程前，最擔心的是「資料給的愈多，
學的愈少」、「學生無法體會科技來自
人性」、「影片很有意義、音樂很動人
較為淺層的回應」（思20080926）。



•(一)、課程實踐行動與反思論路之間仍有許多
改進空間

•(二)、多元評量不是研究主軸，但評量過程讓
學生充分展現真實自我

•(三)、數位學習平台是有效學習工具，課堂與
線上教學的設計是學習良窳的關鍵



• 鼓勵師資生運用多重感官的現象、知覺、
與環境互動，是課程設計的一條隱而未
現的繩索 。繩串聯過去、現在、未來，
不僅幫助學生，也幫助自己感受人文與
科技的結合所帶來的課程「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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