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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段落 

第八章談到學習樣貌的形成，如何針對以深度學習為主去做的多元素養教學為

本章之重點。楊逸君教授首先導讀本章節重點之一的學習樣貌(Learnscaping)

概念，而其運用概念包括教師需加速並啟發學生的學習創意、能夠設計發展數

位學習的經驗與評量、能提供數位時代下的學習成果或學習典範、能促進形塑

數位公民之責任，以及教師能投入專業成長等等。上述五種教師需具備的能力

為環環相扣，若是其中一能力有發展，那麼其他方面之能力也會隨之有所進

展。而學習樣貌(Learnscaping)概念的發展除了需要較為全面性的課程設計

外，教學者也需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同時考慮學生的學習生態為何。此外，學

習樣貌(Learnscaping)也要求重新形塑多語學習空間的概念。學者、教學現場

老師，以及即將進入教學現場的師培生三方如何一同重新形塑共享學習空間，

也是需深入思考的。學習空間旨在發展對實體、社會，抑或是認知空間不同場

域的察覺，這些空間也會影響學習生態，同時也會影響不同學生之學習樣貌呈

現；而經過深度學習後，每位學習者自然會有不同的學習樣貌呈現。 

在設計深度學習段落任務時，有一些需要思考的部分。首先是不局限於設限好

的時間表中，深度學習往往需要深度的發想一學習主題，也因此，教師不應侷

限在一課堂的時間表中，而是應設計一連串相關針對此主題的課程。設計深度

學習段落時，也應考慮在深度學習的生態中去發想課程，而此發展不一定為線

性，但仍有一定的發展順序。在學習者層面，教師應協助改變學習者的心態，



以達到讓學生能逐漸主動投入深度學習。在教師層面，如何產出並維繫學習環

境的條件，讓學生能投入並有學習成效，同時需作為引導者以引發學習者的正

向成長心態，這些都是設計深度學習段落時至關重要的部分。最後，師生間夥

伴關係的建立也為本章所強調，夥伴關係的建立會影響許多不同層面的學習。 

 
 此外，在設計深度學習任務時，也有其他需納入考量的重點。首先是將學

習者的長處、需求，以及興趣納入任務設計之考量。楊教授也在此舉實例說明

現今學生大多不喜閱讀過多文字，並且喜歡以圖片抑或是懶人包方式了解事

情，教師在設計深度學習任務時，就可以將此特點納入考量。另一考量重點為

領域核心素養之結構，其中包括認識論(epistemology)、探究練習(inquiry 

practices)——引導學生問好的問題以激發學生之思考、總體準則概念與主題

之呈現、呈現概念與主題之方式、不同領域之言談結構。讓學習者清楚了解如

何執行、如何組織自己所學到的訊息、如何讓學生說明解釋自己所學的知識，

並能進一步運用其進行思辯也是另一考量重點。最後，深度的理解與深度練習

都能幫助神經網路成長，促進深度學習。 

 

 本章另一小節提及設計學習任務準確度，也就是教師在設計學習任務時如

何使其貼近學生，或是使其與專業領域知識實務相結合。首先為相關性

(relevance)，亦即讓學習者能透過學習任務感知到自己學習此知識的需求及必

要性。接著為語言建構的過程以及語言的使用。學生在學習到知識語言後能夠

以其進行建構跟使用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此外，教師在設計學習任務時，

也必須思考學習任務是否能夠幫助學習者發展專業學科素養不同的言談結構，



意即當學習者能夠了解不同領域間言談結構的差異。如何經由語言形塑學習者

所得到的知識與經驗(languaging)也是教師在設計學習任務時需考量的重點。

其他重點包含幫助學習者建構透明可移轉之學習路徑，協助增加學習者學習之

投入程度、對知識的覺察以及學習進程，學習者能透過思辨性反思進行修正並

進步，深度學習評量與實務的結合性，以及合作性學習樣貌下師生夥伴關係的

運作等等。 

 

 楊教授接著導讀本章提及關於深度學習段落(deeper learning episode)的

四個活動領域(four activity domains)。書中將其概念分為學習者角度以及教

師觀點。針對學習者部分，主要聚焦在學生首先能投入並習得基本概念與技

能，在學會了之後進行反思進而達到深度學習之境界，而後就能將習得的精熟

技能轉移至其他領域(knowledge transfer)，並應用到不同的學習情境。針對

教師觀點，為了能讓學習者投入，教師如何啟動學生使其願意投入就成為至關

重要的部分。楊教授也強調此為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CLIL)框架裡非常重要

的概念，也因此教師在此循環中應扮演推動的角色，以促進基礎技能的了解與

習得。此外，教師也應提供學習者回饋(feedback)，並有組織地提供學習內容

(feed up)，以促進學習者持續的專業成長(feed forward)，同時協助加速學生

之知識移轉。 

 
 針對深度學習段落設計，可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啟動(activation 

phase)，教師在此階段可先啟動學生之先備知識並建立關聯性。第二為表層階

段(surface phase)，於此階段中教師可以針對不同程度之學生給予回饋，並思

考如何解釋新概念或是內容知識，以讓學習者獲得基本了解。此外，此階段也

可以幫助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經驗，同時幫助其維繫學習投入的狀態。第三為



整合階段。在此階段中，教師要創造機會讓學習者能深入將所學內化成隱性知

識，並深度練習，最終達到不需過多思考回想就能清楚知道知識內容。最後則

是移轉階段(transfer phase)，教師在此可透過給學生挑戰，使其能將所學移

轉到不同的情境。 

 
 而在設計深度學習段落時，教師能透過自問的四個問題來檢視，而其問題

要素包括訂定個人化學習目標、主體化、學習自主、責任感、獨立學習，以及

思辨力等概念。此四項問題為「教師想要學習者了解或是能夠做到什麼？」，意

即將學習者之學習興趣、優點、學習需求等置於中心。「讓學習者能夠主動建構

知識最好的方式為何？」，教師在此面向可以把特定學科知識建構的方式，連結

學習者彼此溝通的方式與其學習興趣及長處相結合。「在不同階段時，學習者如

何展示出逐漸加深的知識了解？」，意即教師要如何知道學生真正學會了。對

此，教師能透過觀察課室間學生互動或是產出內容以找出證據。「教師如何在學

習者每一步的學習歷程中給予支持幫助？」，意即教師如何幫助學習者達到精熟

程度的學習。當教師能幫助學生達到精熟學習時，會反映在學生的個人成長

上，讓學習者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到，進而願意進一步繼續學習。 

 

 王雅茵教授提問：逸君老師是不是能針對章節中提到的 feed up以及 feed 

forward給予更詳細的解釋？ 

 楊逸君教授回應：書中前面章節也有提到這兩個部分。Feed up我認為是

教師如何有系統的提供知識來源。至於 feed forward則是當教師給予學習者足

夠多的輸入(input)、回饋(feedback)以及有系統的知識內容(feed up)之後，

就能幫助學習者持續成長。 

 王雅茵教授回應：我在讀的時候發現 feed forward這個詞最早應該是從企



業界來的。書中提到這三個詞時有舉例，我覺得 feed forward比較像是繼續給

學生動力，以加強學習者的深化學習。在企業界的說法是較為正向的，像是挑

出每個人的強項來提示他們。 

 丁玟瑛教授回應：在我的反思當中，教師一直不斷試著去引發學習者的學

習動機，但是當我想要去做如同剛才逸君老師說的，去告訴學生知識的源頭

時，學生大多是沒有耐心的。學生現在已經都普遍習慣淺碟的學習，也因此當

教師想要進行深度學習的引導時多半會很費力。但是我認為就算很費力還是要

繼續做。而 feed forward部分，教師就是要將動機深植入學生的意識中，讓學

生能夠想要主動去繼續學習，而這個層面不管是在基礎教育或是高等教育都應

該要持續進行的。 

 余立棠教授回應：我覺得這幾章讀下來就都是在強調教師應幫助學生學的

既深又廣，並針對每位學生進行因材施教。至於科技在這方面也能幫上很大的

忙。前陣子有一個新聞是關於台北市目前正在推動「數位實驗高中」，似乎就是

朝向這個方面去走。因在這個數位高中裡，百分之七十的課程都是數位化的線

上課程，而其著重的就是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並且能讓學生規劃自己未來的

方向，學校端就是提供資源來幫助學生達成目標，因此我認為教育當局也是有

注意到這個趨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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