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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3-3-02 

花蓮縣 113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總團)實施計畫 

        

探究式學習策略與融入 AI 素養之 

PBL 專題教學模式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作業要點。 

(二)花蓮縣 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花蓮縣 113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 需求說明 

112學年度輔導團在入校輔導時，發現學校教師在教學與課程規劃方面臨一些教學信念上

的問題，對於新課綱中「適性」、「揚才」、「自主」、「探究」等理念有許多存疑，實踐上

困難重重，偏鄉學校在探究教學和 PBL 的實施上存在資源和經驗的不足，教師對於教育 AI 的

認識普遍有限，缺乏有效的教學應用案例，且教師在運用數位工具和探究策略進行教學設計的

能力有待提升。 

113 學年度為引導團員思考花蓮縣偏鄉學校的教育特性與偏鄉小校的課程與教學問題，

在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啟發思維、培養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

我們深知，教師的專業成長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特別是在偏鄉地區。本

計劃旨在透過一系列的專業發展工坊，加強國教輔導團員在單一領域及跨領域之探究教學、PBL

課程設計的能力，以及對教育 AI的瞭解和應用。探究式學習和問題導向學習（PBL）能夠有效

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隨著 AI技術的發展，教育 AI的應用也將成

為未來教學的重要方向。因此，我們期望透過本計劃能針對探究教學和 PBL進行專業培訓，並

提供實際操作的機會，將輔導團員開發的探究策略、PBL 課程及教育 AI 運用之相關案例，彙

編適合花蓮教師的使用指南。最後，期待參與本計畫各領域輔導團員，讓引領更多教師瞭解並

實踐探究教學，包含單一領域及跨領域的，創建一個支持網絡以促進知識和經驗的共享。 

三. 目的 

(一)藉由探究與差異化教學落實素養導向教學：透過系列產出型工坊，強化國教輔導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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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AI 工具在探究教學和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專業知識與實踐能力，引發輔導員共

同成長精進之動能，以強化其專業發展能力。 

(二)培養輔導團員 AI 教育應用的能力與素養：透過認識 AI的發展現況，思考教育現場應

面對的議題，增進輔導團員依學科屬性運用教育 AI的技能與負責任的使用態度，並及早

建立相關使用規範。 

(三)培養輔導團員運用多元探究策略的能力：讓轉導團員從運用好的探究策略出發，理解

素養導向課程中運用多提問、表現任務與多元探究策略如何在單一領域/跨領域相互配

搭，最後能研發實作教學示例，以支持國中小教師實踐素養導向教學。 

(四)因應學校特性，引導輔導員共創入校協作所需之教練技術，並引發團員新思維與提升

創新之專業素養，提高教學支持與諮詢輔導績效。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花蓮縣自強國中（暫定） 

五. 辦理期程：113年 10月~114年 5月共八場次 

六. 辦理地點：教育處三樓 教師成長基地 

七. 參加對象與人數：本縣課發中心、課程督學、國中小各輔導團員、校級課程領導人(邀

請制)，預計 140人次。 

八. 實施內容： 

研習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助理講師 
備註(時

數) 

113/10/24(四) 

09：00~16:00 

優化教學策略：投入策略、聚焦策略的課

堂運用與實踐+教練技術 主講：師大附中 

蘇淑菁老師 
(負責培訓央團 TPACK 教師) 

 

助理： 

央團培訓計畫助理 

蔡宗霖老師 

內聘助教 3人： 

花蓮 TPACK種子教師 

6 

113/11/28(四) 

09：00~16:00 

優化教學策略：組織策略、調查策略的課

堂運用與實踐+教練技術 
6 

113/12/19(四)   

09：00~16:00 

優化教學策略：概念通則策略、反思策略

的課堂運用與實踐+教練技術 
6 

114/01/21(二) 

09：00~16:00    

優化教學策略：以終為始的表現任務+教練

技術 
6 

114/03/06(四)   

09：00~16:00 
PBL是甚麼?為什麼要進行PBL課程？ 

1. 甚麼是需要真實情境真實問題？ 

2. 如何規劃驅動問題？ 

3. 協助各組檢視課程目標、驅動問題、總

主講：師大附中 

蘇淑菁老師 
(負責培訓央團 TPACK 教師) 

 

助理： 

央團培訓計畫助理 

6 

114/04/10(四)   

09：00~16: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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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性表現任務、利害關係人與課程架構)進

行課程評鑑與調整 

 

★輔導團員採跨領域分組 

蔡宗霖老師 

 

內聘助教 3人： 

花蓮 TPACK種子教師 

114/05/01(四)   

09：00~16:00 

PBL的教學落實與評量規準設計： 

1. 學習活動：如何進行關鍵提問？讓學

生思考變得可見？ 

2.行動方案如何評量？ 

3.協助各校檢視單元活動之學習活動-提

問、學習活動、學習策略與行動方案評

量) 

4 進行課程評鑑與調整 

5.運用AI工具設計評鑑規準、訂定學習

評量規準 

★輔導團員採跨領域分組  

主講：師大附中 

蘇淑菁老師 
(負責培訓央團 TPACK 教師) 

 

主講： 

蘇淑菁老師 

助理： 

央團培訓計畫助理 

蔡宗霖老師 

 

內聘助教 3人： 

花蓮 TPACK種子教師 

6 

114/05/22(四)   

09：00~16:00 
6 

 

九. 經費概算表(略) 

十、預期成效 

(一) 輔導團員能因應學校的不同特性，並研發不同創新探究教學策略(含單一領域及跨領

域)，強化入校輔導與陪伴知能。 

(二) 各領域團能因應學校特性與學科特性，強化各領域團 AI 教學應用的實踐力與教練能

力。 

(三) 輔導團員能於入校輔導時實踐本研習所學，幫助學校教師運用教育 AI 精緻化課程教

學與評量、實踐探究或研發 PBL 課程。 

 

十一、獎勵與成果: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之相關人員，依規定於以敘獎鼓勵。 

 

十二、附則: 

(一)輔導團員參與本研習所衍生之費用由精進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應，請各分團領召及

副領召鼓勵團員參與。 

(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三)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三、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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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成效評估之實施 

層面 預期成效 評估方式 評估工具 

1.參與者的 

反應 

一、研習規劃對於參加研習教師的團員

自我認同與思維創新有幫助。 

二、研習後，教師對於入校輔導知能與

自我領導有更深入的理解。 

問卷調查 滿意度調查表 

2.參與者的 

學習 

一、研習規劃有助於提升教師陪伴專業

知能，增進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的能

力。 

二、建立分享機制，協助教師發現入校

輔導問題，改進教學輔導方法。 

問卷調查 意見回饋單 

 
十五、預期成效 
（一）鼓勵教師分享交流教學輔導策略，強化入校輔導知能與自我領導。 

 

（二）鼓勵教師改變教學輔導技巧，帶動教學現場活化並提升教師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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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師參與研習滿意度調查表 
 

花蓮縣 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研習活動回饋表 

課程名稱：探究式學習策略與融入 AI 素養之 PBL 專題教學模式實施計畫 

 

一、 承辦學校： 

二、 研習日期：  

三、 參加人員：行政人員      教師      其他（請說明：               ） 

四、 滿意度調查： 

        項目 

 

問卷內容 

非常 

滿意 
滿意 還好 

尚需 

加強 
備註 

1.研習場地      

2.研習設備      

3.時間安排      

4.課程內容      

5.講師安排      

6. 研習心得(感受最深的部分 / 最感興趣的部分 / 覺得最實用，想嘗試的部分)： 

 

【附件二】這份問卷目的在了解您參與「探究式學習策略與融入 AI 素養之 PBL 專題教學模式

實施計畫」的心得。您的寶貴意見將提供我們規劃精進研習的重要參考，誠摯的感謝您！ 

                             項目 

問卷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參加這個研習對我的教學信念有改變     

2. 參加研習後，我對於設計探究教學 PBL課

程及教育 AI之運用有更清楚的理解 
    

3.參加研習後，我覺得「運用教育 AI研發探

究教學/PBL課程」在自己的教學實踐或入校服

務是可行的 

    

4. 研習後，我會將研習所學帶回輔導團增能

研習中與團員分享。 
    

5. 參加研習後，我願意在教學或入校服務實

踐「運用教育 AI研發探究教學/PBL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