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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國學者 William Spady (1981)首先提出

• 「成果」(outcome)指學生在學習歷程結束後獲得的真
正能力，強調以能力水準描述學生的評量結果。

• 「成果」具以下特質:

• 完成所有學習經驗後最終獲得的能力

• 不只是學習的短暫表現，而是能內化到內心運作的歷程

• 成果愈接近學生真實學習經驗，存續性愈高

• 應兼顧生活重要內容或技能，並於生活實踐

• 重視目標、教學、評量，需環環相扣 (Alignment)。

成果導向教育 (OBE) 教學理念



1 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

2 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

3 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

4 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

5 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

A 教育目標 A

B 教育目標 B

C 教育目標 C

課程100

課程101

課程200

課程210

課程311

課程312

課程400

課程900

教育目標：
想教出怎樣的學生？

核心能力：
如何達成教育目標？

課
程
設
計

每個核心能力經由
選修課程達成

教學單位整體架構：

OBE 模式課程的目的與前提

關鍵目的：建構學習成果清楚藍圖

建置達成成果條件機會

關鍵前提：所有學生都能成功



教育趨勢: 教學關注重點

• 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tudents 

learn both content and process.

–Process: the skills students will need to 

meet success as they are learning the 

content.

學生應該學習或學到，不易被競爭對手所仿效的

知識、技能與態度，使其在個人發展、職場就業
力以及社會歷練具有競爭優勢。

(Holmes & Hooper, 2000)



歐盟提出未來教育應提供終身學習的 8 大能力

1. 母語溝通能力

2. 外語溝通能力

3. 運用數學與科學基本能力

4. 數位學習能力

5. 學習如何學習能力

6. 人際互動、參與社會能力

7. 創業家精神

8. 文化表達能力

培養學生哪些核心能力？歐盟

Retrieved EU commiss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16



臺灣企業最愛新鮮人大調查

公司求才篩選新鮮人考慮分析圖

Source: 臺灣就業通網站 2015 資料



關鍵學習
Significant 

Learning

基礎知識
瞭解與記憶：

資訊、觀念

應用
技能、思考：
批判、創造
解決實際問題

整合
連接相關：

觀念、人、生活領域

人性面
學習有關：

自己、別人

關懷
發展新的：

想法、感覺

興趣、價值觀

學習如何學
對學習項目好奇

自我引導的學習

變成好學生

有意義的關鍵學習 Dee Fink



(0)分析情境因素

目標、評量、活動
三者須相互連結

(1)
確定學習
目標

(3
選擇教與
學活動

(2)
設計反饋與

評量

★Backward design
倒序設計

★Learning-centered
學習中心

★Educative assessment
教育性評量★Active Learning

積極學習

整合式課程設計 Dee Fink

★In-depth analysis
深度分析



課程操作實例 : 臺大通識課程

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3 學分課程:

2 小時大堂授課+ 1 小時分組討論

臺大通識教育核心理念
「引導學生能以本身為主體去看待知識，透過討論、思辨、

批判與比較，去瞭解自己，以及與己身相繫的自然世界、社

會環境及時代與文化，也學習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從而

成為能關懷社會國家、重視公共利益及與自然生態和諧共存

的現代公民。」



步驟 0 : 分析情境因素

•社會的期望

•學生課程期待

•教學單位目標

•教育理念
•個人價值
•教學優勢
•教學資源

•修課人數

•學院系級

•課外時間

•先備條件

•必/選修

•理論/實務

•專業/通識 課程
屬性

學生
組成

關係人
期望

教學者
條件



• 課程結束後，我希望學生學到哪些關鍵能力?   

• 現有教學情境下，我為學生設定的目標合理嗎?

• 我如何結合學生的目標/期望?

• 我如何結合系所或教學單位的教育目標?

步驟1: 擬定學習目標的思考問題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A. 理解應用多元文化主義和媒體識讀的關鍵基礎知識

B. 具備對臺灣媒體再現問題分析批判的知識和能力

C. 具備對弱勢群體個人刻板印象的覺察反思能力

D. 具備資料搜集、量性或質性分析、文字表達能力

E. 具備能與他人有效協調合作，以及適當表達想法和建設性
意見的能力



• 將采用哪些評估方法和配分比例來達成所設定的目標?

• 學生可藉由哪些作業形態和學習經歷來增進對課程內容的
瞭解及重要能力的訓練。

• 我的評估計畫是否合理? 工作量是否能使學生和自己都能
持續的達成?

• 學生需要何種引導以達成所想要達成的學習成果?

步驟2&3 : 評量與活動設計的思考問題



2014 學期課程閱讀與學習摘要反思寫作練習 (35%)

(1) 閱讀摘要與反思三篇: 自由選擇三周的指定閱讀講義進行整

合摘要與延伸反思練習，可整合課堂與討論課所學，並於

下一次上課前一天上傳至ceiba作業區。

(2) 課前閱讀問題回答: 每週上課前，教學團隊會根據指定閱讀

文章提出1~2個問題，請同學在自我閱讀後，於上課前一

天至Ceiba討論區回復該周問題，並鼓勵同學提出疑問或

延伸討論問題。

**每份摘要反思小作業得分最高 20 分，每次課前閱
讀回答最高得分 6 分，但這面向作業總得分以 100 
分為上限。

評量操作實例 : 閱讀摘要書寫



目標：讓同學練習整體掌握文本作者論述的精華重點，進而
呈現自己的轉譯和觀點

次數：至少 4 次，沒有限制

誘因：有繳交就有基本分 (rubric 評分說明)

激勵：觀摩優良作業、課堂中表揚成績最高和有特色的作業
、或是很有進步的同學

增強：教學團隊持續遵照 rubrics 評分並給予寫作回饋

教學引導策略 : 閱讀摘要書寫作業

品評分規准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評量工具 : 課前閱讀摘要 Rubric

多
元
文
化
與
媒
體
再
現
課
程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 小組作業將以包含三個學系 5-6 人為單位進行臺灣社
會刻板印象案例分析與顛覆

• 成員們決定有興趣研究的弱勢族群/群體主題，可選
擇分析媒體如何再現此群體，或是探究調查社會大眾
對其有哪些刻板印象，

• 而後根據批判性分析結果，製作一個能顛覆刻板印象
的作品。作品形式不拘，不論以何種形式呈現，原創
性、內容適當具批判反思性，以及能夠吸引其他同學
觀看興趣，是得高分的關鍵。

• 而積極參與、分工良好、與確實執行是此活動成功的
關鍵要素，因此個人在小組中的合作態度與分工表現
將列入評分，由小組成員互評。

評量操作實例: 小組分析顛覆作業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 第三周示範 demo 並說明評分指標 (rubrics)

• 第九週期中口頭簡報

– 研究群體定義、研究動機與問題、資料搜集與分析的研究方
法說明

– 每組報告後，讓同學提問及教學團隊提供修正建議

• 期中後，每堂討論課有 10 分鐘進行小組作業探討。

• 期末顛覆作品報告: 25 分鐘

– 師生共同評分: 

– 彙整各小組全班同學評分的文字意見上傳課程網中

– 小組成員互評: 都須繳交，否則無法獲得小組成績。

教學引導策略 : 小組分析顛覆報告

品評分規准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期末小組報告之評量指標 (教師)

品評分規准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工具 : 團隊合作表現組員互評

台大通識課程: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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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OBE 模式課程的實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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