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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職業學校創意教學工作 

創新教學獎評選   教學方案摘要表 

教學方案名稱 實踐夢想的起點－－管理學 

一、教學方案發展的動機或目的 

  本教案希望藉由管理學的角度，協助學生做出單一學科的學習計畫、跨單元的

知識連結，進一步能引導學生利用管理學來完成自己的學習規劃，並與未來求職、

社會實際層面做出妥善的思考。首先針對教與學雙方的困境、解困方案提出說明: 

（一）教、學困境 

1.科目與教學時數過多：各科教師教學內容都相當豐富，但學生無法全部吸收。 

2.理解與複習時間不足：課餘時間不足將全數學科複習，無法將所學知識轉化。 

3.反思時間不足： 教學時數有限，無法引導學生反思、跨單元、跨領域思索。 

4.未能實際運用：無法有效將所學與生活結合、運用，缺乏與職場、社會連結。 

  在教師的努力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成果之間，時常出現不符合期待、學習成效偏

低的落差感，本教案的寫作動機，便是希望突破以上常見的困境，提高學習成效，

確實突破上述侷限。 

 
（二）解困方案 

1. 課程設計：依照各單元特性引起學生興趣，能主動課前預習、課後運用。 

2. 活化教學：將教學現場交由學生主導，教師從旁引導推動教學，輔助成效。 

3. 學習反思：引領學生反思，以跨單元連結方式將所學知識反覆練習、加深印象。 

4. 實境演練：透過實際場景模擬，使「學科知識」轉為「實用技能」。 

  「逐夢踏實」說明追逐夢想實踐夢想的基礎就是要踏實，有充足的知識做為基

礎、有熟練的技能可以開展，能隨時反思所學並修正自己的缺失，達成與社會需要

結合……是「逐夢」過程中應具備的「踏實」精神。本教案的寫作目的是希望透過

「管理學」的各項知能延伸為計畫與實踐步驟，協助學生建立總體觀念，達成跨越

單元與跨學科領域的通盤連結，並切確運用於實際生活，使學生站在實踐夢想的起

點，昂揚翱翔。 

 
二、教學方案發展歷程 

本教案設計的核心精神是讓學生能明確地知道學習目標，分配好自己可運用的時

間，按著規劃一歩歩完成有效率的學習。課程中利用分組討論的形式，訓練學生溝

通能力及表達能力並安排學生進行報告，報告後由同學、師長給予多方回饋，剌激

學生完備其架構。 

（一）提升理解力：引領學生在課前預習相關知識，分組研討，熟悉課程梗概。 

（二）集中注意力：透過各組輪流簡報，引起學生共感，加深對該課程之印象。 

（三）提高執行力：藉由師生協同討論，使學生具備執行計畫的能力與信心。 

（四）加強實踐力：課堂中以模擬演練加強實踐力並將學習現場與社會連結。 

以上四大能力養成，不僅課堂中整體落實，為了加強各項能力，設計出課程活動： 

「理解力大放送——我看管理學」、「集中力大爆發——我的第一次自助旅行規劃」、

「執行力步步為『贏』——我的夢想地圖」、「實踐力展現實力——我的理想工作

模擬面試」個別加強並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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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成果 

本教案透過創新設計、師生偕同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成效，就以下三方面皆

有明顯成效： 

（一）課程活動成果 

1. 基礎突破：學生課前自學，以學習單檢視其是否能正確理解單元核心目標。 

2. 跨界運用：以「管理」角度設計「旅遊計畫」，觀察學生是否已理解課程內容。 

3. 生活連結：學生依未來求職需要繪製「學習地圖」，落實未來參與求職的狀況。 

4. 規劃未來：試辦「模擬面試」，與職場現況連結，確認學生能將學習融會貫通。 

（二）認知成果 

1.使學生能以管理學基本知識延伸至生活，以生活實際需求反思管理學基本內涵。 

2.學生能主動求知，加強自身管理。理解管理、規畫的意義，於做中學，學後實踐。 

3.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課程內容的印象，並能跨單元、甚至學科做出學習規劃。 

4.透過學習與演練，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信心，並能落實於規畫夢想、實踐夢想。 

（三）情意成果 

1. 學習滿意度：跳脫傳統教學、考試，學生不只注意力提升，學習滿意度提升。 

2. 學習自信度：藉由實際演練，讓學生反覆在學習與實作中展現自我，提升信心。 

3. 同儕協和度：透過分組研討與報告，促進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增進班級和諧。 

4. 師長認同度：在單一課程外，更能跨學科做好自我管理並做出學習計畫，導師

與任課教師都能感受學生在學習上的改變與真實成效。 

本教案的具體成果展現在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之提昇，因其所得觸類旁通，在

各學科之間尋出共同之處，進一步形成自學系統、自我成長。 

依課程與活動的規劃，能明顯看出學生不但能主動學習，更能將想法切確執

行，讓知識轉化為實力並運用於生活之中，與本教案的設計目的相符合。檢視本教

案成果：學生在管理學、商學相關科目，甚至跨領域之學習效率皆有明顯提升，可

看出學生利用管理學在知識與實踐中取得平衡發展。 

再者，學生憑藉主動預習在課堂中的表現力提升，為了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則

是在注意力與執行力上達到自我要求，更因為活動的設計刺激學生的實踐力，其成

果完全符合本教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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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案全文 

學校名稱：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Shinmin High School 

教學方案名稱：實踐夢想的起點——管理 

Dream to achieve the starting point——management 

 

一、教學方案發展的動機或目的 

  缺乏知識與技能結合的逐夢之旅充滿困惑；缺乏與現實社會連結的逐夢之旅

過於理想化；缺乏全面性穩妥計畫的逐夢之旅流於盲目。「逐夢踏實」說明追逐夢

想實踐夢想的基礎就是要踏實，本教案透過「管理學」中的各項知能延伸為計畫

與實踐步驟，協助學生建立總體觀念，營造實踐夢想的開端。在學生追求自我理

想的同時，給予知識上的引導是教師的職責；幫助學生規劃未來，輔導學生找出

最適性的方案更是需要教師的專業。管理學的重要性，並不僅止於相關商學類學

科，本教案希望藉由管理學為出發，協助學生做出單一學科的學習計畫、跨單元

的知識連結，進一步能引導學生利用管理學來完成自己的學習規劃，並與未來求

職、社會實際層面做出妥善的思考。 

  在「教」與「學」之間，時常發生幾項矛盾難解：學生之間學上卻常見幾項

困境：（一）科目與教學時數過多：各科教師教學內容都相當豐富，但學生無法

全部吸收。各科目的領域範疇未必相同，學習時數固定，卻因為缺乏整合計畫，

學生在單一學科上難以吸收，更遑論所有課程的總體經營能達到理想。（二）理解

與複習時間不足：課餘時間不足將全數學科複習完畢，無法將所學知識轉化、深

化。傳統教學上只依賴教師授課，但承前述狀況，學習科目過多，卻沒有分配好

時間吸收課程精華，學習成就自然低落。（三）反思時間不足：教學時數有限，

無法引導學生反思、跨單元、跨領域思索。即便是同一領域專長教師，受限於授

課時間很難挪出時間協助學生做出跨單元、跨學科的運用與思考，使學習依然只

在單一學科單元之中，無法延伸思考。（四）未能實際運用：無法有效將所學與

生活結合、運用，缺乏與社會現況連結。學科的學習若只侷限於知識傳授，學生

多數只能得到書本上的知識，卻不知道在生活中要如何運用。 

  職是之故，本教案的寫作動機，便是希望突破以上常見的困境，提高學習成

效，確實突破上述侷限；本教案的核心是讓學生主動學習知識，並將所學落實在

實踐自我夢想的規畫過程！透過課程設計與進階式的引導，讓學生跳脫學習框架，

在學習與實踐中直接檢視管理學的真諦，以此為基礎，實踐自己的夢想。本課程

設計為解決上述教與學的困境，以下列出四大方向來激發學習成果，使學生跳脫

課堂聽講被動學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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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依照各單元特性引起學生興趣，能主動課前預習、課後運用。 

（二）活化教學：將學習交由學生主導，教師為引導者來推動教學，輔助成效。 

（三）學習反思：引領學生反思，透過跨單元連結將知識融會貫通、加深印象。 

（四）實境演練：透過實際場景模擬，使「知識」轉為「技能」，與生活連結。 

  本教案的寫作目的是希望透過「管理學」的各項知能延伸為計畫與實踐步驟，

協助學生建立總體觀念，達成跨越單元與跨學科領域的整合與連結，並切確運用

於實際生活，使學生站在實踐夢想的起點。透過本教案的發展不但能使學生更了

解管理學的重要，進一步主動自我管理與規劃未來，更突破學習單元與學科限制，

更能使學生與職場現況接軌。讓學生建構自己的學習網絡、培養學生的自學力、

將課堂上學習的知識有效率地應用在生活上。 

 

二、教學方案發展歷程 

  讓學生運用管理學達到「高學歷也能有高認知力」，面對未來達成「畢業即就

業，上班就上手」，「實踐自我夢想」是本教案的核心精神，引導學生實踐夢想的

開始便是對管理學的全面理解！透過各項活動設計讓學生能明確的了解學習目標，

將管理學中的總體學習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透過課程設計與教學互動，引導學生將所知所感轉化為自己的觀點，將知識

形成觀點的過程中，精神必須專注。專注力則因為學生能集中於當下的議題並深

化對學習的理解，進而聯想到過往相關知識，並能快速產生連結，有助於觀念與

技藝的觸類旁通，更能激發學生創意、提升學習成果！ 

  初步運用可以協助學生分配自己可應用的學習時間，按著規劃學習與生活間

的共通點，不但能促使學生一歩歩完成有效率的學習，更能使學生對未來就業職

場有更明確的理解！ 本教案設計依此發展以下四點核心能力： 

（一）提升理解力：引領學生主動在課前預習並將所學分組研討，熟悉課程梗概。 

（二）集中注意力：透過各組輪流簡報，引起學生共感，加深對該課程之印象。 

（三）提高執行力：藉由師生協同討論，使學生具備執行計畫的能力與信心。 

（四）加強實踐力：課堂中以模擬演練加強實踐力並將學習現場與社會連結。 

  本課程更引導學生反思、實境模擬，讓學生在專注度提升之後，更能把「聆

聽」、「思考」、「整合」的能力運用到管理學課程之外－－不只在管理學一門課程

當中，更能將此方法強化至其他學科，形成跨單元、跨領域、跨學科的學習網絡，

提高學習效率，正向提升其他學科之學習。 

  針對學生對課程的理解力提升，引導其專注於學科運用，並利用活動鼓勵學

生執行自我管理與規劃，最後讓學生實踐於學習與生活之中，使學思產生共鳴，

創造更豐富且更具價值的學習成效。以下列各項核心能力之引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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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引導課程（一） 

課程名稱：理解力大放送——我看管理學 

課程簡介：促使學生主動在課前預習，透過分組研討，分享各自心得。利用社群

軟體建立學生間的分享機制，配合網路查詢系統讓學生推薦相關書籍。 

課程步驟： 

1.請學生在課前先就學習單內容為主軸，網路資源為輔，整理管理學相關知識。  

2.以隨機分組方式引導學生對管理學的整體概念作出研討，利用社群軟體發表各

組研討心得。 

3.教師根據各組研討結論作補充說明，並分享自身學習過程體會。 

4.請學生分享前置作業時所查詢的相關書籍或訊息。 

5.教師就專業領域提供同學管理學進階書籍與實用性書籍。 

6.教師回饋同學心得分享。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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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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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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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引導課程（二） 

課程名稱：集中力大爆發——我的第一次自助旅行規劃 

課程簡介：引導學生學習管理學規劃與計畫，透過學生對自助旅行的活動設計，

提高學生對課程內容的集中力，檢視學生是否能確實理解如何做出妥善規劃。 

課程步驟： 

1.教師提示學生管理學中的規劃與計畫差異，並進行分組研討。  

2.學生設定旅遊的地點，透過網路查詢相關的資訊，彼此補充需要的相關資訊。  

3.請同學輪流上台報告，台下各組針對該計畫進行提問，檢視活動是否可行。 

4.教師回饋同學報告對給予建議。  

5.請學生課後再次統整課堂所學，撰寫學習單。 

6.將撰寫優良學習單於課堂中供同學觀摩。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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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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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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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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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引導課程（三） 

課程名稱：執行力步步為「贏」——我的夢想地圖 

課程簡介： 請學生就自身學習管理學之所得與前兩次活動的歷程為基礎，繪製

夢想地圖。請學生就自身對管理學的學習與理解、將管理學實際運用於生活的各

種實際執行狀況……等以繪製夢想地圖的方式呈現。 

課程步驟： 

1.由教師再次對管理學課程內容作提示，請學生反思所學，學習計畫或各項生活

規劃是否於生活切確執行？以此「管理學」為核心基礎，開始延伸思考。 

2.透過反思，請學生製作夢想地圖的同時習圖請學生回想各單元的活動與課程內

容，結合自己的想法與實際執行的步驟或成果一並繪入夢想地圖。  

3.教師分享自己過往規劃與實行狀況。 

4.請學生分享所繪製的夢想地圖。 

5.教師引導學生就管理學角度思考計畫的執行度。 

6.教師引導學生將學習夢想地圖擴展為跨單元、跨學科、跨領域的夢想地圖。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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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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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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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引導課程（四） 

課程名稱：實踐力展現實力——我的理想工作模擬面試 

課程簡介： 讓學生模擬求職準備，進行模擬面試。讓學生實際運用管理學的知

識，規劃自己的求職歷程，實踐課程總體所學，並與社會接軌，與現實結合。 

課程步驟： 

1.請學生設定理想的工作職位，並列出這個工作職位所需要的學歷、經歷及所需

的專業能力。  

2.利用人力銀行的網站，實際建立帳號，學生在申請過程明確得知求職過程需要

準備哪些資料。 

3.請學生以一個工作職位為目標，準備個人資料來做模擬面試。 

4.請同學輪流擔任面試官，教師協助同學整理出面試官可能在面試會場的提問。 

5.進行一輪面試後由擔任主面試官的同學給予講評，教師進行補充。 

6.教師引導學生反思：面對真實求職時，應具備什麼能力？應該加強那些能力？

應準備什麼證照？……等等。最後透過學習單整理出本次活動中的各項實踐。 

模擬面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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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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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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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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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四大核心能力養成，使學生明白管理學中的各項指標。「知識的最終目的

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問題愈複雜，就愈需要整合多元領域的知識，才可能解決。」

職是之故，本教案特別創發跨領域、學科活動，讓學生替自己的學習做出短期規

畫，從計畫到實踐，再由實踐反思自己在計畫過程與執行計畫過程中的得失： 

※跨學科領域活動 

課程名稱：「管理」自己所「學」——我的讀書計畫 

課程簡介： 讓學生以一次學藝競試為計畫目標（以兩周至一個月為期限），在日

常學習之外分配研讀時間，於考試後檢視自己對計畫執行的得失、反思實際擬訂

計畫應注意的狀況，並上台報告。 

課程步驟： 

1.請學生確認每日可用於複習學藝競試相關科目的時間。  

2.自行設計複習日程表，並將計畫研讀的科目妥善規畫。 

3.請學生以執行者的角度於當月中實施自己的讀書計畫。 

4.在考試前每周寫下執行狀況，確認自己的計畫是否需要微調修改。 

5.考試後請每位學生確認自己的成果是否達到預期效果？並針對自己的計畫提出

檢討。 

6.教師引導學生反思：計畫與執行之間的落差是否可以更合理調整？日後需要在

制定更長遠的計畫時，需注意什麼？ 

學生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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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讀書計畫 

 

 

 

學生讀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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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高度觀念能力，就比較能看到某些指標變動對整體方案的意義，也更

有能力針對問題有效詮釋各種資訊，並掌握現象與問題背後的本質與核心。」藉

由四大核心能力引導課程與跨領域學科活動使學生更明確理解管理學的內涵與運

用，經由單一學科的學習調整自身整體學習慣性：從被動等待教師講授轉為主動

優先預習、熟悉課程、從知識技能的平面學習轉為實踐運用、從等待成績考核調

整為自我檢視學習成果……，達到「讓學生建構自己的學習網絡、培養學生的自

學力、將課堂上學習的知識有效率地應用在生活上」正是本教案實行的目的。 

 

三、具體成果 

  「在實務上，管理是具體的方法與技巧，是責任與擔當，同時也是一種藝術。」

在教學中，提供學生成長的養分是教師的天職；在生活中，引導學生挑選適性的

道路是教師的專業；在夢想實踐之前，將學生帶領至實踐夢想的起點是教師最重

要的職責。本教案透過創新設計、師生偕同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成效，就

以下三方面皆有明顯成效： 

（一）課程活動成果 

1. 基礎突破：學生課前自學，以學習單檢視其是否能正確理解單元核心目標。 

2. 跨界運用：以「管理」角度設計「旅遊計畫」，觀察學生是否已理解課程內容。 

3. 生活連結：學生依未來求職需要繪製「學習地圖」，落實未來求職的真實運用。 

4. 規劃未來：試辦「模擬面試」，與職場現況連結，確認學生能將學習融會貫通。 

（二）認知成果 

1.使學生以管理學基本知識延伸至生活，以生活實際需求反思管理學基本內涵。 

2.學生主動求知，加強自身管理。理解管理、規畫的意義，於做中學，學後實踐。 

3.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課程內容的印象，並能跨單元、甚至學科做出學習規畫。 

4.透過學習與演練，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信心，並能落實於規畫夢想、實踐夢想。 

（三）情意成果 

1. 學習滿意度：跳脫傳統教學、考試，學生不只注意力提升，學習滿意度提升。 

2. 學習自信度：藉由實際演練讓學生反覆在學習與實作中展現自我，提升信心。 

3. 同儕協和度：透過分組研討與報告，促進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增進班級和諧。 

4. 師長認同度：由於能跨學科做好自我管理並做出學習計畫，導師與任課教師都

能感受學生在學習上的真實成效。 

本教案的具體成果展現在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之提昇，因其所得觸類旁通，

在各學科之間尋出共同之處，進一步形成自學系統、自我成長。 

依課程與活動的規劃，能明顯看出學生不但能主動學習，更能將想法切確執

行，讓知識轉化為實力並運用於生活之中，與本教案的設計目的相符合。檢視本

教案成果：學生在管理學、商學相關科目，甚至跨領域之學習效率皆有明顯提升，

可看出學生利用管理學在知識與實踐中取得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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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學生憑藉主動預習在課堂中的表現力提升，為了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

則是在注意力與執行力上達到自我要求，更因為活動的設計刺激學生的實踐力，

其成果完全符合本教案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