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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柳林國小學生練習歸納的邏輯思考。

▲ 桃園市光明國小學生分享策展任務的歷程。

「106 年度廣達『設計學習』計畫——家鄉
之美成果展」連結 18 所夥伴學校策展，由
在地角度出發，融入校園議題，讓觀眾認識、
反思家鄉之美。

文／吳淑文、圖／廣達文教基金會提供

廣達「設計學習」
計畫——家鄉之美
成果展

日本小說家井上靖在他的著作《初始：井上

靖的童年與青春》一書裡這麼寫著︰「每當我回

憶幼年時代，都覺得能夠在故鄉伊豆的山林裡度

過那段光陰實在是太美好了。」又說︰「我是在

故鄉長大的，我喜歡故鄉這個字眼。我聽說不管

哪一個國家的語言，故鄉這個字都有迷人的發音，

也有美麗的字面。」

葉啟田在《故鄉》這首歌裡這麼唱著對故鄉

的情感，「有幾間厝，用磚仔砌，看起來普通普

通，時常出現，我的夢中，彼就是我的故鄉。」

不管是井上靖的故鄉，還是葉啟田的故鄉，

裡頭都有著濃濃的家鄉之美。家鄉之美，也是廣

達文教基金會 106年度「設計學習」計畫的主題。

主題與生活產生連結 
讓設計學習計畫有感

對年長的異鄉遊子而言，故鄉是長存心底的

風景，為什麼會對較嚮往外面世界的國中、國小

學生設定這個主題？

廣達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徐繪珈表示，過去幾

年的設計學習計畫主題都是以美感元素為核心關

鍵，來嘗試不同的主題，例如從抽像概念的空間，

到生活空間不可欠缺的元素「光」，或是主題明

確的某個畫家等等，都具有美學的內涵，然而我

們也明顯觀察到與生活產生連結，是小朋友在學

習過程中最有感的媒介，因此決定透過更具象的

「家鄉之美」主題，讓小朋友與老師的感覺可以

更聚焦。

翻轉教學
以策展激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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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團隊嘗試逆向思考的任務導向學習設計。

▲

 桃園市建國國小

由校長親自頒發任

務信，賦予學生「玩

真的」的任務。

其次是，「家鄉之美」除了跟美感有連結以

外，又是在地的東西，資料蒐集起來也較容易，

又可以發揮在地教學特色，最值得一提的是，這

次的主題也吸引很多家長的興趣與參與，有位小

朋友的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很喜歡攝影，這位

小朋友就請爸爸拍攝家鄉美的地方，再根據爸爸

拍照的地方，一站一站實地踏察，之後再記錄心

得，讓家鄉之美的廣度更大也更豐富。苗栗通霄

國中的學生則因其策展的主題是家鄉的「綠色生

活—食戀農廚」之美，不僅很認真的蒐集資料，

更在學校的空地實地體驗有機種植，很真實的表

現出家鄉之美。

以策劃展覽 
滾動教學氛圍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其背景與動機，「設計

學習」計畫的緣起又是在怎樣的因緣下產生﹖

徐繪珈表示，「設計學習」計畫的內涵就是

「過程」。而過程是需要被計畫與被規劃的，簡

單講，就是要打破老師長期以來在教室唱獨腳戲，

學生在下面夢周公，或是自己玩自己的傳統教與

學模式。希望透過「設計學習」計畫翻轉兩個層

面，第一個層面是老師與學生在教室的角色扮演，

課堂上不再是老師講得多、學生聽得多，而是學

生講得多、老師聽得多，學生將蒐集到的資料在

課堂上發表，或是主動提問資料蒐集過程遇到的

問題；第二個層面是老師備課的內容不再只是單

純的講授，而是老師必須設計不同的任務點，並

規範範圍，哪些是要表現的，哪些是不要表現的，

讓小朋友嘗試自己解決問題，執行後再給予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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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方向的調整與修正。簡單講，「設計學習」計

畫就是要滾動教學的氛圍，讓老師有更多不同的

教學方法、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空間。

在眾多的教學方法當中，為什麼會選擇以

「策劃展覽」為工具來翻轉制式教學﹖

徐繪珈表示，策展的基本流程是先「設定主

題」，然後「蒐集資料」，之後是「歸納分類」，

再來是「組織架構」，最後才是「呈現故事」。

這個流程跟小朋友的思考方式是很類似的，也跟

企業界解決問題的模式是相近的。若能讓小朋友

從小就具備策展的能力，將來遇到問題，即能運

用這個方法解決問題，即便我們並沒有明確告訴

他們策展的目的是什麼、可以在什麼時候派上用

場，但這是可以潛移默化、培養觸類旁通的能力。

例如已是第三年參加「設計學習」計畫的嘉義柳

林國小，這批小朋友們有次去上跟「設計學習」

無關的課程，老師帶他們出去做踏察，看到五花

八門的東西時，小朋友們馬上可以透過在設計學

習學到的方法運用在他們的觀察上，讓老師十分

震驚。所以，能力的培養才是策展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翻轉教學最終的企圖與願景。

任務導向學習 
形成正向循環

令人好奇的是，「設計學習」計畫推廣的對

象為什麼選定國中、國小，而不是高中或是大學﹖

徐繪珈表示，設計學習的內涵是任務導向學

習，最開始運用在大學的醫學院，用問題導向及

任務導向作為教學方式，經驗證明這是非常有效

的學習方式，於是慢慢擴大到其它領域的教學。

而廣達的設計學習計畫推廣對象之所以選定國

中、國小，是考量到這個階段的小朋友的學習力

與學習空間最大，也沒升學壓力，相對的學習力、

思考力、想像力及自主空間也較大，若能從小就

給他們方法，等到高中、大學階段時就可以運用。

再者是，年紀愈小就開始學習東西、實做東西，

可以透過不斷的嘗試與犯錯，提升內化的程度。

推動如此縝密周詳的「設計學習」計畫，希

望能為臺灣教育帶來哪些改變或是影響？

徐繪珈表示，有老師反應，教學氛圍被滾動

之後，小朋友因為任務的參與，意識到學習與自

己的關係，整個人動了起來，變得更渴望學習，

也希望能完美達成任務，過去學科表現不佳的小

朋友開始發揮亮點，所以這個計畫又被稱為「撿

珍珠計畫」。小朋友的學習齒輪被啟動之後，還

會產生一種後座力，那就是小朋友不再滿足扮演

單純的接收角色，他們會自主性丟問題給老師，

▲ 新竹縣興隆國小策展主題「潺流彎彎河樂融融」。

▲ 雲林縣新生國小學生跟廣達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徐繪珈進行

展品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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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廣達『設計學習』計畫—
家鄉之美成果展」

時間： 2018年 4月 19日（四）～ 5月 27日
（日）

地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五樓 
（週一休館）

▲  廣達文教基金會執

行長徐繪珈頒發教師

任務信，開啟與夥伴

學校一同努力的委託。

逼得老師也跟著被推動，一旦這樣的氛圍建立起

來，師生雙方都可以經驗到一種感動的能量在流

動，套句小朋友的話就是「感覺很爽」，而老師

們見到這樣的改變，初始當教師的熱情與使命，

會再度被喚起、被激發，教與學、師與生，互相

作用形成一個正向的滾動循環！

轉動師生角色 
改變力量大

「設計學習」計畫的參與過程或許很辛苦，

但改變力量大！徐繪珈分享了幾個師生同時被翻

轉的案例。

第一年參與計畫的桃園市光明國小藝術與人

文教師廖健茗反應說：「在孩子眼中，我看到學習

烈火的噴發，讓我感受到知識產生的美感，那不單

單只是作品表象的美好，而是藉由策展，讓孩子與

我都有如獲至寶的感覺，很令我癡迷及狂喜。」

桃園市建國國小教學組長孫道庸的體驗是：

「老師們其實也是學習者的身分，在相互討論的過

程中吸收彼此的經驗與想像，以彌補不足的部分，

超棒的！」

桃園市光明國小資訊老師潘詣昀的感想則

是：「透過策劃、展覽的過程，師生角色被翻轉，

衝突需要協調解決，困惑需要思考解疑，有時很

無奈又很鼓舞，這翻轉很令人驚艷與感動！」

新北市大同國小導師宋春珠表示，班上有位

領身心障礙手冊的小朋友，對於班上的活動很疏

離，卻自願當頭套作品的介紹關主，結果表現超

乎我的預期，很令人震撼！

苗栗縣通霄國中導師廖逸秋指出，班上有位

小朋友因為情緒表達的問題，進而影響團隊合作

的氣氛與進度。這次活動該生擔任組長，在一整

學期的小組討論合作中，已能適當處理與表達情

緒，帶領大家一起腦力激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