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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教學法提升師資生教育心理學 
概念學用連結及反思之行動研究

劉佩雲*

摘　要

理論與實務割裂及師資生缺乏反思是師資培育課程常見的問題，而

研究顯示，案例教學法在學用連結及提升反思上扮演關鍵的角色。研究

以教學者及48位師資生為參與者，運用案例教學法進行兩個循環教學實

作、反思與修正的行動研究歷程。透過問卷調查、課室觀察、學生作

業、晤談、回饋及教師自我省思，探究實施案例教學法的前後，師資生

在學用連結表現及反思層次的變化情形，以及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其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的情形。本研究運用案例課前預習、課堂討論與

檢討、課後作業與反思的模式，提供學用連結的引導及鷹架，可提升師

資生的學用連結。同儕討論、專家內在思考結合分析型案例作業評分量

尺，可強化師資生有意識檢視教學盲點的自我反思。運用行動研究結合

案例教學，讓教學者從問題檢視、教學實踐與省思修正過程中，促進教

學省思與專業發展。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有助於提升大學課程與教學品

質的啟示：研發優質教學案例並檢證品質，進行引導與鷹架、明確程

序、實作練習的案例討論，建構預習機制及具體作業評分量尺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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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採用教師評量、同儕互評、自評等多元評量方式。

關鍵詞：反思、案例教學法、教育心理學、學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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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當前師資培育的趨勢由知識導向轉變為素養導向，而大學師資培育

教育學程重要基礎課程之一的教育心理學，不但是了解學習者與學習歷

程的重要知識來源，更是能否遷移活用於教學方法課（如教學原理、班

級經營）與教學實習的理論基礎。因此，深化理論與實務的連結進而學

以致用的素養，是教育心理學課程的核心目標。研究者於大學師資培育

學系教授教育心理學課程多年，由教學現場觀察、學生回饋意見以及自

身的教學省思，歸結教學現場的問題包括：理論與概念未能深化理解、

理論與實務割裂、缺乏反思（Hsieh et al., 2010; Schön, 1987）。首先，

Darling-Hammond（2006）認為大學所學理論知識與中小學實務知識之

間的鴻溝，是師資培育長久以來的困境之一。師資培育課程缺乏學用連

結的問題，亦可由2008年我國國中小實習教師對大學所學與實習現場之

契合性的排名是倒數第2、3名（Hsieh et al., 2010）得到佐證。其次，

Fish（1995）認為傳統師資培育走的是技術理性模式（technical rational 

model），重視能力本位的知識傳遞及理論直接應用，這種「從理論到

實務」（theory-to-practice）的師資培育模式，課程中傳授的理論與教

學實務沒有什麼關係，帶來「學術象牙塔的研究」 與「現場實務」之

間兩種極端分離的後果（符碧真、黃源河，2016）。Schön（1984）認

為教師是反省性的實務工作者，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artistry）是從行

動中的反思（reflection in action）建構而來。因此，師資培育更應重視

與培育的是真實情境中的實踐知識、反省思考與批判思考（陳美玉，

2002）。針對師資培育課程的理論與實務無法連結，師資生無法透過深

度反思解構固有思維而做出教學改變的困境。究其原因，一是抽象理論

與概念不易理解，二為學生缺乏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的習慣，三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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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備知識與教學經驗不足而影響理論的實務應用及反思。值得深思的

是，過往師資培育的實務專業素養多寄望於高年級的教材教法課程或教

育實習，但學用整合不應等到大三或大四，有必要提早從大一基礎課程

就開始奠基。據此，本研究進行大一基礎理論課程「教育心理學」教學

的行動研究，針對教育現場發現的問題，研擬課程設計和教學實踐的改

善措施，並評估改善的效果（蔡清田，2007）。透過教學、反思與修正

的二次行動循環，進行課堂的小組合作學習及實體課堂外的課前預習、

課後複習與反思的行動研究，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其次，概念未能深

化、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斷裂是專業教育受人詬病之處，教學現場常見紙

筆測驗高分者卻無法轉化遷移所學於實務應用或問題解決。針對傳統講

授教學或強調記憶背誦不利於學用連結的問題，Wassermann（1994）

認為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能有效弭平教學理論與教學現場實際教

學之間的鴻溝，強化師資生問題解決與反思的專業知能。而如何結合案

例的教學、學習與評量，在教學案例再現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思考探究

中，深化理論理解進而涵養實務知能，解決學用割裂的問題，為本研

究動機之二。再者，反思（reflective thinking）是教師最重要的特質，

思考的同時能改進思考（Dewey, 1933）。案例討論能提供學習者替代

性的教師經驗，提升參與者分析、省思及問題解決的能力（Shulman, 

1992）。教學案例不同於舉例或範例，要避免學生看完或討論後卻依然

故我而無任何改變或行動，關鍵在藉由記錄真實現場發生的事件，激發

學生主動探究的動機以產生問題意識，思考如何因應解決的行動。而後

續能否成就持久的理解且遷移應用於未來的新情境，則需要反思能力。

如何強化師資生對問題意識覺察及自我教學反思能力，解決學生缺乏實

務經驗以及疏於檢視自我教學盲點的問題，同時提升教學者自我省思的

專業成長，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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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大學師資生為對象，目的在運用案例教學法，進行教學案

例的課前預習、課堂討論、課後作業與反思之行動研究，探究案例教學

法在深化教育心理學學用連結與反思的學習成效，以及授課教師在教學

反思與專業上的成長。研究問題有以下三點：

（一）師資生接受案例教學法的前後，學用連結表現變化情形 

為何？

（二）師資生接受案例教學法的前後，反思層次變化情形為何？

（三）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其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的情形 

如何？

貳、文獻探討

一、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源於哈佛大學法學院，是利用案例作為教學工具的教育

方法（Shulman, 1992）。教學案例具體詳細的記錄課室發生的真實事

件及發生情境，所展現的敘事知識是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橋梁（Shulman, 

1992; Wassermann, 1994），讓學習者可以模擬複雜多變教育現場中教

師如何教學，思考教學行為背後理論知識、概念與技巧的連結（沈羿

成、劉佩雲，2013），是能促進師資生學以致用的有效教育訓練模式。

案例教學法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建構論、情境學習（ s i t u a t e d 

learning）與認知師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Collins et al., 1989; 

Lave & Wenger, 1991; Vygotsky, 1978）。師資培育與傳統技藝學徒學習

過程有異曲同工之處，二者都是由周邊事務做起，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經

不斷互動、辯證、調整修正，與他人磋商及公開討論而形成知識，漸漸

進入工作核心（Borba & Gadanidis, 2008; Vygotsky, 1978）。而在參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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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真實任務的學習社群中，學習者的學習和知識同時受到環境中語言

及行為線索的影響（Collins et al., 1989），透過實際參與及專家從旁引

導，由觀摩、模仿專家問題解決模式而漸進習得核心專業知識（Brown 

et al., 1989; Collins et al., 1989; Lave & Wenger, 1991），內化而建構自己

的專業知識及能力。

案例與討論是案例教學法的兩個核心要素（Merseth, 1991）。案例

是教學事件如何發生的情境、實踐、想法與感受的詳細具體描述，既

是理論與教學的範例，又隱含理論主張的抽象建議，可提供問題分析

原則與教學決定的練習，更能激發對多元觀點與決策的反思（Shulman, 

1986, 1992; Wassermann, 1994）。優良的教學案例是成功案例教學的首

要條件，Wassermann（1994）提出案例的五個要素：主要觀念、故事

情節、角色、困境與探究問題。而Shulman（1992）則認為教育性案例

包括意圖、意外、判斷、反思四部分：（1）意圖是案例中正式或隱藏

的目的，亦是Wassermann強調的主要觀念與問題探究；（2）意外指未

預期或突發情況妨礙教學的發展，即Wassermann的困境，是思考的起

點，引發重新評估變通之道；（3）判斷是面對困境或不確定的結果做

出決定，通常沒有簡單的答案；（4）對行動結果的檢視則為反思，是

新計畫或後續行動的基礎。李雅婷等人（2016）採德懷術、問卷調查

及層級分析法，歸結評定優質案例指標的四個層面是內容概念、形式分

析、美感特質與引導問題，其中內容概念與引導問題是增進教師專業知

能的最重要指標。

案例教學實施可分三階段：（1）學生獨自研讀案例；（2）針

對案例進行小組討論與探究；（3）討論後的省思與統整（張民杰，

2008）。而Chen等人（2006）將案例教學分為介紹概念、學習者分析

案例、延伸討論、評量等四個階段。

綜理文獻的啟發，要成功實施案例教學法，首在優化教學案例，優

質教學案例包括的五要素、四部分內涵及評定指標，是本研究研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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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的重要參考。而案例討論聚焦問題意識、問題解決與教學行動檢

視，透過觀摩、理解、討論、轉化應用與評量，強化學用連結以建構自

己的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及反思知能。

二、反思

反思是對自己思考歷程的監控與檢視，可促進專業實踐的發展

（Barton & Ryan, 2014）。Dewey（1933）定義反思是對任何信念或知

識假設的立論基礎或可能形成的結論，進行主動、審慎而持續的思考。

Schön則認為許多能力的獲得是來自親身參與實踐，而非習自專業知識

或理論。反思能改變對事物習以為常的想法與行為，進而由經驗中重

新學習。Schön根據反思教學行動發生的先後，區分教學反思為「行動

前的反思」（reflection for action）、「行動中的反思」及「行動後的

反思」（reflection on action）三種類型（Schön, 1987），三者必須交替

互補運用於行動實踐過程中，才能透過反思讓未來的行動或決定有所 

依據。

在反思層級方面，Mezirow（1991）闡釋Dewey的定義，認為反思

是對知識有效性的考驗，將反思區分為非反思行動（描述、習慣性行

動、審慎行動、內省）及反思行動（內容反思、過程反思、內容和過

程反思、前提反思）。Manouchehri（2002）的實徵研究結果發現，教

師、同儕的對話有助於教學知識意義化與成長，並根據結果提出五層次

的「反思層次架構」：描述、解釋、理論化、挑戰、重構。描述是回憶

或重述發生的事件；解釋是指連結事件或詮釋教與學之間的因果；理論

化是藉由所學理論或經驗對學習者如何獲得知識的解釋；挑戰是對自己

的觀點或決定的質疑與再思考，尋求可能的另類解釋或行動決定；而重

構則是重新審視事件的意義以重新建構教學行動或教學改變。

歸納文獻梳理的啟發，教育理念課程宜先行考慮理論可能應用的真

實情境及策略，即Schön（1987）強調的行中知（knowin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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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供讓學習者感同身受的教學案例，如臨現場地體驗一系列的理解、

詮釋、重構等深思熟慮行動，應有助於學習者培養教學現場獨具慧眼的

解讀能力。其次，案例討論與反思練習過程中展現的挑戰、質疑、重新

建構的再思考，可提升對經驗反思及後續行動改進的「行中思」與「行

後思」（Schön, 1984, 1987）。而透過案例討論、作業及專家教師內在

思考，搭建學生反思的鷹架，有效提供具體的學習回饋與適切指導，促

進學生的學用連結與反思的能力。

三、案例教學法與反思的相關研究

檢視案例教學法應用於師資培育的實徵研究，結果多發現案例教學

法可強化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提升反思能力（如尹玫君，2018；李翠

玲、黃澤洋，2016；沈羿成、劉佩雲，2013；陳淑娟、林育瑋，2016；

Gravett et al., 2017）。沈羿成與劉佩雲（2013）組成教師社群進行教學

案例討論，蒐集訪談、討論及省思札記等資料進行持續比對分析。結果

發現，案例討論引發的認知衝突能觸發參與教師主動思考與解決問題動

機，建構統整的數學學科內容知識，思考如何連結核心概念呈現教學表

徵，設計更精準流暢的教學程序，顯示案例討論與反思可有效提升教師

的教學專業知能。Gravett等人（2017）以700位師資生為對象，探究案

例教學對專業學習的影響。透過課室錄影、焦點團體晤談及反思日誌蒐

集資料，結果發現，案例教學能促進對複雜教學的理解與學習投入，提

升對教學偏見的洞察與反思，更有能力對實務困境進行理論本位的思

考。尹玫君（2018）以40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18週的資訊倫理教學。結

果發現透過案例的討論和分享，參與者對資訊倫理議題有高度了解，能

提升學習者多元觀點、批判思考、問題解決，以及溝通、聆聽和表達意

見的技巧。陳淑娟與林育瑋（2016）組成13位幼教師資生的工作坊，進

行七次案例討論，蒐集觀察、訪談、研究者省思札記等資料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案例討論能讓師資生提早認識教學現場、連結理論與實務、

04-02-劉佩雲_p043-082.indd   50 2023/5/16   上午 08:55:54



劉佩雲　運用案例教學法提升師資生教育心理學概念學用連結及反思之行動研究 51

增進問題分析澄清的能力。李翠玲與黃澤洋（2016）應用案例教學法於

「特殊教育導論」課程，結果發現案例教學法可強化理論與實務的連

結，促進學習、增加學習動機與興趣，討論與分享過程使學生學會尊重

與包容不同意見。

文獻與相關研究提供有用的參考與啟發，首先，教育性優質案例的

意圖、意外、判斷與反思四部分及主要觀念、故事情節、角色、困境與

探究問題五個要素，以及內容概念與引導問題的評分指標，是本研究研

發教學案例的重要依據。其次，案例教學法藉由真實課室記錄引發問題

意識，透過問題診斷、分析與探究過程，應用所學以解決教學現場的問

題，強化理論與實務的連結，在知識重組過程中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能並

提升反思能力。然而，仍有以下四點值得深思，第一，要幫助學生能像

專家教師一樣思考，前提是蒐集並製作好的案例。教學案例必須包括重

要的教育理論與教學實務，才能引導有理論依據的教學實踐。因此，研

發案例的首要工作是分析學科理論的重要概念與對應的教學策略並融入

案例中，方能兼融學科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以提升學生的PCK。第二，

傳統教師上課、學生聽課、課後考試的教學順序不利於案例討論，如何

翻轉調整，值得進一步思考。第三，實務知識的形成有賴對所學理論知

識的闡釋、批判與反省建構，而實踐經驗、做中學皆能激發高層次的反

思。但對缺乏教學實務經驗的大一學生而言，如何在課程教學過程中透

過教學案例強化替代經驗，配合同儕對話、回饋以合作反思，有待解

決。第四，過往實徵研究多針對晤談、討論資料或省思札記進行分析

（如陳淑娟、林育瑋，2016；Gravett et al., 2017），有必要發展客觀的

案例評量架構與工具。

歸結文獻梳理與評析，本研究將教學案例區分為案例本文、引導提

問及專家教師內在思考三部分，翻轉案例教學實施程序為課前研讀並思

考引導提問、課堂探究討論以合作解決問題、課後作業與反思三個階

段，以建立課前預習、課堂學習及課後複習的機制。其中課前閱讀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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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案例討論聚焦於案例本文及提問，專家教師的內在思考於課後再提

供，以刺激學生對作業的再建構與後設思考。針對案例缺乏評量架構與

工具的問題，則設計評分量尺rubrics進行評量，提供客觀且精準的學習

成效證據。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研究流程依據Kemmis與McTaggart（1988）的

行動研究螺旋模式及張德銳（2013）的行動研究步驟，首先分析教學現

場的觀察以診斷問題，接著根據教學問題、文獻探討及對學習者與課程

的分析擬訂學習目標。繼而編製反思量表、案例作業評分量尺、晤談題

綱及教學意見調查問卷等研究工具以蒐集資料。接著進行兩個循環的行

動，最後分析所得的量化與質性資料，完成結論、省思與建議。

18週教學的兩個循環以第9週期中考為分隔點，開學第1週說明課程

綱要及上課方式，徵詢學生參與意願並簽署知情同意書，接著進行反思

量表前測。每一循環各討論兩個教學案例，四次案例教學法實施流程依

序為討論的前一週請同學先閱讀案例本文並思考教師設計的引導問題。

第一循環於課堂中進行40分鐘的案例討論活動，課後完成案例作業並於

繳交後隔週提供專家教師內在思考。第二循環修正之處有四：一為調整

案例內容聚焦於教育心理學的學科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二於課堂討論

時間延長為60～80分鐘，增加作業檢討；三為改變討論方式，教師扮演

引導與鷹架者，先分段小組討論再全班分享與對話；四為改變討論程

序，依序聚焦於問題的覺察、作決定與行動後的反思，輔以辯論及策略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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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為某大學教育學院修習教育心理學的一班師資生計48位

及授課教師，師資生中約81%是大一生，19%是大二、大三及研究生。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蒐集量化與質性資料，以回應研究問題。量化資料有「反思

問卷」前後測、四次案例作業的rubrics評分及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質性

資料包括課堂討論錄影及晤談的逐字稿、回饋單等資料。

（一）教學案例

本研究經分析擇定教育心理學的重要理論與概念，依據優質案例

的五個要素（Wassermann, 1994）及教育性案例的四個部分（Shulman, 

1992），從教育相關書籍中選編四則教學案例，分內文、提問及教師內

在思考三部分。案例一：「哪一個數比較大」的理論包括Piaget認知發

展階段、基模、認知衝突、調適，Vygotsky的近側發展區及後續發展的

鷹架構築，數學的單位分量及等值分數等概念。案例二：「大家求進

步」有行為論的強化、消弱及觀察學習、楷模、模仿等概念。案例三：

「有效的一堂課」的主要概念是訊息處理論的編碼、學習策略、後設認

知。案例四：「教室裡的推手」聚焦班級經營及行為自律，主要概念有

同理、正向管教策略、後效契約等。所發展的教學案例符應Shulman教

育性案例的四部分：（1）意圖：如案例一透過引發認知衝突察覺主要

觀念單位分量的問題而主動探究；（2）意外：如案例四的教師利用上

課前學生吵架事件之突發情況，引導思考並重新評估處理衝突的變通之

道；（3）判斷：如案例一教師對學生異分母加減的學習困境，將概念

問題化並搭建思考鷹架，讓學生合作探究以建構概念；（4）反思：如

案例二的師生一起歸納並檢視生活中的進步實例，將抽象概念具象化，

師生共同擬訂執行進步的新計畫及持續運作的行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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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問卷

本研究修訂Kember等人（2000）依據Mezirow反思架構編製的「反

思量表」（reflection questionnaire），作為評量反思層次的工具，採

Likert五點量表，每層次各4題合計16題。「反思量表」分四層次：習慣

性行為、理解、省思、批判思考。「習慣性行為」是在尚未學習或思考

前，常常應用的自動化或較少意識思考的行為。例如：「如果我照著教

科書和老師教的內容去讀，就不用想太多」。「理解」是經深思的學習

或思考，是現存知識的應用但並未試圖進行評價。例如：「對於老師上

課教的內容，我需要用心去理解」。「省思」是以經驗為反思試金石的

專業實踐，是對問題本身的質疑，可促使個人產生意義觀點轉換的前

提反思（Ghanizadeh & Jahedizadeh, 2017; Kember et al., 2000）。例如：

「我喜歡反覆思考曾經做過的事，尋求可能的不同處理方式」。「批判

思考」是深入反省、檢討、衡量證據，例如：「教心的課程已經挑戰我

原本根深柢固的想法」。

本研究以476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預試，以SPSS 16.0版進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經PC法萃取因素，Promax進行斜交轉軸，得到四個與原量

表結構一致的因素，共同性介於 .43～ .75，因素負荷量介於 .64～ .86，

四個因素共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的64.15%，顯示反思量表具有不錯的

建構效度。在信度方面，習慣性行為、理解、省思和批判思考四個分量

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 .80、 .76、 .79、 .84，總量表為 

.80，顯示反思量表具有良好的工具品質。

（三）教學案例評分量尺

設計評分量尺rubrics（參見表1）以進行案例作業評分，表現標準

分優良、佳、普通及待改進四個層級，內容向度分問題診斷分析、教學

及輔導策略、反思及繳交時間四部分。問題診斷分析在檢視學生能否

清楚定義問題並應用適切的教育心理學理論分析問題；教學及輔導策

略要求學生提出多元的解決問題策略，並深入闡釋與討論；反思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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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習者的心得、反省性思考或啟發。其中反思部分依據Manouchehri

（2002）的「反思層次架構」：挑戰與重構、理論化闡釋、解釋及描述

四個層級進行評分。作業由研究者及研究助理各自獨立評分。先由每次

作業中任抽五份由兩位評分者分別評分，針對不一致處討論取得共識

後，再繼續完成所有作業的評分。以Pearson積差相關計算出四次作業

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為 .84～ .87（p < .01）。

表1

教學案例評分量尺

表現標準

內容向度
優良（30～25） 佳（24～20） 普通（19～10） 待改進（9～0）

問題診斷分析

（30%）

1. 清楚定義問題

2.  應用適切的理

論完整診斷問

題

1.  能定義問題但

不夠清楚

2.  應用適切的理

論，但對問題

的診斷不夠完

整

1.  有問題意識但

無法定義

2.  應用不適切的

理論診斷分析

問題

1. 無法辨識問題

2.  無法應用任何

理論去診斷分

析問題

教學及輔導策

略

（30%）

1.  能提出一種以

上適用的解決

方法

2.  能延伸思考並

深入討論

1.  能提出一種以

上 的 解 決 方

法，但部分不

適用

2.  能局部延伸思

考，但討論不

夠深入

1.  能提出單一解

決方法

2.  無法延伸思考

或深入討論

1.  無法提出解決

方法

2. 無法延伸思考

或討論

反思

（30%）

1.  對自己或他人

的教學方法、

理念產生挑戰

或質疑

2.  能重新審視並

組織自己的教

學方法或理念

1.  能探究為什麼

會這樣思考

2.  能解釋為什麼

能夠學會或表

現良好

1.  探究影響學習

者的原因

2.  探究影響教學

者的因素

只能重述事實或

對事件本身作描

述

繳交時間

（10%）

準時或提前繳交

（10%）

遲交24小時之內

（5%）

遲交3天之內

（3%）

遲交3天以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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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意見調查

本研究採Likert五點量表編製12題教學意見調查表，於期末進行施

測。以了解學生對案例教學法、案例討論及作業的看法，輔助教學者 

反思。

（五）質性資料

本研究蒐集的質性資料分兩個部分，一為案例討論的課堂錄影與晤

談的口語資料；二為學生作業與回饋的文字資料。質性資料命名，例

如，「生48課堂案例討論20201222」代表2020年12月22日生48的課堂案

例討論底稿，「生29回饋單20201025」代表2020年10月25日生29的回 

饋單。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以SPSS 16.0版分析蒐集的量化資料，進行四次作業得分的單因子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及反思測驗得分（前、後測）的相依樣本 t檢定，

以了解學生在教學前、後學習表現是否有差異。質性資料先將課堂錄影

與晤談的影音整理成逐字稿，連同作業、回饋單等資料，與量化分析的

結果相互比對檢證，以統整回應研究問題。

五、研究倫理與研究信實度

在研究倫理部分，開學第一週即詳細說明研究倫理並書面徵求參與

者簽署知情同意書，計畫實施資料蒐集及整理、保存與結果發表、參與

者的參與或退出等，均遵守研究倫理。

在研究信實度方面，將所得質性資料進行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

（Patton, 1990），同一結論用不同方法、在不同情境及不同時間，對不

同人進行檢驗及核對，目的是藉由盡可能的多元管道確保研究信實度。

其次，將應用當事人檢核法（member checking）：對於不具干擾性的資

料，如將口語原案請當事人加以檢核。再者，加強研究者本身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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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關聯性高的問卷分析、晤談、課室案例討論、回饋及教學意見調查等

資料，進行交叉比對與驗證，並與文獻對話、連結，以確保研究的連貫

性、可轉移性及可驗證性等研究信實度（Lincoln & Guba, 1985）。

肆、研究結果

一、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師資生的學用連結

針對研究問題一，案例教學的四次作業依評分量尺評分，並進行

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次作業得分達顯著差異 

（F（1,47）= 1.65, p < .001, η2 = .20），表示四次作業表現之間有差異。本

研究採LSD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第四次作業（M = 79.17）

成績顯著高於第一次（M = 73.38）及第三次（M = 76.46），而第三次

及第二次（M = 78.58）作業成績顯著高於第一次（參見圖1）。顯示運

用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學生在案例作業問題診斷分析、教學及輔導策略、

反思的表現。

圖1

四次作業得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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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比對學生作業、晤談及回饋發現，案例作業要求學生應用教育心

理學理論，覺察案例中的問題並診斷分析。學生必須反覆複習課本內

容、教師解授內容或上網查詢，才能診斷分析出教學案例的核心問題。

接著要決定應用什麼理論或概念為基礎的教學策略解決問題，最後透過

比對、質疑並省思案例與自己的經驗進行反思與再建構。由案例討論及

四次作業的資料可看出，學生對理論與策略更加熟稔，能活用所學概念

於教學實務。

我覺得案例作業蠻有幫助的，絕對要先理解老師的教學內容，

透過案例對比課本，我有觀察到鷹架理論，……上網找了好幾份教

案，這份作業真的要強迫大家理解，是不可以死背的。（生12課後

晤談20201103）

作業二寫作業時才更清楚的釐清操作制約那些理論，學會把硬

梆梆的理論真正運用在班級經營上。（生39回饋單20201229）

其次，由表2課後教學意見調查問卷結果可發現，大多數學習者

認為案例教學有助於理論與實務的連結（M = 4.39），案例作業可提

升對教育心理學概念的理解（M = 4.39）、教學策略與輔導知能（M 

= 4.39）。但其中對教育心理學學習興趣提升（M = 4.08）的平均數較

低，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

值得肯定的是，學生認為作業能幫助理論理解與診斷，會在營隊中

實際運用所學理論解決教學問題。而對沒有比理論更實用的省思，體現

案例教學法種下的學用連結種子已生根發芽。

許多理論在書上閱讀時很難和實際情形連結，而透過教學案例

的作業，讓我更能夠知道理論如何運用，對理解與診斷層面皆有很

大的幫助。（生26回饋單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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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學習者課後教學意見問卷分析

評估內容 M SD
1. 我認為案例教學有助於理論與實務的連結。 4.39 0.64
2. 我認為案例教學討論能激發我更多元的思考。 4.31 0.62
3. 我認為案例教學討論能促進我對問題的探究。 4.22 0.68
4. 我認為案例教學能增加我對教育心理學的學習興趣。 4.08 0.84
5. 我認為案例教學能提升對教育現場中分析診斷問題的能力。 4.36 0.68
6. 我認為案例教學能提升我的教學策略與輔導知能。 4.39 0.59
7. 我認為教學案例作業能增加我對教育心理學概念的理解。 4.39 0.68
8. 我認為教學案例作業能提升反思自己學習經驗與未來作法的能力。 4.47 0.56
9. 我認為教育心理學四次作業的教學案例品質良好。 3.97 0.81
10. 我認為教學案例作業能提升我未來在教學現場解決問題的能力。 4.31 0.71
11. 我認為提供教學案例作業的教心理論對我澄清相關概念很有幫助。 4.20 0.71
12. 我認為提供教學案例作業的專家教師內在思考對我很有幫助。 4.07 0.58

透過案例討論更了解該理論使用，在辦營隊中也能使用教心理

論帶小朋友。……理論應用很實用。（生03回饋單20201025）

此外，比對學生的課後晤談及回饋，發現課堂案例討論、教師的作

業回饋與檢討，有助於外顯化專家教師問題解決過程的隱默知識與實務

智慧，佐證表3教學意見調查支持案例作業專家教師的內在思考有助於

學習（M = 4.31），顯示案例教學能搭建連結理論與實務的鷹架，提升

學生的教學策略知能及學用連結。

歸結研究發現案例教學法對促進理論與實務連結初顯成效，歷經四

次案例討論與作業讓學生逐步掌握運用理論診斷教學問題，以及運用本

於理論之教學策略解決問題的學用連結能力。

二、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師資生的反思層次

為回應研究問題二，研究者在教學前、後進行反思量表的前測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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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以比較學生在兩次教學循環的反思差異。由表3可知，學生在反思

總分前、後測表現達顯著差異（t = -3.20, p < .01），反思後測的平均數

（M = 3.64）高於前測（M = 3.45）。而分量表中習慣性行為、理解與

批判思考的前、後測表現亦達顯著差異（t = -2.11, p < .05; t = -2.15, p < 

.05; t = -3.53, p < .01），後測平均數（M = 3.05, M = 4.36, M = 3.43）分

別高於前測（M = 2.80, M = 4.19, M = 3.09），顯示透過案例教學法，可

提升學生的理解、批判思考的反思能力。

表3

反思前測與後測的 t檢定摘要

N M SD t值
習慣性行為 第一循環（前測） 48 2.80 0.62 -2.11*

第二循環（後測） 48 3.05 0.72
理解 第一循環（前測） 48 4.19 0.51 -2.15*

第二循環（後測） 48 4.36 0.54
省思 第一循環（前測） 48 3.72 0.60 0.00

第二循環（後測） 48 3.72 0.58
批判思考 第一循環（前測） 48 3.09 0.66 -3.53**

第二循環（後測） 48 3.43 0.61
反思總分 第一循環（前測） 48 3.45 0.37 -3.20**

第二循環（後測） 48 3.64 0.38

*p < .05.  **p < .01. 

參酌學生晤談與回饋，發現作業的反思可促進學生主動檢視自我的

優勢與不足，透過批判思考而重新建構行為或尋求教學改變。教學意見

調查平均數中最高者，是教學案例作業能提升反思自己學習經驗與未來

作法的能力（M = 4.47），提供案例教學有效提升反思的佐證。

反思可以讓我重新審視理解到的內容是否正確，有沒有遺漏的

地方。自己的作法哪裡不足？還有哪些能改進的地方？（生18回饋

單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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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能接觸實務的機會不多，看完教師的處理方式和課本

對應的理論結合後，能夠讓我思考我會用什麼方式去處理哪些是我

目前能力所及、哪些是我需要先提升自己的能力才可能使用得當的

方法。（生22回饋單20201229）

值得注意的是，比較學生兩次教學循環的省思並未改變，有學生認

為自己沒有實際教學經驗而難以省思，也有學生認為案例教師做法太過

理想或未必正確，因此仍舊依循過往生活經驗或自身思考模式的習慣 

而行。

我認為案例設計得過於理想，反思其實我認為對目前幫助不

大，因為目前我並沒有真正執行於教學現場上，所以難以自我反

思。（生5回饋單20201229）

在教學案例中老師的做法不一定是正確的，……我的經驗是覺

得老師在臺上糾正兩位同學的作為也可能對學生是壞事，造成二度

傷害。（生22作業四20210105）

歸結而言，教學案例討論與作業提供比對專家教師作法及檢視自己

教學理念的機會，讓學生歷經理解、比較、質疑、改變的反省歷程，激

發學生知其所以然的教學思考，理解多元教學判斷，覺察到自己可能的

不足，進而深化自己的反思能力。

三、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

以下闡述教學者從教學過程的自我省思獲得的專業成長，以回應研

究問題三。教學者在第一循環時尚不熟稔案例討論教學，歷經兩循環的

四次案例教學、省思與調整，逐漸熟練示範、教導、觀摩、闡明、實作

及探究等認知師徒策略與步驟（Collins et al., 1989），提升教學者案例

教學的知能。過程中的挑戰有二：（1）預期的學習目標是透過案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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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主動反思，但學生回饋表示作業好難、不知該用

什麼理論、希望寫作業前多做說明及提示，讓教學者陷入是否提示的兩

難困境。審慎思考後決定秉持初衷不做明確提示，而是透過優化案例引

導問題提供線索，增加教案討論時間、對話及作業後的檢討為因應。

由調整後的作業表現與回饋顯示，確實發揮引導思考與反思的效果。

（2）所研發的案例隱含理論與策略，但學生在實際討論或作業時常發

表另類觀點。教學者一開始試圖引導學生往預設理論及策略方向思考，

但經省思後，領悟到教學是複雜與定義模糊的（Shulman, 1992），沒

有標準答案或唯一正解。教學者應保持開放與彈性，才能激發更多元的

批判思考。從而學習尊重並肯定學生理論依據合理、教學策略能有效解

決問題的想法與作法。其次，藉由行動研究的歷練，不斷發現並診斷教

學現場的問題，修正調整教學與行動策略，學習如何由課堂觀察、學生

作業、晤談、回饋及教學者的省思，多元校準自身教學並檢視學生學習

成效，有助於教學者對教學問題的敏銳度與對學生回饋的感受力，強化

檢視案例教學實施歷程的省思能力，發展能解決教學現場問題的實務知

識（Schön, 1987），教學專業得以精進及成長。 

伍、討論、省思與啟發

以下分別就學用連結、反思及研究者兼教學者的省思三部分，對研

究結果進行討論，闡釋研究省思及對未來研究的啟發。

一、發展能促進學生學用連結的優質教學案例

發展優質教學案例是案例教學法的核心，研究者發現，現有且可用

的教育心理學教學案例並不多，自行改編或建構教學案例則不容易。

經梳理文獻後依據教育性優質案例的要素、內涵與評定指標（李雅婷

等人，2016；Shulman, 1992; Wassermann, 1994）發展教學案例。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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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教學案例品質良好的平均數並不高（M = 

3.97），顯示案例有改進的空間。經第一次案例教學及作業評閱後，發

現案例一的數學概念對尚未修習過數學科教材教法的大一師資生是困難

的，經省思後調整案例二、三、四的內容，聚焦於教育心理學的學科內

容知識與教學知識。由作業二、三、四成績皆高於作業一，顯示有關增

強、教學策略及班級經營的主題更切合學習者的先備知識、經驗、興趣

與能力，案例內容調整確實可提升學習成效。但也發現學生雖認為案例

一較困難，但透過引發學生認知衝突將通分與等值分數變成問題，連結

舊經驗搭建思考鷹架，透過小組合作探究實作來解題的思維與教學法，

不但符合素養導向教學，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理論與概念如何具體實踐，

更打開學生教育心理學理論應用於建構數學教學的新視野。

案例一代入通分概念對我來講不是很好說明，可是透過老師的

講解就有一種「啊！原來可以這樣引導」的感受。（生24回饋單

20201027）

本研究研發在隱含問題中鑲嵌對應的學科理論、重要概念與教學策

略的教學案例，呼應Shulman（1987）揉合學科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的

PCK是促進學生理解最有效知識的觀點，也是能促進學用連結的關鍵。

啟發研究者思考未來如何擴展教育心理學應用於學科教學與教育實務，

例如，組成學習社群共同發展符合案例要素及指標、可應用於不同學科

或教育議題的案例資料庫，提供教師配合師資培育課程運用以提升學生

的學用連結，應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二、 運用引導問題及專家教師內在思考啟發學生對問題的覺
察與診斷

基於師資生往往無法覺察教學現場或案例中的問題，研究者設計課

前引導問題及專家教師內在思考，透過引導問題啟發學生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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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還作業後提供案例教師內在思考以搭建學生問題覺察與解決的鷹

架，讓學生看見教學決策背後的理論，有助於促進學用連結與反思。

Shulman（1986）透過概念分析，將教師知識分為命題知識、案例知識

和策略知識三種型式。案例一的引導問題：「為何由整數比大小布題引

發動機」，引發學生同分母分數解題（連結舊經驗）與案例教師整數解

題（認知衝突）相悖的思維，發展因失衡而調適的策略知識。而專家內

在思考「同分母比大小無法明顯察覺單位量和單位數的問題。因此，我

布題就選擇異分母比大小，這樣學生才會感到單位量不同的問題。而要

解決此問題，必須先擁有通分的概念，可是我不想直接告訴學生答案，

而是以整數加減的舊經驗引發認知衝突，讓學生主動討論探究」的闡

釋，引導學生推理發現案例問題解決背後的理論依據與原理原則，破除

「理論無用」迷思，強化案例知識，並從案例問題診斷與教學決定中積

累經驗與實務智慧的命題知識。由學生回饋可呼應案例教學有助於教師

知識的形塑。

專家教師內在思考幫助我清楚理論與實際案例的連結。（生14

課後晤談20201020）

即使有錯，也能透過繳交作業後會發下的案例教師內在思考和

教師回饋知道正確的理論。應用理論診斷學習問題也是，檢討後都

對我們有相當的幫助。（生29回饋單20201025）

然而，部分學生並未認真思考引導問題或比對自己與專家的差異，

現場教學歷練及帶班經驗缺乏，在覺察或診斷案例問題上仍感困難。未

來如何建立監控機制以落實預習，鼓勵學生參與課輔或營隊以積累實務

歷練，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三、多元討論方式與明確程序讓案例討論更聚焦於教育專業

研究發現，運用案例教學法，透過課前預習、課堂討論及課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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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實施，確實可促進學生在教育心理學的學用連結，和陳淑娟與林

育瑋（2016）、李翠玲與黃澤洋（2016）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教學案

例可提供師資生真實教學的替代經驗，透過觀察、模仿案例教師的思考

與作法而強化學用連結（Collins et al., 1989）。

案例作業能使我反思前後應做何調整，在理念上也做出改

變，……對學生個別有不同的應對，以及班級出現狀況時，可以如

何有效解決和改善。（生46課後晤談20201124）

但課室觀察到案例討論時意見過於發散，由學生晤談及作業則發現

仍有學生（如生14）寫作業時無法連結理論，不知採用何種教學策略等

問題。

第一個案例作業中，我連結不太到理論，想不出教學策略。

（生14課後晤談20201020）

經教學後的反思，在第二循環案例討論時改變程序與方式，教師扮

演引導者，將學習主導權交給學生。案例討論改採先分段小組討論再全

班分享，一則增加同儕參與討論機會，再則讓討論能依序聚焦於問題的

覺察、作決定與行動後的反思，產生更細緻而有效的意見交流。調整案

例討論方式與程序後，由課室觀察發現，學生聚焦於學用連結的專業對

話與參與互動皆有提升。如生14經過三次案例討論後，作業三能明確看

出教師教學策略背後的理論與概念依據。呼應Manouchehri（2002）教

師持續針對教學現象進行討論，對話將由學生管理、課程安排轉變為專

業知識的觀點。

案例作業討論……，老師還會分成一個個的部分跟引導問題做

提示，因此對我在連結教育心理學的理論和教學現場實務都挺有幫

助的。（生28回饋單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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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案例中明確看出大衛老師運用訊息處理論循序漸進引導學

生，也用了鷹架構築和合作學習。（生14作業三20201211）

其次，運用更多元的討論方式。根據Cinganotto（2019）的研究顯

示，辯論能發展口語表達、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及論證技巧。因此，

第二循環案例討論時增加正、反兩方交叉辯論，由課堂討論發現辯論確

實可激發開放、多元的觀點與批判思考。

下課吵架應該會時常發生，所以老師應該趁第一件事情發生的

時候，就得一起公開處理，建立一個前例，讓後續……依循前例作

法解決吵架的事情，因此花一堂課的時間做機會教育，我們認為是

一個很合理的方法。（生48課堂案例討論20201222）

寫作業時，能夠從課堂同學們的辯論中，思考雙方想法中的優

缺點。（生35回饋單20201229）

四、強化教學策略的實務演練與實際應用

由研究者觀察、第一循環學生作業及回饋發現，師資生對教學現

場及未來學生缺乏了解，例如生2在作業二中表示對自己專業與信心不

足，而影響學用連結與反思。

因為我還沒有特定理念，也沒有實際教學或帶班經驗，反思自

己身處類似的情境，是不是有同樣的智慧或能力處理同樣的問題，

或者我還缺少能力。（生2作業二20201027）

針對學生因先備知識及教學經驗不足而影響理論的實務應用及反思

的問題，於第一循環教學後進行修正，在第二循環案例三及四討論時，

透過角色扮演或實際演練正向管教及我訊息、三明治溝通法等教學策略

以補足先備知識及策略實踐經驗。由學生回饋及作業表現，如生2在作

04-02-劉佩雲_p043-082.indd   66 2023/5/16   上午 08:55:55



劉佩雲　運用案例教學法提升師資生教育心理學概念學用連結及反思之行動研究 67

業四反思自己有信心未來在教學現場發生類似的狀況時，有從案例中習

得可依循的問題解決概念。顯示實務演練對學生理論應用於實務經驗的

學用連結確實有助益，此呼應Chen等人（2006）強調案例教學中實作

演練的重要性，凸顯活用知識於情境問題的解決，才能促進從理解到教

學行動的實踐。

師資培育的學生最缺乏的便是現場經驗與臨場反應的能力，案

例幫助從理論判斷達到預期目標的教學方式，輔導和溝通的練習很

有收穫。（生8作業四20210105）

經過課堂中這樣討論及演練，我想以後可以依循這樣的概念去

剖析事情、設定問題、計劃、監控及調整修正，無論是在案例討論

中或是教學現場所發生類似的狀況時。（生2作業四20210105）

五、建構分析型案例評分量尺以提供有效改進的回饋

傳統教師在評閱作業時多以給一個總分的方式，造成學生只關心分

數高低或及格與否，既無法診斷自己表現的優缺點，也掌握不到教師要

求的學習重點。本研究的特色是建構多元化的分析型評分量尺，進行四

次作業的形成性實作評量。Mertler（2001）認為要進行形成性評量，最

好採用分析型評量方式。因為相較於整體型rubrics，分析型rubrics具有

公平、有效、回饋性三大優點（史美瑤，2012）。分析型rubrics將學習

成果分為幾個特定部分經逐一評量後加計總分，是事先訂定好並公告學

生周知的評量標準，讓學生學習時能掌握更明確而具體、可觀察、可測

量的學習目標，可提供學生及時回饋與明確的修改方向。

有提供評分量尺，作業評語和檢討讓我知道該怎麼寫作業。

（生32回饋單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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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反思的部分一直在「佳」的部分，可能自己還是有什麼觀

念沒有跳脫。（生45回饋單20201229）

「教—學—評」三位一體的作法啟發從教走到學之建設性校準的新

思維（Biggs, 1999），分析型rubrics在設計及評分時雖較為複雜且費時

費力，但能明確引導學生達成學習目標。值得深思的是，研究者考量大

一學生沒有評量的先備知識，因此，rubrics由教師及教學助理共同設計

並評分。未來可思考由師生共同參與評分量尺訂定，讓學生的觀點得到

重視，學習準備更有方向可循。而運用教師評量、同儕互評、自評進行

交互檢證（Reddy & Andrade, 2010），更能提供促進自身教學反思與改

進的多元回饋。

六、同儕對話及作業檢討有助於反思能力的成長

反思是教師發展實踐理論的關鍵（Schön, 1987），而提升師資生的

反思則是當前師資培育亟待解決的問題。本研究設計的課前案例問題思

考、課堂討論與檢討、課後作業，目的在促進教學行動的行前思、行中

思及行後思（Schön, 1987）。研究結果顯示，師資生在案例教學後的反

思總分及理解、批判性思考顯著高於前測，與尹玫君（2018）、Gravett

等人（2017）的研究發現一致。

值得討論的是，反思量表後測的省思表現與前測並無顯著差異，有

學生回饋歷經四次作業後自己的反思並無影響或改變不大，顯示有必要

進一步檢討。

四次作業對於自己教學的省思與改變可能看不太出來。（生11

回饋單20201229）

Richert（1987）認為決定教師反思思考的兩個條件是教學事件敘事

的豐富性及反思過程的同儕討論。本研究發展的四個包括不同理論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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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應用的案例，如實還原教學現場情境與師生互動，確保敘事的豐富性

以促進學生的反思。

每一次案例都是不同性質的教學，都能獲得啟發和經驗。（生

16回饋單20201229）

其次，研究在一開始設計的案例討論時間為40分鐘，但實作後發現

時間太短根本無法深入討論及對話，學生也回饋希望增加同儕討論以幫

助反思。

能留一點時間給班上互相討論、分享更好，多聽別人的想法也

是審視自己的方法。（生5回饋單20201027）

經第二循環案例討論時間增長為60～80分鐘，加入作業檢討、增加

小組討論時間及辯論策略，透過檢討、分享及辯證思考，學生回饋藉由

不同觀點可相互激盪、挑戰與質疑自己的想法。如生29即認為案例檢討

與課堂辯論，對重新審視並形塑自己的教學方法與理念的反思能力，是

有幫助的。

老師於教案作業發放後，會立即討論案例中的教學策略，透過

同學不同觀點對案例中的例子進行批判，讓我從中思考自己原先的

教學策略不適當的部分，該如何改變及改變後將面臨的挑戰，又該

如何將其克服。（生29回饋單20201229）

「教學」是指「教」？還是指「學」？辯論前我認為課後私下

解決學生吵架比較好。聽過課堂不同意見，再看這個案例沈老師適

時的引導同學，透過輪流發言、一起實際演練，教導全班同學如何

解決糾紛。我覺得「教學」是「教、學」並重的！（生29作業四

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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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業及回饋可窺見學生的反思層次由僅描述事件或解釋因果，

漸進去試著練習轉化概念而能提出策略的理論依據，到能嘗試自我

挑戰與質疑，學會統整、內化以重構自我教學理念（Manouchehri, 

2002）。呼應Shulman（1987）的教學推理模式（model of pedagogical 

reasoning），顯示案例教學可促進師資生透過理解、轉換、教學、評

量、反思，進而產生新的理解。

七、教學者兼研究者的省思

行動研究係由研究者兼教學者，在過程中可能面臨角色衝突及主觀

意識影響的問題。針對此問題，本研究的晤談、回饋及教學意見調查表

由教學助理擔任，並在教師離場後進行，以避免研究者即教學者可能

產生的主觀性影響或角色衝突。其次，研究者在案例作業評分時建立

rubrics，以確保客觀中立。再者，研究蒐集量表、問卷、晤談及觀察等

多元的質性與量化資料進行交叉檢證，其中量化資料經統計分析與顯著

性考驗，而質性資料則進行三角檢證，以力求客觀。

歸結而言，本研究運用案例教學法進行行動研究，透過案例的課前

預習、課堂討論及課後作業檢討歷程，交叉比對蒐集的量化與質性資

料。結果發現，案例教學法可深化學科知識的概念理解，進而提升概念

活用於實務問題解決的學用連結，以及反思能力。其次，研究者為回應

教學現場問題進行行動研究，歷經兩次循環的教學實施、反思與修正，

透過自我省思而獲得教學專業上的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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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師資生的學用連結

本研究運用案例教學法，研發優質教學案例，進行案例的課前預

習、課堂討論、課後作業的教學活動。結果發現，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師

資生對教育現場的問題診斷、學習策略應用、理論與實務的學用連結。

（二）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師資生的反思能力

學生經案例預習、討論及作業過程持續學習並練習反思，檢視自己

可能採用作法的可行性與適切性，比對案例教師作法的有效性與理論依

據。結果發現，案例教學法可提升師資生的批判性與評價性思考，培養

深入反省與衡量判斷背後證據的反思能力。

（三）案例教學與行動研究可提升教學者的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

本研究運用案例教學進行行動研究，以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出發，

歷經診斷問題、擬訂與實施行動計畫、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結論與省

思的兩次教學循環歷程，結果發現，結合案例教學法與行動研究可激發

教學者檢視教學問題，思考以多元方式蒐集證據解決教學問題，對教學

內容與結果做更深層的省思，進而提升教學者的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

二、建議

（一）運用案例教學法提升師資生的學用連結

案例教學法掀起學習革命，本研究運用案例教學法翻轉傳統從理論

到實務的教學趨向由實務到理論的學習，翻轉傳統講授教學及紙筆總結

式評量趨向教學案例探究及形成性實作評量。研究結果發現，於教育心

理學運用課前預習、課堂討論、課後作業之案例教學模式，可有效促進

師資生教育心理學的概念理解，提升其應用理論提出教學策略以解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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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現場問題的學用連結能力。據此建議大學的師資培育機構及教師，發

展優質案例是實施案例教學的根基，可依據案例指標、教育性案例內容

及優質案例評分規準，分析學科概念結合重要教育議題融入真實的課

室情境，研發揉合學科內容知識及教學知識之PCK的優質教學案例。其

次，要求課前案例閱讀並思考引導問題，輔以納入學期成績計算的引導

提問應答作業，以完善預習監控機制。一則可落實課前預習，再則讓教

師了解學生起點行為與可能迷思。課堂進行明確程序與多元方式的案例

討論，先小組合作分段討論再全班分享，交互應用討論、對話、演練、

辯論、作業檢討等方式，可提升案例討論品質與學生參與，提供認知師

徒的替代經驗與觀察學習，幫助學生精熟教學輔導策略並強化實務經

驗。而課後作業可督促學生複習所學並深化概念理解，增加運用概念診

斷問題並提出有理論依據策略解決教學問題的練習，致力達成提升師資

生學用連結的目標。

（二）運用案例教學法培養師資生的反思能力

本研究發現，運用案例教學法在提升師資生反思能力上初顯成效，

特別是高層次批判性思考的進步最大。據此，具體建議師資培育課程善

用凸顯重要教育議題的真實教學事件，撰寫成豐富、明確敘事的教學案

例及順序合理的引導提問，強化學生的行前思。運用課堂案例討論與策

略演練，啟發學生的問題意識與本於理論的教學策略，強化學生的行中

思與行中知。課後以反思作業、檢討及專家教師內在思考，強化學生的

行後思。同時鼓勵學生多參與課輔、營隊以積累學以致用的實務歷練，

培養學生時時檢視並改進自己思維與決策的反思行動，經批判、統整、

內化以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識與實務智慧。其次，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

設計的分析型rubrics可發揮「教—學—評」三位一體的校準功能，提供

明確反思及改進回饋，幫助師資生檢視自我並回饋改進的方向。課程、

教學與評量同時校準的新思維，將教學、學習與評量緊密結合引領師生

共同致力學習目標的達成，是值得參考的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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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用案例教學法進行行動研究以解決教學問題並提升教學者的

專業成長

本研究運用案例教學法進行行動研究，歷經案例教學、反思與修正

的兩次教學循環，結果發現，行動研究歷練對教學者覺察教學現場的問

題、擬訂教學行動計劃並執行、解決教學問題及教學者的反思能力與專

業成長皆有助益。據此，建議大學教師行動研究是改進教學品質、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與促進教師教學與專業成長的可行途徑，不但能透過反思

解決平時習而不察、察而不解決的學生學習問題，矯正大學教師重研究

而輕教學的時弊，更能本於證據實質提升教學者自身的教學實踐與專業

知能。其次，依據研究發現，建議教師在案例討論時保持開放與彈性，

尊重並肯定未必符應案例預設理論與教學策略的合理思維或作法，才能

引發更多元的批判性思考。

在未來研究方面，建議研發融入不同學科PCK的優質教學案例，並

建立案例資料庫，以利更多教師可參考運用。其次，案例討論可提升學

生的學用連結與反思，卻造成課堂講授內容與時間壓縮的問題。未來可

採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透過有目的性的數位科技與平臺資源

輔助學生的課前自主學習（McDonald & Smith, 2013），課堂時間則充

分運用於師生案例討論、對話、指導解惑或實作探究。再者，rubrics可

考量由師生共同研擬發展，採用教師評量、同儕互評及學生自評的評量

方式（史美瑤，2012；Reddy & Andrade, 2010），進行教師與學生的評

分者間一致性等信度檢驗，以更精確客觀的評分量尺，提供師生明確的

校準與改進方向。

本研究仍有一些研究限制，有待未來研究突破。首先，本研究依據

案例的要素、指標，致力研發優質教學案例，未來可進行信、效度檢核

以進一步徵驗案例的品質。其次，案例討論時常有多人交錯發言情形，

僅用錄影常有收音不清的缺憾，未來可利用案例教室或可追蹤發言的錄

影設備，當可提升資料蒐集效能。再者，行動研究之教學者同時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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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產生角色衝突或主觀意識的影響，研究者雖採取若干措施，力求

客觀公正並保護學生的權益與隱私，但仍可能產生評分的月暈效應。未

來可採作業姓名彌封方式，避免教學者的主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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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ing Students’ Reflections and Linkage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a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rse
Pei-Yun Liu*

Abstract

A lack of reflection and a spli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wo 
common challenges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case methods can promote student reflections and link theory to 
practic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present study comprised one instructor and 
48 preservice teachers. A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rse was conducted, 
and this course was proceeded by two cycles of action research that included 
instructional practice, reflections, and revisions.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observed classrooms, assigned students 
classwork, and provided feedback to students. The instructor used self-
reflection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udents’ linkag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ir levels of refle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se method, which provided guidance and scaffold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odel of advance case preview, classroom discussion and 
review, and after-class assignments and reflection allows preservic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linkage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Moreover, peer case 
discussions, implicit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case assignment rubrics can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self-reflection by enabling them to review blind 
spots in instruction. Combining case methods and action research allow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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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or to reflect and develop professionally through problem awareness, 
instructional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adjust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nd verify quality instructional cases; conduct case 
discussions through guidance and scaffolding; conduct on-site practice; 
establish a suitable class structure and assessment rubrics to improve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sess teachers, peers, and oneself.

Keywords:  reflection, case metho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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