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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

年的年初，筆者接到博士班指導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邱美虹教授的邀請，於月下旬至北京參加北京師範大學高端備課工作坊，便不加思索答應。
後來，邱教授又來電，希望我介紹一些自己的研究。剛好，當時有一篇論文正在發表，就野人獻曝不知量力，跟著邱教授參加這一趟學術與實務交流的旅程。

  行程

此次工作坊主辦單位，包括：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高中化學學科中心。參與人員除邱教授外，還包括：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研究所所長許瑛玿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瑩教授，以及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學科中心的高中教師共位。北京師範大學則是以王磊教授的研
究團隊為主。除此之外，也接受了北京大學前校長周其鳳院士的邀請，參訪了北京大學的化學學院與教育學院。此次工作坊主要討論的議題有：兩岸高中課程的差異；
兩岸高中教師備課方面的異同；兩岸科學教育研究議題交流。

在月日～日之間，訪問團參訪了所高中，分別是北京十四中學、中學、北師大二附中，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所大學。相關的行程如下表所示。行程
可謂是相當緊湊而豐富。

日期 活動內容
月日 北京十四中學進行交流

兩岸學科教師進行課程介紹
化學電池實驗教學觀摩

月日 北京中學進行交流
元素週期表同課異構

（即相同課程內容由海峽兩岸不同教師授課）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2016/11/12/%e5%8c%97%e4%ba%ac%e5%8c%96%e5%ad%b8%e6%95%99%e5%ad%b8%e4%ba%a4%e6%b5%81%ef%bc%9a%e5%85%a9%e5%b2%b8%e5%a4%a7%e5%ad%b8%e5%85%a5%e5%ad%b8%e8%80%83%e8%a9%a6%e8%88%87%e9%ab%98%e4%b8%ad%e6%95%99%e5%ad%b8/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2016/11/12/%e5%8c%97%e4%ba%ac%e5%8c%96%e5%ad%b8%e6%95%99%e5%ad%b8%e4%ba%a4%e6%b5%81%ef%bc%9a%e5%85%a9%e5%b2%b8%e5%a4%a7%e5%ad%b8%e5%85%a5%e5%ad%b8%e8%80%83%e8%a9%a6%e8%88%87%e9%ab%98%e4%b8%ad%e6%95%99%e5%ad%b8/


月日 【上午】專題報告
邱美虹教授－學生建模能力的探究與課程設計

吳國良研究員－大學入學考試化學考科非選擇題分析與推論模式
許瑛玿教授－大學統整課程之研發與實例
楊芳瑩教授－眼動儀的相關論文的後設分析

【下午】觀摩
化學院本科生教學設計與模擬教學訓練小組課程

月日 北京師大二附中進行交流
觀摩有機化合物的結構式推導與製備實驗

參觀科學實驗室
月日 北京大學參訪

教育學院與化學院參訪交流

  心得

筆者過去幾年已多次參訪大陸，但大多以考試招生單位為主，加上各地的重點大學。這次有機會跟多所高中接觸，實際與高中第一線教師面對面溝通交流，並
且實際進到課堂觀課，收穫頗豐。由於筆者任職的單位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更加關注大陸的入學考試與課程改革，因此本次的心得分享是由這幾個面向作出發。

大陸各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

不論是高中的各項設備、教學方式或是大學培養人才的方式，大陸已是迎頭趕上臺灣，甚至超越。月日訪問北京大學化學學院，接待我們的裴堅教授。裴教授
提到年前訪問臺大化學系或中研院化學所時，還感覺大陸是落後臺灣，現在則不然，就化學領域的研究，臺灣已經趕不上大陸。對臺灣而言，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優勢，
是值得思索的課題。尤其，讓筆者印象頗為深刻的是北京師範學院化學系的「教學設計與模擬教學訓練課程」，這是針對即將進入職場的大四學生所設計的教學預演課
程。學生選擇某項特定的主題後，再結合課本或生活情境的內容進行教學或演示（見圖左），教學完後再由同儕或任課教授進行點評（見圖右）。這種教學即時回饋的
方式，對初任教師的訓練可謂完整且紮實。

 

圖一：學生教學或演示（左），教授點評（右）

大陸的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對高中教育與教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月日即將登場的普通高考，是大陸每年全國最矚目的一件大事。接近萬名左右的考生，牽動著所有政府部門、考生、學校、家長的神經。因為高考的成績左右
著考生的未來，高中的教育幾乎是以此項考試為終極目標。原本高中三年的課程，高中是以兩年的時間授完，剩下一年的時間進行複習。這種情況，幾乎存在於所有的
高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高中辦學的績效，大致是以有多少學生能夠進到北大、清華為主要的評比。北京幾所著名的高中，例如：人大附中、四中、八中、中、北師
附中、二附中，皆是以進北大、清華作為名校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高考改革的呼聲不斷湧現。

目前，調整的方式在於：除了高考之外，希望可以參照其他的標準，作為高校的入學方式，例如：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等。此外，就某些考試，希望
能夠提供多次考試的機會，成績擇優。只是，這種方式，對學生是否可能造成更大的應試壓力，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新一波的課程即將啟動



大陸新一波的課程綱要或稱課程標準，即將於年實施。此次課綱的修訂，與臺灣相似，是以素養為導向，這種以素養為核心的課程設計，強調培養學生帶得走
的能力，希望學生不僅具備專業知識外，亦能夠具備探究能力與思考智能。但是，這種以素養為基本核心的課程，對入學考試的評量會是一項重大的挑戰。也就是說，
如何評量素養，以紙筆測驗的方式可否評量素養，這可能是未來年之間，海峽兩岸都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大學培養人才的方向

以北京大學化學院而言，他們人才的培養主要有兩個重要的方向：分別是獲得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書面和口頭表述的能力。能進到北大化學學院的學
生而言，大體上都應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因此他們的學習方向，是以資訊的獲得與分析，以及口語和書面的表達能力為主要目標。這兩項能力，不單只是優秀的化學
家所須具備，也是一般現代公民所應該擁有的基本能力。不管是資訊的獲得與分析或是口語或書面的表達能力，其先決的條件，應是閱讀能力。能夠讀懂相關的資料或
資訊，才能進行相關的分析、研究、溝通與表達，因此閱讀能力的培養，是大學四年訓練中所不可獲缺者。

  結語

從這幾天的參訪之中，可以發現到大陸與臺灣都同時在進行課程改革與大學入學考試的改革，也就是說人才的培育的省思，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是現階
段兩岸教育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最近，臺灣也持續進行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的規劃及研議，許多專家學者與高中教師都對入學考試的方式提供相當多的建言。

不過，如果我們深思北京大學化學學院他們人才培育的兩個重點方向：獲得與分析訊息的能力、書面及口頭表達的能力，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當值得慶幸的是，
國語文表達能力測驗的推出，這個測驗至少某種程度可以測得學生的分析訊息與書面表達的能力。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任何的考試或測驗都有其侷限性。本文的最
後想以日本的教育學者天野郁夫的一段話，作文本文的結語。天野教授的談話重點如下：

「任何周全的選才方式終究難以擺脫考試決勝負的方式，這些方式是否能夠藉著對歲學生的考察，來決定他們未來一生的命運，與其專注在經營細緻而微小的
入學考試差異，為何不反思建立更有彈性與完善的大學學習或是終身學習，讓這些學生能夠真正學到他們所想要的內容。」

這番話確實值得我們思索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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