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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前各種教育改革政策倡議與革新訴求，各級學校紛紛提出了相應的實

務策略方案。其中，以學校的跨域課程整合、教師的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以及

學生的社會情緒學習，最具挑戰，必得要有充足的理念論述基礎及周延的實務運

作思維，才能推展得順暢合宜。本期教育研究集刊所收錄的三篇學術研究論文，

即是從不同角度來檢視這些看似新的教育革新主張、卻是歷久彌新的理念實踐與

核心關懷；而本期的書評則是與當前眾所關注的雙語教學議題有關。

第一篇文章「大學跨域教育之學理基礎—從Nicolescu超／跨學科思想探析
之」，係從學理辯證的方式來論述大學推動跨域／超學科教育的意義與價值，並

藉之來反思、檢討目前大學跨域課程的知識整合議題。作者主要透過理論分析

方式探究B. Nicolescu超／跨學科的思想，不僅介紹了Nicolescu的觀點，同時也
深入剖析了超／跨領域整合深層的邏輯思維，相關的論證解析或許不易立即理

解，但回到原初理念的理解與闡釋，不但有助於檢視長久以學科為本的大學教

育處境，亦有助於重新思考、釐清有關pluri-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inter-
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和cross-disciplinary等概念的指涉內涵，並藉之來審
慎處理不同概念指涉下的知識結構與課程組織問題。該文為跨領域教育實踐主張

提供了知識論及教育理論的脈絡論述，於今日臺灣教育改革朝向跨領域學習之趨

勢具有啟示性意義與貢獻。

第二篇「運用『小老師』任務於特教師培素養導向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

則是以當前師資培育政策強調專業素養導向為背景，在特教師培統計課程的教學

行動中，運用眾人自小學即熟悉的「小老師」實施方式，轉化設計成為於師培大

學教學的「小老師」任務，以之作為促進師資生的合作學習及涵養特殊教育專業

素養的教學策略。作者透過教學行動研究的歷程描述，鋪陳了其教學設計理念與

教學行動的意義，並從專業素養的觀點來省思其教學行動對素養導向師資培育的

啟發。該文透過務實觀點討論「小老師」任務在師培課程的實施成果與啟發，不

僅提供特教師資生多元動態的合作學習經驗，也創造了重新詮釋「小老師」意義

的機會，如此教學行動研究之實務經驗反思與行動啟發，將有助於提供其他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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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教師之教學實踐研究之參考。

第三篇「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的決策—動機內在歷程分析」，嘗試

整合社會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觀點，提出不同的見解來建構整合性的決策—動

機歷程理論模式，進而重新理解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主要係透過多層次結構方程

模式，探討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偏差行為的趨向／逃避動機、偏差行為的社會

益損評估、偏差行為正負情緒及偏差行為之關係，藉以補足現行文獻之不足，研

究議題具有創新性，在研究結果與討論及建議上對教育實務及未來研究亦具有參

考的價值。誠如作者所建議，未來當可擴大對不同年齡層青少年群體進行相關探

究，並進一步探討不同次群體間的差異性結構關係，而在教學實務上，也就可以

因著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新認知與理解，帶出新的行為輔導與情緒調節策略。

鑑於2030雙語教育政策之推動，帶給各級學校教學實務極大的衝擊與挑戰，
本期書評特別敦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簡雅臻副教授評介《超越內容與語言整合

學習：深度學習的多元素養教學》（Beyond CLIL: Pluriliteracies Teaching for 
Deeper Learning）一書，以期能對國內雙語教育的實務推動與研究有所助益。該
書為Doyle與Meyer於2021年針對CLIL雙語教學所出版之新書，書中透過檢視過
去實施CLIL的經驗與成效，提出了新的多元素養教學模式來強化深度的學習，
強調多元素養為跨學科、語言、價值觀、文化及數位化世界的試讀能力，因此特

別介紹深度學習方法與多元素養連結的整體性教育運作方式，諸如深度學習的機

制、驅動力與輔導等，也具體提出了實施深度學習的多元素養教學法，以及語言

教師的角色與定位。作者於文中所分享的評述與建議，當有助於國內各界對當前

雙語教育推動的理念、目標與方法有新的反思與啟發。

教育研究集刊於去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辦理

之期刊評比，再次獲評為教育類一級期刊，收錄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

刊。藉此分享榮譽之際，要特別感謝大家的愛護與鞭策，集刊編輯團隊將繼續以

戰戰兢兢的態度，戮力經營此一屬於所有教育研究者的學術園地。另外，也特別

藉此提醒，本刊年底「教育改革30年回顧與省思」專刊正在徵稿（截稿日期為6
月30日），歡迎大家踴躍投稿，就30年來教育改革相關議題，諸如教育改革之歷
史脈絡與演進歷程、教育改革法令與政策變革、教育改革對社會價值與文化生態

的衝擊、教育改革對教育權力結構的影響，以及教育改革對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的

05_編輯的話_pvii-x(7-10).indd   8 2023/4/26   上午 11:01:49



編輯的話　ix

挑戰等，提出您的研究經驗與成果。畢竟，大家的踴躍賜稿，是支持、鼓勵集刊

運作與發展的最大能量源頭，誠摯地邀請大家，一起參與教育研究集刊的精進與

成長，貢獻於臺灣教育學術研究與實務改進。

總編輯　甄曉蘭　謹誌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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