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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課綱微課程初探：長期照顧心體驗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師、淡江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生　劉青雯

壹、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2年國教）課程綱要

總綱已於2014年11月28日由教育部正式發布，洪

詠善、范信賢（2015）指出總綱五大特色：全

人教育、素養導向、連貫統整、彈性活力及多元

適性，明確指引未來新課綱課程發展應著重全人

教育、與生活情境結合、彈性學習及以學生為中

心，提供更多體驗與探索等相關學習活動，以培

養終身學習為目標。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資料顯示：我

國在2018年3月，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

例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預估2025年，老

年人口比例將增加至20%，達到超高齡社會的標

準。面對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造成勞動力供給不

足（劉家勇，2015）的社會經濟危機，也同時凸

顯長期照顧急迫需求的社會議題。高中階段的青

少年，家中長輩可能也有長期照顧需求的問題，

因此在高中階段培養關注此議題的能力倍顯重

要。

彈性學習時間是12年國教新課程綱要很重要

的特色之一，微課程是其中一種應用方式，鄭育

萍（2016）提出微學分課程具有探索與發掘性

質，可用於特定學科的試探教學。本文將論述適

用於高中生微課程「長期照顧心體驗」的發展歷

程、實施及建議，提供現場教師參考，期能拋磚

引玉。

貳、長期照顧心體驗微課程發展相關理論基

礎

一、ADDIE教育模式

ADDIE教學模式一開始是應用在工程

體系，用以解決職場訓練與指導問題的歷

程，透過系統性的方法，選擇多元解決

策略，達到最大成效（Allen, 2006）。

Branch（2009）認為ADDIE是一個有效的

課程開發系統，主張學習應該以學生為中

心，具創新性、真實性及能夠鼓舞人心。

ADDIE分別代表從分析（Analysis）、設

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

執行（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以及評鑑

（Evaluation）等五個課程發展歷程，說明

如下（Branch, 2009；Peterson, 2003）。

(一)分析（Analysis）：需求分析包含學

習內容與學習對象，確認學習者起點與

目標的落差，學習者先備知識有哪些，

需要更進一步探討或培養哪些知識、情

意與技能；根據分析結果，確認教學目

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資源，

發展一個適當的教學計畫。必要時，可

依據學習者個別化需求，進行差異化教

學。

(二)設計（Design）：根據學習者屬性、先

備知識及教學分析結果著手設計教學計

畫，選擇最適切的教學策略、媒體、方

法及評量。課程教學目標與學習內容、

教學策略、評量方法都需要緊密相扣，

學生才能持續維持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三)發展（Development）：課程發展三個

主要步驟：起草、成品及評量，明確撰

寫課程架構、學習內容、實施時間、選

擇與發展適合的媒體資源及評量方法，

課程草案設計完成後，實施教學，進行

形成性評量、修正，產出成品。

(四)實施（Implementation）：實施階段，

教師必須積極且有效率地將課程成功傳

達出來，實施期間需要持續進行分析、

反思及修正，以促進課程設計發展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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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量（Evaluation）：評量是課程發

展過程中重要的步驟，好的課程設計要

經過適當的評量、測試與修正淬鍊。評

量工作不僅針對實施結果進行總結性評

量，在所有的歷程階段，都可以進行

形成性評量（圖1），隨時滾動修正，

期使課程設計更臻完善。評量不僅是

ADDIE的最後過程階段，更是下次ADDIE

課程發展的起點。           

二、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照2.0

長期照顧服務法的設立旨在健全我國長

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完善照顧及服務品

質。長期照顧法針對長照服務及長照體系、

長照人員之管理、長照機構之管理及接受長

照服務者權益之保障等方面有明確規範與罰

則。

行政院在2016年通過了「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2.0」（簡稱長照2.0），並於2017年1

月1日開始實施。長照2.0包含社區整體照顧

ABC模式：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B複合型

服務中心及C巷弄長照站；除了原本長照1.0

的服務對象以外，長照2.0新增65歲以上失

能老人、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50歲以上失

智症者及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各縣市

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及其分站，提供單一

窗口及長期諮詢服務專線1966；長照2.0將

1.0原有的長照服務，整合為「照顧及專業

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及「喘息服務」

等四大類，詹惠雅等人（2018）探討某醫學

中心出院銜接長照2.0申請核定通過項目，

其中以喘息服務最多，其次為交通接送、居

家服務及輔具服務。

三、彈性學習時間的妙意與妙用

彈性學習時間目的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能力、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及發展校本特色，

培養全人教育，成為終身學習者（12年國教

課程綱要總綱，2014）。

彈性學習時間的應用廣泛、有彈性，可

安排正規與非正規的課程學習活動，例如學

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補強（救）教學、

發展學校特色課程活動、國內外交流學習活

動以及選修增廣教學等（12年國教課程綱要

總綱，2014）。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Q＆A明確指出

保留彈性學習課程的用意為：

「維持彈性學習課程的設計，教師可以

結合教育專業及社區資源等發展學校本位課

程（例如：校園學習步道、主題統整課程、

戶外教育等），讓學生能在真實的生活情境

中學習、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應用所學解

決生活的問題，使得學習更有意義，並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

參、長期照顧心體驗課程設計與實施

本長期照顧心體驗微課程發展歷程及實施說

明如下：

一、需求分析（Analysis）：本課程發展針對學

習者屬性、先備知識、課程內容及教材教具

等面向進行分析。

(一)學習者屬性：實施對象為高職（技術型

高中）二年級學生，年齡約16-17歲；

學生屬於Z世代，有自己的想法，善用

3C產品，手機持有率約90%。

(二)學習者先備知識分析：實施對象已經修

完現行99課綱健康與護理必修學分，學

習過老化的準備與照護老人，老人居家

圖1　ADDIE課程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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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進食、用藥與滿足心理需要等內

容。

(三)課程內容分析：本課程以培養社會參

與素養為主軸，選擇當今台灣社會最迫

切需要關注的議題之一：「長期照顧」

為課程主題，探討長照2.0、ABC內涵，

考量課程時間、課程特色及學生學習需

求，著重體驗與探索，期能協助學生啟

動關注此議題的熱情與行動。

(四)教材教具分析：此主題為新課綱健康與

體育領域綱要新增列學習內容，沒有現

成教材，教師發展並實施新教材；著重

體驗學習，申購老人日常生活輔具、助

行器、拐杖及輪椅等教具。

二、設計（Design）：本課程設計流程分三個

步驟，第一步驟統整需求分析結果，第二步

驟選擇適切的教學策略，第三步驟構思適

合的教學媒體、教學方法及評量（Branch, 

2009；Peterson, 2003），相關內容請參見

圖2。

三、發展（Development）：本課程發展依照主

題架構、學習內容、課程實施時間、媒體資

源、評量方法的順序完成課程設計內涵，請

參見表1。

 圖2　長期照顧心體驗課程設計流程

第一步：需求分析

‧學習者屬性、先備知識
‧長期照顧學習內容
‧課程實施教材教具
‧實施六週微課程

第三步：教學媒體、
　　　　方法及評量

‧搭配影片
‧透過實際生活情境案例，引
　導學習，運用手機尋找資源
　與解決策略
‧採取多元評量

第二步：教學策略

‧素養導向教學
‧以學生為中心
‧以體驗學習為主軸
‧採問題提問及合作學習策略

表1 長期照顧心體驗微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長期照顧心體驗
核心素養：健體-U-C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道德議題與公共議題之思考及對話素養，培養相關公民
　　　　　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有關的環保與社會公益活動。
課程實施時間：6節課（1節/每週，共6週）。
學習目標：1.能主動關注我國長期照顧需求的議題。
          2.能應用多元健康照護技能於長期照顧需求案例的生活情境中。

實施時間 學習內容 教材教具、媒體資源 評量方法

第一節
★長期照顧是什麼？
★哪些人需要長期照顧？

教學簡報、學習單長照及
失能家庭需求報導影片

課室參與、口頭發表、
學習單

第二節
★長期照顧法的內涵是什麼？
★新的長照2.0是什麼？
　為什麼要長照2.0？

教學簡報學習單
課室參與、口頭發表、
學習單

第三節
★長照ABC是什麼？
★長照服務如何不漏接？
★居家附近有什麼長照機構？

教學簡報學習單
課室參與、口頭發表、
學習單

第四節

★長期照顧心體驗之日常生活
　老人身體限制體驗
　老人常見眼睛疾病
　手機APP擴增實境體驗(AR)

老人體驗組成人紙尿布眼
疾模擬體驗APP

課室參與、體驗參與、
口頭發表、學習單

第五節
★長期照顧心體驗之日常生活
　老人行動輔具體驗

助行器、拐杖、輪椅使用
課室參與、體驗參與、
口頭發表、學習單

第六節
★見賢思齊：「暖心湯」影片發
　想，我們也可以做些什麼？

暖心湯影片圖畫紙、彩色
筆

創意發想、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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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Implementation）：課程設計完成

後，即展開為期六週的課程活動。課程透過

老人體驗組教具協助學生體驗老人肌肉無

力、關節痠痛等問題，感受身體限制導致行

動困難的窘境，目的在培養青少年有更多的

同理心，在日常生活中能發自內心展現禮讓

老人的行動（圖2）。另外，結合科技，運

用手機APP擴增實境（AR）功能（圖3），體

驗探索老人常見眼睛疾病白內障（圖4）、

黃斑部病變（圖5）的

「視界」，感受老人霧

裡看花及視覺扭曲的困

擾。

徵求自願上台示範

需要尿布輔助的爺爺與

協助使用紙尿布的孫

子，學習體驗被包尿布

的感受及成人紙尿布的

正確使用方法（圖6）。原本擔心學生害羞

不好意思示範體驗，令人驚喜的是這些孩子

能透過課程情境引導，自信而勇敢地表示願

意體驗示範，讓人感動的是，示範期間有一

位席間學生自動地在旁說明與指導應該如何

包尿布會比較舒適，詢問原因，原來其母親

是保母，所以熟悉寶寶包尿布的技能，類推

到成人包尿布，沒錯！這就是一種素養的展

現。

學生透過助行器（圖7）、拐杖（圖8）

及輪椅（圖9）等教具，實際體驗與探索老

人行動不便的感受，期待能培養更多的同理

心，同時也學會行走輔具正確使用技能，可

以回饋到自己的家庭需求中。另外透過見賢

思齊：「暖心湯」影片發想自己也可以為老

人做哪些溫馨接送情的貼心舉止，透過合作

學習（圖10）的過程，創意發想無邊界（圖

11）。

五、評量（Evaluation）：評量採教學日誌及

學生學習成效兩方面進行，教師透過教學日

誌反思教學活動實施是否順利與評量學習成

效，進行修正（圖12）；學生學習評量則採

多元評量，包含課室參與、口頭發表、體驗

參與及學習單(圖13、圖14），應用Rubric

發展整體性評量指標(表2），進行學習評

量。

圖2　老人身體限
　　 制體驗學習

圖3　手機APP眼疾
AR體驗操作介面

圖4　手機APP白內障
AR體驗

 圖5　手機APP黃斑部
　 病變AR體驗

圖6　老人身體照顧
　 包尿布體驗

圖7　老人行動輔具
　 助行器體驗

 圖8　老人行動輔具
　拐杖體驗

  圖9　老人行動輔具
　 輪椅體驗

圖10　暖心湯創意發想

圖11　暖心湯創意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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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程最後透過學習單分享印象最

深刻的心體驗探索活動，發現了不少心世

界，摘錄如下：

「眼疾模擬體驗，原來老人的視界竟然

如此不清楚、不舒服。」

「老花眼體驗，如果我自己也是這樣，

或許會難以接受。」

「眼疾模擬體驗，得到青光眼好可怕，

最後什麼都看不到了！」

「包尿布很有趣，我學會包尿布的方法

了!」

「坐輪椅體驗印象很深刻，第一次體會

到老人不方便的生活。」

「推輪椅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外公出門

也要推輪椅。」

肆、結論與建議

課程發展以學生為中心，不只是口號，應化

為實際作為（吳俊憲、吳錦惠，2015），切合學

生生活情境，提供多面向探索與體驗學習活動。

透過微課程教學，教師可以接觸更多學生，藉此

辨識與培養適合該專業領域發展的學生（鄭育

萍，2016），選擇適當議題充分發揮，透過提

表2　長期照顧心體驗Rubric評量指標

學習評量指標說明

優良

能積極、主動的參與課室聽講、討
論、對話、體驗及探索活動，能精
確表達學習內容、提問並類推，能
自主地的正確完成學習單。

適當

經教師提醒後，能適時參與課室聽
講、討論、對話、體驗及探索活
動，能大致正確的表達學習內容與
提問，能經引導後完成學習單。

待加強

經教師提醒後，無法適時參與課室
聽講、討論、對話、體驗及探索活
動，無法概略正確的表達學習內容
與提問，無法完成學習單。

圖13　長期照顧心
　　　體驗學習單

圖14　長期照顧心
　　　體驗學習單

圖12　長期照顧心體驗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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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話及合作等學習策略，在學生心中埋下種

子，靜待其發芽與茁壯。

為了提供給學生更多元的體驗學習活動，建

議教學現場教師們應該積極活絡起來，獨立或協

力開發創新教學活動課程，單一或跨學科發展，

領域或跨領域合作也是選項，一起「揪團」響應

新課程綱要總綱理念「自發」、「互動」及「共

好」，以行動塑造校園「終身學習者」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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