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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在的世界，她的樣貌究竟長的什

麼樣，一直以來人類始終保持好奇，也不斷

的嘗試去解釋。古希臘人告訴我們世界以地

球為中心，以完美的幾何路徑運作；愛因斯

坦以相對論描述宇宙的浩瀚無垠。那麼可以

用什麼詮釋我們的社會圖像呢？為什麼美洲

大陸是歐洲人發現的？為什麼現今世界是目

前的樣貌？ 
復活節島上的巨石堆，曾經令我們仰望星空，夢幻著星際交流，但最後卻是一

場場文化浩劫；在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天秤中，我們要怎麼取捨？也許數學和科技

可以給我們有力的後盾，但要促使我們改變心智與情感，為我們的生活環境及生物圈

裡的鄰居做出具體的改變，顯然的需要有一些更能觸及生命的多元表現方式。在所有

的知識領域當中，社會科學在這些方面有更多機會表現。更重要的是，我們透過社會

科學認識世界各種樣貌產生的原因後，接納彼此的獨特；以更廣更遠的視野和環境互

動。

過去思想箝制的年代，政治求安定、經濟講外銷，社會需要的是服從、勤勞的

聰明學生，注重的是數、理與外語學習；但時空轉移，思想解放後的多元社後、全球

化的政經新版圖，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比過去更為複雜，也許過往歷史可以提供部分線

索，但解決問題的卻亟須新的思維模式。多年來，全球各國教育為因應環境變化越發

重視學生對訊息收、分析與整合，知識本身已退居到第二線。在這波的浪潮，早以有

許多教育夥伴早已見微知著，帶領學生走上這條大道，黃淑君老師便是其中一位。

福和國中黃淑君老師，有十多年的地理科教學經驗，目前雖然轉換到忙碌的行

政工作，但對教學的熱情依舊。學生經常在一團霧水中進行課程活動，然後在驚喜中

找到線索、完成任務，最後開心的結束課程。淑君老師擅長將周遭的資源或是有趣的

媒體節目轉換成遊戲，每一堂課用最適當的遊戲引領學生進入知識的殿堂。

在遊戲中尋找世界真相
文˙整理  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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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課程才夠味

噹噹噹！上課鐘聲響完，淑君出現在教室門口，立馬宣布：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來吃西瓜！

學生的眼睛為之一亮！

水果刀出現，西瓜瞬間兩半！

哇！開動了！

且慢！剛才這一刀，如果是經線？哪可能在經度幾度呢？

又來了！

趕快翻課本找答案！

和淑君老師聊天的過程，腦海中出現這麼一幕有趣的畫面！淑君老師用一顆西

瓜介紹地球經緯度、時區。學生吃得開心、也猜用心。接下來，淑君老師又介紹許多

課堂中有趣的遊戲：真人地球儀、大富翁、物以類聚、尋找女王蜂、卡坦島冒險……

。如果我們還是學生一定每堂下課都問她：「下一次要玩什麼遊戲？」

教學資歷近二十年，教具從書面紙

畫地圖的年代到透明片繪圖、幻燈片到

現在的電腦視訊。她表示，早期為了提

高學生學習效果，想盡辦法將課本上的

文字轉換成學生可以看到、摸到、聽到

的教材。教中國北方地理時，他讓學生

聽席慕蓉所寫的塞上曲和看草原奔馳的

群馬，體驗廣衾的草原生活、思索這裡

的地理環境能夠提供的物資、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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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風貌；教授地形，他從透過紀錄片的影帶中擷取可以使用的片段，讓學生用眼

睛看清楚峽灣這些千奇百怪的地形名詞。

在等高線教學，她拿柚子讓學生切片，實際學習繪製等高線；在多元社會單元

中，她帶領學生烹煮各國佳餚，從美食認識各國文化。他用大富翁、卡坦島等策略遊

戲讓學生學會分析、思考；即使是冰冷的南北極課程也可玩個翻牌遊戲，來個記憶力

大挑戰。學生總在哇哇驚奇的讚嘆中，有效的完成學習目標。

「有趣的活動，方能確保學生高昂的學習興趣」

是遊戲也是課程

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如果在遊戲中進行學習，何樂而不為？學生玩

遊戲，當然可以暫時吸引他們的注意，但是要在遊戲中加入課程，且要讓學生沉浸在

遊戲當中就需要有竅。在我們深入追問，淑君老師娓娓道出許多關鍵。地理課程包含

地形、水文、人文、氣候、土壤等更種主題，每個主題的性質不同，因此授課前須要

先進行課程設計，先找出單元學習目標，根據學習目標搭配適合的遊戲活動。其次，

將課程內容轉換成提問的內容，提問的內容再轉換成問題關卡。學生在遊戲過程，必

須解決問題關卡才能前進或是獲得資源。為了獲得勝利的鑰匙，老師還沒提醒到書本

找答案，學生已經將書本翻到爛了。透過目標轉移，雖然仍然在課堂上，雖然還是要

翻書本，但學生已經覺得是在遊戲不是在上課了。

淑君老師以「產業」這個主題為例。在這單元中，他覺得大富翁這個遊戲和產

業這個單元可以互相搭配。課程開始，學生分成若干組，以組為 遊戲隊伍的基礎，

根據遊戲規則取得足夠的資源後，便可以開始設立工廠，部分工廠設立，淑君老師便

帶領學生討論：每一座已設立的工廠是否是在有利的環境下。

遊戲是教學的媒介，最終是要讓學生完成課程學習目標。如果等各組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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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立」的任務後，才開始討論，可能導致授課時間不夠，我們可以在部分組別

完成任務，就可以立即進行討論。如此，時間不會變成授課壓力，也可產生觀摩效應。

在這場討論中，工廠設立成功與否關係到得分，如果可以讓自己的工作生存下

來，就提高得分的機會，相反的，找出其他工廠設立環境的劣處，就可以讓他組的得

分機會減低。因此學生必須從過去已經學過的知識盡可能找出相關的訊息，分析各組

工廠設立的環境資訊，從氣候、水文、地形等各項可能的干擾因素著手，整合資訊最

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設計產業分類這個單元課程時，淑君老師以「物以類聚」這個遊戲搭配課程

。每個學生頭上戴著教師設計好的頭冠，頭冠上寫著一些名字。學生在不斷的尋找可

以和自己配對的角色中，逐步發現「三級產業」的概念與遊戲規則。當遊戲進行到大

部分的學生明白遊戲規則且可以快速找到配對對象後，教師便可以將遊戲中所呈現的

物以類聚這個概念導入產業分類。學生將概念轉移到課本上的產業分類，就可以明白

許多產業分類時所考量的因素。

在認識大洋洲這個單元，淑君老師帶領學生玩「開旅行社」的遊戲。透過介紹

自己旅社著名招牌產品吸引旅客的青睞。隨著而來的是「九宮格」賓果連線。當各組

將自家產品介紹完畢後，淑君老師要學生將剛才聆聽到最有感覺的關鍵詞填入九宮格

，再透過適當的問答，得到最多、最快賓果連線即是贏家。學生在這個遊戲中必須專

注聽同學的報告，才能擷取訊息參加遊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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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雖然有趣，但遊戲只是課程活動的一個媒介。教師須透過課程設計，將課

程包裝在遊戲活動，透過解決問題累積遊戲資源的過程，讓學生將課程目標內容一一

完成學習。

課程設計重塑遊戲規則

將遊戲導入課程的另外一個關鍵

因素是時間。要在時間內完成遊戲與

學習目標需要課程設計。淑君老師以

「卡坦島」桌遊說明。在產業這個單

元中，她選擇以卡坦島桌遊搭配課程

活動。這個桌遊原始遊戲方式極為富

雜，若要從頭開始玩，短短的一、二

節課是無法達成的。因此，在課程設

計時，她考量時間及課程性質之後，

決定將遊戲的「開始」設定為，每個玩家手上都有「足夠的地形版塊資源」。這個設

定意義在於，遊戲不必從收集資源開始，而是直接進入蓋工廠的活動。由於將遊戲起

始點重新設定，因此只稍花個三十分鐘就可以得到想要的過程，學生可以快速的蓋完

工廠，進行討論，獲得區位概念的原理原則。

將學習責任丟還給學生

吸引學生參與活動，提高學生學習動

機是遊戲融入課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

在淑君老師的分享中，我們發現她的課程

活動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元素。

在介紹東歐政治地理時，課程開始淑

君老師給學生一些書面進行閱讀，她只給

學生一個提示：「5、4、3、2、1」。一開

始學生丈二金剛摸不找頭，這個神祕的提

示到底有何意義！但有學生開始翻課本，

閱讀書面資料，學生終於發現這個數字分表代表的意義與事件。接下來學生透過討論

，找到主題概念將這些發現畫成心智圖。

在產業分類時，淑君老師讓學生玩「尋找女王蜂」這個遊戲時，老師不做任何

提示，讓學生在互動過程，不斷的討論、交換訊息，嘗試作出各種可能符合遊戲規則

的動作，最後發現提是在課本內容之中。在遊戲中，學生頭冠寫著「西安」……、有

些頭冠寫著「古都」，在一亂數群中，學生個體不斷的和其他學生產生組合，組合結

果也許是正確的、也許是錯誤的，在一次次的碰撞組合、翻閱課本找尋有訊息，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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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古都西安」這個線索後，資訊開始快

速流竄，學生最後找到遊戲的規則。在把這

些規則轉移到課本上的產業相關性。學生在

遊戲中自行找到一些規則！在大富翁遊戲中

，學生透過分析工廠區位，逐步發現設立一

間工廠所要考慮的因素多面。教師為學生創

造一個討論的空間，而討論內容需要學生產

出，整個活動過程，學生在一連串的程序中

發現許多關鍵因素，這些關鍵因素雖然是教

師最終的教學目標，但卻是學生自己整理出

來，學生在討論中自行得到的結果。在東歐

的課程中，學生透過教師的暗示，進行主動

學習，自行探索出形成現在東歐政治破碎樣

貌背後的因素與歷史。

學生在教師營造的情境中，進行主動學

習的歷程，不是被動的訊息接受者。這樣的

互動模式有助於學生對學習的正向感受，提

升學習效果。

多面向的思維

形塑社會樣貌的元素可能是氣候、水文

、資源……，討論社會問題的時候需要從許

多面向去解讀問題，才能對問題有客觀的認

識。我們制式的學習課程，總將社會解構成

一個個獨立的主題，然而將這些獨立的主題

復還原貌的手續在哪裡呢？我們在淑君老師

的課程中發現了。學生在產業這個單元中蓋

了許多工廠，透過討論發現「工廠」並不只

是單純的一個建築物。「工廠」隱含了許多

要素，這些要素包括交通、原料、市場、人

力資源等，這些要素選擇正確的數量越多，

工廠生存的機會就越高。

在介紹東歐地理的活動中，以莫斯塔這

個城市中的李小龍雕像，解析波士尼亞赫塞

哥維那這個國家的背景，了解巴爾幹半島這

個區域政治與文化參雜的許多元素，包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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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政治等因素，這些因素造就這國家後來的樣貌。

學生在這些活動中逐漸明白，解析事件需要從許多面向檢視，能夠看到的面像

越多，就可更清楚的看清整個事件，而最後的選擇與決策才有可能貼近正確的方向。

結語

在這一次的訪探，淑君老師的地理教學經驗分享，讓我們驚豔不斷。學生在遊

戲中學習知識，也學習到能力。透過課程設計，將學習的責任拋還給學生，透過指示

引導學生自行找尋需要的資料、組構資訊，在不知不覺中找回讀書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