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成效卓著的教學單元計畫: 實施專題  
剖析專題計畫：小學 6 年級至中學 8 年級 

 

美國移民夢：未來與希望之所在：小學 6-8 年級社會專題 
學生以第一批踏上美國土地的歐洲移民角度，體驗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的生活。  
要閱讀整個美國移民夢單元計畫 ，可列印此頁。  

核心問題：「人們為什麼會從一個國家，移民到另一個國家？」  

專題式學習開始前  
馬老師的專題一開始是研究單元，她的學生選擇一個移民群族，在網路上蒐集相關資料，並假

設自己是其中一位移民。學生撰寫家書，描述美國移民的經歷。這個專題的課程引導問題，圍

繞在民主及美國夢的主題，但這兩個概念並未包含在教學單元或學生的作品之中。  

專題式學習完成後  
馬老師決定改進專題，將專題重點放在移民的經歷，而不是美國夢。她希望學生想像新移民在 
Ellis 
島寄留機構的生活經驗，為此，她決定讓學生創造一個歐洲移民的角色（以小學及中學書本為

基礎，進行研究），製作移民文件，參與模擬 Ellis 
島的經歷，並製作電子作品集，包括文件、信件及照片，以記錄移民經歷，與他人分享。  

教學挑戰  
轉變為專題式教學單元時，馬老師面臨三個主要挑戰。首先，由於學生的活動大多由個人自行

安排進度，她無法確實掌握教學時間。她也擔心給學生過多選擇，包括移民群族、角色選擇及

選擇要製作的文件等等。面對這麼多選擇及主題，她不確定該如何督導學生的學習進度，同時

確保學習品質。最後，面對專題中要完成許多任務，她不確定該如何安排教室空間。目前學生

是按列就坐，有幾台電腦排在教室後方。  

克服挑戰 

1. 教學時間：馬老師知道，學生需要學習將活動排列先後次序，以有效管理時間。因此她

將檢核表與時程表結合使用，讓學生為各自的工作負責。時程表可幫助馬老師設定最後

期限，讓學生在學校或家裡完成活動。  
 

2. 選擇：馬老師在時程表上，為個別學生安排定期檢討及小型會談，藉此評估學生的進度

，和學生討論不同選擇，卻不會影響學生在專題的自主性。   
3. 課堂組織：馬老師盡量集合各項資源，制定電腦使用時間登記表，以有效管理電腦的使

用。她也依照主題國家分組排放座位，讓學生共用資料，也方便學生集合，以進行小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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