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0 9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問題導向學習（ P B L）創新教學成果 -

利用問題導向 ( P B L )的思維結構，以牛津式導師教
學方法 ( T U T O R I A L )引導學生整合與批判思考能力 -

以大學部『腫瘤生物學』課程為平台

高師大生物科技系 許惇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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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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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 問題導向學習(PBL)的特色

• 牛津大學導師制教學(Oxford Tutorial)的特色

• PBL與Oxford tutorial的比較

• 圖表資訊(infographic)與結果呈現的訓練



O X F O R D  T U T O R I A L

•課前自主學習
•討論
•整理



資訊圖表設計

•三大區塊
•四大步驟



資訊圖表範例

• 乳癌的資訊圖表
– 數字概念

– 圖形概念

– 訓提統整

– 引用出處



教學執行方式

• 課程人數：12人
• 課程時間：學期中每週四上午9.00-12.00

• 課程內容：腫瘤生物學
• 發掘問題：此部分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癌症科學大師Robert Weinberg教授
所強調的癌症六大成因（1. Sustaining proliferative signaling; 2. Evading 
growth suppressors; 3. Resisting cell death; 4. Inducing angiogenesis; 5. 
Activating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 6. Enabling replicative immortality）為基
礎，利用牛津導師式教學的獨特提問方式，讓學生在具備基礎的課程知識
後，開始學習去探究並整合這六大成因與癌症的關係。



• 牛津式導師指導：將修課學生分為六組，針對上述的主題對每一分組進行
三次牛津式導師時間教學。

• 自我學習：除了課綱上所列的指定教材之外，在每一小組導師指導時間的
第一次，將指定兩到三篇跟該小組主題有關的文獻，請小組成員在第二次
導師時間前閱讀完畢。在第二次導生時間時，授課導師會詢問學生閱讀吸
收的成果，並適時地講解學生觀念上不明白之處，也同時協助學生統合整
理問題。

• 問題解決：該癌症成因的六大面向，是目前整個癌症研究的六合，本PBL
課程會在期中考之後開始進行。學生需要針對六個癌症成因的特性探討，
描述哪些癌症是由哪些成因造成，並討論該不同成因造成的癌症，跟用何
種特殊的方法治療。因此每一小組在探究個別主題的過程中，在專業領域
的深入、小組分工、資料搜集、可能的治療解決方式上，會有相當的了解，
同時也能在這過程中銳化自己的批判能力，也增進自身的問題解決能力。



• 分組討論：修課學生將依照意願分成六組，以抽籤方式決定要探討的六個
癌症成因主題之一。而三次的導生時間，會由教師主導該小組的課堂討論，
也會傾聽該小組私下討論整理PBL內容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透過這樣密切
的接觸，小組成員之間、教師與各小組成員之間的溝通會非常順利，教師
能完整掌握個別小組的運作進度，引領個小組統合問題解答，修正結果呈
現方式。

• 結果呈現：每一小組將討論內容，整理出結構與大綱，利用資訊圖表
(inphographic)的海報方式呈現內容，並講解。資訊圖表是近年來廣受歡迎
的資訊表現方式。該方式強調透過圖像設計，把專業知識解構、統合，再
用一目暸然的方式呈現。涉獵一門學問如果能由毫無頭緒開始，慢慢深入
其知識領域，在博觀後約取，繼以厚積續薄發，資訊圖表的呈現，可一窺
程度之高低。



執行成果

• 共計12個學生修課，有11位完成課程。

• 期末作業尚未截止，故只先評核其中報告的資訊圖表成果。
• 選擇具代表性的四個成果作為範例。











結果與討論

• 讓學生能針對特定主題，做出圖像式思考與呈現的技巧。
• 幫助學生先針對特定知識議題自主學習，並內化吸收相關知識。
• 在『資訊圖表』成形的過程，輔佐以『牛津式導師時間』的指導，逐漸形
塑學生該具備的能力。。

• 對特定專業主題，有圖像化思考的能力。
• 培養學生對特定主題的另一種表達與說明能力。
• 養成學生主動終身學習、不輕易相信資訊、不妄下判斷的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