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通識教育型塑公民社會： 

科學新聞識讀課程為例 
 

黃俊儒 

隨著科技社會的急遽變化，如何提高民眾在各種社會性科學議題上的參與，以型塑更為成熟

的公民社會，這是通識教育所擔負的重要責任之一。近年來，在臺灣通識教育的一連串改革中，

行動與問題導向的學習是一個重要的課程設計理念，它不僅與通識教育的跨領域精神相符合，並

且能夠補足專業教育的不足。 

本研究以「科學、新聞與生活」的通識課程為例，以非形式推理的特質作為理論基礎，透過

「學生即科學記者」的教學模式設計，探討如何促進學生的科學新聞監控能力。在教學過程中，

學生扮演科學記者的角色，透過個人科學新聞的建構學習科學新聞的識讀。教學過程區分成五個

明確的步驟，包括：閱讀、形成議題、資料採集、反思寫作及回饋。  

在學習成果的評估上，分成兩種部分：首先，以「超越內容知識」的概念為基礎，透過「科

學新聞解讀」測驗的前、後測，分析學生對於科學新聞背後產製過程的瞭解及非形式推理的表現；

其次，透過進一步的深度訪談，瞭解學生對於科學新聞進行監控的質性歷程。研究結果顯示，透

過通識課程的教學，學生可以更加複雜及豐富的向度來監控科學新聞，超越內容知識的增加確實

有助於學生更加瞭解科學及媒體的互動關係，有助於進一步參與科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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