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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論

家庭在社會中一直是最重要的溝通與支

持核心，探討中外家政教育的起源多為對女

性教導家庭生活中日常生活需要與教養子女

的家事技巧(許美瑞， 1981) ，而隨著女權

主義興起與性別平等議題被重視後，我國在

1994年頒布的課程標準中，把高中課程原本

只有女生修家政、男生修生活科技，改成男

女生皆必修的家政與生活科技課程o 文由於

21世紀以來科技發達、日常家電的智慧化與

強調善用家庭資源的全面提升後，讓從前人

們需要花費在家庭勞務的時間得以轉而更關

注在家庭問題的分析、家人情感的支持與關

懷家庭成員的發展上，是故在家政教育上，

也讓從前偏重于工藝、縫初與烹飪的現象，

逐漸轉變為結合知識與培養學生適應現代生

活能力的生活教育。

家政教育在高中教育之生活領域佔有

重要角色，除了引領學生學習嶄新知能、活

化學生優質能力，亦強調課程所學與家庭生

活結合以作為將來建立家庭的準備為主要教

學目標。在所有家政課程中，最受學生歡迎

且讓他們畢業後仍津津樂道的，則幾乎都是

用以提升學生家庭生活經營之實踐能力，也

就是家政生活實務課程中的實作活動，例

如:烹飪實作、生活用品設計與製作、服裝

設計與縫初......等等工具技術性活動l 。而

這些生活實務課程在操作之前，還環環相扣

著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課程，並不是只有單純

的操作而已，教學活動通常會包含著生活面

向的探討、實地訪查研究報告，然後才是實

l 學者Brown於1980年應用 Haberm泌的探索實用知識採取的活動系統與家庭活動開餘，在家政領威將家庭活動系統分

為工具技術性活動(如傳統家政中的烹調、手工藝與服飾製作等)、溝通詮釋性活動(如人際關條、家庭與家庭

生活等主題)及解放性活動(如價值觀的形成，包括生活品質、平等權、自我實現等) (洪久賢，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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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活動的體驗。舉例來說，實際操作烹飪課

之前，都會有講究健康營養的飲食原則、熱

量控制或從食物包裝切入「環境荷爾蒙」可

能透過食物危害人體的環境價值教學(許美

瑞、周麗端， 2001) ，甚至有的老師會導入

異國文化的探討，或鋪陳著家庭傳統滋味的

親情傳承。呈現在教學活動上，則可能讓學

生做出一日飲食的營養熱量分析、分組做出

異國文化與美食報告，或者是家人拿手好菜

的訪談學習單，等這些先備知識與導入課程

都完備後，最後才讓學生進烹飪教室，呈現

出一堂精彩體驗的烹飪課。家政的實作課程

在家政教學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這

樣前後呼應的課程設計下，學生深刻的在實

作中體驗學習，小組合作讓學生學著去經營

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學著去付出關懷和努

力，並讓學生真正習得握有面對未來家庭生

活的能力，如此也就更能達成家政的核心能

力 2 。所以藉由本文，我們將呈現出高中家

政教師教學特色、家政生活實務課程價值以

及列舉家政生活實務課程示例，以對於生活

實務課程的價值、回饋與省思作一通盤的認

識與了解。

貳、高中家政教師教學特色

提升更美好的生活品質為其終極目標，所以

高中家政教師在建構課程內容及規劃教學活

動時，必須依據學生特性來規劃適性課程、

創新教學技巧及善用學校及社區資源。在課

程適性規劃方面，以教育部課程綱要為主、

活化學生優質能力為輔，發展出主題式課程

規劃並從中達成生命發展(經)與生活面向

(緯)的連結，達成學生肯定個人與家庭價

值進而積極面對家庭生命週期。在教學創新

技巧方面，教師發展創新多元教材教法與活

化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結合學生

生活經驗及運用討論、分工與綜合發表之教

學策略，提供學生學習成就發表舞台，尊重

學生個別差異，善用多元評量並促進師生良

性互動。而在學校及社區資源應用方面，則

鼓勵學生善用學校、社會資源以充實教學內

容，並引導學生體驗、反思、實踐生活管理

以培養多元視野。

參、家政生活實務課程之

價值

創意是21世紀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結合無形資源與文化的

生產、創作與商業的貨品或服務為「文化

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 J 。英國則認為

家政教育是實用且整合的課程，學生 發揮個人創造力、技能與才華，藉由智慧

藉由教學活動學到基本生活知能、體驗家庭 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就業機會與開創財

生活、練習溝通關懷、尊重個別差異，並以 富潛力之丈創產業為「創意產業(Creative

2 家政核心能力，包括 T 解關條、與愛之內容與重要性、珍惜與他人之關併、與愛、經營生活中關條與愛之能力、辨別

與分析個人與家庭之生活管理內容與重要性、提升個人與家庭生活管理之素養、積桂實踐個人管理與家庭生活管

理之能力、認識家庭生活技能之內容與重要性、樂意主動參與家庭生活活動、開發創造家庭生活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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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J 。自2001年英國提出創意產業

有高達1 ， 125億英螃產值並創造132萬就業人

口後，丹麥、香港、澳洲、新加坡及韓國也

紛紛投入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我國政府亦

從2002年以來於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推動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創意臺灣」是未來

的發展目標與願景(林誠長，2009) 。而家

政生活實務課程的規劃充分符合彈性與多

元、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能發揮其創意於

作品中，於近年家政教育理念下，不只是技

能學習，更是深具教育意義及獲得學習樂趣

(劉珍齡， 2010) 。在家政課程中的生活實

務課程，提供了學生不只是操作的技能，更

是準備好未來能夠發揮於形塑文化與創意，

提升自身就業價值與豐富美好人生的重要課

程。

美國教育學者杜威(John Dewey,1859

1952)主張經驗學習，認為教育本質應該是

從生活中體驗學習，他提出教育即生活，

生活即適應。適應包括創造、選擇、變化，

以期對眼前個別問題作最有效的個別應付。

叉提到教育即生活，生活即經驗，生活即內

容，而經驗則是方法，經驗的不斷培養與改

造才是教育的意義。杜威的經驗哲學強調

「有事可做( something to do) J 更要「有

事可學( something to learn) J '主張讓學

生在經驗的學習情境裡「由做中學( learτling

by doing) J '將教學重心從教師轉移到學

生身上，如此，教師教得少而學生卻能夠學

得多。杜威認為透過省思 (reflective think)

的歷程，學生才能將原本未經反省的經驗

(prima可， unreflective experie) 轉化成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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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的反省經驗。這樣的學習意義乃是由學

生自己所建構的，而非教師由外而內強加灌

輸的。由學生自己建構的學習意義，是深刻

久遠的，因為學生己內化了學習結果(吳木

崑， 2009) 。而家政生活實務課程完全體現

了杜威做中學的論點，老師們透由課程的精

心設計，讓學生們從自己動手體驗中學習，

這樣和身心完全連結的學習模式讓學生能從

親身體驗裡反思，比起單向的教學，反而更

能學得深刻，學得有意義。

肆、家政生活實務課程示

例、回饋與省思

本篇作者群在高中家政課程已累積多年

豐富課程經驗，教師兼具專業教學知能。在

培養學生技能方面多有回饋與反思，並期望

實踐高效能的教學，以下舉出「學習型家庭

之課程設計一一以創意手工精油皂為例」、

「慢活體驗之課程設計 以羊毛艷教學為

例」、「形象管理自己來之課程設計」等家

政生活實務課程的例子作為分享:

一、學習型家庭之課程設

計一→;J..創意手工精油

皂為例

(一)教學目標

1.在課綱主題「家人關係」中加入動手做的

單元，藉由學習單讓學生能將作品與家人

共享，達到學習型家庭重要活動規劃與參

與的目標內涵。

2. 將課程與生活經驗作適度聯結，讓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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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肥皂的製作原理、技巧，體察手工皂製

作過程的趣味性，並藉由操作來增進生活

實務操作的技能。

(二)教學效益分析

進行實際教學活動後，進行紀錄與評益

分析，教學成果顯示:手工皂製作簡單，富

創意、變化與趣味性，課堂內學生學習興致

高昂。

(三)教學設計

1.教學時間:計200分鐘，兩週共4節課。

2. 教學流程簡述:手工皂種類介紹一一創意

皂設計一一實際操作一一同學欣賞一一與

家人分享一一完成學習單。

3. 教學活動包含教學歷程、簡報、質際操

作、學習單、學生作品分享等。

(四)教學評量方法

依據教學目標，教師評量標準與作業要

求包括作品美觀與完成度、學習單填寫是否

完整並附上家人合照照片、材料使用是否浪

費、收到手工皂禮物的人是否心情愉悅等。

(五)列舉學生優霓作品

經過教師清楚的講解，學生多能完成符

合自己設計的作品，甚至產出符合商品水準

的作品，例如:國 l學生將中一中學校logo融

入設計，圖2則是學生把手工精油皂作品以

鮮奶油蛋糕的型態呈現。

圖 l 中一中學本立logo皂

圖 2 鮮奶油蛋糕、

圖 3 製作過程

圈4 與家人分享照片

圖 5 部分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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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回饋

為了觀察「創意手工精油皂」課程教學

目標的完成度，以下針對學生作品完成率、

欣賞他人作品的情形、與家人分事、準時交

回作業、確實完成學習單、學生對本課程的

喜愛程度、學生認為創意手工精油皂教學活

動銜接在家人關係主題的適切性等項目做了

下列觀察:

1.學生作品完成率

製作手工皂的當天即對學生作品完成評

分，每一位學生也都能在有限時間下做出

自己原創的創意手工精油皂，所以作品完

成率為100% '製作過程如圖3所示。

2. 欣賞他人作品的情形

製作手工皂的過程會聽到學生討論製作的

技巧，作品評分時學生也都能針對作品有

美醜的評論與樂於誇獎優秀作品的正面表

現。

3. 與家人分享

準時收回的學習單中，確實有跟家人分享

並拍照紀錄的比例佔97% '照片人物是媽

媽、爸爸、兄弟姊妹、 2位家人的比例則

分別為53% 、 26% 、 15%與6% '顯見大

多學生分事作品的對象為媽媽，與家人分

享的照片如圖4所示。

4. 準時交回作業、確實完成學習單

本活動發出了 178份學習單，準時交回作

業的比例佔42% '而確實完成學習單的佔

準時交回作業的比例為73% '部分學習單

如圖5所示。

5. 學生對本課程的喜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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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課後對學生所做的調查發現學生對

本課程的喜愛程度依非常喜愛、喜愛、

普通、不喜愛、非常不喜愛分別為57% 、

32% 、 9% 、 2%與0% '表示學生對本課程

的喜愛程度很高。

6. 學生認為創意手工精油皂教學活動銜接在

家人關係主題的適切性

學生認為創意手工精油皂教學活動銜接在

家人關係主題的適切性依非常適切、適

切、普通、不適切、非常不適切分別為

40% 、 30% 、 27% 、 3%與0% '顯見大多

數學生認為創意手工精油皂教學活動銜接

在家人關係主題為適切的。

(七)教學省思

1.在準備這個教學活動的過程，其實蠻辛苦

的，老師必須多花時間在準備材料，讓學

生製作手工皂時，層出不窮的疑難也都必

須立即解答。尤其是遇到創意無限的孩子

時，仍然必須微笑著幫他想辦法(雖然心

裡懷疑:你真的做得出來嗎? )。

2. r 準備材料時，到底跟學生收材料費好?

還是請學校事先編列預算再依據核銷

好? J 這也是讓許多家政老師傷腦筋的問

題。我們上學期是跟學校請購，其中的行

政程序較為繁瑣;這學期改為由各班決定

要收錢或由班費支出材料費。我們覺得兩

種方法各有利弊，但似乎不要經手材料費

是較妥當的方法。

3. 上理論課時，比較難確定學生是否有聽進

去。但是上操作課時就很明顯了，明明前

一週秀過「創意手工精油皂 PPT J '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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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再重點提醒，但搞不清楚的學生每班都

有，或明明已經講過學生卻一問再間，在

一天的疲勞轟炸下來，實在只能提醒自己

要有「好臉色 J '這就是家政教師在實施

生活實務課程的難為之處吧!

4. 實施這個教學活動後我們發現:學生普遍

認為「創意手工精油皂」這個教學活動過

程中雖然手忙腳亂，但也大大提升了班上

同學的感情，而完成獨一無二手工皂的成

就感，也讓絕大多數的同學捨不得「下水

啟用 J (2週後調查已經下水使用的同學

每一班都不超過三人) ，可見同學珍情自

己作品的情感，也經由這樣的活動，讓更

多學生期待我們未來的家政課課程。

二、慢活體驗之課程設計

一一以羊毛直至教學為例

(一)教學目標

1.認識古老素材一一羊毛與服飾間的關係、

了解簡易羊毛服飾製作的原理。

2. 學會簡易羊毛艷製作技巧、增進生活實務

操作的技能。

3. 體察製作過程的趣味性、發揮個人創意、

體驗「慢活」的生活態度。

(二)教學效益分析

羊毛艷製作過程充滿各種變化，相同的

設計不同的手法可做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學

生的創意可盡情發揮。在上課過程中除了學

生充分體會手做的樂趣，更體驗了「慢活」

的生活態度。

(三)教學設計

1.教學時間:計200分鐘，兩週共4節課。

2. 教學流程簡述:羊毛單介紹一一撰寫學

習單設計部分一一實際操作一一同學欣

賞一一完成學習單。

3. 教學活動包含簡報、實際操作、學習單、

學生作品分享等。

(四)教學評量方法

教師依據教學目標訂定評量標準與作業

要求，內含上課熱忱程度、作品完成度、且

習單填寫完整度。

(五)列舉學生優秀作品

學生想法很多，針聾作品尤其豐富，班

班皆有佳作，從圖6至圓8可以看出學生將創

意發揮在作品中，有的學生甚至將針艷、濕

艷兩種技法結合，製作出水準以上的作品。

圖 6 手機吊飾(針匙)

圖 7 筆套(濕說)

圖 8 零錢包(針說+濕說)

December,2013 Secondary Education 143



實務分軍

圖 9 托盤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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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學生作品分享

(六)教學回饋與省思

1. r 濕艷課程」的實施:一般實施濕艷課程

至少需要 3節課的時間，分段進行不是不

可行，但要考慮半成品的存放問題，有時

夏天存放不當容易發臭，若交由學生保值

容易產生忘記攜帶而無法在時間內完

成的狀況，所以一股教師不喜歡上濕艷課

程。但我個人教學經驗是濕酷的作品質用

性較高，若時間許可還可製做較大型的作

品，價值就更高了。濕艷技巧較多，教師

的專業程度要足夠，否則容易在教學過程

中無法解決學生的問題，導致失敗率的提

高，減少學生的成就感。此外，創造性高

重44 中等教育第 64卷第4期

的學生容易產生複雜的設計，但對素材的

陌生感，相對也增加製作上的困難與時間

的延長，教師教學設計時應注意。因為濕

艷需要水的協助，教室內有洗手台是很重

要的事，叉地面容易濕滑須隨時要求學生

拖地以免滑倒，或採用毛巾、托盤等輔助

工具減少危險，如圖 9所示，此外廢水的

傾倒最好要過濾，以免羊毛阻塞排水孔，

造成困擾。

2. r 針艷課程」的實施:機動性強，隨時可

停止操作，作品較小型較真觀賞價值，但

操作時危險性較高須不斷叮嚀安全問題，

叉工具單價高故材料費約是濕隘的 2-4倍

(視選用工具等級而定) ;工作墊體積較

須事前尋求較多的儲存空間，戳針工具

為鐵製，因手汗及空氣濕度會造成生鏽的

情形，要注意保養，若採用共同工真需擔

心感染、工具收藏及1}\當率問題。

3. 教學評量注意事項:由於美的鑑賞見仁見

智，故建議教師於課程開始時能發下作品

設計學習單，學生先按照自己的想法設計

出他想要完成的作品樣貌，操作完成後將

完成作品攝影貼上，兩相比較後再寫心

得，依照學生學習單中的作品完成度及作

品呈現是否美觀來作為評量，應該為評量

時較為客觀的做法。此外，課程結束前有

班級作品分享的活動，學生彼此觀摩後進

行班級票選，得票數最高的三位同學教師

還可以男行加分，以作為鼓勵，如圖 10所

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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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象管理自己來之課程

設計

(一)教學目標

1. 7解服飾語言、文化及其他相關知識。

2 懂得運用服飾搭配原則，營造個人形象管

理。

3. 建立良好個人服飾價值觀。

4. 懂得利用各種生活資源並學習與同學國隊

合作。

(二)教學效益分析

個人形象管理是我們生活中不得不去學

習的一塊，高中課程中也唯獨家政課可以將

這方面的知識帶給學生，經由一連串設計的

活動與競賽，讓學生不是單純枯燥的學習，

而藉由「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活動的

過程，整合學生對形象塑造、服裝課程的知

識、美學的概念、儀態的修正等，讓學生有

面對問題及挑戰的機會與能力，發揮創意及

團隊合作的精神去秀出自我!

(三)教學內涵

1.教學時間:計划何?鐘，五週共10節課。

2. 教學流程簡述 r形象管理自己來」教且

流程與學生照片如圖 11所示，教學內容包

含:

( 1)服飾知多少( 1節) :運用多媒體及質

體教具教學。

(2) 服飾語言與搭配( 1節) :連用多媒體

及質體教真教學，並進行競賽活動。

(3)校服設計 (2節)

l節課分析各校校服之設計。

1節課讓學生實際創作。

(4) 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 (6節)

|週次一|

世主J

同司

l 節課欣賞時裝秀並說明一個秀成功要素。

l 節課分組討論主題、音樂、服裝、走位。

l 節各組排演。

l 節質|標走秀。

l 節欣賞走秀後製影片。

l 節講評選 Model 及小組互評。

•••-il~臨盛BEE--: _I':聞自阻!I§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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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校服設計 >|
圖 11 r 形象管理自己來」教學流程與學生照片

(四)教學評量方法

l 服飾知多少:小組競賽。

2. 服式語言與搭配:小組競賽。

3. 校服設計.服裝畫作品(設計感、完成

度、上色好壞)。

4. 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分教師評量與

影片成果同學互評，並選出最佳 Model 、

服裝搭配、現場表演等組別。

(五)列舉學生優秀作品

經過幾週的系列教學，讓學生從認識自

己的臉型、認識服裝的組成與搭配、服裝車

禍

:MA.

圖 12 r 校服設計」作品

重46 中等教育第 64卷第4期

設計到最後的服裝秀，學生大多能依照所學

發揮創意，並以小組團隊合作的方式合力展

演出精采的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學生

「校服設計」作品如圓 12所示， r創意服裝

秀一一秀出自我」作品如固 13所示。

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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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r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優秀作品

(六)教學回饋

為了觀察「形象管理自己來」課程教學

目標的完成度，以下針對學生作品完成率、

欣賞他人作品與成果的情形、與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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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話題，很多學生都會在週記中反應出這

崖』。

班級氣氛的轉變、學生對本課程的喜愛程

度、其他自我方面的學習等項目做了下列觀

4. 班級氣氛的轉變

「形象管理自己來」系列課程中尤以「創

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活動後，會發現

學生間的感情變更融洽，上課氣氛也明顯

變得更熱絡。不少學生會反應自己課後時

間與同學們規劃秀時的磨合與趣事，更有

不少同學反應因為這活動而重新認識班

上的同學，或重新發現自己不同方面的專

長。

5. 學生對本課程的喜愛程度

經過整學期課程後各班的課程回饋表中，

針對學生對整學期各類課程喜愛程度順

序排序，有九成學生順序如下: (1) 形

象管理自己來; (2) 烹飪; (3)性別;

(4) 居住與環境; (5) 家人關係...... ,

調查顯示學生對本課程喜愛程度很高。

6. 其他自我方面的學習

「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部分只給學

生短短一週的準備期，對學生來說都是艱

鉅的任務，除了考驗與自己小組的同學互

助合作外，如何利用所學搭配原則的美感

與創意，如何尋找服裝素材及金錢管理，

如何利用資訊課程剪接技巧來剪接走秀音

樂，如何時間管理課後時間的演練都是一

項項的考驗，許多學生都反應學到許多平

常不會去思考的事物。

(七)教學省思

「形象管理自己來」系列課程花費期

程較長，尤其當中「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

1.學生作品完成率

「形象管理自己來」系列課程中，每部分

的活動，都是在有限時間下須完成任務，

如「校服設計」部分須於1節課中完成設

計作品， ，-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部

分也是每組得在7分鐘內呈現整組的秀，

所以作品完成率為100% '也由於有時間

的限制，學生在時間的分配與設計上都會

更用心。

2. 欣賞他人作品與成果的情形

「形象管理自己來」系列課程中的「校服

設計」部分，會將作品掃描起來於課堂上

播放讓同學們互相欣賞彼此的作品，發現

學生們都會不吝於給他人的作品正面的

回饋，而「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部

分，會藉由後製後的影片欣賞，來互相評

選班上的Model與最佳服裝搭配、最佳現

場表演之組別，大家在看自己班級的影片

時都十分興奮，欣賞完後的評選也都十分

激烈，許多Model1l.美選人還會上台表演走

秀時的招牌動作。

3. 與家人分享

「形象管理自己來」一連串課程進行下，

許多學生反應會跟家人多許多互動，包含

與家人分享打扮的好壤，買衣服及衣物管

理要注意的事項，服裝秀前服裝準備的方

式與金錢的溝通，而最多部份的學生都是

將走秀的影片帶回家與家人分享後多了許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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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辦好一場場盛大而豐富的服裝秀並不

容易，每個班級的展演必須要壓縮在一次兩

節的家政課程中，包含了排演與正式走秀的

展演，著實需要許多技巧和時間上的拿捏規

劃'教學多年來也多次思考服裝秀舉辦的意

義與是否該實施之必要性，而做出省思如

下:

1. ，-形象管理自己來」課程實施的必要性

讓學生有自己的服飾價值觀且懂得注重個

人形象管理十分重要，尤其每屆高三學生

在思考推甄時的服裝穿著與面試時的儀

態，都會來反應「好險家政課有上過此課

程」。而「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部

分在本校內已成為每年高一傳承必有的大

型活動，對學生言，在活動中當選 Model

比其他學業上的成就更為榮耀與驕傲。許

多高三推甄服裝或設計類別科系的學生，

都會以服裝秀的照片加入履歷中作為展現

自我的資料，且大多反應於推甄面試時，

會被問及相關問題，幫助很大!

2. ，-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活動舉辦地

點的選擇

服裝秀舉辦的地點，之前有嘗試過在教

室、戶外空間、升旗台、活動中心等，發

現戶外空間會有收音及干擾班級上課的問

題，在家政教室等室內空間艾略顯格局太

小，經過多年嘗試發現於學校的活動中心

大舞台上舉辦是最適合的場地空間，除了

有足夠的場地空間，供學生排演練習外，

燈光音響等效果也較佳，一方面讓學生了

解服裝秀的正式性，二來可以讓學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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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家政課程有這項盛大活動。

3. ，-創意服裝秀一一秀出自我」每年舉辦，教

師心態會不會疲乏?

服裝秀的規劃舉辦及後續處理的確蠻麻煩

的，尤其每學期花時間去準備是蠻容易疲

乏，因此保持當中「創意」的元素非常重

要，可行方式包含每屆不同學生要給他們

設定更嚴苛的目標與要求，如主題不可為

以前學長姐用過之主題要更多元化、音樂

剪接儘量多結合當年流行音樂，內容中建

議多融入當時的時事或流行事物等，走位

方式多思考不同編排及建議可多融入當年

相關流行舞步，最重要的還是要強調「創

意 J ]當每年學生被限定的條件越多，給

學生的挑戰就越大，內容的精彩度就越

高。當學生表現越精彩，教師方面在籌辦

也會更有心也更充滿期待。

4. 教學相長

「形象管理自己來」這系列課程也會提醒

自我去提升許多相關衣著知識，除了充實

許多儀態及服裝的知識外，會多注意每年

服裝的流行趨勢及研究每年新的大型服裝

秀來轉化設計成為教學素材，對於影片的

剪輯後製也開始一再學習。

恆、結論興建議

近年隨著時代的改變，家政生活實務課

程的教學設計也不斷創新， 20年前偏重在服

裝縫製、食物製備與手工藝等反覆操作，動

輒數週的單調教學方法在近年已不復見。為

因應實際生活的改變，生活實務課程從原本



教給學生能帶走的生活能力 家回生活實務課程價值、回輯與省思

為傳統持家必須學習的技能，在今日已經變

為讓學生發揮創意、學習創新與樂於分事，

進而成為學生表現自己的舞臺，相信這樣的

轉變除了尊重學生的差異之外，也更能讓學

生準備好適應現代與未來生活的能力。另

外，家政教育重視統整知能、提升生活實務

能力與分享家庭生活經驗以鼓勵學生正向積

極的面對未來家庭生活，所以建議高中家政

教師在課程設計時皆能整合前後單元的邏輯

性、連結知識與實際生活的關聯性與導入環

境價值理念的重要性，以期發揮家政教育之

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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