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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課程
-IB課程是由IBO國際文憑組織所創建

-提供給3~19歲學生（K~12年級）的國際標準課程

-IB PYP設立於1997年，課程專為3~12歲的學生提供



IB PYP
-國際文憑課程強調全人發展

-IB-PYP (國際文憑小學課程) 是IB中的一環，課程特色有：
• 以概念為本的教學 （CONCEPT-BASED)

• 超學科學習領域

• 探究式學習方法

• 學習者特性培養

•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 培育國際情懷



概念為本的教學-「概念」是什麼

-概念是三維度的課程與教學設計模式

-不同於傳統偏重事實/技能的二維度模式

-將事實/技能提升至具有可遷移性的概念/通則

-以學科的概念構成學習領域中知識與技能的骨架

資料來源：Erickson〈Concept 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概念性理解

-課程設計應從「事實」開始建立，將大量相關的「事實」
組成教學「主題」。透過這些「主題」，學生能夠提取並
理解相應的「概念」。

-將「概念」視為建立在「事實」和「主題」基礎上的知識
結構，這種相互關聯有助於整合學科知識。

-同一主題在不同概念下產生不同的焦點，這促使學生發展
更廣泛、靈活的思考方式，並能將所學應用到不同情境。

-強調相同主題在不同概念下的差異，以培養學生的跨學科
思維能力。這有助於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更全面。



IB-PYP的重要概念

1. 形式（FORM）:它是什麼樣的？
2. 功能（FUNCTION）：它是如何運作的？
3. 因果關係（CAUSATION）： 為什麼會這樣呢？
4. 變化（CHANGE）：它是如何轉變的？
5. 聯繫（CONNECTION）： 它是如何連結到其他事情的？
6. 觀點(PERSPECTIVE）： 有哪些觀點？
7. 責任（RESPONSIBILITY）：我們的義務是什麼？

～概念是學習的濾鏡，透過濾鏡的切換使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學習新事物～



沒有概念濾鏡的教學-新年



有概念濾鏡的中文教學
• 形式（FORM）

華人過新年形式的不同

• 功能（FUNCTION）

過新年，華人家庭裡的佈置各有哪些功能

• 因果關係（CAUSATION）

華人新年為什麼不和許多西方國家一樣，設定在西曆的一月一日呢？

• 變化（CHANGE）

過去和現在的年夜飯，有哪些變化？

• 聯繫（CONNECTION）

居住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華人，慶祝新年的方式是否不同，這之間有哪些聯繫？

• 責任（RESPONSIBILITY）

慶祝新年，家中每個人的責任是什麼？要負責哪些工作？



概念性理解

事實：華人新年的典故、歷史、習俗….

主題：華人新年

概念：變化、因果關係

原理通則：人類的生活方式依據時間和地點
而有所不同

可遷移

不可遷移



IB教學注重概念的理解

•通過概念理解開展教學，促使學生進行高層次思考

•學生從具體思考發展到抽象思考，並將所學知識應用於
新的情境

•探索概念有助於學生領悟複雜的思想觀點

•對一個主題背後的「重大思想觀點」進行討論，能夠幫
助學生真正理解他們為何要學習特定的知識內容



宏觀 微觀
廣度:文化 深度:十二生肖
具最大得可遷移性:
創造力

特定學科的深入知識:
年獸的故事

相互依存:認同，呈現 價值:年夜飯，寫春
聯

語態 (Voice) :交流 聲調:吉祥話，恭喜
歌

「新年」華語教學的概念理解

概念可大可小

宏觀概念可以跨越領域

資料來源：蔡雅薰 教授整理提供



從概念為本來做超學科的知識遷移
在中文課程中學習節慶的知識

用重要概念來聯繫其他學科 

變化（Change）

華人慶祝＊＊的方式在過去到現在有哪些變化？

過去和現在的＊＊，有哪些變化？

微觀：討論傳統習俗、家庭活動

宏觀：文化、自我認同



從概念為本來做超學科的知識遷移
在中文課程中學習飲食的知識

用重要概念來聯繫其他學科 

變化（Change）

華人＊＊的方式在過去到現在有哪些變化？

＊＊自古至今產生什麼變化？

微觀：討論傳統方式、飲食的改變

宏觀：文化、自我認同



教與學

教材：華語向前走 第二冊 第六課



教與學

教材：華語向前走 第二冊 第六課

1.課文、生詞、句型基本都不做
修改。可以增加補充

2.修改任務活動，搭配UOI學科活
動進行(例如：訪談家人）



從概念為本來做超學科的知識遷移
在中文課程中學習節慶的知識

用重要概念來聯繫其他學科 

聯繫（Connection）

居住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華人，慶祝節慶
的方式是否不同，這之間有哪些聯繫？

微觀：慶祝的活動

宏觀：文化、自我認同



從概念為本來做超學科的知識遷移
在中文課程中學習飲食的知識

用重要概念來聯繫其他學科 

聯繫（Connection）

居住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華人，飲食文化
是否不同，這之間有哪些聯繫？

微觀：用餐禮儀

宏觀：文化



教與學

教材：華語向前走 第五冊 第二課



教與學

教材：華語向前走 第五冊 第二課

1.課文、生詞、句型基本都不做
修改。可以增加補充

2.修改任務活動，搭配UOI學科活
動進行(例如：課外閱讀讀本分享）



概念在中文和其他學科間的遷移

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專注於設計遷移

遷移不是隨機發生

越是宏觀的概念就越能帶來學習上的遷移

立體化的學習能夠幫助學生建構新思維



教與學遇到的挑戰

•中文教科書的內容會剛好

搭配其他學科發展嗎？如

果沒有怎麼辦？

知識

大主
題

概念



教與學遇到的挑戰

•萬一教科書內容實在搭不

上，那有其他方式嗎？

獨立
單元



教與學遇到的挑戰

•多少時間上中文課呢？

•時間的安排會是壓力嗎？

•在IB學校裡，課程不是只
有「中文課」指導中文，

有些「中文進行的學習」

會在其他課程執行。

Learning, Learning about and 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



教與學遇到的挑戰

•學生都同一個語言水平嗎？

不同程度的學生怎麼辦？

•個別化差異教學是IB的特色之
一，老師要照顧學生的起點

能力。老師可以調整同一主

題、同一內容底下學習的深

度和廣度。如果學生的基礎

是0，那肯定是要獨立出來從
拼音開始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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