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優教育季刊 民 87年三月 第 66期  第 13-20頁

資優教育未來學課程──

理論與教學活動舉例
薛靜蓉、詹淑華、林志信

壹、前言

未來學是近來在國內資優教育剛萌芽的新課程，為了迎接廿一世紀的到來，培養具有未

來觀的下一代，在資優教育中放入未來學的課程，勢必是資優教育的一股潮流。然而國內有

關未來學在資優教育課程設計方面卻少之又少，而國外的資料礙於語言的障礙與國情的差

異，許多教材卻不適用於國內，有鑑於此，我們找了許多有關未來學理論與資優教育的資料

加以歸納與統整並加以詮釋。

貳、未來學的理論基礎

一、未來學的教育基本原理

根據David Hicks在其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A Practical Classroom Guide (1994)

一書中，提到有關未來學的教育基本原理，可用圖一來表示：

圖1：時空交錯圖

他認為在人類的世界裡，時間和空間是兩個主要的因素，若是以時間為縱軸，空間為橫

軸，兩軸所形成的十字交叉點就是人的立足點，由下往上看依序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由左

往右看則是地方、國家與全球，而任何兩條時間與空間的交叉點就可以組成一份教學設計

換句話說，此圖可交織出無限個點，無限份教學設計的參考點，例如虛線a與b的交點，

即是選擇未來的活動二：科技上的進展；虛線c與d的交點，即是考慮未來的活動五：距離

現在最近的二百年間。

另外，我們用了立方體的概念圖將DavidHicks這個圖加入了人的因素來說明如下頁

圖 2，假設長是時間，寬是空間，人則是高，時間與空間構成了一個平面，如同房子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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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人則是在這地基上蓋起了對未來的高樓，人在時間中努力，在空間裡改變，對未來

有多少憧憬，就可撐起多高的摩天大樓。有了人，時間和空間才有意義，整個未來學的中心

哲學思想才能彰顯出來。

圖2：立體概念圖

二、Parker的未來學教學設計四大階段

    Parker(1989)將未來學教學設計分成四大階段去進行，分別為第一階段考慮未來；第二

階段想像未來；第三階段選擇未來；第四階段建立未來。

    （一）以圖三的螺旋圖來說明未來學的教學設計：

圖中每一個小圈圈代表一個教學活動，如圈內的 1-1代表第一階段活動一，1-2是第一



資優教育季刊 民 87年三月 第 66期  第 13-20頁

階段活動二，以下類推。幾個教學活動組成一個教學單元，即代表未來學四大階段的一個階

段，中間的虛線則代表不同階段活動之間的連結，看似各自獨立，其實彼此卻互有關連。

圖3：教學螺旋圖

    （二）四大階段的能力培養

根據 David Hicks(1994)書中提到，在未來學課程設計中，教師指導學生應注意以下幾

點：

    1.學生的動機：認為學生對未來的期待將影響目前的行為，例如學生立志當醫生，就會

想要考醫學院，個人對夢想的期待將有助於其實現。

  2.預期改變：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必須具備預測與心理調適的能力，學生在面對不確

定的狀況時能更有效的應變，甚至以創新來取代舊有的局面。

  3.批判性思考：當理想與現實有衝突時，這時就需要用比較客觀且帶有批判性的思考，

來反省問題。

  4.價值澄清：提供各種不同的觀點來看問題，藉由批判性思考來選擇。

  5.作決定的能力：當你要做決定時，必須考慮此決定不只改變現在，而且也將可能影響

未來，所以你必須慎重做決定。

  6.創造性想像力：在經過了對未來想像與考慮之後，必須對未來做一個美好的藍圖，如

同蓋房子前的設計圖一般。

  7.預測的能力：為了建立更美好的未來，我們所要做的準備是將好的保留下來，並持續

做下去，而對於不好的則加以改善，也就是說我們要有前瞻性思考的能力。

  8.負責的公民：在未來的世界，重大決策將不再是少數人的權利，而是應該人人都有參

與的權利，多參與及批判政治，並共同為決定而努力，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從我們今天所

作的決定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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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執行的能力：對於目前地方上或全球性潮流趨勢及關心的議題，我們必須了解目前我

們所要採取的行動及可以做的改變，如此將有助於我們對現在及未來的掌握。

根據Parker的未來學理論，我們將應培養的能力畫成圖四之組織圖：

第一階段考慮未來時，是讓學生瞭解現在與過去的關連，即著重在引起學生的動機、找

出學生的興趣與培養預期改變的能力。即這部份是屬於讓學生做擴散性思考。

第二階段想像未來與第三階段選擇未來時，要讓學生瞭解過去與現在的因果關係，因此

著重培養批判性思考、價值澄清與做決定的能力。

第四階段建立未來是希望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想像力，建立一個美麗新世界做一個負責的

公民並能付諸實際行動。至於在思考的流程上，則如圖五的方式進行

第一階段考慮未來時，學生以腦力激盪及未來輪等活動作擴散性思考。第二階段想像未

來時，學生開始整理第一階段的想法並做相關的探討。第三階段選擇未來時，就第二階段的

結果做主題式的歸納。第四階段建立未來時，需統整前三個階段，使整個教學活動互相呼應，

而形成如圓圈式的串連。

三、預測未來的十大策略

未來學的思考可遵循以下的策略（陳長益，民84）：

 1.腦力激盪術：實施的要訣在於先思考後批判，迅速記下所有的點子，到評鑑期時才逐

項刪去不重要或無關的點子。

  2.未來輪：是用來探索某一事件帶來的正負面影響，將事件寫在中央，其他可能的影響

事件逐漸擴散出去。

  3.交叉衝擊矩陣：探討事件與事件之間的交互影響。先列出問題領域，再記錄出各項與

各項之間的衝擊情形，最後評估每一項衝擊的強度。

  4.決策樹：用流程圖畫出達成未來目標的路徑。

5.關聯樹：用來幫助我們列出並考慮達成目標的各項條件。

6.諮詢法：徵詢專家學者對某事件的看法，以做為參考的依據。

7.模型法：用模型來模仿真實或可能的情境，例如地球儀。

    8.編劇法：以小說、散文或劇本的方式來預測未來，以事後回溯的手法前瞻未來。

  9.模擬法：例如軍中作戰時的沙盤推演或三國誌歷史遊戲。

  10.電腦模擬法：利用電腦軟體所能製造出的效果，來模擬假設的狀況。例如：3d動畫，

虛擬實境。

以上的十大策略，在教學時不一定每一項都會列入教學設計裡，最好是配合教學的主題

來斟酌使用，並且要考慮到兒童的年齡；例如，交叉衝擊矩陣比較不適合低年級的小朋友，

電腦模擬法則要考慮教材是否適合兒童的程度。否則教學時除了老師不知如何教之外，兒童

也將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

四、未來學十大主題

根據 Parker所提出有關未來學領域的主題如下：1.交通／傳播議題；2.人口議題；3.

生物發展與行為研究議題；4.能源議題；5.環境生態議題；6.食物議題；7.住屋／定居／都

市化議題；8.經濟議題；9.世界秩序議題；10.宇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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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大主題在教學時，可配合各年級兒童的程度來設計教學方案，例如：低年級的兒

童在環境議題上可從學校或家中附近環境來切入，而高年級的同學則直接可從世界各地的環

境問題來設計。另外，時空交錯圖的靈活應用，相信更能設計出一份適合的教學方案來。

參、未來學課程設計步驟舉例

我們參考 David Hicks(1994)的教學活動設計原則，加以改編成下列幾個適合國內資優

教育使用的教學活動設計，以供參考。

活動一：有關未來的問題

    （一）教學目標

鼓勵學生對自己所提有關未來的問題做有系統的闡述，並確認班上學生對未來的興趣所

在。

（二）準備活動

準備一些有關談論未來的書籍，它很可能只有一個特定的主題，例如：環境；也可能有

許多不同方面。（不過老師要注意的是，大體上這些書可能會對未來有一些比較主觀狹隘的

看法，盡量包含不同的觀點，希望給學生一個比較廣闊的視野。）

（三）教學流程

    1.請每位小朋友個別寫下五題他想問的一些有關未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有關個人

的、學校的、地方性的、或是全球的。

  2.將小朋友五或六人分為一組，將他們的問題分類，相似的擺在一起，選出最熱門的十

大問題。

  3.請小朋友獨自或兩人為一組，針對他們的問題討論或研究可能的答案。藉著在學校或

在家裡所作的訪問調查，他們可以知道別人的看法，當然，透過許多例子，他們將會發現沒

有絕對「對的答案」。例如：贊成或反對核四是否建廠的各家說法，因為未來還沒發生，我

們不能確定現在所做的決定對未來是否就是好的或對的。

  4.研究或訪問的結果可以以書面或口頭的報告，視覺或聽覺的方式呈現給全班同學，作

為將來正式報告的基礎。

（四）延伸活動

 1.學生對未來想提出來的問題的分類方式也可以不同性別或不同種族來分類，看看男孩

子和女孩子或不同種族之間對未來的關切點是否有不同？如何的不同？以及他們是否運用不

同的方式來尋找答案？

  2.問題可以限制在一個特定的主題範圍內，例如：有關學校或你周遭鄰近地區環境的問

題。

活動二：延續與改變

（一）教學目標

幫助小朋友了解他周遭環境或整個世界有哪些不變，哪些在改變。

（二）準備活動

準備<改變的事物>和<不變的事物>兩份表格及三張照片（例如母女，情侶，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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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三）教學流程

 1.以腦力激盪的方式，請小朋友針對「當你聽到〝改變〞這字眼時，你想到什麼？」，

儘可能的聯想。並請小朋友遵守腦力激盪法的規則：

  a.陳述儘可能簡潔。

  b.所提供的是有根據的。

  c.不要對別人所提的想法，做出任何的評論。

 2.當學生已經在黑板或投影片上寫下許多有關改變的例子，請針對以下的問題做討：

  a.改變是否經常發生？

    b.有多少種不同的改變？

    c.改變如何發生？

    d.改變造成的影響？（特別是自然環境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四季的交替；生物

的成長；人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改變，如工程建設）。

    e.在他們的生活中，他認為哪種改變最重要？

    3.請小朋友在表格1上記下不同範圍內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改變。

  4.接下來請小朋友討論並達成協議，哪些改變對他們或環境是較好或較壞的，並記下記

號：有益的（○），有害的（×），不知道的（？）。

  5.再來是記下我們週遭的改變，跟自己有關的（＋），跟別人有關的（｜），在不同範圍

內的改變彼此是否有相關？

  6.以同樣的流程進行<不變的事物>。

  7.最後小朋友討論：

    a.在社會上是否有特定的人或群體該為改變或延續負責？他們是哪些人？（小朋友可能

會認為是成人／小孩，男人／女人，商人／消費者，政治家，科學家等）

（四）延伸活動

    1.可以只討論一欄，如：個人、地方及全球之間的關連，並畫出網狀圖。

    2.也可以圖片作一開始的活動，討論哪些是代表「不變」？哪些是代表「改變」？為什

麼？

  3.也可以請小朋友看看社會上不同群體，他們生活上有何改變與不變的？例如：女人有

何改變與不變？

表格1—1 改變的事物

我的生活 周遭環境 自己國家 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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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2 維持不變的事物

我的生活 周遭環境 自己國家 世界各地

活動三：未來的形象

（一）教學目標

探討學生對未來既有的形象是從何而來。

（二）準備活動

準備紙和畫畫用具

（三）教學流程

1.放一些適當的音樂，請小朋友閉上眼睛且放輕鬆，告訴他們即將展開一段<西元2050

年的未來世界>的旅程。那時他們會是幾歲？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提醒學生這並不是在對

未來做預言，也沒有絕對的答案。

2.請學生記住腦海中對未來的想像時最先呈現的第一個畫面，並在尚未告訴其他小朋

友時將它畫出來。

3.請小朋友分成兩人或數人一組，彼此敘述畫中的內容，並鼓勵小朋友在整個過程中

做一位仔細聆聽的人，不要做任何的評論與批評；提出問題只是為了澄清不懂的或不清楚的。

4.請問小朋友這些圖是否可以歸類？例如：樂觀的或悲觀的？個人的、地方性的或全

球性的？或特定主題事件的？是否會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老師應該提醒學生有哪些是

在生活中佔關鍵性的方面而未被提出）

5.這個活動也可以將未來歸為許多不同的典型。例如：通常都會有太空梭與機械人。

6.請小朋友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來探究這些圖像形成的原因，是否是從父母或成人的意

見、受歡迎的漫畫、特定的電視節目、報紙、新聞事件、廣告或書本等所影響？

7.哪一種資訊的來源影響最大？試著列出一張表來。（老師應引導學生瞭解我們對未來

所持有的觀點是有多方面選擇，且深受媒體影響的）

    （四）延伸活動

    1.請學生瀏覽有關未來的一些漫畫書、雜誌、報告或廣告等相關的參考資料，蒐集並展

示。

  2.這些資源如何描述未來？它們和小朋友對未來最原始的想像的相似點與差異點在哪

裡？是誰創造了這個形象？又為了什麼？哪些我們會想採用做為未來的圖像？

  3.另外一個討論的重點就是對於大眾特別有興趣的對象，如：媒體，政治家，商業發展

等，是否會影響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或恐懼？

活動四：探索結果

（一）教學目標

幫助小朋友從目前的趨勢、事件或特定的決定，推論可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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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備活動

準備A3的紙和彩色筆。

（三）教學流程

1.教師舉一個未來輪的範例給小朋友看。

2.以小組討論的方式決定想探討的問題，例如：禁煙廣告或資源回收等。

3.各小組上台報告該小組所討論出來的未來輪。

4.全班分享完成後的心得。

（四）延伸活動

學生以未來輪來探討，在科技上的新發明所產生的結果可能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活動五：最近的二百年間

（一）教學目標

幫助小朋友探索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係並發展年表的概念。

（二）準備活動

作一些有關考慮未來的活動

（三）教學流程

    1.教師介紹時間線的概念，請同學透過和父母及祖父母那一代談天的方式，了解他們的

生活，並預測我們下一代的生活。

    2.透過時間線敘述的方式，將幫助小朋友清楚看到各代之間的連結，從左至右方分別為

祖父母à父母à學生自己à學生的小孩à學生的孫子。每個人可以標示實際或大約的出生日

期，每代之間的間隔時間假定為30至33年。

  3.用不同的方式可探索其彼此之間的關係，例如：

    a.訪問父母那一代的人，他們兒時的生活是怎樣的？跟現在有何不同？有何相同？

  b.訪問祖父那一代的人，他們兒時年代的生活是怎樣的？跟現在有何不同？有何相同？

  c.兒童可以攜帶一些以前的照片、玩具、出生證明書等，來學校刺激想像力。

  d.在父母及祖父母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什麼？每一代之間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e.在他們的家族裡，是否有傳承任何特別的故事或東西？

    4.以下列的問題來看看未來，哪些是必要的？

    a.當他們年老時，他們認為世界會變得如何？

    b.想留給後代什麼東西（包括有形與無形），以及哪些期望？

    c.希望後代子孫發生哪些事？

  d.請學生寫一封信給他的孫子，信中告訴他們現在的生活情況，並期望他們能多用心去

經營生活。

  e.有哪一些是承自上一代？包括外表、特徵、特質、物品等，以圖表表示。哪一些是我

們能留給下一代的。

  f.是否有責任幫助我們的後代，我們應該做什麼？他們才會在未來感謝我們。

學生在這個活動或許會認為探索我們之前的一百年比探索我們之後的一百年容易，但教

師應該要讓學生了解我們現在所作的決定都會影響未來，所以我們必須對未來一樣要付出關

心，並培養預測未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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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活動

可以<後代的權力>（參見想像未來）做延續活動。

活動六：可能的未來

（一）教學目標

請小朋友探索他們希望的未來是如何？（包括周遭生活或整個世界）

（二）準備活動

現在發生在世界上的事件有些知識是有用的，同樣的，以前兒時發生在周遭環境或世界

上的事件也是有些有用的。準備A3的紙及色筆。

（三）教學流程

    1.教師沿著一個特定的時間線，從一個人的出生開始，然後每隔十年做一個記號，連續

往後做十個記號直到一百年，其中標示出重要的及可能的事件。

  2.學生畫下第一條自己的時間線，寫下他們認為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事件。

  3.請學生兩個人一組，共同討論在他們的生活中的時間線。例如：換學校、離開學校、

工作及和夥伴相處，是否決定要生小孩？想活到幾歲？女孩和男孩的期望是否有不同？

  4.鼓勵小朋友以圖畫或文字敘述他的時間線，然後和同學分享彼此的差異。

  5.接著第三條時間線，則是有關在全球可能會發生的事件及趨勢。

  6.展示完成的時間線。

（四）延伸活動

 1.討論一條有關世界的時間線，可以往前回溯到任何時間（如 1000年前），並標示出重

要事件來。

  2.就全班學生的時間線做一歸納，將所有事件分類成樂觀或悲觀的兩類。並討論他們如

何決定一件事情是否有可能發生？誰會是他們所描繪的未來的受益者？他們是否喜歡住在這

樣的未來？

 3.比較個人及全球的時間線，全球性事件發生時，將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又個人的生

活及選擇將如何影響世界？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

結語

在「前進未來」(程嘉安譯，1997)一書中提到：雖然人類沒有擁有共同的過去，卻是十

分可能地將會擁有共同的未來。的確，未來雖然看似充滿變數而令人無法掌握，但它卻是一

步一步向我們逼進，因此，在我們教育下一代的同時，除了讓他們學習前人智慧的結晶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前瞻性思考的能力；目前我們對未來的想像容易被一些現有的媒體及各種

資訊管道所限制住，如何透過教育的方式使學生打破狹隘的思想，以更開放的觀點去開創我

們最想擁有的未來，將是在這世紀末交替的時代，所面臨最大的課題。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特教系四年級學生）

    後記：本篇報告的完成，特別感謝呂金燮教授的指導以及資優組同學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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