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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習動機是學生認真學習的動力，如何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是教學現場需要面對的重要

課題。近六年積極配合學校的推動，進行翻轉教學，訓練學生準時且認真上課，引導學生善

用 3C 自主學習，獲得學生不錯的迴響。但為精進教學成果，深感還需要有所改變。有效的

教學活動，除了順暢的師生互動雙向式教學外，也需要有更多的同儕互動。因此，此研究以

社會建構理論觀點的討論教學法，運用師生和同儕間彼此來回討論，來增進學生自己認知的

發展。同時，在 IRS 即時反饋系統各種功能中，同儕互評被認為是開展合作學習過程中具

有吸引力和有效的功能。而目前此一功能，以 Zuvio IRS 最為完備。由於文獻回顧顯示討論

教學結合 Zuvio IRS 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此一研究在「生命科學概論」課程中，將討論

教學結合 Zuvio IRS 即時反饋系統進行翻轉教學，探討這樣的教學方式是否有利於提升學生

對於跨領域學科之學習動機。於 109 學年度，上下學期不同班次，針對各學系大學部一至七

年級的非生物相關學系修此課學生，以計畫的教學策略，多元評量方式進行，並以學生學習

自我評估表、課程滿意度調查問卷，利用前測與後測進行統計分析。研究發現，將討論教學

結合 Zuvio IRS 融入生命科學概論課程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關鍵詞： 

討論教學法、社會建構主義、即時反饋系統、翻轉教室、生命科學 

 
Abstract 
Learning moti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tudents to study hard.  How to inspir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teaching field.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have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school, carried ou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rained students to 
attend classes on time and seriously, guided students to make good use of 3C in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got good feedback from students.  Howev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results, I feel 
that some changes are needed.  Eff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smooth two-wa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eaching, also need to have more peer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discussion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which uses the 
back and forth discussion between teachers, students, and peers to promote students' ow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among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IRS, the peer review function is 
adopted,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ttractive and effective in carrying out cooperative learning. This 
feature is currently the most complete with Zuvio IRS.  The literature review also shows that the 
study of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Zuvio IRS is still 
limited.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combine the discussion method with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of Zuvio IRS for flipped teaching in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Life Sciences", 
and explore whether such a teaching metho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for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In the 109 academic year,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first 
semester and the next semester, for the students of non-biology related depart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venth year of each department, the course was conducted in the way of planned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ulti-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assessment form and cours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data.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grating discussion teaching with Zuvio IRS into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life 
sciences can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Keywords：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Flipped 

Classroom, Life Sciences 

  



 

III 
 
 

目錄 

  報告內文 ................................................................................................................................. 1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2.  文獻探討 ............................................................................................................................... 1 

  討論教學法(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 1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 2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 3 

3.  研究問題 ............................................................................................................................... 4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 5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 9 

  教學過程與成果 .............................................................................................................. 9 

  教師教學反思 ................................................................................................................ 13 

  學生學習回饋 ................................................................................................................ 13 

6.  建議與省思 ......................................................................................................................... 15 

  參考文獻 ............................................................................................................................... 16 

  附件 ....................................................................................................................................... 18 

1.  多功能群組教室  L108 ........................................................................................................ 18 

2. Zuvio IRS 線上出題及時顯示成績分布及統計資料 ............................................................ 19 

3. Zuvio IRS  同儕互評之分組互評與組內互評 ....................................................................... 20 

4.  疫情爆發線上教學使用 MS Teams 進行線上分組討論及報告 ......................................... 21 

5.  翻轉教學影片 ...................................................................................................................... 21 

6. 109 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流會影片(10 分鐘) ......................................................... 21 

7.  學生報告撰寫範例 .............................................................................................................. 21 

 

 

 

 

 



1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申請人從事教育工作已有 30 多年，早期的教學方式以課堂講授為主，評量學生則是以隨

堂測驗和正式考試等方式進行，隨著環境的變遷，學生學習態度的改變，這樣的講授方

式往往是台上講的口沫橫飛，台下不是無動於衷，就是低頭看手機或玩手機，台上台下

沒有太多的互動，學習成效每況愈下。學生學習動機不強，沉迷於 3C 與網路中，如何

激勵學生學習動機日益成為申請人於課程教學現場試圖解決之難解問題。學習動機是學

生認真學習的動力，更是教學活動的首要步驟。前美國教育部長的 Terrell H. Bell 的名

言:「在教學中有三件事要強調：第一是動機，第二是動機，第三是（你猜對了）動

機。」[1]。學習動機其重要性不言而喻且眾所皆知，然而，如何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培養學習興趣，是教育工作者持續需要努力的首要任務之一。 

近幾年教學目標主要是「訓練學生準時且認真上課，引導學生善用 3C 自主學習。」。自

103 年度開始，積極配合學校的推動，開始進行所謂的「翻轉教學」。將課程內容與生活

結合，將學生普遍使用的 3C 設備導入翻轉教學，教學方法除了以課堂講授、演練、上

機實做、隨堂測驗、討論、和報告撰寫方式進行外，善用當前學生都有的 3C 設備，經

由問題導向翻轉教學及作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引導學生瞭解課程的核心原理及應

用。 

此外，申請人近幾年，進行翻轉教學如上所述，在運用 Zuvio IRS 即時反饋系統已有相

當多的經驗。但為精進教學成果，讓同儕能在課堂上有互動討論、彼此激勵，使同學在

學校教育中能獲得團隊合作、互相鼓勵、彼此成長的經驗。故此一研究中，想以「生命

科學概論」課程，藉著導入同儕互動的討論教學，將互動討論教學結合 IRS 即時反饋系

統來進行翻轉教學，探討這樣的教學方式是否有利於提升學生在「生命課學概論」課程

上的學習成效。 

2.文獻探討 

此一研究主題「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在生命科學概論上之應用」，在此，將

就「討論教學法」及「Zuvio 即時反饋系統」的相關文獻進行探討。 

 討論教學法(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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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是指課堂教學所採用的一般原則、方法、和策略。教學方法可大致分為以教

師為中心或是以學生為中心[2]。設計和選擇教學方法時，不僅要考慮到學科的性質，

還要考慮到學生的學習方式[3]。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中，教學和評估被視為兩個

獨立的實體，教師是主要權威人物，其主要職責是向學生傳授知識和資訊，最終目標

是測試和評估。學生是被動的接受資訊，其學習是通過客觀評分的考試和評估來衡量

的[2]。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中，教師依然是權威人物。然而，學生和教師一樣在

學習過程中都發揮積極的作用。教師的主要角色是指導和幫助學生的學習和對材料的

整體理解。學生學習是通過正式以及非正式的評估形式來衡量的，包括小組專題、學

生檔案、課堂參與、和課堂討論。教學和評估是相互連結的，在教學過程中不斷測量

學生的學習[2]。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課堂討論可以增進學生的理解，清楚內容的背

景，拓寬學生的視野，彰顯對立的觀點，強化知識，建立信心，並形成自己的支持群

體[4]。而討論教學法是否有什麼學習理論做基礎呢？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在探討有關課堂討論的學習理論方面。目前最重要的學習理論就有數十種[5]。越瞭解

這些學習理論，教師越能掌握教學方法和為未來的教學帶來新的可能或突破。眾多的

學習理論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就是其中的一種。課堂討論主要是發想自社會建

構主義。 

建構主義強調傳統教學是不可能把書中意義完全直接傳輸給學生。有意義的學習是將

既有的知識架構與新的經驗或訊息進行連結，也就是用已知學未知。經過長期的發

展，現代的建構主義有至少二十種以上的分支，不同的學者對建構主義抱持不同的觀

點。傳統建構主義只接受建構主義的第一原理：「知識是認知個體主動的建構，不是被

動的接受或吸收」。而現代建構主義的有兩大派別：個人建構主義(Individual 

Constructivism)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個人建構主義接受現代建構主

義的第二原理：「認知的功能在適應，認知是用來組織經驗的世界，不是用來發現本體

的現實」。社會建構主義則是認為現代建構主義的第三原理是：「知識是個人與別人經

由磋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社會建構主義同時兼顧個人主觀知識和社會客觀知識，被

認為在教學的應用上更能得心應手[5]。社會建構主義已經被許多教育心理學家所研

究，關注社會建構主義對教與學的影響[6]。 

基於社會建構主義在課堂上新增討論教學的研究結果，也支持社會建構主義理論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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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好處[7]。討論教學可以讓學生歸納和傳遞課堂學習到的知識，並為口頭交流思想

奠定堅實的基礎。許多研究指出，討論教學在提高學生測試自己想法、綜合他人想

法、和加深對所學知識的理解等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7-10]。討論教學也使學生有

機會鍛煉自我調節、自我決定和堅持不懈完成任務的信念[9, 11]。此外，討論教學能提

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協作能力和解決能力問題[11, 12]。增加學生互動討論彼此想法的

機會，可以增強他們支持自己想法的能力，培養他們的推理能力，以及有說服力和尊

重地論證自己觀點的能力[7]。 

鑑於以上所提基於社會建構主義的討論教學所帶來的好處，令人驚訝的是討論教學沒

有被更多地使用。研究發現，學生不習慣經常參與課堂上學術的討論。即使在這三分

鐘的討論中，大多數談話都不是真正的討論，因為真正的討論取決於老師提出的問題

和預先確定的答案[9]。此外，多個觀察結果顯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校和後段班

的學生被允許的討論機會甚至更少[9, 10]。因此，社會建構主義學習觀的一個分支，在

目前網路普及的線上環境中，更多著眼於社交科技(Social Technology)和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在促進產生社會建構知識和理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13]。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在過去的幾十年裏，科技的進步推動了教育的發展。高科技學習方法(High Tech 

Approach to Learning)，顧名思義，是利用不同的科技幫助學生在課堂上學習[2]。許多

教育工作者在教室裏使用手機和平版電腦等 3C 設備，在課堂環境中提供了雲端無限的

資源，同時利用網路把學生和世界各地的人連結起來。 

於 1966 年，斯坦福大學推出了“觀眾反應系統＂（Audience Response Systems; 簡稱

ARSs），允許學生使用手持遙控設備（如點擊器）回答由教師準備的以電子方式顯示

的多項選擇題[14]。從那時起，這些系統已經發展成 35 種以上的不同形式，如及時反

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簡稱 IRS）、教室回饋系統（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 簡稱 CRS）和學習者回饋系統（Learner Response System; 簡稱 LRS）、雲端教

室系統(CloudClassRoom; 簡稱 CCR)，並已在各種學科中採用[15, 16]。研究結果指出

在課堂上使用 ARSs 有許多好處。課堂環境方面，能提高出席率、注意力、參與和投

入程度。學習方面，能增加互動、討論、學習質量、學習表現。評估方面，能促進回

饋、成長、和規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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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所有的 IRSs 在課堂上都以類似的方式運作。四種主要 IRS：Zuvio、CCR、

Socrative、和傳統 IRSs 的功能比較[17]，各種功能比較中，以同儕互評的功能，被認

為是開展合作學習過程中具有吸引力和有效的功能。而目前此一功能，上述四種主要

IRS 以 Zuvio 的最為完備。 

簡言之，透過 Zuvio IRS，教師可以預先製作或即時提出的問題或任務，來要求學生利

用現有的手機或平板，使用自己或學校的無線網路，在規定的時間內提交答案。該系

統可以立即計算出結果，並立即顯示學生給出的答案。然後教師可以給學生提供回

饋，讓學生分享意見，進一步引導學生進行更深入的討論。 

過去 IRS 已用於英語、數學、物理、藝術和其他課程[18-24]。IRS 不僅提高了學習動

機，也可以提高學生對課堂的參與度和答案的準確性。雖然，有關 Zuvio IRS 的使用文

獻相對不足[19, 20, 22, 24]，但有一些一致的結果表明，該科技在學習中提供了許多教

學上的好處。 

3. 研究問題 

申請人自 103 年度開始，開始進行所謂的「翻轉教學」，在教學上與學生建立良好的雙

向互動模式。有感於有效的教學活動，除了順暢的師生互動雙向式教學外，也需要有更

多的同儕互動。各種 IRS 功能比較中[17]，以同儕互評的功能，被認為是開展合作學習

過程中具有吸引力和有效的功能。而目前此一功能，前述四種主要 IRS 中，以 Zuvio 的

最為完備。 

由上面的文獻回顧，可知目前對學生的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IRS 的混合研究仍然有限。

因此，此一研究嘗試選擇應用，源於社會建構理論的觀點的討論教學法。運用師生和同

儕間彼此來回討論，來增進學生自己認知的發展。進一步培養學生獨立思考自主學習的

能力。 

因此，申請人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為：「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在生命

科學概論上之應用」，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希望能夠嘗試採用不同的教學方法，提

升學生對於跨領域學科之學習動機，具體研究目的為：一、探討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IRS 之運用；二、探討在「生命科學概論」課程中運用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IRS 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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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三、了解學生對實施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IRS 之翻轉教學的滿意度。 

圖 1 研究架構圖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此一研究的課程為申請者服務大學通識中心的「生命科學概論」，該課程上課的地點在

申請者服務的學校。研究對象為修習該課程之學生，但排除生物資訊學系的學生，為各

學系大學部一至七年級的學生。因此，這些學生來自非生物相關學系的學生，包括：工

學院、管理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人文社會學院、資訊學院、及觀光學院的學生。 

本研究將使用量化及質性研究的混合方法。量化研究方面，主要在探討學生對於討論教

學法及瞭解學生對於使用 Zuvio IRS 網路輔助教學的滿意度；質性研究方面，則是以詮

釋性的質性分析方式進行，檢視討論教學的實施狀況，探討討論教學法學習之成效與原

因，並了解學生對討論教學的意見。 

此一研究「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在生命科學概論上之應用」，而「生命課

學概論」是一學期的課程，在課程內容方面：一、使用的 Moodle 及 Zuvio IRS, ，如圖 

2 所示，以線上非同步網路輔助翻轉教學，來介紹分組討論所需基本的生物學先備知

識，以及論文專題報告的撰寫方法，內容包含：主題鎖定與深度資料探勘、學術倫理、

前言、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論、參考文獻、學術論文 IEEE 寫格式及參考文獻製作

軟體介紹等。比較特別的是學校的 Moodle 和 IRS 已經整合在一起，學生資料和成績 

每天會定時同步。至於，我的翻轉教學有什麼特色呢？如圖 3 所示，包括：善用 3C 翻

轉教學。包括：了解學生的程度因材施教多元評量；自行製作教學影片，方便同學課後

在家預習或是複習；快速簽到掌握並改善出席率；隨堂測驗鼓勵準時認真上課；問題導

向教學，增加學習的樂趣；利用及時反饋系統，明確掌握學生學習的成效。二、以課堂

互動討論教學方式進行，課堂討論的提綱內容包括：新冠病毒的源頭？常見病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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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有哪些？ DNA 病毒與 RNA 病毒那個比較毒？新冠肺炎疫苗可靠嗎？新冠疫情會

流感化嗎？新冠病毒變異株難題如何解決？等議題。討論進行時，利用 Zuvio IRS 進行

同儕互評。討論教學如圖 4 所示，也就是問題導向的學習過程。包括：提出議題陳述問

題：教師會先提出課前已編撰好，符合課程目標的實務議題，並就問題的內涵與重要性

進行說明。定義問題達成共識：小組成員針對議題進行討論，定義問題並就有待解决的

問題達成共識。彼此協調分工互補：接著小組成員彼此協調，按照個人的興趣與專長，

分工互補。自主學習搜尋資訊：小組成員善用 3C 自主學習搜尋並組織已有的資訊。共

享資訊同儕教學：小組成員共享集中處理所得資訊，彼此分享知識與見解。腦力激盪解

決方案：透過腦力激盪，以小組形式提出解決方案。過程反思概念澄清：教師與學生一

起針對所有小組的分析過程及解決方案進行反思，了解概念對應用的有用性，並針對重

要概念進行澄清與討論。討論教學需要分組，分組需要適合的教室，本校有一「多功能

群組教室」如附件 1 所示，經過特別申請並順利取得使用，該教室的設計是讓同學們可

以順利進行群組的討論。 

 

 

圖 2 線上非同步網路輔助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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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善用 3C 翻轉教學的特色 

 

圖 4 討論教學的問題導向學習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5 所示，基於行動研究的螺旋循環模式：計畫、行動、觀察、反

省[25]，分三個階段。計畫「籌劃預備」期：期間是 109 年 2 月至 109 年 8 月，本教學

實踐研究的標的課程為「生命科學概論」，為期一學期的通識教育課程。於執行計畫

前，將從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展開教材構思和內容製作、影片構思和錄製剪輯、以

及評量方式和評量內容設計。計畫通過後的「計畫實施」期: 期間是 109 年 9 月至 110

年 2 月，依照各週課程進度表，實施課程講解、觀賞教學影片、分組討論，同儕互評、

觀察學生在各種不同上課方式的表現，並以問卷反饋及學習歷程等客觀的評量方式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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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課程結束後的「觀察反省」期：期間是 110 年 2 月至 110 年 7

月，根據學生之上課錄影、出席狀況、學習成績、期末問卷、回饋意見、報告分享、學

生之反思單等分析學生之學習成效。並根據學生之學習成效來進行課程之反省，且思索

如何進一步修正教學計畫，來持續改善教學品質，並繼續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本研究的評量工具將運用錄影、觀察、省思心得紀錄等方法在教學中不斷地收集資料，

進行資料分析與詮釋。其資料種類包括上課錄影、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內容包括 Moodle

出席狀況、課堂參與、翻轉作業、討論提綱、報告撰寫、Zuvio IRS 同儕互評、學生學

習自我評估表、課程滿意度調查問卷、Zuvio IRS 回饋討論紀錄等）、及教師教學省思札

記等。凡是在教學過程中所見所聞，動態或靜態的，都是所要收集的資料。以不同的教

學策略，多元評量方式進行。如圖 6 計畫實施程序流程圖所示，討論教學前後以學習動

機量表各進行一次問卷調查。藉此，我們可以了解學生在討論教學活動前後學習動機是

否發生了變化。 

 

圖 5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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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計畫實施程序流程圖 

 

為方便各種研究資料處理及分析，資料會分別以編號稱之。 

(一) 量的資料：量的資料主要是問卷上的封閉式題目，採用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 的

評分方法，填答者由「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

意」（2 分）、「非常不同意」（1 分）五個選項中勾選，結果採用頻率分佈、百分比做統

計分析。量的資料會使用 Microsoft Excel 進行整理分析。量表前測與後測結果按照資料

類型以使用 Wilcoxon 之符號等級檢定(Wilcoxon Signed-Rank Test)進行無母數分析，而

考試的前測與後測是否有顯著差異，則以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sample t-test)來檢驗。 

(二) 質的資料：質的資料收集主要是以學生同儕互評、學生學習自我評估表、回饋討論

紀錄和課程滿意度調查問卷上的開放性問題為主，將所有資料依編號、仔細閱讀之後，

加以歸類，並以 Python 進行關鍵詞分析產生文字雲，始能在大批學生回饋感想與建議

中，快速聚焦到主要的內容。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針對 109 學年度修習生命科學概論課程，各學系大學部一至七年級的非生物

相關學系的學生，就上學期 27 位學生與下學期 39 位學生所蒐集之問卷資料進行分

析，以計畫的教學策略，多元評量方式進行，並以學生學習自我評估表、課程滿意度

調查問卷，利用前測與後測進行統計分析。來探討將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IRS 融入生命

科學概論課程是否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茲將研究結果說明如下： 

信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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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本研究是否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本研究學習動機量表參考彙整自 Pintrich 等根

據社會認知理論所編制的 MSLQ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26]，

以及一些相關的研究[27, 28]。此研究採用的量表共 21 題，可分成三個構面：(1) 學習

動機、(2) 學習態度、及(3) 自我效能。如圖 6 研究實施程序流程圖所示，分別於期中

和期末進行，也就是在討論教學的前和後，對學習動機量表各進行一次問卷調查。藉

此，我們可以了解學生在討論教學活動前後學習動機是否發生了變化。學生在量表中

的平均分數越高時，表示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動機越高。量表之信度如表 1 所示，其 

Cronbach's 係數最低值為 0.885，表示研究所使用的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

度。 

表 1 學習量表信度分析表 

學習前後學習動機的差異分析 

根據前測與後測的結果的資料類型，此一研究以 Wilcoxon 之符號等級檢定(Wilcoxon 

Signed-Rank Test)進行無母數分析，了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分組討論的教學前後是否有

顯著差異。此一學習動機量表中的 21 個題目，包含了三個構面: (1) 學習動機，(2) 學

習態度，(3) 自我效能。 

學習動機構面共有 6 題，分為兩個面向：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 [26, 28]。題 1-3 是測試學生的內在動機是否可以通過參與活動過

程產生的滿足和喜悅來改善，題 4-6 旨在測試學生的外在動機是否可以通過獎懲或外

部因素的影響來提高。由表 2 顯示，在學習動機構面，依前測與後測之平均值來看，

後測之平均值均高於前測，且總平均有顯著差異。學生在題 1-2 喜歡有挑戰性和喜歡

引起好奇心的教材等內在動機方面有顯著差異，學生在題 5-6 希望能有較大多數人好

的成績和能在親友面有好的能力表現等外在動機方面也有顯著差異，其中題 6 能在親

友面有好的能力表現具很顯著差異(p<0.01)，此與先前的運用數位資源輔助分組合作學

研究變項  題數
Cronbach's

α 係數
n

前測 0.885 64
後測 0.926 64
前測 0.941 65
後測 0.950 65
前測 0.965 65
後測 0.971 65

學習動機 6

學習態度 7

自我效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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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對國民中學數學科學習成效之行動研究的研究結果一致[29]。 

學習態度構面共有 7 題如表 3 所示，依前測與後測之平均值來看，後測之平均值也均

高於前測，且總平均有顯著差異。其中，題 4-6 有顯著差異，包括：覺得學好很重

要、覺得了解課程與生活環境間關係是重要的、及會主動搜尋更多資訊來學習這個課

程等。其中，題 6 會主動搜尋更多資訊來學習這個課程具很顯著差異(p<0.01)。 

自我效能構面共有 8 題如表 4 所示，依前測與後測之平均值來看，後測之平均值也均

高於前測，且總平均有顯著差異。題 4-7 自信能理解老師所教最複雜的部分、自信能

在作業和測驗上表現優異、預期能學好本課程、及確信能精通本課程所教授的技能等

有顯著差異。 

表 2 學習動機量表之前後測統計分析 

 

表 3 學習態度量表之前後測統計分析 

 

構

面

問 卷 題 目 前測

平均

後測

平均

顯著性
p

1.在本課程中，我比較喜歡有挑戰性的教材，因為這樣我可以學

到新的事物。

4.05 4.33 0.014*

2.在本課程中，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教材，即使困難也

無所謂。

4.08 4.33 0.023*

3.如果可以，我會選擇能學到東西的課程，即使分數不高也無所

謂。

3.95 4.17 0.117

4.在本課程中得到好成績，對我來說是最滿足的事情。 4.20 4.31 0.289

5.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在本課程中得到比大多數學生好的成績。 4.13 4.36 0.029*

6.我希望在本課程中能有好的表現，因為在家人、朋友、老師或

其他人面前展現我的能力是很重要的。

3.80 4.22 0.001**

總平均 4.03 4.29 0.011*
註: 無母數分析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n=64; *p<0.05; **p<0.01。

學

習

動

機

構

面

問 卷 題 目 前測

平均

後測

平均

顯著性
p

1.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是有趣而且有價值的。 4.29 4.38 0.346
2.我想要學習更多且觀察更多有關這個課程的內容。 4.18 4.35 0.087
3.我覺得學習跟這個課程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4.26 4.35 0.442
4.我覺得學好這個課程對我來說很重要。 3.89 4.22 0.010**
5.我覺得了解這個課程與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是重要的。 4.18 4.40 0.028*
6.我會主動搜尋更多資訊來學習這個課程。 3.80 4.20 0.001**
7.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對每個人來說都是重要的。 4.03 4.18 0.231

總平均 4.09 4.30 0.012*
註: 無母數分析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n=65; *p<0.05; **p<0.01。

學

習

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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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我效能量表之前後測統計分析 

翻轉教室學習感受 

為了解學生對實施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IRS 之翻轉教學的滿意度。此研究翻轉教室學習

感受量表採用 Lin 和 Hwang 所發表的量表[30]，而該量表源自 Al-Zahrani 所發表的量

表修改而成[31]。施測結果如表 5 所示，得知在內容豐富性、溝通有用性、學習成就

面、和學習興趣面，平均滿意度都在 4.19 以上，顯見學生對於這樣的翻轉教室的教學

方式有高度肯定，而其中又以學習成就面的感受度最佳。 

表 5 翻轉教室學習感受 

知識獲得層次的學習成效 

內容豐富性 (1-5題) Content 滿意度

1.本課程的教學方式（課前線上影片自學活動及課堂中的練習）讓我獲得反覆練習的機會。 4.38

2.本課程的教學方式提供我接觸多元學習資源（課程內容及相關資訊）的機會。 4.41

3.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幫助我學會運用多樣化的網路學習資源。 4.40

4.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有助於增加我學習的經驗。 4.38

5. 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幫助我將所學的理論與生活經驗結合。 4.37

溝通有用性 (6-8題) Communication
6.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使我更知道如何與同學及教師互動與合作。 4.38

7. 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增進了我與教師的互動。 4.35

8.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增進我與同儕之間的溝通。 4.41

學習成就面 (9-11題) Performances
9.本課程的課前線上學習模式及課堂的活動讓我體驗如何管理自主學習。 4.40

10.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幫助我發展自我解決問題的能力。 4.40

11.本課程的課前線上學習模式及課堂活動設計方式幫助我有效參與學習活動。 4.44

學習興趣面 (12-14題)Interests
12.我很投入並享受本課程的教學方式。 4.19

13.相較於傳統教學方式，我更喜歡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 4.34

14.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及活動內容對於我個人的學習很有幫助。 4.37

註: n=68。

構

面

問 卷 題 目 前測

平均

後測

平均

顯著性
p

1.我相信我可以在本課程中得到優異的成績。 3.98 4.09 0.383
2.我確信我能理解本課程中最困難的部分。 3.72 3.92 0.135
3.我有自信能理解本課程所教授的基本觀念。 4.08 4.17 0.473
4.我有自信能理解本課程中老師所教最複雜的部分。 3.71 3.98 0.030*
5.我有自信能在本課程的的作業和測驗上表現優異。 3.85 4.09 0.034*
6.我預期能學好本課程。 3.92 4.14 0.043*
7.我確信能精通本課程所教授的技能。 3.77 4.05 0.010**

8.考量本課程的難度、老師、和我的能力，我覺得我可以

學好本課程。

3.95 4.15 0.099

總平均 3.87 4.08 0.015*

註: 無母數分析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n=65; *p<0.05; **p<0.01。

自

我

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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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量表統計分析顯示學習動機的提升，是否也反應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呢？如所表 6

示，生命科學的期中考和期末考，也就是在討論教學的前測和後測，後測之平均值高

於前測的 10 分左右，這樣的差異，統計上有顯著性， p 值小於 0.01。表示在假設前

測與後測的試題難易度沒有顯著差異的前提下，學生有了學習動機後，知識獲得層次

的學習成效也有所提升。 

表 6 生命科學之前後測統計分析 

 教師教學反思 

將討論教學結合即時反饋系統有助於增進學生生命科學的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學生認真學習的動力。此一研究以學生學習自我評估表，利用前測與後測

進行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將討論教學結合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在生命科學概論上之應

用，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度、及自我效能。 

學習動機提升後，知識獲得層次的學習成效也有所增加。 

另從知識獲得層次的學習成效來看，以總結性評量的考試成績的前測與後測之平均值

來看，後測之平均值也都高於前測。表示在假設前測與後試題難易度沒有顯著差異的

前提下，學生有了學習動機後，知識獲得層次的學習成效也有所提升。 

疫情爆發線上分組報告使用 MS Teams 結合 Zuvio IRS 的同儕互評效果不錯 

疫情爆發，立即改為線上教學，在進行期末分組報告時，除了以 Zuvio IRS 的同儕互評

進行分組互評與組內互評外（請參閱附件 2-3），同時以 MS Teams 進行線上分組討論

和報告(請參閱附件 4)，學生表現和互動情形並不會比平時在多功能群組教室進行的

差，期末有同學反應因疫情突然改為線上教學，學生討論意外變得更踴躍。 

 學生學習回饋 

前面是量化的研究採用封閉式的問卷。質性的研究，於期末時，以開方式問答方式，

請同學說出對這學期這門課的感想或建議，利用關鍵詞分析產生文字雲，來快速聚焦

到主要的內容。學生學習感想的關鍵詞分析如圖 7 文字雲所示，大多數同學對於此一

研究的教學方式持正面看法。很多學生的共同的感覺有趣，因為方式有趣：「非常新

穎！新鮮的教學方式！」有些同學覺得有趣是因為分組討論：「彼此互相配合，一起找

答案一起思考問題。」和「可以看到其他小組的答案與他們的想法。」。有些同學覺得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顯著性

生命科學成績 56.23 66.83 0.001**
註: 成對樣本t檢定; n=78; 顯著性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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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是因為老師：「老師上課很有趣，而且也蠻幽默的。不只這堂課的知識還教了許多

以前不曾接觸的工具。」。有更多的同學針對討論教學提出感想：「題目變得不難，學

到了不同的處理方式。」、「有更多的想法，互相激發出更多潛能。」、「認識到不同

系，互相學習與溝通。」、和「互相包容。滿滿的社交能力，將來出社會共同合作，能

幫助到！」。也有不少同學針對翻轉教學提出感想：「體驗網際網路與現代科技的美妙

之處。」、「線上搶答，有利於同學的積極性。」、及「使用 3C 產品融入教學使得整個

教學更活潑，和其他傳統課程比起來更使人專注。」。以上學生學習感想顯示討論教學

結合 Zuvio IRS 融入生命科學概論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圖 7 學生學習感想的關鍵詞分析 

 

圖 8 學生回饋意見的關鍵詞分析 



 

15 
 
 

此外，一些學生還對課程內容提出了建議，其關鍵詞分析如圖 8 所示，關鍵詞希望出

現的次數最多，主要的回饋意見與網路有關：「網路真的不怎麼給力。」、「教室雖然還

不錯，不過網路有點差。」「地下室教室的網路不是太好」、和「網路問題，會有來不

及交答案或沒點到名的情況發生」。其次，有不少學生的建議與分數有關：「把我們分

數拉起來，覺得分數好低」、「可以再讓分組討論再多一點加更多分數。」、和「送分數

能夠大方一點，給手機不好的同學一些機會。」。另外，不少的建議與方式有關，主要

是：「搶答的方式改成問答，對大家都公平。」和「課堂加分的方式可以更多種，或是

更加的平均一點，但真的不是很容易可以搶到第一個。」。有關搶答，有一些同學也提

出建議：「搶答放寬限制，多開放幾個人。」和「讓還沒加分的同學先搶答。」，這些

建寶貴的建議將納入未來的課程設計中進行調整。 

6. 建議與省思 

平時需有突然疫情爆發必須線上教學的準備 

在今天資訊爆炸流通的世代，學習不再只是在課堂上或是講座和研討會的活動。尤其

是當疫情爆發期間，線上網路學習已不再是選項而是必須時，如何在平時就引導學生

善用手邊的 3C 設備隨時隨地自主線上學習，也是眼前世界各地教育工作者持續需要努

力的首要任務之一。 

進行翻轉教學時，老師需要有網路不順時上課所需的備案 

由於由於有些上課地點手機訊號差，如此研究所使用「多功能群組教室」在地下樓

層，手機網路收訊不好，學生需共同使用學校的 wireless 無線網路，需要注意網路塞車

或不穩定的情形發生。期末學生意見回饋時，幾位學生反應網路有時不佳影響上課的

問題。因此，當翻轉教學遇到網路不順時，教學方法改以講授和討論方式進行為主。

老師在備課時，也需要預備當網路無法使用時所需的教案。 

分組討論需要注意授課進度與內容質量的拿捏 

有部分同學期末意見回饋時，表達希望於能多學到生命科學的內容。老師在進行分組

討論時，除了問題導向情境議題的引導和討論外，可能需要注意授課進度以及找到授

課內容「質」與「量」的平衡。 

分組討論教學方式學生期末建議應於期初後就進行 

有些同學期末建議希望分組討論教學方式應該在一開學時就開始進行，不要等到學期

課程進行到一半才開始，表示學生對此一研究所進行的分組討論教學方式蠻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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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多功能群組教室 L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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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uvio IRS 線上出題及時顯示成績分布及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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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uvio IRS 同儕互評之分組互評與組內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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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情爆發線上教學使用 MS Teams 進行線上分組討論及報告 

 

 

5. 翻轉教學影片 

 109-1: https://bit.ly/3DDKdig 

 109-2: https://bit.ly/3mNUYsz 

6. 109 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流會影片(10 分鐘) 

  https://bit.ly/3gPlkXp 

7. 學生報告撰寫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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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此報告文件時，文件中藍色文字為說明或固定之格式，請保留不要刪除] 

「生命科學概論」報告自我檢查表 
項
次 

檢
核 

內    容 
配
分

1 ■ 
報告題目是否「與生命科學有關」？「新穎有趣」？ 

例如：新冠病毒＿＿之我見：1 源頭；2 檢驗；3 治療；4 疫苗；5 檢疫… 
10

2 ■ 

上傳的檔案是否正確命名？(以自己的學號和姓名取代此檔案
「1092_Report_StudentID_Name_v1.docx」名稱中 StudentID 和 Name，例
如：學號 B10609999 姓名為胡大毛的學生，其檔案名稱應改為
「1092_Report_B10609999_胡大毛_v1.docx」) 

5 

3 ■ 
是否檢核「自我檢查表」和填寫「中華大學通識教育核心課程報告推薦報名
表」？ 5 

4 ■ 

報告的內容是否至少包括：標題(14 號字體，20 字內為原則)、前言、本文、
結論和參考文獻等(12 號字體)？報告格式（A4 紙張、上下邊距 2.5 cm、左
右邊距 3.0 cm、中文字型統一標楷體、英文字型統一 Times New Roman、行
距 1.5 倍）正確？ 

10

5 ■ 參考文獻是否使用以「IEEE 樣式」(IEEE style)製作? 10

6 ■ 參考文獻是否「插入引文」(insert citation)? 10

7 ■ 內容結構是否完整？起承轉合文筆流暢？ 10

8 ■ 

報告是否上傳到 Google 搜尋進行原創性檢查且符合引用規範以避免抄襲？

學術界認定的抄襲，是指連續七個字相同就算抄襲，其源自美國學術界的慣
例(http://goo.gl/FX8gjL)。 

 若有重要的他人話語或定義或格言需要「引述」(quoting)時，40 個字以
內，串在正文之內，以引號來標示，中文以「」為引號，西文以“＂為
引號，且必須「插入引文」忠實載明資料來源。40 個字以上時，獨立引
文為一個段落，省略引號，並往內縮排。 

 報告與被引用的他人著作間為主從關係，必須以自己著作為主，被利用
的他人著作僅是作為輔佐，不可過度引用他人著作，應盡量「改寫」
(paraphrasing)或「摘寫」(summarizing)。「改寫」或「摘寫」時，仍必
須「插入引文」忠實載明資料來源。請注意，沒有必要的過度「引用」
將視為抄襲，報告直接以 0 分計算。 

40

9 ■ 
報告字數(不含此頁檢查表及下一頁的報名表)是否控制在 1200-2000 字之間
(含標點符號或空白格)？(可含圖片，至多 3 張，但不列入字數，低於 1200
字按比例扣分，超過 2000 字，每增加 100 字扣 5 分)  

 

10 ■ 是否在報告繳交期限(2021/4/13)前上傳報告的 v1 版至「報告上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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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新冠疫苗可信嗎? 

 

前言： 

新冠病毒從 2019 年爆發之際，到目前為止已造成數百萬人死亡，各國便開

始針對此次疫情研發疫苗。目前國內的疫苗研發還在試驗階段，而國外的疫苗已

有多個國家施打，如歐美大部分國家、中國大陸、印度、巴西等國。在這些國家

中，AZ 疫苗、BNT/輝瑞疫苗、莫德納疫苗佔了接種的前三名。而目前國內的第

一批疫苗已在今年(2021)的 3 月 3 日抵達台灣，為 AZ 疫苗 11.7 萬劑。同月 22

日，行政院長蘇貞昌率先施打了「全台的第一針」，隨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陳時中也示範施打。在接種後蘇貞昌院長並沒有不適的症狀，而陳時中部長則

有手臂痠脹及輕微發燒的狀況，這使得人們更擔心接種了 [1]。但到底疫苗是否

安全? 防護力有多少? 副作用又如何? 這些都該我們來探討。 

 

本文:  

疫苗是人類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過去一個世紀以來拯救了數以千萬計的人

類性命。而現在新冠病毒成為了全人類共同的敵人。但現在有人因為各方考量而

不願施打。但，我們真的了解新冠疫苗嗎? 

 

一. 腺病毒載體 與 mRNA 的疫苗分類是什麼? 

腺病毒載體疫苗是經過基因改造的腺病毒，利用基因工程的技術加入特製的

基因，在人類細胞中製作棘蛋白，誘使人體的 B 細胞對棘蛋白產生中和抗體，刺

激細胞的免疫反應。根據長庚醫院醫師黃玉成的介紹，AZ 疫苗是以猿猴腺病毒

為載體，攜帶可產生新冠病毒棘蛋白的基因，經打入人體後，引發針對於新冠病

毒之棘蛋白的免疫反應，人類並不會受到感染 [2]。 

而 mRNA 則是一種單鏈核糖核酸(RNA)，將對應病原體的 mRNA 結構送至

人體，刺激人體產生抗體。此為較新的技術，目前用於莫德納及 BNT/輝瑞疫苗

中 [3]。 

 

二. 病毒載體疫苗 VS mRNA 疫苗之原理? 

病毒載體疫苗(AZ 疫苗)是利用攜帶有 SARS-CoV-2 病毒之棘蛋白核酸序列

的腺病毒，接種後在人體細胞內製造 SARS-CoV-2 棘蛋白此疫苗抗原並自人體細

胞釋出，從而讓人體的免疫系統生成對抗病毒之保護力 [4]。 

mRNA 疫苗(莫德納、BNT/輝瑞)是有一段可轉譯成 SARS-CoV-2 病毒棘蛋

白，在接種後使人體的細胞質內製造棘蛋白此疫苗抗原並釋出細胞外，來刺激免

疫系統產生對抗 SARS-CoV-2 之棘蛋白的細胞免疫力與體液免疫力 [4]。 

 

三. 新冠疫苗的防護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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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疫苗中，整體保護力平均為 70%，在臨床實驗中發現根據接種時間不

同，防護力有明顯差距。根據英國 science media centre 的資料顯示，在接種完兩

劑後的 6-8 週的防護力約可達到 60%附近，12 週為 82%上下，最高則有 92% 

[5]。目前 AZ 疫苗防護力仍然在持續的變動，甚至在最新的美國大型試驗中，把

防護力下修至 76%附近 [5]。至於莫德納及 BNT/輝瑞疫苗整體保護度約在九成左

右，但 3 支疫苗在重症防範上成效皆不錯。 

 

四. 疫苗的副作用 

三種疫苗中皆有出現注射部位疼痛之情形，但採用 mRNA 技術的莫德納和

BNT/輝瑞疫苗明顯高出許多，大約在八、九成以上，而在疲倦及頭痛等狀況也雙

雙突破六成 [6]。而歐盟藥品管理局近期也確立 AZ 疫苗與特殊部位的血栓有著

因果關係，雖然此情形極其罕見，但也已經將血栓從「不良反應」升級為「副作

用」， 同時也建議五十歲的民眾暫緩施打疫苗。但歐盟藥品管理局同時也表示

AZ 疫苗「接種效益大於風險」，目前各國作法皆有不同 [7]。根據指揮中心表

示，發生血栓的情形任何人種都很罕見，而西方人又比東方人高了近十倍，在利

大於弊的情況下，目前國內疫苗仍繼續施打 [8]。 

 

 

表一. 目前常用新冠疫苗之種類及比較 [5] [6] [9] 

 
五. 國內疫苗施打狀況 

自 3 月 22 新冠疫苗開始施打後，5 個禮拜內約有 4.5 萬人已完成接種。其

中，不良事件累計百餘件。指揮中心表示，主要症狀為發燒、頭痛、四肢痠痛、

注射部位紅、腫、痛、麻、畏寒等，一般在接種後數日內就會緩解，目前沒有因

為施打疫苗後而死亡的案例發生 [10]。 

 

疫苗名稱 AZ 莫德納 BNT/輝瑞 

種類 腺病毒載體 mRNA mRNA 

防護力(%) 62~92 [5] 95 [9] 95 [9] 

劑量 2 針 2 針 2 針 

疫苗副作用(%) [6] 

注射部位疼痛 67 92 89.9 

疲倦 70 75 67.6 

頭痛 68 67 62.8 

肌肉疼痛 60 58 61.6 

畏寒 51 58 48.6 

關節疼痛 31 17 45.5 

發燒 18 17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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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雖目前接種新冠疫苗可能會有少部份人會出現不量反應，但我認為在施打後

仍是安全的。經統計，全國總接種者約有 0.003%會出現不良反應之症狀，也還沒

有出現因接種後而發生死亡的案例。整體而言，施打疫苗的效益扔然很高。美國「抗

疫隊長」之稱的公衛權威佛奇（Anthony Fauci）表示「一個國家要達到群體免疫的

效果，就必須要有 75%至 85%的人口接種疫苗才行 [11]。」但如果接種疫苗的人

口數太少，新冠病毒將會繼續尋找新的宿主來傳播，進而導致醫療體系持續地面臨

壓力。以此來進行推論，我贊成人們施打新冠疫苗，除了能阻止新冠病毒繼續廣泛

地傳播，同時也能保護自己免於感染。所以，我推薦施打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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