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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無論在中小企業或大型跨國公司，都是重要且影響公司營運的

重要資訊系統，這 20 年來國內對 ERP 人才需求也日益增加，而目前國內培育 ERP 人才的

ERP 規劃師認證課程教材，主要仍以理論為主，學生僅能從理論概念中理解，即使考取證照

也缺乏實務流程問題解決與系統操作的能力。 

 測驗電腦化可結合心理計量理論及電腦技術，並能有效率的進行學生能力評量，學者也

認為電腦適性測驗(CAT)不僅在測驗評量上具有良好的精準度，也能依據學習者的程度能

力，提供適合其能力作答的試題，實踐「因材施測」的目的。因此本研究使用自行開發的適

性測驗系統，此系統不僅具有自動控管題庫試題品質的功能，也改良了傳統 CAT 只能應用

於總結性評量的限制，而能用於形成性評量。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使用電腦適性測驗，並配

合自行發展的 18 個做中學實務流程操作案例、做中學實務操作案例課後輔導、測驗回饋燈

號，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表現。 

    本研究以學生使用適性測驗評量及參與實務流程案例課後輔導的參與程度對於學生學習

成績、證照考試成績等二項學習成效進行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學生使用適性測驗評量後相較

於往年修課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均有顯著的提升。此外，參加實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次數

較高的學生，其 ERP 學習成效也顯著高於參與次數低學生。而在測驗回饋燈號的課程觀察

與後續燈後分析後發現，學生會因為測驗後改以燈號取代傳統成績數據的回饋方式，會啟動

同學自我調節功能、刺激學生自主調整學習策略，並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關鍵字: 適性測驗、實務案例、做中學、課程參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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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實務案例做中學教學法及適性測驗教學法對於 ERP 課程學生的學習興

趣、學習成效影響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企業資源規劃英文全名為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簡稱 ERP，是一種利用電腦系統

化的管理方式，此系統不僅能協助企業管理日常工作流程，也能提供企業決策層及員工決策

運行的管理平台。一般而言，ERP 系統包含財務會計、生產規劃、物料管理、人力資源、銷

售與配銷等模組，因此這類系統也可統稱為整合性企業資訊系統(謝清佳、吳琮璠，2009)。

國內許多企業，諸如台積電、鴻海、中油、中華電信、東元集團、中國信託、三井餐飲集團

等，各行業為了提升企業競爭力與營運績效，同時能以財務導向的方式，管理與控制企業內

部的各種成本，提升各種營運流程的效率，進而提高企業獲利與品質，因此近二、三十年來

便陸續導入 ERP系統，並藉由 ERP系統協助管理公司日常經營作業所需的各種企業功能資料。 

2014 南山人壽推動「境界成就計畫」，花費超過 100 億台幣導入 SAP ERP；美國財星 500

大企業及國內各產業的龍頭企業，亦幾乎投入大量資金在 ERP 系統的投資上。本研究自

2007~2021 年，長期收集及觀察 104 人力銀行對於 ERP 人才的需求數量及職能要求情形(如圖

1)，以 2021 年 6 月 28 日為例，在 104 人力銀行的職缺上輸入關鍵字「ERP」便有高達 8253

個全職職缺，高於程式語言「Java」的 5014 個職缺及「Android」的 2744 個職缺(104 人力銀

行，2021)，由此可知培養學生具備 ERP 專業，對於學生未來就業及培育產業需求的人才，都

是商管與資訊領域系所重要且刻不容緩的教育方向。 

圖 1 2007~2021 於 104 人力銀行的 ERP 相關工作職缺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全球 ERP 系統的品牌有 Infor、SAP、IFS、Oracle、NetSuite、Epicor、Microsoft、Syspro 

和 IQMS 等，SAP 的全球市佔率為 20.3%，世界排名第一(外貿日報，2020)，在全球兩千大企

業中更有超過 1800家(佔 91%)的企業都是SAP的客戶(SAP, 2019)，其中包含 IBM、Microsoft、

Intel 等企業。在台灣的大型企業中，包含台積電、鴻海、聯發科、中華電信、中華汽車、東

元集團、中國信託、三井餐飲集團、遠東集團、台灣水泥、新光三越等，也都是 SAP 的用戶。 

台灣 ERP 系統的主要廠商則有鼎新、正航、鉅茂、漢康、華研、慧盟等，根據經濟部 2020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顯示，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要經濟體，2019年台灣中小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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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149 萬 1420 家，較 2018 年多了 3 萬多家中小企業，整體增加了 1.72%，占全體企業達

97.65%；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人口數也達到 905萬 4千人，占全國就業人數 78.73%，也較 2018

年增加 0.99%，足以顯示中小企業為穩定經濟及創造就業的重要基石(中華民國經濟部，2020)，

這些中小企業中有相當高的比例都使用鼎新系統，而鼎新系統在各行業的覆蓋率更是超過

75%(鼎新電腦，2018a)，而國內大型企業則傾向採用 SAP ERP 或 Oracle ERP 等系統。 

近年來的少子化現象，導致人人都可念大學，私立大學也陸續出現嚴重的缺額問題，因

而私立大學教師面對學生程度、學習動機都可能更低的學生時，必須要採取更有效的教學策

略，協助學生學習。目前國內 ERP 認證指定的授課教材，內容著重於課程知識的概念講授，

缺乏實務流程案例與系統操作的機會，因此學生在學習後往往對於 ERP 真實就業環境及 ERP

系統實務操作仍舊陌生。由於 ERP 課程對學生未來就業相當重要，同時 ERP 亦是許多學校

系所發展的重點特色課程，諸如中央大學、中華大學、高雄科大、靜宜大學、東華大學等校，

因此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讓學生具備實務經驗及就業競爭力，則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依據研究者在 ERP 課程將近 20 年的授課經驗、課後反思及學生學習訪談回饋中，

將現有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問題，歸納如圖 2。從近幾年的教學中發現，多數學生雖然仍會準

時進入教室進行課程學習，但在課程中卻無法專注，學生不僅缺乏學習動機，對自己的學習

也缺乏自信，學生對於枯燥的理論概念課程毫無興趣，而目前國內 ERP 規劃師認證指定的教

材用書，又未提供企業實務流程及 ERP 系統操作流程實作案例，致使學生雖然修習過企業資

源規劃(ERP)課程，學生對於 ERP 系統中的企業營運流程問題的資料該如何處理、操作，仍

只能憑空想像，導致畢業後若從事 ERP 相關工作，仍缺乏職能上的競爭力，因此本研究期望

能提出一個教學實踐研究，改善上述課程中所看到的問題。 

 

圖 2 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問題 

資料來源: 本研究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 探討本研究開發的適性測驗系統(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CATS)，對學生

ERP 學習成效的影響。 

二、 針對 ERP 各單元課程內容，設計相對應的真實企業情境 ERP 實務案例教案，支援 ERP

實務流程做中學活動，提升學生 ERP 實務能力。 

三、 探討學生參與實務流程課後輔導、使用測驗回饋成績燈號等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成效

的影響。 

 



 

3 

 

二、 文獻探討 

(一) 適性化學習 

適性化教學是指教師為了因應個別學生的特性與程度差異，而採取各種適合學生個人化

的教學策略，進而調整學習環境，並支援多樣化的學習資源，以提供適合個別學習者適需求

的學習經驗(林寶山，民 92)。適性化教學的發展主要以學習者為中心，讓學習者在教學歷程

中，能夠依據自己的需求，完成學習的目標。林寶山(民 92)也認為適性化教學策略可以分為

調整學習進度、提供多樣性教材、調整評量標準、調整教師角色與任務。本研究著重於第三種

策略，並對於不同學習程度之學習者，提供不同的評量標準與適合學生程度的測驗內容。 

(二) 測驗評量與網路測驗 

教育的目的在於引發學習者行為改變，因此教師必須善用測驗來評量學習者學習前後行

為的改變，因此測驗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林璟豐，民 90)。而測驗的目的在增進學習效果，所

以在學習的各階段及擬定教學計畫時，必須將測驗納入成為整個教學過程中的一部份(陳英豪

等，民 71)。而評量也可提供教師教學有關的重要訊息，教師若想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現狀，便

需要透過客觀的測驗或評量進行測量(姚友雅與黃蕙欣，2012)。 

測驗評量若以學習歷程、評量目的來區分，可分為安置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診斷性評

量、總結性評量等四種(余民寧，2011)。本研究使用的適性測驗主要在支援形成性評量，測驗

後進行分析評估，提供學生學習回饋建議。 

Alessi 與 Trollip(1991)指出電腦輔助測驗(Computer-Based Testing，CBT)已成為測驗評量

中相當重要的趨勢，同時 CBT 也具有快速選擇及組合試題、易於產生試題、共享試題題庫等

優點。而網路測驗不僅是施測的工具，同時透過測驗回饋也可以是教學過程中的重要輔助工

具(周文正，民 87)。而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CAT)則是指電腦自動

從題庫中選取最適合受試者程度的試題來施測，並根據適性選題策略來判斷題目是否符合受

試者能力水平。而本研究利用 CAT 計算學生程度，使得學生可獲得專屬於自己程度的試卷，

並於測驗後獲得學習建議及測驗診斷回饋，以期望學生能增加學習自省的機會，進而能自主

調整學習策略，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三) 動機理論 

動機(motive)意指引起學習者進行某種活動，並維持學習者參與此活動，且讓學習者能積

極參與學習的動力。Keller(1983)提出以激勵學習者學習為動機並以系統化的設計模式為基礎，

整合動機理論與相關理論而提出 ARCS 動機模式理論。在這個理論中 Keller(1983)認為教師可

從引起注意(attention)、切身相關(relevance)、建立信心(confidence)及感到滿足(satisfaction)等

四個動機模式項目來進行教學設計，進而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1. 引起注意：是指教學設計要吸引學習者興趣和刺激學習者的好奇心。 

2. 切身相關：是指教師的授課內容要能讓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產生切身相關的感受，例如教師

於課程中增加實務案例、並說服學習者此課程對其未來求職及工作上的助益，以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 

3. 建立信心：信心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的成敗有一定相關，且會影響到學習者實際的努力。

教師常忽略學習落後者害怕某些課目或覺得課程內容非常困難，同時也忽略程度好的學

生認為課程內容過於簡單，而這些因素也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所以課程必須因應學

生的個別能力，而作出適當彈性與調整，以確保學習者有繼續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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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到滿足：個人滿足是持續前進的一種動力，為了提供學習者滿足感，最簡單的方法就

是呈現在學生的自我表現及成績上，讓學生可以感受到自己付出努力學習，而能獲得該

有的學習成績與學習成就。 

本研究基於 ARCS 動機理論，將設計與學生畢業就業能力切身相關的真實 ERP 情境教

案，並藉由成績燈號、適性測驗回饋等互動教學來引發學生學習注意力，並藉由適性測驗及

正向回饋來滿足學生自己的能力需求並建立信心。 

 

(四) 訊息理論 

訊息理論源自資訊經濟學中的資訊不對稱，表示消費者與企業的交易過程中，因企業擁

有相對較多的資訊，而讓消費者在交易過程處於弱勢(王思樺，2008)。在教育領域亦是如此，

教師與學生在測驗後擁有的測驗資訊不一定對等，學生只能藉由已知部份測驗資訊以及自我

學習經驗推斷自身學習狀況，然而學生學習的科目眾多，學生不太可能記得所有科目的測驗

歷程，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結合訊息理論，減少學生與教師間的資訊不對等，進而提升學生

的自我認知與參與感。 

(五) 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是指引起學生自發投入心力於學習活動，並引導學生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

在心理歷程及學習動力(張春興，2013;鄭采玉，2008；黃筱茹、溫媺純，2009 )。 

本研究參考黃筱茹和溫媺純(2009)的學習興趣量表，以李克特五點尺度編修包含 7 個題

項的 ERP 學習興趣量表，量表問項包括:我會很認真上 ERP 的課程、我會想去了解 ERP 相

關的知識、我覺得上 ERP 的課很有趣、我喜歡 ERP 的課程、我很期待上 ERP 的課程、 我

未來會想從事 ERP 相關的工作、 我會想考取 ERP 的證照。  

(六) 自我調節 

Zeider et al.(2000)認為自我調節(self-regulated)是自我健康與壓力管理的心理特質，此特

質包含策略使用與自我察覺等內在行為認知的歷程。Pintrich(1995)認為自我調節學習具有下

列三點特色： 

1. 學習者會嘗試調整自己的行為、動機與認知來適應各種情境的狀況。 

2. 自我調節中，學習者會自己訂定一個可達成的目標，作為自我調整的標準。 

3. 自我調節中，學習者是控制整個學習過程的主體。 

Pintrich（2000）認為許多學者對自我調節雖然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卻也有共同之處，

例如:強調學習過程中是學習者屬於自主的角色；學習者有機會去控制或調整自我認知、學

習動機、學習行為及學習環境，以達成學習目標；任何模式皆會參考他人如何達成學習目

標以及找出達成學習目標的準則。 

自我調節的研究大多以學習者自主調整學習為核心，並認為學生會為了達到自己所訂

定的學習目標，而進行學習策略或學習行為的調整。本研究以適性測驗 5 種試卷等級讓學

生可以自己設定適合自己的挑戰目標，並以測驗後的成績燈號、回饋訊息及學習建議，提

高學生自我察覺自己學習表現的機會，並給予學生自我控制、自我調整學習的方向，本研

究期望透過上述的系統支援教學措施，能增加學習者自我察覺的機會，進而引發學生能啟

動自我調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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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問題 

本研究歸納的研究問題共包含以下三項: 

(一) ERP 認證教材以理論為主，難以引起學生興趣，知識內容廣泛深入，學生學習困難。 

【解決對策】本研究提出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學生 ERP 課程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 

(二) 教師設定測驗試題難度是個學問，試卷太難許多學生會因為挫折放棄學習，試卷太簡

單又讓程度好的學生失去學習興趣。 

【解決對策】本研究採用考量學生個別差異的因材施測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 歷年學生學習 ERP 課程後，仍缺乏實務能力，對參加 ERP 認證、就業缺乏自信。 

【解決對策】提供實務案例做中學課後輔導，期望增加學生實務操作經驗，進而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及報考 ERP 證照的意願與信心。 

 

四、 研究設計與方法 

(四) 研究設計 

1. 教學方法 

(1) 實務流程案例做中學教學法:本研究依據每個課程單元中的知識內容，開發該單

元在 ERP 系統中的實務流程操作做中學課程活動，讓學生從聽眾的角色，轉而

變成參與者的角色，再經由實作過程，引導學生主動實踐課程知識，發現新的

應用問題，進而讓學生變成實踐者及探險者的角色。 

(2) 適性測驗教學法：根據學生能力差異，利用自行開發之因材施測適性測驗系統

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題目，透過測驗評量理論、動機理論與自我調節理論，讓

學習者能依據自己程度，不斷的自我挑戰學習。測驗後提供測驗回饋，並要求

學生針對錯誤答題進行檢討。 

(3) 數位媒體教學法：透過自製教材軟體，錄製課程活動影片供學生複習使用，如

圖 3。 

  

圖 3 適性測驗回饋及數位媒體教學影片示意圖 

2. 學習成效評量變數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希望能了解學生使用適性測驗系統及 ERP 實務流程做

中學案例課程參與程度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因此針對研究變數進行設計，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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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參與程度:本研究依據學生自主參與實務案例課後輔導的次數，將學生依照

50%出席率，將學生分為高參與、低參與二個群組，並對於學生主動參與實務案

例的程度對學習成效的影響進行分析。 

(2) 學習成效:則以學生期末總成績、期末官方證照考試成績來進行評量。 

(3) 學習興趣:以 ERP 學習興趣量表進行評量。 

3. 研究步驟 

(1) 研究架構:本研究採用自行開發的適性測驗系統，系統將學生程度區分為 A~E 五

種能力等級，讓學生可依照自己程度參與適合自己的試題，並藉由適性測驗的

自動升降級機制及測驗回饋，提供符合學生程度的試題，避免學生因學習挫折

而放棄學習，進而讓學生有機會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本研究之雛型系統架構，

主要分 20 個主要元件，因篇幅限制無法詳細描述，僅就各模組元件間的關係，

以圖 4 表示。 

 

圖 4 系統架構圖 

 

(2) 適性測驗分數轉換公式:學生雖然依照自己程度取得不同等級試卷，但是學生在

考試後會獲得二個分數，一個是考卷本身的適性測驗分數，另一個是經過公式

標準化後，可以將不同等級試卷分數轉換成真實可跨等級試卷比較的標準分數。

學生只要在較低等級試卷(例如 C 級試卷)獲得 80 分以上的成績，下次測驗系統

就會調升到試卷等級(例如調升至 B 級試卷)。而是性分數轉換至標準分數的公

式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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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適性分數轉換至標準分數公式及示意圖 

(3) ERP 實務流程做中學教材架構:本研究根據 ERP 認證指定教材課本內容單元，

共製作涵蓋課本單元 3~單元 8 所對應的共 18 個企業實務流程案例教材，讓學

生可以搭配課本理論，實際在真實的鼎新 ERP 系統及 SAP ERP 中操作。因此，

本研究共發展出個案主題分別為公司概況說明及公司基本資料建立、新品號建

立、報價單建立、顧客訂單建立、請購單建立、採購單建立、進貨單建立、驗收

/退流程、退貨單建立、進貨單建立/進貨驗收、銷貨單建立、銷退單建立、存貨

盤點流程、結帳單建立、收款單建立、借出轉銷貨流程、會計傳票建立及過帳

流程、應收票據管理等 18 個 ERP 實務教材案例。本研究依據課本單元內容，

自行編製的實務流程做中學個案問題，與現有鼎新電腦原廠教材或 SAP 原廠教

材案例內容不同，以確保 ERP 系統操作案例流程能更吻合所對應的課本教材單

元內容，如圖 6 所示。左圖是包含公司實務營運流程的情境描述及需要解決的

問題，右圖則是圖解式的 ERP 系統實務操作教學步驟，以及系統功能說明、案

例操作的 ERP 相關知識補充。 

實務個案範例 

 

實務案例操作流程教材

 

圖 6  ERP 實務案例問題及圖解式 ERP 系統操作教材 



 

8 

 

4. 研究模型 

    本研究為了驗證學生學習成效，將針對使用適性測驗教學與未使用適性測驗教

學的學生進行 ERP 學習成效的差異比較，並形成 H1 假設，本研究假設使用適性測

驗輔助教學的學生，ERP 學習成效會顯著高於未使用適性測驗輔助教學的學生。另

外，本研究也針對使用適性測驗輔助教學的學生，探討參與實務案例做中學課後輔

導參與程度對 ERP 學習成效的影響，因此形成 H2 假設，本研究假設實務案例做中

學課後輔導參與度高的學生，其學習成效會高於低參與度的學生。本研究提出之研

究模型如圖 7。 

 

 

 

 

 

 

 

圖 7 研究模型 

(五) 研究範圍 

1. 課程範疇:本課程以 ERP 學會專業認證【ERP 規劃師】的課程內容為範疇。 

2. 教材選用:採用 ERP 學會編撰之證照指定用書，但本研究將自行編撰 ERP 實務案例教

材，讓學生藉由實際操作，理解課程教材的知識概念。 

3. 教學資源應用:本研究將使用自行開發的適性測驗系統的測驗回饋功能、題庫功能、

測驗功能，以及本校的 eCampus 教學平台、鼎新 Workflow ERP 系統、SAP ERP 系

統，及本課程已錄製之數位課程。 

(六) 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之實驗對象為前後二屆的大三資管系學生，所採用的上課教室、教材、授課老

師均相同。然而，國內對於企業資源規劃課程，主要以一般傳統教室之講授為主，但

學生因無法理解真實 ERP 系統的功能，因此本研究將 ERP 課程安排於電腦教室實施，

以方便使用科技融入教學，以及使用第二年學生要採用的適性測驗系統、ERP 系統、

ERP 實務流程案例的做中學教學策略。  

(七) 研究方法與工具: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將採用系統開發、實驗法等方法進行研

究。 

(八)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除了學生訪談將進行部份質性分析外，針對圖 6 的研究模型及

假設，主要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 

(九) 實施程序: 本研究流程可分為 4 個步驟，其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1. 探討相關文件：根據探討問題與目的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依此做為研究流程與系統

設計建置之理論基礎。 

2. 雛型系統設計：規劃達成本研究目的之相關雛型系統，並建立測驗所需的題庫資料

庫，以題庫難度進行分類。同時藉由適性分數轉換公式，去設計適合本研究的適性

分數轉換機制，讓教學者能將成績轉換成公平的標準分數，最後根據系統架構與設

計建置雛型系統。 

ERP 學習成效 

 期末總成績 

 證照考試成績 

適性測驗輔助教學 

實務案例課程參與 

H1a~H1b 

H2a~H2b 

ERP 學習興趣 創新教學實驗前後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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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RP 實務案例教材編撰:依據課本第三單元~第九單元，設計相對應的真實企業情境

之案例，以讓學生得可藉由真實操作 ERP 系統，連結課本知識。 

4. 實驗與實證研究:藉由課程教學、實務個案流程操作做中學課後輔導，收集學生參與

程度、及學習成效資料(學期總成績、公正官方 ERP 認證成績)進行分析。 

 

五、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 使用適性測驗系統對學生 ERP 證照報考率、通過率的影響 

本研究在課程中使用適性測驗系統的修課學生共一班 52 位學生，而前一年課程未使用適

性測驗系統的修課學生共二班合計 86 位學生，前後二年的授課老師、使用教材、使用教室皆

相同，並且皆於學期初第二周進行相同內容的第一章小考進行前測，前後二屆修課學生的前

測成績經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後，並無顯著差異，代表前後二屆的初始 ERP 先備知識能力並無

顯著差異。 

由於 ERP 課程為研究者服務學系的專業證照輔導課程，雖然鼓勵學參加 ERP 專業證照

考試，但畢竟學生必須負擔不低的證照考試費用，因此只鼓勵學生報考，並不強迫學生必須

都要參加證照考試，而是由學生自己決定。因此學生通常會依照自己學習的表現，評估自己

花錢報考 ERP 證照能考取證照的可能性，而決定是否報考，因此從學生自願報考 ERP 證照

的比例，以及實際通過證照的人數或通過率，可以用以評估本年度採用創新教學法的成效。 

從表 1 中可以發現，本年度使用適性測驗系統、ERP 案例流程課後輔導融入教學的班級，

雖然修課人數較前一年度二個班級的人數少，但報考人數卻差不多，而報考率更從前一年度

的 53.49%大幅提升到 90.38%，代表本年度 ERP 修課學生在期末考前一個月(報名截止日)對

於自己 ERP 的學習成效信心較前一年高，因此報名人數及報考率都較前一年提高。而在學期

結束時，學生實際參加 ERP 認證考試的實際通過率，也從前一年度的 54.34%提升到 87.23%，

因此藉由教學實踐的創新教學研究，確實能讓學生獲得學習自信及學習成效。 

表 1 前後二屆 ERP 課程修課學生證照報考率及通過率彙整表 

實驗班級 班級數 
修課 

人數 

證照報 

考人數 
報考率 

證照通 

過人數 

證照 

通過率 

有使用適性測驗系統班級(本年度) 1 52 47 90.38% 41 87.23% 

未使用適性測驗系統班級(前一年度) 2 86 46 53.49% 25 54.34% 

 

(二) 使用適性測驗系統對學生學習 ERP 成效的影響 

本研究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2)後發現， ERP 課程在未採用適性測驗系統時，學

生平均修課總成績為 72.59，採用後的平均修課總成績為 86.38 分，p 值達到顯著，顯示採用

適性測驗系統進行教學的學生學期成績學習成效，顯著優於未採用適性測驗時學生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假設 H1a 成立。 

表 2 使用適性測驗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 t 檢定分析表 

教學策略 修課學生 總成績 標準差 t值 P值 

未使用適性測驗 86 72.59 20.734 
-4.355 0.000 *** 

使用適性測驗 52 86.38 1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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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正第三方 ERP 學會舉辦的 ERP 規劃師專業認證考試，各年度每次的認證考試整

體試題難度大致相同，因此可作為跨年度學習成效評估的客觀參考。由於期末認證考試並未

強迫學生參加，因此未實施適性測驗時有自信參加認證考試人數為 46 人，使用適性測驗後的

修課學生參加認證考試人數為 47 人。本研究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3)後發現，ERP 課

程在未採用適性測驗系統時，學生期末認證考試平均成績為 68.02，採用後的期末認證考試成

績為 76.77 分，p 值達到顯著，顯示採用適性測驗系統進行教學的學生認證成績學習成效，顯

著優於未採用適性測驗時的學生學習成效。認證通過率也從未使用適性測驗時的 54.34%，提

升至 87.23%，因此本研究假設 H1b 成立。 

表 3 使用適性測驗對學生學習證照成績影響之 t 檢定分析表 

教學策略 修課學生 證照成績 認證通過率 標準差 t值 P值 

未使用適性測驗 46 68.02 54.34% 13.495 
-3.253 0.002 *** 

使用適性測驗 47 76.77 87.23% 12.417 

 

(三) 實務案例課後輔導的學生課程參與度對 ERP 學習成效的影響 

由於本課程安排的實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是由學生自主參加，出席與否並不列入

課程成績及加分依據，因此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想要透過實務系統的操作，來加深課程中

各單元的知識理論以進行理論與實務的知識連結。本研究將本學期修課學生參與實務案例系

統操作課後輔導的學生，依據自主出席課後輔導的總次數 12 次，以 6 次為區分高低組的門

檻，將學生分成高參與及低參與二個學生族群，並針對這二個族群學生的 ERP 學期總成績(學

習成效)、認證成績進行 t 檢定。 

本研究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4)後發現，採用適性測驗的班級學生中，高度參與實

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的學生，其平均修課總成績為 90.46 分，顯著高於低參與學生修課

總成績的 78.00 分，顯示提供實務流程案例做中學課程活動，對學生的 ERP 學習成效有正向

的幫助與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2a 成立。 

表 4 實務流程案例課輔參與度對學生學習總成績影響之 t 檢定分析表 

實務流程案例參與度 人數 總成績 標準差 t值 P值 

低參與 17 78.00 15.346 
3.884 0.000 *** 

高參與 35 90.46 7.890 

 

本研究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5)後發現，採用適性測驗的班級學生中，高度參與實

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的學生，其平均證照考試成績為 79.88 分，顯著高於低參與學生修

課總成績的 68.62 分，顯示提供實務流程案例做中學課程活動，對學生的 ERP 學習成效有正

向的幫助與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2b 成立。 

表 5 實務流程案例課輔參與度對學生證照成績影響之 t 檢定分析表 

實務流程案例參與度 人數 證照成績 標準差 t值 P值 

低參與 13 68.62 16.307 
3.018 0.004 *** 

高參與 34 79.88 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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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務案例課後輔導的學生課程參與度對 ERP 學習興趣的影響 

本研究將本學期修課學生參與實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的學生，依據自主出席課後輔

導的總次數 12 次，以 6 次為區分高低組的門檻，將學生分成高參與及低參與二個學生族群，

並針對這二個族群學生的 ERP 期初與期末學習興趣進行 t 檢定。 

本研究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6)後發現，採用適性測驗的班級學生中，高度參與實

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的學生，其平均期初(第 2 週)ERP 學習興趣為 3.861，而低參與學生

的期初 ERP 學習興趣為 3.748，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代表這二個群組學生在學期初的學

習興趣並無顯著差異。 

表 6 實務案例課程不同參與程度學生在學期初 ERP學習興趣之差異分析表 

實務流程案例參與度 人數 期初ERP學習興趣 標準差 t值 P值 

低參與 17 3.748 0.506 
-0.859 0.394  

高參與 35 3.861 0.415 

   註：*p<.05  
當學生經過 18 週的課程學習後，本研究針對本年度採用適性測驗、案例教學課後輔導等

創新教學的班級學生進行期末(第 16 週)學習興趣問卷調查，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7)後

發現，高度參與實務案例系統操作課後輔導的學生，其平均期末 ERP 學習興趣為 4.440，顯

著高於低參與學生期末 ERP 學習興趣的 3.832，顯示提供實務流程案例做中學課程活動，對

學生的 ERP 學習興趣有正向的幫助與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3 成立。 

二組學生從學期初到學期末的學習興趣變化，亦可從圖 8 看到高度參與實務案例系統操

作課後輔導學生的期末學習興趣相較於期初時的學習興趣有明顯提升，而低度參與實務案例

系統操作課後輔導學生的期末學習興趣相較於期初時的學習興趣則沒有太大變化。 

表 7 實務案例課程不同參與程度學生在學期末 ERP學習興趣之差異分析表 

實務流程案例參與度 人數 期末ERP學習興趣 標準差 t值 P值 

低參與 17 3.832 0.351 
-4.842 0.000 ***  

高參與 35 4.440 0.456 

 註：*p<.05  

 

圖 8 不同實務案例課程參與度的學生在期初與期末的學習興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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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創新教學實驗對學生 ERP 學習興趣的影響 

本研究針對本年度採用適性測驗、案例教學課後輔導等創新教學的班級學生，分別在期

初(第 2 週)及期末(第 16 週)進行學習興趣問卷調查，經由成對樣本 t 檢定，期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經由表 8 的分析後發現，本年度修課學生在創新教學實驗前的平均期末 ERP 學習興趣

為 4.242，顯著高於期初 ERP 學習興趣的 3.824，顯示本教學實踐研究的創新教學實驗，對學

生的 ERP 學習興趣有正向的幫助與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4 成立。 

表 8 創新教學實驗前後的學生 ERP 學習興趣差異分析表 

實務流程案例參與度 人數 學習興趣 標準差 t值 P值 

創新教學實驗前(學期初) 52 3.824 0.445 
-7.212 0.000 *** 

創新教學實驗後(學期末) 52 4.242 0.510 

 

(六) 測驗回饋燈號對學生學習自我調節的影響 

本研究在課程進行中，會將每次同學測驗結果，立即公布於學生的教學系統上，讓同學

能藉由成績燈號，來刺激同學的自我察覺、自我反思，並藉由自己的成績表現燈號，與

全班其他同學的表現燈號進行內在的比較反應，經由燈號可以看到，學生整體的學習表

現，課程越到後期，隨然課程難度相對較高，但是學生的學習成績表現卻反而越來越好，

並且學習表現也相對穩定，如圖 9。經由學生訪談，學生普遍認為成績燈號，很容易察

覺自己的表現與班上多數同學的差異，程度好的同學傾向更努力維持藍燈，而曾獲得紅

燈及橘燈的同學則傾向要擺脫成績不好的燈號，避免自己成為班上少數紅橘燈的學生，

因而也會增加考試的準備與課程的投入程度。 

 

圖 9 刺激學生啟動自我調節改善自我學習策略的測驗後回饋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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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綜合研究結果，本研究的成果與結論簡述如下: 

(一) 本研究目前已經完成了 ERP 企業實務案例教材，配合認證考試教材第 3 單元~第 8 單元

內容，共編製完成 18 個實務案例流程操作教材，讓學生可以在學習 ERP 知識理論的同

時，也能連結實務流程操作的概念，讓理論與實務得以連結，並促進學生的學習表現。 

(二) 實務案例課後輔導的學生課程參與度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能產生正向影響:藉由實務案例

課後輔導實施，的確幫助學生將知識理論與實務操作進行了很好的連結，因此 ERP 課程

授課老師，可以考慮在課程中增加更多的 ERP 系統實務問題的解決與流程操作案例，讓

學生可以藉由做中學，而能加深課程知識的印象及提升學習表現。 

(三) 測驗回饋燈號對學生學習自我調節有正向幫助:經由回饋燈號實施，讓原本學生考試後，

從看到老師公布一堆密密麻麻沒感覺的測驗分數，到想積極擺脫紅橘燈號，朝向藍綠燈

號努力的現象，因此授課老師可以善用測驗後的燈號回饋，來啟動學生自我調節的開關，

並自主改善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四) 透過適性測驗與實務案例教學法融入 ERP 課程教學後，可提升學生的 ERP 學期成績、

ERP 認證成績、ERP 證照通過率、ERP 學習興趣。經由學生訪談與學生回饋也發現，

學生對於 ERP 課程的學習興趣，會經由實務案例的操作，而覺得課程有趣，並能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同時因為本課程融入了多種科技輔助教學，因此對於學生學習成效都能

提供相當好的助益。 

 【推論】本研究之創新教學策略，以 ARCS 動機理論為基礎，能有效激發學生學習

動機與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建議】ERP 及相關證照輔導課程可參考本研究採用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與學習成效。 

(五) 本研究經由 ERP 教學實踐課程的進行，自願報名參加期末 ERP 專業證照認證考試的學

生人數及通過率，皆較往年提升。 

 【推論】因適性測驗採因材施測策略，學生能取得適合自己能力的試題作答，因此

能減少挫折，進而提升 ERP 學習自信與興趣。 

 【建議】ERP 及相關證照輔導課程可參考本研究採用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與學習成效。 

經由本教學實踐課程的研究執行，本研究產生三項教學省思: 

(一) 教學的目的不只是教師將知識講授給學生學習而已，更重要的是要依據學生特性，適當

提供更適合學生的教學策略，才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 

(二) 測驗的目的，不應只用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及給予學生一個測驗成績，太難的測驗會

讓學生失去學習自信及學習興趣，因而善用適性測驗，不僅能支持原有的測驗或棟，更

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 

(三) 教師應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提供有用的學習回饋促進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自我監控、自

我察覺、自我調整，本研究藉由成績燈號，在刺激學生自我調節方面有很好的效果，未

來值得針對測驗回饋及成績燈號對學習成效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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