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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運用體驗學習搭配 IRS 即時互動回饋以提升學生之學習

興趣及專注力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一. 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根據學者專家之研究結果(蔡依倩 2021)顯示，如果學生可以自行安排自己一周的課

程，可自主刪掉目前在課表中他(她)覺得不感興趣，亦或是他(她)認為不需存在的課程，

也就是作者所假定學生呈現學習動機低落的課程。根據問卷結果，學生不想上該課程的

原因共有六種:(1)覺得該課程對於以後沒幫助、(2)對該課程沒興趣、(3)聽不懂該課程的內

容、(4)老師上課的態度不好、(5)上課方式不佳、(6)上課內容不好。其中學生上課沒興

趣排名第2；這應該是普遍性且是授課老師須特別注意的問題。另外學生上課專注力不足

的前三名(許芳菊 (2008)) 的原因則可能是「學生沒睡飽」、「老師上課的方式太枯燥」、「老

師上課內容太難」。因此學生學習興趣低落及專注力不足除學生個人原因外，老師上課模

式及上課內容也主導學生之學習，學生上課專注力不足，當然學習動機（興趣）也隨之

下降，學習成效也就蕩然無存，這是目前教學現場面臨重大的問題。本計畫的研究動機

即是在嘗試解決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專注力不足所導致的學習成效不佳問題。吾人認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首先須先引起學生之學習興趣，有興趣後學習自然專注，因此提出

運用體驗學習搭配IRS即時互動回饋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專注力之計畫。 

 
本計畫將「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專注力」作為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二大主題，以

「體驗學習」及「互動教學」之教學模式作為計畫之主軸；體驗學習包含課堂安排動手

實作單元及校外教學活動，目的是增進學生之學習興趣；互動教學為設計題庫於課程講

述過程中利用IRS即時回饋系統加強與學生之互動，目的是增進學生學習之專注力；圖1

為本計畫之主題與目的架構圖，詳細敘述如下： 

 

 
 

圖1、本計畫之主題與目的架構圖 

 
a.藉由安排課程實作單元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本計畫將傳統的課程規畫做部分改革，在

課程中設計實作單元，實作的訓練除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外也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能

力，並以「做中學」的方式，培育學生解決實務方面的能力。   

b.藉由校外教學活動擴展學生學習視野：欲培育可適應未來時代的人才，傳統教學模式或

侷限於教室教學的教育，顯然已不足以應付學生未來所需。可彌補傳統教育的方法之一，

為跨出教室，到工廠體驗真實製作流程或參觀展覽會之實品展示等。 

c.藉由互動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專注力：近年來翻轉教學中的「學思達」教學模式(張輝

誠(2015))可以提升師生在課程中的互動及學生的學習興趣，此教學模式特別強調培養學

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 

擴展學生學
習視野 

提升學生學
習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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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課程中【自學、思考、表達】的能力。而使用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互動

回饋系統，即強調於教學過程中師生的互動教學，讓老師可以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增進學生學習之專注力，進而協助老師調整授課內容與教學進度。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一）體驗學習之相關文獻探討 

    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又可稱為實踐學習（Hands-on Learning），為 Kolb, 

D. A.於 1980 年代，在 Dewey, J (1916)的理論基礎之上提出的另一套學說，稱為 Kolb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Theory。Kolb, D. A.（1974、1984）覺得學習是一種經由學習

經驗而獲取知識的歷程，而學習過程中可能會涉及實際經驗（感受）、反思（觀察）、抽

象化（思維）及積極實做（實現）等四個循環階段。 

    依據Kolb, D. A.提出的學習架構，學習者可從任何一個階段開始，但如果學習者要

有學習成效，學習者需要完成完整的四個階段的循環歷程，因為此四個學習階段皆互相

有關聯，因此即使可以從任一個階段開始學習，但必須依順序完成四個循環階段才能有

學習效果。 

Kolb, D. A.也強調，學習者可能基於所處之不同的社會環境、處於不同接受教育經

歷及學習者自身對事情的認知不同等因素，產生不同的學習樣態，或會選擇從不同的階

段開始其學習循環。Kolb, D. A.將學習樣態大致分為適應型（Accommodating）、發散型

（Diverging）、收斂型（Converging）及融入型（Assimilating）等四大類，而每一類學

習樣態的偏好者，皆會喜歡從上述循環中的特定兩個階段開始其學習，表1為四大類學

習樣態的學習開展階段與學習者特質之關聯。 

 

表1 四類學習喜好的學習開展階段與學習者之特質之關聯 

學習樣態 喜好的學習開展階段（性質） 學習者之特質 

適應型 

Accommodating 

實際經驗（感受） 

+積極實做（實現） 

此類學習者較依賴直觀及別人的分

析，喜歡接受挑戰及動手實做 

發散型 

Diverging 

實際經驗（感受） 

+反思（觀察） 

此類學習者具備敏銳的觀察力，可多角

度了解事物，喜歡團隊合作並善於提出

想法，利用想像解決問題 

收斂型 

Converging 

抽象化（思維） 

+積極實做（實現） 

此類學習者對於運用所學來解決問題

及對現真實想法上有獨到之處，但對於

處理人際關係則需加強 

融入型 

Assimilating 

抽象化（思維） 

+反思（觀察） 

此類學習者較喜歡閱讀且組織力強，對

於理解繁雜資訊及處裡邏輯分析方面

有獨到的見解 

 

香港教育大學 Lam, B.H., Chan H.L.（2013）基於 Kolb, D. A.的學說，另外提出體驗

學習的教學準則： 

1. 教學議題的設計如果與學生的學習興趣相關聯，學習效果將會更加顯著。 

2. 儘量使學生在學習中能輕易掌握對其學習觀念及態度帶來影響的內容，此對學習者

造成的學習影響的外在因素會減少至最低。 

3. 學習者在眾多的學習項目中以自主學習的效果最好也最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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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過程中可讓學習者自己控制整個學習過程與方向。 

5. 學習者的自我評量應該是老師評定學生學習成效的最佳方法之一。 

（二）IRS 互動回饋之相關文獻探討 

    IRS 互動回饋的概念最早出現在 1985 年 IBM 精進技術教室(Advanced Technology 

Classroom)中，當時稱作學生回應系統（Student Response System, SRS），那時的回應系統

僅用在投票或支援活動方面（Horowitz,1988）。而在臺灣 IRS 互動回饋最早於 2000 年出

現，當時是因應台灣中學及小學「班班有電腦」之政策，由國立中央大學設計「按按按」

互動之教學系統；現今 IRS 互動回饋系統已開發完善，且很多學校如中華大學、中央大

學、成功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皆已採用。互動回饋系統的運用，在功能上能營

造老師與學生互動性較高的學習場域，同時根據學者（Wang, Elvemo, & Gamnes, 2014）

之報告中亦顯示若教學過程中如藉由活動方式進行，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龔

心怡（2016）也指出，互動回饋系統是一種能增進學生及時反應的教學輔助系統，對老

師而言，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老師可透過 IRS 互動回饋系統立即獲得學生端的回饋，可

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對學生而言，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學生可以更專注於老師之

教學活動；另根據許多學者專家之報告（黃讚松，2014；陳寶山，2008；蔡文榮，2012；

黃建翔 2017；Chang, Chen, & Hsu, 2012）也指出，IRS 互動回饋系統在教學上的優缺點，

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IRS 互動回饋系統的優缺點整理 

IRS 互動回饋系統的優點 IRS 互動回饋系統的缺點 

增進老師與學生間之互動，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成效取決於教學場域網路訊號之好壞 

提供老師更多元與活潑之教學方式 
需有足夠經費購置設備及後續硬體之維護， 

且老師須經訓練才能熟悉使用方式 

增進學生學習專注力 
非所有課程皆適用且課程難易度(課程種類)會

影響教學成效 

老師可即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並

可以立即調整教學策略 
教師須提前自製題庫，負擔較重 

具有紀錄功能，可立即針對學生回

應，進行學習診斷 

受限於平台之限制，測驗題型較單一 

(擇題形式、問答題形式) 

採形成性評量，可即時施測 學習成效之分析僅能提供較簡單之結果 

 

（三）學生學習專注力之相關文獻探討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學習」是一個學習者自主進行的認知過程，過程包跨注意、感

知、了解及吸收等過程。因此，只有學習者主動關注的事情，才能進一步受到學習者之

關注，換言之，學生在教學場域學習，老師所提供的訊息「量」雖然非常重要，但相對

的「質」更是決定學習成效的關鍵因子。以老師的觀點而言，若能充分瞭解學生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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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有效的學習模式與環境，將可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Corno（1993）亦認為學生學

習專注力的集中將使得學習成效更可受到彰顯。 

影響學生在教學場域上學習專注力的因素很多，如教室場景及佈置、同儕成員、教

具使用與教學方式、師生互動等均是。對於學生學習而言，老師所謂「學生上課不專心」，

其真正含意為「學生沒有將專注力放在老師認為相關或重要的學習事物上」 （Wolfe 

&Gitomer, 2001）。而許芳菊 (2008) 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專注力不足的前三名原因是

「沒睡飽」、「老師上課的方式太枯燥」、「上課內容太難，聽不懂老師講什麼」。李詠吟、

張德榮、陳慶福、林本喬與韓楷聖（1993）則曾在「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中將專注力

視為「導正與持續注意所學的能力」並針對學習專注力進行初步評量。Tversky 與

Kahneman(1973) 、張宏亮(1998) 、鍾聖校（1990）、Intriligator與Cavanagh(2001) 、史坦

伯格（1998/陳億貞譯，2002）、（吳仲謀(2003）、Cavanagh(2004)及林玉雯、黃台珠、劉嘉

茹（2010）根據研究者之理論整理出專注力量表應包跨專注力諸多面向，但又須取其重

點並結合教學場域之現狀以符合實際運用。根據此理念經逐步分析、建構工具之理論基

礎，整理成專注力量表之六個構面如圖所示。 

          
圖 2、專注力量表之六個構面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計畫之研究步驟分為研究架構、研究範圍、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分析等五

面向，具體描述如下： 

 

a. 研究架構：本計畫將「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專注力」作為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二

大主題，以「體驗學習」及「互動教學」之教學模式為計畫之研究主軸，導入大一上學

期必修課程「材料學(一)」課程中，課程以中文為上課之語言，每星期安排三小時之課程；

「體驗學習」包含課堂安排動手實作單元及校外教學活動，研究的目的是學生之學習興

趣(學習動機)是否提升；「互動教學」為設計題庫於課程講述過程中並利用 IRS 即時回饋

系統加強與學生之互動，研究的目的是學生學習之專注力是否提升。其具體作法如下： 

(一) 課程模組設計: 本計畫將傳統的課程規畫全面改革，將傳統講授教學中搭配以 IRS

即時回饋系統加強與學生之互動並增進學生學習之專注力，另課程中設計「體驗學習」

單元，除以「動手實作」增進學生學習興趣，依據學生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在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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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喜歡校外教學，因此本次課程安排三週之校外教學活動，希望除課堂教學外，同學也

可藉實際參觀體驗外面的世界而獲得知識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二) 教師教學相長:本計畫的授課方式強調體驗及互動之教學模式，除授課教師外，本系

其他老師亦利用系上開會時間，討論課程設計及互動教學方式。 

 

b.研究範圍:本計畫預計由計畫主持人負責課程之綜整，研究之議題如下: 

 研究學生藉實作課程單元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之程度。 

 研究學生藉校外教學活動擴展學生學習視野之程度。 

 研究學生藉互動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專注力之程度。 

 研究教師創新教學對學生之學習成效之影響。 

 

c.研究對象:本課程的修讀學生為我們做研究的對象。全部皆為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的學

生，共 54 名學生，其中一年級有 37 位學生。 

 

d.研究工具: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具如下： 

 前後測:本研究將於課堂之第一節課設計題庫，對學生施測以了解學生在材料領域之

基本知識，並於課程學習結束前(最後一節課)將同一題庫對學生施測，藉此了解學生學

習前與學習後之差異。 

 IRS 即時互動題目考核:此項目可做為檢視學生每節課之專注力的良好工具，因列入

總成績評定項目，學生較易配合執行。 

 實作單元報告:依據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及實作單元架構，讓學生撰寫實作單元報告並

需附心得，從學生的報告及心得內容，可獲得學生的學習情形或遭遇的困難，並瞭解

修課學生的感受與感想，藉此了解課程設計實作單元對學生學習成效之結果。 

 校外教學心得報告:學生於校外教學結束後須繳交心得報告，報告中需敘明校外就學

之目的、地點、與課程之關聯及學習心得，並藉由校外教學活動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參

與此一活動對學習是否有幫助之參考依據。 

 自我評估學習成效問卷:除了解學生對於教學方式之滿意度外，也可藉由學生自我評

估學習成效之分數與老師給予之期末成績做一比對，數據可供老師作為爾後教學上之

參考。 

 期末成績評估學習成效:經過一學期的學習，用期末成績最可看出學生整體的學習成

效，數據可與學生自我評估學習成效作比對，也供老師作為爾後教學上之參考。 

 

e.資料分析:資料分析包括質的分析及量的分析，質的分析包含實作單元報告、校外教學

心得報告，量的分析則為前後測、IRS 即時互動題目考核、學生自我評估學習成效之分

數及期末成績評估學習成效。茲就本計畫採用之學習成效評量工具與本計畫研究之二大

問題及整體學習成效之關聯以下表 3 呈現: 

 

表 3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與研究之二大問題及整體學習成效之關聯 

     研究三大主題 

評量工具 

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 

提升學生學習

專注力 

整體學習成效 

前後測 
 

  

IRS 即時互動題目考核 
   

實作單元報告 
   

校外教學心得報告 
 

 
 

學生自我評估學習成效 
   

期末成績評估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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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a.教學過程: 本計畫將「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專注力」作為計畫的二大主題，以「體驗學

習」及「互動教學」之教學模式為計畫之研究主軸，將體驗學習及互動教學導入大一上

學期必修課程「材料學(一)」課程中，課程每星期安排三小時；「體驗學習」包含課堂安

排動手實作單元及校外教學活動，研究的目的是學生之學習興趣(學習動機)是否提升；「互

動教學」為設計題庫於課程講述過程中並利用 IRS 即時回饋系統加強與學生之互動，研

究的目的是學生學習之專注力是否提升。材料學最重要是教導學生先了解原子結構，以

往教學上都以投影上或黑板繪圖方式進行，學生有時對原子堆疊方式不甚了解，因此計

畫藉助原子模型，讓同學可以實際體會原子的排列狀態，圖 2 為此次購置的原子模型教

具，圖 3 為計畫主持人於課堂上使用原子模型教具講解原子堆疊及讓同學實際體驗學習

的照片。 

 

    

    
圖 2 原子模型排列教具 

 

  
圖 3 藉助原子模型教具在課堂讓同學體驗學習的照片 

 

本次計劃亦安排二次實驗實作單元讓學生親自動手實作來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實驗

實作是以二位同學為一組，互相協助來完成實作項目，本次計畫設計二種實作實驗，一

為密度量測，另一為擴散試驗。實驗目的是讓同學除了課堂上老師教授的理論知識外，

也能從親身的實作中更了解理論的來由，也使學生在學習中更可加深學習的印象。圖 4

為學生聚精會神地做密度實驗量測的照片，圖 5 為學生專注地做擴散實驗量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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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專注實作密度量測的照片 

  
圖 5 學生聚精會神實作擴散度量測的照片 

 

本計畫另外一個體驗學習的安排是藉助校外教學活動，讓同學的學習可以不用侷限

在教室中，可以將學習場域擴大至校外，此設計不僅讓同學的學習面更廣，學到的東西

更多，更可以擴展學生學習視野，本次計劃共安排二次校外教學參訪活動，一個是參訪

台積創新館，讓同學了解護國深山台積電的創立及技術進展，圖 6 為帶領學生參觀台積

創新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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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為帶領學生參觀台積創新館的照片 

另一個是參訪台灣控制閥公司，台控是一家製造不鏽鋼控制閥為主的公司，選擇此

一公司參訪，讓同學了解控制閥高溫鑄造加工過程，本次參訪主要是配合課堂上教授材

料結構中不同原子排列所形成的相（如肥粒鐵、雪明碳鐵、麻田散鐵等），其性質也不

僅相同，計畫主持人特別與公司協商，安排不鏽鋼澆鑄著過程讓同學開眼界，學生都是

第一次看到溫度超過一千度的澆注過程，每一個都瞪大眼睛仔細觀察，圖 7 為帶領學生

參觀台灣控制閥的照片。 

  
 

  
圖 6 為帶領學生參觀台灣控制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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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動教學上，本次在開學前即設計 13 個題庫，並於課程講述過程中，利用 IRS 即

時回饋系統，讓學生在講述與題目相關議題時，回答題目，目的是加強與學生之互動，

並提升學生學習專注力，本次共設計 13 道題目，圖 8 為互動教學的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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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為互動教學的 13 個題庫 

（二）教學成果： 

a. 前後測：本研究將材料學基本知識設計題庫並於上課第一節對學生施測，以了解學生

在學習前對材料領域基本知識的知悉程度，並於課程學習結束前(最後一節課)將同一題庫

對學生施測，藉此了解學生學習前與學習後之差異。表 4 為學生前測（學期初）後測（學

期末）之比較結果，從施測結果顯示，前測答對題目的學生比例約 20%左右，基本上應

該是猜對的居多，經一學期之學習後再作同樣題目的測試，發現答對題目的學生比例上

升至 50-70%，表示大部分學生是有用心在學習，也吸收到知識。 

 

表 4 計畫學生前測（學期初）後測（學期末）比較 

   
 

       
 

b. 學生學習策略及學習方法問卷：另本計畫為了解學生的學習策略及學習方法，也設

計問卷在期初及期末以同樣問題詢問同學，以此了解本計畫執行後學生的學習策略及學

習方法是否改變。表 5為學生學期初與學期末所採取之學習策略及學習方法之變化結果，

從結果得知，學生在期初所採取的學習策略以上課認真聽講為最大比例（約 75%），學生

會自主學習（利用網路學習）的比例也很高（約 45%），期末問卷所得知結果亦類似，其

中學生為考試而學習的比例增加，學生為成績而學習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至於學生喜

歡的學習方法，期初問卷所得以老師講述教學、實作單元教學及校外教學最受學生青睞，

而這三項學習方法在期末問卷結果依然最受學生的歡迎，尤其是學生喜歡校外教學的比

例從學期初 49%大幅上升至 81%，學生喜歡老師講述教學的比例從學期初 57%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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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8%，學生喜歡實作單元教學活動的比例從學期初 58%大幅上升至 61%。顯示本計畫

採用的教學方式是成功的。 

 

表 5 學生學期初與學期末所採取之學習策略及學習方法之變化結果 

  

 
c. 校外參訪時作單元及互動教學之期末問卷施測：本計畫也對課程安排校外參訪、安

排實作單元、安排 IRS 互動教學及上課點名，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助益實施問卷調查，

表 6 為本計畫採取之教學模式期末問卷調結果，從調查結果顯示，95%學生認為課程中安

排 IRS 互動教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專注力是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的，100%學生認為課

程安排實作單元對學生提升學習興趣是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的，100%學生也認為課程安

排校外參訪對於提升學習興趣及擴展學習視野是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的。另外問卷也詢

問學生會因為課堂點名而來上課嗎？結果有 11%的學生回答不會因點名而來上課。 

 

表 6 本計畫採取之教學模式期末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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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生自我評估學習成效:本計畫針對計畫主持人在學期中所教授的 12 個課程主題，分

別詢問學生自我評估每個主題的學習成效，此評量可視為間接評量結果，表 7 為學生期

末對於本課程 12 個課程主題自我學習成效評量結果，從學生自我評量問卷結果顯示，學

生學生學習成效在每個主題所得的分數區間為 5.25-5.54 (滿分為 7分)，總平均為 5.42分，

換算為百分制為 77.5 分，顯示學生自認在課程中學習成效是不錯的。 

表 7 學生期末對於本課程 12 個課程主題自我學習成效評量結果 

中華大學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專業課程學習成效自我評量表 

B37103A  材料學(一)  林育立 

課程主題 7 6 5 4 3 2 1 平均 總份數 

1 6 20 16 6 0 0 0 5.54  48 

2 5 22 13 8 0 0 0 5.50  48 

3 6 17 18 7 0 0 0 5.46  48 

4 4 25 8 11 0 0 0 5.46  48 

5 5 21 12 10 0 0 0 5.44  48 

6 8 16 15 9 0 0 0 5.48  48 

7 6 19 12 11 0 0 0 5.42  48 

8 6 20 13 9 0 0 0 5.48  48 

9 7 16 13 12 0 0 0 5.38  48 

10 5 18 14 11 0 0 0 5.35  48 

11 5 16 16 11 0 0 0 5.31  48 

12 5 17 12 13 1 0 0 5.25  48 

總平均 
       

5.42 48 

e. 期末成績評估學習成效:最後從全班期末成績的分布更可看出本計畫之成效，表 8 為計

畫主持人教授材料學是否使用創新教學模式對學生期末成績之比較，從結果可明顯看出，

如果課堂只有講授而沒有安排其他活動之狀況下，不及格學生的比例約在 31%，期末成

績在 60-69 分為最大宗佔約 40%，實施本計畫後，發現全班期末成績明顯提升，不僅不

及格學生的比例大幅下降至約在 11%左右，期末成績在 60-69 分下降至 22%，在 70-69

分則佔 40%。全班成績平均分數約在 70 分左右，此期末成績分布可視為直接評量，與間

接評量分數 77.5 分相較，分數稍低一些，可解讀為老師認可的學習成效較嚴格以至於分

數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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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計畫主持人教授材料學是否使用創新教學模式對學生期末成績之比較 

  
 

(2)教師教學反思: 

本課程將以往只有教室授課的安排作大幅度更動，除實際課程授課外亦安排動手實作單

元及帶領學生參訪半導體展及參訪相關企業，學生普遍認為實作對於他們的學習有很大

的幫助，也有助於了解上課所學，另外參訪半導體展對於他們來說也是非常有趣且可以

開眼界的活動，參訪相關企業，看到實際的東西或製程，對於與課堂理論結合有非常大

的幫助。課程安排 IRS 互動教學對於同學在學習專注力上是有很大的幫助。 

 

(3)學生學習回饋(舉例): 

學生 1:在這次實作中讓我體會到實驗的有趣，因為高中時期親手操做實驗次數很少，讓

我覺得很可惜，因為我是一位很喜歡自己動手去操作的人，高中時因為課程內容緊湊，

導致沒有時間可以去體會實驗課的有趣，因此只能透過課本、影片去認識實驗，導致在

學習上時常感到枯燥及不理解。透過實驗，讓我可以實際的去操作、計算，使我更加的

去熟悉器材之外，加深了我如何測量、運用密度等公式技巧。在大學中學習到的理論密

度對我來說是很新穎的知識外，同時在使用上也不是很靈活，但透過實驗計算，我可以

發現到自己在計算上哪裡有問題之外，我也對理論密度公式更加清晰了解。另外透過實

驗我可以更加了解公式運算、原素表上的原素樣貌、色澤，像錫是以小圓球的方式呈現

他的色澤最明亮、鈦等其他金屬則以短圓柱的方式，鈦是黑色、銀較明亮、鎳混濁，能

夠實際的觸碰原素材料，讓我覺得很有趣，也加深了我的認知。 

學生 2:透過這次實作讓我對擴散的認知更近了一步，之前都只是聽老師說擴散是什麼，

這次是第一次動手操作，滿新奇的，雖然過程中有點手忙腳亂，但最後還是圓滿地完成

了這次的實驗，而且因為是自己動手做，所以印象又更深刻了。 

學生3: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台灣半導體展覽的體驗，裡面的一切對於第一次接觸的我而言，

就彷彿到了魔法世界般，每項事務看起來都是這麼的神奇與有趣。在領隊的帶領下，我

終於進去我期待已久的展覽會場中，裡面充斥著從各地來的企業家、廠商、吸收知識的

人，會展吸引了各式各樣的有為人士，讓大家可以交流與學習。各家廠商的展覽，讓我

對台灣科技業感到佩服，原來台灣這麼厲害，因為不再是透過別人來認識台灣，而是實

際的去體會台灣的技術，讓我從井中的蛙變成遨遊天空的小鳥，認識到世界的廣闊。 

學生 4:透過此次參訪活動，讓我了解到台積電這座護國神山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也讓我

了解到說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跟張忠謀先生一樣擁有如此獨特的眼光以及對於未來的前

瞻性。在台積館內運用了許多具有未來感的觸控面版，以及打造了一個可以讓參觀者與

機器人互動體驗的展區。這讓我覺得非常高科技。 

學生 5:本次參訪台灣控制閥有限公司親眼目睹技師們現場的控制閥高溫鑄造加工過程: 

造模、拆模、塗模、合模、燒注、拆模、切割燒冒口、研磨外觀，令人看得目不轉睛。 首

次參訪鑄造加工製程收穫滿滿，習得整個產品線的流程與材料的溫度、性質等對產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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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影響，並讓我們更熟知材料學書本裡的理論在實際中鑄造製程上的應用。 

 

同學建議實作單元的設計可以再精緻一些及校外參訪活動可以多安排且時間可以再長一

些。同學們的建議顯示本課程的教學改革得到同學們的認同，課程實作設計上會再考慮

一下實作的流程及設施的配合，另外校外參訪在安排上也可再修正。 

5. 建議與省思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供一個機會讓老師們可以盤點教學上的問題，並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課程教學過程中，老師與學習皆在學習，老師不斷藉由學生的學習狀況改變教學模式，

學生也經由老師的改變教學模式，對學習重新燃起興趣，但目前計畫都只做一年即結束，

無法看出執行面真正的成效，建議同樣的主題如果可以連續做二年，針對不同學生做分

析，應該更可看出計畫成效。 

6. 致謝 

本計畫 PEE1110219 感謝教育部經費補助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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