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成果報告（此為格式範例，詳情請見格式說明；請於系統端上傳 PDF檔） 

封面 Cover Page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Project Report for MO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計畫編號/Project Number： 

學門專案分類/Division： 

計畫年度：112 年度一年期 

執行期間/Funding Period：2023.08.01 – 2024.07.31 

 

 

 

(做中學對消費者心理學學習成效之影響/The impact of learning by doing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Consumer psychology) 

 (消費者行為/Consumer Behavior) 

 

 

計畫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曾愛華 

協同主持人(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執行機構及系所(Institution/Department/Program)：（中華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成果報告公開日期：□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 

                

繳交報告日期(Report Submission Date)：2024 年 9 月 20 日  



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做中學對消費者心理學學習成效之影響/The impact of learning by doing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Consumer psychology) 

一、 本文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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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身處於餐旅管理學系，學生因疫情所致的觀光餐飲之蕭條，對於未來缺少樂觀的

展望，值此之際，申請人所教授的「消費者行為」有責任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以

及實務應用「消費者行為」，因而產生個人申請教學實踐計畫之動機:即為增進消費者行

為之學習成效。研究目的整理如下:  

1. 藉由連結外部餐旅產業以檢驗「做中學」教學法對「消費者心理學」之學用合一效

果。 

2. 檢驗 PBL 教學法是否可以增強學生同理心，亦即是否「消費者心理學」可藉由應

用 PBL 的學習法，深度剖析業者處境與消費者行為而更具同理能力，進而提出符合消

費者需求的產品與服務之行銷方案? 

    3. 檢驗「敘事探究法」是否可幫助學生提出更具影響消費者心理之敘事   

    故事 (亦即具有價值的產品故事或業者創立經營的故事)? 

 

(二)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計畫提出欲解決的問題說明如下: 

(a).實務應用能力不足。換句話說，如何透過有效的教學法幫助學生學習「消費者心理

學」，而成為一位有紮實心理理論基礎的消費者研究調查員? 欲解決此問題，本計畫欲

將教學場域延伸至虛擬網路與實體餐旅產業現場，以解決此實務應用能力不足的問題。 

(b).學生之同理能力不足。在現今網路自媒體盛行的時代下，人人更偏向本位主義，此

外，在過去的教學現場，申請人發現學生往往對瞭解自己的興趣高於同理他人，亦即，

學生較少換位為他人著想。申請人所處的系所為餐旅管理學系，所培養的學生需要以熱

誠服務他人，與人互動溝通，並能擁有同理心為顧客解決問題。若能提高此能力，應可

更同理廠商與消費者，才能更具餐旅經營管理的能力。因此，藉由計畫運用更深度之

PBL 教學法，提升學生同理心實為課程重要的學習議題。 

    (c).如何提出更具有影響消費者心理的行銷文案內容?具有價值且有同理思維的產品介紹 

    或品牌故事陳述，需要更深度的敘事能力來完成。因此，鑒於此問題，本計畫欲應用 

    「敘事探究方法」教授學生如何提出更具影響消費者心理之故事內容協助餐旅產業。 

 

(三)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做中學」教學法 

在近代教育思潮中，「做中學」的教學法得到極大迴響並被廣泛應用。傳統的教學法是

以教師為中心的講授教學法，學者質疑這種傳統教學法之學習效果；但「做中學」教學

法所強調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深度學習。根據 Dewey (1916)的觀點，當我們經歷某些

事，我們便在其中做某些事，因此，我們所做的事會回饋到我們自己身上。這兩個階段



的體驗使得經驗豐富化。而 Garforth（1966: 13)更清楚解釋 Dewey (1916)的觀點，體驗

是持續的從過去穿越現在到未來，不是停滯的而是動態的、在程序中進展。結合

Garforth (1966: 13)與 Dewey (1916)的觀點，做中學之動態學習歷程:現階段的執行(do)將

會產生因與果之關係，而又淬鍊出更好的體驗(包含知識學習與執行經驗之獲得)，而此

過程之收穫將回饋到學生實務之應用。 

因此，故計畫將連結外部餐旅產業，讓學生參訪業者，也訪談學校外部的業者，嘗試從

業者之立場去剖析消費者之需求，以求更務實地學習「消費者心理學」。因此提出假設

1:「做中學」可提升「消費者心理學」學用合一的學習成效 

 

「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根據 Barrows and Tamblyn (1980)所述，在 PBL 中，學生可以藉由問題解決而學習。 

     PBL 可以使學生成為一個主動的學習者，並可以處理實際環境中所面對的問題。 換句 

     話說，PBL 使學生可以建構知識與發展策略(Hmelo and Ferrari, 1997)，也就是理論與實 

     務策略之雙軌學習。 

 

 

 

 

 

 

 

 

圖 3: PBL 學習循環圖(The PBL learning cycle, Hmelo-Silver, 2004) 

 

在上述循環圖中，學生會接收到一個問題的情境，他們便會藉此辨認來自於情境的相關事

實，進而形成問題並分析問題。這個辨認的步驟協助學生呈現出問題。當學生更了解問題

後，他們便可以產生相關解決方案的假設。在此循環中，很重要的部份是在發現相關問題

中，可能會自覺知識不足的部分，進而引導學生自我導向的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便是學生之自我學習 SDL，由此，學生便可以運用新知識。在課程操作上，可以使

用白板來記錄衍生出來的點子，如下所示: 

白板可以分成四個欄位:事實、點子、學習議題、行動規劃 

 

圖 4：PBL 教學之白板運用 

綜上所述，在消費者心理學課程中，申請人將以 PBL 提升學生深度思考業者的問題或消費

者本身的需求，引導學生考量與餐旅業有關的營運事實(fact)，以開放的方式讓學生提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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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營運的相關點子（idea），並藉由過程的探討，了解學生自己缺乏的知識，刺激其主動

學習的意願，並思索出需解決的議題，進而擬出行動方案。因此，在課程中教師與同學應不

斷以提出問題，問題幫助學生由記憶式被動的學習進入到深層與同理思考的學習.藉由分組

合作學習的方式達成議題討論與解決問題之回應，學生最後完成行動規劃。因此，本計畫嘗

試以 PBL 運用白板的系統化學習與監督問題解決思考的流程，茲舉例說明如下，但實際討

論的白板內容會因學生的討論而有所不同。換句話說，透過 PBL 教學法，學生可用同理餐

旅業者與消費者的角度去思考雙方的問題與需求，並提出較具有同理心的行銷文案以滿足消

費者需求，並解決餐旅產業攸關的問題。因此，計畫提出以下假設 2:透過 PBL 教學法，學

生可更具有同理心而了解廠商的問題及消費者需求。亦即，「消費者心理學」可藉由 PBL 學

習法增強學生之同理心以提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行銷方案。 

 

「敘事探究」法 

根據文獻，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為質性研究之方法。此質性方法著重經驗的萃取，可

以將人類的生活、文化、社會經驗作蒐集、歸納、分析並詮釋(Andersen et al., 2020,Xu & 

Connelly, 2010)。根據 Kim (2015)提出，敘事探究之類型包含自傳式敘事探究、藝術為本的

敘事探究、傳記式的敘事探究。其中傳記式敘事探究又分為教化小說、口述歷史、生命故

事、生命歷史。在生命故事與歷史的研究中，應可以深度瞭解其生命歷程的意義。這些多元

方法將可更廣泛而有深度的紀錄餐旅業者之品牌故事或產品內容，以推廣餐旅業者之產品與

品牌。根據過去文獻，「敘事探究」法運用於教學時，也常用故事敘述來引導學生投入與理

解課程內容 (楊雅筑，段曉林，2015)，而此法也提升學習成效(簡良平，2012)。本計畫主要

以敘事探究法引導學生建構出餐飲業者之故事脈絡，藉由劉渼(2008)提出之敘事模式五步

驟，可幫助學生剖析出業者較有價值與故事性的貼文(行銷文案或影音資料)，應可以幫助學

習成效之品質提升，例如某餐飲業者(屬於 1.實體物:人物)，為了陪伴孩子到中華大學就學，

於是在學校附近開設餐廳 (屬於 2.事件:實踐行動)。這便是一個敘事構造的內容，藉由「敘

事探究」法可以寫成感人的行銷文案，或者，由於「敘事探究」的方法不限於文字敘述，亦

包含影音、戲劇、聲音等，故此，學生也可用科技呈現文案或影音的內容(簡良平，2012)，

推播於網路平台。 

              表 4:敘事探究步驟 

敘事模式五步驟 說明 

1.解說 主題、背景角色說明 

2.開始 概念衝突 

3.複雜性 問題解決 

4.高潮 問題解決之延續敘述 

5.結局、收場 收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因而，本計畫欲藉由「敍事探究」法增強學習的成效。換句話說，此成效即為提出可影響消

費者心理之產品或品牌故事。假設 3 因而提出如下: 



 

假設 3: 藉由「敍事探究」法可提出影響消費者心理之產品故事，以增強學習的成效 

 

(四)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1. 教學目標與方法 

此計畫期盼以消費者心理學的知識為本，以問題導向 PBL 學習法，探究業者或消費者

在餐旅產業上的相關問題，輔以「敘事探究」，教導學生萃取業者之經驗、智慧，並提

出行動規畫與方案，最後透過「做中學」讓學生運用所擅長使用的行動裝置在網路敘述

業者之品牌與產品價值及特色。因此，本計畫乃是以「消費者心理學」課程，運用

PBL、「做中學」、「敘事探究」教學法，提升學習成效。此課程之教學目標透過認知、

情意、技能與行為四個面向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如下圖與下表詳述。 

 

本計畫運用以下教學法來達成教學目標與提升學習成效 

 

2.各週課程進度與教學空間:此處以表格說明各週課程內容與教學重點，教學空間說明於表格

之後陳述 

    

週 次 課程內容 課程授課方式簡述及教學重點 

第 一 週 消費者心理學概述 講授 

第 二 週 消費者心理學之應用 講授與討論學習 

第 三 週 「敘事探究法」介紹與演練 講授與「敘事探究法」課堂內演練 

第 四 週 「敘事探究法」課外場域演練 講授與「敘事探究法」以餐旅業者故事演練 

教學目標

提升學
習成效

認知:

a.瞭解影響消費者心理與行為之因素

b.瞭解如何應用消費者心理學

a.培養同理消費者與業者之熱誠

b.增強餐旅專業服務的熱誠

情意

技能:

a.具備消費者行為調查員之能力

b.具有敘事行銷之能力

行為

a.表現具體同理他人的行為

b.表現具有素養的消費行為

做中學 PBL教學法 敘事探究法



第 五 週 影響消費行為之文化價值觀: 

文化價值觀如何影響消費行為 

講授與討論學習 

第 六 週 社會階層對消費行為之影響 講授與討論學習 

第 七 週 
分析各社會階層之需求 

運用 PBL剖析不同階層消費者對餐旅的需求

狀況 

第 八 週 群體影響力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講授與討論學習 

第 九 週 

說明群體影響力的影響來源 

教學重點:群體影響力之來源分析以了解代

言人之影響力為何?                   

PBL進行餐旅業相關營運議題之探討 

第 十 週 
校外參訪餐旅業者 

「敘事探究法」敘述業者之產品或品牌故事

以產生相關行銷方案內容 

第 十 一 週 資訊展露如何影響消費者 知覺理論之探討 

第 十 二 週 

知覺理論的說明 

知覺理論的實例介紹                  

PBL議題討論，如錯覺:請說明在生活中有

哪些錯覺的情況，導致消費時可能產生的狀

況。例如：廠商的搭售策略是否造成錯覺？

導致買了不該買，或是買了太貴的商品 

第 十 三 週 態度理論 講授與討論學習 

第 十 四 週 態度理論之相關案例討論 ABC 模式之運用 

第 十 五 週 

動機理論說明 

動機理論的實例介紹與 PBL 議題討論，如，

排隊的消費行為：同學曾經有哪些排隊許久

等候的消費行為？餐旅產業應運用哪些創意

點子刺激消費者產生消費動機?餐旅業者可

以用那些行動方案影響消費者? 

第 十 六 週 情境因素說明 進行外部場域之研究與調查 

第 十 七 週 
期末報告 

總結學習報告: 

整學期的理論應用與調查報告分析。 

第 十 八 週 期末報告 業師與教師之評審與回饋修正 

 

(五)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架構 

   消費者心理學主要教學目標從認知、情意、技能、行為四個面向提升其專業內涵，期盼  

   運用 PBL與「敘事探究法」之「做中學」法來引導學生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故研  

   究架構為下圖。課程廣度擴及餐旅產業。此門課主要開設給餐旅管理學系同學修習，但  

   也同步開放給全校學生,故研究對象為全校同學，研究架構如下:  

 

 

教學方法 

做中學、PBL 

敘事探究法 

學習成效 



2.研究執行規劃 

 
a.評量初期，會先審慎考量評量工具(問卷題目)之適切性 

b.期初問卷將先了解學生對消費者心理學之學習目標 

c.期中問卷將主要了解教學法是否合適 

d.期末學習成效問卷分析，以得出研究結果 

e.期末成果報告之回饋與修正 

 

3.研究方法與工具 

根據前面所述之研究目的與問題，申請人以下問卷之量化資料獲取研究結果。此外也透過質

性內容獲取相關研究成效。量化問卷題項將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評量(非常同意、同意、沒意

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驗證假設 1:「做中學」可提升「消費者心理學」學用合一的學習成效 

 

由於申請人本學期(111 學年度上學期)以傳統講授教學法授課，而此教學實踐計畫是以「做

中學」、PBL 及「敘事探究法」授課，因此，兩學期的學習成效問卷來比對運用新的教學法

是否可以提升學習成效。問卷以本校之學習成效問卷施測。在教學完畢後，查閱 111 學年度

上學期消費者心理學的學習滿意度為 91.4，而本學期則上升為 92.9 分，雖然上升幅度不是

很大，原因可能為申請人在教學上已有一定的教學品質，因此本學期學習滿意度的分數仍能

提高 1.6%，顯見申請人運用的教學方法(PBL、敘事探究法)可提升學生之學習滿意度。 

 

此外，課程也參考謝文琪(2008)學習成效問卷，學習成效定義為經過一段學習活動後，比較

學習後是否達到預設學習目標(錢沁媛，2016)，總共有 8 題，但本計畫修改了第 7 題以配合

學生背景(大一學生可能沒有工作經驗，因此題目改為生活實務中)。此項問卷主要以修課學

生為樣本發放，學習成效問項與學生自評分數如下: 

 

學習成效問項 
分數 

（五點尺度） 

1.經過了學習，我覺得我的專業技能和知識明顯提升了 4.53 

學習成效
評量之設
計與修正

期初問
卷發放

期中
教學法
衡量

期末問
卷發放
與分析

期末成
果報告
評量



  

2.經過了學習，我覺得我的思考能力增強了 4.47 

3.經過了學習，我覺得我的判斷能力有明顯進步 4.63 

4.經過了學習，我覺得學習的效果能達到我預期的目標 4.32 

5.經過了學習，我覺得學習的收穫較預期為多 4.37 

6.經過了學習，我遇到問題比以前更容易解決 4.42 

7.經過了學習，我可將所學習的專業知識運用到生活實務中 4.52 

8.經過了學習，我覺得我與他人的討論更具信心 4.42 

 

所有問項分數均有很高的同意度，最低分數為 4.32，透過以上問卷結果可以支持假設 1 成

立。 

 

假設 2:透過 PBL 教學法，學生可更具有同理心而了解廠商的問題及消費者需求。亦即，「消

費者心理學」可藉由 PBL 學習法增強學生之同理心以提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行銷方案 

 

透過 PBL 議題討論過程所產生的「同理心測量問卷」主要測量學生是否能以同理心探討餐

旅業者問題及消費者需求分析等，此部分問卷主要參考謝明彧(2015）進行修正以符合研究

設計。主要題項與所獲得問卷結果如下表： 

 

同理心問項 
分數 

（五點尺度） 

1.我可以發掘餐旅業者所面臨的困難與期待  4.31  

2.我可以感受業者的挫折與阻礙  4.41 

3.我可以理解業者可能想要的目標  4.17 

1.我可以感受一般消費者對餐旅商品的期待  4.14 

2.我可以理解一般消費者對餐旅商品的需求  4.28 

3.我可以發掘一般消費者對餐旅商品的想法  4.24  

 

此項問卷主要以修課學生為樣本發放，所有問項分數均有很高的同意度，較為特別的是，學

生透過 PBL 探討業者之議題過程，可以感受業者的挫折與阻礙，獲取最高的分數 4.41。整

體而言，全體修課生仍有相當高的同理心，透過以上問卷結果可以支持假設 2 成立。 

 

假設 3: 藉由「敍事探究」法可提出影響消費者心理之敘事故事 

 

上述假設之驗證，所使用的問項是參考慕妮.卡拉雲漾(2018) 、Wang 等人 (2015)及 Shen 等

人 (2010)之研究，並根據本計畫之特色而修正的問項如下。 

       

問卷發放的對象為專家評審，評審針對學生所提出業者之敘事是否具有影響力，給予問卷回



饋，所得分述如下： 

 

敘事探究影響力問項 
分數 

（五點尺度） 

1.我會透過此內容獲得業者相關訊息 4 

2.我會透過此內容幫助我了解餐旅業者相關訊息 3.65 

3.為了確保我做了一個正確的購買決策，我會參考這個內容 4.04 

 

題項 2，對於評審而言，可能是評估學生的敘述內容可否廣泛了解餐旅業者，因此，此題項

在下次應該修正(限定為指定業者)，或許可以得到較高的分數。但，整體而言，仍高於 3

分，因此，仍可支持假設 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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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在教學歷程中獲取教學研究成果有四大項， 

 

如下說明: 

   1.展示學習歷程獲取全校性競賽冠軍 

以下學習歷程僅以部分同學之學習內容呈現 

(1) 以 PBL 學習法探討社會階層議題 

 

  



 
 

 

(2) 以 PBL 學習法探討群體影響力議題 

 

 

 

 

(3) 以 PBL 學習法探討消費者之消費問題 

 

 

(4) 以敘述探究法分析業者(兩位同學之學習內容呈現如下) 



 

 

 

 

(5)指導學生以 PBL 法完成自主學習計畫獲取全校性競賽冠軍 

自主學習計畫運用 PBL 學習法 



全校性競賽會場 

 

 

 

 

 

 

 

 

 

 

 

 

參賽同學與老師，冠軍獎狀 

 

2 提出有利業者方案 

整合所有修課學生，獲取約 17 個有利業者經營之有效方案，僅舉部分學習內容如下 

 

 



 

 

 

 

 

 

 

 

 

 

 

3 論文發表教學發現 

本研究計畫將研究發現於 2024/6 月，於清華大學進行之有效教學的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問題導向 PBL 學習法之效果，顯示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如下。 



 

 

 

4 學習成效提升驗證 PBL/敘事探究法之效果 

本計畫運用之教學法:PBL 與敘事探究之做中學方法，其對學習成效有明顯提升效果如上

所述。學習成效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總共有 8 題問項，學生自評後，其平均分數為

4.46，顯示學習成效高。 

 

ii. 教師教學反思 

1.課程學分數建議為 3 學分，此計畫執行的課程在本系 2 學分之課程，因此，個人認為

教學時間不夠，因此，每一週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與學的歷程，未來將期盼學系開設此課

程時為 3 學分之課程。 

2.學習單每次均需因應課程理論而設計相應的題目，因為計畫運用 PBL 教學法，為了深

入探討學習議題，教師每周均要審慎思考消費者心理學的理論，提出符合學用合一的議

題，幫助學生進行課程討論與反思，因此，提出適當的學習單是很重要的。 

3.課程在期初應設計活潑的活動以吸引學，進而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期待 

4.以開放的態度鼓勵學生提出問題來討論 

 

iii. 學生學習回饋 

申請人本學期(111 學年度上學期)以傳統講授教學法授課，而此教學實踐計畫是以「做中

學」、PBL 及「敘事探究法」授課，因此，兩學期的學習成效問卷來比對運用新的教學

法是否可以提升學習成效。問卷以本校之學習成效問卷施測。在教學完畢後，查閱 111

學年度上學期消費者心理學的學習滿意度為 91.4，而本學期則上升為 92.9 分，雖然上升



幅度不是很大，原因可能為申請人在教學上已有一定的教學品質，因此本學期學習滿意

度的分數仍能提高 1.6%，顯見申請人運用的教學方法(PBL、敘事探究法)可提升學生之

學習滿意度。 

 

此外，學生回饋教師關於學習的心得總整如下: 

1. 學生可以透過課程學習更深入了解消費者行為的議題 

2. 學生學習過後，覺得自己可以成為更理性的消費者 

3. 關於消費者的議題，學生認為自己可以更廣泛的思考現今消費者普遍遇到的問題 

4. 學生認為探討問題的深度夠，使自己可以更深入思考未來自己的行為該怎麼做會更

具有理性的消費 

5. 學生認為可以深度探討業者的問題，幫助自己未來工作前可以更廣泛的思考與學習

相關專業 

6. 老師給予學生很多不同的議題來思考社會相關問題，使自己更了解社會議題，課程

更實用更幫助自己深入省思自己的問題。 

 

(七)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 教學實踐計畫給予教師更多資源提升教學品質，非常感謝教育部，然而可以獲得

計畫的老師很少，希望教育部可以調整策略，或許每一門課可以補助較少的經

費，讓更多老師可以得到提升教學品質的補助，也嘉惠更多私立院校學生與老

師。 

2. 期盼課程可以有更多互相觀摩的機會，幫助老師們更精進教學歷程與提升教學成

效 

3. 個人在課程上執行的時數只有 18 周，每周只有 2 小時，對於教師之教學時間不

是很足夠，因此，期盼未來可以執行 3 學分的課程，幫助學生更深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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