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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 PBL 結合 WSQ 自主學習法提昇學生跨境電商平台實作力 

Upgrading the operation capabilit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by applying Problem-

Base Learning combined with Watch-Summary-Questi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method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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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電商實務是一門由同學們組隊參加全國B2B跨境電商競賽的課程，過程中，大學生

可以使用媒合廠商在阿里巴巴國際站（alibaba.com）平台的會員帳號，藉由實際操作平台功

能及做中學的方式，了解經營跨境電商平台工作中的真實內容，包含官網內頁及橫幅設計、

產品關鍵字及標題組合、照片與影片的拍攝、數位行銷及顧客關係管理等內容，在實作中累

積跨境電商平台經營的經驗及技能。此一全國競賽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競賽獎項，實質上是

類似短期企業實習，目的是培養電商相關的就業職能。亦即，除了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外，跨

境電商人才應有以下四個職能：產品分析及營銷力、店鋪及平台建置力、基礎美編及創意力、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等。因此，適當的教學設計、相關學習資源及自主學習的方法等是十分重

要，才能藉由此課程的洗禮，學得專業職能的同時也培養了自主學習能力，為終身學習墊定

良好基礎。  

作者在 110學年度執行的教學實踐計畫-「以問題導向學習法提昇學生跨境電商平台之實

作力」，是藉由 5 個 PBL 實作問題貫穿課程，以達成學習目標-電商職能的培養。實踐之後發

現，上述 5 個主題方向能達到引導同學循序漸進學得專業知識和實作能力，然而，每個主題

需投入的時間不一，有些同學放棄某些主題的學習，其原因可能是時間管理、內部溝通、個

人因素、遇到的困難時並未提出或由少數幾位同學承擔大部分的執行項目等，這顯示出該次

的教學法有改善的空間。作者也發現，除統一主題的教學外，個別小組、甚至個別學生的進

度不同，可能是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簡稱 SRL)的觀念、態度及能力的差異所致；

SRL 學強的學生可以超前執行，落後的學生則是教師輔導的對象，因此，將分組學習單改為

個人自主學習單有其必要性，此有助於教師了解小組個別輔導及滾動調整的教學方式以達成

預期學習成效。尤其，在學期及競賽過程中，不管是媒合前、後，對內或對外的溝通能力、

自主學習及時間管理的觀念及方法等均需要學習。由於跨境電商能力為跨領域的整合，非單

一教材或教學資源所能涵蓋，且有不少內容是不曾接觸過的，所幸線上教學資源豐富且多元，

大學生應學習尋找資源、整理、吸收及反饋。再者，主辦單位及媒合廠商也會供相關的資源

供同學參考及學習，競賽其實是從媒合確定後即可展開，同學們可跟廠商溝通後即開始規劃

整個競賽期間的學習進度內容時程表，再依執行情形滾動修正；亦即，學生可自己決定學習

的速度及方法。WSQ (Watch-Summary-Question；觀賞、摘要、提問)教學法，正是一套自主

學習的工具，除可將原本 PBL的學習主題納入，還要求同學們摘錄自己看到的內容、總結重

點，並進而提出問題及反饋的想法，能讓教師了解個別同學的學習情形予以彈性輔導。 

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計畫-結合 PBL 和 WSQ 學習法提昇跨境電商平台實作力，為 110 學

年度計畫中 PBL 經驗的延伸，當年在資管系大四開課「跨境電商實務」，卻因畢業專題加上

參賽的負荷較重，時間顯有不足，蒐集同學們的修課回饋後，將前次教學內容進行調整：1-

將前述課程改至大三開課，2-增加 1 名具跨境電商參賽經驗的助教隨班並在小隊 Line 群組，

協助平台實作、學生與媒合廠商的有效溝通等。3-將期中考與競賽初賽門檻綁定並要求提前

一週達標，同時於開學第一週即說明競賽各項時程及內容。4-將原本 5 個 PBL 轉為 WSQ 學

習單模式呈現，根據競賽項目及時程擴增為 10 個 WSQ 學習主題，並確實要求同學每 1-2 週

以 CHUMoodle 上傳學習單，團隊進度表等，除了讓學習具體化，分段學習可累積成就感，

也讓教師了解每組及每個同學的進度及遇到的困難等，再給予滾動調整的教學方式以達成預

期學習成效。 

本計畫的內容以 112學年度教學實踐計畫的執行課程-「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內容的相關



教學活動設計及 31 位修課學生的學習歷程內容，作為教學實踐研究的對象及範圍。研究目

的是將前次 PBL 實踐的經驗進行調整及修正，設計一套以 WSQ 自主學習並融入互動式教學

的課程，提供學生一個學習跨境電商平台專業職能的路徑，按部就班地學習平台經營管理所

要求的實作能力，以期直接接軌廠商對於跨境電商或外貿人才的需求，也達到本校畢業即就

業的目標及教育部推出教學實踐計畫、勞動部推出五加二（即包舍國際行銷-跨境電商）計

畫的目的。本文的主題符合產、官、學界的需求，亦是本計畫的研究動機。課程及計畫的執

行會收錄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對於知識的儲存、累積及傳承具有貢獻，除作為授課教師反

思及調整下次課程設計及實踐的參考外，亦能提供有意進行參賽輔導及互動教學的教師，對

於各領域人才培育具一定意義。課程中所規劃的教學活動，能透過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歷程

論證，讓教師能有系統地提煉自己教授的課程與教學實務知識，不僅改善教學，也建立自身

的學術地位。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 跨境電商的相關文獻 

跨境電子商務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CEBC，簡稱跨境電商)，係指國際貿易

加上電子商務，係指分屬不同關境的交易主體，透過電子商務的方式 完成交易、支付結算

與國際物流運送的一種國際商業活動。此種商業模式，不僅衝破了國際之間的傳統貿易障礙，

使傳統國際貿易走向無國界貿易。對企業來說，大規模擴展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並可優化

資源配置。對消費者來說，可以非常容易獲取其他國家商品的資訊，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2015 年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產值破兆，已躍升為「兆元產業」，目前遇到

的挑戰是多平台營運實操的相關人才(賀光輝、顧鳳祥，2017)。朱訓麒 (2021) 認為，隨著交

易對象的不同，其銷售與採購的目標與行為就有很大不同，網站必須按照使用者的需求來設

計各種功能與流程，包含了購買的服務端，以及廠商的管理端。其中，B2B-買賣雙方是專

業者，通常為理性採購，購買金額大且數量多；B2C-購買者為一般消費者，透過網站呈現

產品特色，創造吸引力與說服消費者是重點；。 

中小企業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面臨訊息不足、海關程序繁瑣、貿易融資不足等門

題。透過跨電商則能緩解困難，創造新機。而B2B跨境電商平台成為中小企業網路行銷的重

要通路 (陳姿妤，2020)。Cockayne (2016) 和 Guo et al. (2006) 均認為在過去 20 年中，B2B 和

B2C市場見證了重大的結構變化及新業務模式；阿里巴巴國際站儼然成為最大的 B2B交易平

台，擁有多樣化的在線網站、企業、綱站門戶和大數據。其是電商服務中介服務推動者，側

重於跨境貿易，其成功的前提是供了以下功能：強大的客戶群、不斷變化的行銷策略、健全

的電子商務模式。2020 到 2023 的這三年間，全球電子商務會再進一步的成長 56%，總市值

將會超過六兆美金。正如同 2003年的 SARS驅動了阿里巴巴以及京東的高速成長，我們將可

預見，伴隨著新冠肺炎的衝擊，電商的成長將會遠超出預期，更趨動著現存零售業者調整放

更多比重至電商的營運 (Chen, 2020)。 

(2)教學方法的相關文獻 

A. 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是指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所採用的教導方式，及指導學

生學習的方式學生學習(林進材，2004)。根據 Watkin & Mortimer (1999) 的觀點，教學法是指

任何一種由一個人有意識下的設計活動，以助其他人學習的活動；Alexander (2003) 認為，

教學法是一種兼具藝術的教學行動，以使學習者獲得經驗。Nicolaides (2012) 、Maria-Eleni 

Sachou (2013)、Krishna Kumar (2014)、Beatrice E. Avoilo (2015) 、吳如娟等 (2016)及江長民等 

(2017)、等學者提出在高等教育的創新教學和學習方法有：短演講 (short lecture)、模擬 

(simulation)、角色扮演 (roleplaying) 、個案教學 (case study)、個人學習歷程發展 (portfolio 

development)、問題導向式學習 (PBL)，線上學習 (e-learning)、混合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

企業模擬竸賽 (business simulation game)、學習旅行 (study trips)、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



行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多學門或跨領域群體協作 (multidisciplinary group work)等，也包

含善用數位媒體 (文字、照片、影片、聲音等) 科技，例如，無線照相機、電子白板或互動式

設備等。黃玉幸 (2017) 提出教學法應結合產業需求，才能讓產學合作更為緊密，達到人才培

育的成效。張清濱 (2018) 提及，教學方法包含直接教學、問題解決教學、創意教學、個別化

教學、小組教學、合作學習及協同教學等。此顯示有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將自身的課程導入

科技元素或融入啟發式教學法，以助其教學及學習成效，都是值得借鏡的。 

B. 自主學習 

自十二年國教上路及 108課綱納入自主學習計畫後，此主題掀起親師們的關注(林海青，

2021；劉姵婕，2022；鍾宜興，2022)。自主學習或稱為自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簡稱 SRL)的理論興起於 1970 年代後期，近年來備受矚目。Schunk & Zimmerman (2003) 認

為，由學生自己找出方法、產生行為，且系統化地朝向完成他們的學習目標，此行為即稱之。

自主學習涉及目標導向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學生能激動自己、修正自己和保持續航力。

例如，專注於學習的內容、處理訊息、複習、連結先前的經驗和新的學習，對自己的學習能

力有信心，能夠建立有益的人際關係和工作環境。由於目前的教育環境可提供學習的情境和

條件不同，但學習者（學生）有多少選擇是決定自主學習程度的關鍵。因此，Zimmerman 

(2002) 認為教育工作者必在動機、方法、時間、行為、物理環境、人際社會等六個層面，至

少在一個學習向度上能夠讓學生有所選擇，才能學習自主可言。根據 SRL所提出的教學模式

被廙泛地連用在語文、數學、科學、社會和運動員等多元領域，不少研究結果也證實支持透

過 SRL的介入，改善學生的自主性，也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促進學生的學習知識內容

的能力和技巧（Boekaerts & Corno,2005 ；Cleary, Platten & Nelson, 2008，梁雲霞，2017）。 

Paris & Paris（2001）兩位學者認為自主學習是一套整體行為，這套行為是個人展現在情

境當中，而非一套他人直接灌輸的技能。對於促進學生的自主性，「逐漸形成」的歷程值得

重視。學生從「自己想要被看成什麼樣的人」和「證實自己是什麼樣的人」的動機激動下，

努力去表現出自己的行動，進而產生一種整合的形式，此行於顯示出有計畫的、調整的、受

監督的，且是合於他們背後的動機特性。同時，Paris, Brynes & Paris（2001）認為可以運用

「教室經驗的架構」（structure of classroom experiences）來進行自主學習設計，其中最重要

的便是教室中學生投入的學習任務。他們建議，在教室中的學習任務要以「開放性的

（open-ended）」特質來進行規劃。這種學習任務的核心特質需著重在：建構個人的意義、

讓學生有選擇處理和解決任務問題的方法、讓學生有挑戰感、學生能運用使自己學習成功的

策略、和別人合作、以及從任務成果中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行為和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以便

增進學生對自我效能的理解。因此，小專案、以問題解決為主的教學及專題導向學習的設計

等都屬之。 

Deci & Ryan（1985）從動機研究中提出「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來解釋人的動機運作歷程，並從此理論來討論自主。他們認為，當一個人的行為是受到內在

自我感受而啟動與調節，並將外在的環境看成是提供訊息的角色，能運用這些訊息調節自己

時，則此種行為傾向即可稱為「自主取向」（autonomy orientation）。兩位學者認為不論學

生們的起始點、背景或能力，或者具有的內在動機資源是什麼，都有潛力以建構性的方式投

入學習環境中。但是這些內在的資源受到外在社會情境的影響，因此，高度的自主只有在情

境提供養分，並且支持此一傾向時，才能形成（Reeve, Deci, Ryan & Jang, 2008）。同時，在

教室的情境中，教師並非直接給予學生自主的經驗，而是他們提供人際的情境來支持學生的

自主經驗。針對教室中的教學，Reeve 等人（2008）提出了「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

的觀點，並認為教師可以善用自主支持的教學行為來協助學生。例如，傾聽、詢問學生想要

的和需要的、提供時間讓學生做事、環境設置、教師的溝通、同理、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見

解、提供線索及保持回應的態度等。上述教學行為均透過他們的研究團隊進行實證研究，並

得到有助於學生自主和激勵學生動機的證實。綜上所述，主張自主學習的學者們相信，學習

並不是發生在學生身上的一些事情，而是由學生所產生的事情 (Zimmerman 2001)。 



另外，教師如何看待學習者的角色，相不相信學生會自主學習，將影響教師對學習素材

選擇、教學活動安排等的教學決定（梁雲霞，2006）。李欣蓉（2006）也證實教師「對於教

學的看法和對自己角色的看法」，是影響自主學習方案實踐的主要原因。因此，現場教師如

何看待在學習中的「自主」觀念，以及如何將之融入個人知識，重新轉化至教學現場，成為

關鍵性的問題。 

C. WSQ  

WSQ (Watch-Summary-Question；觀賞、摘要、提問) 是一名高中數學老師 Crystal Kirch 

所設計，他透過部落格分享 2011-2014 年時運用翻轉學習在經濟貧弱學校中，遭遇到的成功

與失敗之處，並發展一套運用在學生透過視頻所行的互動與學習的工具，稱為 Watch-

Summarize-Question (WSQ)，這項技術也成為翻轉學習的重要概念並被廣泛應用，2016 年教

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精進發展計畫-翻轉教學國際研討會中亦提及此法為學習典範之一。麥

德莉（2019）運用均一教育平台的混成教學法與 WSQ 學習單來提昇教學成效。陳如意

（2021）提出翻轉教室結合 WSQ 學習模式所延伸的 WPAQ 學習模式來進行程式設計課程的

學習，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採用翻轉教室結合WPAQ學習模式之學習系統的學習成效優於採

用一般翻轉教室學習模式之學習系統。且採用此學習系統可以幫助學生有效提升學習動機、

自我效能、反思能力、程式設計學習態度並降低學生的認知負荷。朱惠君，陳品璇（2022）

將 WSQ 學習策略導入翻轉教學中，在大學計算機科學課程中進行對照實驗，研究結果發現，

使用 WSQ 翻轉學習引導模式組學生的學習成就、學習動機、個人自我效能、自我導向學習

皆顯著優於一般學習模式組的學生。同時發現低自我效能的學生在 WSQ 翻轉學習策略的模

式中能達到更顯著的進步。 

D. 本計畫使用的教學法 (林進材，2004；李坤崇，2006；張清濱，2018) 

   (A) 啟發式的實作教學法，也稱情意陶冶取向的教學法，優點為避免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

的灌輸，期望在引領學生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之時，能使學生自發出積極主動的學習精神，

啟發式教學法有很多形式，本計畫融入角色扮演、參訪教學和問題導向式(PBL)結合 WSQ 學

習單等三種方法。 

(A1)角色扮演法，是結合個人的智能、情緒和身體技巧的一種教學法。在過程中，參與者

可學習扮演不同的角色、傾聽他人的意見和培養應對進退的能力。角色扮演的優點是結合戲

劇和遊戲的功能，增廣學習者的同理心，進而產生處理衝突的信心。本計畫將其運用在與參

賽廠商媒合前的模擬演練。競賽報名後，主辦單位會提供報名的廠商名單，由同學自行聯絡，

此時就需要同學先了解廠商的公司訊息，再進行 email 及電話初步溝通。事前演練廠商的提

問有助於了解彼此想法及進一步促成媒合。教學程序為：事前準備→模擬情境→互動→討論

→修正。 

(A2) 實地參訪教學法，也稱為學習旅行，有計畫的讓學生參訪與學習有關的事務，以便將

理論與實務結合，形成更清晰的概念。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才不會淪於紙上談兵，此法

即可讓學習者親自觀察現場，直接吸收學習，多數學校以企業參訪的方式進行。教學過程分

為前、中、後三階段。事先準備與規劃，包含引起興趣、鼓勵學生取與參訪事務有關的訊息、

擬定參訪的問題、內容和規則、行政上的準備。參訪中的引導、紀錄參訪所得及參訪後的學

習單或回饋單也需設計妥當，以利追蹤並檢視參訪活動的成效。本計畫擬在學生報名參賽後

依大會規定的時程，由各隊伍約訪已媒合的廠商，實地了解公司及產品特色等內容。 

(A3) PBL 結合 WSQ 學習單，是一種目標導向、有系統的教學活動，透過「問題的理解和

解決的過程」結合觀賞、摘要及提問，引導學習者學習；也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法，

教師不再主導教學，轉而成為協助者，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使用此法時，教師多不直

接介紹教學內容，而是提供預設的教學情境或影片觀賞，讓學生自己根據現在的知識資料，

在引導的題目或活動中尋找答案。教學程序為：界定及確認問題→查找、討論及歸納資料→

解決問題的方法。本計畫透過 10 個主題設計來引導同學逐步學習跨境電商人才所需之技能。 

(B) 合作取向的教學法，也稱為短演講或業師協同教學，其目的都是在邀請專家（或稱業



師）針對與課程相關的主題進行演講。此法可使學生在學習理論後，再聽聽相關業者或專家

的實際經驗，此法有助於在校學生與產業動脈接軌，減少學用落差。老師在課堂上苦口婆心

或嘮叨碎念，還不如讓業師親自現身說法，直接傳遞職場一手訊息給學生聽。大會在競賽過

程中會有 1 次開賽培訓及 2 次教練課程，媒合廠商與同學進行公司簡介、線上會議或實作教

學，此均可視為是業師協同教學，相關內容包含電商知識、平台操作技能、數位行銷經驗分

享及多年的職場所見所聞，都是同學們的養分。 

(C) 個別化取向的教學法，指由教師以一對一、兩位同學或針對一組同學以個別方式教導

學生。此法適用於進度超前或落後的情形。教學原則為精熟學習或繼續進步原則。本計畫使

用時機為：競賽過程中，個別組別和廠商的溝通出現問題、未參賽或未出席的學生對於上課

內容銜接不上時。當學生按部就班地跟著教師的教學引導、親自進行實作演練，上架產品內

頁的質量分數達 4.9 或標題、關鍵字吸引訪客進入、有詢盤或訂單時，均可以累積出自信心，

即使參賽未獲獎，也能因此學習到廠商要求的職能。 

綜上所述，本計畫的執行，以 PBL 結合 WSQ 為主，其他方法為輔。一法為主，多法相

助，如圖 1 所示。同時，並善用數位媒體 (文字、照片、影片、聲音等) 科技及 IRS 系統，讓

同學名正言順地在課堂中使用手機，以助其理解及師生互動。 

 
圖 1 本計畫的教學法 

 

(3) 教學評量與學習成效的相關文獻 

  A. 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 (instructional evaluation)，是指以有系統的方式蒐集、審查和利用有關教育內

容的資訊，以改善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成就。根據國家教育學院教育大辭書的解釋，在教學歷

程中，評量具有承接轉合、提供回饋的積極作用。在教學基本模式中，評量通常被視為是教

學過程中最後一個階段，但其並非教學歷程的結束，評量結果應提供回饋。亦即，教學評量

的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教學得失及診斷學習困難，作為實施補救教學和個別輔導之依據。一般

而言，教學評量包含三大部分：教師教學效率之評量、學生的學習成就之評量、課程設計與

實施之評量。具有四項功能：A.了解學生的學習成就，以判斷其努力程度；B.了解學生學習

的困難，作為補救教學及個別輔導的依據；C. 衡鑑教師教學的效率，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

法的參考；D. 獲悉學習進步的情形，可觸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簡紅珠，2000)。 

教學評量的方法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前者為運用工具 (如測驗、證照考試、專題報

告審查、口試等) 針對學生的知識、技能、態度或行為進行評量；後者則是從學生行為表現 

(如積極投入學習活動、準時交作業、上課遲到等) 來推估學生學習成果，改善教學或學習。

教學評量的類型，就評量的時機和功能而言，分為「安置性評量」(placement evaluation)、

「診斷性評量」(diagnostic evaluation)、「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和「總結性評量」

(summative evaluation)；就評量資料的解釋方式而言，分為「常模參照評量」 (norm-

referenced evaluation)和「標準參照評量」(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其中，A. 安置性評

量又稱為前測，指在教學前對學生的「起點行為」方面的評量，以獲知學生所具備的行為、

學習特質和在知識技能方面的精熟程度，以作為規劃教學內容的依據。安置性評量資料一般

都由性向測驗、成就測驗、教學目標前測以及觀察技術等獲得。B. 診斷性評量：旨在發現學



生學習困難的成因以提供教師補救教學之參考。診斷性評量方法包括教師自編測驗、出版的

測驗和觀察技術。C. 形成性評量：提供教師及學生連續性的回饋資料，以幫助教師了解在教

學過程中學生學習成敗的原因。形成性評量可透過下列方式進行：教師自編測驗、家庭作業、

課堂表現、觀察及師生會談等，性質類似段考或期中考。D. 總結性評量：教學告一段時用

以評斷學生的學習成就、預期的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及其適切性，以及教師或課程的效能。

總結性評量的資料可由教師自編測驗、標準化測驗和正式的觀察量表去獲得，性質類似期末

考。E. 常模參照評量：係以同年級或其他條件相若的一群學生在某項成績上的分配情形，取

其平均數或中位數為參照點，據以比較分析學生之間的優劣。此種評量常以百分等級或標準

分數來表示。F. 標準參照評量：以事前決定的絕對性標準為衡斷的依據，考驗個別學生的知

能是否已達要求的程度，從而判定其成績的及格或不及格。例如，60 分為及格，100 分為精

熟。 

美國教育學者 Watkins 曾將學校較常用的成績評量歸納為下列九種方法：A. 教師評判；

B. 口頭述誦；C. 論文式考試；D. 標準化客觀測驗；E. 教師自編客觀測驗；F. 學生作品評定；

G. 操作的評定；H. 非正式記述的評量；I. 機械記錄。這些評量方法各具其不同的特質及應用

途徑，且教學目標又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三大領域，如何善用評量方法，使各領域層次的

教學目標和學生的學習表現均能正確的評量顯現出來，得靠評量者就需要與目的之不同，作

適當的選擇，使教學評量發揮革新教學措施以增教學效率的功能。 

B. 學習成效評估表格 

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時，有些「質性」的學習不是僅給學生一個量化的分數，就可以代表

他們的學習成效，例如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溝通技巧等。我們可以藉由評估表格

(rubrics)的設計與運用，一方面提供學生學習方向，同時也提供學生適時的回饋。教師也可

用評估表格，進一步解釋每個評分等級間的差異性，釐清學生對作業要求的困惑。評估表格

同時結合了「量化」與「描述」的評量方式來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果，它可以明確指出教師對

學生表現的期待與學習的方向。首先把作業分成數個主要的學習指標，再於每個指標下訂出

清楚的學習成果與特性，以及針對不同表現程度的描述。它可以將一些不易量化而且比較複

雜的作業或是情境學習的成果，用敘述性的方式和一個相對的分數來呈現學生的學習現況。

根據史美瑤 (2012) 評估表格的設計，可用「三分法」的步驟，包括以「分類」、「分數」、

「分析」來設計適用的評估表格。其中，分類是指能作業中分類幾項主要的學習目標或重要

的特質；分數是根據前述每項特質再加上幾個分數點(scale)，來區分學生表現程度上的不同。

可以先以文字指標加以分列，如極佳、優良、可以、待改進等，再給予分數點。分析，則是

在每一項特質分列幾個分數後，即可針對每一個表現層級，詳細陳述它所代表的行為特色及

內涵。除了與同儕討論外，也要鼓勵學生參與設計過程與評量方式。使用評估表格也須避免在分類

時過度瑣碎細微、即使有了一個完美的評估表格，仍需要輔以優良的教學才能相得益彰。 

C. 本計畫使用的教學評量 

本計畫使用多元評量，包含「安置性評量」(前測，如附件 1)；「形成性評量」，即教

師自編測驗，使用於期中學習成效量 (通常為學科知識測驗)；和「總結性評量」(如附件2)、

期末報告和學習成效滿意度問卷 (如附件 3)。使用原因是基於：跨境電商實務課程的內容為

實作且項目多元，學習成果亦呈現多元。未使用「診斷性評量」的原因是，藉由每次的學習

單描配上述評估表格，即可知道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而予以回應，毋需等到期中學習成效評

量被預警後才處理。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計畫欲解決的問題是-經由 PBL 結合 WSQ 方法搭配適當的教學設計及引導，是

否能使學生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提昇跨境電商四大職能-產品分析及營銷力、店鋪及平台建

置力、基礎美編及創意力、溝通及問題解決力等的知識力和實作力)？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滿

意度如何？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內容進行各項研究問題之推演，進而發展出概念架



構，研究假設如下： 

H1. 全程參與 PBL 結合 WSQ 的課程的學生，對於跨境電商課程的學習動機有顯著提昇。 

H2. 全程參與 PBL結合WSQ的課程的學生，在跨境電商的知識力較未修課前有顯著提昇。

H3. 全程參與 PBL結合WSQ的課程的學生，在跨境電商的實作力較未修課前有顯著提昇。 

H4. 全程參與 PBL 結合 WSQ 的課程的學生，有 70%能達成教學目標。 

H5. 全程參與課程的學生，對於課程的滿意度分數大於 3.5(70 分)。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設計  

        教學理念如果要在教學中「實踐」與「驗證」，需要事前進行規劃與設計，學生的行為

表現是一種歷程，表現內容涉及教材內容，表現行為即是對教材內容呈現什麼的動態歷程，

包含認知、技能和情意三個領域。茲將教學目標、教學規劃、教學方法及教學評量等分述如

下。  

A. 教學目標  

本課程在跨境電商專業職能模組中的定位為進階、整合或集大成內涵的課，旨在透過

PBL 法使學生了解跨境電商平台經營管理的內涵。其中，以阿里巴巴國際站

(https://www.alibaba.com) 跨境電商平台的實作為主，讓學生能了解有關電商店鋪設計、產品

上架、平台及顧客關係管理等內容的操作和管理，累積跨境電商平台的經營理經驗並提昇其

技能。亦即，除了相關知識外，根據歷年跨境電商競賽簡章中的各獎項內容 (平台營運、短

影片、EDM、成果報告及挑戰完成獎) 中，彙整出跨境電商人員應有以下四個職能：產品分

析及營銷力、店鋪及平台建置力、基礎美編及創意力、溝通及問題解決力等。   

B.教學規劃 

教學規劃包括教學前、中、後三方面的規劃。 

(A) 課程進行前 

設定教學和課程目標及欲培養的核心能力，確認每一單元的教學目標與科系能力之關聯

性。課程大綱如表 1 所示。教材選擇方面，提供兩本參考書讓同學了解跨境電商相關的知識、

線上教學影片及主辦單位培訓教材及個別廠商提供之資源等，都是同學們可以自主學習的教

學資源。根據電商四種職能，設計不同主題的習單，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情形。同時以主辦

單位指定的 Alibaba.com 電商平台實作情形，作為教學成效的檢視。以前測來了解修課學生

的學習動機，並於開學時成立課程 Line 大、小群組。 

(B) 課程進行中 

        課程主題開始前，先利用互動學習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播放

暖身題，觀察學生的回應表現，包含表情、行為及填答結果，再決定後續是按原計劃進行下

一題，是需補充說明。實作相關內容，則請 2-3 位同學現場實作一次，視情形調整進度。每

個單元的重點觀念，以教學投影片方式呈現，有助於學習和理解。每講到一個段落，以 1-2

個互動題來驗收學習狀況。然後，再透過觀察決定下一個內容是重複解說還是延伸至下一個

內容，在每個實作時間結束時，透過 IRS 問題或學習單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C) 課程結束後 

利用 CHU Moodle 平台，上傳各種補充資料給學生，並公告課程相關訊息。以學習單引

導上課主題之學習，藉由過學習單回收，了解學生的個別學習情形及相關建議。同時，亦於

課程Line大、小群組中提供整學期課業、競賽內容或相關訊息，讓同學們有詢問及解惑的即

時環境。 

(D) 學生學習回饋 

藉此了解學生作業及學習單內容，給予適當回應及協助。進行後測、反思及調整。 

 

 

https://www.alibaba.com/


表 1 教學授課進度相關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教學方法 教學目標-職能 評量方法/工具 

1 課程簡介、分組及智財權宣導 講授  IRS 

2 
跨境貿易流程、貿易條件、平

台簡介 
講授 跨境電商相關知識 

修課動機問卷-前測

/IRS 

3 
主題 1：初步認識阿里國際站平

台前台內容 
講授/WSQ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學習單、IRS 

4 
主題 2：搜尋 3 家可能媒合的公

司 
講授/WSQ/口頭報告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同儕互評及 PBL 問卷 

5 主題 3：與廠商媒合前的演練 講授/WSQ 角色扮演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 學習單、IRS 

6 主題 4：進一步了解媒合廠商 實地訪談廠商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 學習單 

7 主題 5：Canva 演練 講授/WSQ 店鋪及平台建置力 學習單、IRS 

8 主題 6：開賽大典重點筆記 演講/WSQ/口頭報告 跨境電商相關知識 同儕互評及 PBL 問卷 

9 
短演講-產品標題、關鍵字及數

位行銷 
講授 跨境電商相關知識 學習單、IRS  

10 主題 7：發佈產品演練 講授/WSQ 基礎美編及創意力 學習單 

11 主題 7：發佈產品演練 講授/WSQ/口頭報告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同儕互評及 PBL 問卷 

12 
短演講-業務開發技巧 

主題 8：培訓課程重點筆記 
演講/WSQ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學習單、IRS 

13 
主題 9：產品照片、影片、橫

幅、內頁及 EDM 設計演練    
講授/WSQ/口頭報告 

基礎美編及創意力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同儕互評及 PBL 問卷 

14 
主題 10：業務協助- Inquiry、

RFQ 及 EDM 發送演練   
講授/WSQ/口頭報告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 
學習單 

15 學科知識測驗 測驗 跨境電商相關知識 IRS 記分測驗 

16 期末總結報告 書面及口頭報告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 同儕互評 

17 期末總結報告 書面及口頭報告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 同儕互評、後測 

18 期末學習成效評量與回饋   學習成效滿意度問卷 

學習評量 

方式 

 

■出席及課堂參與-IRS 隨堂問答、自行設計之實作、角色扮演  40%                           

■學科測驗 20% 

■PBL 學習單、週誌、自我學習紀錄及期末報告 40% 

※競賽獲獎可再視情形加分。 

※如出席、課堂參與或學習成效不佳者，教師會進一步了解原因，再予以相應的補救教學措

施 

 

C.教學方法-以 PBL 結合 WSQ 法，其他方法為輔。.  

D.評量方法-使用多元評量，包含「安置性評量」(前測)，使用於開學第二週；「形成性

評量」，即教師自編測驗，使用於期中學習成效評量 (通常為紙筆測驗)；和「總結性評量」，

即 WSQ 學習單、分組報告、期末報告和學習成效滿意度問卷。使用「診斷性評量」的原因

是，藉由每次的 PBL學習單搭配上述評估表格，即可知道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而予以回應，

毋需等到期中學習成效評量被預警後才處理。 

(2) 研究對象及範圍 

本計畫的配合課程為資管系 112 學年度上學期的「跨境電商實務」課程，所有修課學生

(共 31 位)的學習歷程，包含直接和間接學習證據的內容。修課學生主要是來自資管系及應智

學程，配合課程教學及競賽活動，採取自主分組方式進行。 

(3)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計畫所使用的統計方法為假設檢定、敘述性統計法及 T 檢定。在教學過程中，利用學

校 CHU Moodle 平台蒐集所有修課學生在教學目標的表現資料，學生的學習表現可分為量的

教學評量(含 IRS 隨機課堂問題、學科測驗成效評量及前、後測問卷回收)和質的教學評量(含

學習單及報告等)。根據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搭配學習表現之量與質的資料為基礎，申請

人的經驗及情境因素進行統整分析，判斷學生學習歷程表現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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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從表 2 中可知，修課學生在的學習動機前、後測的結果為顯著，表示同學對於跨境電商

的學習態度、學習動機、個人自我效能及團隊合作及自主學習上均有提昇。研 究假設 1：

「全程參與 PBL 結合 WSQ 的課程的學生，對於跨境電商課程學習動機有顯著提昇」為支持 。

從表 3 的數據顯示，修課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對於跨境電商知識力和電商實作力均有提昇。

研究假設 2：「全程參與 PBL 結合 WSQ 課程的學生，在跨境電商的知識力較未修課前有顯著

提昇」，及假設 3：「全程參與 PBL 結合 WSQ 課程的學生，在跨境電商的實作力較未修課前

有顯著提昇」，兩者均為「支持」。 

表 2 學習動機前、後測驗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題目 前測 

平均 

後測 

平均 

t 值 顯著性 

A. 學習態度     

1. 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是有趣而且有價值的。  4.387 4.710 -2.997 0.005 

2. 我想要學習更多且觀察更多有關這個課程的內容。  4.387 4.677 -3.503 0.001 

3. 我覺得學習跟這個課程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4.5817 4.839 -2.794 0.009 

4. 我覺得學好這個課程對我來說很重要。  4.581 4.871 -3.057 0.005 

5. 我覺得了解這個課程與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是重要的。  4.387 4.839 -4.427 0.000 

6.我會主動搜尋更多資訊來學習這個課程。  4.323 4.677 -3.588 0.001 

7. 我覺得學得習這個課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 4.258 4.516 -2/794 0.009 

B. 學習動機     

1. 修課過程中，我比較喜歡有挑戰性的教材，因為可以學到新的事物 4.129 4.419 -3.503 0.001 

2. 修課過程中，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教材，即使困難也無妨 4.032 4.387 -3.248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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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0 4.581 -3.057 0.005 

4. 在本課程中得到好成績，對我來說是最滿足的事情。 4.290 4.613 -2.997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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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 4.516 -3.248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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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 4.484 -2.747 0.010 

C.個人自我效能     

1. 我相信我可以在本課程中得到優異的成績。 3.935 4.516 -4.811 0.000 

2. 我有自信能理解本課程所教授的基本觀念。 4.000 4.613 -5.116 0.000 

3. 我有自信能理解本課程中老師所教最複雜的部分。 3.677 4.226 -4.522 0.000 

4. 我有自信能在本課程的的作業和測驗上表現優異。 3.806 4.323 -5.041 0.000 

5. 我預期能學好本課程所教授的技能。 4.161 4.484 -2.997 0.0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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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8 4.516 -3.230 0.003 

D.團隊合作與自主學習     

1. 我偏好實作課程且了解自主學習的重要。 4.258 4.581 -3.780 0.001 

2.我認為參加競賽及自主學習是在校生學得電商實作能力最好的方式。 4.097 4.484 -3.503 0.001 

3. 修課過程中我願意設定較多的競賽目標，以提昇學習動機及成效。 4.032 4.419 -3.860 0.001 

4. 修課過程中如遇到不會的內容，我願意自主學習以提昇學習成效。 4.194 4.484 -2.747 0.010 

5. 修課過程中我願意認真填寫學習單，以提昇學習成效。 4.194 4.19 -2.958 0.006 

6.在分組實作中我願意多付出一些努力，讓全組按時完成指定作業。 4.355 4.484 -1.278 0.211 

7.在分組實作中我願意分享自己學會的實作經驗及內容給非同組同學。 4.258 4.355 -1.000 0.325 

 

表 3 跨境電商能力前、後測驗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t 值 顯著性 

跨境電商知識力 3.484 738 -8.200 0.00 

跨境電商實作力 3.935 7.677 -6.420 0.00 

產品分析及營銷力 3.710 6.903 -6.739 0.00 

店鋪及平台建置力 3.129 7.065 -7.592 0.00 

基礎美編及創意力 4.742 6.806 -4.388 0.00 

溝通及問題解決力 4.903 6.903 -4.884 0.00 



從表 4 學習評量結果總表可知，修課學生在 WSQ 實作 10 的評量分數最低，其原因為此

一實作需要設計 EDM，並撰寫英文書信向海外廠商推銷競賽媒合的公司及產品，涉及學生

的英文書寫能力及廠商的需求。由於學生都未修過國際貿易實務或貿易英文等相關課程、多

數廠商都未要求同學們完成此任務、競賽到了後期，同學們的續航力下降、此主題的難度相

對較高。WSQ實作 8的評量分數第二低，原因是大會教演練課程為週六上午，部分同學的時

間無法配合。總體而言，本次修課學生的學期成績全部都達到教學目標（60 分），因此，研

究假設 4：「全程參與 PBL 結合 WSQ 的課程的學生，有 70%能達成教學目標。」，此假設為

「支持」。 

表 4 學習評量結果總表 

 WSQ1 WSQ 2 WSQ 3 WSQ 4 WSQ 5 

平均分數 7.80 7.50 8.00 7.03 7.60 

不及格比例 0% 0% 0% 0% 16% 

 WSQ 6 WSQ 7 WSQ 8 WSQ 9 WSQ 10 

平均分數 7.97 7.60 6.53 7.33 6.27 

不及格比例 0% 0% 16% 0% 23% 

 成果報告 學科 學期成績   

平均分數 86.63 80.52 82.75   

不及格比例 0% 0% 0%   

 

從表 5 的課後滿意度調查結果可知，平均分數皆大於 3.5 (70 分 )，此顯示研究假設 5-全

程參與課程的學生，對於課程的滿意度超過 70%，此假設為「支持」。綜上所述，5 個研穵

假設均為支持。 

 
表 5 課後滿意度問卷調查 

A.課程安排與設計 平均分數 

1.修讀這門課有助於提升我在本課程專業領域之知識。 4.74 

2.教師設計之 PBL+WSQ 議題及引導方式能啟發我的學習興趣。 4.52 

3.教師對本課程所安排的作業、報告或考試，能確實反映我們的學習內容及成效。 4.39 

4.對 PBL+WSQ 學習單的主題時數安排，滿意程度為…？ 4.32 

5.對於課程安排，整體滿意程度為…？ 4.42 

B.教師授課情形  

6.授課教師教學態度熱忱、認真、負責。 4.743 

7.教師於課程中運用多元且創新的教材內容。 4.35 

8.教師對學生學習之評量方式，滿意程度為…？ 4.45 

9.教師於授課時會引導我們思考，增加對主題的理解，進而組織出解決方案。 4.65 

10.我認為 PBL+WSQ 型態的課程，相較傳統課程更具有學習效果。 4.55 

C.修習本課程後，對於您在能力與知識上的提升？   

11. 能夠提升跨境電商知識與專長。 4.58 

12. 對於和媒合廠商的企業參訪（訪談）和共同參賽的收穫豐富。 4.29 

13. 對於提昇學生對跨境電商實務習興趣，並激發思考滿意程度為…？ 4.39 

14. 修習本課程後，我充分了解跨境電商實務課程的內容。 4.42 

15. 修習本課程對於提高未來就業機會與能力有助益。 4.35 

16. 修習本課程後，我充分了解跨境電商實務課程的內容。 4.45 

17. 課程內容對現有跨境電商相關的機構或產業應用更加了解，符合課程所需。 4.39 

18. 整體而言，您是否願意推薦其他同學來選修本系列課程。 4.16 

D.學習環境   

19.上課所使用的教室，其教學資源(如音響、多媒體設備…)，滿意程度為…？學 4.32 

20.上課所使用的教室，其學習設備(如教室空間、照明…)，滿意程度為…？ 4.26 

21.課程中同學間的學習氣氛，滿意程度為…？ 4.19 

22.針對本課程提供之學習環境，整體滿意程度為…？ 4.52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計畫為申請人第二次在資管系執行將競賽融入課程的實踐，本次的修課學生均為大三

學生，大都是沒有修過電子商務及國際貿易相關課程，且修課學生中，有不少日本學生，在

溝通方面要花不少時間。所幸在 Lin 群組可以放入中日翻譯助理，乃有助教的協助，大都能

讓同學了解競賽或廠商要求完成的內容。由於組數多，申請人採取的順序是，1-先完成所有

隊伍的媒合。2-各組以完成初賽要求-即各小隊的新品上架數 100 個，視為已達到規定的門檻。

3-完成產品的 Tips 短影片 3 支及橫幅設計。4-根據戰報及平台數據進行優化、內頁設計、客

戶溝通(主動報價、詢價等) 及 EDM。通常通過初賽後，有不少同學會放鬆下來，對於後面

的競賽項目顯得意興闌珊或乾脆選擇放棄。面對此情形的因應做法是：鼓勵參與各項內容，

走完全程；並說明如果只學習到電商平台後台操作，就只能擔任所謂製作員，是最容易被取

代的工作。去年有幾位日本學生因為參賽及修課所學得的職能，而獲取相關的實習和就業工

作。參賽並非一定要拿到名次，而是為了學習廠商所屬行業的專業知識、如何經營自己事業

的方法及平台上的重要功能及數位行銷等。同時，因為上次執行計畫的經驗，了解同學們修

的課程不同，加上打工，幾乎找不出共同討論的時間。因此，從開賽當週起，將三節課的內

容彈性調整為主題講授，分組進度報告，和與廠商共同討論進度(實體或線上方式不拘)，並

且於次週追蹤進度，同學們就不會因「沒有時間見面討論」的理由而無任何進展 

由於同學們都是首次參加競賽，申請人在每個實作主題進行前即告知先前的相關經驗，

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尤其是日本學生，此法可降低其資訊焦慮；雖然新的主題開始時還是有

些手忙腳亂，但因為有成立大、小群組的關係，同學們發現在小群組或私訊問問題後能得到

即時的回應和協助，師生信任關係逐漸建立，後續溝通就順暢許多。另外，當小組進度落後

且隊長也叫不動組員時，我們花了一些時間進行內部溝通，也和廠商進行多次溝通後重新整

隊再上路；開學時即已告知同學，這是一門需要自主學習的課程，整學期有 10 個 WSQ 學習

單。主動且有意願學習的同學身先士卒，然後分享經驗給不會的同學，逐漸完成任務。這正

是符合 PBL的精神，學生是主角，老師只是引導者；發生衝突時面對問題不逃避、找出問題

的源頭及可行的解決方法，然後溝通、討論再共同執行及承擔結果。如果某小組有提出可參

考的點子、資料或素材，也分享在修課大群組裡；亦即，修課同學非競爭對手而是教學相長

的夥伴。 

在修課過程中，同學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間管理，申請人除了掌握各組的分工情形，

亦協助他們和廠商溝通，以期能在時程內達成大會目標。因此，修課同學們從一無所知，或

是以為電商就是網購，到了解跨境電商廠商的日常點滴，再以供應商的角度來思考市場及行

銷，的確是一段做中學、學中做的歷程。因有多年帶隊參賽經驗，競賽期間同學會遇到的各

種問題雷同，例如，抽不出時間小組開會、進度落後、組員分工不均、繳交實作內容品質不

符合廠商期待、和廠商溝通不良等，均要透過耐心和同理心，陪伴他們一一面對及討論出解

決方法。正如，當初媒合時決定是否要選 A 或 B、C 廠商，都由小組內部自行討論決定，即

便是選不到自己中意的廠商，也一樣可以完整地學習到跨境電商的相關職能，就看同學自己

的學習態度和面對的角度。如學生不需要老師協助，則只擔任諮詢角色，畢竟，廠商沒有所

謂的好壞之分，選擇之後就要找出雙方可以接受的模式並朝共同目標努力。當然，廠商或經

營者的人格特質、做事風格及對事業經營的看法各不相同，亦沒有對錯問題，只能在溝通及

磨合中找出平衡，齊力完成既定目標。 

本次帶領沒有先備知識的日本學生們走過跨境電商實作競賽的學習之旅，從學生的回饋

中可以得知，PBL 結合 WSQ 主題式的學習的確可以引導學生們逐步地把電商經營能力累積

起來，雖然每個人的成果及滿意度不盡相同，正所謂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不管是否獲

得獎項，經由 PBL 實作的洗禮，同學們在自身的起點及投入中均有所學習及成長。 

 

(3) 學生學習回饋 

在課後心得回饋的開放式問題中，Q4：「本課程採用的教學法，優點為何？你學到最多



的是什麼？」，大部同學們的回覆是，沒有修過自主學習類型的課程，但在老師的引導及助

教協助下，我們可以在嘗試錯誤中放心地實踐和挑戰各種事情，這是這門課程獨有的經驗。是很棒

的體驗。Q5：「你認為此教學法，還可以改善的是什麼？﹜，自主學習法較不適合自律性低的同學，

部分同學認為自己的學習或實作時間不夠，是造成對於某些主題未成即時完成，或未完達成指定項

目的原因。例如，RFQ、EDM 等。Q6：「請問你最感興趣的是哪一個學習單的主題？」，同學們回答

最多的是上架產品、使用 Canva 進行橫幅及內頁設計、拍影片及產品關鍵字及標題組合等，少數同

學認為在媒合階段能和廠商溝通及媒合後討論經營方向是以前沒有的經驗，能幫助自己了解

不同產業。在 Q7：「請問你最不感興趣的是哪一個學習單的主題？」幾位同學認為拍照或拍

影片很麻煩、媒合階段未能找到自已想選擇的廠商感到很挫折。也有同學認為完成至少 100

組標題及關鍵字花很多時間，很麻煩。另有同學認為與廠商溝通很費時，要花很多時間等待

回覆，溝通無效果而延誤後續的上架時程及成效。在 Q8：「請仔細想想，這門課提供你哪些

意外的學習收穫？」問題中，同學們的回答為：能學到網路行銷的能力，並利用廠商的平台

實際參與銷售很有成就感、上架產品及製作影片的過程中更了解產品、與廠商、老師、大會

及組員們的溝通能力增強、電商平台操作能力提高、原本只想拿學分學得不少實作經驗及當

初不想參賽，但跟著同學一起跟廠商線上會議討論後、了解並學習到上架產品時的標題及關

鍵字均大有學問，和當初想的不一樣，收穫真的很多等。其中，與廠商的溝通能力提升及學

到電商實作能力為最多的兩項。在 Q9：「你會推薦同學或學弟妹選修這門課嗎？為什麼？」

91%的同學回覆會推薦，其中，多數同學認為只有在此門課才能學到電商平台的實作能力。

2 位同學可能不會推薦，1 位同表示不會推薦，其原因為本身對於實作或行銷課程較無興趣，

較偏好程式設計類型的課程。但他也同意透過實作課程可以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對自己後續

對於工作團隊中的垂直及橫向連結很有助益。 

在 Q10：「是否有對教師、課程、大會、廠商及學弟妹的建議？」同學們的回’答包含：

參賽前要做好時間管理、參賽時要找好隊員、注意工作分配、大會的線上課不應該安排在週

六、不積極的廠商不應參與競賽、我們這組在過程中和廠商溝通不良等情形，但在老師和助

教的協助下，最後還是決定合力完成了所有競賽項目，挑戰完成獎雖然只是一張紙，卻代表

著全組堅持謀全程的證明、非常感謝能修到這門課、這是一門值得選修的課程、這是上大學

以來修過最不一樣的課程，實作很多，很累，收穫也很多，會推薦學弟妹也來選修，修課時

一定要認真且花時間投入，才會學到更多。 

另外，本次第八屆全國大專校院跨境電商競賽中，同學們也獲得一些獎項，如表 6 所

示，其中，同學們在短影片上的創意尤佳，例如，影片 TIPS 獎北區第一名：夢想組 ，影片

TIPS 獎北區第五名：花生’s。表 7 為修課學生在學期過程中的學習歷程紀錄匯整 

 

表 6 第八屆全國大專校院跨境電商競賽成果 

獎項 名次 隊伍 

影片 TIPS 獎 北區第一名 夢想組 

北區第五名 花生’s 

北區佳作 colorful dream、 NEO 及 nice guy 

平台營運獎 北區佳作 colorful dream、夢想組、花森’、 NEO、nice guy 及鬧中滑不掉 

EDM 獎 北區佳作 colorful dream、 夢想組及鬧中滑不掉 

成果報告獎 北區佳作 colorful dream、夢想組、花生’、 NEO、nice guy 及鬧中滑不掉 

挑戰完成獎 北區佳作 colorful dream、夢想組、花生’、 NEO、nice guy 及鬧中滑不掉 

 

 

 

 

 

 



表 7-學生學習歷程紀錄匯整 

 
 

 

開賽大典 內頁設計 

 
 

 

小組討論 頒獎典禮 

  
Tips 影片 橫幅設計 

  
標題關鍵字整理 成果報告投影片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綜上所述，每週授課主題的 IRS 互動參與、PBL 結合 WSQ 學習單及與廠商會議，加上

期中的學習評量及前、後測問卷調查結果等所有修課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等，均為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完成之教學成果及評估生學習成效的參考依據。本次的實踐結果符合預期，教師因

計畫的執行也得到更多的教學實踐經驗，並經由省思後指出原有課程主題與教學模式的合宜

性、建構新觀點並提出相應的貢獻。成果發表報告預計於完成後，近兩年上傳校內教學資源

中心平台供有意申請相關計畫的老師參考，並將計畫全文修改後於研討會或相關期刊發表，

以增加研究成果在學術和應用方面的影響力。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以 112 年度第一學期選修「跨境電商實務」課程的學生相關學習歷程

為研究範圍，建議後續研究可以以不同學系或外國學生為對象，或採用不同的教學法，例如

應用生成式 AI 結合自主學習法進行對照比較，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教學實踐成果回饋及課

程調整或精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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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2 學年度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學習動機調查-前後測問卷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000/（12月1日查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000/（12月1日查


親愛的同學你好： 

歡迎你參與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境電商實務課程！此份調查期望能了解修此

門課學生的學習動機。問卷內容將作為本課程教學改善之參考，不對外公佈也

不會影響你的成績，請安心作答，謝謝!     

非 滿 普 不  非 

常 意 通 滿  常 

滿       意  不 

意           滿 

             意 

A. 學習態度 

1. 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是有趣而且有價值的。  □ □ □ □ □ 

2. 我想要學習更多且觀察更多有關這個課程的內容。  □ □ □ □ □ 

3. 我覺得學習跟這個課程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 □ □ □ □ 

4. 我覺得學好這個課程對我來說很重要。  □ □ □ □ □ 

5. 我覺得了解這個課程與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是重要的。  □ □ □ □ □ 

6.我會主動搜尋更多資訊來學習這個課程。  □ □ □ □ □ 

7.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 □ □ □ □ □ 

B. 學習動機 

1. 修課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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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修課過程中，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教材，即使困難也無所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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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4. 在本課程中得到好成績，對我來說是最滿足的事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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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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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C.個人自我效能 

1. 我相信我可以在本課程中得到優異的成績。 □ □ □ □ □ 

2. 我有自信能理解本課程所教授的基本觀念。 □ □ □ □ □ 

3. 我有自信能理解本課程中老師所教最複雜的部分。 □ □ □ □ □ 

4. 我有自信能在本課程的的作業和測驗上表現優異。 □ □ □ □ □ 

5. 我預期能學好本課程所教授的技能。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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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團隊合作與自主學習 

1. 我偏好實作課程且了解自主學習的重要。 □ □ □ □ □ 

2.我認為參加型競賽及自主學習是在校生學得跨境電商實作能力最好的方式。 □ □ □ □ □ 

3. 修課過程中我願意設定較多的競賽達成目標，以提昇學習動機及成效。 □ □ □ □ □ 

4. 修課過程中如遇到不會的實作內容，我願意自主學習，以提昇學習成效。 □ □ □ □ □ 

5. 修課過程中我願意認真填寫學習單，以提昇學習成效。 □ □ □ □ □ 

6.在分組實作中我願意多付出一些努力，讓全組按時完成指定作業。 □ □ □ □ □ 

7.在分組實作中我願意分享自己學會的實作經驗及內容給非同組同學。 □ □ □ □ □ 

E.修課經驗 

1.我曾修習過電子商務相關課程:  □是（課名：                              ）   □否。 

2.我曾修習過行銷相關課程:  □是（課名：                              ）   □否。 

3.我曾修習過貿易相關課程:  □是（課名：                              ）   □否。 

4.我曾修習過問題導向學習(PBL)型態的課程:  □是（課名：                      ）   □否。 

5.我曾修習過自主學習(SDL)型態的課程:  □是（課名：                      ）   □否。 

F.選擇此門課的理由 

3.受到師長、同學/學長姐的推薦:  □是   □否。 

4.我認為修習此門課程可以增進我的職場就業力:  □是   □否。 

5.為了滿足學分要求 (選修或外系學分等因素):  □是   □否。 

6.剛好符合我本學期修課的時間規劃:  □是   □否。          ~問卷結束，謝謝填寫~ 

 



 

附件 2 112 學年度 跨境電商實務課程 PBL+WSQ 學習單 

主題 1：初步認識阿里國際站平台前台內容 

主題 2：搜尋 3 家可能媒合的公司 

主題 3：與廠商媒合前的演練 

主題 4：進一步了解媒合廠商   

主題 5：Canva 演練 

主題 6：開賽大典重點筆記 

主題 7：發佈產品演練 

主題 8：大會培訓課程重點筆記 

主題 9：產品照片、影片、banner、內頁設計及 EDM 演練    

主題 10：業務協助- Inquiry、RFQ 和 EDM 演練   

 

附件2-1 PBL+WSQ學習單 主題1：初步認識阿里國際站平台前台內容 （摘錄第1個學習單） 

        PBL+WSQ 學習單 主題 1：初步認識阿里國際站平台前台內容    

觀察及記錄 

(W) 

□請觀看本次主題-Alibaba.com 網頁內容，完成請打勾。 

□我已了解觀看主題相關資源前，老師提供的說明，以確認學習目標。 

□請根據本次主題回答下列問題： 

1.你在阿里國際站平台首頁中看到哪些功能及內容？ 

2.你用何種方式來了解某產品?請貼上 2 個平台上的產品網並簡單說明  

3.你用何種方式來了解某公司?請貼上 2 個平台上的公司網址並簡單說明 

□請記錄其他你覺得應該要注意的重點： 

摘要(S) □根據你這次的實際瀏覽經驗，請幫大家進行重點摘要： 

1.當我們進入一個新的平台時，應注意哪幾個重要欄位或功能？ 

2.進入電商平台查詢產品資訊時會出現哪些內容? 

3.以供應商的角度，會注意哪些產品訊息，請列出 3 個?  

4.以購買方的角度，會注意哪些產品訊息，請列出 3 個?  

5.如果沒有學習前的說明及引導，你認為實作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哪些問題? 

提問(Q) 回想你的學習過程，有發現哪些不了解的地方嗎?請列出 2-3 個。 

策略 請問你花多少時間？用哪些方法來完成此學習單？ 

是否找到其他類似的資源？ 

如無，請填 “無”。 

如有，請貼上連結： 

並說明此資源的優點： 

反思 經由本次實作，你學到什麼？目標達成率為何(1-100%)？ 

檢視自己的學習方法及成果，學習困難度為何(1-100%)？滿意度為何(1-100%)？ 

你覺得有哪些待改進的地方?請列出。如無，請填 “無”。 

 

附件 3 112 學年度跨境電商實務課後問卷調查 

親愛的修課同學你好： 

我們想了解您對於跨境電商實務課程有何看法及收穫，或學習上的困難，希望您能夠為我們填寫這份問

卷。問卷內容將作為教學調整及改善的參考之用，並不對外公佈，請安心作答，期盼您熱心提供寶貴的意見與

想法。謝謝您寶貴的意見！  

科系：             年級：            學號：              姓名：               



 第一部份：教學與師資方面 

填答說明：請您對本課程教學與師資方面予以客觀評價與提供意見反應，並於適當的

□中打「ˇ」，請全部作答。 

非 滿 普 不  非 

常 意 通 滿  常 

滿       意  不 

意           滿 

             意 

A.課程安排與設計 

1.修讀這門課有助於提升我在本課程專業領域之知識。 □ □ □ □ □ 

2.教師設計之 PBL+WSQ 學習單引導方式能啟發我的學習興趣。 □ □ □ □ □ 

3.教師對課程所安排的作業、報告或考試，能確實反映我們的學習內容及成效 □ □ □ □ □ 

4.對 PBL+WSQ 學習單的主題時數安排，滿意程度為…？ □ □ □ □ □ 

5.對於課程安排，整體滿意程度為…？ □ □ □ □ □ 

B.教師授課情形 

6.授課教師教學態度熱忱、認真、負責。 □ □ □ □ □ 

7.教師於課程中運用多元且創新的教材內容。 □ □ □ □ □ 

8.教師對學生學習之評量方式，滿意程度為…？ □ □ □ □ □ 

9.教師授課時會引導我們思考，增加對議題的理解，進而組織出解決方案。 □ □ □ □ □ 

10.我認為 PBL+WSQ 型態的課程，相較傳統課程更具有學習效果。 □ □ □ □ □ 

C.修習本課程後，對於您在能力與知識上的提升？  

11. 能夠提升跨境電商知識與專長。 □ □ □ □ □ 

12. 對於和媒合廠商的企業參訪(訪談)之收穫豐富。 □ □ □ □ □ 

13. 對於提昇學生對跨境電商實務習興趣，並激發思考滿意程度為…？ □ □ □ □ □ 

14. 修習本課程後，我充分了解跨境電商實務課程的內容。 □ □ □ □ □ 

15. 對於提高未來就業機會與能力有助益。 □ □ □ □ □ 

16. 教師於課堂上與學生互動程度，滿意程度為…？ □ □ □ □ □ 

17. 課程內容對現有跨境電商相關的機構或產業應用更加了解，符合課程所需。 □ □ □ □ □ 

18. 整體而言，您是否願意推薦其他同學來選修本系列課程。 □ □ □ □ □ 

D.學習環境 

19.上課所使用的教室，其教學資源(如音響、多媒體設備…)，滿意程度為…？ □ □ □ □ □ 

20.上課所使用的教室，其學習設備(如教室空間、照明…)，滿意程度為…？ □ □ □ □ □ 

21.課程中同學間的學習氣氛，滿意程度為…？ □ □ □ □ □ 

22.針對本課程提供之學習環境，整體滿意程度為…？ □ □ □ □ □ 

第二部份：學生課程回饋意見：(請學生填寫) 

Q1.你為何會想修讀這門課程？請說明其原因。 

Q2.修課前，你對這堂課的期待是什麼？修課後，是否有達成預期目標？ 

Q2A1.我修習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前的專業知識為(1-10) :             

Q2A2.我修習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後的專業知識為(1-10) :        

Q2B1.我修習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前的實作能力為(1-10) :             

Q2B2.我修習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後的實作能力為(1-10) :        

Q2C1.我修習課程前自己在產品分析及營銷力為(1-10) :        

Q2C2.我修習課程後自己在產品分析及營銷力為(1-10) :        

Q2D1.我修習課程前自己在店鋪及平台建置力(1-10) :        

Q2D2.我修習課程後自己在店鋪及平台建置力(1-10) :        

Q2E1.我修習課程前自己在基礎美編及創意力為(1-10) :        

Q2E2.我修習課程前自己在基礎美編及創意力為(1-10) :        

Q2F1.我修習課程前自己在溝通及問題解決力為(1-10) :        

Q2F2.我修習課程前自己在溝通及問題解決力為(1-10) :       

Q3.本課程和你以往修課的學習方式有何不同？ 

Q4.本課程採用的教學法，優點為何？你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Q5.你認為此教學法，還可以改善的是什麼？請舉具體例子。 

Q6.你最感興趣的是哪一個主題的教學活動？請說明其原因。 

Q7.你最不感興趣分別是哪一個主題的教學活動？請說明其原因。 

Q8 請仔細想想，這堂課提供你哪些意外的學習收穫？ 

Q9.你會推薦同學或學弟妹選修這門課嗎？為什麼？ 

Q10.本次參賽的心得及建議（主辦單位、教師、助教、學弟妹）？ ~問卷結束，謝謝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