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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花探問／Looking for 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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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改變教學現場的問題以符合課程的創新教學法與策略，解決學

生學習的困境。 本研究計畫以場域研究為基礎，探討新竹在地優質茶花農產業，透過深入

淺出觀察與分析探討，實踐智慧創生與藝術感知落實。學生透過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建立問題、自主學習、小組合作及進行跨學科議題。教學的熱情與回饋不外乎教與

學之間的成就雙贏，因著環境與科技改變，教學現場有更多的考驗需面對。本研究動機為思

考如何發現教學現場問題並進行挑戰。 通識教育中的藝術感知，課程為竹苗古蹟藝術與文

化，研究議題為在竹塹地方場域的茶花產業，始於從「教學行動研究」讓教學的工作變為生

動與有趣，教師同時扮演「教學者」與「立體」兩個角色。課程活動以茶花議題及真實情境

場域探查並設計問卷，相關茶花衍生文創體驗實作，以及對學生及社區居民實際調查和訪談

資料，讓教學現場學習與成果呈現不同以往。本計畫研究為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對跨領域

的學科有所認識，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課堂專題建立問題解決並進行茶花專題之實作體

驗，並連結學生對地區產業與生活藝術的反饋。 

 

針對教學計畫動機問題進行場域【尋花探問】研究，專題式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方法，強調學生主動參與、探究、解決問題。從茶花的專業知識與藝術進一步發展至相

關地方實踐與學習成效收集。經過(1)了解問題:茶花與在地關係 (2)確認問題:認識專業茶花知

識 (3)思考與解決問題:如何設計專題活動與進行成果分享。課程推展與在地連結我們透過 

[尋花-尋找茶花]並[探問-請教專家]，帶領學生從被動學習轉化成主動學習。課程帶領同學深

入了解實務中所看見的方向，透過實地參訪省思與地方訪談回饋等進行修正。 

 

二、研究問題  

 

 

 

 

 

 

 

 

 

 

圖 1. 課程專題與教學行動研究 

   在通識教育地方性議題與藝術文化，教學中以地方茶花農產為專題導向，在對全校各科

系修課同學提出跨領域教學與實作體驗。本研究計畫為一年期，課程上下學期學員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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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如何帶領學生專題導向設定議題，從教學設計方式改變讓學生在學習動機上產生興

趣，在學習成果上建立自信與反思回饋，達成教學實踐學生改變的事實。 

   以竹苗區域鄰近中華大學的佳信觀光茶花園為教學場域，提出茶花藝術 Camellia 

arts、地方知識連結 local knowledge link, 社會議題 social issues、以及大學社會責

任 USR之課程規劃。【尋花探問】地方茶花農產業與課程連結，課程跨域學習以茶花園為基

地，學生建立專題式問題探討與踏查竹塹沿革發展、新竹茶花農產業透過通識藝術教育竹

苗古蹟與藝術文化，操作自主學習茶花議題、學生分組合作進行相關議題學習並延伸實

作。 課程實作期間輔以 IRS 系統進行課堂即時反饋並上台分享，舉辦中華民國茶花學會理

事長張欽龍先生及佳信茶花園蔡燦玉老師專家講座，進入社區小學做中學藝術實踐，以茶

花衍生相關圖樣 AI生成圖進行 STEAM中的 Engineering(工程)與 Arts（藝術）雷雕機械加

工體驗成品，同時課程也安排學生於教學行動研究後，進入地方茄苳社區與鄰近東香社

區，將學生專題之學習回饋社區，活動中學生得到實踐成效與地方肯定建立自信。 

 

   根據在竹苗古蹟藝術與文化課程教學現場所觀察到的問題，本教學實踐計畫欲研究之問

題有下面 3個： 

1.尋花探問茶花與地方性之關係是否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即時反饋系統(IRS)與同學課堂互動，是否有助於增加課堂參與意願 

3.課堂問題解決及實作體驗結合社區服務社會實踐，是否有助學生的學習成效 

 

 對應教學研究問題羅列以下:尋花探問議題、教學行動研究、PBL專題及服務實踐 

尋花探問議題 教學行動研究 PBL 專題教學實踐 

1.茶花主題概念 茶花專家蔡燦玉老師講座 

資料收集 

茶花專業知識 

實境踏查 茶花園觀察 

擴增藝術教育與品牌設計觀念 

邀請設計師講座 

地方茶花產業與藝術文化 

2.茶花園場域教

學實踐 

課堂專題演練 IRS、分組作業、STEAM練習 

茄苳社區志工服務實際參與 由學生主動與社區接洽時間安排 

3.學習成效 問卷回饋，量化與質化檢討 茶花問題實作體驗，結合社區服務

實踐後之自信提升 

表 1. 教學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以翻轉教學及問題式導向，學生於分組後先搜尋與觀察/實證實驗授課題目，

課堂專題建立問題解決並進行茶花專題之實作體驗，並連結學生對地區產業與生活藝術的反

饋，讓教學內容實踐於社區服務，取得與驗證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學習者進入實際場域學習，不僅能夠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更能提升學習者的自主

學習能力。本研究計畫以新竹區域茶花園為實踐場域，課程融入翻轉式教育帶領通識課程修

課同學，參與地方與社區特色農產業涉略跨領域知識，並透過專題式學習與教學行動研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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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議題方向。 
     校外佳信茶花園環境非傳統教學教室的空間，導入學生學習場域改變與自主專題式學

習，課程以尋花探問中涵括專家講座，資料收集，課堂分組專題演練與社區志工服務。讓學

生走出教室把上課學習當成興趣，結合五感體驗與生活經驗，延伸通識教育地方課程的認知

與感動 (郭益豪 2023)。 共同營造教室外的學習場域，運用學校與地方茶花產業的環境關

係，新竹地區因氣候適宜茶花生長，是台灣重要的茶花產地，新竹縣市政府也積極推廣茶花

種植，成立茶花產銷班、並與新竹縣市農會合作，茶花儼然是風城特色之一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課程是一跨領域教學計畫，利用行動教學培育優秀人才，希望跨領域課

程讓修課學生除使用校內教室，更以鄰近佳信茶花園為校外教學場域。(白蓮 2020) 。蒙特

梭利教育有一個非常特色的概念是[場域教育](曾宥儒 2020)，本次尋花探問教學研究即是以

新竹市香山區佳信茶花園為課程之教學場域，運用接觸茶花知識與茶花相關可衍生的概念，

讓學生發現自己所在之大學有特殊與在地茶花環境之因緣，透過茶花場域進行研究，思考專

題問題中與地方連結性，更多的教學行動研究可於學期間落實，並對學生作學習成效檢核。 
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強調學生主動

參與、探究、解決問題。專題式學習 PBL 主要由 1.專題總覽 2.學習目標 3.專題里程碑 4.專
題日程做課程規劃(陳詩妤 2022)。本次教學實踐尋花探問主題讓學生培養創造力、批判性和

小組合作，讓探究茶花與地方關係學習更有意義且有趣。 透過 PBL 學生積極參與實際案例

進行建立有意義專題來學習。專題有單元有說明，學生需要學習茶花重要知識和可實作體驗

技能的工具。 

專案導向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被認為是能有效提升教育實踐之方式課

程設計採用階層式議題法的設計原理，將 PBL 特色結合系統思考理論與方法，並將之分為五

個整合教學與實踐的步驟(莊秀文 2019)。系統思考的強化，能夠促進其他能力（自我超越、

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及團隊學習）的增長，達到組織內解決問題的目的。 
大學的責任是什麼？「除了教育人才、進行學術研究之外，還有以專業知識與技術協助地

方、國家共同成長。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系、跨領域、跨團隊、跨校串聯的力量，或結

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產，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與社區文化創新發展(教育部)。 
在地方連結上在新竹茶花產業，唯有善用地方已有這麼強碩的茶花園，在學校教育結合體認

地方特殊性與產業價值，營造富有特色的產業文化。 如何運用社會整合的方式結合地區資

源，推動地區產業再發展出文化振興社區( 張美玲 2009)，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尋花探

問]，正是結合學校教育、地方產業開拓文化景觀未來發展地方文化的教學行動。 
地方文化是體驗經濟的基礎，地方文化是地方生活品質的表現，也是地方魅力之所在。

一個具有獨特的地方文化的地方，必然能夠滿足居民的生活文化之需求，吸引高科技公司及

人才的流入，也能帶來觀光人口，更進一步推進地方發展。專題永續旅行下一站社區，提到

推動 CBT，在泰國已有多年經驗。泰國社會企業 Local 永續社區發展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 
目的。協助當地人獨立、永續地經營社區的旅遊體驗生意。有愈來愈多人體認到必須在環

境、社會、經濟間尋找長久平衡，以永續概念發展的旅遊更顯重要。談論社區希望在新竹地

方社區茶花園的連結，社區能永續發展並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讓社區有意願來改變生活環

境並影響周邊社區發展 (陳依靈 2017) 。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課程發展與 PBL 推動，在場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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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上得取地方資源有雙方互利的機會，在教學上推動學生學習成效是正確。 

 
     四、教學設計與規劃(Teaching Planning) 

1.翻轉教室改變傳統學習模式教學引導 2.學生問題設計 3.設計導向學習 4.做中學學中做 

5.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教學設計以提升學生在專題式學習，利用佳信茶花園之環境做為課

程學習之教學現場。 

   在面對不斷科技更新的時代，以場域作教學以地方茶花產業為專題，是本計畫學生學習

知識跨域且融入做中學學中做，在教學中培育學生熱愛課程，自主參與分組討論學到豐富知

識，並把所學知識實踐回饋地方。環境教育中利用真實世界做為學習經驗，茶花園區域與茄

苳社區，是教師與學生一起投入社區地方教育的優質空間。下面是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於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規劃，推動課程與在地連結，設計教學進度與教案，研究者對【尋花

探問】議題提出方向、周次內容設計、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重點、教學空間及教學案

例，以及對應 17 項永續發展指標。 

 

教學目標: 112-1 及 112-2 竹苗古蹟與藝術文化 1. 達成修課同學認識在地茶花農產業，進

行 USR 大學社會責任 2. 實施多元課程教學，教學場域跨出校園 3. 創新課程教案教學 4. 導

入產業資源帶動教學能量。5. 以跨領域業師提供應用性技術。 

教學內容:1.認識新竹在地佳信茶花園 2.教學場域由校內教室進入校外實體空間 3.認識茶

花專題式分組討論 4.以做中學進行教學行動研究 5.學生成效評量。 

教學重點:1.尋找與探勘茶花 2.學生主動學習 3.將教學活化運用多元問卷及評量 4.實踐社

區服務達成學習自信。 

教學空間及教學案例:教學空間以校內講座教室如 A103，校外以鄰近之佳信茶花園，茄冬

社區活動中心為主。教學案例則有[專家講座]、參與校內 USR Logo設計競賽、茶花園實地

教學、課程分組專題、[尋花探問]實作體驗之社區服務。 

教學方法: 課堂講授、IRS 互動、做中學。 

課程活動設計: 對應 17 項永續發展指標，茶花園踏查、茄苳社區里民學生專題實踐。 

 

活動 課程活動主題與學習目標 課程活動內容說明 成果 

1 

場域主題-竹苗地區，我所看到

的花 是否跟地區有密切關聯 

學習目標-讓學生了解茶花與竹

苗關係 

茶花位居「十大名花」之列，為本

縣的縣花，其樹姿優美，花型多

變，花期從 10 月到翌年 3 月份都有 
IRS 回饋 

2 

PBL 主題-花的美學與情感 

學習目標-讓學生從藝術與文學

中認識茶花 

竹苗區域茶花搭配客家文化為主題

的「茶花客風」茶花季活動。 

在日本茶花又稱椿花 ,而椿花又稱為

“侘助。山茶花在日文中被稱為

「椿」，花落之時，一樹山茶同時

凋零，頗具壯烈、悲愴之美，被日

本人譽為「落椿」，視之為武士的

靈魂。 

IRS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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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地主題-茶花產業在新竹是有

規模 

 

「新竹市是台灣茶花的重要生產

地！」，茶花有「冬椿」美稱，是

新竹市最具代表性的農業品牌，也

是大地出產最好的禮物，更是高貴

與典雅的象徵，姿態優美花色繽紛

豔麗。 

IRS 回饋 

4 

場域主題-如何多認識茶花 

學習目標:引導學生在茶花專業

知識建立-  

說明茶花生長背景，茶花培育專業

知識，邀請專家講課。 

茶花之美欣賞花型姿態也感受生命

的靈動，種植養花的樂趣在養花過

程感受花開花落生態的悅動，鍾愛

茶花不需要理由。 

課堂練習 

5 
在地主題-新竹市佳信茶花園 

學習目標-讓學生進入真實場域 

帶同學從教室空間外移到校外茶花

園場域，以在地連結之佳信茶花園

場域參觀及尋找茶花 

課堂示範  

IRS 回饋 

6 

PBL 主題-如何創意思考茶花與

地方產業的結合  

學習目標:[茶花]為有經濟產值

之對象，讓學生透過茶花創意

思考與地方產業的關係  

將「文化、產業、觀光」三者合一

的活動模式，透過文化傳承與農業

休閒觀光的相互結合，達到「產業

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雙重目

標。 

課堂示範  

IRS 回饋 

7 

PBL 主題-做中學 

學習目標-讓學生透過材料實作

運用發揮創意 

提供工具素材，讓學生運用實體茶

花圖樣或手繪，亦可 AI生成圖再操

作雷射雕刻機，可實際體驗茶花與

圖像在產品的成果。 

 課堂示範 

IRS 回饋 

8. 

教學行動研究主題- 茶花園區地

景藝術專題的概念 

學習目標-讓學生觀察與討論茶

花園地景藝術模型 

由同學分組依系所專長，共同創意

思考茶花園環境的地景藝術表現。

參與學校 SDG  Logo AI 圖樣設計。 

課堂示範 

IRS 回饋   

課堂練習 

9 

教學行動研究主題-帶入茶花相

關之手作品進行社區服務 

學習目標-讓學生分享自己所學

並進行為社區長輩服務中，教

與學的成就感 

同學在課堂以專題練習 STEAM，

運用工具產出手作品。以前面 PBL

主題作中學茶花相關之手作品經

驗，以分組進入社區服務。 

課堂示範 

10 

學習成效主題-落實學生學習、

學校與地區的實質三贏 

學習目標-反思學生建立自信與

對未來職場就業有更多想法 

以學生個人問卷及對社區居民訪談

問卷，分析研究學生學習成效。 
檢核 

  表 2 .課程內容設計 

 成績考核方式-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包含課堂參與(Class Participation)20%、實驗/

實作(Experiment/Practice)20%、分組作業報告 20%、社區服務出席

(Attendance)20%、成果發表(Role Playing)與 IRS 作答 20% 

 教材選用-教學資源應用-茶花專家提供講義，在地茶花園園區茶花品種研讀，自主學習

各自專題研究報告分享、網路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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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翻轉教學及 PBL 專題式學習，學生進行[尋花探問]教學實踐。學習成效可從期初問

卷期末問卷，專題問卷，IRS 即時問答等，分析數據學習成效，並可從學習心得反饋中

得到學習質化內容。 

各週課程進度-  

週次 課程主題 進度教材及場域 備註 

1 在地竹苗地方區域特

色 
課程簡介 
Introdution to course 

竹塹沿革與發展，竹塹自

然與人文特色化 
翻轉教學影音單元，課程講

述竹苗區域的歷史 

2 在地竹苗地方區域特

色 
 

竹塹沿革與發展，竹塹自

然與人文特色化 
課堂講授與竹苗專題作業 

3 場域問題尋花探問 

 
佳信茶花園 專家授課邀請香山區佳信茶

花園蔡燦玉老師講授 
4 場域問題認識欣賞茶

花(茶花講學) 
茶花介紹 
茶花常見的別名：山茶

花、海石榴、曼陀花 

邀請中華民國茶花學會會長

張欽龍先生，講座:新竹新

埔區域茶花園及金花茶 
5 PBL 專題:認識欣賞茶

花 
由陽明山花卉中心及中華

民國茶花學會提供之 
影片及講義 

6 PBL 專題:茶花與新竹

苗栗地區關係，運用

素材轉換茶花造型 
社區活動參與 

1.茶花花形欣賞，茶花繪圖 本單元進行兩周，由參訪實

境茶花園所拍攝之茶花，進

行分組討論與圖樣素材設計 
7 

8 2. 112-1 寶特瓶回收再製茶

花樣式裝飾花 
本單元進行兩周，112-2 調
整學生運用實體茶花圖樣或

手繪，亦可 AI 生成圖再操

作雷射雕刻機產出成品，體

驗學習。 

9 

10 在地茶花相關議題專

題 
尋花探問專題與問卷設計.  本單元進行兩周 

1. 訪談茶花學會專家 
2. 搜尋茶花網路資料 
3. 進行問卷設計(以區隔

如學生及在地社區居民) 
4.經由訪談及資料收集，建

立茶花清晰概念知識 

11 

12 在地推動 SDG 概念與

地方關懷 
大家除了關心身邊的環境

議題，更要以廣闊視野的

態度，關切全球潛在的危

機 

1.翻轉教學影音認識 SDG 
2. 參與校內由 USR 辦公室

上下學期舉辦之成果展 

13 教學行動研究與推動

SDG 概念與地方關懷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邀請相關專家授課 

14 教學行動研究 USR 社

區服務 
STEAM 做中學社區志工服

務 
以藝術與機械加工(雷雕工

具)，學生校內實作體驗後

進入社區服務，帶社區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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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茶花相關圖樣雕刻於實

體物件，感受茶花藝術生活

美學。 
15 學習成效之尋花探問

專題與問卷設計修正 
分組專題實踐與研究 設計與修正[尋花探問]作業

專題及問卷 
16 教學行動研究 USR 社

區服務 
STEAM 做中學社區志工服

務 
以藝術與機械加工(胸章加

工機具)，學生校內實作體

驗後進入社區服務，帶社區

里民進行茶花相關圖樣自己

手繪設計圖再壓印成胸章，

感受茶花藝術生活美學。 
17 學習成效研究計畫反

思 
經過學期的尋花探問，在

分組專題及教學行動研究

上，檢視同學學習成效 

1.IRS 問題數據量化 
2.學生文字心得回饋 
3.執行社區服務問卷量化 
4.專題式問題對本計畫之質

化成效 
18 學期檢討與發表 學期檢討與發表 學期檢討與發表 

表 3. 112-1 及 112-2 各週課程進度表(如微調寫於備註) 

 

五、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12年度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藝術感知:竹苗古蹟與藝術文

化，修課同學為對象 112-1總計完成課程人數為 65位，112-2完成課程人數為 63位。 

*教學場域:實體教室、校內實作空間(A103)、校外實作佳信茶花園場域 

*教學方法:問題導向、行動教學、體驗學習、專題實作、其他:STEAM 

 *研究問題:大學生應具備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開發/改善教學策略，評量工具、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上課參與態度與動機、教學現場之學習情境、USR社會實踐 

 

表 4. 112-1及 112-2修課(校內 16系別)學生人數料統計表 

1.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學生的學習成效問卷前後測，實踐過程學生訪談，專題成果和反思問卷調查 

教學實踐過程運用期初問卷設計，期末問卷設計，相關專題問卷與學生實踐訪談，統計成果

數據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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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尋花探問茶花專業講座問卷題目 

112-1期初 

 

表 5.112-1期初問卷 

 

表 6.112-1期末問卷 

 

表 7.112-2期初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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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12-2 期末問卷 

量化: 

   從 112-1學期初及期末同學問卷上的數據，可看出對尋花探問教學場域的地方參與學期

間的變化。在授課場域或社區熟悉度上，學期初同學非常同意與同意從 28人(43%)提升至

55 人(85%)，完成修課人數為 65人。 平常就很關心地方事務對茶花場域或社區實習環境改

善有興趣，學期初同學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 31人(48 %)，在課程提供專家講座實作體驗與

教學行動作業後對地方事務議題期末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 50人(77 %)提升進步。 了解茶花

基地能夠獨立操作人文與自然環境調查，問卷統計期初非常同意與同意 18人(28%)，學期末

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已有 60 人(92%)，顯見同學透過場域教學實際觀察學習，專題式學習成

效已相當有效果。 

   112-2學期初及期末同學問卷上的數據，完成修課人數 63人對尋花探問教學場域的地

方參與學期間的變化。在授課場域或社區熟悉度上，學期初同學非常同意與同意從 30人

(48%)，詢問過同學對場域的了解原來校內有其他課程老師曾帶同學們進去參訪過學期初人

數普遍略高，期末提升至 45 人(71 %)。 平常就很關心地方事務對茶花場域或社區實習環

境改善有興趣，學期初同學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 31人(49 %)，在課程提供專家講座實作體

驗與教學行動作業後對地方事務議題期末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 45人(71%)提升進步。 了解

茶花基地能夠獨立操作人文與自然環境調查，問卷統計期初非常同意與同意 16人(25%)，

學期末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已進步至 43人(68%)，顯見同學透過場域教學實際觀察學習，

專題式學習成效已相當有效果。 

 

質化:  

以本次尋花探問邀請茶花專家蔡燦玉老師進行講座，其中 IRS設計十題提供學生作答 

以下統計以如下為例 

1. 講座前請問你對茶花是否有認知，其中 40.35% (是); 59.65% (否)  

2. 你以前知道新竹縣市有”茶花”植物嗎?  49.12% (是) ; 50.88%(否)  

3. 經過專家講座後，是否對茶花有更進一步了解? 98.25%(是); 1.75% (否) 

4. 課程有助提升我對竹苗區域認識。非常同意 13票(21.31%)同意 32票(52.46%) 普通 14

票(22.95%)不同意 2票(3.28%) 

在參與專題式學習中同學對茶花有更多認識，課程行動研究落實於教學場域的改變提升學

習興趣。同學對於學到茶花知識與經驗如提升對竹苗認識，非常同意與同意人數 73.77%。

持續課程教學中學生學習動機與上課態度改變則有 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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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佳信茶花園區域滿大的，那你會想用甚麼態度去觀察了解，請寫出最少三十個字。學

生答題:舉例 40個回答 

 

 

 

 

 

 

 

 

 

 

 

 

 

 

 

 

    圖 3.教學行動研究尋花探問文字心得 

教學行動研究翻轉教室改變傳統學習模式教學引導，經過專家講座，提問學生: 寫出專家介

紹的兩種茶花名 

 

 

 

 

 

 

 

 

 

 

 

 

 

 

 

      圖 4.茶花講座學生答題 

  同學明顯對於茶花種類，經由專家授課介紹後能於 IRS問答中即時回覆。新竹市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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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園的 600多種茶花樣式，對於同學在尋花探問學習過程，得取相當豐富的收穫。 

 2.問題設計 

在中華大學香山區附近社區地方，這次邀請”茶花”農產專家到教室，如果是你有機會

參與社區產業發展，請問會有興趣參與嗎? 

＃答題人數 57人，回答:是 49票(85.96%) 8票(14.04%) 

3.設計導向學習 

 茶花園區域經過參觀與教學，學生會想用甚麼態度去觀察了解茶花園，回答內容如下 

 
 
 
 
 
 
 
 
  

 

 

圖 5.舉例同學回答內容 

4.做中學學中做 

 學期間安排校外參訪(到佳信茶花園)實體踏入園區，你會不會期待? 

      

 

 

 

 

圖 6.IRS問題圓餅圖及數字(百分比) 

5.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請問你的系所是? 如果以你修的課程專業專長來參與竹塹茶花社區或產業發展，你會想要

以哪一門課提出產業協助 

     問答內容號數為同學答題順序 

1 景觀 2 應日系 3 景觀系，

以設計課來

幫助 

4 景觀系產

設組設計茶

花週邊產品 

5 資訊工程

系，電腦自動

化管理 

6 景觀建

築植物學 

7 行管系、 

文化創意產業 

8 企管 9 觀光與會展

學系，會設

計一套茶花

之旅來推廣

茶花產業 

10 光電 11 電機系 

可以做出自

動灑水器 

12 會展系，會

想以觀光休閒

設施規劃提出

產業協助。 

13 財管

系，經濟

學 

14 應日系、日

本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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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同學答題在茶花園發展課程專長結合 

   本研究將利用【期初修課問卷】於開學初期上課時發放，此問卷主要為了了解學生學習

本課程的了解學生學習本課程的修課動機、修課原因、對課程的期望與請學生回答自己認為

對課程內容的理解程度，做為對學生課程學習前的了解。 

 

          圖 7.課程專題問卷 

     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工具包括【期初問卷】及課程期末結束前以相同的題目做【期

末問卷】。 本研究設計【課程專題問卷】，亦可做為學生學習課程的評估，以供檢視學生對

課程內容的理解程度與學習成效。 

     教師會自行設計以茶花特色為題建立【教學滿意度問卷】與【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作

為教學期間課程檢討之參考。 

 

 

 

圖 8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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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1.開發專案教材 2.與地方社區連結貢獻教學成果 3.專案成果做為地方產業與學校

雙贏 4.學生學習意願高 

 

1. 教學活動與過程  

教學融合 USR 大學社會責任 112 年度馥活茶花計畫，爭取通過校內 USR 特色課程，且

鼓勵同學參與通識課程之核心閱讀心得及竹塹學競賽，在多方資源與社團輔助下，順利的在

課程引導學生專業跨域融合教學內容得到成效，課程進行社區服務志工活動，提供同學有志

工學習服務機會，展現自己學期所學再貢獻給地方社區。 

1.教學現場問題解決，提升學生學習熱度與學習成效。 

15 光電，

產業合作 

16 企管系，

行銷管理 

17 電機系 

電磁學 

18 企管

系。沒有想

法 

19 行政管理學

系 文化創意

產業 

20 財務管

理 

21 程式設計課 

22 光電

系 

材料學 

23 電機系 

AI 養殖 

24 工業管

理系 智

慧財產權 

25 企管、

創新創意 

26 資訊工程

想要以互動

多媒體的方

式呈現茶花

之美 

27 企管 

應該是

介紹的

吧 

28 資工系 

數據分析與

大數據促進

茶花產業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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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邀請茶花專家業師協同教學，對學生學習環境場域與專業有深入獲益。 

3.整合「教學－研究－服務」多元價值於課程教學，以 USR 大學社會責任善盡義務。 

4.學習實質價值，學生經由地方產學專家提供專業知識，教師實踐教學策略。 

5.教學周次安排進入課程主題重點，達到通識教育教學目標，從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看待

教學實踐創新與實踐。 

2. 教師教學反思 

 翻轉教室改變傳統學習模式教學引導、學生問題設計、設計導向學習、做中學學中做、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尋花探問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場域改變並融合在地茶花園為教學空

間，以[茶花]知識與實際環境提供學生專題思考，從做中學體驗與回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最後能以專題所得進行 USR社區服務，112-1及 112-2 課程安排中讓不同系所學生，透過地

方連結、教學場域改變、專題式學習、教學行動研究達成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問題 1：落實地區性藝術感知教育，從實際親臨現場感受與服務案例，設計提昇學生學

習動機之活動。 以下為學生在[尋花探問]學習中，以茶花園為題文字敘述。 

 
圖 9.在場域場域各系同學回饋[尋花探問]，情感融入學習 

研究問題 2：以即時反饋系統(IRS)與課堂分組討論是否有助於增加課堂參與及互動 

  

 

 

 

 

 

 

                                   表 10.問題分析學期初對茶花認知 

尋花探問專家講座前對茶花的認知藉由 IRS即時回饋得到統計，期初同學對茶花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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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較弱，經過課程安排與教學行動研究，於期末同學明顯提升對茶花的認識。經由茶花專

家講座，同學對於茶花認知提升並能敘述茶花之花，在 IRS即時回饋學習是明顯進步。同學

透過學期間與社區小學及社區互動中，對於所學茶花概念與知識透過 STEAM能教授小學生及

長者，明顯有自己能力信心建立。 

 

七、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經過 112-1 學期及 112-2 學期課程操作，尋花探問的地方歸屬感，啟動學習對於人、事、

地、景、物在創造教學實踐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關鍵。本計畫透過茶花建立引導學生對議題

能主動積極參與，讓學習變得有意義。學期間讓學生分組或個人自主的學習，透過茶花園的

問題發現，結合學生系所專業與跨領域專案導向式學習，培養有資訊搜尋與問題處理能力。 

研究計畫中的規劃與師生共同追求學習目標，讓學生得到不同於傳統教室學習有更好更深入

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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