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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



任教22年主持的計畫案

1. 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4件；

2. 其他政府部會計畫案22件；

3. 企業與法人合作計畫25件；



任教22年審查的計畫案

1. 國科會/科技部專題計畫60件；

2. 教育部教學實踐12件；

3. 經濟部、衛福部、農委會、國科會、教育部；

4. 其他計畫審查：工研院、商發院、各校



審查者的觀點

1. 審查一篇計畫的時間有限

2. 審查者的審查重點會有差異

3. 摘要，非常重要

功效 手段 結果

欲解決的
問題

引入/改善
的方法

預期結果
與衡量



審查者的觀點

1. 審查一篇計畫的時間有限

2. 審查者的審查重點會有差異

3. 摘要，非常重要

4. 用審查者的觀點交代邏輯架構

5. 善用標題

6. 嚴謹的Citation格式

7. 重點：教學現場的問題、教學方法的改善、教學效果的確認

8. 非計劃書因素仍具影響力



1. 就本質而言，教學實踐是很內隱的問題，尤其是要達到提高素
養與自學能力。

2. 就計畫撰寫的實務，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概念，比較容易
建構計劃的來龍去脈。

3. 就評選的角度，必須計畫執行迴圈的完整性。

4. 非屬於社會科學的老師，可以嘗試使用拼湊的方式/概念，撰寫
計劃書。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模組化



拼奏

1. 拼奏是一種性創作的活動，只要是善加利用手邊可以得到的各
種不同材料，並以一種具有創意的方式使用這材料，已完成一
項實際的任務。

2. 進行質化研究時，研究者必須視情況的需要，而用到許多不同
技巧、材料、以及方法。



教學現場
問題與其
描述

教學方法
的選擇

成果衡量
的設計



教學現場問題與其描述



基本原則

1. 盤點所有可能在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問題，項目盡可能清楚；

2. 論述各問題的關聯性，找出因果關係、並決定問題處理的優先
順序，選擇的準則包括：

1) 關鍵性、

2) 短期可以改善的、

3) 具有可行的教學方法、

4) 能夠衡量檢視教學成果的項目。

問題選擇的合理性

符合年度計畫的規畫期程

便於展開後續的規劃

便於展開後續的規劃



說明問題的技巧

1. 與學生對話，或是實際的案例；

2. 顯示多次教學的體驗，陳述教學現場問題的演變，與問題的核
心；

3. 問題發生的來源可能包括老師、教材、教學方式、學生特質、
教學硬體；

4. 必須要有清楚的結論，並再次陳述本計畫的核心焦點。



將改善教學的結果設計成具體的可見

任務，便於確認教學效果；



教學方法的選擇



基本的要求

1. 從理論找尋可能的教學方式；

2. 從實務經驗獲得的啟發；

3. 從邏輯推論出的教學方式，由預定完成的成果回推適當的學習
方式。



特定的社群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論述

1. 操作方式必須清楚，對於學生的價值是甚麼：

2. 對於問題處理有幫助？

3. 目前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有何困難，本次要改善的部分為何？

4. 待解決的問題要解決到何種水準？本項必須有具體的表述。



論述執行的可行性

1. 哪一些是改善教學現場最關鍵的環節？更加地解說、教材、解
說方式、互動方式、工作坊、小組討論、現場實作、事前準備
的報告、合作創造、…？

2. 處理以上的環節所需要的資源？資料、教課書、影片、事前設
計好的活動規劃、科技設備、教室配置、電腦軟體、…？

3. 需要與其他老師合作？

4. 第1項說清楚，第2項放在經費欄中才有道理。



成果衡量的設計



內隱性的成果評量

自學能力；

對於知識的見解；

素養；

跨領域的結合；

 ……



外顯性的成果評量

考試成績；

發言次數；

參加競賽；

完成特定型態的報告；

做出成品；

 ……



內隱 外顯



管理學院相關的教學品質認證AACBS，可以提供良好的參考資料。
https://assesspack.wordpress.com/rubrics/

commun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 rubrics.

範例：The rubric used to 

assess professionalism utilizes 

a rating scale of 1 

(unacceptable) to 4 

(exemplary) . This rubric was 

adap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Kania School of 

Management’s oral 



實際案例說明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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