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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通識:演化生態學

現況: 93年開始(14年)，下學期，一人授課

1.修課人數

2.每週小考，期中、期末考，平均成績偏低 (調整後)，仍有不及格學
生。

3.教學意見回饋

104 105 106 107

修課人數 107 79 70 113

平均成績 73.7 ± 10.1 73.5 ± 14.7 77.5 ± 11.6 74.0 ± 11.6

教學意見 6.272 6.044 6.190 6.378



評估分析

• 教學僅有講授

• 學生少有生物背景問題少有答覆回饋提問不多

期望

• 藉由修改教學方式，試圖引導學生藉由思考及體驗，來達到除
了獲得生態學知識，更可結合專業背景有省思。



目的與目標

目的

• 改變講授教學方式，加上”分組討論與實境體驗教學(以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為實踐場域)”，試驗學生是否可以達到預期的學習
成效。

目標

• 授課教師嘗試以分組討論與實境體驗教學的規劃與實施歷程

• 學生在不同教學方式的歷程中達到學習成效

• 省思分組討論與實境體驗教學的教師成長



方法

• 評估教師課程規劃過程與省思。

• 學生學習改變與成效。

• 記錄教學現場教師與學生、學生間的互動(觀察與錄影)。

• 分析研究實踐成效

1. 質性資料(助教紀錄教師備課及授課、學生小卡紀錄
心得建議、訪談學生)

2. 量化資料(教師行為量表、問卷、教學意見調查、各
期考試成績)。



• 學生學習問卷調查表(譚其萍，2012)。

• 學生背景問卷：了解修課學生組成，先備知識與經驗。

• 教學實踐操作前後：學生填寫「演化生態學習」的個人感受問卷調查
共 12 題，以釐清各領域學生對演化生態學習的看法。

• 教學實踐操作後：再請學生填寫「學生分組討論」、「實境教學」個
人感受問卷調查共 25 題，了解分組與實境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



• 學生學習問卷調查表(譚其萍，2012)。

• 個人感受前後問卷： • 分組討論(實境教學)後問卷：



預期成效

討論式教學

• 給學生充分發表意見機會，並學習如何將自己意見和觀點，作
更清楚的表達。

• 同儕互動過程中，高能力的學生，可以協助低能力學生的學習
發展。

實境式教學

• 讓學生與真實生活及真實現象緊密結合

• 連結課堂所學知識，創造新的感官體驗，用不同學習風格培養
學習的能力



可能的困難

• 小組討論助教人數不足

• 討論題目設計

• 實境教學分組，內容



計畫撰寫分享



計畫申請應備資料

• 計畫申請聲明書

• 計畫基本資料

• 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

• 計畫內容

• 經費申請表

• 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

• 共同主持人聲明書(無則免)

• 研究倫理審查補繳文件聲明書(無則免)



計畫內容撰寫重點

• 建議清楚說明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提出試圖解決的方
案重要性。

• 聚焦在教學實踐之計畫目的。

• 整理相關文獻、教學方法之學理基礎。

• 說明課程教學採取的實施規劃、使用的教學媒體(道具)。

• 預期貢獻內容：
質性：教學過程師、生的學習行為轉變、教學方法對其他相關社
群貢獻。

量化：學習成效提升(成績、問卷)。



計畫內容撰寫 —（一）計畫主持人部分

1. 說明申請人於課程教學現場，試圖解決之問題，及問題
之重要性。

主要描述教學現場，教師最想要解決的

問題，如

• 教學內容-能否引起學生興趣

• 改善出席率

• 改善學生反映與互動(課堂上與課後)

• 各期考試成績

• 作業繳交、報告內容品質

重要性

主要希望引起學生

• 學習動機

• 學習興趣

• 未來能自主學習



計畫內容撰寫 —（一）計畫主持人部分

2. 說明申請人近5年課程教學經驗與成果

• 可以表列出教師在該校的教

學歷程、績效，如：

開設那些課程、課程學分數、

必選修、提供那些教材、教

學評鑑

• 有助於發現/檢視自己的教學

弱點(有的課好，有的課差，

why?)，提出適當的改善方式。



計畫內容撰寫 —（一）計畫主持人部分

3. 說明申請人近5年教學相關成果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關
聯。

• 類似撰寫自我教學經驗結論，自己對自己的反思/檢討。

• 若無5年相關經驗，或是新進教師，可以描述欲實踐的課程，

教學過程可成產生問題的原因，如修課學生的領域經驗不

一致導致教學困難(通識教育)。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1. 研究動機與主題目的

• 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就是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 依據這些目的，設立欲達成的目標。如學習成效提升、學

習行為改變、教師反思、成長等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2. 文獻探討

非教育背景如何準備?

• 先從實作案例、教師教學分享

案例等切入。

• 例如:教師要進行線上教學方

式，可以搜尋現有進行網路線

上教學的教案、課程規劃、使

用器具、教學評量等，初步了

解相似課程如何運作。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實作案例彙整後，計畫執

行內容即可著手撰寫。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3. 研究方法

針對教學實踐研究步驟進行說明

• 繪製架構圖

• 有助於實踐計畫，按步驟操作與設計規劃

繪製完架構圖，就可依序撰寫
• 研究假設
• 研究對象
• 實施程序
• 預期完成項目與成果

• 研究範圍
• 研究方法及工具
• 資料處理與分析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研究假設

• 跟科學研究假設類似 (有系統的方法與步驟，找出問題的答
案)。

• 首先要選擇研究問題，敘述研究問題，再提出假設。

• 例如：
1. 教師採用XXX教學法後，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2. 教師採用XXX教學工具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研究範圍

• 課程規劃：單一性或系列性
1. 對某一單元進行教學實踐

2. 也可以全部課程

• 規劃內容：描述課程如何進行，如何施作教學方法 (要與
研究方法呼應) 。

• 描述使用哪些教學相關資源。

• 敘述使用那些評量方式(要與研究方法呼應)。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研究對象

• 對象特性及背景分析

• 如：學生先備特質或學習經驗的起始行為。

修習演化生態學各學院學生比例

• 透過學生背景分析，有

助於找出問題所在

• 並提出合適的教學實踐

方案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研究方法及工具

主要敘述如何獲得質性與量化成果

• 質性(教學歷程)
1. 教師教學省思記錄

2. 學生學習回饋記錄

• 量化
1. 考試成績

2. 報告成績

3. 問卷 (可參考文獻，進行修改)

4. 量表設計(可參考文獻，進行修改)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實施程序

• 教學執行流程

資料處理與分析

• 依照操作方式，選定分析方法。

• 參考教學論文常用的分析方式。



計畫內容撰寫 —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 預期完成之教學成果：開發新教材、新課程、創新教材教法。

• 預期達成之學生學習成效：建議提出可具體觀察與比較的學
習成效指標。

教學方式
面向

原教學方法成效指標 教學實踐方法成效指標

認知
了解單元主題內容 考試成績 報告內容評分

老師分數與學生分數
問題解決 結算學期課程結束學生與老師討論次數<3次 結算學期課程結束學生與老師討論次數>3次

情意
態度的改變 學生問卷自評:無 學生問卷自評:修改哪方面的行為態度

學習興趣 學生問卷自評:是否由考試成績高低影響學習興趣 學生問卷自評:是否在過程感到喜悅

技能
溝通技巧 學生問卷自評:是否有使用溝通能力 學生問卷自評:是否有從團體中學習溝通技巧

發展社交 學生問卷自評:與人互動頻度、是否有認識新同學 學生問卷自評:與人互動頻度、是否有認識新同學



報告到此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