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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經濟學強調的邏輯推理方式與理論分析架構，有力於協助串連各個課程相關的

專業知識，以利後續正確地使用相關知識，而不致於偏頗短視誤判。然現在學

生人手一機，依賴網路與社群媒體，資訊豐富五光十色，課堂與傳統教學已無

法吸引他們的目光，甚至不信任課堂傳授的知識，導致學習意願不強。因學生

不知所學為何，淺碟式應付考試的學習，只學到片斷零碎與架構崩解的知識，

造成日後學習阻礙的「惡性循環」，還誤以為「自己沒認真學過、沒深入學會的

東西」真的沒用。 

因此，計畫申請人認為為了「讓學生想學」，只有反向運作，及早「將煮熟的大

餐先端到餐桌上」，讓同學們預見豐碩實用成果，提起他們「願意自己下廚煮

菜」的動機。也期望學生看到上菜之後，有助於學生及早專注深入學習，跳脫

根基不穩、抱怨推託、成績不佳、學習意願不高的惡性循環。 

2. 文獻探討  

這份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符合行動研究的兩個基本目標：改進和參與（劉唯玉，

2018）。以下以行動研究的綜合論述，說明本計劃課程規劃的理論依據。首先，

「行動研究」顧名思義就是將「行動」和「研究」結合起來（黃政傑，1999）。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在 1940 年代由 Kurt Lewin 及 Stephen M. Corey 

等人所倡導之，它是一種研究的方法，強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行動與研究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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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與本計畫相關的行動研究之特色(潘慧玲，2014；毆陽淑卿，2009)，可歸納

為：主要從事行動研究的人員就是實際工作的人員；以解決問題為主要導向並

強調實用性；結合了對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有時須仰賴專家從旁協助；

過程採取共同計畫、執行與評鑑的方式進行；側重於對實際情況引發的改善程

度，而不在於知識量增加之多寡；除了實務工作情境獲得改進之外，同時也使

實際工作人員自身獲得研究解決問題的經驗，可以促成專業成長。 

潘慧玲(2014)引用 Somekh 自然模式為主，結合各方學者的觀點 (蔡清田，

2000；夏林清，2000；陳惠邦，1998；張世平、胡夢鯨，1998)，歸納「行動研

究」的 7 個步驟，我們也按照各步驟進行課程，希望能改善教學現況：(1)尋找

一個起點、(2) 釐清情境、(3) 尋找合作夥伴、(4) 收集資料、(5) 資料分析、

(6) 發展行動策略並放入實踐、(7) 公開教師的知識。 

3. 研究方法 

A. 教學場域描述 

這個計畫規劃的課程希望在前半段讓學生以「實做方式」學習，以「社會會計

矩陣（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 ）」為架構，呈現跨經濟學科的相關性，

將理論與資料串連起來，架構可大可小、內容可淺可深，但更重要的是由學生

自己建構 SAM 表，自己輸入台灣資料，由動手做的過程中，有機會動手串連

相關理論與資料的課程，投射自身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勞動者、資產投資者

等角色，理解經濟運作實務，以及政策實施前置作業與理論建構之重要性。而

且課程內容可由最簡單的架構逐層堆積精細化，成就部分實用性與成就感。同

時，SAM 是政策評估常用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擬分析的前置作業，優點是可以應用於政策評估（包括

政策對產業產出、就業、所得的影響），因此課程第二部分將與中華經濟研究院

合作，帶領同學參觀中華經濟研究院，引入參與政策規劃實務的專家學者為同

學介紹過去政策分析的經驗，實務介紹他們如何以 CGE 的理論架構分析，協助

政府進行經濟成長、財政收支、或所得分配各項議題的政策評估，讓學生「具

體且及早看見」經濟分析的涵蓋面與實用性，得知讀經濟系訓練的相對優勢，

提高大部分同學的學習興趣與意願，進而投入更多時間學習相關領域，為往後

的良性循環的學習鋪路。 

B. 研究對象  

修課同學為已修過經濟學原理的學生，於二年級上學期或下學期選修此課程。

但不排除大三要開始上經濟系選修課程的同學。 

C.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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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文獻探討的行動研究特色(潘慧玲 2014；毆陽淑卿，2009)，本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採用行動研究的架構，依據反省—辯證的理解目前學生成長的網際

網絡的社會實際運作脈絡，已與以往學習方法與媒介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需

採用參與式的教學、教材、與教法。教學過程中由同學們動手做、做中學，並

由同學回應是否問對了問題與是否「解決」了問題。基本上，由觀察、認知與

促進教學實務的改進與教學情境的改善。行動研究過程中，隨時反省分析限

制，修正研究問題的假設與方法，以適應實際狀況的需要，進行適切的改善。

同時，此行動研究的價值，側重於實際對學生誘發學習興趣的改善程度，可能

無法明確對應於學生知識量增加的多寡。最後，結果除了教學實務情境獲得改

進，同時也使教學工作者透過研究過程培養多方向角度瞭解實際問題情境的經

驗與應變能力，協助發展專業知識技能，促進專業成長。 

D. 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 

計畫將以敘述性記錄、學生作業、學生學習心得表單、學生課後問卷，觀察學

生學習成效與後續追蹤學習誘因機制是否建立改善。 

E. 研究分析方法 

研究假設包括兩部分: 假設(1)：以全面均衡概念連結經濟系相關課程，加入台

灣資料，強調學生動手做、做中學，達到「學習有成就感」的目標。假設(2)：

引進學者專家示範應用重點，藉由「先上大菜，再學煮菜」的誘因，達到「讓

同學想學」的目標。如上說明，計畫將以敘述性記錄，觀察學生學習成效與後

續追蹤學習誘因機制是否建立改善，質性比對學習過程的困境與滿意度、以及

對於經濟相關議題的興趣、與未來修課規劃。外加觀察同學於課堂實做與參與

的表現，以及問卷或訪談其對課程的滿意度與建議，提供教師未來教學的改善

建議。  

3.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這個計畫僅是以「先上大菜再學煮菜」的想法，目前國內外不能確定有以 SAM

為內容的大學部課程與教材，我們以兩部分教學課程設計，希望能「提高學生

學習誘因」，改善教學現況。這符合劉唯玉(2018)匯整的「所有行動研究有兩個

基本目標：改進和參與。教學行動研究旨在改進三個方面：改進教學；提高教

學者對自己教學的理解；改進教學的環境或條件。提出參與的目的則是肩並肩

的達到改進教學的目標」。因此，這份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人著眼於教學現況

改進的必要，第一部分邀情學生做中學，第二部分邀請業界專家參與引導，肩

並肩的達到「提升學生學習誘因」的教學目標。 

(2) 學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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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課堂、參訪、演講與期末時段，陸續詢問同學的學習心得與計畫科目是

否達到預期目標、以及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茲分兩種學習方法(學生做中學參

與、以及改進教學環境引進產學示範)、與三次回饋彙整如下： 

i. 課堂做中學的學習回饋： 

學生以 excel 軟體學習 SAM 表定義、彙整與政策產生的簡單乘數效果。我們於

上完課程講解課後，請同學在網路 ZUVIO 回答 (具名)：至目前為止，相對於

其他經濟系課程，你覺得你在 SAM 課程裡面學到什麼?或請說明相關的學習心

得。。 

學生的答覆彙整如下三點: 

a. 對各項要素部門等交易流向更加清楚 

社會會計矩陣具體呈現生產流程圖，由 IO 表擴充至 SAM 表，是學生從未見過

的資料表達方式，可以一次看出總經產出面、支出面、所得面的結構，各產業

互動的程度、商品及金錢的流向，以及總結各產業的總成本與總產出。這堂課

可以學到各個部門的資源與金錢流向的數據。 

b. 自己動手做，經濟名詞變具體又有成就感 

一般的經濟課程都是坐在教室裡面看著投影幕聽老師上課然後再抄抄筆記，這

堂課和其他理論的課程大不相同的是，學生必須自己從現有的資料，如產業關

聯表等等不同的表格，以親自實作的方式，一步步的做出社會會計矩陣，再透

過上課學習的解讀方法，瞭解產業與產業，甚至是家戶、企業及消費者間的互

動關係，非常有趣也很實用，讓人耳目一新! 透過 excel 表格處理經濟上的數

據，感覺之前學過的名詞都立體了起來，也很有成就感! 

c. 由 SAM 在政策上的應用，得知經濟分析可以與實務相聯結 

由 SAM 表矩陣運算，可以得知某些產業變數或政策變動後對所得改變的乘數

效果，依據不同要求面向，判定哪個政策才是最效，這類經濟政策分析是挺實

用的學習過程。以電腦實作的學習更可以省下計算的時間，比起紙上談兵，我

更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以及教學內容，這是多元有趣的課程。 

ii. 邀請業界專家參與引導: 

有關中華經濟研究院參訪部分，修課學生們都很高興能實際走訪。心得回饋單

彙整如下 3 點: 

a. 研究員們細心的報告與補充，讓同學們能更好的理解一些較不熟悉的名詞，

幫助串連起以前所學的理論。也認知了自己的不足，對於理論模型基礎或財

經軟體運用，都將繼續努力念書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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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得知有研究機構專門使用上課用過的理論，進行政策研究，數據分析，並提

供政府建言。有同學好奇學者分析年金改革、基本工資調整政策影響整個經

濟體時，如何逐漸思考做出模型，具體採用數據分析，估算模擬經濟體可能

的變化，具體實用且有趣。 

c. 之前同學會以為經濟系讀完之後只能當教授或到銀行、債券等金融機構上

班。這次得知執行經濟政策分析的智庫，也能學以致用，是經濟系畢業後可

以發展的方向。並希望能成為具有經濟專業及豐富的知識，對台灣經濟發展

能有幫助的研究。 

(兩次到校演講因為採用英文演講，學生似乎無法有更多的理解與吸收，

因此對於這類新議題，未來仍須避免高估同學的英文程度。) 

iii. 課程結束當週請同學填寫「社會會計矩陣的建構與應用」課後問卷  

用於檢討課程設計與成果，問卷請就課程內容與自我學習面向，分三面向列出

問題：修課前：過去經濟學的學習經驗；SAM 課程的學習；未來學習規劃與想

像，數字大者表示越同意該敘述。不具名、但要求註明年級。大致分析後，有

以下兩項主要結論 (部分意見同上，不再累述)： 

a. 如課堂設計與預期，同學在「課堂上 excel 的操作讓學習更具體有效果」、

「中經院參訪讓我知道中經院智庫的角色與經濟分析在政府決策的重要

性」、「動手做有助於我的學習動力」都給予相當高的分數與評價。 

b. 高年級學習成效越明顯，學習滿意度也越高。三年級可能是最適合選修這堂

課的年級，除上述問題給予高分，也表示「對於指導的內容不太明白,我會

主動請教老師或助教」。大二尚未具有修習此課的基本程度(也可能與修課同

學程度有關)，修課很吃力，也因此對自己學習滿意度、未來課程規劃與提

高未來學習興趣等分數也未盡理想。因此，提供課程（上菜）時間需適中，

並非提早上菜就可以提升學生眼界與興趣。 

 (3) 教師教學反思 

根據教學現場與以下學生回饋的彙整，個人覺得起始點已經任學生體會到「使

用上課用過的內容來進行研究，並且對政策進行分析並給政府建言，覺得總算

學的東西真的和實際上有相關」 

「就算不知道現在學得有沒有用，但以後一定會有需要它的時候。而且體悟到

現在所學只是龐大智庫中的一小部分，或是很基礎的理論背景，像是整學期在

學的 SAM 表只是模型中其中一個概念，也發現要做出一個總體指標的預測或

是政策的評估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及很多資料才能完成。」 

不過，期末希望學生能自己多投入彙整 SAM 表時，則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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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依賴老師提供唯一的作法與正確的答案。如果沒有很明確的指示，大部分

學生容易因為沒有立即答案而受挫，並沒有如我們希望的，藉由搜尋主計處資

料，而多理解台灣的資料。不過也有少數學生根據已經找到的資料，詢問缺少

的部分，這是值得稱許之處。不過，約一半學生仍不喜發問、比較被動，即使

課堂報告與最後繳交成果時卡關，似乎也無意願繼續努力，直到教師多次要求

與提供更明確答案，才能完成基本表單。部分學生對於未來是否會用到與投入

的報酬率，選然還是有其現實考量。未來可能在指導與放手之間，還需要在教

學現場多觀察、思考與規劃。 

另外，學生也反應我們著重實作，並老師細心帶領 excal 表格創建 SAM 表，透

過實際操作讓我們更加了解 SAM 表中每個部門的金錢或商品的流動所代表的

意義。 

由以下學生回饋才得知一位大二學生因為只修過總經上（可能是不及格），所以

覺得吃力跟不上進度，但課堂中大多數同學都主動問問題，並未見有學生反應

速度過快，倒是常見做完同學拿起手機開始做起自己的事情。因此，單純以

「先上大菜」讓學生早些見識為著眼點可能也未必正確，因為學生若無一定基

礎，即使上菜也未能消化，未來選修課可能可以是大三上學期，或至少需要學

生須先通過大二上學期總經，有基本 GDP 三種相通計算方法的概念，以及其他

產業相關科目概念，才能串聯學習。當然，如一位大四同學所言，稍後上菜未

能讓部分早日學用迷惘的同學及時知道經濟學強調架構學習的重要性。最後，

教學反思還是顧及兩方面:一方面需要各科教師盡量於課堂中連結實務，但另一

方面同學還是需耐心學習，等到各科具備基礎概念，方能逐漸拼湊得見經濟學

架構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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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1) 電子書平台的連結、帳號與密碼 

教學平台的入口：https://boocs.ndhu.edu.tw/ndhu 

課程入口：https://boocs.ndhu.edu.tw/class/54 

課程帳號：hungcy 

課程密碼：hungcy 

 

 

 

 

 

 

https://boocs.ndhu.edu.tw/ndhu
https://boocs.ndhu.edu.tw/clas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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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 

「社會會計矩陣」與政策模擬分析課後問卷  

（不具名。用於檢討課程設計與成果，請同學據實回答，謝謝） 

年級： 

請以文字說明:某個產業的改變(如陸客來台人數減少)，會帶來哪些影響  

 

(3) 請就課程內容與自我學習面向，在適當的□內打“ｖ” 

 

數字大者表示同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無
意
見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7 6 5 4 3 2 1 

一、修課前：過去經濟學的學習經驗 

1. 修課前，了解產業之間與各個市場

之間彼此有所關聯  
□ □ □ □ □ □ □ 

2. 修課前，知道三種 GDP 算法背後的

概念 
□ □ □ □ □ □ □ 

3. 經濟學課程太理論抽象，學習時我

經常不明白它如何應用(實用性) 
□ □ □ □ □ □ □ 

4. 經濟學雖然偏重理論推導，但學習

之後我的邏輯分析能力日漸進步 
□ □ □ □ □ □ □ 

5. 經濟學理論與統計資料分析，好像

是兩回事 
□ □ □ □ □ □ □ 

6. 我理解沒有理論基礎的統計分析可

能會造成錯誤推論 
□ □ □ □ □ □ □ 

7. 如果我有學到東西是因為課程內容

有趣吸引人 
□ □ □ □ □ □ □ 

8. 如果我有學到東西是因為課程內容

實用 
□ □ □ □ □ □ □ 

9. 如果我有學到東西是因為我投入更

多學習時間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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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課堂上只要有空檔，我就拿起手機 □ □ □ □ □ □ □ 

11. 課堂上用手機會造成分心與錯過部

分學習內容 
□ □ □ □ □ □ □ 

12. 我滿意目前的學習狀況與學習成果 □ □ □ □ □ □ □ 

二、SAM 課程的學習 

13. 修課後，我更具體了解產業與產業

之間彼此的供需關聯 
□ □ □ □ □ □ □ 

14. 修課後，我能夠由 IO 表、SAM 表

觀察某個產業的改變，對其他產業和

部門有連帶的影響 

□ □ □ □ □ □ □ 

15. 修課後，能夠由 SAM 表觀察三種

GDP 算法的概念 
□ □ □ □ □ □ □ 

16. 我認為課堂上老師對 IO 表與 SAM

表的介紹很清楚 
□ □ □ □ □ □ □ 

17. 我覺得單純依賴老師講述，我對

IO 表與 SAM 表的認識仍會有所不足 
□ □ □ □ □ □ □ 

18. 我覺得課堂上 excel 的操作讓學習

更具體有效果 
□ □ □ □ □ □ □ 

19. 中經院參訪讓我知道中經院智庫的

角色與經濟分析在政府決策的重要性 
□ □ □ □ □ □ □ 

20. 雖然我不會政策模擬分析，但經由

兩場演講，我更理解經濟理論的應用

層面：實務上有助於政策的分析 

□ □ □ □ □ □ □ 

21. 利用 SAM 與 CGE，可以模擬政策

分析有助經濟成長的政策 
□ □ □ □ □ □ □ 

22. 利用 SAM 與 CGE，可以模擬政策

分析有助所得分配的政策 
□ □ □ □ □ □ □ 

23. 我覺得學習記錄有助於釐清我當日

的學習內容與彙整心得 
□ □ □ □ □ □ □ 

24. 我覺得 SAM 表製作分組報告有助

於我理解資料整理的流程與重要性 
□ □ □ □ □ □ □ 

25. 動手做有助於我的學習動力 □ □ □ □ □ □ □ 

26. 對於指導的內容不太明白，我會主

動請教老師或助教 
□ □ □ □ □ □ □ 

27. 這堂課相對於其他課程，因應老師

要求，你投入學習的時間相對的較多

或較少？（其他課程假設為 4，時間較

長：選靠左數字）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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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這堂課相對於其他課程，你「主

動」投入學習的時間相對的較多或較

少？（同上） 

□ □ □ □ □ □ □ 

29. 這堂課相對於其他課程，因投入學

習的時間多，所以受益更多（同上） 
□ □ □ □ □ □ □ 

三、未來學習規劃與想像 

30. SAM 表有助於我理解總體與產業

經濟的分析架構 
□ □ □ □ □ □ □ 

31. SAM 表有助於我理解經濟系各學

科領域之間的關聯性 
□ □ □ □ □ □ □ 

32. SAM 課程有助於我將資料與理論

連結 
□ □ □ □ □ □ □ 

33. 因為 SAM 課程，我覺得經濟分析

頗為實用 
□ □ □ □ □ □ □ 

34.上過 SAM 課程後，我更知道學習

經濟分析的優勢 
□ □ □ □ □ □ □ 

35. 上過 SAM 課程後，更能提升我學

習經濟學的興趣 
□ □ □ □ □ □ □ 

36. 上過 SAM 課程後，我會更投入學

習經濟學的課程 
□ □ □ □ □ □ □ 

37. 依據目前規劃，我未來的工作即使

沒有經濟學學位也沒有關係 
□ □ □ □ □ □ □ 

38. 我目前規劃未來職涯與經濟所學密

切相關 
□ □ □ □ □ □ □ 

請寫下您對本課程的建議 

繼續維持: 

 

 

 

需要改進: 

對於學習動力，請寫下您對自己的期許與或對學弟妹建議 

 

謝謝大家選修這門課，謝謝大家的投入，也祝大家熱愛學習、學習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