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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教學導向之廣告課程效果研究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個人教授「廣告與消費文化」時，皆以實務導向進行教學。一方面，藉過去個

人於廣告公司和企業行銷部門工作經驗進行案例分享與探討；另一方面，引入如業

師專題演講、企業參訪、業界案例分享與提案主題練習的方式補充實務內涵。然這

些實務教學仍僅止於片段式接觸，且個人業界經驗已與當前廣告產業現況有所差異。

是故，本計畫企圖深化本課程之業界協同教學與操作，應用課程結合實務的「三明

治教學」精神，實驗並評估此方式在廣告教育的成效。 

    三明治教學法主要應用於技職體系中學校教學與企業實習輪替的培育方式，本

計畫採用其「做中學、學中做」的精神，將本課程設計成「微」三明治廣告課程，由

計畫主持人教授廣告／行銷學理，共同主持人協助實務操作之工作坊安排與模擬提

案，並評估此課程、教材設計及學生學習成效，以作為未來實務導向課程操作參考。

具體目標包含： 

(1) 發展學理結合實務之廣告課程單元設計、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 

(2) 評估此實務導向教學模式之學生學習成效。 

(3)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導向課程設計與操作之建議。 

 

2. 文獻探討 

    廣告屬傳播領域下專業之一，廣告教育所面臨情境實與整體傳播學門教育相同，

以下文獻先就整體傳播領域教學所面臨的挑戰進行討論，而後提出本計畫欲應用之

「三明治教學法」的廣告教學設計方向與目標。 

(1) 傳播教學應為思考能力培育與實踐導向 

    相較人文、社會等領域，傳播（包含：新聞、廣電、廣告等）教育的專

業性較為明顯，因而關於學理或實務教學導向常引發討論（鄭瑞城，1998）

也是領域中長期論辯的問題（Fedler, 1993 轉引自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6），其中部分傳播學者（王石番、陳世敏，1996，轉引自翁秀琪，2001）

認為討論傳播教育的目標應回歸大學教育究竟是學術研究或職業準備的基

本問題，其提出傳播教育應回歸大學學術本質，並兼顧專業養成，同時重

視培養全人通識教育的「三腳模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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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則理想之學術兼顧專業並陶冶全人知能目標仍需落實於課程設計與

內涵。根據過去文獻（如：王石番、陳世敏，1996；翁秀琪、2001；陳韜

文，1999；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6）對傳播教育課程與能力培養討論大致可歸納兩項重點： 

a. 思考能力養成：傳播環境變遷迅速，媒體匯流情境讓個別媒體間

界限已逐漸模糊，故傳播教育不應以媒體作為知識的分類，而是

應「掌握各種資訊工作的『共相』，培養能遊走各種媒體的傳播人

才。」（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117）在此概念下，專注

於單一媒體或型態的技術是無法符合傳播環境的多變與演化；也

因此，思考能力養成就是最核心的培育目標，如同陳韜文（1999）

所指出，出色的傳播工作者在於擁有「高度的分析力與創意、豐

富的知識和有效的表達能力。」 

b. 從實踐中學習：除思考能力外，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

118-124）指出，傳播教育應打破理論與實務知識的二元對立觀，

藉理論知識掌握實務中現象，實務訓練培養策略知識；加上傳播

屬「問題導向」的領域特質，課程應鼓勵情境學習， 透過接近真

實情境讓學生學習知識運用並嘗試錯誤（此亦為鄭瑞城，1998 之

建議）、強化理論教學之問題導向（此亦為陳韜文，1999 之建議）、

增加「個案」課程設計，讓傳播教育以「從做中學」的方式開展。 

(2) 以三明治教學精神設計思考與實踐合一之課程 

三明治教學源自蘇格蘭之職業教育，以三明治吐司與吐司間夾入食物

比喻學校課程與職場培訓之關係，透過「學習-實習-學習」之輪替方式讓學

生在學校學習一段時間後（如：一至二學年）至職場實習三至六個月後再

回到學校學習，其重點在理論與實務緊密結合，讓學生一方面能在實習過

程印證／應用所學；另一方面回到學校後也能檢討反思實務經驗，在循環

中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目標（詳參陳淑玲、洪錦怡、鄭靖國，2006：

268-273）。  

此教學法除學用合一的功能外，合作企業也能建立良好公關、增加實

習人力協助與潛在雇用對象等（Bailey, 1995，轉引自 Santiago, 2009）、教師

亦能藉此機會增進對實務工作認識（蕭錫錡、陳甦彰，2000 轉引自詳參陳

淑玲、洪錦怡、鄭靖國，2006）。在教學管理部分，行為（實作行為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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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實作工作的成果）與文化（實作文化的學習）為三大重點（詳參溫

嘉榮、陳曉平、馬福洋，2004），且藉持續自我評量與檢討，隨時調整才能

發揮三明治教學的最優效果（陳淑玲、洪錦怡、鄭靖國，2006）。  

不過，國內應用三明治教學法多在技職體系中的學生培育（如：溫金

豐、張菡琤，2007 之觀旅實習案例），目前仍少見高教體系使用此模式進行

人才培育，其最大原因應是高教與技職設立與培育目標差異，然本研究計

畫並非直接採用三明治教學進行廣告人才培育，且以單一學期課程操作也

無法達成真正的三明治課程模式，而是以三明治教學法中「學用合一」與

「做中學、學中做」的精神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達到上述傳播教育所需

的問題導向、個案和情境學習的目標。 

 

3. 研究問題 

    本計畫研究核心是此三明治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研究問題如下： 

本三明治方式之課程設計、教學方式與學生學習模式、學習成效達成情形為何？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計畫應用三明治教學法將本課程分為課程教學穿插實務工作坊與模擬企畫提

案進行，課程結束後也將進行反思與後續輔導，各分項設計詳述如下： 

(1) 課程教學 

    本計畫為配合實務練習課程設計，專業課程主題將分為兩階段，第一

階段為前半學期，課程主要包含基礎廣告／行銷概念與策略企劃工作傳授，

課程內容配合實務案例討論；第二階段則是廣告之媒體類型分析與企劃。

在兩階段中舉辦全日實務（廣告企劃）工作坊，並於期末進行模擬企劃提

案，達到理論與實務並進的效果。1 

(2) 實務練習 

    本計畫實務練習將透過兩種模式進行，詳述如下： 

a. 實務工作坊：以一日工作坊模式，透過問題導向教學法，由業界

實務教師進行教授與指導。安排假日全日進行的原因是，本校地

                                                 
1 原計畫另安排一日實習，然在授課過程中與共同主持人就課程目標與學生學習效果後改為其他相關業界實務

教學；如：媒體企劃、客戶經營管理等主題，並將原本一日實習之重點納入企劃實務工作坊中一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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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花蓮，共同主持人之公司設於臺北，平日往返交通與時間不易

安排，加上為讓此工作坊不僅止於一般實務專題演講，而是同時

進行分組討論與練習，達到更好實務學習效果。 

b. 模擬企劃提案：企劃提案以小組為單位，由共同主持人提供其公

司正執行之實務案例，學生透過全學期所學撰寫一份廣告企劃書

並於期末進行提案競賽，評審由授課教師、共同主持人與領域學

者專家組成，此模擬提案同時搭配一日工作坊活動進行，讓學生

循序漸進學習廣告策略企劃與提案技能。 

(3)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範圍為本計畫主持人於 108-1 所授之「廣告與消費文化」選修

課程，每週 3 小時，共 3 學分，計有 31 名學生修課，以大學三年級學生為

主，本系與外系同學約略各半。為求深入了解課程設計、能力分析、實施

情形、學生學習成效，本研究方法包含校方提供之教學評量結果、為實務

課程設計之問卷調查、期末焦點訪談與學習成效分析（課程參與、作業表

現）等，以多重研究方法進行逐步分析與討論。簡述如下： 

a. 校方教學評量：藉校方期末教學評量結果了解學生學習滿意程度、

自我學習評量和修習本課程後心得及建議（請參考附件一本校教

學評量問與結果）。 

b. 課程問卷調查：因校教學評量問卷並無針對特定課程設計，本研

究同時自行設計問卷深入調查學生學習成效。問卷主針對實務課

程教學回饋，包含：「課程對學習幫助程度」、「課程對知能養成的

幫助」與「對課程具體建議及學習成果分享」等面向，問卷採自

願性參與和紙筆填答方式進行（請參考附件二問卷量表）。 

c. 焦點團體訪談：課程於期末徵求學生參與焦點訪談，共有 10 位同

學參與。訪談內容包含：課程設計方式、師生互動情形、實務課

程與操作、學習情形、作業評量等議題，深入瞭解教學進行過程、

學生需求與困難以及未來課程建議（請參考附件三訪談大綱）。 

d. 學習成效分析：因學習成效評量本是多元複雜，不能只靠成就測

驗決定（楊玉麟，2006 轉引自黃添丁，2015）；故同時透過多元方

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如：課程參與、作業成果等），確保課程教

學品質並促進申請者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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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以下就計畫安排之實務工作坊、模擬企劃提案、校方教學評量與問卷調查結果

進行說明（焦點團體訪談與學生學習成效將併入教學反思與學習回饋討論）： 

a. 實務工作坊：本工作坊安排於課程之廣告企劃單元之後，學生大

致已經過第一階段課程之基礎廣告、行銷與企劃概念學習。工作

坊透過共同主持人協助安排，由其公司負責期末模擬提案客戶之

小組經理與業務專員執行進行指導，工作坊上午課程先由業務專

員向同學說明企劃執行流程之基本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等工作；

下午則由小組經理教授企劃策略擬定、企劃書撰寫等，過程以步

驟化方式教學，同學們亦就其期末提案小組所準備之情境分析結

果進行討論，並可直接向講師們請教相關企劃操作問題。 

b. 模擬企劃提案：如前述，模擬企劃提案以共同主持人公司正執行

之案例作為主題（本次為肯德基），學生以小組方式於期中完成企

劃案之情境分析（全班共分為六組），期末完成完整企畫案並於最

後一堂課程進行提案比稿簡報，由授課教師、共同主持人、領域

學者（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王紹蓉教授）擔任評審，

最後選出最優秀一組以及最佳創意組。一方面，作為一學期課程

所學之總體性練習與評估；另一方面，亦讓同學練習並感受正式

提案簡報情境。 

c. 校方教學評量：本次教學評量普遍良好，尤在「據學生反應，隨

時修正教學方式」、「符合教學目標」及「評量客觀公正」得分最

高；且相較過去同課程評量成績亦為最高（詳如下表 1），雖不同

學年度比較基準不同，但實反映此教學模式讓學生有正面回饋。 

 

                    表 1：廣告與消費文化課程修課人數與評量總覽 

學年度 課程名稱 人數 評量成績 

108-1 廣告與消費文化 31 4.61 

106-1 廣告與消費文化 22 4.55 

104-1 廣告與消費文化 39 4.39 

103-1 廣告與消費文化 22 4 

102-1 廣告與消費文化 2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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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課程問卷調查：根據問卷回饋（以李克特量表，從 1 = 非常不同

意至 5 = 非常同意進行測量），在一日實務工作坊部分，學生皆對

實務教學有高度肯定，整體而言給實務老師有著正面評價（4.82）；

認為實務老師準備充分（4.79）；教學有重點、有系統（4.79）；與

同學們亦互動良好（4.72）。 

(2) 教師教學反思 

a. 課程教學：如過去本課程授課模式，課程教材著重與實務相關的

廣告案例討論，以過去個人實務經歷或當前有趣的行銷案例帶入

主題，同時選擇相關議題／媒體之廣告作為課程輔助教材；在教

法上，著重互動對話，因重視案例討論，故授課時並不固定於講

桌前，以走動方式加入課程，隨機抽點學生進行發言討論，活絡

課程氣氛且增進學生學習效果。與過去不同的點在於，因本次計

畫與共同主持人密切合作，共同主持人也協助提供相關案例作為

課程講授之教材，以豐富課程內涵。 

b. 課程練習：課程以實務為導向，目標是讓學生除了解廣告產業與

製作流程，並能實際操作與練習廣告策略企劃、廣告創意發想與

媒體購買計劃等工作，因此也設計與授課單元連動之作業與活動，

同時在本課程之數位學習平台（東華 e 學苑）放上表現優秀的作

業供其他同學觀摩學習（請參附件四優秀作業範例）。 

c. 實務協同：如上述，課程透過共同主持人協助安排一日實務工作

坊與期末模擬企劃提案。學期開始前和學期間主持人和協同主持

人共同確認執行細節與安排，而同學們對業界教師授課反應良好；

不過，畢竟工作坊業界老師僅透過溝通了解課程安排和課程講授

重點，未能也無法實際跟課；因此，也發生部分講授內容重複情

形，此為未來協同授課時需要再思考如何精進與更加融合之處。 

(3) 學生學習回饋 

a. 學習動機：業界協同教學確實引發較高學習動機，學生們指出，

少有課程能如本課程邀請多位業界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並肯定業

界教師對學習內容、學習興趣、學習效果的幫助；不過，亦有學

生反應期能增加更多與業師的深度互動，以及授課教師與業師如

何能有效搭配彼此授課內容，讓學習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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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習成效：業界協同教學亦促進學習效果，尤其整日的工作坊，

讓學生能透過步驟化詳細說明，完整認識廣告企劃流程與執行重

點，同時輔以實務案例，更能知道廣告創意背後的策略設定；不

過，亦有學生反應，雖能深入認識實務操作，但課程所進行的模

擬企劃案與實際操作在資源上、深度上或個人能力上仍有落差；

因此，仍需更多針對個人能力與學習情境之細部指導與協助。 

6. 建議與省思 

(1) 以三明治教學精神，促進學習動機成效：本課程結合實務教學之三明治模

式確實引發學生更好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然本課程僅為一學期，操作模式

與長期實習不同，許多細部設定仍待調整（尤其是課程授課如何與實務教

學緊密結合部分），以發揮業師傳授和實務模擬之功能。 

(2) 結合短期密集訓練，發展彈性課程教學：本次一日實務工作坊操作備受學

生肯定，尤在步驟化教學和業師直接密集指導上對學習最具成效，未來實

務導向課程應可朝向不受學期每週固定排課限制，發展出一日或多日短期

密集練習模式進行。 

(3) 協助業師授課準備，提升理論實務融合：相較授課教師熟悉學校課程運作

並固定與學生相處，雖在學期前和學期間皆與業師溝通相關課程設定和安

排，然業師可能需要更多與學生磨合時間；因此未來授課教師與業師應深

度交換彼此經驗，以加深理論與實務融合的教學方法。 

(4) 以本計畫經驗為基，開跨域磨課師課程：計畫主持人已利用本次實務課程

教學經驗，與校內管理背景教師、共同主持人一起合作完成跨領域、實務

結合之磨課師課程（廣告策略取企劃實務，如下圖），並於 2020 年 8 月開

課，未來除精進實體授課之實務教學外，亦持續發展廣告實務線上教學。 

 

圖 1：廣告策略與企劃實務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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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附件一：本課程教學評量 

            

  

108/1/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學三

/LCI_35800 /廣告與消費文化/黃毓超  分數:4.61 
 

  

            

  

壹、課堂學習的情形 
 

       

            

  

一、對於授課教師之教學

意見 
 

        

  

題

號 
題目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分 平均 填表 

人數 

1 本課程上課內容符合課程

的教學目標 
0 0 1 11 17 132 4.55 29 

2 本課程內容安排有組織、

有條理 
0 0 3 9 17 130 4.48 29 

3 本課程內容與安排依據我

們的程度與需求而設計 
0 0 3 10 16 129 4.45 29 

4 老師能採用適合而多元的

教學方式 
0 0 3 9 17 130 4.48 29 

5 老師很重視我們的反應，

並能隨時修正教學方式 
0 0 1 10 18 133 4.59 29 

6 老師講課深入淺出，條理

清晰 
0 0 2 11 16 130 4.48 29 

7 老師很鼓勵我們自由發問

及表達意見，學習氣氛良

好 

0 0 4 7 18 130 4.48 29 

8 老師很願意幫助我們解決

學習上的困難 
0 0 2 11 16 130 4.48 29 

9 老師的評量方式能合理反

映出教學重點 
0 0 4 9 16 128 4.41 29 

10 老師的評量方式能客觀公

正的評量我的學習成果 
0 0 2 9 18 132 4.55 29 

11 老師會對我們的學習表

現、考試結果或作業報告

等給予回饋 

0 0 3 9 17 130 4.48 29 

12 老師採用_不_適切而_無_

效的教學方式 
18 4 2 2 3   29 

13 老師能夠按時上課，如有

請假(含出國開會)會安排

調課或補課 

0 1 2 9 17   29 

 

    

            

  

二、自我學習評量 
 

        

  

題

號 
題目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4 我能理解本課程的專業知識 0 0 3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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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能應用本課程的專業知識 0 0 4 9 16 

16 我能根據本課程的專業知識

進行獨立、批判思考 
0 0 4 9 16 

17 本課程讓我學到如何溝通合

作 
0 0 2 10 17 

18 本課程讓我學到如何將理論

與實務連結 
0 0 2 11 16 

19 本課程讓我學到如何解決問

題 
0 0 3 9 17 

20 本課程能提高我修習相關課

程與知識的興趣 
0 0 4 9 16 

21 本課程能激發我繼續探究這

門課程的相關知識 
0 0 5 8 16 

22 有機會我樂意向同學或學弟

妹推薦修讀這門課程 
0 0 2 10 17 

 

            

  

三、學生學習成效 
 

       

  

科目代碼 科目名

稱 
題

號 
題目 能力

指標 

相關

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LCI_35800  廣告與

消費文

化 

25 具備傳播理論及媒體實

務能力。 
2   3 9 17 

LCI_35800  廣告與

消費文

化 

26 具備整合原住民語文及

傳播知能之實踐能力。 
1   4 13 12 

 

 

            

  

四、自加題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題

號 
題目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貳、對本課程的心得與建議 
 

       

            

 

1.對於這門課我最喜歡的

是 
 

        

            

   

給了很多書本之外的實務經驗，每次都很期待上這堂課 
 

 

 

 

業師講座 
 

 

 

 

沒有 
 

 

 

 

榮登入東華以來最滿意的課第一名 老師很用心 課程安排也很扎實 邀清相關專

業的業界人士也很有幫助 對於首次接觸廣告課程的人來說很友善! 整體五星好

評! 
 

 

 

 

無 
 

 

 

 

無 
 

 

 

 

會請講師來分享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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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好 
 

 

 

 

業界講師的分享 
 

 

 

 

無 
 

 

 

 

老師人很好 
 

 

  

            
  

2.對於這門課我的建議是（包括教學內容、方法、評量方式...

等方面） 
 

     

            
  

無 
 

 

 

希望老師可以更早告知學生關於事後作業的事情，真的是問了才知道，自己的作

業被列為沒繳交，何況真的查了很多資料再進行統整，因為資料文獻沒放，就在

報告上寫抄襲的感覺非常不好，如果真的沒有想盡力，也不會打這麼多字的報

告，心情很差，對於這樣被誤會的感覺很不舒服，感覺整個人都被否定了。很感

謝老師請了那麼多講師來，但說真的感覺很多內容重複了，或是感覺很淺談 
 

 

 

無 
 

 

 

沒有 
 

 

 

對於每個小組內有躺分嫌疑的同學可以告誡一下?哈哈 
 

 

 

無 
 

 

 

無 
 

 

 

希望如果作業是沒成績的話，老師可以早點說，不然後面一次補做時間上比較不

太充裕 
 

 

 

無 
 

 

 

讚 
 

 

 

無 
 

 

 

無 
 

 

 

請講師來工作坊 希望可以有休息時間 
 

 

  

  

 

  



13 

 

附件二：本課程問卷量表 

請根據本次業師授課回答以下問題 

項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課程內容能激發我更深的思考與探究      

2.課程內容符合課程所需      

3.課程內容讓我很容易吸收，有助於我的學習      

4.授課老師注意大家的學習反應      

5.授課老師與大家互動良好      

6.授課老師把握重點，並做有系統的介紹      

7.授課老師準備充分      

8.整體而言，我給與授課老師正面評價      

9.此次課程幫助我在此領域的能力      

10.此次課程引發我對此領域的學習興趣      

11.此次課程讓我更了解領域實務知識(如：產業知識)      

12.此次課程讓我更了解領域實務技能(如：工作能力)      

1.覺得此教學活動對學習最有幫助的地方？ 

 

 

 

 

 

2.覺得以提升您學習效益而言，此教學活動可做哪些改變？ 

 

 

 

 

 

3.對此教學活動的整體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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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期末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一、 整體課程學習 

（一）對各單元課程的理解、實務工作的認識。 

（二）對個人增進之相關能力 

（三）希望能學習更多? 

（四）平日學習狀況與經驗 

（五）對整體課程學習的收穫、感想與建議。 

二、 課程設計方式 

（一）課程單元安排、搭配、效果? 

（二）作業設計、幫助學習部分? 

（三）老師講授與實務課程搭配方式? 

（四）一日工作坊的設計、排、學習經驗、效果? 

（五）期末模擬企劃主題的安排、學習經驗、效果? 

（六）如何幫助你學習更多? 

三、 師生、同學互動 

（一）老師授課方式? 

（二）業師授課方式? 

（三）課程間師生、同學間的互動? 

（四）期末分組組員間的互動? 

四、 實務操作練習 

（一）企劃提案能力增進 

（二）期末模擬提案練習情形 

（三）對整體實務學習的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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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優秀作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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