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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的 

在當今快速變化的社會和科技環境中，⼤學新⽣⾯臨著從⾼中到⼤學的重⼤轉變，這不僅是
學習環境和學習⽅式的轉變，更涉及到學⽣對於專業知識的認識和學習動機的建立。特別是
對於科技相關專業，如光電科技，學⽣往往在入學初期對於專業課程缺乏⾜夠的認知和興
趣，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成效。因此，如何在⼤學新⽣階段就培養學⽣對專業知識的興
趣和學習動機，成為了教育者⾯臨的⼀個重要挑戰。 
本研究旨在透過創新的教學設計和教學⽅法，特別是結合「UbD理解逆向課程設計」和「合
作學習」策略，來提升⼤學新⽣對光電科技概論這⼀⾨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興趣和動機。逆
向課程設計強調從結果出發，明確課程學習⽬標，並設計相應的學習活動和評估⽅法，使學
⽣能夠明確地了解學習⽬標和期望達成的學習成果。合作學習則旨在透過⼩組合作的⽅式，
促進學⽣間的互動和交流，以提⾼學習效率和團隊合作能⼒。本研究將探討這些教學策略在
光電科技概論課程中的應⽤效果，包括學⽣對於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學習動機的提升，以
及團隊合作能⼒的增強。 
具體來說，本研究的⽬的包括： 
• 探討UbD理解逆向課程設計在光電科技概論課程中的應⽤，並評估其對於學⽣學習成效的

影響。 
• 研究合作學習策略在促進學⽣間互動和提升學習動機⽅⾯的效果，以及其對於學⽣團隊合

作能⼒的影響。 
• 分析結合逆向課程設計和合作學習策略對於提升⼤學新⽣對專業課程興趣和學習成效的綜

合效果。 
通過本研究，期望能夠為⾼等教育中專業基礎課程的教學提供新的思路和⽅法，特別是在提
升學⽣學習動機和學習效果⽅⾯，探索和確定有效的教學策略。透過結合UbD理解逆向課程
設計和合作學習，本研究將有助於培養學⽣對專業知識的深入理解，提升他們解決問題和批
判性思考的能⼒。此外，通過⼩組合作學習的實踐，學⽣將學會如何在團隊中有效溝通、協
作和領導，從⽽增強他們的團隊合作能⼒和社交技巧。 
此研究亦旨在透過實證研究的⽅式，評估教學策略的實際效果，從⽽為未來教學提供科學依
據和改進⽅向。 

⼆、教學設計與實施 

本課程採⽤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理解逆向設計）原則，以學習成果為導向，
明確定義學習⽬標，從結果逆向規劃教學活動。結合合作學習策略，旨在促進學⽣主動參
與、深化理解並提⾼學習成效。教學設計圍繞以下三⼤核⼼元素： 

1. 明確學習⽬標：根據光電科技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要求，制定具體、可衡量的學習⽬
標，包括學⽣對光電基礎理論的理解、實際操作技能的掌握以及解決問題的能⼒。 

2. 設計有效教學活動：根據學習⽬標設計教學活動，包括理論講授、⼩組討論、案例分
析、實驗操作等，重視學⽣的主動參與和互動交流，⿎勵學⽣在實踐中學習和應⽤光電科技
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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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化評估⽅式：採⽤形成性和總結性評估相結合的⽅式，通過階段性考核、⼩組報
告、個⼈作業、實驗操作等多種⽅式評估學⽣的學習成果，確保評估⽅式與學習⽬標相匹
配，公正、全⾯地反映學⽣的學習狀況。 

教學實施步驟 

1. 課程導入：⾸堂課介紹課程架構、學習⽬標和評估標準，並對UbD教學法和合作學習策略
進⾏說明，確立學習預期和課程規範。 
2. 理論教學與互動討論：通過多媒體講授光電科技的基礎理論，並穿插⼩組討論，促使學
⽣對知識點進⾏深入探討和理解。討論環節可涉及最新科技動態、⾏業應⽤案例等，提⾼學
⽣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度。 
3. 實驗操作與實踐：設計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實驗活動，引導學⽣在實驗室中進⾏光電元件
的搭建、測試和數據分析等實踐操作，強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4. 合作學習項⽬：學⽣分組進⾏主題研究或項⽬開發，通過團隊合作完成特定的研究任務
或創新項⽬。期間，教師提供指導和反饋，幫助學⽣提升問題解決能⼒和團隊協作能⼒。 
5. 課程總結與反饋：課程末期進⾏總結，回顧學習內容，強化核⼼知識點。同時，收集學
⽣對課程的反饋，包括教學⽅法、學習資源和教學效果等，為課程持續改進提供參考。 

通過上述教學設計與實施步驟，本課程旨在提供⼀個互動式、實踐導向的學習環境，幫助學
⽣全⾯理解光電科技概論，激發學習熱情，並培養實際操作能⼒和團隊合作精神。 

三、教學成果與評估 

在我們對剛踏入⼤學校⾨的學⽣進⾏的⼀系列統計調查中，我們得以洞悉他們在學習習慣、
背景知識以及專長技能⽅⾯的分佈情形。從這些數據中發現，學⽣們在接受新知與採納新型
教學⽅法上顯⽰出了相當程度的熟悉。具體來說，幾乎全部的學⽣有過線上教學的經驗，⽽
88.7%的學⽣曾參與翻轉教室的學習⽅式，顯⽰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的彈性，這也是後疫情
時代的學習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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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背景為我們提供了⼀個基礎，使我們能夠在教學策略上更加精細地調整，以符合學⽣
的學習偏好。例如，近半數的學⽣（44.3%）曾經使⽤⼼智圖⼯具來輔助學習，這反映出視
覺化⼯具在幫助學⽣組織和理解新資訊上的效果。⽽在合作學習也有27.8%的使⽤經驗，顯
⽰此⽅法是現在廣為使⽤且有效的策略，此部分結果在推動此計畫有正⾯的助益。 
從提供的學習平台使⽤調查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眾多線上學習資源中，TED以57.7%的
使⽤率脫穎⽽出，顯⽰其在學⽣中的廣泛受歡迎和認可。TED的吸引⼒可能在於其豐富的知
識分享和靈感激發，這與⼤學新⽣對於探索新觀點和學習新知識的需求相吻合。⽽其他平台
如Coursera和Hahow則分別有5.2%和4.1%的使⽤率，顯⽰雖然這些平台提供了專業的學習
課程，但在新⽣中的影響⼒相對有限。整體⽽⾔，這些數據反映了學⽣在線上學習資源的使
⽤偏好，也為未來教學資源的選擇和教學設計提供了指導。 

⽽在常⽤軟體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學新⽣中，Microsoft Office 套件中的 
Word 和 PowerPoint 的使⽤率非常⾼，分別達到了85.6%和81.4%。這反映出學⽣們對於
⽂書處理和簡報製作的⼯具的熟悉度，這顯⽰出⾼中端對於電腦資訊能⼒的培養。然⽽，對
於科學和⼯程學⽣⽽⾔⾄關重要的 Excel 試算表⼯具，卻只有約⼀半的學⽣表⽰使⽤過，這
可能暗⽰了對於數據分析和統計處理能⼒培養的需求。⾄於程式語⾔，不到20%的學⽣使
⽤過，這點與新課綱的⽅針不合，顯⽰這⼀群學⽣處於中間過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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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動式學習⼯具⽅⾯，Kahoot 作為⼀個互動問答平台，有近三成學⽣使⽤過，這顯⽰了
互動學習⼯具在提升課堂參與度中的潛⼒。社群媒體的使⽤則更顯⽰了當代學⽣的⽣活風
貌，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都有極⾼的使⽤率，特別是 YouTube 達到了
92.8%，這可能與這些平台提供的豐富娛樂和學習資源有關。另外，⼿遊類應⽤的⾼使⽤率
與主動答題率也透露了學⽣在娛樂選擇上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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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學兩週後針對學⽣的學習狀況做調查，學⽣對於⼤學⽣活中不同學習⽅法的效果給出了
他們的看法。數據顯⽰，動⼿操作型的學習⽅法，如⼯作坊，得到了最多學⽣的肯定，顯⽰
出實作型學習活動在提升學習效果上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傳統的聽講式學習⽅法得到的正
⾯評價較少，這可能反映了學⽣更偏好互動和實踐的學習⽅式。 

影⾳學習，作為現代學⽣常⽤的學習⼯具，獲得了中性的反饋，這可能意味著學⽣對此類資
源的吸收和學習效果有着不同的體驗。此外，結果還顯⽰出⼤部分學⽣屬於被動學習者，這
可能指學⽣在學習過程中較少主動尋求資源和知識，提⽰教師和教育設計者應該更加關注學
⽣的學習偏好，並在課程中融入更多實作和互動元素。


根據前測的結果與調查，展開此計畫的課程操作，其中透過三場⼯作坊並⽤合作學習的模式
來提⾼學習動機。此⽅法強調學⽣之間的互動和協作，⽬的是通過⼩組合作達成共同的學習
⽬標。在這種模式下，學⽣不僅要學會課程內容，還要學習如何有效地與他⼈溝通、解決問
題和共同⼯作，這三個⼯作坊為： 

• 藍曬與製程⼯作坊： 
這個⼯作坊讓學⽣親⾝體驗藍曬技術，這是⼀種古老的攝影印刷技術，利⽤光敏化學物質和
紫外線光源來製作圖像。透過實際操作，學⽣不僅學習到藍曬的科學原理，還能瞭解到舊式
攝影技術與現代技術的對比，從⽽加深對化學和光學基本概念的理解。 

• 科學史哲與李約瑟難題⼯作坊： 
此⼯作坊探討了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中的重要問題，尤其是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難題是指為何
中國的科技發展在某⼀時期之後似乎停滯不前，⽽歐洲卻迎來了科技和⼯業的⾰命。學⽣在
此⼯作坊中通過閱讀、討論和批判性思考，學習如何分析科技發展的多種影響因素，這對培
養他們的歷史意識和科學思維能⼒具有重要意義。 

• 拆解液晶顯⽰器⼯作坊： 
在這個⼯作坊中，學⽣通過拆解⼀台液晶顯⽰器來瞭解其⼯作原理和組件。學⽣有機會親⼿
拆解液晶顯⽰器，這不僅讓他們能夠直觀地理解這些常⽤設備的結構和⼯作原理，⽽且還能
深入學習到偏振光的性質及其在顯⽰技術中的應⽤。這部分涉及液晶分⼦的排列和偏振光的
控制，這是實現圖像顯⽰的關鍵。通過實際的拆解過程，學⽣能夠親眼⾒到並操作液晶顯⽰
器中的偏振片，此外，學⽣也會接觸到顯⽰器的技術規格，例如解析度、對比度、亮度、刷
新率以及⾊域等。學⽣不僅能夠從技術⾓度評估顯⽰器的性能，還能夠理解這些性能背後的
物理原理。 

這份問卷調查的圖表顯⽰了學⽣對於三個不同⼯作坊的偏好程度。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液晶顯⽰器(LCD)拆解⼯作坊的偏好度顯著⾼於其他兩個⼯作坊，這反映了學⽣對於涉
及現代科技和實際操作的學習活動有著更⾼的興趣。相對來說，藍曬與製程⼯作坊以及科學
史哲與李約瑟難題⼯作坊的受歡迎程度相對較低。這可能是因為液晶顯⽰器拆解⼯作坊提供
了直接與當代科技互動的機會，並且可能與學⽣的⽇常⽣活和未來職業道路更為相關。 

/6 8




7
從學⽣對於「光電科技概論」這⾨課程的反饋來看，整體的結論是學⽣們普遍感到課程比預
期中的有趣和充滿驚喜。多數學⽣原本預期會⾯對⼀⾨內容沉重、理論密集的科⽬，但課程
的實際運作以有趣和互動的⽅式出乎他們意料。學⽣們讚賞課程豐富和多元的授課⽅式，其
中⼀些學⽣特別提出他們喜歡上課中的活動和實作環節。 
雖然有學⽣建議提供講義和簡報以更好地吸收知識，以及有對於長時間上課感到座不住的反
饋，但這些問題並未影響⼤部分學⽣的整體正⾯評價。此外，有學⽣提到課程中實際操作和
⼿作的部分增加了課程的吸引⼒。 
綜上所述，這⾨課程似乎成功地在保持學術嚴謹性的同時，加入了⾜夠的趣味性和實踐性，
從⽽提升了學⽣的學習體驗，激發了他們對於光電科技主題的興趣和參與度。 

四、反思與建議 

透過精⼼的課程設計，我們達到了顯著的教學效果。課程前期的調查讓我們了解到學⽣偏好
互動式的教學⽅法，因此我們結合了⼯作坊的形式來提升學習的參與度，這種做法取得明顯
的成功。⼯作坊的實施不僅增強了學⽣對於光電科技概念的實際理解，也提⾼了他們的參與
熱情和學習動⼒。 
通過分組合作學習的⽅式，我們創造了富有成效的學習經驗，使學⽣在⼩組互動中學會了溝
通、協作、解決問題的技巧，這些技能對於他們的整體教育和未來職業⽣涯都是⾄關重要
的。這種學習模式不僅使學⽣從被動接受知識轉變為積極參與和探究，⽽且還培養了他們的
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 
然⽽，我們也認識到課程中仍有改進的空間。例如，對於⼀些學⽣來說，上課時間過長可能
會導致注意⼒分散，未來可以考慮將長時間的課程分成更短的時段，或者在課程中穿插更多
活動來維持學⽣的注意⼒。此外，為了更有效地促進知識的吸收，可以提供更多的學習資
源，如講義或簡報，以幫助學⽣複習和鞏固課堂所學。 

在對「光電科技概論」課程進⾏的教學實踐研究中，我們設定了三個主要⽬標。以下是對這
些⽬標的反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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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UbD理解逆向課程設計的應⽤： 
反思： 
我們發現，UbD逆向課程設計⽅法有助於清晰定義學習成果，並根據這些⽬標來規劃
課程內容和活動。學⽣對這種結果導向的學習⽅法給予正⾯的回應，這對於學⽣學習
成效似乎產⽣了正⾯影響。 
建議： 
為了進⼀步提升學習成效，建議持續細化學習⽬標，並根據學⽣反饋調整教學策略。
同時，可以考慮在課程中增加更多的⾃我評估和同儕評估機會，使學⽣能夠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學習內容。 

• 關於合作學習策略的效果： 
反思： 
合作學習策略在促進學⽣之間的互動和提升學習動機⽅⾯發揮了顯著作⽤。學⽣透過
⼩組合作學習，提⾼了問題解決和團隊協作的能⼒。然⽽，也有學⽣反映⼩組⼯作中
存在的參與度不均等問題。 
建議： 
建議實施更細致的⼩組組成策略，以確保各成員平等參與。此外，可以導入⾓⾊輪換
機制，讓每個學⽣都有機會扮演不同的⾓⾊，從⽽促進更全⾯的參與和學習。 

• 關於結合逆向課程設計和合作學習策略的綜合效果： 
反思： 
將逆向課程設計與合作學習策略結合運⽤，對於激發學⽣對專業課程的興趣和提⾼學
習成效具有正⾯影響。學⽣參與度⾼，且對課程內容的滿意度提升。 
建議： 
為了最⼤化這⼀綜合效果，未來的課程中可以考慮增加更多與專業實際相關的案例研
究和實踐項⽬，以及對學⽣學習進度和學習風格的個性化關注。 

通過這次的計畫，我們可以對教學實踐進⾏持續的改進，進⼀步提升教學質量，滿⾜學⽣的
學習需求，並最終達到培養光電領域未來⼈才的⽬標。 

五、結論 

綜觀整個「光電科技概論」課程的教學實踐，我們可以得出⼀個正⾯積極的結論。透過UbD
逆向課程設計和合作學習的策略，這⾨課程成功地提⾼了學⽣對專業知識的興趣、參與度以
及學習成效。學⽣們不僅欣賞課程內容的豐富性和教學⽅法的創新性，更通過⼯作坊和⼩組
活動提升了他們的實際操作能⼒和團隊協作技能。此教學實踐無疑是⼀次成功的嘗試，為未
來的課程提供了經驗和洞察。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探索和實踐更有效的教學⽅法，以培養
出更多具備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的光電領域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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