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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陳復 

壹、前言  

研究者基於過去課程教學的侷限性而產生反思，尤其往日講授哲學觀念常令學生

望而生畏，不禁令研究者構思如何更活潑有趣的引領學生思考生命裡某些不可不想的

議題。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是透過具生命內涵課程的教學，藉由引領豐富體驗的

歷程，來讓學生在各級學校教育中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欣賞與珍惜生命，最

終學習包容、接納與尊重他人的生命（林良基，1998）。生命教育的學習目標旨在藉由

整全的規劃與實踐，在校園中構築「3Q」的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3Q」意即

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品德商數（moral quotient）與態度商數（attitude quotient）

這些人文素養，期許學生最終領悟自身與環境的共生關係（蔡培村與武文瑛，2012：

2-3）。台灣生命教育的推動背景，經歸納來自「社會倫常的脫序」、「自殺個案的攀升」、

「教育功能的質疑」、「生命世事的無常」與「虛擬實境的迷惘」五大原因（蔡培村與

武文瑛，2012：10-11），其中第五項自我幻構在科技媒體中，因虛實界限模糊，導致自

我飄然覓不得存在意義最嚴重，亟需教師構思如何從虛擬世界中將青年拉回來面對實

體人生，或教導青年如何善用虛擬世界來展開學習。 

後來研究者開始使用各類視聽教學（audiovisual teaching），這是指在教學過程中

傳遞知識訊息的工具運用視聽媒體來展開，彌補傳統課室教學單向宣講授課的侷限性，

藉由刺激與擴張學生的視聽感受，來增強教學效益。就教學設備而言，各種視聽設備

都可被學校應用於教學，成為教學載體或教學成果，諸如照相機、攝影機、電唱機、

錄音機、幻燈機、放映機、收音機、電視機與光碟機等科技產品，電腦等更被視作各

級學校使用視聽教材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應這些視聽設備的差異，大致或可區隔為視

覺視聽教材、聽覺視聽教材與兩覺綜合視聽教材，視聽教學呈現的型態包括放映、展

覽、表演、參觀與訪問等類，藉由這些多元化的型態，使得視聽教學法深獲學生的青

睞，儘管我們同樣不能忽略其侷限性，並隱藏著知識承載量的問題，從中承認與尋覓



解決的辦法。 

相對於各類傳統知識學門，生命教育在大學實屬新興學術領域，理應跳脫傳統課

室教學，使用更具活潑的教學法來從事教學工作，並且，作為一門綜合型與應用型學

術，生命教育並未侷限於「生命教育」本身狹義的知識探索，就廣義而言，各類傳統

知識學門只要願意帶著生命關懷的角度來討論，裨益人對生命的體會與實踐，都當屬

於生命教育的研究範疇與教學範疇，傳統文史哲領域自然更包括在內。視聽教學在大

學生命教育應用的範圍甚廣，根據研究者的經驗，最主要的型態如藉由擷取影片中發

人深省的片段來從事於生命教育（教），或請學生藉由拍攝微影片或紀錄片來繳交期

末專題報告（學），當然課程中藉由音樂聆賞（表演）或戲劇聆賞（表演）來實施潛

移默化的陶冶，同樣可展開生命教育的教與學，並使得這兩端呈現相互作用的效益，

讓「教中有學」與「學中有教」。 

本教學研究計畫希望藉由具體檢視「王陽明帶你打土匪」這門磨課師的教學成果

與學習成效，從中釐清其對高等教育帶來如何的效益與影響，特別在通識教育領域

中，藉由磨課師來展開跨領域學習，是否能增強知識承載度，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並幫忙學生對自己人生有更清晰的體認，這是本教學研究計畫關懷的重點。在過去三

年裡，研究者看見學習者各有不同的學習困境，包含傳統大學生和非傳統社會大眾，

其背景不同、動機不同，在教學層面給教師帶來的挑戰與回應各有不同。作為這門課

的經營者，如何回應不同學習者的需求，這是研究者想在本計畫中呈現與探討的內

容。本計畫希望具體檢視歷年各學期校內的教學反應問卷與學生自我評量，並再製作

更嚴謹的問卷調查，在研究期程內蒐集與統計學生對該門課的意見，探討這門課在校

內與校外具體獲得的教學成果與學習成效，由於本課程藉由全球網路無遠弗屆的發

展，每學期在校外的學生廣佈於海內外（包括中國大陸、東南亞與美加各國的華

人），據此，有關校外的學生其學習成效與校內的學生是否有學習差異，校外學生來

自不同的年齡、環境與階層，是否能因這門課程的數位學習有益平衡其知識落差，這

兩點同時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如果這些問題能獲得釐清，將能裨益於筆者更精確推

展這門磨課師的教學實踐工作，該教學實踐研究成果並能提供給教育部未來規劃相關

磨課師課程時有具體可供參考的內容，其重要性或可見一斑。 



本課程「王陽明帶你打土匪」突破傳統生命教育課程授課型態，授課內容涉及歷

史學、哲學、管理學與心理學的知識概念，屬於跨領域學習領域，希望藉此打開學生

更寬廣的生命視野，達成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從這個角度出發展開本教學研究計畫，

其研究目的旨在瞭解該課程在經營的過程裡，是否能有效落實其規劃。 

 

貳、研究目的 

藉由具體檢視歷年各學期校內的教學反應問卷與學生自我評量，並再製作

更嚴謹的問卷調查，在研究期程內蒐集與統計學生對該門課的意見，探討這門課

在校內與校外具體獲得的教學成果與學習成效，釐清校內與校外的學生是否有

學習差異，意即本計畫預期探討的對象，包含傳統大學生與非傳統透過網路選課

的社會大眾，可進行課程對不同學生背景的影響，裨益更精確推展教學實踐工作。 

 

參、研究結果 

一、 受訪者人口變項描述 

    本研究共有 43 位受訪者，根據表 3-1，性別方面，男性 25 位(58.1%)，女性 18

位(41.9%)，男生較女生多 7 位(6.2%)。就讀學校方面，東華大學 21 位(48.8%)，宜蘭

大學 20 位(46.5%)，空中大學 2 位(4.71%)，占最高比例的是東華大學，次高的是宜

蘭大學，最低的是空中大學。居住區域方面，中部地區 (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4

位(9.3%)，北部地區 (基隆、台北、新北) 12 位(27.9%)，東部及離島地區 (宜蘭、花

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 13 位(30.2%)，南部地區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5

位(11.6%)，桃竹苗地區 (桃園、新竹、苗栗) 9 位(20.9%)。居住區域占最高比例的是

東部及離島地區，次高的是北部地區，最低的是中部地區。這可能因為選修課程的學

生大多是東華大學與宜蘭大學。身分別方面，一般生 41 位(95.3%)，在職生 2 位

(4.7%)，受訪者身分九成以上是一般生。就讀年級方面，大一 16 位(37.2%)，大二 8

位(18.6%)，大三 13 位(30.2%)，大四 4 位(9.3%)，社會人士 2 位(4.7%)，就讀年級占

最高比例的是大一，大三次之，社會人士最少。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描述 (n = 43) 

人口變項 細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5 58.1 

女 18 41.9 

就讀學校 

東華大學 21 48.8 

宜蘭大學 20 46.5 

空中大學 2 4.7 

居住區域 

中部 (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4 9.3 

北部 (基隆、台北、新北) 12 27.9 

東部及離島 (宜蘭、花蓮、 

台東、澎湖、金門、馬祖) 
13 30.2 

南部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5 11.6 

桃竹苗 (桃園、新竹、苗栗) 9 20.9 

身分別 
一般生 41 95.3 

在職生 2 4.7 

就讀年級 

大一 16 37.2 

大二 8 18.6 

大三 13 30.2 

大四 4 9.3 

社會人士 2 4.7 

          

 

二、教學評量與學習成效同意量表分析結果    

    教學評量與學習成效的測量共有五個構面，分別是：教學態度、教學方法、教學

內容、師生互動、學習成效等，每個構面的題數不等，共計 30 道題目。選項為李克

特(Likert)五點量表：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計分方式依序

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教學態度有 5 題，題目如下：1.教師清晰解釋修課

須知與學習方法，2.教師會讓上課的主題變得生動有趣，3.教師很熱情從事本課程的

教學工作，4.教師的課程設計激發我的學習動機，5.教師有關於教學的知識儲備很豐

富。根據表 3-2，除了第 3 題有 1 位表達不同意外，其餘各題的答案皆分佈於非常同

意、同意或普通等選項，且偏向於非常同意與同意兩個選項，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

擇非常同意或同意。第 1、3、5 等三題表示非常同意者，皆占最高比例。 



    教學方法有 6 題，題目如下：6.教師能根據不同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7.教

師課程設計恰當並符合教學內容的需要，8.教師能結合實例講解讓教學表達深入淺

出，9.教師注重與學生的互動並及時為學生解惑，10.教師合理使用資訊化的方法輔助

教學工作，11. 教師會因應每個人的狀態給出適當的回應。此部分除了第 6 題與第 10

題，各有 1 位表達不同意以外，其餘各題答案皆分佈於非常同意、同意或普通等選

項，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擇非常同意或同意。第 8、9、10 等三題表示非常同意者，

皆占最高比例。 

    教學內容有 5 題，題目如下：12.教師的教學內容與課程大綱一致，13.教師的教

學很能幫助我反思人生，14.教師的教學會提供最新相關研究，15.教師的教學提供豐

富的閱讀教材，16.教師的教學能提供我需要的知識。此構面沒有人選不同意與非常

不同意兩個選項，答案皆分佈於非常同意、同意、普通等選項，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

擇非常同意或同意。第 12、13 等兩題表示非常同意者，皆占最高比例。 

    師生互動有 8 題，題目如下：17.教師會帶給學生積極與正向的學習氣氛，18.教

師對學習優良的學生會給予適當稱讚，19.教師會將學生的學習意見納入課程內容，

20.教師會採取溫和的態度與學生溝通問題，21.教師會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態來調整教

學，22.教師會提醒學生每個階段要完成的事項，23.教師會藉由對話來提高學生的學

習意願，24.教師對學生的意見常能及時處理與解決。根據表 3-2，除了第 24 題有 1

位表達不同意外，其餘各題皆分佈於非常同意、同意或普通等選項，且偏向於非常同

意與同意兩個選項，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擇非常同意或同意。第 20、22、24 等三題

表示非常同意者，皆占最高比例。 

    學習效果有 6 題，題目如下：25.我能從課程中獲得廣泛的知識，26.我能從課程

中學習到專業技能，27.我能獲得未來工作所需的知能，28.我能從中提高自己的生命

素養，29.我能從中在學業有良好的表現，30.我能從中運用所學來解決問題。該部分

沒有受訪者選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兩個選項，答案皆分佈於非常同意、同意或普通等

選項，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擇非常同意或同意。第 26、27、28 等三題選擇非常同意

者，皆占最高比例。 

    綜觀此 30 題，沒有受訪者選非常不同意這個選項，選不同意者有 3、6、10、24



等四題，各有 1 位，且皆是同一位大三的男生，就讀宜蘭大學理工學院，也就是說

43 位受訪者中，只有一位表達不同意。除了第 3、6、10、24 等題以外，其餘 26 個

題目的答案皆分布於非常同意、同意或普通等選項，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擇非常同意

或同意。非常同意占最高比例者有：1、3、5、8、9、10、12、13、20、22、24、

26、27、28 等十四題，可見近一半的題目陳述，表示非常同意的受訪者占最多數。 

    另，根據表 3-3 發現五個構面的平均分數之總和，以師生互動構面最高，教學方

法構面次之，再來是學習效果構面，教學態度與教學內容兩構面分數相同，殿後。 

三、研究問卷各題項之鑑別力 

    為探討本研究問卷之各題項是否具有良好的鑑別力，對五個構面進行項目分析，

以總分前後的 27%分為高分組與低分組，再以差異性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加以驗

證。若達顯著水準差異，且臨界比或稱決斷值 CR(critical ratio)高於 3 以上，表示高

分組和低分組的量表總分是明顯不同的，亦即該題目具有良好的鑑別力。表 3-4，除

了第 21 題的 CR 未達顯著外，其餘的 29 個題目之 CR 均達顯著水準(P > 0.001)，表

示這 29 個題目都具有良好的鑑別力。因此可以考慮刪除第 21 題，其餘 29 個題目予

以保留。接著，進行相關分析，檢驗量表各題項與量表總分之間的關係是否緊密，相

關係數越高，表示題項之間越具有內部一致性。發現 30 題與總分的相關係數皆大於

0.4，且均達顯著水準。 

四、研究問卷之效度與信度 

    本問卷同意量表的部分是參考文獻設計成五個構面，每一構面的題目則根據文獻

(參見附錄一)具有信效度的題目編制為初稿，之後再經授課教師與問卷測量專家修改

而成，具有一定之效度。 

    信度部分，根據表 3-5 教學態度的 Cronbach's α 為 0.92，教學方法的 Cronbach's α 

為 0.95，教學內容的 Cronbach's α 為 0.94，師生互動的 Cronbach's α 為 0.48，學習效

果的 Cronbach's α 為 0.95，整體問卷的 Cronbach's α 為 0.92。除了師生互動構面的

Cronbach's α 並未符合 0.7 以上的標準外，其餘整體問卷以及各構面均具有穩定的內

部一致性。如果根據分析結果刪除第 21 題時，可將師生互動構面的 Cronbach's α 提



升至 0.98，因此建議刪除第 21 題，以增進師生互動構面的內部一致性。各個題目分

析結果如表 3-5 所示。 

    由於 Cronbach's α 的數值大於 0.9，可能有重複填答之嫌，因此進一步使用「識

別重複觀察值」分析檢驗是否有重複作答的情形，根據結果發現，並無重複作答的情

形。 

五、研究問卷之填答率 

    根據表 3-6，修課總人數為 191 位，填答者 43 位，因此總填答率為 23%。東華

大學的修課人數為 117 位，填答者 21 位，填答率為 18%，宜蘭大學的修課人數為 62

位，填答者 20 位，填答率為 32%，空中大學的修課人數為 12 位，填答者 2 位，填

答率為 17%。填答率最高的是宜蘭大學 32%，東華大學次之，填答率最低的是空中

大學。由於報名時，並無要求修課者填寫性別、年級等資料，因此，無法得知性別及

年級等項目的填答率。 

 

 

 

 

 

 

 

 

 

 

 

 



表 3-2 教學評量與學習成效同意量表之選項的人數與百分比 

 

五大構面 / 題目 

選項 / 人數與百分比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 

同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教學態度  

1.教師清晰解釋修課須知與學習方法 19(44.2%) 14(32.6%) 10(23.3%) 0 0 

2.教師會讓上課的主題變得生動有趣 12(27.9%) 20(46.5%) 11(25.6%) 0 0 

3.教師很熱情從事本課程的教學工作 22(51.2%) 12(27.9%) 8(18.6%) 1(2.3%) 0 

4.教師的課程設計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11(25.6%) 18(41.9%) 14(32.6%) 0 0 

5.教師有關於教學的知識儲備很豐富 17(39.5%) 16(37.2%) 10(23.3%) 0 0 

教學方法 (省略題目中教師二字) 

6.能根據不同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 13(30.2%) 18(41.9%) 11(25.6%) 1(2.3%) 0 

7.教學設計恰當並符合教學內容的需要 15(34.9%) 16(37.2%) 12(27.9%) 0 0 

8.能結合實例講解讓教學表達深入淺出 19(44.2%) 15(34.9%) 9(20.9%) 0 0 

9.注重與學生的互動並及時為學生解惑 20(46.5%) 13(30.2%) 10(23.3%) 0 0 

10.合理使用資訊化的方法輔助教學工作 18(41.9%) 14(32.6%) 10(23.3%) 1(2.3%) 0 

11.會因應每個人的狀態給出適當的回應 13(30.2%) 19(44.2%) 11(25.6%) 0 0 

教學內容 

12.教師的教學內容與課程大綱一致 17(39.5%) 17(39.5%) 9(20.9%) 0 0 

13.教師的教學很能幫助我反思人生 19(44.2%) 14(32.6%) 10(23.3%) 0 0 

14.教師的教學會提供最新相關研究 12(27.9%) 16(37.2%) 15(34.9%) 0 0 

15.教師的教學提供豐富的閱讀教材 15(34.9%) 19(44.2%) 9(20.9%) 0 0 

16.教師的教學能提供我需要的知識 14(32.6%) 17(39.5%) 12(27.9%) 0 0 

師生互動 (省略題目中教師二字) 

17.會帶給學生積極與正向的學習氣氛 17(39.5%) 18(41.9%) 8(18.6%) 0 0 

18.對學習優良的學生會給予適當稱讚 16(37.2%) 18(41.9%) 9(20.9%) 0 0 

19.會將學生的學習意見納入課程內容 15(34.9%) 18(41.9%) 10(23.3%) 0 0 

20.會採取溫和的態度與學生溝通問題 19(44.2%) 14(32.6%) 10(23.3%) 0 0 

21.會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態來調整教學 15(34.9%) 17(39.5%) 11(25.6%) 0 0 

22.會提醒學生每個階段要完成的事項 18(41.9%) 17(39.5%) 8(18.6%) 0 0 

23.會藉由對話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15(34.9%) 16(37.2%) 12(27.9%) 0 0 

24.對學生的意見常能及時處理與解決 16(37.2%) 16(37.2%) 10(23.3%) 1(2.3%) 0 

學習效果 

25. 我能從課程中獲得廣泛的知識 15(34.9%) 18(41.9%) 10(23.3%) 0 0 

26. 我能從課程中學習到專業技能 15(34.9%) 11(25.6%) 17(39.5%) 0 0 

27. 我能獲得未來工作所需的知能 13(30.2%) 11(25.6%) 19(44.2%) 0 0 

28. 我能從中提高自己的生命素養 16(37.2%) 16(37.2%) 11(25.6%) 0 0 

29. 我能從中在學業有良好的表現 13(30.2%) 18(41.9%) 12(27.9%) 0 0 

30. 我能從中運用所學來解決問題 14(32.6%) 17(39.5%) 12(27.9%) 0 0 

 

 

 

 



3-3 五個構面題目平均分數之總和 

 

構面 教學態度 教學方法 教學內容 師生互動 學習效果 

平均分數之總和 742.8 918.0 742.8 1303.0 892.0 

 

表 3-4 問卷構面各題之項目分析結果 

 

構面 五大構面 / 題目 
與總分 
相關 

CR 值 結果 

教學

態度 

1.教師清晰解釋修課須知與學習方法 .84** -7.99*** 保留 

2.教師會讓上課的主題變得生動有趣 .90** -10.48*** 保留 

3.教師很熱情從事本課程的教學工作 .84** -7.12*** 保留 

4.教師的課程設計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89** -14.14*** 保留 

5.教師有關於教學的知識儲備很豐富 .91** -11.50*** 保留 

教學

方法 

6.教師能根據不同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 .89** -21.00*** 保留 

7.教師課堂設計恰當並符合教學內容的需要 .89** -21.00*** 保留 

8.教師能結合實例講解讓教學表達深入淺出 .91** -12.26*** 保留 

9.教師注重與學生的互動並及時為學生解惑 .89** -14.91*** 保留 

10.教師合理使用資訊化的方法輔助教學工作 .89** -21.00*** 保留 

11.教師會因應每個人的狀態給出適當的回應 .92** -9.76*** 保留 

教學

內容 

12.教師的教學內容與課程大綱一致 .91** -9.94*** 保留 

13.教師的教學很能幫助我反思人生 .89** -13.68*** 保留 

14.教師的教學會提供最新相關研究 .85** -9.23*** 保留 

15.教師的教學提供豐富的閱讀教材 .94** -11.45*** 保留 

16.教師的教學能提供我需要的知識 .89** -12.36*** 保留 

師生

互動 

17.會帶給學生積極與正向的學習氣氛 .69** -7.05*** 保留 

18.對學習優良的學生會給予適當稱讚 .66** -6.33*** 保留 

19.會將學生的學習意見納入課程內容 .70** -7.73*** 保留 

20.會採取溫和的態度與學生溝通問題 .66** -6.61*** 保留 

21.會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態來調整教學 .62** -1.87 刪除 

22.會提醒學生每個階段要完成的事項 .76** -9.87*** 保留 

23.會藉由對話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71** -8.70*** 保留 

24.對學生的意見常能及時處理與解決 .57** -5.81*** 保留 

學習

效果 

25.我能從課程中獲得廣泛的知識 .93** -16.32*** 保留 

26.我能從課程中學習到專業技能 .90** -16.32*** 保留 

27.我能獲得未來工作所需的知能 .81** -23.00*** 保留 

28.我能從中提高自己的生命素養 .92** -16.32*** 保留 

29.我能從中在學業有良好的表現 .93** -23.00*** 保留 

30.我能從中運用所學來解決問題 .94** -23.00*** 保留 

**p < .01, ***p < .001 

 

 

 

 

 



表 3-5 問卷信度分析結果 

 

五大構面 / 題目 
題目刪除後之
Cronbach's α 

構面之 

Cronbach's α 

教學態度 .92 

1.教師清晰解釋修課須知與學習方法 .92  

2.教師會讓上課的主題變得生動有趣 .90  

3.教師很熱情從事本課程的教學工作 .92  

4.教師的課程設計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90  

5.教師有關於教學的知識儲備很豐富 .89  

教學方法   .95 

6.教師能根據不同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 .94  

7.教師課堂設計恰當並符合教學內容的需要 .94  

8.教師能結合實例講解讓教學表達深入淺出 .94  

9.教師注重與學生的互動並及時為學生解惑 .94  

10.教師合理使用資訊化的方法輔助教學工作 .95  

11.教師會因應每個人的狀態給出適當的回應 .94  

教學內容 .94 

12.教師的教學內容與課程大綱一致 .92  

13.教師的教學很能幫助我反思人生 .93  

14.教師的教學會提供最新相關研究 .94  

15.教師的教學提供豐富的閱讀教材 .91  

16.教師的教學能提供我需要的知識 .93  

師生互動  .48 

17.教師會帶給學生積極與正向的學習氣氛 .39  

18.教師對學習優良的學生會給予適當稱讚 .40  

19.教師會將學生的學習意見納入課程內容 .39  

20.教師會採取溫和的態度與學生溝通問題 .39  

21.教師會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態來調整教學 .98  

22.教師會提醒學生每個階段要完成的事項 .38  

23.教師會藉由對話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38  

24.教師對學生的意見常能及時處理與解決 .41  

學習效果 .95 

25.我能從課程中獲得廣泛的知識 .94  

26.我能從課程中學習到專業技能 .95  

27.我能獲得未來工作所需的知能 .96  

28.我能從中提高自己的生命素養 .94  

29.我能從中在學業有良好的表現 .94  

30.我能從中運用所學來解決問題 .94  

整體問卷的 Cronbach's α .94 

 

 

 

 

 

 



表 3-6 填答人數與修課人數比 

項目 填答人數 修課人數 百分比(%) 

就讀學校 

東華大學 21 117 18 

宜蘭大學 20 62 32 

空中大學 2 12 17 

總計  43 191 23 

 

 

肆、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研究貢獻 

    根據研究目的設計了五個構面的同意量表問卷，共 30 道題目，選項為李克特

（Likert）五點同意量表，結果顯示，沒有受訪者選非常不同意這個選項，除了 1 位

受訪者，在 4 道題目上表達不同意以外，其餘的回應多分佈於非常同意、同意或普通

等選項，且發現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擇非常同意或同意。五個構面的平均分數之總

和，以師生互動構面最高。這表示受訪者對「王陽明帶你打土匪」這門課程的教學成

果與學習成效之回應是正面肯定的。 

    項目分析檢驗結果發現，除了第 21 題的鑑別力未達顯著外，其餘 29 個題目皆有

良好的鑑別力。信度檢定也發現第 21 題會降低構面與整體問卷的信度，因此建議刪

除第 21 題。本問卷的效度、信度皆通過驗證，可作為下次課程評量的研究工具。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修課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雖然涵蓋了三所大學，但受訪者並未達預期目

標人數，填答率只有 22%，不足以代表全體修課學生。後續研究可以鼓勵更多修課

學生填答。研究工具部分，雖然使用具有信效度的問卷，但僅有量化資料，未能了解

受訪者同意或不同意的真正原因，未來可增加焦點團體或深入訪談的問卷，補充質化

資料，使能加強研究結果的豐富與周全。 

 

三、後續研究的方向與建議 

    雖然本次研究未達目標人數，但分析結果仍具有參考價值，或可將此次施測當作

預試，並根據分析結果修改調整問卷內容，使其更加細緻周延，作為下次施測問卷，



同時輔以質化研究的工具，深入了解答案的背後原因，如此將更有機會發展出對此主

題的新視野。另外，就是修課者在報名時，除了校名外，也請其填寫性別、年級等基

本資料，使後續分析有更多發現。 

 

伍、參考文獻 

 

林良基（1998）。生命教育的內涵與目的。收於善化高級中學主編，台灣省高級中學八

十七學年度南區生命教育推廣研習會手冊。台南：善化高級中學。 

 

蔡培村與武文瑛（2012）。生命教育——探索與修鍊。台北：麗文文化事業公司。 

 

附錄一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課程課後調查問卷(110學年度)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課程 教學成果與學習效果問卷(110學年度)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修習本課程，為了瞭解本課程的教學成果與學習效果，誠摯地邀請

您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採匿名方式，您在問卷中提供的所有訊息，僅作為提升老師

專業教學知能與教學品質的參考，絕不會移作他用，請安心填寫。本問卷共分兩部

分，請依序作答，您的答案對我們非常重要，再次感謝您撥冗作答。 

敬祝身體健康，順心愉快！ 

陳復教授 教學研究團隊 敬上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2 日                             

 
一、單選題 
 

請依照您個人的實際感受在適當的□打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教師清晰解釋修課須知與學習方法 □ □ □ □ □ 

2. 教師會讓上課的主題變得生動有趣 □ □ □ □ □ 

3. 教師很熱情從事本課程的教學工作 □ □ □ □ □ 



4. 教師的課程設計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 □ □ □ □ 

5. 教師有關於教學的知識儲備很豐富 □ □ □ □ □ 

6. 教師能根據不同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 □ □ □ □ □ 

7. 教師教學設計恰當並符合教學內容的需要 □ □ □ □ □ 

8. 教師能結合實例講解讓教學表達深入淺出 □ □ □ □ □ 

9. 教師注重與學生的互動並及時為學生解惑 □ □ □ □ □ 

10. 教師合理使用資訊化的方法輔助教學工作 □ □ □ □ □ 

11. 教師會因應每個人的狀態給出適當的回應 □ □ □ □ □ 

12. 教師的教學內容與課程大綱一致 □ □ □ □ □ 

13. 教師的教學很能幫助我反思人生 □ □ □ □ □ 

14. 教師的教學會提供最新相關研究 □ □ □ □ □ 

15. 教師的教學提供豐富的閱讀教材 □ □ □ □ □ 

16. 教師的教學能提供我需要的知識 □ □ □ □ □ 

17. 教師會帶給學生積極與正向的學習氣氛 □ □ □ □ □ 

18. 教師對學習優良的學生會給予適當稱讚 □ □ □ □ □ 

19. 教師會將學生的學習意見納入課程內容 □ □ □ □ □ 

20. 教師會採取溫和的態度與學生溝通問題 □ □ □ □ □ 

21. 教師會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態來調整教學 □ □ □ □ □ 

22. 教師會提醒學生每個階段要完成的事項 □ □ □ □ □ 

23. 教師會藉由對話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 □ □ □ □ 

24. 教師對學生的意見常能及時處理與解決 □ □ □ □ □ 

25. 我能從課程中獲得廣泛的知識 □ □ □ □ □ 

26. 我能從課程中學習到專業技能 □ □ □ □ □ 

27. 我能獲得未來工作所需的知能 □ □ □ □ □ 

28. 我能從中提高自己的生命素養 □ □ □ □ □ 

29. 我能從中在學業有良好的表現 □ □ □ □ □ 

30. 我能從中運用所學來解決問題 □ □ □ □ □ 

 

 



二、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男  □女  □其他 

2. 您居住的區域 

  □ 北部地區(基隆、台北、新北) 

  □ 桃竹苗地區(桃園、新竹、苗栗) 

  □ 中部地區(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 南部地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 東部及離島地區(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 

3. 您就讀的學校(選修本課程的學校) 

  □ 東華大學   □ 宜蘭大學   □ 空中大學 

4. 您的身分別 

  □ 一般生   □ 在職生 

5. 您就讀的年級 

  □ 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   □ 社會人士 

6. 您就讀的學院或領域 

  □人文學院(文學院、外語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公共行政學院) 

  □ 理工學院 

  □ 海洋科學學院 

  □ 原住民民族學院 

  □ 自然科學學院 

  □ 管理學院(商學院、管理與資訊學院) 

  □ 教育學院 

  □ 工程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 

  □ 生物資源學院(農學院) 

  □ 生活科學學院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請填寫您就讀的科系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對於本課程，您還有哪些想法，歡迎提供，您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更加進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二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課程課後調查問卷題目參考來源 

 

構面 問卷量表題目資料來源 

教學態度 

 

Gibbons, S., Neumayer, E., & Perkins, R. (2015). Student satisfaction, 

league tables and university applications: Evidence from Britai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48, 148-164. 

https://doi.org/10.1016/j.econedurev.2015.07.002 

 

教學方法 
王運武、楊曼(2016)。從高校學生課堂教學滿意度透視課堂教學

創新性變革。現代遠端教育研究，6，65-73。 

教學內容 

 

1. Nikou, S. A., & Economides, A. A. (2017). Mobile-based 

assessment: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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