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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為何要進行該教學實踐研究? 
 採用的教學策略或設計的學習環境為何?  
 透過什麼研究方法進行? 
 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哪些? 
 研究結果討論、反思或教學啟示有哪些? 
 希冀裨益高等教育之教學實踐研究者進行 
     相關研究並撰寫論文內容,以提升研究品質    
     及促進課堂教學與學習成效。 
 
   
  

(張新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 

 
 
 
 
 

 

 
 

 

教學實踐研究論文之撰寫重點 



 目的   

     教師為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界定  

     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提出問題，透過課程     

     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 

     等方式 

 研究設計 

     採取適當研究方法與評量工具，檢證成效之 

     歷程 

 

 

 
 

 

 

 

教學實踐研究 



 學生為中心教學對象－需為大專校院學生(含空   

     大) 僅針對社會人士、社福單位人員教育訓練 

     等，不符合本計畫 

 教學實踐－需有授課事實 僅為教學理論，卻 

     缺乏實踐行動，不符合本計畫。  

 研究方法－需為檢證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僅為 

     課程改進、精進計畫、教學精進等，缺乏檢證   

     學習成效之研究方法，不符合本計畫。  

 

 

 

 

 
 

 

 

 

審查原則:計畫作業要點 



 要點宗旨 

 計畫主持人相關經驗能力 
      近 5 年課程教學經驗與成果，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關聯 

 內容規劃完整性 

 執行可行性 

 經費編列合理性 

 預期學生效益 

 

 

 

 

 
 

 

 

 

審查重點 



 參與社區發展與本計畫之關聯 

 以學生為本位，實踐地方服務為課程規劃與教學
內容 

 透過地方服務、社會實踐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方式，帶領學生瞭解地方特色與屬性，進行地方
問題、需求或困境的議題探究，藉以提升學生對
社區之認同感，及嘗試問題解決的能力、方法與
行動 

 參與社區發展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獻 

 

 

 

 

 

 
 

 

 

 

大學社會責任(USR)教學實踐研究專案
計畫 



 技術實作與本計畫之關聯 

 以提升學生實務操作技能之專業能力為課程規劃
核心(曾遭遇的困境或問題？分析學生應具備那些
基礎或關鍵實作技能？如何改善教師教學成效或
精進學生的技術實作能力？) 

 透過業師協同或結合產學合作等做中學的課程規
劃，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
提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或就業準備度，以
減少學用落差 

 技術實作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獻 

 

 

 

 

 

 
 

 

 

 

 技術實作教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 



 依綜合計畫內容與研究表現評分，同時依
級距分配總分，避免評分差距過大現象 

 推薦程度及其定義  

 

 

 

 

 
 

 

 

 

推薦程度定義參考 



 計畫主持人部分  % 

 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 

        % *研究動機與主題目的  

           *文獻探討  
        % *研究方法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人力、經費編列(不計分)  

 研究倫理相關文件(不計分) 
 

 

  
 

 
 
 
 

 

 
 

 

初審審查項目 



 科技融入教學 (數位素養/投稿優勢) 

 研究/教學歷程  

 數字會說話 (量化分析) 

 訪談 (質性分析) 

 撰寫與發表 

 

 

 
 

 

 

 

教學實踐研究與發表 



 發言單、紀錄單、評量表、反思日誌、 

     一般問卷 

 教育理論為設計依據之問卷 

 同儕互評表 (分組報告時 不同組別互評)、
小組成員互評表、自評表 

 期末專題報告評分準則 

 

 

 

 
 

 

 

 

課室管理: 善用表單紀錄 



勾選”1”，表示該描述與您的想法完全不
同，勾選”6”，表示該描述正確表達了您
的意願。呈現方式有兩種，第一種: 

 

 

 

 

 

 

 
 

 

 

 

六點量表(1) 



第二種: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有點不同意(3)、 

有點同意(4)、 

同意(5)、 

非常同意(6) 

 

 

 

 
 

 

 

 

六點量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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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一 作業二 作業三 作業四 作業五 

0:00-06:00 17 20 19 23 14

06:00-12:00 19 16 17 18 28

12:00-18:00 21 24 16 17 18

18:00-24:00 51 47 51 4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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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年級 修課學期 受訪日期 編號 學院年級 修課學期 受訪日期 

1 SEI3 101_1 103.05.22 6 SM3 101_1 102.12.04 

2 SE4 102_1 103.05.19 7  SGEI2 101_1 103.09.30 

3 SE4 102_2 103.12.17 8 SE4 102_1 103.05.17 

4 SE4 102_2 103.10.15 9 SD4 103_1 104.05.06 

5 SD4 101_2 102.11.12 10 SE1 103_1 104.06.03 

 

代碼 問項 

A1 我喜歡自主學習多於傳統面對面的學習方式。 

A2 教材內容實用，能夠增加我的資訊法律素養能力。 

A3 我能夠把從教材中所得到的資訊法律素養能力，應用到學校學習或是日常生活中。 

A4 教材內容對我整體的大學生活學習是有益處的。 

A5 我會把這門課推薦給同學選修。 

A6 我建議繼續開設這門課，供全校學生選修。 

B1 教材內容的設計能引起我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B2 教學流程的安排，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合乎我的學習需求。 

B3 每個單元的教材內容量適中且完整，不會讓我學習感到負荷過重。 

B4 提供相關的補充教材與資源，讓我在學習之餘，能夠蒐集到更多相關且有益的資料。 

C1 多媒體的設計與呈現方式，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及注意力。 

C2 多媒體的設計與呈現方式，能幫助我對教學內容的理解。 

C3 課程介面的設計，容易操作使用。 

D1 業界專家重視教學互動，鼓勵學生發問或表達意見。 

D2 比起一般課程的授課方式，業界專家協同授課的實務內容更令我滿意。 

D3 業界專家授課，對我的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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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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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混成學習與合作學習之整合
以及社群媒體日益普及，此兩種關鍵趨
勢科技將驅動高等教育產生變革。 

(2014The NMC Horiz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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