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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演化生態學課程教學實踐-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請描述所選擇研究議題的問題挑戰與背景、教學實務現場遇到之挑戰以及該議題

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通識教育目的在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學科領域，能將不同知識融會貫通，培養獨立

思考的能力，並能應用在不同的生活情境或專業領域中。 

          通識教育的科目領域多樣性高，授課教師以獨特的特質和專業知識，提供給學生

在專業學科裡廣泛易懂的知識，然而為了讓不同程度與能力的學生理解，通識課程內

容專業性則不及本科專業學生所學的專精、詳細。有些通識課程，因班級人數過多，

使得師生的互動方式較少，學習效果不佳，甚至可能會使學生欠缺真正邏輯與獨立思

考。 

          本次進行教學實踐之課程為中山大學通識課程-演化生態學，該堂課程歷年修課人

數均超過上限，為避免學生將此課程視為營養學分，每堂課都有小考，主要測驗學生

每章節學習狀況，另有期中、期末測驗。然而在學期課程期間，本人觀察到學生很少

對問題有所回饋，課堂提出的問很少，下課後也很少有學生前來討論問題，另一方面，

學生不論是小考、期中與期末成績都偏低。初步分析覺得，教學內容可能與學生背景

(管理學科、文學、工學、社會科學)、生活、學習過程有關連，因此學生對講課內容產

生的共鳴少，有隔閡，導致小考、期中與期末成績不高。此外因為學生回饋少，所以

對於此課程是否可以對學生的未來應用則不清楚。 

          因此，根據以上動機，本實踐研究目的為藉由改變教師授課僅有的講授教學方式，

加上”分組討論教學”，是否可以達到設定的學生學習成效。 

    (2) 教學實踐研究主題 

          本研究在探討既有的通識課程-演化生態學的課程突破，以分組討論教學之實踐歷

程為研究主題，包括在此不同的教學方式中 1.教師的課程規劃與實施歷程。2.學生在

實踐歷程中的學習改變。3.省思教學實踐後的教師成長。 

     (3) 教學實踐研究目的及目標 

          研究目的主要了解，教師在教學前，針對欲實踐教學的課程規劃與方案；教學中

教學實施的情形、學生學習情況為何；教學後評量的實施、學生的學習改變與教師教

學實踐實施後的省思與成長。研究目標為: 

1. 探討授課教師以分組討論與實境體驗教學的規劃與實施歷程。 

 目標課程實踐方案規劃的過程。 

 目標課程實踐操作的歷程。 

2. 分析學生在不同教學方式的實踐歷程中的學習改變。 

 學生在目標課程實踐歷程中，參與過程與學習反應的改變情形。 

 學生在目標課程實踐歷程中，學習成效(情意、認知、技能)為何? 

3. 省思分組討論與實境體驗教學實踐的教師成長。 

 教師在目標課程實踐歷程中，遭遇困難的解決策略為何? 

 教師在目標課程實踐歷程中的改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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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期望透過分組討論與實境體驗教學，教師於教學過程中因事、因地、因人，

採用多元的教學方式與策略，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讓不同領域的修課學生，學

會由各領域的角度來看演化生態學的教學目標。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請針對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情況與發展或實作案

例等之評析。  

 

    討論式學習(Learning Through Discussion) 

    授課中透過分組討論的學習，也可視為一種學生的合作學習。這類的教學方法有多

種優點，例如，學生彼此透過腦力激盪與討論，培養思考能力與尋找解決問題的能力；

促成團隊合作，提供學生合作學習、責任分工與互相支援的經驗（Olsen and Kagan 1992）。

討論式學習也能促進學生發展多元的能力，如口語表達、分析能力、批判性思考、人際

溝通技巧等（Johnson 1999）。學生在共同參與討論過程中，可強化對知識的理解，澄清

觀念或幫助其他同學解惑。教師也可以幫助學生澄清他們對知識理解的意思，透過詳細

解釋，解決差異，最終提高學生學習的理解力，甚至可提升學生自我的信心與能力，發

掘個人潛力（Olsen 1992, Quinn and Molloy 1992, Budd and Wright, 1993, Freeman 1993, 

Schinke-Llano 1994）。 

    教師在分組討論前，必須針對專業知識進行必要的講課。在分組討論時，教師必須

及時監督流程與提供必要的援助，也就是教師在分組合作學習過程中，須同時觀察他們，

也須顧及學生個別差異，並在必要時給予幫助。教師在討論形式教學歷程中，可作為一

個詢問者，創造者，觀察者，促進者和變革推動者（McDonell 1992）。教師的角色已經從”

知識權威者”轉變成上述的各種角色，代表在討論形式教學歷程中，學習的中心已經從老

師轉向學習者，但這並不意味著老師變得不重要，相反的在分組討論教學歷程中，比起

傳統講授式教學，教師要承擔更大的知識教授責任，因為在通識課程中，授課時必須把

先備知識不同的學生分組，而且要考慮如何分組才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對象 

    演化生態學為通識課程，因此修課學生包含本校各學院科系的學生，以 102 學期為

例，修習本課程的學院系所(圖 1)，包含工學院為光電、材光、資工、電機系；社會科學

院為社會、政經系；海洋科學院為海資、海工系；文學院為中文、外文、音樂、劇藝系；

管理學院為企管、資管、財管系；理學院為物理、化學、應數系，各學院學生修課的比

例最高是工學院 39%，其次是文學院 20%與管理學院 16%，其餘為社科院 12%，海科院

7%，理學院 7%。學生年級以大二至大四為主，大四生占總修課人數達 63%，其次是大

三生 26%，大二生 16%。男女生比例接近 1:1。這些修課學生對於生物領域的知識，停留

在高中階段，且隨著修課學生的年級數越高，具備的生物領域知識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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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歷年修習演化生態學各學院學生比例。 

 

(2) 研究方法及工具 

1.研究方法 

    教學過程中，透過多種資料蒐集方法，來評估教師課程規劃過程與省思，以及學生

的學習改變與成效之現象，並記錄實踐過程教學現場教師與學生、學生間複雜的交互作

用。利用質性資料(訪談、教師觀察、學生觀察)與量化資料(教師行為量表、分組報告成

績、問卷、教學意見調查、各期考試成績)，分析研究實踐成效。 

 

2.研究工具 

(1) 質性資料蒐集 

 教師教學省思記錄 

教師在每一單元教學前，記錄備課過程，例如準備時間、課程設計等。教學活動結束後，

記錄課堂教學過程中的感受、學生回饋情況、是否有突發事件發生、相關因應策略、從

助教角度獲得觀察感想。 

 學生學習回饋記錄 

於第一堂課，發給修課學生小卡，鼓勵學生於每趟課程結束後，不具名寫下心得或建議，

獲得學生學習情形以及對課程方案建議。或是由助教進行非正式訪談，隨意詢問修課學

生是否有遭遇學習困難，或是其他改進建議。 

 課堂錄影 

透過錄影盡可能記錄教學現場發生的過程，於學期課程一開始，就安置於教室內，讓師

生習慣錄影機的存在，另不會告知師生是否有啟動錄影機，隨機對幾個單元進行錄影，

讓師生能自然表現。教室架設 2台錄影機，一台拍攝學生，另一台則是拍攝教師，拍攝

鏡頭隨目標者移動。拍攝時助教隨筆記錄觀察點與時間，方便後續影片分析。 

(2) 量化資料蒐集 

 傳統式教學成績記錄 

使用傳統式授課的單元，以小考測驗卷進行評量，共進行 10次小考測驗。 

 分組討論教學成績記錄 

學生在進行分組討論後，可以簡報形式或是繳交報告，簡報分數除了由授課教師評分外，

也納入學生評分；書面報告則僅由授課教師依其內容專業度、用心度評分，預計進行 3

次分組討論教學。 

 教師教學行為調查表 

使用中山大學教務處設計之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表，以瞭解修課學生對教師教學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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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協助教師未來改進教學品質。 

 學生學習問卷調查表 

學習問卷，參考譚其萍(2012) 「以學生分組討論為主之課堂教學方法對提升學生英語學

習成效之研究」中的學生分組討論個人感受問卷設計(附件)。首先先讓學生填寫「演化

生態學學習」的個人感受問卷調查共 12 題，以釐清各領域學生對課程學習的看法。課

程結束後，再請學生填寫「學生分組討論」個人感受問卷調查共 25 題，了解分組教學

對學生學習成效。 

 

3.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自 2018年 8月 1日開始至 2019年 7月 31日結束。實施程序如圖 2所示，分

成準備、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三個階段。 

    準備階段中，針對研究議題，進行文獻分析與探討，參考相關領域在教學改善過程，

進行哪些面向探討，如何設計評量方式。同時與課程助教進行課程規劃與培訓，由於課

程歷年是以傳統式教學進行，本研究新增討論式教學，勢必對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式調整，

因此需規畫適合的教學流程方案，使課堂順利進行；培訓主要是讓助教群知道在傳統教

學與分組討論教學時，扮演的腳色與任務，以及助教群要如何協助教師與學生進行。 

    資料蒐集階段，則是分成兩大類型，包含質性與量化資料，教師與助教必須按規劃

持續蒐集與登錄資料，尤其是錄影、非正式訪談與問卷操作過程，要盡量自然，降低學

生的防備心。 

    資料分析與撰寫報告階段，則是教師開始反思與將整個教學實踐過程，透過科學的

方式，呈現出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改善過程間的關聯性。 

 
圖 2、研究程序流程圖 



5 

 

 

4.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學期通識課程-演化生態學共有 16 的單元，分別是達爾文到孟德爾、環境因子、

生殖策略、散播與遷移、競爭與高斯定律、草食動物與植物、捕食關係、互利共生、寄

生、分解作用、群落、群落結構、演替、干擾與穩定性、生態系統中的能量與物質、地球

生態系。 

    依據課程內容，有些單元可以進行分組討論教學，主要是讓不同領域的修課學生，

彼此互相啟發，集思廣益，取長補短，有助於對知識的深入探討，同樣來解決理論的生

態學概念在學習上的困難與障礙問題。 

    依據學生組成與課程內容，挑選於 3/21、5/2與 5/23針對生殖策略、捕食與獵物、_

分解作用 3 個單元進行分組討論，實踐場域以通識教育中心教室為教學地點。一般在進

行分組教學實，為了營造有效的討論環境，必須安排桌椅方便討論，但在人數眾多的課

程，使用一般教室受限於空間，分組後教師要介入與宣布事情時，會比較沒有效益。若

使用階梯教室，可以解決上述問題，例如同組的可以安排在不同階層，討論時彼此仍可

以進行，教師也比較好觀察與介入。 

 

(2) 教學成果 

 

1.修課學生背景資料 

    本學期修課學生背景資料如表 1，總計 113位學生，男生 74人，占總修課人數

65.5%；女生 39人，占總修課人數 34.5%。共有 6個學院的學生修本課程，其中有兩位

為校際選課學生；各學院的修課人數以工學院 30人最多，占總修課人數 26.5%，其次是

管理學院 22人，占總修課人數 19.5%，人數最少的為社會科學院 12人，占總修課人數

10.6%。 

表 1、修習 107下學期演化生態學課程男、女人數與各院學生數 

性別 總人數 男 (%) 女 (%) 

 113 74 (65.5%) 39 (34.5%) 

    

學院 總人數 男 女 

工學院 30 25 (83.3%) 5 (16.7%) 

理學院 16 9 (56.3%) 7 (43.7%) 

海洋科學院 15 10 (66.7%) 5 (33.3%) 

文學院 16 8 (50.0%) 8 (50.0%) 

管理學院 22 11 (50.0%) 11 (50.0%) 

社會科學院 12 9 (75.0%) 3 (25.0%) 

校際選課 2 2 (100.0%) 0 (0%) 

 

    另外在背景資料問卷中，共回收 85份有效問卷，修課學生年級多為大二生 46人占

54%，其次是大三生 26人占 31%(圖 3-1)。在選課順位上，有 76%的學生將此課程定在

第一順位(圖 3-2)。修習本課程原因有 28%跟 27%的學生因為”剛好有空堂”與”學分數”而

修此課程，24%的學生是因為興趣修習本課程(圖 3-3)。這些修課學生中有 31%跟 24%對

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感興趣(圖 3-4)。對於教師教學方式中有 51%的比例喜歡傳統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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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的學生喜歡校外教學，至於分組討論與線上教學比例相當低(圖 3-5)。在評分方式的

項目中有 38%學生仍喜歡傳統的期中期末考，有 14%的學生喜歡書面報告與每堂心得，

11%選擇線上測驗，分組口頭報告則是 6%(圖 3-5)。 

 

3-1 年級組成 

 

3-2 選課順位 

 

3-3 修習原因 

 

3-4 感興趣領域 

 

3-5教師教學方式 

 

3-6評分方式 

圖 3、修習 107下學期演化生態學課程學生背景資料 

 

2. 修課前學生對演化生態學認知 

    修課學生對演化生態學認知問卷結果如圖 4，共回收 90份有效問卷。54%學生普遍

認為演化生態學是一門實用的課程，對未來在生活應用與邏輯思考很有幫助(圖 4-1)。學

生們認為在修習本課程後能和家人朋友分享正確的生物知識，當他們有錯誤的認知時達

59%(圖 4-2)。此外有 49%學生認為此課程能讓他們更認識生態，且規劃外出遊玩時會以

欣賞自然環境作為項目之一(圖 4-3)。53%的學生認為自己在修完課程後，會持續關注生

物相關新聞、新知，以了解更多演化生態學知識(圖 4-4)。37%的學生認為自己喜歡學習

演化生態學，會主動尋找演化生態學資料來閱讀(圖 4-5)。最後有 37%的學生認為未來不

論老師怎麼上課，或是由哪一個老師教，都想學好演化生態學(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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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6 

圖 4、修習 107下學期演化生態學課程學生修課前對演化生態學認知 

 

3. 教學實踐操作後學生對分組教學認知 

    修課學生在進行分組教學後認知問卷結果如圖 5，共回收 95份有效問卷。39%學生

普遍認為分組討論學習能夠幫助學習(圖 5-1)。透過分組學習，37%的學生認為有更多學

習演化生態學知識的機會(圖 5-2)。此外有 36%學生認為分組討論學習能夠提升學習興趣

(圖 5-3)。47%的學生認為在分組討論學習中，只要努力做好自身的角色，小組的表現就

會越來越好(圖 5-4)。修課學生有 41%的比例認為，個人在小組中分派角色，能夠讓每個

人學習各盡其責，並且更努力學習(圖 5-5)。46%的學生覺得，當本組如果表現良好或是

獲得獎勵，會更提升自身的學習興趣(圖 5-6)。36%的學生認為，在分組中不論是我幫助

別人或是別人幫助我學習，都讓我覺得比以前自己學的時候學習效果更好(圖 5-7)。此外

透過分組，51%的學生因為小組中同學的合作互助，可以讓自身思考方式更加多元(圖 5-

8)。在理解課程內容部分，透過分組因為有同學的互相幫忙及責任分擔，僅 29%的學生

認為分組討論學習使我能更快理解老師講授內容(圖 5-9)。有 46%的學生認為，從分組討

論學習中，可以學到如何與同學相處，互助合作，發展人際溝通技巧(圖 5-10)。小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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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有不同程度的背景知識，53%的學生認為覺得很好，因為程度好的可以幫助其他同

學了解學習內容(圖 5-11)。最後有 32%的比例喜歡演化生態學課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

(圖 5-12)。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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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5-11 

 

5-12 

圖 5、修習 107下學期演化生態學課程學生對分組教學後認知 

 

(3) 教師教學反思 

 

    經過為期一學期的傳統式教學與分組式教學後，各自的成效指標與說明彙整如表 2。

雖然學生還是覺得傳統評分方式，在學習成效上是比較明顯的，但是由問卷結果，得知

討論式教學，可以讓學生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並學習如何將自己意見和觀點，作更

清楚的表達。由於在分組時，同儕互動過程中，具備高能力的學生，可以協助低能力學

生的學習發展，因而達成學習上的鷹架功能。在觀察過程中發現，教學內容與學生互動

情況，可能仍與學生先備知識、不同領域(非生物科學相關科系)、生活、學習過程有關連，

例如當小給予小組討論的題目，多以貼近學生生活以應用為主，執行過程可以觀察到，

學生討論時有高度的興趣與熱絡度，並呈現出多元的想法；反之若討論題目較偏向原理

時，討論情況會比較平淡。然而討論題目若屬非原理性質時，雖然學生可以發表多元想

法，但較無法得知學生對該章節的理解。 

表 2、傳統式、討論式教學成效指標彙整表 

教學方式 

面向 

傳統式成效指標 傳統式成效結果 傳統式/討論式補充說明 

討論式成效指標 討論式成效結果 

認知 

了解單元主

題內容 

考試成績 小考平均分數 6.1 

期中平均分數 66.2 

期末平均分數 60.9 

以小考評量學生對學習成效。 

報告內容評分老

師分數與學生分

數 

平均分數 6.21 透過討論與實際體驗的方式，讓學生瞭

解課程主要內容，與要傳達的知識，有

助於學生熟悉教材內容 

問題解決 結算學期課程結

束學生與老師討

論次數<3次 

小卡回饋 最後使用小卡方式，學生回饋數增加。 

結算學期課程結

束學生與老師討

論次數>3次 

小卡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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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面向 

傳統式成效指標 傳統式成效結果 傳統式/討論式補充說明 

討論式成效指標 討論式成效結果 

批判思考 考試 透過考試無法得知學生

批判思考能力是否有改

變 

透過觀察，分組式教學，可以增加學生

對問題的質疑辯證的歷程次數，發展學

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學生問卷自評:有

對議題進行批判

思考 

由問卷結果得知多數的

學生認為分組教學能夠

讓每個人學習各盡其責，

並且更努力學習 

情意  

態度的改變 考試 透過考試無法得知學生

學習態度是否有改變 

實際觀察發現，討論過程中，學生為了

獲得更佳的學習品質，比次會反省並澄

清自己的行為態度，有助於學生各方面

態度的改變。 

學生問卷自評:修

改哪方面的行為

態度 

由問卷結果得知，透過分

組教學可以有兩種面相

改變”自我獲得部分”與”

個人在小組的貢獻與期

望” 

學習興趣 考試 透過考試無法得知學生

學習興趣是否有改變 

學生在觀察發現與討論的過程中，重新

學習自我瞭解，以及發現自己的其他能

力，讓學生了解持續自主學習，所帶來

的成就感，增進學習興趣。 

學生問卷自評 :

是否由成績高低

影響學習興趣 

由問卷結果得知，分組教

學中，當報告表現優良

時，可以增加學生學習興

趣 

自我價值 考試 透過考試，錦學生自我評

估是否自我價值有提升 

由考試成績自主評斷。 

 

學生問卷自評 :

是否在過程獲得

團體的認同、歸

屬、安全感與滿

足感 

由問卷結果得知，分組教

學中，當報告表現優良

時，可以增加學生認同、

歸屬、安全感與滿足感 

學生在自我觀察發現與討論的過程中，

獲得團體的認同、歸屬、安全感與滿足

感。 

技能 

溝通技巧 考試 透過考試無法得知學生

溝通技巧是否有改變 

小組內每位成員的意見都具有意義和

重要性。因此，再分享討論的過程，學

生從團體中學習溝通技巧，並且從實際

的參與中，發展並修正成為實用的技

巧。 

學生問卷自評:是

否有從團體中學

習溝通技巧 

由問卷結果得知，分組教

學可以增加從團體中學

習溝通技巧 

發展社交 考試 透過考試無法得知學生

人際互動狀況 

學生在觀察發現與討論的過程中，會增

加認識不同的學生，以及思想、價值觀，

如此能學習有關調整人際關係的社會

技能，強化人際關係與人際互動。 
學生問卷自評:與

人互動頻度、是

否有認識新同學 

由問卷結果得知，分組教

學可以增加人際互動與

發展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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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學習回饋 

1.質性回饋 

    本次在分組討論上可分成”自我獲得部分”與”個人在小組的貢獻與期望”兩大

部分，彙整如下： 

自我獲得部分  能夠幫助我對演化生態學的學習 

 有更多學習演化生態學知識的機會 

 能夠提升我的演化生態學學習興趣 

 如何與同學相處，互助合作，發展我的人際溝通技巧 

個人在小組的貢獻

與期望 

 

 只要我努力做好我的角色，小組的表現就會越來越好 

 小組中分派角色，能夠讓每個人學習各盡其責，並且

更努力學習 

 如果表現良好或是獲得獎勵，會更提升我的學習興趣 

 我幫助別人或是別人幫助我，都讓我覺得比以前自己

學的學習效果更好 

 

學生小卡訪談彙整部分： 

2/21—宣布本學期課程進行與評分方式 

A、B同學:希望不要分組 

C同學:不太清楚小組討論的機制 

D同學:希望可以不要有分組報告 

E同學:不太喜歡分組和上台報告，比較喜歡自己研究 

F同學:以為這堂課沒有報告，只有小考和期中期末 

G同學:不要分組口頭報告，拜託 

H同學:希望考試佔比重可以不要這麼高，且提供加分機制 

 

3/7-小考測驗 

A同學:小考選項著作可否附上原文 

B同學:希望老師能將上課 PPT上傳到網路大學，我們回家也可以複習 

C同學:希望上課 PPT可以在考試前上傳網大，雖然第一次上課說不行，還

是希望老師考慮一下，謝謝 

D同學:考卷到底誰出的，考太細了吧 

E同學:考試考太細 

 

4/11-分組討論 

A同學:發考卷可按照年級放 

B同學:小組討論可以多點(很好玩~) 

 

2.量化回饋 

    本學期課程結束後，針對教師教學部分，進行修課學生教學意見調查問卷

其結果如圖 7，共回收 62份有效問卷。55%學生認為教師能依據教學大綱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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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若有調整會告知學生(圖 7-1)。64%的學生認為教師教學態度認真(圖 7-2)。

有 50%學生認為教師採用的教材，對本課程之學習有幫助(圖 7-3)。57%的學生

認為教師對本課程講解清楚，能讓學生了解教學內容(圖 7-4)。55%的學生認為

教師授課內容能激發學生做更多元/多角度的思考(圖 7-5)。55%的學生認為本課

程使我獲益良多，如專業知識、技能、態度或價值觀等(圖 7-6)。 

 

7-1 

 

7-2 

 

7-3 

 

7-4 

 

7-5 

 

7-6 

圖 7、修習 107下學期演化生態學課程學生對老師之教學意見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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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等

等。 

量化評量-問卷 

 「演化生態學學習」的個人感受問卷調查 
題號 個人看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演化生態學是一門實用的課程，對未來在生活應用與邏輯
思考很有幫助。 

     

2 如果不是上課要考試，不會想要讀演化生態學，我對演化
生態學學習沒興趣。 

     

3 我希望能和家人朋友分享正確的生物知識，當他們有錯誤
的認知時。 

     

4 修完這堂課後，我會持續關注生物相關新聞、新知，以了
解更多演化生態學知識。 

     

5 在學習演化生態學時，我常感到厭煩，學習意願不高。      

6 我希望更認識生態，且規劃外出遊玩時會以欣賞自然環境
作為項目之一。 

     

7 我對演化生態學沒有興趣，所以對老師出的作業或考試也
不認真做。 

     

8 我喜歡學習演化生態學，會主動尋找演化生態學資料來閱
讀。 

     

9 在上演化生態學時我常常分心或是想睡覺，而且想趕快下
課。 

     

10 未來不論老師怎麼上課，或是由哪一個老師教，我都想學
好演化生態學。 

     

11 上演化生態學時我很容易緊張及焦慮，因此覺得學演化生
態學很辛苦。 

     

12 我願意再多花一些時間學演化生態學，並把演化生態學學
好。 

     

 

 

 

 學生背景問卷 

性質 主題 

名稱 
研究變項 變項尺度 題號 問卷內容概要 填寫方式 

學 

生 

屬 

性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1.性別  

2.上過演化生態學之情

況  

3.上過自然科學課與否 

4.感興趣的領域  

 

5.過去一年內參加自然

科學相關活動或營隊 

類別變項  

類別變項  

類別變項  

類別變項 

  

類別變項 

1-1  

1-2  

1-3  

1-4 

 

1-5 

□1.男         □2.女  

□1.上過       □2.沒上過  

□1.上過       □2.沒上過  

□1.自然科學  □2.社會科學  □3.

其他  

□1.經常參加  □2.偶而參加   

□3.沒有參加過 

勾選其一  

勾選其一  

勾選其一  

勾選其一  

 

勾選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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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分組討論」個人感受問卷調查 
題號 個人看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喜歡演化生態學課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      

2 我滿意自己在分組討論學習中的角色扮演與表現。      

3 在分組討論學習中，我認為只要我努力做好我的角色，小組的表現就會
越來越好。 

     

4 在小組中，不論是我幫助別人或是別人幫助我學習，都讓我覺得比以前
自己學的時候學習效果更好。 

     

5 分組討論學習讓我在學習時挫折感更重，學習更無力。      

6 分組討論學習能夠幫助我演化生態學的學習。      

7 分組討論學習能夠提升我的演化生態學學習興趣。      

8 我們這組如果表現良好或是獲得獎勵，會更提升我的學習興趣。      

9 我覺得分組討論學習很有趣，可以讓我很愉快地上課。      

10 我希望日後的任何課都有分組討論的方式來學習。      

11 在分組學習中，我有更多學習演化生態學知識的機會。      

12 我的組員在分組討論學習中表現良好。      

13 在分組討論學習中，各組噪音太大會影響討論效率。      

14 因為小組中同學的合作互助，可以讓我思考方式更加多元。      

15 從分組討論學習中，我學到如何與同學相處，互助合作，發展我的人際
溝通技巧。 

     

16 從分組討論學習，有些同學極少參與討論或學習，影響整組的合作進
行。 

     

17 為了小組榮譽，我更努力準備報告資料收集。      

18 我認為在小組中分派角色，能夠讓每個人學習各盡其責，並且更努力學
習。 

     

19 在分組討論學習中，我很容易就會分心跟同學聊天。      

20 在小組中組員有不同程度的演化生態學背景知識，我覺得很好，因為程
度好的可以幫助其他同學了解學習內容。 

     

21 與傳統的教學方式（老師講解學生聽）相比，我比較喜歡分組討論學習
的方式。 

     

22 與以前的座位相比，現在小組的座位安排，可以很容易跟同學討論，感
覺更有趣，學習氣氛也更好。 

     

23 比較以前的教學方式（老師講解學生聽）和小分組討論學習的優缺點，
我認為以前的教學法優點較多。 

     

24 因為有同學的互相幫忙及責任分擔，與以前自己聽課學習相比，分組討
論學習使我能更快理解老師講授內容。 

     

25 分組討論學習可以增進班級的團結氣氛，比同學互相競爭，或是自己獨
立學習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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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評量-考卷 

演化生態學第六次小考 

姓名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                   5/2/2019 

__ __1. 太平洋聖誕島幾種燕鷗體型大小有別， 

a. 體型相近、最大的兩種生存島嶼相離甚遠 b. 食物大小一樣 c. 嘴大小不一 d. 活動時間不一 

__ __2. α 天擇不會減少自己族群的 r 或 K 

__ __3. 不穩定的環境中， 

a. 族群大小近生長上限 b. 多 K 天擇 c.  多 r 天擇 d. 多干擾型競爭 

__ __4. 何者有關性狀替換為真? 

a. 顯示在加拉巴哥群島雀的翅膀大小 b. 顯示在塔斯曼尼亞肉食有袋類的顏色 c. 太相近的物種

可以在沒有性狀替換下共存 d. 在物種共存處發生 

__ __5. 兩個族群有共有的競爭者會形成表面(假性)競爭 

__ __6. 捕食對獵物來說致命性___親密程度____ 

a. 高、高 b. 高、低 c. 低、高 d. 低、低 

__ __7. 箭毒蛙對捕食者的防禦是 

a. 警告色 b. 物理防禦 c. 擬態  d. 偽裝 

__ __8. 下列何者最貼切地解釋枯葉蛾在森林底層 

a. 模仿 b. 偽裝 c. 警告 d. 飽和 

____9. 何者會擬傷裝死來逃過一劫?  

a. 傘蜥 b. 蟾蜍 c. 攀木蜥蜴 d. 蛇 

____10. 捕食對獵物的軍備競賽屬於不對等的分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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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生態學第九次小考 

姓名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                   6/6/2019 

____1. 毛髮有碳酸鈣難分解 

____2. 熱帶雨林 

a. 春夏適合分解 b. 能量及物質循環快 c. 多有機物堆積 d. 不適合分解 

__ __3. G. Evelyn Hutchinson 在 1959 發表的文章 Homage to Santa Rosalia, or why are there so many 

kinds of animals?其重點在 

a. 教堂的骨骼 b. 森林動物的多少 c. 水生生物的多樣性 d. 群落的變化 

____4. 物種豐度是 

a. 群落中的物種數 b. 群落中的族群數 c. 物種中的族群數 d. 族群的物種數 

____5. 台灣 2500-3500 m 高山主要是_____以____為主 

a.灌叢、玉山杜鵑 b. 森林、圓柏 c. 灌叢，箭竹 d. 灌叢、圓柏 

____6. 何處有最低的螞蟻種數? 

a. 阿拉斯加州 b. 猶他州 c. 巴西 d. 古巴 

____7. 常在灌木層出現的鳥類是 

a.朱鸝 b. 綠繡眼 c. 小彎嘴畫眉 d.灰頭鷦鶯 

____8. 何者是生物的干擾? 

a. 地震 b. 洪氾 c. 豪雨 d. 酸雨 

____9. 聖海倫火山爆發後 

a. 最先出現的植物是魯豆花 b. 沒有生物倖存 c. 最初 10 年都沒有植物 d. 禾本科的草最初出現 

____10. 演替後期出現的生物往往 

a. 壽命長 b. 散播能力強  c. 生長快 d. 資源利用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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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題目與學生討論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