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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工程領域學生於課堂主動發言及討論之研究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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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文法商管社會科學領域的課程，工學院學生在課堂上較少主動回應老師所提

出的問題，若是邀請學生表達想法或是回答問題時，學生常常會低頭沈默，即便是點名

邀請回答，也會不時出現沈默不語的狀況。此外，在課堂小組討論分享時，工程領域學

生也常會被觀察出有不主動分享想法及參與討論的狀況。 

然而，課堂上的回答問題能夠協助授課教師藉由學生的回答內容檢視其對課程的理

解程度，若有錯誤觀念便能適時予以修正，並藉由一再地問答過程協助學生確立重要觀

念、建立思考流程與加強思考邏輯，對學習成效有很大的助益。另一方面，課堂上的問

題回應或是小組間的分享討論，亦有助修課學生訓練溝通與表達能力，並且由大家提出

的意見與想法中，可以達到跨領域、跨背景的思維衝擊，對於激盪出創意的火花有很大

的幫助。但是若學生不願意或是不積極參與課堂回應及討論，不但無法達到上述之功效，

並且會讓課堂氣氛變得死沉而不流動，不但影響學生自己的學習效果，也會讓授課老師

上起課來力不從心。 

因此，如何能讓工程領域學生願意主動回答問題、積極參與討論是一個相當重要且

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便是探討如何應用有效的教學策略來

提高工程領域學生願意在課堂上或小組間主動發表想法及參與討論之行為表現，藉由適

當地教學策略的應用及教學環境的改造，翻轉工程領域課程的學習行為，讓學生正向的

學習氛圍能激發授課教師更大的能量投注於課程準備及授課過程。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學生在課堂上與教師或是同儕有密切的發言互動有助於課堂氣氛的流動，也能幫助

授課教師審視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而能給予適時的修正及指導 1,2，因此如何在大學課堂裡

提高學生的發言意願及行為一直是大學教師深切關心的話題。另一方面，課堂或小組間

的發言與討論，有助學生建構自己的思考邏輯及增進發言技巧，並且不同背景的學生所

分享的發言內容，能激發跨領域、跨背景的思維衝擊，對於發展創新的思維或成果有相

當程度的幫助。然而在一般工程領域的課堂裡，學生願意主動發言討論的人相當少，大

多大學生在教師丟出討論議題後沈默以對或是在小組間只扮演聆聽的角色。 
徐文鈺曾探討影響大學生課堂發言或參與討論的因素，並將原因分為學生個人因素、

教師因素、團體或同儕因素及社會因素 3。學生個人因素主要跟學生本身個性害羞及自覺

理解程度不夠，因此覺得對討論內容理解不足或是本身個性對團體發言感到不自在，進

而影響大學生在課堂的發言意願 3-5。教師因素則是教師的提問方式、討論氣氛的營造以

及對學生發言或討論內容的回饋，也會左右大學生的發言意願 1-3,6。團體或同儕因素則是

大學生害怕發言會被視為太自我表現或是害怕同儕對發言內容不當的反應等 3，而社會因

素則是怕發言不當有失面子 3,7,8。此外，課堂環境的設置也可能影響學生的發言意願，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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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架構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研究架構如圖 2 表示，針對影響工程領域大學生在課堂

上主動發言討論意願低落之影響因素（同儕因素、教師因素、及社會因素），從朔造

自由安全的討論氛圍、建立發言討論模式、教師及同儕正向回饋及自在發言硬體空

間之教學策略出發，來提升工程領域大學生之主動發言意願，並藉由學生主動發言

行為之錄影觀察、問卷調查及課後訪談進行教學策略成效的評估。 

 

 

圖 2：研究架構 

(4) 資料蒐集方法與工具 

本計畫在量化分析方面，是以課程錄影的方式記錄學生在教師拋出討論議題之

後的發言次數，以評估其主動發言討論行為的變化，相關錄影記錄皆有取得修課學

生同意，發言記錄之表單如附件一。 

課程結束後，則是以問卷（如附件二）及訪談的方式，讓學生分享課程的收穫

及改變，並探究造成自己行為變化的因素，以進行本計畫質性之研究。 

 
(5) 分析方法 

經過教學策略的實行後，利用觀察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回應問題或討論的次數變

化，來分析教學策略的有效性，同時利用問卷填答及訪談，深入探討哪些教學策略

對工程領域學生是比較有效的，以進行研究結果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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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照片 

本課程約有 7 週的 APP 程式教學時間，2 週的期中及期末報告，6 週的小組發

想及討論，其餘為假日及課程相關活動。本學期創意 APP 的發想主題結合了生活及

人文關懷，分別是合作社的改善、孕婦、老人、家庭及夜市。為了促進工程領與同

學主動發言之意願，本課程進行了下列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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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成果 
在促進發言的教學策略開始實施之後，我們連續 5 週錄影記錄小組討論及上台

報告時課堂學生的互動及主動發言行為。觀察結果發現在便利貼的輔助下，學生較

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能進一步願意聆聽及回饋別人的分享。而上台前會

利用繪圖的方式呈現 APP 的操作模式，除了能有效展示 APP 的使用流程及功能外，

也幫助學生在上台前能整理自己的發言流程及邏輯，協助有效地進行說明，進而增

加自信及後續主動參與課程的動力。 

圖 3 為 5 週小組討論及發表課程中修課學生發言回應或回饋的次數，其中黑色

線為修課學生的總回應次數，紅色線為修課學生主動回應或回饋的次數，兩者的差

距則是老師點名請學生回饋的次數。由圖 3 可以看出，隨著鼓勵主動發言的教學策

略的實施，總回應次數及學生主動回應次數都呈現明顯上升，而主動回應次數上升

趨勢更為顯著，證明我們所實施的促進主動發言的教學策略有一定的成效。 

同時，我們也統計了主動發言次數在性別上的差異，如圖 4 所示。可以看到在

促進主動發言的教學策略實施之後，男女性別主動發言的次數都隨著週數增加而上

升。有趣的是男生增加的幅度呈現急遽上升，女生卻出現平緩的現象，有可能是男

性學生較多的主動發言行為會抑制女性學生的發言意願，這部分將來值得再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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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修課學生發言次數統計圖                    圖 4：修課學生性別與發言次數統計圖 

 

(3) 教師教學反思 
經過教學策略的實施，與前幾個學期相同課程內容、相同背景的學生相比較，

上課討論的氣氛有明顯的熱絡，學生也比較主動地回應其他同學的報告，讓課堂有

更多互動。綜觀整學期的課程狀態，有以下的反思及結論： 

A. 教師示範接納各式想法及正向回饋後，學生明顯主動發言及回饋次數變多，男

生尤其明顯。 

B. 便利貼讓小組討論比較熱烈，每個人都寫下自己的想法然後發表意見或分享，

相當適合用來促進小組討論。 

C. 繪圖讓學生練習組織說話方式及流程，有助工程領域學生練習表達，會更願意

在其他時機主動發言。 



D. 開闊無制式桌椅空間讓上課氣氛活絡，有助討論及發言，但偶爾會有學生睡著，

授課教師需多用心留意。 

E. 部分時候還是會出現無人回應需要授課教師點名邀請同學回饋，但比例隨著週

次增加而減少。另一方面，仍有少數同學會出現邀請回答時無法回應的狀況，

觀察是在別人分享時失神而沒有聆聽，可以再加強預防此一情形出現。 

(4) 學生學習回饋 
教學意見調查部分，本課程得到 6.705 分，相較於全系課程得分平均 6.259、全

院課程得分平均 6.255 及全校課程得分平均 6.377 都高了許多，足見學生對課程有相

當高的滿意度。 

為了進一步得到學生質性的回饋，我們在學期課程結束後施行了問卷調查，共

回收 36 份，並徵得 14 位自願進行訪談的學生（編號依序為 S01-S14）完成了訪談

記錄。綜合問卷調查及訪談記錄，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促進發言意願之教學策略的回

饋： 

A. 學生覺得課程中印象深刻的依序是分組討論(13)、課前小活動(13)及撰寫 APP(9)，

可以發現學生不排斥分組討論並且視為課程令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此外，分組

小活動也讓同學印象深刻，對同學融入課程、熟悉伙伴有一定的幫助，建構一

個安全討論的環境。 

 小組活動比較多，所以要跟小組溝通，要怎麼跟人家合作，把你的想法告

訴人家然後可以融合成比較好的 idea，也導致我們有比較多發言的機會。

(s10) 

B. 學生自己覺得最大的改變依序是創意與表達(12)、思考分析(11)、寫 APP(11)，

可見除了創造、思考外，修課學生也覺得自己在表達方面有一定的改變，可以

呼應促進發言教學策略的效果。 

 最大的收穫是對於我的討論能力跟應變能力有幫助。(s3) 

C. 促成改變的原因主要是發想與思考(15)、自由創意(13)，可見教師及課程對創新

發想及自由創意的接納度，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包含表達能力及意願的

變化。 

 有阿有阿，因為你要講話，不用知道很多知識，想講什麼就講什麼 (s5) 

D. 授課老師最令人印象深刻的是自由的上課方式，可見老師朔造自在的學習互動

及正向回饋的演練，讓學生感覺印象深刻，有助內化與同儕的互動，建立安全

的發言環境。 

 老師上課比較像開放式的學習，不會像一般教育體制下教你什麼你就要學

什麼，會讓你有比較多的想法 (s1) 

 老師都會在旁邊鼓勵大家多多提問或者是就算不提問也能講一些建議與感

想，覺得有哪裡做得不錯，老師就會一直引導大家去做這件事情 (s2) 

E. 老師上課方式對學生最大的幫助是發想與創意(15)、自在思考(13)，雖然同學沒



有明顯回饋到發言意願的部分，但也呼應了上課的氛圍是自在的，可以引發創

意與思考。 

 因為相較其他必修課，這堂課比較輕鬆，比較好問問題，也比較容易立刻

聽完就知道其他組的問題 (s14) 

F. 三分之二學生覺得教室環境給人自由舒適的感覺，適合進行小組討論，呼應了

硬體環境也會影響學生的發言及討論的意願及行為。 

 雨豆屋是木頭地板脫鞋子進去隨便做這樣，老師不會要求我們上課一定要

坐著，趴著也不會說什麼，除非你睡覺這樣，這點我覺得很舒服因為不像

一般上課，一方面也很方便跟組員一起討論 (s2) 

 雨豆屋比較舒服自在，比較適合思考，而且在這個空間不像一般教室，大

家有自己的位置就會寫自己的想自己的，這裡比較能討論交流想法 (s4) 

 雨豆屋就有一種比較輕鬆的感覺，感覺較容易表達自己的想法 (s10) 

 雨豆屋的空比較開闊，可以比較自由，比較沒有上課的感覺，比較像異言

堂，不像普通教室被拘束，這對我們的思考或討論都很有幫助 (s11) 

G. 便利貼及繪圖方式有助學生思考及參與討論，是以後課程可以考慮的模式。 

 利用便利貼這種方式可以比較清楚、簡明扼要的看到對方在想什麼(s1) 

 用蠟筆畫一些什麼圖阿，給我們一個比較舒服的環境去討論。(s13) 

H. 課後訪談部分學生依舊覺得加分及點名比較能刺激發言，其他策略對他較無效

果。但有趣的是，其中部分學生仍然覺得課堂發言頻率有增加，可見整體課程

發言的行為是有增進的，連覺得不受影響的同學都可以感受到。 

 我覺得教室空間跟發言率沒關係吧! 台灣學生就不太發言，不過我覺得這

堂課發言已經改善很多 (s6) 

 沒有什麼特別會促進我發言，可是在雨豆屋上課，大家就很踴躍，而且比

較專心聽前面的人發言。(s12) 

 我本身就不太愛發言，但我覺得班上問問題的人有變多 (s14) 

(5) 研究結果總結 
從課程錄影觀察及學生的質性回饋，可以看出我們所提出的促進發言意願之教

學策略（朔造自由安全的討論氛圍、建立發言討論模式、教師及同儕正向回饋及自

在發言硬體空間之教學策略出發），有成功地提高工程領域學生在課堂主動參與討論

及發言的行為，相關執行方式可提供其他工程領域老師參考，以改善工程領域學生

上課主動討論或發言行為，促進課堂互動及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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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附件一  學生於課堂發表意見、參與討論之行為觀察表 

學生於課堂發表意見、參與討論之行為觀察表 

回應編號 拋出議題後得到回應之間隔時間 回應人性別 

   

   

   

   

 

 

 

 

 

附件二  學生於課堂發表意見、參與討論之行為觀察表 

本問卷將調查修習『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課程後，學生對課程的感想，相關結果僅提供課程

計畫分析及課程改善使用，填答人之個人資訊將保密不會洩漏。 

 

1. 選修本門課程的動機是： 

 

2. 你覺得這門課程裡什麼讓你印象最深刻？ 

 

3. 修完這門課後覺得自己有哪些改變？ 

 

4. 承 3，你覺得是什麼因素造成你的改變？ 

 

5. 本門課的授課教師有什麼讓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6. 授課教師的上課方式對你的幫助是？ 

 

7. 教室的硬體設備及環境對你有什麼影響嗎？ 

 

 

 

 

 



附件三  問卷調查整理 （回收 36 份） 

 

 

1. 你覺得這門課程裡什麼讓你印象最深刻？ 

分組討論 小活動 APP實作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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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2. 修完這門課後覺得自己有哪些改變？ 

創意與表達 思考分析 撰寫APP 用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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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3. 承 3，你覺得是什麼因素造成你的改變？ 

 

 

 

 

發想與思考自由創意 問題解決 團隊討論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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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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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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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門課的授課教師有什麼讓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5. 授課教師的上課方式對你的幫助是？ 

 

6. 教室的硬體設備及環境對你有什麼影響嗎？ 

 

自由的上課方式 個人風格 用心 其他
0

4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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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上課方式 小組討論 願意學習 創意思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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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自在討論 舒適 無影響 硬體需加強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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