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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教學創新方法
教學實務案例分享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學成效
結論



教學創新方法

自編創新教材融入教學，提高教學成效
學術研究成果融入教學，引導實證研究
技巧

教學結合產業實務經驗，發表學術論文
投資理財計畫融入通識教學，推廣金融
知識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課程內容
管理學院申請國際高等商管教育聯盟（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 AACSB）認證，課程
皆經由管理學院『教師教學專業成⾧社群』
會議決議，建立課程大綱，訂定課程內各單
元內容所能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面向，因此，
設計課程教學計畫時，必須依據會議之決議，
統㇐規劃課程內容。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課程內容 教學綱要/syllabus 

 
 
 
 
 
 
 
 
教學目標

所要達成

之能力培

養項目 
 
 
 
 
 
 
 

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Core Literacy/Core Competencies 

相關性 
高度相關 

專業能力 
Professional 
skills 

1.學生應能夠說明一般管理的

基本知識及跨學科之技能 
2.學生應展現其知曉如何與其

他團隊成員合作以完成指定

任務 

✓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skills  

1.學生應能使用基礎的口頭及

書面溝通技能 
2.學生應能以基本的書面形式

來論述其選修之領域，並能展

現其口頭報告之能力 

 

分析與問題解決

能力 
Analysis & 
problem-solving 
skills 

1.學生應能使用基礎的分析思

維及問題解決技能於其領域

之基礎問題 
2.學生應能使用其專業知識及

技能來分析基本的經濟及商

業問題 

✓ 

倫理觀 
Ethics 

1.學生應能使用倫理之基礎規

範與良好之管理原則來處理

基本道德情境 
2.學生應能確認基本之倫理議

題，並能分辨是非 

 

國際觀 
Global 
perspectives 

1.學生應能確認重要之全球化

議題 
2.學生應能察知跨文化議題與

利害關係，以及全球化對一般

管理及企業營運之潛在影響 

✓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材製作
自編創新紙本教材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材製作
自編創新數位教材
在學生普遍缺乏預習課程習慣的情形下，無法在每次
上課過程完全吸收授課內容，為提高教學成效，利用
EverCam等相關軟體錄製多媒體教學教材。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數位教學平台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學方法
編序教學法
藉由自編紙本教材，有邏輯地由簡而繁、由淺入深講
授教材，每個學習階段皆實施㇐分鐘回饋，並於實習課
實施測驗，定期檢視同學吸收程度，作為修改教學速度
之依據，協助同學循序建立基本概念與理解理論。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學方法
數位媒體教學法-翻轉教學

互動式討論教學法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學方法
實作教學法

學術倫理與研究成果融入課程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教學方法
金融商品實務模擬操作融入教學法

實務經驗融入教學法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學習評量
多元學習評估法

課程特性 欲改善之學生特性
與學生特性之關聯性

無
低
度

中
度

高
度

■(1)定錨課程 ■(1)學生學習動機 v

□(2)特色課程 □(2)學習策略

□(3)前瞻課程 □(3)時間管理方法

□(4)其他 ■(4)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學習成效 v

多元學習評估方法 學生進步之評估方法

(1) 一分鐘回饋 (1)清楚瞭解上課主題，回答今天學到的重點與心得。
(2) 基礎學科會考表現 (2)基礎學科會考平均成績為管院前30%
(3) 探究概念與可能的解答 (3)跳脫單一的正確答案，對任何可能性皆抱持疑惑，尋求可能

的解答
(4) 產生並發展新的概念 (4)呈現一個獨特的解答或概念，或針對獨特的解答或概念，以

多元的方式深入解釋及發展
(5) 測驗考題 (5)評量成績提高
(6) 學習情形問卷 (6)自評理解程度提高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學習評量
多元學習評估法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學習評量
前測及後測問卷，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教學成效

評量計畫與方法
直接評量（教師評量）
學科表現評估指標檢驗
採用平均成績衡量學生學習表現之方法。

管理學院會考排序評估指標檢驗
間接評量（學生評量）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證據
學科表現評估指標(及格率)檢驗



教學成效

管理學院會考通過率評估指標

學年度 班級
修課
人數

AACSB學習目標 通過率
符合
標準

100學年度 OO系(OO組)1A 70
專業能力

62.33% ○
OO系(OO組)1A 68 66.67% ○

101學年度 OO系(OO組)1A 61
專業能力

84.00% ○
OO系(OO組)1A 56 96.67% ○

102學年度 OO系(OO組)1A 75 專業能力 64.17% ○
國際觀 83.30% ○

103學年度 OO系(OO組)1A 48 專業能力 87.10% ○
國際觀 86.37% ○

OO系(OO組)1A 51 專業能力 92.80% ○
國際觀 93.50% ○



教學成效

問卷結果運用、教師省思及改善策略
問卷分析結果及省思

20%

80%

是否滿意個人目前之成績

滿意

不滿意

33%

29%

38%

學習之障礙

數學基礎

圖形表達

計算題

90%

10%

是否滿意目前成績(包含會考成績)

滿意

不滿意

33%

67%

相對於上學期，是否較能夠瞭解或

掌握學習的方法

是

否(包含不確定)



教學成效

問卷結果運用、教師省思及改善策略
㇐分鐘回饋之省思

學生回饋份數 教師反思與教學調整作為
45份 鼓勵同學多發問，不僅可以多學到很多東西，也可以讓老師知道同學

的困難點。
42份 將課程速度放慢，以避免同學覺得複雜而影響學習成效。

49份 多提問題，增加學生回答問題的加分機會。
43份 多談實務經驗，並讓同學了解經濟環境

59份
多舉時事範例，可讓學生充分了解如何解讀國民生產毛額，並且可以
進行跨國比較，課程進行中，採用舉手回答問題可加分的方式，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60份 為瞭解學生對於上學期課程的熟悉度，藉由自編講義進行總複習，協
助學生順利通過會考。

55份 藉由釐清學生對於國際重大時事的瞭解程度，補充次級房貸的教材與
影片賞析。

53份
藉由課程總結討論，瞭解學生是否完整瞭解課程內容，以便思考協助
學生未來如何有效學習相關課程，提高自我學習成效。

未來教學方法或評量方法精進之道
本課程係以循序漸進之方式，配合Q&A問答、影片賞析與實務經驗分享，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與成就感，進而提高學習成效。學生原來較為陌生的概念，藉由實務經驗結合理論，並輔佐實際
案例影片，顯著提高同學參與討論之意願，未來本課程將持續配合多媒體教學，並調整授課速度，
搭配課前觀看數位演講式教材、課堂詳細解說，課後觀看數位視訊式教材，冀以加強學生的學習
成就感。此外，原先對於數理分析較無信心的同學們，藉由助教實施習題演練，提高同學精熟程
度，提高基礎學科競試成績。



教學成效

問卷結果運用、教師省思及改善策略
反思教育行為，追求教育創新



教學成效

問卷結果運用、教師省思及改善策略
改善策略

 
 
 
 
 
 
   
   
 
 
 
 
 

 回饋並修正教學設計 

 

第二階段 

施測學生反應

改善教學設計 

課前觀看數位

演講式教材 

第一階段 

施測學生反應

加入教學設計 

第三階段 

施測學生反應

瞭解問題及實

施改善策略 

多元教學及評

量方法 

第四階段 

檢驗改善策略

成效 

課後觀看數位

視訊式教材 

檢驗預想的學

習軌道 

線上題庫立即

檢測學習效果 



教學成效

學生會考優秀成績
優秀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教學經驗公開分享



結論

開發互動式教學系統
善用教學社群網站
瞭解教育領域專家觀點的教學成效定義
積極參加提升教學知能研習活動，吸收創新教
學與評估法法成功案例，融入教學課程

重視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學習評量、課程反
思及檢討迴圈機制

隨時收集教學與學生輔導等資料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