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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教學現場問題意識 

1. 為什麼我必須要設計一個新課程？ 

2. 本課程的教育目標？ 

二.教學實踐研究的歷程 

1. 我想怎麼做？課程設計為何？？ 

2. 每堂課我大概是怎麼上的。 

3. 特色活動。 

4. 與研究結合 

三.小結與心得 

1. 學習成效  

2. 反省 

 

 



一. 這個課程想要做什麼？ 

優遊於自然與人文之間 
 

 

 

所有的事，都是由「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開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bYfr4qN6E


1.問題意識： 
  為什麼我必須要設計一個新課程？ 

•台灣同胞的熱情，是我們引以為傲的
珍貴特質。 

 

•台灣同胞“濫情而理盲”的說法，也
常常被人們聽到。 

 



1.問題意識： 
  為什麼我必須要設計一個新課程？ 

• 我好奇的是： 

–為何對於一些與科學有關的議題，大家無
法就科學上討論，卻喜歡直接訴諸感情？ 

–或者這樣問，我們的科學知識足不足以讓
我們依此對科學相關議題進行理性分析？ 

 

• 另外遺憾的是，人文與社會科學背景的同胞與
自然科學背景的同胞，在知識範圍上存在著巨
大鴻溝。這導致跨領域合作非常困難。 

 



1.問題意識： 
  為什麼我必須要設計一個新課程？ 

• 所以我希望利用透過通識課程，回答： 
 

  1，如何使人文社會學科的同學對自然科學產
生興趣並學好物理學？  
 

  2，如何將物理學與人文社會學科同學的生活
與專業連接，使其產生終身學習的動機？ 
 

  3，如何使不同領域的同學，培養出跨領域合
作的動機與能力？ 



2.本課程的教育目標 

• 本課程希望教導非物理系的大學部學生，以課堂演示、翻
轉教室、實作演練等學習方式，學習物理學中的科學方法
激發出同學創意思考的能力。 

 

• 同學在期末學習後，需要掌握到定性的物理學知識，並能
夠以小組為單元，完成一組具有物理意義與人文思考的遊
戲程式或科學演示影片。 

 

知道物理，喜歡物理，應用物理 
 



同學將學習到的具體能力 

知識面：學生能夠有趣卻不失深度地學習物理學，使非物理系同學也

能定性地掌握物理科學的基本方法與知識。 
 

情意面：學生能夠連結物理學與人文社會學科同學專業的關係，鼓勵

同學將物理科學的知識與方法運用在各專業中，激發永續學習的動
力。 
 

技能面：學生能夠透過專長分工的小組活動，培養同學們跨領域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人際面：學生能夠透小組討論與期末程式實作，學習溝通技巧
與培養同儕合作的能力。 



二，教學實踐研究的歷程 

1. 我想怎麼做？課程設計為何？？ 

2. 每堂課我大概是怎麼上的。 

3. 特色活動。 

4. 與研究結合 



1.我想怎麼做？課程設計為何？ 

• 前半學期著重在用活潑的方式講解科學方法、
物理原理與應用，並利用一個名為“Easy Java 
Simulations” 的 Java 程式產生器（本學期
嘗試利用手機），示範寫作簡單物理模擬程式，
讓同學看得到物理。 

 

• 後半學期一邊協助同學發展期末成果，一邊
介紹統計物理與跨學科研究(生物物理、社會物
理、經濟物理、能源問題)的發展，希望讓同學
覺得物理與他/她有關。 



教學內容及進度 
 
以(2017)全國大學校院夏季學院通識教育課程為例 













網站建置 

基於同學幾乎整天掛在Facebook 上，而且只有在選課、交
作業或老師特別要求時才會光臨教學網站。所以我們規劃
了二至三層網頁。 

1. 主要教學網站（全公開）：用途A. 向社會大眾展示本
課程成果。 B. 課輔系統與FB討論區的連結。 
      

2. 本校課輔系統（半公開）：用途 A. 同學選課時的參考
資訊。 B. 上傳作業與線上問答的管制。 C. 下載非公開
的教學資料。 
  

3. 臉書社團：用途 A. 最有效的通知與討論平台。 B. 找
學生極有效。 
         

 



網站建置：主要教學網站 



網站建置：本校課輔系統 



網站建置：臉書社團 



二.這學期做了什麼？         . 
         同學們學了什麼？ 



2.每堂課我大概是怎麼上的。 

•  先說明這禮拜的目標 

•  先玩搶答大加分（老師心機重），測試同學
先備知識 

•  講課（板書、網頁、影片、現場寫程式、
PPT），穿插搶答遊戲（課程互動與小組討論）。 

• 有時會玩些大活動（分組活動、老麥和玫瑰花、
波茲曼紙牌、聽專家演講、空氣砲大專輯、不
開冷氣。。。） 

• 公布回家要做的事 

翻轉教室 



3.特色活動（搶答大加分） 

 目的： 

• 讓大家臉皮厚一點  

• 活潑課堂氣氛 

• 讓大家坐前面一點 

• 鼓勵上進（靦腆、準時到。。）的同學 

• 測試同學了解程度 



3.特色活動 
（搶答大加分方式） 

 1. 上課前每人先發一張測驗紙()。 同學可利用此測驗紙（或自己的筆記本）記筆記。 

 2 上課時教師將不時提出討論問題由同學（或以小組為單位）舉手搶答。只要回答

的內容得到教師認可，即由教學助理在同學的測驗紙上做記號（打一個勾）。 

 4. 有時教師將提出限時或限人數的較難問題。同學依照先後完成順序，接受教師檢

驗。在限制條件內（例如三分鐘或20個人或兩組）完成的人，由教師在同學的測驗

紙上做記號。 

 5. 下課前五分鐘登記成績。有抄筆記的同學得基本分四分，每多一個勾多一分。 

 6. 每節課會公布本節課最多勾數。達到勾數上限的同學會協助附近同學，也提高了

上課士氣。 

 7. 學期末，依照各堂成績總和，歸一化計算平時成績。 



上課搶答 
搶答活動 

下課登記 



3.特色活動（搶答大加分） 

 結果： 

• 課堂氣氛真的很好。 

• 有時候亂成一團，隔壁老師會來看。 

• 我有時間喘口氣（以下這一題，限時三分
鐘。。。然後我可以喝喝水） 

• 平時成績很公平。 

 

• 要小心角落的同學（一不小心就忽略了） 



3.特色活動（動態演示） 

 目的： 

• 引起興趣。 

  

•愛現。 

  



3.特色活動（動態演示） 



3.特色活動 
（老麥和玫瑰花） 

目的 

• 送你一朵花，讓你忘不了老麥 

 

• 希望同學記得 電磁學中的 Maxwell 

方程組，嘗試體驗物理定律的美。 



老麥和玫瑰花 



老麥和玫瑰花 



老麥和玫瑰花 



3.特色活動（老麥和玫瑰花） 

結果 

• 同學印象深刻。 

 

• 在期末回饋時，請大家談談Maxwell 方
程組。幾乎都提到了玫瑰花。 

 

• 最受歡迎的第二名。 



3.特色活動（波茲曼紙牌） 

目的 

• 利用紙牌遊戲，實踐波茲曼分布（實
作練習。在統計力學單元實施） 

 

• 同學扮演氣體分子，猜拳代表碰撞，
紙牌代表能量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 
（波茲曼紙牌方法） 

  G 目標：紙牌遊戲，實踐波茲曼分布 

  R 角色：每一位同學都扮演能量（紙牌數）的載體，在教室中和其他載體交換能量 

  A 觀眾：老師或助教（其實老師也可以玩，只是會更混亂） 

  S 情境：一開始同學們每人發三張（四張也可，五張就太多了）紙牌。教師先告知同

學要1. 盡量多找人，2. 盡量找不同人。老師可每人發一張紙來記錄同學每次猜拳交換

的對象與輸贏。扮演能量載體的同學在教室裡隨意亂走，找其他同學猜拳以交換能量，

經過一段時間後，教師喊停並統計能量分布狀況。 

  P 表現：兩同學猜拳後，若輸的人手上還有紙牌，則贏的人拿走輸的人一張紙牌。若

輸的人兩手空空，則啥事都沒發生。 

  S 標準：1. 最後統計，A. 紙牌數量的分布，B. 猜拳次數的分布。 

          2. 以分數或小禮物鼓勵交易次數最多的同學，以小禮物或掌聲鼓勵最後紙牌

最多的同學 



波茲曼紙牌 猜拳 

老師講解與分析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波茲曼紙牌） 

結果 

• 教室又亂成一團（後來鄰居們也習慣了）。 

• 猜拳遊戲很好玩，大家好像回到小學。 

• 最後結果成功展現出波茲曼分布。同學
們很驚訝：原來理想氣體的理論還蠻有
趣的。 

• 聯想到社會上，非常有錢的人，人數極
少，可是擁有社會上大部分的財富。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不吹冷氣） 

•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設計與實踐 

 

 

資料來源：中央社 網站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11080015-1.aspx 
2013年 11月 08日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不吹冷氣） 

•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設計與實踐 

 

• 一般在進入夏天前的能源議題單元前後進行 

 

• 不要當「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老人心機深。嘿嘿嘿。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不吹冷氣） 

1.準備階段： 

 a.議題鋪陳：老師先配合時事，和大家聊聊台
灣反核、空汙與世界的全球暖化的問題。並用一些
手法建立議題與同學的關聯性，讓同學進入兩難困
境（你如果是一條魚，你想要一下子被炸死（核能
困境），還是慢慢被煮死（化石能源困境）？）。 

 b.學生準備：公布先備問題：回家查查，1. 
台灣發電方式比例。2. 核能與化石能源優缺點（正
反都要寫）。3. 想想台灣的能源政策該怎樣？4. 
一個大學生能做甚麼？ 



2.學習階段 

  a.彙整先備問題：老師協助同學們大致彙整意
見（大致條列就好）。 

 

  b.討論會（後來變成辯論會）：主題，1. 台
灣發電方式檢討。現況要用核能還是化石能源？ 
2. 替代能源有沒有可能？ 

 

  c.老師介入：未來的希望，介紹燃料電池與核
融合的發展。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不吹冷氣） 



2.學習階段 

  d.討論：主題，1.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其
實老師在等一個方向，等同學提出節約能源，然
後就進入下一主題）。2. 節約能源的方式。3. 
校園行動方案。（老師拼命帶風向，要大家想想
不吹冷氣會如何？） 

 

  e.行動方案設計：透過審議式民主，建立行動
方案。1. 大辯論：要不要我們這堂課不開冷氣。
2. 討論：有哪些損害控制與弱勢保護方法。3. 
共識建立：最後還是以投票決定，是否施行與施
行方法。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不吹冷氣） 



3.實踐階段 

a.然後我們就一個多月不開冷氣。教師在接下來
的其他課程主題中，隨機講講相關知識（例如：
主建築與現在建築設計思維）。 

 

b.期末同學反思與回饋。同學回想在這段過程中
學到什麼？ 

• 對於能完成這件事，絕大部分同學都覺得很驚訝與
高興。 

• 更讓我高興的是，有同學看出了整個事件後面，所
謂民主程序的盲點（和老師的邪惡操縱）。 

 

 

 

3.教室內的特色活動（不吹冷氣） 



3.特色活動 
（期末吃喝什麼？） 

目的 

• 利用 Zuvio ，調查期末吃什麼。 

 

• 體驗社會物理學與鐵磁相變研究 



3.特色活動 
（期末吃喝什麼？） 

規則：  

同學依照主持老師的指示，依題號順序作答。

如果同學們在六題之內達到共識（六成的同

學選同一種食品）。期末 Party 就有吃的啦～ 



Experiments in my classroom 

Zuvio Cloud instant feedback system 



5 4 3 2 1 

1 

A B 2 

C A C C C 3 

B A C A 4 

A A A B 5 

B B B 6 

A A A B 7 

B A A B B 8 

A 9 

第一次 

A 沒奶的茶（紅茶、綠茶） 
B 有奶的茶（奶茶） 
C 有汽的水（汽水、可樂） 
D 沒汽的水（就是水） 

結果： 
2017夏季學院的例子 



5 4 3 2 1 

1 

C C 2 

C C C C C 3 

A C C C 4 

A A C A 5 

A B B 6 

A A A A B 7 

A A A B B 8 

A 9 

第二次 
結果： 
2017夏季學院的例子 



5 4 3 2 1 

1 

A A 2 

A A A C C 3 

A A C C 4 

A C C C 5 

A B D B 6 

A A A A B 7 

A A A A A 8 

A 9 

第三次 
結果： 
2017夏季學院的例子 



5 4 3 2 1 

1 

D A 2 

A A A D 3 

A A C C 4 

A C C C 5 

A B D 6 

A C A A B 7 

A A A A A 8 

A 9 

第四次 
結果： 
2017夏季學院的例子 





3.特色活動 
（期末發表會） 

目的 

• 提供發表機會，讓同學展現成果。 

• 訓練同學的組織與表達能力。 

• 反省與回饋 

 

• 開 Party 



期末發表會 



四、與研究結合 

• 前面的「期末吃什麼？」遊戲結果，與我的研究 
「共識形成的機制」結合，做出了一些成果。 



我的理論與模擬研究 課堂遊戲 



• Results:  
 

 

 

Experiments in my classroom 



• Results:  
 

 

 

Experiments in my classroom 

... 

reach consensus!!! 

More details have been shown 
at poster 33 

personal 
individuality 

bandwagon 
effect 



三.小結與心得 

。
。
。 

這是上學期的考後心得，這學期在6/19考 



1.學習成效。 
 



1.學習成效。 
 





2. 我的心得與反省 

• 很好玩，和大家做了一件有趣的事。 

• 這個教學模式真的能實現。 

• 打不過手機，就加入它。 

(嘿嘿嘿，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 有助教真好～ 

 

 

• 有時候會覺得玩得太超過。 

• 同學負擔，會不會太大。 

 

 

 

 



4. 我的心得 

• 感謝修課同學、助理、助教和各位老師，
我們一起完成了有趣而奇妙的學習旅程。 

 

• 感謝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
計畫」辦公室、 「夏季學院通識教育課
程計畫」辦公室、本校通識中心與物理系
的各位師長與同仁，給我們機會。讓我們
做了一些有意義又很快樂的事。 

 

 



謝謝 

優遊於自然與人文之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bYfr4qN6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