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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申請人約 20 幾年之長期教授電子學課程，發現學生通常比較不了解文字及圖解說明。然

而對實驗課的動手做學習方式，則由於可以觀察到實驗結果之波形與數據顯示，以及與同學之

間比在普通教室能夠討論。因此，比較有興趣學習進而了解實驗電路之原理及其功能。然而當

進到實驗室時，面對儀器設備以及一堆電子零件的時候，又常常因為缺乏對陌生新的儀器設備

嘗試以及電子零件的接觸無法適應，導致學習意願的低落。尤其是實驗室基本儀器設備，譬如：

電源供應器、訊號產生器及示波器的操作使用以及三用電表之量測使用。其實每一個儀器設備，

在學期一開始即講解並帶領同學按部就班操作過。可是學生仍然無法完整的正確操作，這個有

可能是缺乏嘗試錯誤的練習，所導致之結果。有時候在下一個星期上課，要求使用同樣的儀器

及電子零件來操作，甚至連開機按鈕與相關電子零件連接都無法順利操作完成。因此，直接間

接影響其做實驗的興趣，此時若無法及時矯正，往後將無法提升其學習電子學之興趣與意願。 

面對資訊科技日新月異的時代，促使個體的學習方式由傳統的面對面學習，邁向結合資訊

科技所帶來的數位學習新體驗。透過新型態的學習方式，學習者可在任何時間、地點、裝置，

依據個人需求規劃學習活動，逐步建構自己的知識。另外，由於後疫情之影響，帶給學校傳統

教學極大挑戰，導致網路教學平台的興起與成熟與大量使用，以學生自主學習導向之翻轉教室

教學法的創新，為改善學生學習意願低落帶來了契機。在翻轉教室的模式下，學生可以藉由網

路教學平台在任何地點及時間，課前預習下周要做的實驗單元。而在實驗室課堂中時，教師可

以有充裕的時間，回應解說學生的個別需求，學生也可視自己的學習特質，反覆觀看網路教學

平台之相關投影片及範例解說，以達到精熟的學習。因此，藉由翻轉教室之創新教學，利用課

前預習的方式讓學生先認識儀器設備以及電子零件之基本動作情形，降低其對新儀器設備的陌

生以及碰觸電源連接電子零件的恐懼，提高其學習電子學之興趣及意願。 

合作學習乃是將學生分組教學給予適當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小組中進行學習。教師並將合

作技巧納為學生學習目標之一，引導小組成員彼此相互依賴、相互幫忙、分享資源，每個成員

都負起學習成敗責任。合作學習強調學生以主動合作的學習方式，取代教師主導的教學，藉以

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力、發展學習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力並養成其團隊精神。因此本專題教

學研究計畫將採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實施於電子學實驗課，藉由學生小組成員在實驗動手做

其間之合作、磨合、討論及溝通，進一步培養其自主終身學習的能力。 

因此，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主要是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將其實施於

電子學實驗課程，以改善電子學課程之教學。進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手做的能力，培養其

終身自主學習的能力。 

二、 文獻探討 

最近幾年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已經逐漸成為全世界國際間教育工作者所關注

的新興教學模式。翻轉教室的主要核心概念，就是將教學模式適當的”翻轉”。將傳統「教師在

課堂中教授課程的內容，學生於課後討論與練習，並完成作業」的授課模式，翻轉成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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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前觀看教師預先錄製的課程內容，然後到課堂上進行討論與練習，並完成相關作業」的上

課方式[1-2]。 

參考文獻[3]認為翻轉教室應該包含兩個元素，一為在教室中的互動式團體學習活動，另一

為在教室之外以電腦為基礎的個別式教學活動。因此，翻轉教室可與各類以學生為中心之建構

取向教學策略結合應用，如問題導向式學習、探究式學習、合作學習、行動導向式學習或同儕

學習等。 

翻轉教室成為教育界的熱門議題，引發全球許多教師投入翻轉教學。根據對美國 453 位教

師實施翻轉教室後的研究結果顯示，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效顯著，有 80%的教師認為學生的學習

態度明顯改善，更有 99%的教師表示將繼續使用翻轉教室做為教學模式[4]。在高等教育界，

2014 年新媒體聯盟(NMC)發表的 Horizon Report 指出，翻轉教室是目前高等教育階段發展中的

重要教學科技，其亦可讓學習者精熟工作職場上所需的知識與技能[5]。 

依據前面之敘述，翻轉教室類似要學生先進行”課前預習”的概念，但是一般在缺乏指引的

狀況下，預習的效果難料。同時，在上課時，由於教師面對全體學生，難以因應每一位學生的

學習需求，重複講授學習內涵，因此無法確保每一位學生均能達到學習目標。但在翻轉教室的

模式下，學生的課前預習等同是在教師的教學下進行，在實體課堂中時，教師即得以有充裕的

時間，回應學生的個別需求，學生也可視自己的學習特質，反覆觀看教學講義、投影片或練習

題題，以達到精熟的學習。 

面對數位化及雲端運算之全球趨勢，以及因應網路及數位科技對於教育環境及學習模式帶

來之轉變，教育部啟動”數位學習推動計畫(103-106 年)”，扭轉以往”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提升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科技知能，並引導學生由被動聽講轉為主動探究式學習，期待掀

起”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新浪潮[6]。合作學習即是將以往以老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還給以

學生為主的”以學習者為中心”合作小組成員，由他們主導學習學習的模式。 

參考文獻[7]認為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組織的結構， 學生經由團體合作的過程，追求知識。

學生在小團體中共同學習，貢獻每個人的力量，且幫助其他人共同完成工作。此教學方法同時

能增進學生間的關係、良好的溝通技巧及高層次的思考能力。此外，合作學習還能達成四項教

學目標：培養學生的學業合作能力、增進團體的關係、發展學生的自尊及增進學生的學業成就。

參考文獻[8]認為合作學習，主要是在一個適當之合作學習情境採用異質分組方式，使學生在小

組中進行學習。教師並將合作技巧或社會技巧納為學生學習目標之一，引導小組成員彼此相互

依賴、相互幫忙及分享資源，每個成員都負起學習成敗責任。 

參考文獻[9]認為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策略或方式，將學生組成小組或團隊，鼓勵小組成員

間互相合作，一起討論和澄清想法、探究、思考、推理及解決問題，以達成特定的教學目標。

教師則扮演主動的角色，在小組間巡視並適時地給予協助與鼓勵，也提供良好的問題以引發小

組成員思考。此教學方式不但促使學生自己和同儕的成長，教師亦獲得專業成長，是利人又利

己的教學策略。參考文獻[10]認為「合作學習」是經由兩人以上，以分工互補或相互激勵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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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來完成的學習活動。合作學習強調學生以主動合作的學習方式，取代教師主導的教學，藉以

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力、發展學習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力並養成其團隊精神。合作學習為一

種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策略。在合作的學習歷程裡，教師所負的責任為建構異質小組、設計

課程、引導學生在小組內合作，且運用團體獎勵來獎賞學生的學習成就；而學生方面，則學會

分享知識及幫助他人，一方面可以促進業的進步，獲得平等成功的機會，一方面可以學習生活

的技能，以增進社會互動，培養良好的人際關係。 

因此，本教學實踐計畫採用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創新教學模式於電子學實驗課程，

以改善電子學課程之教學。期望此研究計畫的完成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手做的能力，進一

步培養學生終身自主學習的能力。 

三、 研究問題 

本教學實踐專題計畫希望藉由翻轉教室之創新教學，利用課前預習的方式讓學生先認識儀

器設備以及電子零件之基本動作情形，降低其對新儀器設備的陌生以及碰觸電源連接電子零件

的恐懼，提高其學習電子學之興趣及意願。 

合作學習乃是將學生分組教學給予適當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小組中進行學習本專題教學研

究計畫將採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實施於電子學實驗課，藉由學生小組成員在實驗動手做其間

之合作、磨合、討論及溝通，進一步培養其自主終身學習的能力。 

因此，申請人提出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於電子學實驗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的主題，以改善電子學實驗課程之教學。冀望此教學研究之實施能夠達到完成本計畫教學

研究目的：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手做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終身自主學習的能力。 

四、 教學研究設計/方法 

4.1 教學研究設計 

本教學實踐計畫研究主題之教學目標主要在：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之興趣與意願以及培養

其終身自主學習的能力。採用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創新教學模式於電子學實驗課程，以

改善電子學課程之教學。學生學習課程之成績考核主要包括預報結報與各項單元前後測驗

(40%)、期中(30%)、期末及專題(30%)考試等項目，採不同加權評定後獲得其學期總成績，作為

期末學習成效之評量。本教學方法設計步驟與執行流程規劃包含上課前、上課中及上課後之三

個主要步驟，各個步驟流程間的關係如 4.1(a)、4.1(b)及 4.1(c)所示，茲分別說明如下。 

上課前：此步驟之教學方法設計與執行流程規劃首先針對電子學單元資料蒐集與整理，接

著將相關資料設計製作成講義，然後將其製作成投影片或者錄影檔案。然後針對各個單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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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前後測的考題，後測通常比前測的考題困難。另外，還有設計製作期中考題包含筆試以實

驗測試考題兩種。期末考的製作主要在複習整個學期的單元重點包括筆試及實作的考題設計。

第二學期的專題考題設計主要著重在如何連接整個學習過電子學單元重點。學生分組規劃考量

之設計主要考量學生之能力、成績、合作學習態度等，再將整個相關的檔案教學資料、錄影檔

案及單元講義相關資料上傳網路教室 iLearn2，此步驟之教學方法設計與執行流程規劃，如圖

4.1(a)所示。 

上課中：當學生上網路教室預習相關指定教學資料後，在上課中老師與與研究助理解答學

生預習的疑惑跟學生討論分組實驗實作問題。老師與研究助理持續檢討解決學生之問題，直到

問題完全解決為止。學生將學習單元資料，譬如示波器波形資料記錄及儲存。上課一開始繳交

預報及結報資料，在學期末的時候實施各項評量表之測試，此步驟之教學方法設計與執行流程

規劃，如圖 4.1(b)所示。 

上課後：當學生下完課之後，老師與研究助理檢查預報結報，各項考試測驗成績的評定以

及各項評量表施策之資料統計。老師與研究助理檢查教學過程之各項缺失與重點，提出問題事

實，確實改善教學問題，提升教學品質，教學方法設計與執行流程規劃，如圖 4.1(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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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前

電子學單元資
料蒐集整理

講義設計與製作
投影片設計與製作

錄影製作

前後測考題設計與製作
期中考考題設計與製作
期末考考題設計與製作
專題實作設計與製作

學生分組規劃
教師評量表設計
同儕評量表設計

學生學習評量表設計

上課中

錄影檔案及單元講義相關
資料上傳網路教室iLearn2

  

上課中

解答討論學生疑
惑及預習問題

上課後

學生分組實驗實作
討論與提出問題

老師與研究助
理問題解決?

是

報告繳交或各
項評量表施測

學生單元資料
紀錄及儲存

否

 

 4.1(a)上課前 4.1(b)上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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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後

檢查預報結報各項考試測
驗或各項評量表評定成績

提出問題事實
改善教學問題

老師與研究助理
檢查教學過程

整理報告

 

4.1(c)上課後 

圖 4.1 教學方法設計步驟與執行流程(a)上課前(b)上課中(c)上課後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出一個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創新教學模式於電子學實驗課

程，以改善電子學課程之教學。期望此研究計畫的完成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手做的能力，

進一步培養學生終身自主學習的能力，因此本教學課程設計執行進度與規劃，如表 4.1 及表 4.2

所列。 

表 4.1 電子學實驗(一)課程進度與規劃 
周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授課方式 

1 課程簡介與實驗設備運用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與上機操演 

2 
電腦輔助模擬軟件（SPICE）的使

用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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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用電表操作原理及使用說明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4 RC 電路分析與測量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5 
二極體 I-V 特性曲線、溫度和開關

時間測量以及齊納二極體測量。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6 二極體的整流、濾波和穩壓電路 

 講授與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7 二極體的截波和箝位電路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8 二極體的倍壓電路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9 期中考試 

 筆試 

 實作測試 

 實施評量指標 

10 BJT 的特性量測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11 BJT 的偏壓和 I-V 特性曲線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12 BJT 的開關電路 
 講授及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13 共射極(CE)放大器-直流分析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14 共射極(CE)放大器-小信號分析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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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15 共射極(CE)放大器應用電路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16 共基極(CB)放大器-直流分析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17 共基極(CB)放大器-小信號分析 

 講授及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工作日誌檢查 

18 期末考試 

 筆試 

 實作測試 

 實施評量指標 
 期末填寫問卷調查 
 

 
表 4.2 電子學實驗(二)課程進度與規劃 

周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授課方式 

1 共射極與共基極放大器複習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與上機操演 

2 共集極(CC)放大器-直流分析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3 共集極(CC)放大器-交流分析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4 場效電晶體之特性與直流分析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5 場效電晶體放大器電路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6 串級放大電路  講授與上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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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7 達靈頓放大電路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8 期中考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9 功率放大電路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10 運算放大器-反向及非反向放大器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11 
運算放大器-加法器其應用電路分

析與設計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12 
運算放大器-減其應用電路分析與

設計法器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驗 

 問題探討與解決 

 實施實驗前後測 

13 積分器電路與應用電路分析與設計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14 微分器與與其應用電路分析與設計

 單元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到網

路教室 

 講授及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15 期末專題 

 專題範例講義投影片範例上傳

到網路教室 

 問題探討與解決 

16 期末專題 
 上機實作 

 問題探討與解決 

17 期末考試  期末專題繳交及測試 

18 期末考試 

 筆試 

 實作測試 

 實施評量指標 
 期末填寫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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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學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本教學實踐專題研究計畫主要在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之興趣與意願，進一步培養其終身自

主學習的能力。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施的對象為逢甲大學電機系二年級修習電子學實習(一)

及(二)的學生。電子學主要內容包括(1)電子基礎儀器設備及電子零件(2)二極體之認識與電源電

路基礎(3)電晶體共射極、共基極、共集極及場效電晶體共源級放大器之分析與設計(4)運算放大

器分析，包括積分器、微分器加法器及減法放大器的認識與使用。 

本計畫將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之教學模式，為了驗證本創新教學研究計畫之學生學習

成效。另外，亦將預報結報與各項單元前後測、期中、期末及專題考試加權評定加總成績，作

為期末學習成效之評定，本計畫研究之架構整理如表 4.3 所列。 

表 4.3 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結合之教學研究架構 

研究問題 
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之興趣與意願，進一步培養其終身自主學習

的能力 

研究範圍 

(1)電子基礎儀器設備及電子零件 
(2)二極體之認識與電源電路基礎 
(3)電晶體共射極、共基極、共集極及場效電晶體共源級放大器之

分析與設計 
(4)運算放大器分析，包括積分器、微分器加法器及減法放大器的

認識與使用 
(5)教學資源應用：逢甲大學 iLearn2 網路教室 

研究對象與場域 逢甲大學電機系二年級，電機系實驗室 

研究方法與工具

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分組)之教學方式 
教師評量方式以及同儕評量工具 
預報結報之評定 
單元前後測、期中、期末及專題考試評定 

資料處理與分析
預報結報與各項單元前後測、期中、期末及專題考試加權評定加

總，作為期末成績之分析 

現代人的生活完全離不開科技領域的範疇，科技領域的電子產品主要是建構在電子零件的

基礎上。而電子學基礎原理與應用的認識與了解，則是科技領域工程開發人員必備的專業知識，

因此大學電子學的課程，學生的學習與老師的教授，就成為教學非常重要的課題。然而電子學

基礎原理與應用之教學，往往都必須搭配實驗課的動手做學習方式，可是當學生進到實驗室時

面對儀器設備以及一堆電子零件的時候，常常因為對陌生新的儀器設備缺乏嘗試錯誤的精神以

及對電子零件的接觸無法適應，導致學習意願的低落。為了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的興趣以及更

進一步培養其自主學習的能力，本專題教學研究計畫將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

進一步培養學生自主終身學習的能力。 

因此，本專題教學研究計畫依據上述翻轉教室概念與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把電子學教學

內容分為四個主題單元來進行教學的實驗，包括(1)電子基礎儀器設備與電子基本零件規格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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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極體基本與應用電路-電源供應器概念(3)電晶體放大器-共射極、共基極及共集極(4)運算放

大器-積分器、微分器、加法器及減法器，以下將說明進行的步驟及評量方法。 

(一) 教學前準備 

(1) 主持人與助理研究生在開學第一週向學生詳細說明解釋翻轉教室的概念與合作學習教

學模式以及如何實施，並放在逢甲大學網路教學平台 iLearn2 上，提供學生課業學習上

的輔助資源，譬如：教材講義、小考、期中、考期末考等課程資訊，先行讓學生課前預

習。 

(2) 教材準備：進行教學活動前將先擬訂各類教材，如:預報、結報內容書寫格式、小考、期

中考、期末考測驗卷等。 

(3) 學生基本分數決定：由於基本分數主要是代表學生學習能力之高低，基本分數將由將由

預報結報繳交的次數與內容給予分數，再加上小考、期中考、期末考測驗的分數，依據

不同的權重給予加總，最後得到代表學習能力的基本分數總成績。合作學習著重學生的

自我學習與成長，而基本分數可作為個人自我學習能力及小組進步的指標。 

(4) 進行學生分組：為了分析學生分組學習之教學成效，在第一學期學生之分組將採隨機分

配的方式。 

(二) 教學方法步驟 

(1) 翻轉教室主要的概念重點即是強調學生之自我課程預習，主持人將預製教學講義、PPT、

實驗模擬結果和影片，放置於網路教室 iLearn2 平台，讓學生自行學習未來上課的內

容。同時指定相關題目及參考題目，讓學生瞭解自己在哪一個環節最薄弱，如此在課

堂上就能將主要的重心放在該部分，因此更容易了解課堂上的重點進一步提高學習的

興趣，敘述如下： 

(2) 採用全班授課的方式，利用網路教學平台介紹教材之重點內容提示，前面 1 週預習之

內容將於本周說明解釋其原理與應用。強調著重電子零件原理的解釋與意義的說明，

而非內容重點的記憶。 

(3) 主持人及教學助理將每週的電子學重要單元與範例，放至教學平台，提供學生思考，然

後再於下週課堂上討論。 

(4) 學生上課前一週，自己先行至網路教學平台預習本週之相關電子學教材內容單元，並

熟悉下一週實驗使用之相關電子零件。 

(5) 規劃每組負責一週之電子學單元例題範例講解，或者電子學單元概念說明。該小組成

員須先溝通如何在課堂講解範例給予其他同學了解，並於課堂上如何與其他同學討論

該單元主題的內容。 

(6) 分組學習 

(a) 鼓勵學生可以在本週上課前，提出在網路教學預習遭遇有疑問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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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老師及研究助理說明解釋該周電子學單元題目之重要概念。 

(c) 鼓勵學生討論實驗數據結果之判斷與解釋。 

(d) 研究助理適時公佈正確實驗波形數據與實驗結果內容說明 

(e) 老師及研究助理將以小組完成實驗波形數據結果之先後以及實驗內容之說明，給予

不同之評分等級。 

(三) 教學評量 

教學評量為藉由實施平常考、期中考、期末考相關成績來評分獲得，而每單元實驗測驗考

題則由教師自行命題，實驗前測驗希望了解學生對單元或元件的基本認知，實驗後測驗則是期

望學生在完成實驗後能夠清楚元件特性並應用，後測考題難度將高於前測。 

五、 教學暨研究成果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其教學目標主要在提高學生學習電子學之興趣與意願，並且進一步培

養其終身自主學習的能力。為了達成此一教學目標，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將結合翻轉教室與合

作學習教學模式，將其實施於逢甲大學電機系二年級電子學實驗(一)及(2)課程。並且透過相關

質化指標及量化指標以及建議之評量表格的資料蒐集與分析，說明及評量學生之教學成效，完

成教學實踐之研究目標，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執行完畢，其成果包括以下三點：(1)電子學實驗

課實施翻轉教室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2)電子學實驗課採用合作學習模式，可以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同學間之互動以及溝通能力以及(3)實體教學與線上教學成學習成果比較，茲說明如下。 

5.1 電子學實驗課實施翻轉教室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為了了解學生對於翻轉教室的看法，本計畫設計以下兩點問卷調查問題：(1) 預製教學內

容及講義放置網路 ilearn2 教學平台，可否幫助你提升與了解下次實驗之內容。(2)預報及結報

的預習與結果討論之繳交，是否幫助您對於電子學實驗內容的認識與了解。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5.1 及 5.2 所列，可以看出學生對於翻轉教室的教學方式很明顯的認同也有學習提升的效果。 

學生對於電子學實驗項目單元是否會隨著對實驗儀器設備熟悉度的增加以及基本電子學

課程的認識，提升其學習的效果，本計畫做了以下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由第一學期對於

電子學實驗項目的操作與瞭解有顯著的進步，但是在很好的部分並沒有增加，可能是第二學期

的實驗項目比第一學期實驗項目還要來得困難，如表 5.3 所列。但是在操作學習認識電子學實

驗部份有普遍的認識與進步，所以本教學方法之實踐的確可以增進學生學習之成效。 

表 5.1 

(0)無關連 (1)尚可 (2)普通 (3)好 (4)很好 

6% 3% 11% 37% 43% 

0% 0% 12% 4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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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0)無關連 (1)尚可 (2)普通 (3)好 (4)很好 

2% 11% 25% 33% 29% 

0% 2% 19% 44% 36% 

 

表 5.3 

(0)不知道 (1)很困難 (2)困難 (3)容易 (4)很容易 

6% 6% 33% 35% 19% 

3% 2% 14% 73% 8% 

5.2 電子學實驗課採用合作學習模式，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同學間之互動以及溝通能力 

為了了解學生對於電子學實驗課採用合作學習模式，是否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同學間

之互動以及溝通能力，本計畫設計以下三點問卷調查問題：(1) 同學互相觀摩討論可否提高實

驗興趣與了解(2)上實驗課的期間，藉由實驗課可以增進同學間之互動(3)以及可以培養同學溝

通能力。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5.4 - 5.6 所列，可以看出學生對於採用合作學習模式的教學方式很

明顯的認同，其可以提高學習興趣、同學間之互動以及溝通能力，因此預期也有提升學習的效

果。 

表 5.4 

(0)無關連 (1)尚可 (2)普通 (3)好 4)很好 

0% 2% 11% 32% 56% 

0% 3% 5% 29% 63% 

表 5.5 

(1)很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稍為滿意 (5)非常滿意 

0% 2% 19% 29% 51% 

0% 0% 22% 41% 37% 

表 5.6 

(1)很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稍為滿意 (5)非常滿意 

0% 3% 22% 35% 40% 

0% 2% 27% 41% 31% 

5.3 實體教學與線上教學成學習成果比較 

由於疫情關係學校採取混合式教學的方式進行，因此，為了了解學生對於線上教學與實體

教學學習效果做問卷：(1)實體上實驗課與線上教學做比較(2)實體上實驗課與線上教學兩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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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做比較。從學生的問卷調查中，可以觀察到學生以接受線上教學，但是其從線上教學方式所

獲得的學習效果很明顯得不是很好，如表 5.7 所列。 

表 5.7 

(1)很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稍為滿意 (5)非常滿意 

5% 0% 3% 29% 63% 

8% 0% 14% 3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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