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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融入習慣領域光明心態激勵學生磨課師自主學習之行動研究 
An Action Research on Seven Self-Perpetuating Operators in Habitual 

Domains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ed MOOCs Learning 
of MOOC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一、本文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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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至109年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結果顯示:讓同學在具體清楚而富挑戰

的目標下進行自主導向學習，發現若有適切的學習壓力或自主學習動機，均能讓學

生發揮潛能展現驚人的學習效果。本研究延續107年教學實踐研究，強調學生如何運

用磨課師進行自主學習與自我導向學習；與108年教學實踐研究，透過專案管理一案

通專題式實作探討學生分組團隊合作自主學習與自我導向學習；與109年教學實踐研

究，及逢甲大學111學年度教學研究計畫-通識課程磨課師融入學生個人自主學習與

團隊合作學習之比較研究的相關基礎下，進一步探討如何透過有效的班級經營與激

勵措施，影響學生自主學習與分組團隊學習及專業知識養成的行動研究。 

有鑑於此，本研究在既有的基礎下，本計畫擬以日夜間部通識112學年上下學期，

選修職場素養與職涯發展磨課師的修課學生為對象，透過上下學期兩次發布與上下

學期期中考前後各兩次迭代的行動研究敏捷專案管理循環生命週期，進行習慣領域

七項光明心態融入課程激勵學生自我導向學習磨課師線上課程的行動研究；進一步

透過班級經營融入內在動機正念的光明心態，改變教學方法與場域，在通識選修課

程探討學生應用磨課師線上課程進行自主學習成效變化之教學行動研究。 

逢甲大學教學卓越強調「師愛生兼嚴管勤教」的教育倫理，成果導向的教學、

軟能力的融入與 CDIO 工程教育新典範的應用，深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與深耕計畫之

肯定。申請人自1996年接觸交通大學講座教授游伯龍習慣領域，2005年參加交通大

學習慣領域大專教師培訓，於2008年開始深入研究習慣領域，2009年發表習慣領域

光明心態之量化探查研究期刊論文，迄今已於中華民國習慣領域學會出版之習慣領

域期刊發表6篇習慣領域教學創新動態循環、磨課師融入教學與光明心態相關學術論

文。對習慣領域七大光明心態已有深入的學術基礎，同時也已建立符合信度與效度

的問卷量表。 

配合個人專案管理自主學習專業養成與磨課師課程自主學習與融入課程教學之

相關經驗，於108學年度開發通識教育職涯發展磨課師與生活化的敏捷專案管理等兩

門全新的通識課程。109與110學年為讓修課同學能夠有效應用磨課師課程養成專業

發展職涯開設職涯發展磨課師選修課程，進行以磨課師線上課程為主的學生自主與

團隊合作學習；111學年在逢甲大學教學計畫的獎助下，探討如何透過教學設計進行

相關研究，經過將近一學期的班級經營與研究，發現學生在有效的班級經營與具體

明確的學習目標與輔導下，呈現歷年前所未有的磨課師線上課程優異學習成果。 

本教學研究，擬進一步探討在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進一步融入習慣領域光明心

態激勵修課學生，對學生自主學習線上磨課師課程能力與成效之影響。本研究透過

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前三週習慣領域光明心態的講授與討論與磨課師線上平台與課

程的學習經驗分享，讓學生先共同註冊一門職涯發展相關磨課師課程，進行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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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的學生個人或分組團隊自我導向學習進行教學實踐行動研究。 

首先，透過文獻探討釐清習慣領域光明心態與自我導向學習的相關理論模型；

其次，應用上述相關理論模型，設計職涯發展磨課師融入光明心態進行磨課師課程

學生自我導向學習，再透過習慣領域光明心態與逢甲大學六大軟能力前後測問卷調

查，統計分析探討光明心態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變化與相互影響關係。透過導入

課程的前後測成績及學生磨課師課程成績與通過取得線上課程認證證書數，進行班

級學生個人自我導向學習線上磨課師課程的成效分析；同時，進行學生學習單與期

末學習之我的改變內容，進行質性研究。 

本研究擬於上下學期進行通識課程融入習慣領域光明心態激勵學生磨課師自主

學習之行動研究，本研究目的臚列如下： 

（1）透過文獻探討，建構光明心態融入通識課程學習理論與教學實踐分析模型； 

（2）探討學生光明心態與屬性差異磨課師線上課程學習成效的差異； 

（3）分析修課同學學習光明心態激勵自我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4）探討如何有效應用磨課師相關課程進行通識課程學生自我導向學習； 

（5）分析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教學過程學生軟能力提升的成效。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目的，可將本研究問題說明如下： 

（1）習慣領域光明心態如何融入課程教學？ 

（2）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上下學期修課同學的光明心態七個信念，在修課前狀況與

課程融入後會有何變化？ 

（3）修課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因光明心態信念與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 

（4）如何有效應用磨課師，進行通識課程自我導向學習？ 

（5）適當的課程設計，對學生團隊合作、自我管理的自我導向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

能力，有無提升效果？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游伯龍（1985，1987，2002，2009）強調人的記憶、觀念、想法、作法、判斷及

反應等念頭或思路都是動態的，經過學習與成長後逐漸在固定範圍內，此即習慣性，

組織運作亦然，稱之為習慣領域（habitual domains）。習慣領域如同「龜殼隨龜」地

跟著我們，是指我們大腦裡所有念頭與思路的綜合，它的組織與運作是非常錯綜複

雜的，是操作我們有無限潛能大腦的人性軟體（human software）。習慣領域理論的

四個主要概念：潛在領域（potential domains, PD）、實際領域（actual domains, AD）、

可發概率（activation probability, AP）與可達領域（reachable domains, RD）。理想的

習慣領域是指潛在領域又深又廣（擴展、深化、升級），能認同萬物，知萬物之機微；

實際領域有無限的彈性（擴大、轉化、突破），能及時有效地解除自己及別人的痛苦

和壓力，創造喜悅智慧（游伯龍，1987， 2002，2009）。 

郭廸賢與陳羿熏（2019）強調習慣領域的光明心態為屬於擴展習慣領域的內功，

內容包括：（1）無價之寶學會尊重：人人都是無價之寶，你和我都是佛或上帝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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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2）目標知行自我培力：清楚而富挑戰性的目標是生命的泉源，信心和全力知

行是達到目標的不二法門；（3）事必有因萬事助長：所有事情的發生背後都有原因，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幫助我們成長；（4）工作使命信心熱情：我的工作是我的使命，

也是樂園，我有熱情與信心去完成；（5）生命主人自我負責：我是自己生命世界的

主人，我對一切發生的事情負責任；（6）欣賞感恩回饋布施：處處存欣賞、感激之

心，也不忘回饋奉獻和布施；（7）活在當下享用奉獻：生命時光最寶貴，我要百分

之百的去享用，並奉獻從現在到死亡之前的生命。 

蔡敦浩、李慶芳、陳可杰(2016)激勵理論，包括以需要為中心的內容理論、以行

為為中心的程序理論及以心理為中心的學習理論；其中以行為為中心的程序理論，

包括期望理論、公平理論與目標設定理論。Lee, S. (2007)所述 Vroom 提出的期望理

論，包括三個條件，分別為努力導致績效的預期性(expetancy)、績效導致報償的工具

性(instrumentality)與報償符合價值的效價值(valance)，此一理論可以習慣領域的光明

心態的融入屬於正念的激勵的目標之行自我培力內容相呼應。 

學生自主學習包括：自主規劃、監測與修正的自主策略、關於學習效能的自我

導向回饋的管理與控制、獨立的認知與自我激勵等三大要素（Zimmerman, B. J., 1986, 

1989與1990；Pintrich, P.R. and E.V. DeGroot, 1990）。Boekaerts（1990）認為教育主要

目標，在教會學生自主的能力，成功要件係具備先驗知識與自我管理的認知能力。

自主學習可分為認知型的自主學習與動機型的自主學習。自主包括相關專業領域知

識、應用策略與目標設定。Zimmerman 與 Martinez-Pons（1990）進一步比較年級別、

性別與獎勵機制等條件，對學生自主學習的影響。 

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係指個人能自我引發學習，並能獨立進行

學習，具有自我學時的能力、強烈的學習信心與慾望，能夠運用基本學習方法與技

能，安排與規劃學習步驟，以完成學習計畫與進行學習活動(Guglielmino,1977；轉引

自郭庭綸，2015)。自我導向學習，常見相關概念類似名詞，有：自我導向研究(self-

directed study)、自我規劃學習(self-planned learning)、獨立研究(independent study)、

個別研究(individual study)、自我教導(self-instruction)、自我教學(self-teaching)、自我

研究(self-study)、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發現學習(discovery learning)、自主學習

(autonomous learning)、獨立學習(independent learning)、自動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

個 別 學 習 (individual learning) 及 自 學 (autodidacts) 等 (Tough,1979 ； Brockett & 

Hiemstra,1991；Gerstner,1992；鄧運林，1995；郭麗玲，2000；陳采秀，2019；郭玲

慈，2018等) 。 

Tough（1979）研究中說明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歷程，其歸納出十三個步驟，

強調學習過程中的計劃與決心、目標與時間規劃等，包括：（1）決定所需要學習的

知識與技巧、（2）決定學習所需的資源與設備、（3）決定學習的地點、（4）確定期

限或是完成之目標、（5）決定學習的時間、（6）決定學習的進度、（7）估算個人目

前知識與技能程度的進步情形、（8）解決障礙與效率問題、（9）獲得可使用資源、

設備與場所、（10）準備或調適學習的空間、（11）儲存或獲得人力或非人力資源的

經費、（12）找出學習的時間與（13）增強動機等 13個步驟。Tough（1979）強調從

事自我導向學習必須擁有四種能力，分別為「擁有選擇和規劃準備合適學習步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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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診斷學習所需協助的能力」、「擁有選擇運用有益學習資源的能力」與「擁

有分析評核學習計畫的能力」（陳姿伶，2012）。 

Oddi（1986）將自我導向學習視為一種過程，並非發生，而將自我導向學習認

為是一種人格特質，也將其分成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為「為問題而準備的動力/被

動反應的動力」，強調一個人開始與堅持學習的能力，自我導向學習是自主性、自我

實現的，會主動學習將問題解決，但相反地在外在激勵下的被動學習，會因阻礙而

不持續堅持這項學習; 第二個面向為「開放的認知/防禦的認知」，對於新的事物可

以勇於接納，相反則是在固執中無法接受新的理念或活動;第三個面向則是「對學習

的承諾/厭惡學習」，認為對於自我導向學習是快樂的，都是積極接受、參與學習，

相反地則是不喜歡學習，也較少參加學習活動（陳靜怡，2003）。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網路學習型態快速成長，學生使用網路學習或是數位學

習的機會與頻率日益增加，此趨勢也引導學校教師更加善用網路資源與數位化教學

工具，提供具備即時性、互動性與自主性的數位學習情境，藉由改變學習的方式進

而活化教學現場與學習氣氛，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與資訊科技能力，

為因應快速變遷的資訊化時代做好準備（洪淑芬、楊崇宏、周照偉、林建宏、蔡賢

亮，2013；蔡文憲，2010）。數位學習的環境強調學習者自主探索學習與建構學習者

個人知識系統的歷程；亦即，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在此情境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李秉勳，2013；陳玉潔，2010；Parsons, 2008）。數位學習運

用網路資訊科技與數位教材，提供學習者不同的學習模式讓教學者與學習者能夠不

受空間地進行教學，打破傳統教學必須同時同地的限制。在數位學習過程中，老師

與學生可以透過各種資訊科技與網路教材來進行互動與溝通（顏春煌，2015）。(本

段內容轉引自平子航，2019，p.1、p.3與 p.9) 

融入學習是以各種學習活動為基礎，經混合而成為有系統的學習方法。學習活

動包括：面對面的教室學習、同步網路學習與非同步學習（顏崇凱，2015；蔣翀、費

洪曉，2015；史美瑤，2014；Solomanson, W. R.,2015）。傳統教學以老師為主，在

教室面對面教學。網路虛擬教室線上自主學習，是另一種極端。融入學習則是將無

遠弗屆的網路線上學習與面對面近距離教學，混合而成的學習模式。 

磨課師亦即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在 2008 年由加拿大學者 Alexandre 與

Cormier提出，教師與學習者經由一個主題產生聯繫，課前學生透過網路了解課程內

容，課中積極參與課程討論與交流，課後藉由不同社群工具保持學習者間的互動，

並經此模式稱之為 cMOOC。2012年稱為 MOOC元年，美國先後成立 Udacity， Coursera

與 edX 三大磨課師線上教育機構，是學習者註冊課程後，教師以影片教學，輔以作

業與測驗，安排學習互動，教師透過學習平台掌握學習成效的 xMOOC（劉怡甫，2013；

鄭如伶與陳贊仰，2016；簡祥育與陳昭秀，2016；季超與謝超，2014；Wang、Yang & 

Zhang, 2016）。2010年美國教育部出版《以證據為本的線上學習實務評價－對於線

上學習研究的整合性分析與回顧》一書中，提到線上學習的學習成效不亞於課堂教

室學習，結合線上與課堂的融入混成式學習，表現更優於任何一種學習模式（Means, 

Toyama, Murphy, Bakia and Junes, 2009）。 

自我導向學習與數位學習相關理論的探討，陳采秀(2019) 詳加論述自我導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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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定義、特質與內涵及數位學習的發展及其關鍵成功因素與數位學習準備度的相

關研究，可作為本研究理論文獻探討的基礎。平子航(2019)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運用數位學習平台進行專業科目課程學習之行為意圖，並分

析自我導向學習在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關係中的調節效果；及郭玲

慈(2018)的相關研究，均可作為本教學實踐研究實證模型建置與分析之參考。全球最

大的磨課師平台 Coursera，目前在全世界58個國家地區有297合作夥伴全球知名大學

院校與專業培訓機構，參與提供各類課程；除個別課程外，還有專業養成之專項、

線上學士與碩士學位課程，可提供學生進行多元自主學習。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首先教授學生習慣領域光明心態、磨課師自主學習的相

關平台、課程與有效學習方法，接著透過 Coursera 職場成功專項課程及相關中文平

台課程，讓同學學會透過磨課師平台進行自主與分享學習，最後輔導學生有效完成

相關課程學習，取得通過成績完成相關平台認證；達成瞭解磨課師線上課程與學習

基本知識與能力與具備分組團隊完成線上課程學習與分享的教學目標。 

教學方法與設計：本研究採用教學方法有上學期為磨課師融入學習與團隊分組

合作學習（1）磨課師融入學習:融入中英文磨課師平台之專案管理相關線上課程，鼓

勵學生進行自我導向學習，取得線上課程證書；（2）團隊分組合作分享學習:專案管

理相關專業知識主題之分組合作書面與口頭報告學習；及下學期（3）磨課師融入之

學思達教學:透過分組進行學思達教學上課基本流程五步驟：包括以學生為主體的自

學、思考、討論與表達等四個步驟及由老師為主體進行的統整教學回饋；設計兩門

融入課程學思達講義的相關學習問題，讓學生進行個人學習、思考與表達，及分組

共學討論與表達，最後再由老師進行統整。 

本研究課程教學設計與進行步驟，詳如圖一所示。開學前五週，完成學生分組、

學習相關先備知識技能及完成前測成績與學習前軟能力問卷調查；第六至十週，分

別進行融入磨課師職場素養課程的個別客製化自主學習與分組團隊合作學習；期末

五週，先後完成後測成績與學習後問卷，進行必要的半結構式焦點群體訪談與學習

回饋質性問卷填寫。課程結束後，進行前後測成績與學習前後問卷之統計分析檢定，

完成研究問題相關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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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研究教學設計與進行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上述研究教學設計，規劃本課程各週實際授課進度；112學年上學期職涯發

展磨課師授課時間為每週一下午3:10至5:00，根據研究架構與教學設計將職涯發展磨

課師課程各週進度分為三個階段，詳如課程授課計劃書所示。第一階段為第一至五

講，目的在讓學生學習相關先備知識技能，包括習慣領域光明心態、自主學習的磨

課師平台與學習模式介紹、職場成功基礎專案管理及軟能力期初問卷調查與一場職

涯發展或學會自學的業師專題演講；第二階段為第六至十講，目的在讓學生具備職

涯發展所需的職場素養，課程進行前先進行職場素養的學習前測，透過客製化自主

學習與分組合作學習進行學習成果分享報告與討論；第三階段為第十一至十五講，

先完成職場素養的學習後測，進行前後測學習成效的比較分析與討論，再進行三週

分組或個人自選課程的學習分享報告與討論，最後一週進行學習成果期末測驗與相

關軟能力學習成效分析。 

下學期課程為每週二晚上6:30至8:15，參考上學期課程設計與實際研究成果進行

課程混合式專案管理的必要修訂與調整，共同融入課程與上學期相同，可進一步進

行修課日夜間部別差異的比較研究；同時根據上學期的成果，設計進行教學改善的

相關研究。 

學生成績考核與學習成效評量工具，包括量化之習慣領域光明心態與逢甲大學

六大軟能力 Rubric 標準化問卷上課前後之調查問卷資料及融入磨課師線上課程前

後測相關成績，學生出席紀錄及期中與期末考試或作業成績等。質性為學生隨堂參

與情形、學習單與期末回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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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課程學習研究架構如圖二所示。研究之依變項包括融入

磨課師線上課程之學習成效與相關軟能力變化的具體成效，包括職場素養相關知識

技能學習與逢甲大學自我管理與終身學習兩項軟能力之提升成效；控制變項為本課

程之修課學生磨課師融入課程與教學時間相關教學活動；自變項包括學生性別、院

系別與年級別等相關背景，學生的的習慣領域光明心態及個別自主或團隊合作學習

模式。 

 

 

圖二、課程學習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問題可以統計假設呈現如下： 

（1）學生背景不同，學習成效會有顯著的差異； 

（2）學生習慣領域光明心態強的同學，學習成效較佳； 

（3）學生學習模式不同，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以逢甲大學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全體修課同學，為研究對象；以上

課教室為主要研究場域，配合新冠疫情可能的影響包括 Teams混成教學為輔助場域。 

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為敘述統計、統計假設檢定與迴歸分析。透過敘述統計，

描述本研究對象之基本特徵與相關統計量數；透過雙母體樣本平均數之假設檢定，

檢定學生個別自主學習與團隊合作學習，兩者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差異；透過迴歸分

析，進行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相關研究。同時蒐集修課同學之學習單與

回饋資料，透過質性分析方法進行質性研究。 

本研究具體實施步驟，包括統計分析前測資料蒐集階段、後測資料蒐集階段、

資料整理分析階段與研究報告撰寫與分享階段等四個階段，進一步說明如下： 

（1）前測資料蒐集階段：上課前五週，完成修課學習兩門磨課師融入課程相關知識

之前測，及逢甲大學自我管理與終身學習能力之前測問卷調查。 



8 

 

（2）後測資料蒐集階段：上課結束前五週，完成修課學習兩門磨課師融入課程相關

知識之後測，及逢甲大學自我管理與終身學習能力之後測問卷調查。 

（3）資料整理分析階段：前測完成後，先完成前測相關成績與軟能力問卷調查成果

資料之整理、建檔與初步分析；後測完成後，進行後測相關成績與軟能力問卷調查

成果資料之整理、建檔與初步分析；再進行相關前後測比較之統計假設檢定與迴歸

分析。 

（4）研究報告撰寫與分享階段：根據研究計畫與課程進行反思、調查、問卷與外部

認證成果等方面，進行研究分析與討論，撰寫研究成果報告與論文，發表於相關學

術研討會或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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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係以逢甲大學 112 學年上下學期，通識選修之職涯發展磨課師之修課學

生為對象，進行通識課程融入習慣領域光明心態激勵學生磨課師自主學習之行動研

究。分別透過兩個班級學生的基本資料與成績，共同課程 Coursera 台灣大學開設之

職場素養前後測成績，調查修課前後的習慣領域光明心態七個信念與逢甲大學相關

軟能力之 Rubric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相關教學與研究成果之量化統計分析與假設檢

定探討研究問題的教學研究成果。配合兩個班級特殊輔導個案與小組磨課師學習成

果及學生反思寫作與深度訪談，進一步分析本研究之具體成果。 

 

6.2.1研究對象 

    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上下學期開課時段不同，選課學生也有所差異，上學期

日間週一下午的白天選修時段，下學期晚間選修時段並開放進修學士班與日間部學

生共同選修，限制人數 35 位與 40 位名額的小班通識課程。由於課程壓力，期中考

之前放棄學習的學生上學期有 2 人，下學期有 5 人，共有 7 人，實際研究對象上學

期 29 人與下學期 30 人，合計共 59 人完成課程學習。59 位選修同學屬性，詳如表

一所示。 

表一、研究對象-112學年職涯發展磨課師修課同學基本資料 

單位:人、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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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別來看，女同學有 18 位占 30.5%，男同學有 41位占 69.5%。就年級來看，依序

為大三 22 位占 37.3%、大二 20 位占 33.9%、大四 13 位占 22%、大一 4 位占 6.8%。

修課學生分別來自不同學院，依序為工程與科學學院 30 位占 50.8%、商學院 20 位

33.9%、其餘均低於 5 位 10%以下。上下學期修課學生性別占比變化不大，修課學生

年級上學期以大三學生為主，下學期呈現涵蓋大一至大四與進修學士班學生。 

 

6.2.2職場素養前後測分析 

    兩班共同課程設計，為期中考前的共同選修 Coursera磨課師平台台灣大學陳嫦

芬教授之職場素養，共 6週課程，59位同學均完成自主線上課程 6週學習與三份作

業的撰寫與批閱。線上課程有其嚴格規定，必須有五位同課程選修學生，完成該同

學作業批閱，才具備完成課程成績，以取得 Coursera 課程認證證書。兩班同學中，

完成課程達成成績並取得證書，透過修課前後六週學習內容的前後測成績與學習成

效平均數差配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職場素養前後測成績與進步成績檢定結果 

單位: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二資料顯示，兩班同學的後測成績平均高於前測成績，表示有學習成效。就

兩班比較，上學期日間部同學的前後測平均成績均高於下學期夜間班同學。前後測

進步成績，上下學期夜間班同學均分別為 6.23分與 6.08，兩班差異不大；兩班進步

成績，透過配對樣本 t 檢定之 p值均小於 5%，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有顯著進步。學

年兩班進步成績，p值小於 1%，表示統計上有相當顯著的進步。  

 

6.2.3軟能力變化 

    透過逢甲大學團隊合作、終身學習與自我管理的自我導向學習三項軟能力完成

公版 Rubric 問卷學期初與學期末的問卷調查，採用配對樣本均數差之假設檢定結

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修課學生團隊合作、終身學習與自我管理能力，期末測驗成績平均分數高於

期初平均成績，透過配對樣本的假設檢定結果，團隊合作檢定 p值為 0.00 與終身學

習 p值 0.01均小於顯著水準 α＝1%之 0.01，表示透過本課程的學習，修課同學 

學期/統計量 前後測 平均值 學生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前測 74.86 57 9.06 3.64

後測 79.70 48 8.47 3.96

前測 77.14 28 9.44 1.78

後測 82.19 19 6.26 1.43

前測 72.57 28 8.40 1.59

後測 78.07 29 9.39 1.74

學期/統計量 平均進步分數 標準誤 t值 自由度 p值

學年 6.14 1.60 3.83 43 0.00

上學期 6.23 2.54 2.46 18 0.02

下學期 6.08 2.10 2.89 24 0.01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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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團隊合作、終身學習與自我導向學習三項軟能力學習前後調查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團隊合作終身學習兩項軟能力，均有極顯著進步。自我導向學習的自我管理分數，

雖有進步，但其中 p值為 0.06%，小於顯著水準α＝10%之 0.10表示有顯著的進步。 

    進一步就學生性別予以比較，女同學無論在團隊合作、終身學習能力或自我管

理的自我導向學習的進步分數，均高於男同學。兩者在團隊合作方面均有顯著進步，

女同學在終身學習大幅顯著進步。兩者在自我管理的自我導向學習方面，雖然均有

進步，但不具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主動積極學生和一般學生比較，雖然進步分數

較高於一般學生，但就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而言，一般學生有顯著進步主動積極學

生則無顯著進步。 

 

6.2.4光明心態與學習成果 

    完成學習前後測問卷調查的學生習慣領域光明心態的配對樣本調查結果，如表

四所示。習慣領域的七個光明心態信念，包括尊重生命、目標知行、萬事助長、使 

表四、習慣領域的七個光明心態信念期初期末調查變化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統計量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自我管理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自我管理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自我管理

樣本數 49 49 49 33 33 33 24 24 24

缺失值 17 17 17 33 33 33 42 42 42

平均數 2.65 2.87 3.08 3.14 3.29 3.40 0.54 0.43 0.32

標準誤 0.09 0.12 0.09 0.11 0.11 0.10 0.14 0.15 0.16

中位數 2.60 2.80 3.13 3.20 3.20 3.38 0.60 0.20 0.65

標準差 0.61 0.87 0.61 0.64 0.66 0.58 0.67 0.74 0.81

範圍 2.6 4 2.73 2.4 2.2 2.28 2.4 3 3.42

最小值 1.40 1.00 1.27 1.60 2.00 1.87 -0.60 -1.20 -2.13

25 2.20 2.10 2.68 2.60 2.90 3.00 0.00 0.00 0.02

50 2.60 2.80 3.13 3.20 3.20 3.38 0.60 0.20 0.65

75 3.20 3.50 3.50 3.80 4.00 4.00 0.95 1.00 0.88

最大值 4.00 5.00 4.00 4.00 4.20 4.15 1.80 1.80 1.28

前側 後側 進步值

軟能力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誤 t 自由度 p值

團隊合作 24 0.54 0.14 3.97 23 0.00

終身學習 24 0.43 0.15 2.80 23 0.01

自我管理 24 0.32 0.16 1.95 23 0.06

光明心態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t 自由度 p值

尊重生命 0.28 0.61 0.15 1.85 15 0.09

目標知行 0.33 0.47 0.12 2.78 15 0.01

萬事助長 0.11 0.70 0.17 0.66 15 0.52

使命樂園 0.36 0.78 0.19 1.83 15 0.09

全責主人 0.23 0.63 0.16 1.46 15 0.16

享用奉獻 0.17 0.69 0.17 0.96 15 0.35

感激布施 0.07 0.50 0.13 0.53 1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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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樂園、全責主人、享用奉獻與感激布施，在期末完成課程的調查結果，平均成績

均高於期初的平均成績。透過配對樣本均數差的統計假設檢定結果，學生在尊重生

命、目標知行與使命樂園等三個不同信念，均在 10%以下的顯著水準有顯著進步。 

    光明心態強調的學習成果的比較分析，如表五所示。由表中明顯顯示，信念分

數高於中位數的信念強。信念分數高於中位數之信念強的學生之各項平均成績或分 

表五、習慣領域的七個光明心態信念強弱之學習成果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 

 

信念強為光明心態信念分數高於中位數學生，信念弱為分數低於中位數之學生；整

體而言，各項成績與軟能力，光明心態信念強的平均成績或軟能力均高於信念弱之學

生；且多數成績變異之標準誤信念強學生均低於信念弱之學生，表示分數相對集中。信

念強弱只有期中成績、平時成績與前測成績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其於均不具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 

 

6.2.5磨課師課程學習成效 

    自主學習意願較強，主動積極投入磨課師課程自主學習，完成課程完整學習，

獲得課程認證證書的具體成果。如表六所示。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主動完成特別加

分與獎勵的學生，上學期有 7位同學，共完成 31 門磨課師線上課程，取得課程認證

證書 25張。下學期有 12位同學，共完成磨課師線上課程並取得課程認證證書 97張。 

    分析特殊優異的同學，發現同儕互動的影響，上學期 7 位同學中有 5 位是同系

三年級同學，其中有 4 位是同班同學。下學期前三名有 5 位同學，其中 3 位同學是

同班同學，2學分的通識課程，這 3位同學完成 Coursera課程學習並取得課成認證

證書分別為 18 張與 12 張，3 人共取讀 42 張認證證書；加上第 3 名兩位同學 21 張

過際平台課程認證證書，五位同學共取讀 63 張國際磨課師平台的認證證書，成果超

越歷年修課學生的記錄。下學期十二位餐與競賽獲獎之優秀同學，合計共完成 97門

國際磨課師平台線上課程的自主學習，取得 97張磨課師課程認證證書，完成通過 41

門不同課程的自主學習。 

成績別 光明心態 人數 平均值 標準誤

信念強 23 86.52 2.38

信念弱 21 80.81 2.75

信念強 21 86.24 2.71

信念弱 20 77.3 2.94

信念強 23 89.57 1.74

信念弱 23 78.78 3.47

信念強 23 86.52 2.39

信念弱 20 87.25 1.86

信念強 21 76.7 1.58

信念弱 22 70.89 2.19

信念強 20 80.52 1.48

信念弱 19 78.35 2.41

信念強 18 4.54 1.85

信念弱 18 8.39 3.2

信念強 19 2.81 0.14

信念弱 18 2.57 0.16

信念強 19 3.02 0.23

信念弱 18 2.71 0.17

信念強 19 2.91 0.17

信念弱 18 3.1 0.12
自我管理

期末成績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進步成績

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學期成績

期中成績

平時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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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優秀學生之磨課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透過一學年上下兩學期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的

光明心態融入教學、客製化磨課師自主學習、分組團隊合作學習與其他輔助自

主學習方法的教學實踐研究基礎下，進行通識課程融入習慣領域光明心態激勵

學生磨課師自主學習之行動研究的執行與研究，必然產生具體教學改善成果與

實踐研究成效，透過發表分享與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亦發生影響與貢獻。 

回顧一年兩學期的職涯生法磨課師課程，融入習慣領域光明心態激勵學生磨課

師自主學習的行動研究，上學期開學時公告的獎勵辦法，因預算問題取消，轉邀同

學進行參與式觀察互助學習的激勵研  究，開放班上同學期中考後自行登記參與。

申請參與同學，分別是學習一般同學與相對落後同學，經過半學期客製化輔導，發

現陪伴學習效果顯著，兩位期末均有顯著改善的磨課師自主學習成效。下學期一位

同學，以關心與鼓勵，同樣在學習能力可達成範圍內更好的學習成效。 

有感於 111學年上學期個人提供磨課師課程認證自主學習，前三名獎學金產生

的外部激勵效果，之後的兩個學期，取消前三名獎學金之後，學習效果明顯回復正

常。下學期決定在期末考後導入個人與分組團隊競賽獎學金，進行比較性的行動研

究。由於班上特殊優異的同學積極參與，加上個人客製化長期指導同學加入選修，

產生個人與分組團隊同儕相互激勵效果，產生前三名兩學分選修通識課程的 5位同

學完成國際磨課師平台十門課程以上的課程認證證書的成效。獎學金也是有別於分

數的具體外部激勵誘因。分組同儕激勵，可以發揮更好的集體磨課師自主學習成

效。這一班的選課同學，發揮的學習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最佳成效的關鍵。 

這一年兩學期的通識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除觀察到集體參與同儕互相激勵的

影響效果外，同時觀察到個別學生的差異，超越學生預期的課程負擔，發生學生自

動退出自我放棄的遺憾。平時並非亮點或表現特別出色的同學，是最願意改變投入

學期別 類別 優秀學生數 完成課程數 課程認證證數 平均每人證書

112學年上學期 7 31 25 3.57

112學年下學期 12 97 97 8.08

兩學期合計 19 128 122 6.42

男 11 61 59 5.36

女 8 63 62 7.75

機電三甲 4 16 15 3.75

材料二乙 3 42 42 14.00

商進四甲 2 9 9 4.50

下第5組 5 54 54 10.80

下第4組 4 22 22 5.50

上第3組 4 16 15 3.75

下第1組 2 14 14 7.00

優秀班級

優異組別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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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學習的同學，在較長時間的陪伴與鼓勵，均產生意想不到的學習成果。 

 

特殊優異自動自發的學生，出現在職涯發展磨課師選修課程班上的機率，比一

般通識課程更多一些。明知這門課程的壓力與負擔，認真參與並突破自我，呈現不

一樣的自主學習成果。這門課程參與的同學讓自己、同學與授課教師，同時有良好

的學習過程與成果。 

在完成本教學實踐課程的行動研究後，回顧省思如下： 

（1）透過磨課師融入教學，讓師生與時俱進。有效應用磨課師線上課程，增進職

涯發展的領域。 

（2）適切導入習慣領域光明心態的七個信念，強化同學正向信念的主動積極學

習，達到終身學習專業與對線上磨課師課程的學習成效。 

（3）相信學生潛能無限，透過學生自我激勵，同儕互動與教師陪伴，發揮更好的

學習效果。 

綜合本研究教學暨研究成果，與主持人從事研究後的省思，與學生課程回饋，

提供以下建議，以作為從事磨課師融入專業創新教學與相關教學實踐行動研究之參

考。 

（1）正視國內外磨課師平台，豐富且多元的課程資源，作為教師精進自我進些與

帶領學生職涯發展或專業成長自我導向終身學習的途徑。 

（2）重視班級經營師生良性互動的教學環境，創造師生雙贏的教學環境以提升學

生學習參與動機與成效。 

（3）特殊需求學生，不論是主動積極學習者，或需陪伴支持成長者，適性進行必

要客製化教學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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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Appendix) 

附錄一、通識課程職涯發展磨課師學生數位自主學習開創新紀錄新聞稿 

逢甲大學通識課程職涯發展磨課師學生數位自主學習開創新紀錄 

學生國際磨課師平台線上課程數位個別自主與分組合作學習成果優異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郭廸賢教授，自104學年開始進行磨課師（MOOC）課程融

入該系的專業課程學習中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引進國際排名第一名之 Coursera 平台磨課

師課程，分別融入財政學、專案管理與其他合經系必修課程，成果優異。108學年度在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的邀請下，開設可以讓學生有效應用磨課師線上數位課程進行自主學習之職涯

發展磨課師通識課程，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開課，歷年修課學生學會應用 Coursera 平

台磨課師職涯發展相關認證課程學習均有優異的成果。111學年上學期，在逢甲大學111學年

精進教師教學方案教學研究計畫獎助下，創造前7名同學完成 Coursera 平台磨課師16門不

同課程的34張認證證書，且第1名個別完成通過10門不同課程的取得10張課程認證證書的特

殊優異成果；112學年在教育部112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研究經費補助下再創空前新紀

錄，兩學期合計19位優秀同學完成 Coursera 平台磨課師128門不同課程的122張認證證書。 

附表一、職涯發展磨課師優秀學生通過國際磨課師線上認證課程同學之相關資訊。 

 

說明:上學期，只有特別加分獎勵無個人或分組課程認證獎金；下學期，提供通過國際磨課師線

上認證課程同學個人前三名與分組前兩名認證獎金；分組第一名 2000 元、第二名 1000 元，第

二名組長未進入優秀獎勵名單，領取分組獎金 200元。 

學期別 學生代號 性別 系級班別 完成課程取得認證證書 獎狀 個人獎金 分組獎金 組別

101 男 機電三甲 5 4 第1名 無 無 3

102 男 航太二乙 4 4 第2名 無 無 3

103 女 機電三甲 4 4 第2名 無 無 2

104 男 機電三甲 4 4 第2名 無 無 3

105 女 機電三甲 4 3 第3名 無 無 4

106 女 機電三乙 3 3 成績優異 無 無 3

107 男 應數二甲 3 2 成績優異 無 無 5

合計 4男3女 3系 27 24 共7張 0 0 共4組

201 男 材料二乙 18 18 第1名 2000 400 5

202 男 材料二乙 12 12 第2名 1000 400 5

203 男 材料二乙 12 12 第2名 1000 0 1

204 女 資訊三丁 11 11 第3名 500 200 4

205 女 財稅一乙 10 10 第3名 500 400 5

206 女 經濟二甲 9 9 成績優異 無 400 5

207 女 商進四甲 7 7 成績優異 無 0 2

208 女 國貿一乙 5 5 成績優異 無 400 5

209 女 經濟二甲 4 4 成績優異 無 200 4

210 女 財稅一乙 4 4 成績優異 無 200 4

211 男 財金三甲 3 3 成績優異 無 200 4

212 女 商進四甲 2 2 成績優異 無 0 1

合計 4男8女 8系 97 97 共11張 5000 3000 共4組

學年 合計 8男11女 11系 124 121 共18張 5000 3000 共8組

上學期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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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下學期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12位優秀獲獎同學，再創空前佳績完成

Coursera 平台磨課師 97門不同課程的 97張認證證書；其中前 3名 5位同學均通過完

成 Coursera 平台磨課師 10門以上不同課程的自主學習，取得 10張以上的認證證書。

全班第一名同學，創新紀錄個別完成通過 18門不同課程的取得 18張課程認證證書的特

殊優異成果，創造難以突破的新紀錄。工科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位同班同學，相互

激勵合作學習合計完成通過 42門不同課程的取得 42張課程認證證書的特殊優異成果；

12位優秀獲獎同學，多元學習共完成 Coursera與 FutureLearn兩大國際磨課師平台的

42門不同課程證書。 

附表二、112學年第 2 學期逢甲大學通識課程-職涯發展磨課師修課學生通過 Coursera

線上認證課程取得認證證書前三名五位同學之名次、課程名稱與通過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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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逢甲大學通識課程-職涯發展磨課師修課學生多元自主學習通過課程名稱 

 

說明： 

兩班學生，上下學期合計共修讀 46門不同課程，其中 11門為中文課程。其中，上學期學生完

成通過國際 Coursera 磨課師平台中 8門不同課程之自主學習，其中 4門為中文課程；下學期學

生完成通過國際 Coursera 與 FutureLearn 磨課師平台中 42門不同課程之自主學習，其中 1門

為與上學期相同課程；10 門為中文課程，其中 3門與上學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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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通識課程職涯發展磨課師個案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與反思 

1. 課程期末個人學習 ORID 反思寫作：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個人參與學習的（1）客觀事實

（Objective）為可以養成線上課程自主學習習慣與思考與探索自己職涯規劃，（2）感受

反應（Reflective）記錄自己在學習的過程筆記心得很有成就與發現成長階段持續在改

變與進步，（3）詮釋意義（Interpretive）能夠掌握與時俱進跨領域多元學習與擁有他

人不同領域軟硬能力與經歷，（4）做出決定（Decisional）提升自身的各方面知識、能

力與持續接納多元化事物與確定自己的短期和長期職涯目標。 

2. 課程期末 ORID分組合作學習反思寫作：職涯發展磨課師課程分組合作學習的（1）客觀

事實為合作完成一個小組自主學習主題及進行職涯發展相關的討論和分享，（2）感受反

應須面對不同的科系與年齡一起學習挑戰和規劃學習策略與每個組員的職涯目標和計劃

不同，互相給予反饋和建議，（3）詮釋意義為小組中的定位與行為和決策，相互影響與

根據反饋調整自己的計劃，互相學習和借鑒，（4）做出決定為設定小組目標，確保每個

組員的現況與制定小組學習的下一步計劃，職涯發展計劃都得到支持。 

3. 期末回顧（1）為何選修本課程：提升我的職場素養和專業技能、準備未來職涯生涯與培

養我持續學習得動力；（2）如何完成本課程各項學習內容：做好 - 磨課師平台進行課程

註冊與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發揮不同價值 - 針對自己的興趣和職業目標進行深入學習

及享受學習過程 -  參與課堂活動與討論；（3）本課程學到什麼：職涯發展的基本概念

和實踐方法、提升自己的溝通技巧與了解主動積極學習心態的重要性；（4）本課程學習

後的影響：不僅提升了自身的職場素養和溝通能力，還學會了如何有效率的執行自主學

習和自我提升。 

附表四、個案學生線上認證證書課程名稱、線上修課時數與通過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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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課程學生回饋內容 

1. 對老師的上課「方式」評價:學生（1）媲美上了一堂必修課很充實 優：老師學會跟上新

時代的科技自主學習，若是以後畢業了，想持續學習，就有一個完整的管道來自主學習 

缺：破冰遊戲可以再改善，讓組員之間可以更熟洛；學生（2）老師生動有趣，能夠引起

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力。能夠善於互動，鼓勵學生參與討論和提問，讓課堂充滿活力；學

生（3）老師教導的方式很有趣，並鼓勵同學思考，透過思考讓我們能更加理解老師想要

教導的知識，結合時事讓我們更好理解。 

2. 對老師的上課「內容」評價: 學生（1）優：多方面跨領域且跨國際非常有價值 缺：很

多很雜，若有辦法可以再詳細歸類；學生（2）老師的上課內容豐富多彩，與課程目標緊

密相關，並且能夠激發學生的思考和學習興趣；學生（3）他們組織的清晰度讓學生易於

理解，並且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實例；說了很多特別的技巧及有用的知識，將每個知識

點都教導的非常清楚，讓大家更好理解，能夠理解很多大大小小的道理。 

3.  對老師的「整體評價」: 學生（1）補充的資料非常充實與多元 很喜歡可以用技巧帶入

所有的課程包括人生課題；學生（2）老師和藹可親，還會跟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

許多社會上的道理，並且寬容性很高，懂得隨即應變，不會破口大罵，老師真的很厲

害，教的很好；學生（3）綜合考慮上述兩點以及老師對學生的關心和支持，給予老師高

度的整體評價。老師不僅教學有方，而且關心學生的學習和成長，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感到受到了重視和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