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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互動式教學結合自我導向 
與合作學習於研究概論課程之應用與實踐

蘇美禎*

摘　要

有鑑於研究概論課程對初學者而言，較為抽象且不易理解，據研究

者的授課經驗，有些同學表示研究概論像一門玄學，不易聽懂，且傳統

教學方式亦難以引發學習興趣。本研究對象為107學年度二技一年級護

理系55位在職進修學生，採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以多元互動教學模式

設計研究概論課程，運用於研究設計、抽樣、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和研

究過程寫作與批判等單元，以自我導向學習及合作學習為基礎，應用

Zuvio即時回饋系統、Kahoot遊戲導向學習平臺及LINE群組等方式輔助

教學；以小組討論、小組報告、學期成績、問卷調查、教學評量與質性

資料等多元方式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從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多元互動

教學運用前後，學生在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及合作學習態度上顯著提升；

由質性回饋分析顯示，學生認為「多元互動式教學可促進引發學習動

機」、「透過LINE線上討論幫助釐清問題」、「使用即時回饋能即時

評量吸收及理解程度」及「學習研究概論實用又有成就感」。與前一學

年度採傳統教學的在職進修學期成績相較，結果顯示，使用多元互動教

學的學期平均成績，顯著高於傳統教學組，且學生對於課程期末教學評

量之平均得分亦顯著高於傳統教學組。整體而言，以多元互動式教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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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創造一個靈活的研究概論學習情境，可提升護理系學生的學習動

機、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及合作學習態度。

關鍵詞： 合作學習、多元互動式教學、自我導向學習、遊戲導向學習、

線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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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是描述、解釋、預測和控制觀察到現象的系統性方式，在學術

發展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更是形塑學門不可或缺的元素（曾雯

琦、盧美秀，2014）。研究概論是護理研究的入門及核心課程，因為此

門課有助於學生了解基本的研究知識與批判技能，並對護理實務現象能

產生研究質疑，進而能了解各類研究設計及相關之研究信效度等基本概

念，經由研究文獻批判之小組討論提升團隊合作、自主學習與批判性思

考等能力。然而，研究概論所教授的內容對大學生而言是全新的專業領

域，學習內容與以往所學課程截然不同，因此易產生學習困難。對初學

者而言，此課程較為抽象且不易理解，除了在課程中需運用多元活潑的

方式引發其學習興趣外，更要經由多次討論帶領學生逐步釐清觀念，方

能順利完成一份研究批判文章的分組報告。經研究者的授課經驗，有些

同學表示研究概論像一門玄學，不易聽得懂；學生於學期末課程評量中

多建議要增加討論次數以釐清概念，尤其學期中還另有護理學實習，使

得學生無法應用課程外的時間與教師面對面討論，而在職進修的學生時

間更是有限，這些都加乘學習困境。學生也會在課程評量時表示：「臨

床工作都做不完了，哪有空去做研究」、「我以後又不當主管，幹嘛學

如何做研究」；但其中也不乏有許多在臨床上面臨寫專案報告或未來有

志唸研究所而有心想學好研究概論課程的學生，他們表示：「要回家自

己唸書太難了，建議可在每堂課後增加考題練習，以便知道自己的理解

程度」、「課堂中可否多留一點時間做批判練習」、「老師我們可不可

以LINE您討論批判作業」。可見要引發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增

加批判實作練習，以及討論報告的方式具有彈性是學生迫切的學習需

求。而教師應不斷嘗試最有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模式，於是引發研究者

營造創新教學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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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重新檢視在研究概論課程的教授內容與方式，不斷思

索、嘗試尋找能夠更貼近學生需求的學習模式，讓護理學生在研究概論

的學習上，有更多實作練習的機會，並能夠將研究概論所學帶回臨床實

務，反思所面對之情境或問題，進而提升護理研究批判的能力。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應用多元互動式教學理念，建構「研究概論」課程教學步驟

與策略。

（二）探討運用多元互動式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包含自

我導向學習能力、合作學習態度、互動教學評量、單元複習評量，以及

期末成績與教學評量。

貳、多元互動式教學設計理念

大學生的生活已難以離開手機，若於課堂中強制限縮使用，常達不

到理想的效果。且傳統的課室教學著重於教師授課，為吸引學生專心上

課，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仍無法讓學生專心聽講。因為E世代學生的學

習來源已不再局限於書籍，學生的學習型態也逐漸轉變。也因著網速

及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精進，促

進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工具亦隨之多元而有趣（Betihavas, Bridgman, 

Kornhaber, & Cross, 2016），透過學生最熟悉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進行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相關學習活動來提升學習興趣，也激勵教學

者善用更多元的教學模式來活化教學內容（洪碩延、王政弘、徐佳煌，

2016）。由於E世代護理生力軍的加入，若能導入創新的資訊整合方式

輔助教學，像是應用電子白板、即時反饋系統等資訊科技，達到即時、

便利有效能的教學環境，讓教學不再是單向、枯燥和填鴨式，相信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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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習動機（邱淑芬、蘇秀娟、劉桂芬、黃慧

芬，2015）。

互動是教育中促進學習的重要因素，教師於課室教學與學生之間的

對話，除了可達成知識傳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協助檢視學生的吸收

狀況及理解能力，進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求知的動機（邱華

慧，2020）。互動式教學強調：一、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扮演「引導式

提問」角色；二、經由同儕互動，促進學生分享彼此的想法、價值、技

能及資訊等，鼓勵自在地表達對事物的意見與態度；三、啟發學生思索

及判斷能力，並培養在線上教學或課室中公開表達或發言的自信心；

四、透過腦力激盪，尋找更深入的答案，形成對某一問題結果的共識，

以激發潛能與創意；五、互動過程中學習社會化歷程，培養訓練人際間

相處的關係（陳嘉彌，1997）。本文以Kahoot系統遊戲導向學習平臺、

Zuvio即時回饋系統及LINE群組等互動式教學輔助課程進行，均遵守智

慧財產權，無不當之使用，研究者無任何的顯著財務利益或非財務之關

係。各項互動式教學設計理念如下：

一、Kahoot系統遊戲導向學習平臺

Kahoot是一款寓教於樂的即時反饋系統平臺，結合時間倒數與背景

音樂，把回答問題變得跟遊戲一樣有趣（郭倩琳、莊宇慧，2018）。其

操作步驟簡易，教師先建置測驗名稱及題目，學生可以手機搜尋輸入

姓名或暱稱及測驗名稱PIN碼，便可開始搶答遊戲，答題時系統出現輕

鬆益智的背景音樂，增加答題的樂趣，測驗結束後資料儲存在google多

元，以利教師於課後進一步分析統計，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與學習狀況

（郭倩琳、莊宇慧，2018）。該系統平臺最大的特色是即時反饋及競賽

式的系統設定，讓參與者每次完成問題後立即顯示得分、排名與答對人

數等。答題過程中，學生可立即從系統得到正確答案，而由於全班共同

參與且作答時間有限，更能激發學生潛能與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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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Zuvio即時回饋系統

Zuvio即時回饋系統最重要的功能是幫助學生在課堂教學活動中能

隨時保持專注，並可激勵學生主動學習（龔心怡，2016）。Zuvio為中

央大學學習科技實驗室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普遍用於大專校院等高等

教育，由於系統可提供不同種隨機抽點模式，搭載音效增加趣味性，可

提升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藉由圖像化的即時回饋，使學生能立即了解

對問題的理解程度，並進一步強化學生主動參與討論之動機，此互動性

教學系統可解決講授教學法限制學生思考方向的缺點（顏予萱、蔡銘

修，2018）。Zuvio網站平臺與Kahoot類似，但提供更為齊全的功能，

應用變化較多。Zuvio有四大特色，包括：同步點名、課前備課、課中

互動和課後追蹤。即時回饋系統的優點除了即時回饋，讓學生有表達意

見的通道外，亦可以匿名方式增加課堂上的互動性和參與感，加深學生

對議題討論的思考和上課內容的了解程度，以及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

及對課堂活動的投入程度，更增添課堂上的趣味性（黃建翔，2017）。

此外，Zuvio還具備「學生互評系統」，提供小組報告時相互為彼此評

比分數。

三、LINE通訊軟體 

LINE是由Naver集團旗下LINE株式會社開發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

式，使用者可透過網際網路，不限國家或電信業者，與其他使用者進

行免費語音通話、圖片傳遞或訊息傳遞。LINE是一種用於智慧型手機

和個人電腦的即時通訊軟體。至2019年10月，臺灣用戶數已超過2,100

萬。LINE之所以受歡迎，在於LINE支持文字、圖片、語音、視頻、通

話、位置、表情及群組聊天等功能（LINE Corporation, 2020）。學生可

透過網際網路，在不額外增加費用的情況下，與其他人聊天或進行群組

視訊通話，最多能同時與群組內200位好友通話。此外，也可使用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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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濾鏡，讓視訊通話營造歡樂活潑氛圍。LINE有超過數百種的特色貼

圖和表情，可傳遞文字無法表達的心情，且方便、簡單、好用，讓訊息

更加活靈活現，也能輕鬆分享照片、影片與語音訊息。近來新增學生愛

用的LINE翻譯機器人，只要輸入中文即可進行翻譯成多國語言。在討

論時亦可善用投票功能，建立投票迅速了解群組內彼此的意見。

研究顯示，課堂即時回饋系統可提升學習者的課堂參與率（Wang, 

Elvemo, & Gamnes, 2014），若能進一步運用課堂回饋活動於教與學中

再加入遊戲元素，將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使學生專注於課堂

上之學習。而融入遊戲式活動於即時回饋系統進行教學則有助於誘發

學習者主動參與課程，讓學習者在自主參與遊戲過程中完成知識學習

（Huang & Dilip, 2013）。

互動式教學已應用於藥理學、加護病房超音波影像學及營養學教

學上，相較於傳統教學，學生的期末成績較高，提升自我分析及問題

解決的信心，對於互動科技介入教學的滿意度高（Gilboy, Heinerichs, & 

Pazzaglia, 2015; McLaughlin et al., 2014）。Simpson與Richards（2015）

運用互動科技於翻轉教學，結果發現，傳統教學與互動教學在課程評量

上雖無顯著差異，但學生認為互動教學有利於培養學習責任、批判性思

考、主動學習及互動。廖舜右（2018）應用多元數位工具於通識課程之

案例分析。研究發現，無需付費之教學軟件，有助於教師有效運用課前

準備時間，增進學習熱忱並提升學習成效，同時達成教學創新與翻轉教

學之功能。邱華慧（2020）應用Zuvio即時回饋系統融入教學，結果發

現，應用即時回饋系統融入教學，學生在期中和期末成績的表現皆較傳

統教學組佳，學生也較願意表達個人想法並勇於主動提問。El-Banna、

Whitlow與McNelis（2017）則明確指出，互動教學介入教學若能做好課

前設計、激勵學生，使其減輕學習負擔，對於護理教育是具有相當潛力

的，建議未來研究可加強教學的過程評價，可使用其他多元方式進行成

效評量，而不僅是以學期成績作為結果指標。故本教學實踐與創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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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綜合上述文獻，將三種互動式教學系統之功能、課前準備、應用時

機及教學目的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互動教學系統比較

互動系統

說明

Kahoot遊戲導向學習

平臺
Zuvio即時回饋系統 LINE通訊軟體

軟硬體設備 1.  教師電腦及網路

設備

2. 投影設備

3.  學生持有手機或平

板電腦

1.  教師電腦及網路

設備

2. 投影設備

3.  學生持有手機或平

板電腦

1.  教師及學生持有手

機、平板或電腦

2. 有網路設備

功能 結合多人遊戲為基礎

的學習，答題時透過

背景音樂及有限的時

間，增加答題趣味性

及刺激性

1.  課堂互動播放題

目，即時了解學生

吸收狀況

2.  隨機抽點（有抽點

配音，增加趣味）

3. 點名簽到

4. 學生回饋與討論

5. 同儕互評

6. 成績計算

1.  傳送文字及貼圖

訊息

2.  免費視訊及語音

通話

3.  透過LINE社群互

動，提供學生即時

討論及澄清的學習

管道

課前準備 1. 課前出題

2.  學生可先下載Kahoot 
App或每次搜尋網

站登入

1. 匯入學生名單

2. 課前出題

3.  學生先下載Zuvio
App進行註冊，之

後點選該課程即可

進入

成立LINE社群

答題方式 1.  教師使用電腦登入

Kahoot，會有一個

game pin
2.  請學生到kahoot網
站或 A p p ，輸入

game pin和名字

3.  所有學生加入後按

Start
4.  學生答題後會即時

顯示作答統計及

答案

1.  由 教 師 事 先 於

Zuvio系統設計題

目，學生於課程中

利用智慧型手機進

行填答，並當場公

布答題情況

2.  可選擇持續播放，

學生可於課後進行

答題練習

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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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續）

互動系統

說明

Kahoot遊戲導向學習

平臺
Zuvio即時回饋系統 LINE通訊軟體

本研究應用時機 課程一開始 課堂進行中及課程結

束後

課程結束後

教學目的 1.  了解學生的先備

知識

2.  激發學習興趣及主

動學習

1.  隨時掌握學生對課

程的了解程度，以

調整教學進度

2.  鼓勵學生思考與

討論

3.  幫助學生專注於

學習

4.  課程結束後自主學

習，評量該單元學

習成效

1.  進行各小組線上視

訊會議，討論進行

期末專題報告

2. 澄清觀念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課程設計理論基礎

多元互動教學，以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及合作學

習（cooperative learning）為基礎，期望透過教學創新與實踐，激發學

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並透過批判實作練習提升批判性思考。

一、自我導向學習

「自我導向學習」的概念最先由Tough（1966）提出，強調自己應

對學習規劃及維持動機負起主要的責任，並如期完成每個學習任務。

Tough主張學習者要能從事自我學習規劃必須具有四種能力：學習者能

夠自我評估學習準備、訂定學習目標及學習契約、參與學習過程並能深

入了解自己需要哪些協助，以及能選擇和使用有益的資源並能評值整個

學習計畫。Knowles（1975）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歷程，由個體

自己評斷自己的學習需求，在沒有他人的幫助下，形成自己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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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學習所需人力和物質資源，選擇學習策略，並評值學習結果的一連

串過程。Moore（1980）認為，自我導向學習者是個體發現有待解決的

問題或想要獲得某些技能及訊息時，能夠確認自己學習的需求，並對自

己不同的需求確定不同的目標及追求成功的動機。為了成功完成需求，

個體通常會注意相關資訊、觀念及技能，以解決所面對的問題，達成目

標，並對所獲取的技能、觀念和知識進行評鑑，直到達成既定目標為

止。因此，自我導向學習就是獨立進行學習的活動。Greg（1993）則認

為，自我導向學習者應具有與夥伴合作的能力，並將夥伴視為學習資

源，而非僅是個人努力達成學習目標而已。Garrison（1997）指出，自

我導向學習的完整模式應包括自我管理、自我監控和激勵。

自我導向學習的目標是在增進學習者自發性的學習能力。能夠知

道訊息來源，且有能力去運用它，對事物具有變通性的觀點，能夠獨

立思考，具有對學習的認知和接受的技巧，並能與他人形成夥伴關係

進行合作（Kim, Olfman, Ryan, & Eryilmaz, 2014）。美國護理學院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 2008）強調護理學生學習

溝通技巧的重要性，並建議護理教育應設計實作的學習活動。研究顯

示，護理學生在面對充滿壓力的學習環境下，自我導向學習策略可培養

護理學生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高毓秀、游竹薇、郭淑宜、廣怡秀，

2013；莊雅淇，2019）。透過自我導向學習可強化整體學習效能和自我

控制，並可提升學習信心（莊雅淇，2019）。

綜合上述，自我導向學習應用於研究概論課程教學實踐中，應包含

五個關鍵步驟：（一）評估學習準備：學生需具備各種學習技巧和正向

的態度才能成功地進行自主學習。此步驟包括讓學生對自己的現狀、學

習習慣、家庭狀況及在學校和在家中的支持網絡進行自我評估，還包括

評估過去的獨立學習經歷。（二）設定學習目標：學生和教師之間討論

合適的學習目標非常重要；訂定學習單元目標、學習進度、完成活動的

時間表、與教師的討論規劃。（三）善用學習資源並參與學習過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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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了解自己身為學習者的身分，並了解自己的需求；透過建立自己的

學習方式、尋求學習資源，將之化為自己學習的動力。（四）評值學習

成效：為了使學生成功地進行自主學習，必須能夠對自己的學習目標和

學習單元進行自我評值。（五）提出學習改善策略：自我反思學習成效

並能提出未來改善的方向及策略。

二、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分工合作

以共同達成學習目標的一種學習方式（Johnson & Johnson, 2018）。合

作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跳脫單向式、教師唱獨角戲的教學方

式，提供學生主動思考、相互討論或小組練習的機會。在合作學習過程

中，團隊中每一成員都是相互幫襯的好夥伴，不僅要對自己的學習負

責，也要幫助同組的成員學習。所以，推動合作學習有三項主要原因：

正確對待班級內學生差異、提升學生參與的學習動機及激發學生的學習

潛能。透過合作學習，除了可使學生樂於學習，更可激發教師的教學熱

忱，讓教學更為多樣化（張新仁，2014）。黃政傑與吳俊憲（2006）認

為合作學習對於學業成就的增進、學生的學習態度、個人學習技巧和與

他人相處的社會技巧均有正面的成效。學生透過小組共同合作學習的模

式，不但可以解決問題，也可學習到如何與人合作。透過同儕之間互相

指導與合作，增加許多學生間良性互動的機會，可提高學習專注力。

李榮通（2006）指出，應用合作學習教學需涵蓋重要的基本結構，

包括：（一）任務結構：利用小組合作，設計學習活動及教學策略進行

教學；（二）酬賞結構：透過獎賞處罰方式，增強學習行為的結果；

（三）權威結構：利用同儕激勵來控制自己的行為，設計活動規範來達

成學習。Johnson與Johnson（2018）認為小組合作學習要能成功進行，

必須涵蓋五個基本要素：（一）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學生對自己和小組的努力負有責任；（二）面對面的互動（pr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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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學生能互相鼓勵和支持，以及善用眼神交流；（三）個

人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平等分配負責的工作項目，每位

學生都必須善盡自己的本分，實現其目標；（四）社交技巧（social 

skills）：小組成員可以在過程中學習人際溝通、社交技巧和合作技

巧；（五）有效地參與小組運作（group processing）：分析自己和小組

成員的合作情形，適時修正小組運作方式。

而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最常應用的方法為（李榮通，2006；陳彥

綸，2020）：

（一）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是合作學習教學法中最容易實施的教學設計，

先將學生依學習能力、社會背景或心理特質採異質性分組。教師在全班

授課後提供學習單或討論議題，讓學生分組完成。教師進行測驗或評

量，學生藉由個別測驗評值其學習成效。最後，以小組成績的總平均代

表小組成績，教師可針對小組表現給予小組獎勵。

（二）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 games tournaments）

採用全班團體教學，由各組先派出一位成員，教師再告知比賽內容

或題目，最後再統計每回合各組的總成績，予以表現優異的組別獎勵。

透過競賽的方式增加課堂教學的趣味性，也更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遊戲競賽的內容是由學習單元教材編寫而成，用來測驗學生從全班授課

及小組練習中所獲得的知識。

（三）團體探究法（group inquiry）

團體探究法分組方式為異質分組，教師給予各組一核心主題，各小

組學生決定其小組之主題及成果的呈現方式後，學生自行計畫、分工

解決該組問題的題目，完成後各組報告呈現其探究成果，由師生共同

評鑑。

（四）共同合作法（learning together model）

共同合作法是最簡單的合作學習法，應用上相當普遍。適用於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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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成熟度較高的學生，實施方式為異質分組，根據教師分派的學習單

進行學習與討論，各組再細分每位同學負責的任務，而後每組繳交一份

代表小組成員努力成果的學習單，以此作為小組獎勵的依據。

（五）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法

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法為近年來新興的合作學習模式，於課程進行

前即事先錄製教學影片並置於網路教學平臺上，透過異質性分組，將不

同學習程度的學生安排於同一組中，由程度較佳的學生指導程度落後的

學生。

全球化是21世紀的趨勢，多元化乃是新世代的核心價值。網路合

作學習已成為近年來在學習環境領域中用來活絡教學的研究與設計趨

勢。面對資訊科技爆炸的時代，護理教育內涵也在演變中（陳彰惠，

2014）。善用網路合作學習，將學習主導權還給學生，教師的角色從知

識的傳遞者，轉變為協助學生建構知識的輔助者（侯一欣，2012）。林

秋斌、蘇怡慈與李美萱（2012）探討電腦輔助合作學習方式對學生分數

概念的學習，結果發現，其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與信心。此外，戴文

雄、王裕德、王瑞與陳嘉苓（2016）應用科技於翻轉教學合作學習，結

果發現，此教學模式可提升學生在科技實作課程的學習成就、課程滿意

度、科技態度及合作學習態度。

學者應用合作學習與創意思考教學策略於五專生精神衛生護理實

習，結果顯示，此教學方式可提升學生主動學習及增加照顧知能，過程

中亦激發學生創意思考進而發展新穎有趣的照護作品，展現個別化的創

意照護、增加同儕情誼與自我成長（黃玉賢、林梅鳳、何雪珍、張露

娜、陳雪，2015）。此外，合作學習亦有助於在職進修學生學習成就的

提升；可有效地彌補教師中心教學法的缺點，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並降

低學習焦慮（林曉芳，2013）。本研究對象為在職進修學生，要時常整

組到齊討論報告，確有困難，故應用合作學習法加強課室及線上討論等

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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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計

研究者對於研究概論課程的教學過程省思，擬訂先從提升學習興趣

及學習成效的教學策略著手。因此，本研究以自我導向學習及合作學習

的理論基礎，透過課程單元設計教學策略，進行互動即時回饋、小組討

論、小組報告分享等多元學習方案，分析多元互動教學方案實施後，學

生於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及合作學習態度上的差異，並與傳統教學方案相

較，其學期成績及教學期末評量的差異性，了解學生在不同教學策略應

用的學習內涵。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研究概論課程為本校專業必修課程。本研究設計採「單組前後測設

計」（single 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研究者以二技進修部修習

研究概論的55位學生為本教學實踐研究對象。於研究進行前，說明課程

教學目標、教學規範、教學大綱及教學進度表，並詳細說明課程進行的

方式及步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包含兩大部分：基本資料及學習成效評

量。其中學習成效評量包括：自我導向學習能力量表、合作學習態度量

表、互動教學評量及期末教學評量，此外，亦進行Zuvio系統各單元題

目課後複習作答率及答對率統計。問卷部分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

問卷內容包括：年齡、是否上過網路輔助教學課程、參加過多少門

網路輔助教學、上網學習的頻率及時間。

（二）學習成效評量問卷

1. 自我導向學習能力量表：採Cheng、Jane、Turton與Li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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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驗證之自我導向學習量表，經作者授權使用。量表包括學習動機、

執行計畫、自我監測及人際溝通四個部分，共有20題，每題以Likert 

scale1-5分計分（非常同意為5分，非常不同意為1分），分數愈高代表

自我導向學習能力愈高，量表信度為 .80～.94。

2. 合作學習態度量表：參考本校教務處學習評量編製之問卷，共

有10題，每題以Likert scale1-5分計分（非常同意5分，非常不同意為1

分），邀請護理教育專家三人進行量表審查，專家效度CVI值為 .92，

經專家建議修訂而成。分數愈高代表合作學習態度愈佳，量表信度

為 .81。

3. 互動教學評量：針對互動教學採用即時回饋所制定的問卷，共

計8題，每題以Likert scale1-5分計分（非常同意為5分，非常不同意為

1分），分數愈高代表愈同意，其中第2、4、6、8題為反向題，分數愈

高代表愈同意此負向評價。另以開放式問題蒐集同學對此課程之感受及

建議。

4. 期末教學評量：即全校學生修課後必填的「期末教學意見調

查」，共計10題，每題以Likert scale1-5分計分（非常同意為5分，非常

不同意為1分），分數愈高代表對於教學滿意度愈高。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量性資料部分

將所得資料編碼輸入電腦，資料以SPSS 22.0版for windows建檔後

進行資料統計及分析，採用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等描述基本資料、

前測、後測及教學評量的分布情形。推論性統計分析則採用配對 t檢定

分析自我導向學習能力量表及合作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資料是否有差異

性存在，以獨立 t檢定分析不同教學法學期成績與期末教學評量問卷。

（二）質性資料部分

期末課室評量分為兩個部分，以此資料區分方式命名，A為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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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評量，B為成績評定評量，各有三題開放式問題。並以學號後兩碼

作為編碼，例如：A1-05，代表A授課方式評量第一題，05號學生的回

饋資料。將書面資料以電腦繕打為文字稿，並反覆檢查在未有遺漏及

曲解學生的意思之後，由開放登錄（open coding），至軸登錄（axial 

coding），再歸納及連結資料間的關係，並找出文本中的關聯性。整個

資料分析過程中，均運用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即不斷重複比較所登錄的類屬與內容，最後整理完成（Streubert & 

Carpenter, 2010）。

四、教學實踐方案

（一）課前準備：發展單元學習目標及建置多元互動環境【任務結構】

依據研究者教授研究概論的教學評量及回饋，選擇學生較不易理解

及實作有困難的單元進行教學創新。應用自我學習導向及合作學習理

論，在設計單元目標時，將重點置於量性研究過程上，選擇研究設計、

抽樣、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和研究過程寫作與批判等四個單元；課堂設計

採用多元互動教學（如表2所示），除了讓學生了解及辨明各種量性研

究方式外，也在各單元教材上增加了研究文章的批判指引，另於課堂

中增加實作練習時間（如表3所示）。並將學習目標套用於多元互動數

位教材的內容設計上。於課前先將伺服器架設完成，建置課程資訊及內

容，再將學生名單匯入。應用即時回饋系統多元出題方式建置題目。學

生可透過APP下載，利用手機於課室進行即時互動。單元教學策略及進

行方式如表4所示。

（二）上課過程：進行合作與多元自主學習【任務結構、權威結構】

於第一次上課時由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研究進行方式及計畫內容

後，邀請其參與研究，並確認其充分了解研究計畫。每位學生於第一次

上課時均接受前測—基本資料、「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及「合作學習

態度」問卷調查，期末時進行後測及主觀感受分享。問卷測量蒐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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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多元互動教學課室安排活動

活動 時間 內容

暖身 5分鐘 登入Kahoot回答三題知識題，以引發學習者興趣及了解對

於該單元的先備知識

單元內容講解 65分鐘 教師進行課室教學，帶領合作學習

隨堂測驗 10分鐘 Zuvio隨堂測驗，公布測驗答案與答題分布圖，了解學生

理解程度

實作練習 15分鐘 預留15分鐘進行批判練習

教師統整與回饋 5分鐘 總結課程重點及實作練習同學發問的內容

課後練習 20分鐘 Zuvio題庫練習五題

線上討論 30分鐘 以LINE群組進行視訊討論，先訂定討論問題，於討論前

一天傳送訊息或檔案給教師

表3

研究概論課程教學創新單元主題及學習目標

單元 單元學習目標 批判指引

實驗與非

實驗研究

設計

1. 認識量性研究設計的類型

2.  分辨實驗與非實驗研究設計之

差異

3.  描述實驗及非實驗研究設計各別

之優缺點

4. 討論實驗性研究效度的控制

5. 列舉影響研究內外在效度的因素

6.  批判研究文章中研究設計及內外

在效度

1. 研究採用何種研究設計

2.  研究是否包括治療或介入措施？如果

有，治療程序的描述清楚且與執行一

致嗎？

3.  若研究超過一組，如何分配研究對象

到這些組？

4.  有確定和控制外部的變項嗎？外部的

變項通常是類實驗和實驗研究討論的

一部分，若文章是這類研究時一定要

提出批判

抽樣 1. 了解母群體、樣本、抽樣的定義

2.  了解隨機抽樣常用的方法與抽樣

原則

3.  了解非隨機抽樣常用的方法與抽

樣原則

1.  有無對樣本的特質做清楚完整地

描述？

2.  研究母群體的相關測量指標是否逐一

在樣本中呈現？

3. 樣本在母群體中代表程度如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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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續）

單元 單元學習目標 批判指引

4. 了解樣本數大小估算的原則

5. 批判研究文章中抽樣的合適性

4.  選擇樣本的條件是否清楚陳列於研

究中？

5. 該研究的取樣方式否可以複製？

6.  樣本是如何被選擇的？其選樣的方式

是否合適？

7.  有無選樣偏差？這樣的偏差是因選樣

方法造成的嗎？

8. 樣本數是否恰當？

9.  研究者是否了解該研究因選樣的方式

所造成對於研究結果推論性的限制？

10.  研究者是否有提出未來在選樣上的

建議，以增進研究結果的推論性？

研究工具

之信效度

1. 了解信度效度的意義與種類

2. 了解效度考驗的目的及方法

3. 了解信度考驗的目的及方法

4. 了解影響信度與效度的因素

5.  應用評價標準判斷研究工具的信

效度

6.  批判研究文章中所選擇研究工具

的信效度

1.  本研究是否使用合宜的方式檢測其測

量工具的信度？

2.  此測量工具的信度檢驗結果是否

合宜？

3.  本研究是否使用合宜的方式檢測其測

量工具的效度？

4.  此測量工具的效度檢驗結果是否

合宜？

5.  如果本研究的樣本與測量工具設計當

時的目標群體不一樣時，則該測量工

具是否有重新檢驗其信度與效度？

6.  該研究所使用測量工具的優點和缺點

是否有在文章中呈現？

7.  其測量工具信度與效度的優缺點是否

在文章中的討論、限制與建議的章節

中被適當地呈現？

研究過程

寫 作 與

批判

1. 了解量性研究寫作與批判的目的

2. 了解量性研究的批判步驟

3. 了解量性研究的批判準則與重點

4. 客觀的批判量性研究結果

5.  討論研究報告發現對臨床護理實

務之運用性

1.  首先要先了解雜誌出版的格式，文章

的內容會因每個雜誌之要求而有不同

的呈現

2.  內容格式以前言、文獻探討、研究方

法、研究結果和討論為主

3.  沒有一篇研究文章絕對完美，以客觀

評值方式提升自我臨床實證護理的

素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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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續）

單元 單元學習目標 批判指引

4.  在判讀研究報告之前，應先初步地對

全文做一概略性、簡要性的閱讀，然

後再逐步地依一篇量性研究應包含的

主體內容及各個研究步驟做一深入性

的批判

5.  判讀時要思考研究者是否清楚、明確

地敘述此篇研究報告在護理實務、政

策目標上的價值？同時，需要特別注

意這部分所說明的價值應該是實際、

具體，而且可以被應用出來的

表4

教學策略及進行方式

教學內容 融入合作學習教學策略 融入自我導向學習教學策略

一、課前準備 任務結構—發展單元學習目

標及建置多元互動環境

由教師先建立學習資源及課程學

習目標

二、上課過程 任務結構、權威結構 引導學生善用學習資源、執行學

習活動、監控和評值成效

 （一）課程活動說

明、安置性評量、

分組與選組長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依安

置性評量採異質性分組，各

組選出組長，進行專題報告

批判類型（實驗、類實驗或

相關性研究）抽籤。學生分

組，依序完成討論報告任務

1.  評估學習準備：由安置性評量

（附錄一）評估學生的學習背

景、經驗與學習動機。學生也

藉此了解自我學習準備

2.  建立學習目標及進度：各組擬

訂研究批判進度與工作分配

（附錄二）

 （二）實驗與非實

驗研究設計

團體探究法—以小組為單位

共同擬訂一個研究主題，並

討論要做什麼樣的研究設計

執行學習活動：

1.  於Kahoot建置三題知識題，以

引發學生興趣及評估先備知識

2. 課室進行Zuvio即時互動

3.  單元結束後，預留15分鐘進行

研究文章批判實作

4.  課後進行Z u v i o線上複習題

練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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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續）

教學內容 融入合作學習教學策略 融入自我導向學習教學策略

 （三）抽樣 小組遊戲競賽法—教師用

Zuvio播放抽樣單元題目，以

小組為單位，最快速且正確

回答的組別，平時成績予以

加分

1. 執行學習活動（策略如上）

2.  評值學習成效—以小組競賽方

式評值課室吸收狀況

 （四）研究工具之

信效度

共同合作法—分組討論批判

教師指定教材中研究工具的

信效度，並於Zuvio中對小組

成員進行貢獻評分，以作為

平時成績加分依據

1. 執行學習活動（策略如上）

2.  善用教學資源—應用教學資源

完成工具信效度批判

 （五）研究過程寫

作與批判

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法—每

組至少一次應用LINE軟體與

教師進行視訊，討論期末研

究批判報告。教師給予各小

組意見回饋及建議修正內容

善用學習資源—以範例進行期末

批判作業的解說，學生可依此為

架構進行各小組批判內容

三、課程評值 酬賞結構—學習成果的整體

評值

評值學習成效—利用Zuvio小組

互評、組間互評及期末課室表現

自我評值紀錄並寫出學習改善方

向，審視自我導向學習成效

式，學生以Google表單不計名方式回覆進行資料分析。並進行課程說明

及簡介三種即時回饋互動系統的使用方式。以下介紹這三種系統於課程

的應用方式：

1.「Kahoot!」系統遊戲導向學習平臺

教師先於互動教學上課前，先完成題庫建置。上課時請同學以手機

或平板連上網路進入Kahoot。修課學生全部進入Kahoot平臺後，每題以

有限的讀題時間，激發同學必須在時間內選擇所顯示的色塊答案，以增

加趣味互動，進而提升課堂活絡度，例如，抽樣單元，上課時先請同學

登入Kahoot，題目—「某日在百貨公司門口，有人隨機攔截你，請你幫

忙填寫問卷，請問此為何種抽樣？」在四格不同顏色中分別建置「隨機

取樣」、「立意取樣」、「方便取樣」、「滾雪球取樣」，同學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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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秒的音樂倒數聲中作答，大部分同學都會選擇「隨機抽樣」此項錯誤

答案，以此趣味活潑方式揭開抽樣單元的序幕。有趣的是，題目及選項

只會出現在前方投影屏幕上，因此一方面考驗學生反應速度，另方面同

時也考驗學生的記憶力。每題作答時間結束後，系統會根據正確性，以

柱狀圖呈現對錯人數並依答對速度顯示前五名最快答對者。

2. Zuvio即時回饋系統

上課時也利用Zuvio即時回饋功能進行同步點名（包含快速簽到和

GPS定位簽到）、隨機抽點及隨堂測驗。

（1）同步點名：過去使用紙本或學校課程網頁進行點名，耗時又

耗力，常需花費10～15分鐘才能完成；使用Zuvio之後，藉由電子化可

提升效率，又可降低錯誤率，可以直接掌握每堂課程的出席率，特別是

GPS定位點名，可確保學生非於校外點名簽到。

（2）隨機抽點：於課前上傳修課名單至Zuvio系統後，教師可以如

桌遊「大富翁」擲骰子般，隨機抽點課堂內學生回答問題。使用隨機抽

點功能，隨著系統內建音效及動畫有助於活絡課堂氣氛，還可確保抽點

問答的公平性。此外，為提升課室小組討論的參與度，每次由Zuvio抽

出每組的主席帶領討論，以不重複為原則。

（3）隨堂測驗：於課前教師先建置每單元題庫後，即可配合課程

進行播放題目。例如：「臺中市市政府的調查員從該市之132個里中，

隨機抽出5個里，然後以這5個里的全部成年人作為調查對象。請問這

位調查員是採用哪種抽樣方法？」開放3分鐘作答，此題答案為群集抽

樣，教師依全班作答情形可以快速掌握學生狀況，並可評估是否需再

釐清觀念。有些題目為分組作答，以激勵小組培養合作關係（如圖1所

示）。並利用合作學習之權威結構，發揮同儕激勵來控制組員間的行

為，藉由設計活動規範來達成學習。另有五題課後複習題，需於課程結

束後1週內上網填答，作為加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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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Zuvio 隨堂測驗

3. LINE群組線上討論

針對令學生頭痛的研究文章批判，本研究提早於第三週上文獻查證

單元時，安排每一組別批判不同類型的文章，並帶領各組實際進行資料

庫檢索，完成下載PDF檔案。爾後，於每一單元預留15分鐘，分組進行

研究文獻批判練習，重點在於提供學生透過思辨討論與合作學習來培養

批判性思考能力，幫助學生深入理解與分析各單元研究觀念的運用，並

可避免累積至期末造成壓力過大。此外，於研究過程寫作與批判單元，

以範例說明如何進行批判，並利用合作學習之任務結構，採用小組合

作，設計此項教學策略。小組成員於課後可應用LINE軟體，釐清上課

問題並應用此互動軟體與教師進行小組批判視訊討論。雖然，剛開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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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批判練習時，同學常抱怨看不懂研究文章，但經過多次討論後逐漸熟

悉文章內容，甚至能找出許多教師沒有注意到的文章矛盾處，可見學生

幾經訓練與鼓勵後具有相當不錯的文獻評讀與批判潛力。

（三）課程評值：學習成果的整體評值【酬賞結構】

以小組討論、小組報告、學習成績、問卷調查、Zuvio系統各單元

題目作答率及答對率統計及質性回饋資料等多元方式檢視學生的學習成

效。期末小組報告完後，同學應用Zuvio，即時評分及回饋並進行小組

互評。教師帶領同學檢視學習與分享心得，並具體回饋優缺點、肯定各

小組的合作與表現。藉由小組互評及課後線上完成複習題答對率，選出

三位表現優良的學生，可獲得小禮物及總分額外加2分等增強物，以強

化正面的學習行為。

伍、結果與討論

此次多元互動式教學目的主要在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自我導向

學習能力及合作學習態度。評量方式可分為量化及質性兩大類，量化資

料包含自我導向學習能力量表、合作學習態度量表及互動教學評量，並

以開放式的題目詢問學生對多元互動教學學習的體會。此外，為進一步

了解多元互動教學成效，進行各單元課後複習，並對照前一學年度尚未

執行多元互動教學前，同樣是在職進修班學生背景、程度相似、授課單

元內容相同、考題難易度也相近。分析其學期成績及期末教學評量是否

有所提升。

一、量化資料分析

（一）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有55位護理系二技在職班學生參與，年齡介於20～29

歲者居多，占80%。將近七成未曾上過互動輔助教學課程，僅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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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30.9%）上過網路輔助教學課程，這17位中僅上過一種課程較多

（58.8%）；且上網學習的次數一個月不到一次（47.1%），上網停留

時間為不到一小時居多（如表5所示）。

表5

基本資料（n = 55）

變項 人數（n） 百分比（%）

年齡

20〜29歲 44 80.0
30〜39歲 6 10.9
40〜49歲 5 9.1

曾經上過網路互動輔助教學

　是 17 30.9
　否 38 69.1
參加過多少門網路輔助教學

　未曾參加過 38 69.1
1門 10 17.2
2門 4 6.9
3門以上 3 5.2

（二）學生學習成效

1. 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在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得分上，無論前測或後測，皆以學習動機得

分最高，其次為人際溝通。以配對 t檢定進行前後測差異分析，結果

顯示，無論在學習動機（t = 3.83，p < .001）、執行計畫（t = 3.77，

p = .005）、自我監測（t = 2.79，p = .016）或人際溝通（t = 3.05，p = 

.008）次量表後測得分上，皆顯著高於前測，並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顯示多元互動教學介入可有效提升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如表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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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自我導向學習能力（n = 55）

項目
前測

M（SD）

後測

M（SD）
t

學習動機 4.30（0.62） 4.68（0.45） 3.83***
執行計畫 4.12（0.73） 4.52（0.67） 3.77**
自我監測 4.16（0.71） 4.48（0.63） 2.79*
人際溝通 4.27（0.72） 4.63（0.60） 3.05**

*p < .05.  **p < .01.  ***p < .001.

2. 合作學習態度

在合作學習態度得分上，無論前測或後測均以「我覺得跟同學一起

討論所得到的答案會比自己單獨解決問題來得好」得分最高，而「我

對於執行團體報告比個人報告覺得更好」得分最低。可見同學雖知道

團體報告有其優點也有其必要性，能經歷討論及集思廣益共同完成報

告。但由於在職之故，還是覺得個人報告比團體報告容易完成。再以配

對 t檢定進行前後測差異分析，這兩題得分上無顯著差異。而經由每次

指定主席帶領討論後，在「我會主動地在團體當中帶動討論的氣氛」及

「我會在團體討論當中提出我的意見」，已有顯著的進步。整體合作

學習態度後測平均得分高於前測，並達統計上顯著差異（t = 2.83，p = 

.007）。顯示多元互動教學介入可有效提升學生的合作學習態度（如表

7所示）。

3. 互動教學評量

由表8可知，學生對多元互動式教學持正向認同與肯定的態度。認

為操作方便、對學習有幫助且樂意使用此工具與教師互動。在開放式教

學回饋部分，學生認為此種教學方式很新潮，感覺很有趣、很好玩，並

可增加上課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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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合作學習態度量表分析結果（n = 55）

項目
前測

M（SD）

後測

M（SD）
t

1. 我對於執行團體報告比個人報告覺得更好 3.03（0.93） 3.05（1.11） 0.09
2. 我會主動地在團體當中帶動討論的氣氛 3.04（0.43） 3.93（0.72） 9.28***
3. 我會在團體討論當中提出我的意見 3.33（0.75） 4.28（0.53） 7.23***
4. 我在團體討論當中的發言被尊重 3.80（0.56） 4.16（0.63） 3.70**
5. 我會分析問題並進行批判性思考 3.82（0.67） 4.02（0.62） 2.03*
6. 我會在上課前把該準備的資料預習過一遍 3.15（0.70） 3.53（0.87） 2.62*
7.  我能夠和團體成員合作並如期完成計畫或

報告

4.18（0.61） 4.28（0.65） 0.78

8. 我會嘗試說服和我意見不同的同學 3.25（0.75） 3.53（0.99） 1.61
9.  我覺得跟同學一起討論所得到的答案會比

自己單獨解決問題來得好

4.22（0.65） 4.33（0.69） 0.83

10.  我會思考教授或同學觀點中的優缺點而

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3.98（0.62） 4.29（0.56） 2.67*

整體平均得分 3.56（0.36） 3.79（0.46） 2.83*

*p < .05.  **p < .01.  ***p < .001.

表8

多元互動式教學評量（n = 55）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1. 互動學習操作十分方便 4.14 .95 5 2
2. 互動學習思考變少1 2.45 .71 3 1
3. 互動學習有幫助 4.10 .85 5 3
4. 不喜歡使用互動學習系統1 2.40 .83 3 1
5. 互動學習多機會思考 3.81 .86 5 2
6. 互動系統上手十分複雜1 2.43 .74 3 1
7. 喜歡使用互動學習與教師做互動 4.10 .79 5 3
8. 互動學習對我學習沒有幫助1 2.29 .71 3 1

1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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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單元課後複習情形

利用Zuvio即時回饋系統建置各單元課後練習題，剛開始實驗與非

實驗研究設計單元作答非常踴躍，答對率為87.7%。針對答對率偏低的

題目，於下一次上課時進行講解。例如：「一個母體含有100個個體，

由1號編到100號，然後利用亂數表（random number tables），選出一個

介於1到10的號碼，例如8，然後抽出8，18，28，…，98等10個對應的

母體個體，當作樣本，此種抽樣法為何種抽樣？」再次釐清觀念。各單

元作答率及答對率如表9所示。

表9

各單元課後複習題作答情形（n = 55）

單元 作答率（%） 答對率（%）

實驗與非實驗研究設計 98.2 87.7

抽樣 86.2 80.0

研究工具之信效度 82.6 83.3

研究過程寫作與批判 94.8 81.8

5. 課程學期成績與期末教學評量問卷

本課程成績評量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小組分40%（分組討論與

研究批判報告各占20%），另一為個人分60%（課室參與12%、期中考

36%、作業及平時考12%）。對照前一學年度採傳統教學時學生的學期

成績及期末教學評量問卷。以獨立 t檢定進行分析，學期成績從傳統教

學平均81.17分提升至實施多元互動教學的87.95分，並達統計顯著差異

（t = 3.86，p < .001）。期末教學評量平均分數也從4.68分提升至4.95

分，並達統計顯著差異（t = 3.76，p < .05），如表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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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不同教學法學期成績與期末教學評量問卷分析

學期平均成績 期末教學評量問卷平均分數

M SD t M SD t
傳統教學（n = 49） 81.17 8.34 3.86*** 4.68 0.31 3.76*
多元互動教學（n = 55） 87.95 9.76 4.95 0.53

*p < .05.  ***p < .001.

二、質性資料分析

以課程期末課堂評量開放性問答題等進行質性分析。研究者將資料

歸納為四個面向：

（一）多元互動式教學可促進引發學習動機

利用Zuvio即時回饋系統及Kahoo遊戲導向學習，讓原本沉悶的研

究概論突然增加了生命力。尤其是Kahoo作答時伴隨音樂聲響起，同

學的情緒皆隨之鼓舞。同學說：「我覺得用Zuvio很好玩，能夠讓自己

比較主動參與課程」（A2-23）、「我覺得讓我上課更有精神，更能思

考」（A1-08）。同學認為課程安排前後相關性高，可循序漸進、延續

知識，聽懂了學習興趣就來了。而藉由小組合作討論，也引發了學習動

機。同學說：「因為分配到的隊友都很認真，因此激起我不想當拖油瓶

的心情，最後完成整份報告時，超級感動的！」（A3-15）。

（二）透過線上討論幫助釐清問題

學生對於期末的研究文獻批判報告，是整堂課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礙於在職班有限的討論時間，所以增加線上討論方式。同學說：

雖然我覺得這堂課難度蠻高的，因為要批判文章，但我覺得老

師會透過很多方式讓我們了解，還用很酷的線上會議來討論，能夠

釐清很多觀念，覺得幫助很大。（A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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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同學說：

雖然一開始會覺得做批判報告很難很煩，但是經過小組在課堂

還有線上討論，做完之後就覺得很有成就感，所以覺得這個活動蠻

有意義的，也可以透過親身實作對這堂課更理解，希望能繼續延續

下去。（A2-11）

老師教導很認真且清楚，在與老師討論報告後會更清楚！

（A1-35）

（三）使用即時回饋可即時評量吸收及理解程度

研究概論著重在理解與培養批判性思考，所以在課程中必須時時評

估學生的吸收程度，利用Zuvio及Kahoot建置題目，在課堂中適時扮演

穿針引線及活絡課程的功能。同學說：

研究概論本來是比較無趣的東西，但老師用Zuvio讓大家參與

課程，順便提振精神，真的很棒，而且很科技化。（A2-33）

藉由系統的答題分析，可匿名看到全班的作答情形，調整上課的步調。

同學說：

Zuvio的使用上感覺不錯，Kahoot超有趣還有音樂，連上課作

題目都覺得很好玩，能馬上知道自己吸收多少。且老師上課生動有

趣，好喜歡上老師的課。（A2-43）

（四）學習研究概論實用又有成就感

研究概論旨在提供學生基本的研究知識與批判技能，建立應用研究

科學方法探索解決健康照護實務問題之基本概念，在實作課程中，學生

經由研究文獻批判之討論，提升對護理實務現象之研究質疑。課程內容

需與護理臨床結合，每堂課預留實作時間，不斷引導學生思考，讓學生

更容易了解及應用。同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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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對研究概論真的一頭霧水，但在課堂時，老師很有耐心帶

著同學看文獻，這是我們目前很需要加強的地方，可以多多看到臨

床實務的部分！（B2-28）

很實用的一堂課，因對於文章的批判及理解都是需要學習的部

分，能在課堂初步瞭解對我來說幫助很大！（B3-45）

學生也肯定分組合作的方式，覺得能從團體中共同學習，學生說：

真的很感謝老師在教學上的認真，也有這麼棒的組員一起努

力，讓研究批判從困難變簡單。（B2-19）

從每一次的討論逐漸累積知識，期末評量時學生分享很有成就感，同

學說：

這堂課學到很多沒有學過的知識，還運用到批判性思考，從原

本完全看不懂文章，到可以批判文章的成就感很大。（B1-08）

陸、教學創新與省思

一、教學創新

（一）應用數位科技與網路，激發學習動機的教學環境

本研究以多元互動教學創新融入研究概論課程中，利用Zuvio即時

回饋系統，增加課堂互動與討論次數，並利用Kahoot增加學習趣味。本

研究所使用的系統，教師在課堂教學前無須事前安裝相關軟體，學生無

須額外付費購買此應用程式，只要利用手機下載App即可與教師即時互

動，達到跨載具使用（包含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的便利

性（So, 2016）。研究過程中也發現，透過多元互動系統可即時得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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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學習狀況並再次釐清觀念，有助於課程的進行，提升其學習興趣。

學生於課堂中願意主動參與互動學習，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似，顯示這些

互動性教學系統可解決指導教學法限制學生思考方向的缺點，包括：

增加師生互動。形成雙向溝通、即時診斷學習成效，且操作簡單使用

方便（陳佩英、黃天仕、許美鈞、侯仲宸，2016；Simpson & Richards, 

2015）。

（二）利用線上討論強化研究文獻批判深度，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護理在職學生利用下班時間進修，已瓜分僅存的休息時間，若要額

外挪出時間進行小組討論，常常無法全員到齊。而研究概論著重在引導

學生評讀與批判研究文章，所以研究者在此次課程中除了課室討論時間

外，另導入線上討論，讓學生能先約好一兩個共同時段，可以在醫院、

宿舍或方便進行討論的地方，打開手機或電腦就可進行線上會議，增加

研究文章批判練習的次數及深度，從期末課程評量中，學生覺得自己的

批判性思考能力增加了不少且很有成就感，對課程教學滿意度高。其他

學者亦發現利用線上互動式課程進行教學，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及

合作學習態度，並有效提升課程滿意度（戴文雄等，2016；Simpson & 

Richards, 2015）。

（三）發展出可行的自主學習模式

健康照護領域的知識及創新，都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護理也像許

多專業一樣，需要依賴複雜且快速更新的知識，學校無法傳授一輩子工

作所需的知識。因此，護理教育與實踐過程中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

力及習慣（張媚，2017）。在本研究中利用Zuvio建置課後複習題目，

雖每個單元只有五題，但學生表示在作答前還是要複習一下上課內容，

才能確保答題的正確性。由課後作答率顯示有超過八成的學生能自行在

下課後安排課程複習及作答進度，學習當時間的主人，培養自我導向學

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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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省思

營造多元靈活的學習環境一直是研究者努力實踐的教學理念，愛爾

蘭詩人葉慈（W. B. Yeats）曾說：「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

把火」（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ail,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王

全興，2017）。教師應引發學生的求知慾，就如同點燃火柴般，使火柴

能夠自行繼續燃燒。研究概論是護理的專業必修科目，期望能從課程中

點燃護理研究的興趣，進而銜接實證護理課程，培育具有文獻批判與實

證研究能力的護理人才。此次用多元互動教學模式，於課前必須先設計

課程活動、互動教材，以及規劃多元的評量方式，也不斷思索如何不增

加學生的學習負荷。課前所花費的時間及心力，遠比傳統的授課準備來

得耗時費力。然而，創新教學實施後的成果，明顯看到了學生的成長。

在實施的過程中，雖然大部分學生都覺得很有趣，但也有少部分的

學生在期末教學評量時表示還是喜歡坐在臺下聽，因為上了一整天的

班，晚上來上課還要繼續動腦，覺得有壓力。但對於本研究先以四個單

元作為教學創新應用，覺得適量，希望能繼續維持，建議未來研究仍需

考慮學生特質加以調整教學方案。此外，本研究以LINE視訊功能提供

各組與教師線上討論，雖然在討論前必須將問題列出或先將檔案寄給教

師，促進學生能先進行自我導向學習，但因為只要有疑問就可透過群組

以訊息或視訊方式獲得澄清，此種方式非常受到在職學生喜愛。本研究

以三個互動系統輔助教學，讓教學變得多元而活潑，但教學的本質仍在

於課程設計、教學內容與教學策略規劃。由於在職班學生常身兼多職，

對於新的科技資訊軟體及課程吸收能力，都需要耐心指導及關懷體察，

學生能感受到教師的教學熱忱及用心，自然形成良好的互動氛圍，讓課

程充滿溫度，更能願意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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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設計採單組前後測設計，探討採用多元互動教學法的學習成

效。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本研究課程結束後，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得分顯著高於

前測。

（二）後測合作學習態度整體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前測。

（三）學生課程成績從平均81.17分提升至87.95分。

（四）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平均分數從4.68分提升至4.95分。

（五）課程結束後問卷調查，學生對於多元互動教學法持正向肯定

與認同。

（六）質性分析結果顯示，學生認為「多元互動式教學可促進引發

學習動機」、「透過線上討論幫助釐清問題」、「使用即時回饋能即時

評量吸收及理解程度」及「學習研究概論實用又有成就感」。

綜上所述，雖然學生對於教學策略學習的正向回饋，亦影響著學生

的學習成效。但由於本研究採用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缺乏控制組的參

照，因此相關的介入成效較難以下定論。整體而言，以自我導向學習及

合作學習結合多元互動式教學，透過課程實作討論、批判，創造一個靈

活的研究概論學習情境，可提升護理系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

二、建議

本研究在自我導向學習及合作態度的評量，除了以問卷蒐集外，另

以上課小組合作競爭遊戲方式及Zuvio課後練習答題情形評量其學習成

效，但較無法看出整體學習歷程。未來建議可運用學習平臺管理系統的

記錄，如登錄次數、討論次數、閱讀時數、閱讀頁數及記錄線上對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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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我導向學習及合作行為的客觀評量工具。未來研究者將更精進教

學創新，結合理論及跨領域合作，共同發展更完整的架構藍圖，並發展

多元化、以理論為基礎的教學策略，例如，問題導向學習法或團體導向

學習法；再者，亦可規劃擴大研究範圍，探討不同學制的學生其多元互

動學習相關影響因素及學習成效，將此次經驗能量繼續延續。未來研究

建議可持續評估學生是否能將研究概論所學延續在其他課程中，例如，

評估延伸至實證護理課程的表現，是否也有所不同，此為未來可進一步

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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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究概論安置性評量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學號：　 年齡：　

聯絡電話（家）與手機：

E-mail：

二、在本校已修過之專業核心科目

　科目名稱：

三、特殊健康情形

四、個人家庭狀況與可能影響上課之因素

家庭狀況：

目前可能影響上課的因素：

五、是否曾修習過研究、實證、統計或倫理等相關課程

有（　）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無（　）

六、工作經驗

無（　）

有（　） 醫院： 科別： 期間： 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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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與過的研究經驗（例如：個案報告、案例分析、專案或研究）

是（　） 名稱：

主要負責的

工作內容

無此經驗（　）

八、是否曾擔任研究助理、或資料蒐集等兼任工作或工讀

否（　）

是（　） 名稱： 單位、地點：

九、自評學習動機：　 分（1-10分，1分無動機，10分動機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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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概論期末批判分組報告工作分配與
進度表

一、寫出研究批判分組報告進度（以下內容請自行增列）

班級 組長

組員

批判文章主題

內
容

週次 負
責
同
學

第
1-2
週

第
3-4
週

第
5-6
週

第
7-8
週

第
9-10
週

第
11-12
週

第
13-14
週

第
15-16
週

第
17-18
週

日期（請寫出

詳細時間）

1. 確定研究批判文章

2. 批判前言

3. 陳述研究問題

4. 陳述研究目的

5. 檢視文獻回顧

6. 檢視研究架構

7.  列出任何研究目的、問

題或假設

8.  確認和定義（概念型和

操作型）研究變項或

概念

9.  確認此研究的所有變項

和其他相關名詞之變項

屬性（尺度）

10. 確認研究設計

11. 描述樣本和場所

12.  確認和描述研究中使用

的每個測量策略

13. 描述資料蒐集的程序

14. 描述統計分析方法

15.  描述研究者對研究發現

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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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研究者指出哪些研究

限制

17.  研究者如何歸納研究

發現

18.  研究發現對護理實務的

意義為何

19.  對進一步研究有什麼

建議

20.  對於未來複製研究的描

述夠清楚嗎？有提出具

體建議

※課室實作討論

※與教師線上討論

※期末批判報告

※修改後上傳作業

二、 其他工作分配（不在此限，請自行增列項目，愈詳盡愈好）

項目 負責人

資料蒐集

統整資料

製作ppt檔案

製作word檔案

負責聯繫

小組開會主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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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Multi-Interactiv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Self-Directed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a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
Mei-Chen Su*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abstract to and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by 
beginne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experience in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some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all 
Greek to them and that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an barely excit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comprised 55 freshmen 
completing the 2-year practicum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in the 2018 academic year. The singl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 multi-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l was 
used to design a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 with respect to lessons such 
as research design, sampl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writing and criticism of research process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were employed as the foundation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real-time feedback system Zuvio, game-based learning platform 
Kahoot, and LINE groups to assist teaching. Group discussion, group reports, 
semester scor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used to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revealed that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ttitud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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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multi-interactive teaching. Analysis results of qualitative 
feedback revealed that th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multi-interactive teaching 
enhanced learning motivation,” “online discussion based on LINE groups 
helped clarify problems,” “real-time feedback enabled absorp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real-time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was useful and helped establish a sense of achievement.”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semester scores of the students who receiv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in the preceding academic year, those of the students who received multi-
interactive teach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scores 
on the end-of-semester teaching evaluation by students who received multi-
interactive teach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y students who 
receiv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Overall, the multi-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l 
could create a flexible scenario for learn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enhance 
nurs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ttitudes.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multi-interactive teach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game-based learning, online discu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