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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行動學習應用於建築風水學 
之教學成效

郭進泰*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作為行動學習工具，並採用

BOPPPS教學模式，探討將行動學習導入建築風水學之學習成效。研究

目的：一、探討行動學習是否可降低學生在課程使用手機於非課程軟體

的問題；二、探討行動學習工具是否可使學生藉由即時反饋而提升學習

建築風水學之動機與興趣；三、探討將行動學習工具應用於「建築風水

學」之教學是否能夠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主要發現：一、因行動學習

教學模式經常需使用手機於課堂之操作，而使得學生減少將手機使用於

非課程上的功能；二、將行動學習之工具應用於建築風水學上，在學習

動機與學習策略上都得到的正面回饋；三、將行動學習工具應用於「建

築風水學」之學習成效，主要呈現在以下三項：（一）學生於短期的態

度覺知的轉變上，學生認為學習建築風水學後對於其未來在「投資不動

產」、「購置住屋」、「居家設計」與「工作職場」具有正向的助益；

（二）在BOPPPS之前後測課堂專業知識測驗上，顯示在將行動學習工

具應用於建築風水學的教學，學生的專業知識有顯著提升；（三）將行

動學習與BOPPPS教學模式導入建築風水學之教學模式對於教師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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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分數具有提升效果，但對於學期總成績方面則較無顯著提升效果。

關鍵詞：BOPPPS教學模式、Google街景功能、Zuvio系統、行動學

習、建築風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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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因行動通訊與載具的發達，使得目前的學生幾乎人人都擁有

智慧型手機，而智慧型手機對於學生的意義與功能具有正面與負面的影

響，視其使用方式而定。正面的影響包括：可以方便與家長或教師聯

繫、可以利用空閒時間查詢課業資料或解題、可以使用各種應用軟體來

增進學習效率和興趣等。負面的影響則包括：可能會分散上課注意力、

可能會影響視力和體態、可能會沉迷於玩遊戲或上社群網站等（林莉

諪，2019）。然而，手遊或是社群軟體是否與學習是相牴觸的，甚而影

響到學習成效，則可能取決於學生的自制力和時間管理能力，以及教師

的教學引導等。如果學生能夠在教師的引導下適度地使用這些軟體，且

不影響課業和睡眠，則不一定會對學習成效有負面的影響。反之，若學

生過度地使用這些軟體，且忽略了學習和休息，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詹惠雯、沈順治，2008）。

因此，為了改善智慧型手機對於學生產生的負面影響，有學者提

出許多改善策略，其中之一即是將手機融入教學之中，例如，陳景蔚

（2006）與蕭顯勝等人（2007）均提出以行動學習融入教學模式中，

以重新喚回學生的注意力。根據Quinn（2000）的定義：「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 m-Learning）就是透過行動運算裝置來進行學習」。

而Shepherd（2001）更指出m-Learning不只是數位化，它還具有移動的

特性，它更能做到隨時隨地的學習，因為其不受到桌上型電腦環境的限

制，輕便的行動學習裝置及無線網路環境，提供了一種真正資訊隨手可

得的機會。另外，行動學習也具有許多優點，例如，可讓學習者成為學

習的主人，依照自己的興趣、需求和進度進行自主學習；也能夠讓學習

者與教師、同儕和教學內容進行多元的互動，增進同儕協同與合作學

習；並擴展了學習的場域和情境，能夠讓學習者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

利用行動裝置的功能，如拍照、錄音、定位等，進行資料蒐集、歸納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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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分享反思；可結合遊戲化與多媒體的元素，能夠提高學習者的學習

動機和興趣，並增加娛樂性和趣味性（林驛哲，2016；廖昭彥、王子

華，2016）。

本研究於行動學習的概念下，試圖在教學中透過學生以手機中的

Google街景服務功能來取代傳統的田野調查，以提升建築風水學之學

習效果。事實上，Google街景服務功能近年來已陸續被應用在學術研

究與課程教學上 （蔡佩珊，2017；Flores & Belongie, 2010; Zamir et al., 

2011）。緣此，本研究將以手機應用Google街景服務所提供建物與道路

周遭之影像等二手資料作為觀察建築風水外局的素材，學生可在課堂上

利用手機即可觀察到各式的建築物與道路之風水特徵。另外，本研究亦

利用手機應用Zuvio系統以檢視學生學習歷程並能立即給予回饋，評估

學生的學習績效。因此，藉由行動通訊與載具在課堂上之應用，可將學

生之注意力重新拉回課程現場，並藉由在課堂上獲得即時的反饋，可提

升學生之學習興趣。此為本研究之第一個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風水知識透過報章雜誌、書籍、電視與網路等媒體的傳

播愈來愈廣泛，使得現代人愈來愈重視風水對於居家所帶來的影響，進

而讓風水的考量成為民眾在選購房屋時的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再者，

過去文獻均發現房價會受到風水因素之影響（林秋綿，2007；林祖嘉、

黃麗蓉，2014；凃雅珍，2008）。緣此，國內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訂之

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中，有關不動產估價標的物附近之潛在災害設施

及特殊景觀之項目也將嫌惡性風水因素納入不動產價格評估之範圍。因

此，風水學之相關知識與理論已成為不動產從業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知

識之一。故國內大專校院已開設有關風水學應用於不動產之相關課程，

例如，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開設「居家風水概論」、國

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與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均開設有「建築風水學」。其主要之目的在於提升

學生未來在不動產業實務界發展時之專業實務能力與技能。例如，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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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業常面臨購屋者提出有關風水相關問題，以及不動產估價報告中相關

嫌惡性風水問題。因此，本研究將以「建築風水學」之課程為主軸，將

傳統的風水學理論融入不動產投資、土地開發、不動產行銷與不動產估

價等不動產相關議題，以發展相關之教學教材與方法。此為本研究之第

二個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以提升教學品質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嘗試應用

BOPPPS（Bridge-in, Objective, Pre-assessment, Participatory learning, 

Post-assessment, Summary）（Pattison & Day, 2006）教學模式，即以

「導言、教學目標、前測、參與式學習、後測、摘要總結」等六段式

分段教學模式法（李紋霞，2012）進行建築風水學之教學活動。在教

學過程中將以行動學習的概念分別導入Google街景功能與即時反饋系

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Zuvio）之教學策略。透過將特

別設計的學習活動應用行動學習裝置中的APP功能以作為提升建築風水

學教學成效的工具。首先，應用Google地圖APP的街景功能導入作為觀

察法的實施工具，使學生更貼近於建築風水學之教學個案的觀察，在

Google街景二手資料之建築景觀的即時呈現，可使學生得到立即性的反

饋與對於各種建築物之風水形態的體悟。其次，應用Zuvio系統APP於

教學的策略，經由設計過的線上即時問答以激勵師生間與同儕間的互

動，解決學生上課分心的問題。而藉由Zuvio系統可提供教學的前、後

測驗，也使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情形，並幫助教師了解教學成效。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研究目的：一、探討行動學習是否可降低

學生在課程使用手機於非課程軟體的問題；二、探討行動學習工具

（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是否可使學生藉由即時反饋而提升學

習建築風水學之動機與策略；三、探討將行動學習工具應用於「建築

風水學」之教學是否能夠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本研究之架構，如圖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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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

Google
Zuvio

註：本研究整理。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行動學習工具（如Google街景服務功能與Zuvio系

統）應用於「建築風水學」之教學，以引導學生將風水理論應用於不動

產投資與土地開發等不動產專業知識，並提升未來職場之技能。以下分

別從行動學習、Google街景服務功能、Zuvio系統、建築風水學等四個

面向進行文獻探討，並針對各面向與本研究之關聯性進行評析。

一、行動學習文獻

在行動學習的文獻方面，Chang等人（2003）指出構成行動學習的

三項基本要素是：行動學習裝置、通訊基礎建設及學習活動。其中，有

許多的學術研究或科技產業人員積極投入行動學習的相關研究，有些投

入行動學習設備的研發，有些從事行動學習相關軟體或系統的開發，有

些則構思設計符合行動學習的教學情境（蕭顯勝等，2007）。文獻也發

現行動學習較傳統的教學帶來更多的學習效益（Chen et al., 2003），且

幫助學習者聚焦於教師所選定的關鍵主題上，以不同的視角來觀察，有

益學習（Reynolds et al., 2010），並可超越傳統教師主導的課堂（Hay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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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3）。本研究採用行動學習的方式，讓學生透過Google街景服

務功能與Zuvio系統，能夠在任何時間、地點、情境下，觀察到建築物

之風水特徵，並透過互動、合作、反思等活動，提升學生對於風水理論

與實務的理解與應用。

二、Google街景服務功能文獻

Google街景服務功能近年來已陸續被應用在學術研究與課程教學。

例如，Flores與Belongie（2010）對Google街景服務影像中之行人進行

偵測與移除等影像處理，以達到公開影像中個人隱私之保護；Zamir等

人（2011）針對Google街景中的商業招牌，進行字元內容辨識；蔡佩珊

（2017）則應用Google街景影像作為交通標誌偵測之研究。在課程教

學方面，Google街景服務功能也被應用來提供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或增強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的體驗，讓學生能夠在不同

的場景中進行學習（Chen et al., 2018; Huang et al., 2019）。本研究利用

Google街景服務功能，讓學生能夠在線上觀察不同的建築風水案例，並

分析其風水特徵與不動產價值的關係，以增加學習的真實性與趣味性。

三、即時回饋系統文獻

有關即時回饋系統（instant response system, IRS）的相關文獻方

面，近年來發展新興的IRS相當多，IRS之應用主要可藉由無線上網結

合行動裝置APP軟體，學生即可透過行動裝置（包括筆記型電腦、平板

電腦、智慧型手機等）於課堂使用系統，可節省課前設定及課後處理器

材所造成的不便（Bruff, 2009）。其中Zuvio系統是目前臺灣市面上最

成熟的IRS之一，由於Zuvio系統的便利性與實用性，使其在各級學校已

成為不可或缺的教學設備之一（廖世傑等，2007）。事實上，Zuvio系

統除了提高課堂參與度和促進師生、同儕間的互動，也成為課堂教學

成效的有利輔具（黃建翔，2017；Wang, 2016）。本研究運用Zuvio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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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讓學生能夠在課堂上即時回答教師所提出的風水相關問題，並透過

即時回饋與討論，增進其對於風水知識的掌握與態度。

四、風水實證文獻

有關風水之相關實證研究與導入課程的研究近年已有增加之趨勢。

首先，在研究風水之議題方面，張志源與邱上嘉（2005）曾將過去風水

研究文獻之議題取向分類為：風水傳說與習俗文化、風水觀念態度、風

水選址、環境規劃設計、陽宅建築設計、風水知識與操作等六大類。其

次，在研究風水方法之進展，早期的文獻多使用古籍文獻蒐集、田野調

查與個案研究等，近期的文獻已逐漸將現代科學之理論與工具導入來印

證風水理論（林開世，2007；楊志堅，2002；廖婧妤、邱英浩，2019；

韓可宗、羅健霖，2012）。其中，林開世（2007）從人類學的觀點，認

為風水學應被視為一種空間的實踐，它的運用牽涉到宅位主體的規模，

因此與社會權力的作用及環境心理層面的效果有關；廖婧妤與邱英浩

（2019）則使用流體力學（CFD）數值模擬研究板橋林家花園之戶外物

理環境，發現其整體布局、建物配置、空間舒適度與使用者熱感受等物

理環境因素皆符合傳統風水原則。第三，在風水特徵與不動產關係之

驗證方面，則有探討風水特徵影響購屋者之決策（莊鈺玲、花敬群，

2008；Lu & Jones, 2000）與探討風水特徵對房價之影響（林祖嘉、黃

麗蓉，2014）等。第四，在將風水學導入學教學方面，張爽（2010）探

討高教體系之「建築與風水」課程在教學內容、方法、準備等方面增進

教學品質的建議。易丹萍與周楊坤（2017）將風水文化科學地導入現代

環境設計專業的課程體系。柴高榮（2016）則在地理教學中引入風水文

化。宋慶胤（2018）在室內設計教學中融入傳統風水學。由上述有關

建築風水學的相關文獻，可見風水理論亦逐漸地得到學術界之認可與接

受，也使得風水學被逐漸應用於教學上。

然而，建築風水學涉及層面甚廣，且相關論述及流派的差異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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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涉及迷信的成分，也使得某些流派較不易被應用。建築風水學主要

有兩大流派，分別為巒頭派與理氣派。巒頭派又稱為形家，注重物理實

質的現象，如地形、植被與氣候等因素，講究地理之覓龍、察砂、觀

水、點穴及取向，以及四周環境和天文星象等五官五感的觀察法。理氣

派又稱為向家，常以羅經定其位而察其氣，以論坐山立向及水之來去方

向，注重形以目視，氣須理察，故曰理氣。強調陰陽、五行、干支、八

卦及九宮等相生相剋理論（林俊寬，1991）。巒頭派發展較早、較易理

解、流傳較廣，著重在環境中選擇地點。理氣派理論複雜、禁忌較多、

流傳範圍較小，較偏重於算命、改運等，參雜了較多迷信的成分（一丁

等，1999）。因此，本研究在建築風水學之實際操作與教學應用上是以

巒頭派為主，例如，讓學生透過Google街景服務功能來觀察各個建築物

周邊的嫌惡性風水特徵，如路衝、壁刀等。

透過上述文獻分析，風水理論已逐漸地得到學術界之認可與接受，

也使得風水學之應用性更為多樣化，也適合應用於教學實踐現場，但仍

少有文獻將風水理論導入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之課程。而本研究則以

行動學習工具（Google街景服務功能與Zuvio系統）應用於「建築風水

學」之教學，以引導學生將風水理論應用於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等不

動產專業知識，並提升未來職場之技能。

參、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之教學與研究設計，主要採用BOPPPS教學模式，該模式最

早於1976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採用教學實踐為主強化訓練對教師進行培訓，透過六大要素為教師提供

現場教學各環節的完整架構和理論支持，使得課堂教學的安排更具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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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有效提升教學效果（王修璇，2019；李紋霞，2012；曹丹平、

印興耀，2016）。近年有許多文獻發現BOPPPS教學模式在教學之應用

具有正面的教學教果。Chung等人（2015）發現BOPPPS教學模式對於

大學生的創造力學習具有正面與顯著的效果。Zhang等人（2019）則指

出BOPPPS可提高教師的教學技能及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素質。

Song等人（2020）將BOPPPS教學模式應用於機械實驗教學改革，並建

立了機械實驗教學管理平臺，以提高機械實驗室教學的整體水平。

本研究採用李紋霞（2012）與王修璇（2019）所建議BOPPPS教學

模式六大基本元素的執行重點，如圖2所示，概述如下：

圖2

BOPPPS教學模式步驟

B. O. P.
P. P. S.

註：修改自「學思達融入BOPPPS教學模式輔助普通化學學習成效之研究」，王修

璇，2019，教學實踐與創新，2（2），頁54-55。https://doi.org/10.3966/2616544920
19090202002；有效教學結構：BOPPPS模組，李紋霞，2012，國立臺灣大學教學

發展中心。https://140.112.45.129/_epaper/new_detail.php?f_s_num=96

（一）導言：為吸引學生注意力，專注於即將要講授的內容

教師提出和教學主題相關的議題引導學生進入課程，增進學習興

趣。例如，教師可以問學生：「你們是否有聽聞過風水煞氣嗎？」

（二）教學目標：建立該課堂學習目標和預期成效

教師闡明該課程之教學目標，以及預期達到的成效，使學生掌握明

確學習方向。例如，教師可以說：「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是外部環境之風

水煞氣如何影響建築與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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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測：預先檢驗與了解學生先備能力

教師需了解學生之先備能力，以便能準確掌握學生的知識基礎，協

助調整教學內容深淺，以促進教學目標之達成。例如，教師可以使用

Zuvio系統來進行前測學生對於風水煞氣的定義與相關知識，並根據學

生的回答來判斷他們的先備能力水平。

（四）參與式學習：靈活運用各種教學媒體與資源

透過師生與同儕間的互動，實現課程核心知識的交互學習，教師靈

活運用各種教學媒體與資源。例如，教師可以利用Google之街景功能與

Zuvio系統來活化教學氛圍的環境，鼓勵學生參與教學環節，幫助學生

達到學習目的，實現課程教學目標。教師也可使用Zuvio系統來發問和

蒐集學生的意見和反饋，並根據學生的回答來引導討論和解釋。

（五）後測：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達成

最後，對學生進行檢驗和評估，了解學生對本次課程的學習成效是

否達成教學目標，針對不同主題單元的課程內容，評量方式亦有所不

同。例如，教師可使用Zuvio系統進行後測，對於風水煞氣的定義與相

關知識的了解程度，以了解與掌握學生之學習成效。

（六）摘要總結：回顧授課內容的學習目標

教師帶領學生總結學習要點，並回顧授課內容的學習目標，同時

對後續課程內容進行預告。例如，教師可以說：「今天我們學習了使

用Google街景功能來觀察外部環境之風水煞氣，以及如何影響建築與房

價。下一堂課，我們將學習使用Zuvio系統來回答問題和參與討論室內

各項擺設之風水設計的問題」。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說明

（一）研究範圍

1. 課程範疇：本課程分成四部分，如表1所示，第一部分，講解風

水學相關理論；第二部分，講解風水學外部環境，主要討論形勢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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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外部之各種風水煞氣；第三部分，討論風水學如何影響不動產投

資、估價、銷售，以及相關應用等；第四部分，講解建築物內部空間之

規劃等。課程細項與教學使用時間可參照表1之課程內容部分。

表1

課程單元與內容設計

週數／課程分類 課程內容（時數） 教學模式與評量方法 實驗／對照組

第1〜3週
一、 風水理論基

礎篇

‧ 第1章　風水思想與理

論（2H）

‧ 第2章　不動產投資與

風水之關係（2H）

‧ 第3章　土地開發與風

水之關係（2H）

‧傳統課堂講授模式

‧ 前測：使用Zuvio系統

進行使用手機習慣與選

課動機

對照組

第4〜5週
二、 風水外部環

境篇

‧ 第 4 章　地勢與環境

（2H）

‧ 第5章　常見的風水禁

忌、煞氣（2H）

‧ BOPPPS模組帶動教學

現場

‧先備能力前測（3P）
‧ 參與式學習（4P）：

使用Google街景功能觀

察常見外部環境之風水

煞氣

‧學習成效後測（5P）

實驗組

第6〜8週
三、 不動產投資

與土地開發 
之 風 水 應 
用篇

‧ 第 6 章　不動產投資

篇 — 如 何 選 擇 建 物

（2H）

‧ 第7章　土地開發篇—

如何選擇土地（2H）

‧ 第8章　如何改善不動

產風水之方法（2H）

‧ BOPPPS模組帶動教學

現場

‧先備能力前測（3P）
‧ 參與式學習（4P）：

使用Google街景功能觀

察符合風水法則之建物

與土地投資標的

‧學習成效後測（5P）

實驗組

第9週 期中作業 ‧ 期中學習評量：使用

Google街景功能觀察法

拍屋常見外部環境之煞

氣作為期中作業

‧ 中測：使用Google街景

功能學習成效

實驗組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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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續）

週數／課程分類 課程內容（時數） 教學模式與評量方法 實驗／對照組

第10〜17週
四、 室內空間風

水設計篇

‧ 第9章　建物大門風水

設計（2H）

‧ 第10章　建物之風水

前 庭 院 與 後 院 設 計

（2H）

‧ 第11章　建物之客廳風

水設計（2H）

‧ 第12章　建物之廚灶與

灶向風水設計（2H）

‧ 第13章　建物之廁所風

水設計（2H）

‧ 第14章　建物之臥室與

床位風水設計（2H）

‧ 第15章　建物之佛神廳

風水設計（2H）

‧ 第16章　建物之辦公室

風水設計（2H）

‧ BOPPPS模組帶動教學

現場

‧先備能力前測（3P）
‧ 參與式學習（4P）：

使用Zuvio系統觀察建

物大門、前庭院、後

院、客廳、廚灶、廁

所、臥室與床位、佛神

廳、辦公室等之風水設

計照片，回答問題與 
討論

‧學習成效後測（5P）

實驗組

第18週 期末成果報告 ‧期末學習成果評量

‧ 後測：使用Zuvio系統

學習成效

實驗組

註： 3P表先備能力前測（Pre-assessment）；4P表參與式學習（Participatory 
Learning）；5P 表學習成效後測（Post-assessment）。

2. 教材選用：主要使用過去風水文獻、個案分析、教師本身過去之

實證研究，將上述材料融入課程內容，並自編一套建築風水學教材。

3. 教學資源應用：應用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提高學生參

與程度。

（二）研究步驟與評量方法

1. 第一階段：第1〜3週之教授內容為第一部分風水理論基礎篇，主

要採用傳統課堂講解教學模式作為對照組，並進行使用手機習慣與選課

動機之前測。主要針對學生屬性、使用手機偏好與習慣、對於Zuvio與

Google街景功能之使用熟悉度，以及修課動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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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第4〜5週、第6〜8週、第10〜17週之教授內容為第二

部分風水學外部環境、第三部分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之風水應用、第

四部分室內空間風水設計，主要以BOPPPS模組帶動教學現場，藉由行

動學習工具（Google街景功能、Zuvio系統）進行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

作為對照組。其中，風水學外部環境與不動產投資及土地開發之風水應

用是以Google街景功能帶領學生進行學習，學生可利用手機、平板或筆

電，即時觀察各種投資標的之不動產風水特徵，以及不動產投資與土地

開發案例，除以BOPPPS教學模式針對學生專業知識之學習成效進行前

後測外，並進行Google街景功能學習成效之中測。而在建築物內部空間

部分，則以Zuvio系統作為行動學習之工具，學習各式室內空間規劃與

風水學的關係問題，例如，各種陽宅內部風水禁忌的問題，預先設置於

Zuvio系統以輔助學生學習，除以BOPPPS教學模式針對學生專業知識之

學習成效進行前、後測外，也進行Zuvio系統學習成效之後測。

3. 第三階段：在第9、18週進行期中與期末作業評量，並由學校進

行教學評量。

在評量方法部分，主要可分為以下三種評量：

1. 行動學習工具成效評量：在第1、9、18週分別進行前、中、後測

三次評量，其中，第1週是針對學生屬性、使用手機偏好與習慣、對於

Zuvio與Google街景功能之使用熟悉度，以及修課動機等進行前測。第9

週與18週針對Google街景功能學習成效之中測與使用Zuvio系統學習成

效之後測，本研究參照李勇輝（2017）之評量模式，將評量項目分為學

習動機、學習策略、學習成果三個項目，計17個題項。並將中測與後測

平均值結果與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5分量表之平均值3（代表認同

度為普通），分別針對應用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作為行動學習

之工具對於建築風水學之學習輔助與應用，進行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

策略與學習成效三方面問卷平均數之差異性 t檢定。

2. 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在第4〜5週、第6〜8週、第10〜17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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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PS教學模式針對學生之專業知識之學習成效進行前、後測。

3. 跨期學習成效評量：採用本學期（109學年）與上學期（108學

年）之學期期末成績之比較，以及本學期與上學期之學校教學評量分數

之比較。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修課學生總計80位，同意簽署「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及

參與問卷有59位，超過修課學生7成。學生背景調查如表2所示，男女比

例分別為40.68%與59.32%，女性多於男性。科別屬性主要以農學院土

地資源學系（45.76%）與農學院其他科系學生（13.56%）為主，約占

59.32%，其他較多院系依序為法學院（13.56%）、商學院（11.86%）

與文學院（6.78%）。

表2

學生背景調查

項次 類別 人數 比率（%）

性別
男 24 40.68

女 35 59.32

學院別

農學院—土資系 27 45.76

農學院—其他科系 8 13.56

法學院 8 13.56

商學院 7 11.86

文學院 4 6.78

社會科學院 1 1.69

國際暨外語學院 1 1.69

教育學院 1 1.69

理學院 1 1.69

藝術學院 1 1.69

註：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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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教學與研究設計，主要採用BOPPPS教學模式，並以行

動學習工具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提升學生之學習績效，並將

前、中、後三次評量，BOPPPS教學模式之12週課程前、後測成績對

比，以及本次課程和上學年之期末成績與教學評量分數之對比作為實證

結果。

首先，針對學生使用手機的習慣、使用Zuvio、Google與選課動

機等調查，主要在前測部分，詳如表3、4所示。表3的結果顯示：第

一，學生一天使用手機的時間分布最多為6〜10小時（44.1%），其後

依次為2〜5小時（33.9%）、30分鐘到2小時（15.3%）、超過10小時

（6.8%）。顯見有超過8成以上學生一天使用手機超過2小時。第二，

上課時玩手機所占的時間比率最多為21%〜40%（35.6%）與41%〜60%

（32.2%），其後依次為1%〜20%（25.4%）、60%以上（6.8%），顯

見7成以上學生上課時玩手機所占的時間超過20%。第三，上課時玩手

機上網的主要活動為上社群網站（Facebook、IG等）（45.8%），其後

依次為即時通訊（Line、微信）（23.7%）、瀏覽網站（15.3%）、遊戲

娛樂（11.9%）、課程需要（Zuvio或其他教學APP）（3.4%）。第四，

學生覺得上課用手機對於專注程度有影響的同意程度，有過半數學生

（57.63%）並不是很同意手機會影響其上課專注程度，顯示多數學生

在上課使用手機已成習慣且不覺得會影響上課的專注程度。第五，在使

用Zuvio與Google街景功能的頻率方面，有過半數的學生用過這兩種軟

體的功能。

另外，由表4所示可知選修本門課程的動機。其中，有近5成

（47.5%）學生表示對風水學有興趣，其次有2成（22%）學生是因為系

上選修才選，1成多（13.6%）是受師長、學長姐或同儕推薦，為了湊

學分的則有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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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學生學習習慣調查

項次 類別 人數 比率（%）

每天使用手機時間

30分鐘〜2小時 9 15.25

2〜5小時 20 33.90

6〜10小時 26 44.07

超過10小時以上 4 6.78

上課時玩手機占比

1%〜20% 15 25.42

21%〜40% 21 35.59

41%〜60% 19 32.20

61%〜80% 2 3.39

81%〜100% 2 3.39

上課玩手機的主要活動

上社交網站（Facebook、IG） 27 45.76

即時通訊（Line、微信） 14 23.73

遊戲娛樂 7 11.86

瀏覽網站 9 15.25

課程需要（Zuvio或其他教學APP） 2 3.39

上課使用手機對於上課

專注程度影響程度

非常同意 3 5.08

很同意 3 5.08

同意 18 30.51

很不同意 28 47.46

非常不同意 6 10.17

使用Zuvio的頻率

經常使用 4 6.78

常使用 22 37.29

常用 18 30.51

甚少使用 9 15.25

沒用過 6 10.17

使用Google街景功能的

頻率

經常使用 3 5.08

常使用 8 13.56

常用 21 35.59

甚少使用 27 45.76

沒用過 0 0.00

註：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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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學生選課動機

項次 請問你覺得選修建築風水學之學習動機為何？ 比率（%）

1 對風水學有興趣 47.5
2 因為系上選修才選 22.0
3 受師長、學長姐或同學推薦 13.6
4 湊學分 15.3
5 其他 1.6

註：本研究整理。

其次，在Google街景功能學習成效中測與使用Zuvio系統學習成效

後測部分，本研究將評量項目分為學習動機、學習策略、學習態度成效

三個項目，計17個題項之結果整理如表5與表6所示。

表5

使用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對於建築風水學之學習動機與策略的檢驗

評量項目 問卷題項
中測

平均值（t值）

後測

平均值（t值）

學習動機

1.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

於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比較容易理解？

3.90(5.99*)

2.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

於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更具有趣味性？

3.81(5.33*)

3.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

於在學習建築風水學引起更高的學習

興趣？

3.86(5.47*)

學習策略

4.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

於在學習建築風水學變得更有即時的

回饋？

4.02(7.13*)

5.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

於在學習建築風水學的專注程度具有

提升效果？

3.75(5.14*)

6.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

於在找尋風水煞氣很有幫助？

3.80(5.2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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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續）

評量項目 問卷題項
中測

平均值（t值）

後測

平均值（t值）

學習動機

7.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Zuvio功能對於在

學習建築風水學更容易理解？

4.08(8.95*)

8.  請問你是否同意在學習本課程的過程

用Zuvio對於學習是有幫助的？

4.32(14.29*)

9.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Zuvio功能對於你

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更具有趣味性？

4.20(13.28*)

學習策略

10.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Zuvio功能對於

你在學習建築風水學變得更有即時的 
回饋？

3.65(4.16*)

11.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Zuvio功能對於你

在學習建築風水學的專注程度具有提

升效果？

4.10(10.19*)

12.  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Zuvio功能對於你

在學習遠距教學時，可增加教師的教

學互動？

4.14(10.29*)

13.  請問你是否同意在本課程的教學模式

經常需使用手機於課堂上，而減少你

將手機使用於非課程上的功能？

4.08(8.94*)

註： 題項1〜13之中測、後測為檢定各問卷平均值與5點量表中間值3之差異性 
檢定。

*p < .10.

本研究發現：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於在學習建築風水學之學習動

機、學習策略之影響方面，第1〜6個題項皆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以下

闡述各題項的學習動機與策略之意涵：

首先，在學習動機方面，由於學習動機可定義為「影響個體參與、

持續和完成學習活動的內在或外在因素」（Kochoian et al., 2022），

而學習動機又可分為內在動機、外在動機、成就動機、利他動機等

（Renninger, 2019）。其中，第1個題項是關於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是

否可以幫助學習者理解建築風水學，此題項反映了學習者對於學習效

果的期待與信心，故可視為是一種「成就動機」的展現。第2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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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學習建築風水學之學習態度成效的檢驗

評量 
項目

問卷題項
中測

平均值（t值）

後測

平均值（t值）

差異性 
檢定

學習態

度成效

14.  請問你是否同意學習建築風水

學後，對於不動產投資具有 
幫助？

3.76(5.47*) 4.32(3.46*) 0.56
(4.73***)

15.  請問你是否同意學習建築風水

學，對於未來選購住屋很有 
幫助？

3.86(5.85*) 4.40(2.91*) 056
(6.18***)

16.  請問你是否同意學習建築風水

學後，對於你往後的居家設計

有幫助？

3.72(5.47*) 4.45(4.29*) 0.73
(6.64***)

17.  請問你否是同意學習建築風水

學後，對於未來的工作職場有

幫助？

3.85(6.16*) 4.43(2.92*) 0.58
(5.10***)

註： 題項14〜17之中測為檢定各問卷平均值與5點量表中間值3之差異性檢定，題

項14〜17之各題項後測與中測平均值之差異性之檢定。

*p < .10.  ***p < .01.

是關於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是否可以增加學習者對於建築風水學的趣味

性，此題項反映了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本身的喜好與享受，故可視為是

一種「內在動機」的展現。第3個題項是關於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是否

可引起學習者對於建築風水學的興趣，此題項反映了學習者對於學習主

題的好奇和探索，這也可視為是一種「內在動機」的展現。

其次，在學習策略方面，學習策略可定義為「學習者用來從事知識

的獲得、保留與提取的任何行為與思考」（張新仁，2006）。學習策略

可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如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資源管理策略和動

機控制策略等，而不同的策略類型會影響學習者的知識建構、自我調

節、資源利用與動機保持（Simsek & Balaban, 2010）。根據上述學習策

略之定義與分類，第4個題項是關於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是否可以讓學

習者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時得到更多的即時回饋，此題項反映了學習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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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學習過程和結果進行監測與評估的能力，故可視為是一種「後

設認知策略」的展現。第5個題項是關於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是否可提

升學習者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時的專注程度，此題項反映了學習者對於自

己的情感和注意力進行調控和管理的能力，可視為是一種「動機控制

策略」的展現。第6個題項是關於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是否可幫助學習

者在找尋風水煞氣時很有幫助，此問題反映了學習者對於自己所需的資

訊和資源進行搜尋與運用的能力，故可視為是一種「資源管理策略」的 

展現。

綜合上述的分析，本研究發現學生覺知使用Google街景功能會使得

學習建築風水學較易理解、更具有趣味性、引起更高的學習興趣，這可

被視為是Google街景功能對於學生之「成就動機」與「內在動機」的展

現具有正向顯著性的影響。此外，學生也覺知使用Google街景功能對於

在學習建築風水學變得更有即時的回饋、專注程度又有提升效果、對於

找尋風水煞氣很有幫助，這可被視為是Google街景功能對於學生之「後

設認知策略」、「動機控制策略」與「資源管理策略」三方面的展現具

有正向顯著性的影響。

在使用Zuvio功能對於學習建築風水學之學習動機、學習策略之影

響方面，7〜13題項亦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以下闡述各題項的學習動

機與策略之意涵：

首先，在學習動機方面，第7個題項是關於使用Zuvio功能是否可幫

助學習者理解建築風水學，此問題反映了學習者對於學習效果的期待與

信心，可視為是一種「成就動機」的展現。第8個題項是關於使用Zuvio

功能是否對學習建築風水學有幫助，此問題反映了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

的價值與意義，可視為是一種「外在動機」的展現。第9個題項是關於

使用Zuvio功能是否可增加學習者對於建築風水學的趣味性，此問題反

映了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本身的喜好與享受，可視為是一種「內在動

機」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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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學習策略方面，第10個題項關於使用Zuvio功能是否可讓

學習者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時得到更多的即時回饋，此問題反映了學習者

對於自己的學習過程和結果進行監測與評估的能力，可視為是一種「後

設認知策略」的展現。第11個題項是關於使用Zuvio功能是否可提升學

習者在學習建築風水學時的專注程度，此問題反映了學習者對於自己

的情感和注意力進行調控和管理的能力，可視為是一種「動機控制策

略」的展現。第12個題項是關於使用Zuvio功能是否可增加教師的教學

互動，此問題反映了學習者對於與教師和同儕進行溝通和合作的能力，

可視為是一種「資源管理策略」的展現。第13個題項是關於在本課程中

將行動學習模式應用於課堂上，而減少將手機使用於非課程上的功能，

此題項反映了學習者對於自己的時間與注意力進行分配與管理的能力，

可視為是一種「資源管理策略」的展現。

綜合上述的分析，本研究發現學生覺知使用Zuvio系統對於學習建

築風水學更容易理解、更具有趣味性、對於學習是有幫助的，這可被

視為是Zuvio系統對於學生之「成就動機」、「外在動機」與「內在動

機」三方面的展現具有正向顯著性的影響。此外，學生也覺知Zuvio功

能對於學習建築風水學變得更有即時的回饋、專注程度具有提升效果、

增加與教師的教學互動、減少將手機使用於非課程上功能，這可被視為

是Zuvio系統對於學生之「後設認知策略」、「動機控制策略」與「資

源管理策略」的展現具有正向顯著性的影響。

最後，在學習成果方面，主要以四個部分來呈現，第一為學習建築

風水學之學習態度成效的檢驗（如表6）；第二為期初與期末之建築風

水學專業知識測驗之比較（如圖3）；第三為本學期（109學年下學期）

與上一期（108學年下學期）之期末成績之比較（如表7）；第四為本學

期與上一期之學校教學評量分數之比較（如表8）。分述如下：

由表6學習建築風水學之學習態度成效的檢驗之第14〜17題項，發

現中測與後測相對中間值之結果差異呈現正向的顯著成效，且後測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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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BOPPPS前後測之建築風水學專業知識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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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研究整理自Zuvio系統。

於中測之結果差異亦呈現正向的顯著成效，也就是學生覺知在學習建築

風水學後對於不動產投資、未來選購住屋、未來的居家設計、未來的

工作職場等四方面皆有幫助，此結論也與過去文獻（Chen et al., 2003; 

Hayati et al., 2013）的發現一致。然而，這樣的結論僅表示學生在學習

後自己覺知之學習態度成效，並不表示學習建築風水學真的對於其未來

不動產投資、未來選購住屋、未來的居家設計、未來的工作職場皆有幫

助，這類的學習成果驗證，尚需長時間觀察比對，例如，對於追蹤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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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發展，並對其進行問卷調查，較能得到具體的驗證。

本研究應用BOPPPS之前、後測課堂專業知識測驗如圖3所示，發

現前測平均值為55.22，中位數為55，及格率（60分）為47.83%，後測

平均值為65.87，中位數為65，及格率為56.52%，平均數提升10.65，

平均數差異性檢定為顯著（t = 2.52），中位數提升10分，及格率提升

8.69%。且在前測並無學生分數超過80分，而後測則有16位學生分數超

過80分。顯示在經過建築風水學的教學，學生的專業知識有顯著提升。

本研究授課期間為109學年下學期與108學年下學期之建築風水學學

期總成績進行比較（如表7所示），發現109學年下學期有將行動學習

（Google街景功能、Zuvio系統與BOPPPS教學模式）導入建築風水學之

教學模式之學期總成績平均分數為81.06分，相對於108學年下學期採用

傳統式教學之學期總成績平均分數為80.60分，僅高出0.46分，且經平均

數差異性檢定（t = 0.195）並不顯著。顯示採用行動學習教學模式在學

期總成績方面並無顯著提升效果。

表7

109學年與108學年之建築風水學學期總成績比較

學期 平均數 中間值 標準差 變異數 峰度 偏態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個數

108-2 80.60 85.0 15.73 247.56 9.45 –2.77 97 0 97 77
109-2 81.06 84.5 14.19 201.43 12.98 –3.34 77 18 95 80

註：本研究整理自中國文化大學課輔系統。

本研究進行109學年下學期與108學年下學期之建築風水學之學校

教學評量分數之比較（如表8所示），發現109學年下學期有將行動學

習（Google街景功能、Zuvio系統與BOPPPS教學模式）導入建築風水

學之教學模式之教學評量總參考評分為91.9分，相對於108學年下學期

採用傳統式教學之教學評量總參考評分為93.2分為低，然而，考量不同

班別學生的評量水準可能有所差異，在與班平均相較，發現109學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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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建築風水學的總參考評分高於當學期班平均（86.44）約6.31%；

而108學年下學期之建築風水學的總參考評分僅高於班平均（93.04）約

0.14%，再經將各學期總參考評分進行平均數的平減後，109學年下學

期為1.06（91.9/86.44）高於108學年下學期的1.00（93.2/93.07），此顯

示在排除班的評量水準誤差後可能有所差異，109學年下學期建築風水

學的實質總參考評分應是高於108學年下學期的水準約6%，且高於系、

院與校平均。顯示學生對於教師將行動學習導入建築風水學的教學模式

之教學評量是有提升的。

表8

109學年下學期與108學年下學期之建築風水學之學校教學評量分數比較

學期
問卷 
人數

選課 
人數

總參考

評分

敬業精神

師生關係

授課

方法

教材內容

教學內容

教學效果

學習心得

班 
平均

系 
平均

院 
平均

校 
平均

108-2 35 77 93.2 23.2 23.3 23.4 23.3 93.07 88.82 89.20 89.23
109-2 43 80 91.9 23.0 22.9 23.1 22.9 86.44 87.60 88.81 89.40

註：本研究整理自中國文化大學課輔系統。

總結上述四個有關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學評量，首先，本研究發現

在剛上完本課程後，學生短期學習態度的覺知對於未來不動產投資、未

來選購住屋、未來的居家設計、未來的工作職場等四方面確實認為可能

有所助益，但未來長期的助益能否顯現，則需較為長期之驗證，本次問

卷較無法檢驗。其次，採用BOPPPS之前、後測建築風水學專業知識測

驗，後測顯著高於前測，顯示在採用本次的教學模式後，專業知識確有

顯著的提升。第三，本學期平均成績與前一期成績比較並無顯著提升效

果，顯示本次採用之教學模式對於學期成績較無顯著的影響。第四，本

學期學生教學評量分數相對於前一學期的分數在經過平均數的平減後顯

示，本期教學模式之教學評量是有所提升的，顯示本次採用之教學模

式對於學生教學評量是有所影響的。此成果與過去文獻發現行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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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et al., 2003; Hayati et al., 2013; Reynolds et al., 2010）有助於學習

品質提升的結論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教師若能引導學生善用手機的相

關APP或功能在學習課程上，將可減少學生將手機使用於非課程上之功

能，且可使學習更能得到即時的回饋，提升專注程度，並增加與教師的

教學互動。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嘗試解決兩個問題：一、學生在課堂上經常使用手機於

非課程軟體的問題；二、將傳統風水學理論融入不動產課程以因應不動

產實務界之需求。主要採用行動學習（Google街景功能、Zuvio系統）

與BOPPPS教學模式導入建築風水學之教學，試圖完成三個研究目的：

一、探討行動學習是否可降低學生在課程使用手機於非課程軟體的問

題；二、探討行動學習工具是否可使學生藉由即時反饋而提升學習建築

風水學之動機與興趣；三、探討將行動學習工具應用於建築風水學之教

學是否能夠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在經過行動學習工具成效評量、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與跨期學習

成效評量後，本研究發現：一、學生會因本課程所採用之行動學習教學

模式經常需使用手機於課堂之操作，而減少他們將手機使用於非課程上

的功能；二、將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作為行動學習之工具應用

於建築風水學上，皆可於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上得到正面回饋，無論是

在提升學習效果、即時的回饋、更具有趣味性、提升專注程度、教學互

動等，皆有正向顯著效果；三、將行動學習工具應用於建築風水學之學

習成效，主要呈現在以下三項：（一）學生之短期的態度覺知轉變上，

學習建築風水學後，認為本課程對於其未來在「投資不動產」、「購置

住屋」、「居家設計」與「工作職場」等，具有正向的助益；（二）在

BOPPPS之前、後測課堂專業知識測驗上，顯示在經過建築風水學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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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的專業知識具有顯著的提升；（三）將行動學習（Google街景

功能、Zuvio系統）與BOPPPS教學模式導入建築風水學之教學模式對於

教師之教學評量分數有提升效果，但對於學期總成績則並無顯著的提升

效果。

最後，在教師之省思與建議方面，首先，原本所規劃使用之

BOPPPS教學模式為2小時課程，但由於每次上課皆要執行6個步驟，尤

其需進行前後測，部分學生反映答題時間不足，且會使課程甚為緊湊，

建議未來使用此模式時，以3小時以上課程較為適合，或是可減少前、

後測的題目數量。第二，以Google街景功能與Zuvio系統作為行動教學

之應用工具是頗為適合的模式，且容易降低學生使用手機從事課程以外

的活動，但Google街景功能在實際操作時仍以大螢幕的工具，如電腦、

筆電或平板較手機為適合。第三，學生較有興趣的課程內容，仍以與其

生活相關，且可即時應用的部分較易獲得共鳴，故本課程在期中與期末

作業是採用實際案例或以學生居家風水規劃為題，與學生之現實生活相 

融合。

由於本研究之教學實踐過程因受限於班級僅有一班之限制，故前3

週以傳統教學模式作為對照組，第4週以後之教學模式作為實驗組，建

議後續研究若班級數較多可採用不同班級來區分對照組與實驗組較為 

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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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erformance of Mobile Learning in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Chin-Tai Kuo*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incorporating mobile learning tools, 
specifically Google Street View and Zuvio, into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education through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The research goals were as 
follows: (1) to determine whether mobile learning can reduce students’ use 
of mobile phones in nonacademic activities during class, (2)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obile learning can increas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by providing real-time feedback, and (3)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grating mobile learning into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education can enhance learning outcomes. Overal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obile learning approach effectively reduced students’ use of 
mobile phones for nonacademic activities. In addition, integrating mobile 
learning into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education positively affected student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erms of short-term changes in attitude, 
the students identified four benefits of learning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These benefits pertained to real-estate investment, home purchase, home 
design, and workplace enhancement. According to the BOPPPS classroom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mobile learning tools were used. 
Introducing mobile learning and BOPPPS teaching models into archite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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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Shui education also led to improved teaching evaluation score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overall semester grades.

Keywords: BOPPPS teaching mode, Google Street View, Zuvio, mobile 

learning,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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