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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識課程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環，旨在培養具人文素養、宏觀視

野、人道關懷、能開創自我及服務社會的現代人。「應用科學導論」通

識課程，主要目的是在幫助學生藉由當代先進科技知能的學習，拓展個

人更宏觀的視野，發展其正向思考與行動能力，讓同學了解到科技的進

步與人類生活乃至生命意義間的相關性，重新去省思人與物之間的關

係。課程內容主要是透過當今先進科技範疇－量子能源、生物科技、資

訊科技、材料科技及太空科技等各大領域，由各科技學門中學有專精之

教師群聯合授課；在學有專精的教師們，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各科學

領域中的精華介紹學生認識，並引導學生觀察先進科技可能帶來的負面

影響，讓大家更審慎的去使用科技產品以及面對可能引發的道德衝突。 
本研究係針對本校通識教育課程「應用科學導論」之課程教學目

標、教師授課方式、授課內容與學生自我評量學習成效四個部份進行教

學評鑑；以問卷方式對護理系四技四年級及二技二年級修課的 135 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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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行施測。從研究結果中發現之問題，進行分析，提供解決對策及具

體建議，以供未來參與本課程授課教師教學改進之參考。 

關鍵詞：通識課程評鑑、應用科學導論 

壹、 緒論 

大學通識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在提昇學生的文化素養，開拓學生具有

世界觀的眼界與心胸，這是大學教育中最為根本而且是不可或缺的組成

部分。當我們身處在這個日新月異，進步快速的時代中，不得不去面對

的東西就是各項科技的產品；舉凡食、衣、住、行、育、樂各方面都離

不開科技發展的範疇。不論在大學中是主修那一系的學生，藉由科技相

關概論的課程去認識當代社會前進的脈絡，拓展其寬廣與宏觀的眼界，

甚至先作好準備去面對難以預測之未來是有其必要性的。故在所有的大

學校院中都將「科技概論」、「自然科學概論」、「應用科學概論」等科技

導論課程列為通識課程，就是期望引導學生一窺科技之奧妙，進而了解

科技之偉大、使用科技之便利及面對科技可能造成的衝擊。 

這幾年來過度的資訊化、道德價值的混淆乃至人我關係疏離，家庭

功能退化，當學生在面對各項先進的科技產品及使用科技知能時，是否

也在無形中更加的惡質化了上述的現象。科技的進步其實是為了滿足人

類的需求，而科技的發展始終也都是來自人性。「應用科學導論」課程

除希望引領學生了解科技的奧秘之外，也將協助學生認清科技的本質。

但不知這樣的「應用科學導論」課程目標，是否合乎現代學生的需求？

現行的授課方式是否能達成此教學目標？因此有必要評估學生學習「應

用科學導論」課程的學習成效，以作為課程改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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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乃以此目的進行本者在國立台北護理學院（以下簡稱本校）

所教授的「應用科學導論」課程學生評鑑教師教學之研究，一方面藉以

了解學生對該課程所訂定之課程內容、教學目標與授課方式的適當性，

另一方面由學生自評方式來了解學生學習成效，提供未來改進之參考。 

貳、 文獻探討 

一、 「通識教育」的涵意、理念與目標 

何謂「通識教育」？黃俊傑（2000）指出：『「通識教育」是建立人

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立

互為主體性之關係的教育』。可見通識教育是一非常重視「人－我－自

然環境」多方關係的相處之道。 
劉兆漢（2001）指出『「通識教育」基本理念與目標是在於幫助學

生發展成為「全方位的知識分子」；換言之，培養不是只具有「專業知

識」之「知識份子」而已，而是必須具有「統整」、「融貫」、「通達」的

「通識理念」，更須具備道德及行為實踐上的人文藝術涵養、高尚品格

的「知識份子」。因此通識課程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環，以全人教育為

教育的目標，除讓學生學習專業技能以勝任工作外，還要懂得如何與

人、與環境相處。 
本校依據上述之共識，訂定「通識教育」的理念是在培養具有人文

素養、人道關懷、能開創自我及服務社會的現代人；更具體界定本校通

識的能力指標為：1.幫助學生發展其語文能力；2.幫助學生發展其資訊

處理之能力；3.幫助學生發展獨立思考與行動能力；4.幫助學生了解歷

史、人與環境的關係；5.幫助學生具有藝術的涵養。（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共同科，2000） 

二、 「應用科學導論」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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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識教育小組依上述通識教育理念及目標，設計出本校通識教

育課程領域；「應用科學導論」課程即屬於「歷史、環境與人」的通識

教育指標下的通識課程，主要目的在幫助學生了解歷史、人與環境間的

關係。本案研究者即為本課程負責教師，根據將本課程設計為「從學生

具備之基本化學、數學、物理及生物學等概念中，引導學生進入應用科

學之領域。由於科技進步快速，世界日新月異，學生需具備有敏銳之觀

察力與學習能力，始能跟上時代潮流。從此概論課程中學生能一窺世界

之奧妙，進而引發學生學習新知之動機與興趣。」 
而本課程之教學目標設計也包含： 
1. 幫助學生認識科學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2. 培養學生對科學認知的素養，增廣視野，開拓眼界。 
3. 幫助學生在專業訓練外，對其他應用科學知識領域有所了解。 
4. 培養學生學習深思熟慮，懂得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 
5. 培養學生對科技與人文養成的素養，並融入生活應用中。 
6. 塑造學生具有完整與健全的科學感，及更宏觀遠大的宇宙觀。 
根據教學目標，參考林震安等人（2000）、淡江大學（2002）、內爾‧

阿德利(1999)等文獻，每年度依授課教師專長（見附件一）及週次安排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包含有量子能源、材料科技、生物科技、資訊科技

及太空科技等領域範疇；而成績考評上（見附件二），除傳統考試評量

外，並設計、安排學生之自學活動，誘導學生親近科學環境，以期學生

能一窺世界之奧妙，進而引發學習新知之動機與興趣。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從課程教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單元課程

內容及學生自評學習狀況，來評鑑教師教學，了解課程內容對學生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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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程度，作為未來改進教學的參考，研究架構如下：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是修畢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由研究者所開授之「應用

科學導論」課程之學生。護理系四年制計 65 人（一班），二年制計 70
人（二班）。 

三、 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與參考相關文獻，研究者自編「應用科學導論課程之

學習經驗」問卷（見附件三），第一部份包括教學目標、授課方式、單

元課程內容及自我評量學習成效，以 Likert 五分量表作答，得分越高表

示課程所得到的幫助較高。第二部份採自編開放式問卷題目，以了解學

生對本課程未來待改進之建議。 

四、 資料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處理採用利用 SPSS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行資料

分析。本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分別有基本統計、t 考驗、皮爾遜積差

學生基本資料 

1.年制 

2.是否曾接觸相關資訊 

學生評鑑教師教學 

1.課程教學目標 

2.教師授課方式 

3.單元課程內容 

學生自評學習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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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等統計分析法。 

肆、 研究結果 

一、 基本資料之分析 

在回收的 114 份有效問卷中，共計二年制學生 57 人，四年制學生

57 人。多數學生在修課前都有曾利用不同管道接觸過科學、科技等相關

資訊，只有 3 位學生從未接觸過。由於課前未接觸過科學相關訊息之學

生比例極低，因此此項假設的統計數據將不考慮。 

二、 課程學生評鑑教師教學 

從表 1 可知，在學生認為達成本課程教學目標上，以「本課程能培

養我對科學認知的素養，增廣視野，開拓眼界」為最高；「本課程能幫

助我在專業訓練之外，對其他應用科學的知識領域有所了解」次之；「本

課程能幫助我認識科學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為第三。顯示本課程所訂之

教學目標「從學生具備之基本化學、數學、物理及生物學等概念中，引

導學生進入應用科學之領域。由於科技進步快速，世界日新月異，學生

需具備有敏銳之觀察力與學習能力，始能跟上時代潮流。從此概論課程

中學生能一窺世界之奧妙，進而引發學生學習新知之動機與興趣。」確

實達成。 
各授課教師之教學態度、教學方法及內容對學生的幫助上，以「本

課程授課教師上課準備充分」為最高；「本課程之教學參觀活動安排符

合本課程設計之主題內容」次之；「本課程授課教師採用視聽教材及簡

報方式授課之形式合宜」為第三，都對學生幫忙很大。 
各授課單元上，「精油與芳香療法」、「基因改造食品的衝擊」、「基

因複製-器官的再生」是學生認為幫忙很大的單元。但「商業智慧」及「校

園公開金鑰與憑證應用實務」學生認為幫助度最低，可作為未來教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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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選擇改進之參考。 
學生自我評量學習狀況上，「整體而言，你是喜歡本課程的。」為

最高；「撰寫有關科學新聞事件之報告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次之；

「修完本課程後，你對「應用科學導論」課程是感興趣的」為第三。均

顯示學生認為修習此課程有很高的學習成效。 

表 1.  受訪者評鑑教師教學各分項得分摘要表 

  平均數 標準差 
1.認識科學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4.07 0.41 
2.培養對科學認知的素養，增廣視野，開拓眼界。 4.25 0.54 
3.幫助我對其他應用科學的知識領域有所了解。 4.23 0.55 
4.培養學習深思熟慮，懂得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 3.72 0.60 
5.培養對科技與人文養成的素養，並融入生活應用中。 3.87 0.68 

課

程

教

學

目

標 
6.塑造具備有完整與健全的科學感及宏觀遠大的宇宙觀。 3.71 0.76 
1 授課教師上課準備充分。 4.34 0.51 
2.授課教師教學認真，並能了解學生對課程之需求。 3.81 0.75 
3.本課程授課教師之言行、態度，對學生人格有正面的影響。 3.99 0.54 
4.本課程授課教師以授課內容大綱作為上課教材之方式合宜。 3.92 0.64 
5.本課程授課教師採用視聽教材及簡報方式授課之形式合宜。 4.18 0.55 
6.本課程授課採用教師群聯合授課之方式合宜。 4.04 0.72 
7.本課程授課選用之主題合宜，內容深淺適中。 3.79 0.85 
8.本課程之教學能將理論生活化，配合實際應用之需要。 4.04 0.41 
9.本課程之教學參觀活動安排符合本課程設計之主題內容。 4.22 0.54 

教

師

授

課

方

式 

10.本課程要求不可缺課及養成必需事前請假。 4.08 0.55 
1.應用科學之思維 4.04 0.60 
2.核能科技之應用 3.95 0.68 

單

元

課

程 3.玻璃與陶瓷材料 4.06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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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細胞透視生命 4.09 0.51 
5.基因複製-器官的再生 4.21 0.75 
6.血液應用的歷史與展望 4.12 0.54 
7.基因改造食品的衝擊 4.27 0.64 
8.精油與芳香療法 4.29 0.55 
9.植物精油化學成分及安全性 4.20 0.72 
10.商業智慧 3.17 0.85 
11.人工智慧 3.42 0.74 
12.校園公開金鑰與憑證應用 3.26 0.65 
13.通訊與網際網路漫談 3.71 0.78 
14.多媒體漫談 3.67 0.57 

內

容 

15.資訊安全漫談 3.72 0.61 
1.未修本課程前，你對「應用科學導論」課程是感興趣的。 3.69 0.66 
2.修完本課程後，你對「應用科學導論」課程是感興趣的。 4.04 0.63 
3.修習本課程期間，會主動參考或查閱相關的科學資料。 3.56 0.62 
4.修習本課程期間，會主動向授課老師提出相關的科學問題。 3.10 0.68 
5.撰寫科學（幻）影片之觀後感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 3.96 0.60 
6.撰寫科學（幻）課外讀物之觀後感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 3.84 0.76 
7.撰寫有關科學新聞事件之報告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 4.08 0.79 
8.修習本課程期間的認真程度相對大於其他非專業領域的通

識或選修課程。 3.90 0.83 

9.整體而言，你從本課程中所獲得科學相關的知能或態度有達

到你原本所預期得到的，甚至超出你原本所預期的。 3.93 0.80 

學

生

自

我

評

量 

10.整體而言，你是喜歡本課程的。 4.23 0.91 

三、 不同年制學生評鑑教師教學之差異 

不同系別的學生，對於課程教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單元課程內

容、學生自我評量方面，有何不同差異。由表 2 可知，不同年制學生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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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元課程內容達顯著差異(t=4.53，P<0.001)，且二技的平均得分均較

四技高，顯示不同授課單元之幫忙程度因年制而有差異存在。在課程教

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學生自我評量方面，則未因不同年制而有差異。 

表 2. 不同年制學生評鑑教師教學之 t 檢定分析 

二年制 四年制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課程教學目標 23.93 2.61 23.30 2.60 1.30 
教師授課方式 40.40 4.48 40.11 4.04 0.37 
單元課程內容 52.58 9.43 45.67 6.63 4.53*** 
學生自我評量 39.02 5.15 37.33 5.00 1.77 

四、 課程教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授課單元與學生自我評量之

關聯性 

由表 3 分析可知，課程教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單元課程內容與

自我評量學習成效，均呈現正相關，且均達顯著水準。顯示在教學目標、

教師授課方式、授課單元與自我評量學習成效，彼此間具有關聯性。 

表 3. 教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授課單元與自我評量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教學目標 教師授課方式 單元課程內容 學生自我評量 
課程教學目標 1 0.471*** 0.303*** 0.672*** 
教師授課方式 0.471*** 1 0.274** 0.431*** 
單元課程內容 0.303*** 0.274** 1 0.267** 
學生自我評量 0.672*** 0.431*** 0.267** 1 

五、 學生對本課程授課方式及成績評量之建議 

而在表 4 及表 5 則呈現學生對授課方式及未來課程建議，「每一堂

課可像一場演講般，單一主題，就可以有很多領域可學習」、「希望能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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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入淺出，讓我們能有更深入的了解」、「可多些參觀的實務教學經

驗，能更易了解及生動。」及「建議單元調整」等項目得到多數同學的

反應與認同，顯示教學目標、教師授課方式、授課單元與自我評量學習

成效之關聯性目標達成。 

表 4. 受訪者對本課程授課方式及成績評量方式建議表 

成績評量 授課方式 

簽名點名的方式…並不

客觀、確實執行  
講義可給予此課室之重點，授課之投影片可先 show 上課大

綱。 
考試  希望能更加深入淺出，讓我們能有更深入的了解 
GOOD！ 可多些參觀的實務教學經驗，能更易了解及生動。 
定期點名 玻璃與陶瓷可能較枯燥；商業智慧聽不太懂、非常疑惑。 
報告可減至 2 篇 對於本來不是學科學的護理人，若是能再實用點會更好。 
可合併成同一份報告 科學影片能多增加 UFO 的探討，增加科學的趣味性。 

心得分享上台報告 
在課堂上探討有關科普的書籍或影片，或擇一導讀。商業及

人工智慧多數據，較難懂！ 

 每一堂課可像一場演講般，單一主題，就可以有很多領域可

學習。 
 上課的教材可以多元化一點，除了 ppt、影片外，也可以用

模型、圖片、小組討論起發學習上的思維。 

 有實用性價值的科學用品，可以再多一些。 

 可增加學生自評、自我省思 

 覺得有些課程有點艱深如「校園公開金鑰與憑證應用實務」，

聽不太懂，專業內容太多，覺得無生活化。 

 盡量生活化，可放 Discovery 的影片。 

 血液應用課程可再增加，因為老師上的很有趣 

 可以增加更多元化之相關知識，抑或在第一堂可時先了解同

學的需求。 
 可再生動化，因科學本身就比較籠統，比較無法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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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受訪者對授課內容建議表 

引不起你興趣的主題 建議可以加入的科技相關主題 

1. 應用科學之思維【1】 
太空探索：移民火星、黑洞、宇宙形成、

地球以外的世界、天文、第三類接觸【20】 

2. 核能科技之應用【2】 
網際網路、數位通訊：手機、PDA、數位

相機、電腦、晶圓、半導體、網路病毒【18】 

3. 玻璃與陶瓷材料【5】 
奈米科技、醫療養生、美容保養、科技倫

理、生物科技、生殖科技、生化科技：生

化戰爭【15】 

4. 從細胞透視生命【6】 日常生活小啟發、未來生活、機器人【12】 

5. 基因複製－器官再生【3】 地球科學：地質【3】 

6. 血液應用的歷史與展望【2】 
電視、電影的設計、都市設計、航太科技、

汽車科技【10】 

7. 基因改造食品的衝擊【2】  

8. 精油與芳香療法【2】  
9. 常用植物精油之化學成分及安全性【5】  
10.商業智慧【43】  
11.人工智慧【13】  
12.校園公開金鑰與憑證應用實務【15】  
13.通訊與網際網路漫談【1】  
14.多媒體漫談【1】  

伍、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案－『學生評鑑通識課程教師教學之研究－以「應用科學導

論」為例』中，為評鑑「應用科學導論」課程教學成效，藉以了解該課

程所訂定之教學目標、授課方式及授課單元的適當性，並對學生自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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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科學導論上之學習成效；經由四者相互在比較，研究者深入分析

與探討，綜合研究發現結果如下： 

1. 不同年制的學生在學生在教學目標、授課方式、自我評量學習成

效上均無顯著之差異，僅在單元課程內容上，二年制學生在該項

獲得之幫助上較優於四年制學生。顯示學生同質性還算高，而研

究者在教學內容之成效上稍有差異。 

2. 就教學目標而言，「本課程能培養我對科學認知的素養，增廣視

野，開拓眼界」與「本課程能幫助我在專業訓練之外，對其他應

用科學的知識領域有所了解」學生的同意度最高。 

3. 就教師之教學態度及授課方式而言，教師群整體都受學生好評。 

4. 就單元課程而言，「生物科技」及「材料科技」範疇之單元對學

生的幫助較高。 

5. 就自我評量學生學習成效而言，學生對課程是感興趣且喜歡本課

程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發現，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標。 
根據研究結果，對於未來在應用科學導論課程設計上，提供下列幾

點建議： 

1. 在教學目標上，應多加強「塑造學生具備有完整與健全的科學

感，以及更宏觀遠大的宇宙觀」及「能培養學生學習深思熟慮，

懂得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的觀念認知並引導學生學

習、了解其內涵。 

2. 在教師之教學態度及授課方式上，「教學參觀活動的安排」及「視

聽教材及簡報方式的授課形式」都應持續且值得增加。但在「授

課內容深淺適中」及「授課教師對了解學生對課程之需求」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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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採教師群聯合授課方式，因此教師的認知與作法恐有落

差。未來對參與本課程授課之教師，應在開課前就有一基本之共

識，以期在教學態度更有一致性。 

3. 在單元課程部分，學生對「資訊科技」範疇各單元的認知喜好及

實際課堂學習成效上顯然有較大的落差。未來在授課內容的安排

上，將請教師作部分的調整，將實務應用的比重增加會讓學生的

接受度提高。 

4. 在成績評量部分，若時間許可的情況下，可安排學生作專題報

告，增加同儕間對科技認知的相互了解。 

5. 增加相關科學書籍（專業與一般科普）的介紹、推薦或導讀。在

課堂時間充裕的情況下，可以科學時事議題作為討論主題，增加

學生對科學事件的敏銳度。 

6. 授課教師對本課程之教學目標、觀念態度是否有一定共識，相關

科技新知的單元及不同專業領域教師的加入授課等因素，都會將

是未來課程安排考量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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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課程授課教師群 

王健珍（國立陽明大學藥學博士）、江蔚文（美國哥倫比亞大學電

機哲學博士）、李元鳳（美國北卡羅萊州立大學教堂山分校生物化學博

士）、李炯三（國立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李孟寰（國立陽明大學生

物化學博士）、林祖泰（國立陽明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周如文（美國俄

亥俄州立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施賢鴻（國立中央大學物理博士）、陳明

毅（國立臺灣大學化學博士）、陳瀅琪（美國芝加哥大學數學教育碩士、

維吉他州立大學統計學碩士）、許承先（國立陽明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彭向陽（國立臺灣大學病理學博士）、黃衍文（國立陽明大學衛生資訊

所博士）、廖辰中（國立陽明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潘 愷＊（國立臺灣

大學化學博士，本課程負責教師）、謝尚琳（國立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博

士） 

附件二：本課程授評分準則 

1. 讀書報告：自教師提供的書單（科普書籍或科幻小說）中，擇一作

為讀書報告。【報告的評分重點將著重在學生閱讀完該書的後，其對

相關科學之觀點及學生對該書內容之想法、疑惑或領悟。】 

2. 科學時事報告：請找出 10 則最近半年內所發生與科學相關的新聞事

件報導（網路查詢或剪貼報章雜誌均可）；厄要寫下該新聞事件之標

題及內容，並寫下你對該事件的看法及評論。【報告的評分重點將著

重在學生對週遭科學相關事件的敏感度與聯想力，及能否有獨立自

主的判斷力。】 

3. 科學知識測驗：以本學期各教師授課主題及內容作為測驗內容【評

量學生對科學基本學理的認知與熟識度】。 

附件三：「應用科學導論」課程之學習經驗問卷表 

（A）、基本資料 

1. 就讀年制：A. 四年制  B. 二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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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修本課程之前，是否有接觸過除了你專業領域之外的科學資訊？

（可複選）：A. 有，看過科學應用相關之書籍  B. 有，看過科學應

用相關之影片 C. 有，參與過科學應用相關之演講或展覽 D. 有，

從網路上或朋友間互相告知的科學訊息 E. 否，從沒興趣去接觸科

學相關的資訊 

3. 修本課程之動機？（可複選） ：A. 本身對科學很有興趣 B. 自 認

有必要充實本身專業學能以外的科學知能 C. 課 程 輕 鬆 容 易 修 過

 D. 排課時間可以配合 E.  其他              

（B）、你認為「應用科學導論」是否有達成下列之教學目標？ 

4. 本課程能幫助我認識科學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5. 本課程能培養我對科學認知的素養，增廣視野，開拓眼界。 

6. 本課程能幫助我在專業訓練之外，對其他科學的知識領域有所了解。 

7. 本課程能培養我學習深思熟慮，懂得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 

8. 本課程能培養我對科技與人文養成的素養，並融入生活應用中。 

9. 本課程能塑造我具備有完整健全的科學感，及更宏觀遠大的宇宙觀。 

（C）、你認為本課程各授課教師之教學態度、教學方法及內容？ 

10. 本課程授課教師上課準備充分。 

11. 本課程授課教師教學認真，並能了解學生對課程之需求。 

12. 本課程授課教師之言行、態度，對學生人格有正面的影響。 

13. 本課程授課教師以授課內容大綱作為上課教材之方式合宜。 

14. 本課程授課教師採用視聽教材及簡報方式授課之形式合宜。 

15. 本課程授課採用教師群聯合授課之方式合宜。 

16. 本課程授課選用之主題合宜，內容深淺適中。 

17. 本課程之教學能將理論生活化，配合實際應用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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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課程之教學參觀活動安排符合本課程設計之主題內容。 

19. 本課程要求不可缺課及養成必需事前請假。 

20. 你認為本課程的授課方式及成績評量的方式可以再作那些調整？ 

（D）、你認為各單元之課程對你在科學知能學習上的幫助程度？ 

21. 應用科學之思維 22. 核能科技之應用 23. 玻璃與陶瓷材料

24. 從細胞透視生命 25. 基因複製-器官的再生  

26. 血液應用的歷史與展望 27. 基因改造食品的衝擊   

28. 精油與芳香療法 29. 常用植物精油之化學成分及安全性  

30. 商業智慧  31. 人工智慧  32. 校園公開金鑰與憑證應用實務 

33. 通訊與網際網路漫談  34. 多媒體漫談 35. 資訊安全漫談  

36. 本課程授課內容比較引不起你興趣的主題有哪些？ 

37. 尚有哪些你感到有興趣的科技相關主題可以建議加入？ 

（E）、自我評量學習狀況 

38. 未修本課程前，你對「應用科學導論」課程是感興趣的。 

39. 修完本課程後，你對「應用科學導論」課程是感興趣的。 

40. 你在修習本課程期間，會主動參考或查閱相關的科學資料。 

41. 你在修習本課程期間，會主動向授課老師提出相關的科學問題。 

42. 撰寫科學（幻）影片之觀後感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 

43. 撰寫科學（幻）課外讀物之觀後感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 

44. 撰寫有關科學新聞事件之報告對本課程之學習有所助益 

45. 你在修習本課程期間的認真程度（包括到課出席率、上課的態度、

作業的撰寫等），相對大於其他非專業領域的通識或選修課程。 

46. 整體而言，你從本課程中所獲得科學相關的知能或態度有達到你原

本所預期得到的，甚至超出你原本所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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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整體而言，你是喜歡本課程的。 

(F)、開放式問題 

48. 課程的授課方式及成績評量的方式的優缺點？ 

49. 課程內容最引不起你興趣的主題及建議哪些科技相關主題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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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eaching: Using 

“Introduction of Applied Science” As An 
Example 

Kai Pan*, Ting Fang† 

Abstract 

 “Introduction of Applied Science”, one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the new technology and science to students 
and to discuss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and how they influence 
people’s attitude to life. The course ranges from Quantum Ener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 Technology to Biotechnology and 
Space Technology.  In each section there is a special instructor to make 
students easil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nd advanc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nd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their impacts on 
human liv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know the effect of the course by the 
evaluation of the students who took the course, and to find resolutions to 
increase learning effect.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aimed at course goal, 
instructing way, course’s contents and learning effect self-estimate. 

Keywords: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troduction of 

applied science.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Collage of 
Nursing 
† Teaching assistant,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 National Taipei Collage of Nursing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一卷二期 
 

 
 

278

【作者簡介】 
 
潘愷副教授簡介：1993 年取得國立台灣大學化學哲學博士
（Ph.D.），1991 起任教於國立台北護理專科學校，現為國立
台北護理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曾擔任國立台北護理學
院學生事務長、教師發展中心通識教育課程規劃組召集人等
職務。專長在物理有機化學、電子自旋補捉、基礎化學課程
設計及科學通識課程設計。著有「化學實驗」、「普通化學實
驗」等。目前開設有化學、生物化學、化學與生活（通識）、
應用科學導論（通識）等專門與通識課程。 

方婷助教簡介：1998 年取得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碩士，並進
入台北護理學院學生輔導中心擔任專案計劃研究助理及助
教工作，1998 年及 2005 年分別取得社會工作師及諮商心理
師執照。專長：學習輔導、教育心理、學校社會工作、新生
定向輔導。研究領域包括：輔導需求、新生心理適應、教學
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