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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主動學習通識課程的教
學策略：問題本位學習、專題式
學習法與翻轉教室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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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廣為許多通識課程教師採用，而問題本位

學習法和專題式學習法也常被應用於教學中。兩者的共同點是以問題引導

為重心，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兩種教學法各有其優勢，因此整合二種教學

策略，兼顧發揮兩者優點，應是可行的方向，然而目前少有國內研究探

討。再者，網路科技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翻轉教室強調學生課前主動觀

看影片，課堂中討論應用知識，與上述兩種教學策略精神一致，可以做為

輔助的策略。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在通識課程中整合搭配使用問題本位學

習法、專題式學習法和翻轉教室等三種教學策略，並且以研究者開設的一

門通識心理學課程為例作說明。本研究以任教學校實施的教學反應問卷和

自編學習成效量表為研究工具，利用描述性統計和相依樣本 t 考驗重複測

量，結果顯示學生課課外學習時間、認真程度、獲益程度和感興趣程度呈

現進步情形，除此外，學生的社會關懷能力及多項通識核心能力有顯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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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本研究結果顯示，上述三種教學策略的整合模式能夠有效促進大學生

對於通識課程的主動學習態度和學習成效。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討論

並且做出對未來教學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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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關鍵詞：問題本位學習法、專題式學習法、翻轉教室、通識課程、主動學習

    通識課程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旨在跨越專業教育的知識有限

性，開闊學生的宏觀知識視野，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並且培養整合知識

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誠如我國通識教育大師黃俊傑 (2011) 所言：「通

識教育的目的是促進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使人可以挺立心志，自作主

宰，並且與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雖然，通

識課程教師意識到通識教育對大學生的重要性，但是有許多大學生對於通

識課程的學習態度偏向被動，視之為「營養學分」，不願意於課堂以外多

花一些時間學習（陳介英，2008；張天鈞，1999；劉金源，2006）。因

此，有心經營通識課程的教師除了編撰適合通識課程的教材內容外，莫不

努力思考促進主動學習的教學策略。

    愈來愈多通識課程教師改變教師講授的傳統方法，在其課程中融

入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理念，試圖透過教學活動設計，引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和興趣，進而能夠主動學習，深化學習成效。問題本位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mBL) 和專題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 

PjBL) 是常採用的教學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兩種教學法經常

在文獻中皆以 PBL 指稱，有許多共同處，但是各自有其優勢和特定操作

方式。兩者的共同點在於都是以問題引導學生，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

機，以團隊合作方式形成問題的解決策略；相異點在於 PmBL 比較強調

學生主動蒐尋吸取知識；PjBL 則重視知識的整合運用和產生具體作品

(Prince & Felder, 2006)。研究者自己的教學經驗顯示，兩種教學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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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搭配比單一策略更能夠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國外已有許多研究嘗

試將兩種教學策略混合或搭配使用於同一課程中以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Barron, et al., 1998; Hannay & Savin-Baden, 2013; McLoone, Lawler, & 

Meehan, 2016; Stefanou, Stolk, Prince, & Lord, 2013) ，然而國內目前少有類

似研究，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又，網路科技改變學生的學習偏好和習慣，許多結合科技的教學方式

和工具應運而生。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利用讓學生課前在家觀看

課程影片而課堂上討論實作解答的方式，導引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廣受各級學校採用。通識課程採取 PmBL 教學法時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是，由於學生常是第一次接觸該課程的知識領域，所以時常難以迅速進入

討論。研究者認為，假若能夠藉由觀看課前影片的方式，讓學生課前具備

基本概念，再到課堂中應用影片學到的知識進行案例問題討論，或可解決

上述問題。事實上，國外已有許多研究將翻轉教室作為 PmBL 的輔助， 

PmBL 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效更佳 (Berrett, 2012 ; Çakiroglu & Öztürk, 2017 ; 

Missildine et al., 2013; Tawfik & Lily, 2015) 。然而，國內少有探討翻轉教

室輔助 PmBL 的研究。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綜合而言，基於以上兩個動機，本研究探討如何在通識課程中整合搭

配使用 PmBL 、PjBL 和翻轉教室等三種教學策略，並且以研究者開設的

一門通識心理學課程為例作說明。此外，本研究也透過了解學生的學習成

效和教學反應，提出未來教學和研究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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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5(2)，1-40

（一）PmBL 的優勢

    綜合多位學者（關超然、李孟智，2009 ; Barel, 2007 ; Lambros, 2004）

的觀點，PmBL 學習法是一種以結構模糊的問題或難題為學習情境的教學

法，學生以小組方式扮演問題的持有者，主動應用整合新舊知識，合作討

一、PmBL 與 PjBL 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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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出問題的答案或解決方案。PmBL 包含下以五個重要元素（宜蘭大學

PBL 推動小組，2012）： (1) 以問題或難題作為學習情境：這是 PmBL 教

學法最重要的元素，教師提供學生的一個問題情境，由於問題的結構模

糊，學生必須自己去判讀問題包含哪些待釐清的面向，決定問題的解決方

向，並且自行分工找尋合宜的資料和知識； (2) 學生扮演問題持有者：由

於不同的角色對於問題有不同關心的面向，推出的見解和解決方案也不

同，所以，PmBL 要求學生扮演一個特定角色，進入角色的立場，提出對

問題的見解； (3) 學生以小組方式工作：學生透過小組方式分工合作，學

習團隊合作和領導的技巧，通常由學生輪流擔任主席，帶領成員討論。學

生學習到成員之間此相互依賴，相互協助，以達成學習任務； (4) 重視討

論和對話：PmBL 要求每一位組員必須消化他所蒐集的新資料或者應用已

經學到的舊知識，針對案例問題分享自己的看法，從而對團體作出貢獻。

在討論的過程中，成員學習到表達技巧，聆聽別人意見的能力，容忍多元

意見的民主素養，批判思考能力等； (5) 強調自我導向的主動學習：相較

於傳統單向傳授的教學方法，PmBL 比較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能力，期望

培養學生成為能夠主動學習、獨立思考、善於解決問題乃至於終生學習

者，因此PmBL 學習法尊重學生對問題的各種見解，即使他們的見解是不

夠周延成熟的。教師則扮演「教練」的角色，「指導學生如何把球打得更

好」，而非「自己下場代替學生打球」。

    多數研究結果顯示，PmBL 對於學生的主動學習態度、知識獲得和認

知技能發展有明顯效果。例如，國內學者廖遠光與張澄清 (2013) 以後設

分析法整理國內 67 篇有關 PmBL 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PmBL 對於學

生的學業成就和高層次思考能力皆有正向效應，整體效應量分別為 0.41 

和 0.70。其中，學業成就受到 2 個調節變項影響而有差異：學科領域和教

學期間。高層次思考能力則是到 7 個調節變項影響：學習階段、學科領

域、PBL 類型、數位平台與教材、教學期間、評量方式和能力類型。國外

學者 Dochy 等人 (2003) 分析 43 個 PmBL 的實徵研究後發現：在技能發展

方面，不管是教學中或教學後，皆有正向效果；至於知識獲得方面，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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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教學法能夠讓學生在短時間內獲得比較多的知識，PmBL 則是學生的

知識記憶留存時間比較久。整體而言，這些研究結果支持 PmBL 對於學

生主動學習態度和技能的效用。

（二）PjBL 的優勢

    PmBL 已經是臻於成熟的教學法，比較起來，學界對 PjBL 的定義比

較分歧。例如， Markham、Larmer 與 Ravitz (2003) 認為 PjBL 透過持續環

繞真實複雜問題和細心設計專題，是一種能夠吸引學生參與學習知識技能

的系統學習法。Blumenfeld 等學者 (2006) 認為 PjBL 有兩個基本成分：有

一個問題組織以驅動所有的學習活動，而且學生的學習活動必須在學期末

累積產生一個具體成品來回應學期初的驅動問題 (driving question)。至於

在 PjBL 的操作原則方面則有具體的要求。例如，Larmer、Mergendoller 

與 Boss (2015) 提出 PjBL 必須符合八個標準： (1) 關鍵知識技能； (2) 具

有挑戰性的問題或難題； (3) 持續的探究； (4) 真實問題情境； (5) 尊重學

生的選擇和意見； (6) 反思； (7) 批判和修正； (8) 公開發表作品。教師的

實施風格可以劃分成兩種：高指導風格是由教師指派專題給學生，有益於

維持課程焦點和扣住教學目標；低指導風格讓學生充分自主選擇其偏好的

專題，學生的學習動機比較高。教師宜考量其教學目標後再決定實施風格

(Prince & Felder , 2006) 。

    多數研究發現，PjBL 的教學效用與 PmBL 類似。例如，Thomas 

(2000) 回顧多篇關於中學生的研究，發現 PjBL 對於學生的學習態度和知

識概念理解有所幫助，測驗成績略優於使用 PmBL 的班級學生。Mills 與

Treaguest (2003) 對於大學工科學生的研究發現，整體而言，PjBL 課程的

學生比傳統講授課程的學生表現出比較高的學習動機，比較佳的團隊技

能，比較了解實務議題，比較佳的知識應用能力。然而，該研究也提及少

數學生對基本概念知識了解比較不完整，抱怨付出時間多，有些小組發

生人際衝突議題（分工不均、有成員拖慢進度）。綜合言之，PjBL 如同

PmBL 也是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策略，因此本研究的通識課程規劃一

併採用。接下來，說明二種教學策略整合的理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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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mBL 與 PjBL 的搭配

    PmBL 與 PjBL 雖然有各自發展的歷史和實施方式，但是許多學者認

為二者在教學實務中整合有其合理性。例如，Hanney 與Savin-Baden 

(2013) 批評現有文獻對於 PmBL 與 PjBL 的定義太過狹窄，結合二者可以

增進學生的主動參與和批判思考能力，進而提倡專題引導的問題本位學習

法 (Project-led Problem-based Learning)。Prince 與 Felder (2006) 也認為

PmBL 與 PjBL 的共通點多於相異點，二者皆探討與真實生活經驗有關的

問題，並要求學生針對問題提出解決策略，二者的主要差別在於，PmBL

強調知識的獲得，PjBL 則偏重知識的整合與應用。Savin-Baden 在另一篇

論文中也強調，PmBL 並非僵化的教學策略，在不違反 PmBL 的教學理念

的前提下，宜考慮國情文化、學科性質、學校資源多寡的因素，靈活使

用，才能成為有效而持久的教學策略 (Savin-Baden & Howell, 2004)。基於

此，研究者認為為同時發揮讓學生主動學習知識和整合應用的兩項效用，

將 PmBL 與 PjBL 整合使用在通識課程是合理且具潛力的教學方式。

    事實上，在國外已經有許多整合使用 PmBL 與 PjBL 的例子。例如，

Prince 與 Felder (2006) 稱許丹麥 Aalborg 大學的作法值得參考。該大學推

展 PjBL 課程極富盛名，自 1974 年起即大規模使用 PjBL，目前約有 50%

課程是 PjBL 課程。近年來，Aalborg 大學則是鼓勵教師將 PmBL 與 PjBL 

混用，在原有 PjBL 課程中融入 PmBL 的概念，比以往更強調新知識的獲

得，特別是在大一的課程中。此外，在愛爾蘭，McLoone、Lawlor 與 

Meehan (2016) 參考 Aalborg 大學的作法，推行專題導向的問題本位學習法 

(Project-oriented Problem-based Learning) ，在大一工科課程中，前三分之

一採用 PmBL，後三分之二實施 PjBL。

    然而國內目前少有研究探討 PmBL 與 PjBL 搭配混用的課程規劃，因

此本研究規劃兩者搭配的課程實施模式並觀察學生的教學反應，作為國內

有心推動 PmBL 或 PjBL 課程教師的參考。在本研究的課程規劃中，學期

中段是以 PmBL 為主要教學策略，以結構模糊的真實案例問題為學習情

境，著重學生主動設定學習目標，於課外時間蒐尋獲得知識，以團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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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對問題的分析和解決方法；學期後段則是採用 PjBL 教學法，由學生

自訂真實生活中的專題，以團隊方式形成一個具體作品並且公開發表，注

重的是學生應用整合知識的能力。

（一）翻轉教室的優勢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的概念最早由 Bergmann 與 Sams 兩位

美國高中化學老師提出，他們利用螢幕擷取軟體錄製課堂解說影片後，發

佈在網路上供學生下載觀看複習，發現學生學習成效不錯後， 二人進一

步將觀看課程解說影片的方式提到課堂前實施，課堂中則設計更深入討論

和實作活動，達到提升課堂學習成效的目的 (Tucker, 2012)。經過數年發

展，教育界對於翻轉教室教學法已經有比較一致的觀點。多位學者回顧整

理相關文獻，認為翻轉教室有五大要素：學生須主動學習、以影片科技促

進自我導向的學習過程、學生課前看影片、提供學生真實世界的問題、

課堂面對面時間由教師引導互動活動 (Becker, 2013; Davies et al., 2013)。

Stone (2012) 認為翻轉教室教學法是「利用拍攝記錄教師課堂活動的方式

傳遞課程；學生課前先觀看影音檔，空出的課堂時間用來解決困難的概

念，回答學生的問題，練習，建立與日常生活的連結」。由此可見，翻轉

教室既強調學生在課堂外時間的主動學習，也注重教師能夠在課堂時間引

導學生作與生活經驗連結的討論或實作等深入的學習活動。黃國禎 (2016)

說得好，「課前影片側重理解和記憶，課堂活動重在應用、分析、評鑑等

高層次思考」。課前影片和課堂活動設計都是翻轉教室不可或缺的部分，

不可偏廢，有著不同角色功能，課堂活動是課前影片內容的延伸、應用、

深化。

（二）翻轉教室可以成為 PmBL 的有力輔助

    經過上面的討論，吾人可以看到翻轉教室與 PmBL 有許多共通性，

二者皆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角，注重學生能夠主動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教師則是扮演從旁協助的學習促進者，減少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時間。二

二、翻轉教室輔助 PmBL 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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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皆重視養成學生應用知識，解決問題，批判思考等高階思考能力。更

重要的是，對於 PmBL 課程而言，翻轉教室的學習平台可以成為促進學

習效果的有力輔助。理由有二，首先，在許多 PmBL 課程中（尤其是通

識課程），老師發現學生因為缺乏基礎背景知識，所以當教師呈現案例問

題時，學生的討論時常流於空洞。假若能夠借助翻轉教室的課前影片觀

賞，具備一些基礎知識後，學生比較容易進入課堂中的問題討論，在課堂

中學生發現課前影片的知識內容不足以完整分析或解決問題，於是就形成

新的學習議題（目標），課後再分工合作進一步蒐集文獻知識，如此一

來，學生對主題知識的理解將更有深度。再者，許多採用討論教學法的通

識課程教師經常感受到課堂時間不敷使用，這是因為通識課程受限於課堂

時間短和班級人數多的因素，難以兼顧講授和討論的品質。假若翻轉教室

可以融入 PmBL 課程，將原本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錄製成課前影片讓學

生在家觀看，教師將會有更充裕的時間帶領學生在課堂中討論互動。

    國外已經有一些研究嘗試將翻轉教室與 PmBL 做結合 (Çakiroglu & 

Öztürk, 2017；Missildine et al., 2013；Tawfik & Lily, 2015)。例如，Tawfik 

與 Lily (2015) 以大學低年級的心理統計課程學生為對象，在 PmBL 課程

中要求學生課前上翻轉教室學習平台觀看課前影片，課後一一對學生做個

別訪談，利用紮根理論分析訪談內容，發現幾個重要主題：關聯性（影

片知識與 PmBL 案例問題的關聯性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自我效能感

（學生看完影片後有比較高的自信心解決案例問題）、教師的催化者角色

（學生覺得教師在課堂上幫助小組解決問題）。再例如，Missildine 等人

(2013) 使用準實驗設計法，以大學護理系修習成人護理課程的學生為對

象，規劃三種不同教學法的組別(傳統講授法組、傳統講授法並且課後提

供授課錄影組、課前看影片並且課堂互動討論組)，課後比較三組學生的

成績表現和滿意度。結果發現，課前看影片並且課堂互動討論組的學業成

績顯著優於其他兩組，然而該組的學生滿意度卻低於其他兩組，主要原因

是學生認為該組的課業負擔比較重。

    國內目前則只有少數探討翻轉教室與 PmBL 結合的研究。呂玉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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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設計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的課程模式並且應用於國小六年級的電腦

課程，探討該課程模式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的影響。該研究採

取實驗設計法，比較三組學生的前後測結果：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組、

PmBL 組和控制組。結果顯示，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組的考試成績高於其

他兩組，也改善電腦課作品的品質，然而學習動機並未高於其他兩組，研

究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國小階段受限於電腦使用習慣和父母規定上網時間等

環境因素，間接影響學生學習投入的程度。

    綜合以上文獻，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的教學方式具有促進學生主動

學習、增進學生解析案例問題的自我效能感、提高測驗成績和作業品質等

優點。然而，鑒於目前國內少有探討翻轉教室結合於大學課程的研究，本

研究將規劃以翻轉教室的學習平台輔助 PmBL 和 PjBL 的課程設計，以研

究者開設的一門通識心理學課程為例作說明，並且了解學生的教學反應，

作為類似課程的參考。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PmBL、PjBL 及翻轉教室三種教學策略之間有很

高的相容性，三者都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在課堂上能夠透過教師設計的

討論實作活動引導投入參與，課外時間負起學習責任達成學習任務，因

此，因應大學生對於通識課程的被動學習態度，PmBL、PjBL 及翻轉教室

的整合教學模式是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如前面文獻所述，翻轉教室強調

學生課前主動觀看影片了解基本概念知識以便進入課堂中的討論實作，應

用影片知識解決教師給予的問題。PmBL 和 PjBL 皆強調以案例問題或驅

動問題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學生必須透過小組一起分析問題的多元層

面，分工合作利用課堂外時間找尋文獻資料或證據，並且聚會討論，形成

有具說服力的論證或產生作品。為有效達到深化學生自主學習的效果，

PmBL 和 PjBL 的優勢可以彼此互補，PmBL 引導學生主動蒐集知識解析

問題，PjBL 讓學生練習整合和應用知識產生作品，以回應學生提出的驅

動問題。此外，若把翻轉教室的課程影片和 PmBL 的案例問題上傳網路

三、PmBL、PjBL 結合翻轉教室的三合一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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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平台，學生可以隨時上平台，澄清對概念的理解，協助其解析或解決

問題。因此，翻轉教室可結合 PmBL 和 PjBL 成為新的教學模式，成為促

進學生主動學習通識課程的利器。

10

參、研究方法

（一）課程目標和教學理念

    「心理學與社會關懷」是屬於大一學生選修的通識課程，配置 2 學

分，每週上課 2 小時。課程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透過心理學知識的學習和

應用，培養關懷社會少數和弱勢族群的情操和能力。課程的教學目標有

三：(1) 使學生具備與社會關懷有關的基礎心理學知識概念；(2) 學生能夠

應用心理學知識分析少（弱）勢族群的處境，降低偏見；(3) 學生能夠真

實了解並且尊重欣賞少數（弱）勢族群。此外，依據本校通識課程架構的

設計，每一門通識課程皆有其設定培養的通識核心能力，本課程對應的通

識核心能力是自主學習、團隊合作、社會關懷與服務、多元文化、公民責

任與倫理等五項能力。

（二）教學策略：PmBL、PjBL  結合翻轉教室的三合一策略

    以往本課程是以傳統講授方法為主，穿插與課程主題相關的社會新聞

事件討論以及校外教學實地踏查。自 104 學年第 2 學期開始，研究者將課

程重新規劃，課程主題內容大致不變，但是教學策略上則大幅改變，採用 

PmBL、PjBL 結合翻轉教室的三合一教學策略，以期有效達成本課程設定

培養的自主學習和團隊合作二項目標。

    PmBL、PjBL 和翻轉教室的整合方式如圖 1 所示，各週的課程主題和

教學方法(主要教學活動)請見附錄一。在一學期的教學歷程中，學期前段

的幾個心理學重要概念知識的主題採取翻轉教室方式，學期中段是用翻轉

教室輔助 PmBL 的方式，學期後段則是翻轉教室輔助 PjBL 的方式。由圖 

1 可見，翻轉教室學習平台是貫穿整個課程的支援環境，學生課前上平台

一、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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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也可向教師提問，製作 PjBL 的專題時，亦可隨時利用平台複

習重要概念知識。此外，學期中段的 PmBL 強調學生主動學習，獲取新

的知識，學期後段的 PjBL 則是注重透過製作解決實際問題的專題，要求

學生整合應用本學期所學的心理學知識。先 PmBL 再 PjBL，讓學生不但

能夠主動蒐集獲得知識，又能夠整合應用知識，深化對知識的學習。

    以下依學期前中後三段說明教學策略的實施方式。

1. 單獨使用翻轉教室的方式

      本課程的前段採用翻轉教室的方式，包括幾個有關心理學基本概念 

  知識的主題（同理心、心理學派對社會關懷的觀點、社會認知與偏見

  等）和 PmBL 簡介。課前要求學生在家觀看翻轉學習平台上的影片，  

  可在平台上提問。課堂時間的頭幾分鐘實施影片內容小考以檢驗學生對  

  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其他課堂時間則用來實作演練及問題討論。

      例如，在同理心單元中，本課程設計二個角色扮演的實作體驗，加

  深學生對課前影片知識的理解和應用。其一是陪伴視障者走路的體驗活

  動。學生以二人為一組，輪流扮演視障者和陪伴協助者兩個角色，扮演

  視障者時必須用毛巾矇住眼睛，以充分體會全盲人士處於黑暗世界的不

  安全感。扮演陪伴協助者時，學生則是要練習同理全盲者的不安全感和

  各種不便，並且提供讓全盲者感到舒服的協助。活動完，二人小組分享

PmBL PjBL

翻轉教室的學習平台

圖 1：PmBL、PjBL 與翻轉教室整合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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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的感受和體驗，最後由教師做總結。其二是同理心反應對話練習。

  教師預先設計好幾個諮商當事人的心情敘說稿子，然後請教學助理在課

  堂中扮演諮商當事人，以適當的表情語調獨白。接著，要求各小組討論

  如何以富有同理心的方式與當事人對話，並且推派一位代表上台扮演諮

  商員，與教學助理進行對話練習。之後，由教師親自做同理心的對話示

  範，並且做結論。經過這兩個實作演練和討論之後，多數學生能夠更深

  入理解體會課前影片的知識概念，更能夠體會「他者」或弱勢族群的處

  境，踏出關懷的第一步。

2. 翻轉教室輔助 PmBL 的方式

      學期中段實施災難心理學和自殺心理學二個主題的 PmBL 教學，

  程分成課前、課中、課後三個階段，實施流程如圖 2。

  (1) 課前階段：

         a.上傳影片和案例問題：研究者於學期開學前上傳災難心理學和自殺  

      心理學二個主題的課前影片和案例問題至數位學習園區供學生隨時

      能夠觀看。課前影片呈現的是基本且核心的概念知識，講解時多用

      實例說明方便為學生記憶和理解。鑒於影片的畫質和音質會影響到

      學生的觀看意願，因此研究者選擇在本校的數位攝影棚錄製，在專

      業人員協助下，課前影片呈現高解析度畫質和清晰的音質。

圖 2：翻轉教室輔助 PmBL 的教學模式



13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5(2)，1-40

    

         b.學生在家觀看影片：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生活學習步調，選擇方便的

      時間地點觀看，或重覆觀看某些片段，以熟悉影片中的基本概念知

      識，為課堂時間的測驗和案例討論做好準備。

  (2) 課中階段：

         a.影片內容小測驗：在上課一開始即實施簡單關於課前影片內容的紙      

      筆測驗，優點有四：檢驗學生對課前影片的理解情形、了解學生是      

      否上網觀看、以測驗分數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化學生課外自學

      的習慣。誠如前文所述，課前影片偏重理解和記憶基本的概念知

      識，所以研究者通常出選擇題，比較少出問答題，若有也是簡易問

      答題（例如，「看完課前影片，你最重要的學習是什麼？」)。

         b. PmBL 案例問題討論：在實施小紙筆測驗之後，教師要求學生應

      用影片學習到的知識解析案例問題，學生發現影片知識無法解決問

      題的所有層面，此時各小組就必須自行找出新的學習議題，分工於

      課外時間蒐集文獻資料。例如，在災難心理學的單元中，研究者要

      求學生應用災難心理學的課前影片知識解析以九二一地震為背景的

      案例問題（案例問題內容請見附錄二），學生分析案例問題時會

      發現，問題有些部分需要的知識與課前影片的內容有關，例如，

      災民的異常身心反應可能與重大創傷壓力症候群 (PTSD) 有關。

      然而許多部份則需要小組分工合作於課後進一步蒐集文獻知識，

      例如，媒體報導災難新聞的倫理或正確方式，勘災官員如何與災

      民互動，志工如何協助罹難者家屬等。為促進小組課後學習順利

      進行，教師要求各小組填寫課後工作分配表格，讓小組成員分工

      更明確。

  (3) 課後階段：

         a.教師與各小組討論：課堂討論案例問題的次週，各小組必須與教師

      約課外時間討論，時間長度約一個小時。小組討論的目的是讓小組

      成員分享他們搜尋到的文獻知識，並且說明如何應用這些知識來解

      析案例問題。教師則藉此機會觀察小組成員的個別學習狀況，並且



楊淳皓    促進學生主動學習通識課程的教學策略

      適時提供小組分析解決問題的建議。由於通識課程不像醫護模式每      

      一小組配置一位指導老師 (tutor)，本課程是由研究者擔任所有小組 

      的指導老師。研究者參考多位 PmBL 學者的研究設計出適合大班

      級課程的小組指導技巧，包括：由學生擔任主席，教師從旁協助；      

      確保小組討論不偏離案例問題和目標；確保每位學生皆分享查到的

      知識並且參與討論；指出小組的論點不一致之處並引導小組解決；

      問好問題，而非給好答案；對小組作回饋和評量；時間管控；催化

      小組溝通。

         b.小組學習成果報告：二週後，各小組必須彙整學習成果分別上台簡

      報，向全班同學分享他們對案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方法。由於課堂

      時間有限，無法容納所有小組上台簡報，因此未輪到上台簡報的小

      組則以書面報告繳交學習成果。簡報最重要的是能夠呈現融入專業

      知識後的理解，至於形式，除了配合 PPT 檔的報告方式外，也可

      鼓勵學生以活潑創意的方式進行，例如有些小組選擇以短劇的方式

      呈現。

3. 翻轉教室輔助 PjBL 的方式

      如附錄一所示，在第二週上課時，學生小組必須討論並且擇定

  PjBL 專題，探討某個少數（弱勢）族群的現實處境和關懷之道，呼應   

  本課程的學習目標之一「學生能夠應用心理學知識分析少（弱）勢族群

  的處境，降低偏見，並且真實了解並且尊重欣賞少（弱）勢族群」。學

  生必須整合應用本課程所學得的知識，必要時蒐集新的文獻資料，以分  

  析和解決這個真實問題。研究者參考前文提及 Larmer、Mergendoller 與  

  Boss (2015) 提出 PjBL 八個標準，讓各小組學生自己決定題目，以維持

  學習動機，要求學生應用課程中的心理學關鍵知識，第 15 週時與各小

  組討論修正其作品，並且要求各小組在課堂上公開發表作品，獲取回

  饋，再作必要的修正。學生選擇的研究族群十分多元，包括：原住民

  族、新住民、外籍勞工、街友、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更

  生人、校園受霸凌者、榮民、單親家庭等。本課程也鼓勵學生以創意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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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探究目標族群的處境，例如有些小組親自訪問同性戀者、外籍移工、

  原住民族，也以網路問卷方式調查大學生對這些族群的態度。

      翻轉教室平台是 PjBL 專題製作時的重要輔助。學生必須應用本課

  程的關鍵知識概念，然而學生可能忘記重要概念，此時學生可以隨時到

  平台觀看影片複習重要的概念，加深對這些知識的印象和理解。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104 學年第 2 學期研究者在東部某一所大學開設

的一門通識課程的學生，課程的名稱是「心理學與社會關懷」，修課人數

共 44 人，其中有 3 位同學於期中考後申請停休，共 41 人修完本課程。修

課學生皆為大一學生，來自外文、園藝、資工、電機、環工、機械等六個

學系，男生 28 名 (68.3%)，女生 13 名 (31.7%)。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二，茲介紹如下：

（一）教學反應問卷：由該校教務處（國立宜蘭大學，2010）所編製，包 

      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評價，包括教學內

      容、教學態度、教學方式、學習評量、教學品質等五個構面，共

            13 題，採用李克特式 5 點量 (Likert scale)，題項內容詳見附錄三；

      第二部分是學生自評，包括每周課外花費在準備該科目的時間、獲

      益程度、認真程度、感興趣程度等題項。在信度方面，該問卷的預

      試分析結果顯示，問卷各題項與量表總分及其所屬構面得分之相關

      係數介於 .50 ~ .91 之間，呈顯著正項的 Cronbach's α 值均達 .90 以

      上。在效度方面，本問卷經過 7 次校內師生訪談會議、1 次校外專

      家審查會議和 1 次教育專家實地座談，編擬出問卷題目，並以 263 

      位大學生為預試對象，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

      均介於 .48 ~ .87 之間，表示此份問卷各題對於潛在變項的解釋程度

      高，亦即可以有效地測出其背後欲測量的潛在變項，問卷具有良好

三、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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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構效度。

（二）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量表：為研究者依據課程目標，並且依據 PmBL  

      和 PjBL 相關理論文獻所編製的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量表，目的在於

      評量學生的多元社會關懷能力和主動學習能力。該量表共 10 題，  

      屬於李克特式 5 點量表，題項內容經過三位具有心理測驗背景的專

      家教師審閱修正（如附錄四）。學習成效自評量表的因素效度方

      面，以 104-1 學期心理學與社會關懷課程兩個班 103 位大學生的探

      索性因素分析發現，經由主成份分析法，十個測量題目可以抽離出

      三個主要的因素，分別可命名為「主動學習」、「多元社會關懷」

      和「整合應用知識」，第一個因素可以解釋 30.91% 的變異量，包

      含 3 題；第二個因素可以解釋 14.35% 的變異量，包含 5 題；第三      

      個因素可以解釋 12.38% 的變異量，包含 2 題。三個因素合計可以      

      解釋 57.64% 的變異量，該課程學習成效自評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

      效度。

16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設計研究流程如圖 3，共分課程設計、教學歷程

及結果變項等三個流程。首先，在課程設計方面，依照課程目標設計教材

內容，選定同理心、三大心理學派看人際互動、偏見與社會認知、災難心

理學、自殺心理學、原住民族關懷等主題作為主要教材內容，並且參考國

內外文獻設計結合 PmBL、PjBL 與翻轉教室的創新三合一教學模式，接

著在開學前將錄好的翻轉教室課前影片和 PmBL 案例問題上傳翻轉教室

學習平台。正式教學歷程分三階段進行（參見附錄一），第 1 至 6 週以翻

轉教室深化學生對於心理學基本概念的理解，第 7 至 14 週以 PmBL 增進

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分析問題的能力，第 15 至 18 週則著重各學生小組討論

修改其PjBL 的專題作品並且公開發表，以強化學生的應用知識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第三階段則是研究結果變項的產出，包括學生對於教學的反應

資料、社會關懷能力和通識核心能力的量表數據。蒐集到上述資料後再進

四、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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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最後撰寫研究報告。

圖 3：本研究的實施流程

    教學反應問卷的統計係由開課學校教學發展中心進行網路線上施測，

除計算教學反應問卷得分之外，亦分別統計學生自評各題項的反應情形。

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量表的分數則由研究者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和相依樣本重複量數 t 考驗，檢視前後測平均數是否達到顯著差異，採

雙尾考驗。至於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量表的心得和回饋的質性資料，則是

由研究者以詮釋學觀點，採取內容主題分析方法（高淑清，2008 ; Patton, 

2002），反覆閱讀資料，歸納出重要主題。

五、 資料分析方法

肆、結果與討論

    茲分三方面說明學生的教學反應和學習成效。

（一）教學反應問卷：

    教學反應問卷的結果摘要如表 1 所示。將實施三合一教學策略的  

104-2 學期與未實施的 104-1 學期比較，104-2 學期教學反應的五個構面

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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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介於 4.29 分至 4.52 分之間，總平均為 4.37 分，104-1 學期的總

平均是 4.10 分，高出 0.27 分；104-2 學期學生自評每周課外平均學習時

間約 2.49 小時，104-1 學期是 1.60 小時，多出約 0.89 小時；認真程度方

面，若將「非常認真」和「認真」視為認真學習，104-2 學期有 94% 學生

自評認真學習，104-1 學期是 62%，多出 32%；課程獲益程度方面，若將

「非常多」和「多」視為學生從本課程學習收穫多，104-2 學期有 83% 學

生自評學習收穫，104-1 學期是 52%，多出 31%；感到興趣程度方面，若

將「很感興趣」和「感興趣」視為對本課程感到興趣，104-2 學期有 65%

學生對本課程感到興趣，104-1 學期是 46%，多出 19%。

    此外，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學生對於結合 PmBL、PjBL 和翻轉

教室的創新教學方式有何反應，由於教學反應問卷的教學方式構面並未有

相應的題目，因此本研究在學習成效後測問卷加上四題關於學生對於本課

程教學方式看法的題目，統計顯示（見表 2），若將「非常同意」和「還

算同意」視為同意，85% 的學生覺得觀看課前影片有益其解析 PmBL 的

案例問題，78% 的學生認為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增進其課外主動學習習慣，

85% 的學生表示會於課前在家觀看課前影片，83% 的學生覺得本課程的

表 1：實施三合一教學策略前後學生對教學反應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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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教學方式吸引他。

    由此可見，結合 PmBL、PjBL 和翻轉教室的創新教學方式獲得學生

正向的反應。

    綜合以上統計數據，學生對於本課程結合 PmBL、PjBL 和翻轉教室

的教學方式有三方面重要的反應感受。首先，學生覺得創新的教學方式促

進其主動學習本課程（78% 的學生認為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增進其課外主

動學習習慣，85% 的學生表示會於課前在家觀看課前影片，認真程度比

前一學期高出 32%，每周課外學習時間比前一學期多出 0.89 小時）。再

者，學生覺得創新的教學方式提高對於本課程的興趣或學習動機（83% 

的學生覺得本課程的創新教學方式吸引他，對於本課程感到興趣的比例比

前一學期高 19%，學生自認對於本課程認真學習的比例比前一學期高 

32%）。此外，學生覺得翻轉教室幫助他們解析 PmBL 的案例問題（85%

的學生覺得觀看課前影片有益其解析 PmBL 的案例問題）。

（二）學生學習成效自評量表：

    本研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同一樣本在前、後測的平均數差異，

採雙尾檢定。結果顯示，整體學習成效方面，學生的後測平均數為 4.18，

高於前測平均數的 3.74，呈現顯著差異 (t=-6.73，p< .001)，分析情形如

表 3。以個別題項而言，十題之中，除了「我能夠傾聽和尊重他人的不同

意見，(例如「在課堂上或討論時能夠傾聽其他同學的發言」)一題外，其

餘九題皆達顯著差異，包括「主動學習」層面的三題（「我覺得我有不錯

的自主學習能力」，「在需要發表意見時，我能夠有條理地表達」，「我

表 2：學生對於教學方式的反應 (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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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例如，與同學合作完成分組作業或報告)」），「

多元社會關懷」層面的四題（「我會主動關心重要社會議題」，「我覺得

我了解多元文化並且能夠尊重欣賞他們」，「我覺得我具備對少數族群和

弱勢者的同理心」，「我了解社會偏見和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和解決方

法」），以及「整合應用知識」層面的二題（「對於社會議題，我能夠

整合多元資訊，獨立思考，不會人云亦云」，「我知道如何應用心理學的

概念分析社會議題」）。可見學生在「主動學習」、「多元社會關懷」和

「整合應用知識」層面皆有顯著進步，呈現顯著的學習成效。

表 3：學習成效自我評量相依性 t-test 結果摘要表 (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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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研究於學期末施測的教學反應問卷中請學生寫出對於整個學

期課程的心得和回饋，這些心得可以歸納成社會關懷、自主學習、PmBL 

和 PjBL 教學法、翻轉教室、合作學習和批判思考等六大主題。

1. 社會關懷

  心理學與社會關懷課程讓學生學到從弱勢（少數）者的立場看事情，反  

  思主流族群的思考盲點，尊重其文化，看見其優點，提高同理心，降低

  偏見。例如：

  「提醒自己不要用主流社會的既有印象去評價弱勢者，反思自己的偏見」 

  「比較能夠體諒弱勢者的處境，如視障者、原住民族，感謝有安排部落

     參訪，直接與耆老對話，了解檯面下的許多問題」

  「學會要經常要換位思考，從不同角度看問題，這樣比較能夠解決問題」

2. 自主學習

  心理學與社會關懷課程引導學生主動思考問題，並且設定學習目標，蒐  

  集可信的文獻資料並且閱讀消化，以便參與小組討論。學生感到本課程

  與傳統講授式課程有所不同。例如：

  「學會思考出問題中要弄清楚的地方，並且蒐集可信的資料，並且加以 

     分析」

  「這門課要事先閱讀消化資料，小組討論時才能報告給其他人聽，不會

     無話可說」

  「上台報告前，小組成員一定要 meeting 討論並且演練，才會有好的

     表現」

3. PmBL 和 PjBL 教學法

   PmBL 和 PjBL 教學法對於大一學生是新穎的學習方式，多數學生感到

  與以前重視背誦記憶計算的學習方式大不相同，在本課程中開始學習主

  動思考課堂知識與問題解決的關係，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成就感，提升

  學習的興趣和信心。例如：

  「PBL 的教學方式使我的學習更有深度，學會思考，對知識的認知和

     了解程度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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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L 教學法讓我學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以前未有過

      的學習經驗」

  「PBL 提升我的學習興趣，不容易分心」

4. 翻轉教室

  在心理學與社會關懷課程中，多數學生覺得課前影片裡老師的講解讓他

  們容易吸收基本概念知識，網路的方便性讓學生可以自主決定學習的時

  間地點，影片小考增強學生看課前影片的動機，也因此變得比較自動自

  發學習。

  「謝謝老師用翻轉教室，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選擇自己的學習時間」

  「滿喜歡翻轉教室的上課方式，比較會讓我想自動自發學習」

  「翻轉教室很有特色，吸引我，從老師的（課前）影片學到許多」

5. 合作學習

  本課程學生在複雜社會議題的引導下，學生小組會有密集頻繁的討論和 

  互動，體驗互助合作和知識分享對話的過程。多數學生學習到分工合

  作，相互配合的技巧，完成任務後有成就感。

  「中國大陸與台灣教學方式有差異，… 使我開始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

     性，自主思考和問題分析解決能力也獲得提升」

  「學到如何與組員配合，學到如何有效溝通，享受與組員的互動」

  「組員真的很重要，要一起合作，才能解決複雜問題」

6. 批判思考

  多數學生經歷主動思考，解析社會議題的多個層面，並且找出需要進一

  步澄清的學習議題，找尋可信資料和證據，形成論證等學習過程。學生

  認為這樣的學習經驗有益於思辨能力。

  「學習找到有力的證據或文獻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能從更多角度看社會議題，有條理地分析，總結自己的看法」

  「獨立思考，學會如何用心理學看待事情」

    除了上述六個主題的質性回饋外，也有少數學生有所抱怨，例如：

  「課前影片的語調過於平淡，引不起興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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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付出一樣嗎？ＸＸ同學分組討論從不出現，根本是吃大鍋飯」

  「我們組員來自不同學系，難以約到課外討論時間」

（三）影片內容小測驗：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的一個特色是藉由 PmBL 和翻轉教室的結合，養

成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學生必須在家先行觀看課前影片，理解影片中的

基本概念知識，以便能夠進入課堂的 PmBL 案例問題討論或實作演練活

動。然而，翻轉教室文獻顯示，許多學生未必會如教師預期在課前觀看影

片在課前，因此本課程設計課前影片小考評量，有二個功用：提高學生觀

看影片的動機（「因為要考試」），以及檢視學生是否於課前主動學習。

由於多數學生對這樣的學習方式感到陌生，因此教師在學期初即多次告知

學生觀看課前影片的目的和重要性，也告知每次小考的配分（每次佔總分

5%，六次共佔總分的 30%）。本研究有六次要求學生在家觀看影片，一

開始上課的前幾分鐘實施影片內容小測驗。影片內容小測驗的目的在於

養成學生課前預習的習慣，這六次課程主題分別是 PmBL 的簡介（第 2 

週）、同理心（第 3 週）、偏見與社會認知（第 5 週）、三大心心理學派

對社會關懷的觀點（第 6 週）、災難心理學（第 7 週）和自殺心理學（第 

11 週）。以災難心理學課程主題為例，影片小考內容是依據課前影片中

教師講解的基本概念，小考有 10 個題目，9 題選擇題和 1 題簡答題，每

一題 10 分，共 100 分，影片內容小測驗請見附錄五。六次平均成績是

79.3 分，各次平均成績請見表 4。整體而言，大多數生能夠於課前觀看課

程影片，理解影片內容中的基本概念知識，展現不錯的課前學習成效。

表 4：：六次課前影片內容小考的平均成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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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研究所發展出來的創新教學策略以及課程實施成效，研究者提

出討論如下：

(一)翻轉教室結合 PmBL 和 PjBL 的教學模式對通識課程學生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翻轉教室結合 PmBL 和 PjBL 的教學策略增進學生的自

主學習、批判思考、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能力。此結果呼應前述文獻探討

所引述的國外類似研究發現。Hanney 與 Savin-Baden (2013) 認為結合 

PmBL 和 PjBL 可以增進學生的主動參與和批判思考能力。Tawfik 與 Lily 

(2015) 在大一心理統計課程中結合翻轉教室和 PmBL，受訪談的學生表

示，影片知識與 PmBL 案例問題的關聯性增加他們的學習動機，看完影

片後有比較高的自信心解決案例問題。儘管這些研究的教學模式與本研

究只是相近，不完全相同，本研究上述的探索性發現顯示，翻轉教室結

合 PmBL 和 PjBL 的三合一教學模式頗具有發展潛力，值得進一步研究和

發展。

(二)翻轉教室結合 PmBL 和 PjBL 的教學模式應用於大學課程：

    呂玉瑞 (2014) 的研究是國內僅有少數探討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的課

程模式的研究，該研究採取實驗設計法，比較三組學生的前後測結果：

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組、PmBL 組和控制組。結果顯示，翻轉教室結合 

PmBL 組的考試成績高於其他兩組，但是該組的學習動機並未高於其他兩

組，推測可能是因為國小階段受限於電腦使用習慣和父母規定上網時間等

環境因素，間接影響學生學習投入。在本研究中，大多數學生能夠自主學

習和課前觀看影片，另外，與研究者前一學期任教的班級學生相比，每周

課外學習時間比前一學期多出 0.89 小時。研究者認為，不同於小學生，

大學生上網時間不受限制且善用網路學習，翻轉教室結合 PmBL 和 PjBL 

的教學模式因此能夠增進自主學習的習慣，適合用於大學課程。

(三)小組人際衝突的議題：

    本研究發現少數學生抱怨勞逸不均、有成員未如期完成工作的現象。

Mills 與 Treaguest (2003) 對於大學工科學生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該研究

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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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及少數學生抱怨付出時間多，有些小組發生人際衝突（分工不均、有

成員拖慢進度）。本研究的教學策略模式中，PmBL 和 PjBL 佔很重的份

量，小組成員必須負起更多的學習責任，長時間密切合作，因此容易出

現一些人際衝突議題。使用 PmBL 和 PjBL 的教師要先做好心理準備，事

先想好因應之道。新手教師尤其要注意這個議題。然而，從另一方面來

說，PmBL 和 PjBL 強調團隊合作等軟性技能，有益學生未來職場發展，

因此，假若教師做好事前預防，仍有衝突發生，師生可以把它視為學習解

決人際衝突的機會。

(四)大一學生的特殊考慮：

    大學應該訓練學生批判思考、問題解決等高階思考能力 (Bok, 2006)。

我國的大一學生在大學以前的學習方式偏重記憶背誦，比較少接受分析、

應用、批判知識的訓練。本研究發現，大一學生喜歡PmBL 和 PjBL 的學

習方式，期末的量表統計和心得回饋顯示，多數學生的批判思考和問題

解決能力有所提升。可見，PmBL 和 PjBL 的學習方式契合大一學生的需

求。研究者反思教學歷程，學生能夠接受這樣的教學方式可能與二個因素

有關。一方面，研究者在學期初乃至學期中一直不斷與學生溝通，提醒新

的學習方式與傳統學習方式的差異，讓學生慢慢習慣新式教學法的步調，

例如第二周介紹 PmBL 和 PjBL 的學習方式；二方面，研究者課堂外與各

小組會面討論時，明確扮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問好問題，但不提供答

案，以便讓學生體會 PmBL 與傳統學習方式的不同。易言之，少了這二

個因素，學生的學習成效可能不一樣。這是 PmBL 和 PjBL 使用於大一學

生時可能需要考慮的因素。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如何在通識心理學課程中整合搭配使用 PmBL、PjBL 和

翻轉教室三種教學策略，並且以研究者開設的「心理學與社會關懷」通識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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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例作說明，此外也透過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教學反應，評估教學

成效。結果發現，在教學反應方面，大多數學生覺得本研究的創新教學方

式促進其主動學習本課程，提高對於本課程的興趣，並且覺得翻轉教室幫

助他們解析 PmBL 的案例問題，學生的整體反應優於未採用創新教學方

式的前一學期。在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學習成效自評量表的前後測的分析

顯示，學生在「主動學習」、「多元社會關懷」和「整合應用知識」層面

皆有顯著進步，呈現顯著的學習成效。此外，課前影片內容小考也有不錯

成績，學生展現頗佳的主動學習成效。綜合言之，PmBL、PjBL 和翻轉教

室三合一教學模式能夠產生的良好的學習綜效，因此是能夠促進學生主動

學習通識課程並且增進學習成效的創新教學模式。

    對於未來的教學和研究，本研究提供建議如下。

（一）教學方面

1. 其他通識課程可以參考本研究的建構 PmBL、PjBL 和翻轉教室三合一

  教學模式：本研究結果顯示，PmBL、PjBL 和翻轉教室三合一教學模式

  能夠促進學生主動學習通識課程並且增進學習成效。鑒於國內尚無將 

  PmBL、PjBL 和翻轉教室整合的教學模式的相關研究，本研究的課程模

  式可以提供企圖加強學生主動學習習慣的通識課程教師參考。專業課程

  教師亦可參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三種教學法的實施周數可以因老師

  課程內容設計而調整，但是教師務必掌握三種教學法共同注重的精神內

  涵，諸如以適當設計的問題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學習，課前影片內容必須

  與課堂教學活動緊密連結，教師與學生進行課外小組討論時要扮演學習

  促進者而非答案提供者。

2. 翻轉影片的活潑性：本課程拍攝的六支課前影片多是在本校數位攝影棚 

  拍攝，由研究者仿照課堂講授方式講解，太多這樣的拍攝方式可能造成

  有單調枯燥的感覺，影響觀看動機。日後或許可以增加拍攝方式的多樣

  性，例如以短劇或座談方式呈現，拍攝地點也可考慮到其他與課程主題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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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場所。

3. 不看課前影片的學生：本研究中約有 15% 左右學生表示不會觀看課前

  影片，事實上，我的一位採用翻轉教室的同事也表示，他的班上也有近

    2 成學生不看影片。這或許與學生對通識課程的學習態度有關(「通識

  課程是營養學分，不值得用課外時間準備」)。也或許與影片的活潑性

  低有關。研究者認為，改進之道除了增加影片的活潑性外，加強宣導翻

  轉主動學習的理念，適時給予個別輔導可能也有幫助。

4. 小組分組的技巧：本課程採隨機分組，目的是增加不同系學生交流機

  會。通識課程學生來自不同科系，彼此空堂時間不一樣，這會影響學生

  的聚會討論意願。日後小組分組宜考慮這個因素，例如讓同學在同系中

  隨機分組。

5. 小組學習評分的公平性：這是分組合作學習經常遇到的議題，成人世界

  的職場工作也有類似情形。為避免評分的公平性影響小組工作氣氛，進

  而影響學習效果。日後可以考慮讓小組內成員相互評定貢獻度和表現，

  利用正向同儕壓力，減少「搭順風車」或「吃大鍋飯」的現象，並且適

  時輔導學習被動的同學。

（二）研究方面

1. 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屬於試探性研究，僅以同為研究者任教的前一學

  期課程班級作為比較。建議未來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分為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實驗設計，以釐清導致學習成效提升的確切來源因素是翻轉教

  室、PmBL 或 PjBL。例如，未來研究可以比較單純 PmBL 組、PmBL 

  結合 PjBL 組、翻轉教室結合 PmBL 和 PjBL 組等三組的學習成效。

2. 學習成效量表方面：本研究為了解創新教學方式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

  響，研究者自編學習成效量表。該量表雖然經過具有心理測驗背景的專

  家審視，並且將前後測平均數作統計考驗，然而量表題目太少，而且缺

  乏更縝密的信效度考驗，例如專家內容效度檢驗、建構效度檢驗、項目

  分析等，因此影響本研究之推論。建議未來研究在發展與效化研究工具

  過程中更為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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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o Enhance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bstract

Chun-hao Yang＊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teachers employ many teaching methods to 
engage students and facilitate their active learn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PmBL)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PjBL) are two teaching methods often 
used and have much in common, namely, using problems as the powerful tool 
to facilitate active learning. However, few studies in Taiwan investigate how 
the two methods can be integrated. Besides, like the above two methods, 
flipped classroom,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watching videos before class and discuss and apply it in class, can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actively and therefore can support PmBL and PjBL.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 can be integrated to 
enhance active learn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uses a psychology 
course taught by the researcher as an example. A teaching response 
questionnaire and a learning outcome inventory are administered. Research 
results show students spend more time studying at home, and their core abilities 
in general education are improved.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tudi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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