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通識（含體育）學門現況與審查實務 

一、主講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劉柏宏 特聘教

授 

二、主持人：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12:00~13:3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501 

五、主辦單位：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六、內容說明：  

為協助教師們進行教學實踐研究，本中心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邀

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的劉柏宏教授，為本校老師說

明目前教學實踐研究中通識學門的現況以及審查要點。 

教學實踐研究現況 

活動一開始，劉老師便開門見山地提醒與會老師們，在研究中要

將問題意識清楚地寫出來，才能讓評審委員知道你在做什麼。接著，

劉老師提到近三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現況，通過率有逐年下降的

趨勢，並預估今年的通過率大約為 42％左右，而以職級來看，雖然教

授級別的通過率為最高，但各職級的通過率差距並沒有很大。 



而學術性研究和教學性研究有什麼不一樣呢？劉老師以中國學

者王國維的境界論中「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來比擬，學術性研究是

一種無我的境界，以客觀、理性的態度投入到研究中，而教學性研究

就像是有我的境界，是以主觀、感性的態度將自身的想法、反思投入

到研究中。 

教學實踐研究的審查重點 

劉老師將研究審查的重點分別以計畫中的七個部分提點與會老

師們，1.問題意識：對教學現場的問題要描述清楚、具體，且要以教

學現場所遇到的問題為主，另外，若連續以同一門課提計畫的老師，

可以特別說明兩個年度所要解決的問題之相關性與差異性；2.教學價

值：則要說明教學的目標對學生學習改變的指標為何，也要小心教學

目標和研究目的不要混淆，並要注意目前多人使用之教學方法，若採

用其進行教學設計，要能說明自己計畫的創新之處；3.教師經歷：將

申請人近 5 年有關計畫的教學相關成果呈現在計畫中，劉老師特別提

到創新的思維能力是很難得的，因此可以將這部分融入於撰寫當中；

4.課程設計：要避免沒有新意的研究主題和教學策略，且要具體地寫

出創新的想法；5.研究工具：詳細的將研究目標、方法、內容、工具…

等寫出，並且使用正確的研究/評量工具；6.實施歷程：要避免資料處

理與分析的說明不要太簡短，且同一門課中要避免一次實施太多的理



念；7.資料分析：要將研究方法與工具、資料處理與分析及實施程序

等項目都清晰的描述。 

整體而言，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常見問題有：研究跨度過窄、

文獻探討深度不足、研究內容和文獻探討不一致、沒有清楚的說明定

義和問卷的架構、使用與研究目的不符合的工具、計畫不完整且沒有

新意…等。最後，劉老師提到『寫計畫就是一種說服的過程』，教學

中多放一點學的觀點，讓幫助學生更主動的學習，也能讓評審委員更

佩服！ 

七、活動花絮 

  

李麗君主任為今日活動開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劉柏宏教授分享審查經驗 

  

劉教授說明近三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通過率 
劉老師以有我、無我的境界說明教學性研究與

學術性研究的不同 



  

劉老師說明教學實踐研究應注意的要點 劉老師進行綜合座談 

  

參與老師們專注聆聽 李麗君主任致贈感謝狀給劉柏宏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