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變革奇幻之旅：從理論到實踐的探索與反思 

壹、時間：113年 4月 9日 / 星期二 / 中午 12:00至中午 13:40止 
貳、地點：覺生綜合大樓 I601 

參、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肆、主講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王貞淑教授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兼 副教務長 

伍、活動內容： 

本次研習活動於 113年 4月 9日（二）舉行，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

管理系教授兼副教務長的王貞淑老師，其以自身經驗與案例，與教師們分享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在的審查要點、題目構思發想與撰寫注意事項。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要點” 

王老師表示，根據過去擔任評審的經驗，首先建議教師應避免將同一計畫案重

複投遞國科會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辦公室會與國科會計畫做交叉

審核，因此若以同一計畫案重複投遞，可能有觸犯學術倫理的風險。 

審查委員進行審查時，會查看投件教師歷年的申請案件，了解研究是否具備創

新、差異度與貢獻度，這也是目前許多教師難以持續通過計畫的原因。若同一門課程

多次投稿，會讓審查委員疑惑教師的解決成效。但考量到多數教師可能只有固定幾門

課，王老師建議，若想持續透過計畫精進同一門課程，可以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辦公

室官網上參考績優計畫，見賢思齊，仿造更好的教學方式應用在自身的課程上，激盪

出不同的火花。 

此外，近年來多元評量已成為計畫通過的必要項目，意即需使用多種方式（如

口試、筆試、作業、實作與實踐）去衡量教學效果，因此教師應準備充足的評量證

據，以更好地驗證及回應研究問題。王老師分享過去擔任評審時，審核的兩項重點：

一、課程教學大綱是否與計畫提出的方法相符。二、計畫所使用的評量工具能否合理

的驗證研究問題，例如用成績去衡量學生的動機是否提升不一定能合理驗證。此外，

即使所提計畫並非技術實作專案，也建議可設計一些實作與實踐的教學活動。 

“教學計畫案例分享－透過教案設計培養數據分析之核心資訊素養” 

王老師以課程規劃、學生培力和支援機制等三大主軸說明此計畫的研究設計。

在課程規劃方面，強調教學大綱應包含詳細的授課內容和代辦事項；學生培力方面，



 

 

透過與專家修改教案，促進學生內化知識；支援機制方面，「你不應該讓學生覺得他

們是小白鼠。」，其強調應當重視學生參與的自願性，並提供知情同意書。 

王老師認為，學生將知識內化並教導他人可檢驗其學習成效。因此期末的數據

分析課程，設計工作坊活動，參與對象為全台灣對「大數據分析」感興趣的國高中教

師。學生在修課過程中，需以分組方式，選擇課程中某一章節主題進行教案設計，並

在期末工作坊中擔任該章節主題之授課講師，實踐自己設計的教案。為了讓學生不用

擔心講錯，且在安全的環境下實踐教案，課程中安排業師及軟體工程師協助學生修改

教案設計，並在工作坊中邀請近 30位歷年研究生擔任助教，降低實踐場域的出錯率。 

“撰寫計畫與執行計畫之注意事項”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撰寫主要涵蓋教學、實踐和研究三大關鍵。在教學方面，

重要的是問題須與教學現場相關，並具有獨立性和獨特性。實踐則需考量解決方法的

適切性以及教師自身的技能。而在研究設計中，則要蒐集多方證據，並有組織地呈現

結果，以拓展研究成果與其他問題的關聯性。 

在執行教學計畫時，可能遭遇課程消失、進度不符、學生不配合等問題。建議

在 18週的課程中設計 10週的教學實踐，提高課程調整之彈性；考量不願參與計畫之

學生，可提供兩種評分方式，以增加學生之參與度。 

最後，李主任補充提醒，與其十一月再開始題目發想，教師們可以趁現在在教

學過程中尋找相關問題，幫助日後申請教學實踐研究的構思。 

 

陸、活動花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王貞淑教授分享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在的審查要點、題目構思發想與撰

寫注意事項 

王老師分享 107-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前十大關鍵字 



 

 

  

王老師詳細說明授課計畫書內容細項 與會老師專注參與研習 

  

與會教師熱烈回饋與提問 教發中心李麗君主任致贈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