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導自主學習：以專題式學習為例 

壹、時間：113年 5月 30日 / 星期四 / 中午 12:00至中午 13:00止 

貳、地點：覺生綜合大樓 I501 

參、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肆、主講人：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楊博傑助理教授 

伍、活動內容： 

本次研習活動於 113年 5月 30日（四）舉行，邀請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楊博傑助

理教授，透過產經系必修課程「產業實作分析」，以專案研究學習角度為例，分享如

何逐步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根據教育期刊對自主學習的定義，多指以專題研究和小論文等形式，鼓勵學習者

依照自己的興趣發展並探究。其核心思想在於以學習者為中心，更是培養學生作為主

動學習、自我規劃並監控自身學習的角色，而老師則是作為引導者的角色協助學生發

展自身能力與技巧。楊老師也提到，關於自主學習課程的實施，將自主學習課程列為

必修是很重要的一點，因課程的選修與必修性質，都會影響到學生的參與率。 

“自主學習課堂內容：以產經系必修「產業實作分析」為例” 

產業實作分析的課程內容，根據周次與進度分為四大階段：準備周(1-4周)、報

告周(5-16周)、審核周(10-14周)與成果展示(15-18周)。 

楊老師指出，學生雖然有能力，但缺乏自我監控與範本參考與事前計畫，導致拖

延且成果標準不明確。因此在課堂的準備周，除了讓學生發想題目、告知課堂學習目

標的重要性外，亦需要提供學生明確的原則規範及多樣性的範本，讓學生可以參考、

模仿而不迷失方向。例如在產業實作分析課堂上，提供業界產業分析報告、案例解

析、練習題目以及邀請業師分享，讓學生逐步了解做一項研究所需具備基本能力。同

時在課堂上，楊老師亦透過回答問題與分組課堂練習培養學生主動參與的習慣。 

在報告周，老師會讓學生依據各組主題，每周做簡報上台報告進度，並透過師生

交流意見即時給與回饋修正，除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外，報告的內容將使學生自省是

否有足夠的熱忱、能力進行此研究，更考驗學生對題目的了解，以及透過參考範本對

專案時程訂定計畫、評估可行性等。 

 



 

 

報告周中亦涵蓋了審核階段(10-14周)，其目的在於透過期中報告檢討，審核題

目與所蒐集資料的可行性。楊老師強調，仔細審查學生的作業，並一一寫出具體理由

給予回饋與評價，會讓學生加強警覺心與對專案的重視。且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會出

現大量與頻繁的分工，因此組內互評更是必要且必須。在學生實施問卷調查與其他次

級資料的蒐集期間，教師應幫忙檢視問卷題目的設計，同時輔導學生基礎的統計方法

與軟體。 

專題成果採用多種評量方式，除基本的書面報告皆須通過 Turnitin審查外，學生

需為研究製作簡短呈現影片給予評審做第一階段的評分。接著第二階段透過對外發

表，與評審進行問答，後續更有產學合作交流。 

“經驗總結與回饋建議” 

關於學生對於該課程的回饋，楊老師也坦承自主學習雖然尊重學生題目的訂定，

但對於不同題目，兩班老師所給予的標準在一致性上仍有差異導致學生不滿，亦有學

生提到作業繁複導致時間不夠，都是實施過程中可以改善的地方。而在專題末期，不

免也有學生訂定題目不夠嚴謹乃至後續發現可探究性縮限，導致更換題目或資料無法

支撐假設，但失敗與挫折也是自主學習中寶貴的經驗，可藉由師生討論給予未來修正

並改進的方向。 

結論表示，雖然自主學習在課堂上仍會碰到許多問題，如不同組員向心力不一所

產生的貢獻度差異、講師經費或課堂所需軟體皆要考慮系上與學院的支持。但總體而

言，透過訂定原則、提供範本與積極給予回饋，可以確實改善學生自主學習的狀況，

而教師也能根據回饋加強自身的進修，同時蒐集學生經驗以利未來的學習傳承。 

  



 

 

陸、活動花絮：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楊博傑助理教授分享如

何透過專題式課程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楊老師解釋自主學習的基本定義 

  

楊老師分享產業實作分析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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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