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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應用混成學習模式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學習過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The Impact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l on Student Performance of a Biostatistics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生物統計學是運用統計學的原理與方法來進行醫學研究的應用科學 1，在醫學院是非常

重要的必修課之一。雖然生物統計是科學研究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大部分醫學院的學生無法

將課堂所學的生物統計知識應用於研究進行時的研究設計及資料分析 2。因此任課老師除了

教授生物統計的正確觀念與各種方法的適用時機之外，也需致力於提升學生應用生物統計所

學於閱讀醫學期刊文獻及研究進行的能力。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我會在課堂中

的教學融入臨床醫學實際發生的研究問題與資料，佐以如何運用統計軟體來進行資料分析、

結果判讀與研究報告的呈現。雖然學生對我的教學抱持肯定的態度，也給予正向的回饋，但

因目前的課程是採用傳統面對面的教學方式進行，故教學現場仍存在 3 個待解決的問題： 

(1) 傳統面對面教學方式難以滿足每位學生的學習需求： 

    每位學生對於課堂上的學習與理解能力不盡然相同，有些學生很快就掌握學習的重

點與觀念，有些學生則會覺得上課速度有點太快，稍一不留神，錯過一點點上課內容，

接下來就有可能會聽不懂，也不太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問問題； 

(2) 傳統面對面教學方式讓學生在學習時，常因受時空之限制，無法及時獲得適當的討論與

解惑，進而影響了學習的成效： 

    學生在課後的複習或作業的進行時，常常會因無法理解一個重要觀念或不熟悉統計

軟體的操作步驟，一時之間又無法馬上找到老師或同學討論，而花了許多時間仍苦思不

得其解，不僅減損了其學習的興趣與自信心，進而影響了學習的成效； 

(3) 傳統面對面教學方式較難延續終身學習： 

    有些學生在進入臨床實習或工作後，才發現生物統計對其專業知識提升與研究問題回答

之重要性，然而因離修課時日已久，許多觀念都已經模糊不清了，常會與我約時間請益與討

論，心想如果有一個生統的數位學習平台，不論學生畢業多久，都能不受時空限制地進行終

身自主學習。 

    再者若將教學評鑑細分為教學評估、課程內容與教材評估兩部分，發現近 5 年來各系的

課程內容與教材評估得分雖都在 4 分以上，但皆低於教學評估得分，這著實指引了我未來提

教學品質努力的方向，即應優先以精進課程內容與教材為目標。 

    因此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目的為： 

(1) 擬將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應用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學習過程： 

即將生物統計課的幾個重要觀念與統計軟體的操作步驟製作成淺顯易懂的電子化教材，

融入原本的傳統式面對面教學中，創造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數位學習平台，讓學生

的學習不受時空之限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達到更彈性、更自主

的學習環境，以滿足每位學生的學習需求，提升學習的成效，並進而達到主動終身學

習。 

(2) 探討將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應用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學習過程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http://wiki.kmu.edu.tw/index.php/%E7%B5%B1%E8%A8%88%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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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發達，將數位學習應用在教育層面上，突破了傳統式面對面教

學的知識傳遞方法，讓學習不再受空間與時間上之限制，此外，數位學習還具有反覆學習的

特性，而豐富的聲光效果更能大幅提昇學習者的興趣。學習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的方法獲得

有用的電子化教材，藉以達到學習之效果，更能引發學習動機以及培養主動學習之積極態度
3-7。然而教育者的角色很難完全以數位學習科技技術取代，有時仍然必須有教育者面對面的

授課，學生才能對課程更加有臨場感以及互動感，故課程亦難完全只用數位教材來教學。目

前許多教學方法已經逐漸混合傳統式面對面教學和數位學習，稱為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同時利用兩者的優點，讓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成效提升8-9。 

(1) 數位學習： 

根據美國著名電腦網路系統公司思科（Cisco System）2001 年所下的定義，數位學習就

是「利用網際網路促進學習的方式」。數位學習所強調的是自主學習，讓學習不再侷限於師

徒口耳相傳，而是透過數位電腦科技所建置的平台，提供給學習者即時、互動、以及共享的

資訊，以進行知識與技能上的交流與傳遞 10。 

數位學習大致可區分成三種方式：自主獨立式的學習(self-pacedindependent study) 、非同步

互動學習(Asynchronous interactive) 、與同步學習(Synchronous learning) (如表2_1所示)11-12。 

表2_1. 數位學習方式 

 數位學習方式 

自主獨立式的學習 非同步互動學習 同步學習 

進行方式 讓學習者能夠依照自我學

習進度，獨立進行學習活

動，比較適合自我要求較

高或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習

者 

利用網際網路的留言板或

討論區功能，讓所有學習

者與教授以貼文的方式共

同參與、交流、或回饋學

習的過程，這類的學習方

式非常方便 

與傳統教室學習方式相

仿，只是一個在教室，一

個卻是利用網際網路上以

類似聊天室或視訊會議的

功能，讓教授者與學習者

共同上線，進行同步的線

上教授與學習。 

缺點 1. 學習一旦發生問題常無

法直接得到指導或回饋 

2. 學生較容易感到挫折感

或產生倦怠 

討論與留言的多寡難以掌

握，所耗時間較長 

1. 教授和同學必須有充

分的事前準備與研

讀，否則難以進行即

時的對談與教導 

2. 需仰賴良好的連線速

度，方可令學習討論

順利進行 

3. 這種教授者一對多的

網路授課方式，有可

能眾多學習者會在同

一時間發言或提問，

常令教授者無法一一

回應，難免會有捉襟

見肘的現象發生 

 

依照數位學習方式的不同，大約可區分為四種數位學習模組，包含：電腦輔助學習

（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電子化學習（e-Learning）與遠

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如表 2_2 所示)13。 

 



3 

 

表2_2. 數位學習模組 

 數位學習模組 

電腦輔助學習 線上學習 電子化學習 與遠距學習 

定義 泛指所有應用電

腦硬體所衍生的

各類學習教材，

例如最常見的

DVD 影音教學光

碟、電腦練習測

驗、視訊教學等 

包含網頁建設的

學習平台和學習

資訊，通常這類

的網頁學習平台

不是由政府或企

業經營，就是由

個人所架設，教

材內容雖較良莠

不齊，但可得性

最高 

含括常見的電腦

軟體，利用 E-

mail 通信軟件、

Word 文書處

理、Power-point

簡報軟體等，通

過這些軟體使

用，教授者可與

學習者交流學習

資訊或傳遞課程

內容 

教授者與學習者

因為時間或空間

的限制，無法進

行傳統教室教

學，因而採用分

隔與補救的一種

教育情境，這類

的課程內容通常

藉由同步或非同

步的方法傳遞到

遠處 

 

(2) 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 

Blended Learning 的原有涵義就是混合式學習或結合式學習，即將各種學習方式的結

合。國內外文獻中，有許多的教育專家對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下了各種定義，其

中 Margaret 和 Discoll 博士將各家理論綜合如下 14：混成學習是至少下列四種不同方法論的

混合或結合，包含 

 混合不同學習內容，加入科技教學的學習內容（technology-based-learning），如 E-

Learning、虛擬教室等。 

 混合不同教育方法的結合（行為學派、認知學派、建構學派）。 

 混合不同型式的教育科技（面對面、網際網路、CD-ROM）。 

 教育科技與實際工作活動的整合。 

本實踐研究計畫擬採混合不同型式的教育科技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學習過程，亦即

以傳統面對面教學為主，混合非同步之數位補充教材，結合這兩種學習環境的長處，強化學

生整體學習的參與感（engagement）與學生學習的成效（learning outcomes）15-16。 

 

(3) 相關研究 

Milic 等人以醫學系大三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在生物統計課程開始前讓學生自由選擇想

參與的學習方法：每週 3 小時傳統面對面的教學法或混成學習法（每週 1 小時傳統面對面的

教學法混和數位學習），其中 87 人選擇混成學習法，353 人選擇傳統面對面的教學法。於

課程結束後評估兩種學習方法學生的學習成效，結果發現混成學習法的學生在知識得分

(7.88±1.30 vs. 7.51±1.36; p = 0.023)及期末考試得分(89.36±6.60 vs. 86.06±8.48; p = 0.001)上都

顯著地較接受每週 3 小時傳統面對面教學法的學生高 17。 

Luo 等人以 119 名醫學院碩士班一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運用混成學習法於生物

統計學習時，學生們對數位學習的知識、態度與行為，結果發現：自我感知性格、網齡與每

天上網時間皆為顯著影響數位學習知識、態度與行為的重要因子 18。 

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尚未有已發表的文獻探討將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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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學習過程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國外的研究亦是如麟毛鳳角般

稀少，因此本實踐研究計畫著實刻不容緩，以期建立一個適合國內醫學院學生的生物統計最

佳學習模式，創造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數位學習平台，讓學生的學習不受時空之限制，

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進而達到更彈性、更自主的學習環境，以滿足每位

學生的學習需求，提升學習的成效，並進而達到主動終身學習。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課程與研究對象： 

本計畫以107學年度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護理系與聽語系開設之「生物統計」為教學

實踐之研究課程。研究對象為全體修課學生，共計162名，其中醫學、聽語及護理系分別

為43（26.5%）、44（27.2%）及75（46.3%）名。 

(2)研究方法及工具：  

    為了探討將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應用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

學習過程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 107 學年度開始針對生物統

計課的幾個重要觀念與統計軟體的操作步驟，製作成活潑生動、淺顯易懂的影音數位

教材，事先上傳至課程網站中，融入原本的傳統式面對面教學中，創造一個以學生為

學習中心的數位學習平台，並由此數位學習平台收集學生使用數位教學平台之頻率，

包括：數位平台使用總次數、使用數位平台進行預習次數、完成數位平台之預習作業

次數、使用數位平台進行複習次數、完成數位平台之複習作業次數、利用數位平台線

上討論與諮詢次數；學生學習成效的測量則除了期中考與期末考為筆試成績之外，為

避免僅以個別紙筆評量的方式來決定學生的學習成效，故將建立本課程的 rubrics (參見

附件表 3_1~3_3 所示)來進行有效公平的評分制度，除了教師評估外，並同時加入學生

自評、助教評估等多項評估來源，以期更完整的呈現學生的學習樣貌，也可以讓學生

理解自己的學習強項與弱項為何，以做為加強學習的參考。 

(3)研究架構： 

 

 

 

 

 

 

 

 

 

 

 

 

 

 

 

學生個人背景因素 

1. 就讀科系 

2. 入學管道 

3. 性別 

數位平台使用頻率 

1. 數位平台使用總次數 

2. 使用數位平台進行預習次數 

3. 完成數位平台之預習作業次數 

4. 使用數位平台進行複習次數 

5. 完成數位平台之複習作業次數 

6. 利用數位平台線上討論與諮詢次數 

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 

1. 助教給予的 Rubric 學習評分 

2. 學生自評的 Rubric 學習評分 

3. 期末上機考 Rubric 學習評分 

4. 期中筆試 

5. 期末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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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1：學生個人背景因素與數位平台使用頻率相關。 

 研究假設 2：學生個人背景因素與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相關。 

 研究假設 3：學生數位平台使用頻率與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呈正相關。 

(5)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計畫以SAS進行量化資料分析工作，除了以描述統計來呈現樣本資料外，乃以t

檢定與變異數分析來檢視學生個人背景因素與數位平台使用頻率之相關性（研究假設

1）以及學生個人背景因素與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相關（研究假設2）；以皮爾森相關

係數分析學生數位平台使用頻率與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是否呈正相關（研究假設

3）。最後利用線性複迴歸模式，調整學生個人背景因素（包括：就讀科系、入學管道

與性別）後，檢測學生數位平台使用頻率對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影響之獨立效應。

P<.05為達統計顯著性。 

4.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為了探討將混成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應用於醫學院生物統計課程之

學習過程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 107 學年度開始針對生物統

計課的幾個重要觀念與統計軟體的操作步驟，製作成活潑生動、淺顯易懂的影音數位

教材，事先上傳至課程網站中，融入原本的傳統式面對面教學中，創造一個以學生為

學習中心的數位學習平台，並由此數位學習平台收集學生使用數位教學平台之頻率，

包括：數位平台使用總次數、使用數位平台進行預習次數、完成數位平台之預習作業

次數、使用數位平台進行複習次數、完成數位平台之複習作業次數、利用數位平台線

上討論與諮詢次數；學生學習成效的測量則除了期中考與期末考為筆試成績之外，為

避免僅以個別紙筆評量的方式來決定學生的學習成效，故將建立本課程的 rubrics (參見

附件表 3_1~3_3 所示)來進行有效公平的評分制度，除了教師評估外，並同時加入學生

自評、同儕互評、助教評估等多項評估來源，以期更完整的呈現學生的學習樣貌，也

可以讓學生理解自己的學習強項與弱項為何，以做為加強學習的參考。 

    表 4_1 的結果顯示：與數位平台使用頻率相關的個人背景因素為就讀科系

（p=0.02），經薛費法事後比較 (Scheffe’s method)發現醫學系數位平台平均使用頻率顯

著高於聽語系。 

    表 4_2 的結果顯示：與生物統計學習成效相關的個人背景因素包含：就讀科系

（p=0.008）及入學管道（p=0.002），經薛費法事後比較 (Scheffe’s method)發現醫學系

生物統計平均學習成效顯著高於護理系；入學管道為繁星推薦的學生其生物統計平均

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個人申請，亦顯著高於指考或其他入學管道。 

    經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發現：學生數位平台使用頻率與學生生物統計學習成效達

統計上之顯著正相關，數位平台使用頻率越高者其生物統計學習成效越好

（p=0.002）。 

    表 4_3 的結果顯示：在調整學生就讀科系、入學管道與性別後，數位平台使用頻

率越高者其生物統計學習成效越好（p=0.004），數位平台使用頻率每增加一次，生物

統計學習成效得分隨之增加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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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從學生量性及質性的學習回饋中，也肯定了建置一個醫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數位平

台，的確對學生學習生物統計有相當大的幫助：多位學生表示「影片教學很棒，這樣

有什麼不懂還能回去重覆看影片學習，對學習很有幫助」。 

  因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 107 學年度開始針對生物統計課的幾個重要觀念與統計

軟體的操作步驟，製作成活潑生動、淺顯易懂的影音數位教材，事先上傳至課程網站

中，融入原本的傳統式面對面教學中，創造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數位學習平台，

故從 107 學年度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護理系與聽語系「生物統計學」教學評量分數可

發現：教學評量最高得分為 5 分，各系修課學生給的教學評量分數均高於 4.5 分，甚至

有 4.91 的極高分。遮應該是反映學生對於本教學實踐課程包含課程內容與教材評估、

及本人的教學評估都給予相當正面的肯定。 

    從數位教材對各種統計方法學習的幫助程度調查發現：九成六以上的修課學生都

肯定本教學實踐課程提供的數位教材，對其學習各種統計方法的幫助度。認為本教學

實踐課程提供的數位教材對其學習「t 檢定」、「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與「皮爾森

相關係數分析法」「有幫助」及「非常有幫助」的學生比例分別為 100%、98%、96%與

99.3%。 

    仍有少數學生（0.7%~4%）認為本教學實踐課程提供的數位教材，對其學習各種

統計方法沒有幫助，這部份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原因並加以改善，以期能提供更契合

學生學習需求的數位教材，確實幫助並提升每位學生學習生物統計之成效。 

    從本教學實踐計畫的研究成果印證了計畫一開始的研究假設：數位平台使用頻率

對生物統計學習成效影響具獨立效應。數位平台使用頻率越高者其生物統計學習成效

越好。本教學實踐計畫將生物統計課的幾個重要觀念與統計軟體的操作步驟製作成淺

顯易懂的電子化教材，融入原本的傳統式面對面教學中，創造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中心

的數位學習平台，讓學生的學習不受時空之限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課前預習與課後

複習，達到更彈性、更自主的學習環境，以滿足每位學生的學習需求，提升學習的成

效，並進而達到主動終身學習。實證了混成學習模式能顯著提升學生學習生物統計之

成效。 

表 4_1. 就讀科系、入學管道、性別與數位平台使用頻率之相關分析 

  

樣本數 

數位平台使用頻率 

平均值 ±標準差 

 

F 或 t 值 

 

P 值 

就讀科系     

  聽語系 44 10.45± 7.08 3.78 0.02 

  醫學系 43 15.00±10.36   

  護理系 75 13.75± 7.07   

入學管道     

  個人申請  84 13.23± 7.71 2.68 0.07 

  繁星推薦 25 16.24±11.68   

  指考或其他 53 11.68± 6.64   

性別     

  男 51 13.53± 8.71 0.36 0.72 

  女 111 13.03±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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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_2. 就讀科系、入學管道、性別與學生生統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表 4_3. 數位平台使用頻率、就讀科系、入學管道、性別與學生生統學習成效之線性複迴歸

分析 

 

 

 

 

 

 

 

  

樣本數 

學生生統學習成效 

平均值 ±標準差 

 

F 或 t 值 

 

P 值 

就讀科系     

  聽語系 44 82.86± 5.36 4.93 0.008 

  醫學系 43 84.30± 5.92   

  護理系 75 80.13± 8.78   

入學管道     

  個人申請  84 80.82± 7.51 6.58 0.002 

  繁星推薦 25 86.72± 6.35   

  指考或其他 53 81.58± 7.08   

性別     

  男 51 82.04± 6.60 0.07 0.95 

  女 111 81.96± 7.84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截距 77.71 1.44 54.02 <.0001 

數位平台使用頻率 0.20 0.07 2.91 0.004 

就讀科系     

  護理系 參考組    

  醫學系 3.80 1.44 2.65 0.009 

  聽語系 3.33 1.33 2.50 0.01 

入學管道     

  指考或其他 參考組    

  繁星推薦 3.70 1.72 2.15 0.03 

  個人申請 -1.07 1.22 -0.88 0.38 

性別     

  女 參考組    

  男 -0.96 1.27 -0.7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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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學習回饋 

 量性回饋 

 107 學年度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護理系與聽語系「生物統計學」教學評量 

科系 一、課程內容與教材評估 二、教學評估 教學評量分數 

護理 A 4.75 4.84 4.80 

護理 B 4.54 4.64 4.59 

聽語系 4.51 4.60 4.56 

醫學系 4.67 4.91 4.79 

    教學評量最高得分為 5 分，從各系修課學生給的教學評量分數可發現：學生對於本教學

實踐課程包含課程內容與教材評估、及本人的教學評估都給予相當正面的肯定。 

 

 數位教材對各種統計方法學習的幫助程度調查： 

從下圖可發現：九成六以上的修課學生都肯定本教學實踐課程提供的數位教材對

其學習各種統計方法的幫助度。認為本教學實踐課程提供的數位教材對其學習「t 檢

定」、「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與「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法」「有幫助」及「非常

有幫助」的學生比例分別為 100%、98%、96%與 99.3%。 

 

 質性回饋 

    ※謝謝老師!我覺得數位教材超級讚的，超有幫助!  

    ※老師很用心，還幫我們拍影片，安排的影片幫助很大 

※教學影片很讚，是 extremely awesome 等級! 

※教學影片講解很清楚，在幾個容易混淆的統計方法也有做整理和比較，超讚的 

※妃妃是天使!!我們都學得很開心，也學到很多東西! 

※老師超級有耐心來幫我們解惑，真的很感謝 

※老師非常有耐心教導我們各種統計學的方法，對於之後的人生路程想必可以派上用場

※妃妃老師超棒的！講課又清楚人又溫柔，好喜歡老師～ 

    ※老師每次都好認真帶我們揭開生統的面紗！謝謝老師！ 

※謝謝春妃老師無比的耐心~數學原本就是我很不擅長的科目，謝謝老師的用心 

※老師很用心安排課程！ 

※老師教的很詳細，會回答各種問題，很好😄 

※老師有耐心 

※老師講解很清楚!謝謝妃妃 

    ※謝謝春妃老師用心授課，講解得很仔細，也很有耐心 

    ※謝謝妃妃老師這學期的指導 

    ※謝謝老師！老師非常認真 非常感動有好老師 

※老師很用心也很有耐心!  

※ 謝謝老師非常有耐心的解決我們的疑惑 

※ 謝謝老師用心的教導，下課不厭其煩的解決每個同學的問題！謝謝老師~ 

※我覺得妃妃老師的課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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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教學很棒，這樣有什麼不懂還能回去重覆看影片學習，對學習很有幫助 

※感謝老師的用心，提供我們多元的學習管道 

    ※我覺得老師新增加的網站放影片給我們學習的方式很好 

    ※老師上課講解得很仔細 還可以用網路影片複習 覺得老師很用心~ 

 

 

 

 

 

 

 

 

 

 

 

 

  

  

有幫助,

24%

非常有幫助,

76%

數位教材對「t檢定」之學習

有幫助,

28%

非常有幫助,

70%

數位教材對「ANOVA」之學習

沒有幫助, 

2%

有幫助,

35%

非常有幫助,

61%

數位教材對「卡方檢定」之學習

沒有幫助, 

4%

有幫助,

31%

非常有幫助,

68.3%

數位教材對「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法」

之學習

沒有幫助,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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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本研究計畫之學生評量工具： 

 學習評量Rubric：  

表3_1. 學習評分表（助教版）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評估要項 有待改進  普通  良好  優異  得分 

課程出席狀況 無故缺席課

程達5次以

上 

0分 

無故缺席課

程5-3次。 

2分 

無故缺席課

程1-2次。 

4分 

從未缺席。  

 

5分 

 

使用數位平台

之頻率 

利用數位平

台進行學習

次數低於全

班第1個4分

位數。 

 

0-5分 

利用數位平

台進行學習

次數介於全

班第 1 個及

第2個4分位

數。 

6-10分 

利用數位平

台進行學習

次數介於全

班第 2 個及

第3個4分位

數。 

11-15分 

利用數位平台進

行學習次數高於

全班第3個4分位

數。 

 

 

16-20分 

 

課前預習作業 

表現  

作業常常未

完成。 

0-2分 

作業有時未

完成。 

3分 

作業偶爾未

完成。 

4分 

作業均準時完

成。 

 

5分 

 

課後複習作業 

表現  

作業常常遲

交。 

0-2分 

作業有時遲

交。 

3分 

作業偶爾遲

交。 

4分 

作業均準時繳

交。 

 

5分 

 

學習進度與態

度 

跟不上課程

進度學習，

且無意願跟

上。 

 

 

0-2分 

有時跟不上

課程進度學

習，且跟上

進度的意願

低落。 

 

3分 

雖有跟不上

課程進度學

習的現象，

但很積極學

習，試圖跟

上進度。 

4分 

總是能夠跟上課

程進度學習、學

習態度積極。 

 

 

 

5分 

 

課後線上討論

與諮詢狀況 

(加分項目) 

   常利用課後線上

諮詢，但非依賴

諮詢解決個人作

業問題。 

2-5分 

 

課後面對面諮

詢狀況 

(加分項目)   

   常利用課後諮

詢，但非依賴諮

詢解決個人作業

問題。 

2-5分 

 

總分 

 

 



12 

 

表3_2.自我學習評分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評估要項 有待改進  普通  良好  優異  得分 

課程出席狀況 無故缺席課

程達5次以

上 

0分 

無故缺席課

程5-3次。 

2分 

無故缺席課

程1-2次。 

4分 

從未缺席。  

 

5分 

 

使用數位平台

之頻率 

常常沒有時

間使用數位

平台進行學

習。 

0-5分 

有時沒有時

間利用數位

平台進行學

習。 

6-10分 

經常利用數

位平台進行

學習。 

11-15分 

總是利用數位平

台進行學習。 

 

16-20分 

 

課前預習 

 

課前常常沒

有時間預

習。 

 

0-2分 

課前有時沒

有時間預

習。 

 

3分 

課前幾乎都

有預習。 

 

4分 

每週課前均花時

間依照進度確實

預習。 

5分 

 

課後複習 

 

課後常常沒

有時間複

習。 

 

0-2分 

課後有時沒

有時間複

習。 

 

3分 

課後幾乎都

有複習。 

 

4分 

每週課後均花時

間依照進度確實

複習。 

5分 

 

學習投入感  對這門課的

投入有待改

進。 

0-2分 

對這門課的

投入普通。 

3分 

對這門課的

投入還不

錯。 

4分 

對這門課非常投

入、努力學習。 

5分 

 

學習進度的掌

握 

總是覺得自

己跟不上課

程進度，且

未想辦法解

決。 

 

 

0-2 分 

有時覺得自

己跟不上課

程進度，有

時會想辦法

解決。 

 

 

3-5分 

很少覺得自

己跟不上課

程進度，或

者雖然覺得

跟不上進

度，但會試

圖想辦法解

決。 

6-8分 

總是覺得自己能

夠跟上課程進度

來學習，或者雖

然覺得跟不上進

度，但會很積極

想辦法解決。 

9-10分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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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_3.期末上機考評分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評估要項 有待改進 優異  得分 

分析變項屬性

的判斷力 

無法正確判斷分析變項的

屬性。 

0分 

正確判斷分析變項的屬性。  

 

20分 

 

統計方法適用

時機的判斷力 

無法正確判斷統計方法的

適用時機。 

0分 

正確判斷統計方法的適用時機。 

 

20分 

 

評估要項 有待改進  普通  良好  優異  得分 

假設檢定的陳

述 

假設檢定的

陳述不正確

或不完整。 

0-5分 

假設檢定的

陳述有部分

不正確或不

完整。 

6-10分 

假設檢定的

陳述大致正

確或完整。 

11-15分 

的陳述的陳述正

確且完整。 

 

16-20分 

 

研究結果表格

之呈現 

對研究結果

的表格呈現

不正確也不

清楚。 

 

0-5分 

對研究結果

的表格不太

正確、不太

清楚。 

6-10分 

對研究結果

的表格還算

正確、清

楚。 

 

11-15分 

對研究結果的表

格無誤且陳述內

容條理分明。 

 

16-20分 

 

研究結果意涵

解釋 

對研究結果

的理解不正

確也不清

楚。 

 

0-5分 

對研究結果

的理解不太

正確、不太

清楚。 

6-10分 

對研究結果

的理解還算

正確、清

楚。 

 

11-15分 

對研究結果理解

正確無誤且陳述

內容條理分明。 

 

16-20分 

 

總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