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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劃名稱 

以翻轉教室模式帶動學⽣自主與互助學習：以中級日語學⽣為對象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UGAJL 日⽂系 2A、日⽂系助理教授黃馨儀 

參. 前⾔ 

中級日語為日⽂系必修之基礎課程，計畫執⾏⼈目前第三次擔任本課

程，發現既往之課程以課本單純授課陪同學⽣練習之⽅式，學⽣僅參與課程

卻未能培養預習與複習之習慣；另因在本系中級日語歷年皆超過 70 ⼈之班級

中，教師無法顧及全數學⽣之程度，容易造成學⽣學習上落差加劇，班級整

體程度無法平均。本課程之教學創新運用學⽣隨時可點閱 YOUTUBE 頻道播

放教師自製之⽂法教學影片，引導學⽣培養課餘時間之預習與複習之習慣，

並在課堂中以分組討論⽅式讓學⽣以組為單位，思考教師發問之句型，課後

並補充⽂型或閱讀講義，讓學⽣分組評估學習成果。藉此⽅式期許學⽣達成

於課前預習，課堂中認真參與，課後自⾏複習之效果，⽅能建立語⾔學習之

最佳模式。 

肆. 計畫特⾊與具體內容 

相較於傳統的日⽂基礎課程停留在教師授課學⽣聽課，本課程採用教師

自⾏錄製之教學影片上傳⾄ YouTube 讓學⽣自⾏在家預習，並於課堂上安排

小組討論時間，提供⽂型課題讓學⽣思考討論如何妥善利用⽂型，並以組為

單位讓成績表現較好之學⽣帶領其他組員互相切磋增加理解與討論時間進⽽

能妥善運用句型。本教學計畫對象為日⽂系⼆年級履修中級日語之學⽣，具

體執⾏內容安排與教材製作包含：執⾏計畫前之前置作業，包含選擇小組長

並進⾏分組與影片教材製作，影片上傳機制，培養學⽣養成預習，互助思

考，培養複習習慣等層面進⾏課程設計。具體內容在以下之「伍. 實施成效

與影響」中，⼀併進⾏詳述。 

 

伍. 實施成效與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

期成效） 

⼀ 執⾏計畫前之前置作業： 

本計畫目的之⼀為同學間互相帶動學習，需在班級中找數位學習配

合度⾼且成績表現較亮眼之同學擔任組長。教師於 1081 學期以該班學⽣

平常出席、期中考、期末考以及最終成績為參考，選出約 10-12 位同學當

組長。1082 學期開學首堂課程，則由教師預先製作表單，以小組長為單

位給同學自⾏選組填表，又各組分配⼀位副組長，為上學期成績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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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亮眼之同學以期減輕組長負擔，讓小組長自⾏選擇副組長，再由兩位

去招募組員。實際操作表單之例如下圖 1 ⾄圖 3。 

    在執⾏上由於希望同學能自由選擇組員，期望在活動時能達到更良

性與愉快的互動，故原訂之小組長有部分更動，例如圖⼆之組別希望兩

位副組長組成⼀組；或原本教師希望擔任組長之同學表示因雙修課業

重，無法擔任組長等事由，經由教師最後調整，班級分為 11 組，平均⼀

組為 5-8 ⼈。 

圖 1：課程分組填表單例 

 

圖 2：課程分組填表單例 

 

圖 3：課程分組填表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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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師於寒假期間先⾏錄製部分教學影片，以課本⼀課為單位

進⾏⽂型解說。錄製影片時運用「ＡpowerREC」影片錄製軟體進⾏。主

要內容為教師製作之解說句型的 PPT，搭配解說聲音錄製，並用 Mac 系

統內建程式 iMovie 進⾏剪接（圖 7）。採用⼀個⽂型⼀個段落的作法，⼀

段長度約 5-10 分鐘，讓學⽣⽅便於搭車或是零星的時間點閱觀看。實際

操作畫面如下圖 4 與圖 5。配合本系選用之中級日語教材《來學日本語》

（尚昂⽂化出版），下學期課程為 L31-L40。教師於錄製⽂型解說影片之

際，為⽅便錄製操作，在 ApowerREC 錄製時約以三到五分鐘為段落。

另，在學期中則抽空在週末錄製剩餘為完成之影片。本學期共錄製 50 個

短片，如圖 6 所示。。 

圖 4：影片錄製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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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影片錄製圖例 

 

圖 6：以 Apower REC 錄製影片之列表 

 

 

圖 7：iＭovie 剪接課程錄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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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成效： 

本計畫之目的與目標在於藉由翻轉教室模式讓學⽣培養： 

① 預習：運用學⽣隨時可點閱 YouTube 頻道，播放教師自製之⽂法教

學影片，引導學⽣培養課餘時間預習之習慣。 

② 互助思考：課堂中運用小組活動模式，帶動學⽣自主與互助學習。 

③ 複習：再度觀看影片或做練習題等養成課後複習之習慣 

 

以上述三個目標期許學⽣養成語⾔學習之最佳模式。以下將具體執

⾏成果與影響，以上述三點為基軸進⾏說明。首先，在本教學創新計畫

撰寫之初曾提及之困難點如下。 

 

「本計畫執⾏中最⼤的困難點應為學⽣參與度。由於本課程為日⽂系⼆

年級必修課程，正常範圍內同⼀班級之學⽣居多，但仍會有許多對課程

較難產⽣熱情與興趣的重修⽣，或是程度已超越本課程但仍必須履修課

程之學⽣，此兩類型之同學在活動參與度或許會較低。但在本計畫中預

計以學⽣帶動學⽣之⽅式進⾏滾動式修正，進⾏計畫之同時邊修正本計

畫執⾏內容與⽅式，定期以問卷⽅式得知學⽣反應，以期減少學⽣參與

度不⾜之變因。」 

 

本計畫執⾏課程為中級日語，在日⽂系屬於必修且偏單調之課程。

既往教師採傳統的授課模式進⾏，即為：老師上課時教授單字→解說⽂

型→帶著學⽣⼀句⼀句進⾏句型練習。對學⽣⽽⾔，⽂型之理解為此科

目最⼤的學習關鍵。以計畫執⾏⼈既往之教學經驗觀察，以傳統模式進

⾏⽂型解說，學⽣可能因個⼈狀況影響其聽課之專⼼度，或偶有缺席等

等因素直接影響學⽣對⽂型的理解與吸收完整度。或因練習太無聊⽽睡

著等狀況。本計畫選擇將⽂型解說以影片⽅式呈現原因也在此。並且影

響本計畫最直接的要素亦為此步驟。要如何建立學⽣之觀看影片之模式

在本計畫執⾏時，以上述的「滾動式修正」模式進⾏調整。 

在課程首週調查，「針對上學期結束後，若有希望教師或課程改善



 7 

的部分」進⾏問卷，⼤多數同學對教師之教學表示「沒意見，反正老師

教得好」、「超喜歡老師的」、「沒有~每次老師上課都很用⼼。自⼰也是

從（重）新把⽂法學⼀遍，很謝謝老師基礎⽂法教很好（很容易錯細節

的 me）」等，其中亦有希望能增加練習題與解說的時間等的建議。但在

該問卷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學⽣主動表達對於課程將以翻轉教室⽅式進

⾏之意見。有極少數學⽣表達期待的態度，如：「期待能跟組長還有組

員⼀起討論或是請教他們問題的部分」，有部分同學寫到「蠻恐懼這次

的教學⽅式」「希望可以維持上學期上課⽅式」、「分組是很傷感情的

事，容易有⼈剩下」、「希望分組討論及演練，能以鼓勵的型態（例如加

分）讓同學們勇於開⼝，扣分可能會導致⼤家畏懼討論」等 。可從學

⽣回答得知，該班部分學⽣對於「分組」的模式有所抵抗。對觀看影片

此部分之課程設計雖無明確表達反對或贊成，但該如何提升學⽣之參與

意願以及達到愉快的學習，計畫執⾏⼈在首週即將這些學⽣回饋納⼊課

程編排與調整之內容。首先呈現本計畫如何有效建立學⽣預習模式之狀

況與最終成效。 

 

1. 預習模式：⽂型影片之預習執⾏狀況與成效 

1.1. 影片公告機制： 

完成錄製之影片會在每課前三天⾄⼀周前上傳⾄ YouTube（如圖 8），

製作簡易連結（如圖 9）於學校系統公告提供連結給學⽣觀看（如圖 10）。

又因本學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故，亦採用 Teams 系統授課。此系統能更

即時進⾏公告，在期中考前後的課程，L35 後皆採併用學校教學系統與

Teams 兩者皆公告之⽅式（如圖 11）。圖 12 則為本學期上傳⾄ YouTube 之

全數影片截圖。 

圖 8：上傳⾄ YouTube 之操作過程 

 

圖 9：製作簡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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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以學校系統公告告知同學影片上傳之連結 

 

圖 11：以 Teams 系統公告，告知學⽣⽂型影片已上傳 

 

圖 12：本學期上傳⾄ YouTube 之全數影片⼀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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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型影片觀看狀況 

圖表 1 為本學期上傳⾄ YouTube 的教師自製⽂型影片檔案的點閱次

數統計。由於 YouTube 之限制，⼀則影片必須為 15 分鐘內，教師

在上傳時皆會將⼀課分成兩到三個影片上傳。在課程初始，因教師

每次叮嚀或因⼀開始較為好奇，L31 兩部影片點閱達到 234 次（不

含補充影片部分），但在 L32 降為 108 次。故教師於 L33 之後併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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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上傳至YouTube頻道之文型影片點閱次數

各影片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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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互動教學系統「Zuvio1」進⾏課前測驗，在問題中以實名制調查

觀看影片之有無以及用影片中出現的⽂型進⾏考試。在 L33 的階段

預習觀看影片的習慣建立效果不佳，沒看的佔多數（如圖 14）。為

提升學⽣觀看之意願與習慣，於 L34 課前宣導「會有課前小考，考

題會從影片中出來」。在 L34 課前測驗時的回答（圖 16）可看到觀

看率有卓越的成長。回答「有」觀看之學⽣佔了 83%。⽽後回答皆

⼤致達到 70%的同學能預先點閱影片進⾏預習（如圖 17 與圖 18）。

另在圖表 1 中，觀察數字變化曲線 ，L40 則因課程安排時間不夠，

部分⽂型由教師在課堂先⾏講解，故觀看次數降低。另外，學⽣觀

看影片之學習效率與回饋，則在本報告書的「三 計畫之影響：學⽣

問卷回饋內容」呈現。 

圖 13：L33 課前測驗 

 

圖 14：L33 預習觀看影片之有無 

                                         
1 在學期初第⼀堂課請學⽣加⼊課程代碼，需要時運用此系統進⾏問卷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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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L34 課前測驗 

 

圖 16：L34 預習觀看影片之有無 

 

圖 17：L35 預習觀看影片之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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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L39 預習觀看影片之有無 

 

 

2. 互助思考：課堂活動之執⾏成效 

另外在建立小組活動模式部分，為減低學⽣對「小組討論」的抵抗

感，以循序漸進的⽅式帶領同學進⾏練習。首先第⼀步驟：第⼀週時仿

照上學期模式，由教師帶領同學⼀起練習⼀堂課，第⼆步驟：第⼆堂課

由小組長帶領同學套用句型團體練習。每個⼤題約⼗題，皆給予各組三

分鐘練習時間，活動時間結束後則以加分搶答⽅式或抽點組別⽅式，請

各組⼤聲分享自⼰組的答案。在活動期間教師會不定時到各組周邊觀察

其活動狀況，若遇有組別不積極進⾏活動則在旁叮嚀，或有不懂問題之

時會給予協助。活動情形部分照片如下： 

圖 19：小組活動彼此討論 圖 20：組員以⼿機查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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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組員討論 圖 22：組員詢問組長 

  

接續第三步驟，在同學漸漸熟悉小組活動，練習到⼀個段落並能理

解如何運用句型後，由教師出題，從最基本理解句型結構，造句，給各

組 3-5 分鐘討論時間解題。實際題目例如圖 23 、25、27、29，同學可自

⾏用⼿機查詢或同學彼此討論後決定答案，活動情況如圖 24、26、28、

30。 

圖 23：L31 之討論問題 圖 24：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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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L36-37 之討論問題 圖 28：活動情形 

  

圖 25：L32 之討論問題 圖 26：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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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活動後，教師會採自願組別發⾔加分的⽅式請各組回答。以各

月份進⾏分析如圖表 2，累計得分如圖表 3。由於課程前半⼤多採鼓勵自

願⽅式，由圖表 2 與 3 可得知其中第三組與第⼗組參與最為踴躍，積分

最⾼。在期中考後教師亦會以抽點的⽅式，硬性讓不積極發⾔的組別回

答。其中第⼋組之曲線可觀察到逐漸積極，由三到六月得分漸增。第七

組則為最不積極的組別，雖然活動時間都有確切討論，但或許是因為組

長與組員都屬於較為內向的同學，或許對加分不感興趣，教師雖不時鼓

圖 29：L38 之補充閱讀練習活動 圖 30：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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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但仍無法增加其舉⼿自願的意願。 

 

 

 

3. 複習：課後養成複習之習慣 

3.1. 課後練習題：各課在上完後，會由教師從各類練習題中選出部分題

庫提供學⽣課餘練習（如圖 31），各課皆會將練習題與解答上傳⾄

教學平台（圖 32），並可觀察同學點閱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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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課後練習題之例 

 

圖 32：上傳⾄教學平台的練習題與解答 

 

3.2. 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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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學⽣養成複習之習慣，除提供學⽣練習題之外會不定期舉

⾏小考。每次以⼀課⾄兩課為單位，題目⼀部例如下圖 33-35。 

圖 33：小考題目例 

 

圖 34：小考題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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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小考題目例 

 

 

3.3. 小組長評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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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培養各組團體之間的默契與團隊合作，促使小組長與

組員交流並且了解各組運作狀況，教師設計了「小組長評分單」，以

每課為單位請小組長定期紀錄該組組員「觀看影片」「參與討論」

「配合度」的得分。實際上回收的小組長紀錄單如下圖 36。另外統

計後的分數紀錄截圖如圖 37 與 38。 

圖 36：小組長紀錄單 

 

圖 37：L31-35 小組長紀錄單之統計截圖 

 

圖 38： L36-40 小組長紀錄單之統計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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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紀錄單能夠輔助教師得知各組較無法融⼊或配合分組活動

者，但最⼤目的仍為由組長進⾏督促觀看影片，並藉由評分單之存

在，提醒各組組員討論參與度亦可能成為成績評斷的⼀部分，同樣

敦促其上課用⼼討論。 

 

三 計畫之影響：學⽣問卷回饋內容 

本計畫為得知翻轉教室⽅式之施⾏對學⽣之影響，分別於學期初，

學期中，學期末進⾏三次問卷調查學⽣之學習期待，學習狀況，學習⼼

得，學習效率等回饋。學期初與學期末運用 Zuvio，學期中以 Google 表

單進⾏調查，以下進⾏說明。 

1. 學期初問卷： 

學期初問卷如上述提及，為了解學⽣學習狀況與對課程之期待，

以①請回想上學期平均⼀週在本科目花費的時間（例如：每週平均⼀

小時）。②請對上學期課程進⾏回顧，思考自⼰最擅長與最不拿⼿（容

易錯）的⽂法（句型）。③如果有希望老師補充或是改進教學的部分，

請告訴老師。此三部分進⾏調查。其回答結果分析如下：中日花費時

間平均：1-2 小時者最多。擅長與不擅長的句型，擅長：受身、命令。

不擅長：ていく、てくる、てしまう、ておく等補助動詞掌握不夠。

期望：多點練習題當作業／考題講解／活動不要扣分／PPT 字⼤⼀點

顏⾊深⼀點。 

圖 36：學期初問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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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問題 1 回答畫面 圖 38：問題 2 回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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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問題 3 回答畫面 

 

⽽在問卷中得知，學⽣對本科目即將執⾏翻轉教室模式感到不安，

或是認真給與教師具體建議的同學等內容，皆如同⼆、執⾏成效中提

及，將學⽣的反應納⼊計畫執⾏時之滾動修正。 

	
2. 學期中問卷： 

期中問卷在期中考結束後⼀週進⾏。目的為調查學⽣於此教學計

畫之模式下是否建立預習，互助之學習模式。問題設定分為三⼤項：

①請就期中考前的課程安排與影片觀看模式作答②請就課堂小組活動

進⾏回答。③請就學習效率進⾏回答。詳細題目與回答與分析如下。 

圖 40：Q1 期中考前 31-35 課每課觀看⽂型解說影片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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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Q２⽂型解說影片是否⽅便點閱與視聽 

 

 

圖 42：Q3 ⽂型解說影片是否相較於課堂講解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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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Q4 認為影片是否有需要改進的部分，請跟老師分享。 

 

 

由圖 40 ⾄圖 43，第⼀項調查可得知，約有 50%回答的同學觀看

影片 1-2 次，⽽看 3 次（含以上）的同學亦有 48%左右。表示觀看影

片的執⾏率相當之⾼。詢問學⽣有關影片教學之學習效率，有⾼達

85%的同學評價較課堂解說更為有助學習。另外讓學⽣針對需要改善

的部分進⾏自由回答，「聲音有時太小」、「發影片時間希望固定」以

及「建議在影片放練習題」等意見，教師於期中考後新錄製之影片中

進⾏修正，以期達到學⽣的需求。 

接續為第⼆項調查內容，課堂中小組活動之學⽣回饋與分析。下

⽅圖 44 ⾄圖 46 為調查問卷之內容，可從問卷回答得知小組活動對同

學確實有收穫。68 份回答中幾乎全數表達正面收穫意見，像是「能

夠更了解題目與自⼰不懂的地⽅」、「能發現自⼰學習時的盲點」、「跟

組員互動良好」、「有認識到同學，也比較少睡覺了真棒」、「增加感

情，不懂的地⽅可以互相討論」、「可以更了解⽂型意思」等正面的意

見居多。⽽在小組討論之困難處，⼤多數同學表達「座位隨機有時候

無法討論」、「討論時間過短」等。此為教師在課程活動設計的缺失，

但學⽣之反應更能佐證同學課堂中是認真地在進⾏討論。最後，如圖

46 所示，請學⽣自由書寫對上課分組討論之建議。⼤部分同學認為

「目前現在這樣就好」，⽽⼀部分同學表達「課本題目太簡單」、「希

望補充更多閱讀」、「希望固定座位」、「選⼀個⼈回答」等意見。除了

固定座位之外礙於教室桌椅（⼤賢館 103 與 101）常被任意拿⾛無法

執⾏外，教師將上述意見整合，在期中考後的課堂討論時進⾏修正調

整。由以上問卷結果分析可知，整體⽽⾔，學⽣在期中考前的課堂討

論模式已從學期初的不安，轉變為「這種模式很好」、「期望學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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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的⼼態。在期中考階段課堂討論互助部分的執⾏成效良好。 

圖 44：Q5 課堂討論或是小組活動的收穫，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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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Q6 課堂討論時的困難點，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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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Q7 課堂討論的部分，如果覺得「這麼做會更好」的提議請

跟老師分享 

 

第三部分則是請學⽣就「學習效率」部分進⾏自我審視填答。如

下圖 47 與 48 所示，認為採用錄製⽂型影片讓同學事先預習之學習模

式有助日語學習者（填答 4 與 5）達到接近 86%，⽽採用課堂分組討

論⽅式讓同學先進⾏句型練習有助日語學習者（填答 4 與 5）則有

82%。皆約達⼋成以上同學認為此兩種模式有助日語學習。可證實本

計畫之目標與目的在期中考階段已經達標。另外值得⼀提的是，問卷

最後請同學自由填答「目前為⽌在本科目學習上你認為最有成就的地

⽅」，多數同學表達自⼰在本科目學習上的正面想法，「分享學習資源

或經驗給同學的時候」、「⽂法更容易理解」、「能夠理解句型之間細微

差異」、「不懂得地⽅可以再觀看⼀次影片 有比較理解⽂法的部分」、

「有很多語法上不明白的問題都得到解答」、「學會怎麼教⼈很有成就



 30 

感」等等，對此科目學習成就抱持正面的同學亦為多數。 

 

圖 47：Q8 本學期採用錄製⽂型影片讓同學事先預習之學習模式，

你認為有助自⼰的日語學習嗎？ 

 

圖 48：Q9 本學期採用課堂分組討論⽅式讓同學先進⾏句型練習，

你認為有助於自⼰的學習嗎？ 

 

 

3. 學期末問卷 

期末問卷於期末考當天進⾏，以 Zuvio 組題⽅式進⾏「期末問

卷」調查。首先針對①是否能藉由觀看⽂法解說影片養成預習與複習

之習慣；②學習時間調查；③遇到較不拿⼿的句型該如何解決問題。

此三個問題進⾏調查。結果如下圖 49 ⾄圖 52。 

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4 位同學認為沒有，43 位同學，近 77%表

示藉由⽂法解說影片養成了預習與複習之習慣，⽽選「其他」另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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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同學（如圖 50）⼤部分為不定時觀看但仍會利用⽂法影片進⾏

考前複習。 

圖 49：預習與複習之習慣養成 

 

圖 50：其他選項之回答 

 

另外在學習時間調查部分，50%的同學平均⼀週課外總計在本科

目上花費 1-2 小時為最多，次為平均⼀小時以下與兩小時到三小時各

佔 21%與 18%。期初調查結果無太⼤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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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學習時間調查 

 

圖 52：如何解決不擅長之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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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圖 52 則詢問學⽣如何解決不擅長之句型，為複選題。單

就選項⽽⾔最多同學願意「跟同學討論」（70%）「再看⼀次⽂法影

片」（61%）「多做題目」（54%），以組合⽽⾔最⾼的是「跟同學

討論」與「再看⼀次⽂法影片」的模式。以上期末問卷可知，本計畫

中預計讓學⽣達到的「預習」「互助學習」「複習」藉由⼀學期的淺

移默化已然達成原定目標。 

 

陸. 結論 

本教學計畫為翻轉教室試⾏之⼀環，希冀將原本較古板之中級日語課程藉由

融⼊翻轉教室之概念，同學能先⾏點閱教師自⾏錄製上傳⾄ YouTube 的⽂法解說

影片，進⽽促使學⽣培養預習與複習之學習模式。同時因課堂中減少了⽂法解說

的步驟，將課堂多數時間給同學分組討論練習，養成同學互助學習之精神。⽽本

計畫之成效與影響如上述「伍. 實施成效與影響」中提及，藉由問卷調查結果發

現，學期初學⽣對此教學模式之⼼態較為保守或抵抗；經由期中考前的預習影片

與進⾏之分組討論，期中針對期學習效率與學習模式之建立進⾏調查，成果豐

碩；另外在期末問卷中亦再度確認其學習模式是否持續，77%以上同學之回答可

佐證其以建立自主預習與複習模式。 

在以上資料中可明確得知，學⽣藉由教師提供之教學模式：影片預習，課堂

分組討論，課後複習，⼤部分學⽣能循序建立自主學習之語⾔學習最佳⽅式。⽽

起初最為擔⼼的學⽣參與度問題，從分組活動後自願回答之加分單可發現，⼤部

分組別參與度皆呈現中上，其中有兩三組別特別積極搶分，唯有其中⼀組對於自

主發⾔偏向被動。另，本計畫執⾏後發現的缺點則為教室活動設計部分。如同學

⽣反應，分組討論時有時因為教室座位有限，無法與同組員坐在附近，希望固定

座位，但受限於該教室無法順利安排；另有少數同學希望影片上傳時間固定等部

意見，皆應列⼊往後授課時之檢討。另外因本課程進度為每週⼆與週四，若週四

預計進到新課程，星期⼆預告時學⽣則只有兩天時間能預習影片，時間較為緊

迫。教師盡量都將課程進度調整為週⼆進到新課程，但偶有無法調整之時。此亦

為往後執⾏時應檢討之課題。最後，教師藉由本次計畫執⾏，能讓中級日語課程

同學養成完整的語⾔學習模式，即為自主預習，課堂互助，課後複習這三個習

慣，並且從學⽣回饋中可見，學⽣從課程討論中獲得成就感，亦對日⽂學習能建

立解決問題之能⼒，並且對此教學模式抱持肯定。若該班學⽣往後能進⽽對日⽂

學習更有興趣，則此計畫之意義更為深遠。在此要特別感謝教資中⼼給予本次計

畫獎勵，使課程更為豐碩圓滿。 

 

柒. 執⾏計畫活動照片 

已於伍、實施成效與影響中呈現。其餘照片則另⾏以附件⽅式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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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 教學影片列表 

⼆ 上傳⾄ YouTube 之影片點閱次數頁面 

三 學期初問卷原檔 

四 學期中問卷原檔 

五 學期末問卷原檔 

六 小組長評分單 

七 上課活動加分統計表 

⼋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