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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用推理式探索教學法於電腦資訊原理與架構的課程教學上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 CF21 電腦 1 (03)：資訊應用； 授課教師：姚慶邦 

參、前言 

【電腦資訊應用】課程，是屬於大一共同電腦課程，其主要在培養本校文法商科

等各系的同學們對於資訊科技的素養，並進一步培養及建立同學們能進一步了解資訊

科技在各行業與生活中的應用方式，並進而強化同學們的電腦基本操作及運用的能

力；但過去教學上的主要困難，便是：（1）電腦資訊內容範圍包羅萬象：而使得如何

在有限上課時數下，選擇合適的學習內容，（2）學習內容多偏向理論部分，而缺少對

應的實作內容：以致同學們常易缺乏足夠的學習興趣與耐心，（3）單向式教學方式：

常因內容較屬於理論講述之故，以致成為單向的講台傳授知識的上課教學方式進行，

而台下的同學們，卻常因此而成為專心做自己的事的奇特現象。 

因此、要改善這類電腦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方式，應想出如何將上述三大主要缺

點作有效的改善，這便是本教學創新研究計畫的主要動機。首先、本研究認為應該先

從上課教學的方式上作基本的改變，先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讓上課時的學習方式，

從單向傳授轉變為雙向的導引式學習方式，則將會能有效引導學生，從原本被動的填

鴨式學習，改變為被教師事先設計好拋出來的「學習問題組合」所帶動，刺激學生主

動的思考與尋找問題的答案，從而導引學生們產生學習上的興趣，進而樂意主動地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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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答案，並從所提供給同學們的提示資料中，去進行推理與同儕間的討論切磋，以達

到主動學習的目的。 

其次、以實務的操作學習，來了解理論，非常的重要，因為【資訊概論】這類基

礎理論與應用的課程，其實可以是很實用也很生活化的應用科技學習，但若要學習其

背後運作的內容時，卻總造成學生們的失去學習理論內容的耐心；因此、本研究另一

重點便是在『將較艱澀難懂而枯燥的理論內容，轉化為實際可操作的步驟，或是轉化

成一般生活化的科技問題』，以便能有效降低學習的難度，以提升學生們的學習興趣，

便是本「推理式探索教學法」所聚焦要改變之處。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為提升學生在課堂上，對於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內容的學習興趣，藉由

本【推理探索式教學法】的雙向互動式的問題導引教學方式，能有效的激發同學們產

生對電腦及資訊系統的背後運作原理及其相關的應用上的興趣，進而引起同學們的學

習興趣，並於課堂上能專心的主動探索的正確學習態度，並進而有效提升其學習效率；

同時、藉由本課程的學習，提升同學們對電腦資訊的實際操作及使用電腦的能力，讓

同學們可以進一步以此能力來輔助應用到其他課程的學習上。以下為本教學創新研究

計畫的特色，如下四點： 

1. 配合單元學習目標，以【導引探索式問題】，來啟發學生們主動思考每一學習

單元的原理，及有趣的邏輯推理，進而引起同學們的學習興趣：  按照各學

習單元的條列式目標，即時藉由【導引探索式問題】，將對應的『實際操作電

腦的各個單元及軟硬體』，以發問式的教學方式，由淺入深的進行範例與問題

的陳述講解，使得同儕間能互相討論問題與學習內容，並提出討論與心得分

享，本人則適時引導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持續導引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知識。 

2. 將理論進行「實作化」，建立各個〝學習主題單元與理論架構〞相關的實際操

作與應用的能力：  經由對應的實際操作學習，讓學習內容具體化，實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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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就由實際操作，來真正了解學習內容的理論架構，進而逐步建立起同學

們對於電腦資訊領域知識的應用能力及學習興趣，並讓同學們能透過實際操作

能力的提升，而應用到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上。 

3. 不同以往的「翻轉教室」的學習方式，達到【主動探索式學習】：   

從以往此類課程的講台單向式填鴨教學方式的講解，轉變成「雙向式溝通與發

問」，並藉由相關的實作單元，帶領同學們落實資訊的技術，並在整個主動學

習過程中，獲取過程中的邏輯方法及科學精神，增加同學資訊應用能力，及學

習到邏輯推理能力的學習。 

4. 藉由線上學習平台，促使同學們可以課前先了解及預習：  透過 E-Learning

線上平台，使同學們能預先將不同問題，進行預習與了解學習的重點目標。同

時、於課堂上的導引式探索的學習過程中，進而逐步讓同學們產生學習成就

感，而達到有效建立起學習上自我肯定的信心。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本學期以【推理式探索教學法】在資訊應用課程上執行教學以來，引起了多數同

學們的學習興趣與認同，同時、並過程中發現到與過去最大的不同，是同學們明顯的

願意主動地跟著操作學習，並且也有興趣去思考課堂上所拋出的有趣問題，此外、同

學們也感覺較多的願意專注在實務操作背後的理論學習內容上面，這些在過去較屬於

枯燥的觀念講解，已逐漸的轉變成為有興趣的相關實際操作來搭配與應用。以下為本

教學創新的教學成果： 

1. 配合理論學習內容的【實務操作學習單元】的學習內容。 

2. 收集免費且具有啟發性的電腦資訊類的多媒體實作教學動畫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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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學習目標及課程地圖，建立起【推理式學習模組及單元學習問題集】。 

4. 設計出一連串具啟發性的有趣電腦問題集，來引導學生們的學習好奇心。 

5. Step by step實作，提升同學實際應用電腦技能的能力，讓同學們有興趣專心

聽實務背後的理論內容，並落實相關的『理論與實務配合的資訊素養』：   

藉由理論相關的實作與應用範例，來達到讓同學們經歷具體化所學的內容，並

能實際應用於其他課程上面的資訊能力與快樂的學習經驗。 

6. 訓練同學邏輯推演的能力，並主動思考充滿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資訊科技的應

用。 

7. 透過線上學習平台，建立起課堂時間之外的學習園地，促使同學們主動的學習。 

 

 量化： 

實施本【推理式探索教學法】的預期成效改善，如下： 

1. 建立【實作學習單元】，深化電腦應用能力，並連結相關的理論架構： 

建立起相關的實作學習單元，以配合理論的學習，使得同學們能有學習興趣 

以提升學習的專注程度。 

2. 根據課程學習目標，建立起「單元預習及發問題組」：  

以便利同學們能預先對於所要學習的內容，做主動的學習，並藉由問題題組 

來促使同學們的課堂上的主動思考習慣。 

3. 建立日常生活相關的電腦資訊應用的實務學習單元，及配合相關的理論學習內

容，使其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質化： 

4. 建立起同儕間的互相腦力激盪學習過程，及於課堂上與老師盡量互動回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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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良性的雙向式學習環境，達到真正的翻轉教室的嶄新學習環境與氣氛。 

5. 逐步建立起推理式探索學習環境，使學生對於不同層次與類型的學習內容服

務，能有整體式的架構瞭解。 

 

陸、結論 

實施本教學創新研究計畫，於整個執行期間，確實讓同學們從實施前原本對於理

論講述的枯燥感，到實際實施本【推理式探索教學法】後，學生們能更熟練地進行各

種基本的電腦實際操作，並且對於基本且重要的電腦問題，也明顯地較過去更有自行

解決的信心，此外、也對於平日生活中的各式電腦資訊科技的相關應用，也更了解及

有興趣。同時、本人在課堂上，藉由直接觀察及與同學們的互動過程，發現不同程度

的學生，都能在這樣的雙向是導引教學方式下，主動吸收到電腦世界中的各種豐富且

有趣的學習知識與技能，從而培養同學們能將電腦資訊能力，當作輔助其在其他各專

業方面上的學習利器。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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