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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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核心問題思考與工程問題解決的創新教學——以工程數學與化工程序設計為例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6003 工程數學 109學年第2學期、授課教師：阮明利。 

參、 前言 

由於少子化與經濟富裕的關係，現今十二年國教後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升學變成大學生，

一般大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普遍不如過去，尤其是數學領域的學科。資訊科技的進步

造成 google search、OCW、MOOCs、翻轉教室教學等的興起，有效結合資訊科技的工具，

以提高現今大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 

化材系大二的工程數學適合白板推導講解而不適合投影片上課，大四的(化工)程序設計不

適合白板推導講解而適合投影片上課，其實實體(現場白板推導講解)與虛擬(雲端投影片

直播)要視課程的性質與學生的情況來採用或兼顧，但是，核心問題思考與工程問題解決

的教學才是教學應用的創新，為因應疫情的雲端授課方式，本計畫旨在結合資訊科技工

具——MS-Teams 與 Zuvio IRS 進行現場白板結合雲端直播的授課應用，來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與成就。實際的技術在於結合 (1) 核心問題的提問、(2) 工程問題的知識、(3) 科

學的問題解決與創造思考的示範，(4) 引用網路資料或影片以及自己部分過去的上課錄影

影片，上傳到 TEAMS 與 ZUVIO IRS，現場再以白板推導說明，並同步以 TEAMS 直播

錄音；疫情需要時採 TEAMS 投影片直播錄影。 

創新性：核心問題思考與工程問題解決的教學方法，結合資訊科技工具應用的教學創新。

傳統白板上課的優點是容易進行「即時互動式教學」，同時易使學生能手到而心到的專

心上課。而資訊科技工具，例如本校新近採用的 MS-Teams 與 Zuvio IRS，雖也可進行雲

端即時互動，教學強項也很多，例如可方便隨時地公告、繳交作業、測驗、自動批改選

擇題、雲端回饋或討論的互動等，以及易於分析統計與追蹤學習成效、紀錄等。但是，

對有些需要推導或仔細講解的數學科目不如傳統白板上課直接、及時、有效，例如大二

的工程數學。反之，有些應用或整合的學科則不適合傳統白板上課，而適合指導有心用

功的學生在課前課後自主學習，善用在課堂上核心問題的提問，並進行真實問題解決的

數學與工程知識的順勢教授，核心的關鍵在科學的問題解決與創造思考的示範，引導出

學生的興趣，並以 Project-based Learning 的方式進行小組教學，例如化材系大四的(化工)

程序設計。本計畫特色是將 MS-Teams 與 Zuvio IRS 應用在強調核心問題思考與工程問題

解決的基礎學科(工程數學)以及應用學科(程序設計)，同時發揮善用工具與方法的優點，

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就。本計畫實施期間為 109-2 學期，故只執行 109-2學期工程

數學的實施成果，化材系大四的程序設計在每學年之第 1 學期，將依據 109-2 的本計畫實

施成果，檢討後於 110 學年再提出實施「程序設計」課程的後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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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特色在於問題解決示範與核心問題提問的教學。二十一世紀以前的大學教學要

素，以禮記裡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來比說，在令學生能戮

力於「博學之」的專業知識累積，但是，對於建立於「博學之」的專業知識之後的「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實務問題解決與核心問題思考則難以教授。然而，

拜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之賜，二十一世紀成為了知識的取得成本近於零，處處充斥著知

識的轉變與競爭，使得只強調專業知識的教學已不足以讓我們面對現今環境與學生學習

所需。在面對如此快速更新與轉變的競爭中，具有問題解決與創造思考的示範，培養學

生創造力及「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能力將成為現今最重要的課題。簡

言之，只要思考，智慧就會隨之而來。所以在著手解決問題時，思考是開啟關於科學知

識、科學方法的重要之門。核心問題(essential question)的提問是本課程令學生願意思考，

練習「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教學方式，再配合非核心問題(questions that 

hook, that lead, or that guide)，帶出來工程數學或的化學工程專業知識之重點預習與複習是

本計畫的特色。 

本人過去的(107、108 學年)的工程數學與程序設計課程執行內容、方法：工程數學以白

板講授互動與隨堂練習為主，輔以手機 APP 工具 Zuvio IRS，進行自動打卡點名、公告、

繳交作業、雲端回饋等，期中與期末分析統計與追蹤學習成效、紀錄等以利教學改進。

107學年修習本人教授工程數學的學生，109-1學期修習本人的(化工)程序設計課程，該

課程要整合化材系的必修課：工程數學、質能均衡、化工熱力學、化工動力學、單元操

作與輸送現象等學科，配合”電腦輔助設計”的技術與工具(例如 Aspen Plus)，以 PBL 方

式進行小組教學來建立學生自發、互動、共好的態度，實際經驗與學習真實的問題解決

與科學方法，加上為因應疫情的可能威脅，需有雲端授課得練習與準備，故有本計畫的

執行。 

• 本計畫的具體內容： 

以白板與投影片講授，配合臉書社團、MS-Teams 與 Zuvio IRS 的課前貼文與提問題庫，

以即時 Q&A 互動為主，將 MS-Teams 與 Zuvio IRS 的工具應用在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

監督學生的學習成就。 

工程數學第 1學期的一、二週課堂會先完成電腦軟體實際操作示範與練習，整學年的上

課方式：結合資訊科技工具——MS-TEAMS 與 ZUVIO IRS 進行現場白板結合雲端直播的

授課應用，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就。實際的技術在於結合 (1) 核心問題的提問、

(2) 工程問題的知識、(3) 科學的問題解決與創造思考的示範，(4) 引用網路資料或影片

以及自己部分過去的上課錄影影片，上傳到 TEAMS 與 ZUVIO IRS，現場再以白板推導

說明，並同步以 TEAMS 直播錄音或雲端投影片講授錄影；若疫情需要時完全切換為

TEAMS 投影片直播錄影。本計畫執行期間，因為今年 5月中旬的防疫破口導致疫情全面

爆發，發展成社區感染，全國進入三級警戒，也因此改成全遠距教學，各級學校匆忙轉

換之初，不免適應不良，然而本課程的學生，因為本計畫的實施，很能順利地切換至全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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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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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使用教科書授課，又有 Teams 直播與錄影，有著作權限制的問題，所以學期之初會

請學生購買教科書，以及有”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範圍聲明”公告如下： 

「本課程在教室課堂、Zuvio IRS 平台、文大課輔系統網頁或 Microsoft Teams 或其他課程

平台上的所有資料與影片嚴禁外流，特此聲明。本課程係依據教科書在授課，故所有的

資料與影片嚴禁外流，更不可以透過網路傳遞，以免外流而違反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範

圍之規定(只在封閉的教育場域使用)。如有同學違反此規定，請自行負擔可能發生的相關

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課程實施中的課堂參與的題庫以及隨堂 Q&A，會在手機 APP——Zuvio IRS 的課程題庫，

隨著當週上課進度而打開練習題目或 Q&A 後，發下 A4 白紙或學校的 B4測驗紙，讓學

生寫下數學推導或 Q&A 答案後，拍照上傳到 ZUVIO IRS。當然在課前或課後，也可使用

手機 APP——Zuvio IRS 的回饋功能來溝通與提問。把這些 TEAMS 與 ZUVIO IRS 上解決

學生實際回饋的問題，以及課堂直播的錄音或錄影逐週紀錄與整理。以後每學年的進行

方法類似，可針對每學年互動產生的回饋來發覺需改善之處進行調整。執行的產出內容

可以逐年累積與精進。由此觀之，109-2 工程數學的實施成效看來，不管量化的班級學期

成績或質化的課堂學習表現，皆有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請參考捌、

附件裡的 Zuvio IRS 平台、文大課輔系統網頁或 Microsoft Teams相關截圖照片) 

伍、 結論 

教學應該是根基在學生學習回饋的持續改善，尤其是在少子化的今日，大學不再是精英

教育，而是接近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的專業兼普通教育。同時，學生的學習與老師的教

學更要隨著環境的改變而不斷創新與適應，例如，COVID-19 造成全球各國家的封程，導

致的全遠距網路教學。然而教學成效產生學生在學習上的知識、技能以及態度的三項素

養的評估，卻是萬變不離其宗地指導著老師的教學，本人在文化大學兼課再 109 學年度

進入第三年，深感知識、技能以及態度三者之間，學生的學習態度深深影響著老師在專

業知識與技能的教學成效，而本計畫特色在於利用雲端科技的協助，加強問題解決示範

與核心問題提問的教學，更能在學生的學習態度的加強有所助益。 

陸、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一、 手機版Teams相關截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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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機版Zuvio IRS相關截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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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輔系統相關截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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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無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