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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I. Basic Information 

申請教師 

Name 
謝忠志 

職稱 

Title 
專案副教授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英文） 

(In English and 

Chinese) 

中文 Chinese：巡禮東南亞：跟著鄭和去旅行 

英文 English：Explore Southeast Asia: Traveling With Cheng Ho 

實際修課人數 

Actual Number 

of Students 

54人 

棄修人數 

Number of 

Withdrawal 

Students 

0人，棄修比例：0% 

 

教學意見 

調查分數 

Score of 

Teaching 

Quality Survey 

期末教學評量平均為 4.45分 

實際觀課週數 

Actual Weeks of 

Class 

Observation 

第 12 週，11月 29日 

觀課狀況 

Class 

Observation 

Status 

觀課老師的回覆如下： 

1. 有 1-2位同學遲到問答題  

2. 運用 appZuvio 來抽點 

3. 老師很厲害 能利用雲端在課堂上啟動同學的學習動力 

4. Zuvio app 很不錯 可以多學習運用在課堂上 

已申請政府部門

補助計畫名稱及

時程 

The Name and 

Schedule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roject 

Applied 

尚未申請，或於今年底（2023）申請 

學生成績差異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chievement 

期中考試平均分數為 50.2分，期末報告平均 69.2分 

師生互動差異 

Differenc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實施翻轉教室的週次，學生較為踴躍發言；若為一般上課週次，則上課

精神較為鬆散，缺課較多。意謂實施翻轉教室時，師生互動多；一般上

課時，則鮮少互動。 



學生競賽獲獎 

Student Contest 

Rewards 

無 

其他執行成效 

Other 

Implementation 

Results 

無 

簽核欄 Sign-off Field 

申請教師 

Teacher’s Name 

開課單位主任/所長 

Director 

開課單位院長 

Dean of the college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承辦人 

Case officer at Special 

Programs Sectio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對應推動項目檢核單位 

Inspection Unit of Corresponding Project 

Promotion 

（由教務處分辦） 

(Handled Respectively in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組長 

Leader of Special 

Programs Sectio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教務長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貳、 成果報告內容 

II. Project Report Contents 

一、 成果與討論 Results and Discussion 

（一）學生參與狀況說明（提供質量化說明及佐證，如照片） 

Description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provid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such as photos) 

 

   
實施翻轉教室影片觀後課中討論 

 

（二）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探討（含成效評量實施狀況）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and Discussion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問卷調查得分平均： 

1. 第 1題：80 分 

2. 第 2題：82 分 

3. 第 3題：79.3 分 

4. 第 4題：78.6 分 

5. 第 5題：77.5 分 

6. 第 6題：84.4 分 

 

 

 

1.我覺得這堂課符合創新教學的宗旨（如教師引進新的觀念、方法或創意構思，透過結

合理論與實務之教學方法、教材設計、教具引入、教學情境等）。 

 



 

2.老師所訂的教學目標適當且教學內容能達成其所設定的教學目標。 

 
 

3.本堂課程規劃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拓展相關專業知識與能力。 

 
 

4.本堂課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提高我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5.我覺得此創新教學設計對於我的學習有顯著幫助。 



 
 

6.我希望往後這門課程能持續融入創新教學元素。 

 
 

（三）學生進步狀況說明或具體教材產出 

Statement of student progress or specific teaching material output 

 

1.藉由本次課程參與經驗，您認為授課教師加入了哪些創新教學的元素？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urse, what element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do you think the teachers have added? 

 

(1) 邀請其他人來演講 

(2) 課前觀看影片，提前認識課程內容並加深印象，且設計問題引導同學自行思考 

(3) 邀請講師為我們演講，其內容融合個人經驗及課程所需知識 

(4) 翻轉教室 

(5) 翻轉教室影片 

(6) 可以多請講者來分享 

(7) 讓同學先看電影 

(8) 提供影片、請業界專業人士來演講 

(9) 老師有時候會放一些，歷史性的影集，來給我們做個補充說明 

(10) Zuvio 

(11) 利用翻轉影片寫心得的方式，使我們更能理解 

(12) 歷史史事 

(13) 上課討論分享背景故事 

(14) 請講者來演講 

(15) 生活化的題材 



(16) 翻轉教室讓我們看影片寫心得的元素 

(17) 知道鄭和 

(18) 多了請講者跟翻轉教育 

(19) 線上考試 

(20) 邀請學生上台分享心得 

(21) 翻轉教室+業師分享 

(22) 分享心得及認知，補充平常不會注意的小知識 

(23) 利用影片的方式幫助學習並透過課堂討論和學生互動 

(24) 希望能讓學生進行思考的過程，不要只是教學 

(25) 請外面的講師來演講 

(26) 使用翻轉教室 

(27) 翻轉教室、請講師演講、APP 作答 

(28) 筆記紀錄、ZUVIO和影片的搭配 

(29) 包含了請外面的講師來演講，以及容納了很多飲食的文化！ 

(30) 請許多不同的教授來分享 

(31) 觀賞影片 並根據問題填寫心得邀請講者分享經驗 

(32) 加入了 Zuvio 程式配合上課進度及翻轉教室 

(33) 翻轉教室 學習日誌 

(34) 我拿到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35) 結合講師來做更多元的演講 

(36) 看電影 

(37) 可以有更多的影片參考 

(38) 給我們看很多影片 

(39) 翻轉教室：提前看影片熟悉內容 

(40) 演講：將業師的個人經驗混合課程內容 

(41) 請各種人來演講，翻轉教室 

 

2.針對日後相關課程之教學規劃，您建議尚可加入哪些創新學習的內容? 

For the teaching planning of related courses in the future, what innovative learning content do 

you suggest to be added? 

 

(1) 可以讓影片有互動性或是題目 

(2) 不要再拿台灣吧敷衍學生 

(3) 參觀歷史博物館 

(4) 可以多點實作的，不單單只是授課 

(5) 考試若能更加活潑一點會更好 

(6) 希望能再邀請業界講師 

(7) 沒有甚麼特別的建議，現在這樣挺好的 

(8) 多一點 zuvio 的活動 

(9) 可以更多講者來演講 

(10) 多一點老師親身經歷的補充 

(11) 團隊合作 

(12) 校外教學 

(13) 學生報告增加學生反思及應用 

(14) 可以實地參訪歷史古蹟 

(15) 戶外教學 

(16) 去歷史博物館參觀 

(17) 著重在角色、故事的代入感 

(18) 可以請更多的業師來演講 



(19) 博物館參訪 

(20) 上課期間也可以利用互動程式多元變化 

(21) 當地宗教類的相關議題應該滿多人想了解的 

(22) 現在已經很好 

(23) 更多元演講 

(24) 可以邀請更多業師來演講 

(25) 我覺得都很棒 

(26) 加入體驗活動，增進學生興趣 

(27) 可以有校外教學之類的，去博物館參觀。或是請東南亞籍的人來演講，講講他

們在當地的生活文化等。讓學生更多元的接觸東南亞的文化 

 

3.其他建議 Other suggestions 

 

(1) 希望翻轉教室次數可以少一點 

(2) 加油 

(3) 新年快樂 

(4) 教室的桌子好難用 

 

（四）計畫實施後問題改善狀況 

Improvement of the problem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根據上面（頁 5-7）同學期末問卷的回饋，可以知道大多數同學多能利用本次翻轉

教室的機會，透過比較輕鬆──觀看影片的方式自主學習，寫在「學習日誌」上能強化

印象，當在課中討論時，無論自己能否分享討論，都能對課程內容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因此大多數同學對於此創新方法，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 

    若從本課程利用學校「網路雲端學園」的期末討論亦可略窺一斑，可舉兩位同學為

例：（https://elearning2.wzu.edu.tw/learn/index.php ，1111 日_巡禮東南亞：跟著鄭和去旅

行 01_UY30）： 

 本學期的課堂中，我最喜歡的內容是翻轉教室的後兩部的影片，以及討論板上的語

言教學政策。翻轉教室最後兩部影片都在深入探討東南亞國家，分別介紹了柬埔寨

與馬來西亞。我會喜歡這兩部影片的原因是，其中一部影片「消失的國界」是我之

前就有在觀賞的節目。另一部影片的性質也有點相像。我覺得很吸引人的一點是，

它除了介紹各國的特色美食、美景、歷史、文化以及風俗習慣，還會加入許多議題

探討的元素。因此除了可以了解當地文化以外，還可以學習到這些文化的源頭，以

及衍伸出的議題。這樣以搭配時事的方式製作的節目，對我而言是能夠深入了解一

個國家非常好的管道。因為我不喜歡觀看單純介紹觀光勝地的旅遊節目，總覺得搭

配一些時事可以讓我更全面了解這個國家現在的狀況，而不是停留在某些美好或是

弱後的想像。至於東南亞語言政策的新聞，純粹是因為與目前的雙語政策相呼應，

因此有比較多的感受與想法。此外，也是因為自己是唸了目前科系才更意識到中文

的重要，以及覺察到國人的中文素養問題，所以非常印象深刻！（翻譯系三年級） 

 這學期我最印象深刻的上課內容是翻轉教室影片、學生日誌與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

以及課程影片：夕霧花園。我是個蠻喜歡自學的學生，空閒時間很常會去咖啡廳讀

書，所以老師把翻轉影片放在雲端上讓我們回家觀看，再配合老師出的題目引導我

們看影片時需要思考的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適合的學習方式，我從老師給的翻轉

影片中學習到很多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以及有趣的知識，記錄起來之後再到課堂上分

享，同時也能知道其他同學的想法，這種交流方式也棒，我認為忠志老師有好好的

發揮翻到轉教室這種創新的教學模式。再來是夕霧花園這部課程影片，我也是個很

喜歡看電影的人，而這部電影也確實激起我對東南亞歷史的興趣，課堂上還沒看完

的那天我回家就馬上再 Apple TV租下來看了，同時也了解了二戰對這個世界不可

https://elearning2.wzu.edu.tw/learn/index.php


抹滅的影響。（英文系三年級） 

 

    綜合上述，透過經費補助，我們改變上課模式，讓同學改變學習方法，能照自己的

方式學習與善用時間。同時，透過邀請課程講者進行專題演講，能深化學習，讓傳統授

課方式多點變化。我們可以說，藉由計畫實施可以幫助同學自主學習、增加學習興趣以

及增進歷史知識等，助益甚多。 
 

（五）創新規劃導入前後差異（列表）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on planning (list) 

 

    透過期末問卷的回覆，在計畫導入之後，除「我覺得此創新教學設計對於我的學習

有顯著幫助」，僅有 69％滿意（包括非常滿意與滿意）外，其餘問卷約有 80-83％的滿

意程度。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學習策略 提高主動學習意願 至少80％（約43人） 

教學方法 提高師生共同參與經營課

堂 

至少83％（約46人） 

學習內容 熟悉鄭和對現今影響與東

南亞文化與生活 

至少80％（約43人） 

學習動力 願意透過雲端學園學習討

論，積極參與 Kahoot、Zuvio

學習系統 

至少800人次 （包括線上上課次

數、張貼篇數、討論次數、閱讀時

數等） 

學習評價 喜歡課程、日後願意主動探

索 

至少75％（約40人） 

 

二、 委員審查意見回應 

Responses to the Committee Members’ Review Opinions 

1. 本課程以影片/影音觀賞方式規劃翻轉教學，搭配學習日誌呈現，陳述清楚並符合學生視

覺學習內容，值得肯定。 

2. 知識內涵與課程具有一致性、關連性。 

3. 分課前、課中與課後三部分，設計嚴謹。 

4. 計畫書部分內容重複，建議略做精簡，以凸顯教師問題意識與創新教學目的：已修正 

5. 評估表格評量項目比較像文本寫作科目，建議說明用於哪一個學習成果上：將重新改寫 

6. 影片讓學生課前自主學習，具有節省課堂播放與教師講解時間。 

7. 課中討論有提高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參與的優點。 

8. 對學習狀況不佳的學生，是否有解決方式：本課程雖有討論週次的時間限制，但影片或書

寫學習日誌，均無時限，意謂學生均可找空閒時間補看或補寫，但建立在「主動」的前提。

而教師、助教未收到考試成績不佳的同學，尋求解決方法，不願主動學習，教師端實難提

供協助。 

9. 建議工讀費編列改為四個月：已修正 



三、 未來精進與改善建議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finement and Improvement 

    本課程為大三必修課程，僅有兩位為大四學生。班上基本上呈現兩種學習方式：積極參與、

消極抵抗兩種。雖有部分同學因為專業課程較重或打工等因素，導致缺曠課過多，甚至無法參與

Zuvio 活動或提早撰寫學習日誌，導致整體分數較低；而到課同學，願意主動帶領討論或發言的

人數少，僅有幾位男同學較積極參與課程活動。部分同學中，有不少先前已修過申請者的相關課

程，較瞭解課程運作，學習狀況稍佳。班級中，有位日本學生選修，課堂上雖較少主動發言，但

在教師鼓勵以及自身努力下取得期末佳績，甚至較多數班上同學佳。 

    本計畫課程要求學生撰寫六篇問題與討論、四篇翻轉教室的學習日誌，以及 Zuvio 即時系統

問題檢測，其負擔並沒有想像中嚴重，「學習日誌」甚至遲至第十六週（12 月 27 日）才統一收

齊。有不少同學期盼課程能舉辦「體驗活動」，大家一起踏查、共學，但礙於這幾年新冠病毒影

響，團體校外活動仍不便舉辦，十分可惜。 

    由於是必修課程，雖有同學棄選，但由於被強迫修課，學習動力較差。同時要配合執行計畫，

引發不少同學反感，認為只要聽課、考試與寫報告就好。但實際上很多分數均掌握在學生的自主

學習上，甚至可達 80％。期中考試雖不佳，但僅佔 20％，且多數題目都是課堂所講、Zuvio 選

擇題，顯見同學仍不夠花心思唸書。通識歷史課程常被視為專業課程附屬。所以有部分學生常以

為只要來上課，就應該給予學分，這意味也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興趣仍需要被適合引導與鼓

勵。 

    就教師端來看，翻從轉教室、行動學習與問題解決導向等課程內容與方式，到目前不斷呼

籲以「學生學習本位」為主體，雖是不同面向的課程經營，卻是目前教育方針需要改變的部分，

改變的是學校、教師與學生，缺一不可，這樣才能共創良好的學習場域，是真實、自主的「學

習」。 

 

四、 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申請規劃 

Application Planning for Courses and Teaching Plans Subsidiz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最快將於 2023年（112-1學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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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紀錄/照片（至少十張，照片請附說明） 

Appendix I: Activities/Records/Photos (at least ten, please attach a description for the photos) 

 

(一)學生參與狀況說明 

1.課程參與狀況：R301教室授課情形 

   

第5週(10/11)課程討論                      第12週(11/29)上課狀況 

2.翻轉教室影片內容截圖 

   

       第3週(9/27)第一次翻轉教室影片              第5週(10/11)第二次翻轉教室影片 

      單元名稱「海絲傳奇-鄭和的船隊」                單元名稱「鄭和下西洋」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3457/


   

      第12週(11/29)第三次翻轉教室影片             第15週(12/20)第四次翻轉教室影片 

          單元名稱「柬埔寨今昔」                      單元名稱「東南亞健康」 

 

(二)課程演講 

 第7週(10/25)，邀請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和安教授，講題為「馬來西亞的譚公信仰：

臺灣與東南亞客家經驗的對話」 

   

 

 第12週(11/30)，邀請葉欣眉小姐（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畢業、《歡樂智多星》主持人），講題

為「翻轉教室：『眉』學過的事」 

   

 

 



附件二：課程/教材內容及學習成果 

Appendix II: Course/Teaching Materials Contents and Learning Outcomes 

(一)教材截圖 

   

 

(二)Zuvio 回饋系統 

 利用 Zuvio 系統師生進行課程公告與問題張貼

 
 

(三)雲端學園線上問題與討論 



   

 

(四)師生學習日誌 

1.學生學習日誌 

 學習日誌1：同學利用「學習日誌」，寫下翻轉教室的內容及感想 

 

 學習日誌2：同學為課程內容所記錄的筆記與補充 



 

2.老師、助教反思日誌： 

    教師會針對每次實施翻轉教室後，寫下反思日誌；課程助理則從學生或「師生橋樑」的角

度，寫下自己想法與觀察，作為下次翻轉教師或課堂上課的精進，同時也能訓練助教獨立思考

與學習能力。 

   

教師反思日誌                           助教反思日誌 



參、 經費實際運用情形 

III. The Actual Use of Funds 

單位 Unit：新臺幣/元 NTD 

經費項目 

Funding Item 

預算數 

No. of 

Budget 

執行數 

No. of 

Implementation 

執行率 

Executive 

Rate 

差異說明 

Description of Differences 

臨時人力工作

費或工讀費 
29144 30060 103% 

本學期將工讀金分聘二位

助理，分別各領取二個月、

三個月的工讀金。助理協助

蒐集資料、管理雲端學園，

以 及 協 助 課 中 與 課 後

Zuvio 系統操作等。 

資料蒐集與分

析費 
3390 2594 77%  

雜支 8200 6778 83% 

因應課程需要，購買文具、

筆記本、郵資等；講者的二

代健保費用，亦由此經費支

應。 

交通費 2980 6120 205% 

部份資料蒐集、雜支及影印

費用來支應另一講者來回

高鐵費用(左營-南港)。 

演講費 8000 8000 100%  

影印費 5072 3234 64% 
影印課程所需資料、掃描學

生學習日誌等。 

總計 Total 56786 56786 100% 未有結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