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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述

• 從遠距課程到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我的數位學習課程經歷

• 環境教育課程取得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的經驗
－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結合

• 虛實互補的教學經驗
－數位學習課程＋環境教育課程的交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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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距課程到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我的數位學習課程經歷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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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從一片光碟開始

–接觸教育部「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數位教材
• 師大張子超老師



第一次製作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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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從一個單元開始

–教育部「健康與生活」數位學習教材

• 第15單元「黑心生活不要來漫談安全的生活」

• 中正游寶達老師、盧鴻毅老師

• 知道甚麼是腳本

• 知道建置數位學習教材
需要許多人力、時間、
素材、技術



第一次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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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學期～第一次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接觸教育部「100學年度大專校院通識課程數位
教材教學實施計畫」

• 中間獲得多次補助

–採用教育部數位教材

–知道遠距教學課程
校內要跑三級課委會程序
及報部

–南華大學第一個
遠距教學課程



第一次申請遠距教學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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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第二梯次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通識課程

–採用教育部數位教材

–南華大學第一個通過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 知道數位課程運作
和遠距教學不同

• 為了要佐證資料，
課程一開始要設計好



第二次申請遠距教學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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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第二梯次

–消費者健康資訊學
系選修課程

–採用教育部數位教材

–未通過，唯一一個B是
課程及單元教學目標寫
不好。

–知道：課程大綱要寫好、
環環相扣。



第一次做磨課師(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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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通過「黑心生活不要來－漫談安全衛生的生活」



第三次申請遠距教學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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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度第一梯次

–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
通識課程

–自編教材

–疫情下的遠距教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USR兩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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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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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摸索學習，從挫折中學習

• 善用教育部諮詢與資源

• 數位學習教材開發是一件大事

• 數位學習課程運作是另一件大事

• 課程安排與實體課程不一樣

專門寫課程大綱

時時檢核指標

安排師生互動

安排生生互動

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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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課程取得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的經驗

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結合



環境教育~強調與真實環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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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昕家. (2016). 探究通識教育與環境教育融滲取徑，通識學刊: 理念與實務，4(1)，137-169.

in
與真實環境連結

about
相關知識傳遞

環境教育實踐過程

for
延伸與深化行動

有助了解真實環境狀況

51.3% 25.6%
課程可以連結到專業

59%
課程有助環境覺知的啟發

58.3%
覺察到環境行動的重要性

何, 2016
遠距的環境連結??



檢視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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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城環境實踐
-學生於學期型課程與自我導向學習交互實踐之行動研究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案)
(110-111年，兩年期)

•學生學習成效：
探討學期型課程學生與自我導向學習學生之學習策略
•教師教學：
建立學期型課程學生與自我導向學習學生之教學模式
•場域：
協助社區產生生態農業、氣候變遷相關的環境行動提案
•課程品質：
開發具有環境內涵的數位學習單元及環境教育行動。



文獻探討-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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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學生自主進行數位學習，須增
加學生對數位學習的學習動機、幫
助學生建立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李, 2017)。

數位學習 社會實踐

服務學習是結合專業知識與情意教育，
兼具人文教育與社會關懷的教學法，
鼓勵學生在「做中學」(尹，2002)

透過量化評量：
自我認識及自信、溝通技巧、問題解
決能力、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團隊
技能、自我反思、知識應用、關愛他
人、跨文化能力等，可以檢視學習成
效(陳等，2016；趙等，2018)。• 不同領域學生之學生共同學習，

可透過小組合作學習達到學習目標
• 產生正向的互賴關係

目標、任務、資源、腳色、獎賞等
(林, 2006)

小組合作



教學設計－課程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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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110-2 111-1 111-2

課程
準備

環境教育與
創意行動
(2學分)
通識中心

環境教育與
創意行動
(2學分)
通識中心

成果
整理

111年寒假

環境科學

(2學分)
生技系

111年暑假

環境教育

(2學分)
生技系

學
習
者

T
A

一般選課
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一般選課
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教
師

場
域

教師 教師 教師 教師

場域夥伴 場域夥伴 場域夥伴 場域夥伴

三
角
校
正
之
對
象

服
務
學
習
迴
圈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自我導向
學習學生



申請資格與指標(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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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項指標 (16 項必 4 項選)
• 規範1：課程說明(3項必)
• 規範2：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5項必)
• 規範3：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2項必1項選)
• 規範4：師生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3項必1項選)
• 規範5：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3項必2項選)

• 課程時數1/2(含)以上以數位學習方式進行。
• 經申請學校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 必須是已授課完成之所有科目教學活動內容，包含任課

教師實際上課、考核、與學生互動之資料。



準備課程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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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學期

課程會議

申請遠距教學

設計課程大綱

課程活動配當

寒暑假

準備教材

補充資料、測驗、
作業、問卷

找好TA

熟悉教學平台

可利用舊課程
練習建置

學期

課程運作、討論
區、學生互動、
問卷、課程檢討
教學平臺維護

學期末

整理資料、數位
資料分類保存



準備審查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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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資料

委員自己

核對網站

委員自己

比對

與原始資

料不符

心中產生

小問號
擔心被審查錯誤



準備審查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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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看得懂 引導思考脈絡

統計製表

避免讓委員累積許多小問號

自己準備備審資料時的思維
自評表276頁

自己先核對及統計

網站/自評表一致性



課程前-活動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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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環境
實體

線上學習
遠距

面授 ： 3週(含兩週次出隊)
同步教學 ： 3週(檢核進度、報告互動)
非同步教學 ：12週



課程前-教材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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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素材：全部創用CC。
• 設計思考 + 環境教育
• 減少授權困擾、教材未來可以公開

https://www.moenv.gov.tw/Page/7CED63B63DB9E5DF



課程前-教材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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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錄製、剪接、轉檔、上架：工具ActivePresenter
• 可剪接、匯入匯出PPT、互動、動作可連動moodle。

• 課程內容包括：
數位教材、測驗、作業，及同步、非同步、實體面授等教學
• 提醒：課程內容不是錄好教材就沒事了。



課程前-教材呈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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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習目錄、影片有時間軸、
時間軸有切點。

規範3-1(必) 
3-1 課程內容有重點提示

重點提示：利用各種媒體特性或運用各種方
式標示課程內容的重點，以幫助學習



課程前-教材呈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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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影片、pdf教材、重點提示

規範3-1 (必) 
3-1 課程內容有重點提示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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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1-1 (必)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總學習目標、各

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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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1-2 (必)
課程網頁說明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

學習活動及進度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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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1-3 (必)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成績的評量標準

• 評量標準要寫清楚
• 寫的角度

• 認為學生甚麼都不知道，
每個學生的實體課程經驗
都不一樣。而且數位學習
課程無法耳提面命，所以
寫得不能模糊。

• 規定：白紙黑字講清楚。

學習歷程紀錄：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
各項學習活動所累積的資料，如教材瀏覽時
間、瀏覽次數、參與上課紀錄、議題討論發
言、作業繳交、測驗成績等。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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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2-1 (必)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

及單元學習目標。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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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2-1 (必)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

及單元學習目標。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對應單元學習目標之檢核清單」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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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2-2 (必)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

教學活動
週 講述

(單元)
線上測驗

(次數)
作業 討論 回饋問卷 發表 自評

互評個人 團體
(合作學習)

議題討論 組內討論
(合作學習)

1 3 1 1
2 3 1 1 1
3 1 1
4 3 1
5 3 1 1
6 2 1 1 1 1
7 3 1 1 1
8 3 1 1 1 1
9 3 1 1 1 1 1

10 3 1 1 1
11 1 1 1 1
12 3 1 1 1
13 3 1 1
14 1 1 1
15 3 1 1
16-
17

1 1 1

18 1 1 3 1 2
合計 39 11 5 6 12 6 4 2 4

建議將所有教學活動列表統計
列出合作學習

列表統計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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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規範2-3 (必)
課程內容提供實例，協助學生理解

內容說明 實例分類 備註
以2021年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課
程為例，說明學生發起的環境行動案
例。

個案案例

39個講述單元，其中38個講述單元有
生活實例、練習範例、個案案例

單元(章、週) 單元主題 教學方式 媒體型態
1課程簡介、全球面
臨的環境及氣候問題
(非同步)

[非同步課程1.1] 說明課程簡
介、上課方式、評分方式

非同步課程 影音
00:06:25起

列表統計



課程前-教學平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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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單元處

規範2-5 (必)
課程提供學習指引，適合自學

每個活動處

• 學習指引：在「課程內容」中提供的導引功能，期能
幫助學習者有效進行學習。

• 導引功能：包括如何閱讀，如何完成作業、測驗、練
習，如何參與討論等導引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的方式。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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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2-2 (必)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

教學活動
週 講述

(單元)
線上測驗

(次數)
作業 討論 回饋問卷 發表 自評

互評個人 團體
(合作學習)

議題討論 組內討論
(合作學習)

1 3 1 1
2 3 1 1 1
3 1 1
4 3 1
5 3 1 1
6 2 1 1 1 1
7 3 1 1 1
8 3 1 1 1 1
9 3 1 1 1 1 1

10 3 1 1 1
11 1 1 1 1
12 3 1 1 1
13 3 1 1
14 1 1 1
15 3 1 1
16-
17

1 1 1

18 1 1 3 1 2
合計 39 11 5 6 12 6 4 2 4

建議將所有教學活動列表統計
列出合作學習

列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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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
討論區

生生互動
師生互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規範2-2 (必)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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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
討論區

組內討論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規範2-2 (必)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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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
討論區

組間討論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規範2-2 (必)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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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
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包括作業、線上測驗、
案例研討、角色扮演、線上討論、練習

規範2-4 (必)

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
教學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列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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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每種教學活動，
都引導委員便於審查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規範2-4 (必)

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
教學活動



41

規範2-4 (必)
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

教學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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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3-2 (必)
課程內容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課程內容中的作業題、自我評量題、練習題等

週 線上測驗 作業 討論
個人 團體

(合作學習)
議題討論 組內討論

(合作學習)
1 1 1
2 1 1 1
3 1
4 1
5 1 1
6 1 1 1 1
7 1 1 1
8 1 1 1 1
9 1 1 1

10 1 1 1
11 1 1 1
12 1 1 1
13 1 1
14 1 1
15 1 1

16-17 1
18 1

11 5 6 12 6

列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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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3-2 (必)
課程內容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測驗、作業、討論區
每一個人逐條回饋

測驗可以設定答錯、答對的
自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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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3-2 (必)
課程內容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討論區
逐一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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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3-3 (選)
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

符合學分數要求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課程內容學習份量檢核清單」

非同步教學共12週(第1、2、4、5、6、7、8、9、10、12、13、15週)，共有35部非同步
影片，合計15小時09分02秒。
經計算，在非同步教學週次中，影音教材平均每週1小時15分45秒。以兩學分課程的份量，
份量適當。(南華大學規定每一學分至少要有30分鐘的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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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1 (必)
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

極參與討論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A+：2/3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且師生間/學習者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

規範4-2 (必)
學習者間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

題積極參與討論

本規定所寫師生間討論的質與量，可依學習者及教師的發言數、發言內容、交互討論
程度來衡量；授課教師應針對議題有適度的引導或回應。

列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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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1 (必)
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

極參與討論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兩種非同步策略：
－討論區：12週(一般討論區、新聞分析-組內討論區、新聞討論區，共18個討論區)；
－Miro共同協作白板：5週。

規範4-2 (必)
學習者間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

題積極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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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3 (必)
同步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

見發表與交流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A+：有1/6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
教師運用線上帶領技巧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
討論，討論適當且熱絡。

同步教學，授課方式多元：例如教師授課、教師翻轉教學、學生分
組報告、專題成果發表等

列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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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3 (必)
同步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

見發表與交流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A+：有1/6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
教師運用線上帶領技巧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
討論，討論適當且熱絡。

設計思考中的利害關係人對談，透過網路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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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4 (選)
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助教、線上輔
導人員的介紹資訊，課業輔導之數位
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本規定所寫課業輔導數位連絡方式，泛指各種
適當的數位連絡工具，如線上社群軟體、電子
信箱、線上辦公室時間等，並有佐證資訊。

經驗：公告、互動，盡量透過教學平台系統發出，會系統留存紀錄。同時用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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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4 (選)
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助教、線上輔
導人員的介紹資訊，課業輔導之數位
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線上辦公室時間指教師公告時間，學習者可以
在此約定時間上網與教師或助教作即時互動；
申請者須提供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經驗：學生不會主動。設計議題
(例如要跟老師討論期末方案進
度)，讓學生上線跟老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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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1 (必)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經驗：所有的評量，都要回饋

規範5-2 (必)
課程的線上評量活動提供評閱結果與回饋

線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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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1 (必)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規範5-2 (必)

課程的線上評量活動提供評閱結果與回饋

線上作業

經驗：所有的評量都要 -打分數、
回饋、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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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3 (選)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A+：教師應用五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且應用適當。

教材閱讀記錄, 

10%

小考及問卷, 10%

非同步-討論區發

言及討論記錄, 

20%

作業, 30%

課堂參與, 10%

期末報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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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3(選)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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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3(選)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經驗：教學平台給分計分，學生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數，可預警學生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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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4 (選)
課程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學活
動、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

課程中-平台互動、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A ：課程評鑑結果顯示，1/2以上修畢
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

規範5-5 (選)
課程評鑑結果，顯示修畢本課程的學

習者滿意課程教學

A ：課程於期中或期末時，在線上實
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學活動、及
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且評鑑題
目適當

經驗：學校做的教學滿意度調查，常缺少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
所以，都自己做線上問卷

基本資料(5題)
數位教材學習經驗(11題) 4.09/5

線上學習經驗(10題) 4.14/5

數位平台運作(9題) 3.91/5

寶貴意見與建議(5題)



審查結果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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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A ： 6

環境教育的課程，知識可透過非同步、行動實體。

學生：喜歡線上，但不喜歡非同步討論。
老師：比較喜歡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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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互補的教學經驗

數位學習課程＋環境教育課程的交互運用



107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通識(含體育)學門
2019.08.28

環境教育數位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
社會影響力評估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林俊宏

把每位學生
帶上來

讓每位學生
自信飛揚

讓每位學生
活力四射



研究目的

61

• 建立通識數位課程之服務學習模式。
• 建立環境教育融入學分型及非學分型服務學
習之銜接模式。

• 學分型及非學分型服務學習歷程之利害關係
人評估。

• 建立課程型及非課程型服務學習歷程之社會
影響力指標。

• 評估學習歷程之社會影響力。



通識數位課程之服務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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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 9週

非同步 7週
同步 2週

面授 →討論
非同步→至場域

知識面→數位課程
行動面→服務學習

透過數位課程翻轉教學

18
週



融入服務學習的學分型/非學分型
環境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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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反思

慶賀

準備

服務

反思

慶賀

準備

服務

反思

慶賀

準備

1.找出需求
2.節省準備時間

3.經驗傳承

1.解決方案
2.節省準備時間
3.經驗傳承

非學分
服務學習

(志願服務)

學分型
服務學習

(專業融入)

學分型
服務學習

(專業融入)



非學分型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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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5月南華大學河川保育隊

101年8月南華大學環境志工隊



結果與討論
指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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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回饋

行動方案

社區環境史

埤塘環境

學校環境教育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環境教育8大領域

學校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SDGs

11.A

6.3
6.6
6.B

13.1

15.1
15.8



結果與討論 課程運作(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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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形成性評量

Moodle教學平台

總結性評量
服務學習

場域服務
實體課程

9週



課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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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史

埤塘環境

課堂討論

行動方案

Tiki-Toki時間軸

今昔照片對照

埤塘行動方案

埤塘水質監測

埤塘環境調查

https://www.tiki-toki.com/timeline/entry/1145980/-/


結果與討論
學生數位學習/服務學習成效

68

通識數位課程調查問卷 服務學習課程反思表

期中、期末

基本資料 (5題)
數位教材學習經驗 (11題)
線上學習經驗 (10題)
數位平台運作 (9題)
意見與建議 (3題)

服務前、服務後

服務前 (10題)
服務後 (13題)

4.21±0.52
↓

4.45±0.41

4.01±0.62
↓

4.53±0.48



109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大學社會責任(USR)專案

2021.08.24

社會實踐內涵課程
移地學習成效之研究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林俊宏

自發行動

社會實踐

讓每位學生
活力四射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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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具有永續內涵的社會實踐課程

• 透過數位教材構建社會實踐課程之知識面學習

• 探討學生過程中的觀察、溝通、合作、協調、自
主學習的學習歷程

• 分析移地教學的數位學習、社會實踐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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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成效評估問卷

建立數位教材

水圈與水資源
大氣與空氣污染
農業與生物多樣性

自然災害
衝擊、減緩及調適
永續發展內涵及趨勢

綠色生活
綠色資源

移地教學及社會實踐學習成效評估

知識
(課前)

問題
(踏查)

策略
(課中)

實踐
(課後)

課
程
進
行

成
績

嘉義縣
布袋鎮、東石鄉
水環境踏查
空氣調查
產業踏查
災害踏查
社區踏查

學
習
成
效

自組行動團隊

場域實踐計畫

實踐

反思

非同步教學
20%

學習反思10%
課堂表現10%

期中成績20% 場域實踐計畫書、發表
期末成績40% 場域實踐成果展示

實體授課
課程簡介

場域面臨問題
設計思考

與SDGs之連結
可行方案檢核

ProjBL「知識、問題、策略、實踐」的學習/行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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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課前)

問題
(踏查)

策略
(課中)

實踐
(課後)

ProjBL「知識、問題、策略、實踐」的學習/行動程序

數位學習成效評估問卷 移地教學及
社會實踐學習成效評估

基本資料 (5題)
數位教材學習經驗 (11題)
線上學習經驗 (10題)
數位平台運作 (9題)
意見與建議 (3題)

踏查、實踐後

4.35±0.28

4.07±0.58
↓

4.68±0.39

• 老師出的題目都是我們去過的地
方，實際看到當地的狀況，感受
很深，教學平臺討論區的議題會
較深刻

• 我覺得在這趟旅程當中 學習到非
常多，也認識了一些人，大家一
起努力的結果，我們都能夠看到，
雖然淨灘收了一些垃圾，不過感
覺還是不太能夠完全的影響海岸，
即使這樣，我希望之後能夠好好
的響應更多人



111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大學社會責任(USR)專案

2023.08.22

慢城環境實踐-
學生於學期型課程與自我導向學習

交互實踐之行動研究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林俊宏

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自發行動

社會實踐

讓每位學生
活力四射



場域與課程合作機制－服務學習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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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反思

慶賀

準備

服務

反思

慶賀

準備

服務

反思

慶賀

準備

1.找出需求
2.節省準備時間

3.經驗傳承

1.解決方案
2.節省準備時間
3.經驗傳承

自我導向學習
服務學習

(志願服務)

學期型課程
服務學習

(專業融入)

學期型課程
服務學習

(專業融入)

本研究將融合「環境教育X數位學習X社會實踐」，
探討學生於學期型課程與自我導向學習之間的關係。

服務學習－結合學期型課程及自我導向學習課程之策略為：
⚫ 寒暑假以自我導向學習(志工服務)找出需求、
⚫ 以學期課程解決問題、
⚫ 於反思期即進入下一服務週期之準備期、
⚫ 可迅速反映社區需求。



數位課程運作－往數位課程認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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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

面授 6 小時 非同步 24 小時 同步 6 小時



學生場域實作－一般選課學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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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參與鎮上環境活動

流程體驗 服務設計解析

110-2 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 (通識中心，2學分) 30人 (及格率90%)
111-1  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 (通識中心，2學分) 26人 (及格率73%)



學生場域實作－一般選課學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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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 (通識中心，2學分) 30人 (及格率90%)
111-1  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 (通識中心，2學分) 26人 (及格率73%)

EMPATHY
同理

DEFINE
定義

IDEATE
發想

PROTOTYPE

原型
TEST
測試

設計思考教材－教育部苗圃計畫

線上訪問社區夥伴 Miro 方案評估、原型、測試



兩年間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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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學習成效
⚫ 一般選課學生：TA在數位課程及社會實踐的經驗協助，可以減少學生的學習擔憂、

降低非同步遠距教學的溝通問題，可以更快速設計有意義的行動。
⚫ 自我導向學習學生：志工團隊學生發現自己在不同課程間角色轉換(由學習者轉換為

TA)，可以協助轉譯場域需求、協助利害關係人同理、站在學習者角度轉譯場域語意、
傳承行動經驗、建立成就感。此外，獲得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績優青年志工團隊。

2. 課程教學品質
⚫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與社會實踐課程共同運作時，建議「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的內容要仔細設計過，最好以「行動方案每週進程」為討論標的，設計互動討論，
以同時符合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及社會實踐課程之屬性及要求。

⚫ 「環境教育與創意行動」獲得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3. 場域
場域提供真實世界的載體，提供學生找到真實的問題，並嘗試解決。場域夥伴也提
供了很多協助。場域夥伴獲得了環境行動方案及回饋。

4. 自主學習學生和TA角色之間身分的切換
本研究找到自主學習學生和TA角色之間身分切換且協助教學的模式，要注意數位培
力。要解決社會實踐課程中，數位學習問題，是未來要培力的方向。



研究結果之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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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選課學生
• 線上(非同步課程-知識)、線下(場域方案-行動)結合運作
• 學生在課程中反映數位學習、社會實踐的學習成效
• 學生觀察場域問題後，能思考各種行動的可能性
• 對學習者來說，TA在數位課程及社會實踐的經驗協助，
可以減少學生的學習擔憂、降低非同步遠距教學的溝通
問題，可以更快速設計有意義的行動。

• 自我導向學習學生：
志工團隊學生發現自己在不同課程間角色轉換(由學習者轉
換為TA)，可以協助轉譯場域需求、協助利害關係人同理、
站在學習者角度轉譯場域語意、傳承行動經驗、建立成就感。



建議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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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層面可透過數位學習課程

由學生詮釋場域問題及行動意義

引導學生找到自己有興趣的議題
他們會做得很認真

設計思考-同理：可以透過線上／線下體驗

建立傳習制度，快速銜接-學習者、場域、教師



!!行動!!

邊行動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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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

歡迎大家一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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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
環境工程技師高考及格
工業安全技師高考及格
環境部環境教育人員

E-mail: jhlin@nhu.edu.tw

Tel: (05)2721001 ext 5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