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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各項子計畫成果報告 
 

注 

意 

事 

項 

◎本表請於執行完竣後１５日內繳交。 

◎執行名稱：請填寫與企劃書相同之名稱。 

◎執行面向：請勾選與執行名稱相符之項目，可複選。 

◎執行日期：請以「民國」紀年填寫。 

◎執行時間：請以「２４小時制」填寫。 

◎內容簡述：請以５０字以內之內容說明執行內容。 

◎執行成果：請以新聞稿（大約８００字）格式撰寫，必須包含執行日期、執行單位、執行宗旨、執行情形、執行成效、反思檢討等內容。 

◎執行成效：必須包含質化、量化之執行成效。 

◎執行照片：請檢附至少６張照片並說明內容；請將照片原始檔寄至 dean@tsu.edu.tw 。 

◎附件資料：請檢附與執行名稱之相關資料並依序標註序號。 
 

執行面向 
■ ■ □ □ 

落實教學創新 發展學校特色 提升高教公共性 善盡社會責任 

執行名稱 109年度教師成長系列研習活動 

執行日期 109年 08月 25日～109年 09月 02日 執行時間 09時 30分～17時 00分 

執行地點 致勤樓（Ａ棟）201教室、巧克力教室（TB102）、第三會議室 

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 台灣首府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 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烘焙管理學系 

內容簡述 
本系列講座活動係為了提升教師的專業技術與教學創新的能量，期待能藉此創造一個師

生互動熱絡的大學講堂。 

執行成果 

  台灣首府大學教學與學習發展組為提升教師的專業技術與教學創新的能量，在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的經費支應之下，於暑假期間共辦理 7場教師成長研習活動，除了有結合

美學與創意的花菓子練切實作研習外，也有結合時下最流行的遊戲化教學與問題導向學

習法講座，透過講師分享於教學現場內豐富的操作經驗與相互地交流學習，教師們在本

次的研習當中皆受益良多。 

  第一場次於 109年 08 月 25 日在 TA201教室登場，本場研習特別邀請中華民國遊

戲教育協會的主任講師－劉力君老師蒞校分享「如何運用遊戲化思維活化教學」，上半

場課程一開始，劉老師便帶領教師們玩破冰遊戲，透過「生活中的三種衝突」，不同故

事線及案例的編排與探討搭配自行設計的教具進行互動，營造出輕鬆歡樂的氛圍；第二

個遊戲為「海龜湯謎題」，講師將故事的始末做了一次敘述後便開放提問，為了破解謎

底，每位教師皆踴躍地發問，過程中歡笑聲不斷，最終也成功地找出了答案。互動遊戲

過後，在下半場的課程中講師針對遊戲化教學與備課的方式進行講解並明確的提到：遊

戲化的思維其實可以融入在很多不同領域的課程中，透過簡單的課程遊戲設計不僅可以

訓練學生思考的能力及增加對理論知識的了解，也可以讓原先氣氛沉悶的課堂變得輕鬆

有趣，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可謂是一舉多得。 

  第二及第三場次於 109年 08 月 26 日在致宏樓第三會議室登場，本次的研習邀請

到大同大學的張迺貞教授蒞校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書撰寫與執行心得分享」、「跨

域 PBL在大學翻轉課程之創新教學設計分享」兩個主題。上半場，張教授先講述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書撰寫的部分，從計畫的目的、研究的界定與設計開始，讓參與的教師對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有基本的認識。接著，帶入計畫撰寫的重點，包括「為何要進行該研究 

」、「採用的教學策略或設計的學習環境為何」、「透過什麼研究方法進行」等等，讓

有興趣提出申請卻不知該如何著手的教師有一個撰寫的方向。上半場研習的最後，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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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以自身擔任審查委員的經驗，與教師們分享了計畫審查的原則、項目及重點，除此之

外也在Ｑ＆Ａ時間中，針對一些未獲審查通過的計畫案提出建議，期望能藉此提高教師

們的申請成功率；下半場，張教授分享了跨域 PBL課程設計的部分，從 PBL的基本原則

開始，接續介紹此教學法的特徵、目標、教學與課程模式、關鍵因素及教學者在 PBL中

所扮演的角色，在教師們有基本認識的背景下，張教授分享了自己在課堂上操作的方式

與經驗，包含了優點及施行的困難處，除此之外，也提出保持翻轉及線上 PBL的優點並

降低兩種教學模式缺點的「混成翻轉數位教學」，希望能透過教學法的創新改變原本學

生被動的學習習慣。 

  第四場次於 109年 08 月 27 日在致宏樓第三會議室登場，本次研習邀請到中原大

學的楊坤原教授蒞校分享「PBL 的設計與實務」，作為國內非醫學系推動 PBL教學的先

驅教師，楊教授從 PBL的教學原理開始介紹，當中除了提及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定義、功

能、特徵與要素外，也將之與專題導向學習法作比較，加深教師們對 PBL的認識。在第

二部分，楊教授分享 PBL的教學設計，首先先以圖表的方式講解教案設計的方法，接著

提到「 Seven Jumps 」的教學流程，過程中除了提及發展 PBL問題（情節）的步驟與如

何設計一個好的 PBL問題外，評量方式的設計與規準及各項學習輔助工具的設計亦在楊

教授的分享行列中；最後，楊教授以在任職學校操作 PBL教學的經驗進行分享，並以

PBL的推動策略作為結尾，教師們在楊教授 3小時深入淺出的演講下，皆收益良多。 

  第五場次於 109年 08 月 31 日在巧克力教室登場，作為本系列研習活動中唯一一

場實作研習，教務處特別邀請新月工作室負責人吳語婕師傅擔任「花菓子－練切製作研

習」的講師，本次活動除了有餐旅系及烘焙系的教師參加外，休閒系、休資系與通識中

心的教師也都興致勃勃的來學習花菓子的製作。研習一開始，講師依序介紹菓子的原料 

、外皮及內餡的製作方式，當外皮與白豆沙混合、內餡製作成功後隨即講解調色技巧，

講師明白地說：「要調出夢幻顏色的訣竅在於不能心急一下就放很多食用色素，而是要

一歩一步慢慢來」，待調色完成後即可將內餡包入並滾圓整形，這次講師帶來四種造型

的練切練習，包括菊花、繡球花、牡丹及櫻花，由於菓子的小巧精緻與外皮易乾掉的性

質，每位教師在製作時無不小心翼翼地進行，在經過幾個小時的努力後，終於順利地完

成。此次的研習不僅讓校內教師了解到製作菓子的方法、技巧及工具的使用方式，同時

也訓練其美學欣賞與創作的能力，使相關科目授課教師的專業技術皆得以獲得提升。 

  第六場次於 109年 09 月 01 日在致宏樓第三會議室登場，本場研習邀請到素有

「PBL 牧師」之稱的元智大學張幼珍副教授主講「PBL、 DESIGN THINKING 與創客實作

交融的創新教學實務分享與反思」一題，張副教授從 PBL的問題設計及 7 Steps開始介

紹，接著以自身在教學現場操作的經驗進行分享，包括在通識課程（實用科技英文）中

以「八仙樂園塵暴」一案進行 PBL教學設計，透過實施的時間管理與問題的設計，在 7 

Steps 的框架內，讓學生進行討論、思考及大量閱讀後再衍生新的學習議題，接著使之

分工尋找答案並將自學的新知應用在原始問題上，最後再依此進行評量與回饋，藉此讓

學生去回顧及總結所學習到的新知識。使用 PBL教學法，課堂上教師不再是主導者而是

輔導者，透過學生主動地學習、發掘問題再找到解答，除了可以將所學記憶地更加深刻 

，甚至也可以真正的將之內化成自己所擁有的知識。 

第七場次於 109年 09 月 02 日在 TA201教室登場，本研習是此次教師成長系列活動的

最終場，因此特別邀請到臺灣科技大學的侯惠澤教授蒞校分享「運用遊戲翻轉教學」一

題，作為頗負盛名的遊戲化教學活動設計實踐家與研究者，侯教授的研習講堂從開場就

十分吸引人，從創新教學的定義與迷思作切入，「引發動機」才是創新教學活動更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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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而遊戲化的本質則是為了讓高成就的學生有創意的延展、低成就的學生有初始

的動機，透過以認知理論為基礎的卡簡單遊戲化教學模式，在互動與專注兩個重要元素

皆具備的情況下，學習成效將會大幅提升。而為了使校內教師能更了解遊戲化教學的模

式，侯教授從卡簡單的概念開始著手，然後談到教育遊戲設計的架構，接著做了幾個遊

戲化教學的體驗，例如：「追星大隊」，訓練參與者的專注度與觀察力，２分鐘內在特

定條件下獲得最多簽名即勝出；「抗疫軍團」，訓練參與者對四則運算能力的理解與應

用；「寶藏臺灣」，訓練參與者對每個地區（地理）的熟悉度；「翻閱朝廷」與「時空

艦隊」，訓練參與者對歷史事件、時間的掌握度等等，運用遊戲的方式作教學，原本生

硬、難以被吸收的知識與理論都可以在「玩」的狀態下傳授給學生、引發他們學習的興

趣。研習的最後，侯教授總結關於微翻轉認知設計的五大元素與相關學理基礎，並分享

卡簡單的製作材料，簡單地使用名片卡、簡報 PPT及學習單就可以實際的去操作、整合

遊戲與教學活動，活化教學課堂，貫徹做中學、學中玩的理念。 

  「1 0 9年度教學創新之教師成長系列講座活動」每場次皆深獲教師高度迴響（各場

次之整體滿意度落在 4.6-5間），未來將持續規劃辦理不同主題之教師成長活動，以培

養教師教學創新的能力。 

執行成效 

辦理場次 7 參與人數 200 平均滿意度 4.7 

◎其他質化、量化之成效：（請條列式說明） 

1.提升教師對於創新教學的重視程度 

 ※回饋問卷分析結果： 

  【教師自認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平均值為：4.7 

2.教師積極參與教學創新專業成長活動 

 ※本次參與之教師共計 200人次 

3.強化教師推動創新教學之人數 

 ※回饋問卷分析結果： 

  【教師自認參與活動後，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平均值為：4.7 

4.激勵教師參與創新教學研習之情況 

 ※回饋問卷分析結果： 

  【教師自認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平均值為：4.7 

5.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回饋問卷分析結果： 

  【教師自認參與本活動能夠符合自身需求】平均值為：4.7 

檢討事項 

◎針對本子計畫之執行過程進行檢核並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請條列式說明） 

1.活動前可給予講師需求單填寫所需及應注意事項 

2.活動之時間與流程掌控需更為精確 

3.發函校外及校內公告之時間、方式可以再提早並做更多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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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片 

  

▲08/25致贈感謝狀 ▲講師講解遊戲玩法 

  

▲遊戲互動（I） ▲遊戲互動（II） 

  

▲08/26上午場全體大合照 ▲08/26下午場全體大合照 

  

▲講師分享（I） ▲講師分享（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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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片 

  

▲08/27致贈感謝狀 ▲08/27全體大合照 

  

▲講師分享（I） ▲講師分享（II） 

  

▲08/31致贈感謝狀 ▲08/31全體大合照 

  

▲講師講解做法 ▲校內教師製作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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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片 

  

▲成品照片 ▲09/01致贈感謝狀 

  

▲09/01全體大合照 ▲講師分享 

  

▲09/02致贈感謝狀 ▲09/02全體大合照 

  

▲講師分享 ▲遊戲進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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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片 

  

▲遊戲進行（II） ▲遊戲進行（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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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問卷分析 

 

【第一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19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實用英文、親職教育、美學與藝術、企業資源規劃、休閒遊憩與環境保護、電子商務、物聯網、家

庭教育方案設計、消費者行為、自然科學、專案管理、經濟學、財務管理、企業倫理、旅館管理、

策略管理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4.9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5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4.9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4.9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9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4.8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8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8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4.8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4.9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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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29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觀光資源規劃、自然科學、電子商務、公園與休憩、專案管理、幼兒音樂專題研究、物聯網概論、

財務管理、領隊導遊實務、餐旅資訊管理系統、健康體適能、策略管理、全球化議題、休閒遊憩與

環境保護、行銷管理、經濟學、統計學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4.8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4.9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4.9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4.7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8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4.7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8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7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4.8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4.9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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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27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領隊導遊實務、幼兒園教學實習、幼兒音樂專題研究、餐旅設施規劃與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理 

 、溫泉產業概論、休閒遊憩與環境保護、亞太政經發展、觀光資源規劃、統計學、自然科學、生產

作業管理、電子商務、經濟學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4.8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5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4.9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4.8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8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4.7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7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6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4.7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4.9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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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28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領隊導遊理論實務、觀光資源規劃、教育政策與法令、電子商務、休閒遊憩、世界風土人情、企業

資源規劃、家庭教育方案設計、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行政、幼兒音樂、餐旅資訊管理系統、統計

學、生產作業管理、公園休憩、烘焙理論與實務、經濟學、自然科學、餐旅衛生安全、國際禮儀、

物聯網概論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4.7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4.8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4.6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4.5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5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4.5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5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3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4.3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4.6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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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35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和菓子製作、餐飲美學、烘焙工藝、烘焙品質管制與實習、烘焙實務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5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5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5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4.9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8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5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9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9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5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4.9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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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23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飲食文化、領隊導遊實務、公園遊憩、休閒遊憩與環境保護、烘焙理論、財務管理、世界風土人情 

 、餐旅衛生安全、餐旅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咖啡實務、旅館管理、教育政策與法令、觀光資

源規劃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4.8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4.8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4.8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4.5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6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4.6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6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8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4.6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4.8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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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次】 

1.身分： 

 本校教師 39 人 

2.任職單位： 

 各系所 

3.參加動機： 

 有興趣、精進教學技巧 

4.欲導入之課程名稱： 

 實用英文、體育、財務管理、自然科學、企業倫理、教育政策與法令、專案管理、休閒遊憩與環境

保護、多元文化幼兒教育、旅館管理、領隊導遊實務、咖啡實務 

5.活動評價： 

問卷題目 平均分數 

1 活動時間安排得宜 4.9 

2 活動場地配置恰當 5 

3 講者整體狀況良好 5 

4 活動主題符合自身需求 5 

5 全程積極參與且能夠掌握活動進度 4.9 

6 參與本活動能夠強化個人之專業知識與教學實務 4.9 

7 參與活動前後，對於創新教學認知之提升程度 4.9 

8 將活動所學導入教學現場或施行創新教學之意願 4.9 

9 對於本校之教育宗旨與發展特色之認同程度 5 

10 對於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度 5 

【說明】每一項目獨立計分，滿分皆為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