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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中醫大合辦「中亞聯大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線上研討會」，發表36篇論文，400人熱烈參與

  亞洲大學（Asia University, Taiwan）與中國醫藥大學6月18日聯合舉
辦「中亞聯大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線上研討會」，廣邀全國教師分享教

學實踐研究執行成果，經徵稿及評審委員嚴謹的審查後，共計36件論文

發表，研討會當天400多人次上線參加，交流氣氛熱絡。

 「中亞聯大」總校長蔡進發校長致詞時引用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

記》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今年雖然遇到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但也開啟了許多問題解決和創新突破的契

機。例如，為了因應疫情的影響，此次研討會改採用線上研討的創新形式

，也讓全國教師不受限於場域與空間，而有更多人共同交流。

圖說：中亞聯大總校長蔡進發（右下）、亞大副校長柯慧貞（左上) 、

中國醫藥大學黃恆立教務長（左下）及教育部中部區域基地辦公室鄭志文教務長

為「中亞聯大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線上研討會」拉開序幕。

圖說：亞洲大學今年度共獲得31件計畫，名列全國大專院校第四名。

  蔡進發校長表示，亞大、中醫大長期重視教學品質與追求教學卓越，
非常支持教師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透過創新研發開展新的教學法、

教材設計等。亞大在107年度獲得補助計畫13件、108年度計達28件，中

醫大107年度與108年度各獲15件、19件補助計畫，成績亮麗。

  亞大副校長柯慧貞希望藉由此次的研討會，提供全國教師一個發表交
流的平台，讓眾多優秀的教師分享對教學現場的系統性觀察和分析，改善

教學場域所遇到的問題經驗。亞大鼓勵教師多研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除

了辦理研習和成果分享會外，也於教師評鑑及多元升等加分，並提供創新

教具、教材、教案的獎勵競賽，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此次研討會，邀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計畫總
主持人黃俊儒教授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現況及未來」為題演

講，黃俊儒教授分享計畫推動的理念，乃結合研究鼓勵教師投入

改善教學品質，並得以教學研究成果升等，也介紹目前執行過程

中所觀察到的正向效果及潛在問題；也十分他鼓勵教師們將成果

寫成論文投稿到專業期刊。

圖說：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儒教授
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現況及未來」為題演講。

圖說：生技農科學門報告者施養佳老師運用三種創新教學融入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中亞聯大主辦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線上研討會

 109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通過名單公佈，
亞洲大學（Asia University, Taiwan）今年度績效再度提
升，本校教師共獲得31件計畫，通過率達49.2%，名列全
國大專院校第四名。



以創新教學法提昇線上教學品質：以混成型遠距教學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圖一：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林豪鏘教授兼系主任(右上)與亞大

柯慧貞副校長兼教發中心主任(左上)、教發中心林佳漢組長(右下)互相同

步分享交流。

 為因應COVID-19疫情，本校推動高品質線上教學；因此，亞

洲大學教學資源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於4月24日

與5月8日邀請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林豪鏘教授兼系主

任講授「線上教學設計：遠距課程設計及班級經營分享」與「從

線上課程的鷹架設計與合作學習談教學實踐與創新」，亞大教師

向來熱衷創新教學，並共計130多人上線參加，結合各領域專長

教師同步分享交流熱絡。

 林豪鏘教授首先分享線上教學的各種軟體及其功能，並分享

以「非同步」影片引導學生上課前自學，再到課程時間「同步」

深入講解、提問、小組合作學習、實做等的混成學習，並以具體

實例介紹如何設計學習活動與鷹架(包含如何經營討論區、如何

結合線上測驗、線上作業、線上觀摩)，並形成另一種類翻轉式

教學；讓教師們知道，「遠距教學絕不只是視訊直播或者觀看影

片而已」。

 林教授也根據過去在遠距教學的授課經驗，歸納出遠距教學

的組成元件作為老師們課程設計的參考。同步教學的組成元件包

括有線上視訊會議、共享(簡報、桌面)、註記、共筆、電子白板

、播放影片、文字留言、錄影等；非同步教學的組成元件包括有

預錄教學影片、觀看教學影片、電子書教材(PDF)、課程內容管

理平台、討論區、線上測驗、線上作業、課程公告等。此外，林

教授也分析了當前常用的遠距教學平台Google Meet(G Suite)、

Microsoft Teams、Zoom，歸納出其優缺點以及特性，作為老

師們選擇教學平台的參考依據。

 在遠距教學方面課程設計上，林教授以線上課程的STEAM 6E做為鷹架，透過

投入、探索、解釋、建造、豐富、評量，並配合各種線上工具的使用以及教學

活動的設計，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此次線上研習活動增進各領域教師瞭解如何運用各種軟體與混成式教學設計

與班級經營提昇線上教學品質，並促進學生良好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圖二：介紹遠距教學常用的不同軟體平台與評價。

圖四：林教授的混成型遠距教學實例。

圖三：林教授分享同步與非同步以遠距教學的組成元件。

圖五：林教授說明STEAM 6E之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