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創新教學實踐實驗補助方案  成果報告 

 

一 分項計畫：分項五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二 課程名稱：生理學(一)、生理學實驗(一) 

三 授課教師：郭祖祥 

四 教學模式或策略：學思達教學法搭配課程中即時回饋系統應用教學 

五 教學實踐紀錄： 

實施的科別：復健科 實施班級：5R103、5R104 

修課人數：110 上課地點：D204、D205 

教學實踐實驗紀錄與描述  (相片與說明) 

 

 

拍照日期：2022.06.16 

照片說明: 於實驗課程之前依據兩班修課同學名單

分別開設好 Zuvio課程平台。 

拍照日期：2022.06.16 

照片說明：於 Zuvio教案平台上設計針對課前

學習單的實施成效做前測，並在課程結束後利

用課程後測評估學習成效。 

  

拍照日期：2022.06.16 

照片說明：課程進行模式採用線上與實體混成教

學，居家線上學習學生以 Meet搭配 Zuvio參與課

程。 

拍照日期：2022.06.16 

照片說明：課堂利用實物投影機搭配耳朵切麵

器官醫學模型投影授課可讓全班同學能同時觀

察到中耳與內耳的細微結構。 



  

拍照日期：2022.06.16 

照片說明：教室實體上課同學依所分組別，共同完

成教師傳統授課結束後之作業，並將答案匯至於白

板上。 

拍照日期：2022.06.16 

照片說明：完成作業後以組為單位，分別上台

報告分享成果。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學生學習成果與回饋 (成績進步情形、或作品、或特定核心能力的前後測結果、

或……) 

(二)、教師個人反思 （就教學實踐結果省思教學困境處理或願景建立的情形，包含實踐後

的教學建議 

 

本次教學實踐研究實驗課程應用開設於復健科生理學實驗課程，內容設計於肌肉與神經系統

兩單元，分別於授課兩個班級，共計約110人次進行與課綱相同內容但互動性較高的課程設

計，並觀察學生於課程中的學習態度與成效。因疫情緣故，課程採線上與實體混成式教學，

課中同樣利用 Zuvio平台設計課中提問與前後測;學前設計課前學習單交與學生課前閱讀，

並在課中進行分組完成作業與報告，課後藉由課程中即時回饋與課後回饋單結果進行質量化

的分析。 

 

 

 

 

 

 

 

 

 

 

 

 

 

 

 

 



 

(一) 學生學習成果與回饋 

1.5R103課程進行中之前測結果: 

 

2.5R103課程進行中之後測結果: 

 

 

 

 

 

 

 

 

 

 



3. 5R104課程進行中之前測結果: 

 

 

4. 5R104課程進行中之後測結果: 

 
 

 

 

 

 

 

 

 

 

 

 

 

 



5.課後回饋單之質量化分析 

 

 

 



 

 

 



 

 

 



 

 

 

 



(二) 教師個人反思: 

本次實驗課程主要目的在於藉由課前學習單與多媒體影片，讓學生從視覺化學習理解生理變

化，並透過學習單講義，減輕實際上課時所接觸之基礎醫學理論壓力。課堂中採BOPPPS教學

模式，引導學生分段學習，並促進同學同儕在課堂中共學與思考，提高學習的參與度、促進

學習動機與成效。 

在學習成果分析的成績部分，依據前後測之結果，兩個接受此次實驗之班級，課後接受之後

測分數皆高於前測分數；此外於質性回饋分析中，班上的同學皆表示此種教學方式對於自己

理解上課內容與增進學習動機有幫助 (96.5%)，課後的質性分享建議中亦可窺見同學們對於

課程的正向回饋。 

此外，於教師本身授課課堂所見，使用Zuvio IRS系統平台有別以往IRS即時回饋系統，學生

可以自身手機連網登入平台，並可進行點名、回答問題、搶答、分小組等互動性高的課室活

動。過往傳統授課方式中須注意學生使用手機狀況亦不復見，因手機在課堂中成為學生必備

之回饋器材，間接也消彌了學生因使用手機而分心於課堂的擔憂。面對現今課堂可能多採混

成教學模式，IRS的即時回饋平台亦為混成教學之利器。 

個人反思此教學方式之缺點在於授課教師須使用更多時間設計並準備學思達教學所運用之教

材或學習單，以增加學生自我學習之參與度；此外，因即時回饋上課方式學生與教師的互動

程度較高，也需花費課堂中更多時間營造互動情境，對於基礎醫學科目之課綱進度維持較傳

統授課方式困難，此為需要思考解決之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