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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數位化的時代，軟體學習成為了現代學⼦必備的課程。本課程所使⽤的軟體為Adobe InDesign，此排版軟體

的應⽤範圍廣泛，舉凡各種出版與印刷物的編輯排版設計完稿都需要，更是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必備的操作能⼒之

⼀。Adobe InDesign於1999年發佈，能與業界普及率超⾼的Illustrator、Photoshop界⾯相容，軟體操作的⼀致

性等特點都受到了使⽤者的青睞。

　　本課程研究實施於課後輔導班級，由於該⼤學的課後輔導班級開放校內各系級學⽣皆可免費報名參加，因此學

⽣來源無法掌控，學習背景更是有相當的差異，因⽽決定運⽤「合作學習法」融入課程。教學過程中，教學者以

「⾏動研究」為基礎，針對教學現場的特定問題進⾏觀察研究，並結合學者專家的⼒量，持續不斷的⾏動與反思，

來解決實際所遭遇的問題。將課後輔導班級中來⾃不同科系的學⽣，採⽤異質分組進⾏學習，藉由同儕間的合作交

流，提升學習效益。

　　研究分析採取個別化評量，再輔以文件分析、檔案歷程評量、教學滿意度調查表以及個別訪談，並針對學⽣上

課前後版⾯編排作品進⾏分析，以了解學習成果之差異。研究結果顯⽰，學⽣對於合作學習融入InDesign排版軟體

學習感到滿意，除了操作問題解決外，組員也透過教導別⼈加深對軟體操作的印象。

壹、教學研究設計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主要是善⽤同儕之間互助的能⼒，共同完成學習⽬標和提升每位學⽣學習

成效。異質分組（heterogeneous grouping）則是就學⽣的學習背景、專⻑、學習成就、本⾝的特質和屬性加以

編組，使其彼此互助合作、相互激勵，並經由討論、同儕指導、⼼得分享等⽅式，相互提攜以達成學習⽬標（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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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黃政傑、林珮璇，2008）。分組的分法可分為隨機法和立意法兩類。本課程是依據軟體操作能⼒為分

組條件，將學⽣分成ABCD三~四⼈，為了使⼩組成員有著良好的互動效果，⼩組⼈數不宜過多，以免有些成員被

邊緣化。只要學⽣有進步，不管進步的是什麼，老師都應該⿎勵。⽽且所謂的分組合作學習不能單⽅⾯由能⼒佳的

教導引領學習落後的學⽣，也不能僅讓學⽣們⾃成⼩組⼀起討論教材。⽽是組內每個學⽣都必須要擔負⼀定的教與

學之職責，落實相互教導與學習（賴光真，2016）。分組交代個別任務給AB或CD，當他們知道⾃⼰是這個任務的

老師，他們會努⼒⾃⼰搞懂，協助同儕學習，完成後也會更有成就感。（Farenga, Stephen J., & Ness,

Daniel.，2005）

　　黃政傑與林珮璇（2008）指出，合作學習的教學過程，包括教師教學、學⽣分組、進⾏學習、學習評鑑、學習

表揚四個部分。有別於傳統教學模式，將全部時間⽤於全班教學上。據此，本課程教學活動內容，包括教師的講

授、演⽰以及問答解惑外，藉由分組學習給予實作主題任務，並推派出⼩組⻑負責統整與分配⼯作。讓每位⼩組成

員得以積極地參與活動，聽取別⼈的建議、尊重別⼈的意⾒，也培養討論、發表、辯論、整合與評鑑等能⼒。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場域以研究者所教授的課後輔導班級「InDesign排版軟體」課程為主。研究對象為四⼗位學⽣，分別是

⼯業設計系⼆⼗九位⼤學⽣、⽣活創意設計系四位⼤學⽣、應⽤英語系六位⼤學⽣及資訊科技系⼀位研究⽣。根據

基本能⼒問卷調查（⾒附件⼀），⼤部份同學均有相關軟體基礎操作經驗。其中⼆⼗位學⽣具有Illustrator、

Photoshop操作經驗，但都對InDesign排版軟體操作不甚熟悉，其中⼗⼆位同學則完全無設計相關軟體操作經驗。

本研究藉由合作學習「學⽣⼩組成就區分法」，針對四⼗名學⽣進⾏異質分組教學，經由討論、同儕指導⽅式進⾏

教學，以完成學習⽬標。

⼆、研究⼯具與資料蒐集⽅式

　　由於傳統的評量⽅式會在教學現場將學⽣作品提出共同比較討論與評量，其結果對於能⼒差異懸殊的班級較不

適合。因此，本研究以個別化評量為主，採⽤檔案歷程評量、個別訪談、教師教學⽇誌、學⽣出席⼼得表、教學滿

意度調查表等多元⽅式評估，以了解學⽣學習成效。

（⼀）檔案歷程評量

　　本課程主要讓學⽣運⽤軟體進⾏版⾯編排設計，每週上課均由教師進⾏演⽰教學、訂定主題，再透過同儕互助

學習情況下共同完成作品。將前後學習歷程作品彙整作為成效評估樣本，再以本研究整理之InDesign排版軟體操作

評量指標針對學⽣作品進⾏分析評估。

　 　 本研究檔案歷程評量表，採⽤「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軟體⼯具書以及本研究擬定之課程⼤綱、教

學進度表內容作為設計依據，歸納出InDesign排版軟體操作評量表，針對學⽣排版作品進⾏評量，以作為該軟體學

習成效評估之依據。評量表內容如附件⼆。

（⼆）訪談表

　　依據研究者⾃編之半結構式訪談⼤綱進⾏訪談，內容包含三部份，分別為學⽣對於合作學習分組討論狀況陳

述、InDesign排版軟體操作瞭解度與順暢度，以及學⽣對於整體教學⽅式之滿意度。本研究透過⼀對⼀⽅式蒐集訪

談相關資料，且訪談過程全程錄⾳，以利於編寫成逐字稿。每週下課後訪談兩⾄三位同學，每次約15分鐘⾄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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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訪談完成後，將訪談錄⾳檔編碼製成逐字稿，對於有遺漏或疑問部份再⾏詢問受訪者，以避免造成誤差與偏

⾒。訪談表內容如附件三。

（三）教師教學⽇誌

　　教學者於每週下課後填寫教學⽇誌，其內容包含當天教學⽇期、時間、地點、教學科⽬單元、教學內容摘要、

學⽣問題或需求及教學照片紀錄。藉由課堂上教學者從旁觀察學⽣合作學習討論情形及軟體操作狀況，據實紀錄學

⽣的反應與改變，以作為資料分析評估。教學⽇誌表如附件四。

（四）學⽣出席⼼得表

　　每位學⽣於每週上課時拿到⼀張出席⼼得表填寫單，紀錄個⼈上課情形、學習狀況，並於下課前繳回⼼得表

單。藉由學⽣們填寫的⼼得內容，瞭解學⽣學習狀況及學習問題陳述，除了讓學⽣回顧並瞭解⾃⼰在這三個⼩時內

學會了哪些軟體操作，也可作為教學者教學回饋與課程改善之參考。學⽣出席⼼得表如附件五。

（五）教學滿意度調查表

　　研究者為了考量⼀對⼀訪談時，受訪對象會因內向、考量教師感受或其他因素，不敢、不願表達對於教學之滿

意度，因此，透過填寫「匿名式」的教學滿意度調查表，讓學⽣在沒有壓⼒下填答，以誠懇、放⼼的情緒表達出內

⼼真正的學習感受，以作為課程調整與教學改進之依據。

貳、課程實施成果

⼀、學⽣對合作學習融入InDesign排版軟體教學的學習狀況

（⼀）學⽣出席⼼得表

　　學⽣對於學習新的軟體感到擔⼼，害怕⾃⼰跟不上進度，但經過⼀學期的操作練習以及教學者⽰範教導和同儕

互助學習後，普遍對於InDesign排版軟體操作熟悉度提升，也感到受益良多。

今天老師給我們一個觀念，是字元樣式與段落樣式，一開始不太懂怎麼使用，後來請教同組的組員後，才漸漸懂，

真的是個很好用的工具（32D1080122）。

我覺得圖形置入圖片這個部份好實用，因為這樣就不用又要到Photoshop修改了，還有頁碼的製作，常常會不小心

忘記他的快捷鍵，還好透過同學的提醒，馬上就想起來了（14D1080123）。

（⼆）教師教學⽇誌

　　藉由每週撰寫之教學⽇誌，紀錄學⽣的學習反應與改變。⼀開始異質分組對於學習成效較不明顯，可能由於組

員間彼此尚不熟識，但透過幾週的相處與討論後，同儕間關係漸漸熱絡，便達學習成⻑效果。

今天上課採異質分組方式進行，讓同學們依照組別就座，希望在上課範例演練及開放自行練習的同時，較不熟悉的

同學可以藉由異質分組，請教其他會的同學。一開始，這樣的方式，對於大部份同學較無差異，但對於少數幾位同

學較有幫助，而針對軟體較生疏的學生也特別安排較為熱心、耐心、上手的同學與他同組，果然有達到同儕教學的

效果（3C10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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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上課內容為廣告產品型錄製作練習，主要了解建立表格、均分表格、編輯表格，藉由範例介紹與示範讓同學瞭

解表格的設定與應用。下課前，請各組同學將今天課堂練習檔案繳交到網路上分享空間，讓大家看到其他同學的作

品，相互觀摩、指教與成長，同學們看到其他人做的作品，除了讚賞外，同時也檢討自己的作品如何能更好

（3C1080211）。

（三）個別訪談

　　透過訪談資料瞭解到學期⼀開始學⽣對於接觸新軟體⽽感到害怕，但⼜希望可以藉由課堂學到東⻄，充實⾃

⼰。經過每週的上課操作練習，同學們發現許多DM設計看起來簡單，但內容仍有許多細節要注意，因此，認為每

次上課內容皆相當實⽤，對於⾃⼰都能擁有的⼩進步⽽感到開⼼。

第一次上課也第一次使用這個軟體，希望能學到很多東西（2B10801021）。

雖然DM看起來很簡單，但內容有很多細節要注意，每次來上課學的東西都不一樣，所以每次都能有小小的進步！

（16B1080125）。

今天教小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感覺很實用、很好玩（27B108128）。

這學期對於ID這款軟體的認識真的是從無到有，現在基本的功能都學會了，並且能做出一些基本排版作品了，這和

教師的認真教導及組員的相互指導息息相關。另一個收穫是，老師上課經常帶各種優秀的學習資料給我們看，還推

薦我們各種書籍，這裡面書有很多本我後來都有買，希望老師，以後繼續推薦，感激不盡！！！（32B1080227）。

 ⼆、學⽣對合作學習融入InDesign軟體的教學滿意度

（⼀）教學滿意度調查表

　　教學滿意度調查表調查結果顯⽰參與InDesign排版軟體課後輔導課程的學⽣普遍對於上課採取「合作學習」教

學感到新奇與認同，認為此種⽅式能引起學⽣主動學習興趣，並透過同儕互助合作的良好互動下，對於整體上課氣

氛感到滿意。

　　其中滿意度最低的是學⽣分組互動、互助學習的部份，透過個別訪談與⼼得表資料分析得知，由於參與的學⽣

分別來⾃不同科系、不同領域，相處時間也只有每週上課的三⼩時，彼此仍較為陌⽣。因此，除非真正遇到問題才

會相互請教與學習。研究者認為這種情形的優點是學⽣會專注於上課內容，鮮少與同儕聊天嘻鬧；反之，學⽣則會

因為害羞、內向⽽放棄向同儕發問，喪失合作學習同儕指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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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結論

　　經由課後輔導課程實施與研究結果，藉由訪談內容資料得知，學⽣認為上課內容充實、受⽤，並對於每次操作

都呈現進步⽽感到開⼼。由學⽣⼼得表、滿意度調查結果顯⽰參與InDesign排版軟體課後輔導課程的學⽣對於上課

採取「合作學習」教學感到新奇與認同，透過同儕互助合作的互動下，對於教學⽅式與整體上課氣氛感到滿意。⽽

其中滿意度偏低的是學⽣分組互動、互助學習部份，其主要由於參與學⽣分別來⾃不同科系、不同領域，相處時間

短暫，熟識度不深，部份同儕間除非真正遇到問題才會相互請教，平時互動上並非相當熱絡。研究者認為這種情形

的優點是學⽣會專注於上課內容，鮮少與同儕聊天嘻鬧⽽分⼼學習。

　　最後檔案歷程評量部份，學⽣學習歷程作品，由三位評分者進⾏評量後，結果顯⽰⼤部份作品中，基本技能操

作及版⾯設定均有達到標準，⽽InDesign排版軟體最受⽤的⾴碼設定、文字樣式及繞圖排文是學⽣較常使⽤的操

作，特效應⽤及表格設定則視版⾯主題需要⽽斟酌運⽤之，作品元素、技法與整體表現相較於上課前的作品確實呈

現進步，尤其是非本科系的學⽣，進步相當多。

　　本研究對象班級為課後輔導性質，許多學⽣於學期初興致勃勃報名參加，也在課堂上認真學習、操作，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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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末會隨著其他正式課程作業與報告的累積等因素，出席率有降低之趨勢，造成某些課程學習進度上無法銜接。

但基於課後輔導的精神，教學者除了耐⼼重覆講解外，也讓合作學習異質分組的教學⽅式發揮效果。若組員中有因

為缺席⽽出現學習斷層者，便可透過同儕間相互指導⽽完成操作。最後，不但解決了學⽣的問題，同時也讓教導其

它組員的同學在透過教導過程間接地加深軟體的操作印象。

⼆、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排版軟體操作進⾏教學，鮮少給予學⽣排版編排的美感概念與發想，雖然學⽣作品透過軟體操

作技能的加強後，確實使版⾯美感與排版成熟度提升，但若於課堂中將版⾯編排概念融入課程教學，讓學⽣學習軟

體操作的同時也培養視覺美感的提升，相信教學成效與學習效益也會相對提升。

　　綜上所述，合作學習僅是課堂教學的其中⼀項⽅式，可以針對能⼒不均的班級同時進⾏教學，還能讓學⽣透過

教導他⼈⽽提升軟體操作印象，達到互助學習。但若要使學⽣擁有完整、良好的學習，教學者勢必需要時常透過進

修、充實專業能⼒，再搭配此教學⽅式，⼀定能讓教學品質更優化。

　　另外，由於本課程實施是課後輔導性質，沒有學分限制，更不會強迫出席，學⽣易因為個⼈因素，將翹課理由

合理化，⽽影響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因此，建議相關教學與研究，可將教學時間拉⻑，以⼀學年為單位進⾏授課

教學，並且融入於正規課程，藉由學分之限制，可讓學⽣學習更為主動，也可更加提升學⽣出席率及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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