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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 
行動研究 

 

戰寶華＊ 

 

肇因於 2030 雙語政策與 2024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全英語課程

在目標達成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而本研究藉由行動研究剖析翻轉教室

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歷程及影響。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探索 A 大

學博士班學生，並藉由期初、期中、期末三大循環之螺旋循環探索模式分析行

動影響，而每一大循環包含「規劃－實施－觀察－省思－調整」等五項步驟之

小循環，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本研究之貢獻在於發現可行的課程融入模式，

且研究發現，透過期初預行階段、期中執行階段、期末評估階段之行動歷程可

有效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全英語課程，有益於學生之學習投入及成

長，並能展現參與意願強化、專業能力增強與學習滿意提高之成果。最後，據

以提出對開設、講授及修習全英語課程者之建議，以利為推展全英語課程提供

實務上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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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to EMI Courses 

 

Pao-Hwa Chan＊ 

 

Owing to the “Bilingual 2030” policy and the plan of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by 2024,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courses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goal achievement. This is an action research study that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to EMI courses by examining doctoral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Taiwan. The spiral 

exploration mode of the three major cycles wa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for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actions. For each cycle, five steps were implemented: 

“planning-implement-observation-reflection-adjustment”. The study discovered feasible 

integration models through the action procedure of the preparatory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and the evaluation period, where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we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s. In addition, the 

integrated model was beneficial to students’ learning growth, strengthen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enhancing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ose who wish to set up, teach and 

take EMI courses to provide practical inspirations.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EMI, flipping classroom, problem-based learning 

 

                                                           
＊ Pao-Hwa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Ping T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pchan@mail.nptu.edu.tw) 



戰寶華 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

 

 

- 3 -

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 
行動研究 

 

戰寶華 

 

壹、緒論 

 

英語不僅是國際社會公認最重要之語言，亦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而且全球

已有 75 個國家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洪秀菊，2014；Genc & Bada, 2010）。教育部依

據 2030 雙語政策，2021 年 9 月啟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期能在 2030

年有至少 40 所大專校院之 10%大二、碩一學生修習兩門以上全英語課程（教育部，

2021），以利在專業知識之上，進一步強化國人英語能力，增強全球競爭力（行政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2021）。但陳麗珠與程台生（2011）指出，在臺灣的一般大學課程中，普

遍推動全英語教學有其限制，但受到學術發展國際化之影響，落實全英語教學確有其

必要性。陳雅齡與廖柏森（2012）則研究發現，未具備良好英文聽說基礎之學生，對

於全英語課程常有嚴重焦慮感，而影響其修課與學習意願。胡全威（2014）亦研究發

現，全英語課程具有學生挫折、語言問題等既有挑戰，亦即學生在陌生語彙環境下，

不僅學習速度較慢，且容易產生挫折感，而降低學習興趣。 

研究者雖已曾開設多門全英語授課之研究所專業科目，且因其課程乃是師生全程

於課堂中以 100%之英語進行授課、討論、閱讀、撰寫與評量，致使學生因缺乏自信

而修課參與之意願不高。爰此，研究者思考改採不同教與學模式，在維持 100%全英

語進行課程所有相關活動之前提下，但以學生多元表現為規劃主軸、學習歷程為評量

參酌，期望強化學生自信心與提高參與意願，並能深刻體驗沉浸於就讀英美國家研究

所之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強化學習感知與效果。但因是創新嘗試，故其歷程縝密攸關

執行良窳，實應藉由行動研究構思與紀錄，此乃本研究之動機一。 

過往研究者於教導全英語課程時，採制式講授與提問模式，但亦會不定時上傳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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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資料，發現有課前預習補充資料的學生：經常為之者，在課程專注度及討論參與性

皆較高；偶有為之者，在當週討論參與性亦較好。因此研究者希冀採用翻轉教室

（flipping classroom）之概念，於每週課前用全英語錄製課程綱要與重點說明，並設

計簡單討論問題，促使學生在課前藉由觀看視頻，而能瞭解當週課程輪廓與內容，進

而提高參與信心。Amstelveen（2019）研究發現，在翻轉教室與非翻轉教室之對照下，

學習者更喜歡翻轉教室，而其視頻講座有助於他們學習更多的課程內容。Zainuddin

與 Halili（2016）亦研究發現，翻轉教室可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並由互動學習活動獲

得自信，亦即翻轉教室可透過課外進行較基礎之知識獲得與理解的認知工作，以利在

課堂上聚焦於較進階之知識應用與分析的實踐活動，進而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參與

互動與學習成績。爰此，研究者希冀藉由翻轉教室概念之創新教學模式為媒介、教師

之專業教學能力為導引、學生之有效學習成長為基礎，提高教與學之品質，引領學生

透過翻轉教室之創新模式以驅動學習意願與提昇參與度。此乃本研究之動機二。 

研究所之學習首重邏輯哲思，若能用案例探討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並將思考結果

以概念圖呈現，可提昇發現問題與思考解方之知能。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一種教學與學習策略，以培養批判性思維與解決問題之能力，並以獲取知

識技能及改變行為模式做為主要目標（Rogal & Snider, 2008）。Gillette（2017）指出，

問題導向學習是基於認知學習理論，促使學生能夠藉由個人反思與小組互動以積極地

構建解決問題技能，從而獲取學科知識與深化記憶之有效工具。Bashith 與 Amin（2017）

亦研究發現，問題導向學習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有效教學方法，而問題導向學習模式

可強化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與學習成果。爰此，研究者希冀運用問題導向學習之有

效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之學習成效，促使學生透過問題導向之學習方法

以優化知識建構能力與學習滿意程度。此乃本研究之動機三。 

依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究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行動歷程。 

（二）分析翻轉教室模式及問題導向學習對全英語課程之參與及學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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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全英語課程 

Tarnopolsky（2013）指出，全英語課程乃是在母語非英語之國家，於課堂中完全

使用英語來教導學習內容，並在學習過程中強調英語環境之整體性與沉浸感。陳麗

芳、蘇秀妹與游淑儀（2011）研究指出，沉浸式英語授課是讓高等教育學生增進英語

能力之最佳模式，亦即讓學生完全沉浸於全英語的學習環境中，能夠有效增進學習效

果。Tian 與 Hennebry（2016）亦研究發現，教師如何闡述與解釋授課內容，攸關學生

學習表現，因此教師須具備良好技能與適應能力，以根據學生的熟練程度適時調整詮

釋方式，以對專業領域學習做出有益貢獻。Barrow 與 Markman-Pithers（2016）則指

出，無論何種學習模式，提高課堂品質是幫助學生有效獲得知識之最佳方式。 

提昇全英語課程成效之因素包含教師、學生、與課程教材（林麗菊，2014）。陳

超明（2014）指出，適任之全英語課程教師，不僅需具備良好語言能力之外，亦需具

有課室經營管理及教材規劃組織之傑出能力，並將知識與語言密切整合，讓學生直接

以英語詮釋與思考模式來領會課程內容。Supriyono、Saputra 與 Dewi（2020）亦認為，

沉浸式英語（English immersion）是最佳全英語課程的實踐方式，可從課程設計、實

施方式、學習評量等活動著手，並以教師之專業能力為關鍵核心，編輯符合參與者專

業能力與需求之各式教材，促使學生能夠快速且持續地得到改進動力，讓學習過程變

得更有效。Stegall（2021）亦認為，藉由創新教學策略與適用教材作業之相互結合，

可讓學生於沉浸式英語學習環境中，自然地有效習得英語能力。 

二、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已成為高等與各級教育積極倡導之一種學習方法（Strelan, Osborn, & 

Palmer, 2020），其藉由在課前傳遞課程概念，以利於課堂中進行更高層次之思維活動，

不僅可增強知識實踐、批判思維與解決問題之能力（Senali et al., 2022），還能提高學

生之自我效能感（Namaziandost & Cakmak, 2020）。Awidi 與 Paynter（2019）亦研究發

現，預先錄製課程視頻與著重課堂討論模式，可進一步增強學生在課程中之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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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果。因此成功的翻轉教室應該有三個主要目標：協助學生成為批判性思考者、課

程設計充分吸引師生興趣、促進學生對教材之深刻理解（Gillispie, 2016）。Long、

Cummins 與 Waugh（2017）更指出，為能有效落實翻轉教室課程，教師應確保學生課

前預習準備、規劃良好課程架構流程、依據學生反饋調整修正、以及提供課堂適當即

時回饋。Moraros、Islam、Yu、Banow 與 Schindelka（2015）研究發現，有 80%之碩

士研究生認同翻轉教室之顯著有效性，因為翻轉教室提供學生更多訓練批判性思維之

機會，以及促進獨立學習之能力，而且教師亦可更靈活地廣泛應用教材，以及提供即

時之反饋與指導。 

黃政傑（2014）亦引用國外線上 500 位實施翻轉教室之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發

現 88%的教師表示翻轉教學提昇了工作滿意度；80%的教師表示學生的學習態度有顯

著改善；67%的教師表示學生的考試成績有顯著改善；99%的教師表示明年仍會再使

用此教學策略，研究證實推動翻轉教室之正面成效。羅寶鳳（2016）認為，國內教育

現場則以廣義之翻轉概念為主，衍生不同翻轉教室風貌，諸如，學習共同體、活化教

學計畫、學思達教學法、磨課師（MOOCs）課程等不同模式。Cevikbas 與 Kaiser（2022）

亦認為，雖然目前對於翻轉教室的定義仍未達成共識，但教育工作者與研究人員一致

認為翻轉教室具有深化學習效果與提高教學品質之功能。無論何種形式，Zainuddin

與 Halili（2016）即研究發現，翻轉教室能夠提昇學生學業參與動機與意願，因為學

生不僅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學習，亦能由課堂互動獲得更多知識與滿足感，對學生之

學習成效、參與動機、師生互動皆有明顯助益。Nja 等人（2022）亦研究證實，翻轉

教室為學生提供一個可依自己節奏而反覆學習的平台，從而更易於理解抽象概念與應

用實務知能，並改善學習態度與提高學業成績。 

三、問題導向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已在全球許多大學實施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藉由與

專業相關之問題討論，協助學生獲取更高思維層次之問題理解及解決的知能（Dolmans, 

Loyens, Marcq, & Gijbels, 2016）。易言之，問題導向學習乃是植基於蘇格拉底式與建

構主義教學之原則，而蘇格拉底式提問之目的即是探究構建知識層面，藉由評估過去

經驗獲得解決問題之相關知識，進而促使學生逐步發展批判性思維，衍生問題導向學

習之預期理想結果，所以問題導向學習與批判性思維理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Henson, 2003；Rogal & Snider, 2008）。吳清山（2002）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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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真實世界問題解決之實作與討論，培養學生主動探究、邏輯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

力，所以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目標不僅是學習知識，亦是培養能力。Hmelo-Silver

（2004）強調問題導向學習之設計，需聚焦於能夠幫助學生們構建廣泛而靈活的知識

庫、培養優秀的解決問題能力、展現自發性終身學習意識、成為有效的跨領域合作者、

具備持續學習之內在動力等五個重要目標。Ceker 與 Ozdamli（2016）則指出，問題導

向學習模式對師生具有學習承擔責任、發展團隊合作、展現創造力與領導力等優點，

但亦有教師需要專業能力適應變革、學生需要較長時間思考問題、行動需要更充足之

研究支援等限制。 

Bashith 與 Amin（2017）研究發現，問題導向學習模式對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與學習成果，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此外，Arviana 與 Dewi（2018）；Hussain 與 Anwar

（2017）亦皆發現，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策略在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批判性思維技

能等方面，效果顯著。Roh 與 Kim（2015）則研究發現，整合問題導向學習與模擬教

學策略，對學生學習動機與知識技能之效果，顯著高於單獨問題導向學習，可以更有

效地增強內在目標取向與任務價值，以及自主學習表現、解決問題知能等面向之學習

效果。而 Chao、Chen 與 Chuang（2015）將合作問題導向學習融入計算機輔助設計課

程之翻轉教室教學，其研究結果亦顯示融合兩種教學模式能夠提昇學生的學習態度、

學習動機和自我評估的能力。 

四、翻轉教室、問題導向學習與全英語授課之相關研究 

Park（2017）研究發現，使用翻轉學習與問題導向學習於英語文學課程，對鼓勵

學生理解文學作品以及發展思維能力最為有效，且呈現出更好之教學效果。學者指出

（Soleymani, Aliabadi, Zaraii Zavaraki, & Delavar, 2021, 2022），基於問題導向教學之翻

轉學習模式，可提高學生在英語學習中的自主學習效果，並讓教師能夠有目標地選擇

正確的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生英語技能水準，亦即從專家的視角出發，選擇有明確目標

的正確教學方法可以解決英語教與學問題，同時還可啟動更高層次之解決問題思維過

程，增加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之責任感、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創新創造能力。 

Singh、Singh、Mohtar 與 Mostafa（2017）研究發現，翻轉教室對高等教育中的

第二語言學習者具有積極之影響效果，亦即翻轉教室模式不僅可促進主動學習意願，

亦有助於提高口語溝通技巧與交流能力。Al-Naabi（2020）指出，翻轉教室已被公認

是將英語作為外國語（English as forging language, EFL）教學課程之有效教學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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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實其能增強學生在語法理解和使用能力，並促進積極學習之態度。

Kawinkoonlasate（2019）亦發現，整合翻轉教室教學技術於 EFL，可積極協助學習者

提高英語語言技能。Abedi、Keshmirshekan 與 Namaziandost（2019）研究比較翻轉課

堂與傳統教學對中級英語學習者英語作文寫作之影響，發現使用翻轉課堂教學可更有

效地提昇英語寫作能力，且學生投入時間愈多，學習品質感知即愈高。Lee（2017）

則結合 eLearning 平台於翻轉教室，並發現其對強化英語課程學生之主動學習以及實

踐輔導提供更多機會。 

在高等教育領域，將問題導向學習整合於翻轉教室可促使大學課堂轉變成為一個

積極的學習環境，並讓學生有機會應用概念以解決問題（Diningrat, Setyosari, Ulfa, & 

Widiati, 2020）。Yurniwati 與 Utomo（2020）指出，結合問題導向學習於翻轉教室有助

於發展高階思維技能，並可增加自主學習與協作之機會。Chis、Moldovan、Murphy、

Pathak 與 Muntean（2018）亦研究發現，結合翻轉課堂與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方法實

具有效性，並能提供學生愉快的學習體驗。Love、Hodge、Corritore 與 Ernst（2015）

亦指出，個人課程與組織皆可運用翻轉教室之混合學習方法，以強化教學效果並提高

學生之學習成績與滿意度。 

綜合而言，由文獻探討之探究可知，行動研究結合翻轉教室模式、問題導向學習

於全英語課程，應能透過教育情境中之行動省視的形式轉化，改善教學現場問題與提

昇教學實務效益，而翻轉教室以增加學生自主學習動機、高階思維技能、以及問題解

決知能為目標（Frydenberg, 2013；Strayer, 2012），且問題導向學習亦具有學習承擔責

任、發展團隊合作、展現創造力與領導力等優點（Ceker & Ozdamli, 2016），對提昇全

英語課程之教學效能、促進全英語課程之學習成效，具有具體可行之研究價值。此外，

Thislethwaite（2014）認為，結合翻轉教室教學與問題導向學習是未來教育之創新教

學模式，Hack（2016）亦研究發現，結合兩種模式可獲得正面之學習成效。易言之，

縱向整合積極之教學文化、靈活之教學方法、系統化之教學安排，並建構優質學習環

境，都有助於學生進行有效學習（Thomson, Anderson, Haesler, Barnard, & Glasgow, 

2014）。教師實應依據教學目標，選擇適切課堂教材、運用適當教學方法、善用教學

資源媒介、以及採用合適評量方式，促使學生獲得高品質的學習經驗，同時亦須因應

學生的不同需求而調整教學方法，提昇學生學習成效（Tartwijk, Brok, Veldman, & 

Wubbels, 2009）。爰此，全英語課程結合對教與學成效顯著之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

習模式，應能產生有效激盪並達成提高教與學效果之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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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行動研究因結合行動與研究以解決教學實務現場的問題，並可加速實務與理論之

融合（蔡清田，2013），Lune 與 Berg（2017）亦指出，採用技術的／科學的／合作的

形式（technical/scientific/collaborative mode）之行動研究的目的即是，參照相關理論

架構來發展與擬定行動方案，以試驗此一行動方案對研究對象之功能與改變。而本研

究探討實施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在全英語課程之影響，包含兩項教與學之實務主

軸。第一，當融入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時，如何重新訂定教學之行動歷程，需要

從教師備課與教學設計之角度去觀察。第二，本研究需分析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

的實施，對全英語課程之學生參與及學習效果之影響，亦需要從師生互動與學生感受

之角度去觀察。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較適合採用質性分析與行動研究的方法，以訪

談、觀察與文件搜集之方式（Bogdan & Biklen, 2007；Denzin & Lincoln, 2018），理解

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在全英語課程之融入歷程及對教師備課、教學設計、學生學

習之影響，希冀在創新課程模式及參與個案有限之前提下，可進一步瞭解課程運作之

教學歷程與學習成效，讓行動實踐能有完整之檢視與反思的機會。 

甄曉蘭（2003）更指出行動研究應用於教育研究具有無限價值，因為教育事務常

涉及多元價值與多重選擇，教育決策又非完全理性經營過程，慎思決策更是複雜的實

踐藝術。為深入瞭解教育活動之本質，增進教育實踐之合理性與效能性，行動研究提

供最佳探討實踐技巧與理解複雜概念之動態解析過程（McKernan, 1996），最能藉由直

接行動參與，釐清實際問題、擬定可行方案以及解決相關問題。此外，行動研究具有

以解決實務問題為導向、在特定情境中發掘問題、實務工作者之研究參與、研究發現

支持行動修正、動態螺旋循環反思過程、促進實務領域專業成長等特色（McNiff, 

2013；Stringer, 2014）。Schon（2017）亦指出，反思行動可分為行動前反思（reflection 

for action）、行動中反思（reflection in action）、行動後反思（reflection on action）等三

種類型，其並無固定順序且呈螺旋交織之狀態。因而教師可交互運用以利透過反思環

節，對特定事件進行回顧、尋求解釋、分析思考與重構觀點，進而幫助自己建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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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實踐之具體作法（簡梅瑩，2008）。有鑑於此，本研究之主軸在於螺旋循環探索

模式，藉由期初、期中、期末之三個大循環，探索分析研究問題，而每一大循環包含

「規劃－實施－觀察－省思－調整」等環節，亦即「規劃：規劃課程模式」、「實施：

實施授課引導」、「觀察：觀察蒐集資料」、「省思：省思檢視成效」、以及「調整：調

整現有流程」等五項步驟的小循環。研究概念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圖 1 可知，除螺旋循環探索模式之外，本研究因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

於全英語課程，期使能提高學生主動學習之意願及成效，因而於行動歷程亦藉由背景

（context）、投入（input）、過程（process）、結果（product）之 CIPP 模式反思多元評

量、創新課程、師生互動、表現環境等效果。因 CIPP 模型可針對行動目標、方法擇

定、計畫實施、調整修正做出最佳決策之參酌（Gunung & Darma, 2019）。而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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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問題導向學習之結合方式則是利用課前、課中與課後等三階段，融合兩者之關鍵概

念及作法，亦即於課前傳遞數位式課程重要概念與案例情境；於課中進行界定問題、

確認事實與構思解決方案之更高層次的思維討論活動；於課後透過學習檔案紀錄與數

位平台互動，以落實思考脈絡及行動方案之再省視（Nantha, Pimdee, & Sitthiworachart, 

2022；Seibert, 2021；Senali et al., 2022），期能有效提高學生主動學習與提升批判思考

及問題解決能力。 

二、個案課程 

（一）研究個案與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 A 大學開設之博士班管理學（management）相關範疇之全英語課程

進行研究分析，該課程師生皆以 100%英語（English-only）進行授課討論、教材閱讀、

作業撰寫、學習評量等所有教與學之活動，並有 2 位本國籍與 1 位越南籍博士生參與

（因其為必修課，同一學期有另外開設以中文授課之班級，則有 8 位本國籍博士生參

與），其中，2 位本國籍博士生是在職教師且有行政經歷；外籍博士生則是該國大學之

國際事務長，3 位皆有管理學之基礎知能。因而本課程之教學目標著重進階專業實務

知能、組織管理技巧、以及分析、評估、決策與問題解決能力之培養，課程內容包括

策略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教學大綱如附錄 1），而課程之成績

考核方式包含全英語之課堂參與討論、期末報告、以及學習檔案（涵蓋每週省思、案

例探討分析結果、概念圖繪製與自我學習評估），皆為本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之範疇。 

學者指出（Aldiabat & Le Navenec, 2018；Bowen, 2008），研究者可依據研究範疇、

個案特質、執行經驗、可用資源、以及對相關議題之認識程度等五項因素加以評估所

需之研究樣本數。而本研究選擇之 3 位博士生個案於不同學制任教，具有異質性且經

驗豐富，同時研究者熟悉相關研究方法與研究議題，可掌握研究本質及洞悉關鍵情

境。Yin（2018）亦指出，個案擇定之原因包括關鍵（critical）個案、極端（extreme）

或獨特（unique）個案、具代表性（representative）或典型（typical）個案、以及過往

研究不易探究之揭露式（revelatory）個案等四大類別。而本研究選擇進行研究之個案

即符合上述多類原因，不僅因博士生之學經歷多達成熟階段，能更清晰表達效果認知

與優劣感受，且在學術產業發展具有代表性的意義與位階，又是過往於學習效果之研

究議題不易探究的揭露式個案類型。因而本研究以此 3 位博士生來探究翻轉教室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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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導向學習對全英語課程之參與及學習的影響，具有獨特研究取向之意義。 

（二）教學活動與設計 

每週課程依據教學大綱排定之議題，進行全英語內容之沉浸式授課，並融合翻轉

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特色，分為課前、課中、與課後依序進行不同之教學活動設計。

首先，於上課前，自製課程內容簡報、自錄簡介視頻及備妥期刊文章等數位資料，且

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供學生瀏覽預習，但其中會隱藏數個與本週排定議題相關之測

驗問題。Mohammed 與 Daham（2021）指出，測驗的目的是獲得即時反饋。其次，於

上課中，運用師生討論互動模式檢核隱藏問題之瞭解程度，以判斷學生預習成果與進

行適當專業知識之討論及說明。若遇個案分析討論，則著重情境分析、問題界定、解

決方法之思維層次討論，並以概念圖呈現分析之脈絡關係。Forster、Maur、Weiser 與

Winkel（2022）指出，混合式學習設計可激勵學生學習並提高師生互動。再者，於下

課後，利用學習檔案反思與紀錄學習收穫，且運用數位學習平台進行問題諮詢或心得

交流。Nantha 等人（2022）指出，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結合將轉變學生為自主

學習者。最後，授課教師亦會隨時觀察學生參與及表現，適時給予協助與解惑。茲以

下列實例說明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融合方式與教學設計。 

本研究之個案課程在第 58 週乃排定策略規劃分析（analy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

之主題，並依序於各週討論：環境偵測與情境分析（environmental scan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關鍵事件與選擇之決定（determination of key issues and choices）、發展策略

計畫（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plan）、成效評估（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等內容，

並於第 8 週結合策略管理之個案分析討論。執行方式如圖 2 所示，期能融合翻轉教室

課前預習與課中進階討論之特性，以及問題導向學習關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案構思之

特質，強化學生對策略規劃分析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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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策略規劃分析議題之雙融模式教學設計 

 

三、研究工具 

為求研究之精確、客觀與嚴謹，本研究應使用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由蒐

集不同來源之多元資料，並透過不同觀點來檢核與探索各種資料，期能公正詮釋研究

發現，以提高研究之效度（甄曉蘭，2003）。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問卷、觀

察、訪談、札記、文件等五大資料類別，茲論述如下： 

（一）問卷 

本研究於期初藉由研究者設計之「課程認知調查問卷」，內容著重管理學之規劃、

組織、領導與控制等四大功能與修習目標，以記名提問方式瞭解學生有關管理學之知

識水準、以及學生對全英語課程之參與興趣。而期中與期末則採用學校設計與施測之

「教學評量問卷」，以匿名填答方式瞭解學生對課程之收穫與滿意程度；並有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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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蒐集學生對全英語課程之意見與感想。 

（二）觀察 

研究者每週上課皆從教室後方全程錄音及錄影以避免教學互動觀察上的疏漏，此

外，觀察記錄表由研究者下課後反覆檢視影音資料並詳細記載教學流程，以及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之行為表現及反應。 

（三）訪談 

正式訪談於期中及期末進行，採取團體訪談方式，每次約 3040 分鐘，由研究者

針對全英語課程進行之歷程及其對學習影響等問題提出討論，並採半結構式問題編

製，以利瞭解學生更多元面向之想法，希冀藉以瞭解學生對授課內容與教學方式之看

法與建議。相對而言，非正式訪談則可提供更多即時與豐富之資料，亦即讓學生在沒

有壓力之情境下，於每週課餘或課後時間，針對參與感受、課程教法、案例分析、概

念詮釋或知識吸收等方面進行提問，促使個人發表想法與意見，整學期累計時間超過

260 分鐘。 

（四）札記 

研究者利用札記以隨時紀錄行動回顧與反省之資料，包括研究日誌與教學日誌。

前者記錄研究歷程描述、研究議題想法或特定行動感知；後者記錄教學歷程描述、教

學活動反思、課程構想檢視、學生應對情形或教學議題想法。藉由省思札記之記錄，

落實在行動中省思、在省思中行動的教學行動研究。 

（五）文件 

學生作業是文件之主要素材，不但可做為修正課程設計與教學計畫之參酌，亦可

用來評估行動研究之實踐成效。諸如，期末報告、個案研究分析、概念圖繪製、自我

學習評量以及數位學習平台討論區參與等文件資料。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 

1. 質性資料  

研究蒐集之質性資料，包括：期初課程認知調查問卷（Q）、觀察記錄轉譯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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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訪談轉譯稿（I）、教研日誌札記（N）、學習檔案文件（D）、期末報告（R）、個

案分析（C）、概念圖（M）、自我學習評量（E）、以及數位學習平台討論區參與文件

（P）等，分別予以分類編碼並呈現資料時間，以利進行後續資料分析，其中類碼之

前加上人員編號，包含 AP（研究者）或 ST（博士生）。例如，ST1-Q-190909 代表編

號 1 之博士生於 2019 年 9 月 9 日在期初調查問卷所答的內容。Schon（1987）首創反

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um）一詞，強調專業發展三步驟模式，包括跟我來（follow 

me）、加入試驗（joint experimentation）、鏡子大廳（hall of mirrors），揭示反思性實踐

的積極本質即是在專業知能發展的框架內逐漸增加學生之體驗式學習。因而 Schon

（2017）提及之行動前、中、後反思，本研究將藉由教研日誌札記呈現，除自我教學

行動反思外，並聚焦於學生參與意願行動反思、學生課堂表現行動反思、學生學習成

效行動反思。此外，本文中所有呈現之分析資料，諸如學生各式作業、正式訪談內容

紀錄、課程認知調查問卷等皆因其為全英語，故已由英文翻譯成中文，以利閱讀與內

容呈現。 

2. 量化資料 

研究蒐集之量化資料，包括：數位學習平台上傳資料瀏覽與下載次數、討論區發

言與回饋次數，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問卷」之填答結果，其中，教學評量問卷係校

方制式版本，採中英文並列模式，學生可於學校公布時段內，利用課餘時間自行上網

填答。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依循質性研究程序且關注資料飽和檢視，Saldana（2021）指出，

質性資料收集、編碼與備忘錄編寫過程，不僅非線性或固定順序，還需要經歷寫作、

反思、編碼、重新編碼、重寫與更多反思之過程，雖然反思可能隱藏於更精細的寫作

之中，但電腦輔助質性數據分析軟體（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CAQDAS）可以進一步解析訪談文本並使用技術算法以更有效地編碼，有利於研究技

術的進展。因而研究者即反覆地比較思量依據開放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以及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程序登錄之編碼資料，並利用 NVivo 11

軟體協助分析，以尋求資料之理解、洞悉與銓釋，同時亦包括原始資料之持續查核與

檢視，以便形成概念、發展命題與構思圖型，期能於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圖表

化以及理論化之循序漸進的階段中，逐步將資料轉型（張芬芬，2010；Williams & M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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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資料飽和可分為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與編碼飽和（code saturation），

前者係指研究者持續將新蒐集到之資料，與之前分析結果作比較，若面對新蒐集之資

料或已確認之範疇，皆無法再產生新的想法時，則可視為是分析範疇已呈現出飽和之

徵兆，並代表所發展之架構亦趨於完整且吻合需求（Glaser & Strauss, 2017；Pandit, 

1996）；後者則是針對個別範疇之資料飽和進行辨識，其判斷標準包括：此範疇反映

於 70%以上之訪談資料中、主要資訊提供個案對於研究結果有共鳴、研究結果與先前

研究文獻或相關檔案資料內容相符、以及不同個案已開始重複敘述與之前個案相類似

之經驗（Bowen, 2008；Hennink, Kaiser, & Marconi, 2017）。Marshall、Cardon、Poddar 

與 Fontenot（2013）亦指出，若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之樣本數較少時，則單一個案需要

較長之訪談時間或進行多次訪談。因而本研究之訪談分為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前

者於期中及期末進行，每次約 3040 分鐘；後者於每週課餘或課後時間進行，整學期

累計時間超過 260 分鐘，所以針對訪談資料分析進行持續性檢視，發現即使再進行訪

談亦無法超出現有分析脈絡與範疇，意味達到資料飽和。 

因而，本研究採用統整模式並著重進化式編碼程序，並遵循上述內容與步驟進行

資料飽和之檢視，亦即研究者在開放編碼階段，反覆閱讀每位受訪者之逐字稿以擷取

有意義之重要字句，再檢核相關文件資料，並予以編號及命名；在主軸編碼階段，致

力於發展類別以形塑類別與次類別；在選擇性編碼階段，再次統整資料與精煉論點，

透過圖表建構核心類別（林淑華、田秀蘭、盧鴻文，2020），且藉由理論飽和與編碼

飽和之檢視，確認概念及範疇之結構穩定性與邏輯性。因此本研究依據編碼程序，漸

次爬梳以連結逐字稿內容、概念、次類別、類別、核心類別之脈絡關係。另外，研究

者亦針對資料分析類別，邀請一位熟知質性研究之課程與教學領域的學者共同檢核編

碼對照表，若有不同觀點則進行討論，待具一致性後，再進行後續分析。  

五、研究倫理與信實度 

本研究於第一堂課即清楚說明研究目的、進行方式、資料蒐集分析之隱私與保密

等作法，以招募願意參與者，並在獲得 3 位研究參與者同意後，請其簽署研究知情同

意書。此外，研究者訪談前皆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始進行訪談全程錄音，並由謄錄員

將錄音檔轉譯為逐字稿，同時亦運用札記做為訪談內容陳述之詮釋補充。訪談資料轉

譯為逐字稿後即請訪談參與者檢核及確認，避免偏頗誤解，以利研究分析呈現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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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實感受。同時，研究者具備多年全英語教學之實務經驗，並獲得學校評比之教學

績優獎以及教育部評審之績優計畫獎，對研究主題有深入之瞭解，且與諮詢之學者針

對重要編碼概念進行編碼係數計算，其編碼結果一致性達 .93，顯示分析資料客觀與

研究結果確實反映實際情形（Sim & Wright, 2005）。爰此，本研究不僅符合研究倫理

規範，且具備可靠性（dependa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信賴性（credibility）

與可確定性（confirmability）等信實度四大層面之要求（Schwandt, Lincoln, & Guba, 

2007）。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來探究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全英語課程之影

響，而行動研究過程面臨課程設計、教學運作、學習成效等層面之考量，透過省思、

調整找到可行之實施模式，因而行動歷程分為三時期，亦即行動第一期：瞭解學生需

要並結合課程目標之期初預行階段，聚焦於開學前置準備至開學後第一週；行動第二

期：觀察學習表現並連結專業發展之期中執行階段，起始於開學後第二週至第十五

週；行動第三期：查核歷程效果並檢視執行結果之期末評估階段，著重於學期最後三

週至學期結束。茲分期論述如下。 

一、行動第一期：瞭解學生需要並結合課程目標之期初預行階段 

本研究行動第一期之期初預行階段即著重於開學前之課程設計以吸引學生選課

參與，並盤點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課程所需之軟硬體設備，期能於開課前

發現潛在問題並及時調整或改變。 

（一）期初預行階段之規劃流程與實施重點 

教師應做好課程設計與規劃，以利有效實施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創新教學

歷程（Yurniwati & Utomo, 2020），Supriyono 等人（2020）亦認為，沉浸式英語可從

課程設計、實施方式、學習評量等活動著手，讓學習過程變得更有效。爰此，期初預

行階段包括分析教學現況、發現潛藏問題、評估變革需求、擬定改革方案、實施期初

問卷等環節，如圖 3 所示，以界定實務情境、分析融合模式、擇定有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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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期初預行階段之行動內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全英語課程推動具有先天的限制，在授課教師相同之前提下，「全英語課程的修

課同學人數卻明顯少於同一學期以中文授課的同名課程，值得深思（AP-N-190909）」，

若欲扭轉劣勢即須聚焦創新教學模式提升學習成效之優點。Olivan-Blazquez 等人

（2022）即研究證實，實施結合問題導向學習與翻轉教室之教學模式，可明顯提高學

習能力與表現。因此由圖 3 可知，分析教學現況、發現潛藏問題以瞭解學生需要，進

而據以評估運用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全英語課程之執行方式，並藉由多元評量

及參與之課程規劃設計以擬定合宜方案，且準備課堂講授與討論、視頻瀏覽與導讀、

案例討論與分析等教學素材，以提高學生行政專業、管理知能與英語能力，乃是期初

預行階段之系列化行動內涵與實施重點。 

因曾有國內外全英語課程的多年授課經驗，此一課程的內容設計並不困難，但

如何有效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教學，則是一項挑戰。……依據現有

視頻錄製軟硬體設備，構思可資運用的方法。（AP-N-190902） 

易言之，運用視頻與數位學習平台在課前傳遞課程重要概念與案例情境，以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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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曉關鍵觀點與案例內容後，於課堂中可利用師生互動以進行界定問題與構思解決

方案之更高層次的思維活動，是創新教學模式之核心。亦即如 Park（2017）所述，透

過縝密規劃與落實課前視頻片段及相關教材內容，並結合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法，以

確實提高學習表現與教學效果。 

（二）期初預行階段之參與感受及規劃反思 

修課學生表示，「多元評量的方法蠻好的，也很期待案例探討的影片

（ST2-I-190909）」、「學好行政管理對我未來發展會很有用（ST3-I-190909）」，此外，

雖然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要花更多時間備課，但學生提及，「翻轉教室是新體驗，讓

我更快知道上課內容的重點（ST1-I-190909）」、「個案問題導向分析可以更清楚問題解

決和決策的方法（ST3-I-190909）」，意謂課程設計與內容符合學生需求，且符合課程

目標。因此本課程依據專業發展目標，每週於課前上傳教師自行錄製與編製之全英文

簡介視頻及 PPT 簡報，以利修課學生課前預覽，希冀強化吸收理解與深化課堂討論，

同時採用多元評量方式，鼓勵學生參與投入。 

在第一週上課時，向修課同學說明結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模式，

以及多元評量方式與數位教材資料的使用方法，縱使整個課程設計與準備方

向，完全是以師生全英語互動之專業學習與授課模式，仍感受到同學願意參與

之意向，代表創新教法與課程新創具有發展契機，但仍需因應執行推動時之可

能調整及修正。（AP-N-190909） 

誠如 Wang 等人（2022）研究發現，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方式，

更適合沒有實際經驗或體驗的學生，並可藉此提升學習成效。因此本課程經由縝密規

劃設計，對於較無全英語課程體驗之學生深具益處。 

二、行動第二期：觀察學習表現並連結專業發展之期中執行階段 

本校規定教師可於開學第一週針對修課學生之學習需求，做課程設計之微調，並

於定案之後，即依教學大綱執行。因此本研究行動第二期之期中執行階段，即著重於

開學後第二週開始之課程執行，直到學期第十五週，以落實課程設計理念，並藉由分

析期初問卷、持續觀察訪談，蒐集相關資料，且於此一期間透過動態螺旋循環反思過

程，觀察執行情形、省思推動結果、調整必要舉措，期能達成教與學之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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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中執行階段之規劃流程與實施重點 

在專業知能發展的框架內逐漸增加學生體驗式學習即是反思性實踐之積極本質

（Schon, 1987），可藉由無固定順序且螺旋交織之各式反思行動（Schon, 2017），持續

觀察、省思與調整。而行動研究即是研究者針對潛在問題進行深入之實務探索循環歷

程，並依據蒐集所得之資訊，規劃設計、實施及評量行動方案，進而依據研究發現而

形成結論（Macintyre, 2000）。Stegall（2021）亦指出，授課教師應結合創新教學策略

以建構英語學習環境，在體驗情境中賦予學生英語使用能力與激發學習潛能。爰此，

期中執行階段包括期初問卷分析、執行教學行動、持續觀察訪談、蒐集彙整文件、螺

旋循環省視等環節，如圖 4 所示，以確實執行教學、持續觀察省思，並依省思而調整

修正。 

 

 

圖 4  期中執行階段之行動內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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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 可知，分析期初實施之「課程認知調查問卷」，可知學生先備知識水準，

其內容著重管理學之規劃、組織、領導與控制等四大功能與修習目標，由研究者依據

課程內容設計 5 項題目，並採記名問答方式，以利日後教學內容構思與執行。在瞭解

學生專業成長之期待後，重新編製行政管理相關範疇之管理教材，由理論解析切入策

略管理，結合財務、行銷與人資管理之內容探討與個案分析，並透過觀察學生課前閱

讀上傳教材、課中討論關鍵概念、課後複習及省視學習體悟之表現，由淺而深地逐步

循環修正教學方式，讓學生更清楚知道策略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理與人力資源管

理的要義，學生即表示，「老師一直根據我們的學習情形增加事例和概念圖的討論，

讓我們不敢鬆懈（ST2-I-190930）」、「策略管理的案例對學校發展的規劃有幫助

（ST3-I-191021）」。因此，本研究之翻轉教室即是透過課前閱讀、課中討論、課後複

習之模式，融合問題導向學習，而問題導向學習則是實務融合案例引導與概念圖示，

同時聚焦於市場競合策略運用、互動行銷模式置入、無形資源配置效益、人員驅動激

勵方案等問題之學習，進而提昇學生之專業知能。如 Soleymani 等人（2021）所述，

問題導向學習整合於翻轉教室之課程設計，可更有效提昇學生對課程之自我管理、學

習意願與自我控制，且呈現更好之應用成效。 

（二）期中執行階段之運作觀察及循環反思 

1. 教學反思與再行動 

根據期初預行階段之經驗，進行自製與預錄數位教材之教學準備，然而不知是學

生認知不足或是創新學習模式之不易瞭解，讓課堂討論效果較為被動與沉默，因此首

先檢視課前上傳之數位學習資料的模式，再反思課程內容之論述語法及方式，期能提

高學生預習與課堂討論之效果。 

因而重新檢視簡介視頻之錄製、簡報教材之編製、資料上傳之通知等前置作業

及規劃方式，確認具備內容精緻簡要、設定容易操作之特性，促使學生熟悉使

用與建立習慣，才讓效果漸次改善與符合預期。（AP-N-190916） 

為協助學生迅速掌握重點所在，並確實瞭解講授內容，不僅須重新思考如何以

不同角度重複詮釋重要議題，以期學生能舉一反三，更應強調語法脈絡之使

用，利用歸納整理或要項排序的說明方式，例如，此一理論有三個要點與其研

究方向、上週討論內容與本週議題之關係在於什麼應用觀點、以及首先-其次-

再者-最後之明確順序連結等。（AP-N-1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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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探討需要洞悉情境與界定問題，相關資料蒐集與熟知是分析之必要步驟，除

課前資料之引導外，尚須融合先備專業知識之應用。但學生剛開始並不知曉其重要

性，因此可運用赫爾巴特（J. F. Herbart）階段教學法之理念，協助學生更快增進系統

知識與推論能力，亦及藉由準備（preparation）、演示（presentation）、比較（comparison）、

概括（generalization）、應用（application）等階段，習得從案例中驗證學理與解決問

題的知識應用方式（Pollock & Tolone, 2021）。 

在第一個案例探討中，其問題是引導學生著重市場競合策略運用之討論，但學

生並未知曉問題界定與資料蒐集的重要性，所以未能妥善運用資源基礎之理論

進行解析，因此透過老師在課堂適時概念引導及問題解決討論，不僅讓資源基

礎、競能基礎、動態能力等觀點呈現，還進一步使用察覺-動機-能力之 AMC

動態競爭理論進行分析，……並以心智概念圖釐清思考與知識建構之過程，確

實提昇問題討論與思考之深度。（AP-N-191021） 

易言之，本階段對於初階、進階、應用知能之每一部分，皆具備規劃、實施、觀

察、省思、調整等行動，亦即在規劃課程模式、實施授課引導、以及觀察蒐集資料之

結果外，將再聚焦於省思成效與調整流程之循環歷程，期能更進一步確保翻轉教室與

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行動有效性。 

2. 參與反思與再行動 

Zadina（2014）指出，教育工作者應熟悉學習的多元途徑，並依學生不同的學習

偏好，找到激發好奇心與增強教學效果之合宜作法。Maya、Luesia 與 Perez-Padilla

（2021）研究發現，學業成績可能會因教師使用的評量方法而異，亦即教師使用與其

教學過程不一致的評量方式，會導致學生的學習成績與實際學習不相符合。Sugiono

（2021）更指出，促進學生學習是教育的主要目標，而評量是其核心過程，且使用多

元評量方式比單一評量更能瞭解學生英語學習的成就。本課程之翻轉教室涵蓋課前預

習、課中討論、課後反思，因此宜在不同情境以多種適切之方式，瞭解個別學生的實

際學習表現及成果，包括課堂參與、期末報告、問答內容、平台討論、心得省思、檔

案整理與資料呈現等。因而多元評量模式可以協助不同性格之學生，在不同面向參與

及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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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全英語的課程，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消化老師的授課內容，所以很高興老

師採用不同的學習評量方式，讓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現學習的狀況。

（ST1-I-191216） 

學生亦指出，「當初決定修課就是因為有各種不同評分方法（ST1-I-191014）」、「這

麼多種評分方法，我一定有幾項可以表現比其他人要好（ST2-I-191021）」。因為多元

評量方式能提高對學生展示其習得技能之期望，不僅增加學生願意參與之動機，更為

教師提供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所需之重要訊息（Conderman, 2001），所以本課程在全

英語學習環境下，學習評量將續用動靜兼顧之多元評量方式，以提高學生參與意願與

興趣。 

3. 學習反思與再行動 

「當課程內容涉及較為複雜之問題或情境時，學生之知識吸收與瞭解程度就會受

限（AP-N-191014）」、「……圖形展示可一目了然（AP-N-190930）」。Nynke  de Jong

等人（2022）指出，製作概念圖可促進師生互動與知識吸收，並提高學習滿意度。于

曉平、吳育雅與孫譽真（2016）亦研究發現，針對資優生實施概念圖教學，可提高思

考評量、概念組織方面的學習效果，而教師亦肯定概念圖教學對學生的助益。因此，

研究者就思考如何於課前擷取教材之重要概念，以關鍵主題模式呈現概念架構，能夠

增進學生快速認知此一議題之核心要義，學生即表示，「每次老師在課堂用概念圖呈

現議題脈絡的關係，都有更清晰的感覺（ST1-I-191216）」，同時亦可要求修課學生以

自我學習認知來繪製另一概念圖，不僅可強化既有知識之應用，亦能檢視學生學習理

解之效果。 

學生亦指出「概念圖對課堂的重點掌握有幫助（ST1-I-191021）」、「因為分類很清

楚，可以幫助我們對老師上課內容的瞭解（ST2-I-191028）」。事實上，從每週同學們

上課時的反應，可以感受到「如果在課前上傳一份本週課程內容的統整概念圖，確實

能提高學生課堂參與，並增加學習概念的深化（AP-O-191028）」。而且若在課程中利

用腦力激盪的方式另創一份概念圖，「在原有的理解基礎上，思考層面會更多面向、

關係架構也更周全，對學習真的有幫助（ST1-M-191007）」。因此，本課程增加在課前

利用心智概念圖，強化專業知識之脈絡連結，以提高學生課堂討論的參與熱度以及問

題導向的學習效果。 

此外，問題導向學習即是「……藉由問題界定以獲取相關知識，並以解決問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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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習之核心，且用以組織所學（AP-N-191007）」，易言之，問題導向學習是植基於

真實情境之問題討論，並能與學生之既有知識範疇相連，以利促使學生思考各種不同

之學理應用。從問題導向學習角度出發之討論，有助於達成課程之學習目標，以及提

昇學生之學習成效（張德銳、林縵君，2016），並能提高課程內容的接受度。 

雖然這是全英語的課程，但老師在授課中穿插許多行政管理的情境案例，再透

過問題界定和解決步驟，讓我們沒有感覺到學習有困難。（ST1-I-191021） 

然而，以真實情景設計之案例，確實可以引發不同觀點之討論，但背後理論根據

與方案擇定必備之知能，缺一不可，「熱烈討論之餘仍須思考實務應用性，而其乃植

基於理論之轉化與應用（AP-N-191028）」，畢竟問題導向學習著重的是深度知識探索。

因此，針對此一現象，授課教師逐步增加理論轉化應用之引導與其更深程度之討論。

因為由師生共同建構知識、由實踐過程產生知識、由學生主體發展知識，應是協助學

生建構專業知識的不二法門（洪郁婷，2019）。因此，本課程藉由問題導向學習模式

深化知識探索，不僅培養學生之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亦能協助其將學習心得移

轉於自我之職涯發展，增加課程之實用附加價值。學生亦認同學習收穫並表示，「學

習檔案能幫助記錄重要學習成長的內容，不看都不覺得自己已經用英文學這麼多新知

識（ST1-I-191216）」。 

4. 效果反思與再行動 

本研究在執行教學行動之餘，亦藉由觀察訪談之資料蒐集，循環重整備課內容、

上傳資料、課堂討論、概念圖示、脈絡反思，協助學生藉由預覽資料以瞭解要點提示、

討論議題以綜合比較利弊、視覺感知以深化應用思維。Griffin（2019）指出，分期檢

核對確保計畫執行成果極為重要，而本研究的期中檢核對期中執行階段之行動反思與

修正極具參考價值，因此，可利用學校期中施測之「教學評量問卷」，初步瞭解學生

對課程之收穫與滿意程度，以作為調整修正之參考。 

檢視本課程之期中教學評量結果可發現，其採李克特式 5 點量表，以匿名方式網

路填答，共有：「教師教學內容有組織、有重點」；「教師教學準備充分，態度認真」；

「教師能營造正向的學習氣氛」；「教師能與學生溝通明確的評量方式與評分標準」；

「我對這門課非常投入」等 5 項題目，而填答者皆勾選非常同意之 5 分，代表課程規

劃與執行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及預期目標。爰此，本研究規劃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

向學習於全英語課程之歷程，經由期初預行階段、期中執行階段之行動歷程，對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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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意願及確保授課品質，已達到預期之教學目標與學習成效。 

三、行動第三期：查核歷程效果並檢視執行結果之期末評估階段 

經過上一期之螺旋循環省視調整，教學成效已漸顯現，因此本研究行動第三期之

期末評估階段，即著重於學期最後三週至學期結束，以查核歷程效果並檢視執行結果。 

（一）期末評估階段之規劃流程與實施重點 

檢核控制活動是確保組織達成績效目標之必要作為，而績效評量植基於比較預期

與實際結果，以利考慮行動修正（Griffin, 2019）。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模

式是一種引導學生進行自我學習、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之教學方法。然而源於結合學

科專業知識與創新教學模式，使得教學備課、教學評量、課程設計與規劃變得更不容

易，其背後隱含之專業要求是教師對學科內容之熟知、對學生與教學目標之理解、以

及對實際執行步驟之規劃（宋佩芬，2021）。因此，在預期結果可提高教學品質（Cevikbas 

& Kaiser, 2022）、學習成效（Strelan et al., 2020）、自我效能（Namaziandost & Cakmak, 

2020）與滿意程度（Awidi & Paynter, 2019）之情形下，期末評估階段包括檢核行動效

果、評估整體成效、研究發現統整、研究成果解析、進行期末評量等環節，如圖 5 所

示，以落實檢核控制、解析學生表現、洞悉行動成效。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  
 

 

- 26 -

 

圖 5  期末評估階段之行動內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圖 5 可知，檢核行動效果以評估整體成效，係植基於師生互動、知識傳授與學

習滿意之結果，亦即經由期初、期中之行動歷程，評估學生在管理專業知能之核心概

念學習、英語融入授課內容後之全英語能力增長的情形，以及教師教學評量結果與透

過問卷、觀察、訪談、札記、文件等資料分析之授課成效反思的情形，期能瞭解及分

析教與學的推動結果，以利進一步提昇教與學之成效。Adnyani 與 Ratnadi（2020）亦

指出，在管理類型之課程中實施翻轉教室模式，其對學生能力、自主性與協作性皆具

有增強效果。而本研究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管理學之全英語課程設計，透

過良好師生互動與知識建構過程，應可達成預期課程目標。 

課程依據綱要執行，……，結合理論與實務之探討，可達成專業知識與英語能

力之融合，並運用多元方式協助學生對管理專業核心知能融會貫通，是能符合

預期目標的可行模式。（AP-N-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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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全英語課程的教師，因為師生聽、說、讀、寫全部使用英語，不僅須於課

堂全程關注學生之參與及吸收情形，亦須於課後自我反思授課之效果，以作必要之調

整與因應。 

沒看過老師上課會一直改變教法來幫學生瞭解教材，又是補充 PPT，又是利用

視頻、案例，還每堂課畫概念圖……，當我們碰到不清楚的問題，老師就用不

同的說法直到讓我們都明白。（ST3-I-191223） 

整體而言，經過前兩階段之教學活動與學習引導，學生在管理專業知能與英語應

用能力皆已奠定基礎，在第 8 週策略規劃分析之管理案例探討後，學生能各自展現高

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且學習討論參與更為穩定。其案例探討之教學效果與學習

進展，與 Abdelkader 與 Almefarfesh（2020）所述相近。 

（二）期末評估階段之教學評量及成效檢視 

Hadad、Keren 與 Naveh（2020）指出，教學評量已被廣泛用於衡量高等教育機構

之學生滿意度，教師可藉此瞭解學生偏好，進而檢視是否滿足其學習需求。從期末學

生填寫「教學評量問卷」之結果得知，以李克特式 5 點量表為本，問卷分為教學內容

與教材、教學行為、學習氣氛、學習評量、綜合意見等五類別，共 21 題。本課程之

五類別的整體評鑑皆為 5.00 的滿分，同時，亦有開放題項之質性回饋，有兩位修課之

學生填寫意見如下：「老師教學十分認真，內容具有深度及廣度（匿名）」、以及 

老師總是盡其所能的講授課程內容使同學能夠完全理解，並且結合實務加以說

明，鼓勵同學轉化所學活用在自身的工作場域，非常感謝老師的循循善誘，老

師在教學上的自我要求，是我們最佳的榜樣，能夠進到老師的課堂中，覺得很

開心也很珍惜。（匿名） 

Cladera（2021）亦指出，教學評量是從學生的角度評估教學品質，其結果有助於

確定課程優勢與需要改進之領域，亦是瞭解學生滿意度的重要機制。是以，藉由統整

教學評量與相關資料發現，不僅學生高度滿意授課與學習的結果，教師亦感受到學生

學習動機與英語能力提高之自信表現，意謂本研究之雙融教學變革行動已達到預期成

果，可在目前教與學之基礎上持續進行深化。 

（三）期末評估階段之學習收穫及成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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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學習收穫程度 

(1) 沉浸式參與強化專業知能 

研究者開設全英語課程之初衷就是，希望學生在國內即有留學英美研究所課堂的

實際學習經驗與感受，從聽說讀寫方面進行專業知識的全英語輸入與輸出，並強調互

動效果，幫助學生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果。但此一理想亦會影響英語程度欠佳學生的修

課及參與意願，因而針對有特別需求之學生，必須輔以課後諮詢與對話之配套措施，

以緩減學生的憂慮。從數位學習平台資料亦可知，「同學在課後不僅會立刻詢問不太

瞭解的部分，更會在數位學習平台分享想法及討論（AP-P-191231）」，學生亦表示， 

老師讓我們整個學期直接置身在全英語的學習環境，還利用不同的溝通媒介或

學習工具讓我們知道如何用英語提出疑問、表達自己看法、參加課堂討論以及

記錄學習心得……，還有課後的困難諮詢或問題解釋……，對專業知識的學習

效果很有幫助。（ST1-I-191223） 

因此，本課程藉由授課教師願意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課後對話與解惑，對英語程度

信心不足的學生，產生一定的幫助，進而提高繼續修課及參與討論之意願。如 Abdullah

與 Mohamad（2020）所述，高度沉浸式英語學習環境有助於教師使用有效的策略進行

有意義的活動，以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 

(2) 具自我效能參與課堂討論 

教師提問討論不僅增加師生互動，鼓勵學生進行高層次思考，更能幫助學生逐步

建構知識概念，引起更多對話與建立自我論述（蔡曉楓、陳欣希，2019），但學生修

習全英語課程可能會因英文程度而趨於保守，若老師不吝於對優秀表現，給予適當之

口頭鼓勵，將會有不錯的效果，因為「一個學期下來，已不太需要口頭激勵，同學們

就會經常自動回應課堂之議題討論（AP-O-200106）」，頗有習慣成自然的感覺。本課

程之授課教師，依據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觀點（Bandura, 2010），經常給予積極

參與課程之同學口語鼓勵，不僅可以深化成功經驗，亦能強化持續積極學習的情緒，

更可讓其他同學願意起而效之，共同參與多元學習及課堂活動。如 Namaziandost 與

Cakmak（2020）所述，翻轉教室模式可提高英語學習者之自我效能。 

(3) 提高課業熟悉與降低憂慮 

在每週課前，皆會上傳英語簡介視頻與簡報，將本週課程內重要之關鍵概念與名

詞、教材重點要項，以提綱挈領的方式讓學生預先知曉，有利於降低同學對全英語課



戰寶華 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

 

 

- 29 -

程內容之擔憂與害怕。從數位學習平台登入紀錄來看，同學都會於課前瀏覽上傳資

料，「且多具有重覆觀看之習慣（AP-N-200107）」，學生亦指出，「上課前對學習內容

有概括的印象，可以降低上課時的焦慮（ST2-I-191230）」。 

從視頻和簡報內容可以知道這一週要教的內容重點，不只是比較不用擔心聽不

懂，也會因為有事先瞭解，在上課的時候，更清楚老師和同學們的觀點，比較

願意加入討論。（ST1-I-191230） 

老師會在上課時問同學簡報和視頻中的問題，讓我們認真預習……，一個學期

下來，感到不只對專業知識的熟悉程度變高，比較艱深的部分也能輕鬆的理

解，學習效率有變好。（ST3-I-191230） 

因此，本課程善用翻轉教室之特性，由授課教師事先提供當週課程的核心架構及

關鍵概念，以協助學生在課前對內容能有一個具體之輪廓，進而可適度減少對全英語

課程內容之擔心與焦慮感。如 Moran 與 Milsom（2015）研究發現，課前預習閱讀教

材與視頻，可提高內容熟悉度以增加參與討論之動機。 

(4) 想法轉變並持續精進學習 

本課程持續鼓勵學生勇於自我挑戰、不懈練習，期能突破困境與達成學習目標。

Ericsson 與 Pool（2017）研究發現，有目的之刻意練習即能在特定領域達到傑出表現。

此外，因為本課程有外籍學生參與，亦有助於促進學生自然而然地以英語進行討論，

進而強化全英語課程的實施效果。學生指出，「上課的感覺和學期初比起來，更容易

進 入 狀 況 （ ST3-I-200106 ）」、「 在 課 堂 上 比 較 能 用 英 語 表 達 自 己 的 觀 點

（ST2-I-191230）」，是以，本課程在全英語學習環境下，作為改變學生學習認知之觸

媒，因而課程設計及授課模式即著重於幫助學生建立使用英語之習慣，進而發揮效果

延展的作用。如 Webb 與 Doman（2016）所述，翻轉教室讓學生使用英語感到自在與

自信，並更加專注於自己的學習。 

2. 展現專業多元成長 

(1) 習得獨立與批判思考能力 

本課程之設計在於每週課前上傳教材至數位學習平台，讓師生在有限的課堂時間

中，可以進行雙向溝通之教與學，以及針對問題之深度討論，不僅翻轉傳統單向聽講

之課室氛圍，開啟創新自主之知識探索歷程，更可強化學生主動求知之態度以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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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能力。如曾意儒與石家安（2021）所述，在大學課程使用翻轉教學能夠展現自

學能力、強化學習成效、增進認同度以及提昇滿意度。 

行銷管理案例分析中，老師用簡單的 4P 和 4C 模型就推翻同學們的討論結果，

讓我印象很深，……因為沒有蒐集充足資訊，就看不到問題，……學到如何運

用邏輯辯證過程來分析，才能真正解決問題。（ST3-I-191230） 

在學習檔案中亦能發現能力增長之軌跡，在「每週學習省思部分，不僅資料分析

之創意比例增多、脈絡邏輯之縝密程度增強，反思論述之專業層次亦明顯提昇

（AP-D-200108）」。因此，本課程藉由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課程設計，不僅可

養成學生在課前主動學習之習慣，亦能聚焦課中議題討論與課後複習探究之能力培

養，並展現強化教與學之成效。如 Olivan-Blazquez 等人（2022）所述，結合翻轉教室

與問題導向學習可提昇批判性高階思維與問題解決技能。 

(2) 實務型案例討論彰顯價值 

課程實務案例探討係配合教學目標與單元議題，涵蓋行銷、財務、人資管理、策

略等各類管理案例，並以系統性規劃來呈現案例資料。因其與真實世界趨勢與社會情

境相仿，能讓課程內容因與職涯相關而激發探討興趣。Bojke 等人（2022）指出，藉

由案例方法之啟發，有助於決策訊息提供與解決方案擇定，在專業訓練領域具有重要

功能。 

在案例探討中，老師都會詳細解釋和引導思考，不僅能夠讓我們知道如何應用

專業領域的知識……，也能應用在工作領域。（ST2-I-191223） 

問題導向的案例探討確實可以提高我們深入探究的意願，對專業知識的吸收也

有幫助……，特別是搭配概念圖的視覺感受，能更加深印象，是很好的教學方

法。（ST3-I-191223） 

從學習檔案的內容亦可知，針對實務案例「經過多次教導及練習，同學們在分析

之系統性、方案之有效性，皆有長足之進步（AP-D-200108）」。因此，本課程在案例

討論設計上，無論是善用案例探討之實務應用性或情境熟悉性，都能幫助學生增強學

習興趣，提高全英語課程之教與學的成效。如 Bonney（2015）所述，實務案例探討

之教學法應被視為教導各種專業概念之首選方法，因其較其他傳統授課方式具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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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識別概念、傳遞知識的優越性。 

(3) 學習效果轉化認知與態度 

學以致用可加深學習效果，問題導向學習之訓練亦可轉化為學生自主學習之檢

視，並利用課堂案例探討之結果反思，動機態度對知識吸收效率的影響。因為學習效

果植基於學習意願與動機（Parkin, 2019），所以努力積極之學習態度攸關全英語課程

之學習效果的優劣。 

事實上，具備明確目的之學習及相信價值之付出，始能產生符合預期之學習成

效，且經過整個學期觀察發現，「認真投入及用心學習的學生，最後之成長亦最明顯

（AP-O-191230）」，在學習檔案中亦能發現差異，認真的學生在「每週議題詮釋、內

容探討與學習省思，甚至概念圖之呈現，皆可看出論述及表達能力之逐漸進步的軌跡

（AP-D-200108）」。誠如鍾智林與羅美蘭（2021）之研究發現，最初學生認定英語課

程難度較高，但經過一學期的學習後，往往會有自我挑戰成功之喜悅，並肯定師生在

英語課程學習的付出及收穫。本課程之學習負擔不輕，但在同學努力投入與苦讀之

後，可以看見成長的效果，並形成正向循環。 

(4) 兼顧專業知能與英語能力 

用英語講授專業課程內容時，不僅須注意用不同方式詮釋議題，更應留意使用彙

整語法與關係連結，才能協助學生迅速掌握重點所在，並確實瞭解教師講授內容之脈

絡，並可綜合運用課前簡介視頻、概念圖繪製、案例探討解析等素材，深化專業知能

傳遞與英語能力應用。學生即表示， 

每週瀏覽老師課前上傳的英語簡介影片可以很快讓我們瞭解專有名詞的意

義……，學習用英語表達行政管理專業知能，對將來職涯發展很有幫助。

（ST3-I-200106） 

老師在課堂繪製英文的概念圖來分析個案或教學內容，能幫助我們瞭解如何用

英語關鍵詞句來連結核心脈絡……，不同的教學模式讓我們熟悉用英語學習專

業知識。（ST2-I-200106） 

學生亦指出，「在課程中可以感覺到老師想給我們很多專業知識，而且一直鼓勵

我們在不同教材上應用英語的用心（ST1-I-200106）」。因此，本課程在全英語學習環

境下，課程設計運用不同教學素材，展現出結合專業內容與英語應用之功能，協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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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兼顧多元知能提昇。如 Meyer、Coyle、Halbach、Schuck 與 Ting（2015）所述，藉

由知識與意義建構路徑，發展更好語言能力並掌握特定學科的專業知識，是整合學科

素養與語言學習之課堂實踐指南。 

四、行動後之反思 

本研究以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模式融入全英語授課的管理專業課

程，教學重點在於兼顧專業知能學習與英語能力應用。此一教學模式可提高學習效

果、加強學生技能、未來工作品質與更高學習滿意度（Olivan-Blazquez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就翻轉教室而言，課前自製課程內容簡報、自錄簡介視頻及備妥

期刊文章等數位資料，不僅如 Correa（2015）所述，需要投入更多備課時間，亦須自

學視頻錄製及剪輯之技能，但仍須考量軟硬體設備之限制，畢竟在資源有限之情形

下，自力更生地構思如何呈現視頻與簡報，著實是一大挑戰。而且在內容編撰與說明

的部分，不僅要事先歸納分類、綜整爬梳教材內容，更要思考如何將困難的概念以簡

明之語句表述，始能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可以即刻掌握教材重點、知曉課程內容、

理解論點概念。 

此外，於數位資料中隱藏數個與議題相關之測試問題，以檢核學生預習情形，亦

是能快速掌握學習進度之必要舉措。再者，逆向課程發展設計模式是可資應用之方

式，其運作乃是考量學生需求後進行評量設計，再發展學習活動（呂秀蓮，2019），

即是本研究重視並設計多元評量之思維基礎。就問題導向學習而言，藉由翻轉教室之

課前、課中、與課後的教學活動設計，結合案例探討，可強化學生問題界定與解決方

案構思之能力。如 Boelt、Kolmos 與 Holgaard（2022）所述，問題導向學習與學生能

力發展具相關性。且經由期初預行階段、期中執行階段之循環反思與再行動，可逐步

實現課程設計之預期目標，亦即重複檢視結果可以確認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

全英語課程已展現激勵多元表現之優勢，並改善學生懼怕心態，且因教師全力投入準

備課程與製作教材，具有驅動學習意願與提昇參與度之效果，同時促使整個行動歷程

依原訂計畫實施，並引導學生呈現出解決問題能力之學習成效。 

進而在期末評估階段，不僅獲致極優良之期末教學評量成績，亦獲得學習參與意

願提升以及衍生多元學習成長效益之結果。但因博士班學生人數原本就不多，分組討

論之部分，即必須由授課教師擔任鷹架之角色，參與腦力激盪與促進獨立思考及自主

學習，並提供個別化輔導與協助。如曾淑賢（2021）所述，全方位學習、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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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化實施嵌入式學習等多層次教學模式之三大部分，乃是可資參酌之方法，以協助

學生轉化應用專業知識。此外，亦因本研究之對象是博士生，其學習目標明確，知曉

全英語能力對未來職涯發展之重要性，自然會全心投入學習，且其人生經歷較為豐

富、自我調適能力亦較佳，所以本研究之研究發現，是否亦適用其他學制或課程，值

得進一步探究。然而，如何設計出兼具理論與實務、兼顧專業知能與容易理解之有吸

引力的全英語課程，且如 Moran 與 Milsom（2015）所述，讓授課教師願意多付出數

倍時間來準備課程，仍是推動全英語課程的最大挑戰之一。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藉由行動研究法探析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歷程及

影響，而研究貢獻在於發現可行之課程融入模式，且研究結果顯示，經由三階段之行

動歷程，對學習收穫及專業成長皆有正面之影響。茲以圖 6 統整分析結果並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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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研究分析結果彙整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一） 透過期初預行、期中執行、期末評估之三階段行動歷程可融合翻轉

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全英語課程 

本研究三階段行動歷程支持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可行

性，期初預行階段聚焦於實務分析與構思，期中執行階段著重觀察省思與修正，期末

評估階段強調效果查核與評量，並藉由行動後反思強化效益。 

1. 期初構思有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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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於全英語課程之雙融模式，在期初預行階段，包括

分析現況、發現問題、評估需求、擬定方案及期初施測等環節，而結果顯示，透過縝

密規劃與落實課前視頻、簡報及相關教材內容，並結合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法，是提

高學習參與及教學效果之可行作法。 

2. 期中依省思而調整 

在期中執行階段，透過持續觀察以反思雙融模式於全英語課程之執行效果，並藉

由螺旋循環省視專業知能學習情形，以決定必要之調整與再行動。分析結果顯示，在

課前預習與課堂討論之模式下，再由問題探索開始，透過資料蒐集分析、批判思維引

導，以歸納出有效之問題解決方案，可協助學生展現問題解決與知識建構能力。 

3. 期末評估整體成效 

期末評估階段可檢視各項行動成果，諸如，教師教學評量、學生學習成果，並綜

整問卷、觀察、訪談、札記、文件之內容，以瞭解學生在專業知識學習與英語能力應

用之情形，並解析整體成果。 

4. 行動後反思與限制 

雖然期初較耗時費神，但因堅持目標地持續執行而讓效果漸次展現，學生之學習

成效於期末亦有明顯進展。但授課教師必須擔任鷹架之角色，以彌補因博士班學生人

數少而無法在問題導向學習中分組討論之限制，而全方位、差異化、個別化等多層次

教學模式，以及逆向課程發展設計模式，皆是可資利用的方式，以更聚焦知識移轉並

協助學生轉化應用專業知識。然而在資源與設備有限之情形下，教師不僅須投入數倍

之備課時間，更須自學影片錄製及剪輯之技能，以完成各式視頻與簡報之製作，著實

是推動全英語課程的最大挑戰之一。 

（二） 運用翻轉教室模式與問題導向學習方法有益於全英語課程之學習

投入及成長 

藉由三階段行動歷程探究可知，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實

施，不但有助於學生沉浸於用英語學習之習慣建立，亦有利於兼顧專業知識與英語詮

釋之洞悉及瞭解，並能展現參與意願強化、專業能力增強與學習滿意提高之成果。 

1. 詳述教材用法與瞭解學習需求可提高修課意願 

於期初階段，說明數位教材使用方法與多元評量方式，可讓學生清楚知道課程運

作模式，減少疑慮且熟習如何利用課前教師上傳之視頻及簡報進行預習，以強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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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及參與課堂討論，而提高學生參與課程之願意。 

2. 觀察反思執行以利教學、參與、學習之再行動 

於期中階段，聚焦於反思執行成效與調整再行動的循環歷程，可確保翻轉教室與

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之行動有效性。依據研究發現，教學反思與再行動部

分，可檢視數位學習資料效果、反思課堂之論述語法及解說技巧，並結合階段教學法，

以協助學生更快增進知識應用與推論能力；參與反思與再行動部分，可依學生不同之

專長屬性，找到激勵參與討論及學習效果之合宜評量方法；學習反思與再行動部分，

可利用概念圖協助建構理論應用基礎，並強化專業知識之脈絡連結，有助於達成課程

之學習目標與提昇學習成效。 

3. 檢視評量成效可確認學習投入及專業成長情形 

經過前兩階段之教學活動與學習引導，學生在管理專業知能與英語應用能力皆有

長足進步，並能展示高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且學習討論參與更趨穩定。於期末

階段，學生已顯現出知能強化、自信討論、課業熟悉、持續精進之學習收穫情形，以

及思維精進、實務加值、認知轉化、多元兼顧之專業成長情形。從期末教學評量結果

亦可知，課程執行符合學生學習需求及目標，且學生已由課程中習得活用知識，並展

現高度滿意之學習感知。 

二、建議 

依據上述結論與研究發現，提出對全英語課程規劃設計、開設全英語課程教師、

及修習全英語課程學生之建議如下： 

（一）對全英語課程之課程設計的建議 

1. 建構行動歷程反思有助提昇教與學效果 

行動歷程支持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藉由系統化之三階段持

續反思精進的歷程，結合對運作模式之探究、執行結果之反思、評量成效之檢核，以

修正教材設計、知識傳遞、成效展現之問題、達到確保教學品質與提高學習成效之目

標。 

2. 概念圖結合翻轉教室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翻轉教室之功能展現在於運用課前之數位資料與影音視頻、課中之問題討論與思

辨互動、以及課後之心得省思與學習檔案，若能以概念圖呈現重要概念脈絡，可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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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累積知識建構經驗、增長知識應用技巧，提高專業知識於課程中傳遞之效果。 

3. 善用個案問題討論以激勵自主學習能力 

問題導向學習植基於真實情境之個案討論，教師宜思考如何結合學生既有知識範

疇，循序漸進引導思考與建構知識，並善用個案討論模式，不僅能提高學習興趣、強

化自我探索意願，亦能從切身情境導入討論，有利於達成課程目標與提昇學習成效。 

（二）對開設全英語課程之教師的建議 

1. 授課時宜換位思考以協助學生吸收知識 

全英語課程教師宜使用彙整語法與清晰脈絡，並依學生反應，不斷思考如何解決

理解瓶頸、如何設計協助模式、如何提高學習效果等環節，並協助學生迅速以英語掌

握重點，並能確實瞭解教師講授內容。 

2. 創新教學模式可結合階段教學法之理念 

創新教學模式宜鼓勵學生在其比較專精之部分，逐步累積自信心，以克服英語聽

讀說寫能力差異之情形，亦即藉由點線面之引導步驟，逐步擴大至全面精熟表達，並

可結合階段教學法，協助學生兼顧英語能力與專業知能學習。 

3. 做好時間管理以利自我能力提升與備課 

落實翻轉教室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備課，亦須自學視頻錄製及剪輯技能，外加在課

餘時間進行課後解惑及諮詢，以協助學生知能精進，皆是耗時費神之工作，因而教師

必須做好時間管理與心態調整，才有持續堅持的動力。 

（三）對修習全英語課程之學生的建議 

1. 落實簡報視頻資料預習並思辨案例問題 

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之有效性係植基於學生確實課前預習及參與課堂討

論，並藉由案例之問題思辨與批判思考，習得問題解決方法之應用知能，因此熟悉簡

報視頻與用心整理資料，是學習成效展現的重要基礎。 

2. 設定目標與認同價值可蓄積未來適應力 

學生執著於目前課程修習之投入成本比較，可能會忽略未來潛在效益，而錯失蓄

積成長動能之機會。易言之，若能洞悉精熟第二語言之價值，亦即可增加國際視野、

延展專業知能，實有助於提高未來工作環境變遷之適應能力。 

3. 建立正確學習態度並強化自我效能信念 

凡事起頭難，但依據自我效能觀點，累積不同成功經驗，可逐步增強自我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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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觀摩學習亦是一項利器。因此在多元評量架構與教師示範引導之環境下，不同英

語能力之學生，可藉由觀摩學習以蓄積成功經驗，並逐步落實學習目標而與日俱增地

養成應用能力。 

綜合而言，教師應不斷追求教學卓越與品質提昇，而全英語授課型態應觀察學生

之學習成效與課程之專業趨勢，不斷修正與反思，以活化教學內容、強化學習成果與

優化教學成效。爰此，本研究內容可視為專業課程之全英語授課的研發實踐，不僅可

於日後逐漸增補與修正，精益求精提昇課程水準，促使師生教學相長而各有收穫，亦

可逐步蓄積成果、深化研究視角，進而發揮協助「2030 雙語政策」推動之實質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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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教學大綱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eminar in Management: Syllabus 

 

1. Course Information 

 Semester: Fall 2019 Course number: EDI4302 
 Instructor’s name: Pao-Hwa Chan Class meeting: Monday 18:30～20:55  
 Office number: 1317 Class location: Classroom 410  
 Office phone: 08-7663800 ext. 31153 Office hours: ① Monday 13:30～15:30 
 Email: pchan@mail.nptu.edu.tw  ② Wednesday 08:00～12:00 
   ③ or by appointment 

2.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special 
curriculum pla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advanced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to pursue profound studies and career 
progress; 
 identify and apply appropriate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managing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s; and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kills that involve analysis, evalua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3. Course Outlin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give students an advanced overview of the subject of management and 
provide them with techniqu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the functions of strategic planning; the methods of leading people; and the 
procedures for controlling resource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Thus, the course is 
composed of three segments as follows. 

  The first one is devoted to provid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challeng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urse builds on the first section and analyzes strategic 

planning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third section deals with managerial operations and covers an array of 

organizational issues such as staffing, marketing, financing, and accountability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4. Course Schedule and Readings Materials 

 Week 01 09/09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Week 02 09/16 Understanding of Future Challenges: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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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1 Understanding the 
manager’s job 
 Carpenter, M., Bauer, T., Erdogan, B., & Short, J. (2014).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Boston, MA: Flat World Knowledge.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Joan, M., & Stone, N. (2012). What management is: How it works 

and why it's everyone's business (Reissue ed.). New York, NY: 
Free Press.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03 09/23 Understanding of Future Challenges: Concept of Management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2 The environments of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rs 
 Carpenter, M., Bauer, T., Erdogan, B., & Short, J. (2014).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Boston, MA: Flat World Knowledge. - 
Chapter 3 Personality, attitudes, and work behaviors 
 Covey, S. R. (2013).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Powerful lessons in personal change.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04 09/30 Understanding of Future Challenge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Suggested readings:  Carpenter, M., Bauer, T., Erdogan, B., & Short, J. (2014).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Boston, MA: Flat World Knowledge. - 
Chapter 7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hange & Chapter 8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llins, J. (2001). Good to great: Why some companies make the 

leap and others don't.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Collins, J. (2009). How the mighty fall: And why some companies 

never give in.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Collins, J. (2019). Turning the flywheel: A monograph to 

accompany good to great.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Harper 
Business 
 Collins, J., & Hansen, M. (2011). Great by choice: Uncertainty, 

chaos and luck-Why some thrive despite them all.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Collins, J., & Porras, J. (2005). Built to last: 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05 10/07 Analy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 Environmental Scan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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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3 The planning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David, F., & David, F. R. (2016). Strategic management: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pproach, concepts and cases (16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1 The nature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Chapter 3 The external assessment, & Chapter 4 The 
internal assessment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06 10/14 Analy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 Determination of Key Issues and 

Choices 
 Suggested readings:  David, F., & David, F. R. (2016). Strategic management: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pproach, concepts and cases (16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5 Strategies in action & Chapter 6 
Strategy analysis and choice 
 HBS (2013). HBR’s 10 must reads on strategic marketing.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Porter, M. E. (2008).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Porter, M. E. (2008).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07 10/21 Analy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Plan 
 Suggested readings:  David, F., & David, F. R. (2016). Strategic management: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pproach, concepts and cases (16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7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issues & Chapter 8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Marketing, finance/accounting, R&D, 
and MIS issues 
 Kaplan, R. S., & Norton, D. P. (1996).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tegy into action.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Kaplan, R. S., & Norton, D. P. (2004). Strategy maps: Converting 

intangible assets into tangible outcome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Kaplan, R. S., & Norton, D. P. (2006). Alignment: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create corporate synergie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戰寶華 翻轉教室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全英語課程

 

 

- 55 -

 Week 08 10/28 Analy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4 The managing decision 
making 
 David, F., & David, F. R. (2016). Strategic management: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pproach, concepts and cases (16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9 Strategy review, evaluation, and 
control & Chapter 10 Business ethic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ol & Chapter 10 Business ethic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09 11/04 Managerial Operations: Financial Management I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14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ntrol 
 Paramasivan, C., & Subramanian, T. (2008). Financial 

management. New Delhi, India: New A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Van Horne, J., & Wachowicz, J. (2008). Fundamental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13rd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3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0 11/11 Managerial Operations: Financial Management II 
 Suggested readings:  Paramasivan, C., & Subramanian, T. (2008). Financial 

management. New Delhi, India: New A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 Chapter 2 financial management analysis 
 Van Horne, J., & Wachowicz, J. (2008). Fundamental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13rd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5 risk 
and return & Chapter 7 Funds analysis, cash-flow analysis, and 
financial planning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1 11/18 Managerial Operations: Financial Management III 
 Suggested readings:  Paramasivan, C., & Subramanian, T. (2008). Financial 

management. New Delhi, India: New A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 Chapter 6 Cost of capital & Chapter 13 financial syste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HBR guide to finance basics for 

manager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2 11/25 Managerial Operati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I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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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6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design 
 HBS (2013). HBR’s 10 must reads on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Kotler, P., & Keller, K. (2015). Marketing management (15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1 Defining marketing for the new 
realities & Chapter 2 Develop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plans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3 12/02 Managerial Operati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II 
 Suggested readings:  Kotler, P., & Keller, K. (2015). Marketing management (15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6 Analyzing consumer markets & 
Chapter 7 Analyzing business markets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4 12/09 Celeb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niversary 
 Week 15 12/16 Managerial Operati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III 
 Suggested readings:  Kotler, P., & Keller, K. (2015). Marketing management (15th ed.). 

London, UK: Pearson. - Chapter 8 Identifying market segments 
and targets, Chapter 9 Creating brand equity, & Chapter 10 
Crafting the brand positioning 
 Moon, Y. (2010). Different: Escaping the competitive herd.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6 12/23 Managerial Opera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10 The managing 
employee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Carpenter, M., Bauer, T., Erdogan, B., & Short, J. (2014).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Boston, MA: Flat World Knowledge. - 
Chapter 9 lead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 Chapter 11 
commun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Sinek, S. (2011). Start with why: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everyone to take action. New York, NY: Penguin.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7 12/30 Managerial Opera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I 
 Suggested readings:  Carpenter, M., Bauer, T., Erdogan, B., & Short, J. (2014).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Boston, MA: Flat World Knowledge. - 
Chapter 13 Motivating employees & Chapter 14 The essentials of 
control 
 Sinek, S. (2014). Leaders eat last: Why some teams pull together 

and others don't. New York, NY: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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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Week 18 01/06 Managerial Opera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II 
 Suggested readings:  Griffin, R. (2019).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9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 Chapter 15 The managing 
operations,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Carpenter, M., Bauer, T., Erdogan, B., & Short, J. (2014).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Boston, MA: Flat World Knowledge. - 
Chapter 15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ankervis, A., Rowley, C., & Salleh, N. (Eds.) (2016). Asia pacif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mpacts on practice. Cambridge, MA: Chandos Publishing.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course website and its 

e-learning platform. 

5. Course Policies 

  Lecture and readings 
 According to the class schedule & suggested readings, class lectures will be regularly 

given by course instructor. However,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suggested 
readings before class and come to class prepar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activities. 

  Clas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is critical for the success of the course. Thus, adequate participation is 

defined by class attendance, submitting learning portfolios on the due dates, and active 
engag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and presentation 
 You are required to write a report on a management topic. The report is generally 

intended to describe an important concept and i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related to our 
class issues, and the topic must be approved in advance by the instructor. 

  Learning portfolio 
 Based upon the assigned readings and those brought to our attention by teaching or in 

formal presentation, the learning profile will be delivered online and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required deadline. 

6. Course Grading 

 Your grade in the course will be determined as follows: 
  Class attendance/participation: 40% 
 Final report: 10% 
 Learning portfolio (weekly reflection, analysis report of case study, concept map, and 

self-evaluation of learning situatio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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