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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森林暨自然保育專業電腦應用教材研發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專業電腦應用(選修) 

開課系級：森保系 1年級 

授課教師姓名：許立達 

職稱：專任副教授 

參、前言 

電腦應用是大專學生必備能力，具備良好的電腦操作及應用能力

不僅在學生求學期間對於知識學習與問題分析有很大助益，對於日後

不論升學或就業，也是必要的技能。在日常生活上，電腦能協助解決

許多繁瑣的問題。尤其現在電腦科技日益發達，電腦的應用無所不在，

小至簡單的文書處理與列印、商店的收銀帳務會計，乃至於物聯網、

巨量資料分析，甚至是最近掀起話題的 Google AlphaGo 人工智慧博

弈等，無一不是仰賴電腦科技。 

鑒於電腦能力對於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本校在自然科學與數學通

識課程中，要求學生在一年級必修 2 學期 4 學分之「電腦資訊」課

程，第 1 學期依自然科學、人文社會、數位內容組分別修習「資訊概

論」、「計算機概論」、「電腦多媒體簡介(基礎班)」等基礎課程，或「訊

與網路基礎」、「Office 套裝軟體應用」、「電腦多媒體簡介(進階班)」

等進階課程。第 2學期則依各系教學需要及學生興趣選課；包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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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軟體應用、多媒體處理、動畫製作、電腦多媒體應用、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C++程式設計、軟體應用、MATLAB等。 

電腦在森林及自然保育領域應用甚廣，在計算與資料分析方面尤

然，例如大一「測量與測計學」及「測量與測計學實習」即運用了許

多的數學函數與計算。大二的「統計學」、「植群分析」，以及大三的「森

林資源經營學」也都涉及了大量的資料分析。在實務方面，歷次的畢

業系友意見調查均有許多系友表示優異的電腦應用能力及解決問題

能力，在求職、任職時，有很大的加分作用。因此，森林暨自然保育

學系自 97學年起，即開始開設「專業電腦應用」課程，以實例讓學生

了解並學習電腦在本系領域之應用。 

「專業電腦應用」課程原開設在大二，當初是希望學生修畢「電

腦資訊」通識課程之後，能將所學在「專業電腦應用」課程中施展運

用。不過，有些學生表示大一時雖然修了 2學期的電腦基礎課程及自

選課程，但上課時懵懵懂懂，並不知道學了到底將來能做什麼，大二

修「專業電腦應用」時，才後悔當初沒有好好學習，因此建議「專業

電腦應用」課程改在大一第 2學期與自選的「電腦資訊」課程同時開

設，以幫助學生在上「電腦資訊」同時，能立即與本系應用範疇做結

合，使技術與實務能在學習的過程中彼此呼應。 

因應學生意見，「專業電腦應用」自本學年起，改至大一第 2 學

期開設。除了維持計算與資料分析實例演練外，本「專業電腦應用」

教材研發計畫之目的在於期望藉由活潑的實務問題設計，鼓勵學生依

據其電腦資訊自選課程，進行應用創意發想，例如撰寫程式解決問題

或活用文書、多媒體及網路技術等進行文創設計，期能激發學生想像

力及學習興趣，並在過程中磨練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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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 計畫特色 

本教材研發計畫之主要特色在於能與大一第 1、2 學期之「電腦

資訊」課程相互搭配，以森林及自然保育領域實務應用範例引導學生

解決問題，並以「專題作業」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及創意。 

課程將電腦在森林及自然保育領域之應用區分為「計算與資料分

析」、「製圖及影像資料應用」、「文案、多媒體及網路應用」、「資料庫

管理」、「軟體開發與硬體 I/O控制」五大面向。其中「計算與資料分

析」面向為教學主軸，內容為計算與資料分析在本系專業科目「測量

與測計學」、「統計學」、「植群分析」、「森林資源經營學」等之應用範

例演練。 

「製圖及影像資料應用」、「文案、多媒體及網路應用」、「資料庫

管理」、「軟體開發與硬體 I/O控制」四個面向雖非為授課內容，但是

係與第 2學期學生自選「電腦資訊」課程或其他非通識電腦應用課程

對應(表 1)，藉由提出與其在本系領域相關的可能應用範疇，鼓勵學生

就其選課科目或興趣項目完成「專題作業」或解題或繳交創作，並在

課堂中分享其設計理念、操作過程及心得。 

表 1. 電腦應用面向、本科應用範疇及對應課程 

面向 本科應用範疇 舉例 對應課程 

製 圖 及

影 像 資

料應用 

製圖及地理資

料分析 

1. AutoCad、GIS 地圖繪製 

2. 樹木電腦 3D模型製做 

3. 林分結構圖繪製 

4. GIS 地理分析 

森林遙測與GIS應用

(本系大三課程) 

空間資訊學(一)：地

理資訊系統(土資系) 

影像資料應用 

1. 葉面積、葉面積指數計算 

2. 樹木性狀測計(樹高、材

積、樹冠體積) 

3. 森林景觀模擬 

4. 遙測影像分析 

多媒體處理、3D模型

及動畫簡介(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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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本科應用範疇 舉例 對應課程 

文案、多

媒 體 及

網 路 應

用 

文書處理及文

案製作 

1. 論文(長文件)編排製作(專

題討論或碩士論文) 

2. 系、華林動植物介紹摺頁 

3. 系、華林動植物介紹簡報 

OFFICE 套裝軟體應

用 

多媒體(攝影、

動畫、螢幕錄

影) 

1. 課程(或單元主題)教學影

音檔製作 

2. 本系及本系課程介紹影音

檔製作 

多媒體處理、電腦多

媒體簡介、動畫製作 

網路應用 

1. 科系網頁設計製作 

2. 校園樹木導覽系統製作 

3. 網路問卷調查分析 

軟體應用(CF17 08) 

資 料 庫

管理 

資料庫建置、

查詢與報表 

1. 林務局森林永久樣區調查

資料庫應用 

2. 塔山植物資料庫應用 

3.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應用 

資料庫軟體應用 

軟 體 開

發 與 硬

體 I/O控

制 

軟體開發程式

設計 

1. 林地測繪程式 

2. 距離、角度、樹高測量程式 

3. 樹木調查手持裝置 APP 

4. 圓木材積推估 APP 

5. 植物辨識、動物聲音辨識
APP 

6. 農場管理 APP 

Visual Basic 程式設

計、C++程式設計、

MATLAB、手持裝置

程式設計(資管系) 

硬體 I/O控制 

1. 森林調查 RFID應用 

2. 溫室環境感測與自動控制 

3. 動物調查自動攝影監控 

4. GPS 林野查報系統 

5. 物聯網林野保護監控系統 

二、 具體內容 

(一) 教材設計 

「計算與資料分析」在本系專業科目「測量與測計學」、「統計學」、

「植群分析」、「森林資源經營學」之應用為課程教學主軸，係以實務

應用案例做為題材(表 2)，引導學生解析問題，運用的電腦技術探索解

決方案，並由解決方案中整理出最具有效率之方法，藉由演練、摸索

過程訓練解決問題之能力。各單元教材如補充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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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算與資料分析」在本系專業科目應用範例 

科目 演練範例 

測量與測計學 1. 林地測繪應用 

2. 單木材積測計 

植群分析 1. 重要值指數計算 

2. 植群指數計算 

統計學 1. 敘述統計與抽樣與估計 

2. 統計推論：假設檢定、相關與迴歸分析 

3. 問卷製作與分析 

森林資源經營學 1. 林分材積推估 

2. 財務分析與規劃求解 

3. 資料庫應用與程式設計簡介 

 (二) 教學進度 

本課程本學期計有 15周次上課，內容及進度安排如表 3。 

表 3. 上課內容與進度 

周次 授課及演練內容 執行情形 

1 課程簡介：專業電腦應用實務案例介紹 已完成 

2 EXCEL常用函數 已完成 

3 EXCEL圖表實務應用 已完成 

4 林地測繪應用 已完成 

5 單木材積測計 已完成 

6 樹種重要值指數(IVI)計算、植群指數計算 已完成 

7 期中考試複習 已完成 

8 【期中測驗】(電腦上機實作) 已完成 

9 期中考試檢討與專題作業講解 已完成 

10 敘述統計與抽樣估計：林分材積推估 已完成 

11 統計推論：假設檢定、相關與迴歸分析 已完成 

12 問卷製作與分析 已完成 

13 財務分析與規劃求解 已完成 

14 資料庫、程式設計簡介；專題作業成果分享 已完成 

15 【期末測驗】(電腦上機實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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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題作業」與「電腦軟體應用」證照測驗 

本課程所秉持的教學理念是「教學生捕魚，而不是給學生魚」，而

「專題作業」便是提供學生一試身手動手抓魚的「魚池」。課程進行中

陸續提出本科專業相關之電腦應用題目讓學生挑戰解決。學生可以延

伸範例演練學到的方法嘗試解決問題，也可以借助「電腦資訊」課程

所學或本身興趣，發揮創意解決問題或設計作品。此外，為了提升學

生就業競爭力，也鼓勵學生嘗試取得「丙級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證

照。考取證照雖非本課程必要要求，但學生若能順利通過模擬測驗者，

「專題作業」予以加分獎勵。「專題作業」共包括 31道題目及電腦軟

體應用學科模擬測驗，題目摘要內容如表 4，詳細內容如補充資料 2。 

表 4. 「專題作業」題目摘要內容 

科目 題目摘要內容 

計算與資料分析 1. 甘特圖製作 

2. 人口結構金字塔圖製作 

3. 羅盤儀測量資料計算程式 

4. 羅盤儀複視測量資料處理程式 

5. 羅盤儀隔點前進法資料處理程式 

6. 三角測量計算程式 

7. 三邊測量計算程式 

8. 永久樣區樣木座標計算程式 

9. 樹幹縱剖面圖繪製 

10. 樹幹區分求積及形數計算程式 

11. 樹木分布泡泡圖圖製作 

12. 樹種關聯係數矩陣計算程式 

13. 樣區相似性指數計算程式 

14. Jaccard 相似性指數矩陣計算程式 

15. 問卷表單製作與資料統計分析 

16. NPV、BCR、IRR 投資決策分析 

17. 原木供需運輸成本最小化 

18. 適地適木造林樹種指派決策 

影像資料應用 1. 相片比例法樹木性狀測計 

2. 樹木電腦 3D模型製作 

3. 3D樹木圖庫景觀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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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題目摘要內容 

文案、多媒體及網路應

用 

1. 長文件論文格式編排製作 

2. 創意文宣摺頁及簡報製作 

3. 創意微電影、教學短片製作 

4. 網頁改良設計 

5. 華岡校園樹木導覽系統製作 

軟體開發與硬體 I/O 控

制 

(高等挑戰題) 

1. 苗圃溫室定時或遙控噴灌系統設計 

2. 植物辨識 APP 設計 

3. 校園植物檢索圖鑑資料庫建置 

4. 野生動物聲音辨識 APP 

5. 林野盜伐、獵盜物聯網監控系統設計 

 (四) 評分及管考機制 

本課程評分機制如表 5。評分方式加入「適性學習」機制，讓學

生對於各評分項目可以依據自己的學習風格酌予調整比重，並且增加

教學意見回饋項目，以鼓勵同學踴躍對本課程之教材與教學方法提供

改善意見。適性教學評分調整規劃如表 5。 

表 5. 成績評分項目及比重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適性評量比重 

期中測驗評量 上半學期學習成效驗收 20±10% 

期末測驗評量 下半學期學習成效驗收 20±10% 

專案作業 專案作業成果繳交與分享 30±10% 

出席紀錄考核評量 出席參與課程及繳交作業 30±10% 

教學改善意見回饋 自我檢核、教學問卷調查 0~10% 

執行期間管考機制包括質化及量化檢核方式，質化檢核是藉由課

輔系統即時回饋、期中及期末問卷調查評估是否到學習成效。量化檢

核方式則是藉由期中、期末測驗評核學生學習成效。執行後管考機制

則是藉由課輔系統之課程滿意度調查來了解學生自己心目中的學習

成效及對於教學方式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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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 量化成效 

(一) 學習成效考評 

期中測驗原始成績如圖 1，由於包含少數偏難題目及作答時間限

制，部分同學表現不佳。基於 Learning Based之教學理念，給予學生

對於未精熟題目訂正加分機會，訂正後多數同學都能達到及格標準。 

  

圖 1. 期中測驗訂正前後成績表現 

期末測驗成績如圖 2，由於學生學習逐漸趨於熟練，同學表現有

大幅進步，學期成績至少有 60%達到 70分以上。 

  

圖 2. 期末測驗及學期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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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缺席情形 

學生出缺席情況統計如圖 3，雖然有些同學偶爾請假缺課，但出

席情形大致良好，少數缺課>3次的同學主要是擬轉學，但未辦理退選

及棄修。 

 

圖 3. 學生出缺席情況 

 

(三) 專題作業 

由於有些學生是第一次接觸 EXCEL，對於操作仍屬生疏，因此

「專題作業」對多數學生而言，挑戰堪稱艱鉅。不過，儘管如此，仍

有 29人參與 17道專題作業題目之挑戰，其中更有 3位同學分別完成

了 13題、7題及 6題。顯示「專題作業」雖有難度，但仍能啟發學生

主動解決問題之能力。專題作業優良作品範例如補充資料 3。 

二、 質化成效 

(一) 即時回饋意見 

課程教學即時回饋意見如圖 4，多數學生均感到滿意，不過有少

數學生反映因為第一次接觸 EXCEL，所以操作較為生疏，或覺得進

度太快或作業太難超出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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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課程教學及時回饋意見 

(二)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如圖 5，整體上學生對於課程均抱持肯定

態度，但是仍有數人留言反映速度太快、內容太難的問題。此外，專

題作業所佔的成績比重較高，也讓不少對課程教學內容尚無法精熟掌

握的同學感到有壓力，因此希望能調整評分比重，增加出席成績的配

分比例。 

因應學生意見，已於期中考後調整評分方式，加入「適性學習」

機制，讓學生對於各評分項目可以依據自己的學習風格酌予調整比重，

並且增加教學意見回饋項目，以鼓勵同學踴躍對本課程之教材與教學

方法提供更多改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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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課程期中教學意見 

(三) 期末學習成效問卷調查 

學校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尚在統計中，因此，於課堂期末自行

進行教學意見回饋問卷調查，調查項目包括教材設計、教學方法、評

量方式及學習成效等，以期瞭解新的教學設計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 

在教材設計方面，學生對於本教材與教學結合方式(不提供逐步

截圖解說，僅提供操作提示及操作影音檔參考)接受度高於逐步截圖

詳細解說(圖 5)。但學生對於僅提示方向方法引導同學探索及嘗試自

行解決問題，則接受度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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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教材與教學結合方式偏好問卷結果 

在課程教學方法方面，學生對於目前講解示範完畢之後由學生嘗

試自行完成或由老師協助的方式接受度高於依樣畫葫蘆一步一步照

著做(圖 6)。不過，若是將內容及主題講解示範影音檔案上網讓同學自

主學習，則接受度稍低，主要是學生認為操作偏難，沒有到教室與老

師、同學討論，自己在家自學有其困難，反而沒有效率。 

 

圖 6. 課程教學方法偏好 

在成績評量方面，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於期中考提供訂正加分機

會最為滿意(圖 7)，認為可以針對自己不足之處加強練習，以求熟練。

此外，學生也很重視課堂出席及同儕討論，認為操作電腦彼此討論有

助於增進學習校妥。在實作評量方面，贊成和反對增加計分比重的相

差不大，顯示學生之間的學習風格不盡相同。至於專題作業及自主學

習方面，同學大多認為應該多配置一些不同難易度的題目，也有不少

同學並不喜歡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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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成績評量偏好問卷結果 

在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滿意度方面，多數同學認同在修完本課程

後對提升電腦分析專業技能、了解本科系專業領域實務具有幫助，也

對於授課教師之授課感到滿意(圖 8)。 

 

 

圖 8. 課程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滿意度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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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專業電腦應用」課程原本開設在大二，本次首次嘗試改於大

一下學期開設，期望學生在上「電腦資訊」同時，能立即與本系應用

範疇做結合，使技術與實務能在學習的過程中彼此呼應。期末問卷結

果顯示多數同學認為本課程與「電腦資訊」同時修習可以互有幫助(圖

9)，大致符合本課程之期望。 

 

圖 9. 對於本課程與「電腦資訊」同時修習的看法 

儘管本課程實施成果符合設計期望，但是仍有一些值得繼續檢討

改進之處。學生對於本課程感覺最吃力的地方是「太難」。分析其原因，

發現修課學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同學未曾修過任何其他電腦課程(圖

10)，以至於在缺乏電腦操作經驗下，上課往往較難以跟上進度，因此

而有挫折感。 

 

圖 10. 學生「電腦資訊」課程修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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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部分同學反應「專題作業」對他們而言難度太高，即

使上課單元學會了，仍然難以舉一反三，應用實務問題解決。 

前述「教材及作業太難」的問題以及「部分學生電腦操作缺乏基

礎」兩項問題顯示本課程教材設計仍有改進調整之必要。未來擬在前

幾周的教材及作業中，增加基礎操作及淺顯應用題目的比重，讓較缺

乏電腦操作基礎的同學能順利接軌，提升學習意願。 

本次「專題作業」雖然有 29人參與其中 17道專題作業題目之挑

戰，但參與比率仍屬偏低。究其原因，除了因為題目偏難之外，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有些學生仍然比較習慣被動式的學習，對於自主學習、

探索解決的學習方式難以適應。因此，如何適性教學引導每位學生獲

得最佳學習效果是未來教材及教學方法設計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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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上課教學情形 

 
學生實際操作 

 
同儕討論情形 

 
同儕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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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補充資料 1：完成之教材。 

補充資料 2：專題作業題目。 

補充資料 3：專題作業優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