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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 

程式編譯與應用融入通識課程-以自然科學發展為例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CE41) 自然通識︰自然科學發展 

授課教師: (9903480) 張振瑋 助理教授 

參、前言 

通識教育的源起為1933年出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康能（Conant）有感於大學教育

的角色與功能問題重重，進而提出通識教育就是要經過慎思熟慮後安排適當課程，

以教育學生於畢業後能成為好人與優良公民之理念，其目的就是以知識充實學生

面對學習之能力，與邁入社會之做人處事之基礎。本校的通識教育理念是在於通識

課程的學習在提供學生建立廣博的知識基礎，以厚植學生跨域知能整合的能力，並

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知能。 

本校學系多元，修習通識課程的學生來自不同領域。授課教師在課程難易度間，

需有相當程度之掌握，方能避免淪於學生修習營養學分之錯誤觀念。此外，為因應

社會變遷之需求，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邏輯逐漸成為學生必備之基本能力。因此本

計畫嘗試將程式設計運用融入通識課程，一方面讓同學在學習科學基礎中，有實際

運用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之練習，另一方面，所學得之程式模組亦可提供學生未來

專業領域之運用。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課程原規劃須於18周中授予學生自然科學發展之知識，其中包含天文學的科

學發展、時空與物質的定位、數學基礎、邏輯與微積分的發展、熱力學、化學變奏

曲、電、磁現象與電磁學的發展、地理學、地質科學、生物學、生命科學、大氣科

學、氣候變遷等科學主題。進入到二十世紀後，從1970年代開始的資訊化社會，啟

動了第三次的工業革命，程式編譯與邏輯運算思維成為現今社會最需要之技能與

技術。然而，原課程內容中大氣科學與氣候變遷是各領域的學生在學習、生活上皆



 

會接觸到的議題。因此規劃在兩議題授課後，讓同學藉由當下能蒐集到之開放資料

(Open data)進一步透過程式編輯分析以得到分組報告之內容，一方面介紹程式設

計概念與應用，一方面教導學生運用基礎之程式編譯達到初步分析之結果。該門課

程分組討論主題包含同學各專業領域所受到的氣候變遷氣象因子為何?以及透過

開放資料(Open data)計算得知台灣最__的城市為何? 

在一般教學方面，本課程注重師生對談，除基本分組專題製作外，教師會在課

堂引導學生回答問題，並借助同儕協助，讓同學不會害怕回答問題，進而刺激思考

與教師應對。此外，本課程所新增之實際上機操作部分，同學需先討論出影響該產

業的氣象因子為何?再透過教師簡單教學，以網頁模組形式，讓同學製作網頁報告。

示意圖如下: 

 

學生一方面可認知氣象對於該產業之影響，一方面可學得網頁製作與嵌入的方

法。此外，透過基礎介紹開放式資料(Open data)，讓同學知道科學的產物數據，

經過程式編譯協助分析加工，可再產生出另一成果。本課程規劃由各小組決定要分

析的是台灣地區什麼樣的城市，再運用氣象局的開放式資料分析相對應之氣象物

理量，最後得知與證實該城市。舉例來說，如果同學想要探討台灣地區，最適合產

米粉的城市為何?因此該小組就需先探討影響米粉生產的主要因素為何?若是需要

強風、高日照，即可透過開放式資料搜尋，尋找台灣地區最符合該天氣狀況的城市

即可。 



 

 

而該課程於本學期規劃之上課周次與大綱如下圖: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本計畫目的在提升學生於課程中的參與度，並透過專題報告拉進學術與時事相

關議題，進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上完該課程能習得帶得走的專業技能。另

一方面改變一般通識課程的授課方式，讓同學實機操作、編譯程式與運用模組。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改善課程品質。 

由於學生來自各專業領域，並不一定了解程式語言及運算邏輯，因此在課程進

行時，預計可能會碰到跟不上學習的困難，因此，本課程將與資訊中心合作，透過

資訊中心協助有關程式、網頁、資料處裡的教學，再輔以教學資源中心提供之教學

助理及本人在科技部計畫下的專任助理，再同學編譯程式、製作網頁時，能及時提

供協助，讓同學不用畏懼程式編譯，有效率地完成課程所需之報告。 



 

課程於第15週傳達邏輯思考的優勢與教導學生程式編輯的基本概念，並且介紹

現今大數據之概念與數據實際運用範例。第16週介紹透過程式編譯分析數據與編

輯網頁平台，將小組報告內容放置平台上分享。經過兩周的學習，學生皆可學習到

程式語言之基礎概念與邏輯，透過實際操作練習，更能協助學生技能的習得。經課

程結束後的教學問卷調查顯示，學生對本課程的滿意度在五點量表中平均達到

4.09分。學生於課程滿意度上平均分數為3.73分，講師授課滿意度平均為4.33分，

整體教學環境上平均分數為4.46分，運算思維資訊應用融入課程上平均分數為

3.82分。總體而言，學生學習成果上無論在質化、量化上皆有一定程度之成果。相

關成果數據如下表。 

陸、結論 

該門通識課程為本人第一次授課，且第一次將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融入一般通

識課程，雖該課程修課學生來自於全校不同學系，對於該課程教授之自然科學發展

認知不一，但本教師仍秉持通才教育之初衷，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夠學習到該課程之

專業學識。此外，為提升同學課堂參與度，本教師會於每一堂課程中主動詢問同學

有關課程內容的問題，一方面刺激學生主動發想，一方面提升學生上課的專注度。 

在課程內容方面，為加入自然科學最新的課程內容，並考量讓學生能確實餐與

與操作相關課程主題，因此將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融入該門課程中。讓學生除了專

業學識外，亦能學習到該門課之專業知識。學生實際上機學習是於課程地15、16周，

但由於上機實際操作前，仍須有小組討論結果。因此本教師於每一堂課皆會詢問各

組討論進度，適時給予協助與建議，讓同學在上機操作前，皆有完整之報告方向與

規劃。經過15、16周上機學習與報告製作後，第17周讓各組同學上台報告、闡述該

專題成果。配合期末測驗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 

由於該課程為通識課程，修課學生來自各個領域，教師為實行通才教育，又要

精確掌握授課之難易度，故該計畫相較於其他專業課程之教學創新實為艱難。但為

讓同學有實際操作運用之參與感，並學習得確實可以帶得走的程式技術，故設計此

程式編譯與應用融入通識課程之創新教學。本教師於期末測驗中安排了一題教師



 

回饋題目。學生普遍反應課程深淺適中，尤其在最後三周之程式設計課程有相當具

體之收穫，唯所教授之時間太短，同學期盼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做實際的上機操作。

因此本教師會考量大部分學生的建議，在未來的課程中，做適當的時間調適分配，

讓同學在實際操作上有充分的時間練習。同學的意見回饋如下圖: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程式課程上課實況 

 

程式課程上課實況 

  



 

程式課程上課實況 Open data 數據介紹 

 

Open data 數據下載練習 

 

Open data 數據下載 

 

Google charts 程式編輯介紹 

 

Google charts 程式編輯應用 

 

網頁平台介紹 

 

網頁平台教學 

 

學生繳交報告介面 

 

學生繳交報告清單 



 

 

電機系同學繳交報告 

 

新聞系同學繳交報告 

 

電機系同學繳交報告 

 

新聞系同學繳交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