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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師資培訓課程之「適性教學」創新計劃 - 以教學科技與運用課

程為例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教學科技與運用(K466)/教育二，陳信助 

參、 前言 

廣設大學後的臺灣高等教育環境高度競爭，大學科系分明，在經營成本與學生來源

差異化下，使用一套相同學習資料面對所有學生的方式廣泛為大學所採用，惟一套通

盤適用的學習制度，已難以應付學生個體程度差異日益加劇的窘境（吳聰能、蔡碩倉，

2019），往往形成個別學生的學習需求無法被滿足，個別學習經驗也無法得到回應的困

境，關鍵能力之養成也因此更加困難，「因材施教」僅成為教育之理想，如此發展下，

也突顯了大學生學習問題亟待解決。要能落實教育資源公平化、提升大學生知識統整

能力，並能提供符合學生學習特質的環境，知易行難，然而，事在人為，倘若能確實

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教師於教學上從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著手，清楚

地了解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及特性，並作為輔導學生學習之依據，以達成有效教學，「適

性教學」的執行，應可做為解決高教問題之第一步。 

在推動適性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如何綜合運用各種教學策略及方法，善用教學資

源，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如何在教學實施中，規劃良好之教

學環境，使學生能在具備充分空間、設備、材料、資源的環境中進行學習？如何在教

學的時程安排上，使學生能體認學習的真實性和切身感，而樂於學習？如何在教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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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面，依循各項教學目標，綜合考量學生之學習成果，進一步作為教師自身評鑑教

學績效、改進教材教法之參考？如何參酌學生之個別差異及表現情形，適時實施補救，

以落實教學成果？學生心智的發展各有不同，教師要以多樣的方式來呈現教學的內

容，透過適當的教學設計，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使學生能獲得最大的收益，如此才

能讓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生，都能進行有效的學習。 

適性教學究竟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妥善規劃，能夠最大程度地回應每一個人的學習需

求？這始終是教育理念與政策的辯論焦點。自 1954 年 Herbert Thelen首次提出「學

習風格」以來，數十年間，有很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對學習者

的學習風格進行了研究和分類，各有獨到見解，也形成了非常豐富的理論體系。在教

育心理的研究中，有關學習的個別差異，多同意有效的發揮潛能，配合個人風格的運

用，是學習成敗的關鍵（Sternberg, 1995）。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s），在教育

心理學上主要是解釋個別差異的因素（郭重吉，1993）。各家學習風格模式，皆強調每

位學生的學習風格對都具有獨特性及差異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推展適性教

學時，教師可從分析學習者的學習風格的分布與差異，正確地「辨識」學生在學習上

的需求及特性，從而在教學中採取適當的教學策略，合理公平的調度教學資源，有依

據的去幫助學習困難的學生，設計出適性化及個別化的課程，從而改善學生對學習的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以提高教學的效果，更可進一步的還可提出幫助學生轉變學習

風格、培養自我管理與學習能力、研究能力、創造性思考能力的途徑與方法，以強化

知識統整能力。另一方面，適性教學中的學習者，亦可藉由認識自己的學習特點、學

習方式，在大學多元的學習活動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以培養大學學習中不

可或缺的自我規劃管理能力，這正是「精準教育」的起手式，也是「適性教學」實踐。 

有鑑於此，本教學創新計劃規劃在師資培訓課程中，導入「以學生為中心」的概念，

結合「適性教學」的規劃，並分析對學生在學習效能上產生的影響。教學實施對象為

師資培訓必修課程中之學生，設計在混成學習環境中，先檢驗學生「學習風格」的特

色及強度，輔以學習歷程相關資料，診斷學生學習難點，據以調整適性教學策略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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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搭配滾動式教學調整與輔導，最後來觀察學習品質與成就的變化。進一步探討在

實施適性教學時，可能遭遇的困難，並藉由探討融入學習風格理論之課程，與大學生

學習成效之相關性，以提供教師適性的教學模式與多元的教學策略，俾利往後的適性

學習教學設計規劃時之參考，擘畫不同學習者之學習路徑。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根據以上說明，本計畫基於學習風格的主張，即是每個學習者的本質及個性都不

同，對於學習過程亦會有不同的學習偏好及特質，也因此，對每個學習者而言，沒有

任何一種教學策略是最好的，唯有在教學活動與策略是合於學習者之個別差異，才可

以讓學習者獲得最佳的學習效益。而學習風格探討學習者的個別差異，以提供因材施

教的理論基礎。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中對大學生的教材設計或輔助學習，並未考量學習風格。所以

有時候教師常以自己的學習偏好方式來設計教材，忽略了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也是影

響其學習成效的重要原因。深入瞭解學習風格還可以幫助學習者在不同的學習經驗

中，選擇適合自己風格的學習方式，可節省學習時間和降低學習挫折感。學習者若能

清楚知道自己的學習偏好，也可以幫助自己成為全面的學習者，並能夠利用個人風格

的強項與弱項，來加強學習，達成自主性學習，如此也能產生個別化教學的效果，即

所謂的「適性化教學」。 

為了能提供學習者良好的學習環境及課程，應該先瞭解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才

能發展適當的教學策略，不但能增加對學習者的幫助，也能加強其學習動機，以提高

學習成效及滿意度。本教學創新計劃之適性化教學是由教師實施，教學策略的設計具

有下列特徵： 

一、 教師會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或「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利用

各種不同的媒體，並安排不同的情境來提供「多樣化的教學，以因材施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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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會藉由認識學生的「個別差異」，了解學生的學力背景、學習性向

（Aptitude），教師所採用之教學策略必須考量學生的學習風格、偏好，

來建立明確的、量身訂製的學習目標，作為教學的依據。 

三、 依據教學目標隨時了解掌控學生學習的進行情形，並「診斷學習困難」

的癥結，於教學歷程中，配合學生學習上之特性及需求，選用合適的教

學策略輔以學習，提供適當處方，實施補救教學，俾能繼續學習。 

四、 各單元的教學評量，以「多元評量」來補救紙筆測驗的不足。 

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計畫實施部分，重點在確認學生學習風格分

布狀態後，經分析後，據以調整教學策略，並決

定融入之適性策略與使用時機。 

本案以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必修課程（共十

八週），進行適性教學實驗，分前、後兩期，前期

為期中考（第九週）前的第一週至第八週，進行

依據學生「學習風格」的「適性教學」，後期為期

中考後至期末考（第十八週）前的第十週至第十

七週，推行為期八週，導入「適性多元評量與活

動」。融入適性策略後，再檢視學生之學習動機、

學習態度，以及教學品質滿意度。教學研究實驗

實施步驟與流程如下（如圖 1）： 

一、 依據「學習風格」調查結果，進行

分析，據以調整教學策略 

二、 決定融入之適性策略與使用時

W2-W8 實施「適性教學」 

 

W9 期中教學品質滿意度調查 

 

W11-W17 實施依據學生學習風
格的「適性多元評量與活動」 

 

W19 訪談學生對適性教學策略

融入教學活動的看法 

W1-W2 實施「學習風格」調查、

擬定適性教學設計 

圖 1 教學研究實驗實施流程圖 

W10 反思教學活動及修訂計畫 

W18 期末教學品質滿意度調查 

 

 

W9 調閱分析學生「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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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依設計實施依據學生「學習風格」的「適性教學」 

三、 期中校方教學品質滿意度問卷調查 

四、 調閱與分析學生「學習歷程」 

五、 反思教學活動及修訂計畫 

六、 實施依據學生學習風格的「適性多元評量與活動」 

七、 期末校方教學品質滿意度問卷 

八、 訪談學生對適性教學策略融入教學活動的看法 

此外，本案所採用之學習風格量表翻譯自 Index of Learning Styles Questionnaire

（ILS, Felder &Silverman, 1988; Felder, 1996; Felder & Soloman, 2001）的「ILS

學習風格問卷」。量表中將學習風格分類為四個構面（如圖 2）：一、學習態度（處理訊

息）向度，分主動型與反思型，二、學習方式（感知訊息）向度，分感覺型與直覺型，

三、學習感官（訊息呈現）向度，分圖像視覺型與口語聽覺型，以及四、學習思考模

式（訊息理解）向度（循序型/總體型）四個面向，此量表在每個學習風格面向各包含

十一道題目，共有四十四個題目，量表

題目採用二分法的結構設計，每題只有

兩個答案，受測者選 A者該題得+1分；

選 B者該題得-1分。此問卷工具之信度

與效度經檢驗皆獲得肯定，被證明其具

有可靠性與有效性（Zywno, 2003; 

Litzinger, Lee, Wise & Felder, 

2005）。該量表亦是學校現行診斷學生學習

之工具之一。 

圖 2 ILS 學習風格問卷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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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期初實施 ILS學習風格問卷調查結果中（如圖 3）可看出，教學科技與運用該班

學生的學習風格分布狀況，在「學習態度」上行動型與反思型各半，「學習思考模式」

亦是循序型與綜合型各半，但在「學習方式」上，有明顯的偏向「感覺型」(80%)，在

「感官類型」上更是展現「強視覺型」(85%)。 

以教師角度思考現行操課方式與教學設計，對多數強感官型與強視覺型的學習者，

確有調整與加強空間，故特別強化「運算思維」與「做中學」的「期末計畫」活動設

計，更增加富含「多媒體元素」的各式教學內容，如例行「上課直播」（如圖 4）、「全

課程錄影」（如圖 5），與「後製教學重點影片」（如圖 6、圖 7）等，用以滿足偏好以多

重訊息管道感知學習，與習慣以聲光視覺刺激的多數學習者。 

圖 3 ILS 學習風格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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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一學期的適性教學融入操課，期末的質性意見調查中（有效樣本有 49筆資料，

見執行計畫活動照片），有看到學生均有強烈感受「適性教學」與「運算思維」的融入，

大多數的學生皆持正向態度，肯定適性教學融入課程的效果，也反應為對應學生學習

風格而導入的「運算思維」、「做中學」與各式「多媒體教學內容」，有助於學習。 

此外，很多學生亦反應，「課程內容電子化」對其學習的過程，確具輔助效果，並

可提高學習成效與資訊素養，同時，線上教材的方便性、多元化及彈性，可提升學生

之閱讀興趣與學習動機，再搭配學校「課業輔導管理系統」，更能強化數位學習與自主

圖 4  課程提供例行上課直播 圖 5  課程提供全課程錄影 

圖 6  課程強化「運算思維」與「做中學」

的期末計畫活動設計 

圖 7  課程提供後製教學重點影片 



附件 1 

 

8 

 

學習效能。期中教學意見問卷調查，滿意度幾乎達 100%。期末教學意見尚未公布。未

來將持續課程的開發。 

 

陸、 結論 

本教學創新計劃調查師資生學習風格之分布狀態，接著進行師資生「適性教學」的

綜合診斷分析，再依據學生學習風格的偏好，融入適性教學策略、評量與活動的調整

與設計，檢驗學生的學習效果與教學品質變化。學校與教師能夠藉由觀察與測驗，掌

握個別學生的學習能力、進度、背景，並透過對長期累積的綜合數據進行分析，指引

出學習上有利與不利的建議方針，以此來設計合適的課程與教學，準確地提升個別學

生的學習成效。 

此外，本案在教學實施上，導入共十八週的課程內容，期許從課程創新，逐漸累積

能量，進而達到注重教學品保、因材施教，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方向。提供學生自主

學習之機會，可選擇具有學習深度的項目轉化為具備課程內涵，配合多媒體教學設計

的檢核，並以學習活動做為學生學習的誘因，引導學生在課外學習活動自主學習。 

本計畫規劃與執行之適用對象為大學部課程的教師、助教與學生，執行效益佳，亦

包含其他附加價值： 

1. 以各式創新、互動式教法搭配，可激發學生之創造力、高層次思考 

2. 以做中學在技能上培養學生能熟習教學科技與運用。 

3. 悅趣化教學，讓師生感受教學活動的樂趣，提升學習動機。 

4. 強化參與感，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提高學生學習效率。 

5. 本計畫產出之教學影音檔，可做為教師或助教授課時之輔助工具與教材，或做

為教師或助教進行課輔之輔助工具與教材，或做為學生複習或補課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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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授課執行經驗，將分享給有興趣參與適性教學之授課者，可做為教師或助教

規劃相關課程時之輔助設計參考。希望針對這些問題的分析研究，以呼應當前高等教

育資訊化、多元化及適性化，來改善學生學習問題，促進教師教學方式之彈性與活潑、

增進學生學習，進而提昇教育品質，落實適性教育的教育理念，或提供若干教育改革

創新的參考。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適性教學融入做中學專案計畫 

 

 

適性教學融入各式多媒體教學內容-課程直播、錄影輔助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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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教學融入做中學專案計畫 

 

 
期末計畫實作說明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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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適性教學融入期末的質性意見調查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