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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平台應用於聽能復健教育之實踐成效： 

以聽語系學生為對象之行動研究 

Pedagogical Practice Effectiven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based Interactive 

Teaching-Aid Platform to Auditory Rehabilitation: 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Students in Audiology and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有鑒於聽覺機能障礙者人口數眾多，同時配合國內早期介入觀念及長期照護政策之推動，

落實聽能復健服務有其必要性，而聽語專業人員的需求與日俱增。從目前高等教育廣設聽語

系的實際狀況可看出，大學聽語系對於聽語專業人員的培育扮演著重要的推手。目前根據國

內聽力師法（2009），第12條明列出聽力師業務，而「聽覺創健、復健」是屬於業務範圍中的

一項核心能力；語言治療師法（2008），第12條列出語言治療師業務，其中「構音障礙之評估

與治療」、「語言理解、表達障礙之評估與治療」等項目，亦與聽障者的聽能復健服務有關。

基於此，對於培育聽語專業人才的高等教育，「聽能復健學」是語聽系學生的必修課程。這門

課程不僅傳授聽能復健的知識之外，同樣重視應用於臨床實務所需具備的策略與技巧。 

現今，聽能復健的目標主要是幫助聽覺機能障礙者透過復健計畫服務達到最大的溝通成

效，然而由於臨床研究和科技的進展，以及國際衛生組織（WHO）自2001年公布「國際健康

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簡

稱ICF）的健康分類概念以來，顯然已擴大聽能復健臨床活動的範圍及複雜性，包括聽覺功能、

溝通活動、社會參與和生活品質。因此，聽能復健的服務內容，在緊隨著研究、科技、醫療

的沿革而有所改變，從過去主要提供聽覺輔具的選配使用或是教導不同溝通方法外，直至今

日更將全人觀點注入於聽能復健服務的過程與範疇中，不僅強調聽覺損傷個體在溝通活動層

面的能力程度，同時亦重視個人在社會參與層面的表現程度，進而增進個人生活品質的滿意

程度。由此看來，課堂授課顯然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實在難以涵括如此廣泛且多元向度

的復健課程內容。 

依據105學年度聽能復健課程的校外課程審查結果，評委建議課程應多增加聽能技巧訓練

的實務練習，培養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先備能力。同時，近年來推動雲端科技融入教學之教

育改革，而逐漸改變目前課堂教學的模式。教師與學生透過建構在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平台，

不僅能輔助於教學現場因受限於時空因素所造成的學習籓籬，更能促使「教」與「學」間的

互動變得更多元且緊密，加強活化學習的教學目標。在此目標下，學生可以藉由平台所提供

的互動教學模組，積極主動參與學習、反思和練習，教師亦能藉由系統即時回饋學生學習結

果，充分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即時調整課程內容，更可藉由學生學習反饋數據，進一步識別

學生學習差異化，讓「教」與「學」雙方能充分互動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有效建立學生聽

能復健實務技巧之先備能力。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開發雲端化聽能復健課程之輔助教學活動並建置於雲端平台，使聽

語系學生可以透過雲端自主學習，逐步建構聽能復健之專業知識及技能，為下一階段臨床實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8tUwYP1clxaYhwASQBr1gt.;_ylu=X3oDMTByNm4zYnA3BGNvbG8DdHcxBHBvcwM1BHZ0aWQDBHNlYwNzcg--/RV=2/RE=1516036981/RO=10/RU=https%3a%2f%2ftopr.online.ucf.edu%2fpedagogical-practice%2f/RK=2/RS=CWtss12DnAVPdS6BjZc0PKKF9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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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做好準備。本研究藉由開發雲端化聽能復健課程之輔助教學活動並建置於雲端平台，讓聽

語系學生可以透過雲端自主學習，逐步建構聽能復健之專業知識及技能。這雲端課程輔助內

容和教材，包括文字（text）、影像（image）、聲音（sound）、動畫（animation）等多媒體，並

以情境模擬、角色扮演、個案討論等方式呈現，著重於與教學理論配合，讓學習者可以不受

限於時間、地點，直接從雲端平台上觀看教學內容、參與學習活動，使整個數位教學能符合

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需求，促進學生發揮主動學習的意願。 

在教學實踐程序中，設定「系統發展期」與「實踐成效評估期」之兩大階段。在系統發

展期，主要為聽能復健雲端教學輔助系統之發展，包括：雲端化聽能復健課程輔助活動的開

發、雲端教學輔助平台的建置等階段。在實踐成效評估期，主要為應用雲端教學輔助平台於

聽能復健課程，包括：聽能復健課程運用雲端教學輔助平台之實踐、雲端輔助教學之學習成

效評估等階段。本研究所建置的聽能復健雲端系統，乃是台灣第一個針對國內聽語系學生所

發展出的聽能復健雲端教學課程，在聽能復健學領域具有前瞻性教學研究。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根據諸多文獻指出，聽能復健是提供聽力損失者的一種介入服務計畫，主要目的是減輕

個體因聽力損失所造成的各種困難，同時可能減少聽損對個體及其家庭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希望藉此能恢復或改善聽力損失者的溝通活動中產生的限制，並能使溝通夥伴受益

（Fitzpatrick & Doucet, 2013；Johnson, 2012；Schow & Nerbonne, 2013；Tye-Murray, 2015）。

現今，聽能復健服務，強調聽語專業人員是聽能復健提供者的重要角色，也相當符合當代相

關議題和現行取向，諸如：助聽器和人工耳蝸科技、新生兒篩檢後早期介入之優勢、聽能技

巧發展之復健成效等（Johnson, 2012）。在聽能復健服務的過程與範疇，不僅強調聽覺損傷個

體在溝通活動的能力，同時亦重視個人在社會參與的表現，進而增進個人生活品質的滿意程

度（Fitzpatrick & Doucet, 2013；Johnson, 2012；Schow & Nerbonne, 2013；Tye-Murray, 2015）。

由此看來，聽能復健課程，涵括廣泛且多元向度的授課內容，不僅傳授聽能復健的知識之外，

同樣重視應用於臨床實務所需具備的策略與技巧，例如：「溝通流暢度」和「傾聽與口語」之

策略與技巧。 

聽損者能成功溝通對話取決於很多因素，而精熟使用溝通策略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根

據Tye-Murray（2016）提出聽障者之溝通流暢度，包括溝通策略與對話型態、對話流暢度與溝

通困難評估、溝通策略訓練等三個向度。首先，聽損者的溝通行為，包括互動型、封閉型和

強勢型等行為，所以在溝通策略的訓練課程，採用促進策略（facilitative strategies），包括聽

損者使用的適應策略和預期策略、交談環境使用的建設性策略、交談對象使用的指導策略、

訊息傳達的訊息簡化策略和確認手勢等。其次，評估交談流暢度及溝通需求，採用會談、問

卷評估、日常紀錄、團體討論、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溝通互動等程序。最後，溝通策略訓練模

式，包括正式教學、指導學習和實務練習等三階段，在理想課程裡，學生按順序通過三個階

段，在第一個階段有基礎後再進入下一個，亦可回到或更新前一階段的重要概念。 

傾聽與口語溝通法，包括林氏六音測試（Ling six sounds test）、聲學重點技巧（acoustic 

highlighting）、聽能技巧發展（auditory skill development）。林氏六音測試（Ling & Ling,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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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六個音素（m、u、a、i、sh、s），分布於低頻、中頻和高頻的語音頻譜範圍，測驗主要用

於察覺能力和辨識能力。聲學重點技巧（Daniel, 2012；Simser & Estabrooks, 2001），主要用於

加強言語、語言和聽覺學習的技巧，包含重複、增加節律和音調變化、強調關鍵字、緩慢說

話速度等。聽能技巧發展，由初階至高階的順序逐步建立，分別是察覺、分辨、辨識和理解

等四個階段的聽覺能力，為語言學習做好準備（Schow & Nerbonne, 2013；Tye-Murray, 2015；

Erber. 1982；Johnson, 2012）。因此，「溝通流暢度」和「傾聽與口語」之策略與技巧，已納入

聽能復健學課程中重要的教學主題。 

E化學習（e-Learning），乃運用電腦科技輔助並增強學習，是目前最新的趨勢。它在學

習上沒有時間的限制，進度與內容也是隨個人的需求而調整，呈現的方式非常多樣化（Seale, 

2014）。科技隨時都在進步中，近年來e-mail、Moodle, FaceBook,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Zuvio等科技應用系統，已成為高等教育E學習使用的工具（Seale, 2014；Chang, Tsai, 

& Wu, 2015）。而現今在高等教育所運用的移動雲端教育（mobile cloud education），是在整體

智慧校園環境中所提出的一種新觀點，亦是雲端學習和移動學習領域的統合（Wang, Chen, & 

Khan, 2014；Hirsch, Al-Rubaie, & Ng, 2012；Hirsch & Ng, 2011）。行動載具（mobile devices），

如手提電腦、手機等，具有個別化介面、即時提取訊息、內容敏感性、立即溝通、回饋等特

性，能增強自我引導學習、提問學習、或形成性評量等教學方法，儼然成為在教室內外學習

最具潛能學習工具，不過僅使用資訊科技是不足夠的，教學策略與之結合的運用才能達到有

效的學習（Sung, Chang, & Liu, 2016）。在諸多教學策略中，以講課、提問學習（Chen, 2010；

Lowther, Ross, & Marrison, 2003）、自我引導學習（Chen & Li, 2010；Chen, Tan, & Lo, 2016）

和電腦輔助測驗/評量（Agbatogun, 2012），以及混合方法等，與E學習結合運用的成果，在統

計上具有顯著的效果（Sung, Chang, & Liu, 2016）。 

國外研究文獻如醫學教育的Masic（2008）、Sung, Chang, & Liu（2016），顯見數位學習

系統已嵌入在多學門的課程教學中。現今，醫學遠距教育，提供不同於傳統教育的形式，例

如：線上教學、線上測驗、網際繼續教育課程、線上醫療和科學資料庫等，應用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於醫學教育，使醫學「教」與「學」實踐過程更能受益於資訊科技

的教學輔助功能（Masic, Pandza, Kulasin, Masic, & Valjevac, 2009）。然而，雲端互動式教學

輔助平台應用於聽能復健教育之實踐成效，在國內外相關之行動研究中尚付之闕如。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架構，針對聽能復健學課程兩大主題：「溝通流

暢度」和「傾聽與口語」，進行教學實務性問題之解決與研究分析。本行動研究架構的設計

理念，依據「教」與「學」之模組（圖3-1）及「教」與「學」之回饋調整機制（圖3-2），

在教學實踐研究流程中，依序設計出問題界定、課程發展、課程實踐和成效評估等四個階

段（圖3-3），並分別敘述如下： 

首先，在問題界定階段，主要工作是透過學生學習成效、文獻探討與課程實踐現況進

行分析比較，作為問題界定之依據。其次，在課程發展階段，主要工作是根據問卷調查結

果，綜合歸納整理出學生現況的評析，然後開始著手進行聽能復健學課程內容架構的發展，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5300804#bib11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5300804#bib11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5300804#bib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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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研究文獻資料為依據，以提供該課程所需的指導性教學材料，用於課程中促進教師和

學生之間互動式的「教」與「學」。 

 

 

 

圖 3-1「教」與「學」之模組 圖 3-2 「教」與「學」之回饋調整機制 

再者，在課程實踐階段，主要工作是擬定初步策略，針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遇到的

問題及困擾程度，想出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規劃實踐行動，而整個研究程序，將依

據Caro-Bruce（2000）提出行動研究循環修正的模式，採行《1.計畫→2.行動→3.觀察→4.省

思→5.修正計畫→6.行動→7.觀察→8.省思》之歷程，隨時摘記行動過程所遇到的困難並不

斷反省，且隨時注意教學現場之人員與情境的轉變。最後，在成效評估階段，主要工作是

進行教學實踐成效的評量與檢討，透過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等過程，以確認學生學習的情

況，並採用資料編碼分類、三角驗證與分析歸納方式，綜合多元的資料來源，比較分析行

動之後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以得研究結果。 

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共有四個步驟。第一步驟是課程建置，首先設定聽能復健課程

目標，接著根據課程目標，同時開發課程數位教材和設計雲端教學活動。聽能復健課程將

運用iLMS數位學習系統和Zuvio雲端即時反饋系統等兩種雲端教學平台，同時整合課程數

位教材和雲端教學活動，建置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平台，提供課程在課堂教學和雲端教學

等兩種教學情境的使用。第二步驟是基準評量，在課程建置完成後，課程開始時進行學生

基準能力評量（前測），以初始基準評定量表為主，蒐集學生在課程前期的先備能力。評量

項目分成兩個主題，其一是溝通流暢度，包括：溝通策略與對話型態、對話流暢度與溝通

困難之評估，以及溝通策略訓練等三個項目；其二是傾聽與口語，包括：林氏六音測試、

聲學重點技巧和聽能技巧發展等三個項目。第三步驟是課程實踐，根據每一個主題的四個

項目，依序進行課堂教學的正式教導，再進行雲端教學的指導性學習，教學情境之間可採

用即時回饋調整方式進行互動式教學整合，學習期間以形成式評定量表為主，蒐集學生在

上課中的學習能力，以達成符合課程目標以及學生的學習狀況與進度。第四步驟是成效評

估，課程完成後，進行學生學習表現評量（後測），採以表現成效評定量表為主，蒐集學生

在課程後期的表現。整體課程是透過學生前測和後測結果之學習成效評估，以實證研究探

討雲端互動式教學平台應用聽能復健課程之實踐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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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場域，是位於台中市的中山醫學大學。聽能復健學課程於每學年度在語言治療與

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與聽力組三年級下學期開課。語言治療組的課程是必修2學分，聽力組的

課程是必修3學分。本研究課程主題一「溝通流暢度」和主題二「傾聽與口語」，皆會在兩組

課程中實行。在研究對象方面，採行「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方式做為選擇研究對

象為主要方法，此做法乃是基於研究的便利性以及主題特定對象之故。本研究主要是以語言

治療與聽力學系以及聽能復健學程在校學生為研究對象，學生人數共計79名，包括語言治療

與聽力學系語言組和聽力組大三學生各39名、聽能復健學程學生1名，且當學期正在研修「聽

能復健學」課程者為主。 

圖 3-3 行動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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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程序方面，首先研究者召集相關人員成立研究小組，經文獻探討後，再開始進

行非正式的訪談及現場情境的觀察，以瞭解教師和學生可能會面臨到的困難和需求，再彙

整所蒐集到的資料，編製問卷並針對學生學習需求做調查，經需求分析後釐清本研究問題。

同時，研究者根據文獻資料與研究目的，發展聽能復健學課程內容架構，並依其架構同步

開發課程數位教材和設計雲端教學活動，之後將兩者整合於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平台，以

應用於聽能復健教學實踐。接著，依據本研究問題，開始擬定教學策略以及規劃實踐行動

計畫，並透過計畫、行動、觀察及省思等一系列的步驟，在研究過程中採用多元資料來源

的蒐集與分析，以評量與檢討實踐教學的成效。訪談資料、調查問卷、自我評定量表、情

境觀察及文件資料的蒐集，皆是本研究蒐集資料的途徑與來源。 

4.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第一，教學過程：根據課程目標，本研究上學期開發6個課程數位教材如圖4-1和圖4-

2。在下學期課程開始之前，全部數位教材皆放置在中山醫學大學雲端沐課學院，並且在課

程一開始上課時，發給每位修課同學一本個人書面的「指導式學習：練習作業」，其內容包

括六個單元的問題回答、影片內容重點筆記等。在課程進行過程中，同學在觀看影片後，必

須根據上課講義、影片及參考書目，逐項完成指導式學習練習作業中的每一個題項。同時，

採小組合作學習方式，在課程結束前，必須完成三個影片的腳本設計及錄製作業等學習活

動，以達整合課堂教學和雲端教學之具體成果。此外，課程亦同時運用iLMS數位學習系統

和Zuvio雲端即時反饋系統等兩種雲端教學平台，提供修課同學使用不同的雲端互動式教

學輔助平台。 

雲端沐課學院課程開放後，與課堂教學同步進行，同學們即開始登入系統自行學習，並

可隨時進入觀看影片。本研究從雲端沐課系統所記錄到每位同學觀看的最近閱讀、次數、閱

讀時間等資料結果，顯示同學會依上課主題的進度，在不同時間分次觀看影片，而且透過雲 

A1-1 溝通策略與對話型態 A1-2 對話流暢度與溝通困難評估 A1-3 溝通策略訓練 

   

   

圖 4-1 「A1溝通流暢度」主題雲端沐課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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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林氏六音測試 A2-2 聲學重點技巧 A2-3聽能技巧發展 

   

   

圖4-2 「A2傾聽與口語」主題雲端沐課影片 

端沐課閱讀紀錄的「已完成名單」，教師可得知在課程指定完成日期之前，全部同學皆觀看完

畢兩大主題六個影片的內容，達100%的影片觀看完成率。此外，同學在課程結束時，均準時

繳交指導式學習的練習作業，以及上傳小組作業影片與腳本，達100%作業繳交完成率。 

第二，教學成果：本研究共完成6件數位教材，包括主題一「溝通流暢度」和主題二「傾

聽與口語」課程數位教材與雲端活動影片各3件，如前文所述。此外，該課程修課學生藉由

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平台應用於聽能復健教育，分別採以小組合作和個人學習等方式，完成

影片作業和練習作業等項目。在影片作業部分，學生透過課堂和雲端的學習，在課程結束時，

29個小組均準時上傳各組3份「傾聽與口語」影片&腳本作業（範例如圖4-3），共完成87份小

組作業，達100%小組作業繳交完成率。在練習作業部分，學生透過課堂和雲端的學習，在

課程結束時，均準時繳交指導式學習的練習作業，共完成79份個人練習作業本，達100%個

人作業繳交完成率。 

 

 

 

 

 

 

 

 

 

 

 

圖 4-3 「傾聽與口語」小組影片作業（範例，已取得學生影像使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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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在課程開始之際，透過第一堂課課前問卷，得知語言組和聽力組學生對於課程內容主題

的看法，提供教師在課前準備及課中教學的重要依據，例如：在聽能復健學課程中，我覺得

「溝通流暢度」主題對學生聽能復健專業技能習得的重要程度是：非常重要（46%）、很重

要（42%）、普通（6%）、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0%）、未作答者（6%）；我覺得「傾聽與口

語」主題對學生聽能復健專業技能習得的重要程度是：非常重要（51%）、很重要（41%）、

普通（3%）、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0%）、未作答者（6%）。在教學實踐行動研究過程中，

教師藉由：(1)每堂課研究日誌的觀察紀錄，得到課堂上的行動事件、教學困難與問題、可行

策略等省思，有助於課程教學調整；(2)影片和練習作業以及前後測結果，瞭解到學生對課程

主題的學習成果。然而，針對本研究教學實踐研究的限制，學生有反應作業量稍多，易於與

其他課程作業繳交期限重疊，致使影片觀看、練習作業及影片作業等項目的完成時間壓力較

大。基於此情況，在教學及作業要求方面，未來研究可事先調查該學期學生必修科目時數及

作業完成量並納入計畫參考，以期能達到更有效的教學實踐成效。 

(3) 學生學習回饋 

A. 前後測表現 

前測和後測試題各有12題，其題型對應於課程兩大主題，也就是「溝通流暢度」和「傾

聽與口語」各有6題。研究分析結果，顯示79名學生在前測作答時，答對率占有33%、答錯

率占有55%，同學填答不知道答案約占12%，而在後測作答時，答對率占有82%、答錯率占

有18% （圖4-4）。 

 

圖 4-4 學生前測和後測作答分析圖 

經前後測結果的比較，學生在後測表現，答對率有提高，而答錯率有下降。本研究藉由

前測和後測的得分結果分析，教師可以在開始授課時得知修課同學對課程主題目標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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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在學習結束時分析各題項難易度的適合性，以及學生在前後測之間的表現差異等。同

時，從兩組前後測比較結（圖4-5）果，得知語言組學生（39人）和聽力組學生（39人）的後

測得分，答對率分別是79%和85%，皆顯著高於前測的26%和41%，而答錯率也顯著降低，

分別從58%和52%降至21%和15%。本研究結果指出，學生前後測成績呈現顯著差異，後測

表現優於前測結果。 

 

圖 4-5 兩組學生前測和後測表現分析圖 

 

B. 學習成效自我評定量表 

「學生學習成效自我評定量表」結果顯示，本研究教學課程對全體學生的學習動機、自

主學習、實務應用信心、學習幫助及學習表現等，約近80%的學習成效。整體而言，學生對

自己在「主題一溝通流暢度」和「主題二傾聽與口語」課程的學習，認為這課程對自己的學

習動機有很多的正向影響、雲端教學增加自己的自主學習很多、課程對自己實務應用的信心

提升很多、課程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數位教材和活動對自己的學習有很多的幫助，以及對自

己在課程學習表現的整體評估亦有高度的學習成效。再者，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不同組別學生

（語言組和聽力組）在自我評定學習成效的情形，其結果得知語言組和聽力組兩組學生之間

呈顯著差異（p<.01），聽力組學生自我評量的學習成效高於語言組學生。 

此外，學生認為本課程很棒的部分，包括：「雲端教學使學習的時間、速度和次數的安

排可以自行控制、決定」、「沐課的額外補充可以讓我更了解課程內容」、「沐課的影片內容鞏

固了上課學到的知識」、「教學影片中提供很多實用的例子，能輔助課堂中不太了解的專有名

詞，也加深一些基礎概念」、「影片講述重點整理非常符合課程內容精華」、「課程中提供許多

復健相關的溝通技巧，以及聲學重點，想必未來無論是臨床或日常面臨聽損者時，都能善加

利用」、「很具體的讓我了解與聽損者溝通策略，以及聽能技巧訓練的要點」….等等。而學生

對於雲端學習的建議部分，包括：「雲端教學整體來說是不錯的學習方式，但會使我覺得略

微的負擔」、「未來希望將雲端課程的口頭對白化成文字，這樣一來能節省不少抄筆記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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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線上影片系統會自動跳除，在影片觀看時會受到干擾」、「可以在第一部份和第二部分

各訂一個時間做檢討」、「都還好，唯一比較稍微困擾的是影片語速對我個人而言過於緩慢」…

等等。 

C. 課程滿意度調查 

「課程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全體學生對於教學課程達85%以上的滿意程度。整體而

言，學生對於專業知識程度、主題內容與概念的完整性、鼓勵提問或意見表達（含Q&A）、

採多元教學方式（含雲端教學）、教材內容實用性（含雲端教材）、以及課程時數安排的適當

性等項目，給予高度滿意程度。再者，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不同組別學生（語言組和聽力組）

對課程滿意度的情形，其結果得知語言組和聽力組之間對課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p>.05），

表示兩組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度相當一致。 

此外，學生對課程的綜合意見，例如：「課程搭配影片讓內容更深刻」、「有雲端課程輔

助學習很好」、「更能了解聽能復健的概念，讓我更清楚語言治療師在聽能訓練中的角色」、

「講義內容豐富」、「完整的課程設計，包含課堂的內容、雲端教學、小組報告、構思腳本＆

影片，讓我能更了解聽能復健的要點」…等等，提供本研究課程實踐教學成效的具體回饋。

而學生對課程的相關建議，例如：「要交三段影片對於不會剪片的同學來說有點吃力」、「希

望能夠看到一些臨床實務操作的課程安排或影片」、「課程活動好多，非常花時間！但是成效

是好的，希望能取得平衡」…等等，亦作為未來教學實踐的改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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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附件一】 

第一堂課 課前問卷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學生個人匿名回答） 

同學好： 

期盼同學的意見與回應能做為評估「聽能復健學課程」教學成效之參考，謝謝！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級別：_________級 

(3) 組別： ☐聽力組   ☐語言組   ☐其他______________ 

 

二、 請回答下列問題 (1-4題) 

問題題型 題目 

單選題 

(1) 在聽能復健學課程中，我覺得「溝通流暢度」主題對學生聽能復健專業技

能習得的重要程度是： 

選項回答：1.非常重要  2.很重要  3.普通  4.不重要  5.非常不重要 

單選題 

(2) 在聽能復健學課程中，我覺得「傾聽與口語」主題對學生聽能復健專業技

能習得的重要程度是： 

選項回答：1.非常重要  2.很重要  3.普通  4.不重要  5.非常不重要 

問答題 (3) 對聽能復健學課程的課綱和教學有何建議？  

問答題 (4) 你對聽能復健學課程的預期學習成果為何？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https://www.zuvio.com.tw/student】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cxamvzdnWAhWCKJQKHceAAW4QFggkMAA&url=https://irs.zuvio.com.tw/&usg=AOvVaw2dnnQlw8vqadTYJJ8xeiR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cxamvzdnWAhWCKJQKHceAAW4QFggkMAA&url=https://irs.zuvio.com.tw/&usg=AOvVaw2dnnQlw8vqadTYJJ8xeiR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cxamvzdnWAhWCKJQKHceAAW4QFggkMAA&url=https://irs.zuvio.com.tw/&usg=AOvVaw2dnnQlw8vqadTYJJ8xeiR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cxamvzdnWAhWCKJQKHceAAW4QFggkMAA&url=https://irs.zuvio.com.tw/&usg=AOvVaw2dnnQlw8vqadTYJJ8xeiR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cxamvzdnWAhWCKJQKHceAAW4QFggkMAA&url=https://irs.zuvio.com.tw/&usg=AOvVaw2dnnQlw8vqadTYJJ8xeiR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cxamvzdnWAhWCKJQKHceAAW4QFggkMAA&url=https://irs.zuvio.com.tw/&usg=AOvVaw2dnnQlw8vqadTYJJ8xeiRm
https://www.zuvio.com.tw/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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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究日誌  No.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 時間：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教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觀察記錄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事件： 

「教」和「學」的困難與問題： 

可行策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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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學習成效自我評定量表 

學生基本資料：□男 □女    組別：□語言組 □聽力組 □其他(學系)______________ 
************************************************************************************************************** 

同學們好： 

本課程採以 5點量表進行學生學習成效之自我評估，同學的回應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你/妳

的學習經驗，並提供教學改善之參考。 

 

(1) 這課程正向影響我對「主題一」和「主題二」的學習動機有多少？（請在數字上圈選） 

主題一 溝通流暢度  主題二 傾聽與口語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5 4 3 2 1  5 4 3 2 1 

 

(2) 這課程的雲端教學增加我對「主題一」和「主題二」的自主學習有多少？（請在數字上圈選） 

主題一 溝通流暢度  主題二 傾聽與口語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5 4 3 2 1  5 4 3 2 1 

 

(3) 這課程增加我對「主題一」和「主題二」實務應用的信心有多少？（請在數字上圈選） 

主題一 溝通流暢度  主題二 傾聽與口語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5 4 3 2 1  5 4 3 2 1 

 

(4) 這課程的雲端互動式教學輔助數位教材和活動對我學習的幫助有多少？（請在數字上圈選）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5 4 3 2 1 

 

(5) 我對自己在這課程學習表現的整體評估有多少？（請在數字上圈選） 

非常多 很多 尚可 有一些 一點也沒有 

5 4 3 2 1 

(6) 這課程有哪些部分很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量表到此結束，感謝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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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課程滿意度調查 

一、 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組別： □語言組  □聽力組  □其他(學系)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滿意度調查 

(一) 請問你/妳對於課程的......，整體滿意程度為何？ (請打勾 ) 

題項 
5 4 3 2 1 

非常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 專業知識程度      

2. 主題內容與概念的完整性      

3. 鼓勵提問或意見表達(含 Q&A)      

4. 採多元教學方式(含雲端教學)      

5. 教材內容實用性(含雲端教材)      

6. 課程時數安排的適當性      

 

(二) 關於此一課程的綜合意見或其他建議事項，請以文字敘述之：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同學協助填答，祝愉快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