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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導向學習提升學生修習建築設計輔助課程學習成效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中透過問題導向(PBL)的方式，進行建築設計輔助課程活動的

設計，藉由大學一年級的學習生，採用如工作坊、觀察、團隊合作

等方式，讓學生更易操作理解，以及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方式，提高

其建築設計的基礎能力與培養學習意願，進而提高課程滿意度，並

於期間安排成果展、發表會或心得分享等，使建築設計輔助課程更

活潑有趣。最後依據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主要採用量化研究進行

教學成效與教學意願之評估，透過問卷收集資料與分析了解學生學

習情況，輔以課程回饋單，收集建議及回饋，並使用 SPSS 軟體來

分析運算數據，研究結果顯示，施行後，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學習意

願有顯著提升，也可作為未來進行相關課程設計之用。 

關鍵字 : 問題導向學習、學習成效、學習意願、建築設計輔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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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Outcomes for the Students 

Studied the Supplementary Course of the Design Studio by Us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Abstract 

The study tried to improve the supplementary course of the design studio 

by using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the course design was included 

design workshops, environmental survey, team works and so on to change 

the lectures. It expected to establish the basic skills of design through the 

diverse learning methods to increase the learning inten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Moreover, it also arranged 

achievement exhibitions, presentations or experience sharing, so that the 

supplementary course of the design studio would be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and problems of this study,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mainly used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teaching willingness evaluation. Then, it collected data 

and analyzed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s, supplemented by 

course feedback sheets, collect and bui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e students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willingnes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results were offered for future course 

design.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Willingness, The Supplementary Course of the Desig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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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建築科系的教學裡，建築設計課是本系課程的核心，整合了其

他課程所學之知識與操作，將其運用於建築設計之中，供學生們發

揮所長與特質，展示自己的設計。多數本科系的新生皆為初接觸此

領域，常面臨學習上的困難以及不適應，也因與過往學習方式不

同，而使得思考方式較為單一(呂適仲等，2021)，因此進而導致學

習的意願與成效降低(華根等，2012)。原於建築設計課程裡，銜接

題目與前置的運用的輔助課程教學方式較為僵化，常皆由老師授課

或學生分享案例報告，其操作過程易導致學生容易睡著或滑手機等

分心的行為出現，使得經常無法有效吸收授課所學，為避免可能整

天皆是單向教學講授或上課的方式(呂適仲等，2021)，因此配合著

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來讓學生們更加多元面向的去學習與操作，於設

計課前安排活動或課程，讓學習者可以更加快速的入門及培養基本

能力，以及減緩因設計課程產生的壓力及緊張感，藉由活動的納入

引起反思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想像，讓學生更了解設計題目的操作方

式與產生更多的可能，進而達成提起學生學習的意願成效與對課程

的滿意度。然而，在建築設計培養的過程中，在建築師養成的教育

特性上，主要是以個人能力與素養培訓為主(呂適仲等，2021)，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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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能夠有機會進行團隊合作能力之培養，但畢業後在工作上，故

然卻是以團隊合作為主要的方向進行分工、競圖、設計等技術操

作，故對於團隊合作之能力養成是目前建築教育上較缺乏的部分。 

    因此，本研究主要藉由大學一年級的學習生，在進入本領域後

所面臨的學習困難與專業能力的培養，透過建築設計輔助課程的運

用與調整，主要採用問題導向學習(PBL)的教學活動方式進行課程規

劃，讓學生參與如工作坊、團隊合作、發表等方式，期望可以藉由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式，透過親自體驗、規劃、運用等活動，讓學生

可以降低其因初次接觸建築設計的生疏感與挫折感，也讓學生更加

容易的操作與理解，並提高在培養基礎學習能力上的意願與多元面

向方法的思考力，故經過本研究觀察後，希望能進而提高對課程上

的滿意度，增加學習動機也使課程更加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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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希望以問題導向學習(PBL)進行教學活動，讓學生於課程

活動中更易操作及理解內容，讓其藉由操作理解其中的意涵與問

題，並能夠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互助成長與磨合衝突，以盡早體

驗未來不論課業或事業在團隊分工合作上所面臨的問題及互相表達

看法的機會，以增加其基礎能力與合作能力，藉以促進學生在學習

程度上與課程的建構。學習意願低落的主因常是在課程的設計上未

能提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也因此容易造成學生對於課程的操作，常

用交差了事、敷衍的態度進行，或是學生覺得授課老師或同學的講

說過於專業而不易理解，使其不願認真聽或試圖引起興趣，進而避

免學習相關知識，長期來看，不僅學生在課程無法提起興致與學到

東西，授課老師也有可能降低教學熱誠。建築設計是建築相關科系

學生養成至關重要的一門，而正也是因為學生對於建築或景觀設計

專業的學習困難，而造成信心缺乏或時常感覺疲憊，故常出現休退

學、轉學轉系、出席不佳等學習成效低落的情形；為增加學生的學

習意願與成效，本研究擬規劃以 PBL 相關之教學活動，期望能有效

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與引起興趣。目的如下 : 

1.觀察問題導向學習方式之教學活動設計提升學習成效之影響 

2.觀察問題導向學習方式之教學活動設計對增加學習意願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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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於建築設計輔助課程活動中，以 PBL 之教學方式進行課程設

計，於各活動期間安排成果展示、發表會或心得分享等，並多以小

組單位進行，活動中觀察學生操作與拍照記錄過程，並於必要時協

助同學進行作業與說明。最後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使用 SPSS

軟體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分析採用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教學成效

與教學意願之評估，透過問卷收集資料與分析，並輔以課程回饋

單，收集建議與回饋，以及了解學生對於學習上的發展與對活動安

排所學的理解程度，經由數據分析給出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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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確立要導入之教學方式，透過文獻的蒐集，整理並思

考其邏輯與方式，接者開始進行活動之方案擬定與反覆討論，於確

定方案後將活動安排入課程內，實施讓同學進行，於活動過後，進

行回饋單之施測，並於期末進行問卷之填答，最後透過分析，將資

料彙整其結果與討論，於最終給予結論與建議。 

 

 

 

 

 

 

 

 

 

 

 

 

 

 

 

 

圖 3-1研究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主題教學確立 

文獻回顧 

活動規劃擬定 

活動安排實施 

學習成效與意願問卷 單元回饋單 

問卷發放施測 回饋單發放施測 

問卷資料分析 回饋單資料分析 

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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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節將透過文獻的回顧，研究現行建築設計的教學情形，以

及對於問題導向學習之探討，並對學習意願與成效解釋其關係與概

念，最後將其他相關研究進行敘述與探討，以探討本研究所擬用之

問題導向學習(PBL)進行建築設計輔助課程的可行性與其對於學習意

願與成效的相關論述與討論。 

2.1 建築設計教學 

  2.1.1 建築設計教育 

    在現今的建築設計教學裡，學生多數是由老師根據自身經驗的

累積與知識的理論，以及其所累積的教學經驗，來學習並累積自己

的能力，常是單向教學講授的方式來進行，藉由每週的進度來交圖

與討論，以獲得專業的知識與技術，每週反覆延續的修改授教，使

得學生易淪為應付改圖的方式，而聽從老師的討論結果與建議，完

成自身的設計至截止日或評圖日(翁國華等，2013)。使得初學者在

面對建築設計的教學中，忽略了在過程中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造

成學習者很難結合自身過往多元面向的學習經驗，進而變成「設計

被簡化為一種毋需知識積累的天才式創造」(蕭百興，2000)。因

此，對於上方的講述，整理出幾位專家及學者，所提出對於建築設

計教育的想法與概念，Brown（1989）提出設計發展的過程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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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題解決的過程」。Jones（張建成譯，1992）提出「設計本身

即是一種學習過程」。初學者應在建築設計教育中建構一組啟發學習

者的設計思維模式，並且引導其在構成設計的過程裏頭建立分析問

題解決的能力(何友鋒、陸建浩、沈永堂，2006)。 

    透過上述及觀察所發現，各學校建築相關系的建築教育的課程

規劃來看，建築設計課程多是主要的核心課程，透過各個階段的學

習，讓學生由簡單漸難的去思考及顧慮到設計所呈現的問題，但大

多數仍是以一對一為主的方式，且成果重於設計的過程，因此，期

望透過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或改變學習的方式，使其能夠產生出

一套問題解決的能力與模式及培養獨立思考，而在透過設計的過

程，啟發及建立學習者設計的邏輯思維與解決問的方式。 

  2.1.2 課程教學方式 

     台灣的建築設計課程的操作模式，自建築教育出現以來便多數

都是使用包浩斯的教學理念及其教學方式，來進行教學上的架構與

設計的教學，且教學者本身也多是運用經驗的傳承、依循過往學生

時代的教學方法來帶領學生，使得學生就會依循著舊規來學習及運

用，促使學生易欠缺創新的思維與轉變的動力。但面對現今科技的

發達、資訊快速流通的情況下，舊有的許多教學方式與知識，都可

能要開始轉變或漸漸的被取代掉，不然，容易使現在的學習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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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的挑戰或學習者本身在長期的灌輸學習下，使得自己缺乏

問題解決、自我學習、應用技能等的能力。 

    透過上述可以發現到，單一不變的教學模式，會使得學生與時

代跟不上以及可能與世界脫軌的情況出現，也因此針對這樣的問

題，在建築教學的改變上已出現出許多不同的教學模式，以下整理

列舉出幾種已被提出的一些教學模式進行探討 : 

(1)誘導式結構初探學與建築設計教學: 

    蔡仁惠(1997)提及定義之尋找應屬解題之範疇，因此創造活動

所欲表達之「意義」應屬問題之「解」、整個解題過程在代數之解題

中稱為誘導式結構(Heuristic Structure)。建築設計的整體意義裡在找

尋的過程中即在建構一套邏輯結構(即誘導式結構)，而意義之空間

表達形式即依照此誘導式結構以空間元素來轉化成空間結構。 

  學習者透過空間的觀察體驗，找出其空間構成的要素與關鍵物，

藉由關鍵物與要素組合出解決設計的方案，學習者因為與空間有密

切的互動，所以在空間的認知上有更完備的構成與運用。 

(2)契約學習:  

    是以學習人為主要中心的教學模式，其目的在於養成學習者

「自我導向學習」(self- directed learning)的能力(王本壯、周芳怡，

2006)。此種方式透過(一)學習目標的制定、(二)資源的找尋、(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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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果的評量與呈現三個項目進行，其內容依照學習者的情況量身

製訂。 

    學習者透過這種方式，使得在學習過程中能夠有更彈性及自主

的空間來規劃運用，而教學者與其他同學則是其協助者，學習者藉

由為自己制定的約定，可以清楚的了解自己對於學習上不論是目

標、資源運用、方式以及最後的結果所付出的努力與學習的成效。 

(3)合作式設計:  

    邱茂林(1995)提及，建築設計通常不是一位建築師個人所能完

成之工作。合作式設計(Collaborative Architectural design)是一個學習

如何，何時，何地設計能產生的過程，並借以共享的理念、資源及

表現法來應用。 

    現今業界許多的案子都是跨領域間的合作完成的，學習者藉由

這種方法學習交流合作的過程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且可以在快速且

便利的情況下，獲得其他學習者、教學者、其他領域的專家等所提

供的資源，並透過此方式解決更有風險、更複雜的問題。  

(4)建構式教學:  

    Driver(1988)於教學上發展出一套符合建構理念(Constructivist 

Teaching Sequence)的程序，提出透過示範、觀察、實驗等方法，引

導學習者藉由先存的觀念進行思考，進而在產生認知上的衝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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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則導出科學的概念，經由與同儕間的討論與教學者的講解，

幫助學習者明白先存觀念，最後經由應用與評鑑使學習者了解科學

概念。 

    學習者藉由此種方式，可以主動的將知識建立起來，而不是透

過被動的方法來取得相關知識，透過自身過往的概念，經由科學的

方式來轉化與架構，以適應及吸收所要學習的觀念。 

(5)問題導向學習: 

    是以學習者為主要對象的教學方式，由教學者設計一個符合實

質情境之問題為學習的主要方式，在學習者還未受到教學前先將問

題呈現，由學習者自主來將問題解決之過程(張杏妃，2001)。 

    學習者藉由此方式可以激發學習者主動的學習知識與技術，以

及提升其學習態度，進一步的去對於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與分析，

而也藉由團體合作學習的方式，可以培養學習者未來在職場上磨合

團隊合作的機會，以及訓練交流溝通的能力。 

(6)整合型建築設計教學: 

    建築設計藉由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來操作以用於完成某種建築類

型的的方式，其是透過在某種建築類型的設計過程中，系統性的去

彙整相關的專業知識領域，並實質的應用其手法與概念到設計裡(陳

信安、郭章淵，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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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可以有系統性的整合其學習，使學習者自主性的在每次

的操作裡，彙整不同的知識與技能，讓自己更加專業與有能力，同

時也讓學習者可以不自覺的顧慮到不同層面的思考，以在最合適的

情形下完成設計，而不是只顧及到其中的一部分創造，也使學習者

能夠擠出時間來習得自己有興趣的知識與課程，或有更充裕的時間

來完成創作。 

    綜合上述所提及的教學方式內容，其每種的學習成效皆有一定

程度上的差異，每個方式都有其特色與特別用來加強某些專業知識

或技能的部分，現今的教學環境下也走向多元化的方式來進行學習

與調整，教學者與學習者間的互動，也漸漸的改變其方式，學習者

對於習得知識與技能的方式也越來越傾向於透過自主自律的去找尋

與獲取，而在本研究的部分則是採用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式來進

行研究，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特色，與建築設計的操作方式有一定

的關係存在，就像設計課給予學生一塊基地或題目，學生自行去基

調或找尋解決的方案，隔週或下次上課時與老師進行談論交流，但

其最特色的地方在於，學習者在某些情況下會因為情境的不同而變

成教學者、引導者、輔助者等角色，使學習者可以更自主更有效的

去習得更多專業的知識與能力，或透過小組的討論分享，達到資源

資訊共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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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大一建築設計課程 

    綜觀全國的大學與科大裡建築等相關科系的系課程中，大一建

築設計或基本設計這門課程，皆被規劃為建築相關各系裡的必修課

程，其也是為接續後面設計課程的基礎科目，Rauh & Wright (1975)

提及到大一學習者未來對於建築專業學習方法與態度，將深受其大

一的學習經驗影響。該怎麼將建築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加入到課程

中，經由課程來訓練學習者的基本技能以及理解建築的基本概念，

並能夠建立起一個探究建築的方法與其學習的態度，甚至自主的學

習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該如何規劃建築設計的課程內容來

讓學習者可以習得專業，又能夠發展學習者對於建築的興趣，成為

影響整個大一建築設計的課程內容因素。 

    為此在各校的教學目標與課程內容下，大略整理成為:造型美學

與構成、邏輯思考與創意、環境認知敏感度、人體尺度與空間的關

係、構成的形式觀念、行為與空間的機能性質關係、抽象概念轉化

落實、基地與物環因素的基本認識、設計思考與操作的能力、建築

元素與空間組織構成的操作、表現法技術的運用、引領初次學習者

進入建築設計的專業領域(華根等，2012)。透過這些教學目標的操

作，鼓勵初學者可以藉由做各種的設計題目來大膽的嘗試與討論，

逐步的理解設計的思緒，以及建立起自身良好的心態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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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的發展與調整藉由每一次的上課的討論過程與學習、階段

性的交流評圖、學習者彼此間的互動關係等原因受到影響。也同時

在大一的設計課程裡應更有彈性的去實驗更多的教學方式，也更要

觀察顧及每位學習者的人格特質與學習經驗，來讓課程的教學模式

上有適時的調整，並將學習者的觀察結果回饋給其餘年級的設計課

教師，使其可以更加順利的銜接上去(宋立文，2020)。 

2.2 問題導向學習 

  2.2.1 問題導向學習的定義 

    對於問題導向學習的定義，已有很多的學者皆曾提出其看法，

於下方列舉幾位學者的意見如下 :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的模式，此種方式的首先是問題情境

的呈現，接著由學生運用一個有系統化的步驟去化解問題(Barrows 

& Tamblyn,1980)。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個課程的方法，透過真實的問題做為學習的

動力來源。以開放式(open-ended)與非結構性(ill-structured)的問題作

為引導(Fogarty,1997)。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傳遞(curriculum 

delivery)方法，由學生透過小組互助合作、各種科技或自我研究

(self-study)等方式，選擇各種不同的方式去獲得訊息，以用來解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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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問題(Levesque,1999)。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項教學技術，藉由呈現的問題情境，讓學習

者進行探討(Barrows,1996)。問題導向學習並不是為尋求一個正確的

答案，而是要求學生去蒐集相關資訊、解釋問題、舉出各種解決問

題的可行方案、在針對這些方法進行評估，然後擇取一種最好的解

決方式去呈現結果並解決問題(Camacho,2002)。 

    所謂的 PBL 是將學習者至於有意義的學習情境中，以解決真實

情境中的問題為學習主軸，不同於傳統教學方式透過講授為主要方

式，PBL 的教學通常是將學習者組成小組合作討論，並以老師為輔

助者，提供學生解決問題所需要的引導與資源，好讓學習者能藉由

解決問題之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進而發展出問題解決的技能(廖敦

如,2007;關秉寅,2006)。 

    由上述的相關文獻可知，PBL 是以非結構的生活化擬真情境問

題作為學習的開端，使學習者將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其次，PBL 的

教學讓學生促成小組討論，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培養團體合作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再者，PBL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習者透過問

題解決自主去建構知識而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方式。 

  2.2.2 問題導向學習的特色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式已多元的融入各領域及課程實行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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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同於以往傳統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以下列舉幾位學者研

究及整理之特色 :  

(1)以問題為學習的核心: 

    PBL 多以模擬真實情況來呈現問題，做為課程的建構核心和學

習情境，以激發學習者學習、引導學習者探索而發展日後實務所需

之專業知識與解決問題的技能(Albanese & Mitchell, 1993)。在老師所

設計的教學環境中，學習者蒐集有關問題的資料，並做小組討論與

思索等合作模式互動學習，進而彙整有關問題的資訊，以達成解決

問題之目標(陳毓凱等，2013)。 

(2) 以討論作為主要之學習過程: 

    依循老師所設計的學習情境，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藉由討論

對訊息內容進行批判與辯論，以利彙整出能解決問題的方案，而老

師或主辦者亦可適時的介入小組的參與討論中，以提升學習者進行

更高層次的互動討論（洪志成、洪慧真，2012；陳毓凱等，2013）。 

(3) 以小組進行的學習方式: 

    以小組作為學習方式，小組內藉由合作的模式互動解決目標的

問題，透過小組的合作學習過程，以在學生之間互相學習有效解決

問題的方法，進而分享各自對於資訊蒐集與合作的心得（洪志成、

洪慧真，2012；陳毓凱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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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調學習者自主學習: 

    學生處於與未來職場相似的情境中，以所學到的技能及知識解

決問題，並促成其對新與舊知識的關聯（Gallagher & Stepien, 

1996）。因此，學生飾演之角色為問題持有者、自主學習者和解題

者，必須瞭解自我能力、主動思考學習目標，擬定階段性學習目的

或完整的學習計畫與進行自我評估，透過自我指引的學習（self-

directed learning）來追求意義和瞭解問題，並在小組學習環境中主

動與他人進行互動討論與分享（Trop & Stag, 2002；洪志成、洪慧

真，2012；陳毓凱等，2013）。 

(5)老師擔任認知與後設認知的引導者: 

    不同於傳統教學單向講授裡所扮演的知識傳遞者，老師在 PBL

教學過程需擔任課程規劃者、合作解題者或學習的學習夥伴、學習

學習的引導和支持者，以及評鑑者等多重責任（Bridges & Hallinger, 

1992；Delisle, 1997）。在問題導向學習情境中，教師須以引導者的

身份適時的參與並加入討論，並提公出適當的回饋，以幫助學習者

釐清思考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來提昇問題思考與討論的層級（陳毓

凱等，2013）。 

綜合上述文獻的整理特色，PBL 是一種強調問題與討論的教學方

式，學習者透過情境自身的問題，培養自主蒐集相關問題資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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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問題本身的意義、主動思考並整合出可解決之方案，結合小組同

學間的討論及分享的環境，主動與他人互動討論分享達到提升學習

者的問題解決能力，找出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 

  2.2.3 問題導向學習之課程設計 

    在課程設計上結合問題導向學習，是需要時間規劃與擬定的，

透過文獻對課程設計的脈絡與看法，歸納出下列要點(整理自 Jones 

et al ,1997；Conway & Little ,2000；劉佩雲、簡馨瑩譯，2003；鄭宇

樑，2006) : 

(1)顧及關於學生、脈絡及課程內容等問題 

     掌握當時的情境脈絡，因為問題導向學習強調真實的情境問

題，因此在設計規劃課程時，必須顧慮其背景，了解當時的生活情

境與時空背景；學生的背景與學習經驗，因為問題導向學習希望學

習者可以自主建構知識與技能，因此對於學生的基礎與生活文化的

背景要有充分的知曉，並找出學生興趣，以便規劃與配合需求；決

定教學的範圍、內容與參考課程綱要，用問題導向學習來培養學生

學習技能與策略，教師根據學生年級所需建構之能力與課程綱要，

將其安排於某些單元或課程中，以確保教學內容與該學習領域有所

相關，讓學生在活動中可以習得重要的觀念與技術， 達成更深度的

學習。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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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題導向學習之設計規劃 

    確定學習目標，使學習結果可以與課程的目的有所連結，並對

於學習者對理解之表現作描述；製訂達成學習的方法，決定學習者

在問題情境中所要扮演之角色，思考該以何種方式讓學生面對問

題，提出一些可能遇到的問題陳述，並提供關於問題的基本資訊。 

(3)汲取回饋並對規畫進行修正 

    初步的計畫擬好之後，將其想法拋出與他人(其他老師、家長、

學生、專家學者等不限其是誰)討論、交流想法，蒐集他人的回饋與

建議，再次檢視對於教學設計的活動、問題以及課程間的連貫性，

反覆的修正與檢視，以確保正式施行時的教與學的品質。 

(4)安排相關的配套措施 

    於實施問題導向學習之前，尚須注意到一些細節上的配套才能

使課程活動順利的進行。明白師生角色的定位，在活動過程中，教

師是教練的角色，通常是協助者、共同調查者、引導者或觀察者，

而學生則是學習評量者、探險者，甚至學生就是教師與知識生產

者；學習資源的安排，在進行學習活動規劃時，事先準備好其相關

資源(場地、設備、人力等)；學習評量的擬定，發展一套完備的評

量計畫，以了解學生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是否達到預期的成效與目

標，藉以理解問題導向學習的狀況與課程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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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整理可得知，要做好一個問題導向學習的設計，須顧慮

到學生、情境的脈絡、課程的學習綱要與教學目標，配合學習者需

學習的內容與課程的相關性來決定要安排的內容與活動，並在規劃

設計的過程中，多與人討論分享彼此的想法，以蒐集意見與回饋，

來確保課程的學習品質與可行性，教學者本身也須做好角色的定

位，並安排好相關的資源與場所，發展完備的評量計畫，以評估活

動實施的成效。 

  2.2.4 問題導向學習之進行 

    透過 Barrows(1985)所提出的五階段模式，被後來廣為引入在課

堂上做使用。其中包括: 

  1.問題分析: 顯示問題，找出初步的解決概念，確認要學習的議題 

  2.資料蒐集: 彙集相關的資訊與資料，開始自主學習 

  3.綜合階段: 小組或集體對獲得之資料進行彙整與討論分享 

  4.摘要階段: 任務或問題達成後將所習得的做摘要上的總結 

  5.反思階段: 學習者檢視學習之過程，並進行自我評估與團體評鑑 

    從上述的五階段依序進行，使同學在操作建築設計輔助課程

時，同時思考其課程為何要這樣安排?有什麼樣的問題產生需要解

決?開始自我學習尋找解決所需要的資訊，與其他學習者共同對彼此

蒐集到的進行整理與討論，於成果時將彙整好的資訊與方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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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與老師來得其回饋，以獲得增加問題解決的能力與專業知識

技能，於最後進行反思，以及評估自我學習之成效，進而提升學習

意願與投入程度。 

2.3 學習意願與成效 

    學習(learning)是個體透過經驗或練習使其產生行為上有較持久

之改變歷程(張春興、林清山，1989)。學習指的是一個行為改變的

過程，而不僅是學習後所表現的結果(張春興，1992)。學習是加強

訓練的結果，而在行為的潛力上產生相當持久性的變化(張新仁，

2003)。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目前的狀態，所以學習需要有一個

目標，方能在受學習的過程中忍受著辛苦，學習是有意識和主動

的，而習得之結果是方可改善的(兵介任，1989)。 

    學習本身就是一種天成的活動，建築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進化的

學術，也可以發現到設計很常藉由觀察與效仿，來不斷的提升自己

的能力，也透過學習改變或改善自己的行為，學習的目標也使得學

生更願意往前與接觸，進一步的對於學習意願也方可提升，也對於

成效有更好的成果。 

 

  2.3.1 學習意願 

    意願係指個體有意識、有目的，甚至有計畫性的去促使目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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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個意念或意向。即學習意願所指的是學習者藉由教與學的歷

程中，在學習的過程裡，對於特定的目標方向，進行習慣性、一致

性與持久性的內在的心理反應，進而形成積極或消極的學習態度關

係(Robert,2005)。在教育的教學裡以學生的學習為主體，教師透過長

期的觀察學生授課與意願的程度關係，以提供自身的經歷與想法，

促進學生對於學習新事物的認知與在過程中提升學生的社會與人格

發展，也在教師的教學與課程安排之下，可以引起學生的注意力，

提升內在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意願，以增進學習成效與學業的進

步。 

    學習意願會受外在環境與內在自我的因素影響，外在環境如家

人、教師、學習空間、同儕間的學習氛圍、網路訊息資料等因素影

響學生對於學習意願的高低起伏，而內在自我的感受如壓力、興

趣、學習能力、自主性、溝通等情緒或情況出現，而影響學生的學

習意願性不高，若以長期的時間來看，學習的意願度，是會浮動改

變的，可能因為一些因子的影響，原本興趣蓬勃的課程也會變得興

致缺缺，原本無法提起興趣的課程突然性致高昂的積極求學，而長

期學習意願強的學生，其會有計畫性的去安排規劃時間並且涉略多

元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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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習意願影響因素表 

 因素 原因 

外

在

環

境 

家人 家長的期望、同輩間的比較、家庭生活背景 

教師 授課的教學方式、老師的人格特質、老師的專業背景 

學習空間 教室的環境、空間設備、場所的氛圍 

同儕氛圍 同學間的學習態度、合作的關係、同學間的專長能力 

網路資訊 資訊的傳遞、資料蒐集的難易性、社會期望與發展 

內

在

因

子 

壓力 課業的繁重、心理因素、未來的規劃發展 

興趣 學習的方式、學習的內容、學習的過程 

學習能力 知識的吸收、操作的方法、邏輯與思考 

自主性 查詢相關資訊、同儕或老師的分享詢問 

溝通 詞彙的運用、語言的表達能力、溝通方式、團隊協調 

(整理參考自余民寧，2006)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2 學習成效 

    Guay, et al(2008)將學習定義為，學習者在某個活動裡，經由時

間的歷練學習後，對該學習活動後的表現透過某種方式進行評量，

其評量之目的，除讓學習者瞭解自身學習情況外，亦可作為調整教

學者與學習者的教學方式與課程的學習內容。    

    Hoffman & Schraw(2010)則提到學習成效是以用時最少的時間來

認知資源或問題，以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學習成效的高低固然也

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對於同一個課程也會隨著時間有不一樣的

效能出現，不同課程間的成效也會因學生的學習度而有差異，也因

此學習成效可以引申成是「經由學習後所擁有某種技能或知識達成

就的程度」(陳李綢，1991)。 



 

23 
 

    透過上述可得知，是在學習活動結束之後，對學習者進行各種

評量方式或填寫回饋單或問卷。而傳統上對於學習成效的評量方

式，常是透過考試或報告，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都是以學

習成績來判定，其可能會有在學習成效上的衡量有失偏頗，但其實

現今對於的評量方式有更多元的判斷方法，以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來

說，學習者在活動或課程後學習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可以變成是

透過用表現出對於知識與技能的應用，觀察其學習的成效可能更能

顯示出學生的成果與吸收的程度，也使學習者可以更加理解自己的

程度與對於授課教師觀察學生對於課程興趣的學習意願。 

    綜合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的論述可以發現到，學習態度、習

慣、方法、動機等原因，皆會因此影響到對於意願跟成效的結果，

使得可能對於同一種操作方式在每次進行後，所得到的結果與評量

會是不盡相同的，也因此同樣的教學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的結果

皆會不相同，Kirkpatrick(2006)對此提出四個層級的成效評估模式，

其內容依序為反應、學習、行為與成果，反應即學習者於課堂的第

一印象，包括課程內容、活動編排、活動方式的滿意程度，學習即

學習者對於課程的技能學習與獲取知識的滿意程度，行為即學習者

於學習之後對於行為上的反應改變，成果即著重在於衡量學習生在

學習後應用在所學內容的程度。因此對於學習者本身就是一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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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與吸收到的一個指標，進而對於自己的能力與方式，有更好的理

解與改善。 

2.4 行動研究 

    Kurt Lewin(1946，1966)所提出之行動研究，廣泛意指工作者在

其組織或團體內所採取行動。透過其他文獻的整理也提及到，Lewin

認為社會科學之研究，不是只為引申出知識理論，更為重要的部分

是藉由行動研究，在社會情境上行有用的管理，以達到既定的目的

與建起實務工作研究者之角色(楊瑞珍等，2001；吳宗立，2002)。

研究者就是擔任實務工作者的角色，其在過程中可以找尋其他相關

人士來協助，其目的是為解決工作者於工作情況及環境裡所遇到之

實務問題(歐用生，1999；吳明隆，2001；陳建宏，2004)。行動研

究的特質在於企圖減少理論與實務上的間隔或差距，其透過反省批

判、行動實務、合作協同、實務改善的方式來進行（蔡清田，

2000）。 

    本研究之研究者本身即為擔任研究對象之設計課程助教，透過

與老師及部分學生的談論得知，學生對於建築設計輔助課程的教學

方式有許多不同的見解，部分學習者對於由老師授課或學生分組報

告的方式，來吸收額外專業知識與拓展視野秉持著好的看法，但多

數的學習者反應其方式容易在授課中常常分心無法專注，而授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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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隔週就忘記所教的內容是什麼，進而無法達到建築設計輔助課

程所要目的，因此，本研究透過此課程將問題導向學習納入課程活

動規劃裡頭，藉由筆者自身下去帶學生來學習及提高學習者的學習

意願，並於每次活動過後直接與學生們進行回饋與討論，反思本次

課程的問題與可以持續保留的部分，且與老師進行討論與交流，回

饋學生所提出的看法與建議，於本研究之最後章節進行說明與提出

建議，以對於日後修正實務課程上的教學模式與改善原本建築設計

輔助課程之授課方式可供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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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以問題導向學習作為主要的教學模式，筆者自身則為其

建築設計課程之助教，以此實際參與與觀察學生的參與情形與投入

度，輔以蒐集學生之問卷與回饋單分析數據，藉以完成本研究項

目。針對本研究的進行，首要先了解研究之對象性質與相關的限制

及預擬之場域，以便後續之課程相關調整與安排，接著擬定整體之

研究架構及預計使用之工具與方式，最後解釋所有課程活動之設計

方向與整體相關說明。 

3.1 研究對象與場域 

  3.1.1 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建築系大一新生，修習建築設計課程者約

55 人，共計一班，而研究者本身即擔任其大一建築設計課程之課程

助教，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教學，進行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之活動，學

生主要背景分為四分之三的一般高中生，與四分之一相關科系類群

的高職生，因此於相關知識與學習經驗背景上有顯著的差異。而研

究場域依據課程活動規劃，進行調整，主要以校園、系館空間、鄰

近鄉鎮作為教學場域與活動安排。 

  3.1.2 研究限制 

    參與者為 110 學年入學大一建築設計課程之學生，研究者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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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老師多年的教課經驗與自身的學習經驗做為比對，又因其入學管

道的多元性及每年的入取生比例相近，來自各地的學生們生活背景

皆不相同，使得本研究之各種研究結果均會受到影響，故本次研究

的過程與結論僅針對於顯示本次課程的結果，對於研究結果僅只供

其作為其他相關課程或活動之研究參考用，其他研究仍須對於參與

者或課程內容進行適當的調整，已符合其他試驗的論述與結果。 

3.2 研究說明 

  3.2.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變項為問題導向學習、提升學習成效、提升

學習意願等三個變項，研究架構如下圖 :  

 

圖 3-1研究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不同問題導向學習的相關活動與學習意願滿意度及學習成效投入度

互相影響，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間也存在著互相影響的相關性。 

 

問題導向學習

提升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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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研究假設 

    本研究將於下列擬定研究假設並研擬各研究假設的檢定方法: 

(1)學生基本背景對單元活動回饋單之問題有差異 

根據前人研究的相關結果，學生的不同背景會對課程的內容與體驗

有不同的評價與看法；因此本研究假設的目的為探討驗證學生基本

背景與單元活動回饋單兩者的關係。 

1.研究假設 H1 :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同，其對單元活動回饋單之問題

會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同，其對單元活動回饋單之問題

不會有差異 

 

表 3-1 學生基本背景對單元回饋單之問題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單元回饋單

之問題會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單元回饋單

之問題不會有差異 

性別 

全心投入活動學習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團體合作感到舒服被尊重的感覺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團隊合作與夥伴相處愉快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學習有助於設計能力的提升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整體喜歡這單元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全心投入活動學習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類別變項 One-way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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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合作感到舒服被尊重的感覺 等距變項 analysis 

入學管道 

團隊合作與夥伴相處愉快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學習有助於設計能力的提升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整體喜歡這單元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學生基本背景對學習意願有差異 

根據前人研究的相關結果，學生的不同背景會對學習意願有不同的

狀況與意願；因此本研究假設的目的為探討驗證學生基本背景與學

習意願兩者的關係。 

1.研究假設 H1 :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同，其對學習意願會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同，其對學習意願不會有差異 

 

表 3-2 學生基本背景(性別)對學習意願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意願會

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意願不

會有差異 

 

性別 

交代的設計作業與要求可以做好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遵守設計課程中的規定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不會遲交或缺交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認真確實完成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不會遲到或是睡過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能認真參與設計課程的各項活動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類別變項 One-way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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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建築設計知識 等距變項 analysis 

性別 

希望能夠參與更多設計課程活動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會花時間去準備我的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會花時間和小組成員討論建築輔助

課程之作業要求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在課堂上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可以跟上老師安排的設計進度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常常感到疲倦，無法學習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好好休息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常常需要熬夜做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常常需要熬夜做小組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享受做設計作業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享受做建築輔助課程作業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享受小組討論與團隊合作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同時做好建築設計作業與建築輔助

課程作業是很困難的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3 學生基本背景(高中別)對學習意願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高中別 

交代的設計作業與要求可以做好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類別變項 One-way ANOVA 



 

3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意願會

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意願不

會有差異 

 

遵守設計課程中的規定 等距變項 analysis 

高中別 

不會遲交或缺交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認真確實完成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不會遲到或是睡過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能認真參與設計課程的各項活動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建築設計知識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希望能夠參與更多設計課程活動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會花時間去準備我的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會花時間和小組成員討論建築輔助

課程之作業要求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在課堂上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可以跟上老師安排的設計進度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常常感到疲倦，無法學習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好好休息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常常需要熬夜做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常常需要熬夜做小組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享受做設計作業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享受做建築輔助課程作業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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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學生基本背景(入學管道)對學習意願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意願會

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意願不

會有差異 

 

入學管道 

交代的設計作業與要求可以做好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遵守設計課程中的規定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不會遲交或缺交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認真確實完成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不會遲到或是睡過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能認真參與設計課程的各項活動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建築設計知識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希望能夠參與更多設計課程活動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會花時間去準備我的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會花時間和小組成員討論建築輔助

課程之作業要求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在課堂上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可以跟上老師安排的設計進度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常常感到疲倦，無法學習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好好休息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常常需要熬夜做設計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常常需要熬夜做小組作業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享受做設計作業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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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 

享受做建築輔助課程作業的過程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學生基本背景對學習成效有差異 

根據前人研究的相關結果，學生的不同背景會對學習成效有不同的

感受與態度；因此本研究假設的目的為探討驗證學生基本背景與學

習成效兩者的關係。 

1.研究假設 H1 :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同，其對學習成效會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同，其對學習成效不會有差 

表 3-5學生基本背景(性別)對學習成效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成效會

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成效不

會有差異 

 

性別 

可以完成學校課程的要求事項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預期能在學校課程中獲得高分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有信心在學校課程中表現優異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有信心可以學會學校課堂上所教

的基本觀念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對學校安排的課程感到興趣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覺得學校的課程內容是實用的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將課程所學，運用到其他領域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學習過程中，會擔心表現不好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學習過程中，會焦慮不安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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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擔心表現的比其他同學差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性別 

無法以平常心看待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6 學生基本背景(高中別)對學習成效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成效會

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成效不

會有差異 

 

高中別 

可以完成學校課程的要求事項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預期能在學校課程中獲得高分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有信心在學校課程中表現優異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有信心可以學會學校課堂上所教

的基本觀念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對學校安排的課程感到興趣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覺得學校的課程內容是實用的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將課程所學，運用到其他領域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學習過程中，會擔心表現不好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學習過程中，會焦慮不安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擔心表現的比其他同學差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高中別 

無法以平常心看待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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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學生基本背景(入學管道)對學習成效定義認知之假設檢定表 

假設陳述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定方法 

 

1.研究假設 H1: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成效會

有差異 

 

 

2.虛無假設 H0: 

學生之基本背景不

同，其對學習成效不

會有差異 

 

入學管道 

可以完成學校課程的要求事項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預期能在學校課程中獲得高分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有信心在學校課程中表現優異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有信心可以學會學校課堂上所教

的基本觀念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對學校安排的課程感到興趣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覺得學校的課程內容是實用的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將課程所學，運用到其他領域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學習過程中，會擔心表現不好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學習過程中，會焦慮不安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擔心表現的比其他同學差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入學管道 

無法以平常心看待 

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analysi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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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工具 

  3.3.1 研究採用及方式 

    本研究主要調查方式共有三種 : 

(1)觀察拍照記錄，於活動期間進行觀察拍攝，透過此方法了解學生

於活動中最真實的反應，將其透過照片輔以描述來將學生的反應記

錄下來，並與單元回饋單結合分析彙整感受與回饋。 

(2)單元回饋單(見附錄二)，主要用於了解同學對於每個建築輔助課

程活動中對於活動之自我感受想法與本次的意見回饋、建議，其中

包含簡單的問題勾選調查，輔以問答題的方式，讓同學能夠表達對

本活動的想法，藉以反思及加深學習印象，並可作為日後分析修正

的參考。 

(3)學習意願評量與學習效能量表問卷(見附錄一)，採用匿名的方

式，僅於個人資料部分填寫性別、年級、高中別、入學管道等項

目，藉由問卷的方式進行量化的評量，其中分為學習意願與學習效

能兩部分填寫，來理解學生學習之情形與問題。 

  3.3.2 資料處理與分析 

    於資料處理分析上，本研究主要採用量化方式分析與部分質化

分析。各自處理的分析方式如下 :  

(1)質化資料處理 : 內容分析法、學生學習之回饋、學生建議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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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觀察與拍照結果等，討論學習狀況與課程相關的檢討改善。 

(2)量化資料處理 : 回饋單與學習意願評量與學習效能量表問卷將以

SPSS19.0 版軟體作為分析工具，其分析之主要方式有「敘述性統

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下列分別進行說明 : 

    敘述性統計 : 對回收調查資料進行初步分析與整理，以了解樣

本的基本特性及特例，提供一個概括性的認識。 

    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 皮爾森相關分析用於探討兩連

續變數於(X，Y)之間的線性相關，這個分析主要應用了解學習意願

與學習效能間的關聯性，並評估其他可能影響學習意願的相關變數

間的差異。依據 Portney&Watkins(2000)，相關係數之標準為 

   ±0.00 – ±0.09 表示沒有或輕微相關； 

   ±0.10 – ±0.30 表示輕度相關； 

   ±0.30 – ±0.50 表示中度相關； 

   ±0.50 – ±0.80 表示高度的相關； 

   ±0.80 以上  表示有強度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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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活動規劃 

    透過問題導向學習的精神，於活動規劃上一步步引導同學邁入

做設計的思考方式，運用步驟拆解的方式來融會貫通，藉著每個步

驟的操作過程來拋出問題誘導同學思考及使用，也結合團隊合作的

模式，甚至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培養學生學習的思維與互動，嘗試

讓同學在合作中協調互助，最後再提供發表與展示的機會，讓學生

可以更注意到其他同學的想法，進而彼此互相討論。 

 

表 3-8 課程活動規劃表 

110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實作方式 能力培養 教學場域 

讀空間說故事 體驗、製圖 現地調查、表達敘述 
設計教室、 

校外(大林鎮區) 

環境觀察與體驗 探索、實作 空間觀察、物件轉化 
設計教室、 

校園環境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觀察、紀錄 圖像轉述、環境行為 
設計教室、 

行為觀察點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遊戲、參與 尺度規劃、團隊合作 
設計教室、 

教室外走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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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讀空間說故事(大林印象): 

    課程活動內容: 帶學生前往鄰近的鎮上，親自觀察行為與體驗

空間，並透過速寫與拍照的方式，將空間及想法記錄下來並進行

15*15cm 的平面分割圖(每人共計三張)，接著透過色彩的運用表現出

抽象的概念與想法，並延續其平面分割進行空間的組構，最後請各

組同學將其完成之作品與分割圖說，敘述一段對於鎮上的印象故

事，並與全班同學分享。 

時程規劃: 

於建築設計課程期間，安排約時間(3 - 4 小時)，共進行三週的活動 

 

表 3-9 讀空間說故事時程安排表 

 

課

程

進

度 

次數 說明 

1 
問題分析: 找出有感覺或有特性的空間進行體驗與觀察 

資料蒐集: 蒐集或拍照鎮上空間的資訊，進行速寫 

2 
綜合階段: 選定及整合自己的空間，透過課堂討論與找出關鍵字 

摘要階段: 將關鍵字進行呈現，並解讀空間的構成 

3 反思階段: 分享及討論空間的故事與解構空間的過程 

學習目標 : (1)學習到空間觀察與紀錄的方法 

          (2)體驗、感知「空間」的存在，並指認「空間」的構成 

          (3)能夠將空間感受轉化為五個關鍵詞，並進行分類 

          (4)以說故事方式，完成「解讀」與「重構」空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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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環境觀察與體驗: 

    課程活動內容: 藉由校園空間為環境探索的地點，撿拾環境中

出現的物件，並將該物件進行創作，黏貼組合成一個作品，並彼此

分享討論環境觀察體驗之成果與看到的空間所給的感受與細節，或

者透過所撿之物件講述並寫下一段屬於自己的故事或日常。 

時程規劃: 

於建築設計課程期間，安排約時間(3 - 4 小時)，共進行兩週的活動 

 

表 3-10 環境觀察與體驗時程安排表 

 

課

程

進

度 

次數 說明 

 

1 

問題分析: 觀察環境後進行環境細節的分析與物件的創作構思 

資料蒐集: 撿拾環境所出現的物件與感受環境的氛圍 

綜合階段: 選定所要呈現的目標，透過創作來把物件結合 

2 
摘要階段: 將創作完成並進行敘述與分享 

反思階段: 分享物件帶給你的啟發?物件帶給你的氛圍感與細節? 

學習目標 : (1)了解環境觀察的基本工具 

          (2)能夠感受空間、環境營造的細節與氛圍 

          (3)能夠多元運用物件創作發想 

          (4)學習到轉化轉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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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 

課程活動內容: 讓同學學習觀察人在空間中所發生的行為，

小組合作記錄並彙整下來，討論人與空間所產生出的行為模式，再

藉由讓同學選定想觀察之主題(任何有活動行為發生的皆可)，透過

簡單的編碼，將觀察結果進行彙整(編碼圖像)到 A2 版面上，讓其他

同學可以透過簡單的圖像來理解想表達的事情。 

時程規劃: 

於建築設計課程期間，安排約時間(3 - 4 小時)，共進行兩週的活動 

 

表 3-11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時程安排表 

 

課

程

進

度 

次數 說明 

 

1 

問題分析: 找出空間裡的行為發生，觀察並分析行為與環境 

資料蒐集: 紀錄固定時間內所發生的所有行為與所在空間 

綜合階段: 進行整合並逐一列出各個行為與空間 

2 
摘要階段: 將空間及行為進行編碼，並繪製觀察的簡易圖像表 

反思階段: 思考及討論空間與人的關係?圖像所傳達的資訊? 

學習目標 : (1)學習觀察人在空間中所發生的行為，記錄並整理 

          (2)討論空間中，人與環境所產生的各項行為 

          (3)學習透過簡單編碼(圖像)，將結果彙整分析呈現 

          (4)學習藉由文字變圖像的轉述，了解圖像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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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 

    課程活動內容: 透過系上的空間，透過實際在現場觀察發覺，

分組進行空間分析，並各自設計不同主題，討論並進行符號的產

生，接著利用電火布，直接在選定之空間進行分析圖的繪製，並創

造遊玩體驗方式，繪製後舉辦分享展，各組先體驗自己的分析圖

後，再抽取其他組繪製的分析圖，穿梭遊走在其規劃的動線上，了

解空間所構成的行為與其中的意涵。 

時程規劃:  

於建築設計課程期間，安排約時間(3 - 4 小時)，共進行兩週的活動 

 

表 3-12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時程安排表 

 

課

程

進

度 

次數 說明 

 

1 

問題分析: 找出空間的分析項目，選定並初步構思動線規劃 

資料蒐集: 蒐集小組每位同學對於動線及行為的想法與相關資訊 

綜合階段: 小組進行整合獲得的所有想法，並討論及分享結果 

摘要階段: 繪製空間動線及加入的動作說明圖 

2 
反思階段: 佈置選定空間的路線，進行遊戲體驗，於體驗過後進

行回饋與反思 

學習目標 : (1)了解空間分析不侷限於紙上的呈現 

          (2)學習空間裡路徑的運用與所構成的行為 

          (3)學習利用符號與圖像來讓人理解其意涵 

          (4)發覺空間的尺度與存在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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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相關課程操作架構 : 

讀空間說故事課程操作架構:  

圖 3-1讀空間說故事操作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環境觀察與體驗課程操作架構: 

圖 3-2環境觀察與體驗操作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我的加密工作坊 1課程操作架構:  

圖 3-3我的加密工作坊 1操作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我的加密工作坊 2課程操作架構:  

圖 3-4我的加密工作坊 2操作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體驗 指認 描述 再現 故事

觀察 蒐集 拼貼 轉化 分享

觀察 記錄 彙整 編碼 分析

認知 動線 尺度 佈局 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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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根據每個活動操作過後所觀察學生的學習反應與問卷回饋上撰

寫，於 4.1 章節將活動的過程與操作記錄以及學生回饋，彙整敘述

並歸納，於 4.2 章節將單元回饋單所填答的結果進行歸納與分析，

於 4.3 章節將學習意願與成效問卷填寫的結果進行彙整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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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課程活動分析 

  4.1.1 讀空間說故事(大林印象): 

(1)體驗 : 親臨基地的調查與觀察，是做設計的基底，透過本

活動感受城鎮的特色與氛圍，尋找自己覺得有趣及充滿想像的空間

與地方，拍攝並素描現場所觀察的景象。 

 

   

(2)指認 : 藉由照片誘發學生觀察更加細微的事物，被植栽包覆

的車、斑駁的牆、特色商家等，發現更多平常不會注意的事情，思

考空間的構成，元素構成的組合方式。 

 

圖 4-1 讀空間說故事-走訪鎮上觀察圖(本研究拍攝) 

 

圖 4-2 讀空間說故事環境-觀察速寫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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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描述 : 講述自己所選擇的空間或地方，說明其構成、特質、

給予你的感受是如何，學習用速寫轉化情境，並找出其中的五個關

鍵詞進行設計與圖像的分割呈現。 

  

 

    (4)再現 : 藉由繪製而成的分割圖，轉化所選定的場景，並加入

色彩，表達對事物的感受與加深對空間印象，期間學習生將不斷透

過嘗試不同顏色、圖像的分割，來檢視整體是否與最開始的空間體

驗相符。 

 

 

圖 4-3 讀空間說故事-課程分享圖(本研究拍攝) 

 

圖 4-4 讀空間說故事-再現轉化圖(本研究拍攝) 

 



 

47 
 

    (5)故事 : 我們選擇的空間與地方不論跟自己的領悟或者在地等

有關聯，一定有其原因，透過完成的三個作品賦予其故事，呈現並

表達其給予你的感受與想法，進而敘述出創作的理念與過程的發

展，及與他人分享討論。 

 

 

    透過單元回饋單的簡答問題，觀察發現到學生們對於這活動印

象最深刻的部分，是跟著其他同學們去鎮上走訪一趟觀察拍照記錄

並感受，也在學習過後對設計的體悟上有更多的空間想像與環境的

感受，也收穫到了空間如何轉換成圖像及文字的述說，讓人能夠看

到時即聯想到那個空間或地方，也在經過這個單元後，對於自己期

許對空間有更多的想像力與觀察，也對於活動的安排覺得滿意，也

更放開自己的一些眼界。 

 

 

 

圖 4-5 讀空間說故事-成果分享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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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環境觀察與體驗: 

    (1)觀察 : 透過校園為場地進行環境探索，了解如何找出環境裡

頭的工具或材料，並透過這些工具尋找靈感激發想像，並體驗及環

看周遭的景物及特色。 

 

 

    (2)蒐集 : 於觀察體驗期間，一方面認識校園，一方面請同學撿

拾環境中所出現的物件，讓該物件成為你的創作材料，並思考為何

要撿拾這個物件的原因與靈感的所在。 

 

 

圖 4-6 環境觀察與體驗-實地探索圖(本研究拍攝) 

 

圖 4-7 環境觀察與體驗-物件拾取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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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拼貼 : 將撿拾於環境中的物件(落葉、樹枝、蝸牛殼等)進行

排列組合成一幅黏貼於 A3 紙上的拼貼畫，藉此方式讓同學激發並

創作屬於自己的意境圖。 

 

 

  (4)轉化 : 將拼貼完的畫作賦予它的意義，例如撿拾這個物件有其

原因就像看到這個讓你想到什麼，亦或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等，

藉此發揮學生的想像力與觀察力，理解原來環境存在著很多想像。 

 

 

圖 4-8 環境觀察與體驗-拼貼創作圖(本研究拍攝) 

 

圖 4-9 環境觀察與體驗-說明圖(本研究拍攝) 

 



 

50 
 

    (5)分享 : 小組間彼此分享環境觀察的感受與細節，接著請同學

依序上台分享彼此的創作並且給予回饋，達到同學與同學間的交流

成長與學習，看看不同人對於同事物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藉由單元回饋單的簡答問題，可以發現到學生對於印象最深刻

的部分是觀察環境與撿拾物件來創作，一方面覺得有趣，一方面讓

自己學會去注意事情，也透過這次活動讓其設計上有更多的體悟，

學會設計要能即興創作發想、設計是各方面思考多元且有互動的，

以及設計可以從生活裏頭去尋找靈感的等，也在學習過後告訴自己

可以多走進大自然或空間裏頭，生活周遭的物件都有可能是自己做

創作的過程，與可能聯想到的事情，靈感到處都有指示自己有沒有

發現並且運用到而已。 

 

 

 

圖 4-10 環境觀察與體驗-成果分享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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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1)觀察 : 一開始以小組進行選擇觀察的對象或主題，從中找

出觀察對象在空間或環境中所發生的行為，並派個人報告請學生尋

找一個自己想觀察的主題，觀察其一個禮拜所發生的各種事情，藉

此學習注意細節與空間裡的行為關係。 

 

    (2)記錄 : 觀察選定之主題或對象，固定一段時間，記錄其於哪

些空間內發生的行為或是重複出現某件事情的次數，透過這種方式

讓學生自主學習觀察空間裡頭的行為活動模式，並思考行為的產生

是為什麼。 

圖 4-11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行為觀察圖(本研究拍攝) 

 

圖 4-12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行為記錄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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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彙整 : 於課堂上將其記錄一個禮拜的資訊與觀察，整理並列

項於紙上，進而讓學習者可以訓練調查後對於資訊整理與篩選重點

的方式。 

 

 

  (4)編碼 : 將整理過後的資訊進行編輯圖像的動作，賦予空間、

行為、對象、次數等項目一個符號或圖案，透過簡化文字變成圖像

讓學生可以學習善用圖像來解釋其分析與問題，也反思是否能夠讓

其他同學解讀其藏在圖像的意涵。 

 

 

圖 4-13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彙整記錄圖(本研究拍攝) 

 

圖 4-14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編碼圖像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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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析 : 將結果進行與其他同學分享，試著解釋並使同學了解

你的觀察與賦予的符號或圖案，並進一步思考什麼空間或環境會產

生什麼行為，亦或什麼行為誘發空間或環境的出現，進而產生一張

明信片記錄你的觀察。 

 

 

    從單元回饋單的簡答問題，可以發現到學生對於本活動印象深

刻的地方是觀察別人跟想符號圖案的過程，因為他們可以發現到同

學間更多有趣的事情，與圖案怎麼創造才簡單明瞭又有自己個性，

也對於設計上有學習到如何用圖說表示自己的設計或想法，透過這

樣的活動也讓學生產生對自己要更努力與更有毅力的想法，以及怎

麼讓自己可以更快產生及記錄分析與觀察，在觀察的時間裡也發現

到別人好的地方，因而學習及討論。 

 

 

 

圖 4-15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小組分享圖(本研究拍攝) 

 



 

54 
 

4.1.4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1)認知 : 將設計、圖學教室與教室外的走廊作為活動的地

點，透過分組的方式進行活動，請各組先行至這些地點觀察，並藉

由自己使用的經驗及想法，來尋找合適的主題與方案。 

 

 

   (2)動線 : 選定主題與方案後開始進行動線的安排與行走的方

式，並嘗試加入出相應的行為與可行的活動，也顧慮現有的限制與

障礙，進行一個安全性及可及性的思考，並繪製出一張動線與加入

的動作設計圖。 

 

 

圖 4-16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空間認知圖(本研究拍攝) 

 

圖 4-17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動線設計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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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尺度 : 藉由指定動作或活動的加入讓後面的遊玩更加豐富有

趣，甚至不只侷限於平面的操作，也考慮到立面上的可行性，因而

增加更多的想像，同時思考在既有空間的尺度是否合適這些動作及

影響到他人與否，透過這樣讓學生對空間更有一個概念。 

 

 

  (4)佈局 : 進行用電火布開始對空間設置上動線及於指定地點動

作的符號，各組間彼此協調及配合不去影響到他組的動線設置，同

時不改變現有的空間與限制，完成整個設計的規劃。 

 

 

圖 4-18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動線製作圖(本研究拍攝) 

 

圖 4-19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動線佈設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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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遊玩 : 設置完成後開始進行體驗與遊玩，透過各組所設定的

方式及操作，觀察各組對於同一個空間有什麼不同的思考方式，也

親自遊玩自己所設計的動線是否有許多不可能的事情，也讓整個活

動增添趣味與豐富性。 

 

 

  藉由單元回饋單的問題論述，從中可以發現同學們對於此活動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跟組員一起規劃設計與一起體驗遊玩大家所

規劃的路線，也透過活動對於設計的體悟上，在一個空間及建築裡

動線的規劃很重要，甚至在做設計時，不妨試著將自己帶入自己規

劃的空間感受，這樣的空間好用與否，別人的想法原來這麼有趣又

有創意，進而也對自己告訴自己可以在動線上配合使用者可以怎麼

設計路線、停留、休憩等有更多的努力與思考，讓設計更特色有

趣。 

 

 

圖 4-20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遊戲體驗圖(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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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結果分析 

4.2.1 樣本描述 

本研究之樣本結果如下表，共計採納有效人數 46 人之問卷，

從回饋單的填寫結果顯示，男生佔 61%，女生佔 39%；其中高中生

比例佔 63%，高職生佔 37%；入學管道則主要以個人申請為主，佔

52%，除一般的五種入學管道外，也能夠發現到有學生應一些因素

或喜好，而轉學或轉系來到這科系的學習就讀。  

表 4-1 樣本統計數據表 

變項 問題 數量(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28 61 

女 18 39 

高中別 
高中 29 63 

高職 17 37 

 

 

 

入學管道 

繁星入學 4 9 

個人申請 24 52 

統測甄審 9 20 

技優甄選 3 6 

指考分發 4 9 

校外轉學 1 2 

校內轉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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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讀空間說故事(大林印象) 

從讀空間說故事(大林印象)單元回饋單的結果顯示，本課程能

讓同學全心的投入活動的安排(同意 33%，非常同意 61%)，對於在

團隊合作中能感覺到相處愉快(同意 33%，非常同意 59%)，僅極少

數同學(不同意 2%)有部分的相處合作的問題出現，也有助於提高學

生的設計能力(同意 28%，非常同意 57%)，也顯示同學對於這類型

活動的喜歡(同意 31%，非常同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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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讀空間說故事回饋單統計表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Q1 

我能夠全心投入

這個活動學習中 

非常同意 28 61 

同意 15 33 

無意見 3 6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 

我在團體合作過

程中，感到舒服

被尊重的感覺 

非常同意 26 56 

同意 15 33 

無意見 4 9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Q3 

我在團隊合作過

程中，能與夥伴

相處愉快 

非常同意 27 59 

同意 15 33 

無意見 3 6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Q4 

我認為這個活動

的學習有助於我

設計能力的提升 

非常同意 26 57 

同意 13 28 

無意見 7 15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5 

整體來說我喜歡

這個單元 

非常同意 24 52 

同意 14 31 

無意見 8 17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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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環境觀察與體驗 

從環境觀察與體驗單元回饋單的結果顯示，本課程能讓同學

全心的投入活動的安排(同意 43%，非常同意 50%)，對於在團隊合

作中能感覺到相處愉快(同意 41%，非常同意 52%)，僅極少數同學

(非常不同意 2%)對於合作上的磨合不適，也有助於提高了學生的設

計能力(同意 39%，非常同意 50%)，也顯示同學對於這類型活動的

喜歡(同意 43.5%，非常同意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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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環境觀察與體驗回饋單統計表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Q1 

我能夠全心投入

這個活動學習中 

非常同意 23 50 

同意 20 43 

無意見 3 7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 

我在團體合作過

程中，感到舒服

被尊重的感覺 

非常同意 23 50 

同意 18 39 

無意見 4 9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Q3 

我在團隊合作過

程中，能與夥伴

相處愉快 

非常同意 24 52 

同意 19 41 

無意見 2 5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Q4 

我認為這個活動

的學習有助於我

設計能力的提升 

非常同意 23 50 

同意 18 39 

無意見 5 11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5 

整體來說我喜歡

這個單元 

非常同意 20 43.5 

同意 20 43.5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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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從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單元回饋單的結果顯示，本課程能讓同

學全心的投入活動的安排(同意 41%，非常同意 46%)，對於在團隊

合作中能感覺到相處愉快(同意 41%，非常同意 48%)，也有助於提

高了學生的設計能力(同意 41%，非常同意 50%)，也顯示同學對於

這類型活動的喜歡(同意 37%，非常同意 46%)，僅少數(2%)對活動

的安排印象不深無法提起興趣而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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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回饋單統計表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Q1 

我能夠全心投入

這個活動學習中 

非常同意 21 46 

同意 19 41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 

我在團體合作過

程中，感到舒服

被尊重的感覺 

非常同意 21 46 

同意 19 41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3 

我在團隊合作過

程中，能與夥伴

相處愉快 

非常同意 22 48 

同意 19 41 

無意見 5 11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4 

我認為這個活動

的學習有助於我

設計能力的提升 

非常同意 23 50 

同意 19 41 

無意見 4 9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5 

整體來說我喜歡

這個單元 

非常同意 21 46 

同意 17 37 

無意見 7 15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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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從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單元回饋單的結果顯示，本課程活動能

讓同學全心的投入活動的安排(同意 35%，非常同意 54%)，對於在

團隊合作中能感覺到相處愉快(同意 30%，非常同意 57%)，僅極少

數同學(不同意 2%)對於相處上的不那麼好，也有助於提高了學生的

設計能力(同意 35%，非常同意 46%)，也顯示同學對於這類型活動

的喜歡(同意 35%，非常同意 50%)，僅少數同學對於活動不喜歡與

無法對課程內容吸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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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回饋單統計表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Q1 

我能夠全心投入

這個活動學習中 

非常同意 25 54 

同意 16 35 

無意見 5 11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 

我在團體合作過

程中，感到舒服

被尊重的感覺 

非常同意 26 57 

同意 14 30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3 

我在團隊合作過

程中，能與夥伴

相處愉快 

非常同意 26 57 

同意 14 30 

無意見 5 11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Q4 

我認為這個活動

的學習有助於我

設計能力的提升 

非常同意 21 46 

同意 16 35 

無意見 7 15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1 2 

Q5 

整體來說我喜歡

這個單元 

非常同意 23 50 

同意 16 35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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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學生背景與各單元回饋單相關性分析 

透過下表可以觀察發現到，將各個單元的回饋單綜合彙整並

進行分析，其每個題目間皆有顯著的相關，其分析結果如下 :  

(1)學生背景與各單元課程整體的相關性 

不同入學管道的學生，對於課程上的喜歡程度與學習以及小組

間的相處合作，都有一定程度以上的關聯其結果皆呈現出 p=0.00 – 

0.04 之間，男女同學間其對於活動的安排，也有不同的看法出現，

且都顯示其有一定的顯著相關性。 

(2)同單元問題與同單元問題的相關性 

藉由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同一個單元間的問題彼此都有相關，各

問題間皮爾森相關係數皆高於 0.9，喜歡這個單元的同學，其不論在

參與投入度及小組合作上都有高度的滿意度與學習經歷，因此對於

活動的整體感受非常好，也使單元間的問題都有一定的顯著關係。 

(3)各單元問題與各單元問題的相關性 

從數據的出現來看，可以觀察發現到各個單元間其關聯性是存

在的，各單元間整體喜歡這個單元的相關性是強的，其結果落在

r=0.91 - 0.95 之間，可見透過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來規劃課程的安

排，使得喜歡這種方式的同學，對於其他單元的操作也同樣喜歡，

反之，則對於課程上可能較不適應透過此種方式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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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心投入學習與學習助於提升能力相關性 

在這兩個分析變數上，從各單元可以看出，學習者在參與課程

時的投入度與是否學習到課程的知識或技能，有一定的關聯性其結

果落在 r=0.95 – 0.97 之間，學習者樂於活動的安排，因此很認真地

完成操作，使得在課程活動結束後，能夠運用到其他課程或設計

上，表示全心投入學習與學習助於提升能力有一定之顯著相關性，

其也能夠反應到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上的相關性。 

(5)團隊合作相處愉快與整體喜歡單元相關性 

在此兩變數上的分析上，可以發現各單元間的結果範圍落在

r=0.94 - 0.975 之間，顯示小組間的學習氛圍與單元的感受也有差

異，小組裡同學互相分享資訊並且討論交流，也使同學對於合作的

部分有一定程度的滿意，促使對於課程活動的安排有更好的體驗，

表示團隊合作相處愉快與整體喜歡單元有一定顯著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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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學生背景與各單元回饋單統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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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研究觀察與回饋單分析 

    根據回饋單的問答內容及研究者的觀察進行以下的分析說明 

  (1)讀空間說故事(大林印象) 

    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對於本課程活動印象最深的是與其他同

學一起走訪鎮上拍照觀察的過程，透過這樣的過程以及整個操作的

結果下，學習者在對於這單元的學習上抱有在空間上給人的感受，

該如何去呈現及透過圖面的設計，讓他人也能感受到，也激發了對

於學習上如何感受及運用空間的興趣。藉由這樣的方式，也讓學習

者可以看到更多別人不同的想法與景物的想像，最後也提出希望可

以有更充裕的時間，以及對於課程很滿意與覺得有趣。 

  (2)環境觀察與體驗 

    在這個課程活動裏頭，學習者在校園裡逛逛、蒐集他們所需要

的物件，是對他們整個過程裡印象最深刻的，也讓他們對於環境的

設計素材、生活周遭的事物、物件的拼貼排版等有更深的體悟，透

過這樣的操作，來完成及敘述自己的回憶與靈感，也激起自己期望

可以多去接近自然、多看多聽多關心日常生活的周遭，也對於單元

活動上給出希望可以有更多類似的課程活動、可以更完善整個活動

的規劃及安排，讓課程活動更加順利豐富，但仍對課程抱持覺得好

玩有趣，多離開教室走走，體驗校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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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的加密工作坊 1 

    透過這個單元的操作，學習者在觀察的部分有很深刻的印象，

不論是於課程上的操作觀察，或是給予的作業觀察，皆有很深的體

悟，學習者藉由觀察來發現平常不會注意的事情，甚至同學所表現

的樣貌等等，而也藉由紀錄的結果，加上課程活動的操作手法，讓

學習者領悟及感覺到把文字轉換成圖像(編碼)的重要性，及設計上

該如何整理訊息與觀察的方式，也對於課程上覺得可以將活動的小

作業量在減少或拿掉，以及要讓自己可以更有心的去完成給出的東

西及老師的交代。 

  (4)我的加密工作坊 2 

    藉由這個單元的體驗與活動設計，學習者在與其他同學(組員)

間不論一起規劃動線、一起布置遊玩、一起討論主題等團隊合作的

部分，有很深刻的印象，也在體驗過後，對於空間與動線的行為變

化、合作夥伴的相處磨合、同一事物在別人的思考上呈現是不同的

等有更多的領悟，也讓自己更注意到空間的使用者需求，動線的安

排是要更加的多琢磨與思考，也更發現到同學的亮點與特色，也對

於活動的安排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活動範圍，也對於活動整體覺得有

趣好玩，內容很特別的看法，也更讓同學可以更熟悉自己的同學，

以及看到同學不同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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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課程活動觀察與紀錄 

    透過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可以發現到學習

者的參與度高低，是很重要的一環，參與度高的同學，其會對於課

程活動的內容有一定程度的投入來完成，而活動的學習內容、進行

方式、小組合作、操作地點，皆是影響參與度的原因所在，學習的

內容無法讓學習者引起興趣，則容易草草交代事情與成果；活動進

行的方式太過繁瑣無趣，則會讓興致消磨而興趣缺缺；小組合作如

果遇上不合適的組員，則也會使的學習者對於活動參與降低或寧可

閒置在那不動作及不討論交流；活動的操作地點讓學習者的體驗也 

會有所不同，可以觀察發現到學習者對於到教室外的操作模式，其

興趣及參與的意願是較高的，而因此可以觀察到本研究的活動裡到

鎮上去觀察體驗的模式，是學習者最有興致的一個點，其原因可以

發現到，是因為相對自由及拉離教室的壓抑，其他課程活動也是幾

乎試圖拉離教室的操作，以藉此讓學習者提高興趣及意願。 

    而也在觀察紀錄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高中生與高職生的操作模

式不盡相同，高職生會因為對於過往所學的相關知識與能力，而促

成對於在面對事物及設計時會以之前在高職所學的方法來使用及完

成活動的目的，也因為可能在過往有學習或體驗過，使得在活動進

行時，有少部分的同學對於內容不感興趣，而使得每一次的活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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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不佳，覺得內容都顯得無趣，不知道學到了什麼；而在高中生

的部分，則是因為與過往的學習方式相差甚遠，所以可以看到它們

的操作方式就不受拘束的更加的多元與活潑，也願意去嘗試或激發

更多的可能，讓活動整體更生動活潑、異想天開，他們也更願意完

成及更有風格的呈現自己的成果。 

    也可以在學習意願與成效之間注意到其實同學的背景與學習經

驗不是主要影響的原因，而是學習程度的多寡在於對自己的一個努

力，自主的學習使自己可以更投入及參與每一個課程活動，也更願

意去尋找更多元豐富的方式，使自己可以從中獲益，學習意願高的

同學，對於活動的安排都會盡心去完成與學習，也從中習得每次活

動所要教導學習者的知識與技巧，其也可以從平常的設計課的觀察

看出，他們在操作上會更加的注意及運用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所

學的技能，比如在基地分析時，會特別注意空間與人所發生的行

為，人在空間裡的行為是什麼，進而思考自己的設計要怎麼處理基

地的問題，也在圖面表達部份更加的會運用一些圖像來講述發展過

程或是分析圖說，也讓自己在發想的過程，不受拘束的將所有可能

的素材作為運用，讓自己的設計更完善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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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學習意願與成效分析 

  4.3.1 學習意願 

    從問卷的填答結果分析顯示，在學習意願的評量裡，學生對於

各項之同意度幾乎皆是在 80%以上，也發現九成的同學希望及願意

參與更多有關建築課程之操作，與學習到更多專業的知識，而其中

約七成的同學會感到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好好休息，進而影響到約

一半的同學感到疲憊而無法好好學習，也顯示設計課程之課業負擔

確實會讓部分學生感到吃力，與一般對於相關科系之認知大致相

同；在本研究加入問題導向學習增加課程豐富性後，有五成的同學

覺得無法同時兼顧建築設計與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但仍可以從問卷

中發現有 85%的同學願意花時間來進行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之操作，

76%的同學是享受這個活動與課程的，顯示其課程之安排仍屬妥當

且適時的對於學習意願有提升，但在原本就課業繁重的情形下，對

於課程或活動要求之作業，其份量仍有待重新思考及顧及學生的想

法與能力。 

表 4-7 學習意願問卷統計表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Q2.1 

老師交代的設計

作業與要求，我

可以做好 

非常同意  11 24 

同意 31 67 

無意見 3 7 

不同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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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同意 0 0 

Q2.2 

我會遵守設計課

程中的規定 

非常同意 23 50 

同意 21 46 

無意見 2 4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3 

我不會遲交或缺

交設計作業 

非常同意 19 41 

同意 23 50 

無意見 3 7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Q2.4 

我會認真確實完

成設計作業 

非常同意 20 43 

同意 23 50 

無意見 3 7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5 

我能夠認真參與

設計課程中的各

項活動 

非常同意 24 52 

同意 17 37 

無意見 5 11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6 

我不會遲到或是

睡過頭 

非常同意 13 28 

同意 17 37 

無意見 13 28 

不同意 3 7 

非常不同意 0 0 

Q2.7 

我希望能夠獲得

更多建築設計知

識 

非常同意 27 59 

同意 15 33 

無意見 3 6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Q2.8 非常同意 2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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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夠參與

更多設計課程活

動 

同意 19 41 

無意見 2 4.5 

不同意 2 4.5 

非常不同意 0 0 

Q2.9 

我會花時間去準

備我的設計作業 

非常同意 25 55 

同意 19 41 

無意見 2 4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Q2.10 

我會花時間去和

小組成員討論建

築輔助課程之作

業要求 

非常同意 17 37 

同意 22 48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Q2.11 

我在課堂上可以

保持良好的精神 

非常同意 15 33 

同意 17 37 

無意見 11 24 

不同意 3 6 

非常不同意 0 0 

Q2.12 

我可以跟上老師

安排的設計進度 

非常同意 15 33 

同意 24 52 

無意見 6 13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Q2.13 

我常常感到疲倦

無法學習 

非常同意 6 13 

同意 18 39 

無意見 10 22 

不同意 9 20 

非常不同意 3 6 

Q2.14 

我覺得沒有足夠

非常同意 11 24 

同意 20 44 

無意見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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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好好休息 不同意 2 4 

非常不同意 1 2 

Q2.15 

我常常需要熬夜

做設計作業 

非常同意 14 31 

同意 24 52 

無意見 7 15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Q2.16 

我常常需要熬夜

做小組作業 

非常同意 10 22 

同意 19 41 

無意見 13 28 

不同意 3 7 

非常不同意 1 2 

Q2.17 

我享受做設計作

業的過程 

非常同意 12 26 

同意 21 46 

無意見 11 24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1 2 

Q2.18 

我享受做建築輔

助課程作業的過

程 

非常同意 12 26 

同意 23 50 

無意見 10 22 

不同意 1 2 

非常不同意 0 0 

Q2.19 

我享受小組討論

與團隊合作的過

程 

非常同意 14 30 

同意 20 44 

無意見 11 24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1 2 

Q2.20 

同時做好建築設

計作業與建築輔

助課程作業是很

困難的 

非常同意 9 20 

同意 14 31 

無意見 13 28 

不同意 8 17 

非常不同意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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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學習效能 

   本表單主要分成三個量表進行檢測，前四題為自我效能之檢視，

中間四題為學習價值之評估，以及最後四題為情緒困擾之反應，可

以發現到 75%以上的學生對於自我的信心及完成任務的能力是高

的；85%以上的學生對於課程或活動的興趣與重視度的反應是好

的；也使得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很多的情緒反應產生，進而出

現不同的情緒困擾，也有少部分同學不會受到情緒所困擾，一如往

常的學習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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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學習效能問卷統計表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Q3.1 

我相信我可以完

成學校課程的要

求事項 

非常符合 14 30 

符合 32 70 

不符合 0 0 

非常不符合 0 0 

Q3.2 

我預期能在學校

課程中獲得高分 

非常符合 9 20 

符合 29 63 

不符合 6 13 

非常不符合 2 4 

Q3.3 

我有信心在學校

課程中表現優異 

非常符合 10 22 

符合 24 52 

不符合 12 26 

非常不符合 0 0 

Q3.4 

整體而言，我有

信心我可以學會

學校課堂上所教

的基本觀念 

非常符合 9 20 

符合 31 67 

不符合 6 13 

非常不符合 0 0 

Q3.5 

我對學校安排的

課程感到興趣 

非常符合 11 24 

符合 28 61 

不符合 7 15 

非常不符合 0 0 

Q3.6 

我認為學校的課

程，對我而言是

重要的 

非常符合 17 37 

符合 25 54 

不符合 4 9 

非常不符合 0 0 

Q3.7 

對我而言，我覺

得學校的課程內

容是實用的 

非常符合 17 37 

符合 27 59 

不符合 2 4 

非常不符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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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8 

我認為我能夠將

學校課程所學，

運用到其他領域 

非常符合 11 24 

符合 32 70 

不符合 3 6 

非常不符合 0 0 

Q3.9 

在學校的學習過

程中，我會擔心

表現不好 

非常符合 16 35 

符合 25 54 

不符合 5 11 

非常不符合 0 0 

Q3.10 

在學校的學習過

程中，我會焦慮

不安 

非常符合 14 30 

符合 18 39 

不符合 10 22 

非常不符合 4 9 

Q3.11 

在學校的學習過

程中，我會擔心

表現的比其他同

學差 

非常符合 13 28 

符合 22 48 

不符合 11 24 

非常不符合 0 0 

Q3.12 

在進行學校課程

學習時，我無法

以平常心看待 

非常符合 11 24 

符合 12 26 

不符合 17 37 

非常不符合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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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學習意願及學習效能差異分析 

    透過數據的呈現結果進行以下說明與探討 

 (1)學生背景與學習意願差異 

    不同背景的學生，不論性別、高中別或入學管道在學習意願上

的相關性分析裡，其結果幾乎落在 p=0.10-0.50之間，並不是都有

達顯著水準，可以顯示其在同一個學習下學生的學習意願，不一定

受到背景的影響，但可以發現到在性別與課堂上保持精神的部分，

男女生有其顯著的差異 p=0.027，而在入學管道的部分則與學生在

享受做設計作業的過程有顯著的差異 p=0.020，表示入學管道對於

設計課程的操作有一定的差異。 

 (2)學生背景與學習成效差異性 

    不同的學生背景與學習成效的分析上，其結果多落在 p=0.15-

0.505 之間，顯示其未達顯著水準，但在性別的部分，男女生在有

信心可以學會課堂上所教的基本觀念上有顯著差異 p=0.026，表示

兩者有一定的差異。 

 (3)學習意願與學習者學習態度相關性 

    根據下方的表格所呈現的數據分析來看，可以把老師所交代要

求做的好的學生，其與我會遵守課程規定且在課堂上保持精神、我

可以跟上老師安排的進度，不會遲交並認真的完成作業等相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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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結果為 r=0.36-0.63之間，表示有一定的關聯與差異，從中

也可以發現他們更願意花時間去學習與獲得更多知識，其結果為

r=0.30-0.605 之間，且有一定顯著之相關，進而可以看出越認真遵

守的同學，其學習意願較高。 

 (4)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相關性 

    根據分析結果來看，學習意願較高的同學，學習成效也會有一

定相對的高，從數據觀察出他們對於自己的信心是相對較高的，且

預期自己可以在課程中獲得相對的高分數，也同時對於學校課程的

內容安排，感到興趣與重要，且他們能夠順利地將課程所學的知識

或技能，應用到其他的地方上，但同時會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擔心，

認為做的不好或會比其他同學差，其結果落在 r=0.27-0.67之間，

表示兩者間有一定顯著的相關性。 

 (5)學習疲倦與學習心態的相關性 

    透過研究的數據結果分析到，常常感到疲倦無法學習的同學，

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好好休息，其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常常需

要熬夜做設計或小組作業的關係所導致的(r=0.49-0.5)，導致這些

同學熬夜的因素，與在學習的過程中，自己會擔心表現不好或比其

他同學差有顯著的相關，使得學生焦慮不安或無法以平常心來看待

這些事情，因此藉由熬夜來彌補學習上的過程與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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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享受學習過程與願意花時間學習相關性 

    藉由結果分析觀察到，同學願意投入跟花時間來學習建築設計

的知識與參與課程活動，其與享受建築輔助課程操作、小組討論合

作，也對於做設計作業的過程感受是有相關的，其結果落在

p=0.00-0.02之間，表示有一定的顯著相關，學習者對於學習很感

興趣，因此願意花時間來獲取專業知識，而從中可以發現到設計作

業與其他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設計作業需要比較燒腦跟花時間，

所以同學時常會感到無法好好休息，其結果顯示為 r=0.612，表示

有一定的關聯。  

(7)學習成效與學習意願的相關性 

透過數據的結果來看，大部分的同學都可以將課程所學的內容，運

用到其他領域上，但在建築設計作業與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作業之

間，他們會覺得自己可能無法用平常心來學習，使得自己擔心焦慮

起來，進一步的產生要同時做好這兩個作業是很困難的念頭產生，

其表示學習成效亦與學習意願有一定的顯著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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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學生背景與學習意願及學習效能統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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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反思與檢討 

建築課程裡，設計課程是本科系最主要的一門課程，期間在輔

以建築設計輔助課程的活動或課程安排，來讓學習者可以銜接及習

得更多專業的知識或技能，而又因在探索的過程中，因各種因素的

關係使得學習意願與成效低落，輔助課程的加入，讓學習者可以在

接觸設計前有一個緩衝的時間與學習，本研究藉由問題導向學習的

方式加入其輔助課程中，透過各種活動的安排與置入，讓學生在進

行的過程中主動學習並建構其知識，亦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互相

交流、討論與分享其成果與觀察，增加互動與解決問題，反而激發

學習者的潛力與興趣，進而對於課程的學習意願與成效可以提高，

而學習者也在操作的過程中養成其思考模式與能力。 

  於各個活動的安排與體驗及回饋單裡的建議與回饋中，學生們對

於這些活動的安插與銜接的相關課程的回應，皆持正面的評價與肯

定，也對於可以有更多元化的場所及空間來操作，非常滿意與贊

同，甚至希望可以有更多對於相關課程的安排，一方面透過活動認

識這個場域，一方面藉由不同空間來理解操做的手法都不盡相同。

但仍有對於活動所提出的建議與想法，即活動過程中時間的安排與

規劃可以在更加的討論與思考，以便讓整個活動的過程更加流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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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甚至對於課程教學活動的時間可以延長，讓學生可以有更充足

的時間來學習觀摩到更多及更深的技能與知識，以及激發學生的學

習意願與其學習的興趣，促使學習的成效可以更有參考性。小組合

作的氛圍也影響學生們對於整體活動的滿意度與學習情形，亦有因

為對於合作上有不好的感受，而影響其學習的成效與意願，故促進

與協調小組合作間的氛圍也是需注意與調整的。 

再者根據問卷的答覆結果與觀察顯示，雖然可能因為設計課程

本身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精神，以及對於知識及基礎的建構，進而

導致通宵熬夜、精神及體力不濟、翹課、學習效率不佳，以及加入

輔助課程後所衍生出的更多問題等狀況出現，但仍可發現到與以往

所觀察之現象有所不同，學生們其實對於此輔助課程之安排的學習

意願是高的，也可從各種問題中觀察出學生對於不論設計課程或者

設計輔助課程皆更有興趣與享受這個過程，也進一步的藉由這個方

式讓學生們習得基礎的知識與技能，最後，回顧其效能的部分，學

生對於課程之興趣與所學習的成效性是頗高，也進而提升自我的信

心與能力，期盼可以藉由活動或小組所營造的氛圍，降低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所產生出的各種緊張、焦慮、自我放棄等情緒或念頭出

現，使學生可以更有目標的主動學習與探究問題，思考不同面向之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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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整體的活動規劃上，還是可以有更多的空間來進步與改

善，讓學生可以不因安排之課程而使課業更加繁重與不減，甚至有

機會性的降低原設計課程之壓力與排斥，透過更加理解學生的背景

或其需求，以及反覆的討論及蒐集意見，找出可以更加快速與準確

的習得方式，引導學習者可以創造出自己的設計思維，進而可以依

循著問題導向學習讓學生可以輕鬆的學習體驗，沉浸在所營造的氛

圍與合作中，獲取與課程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來提升學生對於學習

的意願與成效。 

5.2 建議 

問題導向學習的主要特色在於以學習者為主要中心，並且透過

問題來擬真情境，使學習者透過自主學習的方式從問題中來尋找資

訊與解答，並配合小組合作的方式，使學習者可以互相分享學習有

要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透過討論來彙整與思考問題解決的方案，

而教學者則是適時成為引導者，帶領學生討論及思考更多問題解決

的可能性。藉由本次從大一學生的回饋與建議可以看出，在學習意

願與學習成效的部分有一定的成長幅度，學生更願意與更活潑的在

課程活動中學習與交流，但仍有許多還需要注意與考量的部分，使

教學方式可以更加完善，以此於下列提出幾項建議 :  

(1)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安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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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在進行一系列課程活動安排時，可以將時間拉長做為

考量，且也可以順應課程的部分，避開學習者忙碌的時間點，進行

配合與施行，透過本研究的分析回饋上，學生們對於課程活動的安

排有覺得稍些緊湊的壓力，以致在短時間學習的情況下，資訊量太

多與時間太緊湊，會使得學生無法有效接收，因此，在時間上的配

合與課程的規劃安排上，可以有更多的著墨與調整，讓學生可以有

更充足的時間來學習獲取更多及更深的技能與知識。 

(2)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活動內容 

問題導向學習的主要中心為學習者，意旨學習者的生活背景

與學習經驗息息相關，而也透過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每個課程活動

皆會有對於學習上不滿意學生出現，且可以觀察到在本研究上所安

排的後部分課程活動上有更明顯的現象出現，其原因可能也與課程

的規劃已排定的關係有關，因此建議應該更加去了解學生自身的需

求與其背景，適時的調整或更換學習的內容及方式，讓學習者可更

輕鬆自在的在課程活動上發揮其能力與特長，進而提升學習意願。 

(3)問題導向學習的小組規劃方式 

討論與分享亦是問題導向學習的一個重要階段，小組或團隊

的合作亦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本研究所採用的分組方式是依課程

活動需求人數的隨機分法，藉由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可以觀察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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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每次的活動裡都有不愉快的現象出現，因而造成學習的意願與

成效不彰，也使學生對於課程活動的安排非常不滿，建議可以於活

動開始前與學習者溝通協調進行分組或小組學習的方式，使學習者

可以更加進入狀態與避免更多的誤會與排斥產生，使團隊合作可以

更加和諧的進行。 

(4)不同學習者的背景與學習經驗的考量 

本次研究觀察分析發現到，學習者的性別與入學管道等背

景，對於課程的研究結果有顯著性的差異，其可以得知喜歡這些課

程的學生，則對於活動的安排非常的配合與滿意，不喜歡的學生則

對於使用此教學模式的課程，學習意願不高或排斥，因此，藉由這

次的分析，可以建議在後續的相關研究上做更加詳細的樣本交叉分

析，以得出課程上哪些類別的學生喜歡這樣的教學方式或內容，亦

或是在同一門課程裡，發展出不同的實作方式，讓學習者可以自由

選擇喜歡的學習模式或藉由有計畫性的分組來進行課程活動，並於

活動過後填寫回饋單，透過此種方式來研究出課程活動的內容安

排，對於不同背景的學生其學習受益的程度與喜歡參與的意願度，

是在哪些方面有更佳的選擇方案。 

  (5)問題導向學習的發展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式已被多元嘗試的運用在其他課程或



 

89 
 

領域裡，本研究這次透過使用 SPSS 軟體與問卷的方式來進行分析

與整理結果，但仍有待出現更多的分析方式或學者來進行相關的研

究，使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可以更加的完善與運用於往後的課

程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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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意願評量與學習效能量表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好: 

  本問卷調查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本系學生修習大一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之狀況，已協助改善

建築設計輔助課程之教學策略，進而提升教學品質；您所填寫之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參考，資

料絕對保密，也不會單獨對外發表，請安心並依據您實際情況及意見來填寫，您寶貴的意

見，將使本研究順利完成，也將使未來課程設計更加完備，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填答。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中華民國 111 年 03 月 

 

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3. 高中別: □普通高中   □高職   □其他 

4. 入學管道: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指考  □技優甄審  □統測甄審  □轉學  □其他 

 

 

 

第二部分 學習意願評量問卷 

請依據您目前的學習狀況進行填答，請在各題中打✔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學 

習 

意 

願 

 

 

 

 

1 老師交代的設計作業與要求，我可以做好      

2 我會遵守設計課程中的規定      

3 我不會遲交或缺交設計作業      

4 我會認真確實完成設計作業      

5 我能夠認真參與設計課程中的各項活動      

6 我不會遲到或是睡過頭      

7 我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建築設計知識      

8 我希望能夠參與更多設計課程活動      

9 我會花時間去準備我的設計作業      

10 
我會花時間去和小組成員討論建築實務課

程之作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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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意 

願 

11 我在課堂上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      

12 我可以跟上老師安排的設計進度      

13 我常常感到疲倦，無法學習      

14 我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好好休息      

15 我常常需要熬夜做設計作業      

16 我常常需要熬夜做小組作業      

17 我享受做設計作業的過程      

18 我享受做建築輔助課程作業的過程      

19 我享受小組討論與團隊合作的過程      

20 
同時做好建築設計作業與建築輔助課程作

業是很困難的 

     

 

 

 

第三部分 學習效能量表 

以下的問題是在瞭解您的態度、看法與感受。請您閱讀每個題目的敘述，然後比較｢你自己的實

際情況｣和｢題目敘述的情形｣二者的符合程度，並在題目右邊的四個符合程度中，勾選一個您的

符合程度。填完後，請再檢查一次，不要有遺漏。 

 非常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

符合 

1. 我相信我可以完成學校課程的要求事項 □ □ □ □ 

2. 我預期能在學校課程中獲得高分 □ □ □ □ 

3. 我有信心在學校課程中表現優異 □ □ □ □ 

4. 整體而言，我有信心我可以學會學校課堂上所教     

的基本觀念 
□ □ □ □ 

5. 我對學校安排的課程感到興趣 □ □ □ □ 

6. 我認為學校的課程，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 □ □ □ 

7. 對我而言，我覺得學校的課程內容是實用的 □ □ □ □ 

8. 我認為我能夠將學校課程所學，運用到其他領域 □ □ □ □ 

9. 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我會擔心表現不好 □ □ □ □ 

10. 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我會焦慮不安 □ □ □ □ 

11. 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我會擔心表現的比其他

同學差 
□ □ □ □ 

12. 在進行學校課程學習時，我無法以平常心看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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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單元學習回饋單 

□讀空間說故事  □環境觀察與體驗  □我的加密工作坊 1  □我的加密工作坊 2 

性別 : □男  □女 

入學管道 :  □繁星入學  □個人申請  □指考分發  □技優甄試  □統測甄審 

           □校外轉學  □校內轉系  □其他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我能夠全心的投入這個單元學習中      

2 
我在團體合作過程中，感到舒服 

被尊重的感覺 

     

3 我在團隊合作過程中，能與夥伴相處愉快      

4 
我認為這個單元的學習有助於我 

設計能力的提升 

     

5 整體來說，我喜歡這個單元      

簡答題 :  

6.在這個單元的學習過程中，你/妳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內容? 

 

 

7.經過這個單元的學習，你/妳對設計有何體悟? 

 

 

8.經過這個單元的學習，你/妳是否可以激發學習的興趣? 

 

 

9.經過這個單元的學習，你/妳最想告訴自己的是什麼? 

 

 

10.對於這個單元，如果用一句話形容，你/妳印象會寫什麼? 

 

 

11.對於這個單元，你/妳的想法與建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