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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現場遭遇到的問題… 



嵌在心理系課程地圖中的這門課 



心理測驗知識本質 

• 心理測驗課程的陳述性知識，包含：測驗
古典理論、類推力理論、現代測驗理論，
以及各理論中與心理計量品質相關的概念，
如：信度、效度、難度、鑑別度…等 

• 心理測驗課程的程序性知識，包括：如何
編製心理測驗、如何評估心理測驗品質？
如何進行試題分析？如何進行效度檢
證？…等 



課程目標 

• 第一學期的課程目標著重於協助學生建立
心理測驗之基礎知識與技能 

• 第二學期的課程重點在使學生能應用與深
化所學，也就是說，除了知識理解外，學
生能進一步應用這門課所學知識，更深度
探索相關議題。 



什麼是混成學習？ 

• 混成學習是混和不同教學媒介、教學策略
與教學環境的集合。 

 



混成什麼？ 

• 傳統面對面（Classroom）的學習與數位學
習（E-learning）的混成 

• 同步（synchronous）與非同步
（asynchronous）數位學習的混成 

 



 



 



 



 



心理測驗課程平台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lovepsytest/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lovepsytest/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lovepsytest/


非同步學習：課堂影音 

 



非同步學習：新知分享區 

 



非同步學習：討論區 



非同步學習：作業區 

 



同步學習 



同步學習 

 



專題成果發表 

 



成果互動與交流 

 



教學成果線上展 

 



教學成果評估 

• 共有76名修課同學針對其課程投入度進行
評估，各項平均結果如下： 

• 這學期心理測驗課程佔你所有課程的比重
約--23% 

• 你在心理測驗課程付出的時間與心力，在
所有課程的比重約--33% 

• 非同步教學的影音內容，你觀看的比例約--

69% 

• 這學期的同步遠距課程，你參與的比例約--

90% 

 



教學成果評估 

• 這學期的實體課程，你參與的比例約--73% 

• 課程平台相關補充資料與資訊，你觀看的
比例約--39% 

• 根據這學期的進度，你閱讀教科書相關範
圍的比例約--74% 

 

• 以大二心理系學生而言，其每學期要修25-

30學分，8-10門課；由上可知，此次的教
學設計，同學們的學習投入度佳。 

 



修課同學怎麼說… 

• 老師的課程影音很人性化的分成4~6個Part；
方便我可以把龐大的學習任務切分成不同天的
小任務，這樣學習更有效率也更有成就感
（S1)。 

• 影音材料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任何時間地點
都可以完成學習目標，當走神的時候還可以重
播，重新記錄筆記，學習過程也會比較有效率。 

 

 



修課同學怎麼說… 

• 對於我個人而言，我是一位視障者，我若接受實
體上課，我就必須先列印PPT並在老師上課講述
時，同時要寫下筆記。雖然這件事情聽上去非常
的一般，但是對於我卻是一種挑戰。我寫字非與
常人一般流利，且又要先記憶老師口述內容再進
行抄寫，往往已經講到下一個階段了，我卻還停
留在上一階段抄寫，而因此產生中間遺漏的部分；
但是這次的非同步影音學習卻帶來了一大幫助，
就是可以有畫面、聲音的呈現，且重點是可以
「反覆」的開啟 (S2) 



修課同學怎麼說… 

• 在同步遠距教學中進行問答與討論，可以
使每位同學都參與討論，提問的同學，可
以得到其他同學的討論與老師的回答；即
使像我這種只聽不說的人，也可從中學到
原本沒想到的問題(S3) 

• 保存學習的資料庫，之後，如果有不清楚
的內容，也可以再閱覽之前上課的資料、
影片，隨時複習。萬一有人因故缺席，也
可因為網路的紀錄而受惠 

 



修課同學怎麼說… 

• 我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透過自主，其實
是可以服務到每一位同學的，因為每個人
能依照各自的學習狀況來選擇他要進行學
習的方式、教材，也可以嘗試、進而找到
自己的學習方法，而並非完全是由老師來
規定學生該如何學習，不過，老師依然主
持著一個解惑的重要角色，固定開放實體
課程，有疑惑的話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解
開，並幫助我更抓到章節的核心重點。(S4) 



修課同學怎麼說… 

• 這門課的學習中也一直都在鼓勵我們閱讀相關
的研究，多交換意見，這也是一種突破了傳統
課堂的時空、更積極拓展自己的知識面與思維
能力的教學方式（S5）。 

• 這樣的課程設計,可以讓我們在接受之前先思
考,或是會嘗試以不同的角度來去看一件事情。
在找到答案之前,必須先找到問題。而且,這樣
的課程設計,更可以讓我(以及其他人)瞭解到自
己應該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S6）。 

 

 



修課同學怎麼說… 

• 我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其實也讓我們了解到大
學的課程並不是一定得要靠老師們授課才有辦
法學到東西。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是靠著老師給
的教學影片學習，而是在看過這些教材後，和
小組或是同學討論不懂的部分，並且互相解答
來學習。這和我們過去以往所認知的學習完全
不同，同時也建立了我們同儕之間相互分享與
討論的模式，不僅僅能運用在心測這門課上，
也能用在系上其他課程當中（S7）。 



反思 

• 老師的教學主要在提供一個支持學生自主的環
境，提供學生選擇的機會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 對於缺乏自主學習動機的學習者而言，很容易
因一下子被拋進一個全然自主的學習環境，而
遭遇困難，作為教師除了提供一個支持自主學
習的環境外，也需要提供學習者資源與引導其
擴大視野，當學習者囿於意志力薄弱、容易放
棄或拖延，以致於有自我導向學習困難時，允
許學習者自主地接受外力督促，克服上述困難，
此有賴於教學者與學習者對學習契約的共識。 



反思 

• 高等教育在促成學生高層次認知發展（如：
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甚至創新）與行
動實踐，而不該被侷限於協助學生達成精
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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