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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體驗式的課程設計與操作實務改善 

管理研究所商業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困境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結合行動研究，經由計畫(課程規畫)、行動(進行課程活動)、觀察(觀察課程活動

情況)和自我反省(師生一起檢討對提升創新課程效果)等行動研究步驟，來推動將行動研究、

設計思考、商業管理 TRIZ創新法融入管理研究所商業管理創新課程教學中，修正原本課程的

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的指導模式，以達到課程設計的改善及增加教學成效的目的。

研究者觀察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白天需要上班到晚上精神不濟、下班較晚路上塞車會遲

到、先入為主覺得創新很難等因素，使學習效果不佳。因此，研究者請學生藉由實際觀察自

己工作中的問題，尋找創意發想的主題，接著藉由商業管理 TRIZ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

再藉由研究者舉辦成果發表競賽與鼓勵參加競賽，使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展示的舞台。藉

由活動操作，引發興趣，進而使學生上課效果有明顯改善，這些經驗都有利於後續碩士在職

專班課程創新方法教學的進行。本課程以 3 階段 9 步驟來實施，分別為挖掘問題、解決問題

與成果展現來進行。碩專班同學藉由參加創新競賽，對創新產生實際的經驗，並獲 1 金 2 銀

2 銅 2 佳作共 7 項獎項的佳績，顯示創新成果獲得評審肯定，最後在教室頒獎激發同學自信

心，顯示對課程學生有良好教學效果。 

 

關鍵詞：創新方法課程、碩士在職專班、行動研究、設計思考、商業管理 TRIZ創新法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Dilemma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urse’ of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y 

Using Experiential Course Design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 
 

Abstract 
  

    The researchers observed that the students of the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need to work 

during the day and are not in good spirits at the night, and they will be late in traffic jams after getting 

off work,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nnovate in the innovative method courses.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asked students to look for creative ideas by observing the problems in their own work, and then 

generat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rough the TRIZ innovation method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Then, researchers will organize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s and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s, so that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olutions can be displayed in the competitions.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activities, interest is aroused, and the effect of students' clas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se experiences are beneficial to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follow-up in-

service master’s program courses. In this study, the course is implemented in 3 stages and 9 step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mining problems, solving problems, and showing results.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innovation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of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have gaine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novation, and won 1 gold, 2 silver, 2 bronze, and 2 outstanding works, a total of 7 

awards. It shows that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ffirmed by the judge, and finally the 

award is given in the classroom to stimulate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students, which shows that it 

has a good teaching effect on the students of the course. 

 

Keywords：Innovative Method Courses, Master's in-service classes, Action Research, Design 

Thinking, 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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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體驗式的課程設計與操作實務改善 

管理研究所商業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困境之研究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研究者想改善在最近幾年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創新方法教學中成效不佳的問題。經常一

堂課只有少數幾位同學能聽課跟上進度，這讓研究者非常憂心。創新是提升產業價值的重要

手段，尤其未來自動化的技術更加成熟，沒有創新思考能力的學生，更容易被社會所淘汰，

因此引發學生上課的興趣，提升創新教學的效果非常重要。這讓研究者試圖想提出更好的方

式來解決創新課程教學中的困難。 

本研究與上ㄧ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不同之處。研究者 108 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對象為大學部通識課程學生，大學部通識課程學生，大都是直接由高中升入大學，沒有專職

工作、甚至沒有打工經驗，因此研究者所引導創新發想的主題對象，以校園中學生日常生活

所遭遇到的問題或困擾為主。 

    本研究配合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課程主要內容為商業管理 TRIZ 創新法。

這是一種經過轉化的 TRIZ 方法，不是國內常見的腦力激盪、心智圖、奔馳法，曼陀羅(九宮

格) 思考法，TRIZ 理論是具有結構性思考方式的問題解決方法，為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理論，

不但能使創新依系統化的方式進行思考，並且可以跳脫個人思考慣性的侷限。大部分研究者

認為可藉由闡述每種理論的可能性，激發商業環境的創造性思考，以提供「非制式化的解答」。 

    本計畫試圖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的問題、動手做設計、課堂成

果發表、參加創新競賽等方式的課程設計與操作實務，使學生能經由活動操作，引發興趣，

進而提升學習創新理論與解決效果。 
  

1.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利用明新科技大學 109 學年第 2 學期管理研究所課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

來當作研究計畫主軸，以學生能經由實際觀察來發覺工作或生活中的困擾問題、小組討論研

發主題、學習與運用創新方法產生創新方案為研究目的，增加團隊合作能力、觀察能力、創

新能力與增加溝通表達能力，下表 1-1 為 109 學年第 2 學期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課

程之課程進度安排，並計畫以此安排達到研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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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課程進度表 

 

週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1 課程簡介 課程介紹、創新與發明經驗分享 

2 
分組與商業管理

案例介紹 

分組並為自己隊伍取個響噹噹的名字，商業管理類創新案例

分享 

3 設計思考(同理心) 以同理心、使用者旅程等方法，深入探討遇到問題者的需求 

4 
觀點圖、創新問題

情境問卷工作表 

用以表達或分析人或組織間複雜的關係圖；彙整問題情況中

所存在的因素與討論問題解決需要達到什麼標準的表格 

5 根源矛盾分析 
為能辨識出負面的連鎖反應與分析其根源的因果圖。能夠協

助建立所發現問題的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6 
矛盾矩陣與發明原

理運用 

得到消除矛盾最相關的發明原理的矩陣表；給予問題解答策

略的通用建議。 

7 
評分並選擇最佳

方案 
依據標準評分並選擇最佳方案，提供執行改善之用。 

8 
演練與參加創新

競賽初賽 

由前面課程成果整合內容，報名參加創新競賽初賽，演練報

名競賽之創作。 

9 
參加創新競賽決

賽 
入選決賽者參加創新競賽決賽，未入選者提供演練回饋 

10 關鍵原則 
最好、最快的創新方式，就是利用問題周遭資源； 

為既有的配置尋求好處更容易產生創新成果。 

11 簡化創新法 用更少的東西達成任務、解決問題 

12 分割創新法 拆解東西來組合 

13 加乘創新法 複製零件改變特性再整合在一起 

14 任務統合創新法 一箭雙鵰方法 

15 屬性相依創新法 追隨改變者改變 

16 概念評估 評估你的創意優不優 

17 案例研討 介紹盒內思考之案例 

18 期末報告與頒獎 報告本學期最完整作業、上課心得與創新競賽頒發獎狀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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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目的及目標 

 本研究包含以下三個研究目的： 

（1）增加觀察與創新能力，能實際觀察來發覺工作或生活中的困擾問題、產生解決問題方案。 

（2）增加溝通表達能力，能順利互相討論、上台報告小組所選擇之問題與解決問題方案。 

（3）增加團隊合作能力，能順利完成小組分工任務。 

 

    本研究於 109 學年第 2 學期舉辦全國性創新競賽(第 8 周 4 月 16 日截止報名，第 10 周 4 月

28 日決賽)當作研究計畫之成果驗收，鼓勵參加本課學生參與競賽，並與他校學生競爭產生競爭

力，也能達到本研究之三項研究目的。 

   由於疫情因素，本競賽採取線上報告方式進行，參賽者錄製影片報告創作內容，評審則於

4 月 28 日決賽當天聚集觀看所播放之創作內容報告影片，給予評分，選取優秀創作給予適當

的獎項。 

 

二、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採用之理論為行動研究、設計思考、商業管理 TRIZ、盒內思考創

新法，故在此加以介紹理論來源，盒內思考創新法是精簡 TRIZ理論所提出來的，因此先介

紹 TRIZ理論。 

 

2.1 TRIZ 理論的意義 

    TRIZ 理論是發源自前蘇聯的系統化問題解決方法，為ㄧ種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理論。它是

俄文 Teorija Rezhenija Izobretate Zadach 的縮寫，由俄國人根里奇˙阿舒勒(Genrich Altshuller)

與其研究團隊於 1946 年進行分析，分析超過 20 萬件(不同來源資料數字有些差異)專利，再

從其中選出了 4 萬份(不同來源資料數字有些差異)被認為是有真正突破的專利進行深入研究，

從中得出了發明的一般規律之成果，1956 年正式發表第一篇關於 TRIZ 的文章引領後續

TRIZ 的發展，因此，國際 TRIZ 協會，以 1956 年為 TRIZ 創立的年代。TRIZ 理論之系統化

創新與解決的技術，包含問題的識別、問題的解決、概念的驗證，可視為解決創新問題的工

具箱，以及龐大的知識資料庫(林永禎，2015)；Genrich Altshuller 所提出的 TRIZ 創新理論，

其含義為發明問題解決理論(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TIPS)，在歐美國家也可縮寫

為 TIPS，TRIZ 正體中文翻譯為「萃思」，取其「萃取思考」之義(王，2010；宋，2012)。 透

過歸納全世界創新發明者的新穎想法及問題改善的具體內涵，不但能使創新依系統化的方式

進行思考，並且可以跳脫個人思考慣性的侷限。 

 

    TRIZ 主要是系統性的利用前人與跨領域之智慧與知識，來解決當前問題，可以有系統的

帶領我們跳出思考框架，拓展革新思維，並且通盤且有效地將系統性的特性推廣於各種產業，

也成為當今研發與創新中，相當有效且重要的系統方法。TRIZ受到許多企業的推廣與應用中，

例如 AIRBUS (空中巴士)、P&G (寶潔)、SAMSUNG (三星)、LG (樂金)、INTEL (英特爾)、

SIEMENS (西門子)、GE(通用電氣)皆透過推展 TRIZ，藉此獲得大量創新、專利與財務效益。

其中 SAMSUNG 自 1988 年開始大量引進 TRIZ 技術，至今已擺脫昔日低價位與低品質的產

品形象，已成為高品質與高創新的產品公司，專利數量躍居世界第二，每年應用 TRIZ 所產

生的財務效益，更是以千萬美金計算，而 GE 自 2007 年開始亦將 TRIZ 視為下一波競爭的關

鍵，採由上而下地宗教式的推廣 TRIZ，毫不遜於當年推展六標準差(6 Sigma)之精神。  

     

2.2 商業管理 TRIZ 

    隨著 TRIZ 的應用領域擴展，所處理問題的類型不再限於技術領域，也應用到藝術、醫

藥、生物科技、創新教育、與商業組織管理等領域。Mann 與 Domb (1999)使用了 TRIZ 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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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發明原則之觀念，並詳細說明不同的商業環境所適用的原則。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可藉由闡

述每種原則的可能性，激發商業環境的創造性思考，以提供「非制式化的解答」。近年 TRIZ 

在商業領域之重大進展則為 Souchkov (2015) 將 TRIZ 在商業領域之使用的步驟、方法及工

具進行進行系統化的說明。將問題的分析與解決過程，分為問題解決/系統改進與未來路線圖

兩大部分，並詳細說明了各個步驟的邏輯串連與適用的工具。 
 

2.3 TRIZ 理論的思考流程 

    TRIZ 理論解決問題的首要條件，必須拋開所有客觀的限制因素與傳統的刻板印象束縛，

再以系統化的分析方式，精準的找出問題與其解決方式的方向和位置，避免使用傳統創新設

計方法中的試誤法解題，所導致缺乏解題目標與方向之問題，從而提升創新設計的效率與品

質(王，2010；林，2015；許，2015)。因此，TRIZ創新發明問題解決思考流程，第一步驟應找

出需要改善之因素(亦即問題點)，再將需要解決的問題透過 TRIZ 的方式，以特徵參數的方式

呈現，再對應至標準的解決方案得到發明原則或解決問題的方向，最後獲得一個非妥協方案。 

 

2.4 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由勒溫(K. Lewin)首創，它是屬於實務工作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的一種類型，用於改善各種不同工作場所之專業實務(professional practices)。行動研

究的特色在於，其方法(包含計畫、行動、觀察和自我反省等活動)並沒有統一的模式，它是活

動與活動間呈一螺旋式的循環(林素卿，2012)。 

    陳伯璋(1998)認為行動研究法是研究和行動結合的一種研究方法，是情境的參與者與專

家、學者或組織中之成員共同合作，使問題發展為研究主題，屬於一種講求實際問題的研究

方法。Adam (1997)表示，行動研究的重點在於探究實務工作者自己相關工作的問題。Lewin 

(1949)指出行動研究法乃指科學研究者，與實際工作者的智慧與能力 結合於一體的合作方法。

Elliott (1987)則強調行動研究法用在從業人員改進自我工作情境之內部活動。 

    蔡清田(2011)認為在使用行動研究法時，應該先面對以下問題: 

一、說明情境問題，以確立研究動機。 

二、說明問題的領域，以確立研究範圍。 

三、說明問題之焦點，以確立研究問題。  

四、說明為何關心此問題，且該問題又有何重要性，以確立研究目的。 

五、說明針對上述問題能做什麼及預期目標，以確立研究架構與方法。 

     

    吳明清(1991)在看待行動研究時，他認為這只是一種研究「方式」，而非一種「方法」，因

為這種研究法的要點，只在於強調實際工作人員於工作情境中進行研究，並將獲得之結果應

用在同樣的情境。大致上來說，行動研究法的步驟實證研究大致相同，Dewey (1997)將行動研

究法之研究步驟整理為: 一、界定問題。二、提出假設。三、搜集資料。四、分析結果。五、

作成結論。 

    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屬於實務工作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的一種類型，由勒

溫(K.Lewin)首創。它用於改善各種不同工作場所之專業實務(professional practices)。行動研究

的特色在於，其方法(包含計畫、行動、觀察和自我反省等活動)並沒有統一的模式，它是活動

與活動間呈一螺旋式的循環(林素卿，2012)。 

    簡而言之，行動研究法適合用在研究者之工作場域，藉由研究者之實務經驗找出問題，

並針對問題情境進行改善，最後再將改善的方案回饋到問題情境之中，此中研究法其對於改

善工作效率與增加專業者自信都十分有用處。因此，本研究欲以行動研究法，藉由研究者本

身之工作經驗，在實務的情境中找尋問題，透過計畫、行動、觀察和自我反省等活動，提出

碩專班創新方法教學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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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盒內思考創新法 

    「盒內思考」是以色列人精簡 TRIZ 理論所提出來的，強調限制思考向度、強調思維方法

以取得創意的方式，稱為「系統性創新思考」(Systematic Inventive Thinking, SIT)能在一定的

時間、固定資源內，確實獲得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法，適合追求績效之公司職場，進行研發創

新，減少成本支出(德魯‧博依, 傑科布‧高登柏格，2014)。方法之主要內容為五種創新技

術，搭配兩個關鍵原則，敘述如下： 

 

2.5.1 兩個關鍵原則 

1.「封閉世界」原則：最好、最快的創新方式，就是留意現有資源，利用周遭資源。 

2.「形式決定功能」原則：為既有的配置尋求好處。 

 

2.5.2 五種創新技術 

1.簡化，列出目標物組件，刪除某項組件(例如：泡麵，無扇葉風扇)或精簡組件性能。 

2.分割，將目標物之組件（功能、外形、保存）分割後，重新組合。移出組件例如：分離

式冷氣機。隨機切割例如：拼圖。縮小例如：隨身碟。 

3.加乘，將目標物之某項組件複製改變特性後又與原物結合。例如：動畫，俄羅斯娃娃。 

4.任務統合，目標物之某項組件，加諸額外功能。例如：志工。 

5.屬性相依，找出目標物內原本各自獨立之組件的屬性，建立相關性。例如：隨溫度變

色的奶瓶，變色龍。 

 

    目前申請人並未發現國內有其他學者教授盒內思考創新法。 

 

2.6 設計思考方法 

設計思考方法(Design Thinking)已經於國外多年實行具有成效，由 IDEO 設計公司總裁

Tim Brown(2008)提出的定義為「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

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設計思考是一個創意與設計的方法論，為各種議題尋求

創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蕭瑞麟(2011)認為，設計思考是為了培養敏銳的觀察和

推理，看見問題的脈絡，特別是那些隱而未顯的脈絡。設計思考要解決問題，需釐清思考的

方向，並透過實地觀察、訪談，進入情境，然後能發揮同理心，體會使用者的想法。進而替

使用者思考如何改善不便於使用者的情境。而後需定義使用者的真實需求以求得設計的核心

議題，以多種創意的方式發想解決問題的可能創意點，而後篩選以實現設計。 

 

三、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3.1 近年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學常見問題 

研究者在最近幾年的教學中，發現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學上比較常遭遇到的問題有：

學生下班時間交通繁忙容易遲到；輪到夜班無法到課；學生大學所讀科系多元，難以要求共

同基礎知識背景；常因工作忙碌沒時間做論文而到三四年級尚未開始進行論文…。在研究者

所開授之創新方法課程，雖然教師很認真的教導創新理論與說明創新技巧，但是成效不佳。

經常一堂課只有少數幾位同學能聽課跟上進度，這讓研究者非常憂心，進一步詢問原因，學

生回應是因為白天需要上班到晚上精神不濟、下班較晚路上塞車才會遲到、創新很難等因素。 

 

 

3.2 規劃碩士在職專班改善創新方法教學問題的步驟 

針對前述問題本研究規劃出改善創新方法教學中問題的步驟。本研究為改善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創新方法教學的效果，以設計思考讓學生發覺工作或生活中之中的困擾問題，以商業管

理 TRIZ 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設計。學生藉由觀察自己工作中問題，尋找創意發想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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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接著藉由商業管理 TRIZ 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再藉由研究者舉辦成果發表競賽與

鼓勵參加競賽，使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展示的舞台。整個過程使學生能經由實際觀察工作中

的困擾問題、學習與運用創新方法產生創新方案、參加成果發表展示創新方案，藉由活動操作，

引發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效果。具體的教學方式有觀察學生自己工作(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幾乎都

有白天的工作)或生活中之問題、動手做設計、成果發表競賽等方式，最後以課程評量理論(知

識、技能、態度)，比較改善前後的差異。本研究結合行動研究，經由計畫(課程規畫)、行動(進

行課程活動)、觀察(觀察課程活動情況)和自我反省(師生一起檢討對提升創新課程效果)等之行

動研究步驟來推動將行動研究、設計思考、盒內思考創新法融入商業管理創新課程教育過程，

PBL 方式小組互相討論自己工作中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修正原本課程的教學方法、課程內容

及教學活動的指導模式，以達到課程設計的改善及增加教學成效的目的。 

 

3.3 本研究與上ㄧ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不同之處 

    研究者 108 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對象為大學部通識課程學生，大學部通識課程學

生，大都是直接由高中升入大學，沒有專職工作、甚至沒有打工經驗，因此研究者所引導創

新發想的主題對象，以校園中學生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問題或困擾為主，日間調查、觀察訪

問校園中老師、同學，比較容易進行，大學部通識課程學生大多年輕約 20歲左右，比較缺乏

與陌生人交談機會，也因此，進行觀察訪問校園中老師、同學，得到良好效果。大學部通識

課程學生大多年輕，對簡單的方法比較容易掌握，盒內思考創新法在系統性創新方法中屬於

相對比較簡單的方法，也因此學生比較容易掌握、進行運用，得到良好效果。 

    而本(109)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對象為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白天都有自己專職

的工作，晚上到學校進行，也比較來去匆忙，有些碩專學生因公司距離學校有些距離，下斑

到學校上課又遭遇交通尖峰時間，要準時趕到學校上課，甚至來不及吃晚餐；此外，晚上學

校的活動，相對於白天減少很多，晚上留在校園裏的老師、學生大都是在上進修部課程，不

容易觀察訪問到校園中老師、同學，碩專學生課程學生大多年紀 20-40 歲，已經具有不少與

陌生人交談機會，因此不進行觀察訪問校園的活動，而改為以自己工作或生活中之問題為創

新發想的主題對象。產生之創新方案，直接改善自己工作或生活中之問題。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大多年紀較大學生大許多，原本擬以盒內思考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發現盒內

思考創新法對碩專班研究生方法過於簡單，分析問題較不深入，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考慮較

不全面，因此進行調整，將原本主要的盒內思考創新法改為商業管理 TRIZ(簡稱管理 TRIZ)

創新法。經過調整後學生能分析比較深入，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比較全面。而盒內思考創新

法則於期中考週參加競賽之後再教授，因為原本公告之教學大綱有教授盒內思考創新法。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4.1 研究說明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針對管理研究所課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來當作研

究計畫的實踐。課程為一實務應用導向的學門，教學目標為讓在職學生藉由觀察自己工作或

生活中的情境，以設計思考發覺工作中的困擾問題，並以商業管理 TRIZ 創新法產生解決問

題的方案設計。而設計思考動手操作的方式也是本課程研究中進行的方式，盒內思考創新法

之簡化、分割、加乘、任務統合、屬性相依 5 項創新法最後也是應用在本課程研究中輔助上

課效果。 
 

4.2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改善創新方法教學的效果，整個過程使學生能經由實際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

的問題、小組討論研發主題、學習與運用創新方法產生創新方案、參加競賽展示創新方案，

藉由活動操作，引發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效果，並舉辦創新競賽使學生的解決問題的方案有

展示的舞台，如下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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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流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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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觀察與交談評估學生知識、技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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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之規劃如下： 

    1.配合 109 學年第 2 學期之管理研究所課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進行教學

研究。 

    2.本研究結合行動研究，經由計畫(課程規畫)、行動(進行課程活動)、觀察(觀察課程活動

情況)和自我反省(師生一起檢討對提升創新課程效果)等之行動。 

    3.結合全國性創新競賽，並鼓勵授課學生參與競賽，並與他校學生競爭產生競爭力。 

 

4.4 研究對象 

    109 學年第 2 學期之管理研究所課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學生年級分佈為

碩專斑 1~2 年級，並有學分班隨班附讀學生，共計 9 人修課，分為碩專斑 2 年甲班 1 位，碩

專班 1 年甲班 4位，碩專班 1 年乙班 3 位，學分班隨班附讀 1 位。 
 

4.5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之步驟，計畫(課程規畫)、行動(進行課程活動)、觀察(觀察課程活動

情況)和自我反省(師生一起檢討對提升創新課程效果)等來推動將行動研究、設計思考、商業

管理 TRIZ 創新法、盒內思考創新法融入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創新課程教育過程，修正創新課

程的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的指導模式，以達到課程設計的改善及增加教學成效的

目的。 

    PBL 方式部份為利用小組互相討論自己工作或生活中之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來修正原

本課程的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的指導模式，以達到課程設計的改善及增加教學成

效的目的。 

    本課程主架構為以 3 個階段 9 個步驟來實施，分別為挖掘問題、解決問題與成果展現來

檢視「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實施情形及成效，如表 4-1所示 

 

表 4-1 實施階段與實施工具 

實施階段 實施步驟(工具) 

挖掘問題 

1.解說設計思考(設計思考之同理心) 

2.實際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 

3.選擇創意發想的主題 

解決問題 

4.以商業管理 TRIZ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 

5.評分並選擇最佳方案 

6.最佳方案報告演練 

成果展現 

7.最佳方案報名參賽 

8.舉辦創新競賽讓學生報名參賽 

9.教室頒獎激發自信心 

 

4.6 實施步驟 

本研究之課程依序進行下列步驟，整個課程過程可以增進團隊合作，溝通表達能力。課

程實施步驟如下： 

1.解說設計思考 

    說明設計思考理論、舉例示範與觀看影片，使學生有相關概念。在此所採用設計思考之

主要內容為以同理心、使用者旅程等方法，深入探討遇到問題者的需求，訪談小組所選研發

主題相關遇到問題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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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際觀察學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 

學生藉由觀察自己工作中的各種問題(例如：客訴電話多、銷售不方便等)，或生活的各種

問題(例如：照顧小孩子問題等)，記錄有問題之處，做為尋找創意發想的主題的候選清單。 

3.選擇創意發想的主題 

小組討論組員自己工作中的各種問題，把問題當作創意發想的主題的候選清單，選擇較

重要、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發主題為小組研發主題。 

 

4.以商業管理 TRIZ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 

原本擬以盒內思考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發現盒內思考創新法對碩專班研究

生方法過於簡單，分析問題較不深入，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考慮較不全面，因此，本著行動

研究的精神，在行動(進行課程活動)後、觀察(觀察課程活動情況)發現問題，於是自我反省(師

生一起檢討對提升創新課程效果)後，進行調整，將盒內思考創新法改為管理 TRIZ 創新法。

針對小組研發主題，利用管理 TRIZ 創新法，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並評估方案是否可行，將

所有可行的方案都保留下來，以供下一步選擇最佳方案。依序使用下列六種方法分析問題，

產生創新結果： 

(1)觀點圖。觀點圖是指由多數觀點連接起來形成的圖，用以表達或分析人或組織間複雜

的關係，辨識重要的觀點或衝突。 

(2)創新問題情境問卷。為 TRIZ 理論為幫助設計者瞭解欲修改之系統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與資訊，設計者在回答各種問題時，可能因此產生新的洞見或方案。。 

(3)根源矛盾分析。為一種因果圖，能辨識出負面的連鎖反應與分析其根源。能夠協助建

立所發現問題的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使得容易從根本解決問題。而問題之所以比較

困難解決，常是因為存在矛盾的原因，矛盾的原因指ㄧ個原因同時會產生想要的、不想要的

結果。 

(4)比較排序出矛盾原因名次。因為要系統化，因此要比較所有的矛盾原因，排序出矛盾

原因名次後，從影響最大的矛盾原因開始處理。 

(5)由矛盾矩陣找尋適用發明原理。矛盾矩陣可系統的得到消除矛盾最相關的發明原理，

這些所得到的發明原理是根據前人長期研究得知能消除矛盾最相關的發明原理。 

(6)運用發明原理產生解答方案。發明原理給予問題解答策略的通用建議。為大部分典型

產生發明問題(有矛盾的問題)的矛盾與衝突決定解答策略。 

 

5.評分並選擇最佳方案 

對所產生改善問題的一些解答方案。給予評分並選擇最佳方案，提供執行改善之用。 

 

6.最佳方案報告演練 

對所選擇最佳方案，製作簡報 PPT、簡單模型等，在課堂進行演練。無論是否入選都可

以演練增進表達能力。 

 

7.最佳方案報名參賽 

對所選擇最佳方案，各小組撰寫創新競賽報名資料報名競賽，獲得簡報機會時，製作簡

報 PPT，製作展示道具，在課堂進行演練。參賽過程可以增進表達能力、觀摩其他學校隊伍

的創意與表現方式。 

 

8.舉辦創新競賽讓學生報名參賽 

為了方便學生參賽，因此研究者自行舉辦競賽，使學生可以在課程進行到相對應時間有

適合的競賽可以參加，根據以往之經驗，課程有創新成果時，很難恰好有競賽可以參加，因

此只有自行舉辦競賽，在自己學校，所有選課學生比較有可能大部分都報名參賽。由於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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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因此採用線上報告方式進行創新競賽，評審則到會場觀看報告與進行討

論後評分。競賽相關之議程、決賽簡報順序、進行情況。 

 

 
圖 4-2 全國性創新競賽議程海報 

 

 
圖 4-3 研究所組學生決賽簡報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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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明日之星創新產品與服務競賽 研究所得獎名單 

 
圖 4-4 研究所組學生得獎名單 

 

 
 

圖 4-5 全國性創新競賽邀請外校學者擔任評審 

 
 

 

圖 4-6 全國性創新競賽學生簡報影片發表照片 

 

9.教室頒獎激發自信心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因素，本計畫是在線上舉辦競賽，獲獎者沒有在大會現場接受頒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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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金，於是選擇於學期末，在教室頒獎給獲獎者激發同學自信心，讓獲獎者留下深刻印

象。 

 

五、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5.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將課程以 3 個階段 9 個步驟來實施，分別為挖掘問題、解決問題與成果展現來進

行， 碩專班同學藉由實際投入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案、報名參加

創新競賽，對創新產生實際的經驗，同學們踴躍參與全國創新競賽，並獲 1 金 2 銀 2 銅 2 佳

作，共 7項獎項的佳績，顯示創新成果獲得評審肯定，最後在教室頒獎激發同學自信心。 
 

5.2 教師教學反思 

    本課程採取半強迫方式，要求每位選課學生都要參加競賽，這雖然有激發學生潛能，參

賽得獎眾多，但是對於其中某些平時工作特別忙碌者卻也是增加沉重的負擔，應該再思考如

何取得激勵與過勞的平衡點。經過本課程實施之經驗，發現許多碩專班同學原本沒有觀察自

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相關經驗與方法，在修過這門課之後變得對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

與產生創新構想都有一定程度的水準與認知，除了在本課程產生創新發明之外，相信之後學

生在面臨工作或生活中相關問題時，也可以運用自己所學來解決問題產生創意成果。本次因

疫情關係而有些教學方針有修改，而非全照計畫執行，之後若有類似課程，會提早思考完整

的方針，用以解決此類相關問題。 

 

5.3 學生學習回饋 

    本課程藉由學生期末心得報告所呈現之回饋，來了解學生對於課程的理解度、吸收度與

課程須改進的部分。總結回饋之內容如下： 

1.作業多是負擔也是成長機會。大多數學生覺得本課程相對於其他碩專班課程，作業顯得較

為多些，不過作業多也能增加練習機會，使自己對方法更了解，更有機會運用出來。 

2.實做練習較會運用。有實際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參加競賽，印象比較深刻，比其

他碩專班課程比較有可能在未來應用到。 

3.線上教學也能有不錯學習效果。因為疫情關係而線上教學時，也能有不錯學習效果，老師

提供的影片，能讓同學利用自己方便的時間觀看，使原本因為工作關係，上課無法到課或遲

到少聽內容之部份能得到補償。 

4.參賽獲獎的激勵。得獎同學很高興得到獎狀與獎金，覺得對未來升遷有加分的作用，對作

碩士論文有提早思考的作用。 

    比較特別的是隨班附讀的學生有許多回饋，她覺得上課很棒的地方是 

1.老師每教完一個方法後，都會預留時間讓我們討論和做作業，而且有問題的話也能及時詢

問老師。 

2.上課準時到校時，不會因為其他人晚到而影響自己學習進度，老師也會提供一些方向和建

議。 

3.像這次疫情關係無法到校，老師用互動活動，來增加我們專注度，讓線上教學也能變得很

有趣。 

4.作業的部分老師也會不吝提供案例分享，讓我們在完成作業上能有個幫助，比較不會煩惱

要怎麼完成作業。 

5.老師教的每個方法，不管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中，真的幫助很大，改善解決很多問題。 

6.她覺得自己很幸運能選了這個課程，學習能把問題透過分析和應用，把原本的問題解決，

對於自己工作上也有很大的幫助，沒想到自己工作上的問題，能運用課程中學到的方法，進

而去改善且創新，讓工作上的問題減少繁雜的作業程序，且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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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研究結論 

5.4.1 對碩專班課程創新方法教學效果有明顯改善 

    本研究觀察碩專班課程學生上課精神不濟、遲到、覺得創新方法很難等問題，採用設計

思考動手操作的方式，進行了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小組討論、報告演練、參加競賽，

使學生上課精神不濟、遲到、覺得創新方法很難的問題有明顯改善；採用商業管理 TRIZ 創

新法的方式，使學生分析問題產生創意效果有明顯改善。這些經驗都有利於後續碩專班課程

創新方法教學的進行。 

    經過本課程實施之經驗，研究者發現許多碩專班同學原本沒有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

題相關經驗與方法，在修過這門課之後變得對觀察自己工作或生活中問題與產生創新構想都

有一定程度的水準與認知。 

    除了在本課程產生創新發明之外，相信之後學生在面臨工作或生活中相關問題時，也可

以運用自己所學來解決問題產生創意成果， 

 

5.4.2 創新競賽結果增加許多學生信心與經驗 

藉由課堂授課，有許多本課程學生參與創新競賽，並且獲得許多獎項。競賽學生藉由課

程所學之創新技術，配合課程單元以及撰寫作業、報告的訓練，將競賽作品作成簡報 PPT 並

將簡報解說拍成影片方式發表出來。 

    本次全國競賽共 8 校 54 隊報名，本課程的學生共獲 1 金 2 銀 2 銅 2 佳作，共 7 項獎項的

佳績，如圖 4-4 研究所組學生得獎名單中學校為明新科技大學之隊伍所示。 

 

六、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6.1 建議 

1.可再多進行幾次這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課程 

    因執行本計畫而設計與執行這個課程，此課程並非原本之時序表所規畫之管理研究所課

程，建議可再請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同意再開設幾次這個「專案導向學習式商業管理創新」

課程。 

2.研發適合評量「商業管理創新課程教學」課程之知識、技能、態度的評量表 

    從觀察與交談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增加了創新知識、增進了創新技能、增高了創新態度，

但是研究者並未發展出增加創新知識、增進了創新技能、增高創新態度之量化或質性評量表，

未來值得研發。 

 

6.2 省思 

1.可再思考特殊甚少出席同學是否就無法獲得這課程設計之好處 

    少數同學因工作特殊開課不久後即經常無法到課，只得以指定觀看影片交報告方式提供

補教教學與評分，可再思考是否有其他更好方式。    

2.宜提早思考疫情因素及早因應 

    本次因疫情關係而有些教學方針有修改，而非全照計畫執行，之後若有類似課程，會提

早思考完整的方針，用以解決此類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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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附件 A ：明日之星創新產品與服務競賽教室頒獎照片 

 
附圖 A-1 2021 明日之星創新產品與服務競賽教室頒獎照片 a 

 

 
附圖 A-2 2021 明日之星創新產品與服務競賽教室頒獎照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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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A-3 2021 明日之星創新產品與服務競賽教室頒獎照片 c 

 

 
附圖 A-4 2021 明日之星創新產品與服務競賽教室頒獎照片 d 

 
附件 B ：學生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附圖 B-1 學生 A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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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B-2 學生 A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b 

 

 
附圖 B -3 學生 A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c 

 

 
附圖 B -4 學生 B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a 

  
附圖 B -5 學生 B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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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B -6 學生 B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c 

 

 
附圖 B -7 學生 C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a 

 

 
附圖 B -8 學生 C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b 

 
附圖 B -9 學生 C 對課程之心得回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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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本課程學生參與競賽獲獎獎狀 

 
附圖 C -1 本課程學生參與競賽獲獎獎狀(金牌) 

 
附圖 C -2 本課程學生參與競賽獲獎獎狀(銀牌) 

 

 
附圖 C -3 本課程學生參與競賽獲獎獎狀(銅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