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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財務管理是進階商管的學科，教學內容常有深度會計、財務等專有名詞，學生

對學習困難，造成學習低落，影響學習成效。基此，研究者以學生學習為主體，重

新設計教學策略，藉由翻轉繳學，讓學生從事前預習理解財務管理，透過學習單講

義，減輕壓力。課堂中採翻轉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學習，並採同儕互助與共學，提

高學習的參與度、專注力及學習動機。課堂教學歷程以即時反饋系統進行形成性評

量，透過前測瞭解學生對教材學習的理解程度，透過後測瞭解學生對主題單元學習

成效的影響，不僅檢視學習歷程，並即時課堂回饋，強化師生互動。研究對象為本

校旅館管理系大四學生，以量化和質性分析探討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示，翻轉教

學法能提升學生對本課程知識的理解，課堂中帶動小組合作與同儕討論，有助於提

升中、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明顯拉近高、中、低不同學習成就者在每個主題單

元的表現。學習滿意度分析顯示，能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促進學習動機。此外，教

師根據學生每個主題單元學習後的質性回饋，於教學歷程中及時調整和改善教學與

學習氛圍，提升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 

  課前預習是翻轉教室的一個重要活動，學生於上課前進行課前預習，以預備好

課堂活動所需的基本知識。因此，本研究探討預習教材的不同形式能否吸引學生投

入預習活動並影響學習成效。本研究參與對象為旅館系108上下兩學期的107人（日

旅四甲54人，夜旅四甲53人）參與，兩組皆使用Tronclass數位平臺記錄學生存取預

習教材的時間，作為學習歷程資料。研究結果顯示：雖然預習教材的形式對於課前

預習投入與學習成效均無顯著影響，但互動式影音預習教材對於課前預習投入，仍

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兩班學生的課前預習投入時間，都有

隨著週次減少的情形。建議教師未來實施預習機制需加強防弊措施，並宜有其他激

勵措施協助學生持續投入課前預習。未來研究可針對翻轉教室中，預習投入所扮演

的角色是否是透過學生在課堂活動的學習投入，進而對學習成效產生間接的影響，

以及學習動機是否影響預習投入作進一步探究。 

 

關鍵詞：翻轉教學、即時反饋系統、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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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計畫申請人也遭遇到很多E世代化的大學生普遍上課渙散的現象，頗

為無奈，但也興起了解決問題的動機。於是、申請人發現，課程、教師、與學生都

必須改變傳統的上課角色與方式。美國緬因州國家訓練實驗室的研究指出，現代教

育宜應改變傳統式大教室單向上課的授課方式。如果能在課堂設計上讓學生主動學

習，例如:小組討論、實習、或學生分組式的去教導其他同學(即時應用所學知識)， 

會讓學習的有效性提高，也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方式。申請人心裡動念，既然

學生這麼喜歡網路的線上活動，那麼課程如果設計融入E化的教學現場也許會引起

他們的認同感和重視。讓教師變成扮演引導的角色，既然網路的世界能有最多的學

生使用，就深入他們關注的環境，把學生的專注度找回來。 於是、申請人在近年開

始研究網路教學的一題和教學現場方法，希望能和E世代的學生融為同一個族群並

找回他們的學習興趣。 

  教授多年的旅館財務管理學(大四必修核心課程)發覺，學生並無主動意願去積

極解題或深入了解。當然、財務管理的學科，若非大一至大三真正建立起成本會計

與企業管理的理論基礎，學生也無法體會財務管理與投資實務操作的真義。教師在

設計旅館財務管理學的課程時，若能真正讓學生發生興趣知道這一門課無論日後是

否從事旅館業的財務管理職位，都是一門能實踐自身投資理財規劃的實用課業，並

和他人一起合力完成各章節後面的習題，財務管理學就不會淪為一門深奧、難懂的

進階餐旅業核心課程。因此本計畫期望為我國旅館財務管理學課程設計注入新血，

改變教學方式，採取翻轉教室的教學方式，編寫適用於任教班級的餐旅科系的財務

管理學的線上教材、和網路同步線上教學模式；並希望能改變傳統教學的方式，把

翻轉教室現場當成是線上遊戲一般，在網路上也能組隊，也能組討論區同步討論，

搶走他們平常佔據太多的滑手機聊天時間，讓旅館系的學生對財務管理活潑模擬式

的教學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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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背景 

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有別於以往旅館財務管理學以教師單向講授為主體之教學方式，本研究旨在培

養學生能真正理解融會貫通並有興趣培養出的理財規劃能力，以翻轉教室的預先線

上錄製教材的教學方法，設計出各個單元適合學生網路線上學習的投資活動或測

驗。回到課堂上以後，再給予師生各個單元相互之間的互動，例如:線上投資練習、

分組投資比賽等等。並且、視各組學生活動情況，教師再給予指導和建議回饋學生

在家預先的預習。 

        本計畫預計達成兩個步驟實施，第一、涉入了解研究對象的情境，並深入了解

研究對象，第二、精進與改善，亦即透過研究對象與問題現況的了解，進而提出改

善與因應的對策。故、本研究有幾個以下的研究目的： 

（一） 培養旅館系的學生對財務管理課程預先線上"知道課程內容"與"預習 

            每一週課程議題設計的單元"的意願、 

（二） 培養學生對旅館業財務管理主動設計課程學習單的能力、 

 

參、文獻探討 

一、翻轉教室教學方式 

  2007年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和山姆斯（Aaron Sams）兩位高中化學老

師，為了缺課學生而錄製教學短片放在網路上，做為補救學習之用，學生後來也習

慣這種教學模式，跟上教學進度預先上網觀看加強學習，而產生所謂翻轉教室這個

教學模式（黎士鳴、王瀞苡 ，2018）。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主張教師講解和學生作

業兩者互相翻轉，學生預先在家看教學短片，課堂上和同學們一起分組做作業。於

是、翻轉教室調整了教師講解和學生作業的時間，讓教師在課堂上有充份的時間對

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指導，增進學生學習的彈性，讓課堂教學可以採取師生和同學之

間共同學習的模式，有助於適才適性教學的落實（黃政傑，2014)）。 翻轉教室的

教育模式、也同時轉變了以往課堂上老師講解課文內容，同學回家複習的傳統模

式，讓學生事先上網預習各個教學單元後，課堂上再和同學一起做作業，這樣可以

讓學生學習獨立的能力，也可以依照個人不同的時間管理更彈性學習，讓學習效果

提升（黎士鳴、王瀞苡 ，2018；黃淑汝，2018）。 

二、翻轉教室教學的實施方法 

  教師在實施翻轉教室的時候一定要確認要採用何種教學媒體。短片、線上（如

Youtube）可用的免費短片、PPT都是可以事先方在線上的教學影片。教師也要時時

上去教學網站上檢查學生是否觀看並在課堂上互動，以便提醒學生要事先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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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再分小組學生與教師互動討論，教師宜即時回應學生的問題，提供部份

學生需要的補救教學或其它適性學習，讓師生互動和同儕互動產生正向的學習影

響。 

三、翻轉教室教學的好處 

  教師利用翻轉教室教學模式，可以視學生學習需要善用各種合適的彈性教學方

法。行動研究中如何實施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財務管理學教學方法，為了提升旅館

系學生對於財務管理課程的學習成效、其中、提高學生滿意度、激勵學生對學習的

熱情、才能與真實的旅館企業理財規劃與投資連結，如果能夠讓學生產生自己主動

學習的激勵，就是本研究最終的教學目的。本研究試圖以行動研究法來執行翻轉教

室下的課程融合度以及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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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翻轉教學模式 

本研究預計翻轉課程的執行內容如以下： 

（一） 課程介紹：教師提出和教學主題相關的議題引導進入課程，喚起學生

的學習興趣。 

（二） 教學目標：教師說明教學目標，建立該課堂的學習目標和預期達到的

成效，讓學生明確掌握學習方向。 

（三）  前測：教師瞭解學生先備能力，確切掌握學生的知識基礎，調整教學

內容深淺，以促進教學目標的達成。 

（四） 後測：課堂快結束之際，對學生進行檢驗和評估，瞭解學生對本次課

程的學習成效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五） 訪談和教師課堂觀察紀錄：教師於各個不同學習期間對學生學習進行

觀察紀錄和訪談，針對不同章節學生成效的反應(如:學習回饋單和即測即

評)，對後續課程進行調整。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期間與範圍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旅館財務管理的課程翻轉教學法為基礎。此課程為旅館

系四年級之必修學年課程，故研究期間為期一年，分上、下兩學期在兩班教學過程

投入豐富的教學活動元素，講授與練習並行實施，教學聯結內、外部多元相關資

源，於期末再引入股票交易模擬系統，評量方式以降低期中與期末考試配分比重，

增加各學習階段之表現評量，並觀察學生在學習活動後，由學生針對個人認知表現

及自主性學習能力進行問卷評量，作為後續評估學習成效研究之資料基礎。 

  本研究會秉持行動研究中部段探索和反思的精神，試圖找出最適合的旅館財務

教學模式，並聆聽學生的心聲（其中和期末訪談學生並做教室上課觀察），時時修

正教學的模式，希望能找出學生最喜歡也會主動學習的線上教室、和同步或不同步

討論室。本研究預期行動研究會比量化問卷調查更深入地找出原因和解決辦法。但

研究方法的執行，本研究會以混合式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實施，希望藉由這格研究

方法互相補足資料的完整性和高度的信效度。本計畫的研究方法實施步驟如下一節

的詳述。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擬採用行動研究之方式進行旅館財務管理學教學設計，行動研究的方式主要

有以下幾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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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進以往的教學大綱和講義，設計出讓教材內容更容易適合翻轉教室執行行動研

究的步驟需先反思過往課程教授中發生的問題、並釐清問題，將過往的教學日

誌、教學講義或學生報告或科技類的影音教學檔案等資料來釐清教學現場問題來

源並與相關科目老師或他校專家起討論，找出最適合旅館系同學的授課內容和方

式。在開學第一周事先告知教學方法改為翻轉教式授課法並將教學講義、和影音

線上教學網址告訴學生。每周上課前預放在線上，學生先自行觀看並學習。由於

可以反覆觀看依照學生自己的時間，學生亦可以照著自己理解速度學習，遇到不

懂處、學生還能反覆學習，課堂上使用的引導學生進入討論教學講義與大綱設計

格式如附錄一。 

2. 學生觀看線上教材後在課堂上分組討論  

為鼓勵學生預先觀看教學影片並課堂上參與討論或小考，並採取翻轉教室分組討

論方法或組間解決問題的小考，這種分組法並採取合作又競爭的原則，透過特殊

計分機制鼓勵學生思考、討論與發言、解決問題、並即時公布答案並告訴同學該

組分數站在全班答對題目中的百分之幾。即時反應的教學成果可以激起同學的好

勝心與競爭意識；和達成訓練小組內合作、小組間的正向競爭。  

3. 教師在課堂的領導與指導不同程度學生的專業教學技巧  

在本研究中將以翻轉教室中教師引導課堂進行之技巧。將主角的位置還給學生，

讓學生發表，由教師一方面控制課堂進度，一方面應對與統整學生答案，幫助學

生從討論中獲得各個章節的財務知識，這些教材皆是先放在線上影片的問題的答

案。 

三、教學研究實施流程 

（一）實施流程 

本研究主要以階段式多元教學方法，進行教學現場學生學習效率之評估，每一階段

皆融入不同教學元素，研究流程建立如圖1所示，分為五個實施階段，寓教於實務活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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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計畫研究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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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將採取行動研究法，行動研究法可分成四個步驟：計畫、蒐集資料、分

析與反思（蔡清田，2011），其中有關資料蒐集方式為課堂觀察紀錄、工作現場的

筆記、課堂錄影、觀察學生作業、管理知識測驗、學生填寫回饋單與訪談與反思日

誌，並將這些資料做三角交叉的檢測，以利對探索問題更深層的理解來解釋不同立

場或資料中所傳遞的意涵（蔡清田，2011）。茲詳述如下:  

1. 課堂觀察:課堂觀察將作成紀錄，紀錄項目有當日閱讀觀看線上教學

（不同步與同步教室的學生表現）內容的學生數（學生可能不願提早事先上網

預習）、參與討論學生數、學生發言狀況、學生發言內容的深度、討論題目數

目、與學生覺得困難（簡單）的題目。  

2. 觀察學生作業：觀察學生作業是否達成學習目標並作成紀錄。  

3. 學生回饋單和學生每周課堂討論成果分享單： 

在每節課後花費5分鐘時間填寫學生回饋單和成果分享單（附錄一），回饋單目

的在了解學生上課的參與度、感受與建議。學生成果分享單的目的在於讓學生

自省與問題解決，讓學生主動積極去思考每一周的問題與加強解決方法。 

4. 教學日誌:在每日教學後記錄學生當日傑出表現、學生有待加強處、

引導討論時之對話與學生反應。 記錄每一週實際教學現場發生的狀況，定期的

檢視以及分析教學現場發生的困難以利於日後分析資料的依據與行動歷程（蔡

清田，2011）。 

5. 在學期中與學期末各班抽取三十位學生，每次30分鐘的半結構式深度

訪談。  

6. 課堂錄影：課堂錄影詳細記錄上課狀況。  

7. 前測和後測：期初與期末（見，附錄一）各做一次旅館財務管理的專

業知識測驗，檢測學生對該學科的知識的學習成效。並且比較期初和期末是否

學習效果有明顯提升。 

（二） 實施程序  

每一單元實施程序如下，分成課前準備、課程進行與課後反思三部分。  

1. 課前準備：設計該單元之授課目標，並根據教學目標設計課程討論問

題與授課內容放於線上平台Youtube與明新科大學生學習電子系統（E-

campus）。  

2. 課堂進行：每次上課先發下一堂課堂的教學內容大綱和講義，課堂上

由學生開始進入討論。討論後由學生自願或抽籤發表或小考，進行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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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後反思與修正：請學生填寫回饋單，教師填寫紀錄教學日誌，紀錄

上課情形作為下回上課修正之依據。  

4. 學期中與學期末進行師生溝通與檢討、學生訪談與旅館財務管理知識

測驗。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分為質性和量化的步驟如下述。 

  本研究預計以質化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來進行研究方法，例如：教學中觀察

記錄、教學日誌、學生回饋單與上課錄影帶記錄將採取質性分析，以紮根理論進行

資料編碼，進行歸納與分析。 

  以上這些觀察課堂進行成效的資料取得後，再編寫成逐字稿，資料分析以開放

式的驛碼來將資料標示或分類。這些資料的驛碼過程會進行不斷的比較和修正，以

期轉譯資料內容為建構理論的架構之外，也提高了資料的可信度、建立分析資料的

嚴謹（邱顯仁、朱寶清、游婷熙,2003） 。 

  又，由於本研究為行動研究，每次上課資料將做為修正下一次上課內容的設

計、再佐以分組討論與教師引導等上課錄影之參考資料，做為一次上課將修正並每

一周的上課蒐集資料繼續這個行動研究循環下去， 正是符合紮根理論中在理論架構

建構的過程中，對資料蒐集充分的包容和闡釋的空間飽和度，質性分析的研究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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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的分析：有關學生旅館財務管理學的專業能力測驗將以前測（學期初）、

和後測（學期末）進行，研究對象約107名學生。問卷發放前會經過試測，並參考二

位旅館財務管理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修正完成正式問卷，在期中以及期末考時進行

正式施測。接著進行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以檢測其信度、效度，與t檢定分析 (以

IBM SPSS25.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以分析前後測的結果是否有顯著性的差

異。翻轉教室實施情況問卷有1-5選項，依次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

與非常同意。以期發現在翻轉教室實施後，學生前、後期的進步程度是否顯著的成

長，以期鼓勵後續實施翻轉教育者在旅館財務管理的教師，可以用線上教學與雲端

科技結合來進行最E化的教學模式。 

 

伍、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過程第一階段為課前預習：要求學生於上課前先行認識課程內容， 發掘問

題，並導入翻轉課程並實施課前測驗，以瞭解修課學生對本課程內容先行建立概略

性架構，以便學生能加強財金基礎預備知識之學習。第二階段由任課教師在課程中

說明學期中所需執行翻轉教學課程內容並指定修課同學須於學期中完成之各項任

務，包括作業練習與平時測驗。第三階段著重於學生上課專注力之提升，以即時回

饋工具即時觀察每位修課學生之回饋，強調教與學之互動關係，並找出學習落差之

學生，以調整授課內容及難易度，依照精熟學習理論必須反覆練習，利用題目練習

與不斷操作對課程內容更加熟稔。第四階段配合期末投資交易模擬系統操作與分組

比賽，使所學理論與市場實務接軌。第五階段著重於反饋與後測學習成效之評估，

內化所學之專業知 識，並由學生填寫問卷，對每位學生修課後之自我評估進行計

分，並找出影響學習效率之重要因素，作為未來教學方法之修正。學生在學期結束

後，檢討在個人學習中的表現、學習時間安排、實務操作成果展示等方面之優缺

點，作為日後修正翻轉教室實施方法之依據。 

 

二、上下學期各項投入產出變數之敘述統計資料如表 1 到表 3 所示 

  進一步以成對母體 t 檢定比較上下學期各項投入產出變數的差異性發現， 學習

動機下學期則明顯高於上學期，可能因為下學期課程內容有因為上學期的翻轉經驗

而調整(產出項)，提升學生對課程的學習興趣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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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8-1學期 學生前測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共50名學生)  

產出

變數  

 

先備

知識1  

 

先備

知識2  

 

先備

知識3 

 

學習

成就

感1 

 

學習

成就

感2 

 

學習

成就

感3 

 

學習

成就

感4  

 

學習

成就

感5  

 

學習

成效1  

 

平均

數 

 

2.58 

 

2.52 2.22 

 

2.8 

 

4.98 

 

5.42 5.76 

 

3.9 5.92 

 

產出

變數  

 

  學習

成效2  

 

 

  學習

成效3  

 

  學習

成效4  

 

平均

數 

 

5.1 

 

5.22 5.2 

t值  

＊p＜.05 

＊ ＊ p ＜.01 ）  

 

 

表2 108-1學期 學生後測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共54名學生)  

產出

變數  

 

翻轉

教室

實用

性1  

 

翻轉

教室

實用

性2  

 

學習

成效1 

 

學習

成效2 

 

學習

成效3 

 

學習

滿意

度1 

 

學習

滿意

度2 

 

學習

滿意

度3 

 

學習

滿意

度4 

 

平均

數 

 

 5.377 

(2.271

＊＊)  

 

 

5.311 

(-

3.915

＊＊) 

4.866 5.177  

 

5.422 

(-

2.595

＊)  

 

5.111  

 

4.755  

 

5.1333 

(-

6.915

＊)  

 

5.244 

產出

變數  

 

 學習

滿意

度5 

 

 

 學習

滿意

度6 

 

 學習

滿意

度7 

 

學習

主動

性1  

 

 

學習

主動

性2  

 

學習

主動

性3 

 

專業

自信

心1 

專業

自信

心2 

專業

自信

心3 

平均

數 

 

 4.755  

(-

2.595

＊)  

 

4.4444  

 

5.1555 4.8666  

(-

2.611

＊＊)  

 

4.977  

 

5.0222 4.2  

 

4.51  

 

5.1777 

(2.948

＊)  

 

t值  

＊p＜.05 

＊ ＊ p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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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08-2學期 學生後測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共53名學生)  

 

產出

變數  

 

翻轉

教室

實用

性1  

 

翻轉

教室

實用

性2  

 

學習

成效1 

 

學習

成效2 

 

學習

成效3 

 

學習

滿意

度1 

 

學習

滿意

度2 

 

學習

滿意

度3 

 

學習

滿意

度4 

 

平均

數 

 

5.037 

(2.998

＊)  

 

5.1538  

 

5.8846 

(-

2.654

＊)  

 

5.769 5.730 

(-

1.678

＊＊)  

 

4.846  

 

5.8846  

 

5.3846  

 

5.730  

(2.744

＊)  

 

產出

變數  

 

 學習

滿意

度5 

 

 

 學習

滿意

度6 

 

 學習

滿意

度7 

 

學習

主動

性1  

 

 

學習

主動

性2  

 

學習

主動

性3 

 

專業

自信

心1 

專業

自信

心2 

專業

自信

心3 

平均

數 

 

5  

 

5.122 5.432  

 

5.275 

(-

3.217

＊)  

 

5.543  

 

5.7333 5.212  

 

5.233  

 

5.4324 

(-

6.109

＊＊)  

 

t值  

＊p＜.05 

＊ ＊ p ＜.01 ）  

 

  根據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可發現，整體而言，學生經過翻轉教室的教學方法有

激發出學習動機，進而在後測時提升了學習成績，後測的分數明顯高於前測。 

三、學習滿意度問卷分析結果 

  分別針對課程中的翻轉教學法、即時回饋教學模式及對課程教學設計的學習成

效進行滿意度評量分析。根據數據分析顯示，對於翻轉教室教學法的設計，學生的

回饋呈現正向，尤其在108學年第二學期，有明顯的進步；在各題項的平均分數皆超

過4分 (1-7分滿意度選項)。 

四、質性回饋分析 

  學生回饋是衡量教學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據之一，尤其是透過質性回饋，除可瞭

解學生學習心得與建議外，也可瞭解學生學習情形與需求，提供教師新的教學思

維，得以適時調整進度、教學方法或課程內。 

教師依據學生單元測驗中的困境，設計教學活動補充學習迷思，以及學生對教

學設計學習經驗提出具體回饋，分別歸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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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補救學習迷思，強化學習成效 

（二）學生對翻轉教室課程的回饋 

圖2 翻轉影片介紹股票買賣流程  (引用柴鼠兄弟網路影片部份截圖) 

 

 

 

 

 

 

 

 

 

 

 

 

 

圖3 翻轉影片介紹股票買賣交割流程 (引用柴鼠兄弟網路影片部份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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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學生上台實施翻轉教學 

圖5 針對教學影片進行線上答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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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歸納學生對於創新教學設計學習經驗的具體回饋，包含有主題單元學習印象深刻事

項與課程設計建議事項，彙整如表4所示。 

表4 學生對課程具體建議 

主題單元學習印象深刻事蹟 課程設計建議事項 

初步認識股票 

買賣 
股票的收盤時間有改 

可能還需要多了解股票

的操作，因為之前都沒

學過。 

匯率、換匯的 

知識 
錢一定會越換越薄 

更了解外幣該怎麼買會

更划算，出國時該怎麼

消費 (該使用現金還是

刷卡)會更方便。 

價量關係 

惜售→賣家不賣， 

買家想買，成交量會少。 

觀望→賣家想賣， 

買家不買，成交量也會少。 

經由同學們的觀點來分

享在影片中的重點 更容

易記的起來。 

手續費 千分之 1.425 

看完影片需和組員事前

討論，這樣才知道自己

看影片沒注意的地方 

外匯買賣 出國刷當地貨幣最划算 
可以再提供多一點外匯

注意事項 

外幣兌換 用最少的台幣換最多的外幣 須更熟知匯率的差別 

匯率與股市的 

關係 
國外貨幣對台股的影響 

學習當下要反覆思考，

不然很難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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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教學反思 

  計畫主持人於旅館系任教已超過 20 年，藉由本研究計畫亦可印證過去金融業

工作的實務經驗，商業知識與專業能力的培養，若能理論與實務環境結合的教學方

式，在教與學二方面皆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回顧多年來的教學歷程，財務管理課程

為本系四年級學生的專業必修課程，傳統由老師授課、學生聽講的教學現場，無法

長時間抓住 E 世代學生上課的專注力，學生的學習態度漸趨被動，學習效率不

彰，教學現場可以明顯感受學生學習情緒低 落，甚至多數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時

間滑手機瀏覽非課程內容、玩線上遊戲、睡覺等負面的學習態度與表現，因此，專

業課程教學難以提升專業性內容，導致學生學習成就低落，容易自我放棄的現象。

未來教學現場可持續加入專業服務學習元素，帶領學生到小學進行基礎商業常識教

育推廣，藉由此活動參與學生在準備教案過程中，將所學觀念深化，回饋到教學現

場，確實提升學生的學習熱情與動機，因此，活動式的學習過程有必要在教學現場

更加深化與持續。 

  研究結果發現，為改善教學現場學習氣氛日趨低迷的狀況，首重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未來課程內容仍持續加入多元化學習活動，例如可再嘗試加入學習數位教材

的錄製輔助課前學習，專業課程服務學習活動，帶領學生到小學進行基礎商業金融

常識教育推廣，活化課程以增進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率，確保教與學的品質。 

  依據本校 108 學年度「學生線上教學評量」結果顯示，上、下學期整體課程滿

意度在滿分為 5 分之前提下，108 學年上學期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4.23；下學期課程

整體滿意度為_____(截至2020年9月20日，教師教學系統中尚未顯示)，同時也有學

生特別提出文字回饋「老師帶我們去參觀股票市場，還讓我們模擬買股票很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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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未來教學實踐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本研究未來可就預習形式對於不同類型考題的影響進一步分析。此外，課前

預習對於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的影響，本研究認為預習投入是透過影響課堂投入的

程度，進而間接地影響學習成就，然而，此看法仍有待未來進一步地研究確認。 

（二）迄今少有研究檢視翻轉教室各種預習教材形式和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的關

聯。本研究建議未來可持續探討學生的學習動機、預習投入、課堂投入、課後練習

和學習成效的關聯，以及提出如何提升低度學習動機者於翻轉教室的學習成效之有

效措施。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成果除呈現多元教學元素外，並以實際量化數據具體呈現財務管理課程

翻轉教學方法對學生學習效率的影響，由衡量學生學習投入與產出面進一步評估出

每位學生之學習效率，可藉由效率分析迅速發掘學習狀況較差之學 生，並找出影

響學生學習效率之環境因素，可建立輔導低成就學生之可行翻轉創新教學法。在實

施多元化教學方法後，根據學生反思之意見回饋與問卷調 查，可調整學習效率指

標，並可藉由本研究計畫具體觀察與比較每位修課學生之學習效率性，未來在教學

現場可進一步強化即時教學輔導與學習落差之補 救。 

  本教學研究成果未來將透過全校公開之教學活動或學系教學成長社群研討會進

行發表，與其他相關課程之授課教師充分交流分享，應可激發出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並降低認知差距之教學策略，並充分討論此成果及未來延伸之可行性。 

  教學成果將建構出一個合適學習動機較低、基礎較不穩固之學生可以達成之教

學模式，並呈現學生初步獲得之學習成效，於教學社群中可廣泛應用於財經相關課

程之教學，並可與同一學院同儕分享本教學研究成果，並進一步推廣至一系列相關

課程，提升學生整體學習成效。學校亦可藉由此一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有效提升教

學品質，達成多元人才培育，創造學校教育價值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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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生回饋單 

親愛的旅四甲(乙)同學好，今天、完成了這一周的旅館財務管理學的翻轉教室線上

課程與教室討論，請就今日上課內容與過程，填答下列問題： 

1. 你是否喜歡參與分組同步、不同步教室的討論? □是 □否  

2. 事前的線上觀看教學影便，受否能幫助你更進一步了解討論問題? □是 □否  

3. 今天的課堂的作業或活動中，哪一個問題或那一題讓你覺得有收穫?  

4. 今天的討論問題那一題你還需要進一步了解?  

5. 請簡短寫出你今天上課的收穫或需要改進的地方? 

6. 請告訴老師，這一周的雲端教學影片是否容易了解?有那裡聽不太懂? 

7. 請告訴老師，你最想了解哪一種投資工具? 

學生每周課堂討論成果分享單 

組員名單 今日習題 解決方法 學習問題 下周再次加強

辦法 

A同學     

B同學     

C同學     

D同學     

學生前測旅館財務管理知識問卷  

請仔細閱讀後，在下列問項右邊選出您認

為最適當者，並且於□內打V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熟悉三大財務報表的認識及作 用 □ □ □ □ □ □ □ 

2 熟悉財務報表的水平分析、垂直分

析與趨勢分析 

□ □ □ □ □ □ □ 

3 熟悉財務比率的認識及分析 □ □ □ □ □ □ □ 

4 了解上市旅館財務表現的面向 □ □ □ □ □ □ □ 

5 了解財務資訊蒐集的管道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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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了解不同飯店之間財務報表的差異

性 

□ □ □ □ □ □ □ 

學生後測旅館財務管理課程滿意度  

請仔細閱讀後，在下列問項右邊選出您認

為最適當者，並且於□內打V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教師授課方式能提升自我學習 □ □ □ □ □ □ □ 

2 翻轉教室的授課方式能提升旅館財

務管理的理論與實務的連結增進實

務投資的專業能力 

□ □ □ □ □ □ □ 

3 透過分組的合作方式能提升您對投

資及財務議題的學習興趣 

□ □ □ □ □ □ □ 

4 同步與不同步教室線上教學能提昇

資訊蒐集財務數字與資訊處理的能

力 

□ □ □ □ □ □ □ 

5 對於自主學習策略的教學方法感到

很滿意 

□ □ □ □ □ □ □ 

6 課堂上分組搶答與作業解析的報告

有助於溝通及表達能力的提升 

□ □ □ □ □ □ □ 

7 對於明新科技大學網路教學平台

(E-campus)使用很滿意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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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現場 

 

  

圖 1  學生上台翻轉教學 圖 2  學生上台翻轉教學 

 

 

 

 

圖 3  學生上台翻轉教學 圖 4  針對教學影片進行線上答題比賽 

 

 

 

 

圖 5  校外參訪 X 證券公司 圖 6  學生對 X 證券公司人員做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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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現場 

 

  

圖 7  線上虛擬投資比賽 圖 8  投資比賽讓學生學習如何看盤 

 

 

 

 

圖 9  分工合作、看盤和 key-in 買賣 圖 10  報紙抽考活動-讓學生熟悉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