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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進入教育 4.0 時代，教育變成高度科技客製化才能符合學生的期待。近年來的

國際研究顯示, 翻轉教室的教學方式有優勢和待精進之處。混成式翻轉教室的發展

即是將網路教學和混成式學習的模式，以適當的比例設計於教學活動之中。本研究

將問題本位式和專題式學習運用在翻轉教室教學(並邀請旅館財務與前場行政主管為

線上共同授課業師，並於期末親臨指導這一門課－旅館成本控制分析的分組比賽成

果)為輔佐的課程設計中。本研究將以行動研究法來探討採用混成式翻轉教室學習模

式時對於學習動機、態度與就業力與影響。本研究採取量化與質性混合式的行動研

究設計，教學設計開設的科目為大四選修科目的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進行十八

周、一整年於兩個班級的行動研究。研究者將採用旅館成本控制的專業知識評量表

問卷，和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表問卷進行量化資料前、後測的分析。在期中考以前會

和學生進行質性深度訪談、專家建議、佐以每周必定的課堂學習單、教師省思紀

錄，課堂觀察紀錄等等質化資料進行分析。根據混合式的量化與質化分析結果提出

主要研究建議和結論。 本研究將依據綜合研究結果，提出最適切與精進改良後的

『混成式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翻轉教學模式』，希望能夠設計出最適切的教學設計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也同時能分享給全國有興趣採用混成式翻轉教學的老師來採

用; 更希望能在餐旅觀光教育領域提出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混成式翻轉教室、問題本位式學習、專題式學習、學習成就、 

                旅館業專家共同指導  

 

 

 

 

 

 

 

 

 

 

 

 

 



 

壹、前言 

  本研究的實施課程在「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以 下簡稱本課程)，是一門高階

旅館業應用在財會專業的實作技術課程。作者希望在 109 學年精進改良翻轉教學學

習的模式、並實施在大四學生已經修習完-「旅館財務管理」後能應用實務專業能力

在本課程中。本課程是很重要的畢業前實際財會操作課程；申請本計畫也是為了能

延請國際五星級旅館資深經理人，一同來指導學生；還有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就業

力。 故、將引用混成式翻轉教室(部分課程於線上同步飯店場域中實作授課)的設

計，來吸引大三時已經在飯店實習過一年的大四學生更深入了解財會與成本管理職

能的運 用。因此、對於有志畢業後繼續在旅館或餐飲業服務的同學相當的重要。    

近年來的教學現場中，研究者發覺：大學餐旅類學科缺少近期能有效的融入於教學

的研究。筆者也發現，若要讓學生主動學習，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方式會讓學習的

有效性提高。然而因為學生先備知識、 學習態度和鷹架支援等因素讓學生學習新的

翻轉教學有所差異性(張彩莉，2019)。 所以、要有效的整合混成式的策略才能幫助

翻轉教室融入學習，才不至於流於形式。  

    



 

 

貳、研究背景 

一、本研究執行之重要性  

    申請人去年已經開始實施將二門必修的旅館財會課程，結合執行網路翻轉教學， 

希望能和E世代的學生融為同一個世代、並找回他們的主動積極學習的興趣，同時

也希望學生能更深入的找出自己有興趣的議題的答案。然而、教學實施後發現： (a)

學生的確是更主動的在課前多次預先觀看線上教材(每周教材觀看次數高達三百 餘

次，平均每人觀看四次以上)，以便上課能討論和搶答影片中設計的問題(請參考 圖

二)；每週課前的教材播放的確彌補了教學時間與深度的充實性。然而、也許是因為

旅館財務管理是一門進階商業學門的專業，對於餐旅觀光領域的學生而言，這樣的

學習方法是否他們是完全的理解財會技巧融入實際商業決策行為的模式？筆者多次

在課堂上以即時反饋系統測驗後發現，學生還是必須多加彌補會計結合與財務管 理

的專業知識和計算過程講解的教學。財報結合會計能力的邏輯理解非常重要。 (b)在

多次的深度訪談學生發現；各別獨立學習能力和先備知識的差異會使學生在嘗試幾

次翻轉後趨向逃避，使得學習效果有限，影響課堂參與度。 (c)學生的熱忱和參與是

影響翻轉教學實施重要的關鍵，故、學期間評量的方式， 勢必要更綜合性的調整，

以利於能鼓勵學生參與並找出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 (d)筆者也發現，學生的學

習態度是真的有興趣在學嗎?還是只是抄寫網路教材中的重點以利上課時的搶答加

分? 正確的線上平台教學設計融入翻轉教學，和老師的線下互動課程結構缺一不

可，然而現代的教學模式中資訊科技輔助是不可或缺，所以本研究動心起念將更精

進(確)的設計課程內容與概念連結並實踐在高階實作的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中。這

一門課更可以讓申請者了解，學生是否真正有興趣且主動願意學習，而非只是為了

及格而被迫努力死背;也可以加強學生的理解與邏輯力。 

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109 的教學實踐計畫著重在精進改良翻轉教室與混成式學習的教學模式實踐 在

更進階實務操作的『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課程中。將發展以授課單元中、適當

(時) 的不同教學方式比例和評量於教學互動增加學習動力與信心。輔佐問題本位式

和專題式學習運用在翻轉教室(並邀請旅館財務部與前場行政主管為線上共同授課業

師，四位專家在期末親臨指導這一門課的分組比賽成果；亦有飯店實做一天的設

計)。以質與量化研究方法來探討採用混成式翻轉教室學習模式對於學生學習動機、

態度與增加就業力之影響。餐旅教育並不常見應用混成翻轉教室在成本控 制與分析

課程上是本研究的貢獻。    

          

 



 

參、文獻探討 

一、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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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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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 Hwang, 2019;張彩莉，2019；劉子瑜，2018；黃政傑，

2014)。 陳麒和高台茜(2019)指出翻轉教學的內涵，是在對傳統的教學模式進行翻

轉，將低 階認知學習，以預錄影片的方式，讓學生在課前自行學習，使師生在課堂

中有更多 高階認知學習的互動，藉此達到有效的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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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混成式學習  

  混成式學習即為學生的學習活動包含：混合不同的教學媒介、混合不同的教學 

策略、混合不同的教學環境，讓實際上課的學習環境與虛擬的網路世界並行運用(楊 

淳浩，2017；史美瑤，2014；鄭斌用，2013)。這種利用網路科技與面對面上課的雙 

軌學習，就是一般所稱的「混成學習」。它兼採兩種學習環境的長處，透過與同學

和 老師之間的互動，延伸學習機會，加強學習成效。混成學習不只是把部分的課

程、 講義或是內容，錄影放在網路上，讓學生觀看、寫作業而已(郭明田、溫韡

淳，2019)。 混成學習需要教師重新設計設和學生先備知識的課程，運用網路幫助

學生接收新知 並與同學討論。課堂內則注重運用新知解決問題，幫學生整理、歸納

出屬於他們自 己的知識(Thai, Wever, & Valcke, 2017)。 本研究也同時將使用問題本

位和專題式學習法為本研究採用的兩種混成式學習 法(兩者皆強調以問題引導為重

心，來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佐以翻轉教室的科技輔 助(翻轉教室也強調學生課前主

動看教學影片，三者教學策略一致)；茲陳述如下。 問題本位學習法是以結構模糊

的問題為學習精神的教學法，學生以小組方式主 動應答問題並合作解決問題。本學

習方式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和尊重學生對問題的見 解(楊淳皓，2017)。楊帆(2002)陳

述問題本位學習方法是鼓勵學生主動扮演學習角 色並利用各種研究方法，如做觀

察、訪談與文件蒐集；允許學生從各個角度蒐集資 料，並提出多種假設及解決方

法。其次，問題必須與真實生活相關聯。問題的特質 需接近於真實生活問題，將紊

亂、複雜的真實生活問題當作介質，幫助學生統整知 識並解決問題。多數研究顯示

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和技能是正面提升的，也可以搭配 和翻轉教室一同設計在課程

中，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喻雅蘭，2014；Stefanou,, Prince, Chen, & Lord, 2013)。近

期，這兩種教學法搭備設計在國外大學大量使用且學生學習  成效良好 (Chis, 



 

Moldovan, Murphy, 2018)。 專題式學習法是一種「讓學習者調查或回應真實並具複

雜性的問題或挑戰，以 讓學生獲得知識及技能的教學方法」(王金國，2018)；並且

以具體問題請學生參與 的有系統的教學設計(蔡宜庭，2019)。學生在期末產生一個

具體成品來回應期初的 驅動問題。因為有具體的作品要產出，學生會在整學期有更

佳的團隊合作與主動積  極追求知識解答的學習態度 (蔡宜庭，2019；王金國，

2018；楊帆，2002)。 

三、混成式學習實施應注意的教學事項  

  所謂混成式學習是融合兩種以上的學習法，建構出一套最適的學習設計活動， 

以達成學生主動學習的成效。(a)在介入資訊科技的教學時宜注意各別學生學習的程 

度差異，尤其成本控制的科目有計算能力的要求，程度差異越大的學生，宜實施傳 

統線下個別輔導，逐漸藉由翻轉教學的周數調整和精進教學的數位教材，讓學生建 

立自信、重拾學習的興趣。(b)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不熟悉翻轉的課程實施模式及 

為常見，所以課程開始的前兩周，應該漸進式的進入線上翻轉搭配面授的方式，速 

度不宜過快(顏崇凱，2015)。(c)即使是翻轉教學為了讓同學熟悉各種同步(不同步) 

教室等等的互動工具，平時課後的輔導時間也不可以少。課程內容建構宜適中，不 

要增加同學過度的負擔，為了一門翻轉教學而變成更多的課程，同學將無法吸收 

(Thai, Wever, & Valcke, 2017)。   



 

 

四、 本研究之行動較學模式與方法 

成本與分析為餐旅觀光管理領域的高階管理課程，主要授課内容包含應用在餐 

旅產業的成本科目評量方法介紹、基礎財務工具應用於每日採買現場的成本控制如 

變動(固定)成本比率分析、菜單(旅館客房)成本與售價設計、人事成本的計算與控 

制，以及個案財務報表與成本決策實作的理論與實務教學。即使筆者自身曾在金控 

公司財務部工作數年，深深了解不論是哪一個產業，財務與成本控制和營收是密不 

可分的每日必須實作的業務。然而、在學界、許多商業管理相關的進階的課程卻不 

被重視(Rubin & Dierdorff, 2009)。本研究會設計以問題本位導入課程設計的策略，

可以培養學生思考與反思的技巧；從真實個案公司(專題式學習)的問題中提升學生

的創造力，並在期末做出團隊實作報告和比賽。整學期會不斷的循環找出學生學習

的問題的同時，教師也獲得了教育專業實力的提升。實務可用的能力的重要性。然

而、旅館業的成本控制與分析等商業應用在餐旅類教育在教材開發、教學方式、產

學合作與國際接軌上有許多問題尚未有深入的討論。  

    在計畫階段，教師必須訂定學習目標、訂定評量方式、設計教學活動、 選擇研究

參與者與資料蒐集方式；在蒐集資料階段，教師必須採取適當的方式蒐集 資料，近

年來教學研究並不限制於量的資料蒐集，質性資料蒐集對於教學工作有時 更具意

義，這些對於改進實施課程的資料有: 教學日誌、課堂錄影、作業作品、訪 談記

錄、觀察記錄、學生考卷、學生活動照片等等。在分析階段，教 師應秉持著客觀的

態度，公正、詳細、完整的描述觀察的現象，且應多採取不同的 觀點的資料；在反

思階段，也三個重要步驟：詮釋觀察說明、解說、確認新的策略的合理性(萬文隆，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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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析與控制的課程進階改良翻轉教學法為基

礎。此課程為旅館系四年級之選修學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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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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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擬採用結合翻轉教室、問題本位與專題式學習教學法的混成式翻轉教式 行動

研究、加上期初的前測與期末的後測學生學習習成就量表、多元評量和概念圖 輔助

(附錄二)、建構成一個混成教學模式，最後再進行統計分析。並透過行動研究 的歷

程，來解決教學現場問題的策略與方法。本計畫行動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個部

份：  

1. 準備階段包含:研究問題的釐清和範圍的設定、大量的蒐集翻轉教室與混成式習 

的文獻以利改進以往教學大綱和講義，設計出讓教材內容更適合計畫欲執行的混

成 式翻轉教室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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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相關旅館專 家與學者的專業諮詢，採取有步驟改進計畫的行

動，來解決問題並縮短理論和現實 的差距。為了選擇適合旅館系學生使用的旅

館成本與控制的線上影音的內容、和設 定新的混成式學習教學講義。在開學第

一周事先告知教學方法改為混成式翻轉教室 授課方法並將教學講義、和影音線

上教學網址告訴學生。每周上課前預先放在線上， 學生先自行觀看並學習，以

利學生在討論前具備先備專業知識。兼之，本研究依照 翻轉教室搭配問題本位

教學方式(於期末學生還須繳交成本控制專題比賽報告)，需 預先於上課前詳細撰

寫旅館成本與控制分析共 18 週之教學講義和線上教學大綱進 度。此講義將以問

答題方式引導學生觀看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教科書與補充教材， 進而課堂上引

導學生進入討論的混成式翻轉教室教學的講義與大綱設計。  

2. 行動階段:  

為鼓勵學生預先觀看教學影片並課堂上參與問題本位討論，本研究採取混成式 

學習的翻轉教室分組討論方法或組間解決問題的小測驗，這種分組法並採取合作

又 競爭的原則，透過即時回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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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混成式學習的翻轉

教室這種既合作 又競爭之計分機制將引導上述學生自發地進入學習與討論的情

境，其目的在達成訓 練小組內合作、小組間的正向競爭。若真的發現學生在課

堂上多數反映本周的影片 有不懂之處，立刻切換進入討論與教學模式，課後將

這些討論後的新議題在分工合 作找出答案解決。這種混成式的教學設計有利學

生能即時融會貫通每一週的教學進 度，進而在期末能真實呈現真個案的成本分

析時做比賽(專題式個案學習)。  

3. 實施混成式課程教學方案:  

本行動研究的設計，除了前一段所描述的翻轉教室學習法輔佐混合問題本位、 

專題學習的教育學方法之外；學生成效若不如預期，或教學執行不順；會立即調



 

整 或修正。課程實施當中，會運用即時回饋系統和學習評量表真實的去蒐集學

生學習 的狀態。也會利用課堂中或中間休息時間，進行學生學習觀察。此外、

也會運用教 師省思日誌和深度訪談，蒐集學生整體學習的情況和成效，以利課

程有最即時的調 整和修正。本課程亦會透過多元評量的方式來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效，包含學習單、 成本概念圖作業、課堂即時反應、分組討論與期末成本分

析比賽等。  

(二)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將採取行動研究法配合質性研究反思教學進度的融合性，來實施改進教 

學現場。主要分析方法可分成四個步驟：計畫、蒐集資料、分析與反思(李采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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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會計與財務的知識測驗、成本概念圖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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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包含餐旅類同儕

教師、專家學 者、學校資深行政主管)，以提高本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資料蒐

集方式如以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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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言的深度、討論題目數目與學生覺

得困難(簡單)的題目。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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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成本控制概念圖:學生繪製成本控制的概念邏輯是否清楚，沒有卡關(附錄

二)。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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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時間

填寫學生回饋單和成果分享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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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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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在學期中與學期末各班抽取三十位學生，每次每人 15 分鐘的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g)課堂錄影：課堂錄影詳細記錄上課狀況。(h)前測和後測：期

初與期末各做一次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的專業知識測驗，檢測學生對該學科的知識

的學習成效。並且比較學生從期初到期末是否學習效果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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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學生能加強成本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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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配合問題本位式與專題式分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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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09-1 學期 學生前測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共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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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 

 

2.834 2.634 

 

3.075 

 

5.15 

 

5.23 5.345 

 

4.23 5.014 

 

產出

變數  

 

  學習

成效 2  

 

 

  學習

成效 3  

 

  學習

成效 4  

 

 

平均

數 

 

5.525 

 

4.666 4.757  

t值  

＊p＜.05 

＊ ＊ p ＜.01 ）  

 



 

 

表 2 109-1 學期 學生後測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共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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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2.81

＊＊)  

 

 

5.655 

(-

3.915

＊＊) 

5.434 5.529  

 

5.661 

(-

2.595

＊)  

 

6.9  

 

5.705  

 

5.8312 

(-

6.995

＊)  

 

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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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1 

(-

2.595

＊)  

 

5.211  

 

4.1656 5.344  

(-

2.611

＊＊)  

 

5.158 

 

5.22 5.338 

 

5.533 

 

5.5277 

(2.768

＊)  

 

t值  

＊p＜.05 

＊ ＊ p ＜.01 ）  

 

表 3 109-2 學期 學生後測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共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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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7 

(2.998

＊)  

 

5.2238  

 

5.6746 

(-

3.644

＊)  

 

5.769 5.650 

(-

1.678

＊＊)  

 

5.146  

 

5.1746  

 

5.3446  

 

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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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5.322 5.532  

 

5.375 

(-

3.217

＊)  

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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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過混成式翻轉教室的教學

方法有激發出學習動機，進而在後測時提升了學習成績，下學期後測的分數明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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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混成式翻轉教室教學法的設計，

學生的回饋呈現正向，尤其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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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補救學習迷思，強化學習成效 

（二）學生對混成式翻轉教室課程的教學實境的回饋與建議 



 

 

圖 4 翻轉教室影片期末上課影片(業師線上協同指導) 

 

 



 

 

圖 5 新竹老爺飯店(右上)與國賓飯店(左下)業師線上指導學生作品 

 



 

圖 6 兩位業師線上與同學一同實施混成式翻轉教學 

 

 



 

  

圖 7 期末比賽邀請國賓飯店業師與同學一同實施混成式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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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所示。 

表 6 學生對混成式翻轉課程具體建議 

主題單元學習印象深刻事蹟 課程設計建議事項 

成本控制概念 財務報表必須很熟稔 

可能還需要多了解財務

報表的操作，因為之前

都沒學過。 

進貨、銷貨的 

知識 

原來在實習的時候物料都浪費

了 

更了解物料管控，與計

算出貨數量的方式。 

菜單設計 
原來專家跟我們想的成本控制

方式不一樣 

經由同學們和專家的解

釋的觀點來分享在影片

中的重點 更容易記的起

來。 

採購的方式 
親自去菜市場走一趟跟在超商

買的價格不一樣 

老師在其出讓我們去採

買各項單品原來是未了

期末的成本控制比賽 

成控比賽 
專家又再次提醒我們原物料價

格的套用方法 

可以再提供多一點成控

注意事項 

期末翻轉教室 
整個統整後各個單元的串聯原

來是可套用和互相支援的 

每周學習當下要反覆思

考，不然很難融會貫通 

 

 

 



 

五、教師教學反思 

  計畫主持人於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任教已超過 20 年，藉由本研究計畫亦可

印證過去旅館業工作的實務經驗，商業知識與旅館專業能力的培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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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課程為本系四年級學生的專業選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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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學現場可持續加入混成式翻轉教育的學習元素，

帶領學生藉由每周的預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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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主動學習與活化課程以增

進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率，確保教與學的品質。 

  依據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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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上學期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4.70；下學期課程

整體滿意度為__4.42___(五月開始三級警戒遠距教學影響了期末學習成效)，同時也

有學生特別提出文字回饋「老師帶親自去旅館採購和物料保存實作課程，還讓我們

模擬成本控制的分析比賽很有趣」。 

 



 

 

陸、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未來教學實踐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本研究未來可就混成翻轉教室形式對於不同類型程度的學生的影響進一步分

析。 

（二）迄今少有研究檢視混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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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學生的學習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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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成式翻轉

教室的學習成效之有效措施。也將以本年度的教學經驗提出進一步的行動研究設計

來解決問題。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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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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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現場 

 

  

圖 1  疫情期間翻轉教學 圖 2  學生於疫情期翻轉教學 

 

 

 

 

圖 3  疫情期間翻轉教室 圖 4  學生線上作業(翻轉教室) 

 

 

 

 

圖 5  校外參訪老爺酒店成空管制中心 圖 6  學生對食材儲藏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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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現場 

 

  

圖 7  真實的業者成控方式 圖 8  疫情期間成品製作比賽 

 

 

 

 

圖 9  疫情期間製作成控作品比賽 圖 10  業者同步線上評分與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