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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餐旅財務管理教學除了要幫助同學理解財務金融工具應用在餐旅業的正確知

識，學生的實務資金調度應用與投資理財能力，皆是提高學生真正融入日常素養能

力培養的重要指標。面對這樣的課程特性，如何透過新的學習方式，來增進學生內

化理解與思考模式，是本計畫的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學生透過經驗學習理論來轉

化經驗創造知識的過程，能有效應用新知識。而知識翻新學習更是融合生活中真實

問題，鼓勵學生建構整合群體的知識，以學生小組討論創建共同學習的責任。因

此，結合合作學習與合作擬題的策略，提出一個師生、生生合作的創新整合餐旅財

務管理的教學教案，引導學生期末發表教學工作坊的成果，來強化學生的知識內化

與完整串聯整個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是一個值得發展學生高層次認知思維的

機會。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來進行與同儕的腦力激盪與互動，教師傾心從旁觀察適

時援引、溝通。是極具潛力且值得創新的教案教學策略，本計畫之執行過程與教案

發表成果可以提供餐旅教育課程參考，是當前極富教學實務的創新策略，更是相當

重要的研究議題。 

 

關鍵詞：經驗學習、知識翻新、合作學習、合作擬題、創新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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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三年疫情，筆者試著用多種混成式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來幫助大學生學習動

機提升，無論在實體或線上翻轉教室有觀察到:學生對日常相關的議題有高度興趣，

會自己主導學習建構的內容和範圍，教師若再以理論式教學為主軸，恐不符合多數

108課綱下-112級以降的大學生學習期待。為了營造餐旅財務管理納入學生素養知識

經驗整合，本計畫的創新教案設計課程內容與策略，融入餐旅業各個不同型態的金

融產品在實務性與進階核心專業的發展性頗為適合營造以學生為主角、重視學生經

驗、激勵學生思考的課室氛圍。例如:本課程利用營利報表分析技能，來觀察各個餐

旅財金個股的獲利表現，並適時融入每日財金個股表現即時資訊系統，讓學生真心

感覺這個技能是天天看的到、能使用、能幫助無論個人理財或公司營利計畫達成

的。經驗學習和知識翻新是今年的教學設計融入合作學習與合作擬題的重點。作者

發現學生需要學習成就感來支持自己的信念，同時也需要時時激勵的策略，除教師

本人教學吸引人之外，能在課堂上用素養教學的技巧來啟發學生的思考與合作創

新，才能達成作者最初開始設定翻轉教室中-「無所不在的大教室、學而時習之、不

亦說乎？」終極的理念。 

  111年10月國境已解封，迎接餐旅業的最大挑戰是:缺工!缺錢!過去三年，大量 

的人力離職與客房部門編縮，若真有報復式的消費，對餐旅業來說是要立刻立時要 

準備好人力與財務的到位。疫情之下，觀光餐旅業普遍在第二季是營收萎縮的，觀 

察財政部公報的財務報表，如王品集團，累計上半年稅後虧損1億元，每股稅後虧損 

1.36元。同樣情況益發生在觀光股龍頭-晶華酒店、漢來美食與寒舍集團(皆為本系 

實習廠商)(聯利媒體TVBS新聞網，2022/10/2)。旅館業因服務品質永續性需要長期 

人力培訓才能維護聲譽，而過去三年若無完善的人工財經營配套，選擇裁員或閉店， 

就無法加入2023年一個新循環的競爭。而財務管理是支持一個企業永續經營最核心 

的能力指標，如何在世界正常化後期恢復疫情前- 2019年台灣入境1186.4萬人次的 

餐旅競爭力，是本課程融入財金議題的素養課程設計，目的在希望學生關注和加強 

理解財務管理在餐旅業的重要性，並讓本教案可以推廣發表與精進。因此，112年計 

畫教學相長的教案設計任務，是對國家未來餐旅人才的一個寄託和期待。本課 

程期以最融入生活素材的議題融入如何讓公司產入/產出、銷售、物料、人力等做出 

最好的財務控制以節省不必要的支出，並加強內化各項財金工具科目的活用與實務 

操作。金融理財的知識若不能實際應用在生活與工作表現中，才能充分顯示出成效 



5  

(何秉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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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本研究之重要性  

（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22)公告近三年因原油價格飆漲，通貨膨脹的

影響之下會衝擊旅宿業的成本升高，影響國際移動的消費意願。國際航空班次預估

比疫情前增加，其中又以美國和日本已經開放國際旅遊限制令的國家收益最為亮

眼。本研究旨在融入國際觀光分析現況融入生活財金新聞和知識幫助學生能真正內

化和吸收，和自身生活有關就不會漠視。本課程要讓學生即使面對進階核心課程，

也能進化成自己的知識創新學習，設計出分組合作自行設定的經驗學習單元，適合

學生的程度與學習興趣。此外，本課程預計以合作學習和擬題的方式讓學生容易互

動和自我內化理解，因本課程是高階的應用技能，希望學生藉由互助合作和經驗學

習法來提高作品(業)完成度和期末試教發表的成就感，擴大他們想要主動想知道而

與同學教、師合作自行設計出更生活素養的教案。老師和業者會事先討論各單元教

學的目標，並即時提供學生們發想後疫情期更多的旅館餐飲相關產業調控財務的現

況報導等，即時創新共建素養教材，業者們也都是學生實習時候的管理者，三方互

相之間理解程度與能力技術，在學習核心能力的財務管理時會更貼近生活感。 

   本計畫預計創新教案設計來內化學生學習成效，第一、依照個別的學生學習狀

態，經與學生討論加入適當經驗學習與知識創新的策略，並以分組方式互助合作學

習，第二、依照執行計畫與教學的經驗，學生有興趣的議題會提高他們的學習專注

力和成效。透過本教案的設計，學生即為自己學習的主人，老師從旁指導的原則改

善單一直接講述式的授課方式，設計出學用合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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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後疫情時代的餐旅業經營  

   衛服部指揮中心從2021年5月19日宣布全國因新冠疫情三級警戒開始，全國餐旅業的經

營遭受到瞭空前的重創，至今(商業週刊，2022)。就算今年底將開放國境旅客入境，但因

為疫情改變了旅遊消費組合和行為觀念，餐旅業經營更適合人性化的多元服務模式(遠見雜

誌，2022)。天下雜誌(2022)報導即使疫情影響了多數餐旅業的營收，晶華酒店卻因為人、

工、財(務)調配控管得宜，在四月疫情二度來襲之際，也依然控制營收只降三成居業界收

入龍頭。如何在後疫情時期增值追回前期虧損，財務健全且資金充裕的餐旅業，需要各種

財務管理技術才能控制每日大量流出的現金流。大型企業諸如旅館業，因成本與庫存壓力，

優化成本與資金是必須的生存戰。人力為經營關鍵點的餐旅業，在四大報表管理上更是後

疫情時期的營運風險。這些研報導提醒了作者，餐旅業營收財務課程教育，會影響產業的

興盛。疫情後期，餐旅業的未來，將視自身如何調控資金籌措與調控的能力，方能再繼續

永續經營。如果餐旅系學生除餐旅前/內場技術之外，能具備核心財務管理的能力，可以更

理解公司資金營運的各種治理能力，貢獻一己之長，就是本課程建構創新教案策略的目的。 

2.經驗學習法 

   教學是一項非常複雜的活動，在教學的過程中若能適性適才有效的運用是當的方式進行

教學活動將能夠達到更有效能的學習(沈正育，2022；張凌嘉，2021)。高博銓(2014)指出

教學活動歷程中，學生與同儕或教師有效的互動學習比起傳統單向式的聽講更能建構正確

且持續的學習保留率。且、如果能啟發學生反思或教導他人並與生活經驗連結更是有效的

學習方式 (沈正育，2022)。大部分的理論課程是難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是否內畫

課程設計的素養。所以如何內化並培養學生帶的的經驗學習能力是一個當務之急的教學策

略(賴春滿，2019)，透過反省而內化進而成為自身的學習之是是一個深刻且能久遠的有效

學習歷程(Dewey，1994)。 

   隨著2022年新冠疫情的持續蔓延，高等教育宜應更加體現身歷其境和實際動手做的創客

精神，讓學習的深度和領悟更具記憶(蔡易宸，2022)。學習的歷程中如果發現原來課程的

知識和生活環境周遭事物有關連性，學生才能獲得成長(方建良，2021)。 

3.知識翻新原則 

   知識翻新理論教學策略有別於一般傳統教師承擔主要教學活動與目標，讓認知活動教給

學生自己來負責建個自己的知識。其概念是學生在小組內完成知識的建構，透過集體的討

論和合作找出共同學習的目標過程-由學生小組成員自己反覆驗證推進來負責精進自己的知

識(Oshima et al. 2012)。學者們提出有下列幾項的知識翻新教學指導原則，是非常適用於合

作學習和素養教育，例如:與生活知識連結、不斷修正自己的想法、深化多樣化的想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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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追求與群體負責知識建構、知識不受時空限制與促進精準的評量(Chai & Zhu，2021)。透

過知識翻新原則，給學生開放的空間討論與學習更能提高他們的學習態度與成效(Yang et al. 

2022)。Keller(1987；2010)研究中顯示，如果能再將合作學習的小組互動與科技整合感官，

視覺效果吸引的教學策略，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的成就與信心；教師在教學設計前若能適

時適宜的調整注意學生的努力程度，並給予系統性教學的策略支持學生學習，對於學生自

信心和成就感的達成是具正面的結果(蘇美禎，2019)。 

7.               4.合作擬題應用在教案設計 

   擬題是以學生為主要對象，學生們在解題的前中後期，伴隨著個人不同的生活素養創造

出相仿或不同全新的題目來(柯玉芳，2018)。在擬題創作的過程中確實可以增強與內化學

生對知識的核心概念的建立與進一步解題的能力增強。對於需要大量理解的數理科目或本

課程，學生若能擬題代表其理解力與創造力已經增加；徐桂琴(2010)指出若能利用日常生

活經驗創造出題目並和組員的參與解題來共同分享自己體驗和感受度，參與學習的意願會

很強。合作擬題教學法在數理和邏輯類的學科可以獲得較好的學習成效(王子維，2022)，

擬題可以幫助學生自省邏輯這種抽象的概念；也可以讓教師在解題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學生

思考過程中遇到的理解困難。這個學習動機的合作氛圍正好符合本課程的設計(見附錄五)；

讓同組或不同組的同學們一同創意與討論自己的想法，來完成每一個指定章節情境的任務;

達成教案學習單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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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期間與範圍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餐旅財務管理的課程創新教案教學法為基礎。此課程為

本系四年級和三年級之必修學年課程(因調整時序表，大三在上學期一同學習本課

程；惟大四已經歷經一整年的實習，大三要大四才會實習)，故研究期間為期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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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由兩個不同年級的兩個班級(分別是大四和大三，112學年第一學期，必修課)

來進行本計畫，實驗組(大四學生31人)採用本研究計劃的結合合作學習的創新教案教學法，

控制組(大三學生55人)採用傳統講述教學法(詳如下節)。 

   作者在前一章節以文獻回顧建立了本計畫研究模型；本計畫的實驗組以創新教案教學法

進行(控制組進行單一講述式教學)，課前先改良以往教學大綱和講義，設計出最合適本課

程的教案內容，更讓學生以生活議題融入的方式完成高階的商管應用餐旅業的課程、當周

任務或學習單與作業的內容。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在了解創新教案教學介入後是否提高了實驗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

前後差異，控制組學習成效的前後差異，以及實驗組與控制組-組間的學習成效與態度的差

異。 

   本課程內容涵蓋- 財務管理應用在餐旅產業的理財工具等介紹、基礎財務工具應

用於不同報表與公司自理的成效、詳細的各個上市上櫃餐旅觀光業金融投資、海外

理財工具、財務報表分析的理論與實務教學、業者指導與學生合作期末任務與期末

投資比賽與團體分組設計教案與示範工作坊等教學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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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和目標  

本研究的實施方式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  

1.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為本系本課程的實施，有二個班級(112學年上學期)的課程規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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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年級、兩個班來做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比較分析，課程18週之教學目標，根據文獻探討

歸納分析後，編訂如上表五與表六。本課程設計期初以經驗學習法與知識創新教學來提

升學生對於本課程的學習主動性，接續各週以各種合作學習與擬題的教案教學示範工作

坊來增進對課程成果的深度、內化轉為成就感。在期中考後(四位飯店的財務專家也會

在期末來校示範問題解決實作上，兩組學生的滯礙學習點)；著重學生自主建構的知識

累積，並嘗試用比賽與成果發表的方式希望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信心。期末實驗組帶領下

的教案教學工作坊的成果也會公開發表展示於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期望期末

的研究成果可以發展出最適合餐旅科系的餐旅管理創新課程教案，並幫助同領域的教師

協助開發最適合現今大學生的多元教學評量，並嘗試以學生自主實施的工作坊創新教案

方式來開創社群對教學實踐研究的關注度。 

 

 

 

 

 

 

 

 

 
圖一 本研究實驗設計圖 

 

三、教學研究實施流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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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自然的在課堂或學期間、針對兩組學生學習很有計畫和系統的做出客觀的紀

錄。本研究計畫重點為:教師如何實行教學策略融入教學? 教學中師生和同學間互動與學習

品質如何? 教師每一階段如何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而分析主要集中在教學策略與設計對

學習態度與成效的影響。教師既是參與者也是研究者、在教學中持續自然的觀察學生反應

記錄(可以錄影供業師與學生觀看、檢討)、學習單、教師隨手筆記、教學日誌、學生合作

學習回饋問卷與記錄表、教師省思日誌與上課錄影記錄，目的是透過記錄來了解每個教學

行動清晰透明，作為修正教學行動的反思輔助資訊。接著、將採取質性分析進行開放式的

編碼，將所有的資料依照時間順序，將類似的編碼整理與歸納。進行歸納與分析時也可以

同時進行專家檢視的三角檢測驗證，提高分析的信實度(Yin, 2017)，研究者可以運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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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23年9月1日的第一位實驗組學生訪談記錄編碼為-學訪(實)2023090901、第一篇教師

在控制組的教學日誌編碼為-教誌(控)2023090901、第一份學生合作擬題回饋問卷-學擬

2023090901、第一次實施大三學生或餐旅系老師去實驗組觀課紀錄-觀課2023090901等，以

此類推各項不同資料類型的編碼，多方不同的資料來進行連結探索彼此關聯，基於三角校

正的原則，本研究亦會在分析完畢之後將請四位專家做檢測以利效度提升(Zhang, Tucker, 

Morrison, & Wu, 2017)之外，進行自我反思與紀錄已確認結論的真實性以及資料的信賴度。 

 

 

伍、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量化回饋分析 

本研究中的實驗組採用創新教學法，控制組採用傳統單一講述教學 法，探討創新教

案教學法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關。以共變數分析實施前、後測的樣本對不同組

別的前、後測平均值分析，之後、以一般線性模式之單變量檢 定，進行組內迴歸係

數同質性檢定，結果均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p > .05），可進行共變數分

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與後測平均數與標準差 
 

 
 

 
 

 
 

 

實驗組採用創新教學法，控制組採用傳統單一講述教學法，探討創新教案教學法對

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關。以共變數分析實施前、後測的樣本對不同組別的前、後

測平均值分析，之後、以一般線性模式之單變量檢 定，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

定，結果均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p > .05），可進行共變數分析。 

學習成效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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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整理的學生質性回饋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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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創新教案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老師教學方式很新穎，不會叫我們死背計算方法，我們不是商科， 

    本來就覺得很難，可是老師用問題討論方式來教，讓我很容易就記下來，  

    而且不會忘。（S1) 

 

    財務管理的實際狀況和分項好多，看到就頭疼，但是老師在課程中要我們分組 

    來討論問題，一開始都不喜歡，但後來發現，老師把難懂及混淆的部 分設計 

    成問題，經過討論之後，我就懂了。（S2) 

(2) 本創新教案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  

     財務管理的理解，死背是沒有效果的，因為很多科目之間的關係是有來龍 

     去脈的，必須融會貫通才有用。（S3）  

         

     原本對這個課程沒興趣，但因為是必修課程，非得過不可，本來一開始有 

     點不想唸了, 可是老師上課方式很活，用分組討論問題的方式讓我覺得有 

     趣，也開始會想一些在實習的時候問題。（S4） 

 

 

陸、建議與反思 

教學本創新法有別於傳統教學法，學生由被動化為主動，教師由主導改為從旁協助

，實施本教學法，對學生及教師都需要調整與學習。在 教學歷程上，有下列幾項值

得省思: 

（一）學生需配合分組，合作學習，知識翻新共同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由於個人

特質、認真程度、配合度及學習態度在學生間有異質性。團隊中的互動關係，影響

團隊 成效，而團隊成效再牽動個人的學習成效。實施過程中發現，有些組員熱烈參

與，但仍有些組員缺乏積極度。 

（二）課程難易程度需要適當規劃，因各組隊員需自行蒐集資料再知識翻新共同協

作。若課程中遇較難或複雜單元，教師於課程進行多予補充，以 補學生先備基礎不

齊之差異。課程難易有所不同，學生修課前若未查覺 課程之先備基礎，可能影響學

習成效。 

本創新課程實做於使用者的幫助最大，也最能讓學習者感受到互動性，但需要大量

的助教群加入。 

在學習成效方面，某些單元的認知程度及了解程度上，採用創新教學法並未顯著高

於傳統教學法，但隨著課程進度及實施方式深 化，創新教學法顯著高於傳統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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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興趣方面，由於實驗組的學生取決於在實習過中是否有對財務管理的工作有

接觸與啟發，所以教師需要大量時間來了解學生在建構出其知識的過程是否有需要

協助或有遺漏。且、因先備知識對於學生學習的支持鷹架很重要！下次實施本創新

教學法將前六週先建立知識翻新建立上的鷹架支持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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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反思 

  計畫主持人於旅館系任教已超過 22 年，藉由本研究計畫亦可印證過去金融業

工作的實務經驗，是否能反饋在新興世代的學習成效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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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旅財務管理課程為本系四年級學生(因為本系更改時序表，故大三今年也同一時期

為必修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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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學年度「學生教學評量」結果顯示，整體課程滿意度在滿分為 5 

分之前提下，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4.35；同時也有學生特別提出文字回饋「老師教導

我們去模擬股票操作實務，讓我們覺得財務課程貼近日常生活，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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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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創新教案教

學法對於餐旅財務管理課程之於學生學習效率的影響，在實施多元化創新教學方法

後，根據學生反思之意見回饋與問卷調查(期中即訪談)，亦可已在當學期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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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控制組傳統單一講課的方式之差異感，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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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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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餐旅教育價值跨域學習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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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現場紀實 

 

  

圖 1  學生分組進行投資比賽 圖 2  期末百餘位同學進行分組比賽 

 

 

 

 

圖 3  學生分組知識翻新討論 圖 4  針對同一天的三個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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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末三個班級、百餘位學生的實作成果比賽 

 

  

圖 5  線上虛擬投資比賽 圖 6  投資比賽讓學生學習如何看盤 

 
 

 
 

圖 7 分工合作、知識翻新了解 GB 鮮

釀公司財務情況 
圖 8  上市公司現場分組實作-讓學生熟悉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