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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卷：整體課群學習經驗的效益評估分析 

(一) 評量工具說明  
回顧自己在學系的整體修課經驗，請比較課群專業課程和一般專業課程的教學方式

對自己具備專業領域職涯能力的幫助度。 
 
A. 工程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的串聯和整合應用能力 
B. 改善工程實務技術之分析解釋數據的能力 
C. 工程實務或技術工具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 
D. 小組任務規劃執行和資源掌控等的專案管理能力 
E. 與他人有效溝通協調和分工執行的團隊合作能力 
F. 獨立學習新知識和科技工具運用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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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答題： 
1. 整學期這門課程學習過程中，我個人遭遇到的困難或挑戰有哪些? 原因為何?  
2. 修完這門課程，我收穫最多的是甚麼?  
3. 學系日後再開設這類課程的話，我想給的建議有哪些? 

 
資料來源：新工程教育計畫辦公室 

 
  



(二) 整體課群學習經驗效益評估與回饋(填答 20 人) 

 
 
說明：整體而言，修課學生們認為整體課群學習經驗幫助程度(遠高於和高於合併)
皆達 9 成 5 的有：「C. 工程實務或技術工具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E. 與他人有效

溝通協調和分工執行的團隊合作能力」及「F. 獨立學習新知識和科技工具運用的自

主學習能力」；其中課群學習經驗幫助程度高於一般課程達「C. 工程實務或技術工

具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佔 6 成)；課群學習經驗幫助程度遠高於一般課程「E. 與
他人有效溝通協調和分工執行的團隊合作能力」(5 成 5)：及「F. 獨立學習新知識

和科技工具運用的自主學習能力」(5 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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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學期這門課程學習過程中，我個人遭遇到的困難或挑戰有哪些? 原因為

何?  

有些太專業,還不了解 
跟組員意見分歧時，因為可能在實驗進行中可能很難大家的意見都一樣 
研磨拋光，操作不順利 
資訊不足，因為進入實驗室時，指導學長不久後畢業了 
因為沒有學長姐帶 會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一直問其他實驗室學長姐 
在做膠體時會變白，後來以低溫的情況下配置就能改善變白的原因。 
比較困難的就是 因為分組討論變多了 所以有時候就會跟組員意見不同 然後就可能會起爭

執 
最大的挑戰是口頭報告，能夠促使口條不好和應變能力變好。 
在實務操作時遇到實驗成果不太理想，因為不夠熟悉材料及相關知識 
進度問題但是後來解決了 
找資料 找到能用的不多 
常常會失敗做不出來實驗，第一次做這這個類型的沒有經驗 
需大量的分組討論，我們有 PBL 實驗 
前置作業需要很多時間且沒辦法少量做，如果這批做出來沒辦法用就需要花費更多時間 
學會熟練操作螺桿與塑譜儀 
有時做出來的東西理論上應該要很好實際上卻不是如此，可能因為操作手法不同 
沒有人可以解決的問題藉由跟隊友討論來解決 
不斷測試許多不同比例的教條 
一開始對實驗器材的不熟悉 
第一次接觸難免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熟悉 
很多找不到的改變溫度變因，因為溫度太高需要調降，還在努力改善 

  



2. 修完這門課程，我收穫最多的是甚麼? 

學習到非常多專業知識 
學到如何跟組員討論，能夠互相聆聽意見 
學習到解決能力 
獨立學習的能力 
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習到儀器的操作，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 
上完課程之後真的學到最多的是如何與同學溝通以及整合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變好 
實際動手做以及整體框架運行的流程 
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實作能力 
團隊互相討論解決問題後向老師詢問可行性 
可以運用課程技術使之後實習的部分可以連接 
解決問題能力 
能夠與各組分享專題研究成果 
遇到問題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深入了解機台的操作方法 
實驗器材的操作與原理 

    與團員的溝通 
 

3. 學系日後再開設這類課程的話，我想給的建議有哪些? 

希望日後能再多開 
希望時間能夠多一點 
希望可以學校可以讓同學自己選擇是否要參加新工程教育 
可以改到二年級開始進行課程，一邊學習相關知識一邊操作更能印象深刻 
我覺得可以更多堂的分組上課 雖然這樣進度會較緩慢 但是這樣可能更能知道與一般上課方

法的差異 
pbl 的課程可以再多一點!原因是我非常喜歡和同儕討論。 
應該全班的人都要一起做這個計畫的實驗專題 
可以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剛開始選擇老師時要讓他們知道哪個是五大專題，有些人可能會不喜歡 
業師及參訪的部分我覺得幫助很大，希望還有 
我覺得不用每個月都報告，因為並不是每次都有新進度 
不錯！以後學弟妹可以延續下去 
多學一點加油 
可以更認真去做，會發現遇到很多問題，但都是對自己很好的  



(三) 不同整體課群學習經驗與學習表現(成績)的評估比較 

  

  

  

說明：比較學生在整體課群學習幫助程度評價(二者幫助度相同、高於及遠高於)與學習成績

情形，其中學生評價以整體課群課程幫助度高於一般課程對學生學習表現(成績)成效較佳，

其整體課群學習經驗分別為：「A. 工程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的串聯和整合應用能力」、

「B. 改善工程實務技術之分析解釋數據的能力」、「E. 與他人有效溝通協調和分工執行的

團隊合作能力」及「F. 獨立學習新知識和科技工具運用的自主學習能力」。 

*成績分數平均值係指：單元操作(一)、單元操作(二)、高分子材料三門課程成績的平均分數(N=20) 

*整體課群學習程度評價：二者幫助度相同(3分)、課群課程幫助度高於一般課程(4 分)、課群課程幫助度遠

高於一般課程(5 分) 



(四)不同整體課群學習經驗與學習表現(專題成績)的評估比較 

  

  

  
說明：其中學生評價以整體課群課程幫助度高於一般課程對學生學習表現(專題成績)成效較

佳，其整體課群學習經驗分別是：「A. 工程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的串聯和整合應用能

力」、「C. 工程實務或技術工具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及「F. 獨立學習新知識和科技工具

運用的自主學習能力」 
*專題成績的平均值係指：老師評分+學生評分的平均分數 (N=20) 

*整體課群學習程度評價：二者幫助度相同(3分)、課群課程幫助度高於一般課程(4 分)、課群課程幫助度遠

高於一般課程(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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