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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教學實踐研究之推動歷程

趨勢巨流河

【本文轉自2020.1 《評鑑》雙月刊第83期】 

編者按：教育部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結合，使學校得以校務發

展為主體並與教學相互結合，藉此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本校日前本校獲《評鑑》雙月

刊邀稿，說明本校如何推動教學實踐研究，全文刊載於《評鑑》雙月刊第83期中，本

報特轉載該文，以饗讀者。 

 

文／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李麗君、淡江大學校長葛煥昭、淡江大學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 

為符應「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新趨勢，教師的教學不能再停留在「教什麼」及「如

何教」，而必須思考學生要「學什麼」及「如何學」。為促進教師追求教學專業成長

，激發教師教學能量，本校設有教師教學發展組，依據教師需求提供增能、精進及創

發等三種類型的教學知能之研習，辦理課程教學觀摩與成長社群，提供教學輔導等事

宜，以強化教師教學品質與效能。 

近年來配合教育部多元升等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推動，本校更積極從機制面及執行

面著手，多方鼓勵教師投入教學研究，透過教學研究之補助、獎勵、成果分享，以及

教學研究系列研習，協助教師在教學場域進行教學研究。 

推動與鼓勵教學實踐研究之機制與做法 

一、訂定相關辦法 

（一）本校於104年設置「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辦法」，全面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專業知

能，同年將「教師升等規則」採多元升等制度分為學術研究型、技術應用型與教學研

究型。 

（二）制訂各類獎補助經費要點協助教師投入教學創新與研究，並逐年將各類獎補助

要點提升至校級獎補助辦法，希冀帶動研究創新教學。 

1.教學研究補助辦法： 

（1）由教師教學發展組，自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中編列經費，補助教師進行教學研

究。包括：102-103年「教學行動研究計畫補助」；104-107年「教學實務研究補助

實施要點」。 

（2）107年起教學研究補助提升至校級，在本校「重點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下，增列

教學研究類，運用校內經費，提供及鼓勵教師執行教學研究，補助經費並逐年增加



，從原本每案補助二萬，逐年提升至三萬、五萬；補助案件也逐年增加。 

2.教學獎勵辦法： 

（1）102-103年運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獎勵教師進行「問題導向學習

（PBL）單元教案」 

（2）104年起，於本校「教學獎勵辦法」中新增「創新成果獎勵」類，以校內經費

，鼓勵教師進行創新教學。 

（3）108年「淡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規則」增設第二條第六項，「申請當學年及其前

二學年皆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主持人且獲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教師持

續精進提升教育品質。 

二、推動方式及重點 

106年配合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上路，本校積極持續透過研習、說明會等方式

，讓全校教師對該項計畫有進一步的了解。三年來，推動的重點說明如下： 

（一）106年度：宣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及其意涵 

辦理校內教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邀請本校對

教學研究有豐富經驗的教師對教學行動研究進行專題演講，並安排4位教育學院教師

提供一對一的駐點諮詢，以協助教師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107年度：提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能力 

除持續辦理相關研習活動外，並針對通識教育學門，邀集擔任通識教育課程的老師

，舉辦全天的教學研究工作坊，會中邀請該學門校內外專家學者與會，並邀請獲補助

教師以自身計畫為個案進行計畫撰寫經驗分享，藉由與談交流，激盪教師教學熱忱、

觸發教學創新構思及提升教學研究計畫撰寫能力。另外並邀請教育部計畫專案辦公室

執行長前來說明申請要點與撰寫關鍵，協助教師掌握撰寫計畫要點。 

（三）108年度：推動重點為經驗傳承，帶動全校教師進行教學研究 

為讓更多教師投入教學研究，特別增加教學研究經驗分享及成果發表場次，另新增多

項做法： 

（1）辦理一天的「實作工作坊」，帶領教師從提出研究問題、形成研究假設，到設

計研究方法，逐步了解教學研究的原理與方法。 

（2）成立「淡江教學實踐研究Line群組」廣邀本校有意參與教學實踐研究之教師加

入群組，共同交流並即時給予相關回饋。 

（3）依特定群組（英語授課教師、理工學門教師）辦理計畫撰寫經驗分享，由學術

副校長及各院院長具名，發函邀請教師參與研習。 

（4）辦理「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研習會」，邀請2位校外專家學者主講「實踐研

究的規劃與經營」、「教學實踐研究論文撰寫」，另由9位獲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之教師，分別進行計畫成果之口頭與海報分享，透過綜合座談與討論，激發教師進

行教學研究之意願。 

再者，各年度推動工作重點及內容，依活動性質、舉辦方式和規模，及活動時間長短

，詳如表一分列。 

三、校內審查機制 

配合教育部的要求，本校對於教師提出的計畫與本校校務發展及高教深耕計畫的關聯

性，特別建立審查機制及成立審查小組。 

審查機制分為初審及複審。初審是由業務承辦單位：研發處及教師教學發展組共同針

對教師提出的計畫進行整合，先逐一確認各計畫主題及內容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高

教深耕計畫有其關聯性。接著進入到複審，由本校學術副校長（兼本校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主任）擔任召集人，邀集本校品保處稽核長

（負責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相關業務）、研發處處長（負責推動本校研

究與發展相關業務，兼達文西樂創基地負責人）、教務長（負責推動本校教學發展相

關業務，以及高教深耕計畫面向一的規劃與執行）、研究暨產學組組長（兼育成中心

主任），以及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負責教師教學發展相關業務）組成審查小組，對

各申請案件逐一進行複審，確認各計畫案的適切性，必要時，會請計畫申請人進行修

正及調整。 

從本校所建立的審查機制及由學術副校長主持複審會議，顯現本校對於教師申請及從

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重視及慎重。 

教師參與研習情形 

透過上述各項機制及做法，本校不論是在投入的經費、資源，或是教師參與研習的情

形，以及在申請獎補助的案件上都有顯著的提升。 

一、教師參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習的人次，近三年來持續增加，每年都有約1.5倍

以上的成長，見圖一。 

二、歷年獲得校內教學研究補助案件共48件，補助金額共1,183,700元。 

三、獲校內教學獎勵案件共30件，獎勵金額共600,000元。 

教學實踐與升等成效 

一、教學實踐研究 

本校透過前述之機制與策略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申請件數由107年的21件增加

至108年的46件，申請案件成長1倍；通過補助的件數更是呈現3倍成長，由9件增加為

28件，見圖二；整體通過率從42.9%提升到60.9%，顯現本校在各項機制與策略的推

動下，成效卓著。自107年起在學術副校長大力推動之下，期待持續會有更多教師提

出申請。 



另外從通過計畫的學門類別來看，107年通過的案件分屬四個學門，到108年，通過的

案件已擴充至七個學門，另外在大學社會責任及技術實作兩個專案也分別通過3件及

1件，顯示本校教師投入教學實踐研究的情形已擴散至全校各院系所，教師也能從不

同面向進行教學實踐研究之申請，見圖三。 

二、教學升等 

本校自104學年度起實施多元升等制度，共分為學術研究型、技術應用型與教學研究

型，迄今共有2位教師採行教學研究型升等成功，另1位教師升等案尚待報部核定。 

106學年度起，教育部推動之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補助計畫，係指教師為提升教學品質

、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提出問題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或

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與評量工具檢證成效之歷程。 

藉由同儕審閱與輔導模式，推動專屬社群之建立與對話，累積教學研究案件之成果

，鼓勵大專校院投入資源，協助大學教師增進教學之能力，編寫完整且優良之教案

，透過教案於課堂上之正式實施，幫助學生在知識學習上，增進相關成效，提升教學

之品質。本校希冀透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推動，亦可與校務發展及高教深耕

計畫結合，挹注教師個人研究經費，精進教師教學品質，鼓勵教師以教學場域做為研

究主題，並帶動教師教學創新之風氣，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未來期望更多教師能將教學與研究兩者相互為用，有效將教學、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

鏈結，進而提出教學研究成果，作為教學研究型升等之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也幫助

教師在自我職涯規劃與升等上提供另一個選擇。 

推動建議 

為全面性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效於落實教師端，除了各校須各自努力外，也對教

育部提出以下建議： 

一、建立分享平台 

對於許多非教育背景的教師，在撰寫及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上仍有許多疑惑之處

，如果教育部能建議一個分享平台，讓許多優良計畫及成果分享出來，一方面可以激

勵教師改善自我教學，並可進一步從中思索如何從事教學實踐研究，提升教學品質及

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二、建立教學實踐研究跨校聯盟機制 

目前的教學實踐研究成果的交流是以教育部舉辦的學門成果交流會為主，但舉辦時間

與地點可能無法符合教師需求。為擴大交流管道及交流機會，未來可比照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的做法，整合各校教學實踐研究資源，分區域建立跨校聯盟，以提供資源整合

、互惠分享、典範轉移、經驗傳承和共創共贏的校際交流運作模式，讓教學實踐研究

的效應能更加擴散出去，利益群生。 



 

〔附錄資料〕 

校內教學研究補助辦法 

◎「教學行動研究計畫補助」（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教學實務研究補助實施要點」（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重點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原則」（校內經費） 

校內教學相關獎勵辦法 

◎「教學獎勵辦法」（校內經費） 

◎「問題導向學習（PBL）單元教案獎勵」（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研習主題： 

◎106年 

1. 8件校內教學研究計畫主題：「學習品質與成效之提升」、「適性教育應用於法語

教學」、「閱讀策略融入課程之教學設計」及「應用問題導向學習（PBL）支援系統

與資訊類課程教學」、「捕捉動人的浮光掠影」、「「籃中演練-情境模擬教學法應

用於公共人力資源管理課程之研究」、「媒介理論及資訊傳播理論教學研究計劃」、

「如何提昇學生的法文文法學習成效？以大二法文文法課為例」。 

2. 2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題講座，「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你不能不知道的事」及

「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談行動研究撰寫方式與案例分析」。 

◎107年 

1. 9件校內教學研究計畫主題：「EXCEL與課程實作以總體經濟學為例」、「

Moodle學習歷程資料對教學之反饋研究」、「運用及時反饋系統與雲端環境輔助教學

」、「以線上學習、資料驅動教學決定，提升英語授課學生學習成效」及「紀錄片製

作─日文系大四生的會話課程學習創作與畢業專題」、「翻轉教學之BIM課程」、「

運用iClass學習平台暨專題導向學習於「光纖傳輸實務」課程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

、「應用可編程之觸覺回饋模組於嵌入式系統課程」、「翻轉教室於體育課程中之行

動研究─以養生氣功課程為例」。 

2. 2場專題講座「提高教研能量─談如何撰寫研究計畫」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申

請要點與撰寫關鍵」。 

3. 「2018通識教育教學實踐研究工作坊」主題：「我國大學通識教育之發展與通識

教學品質之提升」、「從教學實踐研究到教學品質之提升」、「有關撰寫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書相關議題」、「如何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書」、「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經驗分享」。 

◎108年 



1. 4件重點研究計畫教學研究類主題：「大學生學習表現對英語授課課程選課偏好之

縱貫性影響分析」、「探討3D遊戲化PBL教學實踐」、「社會行銷方案作為課程創新

實踐途徑之行動研究─以傳播科系課程為例」及「應用多元智慧理論導入行動學習於

大專院校水域活動教學之實證研究─以風浪板運動為例」。 

2. 3場專題講座「以實踐研究為基礎的教學創新」、「教學研究計畫投稿歷程經驗分

享」、「教學實踐研究指引及案例」。 

3. 3場數位培力工作坊：「實務驅動踐數位培力工作坊（一）：數位教學應用─教學

實踐研究之經驗分享」、「實務驅動踐數位培力工作坊（二）：數位教學應用─案例

分享與研討」、「實務驅動踐數位培力工作坊（三）：計畫撰寫大揭密」。 

4. 「教學實踐研究原理與實作工作坊」之全日研習，進行教學實踐研究意涵、動機

/目的、教學方法/策略、研究架構設計等原理解說與實作產出，協助教師提前構思教

學實踐研究內容與撰寫計畫。 

5. 「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研習會」主題：「實踐研究的規劃與經營」、「教學實

踐研究論文撰寫」，另由9位獲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分別進行計畫成果

之口頭與海報分享，計畫主題：「從感動到行動─師培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實踐與反

思」、「PBL教學法是否確實提升學生自我學習、團隊合作與批判思考能力之行動研

究」、「戲劇、服務與轉化力:學生與部落協力之行動研究」、「新酒裝新瓶─聚焦

於素養導向與學習者中心的UbD課程設計與實施之行動研究」、「日文系大四會話課

程中學習製作紀錄片」、「補充教材的內容選擇與多媒體簡報影片製作」、「基於谷

歌AIY套件的頂石工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英語授課情境下之形成性及總結性

閱讀評量行動研究」、「運用WebQuest策略輔助問題導向與專題導向程式課程設計以

提升非理工學習者之程式與問題解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