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教學應用模式之教學教案 

課程實施成果 

學前準備 
教師 學生 

安排非同步課程上課時間 註冊數位教材帳號 

教學策略 實體課程與非同步課程互相搭配， 

 

第 11週 (教學時間 120 分鐘) 
課前學習活動 在課間以課堂活動練習自我覺察與覺察內在冰山練習。 
實施方式 ☐線上同步   R線上非同步   ☐面授 

教學目標 
【情意】：自我覺察觀察與肢體練習的過程中，內在冰山有甚麼變化。 
【技能】：觸覺治療(藝術感知探索、身體知覺) 

教學法與教學

內容 
【講述法】講述觸覺治療學理與案例。 
【示範教學法】示範觀察與身體擺動的肢體動作，讓學生自我練習。 

評量方式 課後作業與心得 
第 15 週 (教學時間 120 分鐘) 

課前學習活動 在課間以課堂活動練習自我覺察與覺察內在冰山練習。 
實施方式 ☐線上同步   R線上非同步   ☐面授 

學習目標 
【情意】：自我覺察觀察與聽覺練習的過程中，內在冰山有甚麼變化。 
【技能】：了解聽覺治療在生活環境聲響、電影中的聲音張力、聲音陪伴優

化生命價值的方式。 
教學法與教學

內容 
【講述法】聽覺治療的學理與案例。 

評量方式 課後作業與心得 

 

課程統計數據 
選課學生數 92人 
授予學分學生數 92人 

使用人次(影片瀏覽、作

業、測驗、討論區相關) 
影片瀏覽 92人次、作業 85人次。 

完課率 80/92 
課程紀錄 

(說明)實體課程照片 



  

學生期末成果展示現場照片 

  

學生期末成果展示現場照片 

 

期末報告小組成果雲端空間 

  
期末報告小組成果(簡報、影片、體驗企劃書) 

 



學生學習回饋 
A同學對線上課程的回饋 
線上課程的內容，優該就是老師想在這門課中，帶給我們的體驗。經過兩次的線上非同步

學習，雖然不如在現場來得興致勃勃與好奇，也不是那麼的有被動跟主動的推力以引發當

下的學習，而且相對生硬了點，但是我可以發覺到，課程的深度大幅的提升，更多可能引

發的內在覺察，也因為有更多時間能夠思考，所以一旦是遇到我很感興趣的主題，我反而

更能深入的去探索多一點除了感覺以外，那些知識或是活動的進行，是否真的很打動我。

但是我覺得一週給的非同步課程，其實主題有點多，我自己比較希望份量能減至 2/3，這樣
對我來說，無論是否有興趣繼續探索的領域，我都有更多時間可以好好消化，或許能因此

能在從容中多了新的體驗。 
B同學 
我在觸覺感知的那門課程中聽到很多對我本科系有益的內容，觸發我很多新的想法。除了

平時接觸最多的視覺感知外，觸覺能為人們帶來更深層、更觸動身心的感受。我雖然不是

一次看完所有的影片，但我覺得分段看完教學影片後，帶給我的收穫超過一堂課給我的知

識量，我也能依照自己的時間選擇學習，自由度相對高。 
學生優良作業 

A同學 
題目:伸展練習，隨著風搖擺身體:	

這是我不算陌生的領域，因為我曾經學舞蹈一段時間，即興創作一直是學習當中很重要的

一個部分，不過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很認真操作了，感覺身體變得很不一樣。在老師的講解

後，我覺得有些觀念更加根深蒂固，就是呼吸這件事，雖然以前也會注意，但感覺還不夠

極致。另一個新的觀念是身體流，跟大自然結合的這件事，課程中有說到搖擺跟八字是自

然的常態，但八字的部分卻是我第一次聽見，可能是因為平常的觀察主要都是以一些更簡

單的線條為主。	

在老師得到這些體會的過程，經歷了一段以常人來看很辛苦的日子，我自己也覺得很辛

苦，但是當我看到畫面中的那些創作，我發現雖然可能沒有了優越的身體能力與純熟技

巧，但取而代之的是心發散而出，經過層層淬鍊而成且充滿質感的自然身軀。	

題目:對於觀看線上課程、作業練習的過程中，請說明內在冰山:	 	

�	感受:熟悉、陌生、有趣、新鮮、無趣	 	

�	感受的感受:複雜而豐富	 	

�	觀點:傳達的概念都存在於我們的生活	 	

�	期待:觀察出具象事物的抽象理念	 	

�	渴望:雖然日常很繁瑣，但追求更多內涵的體會	 	

�	自我:萬物皆有理	 	

題目生活環境聲響:	 	

在羽球場上，有著許多聲響:擊球的聲音，而且球點不同、敲框與否、線的磅數高低，都影響了

最後聽到的結果。止滑鞋底與場地的摩擦聲。選手自己的喊聲。跑動時的喘息聲。場邊觀眾的

加油聲。裁判的判決。教練的指導語等等。身為選手，這些聲音是日常，令人煩躁的同時，卻

又令人嚮往。訓練的時候，總是會遇到撞牆期，或是手感特別差，體力不支的時候，在那些期

間，這些聲音都令人難過而焦慮，十分有壓力，因為不知道自己撐不撐得下去?撐下去努力是否

就能有好的結果?還會不禁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歡這項運動?是否有足夠的理由驅使自己往更高

的技術邁進?	但是在狀況好、心情好的時候，再加上運動時多巴胺的刺激，在球場上的一切，

都甘之如飴，令我十分享受。羽球場上的聲音，是那麼的熱血、有紀律、令人振奮。	

B同學	

Q1:	生活環境聲響:	

在羽球場上，有著許多聲響:擊球的聲音，而且球點不同、敲框與否、線的磅數高低，都影
響了最後聽到的結果。止滑鞋底與場地的摩擦聲。選手自己的喊聲。跑動時的喘息聲。場



邊觀眾的加油聲。裁判的判決。教練的指導語等等。身為選手，這些聲音是日常，令人煩

躁的同時，卻又令人嚮往。訓練的時候，總是會遇到撞牆期，或是手感特別差，體力不支

的時候，在那些期間，這些聲音都令人難過而焦慮，十分有壓力，因為不知道自己撐不撐

得下去?撐下去努力是否就能有好的結果?還會不禁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歡這項運動?是否有
足夠的理由驅使自己往更高的技術邁進? 但是在狀況好、心情好的時候，再加上運動時多
巴胺的刺激，在球場上的一切，都甘之如飴，令我十分享受。羽球場上的聲音，是那麼的

熱血、有紀律、令人振奮。 

 

教師自評與回饋 

教師教學自評表 

**請教師針對本次的數位教材混成課程實施的教學過程進行自評** 

 評選項目 計分標準 自評 

1 對於提升教學的
助益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教學無所助益。 ☐待加強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教學有助益，可

使教師教學更多元，但與傳統教學差異不大 ☐尚可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教學有助益，可

使教師教學更多元，更容易達成教學目標 R佳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教學有助益，可

使教師教學更有創意，更多與學生互動的機會 ☐優 

2 對於提升學生學
習的助益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學習無所助益 ☐待加強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學習有助益，但

多僅止於提高學習興趣及動機 ☐尚可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學習有助益，有

助於該學科領域之加深加廣的學習 R佳 

所進行之數位教學活動對提升學習有助益，特

別是對學生在問題解決、創造思考能力的提升 ☐優 

3 對於數位教學之
專業能力的提升 

本次教學對數位教學專業能力無所提升 ☐待加強 
本次教學對數位教學專業能力所有提升，有助

於日後再運用開放式教育資源之應用與實施 ☐尚可 

本次教學對數位教學專業能力所有提升，有助

於日後進行非同步與同步教學之設計與實施 ☐佳 

本次教學對數位教學專業能力所有提升，有助

於進行遠距課程之教學設計與課程實施 R優 

4 
對於未來投入(或
持續投入)數位學
習有幫助 

對於未來投入(或持續投入)數位學習無所幫助 ☐待加強 
對於未來投入(或持續投入)數位學習有幫助，
可使教師教學更多元，但未來仍會以傳統教學

為主 
☐尚可 

對於未來投入(或持續投入)數位學習有幫助，
可使教師教學更多元，未來有意願運用更多的

開放式教育資源以豐富教學內容 
☐佳 

對於未來投入(或持續投入)數位學習有幫助，
可使教師教學更多元，也使教師教學更有創意

未來有意願投入數位教材的製作與運用分享 
R優 

 



心得與回饋 
(包含教學目標是否達成、授課情況、學生表現、執行困難與解決方案. . .等) 

本學期首次以數位課程融入”傾聽與對話:冰山理論奇幻之旅”的教學課堂，由於原課程是每
一週都以高度互動的方式授課，講述的時間約 40%，小組互動討論與操作的時間約 60%，
因此選擇兩週接軌線上平台的內容，有效達到多元的授課模式、對於內在冰山的覺察也因

為線上課程不同的體驗，有更寬廣的選擇。 
學生對於兩週的線上課程內容安排反映相當正面，唯第二次安排的時數雖然是兩小時，但

是線上講授的內容較多強度較高，因此少數學生反映內容較多不易消化之外，多數學生對

數位教學的應用相當正向。表達線上非同步學習是正向的原因包含(1)課堂內容豐富，與實
體授課的內容互補、(2)線上非同步課程的學習時間彈性，可以自由安排、(3)線上非同步課
程的內容可以重複收看等。 
由於本課程需要相當多元的活動體驗，因此線上課程的內容提供非常豐富的資源，讓學生

進行非同步學習，然而多元的課程內容與課程目標的連結，需要有更多的說明與示範，才

能讓學生更明白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的關聯性，才能更有效促進學生將學習到的能量轉移

到日常生活之中。 

具體建議 

(包含需要獲得數位教學上哪方面的協助？) 

非常感謝計畫辦公室設計一個談性的機制，讓老師可以結合實體與線上課程，非常好奇其

他老師對於線上課程的使用方式、以及引導學生的提問架構，如果有機會可以讓老師之間

多交流，更有效找到多種線上應用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