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盟數位教學教法報告>

應用OMO混成教學模式於大班授課：以「AI素養與運算思維」課程為例

一、 簡介

本報告將探討 OMO 教學模式(Oneline merge Offline，以下簡稱 OMO)在大

班課程中的應用，希冀創建新一代教學模式，以利教學資源之整合及提升

教學成效，有效整合教學資源，擴大學習資源影響範圍。

二、 背景

在後疫情時代，網路校園將蓬勃發展，教師在教材準備、教學策略與學生

帶領上勢必要做改變，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可以不侷限在教室，混成學

習成為新一代的創新教學模式。因此，規劃結合線上與線下學習，虛實融

合教學資源，並導入新興科技技術，創造數位教學資源支援端共享環境，

協助教師製作創新教學媒材及運用數位科技，投入數位教學的實施。藉由

一位帶領老師及隨課老師或助教，共同營造線上線下混成學習的新教學模

式，擴大學習資源可達範圍，讓更多學習者可以共同學習，不受教室修課

人數限制，創造共贏局面。

三、案例描述

(一) 課程簡介：本報告以淡江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AI 素養與運

算思維」課程為例。本課程包括人工智慧、運算思維、雲端服務等三

大主題，以奠定學生於資訊領域技術發展之基礎。課程採取線上融合

線下(Online-Merge-Offline)之混成式教學。

(二) 課程教學目標

(1) 瞭解人工智慧的概念

(2) 理解運算思維 

(3) 熟悉雲端服務

(三) 授課對象：大一至大四，含跨校選修生，共計 125 名學生修習。

(四) 授課教師：張志勇教授、郭經華教授、張峯誠教授等多位老師合

授

(五) 上課地點：

1. 淡江學生：依學號末碼之奇偶數進行分配： 學號奇數：單數週於

I501 遠距教學教室實體上課、雙數週於 B713 教室遠端實體上課 

學號偶數：單數週於 B713 教室遠端實體上課、雙數週於 I501 遠

距教學教室實體上課。

2. 跨校選修學生：於線上同步上課



(六) 授課進度表：



(七) 教學模式運作

週數 教學方法與策略 上課模式 備註

1 課程簡介說明，以及 同校生實體上課 實體教室：主領教師、



分組說明、評量內容 跨校生同步上課           隨課教師

線上同步：隨課助教

2-7 1. 講述教學法

2. 示範教學法

3. 導入引進課外實作

比賽「黑客松」

同校生實體上課

同校生遠端上課

跨校生同步上課

實體教室：主領教師

遠端教室：隨課助教

線上同步：隨課助教、

          隨課教師

9-13 1. 結合磨課師課程

「AI 素養與思

維」，作為課前預

習、課後補充教

材，並部分應用翻

轉教學法

2. 講述教學法

同校生實體上課

同校生遠端上課

跨校生同步上課

實體教室：主領教師

遠端教室：隨課助教

線上同步：隨課助教、

          隨課教師

14-18 1. 講述教學法

2. 示範教學法

同校生實體上課

同校生遠端上課

跨校生同步上課

實體教室：主領教師

遠端教室：隨課助教

線上同步：隨課助教、

          隨課教師

在這門課程中，我們使用了OMO 的教學模式，部分週次讓學生在課前

觀看磨課師課程教學影片，學習新知；課堂時間則主要用於教學、討論和實作，

課後參加黑客松比賽。

第一堂課程簡介說明 實體教室 VS 跨校同步



結合運用磨課師課程「AI 素養與思維」

實體上課 VS 遠端上課 VS 同步上課 實體上課 VS 遠端上課 VS 同步上課

「黑客松」比賽實作展示 「黑客松」比賽頒獎

五、學習分析

(一) iClass 學習分析

本課程均需在 iClass 學習平台進行學習、繳交作業、完成測驗，相關評量活動

分析結果如下圖：

項目：作業繳交情形



項目：線上測驗完成情形



(二)PED(Performance& Engagement Diagram)分析圖

為能及時掌握學習樣態、分群呈現適性輔導、警示燈號串接導師系統以利

導師共同輔導等，學生可透過 PED系統的各項儀表板，進行自我學習健檢，掌

握自己在班上的學習表現，以調整學習節奏、學習方式，或求教於師長、同儕，

以達自我鞭策的效益。

如圖 A所示，本課程透過學生之 PED，能幫助學生自我學習健檢，圖中每

一個黃點皆對應班上某位學生的學習及參與表現，紅點為學生本人在班上的學

習成效（Performance，P值）與參與度（Engagement，E值）的位置，學生可

得知自己對比同儕之學習情況，此外也發現本課程大部分學生的分布情況，若

落在第二、三象限之群體，需要多多關注和提醒。

圖 B 為全班逐週之 P平均值（藍）、E平均值（灰）與學生逐週之 P值

（橙）及 E值（綠）之比較，可做為個人和全班相關比較之表現，若低於班平

均之表現者，則需要多加了解自身的學習情形，哪一部分需要再加強。

圖 A：PED能幫助學生自我學習健檢，紅點

為學生的表現在班上的位置

圖 B：全班逐週之 P、E平均值與學生表現之比

較

六、結論

    本報告的案例研究顯示，學習學習參與度普遍較佳，透過OMO 教學模式

可以有利於教學活動多元性之安排，讓學生提升參與學習活動次數，進而達成

學習目標，然而，如何將此教學模式應用到不同的課程和學生群體，仍需要進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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