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Project Report for MO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計畫編號/Project Number：PBM1110389 

學門專案分類/Division：商業及管理 

計畫年度：111 年度一年期 

執行期間/Funding Period：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實踐與海攬公會落實證照化於海運承攬實務翻轉教學研究 

Flipped Teaching Research to Implement Licensed with IOFFLAT 

in the Course of Marine Forwarder Practice 

海運承攬實務 

Marine Forwarder Practice 

 

 

 

 

 

計畫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蘇健民 副教授 

執行機構及系所(Institution/Department/Program)：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 

成果報告公開日期：█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統一於 2025 年 7 月 31 日公開) 

繳交報告日期(Report Submission Date)：2023 年 8 月 1 日 

 

 

 



2 

 

實踐與海攬公會落實證照化於海運承攬實務翻轉教學研究 

Flipped Teaching Research to Implement Licensed with IOFFLAT 

in the Course of Marine Forwarder Practice 

目錄 

一、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                                  03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03 

2. 文獻探討                                             03 

3. 研究問題                                             04 

4.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05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09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09 

(2) 教師教學反思                                      11 

(3) 學生學習回饋                                      12 

6. 建議與省思                                           15 

二、參考文獻                                               16 

三、附件                                                   17 

    【附件一】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                       17 

    【附件二】教師自我評鑑表                               18 

    【附件三】海運承攬實務課程學生課前問卷                 19 

    【附件四】海運承攬實務課程學生學習回饋單               20 

 

  



3 

 

一、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 

本計畫研究背景與動機、主要文獻、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及

完成工作項目與具體成果說明如下，並列出參考文獻及相關附件資料。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走向多元化發展，走出教室、打破時間與空間限制之學習，已然蔚為趨勢。大學

教育應隨時代變遷與時俱進，大學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了解企業職場需求，跳脫傳

統式教學，導入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透過「人才培育」與「產業連結」，讓大學能更了

解產業發展脈絡，理解產業問題，提出可能創新解決對策，讓大學發揮其社會正向影響力，

期能創造企業、學校及學生三鸁局面。本計畫延續「提問互動、引發思考」的教學模式，

再導入校園「推動證照、翻轉課堂」的海運實務翻轉創新教學模式，結合海運承攬理論與

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協助同學了解海運承攬相關產業中的就業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好讓同學提早了解海運承攬業實務相關作業與規劃。最終教學目標期能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與思考能力，對於運輸領域「海運承攬實務」課程產生學習興趣與成就感，引領學生航

向「學以致用」投身運輸相關產業發展。 

本計畫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以「提問互動、引發思考」的教學模式，引領學生發掘問題、勇於提問、面對問題、

思考解決，鼓勵學生融入運輸領域「海運承攬實務」課程，以達教學目標及養成基本

研究能力。 

(2) 導入「與海運承攬公會產學合作落實證照化於學校課程」，由此創造三鸁的局面，進

而檢視「推動證照、翻轉課堂」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 

A. 對海運承攬業而言，未來可為公司企業吸引更多優秀學子投入海運承攬業的工

作團隊。 

B. 對運輸專業學生而言，鏈結海運承攬業就業市場，在校取得海運承攬公會核發

的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縮短學用落差，更可發揮學以致用之良機。 

C. 對運輸專業教師而言，可有效連結海運承攬業與大學校園，隨時掌握全球航運

市場的脈動與變遷，強化理論與實務結合，以圖創造更堅強的學術實力。 

(3) 將研究導入教學，以問卷調查及「海大 NTOU TronClass 教學與學習管理平台」統計

資料，採用重要度與績效分析方法，將評量分數與上傳 TronClass 平台之授課研讀教

材使用頻率之數據進行交叉分析，以了解 TronClass 平台使用程度與學生學習成效之

相關程度。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透過校園「推動證照、翻轉課堂」的海運實務翻轉創新教學模式，

結合海運承攬理論與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加強學生對海運承攬業專業知識的認知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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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將海運承攬相關議題帶入課堂上，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圖翻轉教學提升學習

成效。在高等教育中，翻轉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思考力與合作力(Robert and Jon, 2017)。

現今學習已脫離傳統紙本文字學習，教學者與學習者皆要朝向「資訊、知識、創新學習」

方向邁進，達到高效能學習(蔡啟達，2012)。根據莊淇銘等人(2016)研究指出，教學智商

(Teaching Intelligence Quotient, TIQ)之高低，影響學生學習成效，須讓學生將知識系統性

的灌進腦中，拓展成具有思考、分析、運用、創新之能力，並具備未來社會所需之競爭力。 

  理論與實務之間常有知識型態差異(侯勝宗，2015)。根據胡惠君(2018)與王淑慧(2018)

的研究均指出，透過 4Ds 雙鑽石設計流程(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教學，除建構

理論知識外，將產業實務融入課堂，帶領學生走入產業，能有效激發學生發現問題、解決

問題，縮短學用落差，達到實踐之目的。在高等教育中，在原課程架構下，若將產業內專

業人士帶入課堂分享實務經歷，或實地見習參訪之實質交流，藉由「多師共同教學」，能

激發學生驗證課堂所學與思考產業發展之實務問題(黃玉幸，2017；徐昌慧，2013)。藉由

將實務帶入課堂，縮短學用落差，進而有效的將高等教育提升成為未來產業之動能(邱錦

田，2016；鄭淑麗，2015；陳信正與廖興國，2017)。 

  根據調查顯示近八成企業主認為「學歷貶值、證照超值」，足以顯示證照制度已為時

勢所趨，若能一照在身，猶如黃袍加身般，職場價值立顯不同。本計畫「實踐與海攬公會

落實證照化於海運承攬實務翻轉教學研究」導入「與海運承攬公會產學合作落實證照化於

學校課程」，不但可驗證課程上所學海運承攬理論，透過參與海運承攬實務學習與海攬公

會施測核發證照，可創造「海運承攬業、運輸專業學生、運輸專業教師」三鸁的利基環境。 

3. 研究問題 

(1) 臺灣是個四面環海，以海洋立國的國家，加上進出口貿易是主要經濟支柱，航運業發

展較早，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臺灣國際貿易海運就佔 90%以上，可見海上運輸對臺

灣經貿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全球海運經歷近 10 年的低迷景

氣，2020 年初爆發新冠疫情，卻成為海運業景氣榮枯的轉捩點，海運業者對後市仍抱

持樂觀態度審慎面對。海運承攬業係負責海運進出口貨物的承攬、報關、倉儲及汽車

貨運等服務，因此對海運產業的發展榮景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本系旨在培育整合型國

際運輸與物流專業人才，提昇未來在國際運輸與物流領域所需求之高科技人才競爭力

為目標，因此本研究強化校園「推動證照、翻轉課堂」的海運實務翻轉創新教學模式

確能迎合國際航運產業發展趨勢，養成海運產業所需即時專業人才，符合海運市場接

軌國際之需求。 

(2) 近年來常有機會拜會企業高階主管交換產學意見，普遍反應大學畢業生缺乏實務經驗，

無法即時融入職場環境。面臨快速時代變化，若無法養成軟實力及硬實力應對未來職

場挑戰，就會失去競爭力遭無情淘汰。過去在教學上，採「提問互動、引發思考」的

實務教學模式，雖使同學理論與實務融合，提前了解職場文化，但仍無法融入教師所

述的教學情境或實務個案中。為改善此情形，本研究構思「首度與海運承攬公會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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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落實證照化於學校課程－先將海運承攬公會專業師資引入課堂，再經海運承攬公

會測驗合格核發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課程結業證明書」融入教學，強化校園「推動證

照、翻轉課堂」，使學生畢業前就能了解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面，真正達到產學無縫

接軌零落差。 

(3) 根據調查顯示，近八成企業主認為「學歷貶值、證照超值」，足以顯示證照制度已為

時勢所趨，若能一照在身，猶如黃袍加身般，職場價值立顯不同。以往大學教育普遍

偏重理論教學，欠缺實務應用融合，主因高學歷的教授本身缺乏實務經驗，又不願導

入企業業師加強實務教學，導致目前社會已有證照比學歷重要之趨勢認知。為解決此

問題，本研究「落實證照化於海運承攬實務翻轉教學法」應用導入大學課程教學，將

海運承攬理論與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結合，協助同學了解海運承攬相關產業中的就業

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好讓同學提早了解海運承攬業實務相關作業與規劃，畢業前

即可提早取得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為海運承攬業人才做最前期規劃與培育，縮

短學用落差。 

(4) 導入「與海運承攬公會產學合作落實證照化於學校課程」，進而創造三鸁利基環境： 

A. 對海運承攬業而言，未來可為公司企業建立新的選才或留才管道，吸引更多優

秀學子投入海運承攬業的工作團隊。 

B. 對運輸專業學生而言，鏈結投入海運承攬業就業市場，不但可縮短學用落差，

更可發揮學以致用之機會，成為優秀海運承攬專業人才。 

C. 對運輸專業教師而言，可有效連結海運承攬業與大學校園，隨時掌握全球航運

市場的脈動與變遷，強化理論與實務結合，以圖創造更堅強的學術實力。 

4.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1) 研究設計與規劃說明： 

  本計畫的教學設計與規劃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成績考核方式、各週課程

進度、學習成效評量工具」等說明。 

A. 教學目標 

  本計畫透過「提問互動、引發思考」的教學模式，以落實運輸領域「海運承攬

實務」課程專業知識傳授，培養學生對於航運市場的認識，奠定日後從事運輸產業

應用海運承攬理論與實務之基礎。 

  計畫導入校園「推動證照、翻轉課堂」的海運實務翻轉創新教學模式，構思將

結合海運承攬公會引入實務專業師資進入校園教室講授海運承攬業實務相關課題，

期使同學能夠透過此課程的產學合作緊密連結，協助同學了解海運承攬相關產業

中的就業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好讓同學提早了解海運承攬業實務相關作業與

規劃。為海運承攬業人才做最前期規劃與培育，達到「理論與實務、學用合一」的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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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學方法 

  本課程第一階段先由授課教師於課堂上以簡報檔或圖表方式講授海運承攬實

務相關理論基礎知識，本課程將於每週授課前，先在「海大 NTOU TronClass 教學

與學習管理平台」上傳教學教材並設計課堂上互動問題，提供學生「課前預習、課

後複習」，並自我確認學習成效；於正式課堂上，實際解說並提問引導思考，讓學

生對本課程提高學習興趣，也能在課後或考前自行前往系統進行課業複習，以圖增

進與強化自學能力。 

  第二階段結合海運承攬公會引入實務專業師資進入校園教室講授海運承攬業

實務相關課題，於業師前來分享實務經驗前後，由授課教師分別進行相關課題海運

承攬法理之論述，於業師前來分享時則從旁引導學習與解說，使學生就理論與實務

融會貫通。 

  最後階段為課程學習評估測驗，本課程導入「與海運承攬公會產學合作落實證

照化於學校課程」，因此課程結束後將配合海運承攬公會的考核，所有經測驗合格

通過的同學，均會獲發由海運承攬公會核發之「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本證

照未來可為學生從事海運承攬相關產業工作時之最佳利基。 

C. 成績考核方式 

有關本課程學期成績考核評分標準如下： 

學習態度考核(佔 30%)： 

 －出席率(每週點名)          20%  

 －課堂參與程度及主動提問   10% 

學習成效考核(佔 70％)： 

 －心得報告作業             10%  

 －隨堂測驗                 20%  

 －期中與期末考核           40%  

 

D. 各週課程進度 

「海運承攬實務」課程進度表，詳如表 1 所示。 

表 1 課程進度表 

週次 授 課 大 綱 

第 1 週 學期課程簡介說明 

第 2 週 FIATA 及海運承攬與物流概論 

第 3 週 承攬業相關法令概論 

第 4 週 複合運送概論 

第 5 週 貨物通關實務 

第 6 週 自由貿易港區與海運快遞通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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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週 貨櫃集散站作業實務 

第 8 週 OP 文件作業實務 

第 9 週 期中考試 

第 10 週 國際物流供應鏈安全實務 

第 11 週 訂艙配櫃操作實務 

第 12 週 美國線操作實務 

第 13 週 美國線操作實務 

第 14 週 歐洲線操作實務 

第 15 週 歐洲線操作實務 

第 16 週 亞洲線操作實務 

第 17 週 亞洲線操作實務 

第 18 週 期末考試 

 

E. 學習成效評量工具 

有關學習成效考核項目以心得報告作業、隨堂測驗、期中與期末考核方式進行

評量。 

E1. 心得報告作業：每週課程講授結束，便要求學生於次週前繳交心得報告作業，

俾能經由了解學習程度，學習解決海運承攬實務問題的邏輯推理能力，加深

對海運承攬實務課程之理解，以達到「做中學」之教學理念。 

E2. 隨堂測驗：教師將於「海大 NTOU TronClass 教學與學習管理平台」立即針

對當日課程內容進行出題。此平台係混成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的學習管理

應用，學生可利用智慧型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學習。學生亦能在線上提出問

題，與教師進行一對一討論。 

E3. 期中與期末考核：針對學生學習成效之驗收，從中了解學生在階段性整體學

習上之不足，以便教師針對學生不理解部分，再次加以詳細解說。 

(2) 研究方法 

A. 教學策略 

A1. 採用「提問互動、引發思考」的教學模式，引領學生發掘問題、勇於提問、面

對問題、思考解決，幫助學生對理論建立清晰的邏輯架構而非零散的概念理

論，讓學生在增廣知識中，體會「海運承攬實務」課程之實用價值，期能從

中產生盎然之學習樂趣。 

A2. 為了使「海運承攬實務」課程的理論與實務結合，導入「與海運承攬公會產

學合作落實證照化於學校課程」，培養學生了解海運承攬相關產業中的就業人

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A3. 採用互動式教學方法，結合線上教學系統，一方面以用心與專業教學方式，

建立「教與學」表率，啟發學生嚴謹學習態度；另一方面，利用線上教學系

統，讓學生隨時隨地皆能與教師進行相互討論與心得分享，激發學生學習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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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問卷調查與分析 

B1. 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 

  透過每週課後實施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由學生就教師在「海運承

攬實務」課程表現進行調查，調查表評核項目分為業師講授的整體表現及學 

生自我評量兩大部份，詳如附件一。教學反應學生意見所蒐集之資料，主要

用於分析學生在各評估項目之平均值變化與意見反應，提供給教師教學方面

的反饋與參考，期能隨時掌握學生之學習成效，並以同理心，從學生學習之

角色觀點，用心了解學生之需求，並掌握學生之動態性學習過程，綜合思索

如何改善教學方式與方針，方能讓學生有最大收穫。 

B2. 教師自我評鑑表 

  教師自我評鑑是希望透過此評鑑，找出教學上可能存在的問題，讓教師 

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來解決問題。以創造最優質的授課環境與教學品質為目

的；有關「教師自我評鑑表」如附件二所示，其內容包括「教師對課程的了 

解程度、課程的講解及與學生的互動、教師對教學之熱忱」等項目。開設課

程之授課品質與教學成效能否臻於至善，良好的課程規劃、有效的教學活動、

教師的專業素養、教學成果的評核與反饋活動之充分配合為其關鍵所在。基

於此，利用教師自我評鑑表，隨時進行自我評鑑與省思，期望構建最適學生

之學習環境，透過學生意見調查表以及教師自我評鑑表使「教與學」兩方皆

能達到最大效益，使「海運承攬實務」課程教學成效達至最適。 

C. 資料處理與分析 

  將針對前述問卷調查所得資料，採用重要度與績效分析法(IPA)進行資料處理，

找出「繼續保持區域、主要改善區域、次要改善區域及過度區域」；進而就所得資

料，透過信度及效度分析，具體呈現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以期有效提升「海運承攬

實務」課程整體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藉由「海大 NTOU TronClass 教學與學習管

理平台」統計資料，得出學生上網點閱教學教材的時間與頻率，與學生學期成績進

行互相比對，結論出線上教學系統之成果效益，並鼓勵學生善用學校所提供之網路

資源。 

D. 計畫實施流程圖 

  關本計畫「實踐與海攬公會落實證照化於海運承攬實務翻轉教學研究」 實施

流程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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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實施流程圖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A. 課前前測問卷 

  本課程選課人數 68 人，其中 1 人選課無故未到課，因此問卷回收份數為 67

份，本課程於課程開始前向學生們發放問卷，共 10 題，如附件三所示，主要目的

調查同學們在修課前對於海運承攬實務的了解程度，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2 所

示。根據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很多同學在選修此課程前，對海運承攬實務方面相關

知識都十分的不了解，每個問題面向都有將近九成的同學對該領域不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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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前測問卷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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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題實務演講 

  本課程結合海運承攬公會引入實務專業師資進入校園教室講授海運承攬業實

務相關課題，共安排 14 場次各界業師入班進行專題實務演講，每場次演講均圓滿

達成並獲得同學們的一致好評，部分同學常會於課後向業師詢問相關問題或是未

來實習建議等。 

 

圖 3  2022/10/26 貨物通關實務課程授課狀況 

C. 證照考取 

本課程在學期末舉行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測驗，並由海運承攬公會派專

員到課堂親自實施測驗。最後證照測驗獲取證照之人數呈現，本課程選課人數共 68

人，1 人缺課過多扣考，1 人因故最後自行決定放棄考試，實際參加證照測驗人數

66 人，通過證照測驗人數 66 人，取照率 100%，(取照及格分數 75 分)。結果顯示

本課程選課學生認真程度及學習效果顯著。 

(2) 教師教學反思 

海運承攬實務課程已開設多年，選課學生人數眾多，課程教學評鑑成績也獲得高

分肯定，之前採用「提問互動、引發思考」的教學模式，雖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講

授模式，但課後仍不知學生是否真的聽懂學會受用。本計畫改變教學模式，除延續「提

問互動、引發思考」的教學模式外，再導入校園「推動證照、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

結合海運承攬公會引入實務專業師資進入校園教室講授海運承攬業實務相關課題，期

使同學能夠透過此課程的產學合作緊密連結，協助同學了解海運承攬相關產業中的就

業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好讓同學提早了解海運承攬業實務相關作業與規劃。課程

教學策略採多元方式，課前於「海大 NTOU TronClass 教學與學習管理平台」上傳教

學教材並設計課堂上互動問題，提供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並自我確認學習

成效；課堂上實際解說並提問引導思考激發學生；每堂課後撰寫心得報告藉以了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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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狀況並於 TronClass 平台即時出題讓學生答題督促學習進度；實施期中及期末

考核驗收課程整體學習成效。課程結束後由海運承攬公會派專人至課堂進行考核，所

有經測驗合格通過的同學，均獲發由海運承攬公會核發之「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

本證照未來可為學生從事海運承攬相關產業工作時之最佳利基。 

為檢核本計畫教學成效，學生方面透過課前課後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比較，結果顯

示選課修習前有近九成學生對於海運承攬實務相關專業知識不了解，修習課程後有近

八成的同學認為更加了解海運承攬的產業現況，且有九成的同學認為考取海運承攬業

基礎實務證照對未來求職方面是有利的。本課程選課人數共 68 人，1 人缺課過多扣

考，1 人因故最後自行決定放棄考試，實際參加證照測驗人數 66 人，通過證照測驗

人數 66 人，取照率 100%，結果顯示本課程選課學生認真程度及學習效果顯著。教師

方面透過教學課程評鑑及教師自我評鑑表，期能反應出教學上可能存在的問題，讓教

師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來解決問題，以創造最優質的授課環境與教學品質為目的。教

學課程評鑑成績仍維持 4.7分高分肯定，顯示本計畫課程整體教學仍獲學生高度肯定。 

(3) 學生學習回饋 

A. 課後問卷 

  本課程於課程結束後對同學進行問卷調查，共設計 13 題，如附件四所示，主

要想了解課程結束後，同學的學習成效及對未來就業規劃幫助程度如何。本次課後

問卷因有 1 位同學選課後無故未到，因此問卷回收份數為 67 份。統計結果如圖 3

所示，將近八成的同學在修課後認為這堂課有讓他們更加了解海運承攬的產業現

況，且有九成的同學認為考取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對未來求職方面是有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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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課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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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後問卷同時詢問同學們是否有印象深刻的講師或課程內容，彙整如下： 

1. 經管系廖同學：「楊永華講師，講師給了許多未來生涯的建議，也提供很多

不同的想法給我，對我來說很有幫助!張正孝講師，講師的簡報內容及上課

講解的非常詳細，也很淺顯易懂，實務上很常出現的問題也清楚的讓大家

瞭解，讓我學到更詳細的實務內容。」 

2. 運輸系謝同學：「林政雄老師，因為課程內容很詳細，也讓我加深對進口貨

物通關程序的理解」 

3. 運輸系陳同學：「超捷的張正孝老師，因為老師上課口條清晰，而且會用很

多業界遇到的故事及與理論不同的部分與我們分享，讓我們更了解

Forwarder 實際的工作內容。」 

4. 運輸系吳同學：「翁一鳴教授，因為教授在講課時將實務與貨櫃集散站的理

論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且講話速度適中，不會有聽不清楚的問題發生.」 

B. 研究分析比較 

  本研究從課前與課後問卷中挑選兩題來做分析比較，如圖 5 所示，就海運承

攬業相關專業知識層面來看，在課程開始前 67 位修課同學中有 64 位同學對該領

域的專業知識不了解，而在修課後有 49 位同學對海運承攬專業知識有了更多的了

解。如圖 6 所示，在課前同學們也表達對海運承攬業產業現況不甚了解，在 67 位

同學中有 65 位同學對表示不理解，其中有 51 位甚至是表示非常不理解，可見同

學們對產業現況缺乏認知，課後有 54 位同學表示在修習完課程後有提升他們對產

業現況的了解狀況，可見此課程有助於同學增加對產業現況的認知。 

   

圖 5 課前及課後問卷－專業知識層面比較 

   

圖 6 課前及課後問卷－產業現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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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 

根據調查顯示，近八成企業主認為「學歷貶值、證照超值」，足以顯示證照制度已為時

勢所趨。本研究「落實證照化於海運承攬實務翻轉教學法」應用導入大學課程教學，將海

運承攬理論與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結合，協助同學了解海運承攬相關產業中的就業人員應

具備的專業知能，畢業前即可提早取得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縮短學用落差，藉由教

學成效檢核確知成果良好。 

本課程實施過程非常順利，安排的業師專題實務演講均能順利圓滿達成且獲得學生一

致好評。不過邀請企業業師蒞校專題實務演講時，仍有部份同學無法專心聽講，甚至有打

瞌睡的現象發生。未來建議可朝幾個面向思考調整： 

(1) 授課時段可調整至上午時段，因下午時段授課學生注意力可能較不容易集中，若教室空

調受限較悶熱空氣不流通，則易使學生陷入昏睡。 

(2) 業師講授實務內容有些可能較專業艱深不易理解，未來教學互動需多注意學生學習反應

並適時加強說明。 

(3) 多設計教學互動機會，使講授內容更為生動活潑，透過 Q&A 或有獎問答方式，促使學

生專心聽講，增加同學對課程內容的吸收與印象。 

(4) 本課程結合海運承攬理論與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加強學生對海運承攬業專業知識的認

知與理解，若可安排校外企業實地實務參訪，應能有效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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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反應學生意見調查表 

各位同學好： 

請您依本次課程邀請業師授課內容提供寶貴的建議與回饋，期能藉此做為日後檢討改進

之參考。感謝您！ 

授課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下午  點  分到  點  分 

授課主題： 

授課業師：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意 

很不

同意 

一、 業師講授的整體表現 

1. 業師講授內容符合演講主題      

2. 業師對講授時間掌握得宜      

3. 業師專業知識能力佳      

4. 業師講授技巧與表達能力很好      

5. 業師講授態度很好      

6. 業師對學生發問之解決能力佳      

7. 業師講授內容組織條理分明      

8. 業師講授內容明確易懂      

9. 業師講授內容充實具有啟發性      

10. 業師講授內容具有實用性      

二、自我評量      

1. 我認為聽完此演講對我有一定的幫助      

2. 本次演講有助於提昇自己的專業知識      

3. 對此次演講的整體效果滿意      

4. 此次演講，我有認真聽講學習      

三、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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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師自我評鑑表 

教師自我評鑑表 

課程名稱：海運承攬實務            授課日期：2022 年  月  日 

一、教師對課程之了解程度 

1. 我的教學科目與我的個人學術研究領域符合 □ 

2. 我總是能提出清晰之教學大綱 □ 

3. 我能掌握課程目標及進度 □ 

4. 我的授課內容與課程相關 □ 

5. 我清楚了解與海攬公會落實證照化內容 □ 

二、課程之講解及與學生之互動 

6. 我提供之教材難易度適中 □ 

7. 我授課時能與學生維持良好之互動 □ 

8. 我能適時發覺學生之學習困難並能耐心指導 □ 

9. 我能依據學生課堂反應及參與度，改善教學內容及方式 □ 

10. 學生對企業業師到校講授有興趣，課堂參與度高 □ 

三、教師對教學之熱忱 

11. 我能運用多元教材學方式提升學習效率 □ 

12. 我總是按時上下課且不自行調課 □ 

13. 我對學生作業能仔細評閱並給予建設性之建議 □ 

14. 我的評量係針對課程目標施測且過程公開合理 □ 

15. 我會依學生回答之問卷結果，適時地調整教學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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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海運承攬實務課程學生課前問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生基本資料 

系所班級  

姓名  學號  

 

二、課前調查 

（請依實際情況在□中勾選出最適當的選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對海運承攬業相關專業知識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2. 對海運承攬業產業現況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3. 對複合運送業相關專業知識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4. 對複合運送業產業現況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5. 對貨櫃集散站作業實務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6. 對 OP 文件及訂艙配櫃操作實務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7. 對自由貿易港區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8. 對於貨物通關實務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9. 對危險貨物國際海運規則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10. 對各地區航線操作實務的了解程度。 5 4 3 2 1 

 

  



20 

 

附件四 

海運承攬實務課程學生學習回饋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生基本資料 

系所班級  

姓名  學號  

 

二、學習回饋 

教學課程回饋（請依實際情況在□中勾選出最適當的選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本課程能讓我更深入地學習到專業知識。 5 4 3 2 1 

2. 本課程所聘請的演講者合適。 5 4 3 2 1 

3. 本課程有助於解決我學習上遇到問題與困難。 5 4 3 2 1 

4. 本課程能提升我對產業現況的了解。 5 4 3 2 1 

5. 本課程能激發我對產業的興趣。 5 4 3 2 1 

6. 本課程讓我學到從不同的角度和層面看產業現況。 5 4 3 2 1 

7. 本課程有助於提升自我的學習規劃能力。 5 4 3 2 1 

8. 本課程讓我願意投入更多時間在學習上。 5 4 3 2 1 

9. 本課程有助於我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5 4 3 2 1 

10. 本課程有助於我對於未來職涯規劃。 5 4 3 2 1 

11. 本課程能幫助我進行職涯諮詢。 5 4 3 2 1 

12. 本課程能增加我對於職場的認識。 5 4 3 2 1 

13. 考取「海運承攬業基礎實務證照」對我的未來的職涯規劃是

有幫助的 

5 4 3 2 1 

你印象最深刻的講師及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