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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探討學生的體驗學習學習成效:導入離岸風電於港埠課程/Explor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Experience Learning: Introducing Offshore 

Wind Power Project in the Port Course 

一. 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離岸風力發電為近年港埠相關產業重要發展課題，配合政府綠色能

源政府，各大專校院逐年開始開授相關課程以連接產業的人才培育需求，在商管領

域學生中，由於較欠缺實務操作的機會，對於離岸風電的相關知識學習形成阻礙，

本計畫期盼透過體驗學習的活動安排幫助學生強化對於離岸風電相關議題的認識，

藉由課堂教授與業師的協同教學來強化課堂內容的實施成效，藉由職場體驗學習來

強化產業問題解決能力與培養職場就業技能，期能以達成課程與學習目標。 

2. 研究問題  

本計畫擬探討三個研究問題，首先，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將離岸風電相關議題融

入港埠經營與管理相關單元，透過多元測驗方式(如 Zuvio、Kahoot)與資料蒐集(如訪

談、學習單)瞭解學生對各單元的理解程度與學習阻礙。再者，為強化對於實務運作

的認知，本計畫透過專家訪談與整理學生待加強的知識領域，針對學生背景提供場

域體驗、專家演講、專題實作強化產業技能。最後，為提升與培養學生對於資料蒐

集、文獻評析能力，本研究辦理專題競賽增進對離岸風電相關領域問題解決能力，

鏈結學習理論與產業實務的關聯性。 

 

3. 文獻探討 

3.1 體驗學習的研究 

Kolb (1984)提出體驗學習的理論，後續 John Dewey 與 Lewin 結合行動研究的概念

加以推廣在不同的課程領域，過去許多研究指出體驗學習為彈性的課程設計，可有

效提升學習動機、改善師生關係與提高問題解決能力(Berding, 1997; Dickens and 

Watkins, 1999)。 

3.2 離岸風電的研究 

離岸風電為近年各政府機關推動綠色能源重要政策之一，然而政策的推動仍會遇到

相關問題(如環保議題、人才培育、投資風險、運輸維運管理、漁民抗爭等)(Hung, 

2020; Akhtar et al., 2021)，本計畫結合專題研究強化學生思考離岸風電推動時可能

面臨問題能力與提出批判思考的技能。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4.1 教學過程與成果 

 4.1.1 運用線上教學軟體提升學習興趣 

(1)Zuvio 

授課教師於課堂上向同學解釋如何使用電子資料庫查詢文獻，藉此應用於作業與專題研

究報告，並使用 Zuvio 讓同學進行同儕學習，透過多元互動的過程提升學習的樂趣與豐

富性(附件 1)。 

(2)Kahoot 

授課教師結合課程學習單位，設計測驗的資料庫，並利用 Kahoot 測驗檢視學生的學習

成效，藉由競賽方式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與互動效果(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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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題演講 

本計畫配合課程單元，邀請離岸風電產業專家至班上提供專題演講，強化對離岸風電產

業實務作業(如港區船舶作業、港區物流與配送)運用的瞭解(附件 3)。 

4.2 離岸風電場域體驗學習 

本計畫安排修課同學至離岸風電場域進行體驗學習，地點包括臺北港世紀離岸風電設備

股份有限公司、東方超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臺北港

營運處、臺灣港務港勤公司臺中營運所、臺灣風能訓練中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附件 4) 

4.3 期末專題成果報告 

本計畫將修課同學分組，進行專題報告，期中進行書面審查與提供審查意見，期末報告

時邀請專家參與評分(附件 5) 

 

4.4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本研究針對港埠經營與管理的課程大綱中，挑選與離岸風電相關的主題，並訪談學

術與產業專家如何安排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內容(如參訪地點、專題研究主題、業師

演講等)，並於期中與期末進行學生的測驗與反饋意見蒐集，探討學生在導入體驗

學習活動後，利用統計卡方檢定探討學習成效是否有明顯改變(如上課態度、出席

率、考試成績等)。 

 

4.5 教學暨研究成果 

4.5.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在期中考前，使用傳統的授課方式(如講授、紙筆測驗)，在期中考後導入體驗學習

活動(如專家演講、校外場域體驗、Zuvio、Kaoot 測驗等)，加以比較學生的學習回

饋與成效。 

4.5.2 教師教學反思 

(1)透過職場體驗學習與校外專家可強化學習動機，當將學習過程轉化為評量測驗(如

Kahoot、Zuvio)時，學生會更加認真作答。 

(2)學生對於使用電子資料庫查詢資料的經驗較為陌生，未來強化中英文相關文獻的

查詢技巧，以精進專題研究報告的論述內容。 

(3)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較不易主動提問，教師須適時導引(如加分)以協助探索問題，

增強其求知慾。 

(4)現有港埠管理教科書尚未有離岸風電相關章節，教師於額外補充講義與說明。 

4.5.3 學生學習回饋 

    (1)量化回饋 

    期中導入職場體驗後，學生的測驗成績有明顯表現進步(如 Kahoot 測驗的答對率由   

     65%進步至 75%)。 

    (2)質化回饋 

   學生的學習態度(如課堂參與互動情形)有顯著改善，學生對於離岸風電的非管理領域 

   知識(如施工、合約、船舶特性等)仍較為欠缺，需輔以圖片、影片、案例來加強說 

   明。 

 

4.6 建議與省思  

在推動過程中發現兩點實施阻礙，第一為部分學生對於離岸風電的議題仍較為陌生，對

於文獻資料蒐集與閱讀須花較多時間來進行，因此，教師須個別安排面談時間協助每組

同學找到適合的研究主題。為改善此問題，未來可邀請相關領域產業、學術專家參與課

程設計與活動規劃，配合系所發展方向與產業脈絡，於計畫實施中提供更多元學習主

題，協助同學找到合適的學習技能與職涯發展方向。第二為離岸風電的相關領域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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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十分廣泛，學生對於陌生的詞彙(如風力機)較不清楚其功能與應用。為改善此問題，

未來授課教師可利用淺顯易懂的圖片或影片加強說明，並於課堂中進行抽問或測驗，確

保同學都能掌握學習重點，以落實課程規劃的有效性。此外，未來可邀請相關領域專家

參與協同教學，藉由實務面的知識導入來強化同學的學習印象與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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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 Appendix 

附件 1 

  

授課教師於課堂中實施 Zuvio 教學 

 

附件 2 

 
授課教師於課堂中實施 Kahoot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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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邀請伯威海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專家演講 

 

附件 4 

  
至世紀離岸風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體驗學習 

 
 

 

  

至東方超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體驗學習 
 

 

 



6 

 

  

至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進行體驗學習 

 

 

 

 
 

至臺灣港務港勤公司臺中營運所進行船舶體驗學習 
 

 

  

 
 

至臺灣風能訓練中心進行離岸風電訓練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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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進行體驗學習 
 

 

 
 

 

至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瞭解造船原理與現場作業 

 

附件 5  

  
進行期末專題成果報告，針對表現優良組別給予獎金與獎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