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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一)課程內容 

  心理測驗課程為心理系大學生之必修課，這門課將採取混成教學模式，結合線上數位資源與實體課程，協

助同學發展建構基礎心理測驗知識。此外，透過聆聽業界專家經驗了解測評在社會或職場中的實際應用現況，

並要求同學運用心理系心測室資源直接接觸專業心理測驗。此外，透過演練歷程，讓同學將專業知識向外擴展

至自己周邊的人，嘗試練習使用測驗作為理解工具，與個案進行互動，蒐集使用者經驗。並在課程最後，更大

規模地社會大眾進行心 理健康評估與知識推廣工作，將專業知識回饋社會。 

 

(二)課程目標 

除一般課程目標外，請說明學生預計獲得與健康促進有關之知識、技能與態度三層面之核心能力(請以條列方式

說明) 

(1)知識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習得哪些知識內容? 

1.能認識各類心理測驗及其背後的理論預設 

2.能理解測驗發展的基本原理 

3.能應用客觀指標評估測驗品質 

 

(2)技能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能具體展現哪些能力或行為? 

1.能熟練測驗工具施測程序 

2.能具備初步分析測驗結果的能力 

3.能以受試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對受測者解釋測驗結果 

 

(3)態度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產生哪些態度或價值觀之正向改變? 

1.對測驗功能抱持合理的期待，而非不切實際地寄望工具能解決所有問題 

2.針對大眾對於趣味測驗的「好準！」感受與迷思，從心理學角度與之互動對話，進一步澄清 

 

(三)課程實施與課堂經營方式 

  心理測驗課程將採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讓同學在知識層面、技能操作層面以及態度層面皆能得到完整的培

育。除了教師在課堂講述之外，結合外部專家、線上數位教材以及系上心測室等資源，協助同學能做中學，並

與真實社會群體互動，傳達正確有用之心理健康評估知識。 

  學期前七周主要由授課教師進行專業知識內容講授，協助同學建立心理測驗領域知識的基本認知，並同步

結合線上平台，提出相關問題，請同學於線上平台進行進行非同步的回應，之後，再回到實體課堂進行總結歸

納與討論。學期中旬，邀請校外測評業界講師與同學分享心測知能在實務上的應用，同時，介紹各類常使用的

心理測驗，要求同學至系上心測室接觸相關測驗資源，以增進同學對於測驗的熟悉度。在學期的後半階段，要

求同學實際運用前半學期所學於小組專題之中，小組專題需與受測者互動，除了熟悉測驗的使用與解釋外，也

對受測者進行觀察，了解使用者經驗，作為後續推動健康心理測量應用之參考。博覽會將會納入介壽健康心理

測量工具予大眾，攤位將協助大眾進行初級心理健康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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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博覽會成果 

1.請說明課程博覽會攤位展覽內容及學生分工規劃 

  透過四種心理測驗，來了解人的時間觀點、主觀幸福感。包含時間文化觀、未來時間觀，還有心理幸福

感、情緒幸福感的測驗。在施測完畢後，能夠立即看到參與者的填答內容，立即給予回饋，透過心理測驗課程

班級的常模，或是原本的測驗常模，或是第一天博覽會的常模作為參照。 

  學生透過 6 人一組，每個時段 2 個小時當中，2 個小組自行分工合作。同時有人進行施測、解測，或是招呼

參與者、協助排隊等等，或是若閒暇之餘，也可以互相協調時間，抽空到其他博覽會的攤位來學習。 

 

2.若搭配其他資源(如企業或校外單位)，請寫出其在課程中的角色及博覽會中的合作方式 

  和心理系畢業生沈于婷合作，設計及印製酷卡，發送給每位參與者作為紀念。 

 

3.課程博覽會評分說明 

課程博覽會所占分數百分比、評分標準及內容(評分方式請自行增減) 

評分方式 內容說明 分數(%) 

教師評分 
授課教師根據學生於博覽會當日活動歷程中展現知識、技能與態度面學用合一

之整體表現給予評分 
20 

同儕互評 修課學生根據「組內」同學於博覽會當日活動歷程中之整體表現給予評分 10 

 

4.成果說明 

請說明課程內容及博覽會中對健康促進概念的具體貢獻 

質化成果 量化成果 

學生學習心理測驗的施測、解測的實務知識。學生學

習將心理測驗推廣給社會大眾，直接面對面接觸 

共有467位參與者投入攤位活動 

 

 

(二)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 請彙整學生滿意度暨學習反思回饋問卷(回收份數須達修課人數 2/3)或其他學習回饋結果(以圓餅圖/長條圖方

式呈現)，並將問卷附於成果報告書內(紙本或電子檔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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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須包含健康促進部分)，並評估課程實施效果 

(1).知識面：學生在透過博覽會的活動當中，運用了心理測驗的相關知識。包含運用常模來幫參與者解釋測驗，

必須要先理解常模的功用，並介紹其所代表的意義，表達該常模與該參與者之間的關係。 

(2).技能面：學生學習和社會大眾互動，試著在施測時注意參與者的填答狀況，若有疑問都能及時處理。若遇到

不同年齡層、不同語言使用者的參與者時，學生也能適切運用合適的溝通方式進行解測。 

(3).態度面：在和參與者解測時，同時也講解心理測驗的知識，嘗試打破大眾對於心理測驗的迷思。也能讓參與

者感受到心理測驗的好處是什麼，透過親身經理來體會「透過心理測驗更認識自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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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錦集 

請提供課堂活動與成果展示之照片各 3 張，底下請提供 10~20 字的文字說明 

 

 

 

 

 

 

 

 

 

說明：協助參與者進行心理測驗 說明：說明攤位內容、解釋何謂心理測驗 

 

 

 

 

 

 

 

 

 

 

 

 

 

 

 

說明：對於個人的測驗結果進行解測 說明：協助參與者進行心理測驗 

  

 

說明：對於個人的測驗結果進行解測 說明：完成攤位任務即可獲得專屬小禮 
 

四、反思與檢討 

課程執行中，課程設計、課堂經營、博覽會規劃等面向遇到問題或困難之檢討 

  原初設計想要將心理測驗結合 app使用，透過工作坊的方式讓學生學習。然礙於挑戰性

太高，最後採用已經常被使用的心理測驗，編入 google表單中，讓參與者方便填答。 

  學生回應也有提到，由於心理測驗的攤位屬於狹長型的，若人一多，不太利於排隊。也

許下次可以有排隊動線，運用紅龍或是在地板上貼標示。或是博覽會規劃更大的場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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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包含排隊動線、也可以收納更多課程攤位。也可以在攤位附近準備一些椅子，成為等待

區、排隊區。 

  博覽會是需要耗費心力來籌備的，未來在課堂規劃中，可以除了既有的知識及技能訓練

之外，另特地安排兩周（以上）的課程時間，用來籌備博覽會活動。包含介紹攤位的工作內

容、工作分配之外，也有臨場反應訓練，或是全班共同討論關於博覽會想要做一些什麼。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同學普遍喜歡博覽會的整體氛圍，包含直接將課堂上的知識，帶給來攤位的社會大眾；

以及參與其他健康促進課程的攤位，在活動熱鬧的氛圍下（有集點、贈品），跨領域、跨科系

的學習，關於任何與健康有關的議題與知識，不管是活動、體驗，都讓學生收穫許多，也能

藉此打破社會大眾對於該專業（例如：心理測驗）的迷思。 

  博覽會的教學方式一方面費力又具有挑戰性，另一方面能夠將課堂知識，透過博覽會活

動等行動，化為屬於自己的內在知識。也透過參與其他攤位的活動來參照自己對於相關知識

領域的理解與體悟。這是我們第一次進行健康促進課程博覽會，就有如此盛大的參與人數，

大家也都盡心投入，也讓參與者及學生都收穫滿滿。期許未來博覽會的課堂形式也能持續舉

辦，激發學生跨領域的學習，以全人教育及發展作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