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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簡介 

(一)課程說明 

課程以多元角度來介紹了解人類行為的相關理論，呈現人類行為及影響的相關因素，包含

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家庭環境、社會系統、文化因素等等。使同學瞭解一般人類行為發展

的歷程，也探討促進或阻礙行為發展的可能因素。使同學能具備基本的分析與運用能力，

有助於後續擔任社會工作時，能有效分析個案處境、並設定處遇目標。 

本課程為學分 2-2的學年必修課。 

 

(二)合作單位 

(1)計畫合作之社區或機構 

於新莊、泰山、樹林、五股等區域之公托中心。經探詢機構同意後，共有十一家公共托育中

心協助執行此計畫。由於公共托育中心的營運重點在於協助家長照顧受託的嬰幼兒，無太

多精力可接受學生採訪，經溝通協調，確認以協助本計畫轉發問卷予家長的形式，來參與

此計畫。學生們透過家長填答問卷回收後分析的資訊，可了解嬰幼兒家長最關心在意的照

顧議題為何，並據以設計短影片或懶人包，回饋家長作為照顧子女的參考資訊。 

 

合作單位新莊地區共有四家、五股和樹林地區各有三家，另外泰山地區則有一家，分述如

下： 

 

新莊地區：新莊頭前公共托育中心、新莊裕民公共托育中心、新莊思賢公共托育中心、新莊

建國公共托育中心。 

五股地區：五股興珍公共托育中心、五股成泰公共托育中心、五股五權公共托育中心。 

樹林地區：樹林保安公共托育中心、樹林彭福公共托育中心、樹林三多公共托育中心。 

泰山地區：泰山幼獅公共托育中心。 

 

(2)請說明該社區/機構實際需求或須解決的問題 

公共托育中心係兒童福利下補充性的服務，協助有嬰幼兒的家庭，讓家長於日間外出時，

可有托育照顧孩子的地方。由於嬰幼兒的新生命剛開展，在照顧和辨識孩子行為，以及如

何滿足行為背後的需求，極有挑戰性。特別是許多新手爸媽是第一次擔當為人父母的角色，

更需要有正確的知識提供他們參考，才能照顧好孩子的身心健康。 

 

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方案執行情況說明 

本課程學習安排，分為相關知能教學與實作兩部分。人類行為與發展知識教學的部分，持續

整學期，由授課老師負責講授。其中嬰幼兒發展與照顧相關知能是這學期的重點課程。人從

懷孕、出生到嬰幼兒發展階段，未成年親職、子女照顧議題皆包含於本課程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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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安排專家到課分享，協助學生能對嬰幼兒照顧實際情況更為有感，了解嬰幼兒在生理、

心理、社會方面發展可能面臨哪些議題；以及學習如何製作影片或懶人包，將相關育兒知識

深入淺出地整理好並有效表達。分述如下： 

 

9/29邀請心路基金會楊玉玲社工主任演講，分享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人在情境中」概念，

以系統觀點協助學生理解，當家長發現嬰幼兒子女有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等狀況時，可能會

有哪些反應，以及了解目前早療單位如何提供服務回應家長照顧嬰幼兒子女需求。 

 

10/20 安排友洗社創社工黃燕茹，分享自己過往設計短影片和懶人包的經驗。黃燕茹社工過

往工作經驗，有大量負責製作文宣經驗，除了生動風趣以現在的服務對象為例，分享拍攝影

片和製作文宣懶人包的經驗談，讓學生們了解實務上透過圖文傳達訊息的重要性，並也特別

被提醒在設計相關作品中，應注意到的原則，包括版權、隱私保護避免衍生過多麻煩，也認

識到相關圖文製作資源。 

 

於學期期中考過後，學生分組進行健康促進的實作。68名學生中(2名學生雖選課，但因決定

轉學而未參與課程)，共分成 11 組，透過小組合作方式，讓同學協力製作短影片或懶人包，

以分享育兒知識給新莊、泰山、樹林、五股等區域家有嬰幼兒的家長參考。 

 

實作過程中包含多項步驟：問卷規劃與設計→問卷發放與回收→整理問卷分析統計家長需求

→擇定議題並製作影片或懶人包→成果發表。 

 

問卷規劃與設計 

學生應用在社會工作研究法所學，練習設計問卷題項。經小組討論並整合後上傳作業系統，

老師依據學生設計的問卷草案，擇取合適問項納入並設計共用版本的問卷，讓學生分組至各

合作公共托育中心發放問卷，由機構托育人員協助發放家長填寫，學生們再回收。 

 

為避免家長覺得負擔過重，問卷僅一頁，且以勾選為主，方便家長填答。至機構發放問卷過

程中，有些組別學生會藉機觀察使用公托中心的家長行為樣貌，作為後續設計的參考。 

 

懶人包製作 

問卷回收後，學生統計後分析各個中心家長的困擾，從中選擇家長們最最困擾或關心的議題，

如孩子不吃藥、斷不了奶嘴、淺眠睡不久...等，設計圖文並茂的影片或懶人包，教導家長如

何陪伴子女、或親職指導。 

 

期末成果發表 

於 12/29 執行期末成果分享，各組學生輪流上台報告至各公共托育中心統計的情況並發表影

片或懶人包之製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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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 

(1)課程成果 

 

(2)社區成果 

 

(3)社區回饋 

學生於 111年 12月 29日完成小組成果報告，並接受實務社工和授課老師的回饋講評，後

續將再做修改，故本學期尚未將影片和作品轉寄給機構，故難以了解社區回饋為何。後續

再處理。 

  

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 

1. 

透過心路基金會楊玉玲社工主任分享，學生

能實際了解早期療育領域社會工作的實務

工作，實際了解針對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服

務對象及其家庭的需求，相關服務背後如何

應用「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知識來理解服

務對象，並回應設計服務內容。 

2. 

透過友洗社創社工黃燕茹，學生能認識知識

分享的重要，並能學習到製作懶人包、短影

片的相關技巧。 

 

1-1修課學生中有65人(92%)參與於分享聽

講。總計60人實體出席+5位線上參與。 

 

1-2修課學生中64人完成(91%)的學生完成

聽講心得。 

 

 

2-1修課學生中有61人(87%)參與於分享聽

講。總計54人出席+7位線上參與 

 

2-2修課學生中有61人(87%)完成聽講心得 

 

2-3學生均能舉出至少三種知識傳遞的作法

或技巧，應用在期末影片或懶人包設計中。 

 

2-4因配合學生修課與實作時間，集中辦理

一次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111年12月29日

舉行) 

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 

 

預期所處社區中的父母，能透過社工分享學

生製作的懶人包或短影片，學習到照顧、教

養幼齡子女的知識做法(預計課程結束後學

生再依據回饋建議修正作品後，再傳送各合

作公托中心) 

 

 

新莊、泰山、樹林、五股地區共有11家托嬰

中心協助計畫發放問卷。 

學生依據問卷回收結果分析，課程期末共產

出11個作品：9支嬰幼兒照顧相關知識短影

片；2份嬰幼兒照顧相關知識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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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 

學生滿意度暨學習反思回饋問卷依教發中心提供範本發放。本課程修課人數共 70人，但實

際有參與課程學習者為 68人。問卷施測以線上進行，通知 68人，回收 36份(52.9%)。依據

回收內容分析如下： 

 

課程的內容規劃適切、教材內容有助於學習、難易適中，讓我在學習過程中沒有負擔。 

選擇「非常同意」為 13名，選擇「同意」為 20名，選擇「普通」為 3名。 

 

 

授課教師清楚說明執行健康促進課程內容。 

選擇「非常同意」為 18名，選擇「同意」為 16名，選擇「普通」為 2名 

 

 

課程能結合實務專業，有助於我將所學到的知識應用於實務上。 

選擇「非常同意」為 20名，選擇「同意」為 14名，選擇「普通」為 2名 

 

36.1%

55.6%

8.3% 0.0%0.0%

內容規劃適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0.0%
44.4%

5.6%
0.0% 0.0%

清楚說明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5.6%
38.9%

5.6%
0.0%0.0%

結合實務專業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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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其他課程，我在修讀本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創新靈活的學習氛圍。 

選擇「非常同意」為 17名，選擇「同意」為 17名，選擇「普通」為 2名 

 

在健康促進課程中，我會在課堂上與老師或同學有更多的互動。 

選擇「非常同意」為 18名，選擇「同意」為 12名，選擇「普通」為 6名 

 

在健康促進課程中，我會主動在課後與授課教師討論、請益學習上不懂的問題。 

選擇「非常同意」為 11名，選擇「同意」為 13名，選擇「普通」為 11名，選擇「不同

意」為 1名。 

 

 

 

 

47.2%
47.2%

5.6%
0.0%0.0%

創新靈活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0.0%
33.3%

16.7%
0.0% 0.0%

更多互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0.6%

36.1%

30.6%

2.8% 0.0%

主動討論請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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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促進課程中，我會仔細聆聽並專心投入活動中。 

選擇「非常同意」為 16名，選擇「同意」為 17名，選擇「普通」為 3名 

 
在健康促進課程中，我會在教師規劃的學習活動時間外主動研讀，自我加強。 

選擇「非常同意」為 10名，選擇「同意」為 14名，選擇「普通」為 12名 

 

相較修讀其他課程，修讀本課程能增強我未來就業之競爭優勢(例：實務能力)。 

選擇「非常同意」為 14名，選擇「同意」為 18名，選擇「普通」為 4名 

 

44.4%

47.2%

8.3%
0.0% 0.0%

仔細聆聽專心投入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7.8%

38.9%

33.3%

0.0% 0.0%

主動研讀自我加強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8.9%

50.0%

11.1%

0.0% 0.0%

就業競爭優勢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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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修讀其他課程，本課程能幫助我學習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理知識與技能，提升我在學習

上多元互補能力。 

選擇「非常同意」為 17名，選擇「同意」為 16名，選擇「普通」為 3名 

 

相較其他課程，本課程能幫助我結合理論與實務，提升我的實務學習力及跨領域競爭力。 

選擇「非常同意」為 16名，選擇「同意」為 17名，選擇「普通」為 3名 

 

相較其他課程，修讀本課程能深化我對問題的分析、整合與解決能力。 

選擇「非常同意」為 15名，選擇「同意」為 18名，選擇「普通」為 3名 

 

47.2%

44.4%

8.3% 0.0% 0.0%

多元互補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4.4%

47.2%

8.3%

0.0% 0.0%

跨領域競爭力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1.7%

50.0%

8.3% 0.0% 0.0%

分析整合與解決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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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透過課程中與在地社區的交流互動，能夠提升社區居民對大學生及輔仁大學的正面

印象。 

選擇「非常同意」為 16名，選擇「同意」為 17名，選擇「普通」為 3名 

 

我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修讀其他類型的多元創新課程。 

選擇「非常同意」為 18名，選擇「同意」為 16名，選擇「普通」為 2名 

 

 

相較其他課程，我喜歡本課程採多元創新的教學方式，我會推薦其他同學來參加。 

選擇「非常同意」為 18名，選擇「同意」為 16名，選擇「普通」為 2名 

 

 

44.4%

47.2%

8.3% 0.0%0.0%

正面形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0.0%
44.4%

5.6% 0.0% 0.0%

修讀多元創新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4.4%

50.0%

5.6% 0.0% 0.0%

推薦他人參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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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其他課程，本課程中授課教師的多元教學方式與認真的教學態度能夠引發我的學習動

力，增進我的學習成效。 

選擇「非常同意」為 16名，選擇「同意」為 16名，選擇「普通」為 4名 

 

 

 

(2)請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並評估實施效果 

本課程共設定三項課程目標，根據學生期末自我評量陳述，確認其學習成果均能回應這三

項目標。 

目標一：學生能了解人類在發展不同階段的生理、心理與社會面的發展意義，以及影響其發

展的關鍵性因素。特別是從懷孕、生產以至成長至幼兒階段中，有關促進嬰幼兒健康成長的

相關知識。 

學生上課聽講再加上實作，能強化其印象。 

 

目標二：學生能認識與人類因應環境有關的重要社會環境，從基本的家庭單位、乃至社會系

統對人的影響。學生能辨識：嬰幼兒在哪些情境下能獲得優勢，而又有哪些因素會導致嬰幼

兒處於弱勢或傷害。 

平時上課互動與課後測驗，可確認學生大致能掌握相關知識。 

 

目標三：學生能理解成人對於嬰幼兒健康成長應負的責任。能了解如何協助父母照顧年幼

的子女。 

以學生自評所學為例，學生透過實作後更對課程中老師講授過後的內容更印象深刻。 

 

「查閱資料之前，對於孩子不坐安全椅、不愛吃藥等問題從沒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更不

知道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處理解決方法，查完資料後才發現，強迫孩子吃藥或是坐安全座

椅，反而是不好的行為，應該從旁引導，並起運用一點小技巧讓孩子順離完成吃藥、坐安

全座椅的指令，下次遇到表姐還可以把這次所學跟她分享，可以讓她在照顧小孩的時候用

上，讓我覺得有將所學運用到實務上」(王○優同學) 

 

44.4%

44.4%

11.1%

0.0%
0.0%

引發學習動力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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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組別學生去到機構，能夠觀察公托所的小孩子與家長的互動、老師與家長的交流等等，

發現其實發現老師在與家長的溝通時，老師都會詳細的與家長討論寶寶的情況等等，可以感

覺到寶寶的照顧與觀察的重要性。 

三、照片錦集 

 

照片 1 

 

照片 2

 

說明：楊玉玲主任分享，解釋造成發展遲

緩的各種原因以及家庭需求 

說明：黃燕茹社工分享製作影片、懶人包

等文宣經驗 

照面 3 

 

照片 4 

 

說明：學生期末報告問卷分析，呈現他們

與合作公托中心所在區域的調查，後續並

發表小組設計成果 

說明：期末成果發表會，本課全體師生與

受邀講評的實務專家社工合影 

 

四、反思與檢討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本計畫為第一次嘗試與學校所在鄰近單位合作，原期望合作之新莊社福中心與泰武林社福

中心，因社工人力不足，且考量到服務對象身分特殊不便配合學生訪問之安排，無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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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執行。故改而探詢新莊、泰山、樹林、五股等區域之公托中心能否合作之意願。 

經連繫多家公托中心，經過溝通討論，從各中心回應的意見來看，以問卷方式來了解家長

需求，會比直接訪談更為可行，故「計畫調整為讓學生分組至各公托中心發放問卷調查，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歸納家長最急迫解決的議題，讓學生從中擇取一主題，並製作短

影片或懶人包」。 

 

課程設計： 

1.本課程為了讓學生更有真實感，課程設計上增加與社區機構連結、以問題解決的精神，

讓同學在聽課之餘，必須將所學習到的內容，轉換成白話通俗的庶民語言，製作成影片或

懶人包，以利傳遞分享。學生因必須與公托中心互動、有具體對象需產出成品，有助提升

其學習動機，尤其對於不善於考試、注意力不易集中之學生，實作性的課程活動安排能讓

他們保有一定的學習投入。不過也因課程加上與外界溝通互動的安排，而增添執行上的難

度。 

 

2.教師於執行初期原思考本課程可與系上「研究法」作結合，學生可在研究法課程練習設

計問卷，以及執行問卷施作後調查內容的分析。不過實際施作上，因牽涉到不同課程授課

老師教學進度各有考量，在時間協調上找不到同步點，故還是只能將指導問卷設計也放入

課程中，也影響授課的節奏。 

 

課堂經營 

1.在課堂經營上，由於修課人數多，教師在上課時要帶動學生的興趣和參與很有挑戰，尤

其在上半學期階段，學生們同時要準備迎新宿營，影響其投入聽課的精神，下課後也較少

有時間複習。待過了期中考後，學生完成迎新宿營，並也要在老師的推動下開始從事實作

行動，原本消極無動力的學生也開始能調整態度，多花一點心力在本課程的學習。 

 

2.需考量學生能力差距：實作課程牽涉到小組成員的搭配合作，部份小組學生反應同儕在

課餘討論配合度不高，若能在課堂上討論，較容易促成進度。例如在問卷設計上，教師曾

特別騰出一次課程讓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各自的問卷，在課堂上學生能即時反映他們不理解

的地方，教師也能較早發現學生討論上可能須修正之處。有多組學生無法區辨「詢問需求

的問句」和「測量態度的問句」兩者的差異，而影響問卷的產出。某個程度這也反映學生

需要更多的時間學習研究法有關問卷設計的訣竅，但因為研究法並非本課程的教學重點，

因此最後執行上採折衷方式，由教師提供問卷讓學生到公托中心發放，將重點集中在回收

資料的分析，以及設計出影片或懶人包。 

 

3.課程需穿插影片或討論，避免單調講課 

無論從教師觀察，或學生回饋，均呈現課程若能以動態進行，有新鮮感，較有利於學生學

習。 

「透過不同的教材（影片、討論、互動）更能夠吸收課本內容，期末的報告影片剪輯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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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將吸收的內容完整呈現。整個學期的內容非常多，稍微恍神會沒有到課可能就會錯過重

要內容，需要反覆閱讀、複習，才能將內容融會貫通。」(吳○嘉同學) 

「在最後進行問卷的作業，是我覺得這個學期最有趣的，因為能夠真的得到實際上的回

饋，並且用實際的到的東西去做出一個成果，是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的，還能夠和同學一

起製作出一個我們自己的懶人包，非常開心！」(潘○翎同學) 

「大部分時間都有認真上課且在對於上課的內容還能理解，但有時會分心去滑手機等分心

的時間，過程中有些不太順利，但在期末時還是認真的上課了」(紀○郁同學) 

「我覺得嬰幼兒及懷孕部分學習起來最快，可能是因為國高中都有稍微接觸過，所以學習

起來相對容易，而演講也請了 2到 3次不同的人來介紹，有新鮮感且讓我學會懶人包製

作！」(陳○玫同學) 

 

實際場域操作 

1.合作單位徵詢合作意願，耗費時間較長，縮短學生能實作時間： 

公托中心需要配合的前置作業很多，事前需花大量電話溝通、email聯繫，考量到學生在

專業知識仍在認識與累積階段，故和公托中心溝通聯繫皆由教師和助理負責處理。由於許

多公托中心是屬於公辦民營，分屬不同組織承接，因此對於能否合作、同意讓學生進到機

構分送問卷，各機構有不同考量與反應。多家公托中心是直接拒絕，同意協助本計畫的公

托中心，也約有近一半的單位，需多次聯繫溝通，才徵得同意。為取得足夠多的中心願意

協助此計畫，也讓各組學生可有對應的中心來接洽、量身訂做設計，耗費不少時間，也影

響到學生能實際到公托中心、送問卷到中心的時機。 

 

2.因合作的各家公托中心有照顧人力的壓力和疫情保護的考量，學生能實際與公托中心老

師或家長互動的機會有限，只能作側面觀察。主要倚賴問卷回收的分析，輔以公共統計數

據來理解公托中心運作的情況、以及家長的需求。有些較積極的學生，則會參考網路上社

交軟體的家長社群、親子育兒雜誌、育兒型 YouTube影片等，加強對問題的理解以及思考

如何貼近家長需求。 

「後面的幾次送問卷提供我們跟育幼人員對談，還有走進公托觀察環境的機會，我也透過

這樣的機會了解公托提供的服務跟看到他們的硬體設備。」(歐○志同學)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教師觀察 

修課學生在這學期的學習狀態，若能繪製成學習曲線，大概是一個ㄩ型的狀態。前面開學

立志要有深度學習並精神飽滿，隨著週次增加動力削減，再加上迎新宿營的忙碌，以及同

時修課過程中，能夠持續專注在學習上的學生數減少。但到了為完成期末製作的影片與懶

人包的階段，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下，學生們明顯呈現出行動的爆發力和潛能。透過製作過

程，不僅需活用課程所學專業知識，應用各種文宣技巧，也體會到利他精神、培養美學品

味，也從中感受到知識份子的使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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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界專家講評 

學生在成果報告的部分，教師邀請實務專家胡哲瑋(悅融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工主任)到場聆

聽並給予回饋，以下是胡主任給各組回饋的意見。 

第一組： 

影片皆有記憶點與亮點，awesome! 建議可再針對影片中醫師、主持人、家長的角色形象

進行探究或勾勒出更清晰的專業輪廓。 示範操作的相關細節可斟酌將運鏡（鏡頭）聚焦

並放慢說明會更顯精彩豐富。 

 

第二組：組員彼此的個人魅力沒能影像化略為可惜，雖以現場即興演出但仍需具備「影

片」針對受眾（家長）的可及性（傳播）與可近性（便利）。 

 

第三組：透過問卷的前測瞭解實務的可能情境，good! 影片形式類近有聲書，建議可酌量

配上圖片、減少文字量對視覺與注意力產生的影響，影片速度 稍快，BGM 音量稍大且

曲調較為單一，旁白斷句需調配，需注意麥克風收音。可練習思考如何將豐富的知識量轉

化成簡單有趣的有聲影像。 

 

第四組：演出的本身即是同理的一種呈現，因此，如何於扮演的過程中思考家長各種可能

的「感同身受」是箇中的要點。影片畫質需注意是否調整輸出 為 1080P、以及強化收音/

字幕/字卡/配圖的部分。過程情境劇所呈現之家長困擾（吸手指、睡眠不足）建議需再加

強更為具體的引導與操作。 

 

第五組：針對發現有玩弄生殖器的部分可嘗試進一步思考背後可能的家庭議題（如性別、

界線、家暴等）。可嘗試以中性詞彙替代「父母」。詮釋兒童 的疊字用語及具體可執行之

說明和演示（如後續成因分析及因應、運用「我覺得」、配樂與字幕字卡）皆相當出色，

將有助引導家長的反思。 

 

第六組：運用 5S 理論來逐一說明並化為可操作的策略 以及在配樂與字幕字卡和旁白運

用上皆非常優秀，知識量相當精要，能貼合家長的照顧需求。且影片風格有我早期 Cheap 

頻道剪片的懷念感。 

 

第七組：影片使用正確示範＆錯誤示範作穿插．good! 有演繹呈現出家長的困境，groovy! 

建議未來可斟酌訪問實務現場最直觀的工作者（托育老師） 

 

第八組：旁白聲音稍小、BGM 音量稍大、影片字體稍小，咬字/收音較不清楚，建議旁白

音軌需對應簡報內容以避免影響觀眾注意力。有個人心得補充， 這是很棒的助人工作者

的現身，更進一步連結到倡導。在未來助人也遇見他人的旅途同時，也要好好像今天明天

一樣記得接住最重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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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很托育的一組！fanatic! 在吃藥的項目有提出適性適齡的策略（good!）、在安全

座椅的項目有關注到孩子的非語言溝通（很細緻!）、在挑食 的項目分析得很到位且具醫

學考究（很細緻 again!），呈現的內容很能貼合皮亞傑（Piaget）的不同發展時期觀點，針

對不同需求作 coping。 

 

第十組：影片有搭配些許特效頗具巧思。對家長的操作與說明很 ok，但力道若能再多一

點會更棒。有掌握到在地主要照顧人口群的概略樣態，非常棒！ 孩子詞彙認知不一定能

理解「細菌」，建議可針對這部分思考咀嚼。可練習不急著揣想孩子的創作（畫作）。有台

語版本及完整懶人包，優秀！ 

 

第十一組：影片 BGM 音量太大（too loud）、旁白速度稍顯急促，不過若以當前 Yt 短影

片或 IG 限動影片架構來看，不僅操作指示明確、風格也很成功。 

 

3.學生自評 

整體而言，學生多呈現對本課程的正向肯定，以下擷取學生自評內容 

「這門課我覺得其實除了了解到知識外，其實也蠻多在於同學的討論與分享，我覺得更能

夠了解實境狀況跟大家的想法，到後面期末的報告方式，需要用到拍影片的方法，是其他

課堂沒有去使用到的，蠻新穎也能夠學習到更多時間」(李○楹同學) 

 

「對於家長的需求似乎可以更理解一點，在做成果發表的過程中看見家長的困擾，像是小

孩可能會夜奶，一開始不曉得什麼是夜奶，有了這份的期末才知道什麼是夜奶，透過課程

去了解跟自己原本不曉得的領域，我覺得收穫良多！」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整體而言，本課程能達成設定的成效，無論在出席率、作業繳交、以及學生實作活動中製

作的成果發表，皆超過教師預期。期末成果的部分，受邀講評的業界專家也對學生們的表

現感到驚艷，認為學生們能統合所學、發揮創意設計各種宣傳影片或懶人包，並且在課堂

報告上態度沉穩、各有巧思、時間也掌控得宜，令其印象深刻。 

 

多數學生對於此次創新教學也感到新奇，且在期末的評量，學生自述他們在這門課所收穫

內容，約有二成多的學生提到實作活動對其學習的幫助。後續將再延續此次成果，加以調

整，將此次設計的成功之處延續到新學期課程的執行。 

 

不過檢視過程中，仍有一些待努力之處： 

1. 課程活動時間安排可再更早預告。學生們因有迎新宿營之課外活動干擾，在上半學期

的投入不夠，也未思考到期末實作需及早準備，等到教師提醒再積極投入時，時間上

其實已有些緊迫，故在影片設計上雖用心，但因為製作時間過於短促，無法修正以更

完整的作品呈現，仍有可再調整之處，將留待下學期協助學生作修正。後續如執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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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活動，也需督促學生及早準備。 

2. 課程助理因時間有限，協助聯繫各公托中心、設計海報、協助行政作業、整理資料

等，即已達極限，後續若再執行，期望能有更充裕時間讓助理協助學生創作實作作

引。 

3. 因時間倉促，社區參與較薄弱，期望未來類似活動執行時，可加強社區意見的參與。

例如讓社區中的父母針對學生的作品給與建議，讓健康促進的目的能更有效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