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轉學習(為上課前學生需先收看預錄影音課程，再進行實體課程的教學方式)、問題導向教學或各式創新教學方法(以下將這些教學法統稱為創新教學)，
為近年在教學上實驗與研究的重要課題。在已發表的文獻中[1-2]，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具體的學習進步成效。然而由於其統計案例僅為單一學期，研究
對相是否過於專一是這些論文的擬改進的方向。為此，我們利用本校長期收集之學生學習與老師教學的統計資料，整理探討創新教學，是否能改變學生
學習的方式，在面對傳統的教學課程，是否能有明顯的變化。

 
本研究採用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所提供之去識別之101-
106年度全校學生「在學成績分析資料」與「過錄編碼
簿」。以及教學發展中心所提供之創新教學課程之課號
資料。本研究以單一學院近三年申請教學創新計畫課程
與實施翻轉教育課程之學生為實驗研究對象。

本研究假設學生修習創新教學課程的時間不影響研究的成果。首次修習創新教學課
程為本研究分析創新教學課程前與後的時間分界。我們使用機器學習回歸與線性迴
歸的方式，對修過創新教學課程的學生進行分析。本研究共分析三個系，對有修過
創新教學課程前與後的成績來做比較。分析了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的成績排名百分
比，以及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前的必修成績排名百分比，對於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後的進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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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1 A系同學分析資料。橫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
程的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前
後的進步百分比。

圖A-2 A系同學分析資料。橫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的必修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後的進步百分比。

圖B-1 B系同學分析資料。橫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的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前後的
進步百分比。

圖C-1 C系同學分析資料。橫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的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前後的
進步百分比。

圖B-2 B系同學分析資料。橫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的必修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後的進步百分比。

圖C-2 C系同學分析資料。橫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的必修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
程前後的進步百分比。

圖A, B, C中，橘線為本校A, B, C三個科系的統計分析的原始資料。橫
軸為1.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的成績排名百分比，2.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
前的必修成績排名百分比。縱軸為學生在創新教學課程前後的進步百分
比。
我們使用Matlab Machine Learning Toolbox 進行擬合迴歸線(藍
線)，擬合時所用的資料比例為Training(70%)、Validation(15%)、
Testing(15%)。擬合後的誤差Error、R(確定係數)及MSE(Mean-
Square Error, 均方誤差)呈現於各圖下方。
我們亦使用線性迴歸觀察資料的斜率(綠線)，線性迴歸結果標示於圖中
右上角。
在三個科系資料的Training擬合MSE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B系的
MSE較A、C兩系為高。這意謂著B系同學在創新教學課程的時間點前後
成績進步性，與課程前的排名沒有太大關係。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在創新
教學課程時間點後，B系的非專業之選修課程較多，學生在非專業課程
的成績表現可能會與專業基礎課程的排名不同。
在A-1、B-1、C-1與A-2、B-2、C-2六個圖表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階的
線性迴歸斜率皆為負數，其值非常接近0。因此我們認為創新教學課程
或創新課程中的成績表現對於傳統課程學習的進步並沒有直接的相關。
此六個分析結果皆呈現的極小的負相關，可能意涵著成績愈好的同學在
創新教學課程之後，其傳統課程的進步性的影響可能相對比較低。
而在A-2、B-2、C-2三個圖表中我們可發現，在創新教學課程前成績表
現較差的學生，經過創新教學課程後成績有明顯的進步。然而這些同學
成績的進步，是否應歸因於創新教學的成效，可能仍有待討論。
 
結論: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創新教學課程對於本身成績就好的同學並沒有
太大的影響。然而對於某些成績落後的同學「可能」有學習上的幫助，
使其在經過創新教學課程後的成績有所提升。
當某系在創新教學課程後，非專業課程選修課程較多時，學生在非專業
課程的成績表現可能會與專業基礎課程的排名不同。因此成績落後的同
學在創新教學後的進步，可能是較會表現於非專業的課程上。
本研究未來應分析未經創新教學的學生，在大學學習歷程的成績的進步
性，以更明顯呈現創新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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