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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證照的取得是進入金融業就業的法定門檻。然而在配合證照輔導的傳統教學方法

下，雖然學生的證照通過率高，但學習卻和生活經驗無法產生共鳴。因此如何在既定的考照

目標下，讓學生的學習能與真實的生活相結合，並能透過共同合作激發出學習動機與效果，

是本計劃的主要的研究目的。 

本計劃以大學二技部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將「問題導向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教學

法」融入保險商品的課程中。課程中使用 Zuvio即時反饋系統搜集並分析學生回饋意見。在

期末學生學習成效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在保險專業知識的提升、證照考試的輔助、保險商品內

容的了解、對未來保險規劃幫助以及合作學習的重要等面向，都有正向的回應。也將期末發

表會中討論的 25個案例彙集成冊，傳承給下一屆學弟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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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金融證照的取得是進入金融業就業的法定門檻。因此在就業導向的技職教育下，均會希

望在課程中輔以證照考試，讓學生在修完課時也能順利取得證照。「保險商品」這門課亦是

如此。在這樣預定目標下，證照輔導變成課程的重心，這幾年來也成功的讓大部份學生在課

程結束時順利拿到財產保險證照。但這樣的教學結果卻發現，學生除了背題庫之外，完全無

法與實務連結，更不用期待能學以致用，為未來就業做準備。因此如何在既定的考照目標

下，讓學生的學習能與真實的生活相結合，並能透過共同合作激發出學習動機與效果，是本

計劃的主要的研究目的。  

貳、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計劃之主題是將「問題導向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教學法」融入保險商品的課程中。

希望透過新聞媒體或網路資訊上的保險案例，讓學生能共同討論合作學習如何與理論連結，

並能進一步反思該如何正確的使用保險工具。 

一、問題導向學習與合作學習的關係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是一種以真實問題為核心的 

課程設計，主張以學生為中心，以自我導向學習的方式，主動進行知識的建構。透過小組合

作學習與討論，同儕間彼此分工合作，共同應用理論、整合知識以解決實務的問題（許宛

琪，2009）。 

       在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實施過程中，各小組內的學生，彼此互相學習，協同合作解決 

問題。因此每組學生可以就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來努力。不同背景的學生會注意問題的不同

方面，而有不同的點子去解決問題。（周天賜，2003）。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問題導向學習法非常符合合作學習法的精神與特色。而

Delisle 也談到了問題導向學習確能增進合作學習（Robert Delisle，1997）。 

二、問題導向教學法在教育上的應用 

       問題導向學習在科學和醫學教育上最常見，近年來，社會科學也開始將問題導向教

學法應用於課程中。 

    簡于勝(2020)將問題導向學習法施行於高等微積分課程中，結論是可以有效的、正

向的引起大部分學生的學習動機，成績上也絕大部分都是有提升效果。 

       涂敏玉(2019)將問題導向學習法融入經濟學課程中，研究結果也顯示問題導向學習

對自我導向學習、同儕合作具有正向顯著性差異影響。 

    蘇廷宇(2019)以個案學校為對象，研究大學問題導向學習開課情形。其結果顯示，

(1)「學習動機」對「學習投入」具正向之影響；(2)「學習動機」與「學習投入」對「自我

效能」具正向之影響；以及(3)「學習動機」、「學習投入」及「自我效能」對「問題解決能

力」具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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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一.問題導向教學法是否能幫助學生在保險專業知識上有所提升? 

二.問題導向教學法是否對學生通過金融證照考試有所幫助? 

三.問題導向教學法是否能幫助學生對各種保險商品內容更加了解? 

    四.問題導向教學法是否能幫助學生更了解如何做好未來的保險規劃? 

    五.合作學習教學法是否幫助學生更了解合作學習的重要? 

肆、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一、研究對象: 

  二技部一年級學生(相當於四技部三年級)之專業必修科目，學生入學管道大部份為  

  商業背景的五專畢業生，有少部份是非商業科背景的五專畢業生，也有來自大陸學 

  生。 

二、研究方法: 

    本計劃以主題式授課方式，將「問題導向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教學法」融入保險  

    商品的課程中。課程中會有作業的安排，將全班學生分組，每組選定一個保險主 

    題，由小組長帶領全組同學於新聞媒體或網路資料中找尋真實的保險案例，再將之 

    與理論結合分析，做成報告。 

三、研究流程: 

        1、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察學生學習成效

思考新的教學方法以彌補學用落差

調整授課方式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並再修正

尋找各種資源以豐富授課內容

1.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劃

2.校內適性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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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範圍 

           (1).課程範疇: 為學期課程，2學分，以不同保險主題來規劃課程。 

           (2).教材選用: 使用自製教材及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練習題(中華民國產物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印製)  

           (3).教學資源應用: Zuvio即時回饋互動系統、數位講桌，智慧型手機等。 

           (4).評量方式: 採多元評量方式。除了期中和期末以財產保險業務員測驗練習題 

                         考試之外，課堂上的表現，作業和口頭報告團隊合作投入的程度， 

                         綜合評出學生學習之成效。 

        3、實施程序 

        本計劃以不同保險商品為主題之教學模式執行。將全班學生分組，每組選定一

項保險商品為報告主題，透過新聞媒體，網路訊息等每組找三個真實案例，指出其與理論之

連結，並鼓勵學生共同就個案細節深入探討。若遇有爭議或不清楚的情況時，由教師或專家

給予指導。 

        期末舉辦成果發表會，透過分享讓學生對不同的保險商品有更多的了解，做到

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學習。並將發表會後彙整而得之「保險商品案例」傳承給下一屆學弟妹分

享。期待能提升整體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效益。 

4、學習成效評估工具 

在授課的過程中，將以 IRS互動式教學之 Zuvio即時反饋系統，和學生同步討 

論，意見交流，可立刻收集到學生的意見，並進而做資料的分析。 

5、研究資料搜集工具 

         在課程進行中，將利用 Zuvio即時反饋系統搜集並分析學生回饋意見，在課程結

束前會針對學生學習成效做問卷調查，將使用 SPSS統計軟體做分析。 

        6、配合教學活動介紹 

課程規劃執行中，除了教授保險理論外，並適時給予媒體上的案例做為補充教 

材。學生在期末發表會上，分享研究的保險案例，並邀請專家適時給予意見與指導。 

 

              
                圖 2  課程教學                        圖 3 專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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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期末發表會-1                    圖 5 期末發表會-2 

伍、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1、課程開始前，調查學生對「保險商品」的認知 

       在學期開始的第一堂課上課前，做了一個調查，想了解學生對保險的看法與對保險

商品的了解。其結果如下: 

      
圖 6 課程開始前對保險的認知調查            圖 7 課程開始前對保險商品了解的調查 

2、課程結束後學習之結果 

       (1) 財產保險業務員證照通過率 

           本計劃的設計是期待透過與實務連結的作業活動，幫助學生對保險商品的了

解，進而能提升考照通過率。但學期結束考照結果，通過率明顯下降，並沒有達到預先的期

望。  

           
圖 8 財產保險業務員證照通過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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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發表會後彙整而得之「保險商品案例」 

           本計劃發表會後共彙整出 25個案例。分屬意外險、強制汽車責任險、旅遊平安

險、健康保險、壽險、職災給付、學生團體保險、責任險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圖 9 保險商品案例                圖 10 保險商品案例之目錄 

            

              圖 11 案例分享-1                      圖 12 案例分享-2 

            

             圖 13 案例分享-3                     圖 14 案例分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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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反思 

 在學期開始的第一堂課時，做了一個對保險認知與對保險商品了解的調查。結果顯示全

部學生皆認同保險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大部份學生都來自商科的五專生，因此對金融常識都

有基本的認識。但在對保險商品了解的問題中可發現，學生對目前生活上所面臨到意外險、

醫療險、壽險、儲蓄險和車險較有興趣。但就其持有的原因中發現，學生對各保險的內容仍

是不清楚，甚至有錯誤的觀念存在。 

 經過一整個學期的努力，從保險觀念的建立，案例的選取，分析過程的指導到發表會上

成果的展現。最後再將所有案例彙集成冊。學生收穫滿滿，也從中發現學生對當時的重大社

會新聞案例和與其自身利益有關的新聞案件非常有興趣，透過和同儕一起的討論與分析，對

保險商品的內容有更深刻的了解，並會考慮如何規劃自身保險的需求。透過本計劃的活動，

讓學生的學習能理論與實務結合，並能應用到真實的生活中。唯一可惜的是問題導向教學法

對提高考照通過率並沒有明顯的幫助，可能是花了較多的時間在案例的討論上。但沒通過證

照的學生也立刻再次報考，最終幾乎全班都順利拿到財產保險業務員證照。 

 

三、學生學習回饋 

1、 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期末除了學習成效的問卷調查外，也利用 zuvio請學生寫下這堂課的學習心得與建

議。分述如下:(已將相同的心得予以合併) 

 表 1 學習心得與建議表 

1 因為有此項作業，更了解了各種保險商品的內容，而透過各組的報告，

更加清楚每個案例相對的保險，而透過分組報告，更了解團隊的合作重

要性。 

2 讓我了解了一項保險案件，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思考和討論，理賠和不理賠

也很值得去深思。 

3 業師專業解說並注重細節，讓我有更深並更仔細看待保險是非常重要。 

4 可以聽到評審的不同想法，很棒，引發我更多的想法，看法去重新探討同

學報告的案例。 

5 對保險在生活中有更貼切的感受。 

6 了解到團隊的重要。 

7 實際自己找案例，讓我們可以將更多知識實際運用，練習實務，受益良多。 

8 這次的作業讓我們可以更加了解到每當事故發生時，保險所啟用的功能，

也透過案例探討才可知道原來存在著這麼多有保險爭議的，事件及投保不

足的情況，實在是讓我受益良多！ 

9 透過這個報告讓我更了解到現實生活中有許多需要保險保障的地方，也有

很多沒需要用條款去加以分析之後才能做出理賠。 

10 雖然在討論時，對於一些案例有疑問及不解，但經由專業人士的解釋與探

討後，學習到很多新知識。 

11 經過這次的報告，讓我更了解各種的保險商品，也知道保險跟我們的生活

有許多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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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活動對於我考取財產保險非常有幫助，原本只是看看題庫，並不是確實

的了解保險商品，但在準備保險案例報告時，讓我對保險實務更加深刻理

解，也讓我增加了一次上台報告經驗，最重要的是順利考取財產保險證照，

未來學弟妹的課程中，不妨也加入此活動。 

13 我覺得在課程最後安排保險商品的報告很好，平時就是看題庫考證照，藉

由報告的安排做報告的時候找資料及了解最終案例是否理賠獲得許多知

識。 

14 藉由這次的作業，讓我們更了解保險理賠的方式，因為不是每次的事件都

可以獲得理賠。在保保險時一定要看清楚保險內容，不然發生事件時，保

險公司會不予理賠。最重要的是在保險時一定要告知事實，如果沒有確實

告知，則保險會被解除。 

15 我覺得做完這次的作業，在成果發表時業師都會針對我們各組的案例去做

更深的探討，讓我們知道原來在保險上需要探討的問題不只我們找到的資

料內的問題，可能還要注意更多衍生問題。 

16 我認為業師解釋得很仔細，很多是我們不會注意到的地方，而且也讓我們

注意到未來保保險時更多留意的地方。 

17 藉由各組保險案例分享可得知保險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如何用保險來彌

補損失，如何用保險來預防，回去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18 之前有參加過保單健診的比賽，那這次的保險案例分享跟之前的有點差

異，藉由案例分享讓我更加了解各種險種，與探討每個案例的疑點。 

19 可以讓我從別組的報告案例中了解保險的條款及保險的定義，很有趣，也

可從中學習。 

20 透過各組同學案例分享了解更廣，老師找的業師超專業。 

21 在發表會中可以聽到許多同學的報告以及專業人員更完善的補充及建議，

讓我能與之前考證照時學習的知識連結 

22 學到了很多真實案例對於保險理賠的條件及是否符合保險的規定，及有異

論時的解決方法。 

23 透過新聞案例報告，讓我不僅學到保險內容，也了解保險的基本理賠條例，

使我思考是否需要提前購買保險來保障自己。 

24 藉由個案探討及講師的建議，會讓原本不是很了解的地方得到更深刻的了

解並印象深刻，雖然時間很短暫，但我覺得很值得。 

25 業師的建議讓我們對保險有更深入的了解，藉由各組案例的介紹，從中學

習並了解不同種類的保險。 

26 案例介紹讓我們更清楚了解爭議個案中的除外責任和保險條款，在日後規

劃保險時能更加清楚符合自身的需求。 

27 比起從課本單學，這種從日常生活去探討的方式能讓我們更加對保險認

識。 

28 令我從此對保險產生了特別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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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印象最深刻的案例 

1 Foodpanda 案例印象最深刻，因為最貼近生活的案例。 

2 
新手駕駛只買強制險，強制險是離我們生活最息息相關的，藉由有趣的報告

方式，讓我們清楚了解各車險的重要性。 

3 

普悠瑪事件，此案例因為有未滿 15 歲而不理賠事件，因為之前有父母為了

詐領保險金，而殺害了自己的兒女，所以才有了此條款，但這樣我覺得對於

此事件很不公平，很不合理。 

4 新手只保強制險夠嗎？和我們生活交通有很大的關係。 

5 錢櫃火災。 

6 
對我們的個人意外險有印象深刻，在討論案例時就認為這樣的意外在日常生

活中出現的頻率很高。 

7 鄭捷殺人案當時轟動全台，不過當時保險公司無拒賠。 

8 
精神病發影響跳樓自殺是否有保險，原本我以為自殺都無法獲得理賠（為故

意行為），但法院判定是因精神病引起，是有理賠的。 

9 
林北 KTV 火災，很貼近學生生活，才發現原來我們長期待在危險中，需要

更多的保障。 

10 司機使用毒品的案例，內容豐富有趣。 

11 

失能健康險，首先他們做的 PPT 很漂亮，再來因為本案牽扯到因糖尿病所

引發的疾病是較為特殊的，且本案中主角看醫生時，醫生所診斷的結果並不

包含糖尿病，但開的藥卻有，這也是導致被保險人相較於保險人比較站不住

腳的原因，因被保險人本身沒有注意到自己所吃的藥，導致爭議的發生。 

12 

第六組的醫療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為疾病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對於

了解保險的重要性就更多了！那醫療險的核保，等待期或觀察期過了，保險

公司並不能有因未告知或當成是原疾病而拒絕理賠。 

13 
「出租保火險不理賠」，原來火險友分兩種，為商業及住家，投保前應了解

保單內容再進行投單。 

14 
陳瑞欽事件，為了詐領保險金而殺害妻兒。因為他先幫妻兒保保險後再殺害，

是一起倫常命案。 

15 台北錢櫃火災，消防五大設備遭關閉。 

16 新手駕駛，用說故事的方法講解案例，更生動也有趣。 

17 
對於「業務員撿球，勞保不賠」案件最有印象，因為以前一直認為保險會理

賠，但經過李老師講解後，才知道在這些案例中都藏有很多小細節。 

18 
老師請到的業者講師在我們報告結束後說了，讓我們更瞭解以後如果在保單

上應把條款看得仔細一點，魔鬼都藏在細節裡啊！ 

19 
普悠瑪出軌事故，此次出軌意外，有許多 15 歲以下身故，保險公司礙於法

規而無法理賠，只能得到旅行平安險的賠款。 

20 
香舖爆炸案，除了原有的林姓駕駛人保險不理賠，還有其他連帶因素值得我

們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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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車司機撞人行道，因為吸毒導致精神不濟而釀悲劇，令人印象深刻。 

22 兄殺妹詐領保險金「醃頭案」，兇手太狠心了。 

23 

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普悠瑪」案例，對於 15 歲以下無法獲得理賠一事讓

我十分震驚，到底是要相信人性本善不會詐保還是讓 15 歲以下孩童無法獲

賠，相當有爭議。 

24 
在停車場練車，未來自己或許會學開車，現在新聞幾乎每天都會報導車禍，

這個案例講解生動、清楚，貼近生活所以印象最深刻。 

25 

台中市一家早餐店發生火警，後來屋主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房子租屋人都

有保險，但保險公司說他們保的是「住家火險」，房子是租給別人賣早餐屬

於商業用途，保險項目不同無法理賠，我覺得當時在保保險時，業務員應該

要問清楚當事人，也要確實告知，不然錢都會白繳。 

26 
停車場練車案例，因為我覺得現今社會很多人都有練車經驗，而停車場空間

大又有停車格可以練停車，大家還是要找適合場地來練車及注意其他車輛。 

27 

第六組，報告做得生動，自己有騎車，所以在停車場、洗車場這種情形應如

何防範。但業師一直說下一頁，我們不能看同學們的報告，沒有特別精彩的

地方，也讓我們做很久的報告就白做了，我知道時間有限=(。 

28 
自殺案件，現在的社會壓力越來越大，精神心理疾病也普遍變多了，但自殺

原因也相當多，也要注意保險是否承保。 

29 

自行車比賽，一般大型的活動在舉辦時都需保保險，但往往活動都只會寫有

保保險，但一般人都不太會去關心保的事項有什麼，就有可能導致意外發生

時不予理賠，所以大家應該多注意這個小細節。 

30 台大學生自殺案，因為跟我們一樣都是學生。 

31 台大自殺案，因較貼近我們學生身分。 

32 台大五天三輕生，此案例在成果發表會前就從新聞上多次看到。 

33 第五組的 KTV，因為覺得這是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最貼近。 

34 我對強制汽車責任險印象最深，因為班長生動活潑的講解，讓大家都很歡樂。 

35 
對第五組的在空地練車追撞案例印象最深，雖然不是特別稀奇的案例，但主

講者的演說能力、上台的儀態等吸引台下目光。 

36 

早餐店火災不理賠，住宅商業火險保障的標的物因使用目的不同而承保契約

內容也有所不同，繳了多年住宅火險發生事故卻不理賠，這讓要保人無法接

受，到底是業務員未盡告知義務還是要保人未誠實告知，這需要深入了解。 

37 
騎車用手機，現代人基本上都離不開手機，所以很貼近生活，曾經我也在路

上遇過邊開車邊用手機還蛇行的駕駛，當下真的覺得很不行。 

38 超額責任險，因為主講者講的十分生動且簡單易懂。 

39 
洗車廠被撞是否理賠，老師講完後有提醒我們，在日後擁有自身交通工具時，

應避免借給別人駕駛，預防之後發生事故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40 
公車司機吸毒撞死人，原因是因為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去傷害無辜的人，

這種行為真的很讓人覺得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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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學歷程之評估 

        在課程前的調查中了解此班的學生對保險商品是認同且不陌生的，也接受財產保險

業務員證照是進入金融業就業時重要的證照之ㄧ。因此在考照的要求和實務案例報告的推動

上並不困難。 

        在課程中媒體網路取得的保險案例，通常內容都不夠詳盡完整，也沒有明確清楚 

的結論。因此會要求小組成員透過討論方式對資訊內容進行批判與討論，藉以整合出能夠解

決問題的方案，而在學生討論當中，老師會適時的參與引導，以提昇學生進行更高層次的互

動討論學習。  

        期末學生學習成效的問卷中都得到正向的回應，唯一可惜的是證照通過率並沒有如

預期的增加。這正可說明，實務的教學對理論的了解有所幫助，但證照要通過，除了理解之

外，仍必需努力用功唸書。 

 

3、 研究成果之分析評估 

本計劃於期末針對學生學習成效做問卷，題目設計分為專業知識的提升、證照考試的輔助、

對保險商品的了解、未來保險規劃以及合作學習的重要等面向，都有正向的回應。分別敘述

如下: 

   

      圖 15 保險專業知識提升統計圖             圖 16 對證照考試有幫助統計圖 

   
    圖 17 對保險商品了解有幫助統計圖        圖 18 對未來保險規劃有幫助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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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了解合作學習重要統計圖 

陸、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一、對教學所遭遇實務問題之省思 

    在教學過程中，最常碰到的問題是學生主動討論不足，希望由學生主導的討論常變成由

老師主導。且學生常太依賴老師應該是專家，能給予其案例最終標準答案。因此如何引導改

變學生的學習方式，是要努力的目標。實務案例常常牽涉到各種專業及法律層面問題，專家

的協助是必要的。 

     

二、未來應用於教學實務現場之分析評估 

    以真實案例融入教學，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訓練學生透過分組合作的方式，從發現

問題、面對問題、了解問題，進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建構起相關的知識，從中訓練批判思

考、邏輯推理以及人際互動的能力，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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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2020 年教學實踐計劃活動」回饋表 

感謝您參加本次活動，請您詳細填寫下列問卷，以作為未來課程教學時的參考。填寫完畢

後，請交給活動現場的工作人員。若您有其他建議，歡迎您隨時聯絡。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活動主題：應用「問題導向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教學法」於保險商品課程之研究 

 

您對此一活動的意見回饋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透過此項作業加強您保險專業知識提升 □ □ □ □ □ 

二、透過此項作業幫助您證照考試更加順利 □ □ □ □ □ 

三、透過此項作業幫助您能將所學應用在真  

    實生活案例上 
□ □ □ □ □ 

四、透過此項作業成果發表會幫助您更清楚  

    了解各種保險商品內容 
□ □ □ □ □ 

五、透過此項作業成果發表會能幫助您思考  

    未來的保險規劃 
□ □ □ □ □ 

六、透過此項作業讓您了解合作學習的重要 □ □ □ □ □ 

      

      

七、對於此項作業安排，請寫下您的心得與建議： 

                                 

                                 

                                 

                                 

十、成果發表會中，您對那個案例印象最深，原因為何：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及回饋!祝福您心想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