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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近年，隨著網路的普及、互聯網、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數位經濟的來臨，帶動

消費者購物行為與傳統外貿模式等皆產生巨大的轉變。「跨境電子商務」讓傳統貿易型態

加速轉型為新貿易型態，不但改變買家的採購習慣之外，亦對 ODM、OEM 與傳統製造

工廠產生影響。全球跨境電商平台的發展，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成本與門檻，貿易主體、

貿易型態、商業模式、組織架構等皆產生了重大變革。跨境電子商務平台已扮演越來越

重要的角色，帶動中小企業成爲新時代對外貿易主體。依據「2018 年台灣跨境電子商務

人才需求」調查顯示，高達近 60％的中小企業都遇到「專業電商人才招募困難」；高達

70％企業希望由「通才」來負責跨境電商業務；75％企業認為社會新鮮人的解決問題能

力不強，可見實戰經驗及跨領域能力已是 B2B 跨境電商人才不可或缺的能力[1]。如何培

養學生具備掌握涵蓋商業經營、供應鏈管理、國際貿易、語言及網路科技等跨領域之營

運型通才，將成為重要課題。 
 
「跨領域教學與學習」已成為 21 世紀許多先進國家教學創新、人才培育與教育改革

的重要發展趨勢。STEM 或 STEAM 課程注重的是培養 21 世紀新型態的能力，其目的在

培養學生具備有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態度、技能與能力，以面對快速變遷的產業及環

境[2][3][4][5]。教育部自 106 年起推動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並透過

各項創新教學工作，引入真實議題、善用專業知識，於「做中學」中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探索知識的跨域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期打破既有框架，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創造師

生共學的可能，培育擁有面對現實世界所需的整合性知識與技能之高素質人才。 
 
教學現場如何提供一個教學環境與職場相貼近、如何縮短學用落差，讓學生所學能

符合業界所需、可以學用合一，是非常迫切且重要的課題。此外，教學現場若能以問題

導向的教育翻轉式學習，藉由實際的例子與問題，讓學生實際了解問題的核心，培育學

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採用「實做法（做中學）」及「演練法（教別人）」的教學方

式與學生互動，學生的學習保留率才會較高，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平台基礎課程」課程為例，提供學生有跨境電子商務實作的真實場域，

運用跨境電子商務平台（阿里巴巴國際站）實作教學，透過擬定「教學計劃表」訂定教

學目標與預期學習成果、設計選用能貼近企業實務需求及引起學生興趣的實作教學題材，

並以企業實際的案例方式等，來讓學生動手實作與學習，並讓學生實際了解企業如何運

用跨境電子商務平台等，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生的實務力與實際解決問題

的能力，並採用做中學的「實作教學法」與「體驗教學法」教學方式，選定多元評量方

式，進行評量，最後採用設計整合「教師教學投入」及「學生學習成效」雙導向教學評

鑑量表，進行施測並將評量結果收集起來，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作為未來課程教學



調整之參考。 
 

為了達成課程目標，期望培育學生具備六大核心能力，在設計這門課程教學結構上，

首先將以「商業 4.0 發展」、「跨境電商的發展趨勢及運作模式」、「電子商務如何影響實

體通路」、「從 0 開始：跨境電商（阿里巴巴）實訓教程」與「國際貿易流程」等為理論

基礎，並結合生活中看到的許多跨境電商相關實際案例（如阿里巴巴、Amazon、eBay、
天貓、PChome、momo、蝦皮、台灣經貿網…等），讓學生透過這門課程的學習，瞭解跨

境電商的相關知識、具備理論基礎，並從實際案例上，瞭解商業模式、購物行為與新零

售的改變。企業在這些改變的情況下，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可能會如何因應與調整？

失敗與成功的案例，其關鍵為何等，讓學生藉由實際案例來培養批判思考、瞭解問題、

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等，以期能達成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的

目標。 
 

接下來，課程結構設計將以「跨境電商平台的實際操作（阿里巴巴國際站）」、「商品

市場分析」、「平台商品上架的前置作業（商品標題、商品描述、商品照片拍攝、關鍵字

等）」、「平台之店鋪建立」、「買家詢價與訪客營銷」、「商機獲取與訂單處理流程」、「平台

之後台數據分析」等實際操作，讓學生透過這門課程的學習，瞭解跨境電商平台的運用

與實際操作、模擬企業使用跨境電商平台的運作過程，讓學生藉由動手實作、跨領域整

合的方式來學習，以期能達成培養學生具備「動手實作能力」、「跨領域整合力」的目標。 
 

此外，課程結構設計將以「分組討論」、「分組期末報告」、「如何幫助廠商使用跨境

電商平台進行跨境商品銷售」、「電子商務展參觀」、「參加相關比賽」等方式，讓學生藉

由分組協同合作、討論與翻轉思考的方式來學習，以期能達成培養學生具備「協同合作

能力」、「創意思考能力」的目標。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1 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趨勢 

經濟部（2016）指出，2020 年全球跨境電子商務產值將逾兆美元，跨境電子商務產

值與消費人口比例也快速激增[6][7]。根據 Accenture 諮詢顧問公司與 Aliresearch 阿里巴

巴研究院共同發布的『全球跨境 B2C 電子商務趨勢報告』指出，近年來全球 B2C 電子

商務市場快速成長，未來幾年仍將保持近 15%的年均成長速度，交易規模將從 2014 年的

1.6 兆美元成長至 2020 年的 3.4 兆美元。其中，全球跨境 B2C 電子商務的成長尤其強勁，

年均成長高達 27%，將使全球市場規模由 2014 年的 2,300 億美元升至 2020 年的接近 1
兆美元；另外，跨境 B2C 電子商務消費者總數也將由 2014 年的 3.09 億人增加到 2020
年的超過 9 億人，年均增幅超過 21%，形成一群強勁的消費大軍[8]。 
 

跨境電子商務（Cross-Border e-Commerce）如同跨境零售，是指利用網路平台進行

跨國交易，買方與賣方在不同國家透過網路及電子商務平台進行交易、支付，並透過跨

http://www.17cross.org.tw/KM/


境物流運輸商品以完成交易買賣的一連串過程，屬於一種國際商業活動。電子商務可依

買家和賣家的互動模式分為下列五大營運模式[9][10]： 
(1) B2B 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線上交易（買賣家主導或中介模式） 
(2) B2C 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線上交易（平台銷售或平台開店模式） 
(3) C2C 消費者對消費者的線上拍賣交易（網路拍賣或仲介模式） 
(4) C2B 消費者集結起來向企業線上議價的交易（消費者社群議價模式） 
(5) O2O 線上交易線下享受；線下運作吸引線上交易（線上線下營銷模式） 

傳統的外貿模式存在過度依賴傳統銷售、買家需求封閉、訂單週期長、利潤空間低等問

題，這些問題都是影響中小企業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跨境電商透過網路的營運模式，正

在重塑中小企業國際貿易價值鏈。跨境電商打破了傳統外貿模式下國外管道如進口商、

批發商、分銷商甚至零售商的壟斷，使得企業可以直接面對個體批發商、零售商，甚至

是直接的消費者，有效減少了貿易中間環節和商品流轉成本，節省的中間環節成本轉變

為企業獲利能力提升及消費者獲得實質優惠。 
 

 iResearch（2014）研究報告指出傳統貿易與跨境電商的差異，如圖 1 所示，主要在

於跨境電商以 B2C 或 B2B＋B2C 的交易模式進行跨境零售，其壓縮了傳統跨境零售模式

中的進口商、批發商、分銷商及零售商等的空間，消費者可以直接面對產品的生產商或

製造商[11]。此外，從跨境電商出口的流程看，生產商（或製造商）將生產的商品在跨境

電商企業的平台上線展示，在商品被選購下單並完成支付後，跨境電商企業將商品交付

給物流企業進行投遞，經過兩次（出口國和進口國）海關通關商檢後，最終送達消費者

或企業手中。另外，有些跨境電商企業採用直接與協力廠商綜合服務平台合作，讓協力

廠商綜合服務平台代辦物流、通關商檢等一系列環節，從而完成整個跨境電商交易的過

程。跨境電商進口的流程除了與出口流程的方向相反外，其他內容大部分相同。 

 
圖 1：跨境電子商務與傳統外貿之差異比較 

（資料來源：iResearch 2014，中國跨境電商行業研究報告） 

 
跨境電商的交易模式主要透過平台與跨境物流，打破過去傳統貿易需經過出口商、

國外進口商、國外批發商與零售商才能將產品由本國銷售至海外消費者手中的冗長流程。

跨境電子商務可以分為「直接跨境銷售」、「平台橋接銷售」、「代運營商銷售」與「落地

經營銷售」等四種主要跨境交易模式[12][13]，此四種模式各有其優勢和劣勢，企業可依

經營策略和商品結構選擇適合的跨境電子商務模式。 

http://www.17cross.org.tw/Forums/forum_list?id=3fa362074979495fbd7a41b38d974b77


1.2 教學法與學生學習 

高博銓（2014）的研究指出[14]，如圖 2 所示，教學方法採用「講授法」、「閱讀法」

及「視聽法」的方式教學，在學生的學習保留率並不高，而採用「示範法」、「討論法」、

「實做法（做中學）」及「演練法（教別人）」的教學方式與學生互動，學生的學習保留

率才會較高，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 
 

90%
演練 (教別人)

75%
實做 (做中學)

50%
討論

30%
示範

20%
視聽

10%
閱讀

5%
講授

教學方法 學習保留率

1.講授法 (Lecture) 5%

2.閱讀法 (Reading) 10%

3.視聽法 (Audio Visual) 20%

4.示範法 (Demonstration) 30%

5.討論法 (Discussion Group) 50%

6.實做法 (Practice by Doing) 75%

7.演練法 (Teach Others) 90%
 

圖 2：有效教學方法及學生的學習保留率（資料來源：高博銓，2014） 
 

諾蘭（Norland）「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策略」之成效的研究[15]，其發現學生在

課堂中「試著去教會其他同學」時，自己的學習效率可以高達 95%；其次是透過「親身

體驗的學習」，學習效率可以達到 80%；「透過與他人互動討論」的學習效率亦達到 70%。

「實作」是培養專業人才與能力的基石，老師在教學上，應安排許多的課程實作，讓學

生透過體驗與實作，學習到多元的知識與活化的技能。「探究」亦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重

要歷程，因此能培養探究精神的課程設計，是符合學生學習的方向，探究的課程訓練也

能夠幫助學生學習面對未知的問題。簡而言之，真實情境的「探究」與「實作」的學生

學習方式，在於培養學生面對問題時，讓學生實際了解問題的核心，培育學生實際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幫助學生形成建構知識的方法、態度，促進學

生的知識創新與發展。 
     

近年來，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與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正是這

樣的精神。課堂中教師角色的轉變，也由教學變成幫助學生學習；由傳述課程內容變成

揭示學習方法。探究與實作課程，實質上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歷程，希望幫助學生

探究、建構知識。此外，日本的佐藤學（2012）推動「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模式，

強調主動、參與、分享、合作、表達，讓學生彼此對話、相互幫助，透過合作學習、分

享表達，讓學生找回學習的樂趣，老師找到成長的動力。也引起一股世界各國學習改革

的風潮，他認為，透過「學生合作學習」，才能真正幫助學生思考、互助合作，進而完成

學習任務。學習過程中，透過同儕互動，彼此的學習成效更佳，大家的情感也能因此提

升。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計畫考量「實務人才培育的重視」及「企業人才的需求」，並依據「學校定位」

與「學系教育目標」等，設定欲「培養學生具備之核心能力」，選擇以所教授的「平台基

礎課程」課程為例，期望藉由運用跨境電商平台實作教學實踐，透過選用能貼近社會脈

動、企業需求的合適教學題材，設計有助於引起學生興趣的實作學習教學方式，並採取

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本計畫運用跨境電商平台實作教學實踐

之研究方法與架構圖，如圖 3 所示，詳細說明如下： 

學校定位

學系
教育目標 企業、社會

人才需求

欲培養學生之
核心能力

(跨境電商的人才需求)

課程設計

  1.探索問題能力
  2.解決問題能力
  3.動手實作能力
  4.跨領域整合力
  5.創新思考能力

(如：開設跨境電商平台課程)

教學題材選用
設計教學方法

  1.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實作
  2.商品市場分析
  3.商品平台上架實作
  4.平台後台大數據分析
  5.模擬如何輔導中小企業使用平台...等

學習成效評量

成效驗證
持續改善

  1.平台實作作業
  2.分組平台實作之書面及口頭報告
  3.筆試測驗
  4.電子商務展相關參觀心得報告
  5.鼓勵參加競賽、證照取得…等

  1.設計教學評鑑量表
  2.進行實測及分析  

圖 3：本計畫教學實踐之研究方法與架構圖 
 
在課程目標訂定上，透過實際案例，讓學生實際了解企業面臨的問題，培育學生實

際解決問題的能力；藉由實作與跨領域學習，來培育跨領域整合能力以及提升動手實作

的能力。課程採用跨域教學，並培育學生具備六大核心能力，如圖 4 所示。 



 
圖 4：欲培養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規劃圖 

 
4.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實作教學法與體驗教學法是本計畫在「教學方法」上的核心，因此採用「實

做法（做中學）」的教學方式與學生互動，讓學生透過實作過程中親身體驗來進行

學習，並結合「示範法」、「討論法」與「演練法（教別人）」的教學方式，期望能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讓學生的學習保留率較高。本

研究所採用之教學方法，如圖 5 所示： 
 



 
圖 5：本研究「教學方法」採用說明圖 

 
A. 業師協同教學成果 

107(1)平台基礎課程邀請華特數位郭宇熙總經理協同教學，指導學生熟悉操作

阿里巴巴國際站 B2B 跨境電商平台 
  



  

  

  
 

B. 學生證照取得成果 
課程教學過程中，培訓學生取得跨境電子商務規劃師證照，學生成果有 28 位同

學取得證照，部分學生證照代表如下： 
 



  

  

  
 

(2) 教師教學反思 
跨域學習是近年各國推動教育改革的重點，本研究引用 STEAM 課程的理

念，以單一課程為例，規劃發展跨境電商平台實作相關教學活動，並開發設計

實作教案，引入企業個案實際經營操作平台的情境，讓學生在真實議題中進行

跨域學習，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探索知識的跨域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研究亦透過跨境電商平台體驗教學法搭配實作教學法（實驗組）與傳統

講述法（控制組）的教學實踐策略來探討於平台基礎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跨

境電商專業認證測驗成效與商品上架實際操作成效的差異性影響，透過統計分

析與結果，本教學實踐研究歸結如下： 



 透過跨境電商平台體驗實作教學法確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兩班學生在跨境電商統整知識測驗之前、後測的平均數、標準差如

表 1 所示。針對實驗組之前、後測成績，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以瞭解學

生學習前至學習後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3 所示。從中得知，實驗組同學

後測成績亦顯著高於前測成績(t = -12.95, p = 0.00 < 0.01)。研究結果顯示採用主

題式 STEAM 跨領域課程統整之教學設計，透過經驗學習法的教學方式，因增

加學生於課堂中進行 STEAM 的跨學科統整以及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的實際

操作經驗，資管系學生較能記住跨領域的國際貿易、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操作、

美學設計等專業知識。另從獨立樣本 t 檢定的量化結果得知，採用跨境電商平

台體驗實作教學法，學生在跨境電商專業認證測驗表現與商品上架實際操作表

現上等面向上的表現，顯著優於傳統講述法的學生表現。教學現場若能多加結

合實作場域的運用來讓學生動手實作，設計有助於引起學生興趣的實作學習教

學方式，並採用做中學及模擬演練法的教學方式與學生互動，且在教學題材選

用上，考量內容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能激發學習興趣與符合學生需求，學

生的學習保留率會較高，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 1：兩班分別在統整知識、實作上架商品至平台的平均表現 

項目 組別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跨境電商統整知識測驗 
實驗組 42.16 10.62 82.0 12.94 
控制組 43.35 11.21 75.8 14.25 

上架商品至阿里巴巴平台之線上系統

評分(系統最高分為 5 分) 
實驗組 2.43 0.51 4.16 0.50 
控制組 2.30 0.48 3.60 0.95 

 

表 2：實驗組在「上架商品的系統線上評分」與「跨境電商專業能力測驗」的 

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 
 樣本

數 
相關

性 
平均

值 df t 值 顯著

性 
 實際操作上架商品至阿里巴巴

平台之系統線上評分表現(前測

-後測) 
56 0.85 -1.09 55 -22.38 < .01 

 跨境電商專業能力測驗(前測-
後測) 56 0.833 -14.84 55 -12.95 < .01 

 
 學生平時參與度會影響跨境電商平台體驗實作教學法的學習表現 

本研究以作業成績來衡量學生的參與度情況，設計 6 次作業來增進學生的

問題探究與解決能力，並將 6 次作業分數總平均，以瞭解學生平時參與度的狀

況。實驗後，針對兩班作業總平均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如表 3 所示。



結果顯示實驗組平均分數為 82.31、控制組平均分數為 73.33，有顯著的差異

(t=3.55, p=0.001<0.05)。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採用跨領域主題式 STEAM 課程統

整之教學設計，可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表 3：作業成績總平均之獨立 T 檢定 

項目 組別 樣本數 變異數等式

Levene 檢定 M SD t 值 p 

作業成績 
總平均 

實驗組 61 F=1.494 82.31 12.86 3.55 0.001 
控制組 40  73.33 11.81  (< .05) 

 
此外，為瞭解實驗組學生之平時參與度對其統整知識測驗分數、上架商品

至 Alibaba 跨境電商平台線上系統評分的後測表現之影響，依其作業總平均成

績分為：高於 85 分→高度參與；介於 65 分至 85 分(含)→中度參與；低於 65
分(含)→低度參與，以此三個水準，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 所示。結

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其不同的平時參與程度，在統整知識測驗與上架商品至

Alibab 平台線上系統評分的表現上，皆有顯著差異。隨後採用 Tukey 法進行事

後比較發現：(一)實驗組學生在上架商品至 Alibaba 平台線上系統評分之表現

上，平時參與度高的學生，明顯優於平時參與度中的學生；平時參與度高的學

生，亦明顯優於平時參與度低的學生；而平時參與度中及參與度低的學生之間

則無明顯差異。由上述研究結果發現，採用跨領域主題式 STEAM 課程統整之

教學設計，透過現象經驗學習法，會顯著影響平時參與度高的學生其學習表現，

未來可再多設計一些讓學生參與的實作與體驗單元，以提升學生參與度。此呼

應了李育諭與林季怡學者(2018)的研究論證，跨域能力的成長與跨域課程參與

有關，跨領域課程會對學生跨領域能力的成長有幫助。 

 
表 4：實驗組學生其平時參與度對跨境電商學習表現之 ANOVA 分析 

項目 組別 平時參與度 人數 M SD F 顯著性 事後檢定 

跨境電商 
統整知識 
測驗分數 

實驗組 

高 32 86.19 9.67 3.87 0.027 高>中 

中 17 77.18 14.56   無差異 

低 12 77.67 15.30   無差異 
上架商品
至電商平
台之線上
系統評分 

實驗組 

高 32 4.39 0.46 9.79 0.001 高>中 

中 17 3.82 0.46   無差異 

低 12 4.04 0.36   高>低 

 
從單因子 ANOVA 變異數分析的量化結果得知，平台基礎課程採用跨境電

商平台實作教學法下，學生平時參與度會影響其跨境電商專業認證測驗表現、

商品上架跨境電商平台實際操作表現。平時高度參與的學生，其「跨境電商專



業認證測驗表現」與「商品上架跨境電商平台實際操作表現」，均明顯優於平時

低度參與的學生。究其原因為平時參與度高的學生，通常有較高的學習興趣與

自主學習，對於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的操作規則與實際商品上架與經營等較

為熟悉及理解，也較投入參與跟同學的溝通討論與協同合作，因此，對於課程

也會有較高的成就感。但在「專業知識」、「能力培養」與「學習態度」等量表

構面上，學生平時參與度的高低，則無顯著差異。 
 

(3) 學生學習回饋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習得跨境電商專業知識、瞭解阿里巴巴國

際站跨境電商平台規則、考取跨境電商規劃師證照、分組實際操作上架一

支商品至阿里巴巴國際站外，並有 1 組同學參加「2019 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該組學生榮獲影片傳播獎第四名、星光獎第四名、成果

報告獎佳作；另有 2 組學生參加 108 年度臺北市跨境電商產學合作計畫實

作成果競賽，其中 1 組學生榮獲佳作。其中 1 組參賽同學的學習回饋反思

如下： 
跨境電商的發展越來越蓬勃，我們該如何在這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找

到一個立足點是非常重要的。參加此競賽能增加實際操作的經驗並化做

自己的能力，增加在未來職場上的競爭力。透過這次競賽的機會讓我們

更了解跨境電商是如何運行，我們列出下列目標加以實行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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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附件 1 教師教學投入評量量表 

面向 構面 內容說明 

教 
師 
教 
學 
投 
入 

課程內容 
與 

教材選用 

1-1 上課內容透過跨境電商平台實際操作，能激發我們學習興趣 
1-2 上課題材納入跨境電商之新聞報章雜誌，具生活化、實務化 
1-3 上課教材使用企業實際案例，有助於學習 
1-4 上課內容使用跨境電商平台符合企業需求，對我們未來就業有幫助 
1-5 上課內容符合我們的需求 
1-6 上課內容重視實作 

教學過程 

2-1 教學方式能激發我們觀察生活中科技運用的變化 
2-2 教學方式能訓練我們批判思考、獨立思考 
2-3 教學方式能訓練我們試著瞭解企業所面臨的問題 
2-4 老師教學講求讓我們實際體驗、實際操作 
2-5 老師教學認真、很重視我們的反應而適當調整 
2-6 老師講課深入淺出，條理清晰 
2-7 老師教學會先示範並讓我們實作 

教學態度 
與 

師生互動 

3-1 老師鼓勵我們自由發問及表達意見 
3-2 老師與我們的互動關係良好 
3-3 老師會利用小遊戲與我們互動幫助學習 
3-4 老師很願意幫助我們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教學評量 

4-1.老師的評量方式能合理反映出教學重點 
4-2.老師的評量方式能客觀公正的評量我的學習成果 
4-3 老師會對我們的平時作業、期末報告等會給予回饋 
4-4 老師的評量方式多元，納入期末實作報告、參觀、證照認證考試等 
4-5 老師會與我們溝通評量方式，並做適當的調整 

 

 

 

 

  



附件 2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量表 

面向 構面 內容說明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專業知識 

5-1 從課堂中我能得到跨境電商的專業知識 
5-2 從課堂中我能瞭解跨境電商企業的現況與問題 
5-3 我能理解此課程跨境電商平台與貿易相關的專業知識 
5-4 我能記得此課程跨境電商平台與貿易的專業知識 
5-5 我能應用本課程的跨境電商平台與貿易專業知識於實務運用上 
5-6 我能根據本課程的跨境電商平台與貿易專業知識進行批判思考 

能力培養 

6-1 此課程藉由新聞報章雜誌之企業實際案例讓我學到批判思考的能力 
6-2 此課程藉由企業實際案例之現況讓我學到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 
6-3 此課程藉由 B2B 阿里巴巴國際站等，讓我學到動手實作的實務力 
6-4 此課程藉由跨境電商平台操作，讓我學到貿易與資訊跨領域整合力 
6-5 此課程藉由實作報告讓我學到如何與同學溝通討論、協同合作能力 
6-6 此課程藉由模擬企業上架商品至跨境電商平台讓我學到創新思考力 

學習態度 

7-1 此課程能激發我平常增加閱讀跨境電商企業相關新聞 
7-2 此課程透過生活經驗或企業實際案例引發我學習熱情 
7-3 此課程能激發我繼續探究這門課程相關知識的興趣 
7-4 此課程讓我獲得蠻不錯的學習成效 
7-5 此課程能提高我對動手實作相關課程的興趣 
7-6 有機會我很樂意向同學或學弟妹推薦修讀這門課 

 
  



附件 3、跨境電子商務統整知識測驗量表 

 

 

 
 
 



 

 

 
 
 
 
 
 
 
 



附件 4、上架商品至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實作及系統評分畫面(1/4) 

 

 
  



附件 4、上架商品至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實作及系統評分畫面(2/4) 

 



附件 4、上架商品至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實作及系統評分畫面(3/4) 

 
 
 
  



附件 4、上架商品至阿里巴巴跨境電商平台實作及系統評分畫面(4/4) 

 
 
 
 
  



附件 5：成果報告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