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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翻轉-帶著經濟學去旅行之「地圖上的經濟學視角」 

一、 本文(Content)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2019 年底爆發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由於各國初期

在面對防疫態度的輕忽，造成病毒擴散速度超乎想像，失控的疫情如滾雪球般一發不可收拾。

而在經濟方面，在各國進行邊境管制之後，首當其衝的便是航空業，以及連帶諸如旅行社、

飯店業、餐廳業、遊覽車業等之觀光產業，2020 飛航安全管理高峰會提到疫情影響比預

期還大，民航局原本認為該年暑假便會結束，但現在全球疫情仍嚴峻，呼籲航空相

關產業把最後一口氣留下，否則看不到 5 年後的陽光 (王淑芬，2020)。雖說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但因疫情限制無法出國旅行的這幾年，本計畫以帶著經濟學去旅行之

「地圖上的經濟學視角」為主題，翻轉學習的眼光，運用每位學生不離手的智慧型手機，透

過網路上隨時可以調閱的各國地圖、甚至更細緻的 Google Map，從地理環境學習其所凸顯之

經濟政策，以及與各國地理位置緊密連結的各式貿易談判所反映出的經濟理論之應用，例如

以臨太平洋各國所組成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TPP)、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

稱 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等；以北美洲 3國結盟的為 1994年 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NAFTA)，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為平衡美國與加墨之貿易，創造國內

更多高薪工作，與二國重啟談判，於 2018 年 10 月 1 日達成新版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

Mexico-Canada Agreement；簡稱 USMCA)；以位處東南亞各國為主的「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 ASEAN)。藉由各國因其不同的種族文化、消費者

習慣、產業特性、進出口強度與依賴程度、政府政策、經貿組織的參與或涉入程度，來介紹

經濟理論。 

(二)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Faulkner(2011)知識的傳承與創意乃是經濟成功的關鍵，知識的核心便是創意；

Truman(2011)也提到因為教師需要為許多複雜的挑戰尋求解決之道，故教學基本上即是創意

的專業展現；而創意教學必須要做到「結構」與「自由」，包含鼓勵學生的學習動機。

Bruner(1966)更早在 50多年前便已提出經由挖掘或創造之學習，較能夠提供學習者應用、歸

納以及思考能力，並於學習過程當中，建構出自己的知識體系。陳龍安(2006)於「創造思考

教學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中亦提到創意教學是基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可以被激發」理念所

發展出來的；而魏惠娟(2007)將創意教學定義為發展且運用新奇的、原創的方法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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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學生低頭族的習慣，與學習結合，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將成為當前教育重要課題。

近期開始有針對智慧型手機依賴或使用不當等相關與學習、醫學等相關研究的議題陸續被關

注。江淑惠、向展萱(2018)針對 319位國中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成就之研究，越早開始

接觸手機的學生趨向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嚴重性較高；使用手機年資越久與每天使用手機時間

越長的學生，成績越低落；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成就有顯著負相關的關係，而青少年時期

為步入成年期的先驅，行為的養成也將密切的影響到未來的社會體系。莊秀敏、陳揚學(2016)

針對臺灣北、中、南、東 7所公私立大學 840位日間部一至四年級學生發放紙本調查問卷，

在在皆顯示強迫行為、戒斷、功能障礙等有顯著負相關。造成智慧型手機成癮的使用行為皆

不相同，林文豪(2016)針對 583 位台中市高中職學生調查發現高職學生有 28.82%有手機成

癮的現象；而創市際市場顧問公司在 2017年的調查顯示，2016年下半年國人智慧型手機的

持有率已達 82.7%，經過一年，相信其數字只升不降，已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影響學生的學習更甚。 

因此創意教學強調教學資源、教材教具、教學評量的多元，教學方法的活潑生動有趣，

其目標在於教學活動中引起學生興趣、投入及引發其思考，沒有固定模式(丘愛玲，2009)。

Resnick等(2009)認為資訊時代學習者不能只限於瀏覽資訊而已，應運用資訊工具進行創作，

以呈現數位流暢(digital fluency)之能力；此亦是本計畫所探討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模式所著重

之處，期待產生之學習成效。 Schwab(1973)認為教師乃課程共同要素 (curriculum 

commonplaces)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動力；Tyler(1949)指出教師是學生學習階段的設計者，是

肩負著選擇與安排學生學習經驗之重責大任。因此教師隨著教學年資的累積，伴隨而來的是

與每一屆學生的年齡差距拉大，故教學設計更須為因應不同世代而創新和翻轉。 

(三)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計畫透過課程之執行，學生學習之回饋反思，以及教師個人透過教學經驗之累積和自

身之專業，開發新教材，主持人於教授經濟學逾 20年已彙整編輯經濟學家生平故事、漫畫與

笑話經濟學等相關資料，透過此教學實踐計畫，豐富素材，於課程逐章進行過程中，擷取熱

門網路新聞，更加貼近學生之學習習性，增添課程之吸引力與創意性。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

及化，影響學生課堂上的學習樣態，觀察到學生易被手機影音訊息吸引，因隨時出現的線上

聊天而分心，集中度過於短暫、學習意願不高、低估專業並高估自我能力，這些學習力與專

注力的問題，為當前所需解決的問題。 

    雖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但礙於新冠肺炎疫情，各國進行邊境管制，旅行成為

近年較受限制的事，本計畫以帶著經濟學去旅行之「地圖上的經濟學視角」為主題，翻轉學

習的眼光，運用每位學生不離手的智慧型手機，透過網路上隨時可以調閱的各國地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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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細緻的 Google Map，從地理環境學習其所凸顯之經濟政策，以及與各國地理位置緊密連結

的各式貿易談判所反映出的經濟理論之應用，藉由各國因其不同的種族文化、消費者習慣、

產業特性、進出口強度、政府政策、經貿組織的參與或涉入程度，來介紹經濟理論。透過 IRS

互動教學系統的使用(ZUVIO 與數位學院等教學輔助系統的議題討論與回饋)，一來使手機不

離手(甚至不離眼)的學生，可以讓手機成為學習的工具之一，將心思焦點轉回課堂上。  

(四)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所謂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learning；簡稱PBL)教學方法之主要學理基礎，係指建

構主義、情境學習理論和合作學習理論等，最早運用在醫學教育場域(Albanese & Mitchell，

1993)，其中知識價值包括知識記憶、知識理解、知識應用、知識類推、知識創造與理論建構

(溫嘉榮、鄭國明、郭勝煌，2010)。 

Filipenko和Naslund(2016)表示PBL主要奠基於實用主義、建構主義、鷹架理論、訊息處理

論、情境學習與合作學習等理論，重視學生學習更甚於教師的教學；強調讓學習者於應用知

識的情境中，透過小組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經歷動手做的真實過程，發展統整知識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Allen等人，1996)。教育部亦指出培養學生正確聽聞、摘記、閱讀、書寫、口頭議題

掩飾、創意溝通、具實踐動能之敘事想像等能力即為所謂多元敘事能力。如何協助學生以更

精準方式接收、內化、傳達訊息，表達感受之內涵，已成為一項至為重要之基本能力。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學生分成 2至 5人一組，教師擔任課程引導者。課程開始先講述課程實施程序，

透過課堂教學互動工具 ZUVIO確定分組名單後，先進行動畫教材播放，由教材中帶出數個相

關議題，各小組成員先就 PBL後再融入課程討論，再進而全班討論，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學

生 進行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及情境學習。透過分組、指派小組長，使小組長們得以模擬職場

的工作與學習態度，並且可以減少學生校外打工造成的疲累(例如：消耗體力、夜間工讀等)，

將打工機會與學習結合，透過小組長的培訓會議，學習資料彙整、組員意見溝通、整理與回

報機制，更具多元學習。 

2. 研究問題/意識 

依據羅芝芸(2017)的研究顯示，青少年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地點分別為家裡、通勤路程

與學校；而最常使用之功能最多為「通訊社交聊天類」，再者為「影視音多媒體類」、「生活應

用工具類」和「新聞資料檢索類」。因而本教學實踐欲翻轉學生在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使之透

過通訊軟體的互動、所查詢的資料，可以結合課本之論述，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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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 

圖 1  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Sternberg & Lubart (1991)創造力投資理論，認為智力過程、知識、認知風格、人格特質、

動機、環境(可以地圖為輔)6種投入資源及相互作用影響創造力，經創造力的運作過程，由不

同程度的創造基本資源相互結合，構成若干不同領域的創造能力；這些能力透過創造性組合

技術，將相應領域的創造性觀念組合；再將此觀念變成可供評價的創造性產品。 

依據陳琦媛(2017)研究表示成功實施 PBL 教學的重要元素包括：配合課程需求之教學流

程規劃、切合真實情境的問題或個案、由教師適切引導小組進行合作討論等，應用如下： 

表1  本計畫融入PBL之教學設計 

項目 
課程屬性

與大綱 
設計 

(1) 配合課程需求之

教學流程規劃 

大一專業

基礎課程 

(1) 依照課程大綱課程規劃； 

(2) 前測：利用ZUVIO互動學習系統瞭解學生對於「經濟

學」一詞之敘事力，據以為規劃課程之調整參考。 

觀察學生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 

 

省思可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教學行動方案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調整授課方式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1)即時反饋系統(IRS)；(2)評量修正 

尋找各式資源以豐富教學之多元性： 

(1)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2)校內適性創意教學與改進教學申請。 

(1) 世界地圖、各國地圖、經濟地理之介紹； 

(2) 電子庫(華藝線上圖書館)文獻查詢、使用之介紹。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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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合真實情境的

問題或個案 
單元主題 

透過同儕共學，期使激盪出不同的解讀，活化理論，精

彩學習 

(3) 由教師適切引導

小組進行合作討

論 

作業設計 

(1) 自主議題-每組選定國家： 

學生為學習本位，參與課程設計，培養學習熱情， 

說明如何選定主題；該國家、區域或貿易組織(創立

原因與參加國家)，以表列、地圖等輔助說明；該國家

之地理環境與對全球經貿的影響，舉一個目前的時事

議題加以介紹、探討；結論與心得感想；參考文獻。 

(2) 經濟相關影片觀後心得利用ZUVIO觀察與評估學生

敘事能力。 

(3) 再由授課教師將之與課本連結，以問題為導向，培養

學生探索與敘事能力，在地圖旅行中看見經濟學。 

(4) 學習成效驗證與

反思 
評量策略 

(1) 透過ZUVIO互動學習系統設定同儕互評，採給分制

與開放式優缺點建議。 

(2) 定期舉行分組反思，透過以提與經濟學專業知識的

整合，培養學生具是反省現實經貿議題之能力。 

(3) 協助學生以更精準方式表達、傳達訊息使敘事力成

為生活中重要的基本能力與職場之優勢能力。 

(4) 後測：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陳琦媛(2017)、本研究整理(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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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實驗於大一經濟學兩個班級，共計 112名學生，經濟學學習相關背景資料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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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教學設計理念著重於創意教學，運用 Truman(2011)引用 Wallas 在 1926 年的論

述，提出創意形成的四個階段，亦即準備(preparation)、孵化(incubation)、明朗化(illumination)

與驗證(verification)。而驗證的過程包含個人與社會因素，也就是創意的新產品需要滿足個人

目標、也能夠經得起社會大眾的評估。學生的學問卷習回饋統計整理下表所示： 

表 2 學生教學回饋問卷統計表 

構面 問題 分數 

學生自我

學習狀況 

上課時，我經常專心聽課 3.78 

上課時，我常會做與課程無關的事 2.62 

課餘時，我會花時間在這門課程的學習上 3.57 

學習態度 

我覺得學習經濟學課程是有意義的 4.10 

我覺得學習與經濟學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4.17 

我覺得把經濟學學好是重要的 4.20 

我覺得學習和觀察更多有關經濟學的內容是重要的 4.13 

我想了解更多這經濟學的學習內容 3.88 

我會主動搜集更多與這個課程相關的內容 3.47 

我覺得對每個學生而言，學習經濟學是重要的 4.01 

教材與教

具使用 

我認為使用此教材(包括課本、影片、報告)上課可以讓我更專心的學

習 

3.96 

我認為每個單元的教材設計切合此學科主題內容 4.05 

我對使用此教材的學習方式感到滿意 3.90 

我對教材中討論的問題與老師分享資訊感到滿意 4.14 

我認為教材可以幫助我願意自主性學習 3.66 

我認為透過教材的學習，可以加深印象不容易忘掉 3.90 

我喜歡使用本學期的教材 3.78 

透過教材的學習(包括課本、影片、報告)，令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掉 3.85 

教學內涵

面 

我覺得教學目標明確，授課內容與課程名稱相符 4.18 

老師會主動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調整教學內容或方式 4.08 

我覺得本課程上課內容適中，有助於我的學習 3.97 

我覺得老師授課準備充分，進度控制恰當  4.14 

我覺得老師教學方式深入淺出，條理清晰，易於理解 4.10 

我覺得本課程的教學模式能提高我學習的興趣 3.78 

我覺得本課程的作業或活動可以幫助我更加了解這門課程 3.92 

女

性

男

圖1 修課學生性別比例圖

有

43%

無

57%

圖2 進入大學之前，有無修習

過經濟學



7 

 

學習成效 

上完此課程，我認為對培養解決問題能力有幫助 3.85 

上完此課程，我認為有激發自己學習更多相關知識的動機 3.83 

上完此課程，我認為對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力有幫助 3.96 

學習成效 

上課後，對經濟學認知程度 3.71 

上課後，對經濟學了解程度 3.71 

上課後，對經濟學專業程度 3.22 

上課後，對成績的滿意程度 3.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2) 

    信度分析(confidence analysis)係指測驗工具所測屬性的結果是否具一致性(consistency)與

穩定性(stability)；Nunnally(1978)表示 Cronbach's Alpha 值至少需大於 0.5，最好能大於 0.7，

α值越高，顯示量表內各屬性的相關性越高，內部一致性越趨於一致，本研究採用使用度較

高的 Cronbach's α值衡量學生學習因素間之一致性，下表顯示除學生自我學習狀況

Cronbach's α值為 0.716外，其餘各個構面皆超過 0.8至 0.9，顯示量表內各屬性具高度相關。 

表 4  研究變相信度表 

構面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學生自我學習狀況 .716 3 

學習態度 .906 7 

教材與教具使用 .924 8 

教學內涵面 .907 7 

學習成效 .835 7 

學習成效 .960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2) 

2. 教師教學反思 

由於經濟學為學年課程，固本研究設計成兩階段循序漸進引導學生，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造成全球邊境管制，航空旅行停擺，透過網路上隨時可以調閱的各國地圖、甚至

更細緻的 Google Map，從地理環境與經濟政策、經濟特色之關聯，以各國地理位置緊密連結

的各式貿易談判所反映出的經濟理論之應用。 

表 5  課程設計與教學反思連結表 

學期別 旅行經濟學 經濟學的應用 教學反思 

上學期 

1. 選定欲旅行的國家； 

2. 該國家地理位置、與

台灣的相對位置介

紹。 

1. 以照片、圖案、地圖

等輔助說明 

2. 地理位置在經濟上

的優點與缺點； 

1. 透過分組，讓學生學習合

作與溝通的多元能力； 

2. 由學生自行選定主題，透

過與老師的討論給予內容



8 

 

3. 舉一個目前的經貿

時事議題加以介

紹、探討。 

的修正意見，逐步調整內

容。 

3. 透過地圖、照片的輔助，使

簡報更活潑。 

下學期 
區域或貿易組織 (創立

原因與參加國家) 

1. 利用世界地圖介紹

經貿組織會員國之

地理位置關係； 

2. 台灣有無加入？ 

3. 對台灣經貿的影

響。 

1. 透過創立原因與參加國家

的介紹，理解經貿組織對

於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的經

濟發與國際地位的影響； 

2. 從地理環境與經濟政策之

關聯； 

3. 以各國地理位置緊密連結

的各式貿易談判所反映出

的經濟理論之應用； 

4. 透過該國經濟地理的特

色，將課本中的理論與之

連結，使得學習過程中更

易將理論與實務的關聯具

體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2) 

3. 學生學習回饋 

    針對學生學習成效問卷統計，質性回饋節錄整理表 6所示： 

表 6  學生學習回饋表 

序號 回饋 

1 
在學習這次的經濟學課程後，我對於各國的經濟發展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能知道

某些經濟政策背後的目的，以後也會繼續關注經濟議題。 

2 

藉由經濟學的角度去看各個國家，搭配時事、經濟貿易組織和地理位置，讓我能

夠更加瞭解這個世界環環相扣的經濟發展，在以前看新聞只會覺得「啊！疫情好

煩不能出去玩！」然而現在開始會不自覺聯想到商家業績、貿易環境加劇、國際

組織的新行動、政府的決策走向等等，透過老師給的練習漸漸的能夠看見事情更

多不同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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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之前比較沒有接觸到經濟學這塊，透過這次的課程學到很多經濟學的知識，以及

經濟學與我們生活相關的部份及如何應用。此外，還有學習到如何做出一個能讓

聽者能清楚了解要表達的內容的簡報，也因此更加了解介紹國的經濟狀況及地理

位置帶來的各種影響，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能學習到更多相關的知識 

4 學了經濟讓我更了解各國的發展，以及如何看一個國家經濟是否繁榮 

5 

經過這個學期的學習，覺得自己有慢慢在進步，但專業的部分得自己再多加鑽研，

這學期基本上每一堂課都有出席也有認真聽課，但自己就是對於這方面比較不熟

悉，卻也沒有事先預習，事後可能就會有一些題目不會做，得再做調整。 

6 

高中沒有接觸過經濟學，在大學能學習到經濟學，可以幫助自己了解經濟理論與

市場經濟發展趨勢，期許自己能慢慢將所學內化，並在未來應用於分析市場變動

方向。 

7 

在高中時學過經濟學，但那時候就好像為了考試而學習，但現在上經濟學就有趣

很多，可以利用報告的方式來了解經濟，還可以與同學互相討論增進感情，沒有

那麼死板了。 

8 

透過製作經濟學報告，讓我理解到了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單單只是金錢往來，還有

須多因素影響一整個國家的決策，多虧了這門課，讓我更有興趣理解經濟學，雖

然考試考不好，但是未來進入職場或是市場是肯定能多加運用，這是我覺得這門

課最好最棒的地方 

9 

這一年所學習的經濟跟高職學的感覺截然不同，明明內容是很相似，但是學習方

式完全不一樣，第一次接觸用分組報告的方式，從中學習，並且更了解那個國家

及組織，以前都是老師在黑板上教，我們在底下做筆記，回家記得做作業而已。 

10 

在高中有學過經濟學，因為沒有很認真學習，所以到了大學必須認真學習，老師

利用簡報和舉例子讓我們可以更了解經濟學。經過這一年的報告讓我了解各個國

家的經濟發展。 

11 

在這一年學到的經濟學，在高職就有學過，所以更加的深入了解經濟這門課程，

學的時候了解到如何去整理重點，以及考前要怎麼樣的更有效的去複習，學到東

西也有比高職來的更多元，不只是課本上的東西而已，也有一些生活上的例子來

去了解，也有大家的報告讓我認識到不同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透過報告將課

程所學融入其中，更貼近日常生活經驗。 

12 在課堂的學習中我能更充分的了解許多經濟學的知識，也通過做報告瞭解了很多



10 

 

我們不知道的事。 

13 
透過這一年學到的經濟，雖然部分在高職就有學過，但透過簡報報告、影片、講

解等上課方式，學到東西也有比高職來的更多元，更加的了解經濟這門課程。 

14 

比較之前在高中的學習方式，我覺得報告這件事情會使我在學習上更有熱忱，因

為自己相關的內容都必須自己查詢統整，經過這兩次的報告後，雖然在經濟這門

課上，我的能力一直都不是很好，但是因為報告，讓我對一些國家都有更深的了

解，後面自己會利用課餘時間去多多獲得更多的相關知識。 

15 

高中也有學過經濟，在大學又接觸到了會覺得比較好上手，老師利用報告的方式

讓我們更了解各國家特色、地理位置等等⋯讓我獲益良多。以後也可能會接觸經濟

方面的相關事業，希望自己可以學習更多經濟方面的相關知識，讓我的能力有所

提升。 

16 

在這兩年我學到了一些平常沒有注意到的小事，像是邊際遞減的概念，好吃的東

西吃越多反而會越吃越覺得不好吃，滿意度會下降，我覺得相當有趣，以前都沒

注意到，還有地圖上的經濟學也蠻有趣的。雖然經濟學的課程即將畫下句點，但

我還是會在生活中發現經濟學有趣的現象。 

17 

雖然高中就有學過經濟，但沒有完全理解，上了大學之後，老師從頭開始講授，

讓我更理解經濟這門課。希望未來經濟知識能夠越來越好，能對未來的工作有幫

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2) 

在帶著經濟學去旅行之「地圖上的經濟學視角」的學生學習成果，透過網路上隨時可以

調閱的各國地圖、甚至更細緻的 Google Map，從地理環境學習其所凸顯之經濟政策，以及與

各國地理位置緊密連結的各式貿易談判所反映出的經濟理論之應用，藉由各國因其不同的種

族文化、消費者習慣、產業特性、進出口強度與依賴程度、政府政策、經貿組織的參與或涉

入程度，來介紹經濟理論，整理如附件。 

(六)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計畫經由事先的學經背景調查與資料分析，每位學生在學習上都可以透過即時回饋系

統被重視其個別差異性，每位學生在回饋反思上之意見，得以被充分的表達與理解，由授課

教師立即反映、調整在授課方式上，以收適性教學之效。透過地圖結合課本理論介紹，輔以

時事新聞議題之應用，解析時事新聞中的經濟理論，以收人文素養、人道關懷與經濟學家思

考邏輯之訓練，使其敘事力、國際視野更形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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