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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教學改善計畫 

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 

張弘遠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主要對象為校內國際貿易系二年級同學，在課後針對教學

內容做一致性的複習。其計畫生成之原因為近年來進入本校之國貿系

學生中，有部分學生在經濟及數學方面之能力較為不足，在學習上亦

有困難，故，藉由施行此教學改善計畫提升學生之學習素質，進一步

改善學生在課程上之學習。以下將對本次教學改善計畫之重點、目

標、施行方法、優缺點以及尚待改善之處，進行簡略介紹。 

 

貳、計畫重點 

    本次教學改善計畫重點著重於：利用課後時間對本系學生展開複

習課程，強化學生對課程上之學習與輔導學習上有困難之學生，藉以

深耕其之經濟基本概念、數學基礎能力以及本系教學主要核心的國際

貿易模式，為其日後將來面臨之國際貿易實務、國際金融匯兌等科

目，建立更深入的基礎與結合。 

 

參、執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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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執行方法採用助教制，透過先前本系學生對本課程在學

習上理解程度較強者，以及有深入研究者使其做為助教，並對正在進

行本課程教學之學生，採取課後輔助教學之方式（具體內容參見下

表）。其分為團體式輔導教學及個別式輔導教學。在團體式的輔助教

學方面係利用全班課餘時間，請助教對全班進行詳細之複習以及關於

小考問題的解答和訂正，讓針對課程不甚理解與課程上有疑問之學生

進行發問，並且在期中、期末考前進行總複習課程；在個別式教學方

面係請助教利用課餘時間，針對進度落後與學習效果較差之學生進行

課程上的複習，解決其在課堂上不敢發問之問題或者是回答想進一步

理解更深層面之學生的問題。 

 

 

全班同班 個別&少數同學 

 課後複習 

 小考解答及訂正 

 全班討論及發問 

 期中及期末考前總複習 

 針對個別同學解答 

 對少數學習困難之學生進行

輔助教學 

 解決在課堂上不敢發問之學

生的問題 

 對有興趣進一步學習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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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引導及輔助 

 

肆、目標 

    本次教學改善計畫透過上述教學方式進行，讓本次教學計畫之學

生能夠在有限的課程時數之外，進一步瞭解本課程之教學內容及意

義，解決受限於課堂時數上無法完整講授之問題。針對學生在學習上

之困難及疑問，做進一步的詳細講解及輔導，讓在課堂上學習進度較

落後之學生，能夠迅速趕上全班同學之進度。更以詳細教學之方式及

利用助教亦為學生之優勢，讓助教以學生對學生之教學方式解答，使

有學習疑問或對教師存有畏懼而不敢發問之學生，能得以在本科目上

獲得更進一步之學習。最終，以助教輔導教學之方式，吸引因課程困

難而拒絕學習或放棄學習之學生都能對本科目有更深入之瞭解，而不

只是因為學分上之壓力，造成其被迫學習。 

 

伍、計畫之 SWOT分析 

一、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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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改善計畫中亦存有相當之威脅，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之課程感到疑惑不解之學生甚多，簡單來說，學生對本課程抱持著「為

什麼需要學習此課程？」的疑問。少部分學生認為，「學習國際貿易

理論與政策的目的和用處在哪？」身為國貿系的學生認為，「若未來

不往學術領域發展亦無繼續升學之想法，只打算畢業後直接就業工

作，在升學考量時，係為數理方面學習有困難或者是不喜愛讀書，才

選擇進入技職體系就讀。因此，學校是否應以注重學生在技術性方面

之領域及各種專業證照之考取上做努力嗎？那為什麼還要學往後可

能完全不會用到的課程呢？是否偏離了技職體系的教學理念？」，亦

或是「既然身為技職體系之學校為何只著重於理論性之教學課程

呢？」 

綜上所述，如此多的疑問並不只是單純的存在於本課程而已，其

同時存在於眾多課程之中，例如：微積分、經濟學、會計學等各種課

程。 

於本人自本校任教以來，透過課堂或課間與學生之互動，發現到

本校部份的學生往往存有下列心態，即在校期間學習理論相關之眾多

課程，但這些課程對於畢業後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譬如學習微積分，

除了日後想深造之學生才需學會微積分，否則在一般的工作中只需要

利用計算機來運算即可，不會有學生把微分、積分及三角函數運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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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或工作中。若只有極少數的人需要用到微積分或者是學習微

積分亦無法找到工作時，為何還需要學習這些日後幾乎不可能使用之

課程？ 

只有少部分的學生，進入本校時，就對讀書產生了某些疑問，不

斷的思考讀書對未來是否就一定有更好的出路？再多的疑問都必須

回歸到原點加以理解，一方面是整個教育制度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

學生長久待在之義務教育體制中，讓其對讀書之期望產生太大的不確

定性，亦即對於學生自身的未來產生一個龐大的疑問？  

    因此，當學生對本課程與相關方面產生種種疑問之後，便可能對

於本課程的學習產生抗拒或排斥，這些往往可能導致學生在學習上之

困難，以及助教在展開教學輔導時，無法進一步加強本課程的輔助教

學。 

二、劣勢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原屬於理論及政策型態的課程，因此在

課堂上的教學內容，較難以有趣及活潑生動之教學方式來進行，最多

僅能將一般理論架構導入實務之情況，以引起學生在學習時的興趣，

故，在此情形下施行輔導教學時亦容易面臨到以下種種的情形。 

    首先，由於課程較屬於生澀之理論性的不利情形下，在輔導教學

上的選擇，大多只能引用實務上的國際貿易及國際情勢，將以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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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生的重要事件，導入課程中的各種理論架構之中。惟，在此同時，

也容易顯現出實務與理論的差異性，書本僅為理論上之敘述，課程上

所講授的所有理論與政策，其發生情況，只存在於一個最基本的假設

之上，亦即倘若此基本假設遭受破壞、不存在時，此理論架構將會發

生扭曲或產生變異性。故，即便導入實際發生之國際現象，也很可能

因為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各種情況及時代背景不同，而發生結果大

異其去的現象，使學生產生更多的疑問，其便會以為本課程既然無法

完整導入實務上存在之現象，又何需要做進一步的學習，亦讓原本已

無法全盤瞭解之學生，產生更大之學習障礙。若採行一般平鋪直述的

教學方式，又跟平時上課無所差別，可能造成本身在學習上已經不佳

之學生，放棄其對本課程之學習，亦或迫使大部分的學生感到無趣，

而不知所云，最終只是被迫於學分壓力下而唸書，而能真正學習到本

課程完整之觀念與智識。 

    其次，此改善計畫面臨程度較優秀之學生時，將會大幅降低輔助

教學的效果，原因在於程度較好之學生會認為，上課時教師已講授一

遍，為何放學時又需再聽一遍，豈不是浪費大家的時間？或者是認為

本課程的概念雖已存在，其基本假設與必須現象在現實的國際社會

中，卻是完整而不可能會發生的，為何需要一再的學習？現在多學一

點以後也記不得，進而完全找不到學習本課程之重要性與目的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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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形成有念才有分數，迫於拿到學分的壓力之下，才勉強學習。 

    綜上之劣勢影響下，不僅影響了一般學生的學習心態，也進一步

使教育改善計畫之效果大打折扣。 

 

三、機會 

    上述所提及之威脅與劣勢當中，顯現出不少對此改善計畫的缺失

及問題，惟此改善計畫施行過後，亦發現存在著許多能夠改善在本課

程上學習性不佳之學生的機會，這些機會來自於，利用完整與親近之

輔助教學方式，改變學生在過去學習不佳的之情形。 

    少部分學生在過去的學習過程中，對於自身學習較差或無法完整

瞭解之課程，通常採取放棄的方式進行逃避，這種消極性的學習方

式，只會讓無法理解的課程或不擅長之問題，隨著不斷的升學而增

多，不會因為放棄或逃避而加以解決。雖然一部分問題之原因，必需

追溯回學生以前之教育體制與社會現象，從國小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

的義務教育中，受到了體制及傳統觀念之影響，在教導學生學習上，

出現了「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故，學生無法理解課程內容時，教師

即認為學生不會也要硬背，亦或是教師根本不教導學生所學內容之義

務或重要性，只為應付社會變質之傳統觀念，產生出「學歷高就好，

會不會不重要」的現象，而這些現象都將會隨著學生不斷的升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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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嚴重之問題與後遺症。況且，學生到傳統大學或技職體系時，各

校強調之學習方式將有別於以往單純的默背或死記，而是著重於學生

的靈活運用及理解能力，讓學生能夠自由發揮亦不受限於傳統或刻版

的樣式。 

    因此，為了讓學習能力較弱之學生，有機會能改變以往的學習方

式與態度，採取了本次改善計畫，利用課後加強輔導及教授者為同

儕，方能容易瞭解學生間之心理與想法，以改善過去學習方式錯誤或

受傳統學習方式所侷限之學生的學習方式，試圖進一步引發學生之興

趣與理解的好奇心，讓以往遇到與本課程型態類似就放棄學習之學

生，有機會更進一步理解，改善學生對課程排斥及拒絕的心理。 

 

四、優勢 

    本次教學改善計畫中，施行之效果並非無任何缺失，但其有利之

處亦不少，除了有機會能吸引學生對本課程之理解與興趣，實際上藉

由此計畫所施行的改善方式亦有以下之優點，如：利用課餘時間再次

做完整之複習與問題解答，不僅能讓學生再次理解在課堂中聽不懂或

不易瞭解之部分，更針對教師上課時，因受限於上課時數或整體性等

因素，而無法詳細解答或講授之部分，做完整的講解及輔助教學。 

    其次，對於上課時不敢發問卻又無法理解上課內容之學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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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能以少數或個別的方式請助教再次講解。如此一來，既可為學生

解答，又能使其不必在意是否因為自己在課堂上之發問會拖延上課進

度，或者是讓其他人覺得自己問得問題太簡單。 

    再者，對於在高中或國中時，學習不佳而導致對課堂內容無法瞭

解之學生，做完整的複習，找出真正問題所在，使學生對本課程之內

容能充分理解，不再因多次的無法理解就放棄本課程；除此之外，對

程度較好之學生，若想要進一步深入學習，或想在未來進階考研究

所，亦提供其深入之學習方向與經驗交流。 

    然，本次改善計畫對少數完全沒有興趣或完全不想學習本課程之

學生效果不大，但也著實改善學生在問答及學習上之方式，讓其明瞭

只要願意學習，就能改變以往效果不佳與學習困難之現象，使其不再

只因學分壓力而學習本課程。 

 

陸、實施結果 

本項教學改善計畫於九十五學年度九月份之新學期開始實施，經

過一學期之實施後，獲得如下之操作經驗： 

一、 本項課程於操作過程中，針對全班同學所執行之課程複

習或助教講解之課程設計，由於大二同學課程選修之學

分較多，因此空堂情況較少，無法在適宜的時間聚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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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同學進行上課，導致全班性授課舉辦之次數或時間有

限。 

二、 針對少部份學習狀況較不理想之同學所展開的教學改

善計畫則取得較好的學習成果，由於助教利用夜間或下

課後的時間進行授課，因而在時間安排上較有彈性，且

小班制教學比較能夠產生學習效果，因而對於參與學生

學習程度的提升，有明顯成效。 

三、 本課程使用助教輔助教學後，有效減輕老師教學與課業

輔導之壓力，特別是協助授課老師執行平時小考的內容

講解與重點補充方面，而這主要反應在：（一）透過助

教對考卷內容的理解情況，來掌握考題難易程度﹔（二）

藉助助教來協助考試成績不理想之同學提升自我學習

狀況。 

 

柒、建議 

由於技職院校體制設計之故，導致理論性質較重之科目並非整體

課程設計重點，然而專業理論的具備卻又對學生掌握整體經濟與相關

產業變化走勢有著密切的關係，缺乏專業理論支持，就無法完整的理

解總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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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論課程所存在的抽象思考與嚴謹邏輯論證，卻又導致授課

老師在教授過程中，無法如同其他科目能夠以簡化的方式或輕鬆的教

學手段來提升學生興趣。 

在學生缺乏直接學習的動機與課程本質所導致的嚴肅學習氣

氛，遂讓學生於學習過程中因為缺乏理解的動機而失去掌握課程走向

的能力，理解能力越低，則對於課程的興趣就越少，最終導致排斥效

果的出現。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除了授課老師改變其上課方式之外，另外一

條途徑便是改善學生的理解狀況，而本次教學改善計畫也正是立足於

此一思考，而主要作為則是引入助教（TA）系統來協助老師教學。 

實施結果顯示，在減輕老師教學負擔與輔導同學的目標上產生了

明顯的效能。而在實施過程中的意外收穫則是，擔任助教同學因為教

學相長，使得其對理論課程的興趣增加，並透過實習課的帶領而提升

了口語表達與議題組織的能力。 

有鑑於此次實施成果，九十六學年度開始，本人擔任之日間部國

貿系四技二年級同學所修習之「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已全面配置助

教制度，為避免增加學校負擔，相關經費則由本人籌措，最後深切期

望此一做法能透過學校重視而成為正式制度，有效協助各相關任課老

師降低其教學負擔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