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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面對寫作課程態度抗拒
與不願意投入心力

新世代學子數位化的學習模式，
課堂使用手機、上網的常態
數位原生/數位移民



研究目的

•探討中文寫作課程之混成學習模式對學生寫
作態度之影響。

•探討中文寫作課程之混成學習模式對學生寫
作成效之影響。

•透過此課程實施，建立中文寫作課程之適切
模式，作為未來教學設計及課程參考。



文獻探討1

大專校院現行寫
作課程規劃設計

包含大一國文

獨立課程

寫作中心

文體教學法
記敘文、抒情文、
論說文、應用文



文獻探討1
• 文體教學法（Genre-based Approach）系統式功能語言學。文體教
學在英語教學領域被證明具正面效果（王淑儀，2007；Rose and 
Martin，2012），但中文教學領域中相對較少（岑紹基，1999；邱
佳琪，2015；邱忠民，2008）

參考來源 具體步驟

岑紹基（2010） a. 第一階段—範文引路；
b. 第二階段—師生合作集體創作，師生商議有共同興趣的

主題書寫；
c. 第三階段—個人寫作，指學生個別創作後，由教師提供

建議，學生再將文章定稿

彭妮絲（2013） a. 建立先備知識；
b. 課程啟動（決定範文、文體分析）；
c. 課程推展（決定文體寫作、用語、共同創作）；
d. 課程收尾階段



文獻探討2
• 混成學習理論：即是結合傳統課程與數位媒介（Driscoll，2002；
陳俊廷，2008；鄒景平，2003）

• 科技融入中文或寫作教學可以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信心、熱忱，
和學習成效（林時，1999；朱湘燕，2007；廖淑慧、張基成，
2013），以及學生寫作能力與學習態度（黃郁婷，2003）

大學國文

參考來源 內容

王慧茹（2010） 使用輔大校內建置的iCAN系統，協助寫
作教學

陳秀美（2016） 運用數位教學平臺「Moodle」，讓學生接
龍進行「劇本寫作」

中文寫作 張玉茹（2009） 寫作教授內容限制在學術性研究計畫書寫



文獻探討3
• 寫作態度：個人對寫作的積極或消極反應，在寫作過程中所表現
出來的一切學習情形

• 「認知」指對寫作的看法、「情意」指對寫作的好惡、期待感等
、「技能」指寫作技巧、寫作過程、和他人分享內容等

參考來源 定義內容

柯志忠（2000） 自編之態度量表以「認知經驗、情感經驗和行
為意向」等三面向為依歸

許宜文（2007） 「認知」（對寫作的正向看法）、情意（對寫
作的喜惡、期待或焦慮）、行為（寫作技巧的
展現、視寫作為一分享活動）

顏秀玲（2011） 寫作認知、寫作行為和寫作情意三大向度



研究設計與方法
• 研究對象，大一40位新生

表 1：研究參與者背景說明 

  主修 人數 百分比 

傳播 20 50% 

英文 12 30% 

音樂 8 20% 

 



研究設計與方法
• 混成學習= 傳統+ 數位

• 傳統課程：面授、講述等

• 數位媒介：1know學習平臺

知識/群組



教學設計與方法
週次 課程主題

1 認識大學寫作及本課程

2 用字遣詞，精煉字句I

3 用字遣詞，精煉字句II

4 謀篇佈局，構思綱要

5 寫作修辭手法

6 閱讀與寫作(演講)

7 記敘文體寫作

8 抒情文體寫作

9 期中考週

週次 課程主題

10 論說文體寫作

11 故事學

12 故事學

13 學術論文寫作

14 學術論文寫作

15 應用文體寫作—活動企劃書(業師)

16 期末專題討論與修正

17 期末專題發表

18 期末評量週



教學設計與方法
• 具體教學步驟：

1
• 建立先備知識/引起動機/1know學習平臺

2

• 課程啟動（課堂透過範文分析，講授文體寫作模式及技
巧，並與學生討論）

3
• 課程推展（實地寫作演練）

4

• 課程收尾（對學生寫作進行回饋或提供公開互相欣賞作
品的機會）



研究設計與方法
• 研究工具

量化

• 中文寫作混成學習實施問卷前、後測
(「寫作態度」/「學習滿意」)

• 學生期初期末寫作前、後測

質性

• 期末開放式回饋單

• 1know平臺上的回饋機制

• 課堂觀察等



研究成果

寫作態度
題目摘要

課程實施
前後

傳播主修
平均值

英文主修
平均值

音樂主修
平均值

總平均值

1.我認為寫作是每
個人須具備的能
力

教學前 3.74 3.75 4.75 3.95

教學後 3.72 4.07 4.83 4.03

2. 我認為我有能力
學好寫作

教學前 3.42 3.42 4.63 3.67

教學後 3.72 4.07 4.17 3.92

3. 我認為寫作是訓
練語文表達的好
方式

教學前 4.11 4.17 4.88 4.28

教學後 3.89 4.43 4.50 4.18

4. 我認為勤於寫作
可以提升寫作能
力

教學前 3.79 4.17 4.63 4.08

教學後 3.94 4.29 4.50 4.16

5. 我認為寫作能力
的優劣會影響到
其他專業的學習

教學前 3.58 3.50 4.25 3.69

教學後 3.89 3.71 4.50 3.92

6. 我認為寫作是一
件有趣的事

教學前 3.37 3.25 4.13 3.49

教學後 3.56 3.57 4.00 3.63

7. 我喜歡在臉書、
微信、部落格等
平臺上發表文章

教學前
教學後

2.58

3.17

2.58

3.00

3.75

4.33

2.82

3.29

表1：學生在課程實施前後之寫作態度描述統計



研究成果

寫作態度
題目摘要

課程實施
前後

傳播主修
平均值

英文主修
平均值

音樂主修
平均值

總平均值

8. 我喜歡修讀與寫作
相關的課程

教學前 3.05 2.83 3.88 3.15

教學後 3.56 3.29 4.33 3.58

9. 我認為修習寫作課
程是輕鬆愉快的

教學前 3.11 2.92 4.25 3.28

教學後 3.61 3.43 4.33 3.66

10. 我認為完成一篇
文章很有成就感

教學前 3.84 4.08 4.75 4.10

教學後 3.94 4.00 4.50 4.05

11. 我認真用心撰寫
每一篇文章

教學前 3.74 3.92 4.38 3.92

教學後 4.06 3.86 4.67 4.08

12. 寫作前我會先構
思或與他人討論文
章的架構

教學前 3.58 3.67 4.25 3.74

教學後 3.50 3.79 4.33 3.74

13. 每完成一篇文章
我會與他人分享

教學前 3.21 2.83 4.00 3.26

教學後 3.06 3.21 4.17 3.29

14. 我會主動參考有
關寫作的相關書籍
或網路資訊

教學前 3.42 3.50 4.25 3.62

教學後 3.83 3.57 4.00 3.76

15. 我會想辦法解決
寫作過程中遇到的
各種問題

教學前 3.53 3.83 4.50 3.82

教學後 4.00 4.07 4.33 4.08



研究成果
表 2：課程實施後各主修之學習滿意度描述統計 

學習滿意 

問卷題目 

傳播主修 

平均值 

英文主修 

平均值 

音樂主修 

平均值 

總平均值 各構面 

平均值 

Q1 3.78 4.07 4.33 3.97  

4.05 Q2 3.89 4.29 4.50 4.13 

Q3 3.94 4.00 4.50 4.05 

Q4 3.89 3.79 4.50 3.95  

 

 

  3.99 

Q5 4.28 4.14 4.50 4.26 

Q6 3.94 4.29 4.50 4.16 

Q7 3.89 3.50 4.50 3.84 

Q8 3.78 3.79 4.17 3.84 

Q9 4.00 3.93 4.50 3.71 

Q10 4.00 4.07 4.50 4.05 

Q11 3.67 3.86 4.17 4.11 

Q12 3.94 4.00 4.17 3.82  

 

 

 

3.90 

Q13 3.61 3.86 4.33 4.00 

Q14 3.89 3.86 4.17 3.82 

Q15 4.00 3.71 4.50 3.92 

Q16 4.00 3.86 4.00 3.97 

Q17 4.00 3.86 4.00 3.95 

Q18 4.06 3.93 4.00 4.00 

Q19 3.72 3.93 4.17 3.87 

Q20 3.67 3.64 4.17 3.74 

 



研究成果

表 3：學生寫作前後測成績 

 傳播主修 英文主修 音樂主修 

前測分數平均值 68.4 65.2 64.6 

後測分數平均值 68.0 68.8 73 

前後平均值比較 -0.4 3.6 8.4 

 



教學成果

1know平臺使用教學及實地練習 第四週活動，
配合校園五感微物
戶外書寫

第六週邀請清華大學寫作中心王萬儀教授演講，
教導學生如何抓住閱讀重點，以及教導學生透
過閱讀累積寫作題材



教學成果

第十一週抒情文體寫作，
課堂討論與分享

第十三週故事學，
故事結構課堂討論與分享

期末專題成果發表，邀請校外兩位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給予學生指導建議



教學成果



教學與研究反思

1.「做中學」、多元活動學生印象

最深刻;「論說文體寫作」、「學

術論文寫作」是學生最沒興趣的單

元，未來設計活潑多元方式

2. 對中文寫作不再害怕或厭惡

3. 對線上平臺熟悉度與習慣性，影

響其登錄意願與學習參與

1. 初步嘗試「混成模式」，發現對
「寫作態度」具一定提升

2. 未來精進/嚴謹統計研究方法

3. Q9增加深度訪談，對結果分析可有
更深入與細緻的分析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