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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以多元教學方式融入日文教學的學習成效之行動研究 

一、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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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育部(2017) 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中指出，技職教育須配合產業脈動

及社會需求，施行實務教學，使學生能依個人興趣、性向與才能，於畢業後能快速與

產業接軌，成為各級各類應用型專業人才。臺灣與日本的地理位置相近，無論是國人

出國旅遊或外國人來臺的人數都顯示日文在臺灣的重要性。基礎日文教學需要改變教

學方式，傳統方式教材以教師教學，學生吸收的傳統教學模式，較無法引起學生的學

習興趣。若教師能找出適合教學的日劇影片資料，利用多媒體資源將日劇會話內容導

入教學，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引導學生深度參與課程活動，設計

體驗教學活動來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應可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日劇可以展現日本

的文化情境，藉由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課堂上的師生討論，把教學過程翻轉變成學生自

主學習從中發現問題，再加上師生協作解決問題，能夠調動學生的日語學習積極性，

培養學生的獨立自主學習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從而有效地提高教學品質。本

研究創建新興的教學方案，讓日文學習變得生動有趣，提高學習興趣和提升日文溝通

能力。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幾點: 

 (1) 應用多元教學幫助學生的日文學習。 

(2) 透過日劇和漫畫提高學生的日文學習興趣。 

(3) 提升學生與外國人的日文溝通能力與信心。 

(4) 教師在運用「多元教學」實施日文課程行動研究中的省思與成長。 

 

 

2.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 多元教學相關研究 

    Gardner( 1983) 提出多元智能理論，認為人人都具有多方面的學習能力，如：語文、音樂、

數學／邏輯、空間、身體動覺、內省、人際、自然等智能；但每個人擅長的能力並不相同。如

果教師能運用學生擅長的能力來引導其學習，可減低其學習困擾，促進學習效果( 吳武典，

2008；張景媛…等人，2002)。Shulman( 1986)提出教師的教學內容應包含示範、類比、闡述、

釐清…等活動，讓「 內容知識」變成學生能理解領悟的內容。Vygotsky( 1978) 認為教師應掌

握學生的學習狀況，給予適當的引導，如示範、增強、回饋、高層次思考等策略的介入，讓

學生發展出更高層次的心理歷程，促進其學習表現。 陳建榮（2004）指出「電影融入教學」

是指透過運用與欣賞電影媒材，配合特定之教學重點，結合討論、分享等多元教學活動，進

行有意義的學習，以電影完成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層面的教育目標。 

    王靖婷( 2007) 以八大智能的不同面向，引導學生們以多元來欣賞古典詩歌的美感情意，

為良好的教學範例;陳秋虹 (2006) 以課堂講課、口頭報告、戲劇表演、電腦輔助教學融入技

專校院的國文課;皆為國文課的多元教學模式。有相關研究以多元教學法應用於國文的教學上，

solomon(2003)提出專案導向學習的優點是學生藉由整合學習過程、分析而產生新知，透過真

實體驗最後達到學習的目的。本研究以這些相關研究為基礎，進行日文課程的多元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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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動研究教學法 

    Wadsworth(1998)提出行動研究進行的方式是一連串持續而循環的過程，這些過程包括擬

定行動方案、反思與發現行動中之問題、修正現場工作問題、分析是否改善與達到目標、提

出結論、下一階段新行動方案的擬定等。行動研究法資料收集方法包括訪談、觀察、問卷調

查、表單紀錄(repertory girds)、雜誌、報告、相片、信件、錄影錄音會談、他人的意見、現場

的實務錄影、田野記錄等。McKernan (1991)認為行動研究法可視為一種特別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或是一種探索知識的精確性方案(rigorous program)。透過體驗獲得的知識 (Exper ient ial 

Knowledge )的方式，亦即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又稱為「以經驗為主學習」、

「發現式學習」、「活動學習」或「互動學習」。 

    本研究進行方式是透過日劇的內容，課程讓學生參與體驗日本文化活動，學生在課堂上

以日文涉入這些經歷和體驗，使他們從中獲得一些知識和領悟（Insights），並且能將這些知

識和體認應用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3) 網路資源與圖像式媒體的相關研究 

     Moodle ( Modular Object - 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學習平台，是指模組

化物件導向的動態學習情境，亦即透過網路整合數位學習的資源，建構了Moodle的學習平台。

本校導入Moodle 是一個課程管理系統，提供教師數位化教學以及學生數位化學習的的環境。

主要的功能包括教師可以把數位教材建構在系統上，根據每週的授課進度，也可以設定學生

繳交作業，有討論區、公告區，也可以舉行線上考試。而且教師可以透過該系統自動控制傳

送給學生資料及資訊的有效日期、紀錄學生繳交間甚至於拒收逾時繳交的作業、儲存課程討

論的每一筆記錄的時間與內容、儲存問題與解答的歷程…等等。 

    網路科技的創新應用及其對資訊傳播之便利性，透過容易理解且易高度分享的網頁資訊，

可適時以虛擬、互動方式，因應需求以提供新興且多元之悅趣資訊( Nieuwboer, Fukkink, & 

Hermanns, 2014) 。動畫 (animation)是利用誇張手法來呈現物件或人物特徵的視覺藝術，是一

種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數位表演藝術，讓無生命的物件產生動態幻影，利用人類「視覺暫

留」原理，藉影像敘事重新組合靜態圖像框格形成動態幻覺，讓觀看者能夠更流暢地瀏覽影

像畫面（Sebastian, Hsu, & Lu, 2014;Carroll, 2001;鍾文淵，2009;黃祺惠，2016）。 

   科技與人文的結合，提供了教育現場豐富的可能性，以語言、文字等原本線性方式教學的

語文課程，可以因為資訊科技的融入，豐富的網路資源和生動的圖像式媒體，開拓教學與學

習的場域。本課程以資訊融入教學的方式，擷取網路的動畫繪本和影片，賦予課程深刻、生

動的臨場感，搭配視覺經驗配合文本閱讀，使外文的學習有新的詮釋和趣味性。 

 

3.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研究問題的發想包括：實施「日劇教學」的日文教學活動過程中，對學生對於日

本會話、日本文化的理解與學習成效為何？教師實施「體驗日本文化｣的教學過程中，所面臨

的問題與解決策略有哪些? 如何增加學生用日文溝通的信心和能力? 以及運用「多元教學」

實施日文課程行動研究中，教師如何省思與成長? 

    為解決上述的研究問題，本日文課程中融入多元教學方法，藉由學生課前線上預習，課

堂上觀賞影片或直接進行餐飲體驗，小組討論，線上互動填答系統…等方式，提高教學過程

中學生學習興趣，然而提升學習興趣之多元創新教學方式，是否真的可以有效轉化學生的學

習成效。故本課程中教師構思教學方案，並透過有系統地觀察上課時學生參與率和小組討論

時的反應，以適時即時調整課程進行的速度和文法內容的難易度。 因此本研究重視學生接收

日文教學的程度，自我學習檢核以及對於老師課堂上教學的滿意度，以多元方式檢核學生的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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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來實踐教學理念，研究者本身既是教學者，也是研究者。經由課程

設計、教學實踐、學習評量，再進行教學策略的反思修正，重新設計、進行第二階段的教學

活動。研究者以”旅館日語” 探討學習成效，研究內容包括：教師授課內容、學生學習成果調

查、學生日文能力(由學期成績和參加 JVQC 日文單字力能力國際認證通過為指標)，學生在本

校 Moodle 教學平台所放置的教材學生觀看的次數，上課互動式 zuvio IRS 即時反饋系統系統

的填答率和答對率、小組報告和小組影片…等當成檢核依據。 

 

(1)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為期一的學期日文教學的行動研究，為了確保教學內容與教課教材符合學生日

文程度，這些學生都是學過日文者，本課程的修課學生主要為修過日文(一)和日文(二)，學過

日文一年的學生，有少數修課學生為餐飲系學生，因為疫情關係從日本實習提早回到學校修

課。 在研究限制方面，此為選修課程，由學生自由選修，因為是開設在旅館管理系，所以主

要的參與學生集中於旅館管理系，少部分的餐飲管理系和旅遊管理系的學生。本課程全部都

是觀光餐旅學院的學生，學生背景分析，本研究對象為景文科技大學開設在旅館管理系大學

部(四技)的二年級課程，這些學生多來自於高職觀光餐飲相關科系，學生有一定的日文基礎。

修課學生共有 46 位，在性別比例上，男生有 20 位，佔 43.4%；女生 26 位，佔 56.5%；大學

二年級有 30 位，佔 75%；三年級有 14 位，佔 38.9%；四年級有 2 位，佔 4.3%。旅館管理系

有 34 位，佔 73.9 %；餐飲管理系有 9 位，19.6%；旅遊管理系航空組 2 位，佔 4.3%；旅遊管

理系旅行組 1 位，佔 2.2%。 

  

(2)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實施程序如圖 1，本課程進行前測，了解學生的日文程度，課程設計以多元創意授

課方式，融入問題導向方式(PBL )於教案設計中，以活用日文為基礎，提升在實際場合能靈活

運用日文。 

           

 

  

                                 

 

                       

 

 

 

 

 

 

 

 

 

 

 

 

                      

 

 

                      圖 1 課程施測流程圖 

 

七週課程 

期中考試 

八週課程 

期末考後測 

期初前測與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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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量工具 

    本研究的評量工具本研究以質性和量化進行，量化部分學生在參與旅館日文課程之後填

寫”景文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表”。以線上問卷方式，採用 Likert 六點尺度評量，

從 1 分（非常不同意）至 6 分（非常同意李克特六點量表，給學生填寫的學習回饋內容；在

質性研究方面，學生參與課程期間所產出之相關報告、海報、影片以及上課的學習過程為研

究的內容。 

 

(4)研究資料蒐集工具 

  本研究資料內容來源，包括:上課課程紀錄、教學網站授課講義、日劇觀賞、學生課堂觀

察、考試成績和小組報告內容…等方式。透過計畫、行動、教學及省思的過程進行分析。 

 

(5)課程和教學活動規劃 

   本計畫為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旅館管理系的選修課程「旅館日文」，一學期 18 周安排的課

程單元內容，以創意多元教學方式進行。包括：教師講授、日劇片段影片播放、多媒體數位

教學，小組討論、手做創意日文情境海報，進行上台口頭會話報告，錄製影片…等多元方式

進行。針對不同日劇內容，擷取部分場景和會話，課程進行前先看一段影片，然後對照會話

的內容，給學生進行會話練習，然後教師講解會話應用方式，影片情境的日本文化，會話主

角的關係，採用尊敬語、謙讓語或丁寧語。 

    並以體驗式教學法，例如影片中女主角點啤酒，讓學生觀看服務生和主角的對話，練習

會話後，老師提供日本啤酒和小點心，讓學生模仿會話，角色扮演的方式，各組進行自評和

互評，並提供建議。 課程中輔以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的彈性互動討論方式，在自我介紹的

內容部分，透過自己對自己的形容，別人對你的形容，討論層面有益於以日文自我介紹的內

容敘述，多次對談腦力激盪後豐富同學的自我介紹的內容。此外並有設計部分單元以問題導

向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透過教師引導建立問題、服務情境以及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創意思考、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之能力。以合作學習的方式，最後各組

產出報告，並錄製日文會話影片。本課程培養學生手寫日文的能力、說日文的能力、聽日文

的能力以及日文打字的能力，提升不同面向的日文程度。 

表 4 各週課程進度 

週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第 1 週 前測 以日文考古題題庫與觀光餐旅生活會話為主

的內容 

第 2 週 基本問候語基本

會話 

丁寧語 

第 3 週 敬語的分類 敬語的使用場景 

第 4 週 日文服務現場的

禮儀 

看日文電影片段學習 

第 5 週 放假 清明節放假 

第 6 週 尊敬語用法 以日劇中片段影片的內容 

第 7 週 謙讓語用法 以日劇中片段影片的內容 

第 8 週 日文自我介紹 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進行 

第 9 週 期中考 筆試+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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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 接受預約 以 PBL 方式進行.小組錄製影片 

第 11 週 抵達旅館 以 PBL 方式進行 

第 12 週 住房登記流程 以 PBL 方式討論圖片和漫畫的內容 

第 13 週 設備說明 手繪創意日文海報 

第 14 週 房務部日文 以 PBL 方式進行 

第 15 週 餐飲部日文 看日劇後，實際以日文服務啤酒和餐點 

第 16 週 退房 以 PBL 方式進行 

第 17 週 日文歌曲學日文 先聽歌曲.老師講解文法.練唱 

第 18 週 期末考 以日文題庫與觀光餐旅生活會話為主的內容 

填寫 PBL 學習成效表和教師教學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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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學過程與成果 

   學習外國語言要有學習動機和學習先備知識，學習成效比較有顯著的效果。本課程希望參

與學生具有觀光餐旅背景，修過觀光餐旅學院的院訂必修課程「觀光餐旅概論」，希望學生學

習日語學過半年左右，有日語基礎即可，修習本課程以運用在未來進入觀光餐旅職場上，多

一項外語能力。本課程讓學生透過多元情境方式學習日語，不同部門會運用到的日本服務禮

儀和會話。理解並尊重從日本來的主管、同事和客人。在觀光餐旅業打工或實習能夠即時理

解日本的文化背景，提供正確的符合服務禮儀的服務，在旅館業不同服務流程，和不同的部

門會產生的會話，進行不同單元的教學與激盪討論。 

 

  

圖 3 教師上課指導學生 日文會話內容 圖 4 教師與學生討論日文影片創意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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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學生填寫自評表和互評表 圖 6 上課練習念日文 

 
 

 

圖 7 學生以 RT 方式朗讀日文 圖 8 手作日文創意海報 

  

圖 9 學生上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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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學生日文影片報告   

 

 

(2)教師教學反思 

本研究運用在教學現場，以多元方式進行 ，例如 ：以前上課模式是讓學生抄寫日文筆

記或單字，有些學生不太會寫日文。為了使抄寫日文趣味化並加強印象，教師先講解會話，

輔以日劇或日文電影的片段，激發學生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團隊合作方式完成手作日文海報，

這是本課程創新的教學策略，在教學過程當然有些同學會反應說：老師很難耶! 但是當海報

完成時，教師和學生都獲得成就感。我回想起自己以前唸專科時期有英文打字的訓練，包括

速度和準確度，資訊素養能力對於現在和未來都十分重要，故本課程也增進學生練習日文打

字能力。 

 

(3)學生學習回饋 

   根據景文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評量調查結果顯示，以線上填答方式，採用

Likert 六點尺度評量，從 1 分（非常不同意）至 6 分（非常同意），旅館日語課程修課  46 人，

填卷人數 41 人，有效問卷 33 份，填答率 71.74%，校均值正向比率 96.75% 。本課程有幾週

是以問題導向學習方式(PBL)進行，本研究同時也給學生填寫學習日誌，自評表和互評表以及

學習成效表，且有開放性問題，可以讓學生自由填寫了解學生的看法。 

 

3-2 教學歷程評估 

   教學過程中，時時與學生互動和討論，課餘時間對於相關文法或考古題給予教導，因為疫

情之故，第一梯次的日本語能力試驗停辦，改成輔導學生報考 JVQC 日文單字力的認證，讓

學生在學習之後有成果產出，讓教學歷程過程中的一切有了具體的展現。學期雖然結束了，

暑假期間仍繼續輔導學生日文，有部分同學報名 2020 年第二梯次的考試。教學工作不僅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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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期，而是一直持續著。 

 

3.研究成果之分析評估 

   本研究成果報告為本研究的部分內容，另結合景文科技大學的學習成效表和其他學者的

學習成效量表，給修課的學生填答，研究成果預計投稿學術期刊。另外本課程多元教學模式

和教案也已經分享給幾位日文教師。希望能夠在教學的路上一起努力加油，共同成長。 

 

(6)建議與省思 

本計畫最大的特色是規劃日文的多元教學方式，內容貼近生活，以實用性為主，並以問題

導向學習(PBL)，學生分組討論報告內容，產出日文報告，訓練日文打字、以日文簡報和會話

溝通能力，錄製並製作影片的能力。本課程讓學生填寫學習日誌和自評表，可以增進學生彼

此間的學習策略和資源運用的效率，從學生填寫的回饋內容可以得知多元教學法讓學生覺得

上課比較不會枯燥無趣，增加學生對於日文學習的情感動機，以互動式回饋方式讓學生填答，

及時講解提升學生的學習的自我效能。而這些相關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生經驗，學期末學生都

有自己和小組的學習歷程檔案，學生可以從過程看到自己的學習進度，而教師也可以了解學

生的學習參與和學習狀況，本成果報告的量化問卷是以景文科技大學教務處設計的問卷給學

生填答，另外尚有一份研究問卷，研究成果預計發表；質性部分是每次主題的學習日誌，未

來的教學研究可以輔以訪談等方式，應能使教學成果更具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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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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生學習日誌、學習成效問卷等

等。 

 
附件 1 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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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景文科技大學      PBL 課程滿意度及學習成效問卷調查 
 

一、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旅館日語 

【問卷日期】：109 年 6 月    日 

【課程教師】:林香君 

 

二、滿意度調查： 

請根據您參與該課程時之想法回答下列各項問題，請以填答。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老師能引導我們從多元管道蒐集解決問題的相關資訊  □ □ □ □ □ 

2. 老師能有效引導我們互動與討論  □ □ □ □ □ 

3. 老師能營造開放、信任的學習氣氛  □ □ □ □ □ 

4. 老師能專注且尊重地聆聽我們的問題  □ □ □ □ □ 

5. 老師能提供我有組織、有系統的教學內容  □ □ □ □ □ 

6. 老師能激勵我們朝高層次的思考  □ □ □ □ □ 

7. 老師能鼓勵我們共同合作解決問題  □ □ □ □ □ 

8. 老師課堂所提之案例問題可提升我蒐集並使用各種資訊的能力  □ □ □ □ □ 

9. 整體而言，我得課程感到滿意  □ □ □ □ □ 

10. 請問您對課程的建議？ 

 

 

三、學生學習自評表： 

請根據您在該課程學習後的感想回答下列各項問題，請以填答。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PBL 教學法使我對課程學習產生興趣  □ □ □ □ □ 

2. 我會主動蒐集與課堂學習有關的資訊，幫助學習  □ □ □ □ □ 

3. 我會將課堂所學應用於解決生活上所遇到的難題  □ □ □ □ □ 

4. 我會通過不同的管道收集資料，與所討論的案例相結合  □ □ □ □ □ 

5. 我能用有效的方式，讓對方了解我想表達的內容  □ □ □ □ □ 

6. 我會與同學合作完成教師指定之報告或作業、作品  □ □ □ □ □ 

7. 我會主動與師長討論課業等問題  □ □ □ □ □ 

8. 我能釐清問題，透過系統化的資訊蒐集分析，提出解決方案  □ □ □ □ □ 

9. 我能透過蒐集各方意見與想法，並提出嶄新的觀點或見解  □ □ □ □ □ 

10.我對自己在本課程的整體表現感到滿意  □ □ □ □ □ 

      

 

 

三、個人基本資料： 

1. 科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性別：□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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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