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Project Report for MO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計畫編號/Project Number：PHE1080068 

學門專案分類/Division：民生類 

執行期間/Funding Period：201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7月 31日 

 

 

 

 

 

計畫名稱/Title of the Project：合作學習對「營養教育」之學習成效的影響 

配合課程名稱/Course Name：公共衛生營養學 

 

 

 

 

 

計畫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陳玉桂 

執行機構及系所(Institution/Department/Program)：美和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 

 

成果報告公開日期： 

■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統一於 2022 年 9 月 30日公開)                

繳交報告日期(Report Submission Date)：2020 年 9 月 20日 

 

 

 

  



 

合作學習對「營養教育」之學習成效的影響 

一. 報告內文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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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研究者服務學校及科系而言，學生多源自偏鄉，家庭生活環境相對質樸，

大部分學生多從獨立招生管道入學，統測成績偏低或並未參加統測，因此學

生素質明顯低於他校，因此，學生普遍因為沒有信心，鮮少主動發問；在學

習過程中，亦缺乏信心。過去教授本系學生「公衛營養學」課程，著重國家

考試的課程內容，以直接傳授知識及歷屆考題解答為主要上課模式，公共衛

生營養學的課程主要學習目標在於了解公共衛生營養的問題及了解公共衛生

營養師的重要工作職責-營養教育。食品營養系畢業的學生，未來的就業職場

最常面對的就是營養教育，將專業知識傳授給個人或團體，是本系學生應該

具有的基本技能，因此，研究者想要改變上課方式，以合作學習的模式，結

合課程內容達到討論、分析、演練及角色互換等，提高學習成效，相信可以

增進學生未來進入職場後獨立思考及表達能力。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是在-「分組合作學習」中，老師根據學生特質與教

學需求，將學生分組，透過小組互相學習與合作，增進學習動機，以增加溝通及合

作能力，促進學生的信心，亦增進學生互動，有助於學習成效及促進人際溝通能力，

被認為是正向的學習策略 (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102年 10 月)。林靜萍

(2005) 提出，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策略，指透過教師將學生妥善異質分組，每組人

數 5-6 人。學習歷程中，教師的角色是協助者，經由教師的協助和學生同儕的扶持

進行學習活動。小組為了共同目標一起合作，以完成個人和團體學習目標，進而從

中習得各種技能。Nattiv (1994) 提出，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方式，學生以小組方式

合作，一起面對共同的目標。每位成員都個別的為學習負責，不管是報酬上、工作

上、材料上以及角色上都「互相依賴」、小組成員在成就、性別、種族上通常是異質

的。http://www.nhu.edu.tw/~society/e-j/89/A21.htm。希望藉由異質的學生分組方式，使得同儕

互相影響及積極合作，發揮團隊精神，互相學習達成目標。以「做中學、學中做」的

學習方式，互相幫忙，適合應用在訓練學生具備營養教育的能力，而這樣的學習方

式，學生可以學習表達自己的意見，最後可以有自信的上台。由於合作的關係，讓

學生了解責任共同分擔、成果共同分享，學習過程也建立相互信賴的關係 (Johnson 

& Johnson，1999)。在提供資源、指引與探索的情境，使學生能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建構知識與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Mayo, Donnelly, Nash, & Schwartz, 1993)。  

 

任課教師在合作學習法中，扮演重要角色。藉由參與學生收集資料、討論及發現問

題的過程中，將原本的理論基礎應用在實際應用上，並且促進合作學習技巧，有助

於學生的思考和學習，藉由老師適時地介入與啟發，學生更能了解營養教育的模式

及理論基礎，透過分組的討論讓同學感受分工合作、彼此學習與共同分享成果的成

就感。此外，亦可以增加學生的資料收集及分析能力、自主學習規劃的能力。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98) 認為合作學習法目的在使學習活動成為共同合作的活動，

所以老師在合作學習法中應該在課堂前設計對學生具有幫助的課程，並明確說明課

程目標。在上課之前，將學生分組，並在課程中，讓建立共識具有共同目標。在課



程中，老師參與小組的合作學習過程與紀錄。於適當時間內介入引導。(洪武雄等人

整理，2005) 

 

合作學習法讓課程不是單向授課學習，老師扮演著啟發、協助、及共同學習的角色，

而學生也可以學習獨立思考，建構專業知識與自主學習的能力。「公衛營養學」課程，

即運用「合作學習法」建立有效的學習及教學模式。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以「合作學習法」的方式，是否可以讓學生實際演練「營養教育」，提高學

習興趣，增加教學之成效，營養教育課程為公衛營養學的課程中，重要的學

習單元，所以用此課程學生為樣本，執行教學研究計畫。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實驗樣本>  

43 位 (20 位男性，23 位女性) 選修 108 學年度上學期「公衛營養學」課程，選修

此門課的學生以食品營養系三年級的學生為主，為本研究實驗樣本。以合作學習法

設計課程內容，於 108學年度第 1學期開設。 

<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為先建立 108 學年度上學期「公衛營養學」課程的規劃，教學單元沒有變

動-主要是因為此門課為國家考試-營養師指定考照科目，不宜減少或刪減課程內容。

與過去不同的教學內容包括： 

I. 上課順序：過去上課章節依據指定上課用書順序教授，此研究計畫先建立公衛

營養的範圍及內容，並建立專業知識，以做為未來營養教育的基礎。之後，再進入

「營養教育的理論基礎」，實際分組與討論，充分發揮合作學習精神，並且適當引導

學生合作技巧，將所學實際運用在營養教育上，提升學習興趣。 

II. 異質分組：過去討論課程多讓學生自行選擇組員，無法實際啟動合作學習的成

效，因此，研究者依據學生理論基礎的學習表現 (測驗)，將學習表現不同的學生予

以分組，由研究者進行分組。 

III. 課堂分組討論：過去討論課程為課後學生自行約定時間，進行討論，此研究規

劃於課堂時間給予討論，教師從中引導，適時給予建議 (參與討論提供意見)，並記

錄學習成效 (學生及教師)，可以掌握學生實際參與的狀況，並且於有效的時間內共

合作完成目標 (並且記錄)。 

研究步驟說明 

 

 



設計合作學習-教學前準備 

A. 選擇適用教學單元 

公衛營養學-「營養教育與營養諮詢」單元 

B. 設計教學目標 

分組討論及發揮「合作學習方式」，提高學習成效。 

表 1. 合作學習主題 

組別 主題 對象 地點 語言 

第一組 營養午餐菜單衛教(示範教學) 國小三年級學童 國小 國語 

第二組 國中生減糖計畫 國三學生 國中 國語 

第三組 預防骨質疏鬆 健康中老年人 社區 台語 

第四組 糖尿病 醫院病患 醫院 台語 

第五組 高脂血症 醫院病患 醫院 台語 

第六組 高血壓 醫院病患 醫院 台語 

C. 選擇適用的合作學習策略 

上課前(分組討論前，充分收集資料並熟悉內容)，上課時，以分享與討論的方式進行，

促進溝通與整合能力。 

D. 決定小組人數 

6-8人/ 每組 

E. 老師指派小組成員角色 

小組長、資料收集及記錄、教具設計及整合。 

F. 安排教室空間 

 

 
                圖 1. 適用於合作學習的座位型態 (資料來源：張新仁，1999) 

 

G. 製作及分配學習材料 

依各組的教學模式選擇適合的教學材料 

例如：遊戲有獎徵答，選擇活動看板及食物模型作為教學材料。 

H. 教導合作技巧 

由計畫主持人引導教學技巧，促進組員溝通及表達意見的能力。 

 

 

 

 

 

 

 

 

 

 



 設計合作學習-教學中注意事項 

A. 向學生說明合作學習的方式及配合事項 

B. 學習過程中，掌握學生課業學習與合作表現，適當介入 

 

   表 2. 合作行為觀察表 (教師用) 

觀察行為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注意聽       

幫助同學       

鼓勵同學       

發言討論  

 

     

認真參與       

O：完全做到、X：沒有做到、：部分做到 

*分組學習時，全班表現很好的合作行為：                  (至少一項) 

*下次分組學習時，大家可以做的更好的合作行為：        (至少一項) 

   (資料來源：修正自許桂英，民 93，p35) 

 

 教學後的評量工作 

評量小組合作成效：小組觀察紀錄表 (小組成員及教師)、演練、實際團體衛教狀況 

小組表揚：小組互評及發問問題，獎勵表現優良組別。 

評估小組運作效能：演練後的修正必需運用在實際團體衛教的場域 (學校、醫院及社區) 

 

   表 3. 合作行為觀察表 (小組成員討論用) 

觀察行為 張小愛 

(學生姓名) 

     

注意聽       

幫助同學       

鼓勵同學       

發言討論       

認真參與       

O：完全做到、X：沒有做到、：部分做到 

*分組學習時，全班表現很好的合作行為：                  (至少一項) 

*下次分組學習時，大家可以做的更好的合作行為：        (至少一項) 

                                            (資料來源：修正自許桂英，民 93，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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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業界教師授課 

分組討論 
 

 

 
預演 

 
 

  
  



營養教育  

 
 

營養教育  

  
設計及製作教材  

  
設計及製作教材  

  
 

 

 

 



(2) 教師教學反思 

合作學習得以加強學習動力、異質分組互相督促/帶領學習、演練及指導及 

實際應用的確讓學生學習參與率及成效增加。 

(3) 學生學習回饋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執行計畫過程完全遵照計畫的時程規劃進行，雖然課程安排充實，需要另外

安排至校外實際演練的時間，因學生感到有趣，非常樂意另外安排時間利用

自己設計及製作的教具到社區、醫院及學校宣導，實際演練將專業傳遞給民

眾。本計畫執行，完全符合原先研究計畫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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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1. 合作行為觀察表 (互相評分表，每一位教師及學生都需填寫，因篇限制，附件僅

列代表) 

 

 



 

  



2. 課程回饋單 (三位業界教師請每一位學生撰寫回饋單，因篇幅限制，僅列一位學

生的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