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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菇類栽培實作課程之設計提升學生實作能力及學習興趣研究 

The design of mushroom cultivation practice courses is use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terests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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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一般社會大眾及在教育界當老師們都知道，填鴨式的上課，可以濃縮知識，但容易

破壞學生對學習的熱情，根據統計，單純以傳統講課的教學方法，2週後學生的記憶

只剩 5%。許多學校提倡以實作來提升學習效果，但在傳統學科上的學習力還是很有限

的。創新教學是什麼？創新教學對學生、教師及教學到底有何意義？學生、教師在創

新學習上要學什麼及如何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時代不斷推進，各種新的需求與問題

不斷出現的同時，創造力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國內自 2002 年教育部發布創造力

教育白皮書之後，在創造力教育中程計畫的推動下，各種創造力教育與創意教學的計

畫與活動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全國各級學校推動，希望透過各種積極的作為，使得國人

的創造力能夠不斷提升；而學校與教師在學生創造力的開發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順應當前世界地球村與全球化的潮流所需，重新定位提升學生之創新創意實作能力

課程是勢在必行。大學時期是決定人生方向的關鍵時刻，也是自我能力認同確立期，

讓大學生多接觸不同於往之創意創新實作課程。研究者深信，大學課程除了著重語言

能力及專業知識外，更應融入實作創新知識於教學中，使學生了解寰宇世界中存在的

知識及技術，源自問題之解決及需求之提升。因此，以時代潮流所需的創新能力為依

歸，將實作創意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務與應用課程中，讓創新思考教學及實作技術養

成成為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推手，是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不創新，就落後」、「不改變，就淘汰」、「無技術，就業難」，是學生未來的寫

照，我們必須要為他們擘劃一個創新而有願景的未來(史, 2004)。教育部於八十九年

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後，以學生應習得之能力做為教學的主要

目標(教育部，2000)。在十項基本能力之中，除「欣賞、表現與創新」直接點出學生

應有創新的能力外，其他各項指標也或多或少與創造力有關，「表達、溝通與分享」指

出在創造了新構想之後，必須再試圖說服他人接受；「尊重與團隊合作」是創意的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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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將創新的重點由個人移向團隊的新領域；「規劃、組織與實踐」是在有創意後，還

需要將創意實現，因為沒有實作(現)的創意其實是空無一物；「主動探索與研究」是獲

得創造力的重要原因；「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是創造力的起源，多數的創新是源自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而「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是對自己及生活

有所創造，唯有瞭解自我並終身學習才能提昇自己的生活層級。我們由十大基本能力

中，可以發現它們與創新有極大的關係，因為未來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史,2004)。 

     台灣菇類產業發展至今已有百年之歷史，最早市場上主要栽培販售之菇類包含洋

菇、草菇、香菇、木耳、金針菇、蠔菇（鮑魚菇）、巴西蘑菇、秀珍菇、杏鮑菇、鴻喜

菇、雪白菇、白精靈、珊瑚菇、猴頭菇、柳松菇等 15種食用菇類，而常見之藥用菇類

則包含靈芝、蛹蟲草、茯苓與牛樟芝等。近年臺灣市場常見的香菇、杏鮑菇、木耳、

秀珍菇等菇類多半都以太空包栽培生產，蕈菇的生長品質和產量與太空包材料本質有

關。2018 年我國新鮮菇類產量年約 14萬公噸，產值逾 130億元，占整體蔬菜總產值

475億元之 18%。蕈菇類的栽培方式多元，可分為段木栽培、木屑栽培、堆肥栽培等方

式，其中木屑栽培因容器不同又可分為太空包栽培與塑膠瓶栽培。近 4、50年來臺灣

的勞動人口逐年增長，然而在農業就業人口反而呈現減少的趨勢(圖 1.) ，根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統計在農業就業人口中，65歲以上所占比例已逾 18%，培訓農業青年或發

展自動化生產是菇類產業面臨勞動力短缺的關鍵。 

 

圖 1. 近 50年臺灣勞動力人口趨勢 (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 

因此，發展以「學生實作菇類栽培之示範教案為主體」的教材，安排貼近年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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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實作作課程為教材，透過同儕觀摩與同儕評量增加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提升

菇類栽培實務及創意學習成效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2.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過去前幾年，研究者在授課中，雖以許多的相關教材內容及豐富的簡報設計來上課，

但是部份學生易分心，學習效果有限，在自我檢討教學方式後，重新設計教案內容，將

菇類栽培之示範教案實做流程導入課程中，讓學生實做食藥用菌種培育技術、菌種保存、

菌種固、液態發酵及小麥粒菌種建立等實做階段，結果發現學生的求知熱誠回來了，因

此，如何將此熱誠延續下去就是本研究計畫的目的。 

   創新教學需要更多有心的人支持與促成，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 PDCA（計畫、執

行、檢核及行動）模式，在教學現場中發現問題、尋找出路，在教與學中得到成就感，

實踐知識共享、知識傳承，激發學生之菇類栽培實作創意潛能及在分組上台報告中觀摩

學習別人的優點及讓學生瞭解知識之累積是靠科學不斷的探索及學習，與親自動手做是

學習最佳的方式。 

(1)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為「菇類栽培實作創新教學： 

學生潛力發揮無窮」，其研究目的如下： 

A.增進學生菇類生技專業能力 

B.增進學生的菇類栽培實作能力 

C.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及創造之能力 

D.培養群體合作解決問題之精神 

E.培養簡報寫作與臨場報告能力 

F. 培養學生的菇類功效成份及應用之認知能力 

(2)邀請菇類生技產業成功企業主來演講,以開展學生之菇類生技產業視野及經驗傳承等

經驗，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提升學生菇類栽培實作的專業技能

或就業準備度，以減少學用落差。   

A.從菇類生技產品創新研發概念 

B.藥用菇類研發試驗設計與產業化應用 

C.藥用菇類生技產品之特性化及配合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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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藥用菇類產品行銷通路之佈局策略方案 

 E.跨領域整合平台概念。 

二、文獻探討 

發明是人類智慧和創意的融合，為解決生活上所遭遇的種種問題而產生的東西，『發

明』是為了促進人類的進步，也代表文明的進化，創意(creativity)意義為在任何領域裡，新

穎及有用想法的產出(Amabile, 1996)；字面上即創造新意，包括另類思考、顛覆傳統及追求

新穎。而創新(innovation)則是定義為成功地將創意做成功地實踐(Amabile,et al., 1996)，因此

我們可以說創意是創新的起始點，所有的創新都來自於創意。有些學者認為創意與創新在本

質上並沒有不同，也有學者認為創意是發想，創新則是具體實現(Shalley, et al.,2004)，所以

創新創意被認為是在特定領域裡，新奇並且有用結果的產生(Tierney & Farmer, 2004)，在二

十一世紀技能架構裡將「創造力」列為 4C 其中之一；哈佛大學通識教育的第 5 目標為「培

養創造力，用創新方式看問題」；教育部指出要以創造力培養新世紀的人才，例如在 UCAN

就業職能平臺中定義第 6 項通識職能為「創新」；臺灣大學訂出「獨立思考與創新」為學生

應有的十大基本素養之首；而許多科技大學的教學目標也都包含了「創新」。由以上可知，

各大學視創新創意為學生未來職涯發展的基本核心能力之一。 

 

 

 

 

 

 

 

 

眾所皆知，發明來自於『需求』，而需求之背後原因就是人類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種

種問題，因此可說『發明來自於需求，需求來自於問題』，創新發明的原理及流程圖如圖

3.，因此如何透過構思，運用各種知識包括技術經驗、科學原理及邏輯思考判斷等之綜合思

考變通，以產生有價值的創意，進一步實作執行以產生產品，在培養學生新產品創意之形成，

包括群體(組別)及個人之創意思考(圖 2.)(葉忠福，2013)。  

 

圖 2.創新發明的原理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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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台灣部份菇類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供不應求，深具發展潛力，本研究是

將焦點放在如何促進學生的實作能力及創造力，培養學生具創造力的教學策略，一個是將創

新的觀念、步驟、實施等過程融入課程內(郭奕龍，2005；詹瓊華、黃馨慧、吳明雄，2009；

戴建耘、陳宛非、袁宇熙，2009)，另一個為教授學生菇類栽培實作之能力，學習菇菌種分

離及組織培育技術、菌種保存、菌種固態發酵、菌種淚態發酵、小麥粒菌種建立、菇類太空

包培養基配製、太空包充填、菇類病蟲害防治及菇類出菇控制及出菇後管理、採收、分級包

裝等技術(如圖 3.)。並在課程結束時提交一個菇類栽培實作之專案報告，及分組報告其菇類

栽培實作成果。 

 

 

 

 

 

 

 

創造性是指人類在各種活動中，所產生的新事物或新想法(Amabile et al., 1997)。產生

一個高創造性作品的過程，最重要的要有強烈的動機(Amabile et al.,1996)；不過創新作品具

備高度的原創性，是參與者一種內在的屬性，因此有些部分是不容易與人分享或達成共識

(Kasof, 1995)。而創造性較高的創意作品，會引導學生深化地思考、試誤、挑戰，具有較大

的機會產出突破性的作品(王以莊，2003)。在旣有學科課程的系統性與邏輯性、相關實作技

能經驗的基礎上，成員間彼此得以充分表達以降低認知障礙，才能有效地實現創意構想；因

此雖然創意可以無限，但專業知識的多寡，卻對創作產出有著重要的影響。Bandura(1997)

在社會認知理論中主張，自我效能是創造力、學習成就重要的前因，也是發現新知識的動力。

施及張(2012)指出要求學生產生創新創意作品對學習效果有很大的禆益。故本計畫乃在培訓

學生菇類培育技術，讓其從頭到尾實作參與菇類培育，當菇類子實體採收時即是最佳之精神

鼓勵及成果展現。 

三、研究問題 

1.本校-美和科技大學因地處偏鄉，學生本是非頂端之資質，在各項語文能力及數理方面的

圖 3. 菇類栽培實作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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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不如中、北部學校或國立大學同儕亮眼，是可想像的。 

2.本校部份學生來自偏弱勢家庭，四技學生對學校所安排的課程均以修完學分為主要考量，

其可能的原因為本校學生來源不同及許多來自弱勢家庭，有許多學生需打工以謀生活，致學

習效果低落是一件很嚴重的問題。 

3.本計畫申請人於系上教授多科課程，感受到學生對基礎及理論課程較無興趣及對創新實做

課程最沒有概念，學生在選修學分數時對實作課程會較有興趣。 

4.如何激勵學生動手做、願意做及從做中去學習一項謀生的技能，在各種菇類栽培課程中設

計實作流程，提升學生實作能力及學習興趣，是本研究計畫之重要工作。 

5.要求各組需將每項菇類栽培實作過程如 PDA 製作，菌種分離及組織培育技術、菌種保存、

菌種固態發酵、小麥粒菌種建立、菇類太空包培養基配製、太空包充填、菇類出菇控制、採

收等技術學習過程拍照並做成記錄及各組每一學生成員在各組中分工合作創造出最佳產菇

成果比較，在課程結束時提交一個智能菇類栽培專案報告，透過分組上台報告之同儕觀摩與

同儕評量增加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以提升修課興趣及學習成效實作之能力。 

四、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說明: 

A. 教學目標: 

a.增進學生的菇類栽培實作能力 

b.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及創造之能力 

c.培養群體合作解決問題之精神 

d.培養簡報寫作與臨場報告能力 

e.增進學生對菇類生技產品行銷通路之佈局策略 

 

   B. 教學方法: 

   a.讓學生瞭解菇產業市場問題，激發創意解決問題 

b.學習菇類栽培實作之架構流程及步驟 

c.學習菇類栽培實作之標準模式 

d.如何撰寫菇類栽培實作結果報告 

e.聘請業師指導學生對菇類生技產品行銷通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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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成績考核方式: 

    a.菇類栽培實作及應用概念 30% 

b.菇類栽培實作產品實作成果報告 30% 

c.平時學習態度、到課率及平時作業 40% 

  D.各週課程進度 

週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認識食藥用菇類 介紹食藥用菇種類及台灣生技菇類

產業 

 

2 食藥用菇類之功能成

份及產業價值 

各種菇類之主要成份差異及對人類

之健康效益 

 

3 無菌概念及操作技術 有關滅菌斧及無菌操作台之實際操

作 

 

4 PDA培養基之製備 PDA製作(含平板培養基)、食用菇

菌種皿培，不同配方培養基之之調

配及製備 

 

5 野生及特殊菇類菌種

之分離培養 

新鮮菇類組織分離培育操作  

6 食藥用菇類菌種保存

方法 

菌種保存液之配製及保存技術  

7 固態及液態菌種製備

技術 

小麥粒菌瓶製備及培養及菌液配製

及培養方法 

 

 

8 木屑大空包製作技術 菇類太空包之培養介質製備及充填  

9 期中考 期中成果報告  

10 菇類太空包之製作設

備 SOP操作技術 

從木屑過篩、混合攪拌槽及充填之

流程操作訓練 

 

11 食藥用接種操作技術 食藥用菇類菌種接種至太空包之實

做訓練 

 

12 秀珍菇之培育技術 大量培育秀珍菇之實作  

13 如意靈芝培育技術 大量培育如意靈芝之實作  

14 牛樟芝及桑黃藥用菇

培育技術 

大量培育牛樟芝及桑黃藥用菇之實

作 

 

15 食藥菇類功能性成份

之萃取及分離 

食藥菇類功能性成份如多醣體、三

萜類等成份之萃取分離及抗氧化力

試驗 

 

16 菇類生技產品之應用 菇類生技術產品之產業應用及市場

行銷(聘請業師演講授課) 

請業師

協助教

學 

17 特用菇類之成份功效 特用菇類於產品化市場與人類保健 請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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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相關性(聘請業師演講授課) 協助教

學 

18 學生菇類栽培實作期

未報告(分組報告)及

期未問卷調查 

分組報告菇類栽培實作過程及心

得，及期未問卷調查 

 

 

E.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a.學習前進行菇類栽培實作概念之問卷調查 

b.學期未進行菇類栽培實作之問卷調查 

c.比較授課前後學生對菇類栽培實作之能力比較 

d.期未分組菇類栽培實作報告評分 

 

 2.研究步驟說明 

 
  A.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步驟(PDCA)：計畫（Plan）、執行（Do）、檢核（Check）、行

動（Action）循環模式，歷程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認清問題：研究者依據在教學現場中

所觀察的學生對菇類栽培實作之概念問題，利用與學生討論瞭解菇類生技產業問題、學

生意見回饋，評估可能的解決方案及進行課前菇類栽培實作概念之問卷調查。第二階段

執行階段：研究者在課堂中，將創新教學導入菇類栽培實作課堂中，訓練學生進行菇類

栽培實作與互動教學及結果討論。第三階段為成效檢核階段：研究者與計畫助理及參與

計畫學生定期檢核執行菇類栽培實作進度與預算達成率、方案執行的成效評估，過程中

針對問題進行調整，研擬修訂第二階段的執行方案，以循環方式進行執行-修正-執行，直

到研究完成。第四階段為行動成果階段：研究者分析研究的成果與待改進項目，著手撰

寫計畫結案報告，並同時指導學生進行菇類栽培實作報告之撰寫，及分組報告菇類栽培

實作過程及心得，及期未問卷調查，持續以彈性、積極的心態在創新教學實作耕耘。 

因此在課程實作過程，如何呈現教學成果是一項相當重要指標，本計畫研擬菇類栽

培實作課程執行計畫之 PDCA(圖 4.)如下:利用 PDCA 自我核機制，以瞭解學生對課程內

容之表現之滿意度，並可及時依評量反應做適當的課程修正。 



10 

 

 
 

B.研究假設 

根據本計畫之研究目的與學生討論後之反應，歸納出本計畫的研究假設如下： 

1.科技大學學生跨創新知能的發展為中等程度 

2.創新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作課程具有正面的成效 

3.科技大學學生對創新創意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持正向態度 

4.創新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有助於教師教學效能 

5.創新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有助於教師教學信念 

 

C.研究範圍 

   本計畫研究範圍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生物科技系2年級生及全校有興趣之同學及有

意願或已進入本研究者之實驗室同學進行實施，課程規劃屬於單一性。本系四技菇類栽

培實作為必修學分，可能部份同學會以課程之實作成果做為畢業專題實作成果，本系於

四年級上學期舉辦專題實作成果發表，經系上所有老師評分通過始能畢業，另外，本課

程將依照學生能力及實作動力，給予適切的菇類栽培實作實作主題內容及評量方式。 

    

 D.研究對象 

本計畫為研究者進行創新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作課程之初探，第一階段將以 110 學

年度日間部四技生物科技系 2 年級生及全校各系有興趣之同學或已進入本研究者之實驗

 

計畫 

Plan 

•觀察教學現場的問題 

•評估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教材教法與實施方式 

 

執行 

Do 

•創新教學導入菇類栽培實作課堂中，(第一階段方案/第二
階段修正方案) 

•訓練學生進行菇類栽培實作與互動教學。 

 

檢核 

Check 

 

•定期檢視執行產品化實作進度進度、預算達成率、教材成
效評估與彈性調整 

•計畫中期，依照學員實作課程學習成效考核,業界師資對學
員實作成績評量分析，提出執行反思與第二階段修正方案 

•計畫後期，依照學習成效考核成果，提出結案成果報告 

  

行動 

Action 

 
 

•確認執行成果與待改善項目 

•期未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 

•檢討改善落實問題解決之方案  

•奠基創新教學的經驗、持續改善教學效能 

 

 圖 4. 菇類栽培實作課程執行計畫之 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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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同學進行實施，人數約 14 人左右。當前因為台灣經濟發展現況、南北政經發展差異，

雙親工作背景及教育程度等因素，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且多數學生對於學習技能重要

性之認知也有一定的概念，因此本研究計畫以創新教學融入菇類栽培實作對學生而言是

較活的知識亦是激發學生學習技能及提高在學學習的興趣。 

    

E.實施程序 

 

本研究執行期間為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實施程序，分為準備階段、

實施階段與完成階段，透過下列研究實施程序圖(圖 5.)進行說明： 

 
圖 5、研究實施程序圖 

   

 F. 學習評量： 

     在此教案中，菇類栽培實作架構主題報告 30%，報告內容包括課程實作主題、材料

與方法完整性、預期成果及結論，於學校期中考週舉行。期末報告(30%)為菇類栽培實作

成果報告，採用形成性評量。學生的演說報告過程，細分為五個面向，例如台風及表達能

力、產品特色功能呈現清楚度、簡報內容及技巧、菇類栽培實作成果、團隊表現各佔 5%。

平時考核成績(40%)為到課率、平時作業、平時菇類栽培實作之工作態度、試驗結束之後

續材料設備之清潔整理，主動積極度及學生之間的同儕評量，每一組需要針對下述的菇類

栽培實作前、後研究問卷調查進行量化(附錄)的評分並給予質性的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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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學過程 

A.各組進行菇類栽培實作包括 PDA 製作，菌種分離及組織培育技術、菌種保存、菌種

準備階段 

•撰寫課程綱要、建置課程平台、整合教材 

•聘任工讀人力、實驗藥品及耗材會計核銷 

實施階段 

•菇類栽培實作過程觀察、學生實作問題輔導 

•教導菇類栽培實作操作技術、調整實作教學方式 

完成階段 

 

•菇類栽培實作成果整理、撰寫結案報告、計畫成果分享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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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發酵、小麥粒菌種建立、菇類太空包培養基配製、太空包充填、菇類出菇控制及

採收等技術，下列僅陳列部份菇類栽培實作過程。 

(1) PDA 製作  

  

  

2. 菌種分離及組織培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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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麥粒菌種建立及滅菌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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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菇房太空包製作及蒸汽鍋爐操作技術  

 
 

 

 

 

 

5.藥用菇類皿培牛樟芝之培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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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菇類太空包植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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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菇走菌及出菇  

  

 
 

 

 

 

 

圖 6.菇類栽培各種實作過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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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組進行菇類栽培實作期未成果報告 

  

 

   

 

      2.教學研究成果 

 

A.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教材，讓學生真正參與菇類栽培實作過程，提升修課及學習

成效。參與本計畫學生包括大學部本地生 14人及教師 2人。 

      B.教導學生菇類栽培實作課程，計畫執行已得到相當的成效，包括學習各種菇類培育 

        技術及菇類栽培之基本觀念。 

C.接受本菇類栽培實作課程實作訓練的學生在菇類栽培實作技術各方面之能力提升是

有顯著的，將可提升學生本身之菇類栽培實作技術能力甚至於達個人創業能力及強化

就業適應力等。 

 

     3.學生學習回饋 

 A.本研究計畫於結案前給參與本課程訓練學生一份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教學前、後滿意

度問卷調查表(1-5分)，包括過程滿意、個人學習、績效及任務等項目，整體而言，

由課前平均值 2.52及課後提升至 4.04，顯示接受智能菇類實作課程訓練的學生在智

能菇類實作課程各方面之能力提升是有顯著的，上述成果顕示本計畫執行已發揮實際

成效。 

 

 

 

 

 

 

 

 

 

 

 

 

 

 

 

2.58
2.82

2.58
2.78 2.65

1.25

2.80 2.7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教學之滿意度調查(四技二年級)
平均:2.52

圖 8.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四技二年級)教學前滿意度問卷調查表(1-5分) 

圖 7.各組進行菇類栽培實作期未成果報告情形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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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聘請菇類生技產業成功企業主來校進行藥用菇菌產品之研發專題演講，參加人數 32人，回

收問卷 19人，學生對演講後各項指標平均滿意度達 4.68。 

 

 

 

 

 

 

 

 

 

 

 

 

 

 

 

 

 

 

 

 

 

(五)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指導學生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教學所遭遇之實務問題為，因參與計畫課程學生包括

生技系及外系選修生，素質不一，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課程，需一步一步講解及示範教學，

課程學分有些是 3 學分(3 小時)時，常因時間不足而延遲下課時間。 

 

 

圖 9.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四技二年級)教學後滿意度問卷調查表(1-5分) 

 

 

 

 

圖 7. 天然物產品開發應用實作(四技四年級)教學後滿意度問卷調查表(1-5分) 

 

 

 
 

4.67 

4.71 

4.69 

4.63 

4.58

4.60

4.62

4.64

4.66

4.68

4.70

4.72

研習內容規劃 講師授課情形 學員自我幫助 服務品質

教育部110教學實踐計劃計畫

藥用菇菌產品之研發

圖 10-1,2. 聘請產業成功企業主來校進行藥用菇菌產品之研發專題演講，學生對演

講後各項指標平均滿意度達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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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4.50
5.00

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教學之滿意度調查(四技二年級) 平均:4.04

總平均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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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學期因新冠病毒(COVID -19)仍嚴重傳染，以至學校數星期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對

本菇類栽培實作課程，造成已安排各項菇類栽培實作進度的影響及不便，是一件無奈的

過程。 

(3)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教學，在教學實務現場之省思為一學期之時間實際是不足以完

整訓練學生達到提升學生各項菇類栽培實作之實做能力及專業技能，學生至少需投入二

年的時間按步就班的學習各種菇類栽培實作才有能較專業之菇類培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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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件(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附件一 

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教學之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您好： 

以下為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教學之滿意度問卷調查，請依您實際參與上課之情形，就下列各題

目之最適當□內打ˇ。                              

一、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學制為？ □四技     □二技      □研究所    □五專 

2. 請問您的年級為？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3. 請問您就讀之系(所)為？【                       】 

4.請問您修讀本課程之科目名稱為：【                         】  

二、問卷內容：                                          日期: 

題目及題號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一、【過程滿意】 

有關智能菇類栽培實作進行時，對於各個問題解決的

過程 

     

1  我都很瞭解。 

2  我覺得有效率。 

3  我的意見有被整合。 

4  我覺得很公平。 

5  我覺得很滿意。 

 

 

 

 

 

 

 

 

 

 

 

 

 

 

 

 

 

 

 

 

 

 

 

 

 

二、【個人學習】 

對於進行智能菇類栽培實作的內容來說 

1 我認為這個智能菇類栽培實作的學習技術是成功的

確。 

2 我從這智能菇類栽培實作中學到重要的技巧。 

3 我從智能菇類栽培實作中上了重要的一課。 

4 這智能菇類栽培實作使我個人成長。 

5 這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讓我的菇類培育能力提升。 

三、【個人績效】                       

對於進行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課程的內容來說            

1 我對於這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各實作技術內容的完成

貢獻度很高。 

2 我的投入可以反應在最後的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成果

中。 

3 對於最後的智能菇類栽培實作作品我感到還不錯。 

4 我所負責的部分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對於作品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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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四、【任務─專業適配】 

1 對於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專業的養成有幫助。             

2 對於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專業的呈現有說服力。 

3 可以提升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專業能力。 

4 可以增加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專業知識。 

 

     

五、【任務清晰度】                              

在這次的智能菇類栽培實作團隊實作過程中       

1 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事項的細節。 

2 對於我必須要完成的事，我被清楚地告知。 

3 我可以清楚地說出來我必須要做的事。 

4 我明確地被指定我應該完成的工作。 

六、【任務複雜性】 

對於進行智能菇類栽培實作作品的內容來說，我們整

組 

1 覺得這個智能菇類栽培實作產品開發創作的難度很

高。 

2 認為此智能菇類栽培實作作品相當複雜。 

七、【任務創造性】 

1 評估最後產品開發菇類栽培實作成品應該是具有創

造力。   

2 認為我們的產品開發智能菇類栽培實作成品有創新

性。 

八、【開放性溝通】 

在這次的智能菇類栽培實作過程中，我們整組成員  

1 可以放心地對大家表達看法。              

2 會針對問題做公開性討論。 

3 可以提出問題來澄清想知道的事。 

4 會公開地評論別人的產品開發創作構想。 

5 可以在本小組裡開放地發言。 

 

     

      

      

      

      

總體而言，智能菇類栽培實作課程授課對我的實務學

習有正面幫助 
     

〜 謝謝您填寫問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