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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行動研究提升牙科陶瓷技術之色彩美學培養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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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體技術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隨著國內經濟成長與口腔保健教育的觀念落實，市場從業

人員組成由師徒制傳承轉為具有牙體技術師法證照(2009 年始)之專業定位，必須在兼具一定理

論基礎與實務操作前提下持續累積臨床經驗，使能擴大發揮專業長才，目前每年大專院校(臺

北醫學大學、中臺科技大學、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四校)培育將近 450 

位受過牙體技術學術教育的畢業生，大部分牙體技術人員的年齡層為落在 25-45 歲的青壯年時

期，一位牙體技術師的人才培育至少需要 4 年以上的時間，顯現大專院校在知識教學與臨床

實務接軌的重要性。 

專業技術的養成需要透過持續練習和減少失敗來達成，牙體技術概分為固定義齒、活動

義齒和矯正裝置三大類，牙科陶瓷是固定義齒修復物之一，學習者往往需先熟悉印模材、石

膏、蠟、金屬等素材操作後才會接觸到瓷粉的堆築和燒結(通常是入行 3-4 年後)，顯見陶瓷材

料的操作技巧對牙體技術師來說屬於高階學習，同時，牙科系統已進入數位化資訊時代，對

於型態、色相、明度、彩度等要求皆跳脫以往使用眼睛目測觀察的階段，採以資料庫比對分

區呈現，亦對學習者的美學重建要求更加精確。 

牙科陶瓷在傳統製程上由支臺齒形成、印模材複製、石膏模型製作與分離、蠟型修復、包

牌與鑄造、依照指示單上進行陶瓷堆疊等完成成品，過程繁雜且容易人為因素產生精準性誤

差，現階段尚有數位製程方式，於模型取樣至設計生產等皆由大數據分析取代，經由切削或

列印完成成品，減少部分材料和人力上的使用，兩者製作分別將於學系課程內容中之「牙科

陶瓷技術學實驗」和「數位口腔工程」進行教學，但於比色到臨床(包含染色)階段的學習往往

是進入職場一段時間後累積經驗的方式補足，在牙體技術師的養成過程中常被忽略(如圖一所

示)或視為次要之學習項目(等牙齒型態練好了再說)，因此容易缺乏與臨床接軌的敏銳度，如

何掌握色彩美學的呈現成為牙體技術師被市場選擇的主要鑑別[1-2]。

 
圖一、傳統與數位牙體技術製程差異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教學方法依據領域別而有所不同，懂得運用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成效是教師的責任，合作學

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建構在分組理論上，透過團體互動的歷程彼此在想法、思考、問題解

決等面向達到共識，有助於提昇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及發展合作溝通技巧[3]，適用從基本到複

雜問題的解決，其在技能、情意、社會行為等學習成效量達到中度以上[4-5]，以合作學習融合

其他表現的相關研究也持續在進行中[6-7]。大學課程可能囊括理論基礎與實務操作，葉則亮等

人對於工程科系師生在落實創意產品所應必備的心智能力進行探討，記錄高年級的創意實踐

歷程，同時也觀察低年級在基礎實驗課表現中所展現的本然特質，辨識造成學生實作能力順利

支臺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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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障礙的關鍵差異與原因，以改善教學模組、助教、及老師對學生的輔導效果[8]。另外，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整合式教學法為培養學生在相關領域

具備一定素養及能力，於教學環境中實施科技輔助對於合作問題解決有助於學生在實作技能

的提升[9]。傳統講述式單向學習已無法滿足產業瞬息萬變的需求，學生在遇到問題時比較缺

乏對問題有多方向性的解決發展[10]，Parnes 於 1967 年發展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先引導學

生針對困惑蒐集大量資料來了解事實，釐清問題後透過思考列出可能的構想，進而建立評估的

標準來發現解答並準備行動[11]。教師在培養學生創意的自我效能與創造解決問題的能力時，

其教學必須整合領域相關知能、心智習性、倫理關懷等元素，才能提升創意教學的深度[12-13]，

對於國內大專院校鼓勵學生專題競賽或科展比賽等創意性專案中老師所扮演的角色，有部分

研究也提出不同的教學方式與歷程分享[14-15]。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牙體技術師之人才培養時間長，屬於專業技能領域，在四年裡面要完成固定、活動與矯

正三大類膺復物的製作流程，需要許多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的支持，同時要熟悉在各個操作

細節上材料的轉換操作特性，才能成功製作出符合美觀與功能且符合醫療需求的膺復物。牙

科陶瓷技術學實驗為學系既有的必修課程，連結校方精進專業及實習教育人才發展目標，改變

過往課程以前牙、小臼齒、大臼齒不同區域的單冠齒位進行修復(只有熟練製作流程)規劃，運

用行動研究培養學生同時兼備修復型態製作與美學觀察等實務操作，於課程後段增加分組討

論暨合作方式重建臨床案例，搭配數位比色光譜儀輔佐學生提升色彩敏銳度觀察，有助於學生

未來在實務場域情境之結合，本研究將嘗試結合行動研究加以輔助，並以比色光譜儀進行資

訊驗證，培養學生對色彩觀察的敏銳度。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假設經由行動研究教學模式的加入，學生除了牙科陶瓷標準模型的演練外還能接

觸到臨床指示單和實務案例的製作，加深對陶瓷特性的了解，同時也可透過比色系統了解自

己在色彩美學觀察上的敏銳度，對於後續牙體技術產業經驗之累積有正向影響。計畫研究架

構(如圖二所示)從相關文獻資料蒐集整理開始，擬定課程設計與學習測驗問卷內容後建請專家

檢視給予修正，課程進行中可以透過教師/學生或學生/學生互動討論方式進行意見反饋，課程結

束後將前後測問卷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後續教學模式改善及課程整合提升之參考指標。 

「牙科陶瓷技術學實驗」是學系必修課程，修習對象為大學部學生(約 50 人左右)，學生

成員已修習過大學部一、二年級之牙體形態學實驗(一)(二)，同時學習過牙科材料學實驗與固

定義齒技術學實驗等專業課程，亦即具備基礎材料操作(包括石膏、蠟、包埋材、金屬、陶瓷等種

類)且對於牙齒位置與外形有完整概念，但對於陶瓷材料堆築和燒結尚感到陌生且無法進行獨

立操作。課程規劃為單一性，「牙科陶瓷技術學實驗」的作品目標將分為兩階段進行，先由標準模型演練

熟悉牙材料，再與業界教師討論後蒐集相關臨床案例模型若干組，以3-4人為單位進行指示單閱讀並分組

討論設計，實際操作至完成後學習使用比色光譜儀數據化檢視成果，成績評量方式採用 Rubric 指標(如

表一所示)，提供學生具體化學習的方向， 並且分別於課程結束後 1 至 2 年(預計該班 2 年後將

進入臨床實習課程)追蹤其教學模式所造成的影響。研究方法運用行動研究顛覆傳統階段式師

徒制的學習模式，教師將扮演協助引導學生的角色，學期初先進行標準模型相關材料製備與

瓷粉操作演練，於課程後期透過分組方式建構全體合作學習的互動機會，練習閱讀指示單並

對薄蓋冠(coping)設計進行討論，實務操作部分，以完成臨床案例作品為目標，且最終成果由

正確操作比色光譜儀和分析數據資訊呈現，研究計畫實施前後以問卷資料分析蒐集作為整體

教學成效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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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整體研究架構 

 

本研究預計進行前後學習紀錄的分析，施測問卷設計包含相關接觸經驗、基礎理論認知

和臨床實務案例觀察等方向(如表二為問卷樣本)，所有資料輸入將由工讀生協助進行，計畫主

持人及課程教師/教學 TA 群至研究結束前並不知道個別學生填具成果，以描述性統計呈現平

均值及標準差，了解學生在學習前後不同面向改變的差異，作為未來教學方式調整的參考，

同時追蹤其教學模式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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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執行場域為大學實驗教室，具備完整牙體技術人員培育硬體設施(包括操作桌、集

塵器與技工用手機等)，同時設有影音教學設備，可將實務示範同步傳送觀看，並能於個人操

作桌和共用儀器室進行即時演練，提高整體教學成效。教學過程囊括兩部分: 

Part I:以標準模型相關材料製備與瓷粉操作演練(如圖三所示)。 

(因應疫情調整課程內容，前期部分需至校內場域進行之流程改由搭配非同步系統讓學生自行

完成並上傳成果，中期後恢復至校內場域以同步教學方式實施教學)  

 

 
圖三、Part I 標準模型操作演練 

 

相關文獻蒐集

課程設計
與問卷擬定

前測問卷施測

後測問卷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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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進行
(標準模型與臨床案例)

計
畫

行
動

觀
察

反
思

成果撰寫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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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以完成臨床案例為目標，最終成果由比色光譜儀和分析數據資訊檢視(如圖四所示)。 

 

 
 圖四、Part II 臨床模型操作演練 

 

教學過程中部分的成果與數據結合校方資訊系統(My2TMU)紀錄，以作業方式上傳並建

立個人學習履歷(如圖五所示)。 

 
圖五、記錄個人學習履歷 

本研究根據前後學習紀錄問卷的施測，以描述性統計呈現平均值及標準差了解學生在學習前後

不同面向改變的差異，得到以下研究成果: 

 
 

(2) 教師教學反思 

目前國內牙體技術相關課程大部分皆承襲以往師徒制的教學模式，學生在課堂的學習也

多以被動吸收為主，缺乏產業整合概念的發揮，經由此教學研究計畫的機會加入行動研究，

使學生不只是單方面的學習，更能結合數位系統了解自己在臨床觀察上可能被忽略的部分，

其教學成果 將作為其他學科改變教學模式的指標。 

 

(3) 學生學習回饋 

本研究改變既有課程教學方式，運用行動研究整合理論、實務甚至到臨床端的操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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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以往教學上較難兼顧到的部分(比色系統和臨床案例討論)，讓牙科陶瓷技術學實驗除了模

型操作外更貼近產業現況。透過教學評量(滿分為5分)結果來檢視整體課程表現，於量性指標部分，

在教學態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面向皆獲得良好的意見反饋，總平均為4.66分。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此計畫運用行動研究縮短產學差距，由學校教師與業界教師共同針對臨床問題推動教學

方式改變，成果中老師為引導協助的角色，訓練學生主動學習思考設計，再佐以數位系統的

輔助檢視作品，以資訊化分析使學生更能了解自我觀察的能力，未來技術實作課程可延伸此

研究執行模式進行以下方向之調整: 

     (1)課程教案之擬定 

     (2)建構更多合作學習的互動機會 

     (3)需持續加強同學基礎理論與臨床實務的連結性 

     (4)未來學習模式的改變，該如何融入實作課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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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牙科陶瓷技術學實驗課程評量尺規表 

 

評分等第 

評量指標 

待加強 

( 4~5 ) 

尚可 

( 6~7 ) 

良好 

( 8~9 ) 

優秀 

( 10 ) 
權重 得分 

出席情形 

請假  次以上 

未假缺席  次以上 

常有遲到早退之情形 

請假  次至  次
未假缺席  次 

偶有遲到早退之情形 

請假  次至  次
未假缺席  次 

少有遲到早退之情形 

無缺席情形 

事前請假  次以下 

無遲到早退之情形 

2  

學習表現 
分組報告/作品品質欠佳
實驗操作仍待加強 

未能提出作品成果 

分組報告/作品品質普通
實驗操作尚可 

能提出作品成果 

分組報告/作品品質尚佳
實驗操作大致確實 

提出大致完整的作品成果 

分組報告/作品品質優異
實驗操作嚴謹確實 

提出具體完整的作品成果 
4  

實驗室/ 

課程規範 

經常違反實驗室規範
經常違反課程規範 

偶有違反實驗室規範情形
偶有違反課程規範情形 

少有違反實驗室規範情形
少有違反課程規範情形 

嚴格遵守實驗室規範
嚴格遵守課程規範 3  

課程 

參與度 

課堂中互動極少且經常被

動找尋資料解決問題 

課堂中互動較少且偶有主

動找尋資料解決問題 

課堂中互動良好且大部分

能主動找尋資料解決問題 

課堂中互動積極且能具體

主動找尋資料解決問題 
1  

特殊表現 

□正確功能性和美觀性兼具之思考設計理念，酌加  分 

□以比色光譜儀操作後我的作品資訊為             (請標示顏色分佈) 

□其他：  ，酌加  分 

  

質性評語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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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運用行動研究提升牙科陶瓷技術之色彩美學培養(施測樣本) 

姓名: __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 _______________ 

 

說明:此份問卷主要是為瞭解您對下列牙科陶瓷材料的認識狀況，請您就以下問題勾選出最合

適的答案，問卷內容將作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使用，以利後續教學模式改善及課程整

合提升之參考指標。 

 

一、接觸經驗 

1. 我有在牙體技術所見習的經驗。 

□完全沒有 □曾經有(1-3 個月內) □一段時間(6 個月或以上)  

2. 我有在牙科診所/醫療院所見習的經驗。 

□完全沒有 □曾經有(1-3 個月內) □一段時間(6 個月或以上)  

 

二、牙科陶瓷材料 

 材料種類與應用 

非

常

不

贊

同
 

不

贊

同 

 

 
 

 

普

通 

 

 

 
 

 

贊

同 

 

 

 
 

 

非

常

贊

同 

 
 

 

基礎理論認知 

1 我了解石膏材料的種類並具備正確操作知識。      

2 我了解金屬材料的種類並具備正確操作知識。      

3 我了解陶瓷材料的種類並具備正確操作知識。      

4 我認為型態和美學在牙科應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臨床實務案例觀察 

5 我能正確堆築出正確齒位的牙齒型態。      

6 我對於陶粉堆築的應用具備正確的操作知識。      

7 我對於陶粉燒結的溫度具備正確的操作知識。      

8 我能正確操作比色光譜儀並具備分析資訊的能力。      

 

============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