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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以「混成式教學」融入「台灣飲食文化」課程提升醫學大學學生「多元文化」與「敘事能

力」之研究 

 

一. 本文 Content (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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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的研究動機產生於如何在醫學大學進行「歷史」與「文化研究」的課程？因為北醫大

學生多是生醫專業領域，主要目標是經過國考並在醫學相關領域服務，對於歷史人文的興趣

相對較為薄弱。有鑒於此，我提出如何協助醫學大學學生提昇對「多元文化」與「敘事能

力」的認知與能力。就前者而言，「多元文化」已經是臺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共識，因此有需

要將之納入課程中實踐；就後者而言，「敘事能力」可以幫助醫學大學學生瞭解人文知識與

社會。綜合上述兩項能力，本課程希望透過「混成式教學」培養未來生醫人才面對職場上的

多元挑戰以及處於 AI 人工智慧時代，如何培育醫學大學學生成為面向世界的數位公民。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在文獻探討方面，我主要分成「混成式教學」與「多元文化」兩個面向來討論。就「混

成式教學」（Blending Learning, BL），主要是強調結合傳統與科技方式進行學習，以下是不

同的研究成果，包括 Oliver 與 Trigwell（2005） 認為學習法並無明確規範，主要是結合傳

統教學與新興網路資訊來創新教學。此外，混成式教學(Blended instruction)進行，強調混合

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的傳遞媒介的一種線上結合線下的面對面教學 

(Graham, Allen, & Ure, 2005)。Rossett 與 Frazee (2006) 對於混成式教學的定義為，是一種正

式 (formal) 與非正式 (informal) 的學習，同時也是一種非同步 (asynchronous) 的線上學習

與同步(synchronous) 的課堂面對面學習的結合體。目前臺灣教育界也廣泛地使用，研究成

果包括余綺芳、蔡美惠、陳麗宇、陳子聖、賴素純、莊雅茹、顏春煌、張甘青與張朝旭等

人，分別利用「混成式教學」置入不同的教學領域進行實驗。在「多元文化」方面，早期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美列強以「西方中心論」作為知識範疇，爾後西方學界開始批判此一觀

點，而「多元文化」觀點逐漸成為知識界所接受，目前已經全世界的普世價值，臺灣學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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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均與耿振華等人以「多元文化」提出說明與研究成果。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計畫的問題主要是希望提昇醫學大學學生的「多元文化」與「敘事能力」。透過「台

灣飲食文化史」課程的設計，我安排學生瞭解「哥倫布大交換」對臺灣如何進入世界史領域

作為開頭，之後有荷蘭時代引進作物與招募漢人開墾，再來是清領時期漢人移民與原鄉飲

食，日治時期的飲食現代性，戰後族群菜餚的進入以及新住民的飲食文化。雖然課程安排多

是不同時期飲食文化，但學生可以從中瞭解背後的歷史、移民、衝突與價值等，增加學生對

臺灣歷史多元文化的觀點認知。其次，就「敘事能力」的提昇方面，我安排學生一學期需有

四周的心得回應，以及針對讀物的報告，這方面均可以加強學生的敘事能力，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就研究設計與方法而言，本課程採用課程講述與影片觀賞兩方面同時進行，亦即採取「混成

式教學」方式進行教學。在研究方法上，我受益於『BOPPPS』教學程序，第一個 B 是

Bridging in，亦即每堂課前五分鐘是串連兩週之間的教學目標，至於 O 代表目標（object），

第一個 P 是 Prepare，第二 P 是「參與式學習活動」，希望學生在活動中展先出學習興趣，第

三個 P 是每堂課簡短的「後測」（Post-test），最後一個 S 代表 summary，亦即下課前我會整

理今天上課的重要論點。此外，本課程的研究對象多以大一為主，研究方法和流程是透過課

程設計，評估同學的多元文化認知與敘事力是否有提升。至於課程活動流程包括課程教授、

影片觀賞、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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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過程中我已經拍攝多支影片作為混成式教學使用，包括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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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影片的教學，學生們均受益於「混成式教學」的豐富性，也對於「多元文化」與

「敘事能力」有所提昇。 

(2) 教師教學反思 

就老師的教學反思，透過「混成式教學」的文獻閱讀與影片觀賞，學生們確實對於近代臺灣

歷史文化產生比較濃厚的興趣，再加上飲食文化的刺激，醫學大學學生多可以從中獲取知

識，進一步達到研究目標。 

(3) 學生學習回饋 

就學生學習回饋上，我分別設計問題給學生回答，請參閱以下圖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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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首先，這是我第一次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收穫甚多，非常感謝教育部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的支持，讓我有機會進行「混成式教學」研究，藉此提昇醫學大學學生的多元

文化與敘事能力。其次，在研究過程依舊遭遇許多困難，還需要進一步解決，例如學

生評量方面需要更謹慎且仔細的評量標準，才可以測試出學生在前測與後測知識獲取

上的進步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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