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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過去於教授食品醱酵技術課程中，發現學生雖對於實際產品開發具有濃厚興趣，
但於產品開發過程中缺乏工具來設計產品定位與創意發想，因此若能於課程中引
進專業思考設計方法，將有助學生更有效率的進行產品思考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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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有效產品開發技能



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意識

• 理工相關科系學生大多以產品研發作為就業首要選擇。

• 大學課程多以基礎知識傳播為主，缺乏產品開發工具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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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以雙迴圈設計思考導入食品醱酵技術課程是否能達到以下目的：
1. 提升學生對於產品設計與創意發想等相關能力。
2. 善用設計思考進行產品開發。

研究背景

• 雙迴圈設計思考應用於初中學生可有效提升學生於數學之創造性思考。

• 使用設計思考之班級對於空間思維能力有顯著增加。

• 雙迴圈設計思考可顯著提升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和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

(Sari & Hidayat, 2019) 

(Umiyaroh & Handoyo, 2017) 

(Muhammad & Purwanto, 2020) 



教學設計與規範-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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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課程：食品醱酵技術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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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場域參觀

企業參訪

成效評估工具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研究對象

6

性別分群 科系分群 年級分群



設計思考
• 一種可供產品開發團隊進行認知、策略與實務整合之思考流程。

• 常見分為有五階法，分別為同理思考、需求定義、創意發想、模型設計與模擬測試等。

• 相較於其他設計方法較為簡潔，不論於產品設計或是服務流程優化皆著重於使用者體驗，因此適合作為人
本為主之產品設計。 

導入教學法介紹

(Kembel, 2009) 



導入教學法介紹
雙迴圈設計思考

(Lokitz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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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迴圈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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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思考思考相關知識以及工具使用方式。



實際教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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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場域參觀

企業參訪

成效評估工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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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傳播與實際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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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生產場域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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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車葛瑪蘭威士忌酒廠參訪 菌寶貝博物館參訪

• 透過實際酒廠參訪使學生了解酒類發酵相關設備。
• 參訪菌寶貝博物館，以實際了解菇類培養所需環境。



雙迴圈設計思考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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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具原理介紹與實際使用。
• 授課教師於課後協助引導討論，以避免成果偏離主題。

團體討論照片 分組討論成果



課後作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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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實際操作菇類培養



食品醱酵技術-即時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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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後，學生會提供即時回饋，以利
隨時調整課程難易度以及對學生之負擔。



學生回饋：
老師超棒!!!
林欣平老師教學有趣，不但能學到書上知識，更有應用層面，課堂所安排的業師分享，令我獲益良多。
很喜歡上課重點、人性，愉快又學得到東西。
這堂課科學化生活化，很實用

團體報告

⚫ 完成常見發酵食品基礎知識學習。
⚫ 運用雙迴圈設計思考方法以團隊模式完成產品發想與期末發表。
⚫ 評估雙迴圈設計思考對於授課學生於產品開發相關能力之進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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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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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能力面向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z 顯著性
前合作學習傾向 22.67 2.871 18 25

0.000 1.000
後合作學習傾向 22.67 2.462 22 35
前溝通傾向 30.67 3.651 25 35

-0.773 0.439
後溝通傾向 29.92 4.889 22 35

前解決問題傾向 25.33 4.459 18 30
-0.775 0.439

後解決問題傾向 25.58 3.605 21 30
前後設認知察覺傾向 21.25 3.251 16 25

-0.106 0.915
後後設認知察覺傾向 21.42 2.906 16 25
前創造性思考傾向 24.00 3.693 19 30

-0.257 0.797
後創造性思考傾向 24.33 3.576 21 30

前運算邏輯 23.08 5.468 14 30
-1.273 0.203

後運算邏輯 23.75 4.535 17 30
前批判思考傾向 25.33 3.447 21 30

-2.060 0.039*
後批判思考傾向 26.17 3.243 23 30

前個人自我效能提升 33.52 5.334 26 40
-1.249 0.212

後個人自我效能提升 34.58 5.401 28 40
前群體自我效能提升 35.92 4.316 29 40

-0.952 0.341
後群體自我效能提升 35.83 4.239 30 40

前學習態度 30.42 3.942 24 35
-0.679 0.497

後學習態度 31.00 4.112 25 35



課程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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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全系前5%

位於全校前10~20%

課程總評量達4.8分



教學結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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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成果
⚫ 完成常見發酵食品基礎知識學習。
⚫ 可運用雙迴圈設計思考方法以團隊模式完成產品發想與期末發表。
⚫ 導入雙迴圈設計思考有助提升授課學生之批判思考能力。

教學成果省思
⚫ 授課時間過長，增加師生負擔。
⚫ 選課人數過少，樣本數過低導致無法有效檢驗出差異性。
⚫ 可結合問題導向式教學，以便更聚焦特定產品特色或促進特定能力面向。

教學創新性
⚫ 整合基礎知識傳播、生產場域觀摩、產品發想與實際報告之完整產品提案歷程。
⚫ 導入雙迴圈設計思考於特定課程，可用於評估特定能力之教學成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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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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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人數16位。
• 實收有效問卷共13份
• 使用SPSS統計軟體。
• 以描述性統計、雙樣本中位數差異檢定(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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