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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心理學通識課程應用A R C S（ a t t e n t i o n , 

relevance,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動機模式與專題導向學習所發展

之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影響。課程運用ARCS動機

模式之策略包含：內容連結生活經驗、課堂活動型態多樣化、實驗專題

步驟清楚具體、專題評分明確一致，及教師大量且正向回饋學生。專題

導向學習策略分為八階段，實施於全學期。研究結果如下，藉由ARCS

動機模式設計之教學策略，學生自陳對課程感興趣，認為知識熟悉實用

且與切身相關，並有學習信心；透過專題導向學習歷程，學生亦能習得

及應用知識，增進核心能力，知覺自我成長與建立信心；課程教學策略

之引導，學生皆獲得滿足與成就感，顯示本課程應用之教學策略對學生

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有助益。

關鍵詞：ARCS動機模式、專題導向學習、通識教育、學習動機、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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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知名企業家張忠謀先生多次公開表示，學校生活是一場「可以帶

走的盛宴」，因其在通識課學習過程培養了求知心、思考力，及終身學

習的習慣；他認為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可幫助個人學習如何成功表達

其「思考的結果」，使學習者成為有能力反思的獨立思考家（田孟心，

2020；鍾張涵，2020）。楊國樞（1999）認為通識教育是一種強調發揮

整體性、通達性、思辨性及理念性的全人教育。此外，吳清山與王令宜

（2017）指出，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重要的一環，目的在培養學生必備

的知識、能力和態度，成為有責任和有教養的公民。由此可知，通識教

育對個人涵養生命厚度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當前社會普遍存在「要學『有用的』東西，畢業後才能馬上

找到工作」的觀念；加上大學教育受社會變遷及實用主義影響，愈來愈

重視專業人才培育，忽略全人教育的實踐，使得通識教育自然被輕忽與

邊緣化（吳清山，2009；黃俊傑，2017）。在實際教學場域裡，研究者

確實耳聞或看見學生對通識課程有非正面的評價，例如：通識課「涼又

甜」、「這只是一堂通識課」（言下之意是學生認為不應該花太多心力

投入通識課程學習）。這些重專業輕通識，以及對通識的刻板印象，著

實為通識教師在教學現場帶來不小的挑戰。

2020年研究者之任教學校針對大一生進行「學習經驗問卷調查」發

現，在學習目標方面，以需要「提升獨立學習能力」、「提升自我管理

能力」及「增進社交能力」得分平均數居前三位；在學習困擾方面，則

以「課業量過重，無法應付所有學科」及「無法體會學習樂趣，覺得學

習對未來沒有幫助」得分較高。此外，調查結果也顯示大一生多數時間

會準時上課，在「知道核心能力重要性」與「具備核心能力」之間存在

明顯差異。前述結果說明大一生對獨立學習、人際社交及核心能力養成

的渴望，以及學習對其沒助益的無力感，卻只能準時上課，默默承擔著

課業壓力。劉笑敢（2007）指出，大學最重要的責任是幫助學生成長，

讓他們能瞭解自我、突破自我，幫助他們在畢業時成為更好的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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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為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看著這群19、20歲年輕人，臉上笑容漸漸

少了、腳步也逐漸沉重，不禁思索該如何幫助這些學生？怎麼做才能真

正實踐通識教育目標？研究者所教授之通識課程，如何提供學生需要的

能力？如何讓學生對學習有感？如何讓他們感受課程學習過程與收穫是

「可以帶走的盛宴」。

將問題帶回本研究課程「情境中的我――認識社會心理學」，是

學校「自我發展學群」通識核心課程之一，開設於103學年度第2學期，

以社會心理學為課程主要內容，開設至今數次調整教學策略。初期採取

單向授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較少，致使學生普遍被動學習，學習成果

亦呈現兩極化現象；105-2學期首次嘗試翻轉教學策略，課堂討論時間

變多，班級氣氛較為活絡；106-1學期至108-2學期逐年增加翻轉學習次

數，然課堂活動較少變化，相同模式重覆進行，學生漸感疲乏，使得學

習動機降低，連帶影響學習成果。

近年來，研究者觀察學生課堂學習反應發現，並非所有學生對通識

課皆有前述刻板印象，但確實感受學生學習態度個別差異頗大，大致可

將其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認真投入且積極參與課程的學生；二是不太

主動，但能配合或勉為其難配合課程進行的學生；三是課堂參與度低或

敷衍了事的學生。進一步探究後面兩群學生學習態度的形成原因，研究

者認為可能與學習信心不足、對學習提不起興趣、對通識課程的刻板印

象、認為課程知識無用、被動學習的慣性等因素有關。據研究者側面瞭

解，有不少學生在各求學階段因學習表現不盡理想，過程中累積許多挫

敗感，對自己感到失望，深怕在課堂出錯，也沒信心展現自己，因此課

堂參與度偏低，且常處於旁觀者的角色。也有學生對就讀大學目標不明

確而產生茫然感；又或者是順從家長安排讀大學、選校選系，進了大學

發現志趣不合，也自認無力改變；亦有沉迷手遊、電玩的學生，對課程

的要求敷衍行事，對學習提不起興趣。還有一群學生認為通識課比不上

專業課程重要，不願意花較多時間與心力投入學習。也有些學生認為學

科知識較為理論，且難應用於日常生活，因此容易對課程知識無感，降

低學習意願。由於前述種種原因，使得學生課堂出現睡覺、滑手機、心

不在焉、準備其他課業等行為，在注意力有限的狀況下，自然降低了學

習成果。然而，若將學習態度不佳的原因全歸咎於學生個人因素所致，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52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7-1

未免過於苛責且容易偏頗；更何況學習環境的營造，師生責無旁貸，課

程內容及教學策略更是直接影響學生學習態度。因此，如何激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如何增加學生的學習信心、如何創造學習成功經驗、如何鬆

動學生對通識課程的刻板印象、如何讓學生對課程知識有感，以及如何

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等，就成為研究者在本課程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研究者爬梳文獻，發現Keller（1984）所提之ARCS動機模式，是

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學習信心為主，且具系統性之教學模式。Keller

認為任何一種教學設計所發展之教材若無法引起學生注意或興趣，學習

效果會非常有限，教學品質也將不如預期（Keller, 1983）。再者，專題

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目的是藉由具複雜性的專題，

使學習者主動建構與整合跨學科知識或技能，進而習得與應用知識，亦

培養問題解決等核心能力（郝光中，2021；劉毓芬，2013；魏鈺螢，

2021）。因此本課程於109-1學期嘗試運用ARCS動機模式理念，設計課

程教學活動，亦重新擬訂更為具體明確之專題導向學習各階段任務，期

待藉由教學策略之應用，解決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

據此，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大學之社會心理學通識課程及兩個班級

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為：（一）應用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

導向學習之課程內涵及教學策略；（二）探討課程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

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影響。

二、文獻探討

動機是激勵、指引及維持行為朝向目標前進的內在驅力（張春

興，1996；Baron, 2001; Brophy, 2004; Pintrich & Schunk, 2002; Schunk, 

1990），學習時若有動機，學習者會較有恆心、有計畫性及方向性（李

咏吟、單文經，1997）。張春興（1996）曾對學習動機提出具體說明，

認為學習動機是引起學生學習動力，並維持學習活動，同時促使學生的

學習活動能驅向課程設定的教學目標之心理歷程。動機也常被認為是預

測學習有效性及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Cole et al., 2004）。

有關學習動機理論大致區分為行為主義、人本主義、認知取向及社

會學習取向，各學派對學習動機的詮釋及內涵各有不同。行為主義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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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藉由外在增強原則引起及維持學習動機，如張春興（1996）認為若

過度依賴外在獎賞或避免懲罰，學生容易形成被動學習，不利產生學習

遷移，亦不利於人格發展與班級經營。人本主義視動機為一種需求，學

習動機是個人為追求成長與自我實現之內在驅力。在Maslow需求理論

中，學習動機屬於成長需求，求知需求的產生繫於基本需求是否滿足。

然而，學生未必有求知的動機，想要促進學習動機，學生需知覺其所學

符合自身需求，且與自我成長有密切關聯，成長需求方能被激勵（朱敬

先，1997；張芳慈、陳淑瑜，2016；張春興，2000）。認知學派主張

行為由思考所決定，學習動機是個人內在對學習的看法及對客觀事實之

解釋，是個人依計畫朝向目標前進的內在驅力；個人之信念、期望、成

敗歸因皆影響其學習動機和行為（李咏吟、單文經，1997；張春興，

1996；Atkinson, 1964; Weiner, 1974）。社會學習取向則認為動機是由個

人對達成目標的期望及該目標對個人的價值而定，學習者會為自己擬定

可達成的目標，然後藉由各種策略及努力去達成目標。個人對達成目標

的期望、目標之價值及自我效能皆影響學習動機及行為結果，可藉由外

在及內在增強原則引發及維持動機（朱敬先，1997；黃政傑、林進材，

2015）。

Keller（1983）整合各學派學習動機理論，並歸納課室中引起高度

動機之教學實務經驗，提出ARCS動機模式，以激勵、增強學生學習動

機及強化系統性教學設計為目的，使教學者兼顧學生的內在因素（例

如：個人期望、能力與認知價值），和外在之教學環境因素（例如：教

學設計與管理）。他認為個人因素及環境因素皆影響學生學習結果，學

習者願意投入學習乃因其對成功的期望及對學習的價值而定，教師及教

學設計若能重視學生需求、激發學習動機，亦能提升學生的努力程度。

因ARCS動機模式注重學習動機之激發，使學習者產生知識實用之感

受，並建立學習信心與獲得滿足感，這些特點與研究者關注之教學議題

吻合，且此模式能與其他教學設計步驟合併使用。因此，本課程試圖融

入ARCS動機模式，期待對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信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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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CS動機模式

如前所述，ARCS動機模式讓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好奇、切身相

關、建立信心及獲得滿足感，使其容易保持學習動機及興趣。國內學

者李文瑞對此模式教學過程提供了貼切詮釋，即「先引起學生對一件

事的注意和興趣」，再讓學生發現「這件事跟他們切身有關」，接著

讓學生覺得「有能力和信心去處理它」，最後學生得到「完成後的成就

與滿足感」（李文瑞，1990）。ARCS動機包含四大要素，即Attention

（引起注意）、Relevance（切身關聯）、Confidence（建立信心）、

Satisfaction（獲得滿足）；四要素需相互配合，方能引起學習動機，並

達到激勵學生持續學習的作用（許淑玫，1998；Keller, 1987a）。過去

相關研究結果亦顯示，課程融入ARCS模式提升了學生學習動機（王維

君，2019；郝光中，2021；Hodge & Kim, 2013）。

以下針對ARCS動機模式四要素之內涵及教學策略分述如下（許淑

玫，1998；Keller, 1983, 1987a, 1987b; Visser & Keller, 1990）：

1. 引起注意（Attention）

此要素強調如何引起學生注意力及興趣，並激發學生出現探究行

為，進而持續對課程產生興趣。教師可運用各種引起學生注意及興趣的

事物，或提出各類問題，以多變化的教學方式維持學生學習興趣。

2. 切身關聯（Relevance）

此要素是讓學生感受學習內容與其息息相關，當學生覺察所學內容

與其相關且有幫助時，學習動機相對會提升。因此，課程設計需考量學

生的特性及背景，並將課程知識連結學生過去經驗，讓學生感受課程與

個人目標、未來應用等有所關聯，使其產生課程知識實用的知覺。

3. 建立信心（Confidence）

信心主要建立在學生覺得自己是否有能力和信心完成學習任務。信

心的多寡會影響學生學習成功與否之預期，亦直接影響其實際的努力與

表現。因此，在教學設計時，除了需要讓學生發覺自己能力增強，使其

明白付出努力會影響學習成果之外，亦可設計具挑戰性之任務，訂定明

確的教學及評量目標，協助學生獲得正向之成功經驗，以確保學生繼續

學習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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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獲得滿足（Satisfaction）

當學生的期望與獲得之學習成就一致，且對學習成就充滿正向感受

或評價時，其滿足感將油然而生；滿足感也是學習動機得以繼續維持的

重要因素。為了讓學生有持續學習的動機及渴望，除了運用內、外在鼓

勵強化學生成就感之外，也可在課程中提供適當情境，讓學生有運用新

知識或技能的機會，使其感受學以致用的滿足感。

（二）專題導向學習

專題導向學習由Kilpatrck所提出，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其認為知識獲得的方式是由學習者本身在探索與認知過程中建構而得

（莊盛宇，2018；Krajcik et al., 1994）。專題是以真實情境及任務進行

之，且具有挑戰性及複雜性，學生需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討論溝通，並

依據其選定的主題，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評估，最終完成專題作品，及

分享專題成果（Thomas et al., 1999）。在專題探索歷程中，可激發學習

者學習動力與持續力，並培養其主動學習、應用知識、問題解決等能力

（Grant & Branch, 2005）。國內大專校院不少課程應用專題導向學習策

略，其研究結果皆顯示，使用專題導向學習策略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亦有助於學習成效之提升（李桂芳，2020；郝光中，2021；曹嘉秀、陳

少芬，2015；賴淑蘭、吳佳虹，2020）。因此，本研究試圖將之應用於

課程，期待藉由「做中學」的過程，使學生能深化與應用知識，並培養

核心能力。

本研究回顧專題導向學習文獻後發現，學者們所提學習歷程步驟

雖然不盡相同，但仍可歸納為規劃準備階段、專題探究階段、成果發

表及評量階段，每階段各有主要任務（Kates & Chards, 1989; Moursund, 

1999; Polman, 1998; Thomas et al., 1999）。本研究將前述階段與科學研

究方法步驟整合，形成本研究專題導向學習歷程八個步驟，分別為：團

隊建立、主題形成、閱讀文獻、擬訂計畫、執行實驗、分析與檢驗實驗

結果、專題歷程檢討反思、分享學習歷程等，並實施於全學期。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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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理念與特色

本研究課程以社會心理學為主軸，其關注個人如何思考自己與他

人，以及個人的思考、感覺、行為如何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生活周遭

經常發生情境對個人產生影響的例子，但被影響者可能不自知，例如：

團體壓力、跟風現象等。若能習得課程知識，並應用於日常，對正值大

學階段急欲拓展人際關係的學生將有莫大助益。此外，研究者有感於教

學現場待解的問題，及依據校方學習經驗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對學習信

心不足、學習無感，以及對加強核心能力的殷切；因此，促進學生學習

動機、增強學習信心、產生知識實用的知覺、讓學生習得並應用知識、

培養學生核心能力，就成為本課程之教學理念。

一、教學目標

依上述教學理念，本課程具體目標為：在「學習態度」目標方面，

學生能夠：（一）參與課堂活動，減少滑手機、睡覺等行為；（二）主

動回應課堂提問，練習思考力及表達力；（三）回饋或提問他組報告

內容；（四）有信心完成專題。在「知識獲得」目標方面，學生能夠：

（一）將課程知識與生活經驗連結；（二）覺察自己哪些層面易受情境

影響，如何避免負向影響；（三）檢視過去經驗如何影響現在的思考與

決策；（四）說明社會心理學意涵，並舉出課程知識詮釋之；（五）

經驗並學會科學方法歷程。而在「培養核心能力」目標方面，學生能夠

具備：（一）傾聽並尊重他人意見的能力；（二）團隊合作的能力；

（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四）自主學習的能力；

（五）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本課程教學目標既是知識的獲得，也

是能力的養成，讓知識成為能力的養分。

為達成上述教學目標，本課程教學設計理念如下：

（一）融入ARCS動機模式，促進學習動機及學習信心。以與學生

切身相關的實例說明，除了引起學生的專注及興趣之外，也讓學生瞭解

課程知識與其密切相關。整學期運用數位平臺及多樣化的課堂活動（例

如：問題討論動動腦、大家來找碴、自動化思考舉例大PK等），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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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保有好奇心及興趣，學生藉由參與課程活動習得知識，也能得到正

向回饋及加分小卡獎勵，由小成就累積大信心。

（二）採取專題導向學習策略，使學生應用知識、加強核心能力。

在此學習歷程，學生需與成員充分溝通討論，主動建構所需知識，解決

專題製作過程面臨的各種難題。尤其本課程「社會心理學實驗」專題是

以「人」為研究對象，學生需在實際場域不斷與陌生人接觸，甚至對其

提出要求，透過專題學習學生亦能練習社交技巧，且能於生活中檢驗課

程知識。

二、教學策略應用

（一）融入ARCS動機模式之教學策略

本課程融入ARCS動機模式具體策略如下：

1. 引起注意（Attention）

(1) 運用生活實例說明課程主題，吸引學生注意力及學習興趣；(2) 

配合課程單元，設計情境問題讓學生動腦思考，並鼓勵學生表達意見；

(3) 安排多變化的課堂活動（例：小組案例討論、組間競爭活動、個人

經驗分享），活絡課堂氛圍，維持學生學習興趣；(4) 小組分享作業內

容，師生參與討論及互評，維持學生注意力及學習動力。

2. 切身關聯（Relevance）

(1) 內容連結學生過去經驗，提高其對課程知識的熟悉感與理解

度；(2) 藉由說明課程與學生目標之相關性，使其有知識實用的感受；

(3) 教師提供清楚的作業指引，並促使其將所學應用於專題；(4) 訂定專

題各階段驗收進度，協助學生逐步達成任務，最終循序完成實驗專題。

3. 建立信心（Confidence）

(1) 訂定明確教學目標，協助學生累積正向經驗，逐步提升學習信

心；(2) 提供補充資料及相關影片，讓學生自主學習，建構知識及強化

學習信心；(3) 學生於課堂分享時，給予鼓勵及正向回饋，增加其自信

心；(4) 即時回饋個人學思紀錄作業，鼓勵學生練習文字表述能力；(5) 

設計實驗專題，藉由小組合作完成專題的歷程，協助其掌握正向成功經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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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建立學習信心。

4. 獲得滿足（Satisfaction）

(1) 營造友善信任的課堂氛圍，使學生樂於參與課堂及小組活動；

(2) 提供學生主動分享或帶領團隊完成課堂任務的機會，讓學生發揮所

長；(3) 專題評分項目明確且維持一致性之評分標準，讓學生掌握學習

目標及期望；(4) 鼓勵學生貢獻己力，與小組成員同心協力完成專題。

（二）應用專題導向學習之課程設計

本課程專題為「社會心理學實驗」，專題各階段歷程及實施內容見

表1。

表1
專題導向學習歷程及內容

階段 階段 實施內容 週次

一 團隊建立 1. 小組形成（異質性分組），每組5～6人。 3～4
  2. 促進團隊凝聚力。 
二 主題形成 1. 從課程概念或過去實驗，引導學生思考 5～7
   其關注的主題。
  2. 選定實驗主題。 
三 閱讀文獻 蒐集並閱讀主題文獻 8～9
四 擬訂計畫 1. 擬訂詳細實驗內容及流程（含欺瞞方式 8～12
   及事後解釋內容）。
  2. 各組逐一報告實驗設計內容，他組回應
   該組設計之缺失。
  3. 檢視實驗內容有無違反研究倫理。 
五 執行實驗 各組在課餘時間進行實驗 13～15
六 分析與檢驗 1. 統整分析實驗數據。 14～15
 實驗結果 2. 檢驗實驗結果與實驗預測。 
七 專題歷程檢 1. 依據驗證預測之結果進行詳細討論。 15～17
 討反思 2. 檢視專題各階段學習歷程並進行反思。 
八 分享學習歷 1. 各組分享專題成果及學習歷程心得。 16～17
 程 2. 教師評量各組專題作品、組間相互給予
   回饋、組內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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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一、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本課程運用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策略，並配合當週課程

內容設計每週次課堂教學活動及任務。全學期十八週課程內容見表2。

表2 

十八週課程內容

週次 課程內容 課堂教學活動／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任務

一

二

三

1. 課程介紹、作業

及評量方式說明

2. 情境的力量

1. 介紹心理學、社

會心理學

2. 社會心理學與自

我的關係

1. 介紹社會心理學

研究方法

2. 學生分組、各組

時間

1. 說明學習目標、教學策略、作業與評量方式。

2. 介紹實驗參與者與學生年齡相仿的「史丹佛

監獄實驗」，鼓勵學生表達對案例之想法。

1. 指定閱讀：社會心理學導論。

2. 問題討論動動腦：情境曾對你產生影響的經

驗與想法。

1. 指定閱讀：社會心理學如何進行研究。

2. 「大家來找碴」活動：藉由簡略的實驗內

容，讓學生逐一找出實驗設計缺失。

3. 課堂小測驗：利用Zuvio進行小測驗，瞭解

學生對課程內容理解程度。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一：團隊建立

1. 小組形成：採異質性分組，由學生決定分組

方式。

2. 團隊建立：(1) 藉由暖身活動，初步認識組

內成員，建立團隊共識。(2) 小組成員合作

將課程簡報之研究敘述繪出實驗流程圖，並

拍照上傳Zuvio平臺。(3) 他組檢視各組所繪

實驗流程圖有無缺失。

（續下頁）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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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六

1. 課前影片及作業

2. 知己：社會認知

（我們如何看待

社會世界）

知己：社會自我

（自我概念、在社

會脈絡中認識自

己）

1. 課前影片及作業

2. 知己：個人態度

指定閱讀：課前影片「社會認知」、完成學思

紀錄作業。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一：團隊建立

1. 團體凝聚：藉由暖身及小組競爭活動，促進

團隊凝聚力。

2. 小組任務：(1) 學生於組內分享課前作業；

(2) 各組派代表（人數由小組自訂），將該

組所有實例書寫於黑板上；(3) 他組審查各

組實例之適當性。擁有最多與他組不同例子

之組別獲勝，優勝前三組所有成員皆獲得加

分小卡獎勵。

1. 指定閱讀：自我概念。

2. 問題討論動動腦：(1) 瞭解自我的好處；(2) 

評估自我瞭解程度；(3) 分享內、外在動機

的個人經驗。

3. 課堂活動：(1) 學生在紙本九宮格寫下8項自

我概念，並依授課內容標註概念來源；(2) 

學生自組兩人小組，分享彼此自我概念表，

並給予對方正向回饋；(3)將完成之表格拍

照上傳Zuvio。教師從作業即時瞭解學生學

習情形。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二：主題形成

1. 教師提供「社會心理學實驗」專題學習目標

及具體明確的作業指引。

2. 組內討論有興趣的主題及實驗，並記錄於學

習單。

3. 學生課餘搜尋有興趣的實驗，於次週和小組

討論。

1. 指定閱讀：課前影片「態度」、完成學思紀

錄作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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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

知彼：社會知覺

（我們如何瞭解別

人、表情辨識、讀

人）

知彼：社會知覺

（歸因、社會比

較）

2. 課堂活動：(1) 組內成員分享課前作業內

容，同儕彼此學習；(2) 由教師設定不同條

件（例：手機應用程式頁面最多者、住家離

學校最遠者等），隨機邀請各組一位成員分

享令其印象深刻之組內作業。藉由有趣且隨

機的選擇成員方式，引起學生樂趣及專注

力。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二：主題形成

1. 小組再次討論並記錄有興趣之主題及實驗。

2. 小組逐一評估及篩選學習單實驗之可行性，

並將篩選後的實驗進行排序。

1. 指定閱讀：表情辨識——從過去到現在的情

緒研究。

2. 課堂活動：(1) 藉由圖片及影像，讓學生辨

識表情及情緒；(2) 學生檢視及分享生活中

對他人的第一印象經驗。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二：主題形成

1. 小組再次討論並檢視專題欲進行實驗之排

序。

2. 教師依據各組學習單實驗優先順序，並兼顧

全班實驗之多樣性，逐一與各組敲定實驗主

題。

1. 指定閱讀：歸因理論、社會比較理論。

2. 問題討論動動腦：(1) 學生分享內／外歸因

及歸因謬誤的經驗；(2) 學生分享向上/向下

社會比較的經驗。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三：閱讀文獻、階段

四：擬訂計畫

1. 組內討論分享實驗主題文獻。

2. 小組規劃實驗詳細內容及流程，並記錄於學

習單。

（續下頁）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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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社心實驗設計討論

1. 課前影片及課堂

小測驗

2. 知眾：社會影響

（從眾效應、服

從對個人的影

響）

知眾：助人行為、

旁觀者效應、影響

助人行為的因素

各組說明社會心理

學實驗設計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三：閱讀文獻、階段

四：擬訂計畫

1. 各組摘要實驗文獻重點。

2. 小組規劃實驗詳細內容及流程，並記錄於學

習單。

3. 教師至各組瞭解實驗設計進度，適時提供實

驗設計之缺漏。

1. 指定閱讀：課前影片「從眾效應」。

2. 課堂小測驗：以Zuvio測驗進行課前影片習

得知識之驗收。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四：擬訂計畫

1. 小組持續規劃實驗詳細內容及流程。

2. 教師至各組瞭解實驗設計進度。

1. 指定閱讀：助人行為。

2. 課堂活動：(1) 學生分享受助與助人之經

驗；(2) 應用「旁觀者介入決策樹」理論，

學生自我分析助人或未助人之經驗。

3.「大家來找碴」活動：舉出「旁觀者效應」

經典案例，學生逐一分析並找出該案例描述

情節不合理處。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四：擬訂計畫

1. 小組完成實驗設計詳細內容。

2. 教師提醒學生次週進行各組實驗設計口頭說

明，且需備妥實驗素材。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四：擬訂計畫

1. 各組派成員說明及模擬實驗設計內容。

2. 教師檢視各組實驗設計有無違反研究倫理，

如有違反，請其做適當調整。

3. 全體師生回應報告組實驗設計之缺失，並給

予建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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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十四

十五

知傷害：社會情境

與攻擊行為、如何

減少攻擊

知愛：人際吸引

（影響人際吸引因

素、喜歡與愛、依

附理論）

期末考試

4. 經檢視通過實驗設計之組別，即可利用課餘

時間執行實驗，若尚未完備者則於次週補充

說明。

1. 指定閱讀：如何減少攻擊行為。

2. 問題討論動動腦：(1) 曾被他人傷害之經驗

及感受；(2) 何謂攻擊？從數個舉例中讓同

學瞭解攻擊之界定；(3) 攻擊是天生的？學

習來的？可選擇的？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五：執行實驗

1. 小組課餘進行實驗。

2. 學生於課堂討論實驗現場觀察，或實驗困難

之解決方法。

1. 指定閱讀：影響人際吸引因素。

2. 問題討論動動腦：人際互動之初，哪些因素

較容易促使你與對方交流。

3. 「人海中相遇的緣份」活動：運用影響人

際吸引因素，一次尋找一位不同組不同系

同學，進行5分鐘交談（內容包含：令人印

象深刻的自我介紹、基於哪個因素找對方

交談，並感謝彼此分享與陪伴），共進行3

次。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五：執行實驗、階段

六：分析與檢驗實驗結果

1. 小組課餘進行實驗、分析實驗數據、檢驗實

驗預測。

2. 學生於課堂討論實驗現場觀察與發現。

課堂進行紙筆測驗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五：執行實驗、階段

六：分析與檢驗實驗結果、階段七：專題歷程

檢討反思

（續下頁）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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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實例如圖1：

十六

十七

十八

社心實驗分組報告

（一）

社心實驗分組報告

（二）

課程回顧與統整

1. 小組課餘進行實驗、分析實驗數據、檢驗實

驗預測。

2. 依據驗證預測之結果進行討論與反思，並於

課餘時間與教師進行小組會議討論。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七：專題歷程檢討反

思、階段八：分享學習歷程

1. 依據驗證預測之結果進行討論與反思，並於

課餘時間與教師進行小組會議討論。

2. 班級半數組別分享專題成果及學習歷程心

得。

【專題導向學習】階段七：專題歷程檢討反

思、階段八：分享學習歷程

1. 依據驗證預測之結果進行討論與反思，並於

課餘時間與教師進行小組會議討論。

2. 其餘組別分享專題成果及學習歷程心得。

回顧課程內容及學習歷程，學生總整於課程之

收獲。

圖1  各組派員在黑板寫下全組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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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心實驗設計學習單如圖2、圖3：

圖2  課堂學習單 圖3  課堂學習單

課程影片學思紀錄如圖4、圖5：

圖4  個人作業――學思紀錄 圖5 個人作業――學思紀錄（續）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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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平臺如圖6～9：

圖6 數位學習園區課程教材 圖7 ClassDojo記錄學生課堂回應情形

圖8  Zuvio即時瞭解學習狀況 圖9  Teams代替Facebook社團

社會心理學實驗列表如表3：

表3 
社心實驗專題名稱

組別 A班 B班
一 圖形從眾 以退為進――數學能力大考驗

二 因為……我想Free Hug 預示效應

三 閱讀時聽音樂是否影響專注度 顏色與重量的秘密
四 選擇性注意－加法的魔力 從眾效應――大家一起笑

五 旁觀者效應 登門檻效應

六 電梯裡的從眾 選擇性注意――文章理解力與注意力

七 單純曝光效應 體積重量錯覺

八 想和你一起撐傘――助人行為 魅力紅
九 ╳ 破窗效應



67

二、學習評量方式

課程學習評量方式分為平時表現、個人學思紀錄、期末考試、專題

報告等四項。

（一）「平時表現」占25%，包含出缺席情況、課堂參與度（含課

堂活動參與、問題回應及組內討論情形）、上課態度（例：是否經常出

現滑手機、睡覺、做與課程無關的事情等行為）。

（二）「個人學思紀錄」占15%，包含觀看課前影片3次，其中課

前撰寫學思紀錄2次，課堂小測驗1次。

（三）期末考試25%，為紙本測驗。

（四）專題報告占35%，為社會心理學實驗專題報告，包含課堂口

頭報告15%（評量指標為10項，每項目各占10分，10分之等第依序為傑

出、良好、尚可、有待加強、需重新學習）、學習檔案15%（含專題文

本、學習歷程及心得），及同儕互評5%（學生在Zuvio進行組內成員對

專題貢獻度之互評，每位學生除給分之外，需說明給分理由）。

肆、教學實踐歷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109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者所授之「情境中的我――認識社

會心理學」通識課程，及A、B兩班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透

過研究者在教學現場觀察之現象，融入適當的教學策略，再評估學生學

習狀況，反思教學效果，以改善教學現場問題。本研究流程見圖10。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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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如前所述，本研究對象包含社會心理學通識課程，及109學年度第1

學期A、B兩班學生，A班有49名修課學生，B班為50名學生，兩班學生

僅有少數重補修同學，多數為大一生。

圖10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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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工具包含學習動機量表、學習成效自評問卷、教學反應

問卷、學習歷程心得及訪談學生之內容。以下分述之。

（一）量化分析使用之工具

1. 學習動機量表

學習動機量表依據ARCS動機模式理論內涵編製題目，分為：引起

注意、切身關聯、建立信心及獲得滿足四個向度，每向度各5題，共20

題題目，量表評分方式以李克特式五點量尺呈現（從1代表「非常不同

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施測方式為學期第十八週，在班級以線

上方式進行團體施測。量表Cronbach's α為 .93，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題

目內部一致性。量表效度方面，除了邀請兩位具教學實務豐富經驗的學

者專家協助修訂題目以建構專家效度之外，亦經因素分析檢驗，為四因

素結構，各題目因素負荷量皆超過 .54。

2. 學習成效自評問卷

學習成效自評問卷共14題題目，分為課程知識6題、核心能力6題，

及學習策略2題。問卷評分以李克特式五點量尺呈現（從1代表「非常不

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問卷於學期第三週進行前測，第十八

週進行後測，前後測皆在班級透過線上方式進行團體施測。A、B兩班

前測與後測問卷填答之Cronbach's α皆在 .90以上，顯示問卷具有良好的

內部一致性。問卷題目如前項量表亦經過兩位學者專家進行審查，以建

構專家效度。

3. 教學反應問卷

本研究另引用校方教學反應問卷結果來評估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

效，教學反應問卷有量化及質性兩個部分，量化問卷分為「教學題目」

及「學生自評」兩類，「教學題目」包含教學內容、教學態度、教學方

式、學習評量及教學品質等五個構面，除教學品質有1題題目之外，其

餘構面各有3題，共計13題題目，問卷題目評分以李克特式五點量尺呈

現（從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學生自評」有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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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題題目，問卷評分以李克特式五點量尺呈現，各題目選項名稱隨題目

內容而訂定。教學反應問卷於學期末施測，學生個別於課外線上作答；

問卷質性回饋由學生自行決定填答與否。

本研究以「教學方式」構面、學生自評之「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

及「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做為評估學習動機的量化成果；「教學方

式」3題題目為「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學習」及「老師能清楚

表達授課內容」。學習成效則以學生自評之「修習本課程後獲益」呈現

研究結果。

（二）質性資料來源與處理

1.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質性資料來源有三部分，分別為：(1) 與學生進行半結構式

焦點團體訪談所得內容；(2) 學習歷程心得；(3) 教學反應問卷質性回

饋。

半結構式焦點團體訪談於第17～18週進行，將全班分為三大組，每

組大約16人，分組方式以班級之專題組別隨機組合而成，每組進行約50

分鐘之團體訪談。訪談大綱例如：「課程主題印象深刻之處？印象深刻

之原因？」、「哪些課程知識能與自己生活經驗連結？」、「課程活動

或上課方式喜歡或不喜歡之處？原因為何？」、「課程可再調整或改善

之處？」、「對課程及社心實驗歷程之想法或收穫？」及「對個人學思

作業之想法與建議？」。研究者並依據學生當下回答的內容，再深入訪

談。

學習歷程心得為各組所呈現之社心實驗專題學習歷程心得及課程學

習心得之文本；教學反應問卷質性資料來源則如前所述。

2. 資料處理

前述三項質性資料之處理分析皆由研究者與一名教學助理為之。質

性資料處理過程如下：

(1) 資料編號

首先依據訪談錄音之內容，轉成逐字稿，再將逐字稿內容依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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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班別與學生序號進行編號（例如：ST_班別+學生序號）。另外，學

習歷程心得及教學反應問卷質性回饋亦依所得資料、班別與學生序號進

行編號（例如：學習歷程心得編碼為PJ_班別+組別序號；教學反應問卷

質性回饋編碼則為TE_班別+回饋序號）。

(2) 資料整理

本研究將三種質性原始資料逐一進行檢視，採開放性編碼方式，找

出該筆資料所涵蓋的主題，並將其進行概念化之命名，例如：學生表示

「經過這次實驗，我才開始思考……之後如果進入職場……一定要好好

利用這點來行銷自己」，此筆資料可推演出「知識內容與自身連結」及

「知識實用性」之概念；其次，將編碼後之資料逐一進行比較、整合與

聯結，並將歸類後資料，依其內容之意涵，以較高層次的概念為類別命

名；接著再反覆比對各項資料，最後從各類別中選取能回應研究目的之

資料，做為本研究質性成果。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依序呈現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成果。分述如下：

（一）學習動機分析

首先以學習動機量表及教學反應問卷呈現量化成果，接著以質性回

饋資料輔助說明。

1. 學習動機量表

學習動機量表A班有效問卷數為49份，B班為48份，學習動機量表

結果見表4。以各向度平均數而言，A班與B班在ARCS四個向度平均數

皆在4以上，兩班在各向度平均數排序由高至低皆為「獲得滿足」（A

班M = 4.33；B班M = 4.17）、「引起注意」（A班M = 4.29；B班M = 

4.13）、「建立信心」（A班M = 4.24；B班M = 4.10）及「切身關聯」

（A班M = 4.19；B班M = 4.02）。前述結果顯示，學生認為課程能引起

注意力、建立信心，亦獲得滿足感，尤其以「獲得滿足」得分最高；

整體而言，本課程融入ARCS動機模式概念，學生自陳有良好的學習動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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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然而A、B兩班學生在「切身關聯」向度得分皆最低。

進一步分析兩班學生於各向度題目得分情形，在「引起注意」向

度，A班在「課堂活動具有變化性，可維持我的學習興趣。」得分最

高（M = 4.44），B班則是「我在本課程學習到預期以外的事物」得分

最高（M = 4.32）；在「切身關聯」向度，A班在「我能將課程習得知

識與自己的經驗相互連結。」得分最高（M = 4.40），B班則是「本課

程運用生活實例說明內容，有助於我對知識的理解。」得分最高（M = 

4.22）；在「建立信心」向度，A班在「課堂活動及回饋方式，幫助我

建立學習信心」得分最高（M = 4.53），B班則是「課程內容有條理，

容易掌理重點。」得分最高（M = 4.34）；在「獲得滿足」向度，A、B

兩班學生皆在「本課程專題報告讓我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得分最高

（A班M = 4.51; B班M = 4.38）。綜觀全量表得分情形，A班學生得分最

低的題目為「本課程對我的未來很有用」（M = 3.93, SD = 1.09），B班

學生則是「課堂分享小組作業時，師生皆參與討論及互評，能幫助我維

持學習興趣。」（M = 3.86, SD = 1.06）。A、B兩班在學習動機量表結

果有差異，課堂表現也有不同，差異原因說明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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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學習動機量表描述統計表

向    A班 B班 各向度
 題目
度    M (SD) M (SD) 平均數
 1. 本課程主題及內容能引起我的注意力。 4.22 (0.70) 4.17 (0.73) 
      A班
 2. 課堂活動具有變化性，可維持我的學習興趣。 4.44 (0.68) 4.23 (0.59)
      4.29
 3. 課堂的問題討論能幫助我集中注意力。 4.30 (0.76) 4.08 (0.79)
 
 4.  課堂分享小組作業時，師生參與討論及互評，
      B班
  能幫助我維持學習興趣。 4.18 (0.82) 3.86 (1.06)
      4.13
 5. 我在本課程學習到預期以外的事物。 4.35 (0.78) 4.32 (0.68) 
 1. 本課程運用生活實例說明內容，有助於我對 4.27 (0.66) 4.22 (0.70)
      A班
  知識的理解。  
      4.19
 2. 我能將課程習得知識與自己的經驗相互連結。 4.40 (0.70) 4.07 (0.86)
      
 3. 本課程對我的未來很有用。 3.93 (1.09) 3.90 (1.05) B班
      
 4. 本課程內容對我而言很重要。 4.13 (0.82) 3.92 (0.98) 4.02
 5. 本課程和我的興趣相關。 4.23 (0.93) 4.01 (0.85) 
 1. 課程內容對我而言難易適中。 4.16 (0.99) 4.02 (1.02) 
      A班
 2. 課程內容有條理，容易掌理重點。 4.32 (0.68) 4.34 (0.76)
      4.24
 3. 課堂活動及回饋方式，幫助我建立學習信心。 4.53 (0.59) 4.24 (0.68)
      
 4. 我有信心將課程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 3.96 (1.06) 3.88 (0.97) B班
      
 5. 我有信心學好課程內容。 4.23 (0.88) 4.01 (1.01) 4.10
 1. 完成本課程學習後，帶給我成就與滿足的感 4.27 (0.98) 4.09 (0.88)
  覺。  
      A班
 2. 我對本課程的學習相當投入。 4.23 (1.01) 3.95 (0.97)
      4.33
 3. 課程作業及課堂活動的回饋與建議給我鼓勵 4.28 (0.77) 4.27 (0.84)
  的感覺。    

   B班
 4. 本課程專題報告讓我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 4.51 (0.62) 4.38 (0.70) 
            4.17 5. 我很高興能學習本課程。 4.36 (0.99) 4.18 (1.02) 

2. 教學反應問卷

本研究兩個班級教學反應問卷結果見表5，A班有效問卷數為48份，

B班有效問卷數為47份。如前所述，問卷與學習動機有關的部分包含

「教學方式」、「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及「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

A班學生「教學方式」評分高於其他構面（M = 4.73, SD = 0.62），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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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程感興趣的學生占76%，自評認真學習者占83%。B班學生「教學方

式」評分為M = 4.55（SD = 0.71），對課程感興趣的學生占75%，自評

認真學習者占85%。B班學生「教學方式」評分雖非各構面最高，但此

分數優於院級與校級之平均數。前述結果說明本課程學生普遍認為授課

教師能使用適當方法引起其學習興趣，也認為教師鼓勵學生投入課程學

習，師生互動良好，多數學生亦自陳對課程感興趣且認真學習。顯示本

研究兩班學生有不錯的學習動機，此結果與學習動機量表的結果相互呼

應。

表5 

教學反應問卷描述統計表

 A班 B班 本院 本校

 M (SD) M (SD) M (SD) M (SD)
教學題目     

教學內容 4.70 (0.60) 4.56 (0.68) 4.42 (0.73) 4.41 (0.72)

教學態度 4.72 (0.63) 4.58 (0.68) 4.45 (0.71) 4.44 (0.72)

教學方式 4.73 (0.62) 4.55 (0.71) 4.39 (0.75) 4.37 (0.76)

學習評量 4.69 (0.66) 4.60 (0.73) 4.40 (0.73) 4.40 (0.73)

教學品質 4.71 (0.68) 4.54 (0.67) 4.40 (0.74) 4.39 (0.73)

總分 4.71 (0.63) 4.57 (0.70) 4.41 (0.73) 4.40 (0.73)

學生自評     

對課程感興趣程度 感興趣占76% 感興趣占75%   

對課程的學習態度 認真學習占83% 認真學習占85%   

在課程的獲益程度 獲益多占84% 獲益多占83% 

3. 質性回饋分析

質性回饋資料，大致被歸類為「課程內容及上課方式引起注意」、

「課堂活動多變有趣，維持學習興趣及動機」、「內容能與自己連結，

覺得熟悉或實用」、「從課程回饋及專題過程，發現成長、建立信心」

及「學習過程獲得成就與滿足感」等五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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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內容及上課方式引起注意

課程運用時事或實例說明主題，學生表示能吸引好奇心及注意力，

也有動機想學習內容。例如：

老師會用生活實例吸引我們注意，讓我們想要進一步瞭解內容。

（ST_A10）

第一次聽到「史丹佛監獄實驗」，實驗結果讓我感到好奇，他們跟

我們一樣是大學生，很難想像如果我在那個實驗裡，會不會跟那些

人一樣。（ST_B21）

一開始我還不太相信選擇性注意力這種事，結果我竟然也沒看見影

片中的黑猩猩，看來我要多留意這個現象了。（ST_B17）

然而從資料中也發現，「問題討論動動腦」及「大家來找碴」這類

以個人回答的課堂活動，雖然引起學生注意，但由於個別狀態不同，不

習慣表達意見的學生可能因此感到焦慮。例如：

上課常常要動腦回答問題，跟以前只聽課的方式很不一樣，我覺得

這樣不錯，可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上課會比較認真。（ST_A03）

老師不要一直問問題啦，雖然可以引起注意力，但擔心被點到時不

會回答，會有點糗。（ST_B43）

(2) 課堂活動多變有趣，維持學習興趣及動機

課堂安排個人、小組或組間競賽等不同類型活動，學生覺得能維持

學習興趣，也能活絡課堂氣氛。例如：

我覺得這堂課真的很棒，教學方式很多樣化，讓我們能更容易記得

上課的內容。（TE_A01）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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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進行各種小活動，有團體的也有個人的，覺得新鮮，上課氣氛

愉快。（TE_A14）

剛選到這門課時，我以為會上一大堆無趣的心理學，直到教到自動

化思考的單元時，各組PK舉例，意外地開啟了我對心理學的新世
界，發現心理學其實還挺有趣的。（ST_B35）

相較於其他需要小組報告的課程，我的參與度比起其他課要來的

高，我很開心能修到這門課。（ST_B23）

(3) 內容能與自己連結，覺得熟悉或實用

學生覺得課程內容連結生活經驗，使其有知識熟悉與實用之感受。

例如：

老師會用我們的習慣用語或過去經驗來解釋內容，讓我們很快就瞭

解心理學概念。（ST_A18）

老師講解仔細，且結合生活經驗，是能學到東西的課程。（TE_
B06）

現在才發現，原來可以應用到生活中的心理學那麼多。（TE_
A03）

課程這些有趣的理論及實驗，時常可以應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ST_B08）

另有學生表示該組實驗主題可應用於未來職涯發展。例如：

這次實驗主題單純曝光效應，與我就讀經管系有很大的關連，可

以應用在廣告、標題、宣傳上，對我來說很有趣、很新奇。（ST_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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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實驗，我才開始思考為什麼品牌會影響人做出選擇……。

之後如果進入職場，或開始發揮我的專長時，一定要好好利用這點

來行銷自己。（ST_B31）

也有學生表達不同意見，認為實驗專題耗費較多課外時間，且與其未來

關聯性有限。

社心實驗要蒐集40人以上數據，我們組成員都是不同系，很難湊在
一起做實驗。以後我若不做研究，感覺這些實驗步驟就不太實用。

（ST_B29）

做實驗有點麻煩又花時間，而且未來我好像也用不到那些實驗方

法。（ST_B10）

(4) 從課程回饋及專題過程，發現成長、建立信心

透過課程回饋及專題學習過程，學生覺察自我成長，也變得較有自

信。例如：

從上課學習活動的回饋，讓我開始增加一些學習信心，相信自己以

後會更好。（ST_B08）

從一開始不知所措，到現在可以把社會心理學定義倒背如流，也知

道它不僅是一門科學……。（ST_B19）

本來我不太敢發言，但老師數次鼓勵、給我機會，最後我竟然主動

代表我們組上臺報告實驗成果。（ST_A11）

這次實驗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突破，身為實驗主持的我，必須隨機

搭訕陌生人，這個很考驗我的恥力，每一步都在和自己拉鋸戰，最

終硬著頭皮完成實驗主持，才發現自己其實可以做到以前覺得做不

到的事。（ST_A28）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78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7-1

我們討論出的實驗設計內容，曾一度被老師質疑，但我們通過找佐

證資料的方式來說服老師，覺得很開心。（PJ_B08）

(5) 學習過程獲得成就與滿足感

歷經課程學習及逐步完成實驗專題，學生表示獲得成就與滿足感。

例如：

瞭解一個新的知識、學科，社會心理學，並且完成了一個從零開始

自己設計、進行的實驗，學習到很多東西，讓我感到很開心，也很

有成就感。（TE_B07）

這堂課裡我們不僅學到了做實驗的流程，還學到很多社會心理學知

識，並且有能力去做完一個實驗，這個課程讓我們獲得許多成就

感。（PJ_A03）

透過這次實驗，讓我知道原來真的會因為太過於專注而沒有注意到

周遭的變化，一開始我還不相信這實驗的論點，但實際操作後直接

改變我的想法，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的實驗。（ST_A41）

上述質性資料顯示，學生認為：1. 本課程吸引其注意力，想要進一

步學習內容；2. 多變化的課堂活動保持其學習興趣；3. 課程內容與其生

活經驗相關及實用；4. 從課程學習中覺察自我成長，也能建立信心、獲

得成就與滿足。

綜合本研究學習動機量化及質性資料顯示，學生在本課程有良好的

學習動機。進一步分析資料時亦發現：1. A、B兩班學生學習動機量表結

果有些微差異；2. 學生對課程與其切身關聯之意見較為分歧；3. 以個人

回答問題之上課方式恐引起部分學生學習焦慮。說明如下：1. 兩班學生

在量表結果呈現差異，課堂表現也有不同。研究者觀察學生學習情形發

現，A班課堂氣氛較B班活潑熱情、A班主動回答問題的學生多於B班以

及A班組內討論較為熱絡。研究者認為前述差異可能與學生背景、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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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課時間有關。A班學生由9個學系組成，其中人文管理和理工學系學

生各占一半，B班學生則由8個學系組成，皆為理工相關學系學生。A班

學生科系背景差異較大，課堂容易激盪出多樣想法。再者，A班有多位

活潑外向學生常在課堂發言，活絡了班級氛圍，也帶動其他同學願意發

言。此外，B班上課時間為上午八時，對夜貓族大學生而言，早八課常

是意志力的考驗，通常需要較長時間啟動專注力及思考力。2. 本課程設

計之社心實驗專題，是期待藉由此學習歷程，使學生在實際場域檢驗心

理學概念，亦可深化並應用習得知識，且促進團隊溝通、協調與合作之

能力。然而，相較於專題其他階段，執行實驗確實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及

心力方能完成，因而學生更容易聚焦於課外需做實驗及實驗結果與預測

相符程度，而未留意經歷此學習過程帶來之其他收穫。3. 本研究學生甫

入大一，對討論互動之上課模式較不熟悉，即便無要求每位學生皆需回

答課堂問題，但對於累積不少學習挫敗感的學生而言，當提問出現時，

其學習不安感恐油然而生。

針對上述情形，研究者未來擬調整策略如下：早八時段班級善用

相關影音短片，吸引學生目光及注意力，使其迅速進入學習狀態。說明

專題與進行專題各階段歷程時，皆需凸顯此學習歷程個人應能習得之能

力，並強調該能力對其未來發展之助益。另外，學期初進行課堂提問，

可先於組內討論，再讓學生分享於全班，以降低不習慣發言者之壓力。

（二）學習成效分析

本研究以學習成效自評問卷、教學反應問卷學生自評題目，及質性

資料呈現學習成效結果。

1. 學習成效自評問卷

學習成效自評問卷分別於第三週及第十八週進行前測與後測，A班

有效問卷數為49份，B班為48份。量表各題目經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

結果見表6。在「課程知識」方面，A班在6題題目前後測平均數皆達

顯著差異，B班除了「我能觀察到生活各層面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題

目前後測未達顯著差異之外，其餘5題前後測之差異皆達顯著。整體而

言，A、B兩班學生經全學期學習後，課程知識有明顯收穫。在「核心

能力」方面，A班在6題題目前後測平均數皆達顯著差異，B班除了「我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80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7-1

能夠傾聽和尊重他人的意見」題目前後測無顯著差異之外，其餘5題前

後測平均數皆達顯著差異。在「學習策略」方面，A、B兩班在2題題目

前後測平均數皆達顯著差異。前述結果顯示，學生修習本課程後，在溝

通表達、團隊合作、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判斷等能力有顯著進步；此

外，課程之學習策略亦能協助學生理解及應用課程知識。

表6 
學習成效自評問卷得分情形及前後測差異比較

類    班 前測 後測
 題目    t   p
別    級 M (SD) M (SD)
 1. 我知道我目前的想法是如何受到過       
  去經驗的影響（例如，我的過去經   
  驗影響我對新事物的看法）。  
 2. 我能觀察到生活各層面對我產生了 A 3.95 (0.68) 4.45 (0.63) -4.35 .000*
  什麼影響（例如，在陌生環境我會
    B 4.14 (0.77) 4.45 (0.70) -1.92 .06
課  參考他人的行為而採取行動）。
 
程 3. 我能從情境歸因的角度，看待他人 A 3.64 (0.84) 4.50 (0.59) -5.85 .000*
知  的行為及想法。 B 3.89 (0.78) 4.48 (0.63) -3.85 .00***
識 4. 我能夠瞭解自我應驗預言在日常生 A 3.48 (0.93) 4.45 (0.50) -6.34 .000*
  活中對我產生的影響。 B 3.48 (0.85) 4.43 (0.70) -5.46 .00***
 5. 我能瞭解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例如， A 4.02 (0.76) 4.57 (0.55) -4.57 .000*
  文化對自我概念的影響）。 B 3.89 (0.72) 4.50 (0.59) -5.19 .00***
 6. 我知道如何用科學方法檢驗我的預 A 3.14 (0.77) 4.52 (0.51) -9.73 .00***
  測或假設。 B 3.36 (0.65) 4.45 (0.66) -7.53 .00***
 7. 我能掌握對方發言的重點，並回意 A 3.55 (0.73) 4.40 (0.62) -5.85 .00***
  見。 B 3.57 (0.79) 4.23 (0.86) -3.71 .00***
 8. 我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完成分組報 A 3.80 (0.73) 4.48 (0.59) -5.65 .00***
核  告。 B 3.91 (0.77) 4.39 (0.87) -2.62 .01**
心 9. 我覺得我有好的自主學習能力（例 A 3.41 (0.76) 4.52 (0.63) -7.81 .00***
能  如，主動蒐集可靠資料等）。 B 3.41 (0.76) 4.32 (0.74) -5.40 .00***
力 10.我能夠傾聽和尊重他人的意見（ A 4.36 (0.65) 4.59 (0.50) -2.12 .04**
  例如，能夠傾聽其他同學的發言
    B 4.41 (0.54) 4.50 (0.73) -1.35 .19
  或報告）。   
 11.我認為我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A 3.52 (1.02) 4.27 (0.79) -3.69 .00***
  不會人云亦云的從眾。 B 3.68 (0.88) 4.30 (0.82) -2.98 .01**
 12.我能夠回應課堂提問，表達我個人 A 3.27 (0.79) 4.06 (0.81) -6.06 .00***
  的想法。 B 3.08 (1.03) 3.78 (0.98) -4.30 .000***
學 13.我覺得課前觀看影片並撰寫學思紀 A 3.57 (0.85) 4.48 (0.66) -5.85 .000*
習  錄有助於我對該主題的瞭解。 B 3.57 (0.87) 4.32 (0.74) -4.70 .00***
策 14.我覺得「社心實驗專題」能讓我應 A 3.52 (0.82) 4.52 (0.66) -6.28 .000*
略  用課程習得的知識。 B 4.02 (0.76) 4.57 (0.63) -3.62 .00***

    A 4.02 (0.70) 4.48 (0.59) -3.96 .000*
    
    B 4.02 (0.66) 4.48 (0.66) -3.0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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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反應問卷

學生在教學反應問卷自評「修習本課程後獲益」結果見表5，A班學

生自評修習本課程獲益多者占84%，B班學生為83%，顯示本研究學生普

遍認為課程獲益較多。此結果可呼應問卷其他兩題學生自評結果，即多

數學生對課程感到興趣且能認真學習，因而學習獲益較多。

3. 質性回饋分析

與學習成效相關之質性資料，歸納為課程知識、核心能力及專題導

向學習歷程等三類課程收穫。說明如下：

(1) 課程知識的收穫

經過全學期修習課程，學生表示學習到許多課程知識。例如：

以前沒發現社會心理學在日常處處可見，有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

也跟社心有關係，上完課後，學習到很多從未瞭解到的知識。

（ST_B05）

經過這堂課我瞭解許多關於心理學的知識，也打破了一些心理學的

迷思……。（ST_B20）

原本我跟許多人一樣對心理學有一些謬誤，但接觸這門課後才知

道，這門學科研究的是人的……，課堂學到很多主題……，這些有

趣的理論及實驗時常可以反映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ST_A42）

(2) 核心能力的收穫

經歷實驗專題學習，學生認為有助於促進團隊合作、溝通表達、自

主學習及問題解決等核心能力。例如：

除了實驗中得到的知識收穫，也讓我深刻學習大學生必備的能力－

分工合作及溝通技巧。（ST_A16）

這個實驗是我們自己想的，從蒐集文獻到設計實驗能參考的資料相

對來得少。不過優點是這實驗增進了我們對問題的討論和理解能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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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PJ_A01）

我們碰壁不少次，例如實驗過程不順利等，但大家還是想辦法解決

問題……。（TE_A08）

社心實驗完成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加強了每一位組員的思考力，

也增進了報告的統整能力，像是如何從實驗數據探討結果及推

論……。（PJ_B09）

我覺得這門課不只讓我學到學術上的知識，更是讓我自己對處理事

情的能力更進步。（ST_A12）

(3) 專題導向學習歷程之收穫

經過具挑戰性的專題歷程，學生表示能將習得知識應用於專題，也

認為實驗完成時獲得成就感。例如：

上學到現在擁有這麼多的理論卻很少實際去做，這是一次難得的機

會把我畢生所學都用上去，做完後我也得到了莫大的成就感。這樣

的作業讓我們去試、去培養自己的能力，學到的這些未來都將成為

我向前的競爭力。（ST_A13）

我覺得老師課堂教學最主要的是科學方法的運用，因為一定要熟悉

科學方法才有辦法自己設計實驗內容，並且自己實地做實驗，來證

明自己組的想法、推論有沒有根據……。這一步步雖然沒有想像的

那麼簡單，卻很值得。（ST_A24）

也有學生表示能從實驗主題省思自我。例如：

這次實驗讓我瞭解到原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容易受到從眾

效應的影響，不禁令我自省傾聽自己想法與感受的重要性。（ST_
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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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研究之學習成效量化及質性資料顯示，學生認為課程修習

後，課程知識有顯著收穫；團隊合作、溝通表達、自主學習及問題解決

等核心能力亦有所增進；在專題學習過程，有應用知識的能力，也能獲

得成就感。然而進一步探討學習成效自評問卷核心能力所呈現的結果，

經統計檢定結果顯示，各題目前後測平均數有顯著差異，亦即學生自陳

各題之核心能力有顯著進步。此結果值得欣喜，但再仔細審視問卷核心

能力題目後發現，內容較屬於個人對自己整體性評估，核心能力明顯

進步的結果，亦可能是學生在本課程及其他課程修習後加總之成果。再

者，各項核心能力對應之題目僅1～2題，內容恐難全面涵蓋該能力之意

涵。研究者認為未來需發展更周延之測量工具，評量方式可採取自評及

他人評量並行，以瞭解學生在本課程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果。

陸、結論與省思

本研究課程應用ARCS動機模式理念及專題導向學習發展課程之教

學策略，期待藉由教學策略的引導，對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有所助

益。運用ARCS動機模式發展之教學策略包含：一、在引起注意方面，

運用生活實例說明課程內容；設計情境問題並鼓勵學生表達意見；安排

多變化的課堂活動；師生參與小組任務及作業之互評；二、在切身關聯

方面，課程連結學生目標及生活經驗，使其感受知識熟悉與實用；提供

清楚作業指引，協助學生應用習得知識並逐步完成專題；三、在建立

信心方面，對於課堂分享之學生，教師给予大量正向回饋或加分鼓勵；

設計具困難度之實驗專題促使小組合作並達成目標。四、在獲得滿足方

面，營造課堂友善氛圍；訂定明確且一致性之專題評分，讓學生掌握學

習目標及期望。此外，本課程規劃專題導向學習歷程有八個階段，分別

為：團隊建立、主題形成、閱讀文獻、擬訂計畫、執行實驗、分析與檢

驗實驗結果、專題歷程檢討反思、分享學習歷程等，並實施於全學期。

研究結果如下：從學生自評之量化及質性資料顯示，藉由ARCS動機模

式設計之課程策略，學生對課程感到興趣，認為知識實用且與切身相

關，有學習信心並認真學習，亦能從學習中獲得成就感；在專題導向學

習歷程，學生能收穫及應用課程知識，核心能力亦有增進，並知覺自我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通識課程及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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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建立信心。整體而言，本研究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成果皆為

良好。將前述結果對應於研究者課堂觀察發現，藉由個人任務、小組討

論及組間競賽等方式進行課堂活動，學生滑手機玩遊戲、上課睡覺、心

不在焉等情形大幅減少。透過加分小卡或口頭鼓勵，讓不習慣課堂發言

的學生，開始嘗試表達意見或分享經驗。從記錄學生發言次數輔助平臺

數據顯示，本研究學生發言次數比起前幾個學期多出近一倍。此外，從

組間檢視實驗設計之課堂活動也發現，學生能應用課程習得知識，覺察

他組實驗設計缺失，或提供改善建議，此結果亦能反映出學生之學習成

果及收穫。

回顧整個教學實踐歷程，研究者羅列以下幾項省思：

一、微調課程節奏，使課堂討論與課程進度取得平衡：本課程安

排各類型課堂活動，有時學生參與熱烈，有時學生思考提問時間較長，

使得課程進度時有落後的情形，甚至得刪減部分課程內容。雖然藉由討

論、提問之方式，能即時反映學生對所學理解、應用或分析等不同學習

層次之成果，亦能經由同儕間意見交流，激盪出學習之廣度；然而，據

研究者觀察及高學習需求學生反映，並非每次討論互動皆有良好效果，

有時小組流於漫談、虛耗時間。因此，未來擬微調課程進行方式與節

奏，將課程主題拆解成數個小單元，並結構化安排課堂時間，更有效率

地進行課堂討論，兼顧課程進度。

二、留意高學習需求學生自學情況：學生不僅學習態度有差異，學

習需求也有差異。有些學生覺得課程進度有限，希望學習更多內容，有

些學生覺得課程知識量超載。面對學習需求差異大的情形，研究者僅能

以多數學生學習狀態為考量，而將補充教材及參考資料置於教學平臺，

讓想要深入瞭解心理學知識者自主學習。可惜的是，研究者沒有進一步

確認高學習需求學生之自學情況。未來需主動留意學生之課餘學習情

形，並適時邀請其於課堂分享意見，勿使學生有被忽略的感受。

三、需耐心等待學生調整學習慣性：本研究學生甫進大學，對於

以討論分享為主的上課方式較為陌生，也擔心在課堂出錯，普遍不敢主

動發言。學生曾表示，需調整學習習慣，慢慢適應課堂發言。為鼓勵學

生表達意見，研究者營造善意及包容各類意見的學習氛圍，且時常以自

身經驗舉例，鼓勵並等待學生分享想法，也讓安靜內向的學生有發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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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且給予發言者正向回饋。以本研究B班為例，學期初發言集中於

少數學生，研究者因而運用趣味方式點名發言。隨著時間流轉，學生逐

漸感受課堂環境令其安心，認為即使回答不夠完整，也願意嘗試表達，

發言人數隨之增加。前述過程常非一蹴可幾，有時頗感勞心費力；偶

爾仍會有鼓勵無效、回應冷清的情形，此時教師需多些介入，以看似隨

意、實則刻意的方式，挑選兩、三位學生發言，並給予其大量回饋，以

帶動其他學生表達意見。

四、調整課程作業，減低學習負荷：本課程除了課堂各類型活動

之外，另包括2項個人作業及1項各組專題。個人作業是觀看課前指定

影片並撰寫學思紀錄，完成作業所需時間視學生願意投入程度而有明顯

差異。綜觀學生作業內容，有論點清晰內容豐富，也有簡短數句交差了

事，約莫半數作業雖能呈現重點，但反思層次較為表淺。學生表示課餘

時間幾乎被各科目作業填滿，選擇性排序之下，僅能快速完成作業。由

於課餘作業形式較難促使學生進行深度反思，致使學與思之效果有限。

另外，學生從決定實驗主題、設計詳細內容、課餘執行實驗（需於實際

場域蒐集至少40人次之參與者反應），最後於課堂分享實驗成果。學

生表示組內成員來自不同學系，課外共同時間非常有限，進行實驗加倍

耗時費力。據研究者觀察及學生自述，本課程多數學生認真投入課堂

學習，且社心實驗專題歷程對非心理學背景學生而言頗具份量。因此，

未來考慮減少或取消課前個人作業，改以課堂個人或小組任務替代；此

外，除了需在實際場域進行之實驗外，學生亦能選擇適合於線上執行之

心理學實驗。

重新細想本研究教學過程，研究者深深感謝學生們踴躍參與課堂活

動，願意主動分享個人經驗，尤其是努力認真完成實驗專題。對這些在

虛擬世界遊刃有餘，較不擅於真實人際接觸的學生而言，常需要鼓足勇

氣才能面對陌生人進行實驗，但值得欣慰的是本研究學生皆完成了具挑

戰性的任務。看著學生在本課程從做中學、學中思、思而後得的成長與

收穫，教師同感欣喜，也得到無比的教學樂趣。

ARCS動機模式及專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社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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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CS Motivation 
Model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s

Tzu-Ping Chie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developed using the 

ARCS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motivation model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designed using the ARCS motivational model include 
knowledge content linking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various classroom 
activities, specific experimental steps, clear and consistent assessments, and 
positive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eacher.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strategy 
was divided into eight stages and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Using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designed by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students self-reported that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the course. They found knowledge to be familiar, practical, and relevant, 
and ha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Through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cess, 
they acquired and applied knowledge, and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increased. 
They experienced self-improvement and built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Guided by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y achieved both satisfaction and 
succes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the course were 
beneficial for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 ARCS model of motiv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general 
educa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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