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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2018年提出全球素養指標，以培養具備全球議

題與跨文化議題的人才。本研究欲透過國際貿易實務課程，驗證情境式

教學法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學成效。本研究以38名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採取行動研究法並應用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PA）、

學習動機問卷以及訪談來蒐集與分析資料，進行不斷的反思與改善教

學。研究結論如下：(1) 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顯示，真實實務情境的

課程活動應繼續保持、建構學習與社會互動的課程活動需要重新設計改

善；(2) 情境學習學習法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特別是在「引起注

意」與「獲得滿足」構面中有明顯的改善。

關鍵詞：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情境式學習、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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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2020）的施政方針中提到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培育符應產業發展脈絡的專業技術人才；

推動高等教育多元及彈性發展，擴大育才留才攬才；強化產學研合

一，縮短學用落差，擴散大學研發能量；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強化在地連結合作。

另外，教育部（2017）在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政策綱領也提及技職教

育應以「從做中學」及「務實致用」作為技職教育之定位，且以「實務

教學」及「實作與創新能力培養」作為核心價值，由此可以看出實務導

向課程在技職教育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技職教育課程設計除了

專業知識的傳遞外，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將所學知識與實務應用做連結。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所實施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自2018年開始加入全球素

養（global competence）的全新科目，強調學生不只是學習知識，在全

球化趨勢下也應該多了解各地文化差異、關心國際間事務、培養判斷資

訊的能力。全球素養的評量範圍包括：全球議題與跨文化議題的知識、

技能、態度和情意。反思臺灣教學現場，現今臺灣的大學生普遍缺乏

國際知識，而國際貿易課程目的即在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以培養全球素

養。然而學生對於國際貿易的專業知識、貿易英文、國際新聞等學習內

容，會因為課本的內容較為艱澀與不知道如何應用所學，而缺乏學習興

趣。這樣的學習困境是因為學習內容與實務情境缺乏連結，致使學習缺

乏真實感所造成。Brown等人（1989）所提出的「情境學習」（sit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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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概念讓學習者從實際情境中進行互動以建構出知識，可以解決

這樣的問題，因此本課程以「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為基礎，

進行國際貿易實務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有別於傳授抽象知識的課堂學

習活動，情境式學習法強調建立一種實務情境，透過實務案例與情境模

擬及學習抽象的知識，以增進學生對實務知識的了解。在過程中，教師

所扮演的角色在於建構實務的情境，而學生的角色則是在教師所建構的

情境脈絡之下進行學習。過去許多學者紛紛對情境學習的教學要素設計

進行討論（陳泰良等人，2016；陳國泰，2017；Norman, 1993），同時

也有學者將之應用於商管領域的教學課程，並驗證確實有助於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與成效（黃雲龍，2004；樊祖燁，2018）。

Martilla與James（1977）提出一套分析企業經營策略的工具――重

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在企業

資源必須做有最有效的投入下，IPA分析可以協助企業主清楚了解優先

改善、次要改善、維持表現、不需要投入的項目。過去IPA分析法主要

用於服務品質分析與改善，缺少應用於教學領域的討論，直到近年來才

開始有學者應用此分析法探討教育行政與學生學習的領域（吳守從等

人，2017；林柏亨等人，2018；陳靜薇、廖益興，2017）。然而情境教

學方式主要來自於眾多的情境脈絡所堆疊而成，從整體教學的滿意度衡

量，較無法看出教學在各面向的表現程度，因此，本研究為了更深入了

解每一項教學活動的品質，以回饋未來課程設計的改善，將引入IPA分

析法作為教學品質的改善分析工具。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實施教學創新，透過情境式教學法

以有效連結課本知識與產業實務應用的落差。實務情境下學習使得知識

不再抽象、具有真實感，使得學習者能從與實務情境的互動中逐漸建構

出知識，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1) 開發融合情境式學習法讓學生

熟悉國際貿易實務操作的課程內容設計；(2) 探討情境學式習法中各項

課程活動設計的重要性、滿意度與教學改善策略；(3) 探討情境式學習

法應用於專業實務課程中對學習動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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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方法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一、情境學習理論

Brown等人（1989）首先提出「情境學習」的概念，認為知識存在

於情境中，學習者可以從不斷的互動過程中，主動探索並逐漸建構出

知識，而學習者透過與實際情境互動下所建構的知識與技能，較能將

所學到的知識靈活運用。Suchman（1987）提出「情境行動」（situated 

action）的觀點，認為知識的學習若脫離其存在的社會脈絡，會讓知識

變成抽象與缺乏真實感，讓學習變成了一場抽象符號的遊戲。因此，學

習者必須在一個真實情境中學習知識，並透過實際的互動體驗，建構出

自己的知識脈絡。情境學習觀點也出現在師徒制中，陳國泰（2017）提

到師徒制是在一個理想學習環境架構下，師傅能將所擁有的知識、技能

與思維模式，透過示範與講解讓學徒從旁觀察、模仿與反思，進而學習

完整的知識的一種方式。Collins等人（1987）提到認知師徒制中理想的

學習環境架構，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材料排序、社會情境等四

個面向（陳國泰，2017；Brown et al., 1989）。教學內容指的是專業知

識的傳授，教學方法是指讓學徒能完整學習專業內容所運用的方法，教

材排序是指師傅對於教學內容的安排順序，社會情境則是指師傅對於學

徒所處社會關係與學習情境的安排。Goel等人（2010）將情境式學習定

義為：「在特定環境中，透過社會互動所產生的心智模式的改變」，並

將之區分為四個面向：互動主題、個人的認知吸收、群體的社會結構、

個人參與程度等。

許多學者都針對情境學習的教學設計提出看法，Norman（1993）

提出七項建議原則：(1) 設計明確的目標；(2) 引發學習者高度參與；

(3) 設定具有挑戰性的任務；(4) 營造具有吸引力的學習氣氛；(5) 高度

回饋與互動性；(6) 提供適當的輔助工具；(7) 避免建立主觀經歷形成

干擾。Green等人（2018）認為情境式理論的核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

學習，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下融入學習，包含三個主要元素：真實情境

（authentic context）、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建構主義學習方

式（constructivist learning approach）。真實情境是指課程根據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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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進行教學環境的模擬；社會互動是指學生透過同儕互動，進行

資源分享、知識交換；而建構主義學習方式是一種以學生為主導，讓他

們主動進行學習並建構知識。

近年來隨著多媒體與虛擬實境的技術進步，越來越多研究開始探討

將學習內容用遊戲情境的方式呈現的效果，例如：陳泰良等人（2016）

認為情境式學習的策略包含：真實性、交織性、連結性、反思性、循環

性、多元媒體，他們根據此原則設計出一套3D遊戲化永續環境教育之虛

擬實境系統，讓學習者能身歷其境地去了解一個幸福城市評估模式與建

構的過程。Sugahara與Lau（2019）以遊戲式學習的方式作為體驗式學習

的工具，驗證管理遊戲的成效，其研究發現在遊戲中的參與者網絡與學

習目標，對於學習者的行為有顯著影響，例如：批判性思考、設定具有

挑戰性目標、享受學習樂趣。Taub等人（2020）也認為以遊戲為基礎的

學習情境，是一種有效地自調式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有助於

增強學生對於複雜主題的學習動機與主動參與，而過程中不同的學習者

能動性（learner agency），會驅動不同的學習成效。此外，情境學習教

學法在商管課程領域也有很好的效果，黃雲龍（2004）進行虛擬企業情

境教學設計，增加學生對真實情境的體驗，進而學習團隊合作語電子商

務經營，有效提升學生課堂創新氣氛與學習成效。而樊祖燁（2018）以

情境學習教學法，將三創競賽作為教學脈絡並落實於行銷課程，藉由真

實社會場域的教學環境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能力。

二、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Martilla與James（1977）提出一套分析企業經營策略的工具，叫做

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這套方法主要是從消費者的觀點來評定企業在

各項服務品質屬性的重要性與表現，藉此可以找出企業的優勢與劣勢。

Marr（1986）探討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根據滿意程度與重要程度

高低，分為四個象限：象限Ⅰ表示該項目的滿意度高，但重要程度低，

因此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心力；象限Ⅱ表示該項目的滿意度與重要程度皆

高，代表可以繼續投入資源以維持目前的表現；象限Ⅲ代表滿意度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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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程度皆低，因此不屬於優先需要改善績效的項目；象限Ⅳ則代表重要

程度高卻有低度的滿意，需要投入心力進行優先改善。

過去有非常多學者採用IPA分析法，探討服務品質分析與改善議

題，找出影響顧客滿意度的因素以及品質改善的優先順序與方案，例如

旅遊網站服務品質（莊鎧溫、廖時興，2018）、手機旅遊APP服務品質

（莊鎧溫、吳國裕，2018）、旅遊部落格資訊品質（莊鎧溫、楊子萱，

2018）、便利商店服務品質（蘇家嫻，2017）、文教類型之非營利組

織（基金會、學會、協會）經營策略（溫玲玉、林德勳，2016）等。不

同於過去學者大多利用IPA分析法討論管理經營議題，近年來也有學者

將IPA應用於教育行政與學生學習的領域。在教育行政方面，曾俊傑與

王文正（2017）利用IPA模式探討學生事務服務品質，找出需要改善的

品質缺口，以制定合適的學生服務策略。陳靜薇與廖益興（2017）則運

用IPA與AHP層級分析法，建構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Chen等人

（2017）也採用IPA與模糊層次分析法，為臺灣的大學建構出需要強化

的品質指標，包括：研發、創新、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Girard與Pinar

（2021）藉由IPA分析大學生對學校品牌權益的構面，那些比較重要以

及學校在各構面的表現，結果可提供學校的管理者做參考。在學生學

習績效方面，Yildiz（2014）從學生觀點針對體育教育的四個面向（行

為面、學術軟硬體設備面、使用面、支援面），應用IPA分析法進行評

估。學者認為IPA分析法是一種適合評量教育服務品質的工具，並可依

據此結果制定不同的改善策略。吳守從等人（2017）應用IPA分析法，

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以作為加強大學生專業英語教育之參考。

而林柏亨等人（2018）應用IPA分析，評估林業試驗所之木藝科學教室

活動成效，找出參加者對於活動項目的重要與表現的看法，以釐清各項

服務的缺口與劣勢，做為未來改善因應之優先項目。過去研究中IPA是

以顧客導向來探討服務改善策略，將之應用於教學領域時，需要再比較

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認知，找出不一致或共同的看法，然後進行教學設計

活動的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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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方法設計結構與內容

一、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透過情境式學習法，以實務案例與情境模擬來進行大學專業

實務課程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以增進學生對實務知識的了解，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有別於傳授抽象知識的課堂學習活動，情境式

學習法強調建立一種實務情境，透過實務案例與情境模擬以學習抽象的

知識，以增進學生對實務知識的了解。在過程中，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在

於建構實務的情境，而學生的角色則是在教師所建構的情境脈絡之下進

行學習。本研究以Green等人（2018）提出情境式學習法的三要素：真

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與建構式學習作為教學設計架構，如圖1所示。

圖1  教學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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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以上情境式教學的三元素（真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

建構學習），共設計7項課程活動，包括：業界專家演講、業界參訪、

業界教師共同授課、國際新知報告、英文契約書實作、貿易流程模擬

遊戲、多元教學工具。這些課程活動的主要目的在建構一個真實實務情

境，讓學生透過彼此合作交流進行學習，並從實做的過程中，建構出學

習的知識，符合情境學習的三要素。各元素與活動之間的連結關係如

下：

1. 真實實務情境（authentic context）：這一個元素主要是指透過真

實情境的具體呈現，讓學生將所學與應用進行有效的連結以及有效的學

習體驗。國際貿易情境複雜且多變，課本知識無法反映實務上的原貌，

因此在課程設計中透過業界專家分享與實務場的體驗（包括：業界專家

演講、業界教師共同授課、企業參訪等活動），讓學生體驗實務運作與

介紹。如此，除了能使課程與實務緊密連結之外，過程中更能讓學生透

過身歷其境以及更多實務經驗的感受，而對學習印象更鮮明，進行更有

效的學習。

2. 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這一個元素主要是指透過小組的

合作與同儕的共同思考，進行社交活動以達到協作學習。本課程將需要

團隊合作、反思與學習的單元，透過分組合作的方式 （包括：國際新知

報告、英文契約書寫作），讓同儕之間互動學習。國際新知報告的部分

可讓學生主動關注國際時事，並針對議題進行反思討論；而英文契約書

寫作部分可藉由共同創作減低對英文的焦慮感，讓學生同儕間彼此交流

學習，形成良性的學習習慣，進行更有效率的學習。 

3. 建構主義學習方式（constructivist learning approach）：這一個元

素主要是指透過各種實務情境活動的參與，讓學生從做中學、運用所學

進行實作，逐漸建構出自我的學習知識。學生從課本或實務情境中所吸

收的知識，必須透過真實的練習才能真正加深學習印象，因此，本課程

中透過情境的模擬與演練（包括：貿易模擬遊戲、多元教學工具），讓

學生熟悉貿易流程。貿易模擬遊戲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透過任務的指

派與銜接，反覆練習貿易流程的步驟；多元教學工具主要是用來輔助貿

易模擬遊戲的各種角色所需要的工具，讓學生更真實與生動地詮釋所分

派的任務。



85

應用情境式學習法在大學實務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

二、研究設計

蔡清田（2003）認為行動研究法的流程，首先是要界定問題，再者

研擬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然後採取行動，最後進行回饋修正。本研究

採取行動研究法，希望藉由研究參與、反思、回饋來改善教學品質與教

學成效研究，架構如圖2所示。在教學策略部分式採取情境式學習法的

教學策略，並利用其中三個元素（真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與建構主義

學習）與7個課程活動作為行動方案。在行動過程中，透過評量工具以

了解學生對學習活動的看法，而教師同時經由蒐集與分析資料，進行不

斷的反思與改善教學。

圖2  行動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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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工具包括：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PA）、學習動機評量以

及訪談三個部分。在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PA）部分，本研究針對

課程的7項活動讓教師與學習者進行成效評量，包括：業界專家演講、

業界參訪、業界教師共同授課、國際新知報告、英文契約書實作、貿易

流程模擬遊戲、多元教學工具等活動。本研究讓學生在學期末針對這7

項課程活動，進行重要性與滿意度評估，其中重要性是指衡量活動在學

習過程中的重要程度，越重要代表越認同此活動在課程中的必要性；而

滿意度則是在衡量活動進行過程的滿意程度，越滿意代表學習體驗越良

好。在學習動機評量部分，本研究根據Keller（1983）提出「ARCS動機

模式」，將學習者的動機分成引起注意、切身相關、建立信心與獲得滿

足等四個構面。在訪談部分，本研究為了解學生對於各項課程活動設計

的意見，蒐集學生的回饋意見，作為課程設計的修正基礎。學生意見調

查分為兩階段，一次是在學期末進行全班問卷調查，另一次是在課程結

束後招募8位學生進行焦點群體訪談。茲就真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

建構主義學習方式與情境式教學法等四個部分蒐集意見。

三、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管系學生為主，針對38名選修國際貿

易實務課程的學生為實施對象進行研究。為了能有效衡量「情境式學

習」法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課程活動重要性與滿意度，採

取量化與質化兩種研究工具。在量化部分，課程開始進行前調查學生

學習動機（前測），課程結束後進行後調查學生學習動機（後測）、課

程活動重要性與滿意度的調查。在學習動機部分，採用Keller（1983）

提出之「ARCS動機模式」，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四要素的

運用，才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效果，包括：引起注意（attention）3

題、切身相關（relevance）3題、建立信心（confidence）3題、獲得滿

足（satisfaction）3題。本研究採用Martilla 與James（1977）提出的重

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PA），設計學生學習成效衡量問卷，針對7項課

程活動進行重要性與滿意度評分。本研究所使用量化問項採用李克特五

點尺度量表（從1分最低到5分最高），在Cronbach’s alpha部分，課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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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重要性為0.943、課程活動滿意度0.824、注意0.737、相關0.807、信

心0.717、滿意0.863，顯示衡量問項具有信度。在質化部分，本研究在

問卷中設計題目讓學生開放作答，在期末亦進行焦點群體訪談，題目包

括：真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建構主義學習方式與情境式教學法等四

個部分。

四、資料分析

研究資料分析包括：IPA分析、學習動機與課程建議三部分。首先

在IPA分析部分，本研究將課程活動的重要性與滿意程度的平均值，繪

製在二維矩陣，將各種服務屬性區分為低重要高滿意（象限Ⅰ）、高重

要高滿意（象限Ⅱ）、低重要低滿意（象限Ⅲ）、高重要低滿意（象限

Ⅳ）四個象限，進而找出課程設計中需要優先改善、次要改善、過度努

力與繼續保持的教學項目。在驗證學習動機是否提升部分，本研究採用

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前後測資料，量化資料以SPSS 18.0統計軟體

進行分析。在課程建議部分則採用開放式問卷以及焦點群體訪談蒐集資

料，將訪談內容加以整理分類。

肆、教學方法實踐模式

國際貿易課程主要在教授國際貿易實務知識，學生對於國際貿易

的專業知識、貿易英文、國際新聞等學習內容，會因為課本的內容較為

艱澀與不知道如何應用所學，而缺乏學習興趣。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

課程以情境式學習（contextual learning）進行國際貿易實務教學模式設

計。國際貿易課程的核心內容大致可分為金流、物流以及貿易環境等三

個要素，為了讓學生熟悉國際貿易實務操作，本研究根據情境教學法

中的三元素（真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建構學習）為基礎，發展7項

課程活動進行課程活動設計與實踐，包括：業界專家演講、業界參訪、

業界教師共同授課、國際新知報告、英文契約書實作、貿易流程模擬遊

戲、多元教學工具等。課程內容與情境活動的搭配方式，包括：物流的

情境活動包括：業界專家演講、業界參訪、業界教師共同授課等；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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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活動包括：英文契約書實作；貿易的環境情境活動包括：國際新知

報告、貿易流程模擬遊戲、多元教學工具等，表1為每週教學內容摘要。

表1 

每週教學內容

教學單元主題

國際貿易緒論

國際貿易的主體

與客體

低溫倉儲物流管

理實務

國際貿易出口程

序概要

國際貿易出口程

序概要

貿易條件與其運

用

基本貿易條件的

解說

進出口通關實務

與應用技巧

實務現場觀察

進出口通關實務

與應用技巧

國際運輸規劃及

承攬運送責任

契約書

商業信用狀

貿易單據

貿易流程模擬

期中、期末考

課程活動

國際新知報告（貿易環

境）

國際新知報告（貿易環

境）

業界專家演講（物流）

貿易模擬遊戲多元教學

工具（貿易環境）

貿易模擬遊戲多元教學

工具（貿易環境）

國際新知報告

（貿易環境）

國際新知報告

（貿易環境）

業師協同授課（物流）

參訪-2018臺灣國際農漁
展（物流）

業師協同授課（物流）

業師協同授課（物流）

英文契約書寫作（金流）

國際新知報告（貿易環

境）

貿易模擬遊戲、多元教

學工具（貿易環境）

貿易模擬遊戲、多元教

學工具（貿易環境）

紙筆測驗

註：教學策略中1代表真實實務情境（authentic context）、2代表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3代表建構主義學習方式（constructivist learning 
approach）︒

教學策略

2

2

1

3

3

2

2

1

1

1

1

2

2

3

3

教學與評量方式

Zuvio同儕互評

Zuvio同儕互評

演講心得學習單以

記錄學習歷程

角色任務紀錄表以

記錄學習歷程

角色任務紀錄表以

記錄學習歷程

Zuvio同儕互評

Zuvio同儕互評

業師教學筆記以記

錄學習歷程

參訪學習單紀錄學

習歷程

業師教學筆記以記

錄學習歷程

業師教學筆記以記

錄學習歷程

中英文契約書練習

題目

Zuvio同儕互評

角色任務紀錄表以

記錄學習歷程

角色任務紀錄表以

記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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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課程活動設計與實踐以情境教學法中的三元素（真實實務

情境、社會互動、建構學習），所設計出7項課程活動進行，包括：業

界專家演講、業界參訪、業界教師共同授課、國際新知報告、英文契約

書實作、貿易流程模擬遊戲、多元教學工具，分別敘述如下：

一、 真實實務情境（業界專家演講、業界教師共同授課、企
業參訪）

（一）業界專家演講

業界專家演講屬於單元主題的知識強化，本課程選擇在國際貿易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物流主題作為演講內容。物流管理的運作流程複雜，本

課程邀請物流公司經理蒞臨分享「低溫倉儲物流管理實務」主題，讓學

生能從中體驗低溫食品物流之裝卸、包裝、倉儲、運送等配送過程。透

過業界專家分享實務案例、照片與影片，讓學生更能身歷其境的學習。

（二）業界教師共同授課

本學期邀請一位報關部經理進行共同授課三週，其過去主要的實務

經驗在於進出口通關實務、貨物承攬一條龍作業，資歷達十年以上。本

次共同授課所講授的主題為「進出口通關實務與應用技巧」以及「國際

運輸規劃及承攬運送責任」，並分享了個人在業界工作遇到的個案，內

容生動有趣讓師生都深覺有所成長且獲益良多。業師進行教學時，本課

程也設計一份業師教學筆記以記錄學習歷程，內容包括：上課大綱與其

對應的筆記。業師共同授課分享多年工作經歷中所遇到的案例，更具體

地協助學生對於相關知識的理解，也從案例中體驗課本所學知識如何應

用於實務領域。

（三）業界參訪

本課程帶領同學參與臺灣國際農漁展，特別在冷鏈物流配送、智慧

物流等領域的學習。本課程設計一份參訪學習單以記錄學習歷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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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學目標、參訪滿意度、學習動機、學習成果等五點量表問卷，

以及四題開放問題：「今天參觀的主題有何最新發展趨勢？有何啟發？

如何應用所學（就業、專題製作、未來學習方向）？」、「今天有興趣

的廠商為何？有何啟發？如何應用所學（就業、專題製作、未來學習方

向）？」、「參訪整體心得（圖文並茂，可以貼照片、可以畫圖、可以

寫文字）。」學生在展覽現場，可以實際接觸與體驗數百家廠商的商

品、設備，在情境中讓學習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社會互動（國際新知報告、英文契約書寫作）

（一）國際新知報告

臺灣媒體較不重視國際新聞的報導，或者為了增加收視率，所報

導的國際新聞題材也傾向於政治化、娛樂化的議題，缺乏一些重要議題

的報導，例如：氣候變遷、國際難民等。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在探討國與

國之間從事商品交易的相關知識和技術時亦常提及，由於各國擁有不同

的生產資源，故會依據比較利益原則進行交換。當國際間重大事件發生

時，對於各國之間貿易交換的條件、方式與資源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

在課程設計中，安排學生自行尋找貿易相關的國際議題進行報告，以洞

悉國際經貿環境趨勢。報告的主題包括：日本捕鯨行動、地球暖化、

印尼海嘯、法國黃背心運動、英國脫歐、國際併購案、中美貿易戰、反

核食議題、非洲豬瘟、國際校園潛在危機等重要議題，如圖3所示。報

告的目的在於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臺上與臺下同學進行共同學習。

報告組同學透過與教師討論題目、蒐集資料、彙整資料並提出自己的看

法，以展現深度思考的學習；而臺下同學則透過批判性提問、回答報告

組問題與同儕互評，進行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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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契約書實作

學生在第一次接觸到英文契約書時，表現出沒有自信的狀態，因此

在課程設計中採取模仿的方式引導學習，除了針對契約書上基本的內容

作中英講解外，更讓學生在學習完相關內容，包括：「貿易條件與其運

用」、「基本交易條件的解說」及「進出口契約書的成立」後，運用所

學知識進行分組練習，將老師指定的中文貿易條件練習製作成一份英文

的契約書，如圖4。透過實作讓學生練習應用跨章節的知識，能加深學

習印象與驗收學習成果。

圖3  國際議題全球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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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學習（貿易模擬遊戲、多元教學工具）

（一）貿易流程模擬遊戲

學生在學習完所有內容後，運用課本「國際貿易進出口程序概要」

中的流程圖，以及「貿易單據」格式，進行國際貿易流程模擬，模擬過

程如下：

1. 抽籤決定扮演的角色：由學生分組抽籤決定所要扮演的角色，包

括：進出口商代表、海關、銀行、船公司等，並按照對應的位置入座，

如圖5。

2. 領取相關的文件：教師準備相關的文件，例如： 契約書格式範

本，如圖6。

3. 模擬進出口貿易流程：從貿易買賣雙方從簽約、開發信用狀、

安排運輸、報關、押匯、贖單等貿易流程一一進行模擬，授課情境如圖

7。

4. 完成角色任務紀錄表：教師準備相關的文件格式，包括：進出

口廠商流程學習單（圖8）、角色任務學習單（圖9）。模擬流程錯綜複

圖4  中英文貿易契約書練習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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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透過流程與角色任務學習單可以提醒學生需要進行的步驟以及完成

的任務項目。

圖5  模擬遊戲座位圖 圖6  契約書格式範本 圖7  貿易流程模擬

圖8  進出口廠商流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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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角色任務學習單

 （二）多元教學工具

多元教學工具的使用可以使得各項活動更貼近真實，讓學習者更

能沉浸於教學者所建構的實務情境中，例如：在貿易流程模擬中所使用

的銀行工作識別證、模擬角色立牌、通關貨物道具、英文貿易契約書、

貿易進出口文件等。多元教學工具雖然不是主要的課程活動，卻能夠協

助其它活動建構實務情境，其主要的好處如下：(1)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

機；(2) 使學生更清楚在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3) 更容易引導學習者進

入情境。

伍、研究結果

一、重要程度―績效分析法（IPA）

在IPA分析中，本研究讓教師與學生同時進行重要性與滿意度評分
（如表2所示）。從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學生普遍認同與滿意這門
課所使用的情境學習方式。學生與教師一致認同Q3（業界專家演講）、
Q4（業界參訪）、Q5（業界教師共同授課）具有高重要性與高滿意
度，Q2（國際新知報告）與Q7（英文契約書實作）具有高重要性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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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Q1（多元教學工具）具有低重要性與低滿意度。只有在Q6
（貿易流程模擬遊戲）部分，教師與學生有不同的評估結果，教師認為

Q6的重要性高、滿意度低，而學生卻認為Q6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皆低。

表2 

課程活動之重要性與滿意度平均分數

註：問卷採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從1分最低到5分最高）。

題目

Q 1課程中利用「多元教學工

具」輔助學習，例如：情境

模擬活動、分組練習、教學

使用、Zuvio

Q2課程中安排分組報告「國際

新知報告」，以展國際視野

並增加豐富知識

Q3課程中安排相關「業界專家

演講」活動，以學習業界實

務經驗

Q4課程中安排「業界參訪」的

機會，實際體驗學習

Q5課程中安排「業界教師共同

授課」，以增進產業知識的

了解

Q6課程中安排「貿易流程模擬

遊戲」，角色扮演、從遊戲

中學習

Q7課程中安排「英文契約書實

作」，提供商業英文練習機會

  重要性   滿意度

平均 排序 排序 平均 排序 排序

（學 （學 （教 （學 （學 （教

生） 生） 師） 生） 生） 師）

4.06  4  4 4.06 5  5

4.26  3  2 4.12 4  4

4.32  2  1 4.21 3  3

4.38  1  1 4.41 1  2

4.26  3 1 4.24 2  1

4.03  5  2 3.94 6  5

4.32  2  3 4.12 4  4

應用情境式學習法在大學實務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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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2中7項課程活動的重要性與滿意度分數，作為兩軸繪製IPA

分析圖，可以清楚看出本課程的特色優勢與未來需要改進的重點，如圖

10所示。

圖10  IPA教學品質二維矩陣圖

（一）象限Ⅰ（過度努力，possible overkill）：此象限的重要程度

不高，但滿意度卻很高，所以其教學品質有供給過度之慮，教師應該節

省資源不必過分強調與投入，本課程在評量中並未出現此問題。 

（二）象限Ⅱ（繼續保持，keep up the good work）：學生與教師在

此象限中具有一致的看法，認為這些活動的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高，

為本課程的主要特色來源，包括：「業界參訪」、「業界專家演講」與

「業界教師共同授課」皆屬於表現非常好的項目，未來應該繼續保持。

同時，這些教學活動也符合情境式學習法的精神，藉由對實務情境的了

解，可協助學生學習抽象的知識。

（三）象限Ⅲ（次要改善，low priority）：此象限中的「多元教學

工具」活動，學生與教師具有一致的看法，認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均

不高，可能原因在於多元教學工具屬於支援性活動，需要與其它活動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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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進行，因此較無法突顯其重要性，可列為沒有迫切需要改善的項目。

然而在「貿易流程模擬遊戲」活動，學生與教師有不一致的看法，表示

有溝通的空間，應進一步找出問題的所在。可能原因在於學生對模擬遊

戲進行的流程較為陌生，再加上時間有限卻過於複雜與專業，因此學生

需要更多時間來消化知識與進入學習狀況。貿易流程模擬遊戲是專業知

識的一部分，在此卻產生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認知不同之處，因此建議未

來開設此一課程仍需多說明、規劃與事前排練，才能讓學生更有效地參

與活動。

（四）象限Ⅳ（優先改善，concentrate here）： 學生與教師在此象

限中具有一致的看法，認為這些活動的重要程度高，但滿意程度不高，

是課程主要需要改善來源。本課程中的「英文契約書實作」與「國際新

知報告」活動皆屬於此項目，其教學品質具有影響課程發展的決定性關

鍵因素，因此列為優先改善之重點項目。英文契約書活動由於內容專業

性較高與需要英文寫作能力配合，使得實作難度較高；而國際新知報告

活動則受到每一組所分配的時間較短，且未能針對每一個新聞事件做延

續性討論，造成除了報告組外，其它同學的參與度不高，故產生滿意度

較低的情形。因此，關於這兩個優先改善的活動，未來開設此一課程仍

需保留多一些時間在這一個部分，讓學生能有更高的參與程度與學到更

豐富的知識。

二、學習動機前後測分析

在學習動機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在「引起注意」與「獲得滿足」構

面，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如表3所示。在引起注意部分，題目

「課程的內容的教學安排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t = -3.714, p = .001）」

與「我在課程中學習到原本沒有預期會學到的東西（t  = -2.757, p = 

.010）」這兩題，在情境學習法後平均分數從3.61提高到4分以上。在切

身相關部分，情境教學法導入前後測並沒有顯著差異，主要原因在於前

測的平均分數就已經很高，因此雖然後測分數也維持高分但並沒有顯著

差異。在建立信心部分，後測平均分數均高於前測，但未達統計顯著差

異。在獲得滿足部分，題目「我覺得這門課的內容很充實（t = -4.073, p 

應用情境式學習法在大學實務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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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與「我很高興這學期能選修這門課（t  = -4.000, p = .000）」

這兩題，在情境學習法後平均分數顯著提高。

表3 

學習動機前後測成對 t 檢定

構

面

引

起

注

意

切

身

相

關

建

立

信

心

獲

得

滿

足

題目

1. 這門課的教學方式讓我對課程

的內容感到有興趣

2. 課程的內容的教學安排能引起

我的學習興趣

3. 我在課程中學習到原本沒有預

期會學到的東西

1. 課程與我個人期待學習的內容

一致

2. 這門課所教的內容可以幫助我

了解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3. 這門課所教的內容有助於我處

理和這個領域相關的問題

1. 我相信能在這門課中學到很多

專業知識和技能

2. 我有信心可以學會這門課所教

的內容

3. 我相信如果夠努力，能夠認真

就能在此課程獲得好成績

1. 我覺得這門課的內容很充實

2. 我很滿意我在這個課程上學到

東西

3. 我很高興這學期能選修這門課

 前測平 後測平 t 值

 均數 均數 （顯著性）

 
 3.67 3.88 -1.875(.07)

 

 3.61 4.00 -3.714(.001***)

 3.61 4.18 -2.757(.010*)

 3.79 3.79 -

 4.30 4.30 -

 4.27 4.18 0.902(.374)

 3.85 4.06 -1.421(.165)

 3.48 3.55 -0.421(.677)

 4.06 4.18 -0.611(.545)

 3.88 4.27 -4.073(.000***)

 4.03 4.24 -1.875(.070)

 4.12 4.45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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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意見回饋

本研究將學生對於課程活動設計的意見，分為真實實務情境、社會

互動、建構主義學習方式與情境式學習法等四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真實實務情境

業界經驗傳承部分，業界專家與實地參訪可讓學生置身實務情境中

學習，讓學習過程更多樣化，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的回饋如下：

「多了課外參訪，和業界教師讓我對國貿提升了不少的興趣，希望可以

持續下去」、「安排多樣化的上課方式，讓上課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可

以讓我們更有趣學習，親身體驗參觀，非常喜歡，學到的東西也更不一

樣！很有趣的一門課」。焦點群體訪談討論中，學生認為透過業師的經

驗分享，除了能更理解課本上的專業知識外，還能有機會看到實際上貨

櫃使用的工具、物流的配送過程，以及學習到更多實務上通關時會遇到

的突發狀況與當下的處理方法。在參訪中也能同時看到許多現今農漁業

應用的技術、智慧物流等，學生認為本次參訪是集結多家廠商的展覽，

因此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廠商進行學習，還會認真提問問題。在業界

專家演講部分，學生回饋「透過業師分享可以更清楚了解學到物流的配

送過程與實務運作情形」；在業界參訪部分，學生認為「在現場展覽中

可以看到許多現今農漁業應用的技術以及各式各樣的商品」；在業界教

師共同授課部分，學生則回饋：「報關部經理的經驗豐富，講述過程中

會提起自己發生的經驗或趣事，學到了在通關時會遇到的難處跟遇到突

發狀況時的處理方法」。

（二）社會互動

國際新知報告部分，透過分組可以與同儕一起互動學習，產生學

習綜效，學生的回饋如下：「報告讓我了解很多社會問題，也讓我多

了學習的機會」、「我覺得分組報告很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國際事

件」。在焦點群體訪談討論中，所有學生認同透過國際新知蒐集活動，

可讓學生原本不關心國際動態的人，主動去瀏覽最近國際間熱門的議題

應用情境式學習法在大學實務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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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同儕進而討論，也從同學分享的內容中吸收更多的新知，學生之回

饋如下： 「不只要了解我們所處的臺灣發生什麼事情，更應該了解我所

處的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平常不會特別去看國際新聞，但透

過大家分享國際新聞可以了解一些世界發生的大事」。

英文契約書部分，雖然學生們都知道英文的重要性，卻仍將英文寫

作視為一件很辛苦的事。在活動過程中，有的學生認為是很有趣的實作

過程，也有學生認為第一次接觸且面對很多專有名詞，要翻閱大量的資

料才能完成這項作業，雖然學習過程是痛苦的，但也因此對學習內容更

了解與留下深刻印象。在8位學生的焦點群體訪談討論中，有7位學生認

為這項活動對於他們日後製作契約書很有幫助，也有學生提到因先前的

實際製作英文契約書之練習，有助於後面貿易模擬遊戲的進行。此外，

有學生提到英文的部分具有挑戰性：「一開始我在學習其實很難，我的

英文不算好可是又有很多專有名詞，翻書做筆記樣樣來，好不容易才完

成這次的練習」。

（三）建構主義學習方式

實作模擬活動部分，實作經驗對於專業知識的學習很有幫助，做

中學的方式有助於增加學習印象，學生的回饋如下：「我覺得貿易流程

模擬遊戲和英文契約書實作都讓我學到非常多，而且要自己動手印象才

會更深」、「在課堂中練習寫各種單據，我覺得特別有幫助，可以經由

和同學討論加深印象，在家讀並沒有這種效果」、「模擬貿易流程很有

趣，可以更了解課本上的內容」、「貿易流程模擬遊戲蠻有趣的，真的

有比較了解整個流程，還認識了新同學」。此外，學生也認為模擬流程

規劃還需要加強，例如：讓學生有更多時間了解自己的角色任務與流程

順序。焦點群體訪談中，8位學生皆認為模擬遊戲過程有趣又可以實際

體驗，讓他們對貿易流程更加熟悉，同時也對自己團隊所指派的角色會

主動學習並加深印象。學生認為：「親自體驗那個角色負責的工作，比

在課本上看更印象深刻」、「模擬時候在什麼位置做什麼事情，老師也

會在旁邊提醒，例如：印章要蓋哪裡檢查要檢查哪裡」。此外，同學經

過討論後也提出建議，包括：角色提前抽籤可以事先預習作準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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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行第二輪交換角色體驗。

多元教學工具部分，多元教學工具的使用可以使得各項活動更貼近

真實，讓學習者更能沉浸於教學者所建構的實務情境中，學生的回饋如

下：「在說明CFR、CIF那些令人容易搞混的貿易條件時，有使用教學

道具讓我加深對名詞的印象，自己實際寫筆記也會畫圖來幫助自己」、

「透過親自實作體驗能更了解課程內容，比起只看課本的內容更能知道

跟國際貿易有關的東西」、「更能融入情境當中，也可以了解到其他職

位需要做什麼事情以及需要什麼文件」。此外，在教學輔助工具部分，

學生對於即時互動軟體有很高的興趣，也提出各種運用於課堂的形式，

例如：「建議在Zuvio上再多一些題目讓我們回答，增加加分機會，抑

或是將一些上課練習的作業之類讓我們上傳至Zuvio，自己回家有練習

過才比較有印象。課程可能也會有更多可以上別的單元的機會」、「上

傳照片的活動還蠻有趣的，以後可以用這方法提高學習興趣」、「我認

為可以安排在利用Zuvio的小考功能，用可以看上課筆記進行複習」、

「我覺得可以多用Zuvio，像是業界的外師來，也可以用來分享心得之

類」。

（四）情境式學習法

問卷調查顯示學生對整體課程評價很高，主要原因在於情境式學習

法不但可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用心，也可提高學生的參與程度，學生的

回饋如下：「課程內容很豐富，選這門課學到很多知識」、「老師安排

多種模式，讓我們能學到更多不一樣的，非常用心，上課也很仔細，有

學習到本來不知道的」、「老師上課真的很用心，有時候為了輔助上課

還會帶自己做的小道具來，或是讓我們有機會模擬遊戲，是一個很特別

的體驗」、「在上課的時候，可以明確感受到老師的熱忱」、「辛苦老

師用心策畫每一場活動，讓我們學習到課本不一定會教的」、「以前沒

學過國貿，所以對這個很陌生，如果可以希望老師再加詳細的解釋書上

的內容」、「課程設計得很好，除了老師上課外，還加入了小組報告、

業師講課、模擬練習」。

焦點群體訪談（總共8位學生）結果顯示，有一半學生認為國際貿

應用情境式學習法在大學實務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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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實務課程知識困難，另一半則認為普通。另外，有5位學生認為透過

課程的這些活動，讓他們對國貿實務流程更加清楚；全部同學都認為情

境式教學法比傳統教學法效果更好、更能引起學習興趣，因為這種教學

方式較能與實務相連結，動手操作的過程也更有趣、更有印象，透過互

動的過程讓上課更生動；而傳統教學法只是單向坐著吸收課本內容，然

後考完試後就不會留下印象。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國際貿易課程的授課對象為資訊管理系學生，對學生而言這門課

是一種跨領域學習的過程。在跨領域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除了基本知識

的學習外，還必須嘗試將新知識與已習得知識做連結，這種學習方式會

比單獨學習一門知識更具有難度。因此，本課程採取情境式教學法，其

三元素包括：真實實務情境、社會互動、建構學習，進行國際貿易實務

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將學生所學的抽象知識以實例應用的方式具體呈

現，藉此強化學生對於跨領域知識的想像與認識，並透過IPA分析法進

行教學反思。在真實實務情境元素中，本課程藉由業界經驗導入活動，

來建構真實實務情境讓學生學習，包括：業界專家演講、業界教師共同

授課、企業參訪等。根據IPA分析結果可看出，真實實務情境的三個活

動都位於象限Ⅱ，獲得教師與學生較高的重視與滿意度，為本課程重要

的特色，未來應該繼續保持。實務情境的建構為情境式教學中重要的核

心，教師帶領學生在真實場域學習，可以有效連結理論與實務的學習。

然而實務情境的呈現內容包羅萬象，因此教師事前必須思考實務場域與

所要學習的專業知識，具有怎樣的關聯性，並且設計一套學習成效的測

驗方式，才能聚焦學習重點與增進學習效率。

在社會互動元素中，本課程透過分組進行合作學習，完成國際新

知報告、英文契約書寫作，學生不但能進行組內交流學習，更能進行組

間彼此觀摩。根據IPA分析結果可看出，社會互動的兩個活動（英文契

約書實作、國際新知報告）都位於象限Ⅳ，獲得教師與學生較高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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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較低的滿意程度，顯示本課程所設計的這兩項課程活動都屬於優先改

善的項目，改善策略的說明如下：(1) 英文契約書部分，由於需要同時

具備英文寫作能力與國際貿易專業知識能力，使得大部分學生在時間有

限的情況下，感受到較大壓力且花費較多心力才能完成。本研究進行反

思，若學生能有更充足的時間準備與反覆練習，就會對自己的表現更具

有信心，因此在活動設計上可進行調整，先讓學生依照範例練習後，再

安排分組共同練習；(2) 國際新知報告部分，雖然學生普遍認為國際議

題很重要，然而報告時通常只有報告組對主題熟悉，其它聽眾處於被動

的學習狀態，因此本研究進行反思，認為應延續議題討論的時間，並運

用即時互動軟體（例如：Zuvio）中的同儕互評功能，以提升所有學習

者對此議題的深入了解。

在建構主義學習方式元素中，本課程透過貿易流程模擬遊戲以及多

元教學工具來塑造一種實務情境，讓學生從中實際操作進而建構出自己

的學習知識。在模擬實作活動中，學生必須運用所學知識完成教師所指

派的任務要求，屬於驗收學習成效的一種教學活動，過程中也透過多元

教具的輔助讓情境更真實。在IPA分析中，學生認為貿易流程模擬遊戲

以及多元教學工具都位於象限Ⅲ，也就是對活動的重視度與滿意度都很

低，但教師在貿易流程模擬遊戲有著不一樣的認知，認為這是一項重要

的活動。透過與修課學生的焦點群體訪談後，發現學生大部分確實也認

同貿易流程模擬遊戲的重要性，能夠讓他們實際體驗與加深他們的學習

印象，但學習上的問題是來自於模擬遊戲的流程規劃。貿易流程模擬遊

戲屬於一種整合性的實作活動，也就是學生必須具備完整的專業知識才

能順利完成。模擬遊戲過程中雖然教師有提供書面文件當作說明手冊並

從旁進行引導，但進出口流程複雜加上每位參與的學生所擁有的先備專

業知識程度有落差，因此在彼此合作下完成任務的困難度較高。從學生

的回饋意見進行反思，可能是在貿易流程模擬遊戲準備與練習的時間不

夠，因此未來在課程活動設計上，應增加反覆練習的機會，才能達到學

習成效。總而言之，貿易流程模擬遊戲是本課程一項重要的課程活動，

因為它能夠整合學生一學期的專業知識，再透過實作體驗加深學習成

效，因此未來將會把此一課程活動當作課程活動的重點，進行更詳細的

規劃與評估。

應用情境式學習法在大學實務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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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問卷與訪談的工具蒐集資料，以了解情境式教學法後學

生的學習動機，並進行教學反思。在ARCS動機模式的四個構面中，引

起注意構面3題中有2題顯著、切身相關構面中3題無顯著、建立信心構

面中3題無顯著、獲得滿足構面中3題都有顯著。在引起注意與獲得滿足

部分，結果顯示學生認為情境式學習可讓知識的學習過程變得更有趣，

同時也認為課程的內容很充實，很滿意所學到的東西，與訪談結論一

致；學生認為此教學法相較於傳統教學法（純粹講解課本內容），能夠

學到更多東西。在切身相關與建立信心部分，未達到顯著提升的原因在

於一些與專業知識領域相關的活動具有挑戰性，使學生沒有信心能夠有

良好表現，以至於未能確定是否有能力處理專業領域知識，例如：許多

學生會擔心英文程度不好，進而影響到國貿知識的學習與表現。在教學

反思上，教師在設計專業性較高的活動時，應該採取事前練習與循序漸

進的方式，逐步導引學生進入學習情境，以減少遭受學習上的挫折。

二、建議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執行情境式教學策略時的建議，

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成效。

1. 跨領域實務性課程：在教授跨領域、理論與實務連結性高的課程

中，教師應該有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教學的重點不是讓學生針對單一知

識進行深入的鑽研與記憶，而是必須刺激學生如何將新舊知識做連結、

如何學以致用。建議未來教師在教授這一類的課程時，可採取情境式教

學法，掌握課程的核心知識並鼓勵學生做延伸性學習，並導入業界活動

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2. 動手實作：情境式教學法在情境建構上須以真實情境為核心，

將業界經驗導入課程設計的方式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

與學習成效。此外，業界經驗導入仍屬於單向式的知識傳承，真正的情

境式學習法仍需強調社會互動與建構主義學習方式，因此建議未來教師

可以透過分組學習與模擬實作，引導學生將課本所學知識與實務互相連

結，讓學生動手實作、從做中學，以驗收學習成效。

3. 領域知識融入――情境式學習法教學改善：從本研究學習動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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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分析中發現，ARCS的四項動機構面中，引起注意與獲得滿足構面

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而在切身相關與建立信心部分並未提高。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透過情境學習法，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滿足感，但較無法顯著提升學生對於相關領域知識的問題解決能力

與信心。未來建議教師採用情境學習法時，應加強引導學生將知識應用

於實作部分，並進行更長時間模擬實作活動，反覆的練習可讓學生更熟

悉如何應用知識，進而增加學生的學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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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eaching Design: Applying the 
Situated Learning Approach into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urse

Hsin-Wei Wang*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dded a global competence indicator into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to foster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global 
issues and cross-cultural issues. Thus this study aims to verify whether the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can help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course. 
This study engaged 38 college students as research subjects, adopted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research, collected and analyzed data 
through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during the action process, and conducte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teaching.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 IPA analysis, industry visits, authentic context activities 
continue to be maintained, however,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approach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2) The situational learning 
method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especially in 
"attention" and "satisfaction”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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