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題導向學習(PBL)創新教學課程/活動成果紀錄 

1.子計畫名稱：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專業領域創新教學方案 

  子計畫編號：1-4 

2.課程基本資料 

授課教師：陳建成 

科目名稱 ：生物化學實驗 

科目代碼 ：BT302 

任課班級 ：生科系大三 

學分數 ：1 

必/選修 ：必修 

授課地點 ：生科 B 館 102 教室 

▇校內：                    □校外： 

選課人數：37 

 



好的問題 
特徵 認知優勢 

講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 
主題有趣或有爭議， 
因此可以促進對科學概念的討論。 
它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 

案例提供的數據是一個難題： 
學生決定他們需要知道什麼 
(激活先驗知識)以及如何連接信息， 
學生做出決定以推進解決方案。 

鼓勵團隊合作，使用現實生活中 
的場景，每個學生都發揮自己的 
優勢，他們說出自己知道什麼以 
及需要知道什麼。 

介紹了一個沒有明顯答案的問題。 

案例簡潔明了：它們提供了足夠的信息 
並推動了對相關問題的學習。避免可能 
會導致結果混淆的切線信息，但這種情 
況可能會提供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來模 
仿現實生活。 

促進積極參與學習過程。 
學生不能依靠背誦事實來解決案件。 

促進知識的集成，應用，分析， 
合成和內容評估：根據Blooms分類法 
，認知水平更高。 

學生練習軟技能，並且大多數人
會 
相互協商以開發集成解決方案。  
模仿專業環境。 

鼓勵發展閱讀技巧和推理策略。 

避免了認知上的挫敗感，因此學
生可以以很少的線索連接信息。 
學生運用批判性思維，能夠將相
關信息與無關信息區分開。 

PBL的教學設計 



定義學習目標 
選擇CBL類型和 

評估方法以適合 

課程背景 

選擇設置和字符； 

複習有關主題和 

教科書的科學證據 

(如果在課程中使 

用了科學證據) 

測試案例：來自其 

他講師和/或目標學 

生樣本的反饋 

撰寫學習問題，選 

擇支持性參考文獻， 

表格等； 開發答案 

鍵 

根據當前證據編寫 

小插圖，建立現實 

生活背景 

根據反饋修改案例 
制定不同的案例， 

以適應不同的群體 

或時間限制 

PBL的分層設計 



PBL的實施流程 



 

日期(週) 實驗 PBL 活動 

 (一) 課程介紹及人員分組  

 (二) 實驗一 pH meter 操作及 pKa 值計算 PBL1 

 (三) 實驗二 蛋白質粗萃取及透析實驗 PBL 2 

 (四) 實驗三 蛋白質定量 PBL 3 

 (五) 實驗四 聚丙烯胺膠體電泳 PBL 4 

 (六) 溫書假  

 (七) 實驗五 膠體過濾管柱製備(交 1~4 實驗報

告)                           

PBL 5 

 (八) 實驗六 膠體過濾-標準曲線測定 PBL 6 

 (九) 實驗七 蛋白質分離 PBL 7 

 (十) 期中考週  

 (十一) 實驗八 SDS-PAGE  

 (十二) 溫書假  

 (十三) 跑台(交 5~8 實驗報告)  

 (十四) 彈性放假  

 (十五) 模組報告 1  

 (十六) 模組報告 2  

 (十七) 模組報告 3  

 (十八) 期末考週  

上課/活動日期及時間 



課程問題模組 



課程和專題演講 



表 1: 不同技能領域的進步的調查評估 

這門課對您的技能有多少

幫助？ 

課程 5 4 3 2 1 平均 P 

解決問題 T        

 C        

設計/提出實驗 T        

 C        

尋找數據趨勢 T        

 C        

得出結論 T        

 C        

嚴謹地評論文章 T        

 C        

與他人有效合作 T        

 C        

科學交流 T        

 C        

平均值經由 t-test (two tailed)進行統計分析(p value)，(5-我收獲特多，4-我收獲很多，3-我收獲一

些，2-我收獲很少，1-我一無所獲)。C: CBL; T: Traditional 

 

 

 

 

表 2: 學習領域的調查評估 

您在本課程中取得那些成

就？ 

課程 5 4 3 2 1 平均 P 

了解主要概念 T        

 C        

了解概念之間的關係 T        

 C        

了解與其他科學的關係 T        

 C        

了解與現實世界相關的問

題 

T        

 C        

了解生物化學的性質 T        

 C        

欣賞生物化學方法 T        

 C        

思考問題或爭論的能力 T        

 C        

對您進行生化研究能力的

信心 

T        

 C        

對複雜的想法感到自在 T        

 C        

對生物化學的熱忱 T        

 C        

平均值經由 t-test (two tailed)進行統計分析(p value)，(5-我收獲特多，4-我收獲很多，3-我收獲一

學生問卷調查表 



資料處理與分析 



(a) 學生喜歡PBL 
 
 
 
(b) 學生認為PBL使他們學習的增強 
 
 
 
(c) 老師喜歡使用PBL進行教學，因為它可以吸引學生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