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計畫教學活動記錄表 

1.授課教師姓名：陳建成           職稱：教授        單位：生科系 

2.課程名稱：生物化學實驗              開課年級：生科系大三         ■必修    □選修 

3.任教學期：□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4.課程類別：□問題導向的教學  □探究導向的教學  ■開發新的教學方法及評量工具 

5.修課人數：46 

6.教學概述及成效 

 （1）教學目標 

 

 

 

 

 

 

 

 

 

 

 

 

 

 

 

 

 

 

 

 

 

 

 

 

 

長期以來大學生物相關科系教師一直認為實驗室是可以幫助學生發展，並在生物科技和醫學領域取

得成功所必需的思維，溝通和社交技巧。此堂課以同伴領導團隊學習(PLTL)的探究式教學，其旨在

幫助學生建立學習的一種方法理解科學概念，同時發展諸如口頭和書面交流，解決問題，批判性思

維和團隊合作等技能。生物化學 PLTL活動包括三個部分：課前作業，課內活動和課後作業。課前

作業有助於為學生做好準備，以便他們準備在上課期間充分參與，課堂活動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學習

概念和技能。這些活動由與一個主題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組成，並且在整個課堂期間，變得越來越具

有挑戰性。 

此堂課希望藉由同一個授課單元，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進行對照與比較，期能達到下列目的: 

(一) 使教學趣味化，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 使學生發現、體悟其所學習的知識，是有其意義與應用價值，意味著學習內容應生活化。 

(三) 透過生活化的學習內容，學生能運用所學，解決生活上的困境，從經驗中感受學習是充滿成就

感的。 

日期(週) 實驗 主題活動 

(一) 實驗分組  

(二) 生化實驗導論  

(三) 蛋白質定量  

(四) 蛋白質分離  

(五) 蛋白質分離  

(六) 親和層析  

(七) 親和層析  

(八) 膠體過濾法  

(九) SDS-PAGE分析  

(十) 期中考 活動 1 

(十一) 期中分組報告 活動 2 

(十二) 西方墨點法(transfer)  

(十三) 西方墨點法(transfer) 活動 3 

(十四) 銀染 活動 4 

(十五) 銀染 活動 5 

(十六) 期末分組報告-1 活動 6 

(十七) 期末分組報告-2 活動 7 

(十八) 期末考  



(四) 透過學習，使學生具有正向的情緒感受，體認學習生物化學的價值與意義，轉而內化為主動自

發的學習。 

(五) 比較翻轉式教學(未來的方式)與傳統教學法(目前的方式)對各單元概念認知的影響，對科學的

態度的影響以及學習感受。 

 

 （2）教學過程 

生物化學實驗教學改革的呼籲是多方面的，包括在課程中採用更有效的教學法。針對生物化學實驗

的許多教學改革已經廣泛傳播，其中，同伴領導團隊學習(PLTL)已在課程中常見的大班(此處定義

為超過 40名學生的班)實施，學生能創建和構建自己的知識的積極過程支持更高層次的推理和概念

理解的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小組學習法可以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對他們的學習經歷和學科領域

產生更積極的態度和自我概念。 

PLTL是一種結構化的小組學習形式，每週由六至八名學生組成的問題解決團隊小組開會，討論和

解決與講座主題相關的問題。這些小組由受過訓練的同齡人領導，同伴領導者的作用是使小組參與

解決問題的活動，幫助學生發展概念理解，並促進對科學概念和思想的討論。同伴領導者參加並行

課程，向他們介紹人類學習，認知和小組動力方面的問題，並審查化學含量和材料以供研究小組使

用。除了提高成績外，協作式小組學習教學法對學生的情感體驗亦有積極影響，例如他們對主題的

態度和對自己作為學習者的看法。例如自我概念可以塑造學生發展有意義的理解，處理資訊以及在

課程中表現的方式。下圖為 PLTL的運作模式圖。 

 
 （3）評量方式 

同伴領導團隊學習會聘請同伴領導者(他們以前已成功完成目標課程)，以促進目標班級中結構化的

小組工作。在有組織的小組工作中，學生解決與課程內容有關的問題。同伴領導者接受了教學技術

方面的培訓，以促進小組工作，而無需依賴於面向傳輸的知識轉移方法。 

根據之前的研究結果，PLTL的環境有利於改善學生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是指個體在一般或特定

知識領域對自己的持續感知和信念。自我概念的判斷是根據個人在各種學習環境中的經驗而發展

的。這是一種比自我效能感更籠統的自我評估，後者是指個人對自己完成特定任務的能力的判斷力

和信心。此外，PLTL能夠提高學生對生物化學實驗主題的態度。態度被定義為對給定的態度對像

以積極或消極方式做出反應的學習傾向。經常將“提高學生的態度”作為個別教師以及課程創新參與

者的目標，PLTL的運作需要機構、教師、同伴領導學生、課程設計等六大面向協同作用才能達到

最佳地提升學習的效果(如下圖)。 



 
 （4）學生學習成效 

在一個學期中，PLTL 班的學生表現逐步提高，達到了 0.5 的效果量。在一項更廣泛的多年研究

中，儘管 PLTL 的實施方式相同，但並沒有保持相同的教師，但 PLTL 班級的學生表現在一個學期

內又逐漸提高。另一項使用多個班級的研究再次用 PLTL 班級代替了三分之一的授課時間，發現在

標準化期末考試中學生的表現在 PLTL 班級和授課導向的班級之間相比，PLTL 班級的合格率達到

68％，授課導向的班級的合格率為 53％。當僅比較由同一位講師上的一些班級而言，也維持相同的

結果。 

另外，PLTL 或大致類似改革的 PLTL 提供作為可選加值課程，在此實施中，參與 PLTL 是自願

的，並且對於參與者而言是項具時間結構化的任務。在一項為期多年的研究中，參加 PLTL 課程的

參與者通過率為 69％，而未參加者的通過率為 54％。另一項採用類似實施方法的研究發現，參與者

的表現得分要比非參與者高出三分之一左右。這兩項研究都表明，基於接收的認知問題，參與者可

以與非參與者相媲美，但是與非參與者相比，參與者的成功動力實質可能更大。 

7.教學反思和評估 

近年來像 PLTL這樣的主動學習教學法已經改造大學 STEM教育，參與學生通過建構自己的知識與

同行協作解決問題。大量證據已確立 PLTL為普遍有效；然而，它目前尚不清楚 PLTL是否普遍公

平，減少不同教育環境中預先存在的績效差異。 目前的研究揭示了這個問題，加深了我們了解

PLTL 如何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生物化學的數據顯示參與 PLTL具有一致的積極效果。有趣的

是，PLTL效應與學生對學業準備較有相互關聯。這些發現表明 PLTL可能最有效平衡學生自我管

理的差異或科學推理能力，而不是他們的差異基礎知識。它們也說明了複雜性考慮到 PLTL，評估

STEM 教育的創新成功地減少了一個基於準備的差距，而不是減輕他人的負擔。PLTL計劃可能會

促進公平在提供多樣化學生的化學課程中填充一系列針對他們的循證資源獨特的學術和個人背景。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html/2012/rp/c2rp20028g#cit10


8.教學照片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一~二：助教帶領學生們了解基本先備知識，並以分小組的方式去討論及探討此堂課內容。 

圖三~四：學生歸位，討論接下來的實驗操作及工作分配。 

圖五~六：同伴領導者帶領組員之間的合作，鼓勵所有成員參與解決問題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