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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validity)的意義

• 效度(validity)：

一個測驗或量表能有正確測得所欲測量特質的心理構念的程度，反映的是測量的有效性與正確性。

 「信度」關注的是潛在變項影響一組題目的程度有多少（DeVellis, 1991）。

 亦可謂為信度所反映的是測量分數受到測量誤差威脅的程度（邱皓政，2012）。

 「效度」關注的是潛在變項是否為造成量表題目共變的原因（DeVellis, 1991）。

 其反映的是測量分數的實際意涵、意義與效用（邱皓政，2012）。

圖片取自：https://meetype.com/2089/%E5%A6%82%E4%BD%95%E7%B7%A8%E5%87%BA%E4%B8%80%E5%A5%97%E7%A7%91%E5%AD%B8%E7%9A%84%E5%BF%83%E7%90%86%E6%B8%AC%E9%A9%97%EF%BC%9F/psychological-test-valid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AE%AE#/media/File:The_White_House_at_night,_2011.jpg


信度(reliability)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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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度(reliability)：信度係指測量的可信賴的程度，

亦即可靠性(trustworthiness)。

• 其強度由測量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

與穩定性(stability)來反應。

（DeVelli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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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problematic)的開展與釐清：

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探討什麼問題，
以及為何需要研究這個問題，

清晰地對問題的本質與呈現進行說明。

Q：您的課堂上發生了什麼事？
請您試著從學科/領域或教育現場上觀察到的

待解答問題或痛點著眼。



「問題意識」要清晰具體

圖片取自：https://women.fanpiece.com/touching-story/%E6%B4%BB%E5%87%BA%E7%94%9F%E5%91%BD%E6%84%8F%E7%BE%A9-c1054522.html

未使用可以被操作與測量的「變項」方式去呈現您所要探討的現象

前，研究問題都不算完整。



如何開展問題意識？

圖片取自：https://www.wooclap.com/en/blog/inside-

classrooms/blended-learning-blog-n8-project-vs-problem-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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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試著從您的實際課堂教學或學生的學習過程中，發現了什麼待解答的問題開始。

02.

大班教學時不易掌握學生學習狀況，難以根據學生學習表現調整授課

步調→IRS 即時反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

03.

學生欠缺自主學習、團隊合作及活用課堂所學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01. 

課堂時間有限，學生的英語口語練習與討論時間不足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https://www.wooclap.com/en/blog/inside-classrooms/blended-learning-blog-n8-project-vs-problem-based-learning/


1

2

右上圖取自：https://news.unm.edu/news/foundational-math-taking-fear-anxiety-out-of-learning-mathematics右下圖取自：https://www.coventrytelegraph.net/news/news-opinion/school-talk-

students-cant-motivated-7060232

檢視與反思課程既有的困境

統計焦慮是很普遍的現象



WHY 問題意識的開展：發現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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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對於學習統計往往產生恐懼、焦慮等負向學習情緒

２ 覺得統計艱澀枯燥，甚少體驗到正向情緒

３ 學習內容與其生活或研究經驗疏離，學習興趣普遍低落

４ 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圖片來源.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52400725042378810/



HOW 如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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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提升統計學習的工作價值(task value)

２ 引發動機

３ 問題導向學習、活學活用

４ 瞭解重要統計量的運算邏輯

圖片來源https://www.ecivilnet.com/dicionario/o-que-e-know-how.html

 興趣、重要性、有用性

 設置具生活化、現實的、有趣的及富有挑戰性與思辨性的真實問題開始，
或創造失衡經驗引起學生的動機與好奇心，將實際問題轉化為教學案例。

 以學生為中心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讓學生有機會結合理論與實作，延伸課堂學習內容的
可類推範圍，創造機會讓學生有機會將課堂學習內容遷移到解決生活中複雜的、真實的問
題解決上。

 從定義公式理解各種方法的邏輯，協助學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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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教育目標/學習成果：
我希望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希望學生在課程結束時學到什麼？
（即學習成果，也可以說是教育目標）

（依變項Ｙ）

教育目標或學習目標
（含認知、情意或技能）

是可以被觀察或可以被評量的。

STEP 2

教育目標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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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對統計學習的興趣 降低對統計學習的焦慮感受 提升學生應用統計學知識解決
真實問題的能力（學習遷移）

1 2 3



WHAT 研究目的是什麼？

• 探討研究生的學習樂趣與學習焦慮等學習情緒，在問題導向學習導入統計課程前後的改變情形。

• 探討問題導向學習對於促進學生統計素養與學習遷移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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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http://www.517australia.com/viewnews/2612.html、、
https://www.funtime.com.tw/blog/funtime/%E8%87%A8%E6%99%82%E5%87%BA%E5%9C%8B%E5%A5%BD%E7%B7%8A%E6%80%A5-%E7%95%B6%E5%A4%A9%E6%A9%9F%E7%A5%A8%E6%80%8E%E9%BA%BC%E8%B2%B7

http://www.517australia.com/viewnews/26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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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什麼樣的教學方法或策略，
來促進教學目標的達成呢？

（自變項Ｘ）

在完成前揭三個步驟後，
請用一句話清晰地說明您的問題意識：

我想用「○○○」課程，
用「○○○」教學策略（自變項Ｘ）

來解決或提升什麼樣的學習成果（依變項Ｙ）。



1

2

問題導向學習的意涵

(Barell, 2007)
圖片取自：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s%3A%2F%2Fwww.mja.com.au%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issues%2F201_03%2F13.00060.jpg&imgrefurl=https%3A%2F%2Fwww.mja.com.au%2Fjournal%2F2014%2F201%2F3%2Fproblem

-based-learning-medical-education-one-many-learning-paradigms&docid=T5LCQmQGWriybM&tbnid=28KwaQR725i1SM%3A&vet=10ahUKEwiaurTcyuTeAhUMfLwKHTg1AG8QMwhJKBIwEg..i&w=800&h=479&bih=679&biw=1015&q=Problem-

based%20learning&ved=0ahUKEwiaurTcyuTeAhUMfLwKHTg1AG8QMwhJKBIwEg&iact=mrc&uact=8



PBL問題情境的特徵 (Barel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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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課程設計

透過什麼樣的
學習活動或教學活動的設計，

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展現
他/她的學習成果呢？

參與式學習
(participatory learning)



什麼是「重理解的設計法（Understanding by design，UbD）」？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亦稱為Backward Design)

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CD)

所提出的課程設計模式，是一種設計課程的架構，旨在協助幫助學生理解重要概念，
並將學習結果遷移到新的情境 (Wiggins & McTighe, 2011)。

• 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
1. 教師須創造課程與教學經驗以達成預先設定的教育目標。

2. 教師也是評量的設計者，透過診斷與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
進而設計與引導教學，並使我們與相關人員能夠檢視課程
是否能達成目標 (Wiggins & McTighe, 2005)。

圖片取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571-

%E9%BB%83%E7%91%BD%E5%AF%A7%EF%BC%9AAI%E8%A8%BA%E6%96%B7%E5%BF%AB%E5%8F%88%E6%BA%96%EF%BC%8C%E9%86%AB%E7%94%9F%E6%9C%83%E8%A2%AB%E5%8F%96%E4%BB%A3%E5%97%8E%EF%BC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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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571-%E9%BB%83%E7%91%BD%E5%AF%A7%EF%BC%9AAI%E8%A8%BA%E6%96%B7%E5%BF%AB%E5%8F%88%E6%BA%96%EF%BC%8C%E9%86%AB%E7%94%9F%E6%9C%83%E8%A2%AB%E5%8F%96%E4%BB%A3%E5%97%8E%EF%BC%9F/


逆向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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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教學

確認

期望的學習
結果

確認

具體的學習
目的

達成目標的
教學策略

思考學習的
評量證據



UbD/逆向設計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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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期望
的學習結果

01
決定
可接受的
學習結果

創造
學習經驗
與設計
教學活動

02 03

(Wiggins & McTighe, 2011)



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的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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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好期望學生能應用課堂所學

做什麼？

相較於傳統的課程設計方式，UbD並不是
從課程內容開始設計。UbD的起點始於先
設定好期望學生能應用課堂所學做什麼？

所學的知識內容在口頭與實作
上如何表現？

如果學生真的「理解」所學，他們應用課
堂所學的內容所能做出的口頭與實作表現
是什麼？

課程內容可真實地應用到

哪些情境？

教什麼？怎麼教？

考量前揭問題後，最後教師該思考的是

應該教什麼、怎麼教，以利教學能產生

流暢的、彈性的及持續的學習結果。

3

1 2

4



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成果）的關鍵要素

依據目標設定核心概念與問題，旨在使整個課程教學能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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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目標

列出課程設計或期望達成的目標

理解

解讀目標後，釐清能賦予課程內容
意義的「大概念(big ideas)」，並將
大概念連結到事實知識與技能。

主要問題

設計並發展主要問題，
據以引導大概念的探索。

知識

技能

學生將學會
哪些知識（學生將知道…）

與
技能（學生將能夠…）
作為單元學習之結果？

階段一
目標



階段二（決定可接受的學習成果）的關鍵要素
關鍵在於決定可接受的評量證據，設計實務理解導向的多元評量與實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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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所需的評量證據

什麼樣的實作表現或作品可以做
為意義建構與學習遷移的證據？

根據目標與問題設計
真實的實作任務

建立實作表現的評量標準其他學習成效證據

學習評量與
階段一所有要素

相連結
階段二
評量



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活動）的關鍵要素

重點在於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以實踐階段一所設定的學習結果，並促使適當的理解證
據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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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活動、經驗與課堂活動，可以讓學
生達到期望的學習結果，並通過評量？

教學計畫如何協助學生
逐步達成學習遷移、意義
建構及知識與能力的習得？

如果評鑑學生的進步情形？
如何編排課程單元的順序，以促
進所有學生的學習成就能最大化？

階段三的學習活動
能否緊扣

階段一的目標與
階段二的評量？

階段三
教學





測量與統計分析之關鍵—變異(variety)

小皮說：媽媽，今天的數學考試我們全班都考
100分喔！

中間圖（韓國小姐）取自：http://slide.news.sina.com.cn/w/slide_1_2841_101100.html/d/8#p=1 右圖（常態分配圖）取自：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understanding-the-68-95-99-7-rule-for-a-normal-

distribution-b7b7cbf760c2

資料的散佈情形要長得像常態分配喔！變異才夠大！

左圖(大家都考100分)取自：http://www.tooopen.com/view/108989.html



詳實地呈現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方式

圖片取自：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new-teachers-lesson-curriculum-planning-resources



課程發展、教學活動及案例活動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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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與

界定問題



Step1:引起動機與界定問題

• 為有效促進學習動機，並有助於導入單元主題，透過精選教學案例

 設置能連結學生生活經驗、具生活化、現實的、有趣的及富有挑戰性與思辨性
的真實問題開始，透過情境誘發學習。

 創造一個能使學生認知失衡的經驗（不尋常結果，或與個人預期不一致的發
現），據以引起學生的動機與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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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3489



Step1:引起動機與界定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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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案例：

圖片來源： https://emmary.jp/article/20150724/

A學者以兼任行政主管之600名國中教師為研究參與者，
旨在探討教師工作壓力知覺與主觀幸福感之相關情形，
結果顯示：

1) 兼任行政主管教師之工作壓力知覺平均數為4.82（量表的計分尺度為Likert五點量尺），
標準差為0.14；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平均數為3.7，標準差為0.6。

2)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顯示，兼任行政主管之國中教師之工作壓力與其主觀幸福感之相關
沒有顯著的關連。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眾多研究大抵顯示教師工作壓力與其主觀幸福感間有顯著的正相關，且
具有中度的效果量。請您試著為A學者解惑，為什麼他/她的研究結果與過去其他研究大相徑
庭，且會得到不顯著的相關係數或被嚴重低估的相關呢？如果是您，您會如何進行研究設計，
以避免類此問題呢？



課程發展、教學活動設計及案例活動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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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與

界定問題

分析問題



Step2:分析問題--使用ORID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帶領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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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客觀事實
的陳述

R

感受反應

I

意義詮釋

D

做出決定

透過情境
案例，讓
學生討論

喚起學生
內在感受

引導學生
以先備知
識思考、
分析問題

學生發展
出，有助
於解決問
題的解釋



課程發展、教學活動設計及案例活動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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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與

界定問題

分析問題

確立學習目標

進行議題學習



• 從全距限制(restriction in range)談起 • 相關係數公式告訴我們什麼

喵：相關係數幾近於零，怎麼辦？why？

貓爪抓圖片取自：https://store.line.me/stickershop/product/1011351/zh-Hant

1

))((
Covariance






N

YYXX

相關係數𝑟 =
𝐶𝑜𝑣𝑎𝑟𝑖𝑎𝑛𝑐𝑒 𝑥,𝑦

𝑆𝑥𝑆𝑦

Step3:確立學習目標，進行議題學習



課程發展、教學活動設計及案例活動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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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與

界定問題

分析問題

確立學習目標

進行議題學習

發展解決方案



Step4:發展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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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關係數的公式可知，當我們要求取兩個變項的積差相關係數時，

兩個變項的變異程度將對雙變數的共變與相關估計造成重大的影響，

因此造成全距縮減(range restrictions)，使得相關係數被低估。

圖片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80%81%E5%88%86%E5%B8%83

1

))((
Covariance






N

YYXX
相關係數𝑟 =

𝐶𝑜𝑣𝑎𝑟𝑖𝑎𝑛𝑐𝑒 𝑥,𝑦

𝑆𝑥𝑆𝑦



STEP 1

問題意識

STEP 2

教育目標

STEP 3 

教學方法

STEP 4

課程設計

STEP 5

學習評量

教學實踐研究之拆招解密

我想要用什麼樣的評量方式或工具，
來檢驗依變項Ｙ呢？

（作為教學目標達成的佐證資料）

什麼樣的評量方式可以協助我
瞭解學生學了什麼？

我的教學目標達成了嗎？



學習成果評量

• 關於評量，需要思考的是：

 哪些證據能做為學生已達到期望結果的佐證資料？。

 哪些評量任務與證據可作為奠定課程單元的基礎，並引導教學活動的實施？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活動以瞭解學生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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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3489



What i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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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針對期望的學習成果設定一個清晰、可測量的目標。

2 確保學生們能有充分的機會以展現其成果。

3 有系統地蒐集、分析及詮釋證據，
據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是否符合教師的期待。

使用評量檢視與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４

Assessment as a Four-Step Continuous Cycle

Suskie, L. (2018). Assessing student learning: A common sense guide. Bolton, MA: Anker Publishing.

(Suskie, 2018)





PBL學習成果的評量—確保學生能有效學習遷移
 以教育學或心理學領域相關之實證研究或研究議題，或是引入國際大型資料庫

（如：PISA、TIMSS、PIRLS），設計一個具思考價值及有意義的問題情境

• 學習遷移/延伸學習案例：
您是一個教育心理學的專家，也是一名具備良好統計素養的專業研究員。
某日，一位友人帶了一篇Pekrun、Goetz及Perry所編製的學習情緒量表(Pekrun, Goetz, & Perry, 

2005)向您請教，提及儘管該量表是評估學生學習情緒的權威量表，也是國際上最廣為使用
的

評量工具，不過無論是何種語言的版本，該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普遍不佳。為了解答友人的疑惑，
請您詳閱該量表的題目
(1)When I excel at my work, I swell with pride.

(2)I get physically excited when my studies are going well.

(3)When I solve a difficult problem in my studying, my heart beats with pride.

以教育研究者與資料科學家的角度，分析可能導致該量表信度與效度不佳的因素，
以及您將如何應用您在統計學的專業知識，提供具體的修正建議。

圖片取自：https://588ku.com/image/katongkaojuan.html--



來看看以下題目有沒有問題呢？

圖片取自：http://blog.tea12.com.tw/%E9%82%81%E5%90%91%E5%B7%94%E5%B3%B0-%E3%80%8A%E5%88%BB%E6%84%8F%E7%B7%B4%E7%BF%92peak%E3%80%8B%E8%AE%80%E5%BE%8C%E6%84%9F/

問卷出處：
Pekrun, R., Goetz, T., & Perry, R. P. (2005). Academic Emotions Questionnaire (AEQ): User’s manual. Munich, Germany: 

University of Munich,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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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一致性信度所關注的是：組成量
表之題目間的同質性。

01

當一個量表所包含的題目是高度彼此
相關 的情況下 ，是內部 一致的
(internally consistent)，代表這些題目
都是測量相同的東西。

02

內部一致性α的定義：量表的總共變
異中，可歸因於同一個來源的比例。
亦即共同來源（即潛在變項）的變異
對所有變異的比率。

03

α =
𝑘  𝑟

1 + 𝑘 − 1  𝑟

 𝑟為平均題目間相關係數
(average inter-item correlation)

（DeVellis, 1991）





測量尺度的選用

左上圖取自：https://kknews.cc/home/p56q9r2.html 右下圖取自：http://hebei.ifeng.com/travel/detail_2013_10/09/1304497_0.shtml

您是一個接受衛福部委託研究的專家學者，您受委託的
研究旨在探討「飲酒量（X）」與「睡眠品質（Y）」之
相關研究，為清楚地揭示飲酒對睡眠品質造成的危害，
請問您在飲酒量的測量上，將如何設計您的研究工具？
您所持的原因是？



教學+實踐+研究

右下圖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4%BB%AC%E8%83%BD%E5%81%9A%E5%88%B0%EF%BC%81左圖取自：https://www.familyfriendpoems.com/poems/life/hope/

右上圖取自：https://harvestinghappinesstalkradio.com/optimism-and-hope/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
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帖撒羅尼迦前書2:7)



學術專長：
 教育心理學、正向心理學
 心理計量學（多變量分析、量表發展、結
構方程模式、多層次分析、統計模擬）

 大數據分析

Reward record

巫博瀚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博士論文獎
 中國測驗學會101 年度 博士論文獎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亮點計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