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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導向結合積木式方式搭配實體與雲端模擬工具教學方式在微處理機

應用實務課程之研究 

一、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國內技職教育面臨著許多挑戰，針對因為少子化問題，學校為了能夠

收到足額的學生，擴充生員的來源管道是其中一項解決方式，以本系為例，過

去學生大都來自高中職資訊電機類學群，後來要增加學生入學管道，商業與管

理學群與電機學群的學生也納入。在大學修業的課程中，對於大部分新的課程

是不受影響，但是部分需要先備知識的課程，在課程進行上可能受到影響，計

畫以本系四技大學二年級專業必修「微處理機應用實務」課程為例，課程需要

用到程式設計能力、基本電路能力等，但受到學生來自商業與管理學群、資訊

電機類學群及電機學群，因為學生的先備知識有所差異，造成學生學習狀況差

異很大。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目前國內技職教育面臨著許多挑戰，以南臺科大資訊工程系為例，來自不

同背景的學生進入同一課程，以 111學年度最新一屆入學學生為例，本系招收

三班共 160 名學生，涵蓋商業與管理學群、資訊電機類學群及電機學群的學

生，在修習「微處理機應用實務」課程時，同學程度與背景差異甚大，我們發

現以下幾個問題： 

(a). 部分學生對硬體電路知識不足，導致學習效果不佳，也容易造成上課

設備與材料的損壞。 

(b). 教學設備數量有限，僅能提供學生上課及課後在學校教室練習，學習

受到限制。 

(c). 唱名點名要花費不少時間，造成不容易掌握學生出、缺勤狀況。 

(d). 學生僅限於按部就班地跟隨教材，大部分同學無法將所學應用到實際

場景中。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改善學生學習的效果。針對

上述問題，同時根據過去收集學生課程回饋資料進行反思與檢討，其中主要原

因來自於修課學生高中時來自商業與管理學群，同學對硬體電路與程式設計

完全沒有概念。 

除此之外，受到少子化的影響，系上最近招收學生中「學習動機」上差異



頗大，在課程出席率上表現尤為明顯，透過教師關注學生的出席情況讓同學有

所警惕。 

綜觀上述問題，如何能容易掌握同學課堂上出勤的情形，同時能夠提升來

自不同學群背景、程度差異很大學生的學習成效，需要探索出一套多元化的教

學方式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找到最適合不同程度學生的教學策略。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教學模式是對教學的設計、實施、評鑑與改進過程，過去最常用到的講授

式教學法通常以老師為中心，透過講授和示範來傳遞知識，這種教學法的優點

包括老師對課程內容的完全掌控，以及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遞大量信息。然

而，缺點是學生的參與度較低，缺乏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機會，這可能會影響學

生的理解和應用能力。 

接下來將先針對目前幾種重要的教學方法最說明。 

a) 翻轉課堂 

翻轉課堂是一種將傳統教學模式顛倒過來的教學方法，學生在上課前通過

觀看影片等資源自學課程內容，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和應用，Bergmann 和

Sams(2012)指出，翻轉課堂可以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課堂參與度，並且

允許教師在課堂上有更多時間進行個別指導和深入討論。 

b) 問題導向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通過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來促進學生的學習，Barrows(1996)

提出，問題導向學習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主要強調

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協作學習。林清山、吳天祐(2005)認為問題導向學習的核心

是以實務問題為基礎，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從而培養他們的主動學習、批

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這種教學方法強調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知識的建構

是在實際環境中進行的，而不僅是知識的獲取。 

c) 目標導向學習 

Pintrich 和 Schunk(1995)認為目標導向學習是以明確的學習目標為中心，

其主要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活動都是圍繞這些目標進行的，最後強調學生需要

達成特定的學習目標或掌握特定的技能。除此之外，Locke 和 Latham(2002)的

研究表明，明確的目標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d) 成果導向教育 

成果導向教育聚焦於學生的學習成果，並設計相應的課程和評估方法，

Spady(1994)強調成果導向教育的核心是確保所有學生在學習歷程結束後真正



獲得的能力，在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成果和評量方式都應該以學生是否

達到預定的目標能力為主要依據和標準。評量學生是否通過課程的標準，應該

基於學生在學習結束後是否達到了課程所要求的能力水準。這種以能力為中

心的評量方法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學生的真正學習成果，並且鼓勵學生發展出

實際應用的能力，而不僅僅是記憶和重複性的學習，成果導向教育不再採用傳

統的成績常態分配方式，而是以能力水準來描述學生的評量結果。 

e) 評量指標(Rubric) 

評量指標(Rubric)是以學習表現為基礎，清晰地反映學習成果的工具，

Rubric 必須明確訂定各項評量標準，並配合評量學生的表現指標。評量標準包

括了評量行為所需具備的各個面向，而表現指標則定義了各面向表現的優劣

程度。 

計畫研究方式採用第一年(111-1)採用傳統的教學方式作為對照組；在第二

年(112-1)則採用「目標導向結合積木式方式搭配實體與雲端模擬工具教學方

式」進行教學，然後將第一年當作對照組數據，跟第二年進行教學成效做比較

與分析，然後提出反思找出改進的方式。 

除此之外，為了避免問卷問的是主觀的自覺，計畫在期中透過 Rubric 問卷

與基礎知識的測驗來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期末則搭配以目標為基礎發想出

自己的期末專案來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4.1 教學目標 

由於微處理機應用實務課程包括(a)基礎微處理機硬體架構介紹，(b)不同

通訊與溝通介面介紹，(c)相關微處理機應用案例分享與實作，本課程將相關

技術訂出幾項重要的實作技能，包括以下幾項: 

(a). 微處理機硬體架構的能力：此部分需要讓同學了解硬體暫存器、指令

架構、中斷、周邊與記憶體相關資訊，為了降低同學學習上的限制，

計畫將透過線上模擬環境[2-3]與實體裝置進行混合教學，讓同學在學

習上可以跨越硬體的限制。 

(b). 基本電子電路能力：針對不同應用，經常需要連接一些外部裝置，例

如應用在智慧農業應用上需要控制灑水、加溫器。這些可能需要一些

額外電子電路或裝置才能完成，這部分也是本課程教授與實作的單元。 

(c). 通訊技術整合能力：在很多微處理機的應用中，很多需要將微處理機

與外界模組進行資料的傳遞，例如: UART、SPI、USB、I2C、CAN、

1-Wire等。 



(d). 程式設計能力：目前所有系統幾乎都是透過軟體結合硬體進行運作，

軟體中很大部分可以透過程式修改或開發來創造所需的功能。 

(e). 報告製作及表達能力：當專題完成後，如何將成品做適度的包裝與宣

傳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在報告的製作與如何針對專題內容作口頭與文

字的說明。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以及考慮本課程的教學目標，計畫提出一個「目標導向

結合積木式方式搭配實體與雲端模擬工具教學方式在微處理機應用實務課程

之研究」，執行的方式與流程如圖 1，課程設計的特點包括(a)課堂開始先把課

程幾個具體目標專題進行展示與功能介紹，讓同學具體知道修課的目標，(b)

藉由「獎勵與即時通關密語」方式進行取樣點名，提升學生上課專注力，(c)透

過雲端模擬工具在實施接線與程式設計時，具備軟、硬體容易保存與傳遞的優

點，讓教師、助教容易協助同學排除故障，達到降低同學學習課程的障礙，增

加同學學習上的意願，(d) 透過期末專題實作強化同學系統整合能力，(e) 透

過期末專題口頭報告加強同學表達能力，(f) 藉由雙重評量進行學習成效的驗

證。 

 

圖 1. 課程執行流程 

附件 1 中表 1 所示是計畫課程進度表，在課程開始執行時，首先會介紹幾

個課程完成前要達到的目標專案。然後，將讓同學討論這些功能所需具備的功

能，同時鼓勵他們發想可以增加的新創意。接下來，將介紹課程的核心能力和

各個單元需要學習的內容，同時讓同學了解各積木單元與目標專案的關聯。 

 

4.2 定義目標專案 

針對規劃的「目標」專案在課程開始進行時進行展示與說明，讓同學對此

課程的目標有具體的概念，課程以「智慧溫室」、「智慧插座」兩個目標進行說

明。接下來將各個單元包裝成類似積木方式，然後針對這些積木單元進行介紹。



計畫中設計這些不同積木程式可以在目標專案中抽換測試，讓同學可以個別

學習後，又能讓同學可以學習在整合專案時，要如何把個別積木與整體專案做

連結，提供學生學習上的選擇，如圖 2所示。 

 

圖 2. 目標專案與積木相關課程主題的關聯圖 

課程為了避免主觀的評量，採用雙重評量進行學習成效的驗證，在學期中

根據學習目標核心指標透過 Rubric 問卷對同學進行學習狀況的調查，同時還安

排基礎知識的測驗來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期末則透過讓同學以目標專案為基

礎，發想出自己的期末專案進行進階知識的驗證，為了讓不同程度同學完成期

末專案，課程也允許同學以目標專案進行些許修改來完成期末專案，另外並搭

配期末Rubric問卷一同進行期末的學習成效評估，課程在專業電腦教室中進行。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課程進行前會先讓同學知道最後的目標，然後讓同學知道為了達成此目

標，需要學會那些「積木」進行整合，讓同學容易瞭解其來龍去脈。最後計畫

規劃能夠透過在實踐中進行反思和持續改進。 

計畫在學期中、學期末根據學習目標核心指標透過 Rubric 問卷，對同學進

行學習狀況的調查，同時為了避免問卷問的是主觀的自覺，計畫在期中透過

Rubric 問卷與基礎知識的測驗來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期末則搭配以目標為

基礎發想出自己的期末專案來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接下來針對計畫為了降低學生學習的障礙並提升其學習動機提出以

下措施。 

1. 透過雲端電路模擬軟體(虛擬)建立硬體與程式觀念，然後再進行電路實



作，降低同學學習軟、硬體的障礙 

不同學群背景的學生對於電路、邏輯概念和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識有

很大的差異，為了補足這部分差異計畫透過雲端模擬環境(如圖 3)，讓學

生在較低的風險下學習和熟練硬體操作技能，同時在此平台下可以方便

同儕間的合作與共同學習，讓學生之間可以互相分享知識和經驗。 

 

圖 3. 透過雲端模擬軟體 Tinkercad 軟體操作硬體與量測教學範例截圖 

在學期初透過雲端模擬工具進行接線和程式教學，課程提供上課範

例讓學生在較容易的學習環境中熟悉硬體接線和軟體程式(如圖 4)，並在

學生學習並建立一定的硬體和接線概念後，轉移到實體電路中進行學習，

透過這種方式不僅可以改善學生的學習體驗，也有助於更好地傳授基礎

的電子電路概念。除此之外，在此環境下當學生在操作範例或專案無法

正常動作時，容易讓協助者幫忙查看並發現問題，對於降低學生學習障

礙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圖 4. 透過模擬軟體 Tinkercad 軟體操作課程截圖 

2. 規劃課後輔導機制協助同學。 

在課堂上課後開放教室讓同學練習，並透過 TA輔導機制的協助，解



決同學課程與作業上的疑問，如圖 5是其中一次課後 TA輔導的照片。 

 

圖 5. TA課後輔導的照片 

3. 透過「獎勵與即時通關密語」方式進行點名，提高學生專注力 

上課專心與否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計畫將排除過去「唱名點名方

式」改成「獎勵與即時通關密語」方式進行點名，教師在課程進行時，

透過觀察學生學習狀況不定期進行點名，並根據當下上課內容單詞當作

「獎勵與即時通關密語」，透過此方式進行點名可以提高學生聽課的專注

力，另外要避免同學傳訊息通知其他缺課同學進行線上點名，學生必須

在規定期限(一般是 1-2分鐘)內完成通關密語的輸入，同學才算完成該次

點名，圖 6是擷取其中一次點名中同學完成點名的畫面。 

 

圖 6. 即時線上點名截圖畫面 

4. 透過 flipclass課程網站將上課內容詳細記錄，讓同學方便學習 

新世代學生上課普遍只帶手機上課，大部分沒有做筆記的習慣，造

成回去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進行課後學習。過去透過鼓勵或要求同學做

筆記的成效都不是很好，計畫為了提升這群學生學習的環境，課程會將

上課的內容與實作步驟，透過錄影、照相與擷圖記錄在課程網站，方便

同學觀看與課後學習，圖 7是上課內容詳細記錄上傳 flipclass.stust.edu.tw

教學網站的截圖。 



 

圖 7. 透過 flipclass.stust.edu.tw 教學網站讓同學方便學習 

5. 透過期末專題製作，加強同學實作與系統整合能力 

為了加強同學實作與系統整合能力，同學在課程期末需要透過模仿

目標專案或創新提出一個期末專題，同學在第 15週時提出期末專題構想

書，並在課程最後一週(第 18週)上台進行成果報告與展示(附件 1)。 

 

圖 8. 智慧盆栽監控系統期末專題報告截圖 

圖 8 是其中一組製作「智慧盆栽監控系統」專題報告封面與成品的

截圖畫面，該系統提出三項功能，包括:(a) 避免過澆和缺水:系統會自動

澆水，(b) 光照管理:自動記錄盆栽光照時間，(c) 室內溫度控制:自動量

測環境溫、溼度，透過風扇進行環境控制。 

6. 透過期末專題成果口頭發表，提高同學表達能力 

為了提升同學表達能力，本課程在期末專題發表時，需要口頭報告，

透過整理 power point針對期末專案的題目、動機、功能、設計理念、硬

體接線與程式設計等項目進行分享，訓練同學表達能力及讓同學彼此觀

摩，圖 9所示是其中一位同學專題成果發表時報告的照片。 



 

圖 9. 波浪查詢裝置期末專題成果發表照片 

(2) 課程執行成果分析 

計畫開課於 112學年上學期課，是四技大學部二年級乙班必修課程，

修課人數 59 人，期中考後 4 位同學停修，剩下 55 位同學，修課程成員

中包括 1 位延修生、1 位五專生重修及 3 位大四重修的同學，其餘都是

該班大學部二年級的學生。由於多位學生未參加考試、繳交作業與參與

期末專題，最後有 12 位同學成績未達標準被當掉，43位同學修課通過。 

a. 出席率與成績的關係分析 

由於期末成績有一項出缺席的參數，為避免分析受到影響，以下數

據已期中有部分與出席率相關，所以以下數據採用期中基礎知識測驗作

分析，但期中基礎知識的測驗僅 51位同學參加，因此數據中僅以參加考

試同學的資料作呈現。 

 

圖 10. 累計缺課 vs. 期中基礎知識測驗關係圖表(吳建中，2024) 

根據「獎勵與即時通關密語」點名記錄同學缺課數量(藍色)分析缺

課與學習成效是否相關，本分析以期中基礎知識測驗(橙色)表示學習成

效，並以成績由高至低排序顯示，為去識別化，同學以編號(1-51)表示，

分析缺課與期中基礎知識測驗結果並無出現太多正相關。不過，以及格

做分界，扣除少部分隨班重修學生(編號 2,6,9)缺課多但成績也還不低，



觀察考試成績較好的同學(分數>60，前 13筆數據)，上課出席情況還是

比較好的。對於學習成效較低(分數<30)的同學，多數缺課率還是比較高，

結果如圖 10所示。 

b. 期中考 Rubric問卷分析 

期中考前進度是完成雲端模擬軟體 Tinkercad 基礎電路概念單元、基

礎微處理機電路與程式設計單元、進階處理機電路與程式設計單元等項

目的操作(圖 1)，在期中測驗後，將 Rubric 問卷作成 Coogle 表單方式(附

件 2)的方式讓同學上課程網站填寫，總共有精通(5)、熟練(3-4)、普通(1-2)、

待改進(0)等 6 項能力問卷需要填答，問卷由同學根據自己學習狀況進行填

答。本填答採用鼓勵辦方式進行，修課同學僅 37 位完成期中 Rubric 問卷填

答，資料中把姓名移除，最後把每位同學 6項能力問卷平均(藍色)，資料以

平均值排序，從左至右由大至小呈現，結果如圖 11所示。根據各同學的

平均分數來看，有 12 位同學（編號 1至 12）的平均分數大於 4.0，表示

這些同學自認為學習效果不錯；有 9 位同學（編號 29 至 37）的平均分

數小於 3.0，表示這些同學自認為學習效果需要加強；剩下的 16 位同學

（編號 13 至 28）的平均分數介於 3.0 至 3.9 之間，表示這些同學自認為學

習效果尚可。 

 

圖 11. 期中 Rubric問卷不同能力評量結果(吳建中，2024) 

接下來，我們將對學生的 Rubric評量平均與期中實際測驗進行分析。為

了讓期中成績（0-100）和 Rubric（0-5）使用相同的尺度，我們將所有期中

成績從 0-100 映射到 0-5 的區間。圖表以期中成績排序（由高至低，紅色顯

示），同時顯示 Rubric的 6 項能力平均值（藍色顯示）。分析結果如圖 12 所

示。在這些結果中，期中成績大於 60 分中有 7-8 位同學呈現對自己的學習

狀態較不自信（Rubric 得分低於期中測驗），而其餘大多數同學則對自己的

學習表現較為滿意（自我感覺良好，但測驗成績卻不盡如人意），觀察中得



到一個有趣的結果，考得愈高的同學反而對自己學習狀況評估較不滿意，考

試成績越低的同學反而自我感覺良好。 

 

圖 12. 期中 Rubric問卷各項能力平均 vs.期中基礎知識測驗正規化關係

圖表(吳建中，2024) 

針對所有參與問卷的同學期中 Rubric 中 6 個項目的能力各別進行加總

後平均，結果呈現在圖 13 中發現「使用 Tinkercad 工具接線路」、「使用

Tinkercad工具拉電路元件」 兩項比較高。反之，「使用 Tinkercad工具寫程

式測試」、「使用 Tinkercad 工具進行程式除錯」兩項比較低。主要電路拉線

在模擬軟體介面做得容易上手，但程式設計需要同學培養邏輯與程式能力才

能夠上手，結果發現針對程式設計能力還是需要多加強。 

 

圖 13. 期中 Rubric 問卷各項能力平均圖表(吳建中，2024) 

c. 期末考 Rubric問卷分析 

期末考 Rubric 問卷是在完成教室實體系統實作與驗證的課程單元，

同時完成期末專題與分享報告後後進行，將 Rubric問卷作成 Coogle 表單

方式(附件 3)的方式讓同學上課程網站填寫，總共有精通(5)、熟練(3-4)、普

通(1-2)、待改進(0)的等級等 9項能力問卷需要填答，同學根據自己學習狀況

進行評估，有 40 位完成填答期末 Rubric 問卷，其中兩位同學並未繳交期末

專題，資料中已將學生姓名移除，並以編號 1 至 40 的方式呈現每位同學的

作答情況，並將資料以平均值排序，由左至右由大至小方式呈現(如圖 14)，

如果以平均分數大於 4.0 來表示自認為學習不錯的有 9 位同學（編號 1 至

9），以平均分數小於 3.0 來表示自認為學習待加強的有 12 位同學（編號 29



至 40），其餘 19位同學的平均分數介於 3.0至 3.9之間（編號 10至 28）。 

 

圖 14. 期末 Rubric問卷不同能力評量結果(吳建中，2024) 

接下來，我們將對學生的 Rubric評量平均與期末專題成績進行分析。為

了讓期末成績（0-100）和 Rubric（0-5）使用相同的尺度，我們將所有期末

專題成績從 0-100映射到 0-5的區間。圖表以期末專題成績排序（由高至低，

紅色顯示），同時顯示 Rubric的 9項能力平均值（藍色顯示），其中兩位同學

並未繳交期末專題，分析結果如圖 15所示。 

在這些結果中，僅有 13 位同學對自己的學習表現較為滿意（自我感覺

良好，但測驗成績卻不盡如人意），其餘大多數同學則對自己的學習表現較

不自信（Rubric得分低於期末測驗），其結果遠比期中問卷差。 

 

圖 15. 期末 Rubric問卷各項能力平均 vs.期末專題成績正規化關係圖表 

(吳建中，2024) 

針對所有參與問卷的同學期末 Rubric 中 9 個項目的能力各別進行加總

後平均，結果呈現在圖 16 中發現「了解基礎指令 Arduino 實作」、「了解溫

度/亮度濕度感測」、「了解WiFi 通訊」則比較熟悉，但「了解 ThingSpeak 資

料查詢/儲存」、「了解分析大數據 Json 資料」 、「熟悉不同的整合」三項比

較低，對於系統整合能力還是需要多加強。 



d. 111-1期末 Rubric問卷分析 

此課程於 111 學年上學期，主要本系四技大學部二年級乙班必修課

程，修課人數 60人，課程期中延修生 1位，跨系選修 1位及 3位是大四

重修的同學，其餘都是本班大二同學，53位通過，期中、期末均採用一

般考試進行評分。 

111-1上課採用實體上課為主，期中、期末都是採用測驗進行，鼓勵

同學繳交期末專題，僅一位同學繳交期末專題，其餘採用期末考試，將

Rubric問卷作成 Coogle 表單方式(附件 3)的方式讓同學上課程網站填寫，總

共有 9項能力問卷需要填答，問卷根據精通(5)、熟練(3-4)、普通(1-2)、待改

進(0)的等級由同學根據自己學習狀況進行評估。然而在填答並沒有強迫，只

有 49位完成填答期末 Rubric問卷，針對所有參與問卷的同學期末 Rubric 中

9個項目的能力各別進行加總後平均，結果呈現在圖 16。 

將 111-1與 112-1期末 Rubric 問卷各項能力平均圖表一起呈現，如圖

16 所示。很明顯 112-1 在採用目標導向搭配實體與雲端模擬工具教學方

式在「了解基礎電路實作」、「熟悉不同的整合」兩項問卷有明顯進步，但

在 111-1 傳統方式教學，同學從頭到尾都是使用 Arduino 實作，所以在「基

礎指令 Arduino實作」明顯比較熟悉。 

其餘部分差異不大，但是期末專題製作比較困難，所以部分同學到期末

就直接放棄，還有少部分同學僅把上課的整合教材拿來充數。 

 

圖 16. 111-1 vs. 112-1期末 Rubric 問卷各項能力平均圖表(吳建中，2024) 

(3) 教師教學反思 

分析成果發現(a) 考試成績較好的同學(>60)，上課出席情況還是比

較好的，(b) 考得愈高的同學反而對自己學習狀況較不滿意，考試成績越低

的同學反而自我感覺良好，(c)此課程程式設計能力還是需要多加強，(d) 此



課程系統整合能力還是需要多加強。 

在跟過去課程相比，沒有採用雲端模擬工具教學時，在「了解基礎電

路實作」、「熟悉不同的整合」兩項能力明顯學習狀況較差，同時在上課燒

毀器材與設備的比例也偏高。 

課程執行後反思發現幾個議題，包括:(a)對於透過雲端軟體模擬對學

生學習與課後練習比較方便，學生普遍認為學習成效較佳，(b)對於實體

實作課程，部分同學認為課程內容很困難，而且一直在趕課，學習成效

沒有期中考前好。對於下一次課程實施會針對以下幾項進行修正，包括:a)

實體實作課程需要放慢課程進度，對同學學習會有較佳的效果，(b)降低

授課內容，不要一味想傳授過多課程內容，更需要注意同學吸收情況課

程進度的安排與教學內容與進度。 

透過對這些方面的改進，在下一輪課程實施後，會再進行結果分析、

討論、反思與修正，以持續改善課程的品質。 

(4) 學生學習回饋 

學校問卷如圖 17 所示。根據問卷結果來看，期中前，計畫採用透過

雲端模擬工具教學方式進行教學，同學普遍反饋學習得不錯。 

期中考後，班上學習成效不錯的同學表示課程內容豐富，做出期末

專題很有成就感。但是由於期中考後採用雲端模擬工具搭配實體接線進

行教學，單單接線就比之前按按滑鼠複雜許多，同時因為課程內容較深，

有部分同學反應期中後老師就一直在趕課，也表示「期末做專題」與「上

台報告」會造成修課同學很大的壓力與困擾。 

 

圖 17. 112-1 「微處理機應用實務」課程學生問卷截圖 

分析其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實體接線時需要仔細一條一條單心線在



麵包板上接線才能完成；相比期中前透過雲端軟體只要按按滑鼠即可完

成電路接線的確差異甚大。 

除此之外，實體接線因為設備有限只能在課堂與學校進行，不像透

過雲端模擬工具很方便可以在家透過電腦練習。當然，期中前課程內容

較為基礎與簡單，期中考後的內容相較於期中前是明顯較為艱深也是同

學反饋不佳的原因。 

7. 建議與省思  

對於下一次課程實施會針對 a)實體實作課程需要放慢課程進度，對

同學學習會有較佳的效果，(b)降低授課內容，不要一味想傳授過多課程

內容，更需要注意同學吸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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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Appendix) 

附件 1、表 1 課程進度表 

週次 

(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課程說明與實施方式 
1.教學目標與評量方式說明。 

2.教學設計課與課程進度說明。 

 

2 期末目標專案展示與說明 
1.智慧插座 

2.智慧溫室 

 

3 
雲端模擬軟體練習 

(基礎電路概念單元) 

1.電路設性說明與操作 

2.電子元件特性教學與說明 

3.電表、量測儀表的使用教學 

4.訊號產生器、電源模組操作使用教學 

作業 

TA輔導 

4-5 

雲端模擬軟體練習 

(基礎微處理機電路與程式設

計單元) 

1.透過雲端模擬工具練習硬體接線 

2.透過雲端模擬工具練習測試電路特性 

3.透過雲端模擬工具學習程式流程 

作業 

TA輔導 

6-8 
雲端模擬軟體練習 

(微處理架構與介面介紹) 

1.透過雲端模擬工具學習程式與 GPIO 

2.透過雲端模擬工具學習程式與 UART 

3.透過雲端模擬工具學習程式與 SPI 

4.透過雲端模擬工具學習程式與 I2C 

作業 

TA輔導 

9 期中評量 
1. 期中基礎知識的測驗 

2. 期中課程技術能力 Rubric評量 

測驗 

評量 

10 感測積木介紹 

1.學習程式與溫度感測 

2 學習程式與亮度感測 

3.學習程式與電壓/電流感測 

作業 

TA輔導 

11 顯示積木介紹 
1.學習文字型 LCD 顯示技術 

2 學習圖型 OLED顯示技術 

作業 

TA輔導 

12 機電控制積木介紹 
1.學習程式與馬達控制 

2 學習程式與開關控制 

作業 

TA輔導 

13. 通訊積木介紹 
1.WiFi實作 

2.Bluetooth 實作 

作業 

TA輔導 

14. 
資料儲存積木介紹 

(Thingspeak)  

1.學習如何建構資料庫相關技術 

2.將資訊上傳雲端儲存積木 

3.讀取雲端儲存積木資訊 

作業 

TA輔導 

15-17 
整合實作介紹與期末專案實

作 

1.提出期末專案 

2.不同單元整合實作 

3.期末專案實作 

作業 

TA輔導 



18 期末專案發表 
1.期末專題發表 

3.期末課程技術能力 Rubric 評量 

發表 

評量 

 

 

  



附件 2、 期中 Rubric問卷 

 

 

 



  



 

  



附件 3、 期末 Rubric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