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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課程名稱:  

     選 JAVA 程式設計是因為它是一門選修課， 所以修課的學生有可能對

JAVA 或程式設計已經有興趣，可以幫助降低老師的課程設計的難度 。 以選修

課的課程設計也可以比較靈活，比較不用拘泥於傳統教學模式。 

 

壹: 教學設計 

   壹。 壹 教學目標 

    課程設計時有期待學生能對 1。 JAVA本身產生興趣(認知-知識) 2。 了解

基本 JAVA文法(認知-理解),  3。 能撰寫簡單的 JAVA應用程式(認知-應用) 3。

願意參與課程地圖的下一堂課-Android程式設計(認知-分析/綜合) , 4。 願意

為 JAVA證照考試做準備(認知-評鑑), 這幾個單元目標, 與相關的具體目標列

出如下: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對 JAVA本身產生興趣 

 

 

2. 了解基本 JAVA文法 

 

 

1。1能準時出席 

1。2 能上網(如 youtube)尋找 JAVA相

關資訊 

2。1 能在課堂上回答基本 JAVA問題 

2。2 能準時繳交作業 

2。3 考試分數可以在 60分基準以上 



3. 撰寫簡單的 JAVA應用程式 

 

 

4. 願意參與課程地圖的下一堂課 

 

 

 

 

 

5. 願意為 JAVA證照考試做準備 

 

3。1 能跟隨老師課堂上寫程式的示範 

3。2 能跟隨老師錄下放在學習網上的

示範影片 

4。1 能跟隨老師示範如何用多個程式

結合在一起建立簡單的 Android專案

而不只是單一程式 

4。2 能懂得物聯網對將來的影響 

4。3 會在下學期修 Android 行動裝置

程式設計  

5。1 能記住老師示範的 SCJP證照題庫

問題的答案 

5。2 會選修下學期的 JAVA證照輔導課

程  

 

   壹。 貳   教學方法 

    主要教學方法是講課, 範例示範, 和翻轉教學用事先錄好的視訊擋。  範例

包含程式設計範例和 SCJP 證照範例的解說。  課程講課以建立基礎和引起學習

興趣為主, 範例則是從簡易了解開始, 慢慢進階。  翻轉教學要學生在課前上網

看老師的視訊, 而在上課時會有一小段時間用來把老師在視訊用的範例用的演

算法改應用在解決其他問題。   進度較慢的學生會邀請參加課後輔導。  評分

是以考試, 作業, 出席率和參與度核算。  其中參與度是看學生有沒有看視訊檔, 



願不願意跟隨老師作範例, 和是否願意在課堂上回答問題。 

 

   壹。 參   教學材料 

   因為文法基礎資料普遍容易取得, 且學生需要教課書來溫習, 所以教文法時

就直接利用書商提供的投影片, 但還是有跟改和加上註解。  範例就用網上合法

取得的資源但經過老師的修改和註解讓學生比較容易上手, 這些包括 SCJP 證照

考古題範例, 和程式設計範例。  事先錄影的教學影片就解釋並用跟程式設計範

例不同的寫法來達到目的。 考試題目也可以事先設計， 用不會很明顯的提

示來幫助同學了解考試內容進而了解上課內容, 所以也可以做為教材。 

 

壹. 肆  教學進度 

以三週為一周期, 教學生並評估效果。  如有需要, 可以加長或縮短。 

   第一到第三週: 先教文法, 讓學生對 JAVA 熟悉 

   第四到第六週:  介紹物件導向概念 

   第七到第八週:  介紹流程控制 

   期中考 

   第十到第十二週:  介紹 JAVA 資料結構 

   第十三週到第十五週:  介紹事件和例外處理 

   第十五週到第十七週: 介紹 Android 

期末考   

 



壹. 伍  課程評估 

  主要評估法會以課堂上學生的即時回饋, 期末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量, 還有

教學目標的達成度來幫助修改課程內容。   

期末老師教學評量包括以下問題: (每題學生可填入 0到 5, 5為最好) 

1 老師能注意學生的反應，重視雙向溝通，並耐心解答。 

2 老師教學準備充分。 

3 老師不遲到早退，不無故缺課。 

4 

老師在教學時，不會因學生的性別、性傾向或個人因素而有不當

的差別待遇。 

5 老師會針對學生學習成效而適度調整教學內容及方式。 

6 老師選擇的教材(教科書、講義、操作手冊等)內容適中。 

7 老師能善用教學儀器、進行示範教學。 

8 老師會於學生實作過程中，適時給予指導。 

9 老師對學生成績考核多元。 

10 此課程讓我學到解決問題的能力。 

11 此課程提高我的團隊合作認知。 

12 此課程讓我學到很多新知識與技能。 

 

貳、教材分析 

         教材是根據有程式設計的基礎的學生, 但對 JAVA 程式語言不熟或完全不

知道。  這些學生需要對 JAVA 產生興趣並願意繼續發展。  根據這樣的需要來



設計教材。  教材包括投影片, 線上教學資源, 先前錄好的視訊檔, 證照考古題, 

甚至設計過的考試內容。 

 

教材 目的 

1. 投影片 

 

 

2. 線上資源 

 

 

 

 

3. 事先錄好的視訊 

 

 

 

4. 證照考古題 

 

 

 

1。1 以靜態型的方式加上老師的說明

把資訊充分的傳給學生。 

1。2 讓學生可以用搜尋功能尋找解答 

2。1  有持久性的的資源, 也可以讓學

生利用網上連結尋找更多的資源。 

2。2  網上通常會有人問問題, 而有其

他人回答。  希望可以透過線上資源養

成學生問問題的習慣。 

3。1 跟線上資源不同是老師錄好的視

訊通常會跟課堂上的資料有關, 可 3

幫助學生進一步了解, 以稍微不同的

視角看問題。 

4。1 雖然學生不一定會參加 JAVA證照

考試, 但證照考古題通常會出現在就

業面試中。  所以用考古題為教材的一

部分不只是希望同學參加證照考試, 



 

5. 考試題目 

 

也是為就業準備。 

5。1 考試通常是在測試學生的知識, 

但我認為考試題目也可以是教材,  就

是把部分題目用來提示同學如何解答

其他題目。  這樣子如果同學對題目內

容有基本了解, 這些提示用的題目就

可以幫學生貫通考試內容。 

 

參、學習評量及成效評估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對 JAVA本身產生興趣 

 

 

2. 了解基本 JAVA文法 

 

 

 

 

3. 撰寫簡單的 JAVA應用程式 

 

1。1 60%學生有準時出席。 

1。2  80%學生有上網尋找考試相關資

訊 

2。1  30%的學生在上課時回答基本

JAVA問題, 需要再努力。 

2。2  60%的學生有準時繳交作業, 需

要再努力。 

2。3  87%學生的考試分數在基準以上。 

3。1 80%學生有上網看提前錄影的視

訊, 而且 80%的學生們有跟隨老師課



 

4. 願意參與課程地圖的下一堂課 

 

 

5. 願意為證照考試做準備 

 

堂上寫程式的示範。 

4。1 根據 1051資料, 90%的 JAVA程式

設計學生繼續參與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課程, 就是 Android程式設計。 

5。1根據 1051資料, 只有 6位同學

(30%)願意參與 JAVA證照輔導課程, 

所以這方面需要繼續努力。 

 

 

目標達成度的雷達圖 

從雷達圖的達程度可以看出第部分 2和 5的目標還需要改善。 

 而期末老師教學評量平均分數為: 

 

1 老師能注意學生的反應，重視雙向溝通，並耐心解答。 4.8 

2 老師教學準備充分。 4.8 

3 老師不遲到早退，不無故缺課。 4.8 



4 

老師在教學時，不會因學生的性別、性傾向或個人因素而有不當

的差別待遇。 

4.8 

5 老師會針對學生學習成效而適度調整教學內容及方式。 4.5 

6 老師選擇的教材(教科書、講義、操作手冊等)內容適中。 4.7 

7 老師能善用教學儀器、進行示範教學。 4.7 

8 老師會於學生實作過程中，適時給予指導。 4.5 

9 老師對學生成績考核多元。 4.5 

10 此課程讓我學到解決問題的能力。 4.4 

11 此課程提高我的團隊合作認知。 4.3 

12 此課程讓我學到很多新知識與技能。 4.5 

  

從期末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量可以看到學生尚需要團隊合作的經驗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  這方面的課程設計可以稍微加強。 

 

肆、教學創新 

     結合傳統課堂教學, 網路資源和提前錄影的教材作伴為翻轉教學方法。  

以建立興趣為目的, 借教學方法引出結合資訊相關的程式設計能力。     四個

基本素質要透過教學來培養: 

甲、 培養對利用可用時間敏感度 

老師廣播教材給學生看時, 利用軟體只讓廣播的視訊只佔用學生螢幕的

一小部分, 鼓勵學生看老師演示的同時也要模仿老師一起寫演算法。  



讓學生知道要充分利用時間來寫程式的重要性。 

乙、 培養解釋教材的能力 

老師要求學生在家裡練習已經給的範例, 在上課時老師同時展示時並解

釋範例。  再馬上以簡易小考測試學生來加深學生對教材的應像, 培養

能解釋教材的能力。  

丙、 培養課前課前預習的習慣 

利用小考做微小的懲罰或獎勵來鼓勵學生願意在課後多利用老師分享

的教材的翻轉學習。  事先錄影的影片, 除非必要, 盡量保持在 20 分鐘

到 30 分鐘左右的長度來維持住學生的注意力。  上課時老師會溫習事

先錄影的影片的內容來培養學生預習的習慣。 

丁、 培養學生主動開口問問題的習慣 

老師用簡單容易回答的假設問題來啟發學生的知欲。  在課堂範例上幾

次故意在範例裡犯小錯誤, 讓學生有機會自己發現錯誤而願意開口問問

題。 

伍、結論 

    經過課程設計和課後評量結果顯示這堂課雖然還有改進的地方, 但以成熟

度來講這堂課的設計已經有一定的成熟度。 至於學生評量, 可以看到學生這堂

課對老師的期末教學評量是從 4.3 分到 4.8, 而最低分數的是問題 11 關於團隊合

作。  雖然團隊合作方面沒有在設計時特別納入考量, 但在課堂上和課後的討論

時, 團隊精神可以從中萃取, 而也可以考慮以後是否要稍微改變上課方式, 譬如

增加讓學生組隊做小專題。  而從目標達成度看來學生對文法的熟悉度需要加



強。  或許可以把課程進度慢下來, 讓學生多在基礎上有時間學習。  吸引學生

報名證照的方法還有除了用考古題以外是否有其他方法吸引他/她們, 還是學生

認為要考得 JAVA 證照太難, 這方面需要更深的思考。  但從期末教學評量平均

是 4.6 和目標達成度看來, 這堂課的基本設計大部分已成熟, 只需要做少許修

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