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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

化，開啟 E 時代的來臨，為教育與學

習方式帶來諸多的改變。國內外學者

紛紛提出以電腦整合教學或科技整合

教學之課程教學模式來強調資訊科技

運用在教學的重要性。電腦科技與網

際網路的普及突破了傳統教室活動的

時空限制，並透過促進師生間的互動

進而提升學習成就。職此之故，若能

透過資訊科技來發展教材教學，進而

改善教學與學習環境氛圍、擴展學習

軟硬體資源，不僅能增進學生專注力

與促進高層次思維，亦能有助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為教學模式增添多元樣

態面貌（劉世雄，2001；龔心怡，2016；
Bartsch & Murphy, 2011 ； Connor, 
2011；Shieh & Wheijen, 2013）。 

隨著高互動性科技資訊推陳出新

與教學科技不斷演進，使得行動學習

(M-Learning)、悠然學習 (U-Learning)
已成為教育場域中具體的新興教學方

式，例如強調雙向溝通、高度互動效

果的軟硬體整合，使得資訊科技展現

在教學場域中，取代傳統較為單向、

固定形式的教學環境，已成為學校培

育學生具備 21 世紀未來競爭力的重要

變革。近年來，歐美各國紛紛應用資

訊科技導入課堂教學中，以美國為

例，已有超過 1000 所大學校院（如哈

佛大學、布朗大學）導入 IRS 即時反

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甚至在各州亦有更多的中小學

將這項科技資訊融入課程教學中（網

奕資訊科技，無日期）。 

然而，早在 1985 年，IBM 管理訓

練 組 織 的 Advanced Technology 
Classroom 專題中，IRS 即時反饋系統

的概念便已出現，當時稱為學生回饋

系 統 （ Student Response System, 
SRS），其利用這套系統以提高教室教

學的品質，而當時的即時反饋系統僅

應用在投票或支援幾個主要的活動方

面而已（Horowitz,1988）。例如在 1991
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Eric Mazur 即
設計了閃卡（Flashcard）的教學方式，

讓學生可以立即反饋問題的選項，應

用於同儕教學法（Peer Instruction）中。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採用無線

載具讓 IRS 即時反饋系統發揮最大的

效能，讓老師在課堂教學活動中，隨

時統計學生反饋的結果和比例，立即

掌握全班學生的學習情況，並隨時調

整授課編排與進度。 

而在臺灣最早係因應中小學「班

班有電腦」之教育政策推展，中央大

學於 2000 年開發完成「按按按」

（EduClick）高互動遙控教學環境，在

課程教學歷程中以 IRS 即時反饋系統

進行評量，能透過此模式快速瞭解學

生學習情形，並針對學生學習困境以

進行補充說明與解答疑惑。現今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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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已於中央大學、嘉義大學、臺灣

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等多所大

專校院建置採用。龔心怡（2016）指

出，即時回饋系統是一種促進課堂學

生反映的教學輔助系統，以教師而

言，在課堂教學活動中，教師能透過

IRS 系統立即獲得學生的反饋結果，進

而掌握學生學習情況；對學生而言，

學習不再只是單向的接收，藉由反饋

系統的結果可得知是否清楚學會其觀

念，亦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生即時反饋系統的運用，其能

提高學生成績，能營造互動性較高的

學習氛圍，同時研究亦顯示若藉由活

動遊戲的方式進行，將有利於學生的

學習成效、動機及課堂氣氛的呈現

（Wang, Elvemo, & Gamnes, 2014）。職

此之故，本研究首先介紹資訊融入教

學之相關理論；其次，提出運用即時

反饋系統於大學課程教學之策略；再

者，析論 IRS 教學即時反饋系統之優

劣；最後，提出相關結語。 

二、資訊融入教學之概念 

近年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Instruction）在國內外已廣泛展現

運用在各級制教育場域中，加上近年

興起「磨課師」大規模免費線上開放

式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 與 翻 轉 教 室 （ flipped 
classroom）逐漸興起，國內外專家學

者逐漸重視電腦整合教學（Computer 
Integrated Instruction ）與科技整合

（Technology Integration）來強調資訊

科技運用在教學的重要性。林立傑

（2011）即指出，未來的教育發展變

動性大、且持續不斷地演變中，生命

週期轉化快速，因此「智慧型教室」

當下雖沒有特定明確的規格，但隱含

以下未來學習的重點核心關鍵概念：

1.高效率的互動、2.多元個人化學習、

3.真實學習情境模擬、4.協同合作學

習、5.分享與再利用、6.開放與連結。 

在資訊科技中，資訊融入教學的

概念係能隨時隨地藉由電腦、智慧型

手機或平板等相關資訊軟硬體媒介取

得資源運用之教學方式。Intel 在 2010
年發表的雲端運算白皮書教育雲便提

及，傳播教育服務（School, IT, & Cloud 
Computing）認為雲端教育能改變傳統

教育媒介，且降低使用者成本，並且

培養 21 世紀新的工作能力，除此之外

透過資訊科技可以快速相互分享教育

資源（Fogel, 2010；Solomon, 2013）。
張國恩(1999)認為適用於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教材範圍應包含下列 8 項：

1.抽象教材轉成視覺化的教材、2.需要

培育從事實務演練的經驗、3.學校無法

提供問題解決的環境、4.學校所欠缺老

師的一些學科、5.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6.自我診斷或自我評量、7.學習能力的

發展、8.社會技能的學習。 

Brooks 與 Normore（2010）指出，

教師的資訊素養將有助於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亦對個人生活學習以至專業

發展皆有所助益。以大專院校而言，

教師資訊素養的能力不僅呈現於課堂

中，亦能在其研究中發揮功用，如國

際科技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便提出教

師資訊素養能力之相關規範，其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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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認為教師應能利用各類資訊科技增

加 或 強 化 其 產 出 或 與 研 究 結 果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8）。另外，從相關研究

可發現，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各級學校

及各類專長項目中的運用已蔚為風

氣，並且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蔡文榮，2012；龔心怡，2016；Casey & 
Jones, 2011；Parton & Light, 2010)。 

資訊融入教學的概念，係指應用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科學方式，亦是資

訊科技融入課程、教材與教學中，讓

資訊工具成為教學或學習工具，提供

學習者有意義的學習歷程，達成學習

目標或增進教與學之成效，增強其學

習興趣。例如 IRS 即時回饋系統，係

運用科技輔助的互動式學習理念，所

開發的一種高互動即時回饋系統，其

最大優勢在於可立即掌握學生學習狀

況，教師能透過互動進行教學編排調

整或教學進度修正。準此以觀，透過

即時回饋系統能在教學場域中，促進

學生反應與討論的教學輔助模式，並

運用電子載具（例如手機、平板等手

持設備），搭配教室中既有的硬體，例

如：電腦與顯示器，讓學生能即時反

饋相關資訊給老師的一種教學應用系

統；軟體部份可以提供教師事先編製

選擇題檔案，並透過螢幕呈現教學及

提問的內容，引導學生按下反饋裝置

（電子載具）的按鈕選擇答案，系統

也可以同時蒐集學生的答案，也能展

示所有答案的方式呈現全班學生的作

答結果，因此，即時回饋系統可以算

是近幾年來改善課堂教學品質最重要

的資訊應用設備之一（陳寶山，2008；
黃讚松，2014）。 

三、析論 IRS教學即時反饋系統

之優劣 

根據相關研究發現（黃讚松，

2014；陳寶山，2008；蔡文榮，2012；
龔心怡，2016；Beatty, Gerace, Leonard, 
& Dufresne, 2006；Chang, Chen, & Hsu, 
2012）， IRS 即時反饋系統的優缺點分

述如下：  

(一) IRS 即時反饋系統的優點 

1. 可增進師生互動，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與學生學習興趣。 

2. 促使學生轉變為主動學習者，教學

方式能更加多元與活潑。 

3. 教學方式、學習管道及測驗評量多

元化，能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專注

力。 

4. 教師能立即掌握學生的學習成

效，並能即時調整教學策略。 

5. 可增進師生教學互動與提供評量

的便利性。 

6. 具有學習歷程紀錄功能，可立即針

對學生表現，進行診斷並實施補救

教學。 

7. 採形成性評量方式，能即時施測並

減輕學生壓力，評量結果更準確。 

(二) IRS 即時反饋系統的缺點及使用

限制 

1. 教學設備裝置費用高，較難推廣至

各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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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決教室網路訊號強弱，可能無法

即時操作，影響教學成效。 

3. 操作具有門檻、硬體需維護，須有

手機、電腦、平板等相關硬體設

備。 

4. IRS 即時反饋系統的教學成效易受

課程難易度影響。  

5. 缺乏題庫內容，教師須自製教材，

負擔較重。  

6. 測驗評量之題型設計受限於選擇

題形式、問答題形式。 

7. 教師對資訊設備與系統介面操作

不熟悉，將造成教師不願使用教

學。 

8. 學習歷程紀錄缺乏整合性或高階

統計分析功能，尚須搭配其他軟體

進行分析。  

綜觀上述優缺點可知，不論是從

學生的學習動機或是學習態度來看，

對於教師教學成效皆具正向相關性，

透過 IRS 即時反饋系統的運用，能提

升課堂教學與學習氛圍之熱絡與融

洽。另外，亦可增進教學評量之便利

性與多元性，搭配相關統計分析軟體

分析學生學習成效，亦可使教師能輕

易覺察學生之學習困難處或整體學生

之學習情形，進行即時性診斷並實施

補救教學。而缺點的部分，主要為軟

體及教學設備裝置費用高。 

 

 

四、運用即時反饋系統於大學課

程教學之策略 

觀諸相關研究文獻可知，IRS 具有

即時回饋性，能讓大專校院教師與學

生立即性互動交流，並能提升學生主

動參與及課堂學習之專注力(劉子鍵

2006 ； Wang, Elvemo, & Gamnes, 
2014)。在課堂教學活動中，IRS 對於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都有正面之幫助

與成效。IRS 系統之特色在於具備展示

動態投影片的環境與立即同步回饋的

功能，將其應用在教學評量上，除了

節省紙筆測驗作答與批閱時間，亦可

即時瞭解學生學習成效或認知狀態，

使教師能力及提供協助或概念澄清(劉
子鍵、朱慶琪、林怡均，2007)，進而

提升形成性評量之效率。在相關的教

學研究中指出，若能在課程教學歷程

中善用即時反饋系統，將能提升學習

成效(蔡文榮，2012；Wang, Elvemo, & 
Gamnes, 2014)。 

端視目前高等教育之教學實務場

域中，「IRS」即時回饋教學系統能更加

完備與學生之互動參與及診斷評量，例

如：教師可先將測驗題項整合於資訊軟

體介面，在教學歷程中讓評量內容轉化

成電腦多媒體方式呈現在學生眼前，讓

學生能在課程教學歷程中即時評量，在

教室便可利用電腦、遙控器、平板及手

機等相關通訊設備進行測驗。透過此教

學軟體相關介面功能，可記錄每位學生

作答情形、顯示答題正確率之百分比，

以及各題項之作答情形，可作為教師評

量學生概念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之歷

程。另外，IRS 即時回饋教學系統可將

相關資訊交流即時彙整至學習歷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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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將上課活動歷程之學習資料完整

記錄，並可整合課後活動，如線上評

量、教學教材瀏覽、線上作業繳交等，

提供教師完整且方便之管理工具，能使

教學活動歷程整合，進而達成教學活動

歷程完整記錄。 

本研究嘗試提出即時反饋系統運

用在大學課程教學之建議做法，以增益

高等教育課程教學之流暢與成效，茲就

析論如下： 

(一) 課程教學前的準備 

有關課程教學前的準備分為教師

面向與學生面向，教師須先瞭解學生

的先備知識、進行課程教學內容之編

排、引導學生主動預習以及評估前次

學生學習成效，例如採取提問教學、

發現教學法；學生應培養自主學習能

力、課前預習瀏覽以及完成前次作業

練習。另外，教師可利用 IRS 即時反

饋系統驗收課前預習成果獲得學生前

次學習成效，並利用設計重點題庫進

行重點提示與刺激學生主動學習。 

(二) 課程教學活動的進行 

在教學歷程中，教師可將 IRS 即時

反饋系統穿插在課堂主題活動中，如即

問即答、挑人作答、分組作答等方式，

透過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問題探究，能即

時掌握學生學習瞭解程度，並增進師生

互動機會與學生學習專注力，抑或採用

同儕教學法，讓學生同儕間相互討論與

分享，進行相互引導學習，使課堂教學

情境更加豐富多元化，提供每位學生均

有作答機會並使教學流暢。 

(三) 課堂結束後的回饋 

教師在課程結束前，可運用不同

評量模式掌握學生學習情形，作為教

師課程單元主題進度調整，並可讓學

生瞭解自身對於課程內容吸收的程度

進而主動思考與討論，教師亦可採取

課後即時補救教學方式或針對學生學

習困難處進行講解與補充說明。另

外，透過 IRS 即時反饋系統之學習歷

程紀錄功能，透過縱貫性學習歷程結

果之統計圖表分析，可發現學生學習

歷程並進行診斷與適時介入輔導教

學。 

準此以觀，透過 IRS 即時回饋教

學系統可提供教師作課前的安置性測

驗，針對舊經驗或課堂教學的認知概

念在課堂中進行的診斷測驗，提供教

師瞭解教學活動進行中學生的認知發

展情形，以作為教學檢視，並引導學

生課前預備學習；在課程教學活動

中，能增進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專注

力，並透過練習活動得到立即性回

饋，使學生能針對問題思考並進行更

深層之概念理解，讓教學歷程更加流

暢；課後可透過隨堂測驗或作業，可

使教師掌握學生學習情況並調整授課

之進度與步調，讓學生不再僅是單向

接收，而達成藉由反饋系統的呈現，

創造良好討論互動之學習氛圍。職此

之故，IRS 即時反饋系統是近年來改善

課程教學品質重要的資訊應用設備之

一，除了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同時能

統計學生答題的狀況，進而分析其學

習成效，並可適時進行補救教學或問

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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