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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目前為臺北市某補習班的生

物科教師，補習班的課程是將教學時

數集中，在三小時內讓學生有系統的

吸收知識，減少盲目摸索。而囿於補

習班課程教學時數集中，又有一定以

上的人數，教師必須有效的規劃課程

且善用教學資源，才能使學生在有限

的課堂時間內，有系統的讓學生理解

課程內容並且提升學習成效。若課後

評量才發現學生學習成效不彰，再來

進行補救教學，會造成時間上的浪費

又消磨學生的體力。 

近年來，不論是歐美或者是國內

教育發展的趨勢，都逐漸將教學方式

改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

式，希望學生可以積極參與課堂討

論，並且強調師生間和學生間的互

動，積極的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精

神為目標（d’Inverno, Davis, & White, 
2003; Poirier & Feldman, 2007; Rocca, 
2010）。因筆者過去常以講述方式授

課，為了不讓學生習慣於在課堂中扮

演被動的聆聽者角色，加上智慧型手

機與行動網路的普及，鼓勵自攜裝置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結
合教室現場教學（蔡銘修，2014），筆

者想要嘗試利用即時回饋系統輔助補

習班教學。 

 

所謂即時回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 是一種

透過電子裝置（如智慧型手機等行動

裝置），讓學生即時回饋資訊給教師的

一種應用系統；即時回饋系統讓學生

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即時表達意見，

系統可自動統計學生的回答情形，讓

教師立即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生

藉由回饋系統得知自己學習狀況，因

此即時回饋系統可提供師生在課堂上

即時互動的管道（龔心怡，2016）。 

即時回饋系統的優點除了即時回

饋，讓學生有表達意見的通道外，亦可

增加課堂上的互動性和參與感，加深學

生對議題討論的思考和上課內容的了

解程度，以及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

對課堂活動的投入程度，更增添課堂上

的趣味性（黃建翔，2017）。由於即時

回饋系統有助於授課教師即時掌握學

生的學習情形，因此本文將闡述筆者使

用即時回饋系統輔助補習班生物科教

學的實施情形、實施過程的困難處與修

正方式、以及學生使用後的回饋。 

二、即時回饋系統輔助補習班生

物科教學 

(一) 即時回饋系統選用 

目前國內在教育場域常用的即時

回饋系統大致為 Socrative、Kahoot、
Plickers、Quizizz、Zuvio 等，這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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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共同特色是只要能上網的工具就

能使用，因此除了支援目前行動裝置

常見的作業系統 Android 及 IOS 外，

亦可以使用 Windows 電腦透過任何網

路瀏覽器來進行。但各即時回饋系統

仍有其不同的特色，例如 Socrative 題

目出現於行動載具中，因此教學現場

不須提供所有學生都能看到的顯示設

備(液晶螢幕或投影機等)，常用於高等

教育；反之 Kahoot、Plickers 就一定需

要在現場有共同顯示設備才能進行，

Kahoot 的搶答方式強調遊戲性，但其

最長 2 分鐘的答題時間，造成了一些

如數學、理工科目等需要時間運算題

目的使用限制；Plickers 讓學生使用紙

卡回答，由教師使用手機掃描，減少

了學生上課使用手機亦造成分心的缺

點，卻也限制了題型只能是選擇題和

是非題；Quizizz 和 Socrative 使用方式

近似，好處是可以提供特定時間開放

或關閉讓學生回答，因此有些教師將

其當成課後作業使用；Zuvio 為國內自

行研發，一開始用於大專院校等高等

教育，因其介面為正體中文，相較於

其他即時回饋系統均為英文而言，較

易讓國內教師接受，故近幾年許多中

小學教師也開始使用，筆者此次也使

用 Zuvio 系統輔助課堂教學。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可支援多種

題型設計，除了一般教師們常用的選

擇題和是非題外，也可以設定問答題

和題組題，開放性的問答題可以應用

在多元評量上，題組題則可使題型設

計上更為靈活。該系統即時記錄學生

的作答紀錄後，立即呈現統計結果，

除了讓教師可以立即得知學生的學習

情況，也可以匯出資料統計，進而調

整教學進度。該系統也提供不同種隨

機抽點模式，可針對全班同學隨機抽

點，也可針對單題選項投票的同學抽

點，一次可以抽點多人，有助於增加

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以及促進師生

間和同儕間的互動交流。 

(二) 實施方式 

1. 課堂開始：預習 

進入單元主題之前，先讓學生登

入 Zuvio 回答教師事先編寫好的前測

題，隨後公布全班答題的結果，可做

為暖身活動，評估和了解學生所具備

的先備知識之用。 

2. 課堂中段：掌握 

筆者將每個單元根據概念拆成數

個小單元，依照內容編制 Zuvio 隨堂練

習，每個小單元所搭配的隨堂練習由 5
到 10 題不等。Zuvio 隨堂練習的內容

是以觀念型的題目為主，加上基本題

型，每個小單元講解後，立即進入

Zuvio 系統進行線上作答，教師依據系

統所統計的回答情況來進行不同程度

的回饋和補充；若遇到某個題目學生

答對率不高，除了仔細講解該題目

外，亦會對該單元的內容重點再重新

整理一次；反之，則會加快講解的速

度，進入下個小單元。 

3. 課堂結束：評量 

在單元主題結束前統整當天授課

內容，確認學生是否正確理解內容。

因此除了準備課後作業，讓學生可以

於課後練習找出學習盲點外，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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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詳解於 Zuvio 上讓學生複習之

用。同時並鼓勵學生在討論區提出問

題和同學討論，教師會依學生討論的

情況再給予回饋或修正觀念。 

(三) 實施過程的困難和修正 

1. 未攜帶行動載具：基於自攜裝置的

概念，上課使用的行動載具是學生

自備，偶有學生會忘記攜帶行動載

具，導致無法進入 Zuvio 作答。 

 修正方法： 

補習班提供三部平板電腦讓

學生可以於上課時使用。 

2. 無線網路不穩定：上課地點提供無

線網路，但仍有學生表示網路不穩

或者是效率有時不好。 

 修正方法： 

補習班增添兩台無線基地台

並且設定密碼，每次上課更換新

的密碼，上課前才公布，避免有

非該班上課的學生占用無線網

路。 

3. 使用手機分心：由於 Zuvio 必須透

過網路使用，對國中生來說能使用

手機又能上網是極大的誘惑，常發

現學生在上課時間開啟其他的程

式，影響上課專注度。 

 修正方法： 

非作答的時間要求學生將行

動載具放在桌面上，不能拿在手

上或抽屜中。 

4. 學生反應題目變得比平時上課多

了很多，感覺壓力變大。而且每次

只能看到一個題目，無法像紙本的

時候一樣可以比較，作答時覺得變

得困難許多。 

 修正方法： 

(1) 減少題數，並且利用 Zuvio 可以在

題目中增加彩色圖片特色，幫助

學生理解題意。 

(2) 在測驗後的回饋和補充時，利用

Zuvio 隨機抽點答錯的學生回答

問題，確認學生有正確理解。 

5. Zuvio 有作答時間的限制，有學生

反應增加學習壓力和緊張感。過去

使用紙本作答時，若有未作答完畢

的題目，學生可以繼續作答。有些

學生反應有些人總是作答很慢，導

致影響到上課時間。 

 修正方法： 

(1) 教師會依據學生作答完畢後將行

動載具放在桌面上的人數來控制

是否增加時間，避免學生有壓力

和莫名緊張感。 

(2) 在屏幕上顯示有多少人已經作答

完畢，使本來會拖拖拉拉的學生

加速完成作答，以加快進行速

度。 

(四) 實施結果 

1. 讓學生勇於發問：剛開始實施的

時候遇到很多情況和問題，在調

整方法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發

現，這種上課的方式比傳統上課

方式讓學生覺得輕鬆愉快，不再

只是單方面聽教師講解。另藉由

回饋區和討論區和老師同學討

論，可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讓學

生勇於發問。有學生提到：「和老

師同學有互動比較會專心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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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敢問問題，可以和同學討論

覺得很不錯。」 

2. 激發學生的學習意願：系統馬上

知道對錯用圖表顯示出來，增加

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成就感。

過程中甚至有同學告訴筆者說：

「上課太有趣，現在上課都不會

分心了。」筆者也觀察到，即便

在非上課時間學生也會討論做錯

的題目，學生藉由討論把正確的

觀念建立起來。學生回饋：「可以

馬上知道對錯，會激起我的勝負

慾；做對的題目越多就會感覺自

己越來越厲害了。」 

三、結語 

筆者會想使用即時回饋系統輔助

生物科教學，最初想法是希望能夠快

速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利調整教

學進度和課程安排。但實際使用後發

現，一開始雖然有學生表示時間不夠

會造成壓力和緊張，但隨著對軟體的

熟悉和時間的調整，讓學生越來越熟

悉系統，作答速度也越來越快。而課

程進行中的互動性能提升學生的專心

程度，學生能立即得知答對與否亦能

提升其在學習上的成就感，因此作為

課堂教學輔具的適用性是受到學生肯

定的。 

此外，筆者認為相較於學校，即

時回饋系統在補習班是較易推行的。

當前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發、互動、

共好」基本理念中的互動即為「溝通

互動」，其下亦包含「科技資訊與媒體

素養」項目（范信賢，2016），因此許

多中小學教師也開始在課堂中使用即

時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但就筆者曾任

國中生物科教師的經驗，雖然一週有

三堂課，但可能是考量中小學生的專

心程度，通常會拆成三個上課時段，

每堂課 45 分鐘，較少有連堂上課的排

課方式。在短短 45 分鐘內要授課教師

依照課程進度講解課程，然後再使用

即時回饋系統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對一些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操作較不熟

悉的教師而言實屬不易。而因補習班

教學時數較長且集中，在時間充裕的

情況下比較適合使用即時回饋系統，

即使進行需花費較長時間的問答題或

回饋討論，也都能完整進行，因此比

學校課堂的使用更為有利。 

筆者亦考量補習班給人的既定印

象往往是給學生過多題目，且反覆演

練讓學生達到一定的學習成就，導致

學生只會解答題目也只想做題目，卻

沒有深入高層次的思考而失去了學習

的本意。如果再導入即時回饋系統，

是否會更加重學生此種錯誤的思維?

為了避免此種現象對學生日後的學習

會有不良的影響，筆者在題目設計中

除了選擇題外，亦設計了問答題與題

組題等需要高層次思考的題型，以及

要求學生在回饋區中張貼自己的實驗

成果和分享做實驗的經驗。也建議日

後有意願使用回饋系統的教師，在給

學生的回饋上，應提供相關補充資料

和討論議題，鼓勵學生用更開放的學

習態度主動學習，提供學生課外相關

的閱讀資料，讓學生的思考可以更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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