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二： 

曾慈慧副教授 

一、整體目標達成情形 

（一）在教學部分具有創新與實踐目標。 

    110年度已開設了「環境心理／行為學研究與專案 The issues and practices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Behavior」、「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Cultural Tourism」、「觀光管理理論與實務 Tourism Management 

Principle and Practice」、「社會探究與實作 Inquiry-based Learning in Social 

Studies」、「E-STEAM環境為主的 STEAM教育實踐 E-STEAM educational 

practice」、「環境教育研究的分析與評論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等六門課。其中，有兩門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分別為「觀光管理理論

與實務 Tourism Management Principle and Practice」開設在清華學院國際學分

班，以及「社會探究與實作 Inquiry-based Learning in Social Studies」開設在師培

中心的雙語課程，其餘的課程街開設在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所有課程以理論

教學、分組討論以及田野實踐方式進行，具有課堂講授、田野實察、軟體學習

工作坊與演講，部分課程因應疫情關係課程以實體及線上方式進行。 

（二）學習部份培養思辨與實作能力。 

    「環境心理／行為學研究與專案」課程參訪了臺北的安藤忠雄建築感，體

現展場的規劃與安藤忠雄作品的光影設計。「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與「觀光

管理理論與實務」原預定兩天一夜的田野實察課程，因為疫情的關係，改以

Google Street Map進行線上導覽與田調，是種疫情時代的新教學方式。此兩門

課程的同學必須針對異國觀光的旅遊需求，規劃出不同天數與預算的旅遊行

程。「E-STEAM環境為主的 STEAM教育實踐」、「環境教育研究的分析與評

論」等課程透過資源盤點，對台灣的國家公園進行環境調查並實際參與環境教

育活動，最後規劃出符合臺灣現況的兒童巡守員手冊，並以該手冊舉辦兒童環

境教育營隊，學生由學習者躍生為教學者，是種最好的鷹架學習。「社會探究

與實作」以培訓師資的觀點，讓學生採用任務導向學習法，節何美感教育以及

社會環境中實際問題，提出一套教學方案。 

(三) 理論與技術的結合 

    以上課程培養學生在地實踐之環境規劃與管理能力以及資源盤點及分析技

巧，以在地實踐的連結進行環境教育及社會實踐應用相關作為，深化環境教育

素養。 

 

二、 產生之成效與成果(量及質化敍述) 

 (一)於授課教師教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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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筆記型電腦從事田野調查以及行動學習，進行線上教學或影像處理，後

製成為非同步教材。 

2.教師對「環境心理／行為學研究與專案」、「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觀

光管理理論與實務」、「社會探究與實作」、「E-STEAM環境為主的STEAM教育

實踐」、「環境教育研究的分析與評論」課程建構了實體與線上課程相關教材

與教學方法。 

（二）學生學習成效部份。 

1.本年度碩士班課程選修人數達3人-20人，大學部課程選修課程人數為13人-30

人。 

2.大學部學生透過課程學習資訊軟體能力，並且應用於環境教育以及規劃設

計，提升資訊融入本系課程的實踐力。 

3.學生參與校內外演講以及學習講座，學習最新的環境議題、研究方法或公部門

相關政策，有助於釐清職涯方向、認識產業現狀，必修或者選修課程至少兩場學

習講座。如中國醫藥大學張芸甄教授主講「統合分析之護理研究：系統性文獻分

析法之應用」；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城鄉環境學系楊育安介紹「GIS地理資訊系統

延伸軟體之應用」；Alex Lin以Google Street Map帶領大家調查老街以及該地的人

文地理與歷史；美國馬里蘭大學Areil Lin博士介紹「跨領域教學以及何謂STEAM教

育」；師大地理系吳秉升教授演講「Inquiry base learning in Geography」；師大餐

旅所所長林儷蓉教授演講「 The application of board game in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台北大學不動產城鄉系游舜德教授演講「Social economic issues in 

elementary school」；元智大學藝設系黃琬雯教授介紹「場域中的美感教育實作」，

以及高師大教育所劉世閔教授親授師生如何使用質性分析軟體；本校邱富源教授

介紹何為STEAM教育。 

4.透過課程安排以及課堂數位資訊能力的養成，深化碩班同學研究能力以及大

學部同學具備環境素養，以及環境議題中的調查、規劃與管理能力。 

5.課程中的田野實察以找尋現地問題，帶領學生進行任務導向的教學，並將學

術理論用於解決實際環境問題。例如前往中壢馬祖新村參訪，並參與美感教育

工作坊。 

6.結合課程設計並透過期末報告發表、展演或者參加研討會，讓學生學習參與

大型會議與研討能力。1位學生參與第24屆休閒、 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

際論壇發表論文，獲得大會最佳論文獎；2位學生參第32屆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

國際交流研討會標表論文 

 

  



三、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期末成果 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的跨文化學習 

  

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作業：小小考古學

家手冊 

文化觀光理論與實務作業：小小考古

學家手冊 



 

 

觀光管理理論與實務報告：針對台灣遊客規劃五天四夜自己國家個觀光行程 

 

 

課堂小額補助：統合分析之護理研究：系統性文獻分析法之應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延伸軟體之應用 觀光管理理論與實務線上田野調查演講 



  

Dr. Ariel Lin社會探究與實作課程演

講 

Dr. Wu: Inquiry base learning in Geography 

  

Dr. Lin: The application of board game 

in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Dr. You: Social economic issues in 

elementary schoo 



  

NVIVO R. 1.NVIVO R. 17實作、運用與解說 

 

 

社會領域中的美感教育及實作工作坊 



 

 

邱富源教授演講 STEAM教育 學生於研討會發表獲獎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