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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新時代的進步下，解決學用落差問題，培養未來所需人才，CDIO 強調的

是學生能夠擁有專業的知識，以及職場所需的即戰力，面臨新型態的教育方式，

期望透過此研究實做，探討其成效及可行性。逢甲大學外文系試圖延伸運用 CDIO

概念融入課程當中，以實際的課題讓學生去做操作，融合語言學概論及成語修辭

兩門課，期望學生運用製作繪本的媒介能從中學習、整合兩堂課中的知識，培育

學生掌握扎實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透過主動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方

法，以及團隊合作式共享知識並獲得所需具備的相關能力，以達成兩門課程的教

學目標。 跨領域學習為教育部在 2017 年所推出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當中的推動

重點之一。而能延伸應用到不同學院、不同科系，甚至是外文系。本課程的結合

是基於深信 CDIO 模式是一套可以學習、方便應用、清楚又有效的指導原則。 

 

(1)目的: 透過結合語言學概論融合語言學概論及成語修辭兩門課，期望學生學習

跨領域運用。 

(2)過程及方法: 事後設立問卷，讓學生填寫，藉此探討 CDIO 在兩門課中的運用

成效。 

(3)結果: 能夠透過作業實作更能去熟悉並活用跨領域課程，進而發現學習內容就

在我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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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CDIO、跨科目學習 

Abstract 

Under the progress of the new er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earning gaps and cultivate 

the talents needed in the future, CDIO emphasizes that students can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ies needed of workplace. They are faced with a new type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is implemented to explore its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Feng Chia University is trying to extend the use of 

CDIO concepts into the curriculum, using practical topics for students to do operations, 

integrating two courses of linguistics and idioms and rhetoric, and expect students to use 

the medium of making picture books to learn from and integrate the two cours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s of the two courses, students will be trained to master solid basic 

theori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active problem-solving-oriented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as teamwork to share knowledge and acquire the necessary skills.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tensive program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7. And can be 

extended to different colleges,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eve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CDIO 

model is a set of guiding principles that can be learned, easily applied, clear and effective. 

(1) Purpose: By combining the two courses of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and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and Idioms and Rhetoric,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cross-field 

applications. 

(2) Process and method: A questionnaire was set up afterwards for students to fill in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DIO in the two courses. 

(3) Result: Through homework practice, we can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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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domain courses, and then find that the learning content is in our daily life. 

Keyword：CDIO, Cross-Subjec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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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新時代的進步下，教育的方式也不斷在進行調整及改變， 2004 年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為培養學生整合專業知識與實作能力，解決學用落差問題，培養未來所需

人才，與瑞典皇家工學院、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和瑞典林雪平大學共同規劃

CDIO (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 CDIO)教育架構，CDIO 強調的是學

生能夠擁有專業的知識，以及職場所需的即戰力，面臨新型態的教育方式，期望

透過此研究實做，探討其成效及可行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逢甲大學外文系試圖延伸運用 CDIO 概念融入課程當中，以實際的課題讓學生去

做操作，融合語言學概論及成語修辭兩門課，期望學生運用製作繪本的媒介能從

中學習、整合兩堂課中的知識，並在事後設立問卷，讓學生填寫，藉此探討 CDIO

在兩門課中的運用成效。 

第二章 文獻探討 

CDIO 主要用於機械系、電子係、資訊系等工業工程科目。採用 CDIO 的主要目

的為讓工程教育更嚴謹、在教育設計上更有系統的方法論、希望讓課程更具設計

計創新內容。CDIO 工程教育雖然是針對工程教育而發，但其基本精髓可以具體

應用在所有不同學科或課程上。語言學概論這門課程不只針對單一課程的學習，

而是整合成語修辭這堂課所學的知識導入 MIT 工程教育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以分別代表構思 (Conceive)、設計

(Design)、實現(Implement)、運作(Operate)用於現有課程的設計 (Crawley, 

Malmqvist, Ostlund, Brodeur & Edstrom, 2014)。它把 CDIO 的精神同時融入在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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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習，培育學生掌握扎實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透過主動解決實際問題為

導向的學習方法，以及團隊合作式共享知識並獲得所需具備的相關能力，以達成

兩門課程的教學目標。 

 

跨領域學習為教育部在 2017 年所推出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當中的推動重點之

一。 高等教育問題之一在於大專院校學生較缺乏跨領域交流及整合知識的能

力。深耕計畫的發展願景在於大學教育應以能解決問題、具有跨領域綜整能力人

才為培育的第一優先。跨領域學習在美國從 1980 年代開始大學課程廣泛採用。

而在以知識經濟為主及國際化的時代，T 型人才是未來的主流。T 型人才為哈佛

教授巴登（Dorothy Barton）所提出，T 字形的一橫代表著跨領域及跨知識的學

習廣度，一豎為專精的深度。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的陳俊太教授在 2019 年

進行了科學與藝術的跨領域學習課程，看似在天平兩端的專業，但其實藝術之於

科學是不可缺的關係，利用科學實驗並以電子顯微鏡所拍攝的數據影像與藝術作

結合，將化學知識結合藝術創作 (陳俊太，2019)。 

雖然以工程專案的生命週期過程為載體來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能力、個人職業道

德、學術知識集運用知識解決問題能力、終身學習能力、溝通能力及掌握複雜系

統的能力是 CDIO 工程教育的精神 (Zhai, Zhou, &amp; Chen, 2016)。但是 CDIO

精神不限於工程教育，而能延伸應用到不同學院、不同科系，甚至是外文系。本

課程的結合是基於深信 CDIO 模式是一套可以學習、方便應用、清楚又有效的指

導原則。 

第三章 跨科目共同創作之構想 

第一節 故事的架構及故事背景之方向 

本篇故事背景為一個由動物們組成的架空世界，故事從動物國小一項種植植物的

寒假作業開始，以此為主軸，描述主角 Teddy 在完成作業過程中發生的各種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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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的小插曲。故事主角 Teddy 在過程中逐漸學習到培養植物的要領，在心態上

有很大的成長和進步，也因此幫助了困擾中的好朋友 Houyhnhnms，最後一起完

成了種植作業。故事中採用各樣英文單詞中同音異義的特性來增加趣味性，也適

當使用了各式片語使對話更生動，希望這個可愛、有趣的故事，能引起讀者的興

趣和共鳴。 

第二節 角色雛形的設定 

由於本篇跨領域共同之創作的主題著重在於同儕之間互相幫助，我們設定主角為

一所動物學校的熊，名字為 Teddy。我們將 Teddy 設定為一隻總是面帶微笑保持

愉快心情的熊，並且穿著褲子。我們設定 Teddy 的好朋友為同所動物學校的馬，

名字為 Houyhnhnms。由於劇情內是述說與他人的差異以及互相成長，在格列佛

遊記中，Houyhnhnms 是智慧馬，但是卻缺少個人意志以及獨特風格，所以我們

將 Teddy 的馬朋友名字取為 Houyhnhnms，希望 Houyhnhnms 在與朋友之間共同

學習能夠得到屬於自己的收穫。Houyhnhnms 並不是常常帶著笑容，但卻很認真

向上。Teddy 的媽媽以一隻戴著眼鏡、有捲髮、穿著粉紅色裙子的熊詮釋，透過

表情變化透露母愛以及母愛的重要性。動物學校的老師是一隻貓頭鷹，以簡易線

條設計並且拿著一隻教學棍子，象徵師長在學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CDIO 用於跨科目學習的成效 

8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20 年） 

第四章 實作 

第一節 共同創作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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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與統計成果分析 

 

問卷的前三題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 (Likert scale) 這是一種心理反應量表，常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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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使用，而且是目前調查研究中使用最廣泛的量表。當受測者回答此類問卷的

項目時，他們具體的指出自己對該項陳述的認同程度。來進行，而第四題則是用

問答題讓受訪者做不設限的開放性回答。大約 25 位受訪者同意 CDIO 用於跨科

目學習是有成效的，在進行的過程中幫助他們學習更加清晰，也更有趣好玩，12

位表示無意見，CDIO 用於跨學科的學習對此類受訪者來說並無特別顯著的感受

及效果。問答題的部分，不贊同有成效的受訪者表示，以 CDIO 來進行跨科目學

習需要多一點的時間讓各組去分工，同組的組員也不一定是同個年級或系所，因

為此次 CDIO 的合作為語言學概論(一)(二年級必修)與英文成語與修辭策略(選修)

來配合，修習這兩堂的同學不盡相同。兩堂課的作業分組之間應有更好的協調管

道及時間的安排，任課老師可能會需要用課外的時間來讓分組或是活動的進行更

加流暢，否則綜合所有因素後，對於所有人的安排有些窒礙難行。贊同有成效的

受訪者表示，能夠透過作業實作不單單只是學習課本上的知識，更能去熟悉並活

用課程，幫助日後在生活中也能找到一些部分能運用課程中的所學，進而發現學

習內容就在我們日常中，讓內容不光只是運用在考試及課堂中，綜合上述受訪者

數據及回應，我們認為將 CDIO 運用於課堂中是大多數學生樂見其成的， 他們

認為是更有助於學習的。但在分組和時間安排上可能可以再做其他的調整，但總

體來說對於學習的效果對大多數同學來說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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