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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學習法於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跨領域專題課程之應用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彰化縣社頭鄉以往被譽為「襪子的故鄉」，在最鼎盛時期擁有六百餘家織襪廠商。近年則因為

經營環境的改變與鄰國的競爭，許多織襪廠商因此倒閉，僅存者也面臨激烈的生存挑戰。因

此，彰化師範大學以彰化縣社頭鄉為實踐場域，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希望能協助在

地產業永續發展。透過問題診斷評估，發現大多數的社頭織襪廠商仍處於非常前期的數位發

展階段，這些以人際關係和傳統系統營運的廠商，在數位時代處於品牌銷售弱勢，但許多廠

商經過多年發展，在襪品機能與品質方面仍存在獨特性與多樣性。因此，社頭織襪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的重點工作之一，為協助社頭織襪廠商試行品牌形塑與電子商務。	

	

因此，自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開設電子商務專題課程。該課程

為跨領域專題課程，修習的學生來自企管、資管、會計、國文等不同系所，具備行銷、科技、

財務、文學等不同專長，以協助社頭織襪廠商經營電子商務為目標，學生分組運用不同專長

試行 logo 設計、商品拍攝、文案編輯、粉絲團經營、網路開店、及相關網路行銷活動。該課

程一方面使學生擴展學習場域，透過解決真實的企業問題及「做中學」，培育學生整合實作

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課程結束後，邀請學習成效較佳且有意願的學生加入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協助推動社頭織襪廠商品牌形塑與電子商務工作，一同關懷在地產業，培育

學生社會責任及實踐能力。	

	

然而，以解決在地產業真實問題、實踐社會責任為目標的跨領域專題課程，其教學深具挑戰

性。108 學年度所開設的電子商務專題課程，除了電子商務相關內容外，也介紹了社頭織襪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並安排社頭織襪廠商參訪活動，再以解決織襪廠商真實的電子商務

問題為目標，由學生以分組方式討論研擬解決方案。但由教室觀察及學生回饋，本計畫初步

觀察，由於跨領域專題中不同背景的參與者需要投注更多的時間心力進行討論整合，部分學

生也尚未能認同社會責任實踐，學習動機及參與意願因而受到影響，進而影響課程的學習成

效。	

	

因此，本計畫應用新的教學方法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協助學生進行跨領域溝通，以提昇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跨領域專題課程的學習成效。具體而言，本計畫應用競賽學習	

(competition	 learning)法，藉由電子商務競賽，激勵學生學習動機和意願，輔以線上社群討論

平台，納入在地人士共同討論，使學生統整運用所學，構思織襪廠商電子商務方案，培育學

生整合實作及社會實踐能力。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過去不同研究者討論了社會責任的教學方法。McKenna 和 Biloslavo	(2011)	 建議利用經驗學習

(practical	 learning)來發展學生的經驗、洞察力及應用技能。Kwak 和 Price	 (2012)	 運用專題同

儕教學(project-based	peer	teaching)來進行課程，並評估學生學習活動前後對社會責任的看法。

Tarabella 和 Burchi	 (2013)	 系統性整理個案，並建議以個案式學習(case-based	 learning)來進行

社會責任教學。Tokarcikova 等研究者(2015)則主張，社會責任的教學應與學生原有的學習活



動(例如，網頁設計，會計報表，行銷策略…等等)結合，並以此原則在 Slovakia 大學實際設計

社會責任相關課程。Gomez 等研究者(2018)則認為，社會責任教育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是重

要的挑戰，應同時考量理論與實踐需求，發展適時適地的方法。	

	

本計畫以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中跨領域專題課程「電子商務專題」為目標，探討

如何激勵學生學習動機，以提高課程學習成效。由於該課程以解決真實的企業及社區問題為

目標，一方面學生需要整合多領域的知識，一方面更需透過團隊合作，共同擬定解決問題的

方法。因此，本計畫提議應用近年受到重視的競賽學習(competition	 learning)法，來激勵學生

的學習動機以提高學習成效。競賽學習法是在一個模擬的環境中，讓學生親身經歷與實際環

境相同的決策與運作，透過參與競賽而達到學習效果之機制（Burguillo,	 2010）。過去的研究

（Burguillo,	2010）指出，競賽是依照自尊需求和獲得成就來激發學習者努力及意願的一種手

段，對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具有積極激勵的作用。透過競賽，學生可以自我強化專業知能，

因而得到提昇知能的競賽內學習效果。在完成競賽的過程中，學生也可以學到溝通藝術、挫

折管理、提昇信心與自我表達能力等競賽外的學習效果。因此，本計畫結合社頭織襪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所協辦的 2021Linker 競賽(詳見附件一)，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以提高課程的學

習成效。此外，如 Gomez 等研究者(2018)的討論，社會責任教育的教學方法應同時考量理論與

實踐需求，因此本計畫利用線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邀請在地社區與產業人士參與討論，

增加學生與在地人士溝通的機會，使學生有較長期而深入了解問題參與實踐的機會。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因此，本計畫應用競賽學習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輔以線上社群工具，使學生在教師及

社區人士的協助下，與同儕互動共同努力完成任務，提高學習成效並建立實踐社會責任的正

向態度。因此，本計畫提出以下假說：	

	

(1) 結合競賽學習法，能提高「電子商務專題」課程中學生的學習動機。	

(2) 結合競賽學習法，能提升「電子商務專題」課程中學生的學習成效。	

(3) 結合競賽學習法，能建立「電子商務專題」課程中學生對實踐社會責任的正向態度。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計畫以教育行動研究法為主，量化為輔來進行研究。教育行動研究法是由教育實務工作者

針對實際工作情境，探討所發生的實際問題，執行經過規劃的行動方案，並且持續改進實務

行動，監控並評鑑行動的實施結果，以改進其實務工作與工作情境的方法(蔡清田，2013)。教

育行動研究法的流程是一個規劃、行動、觀察與省思的循環過程，每個循環結束前需進行回

顧與省思，作為下一個循環重新規劃、行動、觀察與省思的基礎，持續進行直至課程現場教

學行動研究結束(Mills,	 2017)。因此，應用在本計畫，教師擇定三個任務，每一個任務做一個

循環，教師規劃設計與任務相關的數位教材，學生分組透過線上社群共同討論完成任務，教

師觀察線上社群討論，並邀請在地社區及產業人士參與，教師也搜集相關資料，進行省思與

檢討，改善教學設定，再實施下一個循環。	

	

本計畫以選修「電子商務專題」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本計畫於該課程前三週進行電子商

務簡介課程。第四週進行社頭織襪廠商參訪。第五週配合電子商務競賽，說明競賽規則與相

關工具使用。第六週至第九週共四週以「社頭織襪廠商電子商務規劃」為題，進行教學行動



研究第一循環，第十週至第十三週共四週以「社頭織襪廠商電子商務實作」為題，進行教學

行動研究第二循環，第十四週至第十七週共四週以「社頭織襪廠商電子商務營運」為題，進

行第三循環。教師協調學生進行異質分組，進入行動研究循環後，除了原有的電子商務課程

外，教師每週利用 1 小時的時間，與學生互動討論競賽任務。此外，每一個循環的最後一週

(九、十三、十七週)，各組參與電子商務競賽階段性評選，分別取得規劃、實作、營運的評審

分數與修正建議。第十八週則進行團隊成果評論分享。	

	

本計畫的研究工具，包括學生訪談大綱、學生觀察紀錄、競賽實作成果及社會責任量表。首

先，教師觀察過程中學習態度較差的學生，進行訪談整理成學生訪談大綱，以了解學生對課

程的理解、反應，並對學生做適當輔導。學生觀察紀錄則是針對分組線上討論，作摘要整理

及文字記錄。其次，透過電子商務競賽階段性評選，綜合評析學生規劃、實作、營運的專題

實作成果。最後，本計畫使用「結合專題導向式學習與線上社群以融入社會責任教育之行動

研究」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發展的大學社會責任量表(詳見附件二)，評估學生對社會責任的態

度。本計畫使用該量表時，在教學前先做前測，在課程結束後，再以相同的量表做後測，依

據前後測分數平均數的比較，來分析學生對社會責任的態度是否有正向的發展。	

	

本計畫整體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整體研究架構	

	

此 外 ， 本 計 畫 也 擴 充 社 頭 織 襪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實 踐 計 畫 產 官 學 社 區 溝 通 平 台

(http://usr.im.ncue.edu.tw)功能，在檔案管理部分加入合作共創功能，教師為每一個學生團隊在

溝通平台上開設一個工作群組，協助各團隊討論溝通合作共創。此外，教師亦邀請在地人士

加入線上社群，與學生溝通討論相關問題。線上工作群組討論如圖 2 所示。	



	
圖 2.	 工作群組討論	

 

1.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本計畫以修習「電子商務專題」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該課程共有 11 位學生選修，皆具有

網路使用經驗，成為本計畫資料收集的對象。因此，本計畫以社會責任量表為工具進行「量」

的統計，並以學生訪談大綱、學生觀察紀錄及競賽實作成果進行「質」的探討，分別說明如

下：	

	

(1)量化分析	

本計畫以社會責任量表為測驗工具，在教學前對參與本計畫的 11 位學生進行前測，並在學期

末再對同樣 11 位學生進行後測，經 t 檢定整理結果如表 1 所示。表 1 統計分析顯示，11 位學

生在教學後的學習動機及知識成效顯著優於教學前，顯示應用競賽學習法與線上社群的教學

方法，能提升「電子商務專題」課程中，學生對社會責任的學習動機及對社會責任知識的學

習成效。學生在教學後整體對社會責任的實踐態度優於教學前，但並未達顯著水準。本計畫

因此檢視不同性別對社會責任的實踐態度是否有所差異，結果顯示在教學前，女性對社會責

任的實踐態度顯著高於男性(p-value=0.0005**)，教學後則無顯著差別。亦即，在教學前後，男

性對社會責任的實踐態度有較大幅度的改善。此一有趣發現，將作為未來持續探討的議題。	

	

表 1.	 社會責任量表前後測結果	

評估目標	 前測	

(平均數)	

前測	

(標準差)	

後測	

(平均數)	

後測	

(標準差)	

檢定	

(p-value)	

學習動機	 2.7729	 0.7456	 2.9578	 0.7009	 0.0496*	

知識成效	 2.6219	 0.9007	 3.0011	 0.8492	 0.0000***	

實踐態度	 3.0065	 0.7932	 3.5267	 0.7212	 0.1361	

註：*p<0.1	 	 	 **p<0.01	 	 	 ***p<0.001	

	

(2)質化分析	



本計畫也透過學生訪談大綱、學生觀察紀錄及競賽實作成果來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想法及學習

心得。表 2 擷取部分學生所完成的競賽作品。該組學生以得展棉業為競賽主題廠商，由於該

廠商目前以 Line@為主要的網路行銷管道，因此該組學生設計 Line 貼圖參與競賽。在表 2 的

作品中，學生以「穿上好襪去旅行」為主題，設計台灣不同縣市的的特色貼圖，並以該主題

設計織襪產品的包裝盒。回朔該組學生與社區人士的在線上群組的貼文，如表 3 所示。學生

的創意來源起始於，社區人士表露織襪產業曾是台灣的驕傲，社頭是知名的襪子故鄉，但近

年經營面臨挑戰，產業逐漸萎縮。學生由過往的歷史，了解與認同觸織襪產業也是台灣的特

色產業，因而以穿上好襪遍遊台灣為理念完成設計。學生的競賽作品及課程觀察記錄呈現了

學生由競賽引起動機，再由與廠商及在地人士的討論接觸而逐漸了解認同的過程。學生彼此

之間，也透過討論及團隊合作完成競賽實作。	

	

表 2.	 部分學生競賽作品	

	

	

	
	

	

	

	

	

	

	

	

	

	

	

	

	



表 3.	 工作群組部分節錄	

	
	

由課程記錄及競賽作品觀察，應用競賽學習法及線上社群，有助於提昇課程的學習成效及對

實踐場域的認同。本計畫後續並配合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舉辦電子商務研討會

及志工招募說明(詳見附件三)，引導 6 位有意願的學生參與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擔任社頭織襪電子商務團隊志工。	

	

2.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計畫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和意願，構思織襪廠商電子商務方案，提昇學生整合實作及社會

實踐能力為目標。本計畫先行完成溝通平台擴充及電子商務數位教材設計，再透過循環教學

行動精進實務教學。本計畫並於教師社群分享計畫申請及執行經驗，並將配合社頭織襪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 10 月研討會中發表及評論(詳見附件四)。計畫執行達成原核定計畫書

所列工作項目及質量化指標如表 4 所示：	

	

表 4.	 原核定計畫書工作項目與完成進度	
工作項目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預期效益	

平台功能擴充	 提供線上社群討論
與合作共創服務	

1. 完 成 線 上 社 群
合作共創功能	

2. 課 程 利 用 平 台
討論共創，受益
人數至少 20 人	

1. 達成率:	100%	
2. 請見圖 1 及圖 2，

共 17 位教師、助
教、在地人士及
11 位學生共 28
人使用	

數位教材設計	 提供線上社群數位
教材及連結服務	

1. 產 出 電 子 商 務
數位教材一份	

	

1. 達成率：100%	
2. 請見附件五	

循環教學行動	 1. 協 助 學 生 以 專
題 任 務 培 養 電
子 商 務 及 社 會

1. 以 社 會 責 任 量
表前後測評估，
學 生 對 社 會 責

1. 達成率：100%	

2. 共 6 位修習課程



責任實踐能力。	
2. 以 教 育 行 動 研

究 法 精 進 實 務
教學	

任 的 知 識 和 態
度 有 顯 著 的 正
向改變。	

2. 至少 5 位學生於
課 程 結 束 後 參
與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實 踐 計 畫 志
工或工讀工作。	

3. 教 學 實 踐 研 究
書 面 報 告 一 份
或 相 關 論 文 一
篇	

的學生參與大

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電子商

務團隊志工	
3. 請 見 本 計 畫 報

告，後續將待論
文 撰 寫 完 成 後
進行期刊投稿	

教學社群分享	 1. 協 助 其 它 教 師
使 用 所 發 展 的
溝 通 平 台 及 數
位教材等工具。	

2. 與 其 它 教 師 分
享 交 流 教 學 經
驗。	

辦理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教學社群座談
會或工作坊一次。	

1. 達成率：100%	
2. 請見附件四	

	

綜合本計畫的執行，整理省思及建議如下：(1)本計畫以「電子商務專題」課程的教學為目標，

但由於開課系所畢業條件的修訂，本計畫期中執行時，配合變更課程名稱為「專題丁(一)」。

雖然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與計畫規劃一致並未改變，但課程名稱仍影響了部份學生的選修意

願。後續課程將配合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改為通識課程並維持「電子商務專題」

課程名稱，以利學生選修。(2)本計畫於第一學期先行完成溝通平台擴充及電子商務數位教材

設計等工作項目，於第二學期再實際進行課程教學並收集相關資料。因此，須待六月份課程

結束後，才能進行完整的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目前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於八月份

舉行，完整結案報告須在九月中完成，時間較為匆促，建議適當延後報告繳交及計畫結案時

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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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附件一. 2021Linker 競賽 

(http://race.linker.tw) 

 
 

  



附件二. 社會責任量表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的目的是想了解社會責任融入教學的相關影

響，以作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課程改進之參考。您的意見非常寶貴，對我

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本研究僅作綜合分析，並不作個人資料的探討，決不

會洩露個人的相關資料，請您根據真實情況作答。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	 	 	 )1.性別:	(1)男	 (2)女	

(	 	 	 )2.就讀年級:	(1)大一	 (2)大二	 (3)大三	 (4)大四	

(	 	 	 )3.戶籍所在地:	________________(請自行填寫縣市名稱)	

(	 	 	 )4.就讀科系:________________(請自行填寫系所名稱)	

	

	

	

第二部分：社會責任量表	

填答說明：請您依據自己的情況，判斷每一個敘述符合的程度，並依符合的程度圈選	 1,	2,	

3,	4 其中一個數字：	

非	 有	 不	 非	

常	 些	 太	 常	

符	 符	 符	 不	

合	 合	 合	 符	

	 	 合	



1. 我喜歡閱讀與社會責任議題有關的書藉或文章………………4	 	 	 	 3	 	 	 2	 	 	 1	

2. 我喜歡線上瀏覽與社會責任議題有關的網站…………………4	 	 	 	 3	 	 	 2	 	 	 1	

3. 我喜歡與人討論社會責任議題…………………………………4	 	 	 	 3	 	 	 2	 	 	 1	

4. 我喜歡參加與社會責任議題有關的活動………………………4	 	 	 	 3	 	 	 2	 	 	 1	

5. 我喜歡修習與社會責任議題有關的課程………………………4	 	 	 	 3	 	 	 2	 	 	 1	

6. 我了解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目標………………4	 	 	 	 3	 	 	 2	 	 	 1	

7. 我了解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目標……………4	 	 	 	 3	 	 	 2	 	 	 1	

8. 我瀏覽過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網站…………………4	 	 	 	 3	 	 	 2	 	 	 1	

9. 我瀏覽過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網站………………4	 	 	 	 3	 	 	 2	 	 	 1	

10. 我與人討論過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4	 	 	 	 3	 	 	 2	 	 	 1	

11. 我與人討論過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4	 	 	 	 3	 	 	 2	 	 	 1	

12. 我參與過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所主辦活動………4	 	 	 	 3	 	 	 2	 	 	 1	

13. 我修習過社頭織襪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所開設課程………4	 	 	 	 3	 	 	 2	 	 	 1	

14. 我知道社頭織襪產業發展的歷史………………………………4	 	 	 	 3	 	 	 2	 	 	 1	

15. 我瀏覽過社頭織襪產業或廠商網站……………………………4	 	 	 	 3	 	 	 2	 	 	 1	

16. 我與人討論過社頭織襪產業發展現況…………………………4	 	 	 	 3	 	 	 2	 	 	 1	

17. 我到訪過彰化縣社頭鄉…………………………………………4	 	 	 	 3	 	 	 2	 	 	 1	

18. 我參觀過社頭織襪廠商…………………………………………4	 	 	 	 3	 	 	 2	 	 	 1	

19. 我按時參加學術活動(如工作會議，課程，競賽等)	…………4	 	 	 	 3	 	 	 2	 	 	 1	

20. 我按時參加學生活動(如學生會集會，學生代表選舉等	 )……4	 	 	 	 3	 	 	 2	 	 	 1	

21. 我謹慎使用公共或大學的設施(如家具，基礎設施，書籍等)	4	 	 	 	 3	 	 	 2	 	 	 1	

22. 我避免使用會污染環境的產品…………………………………4	 	 	 	 3	 	 	 2	 	 	 1	

23. 我願意擔任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志工………………………4	 	 	 	 3	 	 	 2	 	 	 1	

24. 我願意擔任社會服務志工………………………………………4	 	 	 	 3	 	 	 2	 	 	 1	

25. 我願意向社會援助運動捐款……………………………………4	 	 	 	 3	 	 	 2	 	 	 1	

 

  



附件三. 電子商務研討會暨志工招募說明	

 
 

 

  



附件四. 第四屆社會科學本土學術研討會 

 

	

 
 

  



附件五. 電子商務數位教材 (由於篇幅限制，僅提供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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