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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本校餐旅學院學生對教師教學創新、學習動機、滿意度、學習成效之情

況為何，以利提供餐旅學院教師在教學創新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學生回饋意見。 

貳、研究方法 

□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深度訪談 

□ 內容分析  □資料蒐集  □其他研究方法：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建議條列式說明即可) 
研究結論： 

(一)學生能夠知覺到教師教學之創新作為。 

(二)學生知覺到教師教學創新良好。 

(三)學生學習動機明顯提升。 

(四)學生感到學習滿意。 

(五)學生學習成效良好。 

研究建議： 

(一)教師要能善用創新教學方法，例如：六頂帽子、心智圖，能讓學生學習過程明顯知

覺到，並從而對修讀課程產生學習興趣，有利於學習成效之提升。 

(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需時常注意學生學習滿意度情況，以利滾動性修正教學使用的工

具、教材及方法，以維持學生學習投入程度，有利於學習成效之提升。 

(三)教師教學創新需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創意發想程度，以及邏輯思考能力，對於相關銜

接課程，例如：餐旅觀光創業管理，能夠加強學理基礎與創新創業知識。 

供校務發展具體運用方向建議 

(一)本校應持續辦理各系創新創意課程，以強化學生專業知識與創新應用能力之結合，

進而達到創業型大學之人才培育目標。 

(二)建議更多系科課程能融入創新創意教學活動，或是進一步能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創

新創意競賽，或者在系科舉辦蘊涵創新創意元素之成果展，以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

業競爭力。 

(三)建議本校能持續辦理創新創意競賽與工坊，讓對於創新創意有興趣之師生，結合課

程與競賽或工坊，深化創新創意學習成效。 

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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