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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到課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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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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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析 

週
次 

週主題 教學單元內容 註記 
講者或串場
主持人 

1 入門(基礎概念) 

1-1磨課師是什麼 訪問(代表性的師長，短片式，活潑輕鬆 
黃朝曦老師 
張淑萍老師  

1-2磨課師案例分享 

內容包含課程規劃與教材製作、經營推廣、組織運作 
形式可用受訪者說明或是由主播角色引導 
詳細的案例分享留到後面再說明 

黃朝曦老師 
張淑萍老師 

1-3智慧財產權 已有初步內容，可再整理後重新錄製，淺白說明，多舉例 章忠信老師 

2 課程規劃 

2-1平台功能與教學應用 跨平台，以教師端功能教學為主 薛念林老師 
2-2課程規劃與案例 內容針對教學設計，含教案設計 黃朝曦老師 
2-3學習評量方法與案例 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評鑑標準 黃朝曦老師 

3 教材開發_共通基礎 

3-1多媒體素材來源與應用 說明素材改作以避免侵權、網站介紹，含認識創用CC 張淑萍老師 

3-2教材呈現類型與特色 觀眾對象為授課教師，內容包含後續介紹的類型 張淑萍老師 
3-3教學內容設計 學習目標、架構、時間分配、腳本設計 張淑萍老師 
3-4教材品管與評鑑 品管流程、指標、作法，專案評鑑作法 張淑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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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教材錄製 

4-1自製教材開發流程與案例 廣義介紹自製教材常見類型：簡報設計要點 張淑萍老師 

4-2自製教材錄製-軟體教學類 桌面錄影注意事項、資源需求 張淑萍老師 

4-3自製教材錄製-簡報講解類 簡報錄製要點：注意事項、資源 張淑萍老師 

5 協力教材錄製 

5-1協力教材開發_前置作業 
1.同時入鏡(大電視、投影)、2.不同時入鏡(去背/不去背)、3.訪談
式 4.全動畫、老師與動畫混成、部分動畫 

張淑萍老師 

5-2協力教材開發_設備確認 前製工作較多，等於錄完同時完成教材 張淑萍老師 

5-3協力教材開發_拍攝繪製 談此階段工作之步驟與技巧  張淑萍老師 

5-4協力教材開發_影片後製 利用前後之比較性畫面呈現後製的效果  張淑萍老師 

6 
線上課程推廣與國外
案例 

6-1線上課程推廣方法 以案例帶出各種推廣方法  黃朝曦老師 
6-2線上課程國外案例分享 剪輯授權影片之精華片段  Babara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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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簡介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磨課師）是大規模線上開放式課程，以小單元的分段教材，配合線上討論、
練習評量與作業等活動，讓學習者依自己學習的速度安排進度。其近幾年受到關注，我們特規劃了一系列MOOCs 
on MOOCs的課程，主要是”分享如何在一系列磨課師課程中，學習如何開發磨課師課程”。 
『MOOCs on MOOCs Level1』是我們推出的第一個課程，從認識磨課師，以及規劃磨課師之前需有的智慧財產權觀
念，到熟悉磨課師的平台功能後，如何規劃課程，並選擇合適的各種教材開發方式，例如：自製或有團隊協力開
發，以及如何經營與推廣磨課師，共六個主題，讓你可以按部就班、由淺入深建構完整的知識與能力，是邁向磨
課師專業領域的最佳途徑。 

課程
特色 

本課程由黃朝曦、張淑萍、章忠信、薛念林老師主講，並邀請有經驗的開課老師分享。教材中的破冰設計也帶入
磨課師組織分工情境，更貼近實務。 
另外，本課程的教材，也是按照我們所提的規劃原則與方法所開發的，呈現上運用了多項手法，例如自製、手寫、
動畫輔助、棚拍等，可讓你除了有概念上的基礎，也能有成果的參考。 

課程
目標 

1.透過案例觀摩與經驗分享，認知磨課師的特色與內涵。 
2.應用磨課師課程規劃工作及設計要素，實作教學計畫表。 
3.選擇合適之多媒體素材、常見磨課師教材類型，練習教學內容設計。 
4.認識自製數位教材常見形式、工具與應用時機。 
5.依據需求，規劃適合協力開發數位教材之流程。 
6.提出適當的線上帶領活動與推廣方案。 

課程資訊 

適用對象 
◎預計或已開設MOOCs課程的大專院校教師 
◎對MOOCs課程設計有興趣者 

先備知識 無 

開課週數 6週 

學習時數 3 小時/週 

影片字幕 中文 

授課語言 中文 

結業標準 

◎填寫課前、課中、課後問卷問卷5%(所有欄位皆需填寫) 
◎影音教材閱讀 20% 
◎每週之小試身手 15%(每題皆作答) 
◎議題討論 15% 
◎作業一：繳交作業並完成同儕互評 15% 
◎作業二：繳交作業並分享 10% 
◎期末測驗 20%(測驗達70分(含)以上) 
完成上述結業標準，各項分數加總後總分達70分(含)以上，取得計畫辦
公室結業證書。 

課程資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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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表設計 

主題/教學影片/討論活動/測驗作業/結業標準 

MOOCs常見評量型式 

• 問卷（學習前、中、後分析） 

• 議題討論 

• 測驗 

• 作業或專題成果（個人、同儕互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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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設計技巧 

時機點： 

1.影片閱讀中或該支影片後之單元測驗 

2.課程最後之總測 

常用題型：是非、單選、複選、簡答、拖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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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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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不佳 普通 優秀 

學習對象設定 
(特質/先備知識或

能力) 

◎無設定學習對象 

◎無提供學習對象應具備之

先備知識、能力等參考資訊 

◎雖有設定學習對象，但過於

廣泛 

◎無提供學習對象應具備之先

備知識、能力等參考資訊 

◎設定明確之學習對象 

◎明確描述建議學習對象應具

備之先備知識、能力等參考資

訊 

課程單元目標撰寫 
◎目標撰寫未說明學習後可

達成的具體行為描述(行為動

詞+學習內容) 

◎部份目標具體可行(行為動

詞+學習內容)  

◎每個目標都說明學習後可達

成的具體行為描述(行為動詞+學

習內容) 

學習評量整體設計 
(問卷/議題/測驗/

作業) 

◎學習評量未依據課程目標

設計。 

◎學習評量過於集中在某些

週次。 

◎學習評量方式單一。 

◎多數學習評量依據課程目標

設計。 

◎學習評量適度分散在各周。 

◎使用二種學習評量方式。 

◎所有學習評量均依據課程目

標設計。 

◎學習評量完全分散在各周。 

◎使用二種以上學習評量方式。 

議題討論設計 

◎議題有一到數個正確答案，

無討論性。 

◎議題設計未針對學習內容，

發散性太強。 

◎議題設計能讓學習者應用所

學。 

◎議題依學習者程度設計，讓

其能表達經驗或感受。 

◎議題設計能讓學習者進行充

分討論。 

例_同儕互評作業評分指標 

同儕互評實施步驟 

設定作業題

目並建置至

平台 

學生繳交作

業並自評 

使用評分規

準分組組員

間互評 

教學團隊確

認並調整成

績 

教師也需要為這個階段設置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並為學

生提供清晰的評量規則。 

設計同儕互評的評量規則時，一定要提供相關的提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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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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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拍攝腳本 

審查/會議討論 

通過 不通過 

教材內容設計 

內容呈現模式 概略內容 影片拍攝方式 

審查/會議討論 

通過 不通過 

簽署教材內
容審查單 

人物設定 拍攝人力 現場素材/道具 拍攝場地 拍攝內容確認 

簽署拍攝腳
本審查單 

D設計 

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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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設計 

• 拍攝技巧：背景與講師直錄，

內容後製 

• 教學策略：學習資訊->旁白

搭配圖示->重點整理->引

用創用CC動畫->常見案例

解析->結尾 

教學策略設計(續) 

• 拍攝技巧：影像與簡報畫面

直錄＋後製桌錄與旁白合成 

• 教學策略：講師旁白與圖解

畫面重點->實際案例 

• 拍攝技巧：影像與簡報畫面

直錄＋後製桌錄與旁白合成 

• 教學策略：講師旁白與圖解

畫面重點->功能展示->教師

端功能實際操作->案例觀摩 



11 

前置準備 

拍攝影片 

後期製作 

拍攝場地場勘 現場素材/道具準備 拍攝工具準備 

現場背景與燈光 現場環境音 講師妝容、表情及動作 收音狀況 錄影畫面 

初次剪輯 

內容順暢 聲音清晰 畫面品質 影片時間長度 內容完整 

審查/會議討論 

通過 不通過 

簽署初剪影片審查單 

二剪/成品剪輯 

素材製作、整合 影像、音效整合 畫面版型設計 影片品質 

教材影片錄製檢查表 

D製作 

雛型教材製作 

• Prototype(Pilot)的概念 

– 評估產品的成熟度是否可進入正式大量生產的製造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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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場地場勘 

提醒老師微笑 

現場素材/道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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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腳架 

反光板 

收音設備 場記板 

拍攝工具準備 

拍攝前測試 

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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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 攝影 

妝髮 
演員 

打光 

影片拍攝 

錄影畫面 

影片現場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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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製作 

初剪畫面 成品畫面 

初剪畫面 

初剪畫面 

初剪畫面 

成品畫面 

成品畫面 

成品畫面 

內部品管 

簽署內部QC表 

通過 不通過 

外部審查 

通過 不通過 

簽署外部審查表 

不公開上線及測試 

學習者意見/使用者問卷 教材上傳但不公開 

簽署自我測試審查單 

不公開上線及測試 

通過 不通過 

自我測試 

成品剪輯 

I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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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影片畫面 建議修 

 
因為要避免用無法評量的動詞，所以”了解”的字眼避掉

(旁白不用改，改畫面的字，統一用”認識”的動詞串三

個) 

字改成 

學習目標，讓您認識 

-平台的重要性 

-平台的主要功能 

-臺灣常用的磨課師平台 

 

這一畫面有點小乾，建議字往左邊挪一些，右

邊可找一些跟該句子有關的插圖更著該句子變

換，例如: 

1. 地球，很多不同國家的人連網路 

2. 教師用電腦工作樣 

3. 學生拿著平板看東西狀 

4. 手機、平板、手提電腦合成圖 

5. 統計報表圖 

 

這邊因為是平台畫面，字比較小，所以在沒字

幕的狀態下，可以在畫面上出現放大字的重點

字卡，例如搭配旁白出現課程目標、課程簡介….

這些 

 

右下角的以 000 平台為例的那句話，會被播放

列擋住，可以挪到上方課程申請標題的後面 

 

內部審查 

課程名稱 MOOCs on MOOCs Level 1 

授課教師 黃朝曦、張淑萍、章忠信、薛念林 

課程編號 TWMOOCx/LC/16001 

檢核單元 磨課師是什麼？ 

建議 

1. 0:25~0:26停頓稍久，建議可簡短一些。 

2. 1:20, 3:23, 3:27 “Courses”發音感覺此單字經過後製重念，發音像”Curses”, 少了

o的音，而且剪輯後聽起來很突兀 

3. 2:38建議再確認 Khan的發音 

4. 7:50片尾是否需要 Copyright 的 mark及年份? 請參考 

5. Quiz 1: B. 開課”型式” 建議改為 “形式” 

       C. ”型式” 建議改為 “形式”  

檢核單元 磨課師開課經驗分享 

建議 1. 建議修剪：10:14-10:15”不進…” 與鋸斷掉 

檢核單元 智慧財產權 

建議 1. 2:06 投影片中 “發明專利-20年”應該畫底線，以求與其他內容一致 

檢核單元 平台功能與教學應用 

建議 

1. 課程中的系統功能解說以”螢幕畫面”方式顯示，但畫面似乎有些模糊，解析度

不夠。建議是否提高解析度? 

2. 12:20 設定不同題目的比重應改成合格的成績標準 

3. 14:40，旭聯，moodle 列為常用平台，是否合宜？ 

檢核單元 課程規劃與案例 

建議 

1. 8:17~8:20教師口語說出”中山大學經濟學”，但下方註解文字為”中山大學動力

學”，建議應一致。 

2. 9:05-9:33以空中大學課程為例，是什麼意思？所有空大的磨課師嗎？應註明

個案。 

檢核單元 學習評量規劃與案例 

建議 

1. 7:37系統功能解說以”螢幕畫面”方式顯示，但畫面似乎有些模糊，解析度不

夠。建議是否提高解析度，或改變呈現方式 

2. 6:55 開放「型式」、封閉「型」，老師念的跟文字不同，請再確認 

檢核單元 多媒體素材來源與應用 

建議 
1. 0:57 老師口說照片，畫面的圖片搭配的是「聲音」 

2. 此單元學習成效評量適合系統自動評閱 

 

外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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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不斷測試、修正、調整…. 

修 

改 

修 改 

修 

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