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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會摘要: 2012 年春季 IEEE 國際工程教育大會（CEE- S），已於 2012 年 5

月 27 日至 30 日，在中國西安舉辦，是 2012 年春季世界工程與技術大會

（SCET2012）內的特殊的重要學術活動之一。本會議發表之論文將收納於 EI 檢

索。優良論文將推薦發表於國際 SCI 及 EI 期刊。CEE-2012 年的宗旨與目的是提

供一個平台，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工程師和學者們，發表目前研究成果，

工程教育大會為參與者，提供了當面交流新概念及經驗分享的機會，並建立關

係，為今後的合作找到全球合作的夥伴。並期望相關單位可以繼續籌辦或鼓勵學

者參與國際性的工程教育會議，以了解國際工程教育發展的情況並推動工程教育

的研究發展。 

發表文章摘要: 許多研究已證明合作學習法能增強學生的學習。但是在合作

的初期產生的注意力衝突會對合作組的同學產生額外的壓力。當壓力過大時，常

造成合作的失敗，那麼合作學習的優點就喪失了。本研究的目的是藉價值肯定的

寫作實驗處理去解除上述的壓力，進而增強合作學習的成效。本研究設計了 1 年

期的雙盲實驗，使用 48 位機械系的學生，以隨機方式指派到實驗組與對照組，

然後組成三人一組的異質合作學習小組。實驗組的學生在實驗開始時進行兩次的

寫作，描述其內心肯定的一些價值，而對照組則寫出對別人可能重要的價值。研

究結果發現價值肯定有可能改善學生的學習，例如低分組的同學最有可能改善，

因為他們所受壓力最大。經由本研究可顯示一個簡單的寫作實驗處理可能緩解由

合作造成的壓力，進而改善合作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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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目的 

 

參與本次會議的目的是發表目前研究成果，並藉此當面交流新概念及經驗分

享，來建立與國際學者間的良好關係，為今後的合作找到全球合作的夥伴。由於

中國的高速發展及在國際社會中日受重視，好的研究不但能使更多學生(本國、

外國)受益。以中國學生為題材的研究更能得到期刊的接受，而且在台灣研究的

成果可在中國得到驗證。而本次論文的目的為：以價值肯定的方法提升合作學習

法成效。其主旨為：合作學習法已經被證明是一種可有效改善學生學習成就的方

法，但並非每種方法都是完美的，所以在合作學習法的使用上也可能發生失效的

情形。在我們早期的研究中，發現合作學習法在剛開始實施的時候成效不如傳統

學習方法，並判斷可能的原因是參與合作學習的學生心理受到合作而產生的壓

力。心理學的臨床上發現使用價值肯定的方法可以幫助病人建立心理的自我肯

定，因而抵抗並緩解上述的心理壓力。本研究是將此一臨床上的發現應用於工程

教育的實際教學。本研究經過一年的實驗，所收集到的數據雖然初步證實支持價

值肯定法的確可以改善合作學習的成效，但是其改善的幅度並不如預期，其改善

的速度似乎也不明顯，因此有必要在國際教育研討會中就教於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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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過程 

 

表1為本次會議的重要日程，本人在5月29號進行本篇論文的口頭發表。 

 

表 1.本次出國重要日程 

日期 重要日程 

05/25 到桃園機場登機前往大陸西安，抵達西安已近深夜時刻。 

05/26 整理相關報告資料。 

05/27 到西安 SCET2012 會議會場，完成報到程序(附錄一)。 

05/28 08:30 – 18:00  本日共 86 場會議口頭報告(附祿二)。   

05/29 08:30 – 12:00  會議口頭報告。 
14:00 – 18:00  工程教育口頭報告 19 場 

05/30 參加閉幕典禮。 

05/31 整理學術交流心得及會議相關報告資料(註)。 

06/01 到大陸西安機場登機返回台灣。 

註： 本次行程所搭乘的飛機為直航班機，飛行日程為每週一及週五兩時段，故 

 無法提前回航 

 

本人並在整個會議議程中，參與了許多學術交流的活動。其中與本研究較具

相關性的學術文章摘要如下: 

1. 工程優化：我們可以從大自然中學習?  (大會邀請報告之一) 

論文題目: Global Optimization in Engineering: What Can We Learn from  

         Nature? 

論文作者: Dr Xin-Sh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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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由於存在複雜且嚴格的實際約束，工程優化問題是許多工程和技

術設計面臨的挑戰。最近，模仿大自然，受大自然啟發的工程優化算法日益

強大而大受歡迎。作者分析現代優化方法的關鍵部分，採用間歇搜索理論，

試圖尋求，模仿和學習大自然的優化方法進而改善工程優化算法的效率。作

者並以數個實務上的工程應用講解了他的算法，並且提示了對後續研究的建

議。 

 

2. 先進通信技術在合作上的影響: 情感溝通效果的作用 

論文題目: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over Advanc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Role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Efficacy 

論文作者: Linying Dong 

報告摘要: 透過先進通信技術進行情緒的有效溝通，可以避免混亂及衝突的

發生，進而促進有效的合作。但是目前做個人情緒溝通能力與合作成效間關

聯的研究十分稀少。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方法對 133 名大學生進行了相關問

題的問卷調查。大學生共分為 34 組進行實務專題合作。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小組凝聚力可以有效協調情緒溝通，而對團隊合作績效產生正面且顯著的影

響。本研究的結果對如何使用先進通信技術以增進情緒通信效能，進而如何

影響團隊合作績效，將有重要的意義。 

 

3. 大學生在 STEM 教育的性別認知 

論文題目: Gender Perceptions of STEM Education Among UAE Students 

論文作者: Sohailah Makhmasi 

報告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問卷調查所顯示，男性和女性學生在 STEM 及 

non-STEM 學術課程中之間的性別相似和性別差異。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方

法，學生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9 到 12 年級公立以及私立學校的學生。透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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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個問題的調查，了解學生喜歡，還是不喜歡 STEM 及 non-STEM 學術課程，

及在每一個問題回答中性別如何發揮作用。分析的主要因素為性別，教師的

能力以及英文的流暢性是其他兩個影響結果的主要原因。報告的最後，作者

並將其成果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做比較，顯示了部份的共同性及差異。 

 

4. 大學預科成績和大學成績之間的研究相關性 

論文題目: A Research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triculation Test Scores and  

the Scores in College 

論文作者: Hua Li 

報告摘要: 這是關於在大學預科成績和大學成績之間的線性關聯實證研究。

研究分析方法主要是簡單的線性迴歸，利用三種數據為 GPA、數學和英語成

績。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高中教育和大學之間的相關教育問題。 

 

5. 在數字時代的工程學習與教育思維 

論文題目: Learning Engineering in the Digital Age with Pedagogy for  

Conceptual Thinking 

   論文作者: Masha Etkind 

報告摘要: 本文是在介紹工程學習與數字化時代下的概念思維教學法，該教

學方法主是在數字化時代下學習，可促進發展教育學的概念思維，讓學生可

藉由探索模式之間不同，理解工程設計技巧與理念。結果證明，利用概念思

維教學法可增加學生的參與程度，以及加強概念的理解，提高層次思維和學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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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由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及 15 所大學聯合舉辦(附錄三)，大會共邀請了 44

位國際級重要人士，分別來自美國(15 位)、印度(6 位)、中國(6 位)、德國(2 位)、

瑞士(2 位)、台灣(2 位)、韓國(2 位)、加拿大(2 位)、法國(1 位)、英國(1 位)、澳

大利亞(1 位)及以色列(1 位)。整體而言，這個會議是 2012 年工程技術與教育領

域中非常重要的活動。本會議所發表的論文共 466 篇，可分為 12 個專業類別(附

錄四)，其中教育類別的論文所涵蓋領域廣泛，共發表了相關論文 39 篇，並以口

頭發表(18 篇)與張貼發表(21 篇)兩種形式表現，詳細發表論文之題目及研究領域

如附錄五。 

 

 關於本人發表論文中，指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期平均成績上，並無顯著差

異(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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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期平均成績比較. 

但是經過深入探討，卻發覺實際造成了學生成績分佈的改變。由圖二可知，實驗

組得 B 的同學人數明顯多於對照組得 B 的同學，而實驗組得 C 的同學人數明顯

少於對照組得 C 的同學，但將 B、C 合計，兩組總人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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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兩組學生成績分布圖. 

 

專家學者之中有多位對圖一及圖二的中間差異，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於是本人以

圖三解釋了學生成績等級的實計劃分方法。詢問者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並且認為

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劃分方法，突顯了實驗處理對合作學習產生的實際效果。 

 
圖三. 成績等級劃分標準 

 

另外有學者認為，若能給予更多實驗人數，學生成績平均差異可能較易顯現，並

且學生成績分佈的差異，更可能達到統計上的差異。另有學者建議，學生成績量

測可以在學期中多次進行，以觀察成績改變的發生點，並且若改善不能在學期中

較早發生，則改變的原因是否為心理壓力的緩解，這點値得深入探討。這些寶貴

意見及提問是本次參加大會得到寶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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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次會議交流後，觀察到大陸的工程教育發展與台灣相較下，差距甚

大，例如與會的大陸學者人數偏少，所提問題較偏於操作面，對工程教育稍微達

到關心的程度相信往後有機會在與大陸方面進行交流，達到雙方切磋的效益，從

中獲得更加豐富的工程教育經驗，以利工程教育水準的提升，並期望相關單位可

以繼續籌辦或鼓勵學者參與國際性的工程教育會議，以了解國際工程教育發展的

情況並推動工程教育的研究發展。 

 



 

 

四、附錄 

附錄一：大會報到及交流圖片 

 

圖一：SCET 會場接待處 

 

圖二：SCET 會議合辦單位及相關領域介紹刊版 

 

圖三：巧遇正修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蕭錫錡博士的合照 



 

 

附錄二：口頭報告之論文摘要 

Abstract 
 

Cooperative learning has been verified a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However, attention conflict during team development 
often induces additional pressure on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teams. When 
stress becomes too severe, cooperative teams may become dysfunctional and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are lost. The current study test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values-affirmation intervention in reducing pressure, which consequently enhances 
the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a college-level engineering core course. In 
this study, 48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values-affirmation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Students in the values-affirmation group wrote about their most 
important valu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8-week course, whereas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rote about values not important to them. It has been found that values 
affirmation elevated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teams’ grades from below average to 
above average. A brie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ay be a promising way to address 
the attention-conflict-induced pressure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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