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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 認知臨床教學遇到的問題 

• 對Moodle數位學習平台基本功能有所認識 

• 了解Moodle於教學上的應用 



課程大綱 

1. 臨床教學遇到的問題 

2. 有效的學習環境 

3. 數位學習平台架設的
考量 

4. Moodle是甚麼 

5. Moodle的取得方式 

6. Moodle的特色 
– 拖拉式操作 

– 遊戲式題型 

– 討論區 

 

6. Moodle臨床教學的應用 
– 翻轉教學 

– QR Code 

– 國考題共筆 

7. Open Source platforms 
功能展現 



臨床教學遇到的問題 



林口長庚醫院為例 

PGY 
(5-10位/年) 

實習生 
(約80位/年) 

醫檢師 
(約250位) 

臨床教學相關人員 



現況問題(一)：教材 

閱讀教材之時間與空間受限制 

閱讀紀錄難追溯 

教材版本雜亂不一 



現況問題(二)：測驗 

考題沒變化，題目每年相同 

題型變化少(是非、選擇、簡答) 

題型變化少且缺乏回饋，學習興趣降低 

每人/次題目相同，容易有抄襲討論疑慮 

管理者無法即時了解學員考試狀況 

人工批改閱卷，耗費教師時間 



現況問題(三)：討論 

• 不好意思當面提問 

• 教師不確定學員的觀念是否正確 

• 缺乏同儕之間互相學習所問過的問題 

• 缺乏自主學習 

• 珍貴經驗、異常案例抽屜塞 

• 臨床教師忙著發報告,沒時間講解 



現況問題(四)：教學資料整理 

• 指定教材閱讀狀況 

• 作業誰沒交 

• 考試誰沒過 

• 補考結果 

• 討論記錄 



有效的學習環境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RASE 



Open Source platforms(WEB) 

• Blackboard 

• WebCT 

• Alpha  LMS 

• Link2school 

• CentraOne 

• Consensus 

• Web-guru 

• Lmswizdom 

• Wiziq 

• Moodle 

 Prashant Barge and B.R. Londhe  /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  ( 2014 ) 



數位學習平台架設的考量 



如何取得LMS？ 

• 資管人員寫程式 

• 委外資訊公司 

• 使用自由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 



數位學習平台要考量的因素(軟體) 

• 要那些功能 

• 人性化的操作介面 

• 可接受的價格 

• 誰來維護(升級、異常處理) 

 



數位學習平台要考量的因素(硬體) 

• 主機架設地點 

• 網路連線 

• 資訊安全 

 



選擇LMS的考量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 功能符合需求 

– Resources, Activity, Support, Evaluation 

–未來性需求：？？？ 

• 學員、教師、 管理員操作簡便 

–拖、拉、點、選 

• 價格 

免費的數位教學課程管理軟體 



MOODLE是甚麼 



Moodle(1) 



Moodle(2) 

部分圖片引用自辛文義老師 



Moodle(3) 

部分圖片引用自辛文義老師 



數位學習系統 

評鑑 

教材 

作業 

測驗 回饋 

討論 

紀錄 



Moodle的取得方式 

• 使用已安裝好的平台 

–醫檢學會-醫檢數位學習網(每月200元) 

– Moodle.org 

• 自行架設Moodle 

–院外承租主機 

–自購主機架設於院內 

• 更新與安全性 



MOODLE的特色 



多元化教學內容 

• 遊戲式測驗 

• 實習前須知 

• 線上課程學習 

• 臨床問題討論 

• 珍藏鏡檢 

• 線上繳交作業 

• 公告系統 

• 票選優良醫檢師 

• 評量與回饋 

• 學員了解自我學習狀態 

• 教師掌握整體學習進度 

• 激勵學習過程 

• 正向鼓勵 



遊戲式測驗 

建構題庫 

設計多元題型 

建立考試活動 



題庫建置 

• 國考題 

• CAP圖片題 

• 醫檢學會圖片題 



動態試題 

• 拖曳文字至圖像 

– 臨床情境：機台構造認識 

– 臨床背景知識 : 膽紅素代謝  

 



動態試題 

• 配合題 

– 臨床情境 : 校正液與校
正項目配對 

 

 

• 拖放式克漏字 

– 臨床情境 : 檢體稀釋 vs.
報告驗證 

 



動態試題 

• 數字填空 

– 臨床情境 : 檢體上機操作量 

• 下拉式選擇題 

– 臨床情境 : 機台週保養時間與內容 

 

 

 

 



完全答對 

答錯 

 作答送出後，系統呈現各項結果分析數據，減少教師批閱時間 



題目 

答題後即時回饋
補充說明 

 答題後即時回饋補充說明，擴充學員相關知識 



線上課程學習 

• 呈現最新版教材 

• 閱讀教材版一致 

 



教材特色 

• 轉為網頁格式發佈(HTML5) 

–可於院內、居家閱讀教材 

–使用PC、NB、手機、平板載具開啟 

–檔案較小 

–學員開啟快速 

–保護教材智財權 

 



臨床問題討論 

• 網路世代、手機不離身 

• 透過線上問與答，大家可以更即時參與討
論與學習 

• 參與討論的過程 

–「平行」與「垂直」面向的溝通與討論 

–凝聚團隊學習的向心力 

–了解彼此觀點的差異 

• 學習別人溝通的過程 

 



問題討論區範例 

• 實際臨床問題進行討論 

• 可減少面對面的羞澀感 

• 隨時參與討論與學習 

–垂直：教師與學員的討論 

–平行：學員間的討論 

鏡檢照片拍攝 



線上繳交作業 



公告系統 
• 公告系統：同學可以收到一致的訊息 

票選優良醫檢師 
• 票選優良醫檢師：該組結束即進行，更真實 

評量與回饋 

量性分析 質性分析 



學員了解自我學習狀態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教師即時掌握整體學習進度 

已完成 未完成 

考試活動 



即時掌握全員考試狀況 

考試活動 

學員成績 

總平均 



激勵學習過程升級 

http://cghlabm.cgmh.org.tw/course/view.php?id=33 

條件式級數升等 檢視同儕升等級數 

http://cghlabm.cgmh.org.tw/course/view.php?id=33


正向鼓勵 

• 完成指定的活動，即可獲得獎章 



MOODLE於臨床教學的應用 



翻轉教學 

2017 亞太國際醫學會議優秀論文獎 



傳統教學法 

• 課室教學 

– 基本形態介紹：1小時 

– 進階形態比較：1小時 

• 實作 

– 顯微鏡觀察： 2小時 

• 缺點 

– 耗費時間 

– 無法深入討論 

– 相似形態無法區分 



動機 

• 臨床教師工作繁忙 

– 檢驗臨床病人檢體 

– 實習生/新進人員的教學 

– 處理長官交辦事物 

• 實習生具先備知識，
但欠缺實做經驗 

– 特別是原蟲的辨識 

縮短教學時間 增加應用層面的討論 

有效率的教學 



Flipped Classroom 

http://www.washington.edu/teaching/?attachment_id=748 



Team Based Learning 

J Med Education 2010; 14: 96~106 



課程設計 

事前閱讀 iRAT tRAT 問題討論 學後測驗 

2017 亞太國際醫學會議 



影片範例 



於Moodle建立活動 

活
動
說
明 

線上教材 
前測 

團隊討論答題 

設定活動條件 

後測 
2017 亞太國際醫學會議 



線上教材範例 

引發學習者思考的
學習教材 

明確的學習大綱 

2017 亞太國際醫學會議 



考試活動範例 

活動條件
設定 

自指定題庫
隨機出題 



56 

讓手機掃描QR code之後，能播放影片 

衛教資訊(doc、pdf、jpg…) 

網頁空間(http://www......) 

網址轉換QR code 

手機掃描 

QR code 



產生QR code步驟(QuickMark) 

57 



教材/檔案 

你知道誰掃描過QR code？ 

58 
Moodle可讓QR code產生紀錄 



考古題共同編輯 (共筆概念) 

團隊合作 

完成歷屆考題所有註解 



應用Moodle題庫共同編輯考題 

考題匯入Moodle 

題目分類 

介紹編輯原則 

討論編輯內容 

彙整所有考題 



完成考題註解範例 

題目與選項 

考題註解(答題完即出現) 

成績 



OPEN SOURCE PLATFORMS 

功能展現 



Moodle 

網頁程式 資料庫 網頁伺服器 資料庫 



功能展現實例 

• 實習生管理系統 

• 論文獎勵金申請 

• 研究計畫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