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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模擬融入普通物理教學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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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描述所選擇研究議題的問題挑戰與背景、教學實務現場遇到之挑戰以及該議題

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國內對”工具”學科的教學有兩個缺失，第一是工具學科的定義，再者是工具

學科的應用。舉例來說，英語學科從小學即編入課程，但學習近十年的英語課

程，到了大學，英語在許多系所是學習專業的工具，例如數理學科的教科書常常

使用英文的原文書。課堂學習了英語，是否有實際使用英語的機會? 

     

大學數理科系所開設的計算機概論也有相類似的情形，計算機概論這門課，從早

期介紹作業系統開始，目前則以介紹應用程式與程式語言為主。最重要的是如何

讓學生將所學的計算機技巧實際應用到其他課程? 

 

    本計畫的目的即推動將程式語言落實於普通物理，廣義的說即是程式語言的

學用合一。教學實務上所碰到的挑戰是教材的準備與時間的配比，如何拿捏不影

響普通物理的教學進度，又可以安插程式語言的應用於課程中式最大的挑戰。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請針對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情況與發展或實作案

例等之評析。  

(1) 標題:  程式語言課程之教學模式與學習工具對初學者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之

影響 其他標題:  The Effects of Instructional Approach and Programming Tools on 

Novices' Learning Computer Programming 作者:  陳明溥 公開日期:  十月-2007 

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 創新程式設計課程與教學模式之研發～台北市建國高級中學高瞻計畫之子計畫

五～王鼎中 1* 丘聖光 1 林淑玲 1 梅文慧 1 林美娟 2  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

中學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轉載自：中華民國第二十四屆科

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針對普通物理結合程式語言教學，台大物理系石明豐教授有多年的經驗，本

計畫在實施前，本人即與石教授有多次的討論。在中央大學起初是在普通物理課

程中崁入 python 程式語言，這個做法的優點是參與的學生普遍可以修習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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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語言，但最致命的是嚴重影響普通物理的教學。有鑑於此，本計畫將 python

程式語言單獨抽出，成為一門選修課，在課堂中，利用 python 程式的動畫模

擬，呈現平移運動、轉動與振動。在實際應用上則利用現有手機的拍攝功能，另

外，本人進一步持續 python 程式語言崁入微積分教學，讓全校 75%的學生能在

課程中結合程式語言，提升學習微積分的效率，並落實程式語言學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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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理學院已經於十二月九日召開第一次嵌入模擬程式教學會議，由院長主持，數

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及光電系等四系主任，及數學系吳維漢老師參加，各系分

別就教學內容與推動做了第一次廣泛的意見交換。初步將以普通物理與微積分做為

示範教學的課程，並在理學院內先試行推動。整體規劃，將委由數學系吳維漢老師

負責教材的審查與建議。 

理學院推動時程 

 教學大綱與內容 2017.3 

 編撰教學內容與講義 2017.6 

 初期院內推動方式、教學與學習評量 2017.9 

 回饋機制與改善 2018.1 

 跨院推動 2018.9 

Python 教學內容 

 數與字串 

 運算與邏輯 

 迴圈結構 

 普通物理實作(偏重計算與圖像) 

 微積分實作(偏重數值分析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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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計算機運算簡介與 Python程式語法 

 問題導向，引進程式讀取資料的宣告 

 數值計算方法應用於微積分 

 圖像顯示方法應用於普通物理 

應用於普通物理 Vpython 

(一) 地表的運動 (從自由落體到拋物體) 三堂課共六小時 

 課堂上講授以 Python模擬自由落體 

 應用自由落體程式，學生自行編撰垂直上拋，並找出上拋的最高值 

 將上拋改為不同角度的斜拋運動，並找出角度與落地距離的關係 

 加入空氣阻力係數，並重複找出角度與落地距離的關係 

 空氣阻力下，考慮地球自轉的效應，劃出地表上拋物體的軌跡 

(二) 簡諧運動 (彈簧與單擺) 兩堂課共四小時 

 單一彈簧 

 串聯與並聯彈簧 

(三) 碰撞 (動量與能量、兩個粒子到多粒子的碰撞) 兩堂課共四小時 

 一維與二維的碰撞 

 自由氣體的微觀碰撞 

(四) 期末專題演習評量 兩堂課四小時 

 

(2) 教師教學反思 

工具學科需要有使用的環境配合，才有事半功倍的成效。目前我們持續

與台大石明豐教授交換教學心得，並舉辦過兩場教學分享會。為達到普

及性，理學院將成立數學、物理、化學與光電的程式語言題庫，以便持

續推動落實程式語言應用。 

 

(3) 學生學習回饋 

 程式語言是我從小就覺得很神奇的東西，寫幾串文字到電腦裡，電腦就會為你

做事，每次想到電動遊戲都是由程式語言寫出來的，就會覺得很厲害，很想去

了解學習程式語言。 

 升上大學，原本以為程式語言是資工系才會學的，沒想到土木系在大一也有程

式語言，當時學的是 C++,學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但就當作是在訓

練邏輯，也順便學習在網路上查程式語言的方法，在大一下我也修了一門學習

python的課，這門課主要是在訓練人的邏輯思考，要如何用程式語言畫出有規

律的圖，這完完全全就是邏輯的訓練，要用迴圈、判斷式來讓電腦產生圖畫，

而課程的後半段是學習用 vpython來模擬一些立體物件的運動、行為，他是一

直不斷利用迴圈來計算位置，來產生出動畫。 

 在大一學了兩種程式語言，雖然都不知道有什麼用，會用在哪裡，但是有學到

寫程式語言的架構、排班，而在大學期間除了程式語言課，唯一有在課堂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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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寫程式來解決問題，大概只有在我們系上的結構二課程上，需要計算非常

大的矩陣、反矩陣等等，只是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計算，只要將矩陣打進你的

程式中，然後加上計算的程式語言就可以得到答案，不太需要高階的邏輯，大

學四年，大概就只用在這裡。 

 比起學習程式語言如何宣告，我覺得有個更重要的東西，是在學習程式語言前

要先必備的，就是電腦是如何運作，甚麼是 D槽、C槽、顯卡、CUP，把這些硬

體的關係都搞懂，這樣來學習軟體才能知道硬體與軟體是怎麼互相運作，資料

是存在哪，怎麼做才能提升電腦的效能，因為我常常遇到檔案要存 D槽或 C

槽，或是 C槽空間不夠大的問題，因此我覺得檔案管理是很重要的學問。 

 我覺得學程式語言最重要的不是背語言，而是學習整個架構、排版，如何讓自

己和別人可以一目瞭然，再來就是邏輯，要怎麼寫，整個程式才可以順暢又正

確地完成計算，最後就是查資料的能力，如何運用網路上的資源，學習用法，

這真的很重要。 

 

二. 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三. 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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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海報檔(範例) (系統端上傳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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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成果調查表(107/8/1~108/7/31) (系統端填寫) 

 
1. 研究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主持人姓名  

職稱  

系所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2. 研究成果調查表 

成果

類型 
項目 量化指標 說明 

學 

術 

成 

果 

國內期刊論文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__篇(I 類)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__篇(非 I 類)  

國外期刊論文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__篇(I 類)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__篇(非 I 類) 

國內專書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__本  

國外專書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__本  

國內專書篇章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篇章：__章  

國外專書篇章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篇章：__章  

國內研討會論文 徵稿主題包含教學實務議題之研討會論文：___篇  

國外研討會論文 徵稿主題包含教學實務議題之研討會論文：___篇  

評論文章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評論性文章：___篇  

技術報告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之技術報告：__份  

其他 其他與教學實務相關議題有關之學術成果  

教 

學 

成 

果 

教案/教材發展 教案/教材發展共_____件  

1. 跨領域教案___件 

2. 實作型教案___件 

線上課程 1. 磨課師課程___門  

2. 開放式課程__門  

3. 其他類型線上課程__門  

線上教學資源庫建

置分享 

請說明  

原創性教科書 外文______本 中文_____  

普及書 外文______本 中文_____  

創新教具發展 ______項  

測驗/評量工具發展 量化_____份；質性____份 

包含質性與量化測驗工具發展，如學生動機問卷、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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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測驗量表等、觀察量表等皆屬之) 

以教學實踐研究、

教學實務分享為主

題之演講 

_____場次 

(包含工作坊、主題演講、座談會、交流會等有關教學實務

方面的分享) 

 

教學獎項 ____項 

包含校內外各類教學獎項 

 

教學類補助計畫 ____件 

包含校內教學補助計畫如創新教學計畫等，與政府補助之

各類教學類補助計畫(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外) 

 

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得獎 

國內_____場 

國外_____場 

 

其他公開發表之教

學成果 

請說明  

智慧

財產

權 

教案著作授權 ____件  

教具專利授權 ____件 

其他授權 ____件 

參與

計畫

人力 

兼任助理 ____人  

協助課程助教 ____人  

協助計畫之臨時人

力 

____人  

其他成果 

(無法填寫於上述量化指標之教學實務相關學術研究與教學成果，可填列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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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配合課程資料表(系統端填寫) 

備註：本名冊請造具一式一份。   

學校名稱：                                                           

教育部 107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配合課程資料表 

序號 計畫編號 學門(專案) 計畫名稱 系所名稱 
主持人姓

名 
職級 

開課系所

/學院/中

心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是否正式

開課 
修課人數 

是否有教

師評量 

                          

                          

註：表格請依報送件數自行增減行數  

本校合計：共          件計畫 

配合課程共計：          門 

聲明 

本校執行 107年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填報之配合課程資料表完全確實。 

此致 

               教育部 

承辦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機構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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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校自評表(107.8.1~108.7.31)(系統端填寫) 

說明：本計畫旨在提升教師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為目的，為鼓勵更多教師投入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將資源確實投注於教學現場，請各校針對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各項績效指標進行自評，以利

本計畫進行後續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規劃。 

量化指標 量化資料/質性描述 

1. 權責單位(負責教學研究相關之教師支持措施與資源提供之相關權責單位) 

□ 由一個處室主要負責：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研究發展處 □其他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負責業務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由跨處室共同負責，請說明校內權責單位、分工與負責業務： 

權責單位 分工業務說明 

  

  

  

  
 

2. 教師教學之知能成長專業課程 

(1) 教學知能與教學研究主題

(含研究倫理與學術倫理)

工作坊 

量化指標：____場 

說明：(請提供辦理場次時間與主題) 

(2) 教學研究計畫分享交流會

(一般交流座談會) 

量化指標：____場 

說明：(請提供辦理場次時間與主題) 

(3) 教學實踐研究研討會/論

壇(需有徵稿公告) 

量化指標：____場 

說明：(請提供辦理場次時間與主題) 

(4) 以教學專業發展為主題之

短期課程(如 4周短期課程

或 3天密集課程等) 

量化指標：____場 

說明：(請提供辦理場次時間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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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說明：(請描述辦理方式、場次與主題) 

2. 教師社群 

(1) 是否籌組教師社群 
量化指標：___個 

以教學實踐研究為主題之教師社群：____個 

(2) 教師社群之成果 

說明： 

3.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配套獎補助措施 

(1) 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相關

之獎項與獎勵(包含申請

通過與未通過之各類獎

項、獎勵金) 

量化指標：____項獎項(獎項、獎勵) 

說明：(請列出獎項與獎金名稱與授予方式) 

(2) 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前導型

校內計畫補助案(非一般

教學補助計畫案，需以教

學研究為主題) 

量化指標：____項計畫補助案 

說明：(請提供質性描述) 

(3) 其他獎補助措施 

說明： 

4. 教師考核制度多元分流措施 

(1) 教師評鑑制度 

量化指標：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納入評鑑制度(請簡要說明)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規劃納入評鑑制度(請簡要說明) 

□ 未考量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納入評鑑制度(請簡要說明) 

說明： 

(2) 教師升等制度 

量化指標：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納入升等制度(請簡要說明)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規劃納入升等制度(請簡要說明) 

□ 未考量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納入升等制度(請簡要說明) 

說明：  

(3) 教師聘任分流制度 

(例如聘任制度中已有教學型、

研究型教師等區別) 

 

量化指標： 

□ 教師聘任目前已有分流制度(請簡要說明) 

□ 教師聘任正規劃進行分流制度(請簡要說明) 

□ 目前未規劃教師聘任分流制度(請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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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5. 校務研究資料庫支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措施 

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