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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項⽬：⾃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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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感謝中學⽣網站給予特優的肯定。這次的研究，我
們對元宇宙議題有廣泛且深⼊的探討，知道未來的學習可以
做到沉浸式、且打破時空的限制，但也發現可能會衍⽣很多
隱憂，讓我們體認到凡事都有正反兩⾯的存在，必須要做到
優缺點的全⾯性分析，研究才夠完整且有深度性。
此次在⾃主學習課程進⾏專題研究有以下三⼤收穫:
1.學習到做專題的步驟、流程及問卷調查與分析的細節。
2.如何在研究遇到困難時，具備解決問題的能⼒。 
3.如何做好團隊的分⼯合作和時間管理等。

 元宇宙來了~對����的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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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4項主要⽬標是優質教
育，正是希望透過更多元的⽅式來提升未來教育品質。近年因疫情所需，新興科技在創新教育的運⽤上
受到矚⽬，其中元宇宙的出現讓學⽣能透過相關技術達到沉浸式及仿真式的學習效果，引起我們對元宇
宙議題的好奇⼼，因此想利⽤⾃主學習時間，透過完整的⽂獻資料蒐集及相關問卷分析，來探討元宇宙
在教育創新的應⽤及影響。

三����思

          研究⾸先透過⽂獻分析⽬前元宇宙XR所需的關鍵技術
（如圖⼀)，並進⾏現今教育模式與元宇宙教育模式的⽐較
分析（如表⼀），了解元宇宙在教育創新的應⽤及影響，
並且從問卷分析得知學⽣對於元宇宙融⼊在教育中的⽅式
是期待的，尤其是應⽤在需要透過感官和實作的學習課程
上（例如：歷史、地理、體育、美術、科學實驗等等）。

圖⼀

         研究初期因為此議題⽐較新穎，相關研究
較少，所以在資料蒐集上遇到困難，必須耗費
較多的時間及⼼⼒。我們透過國內外各管道的
資料蒐集，才將研究做到完整性、客觀性和深
度性；另外在問卷設計上，將原本的15題刪減
到可以精準對焦問題的10題，以及發放時程及
管道太少導致問卷數不夠，後來延期才順利蒐
集到⾜夠分析的問卷等，讓我們學習到⽇後在
設計、收發及分析問卷時需要注意及可以改善
的地⽅，另外因研究只能利⽤每週的⾃主時
間，進度上常有落後情況，因此如何有效率且
精準地完成每週預定的進度，也是這次做專題
研究很重要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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