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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推論」課程—利用「質性因果推論」對錯誤的因果訊息進行批判以加強

「媒體素養教育」 

Course development for causal inference theory—Enhanc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by applying qualitative causal inference to the criticism of false causal 

messages 

 

一. 本文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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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本研究的原因之問題與背景 

本人的專長為「因果推論」，是統計領域在近幾十年興起的一個分支，其目的是希望能為

觀察性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提供因果性的堅實基礎。實際上，人類對於因果律的探討從有

記錄以來最早能回溯到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四因說，亞里斯

多德認為所有自然界之物的形成必定包含四個原因分別是「質料因」、「形式因」、「動力

因」、「目的因」，例如一棟房屋必須有建材作為質料，設計圖作為搭建的形式，建築師提

供動力，而其目的是為了住人。由此可見因果關係在哲學上的討論已歷史悠久，但是自

19 世紀統計領域開始發展的過程中，因果關係的研究方向較少受到重視，一直到了

Donald B Rubin [1]將反事實框架結合數學語言，使因果效應能透過統計方法估計獲得，

才為現今的因果推論立下新的里程碑。並且藉由 James Robins 與 Judea Pearl 等人的推廣，

如今已被廣泛應用在流行病學、生物醫學、社會科學的領域。此外，隨著機器學習、AI

人工智慧近年來蓬勃發展，許多科學家將目標放在製造出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強 AI」

上，但是要讓機器具有跟人類一樣甚至超越人腦的思維能力其中的核心關鍵也是最困難

的問題就是如何讓機器習得因果關係的概念，這讓因果推論這個領域在其中佔有了一席

之地，2011 年的圖靈獎更是頒給了 Judea Pearl 感謝他對人工智慧社群的貢獻。另一方面，

Imbens 與 Angrist [2,3]發展出了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的方法，使我們能夠不受

未知干擾因子的影響而能準確估計因果效應，因而獲頒了 202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要討論本研究與因果推論課程的關係，首先要介紹前面所提到的現今因果推論的主流方

法，本人將其架構稱為「因果推論四部曲」[4]，也就是四個步驟：(1)建立因果結構、(2)

定義因果效應、(3)辨識因果效應、(4)統計推論。在步驟(1)我們需要藉由個人的主觀、經

驗、背景知識決定所探討的問題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在大部分文獻中會使用由節點與單

向箭頭組成的有向非循環圖(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例如 A→B，來表示 A 對 B 具

有因果效應，例如要討論抽菸對肺癌發生的影響，此時 A 就代表抽菸與否，B 就代表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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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發生與否，這樣的結構會隨著探討的主題所涉及的相關影響因子越多而越來越複雜。

而即使這裡是由主觀決定因果結構，但有時也被要求須滿足特定的因果準則，如英國經

驗主義哲學家大衛·休謨就曾提出人類建立因果關係須滿足的三個準則[5]：時空鄰近性、

時間次序性、恆常連結性。而在近代較知名的則是流行病學家 Bradford Hill 提出的希爾

因果準則(Hill’s criteria for causation)，其中包含九項標準：時序性、強度、一致性、劑

量反應關係、可逆性、生物合理性、同調性、類比性、特異性。在建立並畫出 DAG 之後，

第 (2)步是針對主題找到合適有意義的量化指標、測量、尺度，並以反事實結果

(counterfactual outcome)定義因果效應，如一個人在有抽菸與沒抽菸兩個平時時空裡，未

來發生肺癌的率差(rate difference)、率比(rate ratio)或勝算比(odds ratio)等等。但是我們不

可能知道所有反事實的結果，因此在第(3)步我們需要給出假設並藉此將因果參數以機率

理論辨識成可從實際資料進行估計的統計參數。最後，第(4)步就是尋找合適的統計方法

對效應進行估計以及統計推論。 

以上所介紹的「量性因果推論」為目前因果推論的主流方法學，流行病學聖經 Modern 

Epidemiology [6] 稱之為「Causal model」，是將所探討的問題建立在數學模式底下，並在

適當條件下使用客觀資料分析的推論方法。而在這之前，過去較為流行的方法是質性的

因果推論，Modern Epidemiology 稱之為「Canonical causality framework」，其主要的成分

多為哲學方面的探討。不過「因果推論」作為以哲學思辨為基礎的學問，即便是現今的

「量性因果推論」其中還是看得到質性因果推論的影子，「因果推論四部曲」本身即是從

質性轉往量性的過程，從第(1)步建立因果結構需要使用純粹質性的思考，再到第(2)、(3)

步驟的混合模式同時具有質性與量性的成分，最後的統計推論則回到了純粹量性研究的

範疇，因此「因果推論」的課程設計應該要同時具備質性推理、量性分析兩個層次。 

 

教學實務上欲解決之問題 

然而，國內關於因果推論課程的教學重心大多放在實驗設計以及量性方法的介紹，卻鮮

少以質性因果推論為主題的教學，本人從課堂上與學生的互動中發現同學們對於因果思

辨等開放式的討論較難有充分且清楚的論述。本人在去年的教學研究計畫在「高等因果

推論」課程使用「密集寫作教學」框架以及「虛擬同儕審查期刊」場域提升學生論文寫

作能力獲得良好的成效，不過從學生的寫作中體現出他們對數理理論足夠熟悉但是對質

性思維卻未能做出較具體的表達。因此，本人計畫以過去的教學模式為基礎，新增質性

因果推論的教學活動，讓學生知道如何運用理論知識發展出「敘述性的因果」，讓人際交

流以及與跨領域人士的知識傳遞更加流暢，達到「突破同溫層」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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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如上所述，過去教學中常被忽視的質性思辨模式也是因果推論非常重要的一環，尤其是

在建構因果結構時，十分依靠研究者主觀的判斷，若判斷有瑕疵不僅研究結果無法反映

真理現實，甚至研究主題還有倒果為因之嫌；在定義因果效應時，研究者也須思考使用

不同的定義方式所各自代表的思維模式，就像因果中介效應分析中的 Natural indirect 

effect 與 Interventional indirect effect 同樣是針對間接效應卻有微妙的差異；使用因果假設

時也必須考量到所給的假設是否符合現實世界的原理原則，若做出的假設在現實中無法

實現研究的貢獻可能會大打折扣。因果推論是一門入世的科學，研究者若具有質性思維

能力才能避免困在數學公式與假設中，必須要在理論與現實之間隨時保持連結。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議題除了對因果推論的專業能力有所助益之外，本人在教學特別進行設計，包括：

(1)科普書導讀、(2) 因果論說文寫作、(3)因果文章批判、(4)科普文章寫作，讓學生們

能在質性因果推論訓練的同時，增進自身獨立思考與媒體識讀的素養，並且透過教學活

動讓學生不僅熟稔理論，還能夠用較直觀的口語表達方式向跨領域人士或社會大眾介紹

因果推論的研究工作與成果。 

 

本人過去已針對「因果推論」課程在教學模式上做出革新，使用「問題導向學習」融合

在書報討論中，並獲得了 110 年「教學實踐計畫」。上次的課程規劃是以學術論文為主軸，

讓學生們在回應問題的過程中探索學術前緣，充分認知到在因果推論的知識發展其已知

與未知的分界，進而拓展研究視野。我們將此教學內涵稱為「學術深化」，並且在這兩年

的教學實踐上獲得顯著的成功，同時，本人經過對教學方法的反思，決定讓本期計畫延

續上期計畫的基礎，並在其中新加入另一個層面的教學內涵—「學術發散」，透過「媒體

因果識讀」與「跨領域溝通寫作」的素養教育讓學術融入生活，在了解所學知識是如何

能夠塑造並悄悄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之後，有意識地觸發學生們自主學習的動機，當「知

識」內化成為「素養」才讓學術能力變得扎實並且落地生根。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本計畫的重點在於本人將現代普遍被認為是量性學科的因果推論課程帶入了具有哲學思

辨內涵的質性因果推論的教學，希望讓學生明白即使量性方法所得到的數字是客觀的，

但是每個人對數字的解讀方式卻是主觀的，因此以質性因果推論方法來訓練學生如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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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解讀資訊是因果推論這門課的重點。此外，本計畫將新媒體作為質性因果推論的學

習與應用的場域，首先運用「因果準則」與「反事實思維」對網路文章的進行判讀，最

後寫成破解偽因果資訊的科普文章，分別對應了布魯姆三個高級認識向度的「分析」、「評

價」與「創造」。因此本人在這個章節將針對這兩個重點敘述「本計畫的獨特性」、「媒體

素養教育的重要」。 

 

本計畫的獨特性 

這裡我以國內幾位曾教授因果推論相關課程的優秀學者為例，對其課綱進行分析並比較

與本次教學計畫的課程結構之差異。首先，由中研院統計所黃彥棕老師在台大數研所開

設的《因果推論》 課程開始介紹，黃老師依循哈佛公共衛生學院 Miguel Hernan 所著教

科書《Causal Inference：What If》[8]的架構，從因果的反事實架構開始介紹何為因果效

應，再討論被稱為因果黃金標準的「隨機試驗」與因果推論的最大目標「觀察性研究」，

接著介紹流行病學感興趣的交互作用以及效應修飾作用還有因果研究必須克服的干擾作

用、選擇偏誤，在課程的後半部分講述基於模型假設的因果推論方法：Inversed probability 

weighting, Standardization, G-estimat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並額外加入了因果中介分析

的課程，是內容相當充實的量性因果推論課程。台大公衛的李文宗老師在流病所開設的

《高等流行病學方法》 在相似的基礎上則更強調研究設計與流行病學的測量，並對於特

殊類型的資料如存活資料、長期追蹤資料的分析方法加以介紹，對模型方法與因果中介

分析則沒有著墨。台大經濟系楊子霆老師所開設的《勞動經濟學專題: 實證方法與應用》 

與政大政治系黃紀老師開設的《因果推論》 對研究設計有較詳細的探討，並且將重心放

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見的因果推論方法上。基於上述，四位老師的教學架構都各具特色，

但是也能發現內容大多集中在量性的方法，即使質性因果推論的內容如前幾章所述相當

重要，在以往國內因果推論課程卻仍缺乏這部分的教學或專題報告活動，因此本人欲利

用此計畫做出革新，推出「結合質性與量性方法的因果推論課程」。 

 

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 

在過去數十年，隨著科技發展全球面臨資訊量暴增的時代，基於媒體商業化的發展導致

新聞媒體常為了收視率、點擊率而播送過度聳動或報導未經證實的虛假內容，嚴重侵害

人民知的權利。例如，2018 年發生於台灣的衛生紙之亂就是因為廠商的惡意行銷加上媒

體大肆報導造謠衛生紙漲價的傳聞，引發大批民眾紛紛搶購囤貨衛生紙，使得許多真正

有需求的民眾買不到這基本的民生必需品，甚至登上國際版面。早在二十世紀歐美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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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亞洲的日本、香港就已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教育改革，而台灣教育部也在 2002

年首次訂定並撰寫《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 ，是媒體素養教育受到政府重視的開始。

在白皮書中將媒體素養訂為 5 個要點：(1)瞭解媒體訊息內容、(2)思辨媒體再現、(3)反思

閱聽人的意義、(4)分析媒體組織、(5)影響和近用媒體，並欲建構從國中小、高中與大專

院校到社會教育等涵蓋全民的終身媒體素養教育系統，以「健康媒體社區」為目標提升

人民生活與文化品質。有鑑於網路數位時代來臨，民眾已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資訊的角色，

同時也是具備數位傳播能力的「創用者」，因此媒體素養教育不能局限於傳統大眾媒體，

更應該往新媒體發展，於是林玉鵬等人[9]建議將政策進一步整合為數位傳播媒體素養教

育，文中對台灣媒體素養教育過去的發展與沿革進行詳細的回顧，並對未來網路數位時

代下的媒體素養教育提出五項發展方向：(1)重新思考媒體素養概念，解析新媒體環境生

態、(2)建立以創用者為主的媒體素養概念、(3)建構數位網路時代的資訊判斷能力、(4)人

工智慧、演算法、大數據與傳播知能、(5)建立一貫體系，培養完整師資與持續性的支持

系統。因此，在數位時代下政府對媒體傳播的治理不只要更努力地把關，同時民眾也必

須從被保護者的角色蛻變為具有自主思辨、資訊敏感力的創用者，才能一方面辨別所接

受的不實內容，另一方面也評估自己製作傳播的媒體內容之效力。胡元輝在 2019 年發表

《破解假訊息的數位素養》 一文，詳細探查假訊息大量流行的社會結構與心理因素，並

且提供檢核表有利民眾學習打擊假訊息的技巧，文中提及假訊息的防治有賴媒體自律、

事實查核組織抑制假訊息散播等短期做法，而長期做法必須要讓媒體生態健全化並且推

動全民媒體資訊素養教育，讓每個人都對假訊息產生免疫力才是治本的方法。因此，身

為大專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本人認為讓學生辨別錯誤資訊並學習正確地傳播知識是每位教

師的職責之一，本計畫便是活用因果推論這門課裡所具有的哲學思辨性質，讓學生自主

判斷媒體上所下的因果論述是否具有效性，再針對不合理之處糾正並製產科普文幫助訊

息正向傳播，邁向「健康媒體社區」的目標。 

 

我國教育計畫深受歐陸教育理念的影響，逐漸開始強調素養教育與終生學習的重要性

[10]，近年來已有許多教育學者進行研究開發「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11]，同時這也是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提示的教育重點[12]。但是「素養」的定義究竟為何？現任

高雄中學校長的莊福泰 以煮菜為例做了很好的說明，我們透過閱讀食譜學習了烹飪一道

菜的「知識」，而在實際的洗菜、切菜、熱鍋、炒菜的過程中，真實地掌握這項「能力」，

並在與家人親友分享自己做的菜時從喜悅中體會出做菜的「態度」。不過，正確做一道菜

無法稱為素養，如果我們讓學生們在實際的煮菜過程中發現切片切塊對食物熟的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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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火侯時間對食物的熟度與燒焦程度的變化，讓學生對做菜產生興趣，並將熱情延

續學會自己做出下一道菜，比起每次都照著食譜做，這才是真正培養出做菜的素養。所

以說素養是對「知識」、「能力」、「態度」三者充分地察覺省思[13]，在真實情境下有脈絡

地整合三者並且學習，以此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興趣，這正是達成「活化教學」[14,15]

的教育理念。本人此次所開發之「媒體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係依循「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16]的模式，循序漸進地帶領同學從指定的議題下手進行對新媒體文章的因

果批判性閱讀，到最後同學們能夠從自己的生活體驗當中觀察到隱含在文語字句當中透

露出的因果訊息，並判斷其有效性。在「小組討論 」的過程中，互相分享自己的看法訓

練表達能力，並對同異之處交流溝通，最後以報告、寫作創造出自己的一道菜。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綜上所述，本人在課程想要解決的問題有二： 

(1) 同學們面對現實案例，缺乏辨識其隱含之因果結構的思辨能力。 

(2) 數理理論足夠熟悉但是對質性思維卻未能做出較具體的表達。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一) 教學設計與規劃 

A. 教學目標與方法 

此次教學實踐計畫之教學目標是讓學生們能了解質性因果推論的內涵，替學習因果推論

打造更厚實的基礎，並且以生活中所取得之資訊進行質性的反思與批判，這將是受用一

生的思辨素養。最後撰寫科普文章真正將這種思維內化並傳遞出去，使學生具備跨領域

溝通之能力。 

 

此次的教學內容將有約三分之二維持原有的教學模式(見本人 110 年之教學實踐計畫：

「因果推論」課程設計   將「問題導向學習」帶入書報討論課堂以提升學生研究素養)，

剩餘三分之一的部分為本計畫之內容，本人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學期的最開始，會讓學生們先進行因果論說文的寫作(見下段「因果論說文寫

作」)，在正式進入的教學之前先給學生自我審視目前為止所認為的因果是什麼樣貌，一

方面老師也能藉此掌握學生程度調整到最適合的教學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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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本人為學生導讀領域內之科普書「因果經濟學」，並針對書中質化因果推論之

敘述手法以及質性思辨模式加以介紹，也提供其他科普書做為參考教材給學生閱讀。在

閱讀過科普書後，會迎來第一次的小組報告，依照本人提供的媒體素材引導式地帶學生

對文章裡的因果論述進行審慎的判讀與思辨。 

 

第三階段：在接受質性因果推論的正式教學後，會有一份期中作業，讓同學們發揮自己

因果推論的敏銳度，自行搜索在新媒體上所看到的偽因果文章接著同樣進行質性因果推

論的分析，並且在最後以科普文章的寫作方式提交成果，撰寫的角度是要用理性分析的

方式讓民眾知道為何文章裡所聲稱的因果關係不成立。之後將有意願之學生的科普文上

傳至網路粉絲專頁與社會大眾交流互動，在期末前以按讚、留言與分享等討論熱度評比

並作為額外的加分項目。 

 

本計畫的三個階段 欲達成之教學目標 (布魯姆的認知歷程向度) 

第一階段 分析：學生能分析自己內心、以及外部文章的因果概念 

第二階段 評價：對文章內容能給予適切的評價 

第三階段 創造：善用自己的學習成果，創造並分享自己的知識內容 

三階段範例： 

第一階段：因果論說文寫作 

小作文(1000 到 2000 字之間，所有修課同學需繳交) 

文體限定為論說文，題目則不限，但內容需回答以下問題（主要是要看大家在修這門課

之前對於「因果」的哲學直觀概念的了解以及信仰，以及測試大家的行文能力），不用

全部回答，也可以回答一些以下沒有列出的相關問題，問題如下： 

⚫ 世界上有因果律嗎？ 

◼ 有的話，要怎麼證明因果？請至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 沒有的話，請舉出認為有因果的謬誤論點，並請至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 如果有因果律的話，應該會用什麼方式呈現？ 

⚫ 因果式絕對因果(若 A 則 B，若非 A 則非 B)，機率因果(A 會增加 B 的機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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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論(可參考關鍵字「拉普拉斯的魔鬼」)，神秘主義(參考各種宗教的說法)，或

因果只是存在人類的想像中(請參照「人類大歷史[17]」一書中「認知革命」的論

調，或是「因果革命[18]」中介入山或反事實的論調)。 

⚫ 因果律是否有辦法測量？一定要經由實驗才能得知嗎？或是經由觀察而得知呢？ 

第二階段：第三週課堂報告 

看完因果經濟學導論後，每組請從下列的文章擇一 

1. Chocolate Consumpt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obel Laureates [19] 

2. 以指為月的奧林匹亞症候群1 

3. 「很會教數學」的老師造就了討厭數學的孩子2 

4. 事實查核中心報告#17653、#17834 

 

於簡報中介紹該文章內容，並回答以下 4 個問題，簡報頁數不得超過 10 頁，報告時間為

10 分鐘。 

 介紹文章中宣稱的「原因」 

 介紹文章中宣稱的「結果」 

 介紹三項要點，確認三項要點是否符合？若有違反則解釋違反的原因 

 介紹反事實模型並說明如何透過反事實進行因果推論 

第三階段：期中作業 

每組上網自行搜尋新聞報導，以課堂上學到的因果推論之觀點，寫出一篇科普文，內容

須涵蓋： 

 介紹文章中宣稱的「原因」 

 介紹文章中宣稱的「結果」 

 透過 Causal Diagram 來描述變數間之因果關係 

 介紹三項要點，確認三項要點是否符合？若有違反則解釋違反的原因 

 介紹反事實模型並說明如何透過反事實進行因果推論 

B. 各週課程進度與教學空間 

 
1 https://www.scitw.cc/posts/7650 
2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0566 
3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7769 
4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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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以「翻轉教室」的理念為基底，因此教學空間包含 

(1)網路非同步教學：學生透過零碎時間觀看預先錄製之因果推論課程影片。  

(課程網址：https://shenghsuanlin.web.nycu.edu.tw/lab/causal_inference/) 

(2)學校實體課堂：每週實體課堂活動，若無特別安排即針對課程影片中學生提出問題的

部分做回答與教學並進行延伸討論。 

本次計畫的課程安排(如附錄 B 灰底處)，重點主要在學期的前四週進行質性因果推論的

介紹以及第十週的科普文章寫作報告，使用教材包含《因果經濟學》[20]、《獅頭人身、

毒蘋果與變化球：因果大革命》[21]、《流行病學方法論》[22]、《因果螺旋：跨越時空

的探索與思辨》[23]。其中《因果經濟學》由本人替學生們導讀，其他由學生在家自主閱

讀指定推薦之篇章，延伸閱讀亦可為小組報告增添豐富題材。同時保留 110 年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的問題導向學習之論文專題報告，其中包含三次為課堂報告及一次期末書面報

告。除此之外，亦保留三週 110 年教學實踐計畫所具有良好教學成果的問題導向學習之

論文專題討論，如附錄 B 斜體底線文字處。 

C. 學生成績考核與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課程成績考核以作業(Hw1~ 5)、報告(小組報告、期中作業、期末論文報告)、期末考試

為評量工具。 

(二) 研究設計與執行規劃 

A. 研究架構 

分成三個部分： 

I. 修課前評量 

修課學生在確定選修本門課後，在第四周之前，填寫本人自製評量問卷，調查學生課前

對質性因果觀念的認識程度以及對自我的媒體素養之評價，同時配合過去學者已開發具

效度之學習動機興趣量表(例如 MSLQ)。 

II. 上課：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非同步上課(1)：指定科普書導讀並自主閱讀 

非同步上課(2)：因果推論課程 

https://shenghsuanlin.web.nycu.edu.tw/lab/causal_i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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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上課活動：課堂討論 

因果推論課程的架構： 

分為三個階段：(1) 在經過科普書的導讀後接著正式介紹因果推論的背景知識以及質性

因果推論的方法、(2) 按照「因果推論四部曲」：建立因果結構、定義因果效應、辨識因

果效應、統計推論，講解基礎結構下(A→Y)因果推論各步驟的細節。(3) 學期中進入因果

中介效應分析的範疇，不同於基礎結構(A→Y)，此時 A 對 Y 的效應之間受到一個或多個

受關注的中介因子所介導，我們將介紹多種效應路徑拆解法的定義以及辨識各個拆解法

所須的假設之異同。 

III. 修課後評量 

學習動機評量：使用本人自製評量問卷以及過去學者已開發具效度之學習動機興趣量表

(例如 MSLQ)與修課前做比較。 

B. 研究問題意識 

1. 目前國內因果推論課程缺乏質性部分的訓練。 

2. 質性因果推論的訓練應能為學生的「媒體素養教育」做出貢獻，並在實際應用中強化

學習效果。 

C. 研究範圍目標 

1. 學生能有正確的「因果思辨能力」面對新媒體紛雜的內容。 

2. 學生能具備跨域溝通能力，將正確的因果推論知識科普化給大眾認識。 

3. 學生能更全面地掌握並串聯質性與量性因果推論的脈絡。 

D. 研究對象與場域 

針對統計學碩士班學生的選修課，須具備基本的統計學知識與基本迴歸分析。以每週實

際的教學現場及學生課後網路活動之新媒體平台為主要研究場域。 

E. 研究方法與工具 

定性分析 

I. 學生之教學評鑑意見。 

II. 於因果推論最後一節課針對修課學生進行單獨晤談，詢問該課程是否對於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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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擇有幫助。 

III. 於上課一年後針對修課學生 (於統計所之慣例，已經選擇老師並且做了三個月的研

究)進行單獨晤談，詢問該課程是否對於執行研究工作有幫助。 

IV. 於上課一年後針對修課學生之指導教授 (於統計所之慣例，已經選擇老師並且做了

三個月的研究)進行單獨晤談，詢問修過該課程之學生對研究工作之掌握度與熱情與

未修過該課程之學生之比較。 

 

定量分析 

I. 短期：因果推論第一節以及最後一節課針對修課學生進行學習動機與策略問卷之前

測與後測。 

II. 長期(修課後一年)：問卷調查：本人將會設計一個問卷，讓學生自評修過這門課之後

的畢業狀況，裡面包含發表論文的數量、參與會議的數量等。一方面讓學生了解這

門課帶來的幫助，另一方面也讓老師們知道這位學生的研究能力。 

F. 研究實施程序 

 7 月到 9 月 10 月到 12 月 1 月到 3 月 4 月到 6 月 

課程

實施 

 正式授課 

主題報告 

(因果推論) 

  

課程

檢討 

 課程期中檢討 

(因果推論) 

課程期末檢討 

(因果推論) 

與學生老師訪

談，針對問題進

行教材修改 

課程

設計

和 

教材

製作 

教材大綱製作 

研究資料蒐集 

助教會議 

主題製作 

(因果推論) 

 在所務會議上與

老師分享課程經

驗。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實體課程與期末分享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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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文人氣前兩名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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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這次的課程設計有意地要讓因果推論有別於傳統統計所所開設的量化課程，特別凸

顯了因果推論所需的質性思考的部分，因此吸引了不同學校、系所甚至也有非本國

籍學生來修課，來自多元的背景，讓大家在分享討論因果這個概念的時候更能激發

彼此的想法。藉由人氣競賽等活動，同學們將撰寫的因果科普文發佈在公開的網路

平台上，看到了同學們能夠自信地分享自己的課程成果，也從這門課學到因果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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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的應用是如此無所不在。但也因大家來自不同領域，每個人適應、學習質

性內容的寫作方式的速度不一，我們的教學應該持續提供更多的指導和支援，幫助

學生克服這些挑戰，進而達到他們的學習目標。 

 

(3) 學生學習回饋 

定性分析：學生之教學評鑑意見 

 很感謝這堂課程有很多面向的學習，讓我們學習對網路文章做評論、學習閱讀

學術文獻、也有學習到一些基本的統計理論知識，並且老師在課堂上會與我們

分享許多想法，在同學報告時的討論課示範了要如何提問、也會引導我們從不

同面向思考問題，收穫非常多!也讓我對因果推論這個領域更感興趣了! 

 在言論自由的台灣，媒體資源“發達”，每個台灣人都應該學習這門課。 

 很開心上了這門課。期中的科普文撰寫活動，相當的有趣。整體而言，我認為

這門課的內容相當實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運用質性因果的思考方式，讓我

們更審慎的去看待不同的資訊觀點。 

 這學期可以感受到整個課程安排非常用心，老師為了讓學生真的有學到東西以

及知道如何應用，特別規劃不一樣的上課方式，而對於作業上的困難，助教也

都會提供一些思考方向，感謝老師與助教，這學期都辛苦了～ 但在科普文以及

期末論文報告的地方建議之後可以提供大概的評分標準，這樣準備起來會比較

有方向也比較知道哪裡是需要注意的重點！ 

定量分析：學習動機與策略問卷之前測與後測。 

本問卷在課程的第一節以及最後一節讓修課學生填寫，問卷參考 MSLQ[24-26]

之學習動機量表，測量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是否較修課前明顯增加。測驗的前後

測結果在下表中呈現。根據統計的單尾 t 檢定，結果顯示學期末學習動機相較

於學期初上課前有顯著增加。這個結果顯示了我們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確實

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有助於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達到更好的成效。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Ｔ值 P 值 

109.7 123.1 3.07 0.01 

 

問卷細項及結果的分析圖表放在附錄 B 中，題目係由包含「我認為每個人都應

具有媒體識讀的能力」、「我認為對於因果性的論述應該小心查證」、「我認為培



16 

 

養好的媒體素養能讓我過濾錯誤、有害的資訊」、「我認為媒體素養教育是重要

的」、「我認為事實查核的過程很有趣」等共 30 題製作成的李克特量表本量表包

含價值、預期、情感及執行意志等四個層面，這四點在學習發展歷程上都具有

相當重要的影響 ，其中 Q7,8,12,17,19,21,24,29 這幾題是反向題，以下顯示的都

是原始成績但在計算總分時會將 1~5 的分數改為 5~1。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經過一學期的課程下來，學生們已經熟知達成因果關係的要件並且能夠藉由文本分析清

楚辨識出偽因果資訊，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然而，首次撰寫科普文章，依然有少數同

學對於這種類型的寫作策略、組織規劃較不熟悉，常不知道如何下筆。 

我們可以進一步改進這個教學實踐的方式如下： 

 提供各種不同寫作架構的優質科普文，讓學生能夠研讀他人著作，參考他人的編寫

邏輯。 

 許多問題要考慮的面相非常多，如法律哲學上的肇事歸因問題，由單一組別進行質

性因果分析可能過於片面，之後可在課堂上辦”因果法庭”讓雙方同學辯論，增加

互動性也增進彼此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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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Appendix 

附錄 A：課程進度 

週次 課堂活動 因果推論課程影片 當週作業繳交 

1 課程大綱介紹、分組 
介紹課程內容以及評分標

準、填寫前測問卷 
 

2 

教學與討論 

(介紹其他重要的因果準

則) 

《因果經濟學》導讀 

主題 1. 介紹書中三大判

斷偽因果關係的準則： 

(1) 純粹的巧合 

(2) 混淆因素的存在 

(3) 反向因果關係的存在 

主題 2. 以反事實思維為

基礎的敘述性因果 

Hw0 (含因果論說文) 

3 小組報告 必備知識 1~6 簡報檔 

4 教學與討論 因果推論 1~5 Hw1 

5 
小組論文報告 

(110 年教學實踐計畫) 

因果推論 6~12 

閱讀指定論文 
 

6 教學與討論 
因果推論架構與概念

1~12 
 

7 教學與討論 Data analysis DEMO Hw2 

8 教學與討論 NDE and NIE 1~7  

9 教學與討論 NDE and NIE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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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與討論 Binary outcome 1~4 

期中作業： 

兩週內進行以下流程 

(1) 繳交作業後，老師會

在當週實體課程與同學們

討論，並調查同意將文章

上傳網路的人數。 

(2) 老師提出文章的修改

細節建議。 

(3) 待修改完成後，正式

將文章上傳臉書社群專頁 

(期末將依按讚、留言、分

享等互動熱絡程度進行額

外加分) 

11 教學與討論 Alternative definition 1~6 Hw3 

12 
小組論文報告 

(110 年教學實踐計畫) 
閱讀指定論文  

13 教學與討論 中介效應分析複習1~5 Hw4  

14 教學與討論 交互作用分析 1~6  

15 期末考試  Hw5 

16 
小組論文報告 

(110 年教學實踐計畫) 
閱讀指定論文  

17 
期末考檢討、課程回顧、

公布上傳科普文章成果 
同時填寫後測問卷  

18 課程回饋、期末成績公布  論文書面報告 

 

附錄 A：學習動機評量 

1.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具有媒體識讀的能力 

2. 我認為對於因果性的論述應該小心查證 

3. 我認為培養好的媒體素養能讓我過濾錯誤、有害的資訊 

4. 我認為媒體素養教育是重要的 

5. 我認為事實查核的過程很有趣 

6. 我希望媒體上的訊息都是經過查證的 

7. 我認為查證事實是資訊傳播者的責任，跟吸收者無關 

8. 我認為查證事實是資訊吸收者的責任，跟傳播者無關 

9. 我能夠判斷媒體中的內容是否包含偽因果訊息 

10. 對我來說，判斷媒體訊息是否正確是容易的事 

11. 我有能力抵抗媒體內容可能對我造成的風險與不良後果 

12. 要我批判性閱讀媒體資訊是件困難的事 

13. 我能夠對其他人所分享的媒體內容予以評論或看法 

14. 我很擅長在媒體上發布具有批判思維的內容 

15. 我在自媒體傳遞訊息前都會事先查證 

16. 我以後願意對媒體內容更謹慎查證 

17. 對於新聞上看到的內容我完全相信不需要批判查核 

18. 我不喜歡報導不實的媒體 

19. 我喜歡勁爆誇張的新聞，不論其是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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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願意多花時間對周遭的訊息進行查證 

21. 我認為區分相關性與因果性是困難的 

22. 我認為學習質性因果推論可以幫助我破解假訊息 

23. 我認為精熟質性因果推論的思維在課堂外也有幫助 

24. 我認為學習質性因果推論跟批判性思考沾不上邊 

25. 我能自己舉出符合因果性的必要條件 

26. 我能區分相關性與因果性 

27. 我面對生活中的議題能夠用質性因果推論的方式去思考 

28. 我理解質性因果推論跟量性因果推論的差別 

29. 只要離開課堂就不需要去思考因果議題，這讓我覺得很輕鬆 

30. 我願意多花時間透過理性去辨識在生活中獲取的因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