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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型手機反轉投資學之傳統學習模式 

The Flip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Using Smart Phone about Investments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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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動上網普及、人人擁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課堂常見學生悠遊於手機，影響上課

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雖然行動科技改變了生活，讓複雜的事物變得更容易，卻讓師生的

距離更遠，如果能讓屬於滑世代的學生們將手機與課程學習結合，或許是項不錯的解決方

法。投資與理財是現代社會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近年，金融科技相關議題相當熱門，它

巔覆了金融業傳統的服務模式，也改變金融業對人才的需求，由於本身任教於財金科系，

財金資訊是學生們在課堂上常會接觸者，若能將課堂所學之金融專業知識與科技加以結

合，運用科技將財金資訊轉化為有用的智識與投資策略，強化學生對於金融市場實務以及

理財之專業能力，才能與金融機器人競爭。本計劃架構在「投資學」課程，利用創新教學

法提昇學生學習成效，教學設計是以財金資料庫及手機 APP的學習與應用為媒介，包括

利用資料庫蒐集財經資料、設定篩選法則找出所選投資策略的標的，建立屬於自己的手機

APP，再將選股之資料上傳雲端與手機 APP 連結，透過這樣的實作過程以增加學生對投

資理論及投資策略的瞭解，也讓學生能對手機 APP具有基本製作能力，不再是課堂裡只

會滑手機、聊天、追劇或者玩手遊的世代。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計劃架構在學生能以投資策略進行選股，並搭配製作手機 APP，下面說明有關投

資策略之財務文獻。學者們研究股票報酬率行為時，常發現市場上存在許多無法解釋的異

常現象(anomalies)，例如價格盈餘比率、帳面價值對市值比率以及股利收益率等因素，都

對證券報酬率有影響。例如 Campell and Shiller(1988)認為盈餘價格比率對報酬率具有可

預測性，且隨著投資時間增長報酬率也會增加；Fama and French(1989)認為預期報酬率具

有系統性行為，股利收益率、高信用評等與低信用評等公司債券的收益率差異所代表的違

約風險(default spread)、大公司與小公司的規模差異等因素，均可以預測報酬率的變動；

Fama and French(1992)發現市場規模、帳面價值對市值比率則能捕捉平均報酬率的變動；

Chan, Jegadeesh and Lakonishok (1996)發現過去報酬率、過去的盈餘衝擊(surprise)對未來

報酬率有預測能力，但市場風險、公司規模、帳面價值對市值比則無法解釋；Fama and 

French(1993)指出市場超額報酬率、公司規模、帳面價值對市值比這三項因子可以解釋資

產報酬率，因此可採用這幾項因子作為選股準則；Carhart (1997)加入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的一年期動能效果(momentum effect)討論基金報酬率，發現四因子模型已可

充分解釋基金報酬率的變異性。 

若以投資期間長短看，DeBondt and Thaler (1985、1987)指出過去三年到五年(長期)

的輸家，未來表現會優於長期的贏家，原因是投資者對於市場上的壞消息和好消息過度反

應；Zarowin(1989)認為績效反轉的原因和 Banz(1981)提出的規模效果有關，他發現小公

司的預期報酬率通常高於大公司，稱為小公司效果；Jegadeesh (1990)亦發現股價報酬率具

有反轉現象，可以買入過去表現較差的股票、並賣出過去表現好的股票，稱為反向

(constrarian)投資策略，原因是持續的壞消息使投資人過度悲觀，當投資人過度重視過去

表現並將想法投射到未來，便不願意買入可能發生財務危機的公司，使得股價過度反應，

隨著時間過去，投資人對公司經營不佳的想法慢慢去除，股價反轉而上，因此未來會有較

高的報酬率。當投資期間縮短到中期，股票價格出現反應不足(underreaction)的情況，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指出在三個月到二年的期間，過去的贏家平均仍比過去的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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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佳的表現，過去報酬率低的股票未來平均報酬率也較低，股價具有動能(momentum)

效果，只要買入過去贏家、賣出過去輸家便能獲利，原因是市場對於與盈餘相關的訊息反

應不足(underreaction)造成股價延遲的現象，當訊息的傳遞在股票市場裡不具效率時，市

場對新訊息的反應是漸近的，過去的訊息對未來六個月的股票報酬率有顯著影響。 

由前述財務文獻可知，投資策略大多是建立於公司基本面或財務績效，實務上許多

投資人則常以技術分析進行選股依據，本計劃要求同學以智慧型手機自建選股 APP，因

此必須對各種投資策略及選股準則有充分瞭解，才能設定篩選準則，這些篩選準則可能是

公司的財務指標或是技術面的各項指標，抑或是籌碼面。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現行之教育發展大多以學習者為中心，傳統教學方式難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在個

人行動工具普及與上網傳輸速率大幅提昇的配合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加上人人

都擁有的行動裝置來改善學習狀況、提昇學習成效應是可行的方式。本計劃想研究在每

位學生都有行動裝置的情況下，將課堂學習的理論與手機 APP相結合，搭配熱門的金融

科技議題，是否能提昇同學們對投資策略的瞭解？讓修課的學生不只學會查詢財金資訊，

也能完成並製作自己的手機 APP，也希望在不同而新穎的學習工具下，學生能對課程更

有興趣、並將課程所學之知識應用於生活中。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計劃透過行動裝置、電腦以及財金資料庫等資訊媒介，將課程理論與科技串接，希

望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課程中藉助的科技工具包括 Cmoney 投資決策系統、手機

製作軟體 APP inventor。課程設計如下，先建立修課同學基本的投資學概念，例如台灣股

票市場的交易制度、風險與報酬、常用之投資策略、基本分析與技術分析的概念，以及

投資時常使用的財務指標。理論課程結束後開始接觸 Cmoney投資決策系統及手機 APP

軟體，以加深同學們的學習深度。在 Cmoney投資決策系統部份，從基本資料蒐集開始，

諸如樣本公司、財經變數的選取、資料區間的設定以及資料的排序，進一步能夠自訂報

表例如個股總覽、多股排行及報表更新，進階操作則以智慧選股為主；在自建手機 APP

方面，除了設計自己的手機 APP，同學也須讓自己的 APP作品可在手機上實際運作，因

此對於 APP作品裡各畫面的按紐與圖片等元件，其屬性及背後程式必須有基本瞭解，為

了讓同學藉由設計手機 APP 提昇對課程內容的瞭解，要求同學的 APP 作品以投資學的

各種選股策略為主題進行設計，每個投資策略有下一層子策略，進入第二層子策略後再

進行資料串接載入資料。 

這樣的實作過程是否真能提昇學生對投資策課策的理解？本計劃透過問卷來瞭解學

習成效。問卷共進行二次，第一次是理論課程結束後、學習財金資料庫及手機 APP製作

前，第二次則是完成手機 APP作品後，二次問卷以同一份問卷針對同一批同學施作。問

卷內容分為三大部份，一是背景分析包括性別、居住區域、父母親職業、父母教育程度、

家人是否有理財經驗(股票、期貨、保險、房貸)、學生是否有打工及自付生活費；二是對

各種投資策略的瞭解是否提昇，共討論五種常見的投資策略，包括績優股、價值股、成

長股、技術指標及強勢股。最後一部份則是學生對財金系統、手機 APP製作的熟悉度，

是否會操作財金資料庫系統? 是否會進行投資選股？是否會設計製作手機 APP? 是否有

能力將資料上傳雲端並與手機 APP進行連結？根據問卷得分，檢視財管系修習投資學之

學生，在實作 APP後對投資策略的理解程度是否提昇？方式是以二次問卷得分進行成對

平均數 t檢定，假說檢定為： 

H0：𝜇2 > 𝜇1 (手機 APP作品完成後，學生對投資策略的理解有顯著提昇)   

H0：𝜇2 ≤ 𝜇1 (手機 APP作品完成後，學生對投資策略的理解無顯著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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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樣本下的 t檢定統計量為： 

 𝑡 =
�̄�−𝜇0
𝑆0

√𝑛

 

其中2為學生完成 APP 後之事後問卷分數，1為完成 APP 前之事前問卷分數，D 為每

位同學的事後問卷成績減去事前問卷成績，代表每位學生在完成 APP後的理解程度之變

動， D為 D的平均值，變異數為
1

-
S

22

D





n

DnD
，自由度 n-1，n 為參與問卷之學生人

數。若 t值顯著大於臨界值，我們認為利用手機 APP實作及財金資料庫的教學方式，對

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幫助；反之，若 t值未超過臨界值，代表此一新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的

學習成效並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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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此處說明理論課程結束後的執行過程，本計劃邀請二位業界講師至課堂，分別

教授財金資料庫以及手機 APP軟體的製作，其中 Cmoney投資決策系統為期四週，

包括基本資料蒐集、財報資料及智慧選股設定；APP 手機製作軟體安排二週講授，

並留二週時間予同學設計並完成 APP作品，雖然製作 APP inventor較難入手，但修

課同學在大一時修習過「APP開發與應用」這門課，該課程為本校管理學院大一同

學的院共同必修課程，因此同學們對該軟體已有基本認識，只須將投資學課程所學

之知識加以應用，並以投資策略為主題設計手機 APP即可。作品裡較困難的部份是

投資策略所篩選出的股票資料必須上傳雲端，並能與手機 APP進行連結。講師上課

照片如下，圖 1是 Cmoney講師說明投資決策系統的操作，右側為該系統之選股模

型設定，圖 2為 MIT APP inventor的授課老師的上課情形，右側則是 APP inventor

網頁版操作畫面。 

   

圖 1 業師講授法人投資決策系統 

   

圖 2 業師說明如設計製作 APP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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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在網頁上製作MIT inventor 

圖 3為 APP inventor網頁介面，該軟體原屬於 Google 實驗室(Google Lab)

的一項子計畫，為完全線上開發的 Android 程式環境，優點是使用樂高積木式

的堆疊法，拋棄複雜的程式碼，2012 年 1 月 1 日，Google 將 APP inventor移

交給麻省理工學院，目前版本為 App Inventor 2 (簡稱 AI2)1，使用者可以透過網

路瀏覽器在線上開發 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所有作業都在瀏覽器完成開發完

成，程式全部在雲端執行，完成之程式可下載到實體手機或在模擬器上執行。

如圖 3 頁面所示，每一個作品稱為專案，專案若要加入元件可在左側的「元件

面版」設定，例如按紐、複選盒、圖形標籤、對話框、下拉式選單、文字輸入盒

等等。元件屬性的設定則在頁面的右側，包括大小、位置、顏色等。按下畫面

右上角的程式設計按紐，可進入圖 4畫面，圖中顯示出 APP inventor採用的是

堆疊的積木程式，操作概念類似 Scratch，即使從未學過程式設計，藉由拖拉方

塊的方式與相關設定就可以完成作品，對商管學院同學而言相對容易學習。 

 

圖 4 MPP inventor背後之程式設計 

 圖 3中間的手機圖案便是以 APP inventor創作的專案(APP)圖示，本計劃執

行人於課堂中示範的 APP畫面擷取於圖 5。每個專案可以擁有多畫面(screen)，

透過按扭及背後的程式設計能將各個畫面進行連結，完成完整的手機APP作品。 

                                                 
1 APP inventor 2是共享軟體，只需有 Google帳號，申請進入即可使用，連結網址如下：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zh_TW#5995465971990528。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zh_TW#59954659719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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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在網頁上製作手機 APP時專案的畫面(上課時示範) 

       

圖 6 修課同學作品之一(在模擬器上觀看) 

    

圖 7 修課同學作品之二 (在手機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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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修課同學在課堂中必須獨立完成自己的作品，完成的 APP程式只能在 Android系

統執行，可選擇在模擬器(副檔名為.aia檔)或手機上執行觀看，在手機執行時必須先打包

程式(.apk檔)、再透過二維條碼掃描下載至手機執行。每位同學都發揮巧思將自己喜歡的

金融理財圖片放入專案中，在同學期末繳交的作品裡常發現不同巧思，相信同學們在實

作過程是樂於學習的。圖 6 為班上其中一位修課同學的作品以模擬器在電腦執行，圖 7

則是另一位同學完成的 APP打包至手機後呈現的畫面，最左圖是歡迎畫面，左 2顯示各

投資策略選項，以按紐的方式可進入另一個子畫面，例如選了上排面最左邊的「挑績優」，

便能進入右 2的畫面，按下「ROE」後便跳入最右邊的畫面，上面顯示的是 APP連結至

雲端擷取並串接的股票資料。 

針對前述問卷學生所填答的內容進行統計分析，問卷對象為財務管理學系，修習「投

資學」大三同學，課程實施期間為 108年 9月至 109年 1月(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修課

人數 54人，完整參與前後問卷並完成實作作品者共 37人，其中男生 37人、女生 23人。

在學生背景部份，多數學生來自桃竹苗(67.57%)，其次是大台北(13.51%)；父母親年齡主

要介於 41~60歲之間(91.89%)；父親學歷以高中職(45.95%)及大專(32.43%)為主；母親學

歷亦以高中職(64.86%)及大專(24.32%)為主；父母親職業分散於各行各業。再詢問受試學

生的家人中是否有相關投資經驗，家人有投資股票經驗者佔 78.38%、曾投資共同基金者

佔 35.13%、曾投資衍生性商品者較少只有 2.7%、全部受試者家人均購買保險、家人從事

金融相關工作者佔 43.24%。表 1 至表 4 為同學完成手機 APP 作品後，對各種投資策略

的瞭解是否有所提昇之檢定結果。 

表 1 實作課程後對修課同對對投資策略之理解能力是否提昇? 

投資策略 t值 p值 

績 優 股 5.952 0.000*** 

價 值 股 5.770 0.000*** 

成 長 股 6.826 0.000*** 

技術指標 4.847 0.000*** 

強 勢 股 6.199 0.000*** 

表 1 討論修課同學對五種投資策略的瞭解，由數字可知完成手機 APP 軟體後，同學

對五種策略的理解程度都在 1%的統計水準下顯著提昇，代表本計劃的創新教學方式確實

可以加深同學對各種投資選股策略的瞭解，而非只是應付老師教學的單純電腦操作。投

資策略簡述如下，「績優股」在實務上通常參考 ROE(股東權益報酬率)、ROA(資產報酬

率)、EPS(每股盈餘)、毛利率、營業利益率及股利；「價值股」考量公司的本益比、市值

及股價淨值比；「成長股」則注著公司每月營收狀況的成長率；若以「技術指標」為投資

策略，較常見之參考指標為 K線及 KD指標黃金交叉；「強勢股」關注股價是否突破 5日

價格線或創下歷史高價；「熱門股」著眼於外資買超張數或買超天數；若想依循法人的投

資行為進操作，則可觀察董監、外資、投信及自營商的持股變動瞭解其行為。 

    表 2 依性別討論，實作課程後對投資策略之理解能力是否提昇?  

組 別 男同學(14人) 女同學(23人) 

投資策略 t值 p值 t值 p值 

績 優 股 3.504 0.002*** 4.720 0.000*** 

價 值 股 3.161 0.004*** 4.987 0.000*** 

成 長 股 4.547 0.000*** 5.269 0.000*** 

技術指標 3.330 0.003*** 3.495 0.001*** 

強 勢 股 2.464 0.014** 6.2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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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資料是將參與問卷同學分為男生及女生二部份，探討不同性別的學生在手機 APP

實作後，對投資策略的瞭解是否有所提昇。由數字可知不論男學生或女學生在實作後，

對各種投資策略的瞭解均有所提昇；若以 t 值看，女同學在多數投資策略的理解能力應

該高於男同學。基於這樣的想法進行了表 3的檢定，表 3討論男同學對投資策略的理解

能力是否優於女同學，分為實作前及實作後二個情況，由數字可知，實作前女同學對於

績優股、價值股和成長股策略的理解程度在 1%的統計水準下均顯著高於男同學、但技術

指標和強勢指標則無明顯差異；完成實作 APP後進行相同的檢定，此時女同學對績優股

投資策略的瞭解仍在 1%的統計水準下顯著高於男同學，對價值股和強勢股的理解能力在

5%的統計水準下顯著優於男同學、對成長股策略只在 10%的統計水準下呈現顯著、至於

技術指標策略男女學生並無明顯差異。 

     表 3 男同學的對投資策略的理解是否優於女同學？ 

情 況 實作前 實作後 

投資策略 t值 p值 t值 p值 

績 優 股 -4.006 0.000*** -3.048 0.002*** 

價 值 股 -2.976 0.003*** -1.893 0.035** 

成 長 股 -3.811 0.001*** -1.332 0.098* 

技術指標 -0.498 0.311 -0.305 0.381 

強 勢 股 0.648 0.261 -1.727 0.049** 

表 4 則是將同學分為學習成績表現較佳組和學習成績表現較差組，分組依據是以期

中考和期末考二次考試成績之加權計分進行排序，扣掉中位數同學，將同學分為二組，

各組均有 18 位同學，探討手機 APP 實作後學習成績表現不同的同學對投資策略的瞭解

是否有所提昇。表中數字指出不論學習成績表現如何，二組同學在手機 APP實作後對投

資策略的瞭解均在 1%的統計水準下有顯著提昇，若以 t值數字看，學習成績較佳這組的

同學在各種投資策略的理解能力亦高於學習成績較低組別的同學。 

表 4 不同學習成績之同學，在實作課程後對投資策略之理解能力是否提昇?  

 學習成績低的同學 學習成績高的同學 

投資策略 t值 p值 t值 p值 

績 優 股 3.716 0.001*** 5.284 0.000*** 

價 值 股 3.690 0.001*** 6.969 0.000*** 

成 長 股 4.499 0.000*** 6.269 0.000*** 

技術指標 3.194 0.003*** 3.503 0.001*** 

強 勢 股 3.289 0.002***  5.622 0.000**  

      表 5 修課同學對於專業資訊能力是否提昇之檢定 

問  題  敍   述 t值 p值 

平常是否閱讀財金相關訊息？ 4.157 0.000*** 

你對 Cmoney系統瞭解？ 1.419 0.082* 

你會使用 Cmoney系統抓資料？ 3.514 0.001*** 

你會使用 Cmoney的回測系統 4.548 0.000*** 

你會使用 Cmoney的 EXCEl自動更新功能？ 4.367 0.000*** 

你會使用 APP inventor製作 APP？ 7.853 0.000*** 

你會使用 APP inventor連結雲端資料？ 6.342 0.000*** 

你覺得自己對電腦 3C的操作程度? 7.45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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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第三部份分析課程加入財金資料庫與手機 APP 的學習方式是否對同學之專

業能力有顯著提昇？結果列於表 5。由表中數字可知同學在閱讀財金訊息、對 Cmoney

系統的操作的初階及進階操作、APP inventor的使用能力以及對電腦的熟悉度，都顯

著較實作前提昇。 

本計劃之成果包括：第一，為了達到金融業對從業人員的專業能力要求，根據投

資學課程內容鼓勵同學取得證券商營業員證照，在修課該學期共有 11 位同學取得證

券商營業員證照。第二，為了能與實作作品所需的資料進行連結，同學必須非常熟悉

投資決策系統的操作並進行智慧選股，因此對投資決策系統的熟悉度相較學長姐更佳。

最後，對於非資訊本科的財管系同學而言，能自行完成手機 APP 作品並與主修之專

業課程作連結相當不容易，也達成教育部推動學生必須具備資訊能力的要求。  

(2) 教師教學反思 

藉由科技媒體的幫忙確實讓同學注意力更集中、更願意學習。學生在理財手機

APP作品完成後，對投資策略的理解能力顯著上昇，因此將行動科技放入課程的教學

方式確能提昇學生之學習成效。對學生進行背景分析時，發現女學生在上課學習或實

作表現均較佳，此情況在一般教學現場常出現，細看男女同學在各策略的表現，只有

技術指標沒有明顯差異，其他投資策略女同學表現顯著較佳，其中績優股及成長股策

略重視的是公司經營績效，較偏向基本分析，顯然基本分析相較技術分析較易理解學

習、而價值股和強勢股雖然仍屬技術分析之範圍，但主要以數字的增減變動判斷買賣

時點，並不像技術指標裡的 K線圖和 KD指標難以瞭解學習。 

 

(3) 學生學習回饋 

誠如前述，本計劃藉由財金資庫的資料抓取及智慧選股尋找投資標的，同學必

須先瞭解各種投資策略再將資料上傳雲端；而手機 APP的製作則讓同學藉由 APP的

設計，加深對投資策略及常用財務或技術指標的印象。問卷最後請同學針對 Cmoney

投資決策系統與 APP inventor 給予 1-5 級的評分，對投資決策系統給予 5 分者有 2

人佔 5.41%、給 4分者有 29人佔 78.38%、給 3分者有 6人佔 16.22%，無人給 1分

和 2分；在 APP inventor部份，給 1分有 3人佔 8.11%，給 2分 0人、給 3分 12人

佔 32.43%、給 4分有 21人佔 56.76%、給 5分者 1人佔 2.7%。許多學生表示財金資

料庫的智慧選股模式對其瞭解實務上之理財投資有極大幫助，讓他們對股票投資實

務有更深入體認，有助提昇學生在就業時的專業性；而手機 APP的實作由於將投資

策略分成子策略，所需設計的頁面層次多，加上資料必須進行雲端串接，與大一「APP

開發與應用」課程的作品相較，難度大幅提高，但作品裡將投資觀念帶入，過程雖

然辛苦而有壓力，但作品完成後成就感大，也讓他們成長許多。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計劃在進行課程設計發想之初，選擇了較多的科技操作技術，是相當創新的

學習方式，但對於非資訊本科的學生而言，學習門檻較高、對老師及同學的負荷稍

大，日後有若相同的課程設計，建議以一年期的課程或二門課同時搭配進行較為適

當。另外，將 APP inventor 搭配課程的教學方式適用於許多課程，授課教師可運用

到不同領域，由於採用推疊的積木程式設計作品，對沒有資訊背景的學生而言學習

門檻相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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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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