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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席捲全球之際，應用混成學習法置入數位教學影片，並

且給予作業利用主動性與積極參與的教學策略檢視對學生學習成效之

提升。本研究針對 108 學年度聽語系解剖學實驗製作短影片，於 109、

110 學年度再次將所有內容重新加註標示專有名詞，並錄製成新的教學

影片，並提供六個單元的作業，學習成效指標為學生於解剖學正課及

實驗的期中期末考試與學期總成績表現。110 學年度配合教學影片提供

作業，結果顯示觀看影片次數較多的學生確實能提升學習成果。本研

究的結論顯示，採取配合教學影片內容且完成作業之混成學習確實能

提升解剖學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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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對於本校聽語系一年級學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礎醫學，

然而因為課程時間壓縮，內容需要記憶大量專有名詞，學生往往學習

的很吃力甚至產生焦慮。隨著網路時代來臨將數位教學融入傳統課程

已經成為解剖教學的潮流，甚至是利用影片併入解剖學課程都有很好

的成效。當善用網路科技在化學課程中利用包含影片提供的課堂翻轉

教學模式，促使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表現都有助益 (Sookoo-Singh et al., 

2018)。依據心理學的研究統計，學生的記憶量於「同時聽到和看到」

所能記住的名詞量較僅看到或聽到的多很多，足見利用數位教材進行課

程，提供學生視覺與聽覺多重感官訊息有助於記憶 (Murray et al., 2004 ; 

Thelen, 2014 )。僅利用解剖圖譜學習並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求，自從電

腦設備突飛猛進時代以來，解剖科學的教學模式已經被大大轉變，包

括利用 YouTube 作為解剖學相關影片的主要來源 (Trelease, 2016)。加入

網路數位學習能減輕解剖學習的困難度且提高其知識程度 (Zand et al., 

2016)。

以混成學習法對於藥學系學生解剖學之心血管系統，置入數位學

習有正向的回饋 (Ngan et al., 2018)。數位學習當中學生偏好搜尋網路上

影片 ( 如 YouTube) 來幫助自己學習解剖學 (Barry et al., 2016)。本研究

錄製好的數位教材儲存於 YouTube 中，YouTube 形式方便整理數量龐

大的影片量，再將影片連結於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提供修習此課程

學生觀看。Hadie et al (2019) 的研究顯示，於大體解剖正課前提供與課

程內容相關的影片供學生學習對於正課的測驗表現有顯著提高。

本研究主題是將實驗課程教材 ( 解剖模型 ) 拍攝錄製成非同步線上

教材，教師可以透過數位平台的資料，分析學生於學習期中期末考試

和學期總成績的表現，以學習成效和數位學習之預期相關性，作為教

一、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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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改進及輔導學生學習的依據。Lochner et al (2016) 的研究顯示，在語

言治療系的傳統解剖學課程之前給予數位學習內容，結果是讓積極的

學生更加主動學習。另外，對於醫學系大體解剖實驗加入影片顯示有

助於學習 (Velavan et al.,2018)，於正課前提供與課程相關的影片供學生

學習，對於正課的測驗題表現也有幫助 (Siti et al., 2019)，足以表示影

片有助於學習的理解程度 (Pereira et al., 2004)。

本研究首先於 108 學年度製作聽語系一年級的解剖學實驗數位教

學影片，上傳至數位教學平台，提供學生自我學習。探討觀看影片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結果顯示學生對於非同步線上教學的授課方式

感到很滿意。並於 109 學年度探討觀看加註專有名詞之數位教學影片

是否能提升學生在解剖學之學習成效。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前三周採全面線上課程。Singal et al ( 2021)
的研究結果，當疫情期間虛擬解剖教學是唯一的學習方法。Mehdar 

(2020) 研究顯示，將數位解剖教室置入醫學系與牙醫系一年級的課程

中，回饋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認為遠距教學缺乏學習動力且容易

分心，但是還是有部分學生願意繼續使用線上資源。針對全世界研究

所學生線上解剖教學的研究中發現，學生很喜愛影片形式的正課內容，

但是課程還是有些挑戰 (Alethea, et al., 2020)。歷經線上教學之後很多研

究顯示，課程還是偏好於包含實體面對面授課加入非同步線上數位教

材的混成學習。醫學院的其他課程研究結果，將混成學習相較於傳統

教學的學習成效確實有提升 (Vallee et al., 2020)。混成學習的影片對於

護理學生的臨床技巧學習有用，同時提升學生的知識和技巧且深獲學

生喜愛 (Coyne et al., 2018)。

於是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乃是採混成學習模式授課。我們可能隨時

要面臨下一波的疫情，因應未來的課程變化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教學

工具，研究顯示讓學生利用詩歌故事等方式，以主動積極策略作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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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學的有效學習工具呈現解剖學內容，結果顯示隨堂小考與期末考都

有顯著進步 (Singh et al., 2019)。學生積極參與的研究還有針對課程內容

教師給予引導性問題也深得學生喜愛 (Martin et al., 2018)，促使本研究

設計引導性問題的作業來提升學生的積極參與度。

因此 110 學年度課程中調整部分的「教學策略」與「教學工具」，

試圖以提供作業方式，增加學生的課程參與度，期望激發學生主動學

習動力，提升學習成效。對於教師而言更是需要精進自己的遠距教學

能力，即便再度需要全面遠距上課也能正向因應。

本研究目的於第一階段，應用混成學習法置入數位教學影片將數

位影片融入傳統課程，我們規劃實施於聽語系的解剖學課程，提供學生

視覺聽覺同時具備的圖像影片，不受時間空間限制進行預習複習，探討

學生在課堂上及課外時間增進自我學習的能力，是否提升學習的興趣，

期望能建構更符合現今學生的教學模式。

第二階段延續製作更優質的數位教材影片，使用 YouTube 形式方

便整理數量龐大的影片量，再將影片連結於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提

供修習此課程學生觀看；並加入引導性問題的作業，利用主動性與積極

參與的教學策略檢視學習表現。依據學生的回饋資料統計分析並加以整

理，面對疫情做好充足準備且預期能提供教學上質與量更精進的改善。

二、	研究設計與方法

聽語系一年級解剖學課程以傳統的正課加上非同步線上實驗課程

為授課方式，一學期 18 周正課 36 小時，實驗課 36 小時。實驗內容以

各系統模型為主，所有的模型影片於課前預錄並上傳至 Moodle 數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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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平台。

每堂實驗課由老師帶領解答疑問並小考，正課與實驗皆有期中期

末考試。期中考試範圍是骨骼系統、肌肉系統、周邊神經與中樞神經系

統；期末考試範圍包含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生殖系統、

特殊感覺與頭頸部。期中期末請學生填寫線上回饋問卷表單。本研究

針對 108 學年度聽語系解剖學實驗所製作之 56 部長度 3-5 分鐘之短影

片；於 109 學年度再次將所有內容重新加註標示專有名詞，並錄製成

19 部長度 20-30 分鐘的教學影片；110 學年度骨骼系統重新錄製 4 部更

精簡版影片；肌肉系統由另一位新老師提供而不予計算，導致 110 學

年度僅有 15 部影片；三個學年度的影片均上傳至 Moodle 數位教學平

台中，提供非同步線上教學。學習成效指標為學生於解剖學實驗的期

中期末考試與學期總成績表現，以及課程回饋單中學生學習的滿意度。

本研究針對 108-110 學年度同時修習「解剖學實驗」以及「解剖學」課

程學生；並取得知情同意人數分別為 40、35、及 31 人。108 學年度本

研究開始於解剖學實驗課程中加入各系統模型的影片，期末學生滿意

度高（教學評量 4.86 分，滿分 5 分）。109 學年度本人重新錄製影片，

其特色是在模型影片中加註專有名詞讓學生同時看到構造與專有名詞，

想要了解如此的學習是否更有效率；110 學年度除了再重新錄製部分影

片，並加入 6 次引導式問題的作業。

課程期中和期末利用線上回饋問卷表單請學生填寫相關回饋以及

自評反思等資料。學期末學期成績結算後彙整 Moodle 內的影片報表資

料，依照影片觀看次數與作業成績分組 ( 觀看次數高於或低於第 50 個

百分位數 )，學習成效包含解剖學實驗及正課總成績。以 SPSS 軟體分

析，檢定數位教學影片觀看次數及作業成績之關聯，以 t 檢定（變異數

不相等假設）進行比較，p < .05 為達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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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 學年度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一年級學生觀看「解剖學實

驗」課程數位學習教材次數之描述統計列於表 1。「解剖學實驗」一學

分與「解剖學」兩學分課程開在本校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一年級，屬

於專業必修課程。期中考的教學內容涵蓋中軸骨、附肢骨、中軸肌肉、

上肢肌肉、下肢肌肉、周邊神經及中樞神經等七個主題；期末考的教

學內容涵蓋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

視覺及聽覺系統以及頭頸部等七個主題。

本研究針對 108 學年度聽語系解剖學實驗所製作之 56 部長度 3-5
分鐘之短影片；於 109 學年度再次將所有內容重新加註標示專有名詞，

並錄製成 19 部長度 20-30 分鐘的教學影片；110 學年度骨骼系統重新

錄製 4 部更精簡版影片，肌肉系統由另一位新老師提供而不予計算，

以致 110 學年度影片數僅有 15 部，事實上課程內容無改變。

三、	研究結果

（一）108-110學年度數位學習教材觀看次數統計表(表1）

表 1：108-110學年度數位學習教材觀看次數統計表

學年度 人 數 範 圍 影片數
觀看次數

 平均（標準差） 中位數 全 距

108 40
期中考 22 28.5 (23.2) 23.5 0-109
期末考 34 59.6 (27.6) 61.0 4-140

學期總計 56 88.1 (42.5) 75.0 7-185

109 35
期中考 12 34.2 (21.5) 25.0 12-95
期末考 7 13.3 (11.8) 9.0 1-57

學期總計 19 47.5 (24.3) 39.0 20-120

110 31
期中考 8 13.2 (5.7) 13.0 0-27
期末考 7 9.0 (6.2) 9.0 0-25

學期總計 15 22.2 (10.1) 22.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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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 的聽語系學生在「解剖學實驗」與「解剖學」兩門課的三

項成績：期中考、期末考、和學期總成績分別呈現於表二與表三。為

比較三個學年度學生的成績表現，各項成績以學年度作為受試者間變

項，分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結果發現，六

項成績中僅有解剖學實驗的期中考出現學年間的差異（F(2,103) = 4.80, 

p = .01）；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108 學年度學生的成績顯著低於 109 學年

度學生的成績（t(69.8) = -3.51, p = .01, Bonferroni corrected）。其他五

項成績項目在三年間皆無顯示差異（all F(2,103) < 2.39, p > .09），顯示

三年間學生整體表現相似、課程難度相近。

表 3：108-110學年度解剖學正課成績平均（標準差）統計表

(二)	108-110學年度解剖學實驗與解剖學成績統計表（表2、3）

學年度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總成績

108 40 64.1 (13.4) 72.6 (12.0) 73.2 (9.6)

109 35 59.1 (11.3) 66.7 (14.1) 67.6 (9.2)

110 31 59.4 (20.1) 69.6 (20.5) 69.0 (16.1)

表 2：108-110學年度解剖學實驗成績平均（標準差）統計表

學年度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總成績

108 40 56.0 (17.9) 75.2 (15.5) 72.3 (11.7)

109 35 68.3 (12.5) 75.5 (11.7) 76.2 (8.7)

110 31 64.9 (22.5) 76.2 (15.9) 76.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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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40 位學生依據觀看影片次數，以中位數區分次數高與

次數低兩組（表 4）。在期中考範圍影片觀看次數高者（20 人）平均

為 45.1 次，觀看次數低者（20 人）平均為 11.9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

著差異（t(24.3) = 6.33, p < .001）；兩組學生期中考成績在解剖學實驗

（t(37.3) = 0.45, p = .66）與解剖學正課期中考（t(37.8) = 0.87, p = .39）

皆未達顯著差異。期末考範圍影片觀看次數高者（20 人）平均為 80.8
次，觀看次數低者（20 人）平均為 38.4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著差異

（t(34.8) = 7.41, p < .001）；兩組學生期末考成績在解剖學實驗（t(36.2) 
= 0.22, p = .83）與解剖學正課（t(37.1) = 1.11, p = .27）皆未達顯著差異。

以整學期累計觀看次數計算，觀看次數高者（20 人）平均為 121.8 次，

觀看次數低者（20 人）平均為 54.4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著差異（t(32.0) 
= 8.01, p < .001）；兩組學生學期總成績在解剖學實驗（t(37.8) = -0.55, 
p = .59）與解剖學正課（t(37.3) = 0.43, p = .67）皆未達顯著差異。108

學年度的結果顯示，學生雖可利用教學影片作為課前預習和課後複習

的媒介，但觀看次數不影響成績表現。

（三）108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分析（表 4）

表 4：108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之相關分析

項目 觀看次數 
組別

觀看次數平均
（標準差） 人數

解剖學實驗
成績平均

（標準差）

解剖學正課
成績平均

（標準差）

期中考
高 45.1 (21.4) 20 57.3 (16.8) 66.0 (12.9)

低 11.9 (8.1) 20 54.7 (19.2) 62.3 (14.0)

期末考
高 80.8 (20.2) 20 75.8 (17.4) 74.7 (10.9)

低 38.4 (14.8) 20 74.7 (13.9) 70.5 (12.8)

總成績
高 121.8 (31.0) 20 71.3 (12.2) 73.8 (10.3)

低 54.4 (19.5) 20 73.3 (11.3) 72.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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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解剖學實驗總成績計算方式為期中考 (35%)、期末考 (35%)、 
及平時成績 (30%) 總和；
解剖學正課總成績計算方式為期中考 (40%)、期末考 (40%)、 
及平時成績 (20%) 總和。

109 學年度 35 位學生依據觀看影片次數，以中位數區分次數高與

次數低兩組（表 5）。在期中考範圍影片觀看次數高者（18 人）平均

為 47.7 次，觀看次數低者（17 人）平均為 19.9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

著差異（t(17.9) = 5.00, p < .001）；解剖學實驗期中考成績影片觀看次

數高者顯著低於觀看次數低者（t(25.4) = -2.88, p = .008），與預期不符；

兩組學生在解剖學正課期中考成績則未達顯著差異（t(32.7) = -1.53, p 

= .14）。期末考範圍影片觀看次數高者（20 人）平均為 18.5 次，觀看

次數低者（15 人）平均為 6.4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著差異（t(20.2) = 

3.87, p = .001）；兩組學生期末考成績在解剖學實驗（t(31.2) = -0.88, p 

= .38）與解剖學正課（t(30.7) = -1.01, p = .32）皆未達顯著差異。以整

學期累計觀看次數計算，觀看次數高者（18 人）平均為 63.9 次，觀看

次數低者（17 人）平均為 30.2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著差異（t(18.4) 

= 5.66, p < .001）；兩組學生學期總成績在解剖學實驗（t(32.5) = -0.90, 

p = .37）與解剖學正課（t(32.7) = -0.23, p = .82）皆未達顯著差異。109

學年度的結果顯示，教學影片同時呈現影音並加上專有名詞時，觀看

次數不影響成績表現，甚至在解剖學實驗期中考顯示影片觀看次數多

的學生成績反而較差。

（四）109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分析（表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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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9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之相關分析

110 學年度 31 位學生依據觀看影片次數，以中位數區分次數高與

次數低兩組（表 6）。在期中考範圍影片觀看次數高者（17 人）平均

為 17.3 次，觀看次數低者（14 人）平均為 8.3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

著差異（t(28.3) = 7.17, p < .001）；兩組學生期中考成績在解剖學實驗

（t(25.0) = 3.47, p = .002）與解剖學正課（t(25.5) = 4.58, p < .001）皆達

顯著差異，影片觀看次數高者成績高於觀看次數低者，與預期相符。

期末考範圍影片觀看次數高者（17 人）平均為 13.2 次，觀看次數低者

（14 人）平均為 3.8 次，兩組觀看次數達顯著差異（t(26.9) = 6.65, p < 

.001）；兩組學生的解剖學實驗期末考成績未達顯著差異（t(29.0) = 1.38, 

（五）110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分析（表 6）

項目 觀看次數 
組別

觀看次數平均
（標準差） 人數

解剖學實驗
成績平均

（標準差）

解剖學正課
成績平均

（標準差）

期中考
高 47.7 (22.7) 18 63.1 (14.2) 56.3 (10.9)

低 19.9 (3.6) 17 73.9 (7.2) 62.1 (11.2)

期末考
高 18.5 (13.4) 20 74.1 (13.9) 64.7 (14.2)

低 6.4 (2.1) 15 77.3 (8.0) 69.5 (13.9)

總成績
高 63.9 (24.0) 18 74.9 (9.4) 67.2 (9.2)

低 30.2 (4.8) 17 77.6 (7.9) 67.9 (9.5)

註：
解剖學實驗總成績計算方式為期中考 (35%)、期末考 (35%)、 
及平時成績 (30%) 總和；
解剖學正課總成績計算方式為期中考 (40%)、期末考 (40%)、 
及平時成績 (20%) 總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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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18），但解剖學正課期末考影片觀看次數高者成績高於觀看次數低

者（t(27.3) = 2.25, p = .03）。以整學期累計觀看次數計算，觀看次數高

者（16 人）平均為 29.6 次，觀看次數低者（15 人）平均為 14.3 次，兩

組觀看次數達顯著差異（t(27.8) = 6.42, p < .001）；兩組學生學期總成

績在解剖學實驗（t(28.0) = 2.45, p = .02）與解剖學正課（t(28.1) = 2.61, 

p = .01）皆達顯著差異，影片觀看次數高者成績高於觀看次數低者，與

預期相符。    

  110 學年度的結果顯示，配合教學影片內容（包含影音及專有名

詞）提供作業，讓學生看影片後進行練習並自我評估學習成效，結果顯

示觀看影片次數較多的學生的確能提升成績。

表 6：110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之相關分析

項目 觀看次數 
組別

觀看次數平均
（標準差） 人數

解剖學實驗
成績平均

（標準差）

解剖學正課
成績平均

（標準差）

期中考
高 17.3 (4.0) 17 76.0 (17.3) 71.2 (14.2)

低 8.3 (2.8) 14 51.5 (21.3) 45.1 (16.9)

期末考
高 13.2 (4.7) 17 79.6 (17.2) 76.6 (18.8)

低 3.8 (2.9) 14 72.0 (13.6) 61.0 (19.7)

總成績
高 29.6 (7.3) 16 81.3 (11.3) 75.6 (16.4)

低 14.3 (5.5) 15 70.6 (12.8) 61.9 (12.7)

註：
解剖學實驗總成績計算方式為期中考 (35%)、期末考 (35%)、 
及平時成績 (30%) 總和；
解剖學正課總成績計算方式為期中考 (40%)、期末考 (40%)、 
及平時成績 (20%) 總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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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學生成長環境充滿數位化科技工具，本研究結果比較三個

學年度學生在「解剖學實驗」與「解剖學」兩門課的三項成績：期中考、

期末考、和學期總成績，六項成績中僅有解剖學實驗的期中考出現學

年間的差異，其他五項成績項目在三年間皆無顯示差異，顯示三年間

學生整體表現相似。COVID-19 疫情來的快又急讓人措手不及，在眾多

網路教材中要選擇簡單及真正有效的線上教材是很困難的 Viveka et al 

(2021)。本研究於三年來錄製完整課程影片提供聽語系學生學習，符合

發展自己的影片並且善用它的教學目標 (Wiyono et al, 2021)。其他研究

也顯示醫學生對於利用 YouTube 影片加強學習解剖學持正面態度，教

師也願意製作新的解剖相關影片併入課程中 (Mustafa et al,2020)。

108 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分析結果顯示，學生雖可利用教學

影片作為課前預習和課後複習的媒介，但觀看次數不影響成績表現。

(Fives et al ,2021) 於語言治療系一年級的學生提供正課與實驗的解剖教

學，多數學生因擔憂考試於考試期間有明顯的焦慮。本研究結果學生

觀看影片次數多可能反映的是對課程的焦慮、自身學習動機較高，或

是看影片比讀課本更容易複習；看得少的學生可能是自評已經學會，

因此觀看次數對學習成效沒有顯著的影響。Cardoso-Junior et al (2022)
研究於疫情期間雖因社交隔離，人體解剖學正課給予非同步線上影片，

結果仍顯示學生具備高度學習動機。

109 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分析結果顯示，教學影片同時呈現

影音並加上專有名詞時，觀看次數不影響成績表現，甚至在解剖學實

驗期中考顯示影片觀看次數多的學生成績反而較差。編輯影片加上專

有名詞並不會增加學習效果，反而可能有妨礙，結果也可能即使學生

看影片次數是受到自己學習動機驅使，但也未必真的能提高成績，因

四、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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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排除單純學習動機可同時提升影片觀看次數和成績。 

110 學年度影片觀看次數與成績分析結果顯示，配合教學影片內容

（包含影音及專有名詞）提供作業，讓學生看影片後進行練習並自我

評估學習成效，結果顯示觀看影片次數較多的學生的確能提升成績。

Prabhath et al (2022) 研究顯示，疫情期間於同步與非同步的線上解剖教

學中，併入更多自我導向的學習策略，例如形成性測驗，確實能激勵

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三年間「解剖學實驗」與「解剖學」課程教學評量分數均

達 4.6 分以上 ( 滿分五分 )，顯示學生對於傳統教學併入非同步線上學

習的「混成學習」模式感到非常滿意。在 Velavan  et al (2018) 的研究當

中，起初於大體實驗課程中加入教學影片，學生與教師的滿意度皆很

高。疫情之後改變教學模式是必然的趨勢，整合面對面與數位教學的

學習模式，將促使解剖學學習更多元更豐富 (Jones, 2021)。

本研究中尚有一些限制，理想的研究模式應該是將學生分為有觀

看影片和無觀看影片兩組，但是為了避免剝奪學生的受教權，全部的

學生都給予影片。此外，研究中沒有設計問卷探討學生的學習動機。



．172．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五卷第二期

五、結論

利用錄製影片提供學生學習是很費心思的教材，網路上也有很多

影片容易取得，本研究於解剖學開啟這樣的教學模式，錄製與課程內容

相符的影片；第二年再度編輯影片內容並加註專有名詞，結果雖沒有

增加學習成效，但是教學評量的滿意度高且學生表示影片對他們的學

習很有幫助。第三年除了再編輯部分影片，也嘗試加入引導性的作業，

想要提供更積極的學習態度，結果顯示觀看影片次數較多的學生確實

能提升學習成效。歷經三年的 COVID-19 疫情，本研究顯示透過錄製

影片與置入引導性作業的混成教學模式，將是現今最合適且有成效的

解剖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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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Miao Chiu   ,  Chuen-Fei Chen  

Improving Learning of Anatomy by Blending Learning 
wit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st-Pandemic Era

Abstract

Remote learning has become a necessary way of lecturing during the 
pandemic. Online videos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students to study 
by themselves.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adding keywords and 
annotations to the videos. We applied blending learning with our videos. We 
also utilized assignments to promot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anatomy laboratory for the 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We made short videos in the 2019 aca-demic 
year, and revisioned those videos in 2020 and 2021 with annotation on the 
ter-minologies on all the contents. We also provided assignments separated 
in 6 units. We later evaluated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their midterm scores 
and overall grades as well as their satisfaction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The 
data in 2020 also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did not perform better when we 
edited the video with annotation of terminology. We assigned homework 
in coordinate with the videos in 2021, and it showed that stu-dents indeed 
performed better when they had higher number of video views. Our study 
shows that using blended learning techniques in coordinate with video 
contents can in-dee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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