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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論文主旨在探究於國中階段融入資訊教學並藉由 MOODLE

線上學習系統的建構發展出創新的數位學習教學模式。以我國現行

國中教育，學生在校學習仍以充實基本知能為主，因此傳統講述法

教學仍是最主要的教學方式，然而隨著社會的多元發展以及資訊科

技的日新月異，以資訊融入教學，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並且不受

時空限制的無所不在學習是亟需關切且迫切需要的。 

本研究以教師即研究者進行行動研究，探討以此種教學模式教

授國中國文對國中生的學習成就及學習動機之影響，並試圖找出利

用 MOODLE 平台輔助國中國文教學之可行方式。  

關鍵字：MOODLE、數位學習、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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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ased on Moodle platform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grated 

into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teacher-centered way of teaching is 

the most common one appli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all kinds of fields of knowledge. Neverthel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tecnology, it is 

urgent that the teacher-centered way of teaching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tudent-centered way of teaching via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make students to learn without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space. 

 The study adopted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It aims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upon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motivation of junior high 

student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attern used in teaching in Chinese class 

and try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teaching in Chinese class with assistance of 

MOODLE.  

Key words:MOODLE、e-learning、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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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科技的進步帶動社會整體性的變動，教育也不例外。隨著網路的普

及與電腦資訊的發達，資訊融入教學已是新世代教師不得不面對的課

題，如何正確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現場更是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所要思索

的問題。有鑑於此，本論文研究藉由建置一個國中國語文 MOODLE 數位

學習平台，使學習者透過此平台達到以學習者為主題的學習環境，此外

透過此平台的資源共享，學校教師也可以輕易取得教學資源而省去準備

教材之困擾。在本章中，將分成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

問題、名詞解釋及研究對象與限制等四個小節將以探討。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本身於國中任教國文，在五年的教學歷程中，發現學生的語

文及閱讀理解能力普遍低落且逐年下降。2010 年 12 月上旬，影響全球教

育方向的 PISA（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閱讀評比報告出爐，台灣的能

力排名確定在兩岸三地國際教育評比、使用華語參加測驗的三個國家與

地區中墊底。十五歲台灣少年的閱讀素養，遠不及第一次參加的上海學

童，以及近幾年來語文教育改革成功、多次在國際閱讀素養評比中勝出

的香港學生。而 3 年一度的 PISA，台灣預計從 2012 年起參加數位閱讀

評量。數位閱讀評量一般會要求學生辨識重要的問題，尋找與這項閱讀

所預設的提取路徑對應之資訊，因此除了與紙本一樣的閱讀能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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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資通訊科技專有的素養。尤其，網路瀏覽、溝通等能力的應用，更

是資通訊科技素養主要的評量項目（洪碧霞，2010）。另外，台灣學生的

網路瀏覽習慣也不強，經常抓不住重點，學生的網路文字更是錯別字連

篇，常常讓人看得啼笑皆非。一旦沒有改善，未來的 PISA 評量結果可能

也不太樂觀。綜觀目前國中學生的語文程度及閱讀理解的能力不僅年年

下降，而且下降的幅度已經超乎想像。究其原因大致可推論如下： 

一、學生從小未養成閱讀的習慣。 

二、網際網路的氾濫使用使學生放棄紙本閱讀趨向網路閱讀，加上閱讀

素材未審慎選取，且學生本身不具有分辨素材良窳的判斷力導致學

生閱讀理解的能力逐漸下降。 

資訊傳播的迅速以及網路傳遞的發達儼然成為學生學習的兩面刃，

因此如何使用資訊融入教學並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而老師成為學習

的引導者將是未來非常重要的議題。 

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數位學習」已被視為提升教育

品質、營造優質環境、解除學習時空限制、改善教學資源管理的有效途

徑，因此普受世界各國重視，全力發展數位學習科技及應用（郭耀煌，

2005）。我國在資訊教育的發展也不落人後，教育部從 1998 年就開始實

施「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劃」在全國中小架構學術網路發展資訊教育。

此外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將數位學習列為重點政

策之一，預計於 5 年內投入 40 億元，執行「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建構全民數位學習環境、加強數位學習技術研發和培育數位人才

（資策會，2006）。因此，應用數位學習教學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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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不同的教學媒體所呈現出的學習動機有顯著性

的差異。其中，「電腦網路」呈現的學習動機，高於「黑板」呈現的學

習動機，且高於「投影片」呈現的學習動機（徐加玲、張雅芳，2003）。

電腦與網路是目前學生生活的重心，現在的學生幾乎每天都與電腦為伍， 

並且使用電腦的頻率與時間占學生生活的大部分。因此教材以「電腦網

路」的方式呈現，學生不但不會感到陌生，反而覺得與他們的生活息息

相關，將國文教學的方式加以數位化，並以電腦網路的方式來呈現，不

僅可以融入 E 世代學生的日常生活之中，更可以提高學生學習國文的 

動機。 

在傳統上，國文老師教學方式一般都侷限於教室及板書講述中，老

師所補充的材料也都幾乎以紙本學習單呈現。這樣的教學方式使老師在

教法上因溝通介面的限制而有所侷限，學生在學習上難免感到無趣而對

國文產生排斥，因此結合網路及資訊科技建構數位學習平台，使學生在

課餘能夠自我學習進而對國語文產生興趣，是此篇研究的最大動機。然

而建置網路平台對沒有受過資訊專業訓練的一般教師來說不是件簡單的

事，因此若有一個簡單易用的學習管理系統，將能使教師的教學活動更

加多元。而 MOODLE 學習管理系統即提供教師與學生一個免費且功能強

大的平台，透過平台多項交流的特性增進師生、親師的互動並且延伸學

生的學習，大大提高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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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旨在探究於國中階段融入資訊教學並藉由 MOODLE 線上

學習系統的建構發展出創新的數位學習教學模式。以我國現行國中教

育，學生在校學習仍以充實基本知能為主，因此傳統講述法教學仍是最

主要的教學方式，然而隨著社會的多元發展以及資訊科技的日新月異，

以資訊融入教學、輔佐教學，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並且不受時空限制

突顯出無所不在的學習是亟需關切且迫切需要的。本研究以教師即研究

者進行行動研究，探討以此種教學模式教授國中國文對國中生的學習成

就及學習動機之影響，並試圖找出利用 MOODLE 平台輔助國中國文教學

之可行方式。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了解利用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建立國中國文學習系統，對學生在

學習成效之影響為何？ 

二、利用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建立國中國文學習系統，其教學過程中

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策略為何？ 

三、學生使用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建立國中國文學習系統之看法為

何？ 

 

第三節名詞解釋 

壹、數位學習 

    根據專家學者歸納，數位學習是使用者透過電腦、廣播、錄音帶、

網路等數位化電子媒體來進行學習的方式，並由其所提供之數位內容及

教學方法來創造學習經驗，以達成學習目的。數位學習可以是正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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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線上教育(Online Eduction)、線上訓練(Online Training)、結合傳統教

室與書面教材的混成學習。數位學習的相關領域涵蓋了數位學習工具（輔

具及載具）使用、數位學習網路環境建置、數位教材內容開發以及數位

學習活動設計等（陳冠華，2004）。而數位學習平台（Learning Managemedt 

System）則是在網路建構一個資源共享空間，教學者及學習者可以隨時

隨地透過網站進行教學與學習。 

貳、MOODLE 平台 

    MOODLE 平台為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免費軟體，由澳洲人 Martin 

Dougiamasn 根據建構主義教學法所開發出來的程式，任何人均可以線上

免費使用並加以改良。MOODLE 是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模組化物件導向動態學習環境）的縮寫，此平台

是採用 PHP 語言所設計的一種動態網站內容管理系統，透過瀏覽器就可

以輕鬆管理使用者、建構群組課程及豐富網站的內容。 

參、行動研究 

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顧名思義就是將「行動」和「研究」結合

起來（黃政傑，1999）。行動研究強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研究與工作的結

合（吳明清，1991），此研究法強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行動與研究的結合，

企圖解決實際面對的困難並增進對工作實務的理解，以求得專業的成長

與進步，而在過程中，實務工作者應採取質疑探究和批判的態度，不斷

地反思（林志成，2006）。在本論文中，教師即研究者透過 MOODLE 平

台的建置並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並從中發掘使用 MOODLE 平台於教育

現場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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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個體的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

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理歷程（張春興，1996）。學生的學

習動機有很多來源，有的來自學生本身，也有因為獎勵、誘因或他人期

待等外在因素。學習動機在學習的成效占有重大的因素，因為學習動機

是學生學習的最大動力，使學生有了目標及方向，或促成學生能夠自動

自發將知識內化。 

伍、建構主義教學法 

建構主義者強調人是知識結構的建構者，他們認為兒童是主動的思

考者 (thinker)-創發者(creator)和建造者(constructor)。這種主動建構意義

的認知觀點，對學校課程、教學和教師產生了極大的衝擊(游家政，1998)。

建構主義是為了改進教學而產生的學習理論，其理論強調（1）知識是由

個體主動建構，而非被動的接受或吸收。（2）知識是學習者經驗或合理

化和實用化，不單純是知識的記憶。（3）知識是個人和個人間在社會文

化的影響下藉由互動磋商所建構而成的。因此建構主義教學法的教師角

色由知識的傳授者變成引導者，引導學生進入學習情境，並由學生建構

屬於自己的知識。 

建構主義的學習模式，依江新合(1992)看法，三段式學習環的運用:

在早期有探究 (exploration)、發明(invention)、發現(discovery)的模式;在

中期有 Karplus 和 Atkin（1962）提出的探究(exploration)、概念引入(concept 

introduction)、概念應用(concept application)的模式;在近年則有 La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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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提出的探究(exploration)、語詞引介(term introduction)、概念應用

(concept applicatlon)的模式；Drlve 與 Oldham（1986）則提出五階段教學，

教學流程包括：確定探討的方向，引出學生的想法、學生想法的重組、

應用新的想法、回顧想法的改變。另外，美國生物學課程研究所（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BSCS）課程也提出五 E 教學模式，包括:探索

(exploration)、解釋(explanation)、精緻化(elaboration)、評量(evaluation)、 

引出舊經驗 (engagement)。Wheatley(1991)則提出問題解決教學模式，這

種教學模式的精神是由同學的合作中找出問題解決之道，大家分享問題

解決的過程和結果，它包括三個程序:工作(task)、協同合作群（cooperative 

groups)、分享(sharing)。從以上教學模式中可知建構主義強調知識是一種

認知者的主觀建構，反應於教學，其理念應是教學係在激發學生建構知

識的過程，教師不是教學的主體，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因此，在教學

情境中我們要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學生是教學情境裡面的主角，教師則

是以輔助者、引導者、詮釋者的角色來進行教學(林生傳，1998)。 

 

第四節研究對象與限制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方式進行，由教師擔任研究者，以雲林縣某國民

中學二年級某班32位學生為對象，上課的教材為翰林版國中二年級國文

第四冊為內容。本研究受時間、環境、學生等因素之影響，過程中雖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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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完善嚴謹但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另外本研究僅選取一個班級進行實

驗研究，並未設置傳統教學班級為對照組，因此本研究結果僅適用於該

班。本研究所建置之MOODLE數位學習平台為輔助校園教學而非取代課

程教學，期盼藉由本平台的建置使得國中國文教學能有新的思維。 

    研究者在建置與實際運用 MOODLE 平台進行教學所遭遇的問題及

解決策略加以論述如下： 

壹、伺服器主機設定與 MOODLE 安裝 

     在未接觸 MOODLE 平台之前，研究者對網站的建置與程式語言均

十分陌生，所以在平台建置初期常常遇到伺服器主機設定的問題。研究

者使用任教學校的電腦作為平台的主機，因此在遇到伺服器的設定問題

時均會向學校資訊組長請教，由於伺服器的架設工具繁多且功能各有差

異，本校資訊組長建議研究者使用 AppServ 進行伺服器的架設，伺服器

主機架設完成後即可輕鬆的完成 MOODLE 平台的建置。 

貳、多人同時使用平台造成連線緩慢問題 

    本平台的建置主要是提供學生在家自我學習，因此當學生在家分批

登入使用平台進行學習則不會有連線緩慢的問題。然而當研究者在學校

進行 MOODLE 平台教學全班學生同時登入使用平台時則會出現延遲的

現象，此問題尤在全班同時進行線上測驗的時候最為明顯。經請教本校

資訊組長後建議將主機之記憶體加到 2G 或 4G 並將 MySQL 資料庫的檔

案夾中 my-huge-ini 設定檔改成 my.ini 後重新啟動 MySQL 應該能解決連

線遲緩問題，研究者根據資訊組長建議將記憶體加到 2G 並重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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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後連線遲緩的問題即獲得解決。 

參、秩序控管問題 

    在電腦教室進行平台教學初期偶有發現少數學生未能專注在平台的

學習，甚至有學生利用空檔玩線上遊戲或使用 facebook 等與學習平台無

關的事。為了解決此問題，研究者除透過廣播教學系統監看學生電腦並

加強課室間巡察，此外建立小組合作學習制度要求小組成員互相督促，

表現好的立即給予獎賞或加分而表現差的組別個人則給予口頭懲戒或扣

分，研究者藉此建立電腦教室上課常規並且有效控管學生上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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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科技的進步及資訊的流通，教育學者也不斷發展新的教學方法期盼

以資訊融入教學，在網路及電腦尚不普及的年代，資訊融入教學往往僅

是教學工具的改變，而非教學方法的革新。然而，隨著網路技術的普及，

各種資訊在網路上的流通越來越便利，舉凡搜尋資料、與朋友聯絡、各

種物品的購買。網路可以滿足人所有想得到的資訊，「上網」幾乎成為現

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根據教育部 teacher 網站調查學生暑假期間，每日平

均使用網路的時間高達 4 小時，週末假日上網時數更多；此外，隨著年

級越高，學生使用網路的時間也會越長。「網路」儼然成為學生獲得資訊

最主要的工具。在目前教學現場，教師傳授知識仍以傳統板書及講述教

學為主，學生難免感到沉悶而無學習動機。因此建構數位學習網路平臺

是近年來教育當局極力推廣的重要政策，數位學習平臺提供教材使學生

真正成為學習的主導者而非被動的接受資訊，此外數位學習平臺可以融

入豐富影音信息更彌補了傳統講述教學的不足。本章將分成三個小節，

就數位學習的定義與運用、學習管理系統、MOODLE 數位學習平臺加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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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數位學習 

根據美國教育訓練發展學會(ASTD，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所作的解釋：「電子化學習 (e-learning)，即是指  electronic 

learning，它是指學習者應用數位媒介學習的過程，數位媒介包括網際網

路、企業網路(區域網路/廣域網路)、電腦、衛星廣播、錄音帶、錄影帶、

互動式電視及光碟等。應用的範圍包括網路化學習、電腦化學習、虛擬

教室及數位合作(鄒景平，2003)。」數位學習的範圍非常廣泛，只要是利

用數位化媒體進行有意義的學習都稱為數位學習。 

而根據 Rosenberg（2001）的說法認為：「數位學習意旨利用標準化

的網路科技，建構一個無遠弗屆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進行廣泛的主動學

習，才稱為數位學習。」Cisco（2009）對數位學習所做的解釋是：數位

學習是指透過網際網路進行學習的方式，其範圍包括資訊的傳遞及使用

者在網路上的互動，並進一步闡述數位學習的理念如下： 

一、數位學習是一種利用網路從事溝通、教育以及訓練的方式。 

    二、數位學習提供一種全新的輔助學習方式用來增強傳統學習的效

能。 

    三、數位學習可滿足學習者對數位化學習趨勢的要求。 

    四、數位學習可因應學習者的不同特性加以調整以符合學習者的需

求。 

教育部飛揚月刊（2002）更明確表明「數位學習」應具備下列幾點

特性： 

一、能隨時隨地方便取得，以必須滿足現代社會快速變遷的模式，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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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傳統教學空間、時間的限制，營造一個自主的、個人的學習空

間。 

二、透過網際網路科技互聯成網，使數位元教材內容能即時更新、儲

存、取用、分配和分享教學或資訊。 

三、超越傳統教育訓練的學習模式，不應以傳統的學習思考模式來看

待「數位學習」，它有可以創造出顛覆傳統教育訓練的學習模式。 

由上述定義可知數位學習的發展不侷限於媒介的改變，對於學習環

境中的師生互動、同儕相互影響、教師的教學方法及學生學習的主被動

性都有很大的影響。 

壹、數位學習發展歷程 

科技的不斷發展帶動學習型態的改變。在過去，教師經由課堂直接

講授法，透過紙本、幻燈片與錄音（影）帶等媒介，將自身知識傳遞給

學習者。然而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國內外許多學校組織都已發展出

數位學習系統，希望藉由網路發展出多媒體學習環境，使學生能不受時

空限制隨時隨地都能自主學習。 

數位學習的發展，主要以配合或延續學校教育，發展個別化、終身

學習為目標；另外，配合企業訓練員工，節省成本、提高效率，也是當

前日趨普遍的發展趨勢，更是業界提升競爭力的重要利器(劉君毅，2006)。 

隨著教學科技的演進，數位學習突破以往傳統教學的侷限，讓分佈在不

同時空的學習者能透過同步、非同步亦或混成教學形式，經由網路教學

平臺、隨選視訊與多媒體簡報等，透過網路資訊形式經營，使學生、內

容、教師三者間彼此互動。洪榮昭（2001）更根據科技、教學工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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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角色及學習目標四大面向來描述數位學習的歷程，並整理成如下表： 

表2-1 數位學習歷程（洪榮昭，2001） 

 

 

 

 

 

 

 

 

 

 

 

由上表可知，數位學習隨著科技的發展所帶動的不僅是教學媒體的

改進，更重要的是改變了原本教師講授而學生被動吸收的傳統教學模

式，茲將數位學習演進歷程的四個面向變遷分述如下： 

一、科技變遷： 

    科技的快速發展帶動了資訊設備軟硬體的革新，隨著個人電腦與網

路逐漸普及，資訊生活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二、教學工具變遷： 

    已往的教學模式往往僅需一支粉筆和一面黑板幾乎就可以涵蓋教學

的全部，然而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傳統的課室教學已無法滿足學生的

科技變遷 教學工具變遷 師生角色變遷 學習目標變遷

硬體 軟體 黑板 教師 學生 

批次

作業 

即機

作業 

Note 

book 

系統

軟體 

個人

電腦 

網路

軟體 

投影機

電視 

Tv 

和電視

多媒體

網路 

運用 

演講者

知識 

介紹者

教練 

學習 

者夥伴

聽講者

觀察者

演出者

同儕 

學習 

學生做

什麼 

學生變

成什麼

記憶 

知識 

解答者

資訊 

管理 

原理運

用者 

分析 

批判 

知識整

合者 

問題 

解決 

知識 

創造者

工作站 

個人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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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慾，學生可自行從網路上擷取任何他所想得到的資訊，因此現代教

師勢必得順應此一潮流更新自己的教學模式，使教學融入生活、使學習

無所不在。 

三、師生角色變遷： 

    在傳統的課室教學，老師的角色為知識的傳授者而學生被動吸取知

識，這樣的教學模式使得師生之間缺少互動，也可能因此致使學生缺乏

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然而隨著學習理論的發展、教學媒體的進步與師

生觀念的變遷，教師角色已由傳統知識傳授者演變成知識的分享者，而

學生也從被動的學習而成為主動的知識挖掘者。 

四、學習目標變遷 

    以往教師教學目標往往注重學生從學習中獲得多少課本所傳輸的知

識，這樣的學習往往流於制式甚至填鴨，然而隨著教育改革及學習理論

的發展再加上資訊科技的進步，現在教育所著重的是讓學生從生活中學

習並且培養學生擁有活用的能力。「給學生魚吃不如教學生釣魚」透過數

位學習，學生可以獲得超越課堂上獲得的能力，此外學生也可以依照自

我興趣從中探索想學的知識。 

貳、數位學習未來趨勢 

    二十一世紀是知識經濟的時代，國家與個人的競爭力與掌握知識的

能力息息相關，而隨著資訊的普及與網路技術的發達，傳統的教學模式

也逐漸發展為新型式的數位學習。為了提高學習的效率，數位學習導入

資訊技術和網路技術。利用多媒體互動學習特性、個人化學習歷程、網

際網路的互通性，進而達到以學習者為學習活動的中心，在任何時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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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點無所不在的學習。資策會數字教育研究所在 2005 年 9 月調查全台

高等教育使用數位學習比例，發現已有近 65％，而剩下的 35％也正在評

估導入數位學習模式，可見數位學習在高等教育上的運用已逐漸普及。

根據我國數位學習產業現況與發展分析數位學習的類型可分為三部分如

下表： 

表 2-2 數位學習的類型（引自數位典藏學習網） 

類型  特點  

同步 

學習 

指教學者與學習者一起在指定的時間內上線學習，利用如虛

擬教室、視訊會議、網頁出版、串流媒體 (Streaming Video) 

等互動工具。而優點為可以解決地理上限制，缺點則無時間

上的彈性。  

非同步

學習 

較具彈性，學習者可依自己需求，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上

線學習，但相對的互動性較差，使用的工具如討論區、E-Mail

等。  

混合式

學習 

混合式學習則兼備同步和非同步學習之特性，透過多樣化的

授課方式，如講師授課、光碟片或線上課程，藉由實體及線

上課程的交互進行，強化及延伸學生的學習效果。  

由上表可知數位學習的模式多元且具備充分自主性，學習者可依自

身意願進行最有效的學習，而教師也可充分透過數位學習模式而彌補課

室教學的不足。 

    從 1991 年網路發展以來，在近十年的發展歷程中，資訊發展從過去

的電腦單機作業演進到現今的社群網路，網路的發達串連了全世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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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流通更為快速、便捷。陳年興、楊錦潭（2006）以下圖表示之四

個階段來表示網路學習發展歷程。 

 

 

 

 

       

 

 

 

圖 2-1 網路學習發展歷程（陳年興、楊錦潭，2006） 

一、網路社群時期：從 1990 年代初期，經由「網路社群」來進行雛型的

網路學習，也就是早期大家所熟知的 BBS 社群。BBS 已經具有虛

擬組織的架構（站長、版主、會員），算是一種虛擬的學習型組織。 

二、網路學習時期：隨著微軟視窗（Microsoft Windows）作業系統日益

普及，加上網際網路的盛行，開始有了較正式的網路學習型虛擬組

織（老師、助教、學員），能提供教材閱覽、繳交作業及進行討論的

學習環境。 

三、知識管理時期：21 世紀開啟了知識經濟年代，進入了知識管理時期，

採取知識管理的方式進行組織學習，應用知識管理將個人、團體及組

織的知識有系統的 e 化整理，並加以 e 化保存，透過分類及搜尋，

讓知識可以有效地被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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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管理時期：知識是可以被管理的，將前人的所知所學，加以充

份的再應用，就是創新。經由知識管理觀念的導入與實行，可以更

加速創新的速度。然而創新也是可以被管理的，透過創新管理可以

將組織的智慧發揮到極致（蔡明河，2008）。而目前數位學習已進入

創新管理時期。此外 Hans Roes（2002）認為數位學習發展願景有下

列六點： 

一、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student-centered) 

二、互動及動態的學習(interactive and dynamic) 

三、在實際的問題上採群體方式解決(group work on real life problems) 

四、多元學習路徑(multiple learning routes) 

五、強調知能的學習(emphasis on competence) 

六、支援終身學習(supporting lifelong learning)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預見透過網路的整合，新知識的獲得將更即時、

便利，且各先進國家均逐漸重視數位學習的發展並制定教育政策發展數

位學習，此外數位學習除了適用於學生學習，更多的企業者也導入數位

學習模式用來進行員工在職教育訓練。 

參、數位學習運用於教學 

    因應時代的變遷與世界的潮流，數位學習於教學上的運用有越來越

多元的趨勢，舉凡教師於課堂上播放教學影片或者透過投影機播放教學

投影片均可稱為廣義的數位學習。然而隨著網路科技的進步，透過網路

進行教學是近年來發展最迅速的一種數位學習模式。網路的即時性、互

動性、便利性使得網路數位學習平臺越來越普及於各教育現場。廖肇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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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把網路學習系統歸納整理如下七種模式 

表 2-3 網路學習系統的七種模式（廖肇弘，2001） 

由上表可知，數位學習系統可因應不同的學習需求而發展出不同形態的

學習模式。而隨著數位學習平台的成熟發展，目前已有很多大專院校利

用網路學習平台取代傳統課室教學，學生透過一段時間的線上學習並通

課程資訊公告網站 
將各種課程的資訊做成網頁，並與公司的

Intrant 網站相互結合，即可輕易完成。 

實體課程輔助網站 
將若干實體課程的活動，搬到網路上進行。

如：作業繳交、課後同儕討論。 

自我學習之線上教材 

提供各種可供員工自我下載的數位化教材，此

模式適合自我學習的學習環境，線上並沒有老

師引導教學過程。 

老師引導線上課程 
由老師實際在線上引導學員各種學習進度的

線上教學環境。 

專家社群 

教學活動及教材接不需要數位化。但須在線上

提供企業中各專家領域的聯絡資料，但需要協

助的同仁可於線上直接發問及回答各種專業

問題。此類偏向「小組討論及合作提案」的群

組協同作業系統環境。 

獨立的網路學院 企業建置獨立的線上網路學院。 

認證及線上測驗 
由企業自行建置或外部驗證權威單位合作，提

供各種認證的課程及線上檢測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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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評量後即可獲得學分。此外，目前教育部和各地方政府也建置數位學

習平台提供教師線上研習，使教師可隨時隨地進行線上學習以增進教學

知能。Marina Papastergiou（2006）指出數位學習平台在教學上的運用可

分為下列三個模式： 

一、融入校園學習：師生的教學活動全都在校園中，而數位學習平台則

提供老師將上課中的數位教材或補充教材放置網路上，讓學生可以

課後進入數位學習平台進行學習；老師亦可以設定討論區或安排線

上評量（如線上測驗、線上繳交作業、心得報告、網路互評等），

增加師生的互動和多元的評量。數位學習平台在這個教學模式的角

色，成為校園教學輔助的工具，也是一個善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很

好的例子。目前，國內大專院校都採用這個模式；高中職、國中小

有建置數位學習平台亦採用此模式，因為高中職、國中小學生一定

要到校園進行學習。 

二、混合學習：一部份課程在校園中進行，另一部分課程在網路上進行。

主要對象為在職進修的人員或是大學生。國內已針對此種教學模式

訂定相關法條，學校依規定，在數位學習平台上開課，學生在未進

入大學或研究所選修通過後，可以授予相關的學科學分，唯獨學分

的折抵必須是考上相同的學校才予認定。 

三、非校園的網路學習：全部的課程都是在網路上進行，主要對象為在

職的人員，學員可以不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彈性安排自己的學習

活動，但是此種的教學模式，學員學習的效果明顯沒有校園中的好，

因此為了提高學習效果，通常都會規定幾次的面對面教學，而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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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成上述的混成學習，所以非校園的網路學習較少被採用。 

    本研究所建置之國中國文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為第一種教學模

式，以數位學習平台融入校園學習環境中。教師於課堂教學之外藉由國

中國文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及多元評量的空間，透

過此平台的建置可以延伸學生的學習、拓展學生的視野。 

 

第二節學習管理系統 

學習管理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是一種用來追

蹤、管理、記錄學習歷程的軟體系統(Ellis, 2009)，又可以被稱為虛擬學

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e-Learning 系統、課程管理系統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或 是 線 上 學 習 系 統 (Online Education 

System)(Dobrzanski， Honysz， & Brytan， 2006)。由上述定義可知，學

習管理系統藉由網路提供一個虛擬的學習平台，老師及學生可以透過此

平台達到知識與資訊的交流，本論文所建置的 MOODLE 國中國文學習平

台即為學習管理系統的一種，以下將就學習管理系統架構加以論述之。 

壹、學習管理系統架構  

    學習管理系統是利用網際網路管理使用者和學習資源互動的平台，

包括下列核心功能：共同線上註冊系統、直接好用的評估工具、推動和

追蹤線上學習的能力、學習評估、學習素材的管理、整合知識管理系統、

組織做好準備的資訊、客製化報告、支援合作與知識社群和系統整合

（Rosenberg，2002)。 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更定義一個優良的學習管理

系統應該具備下列功能(Elli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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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且自動化的管理 

二、具備自我服務及自我引導的服務 

三、持續性的組合及傳遞學習內容 

四、可主動強化學習的可擴充平台 

五、標準化及可攜帶性的支援 

六、個人化的內容並可以知識共享 

    學習管理系統大致可以分成教學歷程的管理與教學資源的管理。每

一個學習管理系統後端均有一個資料庫，透過網路與資料庫的連結使學

習者在平台上的學習歷程均可獲得記錄，此外系統管理者與教學者也可

將相關的教學資源建構在學習管理系統上已補充傳統課室教學之不足。

黃悅民、王坤德（2003）認為一個設計良好的學習管理系統可以幫助系

統管理者或是教學者掌握各種教學活動並且記錄每個學習者相關資訊、

學習情況與進度。因此學習管理系統為一虛擬校園，教師可以依照課程

需要任意於網路上建構課程，學習者也可隨時隨地透過學習管理系統獲

取知識。 

    蔡德祿（2003）認為學習管理系統負責提供虛擬的學習環境以進行

線上教學、討論、學習活動、評量、學習紀錄及進度追蹤等功能，並將

學習管理系統分為八大系統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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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學習管理系統架構圖（蔡德祿，2003） 

由上圖可知學習管理系統可分為學習管理系統可分為管理者的介

面、老師的介面及學生的介面，而任何介面的操作都必須先登入學習管

理系統，學習管理系統則會針對不同使用者給予不同的權限及功能，茲

將三種使用權限分述如下： 

一、管理者介面：擁有最大的管理權限，可針對學習管理系統做系統的

設定、使用者的設定、資料庫的備份及修改等，此外系統管理者可

以不同身分登入系統以便進行系統之測試。 

二、老師的介面：老師登入學習管理系統之後，可以依據課程的需要於

平台開設課程，並且可透過教學工具管理將教學資源建置在資料庫

中，此外老師也可以藉學習管理系統進行多元的教學貨評量，如線

上測驗、網路集體創作等。 

三、學生的介面：學生登入學習管理系統之後，可依據老師的要求選擇

必修或選修課程，系統資料庫會記錄學生的學習歷程並回傳給老師

或系統管理者，透過學習管理系統的建置，學生可以獲得更多元的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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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管理系統比較 

    近年來學習管理系統發展已臻成熟，國內外有很多優秀的學習管理

系統如：Atutor、Blackboard、智慧大師、XMS 與 MOODLE。其中 Atutor

與 MOODLE 為開放原始碼數位學習平台，其餘皆為有版權的商業軟體。

相較自由軟體與商業軟體之比較，商業軟體雖有專業技術人員負責系統

的維護但擴充性與自由性不如自由軟體。此外依目前國中教育現況來

看，學校並沒有足夠經費建置需每年付費的商業學習管理系統，因此擴

充性佳、自由度高的自由軟體反而利於在學校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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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仲（2002）於其論文針對國內外學習管理系統加以比較並整理

如下表： 

表2-4 國內外學習管理系統比較表 

 

 

 

 

 

 

 智慧大

師 
IDEA 

中正

WES 
WebCT BlackBoard MOODLE

課程資訊 ◎ ◎ ◎ ◎ ◎ ◎ 
教材管理 ◎ ◎ ◎ ◎ ◎ ◎ 
討論區 ◎ ◎ ◎ ◎ ◎ ◎ 
聊天室 ◎ ◎ ◎ ◎ ◎ ◎ 
電子白板   ◎ ◎ ◎  
問卷調查 ◎ ◎ ◎ ◎ ◎ ◎ 
電子郵件 ◎ ◎ ◎ ◎ ◎ ◎ 
作業管理 ◎ ◎ ◎ ◎ ◎ ◎ 

測驗與評量 ◎ ◎ ◎ ◎ ◎ ◎ 
成績管理 ◎ ◎ ◎ ◎ ◎ ◎ 
學習歷程 

管理 
◎ ◎ ◎ ◎ ◎ ◎ 

個人化工具 ◎ ◎ ◎ ◎ ◎ ◎ 
課程備份 ◎    ◎ ◎ 
系統管理 ◎ ◎ ◎ ◎ ◎ ◎ 

標準化支援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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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葉盈秀（2004）更針對 Atutor 與 MOODLE 兩種開放原始碼之數

位學習平台比較如下： 

表2-5 MOODLE與Atutor數位學習平台功能比較表 
 MOODLE ATutor 

學習者管理 ◎ ◎ 
瀏覽器介面 ◎ ◎ 學習管理區 
線上報名 ◎ ◎ 
自我追蹤 ◎ ◎ 
進度管理 ◎ ◎ 
進度報告 ◎ ◎ 

學習者活動記

錄與成績之追

蹤 
統計報告 ◎ ◎ 

時程控管 ◎  
流程規劃 ◎  線上自我學習 

控管 
必、選修設定  ◎ 

課程維護 ◎ ◎ 

學習管理

區 

教師管理系統 
教學分工 ◎ ◎ 

測驗評量 ◎ ◎ 
測驗題庫 ◎ ◎ 
題目種類 ◎ ◎ 
出卷格式 ◎ ◎ 
作答次數 ◎  
時間限制 ◎ ◎ 
統計報表 ◎ ◎ 

學習評量

區 

投票機制   
討論區 ◎ ◎ 
群組討論 ◎ ◎ 
權限控管 ◎ ◎ 

互動討論

區 
問卷製作 ◎  
郵件寄送   網路郵件 

管理區 群組郵件寄送   
功能小計 22 19 

由上述兩表可知 MOODLE 雖為免費之開放原始碼自由軟體但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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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強大且建置簡單並具有高度擴充性與自由性。資策會賴盈如（2007）

更指出 MOODLE 是一套能完整改善傳統教育訓練，在資源調度、教材分

享、知識管理、價值創造等問題良好解決的自由軟體，因此研究者選用

MOODLE 建置國中國文教學平台。 

 

第三節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 

MOODLE 平台為一個開放原始碼的自由軟體，由澳洲人 Martin 

Dougiamasn 根據建構主義教學法所開發出來的程式，任何人均可以線上

免費使用並加以改良。MOODLE 是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模組化物件導向動態學習環境）的縮寫，此平台

是採用 PHP 語言所設計的一種動態網站內容管理系統，透過瀏覽器就可

以輕鬆管理使用者、建構群組課程及豐富網站的內容。 

壹、何謂 MOODLE 

    MOODLE 中所謂的建構主義教學法即師生或同儕間合作進行共同

思考、解決問題進而使學習者獲得新知或概念。MOODLE 系統採用一種

易用的操作介面，結合網路社群的力量，為網路學習開發完整的功能而

設計。相關軟體最初設計時，Dougiamas 便決定採用開放原始碼的方式來

發佈，一方面因應網路學習發展的特性，同時還期待讓使用者可以透過

低廉，甚至免費的方式來獲得原始套件（MOODLE 官方網站，2010）。

因此， MOODLE 系統能充份讓網路社群的程式設計師、教師及學生共

同參與軟體的研發與改進，以使整個系統更趨完整，協助教師教學更有

效能（吳振遠，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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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OODLE 官方網站至 2010 年 12 月記載全台共有 581 個

已註冊的 MOODLE 站台，相較於 2006 年 10 月全台已註冊的 225 個

MOODLE 站台，四年來增加了 300 多個站台。而 2010 年 12 月止遍佈

全球有註冊的主機則有 49349 台，總開設課程多達 4,132,409 個，全球

的使用者更高達 39493411 人，若以教師身份註冊人數則達 1160902 人

（MOODLE 官方網站，2010），由上可見 MOODLE 平台已廣為世界各

國所接受且使用人數逐漸成長中。 

沈慶珩、黃信義（2006）認為 MOODLE 平台有以下特色： 

一、相容性高且具低技術門檻的介面。 

二、支援 HTML 的嵌入式編輯。 

三、可依個人喜好，選擇合適的網站風格。 

四、現有討論區、心得報告、作業、工作坊(Workshop)、和意見調查等模

組。 

五、所有學習者的線上學習記錄可詳盡呈現， 具學習歷程評量 

(portfolio assessment)的特點。 

六、官方網站(http://MOODLE.org)上有許多相關的討論區，可提供諮詢

和解答。 

七、課程可分類和搜尋，個別課程可單獨備份還原，方便課程移轉。 

八、可安裝規範數位學習標準 SCORM 的課程包裹。 

九、支援數學語言公式撰寫和批次上傳學生個人資料，符合實際的需要。 

十、開放原始碼，任何人均可開發相關功能模組。 

十一、可完全於線上開課教學或只針對傳統教學提供資料的補充和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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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學習，靈活度相當高。 

歐展嘉（2005）則歸納出以下特色： 

一、MOODLE 是自由軟體，可以免費取得軟體，減輕使用者的負擔。 

二、可以批次建立使用者帳號，快速建置學生的相關資訊。 

三、特別針對數位學習課程教育訓練而設計。 

四、課程可以依據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的標準匯出匯入，促進交流和分享的意願。 

五、完整記錄學習者的學習歷程，教師端可以掌握學習者的參與、歷程、

和表現。 

六、可以完全取代昂貴的遠距教學系統。 

七、從現有的資源中輕鬆建立課程。 

八、教師可以互相分享開課心得經驗，減少摸索受阻的時間。 

九、MOODLE 採用模組化的設計，隨時都能無限擴充新的功能。 

十、提供課程使用者認證功能，認證過程簡單又安全。 

十一、支援多種主要的資料庫。 

十二、MOODLE 內建正體中文 BIG5 和萬國碼 UTF-8 的中文編碼方式。 

十三、MOODLE 可以讓教師更專心於教學的設計，而不是網路工具的學

習。 

十四、動態解決學習者分組討論的新想法。 

    MOODLE 為一虛擬學習環境，系統架構主要可分為網站管理、學習

管理及模組管理三部分，「網站管理」為 MOODLE 平台運作的各項設

定；「學習管理」則是支援線上課程所需管理部分；「模組管理」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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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執行線上課程所需的各種學習活動，黃家遠（2009）將 MOODLE 系統

架構整理如下表： 

表 2-6  MOODLE 系統架構（黃家遠，2009） 

網站管理 學習管理 模組管理 

 設定基本變數 

　 網站設定 

　 佈景主題 

　 模組管理 

　 備份 

 編輯器設定 

　 行事曆 

　 維護模式 

帳號管理 

 群組管理 

　 課程管理 

　 作業管理 

　 測驗管理 

　 成績管理 

　 檔案管理 

　 教師管理 

　 課程管理 

 作業 

 聊天室 

 討論區 

 意見調查 

　 工作坊 

　 辭彙表 

　 心得報告 

　 標籤 

　 課程 

　 wiki 

　 測驗 

  線上資源 

　 電子書 

 規範數位學習標準 

貳、國內 MOODLE 平台之應用 

根據 MOODLE 官方網站統計資料顯示截至 2012 年 3 月為止，全球

共有 66,654 個 MOODLE 學習平台國內佔有 1,258 個，其中銘傳大學入口

網與東海大學數位教學平台的使用者更為全球第七與第九名，可見

MOODLE 平台在國內已被廣為使用。綜觀國內 1,258 個平台仍以學校單

位為多數，此外也可從中發現有產業界、金融界與醫療界透過 MOODLE

平台來進行員工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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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MOODLE 學習系統架構與行動研究 
 
 

學習管理系統的建置提供學生更多元的學習方式，目前國內外大學

均十分重視學習管理系統的建構，並期待透過數位學習平台提供師生不

受時空限制的無所不在學習環境，學生透過學習管理系統可依照學校的

課程規劃自主完成學習。在國中教育方面，現階段仍以教師傳統講述教

學為主，若能在國中教育階段建置學習管理系統，學生將可透過網路線

上學習延伸學習，教師亦可透過數位學習平台提供更多元的學習資源給

學生。本章主要說明 MOODLE 學習系統之架構、安裝與建置，並透過行

動研究法，探討 MOODLE 學習平台實際運用於國中國文教學現場，所帶

給教師及學生的影響。 

 

第一節  行動研究 

    在本研究中教師即研究者，主要是了解建構國中 MOODLE 國文學習

平台對國中學生在學習國語文領域有何助益。綜合學者對行動研究的論

述，一般而言行動研究與傳統的定性或定量的研究有所不同，它是研究

者為了了解和改進其工作的本質而進行的探究活動，並不強調大量引用

文獻來支持研究結果。一旦跳離了研究進行的情境，研究的成果可能就

不具任何意義。因此，此種研究通常並不具有通則化和延伸的效能，除

非進行的研究者是基於某些普為接受的理論來設計研究的進行及分析解

釋結果（郭重吉、江武雄，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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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研究的主要特徵，可歸納出下列十點（賈馥茗、楊深坑，1988）： 

一、主要從事行動研究的人員就是實際工作者例如在學校中進行的行動

研究，不論是教學、課程、輔導或是行政問題，均由教職員本身從

事研究工作。 

二、從事研究的人員就是應用研究者。一般的研究活動，研究人員只負

責研究，執行人員只負責實際工作的執行，研究與應用之間往往脫

節。行動研究正好彌補此缺點，將研究者與應用者合而為一。 

三、行動研究的環境就是真實的工作環境。行動研究是走出圖書室或實

驗室的一種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就在問題發生的真實環境中進行，

一個班級或整個學校就是「實驗室」。行動研究就是要針對這個環境

的問題，直接謀求改善。 

四、行動研究過程中有時須仰賴專家的協助，唯專家只是站在指導的地

位。在學校中，教師或行政人員的專業知識水準，雖然都相當高，

但面臨問題時，若有專門研究這一領域問題的專家協助指導，則可

避免嚐試錯誤，節省時間與物力。 

五、行動研究的過中採取共同計畫、執行與評鑑的方式。行動研究注重

團體成員彼此間的互動與合作，凡與工作有關的人員均參與研究，

或將專家與實際工作人員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合作的研究團體。 

六、研究問題或對象具有特殊性。行動研究的抽樣是以特定對象為主，

不必具有普通的代表性。例如：研究某校的某些人、事、物，以解

決該校行政、課程、教學或輔導上的問題時，樣本對象皆以校內者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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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的計畫是屬於發展性的計畫。行動研究的過中，可以隨時透過

團體討論與分析，不斷地修正研究問題的假設與研究的方法，以適

應實際情況的需要。 

八、行動研究獲得的結論不作問題或情況以外的其他推論。因為行動研

究只應用該於工作進行的場所，不做理論上一般性的推論。 

九、行動研究的結果，除了現狀獲得改進之外，同時也使實際工作人員

自身獲得解決問題的經驗。行動研究是在工作中研究，在行動中求

進步，當研究告一段落，也是某問題獲得解決之時，實際工作人員

自身也獲得了經驗。 

十、評論行動研究的價值，側重於實際情況所引起的改善程度，而不在

知識量增加之多寡。 

    縱上所述，本研究並不期待建立一套有系統的體系，而是期盼透過

研究使研究者本身解決在教學現場中所遇到的問題並藉此提升研究者本

身之教學效能。 

壹、研究設計 

本研究針對雲林某國中二年級某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建置一個國中

國文之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並探究此平台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及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及因應策略。本研究分兩階段，研究工

具因階段性的差異而採有不同的研究工具。在第一階段中研究者針對國

文課堂所需建置一個符合該班學習的 MOODLE 學習平台，研究者透過平

台的建置了解 MOODLE 的功能並隨時增添教學資料以擴充平台的多元

性與豐富性；第二階段為平台的實際導入運用，透過研究者於課堂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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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運用教學平台並藉由行動研究、質性訪談與問卷調查法了解學生使用

本平台之學習心得與學習成效，本研究流程如下圖： 

 

 

 

 

 

 

 

 

 

 

圖 3-1 本研究流程 

貳、研究期程 

本研究自 100 年 9 月開始，並在研究期程上規劃如下： 

一、MOODLE 文獻蒐集及研究階段（100 年 08 月～100 年 11 月） 

   本階段從 100 年 8 月開始至 100 年 11 月完成，此階段研究者蒐集國

內外相關 MOODLE 文獻及參考國內外相關 MOODLE 教學平台，探究

MOODLE 平台於教學現場使用的成效及困境並省思解決之道。 

二、MOODLE 平台建置及測試階段（100 年 11 月～101 年 1 月） 

    此階段從100年11月至101年1月，本階段研究者開始建置MOODLE

國中國文數位學習平台，了解 MOODLE 平台內部設定及系統相關功能。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第一階段 

系統平台建置

第二階段 

平台實際運用

研究結果 

討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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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平台建置後進行系統測試。 

三、平台的實際導入運用（101 年 2 月～101 年 4 月） 

    系統測試完成後即為平台的實際導入與運用，此一階段研究者於國

文課堂上實際運用 MOODLE 學習平台進行教學活動，並透過此平台指定

線上作業或建置相關補充資料，使國文科學習活動能夠從學校延伸至家

中。 

四、研究成果與論文撰寫（101 年 1 月～101 年 5 月） 

    此階段研究者透過質性訪談與行動研究探討以此種教學模式教授國

中國文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及學習動機之影響，並試圖找出利用 MOODLE

平台輔助國中國文教學之可行方式，並將研究成果撰寫成論文。期盼藉

由本平台的建置使國中國文教學能有新思維，而研究者本身也因此獲得

更多啟發。 

參、研究者背景 

    研究者畢業於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目前為雲林縣某國中國

文科專任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一職，在校服務年資五年。在未進入研

究所就讀前，研究者一直以傳統教師講授法教授國文，然而隨著社會的

多元發展以及資訊科技的日新月異，以資訊融入教學、輔佐教學，讓學

生不受時空限制地成為學習的主體，因此無所不在的學習是亟需重視且

迫切需要的。目前教育部一直鼓勵各級學校以資訊融入教學，並把其訂

為重大議題之一，且列入年度重要評鑑指標，但就研究者於教育現場實

際觀察發現，大多數的資訊融入教學方式仍限於「多媒體」教學，教師

透過資訊設備補充課堂上所需的資料，學生仍是被動接受知識而非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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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因此，研究者期盼透過此教學平台的建置，使學生能夠主動學習

並發現學習的樂趣。此外，研究者也期盼透過本研究的完成增進自己的

資訊素養並在國文領域教學上有新的思維。 

肆、學校資訊情境  

本校設立於民國 57 年，迄今已有 43 年歷史是雲林縣內傳統優質學

校。目前學校班級總數 29 班，學生人數 1015 人，為雲林縣內前五大校。

創校以來在歷任校長領導下校風純樸、校內組織氣氛和諧，教師教學認

真無私奉獻。本校學區涵蓋土庫鎮土庫、秀潭以及元長鄉新生、仁德各

國小和虎尾鎮立國小之延平里，另土庫鎮後埔、虎尾鎮大屯國小為自由

學區，學區幅員廣大，多數學生越區就讀。本校處於純樸的土庫鎮，學

生多為農家子弟，文化刺激及教學資源較城鎮學校相比較為不足，但歷

經本校三年的薰陶，多數學生能有良好的發展。本校歷年基測成績均為

大虎尾地區公立學校之冠，除了智育成績外，學校亦重視學生的五育發

展，參加各類競賽均能獲獎無數。此外，本校校長為雲林縣資訊領域輔

導團召集人，學校資訊種子教師常於縣內舉辦資訊教學觀摩與舉辦資訊

相關研習，因此本校資訊相關設備及師生資訊素養都有相當之水準。下

表為本校 SWOT 分析及概況表： 

表3-1本校SWOT分析及概況 

因素 S（優勢） W（劣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1 地理

環境 

1.位居雲林東西

向快速道路

土庫交流道

下，交通便

1.校門口車流量

大，學生安全堪

虞。 
2.近廟，廟會多，

1.附近教育機構

多，可進行校

際合作。 
2.附近多公共設

1. 附 近 多 所 國

中 ， 競 爭 激

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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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 
2. 校園環境優

美，校區幅員

廣大，鄰近公

園，鳥語花

香，綠意盎

然。 

干 擾 上 課 安

寧。 
 

施，如公園。 
3.可致力於社區

文化再造，極

具發展潛力。 

2 學校

規模 

1.目前全校三個

年 級 共 29
班，學生人數

約 1015 人。

教職員工約

70 餘人。 
2.同事間相處愉

快、師生感情

融洽。 

1.學校人力資源

不足，故工作分

配較多且重。

1.利用各種補助

款項以發展

學校規模。 
 

1. 在 招 生 事 務

上，少部分學

生有越區就讀

現象，造成學

校規模發展不

易。 
2.附近國中競爭

劇烈，有減班

壓力。 

3 硬體 
設備 

1.配備有高階電

腦專科教室 2
間，資訊設備

充實。 
2.各類專科教室

可供語文學

習、影片欣

賞、實驗操

作、電腦應

用、工藝勞作

等活動的進

行。 
3.落實每個辦公

室 都 有 電

腦，方便教師

編輯教材並

將資訊融入

1.缺乏綜合性體

育館，提供室內

集會及室內體

育館等多元的

使用。 
2.學校內無游泳

池設備，造成學

生上游泳課較

為不便。 
3. 校 舍 興 建 多

年，不似新穎的

教室有較寬敞

的空間，所以要

在教室內規劃

學習角或開放

性的學習空間

會比較受限。

1.資訊融入教育

蔚為風潮，使

學校有機會

更新設備。 

1. 縣 府 經 費 拮

据，設備更新

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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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教學。 
4.圖書館設備新

穎，且藏書逐

漸擴充中，可

提供學生、教

職員工課餘

休閒、增長知

識之用。 
5.鄉土教室的成

立提供學生

學習鄉土文

化良好環境。 

4.部分專科教室

設備老舊，器具

不堪使用。 

4 教師

資源 

1 教師各具專業

素養，成熟理

性，熱忱奉獻

且富愛心及

耐心。 
2.教師們互享教

學經驗，資深

教師經驗傳

承，年輕教師

展現活力、創

意，互動良

好。 
3.年輕一代教師

經 公 開 甄

選，素質優良

有朝氣，專業

素養與教育

熱忱兼而有

之。 
4.各項活動中，

教師們全力

1.部分年長教師

對電腦融入教

學適應不易。

2. 新 進 資 淺 教

師，經驗較缺

乏，不易在教學

上發揮極致。

1.有熱忱，對新

的方案接受

度高 
2.教師積極發展

資訊能力，參

加相關研習

活動，並架設

個人教學網

頁。推動電腦

融入各科教

學。 
3.配合教育局推

動的教師評

鑑，教師自我

檢視。 
4.年輕老師增加

中，組織注入

新生命，活力

有增無減。 
 

1.年輕老師多外

地人，每年介

聘人數較多影

響師資結構。

 



 

 38

以赴、團結一

致展現平日

的教學成果。 
5.教師積極參與

進修研習，提

升專業的能

力。 

5 學生 

1.大部分學生重

視 團 隊 榮

譽，積極爭取

表現機會。 
2.學生素質佳，

學習能力強。 

1.生活常規、學習

態度及學習方

法需要循循善

誘。 
2.容易受電玩、網

咖等次文化的

誘惑，影響學習

意願。 
3.瞬息萬變的社

會，學生很容易

迷失於功利主

義的潮流裡。

1.透過教學活動

設計，及評量

多元化，激發

潛能及學習

意願。 
2.學生參加校外

比賽，迭有佳

績，頗受家長

肯定。 
 

1.單親家庭多,少
數學生家庭環

境有問題.。 
2. 外 來 人 口 漸

增，認同互助

意識需增強。

3.中輟生問題有

漸增之虞，造

成各方面輔導

之困難。 

6 家長 

1.關心學校，義

工組織健

全，家長會及

父母成長團

成效良好，對

學校配合度

高。 
2.家長重視孩子

1.忙於營生，對教

育改革缺乏認

知。部分家長以

升學率為導

向，過度重視分

數主義。 
2.部分家長過於

溺愛孩子，對於

1.邀請家長參與

學校活動，辦

理親師懇談

或家長座談

會，互動管道

順暢，凝聚教

育與教養的

共識。 

1.單親家庭增

加，隔代教養

情形增多，溝

通困難，無法

對孩子的問題

行為採取有效

的約束管教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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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親師合

作頻繁，互動

關係佳。 

教師的教學及

管教方式無法

認同。 

 2.家長以升學率

為評估，影響

新生報到人

數。 
 

7 社區

參與 

1.社區人士肯定

本校辦學成

效，並積極參

與學校各項

活動。 

1.社區人士涵蓋

各個階層，各種

意 見 亟 待 整

合。 

1.社區人士樂意

提供專業知

識，豐富教學

內容。 
 

1.共同學區各校

競爭激烈，鄰

近學校屬大型

學校。 

本校資訊情境整理如下： 

一、網路供應商：佳聯有線。 

二、網路拓樸：星狀網路。 

三、無線 AP：8 台，建置於各辦公室。 

四、速度：光纖網路 100M 

五、現有資訊設備： 

（一）兩間專業電腦教室共 87 台電腦。 

（二）三間電子白板專門教室。 

（三）四部本校自製資訊車。 

（四）行政人員網路電話。 

（五）班班建置投影機。 

（六）五部 Android4.0 平板電腦。 

（七）每位教師均配備個人電腦。 

（八）本校網路建置標準： 

1.校園網路建置線材（UTP、光纖等）部份因牽涉路面開挖及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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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整合等因素，以一次佈放滿足學校未來六年以上需求為

原則。  

2.校園網路建置網路設備（路由器、交換器等）部份因設備汰換較

快、價格變動大，以估計三年內機器使用量為採購原則。  

3.每間教室有 2 條無遮蔽式對絞線【UTP】線路，並具 2 個節點

【node】，學校行政區提供每個教（職）員 1 個節點。 

4.每棟建物至少有一交換器，該棟建物之交換器若連接超過 50 部

以上之電腦，則該交換器需具備 VLAN 或 Layer3 之功能，以便

切割子網路。  

5.校內之伺服器（Proxy Server、DNS、WWW 等）需直接上骨幹

Switch，以增進伺服器效能。  

本校網路供應商為佳聯有線，連接至雲林縣教育網後與台灣學術網

路（TANet）連結。本校網路拓樸採星狀架構，這種方式又稱為「放射狀」，

使用一部電腦扮演中央控制主機，也就是網路伺服器，所有的電腦都直

接和中央控制主機連接。任何資料的傳送都必須透過中央控制主機。由

伺服器總管整個網路的運作，此種結構的施工配線費用高。一般的區域

網路加上集線器之後，便可視為星狀網路。星狀網路結構的另一項特性

是：網路內所有要傳送的資料都要透過中央的集線器做傳遞。在星狀架

構中，由於任何通訊都要經過中央控制主機，因此星狀架構具有較佳的

管理特性。不過一旦中央控制主機發生故障，整個網路就癱瘓了。另外，

二個星狀架構網路可以藉著連接二部中央控制主機來達成網路與網路之

間的資料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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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星狀網路架構圖 

此外，校內設置八台無線 AP 提供老師或學生隨時隨地上網，透過無

線網路的設置提供校園內隨時可以連結網路的學習環境，配合網路線上

學習、數位教材設計等相關方案，於校內推廣教師請改良教材教法、教

學方式，使教師能使用資訊設備於教學過中，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增加學習效能。在校務行政方面，希望能利用無線網路的特性，用於校

務行政方面，使學生的管理、資訊的查詢更為方便，也使與學生家長溝

通方面為暢通，減少學校與家長不良的訊息傳達，使家長更能了解學校

的教學，及學生學習情形。 

伍、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研究者所任教二年某班學生。該班學生共 32 人，男

生 15 人、女生 17 人，以常態方式編班。由於雲林縣為人口外移嚴重之

縣市，加上本校所在地為鄉鎮，所以班上學生家庭背景多為低社經地位，

學生家長多數務農或從事高勞力工作，此外該班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家

庭也多達三分之一，學生之文化刺激略顯不足。因此，研究者期盼透過

資訊融入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視野。 

研究者透過「數位學習之學生背景調查表」（修改自王美雪，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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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學生資訊運用能力以及家中資訊設備。 
表 3-2 數位學習之學生背景調查表（修改自王美雪，2005） 

數位學習之學生背景調查表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班級：         年          班          號    

姓名：                  

1.性別： 

 □男               □女 

2.你會使用電腦嗎？（回答會者，請跳至第 4題） 

  □會               □不會 

3.你不會使用電腦的原因是什麼呢？ 

  □國小及國中沒有電腦課程教學      □家中沒有電腦 

  □對電腦沒有興趣                  □其他                 

4.你使用電腦的目的？（可以複選） 

  □上網               □收發 e-mail 

 □電腦遊戲           □看 VCD、DVD、聽 CD 、MP3 

□繳交學校作業       □學習電腦軟體 

□其他                 

5.你家中是否有電腦？ 

□有                 □沒有 

6.你最常用電腦的地方是？ 

□家中               □學校 

□網咖               □其他                 

7.你會上網嗎 

□會                 □不會 

8.你最常上網的地方是？ 

□家中               □學校 

□網咖               □其他                 

 

各位同學好： 

以下的問卷調查，是希望可以了解同學使用電腦的背景資

料，以作為老師推行數位學習的參考依據，此調查絕對保密也

與分數無關，請放心填寫，謝謝同學的合作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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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每週平均上網時間？ 

□5 小時以內         □5～10 小時 

□10～20 小時        □20 小時以上 

10.你上網的目的有？（可以複選） 

  □瀏覽網頁           □收發 e-mail 

□下載資料           □上傳資料 

□逛部落格或論壇     □看網路相簿 

□即時通訊           □玩線上遊戲 

□搜尋引擎           □其他                 

11.你家中是否可以上網？（回答不可以者，請跳至第 13 題） 

□可以               □不可以 

12.你家中上網的方式？ 

□撥接               □寬頻 ADSL 或光纖 

□無線上網           □其他              

13.你曾經使用網路蒐集或上網學習課業嗎？ 

□有                 □沒有 

14.你曾經使用網路與同學討論課業嗎？ 

□有                 □沒有 

15.你有電子信箱嗎？ 

□有                 □沒有 

16.你會使用哪些軟體來幫助學習或作報告呢？（可複選） 

□Word               □Excel 

□Powerpoint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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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3-3數位學習之學生背景調查結果 
問題 選項 人數 百分比 

男 15 47% 1.性別 
女 17 53% 
會 32 100% 2.你會使用電腦嗎？（回答會

者，請跳至地 4 題） 不會 0 0% 
國中及國小沒
有電腦課程教
學 

0 0% 

家中沒有電腦 0 0% 
對電腦沒有興
趣 

0 0% 

3.你不會使用電腦的原因是什麼
呢？ 
 
 
 
 

其他 0 0% 
上網 30 94% 
收發 e-mail 20 63% 
電腦遊戲 23 72% 
看 VCD、
DVD、聽 CD 、
MP3 

22 69% 

繳交學校作業 23 72% 
學習電腦軟體 14 44% 

4.你使用電腦的目的？（可以複
選） 
 
 
 
 
 
 
 其他 2 6% 

有 32 100% 5.你家中是否有電腦？ 
沒有 0 0% 
家中 28 88% 
學校 3 9% 
網咖 1 3% 

6.你最常用電腦的地方是？ 

其他 0 0% 
會 32 100% 7.你會上網嗎？（回答不會者，

請跳至第 16 題） 不會 0 0% 
家中 27 84% 
學校 3 9% 
網咖 1 3% 

8.你最常上網的地方是？ 

其他 0 0% 
5 小時以內 16 50% 
5～10 小時 9 28% 
10～20 小時 2 6% 

9.你每週平均上網時間？ 

20 小時以上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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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網頁 26 81% 
收發 e-mail 18 56% 
下載資料 17 53% 
上傳資料 13 41% 
逛部落格或論
壇 

13 41% 

看網路相簿 14 44% 
通訊軟體 5 16% 
玩線上遊戲 20 63% 
搜尋引擎 6 18% 

10.你上網的目的有？（可複選）
 
 
 
 
 
 
 
 
 

其他 1 3% 
可以 32 100% 11.你家中是否可以上網？（回答

不可以者，請跳至第 13 題） 不可以 0 0% 
撥接 1 3% 
寬頻ADSL或光
纖 

23 72% 

無線上網 28 88% 

12.你家中上網的方式？ 

其他 2 6% 
有 30 94% 13.你曾經使用網路蒐集資料或

上網學習課業嗎？ 沒有 2 6% 
有 24 75% 14.你曾經使用網路與同學討論

課業嗎？ 沒有 8 25% 
有 29 91% 15.你有電子信箱嗎？ 
沒有 3 9% 
Word 23 72% 
Excel 7 22% 
Powerpoint 14 44% 

16.你會使用哪些軟體來幫助學
習或作報告呢？（可複選） 

其他 0 0% 

透過調查顯示，該班 32 位學生家中均有電腦且都可以上網，並有多

數同學曾經透過網路完成作業或與同學討論功課，可見透過 MOODLE 數

位學習平台來進行學習是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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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學習平台 

      學生回饋 

       學生回饋 

第二節學習系統架構 

壹、學習系統架構規劃  

   依我國目前學制規劃，若非經過鑑定申請在家教育或選替教育之其他

學生仍須到校接受教育。因此學習系統之建置並非要取代傳統課室教

學，而是期望透過多元且不受時空限制之數位學習平台讓學生得以延伸

學校之學習。在國中階段，因學生心智尚未成熟到完全自主學習，所以

教師的課堂教學仍必須存在且不可取代。因此，數位學習平台必須視為

學校教學之延伸。茲將學習系統架構圖規劃如下： 

 

學校教學 

 

 

       傳統課室教學 

 

 

 

資訊融入教學 

                 網路學習 

 

 

 

 

 

               學生線上學習 

 

圖 3-3 學習系統架構圖 

由上圖可見學習系統架構規劃成學校教學及網路學習兩大區塊並分述如

下： 

 

網路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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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教學 

（一）傳統課室教學：教師以板書進行口述教學，並在課室中進行班級

經營與學生直接互動。 

（二）資訊融入教學：教師以電腦、投機機等多媒體工具進行教學，資

訊融入教學可提供多媒體教材以彌補傳統課室教學之不足。此

外，教師若能善用多媒體資源可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二、網路學習 

（一）教師可將課程所需之相關補充資料建置於數位學習平台中，學生

可依自己所需上網尋找知識。 

（二）數位學習平台的資料庫能夠記錄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果以供教師參

考並且適時的給予學生建議。 

（三）透過網路學習活動可以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力進而培養多元智慧

發展。此外，數位學習平台不受時空限制可以提供學生無所不在

的學習環境，使學習更多元、更即時。 

貳 MOODLE 平台配備與主機環境 

MOODLE 平台為一個開放原始碼的課程管理系統，其程式碼完全採

用 PHP 語言撰寫，因此建置 MOODLE 平台並不受作業系統及主機平台

的限制。本研究所建置的 MOODLE 平台主機系統環境為：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CPU 為 Intel Pentium(R)4 3.00GHz 搭配 2GB

的記憶體。伺服器環境 AppServ-2.5.10 搭配 Apache2.2.8、PHP5.2.6，資

料庫採用 MySQL5.0.51b 並用 phpMyAdmin2.10.3 進行資料庫管理。本

MOODLE 平台版本選用 MOODLE 2.0 並建議採用 Firefox 瀏覽器進行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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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根據研究者實際於電腦教室測試本系統可供全班同學同時上線學

習，但偶有延遲的現象。 

一、MOODLE 系統安裝 

    建置 MOODLE 平台首先需有一台固定 IP 的電腦主機當網站伺服

器，因此研究者選用任教學校的電腦主機當做網站伺服器，以下就本平

台安裝過程敘述如下： 

（一）安裝伺服器工具： 

    AppServ 為一便利的 PHP 網頁架站工具，進入 AppServ 軟體官方網

站 並 點 選 AppServ2.5.10 的 下 載 連 結 即 可 輕 鬆 的 將

Apache+MySQL+PHP+MydqlAdmin 等網站伺服器所需的工具一次安裝

完成。軟體安裝完成後，輸入固定 ip 位址 163.27.159.53 與使用者預設的

電子郵件信箱以及自定的密碼即可完成伺服器軟件的安裝。安裝完成後

於瀏覽器網址列輸入【163.27.159.53】即可看到本網站的首頁，如下圖： 

 

 

 

 

 

 

 

圖 3-4  本站首頁圖 

由上圖可知本網站各伺服器的版本狀態。接著於瀏覽器網址列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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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7.159.53/phpMyAdmin/】並鍵入預設的帳號密碼即可開始管理網

站資料庫，本系統並未針對資料庫做任何更改，均使用系統預設值。如

下圖： 

 

 

 

 

 

 

 

 

 

 

圖 3-5  本站資料庫管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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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裝 MOODLE 平台 

    安裝 MOODLE 網站需先建置資料庫，所以必須以管理者身分登入資

料庫，且於建立新資料庫欄位中輸入【MOODLE20】，並且在編碼格式的

下拉選單中選擇【utf8_unicode_ci】格式後按下建立即可快速建立空白的

MOODLE20 資料庫，如下圖： 

 

 

 

 

 

 

 

 

 

             

圖 3-6 MOODLE20 資料庫建立 

資料庫建立完成後即開始 MOODLE 平台的建置，MOODLE 平台的

安裝檔案可在 MOODLE 官方網站下載，在官方網站中有許多版本可供下

載，在此研究者選用最新版的 MOODLE2.0 作為本研究之平台，接著到

MOODLE 中文加油站網站中下載中文化語言包，兩個必備檔案下載完成

即可開始 MOODLE 平台的安裝。 

首先將 MOODLE2.0 檔案做解壓縮的動作並將路徑指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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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pServ\www】資料夾，接著將資料夾【MOODLE】重新命名

【 MOODLE20 】，之後在【 C:\AppServ\www 】資料夾中新增一個

【MOODLEdata20】的資料夾並在此資料夾中新增一個【lang】的資料夾，

並把在中文化語言包解壓縮至此資料夾中。完成上述步驟即完成

MOODLE 平台建置的前置作業。 

接著再瀏覽器網頁中鍵入【http://163.27.159.53/MOODLE20】即可進

入MOODLE平台的設定畫面，在設定畫面中只需依照網頁指示按下一步

即可完成MOODLE的設定。完成MOODLE平台初始設定後，接著要設定

管理員帳號。本研究中，研究者即系統管理者，因此管理員帳號設定如

下： 

 

 

 

 

 

 

 

 

 

 

圖 3-7 MOODLE 平台管理員帳號設定圖 

 

 

 

http://163.27.159.53/moodl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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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理員設定完成後接著設定首頁畫面，在首頁設定中系統管理者可

鍵入任何文字，本平台首頁設定如下： 

 

 

 

 

 

 

 

 

圖 3-8 MOODLE 首頁設定圖 

完成上述設定後，本平台之基本骨架已建置完畢，接著便是內部功能的

探討與設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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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LE 頁面的功能模組可分為三種型式，分別為活動、區塊及

文字過濾，茲就此三種模組分述如下： 

1.活動模組 

    活動模組為網站管理員針對平台的活動設計，網站管理員可視課程

需求增添教學活動。在 MOODLE 平台的預設活動模組內容為單元課程、

問卷、作業、標籤、測驗卷、意見調查、線上資源、聊天室、討論區、

辭典、資料庫、Hot Potatoes 測驗、SCORM/AICC 課程包、Wiki 等模組。 

 

 

 

 

 

 

 

 

圖 3-9 MOODLE 平台活動模組設定頁面 

根據歐嘉展（2005）將活動模組功能彙整如下表： 

表3-4 MOODLE活動模組功能說明 

模組名稱 代表圖示 說明 

單元課程  單元課程是包含一系列頁面的課程

單元結構，每個頁面皆設問題和其

答案選項，學生必須讀完題目並完

成作答後，才能進到下一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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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MOODLE 提供 5 種問卷調查範本，

分別為學習環境、20 學習與思考態

度問卷、關鍵事件、學習環境問卷 

作業  作業模組主要是提供學生上傳作業

檔案，教師可以針對學生所繳交之

作業內容打成績或給評語。 

標籤  允許在網頁頁面上插入一些文字和

圖片。 

測驗卷  製作測驗卷測驗學生之學習成果，

測驗卷的形態包括選擇題、是非

題、配合題、數字題、簡答題和克

漏字題行等。 

意見調查  意見調查主要是用針對某事件或議

題想法進行線上投票。 

線上資源  線上資源模組提供有插入標籤、編

輯文字頁、編輯網頁、連結到檔案

或網站、顯示目錄及加入 IMS 教材

包五項功能，其功能內容是將本學

習網或其他網頁裡某個資源當做是

一種線上資源，可以透過連結設定

方式，學習者可以連結這些資源。 

聊天室  功能類似 MSN 或 Yahoo 即時通訊

軟體，學習者開啟一個線上聊天室

後，便能呼叫其他學員一起進入線

上即時交談或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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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區  提供一個網頁區域，讓學習網系統

平台在此區域可以針對不同主題發

表意見或進行討論。 

辭典  可將專有名詞內容逐一鍵入後，匯

集成一本線上學習字典，並可依詞

彙內容不同建立類別進行搜尋。 

資料庫  

 

以資料庫的設計概念呈現，可設定

欄位大小、定義輸入格式，將資料

建置成一個資料庫。 

Hot Potatoes 

測驗 

 教師事先將課程練習檔上傳至平台

上，學生便可上網並依據教師先前

所輸入的線索和自動對答顯示來完

成各項練習。 

SCORM/AICC

課程包 

 將課程內容（包含網頁、圖像

Javascript 程式、Flash 動畫以及其他

可以運用在網頁瀏覽器裡之檔案）

製作成一個課程壓縮包在平台上。 

wiki  Wiki 模組主要是以共同創作的概

念，網站上的任何人皆可以針對主

題進行修改、編輯以達到共同創作

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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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塊模組 

     MOODLE 平台之區塊模組以區塊型式呈現在頁面上，系統管理者

可依實際需求選擇任一區塊編排至頁面中之任一位置。MOODLE 平台中

有多種預設區塊模組可供選擇，在本國中國文學習 MOODLE 平台中，研

究者運用了 HTML、主選單、使用者、全站搜尋、即將來臨的事件、搜

尋討論區、最新訊息、最近活動紀錄、活動、測驗成績、系統管理、網

站管理、網站管理員書籤、線上使用者、行事曆、課程、課程/網站描述、

部落格標籤、部落格選單等區塊，本平台區塊模組設定如下圖： 

 

 

 

 

 

 

 

 

 

 

圖 3-10  MOODLE 平台區塊模組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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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字過濾 

文字過濾用途為網站文字或名稱是否要設定自動連結到相關出處之

網頁。當網頁出現被設定文字過濾之文字，該文字底部即會出現陰影，

點選該文字後便能自動連結至相關出處之網頁。文字過濾之功能類似超

連結，在學生資料查詢上相當便利。本平台在文字過濾設定方面，啟動

了資料庫自動連結、辭典自動超連結、資源名稱 自動連結、Wiki 頁面自

動連結及多媒體外掛組件，設定頁面如下圖： 

 

 

 

 

 

 

 

 

 

圖 3-11 MOODLE 文字過濾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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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平台模組設定後，接著就是使用者資料的建置與註冊。在本研

究中，研究者僅選取任教班級二年某班 32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故在使用

者註冊為研究者替每位學生設定帳號及密碼後直接給予認證並同意使用

本平台。若平台之使用者人數眾多，MOODLE 平台亦提供大批次使用者

匯入功能，系統管理員只需校務管理系統中匯出學生的資料，並將檔案

格式儲存為 csv 檔匯入 MOODLE 平台即可完成大量使用者之匯入。本平

台使用者設定註冊頁面如下: 

 

 

 

 

 

 

 

 

 

 

圖 3-12 本平台使用者設定註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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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究者設定後，本平台 32 名使用者頁面如下： 

 

 

 

 

 

 

 

圖 3-13 本平台使用者頁面 

完成使用者設定後，本平台之內部設定已大致完成，接著就是線上課程

的建置與規劃。 

 

第三節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  

    本研究規劃平台導入課程教學時程訂於 101 年 2 月至 4 月，研究者

配合學校三次段考期程以第一次段考之課程範圍進行平台教學。根據教

育部九年一貫國中課程綱要規定國文領域教學需占學習總時數 20～30

％，依本校目前課程規劃二年級國文科教學時數為每週 5 節加上一節語

文賞析。在教材規劃方面本校二年級國文選用翰林版共 12 課每次段考範

圍 4 課，研究者將第一次段考範圍及教學期程規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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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教學範圍及期程規劃 

期程 課程範圍 
使用 MOODLE 平台

融入教學日期 

101.02.14-101.02.20 第一課 春 101.02.20 

101.02.22-101.02.29 第二課 我所知道的康橋 101.02.29 

101.03.01-101.03.09 第三課 陋室銘 101.03.05 

101.03.12-101.03.20 第四課 智與妄的啟示 101.03.19 

根據上表，研究者規劃每課教學時程約為一週並利用一堂課進行

MOODLE 平台融入教學。本平台在內容規劃方面依據每課課程所需將相

關教學資源或線上作業建置於平台中，使學生能依期限完成點閱或在家

瀏覽自學。本平台課程規劃分述如下： 

壹、課程公佈欄 

    教師可利用課程公佈欄提示課程重點或注意事項，另外課程公佈欄 

亦可設定為討論區，由教師建立討論主題並引領同學討論激發思考。設

定畫面如下： 

 

 

 

 

 

 

圖 3-14 公佈欄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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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人履歷     

課文作者為文章精髓，學生必須了解作者背景才能理解作者為何寫

下這篇文章，因此課文作者介紹僅靠課本中寥寥幾行文字敘述是不足

的，研究者為此在平台中建置文人履歷單元，並將作者介紹連結至維基

百科，透過維基百科的相關資訊使學生能夠更深入的了解作者背景。此

外，學生若有興趣亦可透過維基百科的多人創作找尋作者相關資料並且 

在維基百科中編輯。文人履歷的設置可透過 MOODLE 平台【新增線上資

源】功能裡的【連接到檔案或網站】選項輸入維基百科的連結網址即可

完成，文人履歷單元設定如下圖： 

 

 

 

 

 

 

 

 

 

 

圖 3-15 文人履歷設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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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多媒體檔案建置 

     課程內容若僅有文字呈現則易顯得枯燥乏味，因此若有多媒體檔案

的補充則能使課程更加豐富。翰林出版社為每一課均建置重點 powerpoint

檔及課文動畫檔，在未建置 MOODLE 平台之前研究者在課堂教學中常為

了課程進度而無法播放多媒體檔案，然而在平台建置之後研究者可透過

平台【新增線上資源】功能裡的【連接到檔案或網站】即可輕鬆的將多

媒體檔案建置在平台中供學生自由下載瀏覽，惟需注意的是上傳檔案大

小需在 25MB 以內，以下為多媒體檔案的建置順序畫面： 

 

 

 

 

 

 

 

 

 

圖 3-16 多媒體檔案建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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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補充資料建置 

    每一課課文均有許多重要字音字形、相關成語、測驗卷及課文相關 

資料需要補充，若將這些資料都由紙本呈現則會浪費很多紙張且教師無

法掌握學生之學習狀況，因此透過 MOODLE 平台【單元課程】功能裡的

【新增分支表】即可將教師欲補充的資料建置在平台中，此外教師可透

過平台中的【活動報表】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畫面如下： 

 

 

 

 

 

 

 

 

 

圖 3-17 相關補充資料建置畫面 

伍、YouTube 影片資料連結 

    YouTube 為全球最大影音分享網站，透過 YouTube 影片分享功能教

師可從網站中選取與課程相關之影片並內嵌在課程頁面中，課程管理者

可在【主題大綱】中【編輯槪要】裡鍵入 YouTube 影片 html 原始碼即可

在課程頁面中嵌入 YouTube 影片。透過影片資料的補充可使學生對作者

或課程內容有更深入的了解，此外教師也可藉此替學生篩選優良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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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設定畫面如下： 

 

 

 

 

 

 

 

 

 

圖 3-18 YouTube 影片資料連結顯示畫面 

 

 

 

 

 

 

 

 

 

 

圖 3-19 YouTube 影片資料連結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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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作業 

    MOODLE 平台內建的【作業】功能有進階檔案上傳、線上文字、上

傳一個檔案及離線作業等選項而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選項為線上文字。教

師可透過線上文字功能指定學生做各種線上文字撰寫作業。舉第二課《我

所知道的康橋》為例，研究者要求學生發揮想像力及創造力接寫在課文

的最後一段徐志摩所留下的伏筆，如下圖： 

 

 

 

 

 

 

圖 3-20 文章接寫畫面 

由上圖可知，學生可透過平台線上撰寫文字並進行作業繳交而教師亦可

透過平台直接給予學生回饋，畫面如下： 

 

 

 

 

 

 

圖 3-21 文章接寫教師評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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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測驗卷 

    MOODLE 平台裡內建許多測驗卷功能，使用者可依本身需求設定合

乎課程之測驗卷。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針對第四冊第一次段考範圍編製

選擇題進行線上測驗，在線上測驗中教師除可針對題目加以說明亦可自

訂對、錯選項給予學生即時回饋，學生可透過即時回饋釐清自己的概念， 

畫面如下： 

 

 

 

 

 

 

 

 

 

 

 

圖 3-22 線上測驗回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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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論區 

    MOODLE 平台的討論區功能提供師生線上討論空間，教師可透過討

論區功能新增討論主題使學生共同討論並激發思考藉以達到協同學習的

目的，討論區畫面如下： 

 

 

 

 

 

 

 

 

 

圖 3-23 討論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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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成績 

    系統使用者可根據需求設定 MOODLE 平台的成績選項，包含量尺及

等第均可依照系統使用者需要加以改變。此外，平台亦可將所有課程參

與者的成績整理成總體使用者成績單或單一使用者報表，優秀的成績管

理功使教師能輕鬆管理學生的成績，學生亦可透過成績報表瞭解自己的

學習狀況。總體使用者成績單與單一使用者報表畫面如下： 

 

 

 

 

 

 

 

圖 3-24 總體使用者成績單畫面 

 

 

 

 

 

 

 

圖 3-25 單一使用者成績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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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活動報表 

平台的活動報表功能可以記錄所有使用者在平台的使用記錄，教師

可透過活動報表瞭解學生在平台的使用狀況，此外平台設有閒置功能，

若使用者一段時間未操作平台則系統將會自動將使用者登出，此功能可

防止學生閒置於平台過久而無動作，活動報表畫面如下： 

 

 

 

 

 

 

 

 

 

圖 3-26 活動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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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成果                       
 
 
   MOODLE 平台的建置使學習得以延伸，透過網路學習使學生學習能

不被時空所侷限。使用 MOODLE 平台教師能輕鬆的將教學資源建置於平

台中亦可透過平台進行線上教學。本章除透過教師課室觀察、質性訪談

及問卷調查探討學生使用 MOODLE 平台後的看法及對學習之影響，也針

對研究者使用 MOODLE 平台後在教學上的改變加以論述。本章分為三

節：第一節為學生對使用 MOODLE 平台的看法及對學習之影響；第二節

針對 MOODLE 平台對研究者教學之改變加以探討；第三節探討研究者使

用 MOODLE 平台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略。 

 

第一節學生對使用 MOODLE 平台的看法及對學習之影響 

壹、質性訪談 

    研究者在實際使用 MOODLE 平台進行國文科教學後利用課餘時間

針對學生進行質性訪談，欲了解學生使用 MOODLE 平台學習國文後後的

看法與使用成效，以下就訪談內容詳列如下： 

一、你喜歡老師運用 MOODLE 平台融入教學的上課方式嗎？能否增加你

對國文科的學習興趣與成效，請說明？ 

s01: 喜歡，平台上有許多補充資料；平台能夠增加我的學習成效，

因為平台內有豐富的補充資料。 

s02: 喜歡，感覺挺有趣的，能吸收到更多不同的知識；可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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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變得更好了 

s03: 喜歡，使我的成績進步；能，自從老師運用 MOODLE 平台融

入教學的上課方式之後，使我的國文成績進步。 

s04: 喜歡，因為有更多的機會可以學習更多的國文知識。 

s05: 喜歡，MOODLE 平台裡有更多補充的資料，可供我們在家也

能學習；能，MOODLE 平台裡有有關課程的影片,提升我們的

學習興趣。 

s06: 喜歡，增加興趣，因為是在電腦上使用的。 

s07: 喜歡，平台上有很多資訊讓我可以學習國文。 

s08: 喜歡，能，有很多國文的知識。 

s09: 喜歡，上面有很多補充的東西，增加國文的知識增強國文能力。

s10: 還可以，因為很有趣，能增加新知識。 

s11: 喜歡；有，可以學習一些課外知識。 

s12: 喜歡， 因為讓我在家就可以輕鬆讀國文。 

s13: 是，很好用，有很多補充資料。 

s14: 喜歡，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s15: 喜歡，有很多東西可以參考。 

s16: 喜歡，國文補充資料很多。 

s17: 喜歡；能，可以得知更多有關課文的資訊，甚至是課外的常識。

s18: 喜歡，補充資料多；可以，得到更多的資訊。 

s19: 喜歡，因為上面有很多補充資料和影片。 

s20: 喜歡，課程比較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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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喜歡，有很多的成語；可以，有有趣的影片。 

s22: 喜歡，用這 MOODLE 平台雖然無法讓我增加興趣，但學習成

效還不錯喔！裡面有課本、講義沒有的國字、注音，對我來說

幫助很大。 

s23: 我很喜歡，可以增加同學之間的感情和友誼還有豐富的知識，

剛開始使用平台前，我還不知道那麼多東西，使用平台後我的

成績有慢慢的進步。 

s24: 喜歡，因如果有補充的資料在平台就找得到。 

s25: 喜歡，有相當多的補充資料；有趣的課程使我增加學習興趣。

s26: 喜歡，因為上課方式不會死板板,，而且能引起我對國文的學習

興趣。 

s27: 喜歡，對國文變得更有興趣且學習到更多知識。 

s28: 喜歡，很多重點一看就懂；可以，資料很多。 

s29: 喜歡，多少都有；還滿方便的，而且資料也很充足。 

s30: 喜歡，平台的多元學習方式讓我獲得更多知識。 

s31: 喜歡，多了很多資料可以看。 

s32: 喜歡，平台裡面有很多資訊。 

    就訪談的內容來看該班 32 位學生均喜歡透過 MOODLE 平台融入教

學的上課方式，此外多數學生認為透過 MOODLE 平台進行學習使他們增

加對國文的學習興趣並且提升學習成效。 

二、使用 MOODLE 平台至今，你覺得獲得最大的收獲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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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 獲得許多有關國文的新知識。 

s02: 成語和形音義的補充很多，感覺十分的充實，更能得到許多上

課學不到的知識。 

s03: 很多國文的相關知識。 

s04: 獲得更多國語知識和成語，而且回家還可以利用時間學國文。

s05: 更多的國文知識。 

s06: 國文能力增長、與同學有更多互動。 

s07: 獲得國文科的資料。 

s08: 很多的補充，注釋之類的。 

s09: 複習上課所敎的東西，增加對國文的認知。 

s10: 獲的新知識。 

s11: 學習新的事物還有讓我們對作者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s12: 可以獲得很多新的知識。 

s13: 成績進步。 

s14: 學到很多東西。 

s15: 獲得一些新的知識和一些資料。 

s16: 獲得國文科的資料。 

s17: 可以了解更多有關作者的生平，更多課本學習不到的訊息。 

s18: 獲得更多知識。 

s19: 可以更深入的了解作者的生平、課文的涵義還有更多課外的資

訊。 

s20: 有很多課外的東西使我了解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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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學到許多課外的資訊。 

s22: 增加許多國字、注音知識，自己從未見過的國字或是不會念的

國字，都可以在平台找答案，而且平台上也有影片，和那一課

的有關。 

s23: 增加一些以前從未知道的知識，使用這個平台可以讓大家更深

入了解課文中的意涵。 

s24: 可以找到一些之前不知道的資料。 

s25: 獲得許多老師上課沒有上到的知識。 

s26: 會比較喜歡國語，會願意用比較多的時間看國語，而且比別人

看到更多的補充，可以學的更多，也對課文更有印象。 

s27: 學習到老師口頭教學以外的知識。 

s28: 增加許多國文知識。 

s29: 增加更多新知識。 

s30: 增加許多國文科的知識。 

s31: 多了很多的資料、影片。 

s32: 學習更有趣。 

   就使用後的收穫來看，多數學生認為透過 MOODLE 平台學習國文使 

他們獲得更多國文的相關補充知識。 

三、就老師運用 MOODLE 平台進行教學，你覺得有什麼優缺點或者建

議？ 

s01 優點：資料補充的很豐富，很完整，讓我一目了然! 

    缺點：無法欣賞別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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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平台的背景顏色可再豐富些。 

s02 優點：很方便，在家裡也可以學習，內容很多元。 

    缺點：無法欣賞到同學的作品。 

    建議：希望能展示同學的作品供我們欣賞。 

s03 優點：使我的國文成績進步許多。 

    缺點：不能看到其他同學的作品。 

    建議：希望可以看到其他同學的作品。 

s04 優點：回家後可以學國文。 

    缺點：功課太多。 

    建議：功課少一點。 

s05 優點：有更多的國文知識可以吸收。 

    缺點：沒什麼缺點。 

    建議：希望即時通訊的數度能快一點。 

s06 優點：回家後也可以學習國文。 

    缺點：無。 

    建議：希望可以看到同學的作品。 

s07: 優點：可以增加國文知識。 

     缺點：無。 

     建議：訊息的更新速度可以加快。 

s08 優點：增強國文能力。 

    缺點：影片有點少。 

    建議：影片可以放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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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 優點：有很多成語補充，牛刀小試可以測試自己的程度。 

    缺點：沒有。 

    建議：可以多增加一些閱讀測驗。 

s10 優點：可以在家學習。 

    缺點：很多作業。 

    建議：作業少一點。 

s11 優點：回家可以透過平台學習。 

    缺點：作業太多且功課又很難。 

    建議：作業少一點和別出那麼難的功課。 

s12 優點：輕輕鬆鬆學國文。 

    缺點：沒有什麼缺點。 

    建議：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再多放一點內容。 

s13 優點：回家可以用。 

    缺點：作業太多。 

    建議：作業少一點。 

s14 優點：回家也可以用。 

    缺點：作業太多。 

    建議：作業少一點。 

s15 優點：沒做完的作業回家可以繼續做。 

    缺點：作業好多。 

    建議：作業可以少一點。 

s16 優點：國文資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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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作業好多。 

    建議：功課少一點。 

s17 優點：補充資料很充足。 

    缺點：無法看見同學的作品。 

    建議：可以欣賞其他同學的作品，互相交流分享。 

s18 優點：一目了然。 

    缺點：看不到其他人的作品。 

    建議：可放一些悅耳的音樂。 

s19 優點：很方便，回家也可以學習關於國文的資訊。 

    缺點：很多人用時會很慢也不能看同學的作品。 

    建議：缺點須改善其他都很好。 

s20 優點：課外補充的東西較多，在家學習更方便。 

    缺點：影片太少了。 

    建議：可以多放一點影片。 

s21 優點：有電腦就可以學習國文。 

    缺點：同學的作品不能互相分享。 

    建議：在期限之後，可以點閱同學的作品。 

s22 優點：知識非常多，也有很多影片。 

    缺點：背景有點空虛。 

    建議：可以更換背景，讓背景更豐富化。 

s23 優點：可以和同學討論課文內容。 

    缺點：平台的背景太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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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增加背景圖片，讓背景更豐富。 

s24 優點：能找到許多資料。 

    缺點：沒有一些娛樂性。 

    建議：放一些教學遊戲讓學習更有趣。 

s25 優點：課外補充的東西很多。 

    缺點：很多作業。 

    建議：希望作業可以少一點。 

s26 優點：能學到更多、上課比較有趣、回家也能學習。 

    缺點：資料擺放較雜。 

    建議：同類型資料放一區，例:影片區、作業區、成語區。 

s27 優點：在家也可以線上學習。 

    缺點：很多作業。 

    建議：以一邊上課一邊教我們寫線上作業。 

s28 優點：重點老師都整理的很齊，偶爾也會有些影片 

    缺點：如果可以把跟同學對話的功能跟即時通類似一點，要討

論也比較方便。 

    建議：希望可以多人對話。 

s29 優點：有很多補充，而且都很多沒看過的知識可以學習。 

    缺點：同學的作品不能互相分享。 

    建議：重點可以簡潔有力，而不用花太多時間去看。 

s30 優點：影片內容很有趣，補充資料很多。 

    缺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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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希望可以看到同學的作品。 

s31 優點：影片很豐富。 

    缺點：沒有缺點。 

    建議：功課可以簡單一點。 

s32 優點：影片很豐富。 

    缺點：沒有缺點。 

    建議：功課可以簡單一點。 

    就平台優缺點以及使用建議來看，多數學生認為平台有能夠在 

家自我學習、課程補充資料豐富、相關影片有趣及可透過平台與同 

學互動等優點；而在缺點部分，以不能看到同學作品及線上作業太 

多兩點為多數，根據研究者觀察發現認為不能看到同學作品的學生 

成績較為優秀，而認為線上作業太多為缺點的學生成績相對較差。 

而在使用建議上則為希望可以看到同學優秀作品及線上作業少一點 

為多數。 

四、就你使用 MOODLE 平台的經驗，你覺得哪一個功能對你最有幫助？ 

s01: 影片欣賞，內容精采又有趣。 

s02: 影片欣賞、形音義、成語補充。 

s03: 即時通訊，因為在家中用 MOODLE 平台時可以和其他同學討

論。 

s04: 隨堂測驗、成語補充。 

s05: 影片觀賞。 

s06: 全部都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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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7: 影片欣賞。 

s08: 成語的補充，十分鐘輕鬆考。 

s09: 成語補充、義音字。 

s10: 影片教學。 

s11: 即時功能，可以和同學討論功課。 

s12: 影片教學，這個功能讓我獲得很多知識。 

s13: 牛刀小試、補充資料。 

s14: 牛刀小試的資料。 

s15: 可以跟同學討論功課。 

s16: 影片教學。 

s17: 隨堂測驗，因為可以測驗自己對課文內容的了解，而且可以幫

助記憶。 

s18: 影片欣賞。 

s19: 我覺得平台上補充的資料很有幫助，因為考試的題目有些會從

裡面出。 

s20: 影片、簡報和線上測驗。 

s21: 線上測驗，測驗自己的能力。 

s22: 線上測驗.讓我自己測驗自己的能力。 

s23: 影片賞析，生動的動畫可以增加記憶和印象。 

s24: 獲得新知識，取得一些重點。 

s25: 影片欣賞與線上測驗。 

s26: 線上測驗，因為有比較多的練習可以知道上課時不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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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7: 影片教學。 

s28: 一些教學的影片。 

s29: 隨堂測驗有很多沒看過的詞、成語。 

s30: 線上測驗。 

s31: 影片欣賞。 

s32: 影片教學。 

    在學生使用 MOODLE 平台後認為平台中的影片欣賞與線上測驗對

學習最有幫助。影片欣賞可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並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線上測驗功能可使學生自我檢視學習成效並透過教師的即時回饋使

學習更有效率。 

五、你是否願意繼續使用 MOODLE 平台進行國文科學習？為什麼？ 

s01: 願意,因為這個學習平台會讓我的成績更進步! 

s02: 是，感覺上課的內容更加有趣、好玩，也能更加充實自己。 

s03: 是，因為可以使我的國文成績進步。 

s04: 是，因為回家後還可以預習功課。 

s05: 是，有知識可以運用，幹麻不用？ 

s06: 是，因為家裡可以透過網路增強國文的熟練度和能力。 

s07: 願意，因為可以有效增加國文能力。 

s08: 是，因為在家也可複習國文。 

s09: 是，補充上課所沒有敎的成語，提升自己的程度。 

s10: 願意，因為很有趣。 

s11: 願意，因為可以學習很多補充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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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願意，因為很好用。 

s13: 是，很好用，可以溫習功課。 

s14: 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s15: 是，因為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知識。 

s16: 願意，因為能有很多影片可以看，很多資料能參考。 

s17: 願意，在家也能學習國文，補充課文知識，複習上課內容。 

s18: 願意，在家也可以和朋友討論。 

s19: 願意，回家也能複習國文還有交作業。 

s20: 願意，因為它的使用非常方便，在家也可以學習，而且課外的

東西比較多，可以有比較多的收穫。 

s21: 是，補充的資料多，可以回家自己讀。 

s22: 願意，因為可以增加更多的知識。 

s23: 願意啊！可以增加國文課的課外知識和相關補充資料。 

s24: 願意，在家中也可以取得新知識。 

s25: 願意，可以增加更多的知識。 

s26: 是,因為可以學到比較多東西。 

s27: 是，比較有趣，增加學習的動力。 

s28: 是，對段考很有幫助啊，不用才可惜。 

s29: 願意，電腦加上老師講解可以了解更多。 

s30: 願意，這個平台很好用。 

s31: 願意，因為很有趣。 

s32: 願意，很實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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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使用 MOODLE 平台學習意願來看，全班 32 位學生均願意再使 

用 MOODLE 平台進行國文科學習，並且認為透過 MOODLE 平台的輔助 

使學習變得更有趣。 

貳、問卷調查 

    本研究透過 MOODLE 平台內建的學習環境問卷（實際的感覺）進行

線上問卷調查欲了解學生使用 MOODLE 平台之後的感覺與看法。本問卷

分成六個構面共 24 題，問卷內容如下： 

表4-1學習問卷調查表 
本問卷主要在幫助我們了解本線上課程對於您的學習有怎樣的幫助，以下的

24 個問題是想了解您使用本線上課程的經驗與感覺，沒有所謂對錯的答案; 我
們有興趣的是您的觀點與想法。可以保證的是您的回答會被守密而且和學期成

績絕對無關，您的認真回答將有助於我們改善本線上課程,使得未來使用時更

加有功效!非常謝謝您的合作! 
很有關聯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1.我只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  
2.所學習到的內容對未來專業需求很重要  
3.我學會如何增進我的專業技能  
4.所學習內容和未來職場專業需求很吻合  
反思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5.我會很仔細思考本身學習的狀況  
6.我會很仔細的思考自己的論點  
7.我會很仔細的思考同學的論點  
8.我會很仔細的思考書本上的論點  
互動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9.我會向其他同學解釋我的論點  
10.我要求其他同學解釋他們的觀點  
11.其他學生要求我解釋我的觀點  
12.其他同學回應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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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的支持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13.老師激勵我的思考  
14.老師鼓勵我積極參與  
15.老師上課很有條理  

16.老師本身以身作則  
同學的支持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17.其他學生鼓勵我積極參與  
18.其他學生讚揚我的貢獻  
19.其他學生肯定我的貢獻  
20.其他同學都認為我學習的很辛苦  

詮釋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21.我能體會其他同學所提供的訊息  
22.同學會很注意體會我所提供的訊息  
23.我能體會老師所提供的訊息  
24.老師能理解我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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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扣除當天缺席兩位學生未填共 30 人填答，以下就問卷調查實

施結果分析如下： 

一、在關聯性方面： 

     根據學生填答狀況分析如下表： 

表4-2關連性構面學生填答人數分析表 

很有關聯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1.我只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 1 0 2 14 13 
2.所學習到的內容對未來專業需求很重要 1 1 3 12 13 
3.我學會如何增進我的專業技能 1 1 2 13 13 
4.所學習內容和未來職場專業需求很吻合 2 1 3 13 11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關聯性的四個構面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選擇了幾

乎總是與經常兩個選項，可見大部分學生認為使用 MOODLE 平台有助於

提升未來專業能力。 

二、反思方面： 

根據學生填答狀況分析如下表： 

表4-3反思構面學生填答人數分析表 

反思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5.我會很仔細思考本身學習的狀況 1 1 3 17 8 
6.我會很仔細的思考自己的論點 1 1 0 17 11 
7.我會很仔細的思考同學的論點 1 1 3 17 8 
8.我會很仔細的思考書本上的論點 1 1 1 14 13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能夠進行學習反思並且仔細思考自己和老師的

論點，此外根據研究者觀察發現，學生在意自己在平台上的表現以及老

師給予的評價並且互相比較，可見透過 MOODLE 平台的教學方式以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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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接受並且成為學習的一部分。 

三、互動方面： 

根據學生填答狀況分析如下表： 

表4-4互動構面學生填答人數分析表 

互動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9.我會向其他同學解釋我的論點 0 3 3 14 10 
10.我要求其他同學解釋他們的觀點 1 2 4 14 9 
11.其他學生要求我解釋我的觀點 1 3 2 16 8 
12.其他同學回應我的觀點 0 3 3 13 11 

MOODLE 內建使用者訊息傳遞與討論區的功能，使師生之間可透過網路

進行即時的交流。根據研究者與課堂上觀察，學生常會使用傳遞訊息功

能進行作業的詢問或課業問題，此外亦有學生於放學期間在家透過訊息

傳遞功能向研究者請教課業問題。透過網路即時互動使師生間的距離更

接近，學生也更勇於提出課業上的問題。 

四、老師的支持： 

根據學生填答狀況分析如下表： 

表4-5老師的支持構面學生填答人數分析表 

老師的支持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13.老師激勵我的思考 1 2 2 14 11 
14.老師鼓勵我積極參與 1 0 2 14 13 
15.老師上課很有條理 1 0 3 10 16 

16.老師本身以身作則 1 1 3 8 17 

研究者進行國文科教學常會提出問題鼓勵同學多元思考並希望學生勇於

表達自己的意見，在使用 MOODLE 平台輔助教學後，研究者常透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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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作業功能要求學生思考開放性問題，如在<空城計>這一課，研究

者即透過線上作業功能要學生思考若自己是孔明將如何從司馬懿十五萬

大軍的包圍下安然身退研究者期盼透過開放性的問題激發學生的創造力

並且勇於提出自己的論點。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在老師支持方面學生均

給予高度的評價。 

五、同學的支持： 

根據學生填答狀況分析如下表： 

表4-6同學的支持學生填答人數分析表 

同學的支持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17.其他學生鼓勵我積極參與 0 2 3 18 7 
18.其他學生讚揚我的貢獻 0 3 3 15 9  
19.其他學生肯定我的貢獻 0 3 3 18 6 
20.其他同學都認為我學習的很辛苦 2 3 1 16 8 

在同學的支持方面，由於該班學生團結且向心力高因此當老師在進行分

組教學時，學生之間能夠彼此互助合作並且相互鼓勵。 

六、詮釋： 

根據學生填答狀況分析如下表： 

表4-7詮釋構面學生填答人數分析表 

詮釋 
本線上學習課程 

從未很少偶爾經常 幾乎總是 

21.我能體會其他同學所提供的訊息 0 1 1 17 11 
22.同學會很注意體會我所提供的訊息 0 3 1 16 10 
23.我能體會老師所提供的訊息 1 1 3 8 17 
24.老師能理解我的訊息 0 1 5 10 14 

根據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多數學生認為自己的想法能被同學與老師所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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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研究者實際觀察亦發現少數在課堂上不敢發言的學生卻能在

MOODLE 平台中表達自己的論點。 

七、信度分析： 

信度（reliability）係指測量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本問卷調查結

果運用 SPSS12 軟體進行 Cronbach’s α 係數來檢驗問卷的內部一致性。

Wortzel(1979)認為高信度 α 係數應該要介於 0.7 與 0.98 之間，而根據

Nunnally(1978)的觀點 Cronbach’s α 係數大於 0.7 即具有可靠性。本問卷

分析結果信度 α係數達 0.977 而各構面的 α係數介於 0.975～0.977 之間，

此結果說明本研究各構面皆具有良好之內部信度。整體而言，本研究之

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統計量表如下： 

表4-8信度統計量 

 

 

 

 

表4-9各構面項目總和與信度統計量 

   

項目刪除時

的尺度平均

數 

項目刪除時

的尺度變異

數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我只學習我感興趣的東

西 
94.30 314.079 .654 .977

所學習到的內容對未來

專業需求很重要 
94.13 315.499 .635 .977

我學會如何增進我的專

業技能 
94.10 312.300 .750 .976

所學習內容和未來職場

專業需求很吻合 
94.30 306.907 .783 .976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數 

.97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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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很仔細思考本身學

習的狀況 
94.30 311.803 .811 .976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自己

的論點 
94.10 316.507 .679 .977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同學

的論點 
94.30 311.045 .836 .976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書本

上的論點 
94.07 314.823 .693 .977

我會向其他同學解釋我

的論點 
94.27 312.616 .769 .976

我要求其他同學解釋他

們的觀點 
94.37 308.033 .832 .976

其他學生要求我解釋我

的觀點 
94.40 306.386 .868 .975

其他同學回應我的觀點 94.23 310.254 .828 .976
老師激勵我的思考 94.23 307.220 .856 .976
老師鼓勵我積極參與 94.07 313.995 .751 .976
老師上課很有條理 93.97 312.171 .788 .976
老師本身以身作則 94.00 308.483 .812 .976
其他學生鼓勵我積極參

與 
94.30 315.734 .798 .976

其他學生讚揚我的貢獻 94.30 309.941 .872 .975
其他學生肯定我的貢獻 94.40 311.628 .884 .975
其他同學都認為我學習

的很辛苦 
94.47 300.947 .915 .975

我能體會其他同學所提

供的訊息 
94.03 322.171 .647 .977

同學會很注意體會我所

提供的訊息 
94.20 311.752 .837 .976

我能體會老師所提供的

訊息 
94.00 305.586 .897 .975

老師能理解我的訊息 94.07 313.099 .819 .976

八、效度分析 

效度（validity）表示一項研究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程度又稱真確性。

它與研究的目標密切相關，一項研究所得結果必須符合其目標才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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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效度也就是達到目標的程度。效度可分為內容效度、專家效度

與建構效度。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指測驗能測量理論的概念或

特質之程度而言，此種效度旨在以心理學的理論概念來說明並分析測驗

分數的意義，即從心理學的理論觀點，就測驗的結果加以詮釋和探討。

建構效度的主要重點是在於理論上的假設和對理論假設的考驗，在考驗

的過程中必須先從某一建構的理論出發，導出各項關於心理功能或行為

的基本假設，據以設計和編製測驗，然後由因求果，以相關、實驗和因

素分析等方法，查核測驗結果是否符合心理學中的理論觀點（教育大辭

書，2000）。本研究以 MOODLE 平台內建的學習環境問卷欲瞭解學生使

用平台後的經驗與感覺，問卷分為關聯性、反思、互動、老師的支持、

同學的支持及詮釋六個構面，經 SPSS 12.0 進行因素分析後得到下表： 

表4-10 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 .811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984.681 
 自由度 276 
 顯著性 .000 

分析資料顯示 KMO 值＝0.811、巴氏球形檢定值 984.681，顯著性

＝0.000，顯示資料非常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通過檢定後，續以因素分析

中的主成分分析來萃取共同因素，依據特徵值大過 1 作為選取共同因素

個數的原則，結果共選取三個主要因素，共同解釋全部變異之 82.369   

％，再經過最大變異轉軸法（varimax），對選出的因素進行轉軸，使各因

素之代表意義更明顯且更易於解釋，其結果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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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學習環境問卷因素主成分分析轉軸後之成分矩陣 

 

 

變數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我只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 0.897 0.162 0.060 

所學習到的內容對未來專業需求很重要 0.891 0.202 -0.011 

我學會如何增進我的專業技能 0.665 0.291 0.356 

所學習內容和未來職場專業需求很吻合 0.773 0.313 0.267 

我會很仔細思考本身學習的狀況 0.257 0.420 0.802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自己的論點 0.137 0.228 0.918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同學的論點 0.318 0.415 0.778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書本上的論點 0.118 0.328 0.857 

我會向其他同學解釋我的論點 0.198 0.806 0.377 

我要求其他同學解釋他們的觀點 0.363 0.796 0.307 

其他學生要求我解釋我的觀點 0.414 0.793 0.314 

其他同學回應我的觀點 0.303 0.798 0.370 

老師激勵我的思考 0.723 0.444 0.315 

老師鼓勵我積極參與 0.597 0.643 0.065 

老師上課很有條理 0.744 0.342 0.281 

老師本身以身作則 0.830 0.238 0.338 

其他學生鼓勵我積極參與 0.286 0.648 0.513 

其他學生讚揚我的貢獻 0.356 0.758 0.423 

其他學生肯定我的貢獻 0.486 0.644 0.418 

其他同學都認為我學習的很辛苦 0.408 0.686 0.518 

我能體會其他同學所提供的訊息 0.213 0.158 0.836 

同學會很注意體會我所提供的訊息 0.541 0.376 0.561 

我能體會老師所提供的訊息 0.399 0.417 0.735 

老師能理解我的訊息 0.476 0.375 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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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學習環境問卷因素主成分分析之結果 

因素/變數名稱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因素一、 

我只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 

所學習到的內容對未來專業需求很重要

我學會如何增進我的專業技能 

所學習內容和未來職場專業需求很吻合

老師激勵我的思考 

老師鼓勵我積極參與 

老師上課很有條理 

老師本身以身作則 

 

0.897 

0.891 

0.665 

0.773 

0.723 

0.597 

0.744 

0.830 

15.906 66.724% 

因素二、 

我會向其他同學解釋我的論點 

我要求其他同學解釋他們的觀點 

其他學生要求我解釋我的觀點 

其他同學回應我的觀點 

其他學生鼓勵我積極參與 

其他學生讚揚我的貢獻 

其他學生肯定我的貢獻 

其他同學都認為我學習的很辛苦 

 

0.806 

0.796 

0.793 

0.798 

0.648 

0.758 

0.644 

0.686 

2.573 10.723% 

因素三、 

我會很仔細思考本身學習的狀況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自己的論點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同學的論點 

我會很仔細的思考書本上的論點 

我能體會其他同學所提供的訊息 

同學會很注意體會我所提供的訊息 

我能體會老師所提供的訊息 

老師能理解我的訊息 

 

0.802 

0.918 

0.778 

0.857 

0.836 

0.561 

0.735 

0.590 

1.289 5.372% 

     由表 4-12 可知，因素一主要是由「我只學習我感興趣的東西」、「所

學習到的內容對未來專業需求很重要」、「我學會如何增進我的專業技

能」、「所學習內容和未來職場專業需求很吻合」、「老師激勵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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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老師鼓勵我積極參與」、「老師上課很有條理」、「老師本身

以身作則」等八個相關程度較高的變數所構成，其因素負荷量介於 0.597

至 0.897 之間，特徵質為 15.906，可解釋變異量為 66.724%。依據原施測

問卷歸類此八個變數為「有關聯性」與「老師的支持」兩個構面，因此

將此因素命名為「課程關聯與老師支持」。 

    因素二是由「我會向其他同學解釋我的論點」、「我要求其他同學解

釋他們的觀點」、「其他學生要求我解釋我的觀點」、「其他同學回應

我的觀點」、「其他學生鼓勵我積極參與」、「其他學生讚揚我的貢獻」、

「其他學生肯定我的貢獻」、「其他同學都認為我學習的很辛苦」等八

個相關程度較高的變數所構成，其因素負荷量介於 0.644 至 0.806 之間，

特徵質為 2.573，可解釋變異量為 10.723%。依據原施測問卷歸類此八個

變數為「互動」與「同學的支持」兩個構面，因此將此因素命名為「同

學的支持與互動」。 

    因素三是由「我會很仔細思考本身學習的狀況、「我會很仔細的思考

自己的論點」、「我會很仔細的思考同學的論點」、「我會很仔細的思

考書本上的論點」、「我能體會其他同學所提供的訊息」、「同學會很

注意體會我所提供的訊息」、「我能體會老師所提供的訊息」、「老師

能理解我的訊息」等八個相關程度較高的變數所構成，其因素負荷量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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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561 至 0.918 之間，特徵質為 1.289，可解釋變異量為 5.372%。依據

原施測問卷歸類此八個變數為「反思」與「詮釋」兩個構面，因此將此

因素命名為「反思與詮釋」。 

    由 SPSS因素分析法檢驗研究數據所得之三個構面與原問卷所分六個

構面大致相同，因此本問卷具有良好之建構效度。 

 

第二節 MOODLE 平台對研究者教學之改變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擔任教師與系統管理者的角色進行行動研究，在未

使用 MOODLE 平台之前，研究者使用傳統教師講述法進行國文科教學，

傳統教師講述法雖為研究者最熟悉的教學方式，但是隨著資訊的日新月

異，傳統教師講述教學已無法滿足多元學習的思潮，因此若能有一種學

習方式能搭配網路並以學生為主體且不受時空限制將能彌補傳統教師講

述教學的不足。透過 MOODLE 平台的建置，使研究者能輕鬆的進行多媒

體教學，此外也可透過很多 MOODLE 內建的功能使教學更加多元。 

由於 MOODLE 平台為開放原始碼的 php 語言，在建置與操作上十分

容易就手。研究者透過研讀過去 MOODLE 相關文獻研究及參考坊間書籍

就可完成平台的建置，在使用平台上若遭遇問題則請教研究所教授以及

任教學校的資訊組長，所以在平台的建置上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問題，平

台建置完成後即可從事實際教學活動。研究者使用 MOODLE 平台後在教

學上有以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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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多元化 

    傳統講述教學進行過程教師很難將課文中作者想呈現的情境透過板

書或口述傳達給學生，然而透過 MOODLE 平台的建置，教師可以輕鬆的

將相關多媒體資訊傳遞給學生。此外，平台內建的多種課程功能使原本

枯燥的教學模式更加多元，學生的學習興趣亦隨之增加。 

貳、師生互動即時化 

     在未使用 MOODLE 平台之前，研究者的教學常被教學進度與時間

侷限而造成研究者在授課上多為單向教師講授而缺少師生雙向互動。此

外，學生在課程結束後若遇到問題也不會主動找教師詢問，然而在使用

MOODLE 平台之後，透過 MOODLE 平台的討論區、即時訊息傳遞，教

師可以即時了解學生的問題並給予指導。此外，線上作業的批改使教師

得以即時掌握學生作業繳交狀況並即時給予評比及指導，有了平台的即

時互動使師生的溝通更緊密。 

參、教學成本降低 

    MOODLE 平台內的所有資料均以數位檔案方式呈現，因此教師準備

的教材及補充資料均不需要再用紙本列印，只要學生打開電腦登入平台

即可隨時隨地獲得所需知識。此外，建置在平台中的檔案均可藉由系統

管理者設定而提供資源共享，只要註冊登入平台並經由系統管理者認可

均可自由選取所需的教學資源，因此平台若能推廣至全校則校內國文老

師也可透過此一平台分享教學資源或教學經驗以達到教學之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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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記錄學生學習歷程 

    MOODLE 平台提供完整的使用者活動報表及成績報表且記錄學生

的學習歷程，教師可透過報表了解學生在平台的學習狀況並即時修正教

學策略，此外學生亦可透過學習歷程發現自我程度的優劣並加以調整改

進。 

伍、大幅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課程透過資訊科技或多媒體的呈現可使教學更加生動活潑，因此可

有效增加學生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效率，根據研究者觀察發現該班學

生常會利用下課時間討論平台的線上作業或討論區的內容。可見此種教

學模式能有效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陸、無所不在學習 

    透過網路建置教學平台最大的優點就是使學習可以從學校加以延

伸，學生可自由選擇合適的時間與地點進行線上學習，使學習由被動改

為主動，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而不再被動的接收知識。 

    綜上所述，MOODLE 平台的建置與運用對研究者在進行國中國文科

教學有極大的助益。藉由平台的建置使研究者輕鬆建立個人教學資料

庫，此外 MOODLE 所提供的各種模組更能提升研究者教學效率並讓學

生能以更多元的方式進行學習活動。以往教師要建立教學網站，常因不

俱資訊背景或不懂網站語言而需花費大量時間精力學習功能複雜的網頁

製作軟體，然而 MOODLE 的建置與操作非常容易，沒有複雜的程式語

言，直覺式的設定與操作介面使研究者能輕易製作個人的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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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行動研究的方式探討 MOODLE 教學平台實際運用於國

中國文科教學時，學生的學習狀態以及教師使用此教學策略對教學方法

的改變與遭遇問題之解決策略，本研究期盼透過 MOODLE 教學平台建置

引發學生對國文的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動機及增加學習成效，而研究

者也能藉由此研究增進自我教學效能並在國中國文科教學時有新的思維

及啟發。本章就研究成果彙整出結論並針對研究者實際建置運用

MOODLE 平台於國中國文科教學之心得與發現，提出建議以供未來想從

事相關研究者參考。 

 

第一節結論 

    本節針對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結論： 

壹、有效激勵學生學習動機 

    網路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學習逐漸邁向數位教室、學習無所不在

與教材數位化。在這樣的變遷下，學生須成為學習主體並主動汲取知識

而非過去的被動學習。透過 MOODLE 教學平台，使師生互動與課程呈現

更活潑多元。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以及學生訪談記錄可知使用 MOODLE 平

台進行國文科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使用數位學習平台學習有

別於一般傳統教師講授法，學生可透過 MOODLE 平台內建的多種功能有

效進行自主學習進而成為學習的主體，此外透過平台的即時互動更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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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得以延伸，師生之間的交流互動也更加頻繁。 

貳、運用 MOODLE 教學平台能有效提高教師教學效能 

    教師透過 MOODLE 教學平台輔助教學能有效提高教學效能，傳統教

師講述教學法受時間與空間限制而使學生學習有所侷限，透過 MOODLE

教學平台的輔助與網際網路的連結能使學生的學習加深加廣，此外教師

運用 MOODLE 平台輔助教學能彌補傳統教師講述法之不足。研究者使用

MOODLE 平台教學後從中獲得很多助益，如教學多元化、師生互動更加

頻繁、收繳作業更輕鬆、備課時間減少、測驗題庫建立後更大幅節省出

題改卷計分的時間與提升學習興趣等優點。此外，本研究期程在第三階

段平台的實際導入運用結束後學校舉行第一次期中測驗，該班學生國文

科段考成績皆有顯著之進步，國文平均成績由原先第六名躍升為年排名

第二名。 

很多老師憂慮資訊融入教學會對教學造成負擔，在研究者使用平台

進行教學的歷程中的確花了很多時間在平台的建置與瞭解其內部功能，

但是透過平台的實際運用更讓我得到許多收穫與經驗，而這些經驗與收

穫都使研究者在教學上獲得新的啟發。 

參、MOODLE 平台僅能輔助教學，不能取代教師教學 

    本研究針對國中二年級學生進行研究，雖研究結果顯示 MOODLE 平

台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但國中生心智尚未成熟且國中階段七大學習領

域課程仍須靠教師從旁協助指導，因此 MOODLE 平台在國中階段並不能

完全取代教師課堂上的教學。以國文科為例，國文課本中許多文意的講

解、修辭的運用及文章情感的鋪陳都需靠教師課堂上的講解才能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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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晰的脈絡。此外，根據研究者於課堂上觀察，有少數學生未能專注

於課堂上的聽講，因此在國中階段教師在學習上仍扮演重要的角色，而

數位學習平台則可彌補教師課堂教學之不足。 

 

第二節建議 

    本節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下列建議，作為未來研究之參考。 

壹、教師需充實資訊融入教學素養 

    資訊科技時代傳統教學法已無法滿足學生求知求新的慾望，因此資

訊融入教學已為現代教師需具備的素養，透過資訊多媒體教學可以使學

生提升學習動機進而增加學習興趣使學習更有成效。以往許多非資訊專

長的教師對資訊融入教學常抱著疑慮與畏懼，深怕增加教學的負擔或無

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然而教師若能妥善利用資訊科技相信必能增加教師

教學之成效。 

貳、教師可成立教學小組進行協同教學 

    本研究僅針對國中國文科進行研究未涉及其他教學領域，若能結合

國中學習七大領域教師並組成教學小組共同研發課程進行協同教學則可

使學習更加廣泛。此外透過教學小組的成立，小組內的教師可彼此研究

心得並研發新課程進而提高教學效能。 

參、MOODLE 學習平台的運用可推廣至全校 

    本研究僅針對二年某班 32 位學生進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能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教師在使用上也獲得許多收穫。因此，MOODLE 學習

平台的運用可推廣至全校使更多學生能接觸數位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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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當局可舉辦相關研習 

    教育當局可舉辦相關研習活動提供教育訓練並培訓種子教師，讓教

師透過相關研討瞭解數位學習平台的內涵及使用方式並透過教師彼此間

的互動交流，使資訊融入教學的優點由教師親身體驗後，並進而推廣至

各領域與各學科，讓廣大教師及學生受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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