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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 雖然本所「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採用的數位學習平台功
能足以涵蓋基礎的數位教學需求，但因專班課程以網路同步與非同
步方式授課為主，因此學生彼此之間互相認識的機會較少，進而使
同儕之間產生陌生感與疏離感，不利於同儕之間的合作互助學習。

■ 本研究主要透過使用特殊非同步討論版即時分析工具輔助同儕之間
的交流與互動、透過具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以及小組合作學習激
勵機制之網路合作問題導向學習平台來輔以學生完成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之創新教案設計作業，以降低學生在遠距學習環境中的學習孤
獨感，增進合作學習意識，進而提升課程之遠距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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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透過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擬探究以下之教學實務問題：
■ 使用網路合作問題導向平台(Collaborative problem-based learning, CPBL) 開
啟知、行一、行二、思之四個階段問題導向學習任務，並使用基因演算法
進行最佳化分組，讓學生能依照任務內容進行教案設計與互助學習，並透
過小組合作學習激勵機制提升小組合作意識，以探討其對於提升小組互助
合作學習的成效為何？

■ 透過使用特殊非同步討論版即時分析工具輔助同儕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以
及具基因演算法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及小組激勵機制之網路合作問題導向
平台輔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之遠距學習，並探討其對於降低遠距學習
課程之孤獨感，以及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滿意度的成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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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遠距教學的問題

■ 許多線上課程的學習者認為線上教學是一種孤立而寂寞的學習環
境，常常必須獨自一人進行課程中的學習過程，若課程管理系統
中缺乏交流機制、或課程活動並未設計交流機會，更會使得學習
者難以在線上發展與他人的關係與聯繫(Reedy, 2019)。

■ 教師在課程中規劃學生互動的機會，除了可以促進學生之間進行
互動外，也有助於建立並維持積極的線上教學氛圍，並且能降低
孤獨感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Kaufmann & Vallade, 2020)。

■ 而相較於個人作業，在課程中設計合作學習機制或作業，則更能
增進學生對於整體課堂的參與、交流與互動(Ozkara & Cakir,
2018)。



■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係以解決一個結構模
糊問題(ill-structure problem)作為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在解決問題
的過程中，促使學習者應用自身先備知識了解問題的本質後，再基
於自身解決問題的經驗，以及透過資訊蒐集所習得之新知識，來解
決目標問題之合作建構式學習模式(Barrows, Tamblyn, 1980)。

■ 此一學習模式係以學習者之自主及合作學習為中心，教師則以促進
者、引導者的角色協助學生學習(Barrows, 1996)，而非傳統教學透
過講授方式，直接傳授所需解決問題知識與方法給學習者，希望據
此能培養學生活用所學知識於解決問題的能力。

文獻探討- 問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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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與規劃-問題導向學習任務

■ 使用「網路合作問題導向平台(CPBL)」輔以進
行課堂上小組合作學習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創新教案設計」之問題導向學習活動。將問題
導向學習任務分成「知」、「行」、「思」三
個主要階段，並進一步將行的部份細分成兩個
子步驟分別為「行一」與「行二」階段，據此
形成四個學習階段之問題導向學習步驟。

■ 學習者須完成教師在每個問題導向學習階段所
設計的學習任務，在完成該階段學習任務，並
通過教師審核後，才能進行下一階段問題導向
學習任務，直到完成四個階段學習任務為止
(Chen & Chang, 2014)。 圖1. CPBL平台課程學習階段流程圖



教學設計與規劃-問題導向學習及答題鷹架

■ 於CPBL平台上，本課程為各階段設計問題導向學習鷹架及答題鷹架
■ 學習鷹架：事先設計初始的解題指引，並使用網路連結、多媒體素材的方式附上範例及補

充教材。

■ 答題鷹架：設計學生答題的格式和綱要，學生於閱讀完學習鷹架內容、搜尋相關知識，並
與同儕進行互動討論後，即可使用CPBL平台上的編輯器進行答題。

圖2. 問題導向學習鷹架示例 圖3. 問題導向答題鷹架示例



■ 為了解決遠距教學課程中學習者無法經常碰面交流，進而造成自行分組實
行困難，以及分組後效率低落的問題，本計畫擬使用CPBL平台上提供的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最佳化分組機制」輔助教師進行分組，此
一演算法考量學生的問題導向能力、彼此互動關係、學習角色三個因素，
並以三個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性之前提下進行最佳化分組。

■ CPBL平台將取得學習者第一階段教師批改之作業成績作為問題導向能力
特徵；訊息區之互動紀錄中的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作為社會互
動關係特徵；另外藉由訊息中心之發文標籤，以及發文的中位數，將學習
者的角色區分為氣氛營造者、訊息提供者、問題解決者，以及領導者四種
學習角色類型，在正規化取得上述三個特徵資料後，再利用基因演算法進
行最佳化分組，最後以演化方式逐步獲得最佳的合作學習分組解答(Chen
& Kuo, 2019)。

教學設計與規劃-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



■ 為了讓小組成員更積極的參與小組討論與互助，願意主動且積極的幫助同儕完成任務，CPBL平台
使用小組績效激勵機制來輔助問題導向學習活動。

■ 小組激勵機制基於個人績效與小組互助績效自動計算各小組成員的二、三、四階段小組績效分數
後，將透過平台使用者介面以圖像化方式進行排名呈現，使得學習者可以看到自己所在小組及其
他小組的合作績效排名及分數，以促進彼此的競爭與反思。此外，也設計赦免機制來鼓勵小組互
助。小組激勵機制亦將顯示文字化的激勵資訊，如圖5所示，讓學習者可以快速了解各組通過各學
習階段的成員及各小組績效分數，若有同學先行通過學習階段啟動倒數機制，此一使用者介面也
會將學習任務期限一併顯示。

教學設計與規劃-小組激勵機制

圖4. 圖像化小組激勵機制之績效排名 圖5. 小組激勵機制之激勵資訊



教學設計與規劃-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
■ Moodle為全球最廣泛使用之開源且免費的學習管理系統，其英文全名
為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模組化物件
導向動態學習環境），除了可整合各項教學資料(文件、簡報、作業、
測驗卷)之外，亦可呈現各種多媒體資源與教材。

■ 本教學實踐計畫實施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使用個人研究團
隊所開發的客製化Moodle平台輔以這門課程的遠距教學，除了Moodle
所提供的教學功能外，亦自行開發了兩個輔助Moodle平台進行非同步
討論版討論內容分析的「特殊討論區」模組：「即時觀點比較系統
(IPCS)」、「主題分析即時回饋系統(TAIFS)」。



教學設計與規劃-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

圖6. IPCS系統多元度同心圓 圖7. IPCS系統雙自我網路比較圖

■ 即時觀點比較系統(IPCS)



教學設計與規劃-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

圖8. TAIFS系統整體討論最佳主題數 圖9. TAIFS系統小組討論占比

■ 主題分析即時回饋系統(TA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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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圖10. 研究架構圖

圖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研究範圍

■ 本計畫之研究範圍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

■ 本課程授課範圍涵蓋實體及線上同步與非同步課程，課程教材包
含投影片、相關影片、課程影音、相關論文、延伸閱讀補充連結
等

■ 評量方式包含課程參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案設計作業、
各學習單元課後測驗、期末報告等四個部分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 研究對象：
○ 修習「111學年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 研究工具：
○ Moodle平台：IPCS系統、 TAIFS系統輔以課程非同步討論區之討論
○ CPBL平台：基因演算法最佳化分組機制、小組合作學習激勵機制
○ 學習孤獨感量表
○ 學習滿意度問卷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資料搜集與分析

■ 量化資料：
○ 在CPBL平台蒐集小組互助績效分數
○ 在期初與期末填寫學習孤獨感量表(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
及學習滿意度問卷，掌握學生各時期對於遠距教學之孤獨感以及
學習滿意度

■ 質性資料：
○ 請學生在課程討論區分享學習心得及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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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暨研究成果 - 每週教學與學習過程(1/2)

■ 本研究數位課程採用Google Meet同步影音互動，並附有課程簡報，課程結束後也允許重
複觀看。此外，本課程皆依照每週學習目標與大綱，發展單元內容，並自製教材及蒐集
相關延伸閱讀文獻與網路資源供學生閱讀參考。

圖12. 同步影音互動方式進行課程 圖13. 每週單元課程列表



教學暨研究成果 - 每週教學與學習過程(2/2)

■ 每單元主題均有課後測驗與議題討論的活動，學生在練習該單元所學習之內容後，每週
會在議題討論區與教師、同儕互動，並透過IPCS系統、TAIFS系統了解自己與他人觀點
的異同。

圖14. IPCS系統展示學生進行議題討論的成果 圖15. TAIFS系統展示學生進行議題討論的成果



教學暨研究成果 -網路合作式問題導向學習過程(1/2)

■ 本課程其中一項教案設計作業主要於合作式問題導向學習平台（CPBL）平台進行，在
學習過程中，學生利用「訊息中心」向老師提問或是與同學閒聊以及解決彼此的學習問
題；在「討論交流區」新增討論主題，了解各組作業完成狀況或是針對各階段作業內容
進行討論。

圖17. 學生在討論交流區新增討論主題圖16. 學生利用訊息中心向老師提問



教學暨研究成果 -網路合作式問題導向學習過程(2/2)

■ 此外，透過小組激勵機制，提供學生討論與互動的機會，順利完成創新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教案設計作業。

圖18. 小組激勵機制使學生督促彼此完成作業 圖19. 學生透過討論區與同儕互動



教學暨研究成果 -量化資料分析(1/4)
一、學習者在期初與期末學習階段之學習孤獨感分析

■ 成對樣本t檢定
■ 原先搜集的樣本數為20份，經過檢查問卷內容後，發現有4份問卷不符合蒐集標準，因此最後採

用的有效樣本數為16份。
■ 結果顯示學習者在期初與期末兩個學習階段的學習孤獨感達顯著差異，表示使用CPBL平台於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案設計作業，並應用平台提供之基因演算法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及小組
激勵機制於課堂中，對於降低遠距數位課程孤獨感具有一定成效。

表1、學習孤獨感之成對樣本t 檢定

期初 期末

N M SD M SD t值 顯著性
（雙尾）

學習孤獨感 16 36.31 7.50 33.06 6.98 2.846 .01



教學暨研究成果 -量化資料分析(2/4)
二、合作問題導向平台之小組激勵機制成效分析

■ 本研究學習者在合作問題導向平台進行教案設計作業時，在小組激勵機制設計下，各階段小組
績效分數如表2所示。

■ 由於第三階段的作業任務較為困難，導致第三階段各組的分數呈現較大落差，到了第四階段因
為小組赦免機制而激發小組成員合作意識，使得所有小組均順利完成教案設計作業。為了進一
步了解期初（第二階段）和期末（第四階段）小組績效分數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將這
兩個階段之小組績效分數進行成對樣本t檢定。

表2. 小組績效分數

組別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一組 75 100 100

第二組 100 100 100

第三組 50 -25 100

第四組 75 100 100

第五組 50 -150 100

第六組 100 75 100



教學暨研究成果 -量化資料分析(3/4)
二、合作問題導向平台之小組激勵機制成效分析

■ 結果顯示學習者在第二階段與第四階段的小組績效分數達顯著差異，表示使用CPBL平台開啟階
段任務，並使用基因演算法進行最佳化分組，學生依照任務內容進行教案設計與互助學習，並
透過小組激勵機制輔助學生，對於提升小組互助績效具有一定成效。

表3、小組績效分數之成對樣本t 檢定

第二階段 第四階段

N M SD M SD t值 顯著性
（雙尾）

小組績效分數 6 75 22.36 100 0 -2.739 .041



教學暨研究成果 -量化資料分析(4/4)
三、學習者在期中與期末學習階段之學習滿意度分析

■ 成對樣本t檢定
■ 結果顯示各題項後測的結果比起前測均有提升，亦發現第4、7、10、13、17、18、19題與總分

的前後測結果具有顯著差異。表示學習者對於在學習過程中，透過使用特殊非同步討論版即時
分析工具輔助同儕之間交流與互動、採用具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以及小組合作學習激勵機制
之網路合作問題導向學習平台輔以教案設計作業，可以顯著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滿意度。

表4.學習滿意度之成對樣本t檢定

前測 後測

N M SD M SD t值 顯著性
（雙尾）

學習滿意度總分 22 82.55 9.15 86.82 10.53 -2.915 .008



教學暨研究成果 –質性資料分析
■ 合作式學習有助於同儕之間進行交流，提升學習成效

■ 增進同儕之間的感情且有益於擴大交友圈，提升學習動機

■ 跳脫框架思考，用新的視角看待問題。

■ 在利用小組合作學習激勵機制輔助學習的情境下，學習者則是更有動力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作
業，以達成共同提升小組分數的目標。

■ 有些學習者認為合作式學習需要同儕之間有良好的互動關係，若學習者不主動向同儕求助，或
因時間難以配合而導致無法即時聯繫溝通、學習者本身學習動機不足等因素，團隊間就無法順
利合作，進而無法提升學習成效。

■ 利用CPBL平台進行學習的過程讓人印象深刻，不需要受到實體空間限制，即可在線上環境中與
同學交流，但由於無法隨時保持在線，因此較容易發生組內成員無法即時聯繫溝通的問題

■ 對於先備知識上較為不足的非教職學習者而言，若能夠在進行作業任務前與具備相關背景知識
的同儕進行討論將有益於學習。此外，若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增加小組活動，或是和不同職場領
域之碩班同學進行腦力激盪，將有益於創意發想。



建議與省思07



建議與省思
■ 有學習者提出CPBL平台的即時訊息功能不具有像LINE一樣的即時通知功
能，因此較容易發生組內成員無法即時聯繫溝通的問題，未來有必要提供
即時訊息之通知功能。

■ CPBL平台的小組激勵機制雖有助於提升小組合作的積極度與成效，但也對
於部分學習者造成了學習上的心理壓力，深怕自己會影響整個合作小組的
團體績效成績，因此如何在課前進行合作學習方法及策略的教學，以及對
於小組激勵機制之競爭學習進行課前的心理建設，是未來實施此一教學模
式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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