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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技與網路於教學的觀念

• 我們無法要求學生不使用科技及上網

• 如果沒有教師的介入與引導，學生上網通常不是進行學習與溝通

• 與其排斥網路，不如將網路視為建立良好師生關係的重要工具

• 經常與教師及同儕互動的學生比較不會出問題

• 避免學生成為網路的加害及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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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款
我想，我可以先做到提供學生
補充教材；用簡單的app或者
是網頁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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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款的教學目標

•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 學生可從老師提供的補充資料獲得更多知識

• 學生可從補充資料中發現更深層的問題

• 學生可將課本內容與真實應用做連結

• 補充資料亦可作為學生課後延伸閱讀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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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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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地球科學課程

• 學校：中崙高中

• 課程名稱：太陽的軌跡

• 使用App：VR太陽軌跡

學生利用阿波羅馬車的

軌跡，觀察太陽的運行

學生運用VR觀看太陽的

軌跡

學生討論並模擬太陽與

地球的運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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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VENTURE V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vMBcQ11SEQ&feature=emb_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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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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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編課程-互動式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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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策略遊戲於健康教育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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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討論區

• 老師依據課程中的某些主題，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讓學生進行主題

的討論。

• 例如在學習平台提出一個社會議題「我們是否要支持核能發電？」，讓學生

透過行動載具及網路提出看法並進行討論。

• 透過行動載具

• 學生可以將生活中的經歷、課本的知識提出來分享

• 運用行動載具的可攜性以及照相、錄音等功能，學生可將生活中的經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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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討論區實例

• 學校：臺南市私立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 特色：透過討論與分享，讓學生了解習俗與迷信

• 科目：英文科 Superstitions –A Rabbit’s Foot and a Piece of Wood

教師介紹

西方迷信

教師講解

任務及分

組

學生搜尋依國外

習俗，並完成學

習單

各組選出一則有

趣的習俗，並分

享智討論區

各組上台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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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蒐集資料並討論

學生分享找到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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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款
我想要行動學習成為我活動中
的一小部分
可以帶領學生思考以及完成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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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分享法

• 學生透過學習任務的引導來錄製影片，透過網路進行分享。

• 可以對同儕的作品進行回饋與評論 （配合同儕互評的策略實施）。

• 學生不僅可以整理思緒，更可以透過瀏覽他人的作品，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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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分享法應用實例

• 學校：臺中市私立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特色：學生錄製電路操作過程以分析電路

• 科目：電子科 基本電學實習

學生觀看

交流電路

教學影片

老師複習

基本電學

觀念

老師講解

電路知識

學生錄製

電路並串

聯方式

學生分享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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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共同錄製電路
並串聯流程

學生在課堂分享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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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應用實例

• 學校：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 特色：學生繪製細胞構造之心智圖

• 科目：生物科 細胞的構造

老師示範

Mindjet工具

老師複習國中

細胞知識

學生閱讀數位

教材

學生製作細胞

構造與功能之

心智圖

學生分享自己

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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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網蒐集資料

學生製作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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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款
我想以行動學習當作我課程的
主軸
我有豐富且完整的課程設計，
足以提供學生充分的學習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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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

• 探究學習是一種有效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知識的方法

• 學生在真實環境中，發現問題、了解問題並解決問題。

• 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及組織蒐集的資訊，以完成學習任務。

• 幫助學生在面對問題時，可以主動運用策略、方法，以尋求解答的

過程。

• 在探究學習的過程，學生扮演著主動建構知識的角色，而教師則扮

演學習促成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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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應用實例

• 學校：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 特色：引導學生關懷自然環境

• 科目：生活科技科

• 學習目標

• 教師給予學習任務，學生透過探究激發問題解決能力

• 鼓勵學生拍攝紀錄片，激發學生創造力與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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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現場觀察

學生用平板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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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式學習-英語課程

• 學校：中崙高中

• 課程名稱：Different Cultures in Different Country

• 使用App：Holiyo、Quizlet、Tro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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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密

室逃脫解題

教師補充課

程資訊

教師表揚學生，

促進團隊合作

Quizlet 單字

練習
Quizlet 競賽



遊戲式學習-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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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資料分析評估

2020/4/10 教案設計與資料分析評估 29



學習分析於教育上之應用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為什麼
會這麼做?

何種學習行為會
促使他們學習成
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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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平台以及學習紀錄、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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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OLLECTION & DATA ANALYSIS

• Naturally occurring behavior observed in naturalistic contexts

Bakeman, R., & Gottman, J.M. (1997). Observing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equential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havior Record

Behavioral 
codes

Analysis
&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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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F LEARNING ANALYTICS

Prediction methods

• Classifiers

• Regressors

• Latent knowledge estimation

Structure discovery algorithms

• Clustering

• Factor analysis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Domain structure discovery

Relationship Mining 

•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 Correlation mining

• 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

• Causal data mining

Distillation of data for human judgment 

• Heat maps

• Learning curves

• Learnograms

Discovery with Models  

• Knowledge engineering
Baker, R. S., & Inventado, P. S. (2014). Educational 

data mining and learning analytics. In Learning 
analytics (pp. 61-75). Springer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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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數據分析

每天觀看時間

影片續看率，
發現迷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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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NO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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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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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每個
學習任務進度



個別學生影片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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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影片，
學生觀看時間



個別學生學習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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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學習機制導入翻轉教室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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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級登入狀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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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組織(班級)來統計分析
各單位的登入次數



閱讀紀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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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每本書的閱讀人次與
人數，以及收藏人數



學生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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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看所有測驗電子書學生測驗
的平均分數



翻轉教室系統行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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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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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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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Learning records in the first period of flipped learning

(unit 1)

Learning records in the second period of flipped learning

(unit 2)

72% students read more than two times

Average reading time of each e-book=19.57 mins

75% students read more than two times

Average reading time of each e-book=18.05 mins

55.56% students read more than two times

Average reading time of each e-book=17.80 mins

62.50% students read more than two times

Average reading time of each e-book=21.05 mins



序列分析

• 序列分析是行為分析的一種方法

• 按照行為出現先後順序，找出一個行為接著另外一個行為出現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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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量

個人行為

同儕對話

互動模式

數值、變項

出現頻率

行為轉換圖



序列分析的編碼表

• 將記錄的學習行為或互動內容轉換成一致且有意義的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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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Seeking help

Dialog with NPC

Player

NPC

The house leads to 
another learning task

The road leads to 

another game scene

Vocabulary listening card

Behavior: Reading learning materials



序列分析的解釋

• 利用序列分析之殘差表的z-score解釋行為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的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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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團隊
交易

397.72

33.05 37.8

282.56

523.03
◄z-score

表團隊→對話行為出現的機率



序列分析範例-行為編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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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定義 描述 舉例

L1 觀察資料 學生閱讀學習內容，並了解知識
學生觀看學習任務中對於洋流的介紹
學生觀看試算表計算出來的英國與台灣之間的經度相差與時差相差。

L2 參考其他資料 學生閱讀學習任務以外的內容
當學生在判斷全球洋流走向時，用滑鼠去點選其他工作表並觀看
(如：切換並觀看到洋流基本認識的資料表)

L3 選擇觀察變數 學生點選下拉式選單的內容
學生在認識鋒面的單元中，點選下拉式選單中冬天的選項，使原本
是夏天鋒面相關的學習內容變成冬天的內容。

L4 閱讀任務題目 學生閱讀題目
學生閱讀試算表中要學生回答的問題，如：請問時差相差1小時，
經度相差幾度？

L5 輸入數值 學生作答
學生在試算表要求學生回答時差答案的儲存格中，輸入(或選擇)答
案

L6 修改數值 學生重新作答
在觀看系統給的有關時差概念的答題回饋後(或者學生重新觀看有
關時差的公式與數值變化之後)，發現自己可能答錯，而重新修改
儲存格中的答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Group L1 L2 L3 L4 L5 L6 Total

Low-achievement group 147(17%) 73(9%) 85(10%) 104(12%) 359(43%) 72(9%) 840

High-achievement group 125(16%) 36(5%) 113(14%) 104(13%) 336(42%) 79(10%) 793

0

20

40

60

80

100

L1 L2 L3 L4 L5 L6

低成就學生 高成就學生

Lai, C. L., & Hwang, G. J. (2015). A spreadsheet-based visualized Mindtool for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identif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umerical variable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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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分析範例-行為轉換圖
Transition diagram of the low learning 

achievement group

L6

L1
L2

L5 L4 L3

6.71
12.17 5.26

2.94

7.44

6.72

3.39

5.03

5.67

Transition diagram of the high learning 

achievement group

L6

L1
L2

L5 L4 L3

7.41

3.20

7.83

2.75

3.37

7.418.73

4.29

5.40

2.39

7.53

The behavioral transition diagram of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The behavioral transition diagram of 

high achievement students

L1=閱讀學習內容、L2=搜尋學習資源、L3=選定觀察的變項
L4=閱讀學習任務、L5=輸入並觀察回饋、L6=修改並觀察回饋

2020/4/10 教案設計與資料分析評估 49



SEQUENT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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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秋琳助理教授簡介

• 賴秋琳博士目前是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 學術與技術專長包括數位學習、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自律學

習、數位媒體互動設計以及學習歷程與行為分析。

• 已發表15篇SSCI數位學習相關之論文著作；並擔任十多個學

術期刊與研討會之論文審查委員。

• 擔任臺灣教育部高中職科技輔助自助學習輔導計畫協同主持人

以及結合適性回饋機制之自主科學DIY數位創新學習計畫協同

主持人；並執行資策會、教育部、科技部等單位專案計畫。

• 由於論文的高品質，賴教授受邀與香港教育大學、日本京都大

學等國家學者進行行動學習與學習行為分析相關研究合作。

2020/4/10 教案設計與資料分析評估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