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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及研究目的 

本計劃乃延續第一年所提出之架構，目的仍維持第一年之概念，希

望能提供一個以老師及學生需求為導向的教學支援工作平臺，希望能有

效促成老師與學生「教」「學」品質與績效的提昇，為培育知識工作者

奠基。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在第一年時整個研究方法上著重於如何改善「教」與「學」的

績效，參考了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觀念方法與架構，希望利用此一支援系

統增加工作、學習的績效，而降低相關教育訓練、加速工作流程等等人力

上的需求。 

在系統分析上，仍延續第一年所著重之「教」「學」活動必須被定義，

當時提出了可以描述教學活動的 model，將「教」「學」相關活動用 activity 
network 的方式來描述，每個 activity 可以藉由數個 tasks 來完成，task 及

activity 之執行是靠事件驅動。 

在實作上，第一年採用 open source 的軟體及發展平台，選用了最新的、

符合 JSR-168 (Portlet API)的技術來開發，由於 portlet 相關技術資訊取得不

易加上經驗不足，雖有雛形產出，但是進一步的研發產生了困難。為此第

二年轉成用 Moodle，一個 open source 課程管理系統，以此當成基礎平台

來開發我們所要的功能。 

Moodle 雖然是一個課程管理系統，但是其設計理念都是將功能模組

化，而且 Moodle 的開發團隊實際上是結合了教育學者以及資訊工程人員共

同開發此系統，因此對於我們而言是個很適合運作的環境。Moodle 所持的

教育理論乃採用社會建構主義的教學理論，因此開發了許多的獨立元件，

使得管理者可視需要來加以匯入，再加上 open source 的概念，因此也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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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將其改寫開發。 

Moodle 也將「教」「學」相關活動用 activity 以及 resource 來描述，舉

凡作業、討論區、課程都是一個 activity，而所有的線上資源、web page、

或者獨立檔案都可以當成 resource，因此很適合將我們原先所設定的許多教

學區塊套入 Moodle 來運作。單一課程之作業區、教材區、獎勵區、解答區，

Moodle 中則已有相關元件可套用，只要妥善的規劃，這一部份我們透過

Moodle 中的 resource 來完成。 

課程行事曆的部分，Moodle 本身有提供 calendar module，因此我們將

之拿來使用，由於 calendar modeule 跟 activity 有結合，因此我們透過他來

規劃課程的行事曆，除了課程的行事曆，Moodle 本身還將行事曆分類別，

課程行事曆、個人行事曆、群組行事曆、以及平台共用行事曆，每當有課

程 activity 因日期而有所觸發或結束時都會於登入後顯示於頁面上，稍加改

寫後，還能以 E-mail 來通知 activity 狀態，例如作業活動即將結束前一星

期便發通知給學生及老師提醒注意。 

Moodle 本身是採用社會建構主義教學理論來實做，因此所有的元件都

是單獨運作，由於我們希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主動學習，並且有效的引

導他們學習，因此我們將教學策略 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概念，套於 moodle 上運作，透過這些元件模擬

了 PBL 的環境，除了利用討論區來模擬分組討論、組內互評外，在整個教

學活動設計上，師生之間的互動以及獎勵機制也很重要。在學生繳交作業

後，老師批閱完，還可以開放鼓勵學生再針對不完全正確的作業再做修正，

藉此也加深學生學習的效果。 

另外，為了培育知識工作者，除了 Moodle 原有的 log 功能外，我們也

改寫了部分程式，將這些 log 不僅僅只是紀錄老師或學生上線時間，而是

更進一步紀錄他們上線後的活動，並反應給每個學生知道，另外為了鼓勵

學生主動分享對於課程來說有用的知識，利用討論區開放了所謂的貢獻專

區，每當有所貢獻，會將點數直接記錄於額外的成績上，而當有人給意見

時，系統也會對給意見的學生一個點數，鼓勵學生分享知識，或者主動幫

助同學間的問題，而點數也是老師可以調整的。透過分數鼓勵的方式，讓

學生由被動轉成半自動，當習慣了這種模式後，就能夠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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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自評 

Moodle 開發的相關技術，是透過 PHP 跟 MySQL 來實做，由於第一年

在 portlet 上花了不少時間，直到第二年才轉手至 Moodle，由於之前所採用

的都是 Java 語言，再加上 Moodle 都是使用模組來運作，資料庫的設計上

是有點龐大，因此對於相關設定以及資料庫配置也花了一些功夫，而目前

則是已經有六個課程在上面運作了，其中現正運行的語言結構已可以明顯

看出學生對這門課的熱衷。 

雖然眾多區塊都已完成，而且老師在過程中也瞭解學生學習狀況並且

可以適度的調整課堂上的授課方式，不過還是有許多地方仍在改進中，在

資源 reuse 的部分，雖然 Moodle 有提供這樣子的功能，但是在管理以及操

作上並不是那麼的順手，當老師要再次使用這些資源，或者在不同的班級

中使用相同資源時，會有資料重複的現象，並沒有一個所謂的統一資源庫

或者資源管理這一部份，這是目前我們仍在改寫的部分。 

在學生成績部分，我們已將 Moodle 成績改寫，讓學生可以查詢目前整

體成績在全般的落點為何，而老師也可查詢全班成績、總排名、以及單一

學生的各個成績，然而我們更希望可以針對單一次成績的落點狀況，或者

瞭解學生整個成績的走向，才能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是否穩定。 

而我們仍然希望能將學生培育成知識工作者，雖然目前 Moodle 並不是

以這點為出發，也沒有相關的模組可使用，但是我們正陸續的在累積使用

資料，並從中分類哪些活動可以對應到知識工作者特質，由於實際運作的

六個班級資料差異極大，因此目前仍在持續的做釐清的動作，希望能把知

識管理的環境一併建構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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