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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與國立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合作，利用知識管理的概念設計發展一套輔助教

學之電子績效支援系統，針對教師教學所需設計系統功能、知識結構、教學活動、及選擇電

腦軟硬體的支援配合等，並結合網路功能，使老師與學生、老師與老師之間的互動不因距離

及時間上配合的困難而降低教學與學習成效。依據初步之評鑑得知本系統確實充分達到上述

目標，在其他學科領域之應用亦有其潛在開發之價值。 

 

關鍵詞：科學教育、生物醫學科技、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網路輔助學習環境、電腦輔助教學

與學習、知識管理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olve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aid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NCNU) at Puli, Taiwan. Using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omputer-mediated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which aims to facili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s’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al needs of teachers 
at NCNU, this system integrates appropriate system functions, information/knowledge 

structures,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and select most suitable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quipment in the context. In addition, the initial plan is to incorporate 

a Web function in the EPSS so that the communication could be improved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among faculty members. 

 

Keywords: Technology Education, Biomedic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s, Web-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Computer-assis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前言 

 

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教育環境必須順應時代的改變來幫助學生學習應具備的知識技

能，而電子績效支援系統（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EPSS）在其他領域逐漸獲
得肯定的同時，許多教育界的學者專家開始探索電腦科技在各種學習環境的潛在優勢。學者

Scales（1994）認為，要幫助學生跟上社會變遷的腳步、為將來進入社會預先做好準備，就
必須將電子科技融入教室，把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當作促進學習的工具。於是，電子績效支援

系統逐漸成為運用在教育環境中支援教學與學習必然的新趨勢。然而，在現今台灣的大學教

育環境中，電子績效支援系統並未被廣泛且適當的運用，相關的研究亦是十分有限。 
有鑑於此，本研究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合作，依教學系統設計模式（ISD）

之分析、設計、發展、評鑑等四個階段，設計與發展出一套建構在網路基礎上之輔助教學的

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稱為 TLSS系統（The Teaching & Learning Support System），本系統配
合教師教學所需之功能來設計系統功能、知識結構、教學活動、及選擇電腦軟硬體的支援，

利用知識管理的理論及概念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協助教師有效地管理學生資料與授課事

宜、有效地組織與管理學門理論知識，使學生更容易取得資料內容與理解吸收、更有效地利

用當今電腦資源，因而成功地轉變傳統式授課教學，以因應資訊時代所衍生之資訊融入教學

方法、增加學生對知識獲得與師生相互協商的管道與媒介，並且增加學生對學門的興趣。藉

著本研究所建構之 TLSS 系統的發展與使用，已將可運用的教學與學習資源最大化，逐漸改
變了國立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生物醫學課程之傳統教學與學習模式，其教學與學習成效是十

分具有潛力的。 
再者，研究者期望本研究成果使電子績效支援系統能在教育環境中引起注意、獲得有意

義的肯定，為大學教師在教學與學習的情境中帶來新的視野，並能將此經驗與發展成果套用

於其他學科領域、符合其他學科領域中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需求、進一步提升教學與學

習的績效。 
 

 

壹、研究過程 

本研究為求過程嚴謹且獲得良好之研究成果，因此研究過程依教學系統設計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ISD）之分析、設計、發展、評鑑等四個階段有系統地進行，
說明如下： 

一、分析階段 

分析階段依文獻分析、需求分析、學科內容分析、目標分析、媒體與系統分析等五個面

向進行分析： 

 

（一）文獻分析  

電子績效支援系統在國外相關性的知識與技術已日益成熟，而國內還尚未完全推展，所

以先整理國外累積之EPSS相關知識、技術與經驗，作為本系統設計與製作之理論基礎，再配

合目前國內提升行為績效的方法、實施現況缺失及合作對象作適當的調整。 

學者張基成（民 88）所蒐集之目前國內外將EPSS應用於教育環境的相關研究，研究者
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國內外將EPSS應用於教育環境的相關研究 

 發展單位 支援對象 系統目的 系統功能 

TREE系統 

（Technology 

Reforming 

Exceptional 

Education） 

美國佛羅里達

州教育局與佛

州州立大學績

效科技中心所

共同開發 

特殊教育的

教師或教學

規劃設計人

員 

輔助進行規劃、

組織與管理教師

的工作 

管理學生資

料、編寫教學

計畫、編寫教

案、記錄學生

學習過程與

結果、撰寫報

告與信件等 

DISTED系統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Training for 

Education at a 

Distance） 

美國休士頓大

學明湖區 

教師或遠距

教學規劃與

設計人員 

支援互動式遠距

教學的系統化設

計、發展、執行

與評估工作，以

提升遠距教育課

程的品質與效率

記錄、組織、

管理、安排、

線上互動 

Literacy 

Online Web Site

系統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教學科技

系 

語文教師 幫助教師提升教

學準備工作績效

及教師自學，減

低教學準備工作

上遭遇的問題，

以提升教學品質

提供教學資

訊與資源、教

學準備與工

具資源及教

師間互相討

論與意見交

換 

LPS系統 

（Lesson 

Planning 

System） 

澳洲愛迪斯克

瓦大學（Edith 

Cowan 

University） 

教育學程學

生 

幫助學生加強教

案編寫（lesson 

planning）的知

識技能、支援學

習 

提供教案編

寫教學、字彙

資 料 庫 查

尋、教案評鑑

工具等 

CASCADE系統 

（Computer 

Assisted 

Curriculum 

Analysis, 

Design and 

Evaluation） 

紐西蘭的國家

課程發展中心

與特文悌大學

（ University 

of Twente）所

共同開發 

教師或課程

設計發展人

員 

幫助進行課程發

展中的形成性課

程評鑑，支援工

作與學習 

準備、資料蒐

集、資料處

理、報告等 

教學系統績效支

援系統 

淡江大學教育

科技系開發、國

教師（或教學

設計人員）或

支援『教學系統

設計』（ISD）工

ISD工作任務
輔助、相關應



（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科會經費補助 修習「教學設

計」課程的學

生 

作，以提升 ISD
工作績效並獲得

即時學習 

用軟體、資料

庫查尋、線上

互動學習、系

統輔助說明

等 

網路化教學績效

支援系統 

（Web-Based 

Instructional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淡江大學教育

科技系開發、國

科會經費補助 

教師 提供教師在進行

教學相關工作時

的協助，以提高

教師個人工作績

效與生產力 

專家諮詢、線

上 工 作 輔

助、應用軟

體、資訊檢

索、學習、系

統操作輔助

說明等 

 

由上表歸納出，運用在教育環境之電子績效支援系統多以提昇教師教學績效為目的而設

計，其系統功能則多半針對協助教學準備工作、提供教學資源及提高師生互動而設計。而澳

洲愛迪斯克瓦大學所設計發展的「LPS 系統」與國內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系所開發的「教學系

統績效支援系統」是為提升修習教育學程學生學習績效所設計發展，亦分別是於師資培育的

過程中提供教案編寫與教學設計之適時支援工具，其共同點在於完整分析教學相關工作後，

充分利用電腦及網路之特性，提供即時的輔助工具，讓教學工作的品質與效率獲得提昇，此

研究結果便是本研究所預期達到的目標。 

 

（二）需求分析 

本系統之使用對象為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生物醫學科技課程之教師與修習課程之學

生，故本系統在設計發展之前，著手需求分析，瞭解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教師與學生對於教

學電子績效支援系統之需求為何，以下將就教師需求與學生需求作分析： 

 

1.教師需求分析 
在教師需求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訪談的方式，對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生物醫學科

技教師進行訪談，瞭解教師目前的工作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原因、學校的資源與限制、教師的

特性及其所預期能達到的教學輔助功能，來決定欲開發的系統規模及目標。在教師需求方面

的訪談結果，研究者歸納整理出以下三點： 

（1） 方便友善的使用者介面：由於該系教師之專長並非電腦資訊領域，因此在系統之功能

與介面設計上，宜加強方便友善的使用者介面設計，以便利教師操作。 

（2） 促進教師間的交流：由於該系教師平時忙於教學與研究，彼此間的交流有限，如能增

加教師間經驗與專業知識的交流將有所助益。 

（3） 師生間交流之便利性：由於暨大地處偏遠，教師與學生來自全台各地，平日住校或在

學校附近賃居，若有事離開南投埔里地區，在師生交流方面便產生很大的限制，因此

本系統如能解決師生交流的時空限制，將對於教學績效有很大的提升。 

 

2.學生需求分析 
本系統之學生使用對象為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三年級修習「有機生物」、「分離技術」



課程的學生，年齡約20歲左右，心智發展皆已達到成熟階段、會操作Windows與簡易文書處

理軟體及中英文輸入，研究者針對學生學習需求分析歸納出以下三點： 

（1） 學生生活與學習日漸與網路密不可分：由於網路的使用方便普及，使用瀏覽器瀏覽網

頁、查詢資料幾乎已成為每位學生學習的基本工具與習慣，因此在課程相關資訊與教

材如能有線上資料可供查詢與下載，對學生的學習無疑是一大助力。 

（2） 同儕間的交流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素：此年齡層的學生已過升學競爭的階段，因此學

習方式傾向於合作交流與相互切磋，本系統期能提供同儕間交流管道以幫助學生學

習，並進一步提升對於學習之興趣。 

（3） 師生間交流之便利性：除了上述因暨大地處偏遠所造成的不便之外，由於教師平日忙

於教學與研究，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如有任何疑問未能及時於課堂上求教，在課暇之餘

與教師聯繫便容易產生時間調配不易的問題，未能及時解惑對於學生學習十分不利，

因此本系統希望促進師生間的交流，提供學生求教之方便管道。 

 

（三）學科內容分析 

本系統針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的「整合大學化學基礎實驗課程以提升生物化

學」四年計畫（計畫執行期限：90年9月1日至94年8月31日），大四的生物醫學學程屬

新提供的課程，進行對GST的表現、純化、組成分析以及功能鑑定，旨在考量生物醫學的基

礎學識與基本實驗技術的落實，對於生物化學與生醫科技的知識及相關技術予以補強，並依

序培養學生的能力。 

為達上述目標，暨大應化系已於八十九學年度為大學部三年級的學生陸續開設與生醫科

技相關的課程，本系統目前所支援之課程為「生物化學」與「分離技術」。在系統設計與建

構時，所需要之教材內容大多由各任課老師提供，其他由研究者蒐集之相關資料亦經過各任

課教師之確認無誤。 

 

（四）目標分析 

TLSS預期可以協助教師： 

（1） 有效地管理學生資料或授課事宜 

（2） 有效地組織、管理學門理論知識使學生更容易取得資料內容與理解吸收 

（3） 有效地利用當今電腦資源，成功地轉變傳統式授課教學，以因應資訊時代所衍生之資

訊融入教學方法 

（4） 增加學生對知識獲得與師生相互協商的管道與媒介 

（5） 增加學生對學門的興趣 

希望藉此系統之發展與使用，改變國立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生物醫學之傳統教學與學習

模式，以達到更具成效之研究、教學與學習成果。為達此目標，研究者之後在設計階段配合

教師教學所需之功能來設計系統功能、知識結構、教學活動、及選擇電腦軟硬體的支援，並

利用知識管理的理論及概念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五）媒體與系統分析 

本系統建構於網路上，因此就網路伺服器（Server）與使用者電腦（Client）加以分析，

分別為表三及表四： 

 

 



 

 

 

 

表三、網路伺服器（Server端）之媒體與系統分析 

項目 配備要求 

CPU PentiumⅡ450 X 2 以上 

顯示卡 VGA或SVGA的顯示卡 

記憶體 256MB 以上 

CD-ROM 8倍速以上 

所需硬碟空間 30G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Server搭配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5.0 

網路卡 RJ-45 10/100M 網路卡 

 

表四、使用者電腦（Client端）之媒體與系統分析 

項目 配備要求 

CPU PentiumⅡ450 以上 

顯示卡 VGA或SVGA的顯示卡 

記憶體 256MB 以上 

CD-ROM 8倍速以上 

所需硬碟空間 30G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95即可，建議Windows98以上 

網路卡 RJ-45 10網路卡以上或寬頻網路 

 

 

二、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分教學策略設計與網站功能及架構設計兩方面說明： 

（一）教學策略設計 

本系統在教學系統之建構上採用三大教學策略，分別詳述如下： 

1.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學 
問題導向學習是先以真實生活中的科學相關問題引發學生對學習科學知識的興趣，再

以問題為中心，將科學知識逐步導入，讓學生從做中學，而這樣的教學法也就是所謂的「問

題導向學習」（王千倖，民88）。研究者針對有機生物與分離技術兩門課程，設計教師採用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由教師提出相關問題，放在網站上讓學生下載後，學生蒐集資料、

相互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法，並在指定期限內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回覆教師。 

「問題導向學習」的主要特徵有以下幾點（王千倖，民88）： 

 以問題為學習的起點 
 問題必須是學生在其未來的專業領域可能遭遇的非結構式的問題 
 學生的一切學習內容是以問題為主軸所架構的 
 偏重小組合作學習，較少講述法的教學 



 學生必須擔負起學習的責任，教師的角色是指導後設認知學習技巧的教練 
 

2.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Slavin在1983年對合作學習的內涵與功能的解為合作學習是指學生在小組裡一起共同

學習，並且在學習的過程中具有合作的工作結構、合作的誘因結構及合作的重機來促使有效

的合作行為發生（黃清雲，民87）。在本研究中，教學策略應用合作學習的方式，利用討論

區的線上功能，培養學生學習社群，進而促進問題導向學習的目標。 

 

3. 前導架構（advanced organizer） 
Ausubel主張學習者自行發現知識意義的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他所提出的前導架構

（advanced organizer）主要在於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了解新的學習與舊經驗之間

的關係及連結，而產生學習的興趣。。本系統設計提供之課程進度表，詳細列出課程之代碼、

學分數、上課時間、地點、授課老師、參考書籍與課程要求等相關資訊，同時包含教材的超

連結，提供經由任課教師歸納整理過之課程重點與精髓，讓學生藉由獲得所有與課程相關的

訊息，對課程內涵與教學進度、進行方式有通盤的瞭解，並對每次上課之內容有整體架構與

組織化之概念，等於是提供前導架構幫助學生學習。 

 

（二）網站功能及架構設計 

本研究之TLSS系統分「教師教學支援」與「學生學習輔助」兩區，基於資料控管的安全

性理由，不論教師教學支援部分或學生學習輔助部分之網頁，在登入時均以帳號及密碼確認

的方式來確認使用者的身份，即有修課之學生才能進入其所選修之課程網頁，但教師可以進

入學生使用之系統，而學生無法登入教師使用之系統。 

更進一步清楚說明教師與學生的使用權限如下： 

1. 教師有獨立之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登入「教師教學支援區」與「學生學習輔助區」之系

統 

2. 學生有獨立之使用者帳號與密碼可登入其所選修課程之學生學習輔助系統 

3. 除任課教師有權限變更所教授課程之學生學習輔助區網頁內容，其餘非任課教師僅限

於使用瀏覽之功能 

其中學生學習輔助的部分依課程區分，各個課程之系統架構與功能均為相同之模組，即

當教師新開設一門課程時，本系統之學生學習輔助區亦可新增該課程供修習該課程之學生使

用，目前系統所含括的課程有「有機生物」與「分離技術」兩門課程。網站之架構如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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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TLSS系統架構圖 

 

圖二為首頁之介面，課程選單（course list）包含有機生物（biochemistry）與分離技術
（separation science）兩門課程，教師與選修課程的學生可由此進入學生學習輔助網頁，教師
教學支援網頁（faculty support center）亦由此頁面連結，點選連結後進入圖三之帳號密碼登
入頁面。圖四為教師教學支援網頁之介面，圖五為「有機生物」課程學生課程輔助之介面，

圖六為「分離技術」課程學生課程輔助網頁之介面，分別介紹系統之架構功能與後端管理機

制如下： 

 
圖二、首頁介面 



 
圖三、帳號密碼登入畫面 

 

A.教師教學支援部分之系統功能 

教師點選首頁（參考圖二）中央之Faculty Support Center後，出現帳號密碼登入的畫

面（參考圖三），本系統為維持單一帳號管理的原則，一律以使用者之身分證字號為其帳號

以避免重複，輸入帳號密碼後，系統會判別帳號密碼之登入權限，如有不符合資格之使用輸

入帳號密碼，系統會顯示訊息說明並拒絕該使用者登入本系統。本區只有教師可以登入。登

入後之教師教學支援區頁面如圖四，畫面之左邊為導覽區，分別可連結至七個功能區，說明

如下： 

1. 公佈欄：最新消息公佈欄，由系統管理者負責管理，公佈本系所之重要訊息以供各個
教師瀏覽，以帳號密碼區別系統管理者之管理權限。 

2. 教學常用範本：本區提供教師教學常用之作業、試題、成績試算表等範本格式，供教
師線上瀏覽或下載使用。教師可藉此提升成績管理與設計作業、試題的效率。 

3. 討論區：討論區提供線上討論功能，教師可在本區提出問題討論或課程相關意見，也
可以對於其他教師所提出之意見給予回應，目的在於增加教師間的情感交流、專業知

識與教學經驗分享。本區由系統管理者負責管理，同樣以帳號密碼區別系統管理者之

管理權限。 

4. 教學資源參考區：本區列有多個與課程相關之參考資源網站超連結，包括教學設計、
教學策略及相關領域之研究單位、組織、學術論文、政府單位.....等網址連結。教

師在教學或專業研究領域遭遇問題時，除了可以上討論區相互切磋之外，同時亦可在

本區獲得其所需之即時支援。 

5. 系統說明：詳細說明本績效支援系統教師教學支援區之各項功能及操作方式以幫助教
師使用本系統。 

6. 課程連結：本區列出目前系統所包含之所有課程，教師不需返回首頁登入帳號密碼，
可直接由此進入各門課程之學生學習輔助網頁觀察學生學習情況與表現，但唯有該課

程之授課老師於學生學習輔助區有管理權限，系統將自動以登入之帳號辦別教師在各

門課程之學生學習輔助網頁的管理權限，此部分將於以下學生課程輔助部分之系統功

能詳細說明。 

7. 回首頁：點選後系統會返回首頁，欲登入需再次輸入帳號密碼以確保本系統之安全保
密機制。 

 



 
圖四、教師教學支援網頁之介面 

 

B.學生課程輔助部分之系統功能 

點選首頁（參考圖二）Course List 下方之各門課程選項後，出現帳號密碼登入的

畫面（參考圖三），本系統為維持單一帳號管理的原則，一律以使用者之身分證字號為

其帳號以避免重複，輸入帳號密碼後，系統會判別帳號密碼之登入權限，各門課程所有

教師均可登入，但學生限有選修該門課程之學生才可登入，如有不符合資格之使用輸入

帳號密碼，系統會顯示訊息說明並拒絕該使用者登入本系統。其中該門課程之授課教師

具有管理的權限，其餘教師之使用權限與學生相同。 

登入後之學生學習輔助區頁面如圖五，畫面之左邊為導覽區，分別可連結至九個功

能區（其中第九個功能依據使用者的身份決定是否運作），說明如下：  

1. 公佈欄：公佈欄之管理者為授課教師，授課教師可在此公告希望學生知道的訊息或提
醒學生相關的注意事項，目的在於減低教師聯絡學生傳遞訊息的時間與精力。 

2. 課程進度表：本區包含課程說明及教學進度表，詳細列出課程之代碼、學分數、上課
時間、地點、授課老師、參考書籍與課程要求等相關資訊，同時包含教材的超連結，

學生可以在此獲得所有與課程相關的訊息，增加對本課程內涵與教學進度、進行方式

的瞭解。 

3. PBL：本區提供Problem-Based Learning的學習主題，讓學生能結合課程內容與實際
應用，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4. 課程教材區：提供課程內容教材與補充資料，包含相關文獻、powerpoint 檔案或各
種網路連結資料及數位影音檔案，可供下載或線上瀏覽，幫助學生課前預習或課後複

習，當學生需要上課教材時可以直接下載使用，不需再跟教師要求，教師於課堂上亦

可直接上網連結本系統，利用本區之教材上課，減少教材攜帶與檔案管理之不便，同

時降低紙張、光碟等資源之多餘的使用。 

5. 討論區：討論區提供線上討論功能，學生可在本區提出問題討論或課程相關意見，相
互交流以促進學習成效，發言時，系統會依據登入之帳號顯示使用者之真實姓名，此

功能目的在於避免學生冒充他人姓名作不當之發言，同時學習對於自己的言論負責

任。教師亦可在此發表意見或回覆學生的問題，同時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與表現，作

為成績評鑑之參考。授課教師為本區之管理者，可以刪除管理不當之發言。 

6. 試題及答案下載區：本區提供授課教師自行上傳試題、答案或其他相關檔案之功能，
並提供詳細之操作流程說明協助教師與學生操作，授課教師在上傳檔案時，可以選擇

該檔案為普通件、急件或最急件以幫助學生識別，同時可以用文字介紹說明該檔案之



內容，或學生使用該檔案之相關規定（例如要求學生下載試題後自行作答，於規定期

限內以e-mail的方式將答案寄給老師…等），學生可以下載試題或解答做為參考，
同時可以依據上傳者或標題關鍵字搜尋所要的檔案項目。本區功能在於增加教師傳遞

檔案文件給學生之即時性與便利性，降低時間、空間的限制，同時減少紙張、光碟等

資源之多餘的使用。 

7. 系統說明：詳細說明本績效支援系統學生學習輔助區之各項功能及操作方式，以幫助
學生使用本系統。 

8. 回首頁：點選後系統會返回首頁，欲登入需再次輸入帳號密碼以確保本系統之安全機
制。 

9. 回教師教學支援區：點選此按鈕可以不需回首頁登入帳號密碼便直接進入教師教學支
援區，系統會依據使用者登入之帳號密碼判別該使用者是否為教師，如使用者為教

師，此按鈕才會出現，若使用者的身份為學生，便不會出現此按鈕。 

 

 
圖五、「有機生物」課程學生課程輔助之介面 

 

 
圖六、「分離技術」課程學生課程輔助網頁之介面 

 

C.後端管理機制 

本系統之後端管理機制設定由系統管理者所使用，主要功能在於設定使用者登入之帳號

密碼與其使用權限，系統管理者填寫使用者帳號、密碼、電子郵件信箱、真實姓名等資料之

申請表單（參考圖七）後，使用者帳號管理介面（參考圖八）便會新增新的使用者資料，系

統管理者再依據使用者身份設定使用者權限為教師或各門課程之學生（目前為有機生物與分



離技術），設定完成後送出，系統便會依據填寫之使用者e-mail地址寄送帳號、密碼之通知

信給使用者，如此一來，新的使用者便可依據帳號密碼登入本系統使用。帳號管理介面可以

選擇顯示所有使用者或單獨顯示教師、有機生物課程學生、分離技術學生的資料以方便管理

操作。 

 
圖七、使用者帳號密碼申請表單 

 

 
圖八、使用者帳號管理介面 

 

三、發展階段 

本研究主要運用Adobe Photoshop、Ulead Photo Impact等繪圖及影像處理軟體製作網

頁元件及從事介面設計，運用Dreamweaver網頁編輯軟體編寫網頁內容，在課程教材的部份

以Word、Powerpoint等Office軟體製作，而公佈欄、討論區等互動功能的部份則是以ASP

程式撰寫。實際執行過程包括：1.螢幕及介面設計2.網頁元件製作3. 網頁製作4.ASP程式

撰寫5.網站功能整合6.測試、修正、強化7.發展評鑑。 

 

 

四、評鑑階段 

本研究之評鑑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TLSS系統之「畫面設計」、「內容」、「系統

使用支援」、「系統功能」、「教學活動」、「教師支援區」等六部份進行評鑑，因本系統

擬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所開設之「有機生物」與「分離技術」兩門課程上使用，

因此初步的評鑑者為兩位該課程授課的教師，評鑑結果整理如下： 

 

 

 



(一)畫面設計： 

● 網頁網站內各相關網頁的標題有一致性 

● 網頁文字所運用的大小應再加大 

● 有一致性的排版方式 

● 圖示或圖示附加文字容易意會，可以取代文字敘述式的選項 

● 網頁功能鍵應再加大，因為使用者不止是大學生，還包括老師，應考慮到眼力的問題 

● 可以再增加意義的動畫、影音吸引使用者 

● 網頁用色有點平淡，對比應再加強 

(二)內容： 

● 內容正確 

● 適合學習者 

● 有合適連結網頁 

● 內容應再豐富 

(三)系統使用支援 

● 提供回主頁及各頁的標示等選項，讓使用者能掌握自己的位置 

● 輔助說明過於簡短，應再加強 

● 應再製作網站地圖，方便使用者瀏覽 

(四)系統功能 

● 各相關網頁之連結工作正常 

● 各相關網頁之連結標題與其內容相符 

● 網站提供使用者溝通的功能適當，可增進學習者學習興趣 

(五)教學活動 

● 提供的進度表清楚，可幫助學習者瞭解課程的功能 

● 教學資源區（course material）可以達到幫助學習者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的功能 

● 討論區（discussion forum）可以達到幫助學習者在學科內容上相互交流的功能 

● 測驗區（test）可以幫助學習者評鑑學習成效的功能 

(六)教師支援區 

● 提供功能適當 

● 提供超連結適當 

● 討論區是增進教師兼的互動與溝通 

● 教學資源區中的「常用教學範本」增進教師教學上的效率 

 

根據評鑑結果整理，發現本TLSS系統可再加強的部份如下： 

(一)內容應再加強 

網站現多為功能面，內容方面可再與授課教師討論，使內容更加豐富，使網站更可以達

到教學效果。 

 

(二)一致性還要再調整 

網站上的 ASP 程式，多為網路上的免費程式，雖然可做介面上的修改，但是因為技術上

的困難，很難改為相當具有一致性，如果程式能力許可的話，應可再做一致性上的調整。 

 
 



貳、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之預期目標為利用知識管理的理論及概念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協助教師（1）有

效地管理有效學生資料或授課事宜（2）有效的組織、管理學門理論知識使學生更容易取得資

料內容與理解吸收（3）有效地利用當今電腦資源將傳統是授課教學成功地轉變因應資訊時代

衍生資訊融入教學方法（4）增加學生對知識獲得與師生相互協商的管道與媒介（5）增加學

生對學門的興趣。 

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分離技術與有機生物課程兩位授課老師初步所給予之回饋得

知，本系統再加強內容與系統程式的一致性，經過更嚴謹之測試與改進，確實可充分達到上

述目標，相關新課程的開設也可依據本模組進行複製，在其他學科與課程上之應用有其潛在

開發之價值。因此，研究之後續發展將對本系統作更嚴謹之測試與改進，分別就系統使用對

象的使用態度、系統使用對象的使用能力及知識、系統是否成功改變教師教學的行為模式等

三個層次作進一步的探討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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