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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學校園網路異常的熱絡，許多學生慣於上網尋找資料，或與志同道合的

夥伴透過電腦連線交換意見，網路環境不但使自由蒐尋資料、自我學習的機會大增，

學習群體更能自如地互動與討論，伙伴間的合作學習型態也出現多樣的面貌。近年來

我們成立網路課程管理中心，將課程內容與相關資訊放上全球資訊網，並以專用的課

程BBS站來吸引學生上網討論，增進師生與同學問的互動與溝通。架設此種網路學習

支援環境在理念上是受到教育理論中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與合作學習等觀點的

肯定。

網路教學經驗中我們已獲得不少同學的正面回應，目前正在試行的網路同儕互評

學習系統，著重於引發學生的綜合設計(網頁卜對他人作品進行審查評論、與自我測

試出題等教育學上認定的高層思考能力，而這些高層能力是以往的教學環境難以培養

的 O 我們期盼借網路之助，使高等教育因人與資料、人與人的自由激盪，促成豐富而

精緻的學習成果 O

W3CC(World Wide Web Course Center)

目前學校的教學方式，主要是老師直接授課，以師生討論來輔助學習，並在課後

讓學生做作業練習。電腦輔助教學的興起，讓學生的學習不只限制在課本上，也不只

在課堂上，利用資訊多樣化的展現，減少枯燥且呆板的課本內容，增進學生學習的興

趣，讓學生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習，增加學習的機會a W3CC就是根據這個概念，在網路

上提供多媒體即時教學環境，整合課程內容、課後討論、作業評分等功能，提供一個

完整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以透過網路進行學習活動。使得不論是學生或沒有機會入

學的人，都可以在這個完整的學習空間中求取知識。

在此老師授課的內容是以IlTML 格式編寫， fID[L裡可以包含文字、圖片、聲音甚

至於影片等，讓老師可以利用多元的方式來表現課程內容，教材放 tJVeb之後，修課

的同學便能夠隨時隨地從自己的電腦連線到課程的homepage '選讀課程教材O 專為課

程學習設計的 BBS 提供所有修課的同學，互相討論學習心得、分享學習經驗的場

地 O 老師也可以從學生在BBS的發表情形，得知學生學習情況。這個功能整合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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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計的課程homepage裡，使用者可以利用所修習課程的列表，進入不同的討論區。

同儕群力解決問題的學習理念與BBS的結合

以往在交大已有多位老師透過 News 或 BBS 來傳達課程資訊，但其功能大致限

於發佈課程通告，而未曾把 News 與 BBS 開拓為師生討論、互動的空間。而我們的

構想是將 BBS 當成一個開放式的討論空間，在此老師及助教(甚或由同學主動)把與

教學主題相關的論題提出來放上網站及 BBS' 讓各組同學進行討論與解決問題，各

組間可相互競爭或合作交流，老師與助教皆可在適當的時機給予指點。

我們發現這種問儕群力解決問題的學習方式，在剛開始時雖然同學的討論並不熱

絡，但隨著老師與助教耐心的導引，討論的風氣漸盛，往往學期末每一個版面都有上

百封學生的討論文章，而就討論品質而言，同學們的討論都具有相當不錯的水準。

目前對於欲使用 BBS 來教學者有幾項建議:

一、如果不是資訊科系學生，最好使用介面較具親和性的系統如 Web BBS 或留言

板。

二、老師應適時給在板上與他人分享意見的同學一些鼓勵，以刺激大家的討論。

三、可對BBS板上的討論內容進行屬質的分析，也可以進行問卷調查，以適時了解

同學的接受度與改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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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岡儕互語系統

在網路同儕互評系統中，我們的理念是由老師要求學生透過網路繳交作業，由同

學相互審查評分，並提出修改建議，此後要求學生依據建議做後續修改。重覆進行數

個回合後，老師可以根據所有同學的評分來替某一份作業打分數。老師好像是期刊的

總編輯，所有的學生就像是作者和評審委員。目前以網路進行同學互評的活動，還加

上兩個學習的要素:網頁設計以及模擬老師出期末考題的方式自我出題測試 O 我們所

進行的七步驟分別是:

一、教師提出某一主題的問題或指定作業。

二、學生在規範的範圍內，進行網頁設計，提出自我測試的考題及出題理念說明。

三、學生為自我測試的考題做出解答，經由網路互評系統繳交作業 O

四、學生替其他幾位同學的作業進行審查、評分、並給與建議 O

五、系統整理多位評審人的評分與建議，通知受評者與老師。

六、學生依據評語來修改作業。

七、重覆四到六步驟三次。

我們發現這種學習方法能夠讓學生發展更高層次的思考和知識的表達。這套系統

在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由交大修習資訊科學系的兩門課程學生試用，學生普遍能

接受並認同這種學習方式。



主題

闢儕互語學習的成果分析

這套系統經 4聞學期兩門課程的試用後，我們想要知道:同學們有什麼學習成

果7 以及同學問相互評量別人作業的方式，是不是適當的評分方式?

學期末我們請 143位參與的學生給這套同儕互評系統一些意見，很明顯的，同學

大多表示這套系統對於他們的學習很有幫助。他們認為這種學習方式能增進學習興

趣，並且因為進行評審，額外有機會觀摩同學們的作業，學習到許多由別人花心血所

整理的學習資料(試題說明、解題方式) ，整體而言，是一個很不錯的學習方式。

但是也有少部份人對於同學評分的公平性有質疑，認為其比重不應超過老師給

分 O 同學相互評分是不是一種適當的評量方式?任課老師與助教分別對學生參與互評

的認真程度加以評分，形成同儕互評[評審用心度]的分數，每位學生受到其他同學的

評分是為期末考題網頁設計作業[接受評審1的成績，期末考的一部份真的以學生所設

計的優良考題為題目，因而有[期末考成績] 0 統計的結果是:

一、個人[評審用心度]與考題網頁設計作業[接受他人評審]的成績，在排除與[期

末考成績]的關連後，仍有非常顯著的正向淨相關(R 二 0.3232' P < .01) ，顯
示同儕互評中審查他人作品的投入度愈高，貝IJ別人審查自己作品的成績也愈

晶。

二、[接受評審]與[期末考成績] ，在排除[評審用心度]的影響力後，仍有非常顯著

的正向淨相關(R = 0.31的 'P<.ol)'顯示別人審查自己作業的成績愈高，則

期末考成績也愈高。

三、至於[評審用心度]與[期末考成績卜在排除[接受評審]的成績影響力後，其正

向的淨相關並未達到顯著水準(R 二 0.1578'P 二 .06) ，但是[評審用心度]

[接受他人評審卜與[期末考成績]三者確有顯著的部份相關(R 三 0.2364 ' P <

.05) ，顯示光是審查別人作品用心者不見得能在期末考得高分，必須兼具審查

用心且對自己的作業用心，才能有好的期末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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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評包含貢獻給別人(審查)、與利用別人的貢獻來改進自己的作業，我們發

現二者中，只有利用別人的貢獻以促進自我成長對期末考成績而言是良好的預測指

標。只知貢獻給別人而不會利用別人貢獻的學生無法在期末得高分，顯示在同儕互評

學習方式中的優勝者應該是能善用高層思考能力，尋求適當學習策略的學生。總之，

如果我們承認期末考分數能顯示學生所學得的能力，貝[J同學互評應是適當的評量方

式。

目前對於欲實施網路同儕互評學習方式者，有幾項建議:

一、在設計出題之前先讓同學有機會討論，即提供適當的工具如Web BBS或留言版

讓同學先行討論 O

二、在評分時讓同學討論，我們認為給分數是一個相當棘手的課題，如果由十個同

學對某一份作業評分，可以像是審查會的模式，由審查人充份討論後，找出一

致同意的評分與評語，這樣的評分相信會更公平且更具說服力。

結話:資誠與教育的整合電話步發展

進行網路教學與學習無法~~就可及 O 以教材而言，在網路資源中，中文資料並不多，

需要教師或網頁發展者能互相分享網路教材資源，以達到物盡其用的目的，或防止浪

費人力開發相同的成品 O 此外，如何善用網路的特性(如.提供合作學習的多元管

道、無遠弗屆的資訊蒐索) ，避開網路造成的學習陷阱(如:學生不當地沉迷於網路，

無法自我節制)都還需要資訊界與教育學者共同努力釐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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