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系統評估 
 

4.1 評估方法 
 

 為瞭解本研究所發展的個人化即時學習歷程追蹤系統能否支援學生及教師

達到即時追蹤的目的，本系統實際應用在北部某技術學院 92學年度暑期電路學

課程當中，修課人數為 23人，課程施行期間為四星期。實行方式首先將修課學

生名單加入系統，學期開始透過系統設定課程進度，並且於每次測驗及作業舉行

後公布學生成績在系統上，學生可透過系統的分析來得知自身的成績與全班成績

趨勢。此外學生可透過系統的討論分享功能，發表老師指定的作業討論或心得感

想。 

 

 首先介紹本系統運用在課程上的成果，選擇當中發表心得討論較踴躍的學生

做為案例逐一說明，並且進一步探討這份學習歷程檔案的功效。接著在學習歷程

檔案完成之後，將以實例說明系統設計讓這份檔案應用在面試情況中，如何確保

其公信力和完整性。 

 

 另外，相較於目前國內外許多關於學習歷程檔案和適性化學習輔助系統的研

究，由於本系統純粹作為學習歷程檔案的輔助工具，並未設計作業互評的機制，

所以本系統與國內其他相關研究多以同儕互評為重的方向大為迥異。在此提出本

系統與其他研究的比較和改進之處，包括了系統功能、適用對象、成果分析及意

見回饋等等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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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評估對象分析 
 

 根據系統設計，使用者身分分為學生、教師、行政人員、系統管理員四種角

色，以下針對本次實驗中這四種角色的操作對象做一說明。 

 

 學生 

  參與受試學生人數為 23人，身份為北部某技術學院自動化工程系二技

 一年級學生（相當於大三），所選修的課程為暑修課，選修目的是重修性質，

 所以對於課程內容已經預先接觸過。由於課程進行密集，每兩天即有一次作

 業或小考，所以學生必須時時注意自己的課程進度是否能趕上。這一段時間

 內學生上線操作的次數經觀察普遍密集，並且無拒絕使用系統的學生。 

 

 教師 

  授課教師為該院系講師，開設課程電路學原為自動化工程系二技一年級

 上學期課程，三個學分，因應補修增開暑修課程，故課程進度設計上受限於

 時間因素必須密集且快速，對於操作系統也難免增加老師些許負擔。由於本

 課程無規劃助教，故稍後將針對老師提出的意見與系統設計做一相關探討。 

 

 行政人員 

  原本規劃行政人員的工作包含了開課、管理學生學籍資料、管理所有課

 程資料等等，由於在本次實驗的範圍僅針對一門課，尚無大舉實施的部署計

 畫，故行政人員的角色工作由本人來擔任操作。 

 

 系統管理員 

  系統管理員所需負擔的工作為管理系統平台，管理使用者磁碟空間等，

 由於本系統截至目前為止屬於開發階段，尚未發佈開放給各級學校團體下載

 使用，所以系統管理員的工作也是由本人來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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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測結果分析 
 

4.3.1 登入次數與成績量化分析 

 

 根據登入次數和最後成績排名來做一個觀察，假設上線次數與學習的積極性

呈現正相關，而學習的積極性與成績表現通常有一定的相關性，在此做一項上線

次數與最後成績的相關性分析，以作為學生積極程度與最後總成績的討論。 

 

序號 學號 姓名 登入次數 登入排名 總成績 成績排名 

1 1902039 曾ＸＸ 34 5 71.38 17 

2 1912125 丁ＸＸ 5 23 0 23 

3 1922016 黃ＸＸ 35 4 80.51 5 

4 1922017 謝ＸＸ 40 2 72.91 16 

5 1922018 卓ＸＸ 16 15 73.57 13 

6 1922026 許ＸＸ 17 14 70.32 19 

7 1922035 陳ＸＸ 16 16 80.13 6 

8 1922038 謝ＸＸ 21 10 74.22 11 

9 1922043 廖ＸＸ 24 9 83.35 2 

10 1922053 羅ＸＸ 20 12 57.08 22 

11 1922055 賴ＸＸ 29 8 81.31 4 

12 1922056 朱ＸＸ 18 13 71.01 18 

13 1922058 吳ＸＸ 9 18 83.53 1 

14 1922062 朱ＸＸ 30 7 77.06 9 

15 1922072 李ＸＸ 41 1 74.14 12 

16 1922078 徐ＸＸ 7 20 73.2 15 

17 1922081 黃ＸＸ 21 11 73.35 14 

18 1922083 鄭ＸＸ 8 19 83.23 3 

19 1922085 莊ＸＸ 34 6 79.94 7 

20 1922087 吳ＸＸ 15 17 64.39 20 

21 1922090 劉ＸＸ 6 21 59.26 21 

22 1922091 李ＸＸ 38 3 75.22 10 

23 B1913049 鄧ＸＸ 5 22 78.7 8 

表 4-1：學生登入次數排名與成績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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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表格資料是由本次實驗對象課程最終成績單所統計出來的數據，經由簡

單的「登入次數－總成績」座標繪圖，結果如下： 

 

 

 

 

 

 

 

 

 

 

 

 

 

 

 

 

 

 

 
圖 4-1：「登入次數－總成績」分析圖 

 

 上圖 X座標為登入次數，範圍由 0至 50次，Y座標為總成績，依照成績資

料，範圍訂在 55至 85分。由於母群體資料中有一位學生總成績為 0，經認定不

具參考價值，因此這位學生的資料不列入此座標圖當中。 

 

 將此座標圖區分為四塊，如右圖示意，則可

以發現登入系統次數多寡與總成績高低並無太大

關係，但由上圖可以發現的是成績較低的學生登

入次數普遍偏低，可見成績表現不佳者參與課程

活動的熱誠也較低，這是在此觀察得知的一點。

高 

總成績 

 

 

多
登入次數 

低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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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學習歷程檔案內容項目說明 

首先介紹歷程檔案封裝所包含的項目，依照學生與老師個別身份，所下載的

Portfolio Package項目也不一樣，示意如下： 

 

 
圖 4-2：學習歷程檔案封裝內容項目 

 

 

 針對以上每一個項目放進學習歷程檔案的目的，在此做一個詳細的說明： 

 學生 老師 

個人資料 基本身份背景資料，為必要欄位 

成績評語 包含學生個人細項成績及總成績，和

老師對於這位學生一學期下來的學

習成果所做的評語 

包含全班的細項成績及總分，還有每

一次成績的平均分數 

教學內容 列出逐週的教學大綱和內容，目的在

於讓閱讀這一份歷程檔案的人能夠

瞭解這位學生所學的範圍方向為

何，進而瞭解學生分數所代表的指標

和意義。 

列出逐週的教學大綱和內容，目的讓

老師能保留此份教學大綱以供存檔

記錄。 

成績趨勢 總共有四條折線，分別是此位學生成

績、最高分數、平均分數、最低分數。

依照折線的走勢，意義在於瞭解此學

總共有三條折線，分別是最高分數、

平均分數、最低分數。依照折線離散

的幅度，大約能瞭解全班同學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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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班上的相對程度大約為何，並且

。 

差距，並且可看出程度集中的趨勢。

能評估此學生相較於全班同學的進

退步趨勢

課程討論 包含了老師所有的公告，以及該學生

所發表的所有討論，目的在於瞭解學

生發言的踴躍程度以及發言內容的

深度。 

包含了老師和學生在這堂課全部的

討論，目的在於完整的收集所有討論

內容。 

 

收集檔案 包含學生個人所有收集檔案，有些非

文字參考資料只能透過此管道上傳

分享，所以除了討論互動之外，學生

收集的參考資料檔案也是一個評估

學習的著眼點。 

包含了老師本身的收集檔案，以及所

有學生收集的檔案，目的一樣在於完

整的保留所有課程的成果。 

表 4-2：學習歷程檔案項目及其目的意涵 
 

 

 

 

 

4.3.3 學習歷程檔案實例說明 

 

由於本次實驗內容並無強制要求學生將作業上傳或發表討論心得，只有利用

此系統發表指定的心得報告可獲得額外加分。故實驗結果呈現只有三位學生發表

加分作業，在此將這三位學生發表的成果以封裝下載成為學習歷程檔案的內容加

以解說，另外除了學生可封裝下載個人學習歷程檔案，老師也可以封裝下載全班

的學習歷程檔案，內容在底下逐一介紹。 

 

 

學號 姓名 成績 排名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特點 

1922053 羅ＸＸ 57.08 22 
發表「數位生活化」文章閱讀心得 

案於檔 分享區 

1922056 朱ＸＸ 71.01 18 
發表「

於課程討

數位生活化」文章閱讀心得 

論區，未依照公告方式 

1922062 朱ＸＸ 77.06 9 
發表「 活化」文章閱讀心得 

案分享區 

數位生

於檔

表 4-3：學習歷程檔案範例及其簡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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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案例一（1922053）： 

 
圖 4-3：個人學習歷程檔案（個人資料、課程分數、老師評語） 

第一、二部份是個人基本資料和課程分數及老師評語，右上角標示這一份

ortfolio產生的時間。老師給予的評語，是針對這位學生一學期以來的成果表

html文件再包裝成 zip檔案，並

行修改其中內容，未來應該要以標準交換格式呈現並加上具有驗

證能力的機制，以防止學生竄改內容，方能完成一份具有公信力的個人學習歷程

檔案，在升學或求職面試時得以提出來當作學習歷程的參考資料。 

 

 

 

P

現，給予的評價和建議。系統設計下載的格式為

未能防止學生自

 
圖 4-4：個人學習歷程檔案（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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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是該位學生所修習的課程教學內容。 為了讓學習歷程檔案能呈現

學習活動的內容，教學進度與大綱必須包含在其中，讓觀看者能更清楚得知此位

學生在這門課程當中究竟學習到了哪些項目。因此在面試時，主試者可以從課程

教學內容當中詢問學生相關問題，評估學生的瞭解程度。 

 

 
圖 4-5：個人學習歷程檔案（成績分析與學習建議） 

 

 第四部分是系統依照老師每一次公布成績時，記錄下當時每位學生累計得到

的分數。以此圖為例，該位學生從課程開始至結束當中，分數始終位於全班平均

之下，因此老師的學習建議為「目前成績低於平均…」（如圖，由老師在系統當

中設定，可再增刪內容）。至於此折線圖呈現遞增的原因是 Y軸分數是累計的，

所以一次一次成績公佈時，可看出班上最高分與最低分的落差，以及此位學生成

績落在平均之上或之下，是否接近最高分或最低分等等…如果學生成績由平均之

下越過平均線，表示這位學生努力程度表現在分數上大於全班平均進步幅度，這

時老師可依照學生的成績趨勢給予適當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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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個人學習歷程檔案（課程討論與個人收集檔案） 

 

 課程討論部分包含了老師的公告，由老師發表的內容均會置放於最頂端，還

有學生個人公開發表的課程討論，也會包含在討論其中。上圖此部分內容包含了

標題、作者與內文摘要，於摘要上面點選可看到發表全文內容。 

 最後一部分是個人收集檔案，包含了上傳之後公開以及不公開的檔案皆可打

包回去。以上圖為例，這位學生將「數位生活化」的心得感想以 word格式上傳

到系統裡與大家分享，若對於課程內容有任何找到的補充資料，也可循此途徑上

傳給其他同學分享，在最後的 Portfolio當中便可列出個人收集的檔案資料，可以

呈現出個人收集資料的內容與投入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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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案例二（1922056）： 

 

 

 

 

 

 

 

 
圖 4-7：個人學習歷程檔案案例二 

 

 與上一例不同的是，這位同學將心得感想發表在課程討論區當中，與老師公

告作業方式不符，表示這位學生在操作系統時對於系統架構、各功能的名稱認知

可能有所誤解，或者系統設計不夠直覺化，或者是這位學生對於做作業的態度不

夠嚴謹。由成績趨勢來看，這位學生成績略低於全班平均，不過整體而言大約是

在中等範圍，總分 71分在全班 23人當中排名是第 18名，不過由圖表看來與最

後幾名仍有相當的分數差距，不單以排名論結果，是這一項設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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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個人學習歷程檔案文章內容

 

 點進去內容摘要，可完整閱讀文章內容。在整份 Portfolio Summary當中，

若遇到了內容太長的文章，則是以連結的方式另外開小視窗顯示，避免列印出來

時破壞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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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案例三（1922062）： 

 
圖 4-9：個人學習歷程檔案案例三 

 

 此位學生總成績在全班 23人當中排名第九，從成績趨勢圖看來從課程初期

到最後，成績始終保持在平均之上一些，不過在中途有點掉落到平均上下。以此

看來，這位學生大致上成績穩定保持在全班平均，表示有跟著全體進度前進。 

 

 
圖 4-10：個人學習歷程檔案案例三之討論發表 

 這位學生依照

 

老師公告方式，發表討論在檔案分享區。上傳了兩個檔案可能

不成功，不過根據觀察，這位學生上傳了檔案卻忘了打開分享，

原因應該也是歸咎於對系統的不熟悉，或者疏忽了老師公告內容是上傳之後公開

給所有人分享。 

是擔心上傳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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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案例 

 
圖 4-11：全班學習歷程檔案之成績表 

 
圖 4-12：全班學習歷程檔案之成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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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班學習歷程檔案與個人學習歷程檔案的相異之處，主要是以老師的角度出

發，包括了全班的成績、全班成績趨勢、全部的課程討論，以及老師個人的檔案

庫。方便老師在授課結束後，可以將系統內的內容全部封裝下載回去。在現今師

資教育不斷鼓勵老師再進修的潮流中，利用此功能也可以讓老師方便的將課程進

行的討論，與學生的互動，以及公布的教材資料等等做成 Portfolio。只要妥善運

用此系統，就可以方便的讓系統自動整理出教學內容成果。 

 

 
圖 4-13：全班學習歷程檔案之課程討論 

 

 
圖 4-14：全班學習歷程檔案之檔案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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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成果封裝之應用範例說明 

 pass along portfolio

 

 

 

由於成果下載之後的用途可作為前行學習歷程檔案（ ），

或作為求職的資料附件，所以這一份成果檔案必須講求公正性與高可信度，方能

作為客觀的參考資料。

在此應用範例當中首先定義三個角色，分為學習歷程追蹤系統、學生、以及

面試主管。學生在學期末使用系統結束後，從系統下載了學習歷程封裝檔案回

去，此時系統自動產生這個封裝檔案的MD5 雜湊字串並且記錄在系統中。 

 

 

 

 

 

 

 

 

 

圖 4-15：學習歷程封裝檔案應用示意圖 
 

 接著這位學生在面試時，提供此封裝檔案給面試主管，主管利用檢查檔案

MD5的工具得到此封裝檔案的雜湊字串43b49a3b8ded5da1dd5e6f6136e509ad

 

 

 
圖 4-16：學習歷程封裝檔案計算得之雜湊字串 

3.查詢封裝檔

  是否經過修

案 

改 

1.學期課程結束 

  學生下載檔案 

2.提供學習歷程封裝

  檔案給面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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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主管再連上本系統網站，不需要密碼登入，只要在帳號一欄填入要查

詢的對象，即可查詢這位使用者在系統上揭示的雜湊字串，得到結果如下： 

 

 
圖 ：學習歷程封裝檔案系統記錄之雜湊字串 

經比對兩者MD5字串確認無誤，可以確定學生提供的檔案是在系統上所建

的 Portfolio，並且沒有竄改其中 MD5的方式，而不採用數位

水印或數位簽章機制是因為以下原因： 

. 數

 

 

2. 數位簽章必須要有完整的公鑰基礎建設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讓

取得文件檔案者得以利用發送文件者提供的公鑰來解密文件，如此一來面試

主管同樣也必須來本系統取得公鑰，不然就是透過CA查詢此系統的公鑰，整

體實行規劃及步驟更加繁瑣。 

 

3. 傳統受試者提出的文件採紙本方式，而列印出來的紙本資料皆有辦法仿造，

就算文件本身是經過加密的 PDF格式，使用者也有辦法製造出一個一模一樣

格式的檔案並且修 方式為例，現今仿

4-17

 

 

內容。 選擇比對立

浮

 

1 位浮水印是用來確認檔案本身是否出自於其宣稱的來源，並且確認沒有經

過竄改，其效果與檢查MD5（訊息摘要）是一樣的，而且MD5比較快速。

改其中內容來列印。或者以傳統蓋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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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因此採用對封裝檔案做MD5取得雜湊字串，是經過以上條件評估考慮後決

定的方式。 若面試主管採信受試者所提供的資料，可以不必用到此驗證機制，

而用其他方式如面談、即時測驗…等等各種方式來評估受試者，或者以制度方式

要求受試者具結保證資料的正確性，如發現偽造情事則以革職論處，這是目前職

場面試常有的規定。 

 

 

印章技術是非常容易。所以傳統方式情況下是信任制，並無法徹底杜絕仿

造竄改的情事發生。 

 

 56



4.5
 

相較於國內大多數學習歷程檔案的研究偏重於同儕互評和檔案評量，本系統

著重的方向在於協助教師及學生在課程中修正學習態度和方向，並且在學期結束

後能夠將學習歷程檔案成果封裝下載回去，並且透過驗證達到學習歷程檔案的公

正性，這一點正是其他系統尚未達到之處。 在此簡單做一個其他系統與本系統

的功能比較表，接著再針對與本系統功能目標最為相近的MyGradeBook網站做

詳細的比較。 

 相關研究比較 

 

 
      系統 
 
功能 

網路化學習歷程

檔案系統 
（卓宜青，民 90） 

網路化個人及團體

學習歷程檔案系統

（曾江合，民 92）

 
MyGradeBook 

個人化即時學習

歷程追蹤系統 
（民 93） 

個人基本資

料管理 
有（僅註冊帳號時

設定，無法修改） 
有（僅註冊帳號時

設定，無法修改）

有 有 

課程或作業

討論區 
有 有 無 有 

學生帳號新

增 
由學生上線註冊 由學生上線註冊 教師手動新增或

由檔案匯入產生 
教師手動新增或

由檔案匯入產生 
給學生作業

或成績評語 
同儕互評 同儕互評及教師期

末評語 
根據不同學生逐

一給予評語 
教師設定後系統

自動給予，可依據

學生表現再修改 
教師成績管

理 
僅能管理該項互

評作業成績 
僅能管理該項互評

作業成績 
完整 完整 

檔案總管 
 

無 無 無 可收集管理個人

補充資料檔案 
自動顯示教

學進度 
無 無 僅提供張貼功能

無法依日期顯示 
依照日期顯示目

前教學進度內容 
歷史成績記

錄追蹤 
無 無 無 可記錄每一次成

績公佈時的狀態 
Portfolio 
封裝下載 

無 網頁上瀏覽，內容

單純，無法下載 
無 包含完整課程活

動紀錄，可下載 
匯入檔案 無 無 僅限於修課學生

名單 
包含學籍資料、課

程列表、修課名單

成績報表 
 

無 無 多種格式 單一格式 

更改布景顏

色風格 
無 無 無 有 

登入提醒及

安全性規劃 
無 無 有 有 

表 4-4：網路化學習歷程檔案系統功能比較 
 

 由上表可得知，傳統學習歷程檔案的研究偏向於將同儕作業互評獲得的評語

建議，以及自我反省檢討的心得，加上每一次作業互評的內容與成績，做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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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程檔案，學生學習的效果著重在於做作業和互評活動中。而MyGradeBook和

本系統著重在成績管理上，並且提供學生目前成績的檢視以及分析，以此讓學生

狀況，底下再一次比較分析兩系統主要的相異之處： 

 

瞭解自身的學習

項目 MyGradeBook 個人化即時學習歷程追蹤系統

討論區 無，系統單純以管理成績為目的 Portfolio  有，以此作為 的材料

檔案總管 無，系統單純以管理成績為目的 有，以此作為 Portfolio的材料 

帳號批次新增 有，但欄位對應設計有缺失 有，加以改進，方式更有彈性 

期末學生評語 有，但無法自動依照成績給予評語 有，教師可先設定範本再逐一增刪 

成績管理 完整，並且可設定幾分以下不及格

和額外給予 bonus分數的設計 

完整，但無實做左列額外設計 

教學進度 無 有，依照日期顯示即時教學進度 

成績追蹤記錄 有，記錄每次成績公   無 佈時的狀態

分析成績趨勢 並且做圖形化呈 對趨勢  無 有， 現相

歷程檔案下載 無，僅可印出 表 完整包含所有資 裝成檔案  成績單報 有， 料封

表 4-5：MyGradeBook網站功能與本系統功能改進之處比較表 
 

 

更 作學習歷程檔案所需的討論反省、收 目的加

績 功 圖形化的分析圖表， 可以很快瞭 身成績以

及 分 最低分、平均 的相對趨勢， 調整自己的學

提高學習動機的功效。 最後系統提供了學習歷程檔案的封裝下載，讓學生得以

保存這一個學期的學習成果，包含課程資訊、教 告

析 評語、以及收集檔案，都可以很方便的保存下來。更可以

檔案提供給未來面試的主試者 計的驗證機制，達到具有公平公正

性參考價值的資料，是學習歷程檔案相關研究中首開先例提出應

 

由此可知，本系統的特色除

增加了製

了改進了 MyGradeBook網站功能

集材料等項

不足之處外，

入，並且在成

分析追蹤 能當中實做了 讓學生 解自

全班最高 、 分數 進而 習步伐，達到

學內容、課程公 討論、成績分

、老師 將此學習歷程

，透過本系統設

用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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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生意見回饋 

 

 

底下整理了來自使用學生的意見，以作為系統未來的改進方向，依照性質，

可分為正面的評論、負面的評論、及不帶評論意味的中性改進建議： 

 

正

面

評

論 

課的 時

站 課前預

問

1. 上 講義放在上面可以讓我有時看不懂 可以回想。 

2. 這網 對於學習上非常有幫助，可以 習，課後複習。 

3. 老師設的網站不錯，不管是作業或成績有疑 都可上去看。有些課程中的程式都

可從上面下載。 

中

性

建

議 

關性的資料或和其他有關連結性的網站 找

料。 

2. 好。 

3. 希望 助同學更了解

其應用範圍。如測量儀器的製造公司或顯示器製造公司…等。 

1. 可以多些相 做連結，好讓我們方便迅速

到所需的資

如果網站上有更多的補充說明會更

可以再網頁上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產業及公司行號的連結，可幫

4. 留言板可更活潑些。 

負

面

評

論 

1. 版面有待加強，製作群尚待努力。 

表 4-6：學生回饋意見整理 
 

 由此可見，系統的規劃對於課程學習有其輔助之功效，由幾點正面的意見可

以來說明。但是在內容規劃上，仍需要更多的人力、資料投入，主要是因為這門

期課程因為時間較短，並沒有規劃助教，所以全部的工作落在老師身上，這是

系統實行上必須注意到的。也就是說，如果能在系統實行時人力配置上預先做規

劃，對於使用者的滿意度應該會提升。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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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與未來展望 
 

5.1 成果討論 
 

 本研究開發了一套「個人化即時學習歷程追蹤系統」，能夠讓授課老師預先

設定教學進度內容以及成績項目計算方式，以逐週逐次的方式，讓系統建立學生

成績表現的歷史追蹤記錄，其即時性為只要成績一有公布，系統可以馬上反映給

學生相關的資訊以及建議。 並且對於學生而言，個人化的特性是系統會依照學

生的表現給予相對應的評語，同時在送給學生評語之前，老師仍然可以隨著不同

學生的情況給予適當的增減評語建議。 最後學期結束時，學生及老師皆可以下

載屬於個人的學習歷程封裝檔案，學生可以將自己的個人資料、課程成績、修課

的內容、老師評語、成績分析圖、課堂討論、及收集資料檔案通通打包回去；老

師可以將個人資料、全班成績總覽、課程教學內容、全班成績趨勢分析、全班課

程討論、以及收集檔案打包回去。 在產生學習歷程封裝檔案時，系統會記錄這

一個封裝檔案的驗證字串，以供未來提供給第三人時，可透過系統來驗證提供的

歷程檔案是否具有完整性且未經過修改。 

 

 相較於現有的商業網站MyGradeBook，本系統改進了許多其功能不足之

處，包括了討論區、檔案總管、自動教學進度呈現功能的設立、並且提供了圖形

化的成績分析，以及最後下載的封裝檔案內容包含了課程進行的材料，方能成為

完整的學習歷程檔案，而不僅僅是成績單加上簡單幾句評語的報表。 

 

 經說明課程幾位學生的實例，可得知本系統的成果展現方式，對於學生而

言，將自己花了許多時間功夫在課程中收集資料和討論互動的記錄保存下來，一

方面具有回顧複習的意義，一方面可以用來銜接下一個階段的學習，當作前行學

習歷程檔案，這在 Portfolio相關研究當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目的。 本系統實際

開發出的各項功能，尤其是最後的成果封裝下載，得以實現 Portfolio的目的與意

義，這是本研究最重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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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系統開發及課堂運用的過程中，歸納出幾點實行困難之處，以及系

統設計不足之處，特別整理如下，以期未來做相關研究時能夠改進： 

 

1. 課程運用的時間太緊迫：由於應用在暑期課程中，進行時間僅僅四週，

所以學生利用此系統所得到的學習品質改進影響有限。如實際應用在課

程上，應該選擇學期的課程，完整 18週的課程進度，可以讓學生充分的

預習、收集資料、討論、和複習。如此一來學習歷程檔案的內容得以更

加完備。 

 

2. 學生對於系統功能設計的不熟悉：這是 IT開發人員常遇到的問題，使用

者對於系統功能為何有此設計？為何如此設計？不熟悉的功能如何瞭解

其功能以及用法？解決的辦法是加強與使用者經驗的互動，增加系統提

示的部分，最好還是能夠以實例對使用者面對面解說。而這就需要更多

的時間來實施系統運用，所以充分的課程實行計劃是必要的。 

 

3. 在本研究中期，電子化學習歷程檔案聯盟已經制訂出第一版的規格白皮

書，檢視本系統開發的功能，仍有許多未臻完善之處，還有最後的資料

封裝格式最好也能夠達到白皮書所要求的規格，這對於往後系統之間資

料的互通性，文件的保存，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基於標準之上，再開發

出個別的特色，能使系統的可用性大為提高，也更容易推廣。 

 

4. 給予學習建議的設計，本系統目前為止僅運用了最簡單的判斷方式，以

學生目前的成績做為參考基準給予不同建議。實際上的設計需要智慧化

的判斷，例如兩位不同的學生在同一時刻有相同的成績，但是依照歷史

紀錄兩個人獲得的建議應該是不同的。這就需要統計方法判斷兩者歷史

紀錄的差異，或者依照教育理論，定義出多種的模式，給學生適性化的

回饋，這部分都需要有更深入的探討與更複雜的設計，方能使系統回饋

給學生的建議符合各人差異情況並且發揮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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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未來展望 
 

 對於此研究成果，希望未來能繼續將系統各功能加以使用者友善化，回收來

自使用者的意見，提供更直覺的操作介面，並且能以實例整理出說明文件，教導

老師以及學生如何操作，這對於系統的推廣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此外可將系統

應用在不同種類的課程上，增加不同的討論題材，和收集來自使用者本身或其他

人分享的資料檔案，完成內容更齊全更多元化的學習歷程檔案。 

 

長遠來看，建立學習歷程檔案評量的骨幹網路，包括了從小學到大學普遍實

行，以及系統和系統之間的通用標準格式交換，如依照協會組織白皮書制訂符合

標準的 XML格式，並且設計出簡單快速的方法來驗證學習歷程檔案的可信度和

公正性，這都是推廣應用學習歷程檔案評量的一大課題。最後期望個人化學習歷

程追蹤系統能夠促進學習成效，充分展現個人學習歷程檔案的特色，以及透過系

統的討論、反省、收集資料等功能，發揮個人潛力，達到提升教育成效之目的，

這是本次研究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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