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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一個有助於生物科實習教師專業知能發展的數位化輔導環境，

並探討使用者的參與情形、看法以及遭過到的相關問題。 ePLACE ( electronic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entered, Learner centered, Assessment centered,

and Community centered Environment等字母的縮寫)主要以教師專業知識、

實習教師、評置與社群為中心的概念為基礎，然後結合線上研習課程和討論、個人

網頁歷程檔案、Blog等網路互動工其，應成一個數位化的輔導環境，以期協助實

習教師專業知能的發展。本研究採個案研究，參與研究的實習教師共有65位，經

過近一年的實施，結果發現:l.ePLACE能提供指導教授與實習教師虛擬互動的管

道，突破時空的限制，給予實習教師較多的協助實習教師;2.實習教師對ePLACE

的感受多持正面的看法;3.實習教師在ePLACE中的參與程度有兩極化現象，且對

話情形有運月銳滅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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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development a technology-supported pre

service biology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according to Bransford et a l. (2000)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to explore participations of the pre

service teachers and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The program was ePLAC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entered, Learner centered, Assessment centered, and

Community centered Environment). A case啊study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e study involving 65 pre-service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Most of the practice teachers claimed that they got

support and benefits by using ePLACE tools.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ePLACE revealed obvious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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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要成為一位「有效教師 J .除了職前養成教育之外，還須經過教育實習的

洗禮。教育實習就是讓實習教師有機會將所學得的東西應用於真實的情境中，

並且再不斷地從實務中的回饋去思考、反省，以修改自己的想法與教法，找到

屬於自己的教學方式(朱苑瑜、葉玉珠. 2003) 0 Gold ( 1996) 指出教師第一

年的教學經驗通常都會影響教師未來的教學模式，因此實習那一年的教學成功

與否，顯得格外重要。 Gratch ( 1998)也強調，第一年的教學具有高度的挑戰

性，對教師整個教職生涯的教學實務和態度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建立一套良

好的實習輔導策略，支援實習教師不斷的專業成長，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張德

銳. 1998) 。學者認為，教師的學習就如同學生的學習，為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其理想的學習環境應考慮四個原則，即:以教師專業知識為中心(Professional

knowledge centered) (Bransford , Brown, & Cocking , 2000) 、以實習教

師為中心 (Learner centered) (Bransford , et aI , 2000) 、以回饋評量為中心

(Assessment centered) (Bransford, et aI, 2000; Marx, Freeman, Krajcik, &

Blumenfe肘， 1998) 、以社群為中心 (Community centered) (Bransford, et aI,

2000; Hennessey, 2003 )。

我國自實施新制實習措施，師資培育機構與教育實習機構之間，通常透過指

導教授的視訪而建立師資培育的共識，而實習教師則是以返校座談的方式與師資培

育機構進行進一步的聯繫，研究指出，實習教師遍佈臺灣各地，因為地理形勢上

的區隔，使得偏遠地區的教師與外界的連繫變得較為困難，常得不到師資培育機

構及時、適切的協助，職前師資培育的成效大打折扣(張文華. 1999 ;許春峰，

2004) 。近年來，資訊科技的興起，以電腦為中介的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工具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環境。相關研究

指出 'CMC所提供的網路學習環境，對教師專業成長有實際的幫助. van Driel ,

Beijaard, and Verloop (2001) 也提出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利用網路學習，再

加上同儕教導、合作式的行動研究、個案的使用等等，是可以持續影響教師實務

知識的改變，促進長期專業成長的方案。國內外均有學者投入此方面的研究，如

美國科技教育研究中心所發展的LabNet計劃 (DiMauro & Jacobs , 1995) ;中山

大學1999年成立的思摩特網SCTNet (Smart, Creative Teachers) 、 2001年在中

央大學設立的亞卓市夫子學院等，唯這些計劃多運用於在職科學教師的進修，甚

少以實習教師為協助對象;當然也有一些針對實習教師培育的研究，例如Poole及

Simonson ( 1995)利用電子郵件的溝通，促進實習教師與中小學學生、實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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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成長的學習環境

教育品質的提昇，有賴於教師專業能力的發展及專業地位的建立(張德銳等

人， 2006) ，而良好的科學師資是實現科學教育品質提昇的重要因素。從許多國

內外有關師資培育的研究，顯示職前師資培養和在職教師專業成長是科學教師終

身學習及全人成長密不可分的發展歷程，許多有關學生和教師學習方面的研究也

顯示，教師學習的原理和學生學習的原理是相通的(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2000) 'Polettini (2000) 也從建構主義的觀點指出，教師的改變就等同於教

師的學習。至於如何協助教師專業的成長，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學習活動應該要

考慮那些要素，從Marx等人(1998 )研究發現可以用合作(Collaboration)

實踐 (Enactment in classrooms) 、長期努力 (Extended effort) 、反省

(Reflection) ，來促進科學教師的專業成長:1.合作:主要提供機會讓教師分享

自己和批評他人的想法，教師嘗試呈現他們的想法，透過合作可以使教師對個人

的概念更為清楚;2.實踐:強調教師透過在教室中實踐而產生(generative) 和建

構( constructive) 新的知識，亦即透過解決問題來轉化教學理論及教師的知識;

3.長期努力:面對複雜的教學情境，長期的努力是幫助教師的基本條件;4.反省:

透過寫作和觀看教學錄影帶的方式進行反省，提供教師彼此合作回饋與評量的機

會。 Bransford等人 (2000) 在How people learn中更特別強調，教師的學習就如

同學生的學習，為有效提昇教師專業知能，師資培育者應建置一個以學習者為中

心、知識為中心、評量為中心、社群為中心的學習環境，Hennessey (2003) 也

有類似的看法，他提出三點策略來促進有意圖的學習:1.教學和學習應是互動連結

的過程; 2.發展學習者社群，教師和學生應共同建立一個社會對話與合作的學習環

境，經由社會互動覺察自己與他人觀點的差異性，以能發展出更複雜的觀點;3.提

供環境讓學生進行真實的探究(Authentic Inquiry) ，以能促進其認知的發展。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歸納促進實習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亦即實習教師的學

習應包含下列幾項要素:1.以實習教師為中心(Bransford， et aI , 2000) ; 2.以教

師專業知識為中心 (Bransford， et aI , 2000) ; 3.以回饋評量為中心( Bransford,

et aI , 2000; Marx , et aI , 1998) ; 4.以社群為中心 (Bransford ， et aI , 2000;

Hennessey, 2003) ，以下綜合其他文獻詳實說明之:

1.以實習教師為申心(Learner centered)
Bransford等人 (2000) 強調，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環境，應該要讓學

習者更能掌握學習的方向、步驟、及學習節奏，此想法正符合知識建構的觀點。

林淑楞 (2006)的研究證實，以實習教師為中心的輔導方式是促使他們個人實務

理論轉變最有效的方式;而學習檔案是以學生為中心，能適應個別差異，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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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據其能力、興趣和學習風格來展現其學習的成就 (Klenowski ， 2002; Tolsby,

2000) ，正是實踐以實習教師為中心的可行之道。

2. 以教師專業知識為申..:\(Professional knowledge centered)
以教師的專業知識為中心的學習環境主要是建構在Shulman (1986 , 1987)

的七項教師需具備的知識上，包括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

科教學知識、學習者特性的知識、教育情境知識、教育的目標、目的、價值，

及教育哲學與歷史的知識。其中，影響有效教學的重要特質是教師的學科內容

知識 (Waxman & Walbe唔， 1991) 0 Bransford等人 (2000) 建議，運用網路

科技與專家接觸是實習教師獲得知識的重要方式，像NEA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School Renewal Network) 這個計畫就是運用網際網路讓老師不但

可以上網找資料，還可以向一些專家諮詢教學意見，使得老師的學科知識、教學技

巧、學生管理知能的專業能力更加成長。

3. 以國饋譚量為申心 (Assessmentcentered)
Bransford等人認為，以評量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必須提供機會讓學習者隨時能

檢測學習所得及接受回饋，藉以瞭解自己學習的進步情形，他們並強調，評量提供

釐清想法、矯正迷思概念的機會，沒有回饋，很難去矯正潛在的錯誤。而且實習教

師新的教學想法是否可以實施，必須從學生和同儕的回饋中得知，才能據以修正，

所以教師宜運用自我評量(self-assessment)和同儕評量(peer-assessment)瞭

解學習者的學習，促進網路學習社群的知性互動(Palloff& Pratt, 2001) 0 Marx

等人 (1998) 研究也發現可以透過寫作和觀看教學錄影帶的方式進行反省，提供

教師彼此合作回饋與評量的機會;而在實習教師實習的過程中除了自我評量、同儕

評量之外，指導教授以及輔導教師亦能從專家的觀點從旁協助。

4. 以祉群為申心 (Community centered)
Wenger ( 1998)指出，加強教師學習的重要方法是發展實務社群，包含同

儕間的聯繫及教師參與教育研究與實務。Northfield， Gunstone , and Erickson

(1996) 也認為，教師也是學習者，教師專業的成長並無法獨自地進行，需要其

他教師與環境的支持，提供教師同儕針對教學與學習的經驗產生互動的機會與環

境，將有助於教師專業知能的提昇;另有學者也強調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藉由

社群成員間的對話反思或課程整合活動，以建構知識以及凝聚社群的共識，進而提

昇教師專業素養 (Wang， et 祉， 2004 )。

三、資諷科技在師資培育上的連用

網路資訊科技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新的教育環境、新的溝通方式及教育資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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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機會。學習者藉由網路連線與他人互動形成一個虛擬社群，彼此互相指導，不

但有助於提昇學習者問題解決的能力，更能激發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的動機(許瑛

昭、廖桂菁， 2003) 。國內外均有許多運用資訊科技於師資培育的研究，早期，哈

佛大學在1989年就已經開始進行一個名為BTCN (Beginning Teacher Computer

Network) 的計劃，除了提供實習教師在教學上所需要的支援，最重要的研究結果

是實習教師普遍獲得精神上的支持。實習教師除藉由電子佈告欄來討論教學經驗或

者其它學科知識，也可以互相傾吐教學上或工作環境上所遭遇的不順遂，讓精神

獲得慰藉 (Merseth ， 1991) 。另外，像美國科技教育中心 (Tech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TERC) 所發展的Star計畫除了利用網際網路來協助老師蒐集資

料，還讓老師在網路上直接進修跟教學相關的學分，老師也可以提出教學上所遇到

的問題來尋求支援 (Krajcik ， 1995) 。而我國國科會在 1997年即開始推動「遠距

數理教師輔導系統研究計畫」整合型計畫，以實習教師的輔導為重點，探討利用網

路輔導實習教師、在職教師的教學、成長及進修的成效。另外如張歐中(I 998)

建置實習輔導園地 (STNET) 以及運用BBS環境，配合教學實習、教材教法二課

程的進行，來提升資訊教育系實習教師的反思能力;孟令政(1998) 建構「理化

教學資庫」來支援50位國中理化實習教師進行合作學習，研究結果顯示有助於促

進理化教師間的合作、教學經驗分享、教案交流、教學反省等;柯奉孝(2000)

以「模擬教學情境遠距輔導」輔導20位園中理化科實習教師，顯示教學能力有成長

趨勢;卓亦甄 (2003 )運用網路案例教學法，以教學策略為主軸，發展八個結合

文字、影片與思考性問題的教學案例架構於網路上，輔導13位生物科實習教師教

學專業知能，成效卓著;Wang等 (2004) 為生物科實習教師、在職教師設計一個

5C (Content,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ism)
的網路學習環境，目的也是在營造一個學習社群，幫助科學教師更新教學知識、分

享教學經驗;江信瑩 (2006) 使用一套網路化實習教師輔導系統，讓實習教師可

以線上與實習指導教授及其他實習教師進行互動交流討論，並以內容分析法及言談

分析法，探究36位實習教師，於網路學習環境中的互動行為，包含參與情形、發表

文章的額型與對話內容之特性等。由上述資料顯示，透過CMC的輔助，可以創造

各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分散各地的教師可以交換訊息和獲得支持，以及進行對

話互動及分享教學資源，進而促進其專業知能的提昇，但從文獻中亦可得知，各研

究以不同資訊環境協助實習教師專業成長，缺乏整合性的考量，故本研究營造一個

ePLACE' 整合各項網路工具，從多元角度提供協助。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教育實習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必要且重要的途徑，建立

一套良好的實習輔導策略，支援實習教師不斷的專業成長，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諸

多學者從教師學習觀點指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要素應包括:1.以實習教師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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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2.以教師專業知識其中心; 3.以回饋評量為中心; 4.以社群為中心。唯師資培

育機構的輔導受限於時間與距離的因素，僅能提供有限的指導性建議，無法提供及

時、適切的協助，而資訊科技突破時空限制的特點，正可藉以營造一個數位化的輔

導環境，讓分散各地的實習教師可以進行對話互動及獲得師資培育機構的支持。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進行，主要透過個案在 ePLACE中的參與情形及問卷做

為資料分析的來源，以下依研究對象、研究設計與實施、資料收集與分析等分別說

明之: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誨的位實習教師，女性有 37(57%) 位，男性有28 (43%) 位。

其中生物系本科及生物相關學系研究所畢業有 29 (45%) 位，大學畢業有 36

(55%)位。研究對象所分發的實習學校遍佈全臺各地，在國中實習的有23

(35%) 位，高中的有41 (63%) 位、高工的有1 (2%) 位。實習教師在大學期

間均修習過電腦相關基聽課程，均具備有Word 、 PowerPoint軟體操作、上網、收

發email等基本能力。本師資培育課程為必修，因此每一位實習教師都要接受為期

一年的實習，並且配合課程的需要，運用各種CMC工具完成各項指定作業。

三、研究情境

的位實習教師於2004年7月份開始分發至各國高中學校。實習內容包括教學實

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等四個項目，除此之外，實習教師每個月應返

回師資培育學校進行返校座談，座談內容包括聆聽專家及資深教師的專題演講、實

習教師的心得及經驗分享等;每一個學期實習指導教授會到合作的實習學校，觀察

實習教師之教學，與相關人員唔談瞭解實習教師的實習情況，並給予必要的協助。

到了第二學期，師資培育團隊還安排模擬甄試及分區教學觀摩等活動，讓實習教師

在同儕之前演示生物教學，並接受專家(教授及資深在職教師)的評判與建議。另

外，實習教師必須接受數位化實習輔導環境ePLACE的協助，諸如使用網路課程進

行線上學習，透過同步與非同步功能討論實習所遇到的相關問題，進而將實習所得

及反思心得記錄在Blog平台中，最後則整合各種資源製作個人網頁式學習歷程檔

案;在ePLACE中實習指導教授及資深教師則是扮演著協助線上討論、針對歷程檔

案及Blog內容進行評量與回饋，細節請參照研究設計與實施。

5叩temb前.2010 Secor由yE恥ation ~'79電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所建置的數位化實習輔導環境ePLACE架構如圖 1 .其主要核心分別說

明如下:

會~一-f

l聶哥l

\
品
刊
山資總爾蘭

冒¥l~嘩甜穗芳
且實習教師祉耳島命屯的且，隨學習喔喔

圖 1 數位化實習輔導環境ePLACE架構固

1. 以教師專業知讀為中心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entered)
本研究建置生物教學素材庫，並提供討論版功能及線上案例觀摩，讓實習教

師經由網際網路獲得新的教學資訊，發展自己的教學策略(耿正屏、林素華、葉辰

槓. 2004) .以下分述之。

( 1 )網路課程研習E-BioPCK學習網:

實習教師每週至少上「生物教學領域」網路課程一次(如圖2) .研習內容

有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自然科學教材分析(如圖3 )、鄉土教材編

寫、教學策略介紹等相關網站資源，並將之整合至教案或教學計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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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網路研習課程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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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師對數位化實習輔導環境ePLACE使用情形及看法之研究

A Study of Student Teachers' Utiliza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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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生物學教材分析版面

(2 )互動討論:

本研究主要運用http://dlearn， ncue， edu， tw所提供的討論版功能(如圖4) .包

括同步、非同步討論及主題式討論，讓分散臺灣各地的實習老師有平台激盪彼此的

想法。圖5其實習教師針對「向日葵的轉動」進行討論的內容，討論議題主要為自

發式，實習教師必須不定時上線表達自己的看法。

闕，全"人fllU區 2λ> .，用戶量組bfW"

。眼種內容。ft&資訊 aftllll:勛。個λ~D萬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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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個前世界上敢大的生物是什麼? 11010419:27 阱。 232018

的問 e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仲麼? [1010520:22 但91120129

46 個e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麼? 11010520:59 1091232010
47 R,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仲麼? 1010521:15 :_91120129

48 IRe 間組:維生驚是由那些微生物，是遁的呢? 11010614:33 1_91232010
49 雙語環含章 10月 716:45 已91120U2

只主竺空前世界主璽主些竺型是些平三一一-.J.1.些空空主主旦旦旦 2

自由咒III生活科披露國 i

圖4 課程互動討論版面

互間古人|奪俊線 (e8923015) <liiil8923015@mai l.bio.ncue.edu.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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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l彰壓改變) ，使敏感植物受到接觸時下重。

至此，我的想法是 r傾性」包括綸蟲運動、睡眠運動、獨

動。所以說甫一級運用「可恢復、不可恢復J 來解釋傾f生與向f

I!L 不是嗎?

所以，我會比較贊同向日葵應鷹於向性。

圖5 討論內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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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實習教師為中心( Learner centered)
參與本研究的的位實習教師，在一年的實習期間，均需建置個人的實習歷程網

站(如圖6) ，該項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20% 。網站內容包括「實習學校」及「實

習歷程檔案」兩大部分。「實習學校」應呈現其實習學校概況、該校之校園生物資

源、鄉土教材等內容;「實習歷程檔案」則分為一般實習、教學實習，實習教師需

以數位化檔案展示其個人資料、生物教學心得、合作學習之教學策略實施經驗。

臨@酬@輛也輪eo心工具由蝴曲 r1.
。土-I[ .。函函。J~蟬食棚蟹。I~·it 固﹒心也品一
概也 111'..糊...叫曲"岫\I訓蝴岫"'" i1i1因關棚"

、金， ..lUlU .].司•
.t世五v雙重v慢車〉

圖6 實習教師歷程檔案版面

3. 以評量為申心 (Assessment centered)
為能透過自我評量、同儕評量的方式，促進實習教師專業知能成長，本研究架

設一個BIag平台(如圖7)-讓實習老師在遠端可以將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

實習及研習活動的心得記錄在BIag上，並藉由同儕的相互迴響，與教授的評析和

推薦'評量自己在實習過程中的所思所得，圖8即為實習老師以「三年II班第一堂

課的省思」為題所進行的反思內容。

h王圖書老師帽器的學生

h 畫HI!廳老師指導的學生

.a.i.:i纖鈍老師指導的學生

.a. ..世ft老師指導的學生

h林業警老師指導的學生

必林忠般老師指導的學生

必李淑安老師指導的學生

h王海龍老師指導的學生

圖6 實習教師歷程檔案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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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師對數位化實習輔導環境ePLACE使用情形及看法之研究

A Study of Student Teac峙的 Utiliza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er Educat的n Program

«國中生物-- r f，互定性』的教材準備|回到主頁面 13

年7班的第一次接觸》

December 28, 2004
三年11班第一堂課的省思

國

圖8 在810g上的反思內容示例

4. 以實習教師祉帶為申心(Communitycentered)
本研究以實習教師為中心，輔以大學輔導教授群及資深教師形成網路社群，並

建置有生物科教學資料庫、線上討論區、Blog反思平台等。社群成員透過e-mail 、

討論區、聊天室與個人網站觀摩、Blog的反思與迴響等設計，增加社群成員互動

與資源分辜的機會。

四、研究王具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用來搜集量化資料的工具主要有二，其一為ePLACE

的各式網路工真，另一屆問卷:

(→)各式鋪路王具

參考包含網路研習課程、個人網頁歷程檔案、課程互動討論、Bl旬，以及

各工其所提供的「學習者學習紀錄」功能(如圖的等，主要收集實習教師在

ePLACE中的參與情形，諸如線上上課次數、在討論區討論次數、在Blog中發表

文章篇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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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卷

為瞭解實習教師對ePLACE的看法，於實習下學期實施線上問卷調查，問卷設

計的初稿皆由研究小組根據專業知識與教學經驗，並參考文獻發展而成，初稿完成

後，並由一位生物科資深教師及一位教育科技領域的師資培育專家針對題目內容及

文字敘述進行審核與修改，以建立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且經一再修改

後才定稿。在信度考驗方面，本研究將調查結果採用SPSS 10.0中文版進行內部一

致性考驗，各調查表的Cronbaehα分別說明如下:

1.對網路課程的意見調查，主要瞭解實習教師對網路課程的看法'11個題目

並加上2個開放性問題;本表於實習下學期，針對的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計回收

到份問卷，回收率為.78 .其內部一致性α 值~ .79 。

2. 課程互動討論區的使用意見調查，用於探究實習教師使用討論區的意見，有

7個題目及3個開放性問題;本表於實習下學期，針對的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計

回收62份問卷，回收率為.鈣，其內部一致性α值為 .75 。

3. 建置個人實習歷程網站的意見調查，在於分析實習教師對製作歷程檔案的想

法，總計有11道題目及3道開放性問題;本表於實習下學期，針對的位研究對象進

行調查，計回收62份問卷，回收率為.鈣，其內部一致性α值為 .77 。

4. 使用Blog進行反思的意見調查，共有10個題目及2個開放性問題，主要瞭解

實習教師對使用Blog的看法。本表於實習下學期，針對的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

計回收到份問卷，回收率為.83 .其內部一致性α 值為 .81 。

五、資斜的分析

在參與情形部份，本研究以SPSSI0.0版針對從各網路工具中所搜集到的資料

進行次數統計;在看法部份，則是以四份問卷的得分進行描述性分析，並以開放性

問題配合說明實習教師在使用ePLACE中的各式網路工真後的看法，以做為後續研

究之參考;另外亦針對網路工具上的文件資料進行編碼與分析，引證資料的編碼撰

寫型式為 (a/b.ed) 如表1 . a :代表資料日期、 b: 代表資料來源代碼、 e: 代表

資料來源對象(例實習教師、指導教授)、 d: 代表資料來源對象的編號(例實習

教師在本研究中之編號) .例如: (20050511 / B.PTI2) 表示: 2005年的月 11

日編號12的實習教師在部落格中所寫的內容。

表 1 原始資料代碼一覽表

~'84告中，教育制1毒草3期



實習教師對數位化實習輔導環境ePLACE使用情形及看法之研究

A Study of Student Teachers· Utiliza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 資料來源或對象 自
Q (Questionnaire) 開放性問卷

P (Pr吶$師) IIW曹聶聶聶鰻

PT (Pre-service Teacher) 實習教師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資料分析結果，依研究目的整理研究發現如下:

一、實習教師在輔導環境ePLACE申的參與情形

(一)以教師專業知議為中心的學與情形

在以教師專業知識為中心的數位化環境中，實習教師主要透過網路課程研習

E-BioPCK學習網、同步和非同步討論、主題式討論，以及觀摩網路案例教學來充

實教師專業知識，研究結果顯示，實習教師在網路課程的參與度為100% .其參與

情形統計如表2 。在閱讀頁數部份，總共有3677頁，平均每人閱讀56.57頁，其中

閱讀最多頁數者為288頁，最少者僅l頁;在課程討論部份，張貼的文章共有234

篇，平均每人張貼約3.6 篇，最多者為26篇;參與線上同步討論的總數為67次，

平均每人僅1次，最多者為8次，最少者為0次;

表2 參與網路課程與課程討論概況表(n=65)

! p軍鬧獨-|區區IUIJl'

總數 3677 234 67

每人平均 u 56.57 I[ 3.60 If 0.95

個人最多 288 26 8

個人﹒少 II o II o

註:討吉侖天數為253天

(二)以實習教師為申心的學與情形

本研究主要以建置實習歷程網站來營造以實習教師為中心的輔導環境，經由八

位實習指導教授與實習教師討論溝通後，將網頁內容和評鑑標準定為:實習學校的

介紹(10%) .含學校概況、指導師長、學校資源;實習歷程的記錄 (60%) .含

一般實習(10%) 、教學實習 (20%) 、教學資源(15%) 、指定作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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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反思的交流行0%) 含Blog反省區。從實習指導教授的評分結果可知(見

表3) -每一位實習教師均積極的將自己實習的相關資料轉化為網頁，雖然有9位

( 13.85%) 實習教師的網站被評為不及格，其中更有2人(3.08%) 不滿20分，但

仍有69.23%的歷程網站經教授評分為80分以上，有6人 (9.23%) 更被評為滿分。

表3 個人實習歷程網站得分莖葉圖 (n=65)

(三)以國饋語重為申心的學與情形

本研究透過實習教師在blog中自我反思，同儕及實習指導教授的回饋，來佈置

一個以回饋評量為中心的輔導環境，參與情形主要從實習教師個人的反思篇數、全

體實習教師在各月份的反思篇數、以及以實習項目來作為類別加以統計;在個人

方面，實習教師反思篇數最多者為 122篇，最少者僅1篇，迴響最多者為82篇、最

少者為0篇(見表4) ;就實習項目來看(如圖 10) -反思與迴響的焦點多集中在

教學實習，分別為942篇及305篇，而反思篇數最少者為導師實習446篇，迴響最

少者是研習心得75篇。在月份方面(如圖11)-11月的反思篇數最高計395篇，最

低者為隔年3月的 135篇;而迴響篇數最高為170篇，而最低者僅12篇;在10 、 11

月份，實習教師在Blog上發表與迴響的表現也較為活絡，實習教師在10 、 11 月份

各發表300 、 391篇，各迴響131 、 170篇，而這二個月的迴響是在曲線中的最高二

點，顯見這二個月實習教師同儕間在Blog中有較多的互動。

表4 實習教師在blog上反思與迴響概況表 (n=65)

個人最少篇數 個人最多篇數

反思篇數 才于1γ一 122
,

•••• ]I ~i;:<' k，; 曲e.\. 恥,;.,.,. ':'"..] 可.:82·,,-.-.: ':'''.、

平均值
. 36.60 10.95
品

想嘿嘿內研項會輸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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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實習項目之反思篇數與迴響篇數統計圖

數
翩
翩
翩
翩
划
。

篇

l

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 研習

，-反思篇數﹒迴響篇數|

圖 10 實習教師在810g中實習項目之反思、迴響篇數統計圖

每月反思、迴響篇數曲線國

5∞

4∞

3∞

2∞

l∞

O

1'Y 3

丸月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元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門-反思篇數-迴響篇數|

圖 1 1 實習教師在810g中每月反思、迴響篇數曲線圖

(四)以祉講為中心的學與情形

本研究中的實習教師、實習指導教授、資深教師主要透過非同步討論版及blog

形成一個虛擬的學習社群，其參考情形主要從討論版及實習指導教授在blog中的迴

響情形進行說明:

1.實習教師在非同步討論版中的參與情呢

在觀摩見習階段，實習教師在觀摩輔導老師教學、或解答學生的問題、或自己

上台試教，遇到相當多有關學科知識方面的問題，除了當下與輔導老師討論外，實

習教師也會在本研究所提供的非同步討論區中提出問題，或回答問題。 8-9月份總

計有40篇討論(含發表與回應) -發表的內容有寒喧、教學問題:

大家好，我是學分一班QQ ，開學了，也正式展開導師實習與教學實

習一( 20040905 I D.P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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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哪裡有鴨距草，一時間想不起來，來這裡問問大家﹒不知道有人知道

嗎? (20040913 / D.PTO 1)

從圖 12中可知， 10 、 11 月非同步討論區的討論篇數為各階段之冠，且高出各

月的篇數甚多。
非同步討論版每月討論篇數統計國

n
u
n
U
A
U

仇
U
A
U
n
u
n
u
n
u

8765432l

。
2日仰的9 2日 04/10 2004/11 2∞4/12 2005灼 1 2005用2 2∞5的3 2005用4

圖 12 非同步討論版中每月討論篇數統計圖

此階段討論的問題以學科知識居大多數，例如:

維生素 C和維生素 B12 這些臨床用藥是來自 f放生物的產品，請問是由那些

微生物製造的呢? (20041004/ D.PT44)

請問植物細胞中是否有溶體與中心體呢? (20041014/ D.PT30)

開放式循環的生物有血球嗎? (20041 109 / D.PT 18 )

2. 指導教授在Blog中的迴響情形

實習教師在B10g中總共發表2379篇文章，迴響總數為1183篇(實習教師+指

導教授) .其中8位教授總計迴響的l篇(約的%) ;被教授迴響的實習教師有61

人(約94%) .只有4位實習教師沒有被教授迴響，男外，從指導教授迴響的471

篇文章中，迴響的時間與實習教師發表的時間相隔7天以內的有4日篇佔88% (如

表5) ，其中更有114篇 (24%) 為當天立即性的回應，有的甚至僅相隔僅l小時左

右:

這次的活動......感受到學生可愛的一面，以及師生一同學習的樂

趣，自然而然師生之間像朋友一樣， 讓我體會到了教學相長的快樂。

(20040911 / B.PT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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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September 11 , 2004 10:28 AM發表一篇文章，指導教授於當日11 :56

立即予以回應:

這真的是一次不錯的研習活動。而採用隊對隊的比賽方式，這在很多

學科的奧林匹E 比賽也常見，有很好的效果。教學是可以用的

( 2004091 1 / B.PO 1)

表5 指導教授迴響的時間與實習教師發表的時間相隔天數統計表

-------
二、實習教師對輔導環境ePLACE的看法

(一)對以教師專業知識為中心的看法

1.網路課程所提供的內容對實習有助益

有78%的實習老師認為「網路課程對大家的實習很有幫助J (如表6) .而幫

助的程度(如表7)依序為:旬-1生物教材分析 (80% .項目3) 、九年一貫(9y

1)課程 (68% .項目1)、分段能力指標等(62% .項目2) 等;相對地，從表8

亦可得知，因為本研究對象是生物科實習教師，因此9y-l理化教材分析 08% .項

目的、 9y-l地科教材分析 (14% .項目5) 、 9y-l生活科技教材分析(24% .項

目 6) 對實習就沒有太多的助益。以下是一些實習教師的看法:

網路資訊內容於教學對生物課的進行與了解很有助益 ... (20050422 /

Q.PT25 )

教材分析的部分很清楚可以讓我很快的理解各單元的重點與教學目標

( 20050422 / (之PT3 2 )

九年一貫課程介紹 -幫助我比較快速地融入現行園中教學，並幫助我思

考新制度與舊制度之間優缺點的比較 .. (20050422 /巴 PT33 )

表6 網路課程的意見調查結果 (n=62)

Septe心er.2010 臼叫樹yE恥ation 買地9E;



表7 最有幫助的網路課程排序結果 (n=62)

= ;:..= 4個自

九年一貫 (9y-1 )課程介紹 68% 2

立己i 分段能力鯽.+大基本能力，鵬總
B向

62% u 3

3 的-1 生物教材分析 80%

亡TI~喇嘛分析 II 18% II 8意 3

5 9y-1 士也科教材分析 14% 9

己口[]判生活科技糊糊 II 24% II 7

7 9y-1 鄉土教材編寫 34% 4

t口! 9y-1學校祕醜蹦蹦棚種 II 26% IC 6

9 9y-1 教學貨時介紹 32% 5

C且[jy-1教學辭靈蜘 II 24% II 7
開電 巷尾

毛 講會有亨，有nW發萬熱罰吋駕"司 、 哼唱 ，，，?計?哥們嘿，即 i

註: 9y-l是指九年一貫

2. 課程討論能促進知識的增長及岡儕間的互動

實習教師對在討論版中討論的看法如表8 . 83% (非常同意+同意)認為「回

覆同學所提的問題，讓我學到更多的知識J (項目4) 、 78%同意「透過討論區可

以幫我解答教學上的疑惑J (項目6) 、 76%則表示「在討論版中表達自己的看法

可以增進阿齊間的主動J (項目7)。在問卷中有實習教師表示:

因為討論的內容常常與學科或教學遇到的困難有闕，透過討論的方式可以

給自己一些幫助...... (20050422 / Q.PT 17 )

透過線上非同步討論，能了解別人在實習上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20050422 / Q.PT36)

課程討論千里有許多同學們辛苦查詢的知識，對教學非常有幫助

(20050422/ Q.PT45)

表8 對課程討論的意見調查結果(n=62)

項次 項目
非常 無不非常

同意同意 意見同意不同意

我喜歡在討論版內提問(posting) 問題 13% 31% 53% 2% 2%

日izzzzggES所棚(例)的鬧大師|回回回回回
3 我喜歡在討論版內回覆 (replying) 同學所提間的問題 8% 44% 45% 2% 2%

自!我帥，問學所鍾的問妞，饋謗，到更多的婦" 可昆虫由司巨盟昆虫 imi
5 我萬寶宜在討論版內瀏覽 (browsing) 討論的內容 27% 44% 24% 2% 3%

口][!麓，還制制可以幫糊糊，上的騙 iE詔區到自萄巨眉立玄 3
7 我認為在討論版表這自己的看法可以增進同儕間的互動 16% 60% 19% 2% 2%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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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以實習教師為中心的看法

1.實習歷程網站的建置有助於個人化資訊的彙整

從問卷中得知(如表 9) .大部份實習老師( 88%) 認為「教學資源的建立，

對教材蒐集、分析與整合的能力有幫助 J (項目 8) 、 80%表示「透過實習網站的

的建立及分享，提供彼此觀摩、相互學習的機會，對實習知能的提昇有幫助 J (項

目 10) 、七成以上認為「透過實習網站的建置，對實習學校的校史、地理位置、教

學設施、社區教學資源及組織結構的瞭解有幫助 J (項目 1 ， 2 ， 3 ， 4) 。

製作歷程檔案網頁，不僅可以了解實習學校的教學資源、學校的運作方

式，也可以幫助我了解校內的活動...... (20050422 / Q.PT51 )

自己的研習資料很多，但缺乏統整﹒可以透過實習歷程網站做一個整理

( 20050422 /巴 PT43 )

2.實習歷程網站的建置有助於資訊科技能力的提昇

另外，從表9亦可得知，有84%認為「建置實習歷程網站，對資訊科技能

力的提升有幫助 J (項目 I I )。實習教師表示

讓我可以從完全不僅網頁製作，進而對這方面產生高度的興趣.....

(20050422 / Q.PT43)

為了實習，我花了很多時間，讓我對作網頁有了更進一步的能力...

( 20050422 / Q.PT61 )

表8 對建置個人實習歷程網站的意見調查結果 (n=62)

「項次| 題目 11111 品(也|語音|詩 I
透過實習網站的建宜，對你(妳)隙解實習學校的校史

32% 47% 19% 2% 0%
是否有幫助?

II 遭遇...錯的重E ﹒對你(~)更眩，厚實 .e峻的地 1134961131961[ 2496U 5% II 096
2 理位E及轍，毆S僅是否有能幫助?

透過實習網站的建聾，對你(妳)瞭解實習學校的社區
18% 50% 23% 6% 3%3

教學資源是否有幫助?

II 這遍...饋的..﹒對你{蛤) -，解學校的組-構 1131961145961119962J 396 II 296
4 是否會幫助?

合作學習教學網頁的建宜，對你(妳)的合作學習教學
18% 48% 27% 3% 4%5

知能是否有幫助?

H傳統..教司，個頁的..﹒It你(你)的傳統學習轍"11239611419611269611 396 111%
6 徊，區是否有幫助?

教學資海 (CK 、 PK 、題庫)的建立，對你(妳)的教
26% 50% 18% 2% 4%7

學是否有幫助?

II 教學費濁的建立，對你(蝕)教材寬，龍、分析與重舍的 11329611569611 89611 296 II 296
8 能力是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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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血 1.1品|普通--話 I
指定作業(教材分析、課文改寫)的練習，

56% 19% 2% 2%
重編教材的能力是否有幫助?

r竭即輯翩翩俑，帥翩翩、胞們以 1156%1119 ，， 1[1;61 1 0"
'的..'對實，個衡的扭轉是否有幫助? Il 叮"'11叩'VII 呵 'VII .'V I
建買賣習歷程網站，對你(妳)使用資訊科技能

13% 3% 0%
升是否有幫助?

用仔

(三)對以國饋評量為中心的看法

1.使用 Blog平台進行反思很容蜀，而且非常值得

從問卷結果(表 10 )我們發現，大部份的實習教師表示「我相信在 Blog上進行

反思是值得的 J (98%' 項目 3) 、「我認為在 Blog上進行反思很容易 J (90%'

項目1)、「我認為在日log上進行迴響很容易J (91%' 項目2) ，以下是實習教師

的看法:

我真的非常喜歡blog的反思，現在人很少有機會靜下心想自己每天的所作

所為( 20050422 仁2..PT25)

在 Blog上進行反思 等於在幫助自己回顧自己的教學或是經驗

( 20050422 / Q.PT58 )

把自己的實習生活公開 ...也知道其他人的實習日誌有同舟共濟的感覺

( 20050422 / Q.PT62 )

2. 在Blog平台接受他人的回饋能督促實習教師更進一步的反省教學實務

另外，超過九成的實習教師表示， r 我發覺在 Blog上進行反思可以讓我重組實

習的經驗 J (92%' 項目 5) 、「我認為在 Blog上進行反思有助於我的教師專業成

長 J (93%' 項目的

指導教授的迴響提供我再省思的新起點，因為我會侷限在自己的想法上

( 20050422 /兒.PT10)

老師們的迴響往往會一語切中要點，提供我更進一步的反省(20050422 /

Q.PT14 )

實習指導教授的迴響可以讓自己更進一步的反思，有時候還可以發現自己

沒有想到的層面 (20050422 /已 PT59 )

~92告中，教育科1巷草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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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對使用810g進行反思與迴響的意見調查結果 (n=62)

項次 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我認為在Blog上進行反思很容易 21% 69% 10% 0%

自|發鷗在筒。g土呵翩翩 ]I 18%II73%II5% If 4%ii
3 設相信帥"呵上進行反思是值得的 26% 72% 2% 慨 i

仁臼i車喜歡周勵dE鈕，'的醫勘滴滴 If 19%II55%I[23%II 撕開

5 我發覺在Blog上進行反思可以讀我重組實習的經驗 24% 68% 6% 2%

亡已!我..賽8均上進行反應有助於窮的教師專黨成長 II 19% ]I 74% lOB IC::W J
7 未來我會給續透過Blog來記錄教學上的點點滴滴 15% 68% 15% 2% 1'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 ePLACE的建置過程、研究對象在 ePLACE 中參與的情形及對

ePLACE的看法，以提供師資培育機構之參考，研究結果僅反映本研究所蒐集的資

料，故不宜過度引申。結論敘述如下:

1. ePLACE能提供指導教授與實習教師虛擬互動的管道，突破時空的限

制，給予實習教師較多的協助

為能充分發揮指導教授在實習活動中兼具輔導與指導的角色，以提供實習教師

較多專業知能上的協助，本研究運用網路溝通工真blog平台、討論區，讓指導教授

能提供實習教師立即性的回饋。從研究結果顯示，指導教授隨時針對實習教師的反

思日誌進行回饋，對日誌的內容或鼓勵打氣、或督促反思、或提供教學、導師、行

政工作上的建議。以Blog為例，從數據分析顯示，實習教師的反思日誌中的迴響

約有的%是來自8位指導教授，其中有24%是指導教授在當天立即性的回應;從統

計數據中亦顯示，的位實習教師的日誌被迴響的有61人，也就是約有94%的實習

教師在虛擬環境中接受指導教授的指導。

2. 對ePLACE的感受，實習教師多持正面的看法

實習教師覺得網路課程對大家的實習很有幫助，特別是生物教材的分析;在

討論區上與同儕討論問題除了可以解答教學上的疑惑促進學科知識的增長外，更可

以增進同儕間的互動;而透過實習網站的建立及分車，提供彼此觀摩、相互學習的

機會，有助於個人化資訊的彙整及資訊科技運用能力的提昇;另外實習教師認為在

Blog上反思、迴響及閱讀同儕的文章有助於觀摩他人的實習心得與經驗，且能更

進一步的督促自己反省教學實務。

S叩t岫肌 2010 S配叮當yE恥ation ~93還



3. 實習教師在ePLACE中的參與程度有兩極化現象，且對話情形有逐月

銳誠的態勢

實習教師在ePLACE中所參與的項目包括網路課程、線上討論、製作歷程檔

案以及在Blog上撰寫日誌，從研究結果顯示，實習教師的參與情形有兩極化的現

象，也就是說，有一部份實習教師認真積極地使用線上課程、參與課程討論、撰寫

日誌與迴響，以及製作個人實習歷程網站，另一部份則是不參與或極少參與討論，

例如實習教師在Blog上撰寫日誌篇數最多者為122篇，最少者僅1篇，迴響最多者

為82篇、最少者為0篇(見表4) ;另外，從研究結果亦可以看出，實習教師在討

論區與Blog的迴響篇數在實習接近尾聲時，有明顯減少的趨勢，雖然在研究的過

程中嘗試以教授迴響、排行榜、佳文推薦、 email追蹤提醒等策略鼓勵實習教師撰

寫日誌或討論，但時間因素是實習教師普遍需要克服的問題，尤其是到了實習下

半年，對實習環境較為熟悉，實習工作也較上軌道，加上開始正式上台授課並帶領

班級，及教師甄試的時間也愈來愈接近，種種因素使其重心轉移，因此在討論區與

Blog中的互動才會逐月減少。

二、建議

本研究從資訊科技支援的角度提供實習教師另一種專業成長的管道，研究結果

顯示實習教師肯定輔導環境ePLACE對專業知能成長的幫助，但根據本方案的實施

經驗及實習教師的回饋，仍有改進的空間，提出以下建議做為參考:

1.邀請資深教師加入數位化輔導環境，協助回應實習教師的文章

Hatton and Smith ( 1995)指出，反思能力的培養需要大量的同儕互動並配合

資深教師的指導。從研究結果得知，雖然有的%的迴響文章來自指導教授，但仍有

部份指導教授教學與研究工作甚為忙碌，限於時間未能提供建議，有實習教師就表

示，因其在Blog上反思日誌沒能得到立即性的迴響，而影響其繼續寫作的意願，

他們非常希望所發表的文章或問題能儘快得到教授的回應。 Cavanaugh (2004)

則提到，教師應快速回應學生的表現，若學生沒有得到快速回應，那麼其發表動機

便會大大降低。因此未來應邀請資深教師，以個案或小組輔導的方式進行即時性的

迴響，一方面可增強實習教師撰寫反思日誌的意願，另一方面也可藉由資深教師豐

富的教學經驗針對日誌內容給予澄清、解釋與引導，不僅能促進實習教師反省思考

的深度，更可當下解決其實習上所過到的問題，如此實習教師才得從中受惠。

2. 實習教師定期拍攝教學視訊檔並置於網路，提供合作回饋與評量的機會

本研究發現，實習教師認為實體環境的輔導對其專業知能的成長較有幫助，因

此虛擬網路的輔導措施除提供資料分享、討論互動外，應思考如何提供實務面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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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Marx等人(1 998 )建議，透過寫作與針對自己教學影帶進行反省等方式，可

以提供教師彼此合作回饋與評量的機會，促進其專業成長; Hennessey (2003) 、

Lee and Wu (2006) 也有同樣的論點。近年來，影音科技進步快速，手機、數

位攝影機拍攝方面，而不論是運用現成的網站如youtube 、 google video 、 yahoo

video 、一般影音部落格或是自行架設影音網站，均可提供網路空間置放實習教師

自拍課堂教學的視訊檔，然後針對教學實務視訊檔進行自評、同儕互評、指導教授

及輔導教師評量等。

3. 探討影響實習教師在ePLACE中參與的因素，並尋求策略予以引導

本研究結果指出，實習教師在ePLACE中的參與度有兩極化現象，且對話情形

有逐月銳減的態勢，未來研究應可進一步瞭解參與程度是否與教師專業成長有必然

的因果關係，另外亦可探究造成實習教師不參與ePLACE中各式討論的因素，以及

對話熱度降低的原因為何，並擬訂相關策略鼓勵及督促實習教師參與討論，以能提

供更多的協助，輔導其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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