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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網際網路已經深入我們的生

活，更對教育產生巨大的衝擊，學習者成為主

導學習活動的重心，如何將龐大的資訊資料結

合網際網路的特性，展現在不同的學習者面

前，成為現今教育的一個重要挑戰。 

在缺乏「約束力」的網路學習環境下，

許多學習者沒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毅力，造成

大量的學員流失，耗費虛擬學員的人力與網路

資源，影響學習活動品質與學習社群經營甚

鉅。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網路學習（Lain）工

作室，依照探究式專題學習的理念，建構一個

網路上的虛擬學習環境，提供給中學生暑期主

動在網路上尋求合作夥伴，做探究學習的機

會，並將其成果做網路上的科展，達到互相切

磋觀摩的目的。 

本文利用2001年暑期的第二屆探究式專

題學習活動的歷程檔案，針對流失學員的特徵

做分析，企圖了解台灣地區中學生利用暑期做

網路主動學習的困難與阻礙，進而設法調整網

路平台與學習活動的規劃，改善中學生從事科

學學習活動的效果。 

關鍵詞：探究式學習，網路學習，歷程檔案，

大氣科學 

一、前言 

網路時代的來臨，使電腦成為人與人溝

通的重要工具，暢通的網路成為資訊交換與共

享的媒介，由覦它打破了時間障礙，且具有高

度的連結性，網際網路已經深入我們的生活，

更對教育產生巨大的衝擊，學習者成為主導學

習活動的重心。 

傳統的課堂學習環境下，依教科書的內

容以及教師的專長，做為施教的依據與安排，

學習者沒有選擇或拒絕的權利，然而，對於不

愛受限制的e-世代年輕學子，只好祭出違規的

翹課或消極應付等策略，造成教師常常感到失

望與無奈，長期的「教者無趣、學者無味」之

結果，學習成效就顯得低落。 

國外許多著名教育學者如 Dewey, Bruner

或 Rogers 卻都倡導學生主動的學習，Dewey

主張知識不能直接吸取，應該從經驗中獲取，

教師的工作不是講授知識，而是從旁協助學生

建構知識。Bruner認為學習的過程裡，學生應

居於主導的地位，主動探索新知識、自行管理

學習行動、自我建構知識，如此方可增強學生

內在的學習動機，因而提高學習的效果。

Rogers強調學生自發性參與學習活動，排除學

習的外在障礙，並能從做中學。換句話說，他

們都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主宰學習的成效。就

科學的學習來說，工作態度的養成，應該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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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的重點。（Yarnall, and Yasmin,1996） 

網路學習很可貴的是學習者可以依自己

喜愛以及時程安排，來選擇最適合的教材與學

習方式，這樣『主動』與『主導』的學習環境，

較符合學習者的需求與教學原理。 

然而，往往有許多學習者，沒有強烈的

學習動機之下，因一時的想法或環境氣氛所驅

使，報名了學習活動，經過數日之後，就無法

再繼續『主動』的學習，由於網路學習對學習

者沒有「約束力」，造成大量的學員流失，耗

費虛擬學員的人力與網路資源，影響學習活動

品質與學習社群經營甚鉅，追蹤探討學員「流

失」的原因，並設法降低學員的流失量，將成

為建構虛擬學園與規劃網路學習活動的重要

課題。 

培養科學家的學習態度與工作行為是科

學教育的重要指標。目前網路提供大量的知識

題材，給學習者瀏覽參考，學習者迅速取得資

料後，往往『剪』、『貼』、『重組』各種網路訊

息，以應付課堂教師的要求，這樣的學習過

程，養成查詢網路訊息（Information）的能力，

卻不懂得『綜合』、『整理』、『歸納』、『驗證』，

以完成有主張、有想法的知識（Knowledge），

完全喪失了科學教育的目的。 

Basili and Sanfold (1991) 強調探究式專

題學習的科學學習方式，它針對特定的生活化

主題，模擬科學家解決問題的方式，在學習輔

導員的協助下，進行主動的學習。透過這樣的

學習過程讓學生能分享彼此的知識與能力、能

培養合作協調的能力、能習得解決問題的方

法。 

探究式專題學習特別強調後設性知識

（Metaknowledge）的攝取，強調有意義的學

習，希望學生從學習的過程裡獲得合作學習、

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等知識。因此學生學習過

程的觀察、指引就非常重要，也成為此種學習

方式的評量重點。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網路學習（Learning 

Atmospheric-sciences via InterNet , 簡稱 Lain）

工作室，依照探究式專題學習的理念，建構一

個網路上的虛擬學習環境，提供給中學生暑期

主動在網路上尋求合作夥伴，做探究學習的機

會，並將其成果做網路上的科展，達到互相切

磋觀摩的目的。 

由於這是暑期舉辦的網路上主動學習的

活動，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壓力，學員們憑著的

毅力與求知的企圖心，來完成長達六週的學

習，許多學員在這漫長的學習過程中流失了，

在去年（2000 年）的首屆網路上探究式專題

學習活動（Chen and Jiang,2000），共有 754位

學員註冊而最後完成全部作業者只有 171

位，流失比例高達 77%;今年（2001年）的第

二屆學習活動，我們做了許多活動規劃與網站

平台設計的調整與努力，在 416位註冊學員中

仍有 216位流失，流失比例仍達 52%，尚有很

大的待努力與改善的空間。 

本文利用2001年暑期的第二屆探究式專

題學習活動的歷程檔案，針對流失學員的特徵

做分析，企圖了解台灣地區中學生利用暑期做

網路主動學習的困難與阻礙，進而設法調整網

路平台與學習活動的規劃，改善中學生從事科

學學習活動的效果。 

 

 
圖一：Lain 探究式學習虛擬教室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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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ain的學習環境與網站規劃 

Lain探究式專題學習的虛擬教室，網址

為 http://lain.atm.ncu.edu.tw ，網站首頁如圖一

所示，任何人都可註冊進入大氣學園的。 

檢討過去四次學習測試與第一屆網路科

展的活動得失（Jiang et al.,2001; Chen et al., 

2001a,b），來改善與設計第三版Lain 的學習環

境架構（如圖二所示），主要分為網站平台、

學習活動與成果展示等三大部分﹐網站平台提

供虛擬的合作學習環境﹐支援探究式學習活動

使用﹐而學員的作業與作品用來作為強調歷程

檔案之另類網路科展的題材。 

 

 

 

 

 

 

 

 

 

 

 

圖二：Lain 的學習環境架構 

 
網站平台包含探究式學習模式、大氣知

識概念圖、觀測資料數據庫、學習使用手冊與

學習氣氛經營等。 

(1) 探究式學習流程 

學員依學習單的要求完成學習活動。學

習單按四站六階段的 Z圖(如圖三所示)劃分

(Jonassen,1997；Brem & Rips, 2000；陳斐

卿與王宏仁, 2001；Chen et al., 2001a,b），

四站為引發動機、假設策略、蒐集資料、結論

討論等，六階段為各提觀點、彙成假設、形成

策略、撿選變數、轉化資料與驗證假設等，每

階段包含一個主要任務，以及四項討論活動要

求。每週進行一個階段，星期一到五組內討

論，完成各階段的任務和要求，週末(六、日)

進行小組間互相評分。 

 

 

 

 

 

 

 

 

圖三：探究式學習流程－Z圖，四站為引發動

機、假設策略、蒐集資料、結論討論

等，六階段為各提觀點、彙成假設、

形成策略、撿選變數、轉化資料與驗

證假設等 

(2) 大氣科學知識概念圖－「LAIN百科」 

融合概念圖在輔助學習與自我評量的效

果，來協助學習者很快地認識大氣科學的全

貌。另提供同學們搜尋工具，學習者可以鍵入

想要查詢的關鍵字或詞，迅速地查出在 Lain

百科中所有的相關網頁，以方便學習者學習。 

(3) 觀測資料個案數據庫 

收集了「鋒面過境」、「颱風侵襲」、「台

東焚風」、「屏東落山風」、「雷陣雨」，以及日

夜溫差很大等許多個案的氣象觀測資料。 

(4) 學習使用手冊 

協助學員在學習的過程中學得更好，更

快瞭解網路探究式學習活動的流程，各階段的

任務是什麼，以建立討論和實證分析的好觀

念。 

(5) 互動學習環境 

提供公告、熱門話題、網站統計、討論

看板、每週話題、主題新聞與學輔日記等工具﹐

增加學習者的活潑學習﹐以醞釀好的學習氣

氛。 

三、第二屆網路探究式學習活動設計 

第二屆網路上探究式學習活動自 2000

年6月15日起至7月8日止在網路上招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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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以「台灣地區夏季的天氣」為本次活動學

習主題，分設五個子題：  

甲、颱風在巴士海峽時，台灣各地天氣有何不

同？ 

乙、發生西北颱時，台灣各地天氣有什麼不

同？ 

丙、午後雷陣雨前大氣有什麼徵兆呢？ 

丁、台東發生焚風時，高空大氣有什麼特徵？ 

戊、雲量的多寡會影響氣溫的日夜變化嗎？ 

檢討網路學習社群理念，特別設立十位

網路上學習輔導員﹐他們都是中小學教師﹐其

中五位是地球科學專科教師﹐五位是國文、音

樂、公民、英文、自然等老師﹐透過學輔經營

策略，與凝聚社區意識的機制設計來提升學員

的學習效果。探究式學習的時程如表ㄧ所示。 
 

表ㄧ：探究式學習的時程表 
週

次 
日期 階段 說明 

一 7/09~7/15 各提觀點 從個人經驗中提
出各自的想法 

二 7/16~7/22 彙成假設 綜合各人觀點提
出小組的假設 

三 7/23~7/29 形成策略 考慮驗證所需的
變因作出詳細的

計畫 
四 7/30~8/05 揀選變數 在證據圖書館的

資料中找出適用

的數據 
五 8/06~8/12 轉化資料 運用圖表呈現出

數據資料各種不

同的意義 
六 8/13~8/19 驗證假設 依據數據或圖表

呈現的意義，說

明假設被驗證或

被推翻的結果 

 
四、流失學員之特徵 

第二屆暑期網路上探究式學習活動共有

416位（男 120人，女 296人）中學生主動註

冊參與學習，他們來自全省各地，分布情形如

圖四所示，屏東縣最多人，其次是台北縣市、

南投縣、桃園縣、高雄縣市與彰化縣等，他們

自行決定主題，再依學前的大氣專業知識與數

據資料的使用能力測驗成績均勻分隊，每隊 6

人，組成 71 隊。 其中甲組有 9 隊、乙組 10

隊、丙組 31隊、丁組 11隊與戊組 10隊。 

 

圖四：註冊學員分布圖 

經過六週的網路上討論學習並合作繳交

作業，最後由各隊伍的學員依合作的情況自行

決定淘汰名單，結果有六隊沒有完成學習交出

最後的作業，完成全部作業的 65 個隊伍中也

流失了相當多的學員。得到結業證書的只有

200人（男 35人，女 165人），換句話說，流

失學員有 216人（男 85人，女 131人），男學

員的流失率 71%，女學員的流失率 44%，平均

流失率 52%，去年暑期的第一屆學習活動共有

754人註冊﹐171人結業，流失率高達 77%，

顯然今年的各項活動設計，有了大幅的改善以

防止學員的流失，當然我們也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 

流失學員分布如圖五所示。註冊人數不

多的花蓮與嘉義都沒有流失，雲林縣的兩位學

員卻全部流失了。流失率較高的是台南的

90%、桃園的 84%與南投的 71%，流失率較低

的是屏東的 33%與新竹的 37%。由於屏東女中

的行政配合，把本項學習活動作為學校推薦的

暑期輔導活動之一，加上地科老師大力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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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造成屏東的多人註冊與低流失率的好

成績，值得推廣網路主動學習活動的借鏡。 

 
圖五：流失學員分布圖 

 

流失學員最後一次出現在網站的時間統

計如圖六所示，有 67位（佔流失學員的 31%）

學員註冊後就從來沒有到他所屬隊伍之討論

區參與討論的紀錄，29 位同學再第一週出現

後就流失了，39 位參與假設的形成後流失，

30 位在第三週後流失，在第四、五週才放棄

的的人較少，分別是 14人與 10人，而到最後

一週還沒放棄﹐但被同隊的隊友判定沒有貢獻

而淘汰出去的竟然還有 27人。 

流失學員最後出現週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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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流失學員最後出現在網站的時間 

 

很顯然的，許多中學生看到或聽到新鮮的

事物，就馬上決定要試試看，但有一半以上的

學生無法堅持到最後。針對這些半途而廢的學

生而言，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竟然一開始就放

棄了，我們無法了解他當時報名註冊的動機。

大於一半的人在過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困難

與挫折後，逐漸悄悄地離去。約有八分之一的

學生，雖然在過程中參與很少，但在最後的一

週還會關心自己曾參與的團隊的榮譽與責

任。這多少反應出 E-世代年輕人處理新鮮事

物，以及解決問題過程的現象，值得規劃主動

學習環境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活動者斟酌參考。 

統計 71 個隊伍的討論區所發言的則數

（如圖七所示），六週共發言 24130則。 

討論看板發言總則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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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71個隊伍討論區發言總則數逐週變化 

 

第一週各學員互相認識隊友，學員對網路

上探究式學習環境了解不多，有些新鮮有趣有

些卻迷茫不解，而且本週的作業是從個人經驗

中提出各自的想法，容易發揮，因此，發言的

很多，多達 6975 則。隨後有意義且較長的發

言雖然顯著增多，但由於作業的困難度提高，

且有些學員逐漸流失，發言的則數漸減，第二

週的『綜合各人觀點提出小組的假設』，有 4387

則發言討論；第三週的『考慮驗證所需的變因

作出詳細的計畫』，有 3309則發言討論；第四

週的『在證據圖書館的資料中找出適用的數

據』，有 2868則發言討論；第五週的『運用圖

表呈現出數據資料各種不同的意義』，有 2560

則發言討論。第六週的『依據數據或圖表呈現

的意義，說明假設被驗證或被推翻的結果』，

這是要做修改與結論，並綜合討論，以完成完

整的探究學習，因此發言又多了許多，共有

4031則發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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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的討論區之發言除了結業學員的討

論發言之外，還有流失學員與十位學輔的發

言，圖八是每週學員與學輔發言人數與則數的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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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每週學員與學輔發言人數與則數的統計 

 

第一週的完成學員有 186 人發言 5161

則（平均每人發言 27.7 則），流失學員有 114

人發言 1463 則（平均每人發言 12.8 則），10

位學輔發言 351則（平均每人發言 35.1則）；

第二週的完成學員有 183人發言 3514則（平

均每人發言 19.2則），流失學員有 105人發言

634則（平均每人發言 6.0則），學輔發言 239

則（平均每人發言 23.9則）；第三週的完成學

員有 173人發言 2682則（平均每人發言 15.5

則），流失學員有 64人發言 302則（平均每人

發言 4.7 則），學輔發言 325 則（平均每人發

言 32.5則）；第四週的完成學員有 176人發言

2329則（平均每人發言 13.2則），流失學員有

38人發言 126則（平均每人發言 3.3則），學

輔發言 413則（平均每人發言 41.3則）；第五

週的完成學員有 160人發言 2068則（平均每

人發言 12.9則），流失學員有 23人發言 60則

（平均每人發言 2.6則），學輔發言 432則（平

均每人發言43.2則）；第六週的完成學員有199

人發言 3653 則（平均每人發言 18.4 則），流

失學員有 27人發言 89則（平均每人發言 3.3

則），學輔發言 289 則（平均每人發言 28.9

則）。 

熱忱認真負責的學輔們，每週都在每一

隊伍的討論區中參與討論，平均發言高達

30~40則，完成學員也維持在每週 13~20則的

發言討論，而流失學員卻從每週的 13 則降至

3則左右。可見踴躍參與討論，是維持學習的

毅力，與對團隊向心力的重要關鍵。『鼓舞學

生敞開心胸且敢於發言？』，是每一位提倡主

動學習活動的工作夥伴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接下來我們看看每位學員在這六週的總

發言則數（如圖九所示），除了 67位從未發過

言的流失學員外，發言少於 20 則的完成學員

有 18人流失學員有 108人；發言 21~40則的

完成學員有29人流失學員有24人；發言41~60

則的完成學員有 30人流失學員有 10人；發言

61~80則的完成學員有 24人流失學員有 3人；

有 18人發言超過 200則，其中竟然包含一位

流失學員，這是相當有趣且特別的個案，值得

深入了解。 

完成學員與流失學員發言則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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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六週完成學員與流失學員發言總數統計 
 

五、結論 
 

透過第二屆網路上Lain 探究式專題學

習活動的216位流失學員特徵的初步分析，我

們發現有幾件顯著的特徵，值得提醒大家注

意： 

1. 願意參與網路上主動的探究式專題學習之

女學生要比男學生多很多。 

2. 男學員的流失率（71%）比女學員的流失率

（44%）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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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失率的多寡沒有城鄉的差異，也沒有南北

差異，它可能與學校與家長的支持程度具有

較大的關係。 

4. 相當多的學生想嘗試新的學習環境與方

式，但有相當大比例（約六分之一）的學生

卻註冊後完全沒來參與。 

5. 部份學員反應學校輔導課程繁重，可能是造

成無法兼顧網路學習的原因之一。 

6. 不熟悉電腦操作、網路使用以及探究式學習

流程是短時間內難以克服的問題，因此選擇

放棄參與。 

7. 大多數流失學員都不太敢主動發言參與討

論，錯失在團隊中貢獻的機會。踴躍參與討

論，是維持學習的毅力，與對團隊向心力的

重要關鍵。 

由於本次活動才剛結束，許多資料尚在

整理中，我們將針對流失學員的問卷以及他們

在討論與學習的歷程檔案，做詳細的分析，來

探討造成學員遭遇困難與放棄學習的關鍵，設

法調整網路平台與學習活動的規劃，改善中學

生從事科學學習活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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