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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究某國小六年級兒童進行三個月的小組合作「專題網頁」製作，

從合作學習、討論互動、檢視反思的學習過程，彼此提供鷹架、建構

網頁、修正內容等情意、技能與認知學習的情形，及兒童的學習心聲。

研究初期，研究者係配合國小電腦課程進度，根據兒童在文書處理、

網路搜尋、網頁設計等電腦實作資訊素養方面，建議兒童選擇能力相

當的小組成員；研究小組成立之後，研究者即指導兒童從學校與社區

生活中，選定同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分工建立研究資料，合作生產知

識。兒童在建構「專題網頁」的過程，除需搜尋資料、進行訪問、轉

譯錄音、統整結果，尚需按時提報進度、檢視資料、整理內容與分享

心得。研究結果發現：（一）兒童經由虛擬的電腦網際網路而進行「專

題網頁」製作，係統整各學科的學習知能與概念；（二）在明確的小

組合作分工與網頁實作規劃下，兒童充分發揮鷹架支持而增進建構

「專題網頁」的學習效果；及（三）兒童從分工合作的「專題網頁」

製作過程，在主題內容認知、網頁製作技能方面，同時獲致了成就感

與挫折感。此外，本研究展現行動研究精神，從小組合作與鷹架理論

的觀點，以「專題網頁」製作初學者的蛻變為例，詮釋了兒童在「專

題網頁」製作過程不斷循環之互動成長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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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詞：專題網頁、合作學習、鷹架行為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當人們大步迎向資訊時代，教學上應用電腦科技來協助處理與推

展各項業務工作，已是時勢所趨。作者在國小擔任六年級的級任老師，

面對資訊科技的衝擊，所抱持的教學信念，無非是能與兒童共同學習、

教學相長，並能感受學習資訊媒體過程的自信與樂趣；因此，便希望

在每週各一節的導師時間及社團活動課裡，提供兒童在資訊學習上足

以應用的知能，並從中引導兒童「專題網頁」製作的經驗，進而聚焦

主題而生產知識，並激發兒童主動探索資訊世界的興趣。 

在本研究中，「專題網頁」（specially web）是指：於學習基礎電

腦文書處理及網頁製作技巧之後，由兒童依據討論出來的研究主題（專

題），而進行小組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從小組互動討論、

整理討論紀錄、蒐集文獻與相關資料、進行訪談與照相、網頁編輯與

上傳資料、修正與美化網頁、瀏覽與檢視網頁等等，到最後在「專題

網頁」上完整的呈現研究結果；係發揮了兒童合作學習和鷹架行為

（scaffolding）的理念，在實際討論互動與虛擬環境建構過程，提供

兒童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因此，探究兒童在「專題網頁」製作的分組

學習情形，能協助詮釋國小教學活動多元化，在兒童學習過程的意義。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當兒童從小組合作製作「專題網頁」過程建構了心中的學習地圖

時，他們的學習情形是怎樣的？他們的學習過程又表現了哪些特性？

有哪些是來自兒童的學習心聲呢？因此本研究目的為: 

一、 探討兒童製作「專題網頁」過程的學科統整學習，並分析學習能

力遷移的情形。 

二、 詮釋兒童製作「專題網頁」過程的合作互動與成長改變，並分析

兒童的學習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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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從文獻探討過程可發現，兒童在製作「專題網頁」的實作學習過

程，師生雙向互動或兒童鷹架合作所獲致的成長與改變經驗，比來自

教師單向的知識傳授更能激發兒童主動學習的動機與知識建構的能

力。  

第一節 「專題網頁」在兒童學習上的角色 

電腦資訊網路科技突飛猛進，圖書館的經營理念日新月異，在多

媒體與電腦科技的結合下，國小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圖書館的

功能與電腦教室的功能在互相搭配下，兒童在學科學習的過程，已可

經由網路超媒體的文字、視訊、聲音、影像和高品質的互動介面，快

速的檢索與彈性的儲存所需要的資訊。因而，資訊世紀的國小教育目

標，已轉變成培養兒童主動運用本身的知能來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其中包括了家庭生活、學校生活與社區生活；所以，兒童除了要具備

運用傳統圖書館資源的知能，尚需具有「學習如何學習」的知能。而

此種「學習如何學習」的知能，即是「資訊素養」（賴苑玲，民 88）。

此外，兒童要有終身學習的「資訊覺醒和批判」，以及由內而外的溝通

技能，並具備以下五種技能，才能掌控自我學習，也才能成為學習社

會中的資訊人（曾雪娥，民 88）。例如：發現資訊、選擇資訊、運用

資訊、組織資訊以及整合資訊。製作「專題網頁」，便是一種開啟兒童

發揮「資訊素養」，主動建構知識的學習方式；也是發揮網路網際資訊

交流與資料庫建立與分享的方式。 

 

第二節 合作學習是建構「專題網頁」的途徑 

在國小兒童的電腦學習過程，建構一個「專題網頁」，能發揮網

路網際資訊交流與資料庫建立與分享的方式。在建構「專題網頁」的

過程中，兒童係在一種網際網路合作學習的情形下，因此為了有效發

揮其學習功效，網路合作學習環境的規劃和設計，應加以考慮。例如

（O’Malley, Scanlo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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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建構一個讓所有兒童能共享表現環境。 

二、 所有的兒童都有共同的機會參與活動及做出貢獻。 

三、 設計適當的呈現方式與工具，以促進學習。 

其原則為（Riel,1989）： 

一、 網路合作學習必須要有一群參與者，同意完成一項特別的

任務。 

二、 網路合作學習的參與者間係以一對多或以多對多的互動關

係為主。 

三、 要有穩定而容易使用的網路工具，並能提供成員使用網路

系統的外在誘因，例如低收費、責任或要求。 

四、 應有領導者或協調者，以帶領、監督及促進小組的互動。 

 

第三節 經由同儕鷹架行為而生產知識 

教師在指導兒童製作「專題網頁」過程，可引導兒童經由小組合

作與同儕鷹架學習而完成建構與生產知識的活動；其中，教師應扮演

的角色為：引導者和支持者、學習的積極參與者、促進者以及評估者。

鷹架行為具有下列的成分與目標（Berk,& Winsler,1995，谷瑞勉譯，

民 87）: 

一、 聯合的問題解決（Joint problem solving）：兒童必須參

與在有趣的、具有文化意義的、能運用合作來解決問題的

活動中；因為，兒童可以學習得最好的時候，是當他們與

別人合作，並積極從事問題的解決時。 

二、 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相互主觀性」是一個

過程；參與活動的人，藉著商量、妥協與討論，從剛開始

對事情不同的瞭解，到達成情境中共識的觀點。因此，在

活動中為了達到真正的合作與有效的溝通，所有參與的人

必須朝同一個目標前進。 

三、 溫暖與回應：利用口頭的讚美或立即的增強，可以提供兒

童快樂、溫暖與正面的回應，使兒童參與活動和挑戰自己

的意願，能達到最高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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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讓兒童保持在最近發展區（ZPD）中：當兒童需要幫助時，

提供協助；當兒童能力增加時，就減少協助的量。 

五、 促進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儘可能藉著在活動過

程中，賦予兒童責任，來規範學生合作的行為，以培養兒

童獨立思考與自我規範的能力。維高斯基認為在兒童學習

之初，應由教師或成人提供鷹架，兒童在鷹架內能自行做

部份工作，教師或成人則給予適時的協助；等到學習成熟

時，再培養他們自我支援能力，逐漸脫離鷹架的支援與其

他人的幫助，以建立內在的自我獨立及自我學習。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探究教師指導兒童「專題網頁」製作過程的行動研究。

整個研究係屬於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研究者與兒童經由持續討論互

動與檢視資料而獲得學習經驗的修正與成長，而每一次修正與成長，

都成為下一個「專題網頁」指導活動與下一次「專題網頁」製作行動

的基礎；整個指導兒童「專題網頁」製作的過程，就在檢視、修正，

再檢視、再修正的行動模式下，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循環過程。 

 

第一節 研究對象 

一、焦點學生 

研究者根據班上兒童在電腦課的學習過程，所表現出來的網頁製

作知能（兒童在文書處理、網路搜尋、網頁設計等電腦實作資訊素養

方面），逐漸聚焦於阿伶、阿媛、阿舜、阿聖與阿仁等，其中，阿媛與

阿舜因電腦素養相當、網頁製作能力較強，由研究者事先選定；初步

討論之後，經研究者的引導而另外找人組成「專題網頁」製作小組，

並進行「專題網頁」製作之指導過程的研究資料分析與檢視。 

二、研究者教師 

研究者身為級任老師，當然無法自外於「專題網頁」製作過程；

因此研究者與兒童在「專題網頁」製作過程的互動情形，也納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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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裡。 

 

第二節 蒐集來自兒童的學習心聲 

 在屬於兒童的學習活動中，來自兒童的觀點，對於檢視教學結果

而言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參考資料，所以研究者嘗試利用觀察、訪談，

與檢視「研究日誌」、「提報進度」與「研究心得」等多元的管道，以

蒐集來自兒童的學習心聲： 

一、研究資料的來源 

研究期間，教學設計主要配合兒童「專題網頁」製作的進度與問

題，並依據資料蒐集的需要而按時紀錄「研究日誌」、「提報進度」與

「研究心得」等多元訊息的來源管道。 

二、三角校正的來源 

本研究係以教學現場中兒童「專題網頁」製作指導過程為研究的

範圍，因此來自兒童、研究者與家長的反思觀點或批判思考等，都成

為研究資料三角校正的來源。 

 

第三節 研究歷程 

本研究係採用行動研究法，針對國小六年級兒童以小組形式，探

究兒童「專題網頁」製作的學習情形。其實施程序如下圖： 

           研究者與兒童共同討論研究設計àà 分組討論                                                                

                                            資料分析                              

 

            整理訪問資料ßß 分組訪問 ßß 進行分工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分組整理網頁資料àà 討論網頁資料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整理書面報告ßß蒐集「提報進度」等資料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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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歷程 

 

第四節 研究期間 

    研究者從六年級上學期一開始，便在教學現場一方面從事教學工

作，一方面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工作；因此，本研究的觀察期間，安

排於期中直到期末將近三個月的期間（89/11/06-90/1/30）。並於下學

期進行資料分析之後，再根據研究的需要，對兒童「專題網頁」製作

的學習活動，做再觀察與再檢視。研究初期，研究者利用課餘時間與

兒童討論訪問與整理網頁資料的知能，並引導兒童資料呈現的網頁設

計模式，督促兒童分工合作的習慣，發揮同儕鷹架支持，從互動中增

進學習的效果。 

 

 

第四章 研究結果 

在國小六年級兒童「專題網頁」製作的活動中，研究者所聚焦的

五個焦點學生及其他學生，在「專題網頁」製作的學習過程中，都獲

致了一些有趣的改變。以下，將分別呈現阿媛、阿伶、阿舜以及阿亞

等焦點兒童的成長脈絡，並蒐集兒童對「專題網頁」製作的反思與檢

視觀點，以獲得兒童的學習心聲；從中，可進一步了解兒童在「專題

網頁」製作過程的學習情形。  

 

 

第一節 學科學習知能融入「專題網頁」製作 

九年一貫課程的設計理念之一，是讓兒童從學習過程擁有「帶得

走的能力」；因而以培養兒童「能力」為教學的導向，並採用「能力指

標」來取代以往的課程目標，此外由於教師在設計課程或編輯教材時，

往往需要使用電腦等視聽媒體，所以有關資訊教育的基礎應用能力，

便越來越被重視（台北縣已開始實施『教師資訊護照』的通關證照制

度）。指導兒童製作「專題網頁」，讓教師有機會經常性的使用電腦資

訊工具，實踐將資訊融入各學科教學的理念。以下將依照兒童在「專



2001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  地點：逢甲大學 時間：民國 90年 10月 19~21日 
第8頁 

題網頁」製作過程的研究紀錄，分析兒童統整學習學科知能的情形： 

一、多元活潑化教學的體驗 

現在很多家長都很關心學校教育，因此他們也很關心學校教育的

品質。兒童製作「專題網頁」之目的便是讓大家藉此機會，了解現在

的老師去研究所進修了之後對教學和計畫的影響；他們還希望透過這

些老師的學生，來進ㄧ步了解老師去讀書之後，他們在上課或學習方

面有什麼不ㄧ樣的感覺？因為，我們有機會關心自己學習所在的學

校、老師以及和學習有關的事；而且，也能夠經常接觸到班級以外的

老師和小朋友。從關心他們的看法、做法，到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

的班級、老師和小朋友。大家都說資訊世紀來臨了，教學與資訊要融

合在一起；藉此機會和這樣的做法，便可對學校老師目前在網頁學習

方面的發展情形，有一個初步的接觸和理解。 

根據兒童訪問的結果，各班學生的學習態度，會因為上課的科目

不同，而影響他們的學習態度。不過，大家都還是比較喜歡活潑一點，

有趣一點的上課方式。以下，是兒童從訪問錄音資料中所整理出來的，

我們學校進修老師學生的學習態度： 

陳老師的學生: 

甲：我希望老師可以上活潑一點,不要太死古板(他喜歡活潑) 

乙：老師讀ㄌ研究所，就會教比較活潑的東西。 

丙：希望上課快樂一點。       

丁：希望能快樂的上課。 

戊：上課都能玩。 

傅老師的學生: 

甲：老師怎樣上課，我都沒關係〈她功課很好〉 

乙：我希望老師上課時講課外ㄉ。 

丙：希望老師上課不要扯太遠。 

丁：希望老師能多上課外的。 

戊：上課時多講課外的。 

蔡老師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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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實驗時，好玩一點，不要一直說下去。 

乙：實驗時要有趣一點。 

丙：希望老師能對我們好一點。 

丁：希望老師能對我們好一點。 

戊：上課時多做實驗。 

王老師的學生 

甲：扮演遊戲可以增加生活樂趣，沒有扮演，上課就不好玩了。 

乙：扮演遊戲可以充實自己的知識。 

丙：扮演遊戲可以增加對國語課的了解。 

丁：扮演遊戲可以增加思考能力。 

戊：我覺得現在的上課方式就很好了。 

鄭老師的學生 

甲：我不喜歡上課。 

乙：用溫柔ㄉ方式。 

丙：希望老師和平常一樣教我們。 

丁：希望老師上課能讓我們玩。 

戊：上課時快樂一點。 

訪問過學校進修中老師的學生之後，兒童就發現了大多數的小朋

友都喜歡「活潑一些」的上課方式；因此，老師的教學活動如果能夠

活潑生動，那麼兒童的學習興趣也就容易被激發出來囉！如果，教室

就像電影院，那該有多好啊？這是兒童共同的心聲呢！例如：研究者

在國語課設計了「動態學習之扮演遊戲」，屬於教學活動多元化。兒

童在扮演遊戲之前，都會先討論劇情，排演，再正式扮演。這種教學

遊戲，兒童都非常喜歡；經常扮演，大家便很快樂。除了扮演遊戲，

班上還有一堆的學習活動。例如：作品集、彩色日記、小天使日記、

班級讀書會、社會課合作學習、數學課小組討論、國語課辯論賽等，

讓教學多元活潑化！讓班上的學習氣氛特別濃厚！大家也學習得特別

有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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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學習能力的遷移 

在此次製作「專題網頁」之前，班上兒童曾跟著研究者做過ㄧ學

期國語課扮演遊戲的班級研究，他們ㄧ直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玩又能

夠培養很多能力的上課方式，大家不是很少接觸，就是根本沒有接觸

過呢？於是，他們聯想到可能是因為老師有去研究所進修。而目前學

校剛好有很多老師也正在研究所進修，因此他們的「專題網頁」主題，

便想要探究其他正在研究所讀書的老師和他們的小朋友，是不是和我

們ㄧ樣，在教學或學習上都有新的體驗？這樣的「專題網頁」主題：

「老師向前走」，也是在發現當前教育制度上的問題：「小朋友都很

喜歡『活潑ㄧ點』的上課方式」，但是老師經常要趕課，所以上課多

半是ㄧ成不變的用「講光抄」的方式。如果，老師去進修、去讀研究

所之後，都能因為學到了研究方法和思考方法，所以會在教學實務上

發現ㄧ些可以改變的問題；那麼，以後應讓所有的老師都有機會去研

究所進修。他們希望藉這個「專題網頁」，讓大家想ㄧ想學校課程和

小朋友學習之間的問題。結果發現了：到研究所去進修的老師們，都

是為了讓自己的教學更好，讓學生學習得更好。因此，他們努力向前

走，學習新知識、新觀念和新方法，都與我們的學習有密切的關係；

例如： 

秀山國小的校長邱校長 

我可能會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因為
以學校的需求為基礎，所發展出來
的課程，才能實現學校的願景，帶
來教育的希望。 

擔任閱讀和自然科任陳老師 

我希望結合國語和鄉土語言，讓小
朋友的語文學習內容能更加充
實，因為把它們結合在一起，我們
的語文環境便能夠更加多元了。 

擔任四年級級任老師的傅老師 

小朋友不喜歡上甚麼課，我會儘量
改進。因此，我會儘量引起學生的
學習興趣，因為學生有興趣的話，
就會學習得更好。 

擔任總務主任的賴老師 
臨床視導這方面的知識很新，對於
改進教育問題而言，也是很實際而
又很有用的方式之一，因此我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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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繼續發展下去。 

擔任三年級級任老師的鄭老師 
我自己希望能夠多讀書，然後也希
望能夠認真的學習，能夠回饋自己
的小朋友。 

擔任四年級科任老師的蔡老師 
我教不好的地方，希望小朋友提出
來，我會改進。 

擔任六年級級任的王老師 

我不希望只是一成不變的，光是抄
抄寫寫的上國語課，所以就教我的
學生分組討論扮演，還有寫學習日
誌反思自己學習的過程與內容。 

擔任啟智班老師的陳老師 
我讀完研究所以後，我還會繼續進
修，研讀有關特殊教育的書。 

兒童在研究主題與教育學習有關係的「專題網頁」製作過程，可

在學習經驗與知能方面與學科學習產生遷移的效果。例如：兒童在社

會課、數學課，以及其他課程中，有小組合作的學習經驗；而電腦課

程又剛好開始教做網頁。在國語課程中，更有ㄧ單元是「新的體驗」，

因此兒童在參與製作「專題網頁」的機會，便能將在學科課程裡所學

習的內容與知能，統統連結在ㄧ起了。 

兒童在「專題網頁」製作過程，難免會遇到困難，雖然有研究者

在旁協助，他們還是深深體會到學科真的要好好學習。例如：國語文

的知能和數學的思考能力，在做網頁時都變得十分重要。網頁連結必

須思考清楚，所以要用到數學的運思能力；而文字敘述，又必須靠國

語文知能。 

 

第二節 合作學習於「專題網頁」製作過程 

一、提供同儕鷹架支持 

在小組成員中，兒童彼此的能力各自不同，在「專題網頁」製作

過程，只有盡心盡力的互相配合、截長取短，不推託、不計較，才能

積少成多的逐漸看到研究成果。例如：剛開始，他們先把組員決定好，

然後每天都到教師休息室去討論，光是決定題目，就討論了兩、三個

中午。主題決定之後，就做好任務分工。剛開始，他們要提報進度時，

都會先給研究者看過，才傳送出去；漸漸地，就能自己提進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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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形成共識，分組進行「專題網頁」的整理工作，以免互相把網頁

資料覆蓋掉。在「專題網頁」製作技巧方面，兒童也經由彼此互相提

供的同儕鷹架而增進學習的效果。例如： 

89/11/13 
老師用激將法，我只好拼了。今天我們的專題網頁全部改頭換面，那
可是我昨天花ㄌ一個晚上的心血。不過，我也學到很多就是了。 

89/11/09 
今天早上我提出研究報告的進度，因為還沒做完所以留到下午來修
改，後來阿舜教我怎麼建立自己的網頁，我把自己打的報告，複製到
我的網頁裡。   

89/11/12 
一大早我還在睡覺，阿舜就打電話給我，跟我討論有關網頁的問題，
大概講了半個小時才掛上電話，後來我就寫自己的進度報告，我家的
電腦不能做網頁，所以只能在學校做。   

89/11/18 

我用王老師的名義，寄給資訊小子，五項任務,寄出去以後，我的任
務也完成了。   

89/11/27 
王老師教我們，怎麼樣自己做框架，我本來也不懂，我就請教阿舜，
教我怎麼作框架。   

89/11/09 
在午休時，因為我早上已經把資料輸入好了，所以我不用再修正，只
剩下再建立一個自己的網頁，可是因為我不確定我的做法是不是正確
的，所以我就請阿舜來幫忙，他果然幫我把網頁弄好了，然後我再弄
底色時，就下課了。  
89/11/10 
我是組長，所以要負責和阿媛聯絡做首頁的事，還要負責把今天收到
的組員相片掃瞄進去，而且我已經把自己目前要做的都完成了。 

 

二、充分小組討論對話 

在國語和數學及社會課等，兒童早已學過小組合作的技巧，但都

是在自己班上和自己熟悉的老師及同學ㄧ起討論互動或質詢對話；為

了製作「專題網頁」，兒童學到了如何去與不太熟悉的校長、主任、老

師和他們的學生，ㄧ起合作、對話，因此所獲得的見聞比以前更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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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外，因為要每天提報進度，還要整理自己所負責的訪問稿和訪

問錄音資料，所以兒童能在這段時間內，學習到更多電腦文書處理及

做網頁的技巧；當然，他們也實際學習到如何進行訪問、如何紀錄訪

問內容、如何照相、如何錄音，還有如何整理我們所要用的資料等等。

在他們的訪問經驗中，沒有準備好紀錄的用具、沒有準備好訪問的題

目，這樣的訪問就無法問到有內容的東西。例如: 

89/11/07  
我們這一組是負責訪問傅老師。訪問的內容如下: 
問：您為什麼要去讀書呢？ 
答：因為要充實自己，也是自己的興趣。 
問：您去讀書對您的學生有什麼影響？ 
答：上課的時候精神會比較差。 
問：目前還有什麼計劃? 
答:目前還沒有計劃。 
這是我們第一次訪問老師，結果還好啦!至少有經驗了。我們覺得
以後應該還要問有什麼好的影響。我們這次忘記錄音和照相，下次
要改進。 
89/11/14 
我和阿仁放學留下來訪問王老師，這次有進步，第二個題目有問到
好的影響和壞的影響，這次訪問大成功！ 

89/11/20  
我放學留下來，把我和阿舜訪問校長的錄音帶，放出來聽，把錄音
帶裡的內容寫在紙上，有時候我聽到一個段落，正在寫時，突然忘
記了，又要倒帶，重聽一次，因為我很容易忘記，就這樣，一直反
覆著剛才的動作，弄了非常久才完成。 

89/11/27 
前天，資訊小子來我家討論如何修改網頁。爸爸教我們如何製作超
連結的效果。 

 

第三節 兒童在「專題網頁」製作過程的學習心聲 

一、來自網頁製作技巧進步的成就感 

網際網路教學與學習，照理說比傳統方式更有效率；因為，網際

網路在某些部分已經突破了時空限制，能讓兒童的求學態度更專注、

求知慾更滿足。但是，有時候它也會有反效果。例如:兒童有時可ㄧ下

子就從網路上蒐集到很多相關的資料；但是有時也會做白工，忙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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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結果什麼東西也沒找到。尤其是網路塞車，更讓人覺得既浪費

時間，又耗費精神。所以，他們還是覺得應看實際需要，有時候用傳

統的方式，有時候用網際網路的方式，這樣對學習才真正有幫助。 

兒童在建構「專題網頁」過程所獲致的網頁製作技巧，有很多都

值得以後做研究時的參考。例如:（一）「專題網頁」製作的時間有限，

所以不要一再開新網頁或忙著設計，只要持續的把資料打進去就好

了。（二）確實做好分工，一人認養一個題目，先把內容弄好， 再設

計背景和圖案。（三）背景和圖案要一致，不要花花綠綠的。（四）

要全心全意的，把精神投入在「專題網頁」的製作上，只要一有時間，

就要到電腦教室去做網頁。（五）開一個自己的資料夾，把自己的資

料都放進去；每次下載的時候，只能下載自己的資料，避免造成覆蓋

的情形。（六）每天要收信和回信，以及到留言板去逛一逛。（七）

每天都要記得提報研究進度。（八）資料上的字，大小都用 12號字，

顏色用深藍色，字體用新細明體。 

 

二、來自研究資料蒐集困難的挫折感 

此次兒童先在教室和研究者討論好方向，就自己設計訪問稿，自

己去約定時間進行訪問。因為「專題網頁」主題的需要，必須靠訪問

來蒐集資料，所以要走出教室，不能閉門造車。他們通常是兩人ㄧ組，

而第一次的訪問通常都是失敗的，所以為了獲得研究資料，總得訪問

很多次；有時，被訪問的老師還會來個機會教育，教他們如何建立訪

問的關係，教他們如何隨機應變；有時，被訪問的老師看他們說不下

去了，就乾脆替他們說完。他們除了親自拜訪老師和小朋友之外，因

為老師都很忙，所以也用過 E-mail和老師約訪問時間。當他們去訪問

校長時﹙89/11/17﹚，校長除了指導他們有關訪問的技巧之外，也決定

將學校的校刊以「電子報」的方式發行（90/01/15），讓主編的老師﹙包

括研究者在內﹚派出小記者，去完成每ㄧ期「電子報」的主題。他們

也因此對自己的學習變得更有責任感，更主動的把該做的事有計劃的

完成；例如：回家功課，小組討論的內容，及分組報告的海報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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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兒童沒在訪問當天就把訪問內容紀錄下來，把訪問錄音轉錄成書

面資料，便容易聽過就忘，後來還得花很多時間去整理資料，感覺起

來就比較累！不過，讓兒童感到最麻煩的，是和忙碌的訪問對象約好

適當的訪問時間。而訪問對象對題目不清楚，兒童對追問技巧不熟或

不能回答訪問對象的反問等，都無法問到想問的資料。 

在「專題網頁」製作的研究過程，兒童所遇到有關資料蒐集方面

的挫折，有很多都值得以後做研究時的參考。例如:（一）注意研究資

料的蒐集要多元化，除了訪問老師之外，還要訪問他們的學生，才能

了解老師去進修對學生的影響。（二）訪問的時候，儘量多問一些問題，

這樣才會獲得更多的了解。（三）向在進修的老師借一些和他們進修內

容有關的資料。  

 

第四節 兒童在「專題網頁」製作過程的成長脈絡 

一、日積月累的成長經驗 

參加「專題網頁」製作之後，兒童要養成每天工作完畢，就提報

進度的學習態度；因此，從長久累積下來的進度報告中，可看出「專

題網頁」研究進行的整個過程，也可看到兒童不斷成長的脈絡。舉例

如下：  

89/11/07 
這是我們第一次訪問老師，結果還好啦!至少有經驗了。我們覺得以後
應該還要問有什麼好的影響。我們這次忘記錄音和照相，下次要改進。 

89/11/09  
老師叫我們去跟校長約時間，訪問的問題如下：1您為何要去讀研究
所呢？ 
2讀完對學校有啥影響？3讀完有啥計劃呢？ 

89/11/17  
老師說提報進度不是重點，還要把訪問內容編成一篇作文，才可以！ 
89/11/18   
老師早上帶我們去電腦教室，我把網頁修改一堆,按重新整理，不過都
沒變，阿聖他們也沒變，老師叫我們回教室再修改一次，終於變了，
辛苦有代價喔！ 

8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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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打了一份報告，示範給我們看，老師說以後的進度報告都要像這
份報告打成一篇文章存檔。 

89/11/20   
老師告訴我和阿舜，說傅聖明老師說我們訪問內容太少，也沒照相也
沒錄音，所以明天自然課下課我和阿舜再去訪問傅老師。 
89/11/20  
我們放學留下來，因為老師交代的是我都做好了，所以老師叫我設計
訪問同學扮演遊戲的題目，我東想西想，終於想到十個了。 

89/11/28    
老師上次跟我們說要訪問有讀研究所老師的學生，可是他們都剛讀，
沒有想到教學計畫，所以要先訪問 607班的同學，訪問人選有：32、
33、11、16、35號每人訪問一人。 
89/12/02   
王老師說要訪問讀研究所老師的學生，我已經訪問好傅老師的學生，
賴老師以前的學生，鄭老師的學生，因為陳老師是鄉土老師，1、2、3、
年級都有鄉土課，所以我訪問我妹就好了。 
89/12/06  
老師告訴我，要把訪問內容打成一篇作文，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明
天再打作文。 
89/12/17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網頁該打字的，都打好了。 
89/12/19  

老師叫我改字的顏色，每個字的顏色都要一樣。 
89/12/28  
我有做書籤，整理資料。 

89/12/29  
老師給我一個工作，就是叫我上網去瀏覽，看看有沒有需要做書籤的
網頁。 

89/12/31 
今天是最後一天，以後都不能改了，所以今天要特別謹慎的檢查。   

 

二、歸納「專題網頁」的研究結果 

兒童從「專題網頁」製作過程獲知，到研究所繼續進修的老師都

抱著努力學習的態度向前走，因為他們去進修，所以也可以學到如何

把學生教得更好。例如: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把相關的鄉土語文和國

語文課程做統整教學等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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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繼續向前走的校長覺得，如能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那麼學生的
學習內容，一定更能與學校環境的特色，及整個社區的需要密切的
配合，因此學生也能學習得更生活化，更能將所學的在生活上運用
出來。邱校長認為，根據學校的需求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是現在
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也是我們學校未來最重要的努力目標之
一。 

二、這學期剛到研究所去進修的傅老師，他希望能讓小朋友喜歡上
課；所以會尊重學生的意見，配合小朋友的想法來改變教學方式，
而為了要引起小朋友的學習興趣，他便會多想些多元化的教學內
容，讓他的小朋友更喜歡上課。 

三、分別就讀不同研究所的鄭、蔡和陳老師等，他們都對繼續讀書，
增進教育方面的知識，感到很有興趣；他們也希望能改進教學方
式，將所學習的知識回饋給自己的學生。所以，他們也會想要設計
一些動態的教學活動，使小朋友覺得上學是一件有趣的事。 

四、陳老師則因為繼續到研究所去進修，所以發現若能在平時的教
學活動中，將鄉土語文和國語文教學的課程，設法結合在一起，那
麼一定能夠讓學生語文學習的內容變得更加多元。 

五、王老師在研究所進修時，為了改變一成不變的國語課教學模
式，就讓小朋友扮演課文裡的角色，結果使得小朋友更加了解國語
課的內容。此外，還設計不同的活動，讓小朋友從活動中學習得更
豐富。建立作品集，讓小朋友學習蒐集學習的過程資料和計劃學習
的方向；讀書會和小組報告，讓小朋友合作學習與討論互動；舉行
辯論比賽或說相聲等多元的活動，讓小朋友學習得更有興趣。 

六、到研究所繼續進修的老師，有的並沒有幫學生設計教學活動，
雖然學生多半表示喜歡活潑有趣的學習方式；所以，我們覺得他們
應多設計一些活動，讓學生喜歡上他的課，這樣也才是一個學以致
用的老師，才能發揮教師進修的功能。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製作「專題網頁」的學習過程，充滿了討論互動的空間，因此能

提供兒童極大的成長空間。兒童根據生活中有興趣的主題而進行「專

題網頁」的建構活動，能統整學科學習的知能、發揮合作學習的精神，

主動探究真相、生產知識，並運用資訊科技搜尋與分享的功能，讓學

習的視野拓展得更寬廣。而且，不論「專題網頁」製作的結果如何，

兒童都能從中獲得電腦實作資訊素養的成長經驗，奠定以後在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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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訊科技的基礎；因此，指導兒童「專題網頁」製作的活動是一

塊值得教師費心經營的園地。 

此次，研究者指導兒童「專題網頁」製作時，為彰顯兒童的主動

學習情形，研究者只提供大原則，資料分析的工作交由兒童全權負責，

因此發現：兒童在製作「專題網頁」的過程，除了網頁設計技巧這項

挑戰之外，有關資料蒐集與整理的功夫往往受限於經驗不足，而資料

的歸納與分析卻是建構「專題網頁」的靈魂工作；因此，教師應在這

個部分多提供鷹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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