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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室之 IGCS 應用

於國中英語教學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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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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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崇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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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探討在國中英語課程中融入雲端教學服務平台

（Innovative Green Cloud- based education software Services system，

IGCS）之教學。研究對象為新北市立某國中七年級學生，兩班共 70
人，進行為期四週「IGCS」英語銜接課程 KK 音標之教學，利用教

學日誌、英語學習問卷以及教師觀察搜集資料並進行分析。研究結果

與省思如下：一、運用 IGCS 輔助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二、運

用 IGCS 平台中手寫練習、評量測驗與練習活動可提高學生課堂參與

及互動；三、結合多元媒材的聲音、圖片、動畫，提供多元學習內容，

同步刺激視覺與聽覺，提升學生學習專注力，加深學習印象。根據研

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一、教學型態應多元；二、鼓勵小組協同學習；

三、雲端教學服務平台是輔具，不是目的。

關鍵詞：未來教室，雲端教學服務平台，行動研究

：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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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政府為因應全球化趨勢並與國際接軌，於 2005 年將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國

小三年級階段，然而政策實施直至目前為止，學生英語落差現象有越演越烈的趨

勢。導致國中階段的英語學習呈現雙峰現象 ( 張武昌，2006)。英語程度較好和

較差的孩子占多數，曲線如同 M 型一般，中間程度孩子並不多，學生對英語的

喜好程度未因為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接觸而增加對其學習興趣。在目前英語教學現

場中，學生對英語課興趣低落，研究更指出英文名列國中生最討厭科目中的第三

名，隨著年級越高，學生對英語學習熱忱是有減無增（何琪瑜、張瀞文、賓靜

蓀，2012）。而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除了開始學習英語的年齡不同、教學方式與

評量方式等因素 ( 陳姿青，2002；戴維揚，1999)，主要原因在於學生的特質已

經不同於以往。1980 年代之後出生的孩子是屬於數位原住民的孩子，處在有電

腦與網路的環境中，喜歡使用科技產品。數位原住民無論在學習態度和學習特質

與 1980 年代之前出生的孩子有著極大的差異，運用科技已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

部分；枯燥無味的課程內容與「老師教、學生學」的傳統講述教學模式，已經無

法激起學生對知識和學習的熱愛，反而加速學生逃避學習的心態，尤其態度與動

機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素 (Gardner & Lambert, 1972)。若要提升數位原住民的學

習興趣與增強學習動機，教師在教學與學習環境必須要做創新及轉化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模式，並輔以資訊科技工具於教學中，創造更多師生互動機會與立即回

饋，讓學習從被動化為主動。

為了克服學生逐步從學習環境中喪失信心，佐藤學（2012）認為教室應轉

化為活動式學習並且透過與他人對話實現協同學習，透過同儕之間互相交流，也

唯有學習者本身願意主動參與學習，學習才會有意義。而資訊科技工具的創新，

亦促使創新學習的革命。美國新媒體協會（New Media Consortium, 2011）提出

中小學科技分析報告指出未來兩年之內雲端將會走入教室，原因在於運用雲端能

讓學校，讓更多教師使用創新資源於教學中以及提供更多協同學習的機會。例如

Kerproof 提供中小學學生能製作動畫以及藝術作品的雲端工具，平台亦提供許多

教案讓老師下載使用。因此，透過雲端教學服務平台，教師可以做彈性教學，教

師亦能深入了解學生學習的過程，並透過回饋機制培養學生自主探索能力 ( 吳清

山，2011)。因此，本研究欲探討 IGCS 應用於國中英語銜接課程對學生的學習興

趣、課堂參與之影響。藉由行動研究，研究者不斷的行動、反思與修正的過程，

並輔以教室觀察以及教師日誌，喚起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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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未來教室

雲端科技乃是目前資訊科技中最新的技術，各國紛紛爭相發展與推動並積極

應用在教育之中。未來教室是一間具有高科技、高功能與互動的教室，讓學習不

再受到時間與空間限制，有效提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之科技化教學場所（許健

平、王緒溢，2002）。有別於以往 e 化教室，未來教室透過簡單的操作模式即可

與學生互動，教師可以悠遊在教室之中（湯志民，2012；Schneider, 2010）。由

於資訊科技的便利性，使得學習環境有著巨大的改變，一成不變的學習模式與教

學已經不符合 21 世紀學生應具備創意與創新、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溝通合

作能力、研究與資訊能力的需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為了改善傳統物理學的教學方式，使物理成績不合格率降低，

以及為了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概念，提出 MIT TEAL（Technology Enabled Active 
Learning, TEAL）。TEAL 自 2000 年起在 iCampus 及其他基金會的協助下，打造

一個高科技的、互動的 TEAL 教室，冀望資訊科技能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營造合作、高互動（學生與老師間、學生與學生間）的教學環境，以及動手操作、

親身實作的環境，以達到教室就是實驗室的目標（郭慧中，2009；莊思筠、賴阿

福、馮清皇，2011）。

TEAL 計畫 (2003) 的主要目標在於主動學習，並希望透過教室空間規劃建

立完整的互動與討論環境並透過網路連結的群組電腦，輔助學生將電力學與磁

學等抽象概念視覺化，培養敏銳的觀察力。而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以協同合作學

習方式，一同坐在圓桌發揮群體智慧腦力激盪，並且在每週的問題分析討論時

間，學生透過實驗以及多次口頭報告、協同作業以及電腦分析報告完成學習。研

究證實學生的學習成就較傳統教學有顯著進步，主要原因包含口頭報告、問題分

析以及科技輔助幫助，尤其透過 3D 將抽象概念視覺化讓學生能更加瞭解概念性

的知識（郭慧中，2009；Dori、Belcher、Bessette、Danziger、McKinney、Hult, 
2003）。

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未來教室（Classroom of the Future, COTF），主要傳遞一

種「處處是學習場所，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理念，每個學生們擁有自己專屬

的電子書包。未來教室設置五個情境包含社交吧台、自然實驗室、捷運車廂、家

裡客廳以及主角教室，並且運用桌面設置的觸控式大螢幕，學生只要將電子書包

放置於桌子附近，無論是教室或社交場合，電子書包會自動與大螢幕連結，學生

可以在情境中與其他學生交流、互動、組成小組，或接收到老師所傳遞的任務（郭

慧中，2009）COTF 學習功能不限於教室，而是在建立一個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

讓學生彼此互動並以不同角度和觀點去看問題事件。

臺北市南湖國小（2012）為營造「不限於課堂、隨處可發生且彈性可變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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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場域」，並讓學生成為「能合作探索、發揮創意」的學習者，在教育局的支持

與學校的努力下，建置「合作探索、情境體驗及網路社群學習」的未來教室。

1. 建置目的：（1）運用觸控投影技術，建置一間彈性可變的學習場域，提

供學生情境體驗學習環境。（2）運用數位攝影技術，整合數位攝影與遠距

視訊功能，提供學生跨場域的學習空間。（3）運用網路廣播技術，提供師

生高互動教學及實踐合作探索、網路社群學習之場所。

2. 硬體設備建置：包括學生群組觸控電腦與桌椅、教學主控電腦、大尺寸

多點觸控螢幕、背投式觸控展示牆面、數位攝影棚、多媒體製作室、攝錄

影機、視訊攝影機以及相關多媒體影音設備。

3. 教師教學：（1）老師利用多螢幕觸控引導教學，讓學生多重體驗的機會。

（2）教室內具有小劇場表演攝影棚功能之空間，所表演之實況得以實況轉

播或錄影後製。利用雲端科技善用遠距同步視訊教學，跨足國際，拓展學

生學習視野，也提升教師創新之教學。（3）結合本校數位天文館之課程教

學，以遠端遙控學習，開拓學習空間，探索宇宙之奧秘。

4. 學生學習：（1）學習環境不再僅限於教室內，利用網際網路及遠端視訊

結合，可以與他校甚至他國的學生進行學習，提升語文及多元文化之認識，

增添國際競爭力。（2）運用行動學習輔具、搭配即時互動系統、線上共同

編輯系統、電子白板教學系統、無線廣播系統等軟體之使用，可以達到互

動學習、合作學習和遠距視訊學習等功能。（3）未來教室具小劇場表演攝

影棚功能之空間，所表演之實況得以實況轉播或錄影後製，學生在學習上

有極大的收獲。

（二）雲端教學服務平台

雲端教學服務平台（Innovative Green Cloud- based education software Services 
system, IGCS）是資策會為教學媒體與工具整合所研發的平台，此平台從課前教

師備課的情境開始，教師可透過此平台環境快速整合課程教材的網路資源，而課

中階段，教師透過雲端的特性，進到教室只要打開電腦連接無線網路、電子白板

與學生端的行動載具，可立即將備課的內容下載並進行教學與應用，在課中，利

用平台呈現多媒體與多項互動功能（如即時反饋、練習活動、多元評量等）提供

學生適時的指引與補救，課後透過平台功能將課堂中學生各式不同的學習歷程資

訊（如活動成果、作業內容、筆記文字、成績資訊…等）記錄下來，提供家長孩

子在學校的學習狀態（IFC-IGCS, 2011）。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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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育雲教學服務平台

資料來源：IFC-IGCS。http://www.ifc.org.tw/product.html

「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PK）是指教學相關知能，包含

如何進行有效教學、如何設計適切的課程、所面對的對象有什麼樣特徵等。

Shulman 教授認為教師除了要有足夠的「學科專業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更應該具備有足夠的學科內容知識才足以進行教學。而如何進行教學

的一般教學知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於 1968 年提出「學科教學法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的概念，強調教師在教學上須對學科知

識作重新組織與設計外，還需根據學科教學情境的需要進行教學活動，對學生學

習中的困難或錯誤的診斷、分析與糾正，以及對教與學歷程進行的評鑑等（Mishra 
P. & Koehler M. J., 2006）。

Shulman 的 PCK 理論中並未特別強調「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然而，隨

著電腦與網路科技的發達，學習者學習特質的改變，教學與學習理論不斷更新，

藉由科技的輔助將單一的教學模式轉化成多樣化的教學模式來因應不同學習者是

未來教育趨勢。有鑒於此，Mishra 與 Koehler（2006）以 PCK 架構基礎上，增加

入「科技」因素，發表「學科教學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CK）的新架構，教師要根據具體的教學情境需要，綜合考慮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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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教學方法和科技支援，設計切合學習需求的教學方案，把科技轉化為解決

教學問題方案的知識。

IGCS 即是以 TPCK 的架構為理論基礎，教師根據具體的教學情境需要，綜

合考慮學科知識在有效的時間內，經由 IGCS 不同功能的組合與設計，將學科內

容藉由適當科技支援，並融合適當的教學策略，設計切合學習需求的教學方案來

進行教學，並使師生彼此能達成有效的教學與學習（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2012）。如圖 2 所示。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
科技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
學科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教學法知識

學科教學科技知
識（TPCK）

TPK

PCK

TCK

TPK ：教學科技知識

TCK ：科技學科知識

PCK ：學科教學法知識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
科技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
學科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教學法知識

學科教學科技知
識（TPCK）

TPK

PCK

TCK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
科技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
學科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教學法知識

學科教學科技知
識（TPCK）

TPK

PCK

TCK

TPK ：教學科技知識

TCK ：科技學科知識

PCK ：學科教學法知識

圖 2 學科教學科技知識

資料來源：Mishra, P., & Koehler, M. 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 teachers＇ knowledge.

根據 IFC-IGCS（2012）資料指出雲端教學服務平台具有五項特色：

1. 跨平台教學服務整合：可用於任何廠牌之電子白板、平板電腦或觸控載

具。課前教師不需要重新學習使用新的軟體，在家中只要電腦具有 Win-
dows 和 Android 系統即可上網，連接平台進行備課。課中教師只要使用學

校既有的設備，即可進行 IGCS 平台教學。課後，學生可在家上網登入平

台將課程內容進行複習與自學。

2. 快速整合教材與網路資源：平台將課前教師所匯入的 PPT、Doc 相關類

型檔案以及網路資源如：Youtube、Wikipedia、Flash、Web Site 等教材整合

在一起；在課中，流暢的將教師自己設計影片、聲音、圖片、動畫與網站

的課程內容呈現在教學中，不用一直打開不同的瀏覽器尋找網站進行教學。

課後，學生透過平台上教材閱讀功能即可讀取課程內容複習。介面則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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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的按鍵式設計方式，操作方便，易於學生和教師的使用。

3. 教學資源雲端化、素材化：可將自行設計的教材或是書商提供的電子教

科書與題庫系統，全部存在雲端中；課前，教師依照自己的教學內容進行

篩選，重新規劃與更新；課中，教師不必因為未攜帶隨身碟或光碟而影響

課程進行，只要透過網路連接雲端平台，即可下載課程內容進行教學，透

過雲端題庫，教師可立即從題庫中選取額外題目做課堂練習。

4. 馬上出題、立即互動：教學前可先將題目設計在教學內容中；課中，教

到一個段落時，教師可臨時用手寫方式或是從題庫出題，與學生做立即性

的回饋，來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針對問題點加以解說並釐清觀念；課後

將錯誤的題目加以文字或錄影解說，提供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5. 教學資源交流分享：教師的課程設計內容透過平台分享機制，讓其他教

師包括他校的教育人員可以取用，以達到資源分享與交換。

貳、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新北市立某國中七年級新生，兩班共 70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男

生 36 位、女生 34 位；兩班均屬於常態編班，進行為期四週 IGCS 教學活動，每

班每週一節（45 分鐘）英語教學時間。研究期間學生至本校所安排之未來教室

上課，學生座位依正常上課排列方式來進行。

二、教學活動設計

KK 音標在國民小學階段僅屬於 26 個英文字母的自然發音法，學生只會念

口訣，應用與書寫方面涉獵甚少，而KK音標在國民中學階段並未列入正式課程，

因此從國小升至國中在英語課程銜接上出現很大的問題，有些孩子在進入國中階

段，連 26 個英文字母都不會寫，更遑論是聽、說和拼字。本研究將 KK 音標融

入七年級新生暑期輔導課程中，課程設計著重在 KK 音標的正確發音、書寫與應

用。教學方式採用講授式互動教學，此教學法是 IGCS 根據雲端整合、互動與即

時的概念，發展出創新教學模式，結合講授法與科技教學，教師將主要教學內容

先重點陳述，再透過平台將多媒體素材與課程內容串連在一起，提供學生視覺與

聽覺的感受，運用平台中即時回饋將原本沉重的考試轉化成遊戲以檢視學生的學

習狀況。

課前，教師將自行發展的 KK 音標課程內容與外國人美式真人發音網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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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聲帶發音部位動畫解剖圖、Quizlet 網站練習活動的 Flash 動畫、聲音、圖片、

影片多媒體素材整合在一起，跳脫紙本教材，以吸引學生的目光。

課中，藉由外國人美式真人發音、人體的聲帶發音部位動畫解剖圖、Flash
動畫提供學生多媒體的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刺激，建立引人入勝的學習氣氛，提高

學生學習興趣及課堂參與和專注力。平台中手寫練習、題庫出題和教師佈題的即

時雙向互動提供師生在課堂上充分交流（王緒溢、吳宗哲、吳權威、韓長澤、張

奕華，2011）。

課後，平台中評量診斷系統能紀錄學生的學習歷程，提供老師針對學生的

學習困難點，進行教學檢討、反省與再修正。教師提供上課的學習網站、字母與

KK 音標課程內容與練習題庫，讓學生於家中自學、複習教材。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行動研究模型採用 Coghlan 與 Brannick（2001）所提出的教育行動研

究螺旋循環，如圖 3 所示。本研究是採螺旋循環方式進行探討 IGCS 應用於國中

英語銜接課程教學是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課堂參與，研究者並透過文獻以

及研究教師夥伴建議擬訂教學計畫並執行，進而評估上述教學計畫執行中所發現

的問題，再診斷該問題所產生的原因並據以修正教學計畫，進入下一階段之循環；

每一個循環中均包括四個步驟：問題診斷（資料蒐集、分析與呈現）、規劃行動、

執行行動及評估行動。教師透過四步驟不斷的螺旋循環交互作用，將教學上所面

臨的問題不斷突顯出來並持續修正。

圖 3 行動研究螺旋循環

資料來源：Coghlan, D., & Brannick, T. (2001). Doing Action Research in Your Own Organisa-
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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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研究之初為使兩班學生能快速使用平板電腦，A 班於第一個星期的星期一和

星期二早自習，B班於星期三和星期四早自習，分別實施平板電腦操作技巧訓練，

以期使教學能順利進行。

研究者於每次教學活動期間，藉由觀察與師生互動，來了解學生的反應與學

習狀況，課後與本校 T1 和 T2 教師進行教學檢討並撰寫教學省思札記，對自我

教學進行省思與修正。最後為未來英語教學研究提出建議與方向。

（三）研究架構

執行行動

執行課程教學計畫
提出改善方案

評估行動

問題類型

問題診斷

擬定課程教學計畫
蒐集課程資料

界定與分析問題

發現問題

學習興趣低落

文獻、教學現場問題
、研究夥伴建議

規劃行動

修正課程教學計
畫師的資料

行
動
前

行
動
中

圖 4 研究架構圖



 

 

 

 

 

 

 

 

 

 

 

 

 

 

 

 

 

 

 

 

 

 

 

 

 

 

 

 

 

 

 

 

教育科技與學習　1：1（2013, 1）74

四、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本身既是觀察者也是反思者，在教學中透過觀察不斷進行反思，進一

步診斷其解決方案是否有效，再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循環而修正循環，透過科技

輔助進行教學，以適應學生不同的學習特質，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進而達成有效

學習。

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為教學者本身、兩位研究夥伴、國中七年級英語銜接

課程教材、雲端教學服務平台、英語學習興趣問卷、學生即時評量紀錄、教學札

記。分別說明如下：

（一）教學者：

研究者即是教學者本身，在國中英語領域任教已有 14 年以上經驗，為了在

行動研究過程進行教學反思與擬訂下一階段行動方案時，能有較客觀與多元的意

見得以參考。因此，研究者找尋 2 位研究夥伴，期盼在課程及教學相關的場域中

提供建議，研究夥伴資料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二位資深教師資歷名單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任教科目 服務年資

孫老師 新北市立某國中 資訊教師 21

劉老師 新北市立某國中 英語教師 25

 T：教學者 T1：孫老師 T2：劉老師 S：學生

（二）國中七年級英語銜接課程教材

以 101 學年國中七年級暑期英語自編教材「字母與 KK 音標」為教學主要內

涵，運用雲端教學服務平台設計課程並進行教學。

（三）雲端教學服務平台

本研究是由研究者透過雲端教學服務平台將課前的課程設計元件快速整合，

形成多媒體的課程教材；課中，教師透過雲端教學服務平台中的模組特性進行課

程內容教學；課後，根據平台提供的評量診斷系統將學生學習歷程資訊進行分析

與補救教學。

（四）英語學習興趣問卷

本研究者以自編英語學習興趣問卷作為資料的蒐集，目的在瞭解使用 IGCS
於英語教學，能否提高學生英語學習興趣。英語學習興趣問卷題目如下。

1. 你喜歡老師運用雲端教學服務平台（IGCS）進行英語教學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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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覺得運用 IGCS 進行英語課程，在學習上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3. 你覺得運用 IGCS 進行英語課程，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4. 你喜歡 IGCS 平台上的哪些功能？為什麼？

5. 運用 IGCS 進行英語課程，是否讓你更想學習英語？為什麼？

六、資料蒐集與處理

為瞭解 IGCS 應用於英語銜接課程教學後，學生對於英語能否提高其學習興

趣，本研究採用質、量兼具的方式（觀察、教學反思札記與問卷）進行資料分析。

在教學過程中透過教室觀察與師生互動，於當日課後與 T1 和 T2 教師進行教學

檢討並撰寫教學反思札記，對於教學歷程師生互動、學生反應、課程設計內容、

活動銜接、評量進行反省與批判；平台上的即時回饋與評量診斷系統，於教學後

進行檢核，了解學生學習情形。透過四循環模式不斷進行，找出問題並修正。最

後於英語課程結尾，利用開放性問卷做量化分析，問卷結果係採取簡易百分比處

理。

參、行動歷程與討論

研究者根據學生學習興趣低落的現況，發現傳統教學已經無法滿足數位原住

民需求的問題，與兩位教師（T1 和 T2）進行發展科技導入課程教學計畫。開始

實施課程教學計劃後，瞭解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歷程以及成長，研究者也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進行觀察並不斷反省與修正自己在教學上遇到的困難，以滿足

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一方面繼續閱讀相關文獻，另一方面與研究夥伴討論，共

同尋找解決教學問題的資源與修正之行動方案。整個教學實施歷程共計 4 週，以

學生學習歷程及教師教學歷程與反思兩點來呈現整個行動的歷程，並做進一步討

論，詳如表 3-1 所示。

行動初始階段之「執行行動」方案來自於「行動前」對英語教學問題分析，

並透過文獻及研究夥伴的建議研擬教學計畫，各個循環之「執行行動」策略來自

上一循環經「問題診斷」及「規劃行動策略」之方向，透過反思與討論，並與原

先教學計畫比對，予以修正所形成之教學方案。結束階段所提出之「行動策略」

乃作為下一次教學行動研究之起點（劉建人、張淑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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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行動歷程之問題診斷與行動策略

螺旋
循環

課程
主題

執行行動
（教學設計）

評估行動
（問題類型）

問題
診斷

規劃下一循環
行動策略

初始

階段

字母

Aa~Ii 與
KK 音標

教學

運 用 IGCS 平 台 結

合網路多媒體資源

融入於 KK 音標教

學中。

1. 老師引導學生不

足，學生學習效果

不佳。

1. 教師教的 KK 音

標 是 屬 於 基 本 規

則，然而 KK 音標

的應用有很多不是

在規則中，易造成

學生學習上困擾。

1. 教師在蒐集網站

現有資源時，宜先

將所要應用的課程

內容詳細瀏覽並適

時做補充。

第一

循環

字母

Jj~Rr 與
KK 音標

教學

1. 使用外國人美式

真人發音網站，教

導學生正確 KK 音

標的發音。

2. 課堂參與及互動：

利用即時回饋中的

手寫練習來練習 KK
與字母正確書寫位

置。

3. 評量：從自編具

有聲音之試題資源

庫篩選幾題，運用

即時回饋系統即時

出題，了解學生學

習狀況。

1. 老師提供練習不

足，造成學生學習

效果有限。

1. 學生練習不足，

學生在即時評量聽

力測驗部分，無法

聽出單字中是否含

有指定的 KK 音標。

1. 老師應提供更多

KK 音標應用在字

母的練習活動與題

目。

2. 提供學生協同學

習的機會，使學生

可以教學相長。

第二

循環

字母

Ss~Zz 與

KK 音標

教學

1. 提供線上單字搭

配 KK 音標發音練

習資源，教導學生

如何將 KK 音標應

用在單字上。

2. 使用 Quizlet 網頁

將自行設計的字母

與 KK 音標字卡與

練習活動，提供學

生練習。

1. 學生學習興趣尚

低。

1. 教學模式固定，

學生專注力較低。

2. 每位學生練習進

度不一致。

1. 教學策略宜多樣

化，以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

2. 教師宜多進行教

室走動，以了解學

生學習狀況。

第三

循環

字母

Aa~Zz
與 KK 音

標綜合

測驗

1. 運 用 IGCS 中 形

成性評量來診斷與

分析學生的學習問

題並解說。

1. 進行評量活動不

順暢

1.未提供試題說明。

2. 進行評量測驗，

因 試 題 包 含 聲 音

檔，播放時同學彼

此 之 間 會 互 相 干

擾，影響作答。

1. 教師在設計題目

時宜將試題說明清

楚，以利學生作答。

2. 教師應在考試前

請學生自備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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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省思

（一）初始階段：老師引導學生不足，學生學習效果不佳

根據研究者目前國中英語教學現場多年觀察發現，學生對於學習英語熱忱

已漸消失，為提昇學生學習熱忱，研究者運用資訊科技 IGCS 將網路資源的外國

人美式真人發音網站、flash 動畫與自編之 ppt、圖片與聲音等多媒體教材引發學

生注意力與學習動機。然而在教學 KK 音標發音規則完畢進行網頁素材練習時，

研究者發現很多單字不屬於 KK 音標自然發音法的基本規則，使得學生在進行練

習時，無法正確運用 KK 音標基本規則於單字中直至精熟，反而增加學生失敗的

學習經驗，影響學習情緒。課後與 T1 與 T2 老師討論後，研究者於教學省思中

認為後續課堂教學在選用網路現有資源時，教師必須事先將網站內容詳細瀏覽過

後。於引導練習前，先將不是屬於 KK 音標自然發音法的基本規則說明清楚、多

增加學生學習成功的經驗，以建立學生學習信心。在觀察和與學生的互動過程當

中，學生的上課反應紀錄如下：

S23：好特別 ~ 原來 KK 音標也可以這樣學呀！好好玩 ~

S17：老師！你說 e 發 的音，那為何 sweater 的 ea 也發 呀？

S35：對呀！ head 的 ea 也是…

S11：咦？ a 發 ，那為何 fake 的 a 發 [e] 的音

解決方式：1. 教師在蒐集網站現有資源時，宜先將所要應用的課程內容詳細瀏

覽並適時做補充。

經過研究者的教學反思之後，將後續的課程所需要的課程網站詳細閱讀，並

且在引導學生做練習前，將所有網站上不屬於 KK 音標自然發音法規則的內容先

說明清楚，再進行引導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練習過程較為順利，逐步提

升學習興趣。

（二）第一循環階段：老師提供練習機會不足，造成學生學習效果有限

由於授課單元重點為英語字母發音，因此研究者提供線上真人美式發音與發

音部位剖面圖，並進行即時反饋系統中手寫佈題和題庫佈題練習活動，希望能提

高學生課堂參與及互動。研究者觀察和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學生上課反應紀錄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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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原來 [m] 和 [n] 的喉嚨發音位置和嘴型是這樣！我以前都只是唸一唸

而已，難怪我每次考聽力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個音才對！

T： 各位請看這位同學 S12 寫的！ q 是發 [k] 的音，不是 [q]，而且位置也寫

錯了，要小心！

S7： 那是誰寫的呀？寫錯位置了吧？

S18： S1 ！那個 park 的 KK 音標怎麼唸呀？

S1： 老師剛說過呀！先將母音找出來 [a]，再跟前面的一個子音 [p] 一起唸成

[pa]，然後再跟後面的子音一起唸出 [park] ！

S18：喔…喔…喔…我懂了！

S5 ：老師！什麼？什麼？你說什麼？這題怎麼選？不懂…

T： 聽我唸出指定 KK 音標的音，我再將下面各個圖的單字唸出來的，你看

看這些單字中有沒有含有我指定 KK 音標的音，有就選它！

S5：喔…

解決方式：1. 教師應多提供 KK 音標應用在字母的練習題目。

解決方式：2. 課中教師提供學生彼此協同學習的機會，讓學生相互幫忙以及分

享彼此的觀點以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學生相當期待看見自己手寫結果呈現在電子白板上。

學生對於網路真人美式發音感到好奇，而且從真人的嘴型與喉嚨剖面圖可發現自

己以前學習的錯誤點在哪裡，體驗 KK 音標不同的教學方式。從單元上課狀況記

錄顯示，在進行即時回饋練習活動時，學生無法分辨英文單字中是否含有老師指

定 KK 音標的音，導致學習效果有限。課後研究者與 T1 與 T2 老師討論決定，課

程中增加練習的題型，讓學生懂得運用 KK 音標發音技巧以辨別單字中的音，如

圖 3-1 所示。此外，從教學觀察中發現，學生遇到學習困難時，會先尋求旁邊的

同學協助。因此研究者思考在下次的教學中提供學生合作學習機會，讓學生相互

幫助、溝通討論以培養互信互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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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物嘴型及發音部位來認識正確發音 即時回饋手寫練習作答

即時回饋中的題庫出題作答 看作答分析表，解說並釐清錯誤觀念

圖 3-1  IGCS 教學設計活動

（三）第二循環階段：學生學習興趣與專注力不如預期

研究者在教導 KK 音標的過程，學生的專注力無法持續，再加上部分學生

會瀏覽其他網站，而教師端亦無法監控每一位孩子的平板電腦使用狀況。課後

與 T1 與 T2 老師討論，建議研究者多進行課堂走動關心每位學生上課學習狀況，

並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專心課中學習。另一方面由於學生在 KK
音標應用在單字上的練習不夠，研究者利用 Quizlet 結合與自編的教材提供學

生練習機會。本單元教學活動搭配聲音的單字卡、競賽式拼字練習（如：Space 
Race）、圖文配對（如：Scatter-Make everything disappear!）、自我評量練習（如：

填充、選擇、改錯）。透過學生二人一組的競賽學習練習，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

的精熟度，再加上同儕相互教導學習與遊戲，充分達成有效學習。在觀察學生互

動過程中，紀錄如下：



 

 

 

 

 

 

 

 

 

 

 

 

 

 

 

 

 

 

 

 

 

 

 

 

 

 

 

 

 

 

 

 

教育科技與學習　1：1（2013, 1）80

S8：Space Race 的解說我看不太懂，S25 怎麼玩遊戲？教我一下！

S25：這個就是拼單字，你先聽它唸那單字，然後再把它拼出來…就是這樣…

這樣…然後這個圖片就會被殺掉，下一個圖片又會出現，你再拼出單

字來殺圖片 ...

S8：喔喔喔…知道了

S8：耶？！我會拼 zebra 了耶！唉 ~ 以前國小都在玩，現在好不容易會了…

S29：S6 ！唉呀！接下來一定是又要進 KK 音標練習網站唸單字了，我都知

道下一步要幹嘛了！

S6：（趴在桌子上，看著其他同學…）

S21：老師…S29 在玩 FB，沒在練習

解決方式：1. 教師宜多進行教室走動，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解決方式：2. 教學活動及型態宜多樣化，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專注力。

研究者課程後進行問題並改變固定的教學型態，希望藉由主動走至每一位學

生旁邊，不再只是在講桌前等著學生提問，主動關心學生學習狀況，透過適時引

導學生思考，聆聽每個學生的聲音。

（四）第三循環階段：學生進行英語聽力測驗受到干擾

課程進行聽力測驗時，由於研究者事先未請學生攜帶耳機，再加上每位學生

作答速度不同，導致學生作答題目受到干擾而影響作答情緒。大部分學生盡力將

題目做完，但仍有部分學生放棄作答。另一方面，研究者運用 IGCS 中的形成性

評量系統為學生複習。活動過程學生的上課反應如下：

T：抱歉！抱歉！我沒將說明寫清楚，這題是填充題，寫出聽到單字所缺的

字母，你們將答案用鍵盤打在空格地方即可！

S6、 S33：我都聽不太清楚它在說什麼？好多聲音喔…

T：你們先努力聽下去，做多少算多少，我設定的時間為十分鐘，你們試試

看！

解決方式：1. 教師在設計題目時，試題說明宜清楚，以利學生作答。

解決方式：2. 教師應在考試前請學生自備耳機，以免題目聲音同時出現時，造

成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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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學習興趣

在課程結束前研究者提供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問卷，目的在於瞭解運用 IGCS
輔助教學是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以及課堂參與互動。問卷發放實驗班級兩班 70
份，回收有效問卷 67 份，無效問卷 3 份。根據問卷分析顯示大部分學生肯定

IGCS 可以提高英語學習興趣，主要原因為 IGCS 結合網站、聲音、圖片、影片

等多元媒體素材，透過視覺與聽覺的感官刺激，讓原本平淡無味的教學內容變得

生動有趣。而即時評量能讓學生立即檢視自己學習錯誤，並透過老師即時講解以

及解釋以加深學習。尤其，上課透過平板電腦能與老師以及同學即時互動讓學生

更加集中注意力，也讓上課變得活潑有趣。而網路外國人美式真人發音與發音部

位剖面圖，學生能清楚知道真正發音位置與方法。但有少部分學生表示科技應用

在教學並不具備優勢，因為上課若太輕鬆或是沒壓力，反而無法達到有效學習。

再加上學生表示無法登入平台、平板電腦上寫字比紙本寫字更難控制以及電腦當

機等問題都是 IGCS 運用於教學極需改進的部分。

肆、結論

研究者透過觀察與教學記錄反省與修正教學活動中所面臨的問題，深刻體會

到資訊科技確實為教學注入新的教學模式，也更具創造性與挑戰性。英語教材的

聲音可透過播放，讓學生能重複練習加深印象。此外具互動性以及即時回饋功能

的網路資源讓學生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興趣，培養信心。透過科技的輔助能同時

兼顧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生，有效提升學生課堂參與的熱忱。隨著研究者不斷進行

教學省思與修正、學生對於平板電腦操作逐漸熟悉，研究者不但可以掌握教學進

度，透過課堂參與和學生互動，教室中的學習氛圍也逐漸熱絡。從研究教學省思

札記、教學觀察等資料顯示，IGCS 應用在英語教學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因

為即時回饋的手寫練習、教師出題、題庫出題和多元評量方式，能讓學生立即了

解自己的學習狀況以建立信心。而師生一同努力的學習過程，跳脫傳統式「老師

教、學生學」單向授課方式，讓學生對英語學習逐步建立信心，提升學生課堂參

與以及專注力。

伍、建議

（一）鼓勵小組協同學習

孩子互相學習可發揮的力量比老師指導多五倍以上，數位原住民的學習特

質偏好非正式、小組討論的學習方式，藉由討論與分享能夠從同儕中充分獲得回

饋，（陳偉泓，2012；佐藤學，2012）。本研究發現，教學觀察中發現教師在教

學時無法顧及每一位學生，而學生在面臨學習困難，通常會直接尋求同儕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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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會透過非正式的小組討論進行學習，協同學習剛好

可以也解決這部分的問題，透過協同學習促進學生彼此的溝通與提升人際關係技

巧 (Fischer, Kollar, Mandl, & Haake, 2007)。建議教師從事教學活動時，讓學生做

異質性分組進行協同學習，並輔以科技工具輔助，強化學生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

等關鍵能力。

（二）雲端服務教學平台是輔具，不是目的

雲端服務平台教學提供教師與學生互動機會，但雲端教學服務平台無法取代

教學。資訊科技僅是影響學習的其中一項要因，要達成有效學習的因素，包含了

創新教學模式，及學習情境的建置 ( 楊心怡、劉遠楨，2012)。教學的主體是在

教師，如何運用教學策略引導學生並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包含教室空間的設計

以及情境學習，提供學生安全以及溫暖的學習環境更為重要 (Cornell, 2002)。學

習是社會化的過程，不再強調特定時間及特定地點。學習環境扮演磁鐵的角色，

吸引學生願意待在溫暖及舒適的環境進行長時間學習，進而培養其知識及能力

(Cornell, 2002)。資訊科技的角色應定位為輔助教師建置多元及互動的學習情境以

及開創多元的教學模式，讓學習變得更加生動有趣。

（三）IGCS 平台功能設計需要更加多元化以符合教師需求

由於本研究的英語課程設計需要運用大量的圖片和聲音檔以設計試題、教

學活動及練習題，然而 IGCS 平台圖文配對功能僅限於單選題，無法設計複選題

與插入聲音檔。因此課程設計須借助其他網路資源以設計教學活動及練習題。

IGCS 系統沒有 KK 音標符號字型，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必須將音標轉換成圖片檔

才可以使用，減少教師課程設計的便利性。因此，降低教師學習門檻是 IGCS 平

台設計的特色之一，期許平台功能設計能更多元，讓科技導入教學得以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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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aimed to examin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Innovative Green Cloud-
based Education Software Services System (IGCS) for teaching English at junior 
high schools.  Seventh graders were selected from one junior high school of 
Xinbei City to participate four weeks long IGCS English bridging course- K.K. 
PhoneticCourse.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and teaching diary were used for 
collecting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e interests in learn--
ing English and the utilization of IGCS in teaching English.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utilization of IGCS increased learner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2)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hand-writing exercises, post-study practices, 
and varied intera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enhanced learners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Key words: Future Classroom; IGCS;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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