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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內容主要描述本研究的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並提出研究目的與相關研

究問題，接著解釋研究中的重要名詞。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86 年美國卡內基教育及經濟論壇「就緒的國家：二十一世紀的教師」報

告書提出，教育改革必先改進師資培育，有良好準備的教師，重點在於迎接二十

一世紀的挑戰（Sadovnik, Cookson, & Semel, 2001）。國內教育部（2011）也於

建國百年積極研訂《師資培育白皮書》，引領師資培育發展，並配合政府組織再

造規劃創設「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推展師資培育的優質適量及確保師資的

素質。由此可知，沒有優良的師資，後續的任何教育改革都是不切實際。而師資

的培育直接影響教育的成敗，也攸關著教育現場中學生的學習成效。目前國內師

資生於職前教育階段需完成師資培育所賦予的各項核心任務，並藉由師資培育的

核心任務來培養成為一位具有良好素質的優秀教師（吳清山，2006)。台灣師資

生在職前師資培育階段必須修畢完整的教育專業與專門學分，取得修業證明後始

能進入學校實習，因此，師資生在師資培育階段的學習成效亦為後續教育實習階

段的參考。Taylor 與 Corrigan(2005)認為師資生必須培養正向的態度與自信，而

培養此信念的方式即為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本研究場域的師資

培育課程旨在學生於學習教學方面上要有正向的影響力，透過師資生的「學習教

學」與「自我學習」以及學習如何學習來促進東海大學師資培育目標「專業能力、

反思素養」以及對「社會文化關懷」的核心任務。 

    根據Zimmerman（2002）的說法，自我調整並非智力或是學業表現的一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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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它是藉由學習者將智能轉化為表現技能的自我引導歷程。學習的自我調整是

指在學習環境下自然發生的一個歷程，允許學習者對不同學習策略的使用進行自

我初步瞭解與控制（Wong, 2005）。Hwang與Vrongistino(2002)認為師資生應早先

從師資培育階段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中獲得詳盡的教學內容，而非在稍後的實習

經驗中獲得。因此，師資培育課程乃為師資生進入課室前提供足夠機會成為自我

調整學習者的重要媒介，師資生同時亦需要學習上的自我調整來獲得成功的學習

經驗並為實際教學場域做有效的準備(Bembenutty, 2006)。Randi(2004)指出傳統師

資培育透過面對面的教學與觀察來收集學生自我調整學習技巧的資訊，並透過建

立良好的教學方法教導學生有效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而目前電腦為基礎或線上

的學習環境則提供師資生在教育科技發展方面包含網頁編輯或設計等更重要的

專業學習機會。Passig與Levin（2000）也認為學習者在使用多媒體方式學習時會

針對主題內容進行研究，並在這樣的電腦環境中學習如何解決問題。朱耀明

（2004）則指出教育科技不同於科技教育的原因在於，比起後者，教育科技更能

善用電腦提升整個教育歷程中的教學效能，亦能促進學習者的有效學習途徑與方

法。故師資培育課程需要採取一種符合教與學的創新教學方式，以提供師資生針

對教與學的機會及能力來反省思考成為一位教師的專業知能，並反映及引導師資

生於未來教育現場的教學成效。 

    教育部顧問室（2008）為培育優秀科學人才推動「大學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

銜接計畫」，建立完整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以記錄學習者之學習歷程真實表現，

並反映出學習者目前學習狀況，進而調整自己的學習策略與目標，對於個人未來

的發展提供規劃的具體方向。近年來國外的學習歷程檔案則以一種或其他形式紮

根於高等教育中，另一方面也做為實習教師記錄教育經驗的方式，這樣的助益來

自於學習歷程檔案在師資培育中有良好記錄的使用（Smith, Cook, Faulkner & 

Peers, 2008）。學習歷程檔案在師資培育中的教育目的為引導師資生學習怎麼教

以及學習如何學習，教學是指監督、教育、專門知識的轉化與課室管理，學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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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計畫能力、反思能力、能夠修正個人行為等，故教與學的學習為個人教育專業

知識到實際教學場域的結合(Meeus, Petegem, & Engels, 2009)。學習歷程檔案在師

資培育課程的使用即為師資生日後進入教職生涯的重要價值，此外，學校在聘任

新手教師過程中，若有附上學習歷程檔案資訊亦更能吸引學校的注意（Boody, 

2009）。 

    對師資培育課程而言，數位學習歷程檔案（electronic portfolio）儼然成了輔

助師資生教與學的必備工具（Capraro, 2003）。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有改變學習環

境的潛在可能，師資生可透過不同的模式來投入學習，包括線上的自我調整學習

(Strudler & Wetzel, 2008)。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從學習目標的設定，資料的收集到

學習者的自我反思及調整，學習者的自我監控對其學習動機與階段性任務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Pelliccione & Raison, 2009)。而自我監控同時也是自我調整學習中

重要的部分，它是一種自我觀察的歷程，學生會從歷程中持續記錄自己的行為表

現(Zimmerman, 2000)。此外，Barrett(2005)也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應包括對學

習的反思、投入與評量，同時也強調反思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意義與本質上扮

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反思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中亦為重要循環模式之一，為學習

者在進行一項學習任務之後，得到有關這項任務表現的回饋後所做的思考

(O’Donnell, Reeve, & Smith, 2006)。藉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師資生可透

過自我調整學習產生學習與教學的連結，對師資生而言為設定教育學習目標的最

佳工具，並可做為日後教育實習或現場教學的預備(Ntuli, Keengwe, & 

Kyei-Blankson, 2009)。 

Yancey(2009) 提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為新的學習空間，她強調「連結」為

學習的工具，也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架構中的關鍵。當學生在不同的知識結構間

做明確的連結時，即在展現其學習的樣貌；也就是說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

構，學生在記錄其學習歷程或上傳其學習成果時，學習便藉由輸入(input)的方式

產生連結(Yancey, 2009)。然而每位學生學習狀況差異皆影響其學習成效，例如高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ngela%20M.%20O%A1%A6Donnell%20%A1BJohnmarshall%20Reeve%20%A1BJeffrey%20K.%20Smith&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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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的學生會為自己設定明確的學習目標，會運用更多的策略去學習，也會

更頻繁地監控自我的學習歷程，然後有系統地依學習結果對投入的努力進行調整 

(Zimmerman, Bonner & Kovach, 1996)。因此，學生的個別差異會反映出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不同價值，也呈現出學習動機及學業成就上的異質性。本研究乃針對師

資培育課程所提供師資生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紀錄學習成為一位教師的歷程情

形，從對無到有的資料蒐集，從基礎到進階的電腦科技能力，從計畫、控制到自

我反思，每個學習階段的轉變或都需要師資生進行學習的自我調整，故有效的學

習與教學之自我調整乃為日後提升教學現場教師素質的基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發展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必須持續不間斷，師資生從檔案建置的觀點與理念來

發展學習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並藉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有效運用來促進師資

培育階段的自我調整學習。由於個人學習的熱切投入與其任務成就的密切相關，

自我調整學習對學業上及師培目標的成功是具關鍵性的。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環境

需要學生花費更大的努力，當科技成為人類新的溝通工具時，最值得注意的是這

樣的工具能為學生學習帶來多大的效益。自我調整學習是一種積極的、有助益的

過程，藉由學習者為學習目標與歷程施以監控、調整及控制的方式，在學習的情

境脈絡下自我引導與約束（Schunk, 2005）。由於學業的學習為一種獨特的個人經

驗(Zimmerman, 2000)，本研究在於透過師資生不同的學習動機，分析師資生使

用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紀錄學習成為教師的歷程，並探究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強化

師資生自我調整教與學能力的因素，希望透過研究結果對師資培育以及後續研究

上提出建議。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有以下問題，茲分述為： 

一、 透過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師資生對於進入師資培育的目標設定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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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師資生對於師資培育學習的投入影響為何？ 

三、 透過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師資生對於師資培育學習的回饋評價影響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 師資生 

臺灣師資培育資料庫(2009) 為瞭解國內師資培育現況，教育部中教司補助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建置臺灣師資培育資料庫，針對各學年度

師資培育中心的學生進行個人且長期的追蹤性調查， 包括蒐集在學、應屆畢業、

畢業後一年、畢業後三年的資料。此資料庫統稱師資培育中心學生為師資生，藉

由資料庫的調查，期以提升我國未來教師之素質。故本研究以東海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修習中等教師學程的師資生進行研究。 

二、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乃包含傳統檔案所需要的資料，只是這些資料是以數位

化的形式呈現，通常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可同時以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多媒

體的形式來呈現內容(周新富，2009)。這種數位化形式的學習歷程檔案比傳統紙

本檔案更具便利性、互動性與連結性，可讓學習者在建置歷程中快速取得與傳送

資訊，並做線上的分享。本研究所指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則是針對師資培育目標

所設計，同時與網際網路連接，作為儲存、展示與學習的空間。 

三、 自我調整學習 

本研究從 Zimmerman(2000)的社會認知觀點做為自我調整學習理論基礎，

並由自我調整循環模式來探討師資生自我調整學習之考慮與準備、表現與自我反

思的影響。Zimmerman(2000)提出的自我調整循環模式，學習者能設定目標、監

控其學習歷程，並針對學習表現產生反思，而先前的循環式回饋則做為個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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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環境三方面的調整，也因某階段的訊息可為下一階段的參考，呈現出自我調

整學習循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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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三節，首先探討自我調整在學習上的內涵，包括自我調整與學

習的定義、自我調整學習模式與自我調整學習中的性別差異。第二節則是有關數

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理論架構，包括學習歷程檔案的意義、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的發展，以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教育上的應用。最後，第三節則探討國內外相

關實證研究。 

第一節  自我調整學習的內涵 

一、  自我調整學習的定義 

自我調整學習在教育及心理研究方面成為重要課題已有超過二十年之久，

主要是學習者能夠顯著地調整自己的學習，以強化其學習結果。因此，自我調整

學習在學習上視為一種工具，學習者運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來適度地在自己的學

習歷程中進行調整。自我調整學習包含很多概念，在1970年代是指認知策略上的

使用，1980年代後設認知策略的運用則成了自我調整學習的一部分（Paris, S.G. & 

Paris, A.H., 2001）。到了1990年代，動機策略的運用則成了自我調整概念的一部

分，認知策略與認知任務的直接分析及歷程有關，而後設認知策略則是跟計畫、

監控與認知上優先處理的評量有關（Shawer, 2010）。 

    Zimmerman(1989)認為自我調整是指自我調整其思考、感覺及行動，以計畫

並反覆性地運用於個人目標的獲得。Zeidner、Boekaerts與Pintrich( 2000)則認為

自我調整與認知、情感、動機及行為有關，提供個體調整其行動與目標的能力，

藉此達到改變環境狀態的結果。自我調整是積極的、建構式的歷程，藉由學習者

為其學習設定目標並嘗試在這些目標運作上進行監控、調整與控制其認知、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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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為（Pintrich, 2000）。自我調整學習的探究若少了思考將進入狹隘的理解當

中，因此Steffens（2008）指出自我調整學習所扮演重要角色之構成要素為學生

在其自我學習歷程中具後設認知、動機性與行為上的積極參與特質。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是指有關個人認知歷程中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亦指

學生在學習歷程中計畫、組織與評量學習策略的能力；就自我調整學習中的後設

認知覺察，自我監控提供學習者評估其表現產生自我的回饋，因而具有批判性的

意味，學習者對其學習的各個面向做自我評量，從歷程的監控產生反省與思考，

進而形成批判的反思（Kauffman, 2004）。動機性則包含自我效能信念、任務價值

與興趣，行為性則是指尋求協助、努力的維持與監控，以及時間的運用，自我調

整學習也因個人特質與情境脈絡的特點而受影響與限制(Pintrich, 2000)。 

    Boekaerts與Cascallar( 2006)指出自我調整學習為個人在學習成就上所表現

的積極性與意志力的行為，這些行為包含目標設定、時間管理、任務策略、環境

結構與尋求協助。當個體展現其技巧與策略時，這些自我調整學習行為便成為個

體在學習上獲得成功的關鍵。自我調整學習對個體而言同時具有技巧與意志力的

功能，在學生的個別差異上做為成就解釋與改進的作用(Schunk, 2005)。

Zimmerman（2001）則認為自我調整學習的學生會運用自我評估方式來檢視目

標、策略及結果，以利於進行課程學習任務的調整。教育心理學家應用自我調整

學習理論於課室已有長久的時間，主要為理解成功的學生如何秉持信念及行為來

改善學習，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具有動機信念的學生會運用更有效的自我調整學習

策略，而缺乏動機信念及行為的學生則反之(Pintrich &De Groot, 1990; Zusho, 

Pintrich, & Coppola,2003)。    

二、 自我調整學習的模式 

    成功的學習者是有目的性的，他們會設定可達成的目標並應用認知與後設認

知策略來完成目標；他們是執著且具積極性的，會不斷地對其表現進行評價並修

正其學習方式，這些策略皆為自我調學習者有目的性地努力自我管理並做為後續



學習的引導(Kauffman, 2004)。近年來Steffens(2008)透過不斷地討論提出自我調

整學習概念，並區分出廣泛與狹隘的範疇，他認為這樣的區分對於自我調整學習

概念的理解是有幫助的。廣泛的概念是指學習者可自由決定學什麼、在哪裡學以

及如何學，這樣的學習便具有自我調整的涵義。針對以上廣泛的概念，

Boekaerts(2002)更提出一個良好的自我調整學習模式即是必須考慮到如何達成

學習目標(與學習環境需求有關)，以及個人目標成就的調整。然而，大部分的學

者多把自我調整學習定義為狹隘的概念，因為他們並未考慮到學習者的個人目標

因素。因此，Zimmerman(2000, 2008)提出如何藉由個人目標的努力達到學習及

動機方面具自我調整之成效，根據社會認知觀點，他認為自我調整學習模式應結

合目標設定與其他自我調整歷程及信念，如圖2-1： 

 
表現 

 
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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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策略/注意力集中/自我教導 

自我觀察 

後設認知監控/自我紀錄 
 

 

 

 

 

 

 

考慮與準備 

任務分析 

目標設定/策略性計劃 

自我動機信念 

自我效能/結果預期/任務價值/興趣

自我反思 

自我判斷 

自我評價/歸因 

自我反應 

自我滿足/情感/適應的/防禦的 

圖2-1 自我調整階段與歷程 

資料來源：Zimmerman, B.J. (2000). Attainment of self-regulation: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M. Boekaerts,P.R. Pintrich, & M. Zeidner (Eds.), 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pp. 16).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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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Zimmerman（1998）的社會認知觀點來看，自我調整歷程與伴隨著的信念

形成三個循環階段（Zimmerman, 2000; Alderman, 2004）：考慮與準備

（forethought）、表現或意志力控制（performance or volitional control）、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 

 (一) 考慮與準備 

學習前的計畫並為其訂定階段目標。此階段分為兩個部分，一個為任務分析

（目標設定與策略性計劃），另一個為自我動機信念（自我效能、預期結果、內

在興趣或價值以及目標導向）。目標能增加個人的行為表現，但個人所定的目標

類型會決定目標對行為表現的提升程度大小(O’Donnell et al., 2008)。積極主動的

學習者會設定更明確、整合性的與挑戰性的目標，被動的學習者則較依賴不明確

的或鬆散的目標(Zimmerman, 2008)。積極主動的學習者會藉由認知協助與情感

控制來選擇或建構策略以強化其表現，相反地，被動的學習者則會以沒有明確目

標的計畫展開學習，並依賴表現結果來改進其學習(Corno, 1993)。透過教師鷹架

輔助的學生往往會投入自己的計畫活動當中，然而固定依賴教師的輔助卻會讓學

生無法完全投入自己的計畫當中(Zimmerman & Tsikalas, 2005)。因此，會為自己

設定歷程目標的學習者，同時也會加入含有策略性的目標設定在考慮與準備階段

做充分的利用。自我調整策略不會對所有人產生同樣的效果，它會因個人任務目

標而有所不同；另一方面，策略性計畫與選擇則因為個人、行為與環境間難以察

覺的變化而更需要循環式的調整(Zimmerman, 2000)。 

    學習者對目標高度的投入、設定與獲得有賴於自我動機信念，積極主動的學

習者對目標更加投入，付出更大的努力，在獲致目標時比被動的學習者更能維持

與堅持(Zimmerman, 2008)。自我動機信念中與任務或技能學習價值及重要性有

關的是自我效能，它是根據個人所擁有的技能，以及他所面對的環境，對自己能

因應某種情境判斷的程度，故自我效能與有效學習或表現的個人信念有關，當個

體覺察任務具重要性時，會對目標產生更多的投入(Bandura, 1997; Zimm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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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自我效能信念影響目標設定，有能力的學習者會為自己設定更高的目標，

他們也堅信自己能為目標持續堅持下去(Locke, 1991)。第二項影響學習者目標投

入的動機信念是預期結果，主動積極的學習者對其學習結果具高度期望，而被動

的學習者則對其努力學習的結果抱持不樂觀的態度(Zimmerman, 2008)。第三項

自我動機信念則為內在興趣或價值以及目標導向，它是學習者在目標投入方面對

其自我效能知覺的影響。內在興趣會針對特定主題的動機狀態，在受到某個特定

活動領域吸引後產生，當學習者的興趣產生，專注力、努力與學習便能增強

(O’Donnell et al., 2008)，例如主動積極的學習者比起被動者有較高的自我效能來

獲致期學業目標(Zimmerman, 2008)。因為不同階段歷程目標的自我調整學習需

要循序漸進的精熟學習才能提供學習上立即性的滿足感，而非到最終目標達成後

才能有成功的感覺，因此自我調整學習者在某種程度上會感到自我應驗的

(Zimmerman, 2000)。以上三項動機信念皆為促進學習者對其學業目標投入的因

素，其目標在學習方法上亦產生不同的影響。 

 (二) 表現 

學習期間所發生的歷程，它會影響注意力與行動以幫助學習者任務的維持。

此階段包含兩個歷程，自我控制（任務策略、注意力集中與自我教導)與自我觀

察(後設認知監控與自我紀錄)。任務策略是在於減低任務的複雜性，將任務重組

為有系統化的表現結果，任務策略包含學習策略(筆記、考試準備與閱讀理解)以

及表現策略(寫作技巧、說話技巧與問題解決)(Zimmerman, 2000)。自我控制階段

協助學習者將注意力集中於任務上並有效持之以恆，研究亦證實對事件的專注與

檢視策略能改善個人學習的品質(Boekaerts & Niemivirta, 2000)。注意力集中強調

學習者能達到無錯誤及高效能的表現，意指學習者不但能監控自己如何正確找到

錯誤並做修正，也能正確思考錯誤的原因以及可能導致的結果(Zimmerman, & 

Tsikalas, 2005)。自我教導是描述某人如何在私下或公開地進行一項任務，例如數

學解題(在心理面告訴自己回想算式)或是複誦公式(將公式說出來)，研究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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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化的表現能改善學生的學習(Schunk, 1982)。Manning(1990)也認為自我教導

的方法具有反省性，能幫助學生處理特別的需求，或幫助具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加

強閱讀的理解，甚至幫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技巧。 

    表現階段的另一部份為自我觀察，它是個人表現的具體檢視。

Zimmerman(2000)提到自我觀察有以下特徵： 

1. 自我回饋的延遲會對個人在採取修正行動中產生阻礙 

2. 提供表現有助益的回饋訊息 

3. 個人對其行動的扭曲與誤解無法適當地獲得糾正 

4. 個人在監控中產生消極的觀點 

由以上特徵可知，自我觀察的歷程在於檢視學習中所產生的錯誤訊息並避免

消極態度的產生，學習者在任務學習階段應嘗試及時給予自我的正向回饋，保持

積極的學習態度才能呈現最佳的學習成效。會設定明確歷程與結果目標的主動積

極學習者，能夠投入更具系統與組織化的自我觀察形式中，例如在日誌、圖表與

歷程檔案中的後設認知監控或自我紀錄(Zimmerman, 2008)。自我紀錄則是自我

觀察中常見的技巧，它會縮短獲致目標的時間，並提供有益的資訊與準確性以及

回饋機制(Zimmerman & Kitsantas, 1996)。記錄能捕捉個人學習當下所產生的訊

息，組織為最有意義的系統，在不需要其他干擾因素下可維持其準確性，並提供

更長久的資料庫為學習歷程佐證(Zimmerman, 2000)。 

 (三) 自我反思 

此階段為努力表現後產生。此階段與自我觀察連結包含兩段歷程，一為自我

判斷，它是某人對本身表現的自我評價及結果的歸因。Zimmerman(2000)提到自

我評價有四項不同標準： 

1. 精熟：個人在成就中的學習歷程通常與其不斷地練習有關。 

2. 先前的表現：目前的表現是基於先前的行為水準來評估。 

3. 基準：包含與他人表現的社會性比較，如同儕間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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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同合作：主要運用於團隊的努力當中，Zimmerman(2000)以籃球的控球

後衛為例，其成功的標準不同於團隊中其他球員的位置，控球後衛與其對原的協

調性為成功的終極標準。 

    自我評價的判斷與歸因有關是在於，例如表現不佳是因為個人有限的能力或

努力不夠(Zimmerman. 2008)。這些歸因的判斷對自我反思有關鍵作用，因為固

定能力的錯誤歸因會讓學習者產生消極的反應，並阻礙其努力改進的動機

(Weiner, 1979)。其次為自我反應，它是包含自我滿足，如對學業表現結果產生滿

足的知覺，並對未來自我調整需求情況所必須做的改變，以及學習表現影響所產

生的情感皆為自我反應的呈現(Zimmerman, 2000)。因此，Bandura(1997)提到比

起物質上的酬賞，一個人自我滿足的標準端看內在的價值或任務的重要性，具高

度自我調整的人較重視其內在的自尊感與來自完成一項工作的自我滿足感。適應

力與防禦則是個人在努力或表現階段如何改變其自我調整的方式，適應力會引導

學習者至較佳的自我調整表現，例如階段性的為目標做變換或選擇更有效的策

略；而防禦則是提供學習者免於對未來的不滿與厭惡感，但學習者也會因此削弱

其成功的適應力，防禦的自我反應包括習得無助感、延遲、任務趨避、認知分離

與興趣缺乏(Zimmerman, 2000)。從自我調整循環特質看來，自我反思更進一步

地影響至考慮與準備階段。 

    根據White與Hargrove(1996)的實證研究發現，修習教育心理學課程的師資生

常在其自我學習中缺乏適當的學習策略或沒有運用學習策略。因此，師資生更需

要學習如何學習，職前教育階段良好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為師資生日後教學現場

建立未來學生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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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理論架構 

一、  學習歷程檔案的意義 

 (一) 學習歷程檔案的定義 

    Paulson, Paulson 與 Meyer（1991）認為學習歷程檔案（portfolios）是學生有

目的性地收集其作品，並展現其一個或多領域的努力、進程與成就；收集內容必

須包含學生在學習內容上的參與、選擇、價值判斷，以及自我反思的證據。

Milman(2005）則認為學習歷程檔案為個人在工作、努力與進展上的收集與反思，

同時也提供個人在工作方面的能力、態度、經驗與成就範圍之最佳的參考方式。

周新富(2009)也提到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目的主要著眼於瞭解事件發展的過程，並

期待藉由學習歷程檔案中的文件或證據，找出情境意義與發展的脈絡。 

 (二) 學習歷程檔案的形式/模式 

    學習歷程檔案可從學生作品做個人化系統的蒐集成為一系列的整合與教師

對學生標準化評量的紀錄，當這些整合歸納為學習歷程檔案時，資訊的蒐集便涵

蓋不同模式、蒐集的方式以及組織的方式。學習歷程檔案也依學習目的分為不同

類型，鼓勵學生以歷程方式，由教師的形成性評量支持學生對其學習歷程進行反

思；對學生的總結性評量提供證明或解釋性的學習歷程檔案，最後，以學習歷程

檔案行銷方式來展示學生的成就與表現（Barrett & Carney, 2005）。專家學者認為

每一種形式的學習歷程檔案皆有其特定目的及對象，其呈現的內容也有所不同。

從表 2-1 學習歷程檔案目的理論架構來看，每位作者所提出的學習歷程檔案型式

皆包含歷程檔案（process portfolios）、成果檔案（product portfolios）、及展示型

檔案（showcase portfolios）三個類型（Hauge, 2006; Mansvelder-longayroux, Beijaard, 

Verloop, & Vermunt, 2007; Wolf & Dietz,1998）。歷程檔案主要以學習者的具體學

習目標為中心，朝這些目標進行學習歷程中詳細的進程規畫，學習者也會常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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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這類檔案來滿足成果及展示型檔案的需求（Mansvelder-longayroux et al., 

2007）。另外，成果檔案是為受限制的檔案，學習者藉由特並標準與規定達到檔

案形成的要求，在表現評量方面亦呈現其公平、有效及可靠性（Hauge, 2006）。

展示型檔案是屬於半結構性的檔案，有時從內容中的某部分組織來決定求職的基

準，也會由教師所選的內容來看所適合的工作職位（Wolf & Dietz,1998）。 

表 2-1 
學習歷程檔案（portfolios）的形式/模式 

作者 檔案目的 檔案形式/模式內容 

Wolf & 

Siu-Runyan, 1996 

促進學生學習  為學生本身所有；提供學生探究、擴

展、與展示的機會以及對學習的反思

 回饋；引導師生有效教與學的策略，

並與父母建立聯繫 

 可解釋性；評估學生成就以便於解釋

及課程評量 

Wolf & Dietz, 

1998; 

 

促進教師學習  學習；提供教師探究、擴展、與展示

的機會以及對學習的反思 

 評量；評估教師專業、證照與進修的

表現 

 職業；教師特質的呈現以及受聘的方

式 

Hauge,2006 促進師資生學習  學習；對教學的投入，利用教學文件

提供成長的證明 

 資格；決定師資生在教學上是否具備

精熟的標準 

 專業；代表師資生最佳成品的展示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三) 學習歷程檔案的隱喻 

    Barrett（2005）提到1990年代早期，Pearl與Leon Paulson為學習歷程檔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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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了一個建構意義工具的隱喻，學習歷程檔案是一處學生從經驗累積而來所建構

意義的實驗室，他們也指出了學習歷程檔案敘說了一則故事，一則知的故事，知

道與事物有關的、瞭解自己、認識觀眾…學習歷程檔案是有關學生了解自己的故

事，而學習歷程檔案因為個人的故事而更具豐富性。 

    學習歷程檔案出現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支持自主與強而有力的學習工具，以及

機構與組織間所重視的知識交流；使用方面提供個體與組織針對使用者的發展來

做更熟悉的選擇，學習歷程方面則提供個別化學習的組織、建構與反思（Kirkhan, 

Winfield, Smallwood, Coolin, Wood, & Searchwell, 2009）。Diez(1994)表示過度專

注學習歷程檔案的形式是令人擔憂的，重要的是需要在學習影響力方面的關注；

因此，她提到學習歷程檔案在師資培育的使用上有三種學習的隱喻，分別為十四

行詩般的原則(structure) 、地圖(map) 的形式與鏡子(mirror)的意象，詳細說明如

下： 

1. 結構的原則－架構 

    學習歷程檔案就像十四行詩般，有著簡易的形式與結構幫助個體傳達意義，

而其特質有賴於個體如何詮釋，此外，十四行詩需遵照一連串的原則，而這些原

則也提供某種自由度。同樣地，學習歷程檔案在有限的建置架構中發展出結構上

的原則與自由，讓學生得以檢視自己的作品。學習歷程檔案的十四行詩隱喻形式

最佳描述為展示型的學習歷程檔案，它是將個人作品有目的地蒐集，證實某人努

力之最佳表現。展示型檔案的特點在於依照檔案內容細項做決定性的思考，並提

供學習所需的某種標準類型之限制，如同十四行詩一樣從原則中產生彈性與創造

力。 

2. 按圖索驥的功能－地圖 

    學習歷程檔案在地圖的比喻中提供個人於下個階段歷程目標設定的架構與

方向，地圖的標記與描繪就像學習者在學習歷程中所做的紀錄。地圖的功能同時

與自我評量做連結，因為學習階段任務的結束需要透過自我評量，學生得以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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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目標來擬定學習計畫。學習歷程檔案做為地圖的影響力在於將內在自我與外在

世界連結的反思，幫助學習者看見自己的優缺點，也覺察自己在整體學習環境中

的成長因素。地圖的意象也與下一階段的鏡子意象做連結，學習歷程檔案提供某

人學習進程方向，自我的紀錄為學習歷程檔案中的主要工具，明確目標與學習標

準的運用讓學生得以將成就展現出來，並決定其特殊表現的優劣(Dize, 1994)。 

   3. 個人學習歷程的反映－鏡子 

    鏡子(mirror)在學習歷程檔案中的隱喻較清楚可見，Dize(1994)提出這樣的問

題：學習歷程檔案如何協助個體看見自己？當學生能夠「看見」自己在說話、寫

作、思考與問題解決方面的發展時，一種強而有力的影響便會在學生成長與自我

覺察中產生。學習歷程檔案最能描述鏡子在學習歷程檔案中的隱喻，學生在學習

任務上會選擇對自己有利或較好的作品呈現，此選擇為學生不斷地對自我檢視後

的結果。故 Dize(1994)認為透過學習歷程檔案功能來看某人的發展歷程就像字面

上「鏡子」的意思－當某人看到自己的形象或表現時－字面上的「反映」即引發

內在的反思。此隱喻正符應自我調整學習的自我反思階段，學習者從學習結果來

進行自我判斷，並產生內在心理的回饋，藉由心理上的自我反應為下個目標做修

正。 

二、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發展 

    由於網際網路的迅速發展，學習歷程檔案的設計與應用也產生變化，使用電

腦科技來產生或儲存學生學習歷程檔案，成了多數研究者建議或採用的解決方

式，也使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發展與應用逐漸興起(周新富，2009；張基成、童

宜慧，2000)。當科技越來越可獲得時，學生的學習歷程檔案由紙本漸為數位化

型式所取代。Barret（2000）將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定義為包含電子化科技的使用，

本研究統一稱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Barret（2000）讓發展者以多種形式（聲音、

影像、圖片及文本）來收集與組織其資料；她也強調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並非資料

的水平收集（例如數位剪貼簿或多媒體的呈現），而是一種隨著時間印證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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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工具。一個真正的學習歷程檔案應該包含三個基本成分：文件資料（一個學

生工作上隨時間發展的結構性紀錄）、反思（針對學生學習經驗的內容），以及

合作成果（和教師、導師與學生所選擇參與的整個學習社群）（Zhang, Olfman & 

Ractham, 2007）。Becta（2007）則將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解釋為具有多種意義且

被廣泛使用的一個專有名詞，參照政府 e 化策略中對此名詞的科技解釋：改善學

習，做為個人線上空間的一部份，學習者能儲存其作品，記錄其成就（存取功能），

以及個人課程表的應用（組織功能），與本身研究相關的數位化資料（個人化資

訊），並與其他學習者做連結(合作與回饋)。研究顯示促進對課程學習的反思為

數位化學習歷程的主要目的之一，除了提供做為真實反思途徑之外，也提供學生

技能、教育與相關經驗證明的一種方式（Chatham-Carpenter, Seawel & Raschig, 

2010）。綜上所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具有三種主要特色，學習、個人化與反思。

從歷程的建置到個人特色的展現，線上學習架構提供學習者科技能力的發展空

間，也讓學習者從做中學來反思整個學習目標與歷程的價值。 

 (一)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模式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有三個重要意義：歷程、展示與評量，它的歷程設計為支

持學習者如何透過架構及策略的嵌入來學習，個人學習管理工具的功能鼓勵學習

者進行改善、個人成長與發展，並投入終身學習(Arter & Spandel, 1992)。根據各

校所需資源的不同，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使用的建置模式可歸納為一般軟體

（generic tools mode）、商業系統（commercial systems）以及混合模式（hybrid 

systems mode）（陳淑美，2007;Barrett, 2002）。從表 2-2 可得知目前東海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http://www2.thu.edu.tw/~teaching/eportfolio/）所使用的數位學習歷

程檔案模式為一般模式中文書處理軟體的FrontPage，不同於商業系統與混合模

式的是師資生可將一般軟體系統帶入日後的教學實習場域，以促進教學檔案的銜

接與完整性。 

http://www2.thu.edu.tw/%7Eteaching/e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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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模式 
     模式 
  項目     

一般軟體 
(常見軟體) 

商業系統 
(購買產品) 

混合模式 
(協同合作) 

軟體/系統 文書處理（word 

processing）、HTML、

Adobe PDF 

LiveText 

TaskStream 

Foliotake 

開放源碼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自由軟

體版、the Epsilien 

使用機構 美國紐約州

St.Bonaventure 大學、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淡江大學 

美國普渡大學、內華

達州立大學雷諾分

校、逢甲大學 

美國大部分大學、

大部分高等教育機

構 

優點  彈性、創造力 

 個人特色 

 科技投入 

 有系統、規格化 

 節省資源 

 個人電子資訊的

整合 

 依個人喜好發展

限制  缺乏一致性 

 時間的投入 

 無創造性 

 缺乏多樣性 

 需科技專才 

 大型學校 

 科技資源需充足

資料來源：陳淑美（2007）。從美國經驗談 E-portfolios 在師資教育的應用。教

育研究月刊，162，118-130。 

 (二)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形式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包含電子數位化形式的蒐集、儲存及管哩，學習者可藉由

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多媒體形式來呈現個人學習歷程的紀錄，傳送格式可

分為以下三類(李同立，2002；周新富，2009；楊培祺，2007)： 

1. 電腦檔案 

    此為早期的數位化教學檔案，由資訊系統中電腦檔案資料夾所構成，多為中

等學校以下教師所使用，亦為目前中小教師專業發展中，數位教學檔案形式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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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師可將文字或影像檔進行分類與整理。 

2. 網頁形式 

    網頁製作較電腦檔案為複雜與困難，製作者需要具備網頁製作的基礎能力。

網頁可以整合文字、圖像、影音等檔案，超連結的功能更提高檔案取得的便利與

實用性，同時網頁的互動性亦能增加師生或同儕之間的交流。 

3. 網誌 

    網誌具日誌、事件記載功能，目前各大入口網站已有許多提供免費個人網誌

服務，如 MSN、YAHOO、無名小站、樂多、痞客邦、FaceBook 等，僅需簡單

手續申請即可使用，連線速度、穩定性、功能及容量方面皆有不錯表現，最主要

的是格式上不用再費心去編制，故選用網誌做為教學網頁的教師日益增加。目前

全國各大專校院也以此格式建置學生個人專屬的學習檔案，藉此記錄學習的概

況，並做為日後求職的參考。 

 (三)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內容 

    周新富(2009)提到目前網頁製作工具較盛行的是 FrontPage 與

Dreamweaver，依檔案自我反省、真實呈現、強調開放與創新、重視個別差異的

特性，內容分為具評量性質與不具評量性質兩種類型： 

1. 具評量性質的內容 

    讓學生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明確陳述目標，做為評估學習成果的依據。學

生可以展示已完成的作品，供教師評量之外亦能展現其實力與成就。另外，學生

須於一段時間上傳作業或成品，有助於教師掌握學生學習進度，學生也能進行學

習策略與學習過程的自我瞭解。自我評估與自我檢查的反思方式提供學生紀錄真

實的思維、學習態度及情感，評量過程也讓學生進行自我的監控、改進。教師的

指導與輔助角色是不容忽視的，在此類型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內容中，教師可根

據學生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寫下評量記錄與回饋；學生也能透過同儕數位學習歷

程檔案的觀摩進行互評，進而瞭解自己需要加強的部分。此類型檔案內容頁面上



常有討論區、意見反應、公布欄等，強調開放空間的互動來增進數位學習歷程檔

案的價值(曹紅娟，2007)。 

2. 不具評量性質的內容 

    上述評量性質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通常需要專業電腦能力才能設置這樣的

網頁，另一種不具評量性質的檔案，主要建立學生個人學習歷程紀錄，做為日後

升學或就業之用，內容包含(李青芸、葉淑芬，2008)：首頁、個人簡歷、教育理

念、成長與反思、修習課程、生涯規劃、實習札記、學習活動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場域所使用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乃為一般常見軟體

FrontPage，呈現方式即為網頁形式，內容方面因為強調學習者自我導向學習，

所以是不具評量性質為主要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架構，另以具評量性質的學習

目標與自我評估特點來發展其價值。 

三、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教育上的應用 

本研究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模式涵蓋於學習歷程檔案、成果檔案與展示型

檔案三個內容分類中，由於學習歷程檔案（做為專業發展或歷程檔案）已普遍運

用於各大專校院，甚至是中等學校，如圖 2-2： 

 

 

 

 

 

 

 

圖 2-2 個人數位歷程檔案系統(2008)，研究者取自 http://www.iportfolio.cc  

師資培育方面，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主要做為師資生促進學習歷程上的反

思，學習歷程檔案也讓師資生看見學習歷程中的具體項目，例如運用其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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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課程資訊來做詮釋，並以焦點及結構的方式來思考其學習，最重要的是，檔案

中經驗與素材的選擇能幫助師資生聚焦於專業發展中的關鍵議題（陳淑美，2007 ; 

Mansvelder-longayroux et al., 2007；Wolf & Dietz, 1998）。進入師資培育機構的

師資生皆已被要求維持學習成果的蒐集，作為教師成長的基礎，這樣的蒐集包

含：研究報告、教案、教學影音、日誌、已發展的教材、同儕或教師的單元計畫

回饋、教與學的創意寫作、欲教學的內容速記、活動建議、專業閱讀的評述等

（Zidon, 1996）。 

本研究場域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供師資生所建置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是存放在該師培中心所提供給伺服器網頁空間裡。每個人都配屬 100 MB 的網頁

空間，利用所提供的空間在 FrontPage 軟體支持下，師資生除了可以透過創意來

呈現其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個人面貌，也藉由師資培育課程的洗禮完整呈現學習

的歷程，並針對階段性的學習進行反省與思考。 

 (一)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與學習的關係 

    Abrami、Wade、Pillay、Aslan、Bures與Bentley(2008)認為若想徹底改革並強

化教育，讓學生在學習方面產生意義與策略性思考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像讀寫學

習方面的核心能力。學生必須以創新及具創造力的方式成為積極且有能力處理複

雜問題的學習者，因此，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為達成此願景的一個途徑，而科技正

扮演著促進教育改變強而有力的工具角色。數位學習歷程檔案不但可存放學生與

教師的多媒體，還能支持學生自我調整學習。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與學生自我調整

學習能力聯結，可強化技巧與能力方面成為更有意義的學習－－當學生使用數位

學習歷程檔案時會對其學習承擔更多的責任，更能理解其意志力與限度，並學習

設定目標(Hillyer & Ley, 1996)。 

    Zimmerman與Tsikalas(2005)在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環境中提到，自我調整學習

提供三個階段循環模式做為支持發展學習工具的架構，分別為考慮與準備、表現

與自我反思。這三階段自我調整循環模式包含後設認知與動機的成分，提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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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能達到持續性發展的基礎。然而，Carney (2005)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學

習與成就及其他方面的結果影響之證據明顯不足，他認為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有

強化學習的可能，但如果無法針對使用的部分做批判性的評量，數位化學習歷程

檔案會變成Papert的Logo 程式語言，透過小海龜(turtle)的簡單指令所影響，在使

用上成了另一種教育科技的短暫狂熱，只是受限於軟體系統的擺佈，甚至被視為

一種對電腦科技無法完全理解的創新。因此，本研究乃針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

師資生教與學歷程上的影響，透視師資生藉由檔案引導成為教師的學習歷程，尤

其是師資生在學習目標與教育上的自我調整學習狀況。數位學習歷程檔案不只是

資料的蒐集與保存，師資生還得透過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運用來提升學習成為一

位教師及教與學的成效。從學習檔案隱喻到自我調整學習循環模式，每個隱喻即

牽涉到師資生在教與學方面的調整策略。師資生在整個師資培育的數位化學習歷

程檔案建置情境脈絡中對教與學不斷地反省與思考，針對檔案架構的每個主題進

行互動與對話，促進師資生具有獨立思考與問題解決能力。 

(二) 自我調整學習的培養 

    學習者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會以不同的觀點來進行反思，因此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的使用與學習歷程本身便會產生持續性的相互影響，這需要個體在學習

上的知覺，能覺察如何去學習超乎他們學習以外更多的知識（Hauge, 2006）。

當師資生進行學習活動的調整時，他們便會因為學習歷程的投入而將個人從學習

環境中抽離出來，開始對其學習歷程提出批判性的問題（Mansvelder-longayroux et 

al., 2007, p. 133）－這就像他們問自己：我的學習目標是甚麼？我該如何達到我

的學習目標？還有他們對學習歷程的監控：我這樣做對嗎？我有在進步嗎？我還

不清楚的地方是甚麼？我需要改變我的方式嗎？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嗎？或者

是有關他們的學習評估：我有達到目標了嗎？我哪一部份我做到了或沒做到？為

什麼？哪一部份我還需要再加強？ 

    Chen與Chen（2009）發現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能協助促進學生學習動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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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獲得科技、反思與特定內容的技能。藉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多樣化教

學，因此促進線上的學習者喜歡使與學生學習動機的增進，促使在用（Gaytan & 

McEwan, 2007）。另外，同儕分享與教師適切回饋的使用都在促進學生的自我反

思，而此學習歷程也促成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深化（Brandes & Boskic, 2008）。也

就是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反思學習的運用包含了如何鼓勵學生利用其學習，

協助在課程、跨學年與課室學習間建立連結，並且應用在工作場域及社群環境中

學習；嚴格說來，數位學習歷程檔案不但強化學生對其學業經驗廣泛思考的能

力，整體而言更提升通識技能教育的培養（Chatham-Carpenter et al., 2010）。 

    Barrett（2000）認為少了反思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只能算是多媒體的一種

呈現，或是單純的電子化履歷，甚至是一本數位化的剪貼簿而已。由此可見，

反思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重要性不但讓整個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賦予生命力

及價值性，最重要的是提升學習者對自我學習歷程的反省與思考能力。教育中

的反思是充滿承諾的領域，對於改善專業水準、培養個人成長以及增進社會正

義的承諾（Procee, 2006）。學習歷程檔案使用的關鍵因素之一為透過反思來強

化學生後設認知的能力，因此學習歷程檔案不應限制學生的專業能力進展，而

是做為學生對學習反思的後設理解（Deneen & Shroff, 2010）。 

反思為協助學生的一種歷程，有別傳統框架限制來審視實務經驗並重新建構

學習；實務經驗架構能幫助學生從學習中對事件做統整，提供學生本身實務技能

與課程內容材料真實的意義及理解（Pagano & Roselle, 2009）。學習歷程檔案提

供學習者一個強而有力的學習環境，學習者能收集與組織對課業挑戰的投入、真

實生活的任務之資料成品，並透過自我回應的方式來完成反思。大部分學生的反

思呈現在寫作練習上，例如日誌、學習單的引導、日記與報告，以及長期使用來

促進反思的各種方式，例如心得回饋等，藉由以上反思方式為學習經驗做印證性

的評量。部分的反思歷程是為了讓學生敘說有關其學習經驗的故事，相關研究顯

示這樣的故事敘說可幫助學生將經驗嵌入其長期的記憶中（Pagano & Roselle,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7E%7EAU%20%22Pagano%2C%20Monica%22%7C%7Csl%7E%7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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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第三節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與自我調整學習的國內外相關實證研

究 

    近年來自我調整學習者角色在教育中已引起相當大的關注，除了學校中主要

學科知識外，研究多著重在學生如何成功獲得知識的自我調整學習。 

一、國外的相關研究 

 (一) 師資培育與自我調整學習   

自我調整在傳統課室中已被運用來應付各種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狀況，

Bolhuis與Voeten（2001）特別提到教師在課室中需要適應力與創造力來處理他們

也許會面臨到不同的教學情況，在科技與文化快速演變的步調下對課程修訂部分

做調整，如此，教師也能藉由自我調整來改善自我效能。因此，師資生需要學習

上的自我調整來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並為日後教育實習做有效的準備（Dembo, 

2001）。因此，師資培育課程對於師資生自我調整的培養是有必要的，Niemi（2002）

更進一步指出歐洲教育方案與師資培育課程目標皆包含自我調整學習技巧及認

知策略，為達此目標，師資生應要有良好的自我調整策略知識，並藉此在教育實

習場域中發揮。 

師資培育機構在師資培育目標上也開始創造出自我調整學習的環境，研究指

出為了讓師資生的信心有正向的影響，動機的支持與學習情感是重要的因素，

Corrigan與Taylor（2004）藉由自我調整學習的環境，在自然科學課程中提供師

資生正向的經驗來促進其教與學的目標。如同自然科學師資培育中教與學的概

念，自我調整需要提供自然科學的師資生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並傳授教學方

法，最終目的做為師資生自我調整學習技巧及自然科學學習的發展（Taylor & 

Corrigan, 2005），如此一來，師資生的學生及成為教師的角色在自我調整學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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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面才會更加成熟。其次，Kremer-Hayon與Tillema（1999）針對自我調整學

習意義來訪談師資培育者與師資生，有關師資培育課程中發展自我調整學習的活

動，並對師培者與師資生的角色行為產生期待；研究結果發現，師培者與師資生

分享了自我調整學習的某些共同知覺部分，包括對自我調整的認知導向，他們也

都同意自我調整在教學上會產生反思、更有自主能力以及知識的內化。另外，

Hwang與Vrongistinos（2002）調查小學師資生自我調整策略與其學業成就間的關

係，研究結果顯示，師資生自我調學習整策略的高度使用與其高度學業表現之間

有強烈的聯結關係。最後，Randi（2004）認為師資生可以先從自我調整學習策

略中獲得明確的教學助益，而非等到有實際的教學課程經驗之後，如此一來在他

們進入自己的教學場域之前，教學課程得以讓他們有足夠的機會成為自我調整的

學習者。 

 (二) 超媒體(hypermedia)的學習環境： 

由於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環境的普遍性，自我調整歷程在課業學習方面的角

色特別引人關注，而科技的進步亦在學生為中心的多元表現形式環境中呈現

(Winters, Greene, & Costich, 2008)。超媒體是電腦為基礎的資訊檢索系統，讓使

用者可獲得或提供文本、聲音、影像紀錄等，也可藉由超連結方式來建置系統；

另外，超媒體的最大特色，在於依使用者的需求，快速而準確地搜尋儲存的資料，

並有效激發學習者主動思考與知識交流

(http://en.wikipedia.org/wiki/Hypermedia)。理解電腦系統的複雜性有時是困難的，

因為學生必須結合多元的表現形式(如文本、圖表、動畫)來獲得基本概念的理

解，進而運用這些表現形式來結合學習。因此，有些研究者與教育者轉而以超媒

體環境做為強化學生對複雜系統理解的可能解決之道，在教與學方面也增加超媒

體環境的使用(Azevedo, Guthrie,& Seibert, 2004)。 

 (三) 線上的學習環境： 

    Anderton (2006) 在線上師資培育課程的自我調整學習研究中，以完成目標

http://en.wikipedia.org/wiki/Hyper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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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的形式教導師資生目標計畫策略，其研究結果顯示以下重點： 

1. 目標並非是近側的，而是涵蓋整個課程，故讓學生設定每週或每兩週的

目標較具學習成效。 

2. 由於有效的學習策略具明確的範疇性，學生需要目標的具體例子做為線

上學習的參考。 

3. 支持性的回饋是重要的。 

    與傳統面對面的課室學習不同的是，線上的學習環境能讓學習者培養獨立學

習的習慣(Anderson, 2006)。本研究場域的師資培育課程提供師資生完整的學習目

標與架構，鼓勵學生將所學的知識內容藉由超媒體方式於線上網頁中呈現。明確

的目標才能使學生成為一個策略性的思考者，因此，一個積極主動的學生需要設

立更明確的目標。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者需克服科技所帶來的種種阻

礙，才能將自己的學習內容帶進網頁中。一旦學習者收到任務的指令，積極主動

的學習者會透過目標的設定來確立學習方向，方向確立之後再進行任務的分析與

計畫，所以策略性的計畫才會讓學習者有努力經營學習歷程的動機。網頁為基礎

的學習環境屬於開放性的空間，學習者在維持目標歷程同時，教師與同儕給予的

回饋將提供學習者維持努力的力量，進而朝下一個目標邁進。 

    由於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環境日漸普及，比起以往投影機、影音播放器等教學

媒體工具，線上學習的環境更能強化或協助學習者的學習，並成為當代教育科技

所欲探討的重要議題。自我調整學習在學生學業表現及成就方面是重要的，尤其

是在一個不用面對面與教師及其他同學互動的線上學習環境下（Heo & Joung, 

2004）。Pressley（1995）指出教育科技可為引導學生進行自我調整學習的新形式，

例如學生使用電腦系統反覆編輯與修正。教育科技是有關「教育」的科技，在學

習歷程中以教育理論為基礎，運用科技來改善教與學的方法。過去自我調整學習

的研究多強調傳統課室環境中個人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對學生的自我調整技

能而言線上教育的參與尤其重要（Hsu, Ching, Mathews, & Carr-Chellm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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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man, 2002）。自我調整學習與後設認知、動機及行為歷程有關，個人從此

歷程中獲得知識與技能，如目標設定、計畫、學習策略、自我強化、自我紀錄與

自我教導（Hsu et al., 2009）。 

    相關研究方面，自我效能與其他學習相關變項的相關研究，Wang與Newlin

（2002）發現大學生在網頁為基礎課程情境脈絡中的線上學習自我效能與學業表

現呈現正相關。超媒體的學習環境強化自我調整學習的研究，Azevedo et al. 

（2004）在學生使用超媒體環境來學習有關複雜科學主題時，說明自我調整學習

角色的概念性知識獲得的差異性。此外，Azevedo（2005）也在多媒體使用來學

習複雜的科學主題上，說明了自我調整學習如何用來做為理論架構的引導，以便

於檢視多媒體的學習成效。至於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在學習結果影響的相關實驗研

究，Kramaski與Gutman（2006）發現九年級的學生，在線上學習環境中的自我

後設認知提問，比起沒有線上環境支持的同儕更有顯著性，這部分也呈現在問題

解決步驟上，以及問題解決期間自我監控策略的使用。質的研究方面，Whipp與

Chiarelli（2004）藉由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式，提供六年級學生在網頁為基礎的

學習環境中自我調整學習的圖片，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運用自我調整學習；

其中包括每日的連結、文件輸出的離線閱讀，還有經常性的做線上的檢核。很多

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環境提供自我導向學習的高程度學習者控制與機會，然而也有

部分實證研究顯示，在電腦為基礎學習環境中的學生常需付出更多努力（Winters 

et al., 2008）。師資培育課程的相關研究中(An & Wilder, 2010)，大部分線上活動

的設計多用為師資生發展教育科技能力課程目標的達成，目的是在於維持自我調

整學習的實踐，並幫助師資生個別化地控制其學習歷程。Delfino、Dettori與Persico

（2010）即透過師資生在混和式的實務課程中分析自我調整學習如何達到強化的

效果，在教育科技課程的情境脈絡中，進行自我調整學習實務有關的調查與影響。 

(四)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與學習 

    學習歷程檔案提供師資生特別有用的學習工具，幫助他們對過去經驗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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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思考與行動的方式；他們目前的技能與對於教與學的理解，還有關於他

們自己、其內容與方法、對未來或目前的學生，他們仍需學習的是哪一部份

（Zubizarreta, 1994）。Zidon（1996）從師資生透過學習歷程檔案使用，專業知識

發展的知覺研究發現，學生能獲得有關自己的、教學的以及學習歷程上的瞭解。

Andrew、Ducharme與Cox（2002）也提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師資培育課程的發

展與使用，學生透過師培課程加入檔案成品及描述來證實大學架構中的知識與技

能。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發展乃維持續性的進化歷程，師資生從師培機構進入實

習場域後，其目標即為繼續透過其他教學檔案形式展現其教育專業職涯的歷程。

學習歷程檔案在教學實務中不僅促進反思的表現，更反映在師資培育中師資生的

教育信念與教育哲學上，也強化了師資生的專業學習歷程以及在其工作上反思的

能力(Hauge, 2006; Lyons, 1998）。 

    教學是項複雜的專業，要為師資生應付他們全部會發生的狀況，並賦予他們

整個所需的知識與技能是不可能的，那就是為什麼師資生得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

學習，學習獨立的能力在師資培育中就如同「不斷地產生勝任感與成長」，如此

一來才能在進入教育實習後還能持續不斷地學習（Dembo, 2001；

Mansvelder-longayroux et al., 2007）。Griffiths （2000）指出教師有意願也有能

力持續地發展新知識與技能在教育中愈顯重要，因此，他們能運用教育中新的發

展模式來促進教學活動，並不斷地改善其教學能力。師資培育機構的共同目標為

培育教師的專業能力，而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則為每位師資生的共同目標，因

此，師資培育課程需提供更專業化學習的協助。Hauge（2006）發現學習歷程檔

案能促進師資生專業化的學習，並且能將理論從師資培育帶進教學現場，有效連

結理論與實務間的應用，並做為日後教師更具專業及有效益的反思與學習工具。

Strudler與Wetzel（2008）從能力觀點上指出美國師資培育課程中調查使用數位學

習歷程檔案的益處與價值，包括：增加學生反思與學習的機會、理解教與學的準

則，以及持續追蹤學生的教與學之表現與課程內容改善之目的。Pelliccione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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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on（2009）透過個案研究指出，強化師資生反思及學習目標關鍵，取決於一

個結構性的反思工具是否能強化學生在反思循環中投入的能力，研究結果發現反

思結構性的確能協助學生以更有凝聚力的態度來建構其反思。上述研究針對學習

歷程檔案為師資生的學習工具，輔助師資生在個別化在教與學方面的學習，提供

反思能力促進師資生的專業成長。 

二、 國內的相關研究 

    自政府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與學至今，資訊科技改變了學生學習型態，也改

變了教師教學方式。善用資訊科技的教學，不但可以豐富教學內容和變化教學方

法，也可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此乃顯示教師資訊素養的重要性(吳

清山，2006)。所以，深為未來教育者的師資生更不能排斥資訊的學習，也不要

成為電腦的文盲，要讓資訊科技工具成為教與學的利器，日後在教學場域中有了

資訊科技能力，始可指導學生善用資訊科技，擴充學生學習內涵。 

    國內相關教育科技強化自我調整研究（表2-3）中，透過網頁為基礎學習環

境，學習者的自我調整能力在目標導向、後設認知策略、自我監控策略、尋求協

助與支持及反思上皆產生一定成效，也就是教育科技對學習者自我調整有正向的

效果與助益。 

    國內關於師資生與自我調整研究的相關文獻僅李佩璇(2008)的質化研究

法，經由社會認知觀點中個人、環境及行為交互影響的調整過程，尋求協助與反

思為自我調整學習的關鍵，並呈現重要性的正向影響。由此可見，科技強化自我

調整研究多著重於過小學童的學習成效表現，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文獻反而較

少，有關師資培育中科技強化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研究尚付之闕如。 

    國內相關研究中（表 2-4），吳俊霖（2006）指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於師資培

育的可行性，這也是首次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於師資培育使用中嶄露頭角，雖然僅

提出有關軟體系統的設計與建置，但卻證實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師資培育應用的

可行性。接著，沈意芳（2007）的研究更清楚呈現師資培育中數位歷程檔案的整



體架構。以上兩項研究亦提供本研究在教育科技理論框架上的支持，從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的建置來深入瞭解師資生自我調整教與學的狀況。 

表2-3 
國內教育科技強化自我調整的相關論文 

研究者/時間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陳瑞敏/2008 Moodle平台上目

標導向線索對學

童自我調整行為

與閱讀能力之影

響 

不等組前後測設計 在閱讀學習的 Moodle 環

境下，精熟目標導向與表

現目標導向線索對學童的

閱讀能力可達顯著成效 

李麗娟/2009 運用電子歷程檔

案於國小資訊課

程對學生學習成

效及自我調整之

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運用電子歷程檔案於電腦

課程可以提升學生的簡報

設計學習成效，並對於學

生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有

提升之助益 

林俊宇/2009 網路化檔案評量

系統內反思機制

及其對自我調整

學習之影響 

準實驗研究法 使用網路化檔案評量系統

反思機制的自我調整學習

整體表現優於紙本式檔案

反思 

徐美雲/2009 運用自我調整學

習策略於網路班

級讀書會對國小

五年級學童閱讀

理解能力之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使用網路班級讀書會的學

童在自我調整學習之「尋

求協助與支持」面向與平

台操作方面均呈現正向結

果 

陳柏恩/2009 電腦焦慮、電腦

溝通恐懼、後設

認知自我調整策

略及目標導向對

遠距學習者滿意

度之影 

量表施測 後設認知自我調整策，精

熟目標導向，及表現目標

導向對遠距學習者之滿意

度有正向影響 

廖悅媚/2009 網路化檔案評量

系統中學習目標

設定機制及其對

自我調整學習之

影響 

準實驗研究法 網路化檔案評量中學習目

標設定機制對高職生自我

調整學習達顯著性影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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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研究者/時間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張文瓊/2010 結合自我調整學

習策略的網路

PBL學習對學習

成效之影響 

準實驗研究法 經由網路 PBL 學習之後可

提升國小學童之學習成

效，且學童於網路 PBL 的

學習環境之下，較能發揮其

自我調整學習的能力。 

胡秀玲/2010 結合自我調整和

參與式線上學習

策略教學研究-以
技術學院大一英

文課程為例 

 準實驗研究法 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及參與

式學習之結合為一，可讓線

上學習之優勢得到全方位

的發揮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4 
國內師資培育中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相關研究 
研究者/
時 間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吳俊霖

/2006 

師資培育歷程檔

案系統的設計與

建置 

文獻分析法 數位歷程檔案系統確實具備

應用於國內師資培育體系之

可用性 
沈意芳

/2007 

師資培育電子化

歷程檔案系統架

構之規劃研究 

文件分析法 
問卷調查 

 電子化歷程檔案在教師甄

試時應具備「教育理念」、

「修習課程」、「反思成

長」、「學習活動與教育實

習」，以及「個人簡歷」等

五大構面。 
 學習型與展示型之教育理

念沒有顯著差異。 
 教育學程作業報告以展示

型呈現為佳，教學演示檔

案以動態影音型式呈現較

為適宜。 
 電子化歷程檔案反思機制

歷程紀錄應在教師甄試時

呈現。 
 在教師甄試時，電子化歷

程檔案應包含教授評鑑機

制歷程紀錄。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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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國外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調整研究已行之有年，近年來更著重在教育科技的輔

助學習成果。而國內在教育科技強化自我調整研究雖有在成長，但師資培育方面

有關師資生科技強化自我調整學習文獻卻有待努力。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各大專

校院及多數中等學校皆有設置學生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內容多位作品的蒐集與

展現，學習及成就經驗的分享，目的為日後升學或職場就業的參考。然而，學習

者的自我反思才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最終價值，本研究場域東海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即以促進師資生學習的自我反思為師資培育的目標宗旨之一，有別其他固定

格式與軟體套用功能，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透過FrontPage引導師資生建置數

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網頁架構與內容，除了提升科技專業能力之外，也讓師資生學

習記錄自己在師資培育所學，並從反思中促進學習歷程的價值。因此，藉由教育

科技強化師資生自我調整學習的方式更突顯本研究的重要性，也盼本研究在教育

科技強化師資生自我調整教與學的探究結果能為師資培育課程帶來價值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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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自我調整學習之影響，研究者採

質的研究方法，透過焦點團體訪談、半結構式個別訪談、文件分析蒐集資料，以

瞭解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成為教師的期待、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

檔案對師資培育學習的投入，與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促進師資培育學習

的反思。本章依研究方法分為第一節研究法之選取，第二節為研究者的角色，第

三節是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的選取，第四節為研究實施程序，第五節則是研究的

信效度。 

第一節 研究法之選取 

    量的研究法是透過量表方式對研究對象施測的數據常呈現表向的結果，卻忽

略了情境脈絡的影響（張簡俊彥，2005），而質的研究目的在於達到理解人們如

何建立他們生命的意義、描繪賦予意義的過程，以及如何詮釋他們所經歷的一

切，意即人們如何瞭解他們的世界與他們在其中的經驗（Merriam, 2009）。本研

究強調師資培育課程提供師資生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學習架構，師資生透過此學

習架構，從個人、行為及環境的情境脈絡中所進行學習的心理運作狀態。然而，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師資生個別化的學習空間，由於個別差異，每位學習者的

學習狀況、態度與方法皆有所不同。因此，與其調查研究找出多少師資生在數位

學習歷程檔案的成功運用，不如關心師資生是如何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來調整

並達到成功的學習，重視其學習歷程的特點，符應質的研究方法強調從事件的發

生、後續發展，以及演變的結果能顯示出整個活動變化的細微之處，是屬於微觀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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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藉由質的研究方法深入瞭解師資培育機構的學生運用科技對自我調

整學習的理解。這些問題與理解他們的經驗有關，且需要經由一個質性的研究設

計來瞭解。師資生使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目的，乃透過個別經驗從檔案建置歷

程中覺察學習的狀況並作調整，然後將個別學習的自我反思應用於教與學。而詮

釋同一經驗的方式有多元，瞭解事件參與者對特定行為個別的主觀感受和想法是

必要的（王文科、王智弘，2011）。 

    本研究以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作為個案分析的基礎，在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的情境脈絡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建立關係，透過對話與互動來反思

整個研究過程，建構屬於師培生自我調整的故事。由於研究範圍包含師資生的

教育理念、修習課程、反思成長與個人履歷，故透過訪談法與文件分析法來進行

資料蒐集。 

一、  訪談法 

基於質的研究假設原則，參與者在興趣現象的觀點上應該展現出參與者的態

度及想法，而非研究者的想法（Marshall & Rossman, 2006）。因此，研究者進行

訪談方式最重要的部分是表達參與者具價值與有用的看法。本研究先進行焦點團

體訪談，從團體訪談中獲得每位參與者對研究主題所提供的回饋與想法。焦點團

體訪談內容較廣，容易透過彼此間的討論產生新的想法，再根據訪談結果進行個

別的半結構式訪談。 

 (一) 焦點團體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是一個謹慎規劃的系列討論，用在一個舒適、包容的、無威脅

性的情境中進行一系列的討論，目的是瞭解人們對於一個特定的議題、產品或是

服務項目的感受與意見（洪志成、廖梅花 譯，2003）。焦點團體訪談的優點是能

快速獲得研究資料，比一對一面談方式更具時效性，亦能讓每一個參與者對研究

問題有所反應，並與其他成員的反應產生互動。團體訪談對象通常是小群體，團

體訪談進行研究者將當討論的起始者或串場者（moderator），扮演著下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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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討論的主題，起始整個討論及過程，或鼓勵受訪者參與討論但自己不參與討

論（林金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在研究者的輔導下，參與者能本著準確

且直率的方式，報告他們的認知、感受和行為，另一方面，研究者能以深入探測

的方式來協助參與者進一步的指引並擴充其論點（王文科、王智弘 譯，1999）。

為從多元觀點，對參與者知覺、信念、態度與經驗引發更多、更深的瞭解，並記

錄瞭解所出字的脈絡，因此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 

 (二) 半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使用較多開放式與較少結構化的的問題，讓受訪者以獨特的方

式來定義世界（Merriam, 2009）。為獲得受訪者的獨特資訊，訪談內容須具有更

結構化的部分。一開始利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導引訪談的進行

（林金定等人，2005）。因此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從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

的背景作為楔子，引導受訪者產生對研究主題的想法，提供受訪者分享其建置數

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真實經驗與感受。 

二、  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的文件包含文字、數位與實體資料，即所有一切與手上研究優先相關

的既存資料。個人檔案是任何以第一人稱來描述的個體行動、經驗與信念，在考

量個人態度、信念與世界觀時，是可信賴的資料來源（Merriam, 2009）。本研究

的蒐集研究參與者的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其中包括個人履歷的證照、工作經

驗、研究與成就記錄以及修習課程等，以利於對研究對象過去經驗及檢視其學習

投入狀況的瞭解與描述。 

第二節 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以人為研究工具，研究者本身的生活背景、價值、信念等，對研究

對象與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勢必會產生影響，此外，質性研究也強調以局內人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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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來詮釋其行為，因此整個研究價值與主觀性色彩變顯得特別濃厚，這樣的主觀

性亦賦予研究的獨特性（丁雪茵、鄭伯壎、任金剛，1996）。基於建構主義派典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互影響與互為主體性的狀態，本研究中，研究者同時扮演師

資生的角色，藉由共同修課經驗與對檔案歷程架構的熟悉進行觀察研究；教育研

究所研究生的角色，修過相關教育心理學課程的先備知識，具備足夠理論基礎；

還有具備六年教學經驗提供自我調整教與學實務上的建議來支持研究。 

以下為本研究者所需具備符應的特質： 

一、  師資生 

 99學年度研究者進入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成為師資生，數位學習歷程檔

案的建置讓研究者有記錄屬於個人於師資培育階段的學習歷程空間。包含教育理

念對個人學習目標的設定與實踐、修習課程增加教育專業能力的認知、個人履歷

中呈現自己的學習成就，以及每學期末對學習的反省與思考，以上皆協助研究者

更加投入師資培育階段學習與成長。同時於學習階段獲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競賽

第一名，不論是學習或表現都獲得師長與同儕的肯定，讓研究者更努力維持並更

新自己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同時，研究者較容易與研究對象協商建立研究關

係，以利於進行研究。 

二、 研究生 

研究者目前為碩士研究生，為充實與研究相關研知識，已修習學習動機專

題、質的研究及教育心理學專題的相關課程，對於自我調整學習的教育理論及研

究方法皆有充足的認知與瞭解。 

三、 教學經驗 

 研究者於私立高職有長達六年的教學經驗，因此，教學場域中的自我效能、

教學校能、課室管理經驗及班級經營理念等比一般師資生更為豐富，透過豐富的

教學背景，研究者可為師資生自我調整教與學方面的研究有效的協助與建議。 

    由於研究者的三種角色，從質的研究方法來看，整體研究價值的確含有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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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色彩，因此，本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注意保持中立的態度，也藉由反

思的角度促進客觀的價值。 

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的選取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旨在瞭解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自我調整教與學的狀況。東海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是培養中等師資的教育機構，自1995年成立以來，強調教育理

論與實務並重的課程培育，對師資生的學習評量注重實作為基礎。該師培中心自

2005年計畫推行以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形式的形成性評量與自我評量方式，藉此培

育師資生二年的學習成長，並提升專業能力。該中心的教學目標在於促使每個學

生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內容須聚焦在「教育理念」、 「修習課程」、「反思成長」、

「 教育實習」和「個人履歷」五大方向，來呈現他們在師培中心二年的改變與

成長。質的研究對研究場域的選擇多偏重於研究歷程的心理狀態，包含研究者為

研究場域的一份子，研究場域為培育師資的性質來看，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實

施推行以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形式的形成性評量及自我評量方式之計畫實施至今

已有六年的時間，具有落實該中心實作評量的特色，以評量師資生在東海大學師

培中心二年的學習成長，並提昇其具備教師專業能力。因此本研究選取東海大學

為研究之場域。 

二、  研究對象 

質的研究通常集中且深入地研究精心選擇、數量較小的樣本，有時甚至只

有單一個案（Merriam, 2009）。而質的研究取樣策略主要為非隨機取樣，它是以

非隨機的方式選擇樣本產生的要素，其中三個主要取樣方式為便利取樣、配額取

樣與立意取樣（Merriam, 2009）。因此，對質性研究而言，大部分質性研究的抽

樣方式是屬於非隨機抽樣法中需要深度的立意取樣，研究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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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樣本中確定是否符合研究目標，從而決定做為選取的對象（王文科、王智弘，

2011）。立意取樣又稱為判斷取樣或合目標取樣，它是出於研究歷程中資料提供

者的審慎選擇方式，簡單來說，它也是研究者決定什麼是需要被知道的，並找出

能夠且願意從知識或經驗中提供資訊的人之非隨機取樣方式（Dolores & Tongco, 

2007）。根據本研究目的，對師資生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自我調整教與學

的狀況來做研究對象的選取，從個案中以判斷取樣選擇能提供豐富資訊的個案為

具代表性的人選。 

本研究旨在瞭解師資培育中心的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自我調整

教與學的狀況，以下為篩選標準： 

(一) 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經驗的考量 

    根據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計畫，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為學程一年級的必修

課程，考量檔案建置的完整架構提供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科目的學習，二年級以上

(含二年級)的師資生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之經驗較學程一年級之師資生豐富。另

外，從二年級修課內容涵蓋教材教法與輔導原理等必備基礎課程，結合一年級時

修習的教育理論，研究對象以二年級以上師資生為主，可深入瞭解其較完整的師

資培育學習歷程並豐厚研究者資料蒐集內容。 

 (二) 參加相關競賽表現考量 

本研究除了考量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經驗、性別外，曾參與數位學習歷程

檔案競賽經驗亦為選取研究對象考量背景之一。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於每第一

學期期末舉辦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競賽，經由師培者推薦主動積極表現的師資生參

賽。研究者透過訪談瞭解此類師資生的在檔案建置歷程中的參與感及正向功能表

現，包含如何面對失敗並投入更多努力、學習活動中更能堅持下去的情形。另外，

欲前往實習的師資生於師資培育結業時須參與成果發表，發表方式即以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方式呈現，本研究亦以此資格的師資生做為研究對象考量之一，瞭解師

資生在面臨下一階段之前對整個師資培育學習的反思與想法。研究者正式進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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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前，先實施預試訪談(附錄三)，與指導教授討論預試訪談後，針對訪談問題再

進行修改為正式的訪談大綱(附錄四)。 

經研究者向師資培育機構同意取得相關資料，得知符合條件之師資生共有45

位。研究者首先以email說明研究之目的，邀請45位同學參與焦點團體訪談，經

同學回覆共計獲得13位同意參與研究，表3-1為焦點訪談參與者之基本資料。 

表3-1  
焦點團體訪談參與者基本資料 
研究參與者 建置經驗 數位學習歷程

檔案參賽經驗 
是否欲參與成果發表 

Red  3年 無 是 
Orange  3年 無 是 
Yellow  3年 無 是(已於去年發表完畢) 
Green  2年 有 否 
Blue  2年 有 是 

Indigo 3年 有 否 
Purple 2年 有 是 
Brown 2年 無 是 
Lime 2年 有 是 

Silver 2年 無 是 

Black 2年 無 是 

Olive 2年 無 否 

Pink 2年 無 是 

 

    本研究經團體焦點訪談後，根據訪談內容、參與者的想法來決定個別訪談對

象，並擬定個別訪談問題的方向。參與第一組焦點團體訪談的 Purple 在訪談後，

主動向研究者表示可以再補充部分反思內容，因此研究者便邀請參與者 Purple

做為個別訪談的對象之一。Beige、White 與 Grey 分別為兩組焦點團體訪談中，

訪談對象提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表現較為突出的師資生，Beige 與 White 因為教

學經驗豐富，研究者獲得兩位師資生同意進行個別訪談，藉此瞭解其豐富教學經

驗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助益為何。另外，Grey 目前是因為大學三年級的學生，

雖然缺乏豐富教學經驗，但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內容、設計仍獲其他團體焦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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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者的讚許，因此，研究者亦邀請 Grey 為本研究個別訪談對象之一，藉此瞭解

Grey 在沒有教學經驗下，如何呈現自己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價值。Gold 則

是美術系的師資生，由於其他訪談對象提到美術系師資生對網頁設計能力有一定

的水準，呈現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應該具某程度上的效果，因此研究者特別邀請

Gold 進行個別訪談，瞭解是否美術系背景對於網頁能力在教師專業方面具加分

效果。Ivory 則是研究者在焦點團體訪談邀請時，礙於時間關係無法出席，但表

示自己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有關 FrantPage 的操作感到相當焦慮，仍希望提供研

究者有關檔案建置方面的想法，因此研究者改邀請 Ivory 進行個別訪談，以瞭解

電腦科技能力的焦慮對師資生在檔案建置方面的影響。 

表 3-2  
個別訪談參與者資料： 
研究參與者 性別 受團體訪談

者推薦 
研究者邀請 自願 

Purple  男性     
Beige  女性     
White  女性     
Grey 女性     
Gold 女性     
Ivory 女性     



第四節 研究實施程序 

    教育研究與一般性研究的步驟有所不同，其研究的模式並非是直線的，而是

一種循環的模式，從問題選定----進入研究情境----資料蒐集與記錄-- --資料分析

----撰寫報告，呈現循環的模式（陳木金，2003）。本研究根據此循環模式為基礎，

研究程序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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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對象 

資料蒐集 資料分析 

文獻探討

進入研究情境 

研究問題選定 

撰寫報告 

圖3-1 研究流程 

 

一、  研究前的準備 

 (一) 形成研究概念 

研究者閱讀國內外文獻後，形成初步的研究概念，再根據研究概念進行研

究設計與所欲探究的方向，研究設計進行期間，研究者不斷累積文獻閱讀來支持

研究理論架構。 

 (二) 建立初步關係 

研究者透過共同學習關係與參與的師資生連絡，建立初步的良好關係，並

說明本研究的進行方式與需要配合的注意事項。 

 (三) 準備研究工具 

    著手研究進度的安排，與參與的師資生進行溝通並準備研究工具，包括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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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訪談大綱、準備錄音筆與訪談筆記。本研究訪談大綱乃以對問題背景與對

文獻探討的瞭解為基礎，進行訪談預試。針對預試結果來加以整理(附錄二)，與

指導教授共同討論及修正後，再編制正式的訪談大綱（附錄三）。訪談大綱內容

包括師資生透過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對自己成為教師的期待、師資生透過數位化

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學習的情況與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反省及思考的情

形，藉訪談來初步瞭解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學習的能力。 

二、 確定研究對象 

在確定研究對象之前，先以 email 方式來告知受邀的目的及研究方向，包括

研究對象選取的條件說明。研究焦點團體訪談對象為 13 位，個別訪談對象為 6

位，其中必須有女性與男性師資生，且為二年級以上的師資生。徵得師資生的同

意之後再附上受訪同意書（附錄二）。 

二、  蒐集資料 

 (一) 進行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共進行兩組焦點團體訪談，實施步驟為：事前準備工作、訪談實施、

結束訪談及資料分析與詮釋。研究者在焦點團體訪談扮演主持者的角色，確認主

持者的指引順序包括引言、暖身、釐清名詞、進行容易且不具威脅性的問題、較

難的問題、總結說明、成員查核與結束的陳述（王文科、王智弘譯，1999）。研

究者從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仔細觀察與瞭解每位參與者的表現、態度、反應

與想法，做為下次半結構式個別開放性訪談之談話進行方向。 

一般而言，一項探索性研究，以一次或二次焦點團體進行訪談便足夠。本研

究的焦點團體屬於「輔助方法」，從師資生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對自我調整學

習與教學的探索性研究，因此設定為兩組各一次的焦點團體訪談。洪志成與廖梅

花(譯)（2003）指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由 6-8 人所組成的團體比較理想，因此，

為了能在「充分參與」、「深度」及「廣度」三者間取得平衡，本研究進行兩組焦

點團體訪談，第一組焦點團體訪談人數為 7 人，第二組焦點團體訪談則為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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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焦點團體訪談時間大約 1-1.5 個小時，實施前已告知參與者須配合訪談的時

間。訪談地點在師資培育中心的研討室 B 進行，該空間明亮、寬敞，沒有過多

錄音攝影設備有助於讓參與者在一更接近他們日常生活自然情境中對談。 

為了讓整個訪談有較深度的反應，研究者鼓勵受訪者有機會產生互動、表達

和發表意見。在集體的環境中，研究者和受訪者共同對研究問題進行思考，從而

激發成員間互相糾正與補充的自主性的對談，以確保本研究訪談的品質。 

本研究共訪問 13 位二年級以上的師培生，訪談日期、時間與地點紀錄如表

3-3： 

表 3-3  
焦點團體訪談紀錄表 

    研究參與者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Indigo 

第 

一 

組 

Purple 

2012/03/14
12:45 
︱ 

13:56 

師資培育中心

研討室 B 

Brown 

Lime 

Silver 

Black 

Olive 

第 

二 

組 

Pink 

2012/03/16
15:35 
︱ 

16:45 

師資培育中心

研討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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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半結構式個別訪談 

    個別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修正焦點團體訪談大綱並做補充，半結構

性訪談問題是開放性的，希望從受訪者得到獨特的資訊。訪談中將保持開放的氣

氛，研究者在提問時將鼓勵受訪者提出自己的問題，並根據訪談時的真實情況調

整訪談程序和及內容。 

本研究個別訪談地點在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的研討室 B，該訪談地點除了

是為受訪者所熟悉外，該地點安靜不受干擾，可讓受訪者感到輕鬆自在。本研究

以受訪者方便接受訪談時間為主，訪談時間長短或訪談次數與受訪者達成協定，

訪談時間約 1 個小時左右，訪談次數為一次。 

個別訪談時，研究者先進行自我介紹，說明研究主題與目的、進行之規則，

如錄音，並說明受訪者的權利及注意訪談時運用之言語。訪談前研究者與受訪者

先建立關係、消除緊張、再開始問問題。研究者鼓勵受訪者以描述性的方式回答

問題重點，從中萃取更大量的細節。本研究於個別訪談中以建立共融與信賴氣氛

做為詢問的基礎，訪談資料則以錄音方式做為內容型的紀錄，研究者在訪談過程

中同時進行自我反省紀錄。由於錄音無法掌握受訪者表情或動作，因此研究者另

準備手札與訪談日誌，將受訪者重要的訪談字詞、態度以及對內容疑點與矛盾部

分詳加記載。本研究在一個自然友善的氣氛下結束訪談工作，並在最後來詢問受

訪者參與訪談的經驗與感受，詳細訪談如表 3-4。 

表 3-4 

個別訪談紀錄表 
研究參

與者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Purple  2012/04/02 12:10~12:51 
Beige  201204/02 15:20~16:15 
White  2012/04/11 13:10~14:01 
Grey 2012/04/03 12:20~13:14 
Gold 2012/04/09 15:20~16:09 
Ivory 2012/03/31 11:10~11:51 

師資培育中心

研討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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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訪談逐字稿之編碼依訪談個案逐字稿記下關聯的暫時性想法或概

念，概略紀錄每位個案所提關鍵想法或關鍵字於訪談札記中。其次，比對不同個

案的訪談關鍵想法或關鍵字，為促進對研究問題的反思，仔細挑選脈絡意義相近

的詞彙，連結語意關係並予以歸類。接著進行類別意義的樹狀結構劃分，並再次

檢視閱讀訪談逐字稿，並將各類目與子類別套入內容當中，再進行意義的檢視。

最後，研究者逐項調整與檢視後，再來定義類別合適的編碼名稱。 

 (三) 文件分析 

研究者在訪談前先進行研究對象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線上觀察，從檔案建置

的設計、版面配置、導覽內容與反思中記錄每位研究對象學習投入的程度，做為

訪談內容提問的基礎。接下來，研究者從焦點團體訪談與個別訪談內容資料中進

行線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觀察，透過訪談中對研究問題所提供的資訊，經過分

析後再進行線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觀察，比較研究對象經由訪談後的反思狀況。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架構除教育實習外，包含個人履歷、教育理念、修習課程、

反思成長等，研究者透過線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觀察，從研究對象的個人履歷來

蒐集相關成就背景資訊，包括證照、獎狀，再從修習課程中所上傳的作業、錄音

檔來分析其學習動機及行為。研究者在以上的文件蒐集方面輔以觀察及訪談方式

來互相檢核，以瞭解師資生的學習經驗、澄清師資生對教與學的價值觀與想法，

並使研究論點更為深入與明確，內容更加的豐富。文件分析的資料蒐集內容如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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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文件分析蒐集資料表 

研究參

與者 
文件分析時間 文件分析之內容 

Red  20120425、20120427、
20120504、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7120005/ 

Orange  20120427 http://teaching.thu.edu.tw/g97120011/ 

Yellow 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7120003/ 

Green 20120427、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8120017/ 

Blue  20120427、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s961040/ 

Brown 20120427、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s971048/ 

Lime 20120427、20120503、
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7720016/ 

Silver 20120427   http://teaching.thu.edu.tw/s971032/ 

Black 20120427、20120504、
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8120015/ 

Olive 20120504   http://teaching.thu.edu.tw/s985547/ 

Pink 20120425、20120504   http://teaching.thu.edu.tw/s975560/ 

Purple  20120427、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8240027/ 

Beige 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9570022/ 

White 20120505、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8120001/ 

Grey 20120522  http://teaching.thu.edu.tw/s981116/ 

Gold 20120425、20120504  http://teaching.thu.edu.tw/s967152/ 

Ivory 20120514  http://teaching.thu.edu.tw/s975536/ 

 

四、 資料分析與編碼 

  研究者於資料蒐集歷程中，摘要手札以利於資料的分析，並配合訪談錄音檔

轉為逐字稿，初步的逐字稿亦轉交受訪者來進行驗證。接著研究者對個別訪談內

容找出與研究問題有關的關鍵字，例如自我反思，並做問題的歸納與分析，以及

http://teaching.thu.edu.tw/g97120005/
http://teaching.thu.edu.tw/g97120011/
http://teaching.thu.edu.tw/
http://teaching.thu.edu.tw/g98120017/
http://teaching.thu.edu.tw/s961040/
http://teaching.thu.edu.tw/s971048/
http://teaching.thu.edu.tw/g97720016/
http://teaching.thu.edu.tw/s971032/
http://teaching.thu.edu.tw/g98120015/
http://teaching.thu.edu.tw/s985547/
http://teaching.thu.edu.tw/s975560/
http://teaching.thu.edu.tw/g98240027/
http://teaching.thu.edu.tw/g99570022/
http://teaching.thu.edu.tw/g98120001/
http://teaching.thu.edu.tw/s981116/
http://teaching.thu.edu.tw/s967152/
http://teaching.thu.edu.tw/s975536/


將資料片段化，區分為相關、有意義的單元。 

 (一) 資料分析 

    本研究根據陳木金（2003）的資料分析互動模式（圖 3-2）來進行，把蒐集

到的資料加以分類、組織、形成一套資料系統。 

 

 

 

 

 

 

資料整理 
資料濃縮 

資料呈現 

描述性結論／檢証性結論 

分析架構圖 

圖 3-2 資料分析互動模式 

    接著，根據研究的焦點，把所蒐集的資料加以去蕪存菁，製成摘要表。然後，

加以陳列展現濃縮後的資料，以歸納法形成分析架構圖(如圖 3-3)，依架構圖比

較分析形成研究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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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師資生思

考進入師資培

育的目標 

 協助師資生對

成為教師角色

有明確的認知 

 幫助師資生對

師資培育學習

內容的瞭解 

 觀察自己的檔案

紀錄進行自我能

力的提升 

‧ 調整理念與實務

的差距 

‧ 修正數位學習歷

程檔案的架構與

內容 

‧ 檢討階段性學習

改進 

 觀察同儕的檔案

紀錄進行學習改

進 

‧ 充實自己的專業

能力 

‧ 豐富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的內

容與架構 

 師資培育的學

習瞭解自己的

改變 

 從反思師資培

育的學習進行

評估與改進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

生自我調整學習之探究 

對師資培育目

標設定之影響 
對師資培育學

習的投入 

對師資培育學

習的反思 

圖 3-3 研究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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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編碼系統 

本研究訪談逐字稿之編碼參照杜美慧（2011）的研究進行修改。研究參與者

共有 18 位，分別以顏色英文 Red 等為代表，個別訪談資料則以「個訪」為代表，

團體訪談資料則以「團訪 1」為第一組團體訪談為代表。P 代表訪談逐字稿之頁

碼，L 代表逐字稿行數。文件分析以「文」為代表，以下表 3-6 說明: 

表 3-6 
資料編碼代號一覽表 

資料來源 代號 意義 

團體焦點訪談 團訪 1-Red-P3-L7-9  第一組團體訪談 Red 第 3 頁第 7

至 9 行的談話紀錄 

個別訪談 個訪 Black-P2-L5-6 個別訪談師資生 Black 第 2 頁第

5-6 行的談話紀錄 

文件分析 Green 文 1010522 101 年 5 月 22 日分析之師資生

Green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第五節 研究的信效度 

    質的研究關切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以及被研究者在其特有的脈絡情境下的

原始經驗及深度詮釋之呈現（王文科、王智弘 譯，2002）。而質的研究中的信

度與效度則牽涉到在符合倫理規矩的情況下進行調查，透過概念化的研究，以及

資料蒐集、分析的謹慎處理來完成對信效度的考量（顏寧 譯，2011）。本研究

基於質的研究法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且人類為資料蒐集與分析的主要

工具，能真實地詮釋來自於其觀察與訪談。以下分別說明研究者在信效度使用與

研究倫理所運用的措施及辦法： 

一、  研究信效度 

本研究採以下方式，分析、檢驗與比較由不同方式、人所得的研究資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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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資料的正確性、一致性與完整性，藉以增加本研究之信度與效度： 

 (一) 資料蒐集的三角檢正法使用： 

    透過焦點團體與半結構式個別訪談分析文件資料方式，來檢證研究資料是否

一致性，若無一致性則詳加探討其原因。如團訪1-Red-P3-L7-9的訪談內容與研

究者在其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資料蒐集Red彣20120522是否有一致性。 

(二) 參與者檢核(member checks)： 

   研究者從訪談過的受訪者，透過逐字稿回傳徵求對研究者所產生發現的回

饋，避免研究者錯誤詮釋參與者所說和所做的意義。參與者檢核過程帶者研究者

的初步分析回到參與者身上，詢問詮釋是否說得通，而參與者能透過研究者詮釋

來辨認其經驗，或建議及調整以利於研究者能更貼近參與者觀點。如受訪者White

同意研究者的結論，並表示無須更動。 

 (三) 同儕檢核(peer debriefing) 

    研究過程中透過與指導教授的數次討論、分析，藉以澄清概念並發現問題。

同時也與兩位正使用教師教學檔案並修習過質性研究法課程的同儕進行評論，藉

由對話與討論來避免研究者個人主觀的偏見與認定，以多元角度的詮釋來瞭解資

料呈現的真實意義。如熟悉研究或對此主題瞭解的同儕，她們能提供較客觀的審

查或檢視的角度。 

 (四) 研究者的自我反思 

研究者除了清楚交代在本研究中的角色，研究進行中不斷地檢視、反省與

思考。研究者真實呈現訪談與相關文件資料，讓讀者清楚研究者的觀點與價值

觀，並引起讀者對本研究的期待。研究者以顏色做為受訪者編碼，便於訪談同時

做記錄，並有條理地對每一回應進行反思。 

二、  研究倫理 

質的研究者在研究的世界中就像私人空間的客人，他們必須表現出良好的禮

儀，因此，倫理規範是必須是嚴格的（Merriam, 2009）。本研究所採半結構式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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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無可避免需與受訪者互動，過程中更需注意研究者本身的態度與專業。根據

Patton「倫理議題檢查表」內容的考量（Merriam, 2009），本研究在研究倫理上所

採取的措施如下： 

 (一) 詳細解釋研究的目的與使用方法 

 (二) 對於隱私保護的承諾與互惠 

 (三) 建立相互信任的關係 

 (四) 告知參與者後，經同意並簽署(訪談錄音與資料取得) 

 (五) 真實呈現訪談與文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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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根據訪談與文件蒐集的資料，針對三個研究問題逐節進行分析研究結

果。第一節探究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進入師資培育目標設定之影響在

師資培育學習的期待，第二節探究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師培教育學習

的投入，第三節則是探究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在師培教育學習的反

思。 

第一節 對進入師資培育目標設定之影響 

    本節主要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架構來深入瞭解師資生對於進入師

資培育學習成為一位教師的期待，研究者依據訪談內容與文件資料的分析整理，

從檔案架構包括首頁的呈現以及其他導覽項目探究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如何引導

師資生對進入師資培育目標的思考、對成為教師角色的明確認知，以及引導師資

生瞭解師資培育的學習內容與進展。 

一、 引導師資生思考進入師資培育的目標 

 (一) 學習教學相關知識與技能的目標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教育理念為師資生對自己未來教育的願景，Indigo 認

為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是他在個人教育理念中首要思考的師資培育目標，： 

在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教育理念同時，會想知道有關學生學習動機的相關資

訊，因為我們往往會發現自己也許了解教育專業知識但卻不知道如何引發學生有學

習的動機。因此，要怎麼去引發學生要有學習的意願或是要有學習動機，這個部分

是我在數位學習檔案中所規劃想要達成的信念，因為我覺得一個好老師的自我要求

是一定要有的，這表示你有辦法引發學生有動機去學習。(團訪 1Indigo-P1-L16-21)  

Yellow 在寫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教育理念與修習課程時，也會對自己在師

資培育學習的目標進行思考，她希望能從課程中獲得更多與輔導有關的實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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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含與學生的互動、如何提供學生回饋等，藉由實務的引導來清楚瞭解師生

之間的關係： 

我在寫教育理念時也會很希望能在師培學到更實務上的東西，譬如說上課時怎麼呈

現自己的專業，然後讓學生理解你想要呈現的東西是什麼。其次，就是我在寫修習

課程時會想知道要怎樣去輔導學生，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學生會跟你講他的煩惱，而

我給學生的回應或回饋對他們會造成什麼樣的成效。就是我要回答他們有關做人處

事或者是跟同學相處的問題時，我該怎麼跟學生互動，要怎樣給學生方向才不會造

成負面的反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幫助他們導向正途。(團訪 1Yellow-P2-L46-52)  

從 Yellow 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可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內涵的確引導    

Yellow 對各項教育理論的思考，從理論的思考中與實際的教學情境連結，她也表

達出自己受各項教育心理學理論的影響，進而綜合各項理論的效用來達到日後教

學現場的成效： 

在師培的訓練課程中，我學到很多學習的理論，像是行為主義、 建構式主義、社

會建構主義或是人本主義等等。在學習這些理論中，我學到的不是哪一種學習主義

最好；而是各有優缺點；因此我的學習/教學理念是綜合以上每一種主義的優點；

因為每一種主義在不同的教學領域及教學情境可以發揮不同的效用。例如，若是在

教學的情境之下，老師可以運用社會建構的方法，扮演協助者（faciliator)，引導學

生到最近可能發展區（ZPD)。而對於生活常規上的教育，行為主義則可以將學生

的生活常規訓練的很好。(Yellow 文 20120522)  

    White 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教育理念也提到，受學習理論所影響，對教

學內容有更進一步的想法與期待，從學生學習活動與評量的應用來觀察學習成效

為 White 的教育理念目標之一，她認為教師應從課程與教學方面著手，進一步對

學習有困難的學生直行補救教學： 

有關課程與教學，我認為有必要先行確定學生的起點行為以及終點行為。因此，教

師必須認識課程的教學目標，進而創造多元的教學環境及善用資訊教學，設計進階

式的學習活動來實施教學。而在進行學生學習評量之後，我將會分析試題的難易

度，並探討學生學習成效。了解學生學習的盲點之後，我也會針對學習效果較不顯

著的學生進行補救教學，因為我相信若能引導學生投入學習過程，學習成效便指日

可待。(White 文 20120522)  

    個人履歷方面，White 也提出，不能只是簡單放上自己的學歷，隨便應付了

事，而是要有具體的目標。缺乏經驗的師資生反而可以藉由個人履歷來設定自己

欲達到或想要參與其他相關教育活動經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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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師資培育之下，可能之後會去完成我的夢想。你要有這樣的目標讓人家看見，

你不能讓人家知道說我就是沒有，應該要在個人履歷部分，給自己期許和目標，我

要達到什麼。不可以只寫上學歷是什麼，我的經歷是無，或這是我的經歷只有小老

師。反而可以在經歷的前後補上我有一個目標、我的規劃或者是我的人生規畫在哪

裡。(White-P3L110 個訪 20120411)  

    師資生在建置教育理念的同時，對於教學的期待便開始萌芽，教育觀念價值

也會隨著產生，因此 Black 認為檔案能引導深入瞭解自己的想法並協助自己朝心

目中理想的教師前進： 

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其實是一種說服自己心理的，就是它會開始讓你透過思

考、目標而開始進行思考，它會開始去形塑你一個人價值觀的形成，所以當我們在

寫教育理念時，它無形中就開始告訴我們自己，原來我們是這樣子的人，要成為這

樣子的老師，這無形中也幫助我們往這樣的路前進。(團訪 2Black-P3L83-86)  

    因此，從 Black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教育理念可知她相當重視學生給予的

回饋，從學期初的目標與學期末的檢核亦能發現 Black 對學生學習的階段性期

待，除了希望自己能和學生一起成長，也期盼能透過評量來幫助學生達到教學成

效： 

在陪伴學生的過程當中，我真的希望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看到他們自己的

發展，同時也可以透過發展去刺激他們的學習。課程與評量方面，在我的班級上，

除了一般的考試之外，我會更希望得到學生的回饋。所以我會在學期初時給學生填

寫對課堂的期待，以及在學期末讓學生自我評量他們是否有達到學期初的期待。因

為在我的想法裡，評量不單單只是測試學生的學習成果；另一方面，其實也是一個

管道幫助我可以了解到我的教學效果，所以透過給學生填寫的評量表，我可以更加

了解他們對自己成長的見解也可以更知道我未來有哪裡是可以改進的。(Black 文

20120522)  

    Purple 原先對自己的教育理念便有所堅持與期待，他希望能讓學生更理解數

學，進而對數學不會產生恐懼。透過教育現場的教學經驗，Purple 更能發揮所長

即所學來引導學生學習。從教學法的改變及回饋單的填寫，Purple 看到學生對於

數學反應的正向轉變，在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同時，他便將自己的信念呈現在

教育理念當中，也樂於將自己的教育及教學信分享於檔案中，透過檔案的分享來

表達自己的不變的教育目標： 

當初在寫教育理念這一塊的時候，我記得我從以前到現在不會變的信念，就是想說

可以讓學生去懂、不會去怕數學。我在一年前有去接一個攜手計畫，我去某國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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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朋友，這些小朋友在一個弱勢家庭成長，不管是外配的孩子或是智能有問題

的學生。輔導室給我很多權限，跟一般老師不太一樣的是，評分標準是我自己訂的，

學習單與上課方式也是我自己訂的，只是希望這些小朋友他們可以有一種另外的一

種教學法。因為小朋友連一些基礎的東西都不會。所以，我就從基礎開始教起，我

的評分方法，譬如說考試，我會針對他們上課的表現，讓他們上台講讓他們發表自

己的意見，期末給他們寫回饋單時，我發現他們寫「其實數學沒有這麼可怕」，我

想是因為我教的他們都懂，這對我來說真的很重要。因為我持續秉持的信念，讓我

能在實際教學場域中看到信念實踐的成果。(團訪 1Purple-P4-L132-142)  

從 Purple 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架構中教育理念前言即可看出他對自己在師

資培育所學的期待，也符映了 Purple 在訪談中所說，讓學生不會害怕數學的信

念，不論是課業或是品格教育，身為一位教師皆應關懷學生並建立其學習的興趣

及自信： 

我期望自己可以成為 一位「教好」學生的老師，而不單單只是一位教「好學生」

的老師。我期許自己可以成為一個讓學生不會害怕數學的老師，老師的工作不單單

只是在課業上給予學生幫助，在生活上也要給予其建議，若誤入歧途需將其導向正

途，開發學生的興趣，建立起學生應有的自信心。(Purple 文 20120427)  

    Purple 在檔案中更進一步表示，鷹架理論在教學方面的重要性，除了引導學

生思考，也必須讓學生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他也提到，教師與學生是共同學習

與相互成長的關係，教師應從教學活動中深入瞭解學生的需求，並對於教學方面

的問題進行反省及思考： 

俗話說的好：「教學相長」，我一直深深相信學生與老師是會一起互動成長，在教學

的過程中，學生的學習狀況總是會隨著各種不同的因素產生不同的結果，然而此時

的老師必須利用鷹架理論去協助學生補其不足，我認為在課業上老師的表現會隨著

學生成長而產生進步，隨著學生遇到的問題去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有何不足或需要

改進的部份。讓學生懂得去思考所擁有的工具並讓其有最大的力量去解決眼前所遇

到的問題，當發現問題時，解題的歷程中可以看到各種天馬行空、五花八門的想法，

重點是要讓他們去思考現在到底在做什麼？利用學生們討論加上老師的從旁協助

來達到解決問題的效果。(Purple 文 20120522)  

    由以上可知，學生對於教師的回饋是師資生未來在教學方面最能瞭解教學成

效的方式之一。透過師資培育的學習，師資生覺察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必要性。 

此外，從教育心理與輔導等課程所提供的概念與實際例子中，也可瞭解師資生對

自己在未來教學的情境脈絡中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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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 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提到教學部分，小組討論方式會是未來教學方

式的重點之一，鼓勵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讓學生可以勇於表現自我： 

我會希望藉由小組討論，讓他們自己選擇喜歡的歌曲來做訓練，增加他們對學習的

興趣，並進行小組討論，互助合作完成答題之後，每個學生都有機會上台發表自己

的想法。藉此機會學生不僅僅可以表現自我，更能訓練自己的膽量，以後在公共場

合之中不至於怯場、不敢發言(Brown 文 20120522)。 

    教育理念部分，Red 也跟 Brown 一樣提出小組教學的重要性，從學生的個別

差異來進行教學活動，並培養學生的良好的學習態度： 

對我而言，維高斯基的社會發展理論在課堂上是很重要的，我喜歡將學生們分成小

組，每組內有高低不同的能力，我的理念是每個個體都有其優缺點，能力好不代表

每一方面都好，藉由小組活動，站在別人的立場思考，讓學生成為一個謙虛，有愛

心，信心及耐心的個體，是我的教學目標(Red 文 20120522)。 

    透過師資培育及專門課程的洗禮後，Green 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表示，互

助學習對自己學習成長上有正向影響，因此，她也會將此方式應用於日後的教學

當中： 

在東海的師培及研究所的訓練中，我也知道互助學習的重要性。有時候自己不懂的

觀念，經過同儕間的討論，很多艱澀的問題都能夠迎刃而解。往往這些解決的難題，

也都會深深烙印在我們自己的心中。為此，在我教學的過程中，我也會讓學生知道

互助學習的重要(Green 文 20120522)。 

    然而，對於沒有教學經驗的 Blue，專門課程的知識融入教育專業課程，將

自己在師資培育所學聯結自己的先備知識，則是她最期待： 

我贊同 Green 同學講的，有一些教學法，就是要用我們學校教學法去教學生，因為

在進師培之前我有先修過大學部的英語教學，我在那門課就是學到不同的教學法，

有對不同程度的學生教學，就是效果也會不一樣，要怎麼教的話就是要看教學法，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藉由進師培之後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呈現這些教學法如何知道

要怎麼去教，就是在成為正式老師之後的目標(團訪 1Blue-P1-L33-37)。 

    因此，Blue 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課程與評量提到自己的做法，多觀察

學生的學習狀況，進而給予學生協助並滿足學習上的需求，她也提到互助合作的

想法，從小組活動中促進團隊的學習： 

每位學生各有特色及不同需求，第一步我想要能夠觀察到哪些學生有什麼需求，基

本上我會依照課程的大綱教學，並確定每位學生都有吸收，另外，我會增加補充教

材，讓有更大知識需求的學生有更多啟發自己知識的機會，而學習進度比較慢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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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則是給予更多關心及講解，我希望每個學生都能夠滿足自己在學習上的需求，

在學習過程中，我會觀察學生個人的進步空間，當作評量的參考，我不希望能力好

的學生停止學習，或是能力差的學生放棄學習；在小組的評量上，我希望看到互助

合作的精神，因此這將會是我評量的參考(Blue 文 20120522)。 

    從以上可知，小組合作學習的學習型態為師資生在教育理念中課程與評量方

面，對於教學方法上的共識。因為學習不是單純讓學習者獨自在一個學習環境

中。相對地，學習者應與所處學習環境中的人事物具有產生互動的結果。除了可

以提供學生同儕間溝通交流的機會，也能訓練學生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規劃、組織與執行等能力。 

 (二) 成為好老師的目標 

Brown 則因為檔案建置而讓自己對教育目標抱持遠大的抱負與理想，有鑑於

檔案的開放性，自己的教育理念更應闡述對於教育及教學方面的期待及願景： 

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時候，你會把目標變得很理想化，就不能說「我只是隨便

考考看的啦」。因為檔案是要給別人看，我從小就是要立志當老師，然後要對教育

付出怎樣的心血之類的。例如教育理念方面，因為我是從離島來的，那邊缺乏教育

資源，我想回去當英文老師，提升大家的英文能力。(團訪 2Brown-P1L9-13)  

    教師一職對 Lime 而言則是一個夢想，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築夢的空間，

除了數位空間來進行自我對話的善用之外，另一方面，Lime 也嘗試營造檔案的

架構來實現自己對教學的期待：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我而言，就像懷抱一種好像在完成一種為日後當教職夢想的感

覺。所以我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時候，我會想強調檔案的美感，也會想努力的

花很多時間去想我每一個 bottom 要怎麼做，內容要怎麼呈現什麼的，我會有一種

感覺是在建構自己的一個夢想。(團訪 2Lime-P2L74-77)  

    Lime 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表示，她會利用師資培育課程所學，包含教育

心理學的理論，運用於學生的學習上，讓學生更能自發性地樂於學習。妥善結合

教育課程應用於師資生的知識背景或專門特長，不但能提供學生心理上的正向影

響，也能促進生理上的成長。： 

我相信「正增強」的作用，能夠給予學生鼓勵，不僅能夠幫助學生在快樂中學習，

也增加了學生學習的動力，培養學生「自發性」的學習，唯有真正心裡所接受與喜

歡的，在加上老師與學生的良性互動，都能使學習持久並達到最好的效果。我也相

信好音樂會帶給一個人身、心、靈的良好影響，身為一名音樂老師，我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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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讓學生藉由音樂抒發情感、表達內心想法。學習的路途絕不輕鬆，希望我所帶

給學生的是，在「快樂中學習」、「快樂中成長」。(Lime 文 20120522)    

    對於在補習班有教學經驗的 Red，進入師資培育之後對教育開始有不同的體

認與想法，除了會想獲得教師證之外，也會想在師資培育獲得更多教學專業知

能，Red 說： 

在著手寫教育理念時，我想因為以前都是在補習班教，補習班教的跟正規學校教的

是不同的。所以那時候給自己的目標是進師資培育除了要督促自己得到師資證以

外，更要充實自己的知識，能力夠了才有資格成為正式老師。以前就是覺得沒有這

個能力可以當正式老師，所近來師資培育的目的就是可以往正式教師的目標前進。

(團訪 1Red-P1L11-14)  

    Green 進師資培育前因為無教育專業訓練的基礎，對自己在補習班的教學感

到徬徨，然而進師培並建置檔案後，在教學理念的目標會對自己有更高的期許，

期盼能提升自己的專業能力，並取得教師資格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 

其實我在進師培之前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教學經驗，有時候在教書的過程當中，沒有

那些理論的背景，有時候我們可能會用不對的方法去教學生，所以自己覺得很挫

折，剛好是在遇到那個瓶頸的時候，我覺我應該要讓自己去上課，所以因為這樣我

進了研究所，進了研究所之後呢，就是因為我想當一個好的老師，甚至想要拿到教

師證，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課程可以提升我自己的能力，這是當初我在教育理念

所設定的目標。(團訪 1Green-P1L25-29)  

由以上可知，檔案中的教育理念可以看出師資生對在師資培育學習的期

待，包括專業能力的提升，如何從學習與發展中提供學生良好的教育學習成效。

師資生仍以獲得教師資格為師資培育成果的目標，爾後學以致用達成自己對教師

的理想目標。 

    Beige 希望在自己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呈現其教學經驗，別於一般的固定

架構，Beige 嘗試將檔案架構延伸並做區分，主要的目的在於展現自己過去的豐

富經驗，以及過去在小學實習的學習歷程，藉此印證自己的教學熱忱，並提供未

來求職參考依據。對於像 Beige 這樣具有實際教學經驗的師資生，檔案在綜合目

前所學與過去經驗的功能性更提高自己在日後應聘教職的致勝關鍵： 

其實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最想呈現的是我自己的教學歷程，反而不是我學習的過

程，因為以後的求職過程當中，大部分的人像校長、主任、老師等，都會想知道你

有沒有教學經驗，然後你教學的理念是什麼，然後你跟學生相處的照片可以佐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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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出來你對教學的熱忱。就當初在設計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時候，我比較想著重

在小學實習經驗和教學經驗這兩方面，所以我當初用的時候就已經把這兩個東西區

別開，我記得老師當時給我們的架構有一個修習課程，但我就把框架延展成實習、

教學和修習課程，其中的修習課程只占一小部分。而教育理念，我是覺得它是結合

教學的東西，所以在教育理念我放了一些自己工作狀況實例，也放了教學的照片進

去，想讓人家知道我是個有經驗的老師。(個訪 Beige-P1L15-22)  

     考量學生個別差異及學習上的需求，從 Beige 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可見，

她在課程方面所呈現的想法，包含電腦科技與教師進修研習，皆可看出 Beige 在

具備教學經驗之下，她仍希望走出傳統的教育框架，提升自己的資訊科技能力，

透過有別以往的教學方式來拉近師生的互動距離，並增進自我的專業能力： 

「有教無類、因材施教」，每個學生都是特別的，因為各有不同，在課程設計方面，

我希冀自己能兼顧每一位學生學習的需求。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將會利用電

腦輔助教學，應用多媒體教材提供學生更豐富的知識，藉由網路拓展學生的視野，

知識內容不再侷限於課本之內，而是更寬廣的世界，讓學生跳脫既有的框框，遨遊

在知識之海中，讓學生汲取其所需的知識。利用研習進修，提升自身的資訊科技能

力，學習用電子白板讓教師與學生進行互動式教學，讓學習不再是單面向的，而是

雙向、雙贏、雙成長。(Beige 文 20120522)  

    Black 因為其他師資生明確的目標與理念，而對自己的信念感到徬徨，也深

省自己目標不夠清楚的原因在於缺乏真實的學習動機。因此，師資生建置數位學

習歷程檔案時，對自己的期許會影響付出努力的多寡，也會因為同儕的影響突顯

自己在師資培育學習的價值： 

可能是因為我目前在念研究所，我的目標就是想當老師，這是很明確的。比起其他

學生可能受父母影響，從小就想當一個老師，我會想說在這麼多的同學中，他們裡

面的內容都寫得很漂亮，反而會讓我不知道該怎樣去真實表達我的自我動機與自我

信念。因為我好像只是寫說我想當老師，感覺太平淡。在我的成長背景中，可能是

我那時候還沒想要當老師，這會讓我在目前變得不知道要怎樣，我不想跟別人一

樣，然後變成眾多平凡中的一個。(團訪 2Black-P1L22-27)  

    因此，師資生 Black 在自己的檔案中提到專門與教育專業課程結合的重要

性，也期盼自己能透過師資培育的訓練充實教育內涵與知識： 

透過所上專業的課程訓練，使我在專門課程上無論是理論和實務都更加成熟。另一

方面，加上在師資培育中心的教育專業訓練，都可以使我在未來的教學生涯中，除

了擁有一顆愛學生的心及滿腹熱忱外，擁有最重要的內涵及知識。(Black 文

201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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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首頁標題是呈現師資生想成為教師的明確目標之

一，師資生對於標題的設計亦能顯示對自我目標引導的想法是否足夠，White 利

用標題來展現自己對成為教師的決心與期待，並藉由標題來詮釋自己的專業背

景： 

我的首頁有寫到 Welcome to Liu-En’s E Path through Success 的標題，我有特別強

調 success 的 e 是因為我想做 ePortfolio 的目的就是想成功地完成當老師的夢想，因

為其實它就是在記錄你逐夢的過程，我就是希望在建置完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之後可

以通往我成功的道路，所以我才會用這要的標題。 (個訪 White-P2L57)  

    由以上可知，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首頁與教育理念的構想為協助師資生往

正式教師邁進的主軸。師資生有無教學經驗也是左右其教育理念想法的關鍵，有

教學經驗的師資生會針對自己的實際經歷來擬定自己該努力與執行的方向，充實

更多的理論基礎來提升自己的能力。 

    綜上所述，師資生對於師資培育所學充滿期待，不論是教育理念或是修習課

程，從學生的回饋、小組合作學習到自我專業能力的提升，師資生期待獲得理論

與實務方面的教育專業知識。另一方面，即使是缺乏教學經驗的師資生也會根據

自己的興趣來創造未來教學的願景，並以取得教師資格為最終的學習目標，呈現

自己對教育理念的堅持，朝心目中理想教師角色來實踐。 

二、 協助師資生對成為教師角色有明確的認知 

 (一) 老師是引導學生快樂學習的認知 

    Yellow 剛建置檔案時的教育目標主要在於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自己過去

的愉快學習經驗來形塑對於成為教師的期望。而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所提供的架

構，讓 Yellow 藉由教師形象的建立來引導學生也能跟自己一樣投入學習。她覺

得引導學生樂於學習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透過實際的教學經驗，Yellow 覺察到引

起學生學習動機並非預期中簡單，而此目標亦成為 Yellow 日後師資培育學習中

主要努力學習的方向： 

剛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我對師培其實沒有太大的憧憬，就是說我進來一定做

什麼做什麼，我一定要學很多，我要修一堆課什麼的。可是我很單純的想法就是想

知道，我要怎麼樣讓學生學習的時候引起他們學習的興趣。我想當英文老師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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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我的學習成長過程當中，覺得學英文是最快樂的一件事，所以我當老師的

話，我會希望讓我的學生學英文也很快樂。所以，在教育理念部分，我的目標都是

怎麼讓學生覺得學習英文很有趣。(團訪 1Yellow-P2L39-46)  

    因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架構，需要撰寫教育理念，引導 Yellow 對教

師角色的重新認識，展現自己對英文教師的看法，教學不是在教書本的知識而

已，學生乃為課室環境中的主體，建立學生良好的學習態度及提供正確的學習方

式才能讓學生有更佳的學習成效： 

在學生的發展方面，在師培的課程中，教授講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念：英文老師是

要「教英文」還是要「教學生學英文」？我相信後者是比較重要的。因此，配合學

生的學習，我的教學應該要讓學生能夠發展出對於英文的好的學習態度，及好的學

習方式；而不是我教什麼，學生學什麼。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真正學習到如何學習

英文。(Yellow 文 20120522)  

Ivory 提到因受同儕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對教育想法的影響，開始思考自

己對於教師角色的看法： 

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之前，對教師並沒有很偉大的抱負，但真正開始建置檔案之

後，看到同學對教育的堅持與抱負，我才開始慢慢對教師有更深的瞭解。我也會受

同學教育理念的影響，我開始想自己會是甚麼樣的老師。我也會想要好好把自己對

教師的想法寫出來，跟大家分享(個訪 Ivory-P1L7-9)。 

    因此，在檔案的教育理念部分，Ivory 期望自己能成為引領學生探索知識的

啟發者，和學生共同成長，她在檔案中寫著： 

每個孩子都是上天送給我們最寶貝的禮物，老師就是這些寶貝探索世界的媒介。希

望能給我的學生多一點認識這個世界的機會。除了知識上的探索、更希望能陪他們

多了解自己生活的土地，讓他們對自己生長的環境有更深入的了解，進而深愛這片

土地(Ivory 文 20120514)。 

    而 Orange 因為家人的期待進了師資培育，一開始也對當老師沒太多的想

法，但是開始建置數位學習檔案，對老師的角色有了憧憬。她希望透過師資培育

的學習能提供學生在學習方面適時的幫助，另一方面也期盼能免去對成為教師期

待的焦慮感，充實自己的教育專業知識：  

當初進師培其實一開始並沒有太多的想法，家人要我修習師資培育我就進來，當

然，在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對於老師這個角色其實我還是會有憧憬，如果可

以幫助學生可以改變他們一些。(團訪 1Orange-P2L69-75)  

    Orange 認為因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構，讓她更能明白該要如何 朝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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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路準備。她引用教育的名言佳句來提醒自己對教育的期待，這樣的期待也協助

她確立未來要成為能幫助學生學習的良師益友的目標，Orange 在檔案中表示： 

「十年樹木，百年樹人」，教育是一輩子的責任。一個國家最大的資產是人民的素

質，而要提升人民的素質，教育是最根本的辦法。一個學生多年後也許不記得老師

教了他什麼，但他也許會記得老師的一句話、一個眼神。而那可能就是影響他一生

的重要因素，期許自己也能做學生的良師益友，使他們在人生路上 能夠快樂、自

信的邁開步伐。(Orange 文 20120425)  

Silver 也希望自己能成為一位讓學生喜歡學習，並運用所學拓展視野的老

師，對教育目標能付出行動，從期待中形塑未來學習目標的條件，他說： 

在每個人的生命裡，教育總是占一個重要的角色。身為一個老師，我希望可以教導

學生愛上學習，學會使用自己的能力去拓展課程以外視野。除此之外，也希望他們

學習認識自己，教他們如何主動的、快樂的終身學習(Silver 文 20120427)。 

    由以上可知，師資生進入師資培育時對教師的想法顯然不夠明確，然而數位

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則引導師資生重新思考成為一位教師的可能。從檔案的各個

架構與方向來檢視自己的能力，除了自我能力的肯定，也需注意待努力充實之

處。此外，師資生也能在檔案建置同時與過去學習成長經驗做連結，為自己在師

資培育的學習設定更為具體可行與實踐的目標。 

    如其他的受訪師資生，Pink 剛進入師培，對於成為一位教師也並無太多想

法，然而因為檔案的建置讓 Pink 覺察自己在師資培育的角色，進而改變自己原

先的想法，嘗試呈現屬於自己的教師風格： 

我覺得在接觸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時候不是很習慣，因為當時想說來修師培可能只

是人生多一個目標，也沒有很崇高說我一定要當老師。然而，檔案開始著手之後，

看到大家寫說誰的一句話會影響了我，我就想說「完蛋了，我沒有那個重要的人，

我不知道要去哪找?」。有一陣子想說要不要在網路上找一個很厲害的人放在封面好

了，這樣看起來我也很厲害。可是自己想想，看了別人做那麼好，既然這是一個培

育師資的個人檔案，我還是要有一點像樣的東西，至少必須要有教師的風格呈現出

來，後來我想說我就盡量呈現「我」會是怎樣的老師。(團訪 2Pink-P2L46-52)  

    故 Pink 認為教師要有教育的愛心，滋養學生成長，他在檔案中寫著： 

老師就像一位廚師，他將他的愛心以及教育營養投注其中，好的廚師做的菜除了色

香味俱全之外，更會有著豐富的營養；不好的廚師只會做出好看的菜，而且並不會

為了吃的人著想。(Pink 文 201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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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知，師資生在檔案建置初期，從首頁的自我介紹到教育理念的撰

寫，開始思考對於自己想成為什麼樣的老師，及個人對教育的理念。 

 (二) 老師需具有專業知能的認知  

    Gold 具有指導小學生美術相關的教學經驗，對於兒童教學部分有自己的教

育理念及想法，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可以展現自己是一位具備美術專業之能的

老師，她說： 

我從小對美術就很有興趣，目前也會利用課餘時間指導小朋友繪畫。進入師培之後

希望能將所學教育專業結合自己的兒童教學經驗來發揮所長。我在建置檔案時就有

想要在個人履歷部分開闢一個自己的作品專區，將自己的學習創作歷程展現出來，

讓大家看到我的努力。也希望藉由我的努力，日後成為一位具備專業知能的教師，

讓我的學生受我的影響更能勇於表現自己。(個訪 Gold-P1L3-7)  

此外，Gold 也根據自己的專門知識來建立自己熱衷教育及關懷學生的教育

理念： 

每個孩子都帶有不同想法及創意的色彩，老師幫助他們在未來的道路上繪畫出屬於

他們自己的圖畫，教導孩子如何調配各種顏色運用各種知識，用我對教學的熱誠對

孩子的關懷及耐心，引導孩子繪畫出自己的一片天空。(Gold 文 20120425)  

    Silver 認為檔案是呈現自己教育理念及成為教師想法的空間，需要展現的是

真正屬於自己想法的內容： 

我覺得像同學講的，我們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是給別人看的，在給別人看的過程

中，我們會督促自己去思考，或許我們可以怎麼呈現對於教育或成為教師的想法。

就是要求自己從一片空白到有一些東西出現，因為別人會看到自己的檔案，所以我

會告訴自己檔案必須要有屬於自己對教育理念的真正想法，不能只是隨便寫寫。(團
訪 2Silver-P2L37-40)  

    White在個訪中表示她會利用自己專門科目的優勢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呈

現與眾不同之處，例如將網頁語言設計為雙語言版本，這樣的優勢也顯示師資生

在檔案中突顯出能力上符合教師專業的條件，他表示： 

因為我大學修過日文系跟外文系，原本我有想過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要做英文

版、日文版與中文版，這樣除了讓人家知道我是外文系的學生，也多了日文系的頭

銜。但後來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做到日文版的，只有做英文版和中文版的，但我

還是有在履歷的部分強調我會雙語。所以在「我是誰」這部分會定位在我是一位會

教英文也會日文的老師，就是可以專業能力來區分自己跟別人的不同(個訪

White-P1L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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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Lime 原本對當老師不是很積極，但藉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未來教師形

象與期待展現出來，從檔案的建置歷程對自己各項能力的檢視，除了發現自己的

過人之處，也希望能充實自己在教育專業上的不足，此外，憑著努力學習的決心

在個人履歷部分呈現自己成為教師的特質： 

原本對於當老師這件事的看法可有可無，因為做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之後，就會想

除了要好好檢視自己，還會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現出來給大家看，讓別人知道我有

當教師的條件。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過程還不錯，以前並不會注意自己

的優點在哪裡，可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就會讓我慢慢去想，原來自己也有才能，我

也希望自己在成為教師之前充實教育專業能力。 (團訪 2Lime-P1L15-21)。 

從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亦可以瞭解 Lime 因為對教師角色的認識，希望能在學生

身上達到人格教育的養成，更期待自己未來成為一名具有自我反省、熱情、專業

能力、以及關懷社會的老師。 

身為一位老師，應該給予學生一對翅膀，讓他們未來能夠飛得更高更遠。因此，在

傳授知識方面，不僅要幫助他們學習吸收，還要適時地啟發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方

法學習，甚至培養學生自動自發的學習精神；在品德教育方面，除了帶領學生主動

關懷周遭之社區環境，培養學生樂於助人的生活態度，還要時常向學生宣導並徹底

實踐尊重各種族群與文化的公民素養。也就是說，唯有從德、智、體、群、美各層

面進行全方位的教育，才能讓學生得以健全的發展。  我也將從「學習與發展」、「課

程與評量」、「家庭與社區」、「多元與平等」四個主軸，來成為一名具有自我反省、

熱情、專業能力、以及關懷社會的老師(Lime 文 20120427)。 

Lime 則從興趣中培養自己的教學理念，秉持想要成為優秀教師不變的信

念，努力往自己的既定目標邁進，他在檔案中說： 

很高興能在研究所的最後兩年毅然決然的加入師培大家庭，實現小時候的願望。從

小就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好老師，不僅能夠帶領學生在快樂中學習，相對的，也和

學生一起教學相長。我是一名鋼琴老師，這個理念，一直在我的教學理念之中，我

也努力實踐我所想的。而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給彈出感動人心的音樂，並希望從我

所彈奏的音樂中認識我。最後，希望能透過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與大家分享我

的學習歷程與成長。(Lime 文 20120427)  

Ivory 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教育理念有不同的看法，他認為理念不能過

於理想化，因為大多數師資生尚未有實際的現場教學經驗，無法透視真正的教育

問題來形成自己的教育理念，因此，在呼口號的同時也應注意當下教育的現況，

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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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的教育理念對我而言就是覺得太理想化了，因為我們還沒有進入教育現場，

沒有辦法反映當前教育的一些真實情況或是問題，沒辦法從教育問題來表達自己的

教育理念。所以我們目前的教育理念不能只是在呼口號，應該要去正視目前的教育

環境所帶來的一些效應或問題，再去思考自己的教育理念。(個訪 Ivory-P4L143)  

Red 雖然已有在補習班任教的教學經驗，但仍希望能藉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將自己在師資培育的學習目標呈現出來，先從熟悉教育政策，進而瞭解學生學習

的狀況，並指出成為學生效尤的榜樣才是其最終目標： 

在進師培之前我已經有一些補習班教學經驗，但我的教學經驗跟正規學校的教學經

驗不一樣，所以我想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呈現我的學習目標，最主要是要先瞭解

現在台灣的教育體制，還有學生在學校真正的學習狀況如何。我的目標比較著重在

目前台灣整個教育現象與教師本身的影響，我想教師是左右學生學習的關鍵，學習

成為一位能夠讓學生效法的教師才是我的最終目標(團訪 1Red-P1L7-10)。 

    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師資生對教師形象的描述有所不同，Red 認為教育

理念的秉持有如引導自己往教師一職前進的明燈。從教師多元角色去思考如何成

為自己理想中的教師，發揮教師有如明燈的精神： 

教育理念有如教師的指引明燈，一路引導著我朝著成為教師的目標前進。老師在學

生每一階段的學習生涯中扮演著不同的角色，而每個角色的扮演中要知道如何拿捏

則需要有理念為基石。老師有如: 提供啟發的朋友,提供知識的長者(學習與發展)，
提供温暖的家人 (家庭與社區)，提供明燈的精神導師(多元與平等)，以及提供評量

的醫生(課程與評量)(Red 文 20120425)。 

Green 則是希望藉由修習課程來充實自己的專業知識，除了在檔案中分享自

己的學習歷程也能引導自己成為稱職的教師並一圓教師的夢想，他說： 

在東海短短的兩三年中，為了充實自己，除原本研究所的專門課程外，也修習了師

培中心的師資培育課程。以期能夠成為一位稱職的老師，一圓教書夢，相信這個夢

想已在不遠處，就在修習課程這邊，分享我的學習旅程(Green 文 20120427)。 

綜合上述，師資生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知道自己對教師的角色的期

待。每位師資生對教師角色的詮釋不同，不論是從摸索教師角色的角度或使用教

師譬喻的方式，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並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 

三、 幫助師資生對師資培育學習內容的瞭解 

    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構建置自己的教育理念與學習目標之

後，最主要的是需要師資生對其理念與目標投注信念。師資生的信念來自於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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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訂下的目標，從檔案建置的歷程中瞭解學習內容並發展自己的教育專業能力。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構包含教育理念、修習課程、反省成長與個人履歷等項

目，師資生從檔案架構的建置方向發展自己的學習興趣，為自己的每個學習階段

預設成效，透過每一階段的學習培養自己的教育專業能力。 

    修習課程架構分為教育專業課程與教育專門課程，前者是指師資培育課程內

容為主，後者則是師資生專門領域的學習背景知識。Blue 在其修習課程前言提

到，師資培育課程就像知識之庫，比喻法的善用將啟動知識的關鍵比擬為一把鑰

匙，他知道師資培育的學習是教育專業課程及培養自身專門實力兩方面： 

知識是一座寶庫，而實踐是開啟寶庫的鑰匙(英國教士富勒)。修習課程是我打開教

學知識寶庫的鎖匙，除了修習成為教師的必修的教育專業課程，還有培養本身實力

的英文科專門課程。(Blue 文 20120427)  

    師資生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除了讓自己檢視學習的狀態，另一方面，師資

生也會在檔案中以分享自己的學習進程為目標，透過分享來展示自己專業知識的

成長，Brown 說： 

在這修習課程內容裡，你可以更清楚的了解在我修習教育學程中的學習成果。內容

涵蓋了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仔細一瞧，你會慢慢發現我在不同領域的課程裡的學

習，進而瞭解這些課程所呈現教育的專業。(Brown 文 20120427)  

    Red 希望透過師資培育課程的學習，充實自己的教學能力之外，也期盼能以

創新的教學方式改變傳統的英文教學模式，讓學生能樂於在教育環境中學習英

文： 

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有寫到大家對師資培育的期待都差不多。對我來說，其實我

發現目前學校的英語教學，事實上是需要注入一股新的教學生力軍進去裡面。之前

會跟學校的一些老師討論，現在的老師教學好像真的無法提起學生對於英文學習的

動機，因此，在檔案中我有一個蠻偉大的目標是希望台灣的英語教育可以有所改

變。透過師資培育的訓練，期待新世代的老師，有創新的教學法，讓英文變成一個

有趣的學科，讓學生可以開心地在的教育環境中學習，而不被傳統的體系壓抑。(團
訪 1Red-P3-L77-83)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的架構方向也引導 Red 分析過去的教學經驗，從不

同的架構中仔細思考並與過去的教學經驗連結，經由思考來促進教學領域上的理

解，也透過對學生、家庭與學校三者關係的分析內化為自己的知識： 



70 
 

當初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時候，我會想到以前在教書或以前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只是憑感覺去教學生，對於學生的反應，我們只憑感覺去看怎麼回應、怎麼樣去讓

學生練習。而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會要我們把目標分析化，從家庭、學校或者是一些

什麼背景，然後我會自己去做分析，學生的這些行為是屬於哪一塊，變成說讓自己

在教學領域上的理論瞭解的更多，然後可以將實際的東西跟理論的東西做個結合。

(團訪 1Red-P3L103-108)  

    故 Red 在檔案中期望自己於師資培育所學是成為真正的教育者而非只是會

教書的教書匠，教育專業知識的養成在於提供師資生有更充足的教育背景，如

此，方能為日後的教學生涯奠基，他說： 

教書匠只將自己專業科目傳授給學生，而教育家則結合了專業科目知識及教育理念

以身教及言教傳授給學生。要成為一位教育家，師資培育的課程為必備之能力，由

師資培育的教育心理學及教育哲學為基楚，加上教學方法學及教材教法輔助造就了

一位教師基本的教學認知。其次為分科之專業課程內容也令各科教師在自己的專業

科目領域更能一展教學的理念。在修習課程的這個部份，條列了我在大學時期所修

習的專業課程及在東海研究所及師培中心所學習的課程及作品，期望能帶領自己與

您進入一個專業教師的課程修習歷程。(Red 文 20120427)  

    修習課程的內容呈現自己想成為教師的具體想法，Pink 提到藉由數位學習歷

程檔案能連結自己的學習背景將教育專業的觀念展現出來，比起只是口頭上的能

力展現，檔案的開放空間更能為自己在師資培育的學習提供展示的空間，他說：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就是明確化要我們知道未來要做甚麼，也要明確知道未來要當老

師。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有個好處，修習課程部分，比如說我自己寫的可能是

自己系上的東西，我就會喜歡把它放上去。因為會希望別人看到我寫的想法，講的

都很厲害，可是寫的話，別人看到才會想原來妳寫的是這個，而不是我們空口說白

話我們想怎麼做。可是課業的呈現、有些功課啊、作品是代表你的想法或是你的做

為，而且有一個好處是它不會不見，如果電腦重灌，那些都還在，因為我們都有上

傳，那的確是個好處。(團訪 2Pink-P2L55-62)  

     Ivory 則是反思為整個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核心，希望藉由對修課的反省來

呈現自己在師資培育學習的成長： 

剛開始我會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架構中的項目，盡量都有寫到，這樣就好。然而，

寫的時候卻覺得有些項目其實可以再多寫一點。尤其是反思的部分，它不是有反思

一、反思二、反思三，我在想反思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重點，不能都只是空空的，

師資培育每學期的課程並不是甚麼都沒有學到，每個人除了必修課程，其他修的課

不會都一樣，甚至想法有時候也會再改變。我當時就有在想我的反思要怎麼突顯才

能突顯自己與眾不同之處，或是讓大家知道我有在認真對自己的學習在反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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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Ivory-P1L13-19)  

    綜合上面所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基本的四個學習架構與方向，師資生

在自己檔案的每個架構頁面會先呈現對此架構欲達成的目標。從師資生自己擬定

的架構目標可知，師資生希望能從師資培育課程中獲得更多知識，也期盼這些理

論知識能應用在未來教學場域。 

    總結本節，主要聚焦於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構，從檔案架構內容來引導與

協師資生學習，包含對自我目標的思考、對自己未來教師角色的認知與對師資培

育學習內容的瞭解。成為教師的信念對於師資生在師資培育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

力，大部分的師資生來自不同的學習背景，對自己的專門課程能力與教育專業知

識的要求不甚相同。然而，每位師資生在檔案中呈現的信念皆與圓教師夢有關，

從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將自己的信念運用自己的方式呈現出來。 

第二節  對師資培育學習的投入 

    師資生從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確立自己在師資培育的學習方向之後，從檔案

紀錄中，師資生檢視自己的學習狀況，另一方面也可透過觀摩同儕的檔案修正自

己的學習方向。本節描述師資生透過觀察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紀錄情形，對自己

在師培教育學習所投注的策略或方式調整及努力。以下分別針對師資生觀察自己

檔案紀錄及同儕檔案紀錄狀況對學習投入的情形分析： 

一、  從觀察自己的檔案紀錄進行自我能力的提升 

 (一) 調整理念與實務的差距 

    Pink 認為檔案內容不會消失，反而能成為自己的成長紀錄，透過反思呈現自

己好的一面，他說： 

凡走過必留下痕跡，我想藉由檔案來反省過去在師培所學、思考未來教職的路如何

走。留下好的部份，改正不好的部份。有了這個過程，人才會有所成長。(Pink 文

201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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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每一階段的成長變化可從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看出端倪，尤其是實際

的教學經驗促使師資生對教學策略或理念產生不同的反應，透過實務的刺激亦能

引導師資生對其原有的想法進行修正，Silver 認為學程一時自己缺乏教學實務經

驗，一切的理念不盡務實，這是他應該調整之處，他說： 

我覺得當初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對老師這個概念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教學經

驗，所以提出來的教育理念真的非常理想化。現在已經進入師資培育二年級，也有

去國中課堂上試教的經驗，會知道教育現場跟我當初所想的是不一樣的。就是再回

去看以前對教育現場的想法後，我會想回去改我的教育理念。我會想要更務實一

點，更具體一點，就是對自己觀察到的改變。(團訪 2Silver-P4-L140-145)  

    Beige 在教育理念的部分會持續不斷做修正，因為理念隨著時間、學習環境

與經驗而改變，她認為每階段的學習理念應該愈顯成熟，包含文字的敘述及表達

的方式，這樣才能表現出自己有在持續的成長： 

像教育理念這部分我會再做修正，因為像我之前寫我想成為學生的心靈導師，可是

也許等我真正進入教職之後，我會發現也許學生需要的不是心靈導師，而是需要成

長的夥伴，因為層次高於心靈導師了。因為我的教育理念已經隨著環境、年齡或是

閱歷、經歷而改變時，我就必須去做修正。這個修正不是把層次降低，而是層次要

越拉越高，因為理念就是要隨著經驗與年齡成長而必須要去修正你自己。而不是另

外一直加東西一直加東西進去，其實閱讀者也會看得出來第一段好像是三年前寫

的，因為文字敘述比較不成熟也有可能，最後一段可能突然想到很高深的字眼，也

許層次已經提升了，文字敘述語表達也比較好了，這樣就會有一個落差在，人家就

會知道前面沒更新，後來是再加上去的。(個訪 Beige-P4-L126-134)  

    Grey 在教育理念部分提到，實際的教學課程，讓她對理論與實務應用產生

不同的看法。因此，之後會再多增加實務教學案例來佐證教育理論的內容，另一

方面，她也認為應該要多充實教學活動方面的知識，包括遊戲活動的運用反而是

較為學生所接受的： 

在教育理念部分我比較有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是因為修習教學原理的作業「老師的

譬喻」，我就把它放進來，可是後來有實際上教學課程之後，就覺得理想與現實好

像有偏離了一點。因為之前放的都是理論的東西，那是一個非常理想的境界，所以

我後面會改一些比較現實操作的東西。課程方面，我後來有看多其他的書，就是會

接觸一些像課輔方面的活動。就是剛開始時會想說怎麼介紹文學這個東西，因為大

家對文學的接受度可能必較低，我就必須會想改個方向，就是加個小遊戲，或是比

較有趣的方式。可是這樣好像就沒有辦法講到那種很深很深的東西，不過我覺得這

樣大學生應該比較容易接受。(個訪 Grey-P1-L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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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因為尚未接觸真正的教學現場，Grey 表示她想將專門知識所學應用於

教育專業上，無法將康布斯的理論與實務做確切的連結。因此檔案中的想法也會

隨著修課而改變，她說： 

教育理念部分比如說，我寫康布思這個，我覺得還是有困難，因為我沒有辦法真正

進入那樣的教師情境。就是還是個問號，還不知道它在教育現場的真實性。其他部

分是我在中文系學到得一些東西，因為我們還有學思想史，思想的東西其實還是有

教育史的存在，當時我就把這部分放到檔案中，但現在想法又不一樣了。那是當時

所知道的知識，但時間還是會增加你所知道的東西。(個訪 Grey-P1-L38-42)  

Purple 認為對自己的要求展現在現階段對教育理念的實踐，因此並不會對師

資培育期間的理念進行修改，除了本身認同檔案對自己能力上的協助，也會要求

自己投入各項學習任務，並藉由檔案來檢視學習狀況以利於日後回顧： 

教育理念現在還不會改，因為現在還照著理念在做，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是理

念跟實際場域會有差距，還是需要再稍微修正，這些修正都會等到我去實習時才會

去做。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對我來說是很不錯的，因為我本來就喜歡把

自己學習的資料蒐集起來，而且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也會強制要求自己把之前做過的

東西重新檢視一次，之後要看的話會比較方便。(個訪 Purple-P1L17-21)  

White 也認為教育理念是深植心中的目標，並不會刻意在去做修正。針對目

前的學習現況，White 雖然有在補習班任教的經驗，但尚未進入正式教育現場，

因此會依在師資培育的階段來維持自己的教育理念，他說： 

我覺得教育理念的部分，因為理念是深植在心裡的東西，所以很難再去做修正。也

因為我現在不是正式教師，我是在補習班教書，也有可能以後考上正式教師，真正

教了學生之後，我的理念會改也說不定，但就目前為止，教育理念要改的機會不太

大。(個訪 White-P1L33-36)  

Purple 認為修習課程對師資生的教育知識理論基礎有一定的成效與幫助，師

資生可以結合所學應用於實際的教學經驗中，理論與實務的結合為 Purple 帶來

更多正向的助益，他說： 

開始寫教育理念的時候其實我是希望所有的學生都聽得懂我所教的，但我想這在一

般課堂上是不可能實現的。一直到我現在真的有代課經驗了，我也是希望絕大部分

的同學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在師資培育上教材教法這門課，上課時有實際上台演

練，可是在實際教學現場教時又有一點差異性的存在。另外，輔導原理這門課尤其

重要，因為我之前輔導的學生，包含藥物濫用的問題，有一些東西課本上並沒有提

到，但至少我是上了這門課知道一些相關資訊。(團訪 1Purple-P4-L14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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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修正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構與內容 

    Red 提出目前教學檔案成為教師的必備記錄，師資培育所提供以師資生的教

學專業背景為主要發展空間的網頁，正可做為日後教學檔案的參考，而檔案中的

個人履歷可以發展為日後的教師專屬頁面。Red 認為自己需要多點時間去維持自

己的檔案時時進行做更新修正： 

在個人履歷方面，其實我進師培的時候，通常放上去就是我的教學經驗、我以前工

作的歷練，還有帶原住民學生學英文的，那是在大學的時候，但是跟教英文有關係

我才放上去。然後一些參加的考試什麼，跟英文教學還有跟本科系有關的。所以，

看起來我覺得日後也是可以是一個老師的頁面。譬如說，今天我發現每個老師都有

自己的一個頁面，這個東西或許就是老師自己的一個頁面，可以開放給所有的人看

的。當初在寫裡面所有東西，我覺得很緊，我的課很多實在沒有什麼時間去維持它。

到現在，因為最後我們都還要有成果發表，所以可能會再多去修正或增加裡面的內

容。(團訪 1Red-P5-L165-171)  

Grey 對自己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架構雖然沒有十足把握能呈現出最好的，

但是他會不斷地思考並修正檔案內容，他說： 

檔案架構方面，我是真的有去思考我要呈現的方向是什麼，至於裡面內容的話，我

還沒有辦法很有自信地講說我的東西是最好的，所以我會自己去不斷地修正。每次

修正時，我都會思考為什麼會這麼做，希望能展現自己的想法。(個訪

Grey-P5L156-158)  

    從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即可知，康布斯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對 Grey 的影

響，Grey 在探究有關教師在處理學生問題的方式，也顯示出 Grey 對教育現場實

際問題的覺察： 

由教育的理論來探究，我喜歡人本主義的學習理論。其中康布斯的理論即提及：「要

了解人的行為，......，必得先了解人如何從他的觀點去覺知他所處的世界。」所以

當學生犯錯時，我們必須試著想想：「一個學生犯錯，並不是他明知其為錯誤而故

意犯規，乃是他知道只有那樣做才會感到滿足。」因此，在當下的時間點，應該引

導學生了解的問題癥結點，而不是直接的責難和懲罰。如此一來，學生將不會認為

自己被老師、學校所遺棄了，並會因老師的了解而得到真正的滿足。(Grey 文

20120522)  

    Purple 另外提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就像自己經年累月的心血結晶，故應該要

達到去蕪存菁，讓後續更多新的想法進來的效果： 

檔案就是我們的心血，我們花了這麼多的心力在做這種東西，我會想說如何讓它變



75 
 

得更好，然後會想說，有一些不必要的東西，現在不適宜應該把它拿掉，再增加一

些更新的東西進去。一方面是怕別人檢視，因為會有學生說「老師，你怎麼做成這

樣…」，一方面就是說，自己可能比較龜毛一點，我要把自己弄得再好一點點。(團
訪 1Purple-P6-L223 -227)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頁面的更新狀況，也能呈現師資生對自己學習進程的交

代，Purple 便在首頁上呈現自己階段性成長的狀況，甚至利用頁面的功能突顯對

自己自我要求的特點，他說： 

我目前的頁面是這樣，但是等今年去實習之後，我還會再做個調整。像我之後會在

某國中實習，我就會在首頁上方名字部分增加某國中實習老師的頭銜，等到成為儲

備教師時，就會改成儲備教師的頭銜。然後我在首頁下方會附上更新日期，讓大家

知道我會不斷地做更新的動作。(個訪 Purple-P1L8 -11)  

Purple 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維持與自己本身的學習態度也有關係，師資

生應該要改變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看法，不能把檔案當作只是一門課，或是單

純繳交作業的頁面而已，而是要正視檔案對自己在教育專業上的幫助與價值，他

說： 

其實大部分同學還是停留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只是一門課，或是作業上，我覺得這

個部分應該要討論說怎麼把大家的想法改變一下，對我來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真的

很重要。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維持還是要看同學怎麼去想，畢竟我們在師培結業時

還是會用得到，所以到時候就會有很多同學說他們沒有時間，計畫趕不上變化，我

覺得這還是跟自己的學習態度有關。(個訪 Purple-P3L97-101)  

有鑑於學生對自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回應，Purple 希望能在自己的檔案新

增與自己教學專業有關的超連結，讓檔案在教育專業記錄上更有價值，他說： 

因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記錄師資培育的學習歷程，等我進入正式教學領域之後，我

會再去使用其他部落格來繼續記錄我的教學生涯。由於我的檔案有被學生說過像幼

稚園做的，所以我會想再使用其他網頁資源。但還是會依照目前的數位學習歷程檔

案為藍圖去做，會在我的部落格中對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貼上超連結。像我最近

去國中見習，跟著同一位老師上了四堂不同班級卻一樣的課，雖然都是同一課，但

我有觀察到還是有不同的地方，這個部份我也會想把它放在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中。(個訪 Purple-P2-L67-73)  

    Beige 也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存在於開放的網路空間，學習成果的優劣也

一覽無遺，因此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應發揮其價值，而非只是敷衍了事。除了要時

常進行檢視與更新，師資生也應設法展現自己在師資培育所學，並提高檔案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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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主動積極學習的價值，他說： 

因為檔案是要讓人家看的，不是只有自己要看，都會讓人看得出來自己有沒有在偷

懶。別人會想你是不是教授規定而交差了事，這樣真的就不太好。我覺得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要做的話就要讓它發揮輔助學習的功效，因為以後還是要用到，不然你做

它就只是教作業應付了事，這就失去了它原本的意義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就是要

師資生透過紀錄來省思自己有沒有成長，第二就是讓你去看自己以前的想法，然後

做修正。像我現在檔案裡面有我小學教學的東西，等我畢業後我勢必要進行大翻

修，因為小學教學的東西都是舊的了。你要給人家看的是全新的你，而不是舊舊的

你。檔案的東西一定要不斷翻新，因為人家會去看，不然會看到你都沒去更新或是

沒在做功課。(個訪 Beige-P4-L136-144)  

    Beige 以自己的教學經驗為例，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個人履歷來呈現自

己在實際教學場域中與學生的相處狀況，除了建立自己的教師形象，也為自己在

另一師資培育歷程加分不少，他說： 

因為其他師資生可能沒有小學教師資格，我還有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可以把我之前小

學教學的經驗放上去，檔案裡面還有我跟小朋友相處的狀況，這樣可以讓人家印象

更深刻說，從整個師資生檔案中有人具備小學教學經驗。接下來的教育制度已經不

是九年國教，而是十二年國教了，檔案可能就會注重銜接性，如果一位面試者具備

小學或是國高中教師資格，他就會比較注重這方面的銜接性。他會觀察我這個人在

這部分的呈現，從小學到國高中的銜接性。我就想說這樣的經驗會比較吸引人才放

進去檔案中，也較有加分的效果。(個訪 Beige-P4-L118-124)  

    Beige 認為修習課程的內容應該要去蕪存菁，善用網頁的空間將師資培育主

要的學習重點想法呈現，其他一些作業的上傳其實可以在每學期末做整理汰換的

動作。因為檔案要呈現的重點之一是師資生對教師角色的看法，放一些類似流水

帳的資訊反而會造成檔案的反效果，他說： 

因為這一兩年花較多時間在修習課程部分，但每次課程告一段落，我都會把修習課

程部分做刪減。因為修習課程的內容實在有點在浪費網頁空間，應該要放的是學完

這門課的總心得就好。或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像教育心理學中要我們寫的對自己影

響深刻的老師之類的教學主題就可以留著。但是每週心得那種就可以拿掉，就算我

今天要去看網頁，看到這個按鈕我也不會想點進去看你的心得是甚麼，就是要去蕪

存菁。要著重的部分反而是你的學習成效如何。(個訪 Beige-P6-L194-199)  

    Gold 覺得自傳在個人履歷方面有其重要性存在，除了可以從自傳中看出個

人的成長背景，也可以瞭解個人整個學習歷程，更能知道對未來成為一位優秀教

師的期許，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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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自傳在個人履歷的部分還蠻重要的，因為每個人都有自己的背景，還有以前

到現在一連貫的過程，包括對未來成為好老師的部分，這是貫穿自己人生很重要的

一個東西。我還蠻喜歡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的。(個訪 Gold-P1-L24-26)  

    Grey 也是在個人履歷部分放上自己的自傳，較不一樣的是用英文寫成的。

尤其自傳是在 Grey 尚未進入師資培育之前便寫好的，當時 Grey 已經決定想成為

教師，會用不同語言呈現是想要讓他人看到自己另一項語文能力的專長，他說： 

我覺得不一樣的地方應該是個人履歷的自傳吧。自傳是我在大一英文時，老師有要

求說要寫自傳。老師要我假設自己是要去面試的人，你會怎麼介紹你自己的東西，

我那時候就是寫當老師，於是在之後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就會想說把自傳放進

去。我蠻感謝當時的英文老師要我寫這個，因為很少有同學把自傳放到數位學習歷

程檔案，因為那是大學一年級時寫的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把它放上去。但之後還是

會去修正，因為文法上還是有問題的。另外，我會放英文版是因為我不是外文系的，

我想說頁面都是中文了，應該說是另一種隱喻式的說我會另外一種東西。就是讓大

家看得出來，我不只是著重本科系，還會去注重其它方面的發展。(個訪

Grey-P3-L91-99)  

 Ivory 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盡量避免放上自己的一些不愉快的經驗，因為

這些有可能造成別人對自己不好的印象。此外，應該在檔案建置超連結，讓別人

看到自己對教學方面想法與理念，他說： 

因為檔案會讓別人看到，所以最好還是放正面的東西，要是放一些遭遇挫折或令人

沮喪的內容，我怕會讓別人對自己產生負面的看法。另外，我想以後我會在檔案頁

面做一個部落格的超連結，寫一些有關教學的東西，比如說教學的想法或理念，還

有我的自編教材也會放到超連結供我的學生點閱參考。(個訪 Ivory-P3-L94-97)  

    由以上可知，檔案的持續性修正對師資生而言代表持續進步的意義。因為每

階段的學習皆代表不同的意義，透過對自己學習歷程的檢視，師資生可以展現自

我能力精進的部分，也可以從修正的過程瞭解自己學習成長的改變。 

 (三) 檢討階段性學習進度 

    師資生 Indigo 提到因為修習的課程讓自己對未來的教師一職重新思考，從

學習目標來調整自己的學習步伐，並且因應未來的社會變化重新規劃自己的目

標，以迎接未來的挑戰： 

自己修課一兩年後，會再給自己目標並規劃怎麼去面對我以後會面臨到的問題，時

間該怎麼去分配，我要怎麼自己去做調整。我覺得我現在會多加一些對未來的規

劃，像是面臨少子化的衝擊，我應該怎麼去調整自己，之後可能還有教師檢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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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甄試這些關卡，因為當你自己修了一兩年課程之後，會給自己一個目標還有規劃

要怎樣去分配之後要面臨的一些問題。(團訪 1Indigo-P7-L252-257)  

    此外，Purple 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能將自己的想法與未來的規劃呈現出

來，透過每一階段性任務的計劃進行檢視來約束自己達成目標，例如教師檢定準

備的自我提醒，他說： 

我會把自己的想法傳達出來，或是將未來的規劃寫出來。其實我偶爾都會去看我的

檔案，幾乎每個學期我都會告訴自己下個階段該完成什麼，下一步要怎麼做。然後，

我會回去看我有沒有完成我對自己說的，還是說我有沒有在動工維持，像我都會寫

說教檢快開始了。至於我有沒有在完成，我現在都有在檢討。(個訪 Purple-P3L77-80)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清楚的架構與方向，Yellow 認為按照檔案架構方向去

建置內容，課程部分會讓自己思考該加強修習的部分。檔案具有儲存的功能，也

會讓師資生回顧自己的紀錄，提醒自己在師資培育所設定的目標： 

我覺得在建置檔案的時候，因為檔案有給你很多 format 和方向，你就會依照架構

自己去做，就是說我若按照檔案的架構來建置自己要的東西，我會想到某個部份可

能要多去琢磨，然後在某個部分我可能還要再多修一點課，藉由修課來達到我的目

標。有時候真的會忘記本來寫的，或是本來設定的目標，但是如果到了又要再寫的

時候，你就會回去看一下之前寫的是甚麼，會又回想到之前說要做甚麼，就是會要

提醒自己之後要做甚麼。(團訪 1Yellow-P3L112-117)  

    Ivory 也表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可以讓自己回去看之前修習課程部分的想

法，從不斷更新當中看到自己在學習上階段性的改變：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可以讓自己觀察之前的想法，因為一般在寫作業，比如系上的作

業，交出去也不會再回去看，也沒機會再去看那些作業。但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可

以讓自己一直看到改變，因為我們需要不斷地更新，每次更新就會看到之前寫的是

甚麼，我就會覺得原來我以前的想法是這樣，也會知道我現在的想法跟上一次也不

一樣。(個訪 Ivory-P1-L24-27)  

Olive 表示透過個人履歷在資料蒐集的歷程中，看到自己表現突出的部分，

他認為自己的能力其實不輸其他師資生，另一方面，能力的展現也讓自己更顯得

有自信，他說：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讓我覺得我可以去思考，讓我去想在個人履歷部分，我做了哪些

事，做了甚麼好的事情。我覺得那是讓自己回想，更重要的是讓我更有自信吧。因

為，我發現像我之前考的試，我覺得成就上我不比其他同學差，我才發現檔案讓我

更有自信。(團訪 2-Olive-P2-L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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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透過訪談確實發現個人履歷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最能突顯自我形

象的部分，White 針對個人履歷來豐富自我學習經驗，從精彩的成就與學經歷來

展現對教育學習目標的熱忱，他說： 

我最有興趣做的是個人履歷的部分，因為這是最能突顯自我的部分，像我自己到現

在都還會持續更新，例如二年級又拿到新的獎狀或者是證書，我都還是會把它 PO
上去。對我來講，我會不斷地更新，不斷地挑戰自我來展現我對教育的自我精進，

以後還會去考新的證照也不一定，所以履歷的部分我會很願意花很多時間。(個訪

White-P1-L30-33)  

每位師資生的個人學經歷不見得相同，White 認為應該要呈現令人印象深刻

的部分，從個人履歷中突顯自己成為一位教師的資格就是要有認真學習的態度，

他說： 

因為履歷會是最跟人家不一樣的，因為每個人的經歷一定會不同，所以盡可能地在

履歷方面留下令人深刻的印象。除了獎狀跟證書之外，你可能有特別的教育志工經

驗或是學校服務的經驗都可以寫上去。像我自己的學業成績第一名我也會寫上去，

這會讓人家知道我是個肯認真讀書的人，也是因為這樣的態度讓我有資格當一個老

師，以後才有資格要求我的學生，跟我一樣認真的學習。(個訪 White-P3-L93-97)  

    另一方面，White 也提出，個人履歷不能只是簡單放上自己的學歷，甚至隨

便應付了事。缺乏經驗的師資生反而可以藉由個人履歷來設定自己欲達到或想要

參與其他相關教育活動經驗的目標： 

我在師資培育之下，可能之後會去完成我的夢想。你要有這樣的目標讓人家看見，

你不能讓人家知道說我就是沒有，應該要在個人履歷部分，給自己期許和目標，我

要達到什麼。不可以只寫上學歷是什麼，我的經歷是無，或這是我的經歷只有小老

師。反而可以在經歷的前後補上我有一個目標、我的規劃或者是我的人生規畫在哪

裡。(個訪 White-P3-L110 -114)  

    每位師資生的個人學經歷不見得相同，White 認為應該要呈現令人印象深刻

的部分，也就是個人的學習相關成就，從個人履歷中突顯自己成為一位教師的資

格就是要有認真學習的態度，他說： 

因為履歷會是最跟人家不一樣的，因為每個人的經歷一定會不同，所以盡可能地在

履歷方面留下令人深刻的印象。除了獎狀跟證書之外，你可能有特別的教育志工經

驗或是學校服務的經驗都可以寫上去。像我自己的學業成績第一名我也會寫上去，

這會讓人家知道我是個肯認真讀書的人，也是因為這樣的態度讓我有資格當一個老

師，以後才有資格要求我的學生，跟我一樣認真的學習。(white-P3L93 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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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1)  

    綜上所述，師資生觀察自己的檔案多為階段性學習結束後，從數位學習歷程

檔案的修習課程資料上傳來覺察自己檔案其他部分的問題或是檔案為自己帶來

的優勢，包含學習態度、提醒自己維持更新、回想檔案內容、輔助與改變學習方

式、提高自我信心、教學檔案藍圖以及進入教育現場的銜接性。師資生個人學習

的積極度也成了主動進行自我檔案觀察的關鍵，積極主動的師資生對自己的檔案

較能自我要求，也較能有自己的想法。此外，大部分師資生多注重檔案的個人履

歷部分，個人履歷的充實與否影響檔案的整體價值，師資生常藉由個人作品的蒐

集來肯定自己過去的成就與努力，也對自己經驗不足之處設定下一階段努力的目

標。 

二、 觀察同儕的檔案紀錄進行學習改進 

    研究者經訪談發現，師資生會透過觀察同儕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紀錄做為自

己修正學習的指標，思考自己需要充實的專業能力，改進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的

內容與架構。 

 (一) 充實自己的專業能力 

因為有教學經驗的師資生會將自己的經驗，展現在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中，

藉此讓他人或同儕看到自己的成就，並期望獲得肯定。對於沒有教學經驗的師資

生，會透過瀏覽其他有經驗同儕的數位檔案，檢討自己應該充實增進自己的教育

專業能力。例如 Brown 看了 White 的檔案之後，對自己檔案深感自己成為教師

的專業能力不足之處，並提出自己待充實與改進的目標： 

   我覺得個人履歷方面，剛開始做的時候，我看了 White 的頁面覺得他的內容真

的豐富到怎麼會有這麼多證書，經驗怎麼會那麼豐富！我真覺得自己的檔案怎麼這

麼空洞乏味，覺得他的一年怎麼可以做那麼多事，我卻什麼事情都沒辦法做那種感

覺。所以我看了之後，就覺得我是不是也該來寫一本文法書。(團訪

2Brown-P4-L150-153)  

Pink 也希望藉由其他同儕的檔案來作為自己學習的指標，由於教學經驗的不

足，Pink 會去瀏覽點閱正在實習或是已經成為正式教師的學長姐檔案來參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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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姐分享的教育現場狀況，結合自己在師資培育所學來進行思考日後實習方面

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為未來的教學現場做好準備工作： 

我覺得我還是要透過別人的來改進自己，因為自己的覺得還不夠，還沒有甚麼教學

經驗，可是透過本科系學長姐或試已經是正是教師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他們的實

習經驗會上傳，也會 PO 一些學生的狀況及問題。透過別人的檔案，我才能真正了

解教學場域跟我們的關係，因為我們還沒有實際的經驗，所以看別人的才會知道自

己還欠缺什麼。(團訪 2Pink-P10-L371- 375)  

    Ivory 認為同儕的檔案觀察能促進自己在公民領域學習的改進，尤其是從相

同學習背景的同儕身上更能達到見賢思齊的效果： 

我覺得每個人都蠻有自己的想法和特色的，像我對 Olive 的檔案就印象挺深刻的，

因為那位同學跟我一樣都是修公民科的，我看了他的檔案還有當初期末發表的情形

之後，我會想我有哪個地方需要改進，我還有哪個地方需要再加強的。因為有共通

的學習背景，所以我會比較想去知道比我表現更好的同學，他們的學習狀況或是想

法，或是他們都在關注哪方面的議題，我就會也想去看一下。(個訪

Ivory-P4-L120-124)  

    Beige 也從另一位師資生 White 的檔案中看到與眾不同之處，White 的豐富

教學相關經驗讓 Beige 對自己的教學背景與能力重新思考不足之處，她特別強調

自編講義的部分，能夠自編教材對 Beige 而言才是專業能力上的一大肯定： 

因為你點其他師資生的個人履歷就是想要知道他的經歷是什麼。得獎的照片也可以

放進去，會讓人印象更深刻。像 White 的個人履歷就讓我超級驚艷，這是個人才你

知道嗎，他連編的著作，去哪個地方，如果我是老闆我一定用他。像他的編排我就

是知道他這個人，他的學歷，然後下面還有一些很特別的，他編的教材還有教學經

驗等，工作坊、講師，這些經驗我都沒有。如果我是他，我會把自編講義這部分放

到前面去，因為求職者不一定會拉到中間或是下面看你到底有甚麼東西。而且自編

講義就代表他的能力已經到達教師的水準了，會讓人家信任你的能力已經很強了。

如果是我，我會把最好的成就放到最上面，因為這個人家不一定有。(個訪

Beige-P6L203-210)     

    由以上可知，缺乏教學經驗的師資生會去觀察有教學經驗師資生的檔案，從

同儕的個人履歷、教育理念或是檔案發表過程來汲取豐富的經驗，做為自己在專

業能力方面努力的目標，也為自己的檔案預留學習成就的展現空間。 

 (二) 豐富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內容與架構 

    Black 也認為同儕的表現是提供自己能力展現的催化劑，提醒自己找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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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方式之外，也需要主動與勇氣。此外，學習成就的展示也突顯個人在專業

能力上所付出的努力，他說： 

其實我覺得 White 給了我一個很好的提醒，反而是這些證書其實都可以放上去。我

覺得這個部分不要太過於謙虛，你要勇敢地把學經歷都放上去，因為你放上去，人

家就會有問的機會，也能看到你的專業表現。所以那真的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因為我之前可能就是都只放教育部認可的。(團訪 2Black-P5-L169-) 

    Pink 從同儕檔案中發現，師資生可以將自己表現突出之處在檔案中呈現，甚

至可以將學生對自己的回饋來突顯與學生之間的互動狀態，他說： 

可能也可以放一些作品，我之前有看到 Beige 的檔案，他也是有去教學，會放他自

己做的一些教具，或者是教學過程的照片，或者是學生送他的東西。我就會想原來

這也可以放上去，像有些學生的回饋或者是他做的一些東西，就是會讓我覺得他很

厲害的感覺。(團訪 2Pink-P5-L179-182)  

    尋求同儕的協助也是促進師資生學習的動力之一，Beige 以自己的例子說

明，不論是課程或電腦相關的問題都應設法尋求協助，因為同儕的協助不但為自

己省去單打獨鬥的時間，也能建立互助學習的關係： 

因為在師培學習很多時後你會碰到很多瓶頸，會有問題你沒辦法解決，我們上課的

時候你就可以把檔案打開，像我當時就很常問 Lime 有關課程的問題，或者是檔案

圖片要怎麼條整，甚至有時候檔案上傳不順利，也是他幫忙的。所以我覺得你必須

要靠同儕去幫你，不然你一個人在那邊弄很久還是搞不定的，而且還會花掉很多時

間。不論是課程或是電腦方面的問題，都應該要勇於求救，我想這樣的互助學習對

日後的教學也是有影響與幫助的。(個訪 Beige-P5-L180-185)  

    Beige 相當肯定 Grey 在缺乏教學背景之下的檔案內容建置，可見檔案的個人

履歷部分不見得在教學經驗缺乏下就失去其價值，而是應該做妥善的學習計畫及

安排來提升自己的學習動力： 

像我就有看到大學部學妹 Grey 的檔案，我覺得他的檔案就很不錯，以一個大二大

三沒有教學背景的師資生，能把檔案做得很豐富，頁面有自己的風格，真的就很不

簡單了，尤其是個人履歷部分，她也會把自傳放上去，甚至會規劃自己的日後的學

習歷程，真的不錯。(個訪 Beige-P8-L269-272)  

Grey 除了注重檔案頁面的編排之外，也因為受學長姐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

影響，在教學經驗上應該要規劃自己日後需要學習或增加教學經驗的目標，也讓

Grey 對自己的個人履歷部分有更新的想法及安排，階段性的成長與改變也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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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Grey 想不斷繼續更新檔案的動機之一： 

我的檔案這是第三次大修正，第一次就是用它裡面內建的東西，它就是會有一些既

定的圖案，後來覺得效果有點不太好。第二次就是在個人履歷部分做修改，因為修

的課比較多了，而且看了幾位學長姐的教學經驗，讓我想在檔案中規畫自己日後需

要學習或增加教學經驗的目標。最近一次修改是因為照片會讓眼睛有點花，所以後

來才改成現在這樣。我覺得每個階段學習給我的影響與啟發都不太一樣，到時候應

該還會有新的想法，應該在成果發表之前都還會再改。(個訪 Grey-P1-L3-9)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牽涉到師資生對網頁建置的能力，Black 表示檔案

的建置歷程除了增進自己本身的教育專業，同時也培養另一項科技專長，他說： 

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會讓我們有專業感，在設置架構同時也會牽涉到網

頁的建置，除了幫助我們本身的教育專業，也培養另一項電腦科技專長。就是會覺

得有這樣的信念往前，在往前的時候真的我真覺得是往這條路前進。所以我真的覺

得我的理念是這樣，然後這個理念真的在幫助自己。(團訪 2Black-P3-L86-90)  

    Purple 更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網頁設計與檔案內容同等重要，頁面就如

同自己的門面一般，影響別人點閱的關鍵。他表示網頁設計能力亦是教師的專

業，因此應該多加強本身的電腦科技能力： 

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頁面的編排與內容同樣重要，一個吸引人的網頁其實取決

於頁面的流暢與設計。我想日後要做一個專屬的教學網頁，頁面仍是吸引別人願不

願意繼續瀏覽內容的關鍵。雖然網頁設計對我們師資生而言是相當有難度的，也許

美術系的師資生對頁面設計比較有想法也說不定，然而，我們應該要保持基礎網頁

設計的能力，畢竟日後都是往教師專業發展的一員。(個訪 Purple-P1-L32-38)  

    根據 Purple 提到美術系師資生的網頁設計能力，Gold 有不同的見解，她認

為網頁設計較偏重資訊科技，這並未包含在她的專門知識中，然而 Gold 也嘗試

多修習與電腦相關的資訊課程，同時表示資訊電腦能力為教師必備的專業之能之

一，會在這方面多充實自己： 

其實我們美術系對網頁設計是不強的，因為網頁牽涉到電腦科技的部分，這對我們

而言反而是不擅長的。FrontPage 對我自己而言的功能很有限，因為我不知道如何

去變換自己的頁面，像我的 Bottom 都太制式化了，我覺得這些都還可以再修改。

我會去看學長姐的頁面，再根據我自己的圖檔再去修改，但能改的地方其實也不太

多，一部份也是因為我對電腦不熟悉，另外是因為頁面幾乎都是固定的，能改的地

方有限。目前所呈現的頁面已經是我能力所達到的部分了，雖然之前有上過 flash
的課程，也嘗試在我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使用 flash，但是最後卻沒辦法上傳，只

好改成圖檔的方式。但我想強調的是，電腦能力仍是未來美術教師需要再加強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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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部分，畢竟為符應時代潮流，教師的電腦科技專業不容忽視。(個訪

Gold-P1-L15-23)  

    Beige 提出自己的例子印證電腦科技能力對教師專業的影響，具有電腦科技

能力的教師，像教學網頁的建置，能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在

網頁建置上提供師資生基礎的電腦能力，對日後教學網頁建置有正向的助益，他

說： 

如果今天做為一個老師沒有基本的網頁建置能力，要是叫學生去做，學生也有可能

不會做。但是如果你會的話，像我代課的學校，有個老師帶科展第一名，他把整個

網頁做得非常好，甚至進階到在網頁裡面放了自己教學的東西，他以後也可以利用

這個網頁去教學生，就會變成是一個教學網站，而不是只是為了比賽參展的作品而

已。這是我覺得老師必須要有提升電腦科技的能力。(個訪 Beige-P5-L169-174)  

    電腦科技能力乃為今日教師專業能力的必備項目之一，而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的建置也與網頁設計編輯能力密切相關。不論師資生的專門背景為何，皆應於師

資培育階段加強電腦科技能力，藉由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機會來為自己的科

技能力扎根，未來包含實習與正式教育現場都能學以致用。師資生從其他同儕檔

案不難發現，檔案頁面的呈現的確突顯個人在師資培育學習狀態，因此，除了維

持檔案更新之外，師資生更應注意自己頁面的環境、編排與整齊度。    

檔案的記錄甚至可以提供師資培育其他師資生為參考，讓其他師資生知道過

去學長姐如何去經營自己的檔案，如何呈現對教育的熱忱，提供做為學習方向的

指標，Indigo 表示： 

也許這些檔案的紀錄可受惠於之後師培學弟妹。我們今天去建構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的資料，如果是以回饋作為出發點的話，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今天在建

置的時候，我們還有很多的檔案可以參考。所以，有之前學長姐留下來的資訊，我

們也是從做中學，也算是對之前的檔案做回饋，因為以後也可以幫助到別人，我覺

得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很有意義，自己也會很有衝勁去做。(團訪

1-Indigo-P7L240-245)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也會呈現師資生對自己師資培育歷程的重視與否，Beige

從其他師資生檔案中發現，部分師資生的檔案內容只是簡單一句話帶過，或者是

學習成就上沒有經過篩選與整理就放在檔案中，這都容易顯露出師資生未認真經

營檔案，甚至缺乏學習的熱忱，她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應該要多元性與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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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注重檔案各方面的發展： 

我想要讓大家我的檔案中所呈現的多元性，包括大學成長歷程以及我對教育這個目

標做了多少努力與付出的過程。我想讓大家看到更全面性的東西，有時候看很多人

的個人履歷或是首頁，可能就是很簡單的一句話帶過，例如我是某個系的學生，但

是這樣就只讓人家知道是某個系的學生，卻不知道教學理念是什麼，也不知道這個

人是甚麼樣，對哪方面有興趣或是對教學有沒有熱忱。甚至我看過只放得獎紀錄

的，這就讓人覺得你好像很厲害得了這麼多獎，問題是你這麼厲害，內容包含運動

項目或合唱團，可是你明明就是數學專長，然後就會不知道完全 focus 在哪裡。所

以當初在設計個人履歷時，我會讓人家更認識我。之後我還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

來，到時候我如果求職可以當作履歷的草本再去做修改。(個訪 Beige-P1-L30-39)  

    綜上所述，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開放空間讓師資生意識到會有其他同儕或是

學生給予評價，因此，檔案的維持要求與約束也是相當重要的。個人履歷在數位

學習歷程檔案中的確是最為引人注目之處，除了讓自己透過資料的蒐集看到自己

過人之處，也能從同儕的個人履歷中看到自己不足與待努力之處。師資生在數位

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的歷程中，對自己檔案的檢視與同儕間的觀察及互動都成了促

進檔案價值的方式之一。檔案維持需要師資生正視檔案對自己學習的價值與助

益，只是單純應付作業並不能為自己的教育專業能力帶來多大的成效。一個會把

數位檔案維持修正與更新的師資生，學習態度上是積極的，更能為自己的未來教

育歷程負責。 

第三節  對師資培育學習的反思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其中的一個架構為反省與成長，師資生透過檔案的建置

來記錄在師資培育的成長之外，重新回想在課程上的學習，是否增進哪方面的學

習、改變了哪些想法，以及希望能夠再加強哪方面的學習等相關學習反思。研究

者藉由訪談與文件蒐集探究師資生對自己在師資培育學習的反省，師資生在此階

段常會回想過去所學，或當初所設定目標有無達成來進行自我的檢討，另外再從

師資培育所學找出需要加強改進之處，並且為將來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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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資培育的學習瞭解自己的改變 

    師資生每學期皆會對自己於師資培育所學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進行檢

討，階段性的檢視對師資生來說更可達到檔案維持的效果。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提供師資生階段性的檢視，Green 從檔案中覺察自己在師

資培育所學，不同時期的想法是不一樣的，例如多元化教學與多元文化的關係。

這樣的覺察也讓 Green 思考自己在教育理念上想法的轉變，更為教育專業進行知

識的探究： 

當我修 ePortfolio 這門課的時候，因為老師有幫我們分很多細項，我發覺如果我分

項去想的話，我會發覺我的想法怎麼跟我當初進來的目標不太一樣。可是當我把這

些東西寫完之後，就像同學說的，寫完之後就放在一旁，可是你之後還是會回去看，

回去看的時候你會發現不同時期的自己，去看不同時期寫出來的東西，想法會不一

樣。所以後來我再回去看我的教育理念那個部分的時候，我會發覺說，我的想法比

較偏向多元化教學的部分，我會想要去了解各式各樣不一樣的學生，然後用各式各

樣不一樣的去對待學生，這個又會到我之前說的我想知道更多教學法，以及想去了

解學生這一塊。可是，又有一個新的東西加進來，就是「多元」。因為，我自己知

道從我自己的教育理念這邊知道怎樣去看，我知道我對這一塊有興趣，那我就會去

修多元文化課程，然後去滿足我自己的求知欲。(團訪 1Green-P4-L120-130)  

Pink 從不同的角度去思考自己的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所學的差異在於

學習背景也會影響自己在教育理念的想法，同時也會引導自己釐清教育的專業與

知識間的真實情況： 

自我反思部分，我發現我們學習的東西或想法是會有衝突的地方。就是我們在師培

所討論的多元文化，與我自己系上所討論的多元文化強調的地方是不一樣的。現在

我寫的反思就會從不同角度去寫，我會寫我覺得很奇怪或較特別的地方。因為我們

系上會要我們打破框架去思考，我就會用這樣的角度去檢視在師培所學的，當我仔

細去思考時我才發現原來會有衝突的時候。我會去想師培為什麼要做這樣的要求，

這樣的要求合理嗎? 這會不會只是傳統?( 團訪 2Pink-P9-L330-335) 

    Lime 較著重修習課程方面的自我反省，師資培育一、二年級的學習後想法

有所不同，尤其是到了二年級之後，她認為多元文化與生命教育課程帶給自己的

啟發不再局限於課本內的知識，反而增廣自己的教育視野，對教育議題能有更多

的回應與想法，也影響之後的師培學習，不論是想法或態度上都會讓自己更深入

去思考未來教學的方向，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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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針對課程方面的反省，我發現師培二年級時，我寫的內容就比較有關實際參

與訪問、田野調查等，給我正面的啟發或觀察到什麼令我印象深刻的東西。我反而

比較不會著重在我這堂課的內容教什麼，就是可能一年級寫的會是像教育心理學這

門課某方面的不了解，漸漸地到下學期我的檔案內容就會少著墨在修課內容，會增

加一些像個人對於一些事物或議題看法的省思，例如多元文化參與的活動，或者是

生命教育探討很多議題，就是開始寫的很深入，在反省中也會帶一些未來的教學方

向或是看法，希望成為自己以後教學的風格，或是怎麼樹立一個自己的教學風格這

樣。(團訪 2Lime-P9-L320-327)  

    White 藉由對修習課程的回想，再度思考課程對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期

盼從課程的反省及思考中呈現自己從做中學的態度，包含檔案頁面內容的安排，

將欲呈現的關鍵字以不同顏色標示，強調該內容需注意的地方： 

我想呈現我們怎樣從過去修習的課程中，到底學到了多少。因為你不是說修完那門

課就算了，你可能在回想的過程中，又學了一次。假設說我修多元文化，我對新移

民的觀念改了，因為我以前可能就是有刻板印象，但上了這門課我對新移民的印象

就改變了。或者說我修完教育心理學，我又學到了什麼。其實你在反思的過程當中，

你又順便回想了自己的學習過程，所以我想呈現的是我是一個肯從經驗中學習的

人，然後，我不會說修完課就算了。而是說我從課堂中學到了什麼，我在我學到經

驗的地方會用紅色做強調。比如說，我對新移民的印象有改變，這句話我就會用紅

色強調。(個訪 White-P4-L120-127)  

教育理念的部分，White 也覺察自己跟以往剛進師資培育的不同想法，會想

要更進一步去思考在師資培育所學的目的，並藉由檔案的建置對自己有更深的認

識與瞭解，他說： 

因為教育理念有時候會是一樣的，大家可能都會去引用別人的話或是名言佳句。所

以最能突顯自己跟別人不一樣的地方就是反思與履歷的部分了，畢竟那是屬於自己

的東西。我覺得自己的檔案跟以前有差，以前會覺得剛進入師資培育，很多事情都

還沒那麼懂，老師講什麼就做什麼，也不會想說為什麼要做這份作業，覺得有交作

業就好。可是現在就會想，老師要我們教這份作業的目的是什麼。在建置數位學習

歷程檔案的同時又再度認識自己，又會再告訴自己「我要成為老師」，會想辦法去

完成自己的夢想，會想要達到所謂好老師的一個形象。(個訪 White-P4-L133)  

    Silver 則是發現自己剛進師培時的學習態度只是一昧地按照教師的指令執

行，並未出自於內心的想法與思考。因此，Silver 決定從自己的學習背景與師培

課程去深入了解自己的學習狀況，他說： 

我覺得剛進師資培育一年級時的檔案是在交差了事，然後還有就是要報告的時候老

師說要怎樣我們就怎麼做，對我而言當時的反思並不是出自於自己內心的想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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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的更多師培的課，這段期間我就會有不同的想法，我會想在反思這一塊多一些

更具體的內容，例如師培和自己系上一路走來，這兩方面我到底獲得了什麼，有沒

有學到具備教師的專業知能，或者是我需要再改進什麼。(團訪

2Silver-P10-L341-345)  

    Red 覺察出自己並未認真經營自己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因為師資培育課程

的修習，提醒自己回顧當初檔案的內容。Red 認為回想檔案的動做應該持續進

行，並藉由檔案建置來觀察與思考值得保留與需要修正的部分： 

老實說我都沒有認真在經營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那門課結束之後就幾乎結束了。可

是，上過之後的教育專業課程，我知道這兩年或是三年的師培下來，我一定還會再

去看這個東西，因為我也會想知道自己在師培學習歷程的想法是否有改變。所以，

我之後在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時，就很注意哪部分的東西是可以長久留下來的，哪

部分是需要再做補充的，接下來我還須找時間去做刪刪減減的動作。(團訪

1Red-P5-L162-) 

    透過多元文課程的修習，Red 也認為教師應該要秉持客觀的態度來引導學生

學習，並藉由思考與活動參與來傳遞專業知識，如此才能帶給學生正確的學習

觀，亦能培養學生為獨立思考的個體，他說： 

我的教育理念也是需要再做修改的部分，因為在師培修了多元文化，以及一些邏輯

性思考的課程之後，我會想要引導學生成為一個會思考的個體。我覺得那是從多元

文化課程學到的。就是可以讓他們判斷是非，不是人家說什麼就跟著做什麼。教師

本來就該去教導正確的觀念，但是多時候教師的觀念太主觀，不是很客觀，這個會

是我要努力的方向。這是我會在反思的部分增加的，我自己會再做文化與邏輯性思

考的訓練，參加這類的課程或活動，希望不只是專業領域英文教學上可以帶給學生

英文及文化的知識，還可以成為一個更好的個體。(團訪 1Red-P8-L304-310)     

    Ivory 在修習課程部分提出補充說明，多元文化的觀點因為修了這門課而改

變當初在教育理念中的想法，包括新移民之子的教育方式，她認為多元文化需要

著眼於目前社會文化情境脈絡趨勢，才能在教育方面為這些學生提供協助： 

雖然我覺得我的教育理念到目前為止沒甚麼改變，不過我覺得可以再多一些東西。

我想會再多放一些多元文化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可能最近上課有接觸一些外籍配偶

的相關資訊，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的趨勢，應該可以把這部分放進去我的檔案裡

面。讓學生可以多了解一點，能多些尊重與包容，而且現在多學生媽媽可能是外籍

配偶，我想應該讓學收有個觀點，不要因為媽媽是外及配偶就覺得比不上別人。(個
訪 Ivory-P1-L34-38)  

    Brown 也提到自己並未用心經營自己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也看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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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忽略教育理念的部分，究其因是多數師資生尚未接觸教育現場，在教學經驗

缺乏狀況下，應該多去思考課程提供的資訊： 

我覺得教育理念的部份最需要去重視，因為我當時真的沒有用心去寫檔案的架構，

後來才會一直想去修改它。當時在看大家在檔案發表時，大家都花多時間在介紹自

己，很少會去介紹教育理念這一塊，因為大家當時都還沒有真正去接觸。但是在這

兩年下來上了很多課，我才發現有很多東西和想法可以寫，我覺得那才是真實的思

考，才算是一種實質的成長，所以我會特別針對教育理念這一塊來做反思。(團訪

2Brown-P10-L366-370)  

Beige 比較自己師資培育一年級與目前學習態度的不同，例如口條、文字表

達能力與對未來的確切目標等。針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反思來透視自己心靈與

專業技能上的成長，進而從目前學習狀態及日後教學場域的短長程目標來表達內

心的想法，最重要的仍須呈現自己內在最真實的聲音： 

師資培育二年級時，就會仔細去思考自己一年級時的學習，像當時有沒有認真、講

話的成熟度或是對事情的看法等。我會想要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反思分為心靈上

的成長與技術上的成長，而不是一堆文字堆疊在那邊。我要告訴人家說，今天我在

教育專業上的成長有多少，學到什麼東西。其次是心靈上成長多少，談吐、語言方

面成長了多少，或者是對未來的想法與期望以及有沒有去做更好的修正。我覺得反

思跟成長最重要的是你對未來有什麼期望，你想要變成什麼樣子的老師，所以我會

再加一個對自己的期望在每個學期結束之前。短期目標是我對這學期的期望，長期

目標是希望未來我可以在教職準備上怎麼去做。目前我是覺得我的反思太籠統了，

應該不只包含學到什麼，而是還要有內在的想法。(個訪 Beige-P6-L218-226)  

    Beige 提到檔案的建置不能只是三分鐘熱度，應該要持之以恆，因為檔案就

像終身學習的一部份，是連續性的學習歷程，別人也會從檔案中來瞭解自己是怎

樣接受教師的職前訓練的，他說：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就像個人一生中學習的一部份，像是終身學習的前傳，我一開始

的起步就在這邊，然後再繼續做連結，就是一個歷程、一個一連串的東西。紮根要

紮得很好，因為你後面做得再怎麼好，人家還是會想看你前面的部分，也會讓人家

知道你在師培的學習狀況，所以不要虎頭蛇尾。(個訪 Beige-P7-L257-260)  

師資生經過修習課程的洗禮之後，越接近師資培育階段的尾聲，師資生對課

程學習的想法越為成熟，這樣的轉變來自於師資生的反省與思考。每一階段的想

法皆可從檔案的紀錄中顯現，師資生對自我學習的反思反映在對課程以外的教育

議題有更深遠的體認與更新的想法產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置， 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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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能覺察自己在包含教學態度、教學方式及教學理念的改變，這些改變也會影

響師資生對下一階段學習的表現。師資生對於反思態度的積極或消極都會呈現在

開放的檔案空間，不論是自己或同儕都能從檔案中看出自己在師資培育中的學習

態度與變化或進步與否。 

二、  從反思師資培育的學習進行評估與改進 

    檔案的紀錄歷程讓 Olive 看到自己邁向教師之路該有的態度，從修課過程所

造成的負擔來反省自己的問題點，包含量力而為、課前的預習及課後複習、按時

繳交作業等。Olive 認為自己需要努力反省所學及所為，進而更瞭解自己的學習

方向，此外亦須持著坐而言不如起而行的學習態度來圓自己成為優秀教師的夢

想，他在檔案中寫道：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於師資培育課程的紀錄，讓我漸漸看到自己未來成為一位教師

時應有的態度與表現方式。在這兩年的學習中，我也有應該檢討的部分，或許是因

為自己過於強求地心態而修了過多的課程，使得自己無法完整的準備與溫習，作業

也有遲交的情形產生，這讓我認為自己可以更詳盡的反省自己，並對做事情的態度

上更了解自己所想要、所應該完成的，但願成為一位優良老師這個夢想不會只是一

個夢想，希望自己能完成這一夢想，而這過程同時也必須自我努力，否則光說不練

什麼事都不會達成。(Olive 文 20120504)  

    站上講台對欲成為一位專業教師的 Lime 而言是師資培育中重要的訓練過

程，不論是口條、表達與判斷力，Lime 認為能夠展現自己的專業能力，數位學

習歷程檔案扮演著關鍵的推手。檔案紀錄師資培育歷程的學習表現，從 Lime 對

自己未來的教學期許中看出其理念的堅持： 

上台講話也是一個很好的訓練，對於不擅言詞的我，藉由短暫的時間之內，組織自

己的說話內容，培養說話的技巧與能力，在成為一位教師的歷程中口條與邏輯組織

能力方面得到了提升。要成為一名老師，要堅信自己的教學理念，另一方面，也是

要學會如何介紹自己，檔案的呈現，不只是自己的一種紀錄而已，同樣的，也是向

別人介紹自己的最好幫手。 在師資培育階段中，我學習到了團隊合作、照計畫進

行完成每件事情，思考每個過程，這在我漫長的專門教育訓練中，是較沒有經歷的，

我很珍惜這份經驗，也希望以後也能將這份檔案的歷鍊帶進我日後的教學當中，讓

我及我的學生都能享受學習的快樂。(Lime 文 20120505)  

    Gold 也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能在正式進入教職之前，是一個提供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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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我能力與表達自我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訓練自己嘗試在教學情境中的口

語表達，然後將自己需要改善之處記錄下來。接著，透過同儕或他人線上的點閱

也可以提供自己未來成為教師目標改善的指標，她在檔案的反思中寫道：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讓我多學習到有關電腦網頁操作的能力之外，也能使自己及讀者

審視自己從前的學習歷程，哪裡需要再改進，哪邊可以給自己多一點自信及肯定。

我是個內向容易害羞的人，只要一緊張害怕就容易臉紅的像紅蘋果，我需要多一點

的時間克服上台的壓力和練習臺風才能具有教師的風範，很高興檔案有網路平台能

讓害羞的人也能介紹自己。(Gold 文 20120504)  

    Yellow 在完成成果發表之後，發現自己對於介紹自己檔案表現並不理想，期

盼自己能在個人履歷部分再加強與充實自己的專業能力或經驗，包含英文檢定能

力、與實際的教學歷程，在撰寫自己的成就表現時，自信的表現溢於言表： 

因為我是已經修完師培所有課程，連最後的成果發表也都結束了。我覺得我那一次

的發表很爛，雖然已經結束，但我到現在還會想要繼續 update 我個人簡歷的部分，

因為我會覺得說自己的專業素養可能還不是那麼充足，希望自己個人履歷可以再漂

亮一點。因此，我會希望可以去 update 我的英檢成績呀，然後就是還有一些教學

的經驗。 (團訪 1Yellow-P5-L178-184) 

反思與成長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為師資生自我精進的助力，Beige 提到自

己檔案中的的試教活動影像、照片，透過文字敘述與當時同儕對自己的回饋來檢

視專業能力的表現為何。另外，再藉由不斷地修正、同儕的回饋與自我期許來重

新呈現教學活動： 

我會讓反思與成長這一塊成為自己教學精進的關鍵，像我們師培的課程一年級就要

開始試教了，老師也會要我們拍照片或影片，這些東西是可以放到檔案的，這才是

重點，才是真正要反思的地方。像上學期老師要我們看自己的教學影片，我覺得這

對我們很有幫助，包含試教影片與檢討後的試教影片，我都會把它放到檔案，甚至

下面可以寫些文字，包括人家對你的回饋是什麼，你對自己的期許是什麼、自己還

可以再改進什麼，第二次試教後有什麼成長。這個才是真正的反思，你把這些東西

加進去檔案，人家就會覺得你這個反思與成長是有東西的。(個訪

Beige-P7-L229-235)  

    綜上所述，師資生的反思表現多與個人在師資培育修習課程所引發的想法有

關，從過去或上一階段的表現與目前的表現做比較，或是觀察每一階段性學習成

長的改變。反省與成長的意涵就在對自我紀錄的審視，然後找出可以提升自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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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方式。 

    師資生對於師資培育所學的感受皆不盡相同，不論是從訪談或是文件資料蒐

集，研究者發現師資生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反思所提包含對先前教育理念整

體表現的滿意度 及如何改變自己未來學習目標或狀態。 

    Lime 在自己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提到，檔案對自己成為一位教師的重要

性，除了發揮網頁設計對師資培育所學的紀錄，也樂於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學習經

驗，透過檔案呈現對教與學的體驗：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除了讓我一圓作網頁的夢想之外，師培課程所探討的許多議題，

發人深省。要成為一名老師，要堅信自己的教學理念，要成為一名老師，首先也是

要學會如何介紹自己，檔案的呈現，不只是自己的一種紀錄而已，同樣的，也是向

別人介紹自己的最好幫手。另外，我也提供了不同種類的平台與大家分享，包括樂

多日誌與學校的 t-portfolio。在師培學習期間，我學習到了團隊合作、照計畫進行

完成每件事情，思考每個過程，這在我漫長的音樂路途中，是較沒有經歷的，我很

珍惜這份經驗，也希望好的感覺，以後也能帶進我的教學當中，讓我及我的學生都

能享受學習的快樂。(Lime 文 20120522)  

    Ivory 提到教育理念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的價值在於，提供日後在教學場

域上的參考，能提醒自己不悖離對教育的初衷，包括教學信念的堅持。同時應對

於師資培育所學給予自我回饋，如此，才能引導自己投入教職的正確方向： 

因為教育理念同時也是寫給別人看的，除了讓大家知道自己的理念之外，其實蒐集

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資訊是有必要的，以後對教學會更有幫助，可以幫助自己回想

過去與現在教育的差異。因為我在想如果工作久了，遇到挫折或是迷思，我可以透

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回去看我以前的教育理念，這樣或許會有所啟發。會去思考原

來我的初衷是這樣，我現在是否有違背或是脫離自己當時對自己教育理想的期待或

信念，也是當作是一種提醒的作用。(個訪 Ivory-P3-L95-100)  

    Black 回顧自己教育理念的撰寫，理論與實際教學場域對自己內心理想化的

教學衝突成了檔案的重要價值，不但可以讓自己不斷地回過頭去反省自己會遇到

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能督促自己提出解決問題之道。檔案就代表自己的另一個身

分，應該要持續對自己所設定的學習目標進行修正，始能看到自己努力下的改變： 

教育理念會是我想去好好補充的一個地方，因為一開始我會寫教科書上好聽的句

子，但實際上這兩年在師培的學習，我覺得有些事情與真實進到教室裡面可能不像

教科書所講的那樣。我覺得可以把自己學習情感的衝突點寫出來，檔案其實不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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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把問題與衝突點寫在上面，因為檔案就像自己，就像一個過程，透過這個過程看

到自己的學習狀況，然後反覆回到我們的目標，一直去修正。所以，這是我想持續

增加與修改的地方。(團訪 2Black-P10-L357-364)  

    由以上可知，師資生經過師資培育的學習歷程之後，會對於最初所持的教育

理念做更進一步的思考與反省，受修習課程所影響，師資生對自己的專業能力進

行評估與檢視，從反思中瞭解師資培育對自己未來教學的正向幫助，並重新形塑

自己的核心教育理念。 

    Red 會著重於對自己過去教育認知及目前為止在師資培育所學做比較，仔細

檢視自己在學習上的改變。她期望自己能蛻變為一位適任教師，除了基本課程概

念的認知，應多關注於個人想法上的成長，並從反思中來建構自己教育專業上的

正確觀念，他說： 

我想我會著重在自己成長的省思，就是去比較以往與在師培看到的有什麼不同。以

前對於教育的認知，以及現在對於自己日後當老師的期望是什麼，會比較著重於自

己當一個老師如何蛻變為當一個適任的老師。反而課程方面，我覺得那些都是基本

的培育條件，那對我的影響或許有，但比較多的時候是如何看自己所學的經驗和以

前的想法有什麼不同，或許或有些相似點，但不同點一定會多於相似點。所以我的

反思比較屬於個人專業成長的部分。(團訪 1Red-P8-L271-276)  

    Gold 也透過訪談表示，為了日後的教師甄試或其他面試機會，她會在個人

履歷部分針對自己的作品在做加強，包括自己的美術專業能力與實際的教學能

力，另外也會多涉獵與自己專業背景相關的書籍，以利於日後選擇教材的參考。

教師專業能力的維持能引導對美術有濃厚興趣的學生學習，甚至幫助學生做好相

關課系生學的準備： 

我覺得檔案是可以呈現自己個人專業能力的地方，到時候去面試或教師甄試時，主

任或校長也會想知道你到底會什麼，你能教的是什麼。因為我的專業是美術方面，

我們不是使用一般康軒或翰林版本的教科書，我們必須要會自己去選教材，所以能

夠教什麼或是媒材選用部分是很重要的，我想我會在檔案的個人履歷部分針對自己

這方面的能力在做加強。目前部分中等學校會很重視美術教材這部分，因為還是會

有學生在升學方面需要考術科，因此老師不能不具備專業。接下來，我會在檔案放

上自己的相關作品，這是有必要的。 (個訪 Gold-P2-L61-66)  

    White 認為反思與個人修養有關，藉由師資培育的修課歷程反省來身體力

行，從檔案的紀錄中透視自己的內在省思，針對自己的學習狀況改進缺失並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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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精來滿足對未來成為優秀教師的需求，他說： 

在我看來，要達到最好的個人修養，一方面必須藉由力行實踐；而另一方面則必須

藉由反思成長。在師培中心修習課程的過程中，我必須時常反省思考，檢討其中的

得失，警惕自己，善者保存，惡者去除。如此一來，才可以不斷的進步，才能達到

近乎最好的境界。為了要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反思的工作絕不能少。所謂「有則

改之，無則勉之。」遇到挫折固然要反省，但成功也必須記取它的因素。(White
文 20120505)  

    Ivory 表示檔案中的反思項目讓自己一改當初只是應付檔案的態度，從反思

的撰寫中希望能多補充自己在師資培育所學的想法，她也考慮到每個人的個別學

習經驗不同，在個人化的學習特點進行思考，每階段的學習想法不會一樣，因此，

應該要呈現自己在師資培育的真實學習情況，如此才能突顯自己的檔案價值： 

剛開始我會把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架構中的項目，盡量都有寫到，這樣就好。然而，

寫的時候卻覺得有些項目其實可以再多寫一點。尤其是反思的部分，它不是有反思

一、反思二、反思三，我在想反思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重點，不能都只是空空的，

師資培育每學期的課程並不是甚麼都沒有學到，每個人除了必修課程，其他修的課

不會都一樣，甚至想法有時候也會再改變。我當時就有在想我的反思要怎麼突顯才

能突顯自己與眾不同之處，或是讓大家知道我有在認知對自己的學習在反省。(個
訪 Ivory-P1-L13-18)  

    Black 在師資培育的學習從自我的觀點，同儕對自己的評價到思考學校以

外，他人對自己檔案呈現優劣的看法，Black 仔細觀察自己在師培的成長轉變，

找出對自己適合學習的方式，更進一步地提升自己在師資培育的學習成效。此

外，她也提醒自己在檔案建置歷程中應注意自己的言論態度，因為這是一份教育

專業檔案，師資生應該要嚴守自身的分際，他說： 

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讓我思考層次較不一樣，一開始接觸檔案是在課程之內，

思考的角度是自己，就是會想只寫自己。慢慢地，到師培與自己專門課程之間，我

會越在意同學對自己的看法，因為檔案是大家都看得到的。到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自

己的檔案，我的層次會提升到我的課程與外面學校的連結，就是會想別人是怎麼

看，因為網頁有個維妙的地方，你既可以寫日誌但它又是個開放的空間，所以不可

以說我不知道有人會看到我的東西，就寫一些私密的東西或不負責任的言論。(團
訪 2Black-P10-L347-353)  

    透過師資培育中心的教師身上，Black 也看到身為一位教師應展現的特質，

師資培育教師的言教與身教皆讓 Black 對教師的形象產生正向的影響，不論是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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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學生的姓名、相信學生與提供學生協助等，這都顯示了學生在教師心目中的重

要性。Black 期許自己也能成為這樣值得學生競中的教師，從這些教師的特質中

轉化為自己理想教師的目標：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讓我擁有了瞭解自己缺點，並且去改變使未來有更好的機會。除

了對課程及專業知識上的更上一層樓以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師培老師的身

教，讓我在他們身上看到了何謂老師的典範。他們努力把每位師資生的名字都記下

來，這讓我覺得我在他們眼中是重要的；此外，他們非常願意去相信學生，只要是

你認真得把你的困難和他們說出來，他們第一時間不是想著你是不是在找藉口；而

是已經開始在想要怎麼幫助你了。不敢奢望自己有辦法做得和這兩位老師一樣好，

但我真的期許自己要一直往這樣的教師特質前進。那便是盡自己所能幫助學生、讓

他們逆境時得以起飛；讓他們在順境時得以航行。(Black 文 20120504)  

    Yellow 在師資培育學習的這段歷程經歷不少挫折，尤其是課業上的挫折造成

對自己是否能成為一位優秀教師產生懷疑，然而，Yellow 也針對自己的挫折來反

省問題的癥結，在往教師之路邁進的同時，更應面對自己的錯誤並找出適當的方

式去改進： 

我最近在寫反思時會考慮到自己是不是很適合當老師，因為我是進研究所之後才加

入師培，剛進研究所時會有滿腔熱血，對未來的教職很有憧憬，我覺得以後一定會

can be something! 但現在就是歷經蠻多挫折的，會覺得「我真的能夠把師培這條路

走完嗎?」，就是還滿遲疑自己的能力，可能是一路這樣走來，看到自己有挫折，看

到自己課業上的缺失，這些都會讓我不斷地去反省說，我若當老師，我的個性與態

度有哪一部份要再去修正。(團訪 1Yellow-P8-L283-288)  

    Orange 也提到自己因為透過兩年多的師資培育，經由教育知識的學習與思

考才發現，當初進入師培時對於教師這個角色感到焦慮的原因是過去求學經驗的

影響，當時教師的完美角色對日後進入師資培育有莫大壓力產生。然而，經過數

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反省與思考之後，漸漸瞭解成為一位教師仍須經過知識的洗禮

與教學的淬煉，如此才能塑造出一位優秀教師該具有的特質： 

師資培育這段期間我也有不斷地在充實知識，然後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一直在思

考一些東西。後來我發現為什麼會對當老師這個角色會這麼焦慮，有一個原因是因

為跟我以前在學校學習的經驗有關，把老師想成很完美，必須要什麼都會，完全不

能對學生有任何偏見或不公平的地方，然後現在的社會對老師的期望好像也是這

樣。這是為什麼當我從學生的角色轉變為要當老師的角色時，我會覺得特別焦慮，

或者是沒有信心。我想老師不是完美的，因為老師也是人，也會情緒不好或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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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影響。然後也不可能在專業知識上什麼都懂，所以我會再去調整老師這個角

色，信念應該要怎樣的。(團訪 1Orange-P8-L290- 297)  

    反思需要加入具體的行動才能讓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發揮功用，Red 提到集體

反思亦能吸引師資生利用檔案線上開放的功能進行知識的分享並相互交流，她在

檔案中寫道： 

反省實踐的教師除了會進行反思外，還需加入行動，將抽象的思考付諸實行。對我

來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構及記錄為反思的最好工具，它不但提供了身為教師

的我自我反思的紀錄,也提供了集體反思的一個平台，讓有志一同的師資生們可以

利用平台的知識及文章互相切磋。(Red 文 20120504)  

    White 也是強調知行合一的重要性，師資培育的專業技能與知識不但要透過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呈現，實際學以致用的行動付出才能達到反思後的真正價值，

如此一來，行動與思考才能引導自己在日後的教學領域上有絕佳的表現，她說： 

在通往正式教師之路的路途中，我會轉化師培中心所學為寶貴的知識。然而，只是

個人的書面知識吸收是不夠的，必須經過赴諸行動，實際的反省思考；畢竟，知而

不行，等同不知。知行如鳥之雙翼，這樣子的態度才是正確的，必須同時並進、雙

管齊下。因此，我在「反思與成長」中所分享的學習點滴，藉助知識的學習加上重

複思考，爾後把所學的知識應用在教學上，我會更有信心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教

師。(White 文 20120504)  

    由以上可知，師資生在回顧過去學習歷程檔案內容時，會仔細思考自己是否

已經做好成為一位優秀的教師的準備。從外在的學習刺激，到內在的反省能力，

師資生透過檔案呈現自己欲改變及行動的目標。師資生對自己在師資培育表現的

反省也反映出勤於思索、具強烈問題意識，並逐步形成獨立思考的能力。 

    本節總結，師資生對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給予學習上的協助是肯定的，除了呈

現自己內在對教師形象的價值，也提高對於教師教學任務的期待。師資生在檔案

中的反省與思考多著重於自我能力的精進，檔案紀錄師資生蛻變的歷程，另一方

面也看到師資聲不斷努力追求改變的決心。師資生在師資培育歷程中每一階段的

變化皆有其意義存在，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呈現可知，師資生除了自我省思

師資培育的學習成長之外，師資培育者的身教與言教影響也會引導師資生為下一

階段的目標做改變。師資生對自己決定的方向與目標需要付諸行動來實踐，從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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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不斷檢視自己的表現，並將最好的一面呈現出來。師資培育除了要求師資生

要培養對目標設定的反思，也要求師資生對已習得的知識進行反省，從課程的學

習中來思考日後教學的一切可能性，師資生在檔案頁面所呈現的反思結果正顯示

對自我評估的反應。是故，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反省與成長能引導師資生對其學

習進行評量與監控，並透過檔案的分析檢討來提升自我修正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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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究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自我調整學習的影響，本章分為

研究結論與研究建議兩部分。第一節為研究結論與討論，第二節針對研究結果對

師資培育機構、師資培育者、師資生以及未來研究者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節乃依據研究問題、研究結果及文獻探討做結論，由於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為師資生師資培育學習的必備紀錄工具，將影響師資生整個師資培育學習的進

展。因此研究者於本節以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引導師資生進入師資培育目標設定、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協助師資生對師資培育學習投入、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促進師資

生對師資培育學習反思等三方面的影響，進行研究結論。 

一、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資培育學習考慮與準備的情形 

    師資生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初期，對檔案的整體架構須有所瞭解與認識，

檔案包含教育理念、修習課程、反思與成長、個人履歷等幾大方向。因此，數位

學習歷程檔案有如十四行詩般，有簡易的結構與形式協助師資生來設定自己的學

習目標，且提供內容建置的自由度讓師資生來檢視自己的學習狀況。檔案建置初

期主要引導師資生進入師資培育目標的思考，進而協助師資生對教師角色有明確

的認知，緊接著幫助師資生瞭解師資培育學習內容。 

 (一) 產生師資培育的目標設定與策略性計劃的思考 

    從研究結果瞭解，會為自己設定學習目標的師資生較能清楚表達自己欲達到

的目標，目標可以是短期的，例如在師培教育階段完成語文能力檢定，或者是長

期的，例如取得教師資格，在教育理念中也能有條理地描述自己對教與學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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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表示會從修習課程中付出更大的努力去獲致成功。因此，讓學生有為自己設

定實際目標的能力，因為這種能力是導致成功的必要技能之一(周新富，2009)。

師資生檔案的建置並非只是一門師資培育的課程，它是有目的地持續性蒐集自己

具代表性的作品與成就。目的性的蒐集在於對目標的設定，持續性則是不完全依

賴教師協助下，能不斷有計劃性地執行檔案的建置。自我調整策略不會對所有人

產生同樣的效果，它會因個人任務目標而有所不同；有的師資生背負家人的期待

進入師資培育，有的則是想一圓教師的夢想，故每個師資生的學習目標因背景動

機而異，整個自我調整的效果也會不同，對積極主動的師資生而言，更能以具體

目標來完成如小組合作教學或提升自我專業的能力。另一方面，策略性計畫與選

擇更因為個人、行為與環境間難以察覺的變化而更需要循環式的調整，就像有的

師資生受同儕的影響能在師資培育學習目標上找到自己的學習方向。 

 (二) 從教師角色的認知產生自我效能與預期結果 

    從研究結果得知師資生在檔案中呈現對教師角色的譬喻，不論是明燈、廚師

或是益友，每個角色都呈現師資生所要努力的自我動機信念。檔案建置初期的目

的在於引導師資生對教師角色的認知，每位師資生對自己心目中理想教師的角色

皆有所不同，從最初的教師概念缺乏與焦慮，到形塑理想的教師角色，此概念及

想法的轉變多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中個人履歷成就作品的蒐集，讓師資生找回自

信並產生對成為教師的預期結果，也讓師資生在教育理念中產生對成為教師的內

在期望價值並發展衷於教學的興趣。 

 (三) 瞭解師資培育學習內容所帶來的任務價值與內在興趣 

    不論是教育理念或是修習課程的期待，師資生對理論與實務課程的結合，期

盼能獲得更多的專業知能。本研究發現，主動積極的師資生對自己的能力表示肯

定，並認為能夠在師資培育期間獲得更多的專業知識以做好成為一位優秀教師的

準備。當學習者的興趣產生，專注力、努力與學習便能增強，因此，師資生對各

項學習內容設定好目標時，同時於師資培育學習中培養自己的教育專業技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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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發展教學的興趣以產生更高的自我效能，進而協助師資生達成目標，並做

好下一階段學習的準備。師資生在目標設定階段，自我動機信念的強弱常影響師

資培育階段學習成效以及成為教師的預期結果。此外，師資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來充實檔案內容時能不自覺地使用自我應驗預言從自己的學習歷程中獲得滿足

感。 

二、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資培育學習表現的情形 

    師資生對其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所做的紀錄與成就的描述如同檔案中地圖的

按圖索驥功能，學習者可藉由檔案架構的建置來描繪自己的學習地圖。從研究結

果中瞭解師資生觀察自己的檔案紀錄有助於自我能力提升、師資生觀察同儕檔案

可進行學習的改進，以及師資生透過師資培育所學提升實務教學應用。 

 (一) 觀察自己的檔案紀錄有助於師培任務策略的學習並提高注意力 

    師資生對於自己在檔案內容的建置有所要求，不論是教育理念的維持與階段

性的學習內容修正，每位師資生皆有自己的一套檔案經營模式，希望能呈現自己

努力表現與學習成長的改變。師資生對自己學習表現的要求策略，包含保持頁面

的更新狀態、文字表達能力的適切度、良好的學習態度、展示自己的成就表現、

檔案去蕪存菁的策略等，以上檔案建置方式正符應自我調整學習表現階段中自我

控制的任務策略。師資生為減低在師資培育學習任務的複雜性，將任務重組為有

系統化的表現結果，其任務策略包含學習策略(如，教育專業知識的理解與英文

檢定考試準備)以及表現策略(如，網頁設計能力、教學技巧與問題解決) 。此外，

藉由資料上傳或是個人履歷中豐富學習經驗的呈現，師資生不斷地自我挑戰並展

現自己高效能表現，透過持續不斷的更新，找到錯誤並立即修正，此動作正符應

自我調整學中的注意力集中。 

 (二) 觀察同儕檔案可促成學習的自我教導以利於後設認知監控 

   本研究發現師資生除了會針對自己的檔案紀錄來擬定任務策略，也會透過同

儕檔案的觀察，以自我教導的方式不斷提醒自己做更新與維持的動作來改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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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同儕檔案的觀察能引導師資生找出自己在師資培育學習不足之處，並嘗試給

予自己的檔案自我正向回饋以利於培養更為積極主動的學習態度。由於多數師資

生尚無教育現場的實際教學經驗，透過觀察有教學經驗的同儕檔案，師資生能夠

在檔案的教育理念嘗試規畫自己未來的學習藍圖，也能不斷提醒自己在修習課程

方面更要努力以赴。師資生在擁有思考關於師資培育學習與學習活動的知識後，

能更進一步掌握、控制與監督自己的認知學習歷程，並對自己的學習表現進行自

我回饋與修正。 

三、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資培育學習自我反思的情形 

    本研究發現，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有如鏡子般促進師資生重新回想及內省自己

在師資培育所學的能力，並從反省與成長中進行自我評估與改進。因為當學習者

能夠「看見」自己在說話、寫作、思考與問題解決方面的發展時，一種強而有力

的影響便會在其成長與自我覺察中產生。因此，師資生在學習任務上會選擇對自

己有利或較好的作品呈現，此選擇為不斷地自我檢視後的結果。 

 (一) 針對學習歷程進行自我評價及歸因 

    自我反思為學習者經由努力表現階段後產生，師資生的反思能力多反應在學

習階段後，或整個學習歷程的成果發表中。數位學習檔案的紀錄歷程讓師資生看

到自己在前往教職路上一切學習表現的改變，包括態度、修課經驗、教育理念等。

從學習階段前後期的檢視、與同儕間的分享與合作經驗、針對自己不足之處來進

行反省與思考等，以上皆符應至自我調整學習反思階段中自我評價的的標準，包

括精熟、先前的表現、基準與協同合作。師資生同時也從反思中覺察修習課程為

自己的想法所帶來改變之原因，再從原因中找出阻礙自己努力改進的動機。 

 (二) 能促進學習的自我滿足並對學習採適應或防禦策略 

    Bandura(1997)提到比起物質上的酬賞，一個人自我滿足的標準端看內在的價

值或任務的重要性，具高度自我調整的人較重視其內在的自尊感與來自完成一項

工作的自我滿足感。師資生在獲得同儕正向回饋的讚許或鼓勵時，其內在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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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感便提高自己在後續檔案維持的能力與決心。另一方面，師資生經由反思發

現自己學習態度需要加強或改進，或者改變學習方式來增加自己的專業知能，這

部分與自我反應中的適應力不謀而合。師資生在師資培育學習的反思與成長方

面，皆為自己的學習行為產生內化的過程，經由反思可以讓師資生對於問題做多

方面的考慮與思索，亦能發現自己與同儕間的差異與不足之處，並能從舊有的學

習模式中跳脫出來，努力找到問題解決的方式。 

    在師資生的師資培育學習過程中，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紀錄、儲存功能呈現

師資生對教育理念的願景，並投入努力於專業知識、技能學習中，以獲得情意領

域所習得之成果，再透過反思機制培養師資生自我反省的能力。數位學習歷程檔

案可以引導師資生對其師資培育學習循序漸進地從計畫、控制到自我反思，進行

每階段學習任務之考慮與準備，再由檔案來記錄表現並對學習表現做評估與改進

的自我調整學習。故數位學習歷程檔案激勵師資生自我反思後，讓師資生為自己

的學習狀態做調整、修正，強化並促進學習的成效，以利於開啟下一階段努力學

習的契機。因此，數位或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在師資培育的學習能充分展現整

體認知過程的思考，並收自我觀察、評估及調整之效。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論，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可以促進師資生的自我調整學習成

效，因此針對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及未來研究提供建議如下: 

一、 師資培育機構可提供師資生促進自我調整學習的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的學習有助益，亦為真實記錄師資培育階段學習的產

物。師資培育機構可以數位化形式提供師資生學習的記錄，在網際網路為基礎的

網路化空間，以廣泛的傳播性、資料蒐集整理的即時性，來為師資生的學習歷程

建構及使用提供最佳的便利性。同時依各師資培育機構的教育理念或宗旨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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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的內容與方向，提供系統化工具來組織師資生個人在學習過程中所產出的作

品，強化自主性學習的成果展現，以利於瞭解自我學習的過程。 

二、 師資生須積極主動使用檔案紀錄成長 

    檔案因師資生學習上的個別差異而促進自我調整的學習策略，所以師資生更

應積極主動利用檔案作為紀錄學習過程的工具並進行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師資

生也能透過階段性的學習記錄來觀察個人成長足跡，以促進個別學習的發展空

間。從個別化的學習檔案來呈現自己的檔案價值，讓師資生檢視其個人的學習歷

程所留下的成果來作為未來實習生涯規劃與發展的依據，並激發自我持續不斷的

學習成長。 

三、 對未來研究佐以自我調整學習問卷輔助質化研究 

    本研究採質的研究法，研究對象選取為合目標取樣方式邀請師資生為研究參

與者，然而在未能事先瞭解受訪者對於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初步概念想法的情況

下，研究者較難在焦點團體訪談或個別訪談中掌握受訪者的真實動機，也缺乏引

導受訪者切入訪談主題的指引。因此在進行資料分析時需要花更多時間來理解每

位受訪者的想法，雖然能深入理解現象，卻也是局部、個別的，無法掌握整體的

實際狀況。是故，未來研究可先以問卷方式先考驗證明檔案對師資生自我調整學

習可能程度，也可讓研究者在較短的時間蒐集大量的資料，再進一步探究師資生

執行追蹤訪談以瞭解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促進師資生學習的真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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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焦點團體訪談邀請函 

 

 

00 同學您好 

    因論文需要，惠玲誠摯邀請同學參與「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自我調整

教與學之探究」的研究，不知是否能於 03/14/2012 或 03/16/12 下午與您進行一

次訪談？時間約一個小時左右，主要目的在於了解您目前使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

的狀況、使用的成效與學習的相關問題，及未來如何延伸應用等等，希望您願意

撥冗參加訪談。 

    您的意見對惠玲來說實至可貴，惠玲也會遵守保密原則與研究倫理，保護受

訪者的資料。若您答應接受訪談，為能蒐集更多更豐富多元的資料，惠玲會進行

線上觀察，有必要會下載您在檔案上的寶貴資料，做忠實的線上紀錄。 

    惠玲將訪談大綱隨信附上，希望您能給惠玲一個機會進行研究。再次感謝您， 

敬祝 

                                  教安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劉惠玲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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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受訪同意書 

           同學您好： 

    感謝您答應參與本次訪談，您參與的是「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自我調

整教與學之探究」的研究，本研究旨在瞭解師資生透過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

置，如何進行自我調整教與學中的考慮與準備、表現與自我反思。為了更進一步

正確了解您的想法，與正確分析訪談內容，需要徵求您的同意進行全程錄音。訪

談錄音過程中，若您有某些想法與內容不想被錄音，您有權要求停止不想錄的部

分。 

    本訪談純為學術研究之用，所有訪談內容及相關資料絕對保密，並保障您的

權益與隱私，包含您的真實姓名絕對不會出現在書面或口頭報告中。如果您同意

以上有關訪談目的、做法及保密原則之說明並接受訪談，請在本同意書上簽署您

的大名。本研究將因您的協助而更有意義，真心感謝您的參與！ 

敬祝 

       平安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劉惠玲  敬上 

                                                                       

 回   條 

1. 本人同意研究者觀察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並擷取相關資料：                 

本人同意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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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訪談預試 

一、 師資生透過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對自己成為教師的期待 

     檔案可以提升做 frontpage 的，也就是使用這個軟體的能力，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能力

讓自己在成為教師之前有另一項科技專長。然後又多了一個方式可以向別人介紹自己，期

盼我能好好經營自己的檔案，讓大家知道我對成為教師的目標是很明顯的。（訪談小資

1010103） 

      剛開始我覺得就是做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其實很困難，因為我電腦就是沒有很好，但是想想

我是師資培育的學生，我未來還是想當老師的，所以我還是必須想辦法來克服對電腦的挫

折。我想藉由檔案把全部從師培一到師培二的學習過程都放在上面，好好地把自己想成為

教師的學習想法寫上去，我覺得這樣日後再回去看的話應該會更清楚。（訪談小青 1010103） 

    小資認為數位學習歷程檔案能提升自己另一項電腦科技能力，對於成為教師

一職是有助益的，此外也希望透過自己的檔案能讓別人更認識自己，更瞭解是自

己成為教師的決心。小青則因為科技能力上的不足，在使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

情況感覺不理想， 但她仍期盼自己能克服電腦操作上的問題，為自己在師資培

育的學習來設定目標。從小資與小青的訪談資料中得知，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建

置對師資生設定學習目標是有幫助的，除了拉近同儕互動的距離，也提供師資生

網頁建置的基礎能力。 

二、 師資生透過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學習的情況 

    學習歷程檔案促使學生以決定能力與努力的歷程為中心，並藉此來設定目標

(Owings & Follo, 1992)。學生為其學習歷程檔案所設立的目標顯示出他或她能夠

擺脫對學校的消極或被動的看法，學生不再只是在課室中坐著等教師交待下個作

業或任務，然後勉強地完成，甚至是不做。目標設定是整個學習歷程檔案的前進

方向，一旦少了方向就無法抵達終點。因此，清楚的目標設定即為好的開始，除

了聚焦於學生的學習，也促使其繼續學習的動力。 

    可以從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去認識許多其他不同科系的同學，雖然不認識他們,可
是多少可以互相觀摩並激勵自己去學習，然後就是按照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架構去

經營自己的頁面。我可以將師資培育所學記錄下來，然後放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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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此一來，我就可以隨時上去看，讓自己知道以前做了些甚麼，觀察自己整個

師資培育學習歷程的轉變。(小資 1010103 訪談) 

  小資為主動積極學習的師資生，會藉由同儕間的檔案觀摩來進行互動，並透

過同儕檔案來督促自己努力學習。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維持需要師資生的自我要

求，因為自我要求能讓師資生從檔案的歷程紀錄檢視自己的成長。 

三、 數位化學習歷程檔案對師資生反省及思考的情形 

    數位學習歷程檔案的優點為學習者同時兼作者、讀者兩個角色，將其檔案建

立以利於對自我發展的理解，並尋求額外的經驗促進未來的成長（Hurst, Wilson, 

& Cramer, 1998）。 

我會看之前的紀錄，然後就是檢討一下自己現在尚未改善的學習狀況有哪些，我在

下一階段應該怎麼去做會比較好。我覺得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其中的反省與思考提供

我們一個可以對學習階段回饋的空間，我在這一個空間當中能針對自己的教育理

念、修習課程或是自己的履歷等進行評估，從評估當中我才能對自己的學習狀況有

更新的認知與瞭解，也能讓我對下一個目標判斷是否需要做改變。（訪談小資

1010103） 

    反思即反省思考，學習者會根據目前或上一次的經驗做檢討與改善。反思需

要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歷程進行觀察、瞭解與監督，學習者的具有強烈的學習動

機，在學習歷程中藉由反思產生思考行動，進而從學習中獲得成就感。個案小資

會去比較自己在學習前後的狀況，從學習中檢討需要改進的部分，並由線上的同

儕觀察來對自己的學習進行調整。由此可知，同儕的互動亦為促進反思學習的一

部份，學習者除了自我反省之外，從他人的表現也可以做為日後改進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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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師資生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訪談日期：      年      月     日 
訪談時間：       時至          時 

 

1.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ePortfolios)進行師培學習考慮與準備

(forethought)的情形為何? 

1-1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任務分析為何(從

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1-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自我動機信念為

何(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2.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培學習表現的情形為何? 

2-1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控制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2-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觀察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3.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培學習自我反思的情形為何? 

3-1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判斷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3-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反應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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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師資生個別訪談大綱 

 
訪談日期：      年      月     日 
訪談時間：       時至          時 

 

1.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ePortfolios)進行師培學習考慮與準備

(forethought)的情形為何? 

1-1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目標設定為何(從

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1-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策略性計劃為何

(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1-3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自我效能為何(從

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1-4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結果預期為何(從

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1-5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成為一位師資生的任務價值或內在

興趣為何(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2.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培學習表現的情形為何? 

2-1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任務策略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2-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注意力集

中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2-3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教導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2-4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後設認知

監控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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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紀錄

的學習(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3. 師資生運用數位學習歷程檔案進行師培學習自我反思的情形為何? 

3-1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如何進行自我評價

與歸因 (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3-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的自我滿足及情感

之狀況(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3-2 請談一談建置數位學習歷程檔案對你身為一位師資生的適應與防禦之狀

況(從檔案的四個方向進行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