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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生之學習環境除了靜態之外，動態學習之學習平台的建立，對於生長於高科技時代的學子而言，尤其重要。基於此一思

索方向，本論文跨領域研究，首先結合行動終端之建置，透過雲端(cloud)資料庫的存取，即能建立無所不在(ubiquitous)之

學習環境又能提升學生學習的正向態度，學習平台建立猶如座椅之完成，之後，再利用工業工程之專業領域的技術，進行

此一學習理論研究，提出sts (Science Technology System)合作學習模式，藉由學習態度之問卷，模擬探究學生在自然，或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單元中，研究其學習態度是否形成改變，或有其他顯著差異。再者，利用簡易單元之試行測試，探究其學

習成就的優劣，進而能藉由本論文之研究結果，得知雙向之教與學的成效。亦即，評估教方(老師)的策略教學策略建構是

否需做修正;另外，學方(學生)對學習課程的態度反應，對老師的態度，與對學習平台的效果反應等等。經過最後問卷分析

，本論文定調，若能結合智慧行動終端平台於教育學習環境中，則其學習效果得以提昇！

關鍵詞 : STS合作學習、雲端、無所不在、學習態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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