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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學校所招收的學生的素質越見參差不齊。在學習的過程中有些學生得心應手，而有些學生則會

出現困難。學習成效不佳的原因，有些是學生本身的資質較差，需要花較多的時間才能學會；而有些則是學習意願較低，

旁騖太多，花太少的時間在學習上。前者需要有老師或同學提供適時的幫助，後者需要有人督促與激勵。因此，如何使學

生用心學習，改善學習，以及推動同儕學習是重要且亟待解決的課題。 透過智慧型教學系統的輔助，學生可以反覆進行解

題練習。系統能自動判斷其作答是否正確，並能針對其所犯的錯誤，自動提出適當的指引。雖然系統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然而對於理解能力較弱、無心向學或是學習有不良習慣的學生仍有所不足。有些學生則會因缺乏人際互動，而感到孤立

無援。 同儕學習一直是許多學者探討的議題。同儕教學可以幫助和督促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同儕之間的協同合作學習可

分為面對面、非同步和同步三種。學生對於同步學習反應較非同步學習好且成績表現也較優。 本研究建置一種架構，能結

合社群網站與多種教學系統，提供跨平台的合作學習環境，具有錄製與重播解題步驟、同步協同作答、影音和文字聊天室

等功能。多位學生可透過瀏覽器使用教學系統，同步操作以完成解題練習。學生之間可利用此一環境相互教學。學生(和教

師)也可以儲存解題步驟，並發佈於社群網站的塗鴉牆。其他同學可藉由重播來學習。 系統以HTML5實作，同步操作採用

事件觸發與重演方式，視訊語音採用瀏覽器間P2P傳播方式，可大幅降低伺服器的負擔。本研究所提出的架構很容易套用

在其他的教學系統上。教學系統只需要引用一段系統所提供的Javascript，就可以與教學系統結合運作，並提供協同合作學

習的環境。使用者不需要安裝任何外掛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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