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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作學習是近幾十年來相當受到重視的學習方法，是一種結合教育學、社會心理學的一種分組教學設計，主要是利用小組

成員的分工合作、互相支援進行學習，並利用小組本位的評核及群組競爭的心理感受以增進學習的成效。目前大部分的網

路合作學習系統皆提供一個方便的網路環境供學生在線上進行理論課程的合作學習，卻鮮少探討如何建立一可在網路上進

行實習儀器操作的合作式學習環境。 為將傳統合作式學習的六項特質（包含異質性分組、積極互賴、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

、評鑑個人學習績效、人際技巧與團體歷程等特質）移植到網路合作學習的環境，本研究提出一具遠端3D虛擬儀器操作之

網路合作式學習系統設計，以視訊格網（Access Grid）工具、具負載平衡的分解式SCORM學習管理平台及遠端控制參數

傳遞技術（Remote Control Parameter Delivering）設計系統架構並整合網路合作式學習環境。所提出的網路合作式學習系

統不僅可提供小組成員在網路上面對面的操作3D虛擬儀器，並提供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及操控3D益智遊戲，藉此培養小組

成員間的積極互賴特質（Positive interdependence）。除上述功能之外，系統尚提供（1）成員面對面的語音溝通（2）即時

文字交談（3）電子白板的教學（4）SCORM教材的分享（5）團體學習歷程的紀錄（6）個人學習績效的評鑑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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