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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國內提供給兒童的網路學習系統，大多是提供靜態的教 材內容，缺乏互動，學習效果不佳；而真正符合兒童學習心理

且 充分利用網路特性來建構網路學習的，更是少見。 本研究以「網路學習社群」理念，設計並營造一個「學習自 主」的

學習環境，透過系統提供的社群活動資料、學習成果、社 群學習活動案例與問卷調查，探討「網路學習社群」對學生學習

的影響與成效，並依此探討「網路學習社群」系統的建構策略。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提供的數位化兒童文學社群創作系

統 對教師資訊管理能力培養有正面的影響，對學生的學習與創作則 有顯著的幫助；研究過程中亦發現，學童常習於直覺

式的網路活 動，重視社群學習以外的同儕關係，由於學生學習自主觀念提高， 因此學習態度攸關學習效能。 依據研究結

果，本研究建議在「網路學習社群」的學習，應 重視學生的學習自主與教學內容的充實；建議系統可與班級活動 結合，

以促進學習效能；建議重視學習活動後的回饋，有助於學 習的理解；建議跨越校際進行更深入的「網路學習社群」探究，

組織學習模型，將有助於日後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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