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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配合經濟部「無線寬頻網路示範應用計畫」之「數 位台中無線寬頻網路城市」計畫，指導國小高年級的學童，

應用 PDA 作為行動學習的輔具，以搜尋與紀錄學習資源；同時建置一 個ST-Moblog(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bile Blog)自

然與生活科 技部落格教學站台，讓學生隨時記錄學習歷程，並藉自然生態探 索與網路協同的行動學習，進行即時互動的

自然生態知識記錄、 分享與累積。因此，本研究目的有四:1.探討利用ST-Moblog 實施 教學的教學歷程。2.探討教學過程遭

遇的困難及因應之道。3.探討 學生應用ST-Moblog 的學習歷程及表現。4.瞭解利用ST-Moblog 學習對學生的影響。 研究中

進行兩個月的教學實驗，以質的研究為主，輔以量化 分析；使用的質性研究工具計有ST-Moblog 部落格網站與神奇的 麵

包蟲教學活動設計，並於實驗教學過程中蒐集各種資料，如： 教師部落格省思札記與紀錄、學生部落格日記與紀錄、問卷

、訪 談紀錄、現場錄影觀察紀錄等，以進行資料的多元檢證、交叉比 對與歸納分析。而量化工具為麵包蟲知識評量卷、

麵包蟲辨識評 量卷與行動科技能力檢核表，將此三項前、後測結果進行量化分 析。依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

應用ST-Moblog 教學的課程設計符合網路協同學習的精神， 使教師便於經營教學網站，並能引起學生積極自主的學習。 

二、教師應用ST-Moblog 實施網路協同的行動學習，能建立有效 教學策略，以解決教學中遭遇的困難。 三、學生應

用ST-Moblog 學習神奇的麵包蟲，有助於提升麵包蟲 知識的學習成效以及應用行動科技學習的能力。。 四、Moblog 的視

覺設計適用於PDA 瀏覽，而學生應用ST-Moblog 進行主題探索，亦有助於建立行動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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