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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平台了解師生互動對國文教學之影響 

侯羽穜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題目為＜從教學平台了解師生互動對國文教學之影響＞，主要在於探討從 Moodle 教學

平台的使用，了解與促進師生互動之正面影響，達到良好的教學成果。以筆者所任教的課程──

「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大一國文）為例說明，並比較本校文科與理工科系學生，使用 Moodle

教學平台的討論與互動情形；其次在比較的過程中，發現資網處建置資料的相關問題，亦於此一

併表達感謝辛勞與提供修改建議。 

關鍵字：國文教學、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Moodle 教學平台、師生互動 

 

1. 前言 

    這幾年因為服務的學校──銘傳大學，努力推動 Moodle 教學平台，本校資網處在這一方面

不斷地改進，包括網路速度與應用軟體，讓教師與學生廣泛利用此教學平台，能夠獲得良好的教

學成效。筆者從不熟悉電腦的文科出身，經過摸索與實際運用 Moodle 教學平台之後，近年幾乎

都名列在全校前 50 名排行榜，甚至是個人課程使用者之佼佼者，與少數幾位理工科系教師併列

排行榜第一名
1
，其中過程確實付出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鑽研，所以在此提出一些心得，以供資

網處與任課教師做為改進與使用之參考。 

    前年（西元 2010年）本人第一次參與「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發表主題為＜國文教

學在 Moodle 教學平臺的實際運用＞
2
，開始研究在 Moodle 教學平台的使用問題；去年（西元 2011

年）再次參與此研討會，發表主題為＜網路資源在國文教學之運用＞
3
，談論運用社群網絡等自

由軟體，透過 Moodle教學平台讓學生有更豐富的教學資源來學習；今年（西元 2012 年）已經是

第三次來到此議題之研討會，發表主題為＜談 Moodle 教學平台應用在國文課程的教師與學生互

動之問題＞，主要討論在 Moodle 教學平台的師生互動之相關問題。每年所針對之研究專題皆有

不同，「師生互動」這部份的研究，主要是針對 Moodle 的「討論區」，學生可以透過網路平台貼

文或參與討論，以及其它相關之處，來進行「師生互動」之介紹與分析。因為筆者在學校所任教

的科目為「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也就是俗稱的大一國文課程，所以本文將會以此為基礎，舉

出一些範例，並引用資網處所統計的數據
4
，討論範圍涉及文科與理工科系在 Moodle 教學平台上，

師生互動方面之比較。 

                                                 
1 參考附圖一，http://moodle.mcu.edu.tw/。 
2 詳見：侯羽穜，國文教學在 Moodle 教學平臺的實際運用，2010 年自由軟體與科技教育學術研

討會，2010.04。 
3 詳見：侯羽穜，網路資源在國文教學之運用，2011 年自由軟體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2011.05。 
4 引用之數據資料統計至西元 2012 年 4 月 20 日（本次研討會發表日）。 

http://moodle.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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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本校資網處對於每學期各項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的資料，進行「量」的數據統計
5
，包括系

所總表、傑出課程、課程上網、線上作業、線上測驗，以及討論文章。例如附圖一，所提到的全

校教師使用 Moodle 排行榜，就是「數位教材建置排行榜」裡面的「傑出課程」，此項資料每天重

新計算名次，以百分比的分數計算，筆者所任教的課程，依照評比公式已達到滿分，與其它亦達

到一百分的少數理工科系教師，並列第一名。
6
這項教師個人課程評比的方式，包括檔案數、線

上資源數、作業數、測驗數、討論文章數，以及學生繳交作業次數、教師批改作業次數，與學生

有作答的測驗次數，根據各分項的規定，統計該課程總合得分。
7
資網處這套計算方式，其實是

經過更改，新的評比計算方式，考慮到學生線上參與的比率，而非僅止於教師所貼文的數量，這

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師生互動」之問題。然而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在搜尋所需要的某

些歷年相關資料時
8
，因為新舊評比程式更替的緣故，所以無法找到正確的統計資料。歷史資料

建置闕誤，舉例來說，民 98 學年第二學期全校前 50名教師課程，竟然只顯示通識教育中心的 7

筆資料，而且獲得的分數低到個位數，甚至於僅僅只有零點多分，絕對不可能是名列前茅者，明

顯可見出現錯誤。
9
另外，在評比計分公式的說明表中，有條：「（討論文章數/學生數 x2）＞8」，

                                                 
5 參考附圖二。 
6 參考附圖一。 
7 參考附圖三。 
8 參考附圖四。 
9 參考附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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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初看令人費力思索；實際上只需寫成「（討論文章數/學生數）＞4」，則明白易懂。藉此研討會

的機會，亦希望如此用心地鑽研 Moodle，能夠提供給資網處做為改進的建議。 

 

 

（附圖二） 

 

 

（附圖三） 

 

                                                 
10 參考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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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 

 

 

（附圖五） 

 

2. 師生互動之相關資料統計 

良好的教學，重視師生互動；而在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的「討論區」，可以讓師生的輔導互

動，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根據資網處的統計，
11
銘傳大學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Moodle 數位教

學平台於各學系的討論文章比例，
12
目前第一名是電子工程學系，在該系 49 個課程數中，已經建

置討論文章課程數有 41 個，尚有 8 個課程數未建置討論文章，建置討論文章課程比率為 83.67

％；其次是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建置討論文章課程比率為 70％；而筆者所隸屬的應用中國文

學系，在全校前 20 名系所中，目前排行第 11 名，建置討論文章課程比率為 52.89％，有半數以

上的課程已經建置討論文章。 

 

                                                 
11 引用之數據資料統計至西元 2012 年 4 月 20 日（本次研討會發表日）。 
12 參考附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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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 

 

    以文科與理工科系在討論區的使用情形相比較，性質屬於理工科系的電子工程學系目前獲得

第一名，這與本校資網處大力推廣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以及理工科系教師與學生皆擅長使用

電腦與網路，可見得有相關。資網處所做的統計，在此部份是只要課程至少有建置 1 個即可，並

不表示該課程有被大量使用討論區，也就是說，「比例」不一定代表師生互動的「量」。 

    因此，再細究各科系所屬課程中，討論文章的數目，茲分別於理工科系、非文科系、文科系，

各自舉一系為例說明。理工科系的討論文章數目，以目前比例第一名之電工系為例
13
，其實僅有

個位數到十位數，表格中所見最多為 35 則；非文科系的討論文章數目，以目前比例第四名之休

閒系為例
14
，幾乎都是個位數，僅有一門課程達 37則，但此課程卻並非休閒遊憩管理學系之專業

科目，而是應用英文；文科系的討論文章數目，以筆者所屬之應中系與任教課程為例
15
，本人任

教的「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在 43042 這一班已達到百位數，有 264 則，遠遠超過其餘教師的

任教課程。 

    以文科系教師而言，多數可能並不太會使用電腦產品或網路，部份教師則需藉由教學助理

（TA）來幫助管理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筆者則是一整學期親自線上操作，因此對於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誠然花費不少時間、奉獻很多心力，相對也就更能夠掌握學生線上活動情形，在延

伸師生互動方面，具有可觀的成果。 

 

 

                                                 
13 參考附圖七。 
14 參考附圖八。 
15 參考附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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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 

 

 

（附圖八） 

 

 

（附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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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文課程之師生互動情形 

（1）以量而言 

    以筆者任教之課程──「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也就是俗稱的「大一國文」，來看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在教師與學生互動之情形，主要針對「討論區」做為分析說明。先以「量」而言，

筆者的課程在討論文章數方面，具有可觀的成果，每班皆然，除了前文提到的 43042 班級已多達

264 則之外
16
，54104(財金一丁)班級更多達 644 則。

17
在討論文章則數與學生人數比，亦超過資

網處所設定的「數位教學平台評比計分方式」
18
的上限分數比，也就是「平均討論文章數」超過

4，在 43042 班級已達到 4.19，在 56102（風保一乙）班級更達到 4.51。
19
而根據統計表「師生

互動」的學生人數，也就是參與討論的學生人數，多達 25 位。
20
顯示此討論文章則數，並非由教

師（筆者）一人單向貼文，而是有很多學生雙向進行參與討論，來達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附圖十） 

 

 

（附圖十一） 

 

    以筆者任教之國文課程為例說明，師生互動方面，除了主要在於參與討論區之外，亦有屬於

                                                 
16 參考附圖九。 
17 參考附圖十。 
18 參考附圖三。 
19 參考附圖十一。 
20 參考附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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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性的師生互動，也就是參與測驗卷作答，以及線上繳交作業。在 2010年的「自由軟體與科技

教育學術研討會」上，本人曾經對於當時測驗卷與作業區的問題，提出一些建議，
21
現在 Moodle

在這方面有良好的改善，教師可以重新批閱分數，或是給予學生意見，但這層互動僅止於教師與

某位學生，不能是多位學生的互動，互動關係沒有「討論區」來得明顯，因此筆者將之認定為隱

性的互動，亦列入在本文做一分析說明。從量之方面來看，目前資網處並沒有針對此方面，統計

全校教師課程的排行資料，僅能單就筆者所任教的班級舉例，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43042 班級

來說，63 位學生之中，某一題參與作答的學生人數高達 41 位，
22
顯示學生參與測驗卷作答的人

數頗多。測驗卷方面，Moodle 的設計，可以看出作答學生名單、學號、日期、費時、得分，
23
從

中可以讓教師判斷學生反應快慢、正確與否的能力，可以視情形需要來適時地進行檢討。 

 

 

（附圖十二） 

 

 

（附圖十三） 

 

                                                 
21 詳見：侯羽穜，國文教學在 Moodle 教學平臺的實際運用，2010 年自由軟體與科技教育學術研

討會，2010.04。 
22 參考附圖十二。 
23 參考附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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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質而言 

    除了「量」之外，以「質」而言，學生參與討論區之情形，與往年相較，變得被動，需要經

過再三鼓勵，與貼文過去學長姐的回應範例
24
，才能使得人數增加。參與討論的貼文或回應裡面，

有些非常不錯的文章，師生彼此之間就能夠互動良好。茲舉一則海青班（僑生）學生留言為例證，

25
其中一名同學先是貼出他寫的短文──「人生是什麼」，同學間陸續地回應，因為該班是僑委會

委託本校授課，學生由僑生組成的專班，提到馬來西亞的食物，發音聽起來讓筆者（教師）誤以

為是班上同學姓名，就在回應中發問，當時是 17:47，學生在 19:52很快就留言回答，顯示透過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在教師與學生互動之情形，質的方面也有很好的成果。 

 

 

（附圖十四） 

 

 

（附圖十五） 

                                                 
24 參考附圖十四。 
25 參考附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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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相關問題 

    有關師生互動部份，最重要的，就是教師與學生的參與，也就是 Moodle 的「使用者」，亦即

「課程參與者」，
26
這一部份必須由資網處處理，游標點選「課程參與者」，畫面會出現「所有參

加者」的人數（含教師）。
27
但本學期發生開學上課過了一個多月，卻有過半學生未出現在「課程

參與者」的名單內，直至規定上傳作業的時限前一個禮拜，學生才向筆者反映。以前的經驗，可

能是加選的少數學生才會遇到此狀況，也有其它教師遇過類似的問題，
28
這次的情形較為異常。

詢問資網處的結果，因為筆者開課班級所屬學院名稱更改，故電腦系統對應不到與舊式相同名

稱。這次問題並非僅出現在筆者任教的一個班級而已，但其它班級任課教師不像本人經常使用

Moodle，幸好經過筆者委請班上小老師向資網處反映此現象後，已經全面獲得改善，所有隸屬該

學院、該班級之學生名單已與教務處課程整合相符合。 

 

 

（附圖十六） 

 

 

（附圖十七） 

                                                 
26 參考附圖十六。 
27 參考附圖十七。 
28 參考附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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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八） 

 

5. 結語 

本文以筆者經常使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的經驗，提出與師生互動相關之問題，藉由學校

資網處的統計資料，與主要授課的國文課程，舉例分析說明。最後，對於 Moodle經營時間，與

教學成效，做一結語： 

（1）目前的觀察，有參與 Moodle 討論的同學，多為出席率高、認真向學的學生，並非僅止線上

學習，可見有益於整體教學成效。 

（2）如果要認真經營 Moodle 的話，勢必佔去老師的休息時間，當然希望獲得學生的肯定。在教

學成效上(指學生的學習效果)，就本身專業判斷，是能幫助學生學業進步。但教學成效，並不等

於教學評鑑，有時未能絕對成正比，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希望學生也能夠給予認真的教師，相對

等的回饋，不枉費教師的苦心，達成真正良好的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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