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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遠距教學教材內容數位模組化研發計劃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研究方法(0125)、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陳信助 副教授 

 

參、 前言 

本教材研發計畫之課程將執行混成式遠距教學，目的在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更便捷、更生動活潑

的教與學的方式，營造「友善的」遠距學習環境，學生可運用自己的行動載具或電腦，聆聽教學者在

課堂的授課，亦能看到教學者及其所使用之教材或授課實況之全程錄影，以利重複研讀，進行由學生

自主掌握進度、時間與空間之「無所不在的學習」。 

本教材研發計畫將利用全學期十八週，以約四個月的時間進行課程內容數位化、模組化，依單元

主題與學員需求背景挑選所需教材，客製化組合出一學期的課程，未來同一科目，可依單元主題與學

員需求背景，進行低成本的更新單元教材，可隨時調整、編修或剔除。 

「遠距教學」是結合資訊與通訊技術，提供給學習者一個不需與老師面對面授課的雙向、互動的

學習途徑。它是一個對電腦資訊及網路的新興應用，各個先進國家目前都積極地研究發展它的技術，

希望能夠將它應用到各層面的教育及訓練，以改善目前教育訓練模式的缺點。而我國推動發展「遠距

教學」行之有年，希望使知識的獲得及學習更加方便及有效率，使一般教育、特殊教育、職業教育及

社會教育的功能更加完善。 

遠距教學有典型的三大類發展：「即時群播」教學系統這一類系統有一間主播教室及一間或者數

間遠端教室，老師在主播教室授課，學生則在遠方另一個遠端教室聽課，師生間可以做即時的交談及

回答，教材設計與呈現方式多樣化。「隨選課程」系統是利用目前資訊界最熱門的「交談式視訊點播」

技術，學生可以在電腦或是裝有控制盒的電視上，將所要學習的教材透過網路取得，並且依照個人學

習速度操控播放過程，進行遠距離學習，使學生可以容易利用網路選課。「虛擬教室」系統環境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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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真實校園所需要的管理功能，諸如註冊收費、課程管理、上課點名、指定回答、分組討論、專題

報告、考試、成績評定等屆時都會一一推展出來，即能經由一公平、公正的評鑑系統取得課程授與及

學分認證，完全破除時空的限制與隔閡。 

本教材研發計畫將以「虛擬教室」的系統環境，在數位學習平台中，數位化、模組化課程內容與

教材。本教材研發計畫之課程將執行混成式遠距教學，目的在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更便捷、更生動活

潑的教與學的方式，營造「友善的」遠距學習環境，學生可運用自己的行動載具或電腦，聆聽教學者

在課堂的授課，亦能看到教學者及其所使用之教材或授課實況之全程錄影，以利重複研讀，進行由學

生自主掌握進度、時間與空間之「無所不在的學習」。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隨著全球化學習的顯著趨勢，數位及遠距教學不受時空限制的特質，已成為解決教師及教材問題

之重要路徑，然而遠距教學如何進行、專業師資能力培訓，以及遠距教材編製，亦隨之熱化為廿一世

紀教育科技領域重要的觀察與課題。執行遠距教學時，建置模組化課程內容，課程便具有許多特色，

會幫助到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包含： 

1. 完整性 

2. 聚焦性 

3. 跨域性 

4. 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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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期密集性 

課程設計亦具調整上的彈性，可整合，可聚焦，可從基礎出發到跨域，或由應用出發往基礎

紮根，透過密集且主題聚焦式的單元課程安排，學生可在短時間內學習重要之專業基礎知識，以

及相關的實驗設計與操作技巧，提升學習效能。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本本教材研發計畫為求搭配遠距教學之互動教學技巧，對非同步

教學教材進行模組化設計，確保教材品質與單元學習架構的穩定性，

以免學習者適應上之困難。會進行遠距教學實務之系統化分析、設

計，以及相關實施作業與成效評估。此外，數位課程系統化結構的形

式，開發與經營皆當以符合客製化(Customization)的需求為原則，

為滿足學習者及課程資訊多元性的特質，因此，數位課程的規劃、教

學活動的推動和學習行為的發展，都以「模組化」(MOP；

Module-Oriented Programming)的建構原則，企劃課程內容為一種具

有發展性的彈性結構，亦即是透過資訊科技整合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形式，建構出一個課程教學規劃程式化具有發展性的

結構環境(Developing Environment)，讓課程的品質與績效對應教學

環境的變化持續性的創造發展，茲將此一規劃作業的結構依序性的說

明如下： 

1. 後端作業：課程開設後端的作業內容，主要是依據課程目標規劃製作符合數位平台作業系統

的課程內容，以及後續發展方向等的課程規劃作業。就技術領域而言，主要是關於瀏覽器上各教學內

容欄位的輸入位置，以及欄位中的關鍵詞的建置。 

2. 中介作業：課程中介系統的作業內容，其主要包括數位教學平台所需提供學習行為、學習資

源、學習諮詢等功能的建置作業。就技術上而言，主要是關於型錄、互動式、留言版等介面的設計、

路徑管理等點選超連結的有效性。 

3. 前端作業：前端作業指的是客戶端(Client)服務性的作業內容，其主要包括提供一系列學習

相關整合性支援服務系統的工作項目。就技術上而言，主要是關於瀏覽器上討論區、留言版、學習紀



附件 3 

 

4 

 

錄等的附加功能的設計。 

4. 串聯作業：當前三項教學發展序列性的功能區塊模組化的建置完成後，以軟體驅動程式將各

模組內的功能項目作連結對應驅動；即資訊搜尋行為由開始(Starting)、連結(Chaining)、瀏覽

(Browsing)、區別(Differentiating)、監視(Monitoring)、粹取(Extracting)等運作功能的基模，

在一個有效即時彈性控管的運作模式中建構管理發展的機制，用以達成適時、適切提供教學品質最新

需求的教學支援系統。 

本計畫推動之授課教師與合作推動之遠據教學中心，在數位學習與遠距課程，均有相當經驗，過

去經營開發之課程，品質已達送教育部認證水準。在教學各階段之操作工作要領與虛擬校園數位平台

功能的對應，已經模擬規劃完成，執行可行性高。 

為歷屆學生資訊素養，時有差異變化，為適性教學著想，考量在職研究生學習適應問題，本教材

研發計畫亦備妥解決方案，為求搭配遠距教學之互動教學技巧，對非同步教學教材進行模組化設計，

確保教材品質與單元學習架構的穩定性，以免學習者適應上之困難。會進行遠距教學實務之系統化分

析、設計，以及相關實施作業與成效評估。 

本計畫效益與影響： 

1. 以創新、互動式教法激發學生之創造力、高層次思考。 

2. 強化參與感，期盼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提高學生學習效率，並讓師生感受教學活動的樂趣。 

3. 本計畫產出之創新非同步教材，可做為教師或助教授課時之輔助工具與教材。 

4. 本計畫產出之創新非同步教材，可做為教師或助教進行課輔之輔助工具與教材。 

5. 本計畫產出之創新非同步教材，可做為學生複習或補課之材料。 

本計畫實體產出成果：  

一、 系統化遠距教學設計模式及流程，可提供遠距教學合作及教師依循參考，減少繁瑣業務

之費時摸索。 

二、 電子教材內容本學期共十八週，含教學大綱、正規教材、媒體短片、互動元件、參考資

料等，計百餘單元。 



附件 3 

 

5 

 

三、 創新非同步教材開發九大單元，內建於學習平台。 

四、 模組化教材有機整合的設計模式及簡易製作的低門檻技術，可以提升教師製作教材的專

業知能，有助於遠距教學向外推展。 

五、 送教育部認證已通過。 

六、 教學平台，網址為 http://ican.sce.pccu.edu.tw 

七、 本計畫受益對象：教師：1人 ＋ 教學助理：1人 ＋ 研究生：約20人。  

陸、 結論 

本計畫結案，多數學生反應，「混成式遠距教學」對其學習的過程，確具輔助效果，並可提高學

習成效與資訊素養，同時「課程內容多媒體化」、「互動化」，線上教材的方便性、多元化及彈性，

可提升學生之閱讀興趣與學習動機，再搭配學校「ican課業輔導平台」，更能強化數位學習與自主學

習效能。教學意見問卷調查，滿意度頗高。未來將持續課程的開發。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教學平台，網址為 http://ican.sce.pccu.edu.tw 

http://ican.sce.pccu.edu.tw/
http://ican.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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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操課過程與內容剪影 

 

本計畫課程自學內容 

 

本計畫課程互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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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