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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課程：數位鑑識 

授課教師姓名：王福星 

課程內容： 

本計畫實施於『數位鑑識』課程，本課程將協助學生瞭解個人資料保

護法要求企業於個資事件發生時需能舉證證明自身無故意或過失，以免擔

負損害賠償責任。企業內資管從業人員因應個資法的要求，需做好個資管

理程序、委外管理、及安全維護措施等數位鑑識的事前準備工作。本課程

培養學生數位鑑識方面的「核心資訊技能」與「整合應用」之基礎知識技

能。該課程所涵蓋的範圍包括： 

1. 數位證據與鑑識 

2. 偽裝與鑑識 

3. 網路資料危機與鑑識 

4. 系統主機偵查 

5. 系統鑑識工具 

6. 遠端鑑識與數位證據蒐集 

 

參、前言 

計畫主持人於上一個學期於電子化企業課程獲得” 符合認知負荷考量

之電子化企業教材”之教材研發獎勵，本計畫擬進一步針對學習者的性別因

素設計適合的教學影片素材模式。影片教材往往整合了文字、圖片、聲音、

動畫等素材來呈現教材意涵，其設計目的在於運用多元的聲光效果來吸引

學習者的注意，以期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效。然而，以認知負荷理論觀點

來看，影片的多媒體組合仍須考慮到學習者的學習通道的影響，才能達到

輔助學習的目的；反之，過於豐富的媒體組合反而會增加學習者認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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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進而增加了負面之學習成效。 

影片可以根據字幕之有無被區分為旁白搭配字幕以及有旁白而無字

幕等兩種形式。學習者對於影片教材的認知可以藉由視覺與聽覺等兩個

通道將訊息以文字型態或是圖像型態儲存在工作記憶，而文字型態或是

圖像型態都可能由視覺通道或是聽覺通道進入。基於工作記憶為有限容

量的前提之下，很多訊息很容易因為學習者的注意力不夠集中，或是認

知負荷過重，而無法將工作記憶中的處理後訊息轉為長期記憶。當教學

影片所要傳達之訊息已經混入圖片或動畫（靜態或動態）時，文獻顯示

約有七成的學生會優先於閱讀文字說明後再繼續瀏覽圖片或動畫，如此

相同通道湧入大量訊息，可能產生干擾且加重認知處理上的負荷，故就

學習者整體而言，其訊息理解成效並不良好。 

我們的學習者之性別比例相當，眾多文獻研究探討性別差異於學習

行為上之成效，本計畫將考慮字幕的有無，嘗試設計影片加入旁白與影

片和旁白再加上字幕等兩種組合來讓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做適性化的學習

活動，其目的是考慮到男性學習者口語能力比女性學習者較差，但是在

視覺空間的捕捉方面，男性學習者則比女性為優之特點，來弭補性別差

異的學習現象所造成影響，以降低認知負荷的媒體組合，並增升學生對

教學媒體的學習成效。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為了協助學習者做有效率的學習，原擬設計一份考慮性別差

異而分別設計一類為無字幕之影片加入旁白，而另一類為影片和旁白再

加上字幕等兩種組合來讓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做適性化的學習，其特色在

於將性別差異之於認知負荷上的影響因素列入教學影片的教材設計，故

此教材將有別於一般具有琳瑯滿目素材之影片教材，本計畫所發展出的

影片教材將依照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就其視聽與聽覺能力的差異性而研

擬製作能降低其在學習過程中的認知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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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先分析出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對於性別差異與認知負荷理論的

相符程度，先行製作一統計分析報告，以利於作為接續的改進參考後，

再將教學影片修訂為區分字幕之有無的影片教材，故我們對於男性學習

者將建議以字幕搭配影片來表達，以利於男性視覺上的優勢；而對於女

性學習者則採用認知負荷理論之普遍看法，減少字幕所造成的視覺通道

上的複合程度，以個別增進不同性別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本計畫共分為四個階段：分析教材影片符合認知負荷考量程度階段、影片

設計階段、實施於教學並評量成果階段、修訂階段，分述如下: 

1. 分析教材影片符合認知負荷考量程度階段：原課程所提供的教材影片

並未考量到學習者性別與認知負荷間的關係，我們先嘗試了解教材影

片字幕的提供與否與學習者的性別因素間的差異，然後針對男性學習者

對於影片字幕的能負荷程度，作為下一階段影片設計之參考依據。教

材影片分析之問卷題目設計詳如附件。  

2. 影片設計階段：考量女性學習者較之於男性學習者在聽覺上的優勢，

我們提供給女性學習者不含字幕的影片教材以為課後自我學習的輔

助；而對於男性學習者的含字幕之影片設計，則應該依據第 1 階段的

分析結果於影片中嵌入適量的字幕，以弭補男性學習者可能因為聽覺

上相較於女性的弱勢而造成的認知負荷。  

3. 實施於教學並評量成果階段：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予以評量，並找

代表性的學習者予以訪談其認知負荷情形。  

4. 修訂階段：參酌學習者的問卷統計分析結果，並訪談部分學習者，以

再適當地修訂教學影片，更確保達到本計畫之目的。 

 計畫實施之時程，如以下甘特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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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計畫實施時程表 

月份 

執行項目 
9 10 11 12 1 

1. 分析教材影片符合認知

負荷考量程度階段 
  

 

 

 

2. 影片設計階段    
  

3. 實施於教學並評量成果

階段 
    

 

4. 修訂階段     
 

5. 撰寫結案報告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認知負荷是將一特定工作加諸於學習者的認知系統時所產生的負荷，

影響認知負荷的因素除了包括認知能力、先備經驗、學習內容、資訊展

現方式、教材編排方式、學習環境、學習程序與時間壓力等諸多因素之

外，也包括了學習者本身的特性，而性別差異是值得探討的一種學習者

本身特性。 

依據訊息處理模式相關理論，人類心智資源分別處理語音迴路系統

和視覺空間掃描系統等兩種不同資訊類型的系統。語音迴路系統負責接

收並處理語音訊息，如聽力測驗學習方式。視覺空間掃描系統負責接收

並處理視覺訊號，如閱讀測驗學習方式。當被呈現的教材皆屬同一處理

系統的訊息時，因訊息必須同時經由有容量限制的工作記憶時，容易造

成訊息互相競爭有限資源的問題，或造成訊息處理時的認知超荷，因此

處理不當反而不利學習，但是如果能夠將訊息以使用視覺與聽覺兩種管

道來呈現時，則訊息能同時在不同系統中處理，可減少同一處理系統的

訊息間之認知資源競爭或認知超荷，而相同訊息的不同感官形式有助訊

息的整合與提供回憶時的線索，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將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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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所歸整之認知負荷原則，特別考量男性學習者的語音迴路

系統和視覺空間掃描系統等兩種不同資訊類型的系統特性，設計有利於

男性學習者所使用的符合認知負荷之影片教材，以增加增生認知負荷，

並激發學習者之學習動機。 

本計畫之實施有以下成效： 

執行期間： 

1. 評估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對於有無字幕配合的教材影片，其認知負荷

的差異情形。 

2. 評估男性學習者於不同程度之字幕配合的教材影片，其認知負荷的

差異情形。 

 

執行後： 

1. 教師在使用教學影片之後，可訪談學生，以了解其認知負荷情形。 

2. 教師可以對學生進行測驗，以評估學習成效。 

在本計畫的分析教材影片符合認知負荷考量程度階段，我們進行了

影片分析之問卷。分析用之影片為與課程相關的網路影片，影片名為” 
【 零 壹 科 技 】 個 資 法 上 路  倒 數 計 時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8TVUmTWHo)。該影片並無字幕且

影片中的主播與其他專家人物皆口齒清晰，故符合本計畫分析影片階段

的要求。為了增加問卷結果的可參考性，我們除了對於實施課程之修課

學生進行問卷之外，還對於另外兩個班級也做了問卷，問卷採取李克特

五點量表，為了快速輸入問卷填答，我們使用了教學回饋系統設備，同

學們於看完影片之後，隨即使用遙控器同步按答問卷題目，如此，我們

也能降低無效問卷率，共回收 90 份有效問卷。問卷結果顯示選擇不需要

字幕協助即能清楚影片內容人數約 44.4%，相對地，需要字幕協助者占

約 20%，這表示在影片發音清晰的前提之下，學習者可以不需要字幕來

幫助了解影片內容；然而，我們若進一步探討不同性別的選答情形，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8TVUmT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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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學生不管是選擇是否需要字幕輔助，結果這兩方面皆呈現無明顯差

異，此亦即表示，我們在製作影片字幕時，無須考量性別因素。 

本計畫合計製作兩部影片(內容詳見所附 CD)，劇中人物貼切描述本

課程的意涵，並佐以案例與相關法律條文說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如何，待

同學看完影片之後，即進行分組討論(請參考下一節的活動照片)，並於分

組討論之後，讓同學們寫下同分組者的發言重點(內容詳見附件二以及所

附 CD 的電子檔)。另外，我們讓分組討論的同學們進行同儕評分，以競

賽方式提高教學成效(內容詳見附件二以及所附 CD 的電子檔)。 

陸、結論 

對於敘述性的體裁，採取單一視覺加上聽覺感官模式會產生較佳的

學習成效，而在敘述性抑或程序性的文章體裁下，資訊的豐富程度高也

許能促進學習效果，但若考慮在同一時間下，讀者必須同時注意二種以

上同類型的感官效果時，比如說，雙重視覺－動畫與文字敘述，則會分

散學習者的注意力，反而會降低了學習效果。換言之，雙重視覺加上聽

覺（即圖、文、音兼備）雖擁有最豐富的媒體組合，但學習成效卻不若

前者來得理想。另外，雙重視覺組（即圖、文組合）雖然也只有二種媒

體組合，但在同一時間下，學習者必須同時注意二種視覺媒體，容易造

成分散注意力效果，導致學習效果也不如單一視覺配合聽覺理想，故在

選用多媒體資訊表現方式時，應以單一視覺加聽覺的呈現方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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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學習者於看完本計畫設計之影片教材及其他補充資料後進行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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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影片分析之問卷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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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分組討論紀錄與評分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