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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 2004年「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

線上一對一家教課輔進行所使用之 XLearn 即時互

動教學系統，觀察目前實體家教現況，並且利用文

獻分析法、觀察法、實際操作紀錄，作為資料收集

分析之據，分析線上家教輔導的合作模式、觀察

XLearn 即時互動教學系統使用狀況，同時針對於

線上家教老師培訓課程內容設計，藉由文獻探討與

資料分析提出建議。 

關鍵詞：線上家教輔導、一對一、XLearn 即時互

動系統 

一、研究目的 

家教屬於於非正規教育，目前尋求家教資訊的

管道，不論是尋求家教協助或是尋求家教工作，目

前透過的管道如下(楊叔卿、柯華葳、鍾玉敏，

2005)：  

透過家教中心：家教中心即為家教 case 的仲

介中心，透過集散有關家教需求與供應的消息，由

介紹家教 case 給需要家教工作的家教老師或是介

紹家教老師給需要為家中小孩尋求家教的家長，從

中賺取介紹費。 

1. 由校園內常見的資訊集散處如 BBS，直接將需

求的對象及教學內容資訊放上，並提供聯絡方

式，並無透過任何仲介。 

2. 由親友、同學間口頭上的詢問，尋求有需要的

學習者或是可提供幫助的教學者。 

線上一對一即時家教輔導之興起，藉由科技網

路的輔助，使得個人可不受時空限制而獲得多元的

資源訊息，其學習情境、教學模式、學習方式、師

生互動等等方面，都與過去實體面對面的情境有很

大的不同，尋求家教資訊的管道也可完全透過網路

達成。「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透過同步的ＸＬearn

即時互動系統進行教學，帶來了新的家教型態，在

此線上一對一家教輔導的過程當中，教學者的角

色、使用的教學溝通技巧、教學者與學習者兩者間

的互動，皆為值得關注之議題，但限於篇幅，本文

係為針對「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使用的 Xlearn

即時互動教學系統進行評估初探。 

二、文獻探討 

2.1. 實體家教輔導 

實體一對一、面對面的家教輔導，對於學習

的影響已有三項重要的研究發現，第一、

Slavin(1987)指出，在一對一的輔導教學中，學生

可以得到更好的理解，更具學習動機，並且更具學

習效率。第二、教學者在輔導教學的過程當中，同

時對其所教學的主題內容，也是在學習。第三、在

家教的教學中，教學者對於教學輔導的技巧，通常

並未接受正式訓練(Fitz-Gibbon，1977)。 

在 Chi 對於家教輔導的研究中(2001)，有以

下發現：1.教學者並非是系統化的教導學生如何解

決問題的規則；2. 對於學生同樣的動作，教學者

並不會給與一致性反應；3. 特定的教學手法與學

習之間，並無顯現出其相關性。 

進行實體一對一、面對面的家教輔導時，通常

可根據 Person and Magliano(1995)將家教輔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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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溝通對話分為以下五個步驟： 

1. 教學者詢問初步的問題； 

2. 學生回答初步的回答； 

3. 不論學生的回答對錯與否，教學者給予其回饋

(正面或是負面)； 

4. 透過一連串連續問與答的交換，教學者對於學

生的答案，建構出可以增進及詳細闡述其答案

深度的內容； 

5. 教學者判斷學生對於答案的理解力。 

 

上述關於實體家教輔導相關研究，除了肯定家

教輔導對於學習產生的成效，也點出進行家教輔導

時，教學者是經由與學生的問答互動中，幫助學生

建構其知識，而非系統化的進行教學，此種教學模

式與教室情境下，使用教學策略與技巧來進行教學

的模式有所不同。 

2.2. 數位學習模式 

隨著網際網路(Internet)普及，E-learniing 

的形式多元，發展日趨成熟，傳統的家教形式因科

技的介入也隨之改變，在家教輔導上，不再只是僅

藉由網路來傳送供應需求的消息而已，現在可透過

網際網路，採用同步、非同步及混合式的數位學習

模式，藉由視訊，藉著文字、圖片、視訊、音訊、

動畫等多媒體，讓學生與家教老師在線上進行一對

一的即時的輔導教學，免去了師生舟車勞頓之苦與

所往來所耗費的時間與金錢。 

在溝通的技術方面，Philip Paker(2002) 將

進行教學學習所需運用的溝通工具技術，分為同步

與非同步，其整理如表一： 

表一、線上溝通技術 

(譯自 Philip Paker(2002)，本研究整理) 
溝通技術 非同步 / 同步 

電子郵件 非同步 

討論區 非同步 

線上聊天室 同步 

CSCW(電腦輔助合作) 與  

CSCL(電腦輔助學習)環境 

非同步/同步 

線上資源 非同步 

自動化助理系統 非同步 

老師輔助系統 非同步/同步 

同儕輔助系統 非同步/同步 

  

2.3. 線上同步溝通模式 

同步的溝通模式互動性較高，且具即時性，

但過去由於基礎建設的限制，如頻寬不足、設備昂

貴等等，使得同步溝通模式多限於文字交談的方

式，然而隨著基礎設備提升與網路環境的成熟，使

得同步化的溝通模式日漸普及，Shepherd(2000)

提出六種線上同步溝通模式，將其整理如表二：  

 

表二、同步溝通模式 

(根據 Shepherd(2000)本研究整理) 

模式 敘述 優缺點 

1.文

字交

談 

文字交談的方式最

為最基本，是最通

用的溝通模式 

優點：所需求的硬

體設備要求最少 

2.電

子白

板 

電子白板可方便教

學者/學習者直接

繪製圖形，同時亦

可使用打字或是張

貼圖片的方式，讓

兩者皆可接受看到

電子白板上的內容 

缺點：需要額外購

置電子白板 

3.音

訊會

議 

可使用雙向或是多

向的方式進行音訊

上的溝通 

缺點：同時進行多

向溝通會造成互相

干擾 

4.視

訊會

議 

可雙人或是多人同

時使用影像進行會

議 

缺點：需要較大的

頻寬，亦有相互干

擾的情況 

5.桌

面分

享程

式 

可由一方操控另一

方的電腦進行學習 

缺點：電腦安全維

護需考量周全 

缺點：影響個人使

用操作自主性 

6.線

上投

票 

可藉此使用立刻線

上學習者的意見及

其回答的資訊 

優點：可立即得知

學習者的意見與想

法 

                                                                             



三、系統簡介 2.4. 線上家教的角色與能力 

Shepherd(1999)將線上教學者所扮演的角

色，分為三種；專家、輔導者、評估者。表三為三

種角色所應具有的能力整理敘述。 

3.1. 研究背景 

於 2004年提出的「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

是由亞卓市主辦，與北部某大學、中部某資訊種子

學校合作協辦之試驗性計畫，本著亞卓市「平衡數

位落差，縮短城鄉差距」的經營理念，結合電信業

者強大的網路資源、系統平台及上網設備，與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提供偏遠地區學生更多的學習機

會，幫助青少年解決課業上的問題，同時也提供學

習社群更多的支援與服務。「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

目前隸屬於亞卓市「全民學校」此虛擬學習社群之

下，一對一家教輔導互動所使用之 XLearn 即時互

動系統則內嵌於為其下運行。 

表三、線上家教角色與能力 

(根據 Shepherd(1999)，本研究整理製表) 
角色 能力 

專家  呈現教材內容 

 示範教學 

 拒絕提供線上可由線上教材

取得的協助 

 幫助 FAQs 的解答及提供參考

輔導者  提問學習者，刺激學生思考 

 傾聽學習者的問題 

 給予學習者回饋 

 鼓勵學習 

 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 

 控制維持學生的學習 

評估者  監控學生在課程中的行為 

 提問學生問題 

 評估學習者的想法意見 

 確保評估的公平性及正確性 

3.2. Xlearn 系統架構與功能簡介 

本節針對「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使用系

統—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分為系統架構與介面功

能介紹：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系統架構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可分為 1.教材互動功

能、2.溝通互動功能、3.課程錄影功能 4.裝置設

定功能及 5.狀態資訊呈現五大部分，如圖一所

示，細部功能則如表四所示，介面呈現則由圖二所

示。 

 1.教材互動功能：針對教學需求所設計，方便教學

者/學習者同步使用電子教材進行教學輔導。 此外，在 Philip Barker(2002)所提供的經

驗當中，說明線上教學者應該具備以下的能力；1. 

使用電子郵件傳遞訊息的能力；2. 在非同步討論

區當中，具有管理、營造環境議題及參與發表的能

力；3. 使用聊天室的能力；4. 處理文書的技巧能

力；5. 網頁編輯能力；6. 因應目的去使用軟體工

具的能力；7. 對於資訊技能有學習的能力。 

2.溝通互動功能：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即時溝通之

需，可分為文字、音訊、視訊三種方式，根據教學

者/學習者所使用之網路頻寬、電腦周邊設備，選

擇適合的溝通互動功能來使用。 

3.課程錄影功能：提供螢幕、音訊、影像全程錄影

之功能，可作為教學輔導之歷程紀錄。 

Shepherd(1999)與 Philip Barker(2002)所

提關於對於線上家教所提的要求能力，不論是教學

者或是學習者，都應具備，而在以上所提出的能力

需求當中，除了聊天室的使用，其互動上多是透過

文字、圖片或動畫非同步方式傳遞內容。在本研究

當中，主要是以一對一的線上家教輔導的教學情

境，使用 XLearn 即時互動平台進行家教輔導。  

4.裝置設定功能；方便教學者/學習者設定調整相

關的周邊設備，如音源輸入設定、影像輸入裝置選

擇、麥克風音量大小、耳機音量大小、視訊影像品

質等。 

5. 狀態資訊呈現：此功能主要呈現課程相關資

訊、線上即時互動狀態、傳輸速度顯示。 

  

                                                                             



 

 

表四、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細部功能列表  

1.溝通互動功能 4.裝置設定功能 

 即時影音對談 

 即時音訊對談(老師具主導權) 

 聊天室文字對談 

 麥克風音量設定、喇叭音量設定 

 裝置來源相關設定 

 選擇個人影像來源裝置 

 選擇麥克風來源裝置 

 可以網路狀況選擇適合的影像品質 

 依需求選擇「聲音+影像」或「只有聲音」 

 預覽個人影像 

2.教材互動功能 5. 狀態資訊呈現 

 互動電子白板(老師具主導權) 

 文件管理(老師具主導權) 

 同步文件導引(老師具主導權) 

 桌面程式共享(老師具主導權) 

3.課程錄影功能 

 控制錄影及顯示課程錄影狀態,供日

後複習觀看。(老師具主導權)  

 老師課程資訊 

 參與狀態資訊 

 顯示線上學員資料(線上/離線) 

 學生舉手狀態 

 學生表情符號呈現 

 

 

 

 

音量設定 

麥克風設定 

音量設定 

XLearn

互動電子白板 

即時影音對談

裝置設定功能 

教材互動功能

溝通互動功能

狀態資訊呈現

文字對談聊天室即時音訊對談

老師、課程資訊

同步文件導引 桌面程式共享 文件管理 

參與狀態資訊 

課程錄影功能 

課程開控制 

圖一、XLearn 架構圖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介面畫面 

圖二為 XLearn 平台功能畫面與說明，可見教材互動、溝通互動呈現之畫面。 

 

同步文件指引 

教學者能於活動前上傳所需的簡報或其他圖文檔案，並於活動中運

用滑鼠或平台工具指引其他人員的畫面，使其能同步瀏覽活動檔

案，並於文件上進行註記，是使得數位教學教材可於教學者與學習

者間同步呈現的主要功能。 

 互動電子白板 

模擬傳統手寫黑板的模式，教學者和學習者能運用互動工具輸入文

字或線條，即時建立白板上的補充資訊或注解，進行文字、繪圖之

互動。 

 

即時影音對談 

即時多點的影音廣播技術支援一對一以及多人同步對談，可同時傳

輸視訊和音訊進行視訊會議或是音訊會議，使得口語訊息溝通、視

覺影像傳遞可快速又效率 

 

桌面程式共享 

教學者能傳送桌面與特定應用程式的畫面至學習者，藉由操作示範

畫面與影音同步解說，強化互動效果。 

圖二、XLearn 平台功能畫面與說明 

本圖文字內容、圖片引自(http://www.i-share.com.tw/features1.htm)後改編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觀察紀錄及訪談的方式收集

研究資料。 

問卷調查 

透過線上問卷發放的調查方式，以收及研究資料，

其問卷內容設計，可分為封閉式(closed-ended 

questions)及開放性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針對系統介面操作狀況及教學與學習

這兩方面進行初探，了解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關

係模式及其偏好。 

觀察紀錄 

觀察實際操作時，並使用 walkthrough 的方式，將 

 

 

其紀錄下來，老師與學生間的互動及或碰到困難，

並了解在教學輔導的過程中。 

訪談 

與線上家教老師進行深入訪談，了解其教學輔導時

遭遇的狀況與面臨的問題。 

 

四、資料分析 

4.1. 合作模式 

此計畫主要是由某電信業者、某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及某資訊種子學校三個單位合作進行，如圖三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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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業者— 

技術與平台提供 

 

 電信業者：懷著回饋社會，以公益的心態，從

事此計畫。建置平台、提供系統平台、維護系

統、提供線上教師、學生軟體、部分硬體裝置、

操作技術諮詢等，皆為其目前所負責的業務。 

 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與電信業者合作，負責招

募師資，協助電信業者聯絡線上老師，並提供

線上教師進行家教課輔的場地。 

 資訊種子學校：負責對學生宣導，招募學生，

並提供可上網進行家教課輔的場地。 

 

4.2. 參與者背景資料 

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提供線上教師名單，以募

集的線上教師數量為主，透過電信業者與國中學校

合作，達到老師與學生間配對，基本上以一對一及

線上教師專業背景為其配對原則，所教授的科目以

英數為主，若線上教師原屬英外語文學系之學生，

則會與需要英語教學輔導的國中學生配對；而背景

來自於理工學院的線上家教老師，則可與需要數學

輔導的學生配對。 

 

線上家教老師背景資料： 

家教老師皆為北部某大學的國中教育學程中心的

大學生或是研究生。其中女性參與的比例居高，此

與修讀教育學程之男女比例有關。參與線上家教之

學生，其學習領域背景來自文、理、工學院皆有，

來自於英美語文學系、數學系、中文系、物理系、 

 

大氣科學系，但以英美語文學系與數學系的學生居

多。在教育學程中心的招募下，家教老師參與動

機，部分是懷抱從事公益活動之心態；而教育學程

中心在每一期活動結束後，亦提供證書，作為未來

教育學程學生教師甄試時一項加分依據，同時也提

供教育學程學生練習教學的機會。 

 

線上學生背景資料： 

合作學校為中部某中學為教育部計畫下申請通過

的資訊種子學校。此合作學校積極宣導此合作計

畫，加上大學教育學成中心所提供的優秀師資，又

因此活動屬公益性質，不須付費給予線上老師，因

而相當吸引學生參與。 

 

4.3. 進行一對一線上家教課輔遭遇的困難： 

技術、系統方面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不甚穩定，造成大部分線

上教師需搭配其他的即時通訊軟體才可進行活

動。 

 語音部分，品質不穩定，有雜音干擾。 

 視訊影像，無法與教材內容同步呈現。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可使用的檔案類型有限，

使得線上家教老師在製作數位教材時有所侷

限，亦造成不便。

合作資訊種子學

校-對學生宣導，

鼓勵參加 

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招

募師資 

亞卓市線上家教課輔 

軟硬體提供、技術支援 

操作說明 

軟硬體提供、技術支援

培訓課程 

圖三、三方合作模式示意圖

                                                                             



根據Shepherd(2000)提出六種線上同步溝通

模式，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中皆滿足其溝通之功

能，但在進行時線上輔導教學使用 XLearn 即時互

動系統應用此六種同步溝通模式，亦遭遇到的一些

問題，將其列表如表四所示：

 

表四、使用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進行線上輔導教學同步溝通所遭遇到的問題 

溝通

模式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提

供功能 

優缺點 目前線上線上輔導教學遭遇到的問題 

1.文

字交

談 

【聊天室功能】 

文字交談的方式最為最

基本，是最通用的溝通模

式 

優點：所需求

的硬體設備要

求最少 

可搭配表情符

號使用 

 文字交談時，所使用的文字用語不同，學生喜愛

使用注音文(例如：ㄟ、ㄕㄚˊ)，表情符號如

m(..)m、orz 

 別字情況亦嚴重，有時會造成溝通上的不良。 

2.電

子白

板 

【互動電子白板功能】 

方便教學者/學習者直接

繪製圖形，同時亦可使用

打字或是張貼圖片的方

式，讓兩者皆可接受看到

電子白板上的內容 

缺點：需要額

外購置電子白

板才可方便使

用 

 可使用的版面不夠大，須切來回切換頁面，造成

操作解說之不便。 

 繪製圖形費時，不易準確。 

 Xlearn 中，軟體不支援直接張貼圖片、影像。 

 

3.音

訊會

議 

【即時音訊對談功能】 

可使用雙向或是多向的

方式進行音訊上的溝

通，在一對一家教則僅使

用一對一的模式 

缺點：同時進

行多向溝通會

造成互相干擾

 在家教過程中，為一對一雙向的溝通，音訊延

遲，聲音有可能忽大忽小，甚至聽不清楚。 

 不易辦別說話者是否已將語意表達清楚，即使有

視訊的協助，亦有此種情形產生，造成有時會打

斷對方發言，又或是不確定接話的時機 

 有時會有雜音干擾，造成對於學生反應判斷的相

當具不確定性。 

 在學生停頓、沒有發言說話時，無法確認學生的

學習狀態，如是在思考問題、疑惑。 

4.視

訊會

議 

【即時影音對談功能】 

可雙人或是多人同時使

用影像互動，在一對一家

教則僅使用一對一的模

式 

缺點：需要較

大的頻寬，亦

有相互干擾的

情況 

 影像延遲，此外，在 XLearn 中，無法同時呈現

教材與學生，使得只能擇一。 

 線上教師點選到影像部分，則學生端的畫面也會

跟著改變，但也因此學生失去對教材的掌控權。

5.桌

面分

享程

式 

【桌面程式共享功能】 

可由一方操控另一方的

電腦進行學習 

缺點：電腦安

全維護需考量

周全 

缺點：影響個

人使用操作自

主性 

網路頻寬要求高，無法順暢的使用進行輔導，例如，

在老師端使用 CD-R 的互動教學軟體，若使用分享程

式，則學生端之畫面會進行無法流程，且音訊部分

也無法作分享。 

                                                                             



此外，線上線上輔導教學進行的過程當中，除了

XLearn 即時互動系統外，有時因下列因素造成線

上家教會搭配其他的即時通訊軟體進行情況： 

 對於軟體的熟悉度不足：線上教師或學生可能

並無接受平台系統操作的訓練說明，或是對電

信業者所提供的平台操作不熟悉，因而轉用其

他通訊軟體。 

 設定不便：因系統平台因教師端與學生端兩端

設定，有時會因電腦硬體的改變等等，造成沒

有視訊或是沒有音訊的狀況，但又不確定是哪

一方造成的，因而使用其他設定簡單的軟體替

代。 

 系統平台不穩：有時學生或老師無法登入系

統，因而尋求其他的即時通訊軟體。 

 品質不一：視訊與音訊的品質不穩定，因而尋

求其他的替代軟體 

 配合學生熟悉的軟體：大多數的線上教師所使

用的即時通訊軟體為 Yahoo messenger，而線

上教師則使用 MSN 居多，因互動需要，有些學

生端的操作其他軟體並不可立即上手，因而選

用學生熟悉的 Yahoo messenger 使用，以求可

立即進行教學。 
 
教學輔導方面 

 無法於教學時，同步藉由視訊影像觀察學生，

而儘管有視訊的提供，但光靠聲音與小小的影

像仍無法真正了解學生的情緒或感覺，且與實

體面對面、一對一教學相較，也較難觀察學生

藉由表情、肢體動作傳達的訊息，藉以判別學

生學習狀況。 

 教師失去對於課程步驟的主導權，當學生不回

應或是失去注意力時，無法主動掌控狀況，抓

回學生的注意力。 

 課程於進行時會常會發生中斷現象，如電腦當

機、網路不穩定、傳輸緩慢延遲等，造成教學

中斷。 

 當學生無反應時，無法確認其學習狀況，給與

判斷評估，因而會產生焦慮情緒、不安等負面

情緒。 

 數位教材製作費時，而且只使用一次，並不合

乎經濟效益。 

教材取得不易，紙本教材掃描數位化效果有限。 
 

在溝通互動方面，根據 Chi et al(2001)，將

學生對於老師所做的回應之類別，可分為互動性及

非互動性的，而其回應的內容，可依是否具結構

性，交叉比對產生如下表所示的回應類別： 

♦ 結構性的互動回應—教師提出問題或是暗示，

引導學生回答問題。 

♦ 非結構性的互動回應—教師以詢問如＂了解了

嗎?＂、＂懂了嗎 ?＂這類確認型的問句，學生

提出如＂是＂、＂恩＂、＂好＂的回答，或是

點頭、搖頭、眼神等的肢體、表情作為回應。 

♦ 結構性的非互動回應—學習者自發性的解釋、

回應，或是閱讀。 

♦ 非結構性的非互動回應—沒有回應、忽視。 

 

具觀察與訪談結果，線上家教輔導之過程當中

結構性的互動回應最佳，師生間的關係對話可達到

正面的學習成效；非結構性的互動回應，學生的回

應態度被動，較不利於線上學習的環境；結構性的

非互動回應則可藉此觀察學生對於知識建構中自

發性的敘述過程，藉此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態，而非

結構性的非互動回應則是最不好的學習狀況，因為

完全無學習的效果。而在訪談的參與者過程中，可

發現在亞卓市線上家教輔導的情境中以非結構性

的互動為主，學生通常處於較被動的角色，以回應

線上老師的問題為互動的主要模式。 
 

五、建議與未來研究方向 

 
在上一節中指出目前「亞卓市家教課輔中心」線上

一對一家教課輔在系統面與教學輔導面上遭遇到

的問題，在本節中，限於篇幅，則僅針對教學面上

提出線上家教培訓計畫課程內容之建議，解決部份

目前遭遇之問題。 

 

Shirley Bennett and Debra Marsh 指出線

                                                                             



上家教與傳統教室之不同，線上家教老師不再擁有

學習程序的掌控權，並且，有許多的學習歷程也因

網路虛擬化後，變為不可見的、不易察覺。在培訓

的過程之中，線上家教老師在一開始的階段，所重

視的並非教學、學習步驟，而是在線上教學此情境

中，自己成為線上家教老師角色及其作為線上家教

老師的表現及成果。但亞卓市線上家教對於線上家

教老師培訓計畫課程，目前僅限於系統功能操作訓

練，對於線上教師的訓練及提供的協助，以現階段

技術操作之訓練是不足的，因而提出建議，除了教

學上的準備，應須兼具足夠的訓練因應系統出問題

時的狀況處理之能力，下述為則為於教學面上師資

培訓課程之內容所提出以下建議： 
 

經驗分享：由於亞卓市線上家教輔導仍在試驗性階

段，對於合作的三方皆為新的體驗，因而藉由經驗

的累積分享，可提供新的參與者參考，如線上教師

如學生不回應 如何判斷學生學習狀況。 

教學紀錄：XLearn 有對於線上教學錄影錄影的功

能，可將師生利用電腦互動的情況紀錄下來，但目

前僅供教學者使用，若可提供給新手線上家教老師

參考，可縮短新手老師摸索的時間。 

教學演練：線上老師與線上老師間互相演練教學與

學習情境，藉此了解學生可能會出現的狀況，找出

因應之道，並模擬學生線上上課的狀態，了解學生

可能有的反應。 

狀況處理演練：當當機了、聽不清楚、看不清楚、

系統不穩時，能夠有一套處理的程序，讓老師與學

生不會因為突發的狀況而慌然失措。 

教材製作技巧教學：諸如文字大小編排的一些原

則、掃描要注意的事項等等，此外，針對不同的學

習目的，教材的製作不同的注意事項。 

線上處理課程諮詢：能供線上資訊的時段，讓老師

在出了問題之後，能有可循求協助的管道。 

功能使用技巧教學：系統提供的功能，如何應用於

教學當中，如單字的學習與聊天室的結合。 

互動技巧：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因以非結構性的互

動為主，所以問話回應的技巧顯得相當重要，可引

導學生更有更深入的互動，透過經驗分享後，可將

其匯整分享，作為參考。 

教學資源提供：目前的家教課輔內容，多半針對學

生實體課程內的進度進行，因而可與教科書商合

作，使用提供他們現有適合數位教材，可節省製作

教材的時間。 

 

以上為本研究針對教學面上於線上家教老師培訓

課程提出建議，在未來的研究中，則會更近一步對

於線上一對一家教課輔所使用之ＸＬearn 系統使

用情況，如溝通互動模式、教學教材呈現製作、系

統功能使用狀況等等，做更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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