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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行教學管理系統的缺失和限制主要在

於未能提供一套讓教師可隨時隨地、輕易、迅

速和有效率的管理其教學活動和學生學習紀

錄的機制。而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學生的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ve)」為影響學生學習因

素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有效的掌握學生

學習行為和其後設認知學習，將是一個教學管

理系統的成敗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運

用無線區域網路技術和 PDA 的高移動性及虛

擬性，研發一套無線 PDA 教學管理系統來從

事教學管理，讓教師確實掌握教學紀錄和學生

學習歷程，提昇教學品質，並增進教師對學生

學習行為的了解與協助學生後設認知學習成

效的提升。 

 

關鍵詞: 無線 PDA，後設認知，教學管理系統 

 
Abstract 

 

The deficiency and limitations of current 

i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e in its 

inability to offer a complete solution for teachers 

to manage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learning history in a seamless way.  The 

meta-cognitive ability in a student’s learning 

hist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his accomplishment in clas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wireless 

PDA based i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help teachers effectively undergo their teaching 

and to assist them in discovering the potential 

problems students might encounter during their 

learning processes.   
 
Keyword: PDA, meta-cognitive, instruction 
management 
 
. 

一、緒論 
 

學習成就一向都為學生、教師與家長所共

同關注，而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也相當的繁

雜。近年來研究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與成效一

直都是許多教育學者所關注的焦點，而由美國

Margaret C. Wang ， Geneva D. Haertel 與 

Herbert J. Walberg 等三人所共同提出的一份

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分析報告[9]，可知其中影

響學習最重要的因素先後為「學生的後設認

知」、「教室的經營」、「教學的質與量」、「師生

社會性的互動」及「教室氣氛」等六大因素[6]。 

 

且由相關研究指出「學生的後設認知」對

學生學習有相當顯著的影響。貝克發現:在閱

讀研究方面，將成績差的和成績好的相比，常

會發現前者的後設認知知識和經驗不如後者

豐富[7]。鍾聖校指出:「後設認知的知識與經

驗，和學生的在校成績有關」[5]。因此，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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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出「學生的後設認知」為影響學生學習相當

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後設認知中相當重要的

部分即是學生自己對自己認知狀態的敏銳

性，也就是說知道自己是否知道，或是什麼時

候知道。 

基於郭諭陵「後設認知之探討」一文中所

引述科斯塔所提出的理念:認為後設認知是一

種了解自己知道什麼及不知道什麼的能力

[3]。張景媛認為:後設認知即是個人對自己的

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援、支配、監

督、預測、評鑑等的一種知識[4]。而現在的學

生中，學生常常會因外在環境以及同儕團體的

影響而忽略了本身學習的過程，甚至會為了其

它的雜事而翹課，最後導致被當掉或退學的命

運。而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學生們對學

習的後設認知的不足，也就是說對自己學習的

歷程無法加以掌握、控制、支援、支配、監督、

預測與評鑑，以導致學習的效果不彰或是遭受

被當掉退學的命運。身為老師的教學者有義務

及責任給予學生適當的後設認知訓練，例如注

意力、自我檢討及自我管理等。除此之外「教

室的經營」及「師生社會性的互動」也是影響

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故發展一套能強調學生

在學習歷程中的自我管理與師生互動的教學

管理系統便顯得格外的重要。 

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原因，設計並發展

一個能協助教師從事電子化教學管理的教學

管理系統，藉此系統老師能從事異常學生的管

理，像是提醒或個別輔導曠課太多的學生、作

業遲交的學生及學習進度緩慢的學生等，藉此

來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自我管理與控制

能力的加強。透由此系統老師還可以記錄學生

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並可將學生的學習成效藉

由統計分析方法進行深入探究。除此之外，本

研究將此系統架設於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個人數位助理)上，配合本校管理學

院的無線區域網路設施，雛形實作一個 WPDA 

(Wireless PDA; 無線個人數位助理) 教學管理

系統，讓教師不但能隨時紀錄學生學習歷程，

也可與教學伺服器的教學管理伺服器進資料

同步更新處理，並可與教學伺服器上所記載各

個科目的學生學習歷程做一交叉比對，通盤了

解學生在各個課程的學習狀況。此 WPDA 教

學管理系統，不但改善了以往教師必須到電腦

前才可進行教學記錄的教學管理系統的缺

失，更提供教師們一個資訊互通的管道來彼此

交換教學心得和學生學習紀錄，增進對學生學

習的了解和對需要特別注意的學生施以個別

輔導。 

 

二、現行的教學管理系統檢討與缺失 
 

隨著 Web 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Web 網

路的多媒體界面被視為增進學生學習興趣的

教學利器；Web 網路所提供的互動、多元化網

路資源和討論功能，則可擺脫「一言堂」的教

學模式。國內雖然有很多以 Web 為基礎的網

路教學系統，這些系統多數偏重在將教材電腦

化，提供師生討論園地及量化教與學的歷程資

料記錄(如課程內容閱讀時間和次數、參與討

論的次數、發問的次數…等)，卻未提供質化

資料的分析功能，且對於學生學習歷程的記錄

與成績管理等功能未盡完善[1]。所以，一些結

合課程瀏覽、教材管理系統、評量管理系統、

成績管理系統、學生資料管理的 Web-based 教

學管理系統便因應而生。 

但以 Web 為基礎的教學管理系統仍有其

缺失與限制，例如此類系統沒有提供學生出缺

情況及異常學生的管理，教師無法直接在課堂

上做即時的評分、紀錄與管理，教師還是必須

回到他的電腦前才能進行紀錄處理。這類系統

無法提供教師所需的即時性、方便性、移動

性、虛擬性和決策性的功能，對於教師之教學

管理幫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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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線網路和 PDA 之整合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網際網路普及

到全世界，讓我們與他人之間突破了地理上的

距離限制，而能達到世界上任何有連接上網際

網路的地方皆能互通訊息。然而，現今大多數

人上網的方式大都是使用 PC (Personal 

Computer; 個人電腦) 透過有線網路連上網際

網路。隨著無線通訊技術的進步和無線網路與

網際網路的整合，我們可透過無線上網的方式

來隨時隨地取用網際網路上的無所不在的資

源與服務，打破以往必須固定在某處（有線）

上網的觀念。 

另一方面，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人們的

生活型態和工作方式也隨之改變。行動電話和

PDA 的普及，帶給人們行動性和方便性，使

得人們可隨時隨地互相聯絡、上網查詢資訊和

持續工作。具無線網路和 PDA 功能的 WPDA

就同時具有行動性與虛擬性的特性。行動性代

表著人們可藉由資訊科技產品之協助，使學習

生活之持續進展不因所在位置的變更而有所

影響。虛擬性則是指科技產品之操作環境

（workspace），能擬真般的讓學生感受它彷若

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工作或學習環境。具行動性

（mobility）與虛擬性（virtuality）的 WPDA

將帶給人們更方便且有效率的資訊生活。無線

網路與 Internet 的結合，意味著 WPDA 只要透

過無線網路就能瀏覽 Internet 上任何網頁，進

行資訊之收集、過濾、擷取、交易或決策[2,8]。 

校園生活型態、學習環境和資訊服務，

牽動著校園教學和生活形態的改變。而隨著科

技的進步和隨著學習的多樣化，校園生活與校

園服務的水準必須不斷的提高，以符合現代學

生學習的需求。因此，校園中的整體生活和學

習架構、網路軟硬體設施，行政組織單位和資

訊服務必須隨著科技發展和學習需求而有所

調整，建構一個全方位網路服務(web service)

的數位生活空間，以面對此種資訊、無線通

訊、網際網路相結合所帶來的新挑戰。 

因此，本研究利用本校管理學院正建構中

的無線校園區域網路和 Waltz2u 教學網站設施

[10]，配合本研究研發的 WPDA 教學管理系

統，以協助教師從事教學管理，讓教師確實掌

握教學紀錄和學生學習歷程，提昇教學品質，

並增進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了解與協助學

生後設認知學習成效的提升。 

 
四、PDA 教學管理系統的功能與架構 

 

基於上述對於現行以 Web 為基礎的教管

理系統所提出的限制與不完善，和無線網路科

技和 PDA 整合後的科技運用潛力。本研究於

是研發展一個以 PDA 為核心，以無線區域網

路為媒介的 WPDA 教學管理系統，提供教師

一個具行動性和虛擬性的操作環境，來進行課

堂的教學紀錄、教學紀錄與教學伺服器資料同

步更新，和與其他教師分享教學心得和教學資

源。此系統的主要的功能如下所示: 

 

1. 線上即時學生出缺席管理 

當教師在課堂上要從事點名工作時，不再需

要採用紙筆逐一點名、記錄的方式，只需利

用此功能便可將點名的結果數位化並存在

「學生學習記錄資料庫」中，且於日後亦可

作為異常學生行為的管理；如下次點名時就

可將常未出席的學生列為優先的點名對

象，或是對常未出席的學生給予個別輔導以

了解學生的狀況。 

2.線上即時的學生成績管理 

教師在課堂中可即時對學生的表現加以評

分，對優秀表現的學生給予實質的肯定，並

可結合學生學習記錄作為評分的標準。教師

亦可採多元評量和動態評量的方式，除了以

「紙筆測驗」的方式來評定學生的學習成效

外，也重視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或與他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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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歷程。因此，學生不但可以知曉自己

的學習成效外，也可以在這種多元評量的方

式有同儕共同成長。 

3.學生異常管理 

此功能可經由學生出缺狀況、學習狀況和學

習成績管理系統中，找出一些學習成效不

良、學習緩慢、或是在學習歷程中缺乏自

信、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缺乏學習的後設認

知等現象，來對學生加以提醒、輔導和管

理。教師並可將輔導案例或學生異常狀況加

以記錄於「教師教學資料庫」以方便事後教

師個別輔導的提示與依據。此外，還可配合

學生出缺管理來優先要求那些翹課太多的

學生，給予警惕和要求其在學習過程中自我

要求和自我監督。 

4.學生學習記錄 

在教學途中教師可將學生的學習狀況，例如

發言狀況、提出的問題、或是作業的繳交狀

況，以及學生的特殊狀況加以評量記錄，作

為日後評定學生學習成效或課業個別輔導的

依據。 

5.教師教學記錄 

教師可將教學的目標、教學的進度以及教學

活動利用此功能加以記錄，以協助教師從事

教學工作的推行。 

6.學生學習成效的統計 

藉由學生的「學習成績或評量」將學生的學

習情況加以統計圖表化，方便教師以質的分

析法來分析學生的學習行為與成效，以便教

師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7.無所不通的資訊擷取 

提供教師無線上網的功能，讓教學更具彈性

和多樣化。教師可利用 WPDA 和簡報軟體進

行教學，或利用無線和有線網路的整合來上

網擷取和傳播資訊。 

8.教學伺服器無線資料同步更新 

由於 PDA 的記憶體有限，因此本系統提供與

教學伺服器同步資料同步更新的功能。讓教

師不因 PDA 記憶體的不足影響教學品質。教

師可隨時隨地將最新的上課紀錄更新在教學

伺服器上，也可隨時下載教學伺服器上的最

新資料(如教師於 PC 上的課程規劃、成績統

計、學校的最新訊息或其他教師提供的學生

異常訊息等)。 

本研究的的系統概念圖就如圖 1 所示，

教師可直接在上課途中登入系統的各項管理

功能，來從事管理工作。圖 2 為本研究的教學

管理系統架構圖，WPDA 可經由 Web 伺服器

與 Waltz2u 教學網站伺服器進行教學相關資料

的存取，WPDA 也可直接與同步伺服器來進行

教學管理資料的同步更新。 

 

圖一、本研究的教學管理系統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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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WPDA 教學管理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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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雛形實作與展示 
 
 本研究已完成客戶端的WPDA的教學管

理雛形系統、伺服器端的教學管理資料庫和同

步伺服器與 WPDA 的教學資料同步功能。目

前，本研究正積極的進行 WPDA 與 Waltz2u

教學網站的整合工作。底下為本 WPDA 系統

運作的介面說明: 

圖 3: 教師要從事管理時便可在此畫面中點選

相對應的管理功能，來做線上即時的管

理工作。 

圖 4: 在進行學生出缺席管理時教師必須先點

選課程名稱與欲點名的班級，並進一步

選擇名單(編排方式)，可以採用以異常

管理時所建立的優先次序排列名單(缺

課較多者優先點名，或是以一般的次序

名單(依學號次序)為點名的依據來進行

點名，並可將點名後的結果直接存入學

生學習紀錄資料庫中，作為其他管理的

依據(如作為異常管理的依據)。 

圖 5: 在此功能畫面中教師可以參考學生的出

缺席狀況，或是查看學生平時上課的學

習紀錄來作為其評分的參考；或是在記

錄學生考試成績後可針對成績較差的學

生檢視其出缺狀況或是平時的學習情

況，以初步的了解為何此學生成績是如

此。 

圖 6: 異常管理是針對平時有異常缺席或成績

呈現異常的學生做進一步的管理。 

圖 7: 在異常處理中管理異常缺席的部分，可

將一些常未出席的學生列為下次點名

的優先群，以關心與提示這些學生要求

其在學習過程中應該要有的學習後設

認知的關注與提升。 

圖 8: 在此功能畫面中，可針對某一項考試成

績查看特殊的學生群；如後 10%、前 10%

的學生，並且可以進一步的查看學生所

對照的出缺情況，如此一來便能進一步

的了解學生成績不良是不是缺課太多

所引起的。此外還可針對學習成效不佳

的學生紀錄於教師教學紀錄中，以便老

師在課後的輔導工作推行。 

圖 9: 學生學習紀錄的功能是針對學生的作業

繳交情況以及學生平時上課學習狀況的

管理。 

圖 10:在此功能畫面中教師可針對學生的作業

繳交情況給予紀錄。 

圖 11:在此功能中能針對學生上課時的發言、

提出的問題等作一個紀錄，並可作為教

師在評定成績時的一個多元評量準則之

一，或是作為老師了解學生學習歷程的

依據。 

圖 12:教師可將課堂上的學生狀況、預計的教

學活動、學生輔導對象加以紀錄，以協

助教師從事教學活動。 

圖 13: 教師透由此功能畫面可很容易的了解

每一次的教學測驗或活動成績的成績分

配與相關資訊，除此之外教師也可在此

功能畫面中來查詢此次測驗成績不理想

學生的平時學習、出缺席與作業繳交情

況藉此來了解學生，關心學生。 

 

 

 

 

 

 

 

 

 

 

 

 

 

 

 
圖 3、PDA 教學管理系統的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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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學生出缺管理畫面 

 
圖 5、學生成績管理畫面 

 
圖 6、異常管理畫面 

 

圖 7、異常缺席管理畫面 

 
圖 8、成績異常學生管理畫面 

 
圖 9、學生學習紀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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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學生作業管理畫面 

 
圖 11、學生學習狀況管理畫面 

 
圖 12、教師教學紀錄 

 

圖 13、學生學習數據統計 

 

六、結論 
 

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多且複雜，其中

學生對於學習的後設認知，以及師生間的互動

卻是兩大關鍵因素，教師若能利用相關的系統

工具來收集各項學生資料且將其轉化為統計

圖表等有意義的資訊以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與問題，便可藉由這些具體化的資訊來時時提

醒學生、要求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應該注意其自

我學習的監控與掌握。透由這樣的系統還可拉

近師生間的距離，協助教師對於學習異常的學

生的關心與輔導。 

本研究所提出的 WPDA 教學管理系統提

供教師一個突破時間限制且具行動性和虛擬

性的工作環境，讓教師能隨時隨地掌握學生出

缺席狀況與各項學習狀況的功能，並且提供了

針對異常學生學習狀況的處理，以及線上學生

學習成效的記錄等功能。除此之外，本研究亦

提出 WPDA 系統和本校 Waltz2u 教學系統整

合的機制，讓教師不但可利用無線上網來擷取

教學網站上的資源，也能和其他教師交換教學

心得和學生學習歷程。希望藉由此系統之研發

成功，能提供教師一個簡便的教管理環境，以

幫助教師管理學生狀況的和提昇學生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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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在未來的研究中可考量(1)設計一個系統

使用性評估的指標，如滿意度、易用性、教學

管理助益、資料呈現效率和系統的處理效率

等；(2) 運用 data mining 的分類和叢集技術，

來將學生學習歷程和後設認知加以歸納，並找

出學生學習的困難處或異常現象，加以輔導; 

(3) 在系統設計上針對不同學科及年級的各級

教師加入個人化(personalization)教學管理系

統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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