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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網路化歷程檔案在師㈾培育的應用

摘要

教育乃百年之大計，教育品質之良窳關

係著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亦為教育目標能否

達成的重要關鍵。隨著民國八十三年師資培

育法的公布，國內中小學師資的來源呈現多

元化的發展，合格教師人數亦逐年增加。然

而多元的師資培育管道、大量的合格教師，

並不能等同於教育品質的保證。因此，如何

確保我國師資培育品質是向上提升，而非向

下沈淪，便成為國人近年來所關注的教育改

革議題之一。本文旨在闡述「網路化歷程檔

案」的意義與目的，分析其優勢與限制，進

而從文獻中推論網路化歷程檔案確實能夠有

效提升師資培育之品質，因其具備不受時空

限制、即時回饋、互動討論、節省資源等優

勢，可有效達到知識管理、節省時間、分享

激勵的作用，進而促進專業成長。最後呈現

一個網路化歷程檔案的實例，分享其版面、

內容、架構、軟硬體、評鑑方式等發展經

驗，供師資培育體系的師生與教育工作者之

參考。

關鍵字：師資培育、檔案、網路化歷程檔案

㆒、序論

教育乃百年之大計，教育品質之良窳關

係著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西諺云：「有好的

教師，才有好的教育。」；我國學者楊國賜

（1997）亦表示：「教育的成敗，繫於師資

的良窳。」。由此可知，教師素質的好壞、

專業與否將與教育的成敗息息相關，更是教

育目標能否達成的重要關鍵。因此，如何提

升教師的素質與專業發展，是提升教育品質

的首要之務。而教師的養成是一漫長發展的

連續歷程，也是一個複雜的變化，它至少包

含三個階段的發展（林生傳，1990；孫國

華，1997），即學校學習階段（準備階段）、

實習階段（職前教育）及實際任教的階段（

在職教育）。其中我們習慣將學校學習的準

備階段與職前實習階段合稱為師資培育時

期，這一階段職前教師主要在各師範院校與

國民中小學接受理論與實務的雙重培訓，努

力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德才兼備的教師。

隨著世界教育改革潮流及社會開放的腳

步，民國八十三年「師範培育法」修訂為「

師資培育法」後，確定了師資培育的多元

化，許多大專院校也陸續成立師資培育中

心、開設教育學程，讓師資培育不再只是師

範院校的唯一專利。師資培育多元管道，雖

符合師資儲備精神，但也導致師資培育人數

的大幅提升；全國已有超過一半的大學設有

師資培育中心，每年培育師資人數約三萬人

（吳武典，2005）。但大量的合格教師，並

不能等同於教育品質的保證，由於缺乏適當

的管理評鑑機制，師資培育機構的辦學良莠

不齊（吳清山，2005），甚至有有劣幣驅逐

良幣，損害教師整體專業形象的潛在危險（

林明地，2002）。故如何確保我國師資培育

的品質是向上提升，而非向下沈淪，便成為

國人十分所關注的教育議題之一。而「歷程

檔案」就是一種用來提升、督促師資培育學

生的有效成長與學習利器（張德銳，2000），

因為檔案能有效紀錄教學成就、彰顯專業成

長、提供反思機會（鄒慧英，2002），故近

年來師資培育機構紛紛鼓勵職前教師準備「

學習歷程檔案」，期盼藉由檔案準備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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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能將教學知能表現，做有組織、有系統、

目標導向的蒐集與記錄（張德銳，2002），

進而提升教學效能、促進專業成長、提高師

資培育品質。同時檔案也能作為個人行銷的

工具，透過檔案呈現學習成果與表現，已經

是教師甄選面試階段被廣泛利用的評審資

料，成為協助升格正式教師的法寶。

近年來有賴於資訊科技的發達與普及，

發展出網路化歷程檔案，透過電腦數位化

的處理，可以整合靜態資料（文字、圖片）

與動態資料（影像、動畫、聲音），以多

媒體的形成來呈現其檔案（張基成，2001；
Alphabet Superhighway, 1998；The Primary 
Sources Network, 1997），使得建立、保存

與管理檔案的過程中更為便利。同時透過網

際網路全球化，可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進行檔案的更新與備份，大大的節省人力、

物力與經費等各項資源，讓網路化歷程檔案

更趨於便利與完善。綜合上述，在現今資訊

科技與網路技術發達與普及的時代，將網路

化歷程檔案應用於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具有其

探究性與嘗試的良機，本文即在說明網路化

歷程檔案的內涵與應用模式，期盼能提供職

前教師與師資培育機構之參考，共同致力於

師資品質的提升。

㆓、傳統的檔案

（一）檔案的意涵

檔案（portfolio）是有目的、選擇性的

蒐集一個人的作品，具有結構性與目的性，著

重發展的過程，期望藉由檔案找出情境意義

與發展的脈絡（Wolf & Dietz, 1998）。教師檔

案是教師主動、選擇性的蒐集資料，用以瞭

解自身的能力與表現。而檔案形成的過程就是

自我反省、建構與同儕對話的歷程，形成具

有目的性及結構性的檔案，作為表達其教育

理念、教學成效、及專業反思過程之紀錄工

具（張德銳，2004；羅綸新，2001；Senne 

＆ Rikard, 2002）。故常被稱為「專業發展

歷程檔案」，包含蒐集（collection）、組

織（organization）、反省（reflection）、展

示（presentation）四個歷程，簡稱CORP（
Wyatt & Looper, 1999）。

從CORP歷程中可知，「專業發展歷程

檔案」是長時期完整紀錄教師各項行為的表

現，可以深入、具體的瞭解實際狀況，並強

調回顧與檢討。Wheeler（1993）認為檔案

是用於教師專業發展、反省和自我評鑑最有

效的工具。Freeman（1998）以檔案作為專

業成長工具，進行個案研究，發現檔案可以

促進教師自我反省、自我評鑑，並提升專業

成長的動機。而檔案係由教師主動蒐集資

料，透過系統化與多元化方式呈現。因此，

歷程檔案不但是一種蒐集成果的作品集，也

是一種反省與評鑑的工具。可以用來協助強

化教師專業水準，達成師資品質提升之目的。

（二）檔案的特性與限制

本文從相關文獻中（李坤崇，2006；陳

惠萍，2002；張德銳，2004），歸納出教師

檔案評量的特性有七點：1.發展性：檔案內

容可不斷的充實，亦可視實際需要隨時調

整。2.主動性：檔案經由教師主動蒐集與選

擇，為教師自主的行動。3.反省性：檔案的

歷程能啟發教師對本身表現回顧與檢討。4.
真實性：檔案能呈現具體可徵的行為成果。

5.多元性：檔案能呈現多樣的內容。6.互動

性：檔案能激發同儕對話與分享，進而共同

成長。7.個別性：檔案能呈現個別特色與成

果，具有強化與支持的作用。

歷程檔案雖然有其優勢，但在實際操作

時，仍會面臨一些困境。張德銳（2004）指

出，檔案運用於評量時，有以下的限制：1.
檔案數量龐大，不易建檔與管理。2.檔案製

作過程耗時費力，需投入大量成本。3.檔案

是開放的性質，進行不同教師品質的比較頗

為困難。4.檔案是教師自己所選擇的，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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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評審想要了解的資料或觀點。5.部分傑

出教師的品質可能無法在檔案中表現出來。

6.有些教師的檔案非常精美，但是實際表現

並不見得好。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歷程檔案的使用仍

是利多於弊，因為檔案具備統整性的觀點，

能多元化呈現教師各種表現，並由檔案製作

過程中促進自省與批判思考，能激勵教師自

我改善與持續進步動力。因此，檔案評量已

經是師資培育的新趨勢，成為日受歡迎的學

習與評量工具。

㆔、網路化歷程檔案

（一） 網路化歷程檔案的意涵

歷程檔案具有發展性、主動性、反省

性、真實性、多元性、互動性、個別性等八

項優勢，使得檔案被廣泛運用在教育上。當

檔案作品越來越多，內容型態越來越多樣

時，必然造成檔案收納、儲存及管理的問題

（張基成、童宜慧，2000；盧雪梅，2001），

導致檔案評鑑過程中不僅麻煩、耗時，也受

限於時間與空間，造成傳遞與互動上的不便

（陳得利，2001），甚至有遺失毀損檔案的

風險。電子化檔案與網路化檔案的出現，則

解決此一問題。

電子化檔案（electronic portfolio）乃是

以電子化形式所儲存、管理與呈現的檔案。電

子化檔案的資訊與傳統檔案相同，唯其利用

科技，將資訊以電子化的形式來蒐集、儲存與

管理，故可同時以靜態資料（文字、圖片）

與動態資料（影像、動畫、聲音）等多媒體

的形成來呈現其檔案，並藉由電腦硬碟、磁

碟片或光碟片來收納與管理，使得檔案的傳

遞與複製更為便利（張基成，2001；Alphabet 
Superhighway, 1998；Barrett, 1998）。

網路化檔案（Web-Based Portfolio）的

形式則與電子化檔案類似，並進一步透過網

路來呈現、管理與製作檔案。使用者利用網

路可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疆界，隨時隨地進

行檔案的瀏覽、討論、修改與更新，並能藉

由資料庫搜尋檔案，節省作業時間。再者，透

過網路展示與分享檔案的功能，不但能激勵

使用者，也可作為反省與評量之工具（李新

民，2000；林凱胤、王國華、蔡維貞，2006；
張基成，2001）。

綜合上述，本文之網路化歷程檔案是結

合資訊和網路科技，將檔案建置在網際網路

上，使用者可利用網際網路不受時空限制的

特性，隨時隨地進行檔案的製作、修改、瀏

覽、討論、共享與評量，達成激勵、反省、

互動、省時與簡化之目的。

（二）網路化歷程檔案的優勢與限制

相對於傳統檔案有不易管理與傳遞的缺

失，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看法（李新民，

2000；吳若已，2004；林凱胤、王國華、

蔡維貞，2006；張基成，2001；McNulty, 
2002），歸納出網路化歷程檔案有以下的

優勢：

1.取得使用便捷：網路檔案最大優勢在於有

便捷的資料取用路徑，透過網路任何人都

能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上網瀏覽，並重

複檢視。

2.內容生動多元：網路化歷程檔能同時以靜

態（文字、影像、圖畫）及動態（動畫、

影音、模擬）方式生動地呈現內容，提供

豐富、具體且生動活潑的資訊。

3.更新管理容易：網路化歷程檔的組織內容

可以隨時上傳、更新與管理，配合專業發

展歷程。

4.備份傳遞快速：網路化歷程檔案能透過光

碟片、隨身碟、網路硬碟、電子郵件等方

式快速複製備份、便於攜帶與傳遞。

5.激勵增強作用：網路化歷程檔可以向全世

界展示，激勵使用者認真製作檔案。網際

網路也是一個龐大學習資源庫，促使見賢

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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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互動回饋工具：網路化歷程檔可以作為使

用者間即時溝通、討論、分享與回饋的互

動媒介。

7.安全簡化流程：網路化歷程檔是經由網路

傳送資訊，過程快速安全，能降低檔案毀

損與遺失的風險。同時避免人為錯誤，提

昇工作效率，簡化作業流程。

因此，以網際網路為平台建置的教師檔

案評量系統，就可以同時保有傳統檔案的精

神與網路科技的優勢，突破紙筆資料彙整的

限制，提高了整理及運用資料的效率，促進

了網路上的分享及互動，簡化作業流程，使

得檔案準備的方式更為便捷、有效率。然

而，網路檔案評量雖有以上眾多優勢，但仍

有下列缺失，值得改進。

1.受限於硬體設施：網路檔案的製作需有電

腦與周邊設備（數位相機、錄音筆、掃描

器等），以及基礎網路建設才能分享管

理。一旦相關設備故障，將造成檔案編

寫、瀏覽與評分的困擾。故應有專人負責

施設的管理與維護，隨時監控。

2.受制於資訊素養：網路化歷程檔的使用過

程，使用者需有瀏覽網頁、文字輸入、檔

案傳輸等資訊能力。故使用者需具備基本

的資訊素養，師資培育單位也應加強教育

訓練，以提升使用者的資訊處理能力。

然而，即使上述硬體設施與資訊素養的

問題均能克服。網路檔案評量與傳統檔案評

量在製作檔案的過程中，仍是一個需要大量

時間且高成本的工作，使用者必須投入大量

時間與努力，才能編寫出質量並重的優質檔

案。

㆕、網路化歷程檔案的實證研究

（一）網路化歷程檔案實證研究之內容與結果

歷程檔案早已被廣泛利用於教育界中。

然而，直到近年來教育界才將網路科技的優

勢應用至歷程檔案中，發展網路化歷程檔

案。茲將國內外近年來與師資培育有關的研

究整理如下。

1.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淡江大學張基成與童宜慧（2 0 0 0）
開發了一套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Web-Based L earning Portfolio System，

WBLP），供「電腦與教學」課程的師生使

用。WBLP的主要功能有：身份認證、檔案

製作、檔案瀏覽、檔案指引、討論區、公佈

欄、意見反應、資料維護與系統管理等功能

模組。此一研究結果顯示，WBLP除了確實

有助於學習者的學習，在系統功能與操作介

面並獲得使用者正面肯定。但其實際現場執

行有：即時回饋與評分進行不易、檔案製作

與上傳問題頻傳、學習歷程的顯現效果有限

等問題亟待克服與改善。研究中指出：授課

教師的參與及引導、檔案瀏覽與計分制度、

自動化記錄與管理功能等因素，是系統能否

運作正常的關鍵。同時提出具體，希望能從

建議建立線上助理之輔助管理機制，及強化

學生網頁應用製作能力兩方面著手，以其提

升系統成效。

2.線上資訊系統試驗計畫

「線上資訊系統（Online Information 
System, OIS）試驗計畫」於2003-2004年以

加州三所大學的職前教師為對象，目的在

促使職前教師透過電子檔案機制編寫與遞交

教師資格審查時所需的檔案（Pecheone, Pigg, 
Chung & Souviney, 2005）。OIS試驗計畫提

供統一格式的檔案樣本，便於使用者製作

檔案，透過其系統可以上傳文字、圖片、

影像與其他附加檔案（PowerPoint，PDFs or 
Microsoft Word documents）。系統並具備會

員認證登入系統，方便同儕或視導人員觀看

檔案、評論與回饋的機制。研究結果顯示

OIS的使用者普遍肯定此一系統能大幅節省

時間，具備不受時空的限制與立即回饋的機

制的價值。同時擁有節省資源、指引清楚、



研習資訊 69第26卷第1期　98．02

教育與發展

評分方式簡單、評分過程透明公開且有效率

等優勢。然而，OIS的限制在於使用者本身

相關電腦應用能力、檔案格式大小限制、系

統介面不夠人性化、檔案上傳後不能修改等

因素。

3.數位歷程檔案系統

吳俊霖（2006）以「師資培育歷程檔案

系統的設計與建置」為題，透過系統化的開

發模式，發展可應用於國內師資培育體系之

數位歷程檔案系統（T-Portfolio），使用者

包含師資培育學生、實習教師、正式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師資培育機構教授、師資培

育機構行政助理等師資培育參與人員。研究

結果顯示：1.在系統可行性部分，吳俊霖從

文獻推論數位歷程檔案系統確實能夠有效提

升師資培育之成效；2.在需求分析發現，使

用者除了有透過系統保存學習資料之需求外，

也期望系統能夠做為師資培育參與人員的互

動平台。3.T-Portfolio系統架構分為基本

資料、歷程檔案管理、通訊功能、行事曆、

佈告欄、資料備份、資料搜尋、教學資源、

行政事務等九類，並且根據使用者需求不

同，規劃不同操作功能。4.T-Portfolio系統

所設計之功能，在測試與評估階段獲得專家

及使用者正面之回應，認為所提供的功能有

助於整理學習資料、促進反思、加強互動效

率。

4.肯塔基大學電子檔案系統

Evans，Daniel，Mikovch，Metze & 
Norman於2006年的研究指出肯塔基大學的

電子檔案系統（Electronic Portfolio System, 
EPS），目的在紀錄職前教師表現與成長過

程。EPS是一建立在網路上的電子檔案系

統，除提供互動溝通、檔案上傳、即時回饋

的、會員管理與資料保密等功能外。其資料

儲存在具有磁碟陣列、雙處理器、雙電源供

應與自動備份功能的硬體設備，更加能夠降

低資料遺失的風險。研究結果顯示EPS因具

備溝通、上傳、回饋、管理與保密等功能，

系統使用滿意度高。但結果亦指出仍有部分

使用者依然習慣傳統檔案評量的方式。因此，

研究建議系統開發者能提供說明指引，方便

使用者瞭解系統功能，以提升使用率。同時

建議學校應開設電腦應用課程，加強使用者

的資訊能力。

（二）網路化歷程檔案實證研究之分析與探討

依據上述有關的實證研究（吳俊霖，

2006；張基成、童宜慧，2000；Evans, Daniel, 
Mikovch, Metze & Norman, 2006；Pecheone, 
Pigg, Chung & Souviney, 2005）之內容與結

果，本文從成效探討與使用建議兩個方向進

行論述如後：

1.成效探討

從成效的層面來看，多數使用者對於網

路化歷程檔案系統均持成正面肯定的態度，

認為其不受時空限制、即時回饋、互動討

論、節省資源、評分過程透明公開等優勢，

能有效達到知識管理、節省時間、分享激勵

的作用，進而促進使用者成長。但囿於部分

使用者本身電腦網路應用能力不足、學校電

腦設備與網路設施缺乏、系統人機介面不夠

友善清楚、與網路傳輸速度限制等因素，導

致使用者意願降低。

2.使用建議

在使用建議方面，因部分使用者本身資

訊素養不足，建議學校或相關單位在進行網

路檔案評量之前，應先行進行教育訓練，以

培養電腦與網路應用技能。同時在進行檔案

製作與上傳過程中，應時時給予使用者協助

與鼓勵，將有助於提升使用意願，也能有效

增進成長效果。

㈤、師㈾培育歷程檔案的內容

與作用

（一）師資培育歷程檔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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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檔案是學習者主動、目標導向的蒐

集個人表現的資料，以便了解學習的成果。

因此，作業、報告、專題、影像記錄、影音

記錄、圖畫、討論記錄、上課狀況、考試成

績…等，應可納入歷程檔案的一部分。

張德銳於2000年的報告指出張麗麗、蔡

清華（1996）的「教學檔案組織結構表」內

容相當完整且結構嚴謹，可作師資培育課程

蒐集歷程檔案時之參考，內容包含檔案目

錄、專業背景資料、教學紀錄與省思、專業

成長記錄等四個層面與十八個分項，詳如如

表1所示。

表1  教㈻檔案組織結構表

層面 內容

檔案目錄

專業背景資料
■ 學經歷

■ 教學情境描述
■ 個人教學理念描述

教學紀錄與省思

■ 教學活動設計

■ 補充教材

■ 教學錄影帶

■ 觀察檢核表

■ 學生意見調查表

■ 他人觀察

■ 評量計畫

■ 學生作品

■ 班規

■ 輔導記錄

■ 省思筆記

■ 檔案註解

■ 省思評語

專業成長記錄 ■ 專業活動 ■ 社區教育活動

資料來源：張麗麗、蔡清華（1996）。「教學檔案」及其在國小教師實習制度上的應用。85學年
度師院教育論文發表會。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鄒慧英（2002）的研究也指出職前教師

教育的檔案內容應包含：整體教學潛能、學

科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教學方法知識的廣度

與深度、課程與教學創造力的前景、特定學

校文化的知識、一般專業與個人資格、實習

經驗的特徵、社會互動的潛能、教學信念、

組織與蒐集評量訊息的能力、學業與專業作

品等十一個項目。

綜合上述，師資培育檔案內容應包含「

個人背景資料」、「教學紀錄與省思」、「

專業能力紀錄」三個層面。個人基本資料應

該包含：姓名、學歷、經歷、專長、興趣、

照片等項目；教學記錄與省思應包含：教學

計畫、教學活動設計、學習單、教學資源等

項目；專業能力記錄則可記錄專長作品、成

果報告等資料。

（二）網路化歷程檔案在師資培育階段的功用

師資培育階段的網路化歷程檔案旨在建

構一個別化、動態化、非線性的系統，可以

具體呈現師資培育學生與職前教師的專業成

長歷程與表現成果（李新民，2000），因此

在不同的師資培育階段的成長歷程與表現應

有所差異。在師資培育法與實習新制實施

後，師資培育的階段可以分為：在校教育學

程、國中小實習課程、教師資格檢定、教師

甄試與正式教師等五階段，不同階段網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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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檔案扮演的作用有所區別，詳如表2所 示（吳俊霖，2006）。

表2  網路化歷程檔案在師㈾培育體階段的功用

師資培育階段 歷程檔案之功用 跨階段共同之功用

在校教育學程
■ 保留課程資料

■ 同儕交流平台

1. 記錄學習歷程

2. 加強反思學習

3. 優良互動平台

4. 優良表現記錄保留

5. 能力展示平台

國中小實習課程

■ 記錄實習歷程

■ 繳交實習資料之平台

■ 與師資培育機構之互動平台

■ 實習教師互動平台

教師資格檢定考
■ 存取教育課程資料

■ 討論檢定考相關議題之平台

教師甄試

■ 教師甄試資料之基礎

■ 展示自身能力之依據

■ 分享甄試資料平台

正式教師

■ 記錄教學歷程

■ 專業成長依據

■ 教學分享平台

資料來源：吳俊霖（2006）。師資培育歷程檔案系統的設計與建置。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新竹。

㈥、網路化師㈾培育歷程檔案

之實例分享

藉由網路化歷程檔案的建立，可以組

織個人的專長能力、教育理念、教學策略、

報告心得等所學內涵，達到評量個人專業

表現、促進自身專業成長、提升自我反省

能力之目的（林凱胤、王國華、蔡維貞，

2006）。故本文實際發展一個「在校教育

學程」階段的網路化歷程檔案，分享版面、

內容、架構、軟硬體、評鑑方式等經驗，供

教育夥伴參考。網路化歷程檔案名稱為：「

Jerry’s Public Web」，網址：http://stumail.nu
tn.edu.tw/~s891107。
（一）版面介紹

1.進站動畫：利用Flash動畫編輯軟體製作

的進場動畫，明確顯示網站名稱：Jerry’s 
Public Web（圖1），同時也展示個人在校

所學的專長動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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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頁：首頁上方設置跑馬燈，隨時提供最

新消息；畫面中央則是簡單介紹檔案內

容，讓瀏覽者清楚知道檔案建立的用途與

內容摘要；首頁左方設置檔案選單目錄，

滑鼠移過即呈現選單內容；畫面左上方則

以校徽為背景，一則呈現時間，另外也表

示出筆者畢業學校（圖2）。

圖1  進場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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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首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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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頁：分頁上方設置檔案細目選單，中央

則為細目檔案內容（圖3）。

4.留言版：同儕間激勵觀摩、師生間問題解

答的互動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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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分頁

（二）檔案架構

檔案架構主要分為自我介紹、系所介

紹、報告心得、各類作品、創意教案、網站

連結等六類、二十八個項目檔案資料，詳如

圖4所示。

1.自我介紹：自我介紹可細分為個人資料、

自傳、教學理念與自我期許，不僅呈現學

經歷、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亦說明成長

過程、教學態度、班級經營方式，以及未

來生涯規劃等，讓人能夠深入瞭解師資培

育學生的成長歷程與生命脈絡（圖3）。

2.系所介紹：說明筆者所屬系所的師資、

課程規劃與未來發展等項目。

3.報告心得：分為教育實習、媒體教育、

課程理論、自然科教材教法、社會科教材

教法、音樂科教材教法等六項，記載在校

「教育專業科目」所學之歷程紀錄與學習

反思（圖5）。

4.各類作品：此項檔案則是在校「教育專門

科目」領域中所培養出的專長能力，例

如：攝影、電腦美工繪圖、網站規劃、動畫

編輯、學習遊戲製作等教學科技能力（

圖6），目的在展示數位內容設計專長能

力，未來可進一步配合各科教材教法，進行

資訊融入教學。

5.創意教案：創意教案內容分為四項：卡通

智多星、愛惜水朋友、雞飛狗跳、胖國王

與瘦皇后，這四則教案均為筆者與同儕團

隊合作運用巧思與創意設計的主題統整

課程，亦經過現場實際教學，可以視為理

論與實務相結合的專業成長歷程記錄（圖

7）。

6.網站連結：分享筆者常用的教育資源、

電腦資源、生活情報與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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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檔案架構

（三）內容簡介

以「教育實習」為例，其心得報告可分

為：參觀心得、教案、試教心得、讀書心

得、行政實習、處室活動等六種歷程檔案，

每一種歷程檔案下分別連結2到5項Word資
料檔，清楚呈現在教育實習課程當中的成長

收穫與感想心得（圖5）。「宣傳單」則呈

現電腦美工專長的作品，可同時說明資訊專

長能力與社團服務經歷（圖6）。「卡通智

多星」方面，則蒐集設計理念、教案、小組

記錄單與學習單等歷程資料，呈現出課程與

教學設計的專業能力（圖7）。

圖5  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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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製作軟硬體

網路化檔案的製作，硬體設備包含：

個人電腦、掃描器、數位相機等三項基

本配備，其中電腦需具備寬頻的網際網路

連線；軟體方面，以Office套裝軟體內含的

FrontPage製作網頁，圖片、連結按鈕則用

Photoimpact做影像處理，入場動畫與校徽時

間則以Flash編輯。留言討論功能則是申請「

圖6  各㊠作品

圖7  創意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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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http://www.aspsmart.idv.tw/2/）」的免

費留言版，減輕編寫程式與管理的負擔。

（五）評量檔案

歷程檔案由於收錄長時期、跨領域的

學習成果資料，在評量時遠比傳統的紙筆測

驗更顯複雜困難，一般可分為內部自我評

鑑與外部教師評鑑兩種。本文採用鄒慧英

（2002）修訂的「檔案品質自我檢核表」

作為內部自我評鑑的機制，其檢核結果如表

3所示（8個項目「完全做到」、6個項目「

部分做到」）。外部評鑑則參加「國立臺南

師範學院九十二學年度學生網頁競賽」，並

獲得「佳作」的肯定（圖8），顯示Jerry’s 
Public Web網路化歷程檔案具有應用價值，

可作為師資培育學生、職前教師之參考。

表3  檔案品質㉂我檢核表

檢核項目

完

全

做

到

部

分

做

到

尚

未

做

到

1.清晰的個人學習經歷摘要，並說明由何處習得這些經驗？ ˇ

2.檔案內容清楚指出身為准教師的長處？ ˇ

3.清楚指出運用課程、作業、觀察、和臨床經驗對學校教育和學習本質與

發展進行批判思考？
ˇ

4.檔案內容清楚指出將來持續專業發展的計畫？ ˇ

5.檔案內容是否包含必要的經驗整合文件資料？ ˇ

6.檔案內的資料是否在內容與用字方面毫無錯誤？ ˇ

7.檔案是否撰寫清晰與組織良好？ ˇ

8.檔案內容是否組織良好、整齊、專業、且容易使用？ ˇ

9.清楚與周延地反映對能力的理解（即具高度說服力）？ ˇ

10. 成果作品附有省思，以證明自己唯有思想眼光的教育工作者？ ˇ

11. 檔案內容材料是否吸引人、生動、適當、且可證明熟練？ ˇ

12. 個人的反省思考是否對所欲表達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說服力？ ˇ

13. 檔案是否完全沒有錯別字、用詞、語法等方面的錯誤？ ˇ

14. 是否包括與人分享的見解、重要的細節？ ˇ

累計 8 6 0



研習資訊 77第26卷第1期　98．02

教育與發展

㈦、結語

筆者在實際發展網路化歷程檔案後，不

但深刻瞭解自身的優勢與劣勢，洞悉未來專

業發展的方向，更是做了一次學習總複習，

喚醒許多遺忘的既有能力與知識，可說是親

自體會到檔案的妙用。然而，誠如前文所

述，網路化歷程檔案的製作仍是一個需要耗

費大量時間且高成本的工作，筆者雖平常就

有蒐集與整理檔案的習慣，但仍歷經一週的

光陰才完成Jerry’s Public Web網路化歷程檔

案。筆者自我檢視耗費時間的項目，發現在

挑選與組織檔案的時間花費並不多，大部分

的心血都在製作網頁。因此筆者建議未來發

展網路化歷程檔案時，可以運用Blog為平

台，減輕製作網頁的負擔。因為Blog在編輯

修改檔案、檔案查詢、檔案迴響、檔案分

享、檔案訂閱等功能都較網頁式的歷程檔

案容易簡單（林凱胤、王國華、蔡維貞，

2006）；且目前YAHOO！奇摩、蕃薯藤（

yam天空）、Google、PChome等各大入口網

站都提供免費的Blog空間。使用者只要具備

打字、網路應用的基本技巧就可以輕鬆發展

網路化歷程檔案，不但快速便捷，且分享回

饋、展示觀摩的功能更為齊全，可說是網路

化師資培育歷程檔案的建置捷徑，值得善加

利用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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