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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二十一世紀伊始，組織運用「知識財」與「智慧財」創造高附加價值，已成為

 莫之能禦的主流。面對環境快速的轉變，教師如何掌握智價革命的脈動，充實個人知

 能，俾在教學上發揮專業知能，有效率的達成教學目標，將是新世紀極重要的議題之

 一。

 學生在求學階段需要具備如何學，及培養其離開學校後繼續學習之能力，是知

 識經濟時代學校教育的責任之一。知識管理在學校中實踐，所關注的是學生「如何學

 習能力」之培養，因此本文從企業組織應用知識管理的觀點出發，旨在探究知識管理

 在教師及其在教學活動之應用。探討之重點，聚焦在知識管理導入教師之應用，以及

 知識管理嵌入式的教學活動設計及其檢測，俾作為教師應用知識管理之參考。

 關鍵詞:知識管理、知識分享、知識創造、嵌入式、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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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緒言侖

 一、迎向知識管理的新浪潮

 本世紀以來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的發展，延續著一九七0年代

 著重「如何才能提升團隊工作績效」的團體動力學研究，進一步將此組織理論快速和

 資訊科技融合，使知識管理迅速成為眾人注意的焦點(李誠，民90 ; DiBella & Nevis ^

 1998)。知識管理的風潮，繼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學習型組織」熱潮之後，形成

 一股應用在企業管理的新旋風。架構在以學習型組織為基礎建設的知識累積、知識擴

 散與知識創造之各種理論及模式，漸成為知識管理領域發展的核心重點。

 知識工作者需要強化知識的擷取與處理能力，常基於知識型社會的需要、產業

 發展趨勢、知識需要儲存形成智慧資本、知識密集型組織成功經驗的鼓舞等．‥諸多因

 素的牽引(Probst, Ra^b & Ro^hardt, 2000)。一個現代化的知識型組織而言，知識工作者

 出現的「失能」現象，常來自於不能有效掌握新知識的累積與轉化時機。知識工作者

 依專業形成各種不同功能的工作團隊，成員在組織申的職稱不再那麼重要，績效表現

 成為最受關注的重點。此為知識管理風行帶來對組織架構變革的原因之一，此亦彰顯

 今日組織重視將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的真諦。

 二、擺盪時代贏的策略在實踐知識管理

 在知識獨領風騷的時代，知識管理的應用是促成組織知識有系統與有效率累積

 與擴散的有效途徑。吊詭的是「改變不一定能導引結果，但結果卻可以導引改變」

 (^ucier & Torsilie「h,20^^^。從此一觀點出發角度出發，知識管理是改變的開始，是一種

 兼顧環境營造與環繞以知識的獲取、萃取、分享、創造、價值化的管理流程的應用過

 程。知識的價值化結果，進而改變組織的經營理念與實務。在新世紀擺盪的時代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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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家彼德。杜拉克(Peter Drucker)指出，現代的經濟活動不再依賴資本、天然資源或

 勞工，而是「知識」。進入二十一世紀，Means及Schne^der(20^1)在其所著的「後資本

 家」(Me[a-Cap^ta^^sm)^文中指出，e時代的革命不僅促使商業行為改變，也出現在以

 顧客為導向的商業行為上。學校經營在擺盪的時代，一波波改革的風潮之下，促使教

 師在知識的累積、知識的傳遞與知識的創造等各方面表現的良締，將成為提升競爭力

 的重要憑藉。知識管理貴在將知識轉化為組織價值的潛力，為學校帶來無可估量的組

 織價值與效益，在擺盪的年代，將知識管理有效融入教學將是贏的最佳策略。

 三、導人知識管理在協助教師掌握環境脈動形成人力資本。

 知識管理的主要精神在於需要掌握環境中市場的變動脈動，根據脈動適時採用

 合適的鼓勵措施作為經營面的策略性工具，以提升組織的經營效率，發揮e化所帶

 來的效益。智慧資本強調知識工作者所發揮的人力創造性價值，教師是學校組織的

 主要成員，更是學校組織累積智慧資本(inteIlectua^ Capital)的憑藉。而所言之智慧資

 本，係由市場資本、智慧財產權資本、人力資本、基礎建設資本等所組成

 (Brooklng, 1997)。換言之，學校推動知識管理的效益，在於將這些以教師為首的知識

 工作者轉化產生人力價值，形成學校組織的人力資本。

 貳、知識管理的探究

 一、知識的詮釋與分類

 (-)知識的詮釋

 長久以來科技的發展被視為是人類知識的累積、傳承、應用與創造的結果，知識

 在科技的發展申扮演核心關鍵的角色。例如從知識應用在科技的觀點加以觀察，近代

 以來對知識的定義，與科學的發展程度與科技的應用的時空性有密切相關。四千年前

 的亞述和埃及，織布機是最先進的科技;一九二0年代，裝在塑膠殼內的收音機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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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科技(Naisbi(t等著，尹萍譯，1999);過去真空管時代與今日高速電腦相比，其

 應用的知識自不可同日而語。時空的轉變，使過去的高科技都變成了今日傳統產業中

 的低科技，當時所應用的「知識」，今日都成為一般的「常識」，不但在科技應用上失

 去價值，在教育上也不再具有傳承的意義。

 知識的應用既有時空性，且因使用的對象而有所不同。同時知識的定義，牽動

 後續知識管理的架構與內涵，因此本文認為知識具有系統性、邏輯性以及累積與轉化

 價值之特性。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衡諸人類世界中一切人為的器物，均可以從「功

 能」、「結構」與「內涵」釐清該器物在人類運用的價值與效益。人類使用器物，經由

 邏輯上的抽離所得結果，通常先求其功能。當功能的「真」，確認能有效達成省時省

 力之後，次求內部結構的「美」，最後再求內涵的止於至「善」。

 因此知識可加以詮釋為:就功能而言，知識和資訊具有層次性的關係，「知識」

 是「有系統的結構化資訊」;就其結構而言，知識不是零碎的，而是具有系統性和清

 楚的邏輯性，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就內涵而言，在不同的時空，每一種知

 識總有其不同的應用價值，促使知識具有累積與轉化的價值。

 (二)知識的分類

 Lux技Ray將知識區分為描述性知識、規律性知識、實用性知識與形式性知識(施

 純協，民79)。晚近Nonaka & Takeuchi (1995)將知識區分為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

 Mil^er^&TMorris (1998)從「把事情做對」(^oing th^ngs r^gh^)和「做對的事情」(^oing

 the right th^ng^)論點切入，認為「資訊」在描述what，「知識」的教育在於how to '

 解釋知識則是用why，智慧則是「甚麼是最好的」|lTorrisi (1998)更從科技的改變對

 經濟影響的角度，將知識區分為概括性知識與內隱性知識^ Huse^an & Goodman( 1^99 )

 視「知識」為自經驗、真理、決斷、直覺及價值當中萃取得到的「資訊」。邱莉玲(民

 89)則將知識區分為具體化知識、嵌入型知識和隱含性知識。

 儘管專家學者對知識的分類有不同的看法，或有由知識發揮的效益出發，或有

 從知識在教育活動的可傳遞性切入，亦有從知識的用途加以分類。知識的分類影響知

 識管理平台的建置。此因知識從擷取到分類與建置，均涉及後續的資料或知識的蒐尋

 系統的最佳化。知識的有效分類與儲存，才能使知識接收者利於蒐尋與取用。因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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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的分類，本文認為「知識應視其功能、結構與內涵，並考量時空之應用性，凡具有

 累積與轉化價值者，均可區分為內隱性知識與外顯性知識」。

 二、知識管理的定義與流程

 (-)知識管理的定義

 知識管理的定義通常採用功能觀與流程觀兩種定義方式。採功能觀者，諸如:

 勤業管理顧問公司(2000)認為知識管理的目的在追求「同時提升組織內創造性知識的

 質與量，並強化知識的可行性與價值」。許士軍(民90)貝U認為知識管理的功能涉及整

 個組織;其範疇隨著資訊和網路技術的發展，由謀求一個組織的內部業務活動創新和

 效率，擴及至這組織相關的人群與機構等的知識活動。對HP公司而言，知識管理則

 是使用蒐尋引擎去擷取知識，並且在企業學習型組織中創造一個有利學習的環境。

 Karl (1996)認為知識管理需要聚焦在決定、組織、直接的、協助、監視與知識相關的

 活動，以去完成所希望達成的經營目標。Denha^ (2001)定義知識管理為共同資源、標

 準功能、和促使隱藏的知識流動給潛在使用者的一種智慧資本，知識管理的功能在補

 強組織的行動能力，諸如全面品質管理(TQM)及組織學習的推動，以維持組織的競爭

 地位。

 採流程觀者，美國生產力暨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ty & Quality Center, APQC)

 認為知識管理由三大層級所構成，第一層為組織知識;第二層由知識創造、確認、收

 集、組織、分享、轉換、使用等七個具有順序性的促進者所構成;第三層由策略與領

 導、文化、科技、測量等四個構面所支撐。換言之，知識管理的流程以第一層的組織

 知識為核心、此核心受到第二層微觀因素中的七個步驟間交互作用與影響，到第三層

 知識管理其有上下的高關聯，哇，對組織產生鉅觀的影響。此外，Accenture公司認為

 知識管理是一個涵括創造、獲得、擴散、分享和資訊使用、洞見、和經驗的系統性過

 程，此過程被視為建置與探討知識資本的有效途徑。對Gartner集團而言，知識管理

 被視為是一個管理智慧資本的商業過程。是一個從整合研究到創造、擷取、組織、接

 受和使用的一個提升企業資訊資本(in比rma(ion assels)的過程(Dauphinais, Means &

 Pnice,2000)。透過此一過程，公司的知識資本有系統的改進組織的效率，回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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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力和創新速度，產生知識的槓桿化效果。

 上述定義分別從目的、功能、內涵、過程到結果，以及從輸入、運作、產出到

 回饋影響的系統性觀點定義。因此本文以知識管理在組織應用程度為考量，定義知識

 管理為「在組織內導引涵括人機、人際、人與機構間的知識性行動，以資訊管理為輔

 助工具，以促進組織內知識累積、擴散、分享、創造與加值效果或效率為目的之知識

 性活動」。因此定義中表達的意涵包括:

 1．呈現知識管理平台為輔助工具，著重組織建立以知識管理為標的之資訊平台，作

 為基礎建設的必要性;

 2．知識管理強調人機、人際、人與機構間不同層次的知識性行動，著重學習型組織

 的建立與團隊學習活動的需要性;

 3．知識管理的目的，在提升知識累積、擴散、分享、創造與加值效果或效率，著重

 內隱與外顯知識的知識管理活動，以及將創造的知識轉化為組織的價值。

 (二)知識管理的流程

 知識管理的流程，需要在組織中形成知識管理的固定機制，才能發揮知識管理

 的組織效益。因此愛參酌許士軍(民90)、口kawada & Holtsho^se (200l) t APQC(2000) t

 辜輝趁(民90) ^ Probst,   Ra^b紋Ro^hardt (2000)^ Teece (2001)等對知識管理流程之論

 點，重新將流程申的資訊擷取、有效記錄、分類、儲存等視為知識的累積階段;知識

 的分享、知識的萃取等視為知識的轉換階段;知識的轉化和知識的創造視為知識的創

 造階段，重新歸併後獲得下圖一的知識管理流程。

 ]，知識的擷取:教師依據個人教學、生活、休閒等需要，自外部環境中獲得有意

 義的資訊，並自所獲得的資訊中過濾和擷取具價值性的知識。其次依教學需要，

 對資訊的重新編輯使其具有邏輯性，形成教育傳承的價值，因之此階段的重點在

 於從資料蒐集到有意義資訊的擷取。

 2．知識的分類:教師對所取得的資料和資訊作主觀的認定和分類。為避免後續階

 段自資料庫中蒐尋產生困難，需要特別注重分類方法的應用、分類指標的建立，

 以作為共同的分類基準。為了加強知識分類標準的信效度，甚至採用模糊聚類分

 析或類神經網路的人工智慧方法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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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記錄

知識萃取

知識內隱化

知識轉化

知識外顯化

知識價值化

 聰明複製(smart Copy

外部環境

 圖一、知識管理在教學應用的基本循環

 資料來源:張吉成(民gOa) o

 3．知識的儲存:以電腦軟硬體作為導入學校知識管理互動的輔助工具。應用電腦

 輔助進行教學不一定可稱為知識管理，但作知識管理缺乏電腦則不能成功。也因

 此在企業組織通常在其內部建立良好的知識管理系統，以作為員工良好的知識累

 積的輔助工具，同時兼作為知識分享的輔助性平台。

 4．知識的擴散:在知識型組織申，通常建立具有多功能的知識管理平台，成員運

 用此平台為媒介將新概念、新知識和其他成員或和顧客共同分享。透過網路的運

 用，作知識創新的引子，繼而作知識交換以及產生洞見(insight)^勺效果，創造出

 對組織具有價值之新知識。於是在知識擴散的互動學習過程，成員在作知識萃取

 的同時再一次更新個人的經驗，和舊知識相對話，產出新的靈感、創意，此更有

 助於個人創新知識。

 5．知識的創造:問題解決過程常是產出新知識的重要引子，透過問題之解決，使

 個人能有效的複習和應用所學習的經驗和知識，進一步擴充知識領域及產出新知

 識。問題解決的過程也是舊知識轉化的契機，可促使個人經驗和知識充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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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知識的創新功能。而聰明複製的功能在使創造的知識，在傳遞的過程又能再

 一次的修正，使知識的價值發揮更高的附加價值。

 6．知識的更新:其核心重點在於如何將有價值的知識，或失敗的經驗文件化，以

 避免經驗傳承產生斷層;促使新進人員能透過前人所留下的知識與經驗，避免重

 蹈覆轍，減少職前教育或訓練的時間及其投入的成木。對學校教師而言，將可使

 新進教師或實習教師能很快的學習、累積教學經驗，以及能及時解決教學過程遭

 遇的困難。

 參、共口識管刁里導入教自巾之應用

 一、知識管理導人教師應用之架構

 基於知識管理的定義及其應具備的項目與流程，乃建立教師應用的架構如后:

 (-)知識管理導入教師個人，著重在知識的個人化與應用。

 知識管理當導入到第一層的教師個人層次階段，依循著知識管理的主要流程，

 包括:擷取、分類、儲存、擴散、創造以及知識更新等流程作不斷的循環。在學校組

 織中良好的知識分享的文化下，促使外顯性的知識有效轉化成為教師個人的內隱性知

 識，進而蓄積在教師個人身上。

 (二)知識管理導入教學活動，強調分組的互動學習。

 知識管理的第二層強調將蓄積在教師個人身上的內隱知識，透過學習理論的邏

 輯思維與實務面的導引，以教學活動型式導入在教學活動當中。其目的在使知識的價

 值化效益，彰顯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因此教學應用強調採用知識管理嵌入式的教學

 活動設計，此種方式既結合教師原有的內隱與外顯知識，也透過教學活動的設計讓學

 生能依循知識管理的流程學習新知識。換言之，其目的在導引學生作知識的擷取、分

 類、儲存、擴散、創造、更新等，俾增強學生「學習如何學習」(^earning how to learn)

 的能力。於是由上述的敘述加以結構化形成架構圖。依此圖二之顯示，漸次的呈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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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導入教師個人

第二層導入教學活動

 圖二、知識管理導入教學應用之架構

 二、知識管理導人教師應用的核心重點

 教師應用知識管理的成效與其是否具備旺盛的學習企圖心相關。當教師能作好

 個人的知識管理，則其參與教師團體作團隊的知識分享活動，以及將知識管理導入教

 學活動，方可達到最佳的效果。

 肆、共'識管屯里導入教學之應用

 --嵌入式教學活動之設計

 一、學習理論應用在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之設計，依循著Rogers(1983)的「分組學習」之學習理論，

 並結合Gardner (1993) t Fogarty & Stoehr(1995)及Pett^nger (2000)的多元智慧課程設計理

 念與方法進行設計，形成下列十種學習理論應用在嵌入式教學活動的型式。所謂

 Rogers的分組學習理論即是:在一個大班之中，採用促進者一學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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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litator-Iearning group)的型式，小組人數七至十人，組長由組員推選，每一個小組

 均是自我驅策的小組，教師的職責在於使學生承擔學習的責任(施良方，民90)。其理

 念在視學習者為「準知識工作者」;在學習活動設計上，教師的最大責任在規劃如何

 有效促進學習上。各學習理論應用在嵌入式教學活動的型式詳如下圖三所示。

 1．IT平台作知識分享

 3．教學拍  刁'

 4．教學心得文字化(投稿)

 1．對話取代討論

 2眉我啟發所得概念之具象化

 1．有系統的編排呈現知識的順序

 2．應用學習理論設計知識轉換機制

 1．電腦化檔案管理

 (呈現相關聯的

 1．檢討舊知識檔案之價值

 2．決定知識檔應用年限

 3．新概念、方法應用在教

學活動中

 4．套用舊機制導入新知識

 2．筆記式管理

 3族口識文件檔

知識擷取

 1．建立分類指標

 2．建立分類架構(圖形

 表達)，呈現知識分類

擷取與知識萃取

 2．依教學需求作資

訊擷取

 圖三、知識管理導入教師應用的核心重點



 92南港高工學報

 (-)個別專精式:強調個人知識專精化，評量焦點在檢測個體達成教學目標的程

 度。

 教學活動設計，植基於每一個學生均具備良好的專精能力，能與他人進行合作

 學習。學習活動中若成員的背景知識或技能差距太大時，活動之成效將不易彰顯，此

 種情形以知識創新為標的之團隊活動中特別明顯。因此為了協助學生專精能力，可應

 用精熟學習的理論與方法，教學上可配合作業交付、學習單或工作單等諸項教學單的

 交互運用以達成教學目標。參考表一中，四個主要的圓圈代表參與獨立學習的學生。

 此種個別專精式，在職業教育訓練上的應用甚多，諸如工作木位學習，使個人具備有

 效執行工作產出高工作績效之目標。此外針對組織發展的需要，推動「契約學習」的

 課程方案，此均有助於個人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專精化。

 (-)互動連接式:強調對等性議題間「主題對主題」、「概念對概念」比較性學習過

 程中的知識外顯化活動。

 其意義即是在於兩個學習的個體或兩個學習的群體(合作學習團體)，針對某一特

 定的議題，採用討論的方式進行學習。圖中聯結兩個學習群體的大圓圈，代表雙方共

 同探索議題的範圍，此範圍並不一定限制為書面資料，也可以結合網際網路或某種可

 作為教學資源的資料庫，以擴大雙方討論之議題的視野。換言之，當資料或資訊越豐

 富時，越具有參考價值時，雙方討論或合作學習的效果越為顯著，也越能激發每個人

 創意的產出。為了達成此種教學效果，教學活動設計也可兼採辯論法進行。

 (三)聚焦導引式:強調學習者社會技能、思考技能和認知領域「內文轉化技能」的

 強化。

 此種方式著重在個別學生對所探討議題的內涵，心領神會後的內在轉化能力的

 提升。若從圖形加以觀察，則更能表達其精隨。其實施的第一層，首先對某一特定的

 議題作廣泛的介紹，其次依序進行;檢視教學活動，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回饋檢討

 教學活動，而後依據學生的認知程度與學習成效，再進入第二層次作較深的探索;接

 著作第二層檢視後，評估成效後，再進入第三層次的深入探索。教師的角色在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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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中居於導引者而非教導者，其教學原理強調與編序教學法、啟發式教學的綜合應

 用;其教學過程類同於攝影機的變焦(zoom)觀念，因此稱為「聚焦導引式」。

 (四)時間順序式:強調將主題或教學單元置於相同時空，排列出順序性，使學生清

 楚認知主題的文化背景。

 其意義在於課程方案之設計，需要注重課程方案中每一個教學科目處於相同時

 空背景。此種教學概念不僅應用於社會學科，亦可用於九年一貫相關課程中的各科

 目。在教學的應用上，通常將教學材料依邏輯順序，採「編年序列」方式作有意義的

 統整;教學輔助資料的呈現，既注重資料橫向的廣度，也注意時間前後的編排。

 (五)對話交集式:教學單元或主題，強調跨學科間的整合與應用。

 其核心重點在於教學單元的內涵強調跨學科，或主題具有跨領域性的特性，其目

 標在協助學生強固聯想其所學的教學單元內涵。有助於學生個人學習經驗進一步的類

 化，形成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建構個人的心智模式(menlal model)。對話交集式不僅強

 調靜態的學科間內容的橫跨性，也強調動態教學活動過程，教師在相關學習內容的整

 合性提示，此將有助於擴大學生學習的廣度。在整個教學活動的過程，教師可採分組

 討論的方式，並且引導學生對某一主題進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尤不可堅持已見，透

 過「對話」的程序逐步的導正個人的觀念作深度學習。

 對話交集式的精髓在於採用對話的方式^ 「言垢侖」( discussion )與「對話」

 (dialogue) lbbL兩者無論在層次上或精神上均不相同(施純協，民86 ; Senge,l990)?

 所謂「討論」是指從個人的觀點出發，在討論的過程，提出意見者為了維護其論點，

 必須旁徵博引左證其觀點的正確性，堅持已見固守立場(^efens^)，最後獲得的是共

 同的立場或共識。「對話」或稱為「深度匯談」則大異其趣，提出報告者並須堅持己

 見，相反的透過個人對一議題(^ssue) ^4J詮釋後，在對話過程容許新的觀念與新的知

 識導入，進而透過集體腦力激盪的運用，對所提之知識內涵作深度的對話，提供新的

 思維方向，再經由報告人反覆的回饋過程，使所討論之主題內容經由對話而彰顯，或

 擴展主題的思考廣度，或延伸原議題的縱深，獲得全新的洞見(^nsigh^)，使原知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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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轉化創造出新的知識。因此這是思維的昇華過程，此即為所謂之「對話」的真意(張

 吉成，民gOb) o

 (六)主題輻射性:強調由單一主題為核心。導引出相關概念、理論或其他相關的

 知識領域的學習。

 其意義在於採用一個主題作為教學活動的核心，配合教學活動過程與成果的掌

 握，採用主題式教學方式，以達成單元教學之目標。針對某一特定主題的深入探究，

 相關領域的理論與在實務上之應用，均是主題式教學關心的焦點。對中學及後中學教

 育，學校的教學活動，均可將此種概念結合資訊科技與其他教學資源作分享與運用，

 此均可以提升主題式教學的成效。此外主題式教學也關心從主題本身輻射的幅寬問

 題，而此幅寬之真義即在於如何取得廣而豐富且多元的教學資源，透過教學資源的有

 效運用，可提供教學活動所需的學習典範，以達到社會良好典範轉移的效果。

 (七)後設探究聯結式:加強思考技巧、社會技巧、多元智慧表現、科技探索與研究

 技巧。

 後設(^eta-)之意，在彰顯前一個系統運作的有效性與可信度作進一步的檢測。後

 設探究的意義，在於對前一事件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加以探究，因此其所發展的方法涵

 括了思考技巧、社會技巧、多元智慧表現、科技探索與研究技巧等多向度的探索技巧。

 當一次的探索活動結束之後，下一個探索性活動隨即展開。因此一次復一次將探索的

 活動形成上下相承的環結。此種教學力法，對工業類科的教學而言，配合工作單中的

 知識單與操作單的運用，可以充分而有效地發揮其效益。

 (A)多學科整台式:強調主題與概念。由數學、科學、藝術美學、語文、社會科學．．。

 等多元學科整合形成。

 其意義在於教學活動設計，並非僅針對單一學科．內之應用進行設計，更採用賦

 有彈性之跨學科、跨領域的教學內涵。現有的教學活動中，在校內舉辦的科學性專題

 研究或競賽、專題製作，以及校外的各種科學營、化學營、物理營等跨學科的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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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活動均具有此種功能，此均有助於將學生所學之各學科知識與技能進一步統整與

 應用。透過此種概念的應用，更能有計畫的激發學生的創意，進而商品化創意形成智

 慧財產權。預期各級學校在教育改革的努力下，多學科的整合學習已成為增強學生創

 造力的教學活動之一。

 (九)濾鏡組合式:注重學習的自我檢測，對所學習的知識自我篩選，過沛後之知識

 能和舊知識經驗相結合。

 其意義在於培養學生獨立判斷與學習的能力。學生在學習過程已對所接收的知

 識篩檢，教學活動的重點需要強調學生對學習內容的反舞，在反鎢過程不斷的類化、

 心領神會，將個人篩檢後的知識和舊有經驗相結合，不斷更新自我的心智地圖，此個

 人的心路成長過程神似於濾鏡的功能與效果，因此稱之為「濾鏡組合式」。

 (+)多向網絡式:強調各教學模組單元，均經相關領域專家先行檢視，並作內部與

 外部學習網絡之聯結。俾在教學過程，為學習者構建最佳的教學支援環境。

 其意義強調二個或三個以上學習群體間的聯繫網絡的運用效益。應用上係架構

 在學習團體的合作學習基礎上。換言之，每一個合作學習群體均是一個高績效的合作

 學習群體，而後透過合作網絡的建立與聯結，使整個學習社群(community)中標竿性合

 作學習群體，進行彼此間或多方面的交流學習活動。此種方式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強

 調分組活動，形成其有向心力的學習型合作團隊，其次運用團隊間的互動效果以達成

 教學目標。

 表一、知識管理應用在教學活動設計之方式		

 「一	圖示	教學聚焦之重點

 1．個別專精式	oo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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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互動連接式^@@一一^		強調對等性議題間「主題對主題」、「概念對概念」比較性學習過程中之知識外顯化活動。
 目聚焦導引式	O	

 4．時間順序式		強調將主題或教學單元置於相同時空，排列出順序性，使學生清楚認知主題的文化背景。
 ̂5．對話交集式		

 性射輻題主｜		強調由單一主題為核心，導引出相關概念、理^zl^^^H^^^^f^ Iun 4^^ ^^^ hh hhn^a^乃舌而或其他相關的知識領域之學習。""""一"一
 7．後設探究聯結式	叱^^	技探索與研究技巧。加強思考技巧、社會技巧、多元智慧表現二刊

 8．多學科整合式	笛	強調主題與概念，由數學、科學、藝術美學、語文、社會科學．‥等多元學科整合形成。
 9．濾鏡組合式		注重學習的自我檢測，對所學習的知識自我篩選，過濾後之知識能和舊知識經驗相結合。

 10．多向網絡式		視，並作內部與外部學習網絡之聯結。俾在教各教學模組單元，均經相關領域專家先行檢^學過程，為學習者構建最佳的教學支援環境。^
 資料來源:綜合自張吉成(民gOa) ; Fog狙y & Stoehr(l995) ; Pett^ng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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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嵌入式教學活動的規劃

 知識管理嵌入式教學活動設計，Nijssen & Fra^bach (2^01)^9出，活動規劃是一種

 達成活動目標的一種依循工具。透過活動規劃可以將所欲導入的學科重點，轉化為一

 組或多組可操作性的實際活動。因此提出活動規劃重視的重點，應兼顧:活動

 (activities) ^人(People) ^時機(t^ming) ^經費(budget)以及評估與控f^!J(evaluation & ControI)

 等五大項。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活動規劃=	視的重點表			"一一""一""""

 「活動	人	「時機	「經費	評估與控制
 mmmmmm	MMMW-^MUsE	feWf&Mffm&J	msgmmmfft	評估與控制方案
 ̂展成為實際的教	計畫的良麻;並	時間及其綑項的	需的經費額度	本身實施與時間

 學活動設計單	敘明涉及計畫的人員之職賣	時間配當		之應用，以及活動的效益
 料來源:修改自Nijssen & Fra^bach (2001) o

 在教學活動設計申，學生合作學習小組的建立步驟，Campbell & Har「is(2001)的

 建議適可作為參考。即:

 1．探討良好的討論題材應注意那些要^^^

 2．成立學生良好的合作學習團隊應注意那些重點?

 王決定教學單元的合作主題(collaborative theme)應聚焦在那些主要內涵?

 4．評估主題的價值性如何?

 5．選擇兼顧學生知識、技能的增廣學習之評估策略。

 6．發展教學活動需要的補充性資源(supplemental resources) o

 因此可將教學單元中主題的各焦點列出若千個大項，再詳列出其應包括的內

 涵。其目的在明確化教學活動內涵外，亦可促使教學成效評估的標準(criteria)明確化，

 方便確認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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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圖四、討論主題之焦點及內涵概述圖

 資料來源: Campbel^ & HarT^s(200I),p.148.

 三、嵌入式教學活動的設計與檢核

 嵌入式教學活動設計在於運用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的運用過程，讓學生經由

 小組學習的活動過程，主動探索新知識，發展其多元智慧，自我建構知識體系。學習

 者經由教學活動的實施，一次又一次的學習經驗之累積，促使學習成效的不斷擴大。

 配合上表一、二的需要，設計一個檢測重點表，俾作教師在設計與賞施嵌入式

 教學活動的自我檢核是必要的。於是乃將教學活動的檢測重點和教學活動設計表相結

 合，形成下表三。

 表三、知識管理嵌入式合作學習教學活動設計表

 科目:班級:

 教學單元:使用時間^ 90-l00分鐘

 材料:每組麥克筆、全開壁報紙各-

 一、決定主

教學活動設計

 1．依據單元教學目標，決定主題名稱及其

 對應之間題;決定小組人數、進行方式

 與小組討論的範圍。

 2．決定知識管理導入教學的設計方式(例

 1．主題選擇是否適當?

 2．對應之小問題是否適

 當?

 3．教學言鋸十方式是否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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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個別專精式、互動連接式．‥)。	一
 	﹄冉"。"指正小組長人選。一	小組長是否合適?^
 二、驗證主^	進行小組討論，組長導引成員詮釋主題定	一。
 題的定義^	義、內涵與核心問題，並決定小問題。	進行?^
 HF*3S		討論結果是否記錄^
 ̂三、蒐集與	1．教師先行告知學生可獲得之資料、資	i. ^mmmmm
 ̂主題相關	訊、知識來源，或可供運用之「知識」	學習資源?^
 ̂之大項知	資源。	是否運用電腦軟硬體^
 ̂識領域、中	2．以小組為單位，學生進行資料、資訊與	為輔助工具?^
 ̂項知識結	知識蒐集活動。	3．是否善用圖書館資^
 ̂構與小項	3．進行過程以問題為導引，小組成員依個	源?^
 ̂知識內涵	人所分到之小問題開始收集資料。	小組是否共同決定文^
 	4．小組成員針對與問題相關聯之知識，製	字說明的內容?^
 	作文字說明資料。	
 。;。"'	lJ教師教導「達文西心智思考圖」繪製方	1．是否充分瞭解「達文^
 ̂所涉及	十去。	西心智思考圖」?^
 ̂白勺矢口諳咒	2．教師告知各小組經小組討論決定知識分	2．壁報紙是否劃分三個^
 ̂進行分	類指標。	區塊，即:「知識體系^
 ̂類與歸	土每個小組成員將製作完成的文字說明資	圖」、「靈感或創意」、^
 ̂癸頁大、	料分給組員，共同彙集後依指標重新作	「問題解決方案」 ?^
 	大項、中項與小項知識之歸類。	王各小組的知識分類指
 	4．依「達文西心智思考圖」在壁報紙上畫	標為何?
 	出由主題所延伸或由主題衍生的「知識	4．各組是否依規定畫出
 	體系圖」。	「知識體系圖」?
 2" B^nRflzE	1．各小組分別討論「知識體系圖」之結構	1．討論過程是否提供適
 ̂題所涉及	性與邏緝的合埋'往。	時的諮詢?
 &]%MB	2．以「對話」方式作知識分享，及記錄討	2．產出的靈感或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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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輛"	論知識內涵過程所觸發的靈感或創意。	質與量如何?
 卜、從「有	1．導引學生從知識應用面(實際產品)，追溯	一"。
 ̂中延	逆產品應用那些知識的方向思考。	著重在現有知識的延^
 ̂伸」、「有	2．檢視萃取新知識的質與量。	伸^作知識的橫向擴^
 ̂中行于生」	工鼓勵各小組舉三反一產出新創見，並在	充與縱向深層思考;^
 ̂主題申所	全開壁報紙上列出。	「有中衍生」著重以^
 ̂涉及的知	4．討論確認結論與創見，或問題的解決方	舊知識為新知識觸^
 ̂識萃取有	案，以及解決問題所應用的知識。	媒，以導引新知識創^
 ̂意義的新		新?^

 ̂知識		2．觀察提出之新知識或^問題解決方案。」
 t^ffiH	1，各小組提出總結報告，全班作知識分	1．各組是否完成「知識^
 ̂合進行	古子	體系圖」、「靈感或創
 ̂綜合討	2，小組長報告知識累積、知識轉換與知識	意要點」、「問題解決
 ̂論，並提	創造過程該小組面臨之困難及其解決對	方案」?
 ̂出問題	策。	2．傾聽總結報告並作知
 ̂解決方	3，各小組展示小組活動成果。	識分享提示。
 案｜	4．進行全班討論與分享。	3．是否對各組成果分
 	5．教師對各小組所提出之問題解決方案	析、比較、講評?
 	進行分析與比較後並提出講評，擴充教	4．是否將活動作成記
 	學效果。	錄?
 	6．教學活動過程、成果及綜合討論結論加	
 一	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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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結言吾

 知識管理蓬勃發展的動力，來自於組織內知識工作者化知識為組織的價值，進

 而形成智慧資本，為組織與個人帶來高競爭力的推力與拉力。順著發展的趨勢，知識

 管理在教學的應用，正契合著知識管理發展的風潮。參酌Scharmer(2001)的觀點，我

 們可以釐清知識管理發展的歷史軌跡，由三個主要階段組成:

 第一階段，其焦點集中在「外顯性知識」。知識管理的運作和資訊科技相結合，

 組織從知識可被創造形成價值的觀點出發，知識被視為「事物」(th^ng)，於是知識可

 以被蒐集和儲存在資料庫或電腦系統內。

 第二階段，知識的創造過程成為關注的焦點。知識被認為隱藏在人類的各項活

 動當中，知識不再是事物而是一種過程。在此階段知識管理的運用被視為外顯化知識

 與內隱知識間作交互作用。知識的創造作程由組織、團隊和個體三者作有意義的作外

 顯化知識與內隱知識的交互作用，以使知識的累積達成螺旋性成長(spira^ling movement)

 的效果。

 第三階段，在探究導引形成知識螺旋的力量。知識管理關注在知識創新所形成

 的知識螺旋過程和內隱知識作進一步發展的意圖。例^^ Scharmner(2001)提出的「自我

 超越的知識」(Self-transcending knowledge)，將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加以統整，區分為

 最底層的「自我超越的知識」，中層的「內隱性知識」以及上層的「外顯化知識」。知

 識管理探究的焦點集中在最底層的「自我超越的知識」。

 從此三階段性的發展正顯示教師掌握、跟隨與導引這股脈動的重要性。新世紀

 科技快速發展，知識的半衰期日漸縮短，知識更需要應用在組織層面及個人身上產生

 高價值。也因此教師需要提昇快速掌握環境脈動，適時將新知識融入與轉化在教學活

 動或形成教材的壓力正與日劇增。從人力價值的觀點而言，正顯示強調透過知識發揮

 價值，將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的時代趨勢下，社會公民必須具備有效率的自我學

 習能力的基本素養日趨重要。而知識管理導入教學應用，適可以提昇教師掌握環境快

 速變遷的能力，及其反應環境需求的機敏反應力。本文將知識管理的理論與實務內嵌

 到教育領域中應用，形成教學活動的具體應用，目標在培育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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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正契合一個成熟型社會所表現的學習型社會的特質需求。因此如何朝此方向努力

 以培育出符合知識經濟時代需求之學生，將是今後各級學校教學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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