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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使教學型態產生變革。現今藝術通識課程學習方式與內

涵，須因應數位時代而有所改變。本研究旨在探討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應用，

對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之影響，及其於 TA 教學、當代藝術課程

設計之學習反應。本研究以 85 位大學藝術通識課程學生為對象，組成網路社

群，並進行教學實驗。依據社群互動形態，將學生分為 TA(teaching assistant)

實驗組及控制組，歸納研究結論為：(1)「TA 實驗組」模式有助於大學生藝術

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2)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

程學習；(3)TA 教學有助於提升混成式課程之教學效能；(4)藝術通識課程應融

入當代特色並結合理論與實務。最後，本研究對未來大學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與

TA 教學提出建議。 

 

 

 

關鍵詞：混成式課程、網路學習社群、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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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藝術通識教育持續進行教學的創新與改革，因應數位時代的學習需

求，e化學習與網路科技在教學之應用，可說是現今課程發展的重心。而通識

課程的學生人數眾多，大班制教學環境限制及傳統單向式的講授教學，往往造

成學生互動不足的問題。為此許多國內外大學於通識課程中，採用分組配合教

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以下簡稱TA)制度之教學方式，以協助授課教師進

行小組教學與討論活動。而由研究生擔任TA的工作，因具備專業能力及豐富

的學習經驗，可成為學生模仿與學習的對象。Sweeney、O’Donoghue和

Whitehead(2004)研究指出網路學習的輔助方式，已被視為因應高等教育課程

的大班制教學需求之解決途徑，並提到TA在實體與網路課程教學的差異。哈

佛大學通識教育報告研究亦建議融入議題討論、實作練習的課程設計及實施

TA制度，以增進師生互動、協助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President & 

Fellows Harvard University, 2008)。而張玉茹（2009）指出混成式課程設計對

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成效有顯著正面的影響。因此，結合實體與網路教學的混成

式課程模式已成為通識課程設計的趨勢，而TA在混成式通識課程的情境中，

對學生學習之影響及其教學角色的差異，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而在網路輔助學習歷程中，學生需培養更多自主性及善用學習資源以達成

設定的學習目標，因此，教師如何運用教學策略以輔助並加強學生的自我調整

學習，成為影響的關鍵。自我調整學習相關研究指出各項教學策略如：提供回

饋、示範教學、同儕教師輔助等，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自我效能、後

設認知等自我調整學習表現(Schunk, 2004; Pintrich, 2004; Zimmerman, 2000; 

Zimmerman & Tsikalas, 2005)，惟需更多實徵研究以瞭解在藝術領域中，網

路社群輔助對學生自我調整學習表現之影響。 

此外，徐秀菊和黃秀雯(2005)指出藝術通識課程應能達到提升美感的鑑賞

能力、批判思考的判斷力與創造力等更高層次能力的提升。趙惠玲和盧姵綺

(2009)則認為，藝術通識課程的內容普遍以精緻藝術為主，缺乏當代藝術與視

覺文化範疇之內涵。廖敦如(2009)提出大學藝術通識課程，應朝向大學生生活

美感的實際應用，與行動學習、問題解決策略的融入。因此，藝術通識課程規

劃範疇應延伸至當代文化與藝術之內涵，同時透過教學實驗結果以確知學生的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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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於上述問題，本研究乃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展以當代藝術為主題內

涵之通識課程，應用實體課程結合網路學習社群之混成式設計，並由TA擔任

線上助教，以進行教學實驗。本研究目的在探究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應用對大

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之影響，同時，探討TA在混成式課程的情境

中，如何運用具體策略以有效協助學生的學習，以及學生對當代藝術通識課程

之學習反應。因此，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對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之影響為何？ 

(二)在藝術通識課程中，大學生對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輔助學習與TA線上

教學的反應為何？ 

(三)大學生對當代藝術通識課程內容與活動設計之學習反應為何？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 

混成學習的定義為傳統面對面學習與數位學習的混合學習方式，而混成式

課程設計具有結合傳統課堂及線上教學之優點 (Osguthorpe & Graham, 

2003)。混成式課程設計方式多元，本研究採用以實體課程為主，加上課程網

站、合作學習網路社群等數位學習方式輔助教學。而網路社群的理論基礎係源

自於建構主義及其相關理論。Piaget(1970)的認知發展論主張個人會依據自己

的先備知識及經驗，從與環境的互動中去調適以形成新知識或行為模式。而

Vygotsky提出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ZPD)概念，指

學習者與成人或能力較佳的同儕合作，才能完成任務的能力(Vygotsky, 1978, 

86)。ZPD概念可具體應用於網路之合作學習，如同儕互動、鷹架教學等策略。

透過教師或學生專家的指導與帶領，在網路工具的輔助下進行小組合作學習，

以提升學生的認知發展與學習表現。Bandura(1986)社會認知論 (social 

cognitive learning)對人類的認知學習發展亦持相同觀點，認為人類的活動係

「個人」、「行為」與「環境因素」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綜合上述，網路社群的合作學習為結合網路提供便捷的交流工具及小組學

習的模式，對學習的影響可說來自模仿與觀察學習、分享討論的知識建構，及

教師的示範教學與反思回饋。在網路社群的學習情境中，學生可觀察教師或同

儕楷模的認知示範與行為，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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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輔助教學理論輔助教學理論輔助教學理論輔助教學理論 

在本研究通識課程場域，TA擔任實體課程活動與部落格網路社群線上教

學的重要引導者。TA的輔助教學可說為透過同儕教學(peer tutoring)的方式進

行。Topping(1996, 2005)指出TA與學生的年齡、學習背景相近，來自相同的

社會團體，具有教學相長(learning by teaching)的作用。而TA的角色較相同年

齡及學習階段的同儕更具學習經驗與專業知識，透過學生與TA之間互動過

程，協助學生達到更高層次的發展水準與學習表現。  

在本研究實驗組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中，TA參與並引導網路社群的運

作，其角色如同「線上助教」，為影響學生學習表現之關鍵因素。Shepherd(2003)

提到線上助教的三種角色：主題內容專家(subject expert)、教導者(coach)及評

量者(assessor)，各項角色的主要職責如下： 

1. 主題內容專家：線上助教必須熟悉數位學習課程的主題內容以呈現或

設計數位教材或講義，提供課程需求或學生自學(self-study)，及作示

範教學，此外，線上助教並擔任知識的供給者，提供課程相關資訊及

連結、疑難解答 (FAQ)，並為討論區、論壇等社群交流園地貢獻

(contributing)發言。 

2. 教導者：線上助教應負責提出問題以引導學生進行深度思考，傾聽學

生的學習需求，對學生提供具體而建構性的回饋意見，及鼓勵學生持

續的學習與自我管理，並協助學生設定挑戰性但可達成的學習目標以

提升學習動機。此外，線上助教需隨時追蹤與監控(controlling)學生的

學習狀況。 

3. 評量者：線上助教需持續檢核與監控學生的學習情況並確保其完成學

習任務。 

而Salmon(2003)提出的線上中介者一詞，較重視「線上助教」在各種線

上互動場域，如：討論區、同步或非同步的網路課程的教學。Salmon(2003)

並將線上教學模式分為五階段：(1)引起動機(access and motivation)：歡迎社

群成員加入，及進行數位學習環境教學；(2)社群交流(online socialization)：

鼓勵並協助組織線上社群；建立成員間的歸屬感及相互的尊重；(3)資訊交流

(information exchange)：引導線上社群討論的方向，使討論聚焦於學習任務本

身及其關連面向、議題，並提供學習資訊； (4)知識建構 (knowledge 

construction)：知識建構為高階互動層次，產生於社群成員間對於議題的探索

與觀點的澄清與論辯，此時，線上助教的任務為協調溝通成員意見，以建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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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知識；(5)發展(development)：線上助教協助提升社群成員的批判思考能

力，透過給予成員意見回饋，挑戰其觀點，以鼓勵更高層次的思考。 

歸納上述，Shepherd(2003)及Salmon(2003)對線上助教的定義，本研究

將TA在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的教學角色定義為「線上助教」，應用自身的美

術專業知識背景，擔任主題內容專家，提供課業解說、學習資源，與協助學生

解決疑難問題。而TA亦為教導者及評量者，給予學生表現深度而專業的回饋，

以及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並適時提供協助。此外，TA更適時給予回饋

或歸納要點，以利進一步的討論與探索。 

自自自自我調整學習理論探究我調整學習理論探究我調整學習理論探究我調整學習理論探究 

Pintrich和DeGroot(1990)指出認知和行為的自我調整為學習的重要因

素，包含認知策略(複誦、精緻化、組織)、後設認知策略及努力管理與控制等。

程炳林(1995)歸納多位學者之理論指出自我調整學習是一項主動建構的歷

程，在此歷程中，學習者會根據對特定工作特性之覺察及對該工作的動機、情

感設定學習目標，並以此目標來監督、控制、調整自己的認知、行動甚至情境。

因此，自我調整學習視學習者會依據學習動機、建立學習目標、計畫學習內容、

設定標準，並採用學習策略、監控學習進度，以努力完成學習任務，此學習歷

程即為自我調整學習(林建平，2005)。 

Zimmerman(2000)以社會認知的觀點詮釋自我調整，指出自我調整是學習

者在學習過程中後設認知、動機及主動參與程度；後設認知是指學習者在學習

歷程中進行規劃、組織、自我教導、自我監控及自我評價等歷程；動機是指學

習者感知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勝任該學習任務；而行為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活動進

行歷程中選擇利於學習的學習環境。因此，本研究的自我調整學習是指學習者

在學習過程中，運用各種學習策略及方法調整和監控學習活動的進行，以幫助

自己完成學習任務。本研究並以修訂之「自我調整學習量表」，測量學習者在

藝術領域課程之學習動機變化，與認知、資源管理策略之運用情形。 

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在混成式課程與網路社群應用研究中，特別重視探討TA教學對提升學生

自我調整學習成效之影響。如Van den Boom、Paas及Van Merriёnboer(2007)

以84位遠距教學的學生為對象，探討TA給予深度回饋結合反思提示的教學模

式，與同儕回饋模式之差異。結果發現TA模式的實驗組在自我調整學習、學

習態度與學習成果皆優於同儕回饋模式的學生。Cheng和Ku(2009)應用互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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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教學模式(reciprocal peer tutoring)於資訊課程中，結果顯示同儕教學的合

作學習方式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Thurston、Duran、Cunningham、

Blanch和Topping(2009)亦發現同儕教學結合網路平台的互動形式，能有效輔

助國際語言交換的學習。而De Wever、Van Keer、Schellens及Valcke(2009)

以135位大一學生為對象組成之非同步網路討論社群輔助教學，並比較角色扮

演及同儕教師兩種模式對學生知識建構之影響，結果顯示同儕教師模式對學生

知識建構有正面的幫助。此外，近來混成式課程相關研究均指出：在課程融入

問題解決之學習任務設計、網路討論社群及學習歷程檔案建置，有助於資訊分

享與意見交流，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Kember, McNaught, Chong, 

& Cheng, 2010; Yeh, Huang, & Yeh, 2011; Yen & Lee, 2011)。 

綜合上述，本研究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係基於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而架構

的合作學習網路社群模式。在「TA實驗組」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中，強調TA

的教學輔助功能，將小組TA設定為「線上助教」及「線上中介者」，為藝術

學科內容專家、教學者及評量者，且為線上活動的主持、意見協調者。TA扮

演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線上教學的關鍵引導與教學者，主動帶領網路社群之運

作，設計並實施各種線上活動。藉由實體結合網路社群混成式教學的實施，以

探討在藝術通識課程情境中，大學生的自我調整學習表現與對TA教學之學習

反應。 

研究方法與實施研究方法與實施研究方法與實施研究方法與實施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某大學藝術鑑賞通識課程選修學生共85人。本課程採混成式

設計，包含實體課程及網路社群教學，組織部落格網路社群，以輔助學生進行

藝術通識課程學習，依據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將學生隨機分派至本通識

課程網路社群，含TA實驗組44人及控制組41人。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之準實驗研究法，研究架構如圖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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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驗設計架構圖 

 

本研究自變項為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型態，分為TA實驗組與無TA參與之

控制組。在TA實驗組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中，由具藝術專業背景及教學經驗

之研究生擔任小組TA，參考Salmon(2003)提出線上助教五階段教學模式，含

「引起動機」、「社群交流」、「資訊交流」、「知識建構」及「發展」，設

計並實施各種線上活動，並配合課程發展具體實施策略，如：提供作業範例與

解說、分享學習資源與連結、適時鼓勵與回應學生表現、參與社群討論並給予

反思型深度回饋及發起討論區，提出深度議題以激發學生的批判思考等。因

此，TA在實驗組網路社群中，具備「線上助教」與藝術領域內容專家角色，

為線上教學的引導者。此外，TA並從旁協助指導學生課業與資訊平臺使用的

疑難問題。而在控制組，TA不參加課程網路社群，僅從旁協助問題解決，主

由學生相互觀摩交流。本研究並藉由學生的課程回饋單與課後訪談資料分析，

以了解大學生對當代藝術通識課程之學習反應。 

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設計 

本研究發展「藝術鑑賞：臺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通識課程內容以作為

正式教學實驗課程，共規劃有四大主題，分別為「當代藝術鑑賞導論」、「臺

灣當代藝術鑑賞」、「臺灣當代視覺文化」、「小組專題創作」。而教學活動

設計方面，除配合課程單元之「課堂討論」活動，另安排兩次美術館參觀，及

三次「藝術家面對面」系列講座。本藝術通識課程目的在於學生藝術與視覺文

化素養的提升及高層次的思考訓練，以及網路社群共構學習教學策略的融入。 

而本課程為結合實體課程及部落格網路學習社群教學的混成式課程設

計，除線上教學外，在實體課程部分，由TA協助引導小組課堂討論及創作活

動，並提供課業諮詢。「課堂討論」活動的設計為以當週授課內容為主題，安

排議題討論或互動式的小組活動，並在課程結束前進行小組課堂討論報告或展

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 

1.TA 實驗組：TA 加入

網路社群 

2.控制組：無 TA 之網

路社群 

 

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自我調整學習 

1. 學習動機 

2. 認知策略  

3. 資源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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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使學生能即時將理論講授課程的概念轉化為實務的討論與呈現，並激盪出

更多創意性的想法，而小組專題創作活動設計亦然，鼓勵學生以分組創作方

式，觀察當下臺灣視覺文化現象，選擇探討議題，規劃創作計畫，解決所遭遇

問題，並分工合作協力完成作品，學生得以將課程所學進行反思，並於創作中

實踐。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自我調整學習量表自我調整學習量表自我調整學習量表自我調整學習量表    

本研究之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係參考Pintrich和Degroot(1990)所編製的「學

習動機與學習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簡

稱MSLQ)改編製為適合藝術領域學習之自我調整學習量表。本量表含「學習動

機」、「認知策略」、「資源管理策略」三個分量表，含學習動機11題、認知

策略11題及資源管理策略8題，共計30題。本量表採用五點量表之作答形式，

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連續選項，分別給予1、2、3、4、5分，

填答的分數愈高，代表在各向度有較佳的表現，整體量表之Cronbach’s 

α= .94，內部一致性係數合乎理想。 

藝術通識課程回饋單及訪談大綱藝術通識課程回饋單及訪談大綱藝術通識課程回饋單及訪談大綱藝術通識課程回饋單及訪談大綱    

本研究為探討大學生對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學習的反應，於課後實施回饋

單，並採立意選取方式，由本研究TA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中選擇訪談對象，

透過面對面訪談及MSN線上交談等方式，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深入了解實驗

自變項—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與TA線上教學對學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反應之

影響。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教學實驗課程為期14週，一週二節課，共100分鐘。在實驗前三週進行

藝術鑑賞導論與實驗課程網站平臺、小組部落格使用教學等實驗準備，第四週

開始正式實驗課程。本研究蒐集資料包含：「自我調整學習量表」前後測、學

生課程回饋單等，並由修課學生中徵詢有意願者進行課後訪談，含TA實驗組9

人及控制組4人，共計13人，以瞭解學生對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學習的反應。

最後，綜合量化數據與質性資料進行分析，歸納結論提供大學藝術通識課程設

計與實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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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影響之分析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影響之分析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影響之分析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影響之分析 

本研究依據學生在實驗課程實施前後所填寫的「自我調整學習量表」進行

分析，有效樣本共85人，探討不同的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對學生在本教

學實驗課程實施前後，自我調整學習表現的影響。自我調整學習之多變量變異

數考驗結果，在主效果分析方面，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達顯著水準(Wilks’ 

Λ = .610,p＜.05,η2 = .390)，顯示在不同的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中，兩組

學生在自我調整學習表現上，至少有一個面向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 

表表表表 1        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之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之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之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之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 

   TA實驗組(n=44) 控制組(n=41) 

 向度名稱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效能 3 1.363 1.058  .804 1.435 

主動學習 5 2.977 2.510 1.097 2.177 

學習動機 

 

藝術學習價值 3 2.045 1.669 1.122 1.568 

批判思考 5 3.477 2.757  .951 2.097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 6 3.136 2.637 1.365 2.861 

資源管理 3 1.772 1.492  .487 1.885 

同儕學習 3 1.704 1.636  .317 2.054 

資源管理

策略 

 尋求協助 2 1.409 1.335  .073  .984 

註：N=85 

 

如表1所示，自我調整學習之「學習動機」、「認知策略」及「資源管理

策略」描述統計結果，在「學習動機」方面，TA實驗組學生在自我效能(TA實

驗組mean=1.363，控制組mean=.804)、主動學習(TA實驗組mean=2.977，控

制組mean=1.097)，及藝術學習價值 (TA實驗組mean=2.045，控制組

mean=1.122)三面向皆優於控制組的學生。在「認知策略」方面，TA實驗組的

學生於批判思考(TA實驗組mean=3.477，控制組mean= .951)、後設認知(TA

實驗組mean=3.136，控制組mean=1.365)皆優於控制組的學生。在「資源管

理策略」方面， TA實驗組的學生在資源管理(TA實驗組mean=1.772，控制組

mean=.487)、同儕學習(TA實驗組mean=1.704，控制組mean=.317)、尋求協

助(TA實驗組mean=1.409，控制組mean=.073)皆優於控制組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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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Ⅲ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方和 

(MS) 

F檢定 

(F) 

顯著性 

(Sig.) 

自我效能 5.815 1 5.815  3.788 .055 

主動學習 76.215 1 76.215 13.639** .000 
學習動機面向 

藝 術 學 習

價值 
19.690 1 19.690 7.494** .008 

認知策略面向 批判思考 130.626 1 
130.62

6 
21.538** .000 

 後設認知 63.598 1 63.598 8.258** .005 

資源管理面向 資源管理 32.135 1 32.135 11.272** .001 

 同儕學習 38.694 1 38.694 11.736** .001 

 尋求協助 37.352 1 37.352 26.245** .000 

*
 p < .05  

**
 p < .01 

 

而如表2所示，自我調整學習各分量表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在「學

習動機」方面，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在自我效能面向接近顯著水準

(F(1,81)=3.788, p= .055)，在主動學習(F(1,81)=13.639, p＜ .05)、藝術學習

價值(F(1,81)=7.494, p＜ .05)面向達顯著，表示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對學

生「自我效能」、「主動學習」、「藝術學習價值」有顯著影響。在「認知策

略」方面，批判思考(F(1,81)= 21.538, p＜ .05)、後設認知(F(1,81)=8.258, p

＜ .05)面向皆達顯著水準，表示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對學生的批判思考、

後設認知有顯著影響。在「資源管理策略」方面，資源管理(F(1,81)=11.272, p

＜ .05)、同儕學習(F(1,81)=11.736, p＜ .05)、尋求協助(F(1,81)=26.245, p

＜ .05)面向均達顯著水準，表示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模式對學生的資源管理、

同儕學習、尋求協助及資源管理策略整體表現有顯著影響。 

因此，實驗結果顯示在「TA實驗組」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中，由TA擔任

之「線上助教」進行各項教學策略對學生的自我調整學習發揮了極為明顯而正

面的功效。如在TA鼓勵與引導下，除能提升學生參與社群討論分享的動機，

並更積極主動發表自己的想法與創見。而TA給予的反思性回饋能協助學生進

行高層次認知策略運用，如導向批判思考的觀點與後設認知的省思。此外，TA

線上教學策略如：學習任務的示範與解說、提供相關學習資源、提醒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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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課程注意事項，使學生更了解如何進行時間管理，並設法尋求TA及同儕等

管道的學習支援，以幫助自己解決課業疑難，有效提升學習資源管理的能力。 

藝術通識課程學習反應藝術通識課程學習反應藝術通識課程學習反應藝術通識課程學習反應 

本研究歸納課程回饋單及課後訪談資料1，共收集課程回饋單有效樣本80

份，含TA實驗組43份及控制組37份，課後訪談學生共13位，含TA實驗組組9

位及控制組4位，以瞭解學生在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輔助學習及藝術通識課程

設計的意見，分述如下： 

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輔助學習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輔助學習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輔助學習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輔助學習    

在「小組部落格社群」部分，學生普遍提到部落格的交流功能，因為通識

課程的修課學生來自各不同系所，缺乏課後交流的管道，而小組部落格提供便

捷的互動環境，使學生得以隨時進行討論與交換意見，及分享學習資源。： 

 

小組部落格讓課後的我們與課程內容更緊密的連結，可以快速的瀏覽

同學的意見與心得，或者把自己的想法透過部落格的方式表達給大家

知道(S43)。 

 

我覺得使用部落格交作業相當便利，可以很快速繳交作業且可以瀏覽

觀摩其他同學的作業，有時候忘記一些課程中提到的重點，看了別人

的作業之後就會想起來…同時也不需交紙本，老師也可以直接瀏覽網

路改作業(SI20100128)。 

 

而網路社群對藝術通識課程學習的幫助方面，學生表示在社群意見的交流

有助於提升批判思考能力，並可參考他人的經驗以快速累積知識能量，以激發

更多想法：  

參與小組 Blog社群可以欣賞組員分享的文章，了解多元的看法，以增

進自己對於其它藝術作品的批判能力，能藉著「迴響文章」的功能，

與組員一起討論、分享，可以知道更多藝術家與作品，並了解他人如

何剖析作品的內容(SI 20100130＃02)。 

                                                 
1
 本研究將學生回饋單與課後訪談資料分別進行編碼註記，通識課程回饋單的部分為依據資料

排序編碼，如S01表示編號01學生的回饋意見，而學生課後訪談資料的註記包含訪談日期及

受訪學生編號，如：SI201001125＃01表示2010年1月25日編號01之受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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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用 Blog分享的方式還不錯，可以讓很多人都看到成果，還可以

不斷修正，踩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的感覺很好(SI20100121)。 

 

此外，學生提到助教與其他社群成員的回饋意見成為其積極發表文章的動

力，不僅形成良性的互動學習循環，並對未來的思考及學習模式產生自信及正

面的助益：  

 

每個人的思考模式不相同，可藉由他人的迴響看到自己所沒察覺到

的。這對於我所在的系和未來的出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走的是設

計。迴響意見多少會影響到我的思想，可以讓我的思考範圍更大，畢

竟設計不能只限在一個小框框裡，對吧 (SI201001125＃02) ！ 

 

TA 之課堂與線上教學角色差異與影響之課堂與線上教學角色差異與影響之課堂與線上教學角色差異與影響之課堂與線上教學角色差異與影響 

在本研究課程中，TA於實體課程及「TA實驗組」網路社群，扮演引導教

學的重要角色，學生認為在課堂上與TA交流互動很頻繁，而TA參與小組部落

格社群的討論活動，更引領學生主動積極學習的意願，如學生提到： 

 

TA幫助同學對於課程更了解，協助同學完成每次的作業和任務，參與

討論給予啟發。在部落格方面，TA會在部落格上提供參考資料或藉由

參與討論，啟發同學在部落格上發表文章或回應，並督促同學繳交作

業(S33)。 

 

在實體課堂教學的部分，TA課堂教學著重於「輔導者」及「協助者」的

角色。學生表示TA不會過度介入或主導討論活動的進行，而是從旁觀察並適

時給予協助及鼓勵，在小組討論遭遇瓶頸或無法達成共識時，提供思考的方向

或協調、歸納整體的意見： 

 

我覺得 TA滿常給我們一些方向的引導，在討論的時候，他通常會等我

們先講完，再介入我們的討論給予引導，例如小組創作時，一開始大

家都沒有想法，他會給我們一個滿明確的目標，但並不是非常完整，

而是讓我們自己把它構想出來(SI201001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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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生普遍肯定TA的專業性，除協助課堂教專業的疑難解答，在小組創

作時，TA提供的專業意見及技術指導，不僅協助非美術專業的學生解決創作

的問題，亦成為指引創作靈感及作品呈現方式的助力：  

 

TA會從旁指導我們，提供實際的建議，比方說創作的時候，雖然題材

等是自己想，他會建議具體的作法，因為美術系比較知道實際上要怎

麼運用材料及作法(SI20100116＃03)。 

 

而由「TA實驗組」組學生訪談內容與回饋意見，可深入了解在「TA實驗

組」模式的網路社群中，TA線上教學策略對於學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的影響。

學生於訪談中表示TA發表文章具有帶領的作用，能鼓勵同學更積極發表並參

與討論，主動迴響自己的意見，同時，學生提到由於提供專業的作業指導及深

度的回饋意見，TA在小組部落格社群的教學角色如同專家，而在實體課程則

較像是學習夥伴般融入群體的討論活動：  

 

我覺得 TA在課堂活動時，像協助者，討論時會適時補充他的觀點，聚

焦大家的意見…在部落格裡會比較像專家，意見比較專業，而 TA在部

落格發表的作業示範文章很有幫助，會滿想模仿 TA的文章，例如對作

品的詮釋觀點很有深度…TA對作品的詮釋不會影響到我的觀點，但是

會幫助我們提綱挈領、歸納出重點(SI20100116＃04)。 

 

例如學生訪談內容提及在當代藝術議題的討論過程中，TA的迴響使得學

生改變以往對「藝術」與「美」的既有觀念，轉變為更開放的角度以接納當代

藝術與視覺文化的多元性，及各具特色的表現方式，亦較能思考當代藝術背後

的深層意涵： 

 

TA對展覽的迴響令我印象深刻，我們的迴響中有討論到當代藝術的話

題，就像上次去看展覽，大家都覺得看了之後很空虛，不知道藝術家

在做什麼？因為也不一定很漂亮，有一些作品甚至以血腥暴力為主

題，或者嘲諷時事之類的，當代藝術比較強烈挑戰視覺極限，有種為

反對而反對的感覺…那時 TA有迴響討論藝術美的問題，變得比較不會

排斥當代藝術，也敢提出其他的觀點(SI 201001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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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生並指出TA與同學迴響意見的差異，表示TA的回饋較專業且具

深度，如同專家能引導深度的思考，亦期望獲得TA的迴響肯定，將其視為迴

響的動力來源，同學的意見則較偏向個人經驗並多為正面迴響： 

 

首先，TA在每一篇文章都會作迴響留言，在他留言提出問題後，下面

就會有更多同學再留言回覆，這樣會使其他同學更有迴響的動力…我

會看別人對我的文章的迴響，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影響還是 TA給的迴響

(SI 20100125＃01)。 

 

TA迴響會引導我們進入比較深入層面的思考，同學迴響都比較正面…

TA的專業當然有，但不會讓人有無法理解的內容，有時候專業會讓人

覺得嚴肅，但 TA的完全不會(SI 20100125＃02)。 

 

由學生反應得知，TA的角色在混成式課程的兩個教學場域：實體課程及

線上教學，產生角色定位與工作重心的差異。對學生而言，TA在小組部落格

社群的教學角色如同專家，而在實體課程則較像是學習夥伴般融入群體的討論

活動。在實體課程中，TA以旁觀者的角度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並適時給予

學習支援，或提醒學生課程的進度與注意事項，透過面對面的接觸，融入學生

的學習活動並即時給予學生回饋及指導。因此，TA的實體課程教學著重於「輔

導者」及「協助者」的角色。而TA的線上教學角色則因原實驗設計之「專家」

角色發揮預期教學效果，TA透過具體的教學策略如：發表作業範例、引導討

論及反思型回饋等，提供較課堂引導更深入的教學內容。惟因不同的互動的型

態而與實體課程產生差異，由於TA線上教學，需透過迴響及發表文章等文字

形式、線上活動的設計，並通過網路平臺以傳達實施，因此教學內容較具組織

並能突顯其專業知能。 

整體而言，TA線上教學偏重於深層的討論引導，因此更著重在「引導討

論」及「意見協調者」角色，本研究與Sweeney、O’Donoghue及Whitehead(2004)

的研究結果一致，TA的線上教學角色無法完全取代實體課程的教學功能與情

感交流。而De Smet、Van Keer、De Wever和Valcke(2010)指出在TA訓練課

程中，結合線上教學模式及教學策略的設計，能有效提升TA自我評價，帶領

學生達成高階層知識建構等教學目標與自我效能。因此，在兼有實體及線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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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內容的混成式課程中，TA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應彈性結合二者的優點，而TA

之教學訓練更應加強資訊輔助教學能力之培訓。 

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設計 

1. 藝術通識課程單元設計 

本研究令學生最感興趣且印象深刻的課程單元統計結果，排序依次為「臺

灣數位藝術」、「性別議題與臺灣當代藝術」、「臺灣網路視覺文化」及「臺

灣當代流行視覺文化」。其中，在「臺灣數位藝術」單元部分，學生提到數位

藝術形式的多元性打破以往對藝術表現狹隘的認知框架。而透過數位影音教學

資源的運用，學生表示更能認識與體會數位藝術與觀眾互動的特質。同時，數

位藝術作品營造出真實虛幻交錯的奇幻景象與效果，使學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視覺感官刺激，除增長數位媒體應用的知識，也讚嘆新興科技與藝術的巧妙結

合的創意，例如： 

 

我很喜歡課堂上老師播放的那些互動科技藝術的影片，尤其是觸控式

的聲音裝置，藉由手的溫度感應聲控系統使其撥放出音樂甚至多個元

件的組合可以排列出不同的音樂，我覺得很棒(S09)。 

 

「臺灣網路視覺文化」單元獲得E世代學生許多的共鳴，學生表示身處於

網路資源發達的世界中，網路早已入侵日常生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但頻

繁地接觸網路卻甚少思考網路文化的影響，透過課堂提出的網路視覺文化範例

與議題，如造成風潮的Facebook社群網站、部落格、網路論壇所流通的網路

視覺影像與話題，幫助其重新深入思考、分析相關議題與視覺文化的價值。而

對於「臺灣當代流行視覺文化」單元，學生表示流行視覺文化可說無所不在，

因此容易忽略而流於盲目的從眾。透過相關理論的介紹與議題討論，除能了解

流行文化的意涵，對流行文化現象觀察較以往敏銳而深入，且能對流行文化進

行批判觀點的思考。如學生提到： 

 

流行文化似乎是短暫的，而老師所說的話也讓我們進一步得去思索流

行文化的深度，所謂的高尚、品味等等和每個穿戴他們的人的心理串

連起來(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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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表示性別議題經常被邊緣化或漠視，藉由藝術家的創作自述與

藝術作品中呈現的性別意象，除使學生深層了解性別議題，及深刻的體悟，更

因此自省產生性別互重的思考態度。如學生表示： 

 

性別面向的當代藝術作品表現的批判性思考震撼人心，尤其強烈的性

別象徵符號的運用令人印象深刻，使我反省自身對女性的態度，並學

會尊重(S21)。 

 

2. 藝術通識課程活動設計 

在本通識課程的活動中，令學生印象最深刻且最感興趣的部分，排序依次

為美術館參觀、專家演講、小組創作及課堂小組討論。在「美術館參觀」活動

部分，學生表示以往相當缺乏美術館參觀經驗，亦缺少吸收藝文資訊的管道。

對臺灣當代藝術知識的貧乏，欠缺導覽人員解說等因素均影響參觀的意願。學

生認為能有機會到美術館親身接觸當代藝術作品，且表示安排專業的導覽人員

解說能協助其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識，深入體會藝術家的創作意涵。而「專家演

講」的部分，本課程特別安排設計「藝術家面對面」系列講座，邀請目前活躍

於藝壇之當代藝術家，至課堂分享與暢談創作的心路歷程。學生提到藝術家親

身講述個人的創作經驗及生命故事，予其深刻的印象與體會： 

 

專家演講對我們幫助很大的一點就是可以把專家的作品和本人的談吐

風格等等串連在一起，尤其是○○○老師的演講，她雖然在年輕的時

候做了那麼多批判性和前衛的攝影作品，但是本人看來卻像是一個令

人值得敬重的老師…(S14)。 

 

同時，學生認為由藝術家本人分享的創作經驗更為直接而可貴，可以了解

藝術品的原創觀點及創作歷程，並因此增加藝術欣賞的敏銳度。學生表示： 

 

過去在看藝術家的作品，總是以自己的角度欣賞，即便有解說也是零

星的拼湊，透過藝術家本身以歷史時間的走向來介紹作品與創作想

法，感覺與作品更有互動(S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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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創作」及「課堂討論」的部分，整體而言，學生普遍認同分組合

作學習的型態，並體認到團隊合作的優點與價值。如學生提到： 

 

通識課是認識不同系別同學最好的方法，因受過的訓練不同可能會有

不同的思考方式與創意，使自己的思緒觀點更多元，也能增進彼此的

感情(S08)。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歸納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應用對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

習表現的影響，及其於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TA教學、當代藝術通識課程之

學習反應，獲致四項研究結論，分別論述如下：  

「「「「TA 實驗組」社群模式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實驗組」社群模式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實驗組」社群模式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實驗組」社群模式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自我調整學習表現 

本研究結果顯示，TA協助之實驗組混成式網路學習社群對大學生藝術通

識課程的自我調整學習有顯著影響，因此，在「TA實驗組」模式的網路社群

中，TA線上教學策略已發揮預期的教學效果，對學生的自我調整學習之動機、

認知、資源管理策略表現產生極為明顯而正面的影響。如TA適時鼓勵與回應

的情感支持，營造群體感的社群氛圍，有效提升學生的參與社群的動機，而反

思型回饋則協助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後設認知等高層次認知策略運用，此外，線

上討論活動的引導、即時的學習支援、學習資源分享等有助於學生的資源管理

能力，並增益整體自我調整學習發展。 

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有助於大學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 

研究結果顯示在科技的輔助下，混成式課程網路學習社群可改善大班制通

識課程缺乏互動的缺點，學生表示網路社群與資訊平臺有助於與外系同學溝

通，透過跨領域的交流，擴展個人的視野與想法，而學生亦表達藉由小組合作

學習方式，感受到學習夥伴相互支持與資源分享等群體學習的助益，在討論與

創作過程中，學生表示受到肯定而得到的成就感，使其更能投入通識課程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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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教學有助於提升混成式課程之教學效能教學有助於提升混成式課程之教學效能教學有助於提升混成式課程之教學效能教學有助於提升混成式課程之教學效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TA在混成式課程的兩種教學場域：實體課程與網路社

群，產生不同的角色特質與教學效益，在實體課程中，透過面對面的交流，TA

給予學生正面而直接的回饋，包含團隊情感的支持鼓勵與適時的引導輔助，而

網路社群的TA角色，則因互動型態不同，帶領線上社群的分享與討論，並給

予深刻反思回饋，目的在於激發學生的批判思考等高階層知識共構，因此，TA

在實體課程與線上社群的教學皆對學生產生實質的教學成效，未來應整合實體

課程與線上社群TA的優點，融入於混成式課程的TA輔助教學設計中，以使學

生得到全面性的學習輔助與指導。 

藝術通識課程應融入當代特色並結合理論與實務藝術通識課程應融入當代特色並結合理論與實務藝術通識課程應融入當代特色並結合理論與實務藝術通識課程應融入當代特色並結合理論與實務 

在藝術通識課程設計方面，本研究課程以台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為主要

內涵，並依據廣度的內容與深度的探索，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多元活動設計，反

映當代社會與藝術文化思潮，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效率等原則，規劃本研究

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使學生透過「美術館參觀」、「專家演講」、「課堂討

論」、「小組創作」等多元的活動設計，及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的介紹與議題

探索，不僅擴展目前藝術通識課程教學內涵的範疇，獲得學生正面的評價，對

學生的藝術通識課程學習亦產生實質助益，並改變學生對通識課程的既定想

法，本研究課程設計的實施成果可供大學藝術通識課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省思與建議省思與建議省思與建議省思與建議 

而本研究發現藝術通識課程內容設計的問題，在客觀因素方面，囿於通識

課程的授課時數，僅能於一學期的時間進行課程安排，教學範圍受到必然限

制，而學生背景多元性亦增加教學設計之複雜度，由於藝術通識教學對象設定

為非藝術科系學生，其藝術學習經驗與藝術領域知能，難以確知與評估。此外，

藝術通識課程定位含混不明亦造成課程設計的困難，就全人教育的角度而言，

藝術通識課程之內容範疇應與學生以往藝術課程學習進行連結，惟以高等教育

課程而言，亦需具備相當的深度，因此，權衡教學內容的專業深度及通識課程

學生程度，即成為藝術通識課程設計需解決的課題。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TA為引導網路社群的關鍵核心，在實體課程與線上

教學皆擔任重要的引導角色。在網路社群的教學的部分，TA的深層引導策略

更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重要因素，突顯出資訊應用教學在TA教育訓練課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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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因此，TA教育訓練內容除傳統實體課程引導教學外，應更注重資訊

應用的層面，如加強資訊平台應用、網路與數位典藏學習資源應用、線上教學

策略等相關知能，以因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歸納本研究結果，混成式課程

網路社群應用的重心在教學策略研發與教學領域內容的配合，及善用科技工具

以輔助學習。如本研究課程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融入課堂及網路社群，以增

進學生的交流與分享，並於課堂與線上教學中，藉由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議題

的設計以引導討論，及分組專題創作等教學策略與活動之實施。配合網路共享

與協作平台，使學生在教師的引導協助下，形成知識分享與共構的學習網絡，

進而達成促進學生高層次思考的目的。因此，混成式課程網路社群的學習方式

確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而教學設計與策略應用則為影響學生學習表現及獲致良

好教學成效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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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附錄一：訪談大綱附錄一：訪談大綱附錄一：訪談大綱    

一、您覺得小組 Blog 社群對本學期藝術通識課程學習的主要影響與幫助有哪

些？ 

二、您對「小組 Blog 的互動迴響方式」有哪些想法？對您藝術通識課程的學

習主要幫助有哪些？ 

三、您的「小組 Blog」使用心得與經驗有哪些？(例如：曾遇到的問題、小組

Blog 的優缺點等)；您認為在小組 Blog 社群中還能增加哪些方式，以協助

學習？ 

四、「小組 TA」在 Blog 社群中對您藝術通識課程學習的影響與收穫有哪些？

「小組 TA」在 Blog 社群中提供您的引導與協助有哪些？具體的方式有哪

些？您建議以後「小組 TA」可以加強的部分有哪些？ 

五、對本學期的藝術通識課程，還有哪些是您想分享或建議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