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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網路的普及以及科技的進步，使得各種資訊平台紛紛出現，人們在網路上依個人需求找尋適合的

資訊平台。然而身處非英語系國家的我們，卻由於現今的最新資訊文章或技術手冊大多是以英文撰寫，而

這些文章手冊中大多以許多專業性字詞所構成，對於讀者來說常有閱讀上的困擾。而一般市售的電子翻譯

字典、英文字典往往沒有包含這些專業性的字詞，雖然現今有許多不同類型的資訊平台，但卻很少有學習

平台是針對專業類英文字詞方面做為主要內容。 
在英文字詞中有許多在一般常用英文和專業科目英文雖然是同樣的字，卻有截然不同的意義，例

如:“Apache”: 一般英文的翻譯是阿帕契語，但在資訊英文中卻是一種伺服器技術，因此，同樣的字在不同

領域的文章出現，就有可能是代表不同的意義，當讀者閱讀這些專業性文章時，讀者通常要搜尋許多相關

文章或是去找到專業性的字典才能找到或是猜到該單字的真正意義，這往往會花費讀者許多時間精力。本

研究主要是建置一個科技英文數位學習平台，藉由平台所提供的各種功能讓學習者可以快速增加專業性字

彙。 
本學習平台收集了大量的科技類字詞，學習者可以快速搜尋專業性的英文字詞，利用平台上的功能也

可以使學習者在短時間內提昇閱讀能力而增進科技英文能力。此外，利用本研究所建置之科技英文學習平

台，完整收集學習者的學習歷程，藉由各項使用記錄以及課堂上的紙筆測驗加以交叉分析比對，以找出平

台對於學生學習之成效，分析這些資料後進行探討，找出學生在使用本學習平台後對於學習上是否有正面

的效果，以及平台是否有達到提升教學成效。 

關鍵詞：數位學習、學習歷程、遺忘曲線 

Analyz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Using E-portfolio 
of the Course on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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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advances of the technology mak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emerging, and people try to find suitable platform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needs. However, latest news articles 
or technical manuals are mostly written in English and most contents of them are presented by many professional 
words. It causes reading troubles for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Besides, general electronic dictionaries or 
English dictionaries seldom include these technical term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very few of them provide technical terms of English as the main contents. 

As is often the case, the same words in general or professional English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We take 
“Apache” for example, it’s a language in general English explanation, but in informational English it means a 
kind of server technology. Obviously, the same words when used in different domains may be different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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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reading those professional articles, readers usually need to understand these words by searching many 
related articles or professional dictionaries, and it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s.  

The study builds a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English e-learning, and its various functions make learners 
rapidly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ability. It can be used to search both technical terms and ordinary 
words so that it can enable learners to improve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in a short time. The paper also aims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or learners by the e-portfolio after using this learning platform. 
Keywords: E-Learning, Portfolio, Ebbinghaus Forgetting Curve 

壹、前言 

近年來，隨著網路科技的發展，網際網路的各種相關應用發展迅速，人們與網路距離越來越親密。因

此在教育與學習的方式上，也有所改變，人們期待更專精，更有主題性的學習方式。因此產生了各種數位

學習方式，而利用網路的普及性，能快速的傳達資訊，應用各種網頁技術傳達視覺畫面並與學習者進行雙

向溝通，並且使用各種演算法輔助學習者得到更好的學習效益，這就是智慧型數位學習網站與一般傳統教

學不同的地方，讓學習者有更多學習地點可供選擇，而且也同樣能獲得完整的學習資源與良好的環境。 
英語是目前全世界的主流語言，而現在處於全球國際化的時代，身處非英語系國家，第二外語的學習

就顯得更加的重要。如今的社會潮流相當強調分工，每個人的工作內容越來越專精，因此所學習的專業領

域也相差甚遠，當然在英語的單字學習上也是有所差別的，在不同領域下許多不同的單字會有不同的用

法，因此我們在學習時應該有所區分。 

贰、文獻探討 

一、學習歷程 

學習歷程檔案(Learning Portfolio)，最初從文藝復興時期開始，以紙卷方式存放個人作品及創作藝術，

以協助了解個人創作的成長歷程。直到 1980 年代，學習歷程檔案才正式開始被拿來應用於教育的領域

上，並成為教學上新興的新興趨勢。近年有許多學習歷程的相關研究指出，學習歷程檔案能有效增進學習

效率，傳統的紙劵紀錄方式必須增加不少紀錄成本，檔案的儲存與整理亦是不便，因此將學習歷程數位化

已是現今的趨勢，同時也能響應資訊科技與網路的蓬勃發展。學習歷程檔案可應用在各個不同學科，其在

教育上的主要功能是將其做為評估的工具。學習歷程檔案收集學習者學習過程中各面向的資料，尤其是利

用網路的特性去加以收集資料，能更明顯反應或顯現學習者的真實表現及進步或改變的情形。學習歷程擁

有下列幾點特色：(1)具備自我檢視及反省、(2)有系統的呈現真實學習狀況、(3)鼓勵學習者開放與創新、

(4)結合教學評量，適應學習者的個別差異極強、(5)激發同儕合作學習的精神[1-5]。 

二、電腦適性化測驗 

電腦適性化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s，CAT）是以試題反應理論為基礎的測驗方式，在電腦

適性化測驗中，給予受測者的題目是依據受測者在前一個題目的答題情況的好壞做決定的，也就是當一道

題目作答完成後，系統會立即評估受測者的能力，並以此能力選取下一道適合受測者能力的題目進行問

答。適性化測驗是為每位受測者量身打造的測驗方式，對於較高能力的受測者，可以不必給他容易的題型，

對於較低能力的受測者，不必給他過於困難的題型。由於上述這種以受測者能力來決定試題程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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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實施電腦適性化測驗除了可以縮短考試試題的數量外，也可以準確估計每位受測者的能力水平並達到

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標[6]。 

三、字彙學習相關探討 

學生在閱讀英文文章時，常遇到因為本身字彙不足，造成閱讀中斷的情況，而要能順利的閱讀，必備

條件是基本字彙量達到一定的程度，學生才能運用本身的背景知識、閱讀策略及閱讀技巧[10]。提升閱讀

能力，字彙不足除了會造成閱讀文章時出現中斷的情況，也會造成在溝通上的中斷，因此透過有效的字彙

學習與理解，提升字彙的深度及廣度，就能讓學生不管在閱讀或溝通上能更得心應手。 
影響字彙學習的因素可分為字彙相關因素及外在因素，字彙相關因素包含了語意成分[11]，學生如果

無法了解單字在各種情境下的意義，也就會無法了解單字正確的意思。而學習者接觸單字的頻率越多也同

樣會影響對於單字的熟悉度，因此如果學生積極並循環運用所學的字彙，可以增進學生對單字的記憶，唯

有學習者對所習得的單字主動的進行思考與運用，字彙才能由短期記憶變成長期記憶。有學者建議應大量

運用多媒體工具，利用影片或聲音等方式，激發學生對學習字彙的興趣，並藉由情境中的資訊以編碼的方

式記憶，可以促進短期記憶進而成為長期記憶[12]。 

四、 遺忘曲線 

(一)心理學家將記憶分為： 

1. 瞬間記憶：外來的訊息刺激感官而形成短暫的停留；訊息如果沒有被注意、分析而轉換成短期記憶，

訊息會在 2-3 秒內很快消失。 
2. 短期記憶：經由瞬間記憶轉換而成，在大腦可以維持的時間約在 30 秒至兩天，如果經由反覆訓練

與使用，會轉換成長期記憶。 
3. 長期記憶：維持時間大約幾天至幾個月，容量沒有限制。 

(二)艾賓豪斯 

艾賓豪斯 (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是德國著名的心理學家，他在 1885 年出版了《關於記憶》

一書，其中談到了他的實驗結果-遺忘曲線，艾賓豪斯發明了無意義單字，把一個母音嵌入兩個子音之中，

例如 RAX、JAF、HUQ、TAI、ZIN 等。他以自己為實驗對象，每次實驗取出數個單字，加以排出字序後，

測驗需要重複幾次後自己才能完全記住這些字序，並且間隔不同的時間來測驗自己的記憶狀況，了解遺忘

的狀況，同時也測驗複習之後，需要多久時間才能再重新完全記住這些字序。實驗結果如表 1 所示。艾賓

豪斯從他的實驗結果得到一些遺忘規律：如果沒有複習，學習後一個鐘頭，已學會的內容就有 56%記不起

來；一天之後，66%的內容已經遺忘；一個月之後更有將近 80%的記憶內容消失，如圖 1 所示[13-18]。 

表 1 時間-記憶量對應表 

時間 間隔記憶量 

剛剛記憶完 100% 

20 分鐘後 58.20% 

1 小時之後 44.20% 

8-9 小時之後 35.80% 

一天後 33.70% 

兩天後 27.80% 

六天後 25.40% 

一個月後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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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艾賓豪斯遺忘曲線圖 

叁、系統架構 

本研究係建置一個科技英文學習平台，利用平台上提供的各種功能去蒐集學習者在此學習平台上的相

關資訊作為分析依據，在藉由問卷和訪談中瞭解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和平台的功能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同時也藉由學習歷程探討學生上網次數、平台測驗成績與課堂測驗成績的表現關係。平台會將學習者在查

詢系統及測驗系統上的操作過程記錄於學習歷程中，學習者可經由查詢學習歷程紀錄瞭解自己的學習狀

況，系統會分析每一個學習者的學習歷程檔案，以遺忘曲線預測平台何時是提醒學習者進行複習的最佳時

機。 
本研究將科技英文學習平台權限分為三個層次：訪客、學生及教師/管理者，以下的平台畫面將以學習

者的腳色進行畫面呈現，本平台提供的公告系統採用時間軸(Timeline)的概念，使用者在進入網站後，可

透過時間軸知道本日的最新資訊。查詢平台沒有限制權限，提供所有進入此學習平台的使用者使用，使用

者只需將要查詢的單字打入按下查詢即可查詢單字的中文解釋，本系統提供的單字著重於資訊類的英文字

彙，在查詢頁面右邊加了歷史查詢(所有使用者查詢過的單字)及使用者歷史查詢(使用者自身查詢過的單

字)，以提供學習者知道自己查詢過的單字及平台上的熱門查詢，如圖 2 所示。測驗平台分為三大部分：

字彙測驗、試題測驗和適性化測驗，由於需要詳細記錄使用者的測驗過程與結果，因此測驗功能需先進行

登入才能使用，字彙測驗使用者可以設定出題範圍(使用者查詢、平台歷史查詢、資料庫中的單字)及模式

(中文出題、英文出題)在點選出題，如圖 3、圖 4(a)所示，使用者在點選送出答案後會將正確答案顯示出

來，如圖 4(b)所示。 

 
圖 2 單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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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字彙測驗 

  (a) 出題設定       (b) 正確答案 
圖 4 字彙測驗 

試卷測驗共 25 題、測驗時間為 25 分鐘總分為 50 分，如圖 5(a)所示，學習者在答題完送出答案後，

平台會將正確答案顯示在試卷上，如圖 5(b)所示，使用者可以查詢各題的正確答案及其他選項的解釋。圖 
6 為適性化測驗流程，本研究中之適性化測驗系統採用粒子群最優化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作為核心演算法[19]。使用者設定好相關測驗參數後即可開始測驗，適性化測驗系統會依據使用者的

能力水平自動找出合適的題目進行測驗，如圖 7，並依使用者每次答題的結果調整使用者的能力值後再次

找出適合的題目，在測驗結束後會提供使用者答對題數以及答錯的試題解答。學習者可藉由檢視學習歷程

功能得知學習者在平台上的學習記錄，如圖 9(b)所示，老師或管理者也可以藉由學習歷程介面查詢學習

者在平台中的使用資訊，如圖 8、圖 9(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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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出題 

(b) 正確解答 
圖 5 試卷測驗  

 
圖 6 適性化測驗流程圖 

 

圖 7 電腦適性化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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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學習歷程查詢(教師介面) 

(a) 教師介面 (b) 學習者介面 
圖 9 學習歷程查詢結果  

除了學習者主動的去查閱個人學習歷程外，系統也會在使用者登入系統時，根據學習者的學習歷程，

找出學習者曾經搜尋的單字以及進行測驗時曾經答題錯誤的單字片語，以遺忘曲線的概念找出學習者可能

已經遺忘的單字供學習者複習。圖 10 為使用者登入學習平台後系統顯示學習者該進行複習的單字，此系

統將可能遺忘的單字依上次複習的時間長短分成三種複習等級，上次複習時間在 20 分鐘以內的為輕微等

級；8 小時以上為中等等級；1 天以上不曾複習過的為強烈等級。 
 

 
圖 10 單字複習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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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參與本研究實驗對象為 50 名某大學資訊工程系大四學生，在收集相關資料後將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

進行資料分析。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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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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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圖 11 為本研究流程圖，本研究將在學期初讓學生在平台上進行評估測驗，此測驗將用來評估學生在

未正式學習科技英文課程前的科技英文能力是否有所落差。期中、期末考則讓學生進行紙筆測驗以供分

析，紙筆測驗滿分為 100。並以期中考為間隔，期中考以前的平台測驗成績為期中前平台成績，期中考後

之平台測驗成績為期中後平台成績，平台測驗成績計算方式如(1)所示， j 為總測驗次數， iR 為第 i 次測

驗成績。 

j
R

R
ji

i i
avg

∑ =

== 1
 

(1) 

修課學生使用本學習平台一學期後，以學生使用情況做為分組依據，分組方式為將學生在學期中每次

使用平台的時間加以計算，計算出的每次平台使用平均時間做為分組依據，分組方式如下：由於每位學生

在使用平台的使用時間都不太一樣統計較為困難，本研究將學生使用時間(St)先經過(1)式轉換成 )( avgS ，

如(2)所示： 

   j
is

S
ji

i t
avg

∑=

== 1
)(

 
 (2)

其中，j 為總使用天數， )(iSt 為第 i 天所使用的時間。本研究依照學生每次使用平台的平均時間分為

30 分以下、1 小時、1.5 小時及 1.5 小時以上，依照(3.1)試所計算出來的平均時間將學生分為四類，如表 2
所示。各類組中的人數如表 3 所示，大部分的學生平均學習時間都落在 B 群組。 

為了瞭解使用平台學生在學習科技英文課程前的科技英文能力是否有無顯著的差異，本研究以評估測

驗成績為依據，如表 4。並以學生在學習平台上實際的使用時間為分組依據，如表 3 所示。學生在平台使

用時間平均/標準差分別為 40.28/14.926、38.80/16.226 及 46.40/24.593。(由於組別 A 當中的 6 位學生使用

平台時間極低，所以組別 A 的學生視為不使用本學習平台，因此組別 A 不列入此部分探討範圍。)  
為了進一步了解本研究提出的分組方式在評估測驗中是否有所差異，而影響最後實驗結果，本研究以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方法檢測。結果如表 5、表 6 所示，Levene 變異數同質性檢定結果，

如表 5 所示，所得統計量為 1.361，顯著性為 0.268＞0.05，所以三組的變異數可視為相等。由表 6 中顯

示 F＝0.379，顯著性為 0.687＞0.05，因此三組學生對於科技英文的前測成績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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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行為分組轉換表 

類別 平均使用時間 

A avgS≤分30  

B 小時分 130 ≤≤ avgS  

C 小時小時 1.51 ≤≤ avgS  

D avgS≤小時1.5  

表 3 學生行為描述資料 

A B C D Total 
人數 比例 人數 比例 人數 比例 人數 比例 人數 比例 

6 12% 29 58% 10 20% 5 10% 50 100% 

由於在本學習平台所蒐集的學生測驗成績中，有少數學生的期中後平台成績比期中前平台成績差，這

部分本研究將這些學生個別做了訪談，發現某些學生認為期中後的測驗試題較為困難，因而導致他們的成

績較低。由於在本研究中的前期題庫以單字填空為主，目的是希望讓學生先多熟悉字彙，期中考過後題庫

增加了詞性及文法等不同類型題型，因此測驗難度也有相對的提升。在整理資料中發現，期中後平台成績

退步的學生在期中試筆測驗成績普遍都較低，這些學生在期中考前使用平台進行測驗的次數也較少，前文

有提到，期中考以前的測驗題型容易，因此平台測驗分數也較高。由於老師在課堂教學時，提到系統中的

記錄會列為平時加分中，這也造成了有少數學生在期中考後才開始有長時間的使用本學習平台，但由於期

中考以後題庫難度提升，因此有少數學生的期中後平台成績比期中前平台成績差，但大部分學生在平台中

的測驗成績都是呈現進步的趨勢，如表 7 所示。 

表 4 學生行為前測描述統計 

組別 評估測驗平均成績 個數 標準差 

B 40.28 29 14.926 

C 38.80 10 16.226 

D 46.40 5 24.593 

總和 40.63 44 20.177 

表 5 學生行為前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變異數同質性檢定) 

變異數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量 分子自由度 分母自由度 顯著性 

1.361 2 41 0.268 

表 6 學生行為前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 

ANOVA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03.589 2 101.794 0.379 0.687 

組內 11026.593 41 268.941   

總和 11230.18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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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平台測驗成績 

組別  期中前平台成績 期中後平台成績 

B 

平均成績 7.62 41.66 

人數 29 29 

成績標準差 13.455 17.366 

C 

平均成績 26.20 43.40 

人數 10 10 

成績標準差 23.836 13.930 

D 

平均成績 44.00 53.60 

人數 5 5 

成績標準差 30.854 10.015 

表 8 紙筆測驗成績 

組別  期中 期末 進步幅度 

A 

平均成績 65.00 67.00 
 

3.07% 
人數 6 6 

成績標準差 10.315 17.181 

B 

平均成績 60.34 70.76 
 

17.26% 
人數 29 29 

成績標準差 12.251 13.577 

C 

平均成績 63.30 72.40 
 

14.37% 
人數 10 10 

成績標準差 15.166 14.315 

D 

平均成績 71.20 79.20 
 

11.23% 
人數 5 5 

成績標準差 6.648 4.147 

總和 

平均成績 62.58 71.48 

 人數 50 50 

成績標準差 12.403 13.547 

由表 8 的統計數據可知，未使用平台的 A 組學生的進步幅度較小(3%)，有使用科技英文輔助學習平台

的學生學習成績則都有較大的進步幅度(11%~17%)。B 組學生在期中的成績是偏向低於 60 分的，但在期

末紙筆測驗時大部分同學成績都大於 60 分，而 D 組由於期中分數本來就在 70 分以上，在成績的進步上

也就比 B、C 組要來得少，但是以進步幅度的角度來看依然較 A 組學生來的好，因此從學生在科技英文的

成績表現上可以發現，有使用學習平台的學生，因此成績得到較多的進步，而未使用本學習平台的學生成

績就呈現幾乎停滯不動的情況，這也說明了使用科技英文學習平台在輔助學生學習科技英文上有一定的幫

助。 

伍、學生學習歷程對遺忘曲線的影響 

由於每一位學生的對於英文字彙的記憶方式皆不相同，因此其遺忘曲線也會有所差異性，本研究以英文單

字對學習者進行測試，測試方式為先選出 60 個英文單字，在最初本研究先讓學生閱讀 60 個單字，以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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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1 小時、8 小時、一天後、兩天後、六天後等測試，並區分為有複習和沒複習兩種測試，在這部份

由於目前並未全面針對所有學生施測，僅就少數學生做出遺忘曲線，未來可以對此進行擴充實驗，找出每

個學生各自的遺忘曲線。每次測驗 60 個單字後給未複習的學生中，在遺忘曲線中的遺忘幅度會大幅的降

低，這表示了單字記憶會因為時間漸漸遺忘，如圖 12 所示，學習者在 1 天過後的遺忘曲線變為平緩，原

因在於有一些單字因為之前以學習過了，而學生已知道單字的意思。在每次測驗 60 個單字後給予複習的

學生，在遺忘曲線中的遺忘幅度不會太大，這表示了經過複習的過程後，單字在大腦的記憶程度是可以提

升的，如圖 12 所示。由於在每位學生的遺忘曲線皆不相同，學習記憶的方式也不相同，本研究平台將學

生的學習歷程所查詢過的單字加以收集，在平台中加入了遺忘曲線的概念協助學生學習記憶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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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複習 
圖 12 遺忘曲線  

陸、結論 

本論文建置一個科技英文學習平台並探討科技英文學習平台對於學生在科技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使

用者在使用平台上的功能時去會自動記錄學習者在使用時的相關資訊作為分析數據，藉由學習歷程探討學

生上網次數、平台成績與學習成績的表現關係。所建置的科技英文學習平台會將學習者在查詢平台及測驗

平台上操作記錄存於學習歷程中，學習者可查詢學習歷程紀錄以瞭解自己目前的程度。系統會分析每一位

學習者的學習歷程資料，利用遺忘曲線預測何時是建議學習者複習的最佳時機，透過這種主動提醒的機

制，增強學生的主動性，讓學生更能主動地去學習英文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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