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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知識結構的特徵

‧概念間可能形成階層

‧概念間具有關係連結

‧階層間有難易差別（若將不同概念分類於‧階層間有難易差別（若將不同概念分類於
不同年齡來學習）



兩個小實驗

‧猜猜看

‧記記看



‧程序其實很簡單。首先你把東西安排成幾組，當
然一組也可能夠了，看你有多少東西要處理而定然一組也可能夠了，看你有多少東西要處理而定
。除非你缺某項材料而要到別的地方拿，不然已
經大致就緒。一次不要作太多，一次處理少一些經大致就緒。一次不要作太多，一次處理少一些
比多一些好。一開始可能不覺得如此，但東西一
多就複雜了，一但弄錯，也可能付出昂貴代價。多就複雜了，一但弄錯，也可能付出昂貴代價。
這些都是生活的一部份，很難看出何時可以不需
要再做。當程序完成後，再度把東西分成數組，要再做。當程序完成後，再度把東西分成數組，
然後分別放到適當的地方。最後他們又會被拿來
用，然後這些循環又會開始。無論如何，這就是用，然後這些循環又會開始。無論如何，這就是
生活的一部份。



No topic Topic after Topic before
2 82 2 65 5 832.82 2.65 5.83 



記記看記記看

褲子 土司 鉛筆 電視 稀飯 檯燈

皮鞋 冷氣機 筆記本 西裝 千層麵 橡皮擦皮鞋 冷氣機 筆記本 西裝 千層麵 橡皮擦



萃取學科知識結構的原因

取得知識表徵‧取得知識表徵

‧易於知識傳承（設計課程結構與教材內容）（ ）

‧易於學習（易於組織與診斷）



單元知識結構萃取的方法

• 引出知識(knowledge elicitation)：知道特定人員的
知識內涵有哪些？知識內涵有哪些？

• 晤談：Goodyear (2005); Chi & Gobbo (1986)
卡片排序( d ti )• 卡片排序(card sorting)

• 概念相似性評定 (similarity rating): 宋等(1998)



單元知識結構萃取的方法（二）

結構化知識• 結構化知識（knowledge structuralization)：
找出概念間的關係，尋求知識結構

• Pathfinder 法：Goldsmith(1991)
知識向度簡降法 G d (2005)• 知識向度簡降法：Goodyear (2005)

• 概念階層序列法(ordering theory):  吳昭容等概念階層序列法( g y) 吳昭容等
(2008)









小四八種分數試題類型與階層對照表小四八種分數試題類型與階層對照表

階層 編號 類型 例子

4

3 帶分數減真分數(需借位)

5 帶分數減帶分數(需借位)
8
6

8
33 −

63264 5 帶分數減帶分數(需借位)

8 整數減帶分數(需借位)
7

3
7

6 −

8
347 −

3

4 帶分數減帶分數

6 帶分數減整數

6
12

6
45 −

3
5
44 −

7 整數減真分數

2 2 帶分數減真分數

5

7
45 −

3522 2 帶分數減真分數

1 1 真分數減真分數
8
3

8
5
−

77
2 −



八種同分母分數減法的難度階層圖



單元知識結構萃取的方法（三）

表徵知識 將知• 表徵知識(knowledge representation)：將知
識結構視覺化

• 知識結構圖：專家、學生

概念圖 專家 學生• 概念圖：專家、學生











從單元知識結構到學科知識結構：從單元知識結構到學科知識結構：
概念分層與能力指標

‧學科知識結構：單元知識結構的叢集‧學科知識結構：單元知識結構的叢集
(cluster)

‧能力指標：各學習階段應對哪些知識或技
能叢集加以理解或熟悉能叢集加以理解或熟悉



學科知識結構與能力指標的合理性之判斷

叢集內概念涵蓋性• 叢集內概念涵蓋性(comprehensiveness)
• 叢集內概念可理解性(comprehensibility)叢集內概念可理解性(comprehensibility)
• 叢集間的階層合理性(reasonable hierarchy) 



以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為例以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為例

• http://www.hyes.tyc.edu.tw/nine/



學科知識結構與能力指標的合理性之判斷

‧以資訊素養指標的建構與檢驗為例以資訊素養指標的建構與檢驗為例



資訊素養指標專案目標資訊素養指標專案目標資訊素養指標專案目標資訊素養指標專案目標

建構一套合理可用的資訊素養指標‧建構一套合理可用的資訊素養指標

‧為資訊素養指標內涵的階層適切性、重要為資訊素養指標內涵的階層適切性 重要
性及可行性取得實徵證據的資料。

評估評量資訊能力的評量方法（如實作評‧評估評量資訊能力的評量方法（如實作評
量）的信度與效度。

‧根據上述兩項研究結果，對資訊素養指標
內涵和評量方法進行修正。內涵和評量方法進行修正。



實施策略 一實施策略 一實施策略（一）實施策略（一）

檢驗的資訊素養指標之階層適切性 重要‧檢驗的資訊素養指標之階層適切性、重要
性及可行性
–專家（內容）效度：德懷術

‧建立評量系統，取得學生在資訊能力指標‧建立評量系統，取得學生在資訊能力指標
的實作評量的實徵資料

順序理論–順序理論

–難度、鑑別度分析



設計素養指標的評量題組設計素養指標的評量題組設計素養指標的評量題組設計素養指標的評量題組

設計題組原則‧設計題組原則

–針對國小五、六年級所對應的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

–共設計兩個腳本，腳本步驟包含國小五、六年級的資
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

–腳本主要評量的原則包含A-2-1、A-2-2、B-2-1、C-2-1、
C-2-2、D-2-1、E-2-1

腳本網頁‧腳本網頁http://192.192.6.72/stu/

–網路沈迷帳號密碼輸入95111

–叢林歷險記帳號密碼輸入95114 



網路沈迷測驗理論分析結果 二網路沈迷測驗理論分析結果 二網路沈迷測驗理論分析結果（二）網路沈迷測驗理論分析結果（二）

順序理論‧順序理論（OT）

–詳細內容詳細內容



妙妙叢林測驗理論分析結果 二妙妙叢林測驗理論分析結果 二妙妙叢林測驗理論分析結果（二）妙妙叢林測驗理論分析結果（二）

順序理論‧順序理論（OT）

–詳細內容詳細內容



知識萃取與組織方法對
奈米和能源科技概念教學的啟發

‧常見概念圖的限制

1 概念階層沒有由摡括到具體；一般到特定。1. 概念階層沒有由摡括到具體；一般到特定
2. 一個次概念所包含的知識內涵過多。
3 重複或相似的次概念。

‧解決的方法

3. 重複或相似的次概念
4. 概念階層的次概念超出學習者的能力

‧解決的方法
1. 利用德懷術(專家效度)檢驗的概念之階層適

切性 重要性及可行性切性、重要性及可行性
2. 利用順序理論建立學生的概念階層，取得學

生概念的實徵資料生概念的實徵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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