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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Mining 平台輔助日本文化課程分組報告之教學研究 

                            簡曉花＊、張欽智＊＊ 

                                    摘要  

申請人於執行開發路徑建構功能平台輔助日本文化相關課程的 PBL 教學設計獲知：該平台

確實可有效協助學生完成翻轉預習並更加瞭解議題及與教師互動討論，亦可協助教師掌握學

生在平台進行翻轉預習的學習情形，其成果已於 THCI 日語教學專業期刊《台灣日語教育學

報》刊登。然而同時也發現：學生在進入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時欠缺平台輔助。然而，目前

日語教學研究中卻並無觸及學生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的輔助工具。故本計畫與資訊工程領域

背景之共同主持人進行跨領域合作，在既有之系統上開發新增「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

平台」，以此協助學生快速及有效完成網路資料查詢，驗證本平台輔組分組報告的有效性。 

 

關鍵字  Web Mining  日本文化課程 分組報告 

 

＊中華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教授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A Pedagogical Research on Web Mining Platform Supporting Japanese Culture Course 

Grouping Report 

CHIEN Shiaw-hua＊, CHANG Chin-Chih＊＊ 

                                   Abstract 

The applicant implemented PBL•Zuvio IRS teaching designs through a platform to assist Japanese 

culture courses. The implementation showed that the platform effectively helps students with 

flipped preview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interactive discussions, and learning progress 

tracking. Th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THCI Journal. However, a new problem was discovered 

where students lacked a systematic platform to prepare for group reports. Additionally, there are no 

auxiliary tools for students' group reports in Japanese teaching research.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applicant collaborated with a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pert to develop a 

new "Web Mining Data Retrieval Platform" based on last year's system. The platform aims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online data query and validate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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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Mining 平台輔助日本文化課程分組報告之教學研究 

 

1.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1 研究議題的問題挑戰與背景 

    所謂 Web Mining 網路探勘，根據 Raymond Kosala and Hendrik Blockeel（2000）定

義所謂 Web Mining 是結合了 Web crawler 網路爬蟲及 Data mining 資料探勘的新程式，

Web Mining 會從網際網路文件和網路服務中自動的發現萃取出資訊以供應用，新冠疫

情蔓延下，電子商務及網路平台用量急遽攀升，因此 Web Mining 之應用亦顯得日趨重

要。全世界有不少 Web Mining 相關研究，而歐美已有研究指出 Web Mining 應用於輔助

教學之可能。然而，在日本語教育研究領域中，由於學門屬性之關係，受矚目的不是

Web Mining、Data mining 而是 Text mining 文本探勘，Text mining 是 Data mining 的延

伸，它側重在語意語境之文字分析或語料庫之字彙分析等，歷來的日本語文研究幾乎是

運用 Text mining 進行文本或語料分析，雖有極少數運用在分析學生報告，但並無輔助

教學的實踐研究。關於此，為避免重複，容筆者於後文之文獻回顧再行詳述。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主持人於教學現場發現了新問題：即現有的教學設計中有 PBL 與分組報告兩個學

習活動，PBL 的課前準備有輔助平台可輔助，但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卻欠缺輔助，而此

日本文化教學現場問題，目前尚待解決。本研究主題及目的乃預期透過導入新開發的

Web Mining 網頁資料搜索優化程式，以此協助學生在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快速完成網

頁資料查詢，發揮輔助分組報告之學習成效。 

2.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研究主題為「Web Mining 平台輔助日本文化課程分組報告之教學研究」，旨在開發導入    

    Web Mining 平台以輔助分組報告之課前準備的資料搜尋並檢證其成效。主持人以台日

比較文化觀點出發教授日本文化相關課程，然而於教學現場發現發現了尚待解決之新問題，

即「學生的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欠缺輔助」，其詳細如下說明。 

   2.1 前一期「11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發現：既有的平台無法支援學生分組報告準備 

    首先，既有的教學輔助平台其實並無法支援輔助學生的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但主

持人搜尋鑽研先行研究之文獻所知，最新研究 Kleftodimos Alexandros and Georgios 

Evangelidis（2013）顯示：Web Mining 支援學生學習活動之可能。主持人申請人前一期

「11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有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支援輔助學生的分組報告的課前準

備。因此開發且導入 Web Mining 以支援學生的分組報告資料搜尋則成為目標課題。 

   2.2 本期「11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規劃：以跨領域合作開發導入 Web Mining 平台以解 

      決日本文化課程分組報告無輔助工具之問題 

    主持人因 112 學年度兼院長之關係，故與轄下之「應用外語暨智慧商務學士學位學

程」副主任的資訊工程學系張欽智教授互動頻繁，因此主持人就前述問題向張師請益，

擬合作開發本計畫標題之「Web Mining 平台」以補足現有教學輔助不足之缺陷，並導

入本課程的分組報告學習，以協助支援輔助學生的分組報告的課前準備的資料查詢，並

解決本次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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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針對本計畫相關研究文獻，以下僅挑出較具重要性且依性質分類進行介紹。 

3.1 日本語教育之分組報告教學相關主要研究文獻 

   首先，林玉惠（2017）、許均瑞（2019）各自指出在翻譯課及新聞日語教學中的小組合作

學習分組活動之學習成效以及相關之評量尺規問題。其次，佐藤礼子（2015）、清水慶子

（2016）則是著重分組發表後的同儕學習（Peer Learning）實施之成效及問題進行檢討。以

上台日的日本語教育之分組報告教學研究論文顯示如下：無論是翻譯課、口頭表達課程、新

聞日語課等，分組報告的同儕學習及同儕互評均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並

達到一定的學習成效，且分組報告的同儕學習及同儕互評亦具有其重要性，然而，對於分組

報告的學生課前準備的輔助方式並無著墨，有待補白。 

3.2 日本語文領域之 Text mining 相關主要研究文獻 

    首先，在在台灣日本語文領域之 Text mining 相關研究主要有 4 位學者投入，例如落合

由治（2020）、曾秋桂（2021）賴錦雀（2020）施列庭（2011），這些在台灣的日本語文領域

之 Text mining 相關研究不外乎是藉由 Text minin 的導入，證實了文字探勘技術於文學文本

分析及語言語料分析等方面之功效，特別是指出了在閱讀教學方面所具有的功效，此功效亦

顯示 CLIL 教學法之可能性。然而，關於本計畫的問題是：如何輔助學生分組發表進行課前

準備？在上述諸多 Text mining 相關研究中並無法得知如何去解決此問題。 

     其次，在日本的日本語文領域則呈現保守，Text mining 的相關研究其實並不多，例如 

有田佳代子（2016）、金明哲 , 鄭弯弯（2020）等，以上在日本的日本語文領域之 Text 

mining 相關研究呈現保守量少，內容不外乎是將 Text mining 導入分析學習者的學習後心

得、語言學計量研究。然而，到底該如何輔助學生分組發表進行課前準備？依然下落不明，

有待改善。  

3.3 Web Mining 之教學應用相關主要研究文獻 

    目前在工程領域對 Web Mining 的相關研究非常多，但真正論及它的教學應用的論文卻

非常少，以下就與本計畫密切相關之 2 件進行回顧探討。 

    首先，Kleftodimos Alexandros and Georgios Evangelidis（2013）指出 Web Mining 可由網

絡中萃取主題領域知識，動態的更新資料以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其次，Sung Ho Ha, Sung 

Min Bae, and Sang Chan Park（2000）指出 Web Mining 可發現課程整體及個別習者的學習路

徑，此類研究顯示 Web Mining 支援學生學習活動之可能。 

    以上相關文獻回顧之結果獲知，Web Mining 在教學之應用研究仍未多見，在日語教學

的運用易尚未出現，而本計畫之問題：分組教學資料搜尋之輔助問題仍是無解，而對此歐

美最新研究結果則顯示了 Web Mining 輔助教學之可能性，極具參考性。 

4.教學設計與規劃(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lanning) 

4.1 教學目標、教學方法 

本課程屬於文化相關課程，其教學目標自然並非單指日本語言本身，在實質上比較偏向

文化專業能力；教學方法上則涵蓋有講授法、PBL、翻轉教學法、分組報告等。 

4.2 課程整體之成績考核方式、各週課程進度、學習成效評量工具等相關規劃 

    首先，於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以及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設「日本文化」各一門課，進行教學，其課程規劃各為 18 週課程（含放假、期中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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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考），每週 2 小時，詳如下圖 1、圖 2 所示。其次，每學期上課約為 7 週 9 單元，每週安

排 Zuvio IRS 即時互動之授課前測及後測，取代人工點名同時立即掌握當週學生之學習成

效。再者，教學活動規劃方面，除持續執行前一期 110 教學實踐計畫 PBL 教學活動 4 回之

外，另規劃實施 5 週共計 10 單元之台日文化比較之分組報告。此外，實施期中考及期末考

以紙筆測驗評量學生於相關知識方面的學習成效，以上各評量均詳載於後文 6.1.1。 

                    

                            圖 1「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課程進度 

                   

                           圖 2「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課程進度 

4.3.本次「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輔助分組報告的之教學設計架構 

    為避免影響教學主旨偏離，故每學期課程內含進行分組報告計 10 單元（5 週），學生預

設在 45 人左右，中途退出者扣除後，則大約以一組 4 人為原則，各週教學規劃如下。 

（1）第 1 週-第 2 週：分組及「分組報告」教師指引 

為強化效率，第一堂課立即成立課程 Line 群組，讓學生自由分組，並要求學生於前二週完

成分組，選出組長，陸續在 Line 群組「記事本」回報，有分組困難者，則由教師協助完成

分組。與此同時，為避免學生漫無目標，浪費時間，教師將事先擬定發表題目之參考範圍

（詳如後述）以供學生參考。 

（2）第 3 週：Zuvio IRS「隨機抽點」功能抽定組序 

教師於課堂中使用 Zuvio IRS「隨機抽點」功能，由電腦亂數當場抽學生，依系統抽中順序

訂定該名學生所屬小組的組序，此組序暨發表順序。Zuvio IRS「隨機抽點」功能完全公平

客觀，免除爭議，且具特殊中籤音效功能，可藉此刺激提升學生的參與感。 

（3）第 4 週至第 9 週：定題、學生分組報告 

學生參酌教師事先公布之發表題目參考範圍，各自進行小組討論，確定自己的題目，並於

Line 群組回報，教師立即加以確認微調，避免題目陷入範圍過大或過小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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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組報告教學」： 

 導入「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輔助，具體如下圖所示: 

 
圖 1「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輔助「分組報告」教學設計 

（5）第 10 週-14 週：課堂發表 

    本教學計畫擬實施 5 週共計 10 單元之台日相關比較之個案發表，讓學生自主討論決定

主題並準備報告，經上述「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輔助下，討論分析彙整並製作

簡報，至課堂發表。每單元以 Zuvio IRS 進行即時全體學生之同儕互評與反饋，並於課堂即

時顯示該學生同儕互評結果及反饋意見內容，且教師以 Zuvio IRS 分享畫面同時，針對學生

同儕互評內容給予意見，並進行總評。 

5.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關於本研究計畫是如何收集資料？是收集什麼資料？如何分析資料做如下 3 點說明。 

5.1 資料之收集方式 

    本研究計畫採行之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 Zuvio IRS 的問卷設計功能，設計「前測」、「後

測」之問卷，以全體學生為對象，於教學前、教學後實施，以此收集此教學實踐研究之資

料。 

5.2「前測」、「後測」問卷之內容 

   本研究計畫所採行之「前測」、「後測」問卷內容如下所述。 

5.2.1.「前測」之問卷內容 

台日比較文化報告分組成員一確定後，立即以 Zuvio IRS 實施「前測」共 4 題如下： 

1.我對台日比較文化有認識瞭解（五尺度） 

2.我對台日比較文化的認識瞭解為何？（自由敘述） 

3.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 

4.我對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的認識瞭解為何？（自由敘述） 

5.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並整合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 

    經此「前測」得知學生在本實驗前，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以及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

日比較文化知識之能力。 

5.2.2「後測」之問卷內容 

在所有的台日比較文化之報告結束後，立即以 Zuvio IRS 實施「後測」共 7 題如下： 

1.我對台日比較文化有認識瞭解（五尺度） 

2.我對台日比較文化的認識瞭解為何？（自由敘述） 

3.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 

4.我對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的認識瞭解為何？（自由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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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並整合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 

6.在準備分組報告發表時，Web Mining 推薦系統是有助於我資料搜尋的？（五尺度） 

7. 關於「Web Mining 推薦系統」的其他感想：（自由作答） 

     經此「後測」得知學生在本實驗後，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以及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

日比較文化知識之能力，此外也可獲知對學生的資料搜尋是否有幫助以及感想。 

5.3 研究資料之分析方式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如下。 

5.3.1.建立彙整資料方面：師生檔案之統整 

（1）學生學習歷程相關檔案：「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爬爬貓』 

     資料檔案、Zuvio IRS 同儕互評檔案、PBL 教學檔案、分組報告、測驗評量等。 

（2）教師文字資料：課程設計、「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爬爬貓』搜尋紀錄、

Zuvio IRS 及 PBL 教學施作內容、教學評量等。 

5.3.2.分析評量方面：「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爬爬貓』之平均精準度 

     平均精準度(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之效能評估，其概念為希望在經由系統所選

出來的服務能在一個已經排名好的列表中越趨前面。如果越趨前面，所得之 MAP 數值越

大，反之如果越趨後面，則 MAP 值越小，其表示公式如下： 

MAP=  (∑_(i=1)^N▒i/Rank)/N（ N 代表選出的服務總數，Rank 為 i 在排名列表中的位置） 

   例如說，假設使用者所勾選的網頁個數是三個，經由系統所找出來的三個網頁分別位於

在排名列表中的第 1、2 與 5 名則，MAP 值約為 0.866， MAP=  (1/1+2/2+3/5)/3 = 0.866。 

    本計畫擬透過「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爬爬貓』推送網頁實際最後被學生

所採用順位之平均精準度(MAP)，以此評估該平台之成效。 

5.2.3.「前測」、「後測」分析之部分 

     量化分析：利用 Zuvio IRS 內建 Excel 統計學生在「前測」、「後測」中所表現的能力五

尺度 Data，並比較兩者以研究其間之差異，以此評估「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輔

助台日文化比較分組報告之成效。 

     質性分析：針對學生在「前測」、「後測」中自由敘述的文字 Data，以 Word Clouds 文

字雲分析彙整、歸納、總結問卷回饋文字內容，以此進行「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

台」輔助台日文化比較分組報告成效之質性分析。  

6.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6.1 教學過程與成果 

6.1.1 教學過程：教學方法、教材選擇、學習評量方式 

    首先，本教學實踐主要是以應用日語學系之大一學生為對象，場域為學校課堂，採取之

教學方法涵蓋講授法、PBL、翻轉教學法、分組報告等。 

    其次，教學目標重點在文化教學，授課語言為中文/日文，所使用之教材分別如下。 

1.方献洲、王珍妮、林立萍、神作晋一、黃鈺涵、落合由治、葉淑華、賴錦雀，《台湾から

見た日本事情 生活・社会編》，臺北：大新書局，2017。 

2.北川修一、李偉煌、林淑丹、徐興慶、張桂娥、彭春陽、曾秋桂、横路啓子、鄧美華、蘇

克保，《台湾から見た日本事情 言語・文化編》，臺北：大新書局，2018。 

    此外，學生之成績考核及學習成效評量工具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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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參與 20﹪、分組報告專題發表（總結性評量/教師評量 17﹪+Zuvio IRS/同儕互評 3﹪）、

PBL 翻轉預習作業 10﹪、PBL 上課評量（教師評量 7﹪+同儕互評 3﹪）、期中考(筆試)20

﹪、期末考(筆試)20﹪。 

6.1.2 學習成果：學生所完成的上下學期分組報告題目 

    學生於兩門課共完成了 19 個台日比較分組報告，其各自題目如下表 1、表 2 所示。 

                             表 1「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分組報告題目  

組別 題目 組別 題目 

1 日台比較-住宅について 6 台日比較-旅行について 

2 日台比較-ACG について 7 日台比較-流行について  

3 日台比較-職場について  8 日台比較-食について 

4 日台比較-バス・電車について 9 日台比較-スポーツについて 

5 日台比較-信仰・習俗について 10 日台比較-衣について 

                              表 2「日本文化」下學期分組報告題目 

組別 題目 組別 題目 

1 日台比較-祭り文化について 6 台日比較-言語と文化について 

2 日台比較-茶文化について 7 日台比較-建築と庭園について  

3 日台比較-工芸品について  8 日台比較-華道について 

4 日台比較-音楽と舞踊について 9 日台比較-文学について 

5 日台比較-大衆演芸と演劇（退選） 10 日台比較-書道絵画について 

6.3 教師教學反思 

  本教學實踐依照上述教學及研究設計實施後，將所取得之數據其文字檔案資料，並依照上

述之資料分析方式進行統計分析，對其結果進行教師之教學反思如下。 

6.3.1 評估「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本身之性能：效度良好 

    關於此「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爬爬貓」）之性能效度，我們統計兩學期實

施之平均精準度(MAP)結果，MAP 越接近 1 越表示該平台之精準度高，以第一學期為例詳

如下。 

          表 3  112-1「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爬爬貓」檢索紀錄及 MAP 統計表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1 12/33 0.51 2 7/36 0.57 3 6/33 0.90 

4 8/62 0.95 5 13/272 0.90 6 8/41 0.71 

7 14/44 0.91 8 30/120 0.64 9 6/64 0.67 

10 13/69 0.67 11 15/137 0.77 12 14/95 0.87 

13 12/102 0.97 14 6/33 0.65 15 13/44 0.52 

16 10/47 0.46 17 11/32 0.76 18 6/31 0.65 

19 11/38 0.47 20 6/30 0.95 21 26/153 0.64 

22 10/33 0.70 23 19/65 0.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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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2-2「日本文化」「爬爬貓」檢索紀錄及 MAP 統計表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1 6/44 0.96 2 7/39 0.86 3 17/131 0.34 

4 13/40 0.87 5 10/18 0.67 6 6/40 0.92 

7 6/32 0.57 8 23/44 0.59 9 21/47 0.64 

10 7/34 0.43 11 10/43 0.47 12 11/32 0.76 

13 15/30 0.36 14 8/49 0.81 15 6/19 0.45 

16 1/1 1.00 17 6/31 0.77 18 7/34 0.52 

19 6/30 0.81 20 7/32 0.77 - - - 

     「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日本文化」參與使用「Web Mining 網頁資料檢索平台」

（「爬爬貓」）檢索實做之人數各為 23、20 人。推薦系統在學生輸入關鍵字後，會推薦 10 個

網頁資料供學生點閱。MAP 數值介於 0-1 之間，越接近 1 表示準確度越高，即推薦系統推

薦的都是使用者想要的。 

   「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日本文化」各自之參與使用者的 MAP 平均值各為 0.72、

0.6785，兩門課平均值為 0.69925。此意味著平均本系列課程每位參與使用者點閱瀏覽頁面

是位於推薦系統所推薦的順位符合率為 0.69925，換言之，參與使用者對於毎次系統所推薦

的 10 個網址頁面中，實際點閱瀏覽頁面為至上而下的 3.01 順位，符合精準率高。因此，整

體而言，此推薦系統為效度良好。 

6.3.2 教學研究成果 

    本教學研究相關之具體研究成果已有初步之發表，目前發表（含已接受）相關研討會發

表論文 2 篇，教學成果展現之成果交流會 1 場，具體如下。 

（1）教學研究成果展現-研討會發表 1 篇： 

    （A）2023 年 11 月 25 日於淡江大學 

       主辦：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會議：2023 年度台灣日語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題目：「Web Mining を生かした日本文化関連授業 2.0」 

     （B）預定 2024 年 11 月 8-10 日於淡江大學（已接受發表） 

       主辦：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會議：東アジア日本研究者協議会 第 8 回国際學術大会 

       論文題目：「Computer vision がサポートした日本地理歴史授業に関する教育研究」

（2）教學研究成果展現-成果交流會 1 場：      

       2024 年 8 月 6-7 日（二）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主辦：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內容：「112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門成果交流會」 

6.3.3 學生學習回饋（包含學生學習成果評估、教學歷程之評估、研究成果之分析評估） 

（1）學生學習成果評估分析：A 知識的掌握、B 技能的學習、C 學習成效 

    有關學生的學習成果評估，本研究 透過前後測問卷分 A「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B

「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知識之能力」、C「在 Web Mining 輔助教學設計下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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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完成分組報告」三項進行評估分析。由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問卷 1-問卷 5 我們僅以第一

學期為例介紹如下。 

A 學生的知識掌握：「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 

    關於學生的「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經前後測問卷得知如下圖 2 所示。 

 

                      前測                              後測 

    

                圖 2 問卷 1：我對台日比較文化有認識瞭解（五尺度） 

 

    前測回答結果為「非常同意」16.67％、「同意」16.67％、「普通」58.33％、「不同意」

8.33％、「非常不同意」0％。對此後測回答結果為「非常同意」40.00％、「同意」55.00％、

「普通」5.00％、「不同意」0％、「非常不同意」0％。 

    換言之，在學習前後，學生的「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是由「普通」58.33 過半數之狀

態，轉變為集中在「非常同意」40.00、「同意」55.00。因此可看出藉由此教學確實是提高了

學生的「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 

    另一方面，關於學生的「對台日比較文化理解」學習前後具體變化為何，我們透過文字

雲分析其前後之變化如下圖 3 所示。 

 

                   前測                            後測 

         

         圖 3 問卷 2：我對台日比較文化的認識瞭解為何？（自由敘述） 

 

從如上圖 3 所示問卷 2 的回答結果來看，在學習前後，學生對台日比較文化的認識瞭解顯

然是從最初的「不清楚」「飲食不同」「漫畫」為最多且敘述模糊居多，至最後轉變成「食物」、

「文化差異」、「相似」、「棒球」、「更了解」、「相同社會問題」等等更豐富敘述。換言之，我

們可以說學生透過此教學對台日比較文化的認識瞭解更佳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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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的技能學習：「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知識之能力」 

    關於學生的「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知識之能力」，經前後測問卷得知如下

圖 4 所示。 

                        前測                            後測 

  

              圖 4 問卷 3：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 

 

問卷 3 前測回答結果如圖 4 所示，「非常同意」12.50％、「同意」12.50％、「普通」58.33％、

「不同意」0％、「非常不同意」16.67％。對此後測回答結果為「非常同意」は 40.00％、「同

意」55.00％、「普通」5.00％、「不同意」0％、「非常不同意」0％。 

  從前後測得知，在學習前後學生對於自己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

識」，由最初的「普通」58.33％、「非常不同意」16.67％佔比半數以上之狀態，轉變為幾乎集

中於「非常同意」は 40.00％、「同意」55.00％。因此，我們可以說學生是透過本教學設計，

其技能確實轉變為可以「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 

    另一方面，關於學生的「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學習前後具體變

化為何，我們透過文字雲分析其前後之變化如下圖 5 所示。 

 

                    前測                            後測 

        

   圖 5 問卷 4：我對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的認識瞭解為何？（自由敘

述） 

 

從如上圖 5 所示問卷 4 的回答結果來看，在學習前後，學生對「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台日

比較文化的知識的認識瞭解」，最初是以「不了解」、「不知道」、「不瞭解」等最多，最後轉變

為「瞭解」、「好用」、「更多」、「知道細節」、「查詢」等等。也就是說，對於運用 Web Mining

探索，學生從不瞭解居多的狀態，轉變為已掌握了 Web Mining 探索的方便查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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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生的學習成效：「在 Web Mining 輔助教學設計下順利的完成分組報告」 

    關於「問卷 5.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並整合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經前

後測問卷得知如下圖 6 所示。 

                 前測                            後測 

  

        圖 6 問卷 5：我能運用 Web Mining 探索並整合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五尺度） 

 

如上圖 6 所示，前測回答結果為「非常同意」は 12.50％、「同意」20.83％、「普通」50.00％、

「不同意」4.17％、「非常不同意」12.50％。對此，後測之情形為「非常同意」は 35.00％、

「同意」50.00%％、「普通」15.00％、「不同意」0％、「非常不同意」が 0％。 

    也就是說，最初的「不同意」4.17％と「非常不同意」12.50％相當明顯的狀態，最後轉變

為幾乎集中於「非常同意」35.00 と「同意」50.00％。因此，就學生而言，他們可以說是學會

了「運用 Web Mining 探索並整合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 

（2）學生學習問卷回饋分析： 

    本教學研究已獲得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學期的學生的學習問卷回饋，我們於後測

問卷中，針對「Web Mining 推薦系統」輔助整體成效實施問卷 6 與問卷 7 問卷如下。 

 A 問卷回饋滿意度（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統計結果： 

問卷 6.在準備分組報告發表時，Web Mining 推薦系統是有助於我資料搜尋的？（五尺度）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34 人） 

         非常同意 40%、同意 45%、普通 15%、不同意 0%、非常不同意 0%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23 人） 

         非常同意 62.50%、同意 37.5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不同意 0%         

B 學生回饋（僅列舉） 

 問卷 7. 關於「Web Mining 推薦系統」的其他感想：（自由作答）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我使用了這個網站，它很容易使用，因為它準確地指出了我搜尋的關鍵字/非常好用/還不錯 

可以迅速找到想要的資料/能迅速找到資料，很方便/我知道各式各樣的台灣的文化/要找的

資料都能找到，很方便/可以看很多資料/網頁速度有點慢，但其他的蠻方便的。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能夠找到更多不同語系的資料，在做報告上很有幫助/這是個很不錯的系統，關鍵字打進去

後搜尋出來的內容跟想找的內容蠻符合的/很方便，也很快速，以後有想查找資料會想做使

用。/蠻好用的，關鍵字輸入後大多都能找到有幫助的/超酷的！/我都覺得很不錯用。 

7.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經以上教學實踐紀錄報告，我們反省獲知如下兩點。首先，在學生學習面上，對「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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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推薦系統」（爬爬貓平台）除了支援學生的資料搜尋，讓學生快速找到相關性強的資

料網頁，同時也讓學生也餘力去彙整資料，完成台日比較的簡報，並藉由與台灣的比較之思

索過程中，更具體到位的掌握到日本的文化，進而整合台日比較文化的知識。其次，在教師

教學面，教師藉由提供 Web Mining 探索之輔助，讓學生可以獲得更完整、適切的資料，對

於整體來說確實是達到了教師所設定之教學目標及成效。只是當初基於不讓學生花錢的前提

下，這個 Web Mining 系其實是串接 Google 搜尋平台架設完成，因此也因 Google 免費流量

設限的關係，教師必須控管學生使用情形才能執行，而這個無法讓學生一直免費使用的問

題，成為日後我們需要有待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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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平台檢索紀錄及推薦系統 MAP 統計-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 

 

表 1  112-1「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爬爬貓」檢索紀錄及MAP統計表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1 12/33 0.51 2 7/36 0.57 3 6/33 0.90 

4 8/62 0.95 5 13/272 0.90 6 8/41 0.71 

7 14/44 0.91 8 30/120 0.64 9 6/64 0.67 

10 13/69 0.67 11 15/137 0.77 12 14/95 0.87 

13 12/102 0.97 14 6/33 0.65 15 13/44 0.52 

16 10/47 0.46 17 11/32 0.76 18 6/31 0.65 

19 11/38 0.47 20 6/30 0.95 21 26/153 0.64 

22 10/33 0.70 23 19/65 0.72 - - - 

 



附件 2 平台檢索紀錄及推薦系統MAP統計-日本文化 

 

表 2  112-2「日本文化」「爬爬貓」檢索紀錄及MAP統計表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No. Keyword 

/click 

MAP 

1 6/44 0.96 2 7/39 0.86 3 17/131 0.34 

4 13/40 0.87 5 10/18 0.67 6 6/40 0.92 

7 6/32 0.57 8 23/44 0.59 9 21/47 0.64 

10 7/34 0.43 11 10/43 0.47 12 11/32 0.76 

13 15/30 0.36 14 8/49 0.81 15 6/19 0.45 

16 1/1 1.00 17 6/31 0.77 18 7/34 0.52 

19 6/30 0.81 20 7/32 0.77 - - - 

 



附件 3  線上前測問卷回答統計-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縮圖）   

 
 



附件 4  線上後測問卷回答統計-日本社會與流行文化（縮圖）   

 



附件 5  線上前測問卷回答統計-日本文化（縮圖）   

 

 



附件 6  線上後測問卷回答統計-日本文化（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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