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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生應用文化地景主題

網站進行知識移轉，並了解其知識移轉的覺知。在

本研究中，以 12 位國小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個案，

透過主題網站，進行「校園文化地景」知識的移轉。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透過文件蒐集與訪談

法，將獲得資料歸納及分析。本研究的發現有三

項，分別是（一）學生應用資訊科技(電腦)學習知

識；（二）透過主題網站移轉校園文化地景知識；

（三）學生透過主題網站認識校園文化地景，有助

於產生認同感。 

依據研究發現，本研究的結論有三項，分別是

（一）學生可善用資訊科技學習知識；（二）主題

網站的知識移轉策略具有效能；（三）學生運用主

題網站的知識移轉更認同學校。本研究供了學生知

識移轉方式的經驗；此外，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

知識的知識移轉設計，獲得學生喜愛；學生亦透過

主題網站學得綜合能力。依據上述結論，可以作為

日後國小應用主題網站進行知識移轉的參考。 

關鍵詞：地景、校園文化地景、知識移轉 

1. 緒論 

在知識經濟時代，資訊科技扮演重要的角色，

每個組織也相當重視資訊科技環境的建置[8,10]。
資訊科技有助於知識的獲得與分享，也可以提升知

識移轉的效能。 

目前在台灣，國小非常重視實施資訊教育，融

入鄉土教學之中。尤其，使用電腦技能與熟悉軟體

應用更是列為重點。相關的研究[9,11]認為數位學

習方式與主題網站學習顯得日益重要。 
電腦在成功的教學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顯

示，當網路資訊資源與連網設施增加時，學生會常

使用網際網路[15,19]。 

Joshi, Sarker 和 Sarker（2004）指出知識轉移

能透過社會化、教育和學習的過程展開。知識可能

被有目的轉移，或者它可能作為一種其他活動的結

果發生[14]。知識移轉是知識接受者經由與知識提

供者間的互動，透過各種方式或資訊設備來達到移

轉知識的目的。 

因此，本研究欲在國小教育現場，規劃校園文

化地景知識，作為知識移轉內容。在本研究中，以

12 位國小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個案，透過 6 週的主題

網站知識設計，進行「校園文化地景」知識的移轉。

在應用電腦部分，則包括使用電腦資訊設備、網際

網路、製作網頁相關軟體、學校主題網站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國小學生應用電

腦進行校園文化地景知識移轉的過程，以及探討應

用主題網站進行知識移轉的覺知。 

2.文獻探討 

2.1 地景與校園文化地景 

    王鑫（1997）認為地景（landscape）是人對環

境特徵所感受的景像，它屬於高價值的非再生性資

源，對人為管理所產生的變化也缺少抗拒性，一旦

遭到了破壞，就很難再復原[1]。再者，何立德（2009）
認為地景是指地表上一切視覺可見的有形景物，也

可稱為景觀。一般而言，有些地景是經由自然作用

產生，有些則為人類利用資源造成的結果，前者可

稱為「自然地景」，後者則稱為「文化地景」。自然

地景的概念多著重於對自然物質與作用的認識與

探討；文化地景方面，則多研究形塑地景背後的社

會、文化、經濟、政治等驅動力[2]。 

    關於文化地景一詞，Sauer(1925)提出，認為是

某一文化群體利用自然地景的產物。文化是驅動

力，自然區是媒介，而文化地景則是結果[18]。全

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2007）指出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和具體的

自然環境基礎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型

態的地理複合體[3]。此外，劉敏和方如康（2009）
認為文化地景，是自然地景的對稱。是地表各種文

化現象或人文現象的複合體，是文化賦予一個地區

的特徵。組成文化地景的要素有農田、城鎮、道路、

建築、古文化遺址等可以透過地景照片或實地觀察

直接看到的事物；也有不可見，但置身其中卻能感

覺到的非物質內容，如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

還有一種不可見，但可感到的氣氛，如人們的文化

氣質、精神面貌、生活習慣等[5]。 

地景透過了人與土地的互動方式，因而形成了

文化地景。李宜蓁（2013）認為校園地景是指學校

校園中一切視覺可見的有形景物，亦即校園的自然

環境；而所謂校園文化地景，則係指學校校園環境

原屬於自然環境，經由課程規劃與設計，與學生透

過了閱讀、學校本位課程與校園環境探索之互動學

習，因而產出學校環境與學生學習生活之學習文化

模式，並賦意學校環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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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識與知識移轉 

對於知識的特性，Polanyi（1966）將知識的類

型分為隱性的或非正式的知識以及顯性的或正式

的知識[17]；此外，Nonaka和Takeuchi（1995）將

知識分為外顯知識、與內隱知識二種，並進一步詮

釋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是一種客觀、形

上，可以用語言、文字來記錄、描述與傳遞，及數

字表達的知識；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則是

一種主觀、實質，無法用文字或句子表達的知識，

亦是個人經由經驗，所感受、累積的經驗知識，內

隱知識深深地根源於個體的行動和經驗，而且包括

他們的想法、價值、主觀洞察、直覺以及情感[16]。 
Buckley和Carter（2000）認為知識移轉有三個

內涵，包含資訊移轉、思考（反應、判斷、評價），

以及經過試驗瞭解的經驗[7]。此外，在知識經濟時

代，資訊科技扮演重要的角色，每個組織也相當重

視資訊科技環境的建置[8,10]。資訊科技有助於知

識的取得與分享，也可以提升組織知識的移轉效

能。關於影響知識移轉效能的相關研究，

Johannessen、Olaisen 和 Olsen （2001），認為組

織成員的信任關係是重要的[13]。至於知識移轉，

Polanyi（1966）認為透過見習與體驗學習隱性知識

[17]；其相關研究[13, 20]也認為隱性知識屬於練習

型的知識，必須在執行工作中習得。組織中的知識

移轉，被認為是組織創新及維持競爭優勢的方法。 

綜上所述，知識移轉重視移轉知識的應用，透

過實際練習及體驗，達成特定任務或完成工作，並

且能獲致滿意的覺知。 

在本研究中，顯性的知識就是學生需要學習的

校園文化地景知識及應用電腦技術性的知識，諸如

使用網頁能力、資料蒐集能力、物件取材能力、網

際網路基本能力等。以上這些都是有關實際運用方

面，讓學生可以了解並且能實際運用的一些工具，

以及閱覽主題網站的必要觀念。關於隱性知識，則

是透過學習的過程中，由潛移默化中生成的一些非

自覺性的知識，如合作學習、認同校園、統整能力、

自主學習等。  

2.3 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的知識 

本校師生形塑校園文化地景，運用校園豐富生

態環境，累積學校文化資產。Stephenson（2008）
認為地景的意義是建立豐富的互動，地景的重要性

則是經驗、知識和記憶的互動結合[12]；蘇美如

（2008）文化地景的內涵包括人與土地的互動、明

顯的場域、持續性的活動、歷史性及延續性等四項

特性[6]。李宜蓁（2013）研究顯示學生透過學校

本位閱讀課程，學子有了基本環境--自然資源認知

之後，再搭配自然植物圖鑑，藉由學校植物地圖的

路徑導引，學子進行校園植物基礎調查；透過了實

作與閱讀理解認知互動，建置了學子環境--自然資

源認知，並理解校園豐富生態環境、大自然時序、

生物互動等關係。並在探索的過程中，學子發現了

原有之學校植物地圖以外之自然資源，透過知識管

理系統，進行知識擴散與分享，除了重整建置校園

生態環境資料庫，也累積成為學校的文化資產[4]。 

透過學校植物地圖之路徑導引，學生發現學校

植物地圖以外的植物，豐富了校園生態環境資料

庫，進而形塑校園綠活之文化地景。如蘇美如

（2008）研究顯示文化地景具有變動的特質，而人

為作用力是形塑文化地景的主因。校園四大區域，

包括前庭（A 區）、中央花圃（B 區）、廚房（C 區）、

後操場（D 區），繪製圖示於主題網站，並且鍵入

基礎知識。 

在本研究中，則透過師生共塑的校園文化地景

主題網站的知識移轉（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內容

舉隅，如附錄 1 及 2 所示），讓學生能從各項教學

活動中，積極參與及觀察記錄，能轉化學生為主動

式學習者，也更認同校園。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生應用電腦進行知識

移轉的方式，並評估知識移轉的效能。在本研究

中，以 12 位國小小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個案，透過 6
週的主題網站知識設計，進行「校園文化地景」知

識的移轉。 

從文獻探討中，團隊學習是獲得有效能知識移

轉的策略。此外，團隊學習重要的因素，包括團隊

的良好互動、成員彼此信任的感覺，以及資訊科技

的輔助。許多學者認為透過策略聯盟的組織學習，

可以從同伴獲得新的能力[19]。因此，在本研究中，

12 位國小六年級學生是同班同學，彼此熟悉，有助

於團隊的知識分享與移轉。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透過文件蒐集與訪談

法蒐集資料，將獲得資料歸納及分析。在研究進行

之前，學生已具備電腦基本操作、簡易文書處理、

使用網際網路的基礎能力。 

3.3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流程，如圖 1 所示。 

 

 

 

 

 

 

校園文化地景主題
網站知識移轉 

歸納與分析學生知
識移轉知覺 

評估學生學習主題
網站知識 

文件蒐集與訪談的
研究方法 

應用電腦製作校園
文化地景主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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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流程圖 

在圖 1 中，學生移轉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知

識，學生經過 6 週進行主題網站知識的移轉，研究

者透過資料的蒐集與分析，歸納出學生知識移轉方

式，學生的知識移轉覺知。 

3.4 製作主題網站教學課程設計 

本研究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知識移轉的內

容設計，如表 1 所示： 

表 1 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知識移轉的內容 

週次 主題網站移轉知識內容 

一 網站架構及其組成介紹、網頁應用教學 

二 主題網站圖檔及鍵入文獻資料 

三 學習校園文化地景知識植物篇 

四 學習校園文化地景知識鳥類篇 

五 學習校園文化地景知識建物篇 

六 學習校園文化地景知識人文篇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編 

由表 1 可知，主題網站知識設計共分為 6 週，

每週各有知識移轉的內容。 

4.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探討 12 位國小學生應用電腦，以 6 週

進行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頁的知識移轉。研究者透

過蒐集相關文件及訪談學生，將所得資料的蒐集與

分析，歸納學生知識移轉方式，學生知識移轉覺

知。訪談的資料，12 位學生則分別以 S1、S2、S3、
S4、S5 表示，S1-4-1 表示學生 S1 的觀點，歸納在

4-1 的結果中，以下由此類推。茲將研究結果分述

如下。 

4.1 學生應用資訊科技(電腦)學習知識 

在本研究所設計的主題網站知識，必須使用電

腦（能連結網際網路）設備。教導學生使用網際網

路基本技能應用是必要的，老師採用講解方式傳達

知識，並指導學生操作電腦。 

在創作綠地圖當中很辛苦，又怕哪個小細節出

錯，所以我們都非常小心。繪畫綠活圖當中我們都

非常小心字體大小和顏色等。完成綠地圖的那個時

刻，我們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喝采，做了那麼久的綠

地圖終於完成了（S1-4-1-1）。 

在活動前我們做了許多的準備，包括繪圖、準

備資料，還有要背植物的特性、文化景觀的由來。

（S10-4-1-2）。 

在本研究中，學生實地踏查，親自在自己校園

蒐集資料，以學習主題網站。Polanyi（1966）透過

見習與體驗，去學習隱性知識[17]。相關研究[如
13,20]也認為隱性知識屬於練習型的知識，在完成

工作中習得。 

根據觀察學生實際操作，移轉主題網站的知

識。此外，根據學生表達的學習感受，顯示透過本

次主題網站知識，學到相關的知識，操作技能也增

強許多。因此，學生應用資訊科技(電腦)學習知識。 

4.2 學生透過主題網站移轉校園文化地景知識 

個案學生在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中，除了知

識的移轉外，對於學生的學習態度，亦相當重視。

尤其，學生在知識移轉的過程中，具有學習的興

趣。以下的訪問內容，可以得知學生學習的歷程及

學生的態度覺知。 

以前我根本不知道這些植物的位置和特徵，現

在參加了這個活動，我終於知道這些植物的位置和

特徵了（S1-4-2-1）。 

對於認識校園有很大的幫助，以及對植物和地

點的資料更深的去研究，讓我們知道那棵樹，或那

座建築是有甚麼樣的意義和作用（S6-4-2-2）。 

認識學校的植物，增加我們的知識。讓我們認

識學校大大小小的植物，如大花紫葳、阿勃勒、大

王椰子等；還有也能加深植物和地點的資料，讓學

生們的知識（S7-4-2-3）。 

學生在學校文化地景主題網站，逐步移轉學校

豐富的植物及地景知識，對學校也更加了解，如同

Buckley 和 Carter（2000）認為知識移轉有三個內

涵，包含資訊移轉、思考（反應、判斷、評價），

以及經過試驗瞭解的經驗[7]。 

我們大家都更深入的了解學校的景觀、人、

事、物（S8-4-2-4）。 

了解環境與植物的特性或者是作用。也能讓他

們對學校更深層的了解更具有意義與特色，並加以

解 說 和 認 知 ， 這 也 是 對 我 有 很 好 的 經 驗

（S9-4-2-5）。 

本次應用電腦主題網頁的學生相處融洽，學生

間互動良好，從訪談中，學生學習校園文化地景知

識。 

4.3 學生透過主題網站認識校園文化地景，有

助於產生認同感 

在研究過程中，學生都相當投入，學生也會自

動地利用許多課餘時間在使用主題網站學習。以下

是訪談學生的內容： 

參加這個活動讓我瞭解到我以前不懂的植物

的特性，也讓我瞭解學校有許多我不懂的植物，更

讓我瞭解到同心協力的重要（S2-4-3-1）。 

大花紫葳因為他跟我們學校的運動服顏色一

樣，看起來很醒目，感覺就像會和我們運動服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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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S7-4-3-2）。 
我對這個校園有濃厚的感情，在這個校園我看

到了老師們的用心、學生們的努力，這些都是學校

的驕傲（S8-4-3-3）。 
Stephenson（2008）認為地景的意義是建立豐

富的互動，地景的重要性則是經驗、知識和記憶的

互動結合[12]。透過主題網站知識移轉，學生與校

園文化地景有了互動。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要了解學校的所有的一切

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啊！如果我有可以為學校服

務的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全力以赴的把事情儘量做

到最完美（S10-4-3-4）。 
我覺得學校所有的人文歷史，包括藝術、地

形、動植物、還有在校所有的每位老師以及學生，

都讓我印象深刻，牢牢的記在心裡（S11-4-3-5）。 

蘇美如（2008）文化地景的內涵包括人與土地

的互動、明顯的場域、持續性的活動、歷史性及延

續性等四項特性[6]。 

因此，應用移轉的知識進行實際操作練習，可

以瞭解學生移轉的學習覺知，也可以藉此檢視移轉

的效能，本研究顯示有正向的移轉效能，學生對校

園也更具有認同感。 

5. 研究結論 

本研究透過文件蒐集及訪談，將獲得資料歸納

及分析，依據研究發現，本研究的結論有三項，分

別是（一）學生可善用資訊科技學習知識；（二）

主題網站的知識移轉策略具有效能；（三）學生運

用主題網站的知識移轉更認同學校。 

本研究供了學生知識移轉方式的經驗；此外，

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知識的知識移轉設計，獲得

學生喜愛；學生亦透過主題網站學得綜合能力。依

據上述結論，可以作為日後國小應用主題網站進行

知識移轉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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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舉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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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校園文化地景主題網站舉隅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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