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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媒體影音部落格有助於幼兒教育親師生關

係互動提升。透過多媒體影音部落格，教師能將孩

子在學校的學習照片等多媒體影音資料，跨越時空

之限制，讓家長在家即能線上觀看並透過班級部落

格中相片的呈現或影音欣賞，了解孩子在幼兒園的

學習與生活狀況，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形也能藉此

做一完整成長記錄。此外，就部落格的特性而言，

部落格易於留言、回覆與發表想法的機制，讓班級

部落格不僅成為教學的另一種輔助工具，也是促進

多方對話、改善師生關係、維繫情誼的另一個空間

與管道。就學校而言，部落格不僅能展現學校特色

更能突破教室藩籬，讓「教」與「學」在最短的時

間內發生。 
 本研究以臺中市南區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為

例，探討多媒體影音部落格於幼兒教育親師生關係

與互動提升之研究，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58 份，回

收之有效問卷 52 份，問卷回收率為 90%。在資料

分析上，本研究分別使用了統計與類神經網路分群

演算法來完成資料探勘，包含有(1)K-means 演算

法；還有能將高維資料在保留其拓墣結構條件下降

為 二 維 空 間 的 ： (2) 自 我 組 織 映 射 網 路

(Self-organizing map)與(3)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

圖(Visualization- induced self-organizing map)。實驗

結果顯示，三種方法探勘出共同的發現，家長使用

網路經驗是其支持部落格的關鍵因素。有較豐富網

路使用經驗的家長，越能藉由班級多媒體影音部落

格與老師或其他家長產生互動，進而有效提升幼兒

教育親師生關係。本研究顯示多媒體影音部落格於

親、師、生的溝通、訊息傳達、學習輔導與親職教

育等各種層面提升，皆具有顯著且正面之成效。 
 
關鍵詞：幼兒教育，親師關係，資料探勘，K-Means，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 

 
1. 前言 

幼兒教育階段是孩子離開家庭第一個接觸的

社會團體。少子化的衝擊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為人

父母的擔憂與期待也因孩子第一次進入學校這小

型社會團體接踵而來。例如：團體規範、同儕生活、

課程參與及與師長間的相處等，望子成龍、成鳳的

期待，現代家長掌握住陪伴孩子成長的機會。 
1990 年台灣學術網路（TANet）成立，開啟資

訊網路教育蓬勃發展先機，利用資訊科技提升教育

品質，不僅支援全國各級學校及研究機構之教學研

究活動，並促進資源分享與合作交流等廣泛用途。

邇來，教師資訊素養與能力的提昇，隨著網路文化

的普及性、校園網路之建置完成，班級部落格改變

傳統的班級經營型態成為教室的延伸。資訊科技不

僅帶來教學的新契機，也正改寫傳統教學模式與學

習經驗[1]。如今親師生可跨越時空，進行資訊交

流、教學分享，形成處處皆教室、時時可溝通。家

長亦可以透過班級部落格瞭解孩子在校生活點滴

及各項學習，達到親師生三贏局面。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如下： 
一、多媒體影音部落格進行親師生關係與互動提升

的是否具有正面成效。  
二、分析多媒體影音部落格協助親師互動的實施歷

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  
三、研究者在研究歷程中，對本研究的省思與專業

成長。 

 
2. 文獻探討 

此節我們簡單回顧幼兒教育，親師關係與多媒

體部落格的影響力。 

 

2.1 幼兒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係指二歲以上至

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2012 年 1 月 1 日起幼托整

合正式實施，幼稚園及托兒所改制為幼兒園。將原

本兩者之主管權責分別隸屬教育及社政體系整合

資源並改進現況。自此，2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

兒，由教育部負責監督管理，無論在收托機構名

稱、主管機關及教保服務品質均齊一。 
    教育是奠定國家發展的基石，幼兒教育係國家

存續發展的基礎教育，許多國家已將之列為義務教

育。繼聯合國 1959 年訂定的「兒童權利宣言」之

後，世界各國也陸續倡導兒童福利和教育均等觀

點。例如，1965 年美國提倡的「啟蒙教育方案（The 
Head Start Program）」對幼兒教育提供大量補助經

費；英國 1967 年頒訂「普勞登報告書 （The Plowden 
Report）」擴充學前幼教；蘇聯 1968 年的幼教經費

約占教育經費的 40％；日本 1971 年提出 4、5 歲的

幼兒與低年級兒童在同一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台灣

1973 年公布「兒童福利法」[2]等。2010 年教育部

推動「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此外，對於弱勢

家庭因貧窮而無法接受教育的幼兒，政府也提出相

關政策與方案彌補，這些政策的修訂與推動，除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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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兒受教育機會，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外並致力提

升幼兒成就品質。由此可知，幼兒教育是一切教育

之基石，普及幼兒教育、積極推展幼兒教育已成為

國際上共同發展與關注的目標。 
 
2.2 親師關係（Parent-Teacher Relationship） 

新時代教育情境的親師關係，因社會變遷、教

育改革、少子化浪潮，其教育模式、師生互動有著

唯妙的變化。家庭本位(family-centered approach)的
教育觀漸進融入了時代教育趨勢，幼兒教育必須要

透過家庭才能滿足孩子的需求，也就是說老師如果

想真正有效地滿足幼兒發展和學習上的各項需

要，就必須與家長建立良性的互動與合作關係[3]。
家長是教育的合夥人，父母和老師是船的左右兩個

舵手，親師間良好的互動與溝通，不僅有助於幼兒

在校的學習生活適應，也能協助孩子課業的學習和

行為常規的養成。學齡前幼兒，其生活自理能力較

弱，親師間需要配合的部分更多，雙方如果能建立

良好的關係，彼此合作無間，對孩子的發展與學習

才能產生正面的影響[4]。 
根據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理論，如圖 1

所示，家庭、父母與學校、老師都是影響幼兒發展

的微系統(microsystem)，對幼兒的發展具有直接的

影響力，當幼兒進到幼兒園學習這小型社會即是生

態理論的中間系統[5]。家庭、幼兒園這兩股重要力

量則是影響幼兒初期社會化的重要關鍵。美國國務

卿希拉蕊也指出「培育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村莊的

力量」(It takes a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由此，良好

的親師關係，不僅可以提昇幼兒學習成就、塑造正

面且積極的行為與態度，更能幫助家長追求並掌握

更多教育成長的資訊；對於學校而言，良好的親師

關係有助於教師掌握更豐富的教學資源巧妙藉助

親師間之資源整合為自己的教學加分、讓教學方案

更形多元。綜上，突顯了親師雙方建立良好關係的

必然性與必要性。 
 
 
 
 
 

 
 
 

 
 
 

 
 

 
 

 
 
 
 
 

圖 1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圖」 

2.3 多媒體部落格 (Multimedia Blog) 
 二十一世紀是高度資訊化時代，部落格的迅速

竄起與 Web2.0 結合之後，更成為校園不可或缺的

一員。知名的部落格搜尋引擎 Technorati 於 2009
年最新公布資料，全球部落格數量已超過一億三千

三百萬。部落格之所以能引領風潮，主要歸因於便

利性及互動性基於「書寫方便」、「社交互動」與「串

聯傳佈」的特性 [6]。因部落格之操作容易，方便

使用者可快速更新與維護，表達個人的經驗和想

法，題材、版面、寫作風格均能依照時間順序及個

人風格自由使用。此外，它更具備即時性、便利性

與穿越時空互動之廣泛功能。Blood 曾在〈部落格:
一個歷史與觀點〉一文中提到，部落格具有共享

性、個人敘事性的互動媒體與寬容性[7]。 
 就幼兒教育階段，學齡前幼兒其表達能力較薄

弱對於學校訊息較無法完整傳遞，因此，教師主動

促進親師關係更有其迫切性的需求。然親師溝通有

許多管道，包括面對面談話、電話聯繫、聯絡簿、

便條紙、通知單、親師座談會等等，方式雖多元，

但仍有其優缺點。班級部落格可超越時空條件的限

制，提供線上留言與回應的功能。在部落格介面

中，有建置者的首頁、相簿、網誌、最新消息、留

言、影音、相關連結..等等的內容，教師可以將想

說的話、想做的事、課程紀錄之照片及錄影、參訪

者的留言及回應等一一呈現在家長面前。幼兒教育

的課程設計以幼兒為中心，並無固定的教材，資訊

科技其實可以更靈活的用用融入幼兒園的主題教

學中[8]。教師可以將幼童的上課情形、活動內容、

課程內涵、幼兒行為表現，透過照片、影音以部落

格為媒介傳遞訊息讓家長知道，建構教室以外的知

識交流成為親師生交流。教師有效地規劃及運用部

落格，無論是在班級經營、課程與教學或教師專業

成長上，都有不容忽視的效果。是故，多媒體影音

部落格與教育的結合是不可避免的趨勢。 
 
3. 研究方法 

本論文以資料探勘方法來挖掘出問卷調查的

果，我們使用了三種方法，首先是基於統計的

K-means 分群演算法，接著我們使用非監督型

(Unsupervised)類神經網路中的自我組織映射網路

(SOM)與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ViSOM)，這兩

種網路能有效將高維度的資料，在保留其樣本之間

的距離關係與拓墣結構下，降到二維平面，以利分

群動作與檢視。 
 

3.1 K-means 分群演算法 
K-means 演算法基本上是以群聚的概念來對

數據進行分類，從給定的數據集合中尋找同類的數

據子集合，每一個子集合形成一個類別，使得同類

別中的數據具有更高的相似性[9]，簡言之就是經過

K-means 演算法分群後的資料，每一群的資料具有

高度相似性特徵。 
假設我們有 N 筆資料欲分出 K 的類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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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eans 演算法的步驟如下： 
(1)隨機指派初始群中心：在資料中隨機找出 K 筆資

料作為初始的群中心。 
(2)產生初始群集：計算資料集中每筆資料到各個隨

機群中心的距離，比較該筆資料離哪一個群中心

距離最近，則該筆資料會被指派到最近的群中

心，依此產生初始群集。 
(3)產生新的群集中心： 
   依據初始群集，我們可以計算該群集內資料的

平均值，求得新的群集中心取代先前的初始群中

心。 
(4)進行分群動作：取得新的群中心後，藉由比較每

一筆資料與新的群集中心之間的距離，然後根據

最短歐式距離，重新分配每一個資料所屬的群

集。 
(5)反覆步驟 3、4，直到求出的 K 個類別群中心不

再變動為止。 
 
3.2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 (SOM) 
 SOM 是一種非監督式演算法，屬於類神經網

路的一類。其概念來自人類大腦網路或生物網路在

處理資訊時，處理相同資訊的神經元會聚集在一起

的特性。此外，SOM 也是一種競爭式學習的網路，

其架構圖如圖 2 所示，輸出層的每個神經元與輸入

層的神經元皆有連結[10, 11]。 
SOM 的最大用處是將高維的輸入資料映射至

一維或二維的空間上，並且把有原本的拓樸關係與

結構維持住，即用視覺化的低維度空間來表示原本

高維度空間的資料，因為在低維度的空間上比較容

易做觀察與分析。 
 
 

 

 

 

 

 

 

 

 

 

 

 

 

圖 2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架構圖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與一般競爭式學習的類神

經網路不一樣。一般競爭式學習的類神經網路是採

用贏者通吃(Winner take all)，而 SOM 除了贏家可以

學習之外，它周圍的神經元也可以學習，更新其權

重，如圖 3 所示。 

)(xi

 

圖 3 贏者神經元與其周遭神經元才能更改其權重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演算法如下[10, 11]： 
(1) 從輸入的資料集中挑選一個樣本(Pattern)  x 到

輸入層神經元。 
(2)尋找與輸入樣本差距最小的神經元權重值，該神

經元即為 Winner，如式(1)所示。 
 

njwxxi j
j

,...,1 ,minarg)(      (1) 

 
(3)更新 Winner 神經元及其鄰近神經元的權重，如

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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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ij 代表神經元 j 與贏者神經元在原始資

料空間的距離， )(t 是在時間 t的學習速率。 

(4) 隨著疊代次數的增多，學習速率 )(t 與贏者神

經元的鄰居(Neighborhood)範圍會慢慢減小，進

入收斂階段。  
 
3.3 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 (ViSOM) 

為了改進自我組織映射網路的可視性，有學者

Yin 提出了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12]。相較為標

準的自我組織映射網路，其更能在低維度的映射圖

上，保留資料樣本間的拓樸結構與資料結構。 
圖 4 所示為 ViSOM 神經元更新力(Updating 

force 的分解示意圖，參數  控制了原始空間

(Original space)的資料距離與投影後特徵空間映射

圖(Feature map)的距離比值。較小的  值，其特徵

空間映射圖則提供較高的資料解析力。 
ViSOM 演算法的學習方法與傳統的 SOM 相

似，ViSOM 會在神經元的權重不再改變時才停止，

如此一來，高維度的資料點便能在保留其相對位置

結構的條件下，投影到二維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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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ViSOM 神經元更新力(updating force)的分解

示意圖 
 
4. 實驗結果 

本研究以臺中市南區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花

鹿班 58 位家長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師使用班級部

落格來進行師生互動之實施成效。幼兒園班級多媒

體部落格的部分內容如圖 5 所示，透過部落格，教

師能將孩子在學校的學習照片等多媒體影音資

料，跨越時空之限制，讓家長在家即能線上觀看與

瞭解。藉由部落格的留言與回覆機制，提供親師溝

通的另一個管道。能將孩子一路上的學習情形與進

步做一完整記錄。 
 

 
(a) 

 
(b) 

 
(c)

 
(d) 

圖 5 幼兒園班級多媒體部落格 
 

問卷設計前 11 題為家長的背景與其使用網路

的習慣，後面 20 題為關於班級多媒體部落格的使

用情形與對親師關係的影響。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58
份，回收之有效問卷 52 份，問卷回收率為 90%。 

在資料分析部分，我們把每一張問券當成是

一筆 31 維的資料，共有 52 筆資料，接著以三種不

同的分群演算法來分析，而數量最多的那一群的群

中心即為所探勘出來的代表資料。 
在 K-means 部分，我們發現設定分群數 K=3

時的結果最好，疊代次數為 29 次，而最大群的樣

本個數為 30。 
    在自我組織映射網路部分，我們設定輸出層的

神經元個數為 10x10，使用所有 52 筆資料進行神經

網路的訓練，其二維映射輸出結果如圖 6 所示，我

們以右上角紅圈所示那一群為代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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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的映射結果 

 

最後在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方面，我們同

樣設定輸出層的神經元個數為 10x10，也使用所有

52 筆資料進行神經網路的訓練，參數  值設為

0.5，其映射結果如圖 7 所示，我們選定以右上角紅

圈所示那一群為代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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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可視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的映射結果 

 
 由以上的實驗結果發現，三個分群演算法挖掘

得到近乎相同的規則：家長本身使用網路經驗是其

是否支持部落格的關鍵因素，本身的網路使用經驗

越豐富者，越常觀看幼兒園班級多媒體部落格且有

所回應，也越能得到部落格所帶來的好處，包含能

瞭解孩子在學校的生活與學習情形，與其他家長的

交流，進而有效提升幼兒教育親師生關係等。實驗

結果也顯示，多媒體影音部落格在親、師、生的溝

通、訊息傳達、學習輔導與親職教育的提升，皆具

有顯著之正面成效。我們也發現幼兒園使用網路經

驗較為豐富的家長背景為女性，年齡介於 31 -40，
專科學歷，經常上網地點是家庭，一星期瀏覽次數

為 1~2 次，每次時間 30 分至 1 小時。其它發現，

少部分家長較少瀏覽班級部落格，瀏覽時間不長，

也沒有回應文章的習慣。其主要原因，家長不知道

要寫什麼，加上智慧型手機上市，家長使用 iPAD
等平板或智慧型手機上網頻率提高了，但也因其讀

取網頁的速度及打字較慢，基於保守習慣仍習慣上

網瀏覽孩子的活動照片不習慣上網回應或留言。 

5.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中市南區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為

例，探討了多媒體影音部落格在幼兒教育中，親師

生關係提升之研究，我們分別使用了統計與類神經

網路分群演算法來完成資料探勘，包含有

(1)K-means 演算法；(2)自我組織映射網路與(3)可視

化誘導自組織映射圖。實驗結果顯示，三種方法探

勘出共同的發現，家長使用網路經驗是其支持部落

格的關鍵因素。本論文的研究發現包含有： 
(1)實驗結果發現，利用多媒體影音部落格進行親師

溝通之方式為家長所接受與認同，多媒體影音部

落格確實能有效提升親師生關係與促進親師之

對話與溝通。 
(2)教師可在學期初先行瞭解家長使用電腦狀況及

其資訊能力，包括家長使用部落格在操作技術及

應用上的困擾。 
(3)適時了解家長對多媒體影音部落格的期望與看

法，並將部落格更新的訊息隨時以面對面溝通或

聯絡簿的方式告知家長，邀請家長上網瀏覽。如

此，更可隨時掌握家長上網情形與其保持密切互

動。 
(4)對於新移民家庭在語言文字上產生困擾等問

題，可透過班級家長間的相互支援提供其協助。 
(5)就教師專業發展而言，透過多媒體影音部落格教

師能有效歸類整理各項學習活動，使多媒體影音

部落格成為一個教學資料庫，透過教學互動更能

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6)研究者認為班級多媒體影音部落格持續經營的

動力主要來自於教師對教學工作的熱情與活

力，而這熱情與活力之主要來源則是家長及同儕

的認可與支持，例如：部落格的留言與回應及家

長上網瀏覽的次數都是激勵教師是否繼續經營

班級部落格的動力來源，有了這些催化劑，教師

也就會積極並努力克服班級部落格在經營過程

中所遇到的各種阻礙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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