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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錨式學習與影片註記的學習系統 
 

 
摘要 

本研究以 Web2.0 使用者參與、分享群體

智慧的概念，利用 AJAX、串流影音控制等相

關技術，設計出一個提供互動式影片註解的學

習平台。此平台整合網路影音分享平台與部落

格，並增加了即時影音註記、註記分享、學習

歷程規劃等學習功能。對學生而言，能增進學

生資源共享，例如心得文章、影片、影片註記，

希望透過多樣化的學習互動模式提高學習成

效；對教師而言，可方便整合各來源的教材影

片，並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與互動程度，適時

地給予協助。 

關鍵詞：Web2.0、AJAX、錨點註記、部落格、

數位學習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Web2.0 concepts, 

user participation and harness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ffiliates AJAX, streaming 
video control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to 
build a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sharing 
platform which is learning oriented. This 
platform integrates video sharing website and 
blog system, and supports video annotation, 
learning planning and related learning 
functions. For learners, it will facilitate 
sharing concepts and interaction, and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For teachers, 
this platform will make them easily collec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atch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Keywords: AJAX, anchored instruction, blog, 
e-learning, Web 2.0 

1. 前言  
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教育已經不再侷限於

教室內的當面教學與傳授了。透過目前最新的

網路技術輔助，讓學習變成是能隨時隨地、高

度互動、與自由分享的教學方式。其中 Web2.0 
提出的創作、分享、互動、簡易操作的概念更

是改變網路學習的模式。 
傳統的網路資訊多為作者上傳的單向知

識，使用者無法將自己的心得與看法回饋給原

作者進行知識的交流與互動，這樣的知識是較

零碎的。而 Web2.0 強調讓使用者自由地創造

(crate)與分享(share)，透過簡易的操作介面就可

以分享使用者的相關資源(例如：文字、圖片、

影像、檔案、連結等)，以此為基礎下發展的即

是擁有高度親和力介面與高度互動性的網路

平台。相對而言，這些能夠整合眾人知識的平

台提供了屬於較完整的大眾智慧(Neches, et al., 
1991; O＇Reilly, 2005)。目前較具代表性的

Web2.0 應用有：部落格、網路影音分享平台、

網路相簿、網路地圖、網路書籤、網路空間等

等，這些都是能整合眾人資源的相關應用平

台。 
在教育上，透過多媒體的輔助教學已經行

之有年，學者 Hein (2001)指出利用多媒體的聲

光效果能吸引學生注意力，而含有故事內容的

影音更能提高學生的想像力。其中，情境式的

教學內容能讓學生進入相關的情境之中在遇

到不同的問題時提出不同的解答，達到情境式

學習的效果(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Collins, Brown, & Newman, 1986)。 

錨式學習是情境式學習結合科技輔助的新

產物，其利用影片將學生定錨於一個特定問題

情境下，讓學生自行探索、蒐集資訊、並進行

問題解決，有助於知識建構(CTGV, 1992; 徐新

逸, 1995)。在過去教育學者認為學習註記能幫

助學生記憶與思考(Kiewra, 1989)，若能在學生

觀看影片的過程中亦能定錨留下註記，將加深

對該點的學習印象及幫助學生吸收與記憶。 
因此本研究是以 web2.0 為概念基礎，發揚

錨式學習精神，建造出一套提供錨式學習與影

片註記之學習系統。站在使用者角度，學生可

以自由的分享彼此的影音資源，在影片的觀賞

的過程中使用者可以隨時的加入當下的心

得、看法、疑問等等相關學習的註記並且與其

他使用者互動與討論。站在教師的角度，老師

可以指定相關具有代表性的影音教材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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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學習，而老師也可以藉由學生的討論與互

動狀況，了解到學生的學習效果，可以提供給

往後老師在課程設計之參考。 

2. 文獻探討 

2.1 情境式學習(Situated Learning)與錨式學

習(anchored  instruction) 

情境式學習最早是由 Lave 與 Suchman 等

人類心理學家的藉由觀察人類的學習行為而

歸納出的。他們發現學徒在學習縫紉過程中，

師父並不是以正規的方式教學，而是讓學徒在

師父幫客戶縫紉衣服過程中幫忙量身、裁減、

送貨過程中慢慢一點一滴學習而來的(Lave & 
Wenger, 1991; Suchman, 1987) 。後來學者

Brown 等人認為情境式學習是透過學習者與真

實情境的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學習相關經驗

與內容並且內化為有意義的知識，故將此種學

習 方 式 稱 之 為 “ 情 境 式 學 習 ＂ Situated 
Learning (Brown, et al., 1989)。 

情境式學習不只針對真實情境的傳授，學

者 McLellan 指出情境式學習應該配合故事、反

省、認知學徒制、合作學習、指導、闡明學習

技術能、科技等。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可以模

擬出相關的情境，也能藉由相關影音或是多媒

體提供相關的學習情境，這也就是錨式情境學

習的必備基礎(McLellan, 1996; 徐新逸, 1998)。 
錨式學習是由情境學習學習中所衍生出的

一部分。錨式學習最早是由美國的認知科技團

隊 CTGV 所提出的，該團隊將情境式學習結合

現今的資訊科技透過多媒體影音、資訊設備等

等來進行情境教學，並在其故事內容中嵌入預

設的錨點，讓學生在情境中發現問題，並且尋

求解決的方法(CTGV, 1992; 徐新逸, 1998)。 

2.2 串流影音 

串流影音(Streaming Media)最早是由 real 
network(RealNetworks.com, 2008) 公司所提出

的，是目前網路上運用最多的影音格式。串流

影音技術能將影片切成數個片段封包傳送，使

用端不需等到完整的傳送完成就可以播放部

分的影片，如此可節省許多網路頻寬和時間的

浪費。目前最常見的網路影音串流平台有

Youtube、I＇m vlog、Soapbox 等等…。 
串流影音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媒體，註記在

學習上也可增加記憶與理解力。但目前多數的

串流影音系統都是只有播放的功能，同時擁有

影片播放與註記分享結合平台是相當少見的。 

2.3 註記系統 

在學習上註記能有效的幫助學習記憶與思

考，在電腦資訊環境下利用電子註記能快速整

理重點、幫助學生掌握內容大綱、加速記憶與

提昇學習的成效，且學者 Piolat 等指出電子註

記比紙本註記來的方便且有效率的(Kiewra, 
1989; Ovsiannikov, Arbib, & Mcneill, 1998; 
Piolat, Olive, & Kellogg, 2005)，因此透過電子

文件註記成為了另一種學習註記的有效方

式。學者 Bargeron 等更提出利用線上的文字或

是影音的註解能夠改善非同步教育學習的缺

點(Bargeron, Gupta, Grudin, & Sanocki, 1999)。 
隨著網路時代的來臨，也有許多學者提出

相關的線上文字註記，例如：學者楊亨利等提

出以 MD5 演算法為基礎的電子文件註記系

統、學者羅家駿等所提出的以 java script 與 php
為基礎的線上文字註記系統等相關研究(江柏

寬 & 楊亨利, 2006; 羅家駿, 曹忠學, & 葉修

文, 2005)。 
除了純文字的電子註記外，利用影音 video

進行註記的方式也越來越流行了。線上影音註

記的方式是透過串流影音結合時間軸控制的

技術所達成的。學者 Bargeron 指出在教育上透

過線上的影音註記能夠滿足隨時隨地進行非

同步影音註記分享，而在觀看影片的同時觀看

他人的註記，可以讓思緒隨著影片註記而跳躍

前進(Bargeron, et al., 1999)。 
目前相關的研究有日本學者 Masuda 等

(Masuda, Yamamoto, Ohira, & Nagao, 2008)，利

用串流影音註記結合標籤（tag）的功能來搜尋

影片，每部影片都含有多個由使用者所建立的

tag，透過這些 tag 的整合來進行相關影片分類

與搜尋，並且結合影片時間軸的概念，讓使用

者可以知道這些 tag 是分別出現在影片的那些

時間點之中。另學者 Yamamoto 等也將影音註

記結合 blog 的社會網路，讓使用者透過搜尋關

鍵字就能找到含有相似註記影片的相關 blog
網頁(Yamamoto, Ohira, & Nagao, 2005)。 

3. 系統設計與規劃 
本系統設計規劃依照功能需求共分為下列

四大模組，包含使用者為主的「使用者模組」、

利用不同學習方式達到學習目的的「學習模

組」、影音分享的與註記的「影音模組」、與使

用者可以透過部落格分享個人想法的「部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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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系統架構圖 

 

模組」，如圖一所示。 

3.1 模組功能分析 

在使用者模組內依照不同的使用者身分區

分為，管理員、教師會員、學生會員、與非會

員四種角色，每種角色都有不同的使用權限，

使用者可以依照不同的角色需求進行系統的

操作。 
學習模組是利用不同的學習方式來進行學

習，例如：老師指定教材給學生觀看、影音錨

點的錨式學習，學生可以自由的在影片播放過

程中自由的加入心得、疑問、重點。與其他使

用者分享、互動。透過這些不同的學習方式能

讓學生能夠主動學習與知識分享。 
影片模組，本系統內會員能夠自行上傳自

己的影片，且支援多種目前常見的影音格式

例：AVI、MPEG、WMA、FLV 等格式。本研

究亦可將市面上常見的影音分享平台之影

片，匯入此系統之中。使用者只要透過簡單的

網址複製就能將外部值得參考的影音資訊連

結至本系統內來進行學習活動，如圖二所示。

本系統亦提供個人影音的管理介面，使用者可

以輕鬆且一目了然的管理自行上傳的影片，或

是收藏其他使用者分享的影片。 
除了影音的分享外，還結合了時下流行的

blog 系統，學生可以在 blog 中發表個人的心情

故事、網路資源、個人創作等等。讓影音結合

文字的分享，讓學習能夠更多元化的進行。 
 

 
圖二 整合外部影片 

 

3.2 系統架構與相關技術 

本系統主要支援影片串流播放及註記，可

供使用者上傳影片、並且支援外部影音檔案，

系統架構如圖三所示。使用者可以自行將本身

收藏的檔案並且由系統自行轉檔與截圖後存

入資料庫。外部的影片（例如：youtube）也可

以自行判斷影片的原始位置，透過本系統即可

做到影音註記的相關運用。 
為了方便使用者的不同的影片格式上傳，

本系統支援多種常見格式的影片自動轉檔，本

研究利用 ffmpeg 此款 open source 軟體以

comment line 的方式實現轉檔、截圖等功能。

市面上常見的影音格式如：avi、wma、3gp、
mpeg 等等。都能在使用者上傳時在伺服器後

端自動轉檔，並且自動產生截圖後存入資料庫

中。讓使用者感受到本系統的方便性、親和力。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是近年來較新的資料傳遞技術，其最大的優勢

是在於可以在不用重新整理頁面的情況下就

能達到資料更新的效果。AJAX 最早由 Jesse 
James Garrett 在 2005 年所提出的 (Garrett, 
2005)，他使利用非同步的 java script 與 xml 在
後端的資料庫作為存取，並將資料在使用端頁

面即時顯示出來。 
本系統透過 AJAX 技術讓影音註記時不會

重新整理頁面，造成閱讀的中斷。使用者在影

音註記過程中，使用資料透過 java script、AJAX 
engine、xml 等技術傳遞資料到伺服器端做資

料運算，運算完成後以不間斷方式回傳到使用

者端動態呈現。 
本系統在影音即時註記部分是採用，adobe 

flash player 的時間軸控制，利用 flash 的函數控

制來抓取時間軸時間，並且透過 AJAX 的技術

將時間與註記內容同步寫入資料庫中。也可以

透過 flash 的函數控制時間軸的跳躍，讓使用者

可以即時看到註記的更新，也可以快速的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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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影音系統架構圖 

 
註記上所標示的時間點進行影音學習。 

4. 系統實作成果 
本 研 究 之 實 作 系 統 網 址 為

http://140.128.18.209/html。圖四為本系統首

頁，由於系統設計概念為提供在數位影音與部

落格之上的學習活動，因此網頁設計為功能

區、學習區、影音區、部落格區四大塊。學習

區上方功能區提供首頁、學習規劃、我的部

落、我的影音、與搜尋五大功能模組的連結。

學習區主要提供教材分類及文章分類連結。使

用者在圖中右上方登入系統後，即可使用各種

學習功能。 

 
圖四 系統首頁 

4.1 影音錨點註記 

如圖五所示，本系統運用串流影音的時間

軸控制與 AJAX 的技術運用來進行錨點的註記

與呈現。讓使用者不用中斷影音的播放就能註

記與觀看註記。 

4.2 影片收藏與管理 

在影音整合部分系統支援多種常見的影音

格式，並且支援自動轉檔與影片自動截圖。且

本系統也支援其他外部影音分享系統的影

片，使用者只要透過簡單的方式就能透過本系

統的功能，運用在其他影音分享平台的影片之 
 

 
圖五 影音錨點註記 

 

學習區 

 

 

影音區 

 

 

部落格區 

1.按下暫停 

2.輸入註記 
3.即時註記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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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影音分類與截圖預覽 

 
上如圖六所示。 

 一個完善的系統平台，要讓使用者能快速

的找到想要的資料、管理員能夠正確的管理後

端管理也是相當重要的。本系統亦提供使用者

透過布林搜尋介面，快速的找到所需的資源，

如圖七所示。而管理員也能透過完善的管理介

面來進行資料的維護與管理，如圖八所示。 

5. 結論與建議 
在網路普及的現在，每個人都能透過網路

來進行學習的行為。而多媒體影片的呈現能讓

學生沉浸在情境中，註記能幫助學生的學習。

故本研究針對這項特性，希望能夠結合網路多 
 

 
圖七 內容搜尋 

 
圖八 後端影片管理介面 

 
媒體的吸引力，引導學生主動參與學習。並記

錄下每個學習歷程，不管是學生的任何心得、

重點、疑問等等，這些都可能是幫助老師了解

學生學習成效的指標。在學生彼此分享註記與

相互討論的過程中，更讓達到了知識分享與合

作學習的學習效果。 
 
致謝 感謝國科會計畫補助，編號︰NSC 96
－2520－S－126 －002 －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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