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碩士論文 

Master Program in Management Sciences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幼兒園雲端知識互動平台之建構 

Building a Preschool Cloud-based Knowledge Interactive 

Platform 

  

 

尤惠觀 

Huei-Guan Yu 

 

指導教授：袁淑芳 博士 

Advisor: Shu-Fang Yuan,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June 2018 



 

 

  



 

I 

準碩士推薦函 

  



 

II 

致謝 

  研究的過程是艱辛、是嚴謹、卻是甜美，感恩我最愛的家人、師長

及同窗好友們，這份殊榮是來自於您們的祝福及成就，由衷與您們分享

這份喜悅。 

  在論文撰寫期間，感謝指導老師袁淑芬教授及郭東昇教授的指導，

給了我很多在論文研究上的啟發及思維，銘諸肺腑。此外，承蒙口試委

員陳煒朋教授、涂瑞德教授的細心審核，並對論文提供諸多具體的建

議，使得本論文更臻完備。感謝褚麗絹教授、黃國忠教授、范惟翔教

授、紀信光教授在課程專業給予教導，深覺獲益良多。 

  同時感謝同窗好友滄煊、燈洲、富升、海麻、俊豪、姿穎在課業提

供寶貴意見，珍惜彼此在切磋與互勉中建立的可貴情誼，也謝謝系助理

玟慧、嘉均、學妹靜美、學弟宥橙，謝謝你們在論文的編排及校對的協

助。 

  最後，感謝我最愛的家人，在人生規劃中延遲父母對我在學業精進

的期許，但父母的身教著實影響為人妻、人母的我，一切的一切不論成

就只論愛，謝謝先生、女兒芝瑜及兒子育辰的支持與鼓勵。如今榮耀歸

於我最愛的家人、關心愛護我的好友們，謝謝您們。 

 

 

 

 

 

 尤惠觀 謹誌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III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幼兒園雲端知識互動平台之建構 

研究生：尤惠觀         指導教授：袁淑芳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宗旨在規劃一套適用於幼兒園之資訊系統。經由文獻的分析

整理，再以 Google協作平台設計網站式之雛形系統，再將其介面向研究

對象示範操作以獲取建議並修正，歸納出資訊系統之架構，建置適合私立

幼兒園的互動平台。 

訪談之對象為某教育機構的五家幼兒園主要管理者，從訪談中結論

得知，大部分還在傳統的資訊系統上運作，而付費的網站屬於單向性服

務，難以滿足園務管理及互動的需求，以及電腦檔案管理未能達到共享共

存目的。 

本研究目的要瞭解幼兒園執行資訊化現況及需求，針對問題結合資

訊科技，以 Google應用系統建構一個資訊互動性高、親和力強、而且免

費的幼兒園作業平台，由專屬網站進入共同分享資訊網和行政管理系統，

即使成員離開工作場所，仍可隨時由雲端服務進行行政管理、知識分享、

親師溝通，提升行政效率及專業知識。  

 

關鍵詞：雲端平台、知識管理、幼兒園資訊化、Google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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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used by many preschools are not 

only unidirectional, but also paid, it fail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interaction, 

sharing, and file management for preschools’ administrative. This study aims 

to build a cloud-based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preschools. The platform is built 

based on the needs summarized by literature analysis, prototype platform and 

the interview results. The interviewees are major managers of five preschools 

of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e platform is built by using Google application 

and its add-ons.  

After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s’ informationization 

and their needs, this study builds the platform with five parts, including web-

site, knowledge social community, cloud file storage, online meeting room and 

platform management. The platfor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ve, 

pleasant and free. Moreover, the platform and all shared knowledge can be 

accessed by all employees anywhere and anytime using computer or mobile 

devices even if they leave the workplace.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can b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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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政府政策法令的推行，各式各樣的學前教育蓬勃發展，因此幼教

體系出現教育機構的直營或連鎖幼兒園，在企業經營模式與行銷策略的

運作下，幼兒園行政與教學面臨環境所帶來的挑戰與變革，需組織領導階

層的資訊能力及意願，運用雲端科技來統整知識管理概念，建立一套幼兒

園資訊管理系統，來創造更多的知識價值及提升行政效能。 

本研究將利用 Google協作平台設置幼兒園專屬網頁和以知識管理為

主軸的行政系統，應用 Google硬碟、Google日曆、Google Hangout、Google

表單、Google 文件等元件，以權限設定作為安全管理門檻，建構系統架

構包含行政系統、教學管理系統、知識社群系統、評鑑系統、資料儲存及

下載系統等，並且利用網路連接 NAS 網路儲存裝置（全名：Network 

Attached Storage），這具有資料管理的小型的雲端硬碟伺服器作為備份，

將主要資料儲存於伺服器中，結合幼兒園資訊服務的相關內容，以提供資

料管理備份和防火牆的功能之相關軟體，針對不同使用者設計目的架構，

提供簡易的網站管理維護功能。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幼兒園資訊科技不只是為招生傳達的標的，也不單只是為節省人力

與物力的行政工具，目標為藉由資訊科技轉化幼兒園管理的效率，提升幼

兒園教學、行政管理、行銷經營、知識管理等層面的價值，因此；雲端科

技的發展區別知識傳遞與統整管理的功能，使得教育組織的主體朝著正

向性的改變，透過雲端網路科技建立一套管理系統及知識分享系統，對幼

兒園管理模式及教育創新都是一項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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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為某一教育機構之幼兒園，雖然五家幼兒園皆隸屬同一

個教育機構，但是每家幼兒園經營主體皆為獨立，各自發展獨自特色，但

是經過管理者深度訪談後，發現五家幼兒園共同認知的管理資訊化、教學

資訊化，還是著重於電腦主機儲存及運作，無法達到共享共存的效益，並

且容易因個人偏好和認知不同而造成行政管理雜亂，導致幼兒園管理者

難掌握行政及教學核心價值。 

雖然坊間有幼兒園的套裝軟體系統，但是並非適用於每一家幼兒園，

而且私立幼兒園必須考量成本及實用性，因此；如何透過免費應用系統，

設置專屬幼兒園管理系統，為本論文動機之一。 

幼教師內涵價值和專業知識是屬於籠統的隱性知識，如何籍由本系

統而轉化知識管理為組織的顯性知識資產，又如何使用網際網路在同一

個空間中互相交流資訊、分享經驗與知識，共同協作探討彼此的專業領

域，使得專業知識和素養互為提擕而達到專業品質。所以知識社群交流為

本系統建立的確切需求，為本論文動機之二。 

近年網路資訊科技的進步，書面管理轉變為資訊化管理，但大部分的

資料庫建立，還是屬於電腦主機存取檔案，無法達到共享共存的目的，而

且幼兒園行政業務週而復始且繁雜，在人力及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免付費

Google 應用系統最適合建構幼兒園網站互動平台，且可權限設定使得系

統安全，達到行政及教學革新，為本論文動機之三。 

 

1.2 研究目的 

資訊科技為國家教育推展核心，教育資訊化不只要運用資訊科技融

入於行政及教學，且形塑教育的創新和專業，對於學前教育的工作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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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師及行政主管而言，科技可以協助幼兒園業務優質化處理與加速

知識管理的流程，具有隱私機制的特性，協助行政、教學管理。 

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內容，本研究透過質性資料分析來探討，以某

教育機構五家幼兒園主要管理人員做為訪談對象。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目前幼兒園大都有提供網頁的服務，但是單向性的操作模式，往

往難以滿足使用者與網頁互動及共享共存的需求。需透過雲端運

算概念，建構適合幼兒園互動式平台。 

2. 透過免費 Google 雲端應用系統的特性及知識管理系統概念，設

置專屬幼兒園的基礎網頁、行政檔案分類和知識社群分享及互動

平台等功能。 

3. 幼兒園行政主管和教師既是離開工作場所，仍可繼續隨時藉由雲

端服務進行行政管理、知識分享、增進專業知能、親師溝通與互

動，滿足教學與行政管理的需求。 

 

基於上述動機，引發本論文欲規劃幼兒園 Google平台管理系統為分

類架構，參考教育部現行公私立幼兒園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知識管理概

念、Google 協作平台等，試圖建置一套適用於目前幼兒園行政和教學管

理之系統，希冀使用者可依本論文規劃之基本平台架構，依其特性方便分

類及管理，透過本研究初步彙整行政及教學資源，建置之系統能實質幫助

大多幼兒園進行行政、教學管理及知識分享，進一步提升幼兒園行政效

率、教學創新及增進親師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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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確立研究目的，界定範圍與對象，並參

考國內外關於雲端運算、知識管理基本概念及 Google應用平台架構之研

究文獻，進行相關資料蒐集，針對研究主題設計訪談內容，進行深入訪談，

再實施資料整理、設置平台，以提出研究發現及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如圖 1.1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文獻資料整理與探討 

研究設計與實施 

 

建構平台雛型及深度訪談 

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 

系統平台建置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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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本章主旨在於探討相關研究學者的理論，以及

研究設計理論基礎，本文獻共分為四節，2.1 雲端平台，探討雲端運算之

定義與分類、Google 相關研究及應用。2.2 知識管理，探討知識的定義、

特性與其相關知識分享。2.3 幼兒園的資訊化、探討行政及教學的資訊化、

幼兒園互動式平台。  

 

2.1 雲端平台 

幼兒園管理者因應資訊化的來臨，需應用科技及網際網路進行經營

管理，以強化行政決策和整合支援，提升教學及行政服務的品質與效率，

以往幼兒園使用資訊相關軟體、硬體設備的系統，把所有的園務檔案都存

放於硬碟或光碟，礙於經費及能力的限制，利用個人主機架構做簡易的管

理，屬於封閉性文書記錄或管理存檔，主機的穩定度和安全性的問題也常

接受考驗。 

雲端平台是改革和創新的樣態，是透過雲端儲存技術經網際網路連

接到教育組織內的每一台電腦，將教學資訊和行政管理放在雲端，再透過

雲端平台及雲端桌面服務的方式，導入幼兒園專屬統整系統，也是本研究

主要目標，以平台的方式呈現共享及管理的資料庫教育平台。就幼兒教育

而言，各領域的專家及教育者透過雲端運算，把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教育資

料庫，彙整後置於網路平台上，提供給所需要者搜索及學習，且幼兒園園

務具有繁雜的行政管理，可參考資訊雲的概念與做法，所有的教育資料都

存放在雲端上面，不需要自己建構資訊設施，更不需投巨額的成本建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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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施，只要使用雲端服務，即可享低成本擴展性高的運算設施。（陳儒

晰，民 102） 

 

2.1.1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服務與技術的彙整概念，利用網路使得

電腦間彼此合作，享有更大的儲存空間、快速的運算提供資源共享的功

能，在實踐概念的過程當中，產生相對應的技術，因此；廣泛的被使用在

不同的技術、服務、觀念之中。而工程師把［雲］為網路的抽象畫代表，

雲代表大數據的運算能力和網路，透過網際網路提供資源，使用者有如擁

有超級電腦設備及應用軟體，卻不知設備置身何處和資料所在，就像天上

的雲一樣飄渺卻隨時可見（維基百科，2017引用）。 

之後延伸為電腦網路 Internet 符號，所以 Internet 在雲端運算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平台也是媒介，透過雲端的服務將它傳送出去，包含

資源共享、網路存取、自主服務，透過網路達成共享資源，簡單的說，就

是把全部的資料丟在網路上不同的電腦同時做處理，增加處理的速度，因

此各界比較寬鬆的認定雲端運算的定義，只要滿足可擴充和彈性使用的

特性，在網際網路上隨選服務和提供運算技術資源，都可算雲端運算服務

的涵蓋範圍。 

雲端運算帶來無形的經濟效益，就中、小型組織的經營層面而言，通

常很難建立備份機制，需大量的成本花費，所以對組織主要是降低成本、

提高管理的靈活、提供專業的服務、即時的處理能力以及簡化服務。這樣

的提供服務特性，能夠簡化在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

技能， 並且雲端運算可將資料備份在不同的伺服器中，使得備份資料安

全保存，減低遺失成造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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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公司提出雲端服務是一種日常的資訊及工具，並把程式放在

網際網路的資源利用，可以藉由任何上網的雲端裝置，隨時接受郵件或者

分享圖文資訊。最為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是：網絡郵件服務、網路相簿

以及網路購物，常出現我們日常生活的雲端服務。所以雲端服務是一種概

念，是利用網絡是電腦能夠彼此合作，形成龐大的資料庫。美國國家標準

與技術研究院(NIST)，對雲端定義為：雲端運算是一種模式，能方便且隨

需求應變地透過連網存取廣大的共享運算資源（如網路、伺服器、儲存、

應用程式、服務等），透過最少的管理工作及服務供應者互動，快速提供

各項服務。NIST進一步說明雲端運算是由四種佈署模式、三種服務模式

及五個重要特徵組成： 

1. 四種部署模型 

公有雲：像公開大眾或者單一大型產業組織販售雲端服務，雲的基本

建設由單一組織所擁有；私有雲：有一個組織自己建構雲端基礎設施，完

全是由該組織自行管理，雲的基本建設是由組織租用或者自己擁有；混合

雲：自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雲端部署的模式混合而成，將各自的特色組合

起來使用資料和應用程式容易移轉；社群雲：數個組織因共同利益考量所

建構者，支援有供有需求的特定社群。 

2. 三種服務模式 

雲端運算是以虛擬的形式，透過網際網路把資訊技術：運算、儲存及

寬頻服務的形式提供給客戶，可分為三個服務程式，硬體的部份稱為基礎

建設 (Infrastructure)；而軟體的部份，則又區分為平台 (Platform) 跟軟體

(Software) 這兩區塊。平台就是我們會使用到的作業系統，而軟體則是指

應用系統的部份。相關說明如下： 

(1)基礎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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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架構的雲端服務，主要提供用戶儲存、運算、網路......，可在上

面執行各種作業系統或以應用軟體，且可以控制作業系統、儲存裝置和應

用程式，所以中央系統的主機與伺服器資源共享及資料互通，主要是提供

用戶儲存因網路和其他基本的運算，使用者不需管理雲端基礎設施。例如

安全防護防火牆、監控通報。 

(2)平台即是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雲端運算的平台即服務，使用者不需要自己建置或執行作業系統平

台，只需要操控應用程式和設定應用的環境變數。它需要一個介面（網頁、

瀏覽器）來將軟體部署至雲端，提供這個介面服務被稱為平台即服務。例

如整合數位教材資源、遠距分享、視訊會議、教學。 

(3)軟體即是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用戶在雲端的基礎架構上使用供應商的軟體服務，軟體經由不同的

終端設施，利用瀏覽器連網介面來應用軟體。例如網路、伺服器、作業系

統、儲存、教學平台的建構、教學平台交流。 

3. 五個基礎特徵 

(1) 隨需應變自助服務：客戶可依所需的服務而使用資源（例如伺服器或

儲存空間），且整個過程是單面自動化，無須與資源提供者直接互動。 

(2) 網路使用無所不在：網路提供服務，並且有一套標準機制能讓不同的

客戶端平台都可以使用。（如智慧型手機及筆電等） 

(3) 共享資源地：計算資源經由服務者提供，可以隨時依需要分配給不同

平台的多方使用者。資源的實體位置使用者不需了解，只要有抽象概

念即可。 

(4) 快速重新部署靈活度：資源不僅有彈性且可以快速地被提供，且對客

戶而言，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以恣意購買權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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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可計算：計算資源可依據所提供的服務特性可被自動控管及最佳

化。使用者和提供者雙方都可透明地監控資源使用狀況。 

 

五個基礎特徵是一種可以方便和隨時透過網路使用的共享資源，例

如：網路、伺服器、應用程式和服務以及儲存空間，不用自己建置資訊基

礎設施，即可隨處使用雲端服務，根據不同的客戶需求，動態又有彈性的

調整資源和使用量計價，目的是提供一個便宜、即時又擴展性高的運算基

礎設施，提供有效能的高品質服務。(NIST) 

 

2.1.2 Google雲端系統 

Google於 2007年推出 Google Apps for Work (G Suite)軟體即是服務

雲端運算服務模式，就是所謂的 SaaS，初步調查得知五家幼兒園為了因

應組織規劃，大多數成員大都為 Gmail 用戶，所以更方便本研究推展

Google 應用系統，包括 Gmail、Google 雲端硬碟、Google 文件、Google

日曆、Google 表單、Google Hangouts 線上視訊等一系列的雲端軟體。

Google基於服務廣大消費者，上述的一些 Google 產品屬於免費使用。其

優點是大幅度地減量管理工作，相對不需購買軟硬體和減去維護的工作。

希望能藉由 Google雲端應用平台，行政及教學在也不受時空限制，提升

行政管理、知識分享及親師交流的效益。（張逾恩，民 104） 

 

2.1.3 Google的應用程式：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是協同合作最廣為使用的免費線上服務之一，

常被應用在教育中，例如架設班級網頁，整合班級的相簿、作業、課程資

源等。Google 協作平台訴求不需要懂程式碼，就像資料的編輯與排版，

就能把團隊或班級網頁做出來，很適合拿來做內部的網站製作。幼兒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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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設計專屬網站，並授權權限由相關人員共同瀏覽並編輯網站，不需任

何先進科技技術，可貼上各式各樣不同的檔案，包含行事曆、文字、表格、

語影片等等，還可以設定屬於幼兒園所有成員或工作者可以瀏覽並進行

編輯，且可以同時多人共享編輯或者上傳照片、影片等相關內容，並且可

以通過授權的設定檢視或者編輯每一個頁面來控制存取的權利。而且可

把 YouTube的方式導入網站不需支援就可以獲得播放影片的功能。（維基

百科，2017引用）。 

Google Drive 文書處理系統：雲端 Google 雲端硬碟文書處理系統，

是一個雲端無紙化的流程，提供免費 15GB儲存空間的服務，具有雲端檔

案同步的功能，每台電腦的檔案同步到 Google雲端硬碟儲存，並且可在

任何一台電腦手機平板上取用最新的檔案，讓使用者直接線上建立文件、

簡報、試算表、問卷表單、繪圖等，特別重視互動、協力共作與雲端同步

等新興功能，造就了快速製作、行動編輯、全時自動備份等另類便捷性優

勢。可在原生文件進行試算表簡報，或多人進行協同編輯功能，也可以連

結外部處理，像是繪圖轉檔傳真等特殊需求，產生更高的工作效率。 

  Google 日曆：主要是與 Gmail 結合，是一種團隊整合式的共享線上

日曆。把會議室及共享資源添加到事件當中，日曆可使用結合行動裝置上

的日曆，同步將日曆發佈到網路整合 Google協作平台預定共享資源。 

Google Hangout 視訊會議可讓不同地點的幼兒園，透過雙向影像和

語音傳輸進行即時會議，Google應用系統提供免費十人的Google Hangout

線上會議室，並且可與 Google 日曆整合為預先排定的視訊會議，應用

Google 日曆建立會議的方式，新增視訊通話時間與日期，被邀請者可在

行事曆中連結，在約定的時間內進入預約的線上會議室參與討論及分享，

參與會議者可以共享螢幕，以及共同檢視和處理事項，資訊應用管理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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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擇同意限制外部參與者的存取權，限制於同一區域的人員參與和使

用，會議過程可將訊息儲存於 Google的雲端硬碟中。 

 

2.1.4 Google 協作平台在教育上的運用 

Google 協作平台已普遍被應用在教育領域，因為使用 Google 協作

平台具有共同參與、共同創造、共同合作協作等特性，減輕冗贅的行政業

務，並且在各權限開放有效的達到階層管理，近年學術很少應用 Google

協作平台應用於幼兒園行政及知識平台的研究，但是 Google協作平台運

用於其他的教育研究範疇卻越來越廣泛。統整如表 2.1： 

表 2.1 Google協作平台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作者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黃美尹 

(民 99) 

Web Quest 結合Google協作平

台與地理教學之行動研究 

探討國中教師運用 Google 平台進行地理教學

活動的情形，及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及感受 

湯依穎 

(民 99) 

應用 Google 協作平台落實共

同學習法探討學生學習經驗與

學習態度之研究  

探討學習者之學習經驗與感受，及討學習者使

用網路共同學習後對學科之態度的感受 

許秀芬 

(民 100) 

應用 Google sites 於國小五年

級英語寫作修正回饋之行動研

究 

利用 Google 協作平台記錄國小五年級英語寫

作歷程功能，瞭解參與者進行寫作歷程及同儕

的回饋歷程 

蘇宏裕 

(民 101) 

探討協作平台應用於知識建構

之學習效應-以博物館導論為

例 

以 Google 協作平台建構之網路學習社群，應

用於大學通識課程，探討大學生於學習活動中

學習效應 

張庭郡 

(民 102) 

人際關係型態分組及 Google 

Sites協作平台對理化學習成效

之影響 

藉由在Google協作平台上進行理化報告編輯，

探討人際關係型態及 Google 協作平台對學習

成效的影響 

程蘭惠 

(民 102) 

Wiki共筆模式對中學生跨國網

路合作學習焦慮影響之探討—

以 Google 協作平台為例 

於 Google 協作平台進行共筆歷程，探討學習

者的社交與外語學習的焦慮 

黃雅芬 

(民 103) 

利用 Google 協作平台建置補

救教學管理系統 

以 Google Sites建置之補救教學管理系統，探

討教學與行政的負擔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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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琴 

(民 104) 

利用 Google Sites 建置國小閱

讀教育資源分享平台 

以 Google 協作平台建立適用於學校使用的閱

讀教育資源分享平台，提供多人協作、支援媒

體豐富、資料蒐集便利的資源共享平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小結： 

資訊系統稱為整合上線互動的工具，增進幼兒園行政資訊化工作的可

能性，透過 Google免費應用系統設計專屬網站進行行政管理與知識分享，

深深的影響著幼兒園行政管理每一分鐘的工作流程和決策的製定，因而

資訊系統改變了幼兒園組織的成本及效益，降低內部管理成本與勞力，因

此；資訊系統運用也被視為是幼兒園的資產。 

優良幼兒園網站需讓校行政人員處理行政業務的平台，也可以讓教師

進行線上教學和知識分享管理平台，本論文所設置的 Google應用平台，

五家幼兒園皆具有行動網路的寬頻建設，將結合 Google雲端系統的特性

應用系統，來設置行政管理與知識分享的互動功用，讓幼兒園行政主管和

教師當離開工作場所，仍可繼續、隨時藉由雲端服務進行行政管理、知識

分享、增進親師溝通與互動，幼兒園可預期降低設置軟硬體的維護及採購

的費用，也因此提升軟實力競爭力及服務效率的優勢來滿足教學與行政

管理的需求。 

 

2.2 知識管理 

幼兒園運用 Google雲端平台進行知識管理，因資訊科技可使得知識

的編碼、儲存、交流與傳播更為快速便利，最主要任務是將原先存在於幼

兒園文件資料及成員心智內的知識，透過資訊科技相聯結，建立資料庫、

網際網路的架設、搜尋工具與文件管理系統的改進，有助於行政成員間彼

此知識的交流與共享（吳清山、黃旭鈞，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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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能協助組織或個人，透過資訊科技，將知識經由創造、分類、

儲存、分享、更新，並產生實質價值的流程與策略，主要重點管理內容為

文件管理、核心專長管理及知識社群管理。Google 應用系統適宜設計符

合知識管理系統的基本元件，包括組織知識庫、協同作業平台、網路環境、

組織文化、知識分享平台。因此，要先對內涵的知識、內部協作方式、系

統建置資源與組織文化進行了解，才能在規劃設計出符合幼兒園運作與

需求的知識管理系統。(陳永隆、莊宜昌，2005) 

 

2.2.1 知識管理的內涵 

知識是人們思考的基本要素，對於事物的認識是源自經驗或學習而

來，且能被大眾所理解和知道狀態，乃由個人、團體、組織行動和思維運

作，將知識的經驗與推理儲存在心智中而累積資訊作為系統化，而創造有

價值性的資訊，所以知識屬於個人與組織最具有價值的資產，是優勢競爭

的重要關鍵，知識管理把經驗有效的進行轉化創新，減少繁雜的工作重複

和錯誤，避免影響組織管理效益。 

知識具有流動、分享、無形及可擴充的四個特性，知識之所以無形，

主要是難以具體化，一定要透過符號作為媒介，例如：書面資料、對話做

為傳遞；知識可以反覆的擴充，主要是知識在互動中的過程能擴增，只要

在知識流動中找出規則，知識便可在豐富且多元的方式呈現，將雜亂無章

的資訊轉換為井然有序索引；因為知識是可分享的，知識會存在人的心智

中，若透過資訊科技將知識分享，對組織管理或經營有所助益。 

目前幼兒園知識來源於種類非常繁雜且廣泛，需經過時間的累積才

能獲得專業知能，知識管理的目的就是這樣幼教組織中的知識發揮最大

的功效，透過系統化的分析儲存，試著知識擴展及分享。在幼教知識管理

常用的兩個類型：第一、將組織的內隱知識透過檔案或資訊資料庫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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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獲得在管理的最高效能；第二、吸引同質性的群體，使用網路並

在同空間中互相交流資訊、分享個人經驗與知識，共同協同探討彼此的專

業領域，從資訊系統方式交流分享知識，再進一步的創新知識，使得專業

知識和素養互為提擕而達到專業品質。因此；如何在幼兒教育職場透過科

技將知識來流通，並有效的儲存和運用為資訊化知識資料，對於教育極有

助益。 

本論文的知識管理其內容是系統構成要件，從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

及文獻，對於教育者知識管理的推動皆有一定的程度與認知，包含行政運

作的實體、知識如何取得的方式，而知識社群平台是透過資訊科技與電腦

網路所建立的知識網，並與團隊經驗流通，如何取得知識並應用對幼教師

而言並非困難，若能藉由資訊科技實踐行政管理及教學，並利用雲端平台

分享，在過程中展現創新教學效能與行政績效。 

綜合上述；知識管理的重點之一，就是要將組織或個人的內隱知識轉

換爲外顯知識，因爲只有將知識外顯化，才能透過資訊科技儲存於資料庫

中，所以我們在雲端系統設置知識社群平台，適時將專業知識、文件及資

料分類、儲存後，有助於知識的分享與再利用。表 2.2為各學者對知識管

理定義說明與本研究相關內容。 

轉化創新，減少繁雜的工作重複和錯誤，而影響組織管理效益。 

表 2.2 知識管理定義之彙整 

學者 年 知識管理定義 與本研究相關內容 

Basis 1997 

知識管理是經過串連的使用，一開始是智者

的思維．從中整合而獲取知識及創造知識的

過程，進一步提升組織的效能。 

知識及行政經驗的蒐集、

儲存及分類以提高幼兒

園工作效能  

Stevenson 2000 

知識在最佳學習和實務的課程中再創新，籍

由知識管理在塑造分享文化中給於相關者，

使得專業知識彼此成長，並應用教育革新或

班級事務，使其品質及績效提升。 

幼兒園需要有效儲存和

運用管理，知識管理推動

將提高行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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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 

& Takeuchi 
1995 

教師過去所學的知識已不足以因應現今的

教學現場，因此教師除了個人進修外，若能

經由組織進行知識分享，不但可迅速提昇自

我專業能力，亦能創造出更多的知識價值 

藉由知識社群平台提供

意見交流和研習訊息創

造知識價值 

高博銓 1999 

知識管理是透過知識的統整與創新，知識把

教育與學習有系統與有計劃的應用於實務

裡，提升學校效能並在發展過程中所需的動

能，不斷察覺及檢視學校所應承擔的責任，

訂定績效目標作為學校經營的指導方針。 

藉由雲端平台有系統提

供幼教師，促進知識創新

及提升教學效能  

秦夢群 2002 

處於知識經濟時代下的學校，需透過學習系

統，不斷修正及調整，所以知識在組織已成

為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知識共享時代結合雲端科技

統整專業學習系統統讓組織

呈現專業化 

陳美玉 2002 

鼓勵教師於知識社群成員之間，多進行個人

享將內隱知識轉換交流為外顯知識，亦需學

習系統化傳承、保存與創建新知識之模式，

以因應教育政策及社會的變遷的改變。 

將內隱知識外顯化，藉由

雲端資訊科技建構知識

社群平台呈現專業系統

化 

吳思華 

吳政達 
2001 

知識管理係指在知識型學校中，建構一個有

效的知識系統運作機制，以解決學校知識管

理的困難，讓知識能夠有效的創造、流通與

加值，進而不斷的產生 創新性教育專業知

識。」每一環節雖然都是繁複的工作，必須

加以管理。 

透過資訊系統的便利及

應用，讓教師藉 

由知識平台獲得更多專

業知識 

翁榮桐 2000 

學校隨著電腦網路的興起，將其各項學習的

資源加以分類整理、儲存、 分享與創新，並

透過有效的資訊化或知識管理，把正確的資

訊適當的時間分享給需要的人，俾使其採取

正確的行動。 

知識轉移可藉由資訊科

技實踐及分享而相互成

長，達成園務管理及知識

傳遞 

施宏彥與羅

宇媛 
2004 

應用幼稚園中的有形與無形的知識資產，並

配合行政領導的能力、組織文化的營造、成

員有良好的教育訓練，且運用系統化的策略

與過程 管理，促使教師與行政人員藉由轉

化、知識分享、通訊及創新，提升行政與教

學的效能，確保幼兒教育的提升，達到幼兒

園的永續經營與不斷創新。  

藉由知識社群平台，幼教

師及管理者相互支持成

長，實踐知識管理及運用

資訊科技使得知能提升

及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理論，知識是人們思考的基本要素，對於事物的認識是

源自經驗或學習而來，且能被大眾所理解和知道狀態，乃由個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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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行動和思維運作，將知識的經驗與推理儲存在心智中而累積資訊作

為系統化，而創造有價值性的資訊，所以知識屬於個人與組織最具有價值

的資產，是優勢競爭的重要關鍵，知識管理進一步把經驗有效的進行 

 

2.2.2 幼兒園的知識管理 

幼兒園知識來源於種類非常繁雜且廣泛，需經過時間的累積才能獲

得專業知能，探討知識管理的目的，就是把幼教組織中的知識發揮最大功

效，透過系統化的分析儲存將知識擴展及分享。運用知識概念到幼兒園組

織，將不具有特別意義的資料，經系統化的整理而轉化為具體的資訊，再

運用 Google雲端平台，做為幼兒園的未來決策優勢。幼兒園知識內涵的

四層次如下：(Quinn，1996) 

1. 資料(Data)：是指記錄各種事實根據的文字、符號、圖像、聲音、影

像的原始檔案。例如新生報名表、幼童名單、各類圖書財產清冊、教

職員工人事資料等等，藉由實質存在資料，幫助幼兒園及組織留下憑

證依據，提高資料存在的利用價值，由科技將資料轉換為資訊及知識，

提升組織管理效率跟競爭力。 

2. 資訊(Information)：將幼兒園各類資料產生相互關聯及賦予意義，利

用科技應用系統與方法，把資料有目的分類整理，例如幼兒園新生資

料、家長及關係人填寫資料、園所的資產各類別清單、會計資產報表、

各類活動教學報表等等，能夠讓資料使用者，明確、快速、分析判斷

為決策者的參考依據。 

3. 知識(Knowledge)：取得關聯性與目的性的資料經過分析、推論、分類

整理及經驗所獲得的資訊，例如教學計劃表、教學成效報告、幼兒園

各活動經驗、幼兒專業知識及各類調查報告等等，這些知識都是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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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際情境所做出的分析，具有主觀的認知所形成，所以較難以系統

去萃取明確知識。 

4. 智慧(Wisdom)：是一種直覺性的知識，例如幼兒園管理者依據幼教專

業知能與經驗，去判斷園所的優勢、幼兒園的特色及市場的需求，調

整幼兒園的經營策略跟方向，以獲得競爭優勢，則是經營管理者的智

慧之處。 

國內、外眾多教育學者提出知識管理概念，認為知識管理是持續與連

貫的使用知識，幼稚園成員將所獲得的知識進行有效的管理，在許多做法

及觀念都有助於發展與革新，是知識管理最根本的目的，因為知識都是來

自於人類的思維，透過思維擴展及運用而創造新知識，而思維的轉換過

程，任何一個組織都是藉由人與人的傳播、擴散而創造知識，所以一個知

識管理者其能力將找尋、儲存、流通等轉化為資訊化，而研發、整理、儲

存、流通與利用轉化為價值，可以協助組織有效的採取行動策略和管理，

成為組織的有形資產。 

Ar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 (2000)所提出知識管理概念及模

型，更清楚瞭解在龐雜的專業知識中，知識管理的重心在於分享，提供幼

教人員一個嶄新的思考方向，善用這是管理的優勢全面提升幼兒園行政

和教學課程的品質與效率，所以知識管理的必須是人與技術相互配合達

到最佳化，所以設置知識社群平台是透過通訊系統與電腦來有效的儲存、

轉換、分享知識，將知識能更多面向的傳播，它是歸屬於本研究所建置

Google 應用平台中的知識社群，主要成員是使用平台的每個人，由群組

的成員積極參與，把有關幼教專業知識送上平台，豐富知識社群內的知識

庫，集合共同參與群組的人力量來解決平台上大家所提出的問題，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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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擴散。所以就幼兒組織而言，資訊科技是一個達成知識管理的工

具，他們掌控、儲存、傳播知識，知識管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益。 

有關幼教場域的知識管理，是指幼兒園透過知識的取得而轉換內隱

知識為外隱知識，運用系統化的流程把幼教成員的行政及教學專業能力

及經驗，將這有形及無形的知識化為組織資產而擴展、轉移及創新。目前

幼兒園在少子化衝擊之下，無法漠視時代的變遷，更需要確保幼兒教育的

品質，為了提升幼教組織管理效能，需謀求變革將「知識管理」概念落實

在於幼教組織管理系統，運用資訊科技並配合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特性，

促進組織知識不斷創新、追求卓越、效率、品質而提升幼兒園行政績效和

經營效能，繼而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2.2.3 知識社群 

知識社群是以知識交流與資訊互動為主體，為教育組織所重視的議

題，本研究將以設置知識社群為平台內容之一，透過幼兒園專屬虛擬空間

發展專業社群概念，有共同願景及目標的個體，社群成員藉由電腦通訊設

備和網際網路的虛擬空間，進行分享知識從中獲取彼此專業知識，形成虛

擬網際群體產生共同利益，因虛擬社群涵蓋廣泛，日漸趨於混合知識為社

群，已成讓相同專業領域的成員彼此學習分享，將具有同質性成員融入社

群中，彼此分享共同專業及價值。 

幼兒園知識社群主要以幼教成員為主軸，提供教學經驗、分享教案及

教材的討論空間，本論文建構 Google應用平台是以幼兒教育知識為定位，

涵蓋類型為協助性社群的知識社群網頁，教師們可以提出教學相關問題

進行解決方案，例如教學方法及教材設計、專業研習訊息、專業心得分享、

學習網站分享、教育雲資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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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幼教師加入知識社群，社群就隨著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產

生交流，在互動的過程讓組織和成員之間的知識獲得分享，其目的是增進

個人與組織知識創新之價值。就幼兒園而言，內隱知識是組織成員共同呈

現的教學素養，園長或行政人員的領導和管理風格，這類內隱知識是不易

取得或分享，是屬組織內的重要資產；外隱知識係指外顯的符號記載，如

幼兒園的教學課程表或行政組織章程皆屬外顯知識易於複製。因此，知識

管理的成功與否，需要組織成員與資訊科技相互配合，達到有效移轉、分

享知識、資訊儲存，在知識管理系統化的概念經營幼兒園，似乎已成為未

來發展的趨勢。 

因應教育政策及少子化問題，在組織企業化的策略規劃之下，幼教成

員在制度機制的規劃，組織傳遞知識管理的理念和專業知識，而進行知識

分享和知識移轉。相關文獻對知識分享的定義大多是建立在學習的觀點，

不僅是願意將資訊傳遞給另一方，並運用資訊的內涵轉換發展，變成個人

新的知識行動能力，簡單的說是使組織成員可獲得有效行動力的過程。所

以知識分享是重視過程的知識移轉，需要透過交流與過程才能發揮其效

果，並且知識擁有者與知識需求者之間互動的行為才能達成。 

Nonaka and Takeuchi(1995)：知識經由內隱與外隱知識互動可產生創

造，此四項知識移轉模式，分別是社會化、外顯化、內隱化以及整合等，

作為知識移轉的階段程序。 

1. 社會化(Socializati)：指將知識轉化為內隱知識之過程，之間籍由經驗、

心智模式、技術以及技巧等分享，引發共鳴之創新知識。 

2. 外顯化(Externalization)：主要是將內隱知識明確顯現於外，而成為外

顯知識之過程，尚屬於一種觀念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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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Combination)：結合是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

程，也就是系統性知識。 

4. 內隱化(Internalization)：主要是因外顯知識轉化為內隱形的知識，經

驗透過社會化、外顯化和整合而產生的內隱知識。 

 

 

圖 2. 1 知識移轉模式 

資料來源：Nonaka and Takeuchi(1995) 

 

由此可知，幼教師加入知識社群，社群就隨著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經

此四項過程而產生互動，在互動的過程讓組織和成員之間的知識獲得分

享，其目的是增進個人與組織知識創新之價值。主要分享內隱及顯性知

識，再透過組織同質性高的人員參與平台，透過資訊科技及網路方式分

享，鼓勵內部組織人員有意願參與平台，藉由知識分享平台展現價值觀的

傳遞，讓幼兒園成員明確了解組織的目標與願景，將隱性知識轉換為幼兒

園的資產的顯性知識。  

而幼兒園園長主要負責知識管理工作的有效推動者，擬定管理方針，

使得管理者的理念和資源運籌之下，確保幼稚教育的品質，為了提升幼教

組織管理效能，需謀求變革將「知識管理」概念落實在於幼教組織的知識

平台。由於幼兒園內部管理是非常瑣碎繁雜，如果能運用知識管理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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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建構完整的資訊分享和行政管理，不但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增進專業

能力，成為競爭優勢，繼而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小結 

本章節所討論的知識管理應用策略，經雲端平台統整為幼兒園知識

管理模式，需要擬定適當的策略，一般而言，幼兒園的行政組織是依照功

能而分門別類，大致分為行政、教務、總務、人事、財務等幾大層面，在

煩雜的業務之下，首先可建立資料庫，因為早期儲存資料一直是以文件為

主，尤其在評鑑或者參考資料時必須耗費許多時間和能力去搜尋，在龐大

的幼兒園業務已不符合效益，尤其近期的資訊科技及網路技術發展，政府

極力推動教育雲、行政電腦化及資訊教育的研習課程，讓學校的行政業務

及教學能藉由產資訊科技產生更大的效率，因此；建立和提升教育雲裡的

資訊的價值，方便迅速的搜取所需資料，是知識管理不可或缺的工作，將

學校成員有關的重要訊息、幼兒園行政資料、教學資源等此類資訊資料，

轉化為教師對學校認同，促使教學和行政的效益，進一步活化為動態資料

庫，建構良好的知識分享平台，使得幼兒園管理者更能貼近組織核心價

值，老師更能因平台傳達及溝通，與家長有良好交流。 

所以本論文將應用 Google 協作平台應用程式，促使行政人員及幼

兒教師藉由資訊科技，統整幼兒園有形與無形的組織資產，以及配合行政

主管領導的能力、幼兒園組織文化和幼教師的教育訓練提升行政與教學

效能，將知識分享運用系統化的策略，達成幼兒園優質及永續經營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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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幼兒園資訊化 

雲端平台有整合性功能，能串聯整合幼兒園內各處室的資源，儲存在

系統的資料庫中分門別類，彼此管理及分享交流，讓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

得到系統所提供有效率的服務。但更理想的系統能集結教育集團的各幼

兒園的資源，擴充為一個跨地域性的行政及教學資料庫，將更有利於知識

的傳遞與學習。 

幼兒園園務資訊化，也稱輔助行政系統，指的是針對學校內人、事、

財、物等業務，應用現代科學化知識管理及資訊科技技術，迅速有效的來

支援或協助行政人員處理各項事務，將學校內所需要的資訊加以適當的

規劃、整合及控制，善用幼兒園行政各類資訊及網際網路的共通性的資源

分享，達到即時、互動及分享的功能，繼而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高冬梅，民 97）。 

行政效益高的幼兒園網站可供行政人員處理行政業務的平台，並且

可以讓幼兒園幼教師在網路上進行教案編輯及修正，幼兒園網站不僅可

以是學校行政人員的處理園務平台，也是幼教師們進行教學分享、知識分

享與管理的平台，對家長可以達到直接溝通的功能，是學校行銷的重要利

器之一。（許立民，民 97）。 

幼兒園行政及與教學管理，需依據教育原則運用資訊科技增進工作

效率及品質，廣義的資訊化是指組織成員使用系統來處理行政業務，為了

達到功能發揮需建置一套適合的幼兒園的資料庫，可供各單位及各成員

共用達到資料整合及共享之目的。因政府教育政策革新，目前基礎義務教

育包含公立幼兒園，大部分已整合或獨立設置網頁相互結合於行政業務，

但是私立幼兒園礙於成本考量及專業技術問題，尚未整合電腦系統技術

完成行政管理。幼兒園行政資訊化系統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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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決策能力，提高事務性作業效率，提升行政品質。 

3. 教案、資源分配，以增進整體教學效能。 

4. 建置知識社群的資料庫，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6. 建置校內網路系統，提升學校行政業務管理之效率。 

7. 透過網際連線傳遞重要資訊，共享教育資源。  

 

2.3.1幼兒園行政與教學管理 

幼兒園行政工作內容重複性高需減少繁瑣且重複的行政業務，體認

到資訊科技有助於在管理與事務性的助益，主要管理者為了因應行政數

位化的園務，必須運用電腦科技進行幼兒園經營管理，例如：園務行政處

理流程、會議的互動、幼兒學習成果、活動的公告、文件編列、教育新知

識等，顯現出資訊科技對幼兒園行政管理的幫助，以強化行政決策及有效

整合內外資源，提升教育行政服務品質及效率。 

幼兒園行政指對園務所做的管理，其工作範疇很廣泛，根據教育原

則，應用有效和科學的方法，蕭慰親（民 79）指出所謂管理就是幼兒園

行政、服務與導引幼兒園的公共事務。「管理」常被誤為是「行政」的同

義字，代表計畫、組織、溝通、協調及評鑑的歷程，幼兒園行政範圍包括：

1.環境設備（園舍規劃、設備購置保管）；2.行政組織（工作職掌、組織章

程）；3.教保工作（編造學籍、作息表、幼兒生活輔導、教案設計、親職

教育）；4.人事管理（任用、待遇、福利、進修）及其他（立案、法令）；

5.事務工作（設備管理、圖書管理、經費管理）。 

王立杰、田育芬、段慧瑩、張碧如（民 96）提出對幼兒園行政的看

法如下： 

運用科學有效的方法，幼教育機構依據教保理論，對幼兒園內的人、

事、物、財等業務做妥善的規劃及適當的處理，藉以達到教保目標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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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1.教保行政工作（幼兒檔案、班級編排、教保活動、行事曆、招生

及註冊、親職教育、餐點設計與管理、幼兒安全管理）；2.人事管理（任

用、退休、保險、福利、進修、待遇敘薪、請假）；3.總務工作（包括文書

管理、經費管理、財產管理、園舍修建、遊戲器材維護增購、校車管理、

工友管理）。 

教育評鑑是由專業人員透過科學方法，對教育計畫或活動蒐集、整理

及分析、資料之後作價值判斷及評量，評鑑計畫分為：基礎評鑑和專業評

鑑，基礎評鑑為全面實施具有強制性質，針對幼兒園有關法令項目的規定

進行評鑑，包含六大項：設立與營運、總務與財務管理、教保活動、人事

管理、餐飲與衛生管理、安全管理等，教育部門目的在評鑑和監督；專業

評鑑屬於自願性質，提供專業性自我改進，政府是輔導者，協助提供專家

輔導，評鑑結果除了輔導改善，也是為提供家長有關教保品質的訊息。 

幼兒園在教學所規範的幼教目標之精神，認為幼稚園教師的工作以

教育和保育為主，徐秀容（民 89）依據我國「幼稚教育法」所包含的職

責為下列四項： 

(1) 秉承幼兒園教育理念辦理幼兒教育工作，並注重幼兒生活教育。 

(2) 規劃課程、編製教材、紀錄個案，並填寫幼兒各項表冊。 

(3) 與幼兒家庭保持聯繫，隨時提供教育資訊與幼兒個別發展情形。 

(4) 協助幼教教育機構的專家完成各項實驗探討工作。  

依據幼兒園教師手册，幼教師除了課程教學工作之外，基本業務歸納

有：1.幼兒生活教育、健康保育、情境教學環境設計、課程進行計畫與評

鑑、編製教材及教具、紀錄個案、填寫表冊、親師溝通等等都需由幼兒教

師負擔職責。2.定期紙張作業有：學生個案紀錄、教師教學檔案、課程設

計、學習活動紀錄表……等。3.定期參與會議：教學會議、親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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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座談、協同教學討論會議和家庭訪問等。 4.其他相關的職責有：

親師交流、教具設計、參加專業研習觀摩，或專業學位的進修等。 

 

2.3.2幼兒園行政與教學資訊化  

聯網組織(Internet Organization，IO)一書施振榮提出概念，知識為基

礎的經濟，ｅ時代的數位革命是無形的價值替代有形的價值、軟體替代硬

體、腦力替代勞力、領導能力替代管理能力、創意替代效率；幼兒園園長

對於ｅ化時代，更需要運用資訊科技規劃出適合幼園系統，所以提升行政

資訊為使用者生產力的一種方法。 

對學校行政業務而言，行政管理是指迅速的進行行政業務，在軟硬體

操作之下，把資料分析、整理、處理，改變幼兒園更優質化的行政效率與

效能，幼兒園管理者有責任利用資訊科技，協助與執行處理學校事務。所

以透過現今的雲端平台整合行政業務，讓各個系統之間的溝通沒有障礙，

將作業流程標準化、簡單化，減少無謂的人工作業，目的在帶動教育的革

新和進步，達成教育目標與組織成員的需求。 

幼兒園的網站可成為行政業務電腦化的平台，透過雲端平台整合與

發展建構適合幼兒園的網路管理平台，以幼教場域而言，有效整合行政業

務資料，不只技術地節省人力與物力，亦轉化幼兒園組織管理的效率與效

能，結合資訊科技與教師專業來提升幼教人員在行政、管理、行銷、教學

資訊素養（陳儒晰，民 102）。 

尤其近年來，由於資料庫、個人電腦及通訊網路的快速發展，搜集資

訊不斷的累積，使得行政資訊化的目標不僅是資料處理而已，同時更逐漸

朝向資訊管理的目標，就像本研究透過網路系統所建立的雲端平台，不但

打破過去行政工作的單機作業，更可以讓原有的資訊、資源分享在教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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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單位、幼兒園內部與校際間、甚至和整個學校外的環境，彼此互聯充分

運用資源，達成行政績效提昇的目標。 

學校是知識傳遞的場所，學校行政是服務教學與科技的管理，講求學

校行政效率和效能，讓各個系統之間的溝通沒有障礙，將作業流程簡單

化、標準化，減少無謂的人工作業，目的在帶動教育的革新和進步，達成

教育目標與組織成員的需求，管理者必須有效管理及運用各項資源，即時

有效掌握資訊，降低軟、硬體費用等增進行政效率，唯有透過行政電腦化

才能作有效的學校經營與管理，（林斯寅、李尉瑄，民 93）。 

資訊科技所建構的教學支持系統，必須以教師可理解程度設計，成為

教學輔助的重要工具；幼兒園可由資訊科技及教學專業的組合，來形塑教

師專業技能，並提供教師在職研習或進修機會，提升與協助教學專業的實

務發展。 

因此；幼兒教學環境需縮短知識落差的經濟與文化差距，協助老師追

求自我利益與興趣，幼教師的成就不應當只限於教學技巧、教師角色、教

學卓越的教學實踐，資訊科技提供融入知識體系之機會，現今更重要的是

參與社群和共同協作以改進專業，提供個人內隱知識發揮於職場並與協

同者共同成長。當教師進入教育現場後，可結合資訊科技於教學活動中，

整合教學知識的探究能力和熟悉資訊科技之應用，統整專業理論學習與

實務運作來有效提升教學成就；透過資訊科技的工具融入主題教學，增進

教師和其他夥伴或同事，建構彼此的社會互動和合作關係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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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幼兒園互動式平台 

互動性是為現今數位科技發展的趨勢，人們在進步的同時也不斷的

朝向此方向努力，Borsook and Higginbotham(1991)提出構成互動的七個要

素： (1)立即回應 (Immediacy of Response)、 (2)非線性資訊處理 (Non-

sequential Access of Information)、 (3)適應性 (Adaptability)、 (4)回饋

(Feedback) 、 (5) 選 擇 性 (Options) 、 (6) 雙 向 溝 通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7)可中斷性(Grain-size)；互動是種雙向溝通模式，在過

程中應有回饋。由此可知「互動性」除了所謂的相互溝通外，在雙方透過

溝通後，得到相互回饋的動作，擁有對於資訊得知的自主性。 

本論文 Google協作平台所建置的網站內容，包括服務性、呈現性、

互動性、資料性，可提供服務與瀏覽的功能。完整功能性的幼兒園網站，

其功能不僅在於公告訊息、行政檔案儲存、教學的功能、豐富的知識資源

等，且能達到招生行銷的功能，尤其互動性的公告訊息、親子聯絡簿和

Google 日曆都可以透過系統連結至手機，將學生訊息及學校最新的資訊

透過雲端平台即使通知家長，使得幼兒園網站在同時面對內部與外部的

使用者而言，能夠滿足內外部使用者的網站。 

所以幼兒園理想系統應該具有龐大的中央資料庫，也有多元化的系

統，並可即時又互動功能，本研究所採用的 Google應用系統與外掛程式

來開發雲端知識互動平台，符合建立理想系統之要素。包含： 

1. Google 的應用程式：Google 協作平台、雲端硬碟、日曆、Google 

Hangouts、表單、YouTube與網上論壇。 

2. 外掛程式：「Conceptboard」，雲端白板來進行圖文討論，Gclass Folder

與家長共用的雲端資料夾電子聯絡簿。CBox 提供留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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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上述學者研究、幼兒園行政部冊彙編及幼稚教育法參考資料可瞭解，

即便大多幼兒園努力簡化幼教師業務，但是職責範圍帶給幼教師極大壓

力卻未因此減少，導致幼教職場流動率頗高，因此；朝數位化管理將是未

來趨勢，依經濟成本考量，我們選擇 Google雲端平台，不僅免費可以設

置網站平台，且可做為幼兒園園務統整管理。 

綜合學者理論，幼兒園的成員必須將個人內隱知識發揮於幼教場域，

並獲得園所的支持而減少行政業務負擔，將有助於幼教師將專業知識發

揮在幼兒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尤其面對於新世紀時代，資訊科技的發達，

幼兒園成員如何提升專業知能逐漸被家長及社會所重視。因此本研究將

藉由 Google雲端平台，知識管理應用於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實踐知識

的價值移轉知識和行政業務系統化，減化幼教師行政的負擔，並降低重複

性的工作，也可透過平台提供教學資源和協同合作減少幼教師搜尋和探

索期。網路社群可以擺脫時空壓縮的限制，充分發揮資訊科技與網際空間

的便利性。 

以上依據文獻探討，幼兒園行政是依據教保及經濟原則配合法令政

策，將應用資訊科技將幼兒園內部人、事、物、財等做妥善的規劃，設置

於雲端平台，參考學者及教育部所提出幼兒園行政範疇，擬定行政檔案為

五大分類：行政、教保、總務、人事等架構，與訪談者進一步討論，等待

訪談結果再做修正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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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包含 3.1研究流程、3.2深度訪談、3.3訪談對象與訪談大綱、3.4

 資料分析及信賴度考驗、3.5研究倫理、3.6 雲端雛型平台、3.7 Google

應用程式、3.8平台架構。 

 

3.1研究流程 

資訊科技融入不只再現創新工具的使用與應用價值，亦聚焦在重新

界定知識取得與分享的管理方式，協助人們更有效地進行組織內部知識

的定義、傳遞與共享過程，增進組織行政運用的效益。本論文分為五階段

來進行： 

(1) 第一個階段研究主題與目的確認 

藉由資訊科技轉化幼兒園管理的效率，提升幼兒園各層面的價值，確

立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進一步規劃幼兒園雲端知識互動平台管理系

統，依據知識管理概念、應用 Google協作平台等，建置一套適用幼兒園

的互動平台系統。 

 

(2) 第二階段相關文獻與研究 

參考相關研究學者的理論基礎，主要內容為雲端平台，主要探討雲端

資訊之定義與分類、相關研究及應用；知識管理探討知識的定義、特性與

其相關知識分享；幼兒園行政系統管理，依據教育原則運用資訊科技增進

工作效率及品質。 

 

(3) 第三階段研究設計 

訪談前邀請幼教理事長暨資深園長檢核雲端平台內容，先擬系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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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置 Google平台雛型及訪談大綱，方便於訪談時可明確說明平台初

步構想，並傳述平台功能及目標。使用半結構訪談，對象為教育機構之五

家幼兒園主要管理者進行深度訪談，瞭解目前幼兒園資訊化狀況其優缺

點以及推動所面臨的困難，進一步對建構 Google雲端平台之雛型，提供

適當意見及修正內容。 

 

(4) 第四階段雲端平台建置 

依據蒐集的文獻和訪談內容及建議，進行平台建置，以知識管理系統

概念作為鷹架基礎，設置專屬網站、行政管理、知識社群及即使訊息之內

容項目，規劃建立一個共通性支援平台。 

 

(5) 第五階段結論與建議 

依據統整文獻探討、資料蒐集、深度訪談，歸納出相關結論及問題，

據此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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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擬定研究計晝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文獻資料搜集、整理與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 

平台雛型建置 

非結構式訪談 

資料整理與分析 

系統平台建置 

研究報告結論 

研究建議 

第一階段 研究主題與目的確認 

 

第二階段 相關文獻與研究 

 

第三階段 研究設計 

 

第四階段雲端系統建置  

 

第五階段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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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度訪談 

半結構訪談法採取面對面訪談方式，為質化研究半結構訪談，主要特

點：(1)有一定主題不是漫無邊際；(2)訪談前先擬訂訪談要點和大綱，可

在訪談過程中形成及修正主要問題；(3)訪談者進行訪問時不需使用特定

語意及文字。因此；隨時對訪談的問題沒有標準的程序，可以自由隨意提

出自己的感受及意見，不是到問題內容及次序的限制，可讓受訪者暢所欲

言。 

透過訪談了解幼兒園行政與教學落實資訊科技管理狀況，以及對於

系統建置的看法和需求，進一步與受訪者訪談中延伸出其他的問題將更

能深入了解受訪者的看法，以及全面性的訊息，可從多方面相關過程做為

完整深入的表述，提供本研究設置平台的依據。 

因此；對訪談的問題沒有標準的程序，可以自由隨意提出自己的感受

及意見，不受到問題內容及次序的限制，可讓受訪者暢所欲言。主要與受

訪者口語交談，從敘述描繪之間分析受訪者的信念、動機、期許、價值等。 

本論文透過深度訪談方法，以面對面訪談方式進行初級資料的搜集，

為質化研究半結構性的訪談。偏向幼兒園管理實務與強調受訪者主觀觀

念、感受及意義的質化研究方式，主觀與直覺性的合成將是本研究參考可

貴之處，根據多面向的資料取材，增進研究可信度成果。 

 

資料整理與分析，主要為訪談資料，茲說明如下： 

1. 訪談資料以英文大寫為幼兒園代表，英文縮寫表示研究對象，Ａ代表

幼稚園，ａ代表園長，b為資訊維護者。 

2. 聽錄音帶並轉譯重要內容的文字記錄，對於文意或用語不清楚的地方，

可再向受訪者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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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訪談資料編碼登錄工作。主要是要瞭解資料來源處，方便將原始

資料的重點文字截取及呈現在研究主題內，做為依據及參考。 

4. 以研究問題為主軸，進行歸納分析，並以訪談時的觀察，掌握幼稚園

資訊化的問題及困境做為平台建置主要參考。 

本研究將依據研究內容，探討幼兒園目前資訊化確切的執行狀況，作

為建置 Google應用平台之參考，首先擬定訪談大綱，訪談開始先說明研

究目的，並徵求受訪者同意錄音，以防內容在謄寫時失去訪問者原意，保

護受訪者及單位之隱私及研究倫理，與訪談者資料將採匿名方式呈現，資

料將妥為保管不做任何公開使用，訪談過程保持開放態度記錄重要事項，

若受訪者離主題核心，依據狀況而伺機引導回歸主題，訪談後根據訪談內

容及摘要立即謄寫，若有疑問或需補充在進行再次訪談。 

 

3.3 訪談對象與訪談大鋼 

本研究以某一教育機構所屬五家幼兒園的主要或相關管理者為訪問

對象，例如：園長、組長等，資訊科技已是幼兒園的重要推展任務之一。

因每家幼兒園行政業務不盡相同，為了實際瞭解幼兒園行政管理及蒐集

有關文件及電子檔案，進行面對面的訪談，更明確瞭解行政分類及架構，

並將相關文件和資料導入於雲端平台。 

進行訪談前，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及建置雛型平

台，邀請熟悉幼兒教育行政領域的現任某區域幼教理事長且資深園長提

供專業諮詢意見，修正訪談大綱及平台雛型的內容。 

討論內容主要針對文獻、雛型平台、訪談內容進行討論並建議，訪談

大綱以幼兒園如何執行資訊化、資訊科技利用幼教場域的狀況、對於雲端

平台的運用期許等為主軸，並呈現平台雛型向受訪對象說明建構的意向

和價值，雛型平台暫試用對象包括園長、資訊等主管，主要對此平台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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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及提供修正意見，將做為建構 Google應用系統之管理平台，期

許本雲端平台運用在管理和知識分享符合幼兒園的需求。 

訪談大綱擬定內容如下： 

1. 請問幼兒園目前如何進行資訊化?  

2. 請問幼兒園資訊化是否對教學及行政有所幫助或期許?情況

如何? 

3. 請問您對幼兒園資訊化的實施狀況是否滿意? 為什麼? 

4. 請問您對幼兒園目前網路平台是否滿意? 為什麼? 

5. 請問您對本 Google 應用平台雛型系統看法如何或有何建議？ 

   

研究對象為某都會區之教育機構，規模及人員配置表如下（參見表

3.1）。選定主要訪談對象為五家幼兒園園長及主要系統資訊維護者組長共

七位人員（參見表 3.2），經透過訪談了解幼兒園行政檔案的分類方式、執

行資訊化狀況、系統建置的看法及需求。 

 

表 3.1 幼兒園規模及配置一覽表 

幼兒園 學生 幼教師 行政人員 

A 204 15 4 

B 195 13 3 

C 252 17 5 

D 216 16 4 

E 122 10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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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時間及對象資料一覽表 

編號 年資 職務代號 訪談日期 學歷 訪談時間 幼兒園代號 

1 17 a園長 107/03/01 碩士 60分鐘 Ａ幼兒園 

2 24 a園長 107/03/14 大學 40分鐘 Ｂ幼兒園 

3 19 a園長 107/03/16 碩士 60分鐘 Ｃ幼兒園 

4 10 b組長 107/03/16 大學 30分鐘 Ｃ幼兒園 

5 22 a園長 107/03/28 碩士 30分鐘 Ｄ幼兒園 

6 14 b組長 107/03/28 碩士 50分鐘 Ｄ幼兒園 

7 18 a園長 107/04/09 大學 50分鐘 Ｅ幼兒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需要實際了解各幼兒園行政檔案管理，以及方便搜集相關檔案文件

及電子文件，採取面對面訪談方式，期許更能深入了解各幼兒園行政檔案

的分類架構以及行政檔案系統的需求與行政業務流程，訪談過程之中，幼

兒園園長除了提供有關本研究相關資訊，並且實質提供幼兒園行政檔案

和電子檔案，可為建置平台時導入的資料或參考，訪談中徵得受訪者同意

錄音紀錄，以速記的方式和事後回溯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及整理，並區分

研究資料性質方式為標記代碼，方式為表 3.3。 

 

表 3.3 資料分類代碼表 

研究資料 資料代碼及編號 幼兒園及受訪者 

1訪談內容 1070301 A園－訪 a 訪談 Ａ園 a, b  

(a 園長 b 資訊相關者

組長) 
2電子文件資料 1070301 A園－電(文) 電子(文件)A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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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分類代碼說明： 

（一）研究參與者代號 ： 

1. 幼兒園代號 A B C D E（幼兒園代號） 

2. 園長代號：a；資訊組長：b。 

（二）蒐集資料的方法  

1. 訪談：面對面的正式訪談。 

2. 資料提供：幼兒園提供實質文件及電子文件。 

（三）分類代碼：民國 107 年 3 月 1日；A幼兒園；ａ園長 

        訪談編碼舉例：1070301 Ａ園－訪ａ 

       蒐集資料舉例：1070301 Ａ園－文 

              1070301 Ａ園－電 

 

3.4 資料分析及信賴度考驗 

（一）資料分析需要利用研究者所採用的理論架構為基礎，將各主題訪談

歸納所得之初步結論，選取較具代表性或較為關鍵的訪談回答，賦予資料

意義，以求清晰展現，依問題類型及反應整理其重點做分類。 

1. 利用研究者所採用的理論架構為基礎，將問題的反應做分類。 

2. 從被研究者的角度出發，以瞭解其對事物的看法與理解。 

3. 編碼登錄：方便研究者檢索查詢相關資料文件，能順利將資料系統化

並導入雲端平台。 

（二）本研究為保持質性研究的客觀性，採用 Lincon and Guba (1985)所

提出的資料分析之可信(Trustworthiness)，以建立質性研究的信度及效度

檢驗，分析方法如下： 

1. 情境脈絡：訪問對象為主要相關業務管理者，年資約十年以上為訪談

對象，因為推展資訊科技有歷史過程，本研究需要資料經驗、需求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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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主要管理者的資訊能力和意願，方便瞭解未來幼兒園對系統推展期

許。 

2. 三角檢核：採用多種不同形式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理論，以查核與

確定資料來源、資料蒐集策略、時間與理論架構等的效度。例如蒐集相關

文獻、現場觀察與深度訪談，並擬訪談大綱及雲端平台雛型做為多方蒐集

資料。 

 

3.5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的訪談對象必須是志願參與者，並且在研究過程中對參與

者不構成傷害均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倫理規範（李美華、孔祥明、林嘉娟、

王婷玉，1998）。基本的倫理原則： 

(1) 不迎合預期目的，應真實的、正確的呈現研究的結果。 

(2) 誠實及完整告知將從事相關研究計畫。 

(3) 推薦適當的與談者，電話聯繫取得口頭同意。 

(4) 取得其正式同意參與本研究之承諾，告知訪談者可隨時終止 

     參與研究。 

(5) 尊重態度對問題不願回應不予強迫。盡量清楚解說。 

本研究對象是某一大都會教育機構之五家幼兒園，因為幼兒園場域

為團體的生活所在地，尊重受訪者不予公開之要求，研究中採取身分予以

代號處理，資料的呈現上應刪除或立即導入系統，不做為資料附件的呈

現，對受訪者基本資料的描述，並盡量隱藏其背景相關資訊，以避免讀者

看到所引用的內容便了解由何單位所提供的資訊。此外在研究過程中，所

有資料妥善保管，對於訪談的原始資料和受訪者的相關訊息，均予保密不

對外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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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雲端雛型平台  

本研究以 Google應用程式先行建置幼兒園雛型平台，其設計參考方

向如下：  

(1)依據搜集資料及參考文獻探討的結果將理論導入實務中設計。 

(2)進行訪談及雛型平台呈現，將內容分類及資料編列號碼以便回顧及查

詢。 

(3)針對學校不同的行政業務屬性，個別化或共用性的功能設計之雲端平

台。 

雛型平台的建置，依據文獻探討對於幼兒園行政資訊管理系統定義，

以知識管理相關理論為知識社群及檔案管理規劃之基礎，透過網路方式

與幼兒園成員進行互動和交流，發展虛擬的社群，漸漸導向專業社群的型

態，有效的傳遞訊息和接收其他成員所提的平台資訊，集結幼兒教育相關

資源、規劃行政檔案，達到合作協作的理念加入分享資料的功能，讓幼兒

園的成員在此共享並交流檔案、安排活動或會議行程。進行系統雛型的規

劃與建置，以方便進行訪談時呈現平台內容，主要讓幼兒園管理者能迅速

瞭解資訊平台主要目的及功能，藉由幼兒園管理者的建議，再進一步修正

雛型平台。平台雛型如圖 3.2所示： 

 

圖 3.2 幼兒園雲端知識平台雛型介面 



 

39 

 

進行訪談及雛型平台呈現，把內容分類及資料編列號碼以便回顧及

查詢。文獻探討主要是針對幼兒園行政檔案管理系統化概念釐清，嘗試建

立幼兒園行政分類架構，作為本研究行政檔案管理系統建置的分類。 

依據學校不同的行政業務屬性，個別化或共用性的功能設計之雲端

平台，其設計採用 Google應用系統，初步調查得知五家幼兒園，因應組

織規劃課程，所以大多數的成員已經是 Gmail 用戶，更方便本研究推展

Google應用平台所推出協作平台、日曆、通訊錄、雲端硬碟與文件 Apps 

和即時通等服務，目的讓幼兒園行政工作大幅度地減量，相對不需購買軟

硬體和減去維護的工作，對於需考量營運成本的私立幼兒園有極大利益。

希望能藉由 Google雲端應用平台，幼兒園在不受經費和時空限制，也能

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教學品質、知識分享及親師交流等效益。 

 

3.7 Google應用程式 

本研究主採用 Google的應用程式與外掛程式來開發平台，包含： 

本研究以 Google的應用程式與外掛程式來開發平台，Google的應用程式

包含協作平台、雲端硬碟、日曆、 Google Hangouts、表單、YouTube與

網上論壇。 

本研究主採用 Google的應用程式與外掛程式來開發平台，包含： 

1. Google的應用程式： 

(1) Google sites：任何人都能做網頁、做網站的工具，可以整合來自 

Google 雲端硬碟等服務的資料和架設班級網頁，並整合班級的相簿、

學習檔案、教案資源，讓老師和家長都能查看與使用。 

(2) Google日曆：日曆不僅能記錄並提醒動活動時程，也能為小組及團體

建立共用日曆，讓大家能掌握團隊行程。另外，也能賦予共用者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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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設定的權限，以共同管理該日曆。 

(3) Google電子郵件：Google免費線上電子郵件系統，可供移動式收發，

無論透過何種裝置，都能輕鬆使用 Gmail。 

(4) Google Hangouts：一種對應系統與即時通的模式，網際網路連結將文

字訊息、圖片、檔案影像、語音視訊會議等作為傳遞訊息，與身處各

地的友人、同事聯繫，達到即時溝通的目的。 

(5) Google雲端硬碟：屬於線上同步儲存服務，具有線上編輯及線上分享

功能，並且結合 Google 文件線上檔案編輯文件、簡報、試算表、繪

圖軟體；具有線上編輯及線上分享功能。 

(6) Google表單：建立線上問卷或測驗，傳送他人填寫調查，同時能收取

回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7) YouTube：影片分享網站，搜尋適宜教學教材讓使用者下載、觀看及

分享，幼兒園活動或班級影片可供分享。 

(8) 網上論壇：可以和小組、機構、班級或其他群組的成員討論任何主題

或想法。 

 

2. 外掛互動程式： 

  外掛程式是一種電腦程式，透過應用程式增加一些所需要的特

定的互動功能。本研究藉由外掛程式運用，增加平台在知識及親職

之間的互動，並可直接整合到 Gmail的電腦版網頁、手機 Android 

App介面，幫我們建立更直接快速的工作流程。 

內容如下： 

(1) 「Conceptboard」，會議團隊能透過雲端白板來進行圖文討論，讓視

覺討論的合作變得更加簡單直覺，溝通記錄又能具體的保存下來方

便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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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ogle外掛程式 Gclass Folder建立與家長共用的雲端資料夾。 

(3) CBox  類似個人留言板的網頁程式，建立一個聊天的場所提供留言

者使用。 

 

3.8 平台架構 

修正後之雲端平台，以 Google 協作平台基礎設置為網頁公佈、知識

社群、檔案管理、即時通訊等結構層面，平台功能包含下列： 

(1) 網站層面： 網站主要是傳遞幼兒園辧學理念及行銷工具，利用 Google 

協作平台無需編寫繁雜的程式碼，網頁就跟撰寫文件一樣簡單，也可

將文件、試算表、簡報、影片以及投影片等內容整合呈現。 

(2) 知識社群層面：以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所提出知識移轉理論為

基礎，實踐內隱知識到外顯知識移轉的過程，透過知識社群成員共同

分享教學經驗及探究知識精華，協助群組成員探究及吸收專業知識，

促進組織成員專業成長，以達內化目的。包含研習進修、專業知識分

享、心得討論等提升幼教師專業能力。 

(3) 雲端資料庫：教育雲提供幼兒教育資源網，提供業務表單下載、 法

令規章查詢、研習訊息、衛生保健..等資料查詢。內部資料庫應用

Google雲端硬碟作為介面儲存幼兒園行政檔案，並利用 Google文件、

試算表、簡報等文書處理系統作為即時及寫作的文書編輯，搭配儲存

容量加值可稱為全能的行動辦公室統。  

(4) 即時通訊：系統透過網際網路連結，將文件、訊息、檔案、語音、影

像作為傳遞，達到交流目的是溝通管道與媒介，例如日曆、Google 

Hangouts線上會議室。 

 

平台架構如圖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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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幼教雲端知識平台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Google 應用服務為 Google 推出之免費線上應用程式服務(Apps)，內

容包括：電子郵件系統、Google Hangouts線上會議室、協作平台、日曆、

Google 硬碟等。本研究透過這些應用程式的整合應用，使幼兒園平台具

有下列功能性需求: 

(1) 可以讓訪客瀏覽幼兒園公開訊息及經營理念。 

(2) 可以使幼兒園成員按類別的使用，對系統進行開發、作業的功能。 

(3) 可以幼兒園成員皆可以按權限對網頁系統進行監督，分享檔案，發布

訊息的功能。 

(4) 可以幼兒園成員行政類別的使用者可以對網頁內容進行儲存和作業

的功能。 

(5) 可以透過影像與文書編輯工具雙管齊下，進行面對面視訊會議討論  

雲端檔案庫 

評鑑專區 

教 育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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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園所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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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包含三個部份，第一、訪談結果分析，從與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記

錄中，除了瞭解幼兒園園務資訊化現況，也發現各幼兒園存在的問題，藉

此瞭解幼兒園真正的需求。第二、幼教雲端知識平台的建置，將依訪談者

需求修正雛型平台為更具實用價值的平台。第三、完成實質雲端平台後，

進行雲端知識互動平台的自行檢測。 

 

4.1 訪談結果分析 

對一個永續經營的幼兒園而言，文件的資料的分門別類的保存跟建

檔是非常繁瑣，不論有形文件或無形的知識，都是需要成員利用多很多的

時間累積獲得，才能有效的分享知識資訊，籍由訪談瞭解目前幼兒園在進

行資訊化管理現況及遭遇困難，針對問題解決及修正建置的雲端平台，不

但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也可以幫助獲得解決問題。 

 

4.1.1 訪談內容彙整 

訪談主要目的，統整各幼兒園在資訊化管理現況及所遇到的困難與

問題，有助於本論文建置網路平台設計之參考，以下為主要訪談內容： 

（一）幼兒園進行資訊化現況 

Ａ幼兒園： 

1. 每班教室都有配置電腦、光纖網路、教學光碟、電子白板、互動輔具

等數位工具，方便教學以及撰寫教學內容和儲存檔案，例如：行政交

代事項、教學日誌或教案會透過 E-mail傳送，教學組長審查完成後回

傳，老師歸檔。（1070301 A園－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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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幼兒園的行政工作和教學工作，大部分都落實在資訊科技，我們

透過電腦化讓行政工作很多流程變得比較簡化，教學工作更有趣。行

政、教務、總務、會計和評鑑。（1070301 A園－ａ訪） 

 

Ｂ幼兒園： 

1. 我們有許多教學媒體教材，高互動輔具等數位工具進行資訊融入教學，

每一個教室都有電腦，取用搜尋都很方便，全園無線上網，隨時可上

網連結教學網站和查詢。（1070314 Ｂ園－a訪） 

2. 目前我們幼兒園的資訊設備在推展上算不錯了，幼兒園有一座電子公

告欄、電子白板、三機螢幕、每班都有備置一台電腦讓老師隨時運用

在教學各自儲存資料，檔案依據教育局所編製的行政手冊，行政、教

學、總務、會計。（1070314 Ｂ園－a訪） 

 

C幼兒園：  

1. 所有行政公用電腦已把檔案分門別類，不論是電腦檔案或資料夾檔案

一致化，主要分為行政、教務、保育、總務、人事。教學資訊化的部

分結合教學軟體和電腦故事書，教學以軟、硬體資訊系統做呈現，每

個教室都有電腦、電視、投影機和電子白板搭配教學使用。(1070316 

C園-b訪) 

2. 至於行政管理資訊化的部分，已建構行政檔案系統，除了各班的教學

課程、幼兒活動記錄、照片等儲存在各班個人電腦之外，其它較重要

文件利用雲端硬碟作為儲存的空間。(1070316 C園－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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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幼兒園： 

我們的行政檔案存放學校的雲端硬碟，而且每位老師都可以共同存

取電腦檔案資料分類，依照教育局園務標準作業Ｅ化管理手册，在評鑑時

節省許多準備工作。（1070328 D園－a訪） 

 

E幼兒園： 

我們資訊化的方式，光纖網路、教學光碟、電子白板、虛擬教具等。

每班配置一台電腦，老師可以撰寫教學內容和存檔，有些行政交代事項會

透過 LINE和 Email，園所有兩台行政電腦屬於公共用，自從電腦化後已

把檔案別類，主要分為行政、教學、教保、總務、會計和輔導。通知家長

訊息也是透過 LINE，也會在網站發佈公告事項。（1070409 E園－a訪） 

 

幼兒園進行資訊化現況問題整理： 

綜合上述幼兒園進行資訊化現況訪談內容，幼兒園目前資訊設備主

要為高速且穩定的光纖網路、電腦、教學軟硬體、行政檔案存取方式以電

腦主機及雲端硬碟為存取，行政檔案分類主為行政、教務、總務、人事、

財會等，行政業務通知 LINE 和 Email，家長訊息及親職互動以 LINE 為

主要工具。 

 

（二）幼兒園資訊化對教學及行政之幫助和期許 

Ａ幼兒園 

我們目前必須改進的部分，讓老師更清楚文書檔案分類方式，老師們

容易依個人習慣設立存檔名稱，需要花費時間幫忙更改檔名或歸類。評鑑

的文書檔案太繁雜又多，曾經想買一套評鑑系統，但是經費是我們最大的

考量。（1070301 A園－a訪） 



 

46 

Ｂ幼兒園 

1. 學校的設備都朝向資訊化，許多教室設有電子白版和教學軟體，自從

十幾年前慢慢走資訊化，家長對我們的評價普遍都很高。（1070314 B

園－a訪） 

2. 行政檔案分類困難、儲存年限問題、電子檔與簿册無法同步的問題、

希望有統一儲存名稱，方便隨時要資料提取，不會受限於個人認知與

習慣改變存檔方式。（1070314 B園－a訪） 

 

Ｃ幼兒園 

1. 對教學資訊設備而言，我們園所的資訊科技應用的狀況，家長相當滿

意為觀摩示範幼兒園。資訊是非常專業，有培養專業人才來運作及維

護，所以我們增設資訊組長的職缺，主要工作維護資訊和協助園務工

作。 

2. 教案資訊化是目標，教案目前是依教學大綱老師自行編製，希望建立

完整的教學資料庫，新任老師可參考資料庫呈現專業化，減短適應期

立即融入學校，也較不會因老師能力不足，家長選明星老師而造成教

學安排的困擾......目前執行緩慢，因老師出現情緒反彈。（1070316 C

園－a訪） 

3. 自從資訊雲端化後， 我們透過雲端硬碟存放重要的資料，但還是擔

心空間不足，有些資料分級存放在硬碟。（1070316 C園－a訪） 

4. 雲端硬碟最大優點是在任何區域都可以利用雲端儲存或查閱資料庫，

不僅僅在校園內，在園外也可以運作，提高工作效率，唯一較擔心，

雲端硬碟會不會 Google 政策而改變儲存模式或系統是否安全，這都

是我們採取保守和觀望。最近有和園長討論向 Google公司購買空間。

（1070316 C園－b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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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幼兒園 

1. 資訊化後幫助很大，還是要確實的儲存於公共雲端硬碟，未來會建立

標準化作業。（1070328 D園－a訪） 

2. 幼兒園的文書檔案很繁雜，自從幼兒園推廣資訊化後，檔案只要詳細

分類，可以存入硬碟中，紙張的列印少去很多。從事幼教二十幾年感

受到資訊化所帶來最大的方便，加上基礎評鑑的簡化，文書檔案簡化

了一大部分。（1070328 D園－b訪） 

3. 電腦化讓行政工作很多流程變得比較簡化，教學工作更有趣更多元，

檔案不需要全部影印存檔，比較不重要的文件存在電腦硬碟。推展資

訊化之後資訊變得更透明更簡單。（1070328 D園－b訪） 

 

Ｅ幼兒園 

現今幼教老師資源多很幸福，教學可以找尋網路的教學語音檔，孩子

很早即可接觸電子互動教學讓教學更多元，文件不需每次都要影印歸檔，

電腦硬碟就可以了，平常做好歸類，評鑑時才不用夜夜加班。（1070409 E

園－ａ訪） 

 

資訊化對教學及行政之幫助和期許問題整理 

幼兒園資訊簡化繁雜的文書檔案，資訊化讓工作流程變得簡化，資訊

也更透明，資料儲存空間變小，現今老師教學資源多，教學也變得更多元

有趣，文件資料不須影印存檔，非立即性文件可存放電腦硬碟裡，資訊科

技應用家長滿意，雲端科技的進步，資料可以同步存放雲端，期許教案資

訊化、電子檔和簿册同步資訊化、統一儲存名稱方便搜尋和完整的行政和

評鑑系統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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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園資訊化的實施狀況困難 

A幼兒園 

1. 私立幼兒園面臨少子化以及政府推展政策，壓縮了幼兒園主要學費收

入，加上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想購買一些教學軟體或者統整系統的

軟體需要一再的評估花費費用。（1070301 A園－a訪） 

2. 老師習慣將檔案儲存在教室電腦或自己的檔案夾，增加行政業務困擾。

曾經遇過學校的雲端硬碟損壞，造成很大的困擾，現在同時有兩硬碟

互為備份資料。（1070301 A園－a訪） 

3. 資訊科技進步太快，相關研習又課程選擇性不多，常有力不從心。

（1070301 A園－a訪） 

 

B幼兒園 

實施狀況最大困難，没有政府支援也沒經費可以購買適合幼兒園軟

硬體，市面有一套適合幼兒園行政管理系統，但是買不起。擔心檔案儲存

在硬碟不見（1070314 Ｂ園－a訪） 

 

C幼兒園 

1. 有些資料不便放置公用硬碟，使用園長室專屬電腦，聽說外面軟體開

發公司，可依職位給限定人員參閱或編寫。（1070316 C園－a訪） 

2. 目前園務行政資訊化狀況，勉強只能說電腦化的儲存，我認為好的系

統應該分門別類很清楚又可立即性作業，可透過系統完成幼兒園全面

管理，例如：教學管理：統整每一教案、教具、影音、圖片、繪本系

統化，每個新進老師可依循資訊，馬上融入組織文化及呈現專業。

（1070316 C園－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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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幼兒園 

1. 原先負責資訊的老師，因為家庭因素辭職， 其他老師對資訊方面不

熟或者教學很忙碌無法配合維護和執行。（1070328 D園－b訪） 

2. 評鑑的部分仍以簿册方式來分類，評鑑委員還是習慣用簿册參閱，資

料資訊化後還要印出待備。（1070328 D園－a訪） 

3. 檔案儲存硬碟不穩定，擔心資料會因硬碟損壞而使得資料不見，所以

需要重要資料影印存放在文書檔內，因此園內會購買了備份硬碟加以

儲存。（1070301 D園－a訪） 

 

E幼兒園 

1. 設置學校專屬網站，但後續相關的管理與維護網站工作，大部分都是

由教師來兼任資訊行政工作，在教學與資訊行政工作負擔下，部分學

校網站的內容參差不齊，不符合使用者需求。（1070409 E 園－a 訪） 

2. 雖然我們幼兒園進行資訊化管理，但是資料繁雜分類不容易，雖然已

建構資料檔案，但是成員們建立資料的認知和方式有極大的差異，導

致資料儲存雜亂或遺失。（1070409 E園－a訪） 

3. 評鑑的文書檔案多是因年度累積，雖然簡化很多，也因資訊化方便許

多，有些文件是屬文件檔和電子檔，但是還是要費心分類。（1070409 

E園－a訪） 

 

幼兒園資訊化的實施狀況困難問題整理 

行政業務繁雜，網站維護不易，系統不夠完善，礙於經費無法購得適

合幼兒園的行政管理系統及評鑑系統，重要資料不便儲存於公用硬碟，負

責資訊維護教師離職行政業務停擺，教學老師無法配合行政建檔，資料文

件非常龐雜，硬碟不穩定資料容易遺失，評鑑資料分類不容易，成員建立



 

50 

資料認知與方法有差異。 

（四）幼兒園目前網站平台是否滿意?為什麼? 

A幼兒園 

1. 不是滿意，為了定期網站更新，要求老師每週要上傳班級照片十張，

家長會透過網站下載孩子的照片，但是家長會介意有沒有自己孩子的

照片，所以老師需要花一點時間挑選孩子的相片，又造成另一個層次

負擔。（1070301 A園－a訪） 

 

B幼兒園 

1. 已經關閉網站，目前使用 Facebook 取代網站功能，因為家長大多是

70年代出生，使用率最高的溝通工具就是 Facebook和 LINE，況且我

們招生並沒有困難所以無需花費在這網站。（1070314 B園－a訪） 

2. 老師有設置個人的部落格或 Facebook 與家長溝通，加上 LINE 的即

時性功能強，因此網頁使用率不高，也因為資料未更新，久後家長也

不瀏覽了，Facebook功能確實有許多缺點。（1070314 B園－a訪） 

 

C幼兒園 

1. 網頁是外人想了解辦學方式屬於行銷部分，仍然持續維護使用，但是

空間明顯不足需要額外購買空間。（1070316 C園－a訪） 

2. 幼兒園網頁形成行銷工具，家長由網頁得知幼兒園理念及內涵，減少

DM印製和招生介紹。（1070301 A園－b訪） 

3. 我們參考公立幼兒園的網站為設計的目標，可統整行政業務、下載文

件及檔案等等，政府大量挹注資金在基礎資訊化教育，但是私立幼兒

園需配合政府政策，相對壓縮成本及生存空間。（1070316 C 園－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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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幼兒園 

1. 有時候網站有問題，詢問網站公司，但是服務品質不滿意，處理問題

的速度太慢，甚至有時找不到處理問題的癥結，請我們再花錢升級，

所以不滿意現在的網站狀況。（1070316 C園－a訪） 

2. 網站是透過網頁公司設計，有基本功能，為了節省經費，只能選擇基

本配備，相對的系統的功能不足。（1070316 C園－a訪） 

 

E幼兒園 

1. 花錢的網頁流於形式，主要傳遞辦學理念、公告事項、提供照片下載，

但維護網頁更新和豐富內容，無形之中增加老師行政負擔。（1070409 

E園－a訪） 

2. 因為老師有設置個人的部落格和 LINE即時性功能強，網站部分老師

使用不高，所以由資訊組長統一管理發佈訊息及照片，減少老師行政

工作。（1070409 E園－a訪） 

 

網站平台是否滿意問題整理 

不甚滿意目前幼兒園網站，更新系統及維護造成行政負擔，家長很少

在網站留言和瀏覽，LINE 和 Facebook 代替網站功能，最大功能為行銷

工具，為節省經費購買基本配備網站，對網站公司維護品質不滿意，基礎

網站儲存空間不足。 

 

（五）幼兒園資訊化的理想系統是什麼？ 

A幼兒園 

1. 有完整的行政分類， 資料及教案修改區，修改不需要經過下載後再

傳到 E-mail。（1070301 A園－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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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是屬於隱私資料，例如老師人事資料、學生個人資料要嚴謹加密。

（1070301 A園－a訪） 

 

B幼兒園 

公告系統直接發送Ｅ-mail 給家長或者連結到手機，讓家長立即了解

學校動向。班級留言板和電子聯絡簿可以連結手機，讓家長直接簽名回傳，

因為 LINE 只能了解家長是否已讀或問題詢問，無法下載為檔案資料。

（1070314 B園－a訪） 

 

C幼兒園 

對外方面，系統可以主動通知各項活動給家長或者老師，對內方面內，

學校和老師的互動可透過系統做立即性溝通和通知，系統可以整合區域

的研習課程，主動通知老師。（1070316 C園－a訪） 

 

D幼兒園 

理想的資訊系統具體的說，有友善簡易介面，能結合教學軟體和數位

化互動系統在教學場域，減輕和簡化行政負擔，並有防密功能。（1070328 

D園-b訪） 

 

E幼兒園 

1. 檔案管理可依照行政管理範疇，設計屬於個別化幼兒園的檔案管理在

網站就可以立即做編輯或者存檔，資料可立即傳送到網站。（1070409 

E園－a訪） 

2. 如果將幼兒園的資料都資訊化，並且可以共同分享、共同編寫，還有

設置網路硬碟將會更是好的系統。（1070409 E園－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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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資訊化的理想系統問題整理 

友善的使用介面，可像智慧型手機一樣方便；理想系統具有最佳行政

檔案分類；檔案資料和教案可以在共同雲端編輯和修正，減少下載檔案修

正後再回傳的動作；檔案資料可以共同分享共同編寫，教學軟硬體可以存

至雲端硬碟隨時使用，訊息可以主動通知到手機；系統有防密功能，因人

事資料具有隱密性、有安全性的顧慮，系統主動傳達訊息到手機；期望能

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提高效率、滿意度、便利性。 

 

歸類訪談內容： 

(1) 大多幼兒園的行政檔案分類為檔案管理主軸，所面臨問題包括：專

屬網頁設計需花費、使用不如預期高、維護困擾、行政檔案繁雜無

法落實檔案分類、無法延續管理問題、電腦硬碟儲存空間不足、電

子檔與同步簿册的問題、擔心檔案儲存的硬碟損壞及不穩定、評鑑

檔案問題、共存共享檔案的問題、檔案繁雜不知如何分類造成檔案

無法延續管理等問題、在成員專業素養差異問題……。   

(2) 綜合上述問題，根據文獻探討、訪談內容分析及幼兒園所提文件資

料彙整後導入平台，首先擬定行政分類，依目前五家幼兒園行政檔

案分類現況，整理至主要雲端檔案庫網頁的內容，大致為行政、教

學、教育雲、評鑑等四大類，另外評鑑的困擾問題，再另外設置專屬

評鑑網頁，內容侬據教育部規定設定：基礎評鑑、專業評鑑。 

(3) 多位管理者皆提到，新進人員在行政及教學需要時間學習，成員間

的專業及家長認同都有差異，導致在行政管理上某一層次的困擾，

至於專業的素養需要時間及規劃，在平台可設專屬教師及行政管理

成員網頁，主要為知識分享和提供學習機會為構想，幼兒園成員籍

由設置的知識社群平台彼此學習和交流，提升專業性知能及尋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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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法，並且將內隱知識移轉為外顯知識，成為幼兒園的知識資產。

所以設置知識社群網頁。 

(4) 即時通訊的部分在幼兒園是極為重要部份，內部是溝通、外部是即

時傳達的橋樑，家長與老師之間的親職溝通、專業傳達、感情交流

等，所以在網頁的設置上以公佈通告、電子聯絡簿、活動提醒、親職

通訊、日曆等資訊為架構，應用系統的 Google日曆、Google Hangouts

線上會議，讓互動功能更於完善，再以外掛程式 Cbox 留言版、Gclass 

Folder電子聯絡簿及 Conceptboard留言板。 

(5) 幼兒園所考量的安全性及穩定性的問題，資訊安全層面確有許多不

可避免的風險問題，只能在「安全」與「便利」之中取捨或求得最佳

化，以目前 Google系統可設定兩步驟驗證，無論行動載具各種裝置，

登入 Google 帳號時，皆需輸入 Google 發送至手機簡訊認證碼，才

可以進入 Google帳號，此功能可減低帳戶被盜取及惡意入侵，可由

權限分層和增設網路連接儲存設備 NAS伺服器，放置於遠端的教育

機構內，可隨時備份減低資料遺失問題。 

 

4.1.2 對雛型平台的看法與建議 

本研究初步建立一個可以操作的系統雛型，供使用者來評估、試用，

以澄清有關使用者介面、關鍵性功能、操作順序和步驟這些方面的問題。

雛型平台實質操作過程，讓幼兒園園長及組長更清建置的概念及內容，因

此漸漸對平台有初步的認同，以下節錄幼兒園管理者的看法： 

(1) 只要有行動載具和網路就可以從雲端硬碟存取資料，需要時可以隨時

提供我們所需的相關資源，我認為雲端平台對我是有幫助的。

（20170316 B園－a訪）（20170409 E園－a訪） 

(2) 建立雲端平台後，有些資料及教學資源可以成為資料庫，大家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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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共用，我覺得可以減少管理和教學的時間。（20170316園－b訪） 

(3) 雲端平台有立即回饋的特性和存取，又不受限於地點和時間的使用，

真的很方便，有些工作可以在家裡完成就可以。（20170328 D 園－b

訪） 

(4) 日曆功能這麼好，除了自己還可以是針對各不同的群組，而且可以自

動傳到手機提醒，要在幼兒園裡推廣，也可對家長組一個群組，自動

發佈訊息。（20170316 C園－a訪） 

(5) 會議室的功能可以好好使用，教育機構各分校園長會議，需轉搭交通

車時間，遠遠超過開會時間，還可把所需資料呈現在畫面，真的很適

合園長會議。（20170328 D園－a訪） 

(6) 都不用費用，又有許多功能和免費儲存容量，難怪 Google 系統使用

越來越普及。（20170314 B園－a訪） 

(7) 由平台分門別類後，老師還可共同協作教案，資料可以隨時存取，資

料不需透 E-mail回傳，管理者可瞭解協同的進度和修正，可以自行依

分類存檔，減輕行政負擔。（20170328 D園－a訪） 

(8) 知識社群提供研習訊息和專業知識分享，大家可以分享很好的網站和

資料，老師們可以教學相長，不用 LINE的方式，很多功能及需求都

在我們網站，真的很不錯。（20170301 A園－a訪） 

(9) 公立幼園的網站行政功能，沒想到 Google 應用平台也可以，而且不

需花費就能自行設計專屬的網站。（20170409 E園－a訪） 

 

雛型平台尚屬一種初步的系統模型。需被不斷的修改以確保能夠更

精確的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綜合幼兒園管理者正向看法，再進一步將雛型

平台設計缺失，依幼兒園實質需求提出建議，做為正式平台的增設及修

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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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習訊息可放置頁面。（解決：放置主要的知識社群網頁，並且有即

時通知功能） 

(2) 是否可以增設法規項目，例如申請教學環境改善補助時需要隨時參考

法規。（解決：由雲端檔案資料庫連結至教育雲的幼教法規） 

(3) 教師與家長所需的文章列表是否可以區別分開。（解決：分流至幼兒

園網站及知識社群） 

(4) 透過日曆的通知系統，可否增加顯現資料項目及表單，例如衛生局繳

交資料日期通知，能否順便呈現資料內容，非成承辦人員才可辦理。

（解決：列入行政日曆相互連結承辦人員日曆） 

(5) 盡量呈現非個資法的相關表單和管理，尤其人事管理要納入個資法的

考量。（解決：以權限設定及兩步驟認證系統） 

(6) 園長除了園務會議教學會議活動會議，定期會議是否可以自動提醒。

（解決：Google日曆） 

(7) 系統頁面區依據受訪者建議增設評鑑專區域，評鑑系統內容包含行政

管理、教保活動、衛生保健、消防安全、建築公安、車輛管理。（解

決：雲端檔案庫網頁增設評鑑項目） 

(8) 研習資訊納入日曆可以自動通知及知識社群增加能見度。（解決：知

識社群內研習資訊增設 Google日曆即時通知） 

(9) 樹狀展開方式呈現應該更清楚。（解決：新版 sites上方字體制式無法

修改，放置下方左側區） 

(10) 可再增加電子信箱和電子聯絡簿的功能達到即時功能的互動。（解決：

信箱及電子聯絡簿經外掛程式可即時發訊至手機） 

(11) 放置教學影音檔，在課堂學習可以透過幼兒園選定的影片學習。 （解

決：應用提供應用程式：地圖、 YouTube） 

 



 

57 

表 4.1 雛型平台缺失及解決方案 

 雛型平台缺失 解決方案 

1 研習訊息可放置頁面 
放置主要的知識社群網

頁，並且有即時通知功能 

2 
是否可以增設法規項目，例如申請教學環境

改善補助時需要隨時參考法規。 

由雲端檔案資料庫連結至

教育雲的幼教法規 

3 
教師與家長所需的文章列表是否可以區別

分開。 

分流至幼兒園網站及知識

社群 

4 

透過日曆的通知系統，可否增加顯現資料項

目及表單，例如衛生局繳交資料日期通知，

能否順便呈現資料內容，非成承辦人員才可

辦理。 

列入行政日曆相互連結承

辦人員日曆 

5 
盡量呈現非個資法的相關表單和管理，尤其

人事管理要納入個資法的考量 

以權限設定及兩步驟認證

系統 

6 
園長除了園務會議教學會議活動會議，定期

會議是否可以自動提醒。 
Google日曆 

7 

系統頁面區依據受訪者建議增設評鑑專區

域，評鑑系統:行政管理、教保活動、衛生保

健、消防安全、建築公安、車輛管理。 

雲端檔案庫網頁增設評鑑

項目 

8 
研習資訊納入日曆可以自動通知及知識社

群增加能見度。 

知識社群內研習資訊增設

Google日曆即時通知 

9 樹狀展開方式呈現應該更清楚。 可呈現樹狀展開方式 

10 
可再增加電子信箱和電子聯絡簿的功能達

到即時功能的互動。 

信箱及電子聯絡簿經外掛

程式可即時發訊至手機 

11 
放置教學影音檔，在課堂學習可以透過幼兒

園選定的影片學習 

應用提供應用程式：地圖、

YouTube、雲端硬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2 幼教雲端知識平台 

  幼教與雲端科技結合，以 Google應用程式開發幼教互動平台，主要

提供知識分享及管理之互動平台，包含內部行政管理、知識社群與家長之

間交流、分享、並記錄幼生生活動態的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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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意見的修正與功能 

根據平台雛型建議及深度訪談分析之結果，本節歸納出幼教雲端知

識平台應具備下列之功能，包括幼兒園行政與教學管理的專屬網站、行政

系統、即時及溝通系統、知識社群、評鑑系統及資料儲存系統等。因此，

平台雛型應修正之問題如下： 

(1) 受訪者較為擔心系統穩定性及擴充性與備份問題，Google 應用平台

已列入參考解決，正好解決此疑問受訪者同時提出建置一個資源交流

的平台，系統已可達到資源共享的問題，教育集團可設置公共使用的

資料庫，例如工作表單、法規等可從頁面聯結，不需佔據各幼兒園的

資料空間。 

(2) 因為幼兒園業務繁雜忙碌彼此交流很少，如果可以設置共同平台，互

相交流訊息，有助於專業知識提升。 

(3) 增設評鑑網頁，方便基礎評鑑時資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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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知識平台之功能如圖 4.1。 

 

圖 4.1 幼教雲端知識平台的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4. 2 幼教網站首頁與選單  

公告給幼兒

家長的訊息 

公告給潛在

幼兒的訊息 

幼 兒 園

對外訊息 

幼 兒 園

內部事務 

幼兒園內部 

知識學習互動 

幼兒園內外部 

檔案管理 

幼兒園內部 

即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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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平台的介面 

  幼兒園雲端知識平台建置之目標包含： 

(1) 資訊流通：使用者回饋文件修正、線上即時會議溝通會談、日曆時程

通知。 

(2) 分類：內容多元呈現、階層分級導覽結構、內容即時、權限設計、多

種入口。 

(3) 整合：客製化、視覺元素、操作容易、機能及美觀兼具、網頁匯入功

能。 

(4) 豐富及實用的內容：依幼兒園需求而配置內容。 

 

綜合上述，幼教雲端知識平台包含下列四個部分：1.幼教網站 2. 知

識社群 3.雲端檔案資料庫 4. 線上會議室與即時通訊。 

 

1. 幼教網站 

網站雖為普遍擁有的基本元素，但多數幼教機構的網站僅具有基本

的單向資訊流覽功能，卻又要定期支付一筆費用。而透過 Google協作平

台所製作的幼教網站，除了免費、易於維護，又可整合其他功能於同一網

站，具有多項優點。 

幼教網站為平台的一部分，主要功能為幼兒園對外訊息的呈現，包含

關於我們、活動公告、活動花絮、活動報名、線上聯絡簿、招生訊息、留

言版等六個部分。活動公告、活動花絮與活動報名，為幼兒園的活動資訊

公開網頁，其中的活動報名網頁嵌入了 Google表單，方便讓幼兒家長可

透過此報名所有活動（圖 4.3）。 

招生訊息與留言版為針對潛在學生及其家長所設置，利用 CBox建立

留言版嵌入於網頁中，讓潛在的學生家長能線上留言詢問問題（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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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Google表單 

 

活動報名網頁嵌入了 Google表單，方便讓幼兒家長可透過此報名

所有活動。 

 

 

圖 4.4 留言版 

 

CBox建立互動式留言版嵌入於網頁中，讓網頁訪客能線上留言詢問

問題。例如詢問參觀幼園時間或學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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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較為特別的是「線上聯絡簿」，傳統的紙本聯絡簿為親師溝通

的工具，由於現代人的行動載具不離手，「線上聯絡簿」讓教師與家長可

透過手機，隨時共享與編輯聯絡簿。本研究利用 Google 外掛程式 Gclass 

Folder建立與家長共用的雲端資料夾。由權限設定的共用雲端資料夾，分

為「幼兒資料夾」、「教師資料夾」、「共用資料夾」（圖 4.5），幼兒資料夾

存放個別幼兒的聯絡簿、照片與資料等資料夾，只有教師與個別幼兒家長

才可存取。 

教師資料夾存放教師教學檔案資料，只有教師自己可以存取。共用資

料夾則為教師分享給所有班及幼兒家長的共用資料夾。其中幼兒資料夾

中的「聯絡簿」檔案，讓個別的幼兒家長可透過手機隨時存取與編輯（圖

4.6）。 

 

 

圖 4.5 共用資料夾 

 

Google 外掛程式 Gclass Folder 建立與家長共用的雲端資料夾。共用

的雲端資料夾分為「幼兒資料夾」、「教師資料夾」、「共用資料夾」幼兒資

料夾中的「聯絡簿」檔案，讓個別的幼兒家長可透過手機隨時存取與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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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利用手機存取與編輯線上聯絡簿 

 

2. 知識社群 

知識社群屬幼兒園內部互動區，包含「研習進修」、「線上研習」與「討

論區」。利用 Google日曆功能，研習進修公告外部研習進修的訊息給幼兒

園的教師與行政人員，同時亦有即時通知功能，讓平時工作繁忙的教師與

行政人員不會錯過研習進修機會（圖 4.7）。 

線上研習則利用存在雲端的教學影片，教師與行政人員可隨時隨地

上網學習（圖 4.8）。 

討論區則是利用 Google網上論壇內嵌於協作平台網頁中，讓教師與

行政人員在論壇中共同分享幼教知識與發表意見。（圖 4.9） 網上論壇讓

群組人員可以互相通訊及協同合作。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群組中的

所有成員、邀請群組成員參加活動，或是與對方共用文件等。也可以建立

網路論壇，用來討論熱門的議題。知識社群可由園所搜集幼教相關之重要

知識，不定時張貼於平台與教師、行政同仁，及家長共同分享與發表各自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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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Google日曆及研習進修網頁 

 

利用 Google日曆功能，研習進修公告外部研習進修的訊息給幼兒

園的教師與行政人員，同時亦有即時通知功能，讓平時工作繁忙的教師

與行政人員不會錯過研習進修機會。 

線上研習則利用存在雲端的教學影片，教師與行政人員可隨時隨地

上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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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線上研習網頁 

 

討論區則是利用 Google網上論壇內嵌於協作平台網頁中，讓教師與

行政人員在論壇中共同分享幼教知識與發表意見。 

 

 

圖 4.9 討論區 

 

  



 

66 

3. 雲端檔案庫 

雲端檔案庫可儲存、分享、共用及備份檔案，並可依對象設定不同權

限。使用 Google硬碟作為雲端資料庫，除了方便、經濟之外，雲端檔案

的清單與內容可直接呈現於平台網頁，透過分享或權限設定，只有具有權

限的使用者才可直接流覽清單與內容。 

本雲端檔案庫包含幼兒園內部教學與行政的檔案庫，及與公部門相

關的教育雲及評鑑專區，如（圖 4.10）所示。教學與行政檔案庫儲存所有

教學與行政相關檔案，教學檔案包含教學成果、教案、班級經營與課程設

計等資料夾。行政檔案則包含人事、保育、教務、總務、財會、輔導等資

料夾。 

本雲端檔案庫包含幼兒園內部教學與行政的檔案庫，及與公部門相

關的教育雲及評鑑專區。 

 

 

圖 4.10 雲端檔案庫之行政及評鑑檔案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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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會議室與即時通訊 

線上會議室可解決多個分校之間連絡與溝通的問題，使用 Google 

Hangout內嵌於平台網頁中，各分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只要在預定的開會時

間進入會議室，即可即時溝通討論。本網頁將 Hangout內嵌於網頁中，只

要登入 Google帳號，進入線上會議室網頁，點選開始 Hangout按鈕，啟

動後加入多人於會議中，即可多人同時進行會議。（圖 4.11）。另外，應用

外掛程式 Conceptboard 的線上白板功能讓參與會議的人員可在會議的同

時，可利用白板繪圖編輯工具，進行即時協同作業及溝通討論，並可將資

料滙成資料文件進行文件協同編輯。（圖 4.12）。 

另外，結合 Google日曆，可以訊息及 email對手機使用者定時雙重通

知會議的開始時間。而 Google Hangout 與其他通訊軟體一樣，具有即時

傳送訊息、檔案的功能。  

 

 

圖 4.11線上會議室 

 

  「Google  Hangouts 線上會議會室」會議時可在視訊螢幕畫面共同協

作編輯，開會結束既是完成會議記錄，可以提升會議效率。同利用多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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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功能整合到視訊會議當中，譬如： Google文件、Google簡報、YouTube、

Google繪圖板等多樣性的應用。 

 

 

圖 4.12 線上白板 

 

Conceptboard外掛程式白板功能；多人進行會議可利用白板編輯工

具，進行即時協同作業及溝通討論，並可將資料滙成資料文件。 

 

4.3雲端知識互動平台的檢測 

  完成雲端互動平台的建置後，確保能夠在雲端平台上順利運作，需

瞭解系統是否能簡易及熟悉的應用。檢測系統是否有錯誤性的設計，以

及外掛程式與行動載具是否程式相容或具備應有程式，使用權限設定是

否簡單易懂，依問題檢測修正。檢測如下： 

(1) 系統能容易及正確瀏覽網頁的靜態資料，例如：幼兒園網站的活動公、

活動花絮、招生訊息、研習進修公資訊、雲端檔案庫、行政業務等。 

(2) 系統能正確及快速處理資料，例如： Google 表單回報、教案協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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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親師聯絡簿、活動報名、留言板、心得交流討論系統...等 

(3) 網頁系統連結順暢例如：網路之間的連結、 Google Hangout線上會議

室連結、教育雲連結、線上研討會連結等。  

(4) 系統所提供的功能滿足幼兒園需求。依據管理者的訪談及雛型平台建

議，確立幼兒園需求及修正，架構幼兒園雲端知識互動平台。 

 

表 4.2 雲端知識互動平台檢測表 

檢測項目 檢 測 內 容 

靜態資料 

網站活動公告  研習進修公告  

活動花絮  雲端檔案庫  

招生訊息  行政業務文件   

互動資料 

Google 表單回報  網站留言板  

協同文件編輯  心得交流討論  

親師聯絡簿  招生活動報名  

系統連結 
網路之間的連結  線上研習課程連結  

線上會議室連結  教育雲連結  

網站滿足需求 

網站訊息完整  即時互動訊息  

知識社群  評鑑檔案專區  

雲端檔案庫分類  安全性及穩定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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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藉由 Google 平台的建置與導入歷程，推論研究目的的問題，進

行實際運用說明及分析，作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分為 5.1研究發現與

結論；5.2研究建議；5.3研究後續相關研究建議。 

  

5.1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論文雲端平台系統是以知識管理系統和行政管理系統進行規劃，由

研究結論發現問題而修正系統或未來研究的參考，最終目的讓雲端互動

平台可在雲端管理園務時，達到最佳行政管理及知識分享。 

 

1. 研究建議： 

(1) 受訪者初步使用平台時，因為大多從未使用過 Google 應用系統，需

耗費些許的時間熟悉系統，需要親自示範說明內容和操作方法，才能

了解本系統的運作和功能，可見資訊科技在幼教實際運用受到很多限

制及不公平，例如：教育相關單位和整體的大環境，極少對私立幼兒

園的資訊科技支持及協助，教育政策也忽略幼教資訊科技的價值，而

幼兒園在採購軟硬體設施時必需考量成本，因此，幼兒園對於資訊科

技應用偏於消極態度，管理者及幼教師的資訊素養及理解又缺少進修

培育管道，自然影響使用資訊科技的意願。 

(2) 園長和幼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各有差異，訪談對象主要管理者有

豐富教育理念及遠景，對於資訊科技的接受度高，但是在資訊的認知

和操作能力上略顯不足，倘若幼教機構運用資訊科技的比率不高，可

能會影響系統持續性的運作，相對也將影響知識的累積和知識分享的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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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訊軟體 LINE 及 Facebook免付費，即時又可分享資訊通訊工具，

也已成為人們生活上必備的即時通訊，也成為親師溝通主要方式，對

雲端平台訪談過程，難免遇到許多質疑，籍由雛型平台操作傳達其多

元功能，也能是即時通訊，而且提供教學與行政相關業務的便利性。

因此；為了順利推展此平台之前，必需口語解說及實際的操作，讓成

員更瞭解平台功能及價值，因為個別說明 Google 應用程式優點時，

除了 C、D幼兒園資訊組長能理解當中關聯性之外，園長需要透過平

台操作及說明，才引發對該平台的興趣，進一步在需求部份進行討論，

可知資訊素養越高的管理者，越能容易理解，也較容易推展及運用。 

(4) 臺灣人口的生育率下降，社會結構出現少子化的型態，目前國家教育

政策「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方案」的推行，廣設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

幼兒園，私立幼兒園未來發展擺盪在存留得失之間的挑戰。在現今不

充裕對等的教育體系，免費 Google 協作平台建置，最適合私立幼兒

園。 

 

2. 修正建議： 

雲端平台所設置架構為四大項目的構面：幼兒園網站、知識社群、雲

端檔案資料庫、即時通訊等，是依照幼兒園需求而發展的構面，主要運用

雲端硬碟儲存功能、資訊網站連結、以及 Google特有的應用程式為基礎

建設。訪談中並進行雛型平台操作解說，將對問題疑慮及建議，作為雲端

平台持續修正調整的方向： 

(1) 未接受相關 Google 應用平台研習教育，受訪者擔心新的系統的維護

問題，是否會造成幼兒園成員另一項負擔。建議初步規劃建置 Google

協作平台時，可邀請主要資訊維護者共同參與建置，為本平台系統的

維護者也是教育者，並依專屬幼兒園雲端平台的規劃，先建立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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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瞭的操作手冊。 

(2) 訪談者表示系統伺服器預定設置教育機構內，對於資料損壞及遺失是

有疑慮，在便利性及安全性確實是需要取得平衡。倘若雲端平台內的

檔案資料會每日自動備份至雲端伺服器，而且雲端平台操作介面上可

設定權限，非開放權限者是無法下載使用檔案，可減低安全性顧慮。 

  

5.2 研究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研究建議，以提供學前教育之幼兒園

以及未來研究者進一步研究之參考之。 

 

5.2.1提升行政效率 

(1) 多數受訪者擔憂系統的安全性及穩定性，建議幼兒園增購 NAS 系統

內，資料可自動備份到伺服器，預防重要資料在不可抗拒的因素下遺

失，在 Google 應用平台可設置權限，非開放權限的人員無法下載檔

案或者觀看，因此幼兒園可安心在權限管控之下做系統管理。 

(2) 幼兒園園務繁雜，需透過雲端技術的整合，將園務管理系統雲端化，

共同建構教學資源及分類存放雲端平台，鼓勵成員使用行動裝置，不

論在任何地點或場域都可以互動學習和執行，達到便利性以及提高行

政效率。 

(3) 建置伺服器提供充裕的網頁空間，讓幼教師在架設班級網頁、參與知

識社群、親師互動資訊平台等，建構完善的資訊科技設備及系統，加

強知識轉化、專業知識提升的策略。 

(4) 經過雲端平台整合，較容易達成資訊資源共享的目標，需要管理者持

續支持及推動。機構必須訂定各項獎勵制度，促進幼教成員將例行性

工作，應用資訊科技及知識管理，導入幼兒園平台系統，減輕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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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工作壓力。 

(5) 節省幼兒園及公部門的行政業務往返，建議未來跨越地域性， 由雲

端平台及時完成文書事項，例如：公部門相關業務、代辦幼兒學費補

助款申請事項。 

 

5.2.2 提升專業素養 

(1) 幼教人員需資訊素養、資訊化專業知識差距，明顯影響資訊化的推動，

解決途徑，加強資訊專業能力的教育進修。定期辦理資訊系統教育研

習，提升資訊系統的品質以及對系統的使用意願。 

(2) 成立知識管理的專責管理團隊，加以分類、整合、分析個人及組織知

識，讓幼兒園成員可透過雲端知識互動平台，永續的傳遞及運用知識，

將其個人內隱知識轉移為組織外顯知識資產。 

(3) 運用雲端平台進行教育創新，建置老師專業能力的進修多元管道，教

育研習單位可藉由雲端知識社群平台假設研習課程，可透過對話及交

流分享精進專業能力，並且可取得研習認證和專業進修證照。  

(4) 應用雲端共學管道，未來幼兒園雲端平台研習課程建置更為完善，可

配合家庭教育及社區資源推展，開放給社區及家長參與。  

 

5.3 後續相關研究建議 

(1)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及質性研究之半結構性訪談方式，以致研究對象

及範圍較為侷限，若後續進行相關研究，建議可再採取量化研究，擴

大研究對象及範圍，並與質性研究互補，可使研究結論更加完整。 

(2) 研究探討的對象僅針對同一機構的五家幼兒園進行訪談，同性質高較

難以推論至其他幼兒園，未來可擴大研究對象，進行其他方法調查以

彌補本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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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考歷屆文獻量化研究，幼教師對於新資訊系統學習意願高，也呈現

顯著正向關係，表示願意接受新科技改善行政效率，但在訪談時兩位

園長表示幼教師工作繁忙，將對新資訊科技的學習產生極度反彈，園

長對幼教師的資訊科技學習意圖的認知相違，往後可進一步研究及探

討。 

(4) 本研究對象是以幼兒園主要管理者為研究對象，難免研究傾向在行政

需求上，造成研究內容和設置平台時有所偏頗，建議未來可將研究對

象擴展至一般幼教師，以提供更多的研究參考的內容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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