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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學習環境中成人自我導

向式教學系統設計與成效之研究

陳姚真

本研究以 Dick 與 Carey 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式與相關文獻為主要的

理論基礎，並依據成人學習者特質與需求的分析，在全球資訊網
(WWW) 環境土建構一門以系統觀點研討「遠Jlé教育遑論與實務」

的 自 我導向式課程;並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由學習者中較丰、參與程

度、對教學方索的滿意與對學習的幫助程度等指標，分析設計成泉的

成效及至現的問題。結果顯示學習者中級率僅 12% '遠低於英文文獻
中的 30至 50% 。多數學習者每過登入 4-9 次 、 使用 1-2 小時、瀏覽線土
教材 1-2 次、發表 1..4篇文章﹒學習者對於本研究所設計之成人自學式
網絡教學系統多持正面評價，在「教材設計、系統功能、教學策略、

學習者支援、溝通互動」等五個向皮、 34個題項的設計與功能感到非

常滿意或滿意，也認為封其學習非常有幫助互且有幫助。其中以 「 線上

教材設計」滿意最高， í!!. 工益是革建設計 l 對學習最有幫助。 「 學習

者支援設計 」 的;為患與幫助程度皆居第三，學習者封 「 系統功能」的
滿意程度蓋在高於 「 溝通互動 」 的狀況，但認為後者比前者對學習較有

幫助。顯示網絡課程的發展需由暸解學習者的特質與需求著手，結合

學科專家、媒體平台發展專家的技衡與管理，應用教學設計的理念與

策略，將教材內容融入傳送系統之中，提供學習者支援機制，並經由

不斷回饋修正，才能達成高品質的網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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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遠距教育蓬勃發展，吾人對此一領域的專業知能的需求日漸增

加，但以此一學科內容設計的課程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以Dick與 Carey

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式與相關文獻為主要的理論基礎，並依據成人學習領域

中有關學習者特質與需求的分析，在全球資訊網 (WWW) 環境上建橋一

門以系統觀點研討「遠距教育理論與實務」的自我導向式課程;旨在由實

際教學過程中，以學習者中輾率、參與程度、對教學方案的滿意與對學習

的幫助程度等多項指標，分析設計成果的成效及呈現的問題。

壹、成人學習的特質與需求

成人參與學習的比率日漸提高，一九九O年代初期，美國有90% 的成

人參與學習活動 (Merriam， 1993) 。而世界各國的遠距學習者多為 25歲至 50

歲的成人 (Kaye & Rumble, 1981; Moore & Kearsley, 1996) 。因此暸解成人學
習的性質，有助於建構符合成人學習者需求的遠距課程。依據相關文獻顯

示，成人學習者通常呈現下列特徵與需求:

一、兼具多重社會角色

成人學習者有別於傳統的全時學生，他們除了具有學生身分之外，還

扮演其他社會角色，如在職工作者、配偶、父母等。而擔負這些社會角色

者，為增進知識、態度、價值、技巧上的改變，所進行的系統化持續性學

習活動即成人學習(Darkenwald & Merriam, 1982) 。因此成人在學習過程

中，除需滿足課業要求之外，仍需間時兼顧其他社會角色的期望與責任。

二、從事專業與技術性工作

在職工作者為成人重要的扯會角色之一，國內外的研究都顯示:從事

專業與技術性工作者較可能參與成人學習，越需要專業訓練的的工作，越

有繼續學習的需要 (Aslanian & Brickell, 1980) ;尤以服務業(健康與衛生、

教育、福利、宗教) (Anderson & Darkenwald, 1982) 或公、教、工、商等四

類工作者居多(黃富順，民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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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導向學習的傾向

早期的成人學習理論假設「成人是獨立的，因此能自我導向地 (self

directed) 學習 J 、主張「成人學習的重心在於學習者個別的自我發展 J 、

「成人學習者應比傳統學生對學習負較多的責任」、「成人遠距學習者應

能獨立自主地學習 J (Houle, 1961; Tough , 1979; Knowles, 1980) 。後績的觀點

則強調「自我導向」是成人學習過程所要培養的能力與追求的目標

(Mezirow, 1981; Brookfield, 1986; Boud, 1988; Paul, 1990) 。自我導向的學習不
僅表示學習者有能力決定學習目標、規買到學習活動、管理學習進程、搜尋

學習所需之資源等，還隱含學習者具有某種程度的學科能力與瞭解如何批

判反省地學習(Brookfield ， 1985; Candy, 1988) 。一九九O年代初期， 70% 的

成人學習者自行規劃學習活動(Merriam， 1993) 。

四、學習的焦慮與節奏

雖然成人學習者具有自我導向的學習傾向，有能力參與學習活動的設

計，但大多數成人學習者經歷相當程度的學習焦慮。並非對老師的焦慮，

而是恐懼失敗、擔心能力不足，無法符合學科要求、學習進程與自我期

望，因此對學習、自我的學習能力與表現、失敗等感到焦慮 (Moore & 

Kearsley, 1996) ，而呈現緊張、情緒性或「前進三步，之後卻退後兩步」的

獨特學習節奏(rhythms of learning) (Br∞kfield ， 1990) 。

五、中途輾學

「中途輾學 J (dropout)是成人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向來關注的議題之

一，成人學習者可能因多重社會角色責任與學習焦慮而導致學習中斷。據

調查數據顯示，美國的成人遠距學習者中鞍率高達 30%至 50% '近年來雖

有改善，但仍約30% 中斷學習(M∞re & Kearsley, 1996; Khan, 1997) 。

上述特徵顯示成人學習者首先需要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教育機會與

學習環境，以兼顧多項社會角色任務，遠距學習便是多數成人學習者選擇

的途徑。其次，需要與工作經驗或專業素養相闊的學習內容，以利及時應

用或學習遷移;也需要開放的學習設計，以導入與學習者的工作經驗、專

業素養相關的資訊，成為有用的學習資源。復次，需要彈性多元的教學結

構與引導，以順應具備自我導向能力與否的景況。再次，需要能同理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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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焦慮與獨特學習節奏的教學者或同儕，以提供適當的回饋與輔導協助。

最後，需要學習支援系統等教學設計機制，以提高成功完成學習的比率。

貳、 Dick與 Carey教學系統設計模式

一、教學系統設計與相關概念

自 1970年代起，教學科技領域的研究者便運用Bertalanffy (1968) 一般

系統理論的系統概念，透過有效的系統策略規劉教學歷程，教學設計與發

展模式在不同的領域蓬勃發展，系統化這個概念逐步的奠定了它在教學科

技領域發展的重要性(李明芬，民的)。

教學系統 、 教學設計、教學發展 、 教學系統設計等概念關係密切，

經常相互為用。教學系統(instructional systems) 乃指「對學習活動所需資

源與歷程的安排 J (G唔唔. Briggs. & Wager. 1992) .亦即一組相互關聯的

元素，如教師、學科內容、教學媒體、教學方法、教學環境等，為達成

某種教學功能，所結合而成的有機綜合體 。 其範團與層次十分多元，可

涵蓋學校整體的課程規劃、單一科目或教學單元等(張祖析、朱純、胡

頌萃，民84 ) 

r ;有組織地規 '!J教學系統的過程」即教學系統設計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其歷程包括許多階段或步驟，例如任何教學系統都包含

的三個階段:確定教學結果、發展教學、評鑑教學。教學設計(instruc

tional design)即為其中的一部份，焦點在教學而非整個教學系統。教學發

展(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則是「實施這些計畫的過程」。適合學科單元

教學設計的模式種類繁多，其中較知名、較具代表性且被廣為應用的是

Dick與Carey模式的唔唔. Briggs. & Wager. 1992) 。

二、 Dick與Carey教學系統設計模式

Dick與Carey (1996) 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式將教學設計活動分為九個階段

(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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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呵______________.J

國 1 Dick與Carey教學系統設計模式

付評估需求以確定教與學的目標

教與學之後所預期要達到的狀態(如:學生成就或學校期望)即

為目標，而衡量此目標與學習者在教學始初的實際狀態之間的差異或

差距，為決定需求的方法之一。

已)進行教學分析

教學分析的目的在決定與目標有關的學科內容，並可使用 81∞m

認知、技能、情意三大學習目標領域的分類方式， Cugné 心智技能、

認知策略、語文訊息、動作技能、態度等五種學習結果 ， 或其他分類

型態將所要學習的內容歸類整理。 Dìck與 Carey建議此階段可與階段

三先後依序或同時進行，因此在模式圖中以上下平行方式並列。

日分析學習者與學習環境

此階段旨在分析學習者在學習初始已具備的起點行為、相關能

力、人格特質與個別差異，以決定教學自何處著手、特定教學媒體的

使用、教學的步調、是否需要椅救教學等。

(吋撰寫教學目標

此階段的主要任務在將學習者的需求及教學目標轉化為學習之後

所要表現的目標或行為，亦即將整體目標轉化為明確真偉、詳細顯示

的目標。目標的撰寫不以內容大綱或教師活動方式呈現，乃以可觀

察、可測量的學習者表現來描述。此表現目標更是後續教學策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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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鑑階段的基點。

伍)發展評鑑工具

評鑑工真可確認學習者是否擁有學習新知能的先備條件，並檢核

學生的學習結果。後者的評鑑重點在於瞭解學習者是否達成表現目

標，而非學習者讀了什麼或教師做了什麼。換言之，評鑑工具用來決

定學習者是否已獲得預期的知能，而不是用來判斷是否記住教學的內

容。

的發展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涵蓋所有協助學習者達成表現目標的計畫或活動。教學

的重點之一在於提供教學事件，包括喚起注意、告知目標、呈現刺激

材料、提供回饋等，而不同的教學媒體可提供不同的教學事件。教學

事件的提供者除教師之外 ，還需其他角色功能之支援，如:學科專

家、科技媒體技術人員。

的發展並選擇教學材料

教學材料泛指用來傳達教學事件的印刷、音視訊媒體或電腦網路

等資源。傳統的教學中，教師選擇教科書或教具，並未自行設計或發

展教材。教學系統設計強調教材或教學資源的選擇與發展為設計工作

中重要的部分，且需與需求、目標、學習者特質、傳遞系統的媒體特

性等互相整合。

(村設計並進行形成性評鑑

形成性評鑑旨在提供修正與增進教材所需的資料。設計者可採評

鑑者與學習者一對一的評量訪談方式，瞭解學生對教材的看法。或將

教材對6至 8位學習者所組成的小組進行教學測試，以蒐集學習者使用

教材、所需協助等方面的資料，並據以修正教學設計。

(的設計並進行總結性評鑑

總結，世評鑑的目的在被視整個教學系統的效能，評鑑者或小組主

要蒐集教學系統是否有效、可信、具有重要教育成果、且其成果有複

製可能的證據，以決定該系統是否適於廣泛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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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此一教學系統設計模式旨在提供一項教學方案的發展、執行

與評鑑方法與過程，以協助教師或教學設計者進行整體的教學活動。起始

的預備階段強調分析學習者的需求、發展學習者的表現目標、教材與測驗

工具;計畫過程的關鍵階段包括:界定並劃分教學目標、提供教學事件與

資源、選擇傳遞教學事件與資源的媒介 、 檢驗學習者達成表現目標與否

(陳正昌、孫志麟 、 鄭明長、陳秀碧、獎雪春、 ~J子鍵、郭俊賢，民85 )。

此模式更重視教學設計與執行過程中，各階段輸入、輸出的不斷回饋，以

修正教學方案。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以發展研究的取向與步驟 (Richey & Nelson, 1996) 建構一成人自

學式網路課程，以下就研究工具、研引步驟、學科內容、研究對象分述

之。

一、研究工真

(→整合式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

中正大學自 1996 年起，就積極投入以全球資訊網為基礎的非同步

學習環境的製作與實驗，數年來並依據學習者的學習經驗與回饋來修

正系統 (http://caip4.cs.ccu . edu.tw) 。此類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學習

環境，適宜身兼多項社會角色的成人學習者;其高度互動及整合聲

音、圖像、動畫 、 文字等多媒體資料的特性更有助於具有工作經驗的

學習者，導入專業知能與資源於學習中。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整合式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 J (黃仁絃

等，民 88 )即利用全球資訊網的超媒體文件語言(HTML)撰寫生動活

潑的多媒體教材，再結合爪哇(JAVA) 、共同通訊介面 (CGI)、即時視

訊傳輸 (real video) 等技術 、 並搭配後端的資料庫系統，所建造的非同

步學習環境。此系統提供網頁設計技術與互動工真，使教師透過具親

和力的介面，編集主要教材與其他學習資源、引導協助學習、並管理

有闊的課程與學生資訊，以建構出理想的學習環境。其系統架構包括

一 79 一



主題文章

網頁建構介面、教師介面及學生介面等三部分(黃仁絃等，民88 )。

位)遠距教育學習經驗調查表

研究者以自緝的李克特式(Likert Scale) 四點量表「遠距教育學習

經驗調查表」搜集學習者使用本教學系統後的經驗資料，此項研究工

具並經兩位專家審查，評定調查項目與內容的適切性，以建立內容效

度。主要內容包括調查學習者對於線上教材設計、教學策略、系統功

能、學習者支援、溝通互動等5個向度、 34個設計與功能項目的滿意

程度與該項設計對於其學習景況的幫助程度。

調查表也列舉學習者可能遭遇的困難、問題及其對課程與系統需

改進之處的回饋，供學習者依其實際狀況反應。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很據前途成人遠距學習者特質與需求、教學系統設計之文獻探

討，及『整合式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之功能與特性，採用發展研究取向

(developmental research method)(Richey & Nelson, 1994) 、個案研究與調查

法，分別建構網路課程、蒐集與確認學習需求等資料。發展研究取向即

「進行教學設計、發展教學方案、實際進行教學與評量的計畫與分析此一

整體過程的系統化研究 J (Seels & Richey, 1994) ，通常應用於下列三種型
態之研究:

1.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自行設計及發展教學方案、評量教學活

動與成果，並研究其過程。

2. 研究他人的教學設計與發展成果之影響。

3. 研究者分析教學計畫的設計、發展歷程與評量的整體過程或其中某

一特定過程。

本研究為典型的第一類型研究，亦即在中正大學的遠距教學系統平台

上，研究者設計發展「遠距教育」電腦網路課程，並實際進行教學活動，

惟研究重心在設計與教學互動的過程，而非學習結果的評量。後者將留待

後續探討此一教學系統是否與其他因素對學習結果產生交互作用影響時繼

續研究。

文獻資料顯示，對遠臣教育領域有學習需求者多為教師、衛生保健領

域或公司訓練部門的專業人員，主要目的為應用遠距教育於工作上(M∞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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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rsley, 1996) 。研究者首先以上述的專業人員為 E標學習者，並選擇

為此類學習者撰寫的書籍做為主要教材，各單元主題將於下一部分「教學

內容」中詳盡說明。

其次考量前途教學系統設計模式的要素，將教材設計於「整合式非同

步學習環境系統 J 的介面上，包括課程資訊、教學內容、討論問題、作業

題、線上測驗題、楠充學習資源等。同時計畫該平台其他功能的充分利

用，如公告、討論區、成績系統、學習追蹤、學習管理等。此一成果將於

本文第肆部分「網路課程的建構與教學」中，以圖文並列詳述。

第三、當學習者正式註珊選課之後，以調查法評估並確認學習者的需

求與起點行為，以修正初案設計。例如，本研究的學習者多為學校教師、

行政人員、企業訓練部門或醫護領域的專業人員，經研究者調查，其主要

學習需求為在職進修，期望瞭解遠距教育，以應用於工作上。其次為取得

學分資歷並為研究所入學考試做準備，以期進入學位課程後抵免學分。此

外也有為自我成長之目的而選謀者，旨在暸解遠距教育，以充實其應用電

腦網路進行成人學習之能力。因此，研究者依據學習者的學業背景、學習

經驗與電腦網路操作能力，延長教室情境的系統實際操作訓練等。

第四、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配合學習進程與學習者的回饋，調整課

程的作業要求、增加其他媒體的互動型態，如期中或期末同步視訊會議面

授、電話call in學習輔導等。

最後，研究者統整網路課程教師介面與學生介面上的資料，尤其是討

論區、作業區、公告區、學習追蹤與學生管理的各項教學設計與學習者的

回應，分析其特點與互動，做為評估本教學系統設計成效之依據。

三、學科內容一以系統觀點分析遠距教育

由於本網路課程的目標學習者為先前未修習任何遠距教育領域之學科

者，因此課程的學科內容主要以「系統」的觀點研討遠距教育的理論與實

務(趙美聲、陳姚晨，民88) ，以提供任教職或實務工作者有關遠距教育

的教與學;提供教育行政人員有關遠距教學時應注意的組織與管理技術;

提供媒體專家有關科技在傳送遠距課程時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教學設計者

有關遠距教材設計的技巧。同時學凡有關遠距教育的範圓、歷史與理論、

國際經驗及政策議題等均涵蓋在教材內，以滿足學習者的期望。各單元的

主題與主要議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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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距教育的基本內涵。

(~歷史背景發展演進。

臼類型與範圈。

四科技與媒體。

國理論基礎與相關概念 。

的成效研究。

的課程設計與發展。

例教學與指導。

(約遠距學習者。

卅行政、管理與政策。

伯國際發展與合作。

由教與學的創新。

綜言之，本課程涵蓋遠距教育領域的各項主要議題，兼合理論與實

務、人員與科技、教學與行政、地區與國際等，可提供學習者一整體的遠

距教育系統觀點，做為深入研究此領域或實務發展的基點。

四、研究對象一多元異質的學習者

參與本研究網路課程的學習者為一多元異質的團體，均為在職的成人

學習者，共計 68 位，皆於 2000 年春季選修由中正大學與台灣大學開設的

「遠距教育」科目。參與者的就讀校系、學歷、性別、年齡 、職業等人口

統計資料姐下:

(一)九成的參與者來自中正大學，其餘分別就讀於台灣大學、暨南國際大

學與嘉義大學，所學領域包括成人教育、家庭教育與農業推廣等學

科。近三成為學位課程的學習者，學分課程的學習者佔71% (表一)。

表一 參與者所屬校系

學 校 系 所 人數 百分比

中正大學 教育研究所 6 9 
成人串串繼續教育研究所 7 10 
成教碩士層級網絡學分班 48 71 

台灣大學 農業推廣研究所 2 3 

學南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2 3 

嘉義大學 家庭教育研究所 3 4 
總 1+ 68 100 

一位一



全球資訊網學習環境中成人自我導向式教學系統設計與成效之研究

(::)學習者的學歷背景方面， 81%具有學士學位為最多;具碩士學位者佔

16% 次之;專科畢業生最少，僅有3% (表二)。其所學背景更涵蓋

文、理、工、商、醬、農、法、教育、管理、心理、圖書館學等領

域。

參與者學歷分配

片、 叫
一
3
-
U一
些
川

百
一

數

2 

55 
11 
68 

表二

歷
一
科
一
學
一
士
一
計

學
一
車
一
大
一
碩
一
總目性別方面，男女各約佔半數，惟女多於男，與一般的遠距學習者性別

結構文獻調查結果一致。女性學習者佔51% 。男性約 49% (表三)。

參與者性別分配

百分比

49 
51 

100 

數
一-

n一
日
一
的

人
一

表三

性別

男

女

總計

個參與者皆為26歲(含)以上的成人學習者，其中以 26至 35歲者最多，

達66% ; 36至 45歲者有26% 此外有7%為 46歲或以上(表四)。

參與者年齡分配

百分比

66 
26 

7 

100 

人教
45 
18 

5 
68 

表四

日
一
把-u

因參與者的職業分佈以擔任教職最多，計84% '其中 49% 為小學教師、

16%於中學任教、 12%服務於大專校院、 7%任教於幼稚園、社教館、

美語班等單位。非教職者佔 16% '包括擔任公職、私人企業、醫護、

管理等行業(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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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學習者職業分配

職 業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33 49 

教 職
中學 11 16 
大專 8 12 
其他 5 7 

非 教 職 11 16 
總 計 , 68 100 

由上述資料顯示:本課程學習者在人口統計變項上的基本特徵與前途

遠距學習者的特質十分一致，如多為25至 50歲的在職者;多為任教職、醫

護或管理的專業人員等。換言之，實際註加選課的學習者與教學設計時的

目標學習者在學習需求與期望也可能十分接近，有助於滿足其需求。

肆、網路課程的建構與教學

一、建構科目網頁介面

首先在「中正大學網路教學系統 J (http://ale.cc.ccu.edu.tw) r 網頁建

構介茵」設計科目首頁。

二、教師介面

(一)教材製作:使用 Microsoft 的 FrontPage上傳教材，製作可供學生在網

頁上閱讀的教材網頁。

亡3線上作業與線上測驗:學習者可直接在網頁上寫作業、繳交與練習測

驗題。教師在線上直接批改、評分與公布答案。系統會自動判斷測驗

答案的正確與否、呈現正確解答的選項，並自動把學生的成績存入系

統的資成績資料庫中。本研究之測驗題以選擇題為限，供學習者自我

練習用。

臼成績系統:教師新增、修改或查詢學生線上作業和線上測驗的總成

績。

回討論區:為本科目最重要的教學與互動方式，包括同步互動的線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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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室和非同步溝通的課程討論區。

由學習追蹤:每位學習者登陸進入系統的次數、使用系統的總時數、閱

讀上課教材的次數、發表在討論區的文章篇數、參與聊天室次數等量

化的學習行為數據都記錄於學習追蹤區。系統列出個別學生的資料並

將所有數量排序，使教師可觀看全體學生的使用記錄，做相對的比

較。

開學生管理:查詢、管理或新增、刪除學習者的詳細個人資料。

的發佈公告:有關課程的最新消息、課程介紹、課程安排、評量方式、

教科書或主要參考書籍、確認作業繳交名單等課程相關訊息管利用這

個功能發佈。

三、學生介面

學生介面中有數個網頁的用途與功能與教師介面不同:

(→課程教材:每單元的上課教材都有線上筆記本的功能，學習者可紀錄

有關訊息或心得，每瀏覽該單元時，所記的筆記就會顯示出來。

口自我評畫:學習者由此觀看教師介面所上載的作業與線上測驗，可直

接在網頁上作答、繳交、觀看答案與成積。

臼課程資訊:包括課程介紹、課程安排、學生資料、成績查詢等功能，

乃透過教師介面所發佈。

四個人工具:包括學習者使用系統的記錄全文檢索」功能可使學習

者利用關鍵字對課程的教材或繳交的線上作業做全文檢索。

四、本教學系統的特點

本教學系統發展完成之後，實際進行教學，呈現以下數項特點:

(一)結構式單元組織:各單元的組織採用「教學目標 J 、「本章概覽」

「教學內容 J 、『重點摘要」、「討論問題 J 、「參考資源」等六項

架構，系統分明。

口重要概念超遠結:教學內容中的專有名詞、關鍵字、圖表等資料，以

超速結方式詳加說明，聯繫相關概念。

目引進其他網路資源參考資源 J 中連結與該單元主題有關之相關網

站，充分開拓線上學習資源。

個引發討論與問答:設計各章基本的討論問題與核心議題，引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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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各章討論問題的延續性。在討論區中示範張貼文章的標題設

計，以顯明文章內容。

因兼用多種互動方式提供學習者支援:以電腦網路環境的同步聊天室與

非同步討論區為主要互動途徑，並輔以音訊視訊媒體的溝通方式，如

每週定時電話 cal1 in 學習輔導，期初、中、末的教室環境的面授教

學，中正、台大視訊會議連線，使師生、學習者彼此熟悉並練習系統

操作。且於台大設輔導老師(Iocal tutor) 、中正並有四位助教負責系統

管理維護、協助或回應技術操作問題、或進行其他聯繫工作。

的聲體與彈性學習進程設計:在每周一單元之進度之下，允許個別學習

者依時空 、 工作負擔、學習速度等因素自訂彈性進度計畫，以閱讀、

繳交作業或參與討論等。

的增強策略:採每週期限繳交作業、公布繳交作業之學號、獎勵學習者

引入相關線上學習資源 、 讀美獨特的觀點、問題或對話、鼓勵學習經

驗分享等。

的學習者身分呈現的彈性化原則:允許學習者有充分自由選擇匿名、別

號、或真實姓名參與討論，在無壓力之狀況下充分暢所欲言，但特別

鼓勵採用真實姓名者。

(約教學者的角色扮演:由於本課程為鼓勵成人自我導向自學式學習，教

學者定位為助長者、輔導者之角色，但對於教導需求較高者，則加強

輔導 。

卅提供示範:作業批改評分之後，闢「佳文分享」區，呈現優良範例，

以收示範觀摩、刺激良性競爭之效。

的回饋:回應有關學習方面之要求，如增加中文資料、減少外文閱讀

量、調整作業與討論要求、及時回應問題等。

五、學習者參與及系統使用情形

網頁環境記錄了所有學習者的參與情形，包括登入次數、使用時數、

發表文章次數、瀏覽教材次數等(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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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學習者之網絡課程參與程度 (N=68)

登錄綱站次數(以 14 適統計)
呵 ，

登錄鋼結總次數 每適平均登錄次數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的以下 3以下 16 23 . 53 23 . 53 
43- 84 4- 6 21 30 . 88 54 . 91 
85- 126 7- 9 25 36.76 91. 17 

127- 168 10- 12 2 2 . 94 94 . 11 
169- 210 13- 15 2 2 . 94 97 . 05 
210以上 的以上 2 2 . 94 99 . 99 

使用網頁時數(以 14 週統計}

使用總時間(小時) 平均每週使用線時間{小時)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7以下 。 5以下 15 22 . 06 22.06 
8-14 0 . 5- 1 13 19 . 12 41.18 

15- 28 1- 2 24 35 . 29 76 . 47 
29- 42 2- 3 9 13 . 24 89 . 71 
43- 56 3- 4 2 2 . 94 92 . 65 
57- 84 4- 6 3 4 . 41 97 . 06 
的以上 6以上 2 2 . 94 100 . 00 

聊天室主動次數(以 14 週統計)

參與聊天重互動次數 人 Ili: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 12 17 . 65 17 . 65 
1- 6 33 48 . 53 66 . 18 
7-12 9 13 . 24 79 . 42 

13-18 9 13 . 24 92 . 66 
19- 24 3 4 . 41 97 . 07 
25- 30 。 0.00 97.07 
30以上 2 2.94 100 . 01 
瀏覽線上教材次數(以 12 章統計)

瀏覽教材次數 平均每章瀏覽次數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2以下 l以下 15 22.06 22 . 06 
13- 24 1- 2 19 27 . 94 50 . 00 
25- 36 2- 3 10 14.71 64 . 71 
37- 48 3- 4 6 8 .82 73 . 53 
49- 60 4- 5 7 10.29 83 .82 
61-72 5- 6 3 4 . 41 88 . 23 
73- 84 6-7 5 7 . 35 95 . 58 
的以上 7以上 3 4 . 41 99 . 99 

發表文章篇數(以 12 章統-計l

發表文章糖數 平均每章發表文韋爾數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以下 。 6 8 .82 8 .82 
1- 12 。 -1 11 16 . 18 25.00 

13- 24 1- 2 18 26 . 47 51 . 47 
25- 36 2- 3 7 10 .29 61.76 
37- 48 3- 4 12 17 . 65 79 . 41 
49- 60 4- 5 8 11 .76 91. 17 
61-72 5- 6 2 2 .94 94 . 11 
72以上 6以上 4 5 .88 99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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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登入網站的次數以 85 至 126 次者比率最高，佔 37% '平均每週

登入7至 9 次。其次為4至 6 次( 31 % )。最少者為 169至 210 次( 3 % )。總

次數最多者高達 210以上，平均每週至少登入 15 次，但也有24%平均壹入次

數在3次以下，差距極大。

學習者使用課程網頁的總時數最長者高達的小時以上( 3%) ，平均

每週使用 6小時以上;時間最短者有22% '平均時間在半小時以下，十分

懸殊。就比率而言 ， 以 15 至 28小時者最高，佔35% '平均每週登入 1 至 2小

時;最少者為 3至 4小時( 3% )。值得注意的是學習者使用網頁的時數可

能不等於其學習所需時間。據學習者反應，為了節省上網費用，通常閱讀

印刷式教材，較少閱讀線上教材;作業也不以在線上寫作與福輯方式處

理，而是以文書處理軟體寫作完成後，再上網上傳作業。因此，所有學習

時間遠高於系統所記錄的使用時間。

學習者參與聊天室線上同步互動的頻率遠低於非同步的溝通次數。 49

%的學習者曾參與 1 至 6次同步互動，比率最高。次數最高者為30次以上，

18%則從未成功地使用聊天室。這可能與教學者僅將此一工具提供學習者

使用，未納入教學策略或活動的一環、學習者無時間或不習慣使用此一功

能使然。

學習者瀏覽線上教材的頻率，以 13至 24次者比率最高，佔28% '平均

每章瀏覽 l 至 2次。總次數最多者高達 85次以上，平均每章至少7次，但也

有22% 平均次數在 l 次以下，差距極大。顯示多數學習者可能仍以閱讀印

刷式教材為主，較少使用線上教材。

學習者發表文章以參與討論、發間或回應的第數，以 13至 24篇者比率

最高，佔 26% '平均每週發表 1 至 2篇。其次為 3 至 4篇( 18 % )。總篇數

最多者高達 72續以上，平均每週至少6籍。鍾然也有9%從未發表，但整體

而言，互動程度顯然較傳統教室情境的問答討論頻率高。

伍、學習者態度調查結果與討論

為暸解學習者對於上述網路課程整體教學系統設計與實施的態度，研

究者於課程結束時以自編的線上「遠距教育學習經驗調查表」蒐集學習者

的滿意度、對學習的幫助程度、教材使用情形、遭遇之困難、對網路課程

一 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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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進建議等資料。 68位學習者之中，共有52位在期限內完成填答，經檢

查過濾，皆為有效卷，回收率達76% 。調查結果如下:

一、各項目的滿意度與對學習的幫助程度分析

學生在 1 至 4分別代表非常不滿意至非常滿意的 34個調查項目中，續

答反應平均數介於2.54與 3 .42 之間，皆高於理論平均數2.5 • 20個項目高於
3.0 .顯示學生對於教材設計、系統功能、教學策略、學習者支援、溝通
互動等五個向度的設計與功能大多感到相當程度的滿意(表七)。其次，

學生以 l 至 4分別代表非常沒幫助至非常有幫助的評分標準'回應此34個

項目對其學習的幫助程度。填答案反應的平均數介於 2.65 與 3.42 之間，也

都高於2.5 .高於 3.0 的項目達 30個，顯示學生認為此一網路課程的系統與

教學設計對於學習十分有幫助(表八)。兩者標準差分別介於.42至品與

.40至 .72之間，分數離散情形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選項中，學習者對於「公告」的功能最感滿意 (x

=3.42) .也評定其為對學習最有幫助者 (x=3.42) 。但公告為教師介面的功

能，非供學生使用或操作的項目。推究原因可能是因為教學者未將公告限

於發佈消息的公告周知功能，還作為強調重要教學內容與討論對話、增強

獎勵學習者的工具，因此學習者對此一項目最為滿意，並認為對其學習最

有幫助。

除公告之外，還有 10個項目，無論在滿意與幫助程度的總排序，都在

前 15 項(前半數項目排名)之內，據其對學習的幫助程度高低依次分別

為:佳文欣賞、重點摘要、資源分享、彈性時限的作業繳交、關鍵字或專

有名詞的超連結、討論問題、助教信箱、疑難雜症、非同步問題討論功

能、教學目標等項目。而「師生互動溝通」在滿意程度的排序上，雖僅為

21 .但在幫助程度上卻居 13 .顯示此一項目的幫助程度遠高於滿意程度。

此外基於特別的考量，於學期初與與學期中，分別安排部分學生參加台大

與中正兩端視訊會議連線、中正教室面授等同步互動，各有 17 (約 33% ) 
與 28 ( 54% )人參加。參加者評定此二項設計對其學習的幫助程度十分
高，平均數皆達 3.24 .顯示在網路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者認為面對面的溝

通互動對學習仍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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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學習者對各項目滿意程度之總排序與描述性統計量數的=52)

總 非常滿意 滿 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平 標

排 題號與內容 人百分比 人百分比 人百分比 人 百分比 均 準

序 數(%) 數(%) 數 ( %) 數 (%) 數 差

11 9 (公告}功能 241 46 . 15% 26150 .αl% 21 .3.85% 01 O.飢渴 3.42 0.57 

2 119 (助教信箱〉功能 21 呦 . 38悟 291 55 .77% 11 1. 92% 1 1 1. 92也 3.35 0.62 

3 1 5(重甜腰}設置f 17132 .69% 35 1 67 . 31直 01 0α路 01 0αl% 3.33 。 47

4126 (資額共享區〉詰十 171 32.69% 33 1 63 .46% 2 1 3.85也 。。 α鴻 3.29 。 "
5 1 2 (教學目標}話f 1 3 1 25 .α協 39 1 75 飢渴 。 O .α協 01 0α為 3.25 。 44
5 1 22(作業繳交〉時宿彈性詣十 18 1 34 . 62也 29 55 .77% 51 9.62% 。 。做為 3.25 0.62 

71 3 (本團軍導覽}設計 12123 的協 39 1 75 .00% 11 1.92% 。。 αm 3.21 。 . 46
8125(心情留言船詣十 12123 仿$ 38 1 73ω$ 2 1 3.85% 01 0.00% 3. 19 。 49
9124 (疑難雜症區〉設計 13125 航海 35167 .31% 4 1 7.69% 01 0 航海 3. 17 。 55
9117 (佳文分享}話十 17 1 32.6姊 27 51. 92% 8 115 .38% 01 0 飢渴 3. 17 

。“11 1 8 (曹1名詞的起連結}設計 11 1 21.15% 38 73ω$ 31 5.77% 01 0αl% 3.15 。 50
12 的{系統使用記錄}功能 11 21.15% 37 71.15% 41 7.69% 。。 α鴻 3.13 0.53 

12 10 (非同步課程討詣區}功能 13 25αl% 33 63 .46% 6111 .54% 。。 αl% 3.13 O .ω 

14 27 悔過問題討甜甜惜計 8 115 . 38唱 40 76.92'自 417.69% 01 O .飢渴 3.08 。 481
14 6 (間厲措} 龍十 8 115.38% 41 78 .85% 2 1 3.85% 11 1. 92'也 3ω 0.52 

16 4 (教材內容〉設計 51 9 . 62唱 45 86.54% 2 1 3.85唔 01 O .飢渴 3.06 0.37 

17 28(每遇作業}部子話+ 8 115.38% 39 75 .飢渴 41 7.69% 1 1 1. 92% 3.04 。 56
18 l線上教材圖文設計 51 9.62唱 43 82 . 69唱 41 7 . 69唱 01 0 叫涓 3.02 。 42
18 7 (教學資源}詰十 10 19 . 2到 33 63.46% 9 117 .31% 。。 αm 3.02 0.61 

20 15(個人工具〉功能 6111 .54% 40 76 .92% 61 11.54% 。。故l% 3 .∞ 0.49 

21 2I(哥哥c.11 in) 詰十 71 13.46% 37 71.1 5唱 8 1 15 . 38唱 01 0 . 0<協 2.98 0.54 

21 29師生灣通互動情況 71 13 . 4的 37 71 . 15唱 8 115 .38% 01 0.00% 2.98 0.54 

23 14(學生資料}功能 41 7 . 69唱 41 78 . 85唱 71 13.46% 01 0.00% 2.94 。 46
24 13(線上讀1驗}功能 41 7 . 69唔 40 76 . 92也 8 115.38% 01 0αl% 2.92 0.48 

25 23 (每過一章〉學習進度諾十 51 9 . 62唱 36 69 . 23唱 11 21.15% 。。 αl% 2.88 。 55
26 12(上慚愕〉功能 6111. 54% 33 的 46% 13 25α海 。。 αl% 2.87 。 ω
26 32使用系統綱頁的互動情況 41 7 . 69唱 39 75 倒海 7 日必$ 21 3 . 85唔 2.87 。ω
28 31使用教材的互動情況 31 5 . 77也 37 71.1 5'現 11 21.15% 1 1 1. 92也 2.81 0.56 

29 20(聊天室}自嚇土輔輯錯十 3 1 5.77% 33 63. 46% 15 28 .85% 1 1 1. 92也 2.73 。 ω
30 16 (成績查詢〉功能 11 1.92% 36 69 . 23'唱 14 26 . 92有 11 1. 92% 2.71 0.54 

31 30同學闊的溝通互動情況 4 1 7 . 69也 29 55 .77% 18 34.62% 1 1 1. 92% 2.69 。“32 11(同步線上討論室〉功能 01 0α'fk 30 57 . 69也 20 38 .46% 2 1 3.85% 2.54 。 58

nu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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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入各項目對學習者之幫助程度總排序與描述-t齡兒計量毅(N=52 ， N=17, **N=28) 

總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幫助 非常沒幫助 平 標

排 題號與內容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均 準

序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差

1 1 9 {公告}功能 23 44 . 23晶 28 53.85% 11 1. 92% 01 0 飢渴 3.42 。 . 54

1 117 {佳指揮}功能 24 46 .15% 26 50 紋路 21 3 . 85悟 010α滿 3.42 。 一 57
11 5{重甜釀〉設計 24 46 . 15萬 27 51. 92% 。。 αl% 1 1 1. 92也 3.42 。 . 61

4126 {資if!共享區} 詣十 22 42 . 31啞 28 53.85% 2 1 3 . 85協 01 O .α)Ij， 3.38 0.57 

5122 {作業緻交〉 時宿費醫世設計 20 38 . 46也 28 53 . 85'唱 4 1 7 . 69于， 01 0.00% 3.31 0.61 
6 1 8 {曹唱詞的超速制設計 17 1 32 . 6姊 33 63.4的 2 1 3.85% 01 0 航海 3.29 0.54 
7 1 6 {問題討論}諾十 18 1 34 . 62唱 31 59 . 62'唱 2 1 3.85% 11 1.92% 3.27 0.63 

7 119 {助教信箱}功能 20 38 . 46唱 28 53.85% 2 1 3.85% 21 3.85% 3.27 。 72

9 1 24{疑難終獲區} 詰十 15 泌的電 35 67 .31% 21 3.85% 010 飢渴 3.25 。 52

10 1 35學習初師瘖R會議﹒ 4 1 19.05也 13 1 61.90% 01 0 航海 o 1 0.00% 3.24 。 44

10124學習中的教室茵受.. 11 的 74% 16 59 .26% 1 1 3 . 7的 。。 αl% 3.24 0.56 

12 1O {非同步線上討論室}功能 16 30 . 77也 32 61.54% 4 1 7 .69啞 01 0 倪鴻 3.23 0.58 

13129師生溝通互動情況 14126 . 92悟 M 的 38% 41 7 . 69唱 。。 αl% 3.19 。兒

14 2 {教學目標}語十 13 25α為 36 69 .23% 2 1 3.85% 11 1.92% 3.17 。 兒

15 7{教學資源}龍十 12 23ω$ 36 69 . 23唱 417 .69% o 1 0.00% 3.15 0.54 

16 27{每迴嘲闊論}輯于語f 8 115 .38% 43 82 . 69啞 1 1 1. 92唱 01 O .飢渴 3.13 。 '的

17 1線上教欄文誼十 8 115.38% 42 80 . 77略 21 3 . 85百 。。倒l% 3.12 0.43 

17 28{每過作業〉骨子員甜 9 1 17 .31% 的 76 . 92也 31 5.77% 。。“為 3.12 0.47 

17 3{本章導贊〉設計 9 117 .31% 41 78 .85% 11 1. 92唱 1 1 1. 92略 3.12 0.51 

17 25 {心情留言版〉設計 13 25 .00% 32 61.54% 7 113 .46% 01 0 航)Ij， 3.12 0.62 

21 4 {教材內容}誨f 9 117 .31% 40 76 . 92'唱 2 1 3 . 85'悟 1 1 1.92% 3.10 0.53 

22 32使用系統綱頁的互動情況 9117 .31% 39 75α協 3 1 5 . 77啞 11 1.92% 3 個 。 55

23 12 {上傅作業}功能 71 13 . 46唱 41 78 .85% 41 7 . 69也 01 0 飢渴 3.06 0.46 

23 23{觀團一輩}學習進度詣+ 8 115 .38% 39 75 .“路 5 1 9 . 62'唱 。。“為 3.06 。 50

23 21 (1看!cal l in ) 設計 10 19 .23% 35 67 .31% 7 日 4仿 01 0.00% 3.06 。 57

26 13{線上i!IIJ.l會〉功能 7113 . 4的 40 76.92% 5 1 9.62% 。。 α協 3.04 。 48

26 18 {系統使用記錄〉功能 11 21.1 5嘻 32 61. 54'唱 9 117 .31% 01 0. 00% 3.04 0.63 

28 31使用教材的互動情況 61 11.54% 42 80 . 77唱 3 1 5.77% 1 1 1. 92揖 3.02 0.50 

28 15 {個人工具}功能 8115.38也 37 71 . 15唱 7 1 13 . 4仿 01 0 . 00唱 3.02 0.54 

28 30同學罷官句溝通互動情況 8 115.38% 38 73 . 08啞 5 1 9.62% 11 1.92% 3.02 0.58 

31 14 {學生資料}功能 6 111 .54% 34 的 38% 12 23 .ω$ 。 。做為 2.88 0.58 

32 16 {成績查對}功能 2 1 3.85% 39 75α)Ij， 11 21.1 5有 01 0 飢渴 2.83 。 47

33 20 {聊天室}僻泉上麟單憑f 6 1 11.54% 30 57 . 69唱 15 28 . 85唱 1 1 1. 92唱 2.79 0.67 

M 1l{同步線上討論室}功能 315 .77% 31 59.62% 15 2885唱 3 1 5 . 77'唱 2.65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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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向度的滿意度與對學習的幫助程度分析

「線上教材設計 J 向度中重點摘要設計 J 無論在滿意與幫助程度

皆為最高，印證了「教學內容應提供摘要與總結」為良好的遠距課程設計

原則(趙美聲、陳姚真，民 88) 。

「教學策略」向度6個項目中，師生在「資源共享區」引進豐富的相

關教材、「作業繳交時間彈性設計」充滿人性化的課業要求、與「佳文欣

賞」作業觀摩為學習者較為滿意，並對學習幫助程度較高的前3項。

「學習者支援」向度5個項目中學習者最滿意、最有幫助的前三項輔

導方式為非同步的「助教信箱」、「疑難雜症區」與「心情留言版」。而

同步的電話cal1 in 與聊天室線上輔導的滿意與幫助則較低。

「溝通互動」向度4個項目中，雖然4個項目在滿意的得分平均未達3

(表「滿意 J ) ，但在幫助程度的得分平均皆高於3 (表「有幫助 J ) 0 4 
個項目在滿意與幫助得分的高低順序皆一致，學習者對「師生互動」的滿

意最高、對學習的幫助也最大，其次為「與系統綱頁的互動」及「與教材

的互動同學間的互動」最低。顯見同儕間的橫向溝通最需加強。

「系統功能」向度9個項目中 r 成績查詢」、「同步線上討論室」

的滿意與幫助程度皆為最低 ， 顯示教學者宜提供更即時的各週作業成績回

饋，並善用聊天室的功能，以提高學習者的態度並助益學習。此外上

傳作業」的幫助排名高於滿意系統使用記錄」的滿意排序則高於幫

助。

五個向度的滿意與幫助程度排序與統計量數分別如表九、表十。整體

而言，學習者對「線上教材設計」最滿意(平均數 3. 14) ，但認為「教學

策略設計」對學習最有幫助(平均數 =3.24) 0 r 學習者支援設計」的滿

意與幫助程度皆居第三(平均數 =3.08 ， 3.10 )。最後，學習者對「系統功
能」的滿意程度高於「溝通互動的狀況但認為後者比前者對學習較有

幫助。

表九 五向反滿意程度之排序與描述性統計量數( N=52 ) 

向 度
非常滿意 滿 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平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線上教材設計 81 19 . 47 313 75 . 24 21 5 . 05 。 24 3 . 14 。 49 1 
教學策略設計 73 23 . 40 204 65 . 38 34 10 . 90 。 32 3 . 12 。 59 2 
學習者支接設計 56 21. 54 172 66 . 15 30 11 . 54 2 。 77 3 .08 0 . 6日 3 

系統功能 69 14 . 74 316 67 . 52 80 17 .09 3 。 64 2 .96 。 59 4 
溝通互動惜沒 18 8 . 65 142 68 . 27 44 21. 15 4 1. 92 2 . 84 。 59 5 

總 計 3.04 。 57

一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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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五向反對學習的幫助程度排序與描述性統計量數( N=52 ) 

度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幫助 非常沒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向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教學策略設計 91 I 29 . 17 204 65 . 38 17 5. 45 。 。 . 00 3. 24 。 54 1 

線上教材設計 110 26 . 44 286 68 .75 15 3.61 5 1. 20 3 . 20 。 55 2 

學習者支擾設計 64 I 24 . 62 160 61. 54 33 12 .69 3 1. 15 3.10 。 64 3 

溝通互動情況 37 I 17 . 79 153 73.56 15 7 . 21 3 1. 44 3.08 。 55 4 

系統功能 83 17 . 74 314 67.09 68 14 .53 3 0 .64 3 . 02 。 59 5 
司總 可

計 3.13 。 .58

三、教材使用情形

有關教材的使用情形，依據學習者的反應，幾乎所有填答者均備有印

刷式教科書 (98%) 。且 75% 的填答者以閱讀書面教材為主，網頁教材為輔，

只有的%以網頁教材為主、書面教材為輔或僅使用網頁教材，顯示學習者

的教材閱讀習慣仍傾向使用印刷式媒體。一位填答者表示「對於年紀較大

者，長期注視電腦螢幕，眼力是很大負擔，還是較習慣於書面的學習方

式此項結果呼應上述系統使用記錄中，學習者瀏覽線上教材次數較

少、課程網頁使用時數較低的情形。惟線上教材與書面教材內容應有區

隔，以免重複，並收互補支援之效。

四、學習者遭遇之困難

半數以上的學習者認為參與網路課程時經歷到的最大困難為「學習時

間不夠 J (67%) 與「難以按時繳交作業 J (57%) 。填答者表示:

r@工作劇憬，看e夸遇到 『 大月 J t更忙末過來，世L就無

i告終日寺文作業」

「自己知識故紙與持用的來久，覺浮法有墨;1;與愧疚

惑，覺浮白已沒有畫;1;做好學主本主夕，也愧對老師與助教」

r:有特撓的會覺海趕來上造反，尤其對我們這種在職進

修的人乎有言，感覺上我決須要在1良多時間各排除許多學習的

障薇，我按現放火2頁于已六七筒，1、時才可以完成每迪的課程，

末日堯i琴是否是因在，平車旦大了，消化速度慢了，真是旦辭掉工

作，琴，也上許...我趕焦處可島主可以降低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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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呼應先前的文獻，成人因同時兼具多重角色，而在學習的時

間上受到限制，造成學習過程中的焦慮。

由於參與課程的學習者先前多未具備網路環境的學習經驗，因此其次

遭遇的困難因素為「網路學習經驗不足 J (44%) .還有 21% 的學習者表

示「不適應網路學習環境 J 。

屬於網路系統或技術方面的困難包括「網路上傳速度慢 J (40%) 

「上網費用高」與「電腦操作技能不足 J (21%) 。填答者也表示:

r 家紋3f:太手是定、 B季常會機，造成無法接哼學習rt.做交

作業」

「本人月R務的學校經常網路故障」

因此擴大網路頻寬 、 減低上網費用與提升學習者電腦網路操作技能均

為有助於網路學習的作法。

此外，各有1/3左右的學習者表示無法理解課程內容」或「難以

參與或回答討論問題填答者表示:

「厚、文對我赤言較深，葵花較多特朗(朗議) J 

r (對於)都1分課程《容無法全坐理解，都1分件事肯正確

答言學無法完全場r.~是」

r:每i吏的作業武討論起~ .其答哥哥經會出現在下一章的

造反，甚至是黃土在書中急處 'P=I 容的互動性頻道hJ

「補尤教材末之」

「增加中文輔助教材」

顯示教材內容與討論問題的設計有待調整與改善。

五、學習者與教學者對網路課程的改進建議

整體而言，學習者認為課程中最需要改進之處為「討論 、 作業等課業

要求 J (51%) 、 其次為「學習者間的溝通互動方式 J (44%) 。學習者

反應:

「討論的題目主與作業題 g 看大，1、之少，亦即討論題可

乾圈，卜些，否則討論越看來與作業無深廣反差異，則f有持將

無形中增大，且難以區別辛辛輕重及欲回答的程度」

一 94 一



全球資訊網學習環境中成人自我導向式教學系統設計與成效之研究

「如果在學習與作亨官員L更有彈性. ~衣學主e夸周 1固;;~需

求，給于彈性完成哼廟，學主角之依自已的自寺廟限制，在一1囝

哼用較困戶1完成，才不會造成精神上的是7J j

「炸事官標iR夸絮，可否每適合倩」

因此教學者需重新省視討論問題的設計與作業的要求，並提供更及時

的回饋。

其次需要改進之處為「系統環境功能 j (40%) 與「系統操作方式」

( 28%) .填答者反應:

「如果扶端上可以文照的話，我覺t5尋討論區的顯現1)失

致許可以做莫明確區少」

「將不同的討論起 EI :'"設末用的細實做這紛.rt.許可以

1支畫面東人性化與周潭 .fjñ末會擠在一1囝弩幕上」

「士曾力。討論區投表文章法可再回頭修飾原叉的功紋. 1主人

免造成戶1容重被投去，影響記錄的其實性」

r 在期中才可樂二欠Æ:.紋會快，我剛好宴上綱. 1旦就是汶看

辨濤這上，我主旦有1固棧叉的Æ:.紋對用學 J'rJ司的學習狀況應該可

以改巷，諾大家少掉一都1分環壞國哥哥造成的健折感.... j 

「家紋似乎會主屆主兒問題，會達Jf:上細實」

此外，在「其他」選項中，填答者的反應也印證 Brookfield所言的學

習節奏現象，如:

「在學習皮桂芳付。爬山J傲的精采. B考古早上山，因考研下

山，上山哼誰是幸苦1旦 i民亨利欠梭，下山時就是因維妙所默

擱，回頭來又從1支自已妒，在腳步. 'l'央*快趕上」

有關教材設計與教學策略方面，學習者認為:

r ;貝~~食起數太少」

「建設小組討論」

「投表文章室真真實主主J忌，以示贊贅，且有主主相互S眾解

埠。私下請孟」

各單元一些進一步的資源遠給有T J:).其中於一處，先j粵

霎在不用處車主選」

FD 
門
H
J



主題文章

「應先了解學習毛年之電腦操作員主力試看較多訓練哼矗立，

1東學習春季可立足夠的應用操作島主力，降低國條件困難初中絨的

學主」

「線上到驗的給少方式以超計三步，稜選題的設計血賣多，

j主?主只要為答一1回答哥哥，就以零三步計算，店買打擊學習±氣....

建設改善計少方式，還失學習自 1言，也」

「建設這樣的問卷調豈可作為，形成過程評量，可每隔一

紋哼閒l主人崩放中主J'g'卷調瓷」

研究者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也經歷教學設計、系統運作之問題，可供系

統修正或教學之參考，例如:多數學習者的系統操作技巧以並不純熟;作

業區的上傳指令與動作需更簡易;討論區的文章張貼僅有兩層之設計，無

法呈現同一主題之反覆對話層次;文字輸入部分無「斷行」之功能。本課

程未採周末使用隨選視訊，可列入未來發展項目，使上課實況錄音或錄影

下來，利用影像壓縮工具製成聲音檔或影像檔後，再利用系統所提供的工

具，建立連結。學習者便可隨時上網觀看上課實況或收聽上課之錄音。網

路通訊環境不穩定為師生與系統設計者最大之挑戰 ; 同時上網學習費用亦

為學習者一大負擔，影響使用系統的頻率與時間，皆有待克服或改善。

陸、結論

本研究對象的背景與特性與成人學習者特質文獻的研究結果十分一

致:學習者皆為身兼多項社會角色的在職生;多從事專業與技術性工作，

尤以教職、健康與衛生、福利等服務業居多;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呈琨自

我導向、焦慮、學習節奏等現象;而中途綴學者僅8人，約佔 12% '遠低

於英文文獻中的 30至 50% 。

由中綴率、學習者參與程度、學習者滿意與對學習的幫助程度調查等

各項指標顯示， Dick與 Carey的系統化教學模式提供本網路課程一項有效

的教學發展、實施與評鑑過程。此一教學系統設計模式提供了研究者發展

網頁課程的教學方案、實際進行教學與實施評鑑等整體過程的方法與重

心，包括:重視學習者需求分析、發展學習者的表現目標、設計教材與測

驗工具、提供教學事件與資源、選擇傳遞教學事件與資源的媒介、檢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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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達成表現目標與否等。研究者更依此模式的特色與精神，不斷依據各

階段輸入、輸出的回饋來修正教學方案。

學習者對網頁課程的參與程度不一，多數學習者每週登入4-9 次、使

用 1-2小時、瀏覽線上教材 1-2 次、發表 1-4第文章。對於本研究所設計之

成人自學式網路教學系統多持正面評價，在「教材設計、系統功能、教學

策略、學習者支援、溝通互動」等五個向度、 34個題項的設計與功能感到

非常滿意或滿意，也認為對其學習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其中以「線上教

材設計』滿意最高，但「教學策略設計」對學習最有幫助。「學習者支援

設計」的滿意與幫助程度皆居第三，學習者對「系統功能」的滿意程度雖

高於「溝通互動」的狀況，但認為後者比前者對學習較有幫助。顯示系統

功能為傳遞教學的工具，教材、活動設計、溝通互動等向度對學習之助益

更甚。

未來的研究可由學習者的學習結果(如學業成績)評估網路教學系統

設計的成效或探討參與、滿意、學習成就等變項間之關係與效應。綜言

之，網路課程的發展需由瞭解學習者的特質與需求著手，結合學科專家、

媒體平台發展專家的技術與管理，應用教學設計的理念與策略，將教材內

容敵入傳送系統之中，提供學習者支援機制，並經由不斷回饋修正，才能

達成高品質的網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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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Self-Directed Instructional Systems 

for Adult Learners in a WWW 
Learning Environment 

Ch帥， Yau-}ane 

8ased on the Dick and Carey Model of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and previ
ous literatur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learners, this study, first , developed a 
self-directed course entitled "Distance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adults 
in the WWW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er, then, evaluated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instructional systems with four user-based indexes: drop out rate,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and helpfulness. Twelve percent of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complete the course, which is .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previous studies. 
Weekly , most learners logged onto the course web site 4 to 9 times, used the 
systems for 1 to 2 hours, viewed on-Iine learning materials 1 to 2 times, and posted 
4 to 9 messages. Participants reported a high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helpfulness 
on 34 items representing four dimensions of the web course: systems-design of on
line materials, teaching strategies, interaction, and systems func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improvement of web courses relies on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such as analyzing learning needs, identifying perfor
mance objectives, using both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interactions, and 
constantly revising instructional systems based on feedback. 

/ 

Keywords: Oick & Carey, instrudional systems design model, integrated asyn
chron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systems, distance education, adul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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