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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數位化學習國家建設潮流下、IT 革命趨勢
及政府多項對於教育改革重申，未來對於數位

學習的落實及加強只會與日俱增。本研究目的

探討在數位學習國家建設下，國內科技大學及

技術學院教師使用網路教學的現況調查。從網

路教學使用情形調查中，以初步了解教師使用

數位學習科技的概況及意願，是否符合數位學

習國家建設對於國內科技大學技術學院教師

的角色與定位。抽樣方法採取分層比例隨機抽

樣的方式抽取，總計發出 7500封網路信件，
共計 272 封 (3.63%) 為有效問卷。研究結果
顯示網路教學使用並不是那麼普及，教學媒體

上的應用以 E-mail 及學校提供免費網頁空間
架設網站為主，在 e-Learning的主流下仍是有
一些障礙存在著，諸如: 教師們認定有相當影
響的最大兩個障礙為技術支援及教學資源。未

來是 e-Learning的時代，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
的發現，提出一些省思的建議。 

關鍵詞：e-Learning、科技大學教師、技術學
院教師、網路教學概況、網路教學障礙 

一、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很多跡象及事實指出使用多媒體對於教

育、公眾及提昇行政效率有正面影響，但就著

實際狀況來說，仍有許多高等教育機構採用數

位化學習的限制，這些限制可能來自於重大負

荷座落在專門的人身上、缺少支援人員及預算

與設備的考量。數位化學習國家建設中 IT革

命趨勢及政府多項對於教育改革重申，未來對

於數位學習的落實及加強只會與日俱增。所以

在整體發展趨勢下，一些基本問題諸如教師的

意願、扮演的角色及任務、面臨到的困難及問

題及造成窒礙不前的因素都需先加以釐清。 

 

Carnevale (2003) 指出一份”專門報告”有

關催促加拿大政府及相關高等教育機構大量

投資線上教學並希望與其他國家進行網路課

程相互競爭的目的。該份報告建議全國性廣泛

地應用線上教學，發展適合加拿大人所需要的

課程內容，透過網路來學習有效的教學方式，

並且能夠獲得充足的財源補助，該專門報告是

由線上教學的指導委員會所準備。 

日本的國立多媒體教育協會（NIME）已

作過多項有關多媒體使用實際情形的調查。表

1 是有關於日本高等教育國立大學及研究所

教師在 1999（回收率：66﹪；有效回收樣本：

1059）及 2000年（回收率：63﹪；有效回收

樣本：1063）實際使用媒體的問卷調查結果。

該表清楚地顯示教師們顯著地從傳統的媒體

轉為 E-mail 及線上教育的快速增加。表 1 亦

顯示網路上互動教學的特色，利用網路教學已

造成顯著的進展，雖然仍有感覺覺得面授教學

亦同樣的重要，此發現與研究者本身在網路教

學上的發現亦同。從表 1的資料來看，一些有

前瞻性的日本大學會使用衛星通訊、地面通訊

及網路教學，但是這些新媒體在日本並沒有全

體普及。Sakamoto（2003）說到在許多情形下，

媒體使用仍以錄影帶及書籍為主，或是以

E-mail 來加強行政效能。現時主體上仍以 PC

簡報為主，就如同使用 E-mail 來傳遞教材、

問題解答及議題討論，並且使用率才剛開始增

加，Sakamoto指出 2001年媒體使用的重心已

從衛星通訊及地面通訊轉為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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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使用多媒體、透過網路使用多媒

體、遇到的障礙及互動教學特色 

因素 項目 1999 

(﹪) 

2000

(﹪) 

1.在課堂上使用預先錄製的

影帶 

88 80

2.建立書本及教材資料庫 87 74

3.藉由 E-mail 或電子公告欄

進行溝通 

83 92

4.利用電腦簡報 74 78

5.利用 E-mail傳送報告 60 59

6.在網路上預備教材 56 59

7.藉由 bbs 及 E-mail 與學生

進行問題探討及辯論 

54 55

使用多

媒體 

8.使用錄音帶 53 39

1.衛星通訊 41 39

2. 地 面 通 訊 （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s） 

33 28

透過網

路使用

多媒體 

3.網路線上教學 20 39

1.個人負擔 98 97

2.缺少支援人員 97 97

3.初步的花費 95 95

4.缺少設備 93 89

5.維修保養費用 92 91

6.引導時間 88 87

7.缺少教材 78 85

遇到的

障礙 

8.對媒體不熟悉 67 60

1.可以支援外部單位課程 91 95

2.可以預備教材 88 89

3.支援面授教學所需 82  

4.增加註冊 80 80

5.允許與其他機構進行課程

交換 

79 76

6.當作面授教學的輔助教學 79  

7.應用科技在教育上 71 66

互動教

學特色 

8.應該與面授教學結合  95

 

 

表 2是有關日本國立大學、地方公立大學

及私立大學在1999年及2000年有關採用新媒

體分布的情形。因為日本的國立大學幾乎都有

所謂的衛星協同系統（SCS），所以大部份學

校都使用衛星教學（1999 年有 64 間及 2000

年有 59間）。SCS系統是一種衛星傳播教育交

換系統，該系統可允許教師們進行基本的傳遞

事項、節省時間及交通費並且可以不用擔心畫

面及聲音傳播品質的問題。大部份使用的情景

是在學習小組、研究所教學及系所專業教育，

所準備的教材比起線上教學來得更有彈性。 

表 2. 日本大學各校在 1999年及 2000年

採用新媒體的情況 

2000年數字

（括弧為

1999年） 

國立大學 地方公立

大學 

私立大學

衛星 59（64） 12（13） 18（21）

ISDN 50（53） 33（39） 22（47）

網路 62（32） 43（25） 55（30）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探討在數位學習國家建設

下，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使用網路教

學的現況調查。從網路教學使用情形調查中，

以初步了解教師使用數位學習科技的概況及

意願，是否符合數位學習國家建設對於國內科

技大學技術學院教師的角色與定位。另外從造

成教師不使用網路教學的障礙因素來了解教

師們所面臨的困難及問題。 

 

二、 文獻探討 
 

(一) 因應潮流趨勢所產生的 e-Learning
及其未來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神速，再加上網際網

路的蓬勃發展，不但使得資訊傳遞的方式變得

更多元化，資訊流通的速度也變得更快，連帶

的也使得現代人每天所接受的資訊，在數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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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處在全面數位化與 e化的

時代中，唯有不斷的學習，才能跟得上時代腳

步。人們對於學習的迫切需求與日俱增，傳統

的學習模式已經無法負荷，為了迎接這項挑

戰，必須在舊有的學習情境中，加入新的思

維，以提昇學習的效率，於是 e-Learning因應

而生。e-Learning的出現，將有可能徹底改變

我們取得知識和技能的方式（游寶達及劉明

宗，2002）。簡單來說，e-Learning 就是企圖

要使用最少量的經費，將最完整及豐富的訓練

傳遞給最多的人。它具有彈性、快速、方便的

特性，能夠幫助我們節省時間、金錢與資源。

除此，e-Learning還有許多的優點，例如即時

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學習：另

外 e-Learning不受時空限制的特性，讓我們可

以省下往返學校所需的旅費及時間，降低學習

的成本；此外，衡量學生程度的機制，與因材

施教的教材選擇，都是 e-Learning的優點（游

寶達及劉明宗，2002）。 

游寶達及劉明宗（2002）提到依 ADL宣

導性計畫之規劃，在 2010 年之前「Learning 

Anytime」及「Learning Anywhere」的目標將

被確實建立起來。e-Learning為教育者和學習

者描繪出一個光明的未來，同時也帶來了在實

作上的許多挑戰。隨著標準的統一，e-Learning

的技術也逐漸進入成熟的階段，未來勢必會有

越來越多資金與人力投入 e-Learning 的技術

開發：同時，意識到知識經濟可能帶來大量的

商機，許多公司早已致力於課程教材的製作，

未來的套裝課程教材，不只是在品質方面會越

來越好，數量與種類也會不斷增加。在不久的

將來，e-Learning 的願景~隨時、隨地提供高

品質的學習理想將會逐步實現，終身學習的概

念也將因此落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 e-Learning對傳統教育帶來的衝擊 
 
身為 e 世代的教師到底如何能最適當地

將潮流趨勢應用在其工作崗位（基本工作：教

學）上，諸如學者專家極力提到的 e-Learning，

它能如何被教師們應用於有用的傳遞資訊工

具。教學系統化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ISD），一個不陌生的名詞，確是自第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深深影響美國教學的一個

學理領域，至今已深植在美國的教學系統中，

特別在方法及應用上，教學系統化設計已成重

要的組成因素，其主要由”ADDIE”模式所構

成，其中個別英文字母所代表的涵義如下： 

1. Analysis（分析）：看中『是什麼』…..『應 

該是』。 

2. Design（設計）：什麼是最好的方法? 

3. Develop（發展）：有什麼資源? 策略? 

4. Implement（實行）：發展 beta版軟體，並 

且使用它。 

5. Evaluate（評估）：同時使用進展性及總結 

性評估。 

 
(三) e-Learning 的教材設計及對於教師

們的適用性 
 
早期網路環境並沒有很好的資訊表達方

式，那時網路活動大多只有傳送 E-mail、檔案

傳輸、資訊傳遞等的服務而已，直到 90年初

期 WWW 的出現才改變網路的使用生態。因

為 WWW 提供了多媒體視覺化的資訊傳達介

面，讓人輕易理解資訊的表達涵義，而且目前

網路上的各種資訊表示也絕大都是以網頁為

主，所以 WWW 可說是當今最熱門的網際網

路進入窗口。而各國的教育主管單位對於教育

的推行，只要是認為可行的媒介都會盡量善

用，讓教育能在各處深耕提昇人民的知能素

養。同樣網際網路也是一種非常好的傳播媒

介，所以利用網路來進行教學也舊日漸普及，

而且政府投入大量經費與研究人力倡導數位

學習，而網路教學正可落實數位學習於各個角

落。除此之外，我國加入WTO後，世界各國

之間幾乎沒有了貿易壁壘，甚至連教育也能當

成貨品網國外輸出以提昇國家競爭力，而使用



- 4 - 

網路確是最快速最便利的教育輸出方式之一

（許政穆，2002）。 

雖然 e-Learning可以讓學習無遠弗屆，但

是沒有良好的網路教學教材，光有快速的網路

環境還是沒法讓 e-Learning 提昇到最佳的學

習境界。如何設計一個好的 e-Learning教材的

確是大家值得深思的問題。由於 e-Learning大

都建構於 WWW 上，大致上根據許政穆

（2002）的整理，可以歸納成下列表 3 的 4

種教材類型。 

 

(四) 高等教育中採用遠距教學的障礙 

 

網路教學、線上教學及至現今的

e-Learning 都源自於遠距教學。Michael G. 

Moore 在其 1994 主筆發行的”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社論中特別指

出： 

…影響遠鉅教學的發展不是科技本身，亦非來

自於教學方式。我們擁有足夠的科技，以及我

們有足夠的知識關於如何使用它們。最主要的

問題是與組織改革、教師角色的變換及行政架

構變革有關。在此我們孤注一擲的希望能夠整

合所有的創意及領導能力。起始點就是顯露問

題（Moore, 1994, p.4）。 

 

表 3. e-Learning教材設計之比較 

教 材 類

型 

設計複雜

度 

資料

量 

設備需求 學習

成效

純 網 頁

教材 

簡單 少 只需網頁設

計工具 

差 

純 影 音

教材 

簡單、需懂

影音錄製 

大 專業攝影裝

備、影音編輯

轉檔軟體 

好 

網 頁 影

音 同 步

整 合 教

材 

高、需懂

JavaScript

等網頁程

式設計 

適中 CCD、影音編

輯軟體、 

網頁影音同

步處理軟體 

好 

有 教 學

註 記 的

同 步 整

合教材

困難、需懂

JavaScript

等網頁程

式設計語

言、以及多

動態網頁

設計原理

適中 CCD 

影音編輯軟

體 

網頁教學註

記錄製軟體 

佳 

Berge及Muilenburg（2001）針對美國的

高等機構作調查，其中有一項調查是要答題

者”分別所屬單位是在遠距教學的那一個層

級”。每個人可在下列 5 個等級中選擇適當的

答案： 

等級 1 在我的機構中還沒有嘗試去使用遠

距教學。 

等級 2 有看到個別及零星的遠距教學案例。

等級 3 我們機構的科技能力可以支援遠距

教學事務。當遠距教學發生時，可藉

由跨學科的整合產生教學並回應教

職員及管理層面對於遠距教學的要

求及推薦。 

等級 4 我們的機構已經建立遠距教學政策

及規劃。換句話說，我們已經穩定及

可預測成功地使用遠距教學科技。

等級 5 遠距教學已成機構教學的一部份。政

策、傳播及實行都與機構目標結合。

有關遠距教學的建立及機構性系統

化訓練評估都已建立。 

自從 Moore 提出這些觀點以後，陸續有

許多研究都證實了 Moore 所提及的，超過上

百篇著作都在探討遠距教育障礙問題。表 4

顯示機構在不同遠距教學等級及個人所面臨

遠距教學障礙之間的關係。從該關係表中，可

以歸納一句話就是「不同的等級，有不同的障

礙」。 

 

 

 

 



- 5 - 

表 4. 受試者反應機構在不同遠距教學等

級及個人面臨遠距教學障礙之間的關係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標 

 

本研究訂定下列細項目標： 

1. 探討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對於網 

路教學的使用狀況。 

2. 探討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所使用 

的網路教學科技型態。 

3. 探討造成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不 

使用網路教學的障礙。 

 

(二) 研究母體、抽樣及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的母體為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

院教師，抽樣方法採取分層比例隨機抽樣的方

式抽取，先將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學校依

照縣市來分層，之後再依照比例來抽取學校，

最後再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來抽取樣本，調

查期間為 2 個月，總計發出 7500 封網路信

件，最後回收 313 份，扣除無效問卷後，共

計 272 封為有效問卷可進行完整分析，總回

收率為 3.63%，根據國外專家(Nabendu Pal,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統計教授)

及研究者親身的經驗，有關網路問卷的回收

率約 3% ~ 4%。抽樣架構來自於蕃薯籐網站

入口網站中各級學校分類。總計 17間科技大

學及 50間技術學院作為抽樣架構。本研究採

網路問卷方式來進行資料收集。 

 

(三) 問卷項目、來源及信效度 

 

問卷內容分為 4個部分：(1)是否使用過

網路教學、(2)使用過的網路教學科技、(3) 

造成不使用網路教學的障礙及(4)基本資料。

在第一個部分的問項中，有兩個選擇，若回

答”有”則持續回答第(2)個部分，若回答”沒

有”則跳答第(3)個部分，不管回答 2或 3，最

後都需填寫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問項包括性

別、教育程度、年齡、職稱、學群(院)、網路

教學意願、家中是否有寬頻、現所在機關分類

及教授課目。問卷項目的來源來自於國內外研

究學者 (Murphy & Terry, 1995; 楊家興, 1998 )

所歸納的重要項目，在效度方面，在信度方

面，利用 Cronbach’s α檢測第(3)部分得到的信

度值為 0.88。 

 

四、 研究結果 
 
(一)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對於網路 
教學的使用狀況 

 
總回收樣本的 272位教師對【是否使用過

網路教學】分別表示”沒有”的比例將近 
57%；”有”的比例約佔 43% (表 5)。 

 
 
 
 

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不同遠距教學（DL）等級

障礙因素 等級 1 

n=44 

等級 2

n=388

等級 3 

n=242 

等級 4 

n=252 

等級 5

n=350

障礙因

素平均

教師補償

及時間 

3.71 3.65 3.51 3.43 3.14 3.44

組織變革 3.34 3.27 2.87 2.67 2.24 2.80

缺少技術

專業支援 

3.30 3.15 2.78 2.67 2.40 2.79

評估 2.82 2.74 2.62 2.58 2.35 2.58

學生支援

服務 

2.85 2.80 2.61 2.53 2.28 2.57

社交互動/

品質考量 

2.85 2.73 2.52 2.57 2.32 2.55

法律議題 2.39 2.69 2.51 2.53 2.32 2.51

通路 2.76 2.62 2.36 2.41 2.20 2.42

科技威脅 2.40 2.48 2.41 2.35 2.12 2.34

行政架構 2.46 2.38 2.30 2.23 2.05 2.25

DL平均 2.89 2.85 2.65 2.60 2.3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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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網路
教學使用狀況 (n = 272) 
填答項目 人數 比例 

沒有 155 56.99%

有 117 43.01%
 
(二)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所使用的 
網路教學科技型態 
 
使用比例最高項目為”E-mail” (85.47%)； 

其次為”本校所提供的網路空間所架設的網
站” (82.91%)。教學媒體”討論版”使用比例為
56.41%。接續為”WWW（亞卓市、網路大學
等架設網站）”的 47%。介於 30-40%比例項目
依次為: “聊天室” (37.61%)、” 即時群播系統” 
(37.61%)”、” 本校以外所提供的網路空間所
架設的網站”(34.19%)、” CD-ROMS” 
(34.19%)。最後兩項分別為”電子圖書館” 
(24.79%)及”電子白板”(16.24%) (表 6)。 

 
表 6.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所使

用的網路教學科技媒體型態 (n = 117) 
項目 有 比例 沒有 比例 

E-mail 100 85.5% 17 14.5%

WWW（亞卓市、

網路大學架設網） 

55 47.0% 62 53.0%

本校所提供的網路

空間所架設的網站 

97 82.9% 24 17.1%

本校以外提供網路

空間所架設的網站 

40 34.2% 77 65.8%

討論板 66 56.4% 51 43.6%

CD-ROMS 40 34.2% 77 65.8%

聊天室 44 37.6% 73 62.4%

電子圖書館 29 24.8% 88 75.2%

電子白板 19 16.2% 98 85.8%

即時群播系統 44 37.6% 73 62.4%

其他 0 0.0% 117 100.0%

 
(三)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不使用網 
 路教學的障礙 

 
未使用網路教學的 155位教師，持續進而

問到他們所遭遇到的障礙。從 5個程度填 
答問項中 : 1-沒有影響  (0%)、2-很少影響
(1-20%)、3-有影響 (21-50%)、4-相當影響
(51-80%)及 5-極有影響(51-100%)選擇適當答

案。以上 5個程度的分類主要是相加以區隔影
響程度並進而在結果上能作量化程度的比

較，所以除了 5個程度的名稱證明外，還予以
影響比例的分類。研究結果列示於表 7。總合
17個項目中，超過程度”4”的項目，並且有相
當影響程度的項目為”缺少適合的技術支
援”，這也是最大的障礙。介於超過程度 3-有
影響及 4-相當影響項目依序為: “缺少合適的

教學資源”( m =3.71)、” 學習課程設計花費的

時間與精力” ( m =3.46)、”沒有可使用的軟體” 

( m =3.43)、”使用網路教學科技所耗費的時

間 ” ( m =3.39)、 ”缺少知識  / 技術 ” 

( m =3.12)、”缺少訓練” ( m =3.08)、” 沒有可

使用的硬體” ( m =3.06)。低於 3以下的項目將
於結論與建議中加以探討。 
 
表 7.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不使

用網路教學的障礙 (n = 155) 
項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使用網路教學科技所耗費的時間 3.39 1.20 

學習課程設計花費的時間與精力 3.46 1.31 

缺少訓練 3.08 1.27 

缺少適合的技術支援 4.03 1.10 

缺少合適的教學資源 3.71 1.39 

缺少知識 / 技術 3.12 1.29 

從未有將網路併入教學的認知 1.88 1.08 

缺少網路教學經驗 3.19 1.30 

學生無法利用網路資`源 2.70 1.47 

沒有參考範本 2.97 1.29 

沒有可使用的軟體 3.43 1.14 

沒有適合的教材 2.99 1.32 

沒有可使用的硬體 3.06 1.46 

網路教學沒有價值 1.83 1.80 

害怕網路科技會取代教師 1.72 1.18 

網路安全受到威脅 2.74 1.58 

不喜歡電腦科技融入教學中 1.50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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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對於網路 
教學的使用狀況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在網路教

學上並不是那麼普及，沒有使用網路教學的教

師仍有過半的比例。 
 

2.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所使用的 
網路教學科技型態 

 
進行網路教學的教師，使用比例最高的項

目為”E-mail”，其次為”本校所提供的網路空間
所架設的網站”，這 2 個項目的比例都超過
80%。接下來較常用的項目為”教學媒體”討論
版”使用比例為 56.41%。其他的項目都低於
50%。 
 

3. 國內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師不使用網
路教學的障礙 

 
教師們所面臨有相當影響程度的項目為  

”缺少適合的技術支援”，這也是最大的障礙。

碰到的障礙次之為“缺少合適的教學資源”，接

踵為” 學習課程設計花費的時間與精力”、”

沒有可使用的軟體” 、”使用網路教學科技所

耗費的時間”、”缺少知識 / 技術” 、”缺少訓

練” 及” 沒有可使用的硬體” 平均數都介於

3-4之間，代表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程度從 20%

至 80%。教師們認為” 從未有將網路併入教學

的認知”、” 網路教學沒有價值”、” 害怕網路

科技會取代教師”及” 不喜歡電腦科技融入教

學中”等項目很少影響並構成為障礙。 
 
(二) 建議 
 

1. 教育部當局在補助所謂數位國家發展計 
畫時，應審慎檢視教師們使用的現況，

不能以結案為事而忽略了數位學習的

質。 
2. 相關學校單位應加強網路教學的推廣。 
3. 對於從事網路教學的教師，學校當局應 
充分給予技術上的支援。 

4. 在相對付出執行網路教學課程預備與整 
理過程中，相關當局應給予適當的獎勵 
機制。 

5. 網路教學障礙仍存在著，對於未來在數 
位學習的發展藍圖下，必會造成阻礙，

應該加以重視並釐清障礙發生的來源。 
6. 課程支援分享資料庫建立實有必要性。 
7. 教學媒體多樣性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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