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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網路教學目前仍停留在實驗或研究階段的居

多，實際應用於課程教學的非常有限。本研究針對

大學生將「心理測驗」一門課同時發展為網路教

學，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作者自編之「心理測驗

網路教學問卷」為依據加以評估。結果發現，學生

上網學習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總時數與學業成績

達顯著正相關。成績優異的學生非常肯定網路教學

對他們的功用，因此上網學習的意願比較高，學習

的成效也比較好。此外，結果還發現，電腦經驗愈

豐富的學生，上網時間也愈多，對電腦教學的評價

也愈正面，但這些都與他們的學業成績無顯著相

關。作者推估他們是一群熱衷電腦網路，但不熱衷

課業的學生。 

 

關鍵詞：網路教學，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網路教學

問卷。 

 

Abstract 
 
 Web instructional learning in Taiwan still 

remains in experimental or researched stage. It is 

limited in practice.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web 

instructional learning based on the course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by using a “Psychological 

Testing Web Learning Questionnaire”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findings are: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total hours spending on the web learning 

and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2)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is found for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greater experience in computer and present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web learning, and their 

grades at school.  

 

Keywords: web learning, psychological testing web 

learning, web learning questionnaire. 

 

 

一、研究動機一、研究動機一、研究動機一、研究動機    

    

當網路的使用廣泛地普及於各行各業時，電

腦網路對現代人生活所造成的影響是我們目前日

益重視的一個課題。相較於電視媒體，電腦網路似

乎更能讓使用者主動地擷取資訊及互動訊息。教育

一直是肩負著領導及前瞻的使命。電腦網路在教育

方面的貢獻可謂無遠弗屆，不僅使全世界的期刊、

研討會及圖書等資料不分國界地串連在一起，產生

一個知識互通的教育環境，對遠距教學的貢獻更是

顯著（Cohen & Reil, 1989）。 

近年來，由於網路科技的進步，教學設計也

陸續將網路媒體帶進課程。網路科技使授課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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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Owaton, 1997）。學習者

不僅可以更多元化及更有彈性地達成學習目標，網

路科技同時也提供學習者合作學習、分享經驗、解

決問題、及功能學習的教育環境（朱錦鳳，民 83；

張一蕃，民 86；鄭湧涇、邱貴發，民 87；Levin, 

1990；Levin & Cohen, 1985；Levin, Reil, Miyake, & 

Cohen, 1987；Newman, 1984；Reil, 1985）。 

以目前國內的網路教學而言，除了某些特殊

學校如空中大學會利用網路作遠距教學外，一般學

校的電腦網路課程仍多半在教學生如何使用網路

來查詢資料及處理電子商務，以適應未來的網路時

代。當學生瞭解如何利用網路來搜尋資訊及與人交

談後，電腦網路於是乎佔據了學生大部分的課餘時

間。如果學校老師這時能善用電腦網路來教學，理

論上學生應能更適當地分配網路的使用用途及時

間。網路教學目前國內停留在研究實驗階段居多，

實際落實在班級教學的卻不多見。因此，目前學生

使用網路的時間大多花在玩電動、看漫畫、談天說

地等消遣的用途居多，真正用來查詢資訊、吸收知

識、學習教材等課業的用途反而很少。本研究除了

希望針對大學生評量網路教學的特色及優缺點、學

生的使用率及喜好程度、網路教學落實於實際課程

中可能會遇到的困難等相關因素外，更希望能將網

路教學的風氣帶進學校，讓學生有更多元化的學習

媒體及培養使用網路吸收知識的習性。 

 

二、研究方法二、研究方法二、研究方法二、研究方法    

    

（一）內容主題 

 由於作者任教心理系大二學生之「心理測驗」

必修科目，一直希望將網路教學落實於課業中，因

此於八十八年以 FrontPage 軟體將「心理測驗」

之課程內容製作成有層次結構的網路教學。「心理

測驗」是一門理解性的科目，學生必須先修過統計

學，方能修此科目。以過去作者的教學經驗而言，

學生多將「心理測驗」視為一門需要思考、困難度

高、理論性強的科目，若以一般傳統課程教授比較

無法受學生歡迎。這是為什麼作者希望藉由網路教

學來發揮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輔助教師教學負擔及

加強學生複習應考等功能，此外還可給予學生不同

的學習刺激及教學方式，以達到最大的教學目標。

本研究並未刻意營造一個網路教學的實驗環境，作

者依照往常進度於一般教室授課，只是開學時有告

知班上學生這門課同時有提供網路教學，希望同學

利用課餘時間上網學習。因此網路課程進行的方式

是在純自然的環境下，全憑學生的意願及喜好上網

學習，沒有任何實驗控制及勉強。 

（二）評量工具 

 本研究的主要評量工具為作者發展的一份

「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如表一）。此問卷主要

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針對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課

程結構、內容設計、學習成效等軟體方面的敘述詞

分別作等級評估；第二，對網路教學的介面設計及

使用難易度等硬體方面的敘述詞分別作等級評

估；第三，評估學生對電腦教學的喜好程度以及學

生上網學習心理測驗的時數；第四，請學生針對「心

理測驗網路教學」的最大優缺點分別做開放式的問

題陳述。 

 本問卷的計分方式共有六個分數。第一個分

數是有關軟體方面七個敘述題目的等級加總，每題

有八個等級（0～7），因此總分範圍介於 0 至 49

分，分數愈高表示對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課程設計

的評鑑愈好。第二個分數是有關人機介面五個敘述

題目的加總，每題也有八個等級（0～7），總分範

圍介於 0 至 35分，分數愈高表示對心理測驗網路

教學的人機介面的評鑑愈好。第三個分數為學生對

電腦教學的評估，有三個等級（1～3），因此分數

範圍為 1 至 3分，分數愈高表示學生對電腦教學的

喜好態度愈正向。第四個分數為學生每星期平均上

網的時數。第五個分數為學生這學期上網看心理測

驗網路教學的總時數。第六個分數為學生自評電腦

經驗的多寡，有 3 個等級（1～3），分數範圍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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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 分，分數愈高表示學生的電腦經驗愈豐富。 

 

表一、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 

心心心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    

    

各位同學好，以下是有關心理測驗的網路教學問

卷，請將您的態度或感受，直接圈選在數字上，以

反應您對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看法。 

 

系級：                學號：            

 

1. 我覺得心理測驗的網路教學所整理的知識方

式是 

有效的        多 餘 的 

  

有結構有組織的        片段零碎的 

  

僅發揮輔助傳統教學的功能  進而取代傳統教學 

   

可滿足個別學習需求      無法滿足個別學習求 

  

對考試成績有幫助    對考試成績無助益 

   

可增加學習動機        會增加學習負擔 

   

可幫助觀念的整合   會造成觀念混淆 

      

 

2. 我覺得心理測驗的網路教學所呈現的界面設

計是 

容易使用              不易使用 

       

操作自如       不知所措

        

有層次的           層次不分 

        

清晰明瞭           產生困擾 

        

生動有趣           枯燥乏味 

        

3. 我對電腦相關的教學方式所持的態度是（1）

排斥（2）可接受（3）喜歡 

4. 我平均一星期上網的時間為  小時 

5. 我總共花  小時去看心理測驗的網路

教學 

6. 請評估自己的電腦經驗多寡（1）很少（2）普

通（3）豐富 

7. 我覺得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最大優點是 

         

8. 我覺得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最大缺點是 

         

 

（三）統計分析 

 學生於學期末課程結束時被要求填答「心理

測驗網路教學問卷」作為評估心理測驗網路教學成

效的依據。作者以兩次筆試成績（期中考及期末考）

各佔一半比例作為學生學期成績的依據。在量化分

析方面，本研究主要以「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問卷」

所得的六個分數與學生學期成績作統計相關分

析。其他有關網路教學的優缺點及網路教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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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敘述統計方式作討論。 

 

三、結果與討論三、結果與討論三、結果與討論三、結果與討論    

    

（一）網路教學與學業成績 

 如表二所示，學生的學期成績與上網看心理

測驗網路教學總時數的相關（ r = 0.32 , p = 

0.02 ）達顯著水準。換言之，成績好的學生非常

肯定網路教學的功能，因此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上網

學習並有所收穫。但學業成績好的學生並未因此而

對網路教學的課程設計、人機介面及喜好態度持較

正面的的評價。學生的學業成績與學生每星期上網

時數及所具備的電腦經驗也無關。因此學業成績優

秀的學生可能為了考試成績而刻意花時間上網看

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因為其網路教學提供許多課程

整理及考前猜題的功能。 

 

表二、學生學業成績與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各分量尺

的評估 

  
學業 

成績 

課程

設計

人機 

介面 

喜好 

程度 

上網

時數

網路學

習總時

數 

網路課程設

計的評估 

r 

n 

.08 

. 58 

     

人機介面設

計的評估 

r 

n 

.21 

. 58 

.54**

. 60

    

電腦輔助學

習的喜好程

度 

r 

n 

.11 

. 56 

.32*

. 58

.26* 

58 

   

每星期上網

時數 

r 

n 

-.15 

57 

.02

59

.1 

59 

.45** 

. 57 

  

心理測驗網

路學習 

總時數 

r 

n 

.32* 

55 

.29*

57

.26 

57 

.16 

55 

.11

.57

 

電腦經驗 r 

n 

.12 

58 

.19

60

.25 

. 60 

.30* 

58 

.32*

59 

.05 

57 

*  p<.05 

**  p<.01 

 

（二）網路教學的使用率及學生的喜好程度 

 有關學生上網的時數及上網看心理測驗網路

教學的時數與學期成績的相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

象。如表二所示，學生每週平均上網時間與學期成

績是負相關係數（雖未達顯著水準， r = -0.15 , 

p = 0.28 ），但學生上網看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時

間與學期成績則成顯著正相關（ r = 0.32 , p = 

0.02 ）。由資料顯示，學生每星期平均上網時數為

7.22 小時，但真正花在網路教學的時間比例並不

多，整學期平均才 1.84小時。依作者觀察，學生

上網的時間多半花在 BBS 聊天，對學習並沒有直

接地幫助。此外，由表二還可發現學生的電腦經驗

多寡與對電腦教學的喜好態度好壞達顯著正相關

（ r = 0.30 , p = 0.02 ），與平均每週上網的時

間多寡亦達顯著正相關（ r = 0.32 , p = 0.01 ），

但這三個變項與學期成績並未有顯著關聯性。因

此，作者認為電腦經驗愈豐富的學生，上網的時間

也愈多，基本上他們都會肯定電腦教學的貢獻，但

他們可能不是一群成績好的學生。真正用功且成績

好的學生，也許他們電腦經驗及上網時間都不多，

但由於「心理測驗網路教學」對課業及成績有幫

助，因此他們仍然願意花時間上網學習。 

（三）網路教學的優缺點 

有關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優缺點，作者整理

及歸類多數學生的反應並將其記錄於表三。簡言

之，學生覺得網路教學的優點是時間彈性可個別化

學習，可輔助課堂上未聽懂或未作筆記的部份，可

幫忙抓重點及摘要，比書本內容有趣及有結構、方

便自由學習、可加強複習及幫助準備考試。而學生

覺得網路教學的缺點是缺乏互動、影響上課意願、

沒時間上網、網路教學的內容未及時更新、內容太

多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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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學生對心理測驗網路教學之優缺點回答 

優   點 缺   點 

方便，可自己學習 怕網站當掉 

幫助學習 無 

可依個人時間進度學習

自己喜歡的知識 

只是單方面固定範圍的

教授，無法馬上回答學生

的疑惑 

方便 Data 不夠豐富 

彌補上課沒抄到的筆記 有時與老師上課內容不

同 

較先進有趣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去使

用或懂得如何使用 

無 有問題無法立即詢問 

比講義看起來輕鬆 對於不了解的部份無法

立即得到答案 

可以配合遠距教學較有

層次感 

非宿網同學得花費才能

看得到 

有勝於無 無勝於有？回到未來重

新振作，信心再起 

簡單明瞭 考題太少 

有層次性，架構清楚 無法回答 

便利 缺乏互動 

具結構性 版面可以安排豐富些 

方便 內容再豐富 

方便 太多了 

可以幫助歸納、整理 同學上課的次數會減少

內容條理清楚 有問題沒法馬上得到回

答 

容易使用 要花錢 

可隨時上網看，且可重複

學習 

文字描述無法理解 

隨時隨地可查詢 會當機 

可自行學習吸收，選擇想

看的時間 

沒有互動，有疑問不能發

問 

很好玩 無法回答問題 

結構分明 家裡沒電腦很麻煩 

表三、學生對心理測驗網路教學之優缺點回答（續）

優   點 缺   點 

便利，易得到 無法了解 

滿足個別需求 更新 

內容明確 操作時翻頁怪怪的 

有趣 無 

清楚有結構 範例很少 

再複習一次 不懂的無法及時發問 

方便 沒時間、電腦 

多知識 繁雜 

有資料可循 不夠詳細 

很詳細 要開的地方太多，可以不

用那麼細 

給我們重點，讓我們知道

該往什麼地方去讀 

有時候，不方便因為住外

面沒電腦 

引發興趣，不同於一般教

學 

資料不易整理 

對考試有方向較安心 不易看清楚 

上課沒聽清楚的補充 可否再加強考試重點 

無 要有電腦才能上 

很快，方便，在家也可

用，內容也很豐富 

太難連上去 

迅速有效 不能針對個別問題回答

明瞭易懂 無 

便利 無 

不用上課忙的抄筆記，可

專心聽 

有一點亂，內容與上課比

有點簡單 

可一個人吸收速度進行

學習 

有問題無法當場詢問 

系統化 不一定有電腦 

可多些看到有關心理測

驗的東西 

無 

自由及彈性學習 無法普及化 

可在網路上再複習課堂

內容，因為老師不一定很

好找 

看電腦時間過長，眼睛很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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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學生對心理測驗網路教學之優缺點回答（續）

優   點 缺   點 

有結構性 設計可再豐富些 

可當參考資料 不夠完整 

隨時可看 太累了 

提供課堂資料 伺服器速度太慢 

簡便 沒有互動性 

輔助性向 不懂之處無法馬上獲得

解答 

可輔助教學 很花電費 

條列式，綱矩目要，清晰

易了解，易複習 

增加佐證資料，連結其他

心理網站，可多增加日常

生活有關心理測驗，增加

學習動機 

方便 不易了解深入的內容 

有系統，辭句清楚 不夠生動 

 

（四）網路教學的困難 

 目前網路教學對大學階段的專業知識而言，

也許只能扮演輔助教學的角色，因為無論網路教學

內容如何豐富，仍然無法將專業知識呈現完整，也

無法時常機動性地更新其內容，更無法適當地與學

習者互動，幫助其解決困難。此外，硬體設備也是

網路教學的另外一個問題，不像書本可隨身攜帶，

學生一般無法隨時隨地使用電腦，若在家裡有電腦

可上網，學生也覺得必須自費負擔上網費用太過昂

貴而使得網路教學效能降低。以本研究而言，作者

花約一年的時間發展網路教學，其中投入的精力不

在其數，但學生上網學習的頻率不高，人數也不

多，倒是每位學生人手一本網路教學下載的列印資

料當作考前複習，這才是真正令作者失望的地方。

與其學生下載失去結構後的網路教學列印內容，不

如教師本身將課程內容摘要給學生來得方便省

事。因此，作者認為在升學壓力大，學生過份重視

考試成績的國家，網路教學要取代傳統教學相當困

難，網路教學要充分發揮應有的效能也相當困難。 

 

四、結論與建議四、結論與建議四、結論與建議四、結論與建議    

 

網路教學目前仍停留在實驗或研究階段的居

多，實際應用於課程教學的非常有限。本研究針對

大學生將「心理測驗」一門課同時發展為網路教

學，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作者自編之「心理測驗

網路教學問卷」為依據加以評估。結果發現，學生

上網學習心理測驗網路教學的總時數與學業成績

達顯著正相關。成績優異的學生非常肯定網路教學

對他們的功用，因此上網學習的意願比較高，學習

的成效也比較好。此外，結果還發現，電腦經驗愈

豐富的學生，上網時間也愈多，對電腦教學的評價

也愈正面，但這些都與他們的學業成績無顯著相

關。作者推估他們是一群熱衷電腦網路，但不熱衷

課業的學生。總之以本研究而言，網路教學對心理

測驗這門課的學習效益並不大，除了對少數用功的

學生受益良多之外，對大多數學生而言，他們更喜

歡老師將課程內容整理摘要印成講義分發而不是

放在網路上教學，如此他們可以更方便地隨身攜帶

講義配合進度作筆記及複習準備考試。不過由於

「心理測驗」這一門科目可能太過理論、不夠生活

化，或可能這門科目太過思考性、不夠具體，反而

不適合網路教學，導致心理測驗網路教學效果不

彰，因此本研究建議若將網路教學落實在國小或國

中階段的生活應用方面的基礎知識，或許更能彰顯

網路教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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