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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開拓學習多元風

專題報導

網路無遠弗屆，運用科技輔助教學、方便學習已經成為當代潮流。教科系首開先例

，於95學年度起試辦「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是全國第一波數位學習碩專班的領

先系所之一，並於去年10月教育部評鑑中，獲得8項滿分，可見本校在數位學習領域

之發展已具成效。基於此，創辦人張建邦於日前提供教科系由Klm Clark（2008）在

U.S.News &amp; WORLD RE-PORT一書中發表的文章“New Answers for E-

Learning”，期望更提升本校數位學習之發展。本刊特別刊出教科系系主任黃雅萍的

閱讀心得，並就教科系執行數位學習課程的過程回應該文之相關建議。 

●教科系系主任黃雅萍&quot;New An-swers for E-Learning&quot;心得報告： 

數位學習結合了教育與科技，開拓了人類學習模式的多元風貌，近年來隨著電腦及網

路科技的推陳出新，使得學習工具、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等內涵都有許多大異於傳統

的嘗試。就高等教育而言，根據Clark（2008）在New Answers for E-Learning文中

所建議，”Ac-creditation”, ”Transferability”, ”Reputa-tion”, 

“Schedule”,”Technology”,  ”Ways of delivering lectures and 

information”, “Student community”, ”Quick and thor-ough responses by 

professors”，是目前許多人士在尋求數位學習課程時所考慮的因素。茲就Clark所

開列之建議項目分述拙見。 

1、Accreditation：「認證」是一種品質的表彰，就課程提供者而言是一種品質的肯

定及宣傳的憑證，就消費者而言則是一種保護消費權益的機制。然上述目的之達成需

有賴於一套良善且公正的認證機制。目前台灣在數位學習的認證部份有教育部於民國

95年開始辦理的大專校院數位學習教材認證、數位課程認證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申請等認證作業。 

2、Transferability：「學分抵免」的制度，就學習者而言，可避免重複學習的時間

浪費，增加選修其他學分的空間及選修其他學程的可能性，以達到擴展學習範疇之目

的。就教育單位而言，可避免資源之重複挹注，及促進具關聯性program間的連結

，提高學習者同時選擇不同學程的意願。然其前提為學分抵免之課目，其在原

program中及欲抵免之新課目中，兩者之內涵及品質應相同始可。因此不同program間

之學分抵免制度，應考量不同program間在課程架構及課程內容上所能整合的軸心內

涵，再由此發展出學分抵免系統，將更能符合數位學習者之需求及教務行政處理之便

利。 



3、Reputation：「名聲」為企業組織對外運作的可貴資源，然名聲非朝夕可得。其

有賴於組織內部人員透過長期的耕耘努力，消費者口碑，並加上組織對外呈現努力成

果的各項策略始可成就。數位學習課程，可透過認證、口碑、系校網頁廣告、電子報

等拓展名聲。 

4、Schedule：「上課/學習時間」之彈性是數位學習的一大特色，然其彈性要大到什

麼程度，實難有定論。就教育科技系所辦理之數位學習學程，線上課程在諸多線上教

材、線上作業、線上非同步討論之外，仍要求每週需有1~3小時全班同步上線之時段

及每月一次之實體授課，以進行即時討論及師生互動。此舉乃在平衡科技缺乏即時面

對真人的心理作用，減低長期未有真人互動而導致之輟學率。個人以為，數位學習要

達到良好的效果，特別是具有學分或學位性質之課程，同步及非同步教學應搭配使用

，不應偏廢。然其首要條件為教學雙方足夠的軟硬體設備及技術，開課單位需有足夠

的教學及技術助教之支援，學習者需具備足夠的科技素養。 

5、Technology：「科技」是數位學習所賴以實現的管道，隨著網路技術日新月異

，部落格、維基、遊戲模擬等相繼應用於數位學習。就學習者而言，應用如上述之先

進學習模式進行學習，實乃一大福音，然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初入數位學習領域之學

習者未必具備足夠的資訊素養來享受這些科技應用的成果。從實務經驗中發現，有些

學習者連學習平台都很陌生，開課單位需在開始上課之前花費許多精力幫助學習者熟

悉數位化的學習環境，以確保其在後續的學習中不致因為科技素養不足而流失。因此

系統化的數位學校之數位學習支援，包括環境介紹、數位工具使用、諮詢助教、學習

協助機制….等，在數位學習program中非常重要。 

6、Ways of delivering lectures and informa-tion：在數位學習的環境中，透過

各式的科技輔助工具，教師一樣可以搭配教學內容採用各種不同的「傳遞教學內容之

策略」，例如將上課講述影音資料、教學重點摘要資料、補充教學資料等上網，有些

老師也會將上課示範的手繪板書都放在網站上供同學瀏覽。另外，亦可透過事先製作

的動畫、遊戲或模擬課程軟體，將其置放在教學平台上讓學生自行操弄，以進行互動

學習。近年風起之second life, 透過a-vatar的角色扮演歷程，亦提供學生另類之創

意學習空間。 

7、Student community：「學習社群」的建立是數位學習課程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由於學習時的孤立感是數位學習課程中輟的一大主因，因此在開課之初，就應為

開課班級建立線上學習社群，以促進學習者間之線上聯誼、聯繫、溝通、討論之管道

。學習社群可透過聊天室、討論群、部落格、照片分享…等或類似之線上機制進行之

。剛開始應有教師提倡宣導，甚至強制參與，線上教學助教則需協助社群活動及班級

氣氛之啟動，並引動熱心同學來共同參與經營，一旦經營有成，自然就成為該班同學



尋求詢問資訊及討論功課的管道，對於分散各地的線上學習者而言，實為相當具有同

儕激勵與支援效果之機制。 

8、Quick and thorough responses by professors：積極的線上學習者通常希望與

教師有更多溝通討論之機會。若能藉由科技而使之與教師有更多個人化互動之機會

，往往大大促進其學習動機及進一步探究學習的意願。因此數位學習課程之授課教師

，應有固定使用email習慣，另外如skype也是非常好的即時通訊工具。就像傳統課室

教學一樣，學生若能與教師不僅在課堂上討論，亦能常於課間或課後與教師進行對話

、閒談及討論，獲得即時的回應及反饋，常常能使學習者覺得被關注而對該課程投注

更多心力。 

不論科技如何變化，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教學與學習的模式也許會因科技而有所變化

，然教育的本質是不變的。因此數位學習不應因追逐科技而忘卻教育之本質，亦不應

因教育之本質不變而排斥新科技之應用。數位學習課程的開設亦應稟持如此理念，如

此方能妥善應用科技於教育，達成教育科技的成效與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