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導向數位學習準備度之相關構念分析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Self-directed e-Learning Read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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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我導向數位學習準備度的內涵，以當

前之教育科技發展與高等教育慣用之教育科技資源，探討自

我導向數位學習之內涵，歸納文獻探討結果，說明與自我導

向數位學習相關的概念與構念，包括：學習動機、自我管理、

自我調控、自我效能、網路溝通互動、資訊科技能力等，提

供後續研究分析探討之。

關鍵詞：數位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self-directed 
e-learning readiness.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view on self-directed 
e-learning. Relevant concepts and constructs, including: learning motivation, self-
management, self-regulation, self-efficacy,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The contribution is to provide follow-up 
research and analysis.

Keywords: e-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自我導向學習已經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學

習概念，尤其是在成人學習領域已超過 30 年
歷史，自我導向學習被認定為一種國際間通用

的自我計畫學習的方式， 是由個人自我負責、

自我控制的學習方法（Roberson & Merriam, 
2005）。自我導向學習是導引成人自我學習的

主要模式之一，也是成人教育極力推廣的學習

方式之一（Donavant, 2009）。近幾年，自我

導向學習已透過科技增能，例如 Web 2.0
（Anderson, 2007），Teo 等人（2010）進一步

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應積極結合應用科技學習的

研究，遂提出自我導向科技學習量表，檢測學

生的自我導向數位學習準備度的狀況，及幫助

教師發展更好的教學去教育和促進學生自我導

向學習。

　　Cheng、Kuo、Lin 與 Hsieh（2010）認為學

生終身學習的準備呈現成長趨勢， 自我導向

學習理論逐漸被應用在高等教育的場域中。從

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發展以來，許多研究

已支持它的信效度，如：Guglielmino（1989）、

Guglielmino 與 Guglielmino（2003），雖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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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其他的研究突顯這個工具建構效度議題，

如： Field（1991）、Hoban 等 人（2005）。

近幾年，許多研究都認同自我導向學習是適於

成人學習的，也因此特別適用於高等教育。許

多研究於是展開了針對大學生的調查分析。在

臺灣，鄧運林（1992）修訂 Guglielmino 發展

的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使適用於臺灣環

境，中文版的量表也已建構去測量各種人口變

項的自我導向學習（例如：國中生、職業學校

學生、大專生和其他職業工作者），研究結

果發現，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測量結果

分數較高的參與者其學術表現也較佳（Tsou et 
al., 2009），即自我學習能力強的學生通常會

有較佳的學習表現（Pintrich & De Groot, 1990; 
Zimmerman & Martinez-Pons, 1986）。

　　有鑑於數位學習準備度的相關研究有限，

大抵因我國技專校院學生電腦網路實務能力與

技能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莊貴枝、唐明

輝，2004），但電腦技能與學習的關連、以資

訊科技能力進行學習的準備程度、和自我導向

數位學習的準備度等相關研究仍相當有限，因

此本文從文獻中探討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運用

在資訊教育方面的研究、及在教育科技融入教

學中發展自我導向學習方面的研究等提出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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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導向數位學習準備度
的內涵

　　自我導向數位學習準備度（self-directed 
e-learning readiness, SDELR）是學習者為數位

學習之自我導向學習的準備情形，學習者在社

會的情境中，藉助所有可利用的數位資源（例

如：網際網路、行動載具等數位科技工具），

進行主動學習，能獨立而繼續的自我訓練，應

用數位學習素養，安排適當的學習步驟，發展

完成學習計畫，並獲得自我成長。以下就文獻

研究歸類因素提出分析說明。

一、自我管理與自我調控

　　數位學習需要自我管理來達成學習目標

（Mcloughlin, 2002）。自我管理是心理學的

觀念及術語，它描述了個人完成獨立自主的

歷程，此觀念奠基於 1991 年美國伊利諾州大

學的榮譽教授 Frederick H. Kanfer 提倡的自我

調控。馬斯洛認為有機的個體自身有著自我調

控、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自我選擇

（self-choice）的趨向，也就是自發地選擇成

長和發展。

　　自我調控，或稱自我調節、自我協調、自

我管制或自律，研究開始於 1980 年代中期，

Bandura（1977, 1986）認為人類之所以有別於

其他低等物種，是因為人類具有自我調整以

及能將經驗符號化的兩種學習機制，因此人

們可以在豐富多彩且瞬息萬變的生活環境中進

行調整與學習。人的行為大部分是根據自己的

內在準則和對自己行動所作的自我評價來調

節反應的，一般而言，自我調節過程包括自

我觀察（self-observation or self-monitoring）、

自我評估（self-evaluation）和自我強化（self-
reinforcement）三個階段（Bandura, 1987）。

　　自我管理是個體將自身行為與環境交互作

用的能力，應用行為分析原則與過程修正個

體行為與環境互動（Brigham, 1982）。自我管

理是行為改變的個人及系統應用，期可產生

所想要之個人行為的改變（Cooper, Heron, & 
Heward, 1987）。自我管理建立了控制與被控

制反應之間的關係（Skinner, 1953），所以，

任何自我管理或是自我調控系統必須至少涉及

學生的被控制反應及學生的控制反應，這種關

係必須是有功能的，假如被控制反應的改變沒

有發生，則自我管理並無法展現。

　　自我管理著重的是個人能區辨與修正行為

的能力（Brigham, 1982）。區辨自身自我觀察

的反應對於成功的自我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修

正自我反應與環境的能力，對於情境改變時的

流暢表現是十分重要的。儘管「自我」是推手，

須對控制與被控制反應展現負責，但是人類行

為管理能持續被環境影響。影響自我管理的因

素包括：目標設定、自我監控、自我教導、自

我評鑑及自我增強 / 自我懲罰。這些因素可讓

學生：決定欲達到的標準層次或標準、決定表

現輪廓或整體表現、引發及維持教學策略、決

定何時及是否達訂定的標準、可以明白處理結

果（如果表現與標準間有關係存在）。

　　而協助者可以藉著下列方法增加學生自

我 管 理 的 能 力（Candy, 1991; Mezirow,1981; 
Tough, 1979）：診斷學習者的能力，協助學習

者了解自己的長處與缺點，提供資訊、忠告或

建議；協助學習者了解如何尋找資源，使用與

分配學習資源；協助學習者確定自己的學習需

求；協助學習者在確認學習目標、計畫與評鑑

中，逐漸承擔責任；協助學習者做時間管理；

協助學習者組織所學與先備的知識；培養學習

者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學習者決

策，鼓勵學習者做明確的選擇，讓學習者自己

決策，決定他們自己的目標；協助學習者分析

各種學習方案的優缺點；協助學習者評估目標

是否達成；增強學習者的自我概念，適當的使

用支援團體；強調實驗、參與、適當使用楷模

與學習契約。

　　一個已知的事實是傳統的學習環境不

能有效地培養學生自我調控學習策略的技

能（Brooks, Nolan, & Gallagher, 2001），

Vighnarajah、Wong 與 Bakar（2009） 針對馬

來西亞的中學生進行使用互動數位學習社群（ 
interactive e-learning community, iELC）的研

明 道 學 術 論 壇
第十一卷第二期、
第十二卷第一期
( 合　　　　 刊 )

第 34 頁



 
 
 
 
 
 
 
 
 
 
 
 
 
 
 
 
 
 
 
 
 
 
 
 
 
 
 
 
 
 
 
 
 
 
 
 
 
 
 
 
 

 

究，迄今，不管是理論上或學生離開學校後，

自我調控學習策略已經被視為是數位學習的關

鍵成功因素。

　　 在 馬 來 西 亞 的 e-SOLMS（e-student-
oriented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就

是一個被發展來提升學生對他們自己的學習

角色認知，針對「學習如何學習（learn how 
to learn）」或「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成為學習者進入高等教育前必

備的技能（Marjanovic, 2005）。

　　遠距學習和數位學習快速變成全球各地的

學生和職場工作人員受歡迎的學習模式，這個

趨勢在馬來西亞也是可見的，出現在一些高等

教育遠距學習機構，例如：Open University of 
Malaysia（OUM）和 Wawasan University 採用

數位學習從事學習活動，Yiong、Sam 與 Wah
（2008）以問卷調查在 OUM 中的遠距學習者

的數位學習接受度和他們的自我導向學習準備

度，工具採用 Poon、Low 與 Yong（2004） 和 
Guglielmino（1977）的量表，共有來自 OUM 
沙勞越分校的 112 位學生回應問卷，研究結果

顯示，大多數學生的數位學習接受度在中等水

準，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也呈現審慎態度，在

數位學習接受度和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之間具

有強烈的正向關係存在，研究發現同時指出機

構藉由數位學習提供遠距學習，應該提供免費

課程去促進學生對於數位學習接受度和自我導

向學習準備度。

　　Kumrow（2007） 研 究 一 個 混 成 課 程

的自我調控學習，發現學生具有較高的學

期 成 績 和 喜 愛 度。Idros、Mohamed、Esa、
Samsudin 與 Daud（2010）在馬來西亞發展學

生數位導向學習管理系統（e-SOLMS）去提

升學生對自己學習如何去學習的體認，研究

採用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中的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渴 望 學 習（desire for 
learning）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等三項

指標，以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USM）的 
239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實驗組（N=117）

和控制組（N=122）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創新的課程學習是讓學習者受惠的，學習者對

於現在的教學方法已經感到疲憊，轉換和提供

學習環境可以再點燃學習者的熱情，尤其是自

我導向學習能力的增強。

　　在醫護方面，自我導向學習的研究量是較

豐富的，也特別結合 PBL 的應用。

Smedley（2007） 進 行 評 估 澳 大 利 亞 護 理

系 大 一 學 生 自 我 導 向 學 習 準 備 度 的 研 究

（SDLRSNE），由自我管理（13 題）、渴

望學習（12 題）、自我控制（15 題） 等三

個面向組成 40 個題目，使用 Likert 五點量

表，量表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整個量

表的 Cronbach’s α 是 .87，自我管理面向的 
Chronbach’s  α 是 .81，渴望學習是 .78，自我

控制是 .84，分數的分佈與 Fisher 等人（2001）

的研究結果一致。Hendry 與 Ginns（2009）以

醫學系學生建構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之研

究，提出關鍵自我評估（critical self-evaluation, 
5 題，Cronbach’s α=.72）、 學 習 自 我 效 能

（learning self-efficacy, 19 題，Cronbach’s 
α=.89）、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 4 題，

Cronbach’s α=.72）、組織學習效能（effective 
organization for learning, 8 題，Cronbach’s 
α=.79） 等五個面向。

　　在美國一個針對物理治療家的研究，

SDLRSNE 用在實務實習以決定是否具有自

我 導 向 學 習 的 準 備 度（Bridges, Bierema, & 
Valentine, 2007）。 該 研 究 的 Cronbach’s α 
值，在自我管理面向是 .87，在渴望學習面向

是 .85，在自我控制面向是 .80，研究發現自我

導向學習準備度（特別是渴望學習面向）對

於物理治療家的實務實習具有顯著預測力。

SDLRSNE 被發展來測量護理類學生的自我導

向學習準備度，研究支持量表的有效性，將持

續成為診斷學生學習需求的有用工具，未來鼓

勵進行各構面有效性的調查，特別是各題目在

各構面的穩定性（Fisher & King, 2010）。

　　林欣彥（2007）研究中山網路大學學員合

作學習、自我調控與網路學習成效之關係，分

析成人網路學習的成效是否因合作學習與自我

調控能力的不同而有學習成效上的差異。研究

結果以自我調控與網路學習成效具顯著相關及

搜尋學習資料的自我調控能力對網路學習成效

的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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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調控是指學習者在問題情境中，不斷

評估自己的學習行為，並根據評估的結果來監

控學習進度，以及運用認知的技能來完成最終

的目標。在自我調控的過程中包含了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自我判斷（self-judgment）
及自我反應（self-reaction）等三個子程序，其

中，自我監控是影響自我調控學習的核心程

序， 亦是自我調控的關鍵程序（Shapiro, 1984; 
Zimmerman, 1994）。

　　學習動機對學習行為和表現的影響在傳統

學習情境中已被廣泛的驗證，但對數位學習的

影響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學習動機

是驅使學習者主動學習的一種過程，可以透

過外在的方式增強。高自我調控學習者需具

有強烈的學習動機，方能引發有效的學習行

為，及因應環境的變化而作調整（Zimmerman, 
1989）。自主學習者的心智思維包括：堅持、

控制衝動、用心聆聽、靈活思考、多元認知、

自我檢視、提問、建基於已有的知識、精確語

言及思維、多感觀學習、創意、靈活、洞察力、

好奇心、探究精神（Costa, 2008）。

　　建構主義者認為在學習歷程中，學習者

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扮演好，其

學習動機和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相對是高的

（Blandin, 2003）。Conrad 與Donaldson（2004）

認為學習者在網頁學習必須比在傳統教室學習

具有高度且愉快的自我導向，他們進一步指出

當學習者感受不到愉悅而挫敗時，學習者將退

出線上課程。

　　雖然在數位學習中學生的科技能力是重

要的，但自我導向能力在成功的數位學習環

境中是更重要的（Guglielmino & Guglielmino, 
2003）。眾多研究都認為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導

向數位學習的重要，即便在我國終身學習的教

學應用面，教育部（2010）亦呼應成人學習在

自主學習、自我導向學習的特性，亦應強化創

新科技應用與創新教學策略，善用 e-learning 
2.0、行動學習、無所不在的學習及雲端運算

等特性，提供多元而彈性的學習模式，使人人

都可學習、不同人生階段皆可學習。

　　許多研究自我導向學習的文獻說明自我

導向學習者展現強烈的責任感在建構學習意

圖和監控他們自己，Garrison（1997）提出一

個自我導向學習的綜合模式（comprehensive 
model），包括動機（參加和任務）、自我監

控（責任）和自我管理（控制）；認為動機

是自我導向學習的關鍵，但無法獨立駕馭學

習，只有自我監控和自我管理促進繼續學習，

才能決定學習的效能和品質。自我導向學習者

視問題如挑戰、渴望改變和喜愛學習，具有動

機、堅持不懈、獨立、自律、自信和目標導向

（Taylor,  1995），自我導向學習者對於新的

事物感到好奇和樂於學習（Lyman, 1997），

為了培養學生成為自我導向學習者，教師必須

在課程中提供相關的環境並促進其發展自我導

向學習能力，學者提出關於這部份的許多觀

點，包括（Abdullah, 2001）：學生在選課時，

能有機會先看到課程內容；教師轉移學習的責

任給學生，並不表示提倡教師不從事教學、規

劃和設計課程，而是促進學習者的活動，無論

如何，是讓教師能夠班級經營更好，讓學生更

能自我控制；教育者在學習過程中鼓勵研讀技

巧、查詢、提問和容許錯誤的氛圍，直到獲得

正確答案。幫助學生透過關鍵提問，表達不同

和衝突的想法，運用科學的方法假設和推論；

教師提供學生自我監控、修訂作業、反應想法

和學習歷程的機會，包括閱讀期刊、群體討論

等。Taylor（1995）認為教師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就是去增強學生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教師

扮演鼓勵、協助、監控的角色從事教學，讓學

生學習自我控制並更能自我控制和自我導向學

習。

　　自我導向學習者能管控和接受獨立自主地

去學習他們認為對自己重要的內容，控制的程

度是學習者樂意去進行他們自己的學習，這點

將視他們的態度、能力和個人特質而定。自我

導向學習準備度廣泛地呈現在所有的個體，文

獻支持「符合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的適切教學

能提供最佳學習機會」這個論點（Grow, 1991;
Guglielmino, 1977; O’Kell,  1988; Wiley, 
1983）。

二、學習動機與自我導向能力

明 道 學 術 論 壇
第十一卷第二期、
第十二卷第一期
( 合　　　　 刊 )

第 36 頁



 
 
 
 
 
 
 
 
 
 
 
 
 
 
 
 
 
 
 
 
 
 
 
 
 
 
 
 
 
 
 
 
 
 
 
 
 
 
 
 
 

 

　　在數位學習中，主動學習之自我導向學

習對學習成效具較高顯著影響（李建儒，

2008）。引起學習動機，學生便會主動學習，

而且學得更好。在自我導向與數位學習領域

中，本研究以與個人特質相關的自主學習精神

探討之，定位學習動機是驅使學習者主動學習

的一種過程，可以透過外在的方式增強。

三、電腦自我效能

四、資訊科技能力

　　自我效能是一個與能力有關的概念，由美

國著名心理學家 Bandura 提出，指個體對自己

能否在一定水準完成某一活動所具有的能力

判斷、信念或主體自我把握與感受（Bandura, 
1986）。是個體在面臨某一活動任務時的勝任

感及自信、自重與自尊等方面的感受（Schultz, 
1990）。它與一個人的個人能力水準相關，但

並不代表個人真實的能力水準。自我效能具有

決定人們對行為任務的選擇及對該任務的堅持

和努力程度，同時也影響人們在執行任務過程

中的思維模式和情感反應模式。

　　自我效能是學習者期待成功以及他們判斷

可以完成工作的能力與對能力的信心。自我效

能較高者相信自己的能力，會強化自我導向

學 習（Areglado, Bradley, & Lane, 1996）。 自

我效能可以從成功經驗、觀察的經驗、口頭的

讚美及適當的壓力獲得，因為當面對失敗時，

若以往有過成功的經驗，學習者會更有信心，

繼續堅持下去。而觀察其他優秀的學習者之學

習行為，也可以引導學習者參與學習，如果被

觀察者學習成功，觀察者會預期自己也可以成

功。口頭的讚美與適當的壓力也會讓學習者認

為自己有能力學習，自然提高學習者的自我效

能。

　　科技潮流帶動網路應用多樣化，課程教學

紛紛採用數位學習方式提升教學歷程與成果。

汪冠宏、劉明洲（2010）在以網路虛擬實習工

場促進高職學生自我效能之研究中，先建置一

套電氣氣壓網路虛擬實習工場系統，安排實驗

組學生接受網路虛擬實習工場混成式教學，而

控制組仍然以傳統實習課程教學，然後比較自

我效能之前後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

生在技能學習之自我效能量表之總分、驅策與

壓力構面的表現與技能之學習成就皆優於控制

組學生，並且低成就學生在自我效能方面的表

現更有顯著進步。研究認為虛擬實習工場對學

生而言是一種新的體驗課程，不僅可解決技職

學校實習時數的不足，進而也期待能激發學

習者自我效能，透過實習操作增進學習的自信

心，並增進技能學習之成就。

　　Ong 等人（2004）的研究中，也同時結合

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 來研

究數位學習的使用行為。電腦自我效能是指個

體認為自己是否有能力透過電腦完成相關的任

務（Compeau & Higgins, 1995），也就是一個

人對於自己電腦能力的信心判斷。研究結果發

現，電腦自我效能會正面提升認知易用性與認

知有用性，但也降低了認知可信性，亦即當使

用者擁有較高的電腦自我效能時，會擁有較高

的系統有用性及易用性的認知，但高電腦自我

效能的使用者，卻會考慮到系統在安全與隱私

上的可能缺陷，因而導致其可信性較低。而

後，Chiu 與 Wang（2008）則進一步指出，電

腦自我效能除影響認知易用性之外，同時也會

直接影響使用意圖，較高電腦自我效能的學習

者，也會同時擁有較高的信心來使用電腦完成

學習任務，因此更願意使用數位學習系統進槪

學習活動。

　　以種種資訊和溝通技術，去選擇和使用適

當的媒介進行不同的任務，這是數位學習非常

重要的挑戰（Erlich, Erlich-Philip, & Gal-Ezer, 
2005）。在數位學習中選擇適當的 ICT 訓練和

學習，可以協助學生發展自我導向能力，這點

尤其重要。

　　臺灣民眾目前有 43.7% 使用數位裝置閱

讀，其中以使用電腦閱讀的比例最高，其他

如手機、電子書閱讀器、MID、PDA 及 MP4/
MP5 等，亦是臺灣民眾用來進行閱讀的數位

裝置，顯示臺灣民眾逐漸傾向使用便於攜帶的

行動數位裝置進行閱讀。資策會 FIND 將臺灣

民眾以閱讀行為及偏好區分為迫讀者（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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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易 讀 者（easy-readers）、 愛 讀 者

（love-readers） 及 想 讀 者（wanted-readers）
四個族群，並針對各族群特性再細分出各主要

目標族群。其中，以「易讀者」的大學生使用

數位裝置進行閱讀的比例最高（資策會 FIND, 
2010）。然而，資訊社會並不只靠科技就能成

就，還要大量且普及的資訊使用，此其所以數

位內容的議題不斷被提出和討論，當不管用什

麼載具「都會通」的時候，資訊的流動應該帶

來更多的學習，而不只是資訊瀏覽，也由此可

見，透過行動載具進行學習的人數仍然有限。

　　學生對於線上學習環境也許反應不同，

取 決 於 他 們 自 己 的 水 準 和 態 度（Drennan, 
Kennedy, & Pisarski, 2005），由於缺乏面對面

溝通和分享的社交行為，在線上合作的團隊

會 面 對 許 多 挑 戰（Hishina, Okada, & Suzuki, 
2005）。行動裝置（如：MP3 播放器 …… 等）

也是積極整合在工作和生活的運作中，可在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學習（Lee & Chan, 
2007）。

　　眾多研究都認為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導向數

位學習的重要，即便在我國終身學習的教學應

用面，教育部（2010）亦呼應成人學習在自主

學習、自我導向學習的特性，亦應強化創新科

技應用與創新教學策略，善用 e-learning 2.0、

行動學習、無所不在的學習及雲端運算等特

性，提供多元而彈性的學習模式，使人人都可

學習、不同人生階段皆可學習。

　　從統計資料可見，臺灣民眾擁有手持通訊

的比例是高的，且臺灣大學生使用數位裝置進

行閱讀的比例也是高的；此外，同步教學、非

同步教學、行動載具教學、雲端運算、協同學

習、電子遊戲式的學習及擴增實境等，也已大

幅度展開相關的學術研究，但是自我導向數位

學習的狀況如何則有待研究。

　　Chou 與 Chen（2008）曾經探討在網頁本

位學習的環境中，自我導向學習和學習表現之

間的關係，他們分析六個實證研究，三個來自

美洲地區，三個來自亞洲， 去確認自我導向

學習是不是一個在網頁本位學習環境中導致成

功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並提出後續研究應

該排除的潛在問題。Hudson 與 Ramamoorthy

（2009）表示自我導向學習是個體喜歡成為

獨立和管理他 / 她自己的學習的程度，研究已

證實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和各種學習成效相

關，例如：表現（Guglielmino & Guglielmino, 
1991）、 創 造 力（Torrance & Mourad, 
1978）、生活滿意度（Sabbaghian, 1979）、

資訊分享（Beitler & Mitlacher, 2007）、訓練

設計（Lowe & Holton, 2005）、訓練風格和學

習風格一致（Robotham, 1995）等等。

　　數位學習在一大堆溝通技術的解決和

資訊的應用，改進知識和表現（Rosenberg, 
2000）。Snodgrass（2007） 指 出 成 功 的

數 位 學 習 者 具 有 選 擇 好 的 課 程（choose a 
good program）、 擁 有 適 當 的 電 腦 技 能 和

硬 體（possess adequate computer skills and 
hardware）、 強 烈 的 使 用 動 機（wield strong 
motivation）、 發 展 嚴 格 的 時 間 管 理 技 巧

（develop strict time-management skills）、完善

的閱讀、寫作和研究技巧（polish your reading, 
writing and research skills）、發展團隊精神的

態 度（develop team-player attitudes）、 讓 自

己熟悉數位學習概念（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e-learning concepts）等七項特質。

　　在數位學習本位的課程中，學生必須為自

己的學習進度負責。目前數位學習結合自我導

向學習的研究，僅有一區塊是放在線上學習方

面的探討，Shinkareva 與 Benson（2007）發表

的研究，主要著重在檢查成人學生的自我導向

學習能力和線上課程的資訊科技能力兩者之間

的相關，同時，研究也調查學生慣於學習資訊

科技的動機和策略，以問卷調查 198 位繼續教

育的專業人員， 他們在美國中西部的大學選

修線上課程，研究結果指出，學生的自我導向

學習能力和資訊科技能力存在顯著正相關，不

管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如何，動機是學習

資訊科技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學生有較高

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也會在學習和表現上有

較高的自我效能和較高的努力標準。

五、線上溝通能力

　　資訊科技支持學習，幫助工作者去獲得工 

明 道 學 術 論 壇
第十一卷第二期、
第十二卷第一期
( 合　　　　 刊 )

第 38 頁



 
 
 
 
 
 
 
 
 
 
 
 
 
 
 
 
 
 
 
 
 
 
 
 
 
 
 
 
 
 
 
 
 
 
 
 
 
 
 
 
 

 

作必要的技能和知識（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然 而， 相 對 於 傳 統 教 室， 數 位 學

習缺乏分享學習的實體環境空間（Picciano, 
2002），不像傳統面對面的學習環境，數位學

習在課程互動之間加入了技術作為媒介，而這

個媒介產生了潛在的學習障礙。在數位學習環

境中可以同時高度互動和孤立，因為數位學習

發展的內在困難和實際問題是同時存在於學生

之間（Stonebraker & Hazeltine, 2004）。

　　使用網頁作為教育的傳送媒介（即數位學

習），提供學生發展額外學習溝通、科技、團

隊合作和人際技能的機會，反映在他們的日常

環 境（Kaynama & Keesling, 2000）。Garrison
（2003）以反省式探究（reflective inquiry）、

自我導向及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角色

為主題，探討非同步線上學習（a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可提升認知、學習效率及高

度掌控學習（higher-order learning），即高度

掌控學習包含反省式探究、自我導向、後設認

知。

　　朝向自我導向策略應用的趨勢在人力資源

發展領域持續延伸，結合績效和自我導向學習

準備度已經在各種服務組織和產業的人力資源

發展部門促成一個增強的焦點（Guglielmino 
& Guglielmino, 1994）。教育的機會可呈現

學習者自己去獲取來自各種形式的經驗，包

括全球資訊網的應用和主要新興形式的新科

技。持續不斷的科技和社會改變，數位學習

在溝通技術的解決和資訊的應用，改進知識

和表現（Rosenberg, 2000）。在全球資訊網普

及、Google 和 Yahoo 等搜尋網、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群人數創新高的情況下，學生應該

能透過這些管道取得學習的經驗。

　　建構主義者認為在學習歷程中，學習者

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習者的角色扮演好，其

學習動機和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相對是高的

（Blandin, 2003）。網頁學習應該是以學生為

中心的，主要是讓學習者從依賴學習朝向自

我導向學習，因此，網頁學習課程應該聚焦於

自我導向學習，才能利用學習者自我導向學習

的能力（Richards, Dooley, & Lindner, 2004）。

Conrad 與 Donaldson（2004）認為學習者在網

頁學習必須比在傳統教室學習具有高度且愉快

的自我導向，他們進一步指出當學習者感受不

到愉悅而挫敗時，學習者將退出線上課程。

網頁學習環境能夠符合自我導向學習的要求

（Campbell, 2004）。

　　Beitler 與 Mitlacher（2007）調查德國和

美國的企管系學生在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的關

係，及其資訊分享的態度，和應用於職場學習

的狀況。透過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企管系學

生比德國的企管系學生有較高的自我導向學習

準備度，意即他們在學習時是比較自我導向

的。在這兩個國家中，具有較高的自我導向學

習準備度的人也較樂於分享資訊，其背後的動

機因素是幫助他人，也就是說，具有高度自我

導向學習準備度的人會支持在職場學習無私地

貢獻資訊。這個研究結果發現自我導向學習準

備度和資訊分享的關係顯著，是應用於職場學

習的研究，具跨文化的討論觀點。

　　Erlich, Erlich-Philip, & Gal-Ezer（2005）

以種種資訊和溝通技術，去選擇和使用適當的

媒介給不同的任務，這是非常重要的挑戰。

參、結論

　　本研究總結從學習動機、自我管理、自我

調控、自我效能、網路溝通互動、及資訊科技

能力等六個構念歸納分析，提供後續研究探討

之。

　　歸納喜愛學習、自己設定學習目標、數位

公民、樂意進行自己的學習、肯定數位學習的

幫助、崇尚時尚新穎、崇尚視覺影音、好奇心、

崇尚即時互動等項，屬於學習動機構念。

　　歸納自主學習、根據自己需求選擇適合的

訓練時間或課程、獨立自主學習、確定自己的

學習需求、時間管理技巧、有責任感、承擔責

任、能線上交談和學習內容等項，屬於自我管

理構念。

　　歸納為自己的學習進度負責、能評估及有

效地使用所需的資訊、自訂步調、自我導向、

考量學習風格和態度、學習型態多元、更能自

我激勵、學習控管能力、學習態度等項，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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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調控構念。

　　歸納利用電腦、手機透過（如：部落格、

YouTube、播客、以及社群網站等）多元方式

與世界各角落溝通聯結、電腦自我效能、數位

設備操作靈活應用、對學習的能力和技巧有自

信、參與線上論壇、選擇和使用適當的媒介、

適當的電腦技能和硬體、了解如何尋找資源，

使用與分配學習資源、有能力找到自己所要的

資訊等項，是屬於自我效能構念。

　　歸納溝通和合作、發展額外學習溝通、科

技、團隊合作和人際技能的機會、合作與溝通

能力、線上技能與網路溝通、透過手機或網際

網路隨時和他人保持聯繫、線上合作、角色的

回饋、數位學習知能（如：網際網路入門、操

作電腦基本知能、使用文書處理軟體、製作簡

報及其他課程等）、對於線上學習環境的反應

取決於他們自己的水準和態度、以網路查詢、

閱讀期刊或報告和張貼部落格、熟悉數位學習

概念等項，屬於網路溝通互動構念。

　　歸納下載與安裝需要的程式、電腦設備與

操作能力、上網存取所有權、頻寬、網路連線

時間和電腦及網際網路技能、線上搜尋資料、

科技操作、資訊的應用能力、數位學習平台、

使用數位學習支援非正規學習、個人網頁或部

落格、電子書、網頁式學習等項，屬於資訊科

技能力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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