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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外語學習者對於藉由線上學習(數位學習)系統學習外國語的

滿意度，以及不同的學習需求可能影響學生對於學習途徑的選擇，因此吸引學生

選擇線上學習的因素為何?從學習者使用數位學習平台進行自主學習時的滿意度

結果，不僅可以了解數位學習平台是否達到其預期成效，也可進而找出數位學習

平台之優缺點。此調查可能的貢獻在於可以提供給 IT 網際網路業者在經營韓語網

路學習課程時的參考。 

學習動機以及學習途徑的選擇，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迅速不僅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也改變了學習方式。外語

學習結合網路科技產生了線上學習的方式，也拓展了外語學習的族群與人口。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分析法。問卷調查分析採自

編量表「韓文網路學習滿意度之探究問卷」，共分為「整體感受」、「教材內容與架

構」、「教學設計」「媒體與介面設計」「輔助設計」等 5 個項目。 

研究之母群體為修習日語課程之學習者，採用填寫答問卷的方式，並將其結

果進行統計分析。 

調查研究結果除了能了解學習者在選擇線上學習課程時之影響因素之外，亦

希望能提供網路廠商進一步了解學習者的需求，作為日後開設韓語進階網路學習

系統或是其他語言線上學習系統之課程設計以及營運之參考。 

 

 

關鍵字：線上學習，外語學習途徑，影響因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隨著韓國的連續劇以及年輕偶像歌唱團體，例如 Supper Junior、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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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少女時代)等團體在台灣受到歡迎，「韓流」也帶動台灣一股學習韓文的

風潮。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發展迅速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的進步，「線上學習

(e-learning)」的蓬勃發展也受到世人矚目，其原因在於其可突破傳統學習的限制「教

學者與學習者必須集中於一地」的缺憾。這項新科技不但影響了人們的學習成效

和便利性，也大幅降低因時間和地域等所帶來之負面影響。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文藻外語大學與 S 企業進行產學合作，希冀透過 S 公司的科技數位學習技術

與文藻外語大學院日文系韓籍教師的韓語專長結合而開發韓語數位自主學習系統。

自主學習系統目的在於提供給有興趣學習韓文，但是受到一般外在的學習環境影

響而無法學習韓文的潛在市場需求。所有學員透過網路能隨時隨地全天候學習韓

語。使用此系統之學員可依照個人需求，建立個人化的學習時間表，依照自己的

作息不受時間限制調整學習時間。在課程上除了按部就班學習，亦可以反複複習

加深學習印象。學員除了可以自由練習系統中任何課程，亦可透過教師所發布或

製作之線上即時小測驗進行檢測，以提升其學習樂趣與成效。 

此次研究問題為如前述， 

1. 不同的學習需求可能影響學生對於學習途徑的選擇，因此學生選擇學習工

具的因素為何? 

2.影響學習者選擇使用線上數位學習時的因素為何。 

本研究的預期成果在於除了能了解影響學習者在選擇學習工具的因素為何之

外，亦提供企業進一步了解消費者(學習者)的需求，及的之優缺點。可作為旭聯公

司在開發韓語網路數位學習系統及韓語進階學習系統，甚至開設其他外國語言線

上學習系統的相關課程以及網路營運有正面的意義。 

 

研究內容和流程研究內容和流程研究內容和流程研究內容和流程 

整個研究流程如下 

（1） 前置準備工作，針對本研究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根據本研究目的，

蒐集網路數位語言學習滿意度、學習通路選擇模式等期刊‧專書‧研

究論文以及碩博士論文等相關文獻與資料。 

（2）根據文獻資料探討中逐步建立本研究架構。 

（3）依照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設計調查問卷， 

（4）問卷前置調查(問卷預測) 

     透過問卷預測，了解問卷的語意是否明確，以確保正式問卷的信、效度。 

（5）進行正式調查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發放調查問卷，調查問卷於當場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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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料分析與統計 

     依據本研究欲探討之主題，整理回收之有效問卷的結果加以統計分析與 

     探討。 

（7）結論與建議 

     依據資料分析所得之結果加以彙整，並依據分係探討之發現，提出對網 

     路數位學習之滿意度改善策略與建議，以作為企業未來發展網路數位學 

     習之方向。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閱讀、分析文本資料、尋找相關研究理論 

 

歸納主題與內容, 製作調查問卷 

 

統整調查資料結果 

 

將理論與調查結果對照 

                               

                       結論與建議     

 

 

研究方法與調查研究方法與調查研究方法與調查研究方法與調查 

  1.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與研究工具與研究工具與研究工具 

(1)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分析法。 

文獻分析將蒐集相關線上教學之研究文獻，進行整理探討，確立研究主題。針對

研究方向建立研究模式並選擇合適之研究工具及議題。依本研究目的案例實證的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 

  (2)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工具為自編量表「數位教材使用滿意度調查問卷」，研究

工具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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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使用滿意度調查量表測量題項分為「整體感受」、「教材內容與架構」、

「教學設計」「媒體與介面設計」「輔助設計」等 5 個項目。 

a.「整體感受」:學習者對課程之認知項目。 

b. 「教材內容與架構」:課程量、題材，課程難易度等項目。 

c. 「教學設計」: 針對學習上之舉例示範、學習與練習、說明、自我評量等

項目。 

d. 「媒體與介面設計」:圖像、語音，課程使用操作 

e. 「輔助設計」:輔助教材 

 

    研究上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以及解決途徑之策略。本計畫在最初構思階段是

以網路學員對數位學習平台課程的滿意度作為研究素材，因為旭聯科技與文藻外

語大學推廣教育合作開設之韓語網路學習課程在本研究進行期間尚未有學員。因

此透過網路進行問卷調查取得研究資料的方式，將因沒有調查對象有所困難。在

解決途徑方面，為了解決前述學員問題，本研究改為以在校大學生為調查對象，

以學生對於數位學習平台課程的滿意度作為研究分析之判斷素材。透過老師及學

生積極協助在課堂上由同學填寫調查問卷來取得研究所需之調查問卷資料。 

 

  2. 研究規劃與進度研究規劃與進度研究規劃與進度研究規劃與進度 

（1）在前置準備工作，預計 8 月到 9 月進行文獻蒐集；透過圖書館系統蒐集

與網路數位語言學習之滿意度及學習成效的期刊‧專書‧研究論文以及碩博士論

文等中日文相關文獻與資料。 

（2）預計第二個月到第四個月(9 月~11 月)文獻蒐集過程中，除了閱讀並初步

分析文本文獻資料，從文獻分析中逐步架構研究模式及確立研究中所需之理論結

構。也同時蒐集目前網路上已經存在的其他韓語線上學習系統的相關資訊。可作

為日後本研究的延伸研究上相關的網路學習系統對照比較時之資料。 

（3）依照預計進度，於 10 月~12 月要確立調查問卷命題並進行調查。依進度

10 月開始著手進行問卷調查表的製作，預定於 12 月中進行預測來確認問卷調查表

之可行性。針對預備測驗結果再進行調查題目的修正與調整。等測試問題內容確

認後即可進行問卷調查。 

 

  3....    施測對象施測對象施測對象施測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之母群體為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四技

部二年級 A班的學生，受測人數為 50人，性別包含女性 38人；男性 12人。受測

者的年齡層約在 19~20 歲。問卷調查的執行期間為 103年 12月 10日(二)，問卷

填寫時間為 25 分鐘。學生填寫完畢後問卷當場回收。之後將進行問卷結果進行統

計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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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4. 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進行彙整。本節將針對彙整後之調查結果，依檢測題項之順序逐項

進行分析整理如下。 

A.「整體感受」:學習者對課程之認知項目。統計結果與分析如下。 

A-1. 數位教材與傳統的學習方式是否有衝突。 

表 A-1  使用數位教材與我平常的學習是沒有衝突的。                  意見 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1 男 4 7 1 0 0 12 

2 女 15 22 1 0 0 38 

合計 19 29 2 0 0 50 

 

圖 A-1  使用數位教材與我平常的學習是沒有衝突的。  

 

    針對題項 A-1「數位教材與傳統的學習方式是否有衝突」，調查結果(圖 A-1 參

照)，「非常同意」者有 19 人(內含男 4 人；女 15 人)。「同意」者有 29 人(內含男

7 人；女 22 人)。「普通」者有 2 人(內含男 1 人；女 1 人)。而回答「不同意」或

是「非常不同意」者為 0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同

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98%。大多數的受測者認為使用數位教材的學習方式與傳統

的面對面的非線上數位學習方式是不會有衝突。 

 

A-2. 使用數位教材學習的創意 

表 A -2  使用數位教材學習是個不錯的主意。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2 6 4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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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2 22 14 0 0 38 

合計 4 28 18 0 0 50 

 

圖 A -2  使用數位教材學習是個不錯的主意。 

 
題項 A-2「使用數位教材學習是個不錯的主意」的調查結果(圖 A-2 參照)，「非

常同意」者有 4 人(內含男 2 人；女 2 人)。「同意」者有 28 人(內含男 6 人；女 22

人)。「普通」者有 18 人(內含男 4 人；女 14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

「同意」意見者佔總數的 64%，「普通」約佔了 36%。結果可得知受測者可以接受

使用數位教材進行學習是個不錯的方法。年齡層在 25 歲以下的年輕人被俗稱是 E

化世代，對於數位科技的接受度較高。 

 

B.「教材內容與架構」:課程量、題材，課程難易度等項目。統計結果與分析如下。 

B-1. 學習者對於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明確的認知。 

表 B-1  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明確，符合我的學習需要。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2 5 5 0 0 12 

女 9 16 13 0 0 38 

合計 11 21 18 0 0 50 

B-1  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明確，符合我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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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B-1「學習者對於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明確的認知」的調查結

果(圖 B-1 參照)，「非常同意」者有 11 人(內含男 2 人；女 9 人)。「同意」者有 21

人(內含男 5 人；女 16 人)。「普通」者有 18 人(內含男 5 人；女 13 人)。「不同意」

者 0 人。「非常不同意」者 0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

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64%。「普通」意見者佔 36%。可得知對於學習者而言，

教材的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明確，是學習者在選擇數位教材時的參考條

件。 

B-2. 教材內容份量 

表 B-2  教材內容份量適當。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6 6 0 0 12 

女 8 17 13 0 0 38 

合計 8 23 19 0 0 50 

圖 B-2  教材內容份量適當。 

 
題項 B-2「教材內容份量」的調查結果(圖 B-2 參照)，「非常同意」者有 8 人(內

含男 0 人；女 8 人)。「同意」者有 23 人(內含男 6 人；女 17 人)。「普通」者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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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內含男 6 人；女 13 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者為 0 人。統計結果顯

示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62%。「普通」意見者佔 38%。可得知學習者對於

教材內容份量是否適當，也很重視。如果教材內容量過多，對學習者而言可能產

生學習壓力，相反的如果內容分量不足，也可能造成學習進度不足。 

B-3. 補充教材與資源 

表 B-3  教材內容清楚提供相關學習補充教材與資源。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2 6 4 0 12 

女 0 7 19 12 0 38 

合計 0 9 25 16 0 50 

圖 B-3  教材內容清楚提供相關學習補充教材與資源。 

 

題項 B-3「數位教材在補充教材與資源」的調查結果(圖 B-3 參照)，「非常同

意」者 0 人。「同意」者有 9 人(內含男 2 人；女 7 人)。「普通」者有 25 人(內含

男 6 人；女 19 人)。「不同意」者有 16 人(內含男 4 人；女 12 人)。「非常不同意」

者 0 人。調查結果選擇「普通」的意見佔 50%，「不同意」的意見占 32%。有多數

的學習者認為數位教材在補充教材與資源方面是不足。原因是數位教材必須事先

錄製，且非即時上課。因此無法立即回應學習者之需求。 

C.「教學設計」: 針對學習上之舉例示範、學習與練習、說明、自我評量等項目。

統計結果與分析如下。 

C-1. 引發學習動機 

表 C-1 教材的設計方式能引發我的學習動機。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4 2 5 1 0 12 

女 8 17 13 0 0 38 

合計 12 19 18 1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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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 教材的設計方式能引發我的學習動機。 

 
對於題項 C-1「引發學習動機」的調查結果(圖 C-1 參照)，「非常同意」者有

12 人(內含男 4 人；女 8 人)。「同意」者有 19人(內含男 2 人；女 17 人)。「普通」

者有 18 人(內含男 5 人；女 13 人)。「不同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1 人；女 0 人)。

「非常不同意」者 0 人表達「同意」的意見佔全體的 62%。結果顯示有多數的學習

者認為數位教材可以引發學習動機。 

C-2. 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 

表 C-2 教材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4 6 2 0 12 

女 1 11 14 12 0 38 

合計 1 15 20 14 0 50 

 

圖 C-2 教材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 

 
    題項 C-2「教材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的調查結果(圖 C-2 參照)，「非常同

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同意」者有 15 人(內含男 4 人；女 11 人)。

「普通」者有 20 人(內含男 6 人；女 14 人)。「不同意」者有 14 人(內含男 2 人；

女 12 人)。「非常不同意」者 0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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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32%。「普通」意見者佔 40%。「不同意」者有 28%。可

得知學習者認為如果教材無法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將無助於學習。因此教材

能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才能有助於學習者的自我學習。 

Ｃ-3. 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 

表Ｃ-3 教材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1 4 6 1 12 

女 0 10 16 12 0 38 

合計 0 11 20 18 1 50 

圖Ｃ-3 教材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 

 
   題項 C-3「教材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的調查結果(圖 C-3 參照)，「非常

同意」者 0 人。「同意」者有 11 人(內含男 1 人；女 10 人)。「普通」者有 20 人(內

含男 4 人；女 16 人)。「不同意」者有 18 人(內含男 6 人；女 12 人)。「非常不同

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1 人；女 0 人)。統計結果顯示「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

佔所有受測者的 22%。「普通」意見者占 40%。「不同意」者有 36%。「非常不同意」

者占 2%。可得知學習者認為如果教材無法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將無助於

學習。評量可以讓學習者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練習機會怎能加深印象與運用。

因此教材能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才能有助於學習者的自我學習。 

Ｃ-4.聽力學習。 

表 C-4 教材幫助我學習聽力。         意見 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2 6 3 1 0  12 

女 4 20 11 2 1 38 

合計 6 26 14 3 1 50 

圖 C-4 教材幫助我學習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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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C-4「教材幫助我學習聽力」的調查結果(圖 C-4 參照)，「非常同意」者

有 6 人(內含男 2 人；女 4 人)。「同意」者有 26 人(內含男 6 人；女 20 人)。「普

通」者有 14 人(內含男 3 人；女 11 人)。「不同意」者有 3 人(內含男 1 人；女 2

人)。「非常不同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

及「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64%。「普通」意見者佔 28%。「不同

意」及「非常不同意」者合計佔有 8%。可得知受測者認為數位教材有助於學習聽

力。分析其原因為數位教材可以重複播放，學習者對於聽不懂的地方可以反覆聆

聽，因此時對學習聽力有助益。 

C-5. 口說能力 

表 C-5 教材幫助我學習口說。         意見 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0 8 4 0 12 

女 0 11 21 6 0 38 

合計 0 11 29 10 0 50 

圖 C-5 教材幫助我學習口說。 

 

    題項 C-5「教材幫助我學習口說」的調查結果(圖 C-5 參照)，「非常同意」者

0 人。「同意」者有 1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1 人)。「普通」者有 29 人(內含男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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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0 人)。「不同意」者有 10 人(內含男 4 人；女 6 人)。「非常不同意」者 0 人。

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22%。「普

通」意見者佔 58%。「不同意」者佔有 20%。結果得知受測者不認為教材有幫助學

習口說。其原因在於線上學習屬單方面學習，不像課堂學習時可以與指導老師有

互動，因此對受測者而言數位教材無助於學習口說。因此如果能夠增加即時學習

時間或是即時指導時間，應該可以緩和受測者認為教材無助口說學習的問題。 

C-6. 閱讀能力。 

表 C-6 教材幫助我學習閱讀。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6 5 1 0 12 

女 0 21 14 3 0 38 

合計 0 27 19 4 0 50 

 

圖 C-6 教材幫助我學習閱讀。 

 
    題項 C-6「教材幫助我學習閱讀」的調查結果(圖 C-6 參照)，「非常同意」者

0 人。「同意」者有 27 人(內含男 6 人；女 21 人)。「普通」者有 19 人(內含男 5 人；

女 14 人)。「不同意」者有 4 人(內含男 1 人；女 3 人)。「非常不同意」者 0 人。 

    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54%。

「普通」意見者佔 38%。「不同意」者佔有 8%。可得知受測者認為數位教材有助於

學習閱讀。分析其原因為數位教材可以重複播放，學習者對於不理解的地方可以

反覆閱讀，因此對學習閱讀有助益。 

C-7. 寫作能力 

表 C-教材幫助我學習寫作(包含書寫單字、造句、短文等產出語言的能力)。         意見 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3 7 2 0 12 

女 2 6 19 11 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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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 9 26 13 0 50 

圖 C-7 教材幫助我學習寫作(包含書寫單字、造句、短文等產出語言的能力)。 

 

    對於題項 C-7 「寫作能力」的調查結果(圖 C-7 參照)，「非常同意」者有 2 人

(內含男 0 人；女 2 人)。「同意」者有 9 人(內含男 3 人；女 6 人)。「普通」者有

26 人(內含男 7 人；女 19 人)。「不同意」者有 13 人(內含男 2 人；女 11 人)。統

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22%。「普

通」意見者佔 52%。「不同意」者佔有 26%。結果得知受測者認為教材無助於學習

寫作。其原因在於傳統的課堂上學習老師會批改作文，並討論寫作方法，教師與

學生有互動。而線上學習偏向單方面學習師生互動較少，如果作文沒有批改與討

論，學習者無從知道作文的優劣之處。因此受測者認為數位教材無助於學習寫作。 

C-8. 語言的實際應用 

表 C-8 教材讓我可以學習語言的實際應用。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男 0 1 9 2 0 12 

女 0 8 18 11 1 38 

合計 0 9 27 13 1 50 

圖 C-8 教材讓我可以學習語言的實際應用。 

    

    C-8「語言的實際應用」的題項，調查結果(圖 C-8 參照)，「非常同意」者 0

人。「同意」者有 9 人(內含男 1 人；女 8 人)。「普通」者有 27 人(內含男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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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8 人)。「不同意」者有 13 人(內含男 2 人；女 11 人)。「非常不同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統計結果顯示「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僅佔所有受

測者的 18%。「普通」意見者佔 54%。「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者合計佔有 28%。

可得知受測者不認為數位教材學習無助於實際應用。其原因在於網路線上學習屬

於單方面學習，不像課堂學習時可以與指導老師有互動，因此對受測者而言數位

教材無助於學習口說。因此如果能夠增加即時學習時間或是即時指導時間，應該

可以緩和受測者認為教材無助實際應用的問題。 

D.「媒體與介面設計」:圖像、語音，課程使用操作。統計結果與分析如下。 

D-1. 教材的多媒體品質 

表 D-1 教材的多媒體品質良好。包括文字、語音、圖像、影訊、動畫等。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3 7 2 0 12 

女 3 7 23 4 1 38 

合計 3 10 30 6 1 50 

 

圖 D-1 教材的多媒體品質良好。包括文字、語音、圖像、影訊、動畫等。 

 

題項 D-1「教材的多媒體品質」的調查結果(圖 D-1 參照)，「非常同意」者有

3 人(內含男 0 人；女 3 人)。「同意」者有 10 人(內含男 3 人；女 7 人)。「普通」

者有 30 人(內含男 7 人；女 23 人)。「不同意」者有 6 人(內含男 2 人；女 4 人)。

「非常不同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

「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26%。「普通」意見者佔 60%。「不同意」

及「非常不同意」者合計佔有 14%。可得知對於學習者而言教材的多媒體品質並非

重要選項。 

D-2. 多媒體能幫助理解內容 

表 D -2 教材的多媒體能幫助我理解內容。  意見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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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0 7 5 0 0 12 

女 4 24 9 1 0 38 

合計 4 31 14 1 0 50 

圖 D -2 教材的多媒體能幫助我理解內容。 

 

題項 D-2「多媒體能幫助理解內容」的調查結果(圖 D-2 參照)，「非常同意」

者有 4 人(內含男 0 人；女 4 人)。「同意」者有 31 人(內含男 7 人；女 24 人)。「普

通」者有 14 人(內含男 5 人；女 9 人)。「不同意」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

「非常不同意」者 0 人。統計結果顯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同意見

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70%。「普通」意見者佔 28%。「不同意」者佔有 2%。由結果可得

知受測者認為多媒體有助於理解教材內容。有研究指出年代以後的世代對於圖像、

影訊、動畫等動態資訊接受度較高，因此包括文字、語音、圖像、影訊、動畫等

的多媒體教材能輔助學習者理解教材內容。 

D-3. 教材的瀏覽工具功能標識與操作 

表 D-3 教材的瀏覽工具功能明確，易於辨識與操作。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0 3 8 1 0 12 

女 0 9 26 3 0 38 

合計 0 12 34 4 0 50 

圖 D-3 教材的瀏覽工具功能明確，易於辨識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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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D-3「教材的瀏覽工具功能標識與操作」的調查結果(圖 D-3 參照)，「非

常同意」者 0 人。「同意」者有 12 人(內含男 3 人；女 9 人)。「普通」者有 34 人(內

含男 8 人；女 26 人)。「不同意」者有 4 人(內含男 1 人；女 3 人)。「非常不同意」

者 0 人。統計結果顯示「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24%。「普通」

意見者佔 68%。「不同意」者佔有 8%。可得知教材的瀏覽工具功能明確，易於辨識

與操作項目，對於受測者而言並非重要選項。 

 

E.「輔助設計」:輔助教材。統計結果與分析如下。 

E-1.  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是否有助於學習。 

表 E-1  教材提供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幫助我學習。  意見性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合計 
男 2 4 6 0 0 12 

女 2 22 12 1 1 38 

合計 4 26 18 1 1 50 

 

圖 E-1  教材提供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幫助我學習。 

 

    題項 E-1「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是否有助於學習」的調查結果(圖 E-1 參照)，

「非常同意」者有 4 人(內含男 2 人；女 2 人)。「同意」者有 26 人(內含男 4 人；

女 22 人)。「普通」者有 18 人(內含男 6 人；女 12 人)。「不同意」者有 1 人(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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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0人；女 1人)。「非常不同意」者有 1人(內含男 0人；女 1人)。統計結果顯

示「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60%。「普通」意見

者佔 36%。「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者約占 4%。可得知多數受測者認為教材提

供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有助於學習。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根據受測者的問卷調查分析之後，對於此次影響學習者選擇使用線上數位學

習時的因素為何的調查結果。受測者提供了旭聯科技在建立線上學習課程很好的

參考意見。 

    首先是「整體感受」項目，大多數的受測者認為使用數位教材的學習方式與

傳統的面對面的非線上數位學習方式是不會有衝突。而且受測者也可以接受使用

數位教材進行學習。其原因是受測者的年齡層在 25 歲以下的年輕人被俗稱是 E 化

世代，對於數位科技的接受度較高。 

「教材內容與架構」項目，可得知對，教材的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 

明確，是學習者在選擇數位教材時的參考條件。另外可得知學習者對於教材內容

份量是否適當，也很重視。如果教材內容量過多，對學習者而言可能產生學習壓

力，相反的如果內容分量不足，也可能造成學習進度不足。 

    「教學設計」方面，有多數的受測者認為數位教材可以引發學習動機。另外

有關提供實例與示範，受測者認為如果教材無法提供適當的，將無助於學習。因

此教材能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才能有助於學習者的自我學習。 

可得知學習者認為如果教材無法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將無助於學習。評

量可以讓學習者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練習機會怎能加深印象與運用。因此教材

能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才能有助於學習者的自我學習。 

    「聽、說、讀、寫」的習得方面，受測者認為數位教材有助於學習聽力與學

習閱讀。分析其原因為數位教材可以重複播放，學習者對於聽不懂的地方可以反

覆聆聽，因此對於學習聽力與學習閱讀能力方面能有所助益。 

    另一方面，受測者也認為數位教材對於口說及寫作能力沒有幫助。分析其原

因在於線上學習屬於單方面學習，不像課堂學習時可以與指導老師有互動，因此

對受測者而言數位教材無助於學習口說。在寫作方面，傳統的課堂上學習時有老

師會批改作文，並討論作文寫作方法，教師與學生有互動。但是線上學習則偏向

於單方面學習，師生互動較少，作文如果沒批改學習者也無從知道自己的作文寫

的是對是錯。因此對受測者而言數位教材無助於學習作文寫作。因此如果能夠增

加即時學習時間或是即時指導時間，應該可以緩和受測者認為線上教材無助於口

說與寫作學習的問題。 

    「媒體與介面設計」項目，結果可得知受測者認為多媒體有助於理解教材內

容。有研究指出年代以後的世代對於圖像、影訊、動畫等動態資訊接受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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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包括文字、語音、圖像、影訊、動畫等的多媒體教材能輔助學習者理解教材

內容。 

    在「輔助設計」項目，可得知多數受測者認為教材提供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

有助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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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11：：：：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數位教材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數位教材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數位教材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數位教材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 

 

親愛的同學您好： 

 

此問卷調查共有 5 大題，共 30 個小題，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您對於曾經使用

過數位教材的滿意度，您的回饋將提供我們研究分析時使用的寶貴意見。問卷每

題有「5 ~ 1」的程度選項，「5」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同意，「3」代表普通，

「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請看完題目後，依據您使用教材的經

驗，在「5」至「1」之間，選擇最適合的答案。 

 

 

 

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A.整體感受整體感受整體感受整體感受 

 

A-1  使用數位教材與我平常的學習是沒有衝突的。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A -2  使用數位教材學習是個不錯的主意。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A -3  整體而言，我對數位教材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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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A -4  使用數位教材學習是愉快的。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A -5  整體而言，使用數位教材學習是有效的。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B.教材內容與架構教材內容與架構教材內容與架構教材內容與架構 

 

B-1  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合理且明確，符合我的學習需要。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B -2  教材內容份量適當。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B -3  教材內容符合我的程度。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B -4  教材內容包含新趨勢。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B -5  教材內容清楚提供相關學習補充教材與資源。 

□□□□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C-1 教材的設計方式能引發我的學習動機。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2 教材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3 教材提供適當的評量與練習機會。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4 教材清楚提供各種學習活動說明。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5 教材的學習活動提供適當的回饋，例如自我評量後的評分等。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6 教材內容清楚列出學習階段並說明各階段的內容與學習建議。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7 教材提供機會讓我回顧我所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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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非常同意  □4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C-8 教材提供不同的方式讓我學習。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9 教材幫助我學習聽力。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10 教材幫助我學習口說。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11 教材幫助我學習閱讀。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12 教材幫助我學習寫作(包含書寫單字、造句、短文等產出語言的能力)。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C-13 教材讓我可以學習語言的實際應用。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D.媒體與介面設計媒體與介面設計媒體與介面設計媒體與介面設計 

 

D-1 教材的多媒體品質良好。包括文字、語音、圖像、影訊、動畫等。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D -2 教材的多媒體能幫助我理解內容。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D -3 教材的畫面設計恰當。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D -4 教材的多媒體介面操作方便且一致。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D -5 教材的瀏覽工具功能明確，易於辨識與操作。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E.輔助設計輔助設計輔助設計輔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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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教材的輔助設計適合自學。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E-2  教材提供清楚的關鍵詞彙索引幫助我學習。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問卷內容效度： 

依據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認證指標編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