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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我導向學習觀點探討大學生如何網路學習

簡瑋成／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然而隨著各國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張，

導致學生差異性不斷增大，為了彌補課堂教

學的缺失，透過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將

會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楊培霞與安茂忠，

2011）。因此如何培養大學生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將會是高等教育所要

努力的方向。而過去自我導向學習在成人教

育的研究相當受到重視，強調個人不斷學習

自我成長（Knowles, 1990），以達成終身學

習之目的，所以如果能夠教導學生懂得使用

網路資源以自主性學習，將可幫助他們在成

為自我導向的終身學習者上邁出一大步（Ng 
& Nicholas, 2009）。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現今大學教育環

境的改變，網路學習科技之發達，以及促使

大學生培育自我學習的能力，養成終身學習

之習慣，故而從網路學習觀點探討如何幫助

大學生進行自我導向學習，充實自我學習知

能，以達成大學教育之目的，甚至超越預期

的大學教育成果。

二、網路學習的意涵

隨著不同科技工具的發展，網路學習

又有不同的詮釋和名詞，例如可稱為「網

路教學」（web-based instruction）、「網

路訓練」（web-based  t ra in ing）、「數

位學習」（e - l ea rn ing）、「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電腦化教學」（computer-
based training）、「��動化學習」（mobile 
learning, m-learning）、「無所不在的學習」

（ubiquitous learning）等，基本上皆為應用

電腦與網路資訊科技於學習情境中，包含同

一、前言

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已逐漸融

入人類生活各個層面，而教育也不例外，所

以利用網際網路與新科技的網路學習（web-
based learning）逐漸成為有別於傳統教學的

新型態學習方法，透過快速且豐富的網路資

源，能夠提供學習者更方便且有效率的學

習，進行學習分享、人際互動與學習管理，

增進其學習能力（李建儒，2008）。所以運

用網際網路將學校教育延伸，乃至於個人化

的學習，成為世界各國在未來教育科技上的

發展重要課題。

身處這資訊科技時代，網路科技對於大

學生而言已非陌生，加以現今資訊量爆炸，

知識的學習日益精進，使用網路以進行學

習、討論學業或專題報告研究等已成為必然

之趨勢，因此學校善於利用網路教學，學生

樂於用網路學習，塑造了未來高科技教育的

藍圖。從1990年代開始，大學利用網路進行

遠距教學已成為全球趨勢，各國紛紛實施網

路教學，甚至成立網路大學（楊正宏、林燕

珍、張俊陽與曾憲雄，2008），其目的都在

讓大學教育跳脫課堂教學的限制，在教學和

學習上產生無限的可能性。此狀況我國也不

能例外，例如2013年淡江大學、東華大學等

9所大學舉行「101-102年大專校院數位學習

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計畫（北區）」，讓9所
大學學生無需額外再繳學分費，即可跨校線

上選修特色課程，且在未來第3期計畫開設校

際分享的數位學習課程，共同建立跨校分享

選課機制，發展特色課程，並開放給各夥伴

學校的學生以遠距學習方式跨校選修（潘杏

惠，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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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與非同步的網路學習方式（陳年興與楊錦

潭，2006；楊正宏、林燕珍、張俊陽與曾憲

雄，2008）。其實在談到網路學習之前，多

半會提及「數位學習」之概念，乃基於網路

技術，賦予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而達

成傳授知識的功能，所以在網際網路上所建

構的數位學校，讓老師及學生可以在數位教

室中，進行教與學的活動，此種的網��學習

型態，屬於狹義的數位學習（陳年興與楊錦

潭，2006）。

為了明白網路學習的範疇，以下將就

其定義進行探討。林家弘（2000）認為網路

學習是指學生利用網際網路中各項資源進行

學習，包含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學習活動，經

由不斷練習或經驗後，使自身內外行為產生

較持久的學習歷程或結果。邱兆生（2004）
綜合國內外諸多文獻後，指出網路學習乃是

利用電子化的教學科技，讓學習者透過網��

與電腦輔助的學習環境與機制，能夠不受時

間與地點的限制，獲得教學者的傳授以進行

學習，即指「在網際網路上進行的學習活

動」。Fresen與Boyd（2005）則指出具有支

持性的網路學習，乃以網際網路做為一個傳

遞支援性學習教材媒體的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模式。此外，網路學習可說是利

用網路科技連結的便利性，以消除教授者與

學習者間之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把過去傳統

教室延伸到課堂之外，透過網路資訊平台，

對提供的知識資訊進行學習（環境教育管理

系統，2012）。總而言之，網路學習不只實

施於學校教育，也包含在個人追求永續學

習的過程當中，已從過去以教師為中心的

「教」，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適性教

學」，乃至於高度自我選擇性發展的「自由

學習」。

因應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網路資源

豐富而多元，對於學生而言，也因為多媒體

提供了成熟的自我學習環境，網路平台已

成為學生多元學習的重要管道（黃國禎，

2006）。其對學生學習的最大利處在於，藉

由網路多媒體，可以讓學生更方便地隨時複

習所學，對於學習成效上確有助益（吳兆

全，2010；楊湘琳，2011；賴膺守、游寶達

與蔡鴻旭，2011）。所以可以知道，藉由網

路學習的方式，可以讓學生的學習管道更加

多元彈性，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而在比較網路學習的型態與傳統學習的

方式（林傑毓、莊春蘭、郭莉雯與林漢瓊，

2006；餐聯網，2013；Heick, 2013; Maui 
University Center, 2011）之後，可以得知網

路學習在教材上更新快速即時，符應個人所

需。在未來國際化教育虛擬學習方面，所需

低成本的優勢上，使其更具可行性；而在資

訊的獲得上也無時空之限制，學習彈性度

高，可達成持續進行自主學習目標。在現今

以學習者為重心的教育年代，網路學習更具

自由選擇的學習性。因此學習者能夠在方便

的時間，並依自我學習節奏，搜索網際網路

幾乎所有想像得到的大量研究資源，學生們

可以線上參觀圖書館、博物館和世界各地的

各種機構，以及和專業人士交流的機會，獲

得最新的研究成果，閱讀線上報紙和學術

期刊，更可以與同儕一起合作學習，甚至

在網頁上發表自己學習的各種成果（Illinois 
Online Network, 2010）。

可以歸納網路學習的優點，包括了可

得性佳、適應性佳、學習內容個別化、互動

性佳、自我決定進度、成本效益高、節省成

本、學習機會均等，以及可以彈性學習、即

時學習、資訊流通全球化、資訊更新快速

等；然則也有缺點，包括了資訊科技打造的

學習環境親和性不足、老師E化教學專業養

成困難、學生學習習慣改變需要調適等（邱

兆生，2004；陳年興與楊錦潭，2006）。雖

然網路學習仍有其限制和缺失，但是網路學

習對學校教育所造成的衝擊已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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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產生的學習變革包括：（一）學習場所

由教室延伸到網路、（二）學習者由被動化

為主動、（三）教師由教學者變成引導者、

（四）教學活動強調合作學習、（五）教材

內容由靜態轉向動態（董興國，2003）。所

以未來善用網路學習的優點和趨勢，不但可

幫助教師在教學上更加彈性多元，也可彌補

課堂時空限制，讓學習延續到學生課後生

活，更有助學生良好的自主學習習慣養成。

而對於優質支持性網絡學習的關鍵成功

因素，應該有哪些？Fresen與Boyd （2005）
的研究發現至少包括了學習機構因素、技術

因素、講師因素、學生因素、教學設計因

素，以及教學方法因素等六個方面。此外，

在虛擬的網路學習環境中，在沒有教導者傳

授學問與督促情況下，學生需要主動去學習

課程與知識，主動學習成為其中極為重要的

因素之一，可以說個人因素是影響其學習成

效的重要因素，顯現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

的重要性，其掌握了學習成敗的主控權（李

建儒，2008）。因而為了因應在沒有教導者

監督下，學生也能展現良好的學習態度與行

為，引導學生建立自我學習的意願與能力就

顯得十分重要。

三、自我導向學習的意涵

自我導向學習源於Allen Tough在1967
年發表的專書《無師自通的學習：成人自

學計畫研究》（Learning without a Teacher: 
A Study of Tasks and Assistance during Adult 
Self-Teaching Projects），致使自我導向學習

成為成人教育的核心項目；其發現成人自我

發展中，正式課程學習只是個人學習明顯可

以看見的部分，而他們獲益最多的學習其實

來自教育機構以外的學習，強調學習者個人

的自我規劃學習（Moura, 1997）。

對於自我導向學習的概念，Knowles
（1975）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是指一種個體主

動的歷程，就是在不管有無他人幫助下，能

夠診斷自我的學習需求、設定學習目標、

確立相關學習的人力與物力資源、選擇和

執行適當的學習策略，以及評估學習的成

果。Piskurich（1993）則以為自我導向學習

是指一種訓練設計，讓學員在沒有教導者的

協助下，專精於他們領域中預定學習的內

容。可以說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人格特

質」（Guglielmino, 1977）、「學習型態」

（Bonham,1989），也是一種「歷程」，

所以在其他文獻中，也將之稱為「自我計

畫學習」（self-planned learning）、「探

索學習方法」（inquiry method）、「獨立

學習」（independent learning）、「自我

教育」（self-education）、「自我教導」

（self-instruction）、「自我教學」（self-
teaching）、「自我研究」（self-study）、

「自主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
（Knowles, 1975）。而有時提到學生的自

主學習時，也多會用自我調整學習（self-
regulated learning）的概念表示，然而自我

導向學習包涵了自我調整學習的概念，反

之，自我調整學習並不具有自我導向學習的

概念（Loyens, Magda, & Rikers, 2008）。Ni
（2013）則在統整相關文獻後指出，自我導

向學習是指個人對學習具備主動性和責任

感，個人選擇、管理和評估自己的學習活

動，可以任何時候、地方，通過任何方式在

任何年齡執行。

在國內方面，陳啟明與梁仲正（2009）
整理國內外文獻後，指出自我導向學習是指

學習者須具備有自願、主動、責任與決心，

在需求、規劃、目標與策略多重運作下，有

或無透過任何團體之協助，並且強調需能獲

得有效控制資源的能力，是肯定自我要求的

一種學習歷程。高毓秀、游竹薇、郭淑宜與

廣怡秀（2013）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是學習者

具有積極主動的學習特質，能自己擬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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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確認學習資源，選擇適當的學習策

略，執行學習計畫，並評估自己學習成果的

過程，是一種學習能力，也是一種教學方

法。林雨潔（2010）則認為具備自我導向學

習能力的學習者，對自我的學習負責又能主

動、正向、樂觀、自律地完成學習活動，進

而學以致用，養成解決問題的能力，開發個

人潛能實現自我。

近年來認為自我導向學習議題之所以

重要，在於它與許多教育議題有關，包括

學習成績、教育抱負、創造力、好奇心和生

活滿意度都呈現正相關（Edmondson, Boyer, 
& Artis, 2012）。而為了瞭解自我導向學習

所應包含的層面，Guglielmino（1977）以

Delphi法歸納出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量表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scale）。將

自我導向學習分成八個因素：學習機會的開

放性、效率學習、主動及獨立學習、學習責

任、喜愛學習、創造學習、前瞻性、運用學

習及解決問題能力。而後鄧運林（1992）將

其量表翻譯為中文並經專家修訂，在國內施

測後得出六個因素：效率學習、喜愛學習、

學習動機、主動學習、獨立學習、創造學

習。從中可以得知，個人的自我導向學習應

該具體展現於效率、喜愛、動機、主動、獨

立、創造當中。

其實，自我導向學習並非一種全有或

全無的情況，而是一種程度，所以其取決

於學習者在某些因素的影響，包括學習風

格、自我發展方向、熟悉題材、學校教育的

期望，以及離開正規學校教育後的動機、

時間長短，以及社會和政治環境等的影響

（Kerka, 1994）。Candy（1991）也指出自

我導向學習與背景脈絡因素有關，包括可用

的資源、突發事件等，這些因素會影響個

人的自我導向狀態，且在自我導向學習過

程中，「能力」（competent）、「資源」

（resource）和「權力」（power）是促發自

我導向學習的三要件：（一）能力是指評

估、設定目標、時間管理、發問、批判思

考、監控，以及評鑑的能力；（二）資源即

學習的資源，不僅由學校或訓練機構提供，

應讓整個國家成為學習社會並交會互動；

（三）權力則是指個體能夠從同儕、環境、

文化和專家的束縛中獲得更多的權力（引自

黃玉茹，2006）。

個人應該擁有為自己決定與生活負責

的自我概念，一旦擁有這樣的自我概念，發

展出被別人所重視的深層心理需要，就能夠

產生自我導向行為（Knowles, 1990）。因此

從學校教育層面來說，Brockett與Hiemstra
（1991）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涉及教學過程的

外在特徵，以及學習者的內在特徵，其中個

人要承擔學習經驗的主要責任，提出個人責

任取向模式的自我導向學習（如圖1），將

個人責任感視為重要的核心概念。從中可以

得知，從學生個人的責任感出發，經由教師

的教學互動，提供了自我導向學習的機會與

經驗，並依學生的內在人格特質，形塑自我

學習之方向，如此相輔相成之下，可以養成

學生良好自我導向學習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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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分析，可以知道學生的自我導向學

習受到內在人格特質的影響，透過外在適當

的教學互動，並經由一連串的歷程，包括診

斷自我學習需求、設定學習目標、確立人力

與物力資源、選擇和執行學習策略，以及評

估學習成果，形成一種自主的學習型態，因

而能夠擁有積極的學習動機，進行有效率的

學習、主動學習、獨立學習，也能夠喜愛學

習，甚至創造學習。

四、網路學習與自我導向學習

　　

透過網路學習可以讓學習者擁有個人的

學習空間，掌握學習控制權，彈性自主的選

擇學習過程，並自由選擇合適的教材學習，

而且可經由反覆的閱讀與練習，來達成個人

的學習目標，建立自我導向式的學習型態

（陳年興與楊錦潭，2006）。正因為網路學

習的方式符合了自我導向學習的諸多特點，

適合養成學生自主學習，因此網路學習與自

我導向學習的相關研究，也多著墨於探討兩

者關係如何，以及所形成的學習成效。

Chang（2006）在運用以能力為基礎的

網絡學習材料進行自我導向學習後，發現38
位大學生有超過一半達到精熟的學習程度；

且這樣的學習材料對大學生在自我導向學習

層面的喜愛學習具有顯著增強效果（Chang, 
2007）。任翌瑜（2011）的調查研究證實大

學生的自主學習與網路學習成效具有正相

關。劉杰（2008）的研究指出自我導向學習

傾向是影響網路學習動機的關鍵因素，利用

所抽樣350位臺北縣市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

查分析，大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利用

Yahoo!奇摩知識，進行網路學習的動機呈現

圖1 個人責任取向模式

資料來源：Self-direction in adult learning: Perspectives 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p. 25）, by R. G. 

　　　　　 Brockett, and R. Hiemstra, 1991, New York, NY: Routledge.

（一）網路學習與自我導向學習的相關性研

　　　究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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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呂宗翰（2008）的研究得出大學生

的自我導向學習意願及對數位學習系統接受

度的高低將決定學習系統的成敗，也影響了

學習成效的優劣。林信榕（2002，6月）藉

由中央大學虛擬學習網站，透過跨年齡層的

青少年（包括大學生及中學生）為研究對

象，進行自我導向的網路合作學習活動，除

網路活動外再輔以面對面的活動，從成員的

心得分享及評估的數據中發現，提供方便使

用的開放平台並輔以適當的活動，的確對青

少年自我導向之網路合作學習能力的培養有

很大的助益。李傳明（2011）研究指出藉由

建立醫學專題學習的多元資源網站，除課堂

進行講授外，可更以在課後讓學生登錄網站

進行自主學習，解決了學生課堂時間有限，

學生獲得病例少且難以進行實踐操作的問

題，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自主性，

也鍛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解決問題能

力。　　　　　　　　　　　　　　　　　

（二）打破大學生學習時空限制之網路學習

　　　資源與平台的興起

因為網路學習具有可得性佳、適應性

佳、學習內容個別化、互動性佳、自我決定

進度、彈性學習、即時學習、主動學習等特

性，可以幫助大學生打破學習時空之籓籬，

因此利用Moodle自由的電子學習軟體平台建

立數位學習平台在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成

為新興的發展趨勢（Butcher, 2008; Moodle, 
2010）。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是一種彈性且能

靈活運用的課程平台，其特色包括有教師可

以彈性設計課程、快速整合不同的課程資

源、建置多元的課程活動、方便執行課程管

理、課程重複利用，由於Moodle數位學習

平台是強調彈性且能靈活運用的課程系統，

所以使用者可根據需求去修改課程設計為符

合自己想要的（國立清華大學，2013）。因

此我國諸多大學均架設如Moodle等的網路

學習平台，以輔助教師課程教學、學生作業

完成，以及即時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外，更希

望透過線上討論、互動等方向，促使學生預

習、複習課堂所學內容，藉由網路學習平台

的特性，以利於大學生更便利地進行自我導

向學習（余綺芳，2005；程馥慧，2005）。

故而，網路學習資源與平台已成為我國各大

學的重要教學與學習要件，甚至更應積極推

動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網路學習平台（徐敏

珠，2006）。　　　　　　　　　　　　　

（三）符應自我導向學習之網路學習的大學

　　　教育趨勢

在現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環境中，

設計網路課程已成為學生自主獲取知識的主

要途徑，因此設計和開發適合自主學習的網

路課程具有重要意義（李秋梅，2011）。然

而影響學生自我導向學習的網路課程因素，

包含教學、心理、社會和技術等四個方面，

在設計網路課程時，將這些因素以學習者為

中心考量進去，將有助學生自我導向學習的

成效（Liu, 2009）。所以大學教育機構應該

跳脫傳統課堂教學的藩籬，建立線上豐富

的網路課程與教材資源，考量大學生的學

習型態，提供自我導向以及合作學習的機

會，學校教育人員運用網路學習的龐大資源

與能力，給予學生充足有效的學習內容，

以達成特定學習目標和成果（Illinois Online 
Network, 2010）。

在現今知識爆增與資訊科技發達的年

代，運用網絡進行自主學習已成為大學生重

要的學習方式，其有別於過往單向式的教學

與學習，網路學習方式充分支持自我導向

學習者追求個性化、自定步調的學習活動

（Illinois Online Network, 2010），所以自我

導向學習之網路學習應為大學教育未來發展

的趨勢。因此，大學教師也必須有此意識，

在大學生網絡自主學習中扮演好研究者、指

導者、情感支持者、監督評估者和疑難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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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以促使大學生網絡自主學習能力

不斷提升（何怡枝，2012）。

五、大學生運用網路學習之自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網路學習的特

性有助大學生自我導向學習的實踐，而當大

學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愈投入時，則會產生

愈佳的學習成效，因此本文對大學生如何在

網路學習環境下進行自我導向學習，提出以

下的建議：　　　　　　　　　　　　　　

（一）逐漸建置充實的網路學習資源與平

　　　台，增加大學生利用網路學習平台進

　　　行自我導向學習的機會

要培養大學生自我導向學習的習慣，

就要幫助大學生可以在不管有無他人幫助

下，都能診斷自我學習需求並選擇適當的學

習教材，以及評量學習成果，而完善的網路

學習平台系統則能提供大學生這樣的機會。

自我導向學習強調學習方法和內容的自由選

擇，因此大學宜逐漸建置各種線上教學與學

習的資源與平台，包括數位學習平台（如

Moodle）、線上多媒體教材（含電子書、

電子教材文件、教學影音與圖像等）、線上

數位課程、線上學習討論區等，以進行課堂

教學與學習、報告撰寫等等，以及讓學生選

擇感興趣教材自我學習，並可以利用電子郵

件、電子佈告欄、網路論壇、視訊等方式進

行分享與討論。建構學校與學習者間網路資

訊之連結，提供完善學習資源以及交流的平

台，讓知識的學習不再受限於時間與空間，

給予大學生更多自我導向學習的機會與經

驗。　　　　　　　　　　　　　　　　　

（二）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朝向結合網路學

　　　習之自我導向學習模式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對於大學生的自我

導向學習也具有其影響力，故而大學系所在

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上，應該盡可能考量結合

網路學習資源與平台，讓課程內容可以延伸

到課外層面。同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可

盡量與網路資源進行搭配，引導學生利用平

台進行預習、複習，以及學習交流與分享。

甚至可將課堂教學過程錄製成網路課程，將

課程教材製成電子多媒體教材，提供在校或

他校學生能夠進行自主學習。當課程設計與

教師教學都能夠引導學生到自我導向式的學

習模式，經年累月地養成學生自主學習的習

慣，以促使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的增長。

（三）形塑大學在網路學習環境中自我導向

　　　學習的氛圍

要促使大學生能具備自我導向學習的

能力與習慣，進行有效率的學習、主動學

習、獨立學習，也能喜愛學習並創造學習，

需要大學生具備對學習的充足熱誠與責任。

因此建立大學良好的網路學習環境，打破學

習時空的限制，促使學習教材與方式的多元

化，進而形塑學校自我導向學習的氛圍，從

外在的制度與活動來感染學生內在對於學習

的熱誠與責任，使其逐漸建立積極學習的心

態，養成自主學習的行為。例如，藉由定期

舉辦學生利用網路學習資源與平台，所獲得

的學習成效與研究成果評量競賽，塑造校園

自我導向學習的氛圍，促使學生樂於將自主

學習後的成果進行分享，從自我學習中找到

樂趣。

六、結語

自我導向學習是社會和心理結構，是

一種哲學的理想，是外在呈現也是內在傾

向，是終身學習的開始和結束，是學習型社

會的基石，是一種學習補充的型態，也是正

規教育系統的替代與延伸，同時是過程也是

成果，是教育的先決條件也是目的（Candy, 
1991）。正因為自我導向學習對於學生在知

識和生活的學習成長上有著莫大助益，所以

若能使學生重視自身的學習歷程，則即使在

我導向學習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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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監督者的情況下，也能夠自動自發的引

領自我學習。因此，在現今大學教育培育人

才多元化，追求學生不斷學習成長，以應對

未來國際化的激烈競爭環境之下，促使大學

生自我導向學習的型態養成，是大學教育應

該要努力的方向。而藉由現今網路學習逐漸

成為大學教育的環節，依靠其快速即時、打

破時空限制、高學習彈性等特性，將能達成

自我導向學習所需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國大

學教育應該意識到，透過網路學習的方法，

來達成大學生自我導向學習已是未來重要的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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