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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應用資訊計量學方法分析 1998 年至 2017 年間，圖書資訊

學遠距教育文獻之特性、期刊特性以及作者生產力。研究樣本取自 LISA
與 SSCI 兩個資料庫，共計 2,416 筆期刊文獻。期望本研究結果能夠提供圖

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未來研究方向之參考，並且提供圖書館未來發展與服務

方向。 

本研究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成長曲線較

接近線性成長。（2）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主要出版國家為美國、英國、

荷蘭、加拿大、德國等國。（3）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出版語言以英文

為多數。（4）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主題分布前三名分別為圖書館與遠距教

育、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5）本研究期刊分布符

合布萊德福定律，求得之核心期刊有七種。（6）美國與英國皆為核心期刊

與高被引期刊的主要出版國家。（7）高被引文獻多分布於前十年且以共同

合著作居多。（8）單一與共同合著作者發展情形，已於近十年開始朝共同

作者發展。（9）第一作者法與平等法經 K-S 檢定仍滿足洛卡定律。（10）
作者服務機構與機構國家皆以美國居首位，也是發表學術研究成果最多的

國家。（11）英國是最具有吸引他國學術研究成果的國家。（12）亞洲地區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研究以臺灣、印度，以及中國表現良好。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發展現之結果，提出以下建議：（1）鑑於促進國

際學術研究交流，建議文獻研究人員，發表時增加長篇英語摘要。（2）
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兩個主題已經開始成為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學術研究焦點，未來兩個主題皆應有更深入且多樣的研究。

（3）我國是亞洲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研究表現第一名，未來可加強此特

色之研究。 

關鍵詞：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數位學習、資訊計量學、布萊德福定律、

洛卡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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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ture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als and the author's productivit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formetrics 
from 1998 to 2017. A total of 2,416 bibliographic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LISA and SSCI databas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distance learning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an also provide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of library.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growth pattern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terature is relatively 
close to linear growth. (2)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Netherlands, 
Canada and Germany are five major countri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ublications. (3) English is the most often used 
language. (4) The top three subjects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re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courses and content,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 (5)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journal 
articles fits Bradford’s Law, and there are seven core journals. (6)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re major publishers of core journals 
and highly cited journals. (7) High citations a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previous decade and are mostly co-authored. (8) The development of single and 
co-authors has begun to grow toward co-authors in the last decade. (9) The first 
author law and the equality law still satisfy Loka's Law by KS-test. (10) United 
States ranks first in author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and it produces 
the most academic research publications. (11) Researchers in other countries 
prefer publishing their work in the journals mostly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12) Taiwan, India, and China perform very well in the study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si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1) In view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long English summary of the publication is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by literature researchers. (2) The two subjects of courses and content,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distanc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two subjects should gain more in-depth and diverse research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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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3) Taiwan ranks first in Asian study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distance performance can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Keywor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istance Education, eLearning, 
Informetrics, Bradford's Law, Loka'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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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圖書資訊學教育歷經百年發展，隨著網際網路與科技技術的蓬勃發展，

傳統教育逐漸發展出嶄新的面貌。Chu（2015）觀察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

2000 年至 2010 年於數位化時代所產生的變化，十年之間，圖書資訊學教

育已經將傳統知識融合新的知識概念，創造出貼近社會發展以及符合專業

需求的課程，如數位圖書館、資訊架構、知識管理、圖書館自動化等。圖

書資訊學教育不僅積極的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從中亦得到顯著的發展。

透過遠距線上課程所進行的學習行為，開啟跨學科與跨國的教育活動，得

以使其活動範圍在空間和時間上獲得擴展，因此，遠距教育可謂為圖書資

訊學教育帶來巨大的教育潛力。 

在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逾百年的歷史中，應用遠距教育最早為 1888
年的美國，為了培育圖書館事業的專業人才，將函授課程融入教學，此後

遠距教育因授課時間與空間彈性自由的特性逐漸在圖書資訊學發芽，世界

各國的圖書資訊學教育開始採用遠距教育。隨著網路科技於 1996 年快速

發展以後，以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同

年發起的「圖書館教育實驗計畫」（Library Education Experimental Program，

簡稱 LEEP），開啟了數位學習應用於圖書資訊學教育課程之先河。透過

LEEP 的課程所獲取的不只是個人知識，更重要的是和同儕之間的合作學

習，以及對專業認知和社區意識的提升（Smith, Lastra, & Robins, 2001）。 

美國與加拿大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至 2017 年已有 60 所圖書

資訊學學校獲得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

認可，這之中有 40 所學校提供線上課程的數位學習碩士班，提供完整線

上學習課程的學校有 34 所，其他 6 所學校主要以線上學習課程為主軸，

部分課程採用面對面授課（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7）。由此可知，

雖然遠距教育仍存在其問題與爭議，但它的影響力在數位化時代的快速發

展之下，仍然逐漸融入於圖書資訊學教育之中，並且影響範疇依然在持續

擴大。 

而所謂的遠距教育，即是指教學者與學習者分隔於兩地，進行非面對

面的教學活動，只要能夠透過任何傳播媒體工具達到資訊傳遞的目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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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遠距教育之範疇。簡言之，遠距教育就是遠距離教育，一種擁有與

傳統教學截然不同的教學型態。 

由於遠距教育的學習過程與模式，有別於傳統面對面的學習，大部分

的課程時間，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或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間，皆相隔一段

距離，因此，遠距教育更加強調個人獨立的學習模式；除了傳統的紙本教

材外，添加更多樣化的媒體技術豐富教學，如簡報檔、影音檔、網路資源

等；教育機構負擔著規劃安排適當的課程環境、學習教材，並支援學習者

使用遠距教育學習可能產生的學習問題（Keegan, 1990）。遠距教育在範圍

上突破過往的教室授課與紙本教材形式的既定思維，拓展教育的意涵與範

圍，是真正能夠實現「學生在哪裡，教育就在哪裡」的教學模式。 

隨著科技日益蓬勃發展，遠距教育應用各個媒體技術，在不同時期產

生獨具特色的教育方式，其發展階段眾說紛紜，Bate（2005）提出使用單

一印刷技術的函授教育、整合印刷與無線電的廣播電視教育、網際網路發

展下的網路教育，為遠距教育三個核心階段。而 Moore 與 Kearsley 於 2012
年提出五個階段，分別為 1880 年代的函授教育、1920 年以後的無線電產

生廣播與電視、1960~1970 年代發展出開放大學、1980 年代以後的通訊技

術與視訊會議、1990 年代以後至今，各大學開始發展網路課程（Web-based 
program）。黃國禎、蘇俊銘與陳年興（2012）則將遠距教育發展時期依據

其教學模式、互動性、教材形式與傳遞媒體四種類別，劃分為函授學習、

空中教學、網路教學三個階段。 

遠距教育是一種教學手段，透過特殊的傳遞工具聯繫相隔兩地的教師

與學生，使得知識的傳播不因時間和地理差異而受到阻礙。這種教學手段

最早出現於十八世紀的函授教育（Correspondence Education），當時利用郵

寄信件的方式傳遞圖文教材，起初的宗旨是希望透過交通方式傳遞學校教

材幫助無法接受正規教育的人。遠距教育的出現使得以教室為範圍的傳統

教學模式不再是教育與學習唯一的選擇，然而，雖然函授教育解決教室面

授學習的問題，但是以郵寄信件傳遞教材的方式，在早期由於交通工具不

如現代便捷快速，因此在傳遞過程所耗費的時間遭遇困境，當學生遇到問

題時，從寄出問題的信件到收到解答的回信所耗費的時間難以估計（黃國

禎等人，2012）。 

直自二十世紀遠距教育的發展因無線廣播科技與電視發明而有了新

的突破。透過無線電波經由空中傳送教學節目，不僅克服因交通所耗費的

時間問題，更傳達函授教育在感官上無法給予的學習過程，透過電台廣播

與電視轉播，能夠滿足學生在視覺與聽覺上的學習，當學生聽到教師的聲

音或是看到教師、黑板的影像，都有助於提高學習上的成效。張霄亭（1997）

DOI:10.6814/THE.NCCU.LIAS.006.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表示無線廣播與電視是一種單向式傳播形式，仍然無法達到面對面教學中

師生即時互動，依舊存在遠距教育之限制。因此，當通訊技術、電腦科技、

網際網路產生，參與者開始嘗試利用它們於遠距教育之中，克服單向傳播

的阻礙，期望實現雙向式互動的遠距教育。 

因此，二十一世紀以後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仰賴於網際網路、全球資

訊網、多媒體等科技發展的與時俱進，以及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科

技產品的使用年齡層在深度與廣度皆大幅提升，知識的分享、擴散、學習

與創造產生飛躍性變化，網路化的線上學習時代就此到來，與過去傳統教

學不同之處在於，重心開始轉向為關注學習者的合作學習。後隨著媒體載

具、教學環境的多樣化，開始著重於學習者之間同步即時的討論與合作學

習，數位學習就此誕生。線上學習與數位學習變逐漸成為遠距教育的核心，

線上學習泛指網際網路的教學應用，數位學習則可以包含各種載體形式的

學習（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講師群，2003；Bates, 2005）。 

與傳統遠距教育相比，數位學習更加重視師生之間的雙向互動，傳遞

媒介種類開始多樣化，故在開設課程之前，架構一個虛擬的數位學習環境

是不可或缺的開課條件，Moore 與 Kearsley（2012）歸納出數位學習應具

備的環境架構，包括知識內容來源、課程設計、傳遞課程內容技術、互動

性、學習環境、管理與行政，認為如此才能構成完整的線上課程。數位學

習即是一種應用電腦、通訊技術、網際網路等進行教學與溝通的行為，能

夠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只要具有行動載具，以及在網路環

境之下，便可以即時地獲得資訊與知識，這正是所謂即刻學習的意義。 

伴隨著個人電腦與網路資訊科技的快速普及，遠距教育各層面上產生

巨大的改變，學校機構以授予學生知識為目的，其教育與學習型態式逐漸

利用網際網路能夠使資訊不受空間與時間影響的特性，使學習者不再被局

限於一個地點或一定時間內學習，教師應用網路與多媒體科技亦展現多樣

化的授課方式，而網路數位化的課程因為具有彈性多元的學習管道，延伸

出行動學習、無所不在學習、大規模開放式課程等新型態學習模式，同時

更引發全球數位學習之熱潮，各國教育機構、各個學科領域紛紛加入其行

列，各國的圖書資訊學領域亦紛紛響應，發展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課程。 

若回顧遠距教育與數位學習發展以來的相關學術研究，多集中在整體

發展趨勢觀察（Lee, Driscoll & Nelson, 2004）、特定學校或特定系所的數位

學程觀察（王梅玲，2013b）、教學法與教學策略（Sharpe, Greg & Richard, 
2016）、數位學習系統（Beatty & Ulasewicz, 2006）、學習成效與課程評鑑

（陳年興、林甘敏，2002），或應用資訊計量研究整體論文與期刊特性

（Maurer & Khan, 2010）等，仍未針對特定學科領域的遠距教育研究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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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進行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整體性探究。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之

學術研究，多為特定數位課程之研究（鄭雍蓁、宋雪芳，2011），尚未應

用資訊計量學觀察其起源與發展，以及未來趨勢預測。2010 年，Herring
所提出之論文〈Research on Librarie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1999-2009〉，開始將資訊計量學研究應用於圖書館服務與

遠距教育，但對於圖書資訊學與遠距教育之間的資訊計量學研究仍有值得

研究的空間。 

綜觀上述所言，本研究欲透過資訊計量學方法，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

教育研究發展趨勢。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於美國 LEEP 推動後開始蓬勃發

展，因此以 1998 年到 2017 年為研究期間，蒐集二十年之間的文獻進行整

體性的分析研究，並觀察、比較、分析其前後十年間的演變與差異。將發

表主題與遠距教育、線上教育、數位學習等相關之文獻進行蒐集、彙整、

統計、分析，所得出結果可視為過去研究成果之總結，並作為未來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研究方向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利用文獻分析與資訊計量學，探討 1998 年至 2017 年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所發表之文獻的基本特性、主題領域分布、學術期刊生產力

與作者生產力，藉以觀察二十年間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發展趨勢。根據

研究背景與動機所提出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 1998~2017 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基本特性，包括文獻數

量與成長及其模式出版國別及出版語言分布。 

二、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1998~2017 年的主題領域與變化。 

三、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核心期刊與其分布、核心期刊特色，

以及高度被引用之期刊與文獻。 

四、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作者生產力、作者服務機構，以及機

構國別。 

DOI:10.6814/THE.NCCU.LIAS.006.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分述如下： 

一、探討 1998~2017 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基本特性，包括文獻數

量與成長及其模式、出版國別及出版語言分布。 

（一）發表文獻總數為何？文獻成長現象為何？ 

（二）文獻出版國家多為哪一國？ 

（三）文獻出版語言多為哪一種？ 

二、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1998~2017 年的主題領域與變化。 

（一）1998~2017 二十年間文獻主題發展趨勢為何？ 

（二）文獻最多分布於哪一種主題類型？ 

三、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核心期刊與其分布、核心期刊特色，

以及高度被引用之期刊與文獻。 

（一）核心期刊分別為何？ 

（二）高度被引用之期刊分別為何？ 

（三）高度被引用之文獻分別為何？ 

四、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作者生產力、作者服務機構，以及機

構國別。 

（一）作者生產力分布情形為何？生產力最高的多產作者是？ 

（二）二十年間單一作者與共同作者發表文獻數量變化為何？ 

（三）作者服務機構和機構國別分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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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遠距教育（Distance Education） 

遠距教育顧名思義就是師生雙方各自在不同場所，利用傳播工具和多

媒體技術達到知識傳遞的活動。自發展以來，許多學者針對其定義進行說

明，美國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簡稱 AECT）針對遠距教育提出四個主要組成要素，分別

是遠距教育概念是以機構為主、教師與學生之間有時空上的距離、互動式

的遠距通訊、課程教材和學習經驗可以更共享（Schlosser & Simonson, 
2006），四個要素若缺少其一就不構成遠距教育。Moore 與 Kearley（1996）
認為遠距教育是一種經過計畫安排的學習，通常教師與學生分隔兩地，因

此必須採用特殊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特殊的電子或其他科技傳播方式，

以及特定的組織行政作業配合，方能達成的一種教育方式。而在眾多定義

中以 Simonson（2003）所提出的最被廣泛接受，他提出遠距教育是一種以

機構為主且正規的教育，學習者來自不同地區，透過互動遠距通訊系統聯

繫教師、學生與課程教材。 

二、網路教學（Web-Based Instruction，簡稱 WBI） 

網路教學是應用網路資訊科技，打破時間與空間造成的隔閡，提供教

師與學生雙向互動的一種遠距教育方式。Khan（1998）定義網路教學是一

種以超媒體為主的教學方案規劃，利用全球資訊網的特性與資源，創造一

個有意義且合適的學習環境，目的是為了促進與支持學習活動。並且透過

建構主義和協作學習環境中實現認知導向教學策略 。洪明洲（1999）認

為網路教學是「藉由網路媒介突破空間、時間限制而實施的教學」。不僅

是提供教學的輔助，網路教學是能夠「完全」取代老師在教室的講授，是

一個能獨立於教室外的教學平台。不同於讓學生「觀賞」教室現場的教學，

只要有網路到的地方，就是學習者的教室。 

三、數位學習（E-Learning） 

數位學習一詞從昔至今，隨著時代的變化衍生出多種說法：遠距學習

（Distance Learning）、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網路學習（Networked 
Learning）、數位化學習（Digital Learning）、電子化學習（Electronic Learning）
等。美國的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定義數位學習為：「係學習

者應用數位媒介學習的過程，這些數位媒介包括網際網路、企業網路、電

腦、衛星廣播、錄音帶、錄影帶、互動電視及光碟等。其應用範圍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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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電腦學習、虛擬教室及數位合作。」 

數位學習是運用資訊科技與媒體來建立的各種學習的模式，讓參與者

能夠很方便地進行教與學，打破同時同地的傳統課堂限制。學習者需要互

動與溝通，在數位學習中，老師與學生是透過各種資訊與網路科技來進行

互動的。簡言之，數位學習是一種透過線上技術來進行學習的一種學習方

式（顏春煌，2010）。 

四、資訊計量學（Informetrics） 

資訊計量學以書目計量學為基石，結合科學計量學與網路計量學。蔡

明月、劉瓊芳（2007）定義資訊計量學為一門應用於圖書資訊學領域的研

究方法，同時也是圖書資訊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資訊計量學主要

是利用量化的統計與分析，描述各個學科領域出版文獻之特性及其發展模

式，藉此檢視各學科的起源與發展，進而對未來的研究趨勢加以預測，這

是資訊計量學在出版文獻、學科評價及學術傳播方面的重要應用。 

五、文獻成長模式（Literature Growth Model） 

文獻成長的情況根據不同學科領域之特性，以及時間範圍的差異，導

致文獻成長沒有固定的模式可依循，藉由文獻成長模式有助於窺探過去、

瞭解現在、預測未來文獻增長或減少的情形。在相關研究中較常見的文獻

成長模式有三種，分別是線性成長（Linear Growth）、指數成長（Exponential 
Growth）和邏輯斯第成長（Logistic Growth）。蔡明月（2003）於其一書中

針對三種成長模型，提出解釋與應用公式： 

線性成長是指文獻累積數目呈現性增加，亦即每年增加的數量相同。

其數學公式為 p(t) = bt + a，其中 p(t) 代表 t 年時的文獻累積數量，t 為時

間變數，b 為文獻的年成長率，a 則代表 t 為 0 時的文獻數量。 

指數成長是指當一個數一定的時間內，常以本數的百分比增加，此表

現呈現指數增長。當累積的總數越大，所增加的也越多，利用倍數時間的

觀念來說明，亦即某數成長一倍所需要的時間。其數學公式為 p(t) = kert，

其中 p(t)代表 t 年時的文獻總量，t 為時間變數，k 則當 t 為 0 時的文獻數

量，r 為成長率，即每年增加量的百分比。 

若說指數成長的曲獻會不斷成長衝破至極限的頂端，邏輯斯第的曲線

則不然，一開始曲線呈指數成長，但並未一直維持同樣的速度，直到中間

點時開始產生變化，成長速度漸趨緩和，而後與從起點到中心點上升的曲

線相對稱，呈現標準的 S 曲線型。其數學公式為 p(t) = A/(1+ae-bt)，其中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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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時間為 t 時的文獻總量，A 為成長的頂點，即最終文獻的總數，a 與 b
均是從文獻數據回歸而得的常數。 

六、布萊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 

布萊德福定律是資訊計量學三大定律之一，用以探討文獻期刊分佈現

象以及分析學科領域核心期刊。一個主題其文獻分散的情況通常與期刊涉

及的主題範圍相關，因此，不同學科主題相關程度的差異可以分出若干區

域。根據某學科各個期刊所含文獻數量的多寡，依照遞減次序排列，可將

期刊分為核心區（即第一區）以及接連的數區，每一區文獻數量大致相等，

則各區期刊種數的比率呈現 1：n：n2…..的關係（蔡明月，2003）。 

七、學術生產力（Scholarly Productivity） 

學術生產力能顯示出研究者在學術上所表現出的能力和工作效果，通

常用其生產的學術文獻之數量來衡量，是作為衡量學術生產能力的一項定

量指標（陳光華，2006）。 

在資訊計量學中有三個著名定律用以研究作者的學術生產力，分別為

洛卡定律、普萊斯平方根定律以及 80/20 定律。洛卡定律透過觀察作者和

文獻生產數量了解作者生產能力；普萊斯平方根定律是為了修訂洛卡定律

所被提出，修正高生產力作者的界定；80/20 定律應用範圍極廣，經常應

用於圖書館館藏量與使用量之間的關係。 

八、洛卡定律（Lotka's Law） 

洛卡定律為資訊計量學三大定律之一，主要透過作者以及文獻發表數

量觀察兩者之間的關係，又稱為倒平方律（Inverse Square Law）。源自於

1926 年 Alfred J. Lotka 所發表的論文，Lotka 提出發表兩篇文獻的作者數約

等於發表一篇文獻作者總數的 1/4，發表三篇文獻的作者數約為發表一篇

文獻作者總數的 1/9，依此類推，發表 n 篇文獻的作者數約為發表一篇文

獻作者數的 1/n2（蔡明月，2003）。洛卡定律基本公式表示為：Y = c
xn
。Y

為發表 x 篇文獻的作者的比率，x 為文獻數量，c 為常數，即發表一篇文獻

作者所占的比率，n 為對數座標圖上的斜率。 

若要求得透過洛卡定律中的 n 值與 c 值，首先利用最小平方法求得 n
值，再將 n 值帶入鮑李孝融（Miranda Pao）教授所發展的公式，求得 c 值。

步驟包括：（1）將作者數量從 1 至 k 篇排序。（2）將相對作者人數依順序

排序。（3）將文獻數量與作者人數換算成自然對數值。（4）計算每項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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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 
 

數量與作者數量之對數成績 ln(X)ln(Y)。（5）計算每項文獻數量對數平方

ln(X)2。（6）計算自然對數平均值(lnX) (lnY)。（7）將各項數值帶入公式（何

光國，1994）。 

n 值公式為：𝑛𝑛 = ∑ 𝑙𝑙𝑙𝑙(𝑋𝑋) 𝑙𝑙𝑙𝑙(𝑌𝑌)−𝐾𝐾(𝑙𝑙𝑙𝑙𝑋𝑋�)(𝑙𝑙𝑙𝑙𝑌𝑌�)
∑𝑙𝑙𝑙𝑙 (𝑋𝑋)2−𝐾𝐾𝑙𝑙𝑙𝑙(𝑋𝑋�)2

   c 值公式為：𝑐𝑐 =  1
∑𝑥𝑥𝑛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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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遠距教育到數位學習 

一、遠距教育發展演變 

遠距教育因應人類學習需求而產生，其最早可追溯於十八世紀的函授

教育（Correspondence Education），採用傳統的郵寄信件進行圖文教材的教

學傳遞，提供教育機會給無法接受正規教育的民眾。1920 年代以後，藉由

無線廣播科技以及電視發明，將傳統面對面的授課以及郵寄信件的函授教

育，轉變為透過無線電波經由空中傳送教學節目，使遠距教育進入至空中

教學的新時代。1990 年代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以及全球的普及化，整

合電腦、電視通訊與網路科技的數位學習，成為現在學習的新趨勢（張霄

亭，1997；黃國禎等人，2012）。以下將說明不同時期的遠距教育發展。 

遠距教育起源於 1800 年代的函授教育，藉由當時的郵政服務促進函

授課程的發展。1833 年，瑞典報紙上刊登了一則「經由郵局的函授作文課

程」的學習廣告。自 1840 年代，Isaac Pitman 在英國利用函授教學方式開

設速記課程，是最早被實行的遠距教育課程。1873 年函授教學跨越大西洋

至美國，由美國教育學家 Anna Eliot Ticknor 在波士頓所創立的「居家自學

促進學會」（Society to Encourage Study at Home），利用郵寄信件傳遞教材

達到學習，師生依靠信函溝通。該學會旨在提倡讓婦女在家接受高等教育，

提供婦女擁有高等教育學習的機會，無論其經濟能力、教育背景、種族、

地理位置等，而在此後世界各國紛紛效仿。1890 年賓州的康利瑞採礦學院

（Colliery Engineer School of Mines）開始招收居家自學學生研讀採礦安全

課程，之後陸續開設其他居家自學課程，並於 1891 年正式成立國際函授

學校（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是美國境內最大的居家自學課

程提供者。其入學率在二十世紀前二十年驚人的增長，從 1900 年到 1920
年課程人數從 225,000 人增加至 200 多萬人（黃國禎等人，2012；Moore & 
Kearsley, 2002；Schlosser & Simonson, 2006；Simonson, Smaldinom & Zvacek, 
2007）。 

自 1920 年代以後，由於通訊科技發展蓬勃使得遠距教育新媒體產生，

在美國至少有 176 個廣播電台建立教育機構，此時開始踏入電子通訊時代。

1919 年時，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幾位教授共同成立

了一個業餘的電台，並於 1922 年向聯邦政府註冊第一個教育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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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紐約高中教師率先使用廣播於教學中。教育性質的電視教學最早於

1934 年開始，由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利用電視教授口

腔衛生、星座認識等課程，至 1938 年底，已對外播放餘四百種教育課程，

同年於洛杉磯的一所高中也開始嘗試使用電視授課，直到 1950 年代，電

視廣播的教學課程才被納入學分，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於 1951 年開始電視廣播課程，成為第一個提供連續系列電視

廣播課程的大學。1960 年代衛星科技開始發展。1969 年，英國成立了英

國開放大學（British Open University），樹立遠距教育的系統模式，目前每

年有 160,000 位以上的學生註冊，是一個跨越全世界的大學系統，兩年之

後提供不同的遠距課程學位、複雜的課程與創新的媒體使用，成為大學遠

距教育的重要里程碑。1970 年代以後，部分美國大學嘗試透過衛星科技傳

送課程，電視成為傳播視訊的管道。到 1980 年代，由於電子革命（Electronics 
Revolution），有線電視、衛星頻道、教育電視定點服務系統（ITFS）等類

似的設置日益增加，使得遠距教育活動大量產生，虛擬的教室情境可藉由

廣播、電視等技術來傳輸聲音與影像，以達到遠端進行面對面教學活動（顏

春煌，2010；黃國禎等人，2012；Moore & Kearsley, 2002；Schlosser & 
Simonson, 2006；Simonson et al., 2007）。 

1980 年代除了電子革命以外，同時也是個人電腦迅速增長的時期，個

人電腦的盛行是促使之後的網際網路應用普及化的重要關鍵。1980 年代後

期 到 1990 年 代 網 際 網 路 的 產 生 ， 出 現 了 以 電 腦 為 主 的 學 習

（Computer-Based Training），互動式的光碟可透過電腦播放，遠距教育漸

漸從單向式轉變為雙向式，並具有即時性和高品質的視聽效果，其後與全

球資訊網結合形成以網路為主的學習（Web-Based Training），產生出數位

學習平台與互動機制，使教與學擁有更多的選擇。美國鳳凰城大學

（University of Phoenix）在 1989 年成為美國首批被認可提供網路學位的高

等教育機構。該校很早便導入線上學習的模式，並且提供正式的學位課程，

在數位學習的領域中投入充分的資源為該校最大的特色。1990 年代中期，

課程管理系統（Course Management Systems）被提出，成為多數非同步遠

距教育教學之標準。1996 年，以加拿大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為首，開始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遠距課程

學分。1999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提出新型態的數位教育模式，開

放式線上課程（Open Course Ware）在全球迅速擴散，全球掀起一股 e 化

風潮（顏春煌，2010；黃國禎等人，2012；Bates, 2005；Simonson et al., 2007）。 

2008 年，David Wiley 在猶他州立大學（Utah State University）推出開

放教育導論課程，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簡稱 MOOCs）一詞出現，開啟遠距教育新時代。MOOCs 是指一個特定的

線上課程，經由網路免費公開給無限量的學習者參與，是一種線上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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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MOOCs 因為擁有線上授課、無需註冊入學、無參與限制、免費且

無學分制、能夠在大規模開放給全球使用者等特性，以及線上學習公司

Coursera、Udactiy、edX 等相繼成立，透過線上平台便可迅速加入一門課

程，因此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全世界矚目的數位學習方式（Gaebel, 2013；Yuan 
& Powell, 2013）。近年來，在現代社會強調隨時隨地都能學習的環境下，

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 M-Learning）與無所不在的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逐漸成為數位學習的新方式（黃國禎等人，2012）。 

我國遠距教育與各國不同，並非從函授教育起源，我國遠距教育發展

最早應可追溯到 1935 年，由教育部與中央廣播電台聯合所製作的教育節

目，開啟我國遠距教育的開端。1960 年由國立教育資料館籌設教育性質的

教育電視廣播實驗電台，直到 1962 年，教育電視廣播實驗電台正式成立

並播送教育節目。1961 年至 1970 年間空中教育進行試辦。我國最早的空

中學校始於 1965 年，由當時的臺北市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廣播實驗學校

開始，以廣播作為教學方式，是一種實驗性質的補習學校。1971 年中華電

視台成立後，擴大辦理空中教學，先後成立空中商業、空中高中及空中高

工等補習學校，由各地區的高商、高中及高工等學校附設辦理，教學方式

採電視、廣播、函授及面授等混合使用，但主要仍以電視教學為主。1973
年至 1977 年開設空中師專課程。1977 年修正《補習教育法》，將補習教育

學程提升至專科程度，開設空中商業、行政兩類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稱為

空中專科學校。1986年空中大學成立，為我國第一所專門的遠距教育機構。

空中大學是我國第一所採用視聽傳播媒體教學的大學，課程教材延續傳統

印刷資料，以廣播教學的錄音帶與低解析度的電視影音輔助，教學方式以

隔空間學為主，仍然屬於零互動的單向式教學。1994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

學位授予法，授予空中大學畢業生學士學位證書（張霄亭，1997；陳蓬桐，

2007；黃國禎等人，2012）。 

1990 年代網際網路產生以後，教育部與幾個主要國立大學於 1990 年

共同創建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簡稱 TANet）。TANet
是一個全國性教學研究網路，目的在支援全國各級學校及研究機構教學研

究活動，並促進資源分享與合作（教育部，2017）。1995 年教育部完成遠

距教學先導系統，建立即時群播、虛擬教室以及課程隨選三種遠距教學實

驗系統，並集結國內在遠距教學有經驗的大學，依各自經驗與特色選擇一

套實驗系統在兩年內進行設置及測試。同年，新竹科學園區實驗網路啟用，

與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以及交通大學合作，帶領我國進入遠距教學新時代。

1996 年，大專院校的遠距教學開放非同步（網路）教學，並依規定採認學

分授予學位（陳蓬桐，2007）。 

我國行政院視 2001 年為「知識經濟推動元年」，正式展開我國「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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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立國」的時代。於 91 年度施政方針中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包括建設

高速資訊通訊網路、建構完善資訊教育基礎及應用環境、加強推動資訊及

網路教育、增進全民資訊應用知能、充實網路學習內涵、善用網路資源改

進教學模式、提升網路教學品質、建立網路學習體系。2006 年，教育部開

始推動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並正式實施大專院校數位學習課程及教材

申請認證機制，在認證作業之下，開放特定領域試辦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確保數位學習學分及學位課程實施品質。同年，教育部依據大學法第

三十條規定發布大學遠距教育實施辦法，依據此法令功過中山大學、中正

大學、淡江大學三校共五個班級，在 95 學年度試辦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此時台灣已為迎接數位學習國家科技時代的來臨作足準備（陳蓬桐，

2007）。 

綜觀全世界遠距教育的發展歷程，其發展階段根據溝通的媒介可分為：

第一階段，以印刷圖文資料進行郵遞的函授教育時期；第二階段，以視聽

科技生動地傳授教學內容的廣播與電視教學時期；第三階段，嶄新的學術

機構型式誕生－開放大學；第四階段，利用電話、衛星、有線和電腦網路

傳送影像與聲音於電話會議課程中，是遠距教育的第一次即時互動；第五

階段，應用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遠距教育開始於虛擬教室、大學進行線

上教學活動的網路遠距教學時期（Moore & Kearsley, 2002, 2012）。 

黃國禎等人（2012）則將遠距教育發展時期依據其教學模式、互動性、

教材內容以及傳送媒介四個構面，劃分為函授學習、空中教學、網路教學

三個階段。函授教育是一種以印刷資料為主要溝通媒介的教育方式，採用

傳統的郵寄信件將課程教材與考試卷傳遞出去。一般私立學校將函授教育

稱為「居家自學」（Home Study），而在大學則稱為「獨立學習」（Independent 
Study）。空中教學的應用建立在傳播媒體之上，透過傳播媒體使遠距教育

更為便利，初期採用收音廣播，後期則使用電視教學，少數應用電傳視訊。

網路教學是於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以及全球的普及性的環境之下產生，

數位化學習整合電腦、電訊傳播以及網路科技之特性，提供個人或團體學

習，擁有多樣化的學習模式。即使遠距教育為學習者帶來福祉，但也因各

自迥異的學習特色而產生學習上的阻礙，函授教育與空中教學因互動性、

時效性，網路教學因時差問題、資訊能力參差不齊、積極與自主性、疏離

感等，各自皆有其不足之處（顏春煌，2010；黃國禎等人，2012；Simonson, 
Smaldinom, & Zvacek, 2007）。因此根據上述學者們的說法，將遠距教育發

展歷程整理，結果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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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遠距教育發展歷程演變 

教學模式 起訖年代 互動 教材內容 
傳送

媒介 
衍生現象 

函授 
．居家自學 
．獨立學習 

1720~1930 單向 圖文 
郵寄

信件 

(1)師生之間相較實體教師授課，

缺乏直接互動 
(2)郵件傳遞時效性受到地點與交

通影響，時效性較差，學生的問

題無法及時得到回饋 
空中教學 1930~1990 單向 影音 

廣播

電視 

網路教學 1990 迄今 雙向 多媒體 
網際

網路 

(1)全球性網路課程具有時差 
(2)學習者是否具備基本資訊能力 
(3)學習者是否具有自主學習能力 
(4)科技衍生出疏離感 

遠距教育自發展以來，經歷多樣化的傳播媒介的變化，因此更貼近各

個傳播媒介的新名詞相繼出現。根據 Moore 與 Kearsley（2012）更新再版

之《Distance education: a systems view of online learning》一書所指，遠距

教育一詞最早是以遠距學習稱之，泛指教師與學生的遠距離教學互動，但

「學習」一詞無法完整包含「教與學」的活動，若採用教育一詞，既能包

含學習者也能涵蓋教師，因此「遠距教育」一詞被廣泛應用於此種教學模

式。隨著網際網提供新的教學方式，數位學習與線上學習開始被廣泛應用，

分散式學習亦為同義名詞之一。根據不同國家，也有各自常用的名稱，以

歐洲來說，則以開放教育、開放學習、開放遠距學習（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廣泛稱之。 

過去傳統的學校教育因為個人經濟能力、教育背景、性別種族、地理

位置等因素無法得到學習機會的情形甚多，為了能夠讓教師與學生不需要

在相同地點授課與學習，遠距教育因應人們的學習需求而誕生。隨著時代

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遠距教育從早期的函授時代到現今的數位網路時代，

歷經郵寄信件、廣播電台、電視、網際網路的變化，展現出不同的面貌，

透過政府與教育機構的支持與推廣，使遠距教育得以有所發展。其發展更

在 1996 年以後，經由網路科技與電腦設備在社會上的普及，致使其教學

模式發生巨大的改變，電子學習、線上學習、數位學習、行動學習等相關

且類似的詞彙相繼出現，發展至今已被廣泛稱為數位學習。 

二、數位學習的意涵與教學環境 

網路科技的發明與其特性，使得線上資源與教育越來越容易取得、開

放，且更具有彈性，新興的教學模式出現推動數位化知識時代的革命，實

現更廣泛更快速的人際溝通與合作，導致知識經濟以全新形式的發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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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了基礎教育的改革、增加了教育機會。因此，二十一世紀以後，對待網

路教育態度發生轉變。數位學習帶來全新的教育方式、學習領域、學習原

則、學習過程和成果，以及教育角色和實體（Harasim, 2000；Bozkurt et al., 
2015）。 

（一）數位學習的意涵 

數位學習（e-Learning）一詞在全球 e 化熱潮之下，於 1999 年由美國

專家 Jay Cross 最先提出，掀起全世界的企業與學校對於數位學習的熱切關

注。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簡稱 ASTD）將數位學習定義為：「電子化學習是學習者應用數位媒介學習

的過程，數位媒介包括網際網路、企業網路、電腦、衛星廣播、錄音帶、

錄影帶、互動式電視及光碟等。應用的範圍包括網路化學習、電腦化學習、

虛擬教室及數位合作」，強調電子化設備學習，著重學習者使用的數位工

具（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講師群，2003）。 

徐敏珠與楊建民（2006，頁 194）詮釋數位學習為「係通過網路或其

他數位化內容進行學習與教學的活動，其充分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所提供之

具有全新溝通機制與豐富資源的學習環境，實現一種全新的學習方式；這

種學習方式將改變傳統教學中教師的作用與師生之間的關係，並從而根本

改變教學結構與教育本質。」 

（二）數位學習的發展 

若要說明數位學習的發展，實際應該要追溯回將電腦融入教學的時期。

最早起源於 1960 年代，當電腦輔助學習（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出現開始，主要為利用電腦提供學習內容，課程內容置放在光碟或磁片之

中，學生透過電腦進行學習。1995 年以後，網際網路出現以後，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開始隨之發展，主要為利用網際網路進行學習，因此

也被稱為網路化學習（Web-Based Learning），此階段重視學習者之間的互

動與團隊合作，期望透過師生或同儕間的互動，提升學習動機進而達到學

習成效。因此學習管理平台顯得更為重要，透過平台的討論室或聊天室，

增加互動性。隨著科技的革新，虛擬教室、數位合作等新議題的出現，電

子化學習（e-Learning）一詞也隨之出現，也稱為數位學習。數位學習強調

學習者之間的同步即時的互動、合作討論的能力，以及個人化的學習輔助

及混合式教學，使用比線上學習更為多樣的工具，包括 PDA、行動電話等

不同的數位化平台與設備進行學習活動。而後，分散式學習（Distributed 
Learning）涵蓋更廣泛的技術與方法，可以與傳統教室教學結合，也能夠

合併昔日的函授遠距教育，或現今的網路線上學習，讓教師、學習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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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分散於各個地方，希冀達成任何時間、場所都能透過分散於各地

的學習資源，即刻進行學習（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講師群，2003；李清福，

2012；Saltzberg & Polysin, 1995）。 

黃國禎等人（2012）進一步根據數位學習技術劃分出發展分水嶺：

1970~1985年間為個人電腦普及時期，應用當時蓬勃發展的人工智慧技術，

希冀電腦如同一位家庭教師，具有足夠的智慧進行教學與判斷；1985~1995
年間，多媒體與超媒體出現，提升抽象概念視覺化的可能性，讓課程教學

材料的製作上有突破性的進展，也使得資訊的傳遞與獲取更為容易，因此

以多媒體技術設計教學，搭配電腦輔助教學的環境開始蓬勃發展；

1995~2005 年間為有線網路階段，網際網路普及導致資訊流動更加快速，

人際互動性亦提高，此階段以網際網路為主要的教學設計環境，強調學習

社群、合作學習，以及活動學習與作業的真實性；2005 年以後進入到無線

網路階段，手持行動載具，如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搭

配無線通訊機制，使得學習情境的應用日益普及。 

（三）數位學習的教學環境 

數位學習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遠距教育方法，利用數位化技術的

特性、資源以及其他形式的學習，能夠隨時隨地向任何人、任何地方提供

學習機會，利用各種數位科技資源以及其他形式的學習資料，因此，在數

位學習中，課程教材與教學活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學習者大多數

時間都是透過課程教材或教學活動進行學習，故教學者若能正確運用教學

策略在指導學生學習內容的方法，俾使教學更具成效（顏春煌，2010；王

梅玲，2013b）。 

若以「網路教室」來說明數位教學的組成要件，就是整合所有多媒體，

藉由網際網路，運用電腦網路所需的軟硬體來建制的教學，由三個核心環

境所構成：（1）網路環境：老師與學生要連結登入網路教室時，傳送數位

訊號的實體線路與環境。教室就在網路上以網域名稱為識別，老師與學生

必須連結上網路教室才能進行互動，而學生藉由瀏覽工具，閱讀或下載教

學網站上的教學內容，這些內容可以是教師、學生或其他單位提供。（2）
教學者環境：網路教室教學者環境乃是儲存、處理、傳送教學相關數位資

料的軟硬體配備，基本上包括了網站主機、供外界存取的網路、網路作業

系統、網站伺服器、網路教學及管理系統、資料庫伺服器等。（3）學習者

環境：學習者的環境是可以連上網際網路進入網路教室的軟硬體配備，包

括存取多媒體教材的必要工具，主要有個人電腦、網路連線、全球資訊網

瀏覽器等，另外像電子郵件收發軟體、特殊的媒體撥放程式或其他的網路

通訊工具等（洪明洲，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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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在具備網路教室的三個核心環境以後，進一步應關注數位學

習執行的真正目的，即如何有效地進行線上的教學活動，達到與傳統教學

相仿的學習成果，因此 Moore 與 Kearsley（2012）歸納數位學習環境應該

要具備的整體架構模式，藉由下述六個構面，才足以規畫一個完整的線上

課程：（1）課程內容知識來源。（2）課程設計。（3）傳遞課程內容技術。

（4）互動性。（5）學習環境。（6）管理與行政。而數位學習因為大量運

用到網際網路的資源，因此要創造一個有意義的數位學習環境，Khan（2005）
認為不僅在基本的教學制度、管理、技術、教學法、介面設計、資源支持、

評估有所兼顧，更要具備網路資訊素養，學習如何使用網路資源，以達到

合乎道德的使用，故有八項因素是環環相扣、互相依存。針對數位學習的

環境，為達到有意義且有效益的目的，綜合上述應具備教學制度、課程內

容設計、網路學習環境、學習成效評估，以及技術管理團隊的支援。 

數位學習透過適當的教學法，能夠使教師正確運用教學策略於學習指

導中，使教學更具成效。數位學習的教學理論種類繁多，在近幾年，以建

構主義學習（Constructivist Learning）、線上協力學習（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與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三個最常受到探討。

建構主義學習主張學習是學習者以自己現有的經驗為基礎，主動建構新知

識的過程。學習者是學習的主角，依據已有的經驗加以詮釋教師提供的教

材，主動地參與各類學習活動，反省思索原有的知識，進而建構新的知識；

線上協力學習為應用網際網路進行教學，強調教師的角色、學生的對談與

合作的學習理論；專題導向學習是以專題計畫為主，學生自我導向、主動、

合作的學習，教師扮演引導者的角色。是一種在真實情境脈絡中激發學生

的好奇心，使其主動學習的教學方法，在過程中學生可以獲得知識、技能

和人格發展（陳志銘，2009；王梅玲，2013b）。 

數位學習與傳統教室學習在整體課程設計雖然相似，但對於課程進行

的模式卻大不相同，Khan（2005）依據機構資源的差異歸納出三種模式，

分別為同步式學習（Synchronous Learning）、非同步學習（Asynchronous 
Learning），以及混成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同步式學習即透過立即

的資訊傳輸，打破空間的限制，使教師與學習者在同時間、不同地點，得

以進行課程的講授以及問題的討論，且系統自動將教學內容轉換影音檔，

能提供學生課後複習，但由於運用科技設備支援教學，故技術人力與教師

引導能力為重要的關鍵；非同步學習使教師與學習者可以在不同樣時間與

地點進行課程的學習以及問題的討論，但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無法即時交流，

降低了人際互動性，且事前的影像製作亦需要花費時程與人力；混成式學

習結合網路與課堂面授教學進行彈性地教學，教師可依據當周課程，選擇

在教學過程中安排實體課堂教學與線上學習活動（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講師

群，2003；張迺貞，2010）。根據上述文獻所述，本研究將數位學習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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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式差異之處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2-2 數位學習傳遞模式優缺點 
學習方式 優點 缺點 

同步式學習 
 突破地理與空間限制 
 師生即時交流與互動有助

於學習 

 時間上無彈性 
 網路硬體設備與技術人員

成本 

非同步學習 
 學生上線學習時間與地點

彈性 
 人際互動性不足 
 數位影音教材製作費時 

混成式學習 
 兼具同步和非同步學習的

特性 
 擁有多樣化的授課方式 

 教學與行政人員之間溝通

與協調工作程序多 

從課程教材從載體形式上來看，印刷式的教科書已經被取代為電子版

的網路教材，顏春煌（2010）針對遠距教育的廣播電視教學與數位學習的

差異提出說明。廣播電視教學教材為教學機構所提供的自學式教科書，學

習者再藉由廣播電視播放教學節目，少部分課程採用面授教學，因此學習

者多以通訊方式與教學機構聯繫，多數資源以彈性與方便取得為主；而數

位學習則以線上教材為主，不一定需要教科書，教學活動完全透過網路進

行，包含同步與非同步課程，學習輔導與支援都以網路進行，所有學習資

源都要能透過網路中取得。 

此外，在數位學習中還有一個最基本條件，即是提供一個連結虛擬與

真實的學習環境，Allen（2002）認為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對於數位學習是必要的工具，虛擬學習環境提供了在網路

這個虛擬空間中進行學習所需的所有功能，包含學習教材與資源、公告版、

討論室、聊天室、線上測驗與評量、記錄與管理系統等。因此，透過網路

架構的虛擬學習環境，作為連結教師、課程教材、學生學習以及管理紀錄

的重要工具，形成數位學習的發展中不可或缺的數位學習系統。 

若依功能分類，主要可分為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LMS），以及學習內容管理系統（Learning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LCMS）。學習管理系統是一般機構導入數位學習時不可或缺

的軟體，涵蓋很多與學習相關的功能，包括學習資源、教學管理、互動平

台等；學習內容管理系統是線上教材管理可運用的工具，而在實務上，兩

者功能可以整合在一起，因此以數位學習系統稱之（顏春煌，2010）。所

提供的課程功能根據不同類型的平台而有差異，除了應具備基本的網路環

境之外，教學者與學習者所處之環境亦是重要構成條件。陳年興（2005）
認為對於學習者而言，應提供開放互動的工具讓學習者之間可以溝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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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解決問題；對於教學者而言，應提供教學者適當的工具以監督、診斷、

解析與歸納學習者的活動，了解上課的學習成效，架設更好的學習環境。

因此，平台上應規劃成多媒體上課區、多媒體線上測驗區、公共討論與公

告區、個人信箱與首頁區、學習資源區、教學管理區六個區塊。蔣龍杰（2004）
亦認為數位學習平台的功能應考慮到學習者的學習方式，除了透過適合的

平台設計引發學習動機之外，利用多媒體的特性配合教材內容，選擇適當

的教材呈現方式也很重要；一般傳統教學行政工作、學生事務、包括註冊、

選課、課程介紹，也需透過平台功能以進行管理；更重要的關鍵是互動溝

通，讓學習者在掌控學習進度同時，也能與同儕進行合作學習。 

最後，透過數位學習雖然可以實現更便捷的學習，但是否能達到學習

或教學目標亦是眾人所關心，因此透過數位學習評鑑（Evaluation）來審視

課程成效，包括教師教學的品質、教材的品質、課程互動的效果、學生的

表現等，透過資料評估找出待改進之處，而評鑑的對象包括開發數位課程

內容者、管理者、學習者；以及藉由課程前、課程中和課程結束後三個階

段的學習評量（Assessment）了解學習者是否真正了解課程教授的內容，

評量的方式包括自我評量、作業、報告、測驗、課程參與等（顏春煌，2010）。 

（四）遠距教育與數位學習相關研究探討 

遠距教育與數位學習發展至今，已經由從早期郵遞的函授教育轉變網

路科技化的數位學習，而其教學課程設計、學習成效與評鑑、學習管理系

統、組織政策等各個層面皆有值得探討之處。以下整理出與數位學習相關

的研究，並彙整該研究所使用或所歸納出來的主題分類與核心期刊，作為

日後研究之參考。 

李清福（2012）針對數位學習領域文獻計量與主題分析，蒐集 2000
至 2009 年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收錄之數位學習領域 SSCI 期刊文獻，進

行數位學習領域主題分析。研究採用廣義數位學習定義之檢索策略，蒐集

共 2,125 篇，針對文獻以自動化內容探勘工具 CATAR 進行全面性計量分

析，再分別以共現字及書目進行主題分析，歸納數位學習領域的研究主題

架構，以 Computer & Education（C&E）專家分類之主題架構（見表 2-3）
作為參照與比對，包含應用、設計與環境、學科領域、教育、評價與測量、

實驗、基礎設施/管理/技術、語言、法律/經濟和倫理、教育學、安全、標

準化、教學與學習。透過研究結果幫助研究者檢視自身領域專長、掌握數

位學習個研究主題面向發展狀況以及作為學者專家選定研究主題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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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數位學習領域主題 C&E 專家知識分析架構 
主題 類別 

Applications 

Authoring tools, Evaluation of impact, Groupware 
tool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Multimedia/Hypermedia applications, Research 
perspectives, Virtual reality, WWW-based course 
site & learning resources 

Design and Environments 
Design principles,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uman factors, Usability/User studies, User 
interface design 

Discipline Are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Language, Science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Instrument design 
Experimentation 無分類別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Technology & Tech 

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 
Design of distance learning systems, 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Methodologies for system 
design, 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 Site 
management considerations, WWW-based 
course-support system 

Languages Jave, Programming 

Legal, Economic and Ethical 
Aspects 

Academic dishonesty,Emerging technologies & 
accessibility, Gender studies and special 
populations, Music of technology, Policy, Security 

Pedagogy 

Constructivism, 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 e-learning,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m-learn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curity 無分類別 
Standardization 無分類別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Implement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structor networking, 
Instructor training and support, New Roles for 
tachers/learners, Strategies 

資料來源：李清福（2012）。數位學習領域文獻計量與主題分析（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頁 45-46）。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臺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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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riscoll 和 Nelson（2006）用使用內容分析法分析遠距教育研究

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透過領域重要期刊選出 1997 至 2002 年間發表的 333
篇文章，並參考諸位學者建構的遠距教育主題分類後，發展出新的分類體

系，主要分為六個主題（見表 2-4）：設計、發展、管理、評估、機構與操

作、理論與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方法探討其核心意義。研究結果的分析共

有六個層面，分別為研究主題、專題研究、研究方法、實驗研究中使用的

統計方法、作者的引用以及被引用的書籍和文章。 

表 2-4 主題分類（Classification of Topics） 
分類 項目 

Design-Related Topics 
Needs Assessment, Course Scheduling, Course Design, 
Instructional Strategy Development, Course Material 
Design, and Visual Design 

Development-Related 
Topic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Building, Online Tools 
Development, and Online Testing System 
Development 

Management-Related 
Topics 

Learning Resource Management, Troubleshooting, 
Attrition Rate, Faculty and Staff Support, Learner 
Support, and Technical Support 

Evaluation-Related Topics 
Program Quality Control, Assessment of Learning 
Outcomes, Benefits and Cost Analysis, Return on 
Investment, Evaluation of Supporting System 

Institutional and 
Operational-Related Topics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Affairs,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ion, Policy, Payment, and Budgeting 

Theory and 
Research-Related topics 

Distance Education Theory Buil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to New Research Method, 
Culture and Gender Issue, Learning Style, History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Copyright Law 

資料來源：“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esearch in distance education: Results of 
a content analysis” by Y. Lee, M. P. Driscoll and D. W. Nelson, 2006,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2(3), 
47-48. 

Zawacki-Richter、Bäcker 和 Vogt（2009）提出遠距教育文獻之分析研

究並描述其發展現況，回顧 2008 至 2008 年在五個著名遠距教育期刊中所

發表的 695 篇文章，並根據 Zawacki-Richter 在 2009 年的研究，以德爾菲

術（Delphi Techinque）所歸納的數位學習的主題分類（見表 2-5），進行研

究分析：宏觀層面（遠距教育系統與理論）、中觀層面（管理，組織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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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微觀層面（遠距教育教學與學習）。研究發現遠距教育研究核 1 心為

教學設計、個人學習、學習者特徵以及教育技術；在合著作者和質化研究

有顯著成長的趨勢；超過 80%的文章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中

國五個國家。 

表 2-5 遠距教育研究領域之分類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Areas in Distance Education） 

Macro level: Distance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ories. 
1. Access, equity, and ethics 
2.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spects 
3. Distance teaching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4. Theories and models  
5. Research methods i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Meso leve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6.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7. Costs and benefits 
8. Educational technology  
9. Innovation and change 
10.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faculty support 
11. Learner support services 
12. Quality assurance 

Micro level: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distance education. 
13. Instructional design 
14.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Learning Communities 
15.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資料來源：“Review of Distance Education Research (2000 to 2008): Analysis of 

Research Areas, Methods, and Authorship Patterns” by O. Zawacki-Richter 
and E. M. Bäcker, 2009,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0(6), 24-25. 

Maurer 與 Khan（2010）以科學計量學和內容分析法，透過發表在 SSCI
五篇期刊，分析數位學習 2003~2008 年的研究發展，共蒐集了 7,759 篇文

獻。運用 Masood 在 2004 年所開發的分類系統，根據研究劃分出 14 個主

要研究主題（見表 2-6），包含教學/教育技術、教學過程變數、教學過程要

素、教學觀點、教學方法、傳遞系統/媒體格式、教學發展、生產變數、學

習成果、學習者變數、學習環境、評估、文化、教師變數，藉以觀察隱藏

在數位學習內部的知識，並透過視覺化工具分析五年來的發展趨勢。研究

結果顯示世界各地的研究增加或減少的變化，以及高生產力的作者、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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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 

表 2-6 主題分類與其概念（Concepts and categories） 
分類 概念 

Instructional/Educational Technology 
ICT, elearn/elearning, innov/innovation, 
technolog/technology, chang/technology 
change 

Instructional Process Variables Inquir/inquiry, feedback 

Instructional Process Elements 
Ontolog/ontology, navig/navigation, 
search, mine/data mining 

Teaching/Learning Perspectives Constructivist 

Instructional Methods 

Patchwork, wiki, robot, Annot/annotation, 
script,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 blog, 
game (appeared two times), scaffold, 
dialogu/ dialogue, map/concept map, 
forum, CSCL, simul/simulation, 
blend/blended learning, self/ 
self-regulation, team, messag/messages, 
synchron/synchronous, knowledge, discuss, 
social, cognit/cognition, 
collabor/collaboration, webquest, 
commun/online communication, task/ task 
solving 

Delivery Systems/Media Formats 

Cellular, podcast, eportfolio/portfolio (two 
times), phone, cyber, devic/device, 
textbook, handheld/handheld device, 
mobil, semant/ semantic web, 
tutor/intelligent tutor, laptop, LM/LMS, 
hypermedia, video, webct, access, 
websit/website, stream/streaming, diagram, 
multimedia, anim/animation, 
distanc/distance learning, materi/material, 
text, internet, softwar/software, web, 
media, cours/course, digit/digital library, 
online, comput/computer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Museum, music, pattern, agent/intelligent 
agent, IM/IMS, metadata, style/learning 
style, scorm, health, graph,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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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nglish, lesson, scenario, speech, 
adapt, busi/ business, trust, laboratory, 
case, lectur/lecture, space/ virtual space, 
visual, network, service/ service 
architecture, exercise, statist/statistics, 
program, imag/image, user, instruct, train, 
resource, field, curriculum, model, manag/ 
manage, contextu/contextual 

Production Variables Object/reusable object 
Learner Outcomes Creative, write, read, skill/thinking skill 

Learner Variables 

Doctor, parent, emot/emotion, nurs/Nurse, 
pupil, mathemat/mathematics, children, 
women, elementary, school, institute, 
learner 

Learning Environment VLE/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virtual 
Evaluation Peer, usabl/usability, test, assess 

Culture 
Culture, language, global, chinese, 
european 

Teacher Variable 
Mentor, preservice (appeared two times), 
belief, profession, faculty, instructor, staff, 
teacher 

資料來源：“Research trends in the field of e-learning from 2003 to 2008” by H. 
Maurer and M. S. Khan, 2010,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Smart Education, 
7(1), 10. 

Hung（2012）蒐集 2000~2008 年間，蒐錄於 SCI 與 SSCI 中與數位學

習相關的文獻，以 ”e-learning” 和 ”elearning” 做為檢索關鍵詞，並限制

資料類型為期刊文章與論文集，最終得到 689 篇文獻。再藉由文字探勘和

集群分析產生主要研究主題，進行主題發展趨勢的觀察。研究結果產生的

第一層次為數位學習的系統與內容設計、教育與培訓，其中教育與培訓包

含醫學教育；數位學習研究的焦點已由初期的有效性問題轉向教學和學習

實踐導向；教育研究和數位學習應用於醫學教育和訓練正逐漸成為未來研

究最具潛力的領域，詳細主題分類見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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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數位學習主題集群分析（Taxonomy of e-learning research）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三 

E-Learning 

Articles 

E-Learning 
System and 
Content Design 

Systems, Models 
and Technologies 

1. Systems and Models 
2. Architecture and 

Standards 
3. Semantic Web 

Technologies 

Content, Design 
and Interactions 

4. Community and 
Interactions 

5. Multimedia 
6. Adaption and Usability 
7. Gaming 
8. Simulation 
9. Support System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ducational Studies 
and Projects 

10. Factors and Case 
Studies 

11.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12. Large E-Learning 
Projects 

 
13. Emerging Technology 

Impacts 
E-Learning 
Applic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4. E-Learn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15. E-Learning in Training 
Markets 

資料來源：“Trends of e-learning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08: Use of text mining and 
bibliometrics” by Hung, Jui-long, 2012,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3(1), 9. 

Bozkurt et al.（2015）探討 2009 至 2013 年期間遠距教育研究領域的

現狀與發展趨勢，有助於探索遠距教育的潛在研究領域和被忽視的領域。

通過對七篇學術期刊進行分析，共審視 861 篇研究論文，應用內容分析法

於研究，利用社會網路分析解釋文章中關鍵詞的相互關係，領域分類模式

根據 Zawacki-Richter 所彙整的數位學習主題分類，再根據分類對文章內容

進行編碼。藉以瞭解研究主題的發展趨勢，歸納出常用關鍵詞彙，以及最

常被引用的遠距教育作者和研究。研究統計結果得到四個核心的研究類別：

教育技術（15%）、學習社區（13%）、學習者特徵（12%）、教學設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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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遠距教育與數位學習領域核心期刊 
作者 

（年代） 
研究題目 核心（研究）期刊 

李清福

（2012） 
數位學習領域文獻計量與主題

分析 

1. Computers & Education 
2.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3.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5.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7.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8. Nurse Education Today 
9. ETR & D-Edu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0. Training & Development 
11. 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 
12.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13. Instructional Science 
14. Electronic Library 
15. Higher Education 
16. Distance Education 
17.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18.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19.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e, 
Driscoll & 

Nelson
（2004）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esearch in Distance Education: 
Results of a Content Analysis 

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3. Distance Education 
4. Open Learning  

Zawacki-
Richter, 

Bäcker & 
Vogt

Review of Distance Education 
Research (2000 to 2008): Analysis 
of Research Areas, Methods, and 
Authorship Patterns 

1. Open Learning 
2. Distance Education 
3.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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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4.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Maurer & 
Khan

（2010） 

Research trends in the field of 
e-learning from 2003 to 2008 

1.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 Computers & Education 
3.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5.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ung
（2012） 

Trends of e-learning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08: Use of text 
mining and bibliometrics 

1.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2. Computers & Education 
3.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5.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zkurt et 
al. 

（2015） 

Trends in Distance Education 
Research: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s 2009-2013 

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 Distance Education 
3. European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 Learning 
4.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5.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6. Open Learning 
7.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表 2-8 所整理的遠距教育與數位學習相關研究，根據其研究所使

用的期刊，或研究所歸納出的核心期刊，彙整出重複兩次與兩次以上的期

刊，共有十種。此外，與本研究相關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期刊中，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與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皆為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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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 Computers & Education 
3. Distance Education 
4.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5.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6.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7.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8.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9. Open Learning 
1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教育環境在網路科技的變革之下，使得教學的時空範圍更具有的自由

與彈性，且能夠打破國家之間的疆界，形成教學的無遠弗屆，發展出異於

傳統教室的數位化教學。數位學習對於學習者而言，工作與學習能夠同時

進行的特質，為其選擇的理由之一，在職者專業進修的機會獲得大幅地提

升，因此，數位學習可以被視為是繼續教育發展的重要推力。對於教學者

而言，竭盡所能幫助學習者獲得知識與專業為其使命，倚靠網路能夠傳播

至全世界，能夠幫助所有想要學習的學習者獲取知識。現今，透過多元化

的教學模式，彷彿為教學環境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對於教育機構而言，數

位學習在發展與推廣的道路之上仍然不能停歇。 

整體而言，數位學習與過去遠距教育最大不同之處在於透過網際網路

與電腦的普及應用，學習內容不再侷限於傳統教科書、學習空間也不在限

制於學校教室；且相較於過去傳統教育，在網路教學中，合作式學習的重

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將網際網路的資源與特性融入學習的教材範圍，雖然

擴展了學習的彈性，並提升繼續教育的機會，但是也因為透過網路進行教

學，學習者的資訊能力、教師授課與引導的能力、課程教材的製作設計、

師生或學生之間的互動、軟硬體設備的問題等，高科技所帶來的阻礙與疏

離感對於教育機構都是不可避免的考驗。 

第二節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一、圖書資訊學教育 

圖書館作為保存與詮釋人類文化的重要機構，一直被視為是一種專業。

其營運包括建築、圖書文獻與館員等，若要成功經營圖書館服務，圖書館

員為關鍵因素，而圖書館學教育是培養專業圖書館員的重要途徑。圖書館

學教育包括正規教育與繼續教育兩種形式，正規教育是指圖書館學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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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則是對在職圖書館工作人員提供教育與訓練。從教育體系來看，

圖書館學教育分為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王梅玲，2007，2013a）。 

圖書資訊學教育為圖書資訊學架構之中的一個學門分類，根據行政院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於 104 年所提出，圖書資訊學學門架構中主

要包含圖書館學、資訊科學、圖書資訊學教育、圖書館組織與管理、資訊

服務與管理、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圖書館事業、圖書文獻學等八個主要

學門。而圖書資訊學教育又可再細分為：圖書館學教育、資訊科學教育、

圖書資訊學整合教育、課程設計、圖書資訊學教育之評鑑、比較圖書資訊

學教育、讀者利用教育、在職教育、視聽教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2017）。 

1996 年以後電腦的普遍和資訊科學的興起，使得圖書館學的範圍逐漸

擴大。1970 年代以後，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的整合成為熱門話題，美國大

學校院中的圖書館系 Library School 紛紛改名為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臺灣則從 1993 年開始，大學校院的圖書館學系開始

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在 2008 年年會上公布

《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首先定義圖書資訊學為因應資訊社會的需求，

以圖書館機構為主體，擴大到資訊與資訊服務為中心任務，而以使用者、

資訊、科技為主軸，研究資訊與知識，並提供其管理、傳播與利用之服務

與技術的一門學科（王梅玲、謝寶煖，2014）。圖書資訊學教育作為一門

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科，其發展隨著科技面臨挑戰與革新，以下將分別陳

述美國、英國以及臺灣的圖書資訊學教育演變過程。 

美國圖書館學教育起源於 1887 年，由一位美國圖書館學家 Melvil 
Dewey 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所設立的圖書館學校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為首，開啟美國圖書館學正規教育之先河，

隨後圖書館學課程在一些大學和圖書館相繼設立，於 1903 年全美共有 10
所圖書館學校、4 所暑期學校以及 3 所圖書館舉辦的講習所，至 2000 年為

止，美國與加拿大各大專院校設立的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學院、所、系、科

共有 191 所。至 1970 年代為止，可謂是圖書館學的黃金時代，隨著由於

資訊科技與資訊科的快速發展，圖書館學校面臨轉型時期，以及受到社會

經濟不景氣影響，政府補助圖書館金額減少，因此於 1978 至 1990 年代有

15 所美國圖書館學會認可的研究所相繼關閉，故圖書館學校的轉型是必然

的結果。1992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理事會新修訂《圖書館與資訊研究碩士

學程認可標準》，將傳統的「圖書館學」改為「圖書館與資訊研究」，此一

步便不但為走入新世代後最重要的改變，亦宣告著圖書資訊學時代的來臨

（王梅玲，2005；吳建中，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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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圖書館學教育是在圖書館學會（Library Association）的直接組

織下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反映了英國專業教育的傳統，圖書館學會於 1885
年在倫敦和諾丁漢舉行了第一次圖書館員專業考試，後逐漸形成了一套嚴

密的資格考核制度，對於英國圖書館學教育影響深遠。而英國第一所正規

圖書館學校於 1919 年由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成立，然而

在當時並未受到圖書館界重視，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逐漸站穩腳步，並於

日後正規圖書館學教育奠定基礎。於 1960 年代起，高等教育改革將圖書

資訊學專業教育設置於大學之中，促使英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隨著資

訊社會的來臨，資訊學教育亦被納入課程（王梅玲，2005；吳建中，1995）。 

臺灣圖書館專業教育源自於 1913 年南京陵大學所開設的圖書館學課

程。自政府遷臺 1945 年光復以後，臺灣圖書館教育發展可劃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 1946~1979 年的圖書館教育萌芽成長時期，1954 年由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Marian Orgain 女士開授一年六個學分的圖書館學，開啟臺灣

圖書館學教育之先聲。在此階段的圖書館教育以大學部為主，以臺灣師範

大學社會教育學系下所設之圖書館學組為首，其後臺灣大學、世新大學、

輔仁大學、淡江大學相繼成立相關科系；第二階段為 1980~1991 年圖書館

教育發展時期，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資訊社會來臨，圖書館事業需要相

關科技以及研究所的人才，於是開始發展研究所培養人才提升專業能力，

形成大學部、碩士班以及博士班的圖書館教育體系；第三階段為 1992 年

迄今圖書館教育轉型時期，此階段社會邁入 21 世紀，資訊科技蓬勃發展，

網際網路成為傳播媒介主流，在這個階段的圖書館學教育相關學校從 5 所

增加到 10 所，由此可發現圖書館學教育的發展活躍。此外，圖書館學校

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蓬勃發展，經歷系所改名，開設數位圖書資訊

學程、短期研習班及在職專班，朝向多元發展。其他尚有圖書資訊學校實

施評鑑，以及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持續進行（王梅玲，2013；
王振鵠、胡歐蘭、鄭恒雄、劉春銀，2014）。 

在圖書資訊學研究方面，早年的圖書館研究包括圖書目錄學、圖書館

學兩大範疇，自 1960 年代末期，由於電腦科技應用於圖書館自動化服務，

擴大了圖書館學研究範疇。自 1980 年代起，圖書業務全面自動化作業後，

電腦資訊、網際網路、數位化等科技應用於圖書館業務，此時的「圖書館

學研究」儼然不足以說明所有的圖書館學術活動成果，故自 1990 年代起，

臺灣各大學紛紛將「圖書館學系」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同時啟用了

「圖書資訊學研究」一詞，包含文獻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三大範疇。

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自發展以來已逾百年歷史，根據《中華民國圖書館年

鑑》彙整出 1873~2011 年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數據，依照我國圖書館學

以及圖書資訊學的發展軌跡，可以將學術研究劃分為七個階段：1873~1911
年播種時期、1912~1927 年萌芽時期、1928~1937 年茁壯時期、1938~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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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晦暗時期、1946~1978 年振興時期、1979~1999 年蓬勃時期、2000 迄今

網路時期（王振鵠等人，2014）。 

根據王振鵠、胡歐蘭、鄭恒雄與劉春銀（2014）所述，由於 1979 年

政府開始推動文化建設，致使我國圖書館學研究有蓬勃的發展，且此階段

開始將資訊科技應用於圖書館經營與管理之中，自動化與網路化融入圖書

館之中，學術研究的主題更廣泛涵蓋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全貌。自 2000
年以後在資訊通訊發達的網路環境中，許多圖書資訊專業人才紛紛投入於

研究與工作，在圖書館服務與學術研究方面皆有豐碩的成果，且越來越多

的圖書資訊學系所研究生投入研究之列、政府的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案亦增

多，此時的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與事業皆已蛻變為無遠弗屆的境地。 

圖書資訊學教育現已發展為具有專業性與學術性質的學科領域，初期

發展以傳統的圖書館學為導向，以培育圖書館事業的專業人才為核心，希

冀提升圖書館服務，之後由於電腦科技逐漸在圖書館各種業務普及，開始

應用許多技術協助館員工作，例如圖書館自動化、編目系統、數位典藏等，

因此圖書館學破除傳統的框架，將資訊科學納入其名稱中，逐漸擴大圖書

館學範圍與應用層面。發展至今，圖書資訊學仍隨著不斷更新的科技技術，

持續地拓展其學科知識樹。 

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與數位學習 

由於資訊科技為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所帶來的許多變革，引發圖書館員

與資訊人員常有繼續教育與進修的需要，於是促成遠距教育在圖書資訊學

發展。至今已有一百年的歷史，其間歷經函授課程時代、推廣教學時代、

電視廣播遠距教學時代、以及電腦與網路教學時代（王梅玲，2003）。 

世界各國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發展歷程，根據薛理桂（1993）比

較研究各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育的遠距教育實施情況所述，以發展年代

先後來看，最早可追溯美國1888年的阿爾巴尼學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為專門圖書館與小型圖書館服務發展函授（通信）課程；

1956 年中國北京大學與武漢大學將圖書館學系由三年制專科改為四年制

本科，並相繼招收大量的函授學生；澳洲里維埃拉-墨累河高等教育學院

（Riverina-Murray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於 1975 年開始提供以遠距

教育為授課方法的圖書館課程；英國 1985 年由威爾斯大學圖書館學院（The 
College of Librarianship Wales）成立圖書館研究所的遠距教育課程；印度

與巴基斯坦亦於 1985 年開始於大學部與研究所採用遠距教育；而臺灣在

圖書資訊遠距教育的發展相較於各國起步較晚，最早運用到遠距教育的模

式為 1991 年國立空中大學期以廣播與電視所開設的圖書資料運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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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在各國實施多年以後，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傳

統遠距教育的教學模式逐漸受到影響而發生轉變，透過王梅玲（2003）所

整理的美國圖書資訊學網路學習起始年以及其教育機構，發現起始年代為

1982 年至 2000 年間，最早提供網路教學為 1982 年的卓克索大學（Drexel 
University），而多數的大學是於 1996 年以後開始發展網路教學，據此歸納

美國圖書資訊學校網路教學發展時間是自 1996 年開始。1990 年代中期正

逢課程管理系統被提出並成為遠距教育教學標準之時期，美國作為率先發

展遠距教育的國家，再次帶領著全球圖書資訊學邁向嶄新的領域。 

由於受到個人電腦、通訊技術與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影響，美國自

1996 年之後，圖書資訊學教育機構應用網路技術進展神速，在眾多圖書資

訊學教育機構之中，以美國伊利諾大學的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所最積極

發展網路教學，伊利諾大學於 1996 年起實施「圖書館教育實驗計畫

（LEEP）」，是一種透過網路教學獲得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的方法。 

LEEP 計畫作為一種創新教育，被視為線上課程學程成功之代表，尤

其對於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影響極為深遠。LEEP 計畫有鑑於網路教學

無法提供教師與學生如同在課室面對面般的良好溝通與互動，因此發展出

多種教學法以彌補網路教學的不足，包括要求部分課程面授、同步網路教

學、非同步教學、混合式以及新生研習營等方法，同步網路課程通常為每

週一次，每學期的實體課程約 2 到 5 次，而在課程開始前舉辦 10 天的新

生研習營，讓師生相互接觸認識，建立起師生與同儕之間的關係，透過各

種教學方法的搭配應用，希望維持線上課程良好的教學品質。將遠距課程

與學習教材，透過網際網路與通訊科技傳遞給學習者，在線上空間進行同

步、非同步課程、公佈欄、作業、測驗、課程教材等一系列學習活動。此

種創新的教育模式獲得許多在職者的青睞，自 1996 年開辦以來，從 1997
年到 2003 年，共有 320 名畢業生，分別來自全美 46 州，全球 14 個國家。

整體來說，在課程管理上致力於提供師生之間的專業知識方面或生活方面

的交流、授課內容須與在校碩士生一致、給予充足的圖書館資源輔助學習

等。發展至今已招收多名美國各州與國外學生修習課程並獲取學位（王梅

玲，2003； Smith et al., 2001；Haythornthwaite & Kazmer, 2004）。 

以卓克索大學與伊利諾大學與為首，為圖書資訊學教育遠距課程提供

了成功的經驗，並發掘出於教學上的巨大潛力，刺激全球圖書資訊學學校

開始發展遠距課程。2017 年，美國、加拿大有 60 所圖書資訊學學校獲得

美國圖書館學會認可，其中 40 所學校提供線上課程的數位學習碩士班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7）。但隨著遠距教育在圖書資訊學逐漸

獲得重視，亦引發許多正反兩極的討論，Chu（2017）認為遠距教育在圖

書資訊學的發展，已經形成一種雙面刃，規模較大的圖書資訊學學校更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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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供遠距教育。而規模較小的學校即使尚未具備足夠的條件，也傾向於

開辦遠距教育來對抗規模較大的學校。Haythornthwaite & Kazmer（2004）
根據 LEEP 計畫觀察，表示線上教育的模式仍然備受質疑，包括教學者與

學習者互動效果差、無法提供像校園般的環境、與一般畢業生相比，雇主

對於遠距教育學習者的滿意度與評價不佳、教育機構無法瞭解遠距課程是

否為學習者帶來如同傳統教學般的啟發。 

在臺灣以 1991 年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所開設的「圖書資料運用」

遠距學習課程為首，開啟遠距教育應用於臺灣圖書資訊學之先河，並為日

後課程發展奠定基礎（王梅玲，2008）。1996 年，國立交通大學開始便推

動數位圖書館計畫，並成立「數位圖書資訊學程」，成立宗旨是以數位技

術為導向結合傳統圖書館學與先進科技，培育具備獨立研發相關系統的數

位圖書資訊人才，期能提升我國製作以及管理數位化資訊內容的能力；以

數位技術為導向，培育人才，使其具備「強化圖書館之自動化與服務」的

能力。（交通大學圖書館，2017）。而圖書資訊學系真正發展數位學習，最

早是於 1999 年，臺灣大學謝寶煖教授的通識課程「資訊與網路資訊利用」，

採用網路非同步教學方式進行（王梅玲，2008）。到了 2000 年，國家圖書

館逐步規劃非同步遠距教學計畫，提供自我學習的管道，期望全國民眾皆

能透過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http://cu.ncl.edu.tw），自由上網進行免費的遠

距學習（鄭寶梅，2003）。 

在圖書資訊學的高等教育機構中，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2006 年開設數位教學設計師課程（王梅玲，2008），政治大學與淡江大學

則相繼成立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專班，冀望透過遠距授課的模式為在

職的圖書館員及相關領域服務人士提供一個繼續進修學習的管道，進而提

升領域專業知識，並培養數位資訊時代應具有的資訊能力，將所學知識與

專業實務應用於工作環境之中。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為因應中南部公共圖書館人員與

中小學教師的要求，於 2007 年起，抱持著實驗行動的精神，開始配合教

育部數位學習認證規範，規劃與發展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專班與課程，

後於 2009 年通過教育部認證，同年 9 月開使進行招生，此為臺灣圖書資

訊學教育首次引進數位學習，為數位課程開啟行動研究之開端（王梅玲、

陳巧倫，2009）。其教育目標包括：（1）培養中小學資訊素養教育師資與

圖書館管理領導人才，以期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兼顧。

（2）提供學校教師進修機會，以提升素質及服務品質，進而改善其學校

教育發展之效能。（3）提供圖書館工作人員進修機會，以提升專業及服務

品質，進而改善圖書館資訊服務效能。（4）透過數位學習系統化課程教學，

應用數位學習科技於教學與服務，以培育數位學習教學與設計人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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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2016）。 

課程規劃採循序漸進的方式，第一學年先教授圖書資訊學基礎理論課

程，讓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學意涵、圖書館專業、圖書館的價值以及教育與

文化角色基本的概念；進而探討資訊的徵集、轉換、儲存、檢索、應用、

創作與傳播。第二學年教授與數位學習教學、圖書館管理、數位圖書館、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進階課程。課程涵蓋三元素：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

教學、閱讀與資訊素養，與六領域：資訊館藏與組織、圖書館服務與管理、

數位學習科技應用、數位學習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閱讀與教學（政治

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2016）。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專班的發展，不僅早於其他圖書資

訊學系所，其課程的安排與規劃皆有其意涵與著重之處，例如 18 周的課

程中，安排 4 次的實體面授課程，藉以增進師生與同儕之間的交流互動，

並讓學習者親身走訪臺灣具有代表性或有其特色的圖書館，如國立臺灣圖

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或參與圖書館界的重要活動，如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舉辦的圖書館年會，唯有透過實際的體驗與接觸，方能使其

對於圖書館領域有更深刻的體悟與認識。 

圖書資訊學教育開始採用數位學習的教學方式，除了受到科技發展的

大範圍因素，以及整個教學環境的多元化發展影響之外，Kumbhar（2009）
認為其原因可能包含：（1）資訊技術應用於圖書館活動的情況日益增多，

然而多數館員工作多年，對於制式的運作流程已習慣，無法將圖書館服務

與資訊技術進行適當且靈活的應用，因此圖書館有必要進行館員的再教育。

（2）數位學習提供一套有助於專業知識提升的模組化課程，並提供學習

者十分彈性的學習方式。（3）圖書館領導者與讀者都期望館員能具備專業

的資訊技術，並認為館員應具備提供快速且準確的服務技能。（4）圖書館

員必須不斷進修，以培養自身技能並提升專業能力。（5）多數圖書資訊學

教育僅傳授圖書學相關專業知識，缺乏某些專業知識的培養，如醫學圖書

館、學科圖書館，若能善加利用數位學習，可以提供某些專門圖書館的館

員相關專業的學習機會。（6）塑造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專業形象。（7）將平

常課程時間內無法教授的科目，透過數位學習進行教授。（8）學習趨勢與

學習者的結構改變。（9）數位學習通過網際網路提供數位教材，使得教與

學都具備極大的彈性。 

發展數位學習即是對傳統制式教育進行扭轉改革，數位學習的教學模

式、課程設計、學習環境皆使教育機構迎接新的挑戰，所有即將要進行數

位學習的教育機構都必須掌握其優點並有效利用，了解其缺點進而預防與

改善。Sche（2012）研究南康乃狄克州立大學圖書館學碩士的數位學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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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析其數位學習課程計畫成功的八個因素：（1）教師對於數位學習課

程具有興趣。（2）數位學習課程對於教師與學習者皆有益處，例如通勤時

間。此外，課程學分可以轉移至其他圖書館學院。（3）領導與管理者提供

對於教師與學習者更為便利的數位學習系統，促進數位學習課程的發展，

且提升學習者的興趣。此外，技術管理團隊全面支援數位學習課程。（4）
數位學習系統具備完善的功能，可以創建線上課程或是輔助現有課程，不

論線上或實體課程皆可應用。（5）教師與圖書資訊學系所對於數位學習課

程保有熱情並努力不懈。（6）Banner Web 支援線上教學，如學習者可利用

Banner Web 註冊課程、查看成績；亦可協助教師管理課程和學習者學習。

（7）提供教師工作坊，進行技術方面的指導。（8）數位學習系統必須具

備學習者使用教程，幫助學習者快速學習如何操作，並對課程教學有初步

了解。 

在 2008 年以後，全球出現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OOCs），為遠距教

育帶來新的里程碑，使得學習不再局限於相同的語言、國家、或專業領域，

此種完全打破國家之間界線的學習模式，對於學習者而言，毫無疑問是一

大福祉；對於教學者而言，「從講台上的聖人，轉為學生身邊的引導者（from 
sage on the stage to guide on the side）」，角色意義的轉變是必然的結果（King, 
1993）。許多專家和大眾媒體認為，大量開放式線上課程可以改變二十一

世紀的教育，為全球開放線上學習提供更多的機會，於是一些圖書資訊學

院開始探索以 MOOCs 作為促進終身學習和職業發展的手段 

MOOCs 具有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四個特點。「大規模」意即無

論人數為數百人或數千人，學習者名額皆不具有限制；「開放」使用 Open
一詞意味著 MOOCs 課程是免費取得的，對於課程的取用不受限制。此外，

註冊入學沒有特定要求，對任何學歷、教育背景、年齡和地區的學習者開

放；「線上」指課程教受完全經由線上實現，沒有面對面的接觸機會。通

過網路科技，學習者可以輕鬆地交流溝通，在學習時同時也能取得網路資

源；在「課程」方面具有傳統課程的特點，根據既定的課程內容，在特定

時間段內開班授課。與傳統課程一樣，MOOCs 通常還包含課程評量（Porter, 
2015）。 

2013 年由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圖書館與資訊

科學學院提供了第一個大型開放線上課程「超鏈接圖書館」（Hyperlinked 
Library，簡稱 HL），目的是為在圖書館相關環境中工作的館員、學生提供

學習專業的機會，課程內容由教師合作建置，還有來自圖書資訊學、博物

館和資訊架構的相關專家學者演講。一個學期十二週共十個模組，如果學

生佈置的五個作業中完成三個，並加入部落格和參加虛擬研討會，便可以

獲得證書（Stephens & Jo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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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研究 

2001 年，Marcella 與 Baxter 發表論文〈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tudies 
on a Virtual Campus〉，針對英國羅伯特戈登大學（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於 2000 年開辦的圖書資訊學線上碩士課程，探討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感

受與問題，結果揭示了因線上課程具有任一時間與地點的特點，能夠吸引

在職者進修專業，或作為拓展新專業的突破口；但學習者對於課程教材與

傳播媒體評價較為負面，特別是在互動性與孤獨感，對於遠距線上課程仍

是不可避免的問題。 

2002 年，Small 與 Paling 發表的論文〈The Evolution of a Distance 
Learning Program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 Follow-up Study〉，提

到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與 1993 年，首次應用網際網路提

供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碩士課程，師生之間的交流主要透過資料庫、公開

論壇，與討論室三種不同形式進行，後運用 WebCT 架構出更完整的數位

學習環境。其研究針對一般的在校學習者與遠距學習者進行比較分析，結

果發現遠距學習者能感受到網路科技帶來的開闊性，以及有感於教師和同

學之間互動的提升，但一般的學習者，普遍對於線上交繳作業具有牴觸，

且對於選修遠距課程，甚至有被逼迫而修課之負面情感。 

2004 年，Frey、Alman、Barron 與 Steffens 發表論文〈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the Online MLI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提到匹茲堡大

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在 2001 年 5 月所推出的線上課程「FastTrack」，
為期兩年的學程，研習 36 學分後，便可獲得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第一

屆共有 36 為研究生入學，平均年齡為 39 歲，超過半數為女性學習者，雖

然非本科生居多，但多數都具有圖書館工作經驗。此篇研究針對學習者的

滿意度進行調查，研究歸納出五個主題：（1）數位學程規劃，課程具有便

利性與靈活性。（2）數位課程內容，學習者肯定課程內容具有質量，但期

盼減少作業量、教學者電子郵件一致、明確的評分標準等。（3）溝通與互

動上，建議給予明確的主題，並指定時間進行小型討論，少數學習者希望

教學者能參與討論。（4）肯定實體課程的安排，如迎新、參訪、研討會、

演講等，少部分學習者要求增加專業技術培訓或獨立學習時間。（5）在技

術操作方面，學習者認為 Blackboard 課程管理系統易於學習和使用，但建

議提供技術支援的討論版，或製作問題與回答的清單，以及教學者盡量採

用相同的課程模式。 

2011 年，于第發表論文〈運用教育部「圖書資訊應用」通識課程數位

學習教材於非同步遠距課程教學設計與教學成效之研究〉，分析與探討遠

距課程的教學設計、實施方法、教學成效，以及在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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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挑戰。教學成效之分析，無論是教育部的數位學習教材，或是非同步

遠距與面授的混合學習方式，學習者接受度皆達八成左右，而課程進行方

式，以一半遠距一半面授的接受度較廣，似乎仍傾向面對面教學。整個遠

距課程難處在於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與問題，雖然有學習反思與問卷設計

與參與線上討論，但仍然很難讓每位學習者定期上線參與討論。 

2014 年，Pujara 與 Bansodeb 發表論文〈MOOCs and LIS education: A 
massive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認為 MOOCs 能為圖書館人員獲得提升

專業技能的機會，彌補與改善圖書資訊學學校教學上的缺陷或不足，尤其

是對於不同圖書館業務專業的教育與培訓上，如政府機關議會圖書館、研

究機構圖書館、醫院圖書館、宗教團體圖書館等具專門主題的圖書館，一

般圖書資訊學教育課程，難以在學期既定的時間內，進行深入且完整的實

踐與訓練，因此 MOOCs 對於提高圖書資訊學教育培訓質量有著舉足輕重

的作用。 

2016 年，Wang（2016）發表的論文〈Quality Elements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for e-Learning Program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主要

在探討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課程的品質要素與創新教育，以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專班課程進行案例研究。數位專班課程因通過教育部

的數位學習認證系統的認證，故認定為具有高質量的數位學習課程。研究

表明課程應具備七個質量要素：（1）明確且一致的任務與目標。（2）與機

構的使命與目的相符的線上課程。（3）具備良好的學習管理系統。（4）使

學習者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並且滿足學習者需求。（5）教學者提供課

程並實現課程目標。（6）創新教學促進學習。（7）品質認證系統，提供高

品質線上課程，藉以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 

隨著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致使傳統圖書館的服務與管理

受到衝擊，圖書館員在相關的專業技能提升可謂迫在眉睫，同時，校園中

的圖書教師亦逐漸得到重視。而網路的多元授課模式以及不侷限於一個時

間或同一地點的特質，使得學習者的範圍擴散至全球各地，無國界的教育

時代來臨，更讓許多圖書館員、資訊機構業者以及相關服務領域的在職者，

藉由數位學習在不影響其工作同時仍可享有學習的權利，可謂大大地提升

在職者繼續教育的可能性，而透過數位學習取得碩士學位，進一步加強專

業技能已成為現代學習的趨勢。經由 ALA 所認證的數位學習碩士班以及

數位學習課程，可以觀察到美國圖書資訊學對於數位學習的重視與穩定的

發展，而在台灣不論是圖書資訊學或是其他領域，面對數位學習的重視與

發展都仍有一段進步成長的空間需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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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計量學相關研究 

一、資訊計量學 

資訊計量學一詞來自德文 informetrie，由 Nacke 於 1979 年提出，其意

義為以數學的方法應用到資訊現象的測量，並且建議將科學計量學作為資

訊計量學的附屬領域。而實際上，資訊計量學本身即涵蓋書目計量學、科

學計量學及其他計量學，具有兼容並蓄其他學科的特質，因此，計量學相

關研究發展至今，普遍開始採用資訊計量學涵蓋各種計量學名詞（轉引自

蔡明月，2003；蔡明月、劉瓊芳，2007）。 

根據 Morales（1985）的分析，資訊計量學的應用範圍包括文獻的量

化成長、資訊的分布與退化、資訊產物與服務的效率、資訊系統和資訊建

設的效率、各種文獻作為科學傳播工具的角色、資訊的適當與相關研究、

以不同的參數排列期刊與連續性作品、在科學傳播中非正式溝通的角色、

期刊間主題內容的重複性、科學家的飲用習慣以及引用文獻分析、以參考

書目為基礎決定學科間及學科本身內的關係（轉引自蔡明月，2003）。 

Egghe 與 Rousseau 於 1990 提出資訊計量學與測量、數學理論、資訊

儲存與檢索等相關，是一種數學化的資訊轉換，並強調資訊計量學可應用

於圖書學管理、科學社會學、資訊檢索等領域（轉引自蔡明月，2003）。
而蔡明月與劉瓊芳（2007）亦認為資訊計量學是一門能夠應用於圖書資訊

學領域的研究方法，利用量化的統計與分析，描述各學科領域出版文獻的

特性及其發展模式，藉以檢視分析各學科的起源與發展，進而對未來的研

究趨勢加以預測，因此資訊計量學可謂是在出版文獻、學科評價以及學術

傳播方面的重要應用。 

由於網路科技發展的成果，使得電子化全文資料大量增加，取得資料

的環境與方式亦產生改變。資訊計量學可以用來分析大量的文獻集合，可

以直接利用電腦量測、統計並分析全文，跳脫過往只能分析一小段文句的

局面，躍升至以全文為分析範疇的境地。豐富有效的電腦統計軟體與繪圖

程式，使得資訊計量學能發展更適用的動態化模式，資訊計量學定律的應

用與解讀因而更為有力（蔡明月，2003）。 

二、資訊計量學研究應用 

Patra、Bhattacharya 和 Verma 於 2006 年，以書目計量學為研究對象進

行研究，蒐集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LISA）資料庫的

文獻，使用的檢索詞彙與策略為「Bibliometrics OR Scientometric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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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ometrics」，蒐集 1969~2005 年 9 月以前的資料，共 3,781 篇文獻，主

要分析文獻發展模式、核心期刊、作者分布。研究結果發現：（1）文獻產

量最高峰出現於 1999 年，共有 208 篇文獻被發表。（2）和其他學科相同，

在一個主題興起時，文獻成長呈指數成長（1970 年代與 1990 年代），之後

便開始下降。1970 年代，因書目計量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出現；而 1990
年代，則是電腦與網路技術出現之時。但文獻整體發展並沒有明確的成長

模式。（2）出版語言以英文為首（82.25%），主要是由於英語為多數國家

官方語言，且會議論文集只以英文出版。（3）期刊分布符合布萊德福定律，

核心期刊為《Scientometrics》（41.54％）。（4）約有 4,000 名作者發表 3,781
篇文章，每篇作者 0.94 篇，代表單一作者是普遍的。（5）作者生產力根據

洛卡定律，發表一篇文章的作者數應為 4,000 x 0.6079 = 2,432，而實際為

3,106（77.65%），c 值與洛卡定律的 60%不相符，此外，研究亦不符合 K-S
檢定。 

蔡明月與方碧玲在 2006 年發表資訊素養文獻的書目計量研究，探討

資訊素養文獻的資料類型、出版國家、使用語言、成長情況與第一作者的

生產力，同時以期刊文獻為範圍，利用布萊德福定律界定核心期刊，並分

析其特性與品質。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主要資料類型為期刊論文，以

美國、英國為主要出版國家，且文獻多數以英文發表。（2）90 年代中期開

始呈現持續且穩定的成長。（3）期刊文獻分佈大致符合布萊德福定律及布

萊德福-齊夫定律。（4）核心區期刊的品質較佳。（5）核心期刊以季刊為主，

文獻出版數量多寡與期刊發行時間長短並無絕對關係。（6）核心期刊以研

究性質為主，是大學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關注的重心，且與參考服務關係

較密切。（7）發表一篇文獻之作者居多，生產力與其資訊素養主題的研究

生涯長短無關。（8）高生產力作者以女性居多，職業以教師為主，且以資

訊素養、圖書館（讀者）利用指導及資訊科技為其主要研究領域。 

蔡明月與劉瓊芳於 2007 年針對資訊計量學在 1992~2005 年的研究及

其演變發表一篇文章，以 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 作為

檢索語，在 LISA 以文獻敘述詞、題名及摘要，ERIC 以文獻關鍵字、題名

及摘要做聯集檢索，將兩個資料庫的文獻去除重複後，共 1,982 篇文獻。

針對文獻基本特性、期刊文獻分佈、研究主題分佈以及作者生產力進行分

析研究：（1）文獻基本特性：根據每年文獻成長數量，每年出版文獻數大

約相等，趨於一種線性成長；期刊占總資料量的 99%；出版國家以刊登文

獻數量計算，重要出版國為匈牙利，歸功於期刊《Scientometrics》出版國

為匈牙利，資訊計量學文獻大多集中於此期刊，若以地理位置劃分則以歐

洲最為活躍；作者所屬國家部分，確定將分屬兩個國家作者都分別計算一

次後，所得結果以美國為大宗；出版語言則以英語占多數。（2）期刊文獻

分佈：以布萊德福定律驗證，雖然第一次分區 1:171 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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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找出核心期刊，而第二次將 B 區加以區分，期刊總數比為 5 : 17 : 149，
約可等於 5 : 25 : 125，亦即 1 : 5 : 52，與布萊德福定律數值符合，並且透過

次要期刊中在找到主要的期刊。（3）研究主題分佈：以 LISA 的敘述詞作

為文獻內容主題的分類依據，計算累積總數後得到結果。（4）作者生產力：

分析了解領域的重要作者與學術生產力情況，視每位合著者同等重要，因

此分別各計入一次，整體而言發表文獻數與作者人數呈反比，前十位重要

作者中，以比利時與匈牙利生產力最高。 

廖婉如於 2009 年利用書目計量學方法，分析我國 1998~2007 年近十

年來數位學習期刊論文之特性及其引用文獻情況，藉以探討數位學習領域

之發展情形。研究樣本取自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共計 334 篇相

關期刊論文，6,214 筆參考書目。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主要研究主題

為數位學習應用。（2）高生產力之期刊前三名依序為教學科技與媒體、資

訊與教育、視聽教育雙月刊。（3）發表期刊論文最多之作者為徐新逸、最

常被引用的中文作者為徐新逸，英文作者為 Moore, M. G.。（4）最常被引

用之中文期刊為資訊與教育，最常被引用之英文期刊為 Educational 
Technology。（5）最常被使用之中文關鍵字為網路教學（網路學習），最常

被使用之英文關鍵字為 Elearning。（6）近十年來數位學習刊載文章之主題

趨勢由電腦輔助教學轉變為以網際網路為主的網路教學/學習為主，數位學

習應用為最多文章數量之主題。 

Herring 於 2010 年發表一篇研究，蒐集 1999 年至 2009 年間圖書館服

務與遠距教育共 472 篇的相關文獻，分析引用文獻、文章內容、摘要與索

引以瞭解發展的趨勢，並分析領域重要期刊。蒐集 ERIC、LIST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ection、Academic Search Premier、Expanded 
Academic ASAP、Education Journals 六個資料庫的文獻，限定檢索欄位為

主題，檢索詞彙採用「Distance Education」和「Distance Learning」，與圖

書館「library OR libraries」做交集。研究結果發現：（1）技術面向的文章

從 1.7%上升到 14.5%，遠距教育圖書館服務的影響、問題、作用的文章，

從 8.3%下降為 0%，整體相關主題的文獻從 1999 年 11.7%到 2004 年下降

為 2.2%，但在 2008 年上升到 8.1%，顯示出文獻成長變化頻率極大，沒有

一定的成長模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發現研究方法從 1999 年的個案

分析和描述性研究，到 2009 年開始出現文獻分析、內容分析、歷史法、

問卷調查、實驗法等，混合研究大量增加，進一步揭示了遠距教育圖書館

服務研究越來越多樣化且複雜。（2）472 篇文章來自 123 種期刊，其中以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所占的 128 篇文章最多，其後發表超過 10
篇以上的期刊依序為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31 篇）、Library Journal（18 篇）、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13 篇）、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13 篇）、Electronic 

DOI:10.6814/THE.NCCU.LIAS.006.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2 
 

Library（12 篇）、Computers in Libraries（11 篇）、Distance Education Report
（10 篇）。 

林君諭於 2011 年提出我國 2001~2010 年數位學習博碩士論文之書目

計量分析，使用數位學習、數位教學、線上學習、線上教學、遠距學習、

遠距教學、網路學習、網路教學、電腦輔助學習、電腦輔助教學、行動學

習共 11 個關鍵字，於國家圖書館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進行交

替檢索，所得之結果共計 747 篇，及其引用文獻共 58,829 筆。研究結果為：

（1）十年間與數位學習相關之博碩士論文總量為 2,071 篇，平均每年為

207 篇，其中博士論文共有 52 篇，碩士論文共有 2,019 篇，平均頁數博士

論文為 166 頁；碩士論文為 128 頁。（2）博碩士論文數量最多者為淡江大

學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指導最多篇碩士論文的教授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的溫嘉榮教授。（3）引用文獻數量以 51 至 100 篇為最

多，引用文獻類型以期刊文章最多，被引用次數最多之期刊為「資訊與教

育」，西文期刊被引用次數最多之期刊為「Educational Technology」，被引

用作者最多次則為陳年興教授。（4）主要研究方式以量化研究居多，在量

化研究中又以問卷調查法為最多數，較多論文關注於數位學習系統設計、

教材設計及學生之學習方式、學習成效，較少針對數位學習教師及教學互

動進行研究與討論。 

林偉翔與林雯瑤於 2012 年，探討 2004~2010 年間《北市醫學雜誌》

所刊載的 639 篇文章之文章特質與主題，並進一步分析作者合著狀況及高

生產力作者，以及引用文獻特性。研究發現：（1）統計共有 2,229 位作者，

剔除重覆後為 1,640 位個人作者，意即在 7 年間共有 1,640 位作者發表著

作，再進一步分析被剔除重覆的作者數，與原作者數比較後發現，重覆率

在 2010 年大幅降低，顯示投稿者較不集中，來源多元。（2）針對單一作

者與共同作者的狀況進行分析，發現 639 篇文章中，由單一作者所完成的

有 112 篇（17.53%），剩餘 527 篇文章則為共同完成。（3）在高生產力作

者方面，首先進行不區分單一作者與合著者篇數的結果，計算累積發表作

品數量最高的作者，再進一步探討由單一作者完成的 112 篇作品，取發表

作品數量前三名的單一作者，據研究觀察作者排名，單一作者與共同作者

之間作者生產力的關聯性並不高。 

Saravanan 與 Dominic 在 2014 年，針對植物學與袍粉學的核心期刊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進行研究，蒐集2003~2012年間，

共 1,821 位作者所發表的 903 篇文獻，進行文獻數量、指數成長率、作者

模式、國家、組織貢獻度等分析研究。研究結果發現：（1）2009 年出版的

文獻數量最多，共 133 篇。（2）出版類型共有 6 種，以 Articles（84.83%）

為主要出版型式。（3）三位（25.47%）和兩位作者（25.36%）的多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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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占多數，平均合作率為 0.87。（4）國家發表文獻數依序為英國、美國、

德國、法國、中國。（5）中國科學院為發表排名最高的組織，共 73 篇文

獻。客觀來說，此研究僅針對領域的一種核心期刊，因此仍無法反映整體

發展趨勢，但從另一角度而言，由於資訊計量學大多數都側重於大範圍的

主題，因此若僅針對特定主題的期刊，藉以觀察這本期刊的出版模式變化

是很有意思的。 

李家寧於 2014 年分析 1900 年至 2013 年間女性研究文獻之特性，藉

以探討女性研究之發展情形。研究樣本取自 SSCI、SCIE 和 A&HCI，計

16,852 篇文獻。研究分析結果為：（1）文獻篇數與年代是成正比的狀況，

較符合指數成長模式。進一步以指數迴歸預測成長篇數的話，有成長減緩

的趨勢。（2）主要出版的前三國家為美國、英國、加拿大。（3）英文為占

比最多的寫作語文。（4）出版類型以期刊文章為主，占總文獻之 62.86%。

（5）主題領域前五名分別為心理學相關、女性研究（狹義）、歷史、文學

及教育與教育研究。（6）文獻分布相當分散，但仍有其核心期刊。（7）符

合布萊德福定律，但不符合布萊德福-齊夫定律曲線。（8）高生產力期刊與

高被引期刊的主題明顯分散。（9）洛卡定律、普萊斯平方根定律、80/20 定
律皆不適用於本研究。（10）若以平等法計算重要作者，則主要的重要作

者生產力皆較高，且多是醫學領域的共同作者；若以第一作者法計算重要

作者，可以看出其他領域的重要作者。（11）研究機構的生產力分散，大

學校院為主要研究機構，機構下的系所分布以心理學系所最多。（12）美

國與英國為相關研究機構最多的國家，也是延攬他國學術成果的最多的國

家。 

表 2-9 資訊計量學相關應用對照表 

作者 
（年代） 

研究題目 
文獻

特性 
研究

主題 
期刊

分布 
學術生

產力 

高生

產力

作者 
Patra, 
Bhattacha
rya & 
Verma
（2006） 

Bibliometric Study of 
Literature on Bibliometrics 

v  v v  

蔡明月、

方碧玲

（2006） 

資訊素養文獻之書目計量

研究 
v  v v v 

蔡明月、

劉瓊芳

1992-2005 資訊計量學研

究及其發展演變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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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廖婉如

（2009） 

我國 1998 至 2007 年數位

學習期刊論文及其引用文

獻分析之研究 
v v v v v 

Herring
（2010） 

Research on Librarie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1999-2009 

v  v   

林君諭

（2011） 

我國 2001-2010 年數位學

習博碩士論文之書目計量

分析 
v v  v v 

林偉翔、

林雯瑤

（2012） 

北市醫學雜誌之書目計量

分析 
   v v 

Saravanan 
& 
Dominic
（2014） 

A ten-year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journal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2003-2012) 

v   v v 

李家寧

（2014） 
「女性研究」文獻之書目

計量學研究 
v v v v v 

綜合上述的資訊計量學相關研究，若要探究一個學科領域在某一段時

期的發展趨勢，可針對其文獻基本特性、研究主題、期刊分布情形，以及

學術生產力等進行資料的歸納與分析。其中，以作者學術生產力的分析方

式有較大的歧異，多數研究僅為觀察領域高生產力作者與其特質、單一作

者與共同作者的生產情形等，少數研究採用三大生產力定律進行檢驗，且

檢驗方式多數僅採用洛卡定律。此外，經由資訊計量學研究與應用之彙整，

可得知資訊計量學能夠應用的學科領域十分廣泛，其中更涵蓋圖書資訊學，

故本研究將採用資訊計量學作為研究方法，進行 1998 年至 2017 年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之趨勢發展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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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蒐集 1998 年至 2017 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文獻，應

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相關研究與應用；並資訊計量學

為書目資料分析手段，探討文獻分布與基本特性，包括文獻成長及其模式、

出版國別及語言，期刊分布、核心期刊、高被引期刊與文獻、作者生產力、

高生產力作者等，以及遠距教育對於圖書資訊學教育所產生的影響、現況，

並分析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1998 年至 2017 年前十年與後十年其主題演變

與發展趨勢。本章將從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設計與架構、研究方法、研

究工具、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實施步驟，共六個小節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根據研究目的，將進行文獻內容分析與資訊計量學研究。

首先，以 1998 年至 2017 年二十年間為限，透過文獻整理，剖析這二十年

間在其教學模式、學習設計、教材使用等面向的發展變化，藉以瞭解圖書

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演變歷程；其次，將透過資訊計量學研究其文獻成長模

式與特性、研究主題演變、期刊分布與核心期刊；最後，針對作者學術生

產力、作者服務機構、機構國家，以及洛卡定律應用進行探究與分析，觀

察從昔至今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發展趨勢。 

二、研究限制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與範圍，研究限制如下： 

（一）本研究以 LISA 與 SSCI 兩個資料庫作為書目蒐集來源，僅蒐集

1998 年至 2017 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研究之文獻，其餘資料庫與

不相符的時間範圍皆不納入研究之中。 

（二）本研究僅針對學術性期刊進行下載與分析，不具有學術性質的資

料，包括書籍評論（Book Review）、會議摘要（Meeting Abstract）、編輯

專欄（Editorial Material）、再版（Reprint）、新聞項目（New Item/News）、
書目（Bibliography）、軟體書評（Software Review）、勘誤（Correction）
等，皆不納入本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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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使用英文關鍵字作為檢索詞彙，中文題目之文獻不在本研究範

圍之內。 

（四）雖透過布萊德福定律找出核心期刊，但囿於人力與時間，未進行

核心期刊品質，因此無法實質驗證核心期刊的品質。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繪製研究流程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首先

透過國內外文獻的閱讀，整理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相關研究應用，

藉以瞭解 1998 年至 2017 年這二十年間的發展情形；再應用資訊計量學方

法，蒐集圖書資訊學 1998 年至 2017 年這二十年間與遠距教育相關之學術

文獻，分析圖書資訊學在遠距教育的主題之下產生的種種變化。 

本研究所要分析項目分為四部分：（1）針對資料欄位進行統計，分析

其文獻基本特性，包括出版國別、出版語言，以及文獻成長模式。（2）蒐

集文獻篇名、摘要、主題術語與關鍵字等，彙整出研究主題，進行前後十

年的研究主題發展趨勢之分析。（3）再運用布萊德福定律進行期刊分區找

出核心期刊，並統計高被引期刊與文獻。（4）最後為作者學術生產力分析。

首先探討總體生產力分布情形，根據總體結果得到領域之高生產力作者，

其次歸納單一作者與共同作者的分布情形，再應用洛卡定律進行作者分布

觀察，最後針對全體作者所屬機構與其機構國家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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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架構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透過資訊計量學方法，能夠應用電腦進行大量文獻的量化統計與分析，

因此本研究採用資訊計量學作為研究方法。以下針對文獻成長與基本特性、

研究主題分析、期刊文獻分布與布萊德福定律、作者生產力四個層面進行

研究方法說明： 

（一）文獻成長與基本特性 

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術文獻的成長是必然的結果，透過文獻成長的情

形，可以瞭解一個學科領域在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樣貌。儘管其成長模式因

學科領域主題、範圍、時間等因素，無特定的規律可依循，但文獻成長現

象仍可以線性成長、指數成長、邏輯斯第成長進行研究觀察。因此，本研

究將針對總體文獻數量，繪製出二十年來的文獻成長分布圖，觀察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相關研究其成長趨勢，是每年相同的增長數的線性成長、百

分比增加的指數成長，又或者是成長至中段趨於緩和以後，逐漸緩慢增加

的邏輯斯第成長，亦或發展出不同於三種呈現模式的現象。除了觀察文獻

1998~2017 年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期刊 研究主題 作者生產力

總體生產力 
單一作者 
共同作者 

文獻特性 

出版國家 

出版語言 

布萊德福定律 

期刊分布 

核心期刊 

 

篇名 
摘要 

主題術語 
關鍵字 

期刊論文 

文獻成長模式 

線性成長 

指數成長 

邏輯斯第成長 

高生產力作者 

前後十年主題

演變與趨勢 

高被引期刊與文獻 

作者服務機構

與機構國家 

洛卡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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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模式以外，將進一步針對所有文獻基本特性進行統計與分析，分析欄

位包括：出版國別與出版語言分布。 

（二）研究主題分析 

除了能夠利用文獻數量的成長，觀察一個學科領域於一段時間內的學

術發展趨勢，藉由研究主題詞彙的轉變，不僅能觀察學術發展趨勢的變化，

亦能獲取該學科每個階段熱門的研究主題。本研究將利用資料庫所提供之

篇名、摘要、主題術語與關鍵字等，歸納二十年間的研究主題，觀察遠距

教育一詞的演化，並歸納熱門的研究主題。 

（三）期刊文獻分布與布萊德福定律 

資訊計量學以布萊德福定律、洛卡定律、齊夫定律三大定律著稱，其

中布萊德福定律涉及期刊生產力及其分佈情況，是探討文獻與期刊之間關

係的重要定律，也是應用及影響最廣泛的定律。本研究將應用布萊德福定

律的各區期刊種數 1：n：n2…..的比率關係進行期刊分區，並分析領域核

心期刊。 

（四）作者生產力 

藉由文獻累積、作者、所屬機構國家等作出數量上的統計分析，可以

觀察與衡量該學科領域的學術表現與生產能力。本研究以作者生產力為分

析主軸，計算其總體生產力，包含共同作者，根據總體作者細分出單一作

者與共同作者，觀察每年作者合著文獻變化情形，並採用第一作者法與平

等法取得具有高生產能力的作者，了解高生產力之作者所具有的特質，予

以分析之，再應用洛卡定律與 K-S 檢定觀察第一作者法與平等法之作者分

布，最後，針對作者服務機構與機構國家分布進行統計與分析。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欲利用 LISA 與 SSCI 兩個資料庫進行資料蒐集，再利用 Excel
試算表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以下將針對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分別簡述： 

一、資料蒐集工具 

（一）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簡稱 LISA） 

LISA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摘要資料庫，收錄於ProQuest資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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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 1969 年至今收錄 40 多個國家、20 種語言、300 多種期刊，為圖書館

資訊學學術文獻提供了全面性的書目資料。 收錄範圍包括圖書館學、圖

書館管理、圖書館技術、圖書館使用者、資訊管理、資訊檢索、知識管理

等（ProQuest LLC, 2017）。 

（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 

SSCI為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涵蓋 1898至今 3000多種期刊。

完整收錄超過 2,900 種期刊，橫跨 50 個社會學學科，包含人類學、歷史學、

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資訊科學與圖書館科學等，也索引從超過 3,500
種世界一流的科學和技術期刊中個別精選相關文獻（Clarivate Analytics, 
2017）。 

二、資料處理工具 

（一）Microsoft Excel 2016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的 Excel 試算表，提供資料匯入、分析、

計算、排序與篩選等工作，被廣泛應用於各個行業的統計工作與財務管理。

本研究欲利用 Excel 的工作表單建立、彙整文獻欄位、剔除重複文獻，再

依據不同欄位進行資料篩選、樞紐分析，並繪製出統計圖表。 

（二）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為期刊指南資料庫，涵蓋超過 900 個的主題領域，內含超過 300,000
份定期刊物，類型包含：教學和學術期刊、電子期刊、經同儕審閱的標題、

熱門雜誌、報紙、新聞通訊等。提供各種資料記錄，例如 ISSN、出版商、

語言、主題、摘要與索引涵蓋範圍、全文資料庫涵蓋範圍、目錄，以及圖

書館員撰寫的評論（ProQuest LLC, 2017）。本研究欲利用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進行期刊分刊、合併、更名後，刊名是否改變的權威控制，以及

作者國家與期刊主題類型的判斷。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一）檢索策略 

書目蒐集將以 LISA 與 SSCI 兩個資料庫為範圍，故檢索詞彙與書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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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欄位根據資料庫會有所不同，根據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LISA 資料庫

需設定：（1）出版日期設定為 1998 年至 2017 年；（2）來源類型選擇學術

期刊（Academic Journal）；（3）限定檢索欄位為所有主題 SU。SSCI 資料

庫則需設定：（1）時間範圍設定為 1998 年至 2017 年；（2）限定檢索欄位

為所有主題術語 TS。 

在檢索詞彙的設定，因遠距教育一詞隨著時代與科技的轉變衍生出許

多相關名詞，根據文獻探討整理 10 個檢索詞彙：Distance Education、
Distance Learning、Online Education、Online Course、Online Learning、Digital 
Learning、Electronic Learning、Elearning、E-Learning、Web-Based Instruction。
為了搜尋到更精準的書目資訊，本研究將限定檢索欄位為所有主題/術語

（SU/TS），檢索詞彙一一檢索後，結果如下： 

LISA 資料庫檢索策略：su(distance education) OR su(distance learning) 
OR su(online education) OR su(online course) OR su(online learning) OR 
su(digital learning) OR su(electronic learning) OR su(elearning) OR 
su(e-learning) OR su(web-based instruction)。本研究資料蒐集下載時間為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載共 6,022 筆書目資料。 

由於 SSCI 資料庫為一涵蓋學科廣泛的資料庫，不僅只是收錄圖書資

訊學性質的文獻，因此需以布林邏輯「AND」與圖書資訊學做交集，以確

保檢索的書目資料符合研究範圍，根據資料庫之研究領域分類確認使用的

檢索詞彙為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 

SSCI 資料庫檢索策略為：TS=(distance education OR distance learning 
OR online education OR online course OR online learning OR digital learning 
OR electronic learning OR elearning OR e-learning OR web-based instruction) 
AND SU=(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本研究資料蒐集下載時

間為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載共 2,452 筆書目資料。 

（二）資料處理 

本研究自 LISA 與 SSCI 資料庫蒐集 1998 年至 2017 年間出版之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相關文獻，首先利用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篩選，將

不適用於本研究之期刊主題剃除，再逐一檢查標題、作者、期刊名，並進

行主題領域之核定，最後將兩個資料庫進行合併，將重複資料進行剔除，

最終將 LISA 得到 1,735 筆書目資料，與 SSCI 得到 681 筆書目資料，本研

究最終文獻數據總計 2,416 篇。 

由於資料蒐集來自兩個不同資料庫，其欄位下載結果亦不盡相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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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根據本研究目的及問題，將進行研究所需要的欄位篩選，篩選結果如表

3-1： 

表 3-1 資料蒐集欄位 
 欄位 

LISA 
標題、作者、出版物名稱、ISSN、出版年份、出版者、文件

類型、主題、識別碼/關鍵字、出版語言、作者所屬機構 

SSCI 
作者、文件標題、出版品名稱、語言、文件類型、作者關鍵

字、Keywords Plus、作者資訊（地址）、ISSN、eISSN、發行

者、出版者城市、出版者地址、出版年份 

依據本研究問題與目的，LISA 與 SSCI 資料庫在書目下載後，分析欄

位仍有所不足，因此將採取人工的方式進行欄位的查驗，處理原則如下： 

1. 研究主題 

本研究將針對 LISA 與 SSCI 資料庫所提供之篇名、摘要、主題術語與

關鍵字等，作為文獻內容主題分類之依據。由於兩個資料庫對於遠距教育

相關研究的主題關鍵詞分類有所差異，且大多數都為大範圍的主題關鍵詞

彙，例如僅以 eLearning、Distance Education、Digital Learning 作為主題詞

彙，因此未避免主題關鍵詞造成詞彙的定義與歸類有些偏差，本研究選擇

以文獻標題與摘要為主題領域分類之依據，逐篇進行閱讀，根據每篇標題

與摘要給予適合的主題領域分類。 

雖不以 LISA 資料庫所提供的主題與識別碼/關鍵字（見圖 3-2），以及

SSCI 資料庫則提供的作者關鍵字與 KeyWords Plus（見圖 3-3）作為本研究

定義主題分類之首要參考依據，但仍作為主題領域分類之輔助參考。由於

作者提供的關鍵字以及 KeyWords Plus 僅部分文獻有提供，故上述四種主

題術語與關鍵字皆為本研究的參考範圍之內。 

 
圖 3-2 LISA 資料庫之主題關鍵字相關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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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SSCI 資料庫之主題關鍵字相關欄位  

2. 出版國家 

出版國家即是期刊的發行國家，分別以 LISA 提供的出版者與出版國

家/地區，以及 SSCI 提供的出版者（地址）為主要依據，再利用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作為二次檢驗，以確保資料正確性。 

3. 期刊刊名權威控制 

由於考慮到期刊刊名可能因為期刊分刊、期刊合併、或其他原因導致

刊名改變等狀況發生，故本研究將透過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查驗

刊名，以確保統計資料時的正確性，所有異動過的刊名經確認為同一期刊

後，一律合併，統一合併為現刊名計算。 

 
圖 3-4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書目格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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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將所蒐集之書目資料進行欄位整理與重複剃除後，針對研究目的要分

析的書目資料包括文獻基本特性、研究主題、期刊分布、作者生產力，本

研究將利用 Excel 繪製出分析的統計圖表，針對四個研究面向分別討論，

分述如下： 

（一）文獻基本特性 

針對 1998 年至 2017 年間發表的所有相關文獻進行彙整，根據每一年

的文獻數量差異，使用 Excel 製作出文獻成長分布圖，觀察其二十年間整

體的成長趨勢，以及前十年與後十年的變化。並利用 Excel 的樞紐分析表，

將出版國家、出版語言兩種資料，與出版年代互相作為 x 軸與 y 軸，製作

出趨勢變化圖，統計出每一年的數據，觀察其發展趨勢。 

為了蒐集到的資料更具有學術價值，故將不適用於本研究之文獻類型

剃除，例如書籍評論（Book Review）、會議摘要（Meeting Abstract）、編輯

專欄（Editorial Material）、再版（Reprint）、新聞項目（New Item/News）、
書目（Bibliography）、軟體書評（Software Review）等，最終僅保留期刊

文章（Article）一種文獻類型進行資料分析。 

（二）研究主題 

參考文獻探討中 Moore 與 Kearsley（2012）所提出數位學習環境應具

備的架構、彙整相關研究中所應用的分類模式，包含 Lee 等人（2006）與

Zawacki-Richter & Bäcker（2009）所提出的遠距教育分類、以及 Herring
於 2010 年所發表的圖書館遠距教育研究，進而擬定本研究所要的研究主

題後，逐一將所蒐集之主題關鍵字進行分類，並製作成主題領域成長分布

圖表。經由每一年的主題成長情形，求得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研究發展

歷程。 

此外，隨著科技環境的演變，遠距教育一詞衍生出許多相關同義詞，

因此本研究將彙整遠距教育及其它相關的主題關鍵字，包含網路教學、電

子化學習、數位學習、行動學習等，繪製出二十年間的詞彙變化歷史，觀

察遠距教育一詞的演變情形。 

表 3-2 數位學習環境研究主題分類 
編號 主題分類 參考來源 

1 Courses and Content（課程與內容） Lee, Y., Driscoll, M. P., & 
Nelson, D. W.（2006）、2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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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Zawacki-Richter, O., & Bäcker, 
E.M.（2009）、Moore, M. G., & 
Kearsley, G.（2012） 3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4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學習者與社群） 

Zawacki-Richter, O., & Bäcker, 
E.M.（2009） 

5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Learning Communities 
（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 

Zawacki-Richter, O., & Bäcker, 
E.M.（2009）、Moore, M. G., & 
Kearsley, G.（2012） 

6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 

Lee, Y., Driscoll, M. P., & 
Nelson, D. W.（2006）、
Zawacki-Richter, O., & Bäcker, 
E.M.（2009）、Moore, M. G., & 
Kearsley, G.（2012） 

7 
Management and policy 
（管理與政策） 

8 
Institutional and Operational-Related 
and Alliance（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 

9 
LIS Distance Edu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 

10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Herring, S. D.（2010） 

（三）期刊分布 

經過期刊刊名驗證後，應用布萊德福定律進行期刊分區，統計出期刊

數、文獻數、累積期刊數、文獻數（次數*期刊數）累積文獻數、累積期

刊數常用對數值等相關資訊，製作出期刊文獻分布統計表，接著根據分區

結果製作，把核心區、次核心區、邊緣區的文獻篇數、期刊總數、出版文

獻篇數，製作出期刊文獻分區統計表。再對核心區的期刊列出高生產力期

刊表，內容包括期刊刊名、文獻數量、出版頻率、創刊年、出版國別、期

刊語言、學科主題。 

蒐集 LISA 資料庫中的「引用者」，以及 SSCI 資料庫中的「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中的被引用次數」，統計出被引用次數高的期刊，並製作

高被引的期刊列表，內容包括文獻數量、出版頻率、創刊年、出版國別、

學科主題、高被引文獻篇數；此外，被引用次數高的文獻之統計，列表製

作的內容包括文獻篇名、作者、期刊名稱、出版國別、出版年代、被引用

次數、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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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者生產力 

彙整作者與出版文獻數量，統計出整體作者生產力之表現，再利用第

一作者法與平等法分別取得具有高生產力之作者，進行高生產力作者的相

關欄位分析以及洛卡定律應用，再針對單一作者與共同作者的學術生產力

情況，逐年進行數量的統計與分析，最後進行所有作者所屬機構與其國家

彙整。 

第六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 1998 年至 2017 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研究發展演

變，透過資訊計量學分析文獻分布與基本特性、研究主題、核心期刊與其

分布、作者生產力。研究實施步驟說明與流程如下（圖 3-5）： 

一、確定研究主題與對象 

本研究以 1998 年至 2017 年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為研究主題，蒐集

LISA 與 SSCI 兩個資料庫的相關學術論文作為研究對象，利用資訊計量學

方法進行分析，探討前十年與後十年的發展演變。 

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蒐集並閱讀與研究主題相關之國內外各類型文獻，包含圖書、期刊論

文、博碩士論文等，瞭解研究主題發展歷史，以及資訊計量學相關研究的

應用，作為本研究實施之參考。 

三、檢索與蒐集資料 

蒐集時間範圍為 1998 年至 2017 年這二十年間與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相關文獻，依據兩個資料庫的特性擬定適用的關鍵字與檢索策略，檢索欄

位設定為主題術語，接著篩選資料類型為學術性期刊論文，遂而進行書目

下載。 

四、建立、處理並彙整資料 

首先將兩個資料庫所下載的書目資料分別建檔，並建立一個專屬本研

究的 Excel 試算表，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所需資料欄位包含資料主題、

出版國家、語言、年代、期刊、作者、作者服務機構等；接著利用 Excel
試算表進行資料的處理，包含文字和數字的統一、格式的確認與調整、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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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重複書目等；最後將主題、國家、期刊、作者等欄位進行人工的比對與

查驗，將所有字詞進行統一，確認無誤後將兩個資料庫進行彙整。 

五、資料統計與分析 

利用 Excel 試算表進行資料的統計與分析。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分

別對文獻成長與基本特性、研究主題、期刊分布、作者生產力，繪製出相

關統計圖表。 

六、綜合分析與結論 

說明解釋所得統計結果，並應用資訊計量學定律加以驗證；根據所得

研究結果，回應研究目的與問題，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 

 

 

 

 

 

 

 

 

 

 

 

 

 

 
圖 3-5 研究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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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特性 

本研究以 LISA 與 SSCI 資料庫所收錄之 1998 年至 2017 年間出版之圖

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為研究對象，LISA 資料庫共得 1,735 筆，SSCI 資
料庫共得 681 筆，本研究所得期刊文獻資料共計 2,416 筆。將應用資訊計

量學方法，彙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文獻進行研究探討，將分析其文

獻成長情形，包括出版年代、出版國家、出版語言、主題領域、期刊文獻

分布、高被引期刊與文獻、作者生產力等項目的分析。其中期刊文獻分布

將應用布萊德福定律進行期刊分區，並藉此找出核心期刊。 

本章旨在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基本特性，共包含五個章節：

第一節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文獻成長情形；第二節為圖書資訊學遠距

教育的出版國家分布；第三節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出版語言分布；第

四節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主題領域分布；第五節則根據上述各節所得

之結果進行的綜合討論。 

第一節 文獻成長情形 

本節將 2,416 筆期刊文獻資料進行每年出版與累積文獻之數量統計，

藉以觀察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這二十年間的成長趨勢。由表 4-1 可得知，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於 1998 年起便開始有所發展，文獻數量已經達到約

八十篇，接近一百篇，隨後每一年的文獻數量已在八十篇以上，圖書資訊

學的遠距教育文獻可謂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但整體而言，二十年以來發

表的文獻數量皆未超過兩百篇，且有五年的文獻數量低於一百篇。 

自 2001 年以後至 2007 年以前，文獻每一年發表數量在一百篇至一百

五十篇以內，自 2009 年文獻出版數量開始突破一百五十篇，但隨後兩年，

於 2011 年又下降至一百五十篇以內，且於 2014 年以後文獻出版數量突然

出現些微的下跌趨勢，2015 年與 2016 年甚至跌至百篇以內。儘管在 2014
以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出版呈現較輕微的下跌趨勢，但整體而言，

文獻出版呈現穩定的狀態，每一年都有超過八十篇以上的文獻出版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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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年代分布表 
年代 文獻篇數 累積文獻總數 
1998 77 77 
1999 103 180 
2000 83 263 
2001 125 388 
2002 139 527 
2003 107 634 
2004 123 757 
2005 137 894 
2006 121 1,015 
2007 90 1,105 
2008 118 1,223 
2009 180 1,403 
2010 175 1,578 
2011 139 1,717 
2012 145 1,862 
2013 159 2,021 
2014 111 2,132 
2015 86 2,218 
2016 89 2,307 
2017 109 2,416 

本研究進一步將表 4-1 之文獻年代分布表繪製成圖，結果如圖 4-1 所

示。圖中清楚顯示這二十年間，文獻成長趨勢雖然起伏跌宕並非年年增加，

但整體出版數量呈現上升的趨勢仍然是非常明確。自 2001 至 2002 年達到

第一次的高峰期，後平穩發展，直自 2008 年以後再度攀升，2009 年達到

整個二十年間的最高峰期，此時文獻數量不僅開始有顯著的提升，也從單

年低於一百五篇的成長趨勢，躍升至將近兩百篇。此外，2007 年至 2009
年曲線的起伏與其他時期的成長曲線相比較傾斜，可明顯比較出在這一段

時期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增長的速度是最為快速；反之，自 2013 年

至 2015 年曲線下跌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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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年代分布圖 

若再將文獻年代分布以累積數繪製，並以最小平方差公式，繪製出其

線性成長與指數成長迴歸方程式，可參見下圖 4-2 所示。本研究線性迴歸

方程式 y = 128.95x - 118.14，指數迴歸方程式為 y = 192.82e0.1482x。從圖中

可以看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文獻成長發展並無特別明顯成長期，亦無

停滯期和衰退期，故形成一個穩定成長的曲線圖形。 

若對照第一章名詞解釋所提之三個文獻成長模式：線性成長、指數成

長、邏輯斯第成長，可發現此圖形完全不符合邏輯斯地成長的 S 曲線模式。

藉由圖4-2可以觀察到，實際的文獻累積成長曲線與指數迴歸曲線不吻合，

與線性迴歸曲線有明顯接近的成長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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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累積成長曲線圖 

第二節 出版國家分布 

透過文獻出版國家之分布，可以藉此得知這二十年間，各國對於圖書

資訊學遠距教育之重視程度。本研究將LISA與 SSCI資料庫所下載之 2,416
篇文獻進行出版國家分布之分析，其中有 9 篇無法辨識其出版國家故將之

剃除，因此本章節將針對 2,407 篇文獻進行歸納與分析。將透過書目紀錄

中的「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取得各個文章的出版商，再經由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確認各個出版商所來自的國家。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出版國家分析結果，表 4-2 列出文獻出版

篇數超過 10 篇以上之國家，其於詳見附錄一。前六名皆出版超過 50 篇以

上文獻，分別為：排序第一為美國，其文獻出版篇數共 1,008，占全部文

獻之 41.88%。排序第二為英國，其文獻出版篇數共 771，占全部文獻之

32.03%。排序第三為荷蘭，其文獻出版篇數共 66，占全部文獻之 2.74%。

排序第四與第五為加拿大與德國，兩國文獻出版篇數皆為 54，占全部文獻

之 2.24%。排序第五為臺灣，其文獻出版篇數共 53，占全部文獻之 2.20%。

其中，根據各國所占之百分比，以美國與英國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

的主要出版國家，所出版之文獻合計高達 73.91%。 

在亞洲地區方面根據出版篇數，超過 10 篇以上的國家包括：以臺灣的

53 篇（2.20%）為首，其總排序為第六，其次依序為印度的 34 篇（1.41%）

總排序為第九、中國的 23 篇（0.96%）總排序為第十三、伊朗的 13 篇（0.54%）

y = 128.95x - 118.14

y = 192.82e0.148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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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排序為第十八、日本的 13 篇（0.54%）總排序為第十九。 

表 4-2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出版國家分布表 
排序 國別 文獻出版篇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美國（America） 1,008 41.88% 41.88% 
2 英國（England） 771 32.03% 73.91% 
3 荷蘭（Netherlands） 66 2.74% 76.65% 
4 加拿大（Canada） 54 2.24% 78.89% 
5 德國（Germany） 54 2.24% 81.14% 
6 臺灣（Taiwan） 53 2.20% 83.34% 
7 巴西（Brazil） 46 1.91% 85.25% 
8 西班牙（Spain） 39 1.62% 86.87% 
9 印度（India） 34 1.41% 88.28% 
10 波蘭（Poland） 32 1.33% 89.61% 
11 澳洲（Australian） 25 1.04% 90.65% 
12 丹麥（Denmark） 24 1.00% 91.65% 
12 中國（China） 23 0.96% 92.60% 
14 奈及利亞（Nigeria） 20 0.83% 93.44% 
15 南非（South Africa） 16 0.66% 94.10% 
16 瑞典（Sweden） 15 0.62% 94.72% 
17 墨西哥（Mexico） 14 0.58% 95.31% 
18 伊朗（Iran） 13 0.54% 95.85% 
19 日本（Japan） 13 0.54% 96.39% 
20 義大利（Italy） 11 0.46% 96.84% 
21 芬蘭（Finland） 10 0.42% 97.26% 

總計 2,407 100% -- 

本研究將前兩大主要出版國家繪製逐年成長圖，如圖 4-3 所示，藉以

觀察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成長情況。美國與英國的文獻成長曲線皆呈

現起伏跌宕，於 1998 至 2010 年這段期間，兩國出版數量大致皆為美國多

於英國，其中在 2002 年與 2010 年出現較明顯差距，同時這兩年也是美國

二十年間出版數量最高的年代，但達到出版高峰之際，也開始出現停滯與

下滑的現象。隔年開始美國文獻出版數量開始逐年下跌，並於 2015 年出

現美英兩國之間的出版最低谷；反之，英國文獻出版數量相較於美國更趨

於穩定成長，自 2015 年以後已經開始小幅超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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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出版國家前二名分布表 

相較於歐美地區，亞洲地區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較緩慢，因此

文獻出版數量相對也較少，圖 4-4 為亞洲地區主要出版國家，分別為臺灣、

印度、中國。印度於 1998 年便有相關文獻的發表，隔年臺灣開始出版相

關文獻。 

整體而言，臺灣二十年間文獻出版數量最高為 2003 年、2004 年以及

2011 年，最低為 1998 與 2017 年，這兩年皆未出版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

關文獻；印度二十年間文獻出版數量最高於 2009 年，同時也為亞洲地區

前三個國家中單年出版量最高；中國二十年間文獻出版數量最高於 2015
年，綜觀整體來看，中國相較臺灣與印度，較晚開始發展圖書資訊學遠距

教育。 

綜觀這二十年間臺灣、印度與中國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文獻出版數

量，單年數量皆在二十篇之內，文獻出版數量共 110 篇，因此可以明確觀

察到亞洲地區的發展不僅較緩慢，且學術界出版產量亦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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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亞洲地區主要出版國之文獻成長圖 

從整體的出版國家分布排序而言，歐美地區對於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之學術發展勝過亞洲地區，前五大出版國家皆為歐美國家（美國、英國、

荷蘭、加拿大、德國），其占已達到百分之八十。儘管如此，臺灣能於多

國之中達到總排序第六、亞洲地區排名第一，且於 1999 年以後便有相關

文獻的出版，可以得知臺灣在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對於其他亞洲地區更

早開始且逐漸獲得重視。 

第三節 出版語言分布 

本研究將 LISA 與 SSCI 資料庫所下載之 2,416 篇文獻進行出版語言分

布之分析，分別針對書目紀錄中的「language」與「語言欄位（LA）」進行

整理與分析。 

文獻出版語言分布結果如表 4-3 所示，收錄於 LISA 與 SSCI 資料庫之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從 1998 至 2017 年以來，出版語言種類已達 29
種。主要出版語言為英文，占全部文獻的 86.47%，共 2,089 篇文獻。其次

依序 55 篇的（2.28%）中文、50 篇的（2.07%）西班牙文、42 篇的（1.74%）

葡萄牙文、35 篇的（1.45%）德文等，除了主要出版語言英文以外，其它

語言所占百分比皆在 3 %以下，且出版之文獻數量皆不足一百篇。進一步

探討排名第二的中文，其中以中文作為出版語言之出版國家，分別為臺灣

的 34 篇與中國的 2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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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出版語言分布表 
排

序 
出版語言 

文獻

篇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英文（English） 2,089 86.47% 86.47% 

2 中文（Chinese） 55 2.28% 88.74% 

3 西班牙文（Spanish） 50 2.07% 90.81% 

4 葡萄牙文（Portuguese） 42 1.74% 92.55% 

5 德文（German） 35 1.45% 94.00% 

6 波蘭文（Polish） 32 1.32% 95.32% 

7 丹麥文（Danish） 20 0.83% 96.15% 

8 日文（Japanese） 13 0.54% 96.69% 

9 芬蘭文（Finnish） 9 0.37% 97.06% 

10 義大利文（Italian） 9 0.37% 97.43% 

11 荷蘭文（Dutch） 8 0.33% 97.76% 

12 土耳其文（Turkish） 8 0.33% 98.10% 

13 波斯文（Persian） 7 0.29% 98.39% 

14 俄羅斯文（Russian） 6 0.25% 98.63% 

15 法文（French） 6 0.25% 98.88% 

16 匈牙利文（Hungarian） 6 0.25% 99.13% 

17 挪威文（Norwegian） 4 0.17% 99.30% 

18 克羅埃西亞文（Croatian） 3 0.12% 99.42% 

19 加泰隆文（Catalan）；英文（English） 2 0.08% 99.50% 

20 瑞典文（Swedish） 2 0.08% 99.59% 

21 英文（English）；中文（Chinese） 2 0.08% 99.67% 

22 加泰隆文（Catalan） 1 0.04% 99.71% 

23 英文（English）；西班牙文（Spanish） 1 0.04% 99.75% 

24 斯洛維尼亞文（Slovenian） 1 0.04% 99.79% 

25 葡萄牙文（Portuguese）；西班牙文（Spanish） 1 0.04% 99.83% 

26 馬來西亞文（Malay） 1 0.04% 99.88% 

27 羅馬尼亞文（Romanian） 1 0.04% 99.92% 

28 南非文（Afrikaans） 1 0.04% 99.96% 

29 冰島文（Icelandic） 1 0.04% 100.00% 
總計 2,416 100.00% -- 

由表 4-3 可得知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的出版語言多為英文，形成

出版語言集中於英文的原因推測與出版國別、英文為國際語言，以及資料

下載來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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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章第三節出版國家分布情形，出版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最

多的國家為美國與英國，占總數比率的七成。由於兩國皆以英語作為官方

語言，因此出版語言集中於英文是可預知的結果。 

其次，若僅以出版國家出版量而言，美國與英國占七成，但使用英文

出版文獻占總數比率已達八成，顯示除了美國與英國以外，亦有許多國家

使用英文發表。此現象顯示英語作為國際語言的價值，英語在全世界普遍

被當作第一語言或第二外語，因此作者若以英文發表，可使其研究成果得

到更廣泛的傳播與交流，且許多非美國與英國所出版的期刊，為提升其全

球學術交流的機會，會以英文收稿、出版，因種種因素，導致英文成為主

要出版語言。 

最後，由於本研究資料下載來源為英國圖書館學會（British Library 
Association）所製作，現在收錄在 ProQuest 資料庫的 LISA，以及美國科學

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所建立，收錄於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中的 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雖然兩個資料庫都

包含全球期刊，但美國與英國仍然為其文獻出版的核心，因此也形成出版

語言集中於英文的現象產生。 

第四節 主題領域分布 

辨別主題領域分布之方式，以文獻篇名與摘要為為主，主題術語與關

鍵字為輔，藉以分析出最相關之研究主題。針對每一筆文獻，多以一個主

題領域進行分類，主要依據主題與摘要閱讀決定其更偏重之主題領域，但

若無法辨識所偏重之主題，即給予文獻所包含之主題領域，結果如表 4-4。
多數文獻篇數仍能明確給予一個主題（2,140 篇，占 88.58%），而最多有包

含三種主題領域。 

表 4-4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主題文獻篇數分布 
主題領域 文獻篇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140 88.58% 88.58% 
2 275 11.38% 99.96% 
3 1 0.04% 100.00% 

總計 2,416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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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篇文獻可能跨多種主題類型，因此實際分析的文獻篇數共 2,683
篇，結果如表 4-5 所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主題主要集中於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735 篇，27.29%）、Courses and 
Content 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464 篇，17.23%）、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 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374 篇， 13.89%）、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學習者與社群（296 篇，10.99%）、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edagogy 教學設計與教學法（245 篇，9.10%）。 

表 4-5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主題領域分布表 
排

序 
主題領域分類 

文獻

篇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735 27.29% 27.29% 

2 
Courses and Content 
（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464 17.23% 44.52% 

3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374 13.89% 58.41% 

4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學習者與社群） 

296 10.99% 69.40% 

5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edagogy 
（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245 9.10% 78.50% 

6 
LIS Distance Edu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 

235 8.73% 87.23% 

7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 

133 4.94% 92.16% 

8 Management and Policy（管理與政策） 119 4.42% 96.58% 

9 
Institutional and Operational-Related and 
Alliance（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 

65 2.41% 99.00% 

10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Learning 
Communities（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 

27 1.00% 100.00% 

總計 2,693 100.00% -- 

十個主題領域分類實際上涵蓋多種主題面向，各自擁有不同的熱門次

要主題，以下針對十個主題所包含的熱門次要主題進行說明： 

1.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十個主題分類中，文獻生產量數量最多的主題為 Library and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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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文獻內容多在闡述圖書館面對遠距教育

的快速發展如何應用於圖書館、如何培訓館員以提供遠距教育的相關服務、

如何滿足遠距學習者的需求、是否發展資訊素養遠距課程以順應時代潮流、

是否在圖書館規畫遠距教學環境、如何進行圖書館編目的網路教學等。 

2. Courses and Content（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文獻出版數量第二名的主題為 Courses and Content（遠距教育課程與

內容），內容主要針對發展資訊素養的遠距課程，其次為數位化學習教材、

課程規劃與環境，也多次提到如何應用 MOOCs（大規模開放在線課堂）

於圖書資訊學數位課程之中。 

3.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文獻出版數量第三名的主題為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相關文獻的內容較著重於數位化的遠距

教學所應用的科技，例如多媒體教材、網路課程平台等，如何善加利用數

位學習管理系統平台於教學之中，例如 Blackboard、Moodle，以及網際網

路與科技的興起以後所產生的遠距學習相關應用文獻，例如遠距同步課程、

以科技媒體進行非同步課程等，也探討如何選擇適合的課程傳遞模式，包

括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以及混成式學習。 

4.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學習者與社群） 

文獻出版數量第四名的主題為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學習者與社群），由於遠距離的授課形式會導致師生之間、同儕之間比

起傳統式教學更具有疏離感，因此多數文獻內容研究學習者與社群在教與

學上需要關切的面向、對於網路科技產生的學習行為、學習者對於數位化

遠距學習的需求以及與傳統教學的差異等。 

5.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edagogy（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文獻出版數量第五名的主題為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edagogy（教學

設計與教學法），遠距課程根據不同課程需求設計適當的教學法，不僅是

幫助教師正確運用教學策略，並且能夠使教學更具效果。主題文獻多在闡

明教師如何在數位教學中發展適合的教學方法，例如建構主義學習、線上

協力學習、專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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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S Distance Edu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理論與研究） 

文獻出版數量為第六名的主題是 LIS Distance Edu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文獻內容顧名思義，即是圖

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理論、定義、研究等，多探討遠距教育之於圖書資訊

學的意涵、實際應用於圖書資訊學教育應著重的層面為何、或各個構面應

用於課程中的觀察研究。 

7.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 

文獻出版數量為第七名的主題是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遠距教育

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包含遠距課程的評鑑與認證，例如遠距課程審

查標準，且如第二章顏春煌（2010）所述，針對數位學習應該透過學習評

鑑審視課程成效，從中瞭解教師教學的品質、教材的品質、課程互動的效

果等，另外，也透過課程前中後三階段，對學習者進行作業、報告、測驗

等的學習評量，或透過問卷進行課程結束後的滿意度調查。 

8. Management and Policy（管理與政策） 

文獻出版數量為第八名的主題是 Management and Policy（管理與政策），

主要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遠距教育時，相關行政單位應如何管理課程、

面對問題有何因應措施、制定政策予以順利推行等，此外也將發展計畫、

法規條例等歸類於此，例如伊利諾大學於 1996 年起所執行的圖書館教育

實驗計畫（LEEP）。 

9. Institutional and Operational-Related and Alliance（遠距教育機構與

聯盟） 

文獻出版數量為第九名的主題是 Institutional and Operational-Related 
and alliance（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內容多為機構與聯盟組織相關會議，

討論未來圖書館與教育在數位化遠距時代的發展前景、由發展圖書資訊學

遠距教育有成的大學系所分享經驗、或共同舉辦工作坊或活動等，凡由相

關圖書資訊學教育機構與聯盟進行的活動皆包含與此主題之中 

10.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Learning Communities（學習社群

互動與交流） 

十個主題中文獻生產量最少的主題是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Learning Communities（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由於大部分的與學習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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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相關的文獻，多探討兩者對於遠距學習上的需求與學習成效，相較之

下互動與交流之間的研究顯得不足。互動與交流的文獻多為觀察學習者社

群於平台虛擬環境中的互動，以及是否有建立討論社群等。 

進一步將文獻發表之年代做主題領域分布的整理與分析，結果參見圖

4-5。可以看到主題為圖書館與遠距教育之相關文獻，二十年以來占出版文

獻數量的大宗，由此可知，圖書館對於遠距教育的關注程度不僅早於圖書

資訊學教育方面，相關學術產出也是相當突出。成長初期於 2002 年與 2005
年有兩次高峰期，後於 2006 年迅速下滑，2007 年出現低谷，隔年又逐漸

成長，並於 2010 年達到二十年間的成長最高峰，然而隔年又呈現下滑現

象，於 2012 年出版數量開始少於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顯示圖書館與遠

距教育的相關文獻產出已經逐漸減少。 

其他主題以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以及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有較明顯

的成長曲線，前者於 2005 年與 2013 年達到相關主題文獻出版高峰，並且

一度超越排名第一的主題，而後者於 2009 年與 2013 年達到相關主題文獻

出版高峰。於 2013 年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以及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都

達到該主題二十年以來的產量高峰期。 

 
圖 4-5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主題領域成長情形 

根據文獻第二章所提到，1990 年代中期正逢圖書資訊學教育機構應用

網路科技的興盛時期，且課程管理系統的概念被提出與應用於教學之中，

但從圖 4-5 來看，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的文獻主題類型，是於 2000 年代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學習者與社群
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 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
管理與政策 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DOI:10.6814/THE.NCCU.LIAS.006.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期開始逐年攀升，足以表明圖書資訊學教育對於將數位科技應用於教學，

是於近十年才開始重視。 

進一步將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二十年間的文獻主題演進，切割成 1998
年至 2007 年的前十年，以及 2008 年至 2017 年的後十年，觀察在領域中

遠距教育主題的變化與發發展趨勢，結果參見圖 4-6 與圖 4-7。 

 
圖 4-6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前十年（1998-2007）主題成長情形 

前十年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產出表現如圖 4-6。從 1998 年代開

始，與圖書館與遠距教育相關的文獻比起其他主題領域，已經有逾 30 篇

以上的文獻發表，前十年的發展高峰於 2002 年與 2005 年，發表文獻近 50
篇，而發展低谷為 2000 年與 2007 年。 

雖然前十年出版文獻數仍以圖書館與遠距教育的主題居多，但仍可發

現主題為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或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的相關文獻都逐漸

成長。2005 年不僅是圖書館與遠距教育的發展高峰，同時也是遠距教育課

程與內容的高峰期；而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雖沒有明顯突出的時期，但在

2007 年出版文獻數量已與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同為當年排名第一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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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後十年（2008-2017）主題成長情形 

後十年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產出表現如圖 4-7。雖然 2007 年圖

書館與遠距教育與其他主題並列第一名，但隔年文獻產量再度大幅超越其

他主題，並於 2010 年達到後十年的發展高峰，該年文獻出版數量甚至是

超越前十年的發展高峰的數量，是 1998 年至 2017 年的發展最高峰，但在

之後開始出現學術研究的疲軟現象，直自 2013 年有小幅度的成長，隨後

被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超越，但於 2015 年以後又恢復成長，並於 2017 年

再度領先其他主題。 

表 4-6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前後十年與二十年成長表 

主題領域分類 
前十年 

(1998-2007) 

後十年 

(2008-2017) 

前後十年 
消長 

二十年 

1. 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192 272 80 464 
2. 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94 151 57 245 
3. 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148 226 78 374 
4. 學習者與社群 135 161 26 296 
5. 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 7 20 13 27 
6. 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 44 89 45 133 

7. 管理與政策 66 53 -13 119 
8. 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 42 23 -19 65 
9.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 121 114 -7 235 
10.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376 359 -17 735 
總計 1,225 1,468 243 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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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清楚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前十年、後十年與整體二十年的文獻

發表數量變化，遂進行統計觀察主題消長趨勢，結果如表 4-6，各年成長

統計詳見附錄二。綜觀二十年 10 個主題以圖書館與遠距教育的 735 篇居

冠，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的 27 篇居末。在前十年與後十年中，以遠距教

育課程與內容的 80 篇成長最多，其次為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的 78 篇，其

餘主題大多都穩定成長。然而管理與政策相較前十年，後十年的文獻數量

減少 13 篇，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數量相較前十年，後十年的文獻數量減

少 19 篇，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相較前十年，後十年的文獻數

量減少 7 篇，圖書館與遠距教育相較前十年，後十年的文獻數量減少 17
篇，此四個主題呈現減少趨勢。 

整體而言，文獻發表數量最多的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其文獻成長正逐

漸趨於緩慢，而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以及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的文獻開

始增加，以 2013 年的成長最為顯著。而每個主題於前後十年之發展，除

了管理與政策、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數量、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

究，以及圖書館與遠距教育之外，其餘的主題都呈現成長之趨勢。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綜合上述資料整理結果，加以歸納分析並進一步說明研究結果。 

一、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成長情形 

二十年以來期刊文獻出版篇數皆低於兩百篇，且大多數是位於一百篇

至一百五十篇之間，僅 2009 年、2010 年與 2013 年突破一百五十篇，其中

1998 年、2000 年、2007 年、2015 年以及 2016 年的文獻數量更低於一百

篇。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於 2002 年達到第一次高峰期，後於 2009 年

達到第二次高峰期，也為二十年間的最高峰期。整體成長根據圖 4-2，可

以看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是較符合線性成長。 

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出版國家分布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主要集中於美國（41.88%）與英國（32.03%），

共占總數 73.91%。除了 LISA 與 SSCI 資料庫所收錄之文獻多以英語系國

家為主之外，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最早起源於美國 1888 年，且美國多所

大學於 1982 年至 2000 年間，持續投入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之推動，而英

國則是自 1985 年開始發展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課程。雖然中國、澳洲、

印度等國家也於遠距教育初期開始發展函授遠距教育，但對於學術生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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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仍不及美國與英國之發展。 

進一步探討亞洲地區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其文獻出版數量相

較於歐美地區顯然是較少的，表示發展速度較慢，但臺灣能於多國之中達

到總排序第六、亞洲地區排名第一，且於 1999 年以後便有相關文獻的出

版，顯示臺灣相較其他亞洲地區，更早發展在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三、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語言分布 

二十年以來，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出版語言已有 29 種，其中仍

以英文居於首位，顯示多數非英語系國家所出版之文獻，是使用英文撰寫，

除此之外，也與LISA與SSCI資料庫所收錄之文獻也以英文文獻為主相關。

若對照出版國家之結果，可發現產量最多的美國與英國其國家官方語言為

英語；但出版量為第三名的荷蘭（2.74%），使用荷蘭文（0.33%）撰寫的

文獻差異較大，亦即荷蘭出版之文獻多數並非使用荷蘭文。 

四、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主題領域分布 

從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 10 個主題進行分類，前三名為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圖書館與遠距教育）、Courses and Content（遠距教育

課程與內容），以及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教學技術

與課程傳遞），所占比率為 58.41%。 

在前十年的主題領域成長結果中，可得知圖書館與遠距教育一直居於

10 種主題領域之冠，但在 2006 年開始快速下滑。而在後十年的成長圖中，

能更清楚觀察到圖書館與遠距教育的下滑趨勢，以及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以及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增加現象。 

進一步觀察前十年與後十年各主題的文獻發表消長，以遠距教育課程

與內容最多，其次為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而管理與政策、遠距教育機構

與聯盟數量、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以及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呈

現減少趨勢。 

圖書資訊學教育源自於圖書館的對於專業人員孕育的需求，而遠距教

育新議題的產生，看似與圖書館、館員、讀者並非直接相關，但遠距教育

仍與圖書館需求有所關聯，對圖書館在未來延展圖書館服務提供無限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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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期刊文獻分布與作者生產力分析 

本研究蒐集 LISA 與 SSCI 資料庫所收錄之 1998 至 2017 年間出版之圖

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共計 2,416 筆期刊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本章旨在

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期刊文獻，以及作者生產力分布情形，共

包含五個章節：第一節為布萊德福定律與核心期刊；第二節為高被引期刊

與文獻分析；第三節為作者生產力分布分析；第四節為作者服務機構分析；

第五節則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布萊德福定律應用與核心期刊 

布萊德福定律主要涉及文獻分佈現象之探討以及核心期刊分析，是三

大定律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其定律之意涵為某學科各個期刊所含文獻數量

的多寡，依照遞減次序排列，可將期刊分為核心區（即第一區）以及接連

的數區，每一區文獻數量大致相等，則各區期刊種數的比率呈現 1：n：n2…..
的關係（蔡明月，2003）。 

一、布萊德福定律之分區應用 

本研究所蒐集文獻數量為 2,416 篇，期刊種數共計 251 種。首先將各

期刊數依據文獻數量進行遞減排序，接著再將期刊數、文獻數、累積期刊

數、累積期刊數乘文獻數（累積文獻數）、累積期刊數常用對數值的相關

欄位製作成表，如表 5-1。 

表 5-1 期刊文獻分布統計表 
分區 期刊數 文獻數 累積期刊數 累積期刊數乘文獻數 累積期刊數常用對數值 

一 

1 165 1 165 0.000 
1 111 2 276 0.301 
1 108 3 384 0.477 
1 78 4 462 0.602 
1 51 5 513 0.699 
1 46 6 559 0.778 
1 38 7 597 0.845 

二 
2 35 9 667 0.954 
1 34 10 7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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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 12 767 1.079 
1 32 13 799 1.114 
1 31 14 830 1.146 
1 30 15 860 1.176 
1 29 16 889 1.204 
1 26 17 915 1.230 
1 25 18 940 1.255 
3 24 21 1,012 1.322 
3 23 24 1,081 1.380 
1 22 25 1,103 1.398 
3 21 28 1,166 1.447 
1 20 29 1,186 1.462 

三 

3 19 32 1,243 1.505 
2 18 34 1,279 1.531 
3 17 37 1,330 1.568 
4 16 41 1,394 1.613 
5 15 46 1,469 1.663 
3 14 49 1,511 1.690 
5 13 54 1,576 1.732 
4 12 58 1,624 1.763 
7 11 65 1,701 1.813 
7 10 72 1,771 1.857 

四 

5 9 77 1,816 1.886 
9 8 86 1,888 1.934 
14 7 100 1,986 2.000 
21 6 121 2,112 2.083 
10 5 131 2,162 2.117 
17 4 148 2,230 2.170 
29 3 177 2,317 2.248 
25 2 202 2,367 2.305 
49 1 251 2,416 2.400 

根據表 5-1，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期刊分布統計表，首先將 248 種期

刊分為三區觀察是否符合布萊德福定律，根據累積期刊數和累積期刊數乘

文獻數（累積文獻數）可見：第一區有 13 種期刊，共 799 篇文獻出版；

第二區有 41 種期刊，共 595 篇文獻出版；第三區有 194 種期刊，共 1022
篇文獻出版。各區期刊種數的比例為 13：41：197，即 1：3.2：15.2，若

以布萊德福定律 1：n：n2 計算公式，求得 n 值約為 3，亦即各區之比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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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13：3*13：32*13，等於 13：39：117（依此定律本研究應為 1：3：9），
第三區的數值與布萊德福定律所應達到的數值相差較大。 

進一步再分為四區觀察，得到結果為：第一區 7 種期刊，共 597 篇文

獻出版；第二區 22 種期刊，共 589 篇文獻出版；第三區 43 種期刊，共 585
篇文獻出版；第四區 176 種期刊，共 645 篇文獻出版。各區期刊種數的比

例為得到 7：22：43：179，即 1：3：6：25，若以布萊德福定律 1：n：n2

計算公式，求得 n 值約為 3，亦即各區之比大約為 1*7：3*7：32*7：33*7，
等於 7：21：63：189（依此定律本研究應為 1：3：9：27），結果顯示四

區結果與布萊德福定律最符合。 

表 5-2 期刊文獻分布統計表（分區） 

 
分區 期刊種數 各區篇數 出版文獻數（平均篇數） 

一 核心區 7 597 38~165（86） 
二 次核心區 22 589 20~35（27） 
三 次邊緣區 43 585 10~19（14） 
四 邊緣區 179 645 1~9（4） 

總計 251 2,416 -- 

二、核心期刊分析 

根據布萊德福定律進行分區以後，將所得到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核

心區期刊結果加以描述分析。而根據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查詢創

刊年、出版頻率、國別、語言以及學科主題，並將期刊名稱、文獻數量等

內容製作成表，結果如下表 5-3 所示。 

以布萊德福定律分區結果，7 種核心期刊皆來自美國與英國，皆為英

文所撰寫。以 1980 年代創刊的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為首，二

十年以來共出版 165 篇文獻，其次 2004 年代創刊的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共出版 111 篇文獻、為 1983 年

代創刊的 Electronic Library，共出版 108 篇文獻、1975 年代創刊的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共出版 78 篇文獻、1996 年代創刊的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共出版 51 篇文獻、1939 年代創刊的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共出版 46 篇文獻、1973 年代創刊的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共出版 38 篇文獻，前三名核心期刊接出版超過一百篇以上的文

獻。 

在 7 個核心期刊當中，雖然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相較於其他核心期刊較晚創刊，但在遠距教育的文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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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數量是相當突出的，且也有 1 篇文獻被引用超過 50 次以上，顯示它在

圖書資訊遠距教育的學術產出是具有潛力與影響能力。 

在核心期刊出版頻率多以季刊與雙月刊；在出版國家方面，仍然是以

美國與英國為大宗，前者占據 4 個名額，後者占據 3 個名額，因此在語言

方面，也是以英文為主要發表語言。 

7 個核心期刊中有 3 種核心期刊高度被引用文獻篇數為零，有 4 個期

刊有被引用超過 50 次以上的文獻，包括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Electronic Library、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以及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而位於核心期刊之首的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並沒有高度被引用的文獻產出。 

表 5-3 核心區期刊列表 

排序 期刊刊名 
文獻

數量 

創刊

年度 

出版 

頻率 

出版

國別 
語言 學科主題 

高被引文

獻篇數 

1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165 1980 8/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0 

2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111 2004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成人教育 
1 

3 Electronic Library 108 1983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 

4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78 1975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 

5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51 1996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0 

6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46 1939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2 

7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38 1973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0 

在 7 個核心期刊當中，僅有 5 種期刊出版文獻數超過五十篇以上，以

下將針對簡要摘要這 5 種期刊的特色。 

1.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於 1980 年創刊於美國，由 Routledge
出版商所出版，主要針對目前的科技發展趨勢，出版與圖書館領導、管理

相關的研究。將圖書館學領域中具學業專業的作者所出版的文章進行蒐集

彙整，尤其是與領導、管理、評鑑、評估、市場營銷等相關文獻（Taylor & 
Francis, 2018）。 

2.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美國出版商 Routledge 於 2004 年創立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期刊，該期刊創立目標在於幫助圖書館員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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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者專家了解現今蓬勃發展的遠距教育領域。期刊收錄學術研究、書籍、

評論等多種類型資料（Taylor＆Francis, 2018）。 

3. Electronic Library 

The Electronic Libra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於 1983 年創刊於英國，由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所出版，期刊出版的學科領域著重於資訊與知識管理，

以及圖書館研究相關之主題（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8）。 

4.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為英國出版商 Pergamon Press 於
1975 年所創刊之期刊，其所刊載的文章關注高等教育院校圖書館之問題與

議題，並為作者提供一個論壇予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並進行實踐應用、政

策分析、書目分析、推測學術圖書館事業未來趨勢等（Elsevier B.V., 2018）。 

5.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美國出版商 Routledge 於 1996 年創立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期刊，主要提供關於數位時代圖書館學相關研究與實際案例、圖

書館服務技術與創新，包含研究諮詢、資訊素養、使用者設計與可及性、

圖書館管理、線上檢索、培訓與教育等（Taylor＆Francis, 2018）。 

第二節 高被引期刊與文獻分析 

一、高被引期刊 

本節針對 2,416 筆文獻被引用次數，篩選出超過 50 次的高被引文獻，

再根據各個文獻所刊載之期刊，以高被引文獻篇數的多寡進行遞減排序，

結果如表 5-4 所示，詳細被引用文獻之期刊參見附錄三。在 248 種期刊中，

有 151 種期刊擁有 1 篇被引用文獻，其中刊載文獻被引用超過 50 次的期

刊，統計後有 9 種。 

高被引期刊多由美國與英國的出版商所出版，語言類別也以英文為主，

出版頻率以雙月刊為多，其次為季刊。在 9 種期刊當中有 4 種核心期刊、

2 種為次核心期刊、3 種為邊緣期刊，前兩名高被引文獻之期刊為次核心

期刊與邊緣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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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刊載高被引文獻之期刊列表 

排序 期刊刊名 
高被引文獻

篇數 

創刊

年度 

出版 

頻率 

出版

國別 
語言 學科主題 布萊德福分區 

1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3 1984 季刊 英國 英文 

醫學科學；

圖書資訊學 ○ 

2 Information Society 3 1981 5/年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3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 1939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4 Electronic Library 1 1983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5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1938 月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 

6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 1979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 1975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8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1 2004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 1980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社會科

學 ； 傳 播

學；電腦科

學 

 

註：◎為核心期刊區、○為次核心期刊區。 

在 9 個高被引期刊中，核心期刊與次核心期刊在前五名中佔據 4 個。

由於 Electronic Library 已於核心期刊中說明，因此以下僅針對四個高被引

期刊進行期刊特色的簡要介紹，。 

1.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於 1984 年由英國出版商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創刊，至 2001 年以前刊名為 Health Libraries 
Review。學科主題分類為醫學科學、圖書館服務，所收錄的文獻多為案例

研究、評估或研究報告，期刊文獻的關鍵字為健康資訊圖書館、醫學圖書

館、資訊科技、醫療資訊等，多與醫學相關（John Wiley & So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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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為美國出版商 Taylor & 
Francis Inc 於 1981 年所創刊，一年發行五次，其學科主題不僅包含圖書資

訊學，同時也收錄電腦科學的內容，包括：興起的虛擬社區、數位圖書館

的願景與典範、電子商務的流程、資訊基礎設備概念等，所涵蓋的內容與

範圍廣泛（Taylor & Francis, 2018）。 

3.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由美國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於 1939 年所創刊，雖然紙本期刊於 2013 年停刊，但目前仍以電

子期刊形式出版。所收錄的文獻多與學術和研究圖書館相關，亦包含圖書

館學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對其他領域相關的主題有所關注（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18）。 

4.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

JASIST）為美國出版商 John Wiley & Sons, Inc 所創建，曾歷經多次更名與

出版歷程，創刊於 1938 年，後於 1942 年停刊，復刊 1950 年。資訊科學

同儕評鑑的研究在國際中具領先地位，通過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獻提供知識

領導能力，其收錄的研究多側重於資訊的生產、發現、紀錄、保存、展示、

檢索、操作、傳播、使用、評估、工具和技術等（John Wiley & Sons, 2018）。 

二、高被引文獻 

被引用次數超過 10 次以上的文獻，共有 183 篇，其中有 3 篇被引用

次數超過 100 次，11 篇被引用次數超過 50 次。表 5-5 列出被引用次數超

過 50 次的文獻，共 14 篇，其餘 169 篇被引用超過 10 次以上文獻將於附

錄四呈現。 

在 14 篇高被引用文獻當中，僅有 3 篇為單一作者，其餘皆為多人共

同合著，且單一作者文獻皆於前十年出版，可說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以

多人共同合著為發展趨勢；此外，有 13 篇文獻出版時間為 1998 年至 2007
年，前十年所發表的文獻，僅 1 篇為 2008 年至 2017 年，後十年所發表的

文獻，顯示前十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學術研究成果對於後十年、現在，

甚至可能對於未來的學術研究都具有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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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文獻其主題領域分布（含重複主題）分別為：遠距教育課程與

內容 2 篇、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2 篇、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1 篇、學習者與

社群 3 篇、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 3 篇、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

論與研究 3 篇，大致而言並沒有特別偏重於哪一個主題領域。 

除此之外，雖然於第四章文獻主題領域分布所得最多的為圖書館與遠

距教育，但高被引文獻卻沒有一篇屬於該主題類型。此一現象顯示圖書資

訊學領域的學者可能更專注於數位課程教與學的研究成果。 

表 5-5 刊載高被引文獻之期刊列表 
排

序 
文獻篇名 作者 年代 期刊刊名 主題 

被引用

次數 

1 

Second Life: an overview of 

the potential of 3-D virtual 

worlds in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Boulos, Maged N Kamel; 

Hetherington, Lee; 

Wheeler, Steve 

2007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圖書館與

遠距教育 
254 

2 

Effective e-learning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 

barriers and their solu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findings from the 

HeXL project 

Childs, S; Blenkinsopp, E; 

Hall, A; Walton, G 
2005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圖書資訊

學遠距教

育理論與

研究 

142 

3 

A classroom of one: how 

online learning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Maeroff, Gene I 2004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圖書資訊

學遠距教

育理論與

研究 

115 

4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tance 

learning: technologies, tools 

and techniques 

Belanger, France; Jordan, 

Dianne H. 
2000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遠距教育

評鑑、評估

與學習評

量 

97 

5 

Toward a typology of Internet 

users and online privacy 

concerns 

Sheehan, Kim Bartel 2002 Information Society 
學習者與

社群 
92 

6 

Elucidating user behavior of 

mobile learning - A 

perspective of the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Huang, Jen-Hung; Lin, 

Yu-Ru; Chuang, Shu-Ting 
2007 Electronic Library 

學習者與

社群 
81 

7 Social software as support in Hall, Hazel; Davison, 2007 Library & Information 教學技術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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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value of the blog as a tool 

for reflective learning and peer 

support 

Brian Science Research 與課程傳

遞 

8 
Interaction in 

distance-learning courses 

Bouhnik, Dan; Marcus, 

Ttali 
2006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遠距教育

課程與內

容 

70 

9 
Validating E-learning factors 

affecting training effectiveness 

Lim, Hyochang; Lee, 

Sang-Gun; Nam, Kichan 
200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遠距教育

評鑑、評估

與學習評

量；圖書資

訊學遠距

教育理論

與研究 

69 

10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re 

we 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 

Schlager, Mark S; Fusco, 

Judith 
2003 Information Society 

教學設計

與教學法 
66 

11 

Group behavior and learning 

in electronic forums: A 

sociotechnical approach 

Hatfield, Amy J; Kelley, 

Shana D 
2003 Information Society 

學習者與

社群 
57 

12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test 

Cameron, Lynn; Wise, 

Steven L; Lottridge, Susan 

M 

2007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遠距教育

課程與內

容 

54 

13 

Literature searching for social 

science systematic reviews: 

consideration of a range of 

search techniques 

Papaioannou, Diana; 

Sutton, Anthea; Carroll, 

Christopher; Booth, 

Andrew; Wong, Ruth 

2010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遠距教育

評鑑、評估

與學習評

量 

51 

14 

Transporting good library 

instruction practices into the 

web environment: An analysis 

of online tutorials 

Dewald, Nancy H 1999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教學設計

與教學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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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篇高被引文獻中，3 篇文獻被引用次數超過一百篇，皆於前十年發

表，其中 2 篇文獻的出版期刊所涵蓋主題領域除了圖書資訊學以外，包含

醫學科學其他領域之主題。以下簡要說明 3 篇高被引文獻其研究內容。 

1. Second Life: an overview of the potential of 3-D virtual worlds in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文獻發表於 2007 年，研究者透過實際案例進行研究，如第二人生醫

療、消費者健康圖書館、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資助的健康資訊島等，對醫

學健康圖書館館員與相關教育工作者介紹 3D 虛擬世界及其教育潛力。強

調透過電腦與網際網路創造一個多媒體環境，形成 3D 虛擬世界，使用者

可透過網路虛擬平台進行社交活動。 

2. Effective e-learning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 barriers 
and their solu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findings from the 
HeXL project 

2003 年至 2004 年 Northumbria University（諾桑比亞大學）資訊管理

研究所為了瞭解衛生專業人員與學生面對數位學習可能產生的障礙，展開

一項研究調查。主要透過文獻回顧分析、學習者問卷調查、教學者訪談進

營進行研究資料蒐集。研究發現數位學習對主要的障礙為：成本、缺乏設

計、技術與技能、支持、數位學習所需花費的工作時間等。該文獻作者認

為圖書館員在數位學習扮演重要角色，應該發揮其功能，提供教學者、學

習者、專業人員等支持與數位學習教材、教學者資訊技能培訓、數位線上

資源取用管理與提供、製作圖書館的數位學習課程等。 

3. A classroom of one: how online learning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文獻發表於 2003 年，內容闡述遠距教育發展自 19 世紀的函授課程，

到 20 世紀的遠距教育課程，學生能在不同地點與教師利用電腦進行聯繫，

隨著視訊會議、網際網路的誕生，將遠距教育擴大到另外一個層次。數位

學課程與傳統課程具有相同與不同之處，雖然數位課程提供不同於以往的

教學方式，但並非所有課程都能以數位形式進行。學術與公共圖書館認為，

這本書能夠作為瞭解數位課程如何改變高等教育的合適且值得閱讀的館

藏。 

藉由上述高被引文獻，可發現醫學圖書館對於遠距教育的重視，可能

大過學術圖書館；而內容談論到歷史發展與概念理論的書目，不管在任何

領域、任何學科，仍然都是瞭解一個領域的經典之作。但是透過高被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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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也發現，文獻雖出版自圖書資訊學領域之期刊，但內容核心並非完全圍

繞在圖書館或圖書資訊學，一方面顯示出圖書資訊學在遠距教育方面的文

獻仍然有許多進步與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檢索策略可能有太

過廣泛的問題，導致下載資料未能完全適用，故需再縮小檢索範圍。 

第三節 作者生產力分布分析 

一、作者分布 

本節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之作者生產力，將針對文獻之作者分布

進行分析，此外，由於文獻可能由一位作者獨立撰寫，或兩位作者，甚至

多位作者合力撰寫，為了瞭解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合著情況，將對單

一與共同合著作者進行分析，結果參見表 5-6 與 5-7。 

根據表 5-6 可瞭解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發表文獻之分布情形，可

以觀察到發表文獻數量與作者數量呈現反比，以發表 1 篇文獻的作者為多

數，占 88.57%；其次為發表 2 篇文獻的作者，占 8.50%。發表超過 10 篇

的作者僅有 1 名。因此，整體而言，發表 1-2 篇的作者占大多數，約占總

人數的 97.06%。 

表 5-6 作者發表文獻分布 
文獻篇數 作者人數 百分比%x 

11 1 0.03% 
8 1 0.03% 
7 2 0.05% 
6 3 0.08% 
5 6 0.16% 
4 25 0.66% 
3 74 1.94% 
2 324 8.50 % 
1 3,378 88.57% 

總計 3,814 100.00%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這二十年以來，單一作者與共同合著作者之結果

可參見表 5-7。單一作者發表文獻數為 1,191（占 49.30%），而共同合著作

者發表文獻數為 1,225（占 50.70%），兩者差距並不大。在 2006 年以前，

單一作者文章數量仍多於共同合著作者文章數量，百分比最高達到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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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百分之七十，但於 2006 年以後，共同合著作者開始增加並超越單一

作者所發表的文獻數量，並於 2017 年達到百分之 75.23%。 

表 5-7 單一與共同作者分析 

年代 單一作者文章數 百分比 共同作者文章數 百分比 
合計

篇數 
1998 52 67.53% 25 32.47% 77 
1999 72 69.90% 31 30.10% 103 
2000 47 56.63% 36 43.37% 83 
2001 74 59.20% 51 40.80% 125 
2002 81 58.27% 58 41.73% 139 
2003 61 57.01% 46 42.99% 107 
2004 69 56.10% 54 43.90% 123 
2005 83 60.58% 54 39.42% 137 
2006 58 47.93% 63 52.07% 121 
2007 44 48.89% 46 51.11% 90 
2008 61 51.69% 57 48.31% 118 
2009 84 46.67% 96 53.33% 180 
2010 80 45.71% 95 54.29% 175 
2011 54 38.85% 85 61.15% 139 
2012 61 42.07% 84 57.93% 145 
2013 71 44.65% 88 55.35% 159 
2014 55 49.55% 56 50.45% 111 
2015 26 30.23% 60 69.77% 86 
2016 31 34.83% 58 65.17% 89 
2017 27 24.77% 82 75.23% 109 
總計 1,191 49.30% 1,225 50.70% 2,416 

進一步將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高生產力作者。依據上述發

現在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中，作者合著情形是略高於單一作者，且數據有

明顯上升的趨勢，若僅以第一作者會失去資料完整性，因此作者合著情形，

將採用「第一作者法」與「平等法」進行分析，結果參見表 5-8 與表 5-9。 

表 5-8 高生產力作者分佈（第一作者法） 
排序 作者 文獻篇數 最高被引用文獻數 

1 Casey, Anne Marie 9 6 
2 Pinto, Maria 6 13 
3 Wang, Mei-Ling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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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ufford, Jon R 5 26 
5 Fourie, Ina 5 8 
6 Blummer, Barbara 5 7 
7 Chen, Hsin-Liang 5 3 

以第一作者法進行計算高生產力作者，以 Casey, Anne Marie 生產篇數

最多，其次為 Pinto, Maria、Wang, Mei-Ling、Hufford, Jon R、Fourie, Ina、
Blummer, Barbara，以及 Chen, Hsin-Liang，共七位高生產力作者。在七位

高生產力作者中，以 Hufford, Jon R 所發表之文獻擁有最高被引文獻數，

共被引用 26 次。 

Casey, Anne Marie 為美國安柏瑞德航空大學（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圖書館（Hunt Library）館長，並於 1993 年起成為

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 ACRL）成員。Casey 的學術研究領域包括高等教育、國際學生、遠

距學習圖書館事業、大學圖書館等，其作品包括《Distance Learning 
Librarians: Their Shared Vision》、《Who Trains Distance Librarians? A Study of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Distance Learning Librarians》、《Fair 
is fair, or is it? Library services to distance learners》等，出版文獻的內容多

為如何進行遠距教育圖書館員培育，以及如何改善對遠距學習者的圖書館

服務。 

Pinto, Maria 為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University of Granada）圖書館與

資訊科學學院教授，曾於 1990 年至 1997 年擔任格拉納達大學圖書館和資

訊科學學系主任，是一名科技資訊處理、圖書館與資訊服務品質、數位內

容評估專家。Pinto 的作品包括《Evaluareed: Development of an onlin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ssessment instrument 》、《 Electron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perspectives and evaluation tools》、《E-book reading among 
Spanish university students》等，對於數位資訊科技工具的應用與評估有較

深入的研究。 

Wang, Mei-Ling（王梅玲）為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教授，同時也是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研究專長為館

藏發展與管理、數位資源使用與評鑑、數位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圖書資

訊學教育，以及資訊素養教育。最高被引用文獻次數為 2 次，為刊登於期

刊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的《Action Research on 
E-Learn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Quality Assurance》（品質保證應用在圖書資訊學數位課程發展之行動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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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fford, Jon R 為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圖書

館館員，擁有七位高生產力作者中最高被引用文獻次數，該篇文章為刊登

於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的《What Are They Learning? Pre- and 
Post-Assessment Surveys for LIBR 1100,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Research》，
主要為圖書館員開發與評估學生的資訊素養課程，進而提出改善建議。此

外 Hufford 發表的文獻還包括《Planning for Distanc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and the library's role》、《Library Support for Distance Learners: What 
Faculty Think》等，內容多為說明圖書館面對遠距教育的角色轉變、教師

與學生支持等。 

表 5-9 高生產力作者分佈（平等法） 
排序 作者 文獻篇數 最高被引用文獻數 

1 Casey, Anne Marie 11 10 
2 Cassner, Mary 8 2 
3 Pinto, Maria 7 13 
4 Adams, Kate E 7 2 
5 Blummer, Barbara 6 4 
6 Tunon, Johanna 6 3 
7 Wang, Mei-Ling 6 2 
8 Virkus, Sirje 5 36 
9 Hufford, Jon R 5 26 
10 Lillard, Linda L 5 4 
11 Fourie, Ina 5 8 
12 Chen, Hsin-Liang 5 3 
13 Pival, Paul R 5 2 

以平等法進行計算高生產力作者，共有 13 位。兩種方法計算出來的

首位高生產力作者皆為 Casey, Anne Marie，但第一作者法中，排行第三的

Wang, Mei-Ling 在平等法排名未進入前六名；而在第一作者法中未被納入

高生產力作者，但利用平等法可視為高生產力作者的有 6 位，分別為

Cassner, Mary、Adams, Kate E、Tunon, Johanna、Virkus, Sirje、Lillard, Linda 
L，以及 Pival, Paul R，其中 Cassner, Mary 更直接至排行第二名。 

二、洛卡定律應用 

洛卡定律為資訊計量學三大定律之一，為作者生產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主要透過作者以及文獻發表數量觀察與檢驗兩者之間的關係，Lotka（1926）
觀點為發表一篇文章的作者約占全部作者數的 60%，意即發表 n 篇文章的

作者數會是發表一篇文章作者數的 1/n2（轉引自蔡明月，2003）。故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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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應用洛卡定律觀察第一作者法與平等法的作者分布，計算其n值與c值，

再利用 K-S 檢定法進一步得知其作者分布關係。 

（一）第一作者法 

本研究若採第一作者法計算，共有 2,083 為作者，根據洛卡定律的原

始理論，發表一篇文獻的作者數量，即 c 值應為總作者數的 60.79%，因此

本研究若依照洛卡定律，發表第一篇文獻的作者應為 2,083 x 0.6079 = 
1266.25，約為 1,266 位。參照表 5-10，實際發表一篇文獻的作者為 1,854
位，占總作者數 89.01%，高於洛卡定律的原始預估值，初步顯示 c 值與洛

卡定律不符。 

為了進一步求得 n 值與 c 值，將利用最小平方公式，求得 n 值，再將

n 值帶入鮑李孝融教授所發展出的演算公式，以求得 c 值，表 5-10 為文獻

住作數與其相對的作者人數表。表中將文獻著作數量與觀察值轉換為自然

對數 ln(X) 與 ln(Y)，其中作者觀察值為各種生產力之作者數量占總作者數

量的百分比值。 

表 5-10 作者與其文獻著作數量分析簡表（第一作者法） 
著作 作者 著作*作者 

種數(K) 
數量

(X) 
ln(X) 人數(K) 

觀察值

(Y) 
ln(Y) ln(X)*ln(Y) ln(X)2 

1 1 0.0000 1,854 89.0060 4.4887 0.0000 0.0000 
2 2 0.6931 174 8.3530 2.1226 1.4713 0.4805 
3 3 1.0986 36 1.7280 0.5470 0.6009 1.2069 
4 4 1.3863 12 0.5760 -0.5516 -0.7647 1.9218 
5 5 1.6094 4 0.1920 -1.6503 -2.6560 2.5903 
6 6 1.7918 2 0.0960 -2.3434 -4.1988 3.2104 
7 9 2.1972 1 0.0480 -3.0366 -6.6720 4.8278 

總計 30 8.7765 2,083 100 -0.4236 -12.2194 14.2377 
平均 4.29 1.2538 

  
-0.0605 

  

將以上計算值分別帶入最小平方法公式，求得 n 值： 

𝑛𝑛 = 
∑ 𝑙𝑙𝑛𝑛(𝑋𝑋) 𝑙𝑙𝑛𝑛(𝑌𝑌) − 𝐾𝐾(𝑙𝑙𝑛𝑛𝑋𝑋�)(𝑙𝑙𝑛𝑛𝑌𝑌�)

∑ 𝑙𝑙𝑛𝑛 (𝑋𝑋)2 − 𝐾𝐾𝑙𝑙𝑛𝑛(𝑋𝑋�)2
 

𝑛𝑛 =
(−12.2194) − 7(1.2538)(−0.0605)

14.2377 − 7(1.2538)2
 =  −3.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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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n 值帶入鮑李孝融公式，求得 c 值 

𝑐𝑐 =  
1

∑𝑥𝑥𝑙𝑙
 =  

1
1.1121 

=  0.8992 

求得 n 值為-3.6143，與洛卡定律之 n ≒ -2 並不符合，而 c 值則為

0.8992，比定律所提出之 0.6079 大。根據上述最小平方差公式所得之數據

來看，洛卡定律與以第一作者法計算作者生產力的應用，並不相符。再透

過圖 5-1 分布圖觀察，可得知本研究之曲線雖亦呈現由左上向作下傾斜，

但若對照標準的-2 斜線直線（見圖 6-1 黑色直線）可發現，作者分布曲線

與黑色直線相差甚遠。因此，可得知第一作者法計算之作者分布，與洛卡

定律不完全相符。 

 
圖 5-1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生產力分布圖（第一作者法） 

進一步利用K-S加以檢定洛卡定律理論值之於本研究的適用性。首先，

將觀察值與洛卡定律之百分比值，依據大小次序相對排列，排列狀況如表

5-11。S(i)為觀察值的累積值，F(i)為根據洛卡定律理論值的累積值，D(i)
為兩者之差值，取其最大的差值 Dmax 為 0.0092。 

表 5-11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分布 K-S 檢定（第一作者法） 

著作數

量(X) 

觀察值 洛卡理論值 D(i) 
作者數量

(Y) 
百分比

Y(i)/2085 
累積 S(i) 

百分比

n=-3.7133 
累積 F(i) F(i)-S(i) 

1 1,854 0.8901 0.8901 0.8992 0.8992 0.0092  
2 174 0.0835 0.9736 0.0734 0.9727 -0.0009  
3 36 0.0173 0.9909 0.0170 0.9896 -0.0013  

y = -2x + 1.8522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作
者
觀
察
值
自
然
對
數
值

著作數量自然對數值

作者 l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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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0.0058 0.9966 0.0060 0.9956 -0.0010  
5 4 0.0019 0.9986 0.0027 0.9983 -0.0003  
6 2 0.0010 0.9995 0.0014 0.9997 0.0002  
9 1 0.0005 1.0000 0.0003 1.0000 0.0000  

根據K-S檢定法，若樣本數大於 35時，0.01顯著水準之臨界值為 1.63
√𝑙𝑙

。

對本部分的研究而言，n 值為 2,083，因此在 0.01 的顯著水準，期有效臨

界值應為 1.63
√2083 

 = 0.0357，令此值為 C： 

若 Dmax < C，則適用於洛卡定律； 

若 Dmax > C，則不適用於洛卡定律。 

結果本研究之 Dmax = 0.0092 < 0.0357，證明洛卡定律適用於第一作者

法計算之作者分布。 

（二）平等法 

本研究若採平等法計算，共有 3,814 為作者，根據洛卡定律的原始理

論，發表一篇文獻的作者數量，即 c 值應為總作者數的 60.79%，因此本研

究若依照洛卡定律，發表第一篇文獻的作者應為3,814 x 0.6079 = 2318.53，
約為 2,318 位。參照表 5-12，實際發表一篇文獻的作者為 3,378 位，占總

作者數 88.57%，高於洛卡定律的原始預估值，初步顯示 c 值與洛卡定律不

符。 

為了進一步求得 n 值與 c 值，將利用最小平方公式，表 5-12 為文獻住

作數與其相對的作者人數表。表中將文獻著作數量與觀察值轉換為自然對

數 ln(X) 與 ln(Y)，其中作者觀察值為各種生產力之作者數量占總作者數量

的百分比值。 

著作 作者 著作*作者 

種數(K) 
數量

(X) 
ln(X) 人數(K) 

觀察值

(Y) 
ln(Y) ln(X)*ln(Y) ln(X)2 

1 1 0.0000 3,378 88.568 4.4838 0.0000 0.0000 
2 2 0.6931 324 8.495 2.1395 1.4830 0.4805 
3 3 1.0986 74 1.94 0.6627 0.7280 1.2069 
4 4 1.3863 25 0.655 -0.4231 -0.5866 1.9218 
5 5 1.6094 6 0.157 -1.8515 -2.9799 2.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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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7918 3 0.079 -2.5383 -4.5480 3.2104 
7 7 1.9459 2 0.052 -2.9565 -5.7531 3.7866 
8 8 2.0794 1 0.026 -3.6497 -7.5893 4.3241 
9 11 2.3979 1 0.026 -3.6497 -8.7515 5.7499 

總計 47 13.0025 3,814 100 -7.7828 -27.9973 23.2705 
平均 5.22 1.4447   -0.8648   

表 5-12 作者與其文獻著作數量分析簡表（平等法） 

將以上計算值分別帶入最小平方法公式，求得 n 值： 

𝑛𝑛 = 
∑ 𝑙𝑙𝑛𝑛(𝑋𝑋) 𝑙𝑙𝑛𝑛(𝑌𝑌) − 𝐾𝐾(𝑙𝑙𝑛𝑛𝑋𝑋�)(𝑙𝑙𝑛𝑛𝑌𝑌�)

∑ 𝑙𝑙𝑛𝑛 (𝑋𝑋)2 − 𝐾𝐾𝑙𝑙𝑛𝑛(𝑋𝑋�)2
 

𝑛𝑛 =
(−27.9973) − 7(1.4447)(−0.8648)

23.2705 − 7(1.4447)2
 =  −3.7350 

將 n 值帶入鮑李孝融公式，求得 c 值 

𝑐𝑐 =  
1

∑𝑥𝑥𝑙𝑙
 =  

1
1.1022 

=  0.9073 

求得 n 值為-3.7350，與洛卡定律之 n ≒ -2 並不符合，而 c 值則為

0.9073，比定律所提出之 0.6079 大。根據上述最小平方差公式所得之數據

來看，洛卡定律與以平等法計算作者生產力的應用，並不相符。再透過圖

5-2 分布圖觀察，所得結果與第一作者法相似，本研究之曲線雖亦呈現由

左上向作下傾斜，但若對照標準的-2 斜線直線（見圖 6-2 黑色直線）可發

現，作者分布曲線與黑色直線相差甚遠。因此，可得知平等法計算之作者

分布，與洛卡定律不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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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生產力分布圖（平等法） 

 

進一步利用K-S加以檢定洛卡定律理論值之於本研究的適用性。首先，

將觀察值與洛卡定律之百分比值，依據大小次序相對排列，排列狀況如表

5-13。S(i)為觀察值的累積值，F(i)為根據洛卡定律理論值的累積值，D(i)
為兩者之差值，取其最大的差值 Dmax 為 0.0216。 

表 5-13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分布 K-S 檢定平等法） 

著作數

量(X) 

觀察值 洛卡理論值 D(i) 
作者數量

(Y) 
百分比

Y(i)/2085 
累積 S(i) 

百分比

n=-3.7133 
累積 F(i) F(i)-S(i) 

1 3,378 0.8857 0.8857 0.9073 0.9073 0.0216  
2 324 0.0850 0.9706 0.0681 0.9754 0.0048  
3 74 0.0194 0.9900 0.0150 0.9904 0.0004  
4 25 0.0066 0.9966 0.0051 0.9955 -0.0011  
5 6 0.0016 0.9982 0.0022 0.9977 -0.0004  
6 3 0.0008 0.9990 0.0011 0.9989 -0.0001  
7 2 0.0005 0.9995 0.0006 0.9995 0.0000  
8 1 0.0003 0.9997 0.0004 0.9999 0.0001  
11 1 0.0003 1.0000 0.0001 1.0000 0.0000  

根據K-S檢定法，若樣本數大於 35時，0.01顯著水準之臨界值為 1.63
√𝑙𝑙

。

對本部分的研究而言，n 值為 3,814，因此在 0.01 的顯著水準，期有效臨

界值應為 1.63
√3814

 = 0.0264，令此值為 C： 

y = -2x + 1.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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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Dmax < C，則適用於洛卡定律； 

若 Dmax > C，則不適用於洛卡定律。 

結果本研究之 Dmax = 0.0216 < 0.0264，證明洛卡定律適用於平等法計

算之作者分布。 

由此可知，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的作者分布，無論是依據第一作

者法或是平等法計算之作者分布皆適用於洛卡定律。 

第四節 作者服務機構分析 

由於專家學者進行研究並產出文章多源自於機構支持，因此本節將探

討全世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之研究機構分布，了解機構推動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的現況，以及各國研究之情形，進而對目前圖書資訊學遠距

教育研究發展之核心國家有所認識。本研究蒐集整理 2,416 期刊篇文獻，

有 359 篇文獻於資料庫中未註明作者所屬之機構，也無法經由其他方式辨

識其所屬機構，因此僅針對 2,057 篇文獻進行分析，所得作者服務機構共

1,024 個。 

1,024 個作者服務機構二十年以來文獻出版篇數，整理結果文獻出版

篇數超過 10 篇的機構，結果如表 5-14。生產力最高的機構為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二十年來發表

23 篇文獻，其次為發表 18 篇文獻的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聖荷西州立

大學）、18 篇文獻的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15 篇文獻的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14 篇文獻的 Oakland 
University（奧克蘭大學）。生產力較高的作者服務機構多集中於美洲，17
個機構中來自美國的便有12個，占了七成左右，其餘為歐洲的英國（2個）、

亞洲的臺灣（2 個）、非洲的波札那（1 個）。 

在亞洲地區，僅有 Chengchi University（政治大學）與 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學）出版文獻達到 10 篇。若進一步觀察，Chengchi 
University（政治大學）的 Wang, Mei-Ling 個人發表與合著發表之文獻達到

6 篇，是該機構最具生產力之作者。而在 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學）

並沒有明顯具有高生產力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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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作者服務機構分佈 
排

序 
機構名稱 國別 文獻篇數 

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伊利諾大學厄巴納

-香檳分校） 
美國 23 

2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聖荷西州立大學） 美國 18 
3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 美國 18 
4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美國 15 
5 Oakland University（奧克蘭大學） 美國 14 
6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北德州大學） 美國 13 
7 Open University（英國開放大學） 英國 13 
8 University of Tennessee（田納西大學） 美國 12 
9 University of Florida（佛羅里達大學） 美國 12 
10 Texas A&M University（德克薩斯州 A&M 大學） 美國 12 
11 University of Sheffield（雪菲爾大學） 英國 11 
12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 美國 11 
13 Chengchi University（政治大學） 臺灣 10 
14 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學） 臺灣 10 
1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美國 10 
16 University of Botswana（波札那大學） 波札那 10 
17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美國 10 

將作者所屬機構二十年以來所發表的文獻數量進行整理，所得結果參

見表 5-15。在 1,024 個機構當中，僅有 1 個機構發表超過 20 篇以上文獻，

大多數的機構僅發表 1 至 4 篇文獻，占總機構數的 91.99%。機構數量多集

中於發表 1 篇與 2 篇文獻，其中發表 1 篇文獻的機構有 653 個（63.77%），

發表 2 篇文獻的機構有 163 個（15.92%），各篇數機構出版資料參見附錄

五。 

表 5-15 作者服務機構與文獻篇數分佈 
文獻篇數 機構數 百分比（%） 
20~23 篇 1 0.10% 
15~19 篇 3 0.29% 
10~14 篇 13 1.27% 
5~9 篇 65 6.35% 
1~4 篇 942 91.99% 
總計 1,0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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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各國在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學術生產實力，以作者服務機構所

屬國家與期刊出版國家之間進行比對，一般而言，專家學者會將其研究成

果發表於具有國際聲望的期刊，若出版國別百分比大於機構發表文獻數百

分比時，可以此推測該國於全球的學術傳播環境，其所發行之期刊是備受

肯定，且能夠吸引其他國家之專家學者發表其學術成果。表 5-16 僅列出表

機構發表文獻數超過 10 篇以上之 20 個國家，其餘詳見附錄六。 

在這 20 個國家當中，美國、澳洲、臺灣、加拿大、印度等 14 個國家

出版國別百分比小於機構文獻數百分比，由此可推測這些國家的研究成果

有外流的現象；而出版國別百分比大於機構文獻數百分比的國家，分別有

英國、巴西、德國與日本，其中英國的出版國別百分比為 32.03%，遠超過

其機構文獻數百分比 9.04%，此結果顯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文獻發

表期刊於英國，其品質受到各國專家學者的肯定。 

表 5-16 作者服務機構所屬國家之分布 
排

序 
國別 機構數量 

機構發表

之文獻 
平均發表 
篇數 

百分比 
（%） 

出版國別

（%） 
1 美國 440 1,057 2.40 51.39% 41.88% 
2 英國 93 186 2.00 9.04% 32.03% 
3 臺灣 32 81 2.53 3.94% 2.20% 
4 澳洲 30 80 2.67 3.89% 1.04% 
5 加拿大 37 75 2.03 3.65% 2.24% 
6 印度 28 59 2.11 2.87% 1.41% 
7 西班牙 27 59 2.19 2.87% 1.62% 
8 中國 33 48 1.45 2.33% 0.96% 
9 巴西 24 36 1.50 1.75% 1.91% 

10 奈及利亞 19 31 1.63 1.51% 0.83% 
11 波蘭 25 30 1.20 1.46% 1.33% 
12 南非 14 30 2.14 1.46% 0.66% 
13 德國 23 23 1.00 1.12% 2.24% 
14 瑞典 9 14 1.56 0.68% 0.62% 
15 伊朗 8 13 1.63 0.63% 0.54% 
16 馬來西亞 6 13 2.17 0.63% 0.37% 
17 紐西蘭 7 23 3.29 0.58% 0.04% 
18 日本 10 11 1.10 0.53% 0.54% 
19 波扎那 1 10 10.00 0.49% -- 
20 巴基斯坦 4 10 2.50 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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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綜合上述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期刊分布、作者生產力、作者所屬機構

國家之分析結果，加以歸納整理，並進一步說明研究結果。 

一、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布萊德福定律應用 

本研究應用布萊德定律進行期刊分區，得到之四區期刊種數比值為1：
3：6：25，與布萊德福定律所應達成的 1：3：9：27 大致符合，顯示圖書

資訊學遠距教育期刊文獻符合布萊德福定律。 

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核心期刊與高被引期刊 

核心期刊與高被引期刊皆以美國與英國為主要出版國家，若對照第四

章出版國別排名，排名第一為美國（41.88%），第二為英國（32.03%），顯

示核心期刊與高被引期刊之排名與其相符合，因此可藉由核心期刊與高被

引期刊，得知二十年以來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之概況。 

三、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高被引文獻分布 

在 2,416 筆文獻當中，被引用次數超過 100 次以上的文獻僅 3 篇，被

引用次數超過 50 次以上的文獻僅 11 篇。在 14 篇高被引用文獻當中，僅

有 3 篇為單一作者，其餘皆為多人共同合著；有 13 篇文獻出版時間為前

十年所發表的文獻，1 篇為後十年所發表的文獻 

高被引文獻其主題領域分布大致平均，並沒有特別集中於某一個主題

之中。若對照主題領域分布結果，所占數量最多的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反

而在被引用方面表現不如預期。 

四、文獻發表篇數與作者人數呈現明顯的反比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2,416 篇文獻由 3,814 位作者進行撰寫，平均每

位作者發表 0.63 篇著作。發表 1 篇文獻的作者占總人數的 88.57%，發表

1-2 篇的作者占大多數，占總人數的 97.06%，而發表超過 10 篇文獻的作者

僅有 1 位。 

五、單一與共同合著作者情形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於前十年主要為單一作者多過共同合著作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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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則共同合著作者有大幅的成長。二十年以來單一作者數為 1,191，占

總數的 49.30%，共同合著作者數為 1,225，占總數的 50.70%。 

六、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核心作者 

以第一作者法計算高生產力作者，根據發表文獻篇數依序 Casey, Anne 
Marie、Wang, Mei-Ling、Pinto, Maria、Hufford, Jon R、Fourie, Ina、Chen, 
Hsin-Liang，以及 Blummer,Barbara。而依據平等法計算高生產力作者，根

據發表文獻篇數依序為 Casey, Anne Marie、Cassner, Mary、Pinto, Maria、
Adams, Kate E、Wang, Mei-Ling、Tunon, Johanna、Blummer, Barbara、Virkus, 
Sirje、Pival, Paul R、Lillard, Linda L、Hufford, Jon R、Fourie, Ina，以及 Chen, 
sin-Liang。 

七、作者分布計算之洛卡定律應用 

本研究以第一作者法、平等法求得洛卡定律之 n 值和 c 值，結果發現

與洛卡定律原始之 n 值和 c 值皆不吻合，但進一步由 K-S 檢定法檢驗，結

果顯示不論是第一作者法或是平等法計算皆適用於洛卡定律。 

八、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機構與機構國家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高生產力機構，以發表 23 篇文獻的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居首，其次發

表 18 篇文獻的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聖荷西州立大學）、18 篇文獻的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15 篇文獻的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14 篇文獻的 Oakland University（奧克

蘭大學），多數為美國的大學。在亞洲地區的國家，僅有 Chengchi University
（政治大學）與 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學）出版文獻逾 10 篇。進一

步將機構國家進行彙整，高生產力機構國家以美國 440 個為首，其次為英

國、臺灣、澳洲、加拿大、印度等。高生產力機構與高生產力機構國家資

料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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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 1998 年至 2017 年這二十年間，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的研究發展趨勢。透過資訊計量學，對期刊文獻資料進行文獻特性分析，

包含文獻題名、作者、出版國家、出版語言、發行年代、主題領域、出版

期刊、作者所屬機構與機構國家等。由於遠距教育於圖書資訊學界仍具有

巨大的潛力，故期望研究結果可提供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學界參考，為未

來發展與研究提供方向。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將簡要概述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特性，以

探討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現況與發展趨勢；第二節則依據研究分析與結

果發現，加以探討並提出建議；第三節將對未來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之研

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透過資訊計量學進行研究統計與分析，進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

之特性分析，可作為衡量各研究活動及其成果之重要指標。本研究以 LISA
資料庫與 SSCI 資料庫做為資料蒐集來源，最終篩選出 1998 年至 2017 年

所出版的 2,416 篇期刊文獻，經由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取得結果，得到下

列結論。 

一、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基本特性 

綜合第四章歸納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文獻成長狀況、出版國家分布、

出版語言分布，以及主題領域分布。以下針對上述文獻基本特性加以敘述

說明。 

（一）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成長狀況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於前十年成長速度緩慢，後十年開始出現大幅成

長的現象，文獻成長接近於線性迴歸曲線。整體而言，圖書資訊學遠距教

育期刊文獻成長速度呈現較穩定的狀態，根據表 4-1，於 2001 年至 2002
年達到第一次的成長高峰期，第二次的成長高峰期為 2009 年至 2010 年，

同時也是二十年以來期刊文獻數量有明顯提升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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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共出版 180 篇，2010 年出版 175 篇文獻，是二十年以來少數

突破一百五十篇，且接近兩百篇的黃金時期，此一成長現象推測或許與

2008 年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的出現有關。 

（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以美英兩國為主要出版國家，亞洲地區第一名

國家為台灣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出版國家主要集中在美國與英國，兩國占總

文獻數的 73.91%，若以前十名國家，包括荷蘭、加拿大、德國、臺灣、巴

西、西班牙、印度、波蘭來觀察，前十名國家約占總文獻數的百分之九十，

顯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多集中於這十個國家，尤其是美英兩國。而前十

名國家之中包含臺灣，顯示在亞洲區域，臺灣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已經

開始發展。 

若僅探討亞洲地區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發展，雖然總文獻出版量明

顯低於歐美地區，但臺灣於全球各國中達到總排序第六、於亞洲地區排名

第一，並且於 1999 年以後便有文獻發表，顯示臺灣相較其他亞洲地區，

更早發展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而僅次於臺灣的為印度與中國兩國。 

（三）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以英文撰寫居多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二十年以來發表的文獻，其出版語言已達 29 種，

其中以英文撰寫的 2,089 篇居於首位，占總文獻數的 86.47%。由於資料蒐

集自英國圖書館學會（British Library Association）所製作的 LISA，以及美

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所建立的

SSCI，雖然都以全球所出版的期刊文獻為主要來源，但文獻蒐錄仍偏重於

英國與美國，故使得蒐錄文獻多以英文文獻為主；而對照出版國家，出版

量最多的美國與英國，其官方語言及為英文，與語言排名分布相符合。 

（四）主題領域分布以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居冠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二十年間文獻主題分布，以 10 種主題進行分類，

前五名分別為 Libra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圖書館與遠距教育（27.29%）、

Courses and Content 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17.23%）、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Course Delivery 科技與課程傳遞（13.89%）、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學習者與社群（10.99%）、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edagogy 教學設計與教學法（9.10%），顯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目前

的文獻內容發表主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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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而

管理與政策、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數量、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

以及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呈現逐年遞減趨勢 

無論是二十年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成長圖，或是前後十年的成長圖，

皆顯示圖書館與遠距教育長期位居 10 種主題領域之首，但於後十年開始

文獻產量出現遞減的趨勢，而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80 篇），以及教學技

術與課程傳遞（+78 篇），的相關文獻產量開始有上升趨勢，顯示圖書資訊

學遠距教育已逐漸朝課程與教學兩個面向為研究發展。而除了管理與政策

（-13 篇）、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數量（-19 篇）、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

與研究（-7 篇），以及圖書館與遠距教育（-17 篇）之外，其餘的主題都

呈現成長之趨勢。 

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期刊、以及作者與研究機構分布情形 

綜合第五章歸納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期刊與作者分布情形，包括布

萊德福定律應用與核心期刊、高被引期刊與高被引文獻、高生產力作者、

作者服務機構。以下針對上述期刊、作者與其研究機構分布情形加以敘述

說明。 

（一）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期刊符合布萊德福定律 

應用布萊德定律進行期刊分區，求得四區期刊種數比值為 1：3：6：
25，n 值為 3，與布萊德福定律所應達成的 1：3：9：27 大致符合。核心

期刊區共有 7 種期刊，597 篇文獻，出版文獻數 38~165 篇，平均篇數為

86 篇。 

根據布萊德福定律所得之 7 種核心期刊，分別為：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Electronic Library、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前三名核心期刊出版文獻數量逾百篇，其餘 4 種期刊則

逾三十篇但不足百篇，大多數期刊發表頻率為每一個季度，或兩個月出版

一期。 

（二）核心期刊與高被引期刊皆以美國與英國為主要出版國家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有 7 種核心期刊，分別為：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Electronic Library、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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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以及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其中有 4 種為美國所出版，3 種為英國所出版。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高被引期刊共有 9 種，分別為：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Information Society、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lectronic Library 、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以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其中 4
種為美國所出版，5 種為英國所出版。顯示美國與英國具有圖書資訊學遠

距教育之重要出版國家地位。 

（三）高被引文獻多分布於前十年，以共同合著作居多 

被引用次數超過 50 次以上被視為本研究之高被引文獻，在 2,416 筆文

獻當中，高被引文獻共 14篇，而其中有 3篇被引用次數超過 100次：《Second 
Life: an overview of the potential of 3-D virtual worlds in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Effective e-learning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 
barriers and their solu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findings 
from the HeXL project》、《A classroom of one: how online learning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前兩篇皆著重於醫學圖書館的遠距學習，後一篇

雖與圖書資訊學無直接相關，但仍圍繞著遠距教育對對學校或圖書館所造

成的影響，並且說明遠距學習其核心理念。 

14 篇高被引文獻多為共同合著作者（11 篇），且多集中於前十年所出

版（13 篇）。顯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學術研究，研究者比起自己獨立

的進行研究，更傾向於團體同儕之間互相交流的研究形式，此外早期的研

究成果，時隔多年仍具有極大的學術影響力。 

（四）主題領域分布結果與高被引文獻主題分布結果不盡相同 

高被引文獻其主題領域分布並沒有集中於任何一個主題之中，而是平

均分散於教學設計與教學法、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學習者與社、遠距教

育評鑑、評估與學習評量，以及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與研究。顯示出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學術研究目前是傾向於數位課程教與學方面。 

根據第四章的文獻主題領域分布，占總數最多的是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然而主題分布占數量雖多，但在第五章高被引文獻的結果中，未有一篇高

被引文獻的主題為圖書館與遠距教育。學術交流與傳播的方面，從實質上

的引用行為，更加證實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的研究學者對於數位課程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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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關心，而遠距教育應用於圖書館的學術交流與傳播，目前仍有其發展

的空間。 

（五）單一與共同合著作者情形於近十年開始傾向於共同作者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於前十年（1998 年至 2007 年）主要為單一作者

多過共同合著作者，近十年（2008 年至 2017 年）則共同合著作者有大幅

的成長。單一作者所占比率最多的年代為 1999 年（69.90%），而共同合著

作者所占比率最多的年代為 2017 年（75.23%），顯示共同合著作者在圖書

資訊學遠距教育在快速成長。再根據二十年以來單一作者數所占總百分比

49.30%，以及共同合著作者數所占總百分比 50.70%來看，共同合著作者已

經超越單一作者，成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發表文獻的趨勢。 

在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核心作者方面，以第一作者法計算高生產力作

者，根據發表文獻篇數依序為 Casey, Anne Marie、Wang, Mei-Ling、Pinto, 
Maria、Hufford, Jon R、Fourie, Ina、Chen, Hsin-Liang，以及 Blummer,Barbara。
而依據平等法計算高生產力作者，根據發表文獻篇數依序為 asey, Anne 
Marie、Cassner, Mary、Pinto, Maria、Adams, Kate E、Wang, Mei-Ling、Tunon, 
Johanna、Blummer, Barbara、Virkus, Sirje、Pival, Paul R、Lillard, Linda L、
Hufford, Jon R、Fourie, Ina，以及 Chen, sin-Liang。兩個計算方法所得到的

高生產力作者重複性高，但排序順位有所變動，兩種計算方法所求得的核

心作者皆可作為研究參考。 

（六）第一作者法與平等法皆與洛卡定律的 n 值和 c 值不吻合，但經 K-S
檢定，在 0.01 顯著水準之下作者分布仍滿足洛卡定律 

本研究採用第一作者法與平等法進行作者分布計算，遂應用洛卡定律

進行兩個計算方式的作者生產力分布觀察，結果第一作者法所得 n 值為

-3.6143，c 值為 0.8992，平等法所得 n 值為-3.7350，c 值為 0.9073，兩者 n
值皆與與洛卡定律之 n≒-2 不符合，c 值比定律所提出 0.6079 大，顯示洛

卡定律與第一作者法和平等法皆不相符。然而，進一步以 K-S 檢定法加以

檢驗時，發現在 0.01 顯著水準之下，所得之 C 值皆大於 Dmax，表示無論

是第一作者法或是平等法計算皆適用於洛卡定律。 

（七）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機構與機構國家皆以美國居冠，亦為各國發表

其學術研究成果最多的國家，但學術環境最具吸收他國學術研究成果的國

家為英國 

在 1,024 個作者服務機構中，機構生產力最高的為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二十年共發表 23 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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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其次為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聖荷西州立大學）與 Indiana University
（印第安納大學）發表 18 篇文獻、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賓夕法

尼亞州立大學）發表 15 篇文獻、Oakland University（奧克蘭大學）發表

14 篇文獻等，排名於前的多為美國大學。 

整體而言，全球共有 73 個國家進行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研究，其中

以美國、英國、臺灣、澳洲、加拿大具有最多的研究機構。若從出版國別

與研究機構國別相比，可以發現英國最具備吸收其他國家學術研究成果的

學術環境；而美國、臺灣、澳洲、加拿大、印度等 14 個國家，由於其出

版國別比率小於研究機構國別比率，顯示可能有外流的情形。 

（八）亞洲地區僅臺灣的政治大學與淡江大學出版文獻逾 10 篇 

相較於歐美地區的蓬勃發展，在亞洲地區僅有 Chengchi University（政

治大學）與 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學）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文

獻出版數達到 10 篇，此結果呼應了出版國家以歐美國家為多數的結果，

顯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在亞洲地區的學術研究產出與推動仍然有很大

的提升空間。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過程與結果，提出下列建議提供日後研究學者在圖

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非英語文獻提供英文長摘以促進國際學術傳播力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文獻大多數採用英文發表，

其次為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等，然而部分文獻下載後並沒有

英文翻譯提供對照，因此在文獻內容的理解與主題分類的判斷上形成困窘，

此外，語言具可讀性能夠大幅提升學術研究的傳播與交流，若因語言導致

學術傳播力受到限制非常可惜，故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學者在寫作時可增加

長篇的英語摘要，藉以促進國際學術研究交流。 

二、未來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可深入研究的主題觀察 

根據第四章主題領域分布之研究結果，除了一直為熱門主題的圖書館

與遠教育之外，在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兩個主題也

開始呈現穩定成長，顯示圖書資訊學界面對遠距教育，已經開始聚焦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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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與教學規劃兩方面，因此未來相關研究學者將會在這兩個主題領域

有更多樣的學術產生，而根據主題領域分布，可發現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多為資訊素養課程，因此建議可發展更多樣化的圖書資訊學遠距課程研究，

不僅只侷限於資訊素養課程。 

三、醫學圖書館與資訊素養可單獨作為主題分類觀察 

本研究針對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提出 10 種主題領域作為分類依據，

但實際進行分類時，便發現 10 種主題領域並不足以完全涵蓋，有些文獻

主題辨識較不易，建議主題可再調整增加；其次，建議每一篇文獻的主題

分類時，不要僅限於 1 種主題領域，因為部分文獻主題領域劃分較為模糊，

多種主題領域分布仍然必要。 

進一步可將醫學圖書館與資訊素養課程作為主題分類之一，或在分類

時進行內容註記以便之後分析與說明，因為本研究僅大範圍地分類圖書館

與遠距教育，但醫學圖書館與資訊素養課程相關文獻資料比預期更加豐富，

故建議可單獨將其作為主題分類之一。 

四、期刊蒐錄之文獻主題歸納 

本研究於第四章針對出版文獻進行主題的辨別與歸納，後於第五章的

高被引文獻也有所應用，但未能進一步將各個期刊所蒐錄的文獻主題進行

整理，若能將各個期刊的文獻主題進行彙整，便能觀察每一個期刊的圖書

資訊學遠距教育所著重的主題領域，或每一個期刊於不同主題領域的逐年

成長趨勢等，進而提供未來研究者在查找相關主題文獻時所用，故建議未

來研究可針對各個期刊所蒐錄之文獻主題進行歸納與分析。 

五、亞洲地區的學術研究成果發展 

根據研究結果可發現排行多傾向於歐美地區的國家，而在亞洲地區的

國家相關文獻發表數量明顯低於歐美，因此本研究僅針對數據簡要描述，

並未進行充分資料剖析，包括亞洲出版的期刊種數、重要作者、作者服務

機構等，故建議可將歐美與亞洲地區的發展進行各別資料分析，以獲得更

詳細且全面的結果觀察，或蒐集出版更多亞洲地區相關文獻的資料庫，如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華藝線上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不僅

能彌補亞洲地區文獻數量，也有利蒐集更完善的資料進行剖析，進而更全

面性地觀察全球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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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建議，以供未來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之研究學者

進一步研究參考，詳細內容如下： 

一、歐美與亞洲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比較研究 

歐美國家的遠距教育學術發展方面，在國際間一直具領先地位，範圍

限定於圖書資訊學領域亦是如此，顯示出亞洲國家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

相關研究仍有長足的發展空間。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學者能夠針對歐美與亞

洲的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進行跨國間的比較研究，觀察各國之間的發展差

異與趨勢。 

二、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應用遠距教育之研究 

圖書資訊學應用遠距教育於教學之中，而圖書館亦開始使用遠距教育

的概念於服務之中，甚至輔助學校教學，故建議未來研究學者能將圖書資

訊學與圖書館兩者應用遠距教育的目的、模式、結果等，進行比較研究，

觀察兩者異同之處。 

三、資訊素養遠距課程之案例研究 

本研究根據 10 種主題領域進行分類，結果發現多數圖書館與圖書資

訊學系所開設的遠距教育課程多數為資訊素養。資訊素養的教學在網際網

路發展時代之下，不論是圖書館為了加強讀者資訊素養所發展的課程，亦

或是圖書學教育培育學生具備資訊評估認知的知識，資訊素養課程在圖書

館領域都是極其重要，伴隨著網路時代的發展，圖書館與圖書館教育發展

出數位學習課程是趨勢，故建議可將資訊素養應用於遠距教育之案例進行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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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出版國家分布表 

排序 國家 文獻篇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美國 1,008 41.88% 41.88% 
2 英國 771 32.03% 73.91% 
3 荷蘭 66 2.74% 76.65% 
4 加拿大 54 2.24% 78.89% 
5 德國 54 2.24% 81.14% 
6 臺灣 53 2.20% 83.34% 
7 巴西 46 1.91% 85.25% 
8 西班牙 39 1.62% 86.87% 
9 印度 34 1.41% 88.28% 
10 波蘭 32 1.33% 89.61% 
11 澳洲 25 1.04% 90.65% 
12 丹麥 24 1.00% 91.65% 
13 中國 23 0.96% 92.60% 
14 奈及利亞 20 0.83% 93.44% 
15 南非 16 0.66% 94.10% 
16 瑞典 15 0.62% 94.72% 
17 墨西哥 14 0.58% 95.31% 
18 伊朗 13 0.54% 95.85% 
19 日本 13 0.54% 96.39% 
20 義大利 11 0.46% 96.84% 
21 芬蘭 10 0.42% 97.26% 
22 馬來西亞 9 0.37% 97.63% 
23 土耳其 8 0.33% 97.96% 
24 匈牙利 7 0.29% 98.26% 
25 俄羅斯 6 0.25% 98.50% 
26 比利時 5 0.21% 98.71% 
27 法國 4 0.17% 98.88% 
28 新加坡 4 0.17% 99.04% 
29 克羅埃西亞 3 0.12% 99.17% 
30 哥倫比亞 3 0.12% 99.29% 
31 挪威 3 0.12% 99.42% 
32 羅馬尼亞 3 0.12% 99.54% 
33 斯里蘭卡 3 0.12% 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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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紐西蘭 1 0.04% 99.71% 
35 阿根廷 1 0.04% 99.75% 
36 坦尚尼亞 1 0.04% 99.79% 
37 塞爾維亞 1 0.04% 99.83% 
38 蘇格蘭 1 0.04% 99.88% 
39 奧地利 1 0.04% 99.92% 
40 冰島 1 0.04% 99.96% 
41 斯洛維尼亞 1 0.04% 100.00% 

 
總計 2,407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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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二十年主題成長表 

主題領域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總計 

1.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11 15 17 22 22 19 16 37 20 13 192 
2.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6 12 7 6 13 13 8 10 11 8 94 
3.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9 7 10 23 13 13 17 14 23 19 148 
4.學習者與社群 7 10 8 16 20 13 20 14 11 16 135 
5.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 0 0 0 1 1 2 0 2 0 1 7 
6.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

評量 
4 0 4 4 5 2 4 5 8 8 44 

7.管理與政策 7 12 4 11 10 4 4 7 4 3 66 
8.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 3 5 4 7 9 5 5 1 1 2 42 
9.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

與研究 
6 15 13 8 10 11 15 13 20 10 121 

10.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33 31 23 42 53 39 44 53 39 19 376 

主題領域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1.遠距教育課程與內容 21 30 26 24 37 39 36 21 21 17 272 
2.教學設計與教學法 12 16 21 17 21 14 6 10 20 14 151 
3.教學技術與課程傳遞 18 33 27 27 21 32 16 17 16 19 226 
4.學習者與社群 12 19 21 15 19 16 20 15 11 13 161 
5.學習社群互動與交流 1 2 3 2 4 4 0 1 1 2 20 
6.遠距教育評鑑、評估與學習

評量 
11 9 9 8 7 9 7 7 7 15 89 

7.管理與政策 4 9 12 8 1 6 3 3 2 5 53 
8.遠距教育機構與聯盟 1 7 1 0 2 3 2 3 3 1 23 
9.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理論

與研究 
11 14 13 13 11 14 10 7 8 13 114 

10.圖書館與遠距教育 42 56 62 40 33 42 25 15 18 26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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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被引用文獻之期刊列表 

排

序 
期刊刊名 

被引用

文獻篇

數 

高被引 

文獻篇

數 

創刊 

年度 

出版 

頻率 

出版 

國別 
語言 學科主題 

核

心

期

刊 

1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115 -- 1980 8/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2 Electronic Library 83 1 1983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3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66 1 2004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 

4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66 1 1975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5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38 2 1939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6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9 -- 1973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7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7 -- 1949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8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7 1 1938 月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 

9 Data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27 -- 1966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10 Library Hi Tech 25 -- 1983 14/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11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25 -- 1996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12 
Medical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24 -- 1982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13 Reference Librarian 23 -- 1981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14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22 -- 1977 7/年 英國 英文 
電腦科學；

圖書資訊學 
○ 

15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 -- 1969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16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17 3 1984 季刊 英國 英文 

醫學科學；

圖書資訊學 
○ 

1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7 -- 1968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18 
Global Knowledge, Memory and 

Communication 
16 -- 1985 5/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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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ibrary Trends 16 -- 1952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20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16 -- 1985 5/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21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 15 -- 1898 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22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Quarterly 
14 -- 1960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23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14 -- 1983 季刊 荷蘭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24 
Community & Junior College 

Libraries 
14 -- 1982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25 Public Services Quarterly 13 -- 1995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26 Information Society 13 3 1981 5/年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27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3 -- 1911 季刊 美國 英文 

醫學科學；

圖書資訊學 
 

28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13 -- 1980 8/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29 
DESIDOC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2 -- 1981 雙月刊 印度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30 El/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12 -- 1992 6/年 
西班

牙 

英、

法、

西班

牙、

萄牙

文 

圖 書 資 訊

學；傳播學 
○ 

31 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11 -- 2001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32 Library Management 11 -- 1979 9/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33 Computers in Libraries 11 -- 1981 10/年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34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11 -- 

2017(

1970/

併刊) 

季刊 澳洲 英文 圖書資訊學  

35 Libri 11 -- 1951 季刊 德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36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10 -- 1970 季刊 臺灣 

中文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 

37 Information Research 9 -- 1995 季刊 瑞典 英文 圖書資訊學  

38 Knowledge Quest 9 -- 1951 5/年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DOI:10.6814/THE.NCCU.LIAS.006.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9 
 

39 College & Undergraduate Libraries 9 -- 1994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0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9 -- 2017 季刊 澳洲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41 Serials Review 9 -- 1975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2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9 -- 1945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3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Review 
8 -- 1969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4 Library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8 -- 1998 年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5 Serials Librarian 8 -- 1976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6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8 -- 

2017(

1951/

併刊) 

季刊 澳洲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7 Journal of Web Librarianship 7 -- 2007 季刊 美國 英文 
電腦科學；

圖書資訊學 
 

48 School Libraries Worldwide 7 -- 1995 半年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49 
VIN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7 -- 1971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0 Journa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6 -- 2006 半年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1 Research Strategies 6 -- 1983 

一年 4 

次/季

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6 1 1980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社會科

學 ； 傳 播

學；電腦科

學 

 

53 Library Quarterly 6 -- 1931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4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6 -- 1963 雙月刊 英國 

英、

德、

法、

義大

利文 

圖書資訊學  

55 
African Journal of Library, Archiv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6 -- 1991 半年刊 

奈及

利亞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6 D-Lib Magazine 6 -- 1995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7 IFLA Journal 5 -- 1975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58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5 1 1979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DOI:10.6814/THE.NCCU.LIAS.006.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0 
 

59 
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5 -- 2006 季刊 

加拿

大 
英文 圖書資訊學  

60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 -- 1999 季刊 荷蘭 英文 
哲學；圖書

資訊學 
 

61 
Communication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5 -- 2007 半年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62 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 5 -- 1981 季刊 荷蘭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6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ociety 
5 -- 19xx 6/年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 ； 社 會

學；技術學 

 

64 

Journal of Interlibrary Loan, 

Document Delivery & Information 

Supply 

5 -- 1990 5/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65 
Journal of Business & Finance 

Librarianship 
5 -- 1989 季刊 美國 英文 

商 業 經 濟

學；圖書資

訊學 

 

66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4 -- 19xx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67 
Behavioral & Social Sciences 

Librarian 
4 -- 1979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68 Science & Technology Libraries 4 -- 1980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69 Ariadne 4 -- 1996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0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 4 -- 1984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1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 
4 -- 1988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商業經

濟學 
 

72 Informacao & Sociedade: estudos 3 -- 1991 半年刊 巴西 

葡萄

牙、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 ； 社 會

學；傳播學 
○ 

7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 -- 2009 月刊 

奈及

利亞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4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 -- 1960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75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 -- 1996 半年刊 

馬來

西亞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6 
Revista Espanola de Documentacion 

Cientifica 
3 -- 1977 季刊 

西班

牙 

西班

牙文 

綜 合 性 科

學；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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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 

77 Insights: the UKSG Journal 3 -- 2006 半年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8 Journal of Access Services 3 -- 2002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79 Mousaion 3 -- 1955 半年 南非 

南非

荷蘭

文、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0 
Journal of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 -- 1997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 

81 
New Review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3 -- 1986 3/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2 Inform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 3 -- 1959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83 
E-JASL: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Academic and Special Librarianship 
3 -- 1999 3/年 

加拿

大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4 Georgia Library Quarterly 3 -- 1964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5 Technical Services Quarterly 3 -- 1983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 3 -- 1982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7 FID Review 3 -- 1999 雙月刊 荷蘭 英文 圖書資訊學 ○ 

88 
SREL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 1964 季刊 印度 英文 圖書資訊學  

8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3 -- 2003 半年刊 伊朗 英文 

綜 合 性 科

學；圖書資

訊學 

 

90 
Journal of Library Services for 

Distance Education 
3 -- 1997 3/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91 Partnership 3 -- 2000 3/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92 
Journal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Librarianship 
3 -- 1989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93 School Library Journal 2 -- 1954 月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 ； 教 育

學；出版研

究 

 

94 
Perspectivas em Ciencia da 

Informacao 
2 -- 1972 3/年 巴西 

葡萄

牙文 
圖書資訊學  

95 Transinformacao 2 -- 1989 3/年 巴西 

西班

牙、

葡萄

圖書資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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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英文 

96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ecurity 2 -- 1993 5/年 英國 英文 

電腦科學；

圖 書 資 訊

學；商業經

濟學 

 

97 Art Documentation 2 -- 1972 半年刊 美國 英文 
藝術；圖書

資訊學 
 

98 Leg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 1970 季刊 英國 英文 
法律；圖書

資訊學 
 

99 IATUL Proceedings 2 -- 1963 年刊 德國 英文 

綜 合 性 科

學；圖書資

訊學；工程

學 

 

100 Investigacion Bibliotecologica 2 -- 1986 半年刊 
墨西

哥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1 
Multimedia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2 -- 1998 季刊 英國 英文 

出版學；圖

書資訊學；

教育學 

 

102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ianship 
2 -- 1991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3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2 -- 1979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4 Collection and Curation 2 -- 1978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5 

Journal of Interlibrary Loan, 

Document Supply & Electronic 

Reserve 

2 -- 1990 5/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6 Collection Management 2 -- 1975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7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 1933 半年刊 南非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8 
Libr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2 -- 1990 半年刊 

新加

坡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09 American Libraries 2 -- 1970 6/年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10 
Journal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Medical Libraries 
2 -- 2004 季刊 美國 英文 

醫學科學；

圖書資訊學 
 

111 
Zeitschrift fue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2 -- 1953 雙月刊 德國 

德文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目錄學 
 

112 
New Review of Libraries and 

Lifelong Learning 
2 -- 2000 半年刊 英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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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Teacher Librarian 1 -- 1973 5/年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教育學 
 

114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1 -- 1975 半年刊 臺灣 

中文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15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1 -- 1983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16 Ciencia da Informacao 1 -- 1972 3/年 巴西 
葡萄

牙文 
圖書資訊學  

117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 -- 1976 半年刊 印度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18 MLA Forum 1 -- 2002 年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19 
An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 -- 1942 季刊 印度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120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 -- 2008 年刊 

羅馬

尼亞 

羅馬

尼亞

文、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21 Legal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1 -- 1981 季刊 美國 英文 
法律；圖書

資訊學 
 

122 
Library Collections, Acquisition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1 -- 1977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23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 -- 1954 半年刊 臺灣 中文 圖書資訊學  

124 
Nebraska Library Association 

Quarterly 
1 -- 1970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25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s 
1 -- 1957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26 Faslname-yi Ketab 1 -- 1990 季刊 伊朗 
波斯

文 
圖書資訊學  

127 Tennessee Libraries 1 -- 1931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28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1 -- 1989 半年刊 英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129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1 -- 2002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30 Chinese Librarianship 1 -- 1996 半年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31 Research Library Issues 1 -- 1965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32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1 -- 2001 季刊 美國 英文 
健康設備管

理；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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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 

133 Bottom Line 1 -- 1988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34 Journal of InfoLib and Archives 1 -- 1994 半年刊 臺灣 中文 圖書資訊學  

135 Information Polity 1 -- 1991 季刊 荷蘭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36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etrics 
1 -- 2000 3/年 英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137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1 -- 1976 季刊 

加拿

大 

法文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38 Law Library Journal 1 -- 1908 季刊 美國 英文 
法律；圖書

資訊學 
 

139 SIMILE 1 -- 2001 季刊 
加拿

大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傳播學 
 

140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Knowledge Management 
1 -- 2002 季刊 

新加

坡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1 
Australasian Public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PLIS) 
1 -- 1988 季刊 澳洲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Semantic 

Web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1 -- 2005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 書 資 訊

學；電腦科

學 

 

143 LIBER Quarterly 1 -- 1991 季刊 荷蘭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4 Library Mosaics 1 -- 1989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5 Texas Library Journal 1 -- 1924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6 Refer 1 -- 1980 3/年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7 Illinois Libraries 1 -- 1919 季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8 Information Studies 1 -- 1995 季刊 印度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49 Against the Grain 1 -- 1989 雙月刊 美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50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 -- 1986 季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151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 -- 1981 雙月刊 英國 英文 圖書資訊學  

註：◎為核心期刊區、○為次核心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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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被引用文獻之列表 

排

序 
文獻篇名 作者 年代 期刊刊名 主題 

被引用

次數 

1 

Second Life: an overview of 

the potential of 3-D virtual 

worlds in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Boulos, Maged N Kamel; 

Hetherington, Lee; Wheeler, 

Steve 

2007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圖書館與

遠距教育 
254 

2 

Effective e-learning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 

barriers and their solu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findings from the 

HeXL project 

Childs, S; Blenkinsopp, E; 

Hall, A; Walton, G 
2005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圖書資訊

學遠距教

育理論與

研究 

142 

3 

A classroom of one: how 

online learning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Maeroff, Gene I 2004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圖書資訊

學遠距教

育理論與

研究 

115 

4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tance 

learning: technologies, tools 

and techniques 

Belanger, France; Jordan, 

Dianne H. 
2000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遠距教育

評鑑、評

估與學習

評量 

97 

5 

Toward a typology of Internet 

users and online privacy 

concerns 

Sheehan, Kim Bartel 2002 Information Society 
學習者與

社群 
92 

6 

Elucidating user behavior of 

mobile learning - A 

perspective of the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Huang, Jen-Hung; Lin, 

Yu-Ru; Chuang, Shu-Ting 
2007 Electronic Library 

學習者與

社群 
81 

7 

Social software as support in 

hybrid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value of the blog as a 

tool for reflective learning 

and peer support 

Hall, Hazel; Davison, Brian 2007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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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作者服務機構與文獻篇數分布 

文獻篇數 機構數 百分比（%） 
23 1 0.10% 
18 2 0.20% 
15 1 0.10% 
14 1 0.10% 
13 2 0.20% 
12 3 0.29% 
11 2 0.20% 
10 5 0.49% 
9 14 1.37% 
8 7 0.68% 
7 12 1.17% 
6 10 0.98% 
5 22 2.15% 
4 42 4.10% 
3 84 8.20% 
2 163 15.92% 
1 653 63.77% 

總計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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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作者服務機構所屬國家之分布 

排序 國別 機構數量 
機構發表

之文獻 
平均發表 
篇數 

百分比 
（%） 

出版國別

（%） 
1 美國 440 1,057 2.40 51.39% 41.88% 
2 英國 93 186 2.00 9.04% 32.03% 
3 臺灣 32 81 2.53 3.94% 2.20% 
4 澳洲 30 80 2.67 3.89% 1.04% 
5 加拿大 37 75 2.03 3.65% 2.24% 
6 印度 28 59 2.11 2.87% 1.41% 
7 西班牙 27 59 2.19 2.87% 1.62% 
8 中國 33 48 1.45 2.33% 0.96% 
9 巴西 24 36 1.50 1.75% 1.91% 
10 奈及利亞 19 31 1.63 1.51% 0.83% 
11 波蘭 25 30 1.20 1.46% 1.33% 
12 南非 14 30 2.14 1.46% 0.66% 
13 德國 23 23 1.00 1.12% 2.24% 
14 瑞典 9 14 1.56 0.68% 0.62% 
15 伊朗 8 13 1.63 0.63% 0.54% 
16 馬來西亞 6 13 2.17 0.63% 0.37% 
17 紐西蘭 7 23 3.29 0.58% 0.04% 
18 日本 10 11 1.10 0.53% 0.54% 
19 波扎那 1 10 10.00 0.49% -- 
20 巴基斯坦 4 10 2.50 0.49% -- 
21 墨西哥 3 9 3.00 0.44% 0.58% 
22 新加坡 4 9 2.25 0.44% 0.17% 
23 荷蘭 6 8 1.33 0.39% 2.74% 
24 土耳其 4 8 2.00 0.39% 0.33% 
25 希臘 7 8 1.14 0.39% -- 
26 哥倫比亞 6 8 1.33 0.39% 0.12% 
27 丹麥 7 7 1.00 0.34% 1.00% 
28 義大利 7 7 1.00 0.34% 0.46% 
29 愛沙尼亞 2 7 3.50 0.34% -- 
30 以色列 2 6 3.00 0.29% -- 

31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5 6 1.20 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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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斯里蘭卡 4 6 1.50 0.29% 0.12% 
33 愛爾蘭 6 6 1.00 0.29% -- 
34 法國 5 5 1.00 0.24% 0.17% 

35 
沙烏地阿拉

伯 
3 5 1.67 0.24% -- 

36 克羅埃西亞 3 5 1.67 0.24% 0.12% 
37 挪威 2 4 2.00 0.19% 0.12% 
38 坦尚尼亞 2 4 2.00 0.19% 0.04% 
39 科威特 2 4 2.00 0.19% -- 
40 迦納 2 4 2.00 0.19% -- 
41 瑞士 3 4 1.33 0.19% -- 
42 捷克 2 3 1.50 0.15% -- 
43 比利時 3 3 1.00 0.15% 0.21% 
44 羅馬尼亞 3 3 1.00 0.15% 0.12% 
45 牙買加 2 3 1.50 0.15% -- 
46 南韓 3 3 1.00 0.15% -- 
47 泰國 2 2 1.00 0.10% -- 
48 芬蘭 2 2 1.00 0.10% 0.42% 
49 葡萄牙 2 2 1.00 0.10% -- 
50 阿爾及利亞 2 2 1.00 0.10% -- 
51 蘇丹 1 2 2.00 0.10% -- 
52 智利 1 2 2.00 0.10% -- 
53 孟加拉 2 2 1.00 0.10% -- 
54 黎巴嫩 1 1 1.00 0.05% -- 
55 衣索比亞 1 1 1.00 0.05% -- 
56 阿曼 1 1 1.00 0.05% -- 
57 保加利亞 1 1 1.00 0.05% -- 
58 厄瓜多 1 1 1.00 0.05% -- 
59 斯洛伐克 1 1 1.00 0.05% -- 
60 賴索托 1 1 1.00 0.05% -- 
61 烏克蘭 1 1 1.00 0.05% -- 
62 古巴 1 1 1.00 0.05% -- 
63 塞爾維亞 1 1 1.00 0.05% 0.04% 
64 以朗 1 1 1.00 0.05% -- 
65 卡達 1 1 1.00 0.05% -- 
66 肯亞 1 1 1.00 0.05% -- 
67 秘魯 1 1 1.00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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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埃及 1 1 1.00 0.05% -- 
69 尚比亞 1 1 1.00 0.05% -- 
70 阿根廷 1 1 1.00 0.05% 0.04% 
71 突尼西亞 1 1 1.00 0.05% -- 
72 烏干達 1 1 1.00 0.05% -- 
73 約旦 1 1 1.00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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