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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討論 

 

第一節 結論 

 

壹、 教育部對大專院校分類可能因此造成「分層」效果 

 

教育部因應社會需求將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劃為四大類：一般大學、技術學

院、社區大學、和專科學校。不同類型的高等教育院校因教育目標的不同，肩負

著不同的教育功能；他們的規模大小、學術層級、學生組成、資金來源等也各不

相同。希望藉此突破僵化的社會結構，讓不同階級、性別和社會分類群體的學生

能參予學習的機會均等，但這樣卻是利用分化與選擇功能來影響學生的前途，依

據英國學者 D. Coulby對教育政策的看法，認為將高等教育機構分類的策略在實

際運作上卻會得到「分等」的結果。學生能由公立高中進入公立大學，為社會公

認的主流黃金升學路線；另外的學生進入私立的技職高校，卻被暗喻較為低劣，

應降低對自我的教育期望和職業抱負。 

 

觀察本研究裡技職學院的 T校相較於一般大學 C校學生，的確對他們學校

能支援學生的學習和行政環境認知，包括：學生對學校學學術活動重視的認知、

學生對學校對學生的知識、技能和人格發展支援的認知、和學生對學校整體環境

評估的認知，可以看出學生不認為可以在這樣被分等下的技職院校裡，在理論知

識得到較好教育、甚至技職學校認為是被規劃為技職能力培養的學習園地，但學

生也不認同，對於學校舉辦的任何活動配合度低，包括學術研討會邀請校外名人

演講、甚至社團活動或運動會等等；活動也會因此辦不好，形成一種惡性的循環。 

 

再觀察學生個人（包括：學生個人對未來規劃的確認、學生個人時間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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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個人背景），T校學生從小學習路程並不順遂，在學習方面沒有成就感所以每

星期願意用於讀書的時間相較 C校少很多，且缺乏自信，因此不敢對未來懷抱理

想和也沒規劃；在看他們父母親的教育程度也遠低於 C校學生，教育程度和職業

息息相關，可見 T校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也較低，研究者在任教過程中的觀察發現

兩校學生家庭對於子女的學習的輔導不同。例如：課程設計中的網頁專題製作部

分，兩校多數的學生選擇將親身生活體驗或所學融入專題的製作。C校學生的網

頁專題製作主題有紐約自助旅遊指南、歌劇欣賞、英國倫敦自助旅遊等；而 T

校則有無蝦米輸入法、漫畫、但多半至無法聚焦缺乏主旨訴求，且不懂如何運用

團隊協同合作學習將組作業分工等。比照兩校父母學歷差異大，教育程度與職業

息息相關，推斷 C校學生父母的社經地位較高，注重子女教育，而能培育出優秀

的子女；反觀Ｔ校學生，父母學歷較低，是否因忙於生計、或不懂如何教育子女

等家庭背景因素，而對學生從小學習歷程造成影響。此外，可以進一步推論：父

母學歷高和家庭社經地位好的子女有較大的機會進入國立大學就讀。這樣的論

點，在目前教育部對國立大學的補助遠高於私立技職院校，而私校學雜費又遠高

於國立大學的情形下，會產生一種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循環，這是值得深入探

討的教育議題。 

 

所以，雖然我國教育部希望藉由學校的分類，不同類型的高等教育院校因教

育目標的不同，肩負著不同的教育功能，以訓練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但卻是優

勢和弱勢族群分等和社會階級分化的再製，近年來，廢除專科學校、技職院校提

升師資和改善學習環境軟硬體設施來升格為科技大學、甚至鼓勵技職的科技大學

和一般研究大學的合併，這些教育政策的實施可能可以逐漸拉近不同族群階級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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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在傳統教學方式和非同步遠距線上教學方式下，學校學習和行政環境以

及個人特性背景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 

 

在傳統面授教學環境下，兩校學生在學校環境認知和個人背景等六個構面，

包括：個人對未來規劃的確認，個人時間管理，個人背景，學校對學術活動的重

視、學校對學生的知識、技能和人格發展的支援，及學校整體環境評估等構面，

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差異。學生因個人城鄉資本化差距而有高低

之分、或種族、或父母教育程度不同，從小學習成效不佳，使得只能進入技職高

工職學校，也無法順利考上理想大學，家庭社會地位、一路走來的學校學習環境

和個人自我的認知，而更惡化了受教育過程的不平等。 

 

在遠距非同步教學模式裡，學校類型的影響導致 C校的下的學習成效亦是遠

高於 T校，學校教育受到數位落差，表徵可能為資訊硬體設施不足，或對於資訊

教育內容掌控分配不平等，但仔細觀察 C校學生顯然在求學過程中就較會去規劃

提升自己的能力，所以會思考是否要增加實習經驗、或外語能力、甚至將來是否

要繼續深造。C校學生期望自己在大學教育中將接受之學習內容及在學習上將花

之時間也顯著較 T校學生高。對學校行環境會的支援也顯著較Ｔ校學生有信心。

由全國大學的排名看來，C校是知名的國立研究型大學，而 T校則是剛由私立專

科技術學校轉型成技術學院。在台灣教育制度和升學主義之下，兩校學生的來源

和背景是想當然的不同。在線上教學系統下，C校學生在網路上對於廣泛收集不

同主題和取向的知識或資訊，反映出優勢族群對此知識發展的主流地位，而 T

校學生缺乏對自己和對學校的信心，對學習興趣缺缺，成為在資訊科技下收集課

程相關知識或資訊的的邊緣族群，而這卻是影響到學習成效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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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在相似的數位環境下，非同步遠距線上教學環境有可能可以消弱學校環

境以及個人背景對學習成效所造成的影響，進而拉近優勢與弱勢族群的差距 

 

資訊科技的工具價值是希望透過數位將不同社會群體連結組合，但實際上並

沒有因此終結社會區隔，反而是再創新的社會區分，對於資訊工具的使用和資訊

的擁有依然存在著優勢和弱勢群體的問題。雖然如此，但仔細比較本研究中學習

社群(表八和表九)、學習成效(表十和表十一)和表十二，兩者在不同教學環境下

的 F值的差異，在非同步遠距教學環境兩校的差距略低於在傳統面授教學，這樣

的研究結果與以往對族群差異、城鄉差距、社會階層差異所造成的數位落差，使

得網路科技的應用更拉大兩者之間的學習成效差距的相關研究有所弔詭。主要原

因是在本研究中這些因素都藉由同一教師、同一課程設計、同一線上教學系統給

控制住了；而且兩校學生均是大台北地區學校，使用同一都會網路系統，城鄉資

本化不同和族群所造成的數位差距並不存在。再觀察兩校的資訊基礎建設，除使

用同一地區校園區域網路之外，且都是一人一機的電腦教室，學生沒有抱怨電腦

使用方面的問題；而遠距非同步教學時，C校硬體資源豐富，學生常會到校來自

由使用電腦上機，而 T校也開放電腦網路教室讓學生自由上機，但來校上機的學

生幾乎等於零，觀察 T校學生多半居住是大台北地區，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和

普及率高於台灣其他地區，推斷學生可能在家使用網路上機，並且家中裝有寬頻

網路的應該相當普及。所以由研究結果推論：透過非同步遠距教學環境，可以降

低學生對學校環境和個人背景等刻版印象認知的影響，不僅降低都會區裡學校類

型不同所造成學習社群發展的差異，亦能縮短彼此學習成效的差距。 

 

 

 

 



76 

第二節 討論與建議 

 

壹、 學習社群發展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以往文獻均認為；透過學習社群的互動行為，教學者和學習者、學習者與學

習者的分享、討論與回饋等群體學習活動會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促進學習

的反思進而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但本研究在－傳統教學環境下的『學習社群

發展』的對「學習成效」（包括量化的學習成績）的影響，和非同步遠距教學環

境下的『學習社群發展』對「學習成效」（包括量化的學習成績）的影響均無法

驗證假說的成立。 

 

從 Rovai(2002，2004)學習社群的量表的發展，之後將量表用於觀察 Rovai & 

Barnum (2003)的 29個線上課程.527個學生，以及 Rovai & Jordan (2004)的 3

個課程共 68個研究所學生他們在課程裡的互動聯繫和對學習群體的感知；由這

些文獻可以知道量表用於測量學生對學習社群的互動行為的感知；學習成效是由

Hiltz等人(2000)用於測量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感知的量表，兩個量表之間的關係

尚待驗證，所以是否能藉由 Rovai的學習社群量表測量結果來連結推論學習成效

量表測量結果是有可能不成立的，因此，用此來推論本研究對於學習社群到學習

成效的影響假說是無法驗證的。  

 

 

貳、 橫段面分析－同類型學校在不同教學環境下的學習表現 

 

本研究驗證了假說二至假說九，也就是成功地推論：即使是不同類型學校的

學生對學校的行政和學習環境認知不同，學生本身的背景特性不同，只要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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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數位環境下，彼此的資訊取得機會平等，則運用非同步遠距線上教學環境可以

消弱學校環境以及個人特性對學習成效所造成的影響，進而拉近優勢與弱勢族群

的學習成效差距。 

 

但我們仍懷疑可能是技職學院的學生因為成為教學實驗中被觀察的對象，或

因為第一次在非同步遠距教學環境下學習，所以表現特別優異，而造成上述假說

二至九被驗證成立的假象；因此，我們再進行橫段面的分析，即是去驗證同一類

型學校的學生在傳統教學環境與非同步教學環境下「學習社群」、「學習成效」和

「學習成績」的差異。而統計結果顯示，整體模式（F值）均不顯著，因此，驗

證：假說十至假說十五均不顯著。也就是無論是一般大學或技職學院兩類學校的

學生在不同的教學環境下的學習表現有顯著差異的假說無法驗證；假若同一類型

學校在非同步教學環境下表現優於傳統教學環境被驗證成立時，就更難以解釋兩

類型學校在不同教學環境下表現的差異的真正原因了。也因假說十至假說十五均

不顯著，我們更可以對假說二到九的結果有了更有利的支撐和論證。 

 

 

參、 本研究教學實驗討論與建議 

 

C校遠距教學經驗約有 5 年。雖然實施七週的傳統上課並輔以線上教材，希

望 T校學生能逐漸適應網路教學，並建立以後完全線上教學時學習社群成員彼此

的信心，期望減少兩校學生因之前有無遠距授課經驗的所造成學習成效的差異。

但資訊科技的引進並沒有提高反而是拉近優勢與弱勢族群的差距，推論原因是：

T校至今從未有任何課程實施遠距教學，由於這學期的下半學期學生不用到傳統

教室上課，因此針對這次教學實驗是向學校教務處以專案申請的方式來處理，而

因為 T校學生在實驗的特殊待遇觀察下，被每位學生力求表現而使得社會階級的

影響力減少，進而拉近了彼此學習成效上的差距，例如：在實驗後對 T校學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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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訪談，他們回答：「學到不少關於架構一個網站的方法，上課方式蠻不錯的，

不同以往傳統的教學方式，引起我們的學習興趣」、「遠距充滿新鮮和創新」、「覺

得不錯，以前未嘗試過」、「有學到我想學的東西，增加同學友誼，藉由網路，互

動也比較多」、「因為是第一次，覺得很有趣」、「同組的同學辛苦了」、「課程都到

網路，線上教學和一班傳統的教學不同，欣賞了班上同學作品後，我發現自己還

有很多要去學，這也是一班傳統上課所無發法體會的」、「學習自動自發，每週上

網發言，培養討論風氣」、「在家將作業 po上網很好，有團結一起努力的感覺」

等激發了正面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而提昇了學習成效所致。 

 

經由上述統計分析結果，我們推論國立研究型大學與私立技術學院的學生其

對學校及其行政環境的認知與學生個人背景有顯著差異；而這些差異的綜效造成

兩類學校學生的認知不同，也因此造成兩類型學校無論在傳統面授或非同步遠距

教學環境下的「學習成效」都呈現顯著差異。但資訊科技不能真正拉近城鄉差距，

除非兩地的資訊基礎建設相當、軟硬體設施（包括師資、協同合作的學習活動）

等資源能相同，否則社會階層差異仍然存在，這代表技術學院學生其實是因為對

學校大環境的認知不佳而否定自我，或喪失自信心，所以導致「學習成效」不佳；

也就是驗證本研究架構圖中所認定的：學校環境認知及個人背景因素不同導致兩

校學生的不同（研究前提），而兩校的不同又進一步影響「「學習成效」（假設二

至九）。 

 

兩校多數的學生選擇將親身生活體驗或所學融入專題的製作。C校學生的網

頁專題製作主題有紐約自助旅遊指南、歌劇欣賞、英國倫敦自助旅遊等；並且可

以將小組成員的分工合作情形在作業充分表現出來。而 T校則有無蝦米輸入法、

漫畫、但多半至無法聚焦缺乏主旨訴求，且不懂如何運用團隊協同合作學習將組

作業分工等，使得專題內容無法整合，想表達的主旨意念不清楚。從這樣的現象

觀察可以看出學習社群成員彼此的凝聚力、相互依存的程度和對彼此的信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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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成員間的相互協同合作學習、彼此分享價值觀和共同建構知識來達成學習

目標等等學習行為的養成對學習成效的影響；T校學生從小學習成果多半不理

想，也可能是因為長期欠缺這項行為能力的培育，而同學間對這樣的成員協同合

作的互動行為也不熟悉而產生的惡性循環結果-學習成效不佳。 

 

本研究探討傳統面授和非同步遠距教學環境下兩類型校學生學習成效差異

時，發現差距因資訊科技而略為縮小，我們大膽的假設，說明在都會裡相似的數

位學習環境下，利用非同步遠距教學可以讓學生脫離對學校實體環境刻版的認

知，並可以讓高等教育學校將傳統教學理論應用到線上教學環境時，且將 Swan

所提出：與課程內容的互動、與教學者的互動、與學習環境的互動、與線上教學

系統的互動等影響網路教學學習成效的四大互動因素詳細納入建構線上教學時

的考量。但重要的仍是要注意到學生本身背景的差異和如何改善學校環境來配合

線上教學的實施，因為有可能在相似的數位學習空間是可以解放和消弱社會階級

的差異，在資訊接收和擁有者對稱相等的基礎上，被教育政策分等下不同類型學

校學生可以拉近彼此的學習成效差距。我們並非要建立遠距教學的絕對標準理

論，而是希望對這新的學習環境能有進一步的了解以支援學校決策者在採用遠距

教學時的參考。並且，這樣結果是值得教育機構高階主管深思的。 

 

並且，本研究裡的控制因素：同一教師、同一課程設計、同一線上教學系統，

這樣的教學環境，乃因研究者實驗設計所需而產生的，但目前大學排名較差的學

校恐懼學生紛紛往好的學校去作遠距跨校修課而喪失學生在校內修課的可能，進

而使整個大專院校教學行政環境資源分配失衡。可是本研究的結果的確顯示在相

似的數位學習空間是可以減低社會階級的差異，教育單位多年來不斷地希望能拉

近城鄉的數位差距，這樣的研究結果提供未來教育單位立法的思考方向，在讓跨

校選課變為可能之前，需加強資訊基礎建設以達到各校有類似數位學習環境，並

且更重要的是達到資訊接收和擁有能對稱相等，這樣才有可能使得被教育政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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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不同類型學校學生可以拉近彼此的學習成效差距。 

 

在完全線上教學方式時，學生如何使用電腦上網上課，這部分影響到學習的因素

過多而繁雜，並未考慮進研究中。從以往文獻得知：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線上學

習裡，最重要的特徵便是網路內成員彼此互動行為（王思峰和李昌雄，2004），
線上虛擬學習社群的形成，與個人修習過線上課程有關。因此，T校目前尚無任
何一門課使用過線上教學，而 C校 40.9%的學生卻已有非同步線上學習的經驗，
差距相當顯著，這樣的因素是否也是造成兩校學生學習成效差異的主因之一，有

待後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