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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是許多老師最大的心願，然

而什麼是「英才」呢？有的

人認為學生不見得要很聰

明，若能主動學習、設法理

解、樂於吸收新知，應該也

會有很好的學習成效。過去

數十年來，台灣的教育日益

普及，擁有高學歷的人數也

大幅提升。然而學生的學習

方式大多靠記憶背誦以獲取

高分，未能養成勤於思考的

習慣，出了學校後才發現不

會活用所學，以致在學成績

與工作表現有所落差。

面對這一現象，許多人

著力於升學制度的改善，但

似乎成效不彰。還有別的方

法嗎？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

習與教育研究所暨網路學習

■ 范賢娟

學習是什麼

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獲得知識的途徑也更加多元。相較於傳統教學方式，學生

透過網路學習時，會比較重視見聞的增加、生活的應用，以及內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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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蔡今中講座教授投入網

路學習的研究多年，他從網路學

習的特性看到教育改革的一絲曙

光。

「學生究竟如何看待『學

習』這件事情？」蔡教授的研究

發現，在傳統的教學脈絡中，有

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比較傾向把

學習視為一種記憶方式，一種獲

得好成績、高學位、好工作等較

佳社會狀態的手段，著重於計算

與反覆練習。有趣的是，一旦論

及網路學習脈絡，同一批人中沒

有一個還會認為學習是記憶、是

手段，應該強調計算與反覆練

習，反而認為可增長見聞，且必

須頓悟新法、善於應用並真正理

解。

蔡教授也探討學生對網路

學習的看法與網路搜尋策略的關

係，他發現對網路學習的看法屬

較高層次的，常能頓悟新法，

同時展現較高的自信心，他們會

比較傾向於採用探索式的搜尋策

略；較低層次的則善於應用匹配

式的搜尋策略。而探索式的搜尋

策略意味著學習者是思考並非漫

無目的，會嘗試把找來的多方資

訊做有意義的整合；匹配式的搜

尋策略僅找幾個關鍵字相符的網

站，把資料放在一起就不再進一

步歸納整理。

蔡教授進行更深入的訪談後

發現，學生對「學習」與對「網

路學習」的概念不同，可能源自

於傳統教育環境與網路所形塑的

環境有所不同。因網路有多元充

沛的資源，相較之下，傳統教材

僅限於課本，來源單一；網路

學習可以依照個人學習步驟調節

進度，傳統上課方式則是全班必

須遵循相同的課程時間；網路學

習可以自由地互動和對話，但在

傳統教學的課堂中，學生大多不

敢提問，知識通常由老師單向傳

授。 
蔡教授還希望能更深入地探

討這種新興的學習方式。目前這

研究僅針對大學生來分析，或許

以後還可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子

進行廣泛地探討，這樣就可以對

各級教學有更大的幫助。

范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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