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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網際網路的興盛，網路化學習已經成為 21 世紀教育的潮流，由於網路

化學習有學習不受時空限制、學習方式較自主有彈性且能根據需求反覆學習等優

點，且隨著通訊與資訊科技的進步與普及，加上近年求職工作競爭激烈且許多在

職者面臨公司內繼續進修的壓力與需求、e-Learning 已經成為人們繼續進修的

一大管道且是各國教育機構重視的焦點。 

Burnett(2001)指出滿意度是 e-Learning 成功的關鍵指標之一，而有研究亦

指出滿意度較高的人有較強的意願繼續、較低的中輟率、較高的動機與學習成效

(Tallman 1994; Biner et al. 1994; Chute et al. 1999)。Biner 等人更認為

對課程中造成學習者不滿和產生負面回饋的內容作修正，是課程評量和發展的重

要步驟（Biner et al. 1994）。許多有關於網際網路課程的研究亦將滿意度列

為研究的變項（Arbaugh 2000a,2002; Warkentin et al., 1997）。但針對網路學習滿

意度不同層面深入探究的研究較少，且隨著社會轉變、資訊科技的進步與寬頻環

境的日益成熟，網路系統平台的功能亦從非同步進展到同步互動的語音互動，由

於這些種種的改變與需求有必要對 e-Learning 之學習滿意度做進一步的探究。 

若能有效的評估學員的滿意度且了解個別差異對於學習滿意度的影響，將有

助於系統設計者與教學者設計出一套更符合需求的學習系統，以營造一個更吸引

且適合學生學習的環境。而在推行e-Learning方面，了解學員的人口屬性與特質

將有助於，教育相關機構做市場區隔與課程規劃，進而針對目標設計有效的行銷

管道，與後續的學員管理與輔導，並規劃更完善的e-Learning學習環境與配套措

施，以促進e-Learning 的推廣與發展。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1.評估

e-Learning學員的學習滿意度；2.瞭解e-Learning學員的人口屬性；3.探討學員

的個人屬性對於學員滿意度的影響。 



2. 文獻探討 

2.1.滿意度 

滿意是指個人在獲得經驗之期望，與他所感受到該經驗的實際結果之間的一

致性，當所感受到的等於或超出所期望的，便覺得滿意；反之則不滿意。

Tough(1982)指出學習滿意度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度，此種感覺或態度

是由於學習者喜歡學習活動，或在學習過程中其願望及需求獲得滿足，滿意是學

生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度，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度是「滿意」，不高興的感

覺或消極的態度是「不滿意」。 

Betz et al.(1971)編製的大學生滿意度問卷，包括六個層面：學校環境與設

備、行政措施與規劃、教師特質、教學方法、學習成果及同儕關係等。Jaeger(1974)

研究大學生之學習滿意度時，分為兩個層面：一是教師；如教師的知識、準備課

程、對學生的關懷、公平及啟發學生思考等。二是課程；如組織、內容之進度、

作業之難度與數量等。在網路學習滿意度方面，Arbaugh (2002) 以十三題問項

分媒介及課程兩層面探討MBA學生網路學習滿意度；Lin and Chen(2001)以六題

問項分環境與課程兩層面探討學生網路學習滿意度；王秋華(民90)以十六題問項

單一層面探討大學在校生滿意度，題目內容包含教學互動性、教學方式、課程規

劃及教學網站之滿意度。 

因評估學習滿意度層面的研究大部分是針對一般傳統教學，如Betz et al. 

(1971)、 Biner et al.（1997）、馬芳婷(1989)、黃玉湘（民91）等，而探討網

路學習滿意度的文獻，多數考慮到的滿意層面較少問項也較少，且有些是針對一

般在校生，因此本研究值得針對非一般傳統在校生之網路學習滿意度做較深入的

探討。 

2.2 個人屬性對學習滿意度之影響 

在性別影響學習滿意度因素之相關研究裡，有部份文獻指出男性的學習滿意

度高於女性（鄭田，民84；陳國恩，民86；余嬪，民87）；另一部份的文獻則是

指出女性的學習滿意度高於男性（Malin et al.1980；許錫銘，民87）；此外，

也有部份文獻指出學習滿意度並沒有性別上之差異（徐志彬，民87；梁佳玲，民

91）。在年齡與學習滿意度之相關研究裡，多數的文獻皆指出年齡與學習滿意度

有顯著差異（余嬪，民87；陳容芯，民89；李基常，民87)。另外，亦有學者的



研究指出年齡與學習滿意度並無顯著關係（林麗惠，民86；魏銀河，民92）。 

在婚姻狀況方面，有學者指出不同婚姻狀況在學員的滿意度有顯著差異（余

嬪，民87；黃玉湘，民91），但黃佑安（民81）的研究結果指出，不同婚姻狀況

的學員對其參訓滿意度不會產生顯著差異。在學歷方面，林麗惠（民86）的研究

發現，學員的學習滿意度會因其教育程度之不同而有所差異。另一方面，黃玉湘

（民91）的研究發現不同教育程度之社區大學學員在整體學習滿意度方面，未達

到顯著差異水準。 

在職業方面，余嬪(民87)的研究發現，公務人員的學習滿意程度顯著大於

商業人員。陳靖治（民87）的研究顯示，公務員組的滿意度顯著高於其他各組。

但黃玉湘（民91）的研究發現，不同職業的社區大學學員在整體學習滿意度方面，

未達到顯著差異水準。在前畢業科系方面，陳容芯（民89）的研究發現有否就讀

過與電腦相關科系的成人，在學習滿意度各層面皆沒有顯著差異。在工作經驗方

面，黃玉湘（民91）、余嬪（民87）的研究顯示，不同工作經驗之學員在學習滿

意度方面，達到顯著差異水準，但黃佑安（民81）、林麗惠（民86）的研究結果

指出，不同工作年資學員對滿意度不會產生顯著差異。在居住地方面，Kerka

（1986）指出進修費用、交通方便性等因素均會影響實際參與情形與學習滿意

度，梁佳玲(民91)的研究發現，學員滿意度在居住地上有顯著差異。陳靖治（民

87）的研究發現學員參加補校第二專長教育之學校離家5公里以內者的滿意度顯

著高於其他各組。 

在修課數與期數方面，修過越多門課或越多期課者，表示網路學習經驗越

豐富，有學者指出學生先前的網路學習經驗與學習滿意度有顯著的相關性

(Abraugh，2001)。但梁佳玲(民91)研究發現學員不同的參與期數在滿意度上無

顯著差異。在課程科目方面，因為不同的課程由不同的教師所教導，所以也有不

同的教學設計與課程經營方式，因此課程的不同或多或少亦會影響學員學習的滿

意度。趙文玉（民92）的研究發現，網路學習活動的型態對學員的滿意度有顯著

影響。但陳華玲（民91）研究在不同的網路教學模式下之學習滿意度，結果發現

並沒有達顯著差異。 

綜合以上各研究變項的文獻探討發現，隨著研究對象與研究環境的不同，

性別、年齡、婚姻狀況、學歷、前畢業科系、職業、工作經驗、居住地、修課數

乃至於所選課程科目，在不同的研究上都有不盡相同的發現（有的顯著有的不顯

著）。雖然探討上述變數對學習滿意度的影響之研究不少，但因網路大學學員之

學習不同於以往傳統學習方式，且學員的背景複雜度更高於一般在校學生。因



此，有必要針對這些變數，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3.研究方法 

3.1.研究對象與環境 

本研究是以國立中山大學的中山網路大學資管系所開設之網路碩士學分班

某一期的學員為研究的對象，此期課程包括電子商務、資料庫、知識管理、網路

安全及 e-Learning 等五門課。其上課方式係採用網路教學的方式，學員依規定

必需到校三次，一次是開學時，其他兩次是參加期中、期末考試；另外在期中及

期末考前，有二次與老師面對面上課討論的機會，採自由參加的方式。 

3.2.資料收集與分析 

學員滿意度資料收集採用匿名問卷填答的方式，於學員到北中南各考區進行

考試時施測，委請監考人員收回以增加回收率。匿名問卷中說明施測的目的及明

示此回答與其成績無任何關聯。施測的問卷是依據文獻（Friman et al., 2001; 

Lin and Chen ,2001；林甘敏、陳年興，民91）所發展，並經由兩位專家審閱並

修定而後再經50位學員的試測（pilot study），以增加問卷內容的效度。問卷分

為兩部份，一為學員基本資料：包括性別、年齡、居住地等；一為學員對網路大

學的滿意度調查：滿意度包括對學校行政規劃、老師教學、學習管理系統（LMS）、

互動等部份。問卷的每一題問題採用李克特氏的七點尺度，從「非常滿意」到「非

常不滿意」。資料的分析以SPSS進行統計分析，主要採統計T 檢定及變異數分析

(ANOVA)， 若結果達顯著水準，則再進行雪費法(Scheffé)事後比較，用以考驗

彼此各項之顯著差異。 

各研究變項所造成滿意度差異之可能原因與建議之探究，透過文獻探討與半

結構化訪談資深專業教師及網路學習學員，在專業教師方面，一位是已教授七年

的網路學習課程的男教授，另一位是已教授五年的女教授，二位都是此所網路大

學中備受學生推崇的教師之一。在學員方面，先透過 E-mail 詢問接受訪談之意

願，而後篩選較有網路學習經驗及課程參與較高的兩位學員進行訪談，目前兩位

都正在此網路大學修第七門課，一位居住在南部，一位居住在北部，二位都是男

性年齡介於 31-40 歲。訪談資料經錄音轉譯編碼，並經過二位研究夥伴一起解讀

討論訪談資料，以避免產生個人偏見。 



4. 結果與討論 

4.1.樣本之基本資料分析 

共發出 280 份問卷，回收 240 份，其中有十份問卷填答不完整未列入分析，

共有 230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率約為 82%。男女比率約為 7 比 3，年齡介

於 30 到 40 歲的占 58%， 總計超過 30 歲的占 75%；五成以上的學員為已婚者，

居住地分散在台灣北、中、南各地，其中有 52%的學員居住在南部，這可能是因

學校所在地位於南部的關係，但相對的顯示在其他各縣市還有努力推廣的空間。 

在畢業科系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學員中以前為非資訊相關科系者占 70%，而

目前工作性質是非資訊相關的占 41%，這顯示隨著資訊與生活、工作日益密切，

資訊相關知識的進修已經受到人們的重視。就學員目前主要身分顯示，專職人員

占 78%，兼職人員占 3%，這顯示 e-Learning 受一般上班族所青睞；在學歷方面，

因此為碩士學分班的課程，學歷中大學畢業的占多數，但其中已擁有碩士學位的

占 11%，其進修的主因可能並不是為了學位。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學員進修的動機

並不一定是為了學分，有大部分的學員是為了職場工作上的需求、為了學到與工

作相關的技術與知識等(陳年興、林甘敏，民 91)。  

就工作經驗而言，學員離開學校進入職場已超過 4年以上的占 77%，這顯示

隨著社會的演變，資訊知識的快速變化，以前所學早已不敷需求，加上工作需要、

職場競爭激烈等因素促使他們選擇此方式繼續進修。因大部分學員進入職場已一

段時間，較有社經地位與經濟基礎，其課程需求亦跟一般在校生不同，所以可以

針對其特殊需求設計課程與價位。在修課數方面，修過兩門課以上的占 42%，修

過二期以上的占 26%，一期代表一個學期，學員的修課數似乎不多，這其中的原

因一部分是因為有一半的學員修課主要是挑選自已有興趣的課程，或是自己工作

所需的課程，而訪談學員表示系上所開的課程數不多，可以選擇的相對少，加上

學分費用也不低、課業壓力也不小，且上班族可自由運用的時間本來就不多（學

訪一、二），因此導致學員修課數不多。 

由分析資料可知，網路學習的學員平均年齡較一般傳統在校生大，大部分是

上班族甚至為人父母者，因需身兼家庭與工作責任，其壓力較大且可利用的時間

相對的較少，且其背景與特質相差較大，對於課程需求及程度也差異較大，而根

據訪談教師指出學員於修課期間有許多不可抗拒的力量，如生產、換工作、派調

國外等，致使學員的中輟率高達三分之一（教訪一），這種種因素促使教學者在



課程設計與安排上的難度比起一般傳統學校教學來得高。 

 4.2.滿意度的層面 

問卷題目採因素分析以縮減變項達到化繁為簡的目的，以主成份(Principal 

Components)為萃取方法，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作為轉軸方式，萃取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23 個題目總共萃取出四個因素：行政規劃、教學、

互動及系統滿意度。其中的項目都符合因素負荷量值皆大於0.35 

(Churchill,1979)； Cronbach α 值大於0.7 （Nunnally,1978）。 

表一 因素分析結果整理表 

 
因素 

名稱 
題目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因素解

釋量(%) 
信度

行政

規劃

滿意

度 

整體入學規劃（招生.報名.繳費.選課.加退選等）

整體學程規劃與設計 

學校行政服務品質 

上網費用 

同班同學的異質性（如程度.職業） 

同班同學的人數 

0.63 

0.61 

0.68 

0.54 

0.69 

0.70 

2.53 15.88 0.85

教學

滿意

度 

課程規劃與設計 

課程進度安排 

教材內容 

內容講解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評量方式 

師生溝通互動 

0.71 

0.77 

0.83 

0.80 

0.83 

0.75 

0.66 

11.16 22.18 0.95

互動

滿意

度 

同學溝通互動 

課程討論版的互動 

office-hour 的互動 

議題討論的互動 

0.77 

0.81 

0.76 

0.79 

1.33 15.05 0.91

整
體
滿
意
度 

系統

滿意

度 

學校技術服務品質 

系統功能完備性 

系統功能之效能 

系統功能穩定度 

系統介面說明 

從自己的電腦連上網大的整體網路連線品質 

0.68 

0.80 

0.83 

0.82 

0.63 

0.68 

2.53 18.14 0.89 

4.3.滿意度 

整體滿意度代表學員對學校行政規劃、教學、互動以及系統的滿意度四項加

總之平均值。學員整體滿意度平均值為 5.06，教學滿意度（5.34）、互動滿意度

（5.26）、行政規劃滿意度（4.83）、系統滿意度（4.80）。從以上數值可知學員

對於 e-Learning 的整體滿意度為「滿意」，就各層面而言，系統的滿意度最低，

其次是學校整體的行政規劃，二者都未達滿意水準，只是接近「滿意」。系統滿

意度較低的原因，根據訪談教師指出因這牽涉到學員的資訊素養、電腦設備、上



網速度等，如果學員第一次使用此種方式學習，這將需要一段調適期，方可比較

上手（教訪一）。而在行政規劃滿意度方面，包括學校整體入學、行政服務品質

以及入學門檻的訂定等因素，其滿意度較低的原因在於，學校定位為碩士學分

班，設計一系列課程，然而有一半以上的學員主要修課的目的是為了興趣及工作

所需，而有學員抱怨修不到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因此學校單位對於課程的設計需

要進一步再規劃與討論方可切中市場需求。以下針對各項變項對於滿意度的影響

進一步分析如下： 

4.3.1.性別、婚姻與前畢業科系對滿意度的影響 

男女的整體滿意度平均值都是 5.06，男女對 e-Learning 的整體、學校行政

規劃、教學、系統與互動滿意度等層面都無顯著差異，亦即性別並不是造成滿意

度差異的主因；在婚姻方面，已婚的整體滿意度大於未婚者，但尚未達到顯著差

異水準，而就各層面進一步探討發現在教學與系統的滿意度有顯著差異；已婚者

因為有家庭，而透過此方式學習較能使其兼顧家庭與進修所需，因此比較珍惜與

喜歡這種進修方式，所以滿意度較高。  

在之前畢業科系方面，發現資訊相關科系的學員其整體滿意度顯著大於非

資訊相關者，進一步分析發現不同畢業科系在教學與行政規劃滿意度上有顯著的

差異。這可能是因為資訊相關科系畢業的學員其背景知識較強，所以在做作業或

上課較能得心應手（教訪二）。訪談學員指出「當課程內容跟自己比較相關，比

較熟悉的單元比較會積極參與，比較陌生就不會參與這麼多，因為當先前背景知

識不够，沒辦法負荷時會影響參與；此外，某門課很難修，中途很多人放棄..

（學訪一）」。 

4.3.2.年齡、居住地、學歷、工作經驗對滿意度的影響 

年齡方面，資料顯示不同的年齡層在整體滿意度上有顯著差異， 31-40 歲

的學員對於網路學習的整體滿意度最高，21-30 歲的滿意度最低；經事後比較發

現此兩年齡層的滿意度達統計顯著差異。進一步分析發現，不同年齡層在教學與

系統滿意度上有顯著差異。而為何 21-30 歲的滿意度會最低，根據訪談教師表示

可能原因是其選擇進修的管道比較多；而 31-40 歲的學員因大部分都成家立業，

進入職場已一段時間較熟悉職務與職場生態，考慮繼續進修以幫助升遷或轉換工

作，所以學習的動機較強，較珍惜此一學習進修的管道，且相對於四十幾歲以上

的學員，正值學習與人生衝刺的高峰（教訪一）。 



另一位訪談教師指出「這年齡層的學員工作了一陣子，已深刻感受到時代的

進步，..有那種對知識需求的迫切性，因此動機較強，也比較自動自發，且這些

人大部分都已成家立業，對所繳學費也比較珍惜..；相對的 21-30 歲的學員可能

因剛離開學校進入職場，工作忙且要適應，..對念書的慾望相對較小，且對新科

技比較熟悉，覺得沒有太多新的東西，所以付出相對比較少收穫也比較少（教訪

二）」。此外，根據訪談學員表示「20 幾歲的學員，比較習慣傳統有老師帶領的

教學方式，覺得到網大上課要自己看書又要做作業覺得很奇怪（學訪一）」。 

在居住地方面，不同居住地在整體滿意度上有顯著的差異。資料顯示住所在

南部者其整體滿意度顯著大於住所在北部者，進一步分析發現，不同居住地在教

學、系統與互動方面的滿意度都有顯著的差異。而為何會如此之可能的原因包括

以下四點：一、成本因素：因學員面授或期中期末報告時須從北部到高雄，所花

費的時間與交通成本較高（教訪談一、二）；二、課程參與：從系統平台互動的

記錄，可以發現北部的學員跟老師與同學的互動較低（教訪一）。三、認同感與

熟悉度：因地緣關係南部學員對於學校教師認同感與熟悉度較高，其繼續修課進

而考碩士班、博士班的動機與機會也較高（教訪一）。四、進修機會：北部學員

參與相關教育訓練的進修機會比南部的多，可能要求比較高（教訪談二）。此外，

相關單位必須注意的是北部學員的滿意度是（4.84）介於「沒意見」與「滿意」

之間，是需要繼續改進的。 

在學歷方面，學員的不同學歷在整體、學校行政規劃、教學、系統與互動滿

意度上並無顯著差異，但研究所程度的學員其滿意度較大學與專科畢業的低。就

工作經驗而言，資料顯示學員工作經驗在整體以及其他各層面的滿意度方面並無

顯著差異。 

4.3.3.職務、主要身分、參加過幾期與修過幾門課對滿意度的影響 

學員目前擔任不同性質的職務，因待業中的人數（11）太少所以不列入分析，

結果顯示職務性質的不同，在整體與各滿意度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在主要身分

方面，因一般在校生（4）、兼職人員（6）、家庭主婦（4）及其他身分者（22）

人數少，所以併入非專職人員中分析，結果顯示非專職人員與專職人員對於整體

滿意度與其他滿意度層面皆無顯著差異。在參加過幾期方面，因修超過五期的人

數（43）少所以併入 3-4 期分析，結果發現 1-2 期與 3期以上此二類別之間未達

統計顯著差異，但隨著修課期數的增加，學員整體滿意度也會有增加的趨勢，而

修課期數之不同對其他滿意層面亦無顯著差異。 



在修課數方面，不同修課數類別在整體滿意度上已達統計顯著差異的水準，

進行統計事後檢定發現，修1-2門課者的滿意度顯著低於修五門以上者；結果顯

示修越多門課滿意度有增高的趨勢，這和文獻所提滿意度越高越會持續進行

e-Learning 學習的現象相符(Chen et al., 2004) ，在另一方面也驗證了網路

學習經驗越豐富其滿意度會越高（王秋華，民90），滿意度越高忠誠度也會越高

（Tan and Quek, 2001; Shaw, et al., 2000)等現象。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發現，修課數

的不同會造成教學、系統、學校行政滿意度的顯著差異。修過越多門課的學員越

習慣這個學習環境與平台，也越能養成網路自我學習的習慣且較懂得如何跟老師

與同學互動。根據訪談教師指出因剛進入e-Learning 的學員其所受的挑戰與阻

力較高，一方面必須具備基本的電腦通訊設備與資訊素養，一方面要適應網路學

習的方式，養成網路學習的習慣，畢竟網路學習標榜主動學習的精神且與傳統教

學師生面對面互動的模式有著很大的不同，面對種種之不同的挑戰學習者需要一

段時間的調適，所以剛開始修一兩門課的學員滿意度會較低（教訪一）。另一位

教師指出「這是因果循環的現象，較滿意才會一直修課⋯，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已

經學出一些心得，..已經養成小組互動，知道如何學習⋯（教訪二）」。 

4.3.4.課程科目對滿意度的影響 

因每門課用的系統平台一樣但任課教師不同，教授的內容亦不同，雖各課程

間的整體滿意度平均未達顯著差異，但有二門課的整體滿意度平均值是接近滿意

(4.93、4.91)，其他三門課則都是滿意（5.05-5.25），顯示這還有努力改善的空

間。就各門課程來進一步分析，發現五門課在教學滿意度及系統滿意度存在顯著

差異。教學滿意度方面，最低為 4.89 是接近「滿意」，最高為 5.61 是介於「滿

意」及「很滿意」之間；這表示 e-Learning 的滿意度會隨著任課教師的課程規

劃設計、教材內容、活動設計等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滿意程度，因每個教師課程

安排與經營的用心度與方式之不同加上網路教學經驗多寡不同，所以學員在各科

目間的教學滿意度有顯著的差異。此外，有趣的是，在五門課中兩門偏屬技術導

向的課程之滿意度最低，這或許跟學員的之前畢業的科系與是否擔任資訊相關工

作有關連，因為技術導向的課程對於較無相關背景知識的同學之進入門檻相對比

較高，因此壓力與挫折感較高。而課程性質是否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滿意度值得進

一步探究。 

在系統滿意度方面，雖然每門課都是用一樣的系統平台，但由於不同任課

教師對於系統平台各功能的利用率不同，也使得學員對於系統滿意度產生差異。

其中有四門課程的滿意程度尚未達到滿意水準；最低為 4.60 是介於「滿意」及



「很滿意」之間，最高的課程只有 5.19，表示大部分學員對系統平台之效能、

穩定度、技術層面、網路連線品質等的評價不高。而在行政規劃滿意度及互動滿

意度方面則無顯著差異，因五門課屬於同一學校同一系所的課程，所以在學校整

體學程規劃與設計上、學校行政服務品質方面的滿意度較無差異。在互動滿意度

方面，顯示各課程之老師都蠻重視跟學生的互動，學生對於互動的滿意度在五門

課中都達到滿意水準。 

5.結論與建議 

由於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以及學員的留存率有顯著的關聯，因此學員的滿意度

是決定 e-Learning 未來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了解造成學員滿意度及其影

響的因素將有助於經營者與教學者擬定更好的教學設計與方針。根據研究結果顯

示，網路學習滿意度可分行政規劃、教學、系統以及互動四個層面，本研究探討

滿意度的層面與題項方面皆比王秋華(民 90)、梁佳玲（民 91）、Arbaugh (2002)

的研究多且完整。 

就滿意度的各層面來看，各研究變項在教學層面的滿意度上比較有顯著差

異，亦即影響學員學習整體滿意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於教師的教學，從統計數

據及以下訪談資料中都得到驗證。學員表示「老師要有熱誠，要主動關心學生學

習，至少一二個星期去關心學生有沒有問題；教材品質要好，這樣才能留住學生

（學訪一）」；訪談學員表示「教師教的好，課程內容符合需求，難易適中；跟學

生互動好才能吸引學生參與課程（學訪二）」。此外，研究結果發現系統及學校行

政規劃兩層面的滿意度偏低。就系統方面，隨著寬頻、無線通訊的普及、資訊科

技的發展以及學員資訊素養的進步，加上系統平台不斷的改進，學員對於系統平

台的滿意度應該會有所改進；而就行政規劃方面，建議學校擬定適合的入學門檻

與課程，因目前大部分學員修課的目的並不是都是為了拿學位，應針對主要客戶

群擬定適當的課程與價位方可切中市場需求，並規劃專責單位提供高品質的服

務，此外建議政府比照國外成立一 e-Learning 認證與考評機構，針對網路課程

之規劃、教學、系統以及互動進行持續性且有系統的考評與獎勵，以作為何時開

放網路學位的參考依據。 

分析學員個人屬性發現，不同的居住地、畢業科系、年齡及修過幾門課，在

整體滿意度上有顯著差異；亦即之前是資訊相關科系、居住地在南部、年齡介於

31-40 歲的學員滿意度會較高，而隨著修課數增多，其對 e-Learning 的滿意度

也會越高；而不同的婚姻狀況、性別、工作性質、教育程度、主要身分、工作經



驗、修過幾期與課程科目等變數在整體滿意度上沒有顯著差異。因此建議相關研

究在資料收集時，應考慮到這些顯著變項所帶來的影響，這樣方可使所研究的結

果更真實更完整、解釋力更強。 

雖然 e-Learning 標榜著不受空間的限制，但在此研究中一有趣的發現便是

居住地會造成滿意度的差異。此外，結果亦顯示修一兩門課的學員其整體滿意度

偏低，因此相關單位與教師應針對新生給予適當的輔助，如提供諮詢的管道、舉

辦讀書會、提供學長姊修課經驗以協助其適應此一學習方式並養成網路學習的習

慣。訪談教師也指出網路學習很重要的是要教導學員抱持正確的學習態度，網路

學習雖有著不受時空限制的優點，但不是說想來時才來，等有空再來，而是要養

成網路學習的習慣，主動上網，不只是讀教材，還要上網互動、討論、分享、看

佈告、做作業才能學到更多的東西（教訪二）。 

在未來研究方面，建議可繼續探討教師面及課程面的影響因素，如教師的教

學經驗、實際教學的行為以及課程性質對於學員滿意度的影響。因本研究侷限於

中山網路大學資管網路碩士學分班的學員，對於結果之推論有所限制，而各研究

變項所造成滿意度差異之可能原因與建議，只訪談幾位資深學員與教師，建議能

再收集更多質化、量化的資料，透過質量並重的方式以求能更深入明瞭事情的真

相，以提供管理者與教學者擬定方針的參考並設計一個更加良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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