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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線上虛擬學校數位典藏 eSchool 係針對中小學教育、成人教育與通識核心及數位典藏

專業技術等三大學區開辦教育訓練課程。數位典藏 eSchool 之課程以線上課程與實體課程

搭配的混成式課程為主，學員經由註冊、選課，即可開始線上學習。本計畫擬出一套混程

課程開辦之作業流程，作為三大學區於辦理及推廣課程時的參考及準則。網路教學平台方

面，設有專門之網路平台管理人員，提供各學區於開辦課程時，協助報名系統建置、學員

帳號管理、平台障礙排除、公佈欄資訊更新等項目。行銷管理方面，本計畫建立行銷管道、

行銷策略等機制，由專員於課程開辦前規劃宣傳新聞稿及宣傳方式，並針對各類之課程對

象策劃不同之宣傳管道，以利達到最大宣傳效果。  

關鍵字：數位典藏、數位學校經營、數位學習、教學設計 

 
 
 

Abstract 
 The Digital School “DLM eSchool” has been established three districts including K-12 
school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technique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s.  The courses of “DLM eSchool” were developed in the format of blended learning, 
which offered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on-line courses as well.  The study followed the 
ADDIE model and design-based research process. It aimed to design creative and effective 
blended learning models for “DLM eSchool”.  Beside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develop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running and promoting courses of in-service training for k-12 
teachers, lifelong learners and professionals. .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ere significant fo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y in the Digital School of DLM, and they also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s of DLM effectively.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s , digital school management, e-learning , eSchool,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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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為推動數位典藏資源於中小學教學的應用，數位典藏訓練推廣分項計畫自89年起，辦

理中小學數位典藏教學活動設計比賽，累積許多中小學教師應用數位典藏資源的教學設計

作品。為了促進我國數位典藏資源的流通、共享和擴大服務，協助教師在資訊融入各領域

教學時應用數位典藏資源，本計畫建立「數位典藏eSchool」線上虛擬學校，結合線上課程

與實體活動，拓展虛擬校園之規模，以作為數位典藏在線上虛擬學校之經營模式之參考。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學習一直是人類長久以來的重要課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學習環境也不單受限於

傳統的教室當中；以美國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 Online)以及英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等大學為例，這些學校提供有別於傳統實體教室教學的學習管道，讓成人學習者

有更多學習與進修的機會，甚至可透過遠距教育取得學位，可見數位學校與遠距教育在國

外行之有年並且有其成效。 
 
反觀國內現況，教育部於民國 95 年 3 月正式發布實施「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試辦申

請及審核作業要點」，當時全國總共有 15 所大學、17 個專班提出申請，經審查結果，有三

校（中正大學、中山大學、淡江大學）五班取得辦理資格，修習該學位者最快可於 96 學年

度經由學習教育部認證許可的數位課程取得碩士在職專班之學位；目前已有淡江大學教育

科技學系提供「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http://163.13.177.1/elearning.htm）給於擁有大專

同等學歷或是任教兩年之中小學教師就讀；另外，中正大學也開辦「通訊資訊專班」以及

「教學專業發展專班」（http://ecourse.elearning.ccu.edu.tw/）等相關線上在職進修碩士專班；

學習者只需經由遠距學習就能取得碩士學位或學分，這表示教育界更應重視線上學習的發

展趨勢，並且從中發覺更多更有效率的學習方式或教學模式；以應付往後的學習者的學習

需求。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1 辦公室近年來為了進行數位典藏的人員培訓及成果推

廣，設置「訓練推廣分項計畫」2，計畫分項之「人員培訓及推廣計畫」其主要執行內容即

在於充實中小學教師使用數位典藏及利用該資源設計教學活動之能力，期望以數位典藏豐

富之教學資源，促進學習資源開放與學習機會均等（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訓練推廣分

項 計 畫 ， 2005 ）； 此 計 畫 自 民 國 91 年 起 舉 辦 一 連 串 中 小 學 教 師 研 習

（http://dlm.ntu.edu.tw/02_2.htm），推廣數位典藏資源融入中小學教學，截至目前已舉辦超

過 65 場次，歷年來參與研習活動的中小學教師共超過 5500 人次。 

本研究接續先前之研究計畫成果（徐新逸，2006），開辦相關實體研習活動，並從中發

現舉辦實體課程時，往往需投入大量人力以及經費，且受場地及硬體設備之限制，導致近

年來，中小學教師研習因傳統研習在時間的安排上缺乏彈性而參與人數紛紛下降；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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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藉由混成學習的方式，設計相關典藏素材融入教師研習之線上課程，建立「數位典藏

eSchool 」(http://dlm.k12.edu.tw)平台；因此研究主要的目的為建立數位典藏學校（即數位

典藏 eSchool）開課規範及其標準作業流程，同時也針對網路教學平台經營與行銷管理進

行相關研究與探討。藉由經營三個學區 (即：中小學教育、成人教育與通識核心、數位典

藏專業技術)以及發展培訓線上助教的課程的過程當中，調查探究其課程成效，歸結研究所

得提出數位典藏推廣之相關課程混成研習建議，提供未來數位典藏推廣研習執行或相關研

究之參考。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陳述於下： 
一、 提出數位典藏學校規範與申請開課的標準作業流程，作為未來數位典藏 eSchool 永

續經營之依據。 
二、 開發相關數位典藏融入教學網路研習混成課程。 
三、 建立混成課程模式之流程。 

1 第一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6）已執行完畢。2007 年 1 月正式執

行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第二期。 

2 第一期計畫中「訓練推廣分項計畫」，於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計畫中

重新規劃更名為「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隸屬於第二期計畫之「推動數位

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總計畫」，乃以「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

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冀以健全數位典藏產業、教育、研究等範

疇之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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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理念與文獻探討 
一、混成學習 

混成最初以「Hybird」一詞出現在遠距教學現，主要係指科技與傳統教育結合的學習

模式的概念。Smith（2001）定義混成學習是一種遠距教育的方式，結合了科技與傳統教育。

同年，Marsch（2001)也提出「混成學習是結合了網路學習工具以及傳統教室以達到最大的

教學效益」的說法。Singh（2003）則是認為混成學習即不同學習活動的混合，如：面對面

傳統課室、同步網路學習、線上自學等。Singh（2003）同時指出眾多的混合方式裡，以傳

統課室與線上學習的結合最為常見。Rossett（2003）等也提出相似的概念，指混成學習指

結合兩種以上的學習方式或媒介工具，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學習、面授課程與線上經驗分享、

直接指導或自我管理、參考數位文獻或參與大學課程等都屬於混成學習的範疇（見表 1）
（Rossett、Douglis＆Frazzee，2003）。Garrison & Kanuka（2003）則認為混成學習最簡單

的定義，即面對面課室教學與線上學習的混合方式。 
 【表 1 混成學習範疇（Rossett、Douglis＆Frazzee，2003）】 

即時面對面學習（正式） 即時面對面學習（非正式） 
 以講師為主的教室學習（面對面）

 工作坊 
 指導、輔導 
 在職訓練 
 工作實務問題 

 同儕關係 
 工作團隊 
 學徒制 

虛擬合作/同步 虛擬合作/非同步 
 即時數位學習課程 
 線上指導、線上輔導 

 

 電子郵件 
 線上社群與討論區 
 網路論壇 
 即時通訊 

自我學習（書本、CD/DVD、電子、無

線） 
績效支援 

 線上課程 
 線上資源連結 
 模擬與模擬情境 
 評量與自我評量 
 工作手冊、閱讀 

 線上輔助系統 
 工作輔助表 
 線上知識庫 
 文件 
 績效資源系統 

綜合以上各家論述，「混成學習」係指混成學習即兩種以上的教學方式或媒介的結合，

且現今多將混成學習定義為線上/網路學習與傳統面對面學習結合（Marsh，2001；Willett，
2002；Garrison & Kanuka，2003；Rovia & Jordan，2004；Taradi、Taradi、Radic & Pokrajac，
2005）。其目的意在藉由整合多元教育訓練的傳遞形式，以提供學習者兼具效率與效益的

教育經驗，同時亦為部分較習慣或偏好選擇傳統面授方式的學習者，在面臨數位學習潮流

蓬勃發展與衝擊之際，提供另一絕佳的折衷之道（陳姿伶，2005）。 
Valiathan（2002）針對混成學習提出三種模式，分別為技術導向模式（Skill-Driven 

Model）、態度導向模式（Attitude-Driven Model）以及能力導向模式（Competency-Driven 
Model）。技術導向模式係結合線上自我學習與教師支持兩種方式，發展特定的知識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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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利用網路課程、書本混合電子郵件、面對面的會議、討論版等方法與教師進行互動。態

度導向模式則是混合各種教學及活動教學傳達媒體，藉此發展新的態度與行為，例如傳統

教室學習與線上合作學習的結合，透過這兩種學習方式，讓學生在低風險的環境中發展出

的、期望的行為與態度，也稱為行為導向。能力導向模式為混合線上績效支援工具及知識

管理資源與輔導，透過與專家互動及觀察，吸收隱性知識。根據上述三種模式運用的理由

及方式整理如下表： 
【表 2 混成學習模式（Valiathan，2002）】 

模式 為什麼 如何做 
技能導向模式 

Skill-Driven Model 

學習特定的知識和技能

需要訓練者、促進者與同

儕定期的的回饋和支持 

 設計自訂進度但完

全依照進度表的小

組學習計畫 
 教學者引導概述及

總結的自訂進度學

習教材 
 透過非同步線上實

驗室或傳統教室操

做學習程序及進程 
 提供電子郵件支援 
 設計長期專案   

態 度 導 向 模 式

Attitude-Driven Model 
發展新態度與新行為需

要同儕間互動和一個無

風險的環境 

 舉行同步網路會議 
 指派小組專案 
 執行角色扮演模擬 

能 力 導 向 模 式

Competency-Driven 
Model  

為獲取及轉移內隱的知

識，學習者必須在學習工

作上與專家互動。 

 指派良師益友 
 發展知識庫   

Osguthorpe & Graham（2003）則建議在混成學習中，需考量三個組成因素：（1）線上

和面對面的學習活動；（2）線上和面對面環境的學習者；（3）線上和面對面環境的教師，

【圖 1】即說明三種不同的混成學習環境。左邊的模式為學習者可選擇在線上或面對面環

境中參與學習活動。中間的模式為線上和面對面環境的學習者同時參與同一課程，且皆可

相關教學活動，產生互動。右邊的模式中學習者處於面對面的環境中，而教學者則可來自

線上和面對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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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混成環境的一般型態（Osguthorpe、 Graham，2003） 
從互動構面來看，不論學生與學生或是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也都可以分成同步與非同

步兩種模式。 
 

陳姿伶教授（2005）依據目前國內各界混成課程設計課程進行分析，歸類出五種落實

混成教學的具體做法：（1）數位學習加上課堂面授教學混成模式，即先實施數位課程再進

行面授教學；（2）數位學習加上課堂面授在輔以後續的線上學習或社群互動的混成模式；（3）
課堂面授教學加上數位學習的混成模式，意即課堂面授教學於數位課程之前進行；（4）課

堂面授教學與數位學習隨意組合的混成模式；（5）線上數位學習搭配面授的課堂評量的混

成學習模式，即上述第一種的型變。進一步的探討剖析上述後，可以得知國內混成課程設

計取決於主導權的不同，即以學習者或教學者為考量主因，進而發展出最具適性及有效性

的混成模式。 

本研究經由數位典藏 eSchool（http://dlm.k12.edu.tw）總計畫協助經營子計畫三個學區，

嘗試以上五種混成教學的具體做法：成人教育與通識核心學區使用（1）之類型：即實施數

位課程再進行面授教學，成人教育之受教育者通常沒有固定的學習時間，所以先實行線上

教學，再請內容專家於假日之一天現場授課，幫助解惑的混成學習方式較為適合；中小學

教育學區則採（2）之類型，在實體上課前後皆有數位課程或是後續的線上社群，並以研習

時數作為激勵要素，鼓勵中小學教師參加研習；專業技術學區則採（5）的方式，通常於線

上課程先行指派作業或是活動，實體面授時由教師檢核成品，或是共同討論活動成果；而

每一學區實行二至三門課程，接可見其混成學習在課程進行中發生效用，有益於數位典藏

eSchool 之發展，雖未有一體適用所有內容的最佳混成模式，其主要混成課程設計上，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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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象、內容、學習環境等要素，考量數位課程與實體課程的實施順序以及所佔比重的安

排，以發展出創造最大學習成效之混成學習。 

二、數位學校經營模式初探 
（一）虛擬校園架構與相關經營機制 

邱文志（2004）在「學習綱站經營模式之比較研究—以大專院校及補教業為例」

歸納出線上學習網站之經營模式構面為：營運組織（區分為策略聯盟與獨立營運）以

及是否收費（區分為收費與免收費）等兩大構面，並且挑選當時網路上之網路學習網

站加以區分，中山大學與文化大學為「創新型學習網站」該學習網站使用策略聯盟，

並且積極的往外拓展，並且創新收費機制；網際高校與禿應教育網為「典型業界學習

網站」：強調企畫內容，行銷手法，但由於缺法學分或是學位的認證，朝網路媒體整合

及服務面努力；世新大學與淡江大學則屬於「積極建構數位內容核心競爭力學習網

站」，憑藉本身在教育科技及傳播媒體等教材製作能力，累積大量的數位內容，以利於

往後的行銷或與業界結合；最後是亞卓市以及雲林科技大學所以隸屬的「探索型學習

網站」藉由經營數位學習網站來磨練機構的資訊能力，配合學術研究與社區服務的形

式來經營，屬於影響力較低的網路學習網站。以上經營模式分類可由邱文志（2004）
所歸結之線上學習網站之經營模式之分類【圖 1-1】所示： 

 
【圖 1-1】線上學習網站之經營模式之分類圖（引用自邱文志，2004） 
由上述線上學習網站之經營模式分類可以發現，數位典藏 eSchool 傾向於「積極

建構數位內容核心競爭力學習網站」這一類型的學習網站，但又沒有進行收費之行為，

在實際實行方面卻又類似於「探索型學習網站」這一類型的學習網站之經營模式，承

接國家數位典藏之內容進行加值，並且自行開發相關機制及嘗試平台之運行。 
故數位典藏 eSchool 以三大學區（數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課程與教師培訓、數位典

藏融入成人終身教育之課程發展與推廣、數位典藏專業培訓數位課程發展之設計與推

廣）之數位內容為其核心，將其內容擺放置專屬的數位典藏 eSchool
（http://dlm.k12.edu.tw）平台上，搭配經營、宣傳及平台維護及管理模式，架構出數位

典藏 eSchool 之校園架構及其經營模式，其架構見【圖 1-2】數位典藏 eSchool 學校架

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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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數位典藏 eSchool 學校架構圖 
（二）虛擬校園與相關行銷宣傳機制 

教育的模式隨著網際網路的發展而有所改變，除了傳統的教室學習之外，數位學習也

是一個不一樣且重要的學習管道，在虛擬學校的經營與發展，更是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截

然不同的學習途徑。數位典藏 eSchool 除了本身虛擬學校的行政經營運作之外，在創新推

廣與行銷這方面也有妥善的規劃與設計。創新推廣在管理學當中稱做「擴散」，擴散是一個

過程，也就是在一定的時間裡面，社會體系當中的成員藉由特定的管道，傳播關於某項創

新的訊息，這是一種特殊行式的溝通，而溝通是參與者相互給與意見和分享資訊的過程，

用來達到某種程度的共識（Roger, 2003）。創新推廣是一個過程，而不只是單一的事件。在

推廣的過程中必須以系統化的方法進行分析、設計及實行才能有效達成推廣的目標（陳明

溥，1998）。因此數位典藏 eSchool 在推廣之前，必須先做好完善的準備，透過系統化的設

計的步驟，逐漸推廣在社會當中，對象包含有一般社會大眾、大專院校教師與中小學教師。 
陳定邦（2006）在學校自我行銷的過程，提出空中學校在經營模式中的行銷步驟包含

有兩大部分，分別為市場區隔及市場目標。其詳細步驟如圖 2： 
市場區隔                              市場目標 

 
 
 
 
 

 
 

【圖 2】：行銷的步驟 
透過上圖行銷的步驟可知道，第一步必須要清楚了解本身在市場當中並與其他虛擬學

1. 找出市場區隔的基礎 
          ↓ 
2. 剖析各區隔市場 
          ↓ 
3. 衡量區隔市場吸引力 

1. 選擇目標市場 
          ↓ 
2. 目標市場定位 
          ↓ 
3. 擬定行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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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區隔與條件，進一步設立預達到的目標。從數位典藏 eSchool 來思考，在課程安排與

課程種類規劃的過程裡，除了採用的是混成課程的進行方式之外，在課程的種類上包含三

大類： 
1. 數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課程與教師培訓：以中小學教師為主要學習對象，加強中小

學教師將典藏的資源與教學相結合。 
2. 數位典藏融入成人終身教育之課程發展與推廣：以一般社會大眾為主要學習對

象，提升一般民眾對於周遭環境的瞭解，認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古蹟與歷史，強

化一般社會大眾透過數位典藏與歷史結合的認識。 
3. 國家數位典藏專業培訓數位課程發展之設計與推廣：以一般大專院校教師或對於

數位典藏製作有興趣之一般社會大眾為主要學習對象，讓大家除了能透過數位典

藏的課程來學習之外，也能了解並學會如何製作數位教材，以便能應用在日常生

活或是工作之中。 
數位典藏 eSchool 規劃的課程包含以上三大類，利用混成課程的進行方式與多元化的

課程設計來區隔一般單一提供特定教材內容的數位典藏市場。在市場目標的設定上，除了

提供讓一般大眾前往數位典藏 eSchool 報名學習之外，並規劃出兩種合作模式，其說明如

下： 
1. 合作模式一：由數位典藏 eSchool 提供數位學習平台與培訓課程內容。各計畫團

隊可與數位典藏 eSchool 總計畫辦公室聯繫，由總計畫人員協助接洽合作相關事

宜。 
2. 合作模式二：各團隊可提供以建置完成之數位學習課程，放置於數位典藏

eSchool，並由數位典藏 eSchool 團隊提供混成課程研習之相關協助。 
數位典藏 eSchool 為一個虛擬學校，在擬定行銷組合的部分時，應融合網路行銷的概念。

王志平（2005）說明網路行銷方法，在有網站的網路行銷方法中包含有資訊發佈、線上銷

售、網站品牌、網站推廣、客戶關係與服務、銷售促進與線上銷售。 
數位典藏 eSchool 使用的平台為中山大學所架設的 K12 平台，從報名開始到課程學習與

評量皆透過此平台來進行一切活動。劉文良（2004）認為傳統網路行銷的 4P 活動分別有： 
1. 產品（Product）：在推廣行銷的時候，須將欲行銷之產品加以包裝整合好，對於學

習者做需求分析後，滿足學習者的需求。 
2. 定價（Pricing）：了解市場的價格後，在予以適當的定價。 
3. 配銷（Place）：對於數位化的產品，可搭配一些吸引學習者的配套措施。 
4. 推廣（Promoting）：可透過社群討論、電子郵件、廣告媒體、或者是口耳相傳等方

式來進行推廣的活動。 
本研究利用這四種網路活動之常態進行相關宣傳機制的發展，發展相關的課程以及配套

措施，協助數位典藏 eSchool（http://dlm.k12.edu.tw）能夠藉由這樣的宣傳機制，吸引更多

的學習者上線，甚至是更多的合作單位，以利於數位學校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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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內涵 
 本線上課程專案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設計發展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簡稱

DBR）。屬於實證研究的一種，以設計為基礎進行發展與應用（Hoadley,2004），一般開發線

上教材大多使用 ADDIE 的流程進行，此五個步驟分別為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與評鑑的

縮寫，此模式的概念是由好幾十種教學設計的模式慢慢演變而來，這五個縮寫最早由

Grafinger 於 1988 年正式提出，現今已是常見的數位內容教材發展的模式（徐新逸，2003）；
教育部在 2004 年視國內數位學習內容之需要，制訂數位學習課程發展作業流程並規範每一

流程的工作內容，本研究的線上課程開發模式則是綜合 DBR 研究法與 ADDIE 教材開發流

程，發展數位典藏 eSchool（http://dlm.k12.edu.tw）之數位學校發展架構。 
二、研究架構與流程 

 教育部在 2004 年視國內數位學習內容之需要，制訂數位學習課程發展作業流程並規範

每一流程的工作內容，此系統化的數位學習專業課程發展之作業流程分別以分析、設計、

發展、實施與評鑑五步驟依序進行教學設計（徐新逸、施郁芬，2004）。每階段各具不同任

務，以下分點說明各步驟之內容： 
（一）分析階段 

分析階段的任務是蒐集學習相關課程的資料，確認目標學習者、課程範圍、課程目

標以及評估學習環境等，以作為設計階段的參考，進而對需要使用之經費進行初步

的規劃。本階段工作包含數位學校內涵之需求分析、學習者分析、學習任務分析、

科技及媒體分析、環境脈絡分析。 
（二）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是延續分析階段的結果而來，依據分析結果進行課程規劃，規劃學習者學

習的歷程，並且是為該課程的藍圖。其工作內容包含：數位學校課程經營之評量及

工具設計、教學策略設計、介面設計、學習流程設計、混成學習模式規劃 
（三）發展階段（包含再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是依據課程企畫從課程腳本到實際製作的過程，此階段的工作包括：課程

製作、媒體整合、與平台系統整合，將其課程完整封包上線之後在經由設計檢核、

專家檢核、學習者檢核等步驟，視檢核結果進行再設計。 
（四）實施階段（包含推廣階段） 

施階段是將所製作的課程與教學策略付諸實行，需要訓練教學者與學習者參與課程

的技能與使用教材的方法，以確保學習成效及穩定性。包括線上課程實施、實體課

程實施 
（五）評鑑階段 

評鑑階段主要目的是確認實施成效與作為改進的依據。包含本課程由於時間的限

制，本研究的評鑑為形成性評鑑，就學習者對本課程的學習滿意度以及學習成效做

調查。 
    數位典藏 eSchool 之課程設計與發展採用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ADDIE model）做為研

究架構基底搭配設計本位研究 (Design-Based Research, 簡稱 DBR)之研究步驟，規劃出本

研究之架構，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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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數位典藏 eSchool 之研究架構 
肆、研究成果 
一、經營機制 
 數位典藏 eSchool 為一網路學校，由文獻探討中，本研究擷取 K12 之成功要素加以分

析，歸結出成功經營一間數位學校時，在經營機制下必須為其數位學校提供「混成課程開

辦」、「教學設計」、「人員培訓」、「後端支援」等四個面向配套機制： 

實際產出 

1. 學校架構與相關機制探討 
1.1：經營機制 
1.2：行銷機制 
1.3：平台維護及管理機制 

2. 課程發展與形成性評鑑： 
2.1：四門融入教學用課程 
2.2：八門推廣教育課程 

3. 推廣及宣傳機制的建立： 
3.1：行銷管道、策略 
3.2：課程行銷流程 

學習者檢核 
總結性 

評鑑 

線上課程實施 

實體課程實施 

（混成學習模式） 

 

推廣 

 

評量及工具設計 

教學策略設計 

介面設計 

學習流程設計 

混成學習模式規劃 

 

 

設計 

 

需求分析 

學習者分析 

學習任務分析 

科技及媒體分析 

環境脈絡分析 

 

 

分析 

 

課程製作 

媒體整合 

與平台系統整合 

 

發展 

 

設計檢核 

專家檢核 

學習者檢核 

 

再設計 

 

修正 
依執行成果

與回應進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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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混成課程開辦 
數位學校永續經營之關鍵在於課程的推成出新，以及課程進行流程的順暢

度；使學習者不管是在實體課程或是線上課程的環境下，皆能對於學習歷程

感到舒適及異於吸收；有鑑於此，本研究於經營機制中規劃一套「混成課程

開辦」的步驟：時間點上依照「課程準備」、「課前 3~4 週」、「課前 1 週」、「開

課當週」等四個檢核點，包含課程教材的製作、報名系統的建置以及宣傳相

關活動的準備、直至實體教學前的線上課程測試，實體教學時對於場地的租

借以及現場講義的印製等流程，本研究歸納至少六次辦課經驗，制訂以下流

程，見【圖 5-1】數位典藏 eSchool 混成課程開辦流程： 
 
 
 
 
 
 
 
 
 
 
 
 
 
 
 
 
 
 
 
 
 
 
 
 
 
 
 
 
 
 
 

 

報名系統建置 
(報名系統欄位、網址、內文、美工等) 

建置系統自動回覆信件 

線上課程測試 
(測試連結、檢查課程完整性) 

課程宣傳 
(發布數位典藏電子報、數位典藏 eSchool 公佈欄、e-mail 等) 

課程規劃與製作 

租借實體課程場地  

開始線上課程 

印製實體課程海報、講義  

實施實體課程  

課程評鑑 

課前準備 

課前 

3~4 週 

課前 

1 週 

開課 

當週 

【圖 5-1】：數位典藏 eSchool 混成課程開辦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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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設計 

本研究為一數位學校經營模式及相關配套之研討，承接本研究之經營模式，數位

典藏 eSchool 總計畫辦公室循相關流程（如圖【圖 5-2】）協助三大學區課程承辦

者規劃學習者前測及後測問卷設計、腳本設計、多媒體設計；至今已經陸續完成

八門推廣教育課程，相關課程名稱與畫面見【圖 5-3】所示。 
 
 
 
 
 
 
 
 
 
 
 
 
 

【圖 5-2】：教學設計協助流程圖 

 
【圖 5-3】：推廣教育課程畫面 

 
(三)、 計畫人員培訓 

經營數位學校除充實課程內容以及制訂相關流程之外，培養執行人員之基本能力

與專業知識，皆屬於經營機制中之一環，本研究辦理數位典藏 eSchool 執行人員

之職能訓練課程，例如：智慧財產權工作坊、線上助教培訓課程等有助於在教材

製作方面及線上進行教學指引時尊重各方智慧財產及提供更好的線上服務品質。

子計畫設計教案、腳本 

總計畫提供協助、諮詢 

計畫主持人檢核 

開始課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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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授課資訊及培訓情況如【圖 5-4】所示。 
 
1.智慧財產權工作坊 

開課時間：96 年 12 月 8 日  9:00~12:00 
開課地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商管大樓 B701 室 
授課講師：台灣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楊敏玲 律師 

2.線上助教培訓課程 
開課時間：96 年 12 月 8 日  13:00~16:00 
開課地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商管大樓 B701 室 
授課講師：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 林家正 先生  

 
【圖 5-4】培訓課程實況 

(四)、 後端支援 
本研究於數位典藏 eSchool 學校當中設置「總計畫辦公室」，負責協助三大校

區之混成開課作業、教學與多媒體設計協助以及人員培訓之外，提供相關行

政事項及經費控管等後端支援。 
1.行政庶務 
協助子計畫開辦課程之行政業務。 
2.帳務 
分配及控管各子計畫之經費使用。 

二、宣傳機制 
數位典藏 eSchool 在網路行銷裡所規劃的 4P 活動分別為以下四點： 

(一) 產品： 
數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課程與教師培訓、數位典藏融入成人終身教育之課程發

展與推廣與國家數位典藏專業培訓數位課程發展之設計與推廣，三大類的數位典

藏課程 
(二) 定價：在目前推廣的階段當中，採取的是免費報名。 
(三) 配銷：在實體課時會搭配贈與課程相關之贈品，提供完善的學習服務。 
(四) 推廣： 

透過數位典藏電子報、數位典藏 eSchool 公佈欄、E-mail 、各大專院校 BBS、
平面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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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課程宣傳效果與系統化設計推廣與行銷制度，因此針對每一個課程在完成教材可對

外招生後，在宣傳資料當中，必須要整理出此課程的課程名稱、課程主旨、課程簡介、報

名資格、報名網址、名額限制、課程方式、開課時間、開課地點、主辦單位、報名相關事

項(含注意事項、研習時數、連絡人資料)。綜上所述，數位典藏 eSchool 的宣傳機制如【圖

6】所示： 
 
 
 
 
 
 
 
 
 
 
 
 
 
 
 
三、平台維護及管理機制 
（一）課程開設 :  

在數位課程的開設方面，子計畫的課程負責人可預先填寫開課需求表，提供課程名

稱、學員數上限、課程開始與結束期間，以及課程檔案容量需求等資訊，以利網管人員於

數位典藏 eSchool 平台上完成課程開設。當課程開設完畢後，課程負責人就可以開始上傳

課程素材並進行學習路徑的設定，同時也可以刪減線上教室內的功能，包括修改功能列的

名稱，排列功能順序和調整顯示或隱藏的狀態。當線上課程開始接受報名後，學員即可於

學校課程列表中進行選課，並成為該門課的正式學員。 
線上課程結束後，網管人員將提供學員的學習資訊給課程負責人，包含課程使用率、

討論區回覆頻率以及學習成效的統計表，以利課程負責人製作課程執行成效的表單，同時，

網管人員也會將課程封包存檔，包含課程元件、討論議題、作業與問卷，以提升日後重覆

開課時的效率。關於開辦課程的標準作業流程，請見【圖 7】： 
 
 
 
 
 
 
 
 
 

確認課程性質 

填寫完善宣傳資料 

上網找尋相關單位或學校連絡資料(鎖定特定族群宣傳) 

透過宣傳管道進行推廣行銷活動 

(發送 e-mail、數位典藏電子報、各大專院校 BBS) 

設計推廣行銷各項媒體 

【圖 6】數位典藏 eSchool 的宣傳機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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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開辦課程之平台管理流程 
（二）平台使用障礙排除: 

課程負責人是連絡學員的統一窗口，因此當學員在使用平台上遭遇問題時，也會第一

個詢問課程負責人，因此我們將課程負責人設定為第一線的客服人員，並由他來判讀學員

的平台使用問題。 
若學員的問題與課程知識內容有關，則課程負責人將能馬上的為學員解答，或是代為

向課程講師詢問；若學員是遭遇平台操作上的問題，則課程負責人就能請學員提供使用障

礙的資訊，包含錯誤訊息的截圖，或是請學員敘述其所需要的系統功能，並將上訴資訊回

報給網管人員。 
網管人員收到通知後即開始進行障礙排除，並製作圖文解說來引導學員使用平台的各

項功能，同時將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回覆障礙排除的操作步驟。網管人員也會收集這些常見

問題(FAQ)並製作線上的操作步驟指引，方便有類似問題的學員能自行排除。關於平台使用

障礙排除的標準作業流程，請見【圖 8】： 
 
 
 
 
 
 
 
 
 

子計畫填寫開課需求 
(課程名稱、人數限制、開始/截止上課日期、課程檔案容量需求) 

網管人員於數位典藏 eSchool 平台上完成開課

子計畫開始建置課程、上傳課程檔案 

課程開始實施 

網管人員於課程結束後提供學員學習資訊 
(課程使用率、討論區回覆頻率、學習成效統計) 

網管人員將課程關閉並封包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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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平台使用障礙排除之流程 
（三）報名系統建置與管理 

本計劃分別為各子計畫設置報名系統，以利子計畫課程負責人隨時掌握課程人數。課

程負責人需預先填寫報名系統使用需求表，提供網頁宣傳橫幅圖檔、課程宣傳文稿、報名

起始/結束時間、人數上限以及系統自動回覆郵件訊息，以便網管人員進行報名系統網頁的

建置。當報名系統建置完畢後則進入內部測試階段，會由本計劃專任助理進行網頁與報名

系統測試，同時也會請課程負責人做網頁內容正確性的檢視。最後，網管人員也會提供此

報名系統的後端管理頁面路徑，方便課程負責人隨時上網了解最新的報名資訊。 
當報名截止後，網管人員會將報名系統關閉，並將正式學員名單同步公佈於報名系統

與數位典藏 eSchool 平台上。 
 
 
 
 
 
 
 
 
 
 

子計畫提供學員所面臨的使用障礙資訊 

(例如：系統錯誤訊息截圖、學員所需要的系統功能等) 

網管人員進行障礙排除並製作圖文解說 

網管人員以 e-mail 回覆障礙排除操作步驟 

網管人員將問題收錄於 FAQ網頁當中 

針對 FAQ 問題製作線上操作步驟的指引 

網管人員接收障礙問題並判別類型 

平台操作問題 課程知識內容相關問題 

課程負責人為學

員解答，或是代為

向課程講師詢問 

寄送相關解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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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報名系統建置及學員帳號管理流程 
 
 

 
 
 
 
 

【圖 10】：後端管理頁面 
 

 
 
 
 
 
 
 

    【圖 11】：報名系統介面 

子計畫填寫報名系統使用需求 

(課程名稱、課程宣傳新聞稿、開始/截止上課日期、 
報名人數上限、系統自動回覆郵件訊息) 

網管人員開始製作報名系統網頁 

網管人員設定報名系統的使用期間與人數上限 

子計畫確定報名系統網頁訊息的正確性 

報名系統啟用 

網管人員定期回報報名人數或更新最新課程資訊 

報名系統建置完成後，網管人員提供子計畫管理頁面的路徑(URL) 

子計畫可即時了解課程報名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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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數位典藏 eSchool 為推廣數為典藏素材的一間網路數位學校，利用混成教學模式與開

發線上數位課程作為未來數位典藏 eSchool 永續經營之立基；也在其中建立了相關的「經

營機制」、「宣傳機制」、「平台維護及管理機制」等機制，供往後數位典藏相關推廣線上平

台做為參考；更舉行了執行人員的相關培訓課程，期望培養一群具專業職能的線上助教及

平台服務人員；而數位典藏 eSchool 的建立，也代表著混成式學習適合用於數位典藏的推

廣教育，藉由學校架構與相關機制探討：經營機制、行銷機制、平台維護及管理機制建立，

配搭由數位典藏 eSchool 所建立的 8門線上課程，在一次次的實施過程當中，利用教學設

計流程進行形成性評鑑，使課程設計更能合乎需求；也從中探索出各種利用電子郵件及宣

傳動畫進行宣傳的宣傳方式及相關管道，期望此一數位學校不單單只是提供數位典藏素材

的線上課程，更提供一次愉快的學習經驗。 

 在本研究之研究過程中，除了將相關機制建立起來以外，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在於課程

的實施，由於學員的組成複雜，來自四面八方的學員，除了本身對於課程內容的興趣之外，

有絕大部分的學員是屬於在職進修，或是需要研習時數的族群；目前數位典藏除了自製的

研習證明及與合作國中小學所取得的中小學教師研習時數外，在公務人員研習時數證明及

相關時數方面尚未有所接洽，往後如有類似數位學校進行籌辦時，此為吸引學員加入課程

之重大又因之一。 
 除此之外，目前數位典藏 eSchool 上之線上課程，皆由數位典藏 eSchool 自製，但考慮

人力、時間及經費等因素，也考慮到數位典藏 eSchool 平台本為一開放給數位典藏各推廣

機構使用的場域；故往後類似研究，也應尋求同質之機構或是教材製作單位，共同分享資

源，以求更大的學習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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