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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本文旨在介紹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所實施的遠距教學課程

（LEEP3），針對其教學工具及群體學習等特性加以探討，並對未來圖書資訊學教育提

出建議。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nature of teaching and tools of an internet-based distance education 

program, LEEP3, which has offered b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since 1996.  Each LEEP3 course 

has four components: a syllabus, an archive, a bulletin board and the live session.  Tools 

used for instruction can be categorized as asynchronous and synchronous.  In live sessions, 

students and teacher a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ynchronously in a virtual classroom at same 

time in different places.  Synchronous tools include audio transmission, text-chat and 

slides/web site navigation.  Asynchronous tools include electronic mail, web boards and 

web pages.  The implications of online education for futur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re also discussed. 

 

關鍵字 Keywards：遠距教學 線上教學 虛擬教室 圖書資訊學教育 同步與非同步教學 

 Distance education、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Virtual classroom、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LEEP3、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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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面臨 21世紀，資訊科技所造成的影響可謂雷霆萬鈞，人類社會的任一行業

無不受到史無前有的巨大衝擊。作為一個資訊專家的現代圖書館員其工作職場、

責任以及角色亦為資訊科技所左右。至於培訓資訊專家的教育機構更在資訊科技

的羽翼下掌握了「教」與「學」的新契機。網路教學或更具體言之的遠距教學即

在此情況下被成功的應用到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的教育上。本文作者於 2000年七月

至九月獲得國科會短期國外進修機會，赴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

院（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以下簡稱伊大）進行為期

三個月的研究學習。因鑑於伊大推展遠距教學的豐碩成果，值得為國內同道參考，

故撰此文為記。 

伊大自 1996年夏天即提供遠距教學課程，該措施稱為圖書館教育實驗學程，

（Library Education Experimental Program）（http://leep.lis.uiuc.edu），簡稱 LEEP。

如名稱所示，該學程原先為實驗性質，日後朝向包含該學院全部課程邁進，碩士

班的學生，即使不到學校上課亦可完成學位。因此，目前早已跳脫實驗階段，發

展至 LEEP3，開設課程多達 30 門（見附件）。修習 LEEP 課程的學生有來自美國

內陸、維爾京群島、阿拉斯加，甚至遠及日本、泰國、義大利、沙烏地阿拉伯及

阿根廷。1999年春季班，則有 95位學生選 LEEP課程[註1]，至 2001年為止共有 153

位修習 LEEP的碩士生畢業[註2]。雖然是以網路教學為主體，每一門 LEEP3的課程

亦包含大約一天的到校上課，進行面對面的教學活動。此外，在選擇 LEEP3課程

之前，學生必須在暑假住校 10 天，修完「圖書館、資訊與社會」（Libraries, 

Information and Society）一門必修課程，以及零學分有關遠距教學技術的講習課，

以增進學生彼此認識的機會，進而培養學習的社會情感。LEEP是美國圖書資訊學

校中發展遠距教學最成功的例子，包括 LEEP 課程在內的伊大圖書館與資訊科學

碩士學位被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評估為全美第一

即為明證[註3]。圖書資訊學與資訊科技及數位資源的組織與使用息息相關，透過

LEEP 的實施，學生從「做中學」，獲得最直接的網路技術練習，發揮了獨特的功

效，例如：利用網路學習的方法進行圖書館使用教育的教學。畢業學生不但擁有

豐富的圖書資訊專業訓練，對資訊科技的掌握更充滿信心，甚而拓展了就業的空

間，較具體的例子計有：在 Intel公司擔任檢索界面設計師、Tuness.com公司的網

站架構員(Site Architect)以及可口可樂公司內部網路(Intranet)的分類人員[註4]。至於

修習 LEEP課程的學生須配合的設備為：電腦硬體(有聲音設備的個人電腦)、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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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連接[註5]。網路教學因涉及的人力與設備較多，學費自然較昂貴，每一門課

以一個單元計算，相當於每週四小時。2002 年至 2003 年的收費，若為伊州州民

900元美金一門課，非州民則為美金 2344元；此外還要加上 72元的學術外授費用，

估計完成碩士學位大約$23,440 美金[註6]。以下即針對 LEEP3 的教學、工具及群體

學習等特性加以介紹，並提出未來圖書資訊學教育之建議。 

 

貳、 LEEP3之工具 

        欲提供 LEEP課程的老師，首先應決定使用那種工具以達成教學目標。在網

路環境下，採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來「傳」授課程，老師可

以在一個單一的作業平台將課程資料與網際網路上所儲存的資料相串連，學生即

可自家裡、辦公室或其他地點使用各種電腦平台及網路瀏覽器（Web browsers）存

取這些資料；換言之，即是採用網際網路提供個人化的學習。在伊大所使用的Web

環境下，如圖一「線上資訊系統」課程首頁反白字體所示，每一門 LEEP3的課程，

包含課程表（Syllabus）、歷史檔（Archive）、佈告欄（Bulletin Board）、及現場課 

程（Live）等四大要項。 

 

 

圖一：課程內容要項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cgi/mainclass_summer200.pl?classname=LIS431le） 

課程表內容計有課程大綱、課程進度與成績評量方式，並可進一步連結至指

定參考書目清單及作業。歷史檔是每次上課內容的存檔記錄，包含幻燈片內容（見

圖二）及學生與老師或學生與學生線上對話的文字記錄（見圖三）。至於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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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存於歷史檔。 

 

圖二：上課內容的歷史檔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controls/summer200/LIS431le/archive） 

 

 
圖三：線上文字對話記錄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controls/…431le/archive/lis431lejun21_00.txt） 

crowford 為任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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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告欄則為學生與老師穿針引線提供較深入完整的討論園地。其內容要項計有主

題表、條目數、標誌所要閱讀的資料，其餘未閱讀的資料（見圖四）。其操作方法為，

在開啟主題（以圖四第四主題 Practice Dialog Exercises為例）之後即會顯示該主題的條

目，發佈告的人、日期及時間（見圖五），點選(以 Practice Exercises 1為例)之後即會出

現條目的詳細內容（見圖六）。網路佈告欄可以用來公告上課內容，其至連結至相關網

站，可以用來討論課程內容、提問及回答、通告消息、批改作業以及公告學生研究計

劃的 URL。 

 

 
圖四：佈告欄內容要項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perl/bb3/…?class=LIS431le&semester=summer200） 

 

 

圖五：佈告欄各主題細項 

（資料來源：wysiwyg://86/http://leep.lis.uiuc…is431le.practice&sort=thread&al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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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主題細項完整內容 

（資料來源：wysiwyg://88/http://leep.lis.uiuc…smester=summer200&sort=thread&all=0） 

 

至於現場課程則是線上教學的現場操作。其內容要項包含（見圖七）：二種選擇 log 

in 的方法，一為使用 Java，一為使用該研究院本身開發的 Alexia電腦系統。再且，現

場課程的畫面尚可連結至改進現場學習的五種方法。此外，課程首頁還可顯示選課學

生名單及本次上課幻燈片資料。學生名單必須是核准使用的人員才可以點選使用。本

次上課的幻燈片資料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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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現場課程內容要項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perl/class…ve.pl?classname=LIS431le&channel=1） 

 

 

圖八：幻燈片內容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summer200/lis431le/fs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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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P3的教學方式分成同步與非同步二種。透過同步教學，學生與學生、學生與

老師在不同地點同一時間可以「聽」、可以「看」，還可以對「講」。彼此互動，即時反

饋。其工具計有：傳輸文字、影像、聲音及網際網路上的網頁或學生與老師自行建立

的網頁等各種網站之裝置。至於非同步教學則可自由安排隨時使用，是以其工具包括

了提供彼此之間簡單互動的「電子郵件」，支援擴大討論論題之「網路佈告欄」以及儲

存授課資料供學生隨時取用之「課程網頁」。（見圖九：LEEP3 首頁、E-Mail、Bulletin 

Boards及 Fall Course等各欄項）。 

 

 

圖九：LEEP3首頁 

（資料來源：http://leep.lis.uiuc.edu/perl/menu/login.pl） 

 

另一項重要的工具為網站編輯（Site Edit）（見圖九左欄 Site Edit項），點選該項可

以顯示，如何利用 HTML將資料加以製作編輯並呈現在網路上，這些資料可以是學生

的作業、研究報告、論文或書目清單；可以是個別製作也可以是透過網站編輯的集體

創作。換言之，不須離開每個人的網路瀏覽器即可以線上建檔、編輯，彼此共同分享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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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上述工具的操作能力，以便順利的進行線上上課及繳交作業或報告，學

生必須參加暑假所舉辦的遠距教學技術講習會，其內容計有：（1）微電腦作業系統的

基本知識，例如：檔案的儲存與檢索、目錄的建立等。（2）資訊檢索技巧，如何利用

遠程載入（telnet）與其他電腦連線，查尋Web上的資訊。亦即使用者必須具備使用網

際網路的技術以便線上檢索伊大圖書館的線上目錄及各種光碟資料庫。（3）電子郵件

及電子佈告欄的使用能力，熟悉伊大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的電腦資訊系統 Alexia

及如何收發網路郵件及電子佈告欄。（4）HTML的基本編碼工作，如何將資料以 HTML

形式放置在網頁上。這些技術性工作的訓練及支援由一位全職人員及二至三位助教負

責[註7]。 

 

參、 LEEP3之教學 

網路提供一種全新之「教」與「學」的空間。以電腦為媒介的傳播有四種模式：

單獨一人、一對一、一對多以及多對多。線上資源是典型的單獨一人的傳播模式，該

模式無須與任何人溝通。電子郵件（不加副本收受者）的應用是一對一的模式。公告

或發佈消息至電子佈告欄或討論群（listserve）上則是一對多模式的代表。至於聊天室

或電子會議系統自然是多對多的模式。  

時間與空間是教學的另一項變數，相同時間相同地點是傳統面對面教學的特定模

式；相同時間不同地點則是師生現場同步教學，共享虛擬教室的模式；至於不同時間

不同地點則是各種非同步傳播的教學模式[註8]。 

LEEP3提供一組配套措施以利課程之設計。上述各種模式的任意組合可作為課程

設計的選擇供老師自由採用。例如：利用網路傳送課程內容並結合現場同步教學以及

非同步的網路佈告欄討論等各種方法達到課程的教學目標。 

現場課程所展示的幻燈片或投影片（power point）的資料可作為學生的上課筆記，

其內容可以是文字描述或圖表、範例與引用語等的呈現。至於聲音內容則傳達了老師、

演講者或學生的口頭報告及訪問錄音等。在現場課程中，學生與老師或學生彼此間的

對話是採用文字交談方式，因時間有限，只適合提出腦力激盪下的簡短問題或意見。

因此，在現場課程中，老師必須有效地將幻燈片、網站及口述等教學方式交互使用，

適切的掌握文字對話以回答學生問題，此外尚須巧妙應用小組討論，妥當安排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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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上課，最後還要成功地整合上課現場的各種回應。現場網際網路教學每星期二小

時，因是同步教學故上課時間必須考慮到所有參與上課者所在地的時區。至於上課的

材料，除了老師網頁上的資料內容與教科書，裝訂成冊的講義亦不可或缺；其他補充

資料則可至學生所在地的圖書館或委由伊大的學術援外圖書館（Academic Outreach 

Library）代為取得。 

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所實施的遠距教學是一種團隊合作的表現，

由授課老師、演講者、助教、系統設計師及技術人員等共同參與，精確分工、徹底合

作。例如：技術人員負責的工作計有：與老師共同準備課程；為學生舉辦操作講習會

並指導其練習使用；建立與監督同步教學；支援現場課程的進行；協助與解答電話、

電子郵件或網路佈告欄上的各種詢問。在與老師共同擬定課程時，技術人員會詢問每

位老師教學目標，並與之共同確認並開發相關技術以達成教學目標，協助老師將資料

放在網路上。此外，還須對現行技術隨時進行評估並引進新技術。 

 

肆、 群體學習 

同步及非同步傳播的線上教學方式提供了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絕佳的群體學習機

會。群體共同合作的學習活動包含了：參與研究小組、分享課業的意見與交換學習心

得、討論解決問題、建立小組網站等。來自各圖書館或資訊服務機構的學生，透過即

時且便捷的線上合作方式，彼此分享不同的知識與工作經驗，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參考

服務、傳播線上課程，甚而參與線上會議[註9]。LEEP3的群體學習以學生與老師為主，

此外尚涉及行政人員與技術人員。在 LEEP3的網站隨處可見這些特色，舉凡「人物寫

真」、「綜合網路看板」、「大眾園地」、「技術支援」等不一而足。人物寫真網頁連結在

校生及校友之傳記資料與照片，以及提供服務的相關人員及聯絡方式；綜合網路看板

的網頁揭示了有關 LEEP3的整體一切，包括了最近消息公告、對該研究院的回應、技

術性問題與答覆、到校園上課的交通安排、二手書的交換與購買等。大眾園地則是針

對與 LEEP3有關的問題、意見、看法或討論[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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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教育建議 

由於受到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成人兼職教育需求的急速增加、終身學習政策的

大力倡導、以及在職人員繼續教育的迫切需要等因素的影響，開啟了網路化學習的良

好途徑[註11]。遠距線上教學是一種可在任何時間內進行的自我學習行為，雖有「距離」

的限制，仍可提供引導式教學對話之雙向溝通管道。該種教學模式異於傳統面對面之

教學情境，排除了定時定點的機構化學習，其便利與彈性的特色，對於受時間及地點

等問題限制的兼職教育或在職的繼續教育，大有助益。在邁向資訊化的未來，利用資

訊系統在家、宿舍或上班地點隨時取得全球資訊以為學習資源，甚至透過網路進行討

論、交換意見、繳交作業都將成為具體可行的作法
[註12]。由此可見線上教學擁有強大的

潛力與市場。 

從實體的教室、校園移轉至虛擬的「教」與「學」的空間，在在挑戰了圖書資訊

學系所的老師走向線上教學的途徑。透過遠距線上教學的實施，使得館員與圖書資訊

教育密切連繫，師資與設備等資源得以充份利用，進而帶來更多學生，對促進圖書資

訊學教育的發展具正面影響。如同資訊專家探討如何將傳統與革新的功能與服務在網

路環境中加以表現，圖書資訊學為了未來的教育亦應對線上教學加以實驗、推展並進

行評鑑。在走向國際化的未來，以革新的方法開發合作方案、共同規劃課程、研擬發

展策略、互相交換資料、彼此訪問諮商。從校際或專業組織之間的合作，擴大至全球

全世界，是為不可避免的措施。21世紀最新的教育典範是分散式的網路學習。打破國

界，全球合作，不分彼此，互動學習，終身獲取教育資源與隨時參與教學活動，將是

其最佳寫照。為順應潮流，圖書資訊學教育應朝向此目標去評估新教育典範的教學經

驗、品質及學習成果，並進而大力加以開發推廣之[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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