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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數位學習時代的新頁 
社論專載

 

今年，全國15所大學提出17個數位學習碩士專班的申請，只有3所大學5個專班通

過教育部的嚴格審查，通過率不到三分之一。本校申請的「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及「全球華商經營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不僅獲准開設，且5班

中囊括2班。本校更是3所奉准開設數位學習碩士專班的大學中，唯一的一所私立大學

，可喜可賀！

 

 

 

本校之所以獲得嚴審通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經營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學多年，經

驗豐富，體現本校數位教學成效卓著；本學期更開設同步遠距課程7班、非同步遠距

課程24班、及混合式課程3班，其中包含跨國遠距課程。多年來積極推動教學支援平

台，亦使數位教學互動更為顯著，顯現本校遠距與數位學習的經驗豐碩。另一方面

，本校一向堅持教學品質，證諸師資的要求、教學績效評量的重視、以及與提升教學

品質有關的各種資源設備，始終保持前瞻性的規劃、更新與充實。此次數位學習碩士

專班的獲准設立，顯示本校無論在師資、教學設計與規劃、及數位教學設備上，均受

到高度肯定。

 

 

 

知識經濟時代裡，知識資源是稀少且昂貴的。其貢獻展現在經濟的成長與社會的進步

。人類社會能夠持續進化，主要歸功於知識資源的有效運用。知識是今日及未來產業

的主體，知識資源豐富的社會相較於知識資源匱乏的社會，前者可決定自己的未來

，後者卻必須面對被決定的命運。知識資源的掌握、生產與有效運用正是未來社會競

爭致勝的根本。

 

 

 

然而，知識資源的供給並非均等配置的。地理因素使得知識資源無法滿足所有社會的

需求，尤其某些獨特的知識資源更是無法普遍的分享。在交通與通訊不發達的社會裡

，知識資源的配置差距導致區域不均衡發展，甚至產生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馬太效

應。

 

 



 

從個人接受教育的渴望而言，當社會進化呈現不連續的躍升時，終身教育成為必然。

除了地理的影響因素，不論在哪個生涯階段，都必須隨時接受適當的洗禮才能獲取最

新的知識與技能，進而維持職場上卓越的核心競爭力。然而由於產業或工作性質的時

間限制，若要放下工作返校進修，必然有其時間管理上的困難。如何既能滿足在職進

修的需求，又能即時運用在工作上，且不受制於職場工作時間與地理距離的時空影響

，就成為渴望吸收新知、提升競爭力的職場人必須克服的挑戰。當網際網路的普遍化

、便捷化與高效能數位學習突破了時空限制，使得珍貴稀有的知識資源獲得廣佈與分

享，數位學習將可滿足在職學習的渴望。

 

 

 

設立數位學習碩士專班意味著學校知識資源生產、教育機會滿足與社會進化提升的緊

密結合，更意味著教育型態與知識獲取途徑上的轉變。此等結合與轉變並非在摧毀現

有的教育方式，或否定現有教育的成效，而是進一步拓展獲取知識管道並開啟提升教

育效能的新頁。我們相信，本校獲准設立數位學習碩士專班必然將在台灣教育史上做

出前瞻性貢獻。

2010/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