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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引詞彙 

遠距教學、圖書館服務、圖書館、網路、資訊服務 

指示型摘要 

本文探討遠距教學在圖書館的應用，以及遠距圖書館應有的服務項目。 

訊息型摘要 

近年來遠距教學已發展成為另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圖書館該如何輔助遠距教學及提供適當的

服務。本文首先介紹遠距教學的特性，接著討論圖書館在遠距教學中除了建立適當的館藏外，

還要能配合遠距教學提供文獻服務，開設圖書館利用及資訊素養課程，提供線上參考諮詢服

務，搭配資源和讀者的特性，開展更完善的服務項目。在輔助遠距教學時，應扮演教授者與

學習者之間的溝通者、圖書館服務工作的規劃者及執行者、參與部門或單位之間的協調者。

因為遠距教學是一種新興的學習方式，如何克服傳統教育的限制，達成支援教學與研究的目

標，配合資訊科技的使用，在資源有限下提供社會大眾普遍且均等的圖書館服務。 

結構型摘要 

Background 
近年來遠距教學已發展成為另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圖書館也應配合提供新的服務模式。 

Aim 
因為遠距教學的出現，圖書館該如何輔助遠距教學及提供適當的服務，從圖書館服務、應用

及影響等面向來分析。 

Method 
首先分析遠距教學的意義及特質，另外，圖書館應整合資訊科技，除了建立適當的館藏外，

還能配合遠距教學提供文獻服務，方便學習者遠端借閱資料，另外，也可開設圖書館利用及

資訊素養課程，並提供線上參考諮詢服務，搭配資源、機構和讀者的特性，開展更完善的服

務項目。 

Results 
圖書館應扮演教授者與學習者之間的溝通者、圖書館服務工作的規劃者及執行者、參與部門

或單位之間的協調者，協助遠距教學的實行。 

Conclusion 
遠距教學是一種新興的學習方式，克服傳統教育的空間與時間限制，圖書館在配合遠距教學

的發展時，為達支援教學與研究的目標，應開展新的服務模式，配合資訊科技的使用，在資

源有限下，提供社會大眾普遍且均等的圖書館服務。 

摘要者：吳恬安 



B91106007-02. 林珊如（民 91年 12 月）。網路使用者特性與資訊行為研究趨

勢之探討。圖書資訊學刊，17，35-47。 

索引詞彙 

網路、使用者特性、資訊行為、使用者研究、網路使用者 

指示型摘要 

本文探討網路上資訊使用者行為的相關研究，並比較網路使用者與過去資訊使用者研究之差

異，以提出網路使用者資訊行為的研究趨勢之觀察。 

訊息型摘要 

網路使用者行為特性及資訊需求，是圖書資訊學發展數位相關領域的核心問題。本文先概述

網路使用者的一般特性，再針對網路使用者資訊行為之研究做歸納比較。研究主題涵蓋檢索

詞彙研究、檢索策略研究、人機互動或網站使用性研究、網路搜尋歷程分析、使用情境研究

五大類型。分析各研究主題的趨勢與內容，比較網路對於研究的趨勢所造成之差異。 

結構型摘要 

Background 
網路使用者行為特性及資訊需求，是圖書資訊學發展數位相關領域的核心問題。 

Aim 
為探討網路使用者行為的研究趨勢，使對人類資訊行為的整體瞭解與理論發展有更進一步的

拓展，本文先概述網路使用者之特性，再針對網路使用者資訊行為之研究做歸納比較。 

Method 
研究主題涵蓋檢索詞彙研究、檢索策略研究、人機互動或網站使用性研究、網路搜尋歷程分

析、使用情境研究五大類型。 

Results 
許多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著重在探討影響搜尋行為的因素；兒童的研究重點在搜尋面向；研

究檢索詞彙，會分析搜尋引擎的檢索記錄；針對搜尋引擎的研究，會從滿意度調查、檢索系

統、檢索策略做分析；研究人機互動，會以問卷及訪談收集樣本；欲瞭解情境對網路使用的

影響之研究，會採用評估法。 
Conclusion 
科技的進步逐漸改變人類的資訊行為，資訊使用者的研究趨勢有以下轉變：資訊需求由工具

解決問題，轉向非工具休閒娛樂；資訊搜尋與評估包含非工作與非任務的情境研究；資訊搜

尋管道由強調文獻資訊系統，轉向同時強調人際網絡及網路的角色；搜尋歷程由專注在個人

的搜尋歷程，轉向同時注意社會性、資訊交換等歷程之研究；探討資訊行為的影響由注重資

訊資源面，轉向同時注意資訊環境、科技使用與個別差異。 

摘要者：吳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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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引詞彙 

網路、接受創新、資訊附加價值、圖書資訊教育、圖資教授、數位資訊、使用者分析 

指示型摘要 

本文探討圖書資訊教育之教授者對於採用--網路資源資訊加值--創新的決定。 

訊息型摘要 

近年來，數位資訊大量增加，圖書資訊教育的教授者面對大量的資訊，設計出一些有別於過

去的創新方式與課程，但對於採用創新的接受程度，卻有先後差異。本文先敘述數位資源所

造成的衝擊及問題，提出創新接受理論為根據，介紹網路資源的資訊加值過程，並簡述加值

過程的衡量準則。從統計資料可看出，對於創新的接受會因教學資源、和早期接受學者的溝

通頻率、經驗分享及創新的價值而影響接受創新與否。在圖書資訊教育領域中，早期接受創

新者和晚期接受者之間的溝通，還是很薄弱，如能加強溝通聯絡的機制，定可使圖書資訊教

育的創新傳播更快速。 

結構型摘要 

Background 
近年來，透過網路的傳輸使得數位資訊大量增加，如何加值資訊提供使用者，從圖書資訊教

育也可看出明顯的改變。 
Aim 
圖書資訊教育的教授者面對大量的資訊，設計出一些有別於過去的創新方式與課程，但對於

採用創新的接受程度，卻有先後差異及互相影響的過程。 
Method 
本文先敘述數位資源對於圖書資訊教育的衝擊及問題所在，並提出創新接受理論為根據，介

紹網路資源的資訊加值過程為：選擇網路資源、組織網路資源、網路上的參考服務、數位圖

書館的介面設計、數位圖書館的使用者分析，並簡述加值過程的衡量準則。 
Results 
統計資料顯示，圖書資訊教育的教授者對於創新的接受：教學資源豐富的學校，接受創新度

較高；相較於不接受創新的教授者，接受創新的教授者之間的溝通頻繁；和早期接受創新的

授教者溝通聯絡，對晚期接受者能產生較大的影響。 
Conclusion 
影響接受創新程度的因素除了教學資源的多寡、經驗分享、溝通頻率，另外創新的價值也是

影響接受與否的原因。在圖書資訊教育領域中，早期接受創新和晚期接受者之間的溝通，還

是很薄弱，如能加強溝通聯絡的機制，可使圖書資訊教育的創新傳播更快速。 

摘要者：吳恬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