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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為科學、知溝及傳染??為研究架構，探討如何以人為中心管?，在?同的學習方式下，讓學習者?用有效的管?使學

習能夠事半功倍，雖然學習潮?的演進，但其中也隱含著因科技發達而引發的知溝的現象發生，而此一現象往往也是學習

的關鍵。

而往往學生的學習是需要共同去傳染及營造的，才能使學習達成事半功倍的成效，並藉此驗證?為的管?是否會受知溝及傳

染因素所影響，並從中探討?同的學習方式對學習成效滿意?分析。其能為學校教育及師長提出預防及建議。

本研究發現，知溝??的五個變項：傳播技巧、資訊存?、社會接觸、選擇性接觸、媒介性質，對於?同的教學方式而言，均

有正向的影響，顯示?管是何種學習方式，其學習者學習的態?及?為?會因知溝因素所影響。而在?為科學基礎的四個變項：

需求、慾望、動機、目的方面，對於?同學習方式的成效滿

意?而言，均有負向影響，顯示學習者的學習態?和?為?佳或管??當的因素越高，對學習成效滿意?越低，對學習成效越?滿意

的現象。

關鍵詞 : 自由軟體(behavior science)、知溝??(knowledge gap)、傳染??(contag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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