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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技職教育的成長與快速發展，使得電腦輔助教學系統的設計與應用更顯得重要。依據技能學習的特性，本研究採用漩

渦式生命週期法，並以技能檢定測驗項目中的「電源供應器組裝」為例，進行電腦輔助教學系統的設計與實作。同時，以

模糊集合論為基礎，提出一個模糊評量模式，以衡量使用者對於電腦輔助教學系統的滿意程度。 本研究以「曉陽商工」的

學生為對象，進行系統使用成效的實證分析。經由實證資料的分析顯示，本研究設計的「電源供應器組裝訓練電腦輔助系

統」，對於學習者的學習確有助益。同時，經由模糊評量模式的評估結果顯示，使用者對於本研究所設計的電腦輔助系統

，具有相當程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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