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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政府大力提倡終身教育，積極推動教育回流政策，國民對自我的教育學習期許提高，大幅增加推廣教育的市場。面對

國內百餘所大專院校積極投入推廣教育市場，使得競爭日趨激烈，推廣教育的經營也就更加困難。因此掌握學員學習動機

並提昇開班優勢競爭力是推廣教育部門努力經營的重點，如此才能使推廣教育永續經營。 決策樹是資料探勘的重要技術，

可以協助使用者從資料庫擷取有用的資訊並且轉換為知識。本研究藉由學員報名資料庫探討影響推廣教育課程的主要因素

，除利用統計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外，同時配合使用Berry& Linoff 於1997年所提出的決策樹(Decision Tree)歸納法進行分析

，以利建立一個符合學員需求的課程規劃系統架構。 本研究利用決策樹 Answer Tree 軟體的使用決定學員資料的自變項及

依變項，經由演算分類可以將學員到課情形建構出分類樹模型，提供決策單位課程規畫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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