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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化，使得教育的環境已不限於傳統的課堂講授。利用網路的技術做為支援課堂教學的方式，

在目前已廣為流行，但於技術上仍偏重於單向之知識傳遞。且由傳統上的網路資訊傳遞當中得以發現，其中包含了內容提

供者、通道提供者及讀者。在知識社會的當下，此三者的關係在未來資訊數位傳播中，將會有一些地位與層級的調整；為

了有效率的傳遞資訊，提升知識資訊的品質，一種新的地位與層級也將順應而生；該層次之分際乃類似一種中介者的替代

概念，而中介者實際上卻是一個人或一個實體(entity)。進入數位科技時代之後，中介者理應是一部具有智慧的電腦系統或

是相關的程式軟體。本研究乃逕行探討，利用人機介面中個人知識學習密集化介面的模式與運用於網路學習環境，以促進

人機介面與人機互動，俾提升網路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並剔除數位學習間的枷鎖，成為一相往路數位學習化發展引領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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