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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路和軟體科技的興起已使網路教學漸成潮流，在網路教 學平台功能和技術的日趨成熟，學習者線上學習路徑記錄和

分析也 引起學者專家的日益重視，因為線上學習不僅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 的限制，讓學習者對於學習時間及地點的掌控

變得更有自主性，更 能在不影響學生瀏覽教材、進行互動討論或群組合作學習的情況 下，將所有學習活動自動記錄在系

統的網頁日誌(Web Logs)內。由 於這些網頁日誌同時也包含大量且沒有教育意義的資訊，使得教師 無法直接利用網頁日誌

來觀察學生學習行為及檢視學習狀況。想當 然爾，大部分的教學平台沒有可供教師即時分析觀察的工具，也就 無法確實

掌握學習者線上學習的狀況與其的參與度。 本研究層級分析法(AHP)為概念加上資料倉儲技術和模糊理論 為核心，整

合Waltz 教學網站的web server log 檔案資料和支援學習 活動的Waltz 網路教學資料庫，建構一個輔助教師決策的三維度的 

精簡資料倉儲藉此分析網路學習者在教學網站的學習狀況與參與 度。本研究使用ASP 網頁程式語言撰寫，可供教師在網際

網路中 以任何客戶端瀏覽器進行觀察、分析的動作，也使得取得資訊較為 精簡、適切，也比較適合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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