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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學習在全球掀起一股學習風潮，據美國Sloan Consortium （2005）指出現今主流教育為網路教學、線上學習。政府積

極推動，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特別將建立數位臺灣列為重大建設，而數位學習即是其中重要的子計畫之一。

政府在2006年放寬教育法令對於線上學習並啟動網路學位授予機制共有3校5班取得辦理資格為我國高等教育數位學習開拓

新的里程。本研究旨在探討一套客觀且適合數位學習產業指標相關成功關鍵因素以提供數位學習各產業達到永續經營和教

育學習擁有雙贏局面為目的。 本研究透過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針對整合型數位學習模

式之關鍵因素，係結合數位學習相關領域學者、管理者所重視的數位學習關鍵因素進行優先順序之評選，透過專家意見以

權衡整合數位學習模式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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