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實施電腦概論課程之研究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係基於下列事實之發生而引起動機:

 臼民國六十五年間，我國行政院成立「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由李國鼎擔任召集人

 ，以展開應用科技的研究發展規劃，並初步決定以:山能源^ (2)材料科學及(3)資訊工

 業為優先推動項目(註^   )  o

 匕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廿四日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正式成立，該會以「建立全國資訊

 運用概念，推廣電腦的有效運用，開創國內資訊應用市場，扶植我國資訊工業」為宗

 旨，並以「提高我國生產力、拓展國外市場」為目標(註2   )。該會成立至今已完成

 很多政府所交付的工作項目，其中與資訊教育有關者列舉如下: C註3   )

 1全面推廣資訊教育:出版「資訊與電腦」月刊及每年舉辦資訊週(或資訊月)活動。

 2訓練資訊及管理人才:成立教育訓練中心針對大專非資訊科系青年，辦理職業訓練

 ，並對工商界及學校(尤其是工專、高職等)師資提供在職訓練。

曰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廿一日蔣總統經國先生於總統府財經會談中對全力發展電腦及資

 訊工業作下列訓示:

 近年來美、日等國由於利用電腦作為管理與技術改進的工具，使其生產技術進步

 快速，生產力大為提高，我國科技要趕上工業先進國家，必須普及電腦教育及使用，

 由政府、教育界及企業界共同努力，全力發展電腦及資訊工業，以促進工業的升級，

 增加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註4  )   0

 由上項訓示可知未來我們努力的方向為:山全力發展電腦及資訊工業; (2)普及電

 腦教育及使用。

 蚵政府有鑑於資訊工業為提高國家生產力及推動其他工業升級之基礎，已於十年(民國

 六十九年~七十八年間)經建計畫中明訂為策略性工業，並就人才培育、技術引進、

 電腦與資訊工業發展、電信部門之配合及政府行政部門電腦運用等各方面積極研擬長

 期發展計畫(註5   )   o

 囿為讓社會各階層人士了解資訊的意義，認識資訊工業的範圍，以及發展資訊工業對國

 家的重要性(註6   )，乃自民國六十九年起，每月十二月舉辦資訊週活動，是項活動

 每年均吸引敏十萬參觀的人潮，至民國七十四年起更擴大為「資訊月」，足見此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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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已獲得廣大民眾的迴響，正是達到全面推展資訊普及教育的第一步。

 閃民國七十二年，「資訊人才推廣教育五年計畫」頒佈實施，其中有一項係交由資訊工

 業策進會申壢訓練申心自民國七十三年七月起執行，遴選目前高申、高職、高商、專

 科等現職合格教師，以留職留薪的方式經予半年的密集電腦訓練，使其其有從事資訊

 教學及研究發展的能力(註7   )。此部為奠定日後在高中(職)推展資訊普及教育的

 種子訓練。

 出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教育部頒佈「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內分高中、高

 商、高工、工專、商專、大學及研究所等六種標準，分別作為各類學校實施資訊教育

 之參考，其中有關高工標準部份，係規定分別在高二及高三上下學期，不分科別，一

 律實施每週兩小時之「計算機概論」(或稱電腦概論)及「計算機應用」(或稱電腦

 應用)課程，並飭令各校視情況於七十三學年度起實施，該項標準詳請參閱附錄□。

 囚民國七十五年二月，教育部正式頒佈「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新修訂案

 ，其中已將「電腦概論」正式列為各工科高二學生之共同必修課程，並同時規定新課

 程將自七十五學年度起試辦，七十七學年度起全面實施(註8   )   o

 由上述可知，目前在高工實施電腦概論課程，主要是依據民國七十三年公佈之「暫

 行標準」，因是項標準僅係一參考標準，各校在作法上部很難期望其能步調一致，如課

 程規則、電腦設備、教材教法、師資培育、教學媒體、行政配合諸問題，均有待深入探

 討，尤其在新課程部將全面實施之際，如能了解目前各校在實施電腦概論課程上實際所

 遭遇的問題，分析其原因所在，必能提供若干經驗或改進建議供未來規劃類似課程之參

 考。

 二、研究目的

 □了解各校實施電腦概論課程之現況，並針對開課狀況、課程依據、電腦設備、師資培

 育、教材教法、教學媒體、學校行政配合及所遭遇困難等要項進行了解，以期發現問

 題，並歸納問題產生的原因。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具體可行建議，以供各校在執行上或有關單位在規劃與決策上的

 參考。

 三、研究對象與範圍

 □研究對象

 以台灣地區合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所屬公私立高工、高職及高中設置工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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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七枝為研究對象。

 □研究範圍

 1研究課程:僅針對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所頒佈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資訊教

 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之規定而實施「計算機概論」(或稱電腦概論)課程為範

 圍，原標準尚包含「計算機應用」(或稱電腦應用」、「介面電路及其應用」等課

 程，木研究暫不包含。

 2研究地區:台灣地區為主要範圍，包括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等地區。

 3研究內容:以各校針對實施「電腦概論」課程有關之課程規劃、教學設備、教材教

 法、教學媒體、師資培育及學校行政配合等項目為主。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方法

 木研究為達成前述研究目的，主要以採用問卷調查法為收集資料的方法，但在問

 卷調查實施之前，為探討研究主題有關的文獻，俾作為問卷設計或未來資料分析或結

 論之依據，乃先作相關理論及文獻探討。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如下:

 1收集資料並作文獻探討。

 2設計問卷。

 工學者專家提供意見。

 生間卷試填。

 5印製問卷。

 6寄發問卷。

 t資料統計與分析。

 8．撰寫研究報告。

 9．打印報告。

 五、國內外相關之研究

 國內外已刊行與本研究較有關的研究或實驗報告陳述如次: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委託國立台灣教育學院所作之研究報告:「台灣省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機械類科實施電腦教學課程設計之研究」，出版於民國七十三年七月，該研究之內

- 9 -



 容為針對高工機械類科實施電腦教學之課程設計;內含教學目標、教學科目、教學時

 數、教學內容、教學設備、教學方法、教學效果及課程安排諸項目之研究。

 □張鑑麟之研究報告:「電子計算機在職業學校之必要性及其教材研究」，出版於民國

 七十三年十二月，該研究之內容為針對我國各級學校(尤其是高商、高工及大專院校

 資訊科系)探討有否實施電腦教育的必要性，及其教材教法與設備標準等。

 曰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由吳靜吉博士指導，研究生蔡淑娥的碩士論文:「高中生的

 電腦態度、電腦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出版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該研究之內

 容為針對高申(職)學生學習電腦之態度、性別、經驗、數學成就、家庭電腦設備、

 父母態度與電腦成就間的關係之探討。

 蚵郭秋勳之研究著作:「我國科技教育資訊教學傳播模式研究一一班級層面資訊教學系

 統規劃及成效評估」，出版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該研究之內容為針對建構一個可

 適用班級層面的科技教育資訊教學系統與規劃，並探討在科技教育資訊課程上三種教

 學策略(部講述式與CA^混合式、討論式與CAT混合式、及純粹CAl等)之比

 較。

 田中華民國太平洋基金會( Pacific   Cultural    Foundation   The   Republic    Of吐ina )

 及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育學院工業"技術及職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

 肖Voca廿ondandTechnlcalEd几catlonCollegeo士EducatlonTeXasA&M

 UnivJ )合作贊助，由陳景蔚以英文寫作之論文:「Determining   Competencies    In

 Computer   TechnoIogy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In   Taiwan (台灣中等學

 校教師所需電腦相關能力之研究與鑑定)」，出版於西元一九八四年四月，該研究之

 內容為針對台灣中等學校教師在未來十五年內(部西元一九八五年~二^00年間)

 所需具備之電腦相關能力，並期建立此相關能力的重要性排序表。

 閃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推展高中資訊教育教學實驗報告」，出版於民國七十三年

 七月，為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指定省立台東高中、省立泰山高中、省立嘉義高中等三所學

 校進行「電于計算機簡介」課程之教學實驗報告，教學實驗期間為民國七十二年七月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期限一年。

 出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台灣商業資訊教育實驗報告」，出版於民國七十三年七月

 ，為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指定省立花蓮高商等十六所學校(內含公立十枝，私立六校)

 進行商業資訊廿課程之教學實驗報告，教學實驗期間為民國七十二年七月~民國七十

 三年六月。期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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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弋、研究設計E缸古方包 R口才仁貝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共分為三類學校: C註g  )

 □公私立高級工業學校一一計35校內含:

 1台灣省公立^8校、私立9校，小計27校(公立含國立教育學院附屬高工)   0

 2台北市公立3校、私立2校，小計5校。

 a高雄市公立2校、私立1校，小計3校。

 □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含農工、工農、商工、工商、家工等)設有工科者一一計96

 校內含:

 1台灣省公立25校、私立57校，小計82校。

 2台北市公立1校、私立8校，小計9校。

 3.高雄市公立1校、私立4校，小計5校。

 曰公私立高級申學附設工科者一一計56校內含:

 1台灣省公立^2校、私立35校，小計47校。

 2台北市公立0校、私立6校，小計6校。

 3．高雄市公立0校、私立3校，小計3校。

 由上述可歸納如表3—^所示，全部受調查學校計有^87校，內含公立62校、私立

 ̂25校。

 表3 - 1受調查樣本統計表

 地區	台灣省	台北市	高雄市	合計
 公立	55	4	3	62
 上私且@@@一""	1 01	16	一---…一-f	125
 合訂	156	20	11	1 87

 一工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現況調查問卷」，係指「台灣區高級職業學校(工科)七十四學

 年度資訊教育評估表」的第一部份:現況調查(註^0 )，請參閱附錄□。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調查問卷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寄發，第一批回收一五五份，然後再於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向末寄回者做第二次跟催，而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卅日截止收

 件並開始進行資料統計，共回收有效問卷計有一七七份，總回收率為94.65^，至於台

 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按公私立學校區分之回收情形詳表3-2所示。

 表3-2調查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痰	落
 私	人回收
 工:上	卜率
 L．"	

台北市 雄市 合計

︶

回
收

數
份
︵

回

收

率

^%^

出

 (份:

︶

回
收

數
份
︵

回

收

率

^^^

出

 (份)

公

工上 55 55 ^00^0 ^00.0 ^00.0 62 62 ^00.0

 私立	101	94	93．1	6@	15	93.7	8	一	巴	巴	巴	世

 合計	匡5，	匣4，	三59	三2	三、	回59	臣，	日	臣、8	卜8、	匕，，	匕49

 四、資料處理

 木研究最早預定問卷回收截止日期為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卅一日，隨後由於尚有四十

 二份未回收，仍實施第二次跟催，並延長問卷回收截止日期為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卅日，

 唯此間一面進行催收，一面已先就回收之資料進行處理，處理過程如后:

 □先檢查答案不完整者，以電話或利甩訪視機會訪問，以求得正確之資料。

 □資料編碼^ Coding )，每校計含資料八十筆，再委由電腦公司進行資料鍵入C Key^in

 )，並製成資料磁帶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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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使用社會科學程式套裝軟體^ StatisticaI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簡

 稱^^^^ ^，將資料輸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的PRIME     400/500

 電腦系統中，以進行資料處理。

 至於本研究所採用之統計方法主要採百分法及卡方檢驗C X2 - test    )法，而卡力

 檢驗所採之統計顯著水準( Level    of    Si^而ficance   ^)為0．^^，部表示對整個問卷調

 查研究所做的結論可能造成第一類型錯誤( tv^e    T    error ^的機率為百分之五(註^^

 圭圭、統計與分析

 一、基本資料

 □右效樣木依學校所在地別、公私立別及職業類別區分統計如表4 ? l A ,   4 - l B及

 ̂        ^^所示。

 表4 - l A有效樣本依學校所在地

分佈統計表

 泛	所	師	畸	F目
 匣夕	仁	9	仟	「叫
 匝笙。"，	曰	5.1I	臣	

 表4-^B有效樣本依學校公私立

區分統計表

 公元平二@	可	卜""""""""一	
 阿"	62	F	山;]
 百分比^^^	35.0	65.0	

 表4- l C右效樣本依學校類別區分統計表

 類型	匣	嘲	言'『儲工科)	
 校數	36	95	46	
 百分比^^^	20^3一	53.7	26.0	
 (註:高職係指商工、工商、工農、農工、家工等

 非純高工職校之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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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樣木依全校總班級數區分統計如表4一^ D o

 表4一^ D有效樣本依學校總班級數區分統計表

 刊^^級瓊兒一"""	45班(含)以下	46 ~4 9班	^^班(含)以上	合計
 匕"一""""一"一"	50	12	0	62
 ̂百分比^^^	28.3	6．8	0.0	35 JO
 「私立	91	23	1．一	^^5一"@@"^^
 百分比(^)	51.3	13	0．6	65 00
 合計	141	35	1	口^77"@@"一
 百分Lbb (^^	79.6	19.8	0.6	^00.0

 由衷4 - l D可知在有效樣本中，全校班級數在45班(含)以下者佔79.6 %為

 最高，其次為4 6 ~ 90班間佔^9.8 %，如依據教育部所頒「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

 暫行標準」中規定，每^5班應設電腦教室一間之標準計算，全校總班級數為45班者，

 以二年級計算正好為^5班，部需電腦教室一間，如此可推估，受調查學校如高二欲全部

 實施電腦概論課程，所需之電腦教室總敏預估為2^^間，其統計表如表4 - l E所示。

 表4 - l E有效樣本學校全高二實施電腦概論課程所需電腦教室預估表

 班級敷	45班(含)以T^	"""""一46 ^ 90班	9^班^^^以上白""一""一"^	合計
 校數	141	35	一一一1^一一一一	177
 百分比(^)	79.6	oooir^^	0．6	^00.0I一^^
 電腦教室數(閒)	1	2	3"	214

 日有效樣本依全工科跳級數區分統計如表4 -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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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l E有效樣本依學校全工科班級數區分統計表

 學校數班級數	45班(含)以下	46 ~ 90班@@"	坤。"，"。	合計
 公立	54	8	丁"	62
 百分比(^)	30.4	4。6	1^.D	35.0
 私立^	105	9	@	115
 百分比^^)	59.4	5．0	0。6	65.0
 卜"一	口""	17	l	177
 百分比^^% )	89.8	9，6	0。6	^00 o0

 由衷4一^  F可知右效樣本學校中，全工科班級數在45班(含)以下者佔89．8

 %，其次為46 ~ 90班者佔9．^^，如依據教育部所頒「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暫

 行標準」申規定，每^5班應設電腦教室一間之標準計算，全工科班級數為45班者，

 以二年級計算正好為^5班，部需電腦教室一間，如此可推估，受調查學校如全工科高

 二欲實施電腦概論課程，所需之電腦教室總敏預估為^96閒，其統計表如表4 - l G

所一 月小。

 表4 - l G有效樣本學校全工科高二實施電腦概論課程所需電腦教室預估統計表

 卜班級數	45 ^E (含)以下	一46 ~ 90班	9^班(含)以上	合計
 校數	159	二、，	1	177
 百分比(%^	89.8	「。。"一	0．6	100.0
 電腦教室數(間)	1	2	3	196

 二、問卷調查資料

 廿對問題廿:「貴校目前是否已經擁有電腦設備?」之意見統計如表4 - 2 A到表4

 2 K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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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數  備i

你
腦

迷
電 其他

擁有是項設備
校數 155 11

客調查校數 177 .77 177

 百分比(^) 87.6  6．2  0，0

 公私立別	公立	卜	
 受調查校數	62	115	177
 擁有電腦校數	55	100	
 百分比C^)	88.7	87.0	

汪壬 校數

擁有電腦

校數

百分比

C^^

高工

36

86

職

 (設工秒儀工科:

95

83

87.4

中

46

41

89

合計

.77

.55

87.6

 電腦設硬	匡二	巨二	了三
 L	155	22	177
 百分比^^^	87.6	^2．4	^00.0

 地區別	師	師	蟀	丐
 哇竺查校數	卜	三	口二	T
 即'""	T	曰	128	155
 ̂百分比(%)	卜	兩	卜刁	87.6

 驟	蟀	印弟亨]幾	呻	匣
 汗	曰	卜	三	三
 可	曰	L	L	曰
 口三	口	10	□	16

 表4 - 2 A學校擁有電腦設備情形統計表表4 - 2 B擁有電腦設備學校依所在地區
 1^帝"．，．分統計表

 (註^   x^= 2.55 ? P> 0.05   )

 表4 - 2 C擁有電腦設備學校依公私立區表4- 2 D擁有電腦設備依學校類別區分統

分統計表

 (註: x2二0.^^4   >P二O.05   ) (註^ X^ ^ 0.^77  ^P卜O.05 )

 表4- 2 E各校擁有電腦設備狀況統計表表4 - 2 J擁有迷你電腦週邊設備之學校

 (複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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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2 F各校擁有微電腦設備數量統計表

 校數數靂m	30(含)以下	3^ ~ 60一"	61 ~ 90	90 ~120	^2^ (含)以上	合計
 公立	口，。	18	7	1	2	62
 百分比(^)	^9.3	10.2	4。0	0．6	l。2	35.0
 私立	51	40	15	5	4	115
 百分比^^^	38.8	22.6	8   5	2．8	2。3	65.0
 小計	85	58	22	6	6	177
 百分比^^)	48.0	32.8	^2.4	3.6	3．4	^^0 l0
 (註:採30部為級距係因為依據教育部所頒仁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中

 規定每間電腦教室之微電腦數以25 ~ 30台為原則，故取其上限30部為最低

 每間電腦教室的微電腦必備數)

 又(註^   X^^ 2.979   g P > 0.05  )

 表4- 2  G各校擁有微電腦用磁碟機數量統計表

 校數數學。	30^(含)以下	31 ~60	61 ~ 90	90 ~ 120	^21^含)以上	合計
 ，｜｜．立公	41	14	5	2	一H^@@^^一	62
 百分比(^)	23.2	7.9	2．8	l．1	"丘	35.0
 私立	79	20	10	「	二-一一	115
 百分比C^^	44.7	^^.3	5．6	2．3	1.二	65.0
 小言十	120	34	15	6	2	177
 百分比(^)	67.8	^9.2	8．5	3。4	1．1	^^0.0
 (註:採30部為級距係因為依據教育部所頒「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中

 規定每部微電腦應配一部磁碟機，故級距與微電腦設備相同)



 表4 - 2 H各校擁有印表機數量統計表

 	一臥含)以下一	『一7~ 1^2""一""@@	^3 ~18"一"‥"一"	19 ? 24	25 ~30	31 ~36	37~42	
 公立^	39	14	5	2	于	口己	一Q一	
 巴針--，	22。工	7．9	巨	l．1	1．1	0．O	0．0	卜。．。1
 匣三	91	12	一7	3	「	T	1	115
 百分比1C^)	5^.4	6．8	4．0	1.7	0．6	O．0	0.6	65.0
 /h   ff-	130	26	12	5	3	0	1	177
 百分比(^^	73.5	^4.7	6。8	2．8	1．7	0．0	0．6	^^0 .0
 (註:採6部為級距係因為依據教育部所頒「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中規

 定每5 ~ 6部微電腦應配一部印表機，每聞教室bbt;30都計算則需配6部印表機)

 表4 - 2 K各校擁有電腦教室閒數統計表

 	一無	一@	一2	一3	一4	曰	一6 一	一丁一	回
 ̂公立	15	28	三	一4一	一工一	一	0一	0一	62
 目	8．5	上5．8	卜．	2．3	0 : 6．""^^^	O，。二	0.0	0．。二	35.0
 私立	"@@@^6	174	卜	「	口	一一1@@	上	口	115
 協"。"，	9．O	4^.8	8．5	4．0	T	0   6卓一"^	0，0	上	65.0
 卜三	卜	102	卜	卜	L	口	止	三	177
 目。"，	回	57.6	匣	三	仁	止	止	也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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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各校擁有迷你電腦設備數量統計表

 敏量(部)	無	1部	2部	3部	4部	合計^
 公立	58	己-	三^^^^一	0	0	62
 匕」。"("，	132.8	1．7	0。6	0.0	0．0	35.0
 私立	108	3	?	1	r^d	115
 百分比^^^	6^.0	口，．，	1．1	0，6	0。6	165.凸-一-
 小言+	166	6	3	寸J人	1	177
 百分比C^)	93.8	3。4	1．7	0．6	0．6	^^0.0

 表4-2J擁有迷你電腦週邊設備之學校統計表

 淺	一磁碟機	一印表機一	反端皇	玄，"
 公立	T	巴	上	曰
 私立	口	曰	□	上
 小計	@□	土@	凹@	上

 由表4 - 2 A可知，在全體有效樣本中，學校擁有電腦設備者^1 ^z ^校佔^^7   g    oK l

 足見已相當普遍。又由表A ? 9. R。表d ? 2 「及表^1 _ g n可知，在擁有電腦設備的

 學校中，並未因其學校所屬地區(如台灣省、台北市或高雄市)別、公私立別、或學校

 類型(加高工、高職設工科或高中設工科)別而發現有顯著的差異(就O．rl ^T顯著水準

 的卡方檢驗而言)。至於各校所擁有的電腦設備狀況依表^    _   9    R顯示，以擁有微電腦

 (含個人電腦^之學校有^^^校佔87 .6 ^為絕大參數，擁右迷你電腦之學校僅有^1 ^

 校佔6．2%，比例很低。

 各校擁有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如磁碟機、印表機等數量是否充實?依表A 一nl     r^顯

 示:在^77校回答問卷學校中右^^校佔48   n ^擁有微電腦數量不足一間電腦教室所需

 ，而依據表4 - 1   F所示，各校全工科高二霹施「電腦概論」課程所需一間電腦教室之

 學校復有159校佔89.8 ^，足見其甯腦設備之不足。

 再依攔表4 - 2 G顯示:在寄回問卷的1 77學校中，右^^n校佔^67    R  ^所擁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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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用磁碟機數不足一間微電腦教室所需，此數量統計與表4 - 2 F相比較，顯現一部

 微電腦配屬一部磁碟機都有困難，更遑論要求一部微電腦要配屬兩部磁碟機以提高作業

 效率了。至於印表機的數量統計依表4 - 2 H顯示，右^30校佔73.5   %目前的擁有的

 印表機數不足一間微電腦教室所需，足見印表機的數量較磁碟機尤嫌不足。

 表4-^^及表4 - 2  J顯示各校擁有迷你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含磁碟機、印表機

 、終端機及讀卡機等)數量狀況之統計，其申公立學校計有台北市大安高工、松山工農

 、南港高工及高雄市海青工商等4校;私立學校計有台中明道高中、新民商工、嶺東

 工商、台北協和工商、西湖工商、智光商工及高雄大榮商工等7校，合計^^校，其申除

 台申明道高中、新民商工及台北智光商工係提供教學用外，其餘均僅能作為學校行政

 電腦化之用。

 表4 ^ 2 K顯示各校目前擁有電腦教室間數統計，就數量上而言，總數2^3間似

 乎已超過各校全工科高二學生全面寶施「電腦概論」課程所需之^96預估數(詳見表

 表4一3 A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狀況．依

公私立別統計表

 陡"	撬	。一部份科別實施	崗	
 卜"--"	曰	30	三	
 E易歹。"，‥一"一"	河	^6。9	匣	口F刁
 卜干	69	仁	匣"一	
 哼育歹。"，	卜	卜	F	65.0」
 卜三	卜	卜	仟	^77^""""^^」
 匣。"，	臣	匡	匣	回
 (註: X2=^4.395** ^ df二2，P匕O.0^)

 表4 -3 B各校寶施資訊教育課徨狀況依

地區別統計表

 實施狀況	T工科全面實施	一"部份科別寶施	密	閂
 台北市	18	，二	曰	凹
 百分比C ^^	^0.2	0．6	口	
 高雄市	曰	卜	口	口
 百分比C % )	口	E	厄	L。．、1
 台灣省	卜	仁	曰	曰
 百分比C^ )	阿	卜	口^6.4""一@@	出
 小言+	卜	卜	F	^77   l@@"
 百分比C^^	巨	臣	匝	四
 (孟芷^ x : 18.858  df=4，P匕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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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 C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狀況依學校類型別統計表

 實施、L．一．-．一竿況	工科全面實施	部份科別實施^	尚未實施	合計
 高工	19	15	2	36
 百分比^^^	^.0.7	8.5        l	1，1	20.3
 高職(設工科)	52	26	17	95"一
 百分比^^^	29.4	14.7	9．6	53.7
 高中(設工科)	22	13	11	46
 百分比^^^	^2.4	7．3	6．2	26.0
 小計	93	54	口，。	177
 百分比^^^	52.5	30.5	^6．9	^^0.0

 (註^   x2 = 6.2 58   1  df = 4  ?  P> O.05  )

 4 - l G )。但因各校就每間電腦教室內所需購置之電腦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而言，則

 依表4 - 2 F、表4 - 2 G、表4 - 2 H可知，尚有明顯的不足，故急待設法解決。

 □對問題□:「貴校目前是否已經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意見統計如表4一3 A到表

 4 - 3 C所示。

 由表4 - 3 A可知，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狀況，其中工科全面實施者僅佔

 52.5^，部份科別實施者佔30.5  %，其中以電子科及電工科實施者最多，至於公私

 立學校間"，已達顯著差異水準(  P丈O．0^   )，究其原因係公立學校如因年度預算未

 能及時編列，部無法立部購置電腦設備，故工科全面寶施之比例佔^3.6  %，反較私立

 學校之39.0  %為低，值得重視。

 由表4 - 3 B及表4 - 3  C也可發現，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狀況，與地區別

 統計(分台北市、高雄市及台灣省等)有顯著之差異C P二O．0^   )，但若就學校類

 型別考慮(分高工、高職工科及高中工科．)則未見有"任何差異C P卜O．05   )   o

 日對問題曰．:「貴校目前所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依據為何?」之意見統計如表4 - 4 A

 到表4 - 4 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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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4 A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依據按公私立別統計表						

 陣"校依據一"""""	小i)	(2)	(3)	付．	「乙	巨刁	丁干
 公立	19	一．一;一一	3	20	7	11	62
 百分比^^^	^0。7	1．工	；｜｜7上	^^．3	4．0	6．2	35.0
 私立	口巴---	--于	I	40	3	25	155
 百分比^^^	24.3	1．7	0．6	22.6	1．7	^4．工	65.0
 小．言十	62	5	4	60	10	卜	177
 百分比^^^	35.0	2.8	2．3	33.9	5．6	20.3	^00.0
 (註:其中依據山指教育部所頒「各級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2)指高工新修

 訂課程標準(3)指高申新課裡標準(4)指學校自訂資訊課裡實施計畫^5^指其他(6)末

 填^  X'^ 9.^5^   ^   df = 5   ^  P > 0.05 )

 表4-4 B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依據按地區別統計表

 依據	(1)	"一(2)	(3)	(4)	""一(5)一	(6)	玉
 ̂台北市^	13	0	一;一一	5	0	0	19
 百分比C^^	7．3	0.0	0 : 6，-一一	2。8	0．0	0.0l	^0.7
 高雄市	4	2	0	口	0	2	-三
 百分比(^)	2．3	1。工	0。0	0.6．"""一一一	0．0	上，工	5．t
 台灣省	45	3	3	54"@@@	10	34	1 49
 百分比(^^	25.4	1．7	^.7^"""""一	30.5	5．6	^9，2	84.2
 小計	62	5	卜	60^^	10	36	177
 百分比(^^	35.0	2，8	2．3一	33.9	5．6	20.3	^00.0
 (註:同表4- 4 A之說明^ X2=29.293** ^ df=l0  ^ P< U.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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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一一---4 C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依據按學校類別統計表"一‥^"						

 依據	《1丁	(2)@@@""	口口	(4)	(5)	一(6)	F干
 匕，	口．‥^5一	一上	1	13	2	4	36
 百分比『^ ^^	乙	0.6	0.61	7。3	工．1	2．3	20.3^一"一""
 高職(設工科)	36	2	1	28	一‥4一-	24一一""…"一	[口
 百分比C^)	20.3	1．1	0。6	^5.8	2，3	「^3.6	F勺
 高中(設工科)	11	2	2	19	「	一	46
 百分比C^^	6。2	1．1	上．1	^0.7	2．3	4.5	26.0
 小言+	62	5	尹-	60"@@	10	36	177
 百分比C^^	35.0	2.8	2，3	33.9	5．6	20.3	^00.0
 (註:同表4-4A^說明，x2 = 9^679 ^  df ^ 1O，P卜O．05  )

 由表4 - 4 A可知，各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依據，以依據教育部所頒各級資訊

 教育課程及設備暫行標準者62校佔35.0 %為最高，其次為依學校自訂資訊課程實施

 計畫者60校佔33.9 %，可見兩者很接近，顯示現階段由於教育部因尚未正式明令實施

 ，而各校限於設備狀況，採各校自訂課程計畫實施，誠然是一種試辦階段的作法。

 至於再比較表4 - 4 B及表4 - 4 C可知，課程依據與公私立間及學校類型(高

 工、高職設工科或高中設工科)間，經卡力檢驗均末達顯著差異水準，足見作法類似

 ，至依地區分發現右顯著的差異主要係都會區(指台北及高雄兩市)普遍經費較充足

 ，較可能按教育部暫行標準實施(台北市佔68.4  %，高雄市佔44.4  % )，而台灣

 省則普遍因經費所限，故探各校自訂課程計畫實施者佔30.5  ^，反較依照教育部頒

 行暫行標準實施者佔25 14  %為高。

 回對問題因:「貴校目前已開授資訊課程之實施狀況?」之意見統計如表4 - 5 A到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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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5 A各校丘	開授資訊課程之狀況按公私立別統計表(複選)			

 課程別	電子計算機概論	電子計算機應用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其他課程	樣本數(N^)
 公立^ N，)	51	18	L、，	18	62
 Nl百分比(一一:%)N，	82.3	29.0	^9.4	29.0	^00.0
 私立C N^^	90	57	26	13	115
 N百分比(五三: ^^3	78．3	49.6	22.7	1上．3	^00.0
 小計C N^+N，)	141	口，。	38	31	177
 百分比(匹京巫^%)	79.7	42.4	21.5	^7．5	^00.0
 (註:其他課程詳見表4-5^所示)

 衷4 - 5 B各校已開授資訊課程之狀況按地區別統計表(複選)

 課程別^yL	電子計算機概論	電子計算機應用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其他課程	樣本數(N^)
 台灣省(N，)	113	「55	23	26	149
 百分比C心上: ^^N4	75.8	36.9	^5.4	^7.4	^00.0
 台北市^N^)	19	14	10	4	19
 N^百分比(而王: % )4	^00.0	73.7	52.6	L	^00.0
 高雄市CN3)	9	""一	5	I	9
 百分^C^埠岑: ^)	^00.0	口66．了	55.6	^^．1	^00.0
 小計^^^^^^^^3^	141	75	38	31	177
 百分比(世丕旦匹劣N4	79.7	42.4	2^.5	^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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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5 C各校已開授資訊課程之狀況按學校類別統計表(複選)

 課程別	電子計算機概論	機用算計   -子﹄"怕口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其他課程	樣本數C N^)
 高工(No)	34	二、，	11	11	36
 N百分比(示于:^^4	巾．。	47.2	30.6	30.6	100.0
 囊工窟(Nz)	73	44	22	1 3	95
 N百分比(箭:^)4	76.8	46.3	23.2	^3.7	^00.0

 N百分比(了苛:^^4	巴。一	30.4	^0．9	^5.2	^00.0
 刀N十N十N︵計三^口刁	141	5^^^	38	31	^77""^^
 Nl+N2A^N百分比(一吐一旦旦、 ^^^N。	79.7	42.4	2^.5	^7.5	^^0.0

 	表4-5	D資訊課程每週上課時數統計表				""一	

 時數	末填	1     H	2     H	3     H	4     H	5H^含)以上一	三訂
 ̂電千計算機概論	37	32	96	14	4	3	177
 W#tfc(% )	20.9	^3.0	54.2	7．9	2．3	1.7	^00.0
 電子計算機應用	103	6	一一"46	13	3	6	177
 百分^b^^)	58.2	3．4	26.0	7.3．@@"	卜．，	3．4	^00.0
 介面電路及興應用	140	2	15	8	4	8	177
 百分比(^)	79，1	1．1	8．5	4．5	2，3	4．6	^00.0
 其他	147	L二	12	7	5	3	177
 百分t^^^^^	83．1	1．7	6.8	4．0	2．8	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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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5 E		口口資訊課程開課年級統計表"一""""""						

 匡芝史	末填"""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	臣--"，，	"刁
 匾己計算機^概論^""""	一"一	13	27	44一	I    36	T	一	卜	177
 亡分比(%)	2^.5	7.31	^5.3	24.9	20.3	2．8	1.1	卜	100.0
 口電子計算機應用"一"	102	一1一1	T	50	T	T	T	L	177
 亡分比(%)	57.6	0．6	卜	28.2	5．1	0．6	曰"	「廿一	^^O.Ol一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139	0	「	36	T	一、	口	□	上77
 百分比C^)	卜	0．O	卜	戶	0．0	三"	亢	0．0	^00.^l"一
 其他課程	146	0	曰	仁	卜	正	L	二	177
 百分比(^^	回	o.o	三	匣	三	0．0	0．0	O．0	^00.0

 表4 -5 F資訊課程開課期限統計表

 期限	一"末填	一一學期	一二學期一"一	一一:學期一	口
 電子計算機概論^	36	11	^25一	一	177
 百分It (^)	20.3	6，2	70.6	2．8	100.0
 電子計算機應用	103	6	66	2	177
 百分比^^)	58.2	3。4	373一	1．1	^^0.0
 介面電路及典應用	140	10	口，，	0	177
 百分比(^^	79.1	5.6．@@@	^5．3	0．0	^00.0
 其他課程	146	4	23	4	177
 百分it (^^"""	82.5	2．3	^3.0	2.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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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5 G資訊課程之科目種類統計表

 種類^	末填	戶瓦	蟀"	F"	F"
 電子計算機概論	52	50	25	50	177
 百分比(^)	29.4	28.2	14.1	28.2	^00.0
 挫""""一"	巨	30	17	17	177
 口月分t^C^^	呻	^7.0	9．6	9．6	^^0.0
 匝""""""	139	16	17	5	177
 □百分比^^^	戶	9．0	9．6	2．8	^00.0
 其他課程	147	-…9	7	14	177
 百分比^^^	83.1	5。1	4．0	7．9	^00.0

 表4 -5 H資訊課程分組上課情形統計表

校夫噬迺岔組 末填寫 分組 未分組  仁]日

電于計算機概論 45 28 104 177

 百分比^^% ) 25.4 ^5.8 58.8 100.0

電子計算機應用 114 21 42 77

 百分比C % ) 64.4 23.7 00.O

介面電路及其瞧用 40 20 17 .77

 百分比C % ) 79.1  9，6 00.0

其他課程 46 10 .77

 百分tt^ % ^ 82.5 5.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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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5^各校開授其他資訊課程按公私立別統計表(複選)

 課程名稱	程式設計	微電腦	組合語言	作業芬5菸奄	其他	合計
 公立	8	7	2	O	5	^ l22校^丞-
 立私	6	5	2	2	5	20
 小計	14	12	4	2	10	42
 (註:「其他」係其僅有一所學校開授的課程，計有電腦輔助繪圖、CNC機械、套

 裝軟體、邏輯電路、APPLESOFT ^ APPLEDOS、介面電路、微處理機、

 APPLE^應用、CP/M使用手冊。)

 由表4 - 5 A可知，在有效樣本學校中已開授「計算機概論」課程者佔全體樣本

 的79 07 %比例很高，其中公私立學校之開課比例分別為82.3 %及78.3 %足見差

 異很小。至於「電子計算機應用」課程之開課比例僅佔全體樣本的42.4 %，較「電

 子計算機概論」之79.7 ^相差很參，且公立學校之開課比例才29.0 ^，而私立學

 校之開課比例卻高達49.6 %，足見「電子計算機應用」在公私立學校間之開課狀況

 差異很大。其餘課程因非全工科之必修者，本研究暫不討論。再如表4 ? 5 B及表4

 - 5 C所示，可知對上述資訊課程之開課比例，並非因學校所在地或學校類別而有所

 表4 - 5 D可知，電子計算機概論之上課時數以每週上課兩小時佔54.2  %為最

 多，至於開課年級，則相當混亂，但以開在三年級或二、三年級者分別為24.9 %及

 20.3  %為最多，這主要還是因為課程暫行標準才剛公佈，各校尚在試辦階段故也，

 以後再求逐步調整為二年級開電腦概論課程。

 又依表4 - 5  F、表4 - 5 G及表4 - 5 H顯示，「電腦概論」課程之開課期限

 為一學年(兩學期)者佔70.6 %為最多。上課科且之種類，以屬「專業科且」及「

 選修科目」者均佔28 .2   %為最多，而分組上課情形，也以「未分組」上課者佔58．8

 %為多數。

 回對問題回:「貴校目前擔任資訊課程之師資人數及來源?」之意見統計如表4 - 6 A

 到表4 - 6 E所示。

28



 表4 - 6 A各校現有資訊師資人數統計表

 人數	O一一	卜二	2	3	4 ? 5	咋厄	卜干
 專任教師	口，，	月，	30	11	11	10	177
 百分比(^)	46.9	^8．1	^6,9	6．2	6.2	5．6	^00.0
 兼任教師	L	33	19	20	21	21	177
 百分比C^^	35.6	^8.6	10.7	^^.3	^^.9	^^．9	^00.0

 表4	-6 B各校現有專任資訊師資來源人數統計表、口一"一^""""						一"""""""""一

 校數人數	0	、一	2	3	4 ~ 5	F"	卜吊
 專任	145	I       22	6	2	工	1	177
 戶比(^)	8^ Dg	^2.4	3．4	1．1	0．6	0.6	^^0.0
 工科轉任	113	30	14	8	一．f一-	一^一^^已^一	177
 百分比^^)	63 18	^6.9	7．9	4．5	5．l	1．7	^00.O
 數學科轉任	149	23	2	2	1	0	177
 百分比C^)	84.2	^3.0	1，1	1．1	0．6	0．0	^00.0
 物理科轉任	174	2	1	0	一一一-…已一一一	--上	177
 百分比(^)	^8.3	I．1	0.6	0．0	0.0	0．0	100.0
 工科外其他學科轉任	152	17	2	「丁	「	巨二	177
 百分比C^)	85.9	9。6	l．1	1．7	工．7	0．0	^00.0
 其他轉任	170	5	1	1	0	0	177
 百分it(^)	96.0	2．8	0。6	0.6	0．0	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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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6 C		各校現右兼任資訊師資來源人數統計表					
 校數人敏	0	口--	-…一-…2	3	4 ~ 5	6C33felt	
 由校外兼任	160	14	2	卜^人	「丁	0	177
 百分^h^ % )	90.4	7，9	口"	60	0．0	0．0	100.0
 由校內工科兼任	一．-．::一	33	21	17	15	17	1 77
 匣'"'	卜乙	^8.6	^^．9	9.6	8．5	9．6	^00.0
 由校內數學科兼任	146	21	8	2	0	0	177
 百分比C % )	巧""""一	^1.9	4．5	1．1	0.0	O．0	^00.0
 伸內物理科兼任	171	2	4	0	0	0	177
 百分比C % )	96.6	l．1	2．3	0．0	O．0	0.0	100.0
 由校內工科外之憾職業科兼任	154	15	4	0	3	1	1 77
 百分比C % )	87.0	8．5	2，S	o.o	1．7	^^^	^^0.0
 其他專任	170	4	芒-	0	P^^一一^一	一一一@@亡一^^一一	177
 百分比C % )	96.0	2．3	1．1	0．0	0．0	0．6	^00.0

 表4- 6 D各校對現有資訊師資供應狀況及未來需求人數統計表

 供應及需工	現有師資供應			未來師資需求				合計^一
 ̂"X	*  m	足夠	不足	0	亢"	2	3	
 公立	6	51	5	57	0	5	0	62
 『"'"(")	3。4	28.8	2．8	32.2	0．0	2，8	0.0	^00.0
 私立	19	69	27	92	17	5	1	115
 	^0．7	39.0	^5。3	52.0	L	2．8	0●6	100.0
 /h    ff	25	120	32	149	17	10	1	177
 百分比(^^	^4．上	67.8	^8．1	84.2	9．6	5．6	0，6	^^0.0
 (註:x2二9.573  df =2.P二O.0^)     C註^ X^ ^ 1^.37^ ^ df二3，P二O.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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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6 E各校現有資訊師資合格登記人數統計表						

 校數人數	0	工一	2一	3	4 ~ 5	60含)以上	二
 公立	44	9	3一	3	1	@一	62
 F"""，	24.9	5．1	1．7	1。7	0．6	1．1	35.0
 ̂私立	76	22	10	3	2	;	^^5^
 百分^b(^)	42.9	^2.4	5．6	1．7	1．1	1．1	內一
 l/J卜言f	120	31	13	6	3	L二	177
 百分it(^)	67.8	^7.5	7.3	3．4	1．7	2．3	^00.0
(^^ :  X2 = 2.435   7   df = 5  7  P>O^05 )

 由表4 - 6 A到表4 - 6  C可知，各校現右資訊課程師資中，聘有專任者{^53．1

 %，由現有教師兼任者佔64.4 ^，若單就專任老師分析之;其來源以由工科教師轉

 任者f^^36.2   %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新聘者佔^8.^   %，數學科轉任者T^^^ 08  % 1

 工科以外其他職業科轉任者佔^4.1   %，其它(含物理科轉任)佔5．7 %。而單就兼

 任老師分析之;其來源以校內工科教師轉任者佔26 %為最多，其次依序為由數學科

 轉任者佔^7.5  %，工科以外其它職業科轉任者T^^^ %，校外兼任者T^^9.^^，其

 它(含物理科轉任)佔7．^^。至於各校對現有師資供應狀況及未來師資需求之意見

 ，依表4 - 6 D可知，公立僅5校表示「不足」需要補充^0名師資，而私立有27校

 表示「不足」。需要補充30名師資，足見由於資策會教育訓練中心定期培訓電腦師

 資的結果，已充分供應各校所需，而目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系所作長期師資

 之培育，其未來畢業生之出路，則有待更一步規劃。

 再由表4 - 6 E可知各校現右資訊師資中，已登記有合格教師之學校墩，公立僅

 ̂8校，T^^ 1 0 . 3  %，私立僅39校佔2^.9  %，另尚有^2O校T^^ 67.8%之學校未具

 右合格教師任教資訊課程，值得重視。

 閃對問題因:「貴校目前膽任資訊課程之師資，接受電腦專業訓練之情況?」之意見統，

 計如表4 - 7 A及表4 - 7 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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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7 ^	各校現有資訊師資曾受訓練人次統計表廿口一"‥一‥						
 沁"	-巴-．^	「1	丁"	3	4 ~5	缸	三"
 WR&PM&CMWft.	69l"一	36一^一一	16	14	13	29	177
 W^ttC%)	39.0	20.3^一一"	9．0	7.9	7.3	^^^4	^00.0
 四階段班一一一"	^^21@@"@@"@@	22L一．--	1 9	7	9	8	177
 匕手扣比(^)	63.3	^2．4	^0.7	4．0	5.1	4．5	^00.0
 匝	137一""	口12一	一，一	6一	4	10	177
 片分比^^)	77.4	6。8	4．5	I     3.4	2．3	5．6	^00.0
 。一	167	9	O	0	一工一^^一	卜二	
 。"二	94.4	5．1	0。0	O．0	0，6	0.0	^00.0
 。"三	123	16	20	8	2	一-芒一	177
 。"二	69.5	9。0	^1.3	4．5	1．1	4，5	口口
 。乙	149	9	10	士一^一^一	一	7	
 L	84.2	5。1	5．6	0．6	『。。"	4．0	^^0.0

 表4 -7 B各校尚需派往資策會教育訓練申心受訓人數統計表

 人數	0	l	L	一一一"一	4 ~5	沁	口口么計一
 公立	6	6	一、一	9	12	27	62
 百分J^^^)	3．4	3．4	L""一	5，1	6。8	15.3	35.0
 私立	63	30	一一	"三	1	2	115
 百分比^^^	35.6	^6，9	7.9．"^	2.8	0。6	1。1	65.0
 小計	69	36	16	14	13	29	177
 百分比^^)	39.0	20.3	9。0	7．9	7．3	^6.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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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對問題付:「貴校目前資訊課程所用之教材內容及來源如何?」之意見統計如表4

 8 A^表4 ? 8 B  0

 表4 - 8 A各校資訊課程所使用之教材內宅				統計表		
 出""	末填	不分科別採相同教‥材	相近科別採相同教材	按科別分採不同教材	乙	合計
 咋翌	38	二"	20	34	3	177
 百分比^^^	21.5	46^3口一一	3@i—．^	^9.2	1.71	^^0.0
 呻幣	107	20	16	33	@	177
 W#J? (%)	60.5	11，3	9。0	^8．6	0．6	^00.0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140	口了	3	32	0	177
 L三奈比^^^	叮	曰	1.7	^8.1	0．0	^^0.O
 其他課程	148	10	1	15	3	177
 百分it (^^	83.6	5.6	0 ^6．一	8．5	1．7	^00.0

 表4 - 8 B各校資訊課程所使用之教材來源統計表

 '丙l二	末填	購置教科薯		自編講義	一其他	口口本計一
 電子計算機概論	卜	119	6	1」	^4一	177
 百分比^^^	20.9	67.3	3．4	0．6	7 : 9．"^	100.0
 ̂電子計算機應用	104	51	8	4	^0"一一	177
 w#tt(%)	58.8	28.8	4．6	2．3	臣一	^00.0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144	7	4	工	F一	177
 W#tt(%)	8^.4	口乙	2．2	0．6	向	^^0.0
 其他	147	23	1	I	三	177
 百分I^C^)	83.0	3．0	0．6	0．6	2．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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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衷4 - 8 A可知，各校資訊課程所使用之教材內容，如係「電子計算機概論」

 課程，以「不分科別採相同教材」者T^^ 46 J3  %為大多數，其次為「按科別分採不同

 教材」者佔^^.2  %，但對「電子計算機應用」課程而言，則以「按科別分採不同教

 材」者佔^8 06  ^居首，足見在高工雖有科別之分，但「計算機概論」課程所使用的

 教材有統一的可能性。又由衷4 - 8 B觀之，各校實施資訊課程所使用之教材來源，

 不論係「電子計算機概論」、或「電子計算機應用」等，均以「購買教科書」者分別

 佔67.3   %及28.8  ^為最高。

 囚對問題囚:「貴校目前資訊課程，一般任教老師採用盯能力本位教學』螞?」之意見

 統計如表4-9所示。

 表4-	9「能力本位教學」之採用與否之狀況統計表						

 使用狀況一"""""^	末填	戶和	部份採用	卜""	碎函	戶函	丁刁
 L"	8	7	27	6	11	3	62
 百分比C^^	4．5	4．0	^5.3	3．4	6．2	1．7	35.0
 私立	16	11	47	16	15	10	115
 百分比^^^	9．0	6．2	26.6	F	8．5	5。6	65.0
 小計	24	18	74	22	27	13	^77"^@
 百分比^^)	13.6	^0．2	4^.8	^2.4	^4．7	7。3	^^0.0

 由表4-9可知，各校實施資訊課程時，一般任教老師採用「能力本位教學」的

 比例並不高，因回答「全部採用」者僅^0.2 %偏低，而回答「很少採用」及「從未

 採用」者相加之比例為22 %，反較正面答案之比例高出一倍，又答「部份採用」者

 雖有41.8 %之多，但比較上題之教材來源統計，發現使用「自編單元教材」者平均

 不到^^，因使用「自編單元教材」為「採用能力本位教學」之必要條件，由此可推

 論目前在高工普遍實施之資訊課程，採用「能力本位教學」之教師人數偏低。

 切對問題拋:「貴校曾舉辦應用『能力本位教學』的『資訊課程教學觀摩會』嗎?」之

 意見統計如表4 - 1O A及表4 - 1O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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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1o A各校曾否舉辦「能力本位教

 學」的資訊課程教學觀摩會

之狀況統計表

 表4 - 1O B各校曾舉辦能力本位教學的「資

 訊課程教學觀摩會」每學期平均

次數統計表

 "分"犧雯	蕊1-"	一未曾舉辦一	千"	^	磚雯	一0	一"	^"一	"刁
 匕。	一7l	55	62		公立	55	一6	一@	62
 匣荔'三。"，	T	3^.1	35.0		百分比[^)	3^.1	3．4	0.6	35.0
 卜	19	96	^^矽		私立	100	14	一丁一	
 匣荔"("，	^0.7	54.2	卜。		佛『("，	卜	阿	T．	
 '>   m	26	151	177		/>   m	卜	凡	曰	
 囤:。"，	^4.7	85.3	^00.0		田("，	匹	回	二	

 由表4 - lO A可知，右效樣本學校中有^5^校T^^^   8 5.3^未曾舉辦過「能力本

 位教學」的「資訊課程教學觀摩會」，此題也可與前題表4-9相印證，目前在高工

 雖然推行「能力本位教學」'多年，但在資訊課程的教學上，採用「能力本位教學」者

 究竟不多。至於衷4 -^^^係針對曾舉辦過「能力本位教學」之「資訊課程教學觀摩

 會」的學校所進行的迫蹺調查，經統計在22校曾舉辦過是項教學觀摩會中右20校平

 均每學期舉辦乙次。

 再對問題卅:「貴校目前在資訊課程上所使用之教學媒體數量及來源?」之意見統計如

 表4 - 11  A到表4 - 1^ C所示。

 由表4 -   l^   A可得，各校所使用教學媒體之數量統計:投影片計9，523張、幻

 燈片計1，278張、錄影帶399倦，C^^軟體^37 /Jh時，電影片一部，足見以投影片因

 製作容易、使用方便，故最為普遍;其次為幻燈片，而由於錄放影機的流行，從數量上

 看，已有完全取代電影片之越勢，值得重視。至於CAI軟體總計激量有^^7/J^時之多

 ，也算難能可貴，祇不過因種類繁多，如能集中發展，上百小時之軟體就能發揮很大的

 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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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1^ A各校所使用教學媒體之數量統計表

 ";:""．"。、、"今艾	幻燈片		投影片		錄影帶		電影片		C^^軟體(小時)		其他	
 	公立	立私	梓	私立	戶	梓	同	坤	臣	耘立	公立	祠
 匣。	口469	阿	西	3445	可	卜			斤	74	「三	
 BAS I C程式設計		口	叩	口三于35-	門	門			正	10	F	臼
 作業系統一"	二		卜	卜	5	「"了						
 電腦應甩		斤	^o二	卜	「"三	14			T	F	F	
 介面電路及其應用	R乙	F	口兀三	□			□	□	L	□		
 其他		F	口口乙	曰	巨	20I	卜	卜	二			曰
 合計	^2瓦^^。)		9523   ^^		399    (^卷)		^     (部)		137    CH>			

 表4-^^ B各校所使用教學媒體狀況統計表

 種類	幻燈片		投影片		『""""錄影帶		電影片		@@""CA^"""@@	"一軟體'"@@	其他		合計
 	有	斗八共	有	無	右	一無 -	三	I無一	戶二	無一	芷-	無一"	
 卜了	『^""	^53	I   28	回	三	□	三	二竺	□	53	三	口三	曰
 肩彥歹。"，	卜	2^.9	卜	匣	戶．。	扭	卜	田	土	巴巴	□	旦	出
 卜三	T	105	卜	卜	F	F"	;一	□	卜	巴竺	□	止	回
 門貧歹。"，	戶	59.3	卜	卜	卜	卜	F	仲．。	回	吐	□	匣	回
 卜言	回	回5、	卜	回	匣	回	二	回	□	匝	上	也	回
 臣"。"，	匣0，	巨98	匡	臣	匣	區	匕	匹	回	匹	三	匝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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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1@@@"	-""一C各校所使用教學媒體來源統計表一．一一						
 來源一	自一	製""．"	內，		撥贈		其	""@@他	
 	匕	三	有一	三	三	匣	一有	卜	
 公立	二已	匕	22	40	3	口三	一4	口三	
 匝互五。"，	也	E	日2．4	22.6	口	卜	I     2.3	卜	
 私立	口巴	L。，	戶乙	口三	口二	F二	口二	卜三	
 匝昱五。"，	匕	32.8	阿	卜	卜	卜	口	卜	
 /JN If	口屯	巾二	53	卜三	11	F三	「	170	
 仁互主。"，	匣	匣	匣	匠	三	匣	三	匣	^^0.0

 其次就媒體種類看，以BCC   (電腦概論)的數量及種類居首，計有幻燈片

 ̂^03張，居總幻燈片之86 03  %，投影片計有6464張，佔投影片總數^67.8  %

 ，錄影帶有277卷，佔錄影帶總數之69.4 % .   CA^軟體有90 /J\時，佔CAI總軟體

 小時數之65.7 % 0

 出對問題世:「貴校曾否進行電腦輔助教學(簡稱CAI    )課程軟體^ C uurseware  )

 之研究發展?」之意見統計如表4 - 12 A及表4 - 12 B所示。

 表4- 12 A各校曾否進行CAI課程軟體之研究發展狀統計表

 校-顏曾否進行	末填	一未曾發展	尚在試驗	已發展完成	合計
 公立	12	35	12	3	62
 百分比^^^	6．8	^9.8	6．8	1．71	35.0
 私立	2 2	67	26	口。	亡
 百分比^^)	^2．4	37.9	^4.7	口。。。	65.0
 刁丫言十	34	20i—．^	38	『3	177
 百分1^(^)	^9.2	57.6	2^.5	1．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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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12 B各校已發琨完成之C^^課程軟體一覽表

 一	匕"""""	適用時數(小時)	備註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二三箏幫轉"""2分厘卡原理	22	
 南港高工	配管管路	8	

 松山工農	1機械原理一滑車2電工原理3．程式流程控制4．介面實驗一多功能1/^控制卡	訂1  H2自	一
 「"""工	電工原理一歐姆定律	乃	1
 ?.fi+fBiSiI	電腦概論	2	卜

 高雄市海青工商	1認識波形2截波電路	一乃乃	-」
 口""""	1共射極電路2．PN接合二極體3．振盪電路	乃乃力	

 私立大榮高工	埋 理文學原理原械 工英數機物電lek^   ^^  ^^J  Ld	6060666	
 台灣省基隆高工	1電工機械一圓線圖2基木邏輯概論	宇	
 L""	電腦概論	1	一一一^一．'

 北港農工	"一1電腦機構輔助設計口Z幾何圓形輔助設計	末註明	
 卜""	應用力學一枋架	2	
 H""	邏輯電路	2	
 仁""	基本邏輯概論	2o c分)	
 L	‥一"…""一"‥"-．CNC車床機械研究	60	已開發完成尚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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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衷4 ?  12   A可知;目前已進行電腦輔助教學(簡稱CAI    )課程軟體(

 Courseware)之研究發展者包含「尚在試驗」38校及「已發展完成」3校，合計

 41校，僅佔全體樣木^ 23.2^，足見欲推動CA I課程軟體的發展，尚需政府的全

 面規劃，以發揮團隊精神，否則僅賴各校零星的研究發展，終究很難推廣使用。至目

 前已發展完成之課程軟體名稱及學校詳如表4 - 12   B所列，以供參考。

 固對問題固:「貴校為配合資訊教育的實施，目前已採取的行政配合措施右那些?」之

 意見統計如表4 - 13   A及表4 - 13    B所示。

 本題為方便統計，茲分為「成立任務編組」及「採行行政措施」等兩部份分述如

 后。

 1就成立任務編組而言:

 由表4-^3    A可知:各校為配合資訊教育實施，以設置「專人管理電腦教室

 」者^03校佔52.8   %寫最多，其次依序為成立「學校行政電腦化推動小組」者姐

 校佔24 08  %，成立「資訊教育推動小組」、「資訊課程教學研究會」及「電子計

 算機中心」等三者均為42校各T^23.7 %及「設置專人管理電腦中心」者4^校佔

 23.2   %，而以「成立CA I研究發展推動小組」者僅^3校佔7．3   %居末位，值

 得重視。至其中有關「設置專人管理電腦教室」、「成立電子計算機申心」及「設

 置專人管理電腦」申心等三項，公私立學校經卡力檢驗，均已達顯著差異水準，值

 得重視。

 2就「採行行政措施」而言:

 由衷4 -   13   B可知:各校為配合資訊教育實施，以「鼓勵教師參加電腦專業

 進修」者^42校fT^ 8^0 D 2  ^為最多，尤其對公立學校因依規定能帶職帶薪參加進修

 ，故參加者踴躍，其次採「成立學生電腦研習社團」者有^0O校f^56.5  ^，很多

 學校利用學生電腦研習社團的帶動，不但可培養各校參加電腦軟體設計競賽的選手

 ，還可使全校學生隨時利用電腦設備作課餘的C^^教學。再次依序為「鼓勵教師

 進行電腦專案研究」者88校佔49.7^，「擬訂電腦汰舊換新計畫」者66校佔

 37.3 %、舉辦「資訊課程教學觀摩會」者30校{^^6.9 %、至於「簽訂電腦軟體

 維護合約」者^6校佔9．0 %、舉辦「教師電腦程式設計比賽」者5校佔2．^^及

 「舉辦利用CA I軟體之教學觀摩會」者2校佔1．^%，比例甚低，均有待未來積

 極提倡。至其中以「擬訂電腦汰舊換新計畫」一項，公私立學校間經卡力檢驗，已

 達顯著水準，究其因係私立學校對「用錢」具有較多的自主權，而汰舊換新計畫必

 要右預算作後盾，故公立學校也不能比也，但私校是否真按計畫汰舊換新，右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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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查證。

 至於本題「其他」項中各校所列者經整埋歸納如下列:

 山舉辦學生軟體競賽C   4校)。

 (2)部份行政工作電腦化C   3校)。

 (3)舉辦教職員研習C  2校)。

 份鼓勵學生麥加軟體競賽、簽訂硬體維護合約、增設CAD教室、與審計處建

 教合作等(  1校)。

 固對問題固:「貴校自實施資訊課程以來，有那些困難亟待解決?」之意見統計如表4

 - 14 A及表4 - 14 B所示。

 表4一^4 A各校實施資訊課程所遭遇困難之統計表□

 目司英佳一	師資進修		設備購置一""		^二二課程設計一"		教材編寫		合計
 	目	無"""@@	有一	凡	有	T	卜	無	
 ?      it	14	48	43	卜	28	34	24	38	
 芷("，	仁	曰	24.3．一	匣	阿	戶	^5.6	2^．5	
 L私立	卜	L	64	卜	卜	T	卜	卜	
 百分比^^^	卜	卜	36.2	卜	卜	F	卜	卜	
 『"	卜	卜	T	卜	卜	卜	曰	回	
 百分比C^)	3^.6	68.4	60.5	39.5	36.2	63.8	24.9	75．工	^00.0
 註^   x^ = 3.003      X6  = 2.6^6      X2=2.777      X二8.693^

df = l df=^ df=^ df =^

 P卜O.05 P卜O.05 P卜O.05 P弋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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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 14 B各校實施資訊課程所遭遇困難之統計表□

 """校難數	教法採用		匕體製作		行政配合		其他		計，
 	有	無	有	一無	有	T	卜	卜	
 。丁	12一	50L_    _	二	35	15	47	5	T	62
 百分比L(^)	6．8	卜	卜	^9.8	卜．	卜	2.8	卜	35.0
 私立	16	卜	53	卜	卜	卜	3	卜	115
 百分比^^)	曰	55.9	卜	卜	卜	卜	l．7	匕	65.0。^""
 小計	28	149	80	卜	卜	149	8	L	F，，一
 百分比C ^^	^5．8	回	三	匣	^5．8	84.2	4、5	95.5	^00.0
 註: X2二0.543     x二O.027     x二4.^04*X=1.658

 ̂f =^ df=^ df=  l df二l

 P二O.05        P二O.05 P二O.05        P卜O.05

 本題原設計除「其他」外共有七個選項，為製表方便，依順序分為兩表，但此處

 則合併討論。

 首先就全體樣本而言，各校在實施資訊課程所遭遇的困難以選「設備購置」者有

 107校佔60.5  %為最多，其次為「媒體製作」有80校T^45.2%，然後依序為「課

 程設計」64校^^^ 3^^^^，「師資進修」56校佔3^.6^，「教材編寫」42校佔

 24.9 %，「教材採用」及「行政配合」均為28校佔^5.8 %。如單就公立學校而言

 各校所遭遇困難之順序為:山設備購置C  69.4 % ) (2)課程設計C  45.2   % ^ (3)媒體

 製作C   43.5   ^ )份教材編寫C   38.7  ^)(5)行政配合C   2 4 . 2  ^ ) (6)師資進修(

 22.6 ^^   ;與單就私立學校之順序:山設備購置C   5 5.7   % ) (2)媒體製作C  46．1

 )(3)師資進修C 36.5  % ) (4)課程設計^ 3^ D3 % )(5)教材編寫C   1^^^  ^ ) (6)教法

 採用C  13.9  ^ )有很大的差別，再依據卡力檢驗，在表列困難項目申也有「教材編

 寫」及「行政配合」等兩項，公私立學校間已達顯著差異水準，值得重視。至於表(

 4 -   14  B  )中之「其他」項，經統計，各校所提意見列舉如下列:山課程時數不夠

 (   1校)，(2)沒有正式編制電腦教室管理員C   2校)，(3^教育部所頒「課程及設備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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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標準」不能完全符合課程實際需要C l校)，(4)缺中文系統網路連線^ 1校)，(5)

 尷改進資訊教師合格登記辦法C  1校)，(6)建立電腦維修制度(   1校)，(7)供應師範

 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電腦概論教材C l校)，(8)考慮經費籌措辦法等(  1校)。

 固對問題圃:「貴校目前尚未實施資訊課程，主要原因為何?」之意見統計如表4-^5

所一 月小。

 		表4-^5	、一一-一各校尚未竅施資訊課程之主要原因統計表一"^^					

 磴	因人、、．@@@	嚀正式通令實施	口旱腦設備不足	罔"需要	F"	F。	『三	卜刁
 卜	工且  一	^．3	3	0	0	0	0	6
 匕	一 工且  一	5	4	2	1	1	3	16
 L	計一	8	7	2	f	1	3	22
 註^   x6 = 1 0658      df ^ 5      P>O 905

 由表4-^5可知，在各校尚未實施資訊課程之主要原因申，以「尚未正式通令

 實施」有8校居第一位，其次為「電腦設備不足」佔7校，足見各校極為重視政府的

 各項法令規定。

 固對問題出:「貴校計畫自何時開始實施資訊課程?」之意見統計如表4-^6所示。

 表4-^6      22校尚未實施資訊課程之開課計畫統計表

 計畫	七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尚未決定	其他	末填	夕丕b三已卜口口
 公立	2	1	1	2一	0	6
 私立	4	3	4	0一	---二^-．-	16
 刁卜言卡	6	4	5	2	5	22
 註^   X2 = 4  390       df = 4      P卜O.05

 由表4 ^^ 16可知，在22校尚未實施資訊課程之開課計畫中以「七十五學年度第

 一學期」開始者佔6校，「七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者佔4校，但尚右^2校「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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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決定」或「未填」等，未能明確表明態度。

 三、其他有關高工實施電腦概論課程的意見

 本研究問卷第十六題係針對各校全面實施資訊教育之意見調查，因採開放性問答，

 而各校反應熱烈。故深具參考價值，本節則將其大別為設備、課程、教材教法、媒體、

 師資、行政配合等要項，分述如后。

 □設備方面

 1請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購買電腦設備或籌建電腦教室。(公立^3校、私立30校)

 2請由政府統一購買設備提供各校使用。(公立^2校、私立5校)

 A請核准成立電子計算機中心。(公立5校)

 叱請審慎研議適合高職C X科)使用之機種，並注意其相容性。(公立2校、私立8

 校)

 5．請增列設備(含週邊設備^之維護經費。(公立3校)

 6．電腦設備經費能以貸款方式籌措。(私立1校)

 兀請對公私立學校採公平之經費補助。(私立2校)

 □課程方面

 1應訂明課程目標。(公立4校，私立2校)

 2課程由兩小時增為三小時。(公立2校，私立3校)

 3．建議課程安排:山一年級:基礎概論

 (2)二年級:電腦語言

 (3)三年級:專業課裡(公、私立各1校)

 叱應更周詳的作課程規劃。(公立1校，私立1校)

 5資訊課程應予專業課程配合。(私立1校)

 6．應提早到一年級實施。(私立1校)

 t應明訂課程時數。(公立1校)

 8．資訊課程應改為選修。(私立1校)

 9．課程應分上、下學期，每週固定2小時方便排課。(公立1校)

 10．三年級以應用課程為主。(私立1校)

 11．「介面電路及其應用」課程，因太難建議取消。(私立1校)

 12．增加實習課。(公立1校)

 比課程設計應著重應用。(私立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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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開設「資訊科」之設置。(私立1校)

口教材教法方面

 1請編擬統一教材。(公立5校、私立5校)

 2私校採用能力本位教學，因學生素質差實施不易。(私立3校)

 3．建立教材審查辦法以確定合適之教材。(公立1校，私立8校)

 4．教材內容應增列硬體介紹。(公、私立各1校)

 5．適當調整教材深度以利教學。(公、私立各1校)

 6．集合高工教師、課程專家、工商企業人士發展各科所需教材。(公立2校)

 A無適合高工學生使用之應用教材。(私立1校)

 乙可供參考之資訊教學刊物太少。(私立上校)

凹媒體方面

 1請統一發展媒體提供各校採用。(公立2校、私立^0校)

 2．套裝軟體充份提供。(公立4校、私立5校)

 3．CA^軟體應能配合各機型使用。(公立2校、私立2校)

 上"能提供參考之媒體資料太少。(私立1校)

回師資方面

 1師資急待充宵。(公立2校、私立4校)

 2電腦科目合格教師登記問題應速解決。(公立3校、私立5校)

 3．增加各校師資訓練名額。(公立3校、私立3校)

 上利用寒暑假辦埋CA^研習班。(私立2校)

 5．私校不易安排教師長期受訓。(私立2校)

 6．缺電腦修護人才，有待培訓。(公立3校、私立2校)

 t師資進修能配合學校上課需要。(公立1校)

 8．私立學校缺專任教師。(私立1校)

 9．多舉辦教師研討會鼓勵私立學校教師參加。(私立1校)

閃行政力面

 1電腦中心或電腦教室應有管理人員編制。(公立9校)

 2.應舉辦校際間之資訊課程教學觀摩。(私立3校)

 3．分組教學。(公立1校)

 叱定期舉行軟體競賽。(公立1校)

 丘行政人員亦應進修電腦知識。(公立1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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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早注意資訊科學生之就業問題。(公立1校)

 肆、發現與建議

 一、發現

 口實施「雷腦概論課程」所需之電腦設備普遍不足，急待確泱。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在回收樣本中有87.6  %的學校目前已擁有「微電腦設備

 」(含個人電腦)，但以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所頒的「高工資訊教育課程及設

 備標準」衡量之，則發現有48 %的學校所擁有的微電腦數量、67.8^的學校所擁

 有的磁碟機數量及73.5  %的學校所擁有的印表機的數量不足佈置一間微電腦教室所

 需，且有60 D5  %的學校回答正遭遇「設備購置」的困難，故急待解決。

 □約有半敏學校尚未依照教育部所訂「高工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標準」，對工科學生全

 面實施資訊教育。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在回收樣本中有52.9  %的學校回答「工科已全面實施」

 ，可知尚有接近一半的學校目前尚未依照教育部所頒課程標準全面實施資訊教育。又

 目前各校實施資訊課程的依據，僅有35 %-^^學校表示係依照教育部所頒資訊「課程

 標準」辦理，反而右33 09  %的學校表示係依照「學校自訂資訊課程實施計畫」辦理

 ，足見現階段各校欲完全按照教育部所頒課程實施尚右困難，故約有%學校採彈性作

 法，按自訂資訊課程實施計畫辦埋。

 日目前各校所實施之資訊課程與教育部所頒「高工資訊課程及設備標準」之規定實施者

 差異甚大。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目前各校開授之資訊課程中，以「電腦概論」{^^ 7^9 0 7  ^

 為最多，但實施年級則不一定僅在二年級實施(僅佔^5.3   ^ )，倒反在三年級實施

 者比例更多(佔24.9  ^ )，分別在二、三年級一起實施者也不少(佔20 03   ^ )   .

 足見各校在作法上有很大的差異。至訓練期限則大多為一年(兩個學期)「科目種類

 」以視為「專業科目」或「選修科目」者為多，上課大都末採分組。

 凹各校現有資訊師資以校內現職教師轉任為主，而師資培訓則全賴教育部．委託資策會舉

 辦之電腦師資訓練班。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各校現有資訊師資中以現有教師兼任者T^64.4  %較聘有

 專任者佔53.^   %為多，又無論兼任或專任教師，其來源均以校內工科轉任者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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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為數學科。又據現右師資供應狀況顯示僅^8.^  %學校表示不足，而對未來教

 師之需求也僅有^5.8 %學校表示需要補充，足見教育部委託資策會所舉辦之電腦師

 資訓練(申大)班，每年培訓微算機班兩期^60人、電子計算機班甲類兩期320人，

 目前已結訓三期返回各校任教，因是類班次依規定能享受留職留薪之優待，且能登記

 為「資訊科目」之合格教師，故較受歡迎，已右6^ %之學校曾派教師前往受訓，且尚

 有6^ %之學校，人數約33^人計畫前往受訓。不過，目前已登記有「資訊科目」

 合格教師之學校才57校(佔32.2^ )，比例偏低，又私立學校教師較難以留職留薪

 之方式前往受訓C   33^人計畫前往受訓中，私校才^^^ 4人)，均有待解決。

 田各校目前所用教材內容:「電腦概論」多不分科別，而「電腦應用」則多依科別而異

 ，至於其來源，則均以購買現成「教科書」者為多。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資訊課程之教材內容，就「電子計算機(電腦)概論」而

 言，以「不分科別探相同教材」為多，而「電子計算機(電腦)應用」則以「按科別

 分採不同教材」居首。至於教材之來源，無論「概論」或「應用」課程，經調查顯示

 均以購買「教科書」者為多數。

 因各校目前在「資訊課程」教學上根少採用能力本位教學。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在回收樣木中僅^0.2  %的學校表示「全部採用」能力本

 位教學^ Com啤tency o Based   Eduction   )，且各校又表示「曾舉辦能力本位教學之

 資訊課程教學觀摩會」者也不過佔^4.7 %，若再證之各校對「自編教學單元」的採

 用者僅佔^^不到，足見目前各校在資訊課程教學上採行「能力木位教學」者實在有

 限。

 忖各校目前在「資訊課程」上所使用的教學媒體以「投影片」為最普遍，其次為「錄影

 帶」來源以「自製」為主、「購買」為輔。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各校在「資訊課程」的教學上以使用「投影片」者f^^^．6

 %為最普遍，至於其來源，則以「自製」為主。

 囚各校目前能自行研究發展C:A^軟體者很有限，有待政府全面規劃推動。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在回收樣本中表示「已發展完成」或「尚在試驗」CA I

 課程軟體^ Courseware)者合計僅佔23.2 %，足見CA l課程軟體的發展，各校目

 前均尚在摸索階段，有待政府的全面規劃推動。另也希望優先開發「電腦概論」或「

 電腦應用」的C A I課程軟體，以提高資訊普及教育的效果。

 拋各校為配合資訊課程實施，學校的行政配合主要可概分為「任務編組」、及「採行行

 政揩施」爾大獵^前者以「骰憤姦人管蠅鸞腦教蜜」為巖多，後者以「鼓勵教師參加

恥柏巾



 電腦專業進修」、「成立學生電腦研習社團」及「鼓勵教師進行電腦專案研兜」為最

 並^^
 一"

 依據木研究調查發現:學校的行政配合可概分為下列兩大類，茲分述如后:

 1就任務編組而言，各校為配合資訊教育實施，目前較常成立的編組依次為:山專人

 管理電腦教室; (2)學校行政電腦化推動小組; (3^資訊教育推動小組; (4)資訊課程教

 學研討會^ (5)電子計算機中心(或稱資訊中1^ J |^ (6)專人管理謂腦中心，其中公立

 學校對第山、(5) ^ (6)各項，因牽涉到「用人」與「用錢」，末若私立學校方便，故

 目前公立學校常要求增設編制，但教育主管壁位又限於通案之考慮而遲末作決定。

 2就採行行政措施而言，公立學校以鼓勵參加電腦專業進修者最為踴躍，但私立學校

 則常感不能配合學校上課需要而無法派員受訓，甚至要求分區開班並利用寒暑假舉

 行，值得重視。其次各校常採措施依次為:山成立學生電腦研習社圓，(2)鼓勵教師

 進行電腦專案研究，(3)擬訂電腦汰舊換新計畫等較重要，其申私立學校因較方便「

 用錢」，故對「電腦汰舊換新計畫」表現較易採行，但計畫是否執行，則有待評估。

 卅各校實施資訊課秤目前所遭遇的困難前三項，公立學校依序為:山設備購置^ (2)課程

 設計;及(3)媒體製作，而私立學校則為:山設備購置;仞媒體製作;及^3)師資進修。

 依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就全體樣本而言，各校認為困難之順序依次為:山設備購

 置^ (2)媒體製作;(3)課程設計;(4)師資進修;(^)教材編寫^(^)教法採用; 7)行政配合

 等。若單就公立學校而言，其困難之順序依次為: (1)設備購置; (2)課程設計; (3^媒體

 製作; (4)教材編寫;(^)行政配合;(^)師資進修; (7)教法採用等。若單就私立學校而言

 ，其困難之順序依次為:山設備購置; (2)媒體製作; (3)師資進修;(4)課程設計^ (5^教

 材編寫; (6)教法採用; (7)行政配合等。足見公私立學校間對遭遇困難的看法，其差異

 主要存在「師資進修」、「課程設計」及「媒體製作」等三項上，其中尤以「師資進

 修差異最大(公立學校為第六位，私立學校為第三位)。

 二、建議

 □電腦設備方面

 就木研究發現得知，無論公私立高工職校為實施資訊教育所遭遇最大的困難在於

 電腦設備(含主機及磁碟機、印表機等週邊設備)不足，而購買設備需要大量的金錢

 ，經權衡政府的財力負擔、各校的實際需要及公私立學校的公平待遇之考慮，建議政

 府朝下列方式處理:

 1公立輟校逐年由政府編列預銘補助贓圜設俯，補助順序，胭參照教育部於今(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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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年)年四月間所實施之「台灣區高級職校(^科)七十四學年度資訊教育評

 估」之結果，選擇師資充足、教室無缺、學校行政配合良好者優先補助。

 2私立學校因校敏太多，若要由政府全面補助，事實上也有困難，但政府站在推動的

 立場，順應私立學校的普遍希望，建議比照工職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私校購置工場實

 習設備的方式，每年編列專款，供私校申諸，但規定必須具備師資充足、教室無缺

 、且學校行政配合良好到達某一標準者才能申請。

 且無論公私立學校，在執行上，平常部應促請成立資訊教育推動小組，擬訂各校資訊

 教育長期發展計畫，並預先作好電腦設備採購計畫，包括設備名稱、規格、數量及

 採購順序。

 □師資培育方面

 1資訊課程教師之短期培育

 依據本研究發現指出:高工職校資訊師資來源，無論係專任或兼任以校內工科

 教師轉任為最多，其次為數學科，這兩類老師的學經歷背景差異甚多，但前者經過

 資策會教育訓練中心之微算機班受訓六個月回到學校擔任電腦概論課程，後者經過

 資策會教育訓練中心之計算機甲類受訓六個月後回到學校同樣也擔任「電腦概論」

 課程，與資策會原先設計之一計算機甲類培養「電腦概論」師資、微算機班培養「

 電腦應用」師資的課程目標不盡相同，因此造成很多所教與所學內容不符，甚至引

 起無法順利辦理合格教師登記的困擾，故建議教育部應重新檢討該班的訓練功能，

 依據各校的真正需要確定課程目標與受訓資格，並考慮分區舉辦及利用暑假舉辦以

 方便遠地學員就近受訓的可能，也可兼顧提高私立學校派員受訓的意願。

 2，資訊課程教師之長期培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系原為全國唯一培養合格資訊課程師資的場所，但

 目前尚未右畢業生，由於前述資策會教育訓練申心每年將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電腦

 師資訓練320人，計畫期限五年，是否會造成合格教師過剩，甚至影響到資教系正

 規畢業生的分發，目前均應及早規劃，故建議應整體檢討資訊師資的培育方針;分

 別確立長期及短期不同的培育目標，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日課程規劃方面

 依據本研究發現指出:目前高工職校全面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不過52.9  %，且各

 校所開授之資訊課裡如「電腦應用」及「電腦概論」均安排在三年級寶施者為多，與

 教育部所頒之「高工資訊教育課程標準」不盡相符，另比較「高工新修訂課程標準」

 (部將自民國七十五學年度起試行者^之內容，可知僅剩「電腦概論」課程列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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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而已，由於「電腦應用」是否實施影響電腦設備的數量採購甚大，建議政府應及

 早規劃，本研究僅列舉下列數點作為規劃之參考:

 1課程設計

 山電腦概論:依照高工新課程標準實施。

 倒電腦應用:配合工場實習課實施，不另單獨排課，但應在實習項目內涵蓋其內容。

 如此安排既可解決目前各校普遍反應「電腦應用」的教材難找，也可充分發揮

 電腦在專業上應用的功能，並可減少與「電腦概論」重疊使用設備的困擾。

 2教學目標:經本研究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認為教育部目前所頒「高工新修訂課程

 標準」之「電腦概論」的教學目標仍不甚完整，且依據本研究第十六題開放式問卷

 之歸納，也有「請重新明訂課程目標」之建議。

凹教材教法方面

 經本研究發現指出:目前各校無論係「電腦概論」或「電腦應用」所使用之教材

 來源大都以購買「教科書」為多，故很多學校建議應由教育部統籌規劃是類教材的編

 訂，甚至建議應委託學術機構召集課程專家、高工教師及工商企業界人士共同研議，

 經試教後推廣。但木研究經相關文獻探討後認為教材編制應配合教學法的採用而來，

 例如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為推廣商業職校之資訊教育，試辦商業資訊

 □課程，部因採用「能力本位教學」故其教材就採用「自學教學單元」^ Instructio-

 nal    package )方式編寫。又同時，對高中，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也選擇學校正式進行

 「電子計算機概論」之課程實驗，但是項實驗末指定採用「能力本位教學」方式，故

 教材就採用「教科書」方式編寫，而依本研究之發現，無分公私立學校目前「全部採

 用」能力本位教學以實施資訊教育之比例很低(  10.2%)，且各校對採用「自編教

 學單元」教材的比例更低(不到5 % )，故在「能力本位教學」尚未進一步獲證實最

 適合採用於實施資訊教育前，本研究建議採下列方式決定教材教法:

 1指定學校進行教學法實驗，以決定最適合資訊教育課程的教學法。

 2編訂適合該學教法採用之試用教材。

 3．進行教學實驗。

 生評鑑實驗成效。

 5．推廣使用。

回教學媒體方面

 經本研究發現指出:目前各校所使用之教學媒體仍以投映式的視覺媒體一一投影

 片佔多數，其次為錄影帶，但對資訊教育課程而言，因為上課本身就在使用電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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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在媒體的選用上除一般視覺媒體外，更應充分利用電腦輔助教學(   CAI   )以提高

 教學效果，但再據本研究發現指出:目前在高工階段能自行發展課程軟體( Course-

 ware    )者比例很低，因此各校莫不期望由政府統籌規劃，而教育部及有關單位也適

 時頒佈「我國電腦輔助教學推廣計劃」，部將自今(民國七十五年)年七月起實施，

 未來的成效必然可觀，但本研究基於探討高工職校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之需要，謹列舉

 下列數點作為發展CA I軟體之建議:

 1為增進資訊教育課程的教學效果，建議先把高工電腦概論列為CA I課程軟體的優

 先發展科目。

 2應考慮配合幻燈機、投影機、錄影機等視聽器材以發展多元化^^1教學系統，以

 充分發揮CA I的教學功能。

 S教育部應制訂辦法以鼓勵高職工科教師從事「電腦應用」及其右關之課程軟體的專

 題研究。

閃行政配合方面

 經由本研究之發現指出:為配合資訊教育之發展，目前各校在行政配合上，公立

 學校以「編制」問題最為困擾，而私立學校則以「鼓勵進修」最感嚴重，茲分別提出

 建議如下:

 1就「任務編組」而言

山電腦教室之管理人員應納入編制

 就本研究發現指出:各校已設置專人管理電腦教室者已達^03校佔52.8  %

 居半數以上，足見其需要，又為確保該項管理人員能兼任電腦維修工作，應比照

 實習工場之技士、技佐資格任用。

 (2)電腦中心^或稱資訊中心)應視學校規模之大小核准設置

 就本研究統計指出:目前各校已私下成立電腦中心者公立右8校，私立有34

 校，其中私校因「用人」及「用錢」較具彈性，故尚未反應有任何問題;但公立

 學校則普遍建議，希望能增列電腦中心之編制，事實上，電腦申心的設置，關係

 設備、編制、管理諸問題，並非有錢就能解決，故最好以學校之規模並衡量其業

 務需要再決定是否核准其設置。

 (3)學校規模末達設置電腦中心者應准其增設「資訊組」

 該組建議隸屬教務處，以專責全校資訊教室佈置管理，資訊設備採購、保管

 與維修，並負責全校資訊教育的推動等事項。

 2蹴採行行政揩撇而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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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應對私立學校擔任資訊課程師資提供相同待遇的受訓機會，且各校既經名額分配

 ，就應嚴格要求其派員受訓。

 ̂2)應分區舉辦「利用CA^軟體之教學觀摩會」及「資訊課程教學觀摩會」，因是

 類教學或課程在或內均尚屬首創，則有效彼此相互觀摩，才能進步，但據本研究

 之發現顯示，各校自行舉辦上述觀摩會之次數太低，故有分區舉辦的需要，至於

 如何分區，由何校主辦，則有待教育主管單位之統籌規劃。

 三、庸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除依據研究目的提出上述建議外，為使高工資訊教育之發展更趨健全與普及

 ，特冉提出下列問題以作為有心人從事廣續研究之建議:

 □高工適用之資訊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驗研究

 因在高工階段全面實施資訊教育課程，不但在我國係屬創舉，在其他工業化先進

 國家，如美國、日本相同等級學校內也末多見，有關課程的規劃最為重要，雖然教育

 部目前已公佈有「電腦概論」之課程標準，但未聞先經實驗研究，其可行性與適用性

 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求證。

 □高工適用之微電腦教室的規劃與佈置研究

 因微電"腦的普及，使高工的資訊教育課程無疑將以使用微電腦為主要教學設備，

 又由於微電腦的廠牌眾多，性能互異，到底何種機型最適合高工資訊教育課程之需，

 又為考慮課室的管理及教學效果的講求，微電腦教室的規劃與佈置實有待進一步的專

 題研究。

日資訊教育師資的培育問題之研究

 課程、設備與師資為決定教學成敗的最主要因素，尤其因師資的培育非朝夕之成

 功，必要右長期的計畫，故有關資訊教育師資的培育，到底應採用師範院校設置專門

 科系以專責培養，或開放各大專院校電算或資訊科系以共同培養，或利用師範院校設

 置第二部以培養，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評估，此外，目前教育部委託資策會所辦理之

 六個月電腦師資班，其結訓學員之任教情形也有待進一步的迫踝了解。

附註

 註^ :李．國鼎迎接資訊時代的來臨刊載於「資訊與電腦」第六期台北，資訊與

 電腦雜誌社印行民國69年^2月頁3。

 艷^ :蚌臟雛繡社繡麟贊訊工畿策巡會組織體系刊纖於「贅珮懋腦」留懶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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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頓雜誌社出版民國73年^^月頁167 0

 註^ :何宜慈由資策會看我國的資訊工業刊載於「資訊電腦」專輯台北，牛頓

 雜誌社編輯、出版民國行年^^月頁8 ^ g q

 註4 :蔣總統經國先生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廿一日在財經會談中訓示台北，中央

 日報民國69年^2月8日第^4版。

 註5 :同註1。

 註6 :張光世舉辦資訊週活動的意義刊載於「資訊特刊」台北，經濟日報主編

 、出版民國69年^2月頁8。

 註^ :李進寶治本及治標之道一一談資訊人才推廣教育五年計畫刊載於「資訊與

 電腦」第60期台北，資訊與電腦雜誌社印行民國74年6月頁^28 0

 註8 :教育部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台北，正申書局印行民國75

 年2月頁^9^ o

 註9 :工商教育發展中心主編學校名稱、採購指南專輯民國74年4月出版頁

2 ~ 5 0

 註^^ :教育部台^75)電09756號函附件台灣區高級職業學校(^科)七十四學年

 度資訊教育評估表第一部份。

 註^^ :林清山心理與教育統計學(修正版)台北，台灣東華書局出版民國73年

 7月頁^92 0

 1李國鼎等資訊與教育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申心印行民國72

 年8月。

 2牛頓雜誌社編輯「資訊電腦」專輯台北，牛頓雜誌吐出版民國73年^^月。

 己民國69年^2月8日中央日報第^4版。

 止「資訊與電腦」第60期台北，資訊與電腦雜誌社印行民國74年6月。

 乙教育部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台北，正中書局印行民國75年2月。

 6．工商教育發展中心主編學校名稱、採購指南專輯工商教育發展中心出版民國

 74年4月。

 7．林清山心理與教育統計學(修正版)台北，台灣東華書局出版民國73年7月．

 8．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推展高申資訊教育教學實驗報告民國73年7月。

 包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台灣省商業資訊教育實驗報告民國7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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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葉學志等台灣省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類科實施電腦教學課程設計之研究台灣

 省政府教育廳委託國立台灣教育學院研究民國73年7月。

 11．大安高工編印資訊教育研究發展專輯(第一集)民國73年12月。

 12．郭秋勳我國科技教育資訊教學傳播模式研究台中，昇朝出版社出版民國74

 年^2月初版。

 盯蔡淑娥高中生的電腦態度、電腦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4年6月。

14. Chen    J.W.    Determing   Competencies    in    Computer    Technology    for

Secondary   Schoo1    Teacher    in   Taiwan.      A   final    RePOrt    Of    a   Grant

Perform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ROC   &   the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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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資訊教育課程及設備

 二目標:

 1使學生了解電腦在工業上的應用及資訊與社會之關係。

 2使學生了解熟練一種高階語言。

 a使學生能正確使用電腦基本設備。

 4．培養學生科學處事的態度及應具有之職業道德。

 5，對電子修護科學生，培養其對介面電路之了解及應用，及電腦之初級修護能力。

 二時間分配:

 1計算機概論:第二學年上下學期，每週兩小時，含實習。

 2計算機應用:第三學年上下學期，每週兩小時，含實習。

 3．介面電路及其應用:電子修護科，第三學年上下學期，每週三小時，含實習。

 弓教材內容要點:

 1計算機概論:

 山資訊與社會，資訊與工業。

 (2)電腦基本構造與功能。

 仞電腦軟體之功能，及套用程式之觀念。

 (4) BA^^^ (或FORTRAN )語言及基本程式之撰寫。

 (5)微電腦之使用。

 2計算機應用。

 山電腦在工業方面的應用實例。

 (2)介面電路基本概念。

 (3^簡易科技相關電腦程式之設計。

 付工業用電腦套用程式之應用。

 木課程可視各校實際情況，可以獨立課程上課，但最後以容納在各專業課程中實施

 為宜。

 3．介面電路及其應用(電子修護科) :

 山介面電路原理。

 (2)基本組合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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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介面電路應用實例。

 (4)介面電路之使用。

 四設備:

 1各校依學生班數設電腦教室1至2間C   15班以下為一間)。

 2每教室設微電腦2 5 ~ 30部。

 a每部微電腦具CRT及軟性磁碟機各一。

 生每^ ~ 6部微電腦共用印字機^^部。

 5需有磁碟式作業系統。

 6．需附有可供與外面實驗儀器設備插接之介面。

 A經費許可下，可加設教學性網路。

 8．電子修護科另加設介面電路實驗設備，可用簡易型實驗用微電腦學習機，25 ~ 30

 部，部份實驗亦可用前列之微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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