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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編輯設計與教師使用 
隨著國內數位學習相關計畫的推展以及電子教科書的普及化，越來越多學者

專家、教育現場人員關注電子書的教學應用。分析國內相關研究（陳偉慈，2011；

吳志鴻，2011；周良姿，2012）發現，大部分教師對於電子教科書的功能都有高

度認同，也能夠適應，並運用其多樣性的功能於教學中，但似乎並非全部的電子

教科書功能都被教師們所使用，而是偏愛某幾項特定功能。雖然大部分教師同意

電子教科書的功能簡易操作，且可以廣泛被應用在教學的任何時機，但為何只有

少數特定功能被運用於教學中呢？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瞭解：國內主要教科書

出版社針對電子書工具功能使用上的編輯設計考量為何？目前國內電子教科書的

各項工具功能的特性為何？以及從教師教學角度，探究各項工具功能融入於各種

教學方法中的適用性與限制為何？基於上述，本子計畫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壹、探討不同教學方法中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之情形為何？ 

原因為何？ 

貳、教師對於基本工具功能運用於不同教學方法中之適用性評估為何？ 

有何建議？ 

 

針對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除進行文獻探討、文件分析之外，並採焦點座談、

內容分析和意見調查三種方法蒐集資料。本研究於 2012 年 7月至 10月期間邀請

翰林、南一與康軒三大出版社編輯相關人員進行五次焦點座談，瞭解各版本的編

輯與設計理念、依據以及內容，同時，研究者採用定量分析的方式分析國內三大

教科書出版社（康軒、翰林、南一）的電子教科書內容並加以統計，並以質性方

式，探討各出版社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的特性。接著統整分析上述研究資料，

據此編制「電子教科書功能使用意見調查表」，並於 2012 年 11 月、12 月，針對

電子教科書教學經驗豐富的國小教師進行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適用性評估意

見調查，受訪對象包含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以及宜蘭縣等北區等 30位國小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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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子教科書之基本工具功能特性分析 

以下就國內教科書三大廠商（康軒、翰林、南一）出版的國語科電子教科書為

例，將其主要相同工具功能作一分析整理如表 4-1，特殊差異性太大的工具或已含

教學過程的工具，則不列入本表內： 

表 4-1 不同版本電子教科書工具功能一覽表 

 翰林（教學電子書） 康軒（數位電子書） 南一（數位教學館） 

主 

 

要 

 

相 

 

同 

 

工 

 

具 

 

功 

 

能 

 

＊（×） ＊目次 ＊回到目次 
＊橡皮擦 ＊橡皮擦 ＊（×） 
＊全部刪除 ＊刪除 ＊全部刪除/部分刪除 
＊上一頁/下一頁/ 
輸入頁數 

＊上一頁/下一頁/ 
輸入頁碼 

＊上一頁/下一頁/ 
頁數選擇 

＊裁切 ＊剪刀手 ＊（×） 
＊便利貼 ＊便利貼 ＊直式\橫式便利貼 
＊書籤 ＊書籤 ＊（×） 
＊畫筆/自訂顏色/ 
螢光筆 

＊畫筆/螢光筆  ＊畫筆工具/螢光筆  
/填入色彩 

＊插入文字 ＊插入文字 ＊插入文字 
＊白板 ＊白板 ＊白板 
＊挑人小程式 ＊選號器 ＊選號器 
＊動態擷取 ＊課程錄製 ＊錄音錄影 
＊實物投影 ＊實物投影 ＊（×） 
＊計時器/碼表 ＊倒數計時 ＊計時器/馬表 
＊無敵教師 ＊電子班長 ＊音效庫 
＊搜尋引擎 ＊網站搜尋 ＊網站搜尋 
＊連結 ＊連結檔案 ＊連結檔案 
＊局部放大/四格放
大/放大與縮小 

＊區域放大/四格放大 
/放大與縮小 

＊區間放大/全螢幕/四格
放大/放大與縮小 

＊遮罩 ＊遮罩貼紙 ＊遮罩 
＊（×） ＊聚光燈 ＊螢幕工具 

註：橫排表示相同功能，×表示無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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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三大出版社編輯專業人員的訪談以及小學教師的訪談資料中發現，電子教

科重要的工具功能的內容如下： 

1. 裁切/剪刀手：點選後，教師可依需要框選畫面上之任何區域，成為一張

圖片，並可以利用剪貼簿加以編輯，成為教材。 

2. 便利貼：教師可以在此功能中填寫或記錄課堂重點，文字可以設定字型、

字級、顏色、粗細、斜體、底線等，便利貼也可以自由移動和改變大小。

另外，教師可設定不同顏色的便利貼，方便提醒自己。 

3. 畫筆/螢光筆/自訂顏色：教師可已透過畫筆和螢光筆，選擇線段的類型、

粗細及顏色，在畫面上書寫或畫記，將教學內容的重點標示出來。 

4. 插入文字：教師可以利用此功能來輸入橫式或直式文字及標籤名稱，文字

可以設定字型、字級、顏色、粗細、斜體、底線等，也可以自由移動，作

為教學補充重點。 

5. 白板：教師開啟白板，可以做草稿紙、課堂練習本或是編寫上課內容重點，

並可點新增多個白板，或自訂白板顏色。 

6. 挑人小程式/選號器：利用此項功能隨機選號，教師可隨機分組或是挑選

學生回答問題。另外，教師也可自行編輯學生的圖片與修改姓名，除可增

添教學的樂趣外，更可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7. 動態擷取/課程錄製/錄音錄影：啟動此功能，可協助教師將上課的過程即

時錄下，教師可自行設定錄製範圍、畫面品質和播放速度等，並轉換成影

片檔案。這不但有助教師檢視自己的教學歷程，也可以作為學生補救教學

的工具。 

8. 實物投影：點選後，會自動連接開啟的攝影機，讓教師達到實物投影機的

教學效果。 

9. 計時器/碼表/倒數計時：點選後，出現倒數計時器功能，教師可設定學生

作答時間，能更能容易的掌控上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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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敵教師/電子班長/音效庫：點選後，會出現各種輔助音效，包含「答對、

答錯、鼓掌、注意、頒獎、笑聲、警鈴、動腦、下課、上課」等，可以為

教師和學生創造出生動有趣的課堂氣氛。 

11. 搜尋引擎/網站搜尋：教師可經由其他線上資源，如 Google、Youtube、土

豆網、聯合新聞網，獲得各式各樣教學相關資源，獲得完善的輔助資源。 

12. 連結/連結檔案：教師可以在畫面的任意位置插入連結檔案，連結的檔案

可以是音樂、文件、影片或插入 IE 瀏覽器中我的最愛網路連結，補充課

程的內容的。 

13. 局部放大/四格放大/放大與縮小：此功能可以協助教師將電子教科書的內

容，藉由局部放大、四格放大、放大與縮小的功能，能讓學生快速地捉住

老師說明的位置，學生也可以清楚地注視到畫面上的每一個角落，提昇學

習注意力。 

14. 遮罩/遮罩貼紙：此功能可快速遮蔽課文中的關鍵概念，讓學生的目光聚

焦在強調的重點，待教師請學生回答後再揭示答案，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

評量。 

15. 聚光燈/螢幕工具：此功能點選後，會產生聚光焦點，包含多樣化的聚焦

造型，亦可自行繪製形狀、範圍及大小，並可以移動縮放，協助教師聚焦

教學的重點內容，讓學生將注意力集中於此處。 

研究者針對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的編輯設計進行分析發現，國內三大教

科書出版業者所設計的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大同小異，可歸納為三大功能：

「編輯工具」、「輔助工具」、及「移動控制工具」。三大功能各個項目的內容在操

作上差異性不大，教師使用過某出版社的電子教科書後，對其他的電子教科書工

具功能在操作上也能很快上手。不同版本電子教科書三大工具功能對應表，請參

見整理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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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不同版本電子教科書三大工具功能對應表（×表示無此功能） 

 
翰林 

（教學電子書） 
康軒 

（數位電子書） 
南一 

（數位教學館） 

編 

輯 

工 

具 

 

＊裁切 ＊剪刀手 ＊（×） 

＊便利貼 ＊便利貼 ＊直式/橫式便利貼 

＊書籤 ＊書籤 ＊（×） 

＊畫筆/自訂顏色/ 
螢光筆/橡皮擦 

＊畫筆/螢光筆/橡皮擦 ＊畫筆工具/螢光筆/ 
填入色彩 

＊插入文字 ＊插入文字 ＊插入文字 

輔 

助 

工 

具 

＊白板 ＊白板 ＊白板 

＊挑人小程式 ＊選號器 ＊選號器 

＊動態擷取 ＊課程錄製 ＊錄音錄影 

＊實物投影 ＊實物投影 ＊（×） 

＊計時器/碼表 ＊倒數計時 ＊計時器/碼表 

＊無敵教師 ＊電子班長 ＊音效庫 

＊搜尋引擎 ＊網站搜尋 ＊網站搜尋 

＊連結 ＊連結檔案 ＊連結檔案 

移 

動 

控 

制 

＊局部放大/四格放大/
放大與縮小 

＊區域放大/四格放大/
放大與縮小 

＊區間放大/全螢幕/ 
四格放大 / 放大與縮小 

＊遮罩 ＊遮罩貼紙 ＊遮罩 

＊（×） ＊聚光燈 ＊螢幕工具 

 

 

貳、電子教科書之基本工具功能，在教學上的適用性與限制性 

下列結果與討論乃根據教師意見問卷調查與電話訪談所得之資料，進行分析教

師運用電子教科書於不同教學方法與教學歷程－「引起動機、講述教學、問題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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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練習與作業指導、小組教學」之各項基本工具功能適用性與限制性。意見調查

內容包括電子教科書中五項編輯工具、八項輔助工具以及兩項移動控制工具，受訪

教師依據自己的專業判斷選擇項目評估各項工具功能在教學上的適用性與限制

性。因此，下列各工具填答總人數，並非齊一。以下依序說明「編輯工具、輔助工

具和移動控制工具」之研究結果。 

一、電子教科書「編輯工具」方面 

（一） 裁切／剪刀手 

根據訪談與意見填答資料進行分析，教師在不同教學活動時使用「裁切／剪刀

手」經驗以及適用性結果顯示如表 4-3。整體而言，有超過六成教師認為「裁切／

剪刀手」工具在「發問與討論」時最容易使用；而在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有八

成以上之教師也認同此工具在「講述教學、發問與討論」的適用性，且近七成左右

教師認同「裁切／剪刀手」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 

表 4-3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裁切／剪刀手」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二） 便利貼 

表 4-4呈現教師在不同教學歷程時使用「便利貼」經驗，以及適用性統計結果。

整體而言，「便利貼」工具在各教學階段都甚少使用，但經過評估後，卻有近九成

以上的教師卻認為在「講述教學、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及小組活動」中適用性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33%   67%  67%  33% 
講述教學   52%   48%  81%  19% 
發問與討論   63%   37%  79%  21% 
練習與作業   37%   63%  89%  11% 
小組合作   28%   72%  67%  33% 



60 

 

卻很高，有近七成教師同意適用於「引起動機」。 

表 4-4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便利貼」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三） 書籤 

教師使用「書籤」經驗以及適用性意見結果參見表 4-5。整體而言，「書籤」

功能在各教學階段的使用率都偏低，甚至有近八成教師未曾在「引起動機」策略中

使用此工具。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顯示，超過五成以上教師認為「書籤」功能適

用於各階段教學歷程，特別是「講述教學」為最適用。 

表 4-5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書籤」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四） 畫筆 

根據訪談與意見填答資料進行分析，教師在不同教學活動時使用「畫筆」經驗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21%   79%  68%  32% 
講述教學   37%   63%  89%  11% 
發問與討論   43%   57%  89%  11% 
練習與作業   36%   64%  89%  11% 
小組合作   28%   72%  90%  10%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17%   83%  67%  33% 
講述教學   33%   67%  76%  24% 
發問與討論   44%   56%  56%  44% 
練習與作業   37%   63%  68%  32% 
小組合作   28%   72%  5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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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適用性結果如統計表 4-6所示。整體而言，有九成以上教師曾使用「畫筆」工

具於「講述教學」方法中、八成左右於「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四成於「小

組合作、引起動機」。而在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畫筆功能」在「講述教學、

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中的適用性都超過九成、「小組合作、引起動機」則有

近七成。顯見，大部分教師認同「畫筆」功能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 

表 4-6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畫筆」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五） 插入文字 

教師使用「插入文字」經驗，以及「插入文字」在不同教學活動的適用性意見，

如表 4-7所示。整體而言，「插入文字」於各種教學活動中的使用性偏低，不到三

成。而在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有近八成左右教師雖認同「插入文字」適用於「講

述教學、發問與討論」教學歷程。故顯見，大部分教師較少使用「插入文字」功能。 

表 4-7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插入文字」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41%   59%  66%  34% 
講述教學   93%   7%  96%  4% 
發問與討論   76%   24%  90%  10% 
練習與作業   76%   24%  97%  3% 
小組合作   44%   56%  70%  30%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21%   79%  50%  50% 
講述教學   32%   68%  82%  18% 
發問與討論   28%   72%  79%  21% 
練習與作業   32%   68%  71%  29% 
小組合作   19%   81%  5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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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教師對於電子教科書編輯工具在教學上的意見，研究結果歸納如下列重

點： 

1. 在各教學歷程中，電子教科書「編輯工具」使用性高、適用性高的項目，依序

「畫筆→裁切／剪刀手」；在各教學歷程中，使用性低、適用性高的項目，依

序「便利貼→插入文字」；在各教學歷程中，使用性低、適用性低的項目，「書

籤」。 

2. 教師最常使用「裁切／剪刀手」工具於「講述教學、發問與討論」策略中。例

如在講述課本重點的圖片或文句時，使用「裁切／剪刀手」功能，可讓學生注

意力聚焦在學習重點之處；教師也可利用裁切功能將發問與討論之內容範圍聚

焦，或裁切特定圖片或文字，作為提問與討論的主題。 

3. 「便利貼」工具在各教學階段都甚少使用，卻有七成以上的教師卻認為它在所

有教學方法中適用性高。例如在引起動機，教師可就師生需事前準備的東西以

「便利貼」做備忘提醒；講述教學，教師可以利用「便利貼」工具記錄講述重

點或擷取段落大意教學；發問與討論，可將討論的重點利用「便利貼」功能打

字存檔；練習與作業，可記載學生容易犯的錯誤，作為提醒；小組活動，可將

不同小組的成果或任務以「便利貼」輸入，呈現不同組成果。 

4. 有半數以上教師不曾使用電子教科書編輯工具的「便利貼」、「插入文字」、

「書籤」於各教學歷程中。例如在引起動機的部分，因為時間較短，教學上會

偏向動態活動或講述，較不適用「便利貼」比較少用文字加以敘述，「插入文

字」功能較不需要；使用「插入文字」後，畫面無法縮小（跳回），妨礙其他

內容部份的講述；「書籤」功能難以引起動機，除非課文某頁剛好能引起動機，

才會使用。 

5. 根據結果，大部分教師同意電子教科書的「編輯工具」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 

6. 「畫筆」功能可畫出課文重點，引起學生注意，是教師最常用的功能，如畫筆

／自訂顏色／橡皮擦／直線／折線／螢光筆等工具，皆可用於各種教學策略。

例如在概覽課文引起動機時用來時，用「畫筆功能」在課文圖片中圈圈看，引

發學生的興趣，或講述教學時，用「畫筆功能」刪減課文，擷取重點，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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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清楚，以及小組教學時，可用不同顏色或不同的畫筆形式不同組別的發表

大意，讓孩子比較小組間想法的異同等等。 

7. 「便利貼」、「書籤」和「裁切」功能可除了引起動機教學中較不適用之外，

運用在其他教學策略皆很適宜，但許多老師並不熟悉上述功能，因此使用頻率

不高。例如講解教學中，可運用此功能隨時進行補充說明，或解學生疑問、給

予貼心小叮嚀等。提問和討論教學中可預先貼好老師設計的問題，或學生討論

後的歸納，使用時能與課本圖文同時呈現。或者是作業指導時國語易錯字，形

音義相近字，可以此功能提醒，抑或是小組發表時小組以不同顏色之「便利貼」

呈現其內容。或者老師可配合講解的內容和方式，運用「書籤」進行補充說明，

並在不同段落的課文間跳躍，或在提問和討論教學過程時在問題和課文之間來

回切換使用，甚為方便。裁切功能可擷取課文中特定內容，在說明或討論中呈

現課文中的答案。 

8. 「插入文字」功能雖然在講述教學和作業指導上很適用，但目前此功能的設計

則不如「便利貼」方便，老師甚少使用。 

 

二、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方面 

（一） 白板 

根據訪談與意見填答資料進行分析，教師使用「白板」經驗以及適用性結果

如表 4-8所示。整體而言，「白板」功能在各教學活動過程中的使用率都偏低。雖

然使用率低，但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顯示，有七成以上教師認為「白板」功能在

「講述教學、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小組合作」適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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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白板」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二） 選號器 

表 4-9呈現教師在不同教學歷程時使用「選號器」經驗，以及適用性統計結果。

整體而言，有近六成教師曾使用「選號器」功能於教學各階段歷程。而在經過仔細

操作與評估後，教師認為「選號器」功能在「引起動機、發問與討論、小組合作」

的適用性很高，達九成以上。顯見，「選號器」功能適用於其教學歷程。 

表 4-9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選號器」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三） 錄音錄影 

根據資料分析，教師使用「錄音錄影」經驗以及適用性意見如表 4-10。整體而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28%   72%  48%  52% 
講述教學   39%   61%  79%  21% 
發問與討論   45%   55%  83%  17% 
練習與作業   36%   64%  82%  18% 
小組合作   31%   69%  73%  27%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55%   45%  90%  10% 
講述教學   55%   45%  66%  34% 
發問與討論   75%   25%  93%  7% 
練習與作業   59%   41%  86%  14% 
小組合作   57%   43%  9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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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錄音錄影」工具在各教學階段使用率極少用，不到兩成，而在「練習與作業」

活動中的使用率是零。但經過評估後，卻有六成以上的教師認為在「引起動機、練

習與作業」中適用性卻很高，有近七成教師同意適用於「講述教學」。 

表 4-10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錄影錄音」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四） 實物投影 

表 4-11 為教師在進行各種教學活動時，使用「實物投影」經驗以及適用性評

估結果。整體而言，「實物投影」功能在各教學階段使用率極少用，不到兩成。但

經過使用評估後，卻有七成以上的教師認為在「引起動機、講述教學、小組合作」

中適用性卻很高，五成以上認為不適用於「練習與作業」。顯見，教師認為除了在

「練習與作業」的使用性和適用性皆低外，「實物投影」功能適用於所有歷程。 

表 4-11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實物投影」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14%   86%  62%  38% 
講述教學   11%   89%  74%  26% 
發問與討論   7%   93%  43%  57% 
練習與作業   0%   100%  61%  39% 
小組合作   4%   96%  48%  52%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15%   85%  70%  30% 
講述教學   21%   79%  79%  21% 
發問與討論   6%   94%  53%  47% 
練習與作業   11%   89%  47%  53% 
小組合作   21%   79%  7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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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時器 

根據教師填答的資料進行分析，統計使用「計時器」經驗以及適用性結果如表

4-12。整體而言，有六成以上教師認為「計時器」工具在「發問與討論、小組合作」

時最容易使用；而在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有八成左右之教師也認同此工具在「發

問與討論、小組合作」的適用性，同時，也有近六成以上之教師認為「計時器」工

具不適用於「講述教學」活動歷程。 

表 4-12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計時器」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六） 效果聲音 

根據訪談與意見填答資料進行分析，教師在不同教學歷程時使用「效果聲音」

經驗以及適用性結果如表 4-13 所示。整體而言，「效果聲音」功能在各教學階段

使用率不高，只有在「講述教學」達六成。但經過使用評估後，大部分教師認為「效

果聲音」功能於教學各階段適用性高，有九成七以上認為最適用於「小組合作」。

顯見，「效果聲音」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特別是「小組合作」活動中。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39%   61%  64%  36% 
講述教學   21%   79%  36%  64% 
發問與討論   64%   36%  79%  21% 
練習與作業   46%   54%  71%  29% 
小組合作   59%   41%  9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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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效果聲音」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七） 搜尋引擎 

教師使用「搜尋引擎」經驗以及適用性結果如表 4-14 所示。整體而言，「搜

尋引擎」功能在各教學階段使用率不高，不到四成。但經過評估後，大部分教師認

同「搜尋引擎」功能於教學各階段適用性高。顯見，「搜尋引擎」適用於所有教學

歷程。 

表 4-14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搜尋引擎」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45%   55%  79%  21% 
講述教學   39%   61%  71%  29% 
發問與討論   64%   36%  89%  11% 
練習與作業   46%   54%  71%  29% 
小組合作   48%   52%  97%  3%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44%   56%  78%  22% 
講述教學   39%   61%  79%  21% 
發問與討論   35%   65%  77%  23% 
練習與作業   32%   68%  72%  28% 
小組合作   31%   69%  7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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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連結 

根據訪談與意見填答資料進行分析，教師在不同教學歷程時使用「連結」經驗

以及適用性結果如表 4-15 所示。整體而言，「連結」功能在各教學階段使用率不

高。經過評估後，認同「連結」功能適用於教學各階段的教師有八成左右，適用性

高。顯見，「連結」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 

表 4-15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連結」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根據教師訪談意見顯示，目前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在教學上的運用性，可歸納

以下重點： 

1. 在各教學歷程中，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中使用性高，且適用性高的項目是，「選

號器」。例如在引起動機，能一開始抓住小朋友的注意力，或是引起學生注意

自己是否被選到要回答問題；講述教學，可增加緊張感與趣味，並符合小朋友

希望公平的期待，小朋友也可以操作；發問與討論，不常舉手發表的小朋友也

無從逃避，可以鼓勵他勇於發表；練習與作業，可隨機挑人上台做練習，可引

起興趣、增加專注力、課堂樂趣；小組活動，可減少分組時的人際關係壓力，

分組快速也少紛爭。 

2. 在各教學歷程中，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使用性低，但適用性高的項目，依序「連

結→效果聲音→搜尋引擎→白板→實物投影→錄音錄影」。顯見，教師對於電

子教科書「輔助工具」於教學歷程中適用性有正面認同。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48%   52%  76%  24% 
講述教學   41%   59%  81%  19% 
發問與討論   26%   74%  81%  19% 
練習與作業   19%   81%  85%  15% 
小組合作   11%   89%  8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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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各教學歷程中，大部份教師認為在八項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中「連結」的適

用性為最高。例如在引起動機，老師備課時事先將網路上的影片或線上資源建

立連結，以便課堂使用；講述教學，在講述教學時可將事先將準備好的資料或

影片做連結；發問與討論，教師可連結預先製作的檔案 PPT，輔助說明討論議

題；練習與作業，將學習單或作業表格以連結說明後，學生可以進行練習；小

組活動，可以連結各小組事先準備好的檔案以方便報告和討論。 

4. 有半數以上教師不曾使用過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中的「白板」、「錄音錄影」、

「實物投影」、「搜尋引擎」於各教學歷程中。 

5. 有半數以上教師認為八項電子教科書輔助工具中，只有「效果聲音」、「搜

尋引擎」及「連結」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 

6. 根據結果，大部分教師不認同意電子教科書的輔助工具，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 

7. 「聲音效果」、「選號器」和在各種的教學策略中皆很實用，老師常用，學生

也很喜歡老師上課時使用這些功能。聲音效果尤其在教學過程中的討論和發表

時很好用。選號器則可隨時點選學生發表或作答，既公平又有趣，學生很喜歡。 

8. 「計時器」功能的運用可以提升老師對於教學時間的掌握，特別適合用於發問

與討論、作業指導和小組教學，部份教師常用。 

9. 「連結」、「白板」和「搜尋引擎」功能雖實用，但目前老師較少使用。連結功

能可以隨時在畫面上切換老師準備好的資料檔案，也適用於各種教學策略中，

但由於老師們不太熟悉此功能和操作，因此很少使用。白板雖可立即補充資料

或示範學生不會的字，但由於目前電子教科書在白板的設計上不如便利貼使用

方便，因此老師會以便利貼取代之。「搜尋引擎」此功能與電腦本身功能重複，

因此一般而言教師甚少使用電子教科書中搜尋功能。 

10. 「實物投影」、「錄音錄影」較不適用於小學教學，老師甚少使用。前者需要

教室中有適當的配備方能順利操作，且投影效果不甚佳，在小學的教學實體物

呈現優於投影，因此此功能不適用。後者功能在於錄製教學流程中電腦操作畫

面，可做為小學教師自我教學檢核時檢視自己教學的情形，而非小學課堂中教

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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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教科書「移動控制」工具方面 

（一） 縮小／放大 

不同教學歷程中，教師使用「縮小／放大」功能以及適用性結果如表 4-16 所

示。整體而言，大部分教師曾使用「縮小/放大」功能於各階段教學歷程，有八成

以上用於「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而在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縮小／放

大」功能適用性皆高，超過九成於「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可見，大部分教

師認同「縮小／放大」功能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特別是「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

業」。 

表 4-16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縮小／放大」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二） 遮罩／聚光燈 

統計教師意見調查資料，教師使用「遮罩／聚光燈」功能以及適用性結果如表

4-17所示。整體而言，五成以上教師曾使用「遮罩／聚光燈」功能於各階段教學歷

程，其中有高達九成以上用於「講述教學」。而在經過仔細操作與評估後，「遮罩

／聚光燈」功能適用性高，也超過九成於「講述教學」。可見，大部分教師認同「遮

罩／聚光燈」功能適用於所有教學歷程，特別是「講述教學」。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72%   28%  72%  28% 
講述教學   50%   50%  88%  12% 
發問與討論   82%   18%  96%  4% 
練習與作業   83%   17%  97%  3% 
小組合作   52%   48%  6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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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教師在不同教學方法下使用「遮罩／聚光燈」的使用率及適用性之情形 

 

 

 

 

 

根據教師訪談意見顯示，目前電子教科書移動控制工具在教學上的運用可歸納

如下： 

1. 「縮小／放大」功能於各階段教學歷程，使用性高、適用性也高。例如在引起

動機，圖片放大，馬上可以抓住小朋友的注意力，作為教師發問的引導；講述

教學，現今學生視力普遍不佳，局部放大或四格放大功能，可讓後排學生也能

看得清楚，能凸顯授課主題，提高學生注意力；發問與討論，利用局部放大功

能，將討論題目凸顯出來；練習與作業，用放大來講解習作內容，小朋友很快

能掌握教師的指導要點、學生容易聚焦與注意；小組活動，可以增加小朋友的

信心，不會低著頭看書面資料，而且放大所需要的題目，孩子比較不會分心。 

2. 「遮罩／聚光燈」功能特別適用於「講述教學」歷程。例如在用聚光燈聚焦於

講述重點或課文某段落，可協助學生更專注；若是呈現教學重點或尋找關鍵字

時，為了強調重點與製造教學氣氛可使用遮罩功能，容易引發學生的好奇心、

增加揭開謎底的教學趣味性。 

3. 「聚光燈」使學生將視覺焦點聚集，在各種教學策略中皆可適用，引起動機與

講述教學的使用上很便利。 

4. 「遮罩」功能適用於讓孩子進行思考時的教學策略，如引起動機、發問與討論、

練習與作業指導和小組教學等教學策略上，老師可運用遮罩將部份內容或重點

遮住。 

教學方法 
 使用情形 適用性評估 
  使用過  未使用 適用 不適用 

引起動機   39%   61%  75%  25% 
講述教學   96%   4%  96%  4% 
發問與討論   64%   36%  86%  14% 
練習與作業   31%   69%  69%  31% 
小組合作   24%   76%  5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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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大／縮小」功能，特別適用於引起動機、發問與討論、練習與作業指導等

教學策略上，例如討論某句話的含意或修辭或字形、難字或造句的示範與解

釋、數學題目的解說等。 

6. 熟悉「聚光燈」、「遮罩」和「放大／縮小」功能的老師會常使用，但許多教

師不熟悉，因此目前使用頻率不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