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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我國政策之策略與推廣機制現況方面 

（一）中央層級之策略與推廣 

中央層級的教育部政策計畫方向是：鼓勵學校「自行發展教材」或「善用既

有的公用教材」；而其未來策略目標，是逐漸擴大實驗參與、發展雲端教材，以及

產官學跨界合作。 
 

（二）地方層級策略與推廣之現況 

地方政府教育局方面，其大多鼓勵官學合作，取得硬體與技術支援；運用辦

理資訊研習的方式，提升教師自製數位教材與應用數位內容能力；在未來策略目

標上，已有臺南市期望以「雲端」整合臺南市各校資源，共享自編教材的理想。 
 

（三）學校層級策略與推廣之現況 

學校層級在推動方面，現行電子教科書的使用問題在於：內容取得不易，且

內容設計偏屬「教師教學用」；而行動載具學習內容的使用，大都透過上網取得網

際網路的資源、或是學校師生共同自編教材；在學用設備與資訊環境的建置方面，

載具多由廠商提供，有少數由學習者自備。 
 

（四）研究機構策略與推廣之現況 

許多電子書包之試辦是由大學研究單位與中小學合作，由研究機構提供相關

數位學習內容，於學校進行實驗計畫，將其「自行研發」內容實際應用於課堂之

中，而其重點即在於「數位學習模式」的改變與轉化。總之，諸此種種，由研發

機構扮演教育創新的火車頭，帶領學校各學習領域教學更新發展，此乃重要的電

子教科書發展合作之策略與推展模式。 

 

貳、建議 
一、在電子教科書產業趨勢方面 

（一）電子教科書的形式定義應放寬，以符應實況並因應師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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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課程綱要、紙本教科書審定辦法中，對於教科書的編輯形式、送審的方

式均有詳細規定，以至於我國的中小學教科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相當齊一化，不

僅造成法規上教科書的定義狹隘，也不符合多元學習的需求。其實在資訊社會中，

不論內容形式可以成為學習素材者眾，狹隘的教科書定義只是便宜行事的結果，

無法反應教學實際的狀況。因此，未來相關法令對於電子教科書的規範應放寬，

以反應資訊社會與教學現場實況。 

 

（二）智慧財產權應有統一的方式解決，原件儲存格式應盡速訂定，以促進數位

內容產業發展 

業者數位學習媒材原件的授權範圍，已有因應新時代需求之作法，但過去累

積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問題，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基於教科書屬於公共財的特性、

提升教育競爭力，以及扶助數位學習內容產業發展等需要，協調相關機構並參考

鄰近韓國之做法，尋求適切的解決方式。至於中文數位原件儲存格式的規範也應

盡速訂定，以促進數位原件的保存、成品的流通，以及產業的發展。 

 

（三）計價模式應兼顧消費者和業者需求，並協助開拓華人和華語市場 

雖然教育的消費市場廣大，我國的人口與世界相較仍屬寡國，任何產業僅靠

國內單一市場很難生存，在消費者的負擔和業者的成本間，更難取平衡點。但電

子教科書的採用已經是世界時勢所趨，對於未來教育的發展至為重要，如何協調

出合理的計價模式需要審慎思考。此外，華人和華語市場的開拓或許可以幫助業

者獲取較多的利潤，降低國內消費者的負擔，如何適切的給予業者輔導，也值得

政府努力。 

 

（四）教育雲內容的建置和載具的規範，必須一併進行考量 

雲端的運作已經是資訊科技發展的主要型態，為了解決教學和學習上的需

要，建置教育雲乃必要之做法，但教育雲上的功能，如何配合未來電子教科書使

用後的師生需求，必須要有前瞻性的規劃。此外，載具和電子教科書的內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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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需求，甚至價格等都有密切的關係，未來是否要和商業用機進行區隔，或

者基本的規格和配備（如書寫筆）、功能等也需要審慎考量。 

 

（五）審查認證機制的訂定與新型教學模式的開發，需要進行研究 

教師和業者對於電子教科書的審查認證均有高度需求，也惟有透過認證方能

讓電子教科書可以在教室中合法運用。但審查認證的制度，如何因應目前多元化

的發展型態、發揮品質把關並協助研發的功能，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實應有前瞻性

的規劃。另外，新形態的電子教科書必須搭配新的教學模式，新教學模式的研發

也需要學界和教師共同努力。 

 

二、在電子教科書編輯設計與教師使用方面 

（一）多辦研習讓教師對於電子教科書工具操作與教學法結合 

電子教科書的工具可分為「編輯工具」、「輔助工具」、「移動控制工具」

三類，教師使用的工具較為集中在本已熟悉的項目，應利用研習或教師社群，讓

教師能結合適當的教學法於更多的工具中。 

 

（二）國內各家電子教科書在各項工具功能仍有改善空間 

如編輯工具方面增加「便利貼」更多字形選擇功能；畫筆工具則應提供滑鼠

操作之外的寫字功能，以免因滑鼠操作因素影響文字書寫的工整性；提升「文字

插入」操作便利性，例如儲存、任意縮小、放大等功能。輔助工具方面雖很豐富，

但也因而顯得多而雜，建議可刪除部分重複性功能和不適用的工具，例如網站搜

尋、實物投影、動態擷取等，使得工具列更清晰和具可親近性。此外，應加強部

分工具的功能設計，例如在「白板」的編輯文字上，圖片等功能應更強更方便些，

才能提升實用性；在音效方面，目前都是一些引起注意和活潑的聲響效果，建議

可增加讓學生靜下心來的音樂或口訣。 

由於國內市場小，出版業者生存不易，無法有效進行教科書編輯基礎研究，

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鼓勵業者與大學相關科系進行產學合作，以提升編輯設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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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三）各家出版社設計編輯水平不一，各有優勢和缺點，仍需把關 

綜觀目前國內三大出版社電子教科書各項工具，整體而言功能設計完備，適

用於各種教學策略，但各家出版社設計水平不一，各有優勢和缺點。為確實掌握

國內電子教科書的現況與發展，建議教育部門鼓勵學界持續進行電子教科書發展

的相關研究，以提供相關部門和教師教學之參考。 

 

三、在電子教科書策略與推廣機制方面 

（一）各層級政策規劃應更具有一貫性與銜接性 

研究結果顯示從中央到地方，乃至於到學校層級，許多政策有重疊性，亦有

落差。重疊性如各層級都想建立「雲端」，事實上可以整合資源，共構一「雲」。

落差在於中央提供的協助，地方的規劃，似乎與學校現場的期待具有某些程度的

落差，例如學校端亟需解決教科書出版商之電子教科書內容授權問題，造成學校

往往必須自食其力，自求資源的協助，或者擱置難解。 

 

（二）應由中央層級統一制定電子教科書規格與使用規範 

電子教科書的製作優先項目即在系統平台與軟體規格，此部分目前任由各出

版社與業界自行發展，導致內容過於多元，彼此間不易相容，因此規格的制定有

其必要性。其次，教科書出版社建議從紙本教科書到電子教科書的素材授權使用，

是否能增修法令以「放寬認定」，讓出版社不必為了尋求一圖一文的授權，而影響

教科書直接供學習使用的困境。 

 

（三）電子教科書與紙本教科書的差異，決定電子教科書審查的必要性 

紙本教科書若直接轉成電子教科書，除了授權的問題外，幾乎沒有再審查的

必要。但若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已經增加了許多影音圖文供學習使用，或者操作學

習的方式也與紙本學習不相同，這些新的內容與形式也應經過教育專業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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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電子教科書所影響的學習品質將難以掌控。 

 

（四）應積極探究電子教科書學習內容與教學的模式 

新的數位內容與互動形式，勢必造成學習方式與教學模式的改變。以往教科

書的閱讀是被動的，未來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可能會隨學習者而調整其呈現方式，

學習者亦可選擇合適自己的互動方式。教師的角色也可能隨著行動載具的不同功

能，學習內容的多樣性，產生創新教學模式的需求。因此，因應新面貌的電子教

科書，是否有對應的教學或學習模式，值得加以探究。 

 

（五）建構電子教科書審查的新規準 

如果電子教科書的內容，除了專業的學科知識與課程設計的理念外，還增加

了許多的視覺與影音程式的互動設計，審查時是否應增列媒體科技的新規準，甚

至納入與此領域相關的專業人士，以檢視其內容是否符合教學者的需求，乃至於

適合學習者的身心發展。於此，各學習領域電子教科書審查的規準則有重新思考

修訂的必要性。 

 

（六）應擴大產學研合作模式，共創三贏 

在許多行動學習卓有創新的學校之中，我們看見了教師的認真與努力，更看

見了「合作」的力量。在學術界、產業界、學校實務現場的三方合作共構下，一

朵朵美麗的花兒紛綻。應鼓勵與媒合產業、學術與學校形成學習共同體，三方互

相學習共享與成長，台灣中小學電子教科書的持續創新發展方可延續。 

 

參、未來研究建議 
一、進行電子教科書政策推展之各國移地研究 

本研究對於從中央、地方、學校、軟硬體產業、學界等，皆有訪談及文獻探

討，對於日、韓、美、英、歐盟等國家也進行文獻探討，然對於國外的最新發展，

仍需要以移地研究、進行重要人物訪談與實地參訪、文獻收集等，以了解各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