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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看來，這似乎也符應了有些人認為電子書及電子教科書 20 年後

將為市場主流，紙本書籍將被邊緣化的趨勢。書寫至此，不禁想到 1913

年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 的預言：「書籍將在學校中被淘汰……

藉著影片教導人類知識的每一個部分都可能實現……。」事實上，愛迪

生的預言並未實現，即或近一個世紀後，書籍仍然存在於學校。 

別忘了人類的「慣性」和文化脈絡因素。要改變某種習慣，或養成

某種新的習慣，其間的取捨與調適，不僅牽涉到個人內在複雜的心理歷

程，還有文化背景與環境脈絡的考量，並非僅是表面轉換那般簡單。從

教科書轉到電子教科書，其間的變化不只是少了書香味，或以翻頁鈕取

代手指翻頁，那是「牽一髮動全身」，引發整體思維方式的改變。我想，

即或在高等學府，電子教科書的應用，恐怕還需一段時日的觀察。 

 

 

教科書與數位衝擊 
陳穎青 

2009 年好像變成電子書產業的本命年，全世界忽然開始關注起這個

議題。不只在美國，從日本到中國，從歐洲到臺灣，不到 1 年之間，硬

體的（閱讀機），軟體的（銷售平臺），遍地開花。幾個大型銷售系統，

可供下載的書目動不動就是五十萬、一百萬種。感覺好像電子書的時代

明天就會實現了。 

事實上電子書在全世界已經推動過好幾個輪迴，最近一次的泡沫崩

潰，發生在 2003 年，那一年包括臺灣溫世仁先生推動的電子書計畫在

內，美國也有好幾家大廠宣告失敗，放棄電子書發展計畫。最近這一波

新浪，則是始自 2007 年的亞馬遜「點火」（Kindle）電子書。 

那一年耶誕節檔期「點火」電子書就成為美國熱門的送禮禮物，此

後一連兩年，每到歲末，亞馬遜就會發表新聞，再度為他們的閱讀機因

為「供不應求、賣到斷貨」而向大眾致歉。連續兩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9

年看到成果，全世界的硬體廠商如飛蛾撲火一般衝鋒陷陣，開始投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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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閱讀機的開發計畫。 

這一次的電子化浪潮有許多新情勢是過去沒有的，包括：1.可供應

的電子書目，包括公共財書單，是過去的幾十倍以上；2.出版社願意供

應最新的暢銷書單；3.電子書的顯示科技「電子紙」（E-Ink）技術，比

早期的液晶時代，質感提升的程度可說是無與倫比。這幾個因素加上亞

馬遜書店強勢主導，採用當年蘋果公司主推 iPod 的「軟體、硬體、銷

售平臺」一條鞭的銷售體系，造就了這一波電子書產業欣欣向榮的奇景。 

根據《彭博通訊社》報導，以點火閱讀機率先搶占電子書機器市場

龍頭寶座的亞馬遜，和最大競爭對手索尼，都已把目標對準學術市場。

加拿大的布里斯學院學生，現在以索尼的閱讀機作為教科書閱讀機；另

有 5 所美國大學則在測試亞馬遜的點火閱讀機，作為學生的課本之用。 

索尼數位閱讀部主管表示，將戰場移往教育圈是非常合理的發展，

「唯一會不開心的只有脊椎矯正師」。 

而亞馬遜在公關宣傳上獲得成功以後，再接再厲把點火閱讀機推展

到校園內。畢竟學生市場對每一個出版市場而言，都是巨大而穩定的利

基。2009 年夏天亞馬遜老闆貝佐茲送了 50 部 Kindle DX 閱讀機給他的

大學母校－普林斯頓大學，成為進軍教育市場的先行實驗。 

經過半年實驗，結果不幸以失敗收場。根據印刷專家那福忠報導： 

Kindle DX 閱讀器用在 3 科教學上，公民社會與公共政策、美國

中東外交政策、古羅馬的宗教與魔法，每台閱讀器都載有這 3 科

的教課書以及參考資料，大家公認節省紙張攜帶方便的好處，但

用在學習上則無法滿意，同時也感到不舒適。一些學生認為，這

項技術不適用在學術界，笨拙、緩慢、而且極難操作。大多數學

生說，學習需要「實體互動」，紙本書上可以畫線、貼紙、在頁邊

塗抹加註、甚至把一頁撕掉放到另一本裡，但這些功能在閱讀器

上不是完全喪失、就是太慢。（那福忠，200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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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還包括，原書頁碼和電子書頁碼不一致，導致引用、參見

時產生困難；眼睛疲勞、忘記充電、記筆記、紙張觸感等，不一而足。 

儘管市場分析師預估未來 5 年，教科書將成為電子書閱讀器最大市

場，並讓一般零售書籍市場相形失色。但以目前硬體廠商所推動的校園

實驗來看，大部分都不成功。如果我們把教育部多年前推動的「電子書

包」也算進來，那麼失敗的案例就更多了。 

總結幾個國內外的校園教科書電子化實驗，幾個明顯的議題如下： 

一、只重硬體，輕忽軟體 

課本研習不只有內容放上螢幕就好了。對學生上課而言，如何畫重

點，如何作筆記，如何在書頁上加標籤、摺截角，都是上課時最需要處

理的事情。而且由於上課還需要聽老師講課，更不容許花太多心思在執

行標注、筆記等事情上。 

程式如何能讓螢幕介面比紙本更直覺，更少分心，坦白說困難程度

是非常巨大的。大部分的商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基本上只停在有沒

有這些功能的程度上。如果只是有這些功能，卻沒有考慮這些功能還得

跟紙本競爭的話，那麼在使用者體驗上，就註定不會有好結果。而要跟

紙本競爭，我們恐怕都想得太輕鬆。紙張雖然看起來是個低科技的產

品，但是我們在上面完成的事情卻是非常深奧的。高科技真要能夠完整

模擬，甚至勝過紙張，恐怕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的事。 

紙張書是個超過 500 年歷史的老科技，但紙書的閱讀體驗，至今沒

有任何高科技裝置能夠比擬。 

超高解析度、畫面穩定不閃爍、便宜、耐摔耐撞、免開機、永不當

機、永遠不必換電池、可以折角、畫重點、寫眉批、轉手送人不肉痛、

儲存期限長達 200 年、使用者介面非常直觀不必學習、攜帶方便、有油

墨香氣……。 

所有這些特色造成紙書獨特的閱讀體驗，大部分科技產品只能模仿

幾項，而無法完全複製，其中有好幾項是任何科技產品都無法複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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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談可以複製的項目，例如解析度，紙張所能做到的成就，也遠遠出

乎我們意料。 

一般紙書上的黑白文字，大概都有超過 1,200dpi 的解析度，螢幕製

造商現在做不出這麼高的解析度，甚至未來他們恐怕也辦不到。不是科

技問題，而是現實問題。因為用 72dpi 螢幕看 DVD 已經非常足夠，既然

影音市場的規模可比純文字大得多，製造商很難有動力提升 10 倍以上

的解析度，只為了滿足黑白文字的顯示。這種螢幕即使技術上辦得到，

但最後可能也無法量產。 

紙書的特色所產生的閱讀體驗，至今我們恐怕仍然研究得太少。 

二、 只問功能，不問需求 

第二個常見的狀況是廠商一心只想著增加功能，例如在過去電子書

包的案例中，電子書就是個聲光動畫音效兼具的程式。滑鼠移到關鍵

字，會跳出動畫，會說故事，會出題目叫使用者回答，各種互動功能讓

人眼花撩亂。 

問題是課堂上需要這些功能嗎？這些功能可能適合個人閱讀時使

用，但對上課情境卻是要命的干擾。一個電子課本需要仔細切分上課情

境（更直覺的筆記功能）、做功課情境（各種工具書、搜尋支援）、複習

情境等。不然上課還可以上網，對聽課應該是完全沒好處。 

三、沒有人討論專注力 

以麥克魯漢的媒體冷熱理論來說，冷媒體需要人類全神投入，而熱

媒體反之。如果我們把人類當受詞，那麼冷媒體的意思就是，它會獨占

人類大腦的注意力。以這個定義看，紙張書是標準的冷媒體，讀書的時

候它完全占有讀者的心智和情感。 

你讀書的時候不能分心二用，不像聽音樂，你可以一邊跑步一邊

聽，一邊拖地一邊聽。而紙本書不但在心智獨占我們，在肉體上也一樣

專制，你的手得要用來固定書頁，你的身體必須靜止不動，不然眼睛就

看不清書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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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書的獨占性逼迫我們要找一個不受干擾的空間讀書。而現在所見

的閱讀機器則到處充滿了干擾。聲音、動畫、小遊戲，上線，互動詢問，

有太多事情可做，太多誘惑讓你忘記原本要做的事，包括讀書。紙書的

低科技，缺乏超連結互動能力，逼迫我們專注其上，因此反而提升了閱

讀體驗。這是冷媒體的效應。任何數位版本，功能越多，熱量就越高，

因此也就完全無法重現紙書的價值。 

四、如果要取代課本，課本就應該在機器內 

然而這是個複雜的問題。課本編製是個高成本的行業，學生偏偏又

特別善於破解。在紙張書時代，教科書影印問題就已經是個經年無法解

決的問題，如果電子書包等機器內，沒有所有課本，那就意味著學生既

要帶其他課本，也要再帶閱讀機器。原先我們想像的減重功能，似乎沒

有達成。 

所以雖然課本電子化是個美麗的想像，但距離我們可以真正做到，

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不只是科技問題，也是我們對讀書、用功、

上課……這些事情到底有多了解的問題。 

 

 
掀開教科書發展的新篇章——  談電子教科書的

發展、特色與展望 
何冠慧 

發展初衷 

隨著 2001 年九年一貫新課程的推動，打破分科走向整合，資訊融入

各科教學的基本概念與需求確立，但相關政策的執行方案是模糊不清

的。教科書出版業者為能針對教學現場及時開發完整的教學支援體系，

積極展開專家訪談，收集國內外資訊，甚至跨國參訪，每年投入上千萬

的研發費用，進而促成現今國民中、小學校普遍存在且蓬勃發展的多樣

態數位教學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