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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科技日行千里，尤其電腦的應用在廿十一世紀的生活科

 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簡單地說，電腦發展愈早，應用層次愈廣泛的國家，國力愈強。

 所以說電腦科技已經是國力的代名詞。早在1980年代，全世界許多學校已經開始將電

 腦科技運用於學生的學習上，到了1990年代，資訊與通信科技(ln拓rmat^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IC^)已經成為許多國家教育體系中的一環，世界各國正積

 極推動^CT的基礎建設。我們從科技產品的日新月異，視訊系統、電子產品、通訊設

 備、電腦硬體系統等在量與質的日益精進情形下，這些高科技產業帶動整個國家，社

 會的快速進步。也因為電腦科技的進步與通信技術的成熟，使得自動化的時代來臨。

 為了迎合時代的潮流，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教育往下紮根是最根本的解決方

 法，而高職教育正是專業項目的開始，我們如何設計電腦課程，讓高職生能快速學習

 電腦科目，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了良好的課程規劃，與完善的設備，高職生在電

 腦的學習上才能得心應手，水到渠成。學生有了一技之長，踏出社會後將電腦科技應

 用所學，在職場上充分發揮，整體國家的競爭力才有機會提升。

 關鍵詞:資訊、高職電腦課程、資訊化社會、資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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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電腦教育在國內推廣已有一段時間，為了迎合世界潮流，提升國家競爭力。教育

 部於民國八十六年起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劃」，並規劃推動「遠距教學中程發

 展計劃」、「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at^onal        Tn比rmation Infrastructure ' N^^)人

 才培訓計劃」及「社會教育資訊網計劃」等各項重大措施。實施以來，現在具初步規

 模及成效。

 高職電腦課程標準中明訂的課程目標，在於引導學生認識電腦科技產品，以及了

 解電腦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使學生獲得電腦科技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能夠應用電腦

 的基本技能，充分發揮在日常生活申的一切事物，以及對電腦科技的正確認知與學習

 興趣的培養。

 如何在高職階段有效率的推廣及應用電腦科技，讓每一位高職生都能夠接觸電

 腦，了解電腦的基本結構及相關的套裝軟體應用。如何收發Ema^l，如何有效、快速

 地從網路上查尋資料獲得資訊，軟體設計等等，以及如何有效率的學習及應用電腦知

 識，將電腦科技融入各科的學習及生活經驗的應用。依據教育部公佈的電腦課程標

 準，高職電腦課程定為選修科目。但是在教材的安排上內容深淺不一，有些部份侷限

 於學校設備不足無法講解，有些部份則超越學生現階段的理解能力範圍，有些則是教

 師教授內容深淺不一，造成學生學習效果不佳。針對以上的電腦課程內容之種種問

 題，宜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及研究，以落實高職電腦課程之教學。

 員(、荷干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高職電腦課程內涵進行探討。並對高職不同年級電腦課程

 的規劃做系統的安排，據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探討國內外高職電腦課程的教學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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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確定高職電腦課程之應具備之內涵。

 四、提出高職電腦課程之規劃。

 參、資訊^^社會的發展

 何謂資訊4t?資訊化就是應用資訊、通信與相關方面的科技，使我們的社會結

 構、生活方式及職業內容生活方向都產生基本改變(何宜慈，民78)。所以符合以上

 說明的一切的人、事、物的社會情況，就稱為資訊化社會。

 人類的文明自十八世紀蒸汽機的發明之後所引發的工業革命，導致了一個新經濟

 及政治體系的完全改變。接著廿世紀「科技產品」的產生，電腦、通訊技術的普及與

 應用引發了「資訊革命」，促使了資訊社會的快速到來。由於資訊社會是以電腦作為

 基石，也就是說電腦是主要動力來源，藉助網路快速傳輸，所帶來的「資訊革命」將

 使社會發生較工業革命更大的轉變，創造了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另一重要的人

 類社會發展的里程一資訊社會(In比rmation Societ^)   (吳天方，民87)   o

 在工業時代中，人類使用「機械化動力」以機械取代人力，偏重的是「硬體建設」，

 而資訊時代裏主要是運用「資訊技術」腦力的開發，提升了人類智慧，強調的是「軟

 體建設」(夏漢民，民83)，這是工業時代與資訊時代最大的不同點。

 「電腦」、「通訊」、「電子產品」「三C」的整合發展，促使網際網路或全球

 資訊網(^WW)快速的成長與普及，對社會、生活、科技、科學、國防、工業等產

 業均產生重大影響(溫嘉隆、吳明隆，民88)。尤其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資訊網路、

 通信相互連接，資訊藉由網路、通信跨越了區域與國家界限。由於人人參與，同時分

 享一種傳播訊息，這種時間與空間的消失，聯結全世界的各國家成為一個「地球村」;

 造成了人們的生活及整個社會的劇烈改變這就是「資訊社會」的發展。

 肆、高職電腦言果程發展及言果禾呈內丁函

 本節是針對高職電腦課程發展情形如何做一概括性的介紹，再探討高職電腦課程



 高職電腦課程內涵之研究197

 內涵做深入的分析。

 高職電腦的資訊發展，變遷快速。從整個教育史中，我們可以看到，電腦課程發

 展方面，似乎沒有一個課程像電腦課程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改變這麼多，討論次數

 這麼頻繁，準備這麼豐富的。

 為了迎合時代的潮流，讓學生有學習的方向，課程標準中明訂課程目標為:

 一、引導學生認識電腦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二、引導學生獲得電腦科技的基本知識。

 三、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電腦的基本技能。

 四、培養學生對電腦科技的正確態度與學習興趣。

 高職學生開始有了正式學習的機會，更能迎接未來資訊化社會作準備。以下幾點

 針對課電腦課程內容的缺失做說明，歸納如下:

 一、教材深淺不一

 二、偏重技巧忽略了正確的學習態度

 三、時數太少

 四、學校硬體設備不夠完善

 以上幾點針對目前高職電腦課程的缺點討論，提供教育單位做個參考。不管是時

 間上調整、設備方面加強或是課程內容的修正等能有所改進，期能對莘莘學子有所裨

八

 益。

口又 d五、國PF電腦課程發展及教學，F肯夕兄

 美國拉維斯達中學(內布拉斯加州巴比林市)的電腦課程分為多媒體、電腦應用

 軟體兩個大主題課程:

 一、多媒體課程部份:

 (一) Power Point簡報播放系統課程(初級及進階)包含了三個項目:

 l．Power Po^nt軟體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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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一般工具使用。

 2．新力公司Mav^ca數位相機

 山相片編輯技巧。

王力盟掃描器

 山全能影像軟體。

 (二)微軟繪圖程式

 1．在多媒體元件中使用不同的工具及操作方式建立本文及圖形的合併

 (三)影像處理軟體(初級及進階)

 1．影像程式部份。

 王如何加入聲音。

 4．加入文字。

 5功口入圖片及編輯色彩

 6．加入影片。

 7．自動報時製作。

 8．超連結使用。

 (四)網頁/網路製作

 1．微軟瀏覽器使用。

 2．微軟網頁軟體製作。

 4．圖片轉換

 (一)微軟文書處理軟體

 文書處理包含了版面文字基本格式操作，例如字形的大小和顏色、粗體、斜體、

 及下標等設定，版面設定技巧像設定邊界、定點數、註腳、頁數、頁首及頁尾、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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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位置對齊設定。在拼字檢查課程中，每一課程都安排一些已教過的技巧使學生熟練。

 (^)資料庫

 資料庫是教學生如何處理數據。資料庫好比是個檔案夾，裏面收集相關的一些記

 錄，你可以在資料庫中儲存所有相關買賣契約的資料。每一契約項目就是一筆記錄包

 含了像名字、頭銜及地址等都放在同一檔案。在每一次課程申都會以不同的方式組織

 儲存這些已教過的記錄。同時我們也會在資料庫作業中使用已教過的文書處理。

 (三)試算表

 試算表是教學生如何在行列申統計本文和數字。不管是財務報表或是一般資料，

 尤其是在統計與分析上試算表經常被用到，學生在試算表裡練習一些例題，例題申包

 含了預算表的建立、管理財務及個人資產、產品的損益表、財政明細等。這些數字輸

 入到試算表，經由公式或函數處理之後，得到更有意義完整的資料。學生同時也可以

 學習操作在試算表中如何建立圖表及文字的練習。

 (四)桌面排版系統

 在微軟的排版系統中結合了繪圖程式，學生將學習如何在文件中運用工具箱裏的

 工具以及不同的使用技巧、操作本文及圖形。經由教授的技巧，熟練之後，學生就能

 夠在不同的領域中將不同型式的文件組合而成。這些包含了套印信件、傳單、小冊子、

 活動節目表、名片、申請表以及多欄文件等表格製作。

魚吉言侖

 由於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電腦」、「通訊」、「電子產品」「三C」的整合

 發展，促使網際網路或全球資訊網(^WW)快速的成長與普及，尤其網際網路的蓬

 勃發展，資訊網路、通信相互連接，資訊藉由網路、通信跨越了區域與國家界限。未

 來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不論是購物、教學、通訊、工作、遊憩、醫療等，都與資訊科

 技關聯。在教育的發展上，資訊科技可突破教學環境限制，改變傳統以老師主導的團

 體教學模式，透過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電腦網路與學習資料庫所創造的多元、全方

 位的隔空學習環境，學生可依個人能力與興趣自我學習，老師則扮演啟發的角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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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所以基本的電腦操作是未來人人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

 電腦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瞭解電腦對相關行業的應用。有了良好的電腦課程設

 計，學生在學習上才能全盤了解，學以致用，這是本研究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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