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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
架構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

式之啟示

蔡政宏 1、謝文惠 2

1新竹縣五龍國小主任、2新竹縣光明國小組長

摘要

現今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發展之關鍵，實當著重於教師學科專門

領域知識、教學知識與科技知識之融合應用與提昇。立基於上述期望與規

劃，本研究以Mishra與Koehler於2006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Mishra與Koehler於2006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與Koehler於2006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Koehler於2006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於2006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2006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年所提�之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Techno-

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理論架構為主軸，探究現今教

師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所當具備的知能。本研究之目的為透

過 TPACK 理論架構之探究，提出資訊協同團隊（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TPACK 理論架構之探究，提出資訊協同團隊（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理論架構之探究，提出資訊協同團隊（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ordinating Team, ITC Team）應用發展模式，藉由組長、課程設計與開發組、

多媒體教材製作組與線上（現場）教學者之清楚分工，歷經系統化之資料階

段、資訊階段與知識階段，以期發展與歸納可行且具價值之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創新教學模式，進而提供教學者、學校團隊、教育主管機關與研究者未來

發展與推廣之參考。

關鍵詞：科技教學內容知識、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訊協同團隊、創新教

        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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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a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model,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rdinating Team (ITC Team) model by using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Model, at the elementary-school level. Also, this 

model specifies the roles and tasks performed by each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nd 

personal. A case was also outlined to realize the model. We expect this model 

can assist collaboration among teachers and to ensure teachers＇ adoption learning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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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Education, In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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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伴隨電腦網路應用模式多元化且適性化之發展，對學習者而言，教育科

技普遍化應用不僅促使其在人際溝通上，擁有更多樣化、即時化且高互動化

之模式，同時也促使了學習者在教育學習上較過往學習環境擁有更豐富亦更

寬廣之機會。再者，透過網際網路新溝通模式之應用，學習者更能追尋、探

索與建構多元化的自我認同感（蔡政宏，2008）。由此可知，教育科技普及

化應用實已對現今學習者學習模式產生不可忽視的正向改變。面對學習者學

習模式之改變，現今教師當考量實施教學時如何能更切合於學習者學習動機

與需求，如何善用數位教學資源及資訊教學設備，有效整合與應用資訊科技

於教學，進而改善教學模式，以期有效發展創新教學模式，進而有效提昇教

學品質與成效（教育部，2008）。

由此可知，現今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發展之關鍵，實當著重於教

師學科專門領域知識、教學知識與科技知識之融合應用與提昇。對此，立基

於上述期望與規劃，本研究動機即以 Mishra 與 Koehler 於 2006 年所提�之科

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理論

架構為主軸，探究現今教師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所當具備的

知能。而本研究目的即為透過 TPACK 理論架構之探究，發展與歸納學校團

隊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進而提供教學者、學校團隊、教育

主管機關與研究者未來發展與推廣之參考。

對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

構對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並實際提供可行發展模

式。主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發可行之應用模式，其研究目的分如

以下所述：

一、暸解目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之現況與問題之所在。

二、發展符合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創新教學模式。

三、綜合研究結果，提出以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發展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具體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以供教學

者、學校團隊教育主管機關與研究者參考及應用推廣。

而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則分述如下：

一、目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現況與問題為何？

二、符合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教學模式為何？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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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供教學者、學校團隊教育主管機關與研究者參考及應用推廣之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具體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為何？

文獻探討

本部分概分為三，首先彙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種子教師團隊」

面臨之問題；其次，簡述教師科技知識發展現況；最終，則闡述科技內容教

學知識理論架構之意涵。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種子教師團隊」面臨的問題
近幾年來，資訊科技訊融入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Education）已然為教學現場最關注的議題與層面。從「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

畫」（1997-2007 年）、「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2001-2005 年）、「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年），以及「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2008-

2011 年），在在都可看出政府對此議題之著力與重視。其次，教育主管機關

在推廣資訊融入教學應用模式之際，亦多要求各級學校單位能夠成立學校網

頁、班級網頁與各項學習平台（教育部，1998），以期成為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模式之輔具。由上可知，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環境當已為傳統面對

面教學外另一項學習輔具選擇。透過線上學習平台機制之應用，學習不僅突

破了時空限制，學習者亦擁有了隨手可得並能重複使用的學習資源。

此外，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中曾提及，期望教師能於2005

年前在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活動時間上，均能達到 20% 之目標（教育

部，2001）；而「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亦期望於 2011 年前促使應用資訊

科技進行教學之教師數能達全國中小學教師數之90%（教育部，2008）。由上

述兩項資訊教育重要策略規範可知，面對一波波資訊教育政策，現今教師實

則無法完全置身於資訊科技之外（臺灣中等學校資訊管理人學會，2009）。

著眼於二十一世紀教師不應僅具備學科專門領域和專業教學知識，更

當具備應用資訊科技提昇學習者學習成效之能力（教育部，2008），教育部

於1997年至2010年期間即持續規劃與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1997-

2007 年）、「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2001-2005 年）、「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2002-2007 年），以及「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2008-2011 年）。

除期能藉由上述各項計畫與配套措施，塑造整體資訊化社會教育發展環境，

建立合作學習機制與社群，增進學習者資訊素養與創造力，進而全面提昇我

國整體競爭力外（楊正宏，2007），更期能藉此有效提昇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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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當具備之學科專門領域知識、專業教學知識與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知

識，進而促使教師工作績效與專業發展更為精進。

然而，教學者在教學現場中，又該如何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知識？學

校又該如何透過團隊合作模式有效發展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知識，進而減

少教學者教學壓力、提昇教學者教學效果與學習者學習效益？綜觀過往研

究，可惜的是，關於教師團隊可行發展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模式，顯少

有相關文獻進行探討與論述。

就本研究者觀察而言，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現場中，教師使用此

教學模式之主要出發點多出於提昇教師教學效益、提高學習者學習動機與成

效，以及降低教師教學負擔之企望。然而，在教學現場實施與推廣多年後，

本研究者發現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卻容易因教育主管機關相關經費補助減

少、教師外務繁多、軟硬體環境建置不足，導致此教學模式在推廣與發展上

產生挫折而放棄之情事。再者，教師實施此教學模式之際，或多僅製作與蒐

集教學媒體或素材即進行教學，學習者則多透過電腦文書軟體呈現其學習成

效，實際教學多未能透過團隊合作模式，協助教師及時解決教學困擾，導致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多為校內種子教師或資訊組長單獨推廣之業務。

誠如教育部（2003）「補助資訊種子學校建置與培訓教師團隊培訓作業

要點」中所提：

每所種子學校內需由校長籌組成立「資訊融入教學小組」，成員含校

長、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電腦教師、領域（學科）教師等，形成學習型組

織，共同拓展資訊融入教學之各種教學模式。其中六至七人並擔任「種子學

校教師團隊」，參與相關培訓及規劃事宜。各校校長、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

參與「種子學校教師團隊」，且校長參加培訓課程總時數達三分之一以上者

將優先考慮列為種子學校。

「種子學校教師團隊」學習型組織，其組織架構當具備清楚分工之效。

然在實際運作上，卻易因校務運作或補助專款縮減因素而僅存其形式，進而

影響教師應用意願，導致未能有效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提昇其教學品質與

成效。本研究者在實際推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多年後，歸納執行與推廣

層面上之四大問題可為教師觀念偏差、種子教師團隊成員流於單獨運作、教

學模式與教材僅呈現資訊技術層面，導致學習者學習意願與動機不高、硬體

維修困難與教學素材搜尋耗時耗力。以下，即依序說明與介紹：

（一）教師觀念偏差

本研究者認為現今所謂的資訊教育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定義。

狹義的資訊教育，著重於資訊應用能力與技巧培育，主為學習電腦相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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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識，目的在於透過教學，學習者能夠熟悉與使用電腦；而廣義的

資訊教育，則泛指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應用，主要在於利用資訊科技

衍生出創意教學模式，其目的則在於正面協助教學者教學和學習者學

習。

依 Jonassen（2000）所提出之「心智工具」（Mindtool）概念可

知，運用電腦可分為三種程度，分為學電腦知識（learning about com-learning about com-

puter）、從電腦學知識（learning from computer）、用電腦學知識（learning 

with computer）。而現今教師對於教學現場資訊素養認知，或多僅止於

學電腦知識（learning about computer），並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視為狹

義的資訊教育。教師或認為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即在於讓學習者

擁有專業電腦技能，如文書處理、網頁製作、影音編輯等知識（陳燕

秋，2003）。然而，資訊科技運用最終之目的，乃在於教學現場之應

用，進而幫助教師教學、改變學習者學習模式、提供學習者有意義的

學習與批判性思考能力（Jonassen, Howland, Moore, & Marra, 2003），藉

以提昇教育品質與學習成效。為此，教師偏差觀念往往導致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模式效果不如預期，進而影響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

意願。

（二）種子教師團隊成員流於單獨運作

種子教師團隊成立之目的，應當是建立學校領導人和教師間合作

水準之提昇，並經由學校社區內每一集團運作，發展出教學現場中

更好的學習理解技術，和針對學習者形成具體的學習挑戰（Wendol & 

King, 2003）。然而，綜觀目前種子教師團隊成員，或多為獨自發展其

教學模式；學校領導人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亦多僅止於「提

供硬體設備」，未能實際參與或鼓勵教師團隊合作。實際來看，學校領

導人或行政團隊是否能夠親身推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間接影響

了教師團隊運作能夠發揮其影響力（林信榕、劉子鍵，2003）。此外，

教師團隊未能適時發揮同儕視導（peer supervision）功能，往往僅就本

身教學現場進行測試性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應用，未能於事後進行

團體檢討與改進。這，也降低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原本所預期可

達成之教學成效。

（三）教學模式與教材僅呈現資訊技術層面，導致學習者學習意願與動機不高

根據 Wang 和 Li（2000）研究可知，資訊科技於教學中的角色深淺

可分為五個等級，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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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資訊科技在教學中的角色深淺表

等級 說明

等級0（無） 教學中沒有使用任何資訊科技。

等級1（分離）
資訊科技與課程沒有連結，只用來教學習者如何使用資

訊科技。

等級2（補充）
資訊科技在教學活動中只是補充的角色，偶爾用來作為

教學的工具。

等級3（支援）
資訊科技在教學活動中扮演支援的角色，亦即在大部分

的教學活動中運用了資訊科技。

等級4（整合）
資訊科技已融入教學活動之中，師生很自然地運用資訊

科技來進行教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Wang & Li（2000）

而由 Sandholtz、Rinstaff 與 Dwyer（1997）的研究亦可得知，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為一演化（evolution）歷程，期間包括進入（entry）、採用（adop-evolution）歷程，期間包括進入（entry）、採用（adop-）歷程，期間包括進入（entry）、採用（adop-entry）、採用（adop-）、採用（adop-adop-

tion）、適應（adaptation）、習於使用（appropriation）與創新（invention）五個

階段。綜合上述論點來看，本研究者以為，現今教學現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模式多僅止於補充（等級 2）或採用（adoption）階段，其所運用之教材亦僅

侷限於教學簡報製作（如 PowerPoint）、學習單之編撰（如 Word）或網路資

源之初淺應用（如網站圖片與文字應用）等（陳燕秋，2003）。畢竟，較高

階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如創新教材、多媒體跨平台資源、遠距教學或

線上討論等等）需要教師具備更高階的資訊能力。若教師資訊素養與能力，

未能輔以完整計畫與時間進行培訓與提昇，當容易導致教學模式與教材設計

運用呈現低階化現象。

另一方面，由學習動機觀點來看，由 Keller 於 1983 年提出之問題解決

模式（a problem solving model）—ARCS 動機設計理論可知，一個良好的教學

模式應具備引起注意（Attention）、切身相關（Relevance）、建立信心（Confi-Attention）、切身相關（Relevance）、建立信心（Confi-）、切身相關（Relevance）、建立信心（Confi-Relevance）、建立信心（Confi-）、建立信心（Confi-Confi-

dence）與感到滿足（Satisfaction）四大要素（引自李文瑞，1990）。教學模式

應用與教材設計若僅著重於資訊技術層面知呈現，實不易引起學習者主動學

習之動機，同時學習者亦不知學習內容或媒體與其學習之關連性，更無法從

中建立信心與感到滿足。如此即易導致學習者學習意願低落，進而影響其學

習成果。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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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硬體維修困難與教學素材搜尋耗時耗力

依林信榕與劉子鍵（2003）之調查可知，第一線教師在實施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模式上最感到困擾的問題分為學校資訊設備不足、硬體維修效率不

高與教學素材搜尋耗時費力。詹智傑（2001）針對國中資訊組長所做之調查

亦顯示，困擾之工作項目中，比率最高之前三名分為「管理校園網路系統」

（40.1%）、「管理電腦教室以外的軟、硬體設備」（33.5%）與「管理電腦教

室」（30%）。由上可知，第一線教師所關切之問題，同樣亦是目前學校行政

體系中資訊組長最感吃力的工作項目。環顧現今中小學資訊科技設備環境，

除台北市行政組織於「資訊組長」一職外，另設「系統管理師」職務（台北

市教育局，2002），共同負責推動學校資訊教育外，他縣市國民中小學多由

資訊組長一人辦理學校資訊教育相關業務。在過多行政業務及資訊設備更新

速度與時遽增狀況下，學校規模越大之資訊硬體維護業務量，資訊組長所承

受的工作壓力也越大（劉守喬，2003）；此外，教師對於教學素材之搜尋亦

感吃力，教師無法於第一時間搜尋最適合之教學教材，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

法性與歸屬也存有相當疑慮。上述問題，亦同樣導致教師對採用資訊融入教

學模式卻步。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即便實際推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多年，卻仍因

教師觀念偏差、種子教師團隊成員流於單獨運作、教學模式與教材僅呈現資

訊技術層面，導致學習者學習意願與動機不高、體維修困難與教學素材搜

尋耗時耗力等四大問題導致其推廣成效不佳，進而無法有效提昇教師教學效

益、提高學習者學習動機與成效，以及降低教師教學負擔。

二、教師科技知識發展現況
依 Wiles 與 Bondi（2002）研究可知，美國教育科技標準小組（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於1999年曾指出科技在教育上的應

用已產生十項重大變革，分別為：（一）教學由教師導向轉為學習者導向；

（二）教育刺激由單一感官轉為多重感官；（三）課程發展由單一路徑轉為多

元路徑；（四）教學應用媒體由單一媒體轉為多媒體；（五）學習者由獨自學

習轉為合作學習；（六）教學模式由訊息傳遞轉為訊息交流；（七）學習者由

從被動學習轉成互動參與學習；（八）學習模式由事實的學習轉為探索與探

究式學習；（九）學習者由被動回應轉為主動回應；（十）教學現場由孤立或

人為脈絡轉為真實世界的脈動。透過上述論述可知，教育科技普及化應用實

已對教學者教學模式和學習者學習模式產生巨大改變。

就教學現場之教師訓練而言，「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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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具備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的教師」目標指出，每一位教師都應有將資訊科技

有效應用於教學設計、教學實施、教學管理及教學評鑑等知識與技能，同時

亦能善用資訊科技提昇工作效能與專業發展（教育部，2008）。由上可知，

教師科技知識對其工作效能與專業發展實具關鍵性影響。以下，即透過教師

科技知識指標，以及我國教師資訊知識推廣策略之介紹，檢視我國教師科技

知識發展之現況。

（一）教師資訊知能指標

著眼於資訊科技迅速發展增加對教師教學成效與專業發展之要求，國

際教育科技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為促

進全美教師在科技知識上得以產生共識，同時整合科技與散播科技實務，

提供可行之框架與指標，以期達成教師有效應用科技改善教學之目的，

在2000年即公布「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Teachers, ISTE-T）」，其

主要標準主要涵蓋六項層面（ISTE, 2000），分別為：（一）科技操作與概

念（Technology Operations and Concepts）；（二）規劃與設計學習環境和體

驗（Planning and Design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Experiences）；（三）教

導、學習與課程（Teaching, Learning, and the Curriculum）；（四）評量與評

鑑（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五）生產力與專業實務（Productivit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六）社會、倫理、法律和人類課題（Social, Ethical, 

Legal, and Human Issues）。在實際推廣與應用多年後，為更切合於資訊科技時

代中的教師專業發展需求，該協會於2008年即有所後續修訂。以下，即依

2008年修訂之版本（ISTE, 2008），簡略說明與介紹教師科技知識涵蓋之標準

與內容。

1.促進和激勵學習者的學習與創造力（Facilitate and Inspire Student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教師利用學科知識進行教學與學習，並利用科技來提昇學習者

於面對面與虛擬環境中的學習、創造力與創新經驗。教師可行之策

略有：

(1)促進、支持和示範創造力、創新思維與創新才能。

(2)促使學習者利用數位工具與資源探索真實世界的問題，並能解決

真實問題。

(3)促進學習者利用協作工具，來展示與澄清其概念理解、思考、規

劃，以及創造過程中的反思。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 ）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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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藉由與學習者、同事，和其他人員在面對面和虛擬環境中學習之

投入，示範合作知識之建構。

2.設計與開發數位時代的學習經歷和評鑑（Design and Develop Digital-

    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Assessments）

教師設計、開發、評鑑學習者真實的學習經驗，以及應用現代

工具與資源進行評量，以求學習者能在教學脈絡中有效學習到全美

學習者教育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NETS-S）所規劃的知識、技能與

態度。教師可行策略有：

(1) 設計或調整相關的學習經驗，結合數位化工具和資源，以促進學

習者的學習和創造力。

(2) 發展整合科技學習環境，讓所有學習者得以追求其個人好奇心，

進而在訂定自己的教育目標、管理自己的學習，以及評估自己的

進步發展上成為積極的參與者。

(3) 客製化與個別化的學習活動，滿足學習者不同的學習風格、工作

策略，以及應用數位工具與資源的能力。

(4) 為學習者提供多種結合學科與科技指標之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

並利用評量結果資料對學習與教學提供建議。

3.展示數位時代的工作與學習（Model Digital-Age Work and Learning）

教師展現出在全球與數位化社會中的創新專業，其所需具備的

知識、技能和工作歷程典範。教師可行策略有：

(1) 在科技系統應用，以及轉換既有知識到新技術和新情境，展現流

暢性。

(2) 利用數位工具與資源，結合學習者、同事、家長與社區成員共同

支持學習者的成功和創新。

(3) 使用各種數位媒體與格式，有效地和學習者、家長與同儕溝通有

用的資訊和想法。

(4) 示範並促使有效利用現有和新興的數位工具，進行探討、分析、

評價與應用資訊資源，以支持研究和學習。

4.促進和展示數位公民之義務與責任（Promote and Model Digital 

    Citizenship and Responsibility）

在不斷變化的數位文化中，教師能夠了解地區和全球之社會問

題與責任，並在專業實踐中展現符合法律與道德之行為。教師可行

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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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法律與道德應用數位資訊與科技觀點，包括尊重版權，智慧

財產權，以及適當的文件來源進行�導與示範，同時教導安全概

念。

(2) 藉由使用以學習者為中心之策略，配合所有學習者不同需要，提

供公平使用適當數位化工具和資源之機會。

(3) 提昇與示範數位禮儀，以及在應用科技與資訊時所當具備之社會

互動責任。

(4) 藉由利用數位時代溝通與協作工具，與其他不同文化之同事、學

習者進行互動，以發展和示範文化理解與全球意識。

5.投入專業成長與領導（Engage in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Leadership）

教師持續提昇自身之專業實踐，示範終身學習，並在學校與專

業社群中，藉由促進與示範數位工具及資源的有效利用，展現其領

導能力。

(1) 參加地區性和全球性的學習型社群，探索科技的創新應用，以改

善學習者的學習。

(2) 藉由證明對科技投入之願景，參與分享式決策訂定，以及建立社

群、發展領導他人應用科技知能，進而展現其領導能力。

(3) 在一定的基礎上，更有效地利用現有技術與新興數位工具和資

源，支持學習者的學習，並針對這些研究與專業實踐，進行評鑑

和反思。

(4)在教學專業與學校社群上，貢獻效能與活力。

透過上述 2000 年與 2008 年之「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說

明與比較可知，面對不斷創新的教育科技，現今教師科技知識實不當僅著眼

於科技與概念之技能應用層面，而應更審視於本身學科知識、教學知識與資

訊知識之有效融合與應用，創造與架構出適性於學習者學習模式之環境與教

法，激發學習者主動學習之創造力與創新力，進而有效提昇教學品質與工作

績效，積極展現可行之領導知識。

（二）我國教師科技知能推廣策略

正因在九年一貫新課程之精神中提及，各學習領域應使用資訊科

技為輔助學習之工具，以擴展各領域之學習，並提昇學習者解決問題

之能力（國民教育社群網，2003）。科技知識當為教師實施教學時所當

具備之關鍵能力。環顧我國歷年在教師科技知能推廣策略上，楊正宏

（2007）認為可將之分為計畫推動與實施、教師資訊應用能力培訓、學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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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提供，以及競賽活動辦理等四大層面。以下，即就其所提之各

層面說明與介紹。

1.計畫推動與實施層面

其目的乃在於有效利用學校各項資訊科技資源，結合民間相關

學習資源協助建置教學與學習資源，充實數位化教學內容，達到資

源共享、改善教學與學習環境及開創新的教學模式與學習情境，如

資訊種子學校教師團隊（2002年至2004年）與縣市e化學習環境示範

點計畫（2006年起）。

2.教師資訊應用能力培訓層面

分就教師所當具備之資訊素養、資訊應用及資訊技能三大類辦

理研習培訓；而為有效符合離島與偏遠地區國中小在職教師之所

需，亦開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訊科技與管理」與「通識課

程」等研習課程進行推廣與培訓；此外，亦透過資訊種子學校教師

團隊等課程研習，訓練及教導一般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其

次，為鼓勵校園軟體多元發展與應用，持續推動「校園自由軟體」，

鼓勵教師應用自由軟體創作教學資源；此外，亦開放特定領域試辦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提供教師自我進修與專業發展之機會。

3.學習資源提供層面

期藉由相關學習資源之提供，輔導教師導入課程設計及教學活

動應用，逐步擴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之效益，如學習加

油站（http://content.edu.tw）、六大學習網（http://learning.edu.tw）、社教

博識網（http://wise.edu.tw），以及教學資源網（http://etoe.edu.tw）之建

構與推廣。

4.競賽活動辦理層面

期由上述競賽活動之辦理，提昇教師於各學習領域教學應用科

技知識之動力與能力，如辦理全國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

全國校園軟體設計創意競賽、亞太經合會網路學校與國際網路合作

學習活動，以及資訊融入高中地理教學。

綜合上述說明與分析可知，透過計畫推動與實施、教師資訊應用能力培

訓、學習資源提供，以及競賽活動辦理等模式，我國在教師科技知能推廣

策略上實具一定可觀之成果。然而，2008 年至 2009 年進行的「中小學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自評系統實施計畫」（教育部，2009）調查卻顯示，對於資訊

科技在教學效率、教材豐富度之助益，教師大多呈現肯定態度，但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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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有效提昇學習者學習成績，以及對低成就或弱勢學習者有所幫助，則呈

現不肯定之現象；其次，同領域教師在合作討論議題上亦呈現不足現象。對

此，徐式寬與關秉寅（2009）即指出，未來在教師科技知能的培訓上，實當

促進教師對於使用資訊科技所需達成知教學目標有更嚴肅及深入探討。

三、科技內容教學知識理論架構之意涵
為促進教師對於使用資訊科技所需達成的教學目標有更深入探討之動

機（徐式寬、關秉寅，2009），本研究者認為提供教師有效結合應用學科內

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教學知識（Pedagogy Knowledge），以及科技知

識（Technology Knowledge）之概念當有助於教師發展、精進與專業化。為更

深入了解可行之理論架構，本部分即針對 Mishra 與 Koehler 於 2006 年所�之

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理

論架構進行說明與探究。

（一）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PACK）理論架構產生背景

在九年一貫課程設計中，其主要思維乃在於以統一意念主旨，將過往繁

雜且過多之科目，重新重組與合併，統整為擴增範圍的「知識領域」概念，

以期增加原有科目之橫向聯繫性，進而讓相近科目知識得以產生關聯，彌補

分科獨立教學可能破壞知識整體性之弊病（李堅萍，2002）。由上可知，教

師的教學成功不再僅是學科知識傳遞，還當包含教師個人對學習者先備知識

與學習困難、教學方法與策略、課程知識、教育情境、教育目標、價值與信

念等因素之理解。然而，以我國歷年師資培育模式來看，卻多將學科內容知

識與教學知識分別傳授，導致多數初任教師於教學之際，不知如何整合學科

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並將學科內容知識轉化為學習者能懂的學習內容。

對此，Shulman（1987）認為教學成功之關鍵乃在於教師對於「學科教

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能夠有效整合理解，亦即教

師應將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藉由教學過程與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轉化為學習者可理解與學習之內容，同時透過

學習者的認知程度、動機和興趣，將學科內容加以轉換、調整與表徵；其

次，Marks（1990）認為 PCK 應當包含四項高度重疊與整合因素，依序分別

是：為教學目的之學科知識、學習者對學科知識之理解、在學科中教學使用

之媒介，以及所進行之教學過程；而段曉林（1996）則認為學科教學知識之

內涵應當包括學科知識、學習者對特定單元之學習知識、表徵方式與教學策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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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課程知識、評量知識，以及情境與文化知識等六大層面。綜合上述研究

所述，本研究者認為，對追求教學成功的教師而言，有效的「學科教學知

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實當先行考量學習者所具備之認

知與經驗背景，透過符合教學理論之教學設計過程與評量，將學科內容知識

與教學知識做有效之結合。

然而，伴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應用快速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實已為現今教師所當具備之基本素養。面對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對教育所

帶來的新契機與衝擊，教師在實施教學時除應考量到學科內容知識與教

學知識外，更當具備應用科技提昇學習者學習成效之能力（Technological 

Knowledge）。為協助教師於教學歷程中能夠有效結合學科內容知識、教學

知識與科技知識，並及時解決可能面臨到的多元複雜的教學活動，Mishra

與 Koehler（2006）即依據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修改與提出「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二）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PACK）之意涵

誠如上述，教學其實是一項多元且複雜的活動，期間可能涉及到學習者

先備知識、教師對學科內容之認知、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教學評鑑、學習

者學習意願與表現、師生互動關係等環節，而其環節亦可能有所重複或相互

影響。Mishra 與 Koehler（2006）認為，對數位時代中的教師來說，現今教學

應當考量到七種知識，依序分別為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

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內容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內容科技知

識（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CK）、科技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以及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並依此建構與提出其知識概念（如

下圖1所示）。以下，即針對此相關論述與概念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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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科技內容教學知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資料來源：出自Mishra與Koehler（2006）

1.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內容知識是學習與傳授知識的實際主題。教師必須了解和理解

所教授學科之概念、理論與流程，同時亦需了解到知識的本質與可

能涉及之不同領域知識層面（Shulman, 1987）。

2.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Mishra 與 Koehler（2006）認為教學知識是教學和學習歷程中所涵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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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的知識與方式，例如學習者的學習、課堂的管理、教學計畫的制

定與執行，以及學習者的評價，而其中亦包括了整體教育之目的與

價值。教師應當懂得如何建構知識，掌握教學技能，激發學習者發

展對學習有益之思維習慣與積極意向，而期間亦當涉及各項認知與

發展理論之應用。

3.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

科技知識乃為建構知識指標之技術，如書籍、粉筆、黑板，亦

或更先進的技術（如個人電腦、教學軟體或電子白板）。而這當涉及

應用相關科技時所需具備之技能，如操作教學系統、電腦軟硬體所

進行的文字處理、表單建置、瀏覽器應用或電子郵件傳遞等知識。

4.內容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如同前述，有效的「內容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著眼於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因

此有效的內容教學知識乃在於，考量學習者所具有之先備知識與認

知，結合教學與學習理論基礎，透過教學設計過程與評量，將學科

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做最有效之結合與傳達。

5.內容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CK）

內容科技知識乃在於尋求內容知識與科技知識之相關聯繫與結

合應用，雖然科技的應用或許會部分限制內容知識之表達與傳遞。

然而，多元化的表達方式將促使教學更具靈活性，師生溝通則更彈

性。在內容科技知識上，教師所需知道的不只是完整的內容知識，

更當思索於改善教學限制之科技知識。

6.科技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

實際來看，科技教學知識當是驗證教學知識存在的能力，因為

此一知識乃應用於教學和學習環境之建構。教師能夠妥善應用可行

的科技知能建構利於學習者主動學習之環境，如應用部落格激發學

習者表達想法，亦或利用討論區提供學習者學習回饋與提問。

7.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藉由上述介紹可知，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除涉及內容知識、教

學知識與科技知識等各分項知識外，亦需關切於內容教學知識、教

學科技知識、內容科技知識之相關性與聯繫性，進而在教學活動進

行期間有效發揮科技內容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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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之初，可應用教學科技知識（TPK），

建構互動系統（如部落格、討論區或測驗系統）以瞭解學習者所具備之先備

經驗，同時提供學習者課程進行期間及時回饋與提問；可應用內容科技知識

（TCK）強化對學科內容之認知（如透過網際網路查詢補充資料）；在教學活

動設計與歷程進行上，可有效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建構適宜

之科技學習輔助模式，同時強化與刺激學習者學習意願與表現。此外，教師

亦當時時透過教學知能（PK）檢視資訊科技知能（TK）應用之實用性與價

值性，並進行適宜且適度之修改，以期有效達成內容知識（CK）之傳遞。

由上述說明與介紹可知，正因為教學實為多元且複雜之活動，同時現今

學習者學習模式亦已因資訊科技普遍應用而有所改變，對教師來說，若能強

化對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理解與應用，當有助於教師更瞭解資訊科技所需達

成之教學目標，同時亦得以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精進其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創新教學模式。

研究方法

承前所述，立基於解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場問題，進而發展創新

教學模式之研究目的。因此，本研究乃提出資訊協同團隊（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rdinating Team，以下簡稱為 ITC Team）應用發展模式，期能

符合團隊合作模式，於第一時間內實際解決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

可能遇到之問題，有效發展教師科技內容教學知識。

本研究主以行動研究方式為主架構，以實際探討本研究立基之理論所發

展之團隊應用模式是否具備可行性。研究工具依研究期程規劃分別為需求評

估（訪談、觀察）、活動紀錄（研究日誌、錄音筆、電子郵件及訪談）、活動

回饋（教學省思紀錄、訪談、觀察）。

以下則分別就應用模式設計理念、編制與發展進行說明與介紹。

一、應用模式設計理念
一個學校如同一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其組織最主要功

能應當在於透過學習導向（learning orientation）進行再創新、充滿活力與持

續革新，而非被命令或控制（Senge et.al., 2000），協同團隊之組成，亦當秉

持此一原則。Bray曾提出八個有效資訊融入教學模式訓練所需步驟，其中第

一項即為成立團隊（引自魏立欣，2004）。透過團隊合作模式，帶動學校內

部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同時透過彼此分享與學習，達到帶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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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校向上發展之願景。因此，資訊協同教師團隊（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rdinating Team, ITC Team）自當是一個校內跨領域與跨年級的合作模式，

不該侷限於某一領域，或是某年級之小組會議，以求達到合作學習與創新發

展的成效。

為此，ITC Team成立之目的，亦即要解決既有教學現場裡，已產生之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問題，並針對資訊組長或資訊科任教師過多行政業務下

產生的工作壓力提出解決之道。ITC Team 不等同於資訊技術小組，也有別

於國民教育輔導團。由下表 2 之比較可清楚看出其不同處乃在於，資訊技術

小組著重於電腦網路知識開發（軟體、系統平台開發與設計）；國民教育輔

導團著重於教學方法與模式觀察及輔導；而 ITC Team 的功能則涵蓋上述二

者，主要透過實際觀察教學現場所需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媒體開發與設計，

透過實際教學觀摩與討論，進而推廣與輔導教師實施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策略，並讓學習者得以透過網路平台，進行學習中與學習後同儕討論和個人

化（客製化）補充教學。三者在功能上可以各司其職，亦可截長補短，相輔

相成。

表2 資訊技術小組、國教輔導團與ITC Team比較表

名稱 資訊技術小組 國教輔導團 ITC Team

工作範疇

針對資訊軟硬體

與系統進行開發

與設計

針對教學模式進

行觀察與輔導

針對實際教學現場所

需之教學模式與教學

媒體進行開發與設計

成立單位 縣市網路中心 縣市教育局 學校自行成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應用模式編制
ITC Team 成員必須擁有的能力，應是就組織現有人力，賦予明確任

務，進而提昇團隊與個人能力。現今各校資訊種子教師團隊多由教學現場

教師與行政人員擔任，若團隊任務分配不清楚或不公平，往往是該類型團

隊運作之最大阻礙因素。對此，本研究者以為，若能參酌企業界相關智庫

進行 ITC Team 成員編制，當是一良好運作模式之典範。依「數位學習國家

型科技計畫—第七分項：政策引導與人才培育計畫小組（http://140.111.1.192/

moecc/ii7205/dp/92elearning/competence0521.pdf）分析建議，當前台灣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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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產業推動所需主要專業人才有四，分別為數位學習訓練主導者（e-Training 

Manager）、數位學習專案設計者（e-Project Manager）、數位學習教學設計者

（e-Instructional Designer）與數位學習講師（e-Tutor/ Facilitator）。而在國外經

驗方面，徐新逸與施郁芬（2003）亦提到相似之多媒體專業團隊之角色分

配。本研究者參酌以上兩項論述，歸納整理 ITC Team 成員角色與工作任務

對照表（詳如下表 3）。透過對照表可知，一個好的團隊需要擁有明確組織

分工，ITC Team主就現有教學現場教師人力資源利用，藉由簡單而明確的組

織架構與任務分配，不額外增加教學者工作負擔，當能實際減輕教師在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上所可能面臨之困境。

表3 數位學習推動小組成員、多媒體專業團隊成員與ITC Team組織成員對照表

數位學習推

動小組成員

多媒體專業

團隊成員

ITC Team

組織成員
工作任務項目

校內可任

之人員

數位學習

訓練主導者

1.贊助人

2.績效分析師
組長

1.統籌各項計畫執

   行方向

2.規劃團隊運作模式

3.辦理各項培訓計畫

4.評析各項計畫執

   行成效

校長

（教務主任）

數位學習專

案設計者

1.專案經理

   或專案組長

2. 音訊製作

    人或技師

3.系統設計師

4.系統工程師

5.應用軟體

   開發者

6.美工

7.圖像設計師

8.影像編輯

   或技師

9.影像製作人

10.編輯

課程設計

與開發組

1.針對各項有需要之

   課程進行設計

2.進行同儕教學觀察

   與視導

3.修改各項有爭議之

   教材

1.校內對資 訊

   融入教 學有

   經驗之教師

2.校內教學有

   經驗可供觀

   摩之教師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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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教

學設計者

1.創意總監

2.學科內容

   專家

3.作者（製

   作人、教材

   開發者）

4.互動設計

5. 師教學設

    計 師

多媒體教

材製作組

1.針對已設計之教學

   設計進行數位化材

   包裝製作（聲音、

   影像、動畫）

2.開發或利用各項線

   上學習平台

3.系統建置與維護

4.取得數位化教材引

   用之著作權同意

5.建置學習者學習討

   論平台與空間

1資訊組長

   （聯絡人）

2.網站管理師

3.電腦科任

   教師

4.美術科任

   教師

5.校內有能力

   教師

數位學習

講師

1.評鑑專員

2.實施代表

3.品質檢核師

   或評鑑師

線上

（現場）

教學組

1.針對各項教學設計

   與多媒體教材進行

   教學

2.進行教學現場檢視

   與討論

校內有興趣或

教學有經驗教

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成員與工作任務分配上，本研究者認為ITC Team分別設立：

（一）組長

帶領團隊運作方向，並且規劃相關經費運用與辦理培訓計畫。

（二）課程設計與開發組

針對提出協助要求教師，發展適合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與流

程，並在實際教學現場中觀察發展前與發展後之改變，同時亦針對各

項有爭議教材設計進行討論與修正。

（三）多媒體教材製作組

主要在於發展課程設計，並與開發組共同設計教學模式，發展多

媒體教材，建構適合團隊應用之教學平台。同時，該組亦能在製作發

展多媒體教材時，協助教師取得各素材資料使用權，消除教學者在教

材使用上著作權使用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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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上（現場）教學者

以有實際教學經驗教師擔任為主，實際運用發展之教學設計與多

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並評估教師教學效益與學習者學習成效，檢視教

學流程是否可行，同時也提供不熟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教師學習與

觀摩。

三、應用模式之發展
Carnevale、Kemp、Martinez 與 Oaks（2005）曾以美國某州立大學所成立

之遠程學習中心（The Center for Distance Learning，CDL）團隊運作模式為

例，提出成功的線上課程開發所當遵循之流程（如下圖2）。由圖 2 可看出一

個成功的線上課程設計，主要還是透過團隊合作與討論進行開發。另外，一

個優質的課程設計，更當符合傳統面對面環境與線上學習環境皆可重複使用

之功能，以期減少教師備課之負擔。同時，Carnevale等人亦明指線上課程成

功公式應當符合三項原則，依序分為課程提議提供關於課程目標；課程開發

者迅速回應領域教學者設計要求，並且願意考慮教學設計與教學者建議；按

照計畫完成與修正各項工作。倘若課程能夠符合與遵循上述原則，不但能夠

透過團隊間良好互動與溝通，減少發生錯誤與不符合目標期望之情況發生，

也能夠在定型化模式流程中創造出最適宜亦最具創意之課程。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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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CDL團隊發展線上課程流程圖
資料來源：Carnevale et al.（2005）

在實際考量 ITC Team 所當具備與發展之主要功能，乃在於解決現場

教學問題，與帶動學校學習型組織之運作，本研究者即參酌 Carnevale 等人

（2005）與 Mandinach 等人（2005）所提之團隊運作模式與企業化管理流程，

進一步提出ITC Team可行之發展模式（如下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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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ITC Team運作模式流程與團隊成員任務
資料來源：修改自Mandinach et al.（2005）

在實際運作流程上，ITC Team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當歷

經資料階段、資訊階段與知識階段。各階段主要運作模式則分述如下：

（一）資料階段

課程設計與開發組針對教師提出需求，進行教學現場所需資訊融

入教學軟硬體面定義，並協同有經驗的線上（現場）教學者，觀察與

紀錄需求教師於教學現場的教學活動。

（二）資訊階段

課程設計與開發組協同多媒體教材製作組，討論教學流程與設

計，並開發適合之多媒體教材。課程設計與開發組協同線上（現場）

教學者，根據討論後的教學設計與教材，進行教學活動增減與篩選，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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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決定該教學活動優缺點；最後，課程設計與開發組協同多媒體

教材製作組，將成型的資訊融入教學模式進行數位化紀錄與儲存。

（三）知識階段

團隊成員在開發完成教學模式後，可舉辦校內外研習活動，分享

相關教學模式，進行知識的傳遞與分享。當教學模式經過不斷檢視轉

化為可遵循知識後，組長與課程開發組，可針對同質性課程進行再利

用與轉化，以減輕團隊工作量負擔，達到最有效團隊運作模式。

研究結果

一、應用模式之實際案例

（ 一）背景

本案例之學校，乃位於新竹縣芎林鄉五龍國民小學（6 班）。該校

雖已歷經九十年創校歷史，但在班班有班級電腦、電子白板、IRS 即

時反饋系統與無線網路學習環境建構下，實有助於發展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創新模式，故採行本研究者所提之 ITC Team 模式進行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發展。其參與成員為校內有興趣教師主動參與，

平時定期進行領域教學心得分享與課程檢討，並針對校內其他領域所

提之課程進行各式資訊科技融入教材設計與多媒體教材製作。團隊成

員涵蓋校長、主任，以及對資訊融入教學有興趣之教師，在團隊組織

運作上設有組長一名、課程設計與開發組二名、多媒體教材製作組二

名與線上（現場）教學組二名。

本諸於學校特色課程乃為發展在地文化，並與藝術與人文課程

（藍染）相結合。為能有效實施學校本位課程、提昇學習者學習成效，

讓特色課程得以能夠重複使用進而達到有效之知識管理、應用與交

流，故透過 ITC Team 之團隊運作，發展特色課程與教材，以期提供教

學者實際教學之最佳化協助。

（ 二）實施流程

在瞭解學校特色課程並確認其具有重複利用之價值需求後，隨即

依本研究所設計之 ITC Team 運作模式進行需求課程設計與發展，相關

流程進度，分如下述：

1.資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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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開發組針對線上（現場）教學者教師提出之需求，

進行教學現場所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軟硬體定義，並協同線上（現

場）教學者，進行觀察與紀錄教師在教學現場之教學活動需求。

團隊發現，在現有教學資源上，多僅為藍染課程之實體技能操

作，對於課程發展主軸與技能操作並非全然熟悉。因此，在現有教

學模式應用上，僅限於講述式教學，學習者若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完

成，教學者可能需要重複講述與教學，就學習者而言，或無法有效

提昇學習者對藝術課程之感受與興趣。

2.資訊階段

承上所述，在實際瞭解教學現場之需求後，課程設計與開發組

隨即協同多媒體教材製作組，討論系統化之課程教學流程與設計。

團隊成員發現若能輔以線上學習平台資源實施本教學活動，將有助

於教學者和學習者進行教學活動。教學者不僅能夠在課堂內利用發

展之網路多媒體素材與平台進行教學引導，學習者課後亦可透過相

關教材內容與主題學習網站，配合家長後續引導以進行討論與想法

發表，有助於典藏及深耕本特色課程。為此，團隊成員決定將此課

程設計發展可供線上平台使用之數位化課程。

在多媒體教材製作上，由多媒體教材製作組針對課程設計進行

製作與產出，相關內容分課程發展計畫、各年段主題教學設計、學

習歷程紀錄、作品展示、學習經驗與心得分享互動。其次，由課程

設計與開發組協同線上（現場）教學者，依據討論後之教學設計與

教材、學習者回饋反應與教學者事後討論，針對發展之教學設計與

活動進行增減與篩選。團隊成員發現，其所發展之教學設計、教學

模式與多媒體教材，在採用面對面學習者與線上學習者皆能學習相

同課程後，其所能成之教學與學習效益最佳，亦最能吸引學習者學

習動機。因此，團隊決議以此為本課程之主要教學模式。同時，為

達到普遍運用以及重複使用之需求，團隊亦採用多媒體線上影片播

放模式，呈現教學歷程（如圖 4 所示），搭配學習者成果展示紀錄

（如圖 5 所示），達到教學與知識累積。同時，亦透過團隊討論決定該

教學活動之優缺點並進行適時修改。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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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ITC Team利用多媒體線上影片呈現教學歷程情景圖

 

 

圖5 ITC Team利用多媒體線上影片呈現學習者成果展示紀錄情景圖

3.資訊階段

在主題課程完成建構並數位典藏化後，ITC Team 利用教師集會

時間向校內教師介紹產出成果，並將相關教學設計與多媒體教材，

收錄於學校數位化教材資料庫內，以利提供教師使用。同時，ITC 

Team 成員亦聯繫鄰近學校，進行知識傳遞與分享。校內教師在實際

應用後若有新想法與成果產生，亦得透過校內建置之教材資料庫上

傳成果，達到知識的循環利用與再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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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以「明日教室」（Apple Classroom of Tomorrow，ACOT）十年縱貫的研究

成果證實，教師可以將教科書和學習者坐著聽課為主的傳統教學方式，轉

換成現代化形式的科技教室。在 ACOT 十年報告書中指出：「經由在教學中

使用多媒體科技之後，一位教師更能引導學習者，讓他們做自己學習的主

人。」（引自王緒溢，1998）。而成立ITC Team之主要目標，即便希望教師能

夠超越初階應用電腦進行教學的活動，提昇成為整合各項現有資訊軟硬體環

境融入教學現場，讓教師能夠透過團隊組織，實施創新教學模式以建構優質

化教學與學習環境。

誠如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創意教學」與「卓越教學」兩項政策之目

標，若教學現場裡能夠實際運用 ITC Team 進行創新課程設計與開發運作模

式應用，相信當能夠發展更具創意之教學活動，亦能有效減輕教師的電腦焦

慮感、教學挫折感與教學工作壓力，進而積極促進教學品質與提昇學習者學

習意願和學習成果。

整體而言，標準化的團隊發展模式應用將是未來學校可採行之創新教學

模式發展策略。ITC Team摒除傳統教師單獨運作、資訊種子團隊任務分配不

公平與不清楚之缺點，利用系統化的發展流程與現有人力重新分配，實際解

決教學現場所發生的四大問題：改變教師對資訊科技融入的偏差觀念，不再

使教師流於單獨運作，亦不會因為教學模式與教材僅呈現資訊技術層面，導

致學習者學習意願與動機不高，最後，亦解決學校硬體維修困難與教師耗時

耗力搜尋教學素材之問題，有效提供教師及時性與實際性之助益。本研究者

相信若能透過此團隊運作模式之推展與運作，對教師教學與學習者學習，當

能提供最有效與最大之助益。

研究結果

一、本研究達成研究目的一：「暸解目前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模式之現況與問題之所在」
透過文獻探討之歸納與分析可知，目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之現況

與問題之所在分別為教師觀念偏差、種子教師團隊成員流於個別教師單獨

運作、教學模式與教材僅呈現資訊技術層面，導致學習者學習意願與動機不

高、硬體維修困難與教學素材搜尋耗時耗力。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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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達成研究目的二：「發展符合科技內容教學知

識（TPACK）理論架構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

式」
透過模式設計與發展之闡述可知，在完成資訊協同團隊（ITC Team）應

用模式之設計發展，並藉由實際應用與產出，有效發展與驗證符合科技內容

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可行性。

期間，團隊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歷程依序分為：

（ 一）資料階段

課程設計與開發組針對教師提出需求，進行教學現場所需資訊融

入教學軟硬體面定義，並協同有經驗的線上（現場）教學者，觀察與

紀錄需求教師於教學現場的教學活動。

（ 二）資訊階段

課程設計與開發組協同多媒體教材製作組，討論教學流程與設

計，並開發適合之多媒體教材。課程設計與開發組協同線上（現場）

教學者，根據討論後的教學設計與教材，進行教學活動增減與篩選，

之後，決定該教學活動優缺點；最後，課程設計與開發組協同多媒體

教材製作組，將成型的資訊融入教學模式進行數位化紀錄與儲存。

（ 三）知識階段

團隊成員在開發完成教學模式後，可舉辦校內外研習活動，分享

相關教學模式，進行知識的傳遞與分享。當教學模式經過不斷檢視轉

化為可遵循知識後，組長與課程開發組，可針對同質性課程進行再利

用與轉化，以減輕團隊工作量負擔，達到最有效團隊運作模式。

結論與建議

立基於達成之研究目的三：「綜合本研究之結果，提出以科技內容教學

知識（TPACK）理論架構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具體建議

與未來研究方向，以供教學者、學校團隊教育主管機關與研究者參考及應用

推廣」，本研究認為科技內容教學知識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發

展之啟發可為教師進修研習當普及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精進、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創新教學模式當著重於科技內容教學知識應用，以及教育主管機關當推

動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落實。以下，即依序說明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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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進修研習當普及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精進
對教師而言，面對知識爆炸的數位時代，為提昇教學成果與績效，有效

精進教師專業素養與認知，最即時也最有助益之途徑莫過於教師進修研習。

依據楊正宏（2007）之研究可知，教育部在辦理教師科技知識研習培訓，亦

或數位教材資源提供上已然有其豐碩之成果。然而，細究現今教師進修研習

模式，不難發現多以分項分科培訓為主，如資訊科技應用研習、教材教法研

習，或是教學理論探究等等，極少針對科技內容教學知識辦理培訓或研習課

程。因此，亦即容易產生教師大多認同於資訊科技有助於教學效率、教材豐

富度，卻對資訊科技能否有效提昇學習者學習成績，以及對於低成就或弱勢

學習者有所幫助，抱持不肯定之情況。為此，本研究認為在教師研習培訓上

當普及於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精進，讓教師能夠更確切體認到應用資訊知能

對教學知識與內容知識之助益，進而願意且主動尋求其教學模式之精進。

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當著重於科技內容教

學知識應用
如同「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所期望，數位化時代下的

教師當能持續提昇自身之專業實踐，示範終身學習，並在學校與專業社群

中，藉由促進與示範數位工具及資源的有效利用，展現其領導能力（ISTE, 

2008）。為促進教師能夠更專業化也更優質化，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發展創新教學實為不可不重視之議題。期間，為讓教師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創新教學模式上更有其明確目標與依據，教師部亦持續推動辦理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典範團隊之選拔，期望透過典範團隊選拔，讓教師得以

有所學習之典範，進而積極尋求教學改善或突破之機會。然而，實際探究不

難發現，在現今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中，較少著重於應用科技

內容教學知識之應用。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能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創新

教學積極推動科技內容教學知識應用，當有助於教師專業化與優質化之期

望，進而提昇教學品質，同時亦可讓教師在教學活動與歷程中展現其領導能

力。

三、教育主管機關當推動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落實
有鑑於現今教學場域中，同領域教師在合作討論議題上呈現不足之現

象（教育部，2009），誠如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中規劃之建立

各領域教師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指標行動方案（教育部，2008）：依據各領域

教師職能，建立同領域中教學設計、實施、管理與評鑑等應具備之資訊科技

蔡政宏、謝文惠    應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理論架構
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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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能力指標，並建置教師自我檢核系統，以便教師定期自我檢核，持續提

昇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由上述論點可知，科技內容教學知識已然為教育主管

機關所重視之議題。可惜的是，不論是 2002 年至 2004 年所推動之資訊種子

學校教師團隊，亦或 2006 年起所推動之縣市 e 化學習環境示範點計畫，多僅

就「內容科技知識（TCK）」或「教學科技知識（TPK）」進行發展與推廣，

其成效亦僅展現於上述兩項知識之精進。對此，本研究者認為教育主管機關

在各項計畫推動與補助之際，若能積極落實與推動學校或教師團隊發展科技

內容教學知識，除可增進教師創新教材教法，亦當有助於教學典範之建立。

綜合上述說明可知，科技內容教學知識架構之推廣與應用，實當有助於

現今教師之所需，若能由教師進修研習、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

以及教育主管機關政策推層面著手，相信當能促使教師更有自信、更有能

力，亦更願意去發展創新的資訊融入教學活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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