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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數位教科書發展配套芻議 

 

圖片來源：Pixta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昀萱】 

電子書的興起，讓結合平板電腦、應用程式與網路科技的教科書衝擊著傳統教學

模式，也顛覆學生學習模式。然而目前相關研究仍少見老師與學生對整合使用電子教

科書與紙本教科書的經驗與看法、與對其等的影響。本研究運用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度

訪談，了解六個縣市電子教科書使用者同時使用紙本與電子教科書歷程與經驗，藉此

提出支持數位教科書發展配套之芻議。 

首先，現行整合電子教科書與數位教學所涵蓋的範疇，可以包含至少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使用以紙本教科書規範性內容為基底的電子教科書，基本上僅須學校教

室配有桌上電腦與螢幕即可進行。第二個層次是在電子教科書之外，融合智慧型載具、

各種教學平臺中教學媒材的數位教學，所須設備除了智慧型載具（或至少筆記型電腦）、

高速網路，還需要授課教師整合運用紙本教科書與數位媒材的能力、以及學校端行政

支持體系協助持續爭取經費維護甚至擴建相關設備。 

  雖然各縣市政府都相當重視整合數位載具進行智慧教學，各自依據教育經費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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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多寡，發展出適合地方脈絡的目標與策略，然而誠如大部分受訪老師所自承，即便

他們都屬於推行智慧教學或資訊融入教育相當有成效的學校，但是，其等所處校內至

少其他六成以上的老師，多是以出版商的光碟版的「電子教科書」為主，這些「電子

教科書」的定位，是作為一種促使學校與老師選用紙本教科書的誘因，設計訴求對象

是以老師、場域以學校課室、介面則是羅列繁複但是備用的功能選項、目的是以減輕

教師課堂與備課負擔為主。 

因此，設計上以教學者為中心，遑論將介面延伸成為課前預習、課堂進行、與課

後評量等不一樣的環境，甚至是納入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的互動機制。政府主政單位顯

然早已注意此問題，並開始運用教學平臺得以跨越載具限制、且可以兼顧老師教學及

學生學習的重要性，因此各自設計各種類型的數位學習平臺，只是限於目前這些教學

平臺的開放性、介面設計、校內網路設備與載具配置、以及有限的使用經驗傳承，許

多受訪教師的使用習慣，多將政府教學平臺媒材列為輔助性質。 

  但是，經常整合使用智慧載具與數位媒材教學的老師們也指出：整合數位載具與

媒材的數位教科書的確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相當有幫助，但是卻不代表必然可以

持續學生學習興趣。也因此，在教學準備歷程，老師們多得視情境、單元、與學生程

度，靈活交替使用紙本、廠商提供的電子教科書、與載具，載具納入課堂時，也必須

交替運用一人一機的個別差異化學習方法與數人一機的團體合作法。 

雖然虛實整合數位與紙本教科書提供了較為活潑的教學模式，但是，潛在挑戰卻

是網路與載具、以及後續的維修升級的問題。因此，老師們也都建議積極提升配置合

理比率的智慧型載具、以及網路基礎建設。最後，受訪學生也確認：結合學習平臺與

數位媒材的學習更為活潑有趣，特別是以遊戲闖關方式學習教科書內容與評量，但是

潛在挑戰，除了有網路與智慧載具不夠，還包括家長不容易理解與支持。 

  綜整參與研究師生與行政團隊對於支持數位教科書發展配套的參考建議，可歸納

為以下四項。 

一、研議嘗試以結合平板電腦與電子教材之數位教科書替代部分科目 

  我國脈絡下的教科書必須經過審查才符合選用資格，然而此規範性意義，相當程

度上限縮了數位學習得以融合智慧載具以追求適性、更多元自主、開放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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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管單位可以嘗試從部分小學科目開始（例如國語數學社會之外的科目），開放

這些爭議不大的科目無須送審，由學校決定選用哪些出版社教材並載入學校平板電腦，

供學生課堂上使用，一方面可以讓老師嘗試自由運用不同媒材融入教學，建立使用模

式；同時一批數位教科書供 1~2 個年級同學共同輪流使用情況下（視學校規模而定），

也可以節省下許多補助購買又回收紙本教科書的成本與資源浪費。 

二、研議審查數位教科書辦法與規範數位教科書共同必要功能 

  如同前述，在我國脈絡下教科書都必須經過審定。除了開放部分小學科目不須審

定並以數位教科書代替外，針對其他必須審定之科目，主政單位也應該開始嘗試研議

擬定數位教科書的審查基準，讓有意願研發數位教科書的出版社有方向可循。 

  此外，數位教科書平臺與媒材必須是跨載具系統（Android、Apple、Windows）與

跨文件流通格式（如 pdf、ePub），確保符合學校與學生所購置的不同載具皆可適用。

在基礎建設方面，雖然多數學校皆已建置網路，但是各校網路建設品質不一，建議設

計數位教學平臺與媒材設計時納入離線模式，確保學校網路建設不夠快的老師與學生、

或是家中網路設備不夠的學生，也可讀取運用。 

三、發展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應用及家長檢視之功能 

  目前教科書廠商提供的電子教科書是給教師教學用，而政府教學平臺雖然也區分

教師、學生與家長功能，提供數位媒材、課室管理系統、以及測驗評量供老師與學生

使用，建議在此基礎上，強化教學平臺的介面管理，強化數位媒材開放性，讓教師與

學生不但可以註記、學習，也可進行分享。最後，也強化家長檢視與參與學生學習的

功能，以提升家長、老師與學生間充分了解與良性互動。 

四、持續擴大教師分享虛實整合教學模式、教材、與網絡 

  運用各種既有培訓管道，設置獎勵誘因引導教師研發虛實整合教學模組、並以分

科方式分享各種情境的虛實整合教學模式，據以強化各校推動虛實整合教學的支持體

系，讓不同情境之教師視學生狀況與地方情境，發展虛實整合自編教材、並供其他成

員彈性選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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