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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科書評鑑研究 

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楊國揚 

  伴隨數位科技的發展，未來教科書呈現的型態，已不再侷限於紙本形式，也不再被界定為裝訂

完整的印刷物；這種顛覆傳統教科書概念、透過數位科技創造出來的教科書，將更為多元與多樣。

但不論教科書如何變化，作為教學與學習基本工具此一價值不會改變；也因此，教科書的重要性，

在於以高品質創造出有意義的學習。 

  從日本、韓國、香港、中國大陸數位教科書發展現況與關注議題分析，數位學習資源的品質，

已成為當前各國的重要課題，並因此發展出數位教科書的評鑑機制與評鑑準則；國內推動數位學習

發展政策，尤其對於中小學教學場域數位教科書的品質，尚無積極作法與鼓勵機制。本研究主要目

的為探討數位教科書的評鑑機制，以作為未來推動數位教科書評鑑的重要參考依據。依此研究目的，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梳理國內外數位教科書（數位學習教材）審查、評鑑的具體作法，並透過學者

專家訪談、出版者的焦點團體以及數位教材設計專家之座談，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研究結論 

（一）數位教科書應建立相應的評鑑機制與品質指標 

  學校使用數位學習資源的機會日趨頻繁，數位學習的品質主要仍仰賴出版者與學校教師的自主

篩選機制，缺乏外部學者專家的專業評鑑，對完善數位教科書的品質仍有所不足；因此，建立數位

教科書評鑑機制是必要的。而評鑑的意義，不僅在作價值決定，也為評鑑對象提供改進意見；數位

教科書與紙本最大的差異，在技術層面的特殊性。從韓國、美國、香港及我國針對數位教科書（數

位教材）品質認證所建立的評鑑準則可以了解，除紙本、數位共同的教材內容品質指標外，媒體設

計、介面需求，以及科技技術與功能，則是數位教科書所特有的科技特性。依此，數位教科書品質

管理機制，仍有待建構一套符合數位科技特性的教科書評鑑指標。 

（二）數位教科書評鑑模式應呼應數位教科書的定位 

  依學校教育目的，數位教科書的發展存在取代紙本教科書、與紙本教科書並行、作為延伸學習

輔助教材等幾種選擇。但以日本、韓國或香港等國家或地區的實施經驗，數位教科書仍是以紙本教

科書作為基礎，進而導入數位教科書的使用，並無取代紙本教科書的企圖；依此，數位教科書的定

位是與紙本教科書並行或作為延伸學習輔助教材的角色。但不論哪一種角色，數位、紙本之教材內

容仍保持高度的同一性。因此，數位教科書之評鑑模式，應評估多媒體資源評鑑範圍的明確性（如

網路串連、認知負荷）及評鑑結果運用的可能性（總結性評鑑 vs.形成性評鑑；事前審查制 vs.事後審

查制），而有超越審定制度的思維，使數位教科書能呼應學科特性、學生差異、城鄉差距，達成多

元與多樣化的目的。 

二、研究建議 

（一）明定數位教科書評鑑指標，提升數位教科書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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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數位教科書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民間發展意願仍須視政策的推動與支持而定；但小

規模與局部領域科目已經進入實驗階段。針對數位科技特性，建構有別於紙本教科書的品質指標，

不僅有助於民間數位教科書研發品質，對數位教科書評鑑、教師數位教科書的選擇均可發揮引導作

用。 

（二）重視教師專業發展，發揮數位教學的價值 

  數位教科書實施評鑑，是眾多維護品質的手段之一，數位教科書在教學場域的實踐，教師的專

業發展才是成功的關鍵。教師不僅是數位教科書的選擇者，也是決定學生數位學習品質與認知負荷

的把關者，所以推動數位教科書發展政策，除數位內容品質的保障機制外，政策上強化教師數位教

學的專業發展更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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