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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電腦網路的普及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人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即可迅速獲取

或傳遞豐富的資料，不再為時間或空間條件所囿限。年輕學子身為科技化社會的

「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Prensky, 2001），更是從小接觸電腦與網路，這群

「網路世代」或「N 世代」習慣透過數位圖像、影音、符號進行即時、多向的訊

息傳遞或溝通（余民寧，2013）。他們的學習在資訊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限於紙本、

課堂等的教學上，所面對的是網路龐大的學習資源，資訊科技甚至已取代圖書

館，成為獲取資訊、閱讀資訊的主要管道之一。而在資訊爆炸的新時代，亦需要

應用資訊傳播科技進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及與他人溝通，這些包括數位、資訊、

傳播工具的使用能力，以及判斷與思考等能力，數位原民必須學會如何收集所需

資訊、處理及評斷大量訊息，整理必要內容、知道保存訊息或是將資訊傳遞給他

人，並與他人溝通交流，此即考驗著是否具備使用、操作、評價與生活息息相關

的科技，並了解科技原理而提出解決方案以達成目標的「科技素養」（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2010）。臺灣也在因應時代潮流下對教育進行改革，

其中 108 課綱實施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更被列入九大核心素養之一，揭

示了資訊科技能力融入各科教學儼然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藉以培養學子在資訊

科技時代下能得心應手地善用科技工具，做為學習之推手。 

二、數位閱讀 

閱讀，是學習的開始；而數位閱讀（digital reading），則是時代趨勢。閱讀

做為人們吸收資訊的手段，更是學習的第一步，透過閱讀，人們得以探索浩瀚無

邊的知識。PISA 2018 對閱讀索養的定義：「理解、運用、評估、省思及投入文

本，以達成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並有效參與社會的知能」（OECD, 
2016）。數位科技的日新月異與新知識的不斷湧現不僅豐富學習資源，也使閱讀

歷程變得複雜，閱讀做為建構個人知識及了解社會歷史脈絡的核心技能，自然也

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變得更為複雜及多元，於是新素養（new literacy）概念因應

而生（Leu, Kinzer, Coiro & Cammack, 2004）。「新素養」涉及網路素養、數位素

養、新媒體素養、資訊與通訊科技素養等概念，意指線上閱讀、電子閱讀或超文

本閱讀，也就是讀者透過網際網路、多媒體、搜尋引擎等數位科技進行閱讀，以

達學習或問題解決的目的（柯華葳，2013），閲讀媒介逐步由書面轉向以電腦和

智能手機為主，足見數位閱讀的浪潮已然成為數位原民的一種閱讀趨勢和慣性行

為（余民寧，2013）。然數位閱讀非線性、互動性、立即性、匯集性、匿名性的

特點（林珊如，2010），與傳統閱讀型態有很大的差異，閱讀彷彿優遊在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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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頭的資訊彼此相連，使得數位時代閱讀素養的運作並不單指從靜態紙本資料獲

取知識，而涉指廣義的心智模式和能力建立，而更強調適應網路新科技變化的學

習能力（Leu, 2007）。 

三、數位閱讀的不可或缺性 

數位閱讀素養奠基於閱讀素養的基本能力，並結合數位媒介的特性，使之一

方面具有閱讀素養的特色，但又需要資訊科技能力，透過各種搜尋、重組的功能，

讀者跳躍式讀取材料並找到各式相關資訊（林巧敏，2013），最後確認重要問題、

尋找資訊並整合資訊，這對發展自學能力與儲存未來基本能力的青少年而言，不

單是「必需」，而是「必須」。特別是資訊內容多元化，數位閱讀素養不僅對語文

類科具重要性，同時牽動著多元領域新知的學習與發展，數位閱讀素養的建立，

有助於數位原民在知識變遷快速、資訊發達的時代建構適應未來生活的知識與技

能，使其具備迎向全球化挑戰的能力，故了解青少年科技資訊能力與數位閱讀素

養之現況，以協助掌握如何選擇和評鑑資訊、如何重組內化資訊，乃科技時代的

重要議題。 

四、數位閱讀的發展趨勢性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於 2009 年實施部分數位閱讀評量，並於

2015 年全面實施數位化，其近年 PISA 的定位將更著重於評量學生閱讀和瞭解數

位文本以及以數位化方式呈現問題解決的能力，反映出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及數位閱讀素養在現今社會的重要性（OECD,  
2016）。又因應科技時代的需求，諸如美國、澳洲、紐西蘭、日本等眾多國家都

將科技素養納為國民所具備的基本素養，重視發展系統思考、創造力與問題解决

能力，進而促進對科技的興趣以及知識的理解與應用；而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將「核心素養」的培養做為重要目標，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

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終身學習者」，並藉由資訊、科技、閱讀素養等議題融

入培植學生對生活情境問題的分析、思考與解決能力，符應國際教育的潮流。因

此在國際教育浪潮的推波助瀾下，思考如何藉由科技資訊運用能力，進而增進臺

灣學子數位閱讀之素養，乃是必然的教育發展趨勢。 

五、數位閱讀的教學現況 

數位閱讀既為數位時代工作的重要基本技能，若能及早養成，對學生未來就

業乃至於應對瞬息萬變的生活有莫大優勢。而在各教育階段的教育現場中，眾多

教師紛紛改變教學模式，響應教育潮流，培養學生透過數位資訊科技探究與學習

知識。筆者根據任教於高中階段的教學經驗、觀察教學現場並訪談周遭從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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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閱讀教學的教師，發現在科技時代下結合數位培養閱讀素養的方式常見的大

致可歸納為：(1)多媒體資源融入。眾多教師選擇結合諸如電子書、影音、線上

教學平台、新聞媒體素材、電子期刊等多媒體資源引發學子的學習動機，帶著學

生進行數位閱讀，從而奠定學生的數位閱讀能力。(2)專題探究與發表。許多教

師在課程安排上，透過專題探究與發表，要求學生進行主題式知識探究或延伸學

習，從無遠弗屆的網路資源中進行跨文本或跨媒介的資料蒐羅、整理、分析，以

知識帶動知識的挖掘與學習。(3)多元活動及成果規劃。不乏教師將知識的學習

包裝成有趣的活動，透過多元策展的模式、趣味闖關活動的設計、文藝展覽的籌

畫、文史導覽的踏查等各種形式，引發學子自主運用數位科技進行深入閱讀，並

且善用資訊科技能力產出實際成果，以達學習或問題解決的目的，從而奠定數位

閱讀素養。然隨著教師各有自己獨特且多元的教學模式，科技融入數位閱讀進行

教學的方式仍舊不可勝舉。不論何種形式，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果進行評鑑與

教學回饋時觀察到，學生經引導後，普遍能運用其科技能力進行資訊的正確閱覽

與蒐羅，並隨著教學融入自主學習或探究的活動設計與培養訓練，而能進一步展

現諸如分析、統整等稍高層次的數位閱讀能力。 

雖說日趨多元的教學形式加深也加廣學子們的知識範疇與應用，然並非每個

青少年都具備或能即時接觸到相關數位設備或教育資源，這些學子由於在提升數

位閱讀能力的機會和頻率不高，導致難以增進其數位閱讀能力。此外，兆祥、陳

柏霖和余民寧（2015）研究分析發現，小學到高中階段學生的網路閱讀策略以「搜

尋與擷取」及「分析與理解」頻率最高，在高階的數位閱讀策略如使用與溝通、

反思與應用等上仍待加強，此揭示了幫助學生學習高階的數位閱讀策略確有其必

要之處，而在實際執行上，教師如何引導學生發展出更高層次的數位閱讀素養，

而非停滯在淺層的擷取資訊，為數位閱讀教育的發展紮下厚實的根基，也亟待深

入探究及規劃，從而精進相關人員知能的培育。 

因此，若能更深入瞭解臺灣學子在數位閱讀能力的特徵與表現，將有助於教

育人員或政府機構評估如何設計課程，以預備學生或培養學生獲得這些基本能

力。添以臺灣長期推動資訊融入教育，已為推動數位閱讀教育所需之軟硬體立下

基礎，然目前無論是研究、政策或實務教學上，仍有諸多不足處，期盼透過研究

議題的拋磚引玉，讓更多教育工作者關切此教育議題。 

六、提升數位閱讀之建議 

 科技時代下欲提升學子的數位閱讀素養，林珊如（2010）認為，需要讓青少

年認識網路的深度、廣度，並且培養他們的識讀能力，教導他們在網路上取用相

關資訊時的陷阱與優缺點。游硯如（2020）則進一步提到，提升數位閱讀素養之

策略可從網路海中進行「有目的的搜尋」，並且「善用數位設備」提升練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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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輔以紙本閱讀」，從個人閱讀傾向中尋找平衡之處。 

此外，張貴琳（2014）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數位閱讀素養表現與其在進行閱

讀時的閱讀投入及家庭所具備的資源有關，故在教學時宜培養學生為樂趣而讀的

內在動機，讓他們為樂趣而閱讀，並可針對閱讀理解策略進行後設認知教學，亦

即藉由自我監控思維的過程，提高其運用各式閱讀理解策略，另一方面也須多提

供相關的教育資源，讓其有更多適度進行數位閱讀的機會。 

 綜觀上文中提及的困境及學者的建議，筆者認為欲提升高中生數位閱讀能力

可從以下五方面著手：(1)新型態的數位閱讀應廣受重視。數位環境的教育資源

應在各級學校甚至公共教育空間普遍培養與傳授，讓科技進入生活、讓科技進入

教室，若具備充足的設備，並有相關師資或指導人員從旁引導，即便家裡數位資

源較匱乏的學子也能有學習機會。(2)發展寓教於樂的數位閱讀模式。藉由積極

建構數位閱讀的學習素材或網路平台來推展數位閱讀，唯有透過大量且有興趣的

閱讀，才有機會為學子加廣與加深數位閱讀的學習，並藉教材的層次設計讓學生

培養出數位閱讀的批判性。(3)藉由數位閱讀提升自主學習。教師可要求學生透

過數位科技查找資料、整合資訊，以進行作業的完成或是報告的製作，通過學生

自主學習的過程發現學生問題、與學生對話並共同探討如何解決，藉此提升彼此

數位閱讀素養教與學的能力。(4)廣泛進行閱讀策略後設認知教學。當學生習於

監控自我的閱讀策略，即便在數位環境下，也能自我察覺，從而去思考數位閱讀

的過程、成效及如何改進，藉以進行自我調整，達到更高層次的數位閱讀策略。

(5)教師與時俱進的自我提升。在教育學生的同時，教師也應多參與相關的數位

閱讀教學課程、研習以精進自我的教學，從而建構適宜的數位學習環境與友善的

數位學習氛圍。 

七、結語 

科技時代的教育重視培育學生樂於學習和持續學習科技的興趣與能力，也唯

有協助學生培養科技能力，才能使之在科技時代中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進而創

造競爭優勢，而這將會是網路世代面臨學習、挑戰的致勝關鍵。在科技時代，適

應新的數位環境及和數位環境進行合理溝通是必備的基本能力，而數位閱讀對多

元資訊充足的現代人來說，不僅是單面向的知識吸收，更是透過在大量資訊評

價、判斷的過程中發展個人潛能、適應新的環境，並利用有效的溝通方式參與社

會。 

我們有責任確保每位學生有能力進行數位環境的閱讀，更能適應生活於數位

時代並參與在數位時代社會之中；同時亦應實踐十二年國教所重視學生應在學習

歷程中扮演主動角色而非如過去被動接受者的教育宗旨，助之確實成為自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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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善於溝通互動與參與社會的終身學習者，使之能藉由主動面對學習歷程中的

各種狀況，進行投入、監控與調整，進而改善學習狀態與效果。唯有在學習時瞭

解並善用自身擁有的資源、該解決的問題以調整自我，方能有效地透過數位閱讀

學習、尋找答案和解決問題，繼而適應和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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