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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8 課綱科技領域之增加談偏遠地區 
教師的教學負荷 

陳奕璇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偏遠地區學校的數位共學及深耕等議題，一直是官方與民間教育機

構關注的熱門焦點；此外，十二年國教課綱新增科技領域，更促成教育機關與學

校大力推動科技融入教學，理當在此教育脈絡之下，應能讓地處教育資源較不足

的偏遠地區學校，發揮雲端課程及數位教學的科技效用，讓偏遠地區學童在學習

歷程上，透過新課綱的執行，搭乘數位科技的輔助與融入而受惠，藉此提升學童

的科技素養，並實踐公正與公平的教育理想。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相較於過往，

政府與民間企業確實對偏遠地區教育，挹注更多的數位資源，但至今偏遠地區學

校在科技應用層面的教育問題，依舊被教學實踐者與教育專家視為當前亟需處理

的燙手山芋。更令人憂心的是，COVID-19 肆虐全球期間，臺灣在 2021 年也備

受衝擊而突如其來全國停課，所有實體課程被迫立即轉為雲端學習，此一波教學

模式的革新與翻轉，卻未見新課綱強調的科技輔助與數位增能，能即時有效地幫

助教育資源相對弱勢的偏遠地區小學，反倒立即考驗臺灣教育數位轉型的成效、

且更突顯城鄉教育的數位落差（吳尚軒，2021）；再者，科技融入教材研製、課

程設計與教學活動的教育期待及指標，加重有意願進行教學創新的偏遠地區教師

的課程承載量。 

二、偏遠地區學校落實新課綱科技融入之挑戰 

城鄉的數位落差雖不是臺灣教育情境上的新難題，但當科技素養或數位能力

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動下，不再僅是被當作學習議題或辦學特色，而是轉換

為獨立列入學校課程中必須的學習內容與指標時，長期處於數位軟實力較欠缺的

偏遠地區學校，勢必在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科技融入的轉化歷程上，承擔比都

會學校更多面向且更沉重的教學負荷。以下就師資的科技專業度與學校的科技領

導力，分別敘述偏遠地區學校面對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新領域上路的教學挑戰： 

(一) 偏遠地區教師的科技增能與科技融入教學之負荷 

十二年國教課綱新增的科技領域包含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兩大學習範疇，科

技領域在高中階段列為必修學分，並納入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在國中階段納入部

定課程；在國小階段則採用彈性學習課程，安排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

程或社團活動供學生學習（教育部國教署，2017）。如此的教育改革政策，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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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學階段，教師被授予彈性自主，卻又同時得肩負學生學習歷程中數位增能的

教學使命。對於長期面臨教師流動性高的多數偏遠地區小學而言，每年專業教師

更替率高，甚至因教師招募不易，最終在困窘的教育條件下，聘用未完整接受教

育學程的教師（楊志強，2021），而具備科技專業並能整合科技應用於教學的合

格師資更是匱乏（王暐婷、羅士朋、葉俊宏，2021）；偏遠地區現職教師常因交

通不便而持續進修動力不足，連帶衝擊對於新課綱的認知，及科技融入學習領域

的課程意識（呂玟霖，2016）。基於上述現況，偏遠地區教師不僅不易參照都會

區學校，建構穩固且持久的科技增能社群，以交流因應與共同承擔課程改革歷程

的教學挑戰；更難以針對學校特色，長期深究並發展符合在地學生需求的科技融

入教學策略。此外，為符應新課綱科技應用融入課程的教育政策，偏遠地區小學

多透過與民間企業及當地大學的科技融入教材研製與輔助教學等合作模式，企盼

非科技領域師資，藉此快速達成科技輔助課程研發與教學的數位轉型教育；但偏

遠地區頻繁的教師流動與人事更迭問題，常導致外部資源協力研發的數位教材與

科技融入教學模式，難以從階段性或任務型計畫，轉化邁向教材精緻化、永續發

展的共享機制，因而導致科技專業師資不足的偏遠地區小學教師，在當前科技融

入導向的課程改革推動歷程，不僅需在既定的備課時限下，比過往更頻繁地投入

課程研製、積極強化科技素養，更必須在學科教學專業外，鑽研科技融入學科領

域的科技應用與科技整合教學專業。 

(二) 偏遠小校在科技領導力與科技專業師資之匱乏 

當教育改革的內容及教學途徑，涉及到新興科技的介入或融入時，校長本身

的科技領導力與科技覺知力，不可避免地直接攸關一線教師實施科技融入的接受

度與深化程度；值得關注的是，國內外科技融入的教育改革現況分析研究進一步

指出，校長科技領導力對於教師科技接受度及科技融入教學成效的影響力，在偏

遠小校更是明顯且深遠（張維修，2018；Yamamoto & Yamaguchi, 2019）；但臺灣

具備科技領導力與科技覺知力的校長，主要多集中在都會型學校（孟珈卉，2018）。
再者，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新領域上路，整體教育環境急需科技專業教師，具備

數位專長的師資普遍流向交通便利的都會學校，導致科技領域師資匱乏的偏遠地

區學校，在因應此波教改浪潮時，常無奈地迫使教師在科技應用相關專業不足的

現況下，進行變相的跨領域或跨專業教學，此一教學現象導致投入偏遠小校服務

的熱忱教師，無法有效地展現本身的教學與教育專業，也招致教師在課程設計及

教學實踐歷程的負面感受與沉重負荷。 

三、結語 

十二年國教課綱將科技領域獨立列出與彈性融入國小教學，其改革的基本精

神與目標在於：精進且深化過去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及資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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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重大議題的學習內涵，並讓課程規劃及實施更為統整，以強化學生的資訊素養，

幫助學生運用科技學習（教育部國教署，2017）。綜觀當前偏遠地區學校所面臨

的教育處境，比起科技硬體的需求，似乎更需要科技軟實力的支持與深耕。偏遠

地區教師流動頻繁是長久且整體地域性的問題，為盡可能避免因師資的流動，影

響或中斷學校科技融入教學與教材研製的階段性成果，且反覆導致教師課程與教

學的負荷，偏遠地區學校應在與外部資源合作或數位共學的執行歷程中，精實地

建構符合該校特色的科技融入課程研製與教學活動的推廣及共享模式，以利課程

與教學模式的精緻化與永續發展。就教育當局而言，十二年國教課綱在科技新領

域的推動歷程，教育主管機關應當更有魄力地強化偏遠地區科技專業教師深耕在

地的具體對策；且需深刻意識到偏遠地區校長科技領導力與科技覺知力，對於科

技融入教學創新及學習成效的深遠影響力，確實幫助偏遠地區校長及相關的領導

團隊，給予一線教師適切且穩定的科技專業支持，藉由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新領

域的改革推動，成就偏遠地區國小教育的翻轉，而非加劇數位落差的課程負荷，

朝向「數位平權」的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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