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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北市推動數位學習雖已行之有年，然對基層教師而言，卻有種雷聲大，雨

點小的感覺。直至 2021 年 5 月，全臺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緊急進

入三級警戒，為有效因應疫情，教育部長潘文忠宣布，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

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大專和高中以下學校全面改為線上授課。而自教育部

無預警的宣布此項措施後，全臺教師即著手進行遠距教學，各教育階段的教師無

一不手忙腳亂，此時多數教師也才真的意識到數位學習之重要性。 

過去半年在恢復了 111 學年度上學期的實體教學後，未料又在 2022 年 1 月

過後，臺灣再次面臨了新變種病毒—Omicron 的威脅。桃園市全市國小率先在 1
月 14 日提早放寒假，後續也有部分國、高中職開始陸續停課，確診人數不斷攀

升，多數的教師和家長們也憂心忡忡，深怕寒假過後無法如期開學，只是令人憂

心的是，若再一次的遠距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們這一次是否都已準備好再次重啟

線上教學模式？師生彼此間是否也皆已累積好足夠的能力？在班級中，師生若是

能先行透過智慧學習，熟悉操作數位工具及演練各類教學平台，在遠距教學時也

將有助學生的學習表現，提高學習成效。因此，本文意在探討教師如何有效落實

智慧學習之重要課題。 

二、推動智慧學習之現況 

智慧學習係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正是身處於科

技教材媒體與 AI 教育的一大趨勢。N 世代的學生對於科技的接觸與掌控是他

們最大的優勢，創造與提供有關智慧學習的管道給不同學習型態與科技能力的學

生，並引導學生提高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藉由使用數位工具並鼓勵其學習，洞

悉 AI 未來發展趨勢（溫玲玉，2021）。 

由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08 課綱）強調核心素養，而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能力即為九大素養之一。教育部在 2021 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

進方案」中提及，政府將自 111 年起投入經費 117 億元，連續 4 年總預算達 200
億元，針對全國中小學 1 年級至 12 年級全面推動數位學習精進計畫，達成「班

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教育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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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城市是新北市未來發展重要政策，將培育臺灣未來具備國際競爭力人

才。市長侯友宜在市政會議宣布，2030 年將每所學校打造成未來智慧學校。在後

疫情時代必須加強學校數位教學基本能力，因應未來社會需求。是以新北市結合

跨局處資源及產官學力量，用數位提升行政效率、科技輔助孩子自主學習，更用

大數據分析及預測，作為教育單位未來十年推動智慧教育的目標及方向（新北市

訊，2021）。 

由此可見，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皆一致重視科技素養能力的培養，以及對

數位學習之重視。本文即自新北市目前的政策方向與筆者自我教學之反思出發，

以自身經驗淺談個人在實體課程期間帶領學生實踐智慧學習所面臨到的問題及

反思。 

三、實踐智慧學習所面臨問題 

筆者任教於新北市小學，為中年級導師，2021 年 5 月停課期間在線上教學

遭逢不少的問題與挫折。因此，即使恢復實體上課後，便開始思考智慧學習在班

上實施的可能性，同時也為可能再次發生的遠距教學預做準備。 

筆者先將「停課不停學」期間所遇到的問題逐一列出，並在學校帶領學生一

一實際操作，以期減少再次遠距教學時可能發生的問題。雖然學生先前已有遠距

教學經驗，惟在實際操作時仍出現了以下狀況： 

(一) 學生無法順利登入帳號密碼 

2021 年 5 月停課不停學期間，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多數的教學平台，只要學

生登入新北親師生平台後，便能直接從親師生平台連結到其他的教學平台，學生

無需記住各大教學平台的帳號和密碼，僅需要記住新北親師生平台的這組帳號密

碼即可。 

由於中年級學生尚未掌握足夠的資訊能力，停課期間多數是父母從旁協助，

因此即使請學生將帳號密碼先行記錄在聯絡簿上，但在實際使用平板登入帳號密

碼時，學生對英文字母和大小寫的切換不是那熟練，又或是回家後逕自更換密碼，

因未牢記密碼而導致無法順利登入。亦或為前一堂班級學生在使用平板後，未確

實將自己的帳號密碼登出，導致筆者班上學生在登入時遭遇困難，雖然教師的資

訊能力比學生來得好，但短短的一堂課也要花不少時間處理無法登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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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對各教學平台的操作無法精熟 

新北親師生平台雖然整合了許多的教學平台在內，但並非有任一教學平台適

合所有的課程。新北教育局教資科在「邁向 2030 的未來教室，新北智慧學習發

展」的線上研習課程指出，在 2021 年 9 月開學後，Google classroom 是新北市教

師最常用使的教學平台，再來是遊戲學習平台—PaGamO，接下來是學習吧、均

一平台和教育部因材網……。 

筆者在班上推動的是 Google classroom、因材網、學習吧，偶爾輔以使用

PaGamO。但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每個教學平台的操作方式又不一樣，想讓學

生熟悉並能自行操作這些教學平台，實有一定難度。 

(三) 學生專注力不足 

專注力是一種心理歷程，個體從環境的眾多刺激中，選取一個或多個刺激加

以反應，並獲得知覺經驗（張春興，1991）。以兒童發展的角度而言，每個年齡

大約有其參考的持續性專注力時間。 

表 1 兒童的持續性專注力時間 

年齡 2 歲 3 歲 4 歲 5 歲 6 歲 7 歲 8 歲 9 歲 10 歲 
以上 

持續性

專注力

時間 

4-10
分 

6-15
分 

8-20
分 

10-25
分 

12-30
分 

14-35
分 

16-40
分 

18-45
分 

20-50
分 

資料來源：陳俊宇（2019） 

雖然中年級學生其持續性專注力的時間參考值是 20-50 分鐘，但在教學第一

現場的老師都清楚知道，實際上對大多數學生而言，若能持續約 20 分鐘已經是

相當不錯的狀態。因此，一堂課中只要教師稍不注意，學生就會用平板瀏覽其他

網頁，以致於要進到下一項流程時，學生常常會有卡住或是重覆詢問同樣問題的

狀況。 

(四) 載具設備和網路的管理不佳 

由於校內平板提供全校班級借用，平板在被大量的使用下，再加上學生若未

能正確操作平板，平板則容易出現耗損的狀況，如：操作到一半就會當掉，或是

網路斷線，此時就會有學生需要更換另一台平板重新操作，亦或需要重新連結網

路。類此情形皆會不斷干擾課程進行，進而影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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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學生互動不易掌握 

實體課程能隨時和學生產生互動，即使在校進行智慧學習時還是能實際看到

學生上課的樣貌，透過學生的表情或是應答回覆，了解學生學習的情況。但若是

要重啟遠距教學，即使班上的學生大多都開著鏡頭，但教師端仍舊不易確保學生

是否真能專注在學習上，亦難以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因應對策 

前述即為筆者班上學生係在已有遠距教學的先備經驗下，實際推動智慧學習

所面臨到的問題。故嘗試提出可能的因應對策，期可有助前開問題獲得妥善處理，

亦可提供第一線教師實踐智慧學習之參考。 

(一) 請學生自行攜帶家中的行動載具 

在校和其他班級共用平板，會因為前次使用的學生未能確實登出帳號密碼，

而 Chrome 又會自動記錄帳號密碼，致使後來使用的學生在登入帳號密碼時會無

法登入，或是看到前一個使用者的個資。尤其是年級較小或資訊能力不足的學生

會無法自行解決帳號登入的問題。因此，建議學生自行攜帶家中的行動載具，請

家長在家事先協助設定好，在學校操作時就不會遇到同樣問題，而且也能同時確

認萬一需要遠距教學，家中載具設備的軟硬體是否能符合教學上的需求。 

(二) 強化教師和學生使用教學平台的能力 

由於不是所有科目都能運用同一教學平台，因此教師是否有能力辨別各教學

平台適用於哪一科目？哪一個時機？有些教學平台適合用在教學，有些教學平台

則是適合用在總結性評量，教師並非亂槍打鳥，什麼教學平台都一定要用，導致

家長和學生的混亂，心生排斥。或是只會一種教學平台，而侷限住學生學習的視

野。因此，教師的增能研習格外重要，不論是全校性研習，或是以校內社群的方

式進行討論和分享，對於教師在實務操作上會有一定助益。 

此外，新北市建置了新北親師生平台，將教師和學生可能會用到的教學平台

整合其中。建議教師平日便要將這些教學平台跟教授的課程相結合，讓學生透過

多次反覆的演練，增進使用各教學平台的能力。 

(三) 重視教學活動的設計 

學生不論是在實體課程或是從事智慧學習時，學生的持續性專注力都是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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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此課程進行不宜求多、求快。建議在教學前可以簡單的寫出教學活動設

計，將時間分配得相對鬆散一點，讓課程保有彈性。另外，與校內志同道合的同

儕教師透過共備方式，不但能學習他人長處，也能避免走冤枉路。 

(四) 建立學生正確使用態度並定期維護教學設備 

學校既然提供平板讓學生使用，應建立學生惜福愛物的心態。指導學生使用

後確實消毒清潔，在使用中若遇到問題，能主動告訴教師，教師也能主動告知學

校，而非只是更換一台平板給學生使用，讓學校能第一時間知情並盡快做維護處

理。 

(五) 引起學生學習的熱情 

實體課程中，教師是唱作俱佳的演員，能適時帶動教學氣氛，帶領學生學習。

但在遠距教學時，教師應有選擇互動工具的能力，如：利用抽籤、搶答、投票、

分組、互評、測驗、留言或是共編等工具。若能妥善選擇並運用，不論是在教室

中的智慧學習或是遠距教學，都能和學生產生一定程度互動，進而引起學生學習

熱情，增進其學習興趣與樂趣。 

五、結語 

疫情從 2020 年迄今仍未查見消停跡象，反而在後疫情時代加速了數位學習

的腳步，因此智慧學習是當前，更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與發展。身為第一線的

國小教師皆應以正向的態度來面對，除應克服對資訊的恐懼，更須積極解決學生

在智慧學習所面臨的問題及困難，而非消極看待相關政策。 

尤其現今在新北市的校園中，能有良好的軟硬體設備，若能結合教師專業的

資訊素養能力，善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增進和學生之間的互動，甚至能進一步

創新教學，相對對新北市的莘莘學子而言，自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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