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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規劃自 111 年全國中小學 1 年級

至 12 年級全面推動數位學習精進計畫，透過「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之政

策，以「偏鄉學校數位優先」縮減城鄉教育落差，達到公平教育的目標（教育部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11）。鑒於我國 2013 年《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身分

之教師比率的規範，個案教育大學首創原住民碩士專班（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培育具有族語及民族教育能力的偏鄉原住民族

師資投入原鄉服務（教育部原力網，2022），其中包括：阿美族、泰雅族、布農

族、排灣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賽夏族、鄒族、邵族等原住民族師資。對偏

鄉原住民族師資而言，新興的教育政策是精進自我師培素養能力的必要項目，然

國內研究缺乏本土少數族裔的觀點，因此本文從原住民族師資教學觀點論析我國

新興「生生用平板政策」，以補充漢民族主流社會、都會地區意識以外的觀點，

希望提供國小原住民師資培育與國家「生生用平板政策」規劃參考！ 

本文探究我國個案大學國小原住民族教專班生從教學觀點論析國小原住民

族「生生用平板政策」的現況與評估，研究對象為 16 名已修習平板教學、Nearpod、
Pear Desk 等，且通過族語檢定、已有部落實習與學習之公費原住民族教程生，

另訪談一位已有使用平板經驗的現職原鄉國小泰雅族校長作為驗證，本研究目的

有四：(1)比較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與一般平地小學差異；(2)分析原住民族小

學平板教學困境現況與解決策略；(3)探究原住民族小學教師專業社群運用平板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思考；(4)評估平板教學在原住民族小學未來教學應用、成效

與影響，本研究根據以上結果，提出國小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發展實務參考。

本研究運用個案研究法，並運用質性研究之自編 google 表單問卷、訪談與文件

分析等，研究參與者為修習平板課程之研究所教程生，研究時程長達一學期六個

月，運用多元性資料來源與種類進行三角檢證，以提升本研究信實度，運用知情

同意、互信互重以達成研究倫理。 

二、文獻探討 

平板教學可以與多元媒體整合，配合各項學習理論發展教學與教材，創意激

發、學習態度與學習效果之「悅趣化學習」（周一凡，2012）。同時，平板教學需

先準備好課程內容、學生需求規劃、教學計畫、網路支援環境、教學平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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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能力、課程與教學設計，才有良好成效（陳琦媛，2016）。然我國現無

分析本土原住民族「生生用平板政策」教學觀點的研究，因此以本土平板教學研

究發現並歸納為以下層面： 

(一) 家長社經地位、資訊背景、教養與態度 

國小家長對子女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態度的影響效果最大，家長的資訊素

養、信念、親師溝通、親子互動與對於科技工具重視，對於學生使用平板的效益

有所影響（許詠喻，2011）。私立小學家長能提供必要的協助解決子女使用資訊

工具，對於資訊易用性的看法也愈高（洪詠恩，2018）。家長在對資訊融入教學

的「認知有用性」對「使用態度」為高度正相關（吳俞朋，2012）。「對子女使用

平板態度」、「親子互動」在家長對於使用平板融入教學 TAM 模式中的「認知易

用性」具有預測力（洪詠恩，2018）。 

(二) 教師專業與教學負荷 

國小教師績效預期、社群影響、促進條件、使用科技態度對使用互動式電子

白板之使用意願成正向顯著影響（黃淑芳，2011），教師專業性對認知易用性有

顯著影響（吳俞朋，2012），但是教師資訊能力有限與教學負荷大，對於國小教

師對於課程設計及教學法創新運用部分意願較低（張筱薇、孟瑛如，2014）。「教

師專業性」在家長對與使用平板融入教學 TAM 模式中的「認知易用性」具有預

測力（洪詠恩，2018） 

(三) 校園環境與網路環境 

校園環境對認知易用性有顯著影響，認知易用性對認知有用性有顯著影響

（吳俞朋，2012）。「校園環境」在家長對與使用平板融入教學 TAM 模式中的「認

知易用性」具有預測力（洪詠恩，2018），移動設備支持的材料和活動被認為是

有利的課室活動（Tseng, 2015）。 

(四) 學生認知發展與資訊素養能力 

學生的感受來看，他們發現對平板電腦的使用方式感興趣、關注和好奇提高

他們的參與度（Tseng, 2015）。除能引起學習者興趣並提升學習成效，教材的有

趣性及內容也獲得很高的評價（李來春、郝光中，2013）。教師或家長應針對學

童特殊需求進行分析，選擇適合其學習之應用程式（郭孟倫、楊叔卿，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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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點評析與結果 

本文運用與我國 16 位原住民族教程生與 1 位原鄉國小泰雅族校長質性訪

談、文件分析與問卷，分析修習平板教學之國小原住民族教專班生對於國小原住

民族平板現政策教學的觀點，分為以下幾項分述之： 

(一) 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與一般平地小學差異比較 

1. 學校、家庭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差異 

(1) 原住民族學生對於平板教學與學習會比較有好奇心與學習動機：大部分

原住民族學生都沒接觸過平板，所以在教學上的動機會比平地孩子更有

動力，這與平板教學「悅趣化學習」一致（周一凡，2012）。 

(2) 原住民族學生本身與家庭較缺乏網路資源、操作平板能力、平板的專業

資訊獲取能力、媒體識讀能力，受限於學校與家庭資源、文化資本（許

詠喻，2011；洪詠恩，2018；吳俞朋，2012）。 

2. 學校管理、教師資訊素養與家庭媒體素養、教養差異 

(1) 因學校管理、教師資訊素養與家庭平板資源分配不均、家庭與學校管理

不易，如：平板維護、家長占用與使用、財管歸屬等。 

(2) 原民學校家庭隔代教養或低收入戶多於一般都市，家長對於學生學習與

教養缺乏關注與管理；原民學校必須考慮人情壓力，造成學校難以做出

政策上決定。 

(二) 分析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困境與解決策略 

1. 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困境現況 

(1) 學校與家庭缺乏文化資本、經濟資本與資源：學校與家庭缺乏鷹架學童

平板操作與管理、維護、教養等，可能形成學童學習差異落差大，導致

教學進度落後。 

(2) 網路資源限制與平板數量不足：家裡的網路不完備，還有網速過慢與網

路雜訊問題。 

(3) 有效的平板使用常規管理維護制度尚未建立：平板設備保存與維護可能

面臨困境，平板學習只限於學校，下課放學後因無法繼續使用而無法達

到複習的效果；學校的平板回家使用，容易遭到破壞或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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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資訊教學素養不足、家長不認同平板學習模式；家長不認同平板教

學模式，對於族群文化缺乏真實體驗與情感互動交流。 

(5) 平板教學造成資訊過多且複雜、顛覆傳統深度體驗與生命經驗互動的教

學模式，造成傳統民族文化淺盤化學習；可能導致與文化脫鉤；原住民

族文化與大自然、傳統祭典、族人與生活環境，連結族人與族人間的情

感，許多的知識和規範皆從中習得（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然平板教學沒

有溫度，難以進行情感與真實情境上的教學，學生無法體認到泰雅族文

化的核心價值；統一的線上上族語學習平台，使小部落分支語言特色逐

漸淡化。 

2. 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運用與解決策略 

(1) 結合實體與線上教學平台做為上課教材：運用 Nearpod 活動設計，結合

線上教學平台、資源使用，與其他縣市或是其他國家學生進行交流等。 

(2) 搭配平板與實體體驗雙元模式教學，發展、延續與創新族語與族群文化：

學生更可以隨時地進行族語學習，進而更加認識自我文化與其他原住民

族文化，探索自身的文化並做紀錄，使文化注入新時代的元素。 

(3) 發展平板多元教與學的方式：發展學生差異化教學、翻轉學習、遠距學

習與自主學習等多元教與學的方式；錄製教學影片供學生放學後複習、

預習，或實施遠距教學時使用；促進學生多元、自主式學習。 

(4) 運用政府與民間經費與力量，改善偏鄉與原鄉地區資源不均問題。 

(5) 學校與家庭需建立有效平板使用常規與網路素養，培養師生、家長皆具

備簡易硬體維護知能，並加強家長電腦使用的親職教育，避免學生網路

沉溺或網路霸凌。 

(6) 加強親職教育與發展親子共學的平板學習模式，提升師生、家長資訊網

路專業知能與資訊教養知能：讓孩子學會如何操作平板；開設平板操作

教學課程與社團；鼓勵偏鄉教師參與平板教學相關研習或工作坊，教師

須開發與設計平板教材；須提升家長的媒體素養、數位教養態度與有效

管理與教養。 

(三) 原住民族小學教師專業社群運用平板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思考 

1. 教師可以運用線上平台資源發展平板教學自主學習，對於資訊科技領域進行

在職進修與自主學習，增加數位融入課程的能力，發展教學多元性；與時俱

進終身學習，發展自我學習能力、問題解決能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6），頁 128-134 

 

自由評論 

 

第 132 頁 

2. 教師可以運用資訊平台加強虛擬教師夥伴關係與專業社群建立，促進專業學

習分享及合作，促進教師專業能力成長。 

3. 教師可以用雲端與虛擬社群發展自製數位教材、資訊融入教學的共享共作課

程規劃、教學發展與評量能力。 

4. 教師社群可以善用數位媒體促進教學多元性，發展公開觀課線上學習夥伴，

發展與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進行差異化教學與適性輔導。 

(四) 評估平板教學在原住民族小學未來教學應用、成效與影響  

1. 正面影響 

(1) 課程教學的多元化，降低資訊落差，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興趣，有更多

課程運用互動式的教學。 

(2) 學生學習環境改善，增加學習的便利性與多元性，發展學生自主學習：

平板教學將能幫助教師迅速評量學生學習效果，增加課前預習、課後複

習機會，利於實施差異化教學，提升學習便利性；讓學生自主蒐集資料，

拓展部落學生視野。可以突破教與學的時空限制，有機會實現無所不在

的學習的理想。 

(3) 有助於保留民族文化歷史與資訊，輔助做田野調查與學習，及時用科技

採集耆老口述歷史與資料，數位化保存的歷史檔案資料以便代代相傳，

運用平板作為輔助田野調查時的影像保存與處理工具！ 

2. 負面影響 

(1) 原有族群傳統與文化遺失：過度依賴平板教學，會導致學生降低傳統文

化真實體驗、實作、部落人際互動與撰寫符號、編織或是雕刻能力，致

使無法再度回到傳統教學模式。 

(2) 平板教學使學童民族文化學習淺盤化，各部落小族群特色語言流失，缺

乏真實生活體驗學習、人際間情感互動與文化體驗中的規範、價值學習。 

(3) 學童網路沉溺與資源誤用，影響學童視力與生活作息：家庭功能不健全、

經濟困境容易造成學童學習中斷或誤用平板問題；學生可能運用平板做

非學校要求的事情；長期使用可能影響學生視力與生活作息。 

(4) 科技霸權再製學習機會不均等、使學生漠視資源背後國家社會的努力：

家長的文化經濟資本與科技素養，影響學童科技知識學習效能與效應；

多年政府、企業及私人贊助，使學生對於「獲得」視為理所當然，忘記

知恩惜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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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我國本土部分偏鄉原住民族與重點學校作為探究範疇，很難概

論為我國本土原住民族平板教學政策的全盤性觀點。然，本文探究發現分為以下

幾點： 

1. 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與一般平地小學仍有學校、家庭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

學校管理、教師資訊素養與家庭媒體素養、教養等差異。 

2. 原住民族小學平板教學困境包括：(1)學校與家庭缺乏文化資本、經濟資本與

資源、網路資限制源與平板數量不足、尚未建立有效的平板使用常規、管理

維護制度、教師資訊教學素養不足、平板教學造成資訊過多且複雜、顛覆傳

統深度體驗與生命經驗互動的教學模式，造成傳統文化淺盤化學習。(2)原住

民族小學平板教學解決策略，包括：結合實體與線上教學平台做為上課教材、

搭配平板與實體體驗雙元模式教學、發展平板多元教與學的方式、運用政府

與民間經費與力量、改善偏鄉與原鄉地區資源不均問題、建立有效平板使用

常規與網路素養、加強親職教育與發展親子共學的平板學習模式。 

3. 原住民族小學教師專業社群運用平板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可以運用線上

平台資源發展平板教師自主學習、加強虛擬教師夥伴關係與專業社群建立、

發展自製數位教材、善用數位媒體促進教學多元性、發展觀議課線上學習夥

伴。 

4. 平板教學在原住民族小學未來教學應用、成效與影響，包括：(1)正面影響：

課程教學的多元化，降低資訊落差，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興趣、改善學生學

習環境，增加學習的便利性與多元性，發展學生自主學習、有助於保留民族

文化歷史與資訊。(2)負面影響：原有族群傳統與文化遺失、使文化學習淺盤

化、各部落小族群特色語言流失，缺乏真實生活體驗學習、忽視人際間情感

互動與文化體驗中的規範與價值學習、學童網路沉溺與資源誤用、學童視力

與生活作息影響、科技霸權再製學習機會不均等、使學生漠視資源寶貴與缺

乏知恩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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