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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師能否有效進行教學對學生的學習影響甚鉅，長久以來即為師資教育學者

深感興趣之教育研究與實務議題。過去諸多文獻亦揭示，「教學」其實是一種相

當複雜的心智活動，且需高度整合許多不同的知識才得以順利進行，這些知識即

為教師的專門知識（Expertise），也稱為教師知識（Teacher Knowledge）（Putnam 
& Borko, 2000；Shulman, 1986, 1987）。自 1990 年代以降，由於教育思潮更迭，

建構論（Constructivism）漸受認同與重視，學習不僅只是單純地接受教學活動所

傳輸的知識，更需學習者本身在接受外在刺激後，透過觀察、探索與省思等心智

活動來達成知識的建構（Driver & Oldham, 1986；Duit, 1991）。電腦設備的持續

進展再加上日趨成熟的全球網際網路，使學習資源的傳播變得更加無遠弗屆，資

訊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也逐漸由知識傳遞轉而為營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

和學習環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也能夠以更具整合性、更多樣化和更快速的方式

呈現，許多相關的教學策略也應運而生，如電腦輔助學習（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遠距教學（Distance Instruction）、網路教學（Web-based Instruction）、
無所不在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等，甚而有學者認為，教師與學生所需的僅

是一部能夠連上網際網路的電腦，即能改變教學與學習的型態，進而達成教學相

長（Hoffman, et al., 2002），而在 COVID-19 疫情期間，臺灣乃至於全球教育系統

中的教學與學習更顯見受惠於資訊科技。 

然而，誠如 Riel（1989）所言，使教育系統開始重新建構的並非資訊科技本

身，而是實際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活動的教師。到底是什麼樣的知識系統

（Knowledge System）支持教師進行這樣的教學活動？教師知識是否能隨著社

會、時代與教育情境的脈絡更迭而持續成長更新？因此，本文評論焦點，乃是對

師資培育體系提出建言，惟有深入瞭解教師所需知識的內涵，才得以在職前階段

規劃、設計適切的教師專業成長課程，進而確保師資培育之品質，也能因時制宜

地支持教師進行有效的教學。 

二、學科教學知識 

師資培育領域早期最為強調的是各科教師的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以科學為例，所謂的學科知識指的是像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地球科學

等學科內容的知識體系。然而，在教學中僅強調學科知識的觀點顯然有所不足，

其原因在於，教師對學科知識的理解並無法確保教師就知曉如何去教這些知識。

有鑑於此，學界爾後提出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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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認為教師能否瞭解與教學相關的教育理論、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才是影

響其教學成敗最為關鍵之處。 

我國師資培育對於教師 CK 以及 PK 的重視由目前各師資培育機構之課程規

劃可見一斑。但教師所持的 PK 若獨立於 CK 之外，教師能否有效地利用適切的

教學方法及策略以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仍可能有疑，基於此觀點，Shulman 
（1986, 1987）提出了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的想

法，強調教師的 CK 和 PK 間應存在關聯性。PCK 是揉合了 CK 與 PK 的知識構

念，使之不再彼此獨立，並使教師得以統整其教師知識，將學科內容轉換為可於

教學中呈現的形式，進而幫助學生的學習。這樣的構念旋即得到學界熱烈的迴響，

Murray（1996）於 Teacher Educators’ Handbook 一書中即曾指出，在將近一千五

百位教育學者的學術論文中，由於 Shulman 提出了 PCK 的想法，使其著作被引

述的次數位居第四，PCK 對於師資培育領域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從教師專業成

長的實務層面來看，PCK 儼然成為師資培育（Teacher Preparation）最被重視的

「知識內涵」（Halim & Meerah, 2002；Loughran et al., 2004），同時是用以評鑑教

師教學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PCK 可被視為支持教師進行教學最為重要的

教師知識。 

三、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知識 

Shulman 提出教師應具備的幾類知識之時，並未涵括資訊科技知識

（Informatio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的向度，這是由於現今我們所熟知

的資訊科技在當時的教育環境仍屬於較新的觀念，且早期師資培育所著重的科技

層面仍以傳統的教育科技為主（如教科書、黑板、投影機等）。然而，今日教師

的 TK 已與其日常生活和工作密不可分，若深究 TK 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關

係，則不難發現，如同過去教師所持 CK 與 PK 能否支持有效教學的問題，TK 與

PCK 彼此獨立的缺失依然存在。因此，師資教育學者們乃嘗試提出「資訊科技融

入學科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的

想法，認為教師需要一種存在於 CK、PK 和 TK 間的知識系統，更是一種足以讓

教師適切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專業知識（Angeli & Valanides, 2009；Hughes, 
2005；Koehler & Mishra, 2005；Koh et al., 2010；Lin et al., 2013）。TPACK 的想

法對於當代師資培育和師資專業成長的興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透過這種知

識系統，教師能夠瞭解資訊科技工具的特性，包括這些工具與教學、學科內容、

學生和教學情境間的關聯，並能夠瞭解哪些特定主題、哪些特質的學習者、哪些

特定的情境以及哪些能夠透過資訊科技彰顯其教育價值的方法，並運用特定的資

訊科技工具來融入教學（Angeli & Valanides, 2005），因此， TPACK 應被認定為

當代教師專業知識與素養中極為關鍵的一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6），頁 51-57 

 

師培政策與師培品質 主題評論 

 

第 53 頁 

四、師資培育與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知識 

許多研究認為，教師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其 TPACK 必須透過參與真實的

學習活動才能夠有效成長，但何謂真實的學習活動？不少研究建議可利用「案例

探討式（Case-based）」的教學活動來進行教學，也認為這是一種相當有成效的作

法（Jonassen et al., 2004；Angeli, 2005；Mishra & Koehler, 2006），這樣的教學活

動能夠提供教師真實的教學情境，使其體會並理解真實教學的複雜性，教師亦可

透過觀摩以瞭解他人和自己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觀點上的異同，並由此進行反

思，若師資培育能夠營造以探究為本的 TPACK 學習環境，更可協助教師發展問

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的能力。 

不過，傳統師資培育往往認為，教師僅需具有某些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基本技

能，便可發揮在教學中應用的潛力（Koehler & Mishra, 2005）。基於這樣的假設，

對資訊科技軟硬體熟稔的教師，似乎就能成功地將其整合於其教學之中，這也是

為何傳統師資培育課程常以獨立的課程或工作坊形式訓練職前教師資訊科技能

力的原因。Parkinson（1998）係以專家模式（Expert Model）一詞即是描述這種

在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學設計，由資訊科技專業業師擔任講師，以獨立於學科背

景知識之外的方式進行，純粹以增進職前教師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為教學目標。但

在此類課程中學習的職前教師往往只能瞭解資訊科技的種類、操作等基礎知識，

在未闡明如何實際融入於教學的情況下，甚至可能造成教師認為其資訊科技能力

與教學知識是彼此獨立的。 

僅強調資訊技能的師資培育，能否提供教師足夠的經驗，使其在教學實務中

得以有效運用資訊科技，頗令人生疑（Duran, 2000；Moursund & Bielefeldt, 1999）。
一份對中小學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即顯示（Williams, Coles, Wilson, Richardson, & 
Tuson, 2000），教師們與課室實務相關的資訊科技知識，大致可分為資訊科技技

能與知識、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知識、管理課室活動相關的資訊科技所需的知

識，以及教資訊科技的技能等四個向度，若依其重要順序加以排列，其中最被重

視的是資訊科技技能與知識，但有趣的是，他們亦認為這些知識應該要能在課室

的實務情境中發展，才有價值。 

若要改善過去僅以強調資訊技能為主的傳統工作坊形式教學，則師資培育課

程在設計與實施上，更應著重科技、教學與學科內容間的連結，並能凸顯在教學

實務中的實用價值。更有學者認為，職前教師應接受詳盡規劃的師資培育課程以

培養足夠的能力，才能有效整合資訊科技於科學教學之中（Yildirim, 2000）。因

此，正視 TPACK 的重要性便成為幫助教師發展 TPACK 的首要條件，除可反應

與增進師資培育的品質外，更是更新、修正傳統師資培育課程、計劃與特色的重

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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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師資培育課程的設計與規劃需符合參與者（職前教師）的期望與需求，對教

師而言，他們最需瞭解的是如何將所學融入教學實務，以及能夠達成有效教學的

教學策略。因此，師資培育對於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的養成，應著重在提

供特定情境的示例、特定的時機、教室情境涉入的情況與教學策略，讓教師覺得

這樣的教育機制能對他們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能力產生漸進的影響，讓他們

覺得自己能夠適切地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 

給予教師大量有關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相關的網頁、文件或支持的訊息可能對

他們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能力並無太大的實質幫助，Jefferies（2003）即曾指

出，在網路學習平台中呈現大量的資料，對學習者而言，常難以加速其學習，且

在「增加與網路社群互動的機會」、「增加課程的教學價值」與「增加在相關課程

中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向度上，也無實質的助益。 

因此，與其培訓教師通熟各式各樣的資訊科技工具，不如在師資培育中呈現

量少但具有高品質、有效用、有信服力的教學實例，藉此影響教師的態度，並促

使他們藉此學習並透過設計的歷程，探索資訊科技改善教學與學習的可能性。亦

即是說，師資培育中有關專業發展的部份，不應採用過度集中化（Over-
centralized）與教導式的方式，而是將教師所應習得的過程（Process）與內容

（Content）視為一種教師在師資培育中主動建構的結果（Rodrigues et al., 2003）。
就教師知識而言，更不應只是透過師資培育來「傳播」這些知識，而是要讓教師

在專業發展的歷程中形塑自身的專業知識。因此，相較於依賴「科技操作」的相

關課程，師資培育更應重視的應該是透過資訊科技建立真實或虛擬的學習環境來

幫助職前教師進行專業發展。網路科技的快速擴張與發展，加強了資訊科技對今

日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在此同時，透過網路所形成的學習環境，除可應用於學生

的教育，更可應用於教師的教育，在師資培育課程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學習環境以

輔助課程進行，並使其更能增進教師的「學習」，是目前師資教育學者所應深入

並持續探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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