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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2022 年八月（111 學年度）起，倘若進入中小學觀課，會發現許多教室多

了學習用的行動載具（以下簡稱「學習載具」）及行動充電車等數位教學設備，

很多班級也裝有大型的觸控式螢幕。依照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以下簡稱此「精進方案」）之規劃，政府自 2022 年起投入經費，預計連續 4 年

總預算達 200 億元，針對全國中小學 1 年級至 12 年級全面推動此精進方案，達

成「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的目標1。在此方案推動下，各縣巿政府陸續設立

了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購置數位教學設備、教學軟體與數位內容，另外，也加

強教室無線網路環境優化，辦理教師培訓、實施科技輔助教學與學習扶助，進行

相關數據蒐集與分析，以落實數位學習的政策與理念（教育部，2022a）。由於政

府大力支持且全面推動數位學習，預期此方案會如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一樣，將對中小學的學習環境以及教學活動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與應用，人類生活已與資訊通訊科技與數位世界密不可

分，資訊通訊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不勝枚舉。基於環保、便利、即時…等優點，

很多實體的物件已逐漸被數位產品所取代。人們出門可以不用帶現金，只要攜帶

具行動支付的載具即可。購票、購物、訂餐、訂位、繳費、轉帳…，幾乎都在網

路上完成。和家人、朋友聊天、傳訊…，也都在網路完成。在職場中，開會、任

務交派、撰寫成果與記錄，也都透過資訊通訊科技來完成。在大學校園，可以看

到學生的課堂作業及報告，已不再需要印出，只要繳交數位檔案即可。學生帶著

行動載具到教室上課，教材的下載、閱讀、記錄及作業上傳，全部都只靠學習載

具即可完成。現在與未來生活已與數位生活密不可分，培養學生成為具備數位素

養的公民已是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教育部，2022b）。 

為了培養學生數位素養，運用學習載具來促進學習，行政院通過此精進方案。

目前，中小學已陸續購製學習載具，優化校園網路，教師們也陸續參加數位學習

研習。然而，此方案是否能達成其目標，重要的關鍵在於教師是否「認識、認同

且有能力實施」。 

                                                

1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9F7133D453CC16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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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的」認識 

教師是落實數位教學的關鍵者，需對此方案有所瞭解，才比較能配合教育政

策或學校規劃來推展。以下擬摘述此方案部分重點： 

此方案由行政院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核定。計畫目標包括充實教學軟體與

數位內容、支援偏遠學校師生 1 人 1 台學習載具，非偏遠地區每 6 班配發 1 班學

習載具、培訓教師數位教學能力、藉由大數據分析，落實因材施教與適性化教學、

也希望藉此方案縮減教育落差，達成公平正義的目標。計畫重點在於促進全國中

小學師生科技輔助教學與學習與數位素養等能力的提升（教育部，2022a）。 此

計畫將執行「數位內容充實」、「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及「教育大數據分析」三

項計畫。同時，搭配教師之數位學習增能、教育部數位學習輔導團隊，與縣市專

案辦公室的支持系統，達成「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與「教材更生動」、「書

包更輕便」、「教學更多元」、「學習更有效」、「城鄉更均衡」5 大目標（教育部，

2022b）。 

為了增進中小學教師數位教學的能力，教育部於 2022 年 9 月發行「中小學

數位教學指引 1.0 版」，希望讓中小學老師對數位教學有更多的瞭解。此指引將

「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位學習」（digital learning）與「數位教學」（digital 

teaching）三個名詞做了界定。所謂數位素養是指能應用數位軟硬體資源與方法

於學習、生活及工作情境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在此教學指引中，將數位素養分

成三個主軸九個指標，如表 1（教育部，2022b）。其次，數位學習是指學生應用

數位工具與資源、活用學習策略、與教學者或同儕進行互動，以達成學習目標及

提升學習興趣的學習活動。最後，數位教學則指教師有系統性的運用數位科技進

行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提供學生有趣且多元的學習內容，並讓抽象的概念具體

易懂，可進行即時且順暢的課堂互動，師生均可利用數位科技立即掌握學習目標

與學習狀況，透過數位科技協助隨時修正教與學的策略（教育部，2022b）。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的目標並不僅在購置設備與內容，而是希望藉由多方策略

促進學生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數位素養。前教育部資科司長、現任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郭伯臣校長指出，教育部的政策重點是數位載具的使用，而非採購。買平

板、發平板只是開始，後面如何透過平板啟動學生的自主學習、提高學習成效才

是政策推動的關鍵目標（邱紹雯，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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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學數位素養 

主軸 內涵 

數位技能 學生應用數位工具於自我學習成

長，培養自律正向的習慣與態度、

媒體識讀的能力、與資訊安全的意

識，成為民主法治社會的公民。 

自我成長 學生應用數位工具及知能以輔

助與促進學習，能夠規劃目標、

實踐理想與不斷地自我精進。 

媒體識讀 學生理解數位資訊及媒體的影

響力，能夠在實作體驗中展現

對媒體資訊之選擇、評估、批判

與反思能力。 

資訊安全 學生具備網路、雲端、應用程式

等各項與資訊系統相關的安全

意識，能夠保護自己的隱私，在

使用數位工具時也能夠遵循正

確地道德及法治觀念。 

數位協作 學生使用數位工具與不同的對象、

組織或團體等針對特定目標展開

協作，具備溝通表達與社會情緒的

能力，促進數位協作共學的關係。 

溝通表達 學生以數位工具表達自己的觀

點，與他人溝通、互動、分享，

並能共同完成任務。 

包容協作 無論身心條件或是各種背景需

求的學生，都能包容與尊重多

元觀點，並透過組織團隊、協調

觀念、承擔責任，完成協作共創

的任務。 

文化尊重 學生在數位互動及共創的歷程

中，能夠體察、理解、尊重、欣

賞文化的多元性，並能關心全

球議題與國際事務，展現世界

公民的意識。 

數位創新 學生運用數位工具進行問題解決、

思辨創造的能力，並且實踐美感生

活。 

問題解決 學生運用數位知識及科技工

具，協助探索、思考、分析問題，

並能系統性整合資訊、以解決

生活、生涯與人生的各種問題。 

思辨創造 學生善用數位工具擬定策略、

執行計畫、反思歷程，並能以創

新的思維及態度，因應挑戰及

適應新的情境。 

美感生活 學生使用數位工具於作品創

作、藝術鑑賞、線上策展、溝通

表達等，豐富美感涵養與溝通

品質，實踐生活美學。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1.0版（教育部，2022） 

三、對「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的認同 

教師對教育政策或理念的認同與否會影響其實踐的意願與行動投入。教師認

識此精進方案之後，還需進一步認同，才會認真精進自己的數位教學能力，並致

力在教室中落實。鼓勵教師運用這些學習載具，進行數位教學，一定要有能打動

教師之處（例如：感受其對學生的重要性、好用且有成效），才能讓教師願意踏

出第一步，進而改變自己教學模式（林益誠，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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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方案，有些老師會擔心學習載具帶給學生負面影響。例如：損害學生

視力或是有資安問題。對此，教育部表示，配合方案推動，教師設計相關活動時，

需參考國民健康署視力衛教的建議，並持續進行使用載具的網路素養教育及宣

導，確保兒童及青少年上網安全與強化校園資安管理（教育部，2021）。 

另一可能的疑慮是數位學習減少學生具體操作的機會而欠缺真實感官經驗。

舉例來說，學生可透過學習載具或影片學習液體容量的換算，然而，若沒有讓學

生具體操作與體驗，就會欠缺真實感。數位內容可以介紹百香果、玉蘭花，但無

法提供百香果及玉蘭花的味道。另外，由於學習載具的輸入便捷性，可能減少學

生拿筆書寫的練習機會，造成文字的書寫不熟練。對此，筆者建議教師要掌握學

習載具的優點與限制，設計適切的學習活動來促進學生學習。該讓學生具體操作

或體驗的活動，就應設計及進行這類的學習活動。數位學習只是學習的一種型態

而非全部。 

針對此精進方案，教師有可能因認識不夠而有疑慮，或是數位產品本來就有

教學上的限制。教師若能解決心中的疑慮，找到此方案的價值且認同，推行起來

才會投入，才不會只是配合行政要求而應付了事。 

四、對「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的實踐 

科技與生活已密不可分，多數老師亦認同要培養學生數位素養，並讓學生透

過學習載具來自主學習或促進學習。然而，當教室中有了學習載具、行動充電車

設備與無線網路後，教師也不一定能善用、活用這些設備，這涉及到設備管理與

教師數位教學的能力。 

有位國小老師告訴筆者，他服務的學校本（111）學年購置了 6 臺行動充電

車，每車有 30 臺左右的學習載具。要使用的班級就需先借用，行動車推到教室

後，師生要將學習載具連到學校的無線網路。有時，光是學生領用學習載具、連

結到無線網路就需要花費一些時間，而連結後，要如何妥善這些學習載具或給合

到自己的教學活動中，他自己也還不是很清楚，畢竟這是以往教室中所沒有的設

備。另外，數位教學不單單只熟悉學習載具的操作，教師還需熟悉數位學習平臺、

學習內容及數位教學活動設計才能善用與活用。易言之，認識與認同此方案後，

還要有能力實踐才行。 

五、省思與建議 

此精進方案的推動，必然會對國中小的教學帶來影響。對此，筆者提出以下

幾點省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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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小學教室因經費投入而優化學習環境，教師需覺察教室與教學環境的轉變

並提早因應  

1991-2000 年，筆者在國小擔任老師時，教室裡有視聽櫃、電視、錄放影機

等視聽設備。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進步與教學設備的優化，教室中增加了電腦及

投影設備。自 2017 年八月（106 學年度）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教育部推

動前瞻基礎建設國民中小學校園數位建設計畫，建置校園智慧網路及智慧學習教

室2。2022 年八月（111 學年度）起，教育部推動數位學習精進方案，進一步建置

與優化數位學習環境，以達到「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的目標。為此，教師

需時時覺察教室與教學環境的轉變並提早因應。 

(二) 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已是現在進行式，教師及師資生需培養數位教學素

養 

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已是現在進行式，預期會對中小學設備與教學產生

全面的改變。為了能有效落實此方案，中小學老師要先認識此方案，瞭解其目標、

價值並認同，然後，精進自己的數位教學素養，才能透過資訊通訊科技之輔助，

促進學生學習及培養學生的數位素養。 

另外，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協助師資生培養數位教學

的能力，以便將來能成為中小學推動數位教學的生力軍。 

(三) 教師宜視需要轉化，發展出班級本位的推動模式 

基本上，學習載具、學習平臺、學習內容…等數位產品本身都是中性的，其

成效端看使用者如何使用。對此，筆者建議教師要主動強化自己的數位教學素養，

增加在教學上的主導性，並視教學情境予以應用與轉化，設計適切的教學活動，

以行動研究發展班級本位的推動模式，以免被動或不協調地應用這些數位工具或

產品。 

(四) 政策推動者宜多了解教學現場及關係人的意見與需求 

「推動中小學數位教學精進方案」是一種由上而下、全國性的政策，在落實

過程中，政策推動者宜多了解教學現場及關係人（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

學生、家長）的意見與需求，同時，也要蒐集此方案造成的成果或影響，以做為

                                                

2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ss=16988E918875571F&s=6

D9241C764682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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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或調整政策之參考。 

(五) 「認識、認同與實踐」可類推到不同教育方案或理念 

本文以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為例，說明教育政策及理念的落實，均需關

注教師的「認識、認同與實踐」。 

不認識無從實踐，不認同不會予以實踐，沒能力則無法實踐。「認識、認同

與實踐」也適用於其他教育方案或理念（如國際教育）。在辦理教師培訓增能時，

務必要讓教師認識及認同該方案，同時，培養力行實踐的方法，才會願意且有能

力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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