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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在 2013 年 2 月 7 日推出「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推動中小學數

位學習精進方案」的政策後，引發不少正、反兩極的評價。支持者認為數位學習

是未來學習的趨勢，希望教育部贊成要全面推動全國中小學 1 到 12 年級的數位

學習精進計畫。也有部分反對者認為 3C成癮在中小學生中已經呈現許多問題了，

為了保護學生們的靈魂之窗，教育部不應該火上加油（陳怡光，2021）。倘若在

兒童心智發展尚未成熟之際，就提供了不恰當工具，即便工具本身再優質，都很

難避免造成學童身心傷害（夏學理，2021）；因此，學生必須學會如何當工具的

主人，才有資格使用這些工具。 

在臺灣的教學現場，大多數的教師資訊教學素養不足（顏佩如，2022）。學

校應加強教師教學平台之建置的使用及培訓，各級學校軟硬體資源之配置與充足

運用性（饒達欽、賴慕回、陳培基，2021）。在教學現場如此大量的行動載具導

入，低年級的學生及老師都準備好要應戰了嗎？小一新生在還沒學會拼音及認識

國字的情況之下，老師在平板教學操作上是否會遭遇困境？學生在使用平板上課

時，專心度是否會受到影響？學生在使用平板及維護上遇到困境應如何解決？家

長是否能支持或配合學校所推動的數位學習？爰本文透過文獻探討生生用平板

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及相關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及人員參考。 

二、國小低年級生生用平板衍生的問題 

近年來，在國小教育型態的轉變，許多小一新鮮人在進入國小前，大多數的

家長都會提前讓孩子上正音班。不過，現在學習內容不僅僅限於注音符號和數學，

教育系統也開始導入數位教學載具，使孩子在學習上能更全面性的發展。再者，

小一新鮮人剛進入新的學習環境，要面臨學習許多新的知識、生活技能和自我管

理等，若學生在還沒養成良好的學習情況下，教師於課堂上導入數位教學載具，

是否真能達到學習的成效？ 

(一) 教師執行上的困境 

現在的「生生用平板」教學也與過去教學電腦化的狀況類似，教師面對轉變

的態度決定一切。現在有很多符合國小的學習平台，例如學習吧、因材網、均一、

酷英網……等等。這些平台，教師要額外花時間摸索，看看哪些平台用來搭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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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較為適合。低年級教師在課堂上要忙於教導學生認識注音符號，同時又要在課

堂上搭配平板教學，在同一班學生素質不一的情況下，學生問題一個接著一個，

倘若在課堂上如果有學生需要一對一的指導，而在國小一班配置一位教師的情況

下，不論是教師的人力及時間都不夠啊！ 

(二) 學生學習上的困境 

剛要踏入國小的小一新生一切還在探索及適應階段，一年級新生要如何聽懂

老師的指令呢？大家可能還沒想到新生剛入學，先決條件是以先適應學校的環境

及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為主，若學生要搭配平板上課，而有些學生第一次接觸平

板，對於操作介面的不熟悉，有時候教師進行到某個階段，學生還停留在主畫面

一動也不動，甚至聽不懂也不敢問，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操作工具時遇到問題，而

在班級教室內只有一位教師，學生是否能在第一時間得到需要的指導及協助呢？

在課堂上學生一拿到平板，平板上有太多誘惑的介面，這樣也會影響學生在課堂

上的專心度，而無法專心聽從教師下達的指令，導致學習成效差。 

(三) 家長觀念不一的現象 

家長不熟悉甚至不了解目前的教育政策之下，對學校所提供的數位教學模式

存有許多疑慮，有家長擔心孩子長期使用平板的情況下，對視力會造成影響。一

般家長認為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學生），看太多電腦會影響視力或無法自律（簡

志峰，2021）。學生因而忽略了老師出的線上平台作業。家長易因為擔心使用資

訊科技會有損學生視力或引起其成癮問題。因此在教育現場，教師使用平板教學

的時間要如何拿捏，將成為一大考驗。 

三、解決策略 

(一) 教師引導和互動 

低年級學生在課堂上融入平板數位學習時，教師應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慢慢

下達指令，確定學生們都完成教師給予的指令，再進行下一個階段，教師在融入

平板教學時，一節課的時間內所給予的指令不宜太多，課堂上可挪出一些時間讓

學生反覆操作練習，教師此時可以確保每位學生是否都學會操作方式，課堂上教

師同時也需要更多的引導和互動。教師應把焦點放在學生本身，讓學生感覺被受

到重視，此時也會增加學生的專注力及學習成效。教師在使用平板教學時，應積

極參與學生的操作過程並多與學生互動，教師應適時的提供指導和回饋，確保學

生能夠正確地理解如何操作工具和應用所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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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應多元化教學 

雖然網路學習資源是最好的學習素材，它有隨時隨地可以觀看的特性（張臺

隆，2023）。但學生除了使用平板上課之外，在課後複習時，應該運用多元化的

學習方法和數位資源。例如：在教具操作時，先使用平板讓學生觀看教具操作方

法，再請學生實際練習教具操作，若學生在操作時遇到困難，可重複觀看影片或

由教師從旁協助，此方式採用視覺和實踐結合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學生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知識。 

課程遊戲化，在課堂上教師可搭配題目設計小遊戲，運用遊戲方式讓學生從

中獲得知識。數位競賽活動，教師可運用 Kahoot、pagamo 等適合低年級學生操

作的平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在競賽活動中可獲得技

能及學習相關知識。 

教師在課程設計中，需搭配個人及分組活動，以促進學生本身的全面發展和

團隊合作能力的培養。教師可利用平板教學結合各個領域，多給學生操作練習的

機會，讓低年級學生了解，不是只有國語、數學才會使用平板教學，藝文課或其

他課程也可搭配平板學習，讓學生在繪畫遊戲中習得技能及知識，增加學生的自

信心，學習成效自然就會提升。 

(三) 教師與家長共同建立平衡的學習環境及監督和限制使用時間 

在使用平板教學工具的同時，確保學生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其他形式的學

習，如學習注音符號、數學、閱讀紙質書籍……等等。可請學生自己安排學習內

容和時間，再由家長或教師從旁協助指導學生了解使用平板教學工具的合理時間

範圍，設定每天或每週的平版使用時間上限。不要在還沒開始就否定學生第一次

安排的行程表，先讓學生嘗試做時間的主人。 

不過，在學生安排行程時應制定明確的使用時間規範，確保學生使用平板教

學工具的時間不會過度延長，避免對他們的視力和注意力產生負面影響。教師和

家長可以共同監督學生使用平板教學工具的時間和內容，定期溝通並分享觀察結

果，進行必要的調整，確保學生學習的有效性和均衡性的關鍵。這樣可以讓學生

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和時間管理技能，從而更全面地發展他們的技能和知

識。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1），頁 104-108 

 

自由評論 

 

第 107 頁 

四、評論與建議 

(一) 評論 

在現今的數位時代，3C 產品早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筆者

身為國小代理教師，在推動平板融入教學時，歷經班級家長不同的意見。「生生

有平板」看似一個立意良好的政策，但我們必須考量老師心態上的轉變和學生年

齡層的不同，以免加劇數位落差 2.0 的潛在風險。對低年級學生及教師來說，學

習使用數位科技所需的專業能力確實是個挑戰。因此，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投入教

師專業成長，讓第一線的老師理解 AI 及高數位化世界的改變。當然，數位教學

確實面臨許多困難，特別是對低年級學生來說。然而，如果能解決網路與環境問

題，再搭配良好的課程內容設計，教師透過適切得引導和設計，使低年級學生自

己也能自動自發願意學習，數位課程其實也能帶來一定的效益。 

(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數位學習已成為教學現場的常態，建議教育部應在師培時加入數位學習課

程，讓即將要進入現場的老師先習得技能，再進入職場時才不會慌亂。建議教育

部應將資訊課正式納入低年級國小課程中，並且多配置人手，從國小一年級開始

接觸數位課程，待低年級生習得基本操作技能，即可搭配各種領域課程使用。 

2. 對國小學校的建議 

學校可開放讓家長「一人一平板」體驗孩子的數位學習，了解現行教學模式，

並給予孩子正向支持。學校應鼓勵老師成立行動教學社群，定期研習、分享教案，

增進數位教學專長。利用假期盤點現有數位資源，擴大教師數位數學培訓，提升

教學質量，協助學生善用網路平台學習。 

3. 對教師的建議 

教師在新生入學時，應留意學生尚未接觸拼音且對鍵盤上的注音符號不熟悉

的情況，可指導學生在平板上使用符號或貼紙來標記注音符號位置，幫助他們更

容易找到需要的符號。此外，教師應關注學生的個別差異，在教學時使用平板，

讓學生嘗試不同計算方式。同時，學生可以透過觀看他人完成的畫面來學習，從

中獲得啟發，並逐漸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向。這樣的教學方法可以更好地適應

學生的需求，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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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家長的建議 

家長可以邀請孩子一起制定時間表，讓孩子有機會嘗試使用數位工具。鼓勵

家長陪伴孩子一同使用平板，以掌握孩子的學習進度。同時，家長應該與孩子一

起討論網路平台使用，培養良好網路使用習慣，成為孩子信任的對象，共同解決

任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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