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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鑑於我國 2022 年起「生生用平板」教學政策推動，希望從師資生與師培

教育觀點提供我國政策推動的參考，因此，本文主要是彙整個案教育大學國小運

用平板教學的師資生觀點，並收集相關文獻探討國小師資生應用平板教學的影響

因素、認為需具備的專業能力，及師資生對於平板政策的觀點與評價，以作為我

國培育平板教學師資的參考。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四大研究目的有：(1)了解影響

國小師資生使用平板教學因素與思考層面；(2)師資生要發展各學習領域平板教學

所須具備能力與專業；(3)國小使用平板教學的優缺點與成效評估；(4)根據以上結

果，提出國小師資生運用平板教學相關實務上的建議。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的方

式，主要是運用自編之 Google 表單與半結構式問卷，收集使用平板教學試教的國

小師資生觀點與意見為主，輔以參酌試教教案、文件與微觀教學演示，做作整體

架構質性研究分析。本研究對象主要為國小師資培育的大學部師培生、研究所教

程生與教專公費生等共 51 位，研究時程長達半年，並運用資料來源的多元性跟資

料種類的豐富性以達成三角檢證，並採取知情同意、尊重互利以達成本研究倫理。  

二、分析個案大學國小師資生及應用平板教學概況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隨機選個案教育大學師培選修課程在學學生 51 位（大三

含以上，包括研究所學程生、教專公費生），作為研究對象，提供評析師培教育

平板教學概況，嘗試以小窺大了解師培教育平板教學局部概況。個案研究對象組

成身分如下： 

1. 就研究對象種類而言：包括大學部師資生佔 70.6%；研究所教程生（含教專

公費生）佔 29.4%，乃為一般師培非特定系所與非必修課程的學生身分組成。 

2. 師資生每日運用平板的時數（含假日，採平均值）而論，1-2 小時佔 37.3%；

0 小時佔 29.4%；3 到 4 小時佔 25.5%；4 小時以上佔 7.8%。可見師資生多數

不太使用平板，約有 67.1%的大多數師資生每日使用平板僅限於 0-2 小時，

明顯少於 2014 年每日大學生使用手機的時數調查研究的 3 小時（鄭景蓮、李

顯章、苗迺芳、陳逸卉、張鳳琴，2014）。 

3. 就本學期（半年內）曾聽講演或修習平板教學課程的時數而言，0-4 小時（含）

佔 76.5%；5-8 小時佔 19.6%；13 小時（含）以上佔 3.9%。可見師資生多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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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聽講演或修習平板教學課程，約有 76.5%的大多數師資生半年內僅聽講演

或修習平板教學課程限於 0-4 小時（含），亦明顯少於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

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規定半年研習 10 小時的規定（教育部，2023）。 

4. 過去曾使用平板教學（或教學演示）次數而言，0 次（含）佔 45.1%；1-2 次

佔 33.3%；4 次（含）以上佔 15.7%；3 次佔 5.9%。本研究對象之師資生皆有

平板教學課程設計經歷，但有近半師資生是從未實際應用平板實際教學演示

或微觀教學，有 78.4%學生僅使用過 0-2 次使用平板教學，可見多數師資生

的教學設計、評量與課程發展是仍大量缺乏應用平板教學的元素。 

三、探討個案大學國小師資生應用平板教學影響要素與思考層面 

我國鮮少對於國小師資生運用平板的影響因素做深入探討，但是國小老師在

運用平板的影響因素有幾個層面：(1)家長社經地位、資訊背景、教養與態度；(2)

教師專業與教學負荷；(3)校園環境與網路環境；(4)學生認知發展與資訊素養能

力等（顏佩如，2022）。研究者運用自編之 Google 表單與半結構式問卷，針對個

案教育大學國小師資生 51 位，收集使用平板教學試教後國小師資生的觀點與意

見（編號問 S1-S51/20230112），並輔以參酌其試教教案、文件（編號案 S1-

S51/20230120）與其微觀教學演示（編號觀 S1-S51/20230120），編碼整理方式為

「資料形式 S（學生）流水號/日期」，提出以下整體質性研究結果分析論述。 

1. 網路與設備環境建置與更新 

師培大學與師資生家裡的網路與設備的完備性與易得性、網路安全性與相關

電子數位器材串聯性、網域空間與串流量大小、教學應用程式相容性、易得性與

難易度、網路設備維護與更新、教學應用軟體與學習領域課程內容的結合度、平

板教學的品質與速度等，是思考的焦點。 

2. 資訊運用趨勢與教育政策導引 

政府生生用平板政策、運用數位平台與網路資源、科技的運用日漸進步、多

元的學習潮流、數位時代等趨勢，營造整體的資訊霸權意識與思潮。現場教甄聘

用是否參酌平板教學能力也是師資生教學運用考量的重點。 

3. 教師專業與教學負荷 

師資培育課程教學演示是否有規定應用、師資生平板教學應用的能力、師資

生教學軟體和 app 運用能力、師資生數位學習網站的熟悉度與平板教學效能、任

教課程科目是否合適與具備適切教學內容與教材、師資生個人教學習慣與偏好，

此外，平板教學是否能減輕教學負荷與學習負荷，教師能否在有限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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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時間下進行是關鍵！ 

4. 教學實際需要與便利性 

平板教學必須更能結合現有學習內容的課程目標、教學流程、學生控管與操

作程度，必須更為便利與方便，且要比傳統課程內容安排能更有教學效能才行。

此外，現有運用平板教學的各領域學習資源、教材與評量等內容，必須建置完整

且方便使用才是師資生考量的要素。 

5. 平板教學效益與學童學習效能 

平板教學需對於領域課程教學有幫助、方便師生參與與運用（免費與易得）、

師生皆已具備操作能力與充足的協力資源、平板需比傳統教學能更流暢順利、更

能掌握到學生的學習成效才行。整體而言，平板教學必須更能達成有效教學與提

升學習效能、增加學童學習專注力與學習動機是重要的考量焦點！ 

6. 虛擬與線上班級經營與行為管理 

師資生考量到學童使用平板的實體教室秩序與線上的行為管理，如何避免虛

擬世界的霸凌與傷害、網路使用的倫理與規範、網路購買與侵奪，以及日後網路

的使用安全性、網路交友與網路沉溺問題等，這與陳琦媛（2016）研究結果相同。 

綜論之，國小師資生與在職老師運用平板教學的影響因素相同的是考慮到教

師專業與教學負荷、校園環境與網路環境、學生認知發展與資訊素養能力等（顏

佩如，2022），但較少考慮到家長社經地位、資訊背景、教養與態度。不過師資

生更關注到平板教學效益與學童學習效能、虛擬與線上班級經營與行為管理與後

續學童人際關係與網路安全的影響。 

四、探究師資生學習領域平板教學所須具備能力與專業 

以下為研究者運用個案教育大學國小師資生 51 位之 Google 表單與半結構

式問卷所得的觀點與意見（編號問 S1-S51/20230112），並輔以參酌其教案、文件

（編號案 S1-S51/20230120）、微觀教學演示（編號觀 S1-S51/20230120），提出以

下質性結果論述分析師資生從平板教學的學習歷程中，感受到平板教學應具備的

相關能力。 

1. 具備網路與平板設備的檢修維護管理能力 

師資生認為平板教學需具備資訊與平板設備檢修維護管理能力，能維護網路

順暢與穩定、具備平板教學跨網域、跨裝置連結的資訊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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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備數位學習資源、數位教學的素養 

能製作與操作線上與即時互動軟體、具備與時俱進的數位專業與資訊科技素

養、具備網路安全維護素養、能處理跨平台、設備與平板上、虛擬裝置遇到的問

題等，靈活運用各種程式與危機處理的能力、善用各項數位與虛擬學習資源。 

3. 具備發展學習領域平板教學能力 

能整合學習領域與平板運用、設計平板的課程教學評量、有效提升平板教學

成效與降低教學成本、統整與應用各數位資源與 APP 軟體，有效轉化平板內容

知識、能選擇與應用有效益的平板教學策略與教學法、能規範平板教學互動合理

性、能有效結合教學與學習目標、有效運用人力物力資源與時間、具備數位媒體

識讀能力等。 

4. 具備創新課程設計能力、素養導向教學能力 

教學者須具備學習領域數位教學知能、網路倫理規範與資源科技能力，整合

學習領域學科知識、教學專業知識與科技教學知能，學習內容如何有效轉化為平

板教學型態以提升學童學習效益。 

5. 具備學童線上行為管理與班級經營能力 

能有效管理學童使用平板的時間與上課專注力，注意學童視力保健與身心健

康，能有效班級經營與線上行為管理，並能從事相關網路沉溺與霸凌等輔導，並

須具備想像力與事先預防網路意外事件的能力，此結果與陳琦媛（2016）研究結

果相同。 

綜合以上所述，師資生學習領域平板教學除須具備專業能力與數位資訊素養

外，更進一步應發展學習領域平板教學能力、具備創新課程設計能力、素養導向

教學能力、學童線上行為管理與班級經營能力，使我們更了解平板教學不僅使用

數位資源的思考，也設計到學習領域的數位課程教學發展、評量設計與相關設備

維護更新、創新課程與思維以及學生數位行為管理與教室經營等議題。 

五、結語－國小使用平板教學的優缺點與成效評估 

筆者運用個案教育大學 51 位國小師資生之表單與半結構式問卷觀點與意見

（編號問 S1-S51/20230112），並參酌其教案、文件（編號案 S1-S51/20230120）、

微觀教學演示（編號觀 S1-S51/20230120），提出質性結果論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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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資生認為國小使用平板教學優缺點 

(1) 優點 

線上學習資源豐富、學生學習成果即時回饋、課堂活潑有趣能吸引注意力、

學生學習動機強且參與度較高、師生能迅速方便接收上課資訊與互動、自主學習

更容易達成、可以發展在家自學、快速連結網路世界學習、串連全世界的資訊。 

(2) 缺點 

網路不穩定、時間耗費太多、學生容易分心、影響紙本上課精神與專注度、

學童缺乏平板應用的維護與規範素養、學童可能無法都正確使用平板學習（應用

在聊天或打電玩等）、學童視力保健、學童減少面對面互動社交能力，容易造成

人際衝突危機。知識爆量可能模糊學習焦點，學習成效不比紙本教學好。此外，

現階段平板教學尚未普及於教學現場、可能面臨網路癱瘓的問題、師資生對於平

板使用能力不高、花費更多教學時間、平板軟體應用受限、平板與網路維護、更

新與檢測等管理問題。 

綜合以上整理，國小使用平板教學在課程上具有引起動機、促進學習自主性

等優點，但同時也有網路不穩、費時過多等限制；在學生自習上，能促使學生在

家自學、資源豐富等優點，但有視力問題、社交問題等缺點。 

2. 師資生對於國小使用平板教學成效評估 

因應資訊科技興起、時代潮流使用數位平板教學，藉由有效運用平板教學提

升師資生教學效能的夢想，是多數師培生的願景，本研究對象約有一半學生認為

可以嘗試、局部逐步推動。然而，仍有一半學生對於平板教學落實持保留態度，

主要是視授課老師資訊素養、數位應用設備情境建置、教師發展與製作數位教材

能力、平板教學資源建置與維護的條件、家長、師生網路素養與設備資源環境而

定。多數師資生認為平板教學尚未貼近真實常態的使用環境，仍無法跳脫紙本教

學的限制，平板教學耗力、耗費、耗時，也涉及後續網路與資訊設備維護管理、

網路倫理與安全問題。 

師資生認為教師們使用平板教學在於：是否真能有效提升教學效能與學習效

能、網路使用安全與維護管理、學童視力保健、網路意外事件、班級經營與學生

線上行為管理等問題。建議須從師資職前、在職教育中推廣，給予師資生學習平

板教學的各項資源與課程，在師培學制須規劃平板教學使用，但這些多會涉及到

課程教學跨資訊與設備裝置的整合，影響到課程設計、學生輔導管理與教學評量

模式等轉變，也須擔心的是學生長期使用過度造成身心健康問題、缺乏人際實際

互動，造成人際關係疏離、生活自理與管理、網路安全與意外事件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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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析而論，現階段平板教學的師資推廣課程多停留在平板的使用、數位

平台的應用等。然而，平板教學不僅僅只是運用平板載具教學，這會連結整體全

球資訊與數位資源，也會擴及跨網域、跨裝置（AR、VR、MR、XR）、跨區塊等，

因此也面臨資訊正確性、網路安全危機、網路倫理、網路霸凌與網路意外事件管

理等問題。此外，平板教學也會影響到非平板教學的課程學習、學童身心與人際

關係、自我生活與管理能力、視力保健等問題，需要更多人力、物力、經費、時

間等條件與相關設備維護、更新等配套措施，未來新課綱也可針對嶄新數位教學

的趨勢，重新編審相關的課程綱要與教學模式，以便因應更新的數位教學裝置與

虛擬情境的課程教學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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