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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教師面臨之困境與因應之道 
徐嘉鍾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專任教師兼導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數位科技與 AI 人工智慧發展，創新應用正在重新塑造教育的面貌，未

來的課堂教學和校園生活將呈現截然不同的風貌。為了符應現代多元的學習需

求，數位學習儼然成為教學支持系統裡不可忽略的一部份，期望透過軟硬體的輔

助協助學生建立智慧與學習經驗，使國家未來的棟樑成為具備數位素養的公民。 

教育部（2022a）提出「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以下簡稱「精進方

案」），面對未來不確定性與複雜性等挑戰，期望臺灣的教育能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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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目標。精進

方案涵蓋對未來教育的願景與理想，然而中小學教師致力於落實政策的同時，卻

面臨種種的困難與挑戰，如何調整與因應值得深入探討。 

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之內涵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旨在透過數位科技的融入，讓學生將能夠

主動且深入地參與學習過程，培養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下針對方案之

內涵進行說明： 

(一)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之緣起 

因應國際發展趨勢的需求，教育部於 2017 年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力求

創造智慧學習環境並建置智慧教室與網路頻寬設施。疫情爆發後，學生使用數位

工具的能力與態度之差異與需求更為顯著，數位學習的推動更加受到重視，行政

院而後於 2021 年核定「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規劃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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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在四年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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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升。 

(二)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之架構 

在精進方案的推動下，各縣巿政府陸續成立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購置數位

學習相關設備、教學軟體與數位內容，以及優化教室無線網路環境。除此之外，

亦著重辦理教師數位學習增能之相關培訓，期盼於課程中實施科技輔助教學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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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扶助，並且蒐集與分析相關數據，以落實數位學習的政策與理念。為了提升中

小學教師數位教學的能力，教育部（2022b）發行「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1.0 版」，

內容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為基礎，綜合分析國際數位教育發展的趨

勢，讓教師對數位教學有更深層的認識，以規劃與實施創新數位教學。 

(三)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之影響 

在精進方案的推行下，學習載具的融入與學習平台的應用將改變未來的課堂

風貌，教師在備課上可以更容易取得多樣性的教學資源，而在課程進行中能因應

學生間的差異提供不同授課內容以滿足個別需求（如：建立不同難易度的學習任

務），並且透過反饋機制（如：即時投票、獎勵制度）與學生進行高互動性的交

流。在評量部分，教師可以透過數據的監控與分析立即掌握學生自學進度或學習

狀況，針對迷思概念或未精熟的節點再次給予指導。 

王金國（2023）主張中小學教師須熟悉認同方案之目標與價值，並精進自身

數位教學素養，才能促進學生學習及培養學生的數位素養。再者，郭伯臣也指出

教師的自學力比數位能力來得重要，精進方案的推動即是揭示教師未來不能只仰

賴紙筆與粉筆授課，面對科技與數位學習內容日新月異的大環境，教師必須以身

作則持續自我精進（邱紹雯，2022）。教師唯有認識及熟悉相關數位工具，如平

板電腦的管理應用程式、線上出題測驗平台等，才能在有限的授課時間進行精準

的分配與使用，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師面臨之困境 

精進方案帶來創新，促使教育現場更加重視如何將數位科技運用在教與學，

然而教學環境與模式的改變對教師而言是不小的挑戰，以下將針對教師面臨之困

境進行討論：  

(一) 數位資源配套的不足 

透過「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政策與資源挹注，期待在數位學習環境中

師生能彈性運用工具與平臺資源，提升學習的趣味性並培養學生運用科技進行自

主學習的能力。精進方案中為縮減城鄉教育落差，支援偏遠地區之師生一人一臺

學習載具，然而在非偏遠地區之學校則須依據班級總數每六班配發一班學習載

具，導致載具的借還與保管責任變成教師額外的負擔，甚至產生教學上的困擾。

以下針對上述情況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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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載具借用歸還的不便性 

學校普遍將學習載具與行動充電車配發給負責保管之班級，當其他班級需要

使用學習載具時，則必須派遣數名學生協助借用及搬運，來回的路程不免有載具

損壞的風險存在，且借還流程亦可能影響保管班級之課堂運作。 

為了維持載具的流動性，保管班級之教師必須於簽領時留意各班借用的節次

與數量，避免發生「供不應求」的情形。雖然有部分學校讓保管之教師得以減課，

但對教師而言仍是耗費心力的工作，主動承擔保管責任的意願相對較低。 

2. 學習載具借用管理與維護之責任劃分不清 

學習載具提供多數班級輪流使用，在高頻率使用或操作不當的情況下容易損

壞，然而授課教師可能無法確切掌握每一臺學習載具的使用情形，導致班級於借

用時發現載具故障或零件損壞時，無法確切釐清責任歸屬的狀況。保管班級若為

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則必須額外花費時間與人力逐次盤點機臺數量與檢查學習

載具的狀況，但在教學步調緊湊的中小學裡著實難以達成，對保管班級之教師是

一大負擔。 

(二) 教師的數位教學能力落差 

「數位教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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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內容並進行及時的課堂互動與評量，進而立即性掌握學生的

學習狀況（教育部，2023）。現今許多數位工具或教育平臺都能為教師提供完整

的教學資源和整合服務，教師的教學模式不再侷限於電子書搭配傳統講述式授

課，凡舉教材統整、班級經營、小組討論或實施評量，都能夠減輕教師在備課與

教學上的負擔。 

在精進方案中也鼓勵教師針對數位學習進行增能，提倡每校於四年內完成教

師數位學習工作坊（一）及（二）的課程，教師除了要熟悉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

理念與教學實施模式及數位學習資源與相關平臺的特色外，還須具備操作學習載

具與應用學習平台的能力（教育部，2022a）。儘管相關研習或工作坊持續在各校

辦理，甚至多數採線上研習方便教師參與，但教師彼此間的數位應用能力仍存在

著明顯落差。 

郭美秀（2022）指出儘管教育部投入高額經費購買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但

對於大多數的平板教學新手教師們而言，要無痛上手及配合教學需求，需要一段

時間的持續磨合。當教師對自身數位應用能力不具信心或對於工具與平台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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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熟稔時，可能會降低使用學習載具之意願並傾向採用習慣的授課方式。 

(三) 教學現場的挑戰 

學習載具與網路環境將為學生帶來豐富的文化刺激與感受，透過實際操作與

即時互動也讓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雖然工具與平台日趨完善，但是在

課堂中仍會遇到突發狀況需要導師協助處理，包含學習載具故障、學生帳號無法

登入、網路無法連線……等，資訊能力薄弱的教師可能會因此對數位學習感到卻

步。即便有廠商可以提供維修服務，但往往無法立即排除問題，加上學校資訊教

師人力有限，因此能否即時支援教師技術上的困擾，也將成為教師使用意願的關

鍵因素。 

此外，由於家庭背景與使用經驗的不同，學生操作學習載具的速度存在顯著

差異。在相同的學習任務中，部分學生會因為無法在時間內完成進度而備感壓力，

而提早完成的學生可能會覺得等待時間過長，教師較難精確掌握整體的活動時

間。在課程進度的壓力之下，可能會影響教師使用數位學習載具的頻率。 

四、「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的因應之道 

數位學習向下扎根成為趨勢，行政院積極投注資金與資源以促進教師教學豐

富多元，但執行上仍有許多層面待政府逐步調整與修正，以下針對政策的推動提

出因應之道： 

(一) 漸進式推動，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學習載具的融入在於提供教學上的輔助，讓現有的教學限制得以藉由科技獲

得突破，但是對於平板新手教師而言，跨出數位學習的第一步並沒有想像中的容

易。宜蘭縣竹林國小老師蔡孟耘指出，當教師初期使用載具的經驗不佳時，將會

大幅降低使用的意願（邱紹雯等人，2022）。 

邱雅羚與王仁俊（2023）指出，許多教師對上級要求績效與強迫使用學習載

具表達厭惡，因此政策在執行上必須闡明良善立意並採用漸進的落實方式，以學

生獲得有效學習為目標，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讓教師在願意嘗試的狀態下逐步

應用。期盼在精進方案下能夠創造有別於以往的學習經驗，教師與學生得以拓展

視野並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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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資訊人力的後援，讓教師無後顧之憂 

呂雪萍與林志哲（2022）指出設備耗損與網路連線等問題，會不斷干擾課程

進行進而影響教學。然而，資訊組長在學校形同「一人團隊」，除了管理與維護

網路與資訊設備外，還需協助排除教師在授課時遇到的操作性問題，不管是人力

或時間上都無法滿足現況。因此研究者認為，如果能夠提供專業資訊人員入校提

供技術上的協助，讓第一線的教師在隨時能獲得後援的情況下安心使用載具進行

教學，將能夠顯著提升教師落實數位學習的意願。 

(三) 先鋒者帶領前行，建立成功經驗 

面對不確定的新事物，我們往往害怕改變而抱持保守的態度，部分教師面對

精進方案亦是如此。在研究者任職的學校，學習載具的班級使用率不如預期，教

務主任因此邀請已有數位學習經驗的「先鋒教師」分享使用經驗，除了介紹容易

上手的工具與平台外，也說明自己或學生在操作時曾遇到的問題，讓原先對載具

卻步的教師在獲得初步認識後，可以更有信心去嘗試。 

再者，先鋒教師若願意開放自己的教室，讓其他教師進入課堂觀課，將能夠

使新手教師熟悉載具的操作方式與使用時機。透過觀摩學習，其他教師得以在班

級實踐數位學習並建立成功經驗，載具的使用率與班級流動率也將隨之提升。 

五、結語 

數位學習儼然成為時代的教育趨勢，在「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目標下，教

師應致力參與增能培訓以精進數位教學素養，覺察班級的學習風格與個別的學習

需求，協助學生培養自學的能力。除了教師本身，先鋒教師的開路與行政的大力

支援更是精進方案推行的關鍵因素，唯有提供安心且信任的環境中，教師才得以

發揮專業為學生帶來多元化且互動性高的課程。 

期盼因應策略有助於教育改革並促進師生共同成長，教師得以運用自學能

力，積極應對政策並將學習載具融入教學，使之成為輔助教學的利器，也能讓學

生主動產生對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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