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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數位學習是目前新興的教育趨勢之一。加上疫情期間線上教學之需求，更加

速了數位學習進展的腳步。而目前對於結合數位學習與教育思潮的新興議題，是

為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必須結合數位學習，方能使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之目標，能以更有效率、更適性化的方式獲得實現。 

二、從教育部課綱、數位精進與自主學習計畫看目前臺灣教育趨勢 

在教育部 108 課綱之三大面向中，包括了「自主行動」面向，目標在於使個

人(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細部項目則包括了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等。其次，在「溝通互動」面向下，則包括了科

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強調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至於目前教育

部正大力推行的兩項計畫：「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110，以下簡稱「數

位精進方案」）與「國中小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109，以下簡稱「自主

學習計畫」），正是在教學上結合這兩個面向之具體實施方案。 

「數位精進方案」是教育部在盤整現有數位建設基礎下所提出之計畫，在教

學上的目標在於：「提供教師運用於課程引導、產出學生個人化的學習報告與課

程推薦、發現及改善學習弱點，最終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計畫又分為三個

子計畫：「數位內容充實計畫」、「學習載具與網路提升計畫」以及「教育大數據

分析計畫」，希望能藉以提升數位學習之能量，達成豐富數位學習教材內容、使

教與學更為多元有效，以及平衡城鄉教學資源差距等目標。 

「自主學習計畫」是教育部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強調培

養之核心素養：「自主行動」與「溝通互動」面向，從而推動之全國性計畫。除

了希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外，也希望能增進學生合作學習、溝通表達、問

題解決能力及學習的後設認知等能力。兩項計畫之目標相似，除了增進學生學習

成效之外，也提及了提升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後設認知

等高階能力之目標。 

透過上述課綱與計畫之敘述可知，素養導向、高層次思考能力與科技輔助學

習，正是目前我國教育方針之趨勢與重心。雖然計畫在推行上，難免遇到一些實

務上的困難，例如城鄉網路設施差異、載具之管理維修等硬體上之狀況；或者是

學校實際參與計畫之教師人數落差、學校行政支持不足等問題，但整體而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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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產生了一些正向的效應，從參與學校師生的回饋可知，目前仍是往正確的

方向邁進。因此，對於未來欲加入教育行列的職前教師而言，無疑是必須先了解

相關概念，並掌握實施要點的重點方向。 

三、以「數位學習」輔助「自主學習」之教學模式 

前述兩項計畫之教學規劃，主要根據 Zimmerman（1986, 1989, 2010）歸納提

出之自主學習理論（Self-Regulated Learning），以及香港學者何世敏（Ho, 2014）

所提出之「四學模式」（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與教師導學）設計而成。

其中，在「學生自學」階段，學生必須於數位學習平台觀看教學影片、完成測驗

題目，從而瞭解自己的學習情況與難點，方能針對自己學習上的弱項進行補強。

在傳統教學方式中，較難針對全班學生提供個別化的迅速診斷，更難以提供即時、

自動化的回饋訊息，以及個人化的學習路徑，然而以上這些個人化學習訊息的回

饋機制，目前都能透過數位學習平台做到。 

其次，在「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之環節，雖然不必然需要數位學習資

源的輔助，但相較於傳統教學模式，結合數位學習之教學模式，往往具有新穎、

快速，以及數位化之優點。例如透過數位表單共編協作完成報告、使用數位應用

程式編輯心智圖或概念圖、使用線上即時互動平台進行同儕互評等數位輔助教學

之方式，多能達成傳統教學模式不易達成之教學效果。 

四、師資生應具備之數位教學素養 

正如同 108 課綱對於素養之解釋：「素養代表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

未來挑戰，應該具備知識、能力和態度。」因此，當決定成為一位教師，除了教

師專業知能外，既已知道當前教育趨勢，便應該提前準備，使自己成為一位具備

數位教學素養之當代教師。以下，就數位教學素養之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一) 數位教學知識 

身處當前資訊爆炸的時代，雖然數位資源豐富，確實也令人難以取捨，但至

少必須了解以下幾類數位教學之知識： 

1. 了解主流數位學習工具 

數位工具雖然多元，但仍有幾類主流工具值得先行了解。 

(1) 課程經營平台：例如 Google Classroom、Moodle、TranClass 等，主要用

以課程經營、聯絡溝通、收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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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學習平台：例如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學習吧、PaGamO 素養品

學堂等，主要用以提供學生學習教材、協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提供學

生即時回饋、幫助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等。 

(3) 互動應用平台：Kahoot、Zuvio、Wordwall、Quizlet 等，主要可用於課堂

即時互動，可進行問答、遊戲、競賽或學習活動。 

(4) 協作應用平台：Google Jamboard、MyViewBoard 等，主要用於共編、協

作活動，可於合作學習、小組活動時使用。 

(5) 線上會議平台：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Webex 等，主要用於線

上會議或課程。 

2. 學習數位學習工具融入教學之方式與理論依據 

數位學習（E-Learning）是指通過數位設備提供的教學，目的在培養知識和

技能，以支援有效地履行工作職責（Clark & Mayer, 2023）。宋曜廷等學者（2011）

則指出數位學習是透過各種電子媒介傳遞教學內容，或是通過電子媒介進行教學

或學習的作法。同時，宋曜廷等學者也提及，由於數位學習屬於科技整合領域，

其研究會受到學習理論、資訊技術與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交互作用之

影響。綜上所述，可以了解數位學習是一門專業而跨域的學問，並非只是將數位

工具加入教學活動中，往往需要以教學理論與策略為基礎，以領域知識確立教學

目標，再輔以適當之數位工具進行，方能達致預期之教學成效。 

因此，師資生於學習數位工具的使用之餘，建議能同時了解使用此數位工具

之目的與理論依據，方能結合教學理論與學科知識，設立更精準的教學目標，而

不至於迷失在為數眾多且不斷更新的數位工具之中。若還不熟悉相關數位學習融

入教學之方式，則建議可以由參與各式研習與進修課程著手，例如教育部資訊及

科技教育司前司長郭伯臣（2020）指出，教育部目前正著力於提升教師運用人工

智慧的教學平臺及數位學習資源之能力，期能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丘

愛鈴（2022）也指出無論是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在職教師進修課程，自主學習和

深度學習都是未來重要的學習趨勢。因此，建議師資生可多參與相關研習或計畫，

應能逐步理解當前教育趨勢，並熟悉數位學習融入教學之理論與實務。 

(二) 數位教學能力 

1. 具備設計結合數位輔助教學之教案的能力 

能了解及操作數位工具之餘，應理解並結合學科教學理論、數位學習理論，

進行教學活動之設計，方能真正發揮數位輔助教學之功效，達成教學目標，避免

迷失於數位工具之應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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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備使用數位工具教學之能力 

將數位工具納入教案設計前，建議事先分別以教師及學生身分試用，以熟悉

平台特色，並且能在實際運用時排除簡易故障情況。另外，建議於教學前進行演

練，將有助於在教學現場時，兼顧數位活動與教學流程之能力。 

(三) 數位教學態度 

1. 保持開放之態度 

面對不斷更新的數位工具，建議採取開放之態度，正向與積極面對，試著探

索更多教學的可能性，但亦無須過於焦慮，永遠都會有新的數位工具產生，擇取

適合的工具使用即可。 

2. 理解數位工具之侷限 

數位工具日新月異，但在教學上，仍然是以達成教學目標為首要。若數位工

具並不完全切合教師教學上的需求，仍應以教學設計為主軸，切莫削足適履、本

末倒置了。例如廣為教師喜愛的「kahoot！」，是基於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理論而設計的平台，學者 Wang 與 Tahir（2020）透過對 93 篇以 kahoot

為主題之論文所做的回顧性研究指出，kahoot！對於學習成效、課堂互動、師生

態度，以及學習焦慮，大多產生正面的效果。但是相對的，就如同 Plass 等學者

（Plass, Homer & Kinzer, 2015）所言，如果學習與遊戲機制並未緊密連結，學生

有可能有內在動機去玩遊戲，但不一定要學習。這可能會導致學生找到不一定必

須學習教育內容，卻能完成遊戲的方法。相對的，教師也不可為了在課程中加入

遊戲，而犧牲了原定之教學目標。因此，教師如何有效結合遊戲與學習，達致既

能提升學習動機，又能達到學習成效之目的，便考驗教師設計教案的功力，以及

對於相關學習理論之理解了。 

五、結語 

身處現今這個被各式數位資訊環繞的時代，對於數位工具之掌握已是現代教

師必備之技能。師資生應該做好充足準備，培養數位教學素養，使自己具備數位

相關知識、能力與正向的態度，方能在步入教學現場時，使數位資源為自己所用，

成為具備數位素養之現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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