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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教學現場的反思－ 

以臺灣南部入校輔導學校為例 
林銘照 

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中小學數位精進方案，為協助中小學教師熟悉數位載具（後續簡稱平

板）在教學現場的運用，除規畫各種研習活動外，也媒合安排教授及資訊應用領

域專家入校輔導（郭伯臣，2022；王金國，2023）。針對學校行政推動、器材管

理和教師課程設計等面向，再根據每個學校不同的特性提供輔導建議。本文彙整

筆者入校輔導時教師在現場教學部分分享討論較為常見的困境與建議，期待能夠

提供後續數位教學全面推動時參考。 

二、教學現場困境與輔導建議 

根據不同的學校特性與計畫團隊組成方式，每所學校都會有面臨不同的挑戰

與困境。以下僅針對通泛性的問題提出討論與建議。 

(一) 現場困境一：非資訊專長教師對於科技教具存在心理上的排斥。 

現況描述：入校輔導最常收到教師的「申願」就是：用平板不是電腦課嗎？

讓資訊相關科目教師負責導入課程推動就可以啦，為什麼要我們這些資訊小白來

使用呢？ 

輔導建議：每種學科都需要融入數位學習。 

生生用平板最終的願景是學生在校內、校外、課堂、課餘都能夠運用平板自

主學習。所以，所有學科必然成為數位輔助學習的一環。而平板就像是板書、PPT

一樣的教具，是用來「協助」教學的工具。教師（資訊教師除外）的工作不是教

會學生如何熟練的操作平板，而是在你熟練專業的教學過程中，讓平板扮演幫助

你的角色。生生用平板最終的願景是學生在校內、校外、課堂、課餘都能夠運用

平板自主學習。所以，所有學科必然成為數位輔助學習的一環。而平板就像是板

書、PPT 一樣的教具，是用來「協助」教學的工具。教師（資訊教師除外）的工

作不是教會學生如何熟練的操作平板，而是在教師熟練專業的教學過程中，讓平

板扮演幫助你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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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場困境二：我對電腦的設備一竅不通，故障排除，就耗掉半節課了。 

現況描述：那麼多不同的 APP、學習平台跟複雜的功能，若教師自身不夠熟

悉，還要處理少數同學的故障排除，就會耗掉半節課了。造成使用意願低下。 

輔導建議：善用任務編組。 

可以把學生異質分組，各組至少包含一位熟悉資訊設備技術操作的同學。小

組成員的組成和工作內容可以依據教師習慣調整，或變換各種主題並依主題給予

學生不同的角色包裝名稱。甚至在不同教學單元時，可以讓同學輪值各種不同職

位。 

表 1  小組任務編組範例 

包裝名稱 船長 大副 技術員 瞭望員 

實際任務 小組長 副組長 操作同學 組員 

工作內容 
工作分配、討

論時間掌控。 
協助組長。 

負責各種資訊操

作：平板連線、討

論結果上傳。 

參與各種組內共學

活動。 

與其他組別的交流

互學。 

利用「資訊助教」的方式，老師可以要求同學在鐘響前就領取平板，登入學

習平台。由各組的資訊助教擔任督導跟協助角色。只需確認各組有「熟悉資訊操

作」的同學，如此便能大幅提高教師課程順暢度。 

(三) 現場困境三：要讓同學隨時各自獨立操作平板才符合「生生用平板」的精神？ 

現況描述：曾有老師在公開觀課時要求每位學生拿著平板同時觀看相同的網

路影片。全班數十台設備同時上網造成網路頻寬不足，嚴重影響課程進度推進。

在輔導會議上強力建議改善校園網路才能夠推動平板教學。經過討論後瞭解，該

名教師認為一定要讓同學各自獨立操作平板才符合「生生用平板」的精神。 

輔導建議：操作平板不是重點，學習才是！ 

讓學生觀看網路影片引起學習動機是很好的教學設計。觀看相同影片內容的

情況下，建議教師先將影片下載，並利用投影機或大屏幕播放即可符合教學設計，

並能降低網路頻寬需求。 

若是希望學生使用學習平台上具有重複觀看和診斷功能的影片時，則建議可

以當作課外作業，要求學生在課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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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場困境四：教師嘗試平板融入課程時，能獲得哪些備課支持？ 

現況描述：對於平板這樣的數位教具，在資訊操作應用和課程教學設計上，

教師該如何融合運用？ 

輔導建議： 

計畫辦公室與縣市教育局處舉辦各種基礎與進階研習課程，能夠讓教師快速

熟悉軟硬體的應用。此外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除提供硬體設備

與網路環境提升外，同時打造了完整的數位學習資源平台。讓教師備課時有符合

課程架構、知識節點脈絡的各種學習資源。除了教學使用外，還可作為學生自主

學習的最佳平台。 

「數位學習推動專案辦公室」推動「以學生為中心，用科技輔助」的自主學

習方式，期待教師透過數位平板與學習平台，規劃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

學、教師導學的「四學」課程設計。利用數位學習特性提供高度互動和差異化的

教學，以「四學」協助學生在課間、課後自主完成學習目標。（教育部，2024） 

(五) 現場困境五：若學習平台沒有相關課程主題的教學資源時，該如何推動數位

教學？ 

現況描述：部分線上學習資源尚未全面支援 108 課綱課程內容，教學時除了

利用載具呈現學習內容外，還有哪些方式可以資訊融入課程教學呢？ 

輔導建議： 

一般課程規劃包括： 

1. 準備活動（提示課程教學目標、引起學習動機、喚起舊經驗、與生活經驗連

結等）。 

2. 發展活動。（講授教學主題、依據課程特性與教師專長/習慣使用各種教學歷

程、運用教具協助觀念釐清、概念練習與應用等） 

3. 綜合活動。（統整課程概念、提問總結、評量、給予適性畫獨立學習任務、交

代回家作業或課程任務等） 

教師可以依據自身教學過程中面臨的痛點導入資訊輔助。以下針對各種學

科，以「幫助」教師教學，「彌補」教學痛點當作切入角度，提供可通泛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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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於推動數位教學時參考。 

三、利用課程教學流程的脈絡提供一些基礎應用方式 

(一) 準備活動階段：將啟動學習的火花交到學生手上。 

當學生只是坐在課堂被動的接受教師準備的學習內容時，常會產生：學這個

要幹什麼的疑問。在數位時代，每個單元開始前，教師很容易可以利用學習平台

資源或網路上的影片當作引起動機的素材。[學生自學]的概念中，可以請同學於

課程之前自行搜尋與課程主題相關的生活應用範例。於課程進行時，教師從中挑

選適合的素材當作教學內容。這樣的課程規劃將學習主動權放到學生身上的同

時，還可以訓練資料搜尋的自學能力。 

在進一步，我們將組內共學、組間互學納入課程設計中。讓學生在小組中向

小組成員分享各自完成的課前搜尋作品，透過討論後，得出最符合課程需求的作

品。然後，各組依序分享小組的代表作品，並給彼此作品評論建議或提出疑問，

達成組間互學的規劃設計。 

(二) 發展活動階段：數位工具是來協助教學流程和學習效率的！！ 

依據課程特性與教師專長，課程中完全可以使用熟悉的數位教材（PPT、

google 表單）或是板書、紙筆測驗等教學工具。數位工具提供的協助在於「快速、

即時」的回饋與互動。例如美術課，依據課程目標的不同，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學

習數位繪圖的便利與限制。當然，想要強調手繪技法時，同學在圖畫紙上用蠟筆

畫畫，完成後用行動載具拍照上傳。透過大螢幕清晰看到作品的細節與特色，教

師可以帶領全班同學一起賞析每位同學的作品，或是邀請學生分享自己的創作概

念。 

需要動手操作的實驗課、需要大量練習口說的語文課，透過平板的拍照、錄

影和錄音功能，教師能夠全面性的照顧到「每一位」學生，讓他們在課堂上完成

教師指派的課堂練習任務。搭配四學設計，先在組內分享在組間討論，在教學設

計和數位工具的協助下，有限的課堂時間內每位同學都深度參與課程，教師則扮

演統整、歸納各組內容的導學角色。 

(三) 綜合活動階段 

以往受限於課程時間限制，只能夠點選幾位同學發表感想或提問釐清觀念。

利用行動載具當作評量工具，每位同學作答過程中，教師同步從後台觀看每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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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作答情況，搭配自動批改的評量工具，幫助教師抓出同學還不熟悉的概念，

精準掌握每位同學的學習進度，避免錯誤觀念的累積。針對不同程度學生，利用

學習平台的診斷工具給予不同的課後任務，達成適性化學習的目標。 

除了課堂時間的即時評量外，數位學習環境更可以延伸到課外與校外。以音

樂課為例，某原民學校利用 APP 教導學生節奏和樂器的配樂。原本教師的教學

規劃是讓學生自由創作一首樂曲當作學習成果。經過入校輔導的討論調整後，學

生需攜帶平板回家，利用錄音功能錄製家中長輩或部落耆老歌唱的聲音，搭配課

程中學習的音樂創作 APP，讓清唱的歌謠增添不同的氣息。透過這樣的教學設

計，學習與生活更加緊密的連結，學生不會再有學這個要幹嘛的疑問。 

四、結語 

因為疫情的關係，全面落實數位學習的期程被大幅提前。現職教師彷彿第一

線戰士面對突如其來落在手中雷射光砲，除慣用的刀劍槍砲外，還得承受快速熟

悉操作並上場的壓力。雖然平板是個陌生不稱手的「教學武器」，但只要保持開

放的心態，專業的教學內功心法永遠是教育英才的核心之重，期許與大家共進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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