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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數位革命的浪潮中，教育領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轉型，隨著新技術的快

速發展，從人工智能到虛擬實境，數位教學的潛力正在被全面解鎖。然而，要充

分利用這些技術改善學習體驗，設定新的教學標準並推動其廣泛應用變得至關重

要，未來的政策制定將扮演關鍵角色，不僅需要促進創新和支持技術整合，更需

確保教育公平性和質量。本文將探討目前教育及政府推動政策如何塑造教育技術

的發展與應用，以了解目前學習者的需求，並為未來的教育模式奠定基礎。 

二、教育技術發展的推動作用 

(一) 政策的推動作用 

教育部（2023）推出「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旨在透過提供學校

無線網絡建設補助、購置必要的軟硬體，並鼓勵教師利用數位工具於課堂教學中，

選用適宜的數位教學材料和學習平台。該計畫也旨在強化教師的能力，幫助學生

利用數位設備提升學習效率和自我學習的能力，體驗多樣化的學習方式，同時保

障學生的學習品質。此外，國教署委托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負責「高級中等教育學

習支援諮詢與輔導系統以及補強課程教師能力提升計畫」，在 112 年舉辦了 14 場

針對將數位資源融合入學習支援的教師培訓工作坊，訓練了 487 名教師（包括國

文 120 人、英文 173 人、數學 194 人），期望借助數位化教學工具讓課程更加生

動有趣且富有互動性，從而增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主學習意願。 

郭伯臣（2022）指出行政院支持下，由 2022 年起連續四年投入總預算達 200

億元在推動「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政策，於「充實數位學習內容」、「行動

載具與網路提升」和「教育大數據分析」等四大面向推動，以加速擴充數位教學、

學習軟硬體與提升班級無線網路環境。 

(二) 數位教學運用現況 

近年教育策略重視數位教學後的評估，針對教學現況持續改進，許多國家實

施了標準和評估框架，以衡量數位教學的效果和影響，這些評估幫助教師了解數

位教學的優缺，什麼領域需要進一步的運用數位教學。 

張瓊穗（2020）提出教師得具備科技化教學的能力，教師要能根據學習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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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內容和教學情境需求，考慮教學方法、科技支援，設計符合學習者的教學方案，

就是具有科技轉化成創新教學方案的能力。 

嚴雅麗、廖益興（2015）提出國中教師使用數位教學資源的現況偏向良好，

男性、年資淺、學歷高、教師兼任行政、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25 班以下小型學

校、使用電腦或網路時數多之教師，其使用數位教學資源的頻率，評價顯著偏高。

而研究中得知教師越年輕、越熟悉電腦網路，電腦使用能力越強，則越容易將數

位教學資源融入於教學活動中。 

政策在推動數位教學發展和教育整合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教育支持及實施

下，使數位教學之創新思維能夠被廣泛應用，從而提升了教育質量和可及性。 

(三) 數位教學推廣 

未來在促進數位教學的發展和普及，同時保障教育的公平性與質量，為達成

這一目標，數位教學推廣概念應遵循以下原則： 

1. 促進創新及持續發展 

政策應鼓勵創新的數位教學解決方案，支持開發和試驗新工具、平台及教學

方法，並確保這些創新能夠長期受益於教育系統。這包括提供資金支持、稅收優

惠和技術指導，以及建立合作網絡，促進學術界、產業界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 

2. 數位教學普及廣泛性 

未來應著手解決數位落差，確保學生不會因地理位置或經濟狀況，都能夠平

等地運用學習資源，讓每位學生皆能操作學習，並提供針對弱勢族群的支援方案。 

3. 提升教師的角色和專業發展 

教師是實施數位教學創新的關鍵，因此，政策應支持教師進行持續的專業發

展和培訓，以提高他們運用新技術的能力和信心，包括提供數位教學的資源和工

具，以及創建專業學習社群，以促進知識和經驗的共享。 

4. 教師教學評鑑與公開授課 

為穩定教學品質，未來政策應包含對數位教學應用成效的持續監測和評估，

這涉及制定明確的性能標準，並透過學校定期的教學評鑑及教師的公開授課、回

饋機制，教師教學評鑑可以識別在數位教學方面的需求和改進空間，而公開授課

則提供了一個實際應用數位教學工具和方法的機會，通過這樣的過程，教師能夠

在實踐中提升其數位教學能力，也對其數位教學實踐進行反思和改進，這種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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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發展有助於教師有效地整合數位工具，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和學生學習成

果。 

未來的數位教學設計應以促進技術創新、保障公平性、支持教師發展和確保

教學質量為核心，以實現數位教學的全面發展。 

(四) 數位教學的進步與機會 

曾秀珠（2022）提出 AI 人工智慧之教學行為數據分析，能夠即時提供自動

生成的課堂教學行為數據，使其自動生成教師課堂行為的數據分析診斷報告，協

助專家學者與聽課教師，從評量試題出題、專家學者審題、E 化評量，以至於 E 

化診斷，達成精進命題品質，能夠有效的進行補救教學，使教師們進行更科學化

的、有效的議課、教學活動。 

隨著數位教學的迅速發展，不僅見證了學習方式的轉變，也面臨了一系列挑

戰和機會，數位技術能夠提供更個性化、靈活的學習方式，支持自主學習，並使

學習資源更加豐富和多樣化，為了最保有這些機會，應促進創新的數位教學開發

和實施，支持教師在數位教學中的專業發展，並鼓勵學校和社區之間的合作，共

享數位教學資源。 

三、結論與建議 

未來數位教學發展方向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僅推動了技術創新的融入，還

促進了教育公平性與質量的提升，面對快速變化的教育科技環境，教育相關部門

及教師必須不斷探索和實施前瞻性策略，以應對數位落差和隱私保護等挑戰，同

時充分利用數位教學帶來的機會。 

對於未來的數位教學者，建議重視持續創新與系統評估的重要性，鼓勵不同

學習領域，能夠進行跨域合作，並定期評估數位教學的效果，以確保數位教學的

實踐，也能夠適應時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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