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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政府自 106 年起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逐步改善教室內的資訊設備與網路

頻寬設施，支援教師數位教學設備需求。110 年新冠疫情嚴峻，教育部宣布學校

緊急停課，線上授課取代師與生傳統面對面授課，一場疫情加速促成數位學習的

發展，教育發生結構性的改變。教育部（2022）為迎向數位學習漸朝個人化的國

際趨勢，自 111 年提出「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支援偏遠地區學校師

生一人一臺學習用行動載具，建置「因材網」數位學習平台，規畫手把手入校入

班陪伴服務，期待數位設備能發揮最大效益，促使教師善用學習數據為學生量身

定作個別化自主學習路徑，扶助落後學生學習。此政策呼應 2015 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公布的「2030 年教育仁川宣言」實現包容、公平的優質教育目標，朝向

「偏鄉學校數位優先」的原則，縮減教育落差達公平教育的目標。 

數位學習政策風風火火地執行，優先改善偏鄉地區數位學習設備，課室裡有

大屏、暢通的網路，教師手持平板教學，學生注視著螢幕視窗，平板載具成為課

室內不可缺乏的學習工具。許多研究支持學生使用載具能提升學習成效，公私部

門合力開發各式學習平台，但載具進入教室後，不少現場教師卻產生更多困惑，

可能的原因是載具進入教室後，使用上引發複雜而挑戰的動態歷程，沒有受到足

夠的重視（陳斐卿，2021a）。看似教學多了利器，教師卻對數位教學複雜歷程有

了困惑，思索著學生有平板就能促發學習意願並自主展開行動嗎？教育部秉持

「偏鄉學校數位優先」原則挹注偏鄉學校建置完善數位學習工具，補助設備就能

彌平區域帶來的教育落差同步學習？  

本文嘗試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為主要的概念工

具，分析探討偏鄉學校人（教師、學生）與物（平板載具）間的網絡效果。研究

目的有二個層次：第一，在動態歷程層次，關注人（Human）與非人（Non-human）

行動者，師生與平板載具間教學動態演化歷程；第二，在理論對話層次，透過 ANT

理論視角檢視數位學習政策促使課室教學轉變，造成另一個行動網絡的生成，然

而新網絡是否能落實政策之理想性，即實踐偏鄉學校教育人性化與公平性，本研

究試圖重新概念化數位學習在偏鄉學校可行方向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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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者網絡理論 

在偏鄉數位學習教育發展相關的文獻中，多是關注人為因素，如政策、教師

教學等。若將學習視為一種網絡效果（learning as network effects），數位科技進入

教室，可以看作是一種學習網絡效果的轉變（Mitchell, 2020；陳斐卿，2021b），

故本文以 ANT 的視野來探討，據此從理論發展到運用簡要介紹其觀點。 

ANT 是一套建構科學知識的研究取徑，通過社會觀點說明科學知識的形成

（Callon & Latour, 1981），近年 ANT 已被廣泛運用在許多研究中，如高中的校訂

必修發展歷程研究（林怡君、陳佩英，2020）；以行動本體論的方法或視野來回

應 ANT 的政治性問題（林文源，2007）；探究數位載具進入寫作課室，促使教室

裡學習轉變（陳斐卿，2021a）；或運用在研究網絡組織間關係治理的搭架（周信

輝、蔡志豪，2013），各領域研究逐步充實 ANT 理論的內涵。 

轉譯（translation）是 ANT 中一項廣泛被應用的核心概念，ANT 認為物質的

本質不存在永恆不變的內涵，事物的意義是多變的，非在單一參考架構中，而是

鑲嵌在眾多中介（mediation）的位移的軌跡中（林怡君、陳佩英，2020）。因此

研究人員應持續追蹤行動者的軌跡及網絡關係，Latour（1988）稱此歷程為轉譯。

Callon（1986）亦提出轉譯的四個契機（Moments），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

共通利益（Interessement）、相互拉攏（Enrollment）、號令動員（Mobilization）以

凸顯行動者採取行動策略產生的轉折（周信輝、蔡志豪，2013）。行動者被某問

題吸引，產生焦點試圖提出解答並產生初步共識，採取行動策略到行動者間產生

穩定的整體結構，促使成員關係緊密，創造真實 （Reality）的現象。但轉譯後的

網絡並非永久穩定不會生變，所謂的「真實」、「本質」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僅是

在相對穩定的某段歷程中。 

三、偏鄉學校生生有平板政策之轉譯分析 

林文源（2007）認為 ANT 的根本精神是希望由科技活動過程的經驗研究中，

思考科技（techno-science）萌生與其現實世界的構成。當物質（平板）的本質在

網絡中流動，意義多變，事物不斷經過位移、中介的特性，其本體論是會不斷地

在不同網絡中再網絡化（re-networked）。網絡可以幫助教育者和學生將學習概念

化為動態和複雜的，創造變化的聯繫和破壞：改進科學的教學法可以幫助學生理

解混亂和複雜性，而不是試圖捕捉整體（Mitchell, 2020）。教育部（2023）期待以

「偏鄉學校數位優先」的原則，改善課室內教學科技設施促進學習成效，學校需

配合教育部行政作業，例如數位內容及教學軟體應用情形調查、訊息轉知、經費

撥付與結報等回報，以達預期績效指標並受主管機關輔導管制。然而，科技導入

教學歷程細微，學習不是產品生產線的品質管控，ANT 主張追蹤人與非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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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複雜性，以及行動體之間實際上是如何連結與作用的。生生運用平板學習是

一個複雜動態的歷程，師生課堂上溝通、對話，因平板媒介發生轉譯現象，反而

是學校行政單位應關注研究的議題。 

(一) 人與非人的連結 

 ANT 之精髓在於以動態性的歷程觀點，詮釋組織間網絡為何（why）及如

何 （how）形成，以及網絡之行動者間為何及如何連結與自序化的歷程（周信

輝，蔡志豪，2013），ANT 將物質視為與人同等的可視性行動者，與人的行動

者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Latour, 1999）。偏鄉學校生生有平板政策之

首要關鍵是完善的無線寬頻基礎建設，教育部自111年起積極提升各校對外網路

頻寬，使包含偏鄉地區在內之中小學得以順暢利用網路進行數位學習。學校設

備改善了，但偏鄉科技專長師資不足，老師不會用，數位教學藍圖仍是空的，

偏鄉教師的數位落差是不可忽略的現實。 

 Callon（1986）提出轉譯四個歷程可作為偏鄉學校師生與平板學習網絡之

重組路徑。若聚合校內主要行動者觀點，有行政、教師與學生重新界定問題的

起點，經共同確認議題設為關鍵要素，尋求共通利益，並將平板視為偏鄉課室

的契機，強化教與學之心態。教師追蹤學生學習的軌跡，觀察課室行動中學習

網絡關係發生過程，善用語言或其他溝通方式，在教學過程中彼此牽引，人與

非人在互動的網絡中，共創學習目標。 

(二) 課室文化的轉繹 

平板數位科技進入偏鄉課室，可以看作是學習網絡的擴大。但是如何改變學

習？是正向促進學習彌平數位落差嗎？由於數位精進方案偏鄉生生有平板政策

實施，師生操控著平板，每個人都有一個專屬自己的世界。站在 ANT 角度，中

介學生學習的筆電等物質，原初並不具有其預設性質，而是以關係性的物質性

（relational materiality）為基礎，在脈絡中浮現其性質（陳斐卿，2016）。這一個

複雜動態的網絡，內含的行動體包括教師、白板、課程、專業學習社群、學生、

作業等，這一複合的網絡、暫時被動員以展現一個特定的教學功能，形成一組特

定的學習聚合（Mulcahy, 2014）。 

偏鄉學校行動載具足，師生比高，教師需調整角色與功能，善用學習平板即

時回饋功能，學習行動裝置技術，投入平板與人一對一數位模式上課。偏鄉課室

「平板」不是「人」的工具，人與平板是共同參與其中，傳遞著隱而未見的知識，

關注人與物連結共同產生的力量，正考驗著教師在數位教室中轉譯的行動能力。

師與生關注焦點不在於平板，是學生為何而學？教學應以學生的最佳學習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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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課室文化氛圍幽然生成。 

(三) 動員結盟關係擴張 

 行動者（運用平板教師）經由行動進行溝通，行動者間雖然產生了初步的位

置與關係，但不一定能確保關係不會生變，因此需要利用各種策略或手段，嘗試

著拉攏與強化彼此間的關係連結，如此才能讓彼此間的協商穩定下來 （Callon, 

1986）。偏鄉學校規模小，教學孤立無對話夥伴，為培養教師科技素養，縣市政

府辦理多場次數位學習研習，多屬於「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概論」與「數位學習平

臺應用」，但教師更需與學科相關的知識才能轉化為課堂所需。如 2018「教學與

學習國際調查臺灣報告」中指出 ICT 的師培以及教師進修中，應該更加注意到現

場教師的教學需求， ICT 的進修訓練不應該獨立於課程內容，應該與教學內容

知識結合（柯華崴、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2019）。 

 事實上，偏鄉教師因小校編制不足需身兼行政與教學工作，進修學習的速度

難趕上數位科技變動，導致許多教師產生挫敗感，對於平板數位學習產生各式拉

扯，影響行動者對於政策問題化的方向與學生學習成效不同的論述，校內生成可

能的結盟關係和權力關係，直到轉譯四階段中數回合的來回辯證，才能達到漸趨

穩定的狀態。 

四、結論 

本文透過 ANT 的理論視角審視生生有平板政策，進而發現課室間師生關係

與教學結構乃是行動者之間的動態演化歷程，關注生生有平板政策下數位教與學

之轉譯過程。以下是筆者提出幾點省思提供參考： 

(一) 確認師生需求，界定課室學習關鍵要素 

師與生應用平板有不同的關注焦點，但在促進學習成效的前提下相互調整問

題逐漸明朗化，師、生與平板進行溝通與協商，同時也從中獲得課室中角色定位。

臺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期許改變偏鄉資源不足之困境，但數位落差

成因很多，只憑藉著科技，無法促進教育公平，甚至可能加劇低社會經濟背景學

生和高社會經濟背景學生之間的落差（DeMattews et al., 2021）。 

(二) 重組行動網絡，轉譯學校學習文化氛圍 

偏鄉課室師生因平板載具產生新連結，行動體包括教師、白板、課程、專業

學習社群、學生、作業等，相互作用產生中介效果。專業進修以教學為依，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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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關注學生學習回饋，妥適調整複雜動線，師生平板因學習產生聚合。 

(三) 正視偏鄉困境，重組社群結盟關係擴張 

當偏鄉補足了工具，老師走在邊學邊走的路上，除了精進數位教學也需有人

管理校內載具系統（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偏鄉學校面臨校內學習

網絡重建之刻，學校組織決策創造問題關注點，學校成員利益與共，多重行動者

產生結盟動員以發揮平板在學校中最大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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