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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路的出現為教育帶來巨大變革，全球各國紛紛推動資訊建設以支持教

育活動，各種數位教學方式如電子學習（e-learning）、移動學習（m-learning）和

數位學習（d-learning）已經成為教育工作者和學習者應該掌握的工具。 

依《說文解字》之註解：「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在

傳統觀念中，教育是針對未成年人，促進社會化及傳授知識、技能及生活經驗的

活動。二十世紀以後，歐美學者注意到成人學習者有其獨特性，各種關於成人學

習者的理論、學說如雨後春筍冒出。我國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年制定「發展與改進

成人教育五年計畫綱要」，而後陸續頒布如「新民專案－加強成人基本教育五年

計畫」等各項計畫，直至民國九十一年制定並實施「終身學習法」。隨著社會與

經濟發展及終身學習政策之推行，越來越多成年人回歸校園接受教育。 

筆者於臺北市某公立科技大學之進修部擔任行政人員，長期協助成人教學活

動，並參與教學方式之規劃及改動。本文以第一線人員之視角，針對數位教學應

用於成人教育之現況進行反思。 

二、成人學習者的動機 

動機是解釋個體選擇進行某項活動並持續的關鍵因素。根據 Knowles（1984, 

1990）的觀點，提出成人學習者的五個特色：(1)成人學習者是自我導向學習；(2)

成人學習者可將豐富的經驗轉化為學習資源；(3)成人學習者重視並了解自己在

社會中的角色；(4)成人學習者傾向目標導向學習；(5)成人學習者傾向問題導向

學習；(6)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為內在動機。 

由上述可知，成人學習者的經驗構成了個體的知識基礎，同時顯著影響個體

感知、吸收和應用新資訊的方式。當成人學習者發現學習該知識有助於滿足生活

中的某種需求，且可以明確、立即應用時，便會投入學習。教育工作者應利用合

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來提供多樣化資訊，以滿足不同個體的需求，從而

彌補其在學習上的個別差異（賴素純等人，2014）。最後，成年人的學習動機主

要是由自尊、好奇心、成就慾望和滿足感等內在因素所驅動的，肯定成人學習者

的成就亦能極大地激勵其學習動機（Knowles 等人，2020）。因此在教育成人學習

者時，必須提供一個與現實世界產生連結並能實際應用的學習環境，如商業經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5），頁 108-111 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主題評論 

 

第 109 頁 

案例等，透過給予肯定、合作學習和互動式課程，促進成人學習者的參與和成就

感，迎合其內在動機並促使其參與其中，進而提升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三、數位教學之應用 

王裕鋐（2007）提出數位教學的五個特性：(1)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便利性；

(2)及時性；(3)可在極短時間內於組織內部快速擴散；(4)可依個人需求調整時間

與速度，實現彈性學習之功能；(5)可製成制式教學內容，進行重複訓練。 

實務方面，數位教學應用相當廣泛，如：網路化學習（web-based learning）、

電腦化學習（computer-based learning）、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s），以及數位

式合作（digital collaboration）等方式。數位教學可與傳統教學方式結合或是交互

使用，從而實現更高效率的學習效果（鄭瑞昌等人，2017）。2020 年新冠疫情加

速了數位教學的發展及重要性。疫情使各教育單位暫停實體課程，為避免影響學

生學習連貫，我國教育部採「停課不停學」之策略，要求各級學校在短時間內習

慣以數位教學做為主要教學方式。然而，面對面的傳統教學方式仍有促進知識深

化與訓練思考之功能，在疫後復學階段，結合遠距、線上與實體學習的混成教學

成為教育者的新選擇（林佳誼，2021）。 

綜合來看，數位教學具有許多特點及形式，教育工作者若在進行教學時活用

數位學習，可幫助學習者達成更好的學習成效。 

四、數位教學應用於成人教育的現況 

成人學習者適用數位學習的原因具有多方面的考量，與傳統學生不同，成人

學習者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其具有相異的教育背景、學習目標及在日常生活中肩

負的責任，前述因素都將影響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可提供靈活、具有自主性

並同時兼顧個人生活和學習的學習環境的數位教學方式，因而成為成人學習者的

理想選擇（Ziggah et al., 2022）。 

2007 年我國國立交通大學推出華文區首個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

網站，該網站擁有完整的課程影音、資源和討論區，並加入「全球開放教育聯盟」

（Open Education Consortium，OEC），並於 2008 年與國內大專院校成立「臺灣

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pen Course and Education Consortium，TOCWC）。我

國公部門於 2002 年起，陸續建置如「臺北 e 大」、「文建會網路學院」與「臺灣

工藝文化網路學院」等數位學習平台。私部門透過線上課程、網路研習和虛擬研

討會等形式，為成人學習者提供多元專業學習機會。科技與經濟發展帶來行動設

備的普及化，使成人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微學習與行動學習。這些努力都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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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勵和提高成人數位教學方式的參與率，並促進個人專業能力和學習成效的提

升。。 

五、結語 

儘管臺灣在數位教學方面略有所成，但成人學習者面對數位教學方式仍有其

困境，如資訊設備的維護、整合與更新上的限制（林盈均，2009）；不平等的社

會結構、城鄉差距和資源分配不均造成數位落差之問題（葉家菱，2020；鄭瑞昌

等人，2017）；適應不同的系統介面所耗費之時間與精力及薄弱的班級經營感（鄭

瑞昌等人，2017）等，都會降低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意願及成效。 

筆者結合前述文獻及第一線人員經驗，總結並歸納出以下四點建議： 

1. 資訊設備支援：教育工作者應提供適當的軟硬體資訊設備支援，在挑選數位

教材時，應考量成人學習者之條件，避免使用私有、封閉之軟硬體，並且應

於教學活動中幫助成人學習者熟悉資訊設備的使用。 

2. 個別化教學：針對不同背景、目標之個體提供不同的學習支援和指導，確保

每位成人學習者在教學活動中獲得適切的指導，避免遭遇挫折而打擊信心，

進而維持其學習動力。 

3. 班級經營：在教學活動中提倡成人學習者之間進行互動和合作，促進交流，

營造非正式的學習氣氛與情境，將給予成人學習者情緒與心理方面的支持，

增強學習體驗和成效。 

4. 建立評估和反饋機制：設計有效的評估工具和及時的反饋機制，確保成人學

習者能夠準確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果，並獲得相應的指導和支持。 

總結而言，教育工作者應通過提供資訊設備支援、個別化教學、班級經營以

及建立評估和反饋機制，提升數位教學在成人教育中的應用效果和價值，實踐更

好的學習成果和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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