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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用平板政策在技術型高中推動的現況與挑戰 
范育瑄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師 

 

一、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創新應用，數位學習已成為全球教育的重要趨

勢。為因應此需求，教育部於 2021 年公布「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朝

三個方向精進：在「數位內容充實」方面，旨在完善數位學習平台的學習內容，

除了教學影片之外，尚包含動畫、電子書、互動教材與遊戲式教材等形式，以多

元方式呈現知識，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在「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方面，

以偏遠地區學校學生 1：1、非偏遠地區學校班級 6：1 的方式，補助學校購置行

動載具；另在前瞻計畫的基礎下，提升學校網路頻寬、設立數位學習輔導團隊、

規劃教師增能系列研習等。在「教育大數據分析」方面，則建置教育大數據資料

庫與分析平臺，透過資料分享 API 蒐集數位學習平臺數據（教育部，2021）。由

此可知，教育部正透過不同面向的計畫，改進校園內的數位教學環境與支持系統。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為能做到「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教育部預計於 2022

至 2025 年間，以 1 至 12 年級學生為對象，投入 140 億經費購置平板等相關設

備，以達到教材更生動、書包更輕便、教學更多元、學習更有效、城鄉更均衡等

五大目標（教育部，2021）。由於研究者任教於技職教育體系學校，關心技術型

高中推動此政策的現況與成效，故以個案研究方式，訪談某技術型高中（以下簡

稱個案學校）設備組長與六名授課教師（含 3 位一般科目教師、3 位專業科目教

師），以初步探討「生生用平板」政策在個案學校之落實現況、面臨的挑戰，據

此提出具體因應策略。 

二、「生生用平板」政策在個案學校的推動現況 

(一) 政策導入個案學校情形 

本文之個案學校位於六都，個案學校在「生生用平板」政策推動後，已積極

配合教育部年度採購清單，充實數位教學內容；同時，已完成校園無線網路全面

建置，備有 4 百多台載具，涵蓋 Chrome Book、iOS 與 Windows 三種作業系統供

全校師生使用。 

為更明確掌握生生用平板的推動情形，教育部於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放生

生用平板的後臺數據供各校資訊管理者查詢。個案學校的使用情形如表 1。由表

可見，iOS 作業系統持續保持高使用率，也遠大於其他作業系統。訪談對象指出

原因是「教師個人使用習慣」與「班級教室皆設有 App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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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動載具使用情形 

學期 

112-1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止) 

112-2 

（113 年 2 月 1 日至 113 年 4

月 21 日止) 

使用載具數 204 185 

總載具數[1] 308 

總使用率(%) 66.23 60.06 

總使用時數 5269.31 2526.5 

作業系統 Windows iOS Windows iOS 

使用載具數 92 112 72 113 

載具數量 194 114 194 114 

使用率(%)[2] 47.42 96.25 37.11 99.12 

使用時數 493.31 4776 679.75 1846.75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註解：1. 截至 2024 年 04 月 21 日止，教育部後臺統計未呈現 Chrome Book 使用數據，故表 1 僅呈現 iOS

與 Windows 作業系統行動載具之使用情形，總載具數 308 台為扣除 Chrome Book 數量之結果。 

      2. 使用率=(使用載具數/載具數量)*100%。 

(二) 行動載具借用現況 

技術型高中課程還可大致分為「一般科目」與「專業科目」，個案學校 111 學

年度上下學期及 112 學年度上學期，借用平板的教師人數與所屬科目別如表 2。 

由表 2 可見政策導入初期，一般科目教師相較專業科目教師，更傾向使用行

動載具於教學之中。經過三個學期後，一般及專業科目教師借用人數皆有上升趨

勢；就借用次數而言，一般科目顯著高於專業科目。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二：一

為一般科目借用教師人數較多，二為平板借用與班級課程緊密關聯。一般科目教

師所教授班級與課程相對分散，專業科目教師則限定於特定群科的班級，且課程

集中，故兩科目在借用次數上有明顯差異。此外，截至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為止，

借用平板的教師僅占教師總數一成，顯示目前平板教學在個案學校中仍以特定教

師為主。 

表 2  教師借用平板情形一覽表 

學期 111-1 111-2 112-1 

一般
科目 

教師人數 1 9 11 

教師借用次數 8 45 74 

專業
科目 

教師人數 1 4 8 

教師借用次數 5 25 15 

總借用教師數 2 13 19 
總借用次數 13 70 89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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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高使用平板教學的問題與挑戰 

根據訪談，個案學校教師提及目前面臨的挑戰，包括下列幾項： 

(一) 教師需花時間精進平板教學能力，以有興趣參與的教師為主，推廣有難度。 

訪談對象提及，要使平板能融入教學中，需根據課程內容與學習者樣態，全

面考量教學流程與評量方式等面向，重新規劃設計適切的課程，此點也呼應林湧

順（2023）之建議。為因應此挑戰，個案學校雖曾安排平板融入教學研習，然參

與者多為對平板融入教學有興趣之教師，未能達到全面推廣的目的。 

如要使用平板教學，需重新設計課程，改變教學工具與部份教學內容。

（20240422機械群教師） 

有老師分享備課時間確實拉長許多，不知道執行幾年後，備課時間有沒有機

會縮短。我曾經辦過相關研習，感興趣的老師就會參加，不感興趣的老師就

會覺得可有可無。要把平板當作工具並使用它，這件事情老師們要慢慢學習。

（20240422設備組長） 

(二) 平板融入教學可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但對提升學習成效的影響不太明

顯。 

個案學校受訪教師普遍認同平板融入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投入，此點

與曾俊傑（2015）的觀察相符。然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受訪教師多半認為沒有

直接關聯，此與吳旻芳與林學志（2023）歸納之重點一致。 

使用平板教學時，學生在課堂的學習，鮮少出現使用手機、睡覺或聊天的情

況，『學習積極度』有明顯提升。（20240422機械群教師） 

學生透過操作平板增加學習意願。少部分學生會在課程中玩平板（如拍照、

看YouTube），造成教學困擾。（20240501輔導科教師） 

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明顯提升，至於學習成效還是要看個人，我覺得沒有直接

關聯。（20240426數學科教師） 

我會用平板進行教學並錄影，學生回家可以透過YouTube觀看影片複習，但

會不會看還是取決個人。（20240429數學科教師） 

學生可多使用一種不同的作業環境平台，增長見聞；但對於成績並無明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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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20240425資訊科教師） 

(三) 網路與設備等環境限制與問題仍待克服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網路流量無法負荷全班同時觀看影片、平板借用路途艱

困是目前個案學校整體環境的限制。針對網路問題，任課教師採分組看影片的模

式，減少網路流量；而教室問題目前仍受限於學校既有教室配置。 

有幾個老師反應網路沒辦法負荷全班的平板數，根據經驗大概只有六成可以

順利連上網路，可能就沒辦法全班同時觀看影片或線上互動。（20240422設

備組長） 

我們班剛好跟教務處在對角線上，再加上各教學樓的斜坡與電梯設置位置固

定，學生借用平板車後，要跟著斜坡上上下下，搭電梯到教室樓層後，還要

走一大段路才能到達教室。這個路途至少需要十分鐘。（20240422機械群教

師） 

平板車在四樓，可用的教室在一樓，但是數量很少。影片我通常都是一組開

一台看，因為影片的流量比較大。（20240426數學科教師） 

平板車要拉到班級教室太困難，但是距離教務處近的教室很少，如果被借走，

就沒辦法使用平板。（20240429數學科教師） 

(四) 工業類科實習課程如何使用與維護平板仍待研議 

受訪教師提及，目前平板使用在一般教室課程的維護與保管沒有遇到困難，

此點和吳旻芳與林學志（2023）的發現相符。然個案學校工業類科大部分實習科

目是在實習工場教學。當教師想運用平板融入實習課程時，常因擔憂平板維護與

保存而卻步。 

目前我們學校的平板數量足夠，倘若平板有遇到狀況，都可以直接拿備用機

使用。而且通常遇到的狀況都是網路延伸的問題，不是平板本身的問題。

（20240422設備組長） 

我想將平板融入 CNC車床的教學，目前有在教室使用平板教授基本概念與

程式的經驗；實機操作部分要進到工場，CNC 已經是較為乾淨的實習工場

了，還是難免會有油汙。我的理想是講完實機操作後，學生跟著實際操作，

並且可以自行製作操作步驟，以供未來忘記時使用。但考量平板為全校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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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工場中維護平板的安全與乾淨，是目前苦惱的問題。（20240422機械

群教師） 

四、對技高使用平板教學的建議 

根據個案學校所遇到的挑戰，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強化校內教師數位教學之培力機制 

學校教師平板借用率不高，與教師不熟悉平板操作、平板融入課堂的教學設

計，及其衍生出的課堂經營等問題有關。具體建議(1)舉辦相關教師研習：針對平

板功能與平板融入教學設計舉辦初階與進階研習，教師可按自身先備知識參與。

教案設計研習亦可邀請領域內已有成果之教師分享，協助與會教師重新設計符合

平板融入教學之課程。(2)培養領域種子教師：在研習初期，以對平板融入教學感

興趣之教師為主要參與對象；隨著相關知能逐步完備，此類教師可成為領域種子

教師，並於其任教班級落實平板融入教學；其他教師可藉觀摩種子教師之課堂教

學，提升參與研習及融入平板之意願。(3)定期蒐集教師回饋：因教育現場常會出

現意料外的狀況，宜定期蒐集第一線教師回饋，由領域種子教師等針對回饋提出

建議，建立良性改善的循環機制。 

(二) 改善校內的數位教學環境 

具體建議(1)持續提升網路頻寬：為確保數位教學順暢，建議持續投入網路基

礎設施，提升校園網路頻寬。此舉可減少網路延遲及中斷，提供師生穩定線上教

學體驗，滿足日益增長之數位教學需求。(2)評估設備管理地點：建議學校評估設

立多處數位教學設備管理地點，優化設備借用與使用效率，並安排工讀生定時巡

視，確保設備可用性及安全性。 

(三) 實習工場中平板電腦的維護與使用策略 

為解決實習工場用平板教學可能產生的問題，建議(1)教師宜妥善規劃使用

平板的適當時機：教師可考慮於示範教學前、段落間空檔或實作後使用平板。示

範前可記錄講解重點，段落間可記錄實作問題，實作後可彙整製作實習手冊或報

告。如此可統整課程內容，亦可避免工場油汙造成平板損壞。(2)指定專用平板：

工場環境與一般班級環境不盡相同，建議技高規劃「實習課專用平板車」，供需

使用平板之實習課班級借用。教師應於實習課宣導設備維護義務，並帶領學生於

課程結束時完成平板清潔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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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隨著「生生用平板」政策的推動，技術型高中也積極導入數位學習。然而，

從本文某技術型高中的實際案例可以看出，在落實的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 

為了有效因應這些挑戰，學校應採取多元策略，如建立完善的教師培力系統，

透過舉辦相關研習、培養領域種子教師，並定期蒐集教師回饋，以提升教師數位

教學能力與意願。其次，持續改善數位教學環境，包括提升網路頻寬，以及評估

設備管理地點。最後，針對實習工場中平板電腦的維護與應用，教師可規劃適當

使用時機，學校則可指定專用平板，並宣導設備維護義務。 

總而言之，「生生用平板」政策的落實需要學校、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努力。

透過完善的配套措施與因應策略，相信技術型高中能逐步克服推動數位學習的挑

戰，讓學生在專業技能學習的過程中，也能與時俱進地運用數位科技，提升學習

成效與競爭力。未來，技術型高中更應持續精進數位學習的推動，並與產業界密

切合作，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優質技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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