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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今科技發達，手機和電腦無所不在，加上網路普及，電腦輔助教學與資訊

融入教學的運用逐漸被重視，教學方式變得數位化，開始了數位學習。有了數位

學習，無論任何人，在任何地點，都可以進行學習。現今教育注重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自主學習，依照自己的學習狀況，進行學習進度上的安排，磨課師

（MOOCs）也因此發展出來，磨課師的出現，造福了普羅大眾新的學習管道，

讓人隨時隨地，只要有網路就可以免費註冊課程進行上課。磨課師是數位學習未

來趨勢，其主要特色是擁有大規模的線上課程、大量的使用者以及互動學習，學

生們能夠自主性的學習（林昇逸，2014）。這樣的學習平台也越來越受重視，不

論國內外都開始有一連串政策出現。然而，如何善用如此好的學習方式以及如何

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都是我們該去思考的問題。 

二、磨課師介紹與應用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為近年來興起的大規模免費

線上開放式課程，由加拿大學者於 2008 年提出，與以往的 OCW 開放式課程有

所不同，磨課師以小單元的方式分段錄製，影片長 5 到 10 分鐘，在段落間配合

即時線上討論與回饋、線上同儕合作學習、討論以及線上練習和測驗，學生可以

依據自己的學習狀況進行學習進度的安排，為雙向互動的學習方式（吳清山，

2013）。磨課師有以下幾項優點：隨時隨地學習、分段式學習、互動式的教學、

社群式的討論、自主性的學習。磨課師相關網站如：Coursera , edX , Udacity 等。 

磨課師近幾年來越受矚目，許多學校已開始開放授課，先是 2013 年中央大學

提供桃園地區 15 所高中，600 位學生進行微積分先修課程。接著，同年，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教育司宣佈啟動「磨課師計畫」，提供線上選修課程，於隔年，2014 年開

始徵件，以補助大學教師發展磨課師課程，認為數位學習應列為各校校務發展目標

之一。交通大學與空中大學也在 2014 年聯合舉辦第一次全國磨課師課程認證考試，

通過的學生可以獲得一張印有學生照片且具公信力的課程認證證書，這樣的方式，

解決了磨課師課程網路上測驗公信力不足的問題。2015 年，教育部推動「行動磨課

師課程服務應用計畫」，鼓勵各大學運用 4G 通訊技術並將影片放置 Youtube 上，發

展優質課程內容，並推廣老師與民眾透過行動磨課師課程學習知識概念，建立全民

無所不在的學習觀念，並培養終身學習之習慣，進而促進自主學習。近期，更將磨

課師發展至中小學以及偏鄉學校，與翻轉教室結合，磨課師彌補偏鄉教育在時空和

人力上的劣勢，有優化偏鄉教育的效果（黃振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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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磨課師的挑戰 

磨課師的興起，使學習者可以不受空間及時間的約束，多元又方便輕鬆的學

習，是因應這大環境下非常實用的學習管道，雖然如此，仍有一些與課程完成率

相關的挑戰需要去解決，以下分三個層面個別敘述： 

(一) 課程設計與影片製作層面 

磨課師雖然提供大量且公開的課程內容，但內容的呈現以及課程的安排皆會

影響到學習者學習的意願。學者 Hoetal 指出，經實際的調查，許多人報名磨課

師課程，但完成率卻很低，大約 9 成的人未完成課程（吳清山，2013）。學者陳

宇宸（2017）指出磨課師影片的錄製方式多為單一性的描述性言說，影片內容過

於冗長且單調，這造成了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當前磨課師所面臨的問題如低完課

率、著作權利歸屬以及經費人力等，皆會影響到磨課師的成效（江淑蜻，2017）。 

所以，如何設計出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課程內容是很重要的，磨課師有別

於一般教室內上課狀況，若內容依舊是老師單方面的講述，是無法提升學生學習

意願的，也就無法提升學生完課率，假如能在影片中加入一些問題互動或是電腦

動畫呈現，將會更吸引學習者學習。如同 edX 創辦人曾說過：「製作影片的教師

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該如何讓內容變得生動有趣，讓學習者願意觀看課程。」因

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成為一個改善的方向，影片設計上可以增加一些的特

點，就像許多磨課師課程影片開始會加入非正規學習的元素和視覺化的效果設計

等來改善（黃朝曦，2018）。然而，這也就考量到老師需要有足夠的科技能力，

在錄製影片上，老師們該思考如何將課程內容呈現給學習者。同時老師又是否願

意花更多額外的時間去製作影片等，這些都會是在課程設計與影片製作上的挑

戰。 

(二)  使用者使用狀況層面 

磨課師的學習方式非常仰賴學習者的自主性和學習動機，以大學生來說，平

常上課都常有玩手機不聽課等行為出現，那這種老師看不到的情況下學習，學生

有辦法自律聽課嗎？這也是磨課師面臨的挑戰之一。如果當磨課師課程被學校老

師拿來當作作業或課堂上規定時，或許就會呈現將影片打開但卻在做其他事情的

情況，因此，若能在影片製作中設計即時課堂問答或小測驗，或許可以增加學習

者的投入程度與完課率。再來，將磨課師擴大範圍至中小學端，要考量的是中小

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受挑戰，陳芸珊（2010）指出國中小學生隨著年級升高，運用

自主學習策略的情況反而退步。另一方面，家長是否願意讓孩子花時間於電腦前

學習也有所挑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頁 257-260 

 

自由評論 

 

第 259 頁 

(三) 科技條件與資源不均層面 

磨課師仰賴網路科技，不論是 4G 行動磨課師或是一般網路磨課師，這些都

是需要依靠科技技術的。磨課師對於中小學來說會面臨的挑戰不外乎就是小學生

對於電腦科技的使用能力高低不齊。同時，雖然倡導終身學習，但對於不常接觸

科技產品的人來說，就算知道磨課師學習平台也是難以下手。因此，學校可以增

設設計磨課師課程教學講座供老師學習、政府可以拍攝磨課師使用教學影片來輔

助大家學習使用磨課師平台。另外在資源不均的問題上，學生需要有電腦或手機

才能學習，但未必每位學生回到家都可以取得這樣的資源，可能會造成有足夠資

源的學生才能持續這樣的學習方式，那對於那些本身處於弱勢的學生來說就更加

弱勢了。 

馮靜姍（2018）指出磨課師對於學生、社會人士，甚至是公務人員來說都是

很好的學習管道，但在推動上面仍需要產、官、學界來相互配合，如此才能提升

課程的品質與穩定的服務。那麼好的學習管道，我們該如何去改善當前的問題並

發揮其最大功效，這是我們需要去關心的。 

四、結語 

磨課師的存在已經不是近一兩年的事情了，除了教師和就讀教育相關科系的

人之外，還是有許多學生不知道這免費的學習平台，或許可以加強磨課師平台使

用的宣傳或介紹，政府或學校都可以再多推廣這項學習方式，例如：安排校園磨

課師解說講座、網路宣傳或電視廣告宣傳等，如此方便的學習管道適合的不只是

學生，對於許多上班族、老人或家庭主婦來說都是相當受用的學習方式。 

目前狀況來說，擁有高的註冊率，卻換來低的完課率，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

的問題，如何改善這部分，將完課率提高，提升磨課師的教育價值，改善現階段

缺點，發揮磨課師優點，這些是教育者與政府需要一同解決的，若政府可以提供

給教育者更多的科技資源與技術教學、教育者願意多花時間錄製影片及課程設

計，而學校端可以有更多的宣傳推廣，如此一來，相信在政府和學校的大力推動

下，磨課師將開啟數位學習及自主學習的新世代。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頁 257-260 

 

自由評論 

 

第 260 頁 

參考文獻 

 江淑蜻（2017）。磨課師課程之發展趨勢與著作權法之因應研究（未出版碩

士論文）。大葉大學智慧財產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台中市。 

 杜依倩（2013）。大學教師參與MOOCs之科技需求及問題研究（未出版碩

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台北市。 

 吳清山（2013）。教育名詞磨課師。教育資料與研究，111，267–268。 

 林昇逸（2013）。新型資料庫應用在磨課師平台之研究與探討（未出版碩士

論文）。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嘉義縣。 

 陳芸珊（2009）。國中小學生自主學習策略之使用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未

出版碩士論文）。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台北市。 

 教育部（2015）。磨課師分項計畫。取自http://taiwanmooc.org/ 

 教育部（2018）。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取自

http://www.k12moocs.edu.tw/Home/About 

 陳宇宸（2017）。影片言說方法對學習之影響：以磨課師課程為例（未出版

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研究所，嘉義市。 

 黃振豊（2017）。透過磨課師優化偏鄉教育。教育研究學報，51（2），71–94。 

 黃朝曦（2018）。撼動全球教育的新一代數位學習磨課師。師友雙月刊，610，

9–13。 

 馮靜姍（2018）。大學生選讀磨課師課程的學習意願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所，宜蘭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