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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酷課雲「臺北世大運」電子書創作為例 
陳昱宏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副教授 

方志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一、 前言 

剛跨進二十一世紀，學生自主學習迅速成為學習革命的主流（方志華，

2012）。學生自主學習常伴隨的是翻轉教室一詞，而翻轉教室又常與網路、雲端、

行動載具等數位化學習媒材的來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老師要能運用數位

化工具進行教學的變革以外，更開啓學生以數位化工具自主學習的紀元，老師成

為學習的設計者、佈題者和引導者，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的世紀，隨著網路普及和

知識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開展中（方志華、葉興華、劉宇陽、黃欣柔，2015）。 

臺灣是世界上重要的數位科技島，在教育上，上述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趨勢

必不可缺席，而且應有引導風氣之先的責任。於是臺北市教育局與緯創攜手創建

了「臺北酷課雲（Taipei CooC-Clolud）」1，期望能創建一個雲端環境，讓中小學

師生皆能有一個便利的雲端學習環境。根據網站上的自我介紹指出臺北酷課雲是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雲，核心理念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提供臺北

市的學生、教師及家長各項學習服務。臺北酷課雲的內容架構有六大項，包括：

酷課校園、酷課學習、酷課學堂、酷課閱讀教室、酷課 App，以及酷課教育決策

（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無日期）。其中酷課學習基本是以學習地圖為主的

多元學習媒材園地，特別適合讓學生課前或隨時預習複習數位教材之用。而酷課

學堂之服務，則以教師授課和學生學習的歷程為主，而教與學的歷程可以全程紀

錄，作為未來分析與調整的檔案。 

值得注意的是，酷課學堂的課後作業或自主學習方式之一，可運用酷課閱讀

區。在「酷課閱讀」當中，不僅教師可以製作教學用的電子書，學生也可以創作

電子書，作為學習成果心得的發表，也是學習後高階認知的最佳表現。教育學者

布魯姆提出的認知目標，從基本到高階依序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評鑑、

創造。可以看出「創造」是學習的最高階認知成果。而酷課雲中酷課閱讀區，即

預留了學生在學習後個別或集體創作電子書的線上編輯器，幫助師生更具體而有

效地實現其創作的需求與渴望。 

                                                

1
 臺北酷課雲（Taipei CooC-Clolud）中 CooC 的全名是 Corporate Open Online Course，其原始涵

義是企業開放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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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所任教的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以下簡稱「學材系」），主要培養教育

領域的文創人才，尤其以培養「為學習設計媒材的人才」為發展願景。藉著執行

以「臺北世大運」為主題之電子書創作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由學材系

學生運用「酷課閱讀」電子書編輯器，完成一套學習教材，以及另一套輔助教學

者和學習者能自主進行學習：運用「酷課閱讀」電子書編輯器進行電子書設計的

教材。參與的學生從規劃與設計的過程，學習到數位媒材的優點與其創作上的局

限，同時有效運用所學，將課程規劃、教材設計、美感設計與電子書的版面編排

結合，並透過與學習者的互動，瞭解使用者的需求和閱讀特質。藉由產業開發的

編輯平臺、教學現場的實務需求、大學教育的學習內容跨域的整合與應用，充分

揉合學用，以動手做的方式強化所學知能、以與學習者互動的機會瞭解使用者的

想法與感受，並以跨域合作的歷程，深化工具應用及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實踐經驗。 

二、 酷課雲電子書於教學與教材設計之實踐 

根據本計畫在 2016 年 6 月底的一次諮詢會議中經驗分享發現，教師在運用

酷課閱讀區的線上編輯器時，最大的困難是：學生要同時學習線上編輯器的使用

方式、將創意轉化為具體的劇本內容，以及能將圖文編輯成可讀性高的設計。學

生需要使用的知識與技能包括了三大面向：數位科技工具的熟悉、語文和學科內

容的掌握、以及美感形式的表現。根據任教於臺北市的吳傳仁老師歸納一學期每

週一次電腦課程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生運用酷課雲的功能，集體創

作一本完整的電子書，必需經歷一整年的歷程，才能有所成就。這樣的成果與時

間分配，並不符合一般課程的進度和時間需求。 

隨著科技與時代的進步，一般傳統課堂中，漸漸地難以滿足每個學生的個別

需求，由於個別間的差異、原生家庭的差異、學習速度不同等等，對於教師而言，

老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常常會遭遇到教學上的困難，而數位化學習的發展正希

望能夠改變如此的現況。 

針對此現象，本計畫規劃提出改進的輔助工具，希望未來能減輕教學者的負

擔，增加中小學學生自主學習酷課雲電子書的創作能力，讓酷課雲的教學能把握

時效、同時增進學生自主學習的空間。同時也規劃設計實例示範，讓學生理解工

具書的使用方式和製作成果，同時也能引起使用酷課閱讀創作的動機。2017 年 8

月臺北市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引起民眾熱烈的參與與迴

響，本計畫以世大運作為實例電子書的主題，使示範電子書本身也具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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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作酷課雲電子書融合產學之價值 

教育部（2017）為強化產學合作之價值並提升產學能量之擴散，推動大學與

產業貢獻各自的優勢與專長，培育適才適所的學生，以鏈結實務與產業之需求。

楊瑩（2016）指出市場與產業的動向影響臺灣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目標，由各專

業領域的知識及能力養成，轉向結合產業發展和職場實務知能之培育。陳信正、

廖興國（2017）進一步指出，雖然產學合作已行之有年，但大學培育的人才與產

業需求的人才間的落差依然存在，單純推動產業實習並無法解決就業人才培育的

問題，因此透過均衡培育就業導向與核心能力、重視問題解決的能力，同時整合

跨學科、跨學系的專業能力，才能有效突破現階段產學合作上的困境。 

而本計畫藉由使用「酷課閱讀」電子書編輯器的創作，結合產業所創建的學

習平臺、中小學教學現場師生的教學需求、大學生課堂學習與實務應用能力的養

成，充分發揮結合產學雙方的優勢與效益，有助於提升大學生跨域整合和應用的

專業能力。在酷課雲中創作相關的中小學世大運電子書，並且以之做為編輯器操

作與設計的實例，針對現場老師教學的困難和中小學生學習的需求，創作相關的

學習內容和學習評鑑，達成以下成果： 

(一) 於大學生的課程中指導學生運用酷課雲製作世大運電子書，發揚了宣導

運動和進行數位創作的教育功能。 

(二) 指導大學生創作之世大運電子書，包括多元的學習內容和趣味互動的學

習評鑑，可讓臺北酷課雲在酷課閱讀中的創作形式充實豐富而有示範作用。 

而針對臺北市酷課雲「酷課閱讀」電子書設計於教學應用的實務面建議如下： 

(一) 可增強「酷課閱讀」使用功能，包括「檢索功能」、「同類資訊功能」、「書目

資料欄位」，減少查詢類別的時間和障礙，有利後設資料（Meta Data）的建

立與搜尋利用，讓相關創作更發揮相乘效果。 

(二) 可設置電子書線上編輯器教學專區，讓中小學老師方便教學，學生方便自學。 

(三) 中小學現場老師可先讓學生參考本計畫完成之電子書和工具書內容，讓酷課

閱讀電子書創作之教學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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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本計畫以臺北市酷課雲「酷課閱讀」電子書編輯器創作世大運電子書為媒

介，充分將學材系學生於大學課程所學之知能、與產業所提供之數位工具與平臺

加以連結，並讓大學生瞭解中小學教學現場教師及學生的教學需求，藉此涵養跨

域跨界的整合能力，培養大學生未來的就業知能。陳奕璇（2018）指出培養學生

的「跨界整合力」、「彈性應變力」與「問題解決能力」，有助提升跨域的學習與

統整能力，讓學生具備因應產業結構快速變化、弭平產學人才與能力需求差距的

趨勢。因此在大學端藉著適切的學習歷程、產學合作的環境或計畫，結合產業與

學界各自的專長與優勢，將人才培育的方向導向以大學學系及學生的核心能力為

本，能善用產業提供之技術，並應用在產業或教學現場，突破各領域、各學科的

框架，方能鏈結產學，讓「學有所用」，強化大學生「學用合一」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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