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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小消失的資訊課程 
施浩宇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全民電腦科學倡議」 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 2016 年提出的政策（The 
White House, 2016），此政策預計在 3 年內投入 40 億美元的經費來補助電腦科

學教育，期望藉此提升學童編寫「程式設計」的能力。 

美國白宮聲明（The White House, 2016）我們的經濟正在迅速轉變，教育工

作者和商業領袖都越來越認同電腦科學是經濟機會與社會流動中所必須的的「新

基礎」技能。 

隨後陸續有韓國、法國、加拿大以及歐盟十多個國家都將程式設計納入課程

中，日本也將預計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將程式設計依序列為國小、國中及高中

的課程。 

隨著資訊科技滲透生活，程式無所不在，它塑造了今日的數位世界，未來也 
將繼續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施又瑀，2018）。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

世代裡，不僅要會操作電腦、手機或平板，更要懂程式設計，我國教育部於 108
課綱將國中及高中必修課程中新增程式設計，並且設立課程目標，與程式設計有

關的如下三點（教育部，2018）：1. 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

邏輯、運算思考。2. 理解科技產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3. 啟發科技研究發展的

興趣，不受性別限制，從事相關生涯試探與準備。但是在國小部分卻將資訊課程

移除並更改為「資訊融入教育」，關於國小資訊課程是否該移除，是我們應該要

好好思考的課題。 

二、資訊課程的數位落差 

十年前，教育部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從國小開始大力推廣英語教育，十年

後，為了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設立了「國民中學以及高級中等學校的資訊領

域課綱」，並未設置國小資訊課綱，而是選擇改為「資訊融入教學」。英語教育

是我們不可否認的重點科目，資訊教育也屬於未來的重點科目之一，兩者都是未

來在教育上的重點，如何並重將是未來的新課題。父母偏心，引起的是小孩們心

中的不公；教育偏心，影響的是孩子們未來生存的能力。 

為了能夠讓各校有資訊融入教學的參考依據，有些縣市自訂國小資訊課程參

考架構，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及高雄市等，有些縣市則是讓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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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如：臺東縣、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王韻齡，2019）。本

就具有城鄉差距的縣市，現在若選擇不自訂國小資訊課程，究竟是否會產生學習

上的落差，筆者認為各縣市國小均應慎思、明辨、篤行。在此制度下，資訊融入

教學以及自訂資訊課程將會面臨以下問題。 

(一) 師資的落差 

各校自訂資訊課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師資」，以臺東縣的教師甄試類

別以及名額來看，臺東縣已經長年未招資訊專長的教師，更有許多學校的資訊組

長是由非資訊專業的教師擔任，只能「做中學」，因此在許多學校的資訊教師是

非常不足的。 

(二) 課程的落差 

若縣市沒有建立資訊融入教學的參考依據，教師就必須自編教材，低、中、

高年級的教材都由教師自己負責，如此龐大的作業，教師要如何應對，是個非常

大的挑戰。 

(三) 國中課程銜接 

在國小若沒有上過資訊課程，上國中後可能會比其他在國小就上過資訊課程

的學生學習還要慢，挫折還要更大，有可能會降低學生在資訊課程的意願。 

三、資訊融入教學或回饋資訊課程 

教育部在新課綱下移除了國小資訊課程，將資訊課程融入各科教學，若未能

有效的執行資訊融入教學，不僅會擴大各校間的教學品質差異，也使得各校學生

之間的資訊能力落差更大，能力好的更好，能力差的越差。國內學者宋曜廷、張

國恩、侯惠澤（2005）為了暸解資訊融入教學的障礙以及解決方法，提出了「目

標 - 障礙 - 對策」的架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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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目標 - 障礙 - 對策」（GBS）架構 

資料來源：宋曜廷等人（2005） 

由圖 1 可知，資訊融入教學影響的因素有：1. 教師信念及願景、2. 教師能

力及素養、3. 學校組織與文化、4. 資訊設備充足性。因此，教師在進行教學設

計時，必須認知到資訊融入教學的目的，除了作為協助教師遂行教學的工具之外，

亦應包含協助學生建構知識的功能（陳攸婷、林文保，2014）。若只是為了融入

而融入，沒有經由妥善的評估及運用，資訊科技不僅不能輔助教師，更有可能成

為教師的絆腳石。如何避免為了融入而融入，筆者認為應該要實現「有效教學法」，

其五項關鍵行為（郝永崴等，2007）：1. 清晰授課、2. 多樣化教學、3. 任務取

向教學、4. 引導學生投入學習、5. 確保學生成功率。 

首先，學生的學習是透過老師的引導且循序漸進的吸收知識到運用知識，若

教師在課堂上缺少邏輯性將會產生學生在學習上的許多問題。教師在授課內容上

也應該保持者多樣以及有彈性的，不再只是跟者教科書的腳步進行教學，若能夠

適當的使用學生生活周邊的例子或材料進行教學，想必能夠培養學生觸類旁通的

能力。因此在教學上教師應該根據教學的目的進行教學規劃，如何講授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又應該呈現哪些訊息讓學生接收，都是教師在教學前應該進行的前置作

業。然而，我們都知道教師所授與學生的知識不等於學生所學知識，要學生確實

接收到教師所傳遞的重要訊息，就必須讓學生願意花時間投入在各科科目上，也

必須讓學生減少分心時間，以上都是教師應盡的責任。因此，筆者認為資訊若想

融入教育並不是一個口號的呼喊以及一個政策的實施就能夠成功的，必須要由現

場第一線的教師先扎根，建立好穩固的基礎才能夠實現夢想中的藍圖，若未有實

際長遠規劃而貿然的進行，筆者認為還是先將資訊課程回歸到國小校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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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目前有許多經濟較不富裕的家庭，可能連買臺電腦都是非常大的負擔，學生

能夠接觸電腦的時間只有在學校的「資訊課」，若各縣市的學校從未站在同一條

起跑線，從未擁有相同的師資以及資源時，資訊融入教學究竟是會縮短還是加大

城鄉差距，筆者認為這點值得好好的省思。在「資訊融入教學」以及「自訂資訊

課程」的雙面夾擊下，資訊教育出現Ｍ型化只是時間上的問題，預防善於治療，

在資訊教育Ｍ型化出現之前我們應該阻止它發生。在此，筆者提出六項建議，盼

望能夠改善資訊教育的未來。 

(一) 補充資訊專業師資 

不管是資訊融入教學還是各校自訂課程，其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師資，因此

長年未開資訊專長的縣市應該加開並且補充資訊專長的教師。 

(二) 全國小學開設資訊課程 

全國小學皆應該將資訊納入校訂課程，倘若有學校不開設，將有可能成為資

訊教育的缺口，一旦出現缺口將要花費更大量的金錢去填補，嚴重則難以恢復。 

(三) 統一的資訊課程參考架構 

若沒有統一的參考架構，將會擴大縣市間的程度落差，難以保持教育機會均

等，因此各縣市應合力建立統一的資訊課程參考架構。 

(四) 師資培育強化資訊能力 

師資培育中心的存在就是培育未來所需的教師，因此在培育期間應融入及強

化師培生的資訊能力，讓師培生未來能運用資訊能力融入各科教學。 

(五) 提高資訊相關教師研習的比率 

在職老師應建立更多的資訊觀念以及技能，在資訊融入教學時能立即排除障

礙，減少因技術性問題影響教學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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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暫緩採購硬體設備 

許多學校會採購 Chrome Book、雷切機等多種硬體設備，在師資有限的情況

下，這些設備難以被有效地使用，等待老師摸熟後，硬體設備又要更新了，與其

先購買硬體設備，先將師資準備到位也許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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