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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因應資訊科技對教育所帶來的衝擊，現今教師不僅應具備內容知識（CK） 與
教學知識（PK），更應該具備科技知識（Technology Knowledge） 來提升教學成

效，而為協助教師於教學中能夠有效結合內容知識、教學知識與科技知識，以解

決多元複雜的教學活動，Mishra 與 Koehler（2009） 即依據教學內容知識（PCK）

修改後提出的「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因此教師開始思考如何將 TPACK 應用於教學現場中，以學生為中心進行課

程設計，同時課程與教學架構逐漸朝向 108 課綱中培養學生擁有素養知能的路線

（吳清山，2018）。教師在素養導向下扮演的角色，逐漸從權威者轉向引導、設

計者，對學生進行客製化的教學活動與課程設計（Hung & Hong, 2017）。而設計

思維是一個新的方法，能促進與開發教師們TPACK的知識觀點（Koh, Chai, Hong, 
& Tsai, 2015）。設計思維的一大特色就是能打破原先設定的框架，使教師能突破

教學及課程，跳脫以往單純以技能或是認知的傳統教學觀念，重視實踐的能力，

並以需求者（學生）的角度著手，使教師擁有超越過往的想法，創造實際解決的

方案，因此設計思維可以作為開發 TPACK 的一種策略，引導教師在教學方法上

變得更加多元（Koh, et al., 2015）。 

二、TPACK 之意涵 

教師具備 PCK 以提升教學成效，雖然 PCK 能提供教師教學所需的知識能

力，但因應現今時代的變遷與科技的日新月異，尚未看到科技對於教學法及學習

者之間的關係。因此 Mishra 與 Koehler（2009） 依據 PCK 修改後與提出

TPACK，闡明教師的專業知能是內容知識、教學知識與科技知識的整合與系統

性的應用，其交互建構的知識觀如圖 1 所示。 
 

TPACK 是三種知識互生共存，使教學者除了瞭解學科內容、教學方法與科

技工具外，還須清楚了解什麼樣的資訊科技能搭配其教學，思考如何運用合適的

科技工具呈現學科內容，設計符合學習者需求的教學方案（陳國泰，2018）。換

言之，教師不僅需要精熟於科技工具的使用，也需要考量教學方法、學習者的先

備知識以及對自己該學科內容的理解，才能藉由科技的輔助來教學，進而達到教

師在科技時代的快速變化與多元學習者的情況下，也能維持其教學品質（簡桂

彬、梁至中、陳素芬，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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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PACK 知識觀 

而國內外關於 TPACK 之研究，大多都僅以問卷量化進行分析，因此 Harris, 
Phillips, Koehler, 與 Rosenberg（2017） 認為 TPACK 的研究將需要更聚焦在教

師學習與實作的部分，包含如何將知識以實務操作方式加以呈現，及引發特定科

技融入教學的認知理解過程。在這數位化的時代，教師如何運用科技進行教學，

以提升教學效能，已是重要課題，而教師要能適切及有效運用科技進行教學，核

心的關鍵在教師是否具有充足的 TPACK（陳國泰，2018）。 

三、設計思維之觀點 

IDEO 執行長所提倡設計思維的重要概念就是擁抱限制，因少了限制，往往

於實踐層面則難以實施與執行（Brown, 2008）。而設計思維即是一系列彼此交互

的建構過程，非線性的單一線性方向，且其關鍵是，把人重新放置於思考起點，

即以人為本之精神，設計者協助人們解決事情，因此人的需求是不可或缺的一大

重要因素。設計思維的流程分為五個步驟，同理心、定義問題、型塑創意、製作

原型、測試階段，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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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設計思維之步驟 

從設計課程的觀點，設計思維被推崇為一個能夠有效培養與訓練思考的方

法，因從事設計思維的活動時，其五大步驟能促進思考與迭代知識，透過失敗經

驗後的反覆修正，最終產生以需求者為中心之方案，且在做中學的同時也會運用

到 108 課綱強調的跨領域知識。於教育領域，其研究先是從輔導機制與補救教學

著手，接著逐漸實踐於各學科領域中，以人為本的方式思考教學現場多元的人文

問題。（林延諭、鄭夢慈，2016；Lynch, Kamovich, Longva, & Steinert, 2019；Wrigley 
& Kara, 2017）。 

四、TPACK 與設計思維之關係 

(一) 邁向實作取向 

現今關於 TPACK 的研究僅多於了解其發展情形，較少去找尋得以改善的方

式與策略（林延諭、鄭夢慈，2016）。因此從實踐知識的角度下，設計思維強調

實踐與應用的能力，使教師能更以學生為中心，並透過科技之優勢進行輔助，因

此設計思維能作為開發 TPACK 的一種策略，使教師在教學方法上變得更加靈活

（Koh, et al., 2015）。 

(二) 扮演良好角色 

Chai、Koh 與 Teo（2019） 針對教師 TPACK 與設計思維的信念進行調查，

其結果說明設計思維能預測 TPACK 之發展，換句話說，如果教師們具備良好的

設計思維知能，未來在教學上能融入 TPACK，能提高其教學成效，因此回過頭

來，現今師資生的能力，也是師培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而 Kramarski 與
Michalsky（2010） 透過 TPACK 框架評估了師資生的課程設計知覺情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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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師資生的表現沒有在職教師好，換言之，知識經驗複雜且密集，設計的能

力是需要透過時間所建構，不過據此可知，設計思維或許可以扮演一個好角色與

策略，以促進師資生透過設計思維的五大步驟之歷程，增進其 TPACK 之發展。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TPACK 能與設計思維產生知識上的連結，且此兩種關係逐漸朝

向實作與應用，不論對於在職教師或師資生，都可透過教師專業社群之共備或師

資培育階段之教導，以利現今教師具備教導生活化的素養知能。設計思維會使教

師反思其教學活動與課程設計，讓教師能更以學習者為中心著手，同時因應時代

之變化，好比 2020 年，全球 COVID-19 之疫情，衝擊教育界各領域之線上教學，

而此時教師若可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路備課與教學，增進其教學策略與方法，以

面對多元需求的學習者及變化多端的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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