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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時代的演變與科技的發展，教科書的性質正在改變，從傳統的

紙本教科書逐漸演變為電子教科書。電子教科書是具有數位或電子形式

的教科書，而且電子教科書已經完全由紙本教科書複製成電子形式的教

科書，並演變成更具互動性和客製化的學習資源（Cuillier & Dewland, 

2014）。由於行動科技的進步，電子書閱讀器的推出如 Amazon Kindle 和

Apple iPad，使得電子教科書可以隨時隨地被下載，比被下載在電腦的電

子教科書更具可攜性和便利性，增加了電子教科書的吸引力，也使得普

遍使用電子教科書變成可行（Chesser, 2011; Kim & Jung, 2010）。電子教

科書在許多國家引起很大的關注，因為他們預期當電子教科書取代傳統

紙本教科書，可以讓學生擺脫沉重的書包、降低教科書的製造價格、提

供動態和互動的書籍（Kim & Jung, 2010; Maynard & Cheyne, 2005）。在臺

灣，教育部在 2009 年已經推動電子書包教學應用的實驗計畫，以評估電

子書包是否能有效融入實務教學（吳清基，2011）。其他國家如美國、加

拿大、南韓和日本也已經著手進行廣泛使用電子教科書的計畫（徐新

逸、賴婷鈴，2013；Kim & Jung, 2010; Mardis & Everhart, 2011; Salpeter, 

2009）。近年來，由於較新的科技應用在教室教學中，使得電子教科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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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受歡迎，電子教科書變成愈來愈重要的教學實務應用（Chesser, 2011; 

Williams & Dittmer, 2009）。許多學者指出，電子教科書已經被預見會在

不久的將來成為教與學工具的首選和普遍的選擇。雖然電子教科書前景

看好，但伴隨電子教科書產生的問題和議題必須被釐清和處理（Lee, 

Messom, & Yau, 2013）。也有學者呼籲，在廣泛使用電子教科書前需要更

多研究以瞭解使用電子教科書對教與學的影響（Connell, Bayliss, & 

Farmer, 2012; Kim & Jung, 2010; Woody, Daniel, & Baker, 2010）。 

本文目的在以相關文獻為基礎，透過回顧和評論以揭開電子教科書

對教與學的影響，並綜合探討結果以作為未來電子教科書發展方向和教

學應用的參考。在本文中，首先簡介電子教科書的定義、形式、功能和

優、缺點。其次，對國、內外電子教科書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回顧和評論，

而文獻聚焦在下列六個議題：一、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知覺、接受度、

影響使用意願的因素；二、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知覺、接受度或影響

使用意願的因素；三、學生年紀和電子教科書；四、學生性別和電子教

科書；五、電子教科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六、電子教科書對不同能力

或不同成就學生學習的影響。 後，本文將綜合歸納重要研究發現並提

出建議。 

 貳、簡介電子教科書  

一、電子教科書的定義 

關於電子教科書一詞，不同學者可能給予不同的定義。有學者定義

電子教科書為書的內容以電子形式呈現（Hawkins, 2000）；也有學者定義

電子教科書是電子出版的教育教材以便利教與學（Maynard & Cheyne, 

2005）；另有學者定義電子教科書為教科書以數位或電子形式呈現，電子

教科書的內容可以在各式各樣的載具或電子書平臺閱讀（Lau, 2008）。近

來有學者認為廣義的電子教科書就是數位化的學習資源，可以取代教科



 
 
教科書評論 評析電子教科書對教與學的影響 177 

 

書的功能（徐新逸、賴婷鈴，2013）。總而言之，電子教科書意指教科書

以數位或電子形式呈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可以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

電腦、智慧手機、電子書專用閱讀器（例如：Amazon Kindle）、經由網

頁瀏覽器或電子書平臺（例如：ebrary）閱讀。電子教科書（electronic 

textbooks）有時叫做網路教科書（web-textbooks）、線上教科書（online 

textbooks）或數位教科書（digital textbooks）。 

二、電子教科書的形式和功能 

根據不同的儲存格式和載具，電子教科書的形式可以分為定式電子

教 科書（ page-fidelity e-textbooks ） 和流式電 子教科書 （ reflowable 

e-textbooks）（Chesser, 2011）。 

（一）定式電子教科書 

定式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儲存格式主要為 pdf 檔，這種形式的電子教

科書只是傳統紙本教科書的掃描圖檔，載具只要備有 pdf 格式的閱讀程

式即可。pdf 格式是相當普遍的文件儲存格式，可翻頁使用，但沒有動

態媒體、沒有網站超連結效果、不能處理字體和圖像。教師在教室使用

這種電子教科書常搭配電子白板，電子白板可提供畫線、做筆記以及再

編輯等功能。這種電子教科書內容功能性變化不大，對教師和學生而

言，只是使用教科書的閱讀媒介，由紙本轉換到螢幕上。 

（二）流式電子教科書 

流式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儲存格式為 html 或 xml 格式。這種形式的電

子教科書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大都可以使

用。由於使用 html 或 xml 格式，這種電子教科書在編輯上更有彈性，能

增刪內容、也能在書中的文字圖片上加入多媒體如影片、還能連結網站

和學習社群並允許使用者修改版面編排如調整斷行和頁面的寬度，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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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同裝置的螢幕大小。這種形式的電子教科書含動態多媒體、可彈性

編修、具互動功能和傳統紙本教科書的形式大為不同。 

電子書的重要功能包含：（1）設備實體功能，如閱讀器和螢幕；（2）

輔助閱讀教材內容功能，具搜尋和導航工具；（3）增強功能，包含內建

超連結和多媒體；（4）脈絡功能，可連結到其他電子內容和內文搜尋能

力；（5）所有權功能，允許註釋、列印和分享（Ball, 2005）。另外，電子

教科書可以提供額外的功能：（6）評量功能，包含練習和考試；（7）概

述學生進步功能，經由紀錄資料和資料採礦；（8）編輯功能，教學者可

以調整教材或增加自己的學習單；（9）同時並行註冊功能，群組學生和

教師可以同時在相同環境工作（Porter, 2010）。 

三、電子教科書的優點和缺點 

和傳統的紙本教科書比較，文獻已經指出電子教科書有很多優點

（Lee et al., 2013; Lyman, 2008; Martin, 2012; Porter, 2010），然而文獻也已

經指出電子教科書仍有許多缺點有待解決（Brown, 2012; Martin, 2012; 

Porter, 2010）。綜合上述相關文獻，電子教科書的優點和缺點整理如表 1。 

參、電子教科書對教與學的影響 

一、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知覺、接受度或影響使用

意願的因素 

國內、外有一系列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以瞭解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

的知覺、接受度或影響使用意願的因素。關於這類議題的研究，國內多

以中、小學階段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國外則多以高等教育階段的教師為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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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子教科書的優點和缺點 

優點 缺點 

 結合多媒體，例如影片、動畫和教育遊

戲，吸引學生興趣。 

 允許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風格、區域、

語言或技能熟練程度發展客製化教學。

 學生不用背沉重的書包到校。 

 方便備份。 

 快速更新和取得 新內容。 

 方便攜帶。 

 較低價格。 

 可輔助視覺障礙者閱讀。 

 可在線上或移動的設備使用。 

 具有書籤、註解、搜尋、複製、貼上、

超連結和互動的功能。 

 可隨時隨地使用。 

 對環境有益。 

 提供測驗和互動學習活動。 

 可加入評估、分析學生登錄及使用的功

用。 

 較難使用。 

 太多硬體和軟體的技術限制。 

 難以在螢幕上閱讀。 

 受限於學生使用的知識、搜尋的技巧

及電腦操作能力。 

 受限於使用的平臺。 

 使用期限及不可轉讓的限制。 

 眼睛疲勞。 

 缺乏可用的電子教科書。 

 檔案文件格式不一致。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是影響教師使用電子

教科書意願的因素（毛鳳敏，2010；吳沛憶，2013；施玉青，2012；Kim, 

Choi, & Kim, 2012），由此可以看出發展多元、豐富、實用的數位教學資

源以及設計友善易操作和方便使用的介面會是未來電子教科書出版業

者和軟、硬體製造商需要密切合作和正視的課題。 

小學階段的教師對使用電子教科書有高的滿意度（李慧玲，2013），

而高等教育階段的教師對電子教科書的接受度較低（Brown, 2013）。推

測造成小學階段教師對電子教科書有高滿意度的可能原因為教育部於

2001 年起推動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並建置學校資訊環境，教

科書出版業者為能因應教學現場需求，積極發展數位教學資源。當今，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逐年累積的數位教學資源愈來愈貼近教學現場需

求，也提供更加完備的教學支援體系，因此小學階段教師對使用電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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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有高滿意度。另外，因為小學階段教師長期在 e 化學習環境使用數

位教學資源，會較習慣應用數位教學資源於教學實務，反觀大學階段教

師並沒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相關政策的推動，致使大學階段教師仍較習

慣使用紙本教科書而對電子教科書的接受度較低。由此可以看出，政

府、學校、產業各方面應密切合作，才能有利電子教科書的發展和推廣。 

二、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知覺、接受度或影響使用

意願的因素 

國內、外也有許多研究在探討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知覺、接受度

或影響使用意願的因素，且多以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這類

議題的研究多數使用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不滿意目前電子教科書的形式（ Brown, 

2012）；而且大學生喜愛使用紙本教科書勝過使用電子教科書，多數大學

生不認為電子教科書可以幫助他們學得更好（ Cuillier & Dewland, 

2014）。大學生和研究生不喜歡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原因包含缺乏瞭解、不

知道如何取得電子教科書、眼睛疲勞、閱讀困難、學生通常不會從頭到

尾閱讀電子書教科書（de Oliveira, 2012）。若深入探究，則會發現電子教

科書的知覺有用性、知覺便利性、知覺相容性及知覺趣味性是影響大學

生和研究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因素（Lai & Ulhas, 2012）。綜觀上述研究

結果，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喜愛使用紙本教科書勝過使用電子教科書，

而且對使用電子教科書多呈現負面反應，未來在高等教育階段推行電子

教科書可能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例如數位媒材是否方便下載、學生資訊

能力是否足夠、學生的視力健康是否受到影響、軟硬體支援是否足夠、

是否熟悉閱讀載具的使用、介面是否方便使用等。日後政府與產業應密

切合作，追蹤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正、反意見以作為未來數位教材發

展方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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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年紀和電子教科書 

綜合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經驗或

滿意度和年紀有關（何金燕，2012；Ayala, 2014; Baek & Monaghan, 2013）；

年輕學生較能接受使用電子教科書或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較

高，而年紀大學生較不喜歡使用電子教科書（何金燕，2012；Lau, 2008）。

關於中小學年輕學生對於使用電子教科書有較正向反應的可能原因之

一為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臺灣數位出版業者長期投入在數位出

版，多年來已經累積豐富多元的數位內容，尤其是中、小學的數位教學

資源內容包羅萬象，包含文字、圖片、簡報、聲音、影片、動畫、網站

等各種多媒體。由於電子教科書聲光動畫音效兼具，中、小學生容易對

數位教材的活潑生動、互動性產生興趣，也會覺得課程生動有趣。另一

可能原因為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普及，人們閱讀習慣和學習方

式產生很大的改變。而且不同年齡的族群生活習慣不同，使用資訊的方

式也有差異。電子化閱讀是逐步養成的，這對年紀大的族群是件不容易

的事，因他們主要閱讀習慣是以平面媒體（紙本）為主；然而對年紀輕

的族群，因自小接觸電腦、電子化媒體，而且電子化媒體廣受他們的歡

迎（李宏麟，2000）。又由於年輕學生較容易接受新科技的學習方式，也

較容易改變學習習慣，因此電子教科書較容易受年輕學生的接受和喜

愛。從使用者的接受度來看，未來較可能在中、小學階段推動和普及電

子教科書。而要改變年齡較大學生的閱讀習慣和學習方式需要時間，因

此電子教科書要大幅度取代紙本教科書仍需要一段時間。 

四、學生性別和電子教科書 

國內、外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於選擇使用電子教科書或傳統紙

本教科書沒有性別差異（何金燕，2012；Chulkov & VanAlstine, 2013; 

Johnson, 2013; Shepperd, Grace, & Koch, 2008; Woody et al., 2010）。關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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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對教科書形式的選擇沒有差異，可能原因之一為受到歐美婦女運

動思潮的影響，性別平等教育的議題在臺灣也漸漸受到重視。兩性平等

教育的理念，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使男女都能站在公平的立

足點上發展自身潛能。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在學校方面建構兩性平等

的學校文化與環境；在課程方面將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落實於各領域教

學中；在教科書方面修正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編選具有兩性平等的教

材。臺灣兩性學生在學率指標明顯不同於日本、韓國呈現男性高於女性

的趨勢，而較接近歐美國家的趨勢呈現女性處於較優勢地位。臺灣女性

平等的受教權已獲得重視和保障，逐步落實男女受教機會均等。另一可

能原因為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使網際網路普及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由於很多歐美國家和臺灣不遺餘力努力在縮短女性數位落差，替女性族

群制訂相關政策、建立基礎系統和提供教育，以使兩性能公平取得資訊

和平等參與通訊媒介。近年來，男女兩性在網路使用率或資訊使用率已

逐漸趨於相同。由以上分析可知，日後電子教科書學習應該普及兩性學

生，男女學生之間不應該有落差。 

五、電子教科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有相當多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以比較電子教科書和傳統紙本教科

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這個議題的相關研究涵蓋不同的教育階段（小學

到高等教育）和不同的教學科目（如：自然、社會、英文、國文、數學

等）。近年來，這個議題似乎特別受到臺灣學者的關注並且進行一系列

的研究，大多以中小學階段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反觀，國外這方面的研

究較少，而且大多以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綜合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學生在學習

成就（李明賜，2010；邱婉琪，2013；洪秀芳，2013；陳世杰，2009；

黃淑貞，2014；楊美雲，2014；劉惠婷，2011；蕭如玲，2010；蕭昱綺，

2012；蘇勇誠，2013；Maynard & Cheyne, 2005; Oman, 2013）、學習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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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賜，2010；陳世杰，2009；蕭如玲，2010；蘇勇誠，2013）、學習

態度（邱婉琪，2013；劉惠婷，2011；蕭如玲，2010）和學習動機（蘇

勇誠，2013）優於使用傳統紙本教科書的學生。發展電子教科書的目的，

除了能減輕學生書包的重量、減低書價、支持環保等，更重要的是提升

學習效能和學習興趣。整體而言，電子教科書對臺灣中、小學階段的學

生在學習成就、學習保留、學習態度和學習動機是有效的學習工具。因

此，可預見在中小學階段推廣和普及電子教科書應用是未來的趨勢。 

六、電子教科書對不同能力或不同成就學生學習的影

響 

有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個人特質（不同能力、不同成就）在數位化教

學環境所扮演的角色，部分學者著重在探討電子教科書對不同能力或不

同成就學生學習的影響；另有少數學者著重在探討電子教科書對低成就

學生的補救教學成效。國內、外進行這類議題的研究，大多以中、小學

階段學生為研究對象。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電子教科書比傳統紙本教科書

更有助低能力或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李明賜，2010；高佩君，2011；

陳世杰，2009；Wu, Chen, & Tzeng, 2014）和學習保留（李明賜，2010；

陳世杰，2009）；也有研究結果顯示電子教科書部分特質有助高成就學生

的知識獲得，而其他特質有助低成就學生的知識獲得（Luik & Mikk, 

2008）。整體而言，電子教科書有助臺灣中、小學階段低能力或低成就學

生的學習成就和學習保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Luik 與 Mikk（2008）的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成就學生可受惠於電子教科書的不同特質。教室裡

的學生是多元的、異質性的，他們在能力、成就、程度、認知發展、興

趣、經驗、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許多差異，教師應提供 大的學習機會給

所有學生，讓具有不同特質和不同需求的學生都能有機會學習和成功。

而資訊科技發展快速，電子教科書便可提供具豐富多媒體的數位教材、

容易操作和方便使用的介面功能，有助教師在電子教科書中輕易調整和

剪裁內容，以配合不同能力和不同成就學生的需要，提供個別化或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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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數位教材，兼顧學生的學習差異與學習效果。由上述分析可預測開

發客製化數位教材應是未來電子教科書發展方向，未來教師可以根據學

生的個別學習差異，調整或重組電子教科書的數位教學資源以提供客製

化數位教材、進行適性教學或補救教學。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以相關文獻為基礎，透過回顧和評論以揭開電子教科書對教與

學的影響，並綜合探討結果有下列六項重要發現。 

1.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是影響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意願的因

素；小學階段教師對使用電子教科書有高的滿意度，而高等教育階段教

師對電子教科書的接受度較低。 

2.知覺有用性、知覺便利性、知覺相容性及知覺趣味性是影響高等

教育階段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因素；高等教育階段學生喜愛使用紙本

教科書勝過使用電子教科書，而且對使用電子教科書呈現許多負面反

應。 

3.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經驗或滿意度和年紀有關；中、小學階段

年輕學生較能接受使用電子教科書或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較

高；高等教育階段年紀大學生喜愛使用紙本教科書勝過使用電子教科

書。 

4.學生對於選擇使用電子教科書或紙本教科書沒有性別差異。 

5.電子教科書對臺灣中、小學階段學生在學習成就、學習保留、學

習態度和學習動機是有效的學習工具。 

6.電子教科書有助臺灣中、小學階段低能力或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

就和學習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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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根據上述重要發現，本文提出下列三項建議，以供未來電子教科書

發展方向和教學應用的參考。 

1.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是影響教師和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意願

的因素，未來教科書出版業者在開發電子教科書時，應特別考量這二個

因素，以提升現場教師和學生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意願。以電子教科書的

形式而言，流式電子教科書含動態多媒體、可彈性編修、具互動功能，

教師在教學應用上可以更多元、更方便、更能符合適性教學。建議未來

電子教科書的設計應以流式電子教科書為主，以符合教師和學生的需

求。 

2.中、小學階段的教師和學生對使用電子教科書有較正面的反應，

而高等教育階段的教師和學生對使用電子教科書有較負面的反應，由此

可預見未來電子教科書在中、小學階段推廣和普及可能比較順利，而在

高等教育階段推行電子教科書可能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建議臺灣未來

開發電子教科書優先以中、小學階段學生的需求為重心，逐步往高等教

育階段發展。 

3.不同成就學生可受惠於電子教科書的不同特質，由此可推測開發

客製化數位教材應是未來電子教科書發展方向，未來教師可以根據學生

的個別學習差異，調整電子教科書的數位教學資源以提供客製化數位教

材、進行適性教學或補救教學，給予學生不同且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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