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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18年 11月 9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3樓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 楊國揚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 王立心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張復萌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憶芬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劉奕帆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引言 

楊國揚：很高興今天能有這樣的場合，邀請各位分享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5~2017 年數位教科書發展研究的成果。今天論壇的主題為數位教科

書，期待各位的分享能為數位教科書在臺灣發展的可行性以及在中小學

教學場域的應用帶來新的契機。 

從法制面向分析數位教科書的發展 

張復萌：現在的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從硬體的價格降低、硬體效能提升

到多媒體影音整合技術的進步，以及網路頻寬從 3G 到 4G，甚至到 2020

年就可能進展到商用的 5G 頻寬流量，有利營造快速便捷的數位學習環

境，但是在發展數位教科書的過程中，哪些法令規章對於數位教科書之

編輯者、發行者、選用者、使用者等須特別留意，以及哪些法令規章必

須適時配合修正，這是重要的議題。 

論壇 

 

數位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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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的定義與教科書審定辦法的調整 

  著作權法在 2016 年 11 月修正公布，重新將第 3 條第一項第五款「重

製」，將「暫時之重複製作」納入重製範圍，以及第十款的「公開傳輸」，

將網路傳送著作包含至公開傳輸的定義中，就是公眾可以在各自選定的

時間或地點，以網路接收著作內容。第 7 條第一項對編輯著作的定義和

第 9 條第一項第五款，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是不

能夠宣稱具有著作權的；但是如果考試試題，經過分章節編排整理後的

試題集錦，則可依據第 7 條第一項宣稱它具有著作權的保護。 

  第 46 條基於教育目的對授課教師的保障，教師因授課的需要，可

以在合理範圍內，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第 47 條是對於教科書

法定授權的定義，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的教科書，或教

育行政機關自己編製的教科用書，在合理範圍以內可重製、改作或編輯

他人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但是，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

定辦法》和《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中，目前規範的教科用

書或教科圖書，只限制在紙本印刷，並沒有擴展到數位教科書，所以目

前教科書廠商發行的數位光碟，教師使用的教學光碟，只能用第 47 條

第二項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的輔助用品準用

之，加以規範。 

  此外，第 47 條第四項規定，如果引用別人的著作，必須通知著作權

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率是由著作權委員會訂定，但是 2016 年

修正時並沒有修正第四項的使用報酬率，如果未來數位教科書需要審

定，就適用於第 47 條第一項規定，第 47 條第四項的使用報酬率就需要配

合修正。第 52 條是教學研究目的合理引用的定義。第 54 條和第 9 條第一

項第五款都是規範學校的考試試題，學校的考試試題可以重製已公開發

表的著作，如果著作是試題者就不適用之。舉例來說，老師可以直接複

製高考的考題當作隨堂考試試題，但是如果老師將出版社出版的試題集

錦整頁複製成為隨堂考卷給學生考試，就是觸犯著作權法的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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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教科書審定辦法部分，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

辦法》和《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 2 條關於教科書審定以

及第 18 條關於教科書修訂，明訂教科用書是指印刷品的課本和習作，

並不包含數位教科書。審定辦法第 5 條和第 16 條的規定，審查必須要

繳交的文件中，也不包含數位教科書的軟體和記憶裝置，如果未來數位

教科書變成需要審定的話，審定辦法的第 2 條、第 5 條、第 18 條、第

19 條就要配合修改。 

  有關為什麼不將數位教科書列入審定範圍一事，由專家訪談得知，

因為教科書由家長購買，尤其發展數位教科書不能避免的配備有載具

（平板電腦）、網路基礎建設（包括學校、家庭的網路及頻寬）是否能

配合，以及數位弊端（包括網路成癮、視力保健以及數位負擔），目前

教育當局尚無統一的方案，這些問題如果能夠有效解決，屆時再來修改

審定辦法，將數位教科書納入審定範圍。 

改善學校基礎建設與規範教科書選用 

    教科書審定辦法對教科書的發行者和選用者也有一些規範，在國民

中小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第 15 條第三項及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

辦法第 16 條均規範，申請審定者或申請人（教科書的發行者），不得以

未經審定的書稿，提供學校作為選用教科書之用；同時也規範學校教科

書的選用者，必須選用審定通過並領有審定執照的教科書；同時審定執

照的有效期限必須有效、不能夠逾期。因此學校老師在選擇教科書的時

候，都會先上國教院的網站，印出通過審定的教科圖書清單，再交給教

科書選用小組進行評選。總結學校教科書選用會遵守三個條件：第一必

須是審定通過並領有審定執照的教科書，第二是教科書審定執照的有效

期限沒有逾期，第三是教科書裡用到的儀器機具必須符合學校的設備標

準或設備基準。 

  2002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12 年公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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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標準，這兩個設備基準並沒有詳細規範網路設備部分；2013 年公布之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設備基準，規範教室內區域網路的網路速度是 100 

Mbps；對外的廣域網路，也要求支援 100 Mbps 的傳輸速度。但以上三

種設備標準僅列出校園有線網路設備之基準，缺少因應數位教科書教學

所需使用到之無線網路基礎建設之設備基準。訪談教育部資科司專家得

知，教育部有補助國民中小學校園網路建設最後一哩光纖到校計畫，偏

重在光纖到校之有線網路的佈建，對於數位學習所涉及之校園無線網

路，則沒有統一規劃的建置計畫案。因此如何提升無線網路之覆蓋率以

及對外連線頻寬，將是影響校園實踐數位教科書教學的重要關鍵議題。 

    有關各級學校教科書的選用與採購之法源，在國民中小學是依據

《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二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公布之《國民中小學教

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要點》，由各校依據要點改成自己學校的選用辦

法。在高級中等學校則是依據教育部 2016 年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教科

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辦理教科書採購事宜，其中第 3 條第二項規定

「教科用書為部定必修科目用書，學校應選用經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法規

審定，其審定執照仍在有效期間之教科用書」。 

  各校在教科書選用及採購時，須組成教科書評選小組，有兩點需要

注意，第一是曾經參與各版本教科書編審（編輯者）或試用人員（教科

書的使用者──老師），是不得擔任學校教科用書評選小組的成員（選用

者）。第二是評選時要注意廠商（教科書的發行者）不當的銷售行為，

且不得要求廠商贈送商品（如測驗卷、課外習作簿、其他大型的教具）。

同時隨教科書所附贈之教具或教學媒體，必須確認這些教具是課程或教

學內容相關之簡易軟、硬體器材。評選之教師（選用者）須注意不可與

廠商另有選書以外的任何協商、約定或附帶條件。所以數位教科書選用

和採購，涉及教師如果是擔任數位教科書的編輯者，或擔任數位教科書

的試用人員，就不能再擔任學校教科書評選小組的成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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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隱私權的保障 

    數位教科書發行者必須注意個人隱私權的保障問題，為了保障個人

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是不可或缺

的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第 22 條的保障。為什麼會提到個人隱私權呢？

因為數位教科書具有一個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的功能，也就是一種學習者

個人化的學習歷程檔案，其檔案記錄的範圍從個人學習的時間、學習的

成效、喜好記錄，甚至學習者學習的軌跡及歷程都被完整的記錄下來，

它可以提供學生在自主學習的時候，透過學習歷程檔案的分析，提供學

習者更適切的學習方案進行自主學習；對於數位教科書發行者而言，也

能透過大數據分析所有使用者的學習歷程檔案，作為進一步利用的佐證

資料，但學習歷程檔案是屬於個人隱私權的一部分，應該給予正視與保

障，不得提供其他商業利害關係者使用。因此數位教科書的發行者必須

在開發數位教科書的時候，針對蒐集與使用個人數位學習歷程檔案進行

審慎的規劃，對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做好安全保護措施，並遵守不得在使

用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個人數位學習歷程檔案作為任何其他用途使

用，在程式研發過程也需對使用者個人機敏資料，列入保護與管制的重

點，以保障使用者之個人隱私權。 

楊國揚：剛剛張副研究員的報告，凸顯了未來推動數位教科書發展的兩

個重要面向：一是基礎建設，涉及學校端設備基準的調整；二是著作權

法的修正，涉及未來數位教科書發展的重要關鍵法規。如果未來沒有把

教科書公開傳輸權鬆綁的話，數位教科書沒辦法透過網路上的公開傳輸

而大量流通，這樣數位教科書和紙本教科書就沒什麼差別，發展數位教

科書的意義也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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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科書研發與評鑑 

王立心（當日因故未能親自出席，委由楊國揚代為發表）：不少國家或

地區已把數位教科書納入中小學教育場域，如美國、日本、韓國、新加

坡、中國大陸、香港等，並列為重要教育政策發展方向。 

反觀臺灣的情形，雖然許多中小學教科書出版業者已經開始研發數

位教科書，但使用者是教師，這種為教師開發的數位教科書，介面功能

完善卻複雜，經分析發現，教師真正會用到的，只有幾種左右，對學生

的學習幫助亦不大。可是出版業者為了讓教師感覺數位媒材的強大與先

進，持續發展多元的功能，只是，這些功能不一定是使用者所期待的。 

數位教科書評鑑的必要性 

    教科書的品質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果，因此，在數位教科書的發展

過程中，評鑑可以是重要的品管機制。目前紙本教科書有嚴謹的審查制

度來確保其品質，但是數位教科書尚未納入審定，目前是放任市場自由

運作。如此不免讓人憂心最後會讓市場完全左右教科書的內容，造成其

它學生學習的負面效果。因此，在數位教科書的形式與內容發展逐漸成

熟後，如何以評鑑確保品質成為重要議題。 

分析國內探討數位教科書發展的模式，最常運用 ADDIE 的方式，

其涉及到分析、設計、開發、實踐和評估，是一套完整的教材發展模式。

數位教科書為什麼要評鑑？紙本教科書內容明確、範圍固定，但是數位

教科書可擴大延伸，學習內容的質與量均較難掌握。韓國、香港、日本

等國除了要求紙本教科書的內容品質，也要求數位教科書或數位科技的

產品能對教學產生成效，其中也包括數位教科書學習介面的便利性。因

此，在審核數位教科書時，除了紙本教材內容標準外，還會關注媒體內

容、介面設計、技術以及功能的要求，這些都是重要的檢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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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科書的定位 

在目前臺灣中小學的教學現場，只有教師使用數位教科書，尚未發

展出可提供學生教室使用的數位教科書。出版業者為什麼做這樣的考

量？因為他們把數位教科書當作教師教學補充的資料，不是學生學習的

主體，也因此，目前的研究重點之一，也在未來數位教科書從教師中心

回歸到學生中心設計的可能性。 

數位教科書設計要符合學習者中心，並且重視數位科技的特性。借

鑑韓國數位教科書發展的經驗，第一代由紙本進行數位化的經驗是失敗

的，除了無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還可能讓學生對數位學習產生誤解。

臺灣有些紙本教科書隨課文內容嵌入 QR Code、網路連結及影音媒體，

與學習者中心的實踐尚有一段距離。 

數位教科書的內容規劃，也應重視延伸學習。日本和韓國沒有想要

用數位教科書取代紙本教科書的企圖，而是以數位學習環境的角度來使

用數位教科書，重視其延伸學習的功能。 

其實未來數位教科書的定位有三種：一是完全取代紙本教科書，融

入數位學習環境；二是紙本和數位並存，由學校老師二擇一；三是作為

延伸學習教材的輔助功能。 

數位教科書的定位確定之後，就可發展評鑑模式。數位教科書真正

的使用者是教師和學生，基本上要透過教師的引導和教師對數位媒材的

選擇、篩選，強化學生對數位媒材的使用與學習。 

如果數位教科書取代紙本教科書，透過審查機制的運作來評鑑其品

質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數位教科書的資源很廣，很難透過既定的審查機

制改善教科書的品質。如果有數位教科書，也有紙本教科書，學校的教

學是紙本和數位並存，某種程度來說，兩種內容高度重疊。這樣的情況

之下，必須透過事前審定的機制確保品質。如果把數位教科書的內容界

定在延伸學習的補充教材，這是事後評鑑的問題，只管品質，不考慮對

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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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數位教科書的設計或評鑑，短期內數位教科書的內容設計仍是

以紙本為基礎，朝向延伸學習的發展。長期而言，數位教科書應建構主

題化和模組化的方式，一旦數位教科書發展成熟，政府應建構數位教科

書的評鑑機制和指標，除了對品質的控管，也是內容改善或技術調整的

重要參考。 

數位教學的發展──以線性函數的教與學為例 

陳憶芬：發展國中數學科數位教科書，我選定線型函數單元來分析。理

由有二：其一，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並未提及函數概念，對學生而言是

新的單元；其二，先前研究也發現，教師認為函數概念的講解比較抽象。 

  當選定線性函數單元之後，我訪談教師，了解他們這個單元的教學

經驗，思考如何配合數位媒材的特性，克服這些教學或學習上的困難。 

數位教科書與圖像化學習 

    許多文獻指出，數位科技可以支持數學知識的探索和建構，例如透

過數位媒材培養學生具象直觀的概念。目前國中老師喜歡使用的幾何軟

體 GeoGebra，很簡單地修改參數之後，讓學生看到圖形的變化，這也是

一種建構的歷程。有些研究也支持運用數位科技嘗試解題的回饋和迷思

概念的導正，特別是用在補救教學，可以做很好的診斷跟連接，很快地

解決學生的學習問題。希望數位媒材能夠從具象到抽象，培養學生符號

化跟概念化的能力。 

  線性函數有幾個特性，第一、學生第一次嘗試用一個關係式來表達

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例如 f(x)=ax+b，和以前學到 ax+by=c 不同，這是

自變量和應變量之間的關係。第二、函數概念在現代數學扮演核心和基

礎的角色，基本上包含代數的觀念，也包含解析幾何的概念，是學習數

學重要的基礎。第三，學生時常無法理解對應關係，例如為什麼一對一

可以，然後一對多就不行；多對一可以，一對零又不行。第四也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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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函數在數學領域當中，用到多重表徵。比如說關係式的表徵、語

言的表徵、文字的表徵、表格的表徵或圖形的表徵，所以更需要透過媒

材讓學生結合多重表徵的應用，幫助學習。 

線性函數的學習分析 

    我的研究對象有 8 位老師，其中 5 位是國中老師， 3 位是高中老師。    

研究結果分為三部分，一是教材內容分析，二是概念的呈現，三是代數

的計算圖形，還有應用問題的部分。先看教材內容的部分，函數真的這

麼難嗎？學生學習這個單元之前真的沒有先備知識嗎？受訪老師說有

兩個先備知識和函數有關，二元一次方程式 ax+by=c，在函數之前就學

過了。這樣的學習有助於理解函數的圖形，如果會畫二元一次方程式圖

形，就可以理解函數圖形。可是相對而言也有一些抑制的作用，當學生

習慣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表達式，反而不懂為什麼一定要改寫成「y=什麼」

的寫法。二元一次方程式有兩個未知數，這兩個未知數解出來之後，可

以滿足這個式子。函數的表達式意味著「用 x 表達 y」，y 隨著 x 變動，

對應的關係，或是自變數和應變數之間關聯性的不同。 

  此外，另一個先備知識是正比、反比，了解正比、反比的時候，有

助於理解 y 隨著 x 變動的共變關係，比如說 x、y 是正比關係 y=kx，而

反比關係 xy=k，表達成「y 等於什麼」，y=k/x。我們會告訴學生，未知

數不要擺在分母，所以 x≠0，一定要馬上加上去，不然這式子可能不成

立。對學生來說可能是阻礙，不懂為什麼這樣。所以這兩個概念是先備

知識，同時也可能是阻礙。 

實例教學與概念學習 

  概念呈現的部分，我訪談的老師從許多生活實例解釋函數，例如自

動販賣機，這是課本的例子，我如果投 20 元選擇什麼商品，就是一種

對應關係。到超商刷商品條碼機，就知道多少錢，是一對一的對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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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也有條碼，為什麼超商刷不出來？因為課本的條碼不在超商條碼機

的定義域。以前大創所有的商品都是 39 元，現在所有商品都是 49 元，

不管買什麼都是 49 元，就是常數函數，不管 x 怎麼變動，y 永遠都是 49。

工廠輸入什麼，經過函數的作用之後，輸出就是函數值，函數值稱為 f(x)。 

  所以先讓學生知道函數，找出關係式，有些函數對應關係──比如

說座號和成績的對應──可能就沒有關係式，其圖形是一種離散的點，

不是一直線，函數圖形才講這樣的例子，目的是讓學生學習如何把日常

生活經驗，透過抽象化的歷程，用符號的表徵把關係式寫出來，有這些

例子之後，建構對應關係之後才開始講函數值定義。每一個 x 都有一個

y 與之對應。 

  再來函數值的運用，會用到不同的表徵，有時候是文字描述，有時

候用表格方式，給定不同的 x、y 數對，讓學生把關係式找出來；或是圖

形表徵，給定兩個點坐標把關係式找出來。繪圖和讀圖的部分，是多重

表徵，所以老師很喜歡用不同的圖形介紹，讓學生判斷哪些是函數，哪

些不是函數，哪些是線性函數，哪些不是線性函數。受訪教師認為這個

判斷用數位教材呈現特別有效。 

數位的教學輔助 

  結論是，介紹函數概念，不見得從方程式開始，教師多由實例引入，

同時對先備能力較弱的學生及時補救。繪圖和讀圖的能力，藉助數位教

科書呈現，可以幫助學生建構概念；最後希望數位媒材，可以結合動態

幾何軟體，讓學生操作參數，看到圖形的變化。建議先了解數位科技的

優缺點，然後分析特性，或熟悉教師的教學流程，同時了解學生學習特

質之後，再發展適合的數位教科書。 

楊國揚：其實前端的腳本設計和後端數位教材的開發，有必然的關係，

前端要做一些分析評估和了解，後端才能完整地發展這樣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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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註記式多媒體電子書對學習的影響 

劉奕帆：電子書過去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單純將紙本轉數位化」，但

人們在學習時習慣以書寫來輔助記憶，當電子書無法讓學習者邊學邊寫

時，就減少了許多的可用性。 

註記對學習的重要性 

做筆記是一種常見的學習行為，更是一種有效的學習策略。學習者

在進行重點摘要時，必須將閱讀到的資訊在腦中不斷思考，吸收內化後

再利用自己的語意書寫出來，對學習者而言，除了能夠加深印象，在日

後的複習也有助於快速回憶相關知識。例如：我們常看到許多成績不錯

的學生，上課會認真做筆記，考試前再複習就能考得很好，這是因為註

記的過程對於學習者在理解與記憶上是有幫助的。 

然而，過去的許多研究都只關注「課中」的學習，忽略了「課後」

學習的重要性，也鮮少探討「不同學習成就」或「不同先備知識」學習

者在學習上有何差異，因此在本研究中特別將人因（human factors）、課

後學習與註記等議題納入探討。更明確來說，在先備知識方面，分為高

先備知識與低先備知識；性別部份分為男生和女生；學習情境上則分為

課中與課後。 

為了針對上述的研究進行深入的探討，本研究開發了一套可註記式

多媒體電子書，其中包含「個人註記」與「註記分享」的環境，期能透

過各種註記工具增強學習效果，並分析相關因素對於學習有何影響。此

外，本研究以三方舉證進行研究，一是學習成效：透過前後測得知進步

的成績；二是學習行為：分析不同類型的學習者在學習行為上的差異；

三是感知：透過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瞭

解學生對於該系統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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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註記功能對不同學習者的影響 

系統不單單只提供學習內容，同時還包括許多重要的註記功能。首

先是文字註記：根據過去的研究，透過文字的書寫，將有助於記憶的產

生，因此在本系統，學生可透過書寫或語音的方式輸入文字內容。再來

是語音註記：學生可利用此功能練習英文口說能力並錄製於電子書內，

除了老師可在後臺直接聽取內容的正確性外，其他同學也可以針對該語

音提供相關建議。 

透過可註記式多媒體電子書的語音錄製功能，學生可以把老師上課

講授的重點錄製下來，在課後進行複習時，重複聆聽課堂上的重點摘

要。此外，系統內的文字轉語音（text-to-speech, TTS）功能也是輔助學

習的工具，先前曾有研究質疑，電腦合成語音可能發音不標準，但近期

研究報告指出，不論是合成語音或是人聲，對於學習成效其實並無影

響，特別是現代科技進步，合成語音已經非常接近人聲了。 

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學習成效只與課後的學習行為達顯著正相

關，課後有愈多註記行為或看愈多註記的學生成績愈高。從文獻探討我

們知道：女生語言能力較佳，比較擅長人際溝通；男生在文字方面較強，

比較能接受並使用新科技，但在實驗過程我們看到：文字註記不分男

女，對於學習成效都是具有幫助的，特別在男生方面會呈顯正相關，而

男生卻不太喜歡使用該功能，因此我們反而需要鼓勵男生多利用。 

在先備知識方面，我們發現高先備知識學習者課後的學習行為會比

低先備學習者來得更多樣，他們常會在課後使用文字註記，或透過語音

註記聆聽自己或老師的解說。觀察不同先備知識學習者會選擇參考誰的

註記內容，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低先備知識學習者會看「好朋友」

的註記，而高先備知識學習者則是看「成績較好學生」的註記，所以透

過人因我們能夠更加了解學習者。高學習成就學生所做的註記通常會比

低學習成就學生完整，因為當低學習成就學生還在寫第一段字的時候，

老師可能已經講到第二、三段了，根本來不及註記，此時低學習成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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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看別人的註記內容，來幫助自己課後學習。 

進一步比較有無開放註記分享對於不同學習成就者在課中、課後的

影響，我們發現：在課中的情境下，未開放註記分享時，對於高或低學

習成就學生的註記量並無影響；有開放註記分享時，對於高學習成就學

生的註記量一樣沒有影響，但對於低學習成就學生而言，則有驟減的趨

勢，因為可以看到他人的筆記，反而降低自行註記的意願，在課後的情

境也是呈現一樣的結果。這凸顯了一個問題，低學習成就學生比較適合

個人註記的環境而非註記分享的環境。 

結論：數位教科書未來的發展方向 

楊國揚：雖然數位教科書在國內並沒有明確的政策方向引導，但對民間

或學術界來說，這方面的關注度不會降低，尤其數位學習在學校端非常

受到關注，可是要落實到課堂的學習，需要政策上的引導。 

    綜上所述，本論壇討論了未來發展數位教科書所需面對的幾個重要

問題，整理如下： 

一、著作權法的與時俱進：著作的「公開傳輸」權，是發展數位教

科書相當重要的一環，鬆綁現有的相關法令與條款之後，才有利於發展

數位學習環境，並防止數位弊端，從紙本教科書慢慢擴展到數位教科

書，讓數位教科書成為學習上的利器。 

二、教材選用與設備更新：教科書的選購與採用有其法規依據，依

此，學校教師不得選用未經教育部或國教院審定的教科書；但數位教科

書一旦納入學校教學場域，學校的無線網路設備也要能同步運作，並在

無線網路的建置與更新方面擬定相關方案或計畫。 

三、隱私權問題：數位化的時代，個人資訊都有可能透過個人載具

與網路散播出去，數位教科書能有效蒐集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檔案，來提

供發行者做大數據分析，如何權衡隱私與方便性則是開發者需要再進一

步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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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發展：數位教科書目前已在東亞國家實施，對於學生學習

而言是助力同時也是阻力，紙本與數位只有一線之隔，如何取捨當中的

優點與缺點，是未來規劃數位教科書時需審慎思考的。 

五、評鑑機制：數位教科書的內容無邊無際，難以掌握其教材發展，

未來審核數位教科書時，除了紙本教材內容的標準外，對媒體設計、介

面設計、技術以及功能的要求皆要列入評鑑機制。 

六、教材設計：數位教科書目前的發展以教師為中心，為滿足現場

教師所需的教學需求，未來數位教科書會朝向學生導向，以學習者的角

度來設計教材，讓學生回到學習的主體。 

七、數位教科書定位：為了配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數位教科書

未來的發展將朝向三種方向，第一：完全取代紙本教科書；第二：紙本

與數位教科書並存；第三：數位教科書成為延伸學習的輔助材料。 

八、學習革新：跟過去的傳統教學相比，數位教科書強調的是知識

的探索和建構，將抽象的概念透過數位媒材的方式來呈現，讓學生可以

更直觀的去吸收知識，找到適合的學習模式。 

九、數位學習：發展數位教科書之後，教科書不再是傳統靜態式的

紙本印刷，藉由個人載具能夠呈現出生動的畫面以及語音播放功能，達

到身臨其境的體驗，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啟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十、可註記式電子書：註記是透過書寫達到記憶的目的，對於學習

者學習成效的提升以及教材的理解是有幫助的。高先備知識學習者在課

後的註記行為會比低先備學習者更具多樣化。註記分享不適合低學習成

就的學生，因為在可以看到他人註記的情況下，將導致個人註記的行為

降低。未來教育部推動電子書「一人一平板」應考量全面納入註記功能，

讓學習從邊學習做，加深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