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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近年來，資訊科技與社會變動的快速進展，使得數位教科書成為

熱門議題，學校課室裡搭配行動載具和雲端教學資源進行教學，逐漸

改變學生學習型態，也吸引教科書出版業者投注資源開發數位教科書。

加上全球爆發 COVID-19 疫情，為使學生學習不受影響，各國紛紛採

取「停課不停學」措施，進行遠距學習或數位平臺在家自主學習，促

使數位教科書發展越受重視。然而，如何建置完善數位教科書學習平

臺？提供完整數位學習資源？改善數位學習設備和環境？制定數位教

科書發展法規？評估教學效果與學習品質？因此，實有必要針對數位

教科書的現況、困境及發展趨勢，進行分析檢討並提出革新建議。

本期收錄 4 篇專論文章。第一篇郭盈芝、徐新逸合著〈數位教材

品質檢核指標之建立─以沉浸式虛擬實境教材為例〉，發現沉浸式

虛擬實境教材品質指標有「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性」、「虛擬環境

能提供具沉浸感的畫面品質」、「虛擬環境呈現之訊息量適宜」及「學

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4 項，可作為未來教師選擇教材、研發團隊

開發教材及主管單位進行評鑑或認證教材的參考依據。

第二篇李怡慧、周倩合著〈數位教科書或網路教材資源？臺灣國

高中資訊科技教師之使用現況、觀點與期待〉，採半結構式訪談學校

實務教師後發現，資訊科技教師對數位教科書的使用決定，與其對數

位教材的開發期待，均展現教師對教材與教法的反思，以及如何關注

對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課題。

第三篇陳斐卿所撰〈從教師與出版業者之關係看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下教師學習的轉變〉，討論出版業者與學校教師在新課

綱之下的關係有何轉變？以及教師如何學習面對新的教學問題？作者

採民族誌研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轉變」作為概念工具，研究發

現新課綱正逐漸促發學校教師脫離出版業者的服務，亦鼓勵教師透過

課程共備會議集體解決教學專業問題。



第四篇楊家欣、賴文鳳合著〈戰火餘光─探究以金門戰地文化

為主題之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採質性內容分析法分析 6 本圖畫書，

研究發現：圖畫書呈現金門、臺灣與中國的複雜關係，體現戰時防禦

工事、住民的恐懼和積極反應作為，展示金門解嚴後戰地文化的轉變，

凸顯人們珍重親情和友情的精神及結合戰地文化與自然生態；其次，

圖畫書能以多種角度描繪金門的戰地文化，反映歷史事件與政治議題。

本期論壇主題為「紙本教科書的下一步？國民中小學數位教科書研

發現況與分享」，討論聚焦於 COVID-19 防疫下「停課不停學」，以及

教育部在 2021 年通過《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推動「班班

有網路，生生用平板」與「充實數位內容」，如何思考並積極面對數位

教科書的政策需求。邀請學者專家、教科書出版業者及主管單位等不同

背景者參與，激盪出有深度的專業對話、政策省思與發展趨勢的建議。

書評專欄邀請邱美虹介紹 2019 年出版的《數位時代下的閱讀

─幼童使用電子書的經驗》（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Young Children’s 

Experiences with E-books）。本書植基於幼兒如何「正確使用電子書？」

的議題，探討電子書的優缺點、挑戰、機會和策略，並進一步闡明人

機互動對閱讀素養的影響，以及電子書對學童學習的影響與其所造成

親子關係的變化。全書以不同視角重新提供電子書使用的另類觀點。

書評除了介紹本書內容，也加入專業對話和省思，一方面推薦本書給

讀者，也提醒使用電子書已是未來趨勢，須以正面態度看待電子書並

思考如何善選及使用電子書，方有助於加強孩童的閱讀與語言的能力。

本期收錄文章皆從多元視角討論數位教科書相關問題進行實徵探

析，提出精闢見解與評論。期能啟發更多相關研究者對數位教科書的

發展，邁向教科書的新時代。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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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品質檢核指標之建立 
―以沉浸式虛擬實境教材為例

郭盈芝　徐新逸

沉浸式虛擬實境（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IVR）對教學有正面助益，

在教育應用越趨廣泛。然IVR教材品質則因缺乏標準而落差甚鉅。

本研究以模糊德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及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探討IVR之特質，並發展出IVR教

材品質檢核之4個構面與15項指標，且明確列出各指標之重要性相對權

重。研究結果顯示「教材內容」為最重要的構面，權重占37.5%。指標

當中最重要者為「教材內容正確性」，權重占所有指標的21.8%。本研

究發現IVR教材品質指標異於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教材的標

準與沉浸感及互動有關，有「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性」、「虛擬環

境能提供具沉浸感的畫面品質」、「虛擬環境呈現之訊息量適宜」及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等4項。本研究提出IVR教材品質指標

及重要性權重，可作為未來教師選擇教材、研發團隊開發教材、及主

管單位進行評鑑或認證教材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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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IVR) in education is increasing because 
of  its educational benefits. However, low-quality IVR educational materials present a 
challenge for teachers, and quality standards have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This 
study used the fuzzy Delphi method and hierarchical analysis to develop a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 for IVR materials; furthermore, 4 dimensions and 15 indicators 
for IVR educational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and relative weights were applied 
to the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material conten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with a weight of  37.5%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was “content correctness”, accounting for 21.8% of  all indicators. The indicators 
of  IVR material quality in this study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us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s in this study were related to immersion 
and interaction and included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is realistic,” “the image 
quality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can provide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is appropriate,” 
and “the learner can interact with the materia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crucial reference for those adopting, developing, or evaluating IVR materials, such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s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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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沉浸式虛擬實境（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IVR）是指透過頭盔顯

示器，並可搭配數據手套等各種互動科技設備，將使用者的視覺、聽覺

和其他感覺封閉起來，讓使用者真正成為 IVR 系統內部的一個參與者，

並能利用這些互動設備進行操作和駕馭虛擬環境，產生一種身臨其境、

全心投入和沉浸其中的感覺（Slater & Sanchez-Vives, 2016）。

IVR 受到更多的關注，因其在教育的應用上，它能使學生沉浸在互

動的不同環境中，提供學習者體驗並能使學習者積極參與不同的學習任

務（Checa & Bustillo, 2020; Radianti et al., 2020; Snelson & Hsu, 2020）。

許多研究也開始投入探討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 IVR 的差異

（Nuguri et al., 2020; Zhao et al., 2020; Zizza et al., 2018），並重視教材

開發過程中應該關注的重點，例如，討論教學設計（Chen et al., 2019）、

探討使用者介面（Shih et al., 2019; Sun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18）等，

但鮮少有研究調查 IVR 教材開發時應注意的教學元素，特別是 IVR 的

沉浸性特性與一般 VR 教材仍有許多設計上的差異需克服。Xie 與 Luthy

（2017）即強調評估數位教育資源品質的重要性，且其品質對教學的影

響甚鉅。過去已有針對數位教材或 VR 教材開發相關的指標，但仍未有

針對 IVR 教材應備的設計開發元素進行探討。

本研究蒐集並分析目前已發表的 IVR 教材相關文獻，探討目前所開

發的 IVR 教材中在教育應用上應具備的評估構面及指標，透過模糊德

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及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找出構面及指標重要性的相對權重，藉以讓開發 IVR 教

材的製作者在教材設計階段有參考準則，也可提供教師在選擇 IVR 教材

時有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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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VR 科技應用在教育領域可以讓學習者能夠與電腦創造出來的虛擬

環境進行互動，使許多在真實世界中無法看見的抽象畫面得以透過擬真

環境實現，這有助於理解想像中的世界。隨著技術快速躍進，以沉浸程

度與高互動的特點，讓 IVR 在教育領域具有強大的潛力，它可以提供

許多可以促進學習成效的學習活動。IVR 在教學的應用效果良好，且用

於程序技能、知識教學及訓練的學習效果相當顯著（Bharathi & Tucker, 

2015; Sankaranarayanan et al., 2018; Yoganathan et al., 2018），學習者在

經過 IVR 體驗式學習後，再於現實世界中完成任務，會因為其具備替

代經驗而縮短習得時間。例如，Yoganathan 等人（2018）讓學生在 IVR

中練習如何打好手術結，然後在專家面前真實地完成這項任務，效果令

人驚艷。亦即 IVR 提供的模擬真實經驗，對學習者的熟練度、技能訓練

都已被證實能提升學習效果。

有關數位教材品質的檢核指標，多以各指標的發展階段或內容歸納

出構面，形成一個檢核的架構標準。例如，美國訓練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STD）、英國公開和遠端教育品

質 委 員 會（Open & Distance Learning Quality Council, ODLQC）， 韓

國教育和研究資訊服務處（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 KERIS）所訂定的標準架構，都是呈現構面層次後，再於構面

層次下說明各細項指標。因此，將先由文獻探討教材品質評估構面後，

進而探討 IVR 教材的設計元素及知識類型，以發展 IVR 教材品質檢核

指標初稿。

一、數位教材品質評估構面

有關數位教材的品質評估，各國自推動數位學習之初，即陸續成

立數位平臺及數位教材的審核機構。臺灣數位教材品質的認證主要有

數位學習品質服務中心（e-Learning Quality Service Center, eLQ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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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位學習認證中心（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in E-Learning, 

ACE）等。

隨著線上免費的教學資源愈來愈廣泛，教材評鑑也開始出現新的型

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遠距教學中心（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enter 

for Distributed Learning, CSU-CDL）於 1997 年成立 Multimedia Educational 

Resource for Learning and Online Teaching（MERLOT, https://merlot.org/

merlot/），收錄 6 萬多種計畫成員蒐集、彙整，以及自行創作的線上免費

教學資源，其對數位教材的評估標準包含內容質量（quality of  content）、

作為教學工具的潛在有效性（potential effectiveness as a teaching tool）

及易用性（ease of  use）3 個構面。Learning Object Review Instrument

（LORI）是由 TeleLearning NCE, CANARIE Inc. and eduSourceCanada

共同支援開發的評估表（Nesbit et al., 2003），提供給個人或是評審小

組對線上學習的資訊資源或互動式軟件的學習素材，進行數位教材的品

質評估。該網站提供一個共享平臺，提供教材使用者共享資源，並留下

自己的評估，從而降低總體生產成本。

對於數位學習的各項標準，除了 ODLQC 的標準主要針對數位學習

提供機構的標準外，有些包含數位平臺，有些關注線上帶領，其差異甚

大。本研究主要針對數位教材標準，與數位教材相關之構面彙整如表 1。

隨著 VR 形式的數位教材陸續開發，徐新逸與郭盈芝（2020）也初步建

構了虛擬實境教材品質確保之評估指標，其提出教材內容、介面設計、

教學設計及回饋及評量 4 個構面，與前述各國在數位教材標準的構面相

仿，可見在數位教材之標準構面，最受重視的仍為「教學設計」、「教

材內容」、「互動回饋」及「介面設計」，本研究則以此 4 個構面做為

品質檢核指標之第一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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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位教材構面彙整表

構面

標準來源
教學設計 教材內容 互動回饋 介面設計

ACE 教學策略
教材內容說明

與架構
輔助設計

教材呈現與介

面設計

eLQSC 教學設計 教材內容 學習指引
教材呈現與介

面設計

KERIS
需求分析、教學

設計、教學策略
學習內容

評量、回饋、

互動性
支援系統

LORI 學習目標一致性 內容品質 回饋和適應
呈現設計、互

動可用性

MERLOT
教學工具的潛在

有效性
內容品質 易用性

二、IVR 教材設計元素

為確立 IVR 教材評估之指標，在彙整數位教材的評估構面後，將透

過探討 IVR 的技術特性，作為設計開發準則。由於評估 IVR 教材的相

關研究較為缺乏，所以先從類似的 VR 教材評估構面進行分析。目前針

對 VR 教材評估有徐新逸與郭盈芝（2020）發展之 VR 教材評估指標，

該研究並針對各檢核項目進行指標之權重分析，提供教材開發者在設計

階段可依指標重要性做評估。徐新逸與郭盈芝（2020）指出排序前 10

項均落在「教材內容」及「教學設計」兩大構面，並強調在開發 VR 教

材時，「教學設計」與「教材內容」構面是最具關鍵且重要的項目。然

該研究並未特別深入探討 VR 關鍵的「沉浸性」特質，其檢核項目中提

及 IVR 特性部分僅有：擬真效果呈現畫面及訊息數量適宜、非線性頁面

設計，視覺能沉浸在中心任務、呈現主題任務是否具備沉浸感等項目。

其所彙整的 4 個構面，特別是對教材內容及教學設計的重要性，以及各

檢核項目的權重，可為本研究之檢核指標提供篩選的排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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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nti 等人（2020）分析 2009~2018 年發表的 IVR 文章發現，

在 IVR 教材設計上，最常用的設計元素是基本互動（24%）及逼真環境

（17%），立即回饋及指引說明各占 10%。其中有 9% 的內容設計能與

其他使用者互動，被動觀察與集合或會議各占 8%，其他不到 5% 的設

計元素還有自由移動、使用者互動產生的內容、虛擬獎勵、角色管理和

知識測試。設計元素與知識類型的採用上，「基本互動」及「擬真環境」

是所有知識類型都會採用的設計元素，這兩個設計特性是提升沉浸效果

的重要基本元素。「基本互動」最常搭配使用的知識類型為程序性知識，

其次是陳述性知識（Němec et al., 2017; Rosenfield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7），再來是分析及問題解決。而「擬真環境」最常應用在程序性

知識（Smith et al., 2018）及陳述性知識。而整合、立即回饋及說明這 3

個設計要素則多應用在程序性知識（Radianti et al., 2020）。由此可知過

去研究亦認為在不同知識類型下，IVR 教材最常被採用跟重視的設計元

素可能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指標重要性的檢核時，將同步探

討設計元素的重要性是否因知識類型不同而有差異。

從過去對於 IVR 的相關研究設計元素中發現，最基本的設計元素

是：基本互動及即時回饋（Coelho et al., 2006; Lee et al., 2019）。對學

習成效有顯著影響的則有與視覺回饋有關的擬真程度及畫面的品質，如

圖像的品質、解析度都會影響沉浸程度，而間接影響學習成效（Jensen 

& Konradsen, 2018; Maresky et al., 2019; Radianti et al., 2020）。除此之

外，額外的感官刺激則是增加沉浸程度及互動的重要設計（Webster, 

2016）。IVR 環境中所呈現的資訊內容及品質相當重要之外，其呈現的

數量也應適宜，否則將造成認知負荷，使用者將在虛擬的環境中迷失，

也都會降低使用者的沉浸感（Kalawsky, 2000）。因此，IVR 教材在介面

設計應注重圖像品質、資訊內容的數量及難易度。

關於 IVR 設計元素，參考 Radianti 等人彙整（2020）並納入其他相

關文獻提出的元素，作為本研究 IVR 特性構面中檢核指標的重要項目。

文獻中特別提到 IVR 彙整的設計元素有：（一）擬真環境；（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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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三）即時回饋；（四）學習指引；（五）虛擬獎勵；（六）自

由移動；（七）與其他使用者互動；（八）被動觀察；（九）知識測驗，

彙整如表 2。其中最多研究認為必要的 IVR 設計元素有：擬真環境、基

本互動、即時回饋及學習指引。此 4 個設計元素都有 4 篇以上文獻支持，

將納入檢核指標初稿。其他研究提到的設計元素還有虛擬獎勵、自由移

動、與其他使用者互動、被動觀察及知識測驗等。由於 IVR 為本研究的

關鍵特性，部分特性涉及教學設計或介面設計，因此在初稿階段將調整

上列設計元素納入各構面中。

綜合關於 IVR 教材品質檢核的項目，其中教學內容、教學設計的

項目多與原有之數位教材內容相似，但在介面設計及互動回饋部分，因

IVR 特性應略微調整檢核指標，因而將上述 4 個構面之外的 IVR 特性獨

立為一構面。

表 2　IVR 設計元素彙整表

設計元素 說明 來源文獻

1. 擬真環境

虛擬環境具有很高畫質品質的圖形，

設計用於在現實世界中複製特定環

境。

Hickman 與 Akdere（2018）；

Kalawsky（2000）；Radianti 等

人（2020）；Smith等人（2018）；
Zhang 等人（2017）

2. 基本互動

使用者可以選擇虛擬對象，並以不同

的管道與之互動。這包括以書面或口

頭形式檢索有關對象的附加資訊、獲

取和旋轉對象、放大對象以查看更多

細節，以及更改對象的顏色或形狀。

Doležal（2017）；Hu 等 人

（2016）；Lee 等 人（2019）；
Němec 等 人（2017）；Román-
Ibáñez 等人（2018）；Rosenfield
等 人（2018）；Zhang 等 人

（2017）

3. 即時回饋

使用者會收到即時的文字、聽覺或觸

覺回饋。回饋告訴使用者是否正確地

解決了學習任務，以及與虛擬對象的

互動是否成功。

Doleža l（2017）；Hickman
與 Akdere（2018）；Hu 等 人

（2016）；Radianti等人（2020）；
Román-Ibáñez 等人（201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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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VR 設計元素彙整表（續）

設計元素 說明 來源文獻

4. 學習指引

使用者可以獲得有關如何使用虛擬實

境應用程序以及如何執行學習任務的

教程或說明。當使用者必須發現如何

使用虛擬環境或如何獨立完成學習任

務時，此設計元素不適用。

Doležal（2017）；Egea-Vivancos
與 Arias-Ferrer（2020）；Johnson-
Glenberg（2018）；Radianti 等 人

（2020）

5. 虛擬獎勵

成功完成學習任務的使用者可以獲得

虛擬獎勵。使用者可以透過獲得成

就、徽章或更高級別能解鎖專有內容

等來獲得虛擬獎勵。

Hu 等人（2016）；Radianti 等人

（2020）；Zhang 等人（2017）

6. 自由移動
使用者可以通過傳送或飛行來探索虛

擬環境。

Doležal（2017）；Radianti 等人

（2020）

7. 與其他使

用者互動

使用者可以與其他使用者互動。互動

可以以化身的形式並且經由諸如即時

消息傳遞或語音聊天之類的通信工具

進行。

Doležal（2017）；Radianti 等人

（2020）

8. 被動觀察

使用者可以環視虛擬環境。或使用者

可以沿著預定義的路徑移動，並可環

顧四周。但是不能自己移動，也不能

與虛擬對象或其他使用者互動。

Hickman 與 Akdere（2018）；

Radianti等人（2020）

9. 知識測驗
使用者可以通過知識測試、測驗或挑

戰來檢查學習進度。

Radianti 等 人（2020）；Zhang
等人（2017）

三、IVR 教材的知識類型

從過去的回顧研究中探討適合使用 VR 的知識類型，在高等教育中最

常被用於：（一）程序性─實踐性知識（procedural-practical knowledge），

如依步驟完成滅火程序（Zhang et al., 2017）；（二）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如學習行星名稱（Papachristos et al., 2017）；（三）分析和

解決問題的技能（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如診斷患者（Harr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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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或學習如何寫程式（Román-Ibáñez et al., 2018）。其他學習內

容類別包括交流、合作和軟技能（10%）、行為影響（6%）和學習語言

（2%）。其他和未說明的類別分別占 6% 和 4%。

從過去研究可知 IVR 對於程序性─實踐性知識、陳述性知識及分析

和解決問題的技能都有顯著的效果，而影響效果的關鍵在於教材的圖像

品質以及設計內容是否符合教學目標。由此可見 IVR 的教材在進行設計

時，除了仍應符合數位教材原有的教學設計、教學內容要項之外，其在

介面設計宜特別注意其畫面品質。

在早期開發模擬教材時，Clark 與 Voogel（1985）認為程序性知識

適合高擬真性的教學模擬，例如，學習模擬飛行，就應將每個步驟具體

設計得越接近真實情境越好。而陳述性知識則可以採用低擬真性的模擬

就足夠，例如，間諜訓練只需要將「相關策略」及「重點」完整敘述即

可，不需與真實情境完全一樣。在各項可能影響指標重要性的特性中，

知識類型在教材製作上對設計元素的差異較為明顯，在教學活動中，認

知過程必須依據知識類型進行設計，例如，陳述性知識需包含記憶理

解，程序性知識需包含操作運用，條件性知識需包含分析與創造。而部

分教材指標將因知識類型不同，其重要性也不盡相同。因此，在指標分

析時亦將調查在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及條件性知識 3 種知識類型，

在各項指標的重要程度是否有差異。

四、IVR 教材品質檢核指標初稿

皮連生與卞春麒（1991）分析知識分類與教學設計時指出，若教學

內容為陳述性知識時，學習內容若沒有直接關聯性，則不需有固定的學

習順序；若學習內容為程序性知識時，因為學習內容由簡至繁遞增，學

習任務必須依由簡單到艱難的順序設計；但若為條件性知識時，學習者

需能彙整所學知識進行判斷及選擇。上官水雨（2019）探究不同知識類

型在圖文順序的影響發現，陳述性知識適合先文本後圖片，而程序性

知識適合先圖片後文本，且其順序對學習效果是有影響的。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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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構面中的「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及「學前預備

具有清楚且正確的指引」2 項指標，以及互動回饋構面中的「學習任務

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與「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基本互動」2 項指標，

因涉及學習的順序或探索，均可能會因知識類型而有不同的重要性。

Makransky 等人（2021）發現 IVR 能提升程序性知識與條件性知識上的

學習效果與知識遷移，但在陳述性知識沒有顯著差異。

程序性知識及條件性知識被認為透過 IVR 的高沉浸感對學習有顯著

的效果（Bertram et al., 2015; Çakiroğlu & Gökoğlu, 2019），透過 IVR 學

習陳述性知識的學習內容，沒有太大的學習意義及效果，甚至可能會造

成認知負荷（Makransky et al., 2019; Parong & Mayer, 2018）。Meyer 與

Pfeiffer（2020）則認為 VR 用在陳述性知識內容有較佳的學習效果，可

見專家學者對於何種知識類型適合 IVR 教材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沉浸

設計構面中的「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色互動」、「內容以第一人稱視

角進行」、「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學習者能在虛擬環境中自由

移動」及「學習者能在虛擬環境中被動觀察」5 項指標，皆有可能會因

知識類型而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在發展德菲法問卷時，上述 9 項指

標將提供不同知識類型提供專家審視，透過彙整專家意見確認不同知識

類型在這些指標中是否有不同的重要程度。依據上述文獻探討，初擬德

菲法問卷初稿共有 5 個構面 22 指標，如表 3 所示。

表 3　初擬德菲法構面及指標

構

面
指標 指標說明

教

材

內

容

內容正確性
內容沒有錯誤，沒有可能誤導學習者的偏見或遺漏

資訊

內容深度及廣度符合學習

者程度
教材學習內容與學習目標訂定之學習者程度相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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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初擬德菲法構面及指標（續）

構

面
指標 指標說明

教

材

內

容

內容及學習任務能達成預

定的學習目標

內容及學習任務符合教材設計之學習目標，學習任

務之設計能夠達成學習目標

內容使用的文字敘述及圖

像標示清楚且易於理解

1. 呈現學習內容之文字敘述語句順暢、清楚

2. 圖像能清楚表達學習內容，並輔以適當的文字說

明

介

面

設

計

介面功能容易操作與使用
學習者可清楚看見操作索引鍵，並可輕易對按鍵進

行動作。最小化學習者的視覺蒐索

介面設計具有一致性，在

類似的動作有相同的活動

方式

學習任務中移動、選取或進行動作的方式相同瀏覽

是容易的、直觀的，使用者介面的行為是一致的和

可預測的

虛擬畫面為擬真的虛擬環

境

虛擬畫面模擬真實環境，學習者能夠瞭解且模擬為

第一人稱情境的環境

虛擬畫面具備視覺沉浸的

品質

虛擬畫面清楚，無模糊不清或無法辨識之畫面。文

字清晰可辨。圖形和圖表有標籤、沒有雜亂

擬真效果呈現訊息數量適

宜

每個學習任務所呈現的訊息數量適宜，不會造成學

習者認知負荷

教

學

設

計

學習目標、教材內容、學

習任務、評量機制具一致

性

清楚說明學習目標，學習活動、內容和評量與說明

的目標一致，且學習任務能夠促使達成學習目標

學習任務份量合理且明確 每個單元的學習目標與任務清楚且份量符合學習者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

索機會 *
學習者具有主導的空間，能夠在學習任務中自由探

索

學前預備具有清楚且正確

的指引 *
進入學習任務前有清楚的說明學習目標，並且在每

個任務前有清楚正確的學習指引

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

順序 *
學習任務的順序與學習目標一致，並且依由易至難

邏輯排序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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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初擬德菲法構面及指標（續）

構

面
指標 指標說明

互

動

回

饋

學習任務有提供即時說明
學習者在任務中的每個動作均可以獲得有關如何執

行學習任務的教學或說明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

楚的回饋

學習者在任務中會收到視覺、聽覺或觸覺等感官回

饋，得到的回應及互動資訊清楚，且數量適宜，不

會造成學習者認知負荷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基本

互動 *

學習者能夠與虛擬畫面中的各項素材進行各種形式

的互動，並獲得回應。例如，檢視素材的附加資訊、

選取、移動或旋轉素材等

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色

互動 *
學習者在虛擬環境中能夠與其他虛擬角色進行互動

沉

浸

設

計

內容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 * 學習者能夠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所有活動及任務

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 * 具視覺及聽覺的互動，及其他身體動作之互動功能

學習者能在虛擬環境中自

由移動 *

學習者能夠在虛擬環境中依個人意志，以第一人稱

視角隨意移動，畫面根據學習者不同的移動，顯示

不同畫面

學習者能在虛擬環境中被

動觀察 *
學習者在虛擬環境中能夠以第一人稱視角被動觀察

環境中的事件

註：* 代表其重要性與知識類型有關。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一）發展 IVR 教材品質檢核構面及指

標；（二）分析 IVR 教材構面及指標權重。需藉由專家的專業知識與

實務經驗之分享與共同判斷，提供不同領域的多重觀點，以使研究結果

更為嚴謹。德菲法是一種群體決策的專家預測法，主要透過專家對特

定主題的意見，藉由反覆確認以獲取專家對該主題的一致性共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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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專家對複雜的議題集思廣益，得到一個客觀且具代表性的共識結

果（Noorderhaven, 1995），傳統德菲法在操作上可能有蒐集專家意見

耗時、成本高、回收率低、未考慮意見處理過程的模糊性（一致性），

以及專家意見難免出現前後矛盾與結論大多較籠統等缺點（徐村和，

1998；張紹勳，2012）。Murray 等人（1985）提出將模糊概念導入德菲

法的運用可以減少德菲法的回合，且能夠解決因語意模糊而影響專家共

識等優點。傳統德菲法會以平均數概念呈現專家意見的共識值，若以函

數表示，則不同的共識函數會出現不同的幾何平均數、最大平均數、最

小平均數、調和平均數等函數關係。FDM 以幾何函數代表專家評估之

共識，透過專家問卷評估值建立三角模糊函數，建立累積次數分配的最

大及最小值（max-min）與模糊積分（fuzzy integration），最後研究者

依研究目的決定門檻值，選出適當的評估因子（Ishikawa et al., 1993）。

為能有效率匯集專家之共識，本研究以 FDM 進行資料蒐集，將透

過邀請最貼近教材設計與使用的教學設計師及教材製作專家所組成的德

菲法專家小組，接著邀請專家小組委員進行 FDM 問卷調查，其先將教

學設計師、教材製作專家及教學現場教師的意見轉換為模糊數後，且將

採用累積次數分配法作為篩選各層級指標的方法，以求得所有專家小組

委員的模糊數，以分析團體的共識情形。

AHP 是一套有系統之決策模式，將複雜的問題逐層分解，並將問

題的各個考慮層面予以層級化的架構，以協助決策者對於事物的整體瞭

解，同時利用層級形式建構評估要素，使決策者能條理分明地分析問

題，以提供充分資訊給決策者選擇最適當方案，並透過量化的方法，尋

脈絡加以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的方案。主要應用於不確定

情況及具有多數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AHP 將複雜問題予以系統化，

決策者可以有結構地分析問題，系統性的理出優先順序的方法（鄧振

源、曾國雄，1989；Saaty & Vargas, 2012）。愈來愈多研究採用 FDM 及

AHP 進行指標建構的研究（李宜學，2019；吳錦森，2014）。為能有效

建構出 IVR 教材品質檢核指標內容，以求指標內涵能整合專家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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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確實反應社會科學中模糊不確定的特質，也為了能提高研究參

與者的參與意願與節省專家調查研究次數與時間，本研究將採用 FDM

及 AHP 進行指標建構。先將發展之問卷進行內容效度之檢核，再透過

FDM 分析，歸納出 IVR 教材評估的構面與指標。再透過層級分析法分

析各構面及指標之權重。

一、發展 IVR 教材品質檢核構面及指標

本研究採用下列方式發展 IVR 教材品質評估構面及指標：（一）發

展 FDM 調查問卷：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以徐新逸與郭盈芝（2020）

發展之虛擬實境教材品質確保之 4 構面 31 項評估指標為基礎，探討並

分析國內外近年對 IVR 教材特性研究的結果，重新整理並發展成表 3 的

「IVR 教材評估指標建構問卷」。（二）透過 FDM 發展教材評估構面

與指標：本研究將上述發展的問卷，提供給「教材開發」及「教學設計」

之專家小組，進行專家諮詢。先將發展之問卷進行內容效度之檢核，再

透過 FDM 分析，歸納出 IVR 教材評估的構面與指標。

二、分析 IVR 教材構面及指標權重

藉由 AHP 分析發展教材評估指標的權重：在進行 FDM 的資料蒐集

與分析之後，確認 IVR 教材檢核構面與指標，據以進行 AHP 分析，發

展出 IVR 教材評估構面與指標權重表，確認 IVR 教材構面及指標權重。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建立 IVR 教材評估之指標，重要關係人有教材開發者及

教學設計師，在專家學者選取上屬於同質性較低的情形，為能有效率的

達成專家共識，各領域分別邀請 5~7 位專家，共邀請 12 位專家參與，

專家背景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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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FDM 專家資料表

編號 代表身分 研究領域

專家 1 開發者 三維重建、深度學習、大數據分析、視訊通訊、影像處理

專家 2 開發者 動畫模擬、人工智慧

專家 3 開發者 虛擬實境、遊戲設計與開發、遊戲設計架構研究

專家 4 開發者
遊戲式教具設計、AI 學習系統設計開發、多媒體展示科技

教育應用設計開發

專家 5 開發者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混合實境、模擬計算、模擬系統建置、

電腦圖學

專家 6 開發者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遊戲設計與開發

專家 7 教學設計師 遠距教學、教學設計、數位學習

專家 8 教學設計師
教育科技、網路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行動學習、數位

課程發展

專家 9 教學設計師
數位遊戲設計、多媒體互動教材開發、行動學習、科技輔助

翻轉教學應用

專家 10 教學設計師
教學與學習科學、數位學習與評量、創新科技的開發與應

用、認知負荷

專家 11 教學設計師 認知科學、學習科技智慧生活科技、人因與使用研究

專家 12 教學設計師
數位教學理論與策略、數位學習策略、虛擬／擴增實境開發

與應用

肆、研究結果

一、IVR 教材品質檢核構面及指標結果分析

本次正式問卷共發出 12 份，回收有效問卷共 12 份，回收率為

100%。回收後，應用雙三角模糊數統計整合專家的意見，並以模糊關

係之灰色地帶檢驗值確認專家的意見是否收斂達共識程度，如圖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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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勳，2012）。使用 Excel 做為分析工具，將各指標之雙三角模糊數之

最大值、最小值輸入後，分別計算幾何平均數（Mi）、專家意見收斂檢

驗值（Zi）及專家共識值（Gi）。然後採用灰色地帶檢驗值確認專家學

者對指標的意見是否達共識，若指標因為專家意見相差過大而使意見分

歧發散、未達收斂標準，因受研究時程限制，將不再進行反覆問卷調查

直至收斂，以刪除代替之。

關於專家意見已達收斂之指標，將進行專家共識程度的判斷，以決

定是否刪除該項指標。為使篩選結果更具檢驗性，除了未達收斂標準的

指標予以刪除外，進一步應用專家共識值線型圖進行陡坡分析（scree 

test），依據線型圖的陡降處，選定專家共識門檻值為 0.76。評估指標雙

三角模糊數結果列表如表 5。

 
圖 1　雙三角模糊數檢驗方式

資料來源：張紹勳（2012，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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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評估指標雙三角模糊數結果列表

構

面
評估指標

幾何平均數 M

Zi

重

疊

現

象

檢定值 專家共識值

Ci Oi ai Mi-Zi Gi

教

材

內

容

教材內容正確性 0.94 1.00 1.00 0.00 無 0.06 0.97 >0.76

教材內容深度及廣度符

合目標學習者程度
0.74 0.97 0.91 0.00 無 0.24 0.85 >0.76

教材內容的學習任務能

符合預定的學習目標
0.74 0.95 0.92 0.20 有 0.01 0.87 >0.76

教材內容的文字敘述及

圖像標示清楚易懂
0.78 0.96 0.91 0.10 有 0.07 0.92 >0.76

介

面

設

計

教材的介面功能容易操

作使用
0.73 0.96 0.93 0.00 無 0.23 0.84 >0.76

教材的介面設計具有一

致性
0.72 0.97 0.89 0.00 無 0.25 0.84 >0.76

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

性
0.64 0.91 0.80 0.10 有 0.16 0.83 >0.76

虛擬環境能提供具沉浸

感的畫面品質
0.68 0.93 0.83 0.10 有 0.16 0.84 >0.76

虛擬環境呈現之訊息量

適宜
0.65 0.91 0.82 0.00 無 0.25 0.78 >0.76

教

學

設

計

學習目標、教材內容與

評量機制具一致性
0.87 1.00 0.97 0.00 無 0.13 0.93 >0.76

學習任務份量合理且明

確
0.73 0.95 0.90 0.10 有 0.12 0.85 >0.76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

探索機會─陳述
0.54 0.87 0.79 0.20 有 0.14 0.76 =0.76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

探索機會─程序
0.69 0.92 0.84 0.10 有 0.12 0.84 >0.76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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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評估指標雙三角模糊數結果列表（續）

構

面
評估指標

幾何平均數 M

Zi

重

疊

現

象

檢定值 專家共識值

Ci Oi ai Mi-Zi Gi

教

學

設

計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

探索機會─條件
0.69 0.94 0.92 0.10 有  0.15 0.84 >0.76

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

確的說明─陳述
0.71 0.95 0.84 0.10 有  0.14 0.84 >0.76

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

確的說明─程序
0.76 0.97 0.88 0.00 無  0.21 0.86 >0.76

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

確的說明─條件
0.78 0.97 0.94 0.00 無  0.19 0.88 >0.76

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

的順序─陳述
0.77 0.94 0.83 0.20 有 -0.04 未收斂

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

的順序─程序
0.78 0.93 0.86 0.20 有 -0.05 未收斂

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

的順序─條件
0.77 0.93 0.87 0.20 有 -0.04 未收斂

互

動

回

饋

學習任務有提供即時說

明
0.63 0.89 0.79 0.30 有 -0.04 未收斂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

清楚的回饋
0.76 0.96 0.90 0.10 有  0.10 0.92 >0.76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

動 * ─陳述
0.71 0.92 0.76 0.20 有  0.00 0.86 >0.76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

動 * ─程序
0.83 0.95 0.85 0.10 有  0.02 0.92 >0.76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

動─條件
0.84 0.96 0.91 0.10 有  0.02 0.93 >0.76

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

色互動 * ─陳述
0.45 0.70 0.58 0.30 有 -0.05 未收斂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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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評估指標雙三角模糊數結果列表（續）

構

面
評估指標

幾何平均數 M

Zi

重

疊

現

象

檢定值 專家共識值

Ci Oi ai Mi-Zi Gi

互

動

回

饋

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

色互動 * ─程序
0.50 0.72 0.61 0.40 有 -0.18 未收斂

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

色互動─條件
0.49 0.73 0.61 0.30 有 -0.07 未收斂

沉

浸

設

計

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

角進行 * ─陳述
0.54 0.77 0.57 0.70 有 -0.47 未收斂

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

角進行 * ─程序
0.72 0.91 0.85 0.40 有 -0.21 未收斂

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

角進行─條件
0.71 0.90 0.83 0.40 有 -0.21 未收斂

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

官的互動功能 * ─
陳述

0.61 0.80 0.75 0.40 有 -0.21 未收斂

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

官的互動功能 * ─
程序

0.65 0.88 0.79 0.30 有 -0.07 未收斂

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

官的互動功能─條件
0.64 0.88 0.77 0.30 有 -0.06 未收斂

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

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

動 * ─陳述

0.64 0.65 0.49 0.80 有 -0.79 未收斂

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

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

動 * ─程序

0.73 0.78 0.58 0.70 有 -0.65 未收斂

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

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

動─條件

0.71 0.76 0.57 0.70 有 -0.66 未收斂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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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評估指標雙三角模糊數結果列表（續）

構

面
評估指標

幾何平均數 M

Zi

重

疊

現

象

檢定值 專家共識值

Ci Oi ai Mi-Zi Gi

沉

浸

設

計

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

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呈

現的教材內容 * ─
陳述

0.58 0.84 0.43 0.40 有 -0.14 未收斂

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

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呈

現的教材內容 * ─
程序

0.57 0.84 0.42 0.40 有 -0.12 未收斂

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

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呈

現的教材內容─條件

0.55 0.84 0.41 0.40 有 -0.10 未收斂

註：* 代表其重要性與知識類型有關。

文獻探討初擬之 IVR 教材品質檢核共有 5 個構面及 22 項指標，原

歸納 IVR 教材品質檢核構面有「教材內容」、「介面設計」、「教學設

計」、「互動回饋」及「沉浸設計」5 個構面，其中「沉浸設計」構面

當中的「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官

的互動功能」、「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動」及

「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呈現的教材內容」4 項指

標，在雙三角模糊數均有重疊現象，檢定值亦均為負數且差異大，亦即

專家對於指標意見差距甚大，不具共識予以刪除。因此，構面部分在經

過 FDM 的篩選後，達到收斂具專家共識共有「教材內容」、「介面設

計」、「教學設計」及「互動回饋」4 個構面。

在指標部分，達到收斂具專家共識的指標共有「教材內容正確性」、

「教材內容深度及廣度符合目標學習者程度」、「教材內容的學習任務

能符合預定的學習目標」、「教材內容的文字敘述及圖像標示清楚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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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教材的介面功能容易操作使用」、「教材的介面設計具有一致

性」、「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性」、「虛擬環境能提供具沉浸感的畫

面品質」、「虛擬環境呈現之訊息量適宜」、「學習目標、教材內容與

評量機制具一致性」、「學習任務份量合理且明確」、「學習任務有

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明」、「學習

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楚的回饋」及「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15 項

指標。

在 FDM 的階段，共有 7 項指標的重要性意見不具共識，分別是「學

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學習任務有提供即時說明」、「學習

者能與其他虛擬角色互動」、「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操

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角在虛

擬環境中自由行動」及「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

呈現的教材內容」，專家對前述指標的共識未達收斂門檻，因此予以

刪除。

在沉浸設計構面中，專家 1、專家 2、專家 5、專家 10 及專家 12 意

見認為「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官

的互動功能」、「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動」及

「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呈現的教材內容」等指

標，無論是多感官的互動功能，或是第一人稱視角，都應為 IVR 的必要

條件，若不具備這些項目，就非 IVR 的定義，自然不適用此項品質檢

核工具。沉浸設計構面的 4 項指標在 FDM 的結果也都未達共識標準而

刪除。

二、IVR 教材品質檢核指標權重結果分析

依據上述第一節所篩選的檢核指標，本研究透過 AHP 問卷建構指

標的權重體系。本次正式 AHP 問卷共發出 12 份，回收有效問卷共 11 份，

回收率為 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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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AHP 集體共識比率為 84.1%，表示專家填答結果具有高度的

群體共識。在面向層級的 C.R. 值為 0.004，集體共識比率為 71.3%，符

合一致性標準，表示專家對於 4 個構面的意見亦具高度的群體共識。表 

6 顯示，在四個構面當中，「教材內容」權重為 29.4% 最重，排序第一。

其次為「教學設計」權重 28.8%，排序第二。排序第三為「互動回饋」，

權重為 23%。最後則為「介面設計」，權重為 18.8%。

（一）「教材內容」構面指標權重分析

在「教材內容」構面的 C.R. 值為 0.007，集體共識比率為 81.7%，

符合一致性標準，表示專家對「教材內容」的意見亦具高度的群體共

識。表 7 顯示，在此構面中，「教材內容正確性」權重為 58.2% 最重，

排序第一。其次為「教材內容的學習任務能符合預定的學習目標」權重

18.6%，排序第二。排序第三為「教材內容深度及廣度符合目標學習者

程度」，權重為 14%。最後則為「教材內容的文字敘述及圖像標示清楚

易懂」，權重為 9.2%。

表 6　構面 AHP 矩陣權重排序表

構面 教材內容 介面設計 教學設計 互動回饋 權重 排序

教材內容 1.00 1.53 1.03 1.29 29.4% 1

介面設計 0.65 1.00 0.63 0.83 18.8% 4

教學設計 0.97 1.60 1.00 1.22 28.8% 2

互動回饋 0.77 1.21 0.82 1.00 23.0% 3

註：C.R.＝0.004／AHP 集體共識比率：71.3% 中度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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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教材內容 AHP 矩陣權重排序表

教材內容

構面

教材內容

正確性

教材內容

深度及廣度

符合目標

學習者程度

教材內容的

學習任務

能符合預定

的學習目標

教材內容的

文字敘述及

圖像標示

清楚易懂

權重

（%）

排

序

教材內容正

確性
1.00 4.04 3.56 5.73 58.2% 1

教材內容深

度及廣度符

合目標學習

者程度

0.25 1.00 0.81 1.38 14.0% 3

教材內容的

學習任務能

符合預定的

學習目標

0.28 0.23 1.00 2.46 18.6% 2

教材內容的

文字敘述及

圖像標示清

楚易懂

0.17 0.72 0.41 1.00   9.2% 4

註：C.R.＝0.007／AHP 群體共識比率：81.7% 高度共識。

（二）「介面設計」構面指標權重分析

在「介面設計」構面的 C.R. 值為 0.005，集體共識比率為 65.1%，

雖符合一致性標準，但專家對「介面設計」中的各項指標僅有中度的群

體共識，但仍在可接受範圍。表 8 顯示，在此構面中，「教材的介面功

能容易操作使用」權重為 26.7% 最重，排序第一。其次為「教材的介

面設計具有一致性」權重 20.6%，排序第二。排序第三為「虛擬環境能

提供具沉浸感的畫面品質」，權重為 19.8%。排序第四為「虛擬環境呈

現之訊息量適宜」，權重為 18.6%。最後則為「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

性」，權重為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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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介面設計 AHP 矩陣權重排序表

介面設計

構面

教材的

介面功能

容易操作

使用

教材的

介面設計

具有

一致性

虛擬環境

的畫面具

擬真性

虛擬環境

能提供具

沉浸感的

畫面品質

虛擬環境

呈現之訊

息量適宜

權重
排

序

教材的介

面功能容

易操作使

用

1.00 1.41 1.84 1.37 1.34 26.7% 1

教材的介

面設計具

有一致性

0.71 1.00 1.34 0.99 1.35 20.6% 2

虛擬環境

的畫面具

擬真性

0.54 0.75 1.00 0.63 0.83 14.3% 5

虛擬環境

能提供具

沉浸感的

畫面品質

0.73 1.01 1.60 1.00 0.88 19.8% 3

虛擬環境

呈現之訊

息量適宜

0.75 0.74 1.20 1.13 1.00 18.6% 4

註：C.R.＝0.005／AHP 群體共識比率：65.1% 中度共識。

（三）「教學設計」構面指標權重分析

在「教學設計」構面的 C.R. 值為 0.003，集體共識比率為 65.8%，

雖符合一致性標準，專家對「教學設計」中的各項指標僅有中度的群體

共識，但仍在可接受範圍。表 9 顯示，在此構面中，「學習目標、教材

內容與評量機制具一致性」權重為 35.8% 最重，排序第一。其次為「學

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明」權重 28.2%，排序第二。排序第三為「學

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權重為 19.5%。最後則為「學習任務

份量合理且明確」，權重為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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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教學設計 AHP 矩陣權重排序表

教學設計

構面

學習目標、

教材內容與

評量機制具

一致性

學習任務份

量合理且明

確

學習任務有

提供適當的

探索機會

學習指引具

有清楚且正

確的說明

權重
排

序

學習目標、

教材內容與

評量機制具

一致性

1.00 2.35 1.71 1.26 35.8% 1

學習任務份

量合理且明

確

0.43 1.00 0.95 0.56 16.4% 4

學習任務有

提供適當的

探索機會

0.59 1.05 1.00 0.72 19.5% 3

學習指引具

有清楚且正

確的說明

0.79 1.80 1.38 1.00 28.2% 2

註：C.R.＝0.003／AHP 群體共識比率：65.8% 中度共識。

（四）「互動回饋」構面指標權重分析

在「互動回饋」構面的 C.R. 值為 0.000，集體共識比率為 73.6%，

符合一致性標準，表示專家對「互動回饋」填答結果具有高度的群體共

識。表 10 顯示，在此構面中，「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楚的回饋」

權重為 51.2% 最重，排序第一。其次為「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

明」權重 48.8%，排序第二。



郭盈芝、徐新逸 數位教材品質檢核指標之建立─以沉浸式虛擬實境教材為例 27

表 10　互動回饋 AHP 矩陣權重排序表

互動回饋構面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

且清楚的回饋

學習者能與素材

進行互動
權重

排

序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

且清楚的回饋
1.00 1.05 51.2% 1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

互動
0.95 1.00 48.8% 2

註：C.R.＝0.000／AHP 群體共識比率：73.6% 中度共識。

（五）小結

在文獻探討彙整後的指標初稿共有 22 項指標，經過 FDM 的篩檢

後，共留下教材內容構面的 4 項指標、介面設計的 5 項指標、教學設計

的 4 項指標及互動回饋有 2 項指標，總共 15 項指標，如表 11。

整體權重在構面部分以「教材內容」37.5% 為最多，其次為「教

學設計」34.0%，接著為「互動回饋」17.9%，最後為「介面設計」

10.6%。意即專家在兩兩比較後的共識中，認為「教材內容」構面相對

最為重要，「介面設計」構面相對較不重要。若以構面權重平均 25%

為基準，「教材內容」的 37.5% 及「教學設計」34.0% 均超過平均，且

兩個構面相加的權重超過 7 成，可見在 4 個構面當中，「教材內容」與

「教學設計」的重要性程度相當顯著。

在檢核指標部分，專家共識認為「教材內容正確性」最為重要，且

重要程度權重占所有指標的 21.8%，其權重幾乎為所有其他指標的 2 倍

以上。重要權重第二為「學習目標、教材內容與評量機制具一致性」，

重要程度權重占所有指標的 12.2%。若以指標的平均權重 6.7% 為基準，

依序有「教材內容正確性」、「學習目標、教材內容與評量機制具一致

性」、「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明」、「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

清楚的回饋」、「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及「教材內容的學習任務

能符合預定的學習目標」6 項指標超過平均權重，分別於「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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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及「互動回饋」構面當中，且「互動回饋」的兩項指標的

重要性權重，均超過平均權重。

表 11　IVR 教材檢核指標權重排序表

構

面
檢核指標

指標權重

（%）

指標

排序

構面權重

（%）

構面

排序

教

材

內

容

教材內容正確性 21.8%   1

37.5% 1

教材內容深度及廣度符合目標學習者

程度
  5.2%   9

教材內容的學習任務能符合預定的學

習目標
  7.0%   6

教材內容的文字敘述及圖像標示清楚

易懂
  3.5% 10

介

面

設

計

教材的介面功能容易操作使用   2.8% 11

10.6% 4

教材的介面設計具有一致性   2.2% 12

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性   1.5% 15

虛擬環境能提供具沉浸感的畫面品質   2.1% 13

虛擬環境呈現之訊息量適宜   2.0% 14

教

學

設

計

學習目標、教材內容與評量機制具一

致性 
12.2%   2

34.0% 2學習任務分量合理且明確   5.6%   8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   6.6%   7

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明   9.6%   3

互

動

回

饋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楚的回饋   9.2%   4

17.9% 3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   8.7%   5

合計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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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IVR 教材品質檢核構面及指標之研究發現

經過 FDM 的分析後，IVR 教材品質檢核指標共有 4 個構面達到收

斂標準具專家共識，分別為：「教材內容」、「介面設計」、「教學設

計」及「互動回饋」。在指標部分，達到收斂具專家共識的指標共有「教

材內容正確性」、「教材內容深度及廣度符合目標學習者程度」、「教

材內容的學習任務能符合預定的學習目標」、「教材內容的文字敘述及

圖像標示清楚易懂」、「教材的介面功能容易操作使用」、「教材的介

面設計具有一致性」、「虛擬環境的畫面具擬真性」、「虛擬環境能提

供具沉浸感的畫面品質」、「虛擬環境呈現之訊息量適宜」、「學習目

標、教材內容與評量機制具一致性」、「學習任務份量合理且明確」、

「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

明」、「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楚的回饋」及「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

互動」15 項指標。從研究結果中彙整 4 項研究發現。

（一）沉浸設計構面應是 IVR 教材的基本具備條件，不宜當成指標

在 FDM 的篩選結果中，沉浸設計構面的 4 項指標專家意見都未達

共識標準而刪除，因而使原本文獻歸納的「沉浸設計」構面也因沒有指

標而刪除。過去數位教材品質評估的構面，最受重視的仍為「教學設

計」、「教材內容」、「互動回饋」及「介面設計」（教育部遠距教

學交流暨認證網，2019；數位學習品質服務中心，無日期；ASTD, n.d.; 

KERIS, 1998; MERLOT, 2019; Nesbit et al., 2003），研究結果顯示 IVR

教材品質檢核構面與過去數位教材品質評估構面相同。

過去研究指出「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動」

（Doležal et al., 2017; Radianti et al., 2020）及「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

角被動觀察虛擬環境中呈現的教材內容」（Hickman & Akdere, 2018; 

Radianti et al., 2020）是重要的設計元素。分別檢視被刪除的 4 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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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專家意見差異甚鉅，專家 3、專家 4、專家 7、專家 8、專家 9 及專

家 11 認為此 4 項指標在 IVR 教材當中非常重要，專家 1、專家 2、專家

5、專家 6 及專家 12 則認為非常不重要。為能瞭解原因，特別電訪對此

4 項指標意見均為非常不重要極端值的專家 5 及專家 6，其認為在「沉

浸設計」構面當中的「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及「操作使用設

計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等指標，無論是多感官的互動功能，或是第

一人稱視角，都應為 IVR 的必要條件，若不具備這些項目，就非 IVR

的定義，自然不適用此項品質檢核工具。

因此，本研究結果「沉浸設計」構面及其所含的 4 項指標雖被刪除，

但刪除原因卻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同，亦即沉浸設計相當重要，但其已被

認為是 IVR 應備的條件，因而不列入指標中被檢核，反而是在採用檢核

指標前，即可參照沉浸設計標準判斷是否為 IVR 教材。

（二）依序安排學習任務在 IVR 教材當中並非為必要項目

「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是數位教材在進行教學設計常列

入考量的要素之一（王怡萱、余佳蓁，2020；Firth, 2021）。但本研究

結果專家在「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指標的意見分歧，未達收

斂門檻而刪除。結果顯示在 IVR 教材當中，「探索」可能是教材的刻

意設計，也是 IVR 的特色之一，因此，有時候學習任務順序的合理性，

是因為所呈現事件的先後發生順序，而這些順序將會因學習者的探索而

有不同。因而「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指標雖在過去數位教材

當中被認為是重要的指標，但在 IVR 教材當中，則會因為教材任務的特

性或教學目標有所差異，不適合列為標準指標。

（三） 與其他虛擬角色互動非 IVR 教材的必要條件，但「學習者能與素材

進行互動」則是必要條件

Doležal 等人（2017）及 Radianti 等人（2020）認為在虛擬環境中

與其他使用者互動是重要的設計元素，認為使用者能以化身的形式，並

且經由諸如即時消息傳遞或語音聊天等通信工具進行互動。但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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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過去研究不同，專家 1、專家 10 及專家 12 認為許多 IVR 教材並

不會有虛擬角色的存在，例如，虛擬實驗室大多以個人自學方式進行，

當中學習者已為虛擬實驗室中的唯一角色，因此其他虛擬角色沒有存在

的必要。在 Checa 與 Bustillo（2020）研究 IVR 的嚴肅遊戲型態中，互

動設計可分為探索性互動、探索、互動體驗跟被動體驗 4 種類型，是

否需要虛擬角色的設計，則與該教材的教學目的與設計有關。顯現此

項指標雖不列為 IVR 的必要項目，但其必要性則應視教材之設計型態

調整。

本研究結果與過去不全然相同，但其實結果並非衝突，因為另一相

似指標「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達共識並保留，因為專家並非認為

互動不重要，而是在 IVR 自學教材的設計當中，有些教材設計並不會有

其他虛擬角色的存在，因此，「與其他虛擬角色互動」將會因教材內容

進行方式而有不同，但「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則是必要條件。

（四）IVR 教材品質指標並不會因不同知識類型而有差異

過去有研究認為不同知識類型在 IVR 教材的學習效果有差異，多數

認為程序性知識及條件性知識因 IVR 的高沉浸感而對學習有顯著的效果

（Bertram et al., 2015; Çakiroğlu & Gökoğlu, 2019），但透過 IVR 學習陳

述性知識的學習內容，並沒有太大的學習意義及效果，甚至可能會造成

認知負荷（Makransky et al., 2019）。因此在文獻探討後，本研究假設有

8 項指標在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及條件性知識下，其對 IVR 教材的

重要性可能會有差異。在經過 FDM 的問卷結果檢驗後，發現在「學習

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及「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正確的說明」中，

3 種知識類型的重要性並無差異。在「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

「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色互動」、「學

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

及「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動」6 項指標，專家

在 3 種知識類型的意見也都未收斂而刪除，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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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不同知識類型可能具差異指標

構面 指標
重疊

現象
檢定值

專家

共識值

研究

結果

教學

設計
學習任務安排具有合理的順序 * 有 -0.04 未收斂

指標

刪除

互動

回饋

學習任務有提供即時說明 有 -0.04 未收斂
指標

刪除

學習者能與其他虛擬角色互動 * 有 -0.10 未收斂
指標

刪除

沉浸

設計

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 * 有 -0.57 未收斂
指標

刪除

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 * 有 -0.18 未收斂
指標

刪除

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視角在虛擬環境中

自由行動 *
有 -0.70 未收斂

指標

刪除

註：* 代表其重要性與知識類型有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專家認為知識類型影響 IVR 教材品質的重要性並

無共識。「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的探索機會」及「學習指引具有清楚且

正確的說明」，無論何種知識類型，在 IVR 教材當中均為重要指標。其

餘 6 項指標專家意見相當分歧，雖過去文獻對不同知識類型的討論大多

為學習效果之差異，例如，陳述性知識採用 IVR 的設計可能不會提升學

習效果（Parong & Mayer, 2018）。因此，知識類型的差異，可能在於進

行教材設計前即需考量是否適合使用 IVR 開發，而非在教材開發階段考

量的指標項目。宜於教材的教學設計階段，應需考量知識類型的差異。

在本研究結果可知，無論何種知識類型，若為 IVR 教材，此 15 項指標

均為檢核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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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VR 教材品質檢核指標權重之研究發現

整體權重在構面部分以「教材內容」37.5% 為最多，其次為「教

學設計」34.0%，接著為「互動回饋」17.9%，最後為「介面設計」

10.6%。「教材內容」及「教學設計」構面權重相加超過 70%，可見在

4 個構面當中，「教材內容」與「教學設計」構面在 IVR 教材品質指標

檢核相當重要。

在檢核指標部分，「教材內容正確性」重要程度權重占所有指標的

21.8%，「學習目標、教材內容與評量機制具一致性」，重要程度權重

占所有指標的 12.2%。「互動回饋」構面中「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

楚的回饋」及「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兩項指標的重要性權重，均

超過平均權重，權重達 9.2% 及 8.7%。從研究結果彙整 2 項研究發現。

（一） 「教材內容」與「教學設計」仍為最重要之構面，「互動回饋」在

IVR 教材當中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 4 個構面當中，「教材內容」權重為 29.4% 最重，排序第一，其

次為「教學設計」權重 28.8%，排序第二。過去 VR 品質確保的指標「教

學設計」最重要，第二為「教材內容」（徐新逸、郭盈芝，2020），且

2 個構面的權重都超過整體一半以上，可見此 2 項構面在 VR 教材的重

要性不可忽視。

在徐新逸與郭盈芝（2020）對 VR 指標的初探結果顯示，互動回

饋包含 6 項指標，但總權重僅有 11.5%，重要性並不顯著。但在本研

究結果顯示「互動回饋」構面當中僅有「學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楚

的回饋」及「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2 項指標，其權重分別為 9.2%

及 8.7%，分別在 15 項指標當中列為第 4 及第 5 重要之指標，總權重達

17.9%，可見互動回饋在 IVR 教材的設計元素中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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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VR 與 VR 教材標準有所差異

過去研究雖有針對 VR 或針對 IVR 探討教學效果，但較少研究將

VR 或 IVR 的要素作區別，徐新逸與郭盈芝（2020）曾彙整 VR 教材有

4 面向、8 向度及 31 項檢核項目，然其關注範圍較廣，本研究聚焦於使

用具互動功能的頭盔顯示器，並由學習者自行進行模擬體驗或操作演練

過程的數位自學教材，研究結果確認在 IVR 教材品質檢核僅有 4 構面及

15 項指標，與一般 VR 所應關注的指標確有差異。「虛擬環境的畫面具

擬真性」、「虛擬環境能提供具沉浸感的畫面品質」、「虛擬環境呈現

之訊息量適宜」及「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4 項指標都是過去指

標未納入的。而這幾項指標所強調的沉浸感與互動，正是 IVR 的重要

特色。

過去 VR 教材檢核項目在互動與回饋共有 6 項指標，但其僅占總權

重的 11.5%（徐新逸、郭盈芝，2020），而在本研究的互動回饋僅有「學

習任務有提供適當且清楚的回饋」及「學習者能與素材進行互動」2 項

指標，分別占總權重 9.2% 及 8.7%，可見互動回饋在 IVR 教材品質檢

核指標當中相當重要，但在一般的 VR 可能不是必要的項目，例如：簡

易的手機嵌入型 VR 裝置，此類的 VR 教材在互動的設計上就非必要

項目。

過去研究認為沉浸設計是 IVR 教材的重要特色且在教學的應用效果

也 較 VR 好（Howard-Jones et al., 2015; Laura & Michela, 2015; Murcia-

López & Steed, 2016），本研究結果卻顯示該構面未達共識而刪除，結

果也顯示在 IVR 教材品質檢核當中，「沉浸」為必要條件，不需要透過

指標來規範，亦即沉浸設計並非不重要，而是在使用 IVR 教材評估前，

即應先確認受評教材是否具備沉浸設計，若無，則非為 IVR 教材，即不

適合採用本評量工具進行評估，可見 VR 教材與 IVR 教材確實應分別為

不同類型，其在進行設計或品質檢核時所需關注的項目亦不相同，IVR

教材檢核品質時，應使用專屬的檢核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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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對 IVR 教材開發之建議

教材的品質對教學影響甚大。本研究提出 IVR 教材品質指標及重要

性權重，可作為未來教師選擇教材、研發團隊開發教材及主管單位進行

評鑑或認證教材時的檢核標準。以下提出本研究結果的採用建議及未來

研究方向。

一、對 IVR 教材開發或評量者之建議

（一）在教材開發前先確認 IVR 教材品質檢核指標有助於提升教材品質

從研究結果已確認 4 項構面及 15 項指標為 IVR 教材品質檢核的重

要標準。從試評結果也發現，受評為優良或特優的教材，各構面均能達

符合或部分符合。因此，在進行 IVR 教材開發之前，若能先瞭解檢核指

標及其內涵，再進行教材設計及開發，則能有效提升 IVR 教材的品質。

（二）開發教材或評量教材前，應先確認教材是否屬於 IVR 教材範疇

本研究原列為沉浸設計之指標：（1）學習任務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

（2）操作使用設計提供多感官的互動功能；（3）學習者能以第一人稱

視角在虛擬環境中自由行動；（4）學習者以第一人稱視角被動觀察虛

擬環境中呈現的教材內容等 4 項，如研究結論所述「應為 IVR 教材的基

本具備條件，不宜當成指標」，亦即在採用本研究檢核指標或評量工具

時，應先確認該教材是否屬於 IVR 教材範疇，前述 4 項指標可做為判斷

沉浸設計之參考，未來亦可發展 IVR 教材判定之檢核表，以更能協助教

材開發者確認其適用範疇。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主題方面

目前彙整出 4 個構面 15 項指標，且均列為必要指標。但部分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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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數較少，容易對評量結果的影響較大。除了必要指標，在不同領

域或學科主題之下，可能有其他可列為備選的指標，後續研究可對不同

領域或學科主題進行增列重要指標的探討。此外，IVR 教材的呈現方式

已有多種設計型態，指標的重要性在不同的設計型態差異甚鉅，未來可

就不同設計型態作細部指標的分析。

IVR 教材多為自學教材，然部分 IVR 教材可能需搭配線上或實體教

學，本研究是「開發自學教材類型」的 IVR 品質檢核指標，未來可針對

其他類型的 IVR 教材進行開發。

可開發不同教學方法之 IVR 教材之檢核指標，例如遊戲式與非遊戲

式 IVR 教材所關注的指標不同，因此未來可針對不同教材教法進行品質

要素進行探討。

在訂定權重時，敏感度分析能讓採用者調整不同構面或指標的重要

性，而產生出更符合使用者的權重表。未來可依據不同學者或業者的評

選需求，透過敏感度分析做出不同權重分配的參考標準。

（二）研究對象方面

專家背景可能會影響對指標的重要性之判斷，教材開發專家可能較

重視技術的呈現，教學設計專家可能較重視教學方法及內容的安排。因

此，不同的專家背景在指標的重要性上或許有不同看法。未來若有更多

的專家群投入 IVR 領域的開發或研究，可針對不同領域進行指標重要性

的差異分析，可瞭解不同領域的差異，在不同教材主題可有不同的權重

差別。

本研究因受限於目前國內投入 IVR 教材開發或評量的專家人數較

少，各階段均以符合該階段任務屬性進行專家的挑選，但仍有部分專家

重複參與不同階段研究。未來開發及評量階段的專家數若足夠，或可邀

請更多不同專業背景之專家，以廣納更多意見，找出更多異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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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於 2021 年底通過教育部從 2022~2025 年為期 4 年 200 億的

「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全國中小學 1 年級至 12 年級正朝向「班

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的數位學習願景，在教材上將進一步充實數位

內容，期望開發出「學生願意看、感興趣及容易懂，由學習難點切入」

的數位教材（行政院，2021）。臺灣在教材數位化的推動一直不遺餘力。

教育部（2001）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指出，2002~2005 年中小

學資訊教育的四年期重要指標之一是「教材全面上網，各學習領域均擁

有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含素材庫、教材庫等）」（頁 5），並達

到「師師用電腦，班班上網路」的目標。2009 年教育部推動的「電子

書包實驗教學試辦學校暨輔導計畫」，挑選試辦學校將電子書包帶入課

室裡試用，讓電子教科書在課室的實際使用情況，及其對學習的影響有

了進一步的瞭解（楊心怡、吳佳蓉，2012）；2014 年教育部全面啟動《數

位學習推動計畫》，推動「雲端學習內容與服務」，並鼓勵教師「錄製

學科教學影片」和「日常教學歷程數位化」（教育部，2014）。這兩年

多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臺灣中小學的教師們不得不嘗試使用各種

數位形式的教學資源，以利遠距教學。

隨著教科書數位化的發展成為趨勢，聚焦於電子教科書及相關數位

教學資源的使用研究與討論也相繼出現（如：吳志鴻、葉興華，2013；

李涵鈺、楊國揚，2017；林建宏等人，2017）。然而，李宗薇（2009）

認為，電子教科書是否會取代傳統紙本教科書的不確定性仍大，因為

牽涉的層面不只是從印刷媒介到數位媒介的改變，還包括教材的使用

習慣、文化、環境脈絡等因素，教材選用的最終考量仍在學習成效本

身。再者，就現況而言，在網路普及於校園的時代，教師的教材來源

還擴及取之不盡的網際網路資源（如：江映瑩等人，2005；Tosh et al., 

2020）。有鑑於此，本研究從教師的教材整體使用現況出發，先瞭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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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平日教學時的主要教材來源（不論紙本／數位、教科書商／網路），

選用不同種類教材背後的原因；以此為基準，進一步探究教師對數位教

科書的界定，以及對數位教材開發的期望，以期推廣數位化教科書使用

時能更回應教師的想法，進行數位教材開發時能更貼近教學現場的需求

與考量。

本研究因為對數位化的教材進行整體考量，故將課室裡使用到的數

位教材分成三大類。李涵鈺與楊國揚（2017）指出，「數位教科書」一

詞的使用相當分歧，電子教科書（electronic textbooks）、線上教科書

（online textbooks）、數位教科書（digital textbooks）有名稱混用的情

形，因此釐清相關用詞有其必要性。首先，本文使用「電子教科書」一

詞時，專指內容和紙本教科書一致的電子或數位版本，但提供紙本教科

書所沒有的重點註記、畫筆、連結、放大縮小等功能。「數位教科書」

則涵蓋電子教科書以及相關延伸教材，如教學 PowerPoint（PPT）、多

媒體教材、非紙本題庫等書商提供的周邊數位教材。本研究亦探究「網路

教材資源」的使用，意指教師於備課所搜尋或用於教學的網路資源，但不

包含前述的電子或數位教科書。其中「網路教材資源」和電子教科書最大

的不同點在於，電子教科書依然承襲傳統的想法，認為學科的學習需要

有一本書作為最佳的教材來源（Fletcher et al., 2012）。我國學者周淑

卿（2008）在九年一貫課程時就提倡要重構教科書概念，認為一綱多本

的教科書政策仍是對教科書內容和功能持過時的想法，因為學習本就不

該囿限於「一本」書的概念，而應涵納網路學習資源等多樣化的教材。

此外，本研究對教師的數位教材使用及想法聚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下的「資訊科技」此一科

目。理由有三：第一，科技領域是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新的必修領域，包

含「生活科技」和「資訊科技」，資訊科技科目在此新課綱下有了從國

一到高中連貫性的課程規劃與教科書，資訊教師在此素養導向新課程變

革下的教材使用有待探究。第二，蔡東鐘（2015）認為電子和紙本教科

書各有其適用的課程，他的訪談研究指出，多數師生認為電子教科書適



李怡慧、周倩 數位教科書或網路教材資源？臺灣國高中資訊科技教師之使用現況、觀點與期待 49

用於需要較多媒材來佐證說明或操作示範的學科；若學科屬於以一般性

的知識內容為主，則紙本教科書更為方便使用。資訊科技科目除了一

般知識外，也包含程式設計等操作部分，教師在紙本或電子教科書選

用時的考量為何，值得深究。第三，教師自身的科技知識（technology 

knowledge）是資訊融入教學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Angeli & Valanides, 

2009; Koehler et al., 2013; Mishra & Koehler, 2006），作為資訊科技教師，

對於電腦相關軟硬體的知識與使用，以及新興資訊科技的發展都有一定

程度的掌握，因此在數位教材的使用與期待上可供更多可能性，而較不

會受限於科技知能的不足。基於上述三項主因，以及本文作者之一長期

投入中小學網路素養教育，因此挑選資訊科技此一科目進行教材使用的

探究。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一、資訊科技教師的教科書使用現況及考

量為何？二、資訊科技教師的網路教材資源使用現況及考量為何？三、

資訊科技教師從教材的實際使用現況視角，對「數位教科書」有何界 

定？四、資訊科技教師對任教科目的數位化教材開發有何期待？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的資訊科技課程發展

臺灣中小學的資訊科技課程，在九年一貫課程中並不屬於領域課

程，而是以資訊教育重大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2010 年實施的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2010 年課綱），電腦課更名為「資訊科技概

論」，與家政、生活科技同列於生活領域必修課程。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學暨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2018），「資訊科技」成為臺灣中等

教育階段的部定課程，置於八大領域的科技領域下，目的為培養學生的

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的學習內容包含六大主題，分別為「演算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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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系統平臺」、「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資訊科技應

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國小階段的科技領域並無納入部定課

程，而是建議採用議題融入課程的方式實施。

林育慈與吳正己（2016）說明，臺灣資訊科技教育已逐漸從早期的

電腦操作技能轉至現在以培養高階能力為導向。他們進一步指出，2010

年課綱的「資訊科技概論」已經將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以及運用電腦解

決問題的能力訂為該科目欲達成的目標，但此高階能力的描述與資訊科

技教育的關係不夠明確，直至十二年國教課綱才明確指出資訊科技教育

所欲培養的高階能力為「運算思維」。除了透過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來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目前的資訊科技課程也重視培養資訊社會中

數位公民應有的態度與責任感（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就教科書出版而言，因為資訊科技成為中等教育階段的部定課程，

目前坊間可見教科書出版業者為國中和高中依循十二年國教課綱編寫的

資訊科技教科書，應符合素養導向精神，以及 6 項教材編寫原則：以運

算思維之精神與內涵為主、演算法宜搭配程式設計、著重引導學生問題

解決策略、以專題實作之方式編寫教材、於同一單元中整合各學習主

題、以學習任務和生活化且較為開放式的問題情境來設計教材和活動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然而，十二年國教課綱施行後的教科書是

否已經實踐素養導向課綱理念，教育界有學者持保留看法（洪詠善等

人，2019；游自達等人，2022）。

綜上所述，十二年國教課綱下的資訊科技教育，雖然程式設計只是

六大學習內容之一，但以運算思維的培養為主軸。有學者（葉乃靜，

2020）質疑這樣的資訊科技教育是否適切，提出應該以「數位素養」這

樣一個更大的概念作為資訊科技的新內涵。在美國，電腦科學教育的

推動上也有相類似的爭論，即是每位學生是否都有必要學習程式設計

（Oldham, 2021）。換言之，資訊科技的學習內涵並非完全沒有爭議。

資訊科技作為十二年國教課綱下的新科目，資訊科技教師如何透過教材

的選用來實踐資訊科技教育之精神與目標，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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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的數位化與使用

資訊科技普及於校園前，一本本印刷裝訂的教科書、習作、講義、

海報、掛圖等實體紙本教材是最主要的教學媒介（斯馬爾迪諾等人，

1994／2012）。隨著資訊科技在學校的建置與普遍使用，臺灣教科書出

版業者也開始將紙本教科書和相關教材數位化，透過隨身碟和教學光碟

將內容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提供給教師使用，主要包含教學 PPT、影

音媒體、動畫、考試題庫、網站連結等。根據何冠慧（2009）解釋，臺

灣對電子教科書的關注從 2002 年的電子書包開始，但在教育現場的推

動遇到瓶頸，一直到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和版面完全呈現紙本教科書後才

引起廣泛的關注。目前有些教科書出版業者已經將數位教材進一步雲端

化，教師們可登入書商的網路平臺取用，不需像過去必須依賴光碟或隨

身碟，且結合 Kahoot!（https://kahoot.it/）、Quizlet（https://quizlet.com/

zh-tw）、Wordwall（https://wordwall.net/tc）等學習平臺，數位教材愈

來愈互動導向且遊戲式。後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教科書出版業者的數

位教材資源和電子教科書也授權給教育雲和均一等中小學教學平臺進行使

用，讓學生和教師上網登入帳號即可取得教材。方志華等人（2015）甚

至指出，虛擬實境等技術的應用將是電子教科書產業發展的趨勢。

關於臺灣教師的數位化教材使用現況，就電子教科書而言，使用

比例並不高（周知錡，2018；嚴雅麗、廖益興，2015），不過教師們普

遍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何怡萱，2022；林建宏等人，2017），且使用

滿意度不低（余心蓓等人，2017；周知錡，2018），但會因教學習慣、

課程進度等主客觀因素而影響使用意願（何怡萱，2022），且對電子教

科書在教學上可能的負面影響有所覺察（吳志鴻、葉興華，2013）。就

網路或數位教學資源的使用，研究顯示以課前準備為主（袁媛、林意

晨，2008）；即使在教學歷程中使用，影音播放軟體、文書處理軟體、

簡報軟體的使用比例都比電子教科書高（嚴雅麗、廖益興，2015）。

相較之下，根據一份全美中小學語文、數學和自然科學教師的數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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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使用現況調查（Tosh et al., 2020），88% 的教師們表示在課堂中經常

使用數位教材，以 YouTube 為最常使用的數位資源，課前準備時最主

要的前 3 種數位教材來源分別為 Teachers Pay Teachers（https://www.

teacherspayteachers.com/）、搜尋引擎、Pinterest（https://www.pinterest.

com/）。有鑑於教師們上網下載課程資源和尋找想法的現象普遍，學者

也開始呼籲老師們在使用網路教材時應有批判識讀的習慣，對於找尋到

的網路課程資源內容和使用都要主動進行批判反思，才能創造出有意義

的教學（Gallagher et al., 2019）。

雖然教科書出版業者投注不少心力提供數位化的教學資源，但臺灣

目前數位教科書的內容仍以紙本教科書為基礎、教師使用為中心，因為

教科書出版業者將數位教科書定位為教師用於教學的補充資料，是為了

延伸紙本教科書的學習（楊國揚等人，2019）。李涵鈺與楊國揚（2017）

對教科書出版業者及國小教師的訪談研究也提出類似的結論，認為數位

教科書的教學內容仍侷限於重點整理過去累積的知識，尚未發揮數位教

科書知識內容即時性的潛力，在設計層面上也未突破單向線性的知識傳

遞模式。此種定式型態的電子教科書，不但無法充分應用資訊科技的優

勢，對教學現場的改變也有限（方志華等人，2015）。在資訊瞬息萬變

的時代，關於課綱和教科書內容比過去更快老舊的難題，洪詠善等人

（2019）認為，落實教師在教學上的主體性是解決的關鍵，因為課綱和

教科書有其框限，但教學透過整合、補充讓教學不受限，並突破課綱和

教科書內容，呼應當前素養導向的課綱精神。方志華等人（2015）建議

放寬電子教科書形式和定義的規範，以善用資訊社會時代下豐富的學習

素材，並反應教學現場的需要。

從上述可知，臺灣目前電子教科書的內容與形式仍承襲紙本教科書

的概念，尚未充分展現數位化所帶來的可能突破。教師雖然對電子教科

書持正向態度，但使用頻率不高。此外，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不但獲取

容易，且已被教師使用。然而文獻分析發現，目前國內對教師進行的電

子教科書和數位教學資源使用研究以調查法為主，且現有研究較欠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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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教科書及各式數位教材的使用一併探究，故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

法，並以整體教材使用現況作為探究的範疇。

三、教師數位教材使用的處境式知曉

資訊科技無所不在，在教學中早已不是教師是否要嘗試融入，而是

如何有效運用以創造新的學習機會和提升學習成效（Angeli & Valanides, 

2009），關鍵之一是教師的「科技教學內容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CK）（Mishra & Koehler, 2006），由科技知識、教

學知識、學科內容知識此三大知識基礎相互交織所構成，或是 Angeli 與

Valanides（2009）所稱的「資通訊科技教學內容知識」（ICT-TPCK），

在 TPCK 的基礎上新增學習者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和學習所處

的教學脈絡知識（knowledge of  context）。

Angeli 與 Valanides（2009）表示，這兩個新增加的構成元素是以在

職教師為研究對象所得的研究證據後加入，因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職

教師在教學現場的科技使用行為，其構成元素還包含他們對於學生在學

科內容上學習難點（content-related difficulties）的相關理解，包括學生

的特性、先備知識、學習困難之處等；以及與教學脈絡相關之錯綜複雜

的知識，例如：在班級裡不同教學方式的成效、教師自身認為需要如何

教將有助於學生學習，還有所處教育環境的教育目標，以及教師自身的

教學觀等。

本文引用 TPCK 的觀點並不是要建構指標或探究如何有效發展教師

的 TPCK，而是要點出該領域學者們（Angeli & Valanides, 2009; Koehler 

et al., 2013; McGrath et al., 2011; Moallem, 1998）所強調，教學本就不

該以技術理性（technical-rational）的思維看待，即使運用了科技，仍要

以教學是一種工藝（craft）的視角切入（McGrath et al., 2011）。意即，

教學時的科技使用是教師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教學決定，受到教師自身的

教學經驗、教學脈絡，和複雜的教師知識所引導，這樣的知識因而是處

境式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且是一個動態、主動建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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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著新的教學經驗而不斷發展，Cochran 等人（1993）因而以學科教

學知曉（knowing）替代知識（knowledge）。換言之，在探究在職教師

的數位教材使用現況時，深入理解教師從教學現場累積出的觀點與考量

相當重要。

Koehler 等人（2013, p. 14）提醒：

科技融入課程並沒有「一個最好的方法」。更確切地說，融入所

做的努力，應該是在特定的課堂脈絡為了特定的學科有創意地設

計或構思而來。

亦即，即使具備科技使用的能力，資訊科技教師對於數位教材的使

用決定有其複雜的考量且值得探究。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教師的訪談資

料時，除了歸納紙本教科書和數位教材的使用現況外，也試圖理解受訪

教師的教學環境脈絡、實務教學經驗、自身教學觀等因素交織下，如何

影響教師在數位／網路教材資源上的使用考量與開發期待。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的招募是透過人際關係使用滾雪球之方式，使用社交

軟體請熟識的資訊科技教師將招募訊息轉發至相關教師社群，請有意願

對（數位化）教科書使用提供想法的教師主動於網路報名表單上留下聯

絡資料，研究者並無對報名的教師進一步作條件篩選。在正式進行訪談

前，每位研究參與者皆收到訪談大綱，以對訪談問題有一定程度的掌

握，並簽署「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為 9 位資訊科技中學教師，任教階段分別為國中 5 位、

社區型普通高中 2 位、以及綜合型高中 2 位；5 位女性、4 位男性；其

中 2 位是有 3 年任教經驗的代理教師、其餘為具備 10 年以上任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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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教師，但有的教師是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後才轉而任教資訊科技

科目；受訪教師來自 8 個不同縣市之公立學校，其中 2 位任教於臺北市，

其餘 7 位任教於北、中、南不同縣市學校；受訪教師使用的資訊科技教

科書版本，高中階段有 3 家不同出版業者、國中階段也是 3 家不同出版

業者；大多數受訪教師們都有加入資訊科技教師的專業社群，如資訊科

技學科中心、縣市科技領域輔導團、資訊素養與倫理推廣。受訪教師的

教材使用現況見表 1，教師的姓氏皆非原姓氏，以去識別化受訪者。

表 1　受訪教師使用不同種類教材之情況

紙本教科書 電子教科書
書商教學

PPT、題庫等

網路教材

資源
備註

國中馮老師 - 經常使用 線上題庫 有

無明確訪談資

料顯示紙本教

科書使用情況

國中余老師 彈性使用 無使用 無 有

國中陳老師 少用 無使用 教學 PPT 有

國中何老師 - 經常使用 線上題庫 有

無明確訪談資

料顯示紙本教

科書使用情況

國中徐老師 少用 無使用
教學 PPT、
線上題庫

有

綜高呂老師 - 經常使用 影片 有

無明確訪談資

料顯示紙本教

科書使用情況

綜高鄭老師 彈性使用 無使用 無 有

高中洪老師 少用 無使用 教學 PPT 有

高中張老師 少用 無使用 有 有
使用自製教學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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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所有訪談皆於 2022 年 6

月完成。訪談大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除了基本教學資歷外，先綜

觀瞭解受訪教師的教材使用現況、教學方式、課程觀點，並從中理解每

位教師的教材使用考量、對教科書的看法及在教學上的定位；第二部分

聚焦資訊科技課的數位化教材使用現況與看法，從而進一步理解受訪教

師對「數位教科書」的界定，以及對數位化教材開發的期待。基於新冠

肺炎疫情考量，所有訪談於參與者方便的時段採用 Google Meet 平臺進

行線上視訊訪談（Lobe et al., 2020），每位研究參與者的受訪時間約一

至一個半小時，並採錄音不錄影的方式收集訪談內容。所有的訪談皆由

本文的第一作者進行，為拉近和受訪者在線上的距離感，訪談者全程開

鏡頭，但受訪者可自行決定是否願意開鏡頭，其中最年輕的 2 位教師選

擇不開鏡頭。

所有的訪談錄音檔轉為逐字稿後，由研究者透過反覆和交叉閱讀每

份逐字稿，以及連續比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除了

歸納出重複出現的主旨（theme）外，也關注不同的教材使用經驗與觀

點（Merriam & Tisdell, 2016），逐漸發展出回答每一個研究問題的發現：

（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是複雜的過程，在具體的資料和抽象的

概念之間、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之間，以及描述和詮釋之間往返。

（Merriam & Tisdell, 2016, p. 202）

資料分析後所得到的意義、理解與洞見即為研究發現。此外，如 Patton

（1999, p. 1197）所言，「質性研究的發現與脈絡背景、個案情況高度

相依」（highly context and case dependent），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並非

追求類推（generalize）至臺灣所有中學的資訊科技教師，而是透過 9 位

教師的訪談資料，對第一線教學工作者的教材使用現況和觀點有更脈絡

化、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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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資料來源雖然僅限於教師訪談，但本研究問題的發想、

訪談大綱、研究分析的結果與討論都由本文不同研究背景的 2 位作者相

互激盪、修正完成；此外，本文的初稿透過電子郵件寄給每位受訪教

師，請其特別針對研究結果部分提供回饋，以避免本文作者不當引述

或曲解受訪者的想法，每位教師皆回覆並確認內容，此 2 種增強質性

研究結果品質的方法符合 Patton（1999）的分析者三角檢核法（analyst 

triangulation）。換言之，本研究透過同僚審視（peer debriefing）以

及研究參與者回饋（member checking）來增加研究分析結果的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

由於所有訪談皆在同一月份完成、且都是教師受訪資料，因此當受

訪文句有被引用成為本文的資料時，就不特別加註受訪日期及資料來源

為訪談，但會指出是來自哪位受訪教師。

肆、研究結果

一、資訊科技教師的教科書使用現況與考量

如表 1 所示，受訪的資訊科技教師都有採用教科書，但選用紙本或

電子版本上課各有所好、使用頻率也不一；此外，有的教師雖然不使用

電子教科書，但會使用書商的教學 PPT 授課。教材選用上的差異有主

客觀因素。

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受訪教師都表示，由於資訊科技課是在電腦教室

上課，因此在使用上會透過廣播的功能將教科書內容分享至學生的電腦

螢幕，以確定學生在自己電腦螢幕上看到的就是老師的教科書頁面，讓

學生可以明確看到老師正在講解的課文內容。

使用電子教科書上課的老師也常搭配註記等重點強調的功能。兩年

前從生物轉到資訊科技科目的國中馮老師表示，自己上課時「使用書商

的電子教科書的比例還蠻高的」，使用時還會「畫重點，然後帶著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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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去分析課文的架構」。馮老師表示，資訊科技教科書的內容對他而

言相當完整、足夠，因此在資訊科技有限的教學時數裡，他以上完教科

書內容為重；此外，他在教學中會透過閱讀技巧來教導學生理解課文內

容，這是他從生物到資訊課一直秉持的教學方式，而電子教科書的畫線

和註記功能，正提供他這項紙本教科書沒有的便利。

同樣主要使用電子教科書上課的國中何老師也表示，自己的教學以

教科書內容為重，這和他任教的學校有全校統一的資訊科技紙筆期末考

有關。國中的資訊課因十二年國教課綱而從彈性課程變成部定必修，由

於資訊科技並非國中會考的考科，因此他任教學校的資訊科技教師們認

為，透過期末考試可以提升學生對此科目的重視，並促使學校落實此科

目的教學正常化。何老師在使用電子教科書時，會使用畫重點的功能進

行教學。對他而言，使用電子教科書可以讓學生更專注於課文：「學生

才不會只聽我憑空講，然後講到第幾頁不知道」。 

不過，有受訪教師認為電子教科書並不適用於他們的教學方式。以

國中的徐老師為例，她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主因是基於她對資訊科技教

法上的看法。徐老師表示：

因為我覺得教科書就是一個字一個字這樣子唸，那是給學生自己

看的，實際在上課時，我不會直接打開教科書，我覺得用投影片

會比較好……我們（資訊科技）不像國文要念課文，（所以）我

覺得拿電子教科書出來給大家看很奇怪。

徐老師因為參與教育部的一個程式教學計畫，因此當學習內容和運

算思維相關時，徐老師就不使用教科書，而是選擇使用該計畫推廣的教

學方式發展教材；當學習內容屬於資訊素養時，因為參與的教學計畫沒

有涵蓋此一部分，她選擇使用書商所提供的教學 PPT，修改和補充後使

用於教學。徐老師解釋使用 PPT 授課的原因：

投影片有一個等待的時間，比方說我拋出一個題目，然後討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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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到下一頁，再來看答案或是老師給回饋。可是課本一打

開，一字一句都在上面了。

在綜高普通科任教的鄭老師也不使用電子教科書，他說：「因為電

腦科技不是一頁一頁教、一字一字講；是給一個概念後來看一些例子、

來做一些東西」，因此，電子教科書雖然提供課文投放和註記功能讓學

生更能聚焦於課文字句，但這些功能對於徐老師和鄭老師而言，反而無

法實踐他們的學科教學理念。

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受訪教師，通常在教科書的使用上也較為彈

性，這是基於資訊課在大多數的學校是定位為非考科，教學內容因而比

考科有彈性；若需使用到課文內容，紙本教科書就已經能夠滿足實體課

的教學需求，電子教科書無提供額外的便利。以國中的余老師為例，教

科書對他而言只是「一個起跑點」，提供他在備課時有一個方向。他在

教學時會對教科書的內容進行挑選，再去延伸和補充自己想要的教學內

容。對於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原因，余老師表示：

因為電子教科書跟紙本上的東西基本上一模一樣，所以除非是線

上課我才會使用線上教科書或補充教材，否則基本上我不會特別

去用電子教科書。

教學時不以教科書內容為重、為限的鄭老師也表示，電子教科書即

使多了連結功能，但由於資訊科技教科書的內容對他而言本身就「不是

太有趣」，因此，即使電子教科書在功能上超越紙本教科書，但因為內

容並無二致，所以並不會引起他去使用電子教科書的興趣。

綜言之，資訊科技教師在決定選用紙本教科書或電子教科書時，在

客觀因素上除了需將課室的環境脈絡置於電腦教室外，還有資訊科技是

否視為考科／非考科，主觀因素則有教師自身基於該科目教法上的觀

點，以及對教科書內容、功能和定位的看法。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教師認

為，電腦教室能讓他們切換學生的螢幕，搭配重點註記和畫線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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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教學時能更方便讓學生聚焦於課文；但對於教法上不採用逐字逐句

解說、不以教科書為重的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反而被他們視為有違資

訊科技科的教學方式，或認為書商的教學 PPT 就能滿足教授教科書內

容的需求。

二、資訊科技教師的網路教材資源使用現況與考量

資訊科技教師們的教材除了來自教科書出版業者外，對於彈性使用

教科書內容的教師而言，網路資源不但重要，而且經常使用，原因之一

是認為資訊科技教科書內容跟不上快速的科技發展。綜高的鄭老師就經

常上網收集更能引起他的學生學習動機的新興科技新知，一方面是因為

教科書內容對他的社區型高中學生而言並不實用且偏難，學生更有興趣

探究的反而是生活中聽聞到的資訊科技新知，但十二年國教課綱並無明

確將新興資訊科技新知納入六大學習內容，而且教科書中提及的「新

興」科技無法追趕上資訊科技汰舊換新的速度，鄭老師說：「科技就是

這樣，一旦寫成書或雜誌，它就已經不在潮流上，不是新知而是舊的

了」。鄭老師在訪談中舉例，會上網搜尋影片和資料與學生討論「非同

質化代幣」此一教科書外的科技潮流。國中的徐老師也提及學生會主動

詢問「區塊鏈」、「元宇宙」等議題，為回應學生對科技新知的好奇，

她會上網做更進一步的瞭解後在課堂上向學生解釋。

教師會經常上網搜尋資料的另一個原因是，資訊科技教科書裡的內

容與學生的網路使用次文化落差不小，因此資訊科技教師們會上網搜尋

相關資料後轉換於課堂教學，讓學習內容能更貼近數位原生的網路使用

文化。任教於國中的余老師以資訊倫理與素養相關的網路審查機制為例：

我會上網找 IG、YouTube、或是 Facebook審查機制的一些問題，

帶入到他們的次文化，像靠北系列、告白系列。我會問他們：「你

們贊成老師介入審查，管理靠北系列或告白系列嗎？」多數的學

生會說：「我不要！這個東西是我們的次文化，為什麼老師要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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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但我會說：「至少看哪些東西是該講不該講」，就讓學生

去思辨，他們有自己的想法，然後我說這就是所謂的審查機制。

但課本沒有，是我額外在課堂上跟他們分享。

余老師透過學生的網路使用次文化，強化資訊科技學習內容與學生

生活經驗的連結。

任教於國中的陳老師也曾經計畫改變程式設計的教學方式，以更貼

近學生的網路使用次文化，雖然因為疫情而沒有實施，但她分享原本的

想法：

（因為學習程式設計）是要讓學生瞭解程式是怎麼運作，所以我

想的是學生有瞭解過他們自己在玩的遊戲是怎麼被做出來的嗎？

其實學生沒有瞭解過。我有想讓他們去理解程式設計的理念，就

可以帶到為什麼程式會讓你上癮，因為它提供某些機制讓你上癮。

這個機制怎麼做出來？怎麼判斷出來？其實這是可以講的內容。

陳老師進一步解釋她想這樣上程式設計的原因：

我很喜歡程式設計的東西，所以第一年教書的時候……在課程規

劃上覺得要教會學生程式設計內容，可是後來發現學生的興趣其

實不像我這麼強烈。

但學生卻熱愛玩在她看來無聊且不需複雜程式設計就做得出來的貪吃蛇

線上遊戲，因而讓她構想出一個脫離教科書內容但貼近學生網路遊戲次

文化的程式學習教案。

至於網路教材的來源，受訪的老師們提及「全民資安素養網」、「中

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臺北市科技教育網」等資訊科技教育網站，

以及某些資訊科技教師的個人教學網站，或是透過教師社群組內的分享

來獲取教科書商以外的數位教材。相較透過固定的資訊科技教學網站或

社群，多數老師們表示最常透過 Google 搜尋教材，尤其會到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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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影片用於教學。任教於高中的洪老師表示，教科書商的影片通常以

新聞片段或是專訪為主，但她的教學觀察發現，這類影片和學生不易產

生連結，但 YouTube 裡的影片不只量多、更新快速，且結合時下議題；

也因為資訊科技這門科目裡有些抽象概念，若只透過課本的重點式說明

以及老師的口頭講述，並不容易讓學生理解與有所感受；再者，受訪教

師們認為現今的學生在學習方式上偏愛透過影片。綜高的呂老師說：

畢竟教科書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講得很深入，老師的口才也有限，

特別是資訊這種東西，有時蠻抽象的，比如說數字系統 0、1，

講了半天學生可能還是沒辦法抓到精髓，所以有時候也要透過一

些影片的輔助。你知道現在的學生就是非常的視覺性。

訪談發現，資訊科技教師上網尋找影音媒材的時機，通常是當學習

內容屬於資訊素養與倫理時。以國中的馮老師為例：

我覺得一個有故事脈絡、畫面和聲音的一個教學媒材，然後去營

造一個師生都有的背景知識，就是滿實用的素材。以網路霸凌為

例，在看完影片後，我還是會和同學去做討論，然後我就會說如

果你是影片中從小被霸凌（的主角）的話，你的感受會是什麼？

老師們在影片的使用都會經過挑選，考量能否達到自己想要的學習

效果，因此教科書商提供的影片就不一定會使用於教學中，而且使用時

也經常會挑重點的片段，而非從頭播到尾。

有趣的是，雖然學科資源平臺經常會提供教案或學習單，但卻不是

教師會優先主動搜尋的教學資源。對於網路上的教案或學習單，受訪教

師們的看法是：「參考但不會直接拿來用」、「比較不重要」、甚至「沒

有使用」或「連點下去看都沒有」。綜高的呂老師點出兩個其他受訪教

師也提及的主因，包括教案的教學時數不適用：「有的是針對 4 節、6

節課的單元，但我只需要某個關鍵點、名詞或概念，不需要那麼長時間

的教案」，以及課室現場與教案裡的預設有差異：「基本上每個老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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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現場有他面對的孩子，提出適切的引導，這些教案可能幫助有限」。

由於網路上的教案大多有完整的流程，對學習者、時數、教學目的都有

其設定，但教學現場和需求的獨特性使得受訪教師鮮少使用網路教案。

綜言之，每位受訪資訊教師都已習於上網搜尋資源以豐富教學內

容，也讓資訊科技教育能更貼近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網路使用文化。此

外，相較於教科書商提供的影片，資訊教師認為網路上搜尋、挑選而來

的影片更具即時性，且更能達到期望的教學效果。網路上的教案則鮮少

是受訪教師主動尋找的資源。

三、資訊科技教師對「數位教科書」的再界定

由訪談資料分析可知，雖然程度不一，但受訪教師都會上網搜尋教

學資源以補充教科書內容的不足，這樣的數位教材使用現況也讓資訊科

技教師對「數位教科書」一詞有更寬廣的定義。如前所述，「數位教科

書」一詞並無統一、明確的界定（李涵鈺、楊國揚，2017）。訪談時，

當研究者提問：「老師，您有用過數位教科書嗎？」對大部分的受訪教

師而言，要回答這個問題是有所遲疑的。以陳老師的回答為例：

我不太確定你指的是電子書、還是 PPT、還是網路上的數位媒

材。我覺得以現在而言，PPT 就是一個很數位化的內容，對老師

來說，是符合大眾的數位教科書。

當研究者向受訪教師表示，該提問並無預設標準答案，而是想瞭解

從教學現場的教材使用現況視角，教師會如何界定「數位教科書」。訪

談資料顯示，每位受訪教師的回答皆打破「一本書」的侷限。以馮老師

為例：

不是那種印出來的紙本教科書，都可以廣泛定義為數位教科書，

不管是書商的電子教科書，或是像 eteacher 提供的數位教材，或

是我自己製作的學習單，我會覺得都屬於數位教科書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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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經常會超越課本內容的余老師說：

網路上任何知識或資訊對我來說都是數位教科書，像 YouTube

也算是一種數位教科書，對我來說，最大收集處就是 YouTube。

鄭老師也說：

因為教科書有其侷限性，即便給了光碟、簡報檔，我覺得都還是

這樣。資訊課跟一般學科的差異在於資訊是不斷推陳出新。

鄭老師認為，資訊科技這門科目涵蓋的範圍不只超越教科書也超越

課綱內容，教師在日常會透過研習、閱讀、教師社群、新聞媒體等各種

媒介充實自己的教材資源，於合適的時機用於教學。因此，除了教科書

出版業者的教材外，他表示：「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一個資料庫」，老

師們自己的資料庫都可視為數位教科書。

高中的張老師甚至製作合適自己教學邏輯與方式的網站用於教學。

張老師參照教科書的章節擷取出重要的內容，加上書商的 PPT、資訊科

技相關教學網站、書籍等，依著教學現場的經驗以及合適自己的授課方

式，製作出自己的教學網站，這就是她課堂中最主要使用的教材。她表

示，這也是一種「數位教科書」，並且是會隨著自己對教學內容的瞭解

與想法，以及學生的學習回饋而不斷更新、增減的數位教科書。

從上述可知，當「數位教科書」一詞由資訊科技教師從數位教材的

使用現況來界定時，其內涵已超越教科書出版業者提供的電子教科書及

相關數位教材，而是擴充至網路資源、教師社群的資源分享、甚至是教

師的自製教學網站等。故對資訊科技教師們而言，「數位教科書」的界

定不但打破「一本書」為中心的預設，而且不斷推陳出新。

四、資訊科技教師對任教科目的數位教材開發之期待

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問題延續前三個問題，想瞭解在教材使用現況

的基礎上，資訊科技教師們對數位教材的開發有何期待。訪談資料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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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大面向：在資訊素養與倫理的學習能夠有更具體驗式和沉浸式的數

位教材、在程式學習上則期待能有更符合自主學習的數位學習平臺。

就資訊素養與倫理而言，不少受訪教師從實務教學經驗中發現，課

文內容和舉例，以及出版業者挑選的影片其實難以引起學生的共鳴。因

此有的受訪教師會上網尋找更為合適的影片，新聞影片是常用的選項，

但洪老師認為此類型的影片仍難以讓學生有所感：

譬如說個資甚至是剛通過的跟騷法，或是恐怖情人，我覺得對學

生來說可能會覺得：「哦！」就是他會覺得那也沒什麼，因為對

他來講可能就只是個新聞。

洪老師認為未來資訊素養與倫理的數位教材可朝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等沉浸式科技的方向開發：

我覺得在沉浸式的環境裡面，可以引導學生去感受、去瞭解，而

不是一個跟他沒有關聯、沒有關係的新聞或是一篇報導。就新興

科技來講，譬如說透過沉浸式學習，一種狀況的模擬或是密室遊

戲，用解謎或遊戲的方式把這些觀念放進去，然後引導學生去完

成，讓學生從這個過程去瞭解我們希望他們知道的議題。

陳老師也同樣期待有沉浸式、遊戲式的教材，能讓學生「感受到」

自身與資訊素養和倫理學習的相關聯：

遊戲式的學習可能會比較有吸引力。因為它會吸引學生去體驗，

學生會比較沉浸其中，就不會覺得這是別人的事，因為這是我做

的選項，所以是我做的事情。

陳老師在訪談中激盪出一個數位教材的想法：

設計遊戲式的軟體或平臺，然後學生就是進去開始玩，我們（老

師）帶著孩子討論，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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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資訊素養與倫理外，受訪教師對程式設計相關學習內容的數位

教材開發也提出建議，期待更多具有自主學習彈性的數位教學資源。洪

老師表示：

其實目前已經有教學平臺由淺入深，從一開始程式的仿作，然後

老師可以出作業，到循序漸進的進階學習，是學生可以在平臺上

面操作，甚至點選自己有興趣的部分，學生可以超車老師的進

度，去學習其他譬如說程式的寫法、指定的用法等。

在受訪的老師中，陳老師就是透過錄製教學影片讓學生在程式學習

的進度上能有彈性的空間。她說到：

我會把課本實作的部分錄成教材，錄成操作影片和搭配講解，傳

到酷課雲，讓學生可以在一堂課的時間，依照自己的速度跟進度

去觀看我的教材，完成我交代的實作作業。

如洪老師所言，現在已經有能滿足不同程式設計能力的學習平臺。

受訪的教師中有老師就提及 Code 網站（https://code.org/），陳老師

解釋：

我理想上會比較像 code 的網站所使用的規劃，因為 code 網站等

於把類似 scratch 的東西放在網站上，學生可以即時看到反饋，

老師也可以看到學生有沒有完成這個關卡，跟完成這個關卡所用

到的（程式）積木是多還是少。

對陳老師而言，由於資訊科技科並非考科，而且教學現場呈現的是

學生之間在程式設計能力和經驗有差距，所以程式設計的學習不應該是

傳統齊一式、教師主導學生仿作的教學模式，她表示：「傳統的教學

模式有一個很大、需要被突破的是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即使以教科

書內容為教學重心的國中馮老師也表示，希望在教學中能加入 Code 和



李怡慧、周倩 數位教科書或網路教材資源？臺灣國高中資訊科技教師之使用現況、觀點與期待 67

Scratch（https://scratch.mit.edu/）網站中的課程，但教學現況礙於教

科書的內容過多，所以已經沒有額外的教學時數能帶領學生使用該網站

進行專題設計。

受訪中也有教師不是針對學習內容提出對數位教材開發的期待，而

是從資訊科技教師備課的角度出發。從訪談資料可發現，資訊科技教師

已經常透過網路搜尋的方式充實教學內容，因此有老師表示，希望能有

一個網站或平臺可以彙整數位資源以節省教師上網搜尋的時間。綜高的

呂老師說：

如果有一個平臺資源，可以符合不管是老師或學生在教學上、在

學習上的需求，我覺得其實很好，但我發現國內這樣子的平臺還

是太零散，它可能是著重在銜接教材的部分，今天如果要傳統的

計概知識就要另外去找其他的資源，素養可能就找 eteacher，我

覺得這個水平的連結還是太亂。

也有受訪教師希望數位教材的開發上能朝向將學習單元、評量和程

式軟體做整合，高中的張老師以開放式課程平臺 ewant（https://www.

ewant.org/）為例，認為這樣的教材設計就能用於自主學習時間；陳老

師是以 Code 網站為例，希望未來的電子教科書能直接進入程式軟體，

並且讓老師立即、同步看到每位學生的程式學習狀況。

伍、討論

一、 電子教科書的選用涉及教師自身對教學及教科書的

想法

本研究對數位教科書這個議題的探究是從教師的整體教材使用現況

切入。如前所述，即使電腦教室提供數位教材使用所需的硬體設備，但

電子教科書並非因此就成為資訊科技教師的首選；分析訪談資料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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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受訪教師在電子或紙本教科書的選用決定，涉及教師自身對任教科

目該如何教、對教科書內容的評價，以及如何定位教科書在教學中扮演

的角色等更深層的反思。

本研究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教師，除了認為電子教科書的編輯功能有

助於解說課文內容外，對教科書內容持較為正面的看法，認為算是完

整、足夠；不選用電子教科書的教師，基本上對資訊科技教科書在教學

上的定位較為彈性，對教科書內容較為批判，且認為資訊科技科的教法

不該是透過逐字逐句傳授教科書內容，使用電子教科書反而會使得教學

方式受限。換言之，選用所謂「傳統」紙本教科書的老師，不意味教學

時就比較侷限於教科書內容，或是教學就更偏向於靜態講述；相反地，

資訊課因為在電腦教室上，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受訪教師們會透過螢幕切

換讓學生能聚焦在課本內容，而且最主要使用的功能是註記和劃重點，

連結功能的使用並不如預期。蔡東鐘（2015）的訪談研究發現，偏愛電

子教科書的教師是因為功能性因素，偏愛紙本教科書的教師主要是基於

情感性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探究電子教科書的用與不用時，還不

可忽視教師自身的課程觀，包含對該科目的教法以及教科書的內容和定

位等想法。

二、 網路教材的選用反應出以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關照

與再界定「數位教科書」

受訪的資訊科技教師在選用書商提供的紙本或數位教材上雖有差

異，但共同之處是網路資源的使用已是教學的一部分，此現況的主因

除了因為資訊科技新知發展快速，也因為教科書內容無法滿足資訊科

技教師期待的教學成效。對數位原生世代的學生而言，網路的使用早

已成為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的一部分，但矛盾的是，受訪教師從實務

教學經驗觀察到的反而是目前資訊科技教科書的內容（不論是程式設

計或資訊素養學習）難以讓學生體會到資訊科技科目和他們生活經驗的

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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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科書的面向分析，這或許就如同洪詠善等人（2019）和游自達

等人（2022）所言，即使目前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素養導向教學，但是

教科書內容基本上仍是知識導向，偏向講述式和重點整理。受訪教師因

為教科書內容與學生的網路使用文化和對資訊科技新知的好奇有落差，

以及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對學習內容的感受度不如教師自身的教學期待，

透過上網搜尋教科書以外的媒材、議題與實例成了資訊科技教師們目前

常見的解決方式，使資訊科技教學得以貼近教師自身的教學信念與期

待，也讓教學內容的來源擴展至具即時性且更為豐富的網路資源。這樣

的作法不但體現洪詠善等人（2019）所言，透過教師突破課綱和教科書

限制是落實素養導向新課綱的重要關鍵，也呼應學者（如：Koehler et 

al., 2013; McGrath et al., 2011）所強調，科技融入教學是教師在所處的

教學脈絡綜合各種教學相關知識與反思後所做的決定，以強化學生的學

習。本研究發現，Angeli 與 Valanides（2009）所列與學生學習特質和學

科學習難點相關的「學習者知識」，以及涉及教師自身教學信念的「教

學脈絡知識」，尤其是構成受訪教師尋求和使用網路資源於教學的重要

教師知識，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對資訊科技科目的學習內容有更為

深刻的感受、理解與興趣。

此外，由於網路資源的使用已是每位受訪的資訊科技教師備課和教

學時的一部分，這也使教師們對「數位教科書」的界定拓展至網路教材

資源和自製數位教材，再次反映出重構「教科書」概念的重要（方志

華等人，2015；周淑卿，2008），應跳脫學習內容有「一本」書為中心

的預設立場。若期待提高教師使用數位教科書的頻率，如何體現教師

對「數位教科書」的界定將是研發時需要考量的面向。此外，分析受

訪教師對「數位教科書」的界定，本研究認為數位「教材庫」的概念

比數位「教科書」更能體現資訊科技教師的數位教材使用現況，這也使

得強化教師的資訊使用素養和媒體批判識讀更顯重要（Gallagher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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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望帶給學生更具「感受性」的教育經驗

受訪教師對資訊科技科的數位教材開發有一項重要期待，即是希望

讓該科目的學習內容能更引起學生的共鳴，讓主要作為資訊科技使用者

的學生更能感受到資訊科技科的學習和自身的連結。有教師建議透過虛

擬實境技術的開發，讓學生深入其境的感受資訊倫理與素養的學習，以

及作為網路使用者的一份子之切身相關性，若如方志華等人（2015）所

言，電子教科書的發展趨勢將結合影音 VR 和 AR 成為動態形式的電子

教科書，在資訊科技科目融入新技術的數位教材或許指日可待。

然而，對於帶給學生更具「感受性」的資訊素養與倫理的學習，檢

視教材內容也是重要的一環。Jones 與 Mitchell（2016）指出，資訊安

全教育在訊息的傳遞上經常反映出訴諸恐懼（fear-based）的論述，較

少以正向的方式引導學生發展出對自身而言實用的安全、負責任網路行

為，因此，檢視目前教科書和數位教材內容所傳遞的訊息是否落入訓

斥、教條、及恐懼的思維，改以學生的立場討論資訊安全議題，將更有

助於學生體會到該議題與自身日常的網路使用行為密切關聯。

不過，訪談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教師們在回答對數位教材開發

的期待時，常會在敘述自己的期待後，回歸實際面的教學現況務實考

量，認為自己的想法可能會帶來班級管理與評量的困難、平臺維護的

不易、或是研發工程浩大。因此，若資訊科技科的數位教材開發真的

朝向受訪教師所期待，程式學習有了個別化的自主學習平臺、或資訊素

養與倫理的學習開發出虛擬實境、遊戲式軟體，衍生的相關顧慮也不可

忽視。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請中學資訊科技教師們從日常教學為起點，

分享教材使用現況、看法及考量、以及對未來數位化教材開發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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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資訊科技教師們不論在紙本或電子教科書、以及網路資

源的選用都展現深刻的教學反思，因此即是在生生用平板的政策推動

下，資訊科技教師仍可能基於學習者的學習情況、對教材內容的看法、

以及教學信念等因素而慎用或選擇不用數位教科書。在數位教材的開發

上，不論是個別化自主學習的程式設計或體驗式、遊戲式的網路安全教

育，皆反映出教師對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關照。此外，教師對「數位教

科書」一詞的界定挑戰了主流定義和框架，涵納已成為日常教學一部分

的網路資源和自製數位教材。以下提出研究與實務建議。

一、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然只聚焦資訊科技教師，但研究資料體現學科本位的教材

研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時間與人力的限制，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僅

9 位中學階段的資訊科技教師，且招募來源為人際關係的滾雪球方式，

有些不同學校脈絡和教學方式的教師因而未能涵蓋在本研究，例如偏鄉

學校或重視資訊能力檢測成績（如：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的

高中職學校，成為未來相關研究可再深究的部分。再者，由於受訪教師

所建議之數位教材未來開發方向很大一部分是基於反思學生的學習情況

而來，後續研究可蒐集中學生的想法，以學習者的視角對數位教材研發

提出想法。

二、數位教材開發與教師專業發展建議

首先，關於體驗式或遊戲式的資訊素養與倫理數位教材，澳洲的

eSafety 已開發一套名為 The Lost Summer 數位角色扮演遊戲作為網路

安全教育的教學資源（https://www.esafety.gov.au/educators/classroom-

resources），值得參考。此外，相關研究也應同步進行，才能開發出有實

證資料支持的網路安全教育數位遊戲教材（如 Maqsood et al., 2018）。就

程式教育而言，若朝向自主學習平臺進行教學，成績評量該如何進行以

達到公平，也該一併思考。



教科書研究 第十六卷  第一期72

值得一提的是，網路上常可搜尋到的教案反而不是教師們常使用的

資源，這也成為未來開發網路教材時，應提供教材內容的設計理念與提

點式的使用建議，讓教材在課室中使用的最終決定交回在不同情境脈

絡、以及不同使用需求的教師。此外，由於網路資源的使用已是備課和

教學的一部分，如何適當、合法使用網路資源，以及提升資訊和媒體批

判識讀知能，應成為職前和在職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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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者服務教師已行之有年，然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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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科書出版業者（以下簡稱業者）對教師服務不是新議題。長久以

來臺灣各校教科書的選用權由教師決定，影響編售教科書出版社的市占

率業績，因而業者建立兢兢業業的售後服務系統，盡力提高自己產品被

選用的可能性（郭玉霞、許淑玫，2001），兩造透過「書」此一關鍵物

的連結形成緊密的關係。但是，影響教師服務觀感的不只是教科書此一

單一的物，業者以課本為核心，買課本附帶商議提供相關配套，以這些

林林總總的物品與物件支援教師的一般教學需求，此外，舉凡教師提出

的任何困難，業務代表也盡力一一解決。因此教師教學所需多半有業者

的支援，呈現「教師仰賴業者解決問題」的普遍現象。

然而，新課綱課程促使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普高）教師

教學產生很大的變動。過去課程改革多半僅及於國中小學，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改革涉及之教育階段首次往上涵蓋高中，對

高中產生 3 項新的衝擊。首先是學分數的比例調整，總數 182 學分中，

部定課程為 120 學分，而校訂課程為 62 學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2021），顯示約三分之一的課程各校需要因應其學生的需

求而自行訂立。

其次是課程的種類增多（圖 1）。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2021）（以下簡稱總綱）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 Q & A》（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兩份政府文件，「必修課程」

及「選修課程」各包含部定及校訂，其中「加深加廣」課程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與綱要均已明訂於領綱，具有「部定選修」之屬性，另外「補強」

課程亦僅限於「部定必修」科目，因此上述兩類開課安排依各校學生圖

像與需求而定，亦具有「部訂選修」之屬性（圖 1 以虛線表示）。就科

目之學科專業屬性而言，雖然課程種類變多，圖 1 左側三項課程知識範

圍仍然完全在各學科教師之既有專業之內（圖 1 左側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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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大的衝擊是教師需要開設跨越原本任教學科知識範疇的課程。

圖 1 中間的兩種課（圖 1 中框），分別為「校訂必修」（以下簡稱校必）

需 4~8 學分、與「多元選修」（以下簡稱多選）需至少提供 6 學分，它

們是需要教師從零開始規劃的課程。總綱明訂校必課程需具有跨領域課

程之性質：

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

性、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

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總綱，2021，頁 16）

此一規範深深影響著全國每一所高中，因為每校均有部分教師 1 必須有

新的學習，規劃與開設這種與部定「單科」課程差異很大的「跨領域」

新課程。相較於「部定」必修或選修課程，這兩類「校訂」必選修課程

1 以普高為例，總綱（2021）之課程規劃提及 6學分之多選原則為「各校應提供學生跨
班自由選修課程，學校開設之選修總學分數，應達學生應修習選修學分數之 1.2~1.5
倍」（頁 19）。加上校必 4~8學分，一所每年級 10個班級規模的高中，大約需要開
出 40門以上的新課程。

普高

部定 校訂

182

部定

必修

部定

選修

加深

加廣

部定

必修

之　

補強

選修

多元

選修

校訂

必修

團體

活動

彈性

學習

62

120 A B C 4-8 0 0

圖 1　十二年國教課綱普高課程類型（圖內之數字為各類學分數）

註：A ＋ B ＋ C ＋校訂必修共計 6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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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開發對業者而言較不具備市場潛力，當這麼多的新課程各校有所

不同，傳統以來的業者服務將會如何轉變？ 

本研究的核心命題是「學習是一種網絡效果」（Mitchell, 2020）。

換言之，本研究意在探究經歷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教師如何在複雜、歷

時、動態、混合、彼此相關的現實之下形成的「教師學習」。如果過去

教師有問題通常由業務代表解決，如今業者在面對教師的問題時似乎已

不足以因應，則教師與業者的連結關係應有變化。十二年國教課綱迄

今實施滿 3 年，必已形成一個使之可能的複雜網絡，造成可能的那些行

動體與其間之連結是什麼？本研究借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強項─「描繪事物如何聚集以形成連結並產生行動

力和效果」來探索，特別是以過去的慣習─「業者協助教師」為探究

起點，檢視這樣的起點如何轉變，因此，具體的研究問題是：教師校內

學習網絡如何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而轉變？

貳、文獻探討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從業者服務教師的晚近文獻論述中，關注

這些文獻如何論及教師學習；二是簡介如何從 ANT 視角理解教師學習，

以及其切入之獨特性。

一、業者服務教師此一長久關係下之教師學習

（一）業者與教師的穩定連結 

臺灣教師有兩種可見的學習網絡。其一是部分教師進入研究所進修

或教學之餘參加增能工作坊等校外的正式研習活動，其二則是很大比例

的教師並不出校，而是由穿著黃色背心的業務代表攜帶資源入校，協助

教師解決教學相關的問題，此種相對隱諱的教師發展是臺灣中小學校常

見的景觀，是教師與業者基於教科書為中介所形成的一種獨特專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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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雖然政府開放各出版社編售教科書已超過 20 年，業者在教師學習

所扮演角色之研究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先看業務代表攜帶哪些教師需要的資源入校呢？可分為物品與服務

兩類。業者提供之物品計有：光碟、電子／教材、數位／教具、測驗

卷、題庫、雲端資訊平臺、手機 APP、影音頻道、Line 社群、樣書、採

買課本所贈送之數位／教學配套、最新教育資訊刊物、統整課程範例、

總體課程計畫書實例等；業者提供之服務計有：解決問題（如對九年一

貫課程統整的陌生）、辦理研習、講師名單、經費、聯絡接送、餐點、

聯絡代課教師、到校主持學生體驗之活動（如棉花糖、爆米花）等（朱

永傑、陳殷哲，2019；余霖，2012；郭玉霞、許淑玫，2001；Hairon et 

al., 2018）。

再看業者為什麼要提供這麼多物品與服務呢？教師於師資培育階

段普遍並未注重選用教科書的專業能力（周淑卿，2003；周愚文等人，

2019），加上一直以來也多是沿著課本編排進度授課，因此教師選書文

化逐漸傾向以業務代表「服務」的感受取代課本「品質」（梅文慧，

2011），服務的邊界與深度因而不斷拓展，導致教師交辦事項愈來愈多

元，幾乎教師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試圖請業務代表解決（朱永傑、陳殷

哲，2019）。與其說教師依賴業務代表，不如說依賴業務代表背後所連

結的其他資源，而形成一個綿密服務網絡，而前述的各種物品與服務，

即是維繫這個網絡各環節之重要行動體，過往文獻早已察覺教科書不僅

是一種書本形式的「物」，更是「文化物」、「經濟商品」（彭致翎

等人，2015），可見教科書與其他人與物的連結早已受到注目。因此本

文意圖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啟動此一時間點，打開這個像是黑盒子裡的網

絡，理解教師的學習如何有所轉變。

（二）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之際教師與業者關係的變化

高中教師投入正式增能研習的學習氛圍熱烈。2019 年新課綱的實

施點與 2001 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實施點相較，教師的學習氛圍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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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國中小教師普遍對當時新增之「統整課程」

設計能力感到措手不及，但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的增能工作坊這類正式

研習活動早在課綱頒布前即已搭上高中原本推動的均質化、優質化等大

型計畫而已熱絡舉辦多年，因此教師主動尋求研習的比例大為提高（詹

惠雪、黃曰鴻，2020）。

然而，教師出外參與研習的比例仍然有限。即便各縣市教育局努力

提高各級教師參與「總綱／領綱導讀」等課程的普及覆蓋率，但是任何

政策的推動總是有不同步調的採用者，不管是傳說中所謂的「前三分之

一老師積極、中三分之一老師跟上、後三分之一不會動」；或是僅有十

分之一是會「動」的教師，十分之九的教師並未引起興趣。上述兩種可

能的推測數據，導引學界聚焦在研究契合政府課程政策的領頭羊教師

（蔡曉楓、林佳慧，2017）與積極參與新課綱相關研習之教師（陳斐

卿，2021），卻忽略看起來「不動聲色」的那些沒有頻繁外出研習的校

內教師。

這些教師的身旁，往往有另一種低調的角色出沒：業務代表。新課

綱之前，這些業務代表就早已存在，教師因業務代表的積極服務與配套

資源而導致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sation）的現象也早有揭露（周淑

卿，2010；洪詠善等人，2019；Kirk, 1990; Milner, 2013），但是教師使

用業者提供的配套能夠明顯節省備課時間（Hairon et al., 2018），因此

教師持續樂於接受業者的配套與服務。如果鮮少研習的在校教師亦能夠

在新課程政策下從容因應，則不妨大膽地揣測：所有的教師其實都有轉

變，他們可能是在另一種不同的資源連結中生成不同的效果。在新課綱

的變動下，業者的服務網絡出現什麼變化，異動造成不同的網絡效果

如何影響教師面對課程改革？業者在促動新課綱政策中的作用力又有何

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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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NT 的概念工具與教師學習實徵研究

（一）ANT 的理論視野

有關教師學習研究晚近出現採用 ANT 的架構（Lefstein et al., 2020; 

Mulcahy, 2014; Strom & Viesca, 2020）。侷限於教師進修此種形式的學

習視野為什麼是不夠的？教師學習的情境常處於實作中而致學習與實作

兩相交織（learning-practice are not separate things），例如，校內教師

隨著新課綱實施的步調，遵循規定及時寫出新開課程大綱、完成公開觀

課、進行課程諮詢輔導、協助學習歷程檔案等，他們在「實作」中逐漸

展現新的能力，但究竟該如何探索這樣複雜難以鎖定特定變項的「學

習」如何發生？

ANT 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提供新的視角觀看學習（Peppler 

et al., 2020）。此一轉向有意鬆動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慣性，超越人與

自然、人與非人的二元對立來理解現象，主張不只考慮「人」為世界

的參考點，物質也具有行動的力量，因此以「人」及「非人」異質關

係的組合，透過所有東西是彼此相連的思維（everything-is-connected 

thinking）（Braidotti, 2013），來理解現象的生成過程，是如何經由行動

體相互影響共同產生作用，此觀點適合探索專業學習這種具有動態、複

雜、集體、相連等實作性質的學習。

以下分 3 段簡介 ANT 的 3 個核心概念：對稱性、聚合與轉變。

ANT 對人與非人的同時強調，稱為「對稱性」。這樣的視野不看單一

個人，而是看出共同分擔的行動力（shared agency）如何透過相互關聯

的關係網而形成。在這個特定的學習聚合裡，是一次看兩種東西（seeing 

double）（Pickering, 2005）─人與非人，來瞭解學習。例如：「課

本」框定了「教師」教授內容的責任轄區，又如「投影設備」必須忠誠

無誤的運作，方能與「教師」的口述相互交織，一起完成一場精彩的課

堂。因此，是物與人「共同分擔」了行動力，「物質性」（materiality）

不同於物件（a priori stuff），物質性如同「社會性」（sociality）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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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需要付出行動才能獲致與其他實體（entities）相連的能力（Latour, 

2005），透過眾多異質實體組合在一起的特定關係所造成之效果即是

學習。

這些眾多行動體如何形成一個網絡？ ANT 用「聚合」（assemblage）

（Callon, 2007; Law, 2004）來描述。像是新課綱這樣的教育政策研究，

過往研究取徑將政策視為技術、理性、可量化、證據為本的一種實施

（implementation），但新趨勢是將政策視為一種聚合、流動的網絡以及

彼此牽連（Fenwick & Edwards, 2010）。政策不再只是一紙有待執行的

文件，而是一種促動（enactment），促使生產出更多次階的規範、公文、

文件、規劃、方案、實作、評量、批判（Koyama, 2015），教育政策因

而在人與事物內隱的連結下呈現因緣際會的性質（contingent nature of  

policy），而這些人事物的集合即是一種聚合。

聚合中兩兩行動體之間的關係如何建立？ANT用「轉變」（translation）

來描述。Latour（1987）以轉變一詞來描繪人與非人的實體相互集結、

讓一方改變以形成關聯／連結（connection）的歷程。仔細地說，當實

體相遇，沒有一個實體本身具有強弱的特性，唯有在能徵召其他同盟者

以改變另一個實體之時，它叫做強的實體（Harmon, 2007），此現象就

是轉變。

本文採 ANT 理論視野，因此教師學習被看待為一組特定的學習聚合

的展演／實作（All in all, under ANT, teacher learning is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doing of  a specific learning assemblage.）（Mulcahy, 2014），視

學習為一種網絡效果（learning as network effects）（Mitchell, 2020）來

理解教師的學習。

（二）用 ANT 於教師學習的實徵研究

採用 ANT 視角的教師學習實證研究逐漸增多（Kamp, 2018; Riveros 

& Viczko, 2015; Tummons, 2010; Unsworth, & Tummons, 2020）。在平等

看待物與人的研究視野下，物成為研究聚焦的行動體而不只是不起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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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或教學工具，並從「物與人是如何連結」來理解教師學習的研

究，能開展不同的研究問題、以不同視野揭露新的發現。以下 3 段說明

透過 ANT 概念的實徵研究及其啟示。

透過 ANT 能以非線性模式理解初任教師之專業發展。過往線性的

傳遞模式主張初任教師是透過將師培機構所學一對一的用在真實情境，

在逐一的轉化中勝任教學現場；然而，採用ANT的聚合為概念工具（Lee, 

2019; Strom & Martin, 2022）來看待教師學習，教師是身處在學生、教

室空間、教授內容、情境脈絡、學校社區、國家政策等眾多組件所形成

聚合的一部分，這樣的聚合必然影響新手教師在實作中的學習展現。

透過 ANT 能彰顯政策促動下教師學習之多重異質性。採用 ANT 的

多重本體論觀點（multiple ontologies）（Riveros & Viczko, 2015），該文

獻對比兩個空間（spaces），呈現教師學習展演的多重現實：一個是正

式與被規定的專業發展會議或工作坊、另一個為相對在地、特別適合於

教室的情境。教師通常將學校或行政端舉辦的專業發展會議視為為了教

師學習而舉辦的事件（events），根據官方政策目標移動，做出新課綱

的課程設計，但未必認為能對教學實作帶來有意義的貢獻；相對地，教

師在自己教室的空間裡，因為不同行動體的互相作用，而展現另一種教

師學習，並對於自己教學實作的改變更為有感。因此可以將教師參與國

家或校方政策的學習看成是一種人與非人行動體相互連結所形成之網絡

下的「多重」展演，ANT 可以超越將教師學習認定為單一現實，而帶

來的新視野。 

透過 ANT 追蹤文本（texts）的連結與作用，可理解教師如何促動

課程政策。許多政策期待以一套新課程規範與評鑑每一所學校是否有相

同的調整因應；然而，政策轉變下教師學習，若採用 ANT 的網絡觀點

（Unsworth & Tummons, 2020），是透過追蹤課程變革中的文本，分析

由官方擲出的文件陸續來到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時，各階段如何轉

變並生成一系列相互連結的文件。這類研究呈現教師如何透過社會性與

物質性的教學情境、人與物行動體之間互動而連結，課綱文件如何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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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概念化、引發教師實作連續的解組與重組的過程，促使政策在地

化，從而看到教師如何重新適應專業實作。該文獻從在地各種文本的創

生，揭露課程政策的在地化絕對不是複製或盲從，從而對教師去專業化

的刻板主張提出駁斥。

上述文獻的問題意識與研究發現對臺灣的教師學習有所啟發。當前

有關教師專業與業者關係的研究常從肇因關係進行論述，局部地指陳教

師如何受到業務代表無微不至的服務而陷入失去成長警覺的處境。然而

十二年國教課綱政策文件頒布之後，如彈性學習、加深加廣、多選、校

必等，對教師而言種種陌生的課程，透過教育局處、各級學校等層級的

推行，的確製造了很多的衍生文件，引發教師教學上或明顯或幽微的多

元現實轉變，從這些文件與其他人與物的連結來看教師學習，是一個極

為新穎的方向，但迄今相關研究不多。

因而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臺灣一般教師的學習，長久以來一直隱

於「業者」對「教師」竭誠服務此一機制的網絡中，教師的教學資源需

求與業務代表的服務業績緊緊交織纏繞在一起；但是，十二年國教課綱

促動下，原本的聚合必有新捲入的行動體（如新課綱文件）；而異質行

動體之間必有強弱競逐而生成新的關係。因此本研究關注教師與業者的

連結，在關係強度與相互形塑的跨時改變，以期對教師學習的變化獲致

更有洞見的理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

本研究選定臺灣北部一所社區型普高為觀察田野。此校每個年級約

有 10~15 個班級，教師約一百人，教師研究室分為導師與專任共 5 間。

該校之校必課有兩門，本研究選定觀察之課程為其中一門 4 學分的跨領

域課程，該課程由兩位教師協同教學，一位教師教授的班級約為 1~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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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總共約有 20 位教師固定參與每週一次、每次 1 小時的共備會議。

成員中有一些較常接觸校外新課程增能的教師，對於教師共備的參與較

為嫻熟，因此該校未必呈現全國各校校必課程共備會議的普遍現象，但

對於業者─教師連結關係的探討，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性。

研究者有多種角色。研究者為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

會）委員，同時參與該校校必課程共備會議（以下簡稱共備會議）之專

家學者代表，雖有正式會議委員之角色，但研究者進入該校進行新課綱

研究已有 4 年，和與會教師們多半熟識，對會議討論氛圍影響有限。基

於長期入校之民族誌研究有各種實質條件限制，因此選擇以具有合法性

參與相關重要會議之該校為田野。

二、資料蒐集

採民族誌蒐集 3 種資料：觀察、訪談與文件。蒐集時間從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5 月新冠肺炎疫情停課之前，共計兩年 4 個學期，由於每

週入校一整天，不僅參與課發會與共備會議，也進入校必課觀察，共計

觀察 3 組不同的協作教師教學。

入校一整天觀察校園內多個場域。場地包括：教師研究室、會議室、

教室、走廊。觀察的對象有兩個追蹤起點，一種是以業務代表為追蹤點，

觀察重點包括：業務代表停留哪些辦公室、與哪些教師對話、教師的要

求與業務代表的回應、業務代表攜帶哪些人工品來發放、這些人工品與

新課綱文件的契合情形、業務代表給予教師文件之使用情形。

另一種是以教師為追蹤點，觀察時機包括：入班觀課時，瞭解任教

教師一整節課在課堂中授課與使用教學材料的情形；在跟隨行政人員進

行查堂之過程，瀏覽整個學校大部分教師上課的模式、使用教學材料的

來源以及教學策略；在教師研究室，旁聽教師聊天、聆聽如何評價所使

用的教學材料、觀察教師桌上的出版社資料使用情形；在會議室，觀察

教師於會議中同步進行的備課行動、與所使用的教學材料。

選擇一個校必課進行定期觀察的理由有二：第一，新課綱的課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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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多選、加深加廣、補強性等課程僅涉及單一教師自己的新開課程，

但校必課涉及多位教師為了開設相同一門課的協作與討論，或許與教師

在一般科內例行會議的互動有所不同；第二，校必課時段同時有多個班

級進行協同教學，對於校必課程的經營有更多不同班級的觀察機會，可

對共備會議的討論脈絡有更多理解。

訪談計有 20 人次，對象包括多所高中教師、行政人員、與兩家出

版社業務代表。受訪教師有兩類：校必授課教師及配套撰寫教師。訪談

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針對有配套撰寫經驗之教師及業務代表進行半結構

訪談，每次約 2 小時，提問包括：教師與業務代表的接觸經驗、業務代

表發送資料的參考情形、教師要求業務代表的服務項目、出版業者如何

邀請教師協助生產配套材料、教師／業務代表的專業成長、業務代表／

教師的問題解決方法、業務代表的日常行程等；另一種是針對個案學校

之校必授課教師及行政人員進行同行訪談（walk-along interview）（Evans 

& Jones, 2011），在走廊或辦公室與老師、業務代表們隨地緣與空間線

索交談，以維持場域的自然情境，由受訪者分享當時時空脈絡下的心情

想法。

文件包括各出版業者提供教師的資料、以及教師平日在社群媒體發表

的貼文等。這些資料因時事而有不同的頻繁度，例如，課程總體計畫書上

傳前後、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上傳前後、開學前後、教科書採購

會議前後、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截止日前後等，各式議題湧現引發多方對

話的豐富資料，有助於追蹤教師學習網絡的行動體之間如何產生連結。

文件也包括研究者自行生產的筆記，研究者在上述現場產生田野觀察筆

記與照片，以筆記為例，一整天的研習大約記錄 10~15 頁共計 3 本。

以上資料依據性質分別編碼。資料包括 4 種：觀察、訪談、會議談

話、文件（編碼分別為：O、I、M、D）；資料來源包括 3 種：業務代表、

教師與行政人員（編碼分別為：S、T、A）。資料編碼的方式為：資料

性質 _ 資料來源 _ 流水號。例如，I_S_4，其中 I 為個人訪談、S 為業務

代表，4 為資料流水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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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描述在新課綱促動之下，上述教師教學實作裡 3 類行動體所

形成之聚合，有何改變？分析的步驟有三：選擇追蹤起點、鎖定關注點、

以及辨識行動體之間彼此作用的消長。

首先是選擇追蹤起點。教師新的學習需求始於其面臨十二年國教課

綱的挑戰，在教學實作上需要變動並感到困難，特別的是，不熱衷正式

研習的校內教師在困難時通常先找業務代表尋求支援，因而以教師與業

務代表的行動為追蹤之始。

其次是鎖定關注點。從訪談稿釐清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之下哪些

問題或挑戰具有新意？從 ANT 的視野，事情（matter）有兩種看待的

框架：「關注點」（matter of  concern）與「事實」（matter of  fact）

（Latour, 2004），在實作中出現的問題成為「關注點」，透過關注點的

關聯性追蹤，可以拉出一系列行動體的具體聚集而形成一個聚合，最後

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林文源，2018）。本文以 ANT 的「轉變」

為概念工具，探究教科書在連結教師與業者兩造的過程中，如何轉變彼

此，還有其他哪些行動體也共同參與發揮行動力。例如，觀察或訪談資

料中提及教科書，從中分析此一物的物質性與行動力，亦即教科書對

人或其他物做了什麼事（shift from what these nonhuman actors are to 

what they can do）（Koyama, 2013）。Latour（2004）提出的「關注點」

成為本文追蹤行動體如何彼此連結的重要分析指引。

第三是辨識行動體之間彼此作用的消長。例如，新課綱的闖入，促

使業者的教科書服務產生變化，哪些行動體加入或離開？彼此如何競逐

而形成新的聚合？消長的關係為何？從 ANT 的視野，教師的教學實作

網絡如何面臨可能的挑戰、混亂與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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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業務代表與教師在訪談中顯露兩個關注點：課本與教師基本教學節

數（以下簡稱基鐘）。沿著這兩個關注點發展為兩節：第一節描繪新課

綱加入而使課本供應產生變動，業者與教師的既有聚合如何因而轉變，

第二節描繪因新課綱使教師再度關注基鐘，而萌生新的聚合。

一、「課本—服務」聚合的轉變 

（一）既有的行動體連結

教科書不只是被教師使用之教學工具，教科書作為一個物，還具有

幽微不可見的行動力。它能規範教師可以教什麼、徵召學生想聽什麼、

什麼叫做沒有教完、應該考什麼，這種因物與人彼此關係連結所建立的

物質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來看教學實作，是教育研究裡常被略看

的一面（Fenwick et al., 2011）。

採用這一物質性視角能拉出一個穩定的業者服務教師教學實作之聚

合。面對為學生「教科書」做決定的「教師」，各家「業者」為了維持

市場占有率，除了發送教科書，總是附帶提供體貼的「配套」，包含講

義、作業、題本、教學手冊等不一而足，這些配套是透過業務代表長期

謹慎的觀察與市調，以瞭解一般教師所需，業者彙整教師需求，再發包

請另一些「配套撰寫教師」來生產這類文件，完成之後成為業者提供給

教師的參考資源，即使這些配套資源來自教師，仍然由業者中介的機制

達成互通有無。

教師的個別需求常透過業務代表之個別服務而滿足。服務教師是業者

的核心工作之一，業者並不因得標與否而有明顯差別，因為售「後」服務

早已因激烈的競爭而演變為售「前」服務，各家業務代表普遍與教師建立

日常的朋友關係，甚至衍生「非客戶服務」的慣性。一位業務代表提及

如何義無反顧地「服務」並未選擇自己家課本的教師，以累積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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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的更誇張是，好，例如說老師他不是用我們的書，他可能

用其他出版社的，但是他少了習作，他會跟我說：「欸，幫我送

一本習作」。然後我就說：「這本習作不是我們家的啊。我幫你

聯絡同業」。就是聯絡另外一家的出版社送過去，對對對對，……

欸，老師不要笑喔，這一間學校有發生過喔，而且還不只一次喔，

對對對，所以造成那個老師對我們的依賴度。（I_S_4）

上述「教科書」、「教師」、「業者」、「配套」、「配套撰寫教

師」等行動體連結成的一個聚合，簡稱「課本—服務」聚合。這樣的聚

合在新課綱實施開始產生什麼轉變？本文從「教科書」此一行動體的變

化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新課綱闖入後的行動體間連結之變化

新課綱是一個重要行動體，作為課程改革的法定文件，教師原有教

學實作必然需要因之調整，各校新開必選修課程的教科書在哪裡？誰來

提供教師教科書讓他們如常授課呢？課該怎麼上呢？如何撰寫教學大

綱？又怎麼通過課程審查？

1. 「業者」與新課程「教科書」之連結削弱

沒有提供課本服務之下，業者與開新課程教師的關係跟著改變。新

課綱實施之後，許多課程之規劃權回歸各校，不是部定的課程，業者無

法以量產教科書的方式生存，也就沒有提供各校新課程教科書之服務。

此項服務的連結變化，在業者與教師之間產生史上罕見的新關係。教師

不是如往常一樣只上部定課程、並習慣跟業務代表要求自己教學所需；

當教師各自需要開設新課程，業者並無法繼續一呼百應，因為產品一旦

多元，市場明顯遠較部定必修課程為小，兩者的「產值」不同。一位業

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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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目前的多元選修的狀況一樣，就是各個學校會開各自的，啊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各校一樣。100 間學校，我們就要做 100 種。

（I_S_3）

業者迫於銷量，雖知道教師的新需求卻無法服務，業者與教師的關係因

為欠缺此「物」而產生轉變。

業者蒐集更多的物以彌補服務。在 110 學年度高一到高三全面實施

新課程的覆蓋率已達 100%，愈來愈多的教師投入開設非部定之新課程，

尋覓教科書或自編教材的需求度愈來愈高，業者的修補行動也逐漸明顯

呈現兩種策略：一類是考科延伸的課程，諸如加深加廣選修、補強性選

修課程，因為仍然繞著考科，業者比較能如往常殷勤地提供練習題本、

素養題本、題庫、APP 平臺等，填補教師備課的勞務；另一類是「非」

考科延伸的課程，諸如部分多選、校必、彈性學習等，業者也賣力提供

能「擦邊」到主題的影片、光碟、桌遊、筆記本等，化整為零地為教師

尋覓適合的教材。

業者的物未必能維繫連結。部分學校的校必課程有類似課名的集中

趨勢（洪雯柔，2020），像是「閱讀理解與表達」（黃偉立，2020），

因而業者會積極引介備用書，但是教師未必採用。一位校必課共備社群

召集人說明他們自編教材的必要性：

校訂必修課程它比較沒有那麼好處理的問題是在於說每個學校的

狀況都不一樣，每個學校所設定的學生，未來的學生圖像也不一

樣，那你怎麼可以用一本書商已經準備好的東西，然後就直接放

到這個學校的情境當中然後去做實施呢！（I_T_27）

各校自訂新課程時是根據「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再挑選課

綱「核心素養」與「校本指標」等細節，校必課程在這麼多重考量下規

劃，即便校必的課名相近，各校還是會有很不同的課程內涵，如此認真

經營的校必共備社群召集人說：「也沒有哪個書商會給我我們想要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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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理解課程」（I_T_27），市場上的備用書極可能僅是教師的備課參考

書之一，要成為學生的教材還有一段距離，因此教師共備社群仍須獨立

編制授課所需素材。

2. 課程計畫「審查」削弱「業者」的仲介作用

新課綱的課程大綱要進行實質審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課程計畫審視原則》（2022）長達 24 頁，明訂部定必修、校必、選修、

應修習學分總數、以及學校課程計畫等 5 類審查原則，凡是非部定必修

課程均需撰寫教學規劃表；此外，總綱（2021，頁 33）針對教學資源亦

明訂「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查」，換言之，教師若開設非部定課程，均需要撰寫教學大綱，

若全部使用自編教材，需接受課發會的審查。這些史無前例的實質審查

之修訂往返過程，帶給久未撰寫課程設計的教師很大的擾動，業務代表

盡力發揮互通有無的角色：

業 2： 我們都有公版。只是提供參考，沒有、沒有影響老師你們，

但是我們這個是公版，你可以稍微照它的表格，可能修修

改改。

主任： 對，對啊，素養導向，他們家就邀請很多高中老師在寫啊。

業 2： 肯定一定有，我們都一定找過的……，才能提供給老師參

考。（I_S_19 & I_A_19）

以普高自然科學、社會領域探究課程計畫為例，全國各校撰寫課程大

綱送審後，第一次課程計畫檢視通過率為五成三（趙宥寧、鍾維軒，

2021），如此高比例的學校都收到課程審查委員的修正建議，而需要修

改再度送審，即便業務代表商借到審查「過的」的版本來協助尚在複審

的學校，竟未能如往常一般順利，業務代表感到無力：

這次的審查的過程也讓他們（按：教師）嚇到，因為他們也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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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借到的版本），可是被打回票，去做一些意見修改，說不

能依照這樣出版社一模一樣的東西去做……，所以目前反而是我

們在看待上面局處……的想法到底是什麼，他是希望是不是真的

要讓每個老師都有十八般武藝全才，但是現場看到的是很……有

難度。（I_S_28）

學校採納業務代表推薦的範本，竟然「被打回票，……不能依照這樣出

版社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去做」，可知審查對於教師造成的挑戰，即便是

擁有殷勤服務的業務代表為中介，提供「一定找過的」版本，卻已經無

法通過課程審查委員的檢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於 2022

年 3 月 8 日一則〈111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課程計畫」

第 3 次檢視結果查詢及「補充說明或修正後再檢視」之學校後續修改之

時間及方式〉（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2022）之公告，顯示

部分學校課程計畫歷經三回合之檢視，教師與行政人員在面對這個必要

通過檢核點之際，業者用於中介不同處境學校的「物」也呈現失靈，再

度凸顯「業者」與「教師」關係轉向弱連結。

再以多選、彈性課程等選修課程為例，教師對於這些課程如何填寫

自編教材感到困難。一位教務主任說：「他們一直跟我們說他們很難寫

教材啦！我說光要審教材，他就嚇死了，他就生不出來」（I_A_5）。

因此，業務代表賣力提供與產製相關的課程教學大綱（圖 2），並在

名片上留言：「加深加廣教學計畫都好了！有任何需要再找我」（D_

S_17）。

此份文件提供的資訊如「相關配套」欄位顯示有「聽力練習本、詳

解本、測驗卷、教師用本、學教用語音光碟」，對部分習慣配套佐助的

教師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仔細審視教學設計的欄位，其參考

性存疑，例如，加深加廣課程之「授課年段」，通常開設於高二、高三

而非圖 2 所列之「高一 ~ 高三」任一年級適用；欠缺領綱明列之「學習

內容」與「學習表現」等欄位；又如既然是加「深」加「廣」，此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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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英文領域　加深加廣必選修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加深加廣—英語聽講

教授名稱 Up！英語聽講力 相關配套

聽力練習本、詳解本、測驗

卷、教師用本、學教用語音

光碟

授課年段 高一 ~ 高三 學分數 2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偕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1. 能聽懂、讀懂高中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日常溝通。

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通。

3. 能依主題或情境以英語介紹或描述自己、家人及朋友。

4.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題。

5.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適當的提問。

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7.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8.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9. 能聽懂日常對話，並能記下要點。

10. 能聽懂廣播，並能記下要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Lesson 1　Nice to Meet You

能夠以英語介紹自己及他

人，並懂得如何談論興趣與

嗜好2

3
Lesson 2　Where Is the Cafeteria?

能夠以英語問路及說明場所

相對位置4

5
Lesson 3　Happy Valentine’s Day

熟悉網路購物及餐廳點餐的

相關用語6

7
Lesson 4　I Could Shop All Day

運用商店購物與退換貨的相

關詞彙8

圖 2　業務代表提供之普高英文領域「加深加廣」課程計畫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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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學習目標」與各週次「單元／主題」之課程內涵頗為基礎，似乎

又與深廣課程的「因應未來大學所需」功能有些距離。

本小節勾勒在新課綱下，業者慣有的支援教師之「物」失去了作用

力。一方面，十二年國教課綱新的實質「審查」此一行動體對既有聚合

關係造成轉變；另一方面，業者轉手的「文件」此一行動體也在十二年

國教課綱之下削弱了連結教師與業者的行動力。這些配套可能是業務代

表自行蒐集，但是也可能是業者透過邀請部分教師協助。因此接下來探

究「配套撰寫教師」這一行動體對於「課本—服務」聚合有什麼作用力？

3. 「業者」與「配套撰寫教師」連結的持續協商

某些教師基於業者主動邀請而成為「配套撰寫教師」，但是兩者的

連結並不穩定。「配套撰寫教師」有些因為屢屢熱心地對業務代表之配

套提供不同意見而被網羅、有些來自業者得知某教師為熱門增能議題擔

任講師、有些則來自「配套撰寫教師」之人脈推薦。他們平日為出版社

刊物撰寫新課綱的相關教學法、學科教學知識、素養命題、課程設計等

範例與解說，一位「配套撰寫教師」提及雖然酬勞不高，仍然願意書寫

配件：

嗯怎麼講啊，就我覺得會寫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書寫這件事

情是可以整理我過去做的事……你可能會釐清說你為什麼要做這

樣的事情，或者你在整理的過程中有了新的點子，就是未來你可

以再怎麼寫，然後它可以讓我有新的東西出來。（I_T_26）

對教師而言，將新的想法生產出來並且有業者負責印刷廣為流傳，是一

種正向的循環。例如，透過業者企劃，幾位教師共同撰寫與編纂「加

深加廣教學包」，結合「素養教學」與「跨域閱讀」、「大概念」等

構想以提供現場教師備課所需（D_T_11），如此使得有點子的教師專

注於學科教學專業的教材產出，而業者能確保以優質的用書提供市場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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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部分「配套撰寫教師」在短期合作與體驗之後，不再為業

者撰寫其所指定的文件，其中斷合作的心路歷程是：

有一家廠商找我拍那個實驗的影片，我其實真的不習慣讓學生看

影片，可是有的老師就習慣讓學生看實驗操作流程的影片。我從

來都沒有很仔細的去想過那些流程，那也沒有必要，因為我覺得

我又不是服務業，我就是學生看了那個東西之後，一開始規劃你

的材料的時候，你有什麼需要你就跟我講就好了，可是拍影片不

是這樣的，拍影片是很詳細，你的腳本要寫的非常非常仔細，但

我就覺得說我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我並不感興趣而且對我沒有幫

助的事情，然後呃……因為他們的產品需要無微不至的提供所有

周到的事情，那我會覺得你老師要幹嘛？所以我的取向也跟他們

不一樣，所以後來就不再……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要 compromise

我的想法……去配合你的產品，我又不缺這個錢，所以我就不做

了！（I_T_39）

教師有自己的教學信念，例如，「不習慣讓學生看實驗操作流程的影

片」、「花很多時間去處理我並不感興趣而且對我沒有幫助的事情」，

更強烈的質問像是：「產品需要無微不至的提供、那老師要幹嘛？」因

為他們未必認同業者「服務教師至上」的想法，甚至提出整體教師專業

被取代的擔憂，這的確揭露了業者大量製造教科書配套的意圖：

最大的關鍵點就是，假設他是用講義上課的話，那他就會看講義

的好壞去決定他選用的版本。因為我們把講義、原本這個是以前

老師的工作，我們搶來做了。（I_S_3）

對一些教師來說，業者盡量服務到「把老師的原本工作搶走」或許是一

種體貼；但是對這些「配套撰寫教師」來說，卻難以認同。弔詭的是，

當這些贈品文件被業務代表親送到教師研究室每位老師的桌上，被翻閱

的比例不高，一位「配套撰寫教師」回顧其早期不看贈閱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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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他們可能一次段考或一段時間會有刊物，他們就會去各個

學校去蒐集，譬如說做探究實作的老師可能就會寫一些教案啊，

這些東西就會分享出來，那他們就回來發刊物給大家，那過去拿

到這些東西大致上就是，看一下封面然後就放在旁邊，就是很少

很少去讀啦。所以那時候跟書商的關係就會覺得……反正我要的

資料就去網路上找，找我要的影片啊、文章、圖片，……有時候

書商也會提供那個教學的投影片嘛，可是就以前的經驗都會覺得

那些投影片都，就不是我要的，所以基本上就不會用那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書商不會提供什麼特別適合我使用的東西，

就不會特別去用。（I_T_17）

「配套撰寫教師」通常都會在意自己的教學想法，從自己的教學專

業出發，為學生的學習而堅持更合適的教材與教法，因為這樣的專業執

著特徵而被網羅為「配套撰寫教師」；但也因為如此在意「自己想要

的」，未必與業者「服務廣大教師需求」的規劃理念相謀合，「配套撰

寫教師」會因不認同而出走。這些例子展露部分「配套撰寫教師」與業

者的合作關係不易長久而面臨連結鬆動，業者與物色之「配套撰寫教

師」關係常處於短期合作，換言之，「業者」與「撰寫配套教師」兩個

行動體之間的連結雖看似具有相互吸引的興趣與利益，但「撰寫配套教

師」常常離開而令業者需要持續尋覓代替者。

本節以既往形成之「課本—服務」聚合為背景，描繪如何因為新課

綱闖入而引發轉變。看似既往是單一教師與單一業務代表的服務關係，

其實他們都在一個廣大的網絡中，卻由業務代表扮演中介的角色，為不

同學校教師互通有無。於今，校訂必選修課的教科書、新課綱的實質審

查、以及「撰寫配套教師」的更替頻頻，在在指出「業者」與「教師」

兩個行動體之間的連結產生變弱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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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鐘—共備」聚合的萌生

（一）「業者」與「新課綱」的弱連結 

過去課程政策主要落實在隨課程政策修訂之新版教科書裡，「業

者」與「教科書」這個產品做好緊密的連結即可提供教師依循，但是十

二年國教課綱不只如此。新課綱的大幅改變因而產生許多新的教學實

作，例如，要先熟悉「總綱／領綱」才能撰寫素養導向之教案、教授「自

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要從跨科的角度對一個現象進行探究的設計、「素

養命題與評量」有不同的命題要領、跨領域校必課要設計以學生為中心

的提問、乃至輔導學生進行學習歷程自述與多元綜整心得撰寫要弄清楚

規定細節等。這些新的實作都讓教師產生高度焦慮，當他們一如往常想

依賴業務代表解決問題時，業務代表卻對於新課綱沒有比教師更熟，因

而顯得有些捉襟見肘： 

業 1： 老師本身就已經都不太清楚了，那怎麼問我可以清楚呢？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公司投入了很多的時間就

是一直在上課，一直在教育訓練。

訪：你們自己教育訓練就是素養導向嗎？你們主要是什麼？

業 2： 欸，我們主要……，我們自己的教育訓練是要賣書啦！

我們是賣書，我們的教育訓練不會在素養導向這麼細，

太……太細、太專精，我們真的沒辦法到這麼細。但是書

該有的特色，書哪裡符合素養，我們基本上大概知道。對，

章節的安排。

業 1： 章節，啊為什麼起心動念這本書的過程……，比如說直線、

圓，為什麼我要放在這一個單元或怎麼樣的部分，這個專

業度一定要讓他們（按：指教師）知道。

業 2： 對，還有題目編排的方式，對啊，那些我們都會。（I_S_2 

& I_S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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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對業務代表的訓練範疇還是在「產品」面向，他們能將自己公司的

教科書中有哪些特點符合新課綱講得清楚，對於產品之外的教育政策較

無連結，因此，業務代表較難回應新課綱課程政策帶來的教科書問題，

教科書供應以外的問題又所知不足，呈現「業者」與「新課綱」兩個行

動體是一種弱連結關係。

（二）教師與「同儕」的連結取代與「業者」的連結

1. 「基鐘」促使「教師」探試新課程

教師新的授課科目與「教師證」的登記科目逐漸不同。新課綱的變

動是校訂課程增多，而部定之每一科目修習時數都相應而減少，但是不

同科目教師有不同的因應條件，例如，「加深加廣」課程設有國文至少

4 學分、英文至少 6 學分、「自然科探究與實作」課程設有 4 學分必修、

「社會科探究與實作」課程設有 6 學分的部分學生選修規定。上述各科

目教師之授課內容仍與其「教師證」登記科目相近，部定考科的資源也

多有業者支援，對於教師以教科書為本的授課習慣差距不大；但是校訂

必選修的部分，像是多選、校必，以及協同兩科教師授課之「自然科探

究與實作」等，這些課程的內涵原則上不同於「教師證」的登記學科，

亦鮮少有業者支援該課程教材，因此有一定比例的教師被這樣的新規範

促使而需要有新的學習。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新局面之下教師比以往花費較多心思滿足授課基

鐘。《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2020）是規範基鐘

的文件，普高專任教師鐘點數是 16、兼任導師之鐘點數是 12、兼任行

政職務則因種類有不同的減授數量，主任、組長、協行都不同，亦因學

校班級數大小而不同，換言之，過往教師一貫以原初「教師證」的學科

即可滿足其基鐘，現在闖入了新課綱這個龐然大物，既有慣性起了變

化，每位教師根據這些原則，搭配新課綱的規定來組合課程以滿足自己

的鐘點數。教師滿足基鐘的策略顯現至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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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透過減授鐘點數。擔任行政職務，如主任、組長、協行、課

諮／領召／科召召集人、導師等均有減授，但是，比一般人少授 4 個鐘

點的兼導師職務特別搶手，一位教師在填寫下學期導師意願表之前有如

下的觀察與評估：

要填導師嘛！結果我觀察了一下今年高三，如果要下的人，……

國文科老師，在今年的高三當導師的就大概有四位，那這四位如

果他們又不開多元選修，那他們勢必一定會來……再當一次高一

導或新生的導師。（I_T_36）

經由擔任導師較容易避免開設多選或校必等新課，但是多數學校訂有導

師遴選機制以維持穩定的運作。第二種策略則是透過雙師協同授課，部

定必修「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和校必「跨領域／科目專題」課程皆涉及

領域專長的搭配授課，像是一位協同教學的教師說：

其實教務處那時候排我們，一個英文老師，一個數學老師，其實

我是覺得真的還不錯，因為像數學的方面很多，嗯……圖表啊、

操作啊，樞紐分析啊，對，然後甚至到 Y老師剛才說學生現在只

會做到圖表化，可是沒有數據化，……我覺得這方面，就是不同

的科任老師這樣搭配真的還不錯！（M_T_26）

教師之間有互相補強相互仰賴的功能，必修課更有穩定開班的保障，因

此也受到部分教師的青睞而樂於投入學習開新課程。第三種策略則是教

師獨力開授「多選」、「彈性學習」等課程，這類新課綱的多選課程

打破班級為單位而由學生跨班自由選修，校方需要開設學生班級數的

1.2~1.5 倍的數量，因此開班數量有彈性，而課程之開班人數最低以 12

人為原則，換言之，教師若開設多選課程需要關注修課人數，不足 12

人開班不成則面臨「倒班」，基鐘會突然短少而造成問題。

雖然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前基鐘就是教師排課的必要考量，但是十

二年國教課綱首度促使教師開授不同於「教師證」的科目。教師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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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開新課的生疏感與困難度，發展出上述至少三種因應策略來滿足基鐘

的規範，其中，多選課有倒課的風險、又要獨力規劃，校方行政人員在

教師組合自己的課程開設規劃時，亦會不斷叮嚀：「你們的多選課要當

成超鐘點的課，不要算在基鐘裡面喔！」（M_A_15），因此，在滿足

基鐘的變因與誘因之下，教師選擇跳進由雙師共同承擔的校必課程行列

的可能性增高。

2. 「共備會議」徵召「教師」投入開設校必課程的興趣

「學科教學研究會」的功能是單一學科內的例行會議。一直以來，

各科教師的定期專業集會─「學科教學研究會」，是由《高級中等教

育施行細則》（2013）所訂定，但實際上其功能多半轉變為以事務性的

工作分配協調為主，很多時候並不涉及「教學研究」，而是教學進度、

命題、閱卷、重補修、輔導課等學科內分工、臨時任務的協助、下屆學

科主席推選等（通識再現，2020），施行細則明訂之「改進教材教法」、

「推展教學活動」以及進行校內研習，較多仰賴業務代表的服務：

學校一學期規定要兩場，所以我們這兩場是屬於服務性質啦！就

等於說我幫你找講師，我幫你辦好這一場研習。（I_S_4）

只是十二年國教課綱開始之後，教師需要的新能力變得緊迫，而業務代

表對校必課程的服務有限。

業者難以服務校必課之下，「共備會議」對教師跨科互動的吸引力

大為提升。需要跨出自己任教「教師證」專長而進入不舒服區，共備會

議在「改進教材教法」與「推展教學活動」的實質性討論意願遠大於「學

科教學研究會」，因為既是沒有教科書、又不熟悉以學生為中心之專題

實作教法，因此每週一上午的共備會議演變成為一個汲取同伴如何進行

該週課程進展的資訊匯集處，老師開會的發言常拋出課堂中遭逢的問

題，往往能達到「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別人也一樣」的互相安慰效果。

像是多位校必授課教師在共備會議中提出學生專題進度不一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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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組別都很 OK，他們要繼續進行下去了！可是有些組別還不

行，他的文獻還卡住，他甚至連動機、研究問題卡住，甚至有些

人是卡在問卷，那每個組別的進度都不一樣，我覺得我們非常的

難教。（M_T_11）

教師之間的風格、信念、強項必有不同，但拋出問題多半得到共鳴的表

情，聆聽者也獲得參考與借鏡的不同作法，這樣的會議內涵特別具有抒

壓的效果，增高教師出席共備會議的意願。

共備會議也一併為大家解決十二年國教課綱公開授課的壓力。總綱

（2021，頁 34）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校必課程由兩位協同教

師共同經營，突破了過去「教室王國」的文化，兩位教師共同走進「我

們的」教室，具有合法的互看角色，共備會議中主席也極力呼籲到別人

的課堂觀摩，並藉此將夥伴們最容易焦慮的公開授課職責，包裹在共同

備課會議與各自授課時段中順勢達成：

下週的禮拜一第三節算是做那個「說課」，先講一下我們這節課

大概做什麼？喔，那說課完之後呢，接下來就是「觀課」，觀課

就是我們上面填的那個時間，然後呢接下來最後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要「議課」，議課就是隔週禮拜一的第三節，……就是觀課、

議課、說課的時間，喔，這 3 個時間都要填，好，那大家公開觀

議課的時間大概是這樣子喔。（M_T_5）

如何促成教師不會無故不參加校必課的共備會議？開會時間是一個

大問題，過往「學科教學研究會」之所以可行，是各科都有法定不排課

的半天，但是校必課的教師來自許多科／領域，唯有透過預先規劃的

「行政支援機制」，將這些支援校必課的授課者排出共同空堂，以便不

需調課就能出席共備會議。當行政端如此支持校必共備會議，教師此刻

必定無課，不至於因為教師有課而讓校必會議參與出席零落，而出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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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種責任。當然，空堂接近午餐時間，教師來開會順便能得到外訂

便當也是一項小而實惠的誘因。 

上述「行政支援機制」使教師與會議產生連結、教師拋出的「問題」

與「同儕經驗值」的對話連結、「共備團隊」與「公開授課」的規定連

結、「便當」使教師與愉悅的午餐產生連結，共同形成一個具有溫度的

聚合，轉化了教師的壓力，也減弱教師抗拒面對「不舒服區」授課的作

用力，促發教師樂於在每週先參加共備會議，似乎當週的課程便因而有

了一絲依循與安頓，這一定期會議與其他行動體形成之聚合，具有促使

校必課程可行之重要力量。

3. 新課程「配套」重新與「教師」連結

教師除了「願意」加入校必課的教授行列，還需要「能夠」擔任校

必課的教授者。睽諸教師授課的過往經驗，他們習於由業者提供課本與

配套，但是現在業者的供應鏈在新課綱之下縮限於部定必選修，因此校

必課的課本、教材、教法、活動安排、學習單、評量方式等從哪裡來呢？

一位負責共備社群召集人說明如何開發課程教材：

閱讀理解分 1 學分，可是 1 學分裡面我們分成了五大主題，那其

中一個子題就是自我提問的部分，那這個部分就是我跟教學組長

負責的，然後我們找了黃國珍老師品學堂其中一期的一篇文章來

做為我們的教材。（I_T_19）

這個共備社群先透過召集人就讀教育研究所的人脈資源，選定該校必課

的備課學術專書，全部成員繼而透過讀書會吸收閱讀理解專書的精要，

拿捏其結構而設計為「五大主題」，再針對「自我提問」子題，揀選坊

間一篇熱門閱讀雜誌作為教材，小組成員一起討論教學大綱簡案中的教

學步驟與製作簡報，這些物件作為誘因，激發其他教師覺得教授新課並

不會太費事，召集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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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今天把每一個子題的小包包都處理好了，那有興趣的老師他

來拿小包包的時候，然後來觀我怎麼上課，他大概也會上了……我

們的終極目標希望就是課程開發好之後，有每一個子題的小背包，

然後老師們就會看到當週的子題是什麼，他就背著這個小背包然後

他可以去課堂上上課，這個很像書商在做的事情哈哈。（I_T_6）

大部分的學校經營共備社群都會開雲端共備資料夾，按照週次排好，共

備社群的成員戲稱這種開發好的「每一個子題的小背包」為「懶人包」

（I_T_4），教師只要領走同事設計好的教材、簡報檔、學習單等物件，

就大致可以直接上臺，因為這些同事教學經驗豐富，他們沿著自己原本

的風格來實施簡案、便能把握教學活動之間銜接的流暢度。

校長在鼓勵教師投入非自己「教師證」專長的新課程時，也表示：

「房子蓋出來，裡面的家具自己去做增添」（M_A_6）。所謂的「房子」

要別人先蓋好，誠如深知「教師慣於仰賴業者」的召集人談到：「他

就背著這個小背包然後他可以去課堂上上課，這個很像書商在做的事

情」，共備團隊似乎正是在填補業者過往的課本配套服務，當服務重新

到位，教師便感到方便熟悉而願意站上校必新課程的崗位。

教師在共備會議中的筆電工作揭露了聚合中的諸多行動體如何連

結。某位教師每次共備都會攜帶自己的筆電，裡面呈現他這週預計要使

用的各式簡報檔案與補充文件，這些文件有的是來自雲端共用資料夾的

母版簡報，有的是與班上學生互動時知道他們有所不足而搜尋的補充資

料，除此之外，在會議中同事拋出的問題、其他同事試圖提供的解法、

以及相應而生的一些技法與參考資料，隨時被收在該師的當週資料夾，

也隨時調整當週欲進行的教學程序。

本節呈現十二年國教課綱促動教師彼此相互連結的一個「基鐘—共

備」新聚合。其中，基鐘由新課綱的各科課程時數減少所驅動，而校必

共備來自教師對業者無可依賴，教師要靠彼此共謀出值得信賴的課程，

教師相互協商，從而對所授課程形成合法的素材與經營模式，新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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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有了依靠，例如，簡報與學習單，因而願意加入教授新課程之行

列，教師同儕之間的新課綱教學問題，也透過彼此探問協商，推進了新

課綱的順利執行。「基鐘」、新課程之「教學配套」、「共備會議」、

「行政支援機制」等行動體連結成這個新的聚合，明顯看出「業者」因

無法對「教師」施力，而在新的聚合中失去原本的作用力。

伍、結論

本文探索業者與教師的互動，發現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政策下教師學

習有所變化。從 ANT 視野看行動體之間連結的改變，指認出有兩個聚

合的消長情形（表 1）：原本「業者」與「教師」透過「部定必修課程」

的連結，形成穩固的「課本─服務」聚合而相互依賴，如今「出版業者」

與「教師」之間，加入了為數不少的「校訂必選修課程」，此一行動體

削弱了「業者」與「教師」的連結，顯現「課本─服務」聚合的作用力

減弱；在此同時，為了重新滿足「基鐘」，促使「教師」與「校訂必選

修」產生強大的連結，原本部定必修課程的「配套」由業者提供，如今

「校訂必選修課程」這類新設課程的「配套」則由「教師共備社群」提

供，因而顯現「基鐘─共備」聚合的作用力增強。

看起來「不動聲色」的、大部分沒有頻繁外出研習的校內教師在十

二年國教課綱下如何學習，是本文最獨特的關切與發現。頻繁外出參與

新課綱各種工作坊研習的教師，他們抽離工作崗位來到外校研習場所，

透過並肩而坐的頻繁對話形成優越的增能氛圍，但所學習的新實作時常

不易在校內社群直接落實；相較之下，沒有頻繁外出研習的校內教師似

乎被標籤為「不動」的教師，但他們的不動外貌之內涵為何？本文最令

人意外的發現是：校必課程授課教師共備會議同樣展現了並肩而坐的頻

繁對話，不僅討論課程設計，更由於校內教師的有利時空條件，他們相

互觀課與每週議課持續進行一整年，同樣展現出專業的增能氛圍，從而

呈現教師學習的多重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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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由關注點、行動體與聚合展現之教師學習轉變

轉變歷程 問題 關注點 聚合名稱 重要行動體 行動體之消長

1 沒有教材 課本 課本—服務

業者、新課綱、

課本、課程計畫

審查、配套撰寫

教師、範本資源、

教師

業者

2 要開新課 基鐘 基鐘—共備

新課綱、同儕教

師、基鐘、新課

程、共備會議、

社群共製配套、

教師

共備社群

透過「轉變」的概念工具來研究教師學習，對於往後的課程改革帶

來兩重啟示。第一，課程改革期待引發教師的專業成長，但過去總是未

如所期，而本文所揭露這樣一個脫離業者為軸心的解決教學專業問題的

新契機，又是如何在課改此刻發生的？教師原本不應僅是透過業者作為

問題的求解者，但過去似乎一直都是，業者以售後服務的模式針對「單

一」教師各種需求提供綿密的服務。然而現況改變了，本研究發現課綱

「轉變」了業者對教師的作用力，基鐘「轉變」了教師之間互相連結的

作用力，超越既有「各科教學研究會」的互動，教師在校必共備會議中

互相提問與切磋，增益了教師的課程知識。相較於之前文獻聚焦在教科

書與教師專業、編審、商品化等議題「各別」提出的論點，本文能「同

時」描繪眾多行動體之間角力競逐的轉變與動態關聯，與隨之而生的網

絡效果。

第二，本文具體拓展在課程改革中「教科書」研究的想像。教科書

研究常常被視為一份文件（documentation）而對之進行文本分析，然

而，透過「轉變」概念工具，教科書作為一個逢課綱改革必然調整的行

動體，它不僅僅是「物」，更具有社會物質性，牽連的力量在本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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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揭露。前述表 1 呈現兩個聚合之間的消長轉變，既回應本文之理論

問題「教師學習如何轉變」，亦揭露當教科書被視為「問題」與「關注

點」，進一步追蹤行動體之間的連結，而意外顯現校訂課程是如何緊緊

牽動著教師學習的網絡。

選擇 ANT 這一不同的切入視角對於教師學習帶來新理解。然而，

這個視角並非論定基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調整，業者的消長對教師學習

的貢獻、亦非為校內大宗「不動」教師去污名化，因為 ANT 這樣的網

絡理論主張事物沒有既定的本質，而是透過彼此關聯的視角（relational 

view），看出彼此改變對方的力道、從而形成暫時性的網絡效果。

如此的理論立基，亦使此刻的發現需要慎加解讀。本文僅以業者短

期內最難以服務的「校必課程」為主要田野，僅勾勒十二年國教課綱實

施之「前兩年」的兩個聚合轉變，若拉長時間軸來預估，在新課綱的各

式新課程種類中，部定選修的「加深加廣」課程數量極多，業者也較容

易延展考科範圍之資源，快速開發新課的課本與配套服務，越發吸引教

師開設有課本與配套服務的新課程，進而減弱教師對共備社群的依賴與

吸引，則聚合一中顯露的「教師／業者」弱連結，與聚合二中顯露的「教

師／共備社群」強連結，也僅是暫時穩定的網絡現象。若在新課綱實施

三整年之後，新舊課綱不再處於並行開課之後的重新課程盤整，則教師

「基鐘」與「課本」此兩個關注點可能都將有所不同、各行動體所聚集

形成的聚合亦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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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畫書是幼兒園及小學常見的教學資源，亦是兒童日常生活中頻繁

接觸的學習媒介。圖畫書作為涵納智慧結晶的文學類別，其圖像與文字

富含多元的文化資產。Yoo-Lee 等人（2014）認為閱讀圖畫書是兒童瞭

解自我和他人的重要方式，而且是跨文化理解的重要來源，有助於培養

兒童的多元文化素養。教師、父母或出版者應仔細檢閱圖畫書所描繪

的文化內容和表現方式，以確保圖畫書真正成為具備教育價值的媒介

（Wee et al., 2015）。

關於圖畫書中文化內涵的呈現，國外研究指出，圖畫書中關於亞洲

文化描寫，常出現與現實有距離的情形，例如，關於亞洲圖畫書的相關

研究常出現缺乏對亞洲文化的明確辨識與深層描繪，也常描繪過時疏

闊的圖畫和模糊的亞洲文化印象（Mo & Shen, 1997; Wee et al., 2015）。

Wee 等人（2018）認為，圖畫書中關於亞洲文化過度概括的描述，源自

圖文作者對不同文化的歷史及社會脈絡缺乏充分理解；而且亞洲文化各

社群的異質性，需要反映在圖畫書中，以降低對亞洲文化的負面刻板印

象或歧視（Yoo-Lee et al., 2014）。

黃玉枝（2016）指出，書中如何描繪角色、背景和情節，乃反映該

文化之價值觀，可幫助該文化的讀者建立自我概念及文化認同。兒童閱

讀圖畫書時，圖畫書中正向角色的文化背景若與兒童一致，能促進兒童

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亦可提升兒童對多元文化議題的覺察與理解（Wee 

et al., 2015）。另外，在國外含有刻板印象與同化思想的圖畫書持續出

版，且大多數圖畫書僅是重複探討相同議題（如種族歧視），無法代表

該文化社群完整的歷史（Yokota, 2009）。因此吾人有必要持續關注圖畫

書是否存有刻板印象，解析可能缺漏的內涵與議題，將可協助圖畫書的

內容與時俱進。

關於臺灣圖畫書的研究非常豐富，但對於圖畫書之文化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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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uthenticity）（Wee et al., 2015）的研究較少，僅有黃玉枝

（2016）以國外小說為研究對象的一篇論文，針對臺灣出版的圖畫書的

文化真實性之研究尚在起步中，還須更多的研究投入。而且具備文化真

實性的圖畫書能豐富教師和兒童的多元文化素養，透過討論圖畫書，可

深化師生對於不同族群文化的理解和接納，對於師生的多元文化敏銳度

和覺察力有所助益（Husband, 2019; Qimei, 2022）。

介於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金門即具備獨特歷史文化的島嶼。金門

曾經歷 43 年的戒嚴和 36 年的戰地政務，這段歷史被稱為例外狀態裡的

例外，而且在冷戰期間被視為自由力量對抗共產主義侵略的前哨（宋怡

明，2008／2016）。時至今日，於金門兒童生活環境裡戰地文化依然隨

處可見，也已呈現於相關的圖畫書中。近年來國際學界對於圖畫書中關

於戰爭的研究已經愈來愈豐富（Kerby et al., 2019; Suzuki et al., 2015），

金門的戰地文化亦值得吾人探索其文化真實性，以利成人和兒童共讀圖

畫書時，能拓展其金門戰地文化的視角。

基於圖畫書文化真實性的研究在國內尚待開展，而探究金門戰地文

化有其特殊意義，且圖畫書可能存有粗略或令人混淆的描繪，進而影響

兒童對文化的理解與認同感。本文藉由探討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的圖畫

書的文化描繪，分析其文化真實性之表現，期望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

果，臺灣學界將會有更多探討圖畫書文化內涵的研究。

貳、文獻探討

一、圖畫書之多元文化描繪與兒童學習的關係

根據 Banks（2009）的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許多研究指出多元文

化文學（multicultural literature）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Baghban, 2007; 

Bishop,1990; Harlin & Morgan, 2009; Wee et al., 2015）。Bishop（1990）

將圖畫書比喻為兒童學習的窗戶、玻璃拉門和鏡子。這 3 個比喻，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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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引領全球多元文化圖畫書的研究和討論（Harris, 2007）。透過圖畫

書這扇窗，兒童可以體驗真實或想像的世界，除了可以理解自身經驗之

外，亦可理解他人的經驗，進而建構這些經驗的意義。

同時，Bishop（1990）認為圖畫書也是一扇玻璃拉門，兒童透過想

像力穿越這扇玻璃拉門，瞭解圖畫書的多元文化世界，並提升其多元文

化素養（Wee et al., 2015），而且能在真實世界中有所行動，以善意嘗

試改變周遭環境（Johnson et al., 2017）。更重要的是，Bishop（1990）

認為當光線合適情況下，窗戶可以反射影像，（就比喻而言）圖畫書這

扇窗可轉化為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的反射，兒童可以反思自身生

活經驗，透過圖畫書中描繪的正面經驗，能強化兒童的自我肯定（self-

affirmation），因此閱讀多元文化圖畫書對於非主流價值家庭的兒童的

發展與學習尤其重要。

多元文化圖畫書不但能強化兒童的正向自我概念，且能拓展兒童對

多元文化的敏銳度，以降低負面刻板印象或歧視形成的機會（Baghban, 

2007; Harlin & Morgan, 2009）。Braden 與 Rodriguez（2016）認為圖畫

書並非價值中立，而是針對不同文化社群複雜的特質，使圖文作者嘗

試論述其觀點。即使是生活在高度同質性環境中的兒童，也可透過準

確刻畫少數族群文化的圖畫書，瞭解多樣文化的異同（Yoo-Lee et al., 

2014）。因此，教師作為兒童的學習引導者，必須覺察多元文化教育的

重要，善用多元文化圖畫書，提供兒童對多元文化的理解機會，幫助他

們以多元角度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進而發展同理心與關懷他人的情

懷，開展助人的良善行動（Husband, 2019; Qimei, 2022）。

近年來，也有研究發現閱讀多元文化圖畫書對兒童的社會情緒學習

有幫助。Ford 等人（2018）指出當兒童理解多元文化圖畫書時，他們

會嘗試置身於圖畫書的脈絡中體會角色的處境，進而同理故事角色的情

緒，逐漸能夠設身處地為角色思考，甚或認同其經驗。累積豐富的多元

文化圖畫書的閱讀經驗之後，研究發現對兒童的社會情緒發展有正向影

響（Garces-Bacsal, 2022; Gunn et al., 2022）。總之，多元文化圖畫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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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兒童的自我概念學習、多元文化素養和社會情緒學習均有其重要性，

由於文化真實性的表現是圖畫書品質的重要指標，下節將介紹圖畫書文

化真實性的內涵和意義。

二、圖畫書文化真實性的涵意

書本的文化真實性是一複雜且具爭論性的概念，定義其內涵實屬不

易（Bishop, 2003），於是許多研究以什麼條件是不具備文化真實性，以

評析圖畫書中的文化描繪（Short & Fox, 2003）。關於圖畫書的文化真

實性的研究的議題主要包含：是否文化的局內人才能寫出具真實性的文

本（Bishop, 2003; Short & Fox, 2003; Yokota, 1993），文化真實性和非

刻板印象（non-stereotype）的差異為何（Mo & Shen, 1997），而文化準

確性和文化真實性的差異如何界定（Wee et al., 2018），以及文化真實

性該如何定義（Bishop, 2003）等。

Bishop（2003）認為討論文化真實性的概念時，主要的爭議是文

化局內人和局外人的二分法，此爭議源於圖畫書所描繪的文化所有權

（cultural ownership）與作者自主權（authorial freedom）之間的張力拉

鋸。在美國的歷史、政治經濟脈絡下，Rodríguez 與 Kim（2018）指出

白人作家較易誤解有色人種文化，因而圖畫書頻繁出現對有色人種文化

的負面刻板印象描繪；或是白人作者帶著異國文化風情而過度理想化美

國移民生活（Acevedo, 2017）。針對此文化局內人局外人的二分法議題，

Short 與 Fox（2003）則直接提問：是不是只有文化局內人才能夠具體、

真實且細緻的描繪圖畫書裡角色的故事？誰才能真正反映圖畫書角色的

文化價值與觀點？難道文化局內人不會受限於自身的盲點？局外人若能

嚴謹地自我訓練，以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法研究和理解文化，是否有可

能寫出比局內人更具文化真實性的圖畫書？而這些提問仍需要更多相關

研究來回應。

有研究指出若圖畫書的內容足以讓局內人或局外人均感到真實

（truthful）且認同（identified），無論作者是否為該文化的局內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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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圖畫書就具備了文化真實性；具備文化真實性的圖畫畫不但能深化

局內人的文化認同，而且局外人能從中認識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並能體

察不同文化的群體亦有其相似處（Howard, 1991; Qimei, 2022）。此論

點對於本文的研究有其助益，金門戰地文化錯綜複雜，圖畫書的文化真

實性的分析，重點在於這些圖畫書能否讓局內人和局外人感到真實且認

同，進而強化局內人的文化認同感，而局外人能覺察到文化差異中的相

似經驗。

另一項關於文化真實性議題在於非刻板印象的描述是否就等於具備

文化真實性。Mo 與 Shen（1997）指出即使圖畫書中某些文化價值、信

念和態度能忠實的呈現，這樣的圖畫書未必具備真實性。因為文化是一

流動的概念，而非一成不變，當新的價值觀形成之際，舊有的信念和態

度仍可見於日常生活實作，因此同文化的人們未必事事都能達成共識的

現象十分普遍。而 Yoo-Lee 等人（2014）認為，能以非刻板印象描述文

化僅是必要條件，具備文化真實性的圖畫書還須包括文化細節描繪的準

確性。準確性的描繪文化細節則仰賴圖文作者對該文化實際生活的巧妙

的藝術創作、富有想像力的觀察，才足以淬鍊出符合真實文化生活的圖

畫書（Yokota, 1993）。雖然經這樣淬鍊產出的圖畫書未必以正向角度

描述書中的角色，重點在於圖文作者是否能以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和視

角，忠實描述細節，而非過度理想化故事角色（Yokota, 2009）。

黃玉枝（2016）針對書本之文化真實性的研究亦呼應上述文獻，黃

玉枝認為具備文化真實性的書，必須在書中呈現所描繪之文化族群的語

言、價值、態度與日常生活的相關細節。而且這樣的細節描述要能被該

文化大多數的局內人所認同（Mo & Shen, 1997）。基於上述文獻分析，

本文之文化真實性的操作型定義為：圖畫書在圖畫、文字和圖文關係上，

能精確描繪該文化脈絡中，人、事、時、地、物的細節與內涵，包含生

活方式、語言、風俗信仰、價值觀等內容，且能受該文化大多數局內人

肯定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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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畫書之文化真實性的相關研究

就本文研究者所知，國內尚未有探討圖畫書之文化真實性的論文發

表。本節所分析的國外文獻，探究了不同文化社群圖畫書的文化真實

性，這些研究所探討的圖畫書的文化社群遍及日本、韓國、非洲、西班

牙、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地方文化。其中 Rodríguez 與 Kim（2018）對

亞裔美國人圖畫書的選取更跨足了印度裔、越南裔、柬埔寨裔、菲律賓

裔、華裔、苗族裔，體現亞洲文化在國外圖畫書中的多樣性。

基於國外研究的分析，本文歸納了關於圖畫書文化真實性的研究結

果的 4 個面向：（一）與現實有距離的文化描繪；（二）過度的理想化

的敘述；（三）文化社群的代表性不足；（四）文化層次的呈現較為表

淺。以下分別描述文獻分析內容。

針對與現實有距離的文化描繪，Wee 等人（2015）提出，部分圖畫

書透過對比外國文化來呈現的方式而產生過時、混雜傳統韓國文化及其

他亞洲文化之情形。Yoo-Lee 等人（2014）和 World（2019）發現，包

含亞裔、西班牙裔、非洲裔美國人的圖畫書存有刻板印象的描繪，例

如，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部分身體特徵過分強調與誇大，甚至蘊含負面

形象。

針對過度的理想化的敘述，Braden 與 Rodriguez（2016）認為，圖

文作者多將故事建構在烏托邦背景，使兒童認識到的故事未能充分連結

現實。Rodríguez 與 Kim（2018）也指出，其研究的 4 本圖畫書藉由努

力工作的成功移民經驗，延續了亞洲移民的模範刻板印象。Rodríguez

與 Kim（2018）建議圖畫書圖文作者可更豐富描繪亞洲移民故事，而非

只有成功和適應的經驗。

針對文化社群的代表性不足，Braden 與 Rodriguez（2016）發現他

們分析的圖畫書中，在角色描繪上過度仰賴女性的傳統角色，缺少該文

化中的現代的多元角色形象。Acevedo（2017）在其分析關於波多黎各

文化的圖畫書中，有四分之三描繪了天堂般的大自然意象，此描繪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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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無誤但不完整，會讓讀者認為波多黎各人多半住在偏遠地區。World

（2019）以局內人觀點發現，非洲裔美國人的圖畫書多半出現教堂、家

庭和音樂之經驗，但卻缺乏描繪藝術文化的重要地位。World（2019）

指出圖畫書對文化社群的描繪若不夠多元，會影響兒童對該文化的全貌

理解。

最後，關於文化層次的呈現較為表淺問題，本研究所指的文化層

次，係參考 Hidalgo（1993）的文化層次概念，文化層次共分為 3 種，

從具體到抽象、有形到無形、表淺到深入，依序是具象層次、行為層次

和象徵層次。具象層次是最顯而易見的有形資產，舉凡食物、音樂、服

飾、建築等；行為層次會反映出人們的價值觀，其類別包含語言、性別

角色、家庭與社會結構等內容；象徵層次是最抽象的層次，影響我們對

自我的定位與對世界的詮釋，價值觀與信念即屬於象徵層次。Braden 與

Rodriguez（2016）和 Wee 等人（2015）表示，整體圖畫書的文化主要

在表淺層次。然而 Wee 等人（2018）認為，日裔美國人圖畫書良好呈現

日本文化的傳統價值與信念，包含敬重、和睦與侘寂，文化真實性的體

現超越表淺的文化層次。

以上關於圖畫書中文化真實性的研究，提醒吾人在審視圖畫書時，

可注意上述 4 點面向，以期更周延理解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的表現。金

門有其獨特的文化風貌與歷史意義，吾人若能瞭解圖畫書中金門戰地文

化之文化真實性的描繪，將可持續提升多元文化圖畫書的品質與內涵，

其教育價值深具意義。

四、金門的戰地文化

金門於 1949 年後成為戰地前線，依序發生過古寧頭戰役、大擔島

戰役、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等戰事，更經歷了持續 20 年「單打雙不打」

的戰爭狀態，顯現金門戰略地位的重要，也將金門人的命運夾縫於臺灣

與中國大陸之間（陳炳容，2017）。而毛澤東即利用象徵兩岸相連的金

門，謹慎施壓，讓美國與臺灣吊於其絞索中（宋怡明，200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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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的戰爭狀態下，金門的建設與人民生活習慣產生劇烈的改

變。江柏煒（2007）指出為鞏固軍事統治的運作，金門充斥著軍事化的

空間景觀（如隨處可見的碉堡、防空洞）、強力的社會控制（如出示各

種往來通行證的規定）。經歷長期軍事管制的金門人，不能與東南亞僑

居地頻繁往來，和淵源深厚的中國大陸亦成為敵對關係，必須與較遠的

臺灣牽起緊密聯繫。在躲砲彈與撿砲彈、居住於防空洞與準備防禦工事

的對峙氛圍下，艱困地維持生活家計的經驗已深深烙印在世代金門人的

集體記憶中（江柏煒，2017a；宋怡明，2008／2016）。

除了戰地生活的記憶，金門的自然生態環境則因限制開發而得以保

存，隨處可見的軍事化地景與綠意植被融為一體，軍營與九重葛，地雷

與待宵花，碉堡與瓊麻，成為金門戰地特色之一；金門亦成為各種侯鳥

及留鳥的棲息地。1992 年解嚴後的金門，戰地遺跡隨著政令改變金門

人的生活逐步轉化，許多過去無法駐足之處已成為觀光景點，而隨著海

峽兩岸關係持續變動，金門的文化與國族認同日趨複雜（林政緯、陳建

民，2020）。因此，圖畫書作為文化產物，如何闡述金門的戰地故事，

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基於研究目的和文獻探討，本文之研究問題為：（一）以金門戰地

文化為主題的圖畫書，透過圖畫、文字及圖文關係，描繪了哪些金門戰

地文化內容？（二）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的圖畫書，其文化真實性的

表現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文以質性內容分析法（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Forman & 

Damschroder, 2007），分析 6 本圖畫書之金門戰地文化的描繪，基於圖

畫書之圖文並重的特質，及圖畫及圖文關係對兒童閱讀理解的重要性

（Wolfenbarger & Sipe, 2007），本文彙整圖畫、文字、圖文關係後產出

可供編碼之文字資料。以下各節詳細說明本文之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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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畫書的蒐集

以立意取樣法，本文搜尋到 6 本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的圖畫書作

為分析樣本。選書標準有 3 點。第一，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第二，

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的敘事方式；第三，為故事類型圖畫書。這 6 本

關於金門戰地文化的圖畫書出版時間介於 2005 至 2012 年之間。研究者

首先於網路和實體圖書館找出所有以「金門」為主題的圖畫書，共 30

本，而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的圖畫書有 6 本，其中 4 本由金門縣文化

局出版，關於此 6 本圖畫書的出版資訊請參閱表 1。

二、資料整理、分析與信實度檢核

（一）資料整理

本文分析之 6 本圖畫書多是一跨頁即一幅圖畫，為保存圖文關係的

完整性，本研究以「一幅跨頁」為分析單位，共計分析 111 幅跨頁。圖

畫書具有圖文交織而形成完整意義之特質，且圖文交織的意涵遠大於文

表 1　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之圖畫書的出版資訊

書名 圖文作者 背景分析 出版年 出版社

坑坑洞洞
翁國嘉（文）

鍾易真（圖）

金門人

臺灣人
2005 金門縣文化局

阿金的菜刀 張振松 臺灣人 2005 金門縣文化局

黃花娘的姑婆情─黃邊

鳳蝶與潺槁樹

周志強（文）

廖翊蓁（圖）

金門人

金門人
2007 金門縣文化局

雄獅堡最後的衛兵 李如青 金門人 2010 小天下

我要獻上一朵花─爺爺

和我的金門戰地之旅

林世仁（文）

劉伯樂（圖）

臺灣人

臺灣人
2011 金門縣文化局

不能靠近的天堂 李如青 金門人 2012 聯經

資料來源：楊家欣（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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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或繪圖獨立表達的意思（Wolfenbarger & Sipe, 2007），因此本文彙整

每幅圖畫、文字與圖文關係的文字敘述，而後產出可供質性分析的文字

資料。資料整理的步驟如下：（1）本文根據藝術分析理論家 Feldman

（1992）分析圖畫的步驟，描述並詮釋每幅圖畫以產出「文字資料」，

而後將每幅跨頁的圖畫以文字敘寫和詮釋；（2）將圖畫的「文字資料」

與圖畫書的文字整合，進一步敘寫完整的圖文關係內容；（3）研究者

依此彙整圖畫、文字、圖文關係之文字內容，依序檢視圖畫書的每一跨

頁，以增修此文字內容，完成可供編碼的之文字資料。

（二）資料分析

本文依據質性內容分析法（Forman & Damschroder, 2007），持續

概念化每段具備完整意義的文字；分析歸納高層次的類別的概念和議

題，並賦予每一跨頁開放性代碼；經過分析 111 幅跨頁的文字資料後，

共歸納出 20 個代碼且進一步歸納出 5 項主題。研究發現之主題與代碼

清單請參考附錄。

在文化真實性意義詮釋上，本文依據文獻（Acevedo, 2017; Rodríguez & 

Kim, 2018; Wee et al., 2015; Yoo-Lee et al., 2014），彙整了文化真實性的

4 項議題以分析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1）文化的描繪是否與現實有距

離（準確性）；（2）圖畫書內容是否過度理想化（合理性）；（3）文化

社群的代表性是否充分（代表性）；（4）文化層次的呈現是否表淺（文

化層次）。

（三）信實度檢核

本文第一作者為金門在地人，僅於大學和研究所期間至臺灣求學，

而後回金門擔任幼兒園教師。第二作者為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指導教

授，學術專長包含幼兒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為金門文化之局外人。為

完備資料分析的信實度，除了 2 位作者及口試時另外 2 位口委對資料分

析的討論外，本文分別以同儕檢核法及外部檢核者的諮詢，以確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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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過程及結果之信實度。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本文邀請 2 位具兒童文

學訓練之教育工作者協助資料分析之檢核。研究者將資料分析的內容請

專家同儕提出疑問與研究者討論，以澄清概念、發現盲點與矛盾之處。

例如，研究者將每幅跨頁文字化後，請 2 位專家同儕閱讀研究者的描述，

而後再看圖畫，對比兩者之間的差異與需修改之處，此步驟有助於提高

圖畫經文字轉譯後的符合程度。總體上，專家同儕認為研究者資料分

析的內容與圖畫書相符，唯提出《我要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

2011）的圖畫表現上，花的數量會隨著故事情節發展而遞減，花作為該

圖畫書的重要象徵，建議研究者可將此圖畫細節補充於資料中。

其次，於初步研究成果完成階段，本文亦邀請另一位與此論文無利

益關係，具備幼兒教育專長的碩士畢業生擔任外部檢核者，依據王文科

與王智弘（2010）之建議檢核：（1）研究發現是否根基於所蒐集的資

料？（2）本文所詮釋的結果和結論是否有資料的支持？（3）研究者的

偏見是否能夠有效控制？研究者依據外部檢核者的建議，修改、刪除或

重新歸納代碼。原來初步分析結果有 27 個代碼，經過外部檢核者的建

議刪除 7 個代碼；其中的 5 個代碼（戰爭帶來一體兩面的影響、軍隊的

專業訓練與駐守、親子的勤奮工作與和諧關係、因對崇敬父親與認可需

求而努力學習、獲得父親認可後的成就感）因為可以歸納入其他代碼而

刪除，另外 2 個代碼（藉祈求上天保佑家人平安、藉由祈求神祉以得功

名利祿）僅出現於 4 幅跨頁，占總 111 幅跨頁之比例過低不具代表性，

因此建議刪除。同時也依建議修改 4 個代碼文字，形成最終 20 個代碼。

例如，在初步分析結果之代碼「戰後的滄桑與落寞感」，改為更精確的

「透過老兵和軍犬呈現戰爭遺留的滄桑與落寞感」。另外，5 項主題中

的 3 個主題亦根據建議更聚焦地敘述，例如，第二項主題修改為「圖畫

書體現軍隊在戰時各式防禦工事與住民的恐懼和積極反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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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之圖畫書的文化描繪

本文結果之 5 項主題先以表 2 綜整研究結果，再以文字說明在各個

主題的分析結果。表 2 之「V」代表圖畫書的內容展現了該主題之文化

描繪，沒有涉及該主題則以空白表示。

（一）圖畫書呈現金門、臺灣與中國大陸多樣化的複雜關係

由於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和 1992 年金門解嚴為兩岸關係轉變的重

要關鍵，故以此兩個時間為斷點分析。《黃花娘的姑婆情》（周志強、

廖翊蓁，2007）呈現 1949 年前金門與中國大陸的密切的歷史淵源，描

述主角站在金門太武山上，望著鄰近的對岸滿懷思念之情，期待能早日

與親人聚首。

1949 年後的戰爭強勢切斷金門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軍事管制下

金門築起諸項防禦工事，政府為補給戰力，更將臺灣的鐵軌截斷運至金

門，在海岸築起反登陸樁。而受軍事管制的金門人已經無法下南洋打

拚，以謀更好職涯發展，在《阿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便描繪出

「去臺灣討生活」的念頭，臺灣已然成為金門人的避風港；《我要獻上

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甚至以老兵觀點提到「鋼鐵的金門

是臺灣的碉堡」，以此描述金門之於臺灣的重要性。

圖畫書所描繪的 1949 年至 1992 年之間，兩岸關係處於敵對狀態，

其中的例外是《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李如青，2010）所描述的漁工救

援事件。中國大陸漁工在狂暴風雨中面臨沉船的危險，軍犬「巧克力」

聽見微弱的求救聲，奮力衝向海邊，咬著漁工拋下的繩索，加上阿兵哥

的協力救助，終於平安救出大陸漁工。在兩岸敵對關係下，此一軍犬和

阿兵哥共同救援中國大陸漁工事件，展現的是超政治的人道優先的價值。

1992 年之後，政府開放了幾近半世紀處於戒嚴狀態的金門，許多

經濟交流與觀光事業蓬勃發展，過去為了戰爭而築起的防禦工事，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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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觀光景點。2001 年隨著小三通開始，陸客開始到金門觀光。於此

政治經濟的背景之下，圖畫書中描繪的戰後金門，除了有迎頭趕上的經

濟發展，也呈現了戰後的落寞與滄桑（關於描繪戰後的落寞與滄桑，後

面章節有較仔細的描述）。

簡言之，圖畫書所描繪金門、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反映了真實的複

雜狀態。金門與鄰近的中國大陸本來的深厚關係與頻繁交流，因戰爭而

無情地被切斷，度過近半世紀的敵對關係。也因為戰爭，金門必須與地

理位置較遠的臺灣建立連結，但又因歷經長期的戒嚴，經濟和觀光事業

須待解嚴後才開展。

（二）圖畫書體現軍隊在戰時各式防禦工事與住民的恐懼和積極反應作為

6 本圖畫書中，有 3 本以普通居民的角度描述故事，有一本以老兵

觀點敘說故事，有 2 本以第三人稱描繪軍人進行的防禦工事。首先，《坑

坑洞洞》（翁國嘉、鍾易真，2005）以局內人觀點描繪金門人經歷八二

表 2　圖畫書與 5 個主題的對應情形

金門、臺灣

與中國大陸

的複雜關係

防禦工事與

住民的恐懼

和積極作為

1992 年金門

解嚴後戰地

生活的轉變

重現人們 
珍重親情和

友誼的精神

結合戰地 
文化與自然

生態

雄獅堡最後

的衛兵
V V V V V

不能靠近的

天堂
V V

黃花娘的姑

婆情
V V V V

我要獻上一

朵花
V V V V V

坑坑洞洞 V V V V

阿金的菜刀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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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砲戰和「單打雙不打」的戰火的點滴生活。金門人在戰爭初始只是消

極躲藏，內心充滿恐懼，擔憂家人的傷亡，但金門人在戰火中逐漸適應

砲彈襲擊的日常，甚至後來組織民防隊，積極建造戰備地下坑道。《阿

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同樣提到金門居民因害怕被砲彈擊中，只

能消極躲進防空洞，但同時他們也積極找到數以萬計發的砲彈，製成遠

近馳名的鋼刀。《黃花娘的姑婆情》（周志強、廖翊蓁，2007）的情節

較多描述消極的方式面對戰爭。因中國大陸的戰亂，黃花娘、姑婆和王

大人被迫逃往鄰近的金門。姑婆會提醒黃花娘，近海盜匪經常上岸殺害

金門村民搶奪錢財，出門務必留意安全。

《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李如青，2010）描繪許多臺灣阿兵哥在金

門當兵時，排長積極訓練阿兵哥和軍犬的戰鬥技能。爾後的撤軍命令使

大批部隊移防臺灣，但軍犬「巧克力」仍盡忠職守護衛著金門。《我要

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以老兵爺爺的角度，將從軍的

記憶一幕幕呈現在圖畫書中，詳細完整地描述金門防禦工事的強力作

為。老兵爺爺憶起八二三砲戰時，不但在海邊埋設起軌條砦，也設下數

以萬計的地雷，徹底阻隔了金門與中國大陸。彼時的防禦工事甚至在岸

邊岩石上布滿碎玻璃，讓從岩石爬上岸的敵軍無法登陸；敵軍傘兵也受

到反空降樁的影響，無法降落。成千上萬的金門駐軍，雖然住在條件惡

劣的碉堡和坑道，他們必須堅忍以對。位於北山的播音牆，定時向中國

大陸播放鄧麗君的精神喊話。然而，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有更多隨處可見

的精神標語，用以形塑金門人及駐軍的意識形態，持續綿密地提醒金門

人和駐軍，必須對黨與國的絕對忠貞。

在《不能靠近的天堂》（李如青，2012）中，以自然生態的細緻描

繪傳遞反戰與和平的精神。例如，故事以「一種特別的種子」和「不會

發芽的種子」來比喻埋設在沙灘上的地雷。同時也呈現許多防禦工事的

建置，例如，碉堡、反空降樁和 105 榴砲。

整體而言，圖畫書展現金門在戰時的多元防禦準備和反應作為。隨

著戰爭狀態的延長，一般居民不再只是被動地恐懼和躲藏，改以主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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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民防工事。圖畫書具體呈現了金門戰地的樣貌。

（三）圖畫書描繪 1992 年金門解嚴後戰地生活的轉變

戰爭時期建築的坑道，已巧妙轉化為推廣戰地文化景點，讓後人有

機會瞭解曾經籠罩在戰爭威脅下昏暗的金門歷史。例如，《坑坑洞洞》

（翁國嘉、鍾易真，2005）中描述了將坑道發展為觀光勝地，《我要獻

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中提及將坑道改成音樂表演場。

此外，《阿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藉由砲彈製成鋼刀的勵志故事，

將金門戰地文化推廣至各地，使鋼刀成為金門戰地文化的重要象徵。

其次，戰爭不僅造成生理上的傷害更烙印下心靈留永久的疤痕。例

如，《我要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中提到，金門開放

觀光後仍有大量地雷和玻璃刀山存留，一旦誤觸地雷，將造成極嚴重的

傷害，且圖畫書中的老兵爺爺經年累月的風濕病和當年駐守在潮濕的碉

堡有關。除此之外，心理傷害亦出現在圖畫書中，老兵爺爺以「糾纏」

一詞描繪對戰爭中經驗的點滴無法釋懷。

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圖畫書中回顧過往金門的戰爭歲月，蘊含著濃

烈的落寞感。例如，《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李如青，2010）中軍犬「巧

克力」仍保有盡忠職守的態度，卻也不敵情勢的改變，軍隊移防臺灣之

後，不再需要牠巡視與查哨，但牠依舊日日循著過往晨跑路線與查哨時

間巡視，牠的滄桑與落寞感躍然紙上。

《我要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同樣也表達戰後的

失落與滄桑。老兵爺爺以當年建造的軌條砦與設立的精神標語來比喻，

自己現今仍「堅持著不肯倒下」，仍「說著不合時宜的話」，與現今社

會人們的想法形成強烈反差。甚至引用麥克阿瑟將軍名言「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來形容自己強烈的孤獨感，因此只能透過筆記方式，記錄

所思所感。

圖畫書中亦描述了隨著戰爭結束後，駐軍銳減的狀況。除了《我要

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提到駐軍減少，數萬大軍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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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的榮景已不復存在，同時也意味著金門住民數量及民生物資需求銳

減。《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李如青，2010）更在前後蝴蝶頁暗示此發

展，前蝴蝶頁展現雄獅堡早年的人丁興旺，文中提及雄獅堡裡原來處處

都有阿兵哥，空氣中充滿了汗臭、機油和火藥交織的氣味，而後蝴蝶頁

雖然與前蝴蝶頁是相同背景，卻只剩下軍犬「巧克力」和天空中成群的

候鳥，隱喻著金門不再需要如此龐大的駐軍。

（四）圖畫書重現人們珍重親情和友誼的精神

6 本圖畫書中，至少有 5 本圖畫書描述出金門人珍惜親情和友情的

價值觀。例如，《坑坑洞洞》（翁國嘉、鍾易真，2005）描繪爸爸為了

填飽家人肚子，冒著生命危險跑到炮火連天的防空洞外尋找食物。《阿

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在文字提到，「戰火之下，家人的平安是

唯一的幸福」。《黃花娘的姑婆情》（周志強、廖翊蓁，2007）和《我

要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則著重描繪戰火下祖孫情誼。

關於友誼方面的描述，《坑坑洞洞》（翁國嘉、鍾易真，2005）中

描述大伯母在某一次戰火猛烈中即將臨盆，鄰居們彼此合作，冒著性命

的危險跑出防空洞找到接生婆，而後大伯母才得以順利生產。《黃花娘

的姑婆情》（周志強、廖翊蓁，2007）中敘述黃花娘與姑婆兩人雖然和

王大人非親非故，但善良的王大人不僅願意帶著她們逃難，也為她們在

金門租田地，讓她們能夠自力更生。在黃花娘生病之際，附近的鄰居也

來探望，讓她感到溫厚的情誼。而《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李如青，

2010）則展現人與軍犬的深厚情誼。

（五）圖畫書結合戰地文化與自然生態

不同圖文作者對戰地故事與自然生態的結合方式各不相同，戰地

文化與自然生態似乎是無關的兩種現象，藉由圖文作者的精心擘劃而

融合在一起，不僅記錄了金門的戰地故事，更傳遞了對自然生態的關懷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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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娘的姑婆情》（周志強、廖翊蓁，2007）中的潺槁樹是金門

的原生樹種，又稱為姑婆樹，黃邊鳳蝶也是金門特有物種，以潺槁樹葉

為主食，圖文作者以潺槁樹和黃邊鳳蝶的共生關係作為故事發想，凸顯

親情的緊密關係和金門的戰地歷史。《不能靠近的天堂》（李如青，

2012）以金門豐富的鳥類生態間接描繪戰地故事，此圖畫書將戰爭所帶

來的隔閡，與自然生態的和平形成強烈對比。戰爭使金門成為一片人們

難以靠近的島嶼，但也因此保留了鳥類棲息的生態環境。《雄獅堡最後

的衛兵》（李如青，2010）描繪正在遷徙的鸕鶿，藉以暗示阿兵哥如同

候鳥，隨著戰爭情勢過著來去金門的生活。《我要獻上一朵花》（林世

仁、劉伯樂，2011）則在圖畫中描繪建置在軌條砦旁的蚵棚，以及具有

防禦功能的瓊麻等自然植披。

總之，此 6 本圖畫書述說著金門、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複雜關係，從

多種角度闡述金門的戰爭情況及戰後發展，深描金門人高度重視親情和

友誼，更善用金門特有的自然生態交織出戰地故事。這些敘說金門戰地

文化的圖畫書具備多重角度的觀點，再現了金門的戰爭歷史記憶。

二、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之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

奠基於前段關於圖畫書中呈現了哪些戰地文化的研究結果，本文接

著以 4 個議題詮釋每本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此 4 個議題為：文化的描

繪是否與現實有距離（準確性）、圖畫書內容是否過度理想化（合理性）、

文化社群的代表性是否充分（代表性）、文化層次的呈現是否表淺（文

化層次）。本文首先以表 3 綜整研究結果，其次再以文字說明文化真實

性各個議題的分析結果。每一本圖畫書平均有 19 幅跨頁，如果圖畫書

於各個文化真實性的面向上有 13 至 19 幅跨頁符合定義則給予「○」代

表「符合」；如果有 6 至 12 幅跨頁符合定義則給予「△」代表「尚有

疑慮」，如果僅有 1 至 5 幅符合則以「×」代表「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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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畫書的準確性

圖畫書描繪的情節大多經真實事件改編，能豐富細膩的展現金門、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複雜關係與轉變，描繪人們在戰時戰後的反應作為，

不僅外顯行為或內隱情緒皆有所示，也將親情和友情的情誼深刻體現在

故事中。例如，《坑坑洞洞》（翁國嘉、鍾易真，2005）的作者不僅身

為金門人，更經歷過八二三砲戰。他闡述的戰爭經驗準確細膩，躲避砲

彈、挖鑿防空洞、住在防空洞的生活是當時金門人的集體記憶。印證

World（2019）的發現，證明有些經驗只有經歷過的局內人才能共享、

談論、描繪和充分理解。

《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李如青，2010）則寫實描繪雄獅堡的地理

位置與空間配置，確實呼應雄獅堡從過去的駐軍盛況到現今的落寞沉

寂。《我要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樂，2011）更描繪 2 個觀點，

爺爺的觀點屬於阿兵哥與局內人，孫女的觀點屬於觀光客與局外人。爺

爺的故事反映許多曾駐守金門之阿兵哥的共同經驗與記憶。雖然作者的

背景並非金門人，但局外人有時反而能補足故事中缺漏的部分，注入更

多豐富的內容與新意（黃玉枝，2016）。

雖然《黃花娘的姑婆情》（周志強、廖翊蓁，2007）以金門原生樹

種「潺槁樹」代表姑婆，金門特有種「黃邊鳳蝶」代表黃花娘，透過潺

表 3　圖畫書在文化真實性的表現

坑坑洞洞
阿金的

菜刀

黃花娘的

姑婆情

雄獅堡最後

的衛兵

我要獻上

一朵花

不能靠近

的天堂

準確性 ○ ○ × ○ ○ ○

合理性 ○ △ ○ ○ ○ ○

代表性 ○ ○ ○ ○ ○ ○

文化層次 ○ ○ ○ ○ ○ ○

資料來源：楊家欣（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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槁樹與黃邊鳳蝶生態上的緊密關係，刻劃了姑婆與黃花娘從中國大陸移

居金門後，適應戰爭的困苦生活及其培養的深厚情感，並描繪金門人的

互助精神。可惜的是在文字上將「『病』得很嚴重的姑婆」寫成「『並』

得很嚴重的姑婆」。在圖畫上則將黃花娘的眼珠畫成藍色，不符合亞洲

人特徵，且圖畫中的黃花娘或姑婆外觀，沒有隨著時間序有一致變化。

如同 World（2019）建議，一本具有文化真實性的圖畫書，品質上也須

有一定水準，讀者在閱讀圖畫書時，才能藉由精準的圖畫和文字，對該

文化有確實認識及體會。

總體來說，本研究之圖畫書所描繪的文化多具準確性；但《黃花娘

的姑婆情》（周志強、廖翊蓁，2007）因審閱標準與繪畫技巧之因素，

可能使得讀者在閱讀時不易體會金門戰地文化的內涵。

（二）圖畫書的合理性

圖畫書交錯呈現人們在戰時積極與消極的行為，表現金門在戰後繁

榮與蕭條的轉變，更如實展現國際關係與情勢的變化。這些描繪呼應實

際發展情況，恰當展現金門的真實面貌。雖然 Klęczaj-Siara（2017）指

出，局內人在撰寫自身文化時的理想化，更可能是文化真實性的敵人，

不過這些具備合理性的圖畫書不僅由局外人撰寫，亦有局內人撰寫。

《阿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是由局外人所撰寫，卻可能有過

度理想化的情況。該故事時常凸顯其他村民對打鐵匠父子的高度關注與

崇拜，圖畫描繪父子正賣力工作，而四周圍繞的 14 位村民，投以喜悅

期待的眼神望向父子。此外，故事鮮明地描繪阿金為獲得父親肯定而力

爭上游，多年後終於功成名就，做出舉世聞名的金門鋼刀，打鐵舖也經

營得有聲有色。本研究認為故事的描繪並非有誤，過去打鐵匠父子在那

樣的清苦年代，的確需要付出許多辛勞才有今日收穫。但不可否認《阿

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十分理想化，可說是一種商業行銷的勵志

故事，加上過度凸顯其他村民對父子高度關注的畫面，讀起來有一種不

自在、過分理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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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論述也證實了過度理想化的文化描繪不僅可能由局內人產生，

局外人也可能發生。針對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議題，如同 Wee 等人（2015）

提出，不應僅以二分法區辨局內人與局外人所呈現的文化真實性，更應

關注圖文作者是否對該文化有豐富瞭解和經驗。

若圖文作者多將故事建構在烏托邦的情境，會使兒童所認識到的故

事未能充分體現現實的本質（Braden & Rodriguez, 2016）。本研究對《阿

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的過度理想化觀點，與 Rodríguez 和 Kim

（2018）的研究相像，他們發現了 4 本圖畫書藉由努力工作的成功移民

經驗，延續模範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指出不應只描繪成功和適應的經

驗，而是需要更豐富且複雜地表現亞洲移民故事。

（三）圖畫書的代表性

6 本圖畫書分別對金門戰地文化有不同面向的描繪，均具備有金門戰

地文化的代表性，本文針對圖畫書的代表性的分析歸納以 4 點結果。

第一，以金門所處的複雜的政治氛圍，臺灣出版的圖畫書能呈現金

門與中國大陸的深厚關係，並且呼應陳炳容（2017）的論點，古寧頭戰

役之後，分隔了兩地親人之間的聯繫，從此天人永隔。第二，八二三砲

戰是金門人在口述歷史時的核心主題，更是一種回憶時的參考指標（宋

怡明，2008／2016）。圖畫書描繪許多八二三砲戰的經驗，也有「單打

雙不打」的特殊對戰方式。第三，《坑坑洞洞》（翁國嘉、鍾易真，

2005）呼應宋怡明（2008／2016）整理的金門人戰事記憶，從一開始居

民經歷恐懼心理與傷亡的苦難論述，父親冒著生命危險為家人衝出防空

洞覓食、民防隊積極挖鑿戰備地下坑道的英雄行動論述，到最後懷念過

往待在防空洞生活的懷舊之情，完整呈現 3 種論述的交集表述。第四，

金門戰爭文化並非只有戰爭的慘烈記憶，當時的金門亦發展出獨特的戰

地經濟。例如，《阿金的菜刀》（張振松，2005）所描繪戰時便研發出

砲彈製成鋼刀的技術，延續至戰後的發展，讓金門鋼刀揚名海內外，成

為金門戰地文化的重要代表，讓金門的戰地故事推廣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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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畫書的文化層次

本文所分析的圖書畫在文化層次的整體呈現上豐富，不僅反映了表

淺層次及文化行為層次，更傳遞出深入的價值觀與信念。首先，具象層

次是最為顯而易見的有形資產。以角色來說，圖畫書描繪的軍人都有不

同形象的展現。以背景與物件來說，有雄獅堡、反空降堡、海防哨、

軍營、防空洞、花崗石醫院等據點，有 M55 四管防空機槍、105 榴炮、

中型戰術輪車等槍械與運輸工具；有反空降樁、軌條砦、玻璃刀山、

鐵絲網、瓊麻等防禦設施；有毋忘在莒、島孤人不孤、反攻大陸等精神

標語。

其次，黃玉枝（2016）指出，作品必須含有文化中的行為層次，因

為這些豐富且細膩的描繪，幫助讀者對該文化有進一步認識。本文研究

結果指出，此 6 本圖畫書呈現的文化中的行為層次包含：作戰與防禦的

行為、家計與生活的維持、戰後的經濟與觀光。在作戰與防禦行為上，

包含挖鑿防空洞和戰備地下坑道、躲避砲彈攻擊、設置軌條砦、駐守雄

獅堡、種植帶刺瓊麻等。在維持生活與家計上，小孩在防空洞寫作業玩

遊戲、大人在防空洞做家事、婦女在防空洞內生產、父親為填飽家人的

肚子冒險跑出防空洞採地瓜等。在戰後的經濟與觀光上，包含阿金成功

行銷鋼刀並推廣戰地觀光、許多觀光客來金門旅遊等。

最後，含有象徵層次的圖畫書能幫助讀者對該文化有真正理解

（Wee et al., 2018）。本研究發現整體圖畫書顯現「重視情誼」與「永

續發展」的價值觀。重視情誼可呼應本研究分析的第四點文化描繪，永

續發展則可對應本研究分析的第三和第五點文化描繪，且分別有戰地資

源及自然生態的永續發展。整體來說，圖畫書含有各文化層次的內涵，

使讀者在閱讀時能體會到該文化的完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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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以文化真實性的概念，審視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之圖

畫書的文化內涵。研究結果指出，6 本圖畫書描繪的情節大多經真實事

件改編，呈現了金門因時局的轉變而改變與臺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其

描繪呼應實際發展情況，恰當展現金門的真實面貌。且 6 本圖畫分別對

金門戰地文化有不同面向的描繪，傳遞出深入的價值觀與信念。而這些

圖畫書準確反映歷史事件與政治議題，圖畫書文化真實性的表現會受創

作技法與審閱品質影響。 

一、討論

本文所分析的圖畫書之文化描繪具文化真實性，細節上超越表淺的

文化層次，且大多數圖畫書含有一定的準確性、合理性與代表性，故事

不僅以多種角度描繪金門的戰地文化，更反映歷史事件與政治議題，能

擴展兒童對地方文化的認識。

6 本圖畫書以多種角度描繪金門戰地文化的樣貌，除了有在地居

民、軍官士兵、觀光客和第三人稱之觀點，亦有戰時積極與消極的表現

面向，以及戰後正向與衰敗的發展面向。針對歷史事件，主要聚焦的時

期是在 1949 年至 1992 年的戰爭故事與居民生活。不僅表現出人們在面

臨戰火時驚慌恐懼的內在情緒，更有外顯行為上的因應方式，舉凡挖鑿

防空洞、建立戰備地下坑道等各項防禦工事，甚至為維持生計的日常生

活，皆呼應當時金門真實的歷史事實。針對政治議題，則可在圖畫書中

看見金門、臺灣與中國大陸在關係上的變化。即使是加拿大的學者宋怡

明（2008／2016）也指出金門的重要地位，並以金門戰地文化為議題進

行深入探討。如宋怡明（2008／2016）所說，願金門人能藉由瞭解過去，

創造屬於自己的未來。研究者深切期盼，我們能持續藉由圖畫書呈現金

門文化的真實樣貌，而這樣的機會彌足珍貴。

此外，圖畫書的創作技巧與審閱標準會影響圖畫書在文化真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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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尤其在地區性圖畫書多以政府單位出版的現況下，更須留意此情

形。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題之圖畫書多為政府出版品，而研究指出，地

方單位出版的圖畫書有品質參差不齊的情況（洪葦聿，2014）。本文的

研究結果也指出，由政府單位出版的圖畫書是準確性方面有待加強，其

圖畫和文字皆有明顯疏漏，不僅出現錯字，圖畫也有準確性較不足的文

化描繪。而文化真實性有所欠缺的圖畫書的出版，會影響讀者對該文化

的確實認識（World, 2019）。

針對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議題，有學者提出局內人更能創作出屬於該

文化的深刻經驗（Rodríguez & Kim, 2018），也有學者認為局外人同樣

能創作出具文化真實性的圖畫書（Klęczaj-Siara, 2017）。而經本文研究

結果發現，局內人和局外人皆可能創作出具文化真實性的圖畫書，也可

能創作出具刻板印象、文化真實性不足的圖畫書。因此，具有文化真實

性的圖畫書不受限於圖文作者的文化背景，與他們對該文化的認識程度

有更高關聯。上述發現支持 Bista（2012）和 Wee 等人（2018）的論點，

具有經驗和瞭解該文化的人可以創作出文化真實性的故事，且不受限於

局內人或局外人的觀點。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之研究結果對於瞭解與金門戰爭文化相關的圖畫書之文化真實

性有所貢獻，但在研究設計上仍有其限制。第一，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

方法，不包含圖畫書原先設定的隱含讀者，意即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與

詮釋是研究者身為研究人員與教師的觀點，無法代表兒童在閱讀圖畫書

時會理解到的觀點。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以兒童為研究對象，透過探

討他們在閱讀多元文化圖畫書之反應，瞭解兒童如何與他們的生活經驗

結合，用以解讀圖畫書中的文化描繪，甚至可在後續評估他們對該文化

之認識與瞭解。第二，研究者以局內人觀點評析圖畫書中的文化真實

性，所提出的觀點仍無法代表該文化大多數人的反應，局內人在評析自

身文化時亦可能有缺漏。建議未來研究可邀請多位局內人參與圖畫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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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工作，以豐富分析的觀點。

關於 6 本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的展現已相當多元且大致準確，整體

圖畫書有多種論述和觀點，透過描繪不同面向，努力展現金門戰地文化

的多元樣貌。不過如同 Yoo-Lee 等人（2014）所說，沒有任何一本圖畫

書可以完整反映一個文化團體的生活經歷。歷史與文化之龐大，社會生

活與集體記憶之豐富，文化隨著時間推進不斷變化，吾人期待未來關於

金門的圖畫書創作能加入更多角度與事件的描繪，體現金門戰地文化的

豐富內涵。故依據研究結果和文獻，整理未來圖畫書創作可能發展的 3

個方向。

第一，民防自衛隊的女性角色的欠缺：圖畫書中的女性角色，多為

照顧家庭的傳統婦女形象，只有《我要獻上一朵花》（林世仁、劉伯

樂，2011）以鄧麗君在播音牆的精神喊話呈現女性加入心理戰的工作。

然而，自 1949 年後實施的民防組訓，男女皆納入備戰編制，女性也參

與各項戰備任務中。江柏煒（2017b）和呂靜怡（2014）發現戰時女性

角色參與軍事工作在相關研究的缺席，因此投入研究剖析金門女性在戰

爭時期所經歷的身分轉化及生命經驗。女性角色在戰時並非單純僅有傳

統婦女形象，更有加入軍事任務的責任與經驗，因此圖畫書對戰時女性

角色的多元描繪待補強。

第二，軍管下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的欠缺：苦難記憶不只有戰爭帶

來的傷害，更有因政權或機構所造成的痛苦（宋怡明，2008／2016）。

圖畫書多只描繪戰爭帶來的傷亡，缺乏政權對人民的壓制與迫害的敘

述。金門人經歷了幾近半世紀軍事管制的生活，不僅有各項限制禁令與

思想控制，更會以作戰之名強制徵收或占用居民財產。然而，這些真實

發生的民間社會集體記憶，在金門圖畫書多以政府單位出版的情形下，

或許難以展現與表述。

江柏煒（2007）指出，政府所詮釋及認可的金門戰爭歷史，其實是

忽略被壓抑的金門人主體性之展現，因此江柏煒建議，重建文化認同及

人們自信的關鍵基礎來自人們的集體記憶，以及植基於此基礎的多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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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觀點而敘寫的戰爭歷史。本文分析的這些圖畫書可能是受壓抑、或忽

略某種現實狀態的描繪，形成某種意識形態之展現，這項限制值得未來

研究者持續探討。

第三，軍人的戰地生活與後續發展的欠缺：江柏煒（2013）指出在

艱苦戰爭年代，金門家戶共同的生活經驗之一是戰爭狀態大幅改變金門

人的生活方式；數以萬計的駐軍也帶動當地的消費經濟與生活娛樂，改

變金門的產業型態、飲食習慣與景觀環境。基於民間集體記憶代表戰地

文化的重要內涵，這類受政權壓制的苦難論述與真實情形，也可藉由圖

畫書巧妙的創作手法加以再現，讓圖畫書對歷史論述的聲音多元化，使

年幼讀者也有機會瞭解這段經驗，從中獲得學習。

關於對教育工作者的建議，本研究的結果可鼓勵幼兒園和國小教

師成為學習資源的把關者。教師在挑選圖畫書時，可考慮其在文化真

實性的展現，可與局內人討論內容，為兒童挑選高質量、適合他們閱

讀的圖畫書，幫助兒童在優良讀物的環境下學習（Braden & Rodriguez, 

2016）。其次，本研究結果可推動教師做一位鼓勵共讀與討論的引導者。

因圖畫書的刻板印象描繪通常與文化真實的細節和價值並存，甚至可能

藏有疏闊的文化描繪，教師在留意圖畫書的選擇、鼓勵兒童閱讀的同

時，也應培養兒童以批判思考方式檢視內容（Acevedo, 2017; Braden & 

Rodriguez, 2016; Wee et al., 2018; Yoo-Lee et al., 2014）。

本研究結果亦可鼓勵圖畫書圖文作者，一本具有文化真實性的圖畫

書不受限於局內人或局外人，與圖文作者對該文化的深度理解較有關。

創作前可藉由多種方式研究該文化，使自己的文化知識和訊息持續更新

（Gilton, 2007）。其次，勉勵圖文作者提供圖畫書在單一事件的多種觀

點與聲音，擴大並深化兒童對事實的理解，使兒童閱讀到觀點多元的故

事（Wee et al., 2015, 2018）。鑒於文化層次是影響兒童學習文化的關

鍵，創作圖畫書時可留意文化層次的多樣性，幫助兒童對該文化有真正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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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文是少數以文化真實性來分析臺灣圖畫書的研究，而且是目前唯

一聚焦於金門戰地文化圖畫書內容分析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這些圖

畫書多具備文化真實性的內涵，本文所分析的 6 本圖畫書大多能呈現金

門、臺灣與中國大陸的交錯的政治關係；體現戰時隨處可見的防禦工事、

住民的憂慮和反應作為；展示金門 1992 年解嚴後居民生活的轉變；強

調金門人珍重親情和友情的精神；而且能結合戰地文化與特有的自然生

態形成金門的觀光特色。這些關於金門戰地文化的圖畫書也多能兼顧文

化描繪的「準確性」、「合理性」與「代表性」；且能超越表淺的「文

化層次」。這 6 本圖畫書足可成為兒童瞭解金門戰地文化的一扇窗。如

同 Acevedo（2017）所建議，兒童永遠不會因為年紀太小，而不瞭解文

學中的文化價值觀。由於國內對探究圖畫書的文化真實性較少，期待本

研究之成果能激勵教育工作者，透過圖畫書等文學方式作為媒介，培養

兒童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與對不同文化的欣賞，以達到真正的多元文化價

值共存的理想。同時，未來的圖畫書研究亦可針對戰爭對人類歷史和日

常生活的影響、和平共存的價值觀之渴求、人性互助善良面的描繪等議

題一一探究，相信對兒童的學習將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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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主題與代碼清單

5 個主題 20 個代碼

金門、臺灣與中國大陸多樣化的

複雜關係

1. 中國大陸與金門的密切淵源與往來

2. 超越戰爭與政治因素的人道救援

3. 為求生存而有去臺灣工作的念頭

4. 開放觀光後的自由經濟與交流

體現軍隊在戰時各式防禦工事與

住民的恐懼和積極反應作為

1. 盡忠職守的忠誠表現

2. 戰亂下的傷亡與恐懼

3. 戰爭情勢危急的緊張迫切感

4. 國軍大批進駐的盛況

5. 防禦工事的積極佈局與資源運用

6. 為守護親人安全努力尋找求生方式

1992 年金門解嚴後戰地生活的

轉變

1. 轉化戰地資源的用途

2. 防禦工事對人們造成的戰後傷害與危險

3. 透過老兵和軍犬呈現戰爭遺留的滄桑與落寞感

4. 戰後銳減的兵力與駐守需求

重現人們珍重親情和友誼的精神

1. 患難中仍不減的濃厚親情

2. 人與人、人與動物的深厚友誼

3. 戰亂中盼望早日返鄉與家人團聚的心情

結合戰地文化與自然生態

1. 戰地故事與自然資源的結合

2. 防禦工事與自然生態緊密連結

3. 戰爭的限制為自然生態帶來生機



教科書研究
第十六卷 第一期（2023 年 4 月），151-182
doi: 10.6481/JTR.202304_16(1).05

論壇

紙本教科書的下一步？ 
國民中小學數位教科書研發現況與分享

時　間 2022年 3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　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04會議室

主持人 張復萌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與談人 何冠慧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數位部協理

吳萬萊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數位部經理

李政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教授

林宏益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徐新逸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特聘教授（依姓氏筆劃）

前言

張復萌：大家好，很高興能夠參加這一場有關數位教科書的論壇。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教師資訊素養的提升、以及學校資訊設備

的逐步改善下，推動數位教科書已經成為疫情下許多國家關注的

焦點與政策思考的方向。教育部於 2021 年通過《推動中小學數

位學習精進方案（2022~2025）》，除了推出「班班有網路，生生

用平板」外，並將「充實數位內容」列入計畫中執行（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教育司，2021）。在 COVID-19 疫情下為了防疫「停課

不停學」的目的，我們必須開始思考紙本教科書的下一步該怎麼

做？應該開始積極面對數位教科書的政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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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臺灣數位教科書發展現況的比較

林宏益：首先報告目前出版業者的狀況。韓國自 2007 年已經開始推行

數位課本，2011 年他們以國語、英語、數學這三科來做電子教科書，當

時是以 CD 形式電子書提供給教育現場使用。到了 2018 年，改為英語、

社會與科學這三科，當然韓國決定改變科目一定有其考量和原因。

韓國這幾年學生和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比例偏低，只有幾個百分

比的學生在使用，代表學生沒有確實的使用電子教科書。

臺灣的電子教科書研發並不是為了學生使用，而是為了教師們更有

效率地進行教學而開發的。電子教科書早期是電子白板（也稱為硬式電

子白板），後來發展成軟式電子白板，再演變成現在的電子教科書。事

實上，以國小來看，教師使用的程度是最積極的，約有 6、7 成以上的

教師會使用電子教科書，而我們三家出版業者真的也很努力開發內容、

介面，但是我們並沒有獲得政府的資源及補助、研發經費的支持。過去

幾年，民間教育出版業者光是教用電子書的部分已投入太多經費，少子

化及教科書價格過低等因素，使得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再繼續研發下去。

我再舉一個例子，相信三家出版業者從 2019 年新課綱開始又花了

一筆很大的經費，將以前電子白板 Flash 規格的數位內容，全部改成

HTML。這些費用在韓國，是由政府編列預算來做這些改版研發，而臺

灣政府卻沒有做這樣的事，但是這些數位內容規格的改版，確實是教

學現場需要的。

對我們而言，在開發學用的部分，不需要那麼躁進，它需要用最簡

單的方式，將現在的教科書直接數位化，建議不用再審。不過得看教育

部如何定義這個學用介面，讓教師可以跟學生互動使用。

數位教科書的崛起與挑戰

何冠慧：從九年一貫課綱開始，為了實現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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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始研發各種多媒體教材，從課前、課中到課後，涵蓋簡報、動畫

和影音等。然而，由於當時學校的設備和環境限制，這些多媒體教材並

沒有在教學現場得到很好的應用和推廣。真正的轉捩點應該是在 2007 年，

當時康軒推出了第一本教用電子教科書，它完整地保留了紙本教科書的

結構和頁面，同時加入了教學工具列和歷年來開發的多媒體教學資源，

此創舉引起了廣泛關注，也標示著教育產業邁向數位化的新里程碑。

從 2007 年至今，各家教科書出版業者努力推動電子教科書的發展，

使其不再是單純的閱讀翻閱書籍，而是一種新型態的教材。然而，在推

廣過程中，學校教學設備和環境的限制一直是一大挑戰。早年推動時，

由於學校電腦普及率不高，我們把內容轉成 VCD 和 DVD 格式，希望

能夠透過學校電視機播放。隨著平板電腦的問世，我們又開始開發平板

用的電子教科書。緊接著，學校新購置的電腦多不再配備光碟機，我們

積極應對永續經營和環保議題，全面推動去光碟化，將教學內容轉化成

雲端應用。近年來，大屏的推進又帶來新的格式問題，讓發展之路依然

充滿挑戰。

除此之外，我們還面臨到著作權的問題，紙本教科書數位化的過

程，會面臨到公開傳輸的議題，相關的著作權都需要全面重新審視，所

要投入的成本和心力，外界恐怕很難想像。上述的發展都是以教用為核

心，我們這麼多年所累積的經驗，使得我們在面對學用電子教科書的議

題時，所擔心的從來不會是技術上的問題，主要是還看不到市場性，因

而延緩了我們的發展腳步。

出版業者已提供豐富數位資源，能支持多樣教學
需求

吳萬萊：教科書出版業者在 2008、2009 年就開始陸續在做 CD、DVD，

目前還有提供各種教學執行檔、App（Application）、AR（augmented 

reality）、VR（virtual reality）等數位產品，以及各式教學平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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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各式給教師的數位教學資源都彙整在教用電子書，或是教學 PPT

（PowerPoint）兩個主要的承載載體上，成為教師很方便的教學工具。

但以電子書或 PPT 的模式來看的話，因為涉及到不同的領域學科、教

師的慣性及電腦設備等差異，為了這些差異，各出版業者就要提供不同

的格式：以 Microsoft Word 來說，這些補充檔案要做 2003 版、2010 版、

2016 版、2019 版這麼多的版本，PPT 也是一樣的，因為學校的電腦設

備不一樣，作業軟體環境也不一樣。

從電子書和 PPT 上面各式豐富的補充資源，出版業者提供的已經

不只是課本、基本教學資源，還有教師個人想要補充的各式資料。而對

於教學面來說，這些豐富的資源，教師也可以在自己個人專業的角度做

一些選擇，在合適的班級或同學身上使用。除了提供教師這些教學內

容，我們還提供很多別的東西：比如數位教學工具，我們提供教師命題

的工具，從命題光碟到現在線上命題系統；又或是數位教學早期投影搭

配紅外線定位做觸控投影；我們在科技化教法方面，也不斷與教師作研

習，介紹搭配這些數位工具如何教學。

整體來說，出版業者已經建置出蠻完整的數位教學支持體系，提供

各式的數位內容、數位工具及數位服務，讓有選用到該版本教科書的教

師，可以依據需求與現況作各式的數位化教學。

數位教科書提供豐富多元且貼近真實情境的數位
學習內容

李政軒：其實國小輔導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到三大出版業者都很努力，提

供非常多數位學習資源，讓國小教師使用。在疫情期間幫助教師，特別

是相關的數位學習內容，還有線上測驗的平臺，讓教師很快速度過疫情。

對於數位教科書這個議題，其實聯合國很早以前就提出，美國聯邦通信

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2012 年就開始做，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把紙本的教科書變成 PDF 檔，或以電子書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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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看 FCC 的報告，執行效果是不好的。以新的方向來看，聯合國教

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2022 年 初 有 一 份 新 的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政策建議提到電子書的重要性，其實是

從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這邊來的（UNESCO, n.d.）。

2020 年 COVID-19，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沒辦法上課，很強調數位

教科書的重要性，這時候數位教科書的定義比較明確，不再只是傳統的

PDF 檔，包含很多互動的媒體、評量，甚至超連結（Hyperlink）是大家

比較瞭解的，裡面還有教科書可以使用，現在也可以在電子書上重點標

示，進行放大縮小，然後提供一些聲音。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些圖片、照

片的互動，甚至 AR、VR，特別是 AR 的互動。現在數位教科書的定義

不只是 PDF 檔，可以用來做課堂的互動工具，期許數位教科書可以提供

個人化的學習需求。但是和 FCC 一開始提出來的數位教科書優勢好像不

太一樣，數位教科書應該可以降低成本，讓大家能夠方便使用。如果把

這些東西加進來的話，其實開發的成本反而會提高。之前在使用的時候，

學校會遇到一些困難，包含設備使用的困難，例如早期的電子白板一路

下來，很多教師說這是最占空間的裝飾品，占了三分之一的黑板。現在

換成觸控螢幕之後，很多縣市都用觸控白板，再搭配出版業者給的電子

書。現在數位教學的教用工具，教師這幾年用得非常好，特別是疫情過

去之後，雖然數位學習平臺時數下降，但是數位教用工具，使用率還有

維持。教育部這幾年的前瞻建設也做了很多，如果以學校高速網路達到

九成九，未來的前瞻建設希望達到 100%。然後在班級上的大屏設備與

網路設備，原則上應該有八成多，希望未來 4 年內能夠達到 100%。如

果有這樣的數位工具讓教師們使用，應該不會再遇到設備上的問題。另

外，教師培訓也是相當重要的，不管是職前還是在職教師，不管是聯合

國現在的報告或是以前的報告，以前 AI 的報告或這次 ICT 的政策報告

都強調，職前教師就是在職教師，現在的師培或是在職教師的培訓，這

些工具開發完之後，都要有一定的培訓制度，教師比較容易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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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數位轉型的責任

徐新逸：雖然數位轉型勢在必行，但我不主張教育凡事都必須數位化，

還是要一點分辨與釐清。這幾年感謝教科書出版業者，提供教師們教用

教科書的數位參考資源與服務，的確有助於政府在推動資訊融入學校教

育的政策。他們並配合政府補助各級學校的硬體的設備（如：電子白板、

平板電腦、智慧教室等），提供因應相關硬體設施的數位內容與軟體。

記得在電子書包的時代的初期，大家常說不能只有書包沒有書，因此教

科書出版業者亦協助將紙本教科書電子化（PDF 版）。但這也讓我們深

思，難道教科書數位化或是推動數位教科書的成敗都在於教科書出版業

者的身上嗎？整個數位轉型的教育資源也不應只有出版業者的角色，公

部門以及開放教育資源都有很多的資源可以一起使用，包括教育部教育

大市集或愛學網等政府資源。

定義數位教科書的範圍勢在必行

徐新逸：其次，是該如何定義數位教科書的範圍。當我們提到教科書，

就一般人而言，可能就想到那本課本。可是當發現教師使用的教學資源

已經並非只是課本之時，教科書已經漸漸涉及數位學習的概念。數位學

習包含很多，不只課本與參考資料而已，也包含學用、教用的所有資源

與系統。數位教科書的概念，除了涉及數位教材、與學用或教用之區別

外，當提到教學資源，數位教材的「自學或導學」方式也是另一種屬性。

導學就是在課堂中有教師引導時候的數位教材，因為在課堂裡不是只有

這本書，還有教師在旁引導，教師可用很多的資源與解說能更深入引導

學生學習。例如，近 5年執行教育部「VR/AR教材開發推動與示範計畫」

（https://moevrar.tku.edu.tw/），其實課程結合 VR 教材並不是一堂課

40 分鐘全部都使用 VR。多數教師只提供 5~10 分鐘的模擬，就可能讓

學生從上帝的視角來看太陽、月球與地球的變化，這樣就可理解星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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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位置的概念。VR 是輔助媒體，還是屬於教科書的一部分？建議需要

把數位教科書的範圍定義更清楚，特別是最後會牽涉到數位教科書審定

的問題。送審的時候，哪個範圍是要被審定的？建議審查與送審單位彼

此要對數位教科書範圍與審定原則有共識，不可能所有教學使用的資源

都要送審。範圍明確且定義清楚，也是減輕大家的負擔。現在審查教科

書是審查學用版，教用版沒有被審，雖然如此，教用版還是有智財權與

內容正確性的責任要負。數位教科書，亦會牽涉到教材的智財權資訊安

全及學生資料庫個資等的問題。還有使用者數位素養的問題，都宜在定

義範圍時釐清。

數位教科書：是必要，必然，或是兩者？

徐新逸：第二，數位教科書到底是必要，還是必然？「必要」就是指真

的很需要，因為如果不這樣做，臺灣就落後世界一大步。包含：國家競

爭力、下一代與世界接軌的能力。我個人覺得朝向數位教科書的發展是

必要的。另一方面，「必然」比較被動，好像是被要求的，學校或教科

書出版業者就很被動。我覺得必要與必然兩者都有。另外，偏鄉學校的

學生，也會補助在家網路設備，數位的硬體都比較到位。前二年的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之數位建設「推動資訊教育及數位學習創新應用」（行政

院新聞傳播處，2021），很多學校教室的數位教學設施都已翻新，硬體

設備快速齊備，再來就是推動數位內容。除了軟、硬體外，還要辦理教

師研習，培訓教師如何將數位資源結合教學方法，因為擔心教師對數位

化教學的準備不夠充分。數位化顯然沒有辦法避免，但是將教科書 PDF

化，真的就代表數位教科書嗎？或是我們以後就不用紙本教科書了嗎？

我還是認為應該仍能保留印刷書本的部分，且數位教科書和紙本教科書

內容應該要有差別才好。

剛剛提到韓國或美國數位化之後，好像使用率也不高，因為 PDF

版與紙本版是重複的，所以當然使用率不高。比如說使用 VR、AR 數位



教科書研究 第十六卷  第一期158

資源，但數位資源並非占用整堂課的全部時間，只用 5 分鐘即可加強某

些概念。或是用圖片、表格或文字就可以表達清楚，數位教材是加強，

而不是全部把書本內容電子化或翻新。我們討論可能須要有些共識，假

設紙本還需要保留的話，PDF 檔是容易做到的，但是 PDF 檔是何時需

要用。特別未來將會「生生用平板」，原先目的之一也要減輕學生的書

包重量。是不是以後不要教科書紙本，學生就帶一個平板上下學呢？目

前並不知道未來是不是要這樣，所以需要有共識。數位教科書是什麼？

要如何使用？和現行紙本教科書有什麼不同？是否只是將紙本教科書數

位化，還是兩者互補？

數位教科書，宜多發揮多媒體的特性

徐新逸：數位教科書第一步，或是對教科書出版業者最簡單的方式，就

是把紙本版的變成數位版。但是，從我們從事多媒體設計卻不希望這

樣，每一種媒體有其特性，教學資源應該善用媒體的特性，而不應該只

是書本的重製。上述出版業者容易做到數位化與數位需要發揮媒體特

性，兩者卻是彼此衝突。另外，還有經營成本的問題，也有責任歸屬的

問題。國家政策推動數位內容與數位學習，應該要扮演重要領導角色與

制定規格化的責任，而不是全部由教科書出版業者承擔。我個人認為數

位教科書的範疇，應該是要發揮各類數位媒體與科技的特性，用以讓學

生增能，而不是全部全然的紙本版的數位替代。

此外，數位教科書是內容導向，需要考量載具的相容性與互換性的

問題。學校很擅長善用各家出版業者的資源，例如，今年教科書選用南

一版，明年用康軒版，後年用翰林版等，如此可以拿到三家出版業者的

數位資源。但不同出版業者的數位資源是否相容？在載具上的轉換有沒

有統一規格？數位教科書的格式規範（specification），也許亦是政策需

要協調與領導的方向。另外，數位教科書應該是比較開放，比如說互

動、學生的成績有沒有和學習歷程檔案結合在一起。這本來是數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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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如果可以做到學習者分析，這樣的數位化就比較進階，特別是因

應所謂數據分析，大數據（big data）的時代，學生的歷程要被紀錄，

牽涉不只格式的問題，還有資訊安全、個資的問題。後面可能要談到更

多，但我還是認為要先回到針對數位教科書範疇的定義。如果上述可以

互動、互補、進行學習分析的部分的數位資源只是列為「教用」，則

「教用」並不會列入審查，或許就不至於那麼複雜與需要緊急處理。相

反地，如果政策要極積鼓勵，就是我剛剛說的必然且必要，加上政府投

資很多硬體設備，勢必要有對應的數位內容，則政府也需要有更多的資

源投入，不能只倚靠教科書出版業者。或許，政府與民間的責任可以適

度釐清，這樣才會雙贏或多贏。不然只是要求民間教科書與教材出版業

者，好像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國外數位教科書的借鏡

張復萌：謝謝大家提供寶貴的經驗。其實國家教育研究院從 2015 年就

開始在做數位教科書的相關研究，針對日本、韓國、香港及美國使用數

位教科書的範圍與定義進行分析。認為在法規面、法制面是需要配合做

修正，比如說《著作權法》對公開傳輸、著作利用等問題，及個人資料

保護對以大數據的方式蒐集的資料，是否涉及到個人隱私權與個人資料

的保護？這些都涉及法規層面的探討。至於網路硬體部分，由於科技不

斷進步，已從 3G 到 4G 再到現在的 5G 網路頻寬，同時應思考每個學

生的家庭是否具備足夠的網路資源？以及重視學校教師的資訊教學能

力，教師教學方式從現在的以教師為中心，轉變到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

式的轉變。

其實剛開始提出數位教科書的想法是為了「書包減重」減重的目的

為出發點，然而，以韓國為例，最初的做法是將課本內容數位化成 PDF

檔，但是出版的數位教科書並不好用，除了缺少翻閱紙本教科書的感覺

外，還無法對課本作註記、畫記與書寫。第二期數位教科書則以跨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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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的方式來開發，但是也未能獲得教師與學生的普遍喜愛使用率也

偏低。第三期數位教科書則以平板電腦為載具，數位教科書需同時研發

IOS、Android 及 Windows 三個系統及跨平臺使用的功能。

香港的數位教科書的發展也很快，香港現在義務教育階段一年級到

九年級都已經有電子課本。香港教育局的做法其實一開始是以鼓勵的方

式來推展。一方面是鼓勵教科書廠商能夠往電子化部分前進，二方面提

供適當金額的研發補助制度，補助的目的期望控制數位課本的書價能夠

不高於紙本教科書的書價。

日本的數位教科書則已公告從 2024 年起，數位與紙本教科書能共

同使用，而且全面積極擴展。然而，目前資料顯示，國小差不多有 90%

的教材，已經有數位化的教科書，只是使用率其實並不是很好，大概僅

9% 左右而已，這中間有一些落差。

新冠疫情期間其實也讓大家重視這種不需要人與人接觸的學習方

式。在疫情肆虐下學校開始停班停課，但是如何讓學生還有學習的機

會？數位學習因為不會因時空的問題，而限制到學生學習的權利。希望

現在是檢討數位教科書學用商品化的適當時機。當然三家出版業者是國

中小最大的教科書開發業者，本會議希望聆聽大家對發展數位教科書的

困境為何？期望政策執行前能完整蒐集各方對數位教科書議題的意見，

預先替教育部及教科書審定單位做好實施前的全面盤點與檢查。藉由完

整的事前準備，希望能迎合資訊化、瞬息萬變的教育趨勢，預先完備各

項準備工作，應是學生、教師的福氣。有關李教授與徐教授一再提及的

關鍵要素─教師的準備度部分，很感謝三家出版業者還擔任起教師培訓

輔導的工作，讓教師能夠提升他們的資訊素養。在這個停課不停學期

間，能夠順利的把課程完成，這當然是教師與學生的福氣。以上是各家

教科書出版業者對於數位教科書開發的當前狀況。接著第二個問題是數

位教科書如果採審定制，您認為應該如何審查數位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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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定義數位教科書與思考必要規範，才能聚焦
發展方向

吳萬萊：先定義「數位教科書」這部分非常重要，不然我們往下講都偏

掉了。綜合剛剛所說的，大家談論的應該是指「學用」數位教科書；然

後第二個就是要確認數位教科書的「規格」是什麼？我覺得數位教科書

或電子課本首先要思考到硬體，要讓多數的硬體就規格都可以使用。接

下來會有軟體，主要的 OS 操作系統也要都能用。再來是數位教科書上

面要有哪些互動或操作工具，這些工具包含最簡單的電子書一些筆畫

紀錄，還是書籤、放大縮小等。再來是操作介面，我想介面的設計在

數位閱讀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常常會忽略 UI/UX（user interface/user 

experience）的設計流程，就好像說我們在做書籍一樣，整個課程設計

的過程裡，我們有了學習目標，接著要去選擇何種合適的數位內容與

方法，接下來要想怎麼組織這些數位資源，其實在數位教科書上的 UI/

UX 就是在做課程的組織，或者教材組織這個動作以及使用的引導，它

是非常重要的。那再來是要學什麼學習內容，應該設計什麼學習內容元

素或設計來引導學習。最後是使用者，數位教科書的使用者一般來講是

指師生，但是因為親（家長）要出錢，所以親師生三方的需求都要考量

到，也因此可能還是要有使用歷程紀錄部分。其實我講了數位教科書要

涉及到這 6 個部分，我也很怕這樣一講面向就非常廣，又很難聚焦，但

我確實是要凸顯，這裡面涉及面向真的很廣。

我們可以先思考─如果把課本 PDF 直接拿來去數位化，到底可不

可行？還是可以把數位教科書以內容與功能的多寡，分成三種：第一，

把電子書進一步加上工具列，算不算是電子書？第二，若再加了多媒

體，加了網路互動，加一些程式算不算電子書？第三，若再加上測驗數

據平臺、提供個資保護，然後回饋統計分析，這樣算不算電子書？這些

也許都是電子書，可是我們要走到哪邊？先走 PDF 也許可能比較穩當

或者比較溫和的一條路；還是我們要更猛一點，一次走到我剛才講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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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還是第三種？社會是不是可以接受？技術或內容部分我們出版業者

可以去承擔，但所謂承擔是我們技術上已經可以做得到，而不是價格我

們都可以承擔，或者說這些事情都應該由我們來做，只是這個面向真的

是討論的時候需要定義的。當然也因為我剛才講那些東西，所以整個在

製程技術，或者是說軟硬體、產業的環境推廣等，其實我們都負荷了相

當的一些工作在這裡面。因為變成是我們在推，有點比較不好意思的想

法，就覺得說這裡面我們看到臺灣教育官方是比較用旁觀者的立場，來

看著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甚至是有點在「防弊」，而不是從「興利」

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因為若是從經濟部的政策來看的話，可以看到很

多經濟部在扶持產業的很多獎勵措施，但對我們來講，教育主管機關

卻是說你們應該是不可以怎麼樣─我們試著嘗試在教科書裡面放 QR 

code，最後被說這樣不能審，應該要拿掉；我們想要去推廣數位教科書

的教學，就說那是你們自己想要做的。甚至學校有很多硬體不能夠播我

們東西，教師都會覺得你們的東西好像有問題，而實際上卻是他們設備

可能太老舊了，例如，到現在還有很多學校是用 Windows XP 系統，然

後說為什麼你的東西不能夠用？

回過頭來，我們在講審查這件事情，很高興聽到國家教育研究院願

意提出意見，表示說國家教育研究院願意承擔這樣的職責，其實這後面

很多事情要做，因為要在審查之前，審查的制度很多，我們可以思考是

要認可制還是自由制？到底哪個制度是我們的社會可以接受的。光是我

們最熟悉的審，到底是大審還是小審，我們是很嚴厲地審，還是精神性

象徵性地審，然後給一些建議就好？這也是審，所以審定也會有不同的

定義。整體來講，我個人認為社會的觀感還是認為教科書因為擔負著蠻

重要的職責，或者說是主要的教與學工具，因此基本的審查是要有的。

如果說很嚴苛地審或比較深入地審，我相信教科書出版業者與審查委員

中間就常常會有衝突，或是說對於綱要與其附件的認知，以及審查意見

是建議的方向還是必要修改，這個部分就落差很大了。我想用審定的模

式，也許目前可能是國內比較多人可以接受的，只是要審到什麼程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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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什麼，還有我剛才講的那些面向，有沒有定一些規範？我們現在在編

寫教材，數位教材的編寫有沒有規範？沒有；數位教材審查有沒有規

範？也沒有，什麼樣是一個好的數位教科書？也不知道，沒有定義。所

以我們都是嘗試著在這裡面去摸索，目前我們出版業者摸索出來的，是

不是已經是大家的共識，或者說根本是只有本公司內部自己認為這樣做

比較好，外界搞不好還很沒有共識，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馬上跳進來講

審查或針對這些議題作討論與定義，就審定制度的話，其實我覺得我們

有點跳過一階。

數位教科書的定義對審查的影響

何冠慧：我覺得在討論審查這個議題之前，可以再談一下對於數位教科

書的定義。我們在發展電子教科書之初，就曾去各地參訪交流，日本在

2005 年左右就開始投入電子教科書的開發，並進行過不同的嘗試。然

而，現在的電子教科書已經與紙本教科書的版面一致，這是因為重新排

版會導致教師和學生在提醒教學進度，時面臨頁數和編排方式不一致的

困難，對課堂教學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儘管我們的電子教科書的頁面與紙本一致，但我們一直強調它是一種

學習型的電子書，而非 PDF 或 ePub 格式的閱讀型電子書。我們利用教科

書出版業者的優勢，在符合課綱的前提下，發展出教學工具列和豐富的

多媒體資源，協助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按照自己的需求進行補充和應用。

回到審查的議題，教科書的審查有一定的社會期待和必要性，基本

原則相信不會因為是紙本還是數位而有所改變。從這角度出發，如何審

查其實也變得很簡單。以教科書出版業者所發行的數位教科書來看，主

要內容都承襲原有紙本教科書，在內容面上不存在審查的問題，只需要

針對紙本和數位的差異部分進行討論即可。差異的部分在於工具列、補

充的影音或互動內容以及發行和配送方式等，這些項目是否可被定位為

補充資源，類似紙本教師用書，只要備查就好，或者給予適用的硬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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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作業環境作為參考規範即可，或者要進行嚴謹的審查修正流程，這

些都是可以討論的。若電子教科書非由紙本教科書轉換，而是直接發

展，那麼送審的出版業者就必須預留足夠的時間，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

的審查意見針對教材內容加以修正，以取得執照。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日本的情況，在這一波新的指導要領公告之

後，他們在 2019 年發布了「GIGA（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School」的構想。從 2019~2024 年，他們不僅對硬體預算進行了

編列，還針對數位教科書進行了專項補助，補助金額超過 70 億日元。

在日本，國中小的教用數位教科書普及率已經達到了 70% 以上，但由於

經費來源的限制，學用數位教科書的發展一直相對落後。GIGA School

計畫一公告 2024 年全面導入國小之後，學用數位教科書的發行率從 2019

年的 20% 飆升至 2020 年的 95%。相比之下，我們在推動數位學習方面

的努力，對於數位內容的關注一直相對薄弱，更沒有見過對於數位教科

書的專項補助，真的非常可惜。

電子教科書審定，只審功能不審內容

林宏益：在我們討論「電子教科書審定」之前，可先用紙本的審定來看。

只有經過紙本審定，才能擁有數位審計的資格。以現在紙本審定的情況

來說，有時候可能被判重編，甚至三家同時都被判重編，但重編完後要

怎麼辦？當我們開始在製作教科書的時候，電子教科書前期投資成本就

已經放下去了，因內容重編又要改，成本很高。

三家出版業者都希望能推動教科書數位化，因為這樣能提升國家的

競爭力，我們不能輸其他國家。孩子什麼時候可以好好的運用這樣的數

位學習，總是有一個階段性，我們再來談這個審定就簡單多了。什麼時

候審定？相信只要能提出電子教科書相關的概念、規格、期程，我們三

家出版業者一定跟得上的。最怕的是大家都不提，各自發展，任何平臺

就沒有辦法整合在一起，就是最嚴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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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紙本審定的情形來看的話，數位內容的製作一開始不能太複雜，

建議愈簡單愈好。與課本內容一致的教材，可省略審查。而教師或學生

要使用的動畫或其他的數位教材，則由市場機制決定，以確保能真正符

合學習與教學的需求。

至於平板要不要帶回家？這個可能性很低，因為帶回家容易損壞，

可能是電池壞了或螢幕壞了等等，因此只能在校教學用的，不可能帶回

家自學用。在家自學，只要有適合的載體，例如，家裡有桌機就可以下

載學習教材，要看電子聯絡簿也很便利，只要打開看一看，學生或家長

就能和教師進行互動。

關於電子教科書，我認為應該先定義為是在學校進行學習互動在

用，這樣的可能性較高，而且電子教科書才能及時完成。因為平面的審

查也真的需要時間，最快 4 月，最慢可能到 7 月才會通審。就現況來說，

我們每一家出版業者只要是通審比較慢的科目，幾乎都趕在 8 月的最後

一天才完成教用電子書，而且數位工作人員也很可憐，半個月都沒睡

覺，一直在趕工，各位也知道時間這麼緊迫之下做出來的東西，難免出

現錯誤。就像 2008 年那時候做數位教材，真的很可憐，做得非常辛苦。

希望大家一起來思考，整個數位能推動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每隔

三年做一次調整，每三年先審查 viewer、工具、介面，這些項目都不牽

涉內容，最後再把內容加進去就好。例如，要加入課文逐字朗讀，這個

根本不需要審查，因為只要出現一個錯字，我們就會被全部的教師罵，

出版業者馬上就要去訂正。又如，生字筆劃筆順也不必審查，因為課本

裡面就有筆順筆畫，這一筆要怎麼寫，筆劃順序如何，課本裡都寫得清

清楚楚，數位教材沒有遵照這樣做的話當然也不行，教師馬上就會向出

版業者反應，尤其是學生，學生有時候看得比教師還快。

現在教師的數位能力有嚴重的落差，有的很厲害，有的很被動。就

像我們俗稱「按按按」的數位教學工具，就好像在教數學一樣叫做念數

學，雖協助教師更便利的教學，根本就不用備課了，就直接按一下就好，

但這樣反而是害了很多學生。這 80 幾萬臺的「按按按」，設計上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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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缺點，是否能讓它可以產生一些互動，回饋到一些東西。這樣我

們再來談審定，問題應該也會簡單多了。

教科書的數位內容需要各界分工，但需要制定規格
的一致性

徐新逸：我相信教科書出版業者夥伴有能力做到廣義的數位教科書，但

並不表示一定都由教科書出版業者來做。臺灣這幾年在推動資訊教育，

民間出版業者掌握新興媒體技術能力，常常比學校教師要來的高，所以

我相信是他們是有能力做到。但我覺得有能力做和要不要做，還是要分

清楚。另外多家出版業者彼此也是競爭者，在競爭情況下資源的投入也

會重疊。回到剛剛講的書本與數位教科書的關係，定義如果不清楚的

話，以現階段對出版業者而言，數位其實純粹就是書本的加值而已，他

們也不會從數位獲取任何利潤。如果數位並非只是紙本的 PDF 化，未

來教科書的定價應該也需要做調整，增加多元數位化的成本一定會反映

在定價上，提高教科書的售價，是政府買單？還是家長來負擔？

第二點教育部 2022~2025 年的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計畫，不完全只

是硬體，目標之一亦是要擴充學習資源，是補助出版業者來做？還是有

另外有相關計畫或出版業者來建置？或許也要釐清。國家推動教育數位

化是全面性，每個單位各司其職，大家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公部門、學

校、硬體、軟體、出版業者、數位教材開發業者等都各自有組織經營目

標與社會責任，但若要能永續經營，還是不能忽略企業會講求成本與利

潤的概念。政府推動 E 化，到底該怎麼做？公部門主管單位、學校、家

長、教師、出版業者、審查品管等都有各自的責任。

教科書相關的數位內容與資源是由誰來製作產出？我覺得不見得是

教科書出版業者，也可能是專門做數位教材的出版業者，亦可以補助給

這些廠商。因為真正在做教育 E 化不是只在教科書。所以說，如果教科

書出版業者只做教科書 PDF 化，這是目前最快且簡單方式，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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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微調。然後在漸進式發展多元的教用數位內容，這樣比較可行，但

政府一定要將規格統一，雖然出版業者在某種競爭之下，但基本上格式

是相容的，並可容易在各種載具上閱讀且彼此相容。但，紙本教科書還

會不會存在？過去推動數位圖書館，還是需要有紙本複本，因為有一天

數位格式可能會改變，但紙本卻能長存。

宜採用漸進式的做法，並研議數位教科書的審查
機制

徐新逸：關於數位教科書有沒有協助減重書包的問題，如果孩子們在學

校用 iPad 看數位版的教科書，回家看紙本教科書，書包或許有減重，

但這是否是設定教科書使用的方向？關於審查的議題，我想回應剛才吳

經理說的，數位教材也可以審查，但就是比較繁複，因為也要考慮數位

教材的形式與內容。在高等教育端，早期教育部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

數位學習品質中心都有推出數位教材認證與審查，教育部現在不審數位

教材，而主要審查數位課程與專班，在高等教育的數位教材是用於非同

步課程，教材需要給學生自學用的，就是設計時要考慮較多的引導與追

蹤，這和中小學以實體教師課堂教學採用數位教材融入方式與需求不

同。這跟中小學教科書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因為不是把教科書課本給學

生，學生可以自學的。學校教育需要大多來自教師現場第一線的引導，

因此審查標準會不一樣，也就是不能拿高等教育的數位教材的審查標準

來審查中小學數位教科書。教科書呈現內容的正確性必須與課綱相符，

但教學的成功關鍵還是在於教師。

或許在大家沒有答案之際，採用漸進式的方式，先從小的部分開

始，將現行教科書數位化，並同時訂定一些數位內容的規格與相容標

準。另外，評估教科書審查制度是否可納入數位資源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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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科書審查機制宜結合數位學習政策推動方向
與發展趨勢

李政軒：怎麼審好像有點太困難了，其實教育部數位課程，特別是大學

端的部分審查都有一定的標準，只是會比較瑣碎一點。剛剛提到數位學

習精進計畫，分成 3 個子計畫，第一個計畫是數位內容的充實計畫，可

能跟各位比較有關係一點；第二是行動載具與網路的提升計畫；第三是

教育大數據的分析計畫。這是比較完整的，從數位內容到載具的資源，

甚至把數據蒐集之後，給予學生的回饋，給予教師的回饋，給予縣市

政府的回饋，給予國家的回饋，整體都包含在裡面。另外 iPad 帶回家

這件事情，教育部開始示範「BYOD & THSD 實施計畫」（教育部資

訊及科技教育司，2022），這部分 THSD（take-home student device）

可以把自己的平板帶到學校來，然後放到載具管理系統（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server）進行管理。另外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的部分是補助除了載具之外，還包括 4G 的網卡、5G 的網卡，讓他可以

在家裡使用。在推數位學習精進計畫之前的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剛開始

教師真的會很害怕把平板讓學生帶回家，特別是學校給補助的平板，帶

回家弄壞了怎麼辦？但是教師的培訓是很重要的，所以 4 年的數位學習

精進方案，會讓所有的教師都參加數位學習工作坊一及數位學習工作坊

二。讓教師瞭解如何使用數位學習平板與數位學習平臺，還有數位學習

工具，在不同的學科該如何搭配使用，在課堂上該如何使用？這兩年半

我們有發現，剛開始教師不太敢讓學生帶回家，可是等到教師和學生之

間的磨合程度夠了之後，學生也開始知道怎麼使用數位學習平臺來自

學。我們有看到相關的數據，他有自學能力，他的學習成績就會進步，

這些都有相關的數據可以支持。這樣的磨合之後，我們發現教師慢慢可

以讓學生把平板帶回家，學生也知道平板帶回家之後可以做些什麼？特

別是有 MDM server，帶回家之後很多都不能做，讓他知道帶回家之後只

能用在學習。不像以前一樣，學生的科技使用度不是用在學習上，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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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cebook（FB）、Instagram（IG）。但是現在慢慢發現學習是可以

帶回家的，但是整體比例還算少。對教師使用的話，還有對學生的使

用度來講，漸進式真的是比較好一點，比較簡單一點，教師使用的教

材和學生的教材是紙本教材對得起來的。像我剛開始提到，我看一些調

查資料發現大家一開始做都是這樣，但是效果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其

實也可以預期，因為我有紙本在，所以我書包不會減輕的，紙本在還是

會帶紙本，減輕的只有教師。只有教師在課堂上的時候，直接用他的紙

本電子書的方式來教學。雖然比較簡單，真的是比較符合現場的需求。

如果讓兩個長的不太一樣，學校教師也不會用，學生也不會用，但是要

達到書包減輕是比較困難一點。所以我有一個想法，但是不是從其他地

方得到的，也不是聯合國，也不是各個國家在推的想法。有沒有辦法未

來慢慢漸進式的往前走，以數位為主，變成紙本為輔，這樣才有機會取

代紙本教科書，但是我相信近幾年可能沒有辦法。至於規格的部分，審

查的標準，如果要做數位教科書，剛才提到其實 UI、UX 這些友善的介

面，還有哪些工具導入，這些工具會不會有著作權的問題，這都是蠻大

的問題。

理想的數位教科書與審查數位教科書的思考面向

張復萌：根據我對數位教科書的研究，最開始是紙本教科書數位化成

PDF 檔，但是此方式的學習效果並不高。之後慢慢加入師生互動的功

能，然而最理想的數位教科書應該是單元式的課程，教師有主動組合教

材的能力與權利，能夠組合不同版本的單元課程，成為教師授課的內

容。教師對課程與教學有主動性與自主性。這是打破書本原有的形式，

依客製化組成的理想性教科書，然而，目前可能還無法做到。

韓國與日本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是國家免費提供給學生使用，而

我們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均由家長付費購買的，因此推動數位教科書政策

時，還必須考量書價的問題。對於數位教科書的審查，以日本、韓國數



教科書研究 第十六卷  第一期170

位教科書的審查為例，他們均要求要需先有紙本教科書才能夠發展數位

教科書。主要考量在當紙本教科書經過審定以後，教科書內容的正確性

是有保證，之後的數位教科書審查就關注在學習互動、使用介面、測驗

評量等使用者介面友善度的審查。國家對教科書內容的把關，內容的正

確性應該是大家最關注的部分，有關學習的互動性等是隨著資訊科技的

變化會有所增長與改變。由於紙本與數位教科書的審查無法同步進行，

因此在審查數位教科書之前，必須對數位教科書的範圍、定義做清楚的

規範，才能在共同標準下進行數位教科書的審查。另一個數位教科書審

查的例子是香港，他沒有先紙本後數位的規定，出版業者自己尋找數位

開發團隊（如：科技公司、大學院校）合作開發數位教科書，審查方式

是包含學科內容、介面設計、學習互動等。因此，我國要推動數位教科

書，在教科書的審查要採何種制度？何種方式？何種流程？都是實施前

必須思考與詳細規劃。

理想的數位化，應考慮數位優勢與媒體的特質

徐新逸：如果從多媒體教學設計角度來看，各種媒體都有它的特質和特

性，硬是把紙本轉換成電子，不符合多媒體設計原則。舉例來說，曾經

遇到一個團隊在製作沈浸式 VR，只是在 VR 教材內放置一個影片，完

全沒有 3D 建模，所有物件仍是平面式，也無法互動。為什麼沒有用到

3D 立體、互動、模擬的功能。製作團隊說並不瞭解 VR 可做到這個功能，

只把教科書轉成 VR，等於只是動畫影片且是 2D 平面的，如此就沒有

必要製作 VR 教材。我的意思是，現在 5G 新科技會有多元載具與互聯

IoT（Internet of  Things）的功能。而我們都堅信探究自主、體驗學習，

需要互動與操作，才能達到讓學習者參與與理解。而教科書 PDF 化，

基本上仍是閱讀方式，而閱讀多為被動式。因此，為了發揮「數位轉型」

的真正優勢，不宜只是把整個紙本的數位化。也就是真的要講求理想的

數位化，應該要考慮數位優勢與媒體的特質。此外，還須考量軟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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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或外掛軟體版本的更替，例如：從 Windows 10 到 Windows 11，有

些不能用了。數位教科書的審查標準與傳統紙本會有不一樣的思維。

張復萌：最後關於數位教科書如果採用審定制，在實施之前政府單位

或國家教育研究院需要預先設想或預先準備的工作為何？就教與會的

專家。

專業人才、時間、環境和設備調查

何冠慧：教科書需要涵蓋豐富且具體的學科知識，發展和編審的過程本

身就是一個相當複雜和耗時的過程，需要各種專業人才的參與以及大量

時間和精力的投入，以確保教育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和連貫性。

由紙本轉換為數位，審查勢必更具挑戰性，首先，數位教科書的內

容格式更加多樣化。相比紙本教科書的純文字和圖片內容，數位教科書

可以包括音訊、視訊、互動模擬和遊戲等元素，需要更多不同類型的專

業人才參與編審。

其次，也因為數位教科書發展和製作的面向更加繁雜，製程和審查

時間的壓力一定更大，若紙本教科書已經取得審查執照者，建議獨立出

數位品項加審的項目，避免重工，加速審查時間。目前電子教科書的紙

本教科書審查確認到一定程度後展開，好的時候會有三個月，也常面臨

到兩個月都不到的挑戰情況，若未來要進行送審，那麼審查時間和規範

的彈性是一定要考慮進去的。

再者，數位教科書的編審和審查過程中，除了要確保教育內容的品

質和準確性外，還需要考慮到數位化技術的應用或教育數據的管理等方

面。依據以往的開發經驗，我們很常面臨到教學現場的環境及設備挑

戰，非常建議後續能有專責單位定期調查，做為出版業者發展或是規格

制定的參考依據。

除此之外，數位教科書的版權和智慧財產權問題也需要更加謹慎地

處理。數位教科書往往包含更多的媒體和多元應用，涉及到更多的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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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慧財產權問題。編審和審查過程中需要更多的法律專業人士參與，

以確保教材的版權和智慧財產權合法性。

總體而言，數位教科書的編審和審查比起傳統紙本教科書更具挑戰

性，需要更多的專業人才和時間投入。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教育環

境的不斷變化，數位教科書已成為現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感謝

有愈來愈多機會聚焦討論數位教科書的議題。

產學共議電子教科書規格，以減少企業投資成本

林宏益：這段時間我們真的投入蠻多研發經費的，但是需要有足夠的經

費支援，不是做不到，而是怕再做下去投資太大，無法負擔。光是素養

教材就多花費了不少版權費、稿費。如公文的題目，本來是一小段，現

在變一大段，又增加一堆費用，我們版權組每個月都在計算多花了多少

錢，這些整體的費用無非就是讓新綱可以實現。而三家出版業者的業務

也真的很厲害，只要做得出來就會好好的推廣，不會像日本、韓國推不

出去。我希望在座幾位長官能表彰這些業務的精神，我們這三家業務的

推廣力真的很強大。一開始推行電子白板時，每個教師都得要會用電子

書，所以出版業者不斷地在提供這方面的概念，要求自家業務進行幾堂

的週三進修，協助教師瞭解如何使用電子書。

假設現在提出審定或規劃，或許我們三家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議，讓

教育部參考。當辦法都訂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研發。如果可以提前研

發電子書，當內容放進來時，就可以知道模組該如何運作，這樣電子書

的製作速度才會快，成功率才會高。希望政府這次生生有平板的政策會

有效益，至少我們在數位教學方面的成效應該比日、韓高，出版業者不

是沒有在做，而是通常著重在教用這一塊，還沒全面的發展學用。

電子教科書的規格，能否在制定之前先行討論，我們也會多測試自

家的產品，看看是否能順利轉換規格，會不會投資很大的成本，或用其

他更好的解決方案，不用花很多錢就可以把它轉過來。甚至有很多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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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事先知道後就提前做，不用等到規格公布後才開始做，因為等知

道再來做，花的成本太高了，而且下一次可能還要再改一次，這種循環

對我們企業真的很傷，請部裡在訂之前讓我們先瞭解，提供一些意見，

互相檢討。

借鏡香港完整經驗與文件，發展優質數位內容產業

吳萬萊：香港政府曾推動 4 期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有政府整體清楚的

數位教育發展策略來引導各計畫進進行。（1）在學校端有提供學校數位

教學軟硬體相關補助，對公營學校發資訊科技綜合津貼，有 WiFi100、

WiFi900 計畫持續補助，電子學習試驗計畫，又有優質課本教與學資源

的推廣，加上軟硬體、網路、教學模式等都有持續在做推廣，因此能塑

造相當好的學校資訊教學環境。（2）在對教師端則有夥伴學校的計畫，

讓教師作數位增能，有專業培訓怎麼選優質數位教科書；（3）對家長

則每年有舉辦座談會告訴家長怎麼選書、買書，怎麼用電子的、紙本的，

還有很多文件；（4）對於出版業者，香港則有擬訂電子教科書市場開

拓計畫，提供經費協助開發符合本地學校課程的電子教科書、採購更多

優質電子學習資源的「eREAP」計畫，我們還可以看到香港政府有制定

明確的電子課本的編撰指引，也列出優質紙本和數位課本基本原則、列

出電子教科書的技術與功能、電子課本送審指引，電子教科書的通審書

目表；這樣就讓教科書出版業者、教師與學校，都有明確的數位教科書

發展和選用機制可以依循。他們還成立「香港教育城」作為官民之間的

緩衝與協調機制，也成為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的網上整合服務平

臺，這些也是政府可以參考做做看的。

而回到臺灣的政策，從 2005~2010 年行動學習計畫的成果來看，

有很多的精彩的教學專題卻沒有辦法回到日常的數位教學，這些教案也

不能為一般教師所用，因為都與平常的教學進度和教材內容完全沒有相

關，這樣的數位內容，也不可能只給教科書出版業者來做為編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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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主題課程就是我講的放數位煙火，我們應該要去思考數位教育政策

的產出成果與一般學校的教學進度、學習目標、學生該學東西是不是相

關、可以結合？

歷年來臺灣的資訊教育政策，開玩笑講是─重硬體、輕軟體、拗

服務。如果是用這樣的模式繼續進行的話，出版業者依然是要在夾縫裡

面求生存，想要把數位產業或數位學習做好，我們目前的教育出版業者

真的是生活得有點卑微。期待他山之石可以協助我們建立相關制度，回

過頭來人家都已經明文寫在那裡，我們抄總是可以抄得會，如果是又不

參考又認為說出版業者就是書商，身上就滿滿的銅臭味，這樣就可惜了

難得的教學數位轉型的機會。如果我們是官產學的合作，大家能夠把這

件事情做好，期待臺灣數位教育帶動整個學習與文化提升，國家軟實力

能夠從這邊站起來，而不是說被當成一定要被審查，或必須用顯微鏡好

好看你們有沒有官商勾結，或是不是有獲利 over 的狀況。同樣是在行

政院部會，希望教育部能夠向經濟部看一看，這是扶持產業，然後擴增

臺灣影響力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說只想著要除弊，應該是要更重視「興

利」。最後期望教育部數位內容充實計畫，如果以 200 億關於內容部分

或數據來看，到底規格是什麼？要怎麼蒐集數據？誰有權限可以用什麼

數據？這些政府要做得事情其實還蠻多的，如果政府能夠把舞臺搭好，

加上出版業者的自尊和努力、市場機制的一些發揮，我們透過數位教科

書的發展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出路，讓親師生有非常好的數位教材使

用，學習更有效率、產業也獲得升級和加值。

數位教科書需依循課綱理念編修，並兼顧學科特性
與多媒體介面設計

李政軒：在推行動學習時，發現有專家輔導與支持是相當重要的。所以

在執行數位學習推動計畫時，已經將全臺灣分成 4 區輔導團隊，輔導教

授會攜手精熟數位學習的第一線輔導老師一同入校輔導，協助教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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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課堂。另外，教師培訓與分享，能夠快速提升教師數

位教學知能，特別是疫情開始之後，輔導團隊很積極辦理線上工作坊，

到目前都還持續在辦。每一場都將近會至少有 50~100 位的教師參加。

在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我們是把數位學習推動方案再擴大了，除了部成

立中央推動辦公室、4 區輔導團隊擴大到高中職成為 6 區輔導團隊外，

還有縣市端成立相關的辦公室，不管是在軟硬體上面遇到問題，都會有

人員能夠入校協助幫忙老師使用。所以他們都有給予相關的能力來入校

輔導，對教師的支持是非常大的。數位教科書規格在建立的時候，要考

慮到學科的差異性，不同的學科的內容，使用的數位互動工具可能會不

一樣。因此，建議部裡要建置數位教科書的系統框架與互動內容框架與

規格，訂下這些標準後，使用上比較沒有問題，也比較好跨平臺、跨載

具流通。另外一個部份就是素養情境的導入，也會造成數位教材建置的

成本增加，例如：國際趨勢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強調多文本的部分，數位教科書也許就會用到類似的互動

式工具與多文本內容設計。最後便是數位教科書的美感設計，其與一般

紙本教科書美感設計可能會有一些落差，特別是在互動的工具的介面，

還有平臺使用的 UI、UX，這些美感的設計跟傳統的美感設計會不一

樣，怎麼搭配使用？也需要再考量。

推動數位轉型，應以培訓教師為先

徐新逸：當需要整合各方資源與意見，絕不能忽略教育部資科司推動中

小學數位精進方案的代表或相關業務的承辦同仁。也需要考量到整個推

動精進方案的所有利害關係人，除了載具業者、平臺或資料庫，數位內

容產業都是必要的促進數位資源的推手。下一次開會或許也可邀請相關

單位，讓他們瞭解彼此可努力的方向、挑戰與困難。另外，剛才吳經

理講到行動學習的過去經驗，讓我想起我於 1997 年擔任香港教育局教

師工作坊的講員，那時候他們還沒有香港教育誠（HKEdCity,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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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dcity.hk/home/zh-hant），但臺灣有「亞卓市」（EduCities）。臺

灣當年在資訊教育是領先香港。令我當時印象深刻的作法是，他們不是

先買電腦等硬體設備，而是先進行教師資訊能力與數位教學設計的培

訓。當年，臺灣推動資訊教育正也推動擴大內需方案，各級學校買了很

多 386 電腦，最後很多教師不會用。有的校長擔心電腦會損壞，把電腦

鎖在一間教室不敢給師生使用。結果當教師後來學會用電腦時，效能佳

的 486 新型電腦推出且價格更低。香港先培育教師的作法，值得我們深

思。HKEdCity 等於是給中小學用的數位資源，有如國內現在教育雲上

的教育大市集。剛剛李教授提到數位精進方案也有積極培訓教師進行數

位教學設計或是製作數位教學資源。這些培訓還是應該是教育部主導，

我覺得並不宜全部交給出版業者來做。畢業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也是主

管單位的責任，但是可以公部門與民間一起合作。

第二，如果我們借鏡別的國家，我覺得要數位資源或數位教材仍需

要分科，因為有些內容比較適合用數位方式，例如：韓國是英文、科學、

數學為主。我覺得科學的東西是比較抽象，有時候需要一些媒體來輔

助，因為看不到。另外，還有雙語教育也很合適。我很同意先以實驗性

質，不要全面性推動。先選一個科目做示範，然後再漸進式推動看看並

結合一些示範學校。教育部現在甄選各縣市的 5G 示範學校，如果把各

類型的數位資源建置與應用統籌，並找到標竿，也許日後有更多單位被

鼓勵。期待整合各界資源，建立共識並全面合作。

數位教科書的期許與展望

張復萌：今天聽到與會貴賓的寶貴意見，對於政策的推動均認為不能驟

然實施或改變，目前還是在蒐集資料的階段，而教育部也僅是提出「班

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等充實與提升資訊硬體的部分，然而接下來當

然希望學生用的平板不是空的，而是有實質數位內容可使用，也才會想

到提供師生上課使用的數位教科書此議題。至於數位教科書如果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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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審查，今日與會者都一致認為應訂定數位教科書的共通規範與依循

規則。

至於應從哪個教育階段開始使用數位教科書？以韓國、日本為例，

由於考量學童使用平板對視力的影響，或電磁波對健康的干擾，不鼓勵

小學一、二年級長期使用電子設備，皆從三年級起才編有數位教科書提

供學生使用。因此我們必須對使用年級與使用科目做更符合國情的審慎

評估。

基本上數位教科書的研發經費是比紙本教科書來得高，因為它需增

加一些數位動畫、影音多媒體等數位資源，有關經費的獎勵或補助機

制，是行政單位需仔細思考的課題。

當然最重要就是第一線使用的教師，教師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素

養？是否具備數位化教學的能力？是數位教科書政策推動的關鍵因素。

如何提升教師的數位教學方法與帶動教學的革新？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喜

愛資訊並善用資訊科技帶來的學習樂趣，這是推動數位教科書之前，應

該思考如何給與第一線教師增能的方式與做法，讓教師都能善用數位教

科書進行教學活動。

今天很高興聽到與會的教科書出版業者，都具備紙本教科書進階至

數位教科書的技術與能力，國家教育研究院後續要思考與規劃的就是有

關數位教科書審查的流程、方式與審查重點等相關的行政工作。最後的

時間，開放給在座的嘉賓，對於數位教科書這個議題，是否還有其他感

到興趣或疑問的地方？請發言。

林宏益：我相信三家出版業者對這個規格都很難說，可不可以在訂之前

大家討論一下？我們也會多就是自家的東西，這個規格的轉換還是做什

麼，會不會投資很大的成本等，總是讓規格順著做轉換，大家不用花很

多錢就可以把它轉過來。甚至有很多規格事先知道，我們可以提前做，

不用等到說規格下來再開始做。因為等知道再來做，花的成本太高了，

而且下一次還要再改一次。這一種的輪迴，對我們企業真的很傷，請部

裡在訂之前讓我們先瞭解，提供一些意見，互相檢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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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萬萊：徐教授提到大家都在做這些投入，是不是有做一些 over的投資，

或者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情，我們認為在發展數位教科書上，「同文同

軌」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從登入開始，系統的規格，然後工具的規

格到數據的部分都需要注意。

何冠慧：教科書出版業者這幾年的努力，多少在教學現場已經有累積出

一定的經驗，在未來，希望能奠基在這基礎上發展，如此一來，就算政

府有關數位教科書的推動政策較日韓起步晚了些，但一定可以有躍進的

機會，我們很樂於參與相關計畫，多些交流，爭取經費支撐，大家一起

合作走下去。

漸進式的做法，整合資源並優先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徐新逸：我們可以借鏡國外的一些經驗。剛剛黃經理提到韓國 VR 使用

率很低，或許可以讓我們思考，現在做這個只是媒體的平行轉換，還是

真的要做教育革新？為什麼新興科技現場使用率不高？是科技本身不

良，還是因為制度的影響？很多借重教育科技的產品都強調實作與探

究，但因為考試不考，所以使用率就不高。考試領導教學部分是事實，

但已經正在改善中。人才培育宜能有宏觀的視野，包含考量教師的再教

育、家長的適應，還有考量學生數位經驗以及需求。中小學使用科技的

設備與經驗都比多數大學優且多，因此整個教育環境必須要面臨考量數

位原生的下一代的需求與使用習慣。任何科技的創新都需要一些時間，

都必須提前布局，以漸進式的作為，整合各方資料，設定目標並優先考

量使用者的需求。

張復萌：有關邀請教科書出版業者共同參與數位教科書討論部分在此說

明，本次論壇只是依照學習階段來安排，這次是邀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

出版業者，接下來是普通型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教科書出版業者，分場次

再來討論以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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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與會

借鏡日本，談數位教科書的下一步與審查

張佩琪（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在探討數位教科書相

關政策之前，建議政府先確定「數位教科書」的法定地位，並明確定義

其形式、訂定其規格（載具、介面工具）標準、各學習領域之基本學習

機能、課堂使用時機及審查時程等。另應定期調查與改善校園現場使用

的設備與系統環境，將相關資訊予出版業者規劃與設計合乎教學現場使

用的「數位教科書」。

教科書出版業者於 2007 年就自力研發應用於教育用途，推出完整承

襲紙本教科書知識結構與含量的數位教科書，讓教師在教學現場使用。

如今更隨著 ICT 技術的發展，各式載具的興起，提供科技化的教與學支

援服務，開創參與式數位教學的全新型態。相較平臺業者而言，在保障

課綱之教育理念實踐的前提下，由教科書出版業者設計製作「學生用數

位教科書」，應是較快也較能掌握教學現場需求及預期的學習成效。

現階段，臺灣如要發展學生用數位教科書，建議參照先推展的日本

經驗。考量低年級學童可能有視力健康或接觸問題網站等不良影響之家

長疑慮，可以國小三年級英語試行，於紙本教科書的基礎上，輔以數位

的語用學習機能，將能有效增加學習成效，某種程度上改善雙峰現象。

關於是否審查、如何審查？臺灣實施教科書審定制已 30 餘年，甚至設

有重編把關，若數位教科書內容與紙本相同者應可採「形式審」，亦即

已取得審定字號者無須重複審查。且教科書出版業者於紙本教科書課程

內容設計時，也會考量促進學習理解與支持教學實踐的配套設計，諸如

課本或習作的評量習題、使用不同媒材的附件，或以 QR Code 呈現的

數位資源，而後者按規定還須於紙本送審時檢附「內容刊載說明表」，

故若數位教科書之影音動畫包含於其中者亦應無須重複審查。惟其形式

／規格是否符合政府制定標準，應依標準逐項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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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數位教科書涵蓋的內容面向十分多元，無論是自製或授權而

來，製作成本都非常高。籲請政府於研擬相關政策或修訂法規時，能與

教科書出版業者攜手研議。其實中小學的教科書出版業者不只南一、翰

林、康軒三家，還有發行特定領域的出版業者，以及常與各家出版業

者進行互動交流的臺灣教科書協會，希望相關議題也能邀請其共同參

與，以利發展相關政策的周延配套，促進教育產業的活絡化，為了臺

灣教育的大未來共同努力。

教與學必須同步發生且真實存在，數位教科書才有意義

黃安志（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共關係處處長）：之前跟國家教

育研究院曾經討論數位教科書，今天透過不同的角度，大家逐漸把數位

教科書的模樣稍微勾勒出來；數位教科書的定義很重要，到底學生自學

用的？課後增能用的？還是教師在學校教學使用的？這些在研發、設計

的角度都不一樣。我認為數位教科書應該要在使用時讓教與學都是真實

而且同步發生的，才會有意義，希望未來一起往這方向努力。當年開放

民間教科書出版，是忽然間開放，大家就這樣編下去，現在數位教科書

開放也是忽然，可能就要開始做了，但我認為這兩者是不能比較的。即

使開放民間出版，但紙本教科書行之有年，他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只

要有課程標準就可以編。可是數位教科書在國內從來沒有出現過，即使

有臨近國家的經驗，但大家樣態差太遠了，還是非常混亂。假如只是純

粹 PDF 的話，可能使用效果不好。韓國在 2012~2019 年也做了一些改

變，他們甚至導入 VR、AR，不過在最近的使用調查報告，還是有高達

百分之 50 幾的學生一個月都沒碰過 1 次；另外百分之 40 幾的學生，在

一個月碰了 1 次、10 次還是 20 次呢？這數據很有趣，到底 PDF 或互動

式的媒材等等不同的表現型態，對於師生使用意願有沒有絕對的影響？

我認為這還有待研究。教科書必須學與教都同步發生，而且實際發生才

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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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教科書與數位教科書的編審負荷

謝智偉（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管部經理）：第一，應先定義，

實體與數位教科書的主從關係為何？且必須是出版實體教科書的出版業

者，方具備產製數位教科書的資格，才能降低編審兩端的負荷，並且避

免反客為主。第二，請部裡提供學校當學年的數位環境數據。以學生人

數為例，我們查詢時都是前一年的數據，以現在數位條件來看，這些數

據應該可以很快統計出來，且隨時更新，如果數位環境的數據也是前一

年，對我們來講也是晚半拍，畢竟變化實在太快，iPhone 都不知道已經

升級幾代了。第三，假設數位教科書要審查，一定要給出版業者足夠

的因應時間，千萬不要像每一次新課綱實施，出版業者的實體教科書送

審準備期大概只有一年。第四，以目前產製流程來說，通常都是在實體

教科書進入續審發還階段之後，才能展開數位教科書的規劃及製作，避

免因為審查意見更迭造成內容變動，進而使得數位內容必須配合增刪或

重製，以致時間及成本暴增。然而，8 月底開學前，實體和數位都必須

同時到校，出版業者產製壓力甚大，教師也來不及備課。因此，應該要

在實體教科書送審前，讓我們知道數位教科書何時進入審查？數位教科

書的規格、審查要項和範圍亦須同時公告。

結語

張復萌：感謝在場的各位嘉賓踴躍的發言，我們知道資訊科技的進步是

一日千里，以我國在資訊設備的製造與生產上，位居世界領導的地位而

言，教育的資訊化可能是必然的趨勢。國家教育研究院做為教育部的智

庫，需在政策的推動上提供教育部完整的建言，今天的會議目的在廣泛

蒐集教育科技專家與教科書出版業者的寶貴意見，以作為教科書研究中

心後續研究報告與政策提要的重要佐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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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數位時代下的閱讀

幼童使用電子書的經驗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Young Children’s Experiences with E-books

by Ji Eun Kim & Brenna Hassinger-Das (Eds.)
Springer, 2019, 296 pp.
ISBN  978-3-030-20079-4

邱美虹 1

壹、前言

隨著 21 世紀數位科技迅速的發展，電子書（e-book）如雨

後春筍般的出現，改變人類近千年紙本閱讀的習慣，進化為數位

化的新閱讀方式。處於這樣科技縱斷面的巨變現象中，跨越不同

年齡層和不同社經地位的讀者，他們都在經歷閱讀方式的改變，

尤其是在人人手機不離手的今日已蔚為流行。在新手機不斷推陳

出新下，2020 年美國智慧型手機在人口全年齡層的滲透率已達

80%，針對這樣的發展，美國小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於 2016 年早已將不應使用數位閱讀的年齡，從

兩歲以下建議改成 18 個月以下的幼兒。對於較大的孩童則建議

每日不宜超過 1 小時，且只適用在觀看高品質的電子產品並和成

人共讀的情況下（AAP, 2016）。這樣的建議意味著在數位化的時

邱美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E-amil: mhchiu@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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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幼兒增加使用數位電子產品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正確使

用電子書？」便成為重要的議題。故探討電子書的人機互動對閱讀素

養的影響、電子書對學童學習的影響與其所造成親子關係的變化，以及

其對教育界各個層面的挑戰皆成為必須要面對與深入探討的議題。本文

主要是對 Ji Eun Kim 與 Brenna Hassinger-Das 在 2019 年出版的《數位

時代下的閱讀─幼童使用電子書的經驗》（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Young Children’s Experiences with E-books）這本書綜合探討電子書的優缺勢

（strength and weakness）、挑戰（challenges）、機會（opportunities）

及策略（strategies），以及數位閱讀的現在與未來，以期能提供電子書

閱讀者與相關研究者參考。

貳、內容摘要

一、電子書提供另類閱讀機會

閱讀是孩童發展語言素養的一個重要管道（Segers et al., 2004; van 

Kleeck, 2003）。幼童閱讀發展從繪本的圖形理解到文字和圖文參照的

閱讀的過程中，需要具備對詞彙理解與閱讀文章時所的需推論能力。傳

統上孩童在成人的陪伴閱讀（以下簡稱伴讀）下逐漸發展出獨立閱讀的

能力，但有些幼童需要成人持續的引導與協助，方能達到理解與推論的

目標，換言之，閱讀理解並不是一件簡單的認知活動。然而由於閱讀科

技的發達，孩童已經不再需要大人伴讀，或是單向透過聽故事的方式來

進行閱讀活動。現今的幼童可以在電子書上點擊特定單字或句子，便立

即能知道單字或是句子的意義及發音方式，並可視個人需要反覆學習；

或是以動畫、多媒體效應、文本、對話、音效等模擬功能呈現更具體且

多樣的內容，促進孩童對文本的理解與閱讀的興趣（Kim & Hassinger-

Das, 2019, Chapter 13; van Daal et al., 2019）。而故事書的內容優劣較

其他媒體因素對孩童的閱讀理有更高的影響力（Kim & Hassinger-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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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hapter 3; Wong & Neuman, 201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分 別 以 閱

讀、數學和科學素養其中一項為主要的評量領域，其他則為輔測領域。

OECD（2019）指出，閱讀素養是指個人瞭解、使用、評價、反思和投

入文本的活動，以達到個人在社會中的各種目的、發展個人的知識和潛

能，以及參與的能力。它包括認知和語言的能力，從基本文字認識、語

言和文本結構到統整和解碼個人對世界認識的能力，同時也包含後設認

知的能力，以適當的策略監控和調整閱讀活動。其中文本（text）的定

義，是指圖文兼顧，舉凡視覺呈現，如圖形、照片、地圖或表格等與文

字並陳都視為文本。由此可知，閱讀已超越單以文字為範疇的閱讀，其

實也統整多重表徵的資訊。

在資訊與數位文本快速成長的 21 世紀，閱讀素養已有明顯的改變，

它已經是經濟、政治、公共、文化或是生活的重要基礎。閱讀不只是指

幼兒時期知識的獲得和語言的發展，同時也是個人在多元化的情境下能

拓展知識、技能和策略並發展與他人互動和溝通的能力，最終的目的是

讓閱讀成為終身學習的活動，藉此獲得知識、培養批判思考與判斷、並

具備做決定的能力（OECD, 2019）。

2018 年臺灣學生 15 歲學生參與 79 個國家／地區中的閱讀表現排名

第 17 名（科學排名第 10），雖然相較於 2009 年閱讀表現有所進步，但

是與其他科學前段國家相較，閱讀能力明顯不足，例如，中國大陸的科

學和閱讀皆排名第 1，新加坡皆排名第 2、澳門皆排名第 3，香港科學排

名第 9、閱讀第 4，而南韓科學排名第 7、閱讀排名第 9；日本科學排名

第 5、閱讀素養則是第 15 名。雖然南韓和日本這兩項成績都比臺灣為佳，

但與臺灣閱讀表現皆不及科學表現，此現象頗令人憂心（臺灣 PISA 國

家研究中心，2022）。

綜上所述，我認為閱讀能力是國人終身都應該具備的重要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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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可以提升個人閱讀能力、獲得資訊、開拓視野、培養判斷力以避

免被錯誤訊息誤導產生負面結果，故本文認為應參考本書各章觀點與文

獻，確認使用電子書的利弊以及提出可能的因應措施。

二、電子書的優缺點

（一）閱讀素養的提升

電子書顧名思義，就是透過電腦載具去呈現文本和圖形的數位書

籍。由於電子書的功能進步神速，在內容的呈現上較紙本書籍有更多

元的表現方式與選擇，例如，電腦模擬、動畫、影片、互動式對話等

（Smeets & Bus, 2015）。研究指出，這些功能提供孩童真實性的閱讀

經驗，有助於孩童對單字學習（Korat et al., 2003）、認字（Korat & 

Shamir, 2007）、閱讀理解（de Jong & Bus, 2003; Korat, 2010），或是提

升對音韻的知覺（Chera & Wood, 2003）。Bus 等人（2019）指出，加

入多媒體功能（動畫、音樂、環境音效）的電子書比靜態的電子書更

能幫助荷蘭幼童瞭解書中內容所欲傳遞的訊息和人物的特質（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8）。Tønnessen 與 Hoel（2019）針對來自

挪威 6 個幼稚園的 12 位教師進行對話閱讀（dialogic reading）實驗，研

究指出故事的文字和圖案必須和孩童的生活相關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而按觸螢幕的功能可以提供幼童互動的機會與提高其參與感，但是因為

在挪威是小組共用平板，而有一些應用程式的設計是給孩童單獨使用，

因此，小組共讀故事時，教師必須要注意在適當的地方提問或檢視孩童

是否理解故事內容與角色（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0）。

Hassinger-Das 等人（2019）認為對話閱讀是最完善的閱讀活動，它可

以同時兼顧讓學習者主動、投入、有意義的學習和社會互動的情境（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除此之外，電子書有助於孩童集中

注意力（投入和動機），尤其是當孩童缺乏語言表達時，動畫或互動式

的電子書有助於學生理解閱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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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學習

據研究顯示，不論是在家庭中或是在學校，當學童使用電子書

時，由於動畫的呈現或是音效，都會吸引學童的注意力，當幼童對於

特殊內容的專注力無法持久時，電子書的多重表徵功能可以幫助並引

導學童閱讀到核心主題。而孩童也可以選擇有興趣的內容或想重複閱

讀尋找更多的輔助功能，在設計良好的電子書中都可以提供學童較多

的選擇與幫助（如查詢電子書）（Korat & Shamir, 2007），也因此可以

提供孩童自主性學習的機會和提升學習動機（Brueck et al., 2019; Etta, 

2019; Hassinger-Das et al., 2019; 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 

Chapter 5, Chapter 7）。此外，電子書的提問、解答和相互參照的功

能也有助於學童自由選擇閱讀主題或單字查詢以促進閱讀素養的發展

（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6; Revelle et al., 2019; Takacs et 

al., 2015）。

（三）社經文化的影響

Korat 與 Shamir（2008）針對 149 位 5~6 歲的以色列中低社經地位

的幼稚園學童進行閱讀研究，結果顯示，中低社經地位的學童在使用電

子書之後對於字義的理解有較大的進步；同時，低社經地位的學童進步

的程度較中等社經地位的學童要多。使用字典（read with dictionary）

和邊讀邊玩（read and play）的學童皆較單獨閱讀故事書的孩童在閱讀

素養上有明顯的進步。這研究顯示，數位電子產品若能有高品質的設

計，低社經地位且閱讀能力不佳的孩子是會受惠於電子書的功能而有

所進步。Shamir 與 Dushnitzky（2019）在一系列對學習不力孩童的閱

讀研究中發現，不論是否有使用融入式後設認知引導功能的電子書都

比一般的幼兒教學能促進這些孩童在單字和閱讀理解上的成長（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2）；然而使用融入式後設認知引導功能

電子書的幼兒和使用無後設認知引導功能電子書的幼兒相比較，卻未達

顯著差異。這其中可能的因素是前者資訊過多造成孩童的認知負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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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除此之外，根據一份針對 46 位 K-5 的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1; Moody & Swafford, 2019），80% 認

為學習困難的學生較適合用電子書，66% 認為是給進階生使用，70% 的

教師認為對學習英文者是有幫助的，但相關的研究顯示仍不足以作過度

的推論。

（四）親子關係

幼兒與父母共讀書籍是發展社會互動的起點，父母在閱讀過程中會

進行知識的傳遞和社會價值觀的分享，這些行為顯示閱讀所產生的互動

關係對幼兒時期在語言或價值觀的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研究

顯示，若是父母讀故事文本給孩童聽，則孩童對故事的殘留量大約是

20%；若僅只是聽錄音帶，則其記憶量只會殘留到 13%（Korat & Or, 

2010）。但是也有研究顯示父母認為閱讀紙本故事書反而與孩童的互動

較多（Strouse & Ganea, 2017）。根據 Etta（2019）的研究指出，父母對

於紙本故事書的期待是教育性內容、視覺吸引力、正向的訊息和簡單的

特性顯著高於對電子書的期待（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5）。

而對電子書的特性所做的重要性評價則是在低價位、可移動的特性、小

遊戲、敘述性和音效要比紙本故事書來得顯著重要。或許這與父母使用

電子書和紙本書籍的態度有關，無論如何，父母認為紙本也好電子書也

好，都應該以教育為優先考量。然而，有 21% 的家長認為，使用電子

書是為了娛樂的目的，反之僅有 12% 的家長認為讀紙本故事書是為了

娛樂，而有 25% 的家長認為紙本故事書是在睡前使用，以增進親子關

係，相較於僅有 5% 的家長會在睡前的時間與孩子們使用電子書。

綜上所述，電子書若使用得當，對於孩童閱讀素養的提升、親子關

係的互動皆有正面的影響，同時對於弱勢的孩童亦有正面的效益，是值

得重視的。然而使用電子書仍有它應面對的挑戰與威脅。下一節將討論

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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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書的挑戰與威脅

使用電子書就如同是一把雙刃劍，若是有優良品質的電子書或是善

用電子書，它既有助於孩童閱讀素養與習慣的發展，也可以提升孩童閱

讀時的注意力；但是電子書的品質不佳或是使用不當，則使用電子書則

可能造成學習傷害或阻礙親子關係的發展。

（一）注意力分散

縱然有文獻指出電子書的多元呈現方式與功能，較一般書本對年幼

孩童而言，較易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可以引起孩童的閱讀興趣和投入書

籍內的情境中，但是研究也顯示，互動模式反而讓孩童對故事的資訊分

神（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3; Takacs et al., 2015; van Daal et 

al., 2019），尤其是對那些資源較少的學童，Takacs 等人（2015）甚至明

確指出，在有多媒體設計的故事書中，若有互動式的熱點、遊戲、和電

子辭典的功能反而會影響閱讀；同時，幼童的認知負荷有限，不宜在同

一時間有過多的資訊使得多媒體的呈現方式造成孩童無法聚焦在學習

重點（Chiong et al., 2012; Courage, 2019; Evans, 2019; Kim & Hassinger-

Das, 2019, Chapter 2, Chapter 4, Chapter 12; Shamir & Dushnitzky, 2019）。

這些感官上的刺激有時會轉移學習的重心（如故事的主軸）或是降低

想像力，使得孩童閱讀完故事後，反而對於電子書的內容存留下的記憶

較少。

（二）人機互動機會的增加，降低親子互動的機會

親子閱讀是發展孩童語言和閱讀能力一個重要的活動，由於電子書

的方便性與娛樂性，有時便成為另類保母 “baby sitter” 取代父母的角色，

尤其是當父母無暇照顧孩童時，將電子書給予孩童使用，其中的音效和

影像吸引孩童的目光減少對父母的依賴，這種因電子書的蓬勃發展已漸

漸對親子互動的閱讀活動產生負面的影響（Richter & Courage, 2017）。

Strouse 與 Ganea（2017）指出，當使用電子書時家長的對話大多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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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反倒是在閱讀紙本書籍時，彼此的良性互動較多。

（三）電子書未必對所有的孩童都有利

雖然有研究顯示，電子書對許多孩童在文字電視或閱讀理解上有進

步，尤其是對低社經地位的孩童在學習詞彙上有正面的效果。但是也

有研究指出，電子書在使用的對象上仍是有限制的，譬如 Segers 等人

（2004）指出，移民的孩童跟教師或是跟電腦學習單字的效果是相同，

但是若讓教師唸故事給孩童聽，相較於用電腦讀故事書，移民的孩童在

故事的理解上獲益較多。這結果顯示，在語言程度較為不足時，教師

可以因材施教提供適當的輔助以讓孩童得以理解故事情節。同時，孩

童缺乏使用數位工具時，電子書反而無法達到原先設計的目的（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1; Moody & Swafford, 2019）。

上述這些研究結果並非皆獲得相同的結論，也就是電子書在培養孩

童閱讀素養時是優於傳統紙本故事書。Courage（2019）指出，研究缺

乏對電子書的正面效益的共識，有 3 個原因，分別是與孩童、內容和情

境相關，譬如孩童的年齡不同、對於使用電子書的接受度以及語言的精

熟度都會影響他們在電子書中可以獲得的知識和語言的多寡。其次是電

子書的內容是否合適、功能是否有條理、孩童能否順利使用多功能來理

解故事內容；最後是使用電子書時的情境，是否有提供搭鷹架的功能給

孩童自行閱讀，或是否有父母伴讀，這些特質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以及

對電子書的評價（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2）。無論如何，

若能克服上述問題，電子書仍有它潛在的功能，並可以改變孩童閱讀習

慣和提升閱讀能力，以下將針對使用電子書的機會與策略作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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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使用電子書提升孩童閱讀能力之策略

根據上述的討論，以下作者提出三個策略，做為使用電子書的參考。

（一）策略一：品管電子書的內容

研究顯示多媒體的互動功能可以提供孩童許多適性學習的機會，讓

孩童可以根據個人需求自由選擇需要閱讀的重點或是輔助閱讀理解的功

能，而多媒體也能引起學習動機和提供孩童沉浸於閱讀內容中，因此選

擇具教育意義的電子書便成為重要的考量，例如，正向的訊息、適當的

提問與回饋、引導閱讀的元素、設計閱讀情境促進對話以提升閱讀素

養、避免太多認知負荷的內容或音效，以免失去閱讀的焦點。

（二）策略二：6 個 W 和 1 個 G

書本閱讀和使用電子書並非是互斥的，也不是要以電子書取代紙本

書籍，兩者若能相輔相成，閱讀素養當可有效的發展（Herman & Ciampa, 

2019; 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9）。若要使用電子書，不妨問問

以下幾個問題 : 使用的目的是什麼（goal）、誰在閱讀（who）、內容為何

（what）、如何使用（how）、為何使用（why）、何時使用（when）和在

哪裡使用（where）。透過對這幾個問題加以分析將可以理解電子書對誰

最適合、在何時何地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方可達到目的，亦才可提供孩童更

多不同的學習經驗，以幫助其發展閱讀素養。作者認為過度使用數位電子

產品，尤其是電子書會減少孩童的創造力與想像力，試想當電子書以聲光

音效去吸引幼童時，無異就會剝奪孩童在閱讀文本時於字裡行間讓思緒有

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醞釀、去想像的機會。此外，教師和家長都應該要

接受使用電子書的工作坊訓練，以瞭解以何種方法和何時何地使用電子

書最適合，如何選擇具有引導與提問／回饋機制的電子書，以及對於孩

童使用電子書的規範等等，以增加其對有效使用電子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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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閱讀是孩童發展語言很重要的一個認知活動，同時也是發展親子關

係的一種社交發展活動。透過閱讀，孩童可以增加對詞彙的認識、學習

並理解閱讀內容，發展推理的能力，而家長的伴讀也可以增加親子互動

的機會，以及藉親子共讀傳遞價值觀。自有電子書以後，電子書提供更

多元的呈現方式，除有語音外，還有動畫和模擬，以及點選不同主題或

閱讀流程等的功能，使孩童可以依照個人的興趣與語言和認知程度，而

自由瀏覽，很符合適性學習，甚至還可以培養孩童的批判力與做決定的

能力，並發展主動學習的態度。但是如前所述，電子書亦可視為雙刃劍，

有其優點也有其限制，譬如有些電子書的內容和多功能反倒增加孩童閱

讀的認知負荷或是有時造成孩童反分散注意力而無法聚焦在主題上，再

加上電子書的品質參差不齊，如何有效的使用電子書以發展學生閱讀能

力則是最大的挑戰。不論是父母在家中或是教師在學校使用電子書勢必

是未來的趨勢，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和迎接電子書的時代，善選適當的電

子書，可以加強孩童的閱讀與語言的能力。

電子書不是用來取代一般書本或取代家長（de Jong & Bus, 2003），

但無可避免的是，它將會是陪伴孩童成長的一個工具，因此長期追蹤閱

讀電子書對孩童語言發展、閱讀素養、寫作能力、親子互動、社會技

能等的效益是有必要的，同時建立評選適當的電子書的判準以做為父

母或教師選擇電子書的參考指標也是當務之急。Kim 與 Hassinger-Das

（2019）共同編輯的這本書，內容豐富，探討素養發展的定義、電子書

的功能、在學校或在家中使用電子書的優劣、電子書對特殊孩童閱讀能

力的培養以及在實踐面上可以採取的措施都有研究的實證資料佐證，對

於幼兒或孩童閱讀有興趣的研究人員或是家長皆適合閱讀該書，這是一

本值得推薦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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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簡則

一、發刊宗旨

　　 　　《教科書研究》（以下稱本刊）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定期發行之專業期

刊，登載與教科書及教材相關之議題、政策及實務興革等研究成果。希冀

透過本刊之發行，建立對話平臺，促進教科書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之互動

交流，發展教科書制度與實務研究，作為本院推動教科書相關政策之學術

研究基礎，以提昇教科書及教材之品質。

二、出刊方式及頻率

　　 　　本刊自第 16 卷起採數位出版品形式發行，每年發行 3 期，於 4 月、8
月及 12 月出刊。

三、徵稿主題

　　 　　教科書及教材發展之政策、制度、內容分析、使用、評鑑、比較研究、

歷史分析、研究方法論等，包含國中小、高中、技職及大學等教育階段，

旨在促進教科書政策與實務興革之發展。

四、徵稿簡則

　　1.　稿件類型及字數：

　　　　（1） 專論：未經發表過且具原創性之學術論文。接受中、英文稿件，

中文稿件以 15,000 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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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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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或工具之論文。接受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 10,000
字為原則；英文稿件以 5,000 字為原則；另應提供中文摘要（350
字內）、英文摘要（200 字內）及中英文關鍵詞（各 3 至 5 個）。

　　　　（3） 論壇、書評、教科書評論、報導：接受中文稿件，以 5,000 字

為原則。

　　2.　引註及書目格式：

　　　　（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 

　　　　（2）教科書及課程標準（綱要）引用格式請參據本刊「撰稿格式」。

　　3.　 來稿一經採用，作者應提交英譯之中文參考文獻（範例 3-1），如中文

參考文獻無英譯，請同時提交音譯（漢語拚音）及意譯（範例 3-2）。



　　　　範例 3-1：
　　　　楊深 坑（2005）。全球化衝擊下的教育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1（3），

1-25。
　　　　[Yang, S.-K. (2005).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3), 1-25.]
　　　　範例 3-2：
　　　　余英時（1976）。歷史與思想。聯經。

　　　　[Yu, Y.-S. (1976). Lishih yu sixiang (History and thoughts). Linking.]
　　4.　 文件格式：

　　　　（1） 內文：電子檔案格式須為 MS Word（.doc .docx）或開放文件格式

（.odt），並請同時提供稿件 PDF 檔作為比對之用。

　　　　（2） 圖片：內文如有圖（照）片，須另提供清晰圖片或高解析數位

照片，引用圖片應符合本刊著作利用授權規範。

　　5.　 投稿方式：

　　　　（1） 投稿者請將「稿件電子檔」及「稿件基本資料表」上傳至「線

上投稿系統」，網址：https://ojs.lib.ntnu.edu.tw/index.php/JTR
　　　　（2） 本刊收件後，將於 2 個工作日內 E-mail 回覆投稿者收件訊息；

如未收到相關訊息者，請來電確認，以避免漏失郵件。

　　6.　 稿件隨收隨審，歡迎各界踴躍惠稿。

五、稿件審查、修改及刊登

　　1.　 本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稿件將送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2.　 審查結果及意見將個別 E-mail 通知投稿者，投稿者應於本刊通知日起 1
個月內 E-mail 回覆修改、答辯或說明，並於稿件標示修正處；除特殊

情況事前經本刊同意展期者外，逾期回覆修改、答辯或說明者，概以退

稿處理。

　　3.　 凡接受刊登之稿件，本刊得視編輯之實際需要，對稿件文字及圖片刪修

調整，並得決定其刊登卷期。

　　4.　 請勿有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行為，違者除自

負相關行政及法律責任，本刊 2 年內不受理其稿件。

　　5.　 本刊不接受退稿者以同一文稿再次投稿。

六、著作權規範、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及相關權益

　　1.　 獲採用刊登者，作者（著作人）應簽署著作利用授權書，授權國家教育

研究院得以不同方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著作物，並同

意「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之創用授權條款；國家教育研究

院並得將相關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完整授權條款請參考本刊最新版「著

作利用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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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卷 1 期 主題：十二年國教課綱倡議的溝通與實踐 

（2024.04 出刊，截稿日 2023.05.31） 

十二年國教課綱從 108 學年度逐年轉化為教科書並在各級學校中實施，目前

國中三個年級與高中三個年級的教科書皆在課堂中使用過一輪，國小教科書

也出版到四年級，並已在課堂中使用。十二年國教課綱倡議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與評量設計，各個領域課程綱要亦有其領域獨特的革新倡議。徵稿範圍

包括，探討這些倡議在轉化為教科書、校訂課程或課堂教學實踐時的成效如

何？遭遇哪些溝通與實踐問題？如何克服而成功轉化實踐？對於這倡議的

反饋及未來調整的建議為何？ 

17 卷 2 期 主題：全球公民素養 

（2024.08 出刊，截稿日 2023.10.31） 

受到全球化時代來臨及現代公民議題備受關注的影響，全球公民教育於校園

環境的有效實施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希冀經由學校團隊合作及教師之引導，

用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公民素養，其中全球公民素養的教材設計及相關

教科書內容之探討係屬重要一環。徵稿範圍包含全球公民素養的教育理念與

教材研發之具體作為、自編教材之實務經驗、教科書中有關全球公民教育之

內容分析、教材融入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

探究等。 

17 卷 3 期 主題：閱讀教育 

（2024.12 出刊，截稿日 2024.01.31） 

閱讀不僅是十二年國教課程國語文領域的六大學習表現之一，閱讀素養教育

亦是十九項重大議題之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尤其自 2006 年至今臺灣參與

多次 PIRLS 與 PISA 的國際評量檢測評比，自教育主管機關至各級學校，無

論是課程、教學或評量的相關研究與實務探究，一直是頗受重視的研究主

題。本期主題聚焦於閱讀教育相關之教科書研究，亦歡迎針對數位閱讀教

材、教學與評量之相關研究投稿，以面向雙閱讀素養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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