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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數位學習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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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生生用平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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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GIGA計畫 
以一生一載具搭配建置高速網路環境、學習輔助
等系統，並運用人工智慧改善個人化數位學習，
提供學生公平均等的教育機會。 

二、新加坡 
(一) 以多階段教育科技計畫(EdTech Plan)建置軟硬體系統等，有效利用教育科技進行高品質

的教和學，現階段計畫強調：應用科技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溝通合作能力，強調以科技
進行學生為中心的評量。 

(二) 推動學生自備載具(BYOD)策略，載具與學生比為 1:3。 

三、愛沙尼亞 
(一) 2012年全球第一個將資訊教育延伸至小學的國家，2019年延伸至幼稚園。 
(二) 由政府提供數位學習平臺與數位學習資源。 
(三) 推動學生自備載具(BYOD)策略，無設備者由學校提供。 



教科文組織2019年首度發表關於人工智慧與教育的共識 

• 在益處明顯大於風險的情況下支持開發以人工智慧技術為基礎的教育和培訓新模式，

並藉助人工智慧工具提供個性化終身學習系統，實現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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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unesco.org/news/jiao-ke-wen-zu-zhi-fa-biao-shou-
ge-guan-yu-ren-gong-zhi-neng-yu-jiao-yu-gong-shi 

教科文組織會員國政府及其他利益攸關方的建議 

• 適時考慮使用相關數據來推動循證政策規劃的

發展。 

• 確保人工智慧技術的使用旨在賦予教師權能，

而非取代教師，制定適當的能力建設方案，提

高教師使用人工智慧系統工作的能力。 

https://zh.unesco.org/news/jiao-ke-wen-zu-zhi-fa-biao-shou-ge-guan-yu-ren-gong-zhi-neng-yu-jiao-yu-gong-shi
https://zh.unesco.org/news/jiao-ke-wen-zu-zhi-fa-biao-shou-ge-guan-yu-ren-gong-zhi-neng-yu-jiao-yu-gong-shi


人工智慧與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202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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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制定者的人工智
慧必備知識 

 人工智慧與教育如何
實踐與效益風險 

 利用人工智慧實現
SDG4 （優質教育） 



2021 美國 數位學習指引 強調個人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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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領導者 家長(家庭) 教師 

(美國教育部、教育技術辦公室) 



美國 數位學習學校領導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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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數位學習領導力 

 評估、建置與維護基礎設施 

 學生個人化學習  

 聯合家長(家庭)支持 



美國 數位學習教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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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公民、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 

• 學生個人化學習 

• 與家長(家庭)合作提供學生學習支持 

學生個人化學習 
 增強個人學習力 

 促進學生學習投入 

 發展數位自主學習 

 運用數位學習將評量最佳化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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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建設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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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更生動 書包更輕便 教學更多元 學習更有效 城鄉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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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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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 



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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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載具統一規格、單一標案、複數
決標 

學習載具補助61萬台，提供偏遠地區
學校學生1人1機，非偏遠地區依學校6
班配1班為原則。 

二、建置教室無線上網環境 
中小學校園無線網路硬體設備(無線
AP)建置3.09萬臺，支援各校全班學
習載具同時使用，以班級教室優先補
助，包含班級教室AP建置及現有AP
遷移所需費用。 



學習載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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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入口網 https://elearning.cloud.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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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師生跨平台單一登入帳號(OPEN ID) 

16 



雙語數位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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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國民中小學3-9年級學童
(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及弱勢學童優先) 

 執行方案：本土語方案、英語方

案、本土語及英語方案 

 申請情形：111年25所大學，

177所國中小，2,949位學童 

縣市參加校數 



延伸學習載具方案BYOD & TH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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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辦： 

自帶載具到校(BYOD) 方案 

帶載具回家學習(THSD) 方案 

 提供師生專屬學習載具，串聯課

間、課後數位學習一條龍 

 偏遠學校優先媒合國際數位學伴 

第一梯次縣市參加班級數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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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充實 



現有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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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教材 素養教材 

 數學及國語文：1至12年級 
 英語：3至12年級 
 自然科學：3至6年級 
 理化：8至9年級 
 生物：7年級 
 地科：9年級 
 物理：10年級 

 數學 
 國語文 
 自然 
 核心素養 

遊戲教材 

 因雄崛起 
 守護木林森 

資訊科技 

 數學運算思維  
 自然運算思維  
 程式設計  
 資訊安全  
 E-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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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 - 普通高中物理科素養教材 

教育媒體影音-LIS情境科學教材 

現有數位內容 



素養導向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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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材開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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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開發教材 
(一)社會：再造歷史現場、文化保存、

臺灣史、傳統技藝 
(二)藝術與人文：視覺、表演藝術 
(三)環境、能源、防災：呼應向山致

敬、向海致敬政策，開發國家綠
道、愛樹護樹教育等內容 

 持續優化教材 
國語文、本土語文、英語文、數學、 
自然 



補助採購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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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二次產品公開徵求及審查，
通過納入「校園數位內容與教
學軟體選購名單」。 

 已公告171家、1,466項產品。 

課堂教學軟體 

數位內容 

遠距教學軟體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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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數據分析 



iPad 

Chromebook 

Windows Laptop 

載具管理系統 
（MDM） 

中央學習平臺 

地方學習平臺 

民間學習平臺 

數位學習平臺 

科技化評量 

國中會考 

縣市學力檢測 

學生學習成效資料 

教育大數據資料庫 
Edu LRS 
+AI分析 

公私研究單位從事 
教育大數據分析研究 

民間加值、創新應用 去識別化資料 

教師 

學習平臺 

預算規劃 

學生預警 

學生學習狀況分析 

概念診斷 

教學引導、課程設計 

學習扶助 

個人化診斷報告 

學習課程推薦 

城鄉差距分析 

課綱制定 

校訂課程建議 

介面調整 

內容改善 

學校 

學生 

政府教育單位 

1、個資加密 
2、去識別化 
3、離線存取 

教育大數據資料庫 人才培育、業界加值應用 邁向適性學習及公平優質教育 

教育大數據分析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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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大專校院開設教育大數據微學程 

課程類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實務課程 

課程特色 習得與教育相關之 
數據分析概論與工具 

能實際應用數據分析開發工具、 
統計相關套裝軟體來挖掘現有教育
資料庫資料以解決真實教育議題 

與產業(縣市)合作之實務專
案或實習 
 

結合產學研進行教育大數據人才培育，提升數位學習產業加值應用與創新
研發。 

媒合大學及縣市教育局處，使用縣市開放之教育數據進行分析，進行專題
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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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提供傳統資料無法呈現之學生學習狀況 

平臺不同學習模組使用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大數據來源 

學生學習成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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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影片+檢核點 影片+單元診斷 影片+縱貫診斷 

學生學習成效 

平臺A 平臺B 

不同地區學校 
載具使用率與學習成效 

不同平臺學生觀看影片行為分析 

MDM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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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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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生（高能力） 乙生（中能力） 丙生（低能力） 

建置AI數位學習平台教育部因材網，應用大數據分析學生不同學習弱點 

類似Google地圖一般，提供學生專屬的學習路徑，讓學習更有效 

 



因材網  對於111年科技化評量通過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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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全國平均 花蓮縣 全國平均 花蓮縣 全國平均 

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 

成
長
測
驗 

成長測驗通過率 

沒有使用 使用四小時以上 



因材網  對於110年縣市學力測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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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平
均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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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 

12縣市5年級全體學生 

沒有使用 使用四小時以上(參加計畫) 



使用因材網進行自主學習愈久、學習成效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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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因材網學習行為者學習成效較佳 

從資料分布及前測、後測
中位數比較發現 

有因材網學習行為者有較
明顯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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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具因材網學習行為者學習成效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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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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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學習行為種類越多成效越好 

• 各學習行為種類個數的
前後測成績皆有明顯差
異 

• 而從中位數來看，可以
發現較多元的學習行者
為其差距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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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行為次數列表  

學習行為(共6種)包含： 
•動態評量 
•單元測驗 
•練習題 
•縱貫測驗 
•觀看影片 
•填充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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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習行為 次數 

1 觀看影片 84,662 

2 練習題 82,413 

3 單元測驗 60,215 

4 動態評量 47,401 

5 縱貫測驗 7,178 

6 填充題 313 



有自主學習行為者學習成效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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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行為次數列表 (前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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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自主學習行為 次數 

1 點擊暫停 72,389 

2 完成影片觀看 71,190 

3 主動觀看影片 39,058 

4 主動進行練習題 39,049 

5 主動進行動態評量 14,455 

自主學習行為(共9種)包含： 
1.  主動進行動態評量 

2.  主動進行單元測驗 

3.  主動進行練習題 

4.  主動進行填充題 

5.  主動觀看影片 

6. 觀影期間點擊暫停 

7. 觀影期間作筆記 

8. 觀影期間提出問題 

9. 完成觀看影片 



有因材網觀影行為者學習成效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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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行為次數列表 (前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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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觀影行為 次數 

1 點擊播放 84,267 

2 點擊暫停 72,389 

3 播放完畢 71,272 

4 調回原速播放 31,519 

5 拖曳倒轉 27,218 

觀影行為(共12種)包含： 
1. 點擊播放 
2. 點擊暫停 
3. 播放完畢 
4. 檢核點 
5. 檢核點後重播 
6. 提問 
7. 作筆記 
8. 拖曳倒轉 
9. 拖曳快轉 
10. 調回原速播放 
11. 跳降播放速度 
12. 調高播放速度 



因材網影片觀看行為分析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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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化評量未通過學生 N=11,804
平均暫停時間:˙7.05分鐘  科技化評量通過學生 N=12,088 

平均暫停時間23.31分鐘 

播放 

暫停 

拖曳 

向前 向後 

檢核點 

播放 

暫停 

拖曳 

向前 
向後 

提問 再次觀看 

筆記 

檢核點 



因材網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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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習 

全螢幕模式 

調整聲音大小 

當影片播放至影片
檢核點時，右邊視
窗會跳出影片問題，
學生須回答問題後
才能繼續觀看影片 

可在影片播放時做筆記或
提問。過程中，影片會自
動暫停。 
筆記：教師端教師可推薦
優異的筆記。 
提問和筆記可以在筆記列
表中查看。 



因材網使用時數對於110年成長測驗通過率的影響(英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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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率 

縣市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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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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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縣 T縣 S縣 K縣 N市 B縣 R縣 H縣 P縣 I縣 Q市 D市 M市 U市 G縣 L縣 A縣 F市 J縣 V市 E市 O市 

無使用 使用四小時以上 



因材網使用時數對於110年成長測驗通過率的影響(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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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率 

縣市 

20%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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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T縣 C縣 N市 S縣 R縣 Q市 P縣 H縣 K縣 M市 I縣 D市 B縣 G縣 J縣 A縣 L縣 E市 F市 U市 O市 V市 

無使用 使用四小時以上 



因材網使用時數對於110年成長測驗通過率的影響(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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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率 

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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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使用 使用四小時以上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數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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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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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增能 



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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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重要概念 
數位素養 
數位學習 
數位教學 

https://cloud.edu.tw/curation/detail/1973 教育雲下載 

https://cloud.edu.tw/curation/detail/1973


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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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輔助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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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學 
學生於學習平臺觀看教學影片、做練習題與回答
老師提問進行「自學」，並發現個人的難點錯誤。 

 組內共學 
小組成員利用學習平臺中，老師指派討論內容進
行觀點分享、討論達到小組共識。 

 組間互學 
各小組將討論結果上傳大屏或學習平臺進行小組
發表並與其他小組成員互動、釋疑。 

 教師導學 
教師利用學生的學習結果，進行難點、概念總結
與反思。 

因材網輔助四學 



數位科技融入學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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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辨識輔助英語口說 VR協助醫學與人體器官系統 



講師認證 講師認證 講師認證 

在職教師增能培訓（111年 46％→ 113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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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 

教          
師 

A.數 位 學 習 工 作 坊(必修) 
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 (3hr) 

課程重點：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概論及平臺介紹 
                                 (含數位教學指引導論) 
          講師：教育部認可之自主學習講師 

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3hr) 
          課程重點：數位學習平臺應用 
          講師：各數位學習平臺認可之數位學習講師 

取得自主學習講師認證 

C.數位學習講師培訓(2日). 

取得數位學習講師認證 

   B1.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 
(2日)(選修) 

D.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講師培訓(1日) 

B2.PBL教學 
應用 

(1日)(選修) 

B3.數位教學
指引培力

(6hr)(選修) 

B4.各領域/科目 
數位教學應用

(6hr)(選修) 

全國中小學
教師 

回流 



行政人員與家長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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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人員 

 校長科技領導 

 資訊組長(或資訊負責人員)增能研習 

二、家長 

 數位學習增能研習 

 講師培訓研習 

 與家長團體合作 



強數位教學教師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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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A2 教師增能迄今已培訓46％，113年完成100%。 

 數位素養教師增能研習，每年至少10%教師參加。 

 教師e學院已建置「資訊素養」課程。 

 強化職前師資數位教學能力 

 推動數位教學檢測 
 



分區輔導 臺中教育大學
(中) 

高雄師範大學
(南) 

東華大學 
(東) 

縣市/學校 
推動 

中央統籌 推動辦公室 

臺北教育大學 
(北) 

臺北、新北、
桃園、新竹縣
市、金門、連
江、基隆、國
立國中小 

臺中、苗栗、
彰化、南投、
雲林、國立國
中小 

臺南、高雄、
嘉義縣市、屏
東、澎湖、國
立國中小 

宜蘭、花蓮、
臺東、國立國
中小 

臺灣科技大學
(北) 

臺北、新北、
桃園、新竹縣
市、基隆、臺
中、苗栗、宜
蘭、花蓮、金
門、連江 

彰化、南投、
雲林、臺南、
高雄、嘉義縣
市、屏東、臺
東、澎湖 

國中小輔導團隊 高中職輔導團隊 

高雄師範大學
(南) 

分層分區輔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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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22縣市成立「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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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成立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補助資訊、輔導及行政專任人力、教師增
能培訓及辦公室運作(如公開觀議課、跨校交流、成果展、設置重點學校、學生
數位素養推廣活動、建立學校社群、獎勵措施、成效評估等)費用。 

屏東縣 

臺南市 嘉義縣 

嘉義市 臺東縣 



2 0 2 2 自 主 學 習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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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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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學校數位學習推動小組、領導規劃辦理相關數位增能研習 

• 鼓勵校內組織數位學習教師社群，彼此分享好用的數位學習教學內容、教學工具、
數位導入之課程設計、學生多面向發展狀況等 

• 推動校內載具管理使用（借用）機制，了解各縣市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能夠協助
事項，如：網路、設備設定協助；設備借用與維護規劃等 

• 建立獎勵機制，激勵教職員積極推動及學生努力學習 

• 定期瞭解學校推動情形與相關數據 

• 與家長合作，支持孩子進行數位學習應有軟硬體環境與師資 

• 有困難時聯絡縣市及國教署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六區大學輔導團隊 



112年中小學實施計畫--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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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教師及校長社群，藉由對數位學習具熱情之社群向外 

推廣與縣市內其他學校 
校長社群 教師社群 

1. 共享數位學習推動與科技領導經驗 
2. 透過共同關注數位學習之議題，收集
持續性反饋，針對重要資訊進行即時
討論 

3. 建立跨校學習推動協助與交流機制 
4. 社群成員由縣市推動辦公室成員及各
區輔導團推薦 

1. 共享數位教學經驗 
2. 透過共同關注數位學習之議題，收集持續
性反饋，針對重要資訊進行即時討論 

3. 提供學校、縣市及教育部數位教學推動之
建議 

4. 社群成員由縣市推動辦公室成員及各區輔
導團推薦 



教育部因材網 (ad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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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權限帳號(1/5) 

61 校長權限帳號>報表>測驗報告 



校長權限帳號(2/5) 

62 校長權限帳號>報表>學習狀態 



校長權限帳號(3/5) 

63 校長權限帳號>報表>節點狀態 



校長權限帳號(4/5) 

64 校長權限帳號>報表>影片瀏覽 



校長權限帳號(5/5) 

65 
校長權限帳號>報表>學習時數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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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學狀況-各班級節點的學習狀態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報表>班級學習狀態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2/4) 

67 

知識節點-各班級各節點的精熟情形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報表>知識節點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3/4) 

68 

各班使用時數-各班級教材使用時數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報表>各班使用時數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4/4) 

69 校管理者權限帳號>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使用狀況報表-各年級使用情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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