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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國中小執行說明諮詢會議



冷氣、中央廚房，接著是……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您一定要知道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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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數位學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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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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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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分析
※ 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能力

1.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

運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四學(學生自

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教師導

學)模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至110年參與計畫國中小學共計703

校、累積達7萬6,000位學生參與。

2.「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推動中

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包含辦理學生數位素養相關推廣活

動，並鼓勵學生參與本部相關推廣

活動。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教學與學習

推動計畫

協助學校提供學生足夠的平板進行

線上教學等活動，並辦理教師相關

增能研習，以因應線上教學模式。

2.至111年5月底止，業補助計63校，

約1萬5,795名師生參與計畫推動。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現況分析
※ 前瞻建設推動成果



科技領導策進方向

強化資料分析及研究，

提升以證據為基礎之教育決策品質。

皆列入前瞻計畫、
精進方案及防疫

作為

協助教師、學生與家長
進行數位學習

促進中小學數位學習
精進方案推動

建構願景、制度及軟硬體

• 培力教師具備科技能力、數位學習課程發展，以

及科技應用於教學與評量的能力

• 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能力

• 與家長、社區溝通與合作

• 辦理相關數位增能研習及工作坊

• 鼓勵各校成立數位學習推動小組

• 協助學校教師組成學習社群與建立教學分享管道

• 整合學習載具管理系統

• 完善校園環境的設備、工具建置

• 提供具備人工智慧授課教材整合平臺或APP

• 健全各校管理人力，補助經費

• 提供共同溝通管道或工具。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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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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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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小校園無線網路硬體設備(無線
AP)建置2.1萬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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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數據均可於於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網站查詢

https://dlo.cyc.edu.tw/modules/tadnews/page.php?ncsn=9&nsn=73


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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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全國學習載具管理系統(MDM)
◼ 提供縣市、學校、教師不同層級進行載具管理、教

學APP派送、學習使用數據蒐集。
◼ 聚焦數位學習，避免學生進入不當網站或造成網路

沉迷。
◼ 載具異常或故障時提供適當的協助。



學習載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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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入口網(測試版)

23



提供師生跨平台單一登入帳號(OPE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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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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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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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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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嘉義市

嘉義縣(3月4日成立)



跨系統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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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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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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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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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每年二次產品公開徵求及審查，
通過納入選購名單。

◼ 6月1日公布第一次選購名單，
84家及762項產品。

◼ 預計9月中旬公布第二次選購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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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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路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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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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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學習趨勢

貳、三個重要概念：數位素養、數位學習與數位教學

一、數位素養

二、數位學習

三、數位教學

參、教師數位教學實務

一、教師數位教學的階段與進展

二、數位教學設計的重要考量

三、適性化的數位教學

四、家庭支持、家長溝通與協作

五、教師數位教學專業發展的建議

肆、支持系統

伍、示例篇



數位素養培訓(委託東榮國小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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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資訊素養與倫理教學資源、線上遊戲教材、辦理教案徵件競賽、

培育種子教師、推動基地學校。
教師教學

運用中小學網路及素養認知網(E-Teacher)。資源平臺 https://eteacher.edu.tw/

https://eteacher.edu.tw/
https://eteacher.edu.tw/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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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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教師增能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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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生

◼ 補助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數位及資訊科技增能課程、社群或活動，110學年度已補助35

所師資培育大學(占師資培育大學70%)。

◼ 「師資生運用數位教學」檢測工具研發中。

在職教師增能培訓機制

二、在職教師

◼ 規劃完整數位學習培訓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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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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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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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使用對於110年科技化評量通過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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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30%

35%

40%

45%

50%

55%

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

通
過
率

成長測驗

英語文:3-8年級、國語文與數學:1-8年級

沒有使用 使用四小時以上



因材網使用對於2021年縣市學力測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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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平
均
分
數

40

45

50

55

6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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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數位學習平臺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及學習成效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學習成效

因材網使用

自主學習能力越強者
使用因材網時數越多

因材網使用時數越多
學習成效提升越大因材網提升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直接效果：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高提升學習
成就好

擇
策

監
評

調
節

定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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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國中小，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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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不是選擇，而是必然，並且已經走向
「跨系統協作」模式



嘉 義 縣 全 縣 國 中 小 推 動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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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公私立國中小、
兩所縣高中皆屬計畫

執行範疇



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校校須推動

https://fidsslmoe-prod.azurewebsites.net/


名詞釋義 前瞻學校(A組學校)：111年度類1、類2、類3學校
非前瞻學校(B組學校)：非上述學校

多
數
學
校
屬
非
前
瞻
學
校



前瞻計畫設備的使用

• http://fidssl.c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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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dssl.cyc.edu.tw/


嘉義縣111 年推動中小學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透過重點學校協助各校運作

51



計畫目標

計畫期程
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 4 年。

經驗分享

專業對話

非非前瞻
學校

(B組學校)





非前瞻學校工作任務

111

112

113

114

1.每年每校至少參加跨校、跨縣市公開觀議課

2.每年每校至少辦理1次數位學習模式公開授課，由縣市政府管控品質

3.所有教師4年內須全數參加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

教師運用縣版課程包
(教學模組)進行教學

師生運用工具或平台
進行互動

自主學習教學設計與
課堂實踐

結合學校跨域第一類課程
或第四類課程計畫進行教學

非前瞻學校四年公開授課任務進程研討(依序漸進、漸入佳境)



實施策略

一、由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規劃全縣數位學習的各面向與推動方針，引

領全縣學校之數位學習前進，並以數位教學模式協助本縣學力提升

55

(一)設置15所重點學校引領各校：重

點學校運作模式

(二)鼓勵國中小學校推動可結合學習扶

助方案，或晚自習時段，或於寒暑假

時段規劃差異化教學。



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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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配合典範/重點學校辦理數位學習

社群共備活動，並可自辦校內數位學習教

學活動及研習。

(四)建置教學研習基地，提供教師增能、

共備、分享環境，設置數位專案辦公室實

體研習空間、MVB數位教室(已設置)等，

以符應數位學習及新興科技等教學趨勢、

專業對話等需求。



實施策略

57

(五)課程教學輔導模式與目標

1.領導扎根：辦理校長科技領導研習，增進校長

資訊知能及數位學習相關知能，以提升校長科技

領導能力。

2.技術扎根：由典範/重點學校組織資訊教師社群，

每學期辦理資訊教師研習，使認識校內網路設施

設備，以協助下列事項：

3.國教輔導團培力：辦理國教輔導團數位學習培

力研習，提升輔導團團員數位教學能力。



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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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教學輔導模式與目標

4.教師增能培力：各校均需參與(數位學習工作坊四年內達100%；數位素養每年10%)

(1)辦理數位學習工作坊(一、二共6小時)、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2日)、自主學習講師培訓、數

位教學特色發展數位學習平臺規劃實施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課程等研習。

(2)資訊組長(或資訊負責人員)資訊維護與

管理等研習。

(3)因應學校資訊教師及一般教師實際教學

增能與共備需求，辦理教學實務研討與增

能。



嘉義縣的數位學習—

從困境中看到機會

整合數位

教學資源

結合數位

公私力量

統合數位

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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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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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推動：整合數位教學資源、結合數位公私力量、統合數位學習效益

(2)輔導與增能：組成輔導團隊，並辦理到校輔導；辦理教師增能。

(3)成效評估：本縣數位學習運用於學生學習、教師教學之成效。

(4)資訊與網路：協助學校網路規劃與調校、硬體操作、數位學習平臺使用、
安排技術人力入校協助；疫情居家教學與學習時，提供親師生軟硬體技術與
操作諮詢服務。

(5)整合本縣數位相關學習活動與數位素養培育，協助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
位學習精進方案」中BYOD、THSD、學習扶助或數位學伴計畫等相關計畫。

註1：帶載具到校學習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註2：帶載具回家學習（THSD，Take-Home Student Device）



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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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短期)

• 資訊素養

• 媒體識讀

• 親師合作

• 資訊安全

• 平台運作

增權賦能(中期)

•教師教學力增能

•學生學習力賦權

•家長參與力加量

•行政執行力精準

•縣市科技力展現

教育效益(長期)

• 提升學力

• 自主學習

• 數位創新

• 減負增效

• 課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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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執行業務-以協助學力提升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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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

單一諮詢窗口 多元教學服務

嘉義縣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官網：https://dlo.cyc.edu.tw

嘉義縣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LINE社群：http://gg.gg/dloline

嘉義縣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專用信箱：dlo@mail.cyc.edu.tw

https://dlo.cyc.edu.tw/
http://gg.gg/dloline
mailto:dlo@mail.cy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