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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摘要： 

 陳怡伶教授提及現今教學已走到需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階段，並

且為本章節重點之教學模式轉變也正好符合現今教學趨勢，而教學環境改變之

後要如何融入學習策略也為本章所討論。陳教授首先導讀如何整合關於數位的

不同面向，欲發展數位素養包括在學習方面賦予學生自主權，使學生認知並成

為數位公民，同時讓學生自主學習並成為知識建構者、創新設計者、計算解決

能力的思考者、創意溝通者，以及全球化的合作者。至於如何轉移應用學習者

的數位能力，則是包括了將不同領域知識內容整合，並且客製化學習者自己的

學習經驗，拓寬學習者透過網路進行學習的機會，同時提供工具來讓學習者能

夠成為創作者，而這些概念也與臺灣現今 108課綱素養的建置不謀而合。此

外，陳教授也透過文中提到以虛擬世界及遊戲來提昇學習者動機及參與度的概

念來強調學習不只是發生在傳統的教室當中。 

 新學習文化的形成也就是典範轉移的一實例，從傳統課堂中的知識學習

(learning about)到將重心放在讓學習者能透過實作學習(learning to do)，

再到現今將重點轉移至學習不只是發生在教室中，也有可能透過虛擬世界進行

學習者自我經驗的知識建構累積(learning to be or becoming)，進而發展出

學習者的各種技能。將此三項綜合，透過傳統學習模式加上新概念的數位知識

實作建構，就能期許學習者達到整合學習。章節中的實例中，學生透過記錄自

己的學習歷程，以每次的回饋做為自己的反思，進而達到深度學習；另外，學



生也透過使用數位工具寫作，並與同儕及教師討論共同創作，將兩方法並行，

整合成一新學習模式。如何透過整合式學習讓學習者發展知識、技能、態度，

以及信心，進而達到深度學習也為本章所討論。本章第三小節為針對深度學習

方面重新概念化整合式學習之空間，強調學習者在對自己周遭學習環境產生密

切關聯後自然會較為投入在學習中，而教師可透過提供給學習者具挑戰性的任

務，以讓學生從中建構知識並彼此分享，同時倡導技能的使用。陳怡伶教授接

著導讀本節中不同能力的養成分別可以運用之多樣科技工具方法來進行並介

紹，如：Kahoot, Classcraft, Quizlet等等。 

 因現今面臨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本章節將其分為教育 1.0、教育

2.0，及教育 3.0以比較過去的教室環境和現今需典範轉移的教育環境之異同，

同時說明在典範轉移下可以進行哪些科技教育。早期的教室環境中著重聽讀能

力的發展以及老師對學生單一方向之講述性知識教學。進階版則是希望學習者

能在學習脈絡下建構知識，同時也多了學生與學生間之互動。而 3.0則是希望

學習者除了在學習脈絡下建構知識外，還能夠創新，也因此多了科技方面的融

入，互動方面則也多了人對科技抑或是反向之交流。此外，也可以透過融入不

同活動與任務，讓學習者提升不同方面的認知層次。如：學生先閱讀某一新

聞，接著第二階段製作心智圖，最後透過與同儕間的互動回饋，進行論證。最

後再透過學習歷程檔案或其他科技工具等方式將學生之作品以成果展方式呈

現。 

 陳教授在最後也分享使用擴增實境(AR)眼鏡融入教學的實際經驗。透過專

題式學習，讓學生能夠先以擴增實境眼鏡融入教案撰寫，並且於次個學期讓學

生以擴增實境眼鏡來協助學校景點導覽員的訓練。在教案撰寫時，學生需思考

如何將眼鏡的功能發揮最大效能融入課程，也因此此專題式學習就有了虛實整

合的概念。而後於成果發表時，因疫情緣故調整為線上，透過發表者於一空間

進行線上發表，並且示範者於另一空間進行擴增實境眼鏡配戴後與虛擬世界互

動的示範，整合式學習空間也因而被帶到另一層次。由此，陳教授也強調學習

會發生在不同場域此概念，而如何將不同場域整合也是所有教師可以深入思考

的。 

 鄭錦桂教授提問與回應：現在年輕族群的學習模式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

從製作簡報方面就可以看出差異。年輕族群在製作簡報時都以圖片為主，而我

是會以文字居多。這樣的發展有利有弊，短處就是年輕族群現在普遍似乎對於

文字閱讀的耐心下降。而我們在教學中融入數位工具也確實能引起學生這些年

輕族群的興趣，但是我在觀察教室時發現其實人與人間的互動是無法被取代

的。像是在小學會有許多老師以數位工具融入課程，學生會花很多時間在數位

工具的操作上，而這些時間正好就是取代了師生間以及學生之間彼此的互動。

因此使用數位工具融入課程固然很好，但是我想提問這些數位工具的融入對於

知識的建構與創造等高層次的能力提升是否會有實質幫助，抑或只是依然在做

傳統教學的內容？若是後者，數位工具的融入是否真的有其必要性？這可能是



值得深思的部分。另外也很好奇怡伶教授使用擴增實境眼鏡讓學生作為專題式

任務，學生在最後實際做出來的成果有哪些呢？ 

 陳怡伶教授回應：我們其實在最後成果展有製作了一支影片。而學生在使

用眼鏡協助學校景點導覽員的訓練時，要針對不同族群去發想，也因此導覽內

容會因為欲參觀的人不同而有所調整，像是針對小學生族群進行導覽內容的發

想時，就會設計融入一些互動遊戲在導覽環節中，甚至是將原本用來訓練導覽

員的眼鏡給參觀的小學生們體驗。 

 鄭錦桂教授回應：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能夠充分讓學生透過數位工具的

融入達到認知層次的提升。 

 簡靜雯教授回應：我同意錦桂老師說的，我自己在小學觀課時也有發現很

多老師運用了很多科技工具，可是大多都是沒有真正回歸到課程本身，所以這

也是之後在師資培育方面需要多帶給師培生的觀念。另外是要回歸到我本身在

教學的部分，我在帶研究生做論文時，有時候會省思自己是不是給研究生太多

的推動，導致他們沒有很明顯的自主學習，這也是我要時常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