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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評準決策模式分析新北市小學
創客教育參與及阻礙之研究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教師　彭增淇

壹、背景

一、學習動機的喚起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身處教學

現場的教師，面對以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為主

的學習型態，老師不再只是主導教學，而是

促學。近年來，中小學教育推動的重點，不

論是從多元化的學習、翻轉教育到創客教

育，都在如何讓學生對學習持續保有興趣的

黏著度，能有效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欲望與動機（何琦瑜、賓靜蓀、張瀞文，

2013）。傳統教育已經無法滿足我們對知識

日新月異的需求，積極主動的學習方式更有

效率（Hawks,2014），師生間的良性互動不

僅提高，也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讓教師的

教學效能有所提升。

二、教育議題的排擠

新北市近年來為推動生態教育、閱讀教

育、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並在翻轉課

堂，活化教育的推行上不遺餘力。十二年國

教所納入共計19項的議題，都是以學生為主

體，透過教育適性揚才，去成就每一個孩

子。但面對多不勝數的議題，常處於高度壓

力下的教師，似乎對創客教育計劃配合度並

未如外界熱絡。探究其因，除了過多的議題

導致沉重的教學壓力之外，推動各項教育過

程需要有相當重要的關鍵要素（課程體系、

教學方法、技術環境、評價機制、師資隊伍

等）的優化組合方式，才能給予決策者建議

與瞭解推行的助力及阻礙（楊現民、李冀

紅，2015）。

三、教師掌握教學的關鍵

目前多數相關研究普遍關注於學生的學

習成效、態度或策略上，對象的選擇亦多以

學生為主，在探討教師對教育的推行與實施

情況部分較少著墨，忽略教師仍為實際主導

教育現場推動學校各項教育計劃靈魂人物的

事實。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由於享有高度之

專業自主權，所選擇進行之教學活動，教師

本身的意願與熱忱乃是推動成敗的關鍵。

四、研究目的及動機

本研究聚焦於國小教師對創客教育的參

與實施情況之調查，以分析教師對創客教育

參與程度及阻礙因素。先利用文獻資料蒐集

與專家訪談建議，評選出符合國民小學創客

教育參與及阻礙之各項關鍵因子，復以三階

段專家問卷進行評估與分析，進而篩選出新

北市國民小學在創客教育推行之策略重點，

以決定策略優先順序與相對重要性，期望作

為政府有關單位在執行創客教育推行的規劃

上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教與學的轉變

(一)Learner與Doer：

新一世代的教育，是以學習體（個

人與團體）的模式，培養學生成為自學

的「Learner」，讓學生自己本身能具

備解決問題、設計、實作與溝通的能

力，也就是要把他們培養成「Doer」。

此類學習方式的共同點可以建立起1.激

發主動學習興趣。2.養成良好學習態

度。3.訓練有效的學習方法。4.建立和

諧融洽的師生關係。5.大膽探究精神與

創新思維。6.相互激勵，自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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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小做起向下扎根：

近年來3D列印機等工具機臺的出現

使得實作教育得以透過體驗學習與趣味

方式，提供教師與學生更方便產出作

品，為達到學生能適性學習與發展之目

標，要讓教育向下扎根，從小就開始做

起的。只要有工具有巧思，從簡單的小

東西就可開始做起，以吸引孩子目光培

養興趣，且不只有在學校推動創客，更

要推動親子創客讓親子可以一起動手同

樂才是真價值（李欣宜，2015）。

(三)享受失敗中的快樂

在動手做的過程中，由於是在不斷

錯誤失敗中學習，與其說是在學習成功

之道，不如說是享受學習失敗，樂於正

視失敗的經驗修正學習，也在過程中享

受著創造帶來的無窮樂趣。校園裡小小

創客們能從錯誤中學到失敗的方法，培

養了找答案的精神和勇於創新的態度，

這樣的成長與收穫既無法以分數評斷，

更遠超過了成績所代表的價值意涵。此

種「創造即學習」是創客教育的核心理

念，即是杜威主張的「從做中學」，親

自動手操作、探究體驗式的學習方式。

(四)多元化的實作教育

實作教育不只是需要培養多領域的

融合應用，為建立學生良好的學習習

慣，更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同儕教導

等，需透過彼此的「互動互助」及「責

任分擔」，完成「共同的學習任務」，

或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這些教育

透過教學方式的改變，為了讓學生能學

會自主思考及培養主動探索的能力，更

學習與他人共同合作、分享解決問的學

習過程與成果，非僅僅只是產出作品而

已。

二、新北市國小參與創客教育現況

新北市以「動手創作」為出發，融合

「實作」、「創意」、「整合」與「自學」

的四大理念，強調動手實作，明確訂立未來

三年計畫期程，期待參與創客社群教師之校

數達到50％以上目標。

(一)鼓勵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為深耕教育及推廣至其他學校，先

行規劃小規模導入創作課程，鼓勵學校

發展特色，培養學生多元探索開發無限

創意，讓想像成為真實，能夠想的出

來，也做的出來。如有木國小善用閒置

教室與漂流木營造工坊、蝴蝶花園；橫

山國小結合社區的生態環保發展紙漿手

工造紙特色課程；屈尺國小充份利用舊

課桌椅與生態景色，發展出獨特的樂活

教育。

(二)分享創客教學社群經驗

成立新北創客漾交流平臺，結合並

匯集社群力量以相關競賽作為展能舞

臺，鼓勵教師以專題製作方式推動創客

課程，將創客社群教師專長領域之實作

及教學進行記錄與分享，並舉辦講座活

動與鼓勵參與創客工作坊研習，以提升

教師的參與興趣進而擴大創客社群成

員。

(三)創客市集的擴大參與

新北市為落實教育實踐，除推動各

項創客活動，並明訂每年11月為「新北

創客月」，逐年擴大展場及參與單位，

活動採「週週有主題」、「時時有亮

點」方式，提供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藉

由參觀展示及體驗實作，增加親子互動

機會，期待拋磚引玉使多人投入。

(四)目前國民小學參與現況

本研究訪查至105年11月底，全市

含私立211所小學，參與創客國小校數

共46所，僅佔22％。九大分區以新莊分

區15所與板橋分區10所最多，參與具都

市學校集中傾向，分布區域如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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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的規模集中在60班以上大型學

校；實施創客內容類別以程式設計、機

器人、木作與3D列印製程於安排在學校

社團課程中為主；各校參與教師及實際

授課人數在三人以內最多。以上資料顯

示創客教育在國小階段教學的實際面，

呈現地域性和受到相當程度的教師專業

排擠及其他因素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範圍介定

(一)研究範圍：遴選30所參與創客教育公立

國民小學教師，透過訪談並加以彙整架

構因子，經由科學方法的佐證，更為貼

近當地之適用性與實用性。

(二)研究時間：三階段問卷發放過程為期四

個月完成分析，最後歸納評比之關鍵因

子結果與建議，以訪談法輔助調查並佐

證分析資料的可信程度。

二、使用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多評準決策模式，其家族源

自Thomas L. Saaty於1971年提出的多屬性

評估方法，為避免寡頭決策兼顧不同的角度

並數量化的方式綜合看法，判斷出對團隊最

圖1　新北市46所國小2016年創客教育參與學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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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決策。

(一)訪談法與文獻蒐集：文獻分析及走訪踏

查特定參與學校之教師與家長，透過資

料的彙集整理，遴選出參與及阻礙的相

關因子，進行初擬架構。

(二)三階段問卷調查分析：分別利用模糊德

　　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

　 　 、 決 策 實 驗 室 法 （ D e c i s i o 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of 

Laboratory，DEMATEL）及分析網路程

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進行三階段之專家問卷分析，以

確立創客教育推行之關鍵因子與策略權

重。經由關鍵因子進行比較配對權重

後，決定推行關鍵優先順序與相對重要

性。

(三)教師訪談：以親自訪談多位參與及未參

與學校教師，對目前創客教育的親身體

驗與看法，以輔助量化統計分析遺珠不

足處。

肆、統計結果

一、模糊德爾菲法（FDM）

經過二次的FDM專家問卷分析後，從原

30項初擬因子，並專家意見之徵詢後共獲得

16項因子並合併二個主要構面，建立各構面

之評估因子如圖2。

二、決策實驗室法（DEMATEL）

將關鍵因素前五項要素彙整比較後，發

現參與及非參與教師之關鍵因素之共同題項

為「學校發展特色」與「發展教師社群」；

最後二項關鍵因素之共同題項為「行政與教

師關係」與「教師學經歷」。無論參與或非

參與創客教師，影響其決策之最主要因素為

「專業素養」與「校園特性」，而「政府策

略」及「教學設備」影響相對較小。此外，

參與教師較注重「舉辦競賽活動」與「打造

專屬空間」，而非參與教師則較注重「教師

向心力」與「教師研習增能」。由因果關係

來分析，「專業素養」為所有教師評估是否

參與創客教學的重要關鍵決策因素，即教師

首要考量專業性與是否能持續推行，決定其

參與的考量因素重點在教師研習增能的程

度、教師社群的建立與是否適合學校發展特

色上等問題。

三、分析網路程序法（ANP）

此階段整合意見求得量度間的相對權

重，評估構面之權重CI值皆≦0.1，顯示

專家意見彙整後具有完整的一致性，在五

大構面上權值分別為（0.385，0.241，

0.268，0.412，0.189），其中以「專業素

養」構面權重值最高（0.412）；在16個因

子中前五項重要之優先順序為「學校發展

特色（0.258）＞發展教師社群（0.187）

圖2　新北市國民小學創客教育參與及阻礙因素篩選結果架構



焦點話題 >>>

40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6年3月/第二十二期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舉辦競賽活動（0.184）＞添置機臺設備

（0.158）＞教師研習增能（0.142）。由此

可得參與之構面權重結果，「專業素養」與

「政府策略」權重值，明顯高於其他三個構

面，經由政府主導、從多方面宣導推動政策

結合教師的創新教學、提升專業素養，將有

效達到創客教學的參與及推廣。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從創客運動到創客教育，Maker看似在

台灣蔚為風行，實則仍面臨諸多難題。

現在無論是政府、學校還是教師都只想

坐等Maker做出成果，然後再搶著做成

教學媒體、挹注資金、成為典範教材套

用在教學上，但唯有認真去經營社群從

底層耕耘，才有利於創客發揮創意的環

境。

(二)新北市擁有獨厚的文化資源與多樣的地

理特性，各地區應結合當地風土民情、

人文特色，發展獨有的特色課程。學校

應努力營造有利於創新教學、容納多

元、尊重自主與積極開放的學習氣氛，

鼓勵學生充分發展自我潛能，舉辦多樣

化的創造學習活動，以持續保持好奇探

究的興趣，在潛移默化中樂於的學習、

享受學習。

(三)掌握教育現場的教師，應立足當下回頭

檢視課程對於教師本身的價值，找到自

身的興趣來融入教學。所有的教師都可

以成為創客，發展自己所長，為自已與

學生找到共同點燃學習興趣的火炬，只

要在自己專業上的課程都值得去發揮創

意與創新活化教學活動，以輔助學生成

為快樂的學習創客為已任。

二、建議

(一)擁抱教師專業成長

許多教師因「不想改變、沒有時間、沒

興趣、不認同」等因素而不願參與創客教

育。良師興國，一位好的教師須能善用不同

的教學方法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克服教學

現場的弱勢，努力達成有效教學。創客教育

的學習要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尊重學生

的個別差異與團隊合作的互相學習。教師宜

指導有效的學習策略，學生一旦擁有自學的

能力後，學習進展便能遠遠超過僵化的教材

範圍，習得帶得走的能力。

(二)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成立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起

設計創客教學活動，分享教材資源與教

學心得，是解決創客教育實施困境的可

行策略之一。教師專業若只靠參加研習

與進修，熱情往往也隨結束跟著消散，

加上學校課程與環境壓力等問題，均會

影響教師參與的意願。若能透過教師間

同儕頻繁互動，可讓教師得到專業上與

情感上的支持，有利於創客教育的實施

與推廣。因此，學校有教師群體彼此互

助陪伴，能讓創客之路可以走得更穩更

遠。

(三)發展各校獨特性

教師未參與原因，最擔心無學習教

材支援，在訪談時多數教師亦提及本身

有無興趣參與為最重要考量。教師會擔

心課前準備不易或本身能力不足等問題

而卻步不前，但創客教育的實施並非僅

侷限於現有材料與設備支援度，重點在

於以開發學生創意為中心，只要有心投

入，教學方式和類別將是各異其趣。教

師可在觀摩學習他人經驗後，架構出適

合自身教育現場發展的方向，重點是提

高學生學習意願與成效，盡情發揮各自

精采。

(四)結合社區資源

創客教育要改變的是翻轉親師生甚

至於連結社區的學習方式，政府能持續

投入支援的資源有限，各校在發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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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並不一定能同時得到挹注，但只要

有心人人都可以是創客。學校倘若能與

家長、社區資源結合，建立良好互動互

信基礎，社區能透過多方的管道提供教

師對創客教育的實質支援與技術，社區

和家長群將會是一股助力。創客教育更

應從學校、家庭與社區一起連結，才能

走得長長久久。

參考資料

何琦瑜、賓靜蓀、張瀞文（2013）。翻轉教育：

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臺

北：天下雜誌。

楊現民、李冀紅（2015）。創客教育的價值潛能

及其爭議。現代遠程教育研究，134，23-34

李欣宜（2015）。前人不播種，台灣自造者難

豐收。數位時代，取自https://www.bnext.

com.tw/article/36512/BN-2015-06-12-

133616-36

H a w k s , S . J .（ 2 0 1 4） . T h e  f l i p p e d 

classroom:Now or never AANA Journal,82

（4）,264-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