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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學校數位學習的興起
淺談學校經營應有之變革與堅持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國民小學校長　利一奇

壹、前言

智慧學校（Smarter School）又稱為智慧校

園，是隨著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設而出現的新

概念，在資訊技術的支持下，智慧校園建設得

以逐步展開，整合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環境和智

慧「教」與「學」（張奕華、吳權威，2014）。

數位學習（E-learning）根據教育KiWi的定義，

指的是廣泛的利用網際網路的技術傳遞一系列

能增進知識與績效的解決方法（Rosenberg, 

2001），如網路學習、電腦學習、虛擬教室和數

位合作。而課程內容的傳遞媒介包括了網際網

路、區域/外部網路、有聲/錄影帶、衛星傳播、

互動電視和光碟等方式。

隨著科技的進步、數位化時代來臨，網際網

路及搜尋引擎的快速連結，翻轉教室、MOOCS、

均一教育平台、酷課雲…等的理念隨之而生，讓

長久以來的教學和學習模式面臨重大變革。筆者

嘗試從網際網路及搜尋引擎快速連結的環境出

發，以行政、課程、教學、學習、評量等角度切

入，提出面對智慧學校數位學習的興起必須因應

的變革及堅持之處，提供學校經營之參考。

貳、智慧學校數位學習的興起所產生之變革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及搜尋引擎的快

速連結，讓長久以來的教學和學習模式都面臨重

大的變革。現就行政、課程、教學、學習、評

量等角度，提出教育必須因應的「5化」變革如

下：

一、因應「行政雲端化」的變革

校務行政電腦化（雲端化），指的是針

對學校內人、事、財、物等業務，運用資訊

科技及科學化管理，將學校內所需要的資訊

加以適當的規劃、整合及控制，來支援或協

助行政人員有效率的處理各項事務，並善用

網際網路的環境，透過共通性的資源分享，

達到即時、互動及分享的功能，繼而提高行

政效率，提升服務品質（高冬梅，2008）。

透過二代公文系統、校務行政系統、

google表單、雲端硬碟…等，導入數位科

技，將行政業務雲端化，下放管理權力，扁

平化組織架構，縮短匯聚集體智慧的時間，

加速達成決策共享，將傳統「硬性治理」的

科層體制模式，轉型為「軟性治理」的行政

領導。

二、回應「課程網路化」的變化

以筆者所在之新北市來說，幅員廣大，

學校分布於山地及海邊者比比皆是，囿於偏

鄉地理環境的限制，老師與學生無法同地同

時進行教學活動，網際網路此時即可作為時

空隔閡之橋樑，達到教育目的。均一教育

平台、MOOCs、可汗學院…等等網路課程興

起，把固有「標準化」大中心思想的課程思

維，解構轉化為符合學習者個別差異，可因

時制宜學習的「離心型」課程發展。

三、反應「教學遠距化」的變遷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對於

現代人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加上國際化與知

識經濟的快速發展，透過電腦與網路更可以

方便的相互合作與互動，再加上數位化的教

學與學習內容剛好滿足終身學習的需求，這

些發展環環相扣，激盪出教學遠距化的趨

勢。

隨著資訊設備的日新月異，教學不再只

是教室內一成不變的灌輸，是結合資訊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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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術，提供給學習者一個不需與老師面對

面授課的雙向、互動的學習途徑。它是一個

對電腦資訊及網路的新興應用，可以使知識

的獲得及學習更加方便及有效率，將「複製

型」教學循環轉換為「去中心化」的教學實

施。

四、響應「學習智慧化」的變異

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透過無線載具，

帶領孩子走出教室，探索世界、認識自我，

這無疑對新世紀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是值得

欣喜和期待的趨勢。但是，怎麼培養孩子善

用電子多媒體，透過「主題式智慧學習模

式」自學，這對於傳統教育現場內早已習慣

於「上行下效」的教師們其實是一大考驗。

五、呼應「評量數位化」的變改

學習與評量本是學習活動的一體兩面，

若無學習活動的評量是空的，若無評量機制

的學習是盲的，學習策略及學習活動的安排

等亦無從改善。因此，在網路學習系統上發

展足以相佐的評量系統是有其必要性的（林

昭汶，2003）。

傳統的測驗型態，一直是以文字、圖形

的靜態紙筆測驗為主，隨著電腦技術快速的

發展，在多媒體電腦上，已經可以讓試題以

互動式的方式出現。目前大部分的線上學習

系統仍著眼於教材資源的建構與學習環境的

設計上，然而，對一個完整的線上學習系統

而言，讓學習者有效地學習並且客觀地測驗

其學習成果，更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因此，

植基於網際網路上的測驗更顯得重要。（周

倩，1998）網際網路的跨越時空限制、加速

資源、資訊流通與分享的特性，使得網路線

上測驗除了能輔助遠距教學，增進遠距教學

的成效外，讓「知識記憶」紙筆測驗轉變為

「智慧共享」的多元評量，更能達到資源共

享的目標。

參、面對智慧學校數位學習的興起所產生之

變革，以行政、課程、教學、學習、評

量等角度切入，淺談身為學校經營者應

有的堅持

一、堅持雲端行政科文共裕精神，翻轉軟性治理

行政E紀元

數位領導力，即將影響企業未來十年的

競爭力。（李郁宜，2019）面對AI數位化時

代來臨，未來超過一半的工作會被取代，這

是臺灣刻不容緩的數位化課題，有鑑於此，

學校經營者如何有效培養學生，成為數位力

與領導力並重的未來公民更顯重要。

因此，學校經營者當配合這一波科技領

導的潮流，統整行政資源，勾勒網路式、聯

結式教育圖像，以轉化知情意素養教育價

值；活用軟性課程設計模式，描繪橫向、非

權威式教育藍圖；將舊式教育變身，持續學

習，自我改造，結合AI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方能帶領學校勾勒出全新的數位生命曲線。

二、堅守網路課程以真實世界為導向精神，創新

離心式互動課程研發

離心型的學校教育、主張未來的課程將

強調更開放、更多元、更扁平、更去中心

化；同時學校也在形成新的教與學的文化，

而這種新型校園文化的特質將更重視賦權、

共學和參與式協作（Williamson ,2013）。

傳統以課本知識為主流的課程工具理性

式微，知識中心主義解構，為滿足智慧學校

數位學習多元、互動式課程的需求，學校應

解放舊有權威式課程研發，廣納各方資源，

導入非政府機構、科技公司、第三方勢力，

商討雲端課程發展走向；改以透過線上課程

發展委員會、遠距領域教學研究會等方式，

規劃數位素養課程；善用WiFly課程資料

庫，研發個別化線上探究課程；活化ICT、

雲端課程資料櫃，完善以真實世界任務專案

為導向的學習（PjBL），讓課程與生活接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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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堅定遠距教學因材施教信念，拔尖去中心化

教學實施

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一日千

里。教育工學（educational technology）

的發展改變教學的型態。課程與教學走向多

元化、資訊化、網路化、數位化、虛擬化

及國際化。各種教學媒體諸如網際網路、

社群網站、教育雲端線上作業、電腦化教

學（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

電腦輔助教學（comput e r - a s s i s t e d 

instruction）及多媒體在教學上的應用，

如雨後春筍，相繼問世。（張清濱，2013）

為培養教師數位教學能力，突破「以教

師為中心」的教學藩籬，應積極策辦資訊教

師PLC，構築E化溝通平台；策畫資訊教學研

究會，培育數位教學領導人才；使用ccoc、

大數據教學資料櫃等雲端資源，豐富數位教

材內容；結合遠距學習共同體、線上分組合

作學習，藉以活潑互動教學方法。

四、堅續智慧學習解決問題目標，孕育智慧學習

滑世代

位在日本東京都世田谷區的 一所特

殊教育學校，教室出現一台白色的小機器

人，正在和學生坐在一起聽課，它是名為

OriHime的「分身機器人」，能代替遠方的

主人到校上課，還可以和老師與同學交談，

彷彿主人就在教室。（李貞慧，2018）

這是現在出現在日本真實的學校現況，

在臺灣，現階段大部分學校雖然無法做到以

機器人代替學生到校上課，但是我們可以透

過科技載具的運用，以及數位學習平台無遠

弗屆的特性，讓學習從標準化「套餐」學

習，轉向個人化「自助餐」。（張益勤，

2019）學生可以在課前觀看教學影片、聆聽

課堂錄音、精讀E-Book，落實課前自學；在

教室裡，活用電子白板、IPAD等載具，方便

學生獨立思考、同儕相互討論以及師生共

學，深化課堂活動；課後可透過均一教育平

台、磨課師、師生LINE即時對話，鼓勵學生

自學，扎實課後延伸學習。

五、堅信數位評量因材導學準則，掌握數位化多

元評量未來關鍵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教學評量採用電

腦化測驗（computer-based assessments, 

computer-based testing），更加普遍。

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教學評量就應該以

學生能力為本位，把每一個學生帶上來。

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CAT）正可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張清濱，2013）

身為學校經營者，可以串聯教室連結、

世界對話模式，構築社區化數位機會中心；

整合全球夥伴學校、未來教室，共構E化學

習體；落實雲端教學網路評量、督導系統，

加強管考，配合數位獎勵機制，推展「再學

習」線上回饋機制，翻轉未來教育動能，永

續雲端教學成效。

肆、省思－代結語

時代在變、遊戲規則在換，每個人現在都得

練習把腦袋思維換一換、抖（TikTok）一抖了。

（郭奕伶，2019）數位技術雖然可以取代知識

傳授，但依舊無法替代智慧傳承，身為學校領導

者應培養教師成為「人師」，以因應智慧學校數

位學習興起所帶來的衝擊，避免陷於為數位化而

數位化的迷思，進而塑造學生成為AI潮流下創新

型人才，讓未來教育的改革迎向科文共裕的新紀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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