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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深化數位學習創新應用計畫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108-2 教育研究法(下)/教育三，陳信助 

參、 前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9年於巴黎舉行《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會議：社會變革和發

展中高等教育與研究的新動力》(2009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The New 

Dyna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Socie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會中

揭示高等教育在全球挑戰的角色，包括永續發展、全民教育和消滅貧窮

(UNESCO,2009)。中心主題有三部份：(一) 國際化、區域化、全球化；(二) 平等、機

會與品質；(三) 學習、研究與創新。 

隨著科技的進步，讓高教能振奮的正面迎向這些挑戰。現今科技對教育的影響不管

是行政管理、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均需運用資訊與網路科技。此外，面對高教主要的

學習者-數位原生之千禧世代，使得高等教育無論於學術研究和教學，均需依賴資訊科

技與創新創意的運用，來提升教學產能，提升學習成效。 

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已成為世界潮流；近年來大學校院普遍實施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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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不佳之學生予以學習預警及補救教學等措施，主要目的是期望透過各種機制之

建立，提升學生主動學習意願，以維持高等教育品質。 

數位學習有隨時、隨地學習的好處，也就是學習的時間及地點已經不再受限於傳統

的教學方式，必須配合老師的時間與教室地點的交通問題，只要連線上網，就可以學

習。但是數位學習更重要的一點，也就是「個人化」的功能，也就是教育所談的適性

教學的問題。運用資訊技術以及教學科技的設計，可以針對每個人的特性，提供不同

程度的教學內容，該學習者的效果可以提高，這是數位學習的一項重要指標。 

因應全球化與科技化改變傳統教育模式之趨勢，本計畫規劃積極開創新興教育模

式，以提供學生更便利且有效學習之學習管道。透過「數位教學模式」升級，學習者

可以跨越時間、地域、平台，擁有多元的學習管道，突破傳統學習的界限，「深化」

數位教學，提升教與學效能。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中將原本教師於教學現場教學之內容數位媒體元素精進，透過「數位教學模

式」升級，學習者可以跨越時間、地域、平台，擁有多元的學習管道，突破傳統學習

的界限，「深化」數位教學，以利教學者運用與學習者學習。具有幾項創新特色： 

1. 遵循多媒體教學設計，確保數位學習品質。 

2. 運用多媒體呈現內容，深化學習印象。 

3. 建構良善數位學習環境，擴大學生學習空間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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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研發計畫之課程，目的在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更便捷、更生動活潑的教與學

的方式，營造「友善的」數位學習環境，學生可運用自己的行動載具或電腦，聆聽教

學者在課堂的授課，亦能看到教學者及其所使用之教材或多媒體教學內容轉化，以利

重複研讀，進行時由學生自主掌握進度、時間與空間之「無所不在的學習」。 

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計畫推動之授課教師與合作推動之資訊中心及遠距教學中心，在數位學習與遠

距課程開發上，均有相當之合作經驗與默契。過去經營開發之課程，品質已達送教育

部認證水準。在教學各階段之操作工作要領與虛擬校園數位平台功能的對應，已經模

擬規劃完成。 

惟歷屆學生資訊素養，時有差異變化，為適性教學著想，考量學生學習適應問題，

本教材研發計畫亦備妥解決方案，為求搭配數位教學之互動教學技巧，對非同步教學

教材進行模組化設計，確保教材品質與單元學習架構的穩定性，以免學習者適應上之

困難。會進行數位教學實務之系統化分析、設計，以及相關實施作業與成效評估。本

教材研發計畫將在數位學習平台中，數位化、模組化課程內容與教材。本計畫執行與

採用之主要方法或功能如下： 

1. 開發課輔平台介接模式：本計畫中將原本教師於教學現場教學之內容數位媒體

化，執行首要工作便是找出介接於學校現行之教學課輔平台

(https://icas.pccu.edu.tw)中的方法，以利教學者運用與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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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介接本校現行之教學課輔平台 

2. 擴大學生學習空間與彈性：建構出良善數位學習環境，學生能依照自己學習進

度反覆複習學習的內容，學習上的問題在數位學習教室中解惑。 

 

圖二：擴大學生學習空間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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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媒體多元化呈現內容：有別於傳統，盡可能將講述式內容轉化為文字與圖

片、影片畫面以全畫面的呈現、將教師的案例具體圖像化、依據故事摘要對話

重點，將教學內容高比例以多媒體方式呈現，並輔以互動、活動、即時評量，

以加深學習印象。 

 

圖三：運用多媒體深化學習 

 

4. 開發依循多媒體教學設計以確保品質：開發製作循教育部電算中心研究計畫之

成果「數位學習課程發展作業流程暨參考手冊」，依據教學設計流程 ADDIE，

以教學設計專業來發展數位學習課程，區分為五個主要階段：分析（Analysis）、



附件 1 

 

6 

 

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與評鑑(Evaluation)，與多

重步驟。 

 

圖四：ADDIE多媒體教學設計模式 

(取自徐新逸教授「數位學習標竿課程內容規劃及設計研究計畫」(2003.10-2004.03) 

期許從課程創新，逐漸累積能量，進而達到注重教學品保、因材施教，提供學生

多元的學習方向。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之機會，可選擇具有學習深度的項目轉化為具備

課程內涵，配合多媒體教學設計的檢核，並以學習活動做為學生學習的誘因，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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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課外學習活動自主學習。 

本案產出成果：  

創新遠距數位學習教材產出，計有超過500件數位教學元件，已分別安裝到以

下教學網站或平台： 

1. 本校數位教學網站/平台，網址 https://icas.pccu.edu.tw     

2. 互動學習平台平台，網址https://ilp.pccu.edu.tw 

            

本案受益對象： 

教師：1人 ＋ 教學助理：2人 ＋ 學生：62人  由學生期中教學滿意度調查

結果之呈現，本案遠距教學創新應用計畫課程，整體教學成效，效果尚稱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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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本計畫規劃與執行之適用對象為大學部課程的教師、助教與學生，執行效益

佳，亦包含其他附加價值： 

1. 以「創新」、「互動」式教法激發學生之創造力、高層次思考。 

2. 強化「參與感」，期盼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提高學生學習效率，並讓師生感受

教學活動的樂趣。 

3. 本計畫產出之創新教材，可做為教師或助教「授課」時之輔助工具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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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計畫產出之創新教材，可做為教師或助教進行「課輔」之輔助工具與教材。 

5. 本計畫產出之創新教材，可做為學生自學「複習」或「補課」之材料。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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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