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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計處針對台灣地區八百六十六所學校，十五萬四千四

百二十六名學生進行調查，完成「中小學生對課程不喜歡的比率」

報告，其中最重要的結論是：國中小學生最不喜歡上的學科是數學

課。尤其以國小六年級的學生最嚴重，平均每兩名就有一人討厭數

學。	

不喜歡上課或是數學不好，我們時有所聞。家中若有國中小學

生的父母，面對每一次的考試成績，相信大部份都感慨很深。只是

大家都憑感覺認知，現在的孩子好像數學都不好。這份由教育當局

所做的調查統計，擁有確實的數據證實大家的疑慮，如果再進一步

瞭解數學的重要性，及與其他學科的關連性，相信不只是更增加了

家長的擔憂害怕，更值得所有人去關心、探討，現代的教育怎麼

了？我們該如何改進？	

數學的基礎必需從小建立而且很難重新來過，所以，國小是學

習數學的重要起點。在統計資料中，國小學生不喜歡數學的比率，

由一年級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國小六年級的百分之四十六，這個

數據可以佐證，國小學童學習數學的可塑性，將隨著年級增加而遞

減。國小數學不好，國、高中數學也會不好，而數學不好，物理、

化學也很難好，統計資料顯現了這個事實，那就是國中生討厭理化

課的比率和討厭數學課的比率不相上下，且厭惡的程度不下於數

學。事實上，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數學好的孩子，其他學科幾

乎都會好？但是，數學為什麼會學不好呢？	

國語、社會、自然等學科內容可能會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改

變，但是數學科的內容、教學方法幾乎可以說千百年不變。為什麼

數學的學習困難度會愈來愈高，學生的成績又愈來愈低呢？其實，

這不難理解，我的小學生活中沒有電視機，更遑論卡通、電視遊樂

器，只能在做家事或唸書中選擇其一。反觀現代的孩子，生活中充

滿網路、PS2、漫畫、出國遊學、歌迷偶像等，不勝枚舉的有趣新鮮

事，相較之下，最不好玩、最無聊的就是唸書了。所以，在數學內

容沒什麼改變而生長環境大大改變之下，我們的教學方法不得不

變，而且要儘早謀變，否則，沒有成就感的校園是留不住孩子的。	



利用電腦從事輔助教學在美國的研究起步很早，一些個案研究

及評量計畫報告顯示，使用電腦的兒童與僅接受傳統正規教育的同

年齡兒童比較，在學習上的速度較快。因此，美國負責自然科學、

數學、電腦科學及技術教育課程的教師們，早已開始大量使用電

腦，他們已深刻體會到電腦必將對教育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美國教育發展中心(Development	of	Non-Formal	Education)曾發起一

種電腦教育活動，選擇墨裔社區中貧窮人家的兒童為對象，其中大

部份被學校登記為「不良學生」的兒童，在獲得啟發性的機會時，

都有很好的學習潛能，且對原先懼怕的學科如數學等產生興趣；這

個結論與其後的研究成果類似，也就是電腦對能力較差的學生影響

較大，尤其在數學的基本技巧方面助益最大。	

任何可以讓孩子們自我操控(hands	on)的設備都是受歡迎的，這

是為什麼電腦對中小學生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所以，

為什麼我們不用他們最喜歡的電腦，學習他們最討厭的數學呢！	

很高興看到近年來電腦設備的普及，尤其是國中小學校的推廣

使用，但又憂心發展的方向不太正確，那就是教電腦知識與用電腦

教知識的不同。過去幾年，中小學的電腦著重在教電腦知識，這對

改進數學的學習是沒有關連的。要達到改善數學的學習成效，必須

要老師會用電腦教、學生會用電腦學，也就是落實「資訊融入學

科」學習。	

用電腦輔助老師教與學生學，的確可以提升數學的學習興趣與

成就，這已經是世界各國在科技教育上一致認同的方向，也是政策

性的研究與發展目標。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須作長遠規劃，

無論是政府、教育單位及民間大眾都應深刻反省，為我們的孩子規

劃一個愉快有效的學習環境。	



數位學習的時代來臨了	

楊新芳
國⽴中興⼤學創新育成中⼼

修平技術學院資管系 

教育部公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總綱綱要，開宗明義指出，「二

十一世紀將是一個資訊爆炸、科技發達、社會快速變遷、國際關係

日益密切的新時代」，這個改革的最大特性，就是從知識本位轉為

能力本位與其他領域的配合，不再強調學生學了多少知識，而在於

培養了什麼樣的能力。中小學的教師與家長們必須要了解一個事

實，就是大家很難再以過去的知識，教育現在的學生，讓他們去適

應未來的生活與工作了。	

身處全球化、多元化、生活化的世紀中，電腦與網路是愈來愈

普遍也愈來愈重要的設備與環境。但在輿論與新聞中，常聽到對網

路遊戲或是網咖場所的負面報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現代學子就

是喜愛他們，甚至到沉迷境界，因此如何發揮其正面功效避免負面

傷害，當是現今教育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電腦是工具也是教具，適用的教學軟體，可以改善過去學生學

習低成就的事實。以學生最害怕的數學「多邊形外角和為360度」為

例，電腦可以移動多邊形的外角到中央，聚集成一個360度的圓，電

腦不斷重複這個動畫，直到抽象定理具體刻印在學生腦海中，這是

傳統教學中黑板畫不出、學生無法眼到、心到的境界；再以生物

「血液循環」為例，過去教師多以「靜態的圖片」講解「動態的循

環」，造成學生靠想像意會教學內容，現在可以在電腦上看到、聽

到心臟的跳動，看到動脈的血由心臟流出去、靜脈的血流回心臟的

動畫，這是傳統生物教學中很難呈現的部分，讓學生看到、聽到再

學習的教學法，再加上傳統教學已具備的功能，這是現代科技教育

與多元化學習的貢獻。	

這些教材不僅在學校經由老師融入學科教學中，還可以讓學生

回到家中，反覆不斷的上網使用，甚至學生的上網資訊，例如使用

時間、考試分數等都可以自動記錄下來，提供任課老師參考。這種

沒有時間空間限制、達到個別化教育目的、調整學生學習落差的理

想學習方式，終於在網際網路的環境下達到了。事實上，學子所身



處的環境一直在快速變化中，學習的知識的內容或許變化不多，但

教學的方法及他們學習的管道不得不力圖改進了。	

全省中小學都有完善的電腦及網路環境，各科老師經常參加資

訊融入學科教學的課程，政府不斷投資經費培育種子學校、動員數

百所中小學執行研究計劃，投入開發教材經費達數億之多，但落實

執行還有一大段距離。教學工作繁重的教師，除教材腳本設計的專

業外，要他們投入電腦與網路技術的領域是否恰當？事實上，參與

研究工作有經驗的教師多不願再任，於是用新的經費、新的團隊重

複舊的計劃不斷循環與空轉，這或許到了教育當局要檢討修正方向

的時候了。	

在政府「E化台灣」的政策下，六百萬寬頻到府是重大目標，

家庭中有中小學生者佔大數，家長不會為網路遊戲、網路小說等需

求申請使用寬頻，尤其現階段網路的負面報導與成效太多，所以寬

頻業者已經開始投入數位學習領域，例如亞太線上、台灣基礎網

路、台中線上的學習網就是，而中華電信也一直在籌備數位學習平

台，如此方能留住現有網路使用者及開拓新用戶，所以數位學習市

場逐漸蓬勃起來了，家長在面對各式各樣的網路教育產品時，必須

要有以下幾點基本認識：	

1.分辨學習與遊戲軟體：家長必須知道教育軟體與遊戲軟體的

不同，也要知道在網路的環境下，除了遊戲軟體外還有網路小說、

色情網站及網路交友等讓學生沉迷的負面領域，所以乖乖待在家中

坐在電腦前面不一定是安全的。當他們沉迷不當的網路世界中時再

拉回學習領域是很困難的，家長身為學生的生活導師，不得不充實

自己的相關資訊。	

2.選擇適用學習軟體：學齡前的幼兒沒有課業壓力，電腦是刺

激智能發展的好教具，軟體內容要簡單正確，大圖少文字、有注音

或複雜選項都不適宜，千萬不要以為難的就是好的，事實上真正適

用幼兒的軟體是簡單、清楚，容易操作的。國中小以上的學童就可

以選擇與課業內容相關的軟體，例如，數學、自然、理化等，在九

年一貫的教改政策下，學校教師也會逐步引導學童進入數位學習的

領域。	

3.會用搜尋引擎：輸入一些關鍵字如SARS、光合作用等，就可

以查詢各種資訊，幫助學生寫作業或準備報告。上網查詢的能力國



小中年級以上的學童大概就會了，例如查詢火車時刻表及網路訂

票、各大醫院的門診查詢及網路掛號等，家長讓他們學以致用，不

但可以幫助學習同時親子關係也融洽。	

4.事先約定上網規則：使用習慣最好從頭開始培養，例如什麼

時候、什麼狀況下可以上網、使用什麼內容、一次可以上網多久等

等要事先約定。切莫等到發現孩子長時間沉迷不當內容時才警覺，

那時早已積習難改問題大了。例如周一到周五可以上網查作業或看

教學軟體，周六、日才能玩遊戲。時間的控制很重要，為了身體的

健康，建議學齡前的幼兒每次二十分鐘，國小學童四十分鐘，國中

以上一小時為原則，時間到了一定要起身活動。		

5.家長陪同的原則：除非年齡小或剛開始使用時需要解釋，否

則孩子手握滑鼠時，就是自主學習的時候，最好讓他們嘗試獨立面

對問題，培養找出答案的能力。陪同在旁的家長只需要讚美認可，

靜坐一旁看書看報即可。喜歡玩遊戲的學童通常不會主動用教學軟

體，這時家長的陪伴與引導就很重要了。	

6.不要因此要求成績進步：不用電腦怕他們學的比人家慢，用

電腦又擔心他們影響成績，是天下父母心，但是上網所產生的親子

問題已日趨嚴重，許多學童抱怨，只要考試分數不理想，家長一定

會怪電腦，威脅不得再上網，此舉讓他們心生不平，消極抵抗不和

父母溝通，其實怪罪電腦是沒有用的，提醒家長：「教育要用對方

法才有效」。	

科技教育是全世界先進大國努力的方向，台灣各級中小學的硬

體環境已經建製完全，有待教師提昇多元教學的能力、運用資訊融

入學科教學的教法，早日帶領學生走入數位學習殿堂。	

此外，國內的電信業者及提供網路服務的公司（ISP），必須有

積極投入教育市場的共識。建構網路客戶除了不斷引進國內優質線

上學習內容外，更需要教育使用者如何利用網路幫助自己及孩童學

習、成長。家長懂得如何使用才能成為長期固定的消費者，在家庭

電腦與網路的多元應用下，寬頻業者的生意才會更好。	

總之，數位學習的時代是來臨了，希望大家準備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