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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及科技輔助
自主學習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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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4
4

從運算思維、程式設計扎根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小學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

「演算法」、「程式設計」、「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解決問題之能力

NKNU-Scratch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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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Lab-NKNU STEM+A課程導向數位自造教育扎根計畫，高師大光通系林鴻銘教授提供)

電子零組件驅動程式採積木化設計，加
速學生創意實踐，提升國小及國中生學
習數位自造樂趣

積木程式可轉譯成Arduino IDE程式碼
減低門檻，提升國高中、職生學習編程
興趣

Scratch3.0積木化程式教學 Arduino IDE程式教學

數位自造+程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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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I 做朋友》─ 教材、教案

相逢篇、相識篇、相知篇

下載網址：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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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I 做朋友》─ 教材、教案

高中 國中 國小

搭配教材的多媒體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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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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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科技領域師資，奠定推展基礎
（職前）

調整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

「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

列入必選

「程式設計」

2學分提高至3
學分

• 成立科技領域

教學研究中心
研發資訊科技分
科教材教法專書

革新AI與新興科技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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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科技領域師資，奠定推展基礎
（在職）

推動課程共備工作
坊及種子教師培訓

培訓
在職教師

科技教育推動總體
計畫

透過自造教育及科技
中心辦理新興科技、
AI等教師增能活動

開辦科技領域教師在
職進修增能及第二專
長學分班

1.課程包含程式設計
與資料結構，機器學
習或人工智慧等。
2.已開辦91班次，提
供近3,200個進修機會

成立新興科技區域
推廣中心與促進學校

辦理物聯網、人工智慧、
大數據、AR/VR及智慧
機械等教師研習活動，
目前累計8,207人次參加

科技領域課程開發、
課程共備工作坊及
種子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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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前導學校、科技及推廣中心

386個推動示範點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新興科技區域推廣中心

◼新興科技促進學校

◼STEM+A課程導向數位

自造教育扎根基地

◼科技領域前導學校

培養認知

引發興趣

發展教材

26
臺北市

07
基隆市

34
新北市

16
宜蘭縣

09
澎湖縣

03
金門縣

01
連江縣

24
桃園市07

新竹市
06
新竹縣04

苗栗縣

59
臺中市14

彰化縣

09
雲林縣

33
臺南市

07
嘉義市

10
嘉義縣

10
南投縣

60
高雄市

13
花蓮縣

08
臺東縣

26
屏東縣

(截至1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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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資訊
科技教室

12

國中小智慧
學習教室

強化及完善學校資訊設施設備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編列約66.4億元

※除前瞻計畫外，教育部並常態性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善資訊設備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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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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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縣市學力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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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構念與學力檢測相關探討

◼學習投入

◼數學自我效能

◼國語自我效能

◼英語自我效能

◼毅力

◼自我調節學習

◼回饋訊息運用

◼後設認知

◼延宕滿足

◼時間管理

◼科技使用度

◼家長參與

◼家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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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及九年級學生個人特質及其
國語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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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及九年級學生個人特質及其
數學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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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及九年級學生個人特質及其
英語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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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能力越強

成績越好

References: Adey & Shayer, 1993; Brown, Pressley, Van Meter, & Schuder, 1996; Clark, 
2012; Dignath et al., 2008; Fong & Krause, 2014; Hattie, Biggs, & Purdie, 1996; Kuo, 2018; 
2019; Leidinger & Perels, 2012; Mevarech & Amrany, 2008; Mok, Cheng, Moore, & 
Kennedy, 2006; Palincsar & Brown, 1984; Perry & Winne, 2006;  Petty, 2013; PISA 2013; 
Rojas-Drummond, Mazón, Littleton, & Vélez, 2014; Verschaffel et al., 1999 Yen et al., 2013

國際研究指出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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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定義（莫慕貞, 2016）

自知 Metacognition

自理 Self-Management

自評 Self-Assessment

自強 Personal Best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 自覺地：

• 確定學習目標，

• 選擇學習方法，

• 監控學習過程，

• 評價學習結果，

• 並調節學習方法

和自我認知，

• 以達至善 。

Zimmerman (1989, 1990, 2002) ; Pintric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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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與適性學習

▪ 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是指根據學

習者的學習需求提供適合的學習資源，包含：

學習材料、學習方法、教師或同儕的引導等

▪ 適性學習是一種強調學習內容、方法、路徑與

步調差異的個人化學習

▪ 適性學習與前述的自主學習中的「自知」、

「自評」與「自強」的部分最為相關



「先進個人化學習」為美國國家工程院所列未來
14個 Grand Challenges 之一

http://www.engineeringchallenges.org/challenges/learn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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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邁向顛峰計畫」證實
個人化學習可提升學習成效
適性測驗有助於改善教學

IEEE著手制訂適性教學系統標準

智慧學習平臺提升學習成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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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著名適性教學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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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診斷再針對弱點進行學習

2. 診斷必須要精細＋快速（適
性）

3. 適性診斷要能自動化

4. 能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

5. 依據學科學習理論基礎

6. 教材與診斷提供需依照課程
綱要（能力指標）

這些平臺共同特點
• ALEKS Corporation, an online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company that was acquir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in 2013,[11] uses adaptive questioning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etermine what a student knows 

and doesn't know in a course.

• Carnegie Learning, a publisher of math curricula, 

offers adaptive math software (known as the Cognitive 

Tutor)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along with traditional 

textbook offerings.

• DreamBox, an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 with 

individualized paths for personalized learning.

• Knewton, whose adaptive learning API connects to 

third-party products to help teachers identify and predict 

knowledge gaps and personalize content for each 

student[12] "through sophisticated, real-time analysis of 

reams of student performance data."[13]

• Smart.fm, a social learning and community website, 

uses adaptive learning technology with the goal of 

increasing learning speed and retention.[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cGraw-Hill_Educ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aptive_learning#cite_note-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aptive_learning#cite_note-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aptive_learning#cite_note-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aptive_learning#cite_not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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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unesco.org/news/jiao-ke-wen-zu-zhi-fa-biao-shou-ge-
guan-yu-ren-gong-zhi-neng-yu-jiao-yu-gong-shi

https://zh.unesco.org/news/jiao-ke-wen-zu-zhi-fa-biao-shou-ge-guan-yu-ren-gong-zhi-neng-yu-jiao-yu-go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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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員國政府及
其他利益攸關方的建議

• 在益處明顯大於風險的情況下支持開發以人工智能技

術為支撐的教育和培訓新模式，並藉助人工智能工具

提供個性化終身學習系統，實現人人皆學、處處能學、

時時可學

• 適時考慮使用相關數據來推動循證政策規劃的發展

• 確保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旨在賦予教師權能，而非取

代教師，制定適當的能力建設方案，提高教師使用人

工智能系統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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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以因材網為例



因材網

http://adaptive-learning.moe.edu.tw
30

http://adaptive-learning.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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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主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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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數位學習內容

領域 數學 國語文 自然科學

範圍 一至九年級 一至九年級
三至六年級：自然

七至九年級：理化

知識節點 1,003 1,083 1,370

教學影片
（含教師教學用投影片）

1,003 1,083 600

診斷測驗試題 6,006 8,469 5,842

開放式教學元件 80 10 10

動態評量教學元件 2,120 40 40

自然科學領域：108年建置國中生物、109年建置國中地球科學
英語文領域：108年建置國小、109年建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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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結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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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知識結構星空圖
能力指標節點+子技能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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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教學、提問與推薦

第二次觀看時，
可調快影片速度。

推

薦

學

習

第1次觀看影片時，
不可以往前跳轉。

當影片播放至影片檢核點時，

右邊視窗會跳出影片問題，

學生需回答問題後才能繼續

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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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瀏覽報告
數據分析找出學習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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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適性診斷



跨年級搜尋弱點
智慧適性診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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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12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
整數，商為三位小數的計算。

4-n-03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除直式計算。

1-n-07 能進行2個一數、5個一
數、10個一數等活動。

3-n-04

2-n-08

2-n-06

5-n-01

2-n-06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
用×、＝做橫式紀錄與直式紀錄，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智慧搜尋弱點建立學習路徑

4-n-03

5-n-12

1-n-07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教師導學 組間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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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因材網上觀看影片、做練
習題與回答老師提問進行「自學
」發現個人的難點錯誤

學生利用因材網相關內容或老
師指派作業進行「組內共學」

教師利用因材網學生學習記錄或
討論區中，學生的學習難處或迷
思概念進行「導學」

各小組藉由擬題並上傳因材網
或利用因材網討論功能進行「
組間互學」

自主學習的課堂組織銜接和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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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因材網 施測時間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計

數
學

未使用
201605 1 1 2 3 5 8 20

201705 1 3 3 2 6 8 23

使用
201805 0 0 0 0 0 4 4

201905 1 0 0 0 1 0 2

國
語

未使用
201605 0 1 1 3 4 2 11

201705 0 0 2 2 5 6 15

使用
201805 0 0 0 0 0 3 3

201905 1 0 0 0 0 0 1

高雄市新〇國小-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結果(未通過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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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東〇國小-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結果(未通過人數)

領
域

因材網 施測時間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小計

數
學

未使用 201705 1 2 4 12 19 22 60

使用 201805 1 0 0 5 9 15 30

使用 201905 1 1 4 4 4 6 20

國
語

未使用 201705 1 1 5 10 7 8 32

使用 201805 2 0 1 3 5 6 17

使用 201905 2 1 0 1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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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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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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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100

生1 生2 生3 生4 生5 生6 生7 生8

2017.09(一上)

【10以內的數】(一上)

2018.11(二上)

【1000以內的數】(二下)

2018.12(二上)

【公分與公尺】(二下)

2018.12(二上)

【乘法(1)】(二下)
• 低分組進度超前、能力提升
• 整體落差縮小

數學學習從學習落後轉為進度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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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 有6人未達均值

108.03 有7人超過均值

識字量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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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使用時數與縣市學力檢測成績
（使用時間1080401~1080520）

檢測科目 使用時數 人數 平均排名進步變化 平均排名差距

國語

1+ 63 30
142

0 16232 -112

2+ 22 1588
2201

0 10485 -613

3+ 12 695
1780

0 5637 -1085

4+ 8 364
1945

0 3918 -1581

數學

1+ 266 268
283

0 16512 -15

2+ 115 472
554

0 16071 -82

3+ 49 289
646

0 14406 -357

4+ 26 149
922

0 11498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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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的使用見證



*2167所學校申請校管帳號，3535所學校申請校管或教師、學生進入使用
*數量統計日期：106年3月1日至108年12月1日

因材網-使用數據
2,167
所學校

37,576
位教師

763,489
位學生

因材網工作坊：107年度原預計80場，總計302場，
108年預計辦理80場，目前已經預約521場
109年目前已預約11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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