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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融入教學
淡⽔商⼯  電⼦科 程嵩浩



About me

程嵩浩 

現為 淡⽔商⼯電⼦科 專任教師 

過去經歷： 

• 實驗研究組長 
- ⾼職優質化計畫 
- 科技輔助⾃主學習 
- 數位包容北海岸科技教育基地 

• 薇創科技有限公司 - 合夥創辦⼈ 
- 體制外科技教育 
- 各級學校巡迴老師  

• 華碩電腦-研發⾼級⼯程師 
- 筆記型電腦研發 (X550/T304/X560/X532) 
- 觸控板零組件研發 

• 漢翔航空-品保技術員 
- ⾶控與雷達電腦產品檢測 
- IPC-A-610 電⼦組裝規範內部認證

航太業 

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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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

教育業 

教師



學校學的都還給老師 

業界需要的能⼒學校沒有特別教（或我沒學好）

現在我作為老師要教什麼？



• 把⾃⾝在業界學習的⽅法和能⼒交給學⽣ 

• WSQ學習單 - 幫助學⽣聚焦與重點整理 

• 科技融入教學 (BYOD、 THSD）

- WSQ:Watch、Summarize、Question 
- 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 
- Take-Home Student Device,THSD

不知道未來需要什麼，就教如何學習

兩班之變數不只教學⽅法不同，

班級成員組成、導師帶班風格等亦為重要變數

尚需要質性探討科技融入教學對學⽣的影響



「⼈天⽣就是學習者，⽣下來就有創意和好奇⼼」 

-迪⻄和萊恩教育論⽂

「老師的⾓⾊是營造創新的環境，⽽非傳授既有的知識。」 
- ⼈⼯智慧發展的先驅    ⻄摩爾.派普特

#動機 
迪⻄和萊恩認為,我們⾏動的物質後果,並非主要因,⽽是這些⾏為能給我們何種内在享受和意義(學者稱之為「内在動機」)。
他們點出,⼈有三個關鍵需求―勝任感、⾃主性,以及與⾃我連結。迪⻄和萊恩主張,只有當我們覺得這些需求得到滿⾜,內在動
機才得以持續。 

Key: 內在動機：勝任感、⾃主性、⾃我連結

教學理念與⽬的



⾃主性THSDBYOD
第⼀階段-BYOD
• ⾃繫設備(⼿機）

• 四學

• 紙本學習筆記

第⼆階段-THSD
• 裝置帶回家學

• 寫給家長⼀封信 (傳達理念)
• 平板裝置⾃主學習

• 成立⽰範教室

- 管理系統

- 標準程序

- 教育訓練

• 教師推廣

- 減少技術⾨檻

- 創造老師教學成功的經驗
- 研製校本位跨域課程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實施進程

第三階段-⾃主期
• ⾃主利⽤數位學習技巧學習

• 客製化教材

- 校本位

- 系統性

- 配合學⽣能⼒

教學端

⾏政端



★數位包容計劃 北海岸科技教育基地

第⼀階段 教師社群
• 成立教師社群

第⼆階段-訓練種⼦教師
• 訓練淡⽔商⼯學⽣

• 成為種⼦教師

第三階段-在地服務
• 由種⼦教師主導教學

產業接軌 地⽅連結社會責任



課程設計與成果展現



課前規劃單

★ 科技輔助⾃主學習

學⽣⾃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課後反思單

四學



課前規劃單

★ 科技輔助⾃主學習

學⽣⾃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課後反思單

薩提爾 ⾃我覺察 
接納⾃⼰

⼈事時地物 
學習計畫



學⽣⾃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課後反思單課前規劃單 學⽣⾃學

系統性內容

業界接軌

★ 科技輔助⾃主學習

⾃編校本位內容 
配合學⽣程度

鷹架式 
專題導向學習

組內共學



科技輔助⾃主學習情形



短期成效



前次段考

後次段考

前後兩次段考比較

整體分數分佈趨勢往右成長

100

原本放棄的學⽣開始願意嘗試

利⽤科技消弭能⼒落差



⼯具使⽤的能⼒ 轉移⾄其他老師的授課科⽬ 同學拍實習課的板書直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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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了使⽤⼯具的能⼒



- 教師觀察

「學⽣有了學習的主動權」



 「從演員走下舞台，擔任場邊的教練」 

「不拿粉筆，設計好學習內容，學⽣就會⾃主學習」 

- 教學實驗⼼得



長期成效

PS:剛好請半年的育嬰假回來看看「第三階段的⾃主性」成效如何



弊⼤於利

⾼三模擬考還是⼀樣爛

公器私⽤

難以管理平板都亂丟
那個ＯＯＯ，平板還是沒收好了

⼀屆不如⼀屆

看看那個班，假借名義在上課玩樂

這樣不如不要發平板

連⼿機都玩成這樣，拿平板不是更爽？

我還是覺得要嚴格管理

我個⼈是反對拉

還是不要再寫計畫

長官都太理想化

我們的學⽣不太適合

失敗   失敗中的失敗



失敗

注意階段 
(attentional phase) 

只在觀察學習時，個體必須注意楷模

所表現⾏為的特徵，並了解該⾏為所

含的意義。否則無從經由模仿⽽成為

⾃⼰的⾏為。

保持階段 
(retention phase) 

指個體觀察到楷模該項⾏為之後，必

須將觀察所⾒轉換為象徵性的⼼像，

或表徵性的語⾔符號，⽅始可以保留

在記憶中。

再⽣階段
(reproduction phase) 

指個體對楷模的⾏為表現觀察後，納

入記憶，其後再就記憶所及，將楷模

的⾏為以⾃⼰的⾏動表現出來。

動機階段
(motivational phase) 

指個體不僅經由觀察模仿從楷模⾝上

學到⾏為，⽽且願意在適當的時

機將學得的⾏為表現出來。

教育百科. (n.d.). 社會學習論- 教育百科| 教育雲線上字典.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WikiContent?
title=%E7%A4%BE%E6%9C%83%E5%AD%B8%E7%BF%92%E8%AB%96&search=%E7%A4%BE%E6%9C%83%E5%AD%B8%E7%BF%92%E8%AB%96#.EF.BC.88.E5.85.AD.EF.BC.89.E8.A7.
80.E5.AF.9F.E5.AD.B8.E7.BF.92.E5.9B.9B.E9.9A.8E.E6.AE.B5.E6.AD.B7.E7.A8.8B

班杜拉（Albert Bandura）社會學習論

失敗

學⽣沒有動機 
表現學到的「科技學習技能」

第⼀階段-BYOD
• ⾃繫設備(⼿機）

• 四學

• 紙本學習筆記

第⼆階段-THSD
• 裝置帶回家學

• 寫給家長⼀封信 (傳達理念)
• 平板裝置⾃主學習

第三階段-⾃主期
• ⾃主利⽤數位學習技巧學習



Why?

多巴胺成癮的危害

教育環境的氣氛 
-升學分數主義 
-習慣被動學習 
-同儕間的影響

習得無助感漩渦低估3C成癮的破壞⼒

職業類科 
-  電⼦相關專業學習⾨檻⾼ 
- 市場缺乏有效教材 
- 教師備課成本⾼

Shin chang⼩欣. (2020, December 24). 『學習⾦字塔』就該這樣圖像表達. David視覺不塗鴉. https://dpcam.wordpress.com/2020/12/24/『學習⾦字塔』就該這樣圖像表達/



3C與多巴胺危害 學校環境 專業科⽬

• 正視成癮的嚴重性 

- 習慣與⽅法 

- 好奇深層的冰⼭

• 打造友善的學習環境 

- 不要再被數字綁架 

- 重新探討學習⽬標

•客製化教學內容 

- 開發校本位教材 

- 共享 

- 系統化

How?



結論



學⽣正⾯影響

新科技接受度⾼ 

(AI⼯具的使⽤)

某些時機仍然會使⽤技能  

（⾼三專題課程)

學⽣嚐過 

「主動」學習的樂趣



改變帶來機會 

風險帶來獲利

裝置是催化劑 

加速進程
虧損有限，獲利無限

綜合結論

兩班低標最終曲線幾乎重疊



「⼈天⽣就是學習者，⽣下來就有創意和好奇⼼」 

-迪⻄和萊恩教育論⽂

「老師的⾓⾊是營造創新的環境，⽽非傳授既有的知識。」 
- ⼈⼯智慧發展的先驅    ⻄摩爾.派普特



「重拾對學習的熱情，對事物的好奇⼼」 
-作為教師的靈魂拷問



Thank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