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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國際趨勢與
學習成效提升



日本GIGA計畫的新課堂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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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就每一堂課，根據
自己的進度和興趣，選
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教室同一時間允許存在
「教師導學」、「學生
自學」和「組內共學」
等三種學習方式

教師導學

組內共學

學生自學

資料來源： GIGA School Initiativ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Bureau 
School DX Project Team 



東京都涉谷區西原小學校的多軌（複線型）學習

教師導學
組內共學

學生自學



「載具=文具」不要害怕破損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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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膠帶修補破損螢幕

螢幕破損 按鍵遺失

螢幕破損

螢幕破損

用膠帶修補
破損螢幕



韓國數位學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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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數位學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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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數位學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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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學科教學法+對話教學模式

因材網e度

通用型
學習夥伴

學科領域
學習夥伴

學生提問，
學習夥伴回答。

學習夥伴提問，
學生回答。



因材網-通用型學習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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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蘇格拉底提問與動態評量

透過蘇格拉底提問法引導學生提出他的
問題，並搭配動態評量互動方式，搭配
暗示、明示、詳解步驟幫孩子建立學習
鷹架。

1.學生提出問題

2.學習夥伴進行教學、舉例說明與概念引導

3.提供學習概念的題目讓學生練習

4.學生答對，給予正向回饋，再給予新題目；
學生答錯，給予引導提示

5.學生理解概念後，學習夥伴詢問是否有其
他提問，或進行更多練習題



因材網-通用型學習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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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5E探究學習環

學習夥伴的回答與提問，會搭配5E探
究學習環，引導學生學習。

1.參與(Engagement)

2.探索(Exploration)

3.解釋(Explanation)

4.精緻化(Elaboration)

5.評量(Evaluation)



因材網-通用型學習夥伴

11

寫作精靈

當學生提出要求學習夥伴撰寫文章時，
學習夥伴不會直接提供文章，而是引導、
提問，讓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

1.學生提出問題

2.學習夥伴進行引導教學，引導學生回饋寫
作方向

3.根據學生回饋，給予更細節的引導

4.由學生確認寫作方向，學習夥伴以此提供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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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學科領域學習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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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診斷功能
的學習夥伴

1.學生進行診斷測驗任務，獲得
診斷報告

2.可依據星空圖知識節點上下位
關係，依序學習

3.學習夥伴依測驗錯題進行講解，
引導學生解題

4.學生答對，給予正向回饋，再
給予新題目；學生答錯，給予引
導提示

5.學生答對新題目後，引導學生
向上學習；答錯新題目後，則引
導學生向下學習



自然AI探究教學應用 現行困難

核心素養 不易達成 GAI能幫的部分
自-E-A2 
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
資料，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
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DA-自-E-A2
1.學生不易提出探究問題
2.科學解釋缺乏邏輯架構
3.論點證據缺少推理過程

G-自-E-A2
• G-自EA2-1透過詰問引導探究問題
• G-自EA2-2提供科學解釋鷹架結構
• G-自EA2-3提出論點證據間的線索

自-E-A3
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規劃
簡單步驟，操作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DA-自-E-A3
1.學生不易自行設計實驗
2.實驗設計忽略變因控制
3.實驗失敗容易錯誤歸因

G-自-E-A3
• G-自EA3-1提出實驗設計參考方向
• G-自EA3-2引導思考實驗各項變因
• G-自EA3-3提供實驗修正參考意見

自-E-B1
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
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DA-自-E-B1
1.不易發現實驗數據趨勢
2.描述過程卻無明確結果

G-自-E-B1
• G-自EB1-1引導分析實驗數據趨勢
• G-自EB1-2提供實驗結果報告鷹架

自-E-B2
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察
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DA-自-E-B2
1.不易察覺別組報告問題
2.缺乏科學資訊幫助說明

G-自-E-B2
• G-自EB2-1提供學生潛在科學迷思
• G-自EB2-2提供利於探究參考資訊



國小自然領域CER及GAI及四學架構圖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1 組內共學
探究實驗

組間互學
論證分享

教師導學2 數位診斷

實驗設計參考

E證據

E證據

E證據

C主張

R推理解釋 CER

結論

通用型學習夥伴

學科領域學習夥伴

R反駁

影片

練習題 課後

C是主張：回答問題，是肯定句。

E是證據：實驗結果的紀錄，但是證據不只1個。
R是推理：以證據來說明主張。反駁：造成主張不
成立的情形。

協助學生推理

協助學生提問

建立解釋鷹架



Chatgpt 4o 多模態互動教學

1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XZCocyU_M



Chatgpt 比影片教學有
效率嗎？



1、學科自我效能

2、毅力

3、後設認知

4、自我調節學習能力

19

那一個變項與縣市（國英數）學力檢測相關最高？

5、回饋訊息運用能力

6、科技應用能力

7、時間管理

8、家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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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構念與國語學力之相關（2023縣市學力檢測）



37. 除了電腦課以外，在學校我會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預習或複習上課內容。

(1)從來或幾乎沒有 (2)每個月1、2次 (3)每個禮拜1、2次 (4)幾乎每天

38. 我在校外會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來完成學校作業。

(1)從來或幾乎沒有 (2)每個月1、2次 (3)每個禮拜1、2次 (4)幾乎每天

39. 我在校外會登入學校網站看教材或講義。

(1)從來或幾乎沒有 (2)每個月1、2次 (3)每個禮拜1、2次 (4)幾乎每天

40. 我在學校會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來進行小組作業或小組討論。

(1)從來或幾乎沒有 (2)每個月1、2次 (3)每個禮拜1、2次 (4)幾乎每天

41.我使用數位學習平台(例如:均一平台、因材網、PaGamO等)進行學習。

(1)從來或幾乎沒有 (2)每個月1、2次 (3)每個禮拜1、2次 (4)幾乎每天
21

科技應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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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構念與數學學力之相關（2023縣市學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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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構念與英語學力之相關（2023縣市學力檢測）



回饋訊息運用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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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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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研究顯示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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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組成部分與循環性（迭代）
目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實際路徑

理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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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組成部分與循環性（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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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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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效度與恆等性

Model Fit Index

Sample 68761
χ2 57353.736, df=1060, 

RMSEA .028
SRMR .021

CFI .965
TLI .963

Model Stage Gender Grade city/count
y

Metric -0.0004 -0.0001 -0.0006 -0.0003

Scalar -0.0008 -0.0008 -0.0018 -0.0005

Strict -0.0049 -0.0038 -0.0145 -0.0064

Cross Validity: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SRLIQ 
in ∆ CFI (Criterion:<0.01)

Construct Validity



科技輔助下自主學習能力明顯隨時間提升

資料來源：
郭伯臣、莫慕貞（2019年10月25日）。自主學習。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課程，臺中市，臺灣。
Robson, D.A., Allen, M.S., Howard, S.J. (2020). Self-Regulation in Childhood as a Predictor of Future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4), 324-354.
Mascia, M. L., Agus, M. & Penna M. P. (2021).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elf-Regulation, Smartphone Addiction: Which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1-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0375
Dull, I. & Sangeeta (2016). Relationship of Internet Usage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ocial Support and Alienation Among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Scholarly Research Journal for Humanity Science & English Language, 3(15), 3686-3696.

• 自主學習為終身學習
的前提條件

• 自主學習與學業成績
呈正相關

• 自主學習與網路沉迷
呈負相關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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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方案前後自主學習能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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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能力隨年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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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時數、自主學習能力成長、數學進步分數之關係

自主學習能力
成長

數學進步分數
(科技化評量)因材網時數

b=0.357

b=0.302 b=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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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分佈



科技輔助回饋訊息運用



Cross-grade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6-th grade
5-th grade

4-th grade
Follow

-up 
learning

C
ross-grade diagnosis

Autom
atic learning path suggestion



Personal Learning Path suggested after Adap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5-n-12

5-n-01

4-n-03

3-n-
04

2-n-08

2-n-06

5-n-12

5-n-02
5-n-03

5-n-01

Student A Studen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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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8

30

32

34

36

38

40

07:0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Ave. U
sage in TALP (M

inutes)

Failed Passed

Usage Time During School

Tracking Usage Time in TALP fo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THSD Project

Usage Time After School



The Effectiveness of THSD & BYOD Project

Evaluation
Experimental Group: 
Classe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DX Project, THSD, and 
BYOD Project.
Control Group: Classes 
within the same school that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se 
projects.
Assessment Method: Both 
groups underwent a unit test 
online, with pre-tests and 
post-tests administered to 
measure outcomes.
Sample:
THSD & BYOD: N=42,833
DX Project: N=36,365















因材網使用提升自主學習能力(N= 68,761)

47



新北市使用因材網進行英語文學習扶助表現良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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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使用因材網進行國語文學習扶助表現良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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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使用因材網進行數學學習扶助表現良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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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使用因材網在縣市學力英語文表現良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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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使用因材網在縣市學力國語文表現良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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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使用因材網在縣市學力數學表現良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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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對
率

沒有使用 使用因材網 全國平均(使用四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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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容易教

學生開心學

學習成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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