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應注意哪些編寫原則？ 

【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復萌】 

  我國中小學教科書的主要樣態，仍是以紙本教科書為學校教學的主流。但近年來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進步，在尚未制定與實施數位教科書的情況下，教科書出版者紛

紛運用資訊科技將數位學習資源（如網路超連結 URL、二維條碼 QR Code、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 VR 等輔助學習教材）嵌入紙本教科書中，讓教科書的內容更趨豐富多

元。然而，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對學生學習而言好嗎？ 

一、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的優點 

（一）有利於學生自學 

  教科書出版者認為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的目的，是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提供方便學生自學的教材，且大多數的數位學習資源的內

容屬於教科書輔助學習的功能，並不影響考試的公平性。 

（二）教材生動活潑 

  透過多媒體影音動畫的設計，可以使教科書的內容更加生動、活潑具備較佳的閱

讀性，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教材內容接近真實情境 

  尤其是以圖形辨識產生的擴增實境 AR，透過載具將平面圖形以 3D 立體型態呈

現，學習者滑動圖形轉軸，即可觀察到各個角度的立體圖形，能更貼近真實的狀態。 

二、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的缺點 

（一）3C 產品對健康的影響 

  教育部 2011 年公布「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認為行動電話是以與學

生父母的聯繫功能為主，學校並不鼓勵學生於上課中使用手機進行學習，其目的是基

於學生視力保健及減少電磁波對學生頭部及身體傷害的考量。以鄰近的日本及韓國為

例，他們在開發學生使用的數位教科書時，都規定從小學 3 年級起才適用，就是基於

考量對低年級學童視力健康所做的政策決定。 

（二）教育資源公平性的疑慮 

  當數位學習資源成為課本主學習的一部分時，如果學生無法取得手機或平板等載

具，就無法進行學習，也就破壞了完整且獨立使用教科書完成學習的功能，同時也會



造成學生因數位落差產生學習的不公平性（註：數位落差係指使用數位產品時之機會

與能力上的差異）。 

（三）學生數位認知負荷（digital cognitive load）的疑慮 

  現行十二年國教之教科書，已出現一本教科書有多達六、七十個 QR Code，這些

數位資源是提供教師用的輔助教材？還是學生用的延伸學習教材？此外，固定且一成

不變的影音教材，是否能兼顧到學生的個別差異？值得商榷。 

（四）連結目標的變異與穩定性問題 

  教科書提供之連結網址如不屬於出版者自行維運，或出自有公信力的網站，其不

確定性與變異性就無法有效且即時的掌控，尤其是網網相連，透過第三層以上的網頁

超連結，如出現不適當（含有腥、羶、色）網頁時，往往無法立即修正及處理，造成

學生使用數位資源的負面影響。 

三、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的編寫建議 

  本研究提出教科書嵌入數位學習資源的編寫原則，期望提供出版者在編輯教科書

時能有可依循的共同規範並自我檢核。 

（一）適當性 

  教科書相連結的數位學習資源應為輔助的學習內容，不應影響教科書完整且獨立

使用的功能，並應考量學生取得數位載具的難易度及對兒童視力健康的影響，國小一、

二年級的教科書儘量不加入數位學習資源。 

（二）關聯性 

  數位學習資源應考量與教科書授課內容的相關性，並符合各領域課程綱要學習重

點及配合課程的知識點，教科書出版者應確認嵌入的數位學習資源與課程內容有直接

相關，避免在教科書中加入過多非學生使用的數位學習資源，超過學生數位認知學習

負荷的合理範圍，如有必要，可將教師使用之數位學習資源，加進教師備課用書、教

師手冊或出版者官方經營之網站學習平臺，作為參考資料。 

（三）穩定性 

  教科書中數位學習資源應有專責的維運團隊，如教科書出版者能自行維運的網站、

政府官方網站、學術機構網站，避免連結至其他商業公司、社交平臺或已無維運之網

站；連結之內容應為公開資源，且無須額外下載或安裝特定應用程式，亦即「不能登

入後才能使用」，以避免教科書與其他學習媒材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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