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教師需要什麼支持， 

才能更加落實國小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課程？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俊臣】 

  十二年國教課綱增設了「科技領域」，加速全民科技及資訊素養成長；科技領域

在國小階段並未設立科目、也沒有規範時數，是採用「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此

二個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或是在彈性學習課程實施。然而，國小教師是以「包班制」

教學為主要設計，所以在師資培育的歷程，是以全科教學來規劃，少有科技教育及資

訊教育的專業課程訓練，這導致國小教師難以把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融入課程。因此，

國小教師需要甚麼支持，才更能「動」起來，才能更加落實國小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

課程？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召開 10場會議，訪談 24位專家學者及現場教師，

依社會結構二元論觀點、及文化歷史活動理論的架構，探索「使動」及「制約」國小

教師落實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課程的重要因素，最終整理出 302條意見，彙整歸納結

果如下： 

一、教師是推動課程的主體，必須配合專長教師共同授課 

  教師是推動課程的主體，教師必須有充分的知識涵養，才足以傳授知識給學生。

因此，應由科技教育及資訊專長教師進行專長授課，才能清楚交給學生科技及資訊的

專業素養；其他各領域教師則必須養成資訊及通信科技的技能，應用科技輔助各領域

教學，並可協同科技及資訊專長教師共同備課、共同教學，形成校內教師社群。 

二、學校提供行政支持機制 

  校長能決定學校的特色發展方向，故校長支持有助學校落實國小科技教育及資訊

教育，接著透過校內各行政處室分工，包含：公文、設備、網路、教室等各項配合措

施，能幫助教師落實課程，也能建立起教師認同，逐漸發展出校本課程結合科技教育

及資訊教育，建立完整的課程落實模式。 

三、地方縣市協助資源支持系統 



  地方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應提供資源支持系統，甚至以行政命令方式，配合獎勵

與經費補助辦法，引導學校落實課程。地方縣市教育局處也應同時幫助教師社群經營，

如：透過科技中心、輔導團等，辦理大量研習、工作坊、構建教學資源，提供巡迴教

師等多項資源支持系統。 

四、中央單位建構法令支持系統 

  中央的教育部應提供全國性的、法制類的支持系統。（一）從課綱與課程規範著

手，建構出國小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的實質內涵，發展課綱或課程建議手冊，再逐步

幫助全國各校建置教學資源及教室環境等。（二）從師培系統著手，應逐步養成科技教

育及資訊教育專長教師，同時在教學配額限制下落實教師合聘辦法，讓校校都能有專

長教師；在職教師則提供進修管道及法源，採用專長加註方式養成師資。（三）從教師

社群著手，現有全國 100所科技中心及中央地方輔導團應強化資源補助，可在初期教

師、設備不足的狀況下，以巡迴教師、設備漂移的方式支援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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