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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數位教科書的考量重點 

數位教科書屬於科技產品，消費者選用科技產品時，有各種不同原因影響消費者

的選購意願，包含花費金額、承擔的生理、心理風險、預期帶來的效益……等。研究

臚列各項可能的原因，包含：數位教科書對子女學習成績的影響、數位教科書帶來的

載具費用、數位教科書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及數位教科書對子女視力保健的影響

等……。研究請家長以 1 到 4 分評估這些原因的重要程度，1 代表最不重要，4 代表最

重要，藉此了解家長的態度。 

除此之外，為了避免家長意見過度集中特定類型家長，研究進行問卷調查時，將

全臺各鄉鎮市依數位發展程度由高到低分群，依序是「數位發展區」、「數位成熟區」、

「數位起步區」及「數位萌動區」（國發會，2020），再進行抽樣，以反映了城鄉與

科技使用程度的不同。 

根據問卷結果進行的因素分析，發現上述原因可以歸納為五項採用數位教科書的

考量重點，分別是：財務風險、身心風險、人際互動、預期績效與書包重量（圖 1）。

「財務風險」包含了載具費用、載具維修費用、網路費用及教科書書價；「身心風險」

包含子女的視力保健問題、身體是否因使用數位教科書而帶來疲憊、是否產生網路沉

迷問題，以及減少練習寫字的機會。在「人際互動」方面，包括數位教科書衍生的人

際關係及親子關係兩項；在「預期績效」方面，則分別有數位教科書對子女的學習成

績、學習效率及學習動機的影響三項。最後則是「書包重量」一項。 

 

 

 

 

 



圖 1、採用數位教科書的考量重點 

 

 

若進一步將家長填答的資料依預期績效、身心風險、人際互動、財務風險與書包

重量等向度加總，根據家長所來自的數位發展區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數位發

展區的家長，在「身心風險」、「人際互動」與「財務風險」上有不同的意見。在「身

心風險」與「人際互動」兩方面，統計考驗結果發現，萌動區的家長平均得分幾乎都

低於其他三區1，顯示相較於數位發展程度較好的區域，萌動區的家長認為「身心風險」

與「人際互動」對子女所造成之影響的重要程度，不如其他三區家長來得高。除此之

外，在「財務風險」上，成熟區家長選填此向度之重要程度最低，統計上與潛力區家

長達到顯著差異，其他區域間則無差異。至於「預期績效」與「書包重量」上，各區

家長的重視程度皆無差別。詳細數據如表 1 所示。 

表 1、不同數位發展區家長採用數位教科書的考量重點 

 身心風險 人際互動 財務風險 預期績效 書包重量 

數位發展區 3.508 3.242 3.088 3.287 3.118 

數位成熟區 3.516 3.293 3.218 3.226 3.078 

數位起步區 3.543 3.278 3.121 3.299 3.072 

數位萌動區 3.387 3.099 3.207 3.276 2.988 

進一步以此五採用因素進行階層迴歸分析，預測其對家長對數位教科書政策的支

持程度。結果發現，對家長而言，書包重量和預期績效的重要程度對家長是否支持推

 
1 萌動區與成熟區家長對「人際互動」之得分差異為邊緣顯著。 



動數位教科書有正向的預測力，而在身心風險與人際互動上則有負向的預測力。換言

之，當家長認為數位教科書對書包重量減輕、子女學習成效等因素的影響越重要，其

越傾向支持數位教科書政策；同時，若家長認為數位教科書帶來的身心風險越大，且

越在意數位教科書對人際互動的影響，其便越不支持數位教科書。而財務風險並非預

測家長是否支持數位教科書政策的採用因素。 

家長是重要的教育夥伴 

民主國家制定公共政策，會採用民調、座談等方式拉進民意與政策之間的落差。

家長作為公民之一，理所當然具備對政策表達意見的權利；此外，家長的「教育參與」

亦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環。首先，家長是「合作夥伴」，與政府共同參與決策、訂定規

劃；在個人家庭層面，幫助完成家庭作業、創造合適的學習場所、陪伴子女參觀博物

館……等；學校層面則有擔任家長代表、出席親師座談、學校政策說明、擔任學校志

工等活動。另一方面，家長也被視為「客戶」，父母作為資助教育運作的納稅人、消

費者，學校或政府應該回應家長託付子女的期望，而這會促使學校或政府更積極的回

應家長的需求。家長是教育體系中的一環，參與子女的教育，在政府的政策運作與學

童的學習表現上皆有所助益。在數位教科書政策上納入家長意見，一方面可將政策對

準民意，一方面也有助提升家長對子女學習的參與。 

同時，因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調查國民小學的數位能力與數位學

習機會，發現地理位置是解釋學生數位發展程度的因素；近年來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

數位機會落差調查時（2021），城鄉區域亦是重要背景變項；除此之外，《學習吧》

的數位學習趨勢報告中，也發現國內平均家長對教師帶學生使用線上學習的支持度為

53.2%，但支持度會因為各區域不同而有相異的支持率，顯示家長對數位學習的態度有

城鄉差異。故根據人力資源結構、資訊應用狀況、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生活環境與

資訊基礎建設等面向，將全臺各鄉鎮市依數位程度區分的數位發展區、數位成熟區、

數位起步區及數位萌動區，反映了城鄉與科技使用程度的不同。故本研究家長問卷取

樣依上述鄉鎮市區數位發展分類，並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110 學年度資料，隨機抽樣各

數位發展區的受測學校，搭配每校定額方式（25 位家長）發放問卷，最後總計回收 1,643

份有效問卷，藉此反映不同族群家長的特性。 



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家長做為重要的教育夥伴，對數位教科書所帶來之教育改

變，有不同面向的關注重點；更進一步，其重視點確實又因所屬之數位發展程度高低

而有所差異。值得未來做政策規劃時，將其納入考量。 

結論 

家長不但是政府、學校的教育夥伴，也是學生在家學習的陪伴者，更是支付教育

費用的消費者。在評估數位教科書政策時，納入家長意見將是政策推動成效的關鍵之

一。以下歸納本研究兩項重要發現： 

1. 財務風險、身心風險、人際互動、預期績效與書包重量是家長重視的數位教科

書因素。其中，所有數位發展區的家長對預期績效與書包重量重視程度差不多，

但是數位成熟區家長對財務風險的重視程度最低，萌動區家長對身心風險及人

際互動的重視程度最低。 

2. 家長對數位教科書採用因素的態度，可以預期其支持數位教科書政策的程度，

家長越重視身心風險與人際互動，越不支持數位教科書政策；相反的，家長越

重視書包重量與子女學習的預期績效，就越支持數位教科書政策。 

綜上所述，數位教科書政策如欲推動，在家長端，須思考如何減輕使用數位教科

書帶來的身心風險及人際相處問題，並提供數位教科書能有效提升學習表現的證據。

同時，若採數位與紙本教科書並行制，如何有效減輕書包重量，亦是考量點之一。以

上方向可作為未來政策評估時，進一步追蹤的研究面向，以提供更深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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