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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教育部從 2008 年發布《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起，陸續推行多項政策，如

2014 年的《行動學習推動計畫》、2016 年的《資訊教育總藍圖》以及 2021 年通過的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等。這些政策旨在養成學生創新實作和自主學習的

數位公民素養，同時支援教師發展並善用深度學習等教學策略。另外，政府致力於建

置基礎硬體設施以及充實資訊平台，以深化中小學的數位學習發展。透過公私協力和

部會合作，多元的數位元素和功能被納入教育領域。這些元素和功能被應用於開發各

個學科領域的課程和非典型課程，旨在建立更為優質的數位學習資源內容。在這些教

育政策中，對於「教科書數位化」的具體規劃仍然相對不足，有待進一步的政策制定

和實施。然而，隨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科技的快速發展，韓

國已經宣布推行以數位為基礎的教育革新計劃，不僅旨在將傳統書面教材轉變為數位

教材，還將融入先進的科技功能，例如 AI 家教、元宇宙和聊天機器人（例如 ChatGPT），

以創建所謂的「AI 數位教科書」（駐韓國辦事處教育組，2023a）。本文收集了目前日

本、韓國、歐洲和北美等國在教科書數位化、數位學習和 AI 教育領域的相關國際教

育資訊，並對其進行歸納、整理和分類，以提供未來我國發展 AI 數位教科書的三個

應該注意的要點供國內參考。 

貳、確認 AI數位教科書的定位 

    數位科技的運用總是被期待能解決許多問題，並且創造新的可能性，因此，對於

數位教科書也有許多不同的想像。目前各國發展的教科書的數位化型態大略歸納出四

種形式：第一種是以紙本教科書為主進行數位化，此基礎上添加相關多媒體，創造有

利於學習的環境，以獲取教科書中的知識；第二種是在前者基礎之上，提供更進階的

工具，師生可選擇不同工具進行互動性的學習；第三種是由教師在出版業者提供的版

面框架下自行創造內容；第四種是跳出教科書的框架結構，從課程或課綱角度出發來

設計，可能是出版業者或教師自行設計，擺脫傳統書本結構，連結不同學習材料、方

法，可能較偏向教材書，而非教科書。 

    上述四種數位教科書發展型態類似光譜一樣，從其設計面向可稱為「電子化、擴



充式、自編式、非線性」等模式。例如，法國就偏向電子化與擴充式，其目的是為了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負擔，以及促使教師發展新的教學法並且整合創新的數位教學資源

的使用，讓師生於學校或家裡都可自由使用（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4）；美國則偏

向擴充式和自編式，他們規劃 K-12 學校採用數位教科書，積極併購開放教育資源系

統（Open Education Resources），以發展開放數位教材學習平臺或工具，顯示美國學校

教育對於數位教科書快速發展之趨勢（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9）；德國則偏向擴

充式、自編式和非線性模式，國際教科書研究所研究員 Bock（2019）則從教室中教學

與學習材料出發，不僅有教科書數位化（以 PDF 檔為主）、數位教科書、教與學的軟

體、開放教育資源等，還能提供學校管理的雲端系統，線上測驗的軟體、課堂規劃

（lesson planning）等，亦能連結至課外的「軟體」應用、搜尋引擎、YouTube 等。從

這些界定中，她針對整合出三種類型：一是原生數位教科書（Born-digital textbooks）；

二是學校雲端中的教科書（textbooks in school clouds），三是教科書即應用程式或線上

平台。以我國目前既有政策的基礎上，AI 數位教科書未來應可朝向上述的第二種或第

三種型態發展。 

參、制定 AI嵌入數位教科書的使用規範以及範圍 

    AI 科技事實上已經慢慢地踏進我們生活之中，服務我們、也便利了我們的生活。

然而，AI 科技如同兩面刃（Hwang & Chen，2023；Hwang, Xie, Wah, & Gašević，2020；

黃國禎，2021；劉湘瑤等，2021），將它帶入教學實務中，不僅可以幫助 K-12 學生的

學習，而且當學生向 ChatGPT 詢問課堂相關教學實務時，它可以提供很多好的想法和

主意。例如，它可以針對文章中的語法、詞彙和句子結構提供建議、對作文提供回饋、

提供想法、可與人進行辯論和討論、產出各種測驗和評量、幫忙修訂文章等等（駐法

國代表處教育組，2023；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23b；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23；

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22）。但是，它確實也帶來許多的爭議，例如，學生可能使

用它來舞弊、竄改文章、竊取想法（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23a）。因此，如果要

發展 AI 數位教科書，制定 AI 科技的使用規範以及在數位教科書內的使用範圍是重要

的且需要的。 

    第一個公布發展 AI 數位教科書的韓國就制定協助人類成長的 AI 倫理原則，韓國

教育部企劃調整室長吳錫煥表示，爲了教育界 AI 的開發和安全使用能夠找到平衡點，

應與教育界和產業界進行溝通和合作，因而提出《教育領域人工智慧倫理原則》。而



且，他強調，AI 科技雖然能引發人類成長的潛在能力以及保障學習者的主體性和多樣

性，但是仍應尊重教師教學專業、維持和鞏固親師生關係、保障教育機會的均等和公

正和加強學習共同體的團結合作，並且要增進社會公益、保障親師生的安全、保障數

據的公開和解釋以及確保數據的適用和隱私（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另外，日

本文部科學省研議學校應訂定該種軟體的使用方針，預定 2023 年底必須提出注意重

點，亦要檢討如何規範對話型 AI 軟體的運用（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23a）。其次，

歐洲執委會在 2022 年 10 月 25 日發布 AI 科技使用的指導方針，建議如何使用這些技

術，讓教學符合每個學生的能力，或為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準備個別化教學（駐歐盟兼

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22）。並且發佈《人工智慧法》的制定是促進人工智慧的卓

越和信任，其法律架構旨在為人工智慧開發人員、部署人員和用戶提供關於人工智慧

特定用途的明確要求和義務。 

    因此，AI 科技嵌入數位教科書應先建立明確的使用目的、使用對象、使用的權限

和授權以及隱私保護的法規與機制，以保護學生和教師的個人隱私和敏感資訊。確定

數位教科書收集、處理和存儲個人資料的方式，並明確如何處理學生的隱私設定和權

限控制。當然也應教育學生網絡安全，強調學生使用數位教科書時的安全意識和行為，

包括保護個人資訊、避免不當網絡行為、確保網絡安全等。 

肆、提升教師與學生 AI數位的使用和應用知能 

    目前我國已有許多開放教育資源，例如，教科書出版商提供的雲端系統、均一教

育平台、酷課雲、因材網等。當 AI 數位教科書的走向可能是在學校雲端系統之中，

或是它就是應用程式或是線上平台的時候，教師和學生能夠具備有使用資訊與通信科

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的知能相當重要。例如，

比利時荷語區政府針對學校 ICT 能力的培養的關鍵主軸之一就是增進具有 ICT 知能

的教師和培訓人員，以能夠使用適當的數位教學輔助工具（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教

育組，2021；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22）。他們特別重視師資培育，如果教

師培訓人員缺乏良好正確的 ICT 能力，將無法充分履行其培訓教師的職責，使得新任

教師並未裝備足夠的數位技能。只有在具有正確 ICT 能力的專家團隊指導下，學習者

的 ICT 能力才能成長，因此教師培訓者的教學方法中對 ICT 的知識、能力和態度，以

及教師在學校環境中自身專業的發展，對於此項計畫的成功至關重要。另外，為了加

強教師的 ICT 競爭力，他們支持各種增進專業技能的課程與學習管道，提供密集的



ICT 培訓課程，以進行更為集中而且有效的推廣（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23）。 

    德國聯邦政府和各邦政府共同簽訂「學校數位化協定」，推動學校數位化，該項計

畫中的 3 個行動領域分別為：「教師培訓、進修和繼續教育」、「學習和教學」以及「過

程和組織」（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23a）。在第一個行動領域中，該中心還將為教師

設計一種「工具」（Tool），以確定每位教師在數位化方面的培訓需求，從而據以選擇

最合適的進修課程。其次是在第二個行動領域中，將為中小學學校提供機器人學和電

腦思維等各種課程，以促進課堂上的數位化。最後是在第三個行動領域中，「巴登符騰

堡邦教育分析研究所」開發一種「工具」以幫助學校評估是否達到數位化水準，確定

還需要改進的地方，並且據以採取必要的行動步驟。因此，「協助學校數位化」計畫不

僅加強教學進程數位化轉型，而且推廣數位化支持的學習內容和方法，更可以加強學

校教職員工的技能及支持學校組織數位化（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23b）。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以下簡稱安省）則正在革新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

領域的課程，包括與技術性行業相關的學習，以確保學生具備最新數位素養與科技知

識，來引領創新未來的全球經 濟、科學和社會發展（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2022）。

此新政策將為學生提供科技應用實務經驗，讓他們練習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提高

學習效率，並且賦予年輕人批判性思考、大膽夢想以及為我們的經濟開創新局面的技

能。我們的重點是確保我們的學生能享有最先 進的課程，以加強生活和工作技能，從

而在技術和創新領域（包括技術性產業）從事專業工作。」 

    教師在課堂上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和應用程式的知能提升，將使學生能夠以更互動

和實踐的方式學習。師資培育訓練有助於教師減輕他（她）們在資訊科技使用上的困

擾，更可以要提供學生的不同的學習經驗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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