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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2
nd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Meeting 出國報告 

報告摘要 

 

「Microsoft 2
nd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Meeting」是微軟

亞太區及日本區共同於 94年 5 月 24 日至 94年 5 月 27 日在菲律賓 

Cebu 舉行，此研討會源於資訊科技帶來了農業與工業革命以來，人

類史上最大的躍進，然而，儘管生活型態、商業行為模式與溝通方式

全盤改變，全球教育方式卻未跟上這樣的潮流，整個會議的主要概念

建立在『一個快速變動的世界』，許許多多的機構或是個人投注了相

當多的心血在他們各自的領域上，試圖跳脫出教育或科技的窠臼，去

預測世界發展的趨勢，並預做準備，因此，這次會議邀請的對象超過

16 個國家的代表與會，為各國資訊教育的決策者及相關領域專家學

者，共同在會議中，提供與其他國家資訊教育決策者互動、經驗分享

的平台，微軟總部亦請學者專家簡報一些目前國際上資訊教育的趨

勢，而最大的特色是藉此讓亞太地區教育界人士與微軟教育諮詢顧問

專家交流，藉著彼此持續瞭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最新發展狀況，也

更清楚勾畫未來學校的型態、功能與藍圖及未來學校需要的教師應該

具備何種資訊能力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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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Microsoft 2
nd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Meeting」微軟公

司邀請亞太地區各國資訊教育的決策者及相關領域專家學者，超過

16 個國家的代表與會，期望在會議中，與其他國家的資訊教育決策

者互動、交換經驗，並簡報一些國際資訊教育趨勢，讓亞太地區教育

界人士與微軟教育諮詢顧問專家彼此持續瞭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最新發展狀況，也更清楚勾畫未來學校的型態、功能與藍圖為何？未

來學校需要的教師應該具備何等能力？整個會議的主要概念建立在

『一個快速變動的世界』，許許多多的機構或是個人也投注了相當多

的心血在他們各自領域上，試圖跳脫出教育或科技的領域，去預測世

界資訊教育發展的趨勢，並預做準備，本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著

此次受邀參與研討會，進一步吸取瞭解各國資訊教育發展之心得經

驗，期見賢思齊，見不賢而內自省，作為規劃或改善我國中小學資訊

教育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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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2005/05/24 上午 07：30抵桃園中正機場，搭乘 09：30長榮航空 BR271

班機於上午 11：30 至菲律賓馬尼拉，轉 15：00 菲律賓航

空 PR849 班機於 16：15 抵達 CEBU  MACTAN  INTL。 

2005/05/25 上午 08：00 Microsoft 2
nd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Meeting 研 討 會 假 菲 律 賓 CEBU 香 格 里 拉 旅 館

(Shangri-La’s Mactan Island Resort, Philippines)

會議廳正式開幕，直到下午 6:00pm 才結束本日研討會。

本日研討會除由主辦單位邀請的學者專家發表專題演講

外，將受邀請的各國資訊教育專家分為四組，輪流從四面

不同的面向來探討世界趨勢，僅止於發人引思，談談每個

人心中的感受外，並沒有所謂的答案。第一個主題為新力

量（New Power），第二個主題為新時代（New Age），第三

個主題為新世界（New World），第四個主題為新族群（New 

Tribe）。 

2005/05/26 上午 09：00 繼續第二日研討會，本日議程除將第一天有

趣的發現或關鍵因素整理歸納後，再發展到教育的主題

上，並進行第二輪的發表與引述。下午 14：00 去拜訪與

微軟合作的當地師範學院及當地中學，參觀如何將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中。 

2005/05/27 當日上午 07：30 從 CEBU  MACTAN  INTL 機場搭乘菲律

賓航空 PR844 班機，於上午 08：40 至菲律賓馬尼拉，轉

12：40 長榮航空 BR272 班機，於 14：45 返回桃園中正機

場。 

 

在菲律賓活動行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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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One - 25th May 2005 (Wednesday): 
 
Time Programme Perspective 
9am  Opening and Welcome Welcome and opening address by Mr. Peter Moore, 

Regional Managing Director, Asia Pacific Public 
Sector, Microsoft 
Address by Chairman,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Partners in Learning 
Keynote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Education, 
Philippines. 

10.15am Coffee Break  
11am 
 

The Disruptive 
Conversations 
  
 

A Panel discussion involving 3 leading industry Asian 
leaders who will share how their organisations have 
responded to the recent rapid changes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s. The focus of the 
conversation will be around understanding, identifying 
and respnding to "disruptions" that often times appear 
far removed, but can have massive impact on your 
industry. This  moderated session will allow for 
20mins of question and answers from the floor. 

12 pm Lunch  
1.30pm Theatre of the Future Council Members will be immersed in 4 different 

“futures” covering areas such as social, economic, 
community, etc. These futures will be highly 
experiential and we ask for the council members to 
absorb i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round how the 
world could evolve over the next 5-10 years 

3.30pm 
to 
5:30pm 

Rippling Effects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Aft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futures”, the council 
members would then work in 4 separate groups. 
Each group would have a facilitator and the intent is 
to engage in a conversation around the different 
futures. We will then dive into the nature of rippling 
effects and how it may impact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nitial ideas around how education could look like in 
10 years, would start to appear. 

7.30 pm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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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Two – 26th May 2005 (Thursday): 
 
Time Programme Perspective 
9am Imagineering Work The 4 separate groups are given time to visualize  

and work out their imagination of how education 
could look like in 10 years in terms of key areas such 
as classroom, teaching & learning, curriculum, etc. 
The creative side of each council member would be 
unleashed here.  
* Resources will be provided for each group to create 
visual presentations 

10.30am Presenting the Future 
 

The 4 groups then make a compelling presentation to 
the entire conference. This will involve a variety of 
options, dependant on the group members. 
 

2pm  
to 
6pm 
 

Visits to schools Interesting visits to schools in Cebu have been 
arranged for the council members. 
 

7.30 pm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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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 

 

整個 Microsoft 2
nd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Meeting 會議

的主要概念建立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如何從四面不同的面向－新力

量、新時代、新世界與新族群（New Power、New Age、New World、

New Tribe）來探討世界的趨勢，因在現況有許許多多的機構或是個

人投注了相當多的心血在他們各自領域上，試圖去預測世界發展的趨

勢並預做準備，跳脫出教育或科技的領域，第一天僅從四面不同的面

向來探討世界趨勢，只是發想，並沒有所謂的答案；第二天再將第一

天有趣的發現或關鍵因素整理歸納後，再發展到教育的主題上，畢竟

以更宏觀的角度來思考教育，或許可以清楚的掌握發展的趨勢，並進

行教育在資訊科技的協助下，如何建構未來學校。 

此四個面向（Facts of the Future）的第一個主題為新力量（New 

Power）：這個主題探討的是能源問題。 

原油價格從十年前的每桶 20 美元左右，到現在 2005年，每

桶 60 美元，可以預見到 2015 年，有可能每桶原油將超過 150

美元一桶。現實狀況是：我們依賴原油的程度太深，食、衣、

住、行樣樣脫離不了原油。雖然目前尚無確切的數據可以預

測世界上的原油還有多少的存量，但原油存量會逐年越來越

少，而且可以預見的事實是原油價格會一路攀升。 

原油供給量的減少，我們是不是需要找尋第二種或更多的替

代能源？因為能源供給種類或樣式的不同，我們的生活模式

是不是也要跟著改變？旅行是否會減少？出國留學是否變得

更加困難？去學校上課的次數是否會減少？所有電器及科技

設備的使用率是否會跟著減少？會不會又重回五十年前的生

活模式？ 

 

第二個主題為新時代（New Age）：這個主題是以專訪的方式採訪

三個年齡層代表，探討的是年齡族群的優勢與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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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年齡族群分別為 25 歲、45 歲及 65 歲。 

65 歲的代表表達出對時代變遷的憂心與無力感；這位代表 Tom

因為早年習慣父權的威嚴，一向茶來伸手飯來張口，不需要

去學習任何技能，而且與家人相處一直很不融洽，幾年前與

妻子離婚後，一個人生活，與年輕一代的子女無法溝通，子

女也不願意奉養他，現在如何在新的世界再賺錢度日，存錢

養老己變成他的最重要課題。 

45 歲的年齡層代表 John，John 表達的是對未來的不確定感；

John 有某些程度的參與世界趨勢的發展，利用工作之多的時

間，自我充實，努力學習一個新時代該具備的技能，John 認

為現在如果沒有手機，不知要如何過日子，但 John 的困擾是：

他剛失業，因為他的認真不懈，在公司裏位居要位，突然有

一天，他的老板告訴他，因為他太貴了，公司負擔不起，所

以只好請他走路，John 知道再也找不到一樣的工作，但是他

還有老婆及小孩要養，對於未來，他充滿徬徨。 

25 歲的 Allen，對世界有無限的憧憬與夣想，想要環遊世界、

想到不同的國家去工作與生活；Allen 想當一名演員，可是他

還是擔心他的父母不能接受他的夣想，不願意聽從父母而原

諒他。 

 

第三個主題為新世界（New World）：這個主題探討的是年輕人在

網路世界中，使用自己的方式處理問題，不再做深層的思考。 

主角是一位名叫 Amy 的 18 歲女生。 Amy 有百分之六十的時

間都花在電腦上，她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從網路上下載

（download）音樂、電影、⋯，從網路上訂演唱會門票，從

網路上搜尋各種訊息，與朋友在網路上聊天，⋯；但是， Amy

的媽媽認為 Amy 從來不做正事，沈迷或沈癮於網路世界中，

兩代對電腦與網路的使用與認知有很大的落差。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與網際網路應用，各行各業透過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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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建構新的溝通模式與交易方法，建構一個新的資訊世界。

從 Amy 的行為可以發現，現在的年輕人，有自己的語言，他

們用極簡化的文字或圖示來表達，有他們自己的處理事情的

模式，他們能同時間開十幾個視窗，同一時間處理不同的事

物，雖然他們依賴電腦與網路甚深，他們還是希望能跟網友

見見面，做實體的接觸。但對於事情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卻是

父母所無法理解的，我們亦無法明白他們的優先順序，而且

對於事情的理解與判斷幾乎都在幾秒之間，不再做深層的思

考與判斷。 

 

第四個主題為新族群（New Tribe）：這個主題探討的是因全球

化，人們的求學與遷移愈來愈大而且愈頻繁產生新族群，對未來生活

產生變化與影響的問題。 

主角是一位生長於泰國鄉村的大家庭，家中有十四位兄弟姊

妹，而他排行老么，所有的哥哥姊姊們在小學畢業後，即綴

學工作幫忙家計，因為主角是最小的兒子，在哥哥姊姊們幫

忙家計後，使得家庭有能力協助他繼續升學，父母也將心力

與希望放在主角身上，鼓勵他一路升學至大學畢業後，亦幫

忙他到英國深造，以獲取碩士、博士的學位，只因為離家鄉

太遠及旅費太高，父母只能從照片上看到主角的畢業典禮。

主角畢業後想回家鄉，但父母卻鼓勵主角留在英國就業，主

角在就業期間認識一位英國女子，進而戀愛結婚，同樣地也

因為離家鄉太遠及旅費太高，父母無法至英國為兒子證婚，

只能看著兒子的結婚相片來分享么兒的婚禮，接著又因主角

的孩子出生，想讓父母來英國沾沾抱孫的喜悅，卻因為父親

的大哥過世，而無法團聚，這讓主角突然體會到父母也已經

老了，後來因為全球化的趨勢，主角不得不被調到法國去工

作。終於有一天，主角的母親打電話告訴他，父親已經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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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醫院，從主角大學畢業之後有三十多年沒有再見到自己

父母及兄弟姊妹，直到父親臨終前，希望能見到父親最後一

面。 

世界全球化後，人們因工作而遷移的距離愈來愈遠而且愈來

愈頻繁，而且這也是必然的趨勢，產生一個新的族群，這新

族群為因應這樣的趨勢，使很多人很難找出時間再與自己家

人好好的相聚在一起，這對未來的生活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從以上四個面向的主題，產生了許許多多的想法，導引講師試著

讓每一組每一位學員從其中找出三項最引起自己的興趣的想法，然後

套用到教育領域，看看有什麼發現？我們這一組歸納出三項關於未來

教育的想法，一是虛擬教室的應用，二是終身學習的重要（效率學習

及學習符合實際需求），三是全球化的趨勢，更寬廣的學習領域及學

習方式。 

 

微軟（Microsoft）藉著透過對全球經濟與未來趨勢的觀察，藉

著邀請各國資訊教育的決策者及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藉由提供教育

界所需的資訊工具和教育訓練等幫助，累積了大量的 Know How，藉

著嘗試了解不同國家和不同文化在發展 ICT 教育方案時所面臨的困

難和挑戰，並對教育界長期和具體的承諾，提供創新的工具方案和實

際運用，以幫助學生和老師們發展他們的無限潛能，於 2003 年 5 月

推出一個全球性的新方案－全球夥伴學習計畫「Partners in 

Learning (PiL)」。這是長達五年（2003 Sep.~ 2008 Jun.）的計畫，

主要目標在於授權教師和學生透過更多的管道取得最新的電腦技術

和使用上的訓練讓他們的潛力完全發揮，預計在五年內投資二億伍仟

萬美金在全世界推動資訊教育改進計畫來達成縮減城鄉數位落差及

提昇資訊素養之目的，奠基於一個堅定的信念－教育會改善生活、家

庭、社會甚至於整個國家。預計參與的國家共計有 70 個，第一波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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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國家共計有 12 個，分別為印度、巴西、中國、俄羅斯、英國、

法國、德國、泰國、台灣、加拿大、維米比亞及日本等國。活動對象

為 K12（幼稚園至高中職）之教師及學生。並藉由「Partners in 

Learning 方案」的推廣，微軟將更專注於全球的資源 － 人、合作

夥伴、服務、社會公益和產品以刺激上述的改變。 

 

藉著遵循「幫助學校透過領導老師改善學生學習」的目標，PiL

方案將提供下列相關幫助： 

 學生和老師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ICT）技能測驗的工具  

 供老師使用的優質課程工具  

 老師的資訊技能訓練和持續教育 / 指導  

 獲得數位內容的管道  

 學生的認證測驗和技術支援  

 成果的測量和研究  

 

亦即藉由和當地社區團體、教育機構和訓練單位的合作，微軟將

成立許多 Microsoft IT Academy Centers，由當地的機構提供場地

而微軟負責提供日常的管理以及相關的軟體、硬體、訓練和課程。

Microsoft IT Academy Centers 將使用「領導老師」的模式，加上

校內指導和線上社群的方式來發展教師的培訓和領導計畫、本土化的

課程以及 ICT 的評估測驗等，此外方案亦將提供老師和學生的參與

獎勵和成功案例的表揚計畫。 

 

全球微軟教育事業部門總經理 David Driftmier 曾說：能夠聽

到來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與老師和我們分享，全球夥伴學習計畫（PiL）

對他們所提供的幫助，確實是非常令人滿足的。事實上，微軟觀察到

世界各國政府的領導者都在急切地尋找能夠提高全民資訊科技能

力，使他們得以成為受過良好教育且具有競爭力的工作者，並且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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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的解決方案。儘管，這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問題，但是，政

府官員已經對我們願意協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的善意付出表示正面

的回應。在我最近與一位墨西哥教師的談話中，我也謙遜地聆聽到她

熱情地告訴我，她以及她的學校在 PiL 於拉丁美洲舉辦的教師訓練

課程中如何地受益良多。當然，真正的證明不只來自於這些個人的小

故事，更包括了整個專案的規模，成千上萬的老師被訓練、許多的課

程被傳授以及 PiL 計畫已經在 80 個國家造成了深遠的影響。 

 

台灣微軟邱麗孟總經理亦說：資訊，可以為孩子打開一扇窗；當

學校老師將資訊帶進課堂後，我看到我的孩子用不一樣的方法去學

習，他不但學會用投影片做簡報，還懂得主動運用多媒體的效果、有

獎徵答的互動方式，讓小組的簡報更生動；即使題目是「石油怎麼來

的？」、「我們如何做環保？」這樣的題目，在資訊科技的啟發下，他

會和同學一起用網路搜尋資料、用 MSN 溝通想法、交換檔案，看到

孩子的學習不再受到教室的限制，充滿了無限的創意！ 

 

台灣微軟陳佳惠亦說明：台灣 PiL 專案在 2005 年最重要的幾項工

作，除了落實『 Partners in Learning Grants 方案』，藉由紮實的

教師訓練讓資訊融入教學的概念深度紮根，積極於全台各地成立 IT 

Academy Centers 外，也將成立全球第一個實現 School Future 概

念的資訊融入教學典範學校，打造完全顛破傳統教育觀念、將資訊融

入於教學環境、教學理念，並且徹底實行於整個學校而非個別班級的

理想學校，而這個學校選定在台北市立中崙高中。在過去，無論在台

灣或全世界的資訊融入教學案例中，大多都以班級或小組的規模推

動，至今仍未出現全校參與資訊融入的學校，在這個 School Future 

中，所有的教材、課程與校園設計，都從「教師與學生在未來的社會

中需要什麼樣的能力」此一基礎開始發展，同時，一份由全球微軟教

育事業總部集結眾多專家所設計的 K12 國際教材，台灣也將成為率

先獲得本土化版本，並於 2005 年試行的國家之一；在導入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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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參與的老師都認為這份教材相當具有震撼性，而且，這份教材最

大的特色，便是可以訓練學生自己發現問題、整合問題的能力；其執

行內容大致分為下列十項： 

 

(1) 國際課程本土化 

(2) 本土課程研發資訊 

(3) 設置示範教學點，架構先進校園與教室 

(4) 資訊教育白皮書 

(5) 提供老師使用優質課程工具 

(6) 教師資訊技能訓練和持續教育 

(7) 協助現有教師社群發展 

(8) 教師及學生的認證測驗和技術支援 

(9) 成果測量和研究 

(10) 資訊教育論壇及研討會 

 

 

那麼台灣的 PIL 最主要的就是建立老師的資訊信心（Building 

「Elegant Confidence」 in Teachers），以期藉此計畫提昇我國中

小學教師資訊素養及能力，落實資訊融入學科教學及提昇中小學生資

訊能力；並將此結合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研擬八個相互連貫的子計畫

實現微軟公司在台灣地區所擬定之執行內容。計畫之核心在於建構一

個示範教學點(子計畫四)，實現微軟總公司所希望設置示範教學點及

架構先進校園與教室之目標，並朝向兩大方向著手: 

 

(1) 營造良好的資訊化教育環境 

(2) 培育師生完整的資訊素養 

 

要營造良好的資訊化教育環境有賴於資源、教材、互動等三要素

之配合。子計畫五針對資源部份進行整合，提供教師發展活潑多樣的



  15 / 35 

教材或教學之用，並且建立數位倉儲來達成教師教學資源共享與傳遞

的目的。在教材部份，子計畫一及子計畫二利用網路多媒體的特點，

設計出多元化、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的教材內容，並以生動、活

潑的教學方式呈現，分別實現國際課程本土化以及本土課程研發之目

標。在互動方面，子計畫六將資訊科技導入家庭聯絡簿系統的設計，

藉以提高溝通工具的可親近性 (accessibility) ，以便達到更有效

的老師、學生、家長之間的互動目標。在培育師生完整的資訊素養方

面，必須著重在教師以及學生資訊能力的培養與訓練。子計畫三及子

計畫七針對學生部分，負責調查資訊素養能力，以了解瞭解其在資訊

領域認知、技能及態度之落差分佈與成因，並且將規劃線上學習課

程，提升資訊知能。在教師部分，子計畫八建置一套資訊能力分析檢

測系統，提供中小學教師檢測現況之使用。從檢測結果分析教師資訊

素養及資訊作業能力的優劣分布情形，提出數位化之教育訓練課程規

劃，以培養教師資訊作業能力。希望這計畫只是一個長期奮鬥的開

始—將不斷地繼續在教育和學習方面發展以求精進，最後希望每一位

教師和學生都能將他們的潛力完全實現。並簡要說明如下： 

 

總計畫(提昇我國中小學資訊教育素養與環境之研究)：主要任務

為負責整體計畫之落實，協調及確認各相關學者之計畫是否符合整體

規劃，並負責監督各計畫之執行成效。 

子計畫一(英文魔法妙妙屋)：主要是以提昇國中小學生的英文能

力為主，應用資訊與語音科技，整合網路人際互動功能，建構一個多

人遊戲式學習環境，讓學習者在遊戲與真切的環境中學習。 

子計畫二(鄉土語言網路教學)：主要是設計出多元化、生活化、

實用化、趣味化的教材內容，並培養學生學習鄉土語言的興趣和基本

的鄉土語言之溝通能力，且針對語言教學網站設計一套評鑑的指標，

對現有之閩南語教學網站進行評鑑，亦將設計一套網路鄉土語言教學

之架構，做出兩個示範教學單元的內容與活動。 

子計畫三(社經弱勢學生的資訊素養檢測及能力培訓)：主要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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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社經弱勢學生之資訊素養能力，以了解其在資訊領域認知、技能及

態度之落差分佈與成因，並規劃線上學習課程，發展降低社經弱勢群

體學生與一般學生之間數位能力落差的可行策略。 

子計畫四(示範教學點電腦網路環境架構之建置)：主要是建置一

個可提供有線與無線上網功能之校園電腦網路環境及推展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所需之基本環境，在此環境基礎上，了解利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後對提昇國內中小學教育之教學及教學資源的整合之成效。校園

電腦網路環境之改善包括：(1)校園內無線上網能力之建置 (2)教室

建置有單槍投影設備，可以直接使用電腦設備上課 (3)使現有電視機

播放來自影音伺服器之數位輸出訊號 (4)改善現有影音伺服器之性

能並增加存放在影音伺服器內之課程資料 (5)增加手提電腦設備及

投影設備以利教學。 

子計畫五(教師數位資源及數位倉儲建置)：主要是建構個人化數

位學習平台與資料管理工具，提供教師發展活潑多樣的教材或教學之

用，並且建立數位倉儲來達成教師教學資源共享與傳遞的目的。 

子計畫六(3G 無線網路導入家庭聯絡簿之實驗)：主要是導入資

訊科技於家庭聯絡簿系統的設計，藉由提高親師溝通工具的可親近性

(accessibility)，以便能夠達到更有效的老師、學生、家長之間的

互動目標。 

子計畫七(資訊教育成果測量與研究)：主要是依「國民教育九年

一貫課程」所設計實施小學生資訊科技素養之培訓，進行成果測量與

研究，以提出未來發展方向。 

子計畫八(教師資訊能力現況調查及能力培養)：主要是調查南部

地區五縣市（高雄市、高雄縣、台南市、台南縣、屏東縣等）教師資

訊能力現況，並提出數位化之教育訓練課程規劃，建置教師線上學習

系統，藉以提供教師線上進修，培養教師資訊應用能力。 

子計畫九 (Peer Coaching)：主要是建構更活潑、生動的教學方

式，以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探討如何鼓勵與協助教師應用資訊科

技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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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資訊教育乃奠定國家競爭力之基礎，為落實資訊教育向下扎根與

普及全民資訊素養，教育部於民國 86 年 7 月起積極推動「資訊教育

基礎建設計畫」，勾勒出全國各級學校及師生的資訊教育的藍圖，並

於 88 年因執行擴大內需方案，提前完成全國各中小學電腦教室及網

際網路連線建置作業；又於 90 年 6 月完成「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

的規劃，建立「資訊隨手得，主動學習樂；合作創新意，知識伴終生」

的願景；同時為配合國家整體資訊發展策略與終身學習理念，復於

91 年推動「ｅ世代人才培育計畫」，加速進行「建構數位化學習內容」、

「縮短中小學城鄉數位落差」、「建立終身學習網站平台」三項主要工

作，以塑造整體資訊化社會教育改革環境，期使全民順利適應於資訊

化社會之挑戰，迎接教育新世紀的到來。 

在資訊化的社會中，培養每個國民具備資訊知識與應用能力，已

為各國教育發展的重點，各國紛紛推動相關的資訊教育計畫，以為其

國家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奠基。資訊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資訊擷取、

應用與分析能力，更要養成學生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合作，與

終身學習的能力，並建議完成下列目標，以為達成發展健全的國民，

而成為適任於資訊社會的一份子。 

 

一. 健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環境，提供全國各級學校網路及資訊

教育所需之網路資訊基礎平台(Network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並達到中小學班級教室有網路及電腦，隨

時提供教學應用之需要。 

二. 培訓教師具備資訊應用素養，強化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知

能，俾能循序漸進而有效的運用教學資源，開啟全新的互動

教學模式。 

三. 充實整合數位化教材資源，以建立共享與加強網路教學的深

度與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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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擬學生資訊素養與資訊能力指標，並教育學生資訊擷取、

應用與分析、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合作的能力，以及

終身學習的態度。 

五. 應用資訊科技強化學習成效以縮短城鄉差距，並加強協助偏

遠地區中小學教師運用資訊融入各學習領域教學，使教學模

式與都會區同步改善創新，亦藉由網路教學內容充實及共享

機制之建立，使城鄉學習機會無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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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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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日本學校的資訊策略 ( Information Strategies for schools 

in Ja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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