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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012 第七屆亞洲地區數位化學習國際研討會 (論壇) 於 2012 年 4 月 24 日至 27 日在北京大學

博雅國際酒店舉行。此論壇邀請相關教育工作者和商務專業人士共聚一堂，共同探討下一代

的學習、未來的發展趨勢和創新的教學方法，及不同的影響和變化下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 

論壇的目的是提高有關影響的關注和對學生學習的技術上升的變化。教師和教學研究人員、

技術研究人員將有機會聚焦於論壇的主題：“下一代的學習：願景，創新和可行性＂。討論

主題包括： 

* 下一代的學習環境 

* 個人學習環境 (個人的學習經驗) 

* 下一代的學習方法 

* 促進學習的方法 

過程 

第一屆亞洲地區數位化學習國際研討會於 2006 年在香港舉行，目的是推動信息技術應用到教

育教學方面的知識和經驗交流。自此，在數位化學習應用程式 和解決方案行業和服務供應商

鼎力支持下，此研討會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輪流舉行。多年來，研討會的參與人數和受重

視程度不斷增加，並迅即成為亞洲教育界的一大盛事，此次參與會議的學者專家來自亞洲各

國共有 350 位之多。而此亞洲地區數位化學習國際研討會 (eLFAsia) 已在香港註冊為非營利

機構。其使命是推動信息技術在教學和學習方面的應用，並特別關注亞洲地區院校所面臨的

機遇和挑戰。 

心得及建議 

參與此次論壇目的：聚焦於學習者期望在下一代學習中，就目前教學與學習模式中使用新的

解決方案，例如： 

 社群媒體； 

 智慧型手持裝置； 

 數位化學習資源或活動； 

 雲端服務； 

 網絡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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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的學習平台對支持終身學習和隨時隨地學習的實現極為重要。涉及到如何隨時隨地為

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教學與學習的資源。主題包括雲端服務、線上學習和管理系統、數位

網絡無遠弗屆與建設 21 世紀學習模式平台有關的資料安全及個人隱私問題。 

目前，各學術機構的課程網站已經提供大量公開教學資源 與網上學習資源供學習者使用，但

往往由於展示方式不佳，或資源並沒有和學習成果結合，導致使用效果不如人意。教育工作

者有時也會因為版權和 IP 問題而放棄使用這些免費資源，並認為在網路上分享自己的教學資

源存在很多問題。 

過去十年，教育機構採用制式的學習環境和工具來支持並管理傳統的教學過程。隨著 Web 2.0 

時代的來臨和社群網站的興起，教育工作者紛紛物色能加強與個人用戶互動的學習環境或課

程管理系統。個人學習環境 (PLE)、移動學習應用程式或虛擬學習環境 (VLE)，這些讓學生

自己掌控其學習進程和目標設定的方案目前正在被廣泛的討論。 

大專院校和進修培訓機構均有提供終身教育的工作實務和課程給予校友及社會大眾。年輕人

常轉換工作，故此網路進修培訓、研討會和工作實務的數目也不斷增加，主要包括遠距教學、

混合式學習、溝通與合作工具、真實評價和網路學院模式。上述知相關議題，在此論壇中，

獲得許多寶貴的意見與分享，激發在此一領域的教學省思與創新的教學方法。 

針對此論壇討論的高等教育教學工作方面，大學生學習創新能力培養和優良學風建立的改革

及發展規劃，頗有值得另人深思之處。高等教育著重的重點應在素質教育培養、能力提升養

成、頂尖創新人才培育等方面做思考，也就是針對“能力、素質、人才、創新＂做更進一步

的思考與規劃。 

大學的高校學風，指的是大學生的學習風氣，是學生群體或是個人在學習態度中，表現出來

的具有穩定性的態度和行為，具體而言，便是指大學生在受教育過程中所表現出來的行為特

徵和精神的總和。一所學校的學風關係到學校的學習環境文化及長久發展，所以學風建設應

該是高等教育學校相當重要的工作，只要培養優良的學風，便能培育出適應社會的優秀人才。 

而目前高等教育學校逐漸出現一些學習風氣不良的情況，其主要有以下方面問題： 

1. 學習態度和觀念扭曲： 

將讀大學視為一種混文憑的媒介，學習好壞並無關係，只要能畢業即可，所以學習積極性

不高，遑論作業的完成更是抄襲拼貼居多，把大半時間花費在上網、娛樂等事上面。 

2. 學習自制能力不足： 

目前普遍每所大學上課皆有的情況便是上課遲到、早退，甚或是曠課現象，而上課時打瞌

睡、玩手機、電腦等大有人在。 

3. 學習缺乏主動意識： 

大學生上課習慣以教授單方講授方式學習，此種被動學習方式，再加上自我學習多半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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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教課書上的內容為主，缺乏主動積極思考的習慣，在學習上避實就虛、不求甚解，缺

少對知識的理解、吸收和整合的能力，上課主動發問或是課後有問題不主動提出，與老師

缺乏學習討論的互動。 

4. 學習能力先天不足： 

有些大學生入學時，其應有的基礎薄弱，無法跟上學習進度，日積月累便產生學習上的心

理壓力，學習事倍功半，效果不佳，影響了學習的積極性。 

學習創新能力是現階段高等教育著重目標之一，採用已掌握的知識為基礎，結合學習的實踐

力和對未來的規劃，進行思考研究，提出新觀點、新設計、新方法等的學習方式，那便是不

著重於教導學生各種學問，而是培養學生有愛好學習學問的興趣，在興趣使然之下，教予研

究學問的方法。簡言之，教育的目的是養成自己學習、自己研究、用自己的頭腦來思考、用

自己的眼睛來看、用自己的手來做的精神。學習創新能力包含有：創新意識、探索精神、研

究能力和良好學習習慣。教會學生“學會學習＂便是目前現代教育思想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 

培養大學生學習創新能力的方法與途徑： 

1. 幫助學生樹立高層次的學習價值觀： 

針對未來世界環境發展與個人興趣做教學的結合，啟發個人學習動力及其價值觀，盡可能

避免以純功利姓的學習目標為導向學習。 

2. 協助學生理解創新學習的本質與特點： 

以掌握知識、發展認識能力為基礎的特性。 

3. 幫助學生強化學生的主體地位與培養學生學習創新能力： 

(1) 探究方式： 

突顯學生自己探究知識，注重學生本身獨立鑽研。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創

造性的解決問題等步驟進行。 

(2) 討論方式： 

由教師提出有意義的問題，機發並引導學生討論。 

(3) 嘗試方式： 

以提出目標、自習教材、嘗試練習、教師提點、反覆操作的程序進行，讓學生以嘗試實踐

方式學習知識，掌握規律和方法。 

4. 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 

(1) 讓學生了解學習方法的重要性。 

(2) 讓學生了解科學的學習方法的特點：目的性、規律性、主體性、對象性。 

(3) 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 

要整體規劃學風建設，樹立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教育為基礎、就業為導向、創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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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品質為生命線的學風新思路。以完善的制度、創新管理、強化服務，做為學風建設的

切入點，運用學風敦促教風、工作作風，也以教風帶動學風的雙向回饋機制， 教風、學風、

工作作風相互促進，共同推進校風改造與建設。 

當然，在此大會中有許多先輩前進發表有關數位學習的研究心得及在大學校園實際實施的各

種經驗，並獲得與會的各國專家和研究人員的一至好評，互相做了很好的交流與經驗心得分

享。此次台灣代表團與會者由逢甲大學前校長劉安之講座教授帶隊，成員包括中正大學李新

林副校長、嶺東科技大學陳仁龍副校長、世新大學蔡念中教務長、李佳玲副教授、交通大學

電子物理系李威儀教授、逢甲大學圖書館黃焜煌館長、金融學院董澍琦院長、教學資源中心

鄧鈞文執行長、義守大學電算中心白敏賢主任、楊智惠教授、黃耿祥教授、中研院資訊所王

美雪小姐和東華大學張瑞雄教授等。 

隨著網路的快速發展和手持上網設備的普及化，數位學習將是未來學生在校園裡隨時隨地學

習的常態方式之一，也會是終身學習的重要工具，在台灣因為網路的普及和手持資訊設備的

相對便宜，因此打造一個良好的數位學習環境和基礎設施，會是我們未來不可忽略的重要工

作。 

 

第七屆亞洲地區數位化學習國際研討會(e-Learning Forum Asia 2012)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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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此行參與的會議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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