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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108 課綱教育改革所帶來的課程與教學實務的轉型，教師的教學需

求更為受到重視。為提供更切合需求的資訊，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 15 位

新北市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瞭解其在教學的資訊需求、尋求資訊過程以

及資訊使用的情形。

研究發現資訊科技教師以補充科技新知為主要的教學備課需求，利用多

元資訊來源管道進行教學資源的搜尋，並積極透過網際網路的線上資源及 AI

科技作為查找教學素材的管道，常利用圖片及多媒體素材輔助教學，並選擇

能簡潔明確呈現教學內容的影片素材，將教學資源建置於數位平臺中，以提

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教材，透過多元評量方式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再由學生

的回饋進一步調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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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環境的改變，大量資訊與科技圍繞著人們的生活，網際網路

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面對每日接受龐大的資訊量，相關資訊素

養的能力逐漸受到重視。過去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資訊科技雖被歸類於

重大議題，然僅以彈性學習時數或融入各學習領域實施，缺乏正式課程的

引導，往往無法正常以及有效的教學（楊政家、陳育恬、林欣溦、吳錫銘、

賴詠清，2017）。民國 103 年教育部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新增的「科技領域」中包含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兩個科目，透過運用科技

工具、材料、資源，進而培養學生動手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及

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培育探索、創造性思考、邏輯與運算思維、批判

性思考、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教育部，2018）。資訊科技的學習

內容分為六大主題，分別為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臺、資料表示處理

與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教育部，2018）。相較於舊

課綱加入大量資料結構、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等知識內容，對於過去未修習

演算法、資料結構等專業課程之資訊教師，在教學準備上更為吃力，需要

進一步增能或做大量的教學準備（謝昌恒，2022）。 

因此，除了教育政策上的改革外，更需要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將目標

融入課程當中，因此教師也是課程改革成敗的關鍵，面對教育改革所帶來

的課程與教學實務的轉型，教師也需要修正自己的角色，從課程的執行者

或教科書的授課者，成為課程的轉化者。課程改革的理念內涵需要透過教

師的理解、轉化來實踐，而在歷次的課程改革中，發現教師專業發展是落

實改革的重要基石（洪詠善，2019）。然而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

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包括學科專業知識、教學實務能

力與教育專業態度等，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

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不斷與時俱進；充分利用社會

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

育部，2014）。因此，本研究為瞭解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在準備課程相關

活動時的資訊需求與資訊行為，藉由分析其資訊管道、資訊尋求行為及資

訊使用的情形，從中歸納出資訊教師之資訊行為，進而提出實務上的建議，

以提供資訊科技領域的教師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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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關於教師資訊行為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類：大學校院

教師（王雅諭，2016；呂星儀，2020；徐新逸、彭康鈞，2013；劉煌裕、

陳雪華，2014）、國小教師（王鴻原，2016；李姿誼，2022；李紫綺，2020；

邱姵瑜，2019；高秀美，2017；黃麗慧，2022；黎淑芬，2019；蕭佳純，

2022）、國中教師（陳宜伶，2022；賴盟千，2021）、高中教師（楊宗桓，

2019；蔡秀蓁，2020）及退休教師（許禎芸，2007；魏秋燕，2021）。以數

量來說，研究對象大多為大專校院教師及國小教師，少數為國中或高中教

師。關於資訊教師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教師工作壓力（張文賢，2007；

謝思嘉，2006；謝進明，2023）、教師教學認知（周信裕，2016；陳學賢，

2016；蔡旻穎，2017；蔡雅旬，2013）。國外對於教師資訊行為的相關文獻

中，研究對象則是大學或高等教育教師（Akhtar, 2021; Anmol, Khan, & 

Muhammad, 2021; Deenadhayalu, 2021; Gunasekera & Balasubramani, 2021; 

Habiba, Yesmin, & Akhter, 2022）、研究人員（Das & Mandal, 2021; De Groote, 

Shultz, & Blecic, 2014; Makinde, Jiyane, & Mugwisi, 2021）、小學教師或培

訓教師（Domingo & Garganté, 2016; Tanni, Sormunen, & Syvänen, 2008），

而 Al Hashlamoun 與 Daouk（2020）的研究以探討資訊科技教師對使用線

上社群教授電腦技能課程的看法。整體而言關於資訊科技教師的資訊行為

研究較少。 

本研究選擇新北市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進行資訊行為的研究，基於

幾個原因：一、因應資訊科技時代的來臨而新增了資訊科技課綱，更為重

視教師的專業能力及教學需求；二、教師為知識工作者，探討中等學校教

師的資訊行為有助於瞭解其真實的教學需求，為資訊服務使用者提供更切

合需求的資訊；三、過去研究大多以大學、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或資訊

教師相關研究等，較少針對資訊科技教師之資訊行為研究。因此本研究採

用深度訪談法，探討新北市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之資訊行為，期待能瞭

解資訊科技教師的需求，進而提出相關資訊服務及教育資源提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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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在工作情境下的資訊需

求、資訊搜尋與使用行為，在文獻探討的部分首先敘述資訊行為理論與研

究相關架構，描述資訊需求的層次差異以及不確定感，接著分析資訊搜尋

行為模式。Taylor（1968）最早提出需求層次說，將人們的需求分為 4 個

層次：內藏式資訊需求（visceral need）、意識化資訊需求（conscious need）、

正式化資訊需求（formalized need）、妥協後資訊需求（compromised need）。

在需求產生時，人們對此是模糊不清的，直到逐漸將需求轉化為明確的問

題，從抽象中逐漸聚焦成具體需求的過程（孫立馨，2021；張曉琪，2023）。

在個人的判斷下，發覺現有的知識、經驗有所缺失而產生新的資訊需求，

為了解決資訊需求而進行的一連串資訊尋求行為，透過瀏覽、監看等方式

搜尋並獲取資訊，或使用非正式的管道來查找（賴盟千，2021）。Belkin

（1980）提出知識異常狀態理論（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 ASK），

ASK 模式認為資訊需求來自一個人對本身知識狀態感到異常，當意識到自

身的知識有某些缺漏或不確定感，為解決這種異常現象時，便產生資訊需

求。Dervin（1992）以意義建構理論來解決人類的資訊需求，從認知面探

討資訊需求，提出人們的資訊需求是來自於個人認知到本身的不足，或與

其他個人、群體及外界的差距所產生知識認知上的落差，為彌補不足而尋

求資訊。高秀美（2017）則以 Dervin 的意義建構理論進一步探討特教教師

的資訊行為，以中立式提問進行訪談，以微刻時序的時間順序來瞭解特教

教師的資訊需求情境和資訊使用。 

Leckie、Pettigrew 與 Sylvain（1996）在檢視專業人士的工作情境發現，

專業人士在工作環境中經常需扮演多重工作角色，為使工作順利進行而產

生資訊需求，強調工作角色與任務對資訊需求的影響性。需求本身是一個

不斷變化的狀態，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年齡、專業、情境、頻率、

重要性等，Leckie 等人（1996）統稱為資訊需求特徵。搜尋資訊來源可能

來自於正式（如研討會、期刊）或非正式管道（如與他人溝通）、內部或外

部管道、口頭或書面資訊（包含紙本資料與電子文本），及個人知識與經驗；



圖資與檔案學刊  第 15 卷第 2 期（2023 年 12 月） 

42 

對資訊的認知則包括對資訊的熟悉度、先前的成功經驗、資訊的可信度、

資料的格式、即時性、成本、正確性、可取得性等，都可能對資訊搜尋過

程產生影響。當使用者成功找到所要的資訊，則進一步使用資訊以滿足其

需求；若尋求失敗，則再重複一次所有找尋的過程。除了將獲得的資訊作

為個人使用，人與人之間也會進行資訊交換，或經過轉換後將資訊傳給其

他人（Wilson, 1981）。經由互動產生資訊分享，透過社會網絡資訊提供者

與接收者合作產生互惠性，促使資訊交換與流通（楊善茵，2019）。 

教師亦為專業工作者，面對角色所帶來的工作任務而產生不同的資訊

需求。在行政工作上，需要以人際溝通、會議記錄等管道來尋求解決問題

的方法；導師則需要班級經營等相關專業知識；教學前準備教材、設計教

案或作業等工作項目，都有不同的行為特徵。藉由教師的工作角色及任務，

進一步瞭解其資訊需求，有助於分析教師的資訊需求所產生的搜尋行為

（張曉琪，2023）。如王雅諭（2016）研究大學教師在工作角色的多重任務

下之資訊行為，以 Leckie 等學者提出的資訊尋求模式理論為基礎，透過訪

談法進行資料蒐集，並輔以教師個人研究、教學等相關文件分析，進一步

探討大學教師在不同工作任務情境下的需求。本研究透過探討中等學校資

訊科技教師的資訊需求、資訊搜尋與使用行為，瞭解影響資訊行為的因素

及特徵，及如何使用資訊的過程。 

 

教師最基本的工作項目就是教學，從教學面出發，教師延伸出各種資

訊需求。王福從（2002）發現生活科技教師在教學工作產生最多的資訊需

求，其中網路資源為最常用的資訊種類。新課綱的頒布也使教師的資訊需

求發生了改變。鄭聰騰（2003）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師在「補充課外相關資料」情境所形成的資訊需求最多，需要創新的教

學方法來配合九年一貫課綱。楊宗桓（2019）對專科學校教師與高年級學

生資訊需求進行研究發現，護理科教師的資訊需求主要以教學及研究為

主。王雅諭（2016）針對工作角色的多重任務分析大學教師資訊行為，指

出大學教師因工作場域產生教學、研究、服務等資訊需求，為了準備新設

課程教材、更新既有教材。高秀美（2017）在探討特教教師資訊行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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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發現，特教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對於教材教法資訊需求感到最為困擾，

需要全方面地自行規劃每一單元的教學活動。Gunasekera 與 Balasubramani

（2021）對斯里蘭卡學校教師的資訊尋求行為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教

師的資訊需求主要為教授科目、課程相關資訊以及學生學習資訊。由上述

研究發現，教師的資訊需求主要為教學，環繞教學進而發展的補充教學資

料、研究、學生學習等需求。 

在各種資訊需求下，教師開始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來搜尋、獲得資

料。徐新逸與彭康鈞（2013）表示大學教師普遍在蒐集資訊時，會挑選自

己所需的資訊，並和自己的需求及想法相互驗證，且其認為從圖書館所蒐

集的資訊，正確性較高，顯示大學教師較一致倚重與信任來自圖書館的資

料。Shipman、Bannon 與 Nunes-Bufford（2015）指出在職教育工作者似乎

很少使用圖書館有關的資訊來源，例如線上資料庫、期刊和政府出版物。

他們可能會偏向更有效、輕鬆地搜尋網路或向同事詢問資訊。鄭聰騰

（2003）指出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從事教學及相關活動，經常以與同事討

論或上網尋求網路資源作為尋求資訊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簡瓊雯與林珊如

（2005）提到國小教師不論是為了工作中的教學需求而從事資訊搜尋，或

者是為了獲取生活中的新知資訊，人際網絡都是其主要的資訊管道，透

過人際網路與其他教師交換教學心得、參與專業議題討論、與親朋好友交

換資訊。國中輔導教師經常透過搜尋引擎、社群平臺來獲取相關網頁資料

或多媒體素材（賴盟千，2021）。藍秀雯與張弘勳（2022）針對臺南市公立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幼兒教保人員會透過網路或

社群進行分享，以教學示範、會議中提出教學技巧等模式與他人進行交流。

高秀美（2017）指出特教教師透過資訊的查找，能建立相關教學資源資料

庫，增加個人的知識經驗，並利用電腦工具進行保存、分類，甚至進一步

分享資源給其他特教教師。中小學教師處理檢索到的素材時，採取主題性

原則和使用性原則進行分類管理。在教學活動上重視構思和設計，通常需

要依據教學需求對教材進行轉化、重組或修改，而不會直接套用收集到的

教材進行教學，通常是自行評估教學需求，引用而不套用（吳美美、王宏

仁，2007）。從以上關於教師資訊行為的研究中瞭解，教師透過各種資訊管

道來滿足需求，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類，並依據教學需求將資源內化、

重組或修改，加工後應用在課堂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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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資訊科技教師為研究對象，過去對於資訊科技教師的研究較

為少見，資訊科技教師的學識背景是由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等相

關科系所組成，因此將敘述過去研究中，電腦教師、資訊科技人員及工程

師的資訊行為相關研究。 

蔡旻穎（2017）針對中學資訊科技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現況進行問卷調

查，結果指出資訊科技教師對於程式設計教學策略以及跨領域的運算思維

教學，希望能有相關單位提供進一步的研習增能，並期待能規劃校際交流

平臺，促成教師能有專業成長及交流的管道。李怡慧與周倩（2023）探討

臺灣國高中資訊科技教師的教材整體使用現況與觀點，研究結果發現資訊

科技教師在日常會透過研習、閱讀、教師社群、新聞媒體等各種媒介充實

自己的教材資源，於合適的時機用於教學，經常透過網路搜尋教科書外的

資源，認為教科書內容無法及時跟上快速發展的科技新知。謝進明（2023）

在進行國民小學資訊教師生涯發展之敘事探究時，發現資訊教師面臨的挑

戰可分為工作困擾、教學效能及專業能力三個面向，解決方法除了透過自

學進行專業進修，也可藉由教師同儕間的互動交流，共同研討教學並互相

鼓勵。林彩鳳（2007）以問卷及訪談調查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科技

人員資訊尋求行為，國防科技人員迫切需求資訊之主要原因在於工作任務

之執行與調整、研究環境及趨勢的改變，促使國防科技人員在工作上必須

時時汲取新知，充實專業領域知能。 

謝珍妮（2010）利用深度訪談法研究科技機構研究人員協同合作與資

訊行為，研究人員在工作遭遇困難時，因網際網路好用與便利查找的特性，

多數選擇上網查找專業相關學術期刊或資料庫。因教科書裡的內容與學生

的網路使用文化有所落差，所以資訊科技教師們會上網搜尋相關資料後轉

換於課堂教學，讓學習內容能更貼近數位原生的網路使用文化（李怡慧、

周倩，2023）。李婷媛（2006）採用問卷法及半結構深度訪談法進行工程師

資訊需求及尋求行為的研究，發現工程師最常利用「搜尋引擎」管道來取

得工作相關活動之資訊，此外是個人知識／記憶、人際網絡和個人收藏等

管道，習慣使用的人際網絡是以最接近自己的專家為主。Makinde 等人

（2021）以問卷探討奈及利亞科技研究人員的資訊搜尋行為，研究發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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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研究人員偏好透過網際網路、學術期刊或請教專家來獲得資訊，也會使

用書籍、文章、與同事討論等資訊來源管道。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資訊

教師與資訊相關從事人員以充實專業知能、吸收新知為主要需求，透過多

元的管道進行資料查找，因網際網路的便利性，經常上網閱讀學術期刊。

除此之外，非正式的資源管道也十分受到重視，透過如同事、專家等人際

網絡尋求協助，查詢個人建立的資料庫或相關文獻。 
 

 

 

質化資料是以文本、書寫的文字、詞句或符號的形式來描述或呈現在

社會生活中的人、行動和事，以邏輯清楚並系統化的方式進行分析，研究

者在主題、概念相似的面向上，藉由具體事件納入類別來分析資料，以解

釋抽象的現況並檢視概念之間的關係（Neuman, 1999／王佳煌、潘中道、

蘇文賢、江吟梓譯，2002）。其中半結構式訪談，透過訪談大綱從許多人身

上獲取基本相同的資訊，提供了主題或話題範圍，使蒐集到的資料有系統

性且更能聚焦。使用訪談大綱可以增進蒐集資料的綜合性，對於訪談中可

能會發生的邏輯落差，可以事先預測並消除，讓訪談過程中能持續保持流

暢的對話。但另一方面，半結構性訪談可能會因疏忽而遺漏重要的且突顯

的主題，當訪談者對問題呈現順序有所彈性調整，受訪者可能會因理解有

所差異而產生不同反應，降低了資料的比較性（Patton, 1990／吳芝儀、李

奉儒譯，1995）。 

回顧文獻分析中教師資訊行為相關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 8 篇採

用量化問卷（李紫綺，2020；徐新逸、彭康鈞，2013；楊宗桓，2019；鄭

聰騰，2003；賴盟千，2021；藍秀雯、張弘勳，2022；Gunasekera & 

Balasubramani, 2021; Shipman et al., 2015），有 3 篇選擇質性訪談（王雅諭，

2016；王福從，2002；高秀美，2017），另有簡瓊雯與林珊如（2005）則以

問卷調查法做資料蒐集，再進一步深度訪談自願者。由此可知教師資訊行

為較多採用問卷調查，為聚焦並加深探討教師之資訊行為，本研究採個案

研究設計，透過訪談法蒐集資料。本研究訪談對象來自新北市國民中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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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根據文獻分析產生訪談大綱（表 1），依據訪談大綱訪問中等學

校資訊科技教師，逐漸累積足夠的調查樣本，並加以整理訪談資料，進一

步瞭解資訊科技教師之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與使用行為，將訪談資料以逐

字稿的方式謄寫，透過閱讀逐字稿內容為其進行編碼，提取訪談內容中共

同出現的關鍵字或相關概念，進一步分析與詮釋，最後呈現研究結果。 

表 1 

訪談架構表 

研究問題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參考文獻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的資訊需

求有哪些？ 

請問老師目前校內擔

任的職務是？其工作

內容有哪些？ 

王雅諭（2016）；王福從（2002）；

李婷媛（2006）；高秀美（2017）；

簡瓊雯、林珊如（2005）；藍治平、

張永達（2002）；Bigdeli （2007）；

Tanni（2012）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在實施十

二年國教後有新

增 哪 些 資 訊 需

求？ 

請問老師您認為在十

二年國教實施後，工作

內容有哪些變化嗎？ 

王福從（2002） 

請問老師您認為在十

二年國教實施後，資訊

科技教師需要哪些資

源或服務來協助老師

的工作？ 

王福從（2002）；李怡慧、周倩（2023）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如何進行

資訊搜尋？ 

請問老師您在面對這

些工作內容時，是如何

進行準備？ 

王雅諭（2016）；王福從（2002）；

李怡慧、周倩（2023）；李婷媛（2006）；
許禎芸（2007）；蔡秀蓁（2020）；

簡瓊雯、林珊如（2005）；藍治平、

張永達（2002）； Perrault（2007）  

請問老師在準備過程

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

難？是運用甚麼管道

或資源來解決問題？ 

王雅諭（2016）；王福從（2002）；

李婷媛（2006）；Bigdeli（2007）； 
Phillips, Fosmire, Turner, Petersheim & 
Lu（2019）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接觸的資

訊管道有哪些？ 

請問老師在您尋找資

料時，會選擇什麼樣的

管道？ 

王福從（2002）；李婷媛（2006）；

高秀美（2017）；陳雅惠（2014）；

蔡秀蓁（2020）；簡瓊雯、林珊如

（2005）；藍治平、張永達（2002）； 
Bigdeli（2007）；Tanni（2012）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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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研究問題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參考文獻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接觸的資

訊有哪些種類？ 

會偏好選擇哪些資料

類型？ 

王福從（2002）；李怡慧、周倩（2023）；

李婷媛（2006）；高秀美（2017）；

蔡秀蓁（2020）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如何使用

所 搜 尋 到 的 資

訊？ 

請問老師您是如何評

估／篩選搜尋到的資

料？ 

李婷媛（2006）；陳雅惠（2014）；

簡瓊雯、林珊如（2005）；藍治平、

張永達（2002）；Bigdeli （2007）；

Tanni（2012）；Tanni et al.（2008）  

請問老師您搜尋到的

資料會如何處理及如

何在工作中使用？ 

王雅諭（2016）；王福從（2002）；

李婷媛（2006）；高秀美（2017）；

陳雅惠（2014）；簡瓊雯、林珊如

（2005）；藍治平、張永達（2002）； 

Tanni（2012）；Tanni et al.（2008）；  

中等學校資訊科

技教師對於資訊

科技課程有何看

法？ 

請問老師您如何瞭解

自己的教學成效？ 

藍治平、張永達（2002）；Perrault

（2007）；Tanni et al.（200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新北市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包含國民中學及

高級中學。參考教育部統計處最新學校名錄，新北市計有 123 所中等學校，

涵蓋 61 所國民中學與 62 所高級中學（教育部統計處，2023）。本研究的

取樣方法為立意取樣，從新北市科技輔導團的團員以及高中學科中心的種

子教師開始，再由團員或種子教師推薦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進行邀請。

透過學校網頁或教師個人網站所留下的資料與教師進行聯繫，說明訪談目

的、大綱以及流程，在確定教師的訪談意願後約定時間，並在訪談前徵得

受訪者的同意，得以在訪談進行過程中全程錄音，並以訪談過程中記錄重

點以配合後續逐字稿的分析。總計 15 位資訊科技教師受訪，受訪者基本

資料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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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代碼 性別 年齡 教學年資 最高學歷 任教階段 擔任職務 

T1 男 60 以上 26 年以上 碩士 國中 專任 

T2 女 40-49 11-20 碩士 國中 專任 

T3 男 50-59 21-25 碩士 國中 專任 

T4 男 50-59 21-25 碩士 高中 兼任行政 

T5 男 40-49 21-25 大學 高中 專任 

T6 女 30-39 11-20 碩士 國中 專任 

T7 男 50-59 26 年以上 碩士 國中 專任 

T8 女 40-49 11-20 碩士 國中 導師 

T9 女 50-59 11-20 碩士 國中 專任 

T10 女 40-49 21-25 碩士 高中 兼任行政 

T11 男 30-39 5 年以內 碩士 高中 兼任行政 

T12 女 40-49 11-20 碩士 高中 專任 

T13 女 30-39 6-10 大學 高中 專任 

T14 男 50-59 21-25 碩士 高中 專任 

T15 女 30-39 11-20 碩士 國中 導師 

 

完成半結構式訪談後，將訪談之錄音檔以逐字稿的方式轉錄，再去識

別化與加入註記。方括弧［］表示訪談時未提及之文字，為使研究者更容

易理解而加上的補充註記；……代表引用時所省略之內容。經過反覆閱讀

後進行分類，產生編碼表來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依照訪談內容的分析，

歸納出資訊科技教師的資訊需求、資訊搜尋及使用行為，撰寫研究結果與

建議。 
 

 

 

教學為所有教師的基本工作，在教學前需要進行課程準備，整理教學

的脈絡與相關教材資源。在面對十二年國教進行的教育改革，資訊科技教



新北市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資訊行為之研究  

49 

學內容有了大幅度的變化，資訊科技教師也因此需要進行大量的教學準

備，以因應全新的教學內容。 

 

1.  

資訊科技教師在準備教學的過程中，會優先以課綱規範的學習內容為

基礎，依各校選擇審定過的教科書，作為教學備課的起始點。因此有相當

多的受訪者（T1、T3、T4、T7、T9、T11）都表示準備教學時會從課本出

發，瞭解其中的教學內容及教學資源，再進一步做教材的整理。 

2.  

部分教師審視過教科書後，發現其內容太過簡略，無法詳細呈現教學

內容，或者連貫性不夠，需要再額外尋找適當的資料輔助說明。如受訪者

（T4、T7、T8、T15）指出課本的內容僅是基礎，描述的內容比較精簡，

完整的概念需要進一步找相關的資源補充，讓教學內容能連貫。例如受訪

者 T15 表示「那其實對［課本］每個章節的大概應該教的一些核心重點，

其實有一點應該說有基本的概念，那我就會看那個章節有哪些，我是覺得

需要補充丟進去的或者是哪些我要調整。」 

3.  

資訊科技的課程特性，在於新科技更新的速度很快，隨時隨地都會有

新的發現或相關議題產生，需要不斷的跟進最新趨勢，然而課綱的內容僅

是基礎，最新的資訊還是需要教師自行搜尋查找。像是受訪者（T3、T6、

T8、T9、T12）都指出科技一直在與時俱進，教學內容也要跟著變化，才

能讓學生知道生活中有哪些新興科技。例如受訪者 T12 表示「我覺得因為

這個科目的那個特性，我們的特性就是一直變啊，因為我們東西就是一直

變嘛，你現在教他他還會學嗎，永遠都要從最新的這些內容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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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了課本的內容以外，資訊科技教師對於教學內容會建立個人的教學

脈絡，基於對自身的要求，想要準備多元的議題或應用讓學生學習，因此

產生進一步的備課需求。如受訪者（T5、T9）提到會在課堂中準備延伸的

相關議題，讓學生瞭解最新趨勢，如近期受到高度關注的 Web3.0、元宇宙、

人工智慧等議題，將其融入教學中；受訪者（T12）則表示固定內容的課程

已經慢慢脫離時代，所以會定期更新課程，設計新的活動內容，例如新版

機器人有更多元的功能可以讓學生操作使用、選擇更適合的程式語言及學

習平臺。 

5.  

在教學的過程中，資訊科技教師會觀察教學的狀況或學生的反應，因

而產生出想要修正教學的需求。像是受訪者（T1）提到學生對於程式重複

結構的概念很模糊，所以在講解重複結構的概念時，會放慢教學步驟，調

整教材的呈現方式；受訪者（T10）發現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課程沒有很大

興趣，規劃下學期的課程內容時就會考量學生上課的狀況，改為介紹新興

科技的專題課程；另有受訪者（T12）在課堂中察覺學生缺乏某些先備知識

導致活動無法進行，因此會尋找其他資料來補充，講解重點內容。 

6.  

然而面對新課綱所產生的變化，程式設計的教學比例大幅上升，資訊

科技教師也需要花更多時間在準備新的教學內容。像是受訪者（T1、T2、

T7、T11）提到因應課綱在教學內容的改變，需要花更多時間進行教學準

備。例如受訪者 T2 表示「新課綱 108 資訊科技，新增領域課綱的這個部

分，就是跟以往的課程領綱是有蠻多的變革啦，所以某一些單元必須要從

頭準備起。那我們的困難就是，也不是說困難就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在準備教學工作的過程中，教師會因目前有限的教學資源而遭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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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導致教學工作無法順利進行，進而產生新的需求，希望未來有相關

的機關或單位，能提供協助來補足需求。 

1.  

當教師希望增進自身專業知能，期許能給學生帶來更優質的教學設計

時，需要經由許多管道來獲取資訊，然而相關資源的提供卻不敷使用。像

是受訪者（T1）表示希望有管道能跟其他老師互相交流，建立相關的資源

分享平臺；而受訪者（T2、T11）則提到資訊科技的增能研習很重要，但是

提供的研習資訊卻不足或是不夠流通，無法順利跟上新課綱的要求。例如

受訪者 T11 表示「我覺得在學科中心現在有很多研習，但在新課綱上的交

流還是不太夠，我覺得會跟不太上。我覺得要花時間去學新的技術然後整

理成學校可以用的教案，我覺得這部分是滿辛苦的，我覺得如果有更多的

教案分享跟教學的討論我覺得可能會更好。」 

2.  

身為資訊科技教師，對於學校的工作安排上，經常會兼任如資訊組長

等行政工作，增加不少負擔。像是受訪者（T2）表示除了教學工作外，還

須負責管理電腦教室及擔任領域召集人等工作，希望以減課的方式來爭取

更多備課時間；而受訪者（T6）提到行政和教學工作並行，使得兼任行政

的教師無法專心進行教學工作。然而新課綱的實施也使得資訊科技教師對

於課程銜接上有所疑慮，雖有明確的課綱作為指引，但教學現場卻出現內

容重複的情況。如受訪者（T2、T4）所提到各個學習階段出現重複的教學

內容。 

3.  

新課綱將資訊科技新設為一個科目，表示其重要性並加強運算思維的

課程內容，然而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興趣，或是未來職涯方向，還沒有足

夠的啟發。像是受訪者（T3、T10）表示學生學習撰寫程式的意願低落，透

過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或者讓他們瞭解未來職業跟資訊科技的重要關

聯，以此提升學習意願；而受訪者（T14）則是提到目前試辦的 APCS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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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雖然可以讓學生在升學中呈現對資訊科技的能力，但制度仍不夠完善。 

綜上所述，資訊科技教師在教學工作需要資源整合的平臺，除了提供

各種教學素材之外，也可讓老師有互相交流的管道，專業知能的加強更需

要多元的研習來精進。而教學以外的行政工作加重教師的負擔，更需要有

引導者協助現場教師來釐清教學任務。最終回歸到學生的學習動機，希望

能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重視。 

 

針對資訊科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資訊行為，教學前的準備工作需要

透過各種管道尋找教學資源。因此透過探討資訊科技教師的資訊尋求行

為，分析歸納搜尋過程中所使用的資訊來源管道以及運用的資料類型。 

 

1.  

每一年的教學都會累積相關的教材資源。像是受訪者（T1）表示會將

過去學生的作品重新檢視，為了呼應現在的課程需求做出調整；而受訪者

（T3）則是提到「就是就依照自己個人的教學，就是說你的教學資源每一

年會慢慢的累積，因為教學本就是需要經驗的支持，資源就會慢慢的收集

積少成多、積沙成塔。」；另有受訪者（T12、T15）在備課時會從過去的教

學資料再作整理，在重新檢視的過程中進行微調，結合新的教學內容或補

充資料即可。 

2.  

除了個人累積的教學資源外，學校中的老師們也會彼此互相討論關於

教學工作上遇到的問題，進行教學共備。許多受訪者（T1、T2、T6、T7、

T8、T13、T15）指出同領域的老師會有共備的過程，交流教學中遇到的狀

況，或是一起進行課程設計。 

3.  

關於自身教學的增能，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會透過參加相關研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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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新知識。像是受訪者（T2、T9、T10、T12、T15）表示會經由研習增

進對教學內容的瞭解，或是在研習中看到其他老師分享的教法，可以作為

課程設計的參考，或是進一步發想出新的教學活動。例如受訪者 T9 表示

「第三個部分就是研習嘛 ，就是參考其他老師的教法然後來做一個課程上

面參考的依據，有時候就可以創新出不同的東西。」 

4.  

當資訊科技教師利用圖書館查找資料時，係以圖書的使用為主。其中

受訪者（T2）提到會到圖書館找人工智慧的書籍去瞭解基礎知識，或是閱

讀相關內容來增進自身的教學方法；另外一位受訪者 T9 則指出「那當然

正確性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變成可能要交互驗證這樣……要看不同的網

站 ，不同的來源在講同一件事情 ，那可能也是可以在圖書館找相同類型的

書籍。」 

5.  

(1) 關鍵字搜尋 

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課程內容息息相關，因此許多資訊

科技教師都會利用網路作為查找教學資源的管道，藉由搜尋教

學主題時查詢關鍵字，進而發現其他相關的網站連結，形成滾

雪球的檢索模式。例如受訪者 T8 提到「你就會發現說原來你

找一個主題你可能在那個主題又看到其他的關鍵字，你就會再

用那個資訊去作搜尋。」 

(2) 特定社群 

教師們會透過網路組成特定社群，分享彼此教學工作的經

驗。像是受訪者（T6、T7、T8、T10）提到會加入 Facebook 的

社團或自行組成社群，在當中的成員會提出遇到的問題尋求協

助，或是分享教學經驗、最新消息等，讓同在社群的成員可以

互惠交流。 

(3) 書商提供資源 

除了紙本的教科書外，因應線上教學的需求，許多書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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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站提供的數位教學資源。有受訪者（T3、T4、T7、T15）

表示在搜尋資料時，也會選擇和教科書配合的備課網站，書商

有提供相關的資源如簡報、超連結，可以作為教學資源使用。

例如受訪者 T4 表示「這個網站可能是教科書的廠商自己建的，

他們有很多那個有一些數位資源的提供。」 

(4) 高中學科中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普通型高中學科資源平

臺」，其中的「資訊科技學科中心」收錄近年來的教學示例及成

果以提供教師參考。高中資訊科技教師的受訪者（T4、T5、T10、

T12、T13）大多提到在進行備課的資料蒐集時，會到高中學科

中心的網站上找教學資源，觀摩其他老師分享的教案或是教

材，關注中心開設的研習資訊，藉此來充實課程內容。 

(5) 官方網站 

除了高中學科中心的網站之外，還有其他官方的網站提供

相關資訊。如受訪者（T1、T15）提到教育部網站上所展示的成

果影片或資料，比較值得信賴；受訪者（T7）則指出新北市資

訊業務入口網有相關的研習或計畫簡報等資料，可以在行政

工作上參考；受訪者（T9）也提到教育部的官方資源，以及師

大的相關計畫資源，皆可透過網站收集所需資訊。 

(6) 教師個人教學網站 

當在網路上查找資料時，從其他老師所建立的教學網站也

會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可以參考。像是受訪者（T1、T6、T9、T10、

T12、T14）提到有幾位老師自行架設教學網站，並整理相關的

教案或教材放置於個人網站中，除了個人教學使用外，也提供

其他老師能在網站上參考教學相關的資源，經年累積下來，成

為資訊科技教師尋找資源的管道。 

(7) ChatGPT 

近期人工智慧的相關研發是大家關注的趨勢，而 ChatGPT

的出現也成為資訊科技教師資訊搜尋的管道。像是受訪者（T3、

T6、T7、T8、T9、T11）表示有利用 ChatGPT 來查找資料，

ChatGPT 能推薦相關資源、協助英文的翻譯、整理排序法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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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作為準備教學的參考資料。例如受訪者 T3 表示「第四

個要善用 AI，所以你就是善用這個 AI，例如 ChatGPT 說你打

個問題『那請問我現在要教系統平臺有什麼資源？』可以請 AI

幫你弄那，他有沒有好的網址，然後可能就會幫你找到。」 

 

1.  

在資訊科技教學工作準備初期，部分受訪者（T3、T4、T7、T9）表示

都是從教科書作為主要教學內容整理的資源，除了各校選定的版本外，也

會參考其他書商所提供的課本或備課用書。如受訪者 T7 提到：「教學的話

我通常都會從教科書出發，像現在是有教科書的，我會從教科書出發，包

含紙本教科書跟書商本身的網站。」 

然而當教科書提供的內容不能滿足備課的需求時，教師會需要查找相

關主題的書籍進行參考。如受訪者（T2、T3、T9、T10、T11、T13）提到

在教學工作中會查詢相關工具書來補充資料，像是 AI 人工智慧、程式語

法、開發板等內容，再進一步轉化成教材。 

2.  

在教學過程中，資訊科技教師會利用簡報作為教材呈現學習內容，幫

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反覆閱讀。像是受訪者（T1）表示和其他老師

交流時會互相分享簡報或學習單等教材，參考他人的教學活動設計；而受

訪者（T2、T9）提到會搜尋漂亮的簡報模板來製作教材，在課堂中以廣播

講解的方式呈現給學生，並放置在教學平臺中提供學生再次複習。 

3.  

教學資源除了固定使用的教科書以外，為幫助學生更能理解課程內

容，教師會進一步去搜尋圖片或多媒體素材來輔助教學。受訪者（T1、T4）

表示教學上利用的資料包含圖片、影片；而受訪者（T2、T6、T11、T13）

則提到教學時會使用圖片、或影片來輔助說明，呈現程式碼或取代大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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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描述，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內容；另外一位受訪者（T8）提到：「你就

會找一些它就是有圖，影片裡面就講得非常清楚甚至他操作給你看，一個

步驟一個步驟，這叫自主學習，我就把這個影片放在我的學習吧裡面。」 

除了輔助教學外，多媒體的素材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引起學習動

機。像受訪者（T3、T7、T8、T15）指出為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融入圖

片、影片等多媒體素材，能吸引學生更願意投入課堂活動中。 

總結以上，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在準備教學的過程中，從教科書為

出發點，結合過去教學經驗所累積的資料進行整理，當需要再補充相關資

訊時，經由圖書館查找書籍來自我增能。而人際資源管道方面，參加研習

時與校內外的同領域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或是使用的教材資源，如簡報、

學習單等。而網際網路的眾多資源也成為教師搜尋資料的重要管道，透過

加入網路社團或社群獲得最新科技的資訊；學科中心、教育部等官方網站

則是提供教案、多媒體教材或開設的研習消息；有些老師會架設自己的教

學網站，參考同儕的教學活動設計可以帶來新的想法；而近期引起高度討

論的 ChatGPT 也成為資訊科技教師蒐集資訊的管道。為了引起學生的學習

動機，在教學上會使用圖片、影片等多媒體素材，讓教學活動更生動有趣。 

 

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透過多元管道所獲得的資訊，將進一步篩選、

整理成為教學上可以利用的教材。 

 

當資訊科技教師尋找可用的教材資源時，將接觸到大量的內容及素

材，而下一步需要判斷何種資料可以進一步被組織、利用以助於教學。以

下將資料篩選的原則分為正確性、新穎性、學生認知程度、適當的影片素

材敘述。 

1.  

在教學上，資訊科技教師很重視教學內容的正確性，因此在蒐集資料

的過程中會先判斷資料是否有誤。有受訪者（T2、T8、T15）提到會先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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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資料內容，篩選素材的正確性；另外受訪者（T11）指出「但我還是會閱

讀說他的內容正確性，因為 ChatGPT 也是有可能會有錯，我再整合到我的

講義這樣。」；而受訪者（T5）會先自行進行操作，確認教學資料提供的內

容是可行的，才能安心地在教學上使用；另有受訪者（T7、T9）則是會透

過檢查資料來源是否為官方網站、作者是否值得信賴，或是透過假消息平

臺進行交互驗證。 

2.  

科技一直在進步，資訊也持續更新中，因此資訊的新穎性也是資訊科

技教師考量的重點。像是受訪者（T8）提到比爾蓋茲在部落格發表的最新

文章，是需要自己主動到網路上搜尋才會找得到；而受訪者（T9）表示希

望將最新的科技納入教學內容，也能帶給學生與時俱進的新興議題。例如

受訪者 T9 提到「當然就是與時俱進的資料的新穎性是很重要的，像有些

資料很老舊 ，我覺得像是還在磁碟機的這種就不行了 ，然後就是會如何把

最新的科技也能夠納入在我們的教學範疇當中 ，讓學生掌握最新的工具和

概念，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3.  

除了重視教學內容本身的正確性及新穎性外，依據教學對象的程度，

教師也會選擇適合的教材。像是受訪者（T2、T3、T9、T11、T15）提到在

尋找素材時，會挑選符合學生年紀及程度，在他們目前所擁有的先備知識

下可以理解的內容，或是選擇有趣的、遊戲式的操作活動，一方面可以吸

引學生的學習動機，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課程內容；而受訪者

（T14）因為教學的學生程度差距較大，所以會考量學生的學習能力給予

不同難度的練習題目。 

4.  

資訊科技教師會運用圖片或多媒體素材來輔助教學，一方面是吸引學

生的目光，另一方面也能讓抽象的概念具體呈現。然而在影片的呈現也會

考慮播放的時間長短，才能將效果最大化。如受訪者（T1、T3、T4、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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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T15）表示選擇影片的教學素材時，關鍵影片時間大約 3 至 5 分鐘，

並且畫質要清晰，如果影片時間太過冗長反而會影響學生的專注力，造成

學習的反效果。 

 

當蒐集完所需的素材後，資訊科技教師要運用在教學活動中，尚且需

要進行教材的組織。探討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的資訊使用行為，以下歸

納分為資料分類與組織、製作課程簡報以及數位平臺的使用敘述。 

1.  

透過各種管道所蒐集的資料，資訊科技教師會透過記錄、整理分類等

方式，轉化成可運用的素材。有受訪者（T1）提到原始的文字資料需要先

經過閱讀消化，再轉化成學生可以理解的語句重新表達；另一受訪者（T2）

則是利用手寫紀錄的方式，累積大量的重點筆記，在製作教材時能參考利

用；又有受訪者（T3）以樹狀結構的方式，將查找到的資料分類放入相對

應的資料夾，對應教學脈絡的規劃；而受訪者（T13）表示「然後其他的像

那種可能現在不會教但之後可能會教開其他課的資料就會再另外整理一

下，就是整理到另外一個檔名……那個就是用 Google 文件。」 

2.  

教學簡報是課程中經常使用的教材之一，資訊科技教師會將補充的素

材內容轉化為簡報的方式呈現。像是受訪者（T1、T6、T8、T14）表示相

關的素材會用剪貼的方式先放在簡報當中，接著下一步將按照教學脈絡的

順序，重新整理教材內容，並考量教學時間的限制做出刪減。例如受訪者

T1 提到「根據符應你的學習脈絡，製作簡報的時候會想把相關的東西擺在

上面，就是會把這些收集到的東西，重新的加以組合在一起，讓它聚焦在

你要學的學習內容。」 

3.  

在教學的過程中，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會藉由使用各種數位平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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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作業，將相關的教材、影片超連結等資源建置在平臺中，讓學生可以

透過數位平臺進行課堂活動，或是獲取自主學習的相關資源，同時也協助

教師教學活動的進行。如受訪者（T4、T5、T7、T8、T10）所提到補充的

教材資源會建置在數位平臺，課堂中學生也養成到平臺查看講義、交作業

的習慣，由此來建立學生能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受訪者（T12、T14）在進

行程式教學時，會搭配相關的程式學習平臺，如 CodingBar、Moodle、

ZeroJudge 等，在平臺上建立學生的練習作業，除了課堂中進行外，也讓有

意願深入研究的同學可以自行練習。 

 

在教學的過程中，資訊科技教師會透過各種形式的評量來瞭解學生的

學習成效，以此來作為修正教學的依據。除了評量的結果外，學生的心得

分享也是回饋的來源之一。像是受訪者（T1、T7、T9、T12、T15）表示課

堂中會準備學習單讓學生來完成，透過上面呈現的文字、圖片等補充內容，

或是設計提問、實作活動，觀察學生對於學習內容的理解程度，而高中的

學生也可以透過學習單的呈現來完成學習歷程檔案。 

在資訊科技的課程中，程式設計佔據了相當的課程比例，因此學生課

堂中也會透過實作的方式來學習撰寫程式。此時，教師評量的方式就會改

為實作評量，如受訪者（T1、T2）提到程式作業會根據教學進度完成階段

性的任務，而從作業中的狀況可以看到學生是否有理解，進而決定該如何

掌握教學進度；另有受訪者（T8、T14）表示在進行程式教學時，會先將專

題拆解成各個小作業，再讓學生慢慢完成，從中調整難易度。考試測驗是

最常見的教學評量方式，透過測驗分數可以很快地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像是受訪者（T1、T2、T3、T12、T15）提到會透過紙筆考試或線上表單來

進行測驗，以選擇題或問答題做知識性內容的評量。 

有受訪者（T6、T7、T13）表示會在學期末或課堂活動結束後，讓學

生填答問卷，詢問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感想，從中獲得一些教學建議；而

受訪者（T8）提到學生有時會在聯絡簿上留下學習心得，當導師看到後會

來分享學生的回饋；另有受訪者（T9、T11、T12、T15）會直接跟學生互

動，從反應中觀察學習狀況，下次課程中可以再次說明或輔助其他教材來

幫助學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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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當資訊科技教師在評估教學素材時，主要會考量資料的正

確性、新穎性、是否符合學生認知程度，透過交互驗證的方式確認內容是

否有誤；而在教學影片的運用特別強調播放時長，擷取重點片段來使用，

避免學生失去專注力。接著透過分類、整理等方式，將素材整合成教學簡

報，利用各種數位平臺呈現教材，並提供學生有自主學習的相關資源可以

參考。學生的學習情況則是經由教學評量，以學習單、實作評量或是測驗

等方式，瞭解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理解程度，或是從和學生的互動、反應

中進行觀察，進而調整教學的節奏或難易度。 

 

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在教學工作中，主要的資訊需求為準備課程，

從現有的課本資源，再進一步蒐集資源補充不足的內容。對照第二章文獻

分析所述，教師的資訊需求最多為教學，補充更多課程相關資料來組織教

學內容（王福從，2002；吳美美、王宏仁，2007；李怡慧、周倩，2023；

高秀美，2017；楊宗恆，2019；鄭聰騰，2003；簡瓊雯、林珊如，2005；

Gunasekera & Balasubramani, 2021；Shipman et al., 2015）。而資訊科技的特

性使得資訊更新快速，需要教師與時俱進、保持新知，才能帶給學生多元

的新興議題，與林彩鳳（2007）、李怡慧與周倩（2023）的研究結果相似，

科技人員獲取資訊的主要動機在於汲取新知、充實專業知能。 

然而資訊科技教師在準備教學工作時，對目前教學資源的有限進而激

發新的需求，希望能有更多管道與其他老師交流，或是相關的資源分享平

臺，並增強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學習動機。如同第二章文獻分析所述，當

個人意識到自身的不足，產生某些不確定感時，便產生了資訊需求，為彌

補缺漏進而尋求資訊（Belkin, 1980; Dervin, 1992）。 

面對準備課程的需求，資訊科技教師透過各種管道來進行搜尋，可分

為過去教學經驗、人際資源、研習工作坊、網際網路以及圖書館。而網際

網路是教師取得資訊的主要管道，進行備課、掌握新知等搜尋活動（吳美

美、王宏仁，2007；李怡慧、周倩，2023；蔡秀蓁，2020；賴盟千，2021；

簡瓊雯、林珊如，2005；藍秀雯、張弘勳，2022；Anmol et al., 2021; Habiba 

et al., 2022）。除此之外，人際資源管道也是資訊科技教師經常使用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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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透過與同事間的交流討論，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來獲得課程設計的

靈感。綜合簡瓊雯與林珊如（2005）、Shipman 等人（2015）、王雅諭（2016）、

高秀美（2017）的研究表示，因為擁有共同的教學情境，經常以同事間的

人際交流作為尋求資訊的管道。教師常用的資料類型主要以圖書、教學簡

報及圖片或多媒體素材，與鄭聰騰（2003）、李怡慧與周倩（2023）的研究

結果相似，經常使用圖片、動畫等補充教材，多媒體素材在課程中更能傳

達教學內容，吸引學生注意。 

在教學資料的篩選上，資訊科技教師認為正確性是最重要的，並考量

資料來源的可信程度進行評估，與 Kennewell（2001）、De Groote 等人

（2014）、徐新逸與彭康鈞（2013）、王雅諭（2016）之研究結果相符。除

了正確性之外，教師也會根據教學對象的認知程度來選擇適當的教學素

材，設計有趣活潑的教學活動來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注意力。對照文獻

分析所提到，教師會衡量學生能力或背景因素，選用適當的教學內容（王

福從，2002；李怡慧、周倩，2023）。 

整體而言，資訊科技教師於教學中，以數位平臺作為整合資源為最常

使用的模式，將相關的教學資源及影片連結建置於平臺中，除了課程教學

中方便進行，也可以讓學生於課後有自主學習的相關資源，與 Domingo 與

Garganté（2016）、李怡慧與周倩（2023）研究結果相符。綜合鄭聰騰（2003）、

李婷媛（2006）、高秀美（2017）、李怡慧與周倩（2023）的研究，教師與

工程師採取分類的方式管理所蒐集到的資料。依據教學需求對素材進行轉

化或重組成教學簡報，或是吸收新知、充實個人檔案以便日後使用。 

在教學的過程中，資訊科技教師會透過各種模式的教學評量來瞭解學

生的學習情況，以學習單、實作專題或是測驗的形式檢核學生對於教學內

容的理解。關於教學後與學生進行互動回饋，與藍治平與張永達（2002）

之研究結果相似，藉此來釐清教學的問題並於下次課程中進行修正。 
 

 

 

本研究發現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以補充科技新知為主要的教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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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需求。由於資訊科技的趨勢更新速度快，相關的新興科技知識仍需由教

師自行查找，讓學生有與時俱進的課程內容，進一步再針對課本中過於簡

略或不足的內容，做額外補充的搜尋，並重視學生的學習情況，並為此產

生修改課程或尋找更適當的教學資源之需求。 

然而，因教學資源的有限進而激發資訊科技教師新的資訊需求，面對

新課綱的變化，資訊科技教師也需要花更多時間準備新的課程或是轉化成

雙語教學，教學準備的負擔也加重許多。因此希望能有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可供資訊科技教師來運用、交流，讓增進專業知能的相關研習資訊。學校

中的行政職由教師兼任負責，而資訊組長的工作經常交由資訊科技教師擔

任，需要花許多時間處理行政事務，使得教師準備教學的時間受到壓縮。

資訊科技在新課綱的實施還不夠穩定，讓各學習階段的銜接產生混亂，因

此教師希望能有教育政策的引導者，釐清不同階段資訊科技教師的教學任

務。除了教學政策方面的需求，教師也非常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希望增

強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興趣，並將學習內容與未來生活、升學作連結，以

此來提升學習意願。 

在搜尋資訊的過程中，資訊科技教師會利用多種資訊來源管道來蒐

集。資訊科技教師利用過去教學資料、人際管道、研習以及圖書館等資訊

來源管道進行搜尋，並積極透過網際網路的線上資源及 AI 科技作為查找

教學素材的來源。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課程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資

訊科技教師會透過關鍵字的搜尋來查找教學資源。其中有些受訪者會透過

網路加入社群分享教學經驗、互惠交流。新興的 AI 科技也成為資訊來源

管道之一，受訪者提到會利用 ChatGPT 進行相關資源推薦、確認英文文法

等，作為教材的補充資料，但對於其中的正確性會進一步確認。然而人際

管道的交流也是受訪者很重要的資訊來源，校內的同事、前輩可以分享彼

此教學遇到的問題，對課程進行共備討論。 

資訊科技教師於教學中使用圖書資料，除了基本選用的教科書以外，

會根據個人需求查閱備課用書、工具書等相關書籍，再進一步轉化成教材。

在補充課本內容時，會以圖片或多媒體的素材來輔助教學，一方面可以幫

助學生理解抽象的內容，另一方面也能吸引學生注意力，引起學習動機。

在教學上使用的資料，教師最重視的是正確性，透過自行操作、檢核來源

網站以及作者是否值得信賴等方法，進行資料的篩選，並根據教學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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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會篩選相符的教材，合乎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資訊科技教師將教

學資源建置於數位平臺中，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教材。透過程式設計的

實作評量、學習單及測驗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從學生的回饋調整教學。 

本研究藉由探討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師資訊行為，從教學經驗豐富的

教師身上，歸納資訊科技教師的資訊需求，以及多元的資訊搜尋管道和資

源，作為教師尋找教學資源的參考，並期待能促進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教學

的實施。 

 

本研究之受訪者提到希望提升資訊科技的重要性，建議作法有二：一

是提供學生有興趣或合乎生活經驗的教學課程活動，願意跟其他老師分享

交流，集結資訊科技教師的力量創造更豐富的教學活動。二是透過資訊科

技競賽、未來職涯試探等管道，增長學生、家長對資訊科技的重視，以及

未來的應用發展。研究結果發現，雖然 108 課綱已經實施將近四年，但對

於各個學習階段的學習內容，仍有模糊不明確的部分。因此教育相關主管

機關，可以持續關注教學現場的情況，為資訊科技未來的教育方向進行引

導，讓資訊科技教師對教學有一致的規劃；同時成立資訊科技教師交流網

站，提供資訊的雙向交流管道，教師可以在網站中上傳自己的教案或教學

素材，也可以下載其他教師分享的素材；亦可在相關學習平臺中積極建置

圖片及多媒體等資料類型，一方面可以輔助教學內容的說明，另一方面也

較容易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供資訊科技教師更多教學內容的服務。 

 

（接受日期：2023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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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arrival of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2019 incorporat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standalone academic subject.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a and teaching practices brought about by education 

reforms attaches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information needs of teachers. In this study,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15 second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to examine their information needs when delivering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exploring their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age process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was the 

primary information need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when preparing 

their teaching. New information needs surfaced because of limitation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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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teachers desired a peer exchange platform for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assisting with the artic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curricula, and reinforc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tudent future careers. The teachers used various information sources, such as past 

teaching material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libraries, to search 

for teaching resources. They also actively employed online resourc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locat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yp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frequently used by the teachers included books and lesson briefings, and they often 

applied images and multimedia materials to assist with teaching. When selecting 

data, the teachers verified their accuracy and novelty, and videos with clear and 

concise contents were chosen as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eachers upload teaching 

materials to digital platforms, allowing students to engage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Practical assessments, worksheets, and tests were employ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teaching methods were adjusted according to student 

feedback.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formation behaviors,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Summary  

Along with the approach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im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dded as a single subject i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2019. In fa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a and teaching practices brought about by educational 

reform,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teaching needs are emphasized. Since 

teachers are knowledge workers, the discussion of second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formation behaviors could help understand the real needs 

for teaching to provide desired information for information service users.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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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15 secondary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re therefore understood the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usage.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e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s the primary information nee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preparing 

the teaching. Due to the fast updat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end, teachers 

have to find out relevant emerging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for students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make additional search aiming at simple or 

insufficient contents in textbooks, and stress on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s to 

revise curricula or seek for more appropriate teaching resources. 

Limited teaching resources induce new information nee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 face of changes in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for preparing new 

curricula or transforming them into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burden for teaching 

preparation is increa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need resource 

integrated platforms which could provide variou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llow 

teachers’ mutual exchange, for the teaching. The reinforce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should be advanced with multiple studies. Administrative 

work beyond teaching also increases teachers’ burden that a guide to help 

teachers clarify teaching tasks is necessary. Finally, in regard to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t is expected to reinforce students’ emphasi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would 

utilize various information source channels for collection. Starting from 

textbooks, the data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teaching experience are organized. 

Whe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books could be found from libraries 

for self-empowerment.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resource channels, exchanging 

teach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teachers in the same field, preceding curriculum 

co-discussion, or sharing teaching resources used, e.g. presentation and 

worksheet, could be preceded when participating in stud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positively use online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and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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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s the sources to fi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Interne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rs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would find 

teaching resources through keyword search. Some interviewees would join in 

communities, through networks, to shar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reciprocal 

exchange. Official websites of resource centers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would provide lesson plans, multi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or message about 

the offered studies. Some teachers would set up personal teaching websites; 

referring to peers’ teaching websites could induce new ideas. Emerging AI 

technology also becomes an information source channel. Using ChatGPT for 

related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and English grammar confirmation could be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however, the correctness would need further 

confirmation. 

Regarding the use of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in tea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 addition to textbooks, would look up 

laboratory collections and reference book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needs and 

further transform them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uxiliary materials, pictures 

or multimedia materials are used for assisting the teaching. On one hand, it 

could help students comprehend abstract conten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attract 

students’ attention and induce learning motivation. In regard to data used for 

teaching, teachers stress on correctness. They would select data through self-

operating and checking source websites and authors as well as teaching 

materials matching the level of teaching objects to conform to learners’ learning 

needs. Furthermore, materials, 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d sorting, are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presentation, various digital platforms are utilized for presen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lated resources are provided for 

students’ referenc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s, through teaching evaluation 

of workshee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r test, are understood the 

comprehens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or observed from the interaction and 

responses to further adjust teaching rhythm or difficul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could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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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design of featured curricul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ests. Education authorities could reinforc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guiding courses and establis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exchange websites. Relevant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s could increa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lated teaching resources on the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s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with more 

teaching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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