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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寶庫‧教學 e 起來 

高雄高中圖書館主任 劉嘉雄 

壹、前言 

2010/02/10 下午 6 點左右，快樂過寒假剛從開心農場回來打開電子信箱

時，嚇然看到一封頗為驚奇的信件，標題寫著： 

敬邀擔任「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98 年度成果展專題講座者！ 

進去一看，內容如下： 

劉老師 您好： 

  我是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的王瓊媚，資策會於 98 年起承

接經濟部工業局的「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http://www.epark.org.tw/），

該計畫是源自於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http://teldap.tw/），本次受計畫辦公室之委託，協助辦理九十八年度成果展主題

講座相關事宜。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九十八年度成果展訂於 99 年 3 月

5～19 日假國科會科技大樓 1 樓展覽會場展出計畫成果。為讓對計畫有興趣，

想更深入了解的參觀民眾、計畫內部人員、有興趣商業化運用的廠商能進行交

流對談，擬於 3 月 15～17 日的下午各辦理一場主題講座（共三場）。 

經由分項計畫同仁推薦，得知劉老師有參與高中職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豐富經

驗，因此希望有機會能邀得劉老師與大家分享如何將典藏融入教學中。 

    講座辦理之相關資訊如下： 

1、活動時間：3/15～17，其中一天的下午 13：30～16：00，共三個講題。 

   單個講題的演講時間為 35 分鐘，觀眾問答 10 分鐘，共 45 分鐘。 

2、活動地點：國科會一樓展覽會場簡報室，約可容納 100 人。 

3、活動對象：一般民眾、計畫內人員、廠商 

4、講座主題：以「典藏融入教學：百寶資源網站」為主題，但演講議題仍 

   須與講者討論確認。 

    主要想先和老師這邊確認是否能撥冗為大家演講這樣的主題，3/15～17 的

下午是否有空讓我們安排呢？演講議題的部份後續也會再和老師討論確認。 

  本次講座的鐘點費為 3,000 元/hr， 

也先向老師報告一聲。 

茲先以 e-mail 向老師說明如上，再和電話和老師聯繫確認囉～ 

看完這封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高興的是 45 分鐘能獲得鐘點費 3,000

元，可以買到好幾包肥料，對於種植蔬菜、水果時大有幫助，但是對於所謂

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雖然身為資訊教師，卻非常不

清楚其計畫內容，因此很想婉拒邀請，但經電話聯絡發現「盛情難卻」只好

答應，為了避免在與王俠軍、郝廣才等諸多聞人同台演出時漏氣，於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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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查找相關資料，幸好在 3 月 17 日上場時情況還好，沒有被丟雞蛋也順

利領到鐘點費，由於曾經下過一些功夫，發現這個計畫對於資訊教師們也有

瞭解的必要，因此藉此機會分享給大家。 

 

圖 1-98 年度「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展專題系列講座海報 

(資料來源：資策會) 

貳、「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簡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是一個國科會的國家型計畫，

這個計畫的參與單位眾多(如圖 2)： 

 

圖 2-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參與單位(資料來源：國科會) 

 

其產出也非常的多樣性，其中與教學較相關的分項經個人整理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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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家型數位典藏簡表 (參考國家型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內容，作者整理) 

項次 計畫名稱與網址 內容簡介與分類 

第

一

分

項 

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

(http://content.ndap

.org.tw/index/) 

多樣性的典藏資源：主要內容可分兩類：一是用

申請計畫的機構單位、另一是用屬性來分類，如： 

1.機構計畫：故宮、史博館、海生館、中研院......

等公家機關。 

2.公開徵選計畫：由各大學與收藏者合作申請，

如棒球維基百科......等。 

3.用屬性分六類：將上述的計畫網站用屬性分成

六類，例如：生活與文化。 

4.另外，第一分項也彙整建構一個網站-->臺灣多

樣性知識網 http://knowledge.teldap.tw/透

過更系統式整理數位典藏的圖像等素材資料。 

第

三

分

項 

數位核心平台計畫

（http://core.teldap

.tw/） 

將計畫的成果匯集在此，其中可以從成果入口網

的部份 http://digitalarchives.tw/進入，並且

可以從教育學習分類去找到相關資源，例如： 

IWiLL 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GeoDISCOVERY 

鑑古知今生活科技資源網 

第

四

分

項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

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http://aspa.teldap.

tw/） 

 

這個分項會舉辦將數位典藏素材運用於教學設計

的相關競賽

http://aspa.teldap.tw/competition/trade_pr

eyearslist.php?year=2008&ID=8， 

也會辦理相關的培訓課程，如【數位典藏與學習

人才培育計畫】： 

(http://dlm.ntu.edu.tw/index.htm) 

第

六

分

項 

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計畫

(http://learning.tel

dap.tw/tw/index.jsp) 

由教育部主辦，高中新課綱數位教材計畫，第一

期發展已發展國文、數學、生物、歷史、資訊等

5 學科，第 2期發展物理、化學、英文、公民與

社會、生活科技、基礎地球科學、地球與環境(海

洋教育)、音樂、美術、體育、健康護理、家政等

12 科(http://hsmaterial.moe.edu.tw/) 

第

七

分

項 

語文教學計畫

（http://elcl.teldap

.tw/） 

這個分項主要是針對海外華語文教學的部份在做

推廣與應用，本計畫規劃結合各部會、數位典藏

已有之素材資源、並運用既有的華語教學研究與

數位科技的優勢，期以開創數位化華語學習的新

趨勢。 

    由上述圖表不難看出，此計畫所涉及的層面包括文化、學術、經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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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外交、社會及民生等，並涵蘊學術研究、產業發展、及種種應用等層次，

對國家未來的發展關係甚大，並且發展已久(參閱發展沿革圖)，可見其蘊藏

的內容豐富性。 

 

圖 3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沿革 (資料來源(http://teldap.tw/） 

 

叁、期許 

2010/3/12自由時報登載一則新聞報導台裔資優生的傑出表現，內容節錄

如下： 

徐安祺的哥哥正是五年前以年僅 13 歲就跳級入學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徐安

廬，15歲就創下大學畢業取得三個學位的世界紀錄，學習經驗甚至被編入

美國教科書而被譽為台裔神童，徐家兄弟八歲起就都在家學習，幾乎所有的

課程都在網路修得。為與外界分享這些學習歷程，徐安祺及爸媽計畫將上網

陸續公開教育及學習方法 http://blog1.hsufamily.me/(資料來源 2010/3/12自由

時報)。 

這則報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徐家兄弟八歲起就都在家學習，幾

乎所有的課程都在網路修得』，可說是網路學習成功例證，身於推廣發展數位學

習者可謂大受鼓舞。 

    此外，我國已經是資訊製造與服務的大國，政府也宣示成為綠色矽島，發

展知識經濟的願景。國家典藏和教育的數位化，可以有效提升知識的累積、傳

承與運用，是知識經濟的一基礎環節。考量中國大陸在資訊產業企圖心日強，

我國應該加快腳步，推動國家典藏與學習計畫。 

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數位學習已被視為提昇教育品質、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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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習環境、解除學習時空限制、改善教學資源管理的有效途徑，因此普受

世界各國重視，本計畫將全力發展數位學習科技及應用，極力建構數位化學習

環境，以達成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均衡數位資源；建構優質數位學習內

容，加強師生資訊應用能力與網路學習素養之目標。     

 

肆、建議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在國內外已推動多年，在政府方面已投入許多人

力與財力，所發展出來數位化成果免費提供給國人使用，作為全民的公共資

訊系統，如中小學教育、終身學習、知識普及和社區文化發展等應用，另外，

以電子商務方式推出的公開數位典藏市場，提供企業或個人較精緻且平價的

文物數位典藏，可運用在學術研究、商業、產業、出版、加值等方面。數位

典藏之應用，將有助於教育與學習，鼓勵資訊的分享，進而提昇國人的創造

力、生產力、競爭力以及生活品質。  

    而民間的活力更是驚人，無意間也發展出了許多教學資源，可說是教學

的寶庫，最近為了準備 2010/5/1 到台南市，擔任由南方文教基金會所主辦

的一場生命教育志工培訓研習會課程，當我上到 http://youtube.com.tw網

站，以關鍵字搜尋，赫然發現裡頭就有許多很有短片，可以用來教學，並帶

來生命的感動。 

 
圖 4 youTube 生命教育影片畫面(資料來源 http://youtube.com.tw/） 

 

    此外，隨著 Web 2.0 開放性、合作導向式，和群體智慧概念興起，激盪

創新教學思維，促成數位學習的應用有了新境界與新視野。從單純的線上教

學，走向線上和教室的結合，進展到整合教學；更進展到共創智慧；從時空

障礙的降低，走向學習效果的改善，更進展到績效表現的躍進。加上新技術

搭配新思維，使得數位學習的專業深度更深，應用廣度更廣，成效高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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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2.0 也應運而生。 

    因此，作者在此建議，身為教育工作者，應經常到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http://isp.moe.edu.tw/)、國立教育資料館(http://www.nioerar.edu.tw)

等網站，尋寶、挖寶，探尋數位教學資源： 

 
圖 5 教育部數位教學入口網(資料來源 http://isp.moe.edu.tw/） 

 

 

圖 6 國立教育資料館國高中學校題庫網 

 

並思考與設計如何有系統地利用這些數位教材在教學平台或教學上，例

如本人自 2005 年起就開始利用遠距教學平台進行教師研習、一般課程、高中 

職社區化跨校開課、國中網路課輔等教學上(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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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雄中遠距教學網站 

 

並搭配 joinet、co-life、Adobe Acrobat Connect Pro等同步教學功能

將其成果發揚光大來豐富教育素材，協助推動正規教育、終身學習與遠距教

學，促使學習資源開放與學習機會均等，以建立公平社會。 

圖 8 Adobe Acrobat Connect Pro等同步教學 

 

 
圖 9 開辦縮短數位落差國中網路課輔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