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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系統組 張慧雯專員、讀者服務組 曹語珊約聘館員 

隨著時代的變遷，網際網路使人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變得方便，而系統平台

與科技設備的多元化與新興技術的興起，使數位教材的製作方式與操作方式越加

多元。台灣推行數位教學已十多年，各大企業與大專院校也在積極推動數位課程，

尤其今年受到疫情影響，許多學校都採用遠距方式上課，促使同步線上課程快速

崛起，也藉以顯示數位課程的重要性。 

而相較於以往傳統的上課方式，數位學習將老師與學生置於虛擬環境中上課，

透過網路來進行學習，需要加完整的規畫課程，數位教學設計的焦點是學習者而

非教師，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制訂課程，此外，課程的進行

方式多元，不一定以教材為中心，有多種教學資源可加以利用，讓教學變得更加

豐富。因此，在進行教學前，應明確訂定教學方法、教學策略、教學設計、教學

目標，而教學成效應能直接且可靠測定，最後完成的教學系統需要符合原先設定

的教學目標。教學設計常使用 ADDIE模型，使課程設計得以結構化與系統化，該

模型區分課程設計的過程，首先要對學習者的需求與學習環境進行分析、依分析

結果與課程目標設計教學內容、發展教材與衡量工具進行系統性製作、使用設計

之教材實施教學活動、及針對形成性評鑑（學習成效）與總結性評鑑（教材效度、

學習態度），請學習者或專家予以評鑑，並將意見作為後續修正之依據。 

數位課程設計需要仰賴優秀的團隊共同討論與支援，因此，課程主要分為兩

部分，第一部分為「數位教學設計師」，依序介紹其在數位學習課程與教材發展專

案之「分析培訓需求」、「設計課程及教材」、「發展教材」、及「實施與評鑑」等「主

要業務」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第二部分針對「數位課程運營師」的工作業

務，依照「科技面」、「作業面」、「溫度面」三大面向所需具備之知識、技能與態

度等進行說明，並講解進行數位課程時，如何針對課程的前、中、後期進行系統

化的規劃，從設計、課程管理、問題解決、協調授課教師與學員間之經營與服務

等，詳細介紹數位課程運營師的主要工作。 

一、數位教學設計師的工作 

(一) 掌握與分析客戶、利害關係人、專案負責人等的培訓需求。進一步與相關人

針對目標對象、培訓內容、學習環境等進行深度分析，最後根據分析結果擬

定數位學習模式或教育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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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需求的分析結果與內容專家進行課程設計討論，主要針對課程內容、發

展學習評量方法、教學策略，進而設計數位學習相關活動與教學計畫。 

(三) 規劃數位學習的介面、編寫腳本與學習資源，整合教材製作工作與資源，與

數位媒體設計師討論、合作，由數位媒體設計師製作教材。 

(四) 與數位學習工程師討論系統、軟體等需求，協助或主導實施數位學習活動與

教學計畫。 

(五) 與利害關係人、專案經理、內容專家等共同討論課程規劃，並執行形成性評

鑑、總結性評鑑，對規劃的每一步驟加以評鑑驗收，確認每一個環節皆有在

規畫內。 

(六) 負責協調團隊中各個角色關係與工作。 

二、 數位課程運營師的工作 

(一) 熟知運營在數位課程在數位課程前置準備、課中執行、課後結尾應用時機。 

(二) 學會同步視訊會議系統學員端、講師端之功能與差異，並能辨別使用同步線

上互動課程與直播之適用時機。 

(三) 透過講師教講、案例講解，認識如何進行同步線上課程前置準備作業、課中

線上帶領工作與常見問題、課後錄影檔處理與結案作業，進而能於課程經營

時解決學員問題與障礙排除，順利完成同步線上課程。 

(四) 透過講師教講，實際操作與練習至少 3 種提升學員學習專注力、加強互動、

輔助教學之小軟體技巧，以強化同步線上課程成效，同時解決學員問題與障

礙排除，使同步線上課程順利完成 

(五) 掌握系統功能及同步線上課程準備與線上帶領技巧後，能規劃合宜之同步線

上課程，融入適合之系統功能，完成教案設計及工作規劃並發表，運用適合

的技巧強化同步線上課程成效。 

課程主要進行 3天，第一天課程主要講解數位學習專業人才別、數位教學設計

師職能、數位教學設計的應用範疇、ADDIE 理論與應用、培訓需求分析、案例觀

摩與研討等內容，並於課間分組討論，取得課後作業題目後，需於隔天課後發表

取得證書；第二天課程內容針對數位課程、教材發展與實施、每個角色的分工與

案例觀摩，講師們也紛紛分享有趣又高效的教學設計經驗，並藉由各個經驗講解

數位教材腳本發展與痛點視覺設計，最後講解數位學習成效的各種評估方式。課

程後針對每組案例，模擬數位教學設計師規劃數位課程，並順利拿到證書；第三

天課程講解數位課程運營師的職能、數位課程運營的流程與規劃、非同步與同步

線上學習系統的差別與優缺點，及數位課程運營師的工作細項與執行技巧等。 

本次研習課程是為了將來製作圖書館利用教材，而教材設計者的主要任務是在撰

寫數位教材前，製作教學藍圖，要知道教材要教什麼、如何教、及教學順序，此外，

還要瞭解目標學習者的風格（是趣味或嚴謹）及先備知識與能力，依此來設定教材

設計的理念、主題及選擇教材類別及平台，並制定教材製作期程規劃來設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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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製作又可分為現場授課直播、PPT動畫、PDF使用手冊等等較為常見，

其中現場授課直錄需要簽署授權，並且進行現場錄製，注意將課程進行分段，避

免課程時間過長，造成學生注意力分散，另外，課程可以搭配 PowerPoint 呈現，

並在簡報上加註重點字幕，可以有效凸顯重要的部分；PPT 動畫則是將內容製成

腳本分鏡，根據腳本製作教材，製作過程要注意畫面的簡潔，及動畫順序是否正

確，另外還可以加上配樂或旁白，透過視覺與聽覺的表達方式加強學生的印象；

此外，較為資深的老師可能會不習慣閱讀影片的內容，也會利用 PDF將使用手冊

製成教材，透過文字與畫面並重說明內容，使用手冊及短影音來教學。 

另外還要注意課程名稱的設計，當要訂定課程名稱時應結合目標對象、可以帶

來的利益、加上節奏感等三大元素，一個有吸引力的腳本從命名開始，名稱通常

是觀眾會不會點進去看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課程名稱取名是抓住目光的重點，

力求透過簡短的名稱，傳達出課程的重要資訊，在短時間內抓住觀眾的目光。 

三、圖書館的數位化教材-小大一的圖書館入門課 

三天課程結束後，我們針對即將入學報到的大一新生規劃一門小大一圖書館使

用影片教材，課程規劃過程邀請內容專家與教材設計人員加入討論，進行教材設

計前，我們需要掌握目標族群的需求，根據需求撰寫課程內容，決定教材產出方

式並進行教材設計與製作，成功推出教學影片後，根據關係人意見調整教材，課

程規劃過程如下： 

(一) 需求分析：瞭解小大一入學後對圖書館的需求為何。 

(二) 文案與腳本設計：針對圖書館使用辦法、環境、規則、館藏等面向設計文案

內容，依照文案內容撰寫腳本並進行分鏡。 

(三) 發展教材：選擇教材類別進行系統性製作，將腳本製作成 PPT，搭配有趣的

標題、精簡的內容、及重點的標示，配上旁白後製成教學影片，期間要時常

溝通目標、知識順序，並即時掌控時間和架構，讓結果可以符合最初的目標。 

(四) 實施課程：於開學前將教學影片放置 Youtube 上，並公告於圖書館首頁供大

一新生觀看。 

(五) 形成性評鑑：請關係人檢視教學影片後提供形成性評鑑（學習成效）與總結

性評鑑（教材效度、學習態度），並根據評鑑意見調整內容。 

課程很豐富也很燒腦，數位課程不僅是將實體教學直接搬到虛擬環境進行即

可，而是針對課程的前、中、後期都需完整的規劃，從課程前期設計、執行及課

後調整都須仰賴專業團隊的協助，每一個步驟反覆的進行分析、設計、發展、實

施、評鑑（ADDIE模型），確保課程規劃是符合需求與目的。課程採用分組方式進

行，並將課程分段讓小組進行討論，有效的幫助學習及吸收課程內容，最後的分

組發表，也實際體驗如何根據案例需求進行數位課程規劃，並由講師給予專業講

評，整體課程讓人受益良多，我們也將這三天所學運用於工作上，製作圖書館數

位學習教材，幫助更好的推廣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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