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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全民科技素養，加強中小學生活科技教育  
 

*方 崇 雄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 

 
為 促 使 教 育 部 重 視 九 年 一 貫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領

域」中之「生活科技學域」，中華民國科技教育學會曾於九

十二年二月五日去函教育部，並向教育部提出依據九年一貫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與「生活科技學域」有關之

第四項與第八項能力指標所擬之「生活科技學域第四階段教

學進程規劃」。並請教育部將上述規劃案列於教育部所擬之

「自然與生活科技」第四階段教學進程規劃中。茲將中華民

國科技教育學會發函全文詳列於下：  
 
主旨：函請  鈞部均衡推動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中之「自然學域」與「生活科技學域」，並給予「生活科

技學域」應有之重視。 
說明：  
一、 本學會會員以中小學生活科技教師與師資培育機構人員居多，

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學會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建請  鈞部

重視中小學「生活科技教育」與保障學生接受「生活科技教育」

權益之提案。 

二、 鈞部台（九一）師（三）字第九一Ｏ九六二Ｏ七號函已將中

等學校「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分成「自然學域」與「生

活科技學域」，分別培育相關師資。 

三、 世界先進國家莫不重視中小學科技教育（technology education），

例如英、紐、澳及香港等國家及地區均將「科技教育」與「科

學教育」分立為兩項主要學習領域，並將中小學科技教育列為

國定課程；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http://www.iteawww.org）在

國科會及航太總署資助下，亦研訂有世界各國相當重視的 K-12

年級科技內容標準，我國中小學生活科技現有能力指標在質量

上均比該標準低和少。 

四、 鈞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之精神在培養學生應具備之基本能力，

唯於詮釋及推動「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時，相

當輕忽其中屬「生活科技學域」之第四大項與第八大項能力，

以致不利全體國民科技素養之培養，已損及學生在科技世界之

生活發展權益及我國之國際科技競爭能力。 

五、 本學會基於提昇全民科技素養及國家科技競爭力之使命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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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提出配合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屬「生

活科技學域」第四大項與第八大項能力指標之「生活科技第四

階段教學進程規劃」乙份（詳附件一），敬請  列入   

鈞部正在研修及即將公布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

要」第四階段教學進程規劃中。 

副本：本學會全體理監事 

理事長  黃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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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活科技學域第四階段教學進程規劃 

 
第四階段 大題 主題 次主題 

科技與生活 

4421  從日常產品中了解台灣的

科技發展 
4422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4423  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

己的看法 第一段落 
（七年級） 認識科技 

創意表達 

8401  閱讀組合圖及產品說明書 
8402  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

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

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 

科學、技術與數

學的關係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

係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科技與職業 
4431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4432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

練管道 

第二段落 
（八年級） 探索科技 

產品設計 
 

8403  了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

析工作 
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科學、技術與工

程的關係 
4413  了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

係 

科技與生涯 

4433  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

的關係 
4434  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4435  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

動關係 

第三段落 
（九年級） 應用科技 

大量生產 
8405  模擬大量生產過程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

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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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人員的科技素養 

*李 隆 盛  
*台灣師大工技系教授兼科技學院院長 

  本文目的在向國中教育人員介紹科技素養(technological literacy, TL)是什

麼？為什麼需要擁有 TL？以及如何擁有 TL？ 

壹、科技 Do Co Mo 

  筆者於 92年 3月 19日應日本愛知教育大學宮川秀俊教授之邀，到該校參加

將於 7月 9-10日在該校附近知立(Chiryu)市舉行的「產業技術教育國際合作研討

會」之籌備會，3月 22日回到國內。所以本文就從知立市談起。 

  圖 1a 是知立火車站，火車站右側有圖 1b 所示 NTT i-mode 手機 Do Co Mo 的

廣告。在日語裏，Do Co Mo 的意思是「無所不在」(everywhere)。手機是科技產

品，手機本身和其通訊無所不在，科技(technology)自然也就無所不在。 

 

   
a. 愛知縣知立火車站 b. NTT 的 Do Co Mo 廣告 c. 列車開出知立站 

圖 1. 知立市火車站 

  Nokia 手機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原文是〝Technology Connects 

People〞。原意是「科技牽連人際」或「科技促進人際溝通」，和遠傳的廣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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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遠傳，沒有距離」意思很相近。有人說「台北到彰化」比「台北到高雄」遠，

強調的是彰化沒機場，所以台北到彰化的時間距離比台北到高雄遠。飛機和機場

也是科技產品和設施。 

  圖 2a 中的馬路、汽車、房舍、電線，圖 2b 中的汽、機車、棚架，圖 2c 中

的餐飲模型等都是人工器物。人們最常把科技看成「器物」，但是器物有其設計、

製作、使用和管理等「程序」，器物和程序及其人員等資源的組合需要有「系統」，

又這些「開物成務」和「利用厚生」需要有創新改善和利己利人的「心念」。因

此，人類為解決實務問題而利用知識、創意、材料、器具，以調適環境的器物、

程序、系統和心念，都屬科技範圍（見圖 3）。 

 

  
a. 知立市街道 b. 知立市民宅 c. 餐飲模型 

圖 2. 科技無所不在  

 
圖 3. 科技的層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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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位中年的香港小巴士司機在香港機場接筆者時感慨地說：我們這一代

何其有幸，先後經歷了由報紙、收音機、電視機和網路，到了同時透過這些多媒

體閱聽新聞的時代。這些新聞媒介是傳播科技的一部分，但是多元的選擇，也常

是紛雜的負荷。 

  圖 1c 所示，一列火車正要出站。曾有人調查發現鐵道兩旁的家庭生育率較

高，可能和夫妻常在半夜被火車吵醒有關（事實有待和年齡層、社經地位等因素

做交叉比對），這是科技對生活乃至生育的可能影響。也看過報載墨西哥某地方

政府為了緩和生育率，要求電視台做好晚飯後、就寢前的電視節目，以延後夫妻

上床時間，這是想利用傳播科技當節育手段。火車和汽車是陸上交通工具，飛機

是空中交通工具，這些交通工具都是科技產品，可以快速、耐久和大量地輸送人

員和／或貨物。今年春節初一，筆者和兒子及兩個侄子在南投縣老家附近的一個

村落裏爬上山頂賞楓及遠眺陳有蘭溪。走在山上的產業道路，兒子說：以前的路

是開給人走的，現在的路是開給車子走的。這句話突顯我們對交通工具已依賴很

深。 

  有個美國人很感慨地說：我們花了很多錢買校車載小孩上下學，又花很多錢

建運動場和蓋體育館讓小孩跑步、運動。為什麼不讓小孩直接走路上學呢？ 

  車子帶來了快捷、舒適⋯⋯，也帶來污染、車禍⋯⋯。所以使用科技的結果

有圖 4 所示預期(1)、非預期(2)、被喜愛(A)和不被喜愛(B)的四種組合(A1-B2)。

例如威爾剛(Viagra)是研發心臟藥產出的非預期但被喜愛的結果（圖 4中的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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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喜愛？ 

A.是     B.否 

1. 

是 A1 B1 預 
 
 
 

期
？ 

2. 

否 A2 B2 

圖 4. 科技的結果 

  在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中，民航客機被用來當攻擊武器，很鮮明地突顯科

技具有雙刃劍(double-edged sword)的特性—既可助人，也可傷人。 

  最近，新聞報導某丈夫從寄到家的交通超速違規照片上發現太太開車和情夫

出遊，丈夫說感謝交通警察提供他原先不知道的事實，可是他太太可能不會喜愛

超速照片帶來的額外資訊。 

  愈來愈多場所裝設了閉路電視以防範犯罪，可是也讓身處其中的許多人被監

視得很不自在。反對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汽車衛星定位(GPS)和 IC 身分證等科技

化人士，其所持理由之一是這些作為侵害（或易侵害）個人隱私。 

  同一樣科技事物有人喜愛，有人不喜愛。例如幾乎大家都需要變電所、垃圾

掩埋場和焚化爐等設施，可是很少人願意與之為鄰，所以這些設施被稱為「鄰避

設施」(Never In My Back Yard, NIMBY)。 

  最近，我國已實施的限用塑膠袋、禁用保力龍餐具政策，也受到改用紙袋和

紙質餐具反而會耗費林木破壞生態、及造紙造成更高耗能和更高污染等批評。 

  日本學校運動場跑道大多維持泥土，不舖 PU。例如圖 5a 是知立市立知立小

學的泥土運動場。曾有國內學校運動設施承包商答覆筆者說：日本學校也走過

PU 跑道的階段再歸真反璞，國內學校未來也會如此。這和前述我們正從塑膠袋

走回紙袋或布袋，有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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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市立知立小學 b. 名古屋車站大廳 c. Tokyu Hands 

圖 5. 科技引發課題也帶來商機 

  圖 5b 是日本名古屋（離知立市約 20 分鐘急行車車程）車站一景。「有人潮

就有錢潮」，所以名古屋車站上有好幾家大百貨公司。我國第二條南北向的高速

公路（國道 3）已近全線通車，新的高速公路也正帶動公路兩側新社區的形成。

台北市地鐵通車後，也造成許多影響，例如常搭地鐵的人對這個城市的體會愈來

愈斷續化，因為車行地下時看不到兩邊市容。所以，科技其實和文化、社會、經

濟及政治等系統都有關連。 

  名古屋車站高島屋百貨公司三至九樓都有 Tokyu Hands 店，東急(Tokyu)公司

強調這是創意生活店，店裏的東西幾乎到應有盡有的地步。日本科技教育學者說

日本以技術(即 technology)立國，東急公司的東西很具日本技術的代表性。 

  科技為了使人類過更好的生活(for better life)，所以很重視創意、調適和行動

等等。例如日本商店普遍有方便公開確認金錢及快速拾取零錢的碟盤（見圖 6a），

圖 6b 則是將櫻花加入麻糬再用櫻葉包裹成櫻餅的巧思。圖 6c 是台北市萬華龍山

寺用來抑制市囂的人工瀑布。這些創意和／或調適，都是科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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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付鈔/找零碟 b. 櫻餅 c. 龍山寺靜心瀑布 

圖 6. 科技重創新 

 

  以上林林總總，說明科技無所不在(Do Co Mo)和人人攸關。Technology 雖然

也被中譯或漢譯為技術、技學和工藝等等，但愈來愈被對應為中文的「科技」，

例如香港官方文件即將〝technology〞和「科技」對譯。圖 7a-c 即是國內一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也英譯為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TUT). 

 

   
a. 台北市和平東路的科技

大樓 

b. 台北捷運木柵線科技大

樓 

c. 科 技 大 樓 /Technology 

Building 

圖 7. 科技 = technology 

貳、科技素養很實在 

  聯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1)認為科

技變革(technological change)和人的發展(human development)之間有圖 8 所示關

係。人人需是科技的明智消費者(consumer)乃至科技的有效生產者(producer，如

科技政策制定人員、工程與科技人員、生活與工作環境的創新改善者)，才能促

進「科技變革」與「人的發展」的良性循環。無論達官顯要或販夫走卒想成為科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三年 三十六卷 第二期 

 10

技的明智消費者和有效生產者，都需要科技素養。 

 

 
圖 8. 「科技變革」與「人的發展」之關連 

資料來源：UNDP, 2001, p.28. 

 

  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將科

技定義為：人調適環境以滿足需求和欲求的作為。科技素養是使用、管理、評估

和了解科技的基本必要能力。科技的知識體如圖 9所示，有知識、程序和系絡三

大層面。三大層面的要素及標準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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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科技的三大層面 

資料來源：ITEA, 2000. 

 

表 1. 科技三大層面的要素 

層面與要素 標準 

知識 

．科技的本質與演進 

．關連 

．科技概念與原理 

程序 

．設計和發展科技程序與系統 

．決定和控制科技系統的行為 

．使用科技系統 

．評估科技系統的影響與後果 

系絡 

．生化系統 

．資訊系統 

．實體系統 

科技的本質 

1.科技的特性與範圍 

2.科技的核心概念 

3.科技之間的關係和科技與其他領域的關

連 

科技與社會 

4.科技對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5.科技對環境的影響 

6.社會在科技發展與使用中的角色 

7.科技對歷史的影響 

設計 

8.設計的屬性 

9.工程設計 

10.檢修、研究與發展、發明與創新及實驗

在解決問題中的角色 

置身科技世界的能力 

11.運用設計程序 

12.使用及保養科技產品與系統 

13.評估產品與系統的影響 

設計的世界 

14.醫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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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農業及有關生物科技 

16.能源與動力科技 

17.資訊與傳播科技 

18.運輸科技 

19.製造科技 

20.營建科技 

資料來源：ITEA, 2000. 

 

  美國全國工程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的科技素養委員會在

其新書《技術說：為什麼美國全民需要認識科技》(Technically Speaking: Why All 

Americans Need to Know More About Technology) (Pearson & Young, 2002)中有下列

批評，筆者認為這段話也適用於我國： 

科技已經變得對使用者相當親善但卻大半見不到。美國人使用科技，可是

對科技如何和為何動作、對科技用途的意涵、甚至對科技來自何處的理解

都極其有限。我們駕駛高科技車輛但大多只懂得轉方向盤、踩油門和踩剎

車。我們在購物推車塞滿了高度加工處理的食品，可是大半忽略了它們的

內容、或它們是如何被培養、栽種、包裝或輸送。我們按下滑鼠將資料傳

到數千里之遠，卻不了解為何有此可能及誰可能接收到資訊。已有證據顯

示美國成人和兒童對科技的基本特性、科技如何影響社會、人們可以如何

影響科技發展的了解不夠。美國教育系統和決策部門都尚未認知科技素養

的重要性(p.1)。 

  具有科技素養的人(technologically l iterate people)是會從不同觀點、關連各種

系絡，考慮科技課題並採取行動的解決問題者(ITEA, 2003)。 

  我國全民的科技素養固然不限於透過學校教育培育，但相當倚重中小學的工

藝或生活科技學域。可惜以往的工藝或生活科技一直不是核心學科，所以國人的

科技素養教育一直沒落實。這對全民的生活調適、職涯發展和國家經濟發展及國

際競爭都不利。很需要國中教育人員從本身充實做起。以下是國中教育人員充實

科技素養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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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自貼「科技文盲」標籤 

  常有人說：我是學××的，對科技一竅不通。亦即自己給自己貼「科技文盲」

的標籤，並自我應驗(self-fulfil l ing prophecy)。教育人員千萬不可如此。 

二、從自我檢核做起 

  可就表 1中所列標準逐項自我檢核看是略知、精熟或領先。 

三、重視專業發展 

  就前述檢核結果，透過正式和非正式教育、訓練和發展管道，充實科技素養。 

四、促進科技素養教育 

  做為科技素養教育的促進者，並從促進中成長。 

五、重視科技融入教學 

  固然科技教育重在〝learning ABOUT technology〞，教育科技是〝learning WITH 

technology〞。但是後者是科技的一環，需有效融入教學。 

    日本宮川秀俊教授告訴筆者：以前日本中小學生喜歡上學是學校有很多好玩

的東西，現在好玩的東西家裡和社區就有，學校裡最被學生喜歡的東西變成是學

校提供的西式午餐。 

筆者在 92 年 2 月下旬參加一個新春晚會，晚會中餘興徵答題目之一是：漢

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民國是什麼？答案是參考書。我們都不願意

看到學生只喜歡午餐和苦讀參考書，宮川教授和筆者都相信學生會喜歡學習有用

的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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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與質的研究 
 

*張永宗 
*台中市向上國中教務主任、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博士班 

 

壹、前言 

 
偉大的真理是供人批判的，而不是供人膜拜的。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引自：黃瑞祺(民 85)，頁 105。 ─ 
 

批判是一種自我反省及檢視的能力，透過此一反省及檢視作用，將主體建構起屬於

自己的體系，凡壓抑主體自由意識的思想或觀點，皆是主體批判的對象。所以，批判是

一種自我反省的、有意識的努力，透過這種努力，可以把我們潛意識中的慾望或意識型

態給揭露出來，讓我們自覺到所受於它的影響，以免繼續受其決定(Habermas,1971；見

沈清松，民 89)。是以，批判的作用就是對潛意識，無論個體的或集體的，進行反省。

因此，批判既是一種自我反省，也是一種啟蒙的過程。 
何謂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打開任何一本標示為「理論」的書籍，其實際的世界

往往卻消失了。吾人應該了解：並沒有統一的批判理論存在。正確的說，應該是一群批

判的理論(theories)。批判理論的名稱背後，隱藏著不同學者間的許多爭論(Gibson, 1986；

吳根明譯，民 77)。批判理論的出發點是出於「一個更好社會的想法」，以批判的態度對

待社會，尤其是針對主流社會。只有一個更好的社會，才能產生出「真正的思想」所需

要的條件，也才不會被他們思想中的「壞社會的強迫環節」所決定(Horkheimer, 1969；

白森譯，民 89)。 
然而，社會脈絡的不同，批判理論亦隨著時間點的不同而略有差異。質的研究注重

人類行為的主觀意義、當事者的內在觀點、自然情境的脈絡、以及理解人們解釋其經驗

世界的過程(黃瑞琴，民 90)。是以，本文擬就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分野、起源與發展、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以及它在質的教育研究上之影響與啟示，作一扼要之分析與闡

述。 
 

貳、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分野 

 
並沒有所謂的科學方法，科學家研究程序的最主要特徵，僅是擴展其心靈的極

限，而非將心靈之門閂住。 
─ Percy Bridgman, 引自：Patton(1990； 
吳芝儀、李奉儒譯；民 84)，頁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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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科學界所稱的「理論」係指經驗理論（empirical theory），或霍克海默所謂

的傳統理論（traditional theory）。其係包括一組相互關連的命題，是研究某一種經驗現

象之所得，目的在精確描述、解說及預測該現象。既然要精確預測，勢必盡量要使研究

的過程及結果不致「干擾」研究對象，盡可能使研究對象保持原封不動狀態，如此才能

確保理論預測的有效性。然而這樣將因社會科學知識的重新分配而使社會分化為兩大陣

營，即「明智的社會工程師」與「無知的大眾」，這種局面就是所謂的「科技專家統治」

(黃瑞祺，民 85)。 
那麼，批判理論是怎麼出現的？需先了解「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之間的差別。

什麼是科學意義下的「理論」？霍克海默(Horkheimer,1969；白森譯，民 89，頁 43)定義

為：科學是對於我們意識到的事實所做的安置，允許我們在正確的「時間位置」和「空

間位置」裡，期待「正確的事」。即使精神科學，也是如此。如果一位歷史學家宣稱某

種解釋是具有「科學性」的，那麼，之後人們就一定可以在檔案裡加以證明。這種意義

下的「正確性」，出現了批判理論的第一條主旋律：為什麼科學正好就依這個方向來安

置個種事實，而不是依別的方向？ 
孔恩(Kuhn, 1996)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

標榜著「典範」 (paradigm)、「科學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等概念。當爭議(科學革命)之後，自然(nature)被視為一種「常態科

學」(normal science)，科學社群只能在此常態科學(典範)之下玩起「解謎(puzzle-solving)
的遊戲(實驗)。亦即，早期之科學研究的基本共通點，就是將科學知識視為一個「黑箱」

(black box)，而不去探究其中的究竟。然而，為什麼我們需要經由實驗來獲得「科學事

實」？ 
在波以耳(Boyle)如何和霍布斯(Hobbes)的爭論中(Shapin & Schaffer,1985)，吾人可以

發現：實驗作為生產事實的手段，並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經過一番的戰鬥。此亦符合了

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事實乃由權力所建構」之觀點，掌握權力者有權解釋「事

物的真相」(matters of fact)。所以，在整個鬥爭的過程中，所謂的「科學事實」是爭辯

的對象，所謂的「科學理性」是爭鬥的戰場。亦即，「科學事實」或「科學理性」並不

能成為爭議的裁判者，相反的，戰勝者的論述就是「科學事實」，戰勝者的遊戲規則就

是「科學理性」(林崇熙，民 87)。此種意涵，就如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說的，是宰制

所導生的「票面思維」(ticket thinking)：人們只是被動的、整套的接受權力結構所產生

的事實，而不是依個體的判斷對現實作反省(陸先恆，民 89)。 
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乃科學家們藉由人際與權力網絡(network)，經由論文寫作與

利益聯盟(allies)的建立，不但將自己的主張立於不敗之地，且建立難以進入或超越的藩

籬，而在整個權力網絡建立上的任何異議或批判，就會被貼上「非理性的標籤」(Latour, 
1987)。Latour 在「科學的行動」(Science in Action)一書中，亦提出其對科學知識的一些

基本想法，此正可以提供吾人對科學、對社會進行批判的了解與思維。例如：「當人們

接受某些事實，這些事就會變成真的；並不是因為這些事是真的，因而人們就接受它。」

又如：「各種爭議解決後的結果就是所謂的『自然』；並不是由『自然』來解決各種爭議。」 
科學缺乏自我反省，缺乏對社會基礎的認識，而正是這些社會基礎才把科學推向了

片面的關注，例如對月球的關心，而非人類的福祉。為了求真，科學就必須對自己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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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態度，並且也對產生了科學的社會採取批判的態度。是以，當批判理論在 1920
年代出現的時候，出發點是基於「一個更好的社會」的想法，以批判的態度對待社會，

也以批判的態度對待科學，想用理性來防止危害自由的發展。什麼是「理性」呢？反省

就是「理性的生命」(the life of reason)：反省是意識投射時的自我(ego)，自我則是主客

調和下的具體產物。霍克海默曾說(孫善豪民 89，頁 10)：「實然和應然之間的緊張，造

就了人。」如果「實然」是令人悲觀的，那麼「應然」則是樂觀的。 
科技發展究竟是帶來了新的福祉，還是帶來了新的奴役方式？科技發明是由「人」

在進行的，這些人都受制於特定的時空及階級的意識型態。科技在其自認之理性的角度

下，成立了某種理性行動的格局，並透過此一格局而將理性知識的條件轉嫁於行動之

上，要吾人的行動全盤服膺其管制，於是當詮釋和指導行動時，產生了遵循理性條件之

政治以及按照科技原則來指導的政治，是以科技漸漸向政治滑動並成為一種意識型態。 
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人類的文明都是建基於，也同時是腐化於對人類的剝削。若無

剝削，絕對不可能帶來文明。「原罪」至始至終都在作用，文明成為必要的墮落(呂宗學

等譯，民 77)。因此，馬克思主義科學家必須在資本主義制度與意識型態限制下，思索

如何發揮功能並尋求解脫。科技在物質及精神上的解放潛力能否減少階級勞動之剝削，

能否促進自然之平衡與人文社區之創造，其關鍵是吾人能否擺脫貪婪及意識型態之束

縛。誠如赫胥黎(Huxley, 1932；李黎、薛人望譯，民 89)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一書描述人性湮滅的社會中仍有渴求心靈開放與自由的吶喊一樣，即使在極權的或被約

制的制度中，也有反抗者或質疑者。馬克思主義觀點下對現代科技的批判，若能以人民

為主(technology by the people)的具體實踐，則科技發展或許是一種解放而不是另一種奴

役的形成。 
在歷史的批判中雖然還是有「真理」的問題，但真理問題的具體答案只能是負面限

制意義，這就是所謂「貞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vity)(陸先恆，民 89)。因為人是

有限的存有，所以任何人所做的肯定的名相之稱，一定不可能是絕對普遍的。換言之，

任何有限的人聲稱掌握了絕對的普遍，或宣稱一有限的名相等同於無限的存有，不可能

絕不出問題。因為人不是神，神是無限而無名的，人是有限又企圖以名相掌握無限的。

因此，宣稱普遍的知識、宗教與價值，都不可能是普遍的。「普遍」的神話，在西方的

脈絡下來自宰制自然的企圖。人對人的宰制，正導源於宰制自然的企圖上，這種企圖，

使人類的歷史變成一部宰制史。 
批判理論就是希望透過事實或現實的批判與否定，來喚醒或轉變群眾的意識，亦即

希 望 社 會 理 論 者 的 分 析 、 診 斷 能 被 群 眾 所 採 用 ， 以 破 除 他 們 的 假 意 識 (false 
consciousness)，從而喚起群眾自發性的行動來改革社會現狀，以邁向合理而有秩序的新

社會。上述兩種思想的架構中，「理論」上的意義與功能差別甚大，其對社會可能產生

的結果也大相逕庭，茲以下式加以說明，以玆區別(黃瑞祺，民 85)： 
1. 經驗理論 Æ 科學預測 Æ 方法論的禁制(methodological prohibitionism)  
Æ科技專家統治。 

2. 批判理論 Æ 意識的啟蒙或喚醒 Æ 集體行動 Æ 邁向合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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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批判理論的起源與發展 

 
你不准畫上帝的像。 

─ 舊約聖經 ─ 
 

只有透過批判，才能帶來改變和改善。我可以說什麼是錯的，但我不能定義什

麼是對的。我們可以指出「惡」，但是不能指出「絕對的正確」。 
─  摘自：Horkheimer(1968；白森譯，民 89)，頁 72、和

Horkheimer(1969；白森譯，民 89)，頁 49。 ─ 
 

批判理論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Bottomore, 1984；見林瑞榮，民 81)：(1)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設立、(2)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形成、(3)批判理論的高潮、和(4)學派的衰頹與重建。每個階段皆有

其思想特色，並受其時代背景、思想脈絡及主要成員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 第一階段：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設立(1923 ~ 1930) 

「社會研究所」的起源，必須回溯至 1923 年由柯希(Karl Korsch)和魏爾(Felix  
Weil，富豪之子，極為左傾，一心期待社會主義的實現)發起的一個禮拜討論會「馬克思

主義工作週」，參加者大多是德國共產黨員。魏爾和葛拉赫(Kurt Albert Gerlach，經濟學

教授，得過魏爾的資助，社會主義者)首先取得普魯士邦「科學、文明與教育部」的同

意，在法蘭克福大學辦一所「研究和深化科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所，名義上屬於大學，

但經費獨立，由魏爾組織一個「社會研究協會」來提供。 
首任所長是古恩堡(Carl Grunberg，奧地利猶太人，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他創

辦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歷史檔案」(社會研究雜誌的前身)，三年半後中風無法視事。

繼任所長則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議一種科技整合的研究：在實際的哲學提

問基礎上，去組織各種研究，把哲學家、社會學家、國民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心理學

家都集合成一個長期的工作社群。研究的問題主要是三個走向：社會的經濟生活、個人

的心理發展、和文化領域的變遷。 
古恩堡時代，研究所以馬克思主義為背景，而從事工人運動和政治經濟研究；霍克

海默則是德國工人和雇員成了一個凝聚的焦點，而從事的是社會哲學(一個跨學科的學

科)的研究，因此亦被評論者視為是一種背叛、一種向資本 ─ 自由主義的倒退。縱然

如此，霍克海默仍然被視為是法蘭克福學派永遠的精神領袖。 
此一階段的主要成員有：(1)古恩堡(Carl Grunberg, 1861-1940)、(2)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3)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和(4)波洛

克(Friedrich Pollock, 1894-1970)。 
二、 第二階段：法蘭克福學派的形成(1930 ~ 1950) 

在 1930 年納粹成為德國第二大黨，研究所決議在德國境外成立分所，隨即 
由波洛克在日內瓦建立了一個分所，並且在 1933 年將「社會研究協會」遷往此地，易

名為「國際社會研究協會」。納粹逐漸得勢之後，大學裡也開始騷動起來，希特勒任命

為德國總理，警察也搜索查封了社會研究所，因此霍克海默等人紛紛遷往日內瓦的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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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日內瓦亦非久留之地，1934 年霍克海默不得不飄洋過海至美國尋求未來出路。出

乎霍克海默意料之外，哥倫比亞大學不但力邀該所至美復校，更提供一幢建築物為該所

研究室。如此，雖然「國際社會研究協會」仍留在日內瓦，但整個研究所就完全遷往紐

約了。此時，哲學取代了歷史學與經濟學，成為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重點，並加強對心理

分析的注意，從而也逐漸形成一個思想學派。 
此一階段的主要成員，除第一階段的成員外(古恩堡除外)，尚有：(1)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2)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和(3)班哲明(Walter Benjamin)。 
三、 第三階段：批判理論的高潮(1950 ~ 1970) 

1950 年霍克海默將社會研究所遷回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重建的的社會研究 
所不再是一個獨立機構，而是完全從屬於大學之下的研究單位。新的社會研究所採取經

驗研究的取向，非常明顯的是受美國社會學影響，至於 1931 年以來那種社會哲學的強

調，似乎已不見蹤影了。但是「教育」作為培養學生獨立的人格和洞見，以便能夠不受

宣傳機器的矇蔽，並且保持社會改革的信念，則仍是研究所的宗旨。 
在該所遷回德國後，批判理論的主要觀念開始明顯的出現在許多著作中，而法蘭克

福學派也開始對德國社會思想造成重大的影響，並擴及到整個歐洲。而此時，尚有許多

該所成員(特別是馬庫色)仍繼續留居在美國，在 1960 年代更由於激進學生運動的急速成

長而達顛峰，而馬庫色亦成為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思想的一個主要旗手。 
此一階段的主要成員，除上一階段的成員外(惟已逐漸凋零)，尚有：(1)哈柏馬斯

(Jürgen Habermas, 1929-)、(2)施密特(Alfred Schmdit)、和(3)芮格特(Oskar Negt)。 
四、 第四階段：學派的衰頹與重建(1970 ~ 至今) 

自 1970 年代開始，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逐漸消褪，且自阿多諾和霍克海默 
相繼去世後，亦逐漸失去學派之原貌。它與曾激發它興起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已漸形同

陌路，且其對社會理論的探究方式也愈來愈受到新式或修正過的馬克思主義挑戰。縱然

如此，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基本理念，仍然出現在許多社會科學家的著作中。特別是，

這些理念在哈柏馬斯的手中獲得了嶄新的意義，不但對社會知識之所以可能的條件提出

新穎的批判，而且可以重估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以及它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某些觀點。 
此一階段的主要成員，除了哈柏馬斯外，尚有：(1)魏爾馬(Albert Wellmer)和(2)歐菲

(Klaus Offe)。 

肆、批判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思想之偉大而必然的意義，就在於它讓自己成為多餘。 

─ 引自：Horkheimer(1969；白森譯，民 89)，頁 55。─ 
 

根據上述批判理論的緣起與發展，茲就法蘭克福學派當中較為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

思想，介紹如下： 
一、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 

霍克海默一貫的「外交」作風是：在不確定中，才有權力運轉的空間(孫善豪，民

89)，是以，擔任社會研究所所長期間，秉持著「主任的獨裁」之信念，使該中心各項

活動都受其影響。他以一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為法蘭克福學派制定了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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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Gibson, 1986；吳根明譯，民 77)：(1)把科技整合研究計劃運用到個人與社會

關係的需要；(2)必需拒絕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代之以對馬克思更深入、更透徹的認識；

和(3)提出一項變遷的社會理論，以解釋聯結意識、文化、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並促成其

再製與轉化。 
霍克海默的思想，受到康德、叔本華的倫理─生命哲學影響，後來又研究過黑格爾、

馬克思的歷史─社會理論，而且還接受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學說的一些方法。但綜觀其

思想發展，其哲學和社會批判理論，總是貫穿著兩條主軸：一是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批判

性研究，一是對實證主義的哲學方法及一切傳統的「意識型態」理論的激烈批評

(Hokheimer, 1968；謝石、沈力譯，民 78)。最能代表霍克海默立場與思想的，莫過於它

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Englightenment)一書，對於歷史和當前

世界的頹喪觀點，企圖指出為何人類不進入一種真正的人類社會，而陷入一種新的未開

化狀態(Gibson, 1986；吳根明譯，民 77)。那種未開化的狀態(例如法西斯主義、資本主

義的誤解)，都是尋求對自然合理控制的工具理性成長之結果，因此「辯證法」是一種

介於共同屬性的理性和企圖去控制的理性之緊張關係。 
霍克海默一生都是猶豫不定的，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悲觀」與「樂觀」

之間、「積極」與「消極」之間、「德國」與「猶太」之間、「德國」與「美國」之間，

所有這些對立的關係，以及從其退休後之「自我分析」中(手札筆記)，用了很多相互矛

盾的性格來自我描述，都可以窺出霍克海默之生命與思想(孫善豪民 89，頁 9-10)： 
◎主要性格：仇視任何壓迫，連帶仇視壓迫的工具和代理人(法律、禁制、官僚、法官…)。

正面說，是與被壓迫者和受苦者憂戚與共。想起雨果(Victor Hugo)的：「被逮到的犯罪

者，都是被迫害者。」 
◎另一個主要性格：喜愛享受。 
◎從母親那裡學到的是：當抱著完美的東西終會到來(彌賽亞式的)希望，重點不在「去

愛」，而在於去愛「愛」。 
◎同意伏爾泰(Voltair)和雨果，同意叔本華 ─ 他是形上學家，同意馬克思 ─ 他看透

了社會結構，同意尼采 ─ 他宣佈了意志的自我毀滅、宣佈了道德的系譜學。 
◎不和惡妥協，就不能實現任何善。但是，誰能說：某種善 ─ 例如一個民族的解放 ─ 

是值得做這種妥協的？這就是人的處境。 
◎科學的道路：從「支配自然」到「消滅世界」(近似於尼采之所見)。 

系出新康德學派的霍克海默，面對的其實是康德式批判的一個難解的兩難： 
批判是一個破壞一切的力量，但是其破壞力量，卻是自己要確定的。兩難的解決， 
似乎唯有靠實踐，「一個正確的社會是不能預先規定的，反而只能去做，才能讓 
不好的東西終歸消失」(孫善豪，民 89，頁 30)。所以，霍克海默自稱是一個：「 
理論上的悲觀主義者和實踐上的樂觀主義者」(Horkheimer,1969；白森譯，民 89， 
頁 55)。之所以悲觀，是因為歷史會走向一個管理的世界，因而使得我們的精神 
和夢想都全面倒退；而樂觀則在於，無論如何，人們都必需去找尋、去做、去貫 
徹認為真和善的。 
二、 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 

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同樣對於現代社會的景象深深地感到悲觀，認為個人一直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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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無情地束縛。他是一位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家，其同僚都一致認為他是法蘭克

福學派最出色的一員。由於缺乏直接的政治參與，以及對藝術的偏愛遠超過經濟，對於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抱持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他對批判理論的兩大貢獻是：否定的辯證

法及權威人格的研究(Gibson, 1986；吳根明譯，民 77)。 
在批判理論中，辯證、批判、與否定三個概念互相扣聯且交互運用。辯證的過程其

實就是一種不斷否定的過程，所以辯證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一種否定性的思考方式

(negative thinking)。如果應用到社會政治現象，就是透過不斷的批判、否定，而使社會

現實朝合理的方向轉變(黃瑞祺，民 85)。所以，理論的批判、意識的啟蒙和集體行動三

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其近似於中國「知行合一」之意境。只有在此一脈絡中，理論才

具有轉變實質的力量，否則只是抽象的思辯而已。阿多諾的「否定性辯證」(Negative 
Dialectics)一書，即在闡明此一旨趣。 

「權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書原是由霍克海默主持的大型研究計

劃「偏見之研究」(Studies in Prejudice)的一部份。研究計劃是針對各方面的偏見進行廣

泛層面的調查：反猶太主義、種族與宗教的仇恨等。阿多諾的權威人格著作，專注的焦

點是社會學與心理學的關係。因此，對於不容許相反言論的意識型態加以確認，同時企

圖對於這種反民主的感覺給予精確的描述。研究將偏見歸因於戀母弒父情結、威權的父

親、嚴苛的懲罰等，造成一個堅定的超我(superego)和軟弱的自我(ego)。由此，亦可明

顯看出法蘭克福學派對佛洛依德學說的運用(Gibson, 1986；吳根明譯，民 77)。 
三、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馬庫色一直有系統而持續地批評現代社會，又因 1960 年代激進學生運動而享有世

界之盛名。其著作被用於提供知性的與意識型態的論斷，以抗議、質疑被普遍承認的威

權，透過革命的手段尋求推翻已被建立的體系。1960 年代激進學生的訴求，可以看出其

批判理論與思想體系，分別是：(1)對個人滿足與個人自我解放的堅持；(2)對社會的批

判理論；和(3)對壓抑的容忍之概念。 
在「性愛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一書中，他對佛洛依德的解釋直接地向青少

年訴說，性愛、死亡和疏離是他的主題。他的分析有助於煽動產生精英權力、反越戰抗

議。在「單向人」(One Dimensional Man)一書中，則充滿了憂鬱和悲觀，籠罩著改變社

會的似乎不可能性，其命題為：異議被科技進步所壓抑和擊潰。此外，馬庫色殘酷地批

評西方民主自認為是他們最大特色的容忍。他認為容忍是一種欺騙，一種虛偽。民主本

身就是一種欺騙，因為「人民」並不知道他們被壓迫，他們的意識被如此限制和麻痺

(Gibson, 1986；吳根明譯，民 77)。 
四、 哈柏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 

哈柏馬斯是阿多諾的學生，霍克海默對於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位非猶太人似乎很

欠缺好感，在給阿多諾的信中提及：「哈柏馬斯或許是一位好作家，甚至前景燦爛，但

是他會為研究所帶來大不幸。」(孫善豪，民 89，頁 28)因為對於霍克海默而言，哈柏馬

斯太過於左傾了，而哈柏馬斯則認為霍克海默變保守了。然諷刺的是：哈柏馬斯的理論，

尤其是「溝通行動理論」，卻被認為是以一人之力繼承了霍克海默科技整合的原始精神，

而拒絕了阿多諾的「後現代式」的取向。他是法蘭克福學派最有影響力的學生，也是當

代社會理論的大師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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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馬斯的知識論架構如表 1 所示。首先，將知識、學科、行動、生活聯貫在一起，

使知識的檢討落實於生活的基礎上。再則，將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與知識加以定位，

視其為知識中的一類。其次，將批判性的學科從權力、被有系統扭曲的溝通方式和解放

的興趣推衍出來，賦予社會批判理論一個合法的基礎。此一知識架構的主要優點就是能

掌握住不同類型之知識的分際，不同類型的知識有其個別的基礎、性質、功能及判斷標

準。如果強以其中一類知識的判准來衡量其他所有的知識，必然導致謬誤的判斷。 
 
表 1：哈柏馬斯的知識論架構 

知識形式 資訊 解釋 批判 
方法論架構 律則性假設的驗證 作品的解釋 自我反省 
學科類別 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 歷史性—詮釋性的學科 批判取向的學科 
認知興趣 技術的興趣 實踐的興趣 解放的興趣 
取向（關注） 技術性的控制 互為主體的了解 解放、自主、負責

行動類別 工具性的行動 溝通行動 扭曲的溝通 
生活要素 勞動 語言（互動） 權力（支配） 

(引自：黃瑞祺，民 85，頁 171。) 

 

在哈柏馬斯的知識論中最關鍵的一個概念就是「解放的興趣」，有了這種認知興趣，

批判取向的學科才有根據。哈柏馬斯的全部著作中，最具野心而且最富原創性的特色，

就是他企圖把社會研究重新放進溝通理論中來進行，表 2 可以勾繪出哈柏馬斯針對言談

行動和溝通能力所提出的「普遍語言學」架構，經由貫穿認知、互動、表達三個向度，

以追求「理解的行動」(action oriented to reaching and understanding)。討論與對話的目的

就是透過集體決定以尋求共識，以促進組織的發展和增加政策決定的品質。然而，集體

決定可能存有成員間之「表象共識」(superficial consensus)的危機，以致形成了「虛假共

識」(false consensus)；亦可能因為不完全的程序，而壓迫了決定品質(黃乃熒，民 84)。 
 

表 2：哈柏馬斯的「普遍語言學」架構 
溝通模式 認知的 互動的 表達的 

言談行動的類型 定型的 約定的 聲稱的 

實在界的範圍 「那個」 
外在自然世界 

「我們的」 
社會世界 

「我的」 
內在自然世界 

基本態度 客觀化 規範認定的 表達的 
言談的一般功能 事實的認識 合法人際關係的建立 說話者主體性的揭露 
有效宣稱 真理 (規範的)正當性 誠實態度(誠意) 

(引自：Pusey,1986；廖仁義譯，民 78，頁 100。) 
 
哈柏馬斯提倡，政策正義的最低標準底限為溝通理性。為了提昇溝通的理解，建立

一個「效度宣稱」(validity claim)是需要的。在實際溝通的進行，一個當作溝通推論前設

的效度宣稱必需基於互惠與相互肯任(mutually recognized)的原則。哈柏馬斯認為效度宣

稱的特質如下(Habermas, 1987；見黃乃熒，民 84，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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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溝通應該是獲得目的之最有效能且最有效率的方法； 
2.溝通行動與相關的常規及文化標準而言，是既適當又正確的；和 
3.溝通行動中所表現的主觀意義是誠懇的(sincere)且隱含目的性的(authentic)，換言之，

其能代表溝通者真正的意圖。真實溝通在提議計劃內容的層級上，應該經由潛藏目的

性(authenticity)的揭櫫，來引導溝通者，獲得溝通行為的了解。 

伍、批判理論在質的教育研究上之影響與啟示 

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與詮釋。 
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must be represented. 

─ 馬克思(Karl Marx)，引自：Said(1978；王志弘等譯，民 89)，首頁。 ─ 
 

由前述批判理論的發展以及霍克海默、阿諾多、馬庫色、哈柏馬斯等人之思想分析，

批判理論的方法論具有下列三項特色(林瑞榮，民 81)，頗符合質的研究之精神與理念： 
1. 強調主體性： 

批判理論重視主體的闡揚，因此展開一系列對於宰制的批判，從法西斯主義、社

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下種種支配與宰制問題，諸如有關合理性、合法性與意識型態等

之探討。有助於吾人理解社會生活的主觀因素，及其表現於個人和文化的層次上。 
2. 強調整體性： 

批判理論重視辯證法的研究途徑，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社會「整體」，強調整體性

的重要，反對只專注於社會生活上的任何「單一」面向，因此重視個人意識、文化上

層結構與經濟下層結構的相互關係。亦即，主觀與客觀不可能孤立於對方之下單獨處

理。 
3. 強調實踐性 

批判理論重視實踐問題，把人看作是在各種社會實踐形式中的人，以人的概念出

發，來克服主客觀的對立。認為人是主動的操作者，不斷提出新的假設，積極地檢驗

他們，不斷地接受批判，以改造自身和環境。 
批判理論的方法論注重的是意識型態的批判，並強調主體性、整體性與實踐性。是

以，教育實踐是一種文化與過程的重新調整，且須植基於下列方法論之預設(楊深坑，

民 77)：(1)教育學上的命題需反省其政治、社會條件；(2)任何科學實踐之內在均有其充

滿意義之先決假定，科學實踐與科學內在條件，需加以分析與討論；(3)透過對於問題選

擇與評價背景之社會批判性分析，而討論詮釋學和經驗科學的認知興趣；(4)理論是批判

理論：教育實踐應自我啟蒙，在啟蒙中科技宰制力量與意識型態扭曲應透過理性討論分

析，而教育目的與責任也依此而衡量；和(5)主導教育的興趣是解放的興趣：探索教育領

域如何結構化，以助長受教主體的理性。 
此外，質的研究中，既有科學的一面，也有藝術的一面，質的分析更是如此。藝術

是探索的，亦即需要具有創造性；分析是科學的，所以需要強調批判性。隨著專業實務

性質的改變，特別是開始採用多元方法以提高效度和實用之後，更有需要平衡吾人之思

考內涵，保證給予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和創造性洞察(creative insight)同等重要的

注意(Patton,1990；吳芝儀、李奉儒譯；民 84)。質的研究應同時具備批判性和創造性思

考，亦即，同時兼具分析的科學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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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宋朝善能禪師說：「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

風月。」（鄭石岩，民 80，頁 9）意思是說，人是有限的，不可把生命看成永恆，它只

是一朝風月而已。然而生命畢竟也不是空的，如果人把生命看成是消極的空相，那麼就

看不出一朝風月的美好和意義了。「萬古長空」是現實的社會，有理論上的悲觀傾向；「一

朝風月」則是未來美好的社會，有實踐上的樂觀願景。批判主義追求的，不正是「萬古

長空」與「一朝風月」兩者之間交互激蕩而又永無止境的緊張？ 
雖然意識型態批判所仰賴的理性本身，也應該接受反省。亦即批判理論可能會犯了

「行動表現的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陸先恆，民 89，頁 36)：一個人一方面

說所有的理性批判的基礎都已消失，又宣稱自己正在作有理性基礎的批判。然而「如果

說把理性當作應該被消滅的敵人，這種看法是極端危險的；那麼認為任何批判的質疑都

有陷我們於非理性的危險，這種說法也是極端危險的。」(Foucault, 1984；見 Best & Kellner, 
1991；朱元鴻等譯，民 83，頁 77)批判性的思考必需永遠處於緊張的場域之中，以祈能

達到更美好的社會。 
任何資料的類型或事實的表述都預設了一個「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

亦即觀照這些現象或事物的角度(perspective)。然而，這些概念架構可能是一種權力網絡

下的刻意建構，而使吾人習焉不察、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它，亦即所謂的「意識型態」。

只要我們離開了特定的概念格局，就沒有所謂的「事實」。因此，「視覺」是經過訓練的，

否則很容易「視而不見」。教育一直是權力所建構的場域，亦存在著太多意識型態，批

判理論正可提供吾人辯證意識型態之哲學思考，讓我們更能檢視並看出未來應有之真善

美的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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ᖂጻܗ᎖աऱ۞࣍ඒஃ৬ዌԫଡ᥆ݾઝس     Δీլႛኙ࣍ઝݾඒߛऱᖂ

Ղڶ๕ՕऱᚥܗΔࠀᨃᖂڇسጻሁऱᖂመ࿓խΔאױሒࠩᑨฝᚈ֏ऱய࣠Δ

 Ζࢤᖂጻీऱؘܗ᎖Հ༉։ܑඖ૪א
 
 փ؆ऱᖂᇷᄭீشᚨࠀԱᇞسᖂܗ࠰(1)
࠰אױऱᇷᄭਢઌᅝૹऱΖشሎױࠩބ۶ڕΔᖂזຒ࿇ሒऱழݶᇷಛ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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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ቹᙴΕڕऱᖂᇷಛΖشڶࠎ༽փ؆ऱᖂᇷᄭΔீش։Աᇞፖᚨךسᖂܗ

ᔹᥦΕሽᆰໂΕषඒۯΕዝᝑΕஆᓫᄎΕጻᎾጻሁᇷಛΖ 
،ԺऱᖂᇷᄭΔڶࠠᄅᘋ࣍ऱᖂᇷᄭխΔጻᎾጻሁᇷಛਢ᥆ڍฒڇ    

ऱפ౨ץਔሽܫ܉᥏ΰBBSαΕሽၡٙΕᄅፊፖᠲᇷறΕီಛᄎᤜΕጻ

ሁؾᙕᇬΕᄐ֏ඒߛጻሁΕഏᎾ֮֏ٌੌΕ၏ڍ᧯ᖂΖᖂسᖂᄎܓ

ܗ᎖ݾઝسڼڂᒡᣪ៲ऱᨤೲԱΔྤຏނ༳༽Աԫ࣍ጻᎾጻሁᇷಛΔ༉ش

ᖂጻీ༉ቝਢ៲ྤڶᒡᣪ៲ऱৄΔ༉۔ஃലᨤೲٌࠩᖂ֫سՂԱΖ 
 
(2)ਐᖄᖂڍشࠌسցऱᖂฃ 
۶ᖂڕऱᇷಛΔ່ૹऱਢᖂᄎψڶࢬ౨ಖᖋױवᢝᡨ੦Δٚ۶Գլ࣍ط    

ωΖڍઔߒ࿇ᖂګயऱᖂسΔՕڍᑇਢᔞᅝऱᖂฃΖ 
    ᖂฃਢਐᖂृሎشփ؆ᇷᄭআၞᖂய࣠ऱ೯ΔࠡጟᣊৰڍΔࠏ

ΕಖᖋαΕ৵ᎁवڗᣂشᓤቈऄΕጲᒯ֏ऄΕሎܶץΚᎁवฃΰڕ

ฃΰ۞ݺ൳Ε۞ݺଥإΕ۞ݺေᦸαΰ۶࡛Δ2001αΖܗ᎖۩ၞڇڼڂᖂ

ழΔඒஃؘႊಾኙᖂسऱ౨ԺፖᏁΔ༼ٺࠎጟڶயऱᖂฃፖֱऄΔڇ܍א

ᐈᐖऱઝݾᏆխಮ؈Δ֘ۖሒլࠩᚨڶऱቃཚؾᑑΖ 
 
(3)ᖿᚐᖂسᖂ೯ᖲ 
    ᖂ೯ᖲਢᖂऱ೯ԺΔڕᖂړߜڶ٠سऱᖂฃΔۖ೯ᖲΔᖂ

Ոլױ౨ګڶயΔױڼطवΔ೯ᖲڇᖂய࣠ՂފዝထઌᅝૹऱۥߡΔࠡ

Ε೯ᖲٻֱࢨᑑؾڶԳࠌΕ೯ᖲൄ౨ش܂ԫጟ೯ԺسᖂृขࠌΚ೯ᖲ࣍ڇ౨פ

ਢڶᙇᖗࢤऱΕ೯ᖲࠌᖂृ۩᧢ิڶ៣ΰޕ㧴ܷΔ2001αΖᖂ೯ᖲ

ೈԱᄎᐙᖂฃհشࠌ؆Δࡉࠀᖂฃٌյᐙᖂسऱᖂ࣠ΖڼڂΔ

ඒஃࡵૠٺጟ೯ᖲಝᒭֱூࢨᓰ࿓Δࠀشጻሁڍց֏ऱۥΔᖿ࿇ᖂسᖂ

೯ᖲΔא༼ࣙᖂய࣠Ζ 
 
 ܗ᎖ऱᖂߛඒݾൎઝף(4)
ऱᖂسᖂڇࠐٻΔైڂٻᖂᖄ֒ڂᢌ౨ᖂઝΔ࣍ᖂீխ᥆ڇߛඒݾઝ࣍ط    

᎖ܗՂৰ֟ᣂࣹࠩΔسۯޢઝݾඒஃشࠌࢬऱඒᖂฃፖ೯૮ฆΔᖂ

ऱᖂಖᙕፖؓழऱᨠኘխΔ࿇سൕᖂױ༳༽Δඒஃ࣐யլګ৫ፖ࠹ᖂऱ൷س

ᖂسऱᘋᔊΕᏁࢨޣլᇞհΔආዬၞڤΔດޡऱᖿᚐᖂ೯ᖲΕ֧࿇ᖂ

ᘋᔊΔࠉᖂسଡԳऱ౨ԺΔඒᔞᅝऱඒޗΔسא೯ऱֱࠐڤඒᖂΔڶאࠀயऱ

ေᦸֱڤၞԫޡऱᖂ᎖ܗΔࠌᖂس౨ᛧᖞ᧯ࢤऱ࿇୶Ζ 
 
 ፖᇞެംᠲ౨Ժऱഛᕆەൎ৸ף(5)
    ೈԱᔹᦰ౨Ժऱഛᕆ؆ΔᖂࡸسᏁࠠໂᐋڻ৸ەΰڕංΕ໌ທፖܒޅα

ፖᇞެംᠲऱ౨ԺΔթ౨ᔞᚨࠐآՏ᧢ᆄ֏ऱΖڼڂΔ᎖ܗᖂլ౨ီ࢙৸

 ፖᇞެംᠲ౨ԺऱഛᕆΖ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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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ഛᕆ۞ݺᖄٻᖂव౨ፖ৬ߪึمᖂᨠ࢚ 
Δۖܗ࠰ᘸඒஃऱඒᖄፖࠉਢᄕऱᑑլ౨ؾᖂऱܗ᎖     ᚨޓᗨᄕऱഛᕆ

ᖂس۞೯۞࿇Ε۞ݺᖄٻऱᖂव౨Δךא։࿇୶ᖂسᑨ౨Ζ֠ࠡૹऱਢΔ᎖

سᚨᗨᄕቔᚐᖂޓᖂீᖂၸᏁΔ૿ኙᛳஒᆄ᧢ऱषᄎΔڇڶᖂլਢܗ

৬ߪึمᖂᨠ࢚Δࠩ۔ᖂࠩ۔Δթਢ᎖ܗᖂऱ່ึؾᑑΖ 
 
ᆥΕጻሁඒᖂ 
ԫΕጻሁඒᖂऱࢤ 
ၼΔ1998Δᄘ୮ᘋΔࣔܦՀΰڕូױࢤՂऱߛඒڇጻሁၞ۩ඒᖂشࠌ    

2001αΚ 
ԫΕشࠌኙွऱၲ࣋ 

ऱٵ٥ڇଡუᖂऱԳޢᖂΔࠐጻሁشܓאױ౨ຑՂጻሁΔٚ۶Գຟ

֗ߢഗءሽᆰݾ؏ऱයٙՀΔຟאױየߩᖂऱრᣋΔլؘ࠹༉ᖂᇷऱ

ૻࠫΖ 
ԲΕᖂլ։ழၴፖ़ၴ 
    ጻሁඒᖂאױડధழၴፖ़ၴऱૻ ΔࠫڇᖂृֱঁऱයٙՀᙟழᙟၞچ۩

ᖂΖ 
ԿΕլၞٵ৫Εլٵႉݧऱᖂ 
    ᖂृࠉױᅃ۞աऱᘋᔊΕ౨Ժֱ֗ঁࢤΔࠐᙇᖗ່ᔞٽ۞աऱᖂၞ৫֗

ᖂႉݧΖ 
Εૹီᑇۯ֏Εڍց֏ऱ᧯୶ 
ךࠐጟಛஒীኪڍΕቹׂΕଃΕ೯֗ီಛڗ֮شࠌٽ᧯ਢԫጟڍ    

։।ሒᇷಛრොऱֱڤΔᨃլٵ৸ەᣊীऱृشࠌຟ౨የࠡߩฆᔆऱᖂᏁ

 ༄ԱጻሁᇷᄭΖ᠆ޓऱᇷಛীኪΔۯΔۖᑇޣ
նΕॺᒵࢤຑࢤऱᇷᄭ 
ຘመጻሁאױ൷ᤛ່ࠩᄅऱᇷಛΔۖܛمଚݺᨃאױ܀ጻሁՂᖂΔլڇ    

յຏऱࢤΔᦰࠩ࠷چٺऱᐖՕᇷᄭΔឩ୶ီມΔኔ֚ෑૉֺᔣऱ

უΔॺᒵࢤऱࢤΔᨃױृشࠌᖕᏁޣሂᥬΕ֘ऱჼ༈ፖᛀΖ 
քΕܛ༼ނழࢤᇷಛᏁޣፖ᠆༄ऱᖂᇷᄭᛩቼ 
ᅝֲऱᇷಛΔࢨጟ່ᄅٺႚᐾտऱૹᐛհԫΔה࣐ࠡ࣍ਢጻሁࢤழܛ    

ऱᇷಛΙۖشױᣂڶ࠷ឯጻሁՂ࿇ൺࠩ࣍ܛمױ݁ ጻሁ᠆༄ऱᇷ࣍طإ

ᄭΔࠌཏ֗ݶຒ࿇୶ΔۖᚨࢤشՈޓԳࢬૹီΖ 
 
ԲΕጻሁඒᖂᖄԵᓰ࿓ऱᑓڤ 

ᖂீඒஃشܓጻሁၞࠐ۩ඒᖂழΔڇאױጻሁՂ࿇୶ݙᖞऱඒޗΔۖඒஃء

Գঞಯࡺኟ৵ΔኔਜᒵՂऱඒᖂΔֱࠡױڤ౨ਢࢨޡٵॺޡٵऱΔڼᒵՂඒᖂ

ᑓڤΙඒஃՈאױፂؓൄऱඒඒᖂΔਢشܓጻీࠐᓰ৵ᖂᄐ᎖ᖄ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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ەᠲΕ࿇ؒஒΕײەΕق༽ᓰ࿓փ୲ಘᓵΕૹរم৬אױጻీᇙඒஃڇΔࢬ

ᇷறΕᢆٌ܂ᄐΕ܂୶֗قຑᇷᄭᖲࠫΔᖂشܓ٦سᓰᕉழၴࠩጻీՂၞ

۩ᓰᄐऱ᎖ᖄ೯Δڼᓰᄐ᎖ᖄᑓڤΙڶऱඒஃ۟ڇאױඒᝑᓰழΔޏ᧢

ᝑ૪ඒᖂऱীኪΔشࠌඒփऱሽᆰຑՂጻሁΔࠌጻሁګඒஃඒᖂছᄷໂऱᇷ

ᄭΕࢨඒᖂழऱඒࠠΔڇՂᓰছඒஃ٣ױຑՂઌᣂጻీΔ፦ႃઌᣂऱඒᖂ೯Ε

ඒޗփ୲Δ࠷ඒᖂᇷᄭΔࠩՂᓰழΔشܓඒփऱሽᆰຑՂጻሁΔܧڇ

 ΰᄘ୮ᘋΔ2001αΖڤ૿ᇷᄭᑓڼՠࠠΔܗ᎖ጻխऱᇷᄭΔඒᖂऱנ
     
 
 
 
 
 
 
 
 
 

ቹ 1 ጻሁඒᖂᖄԵᓰ࿓ऱᑓڤ 
ΰᇷறࠐᄭΚᄘ୮ᘋΔ2000α 

 
 
ٔΕسઝݾඒஃ᎖ܗᖂጻీհኔࠏ൶ಘ 
ԫΕקᗼխ՞ഏխ്ܩᄒ۔ஃऱጻ 

http://www.csjh.tpc.edu.tw/~scott/ 
    

  ඒஃ്ܩᄒ۔ஃऱଡԳጻΔଈא flash ೯ܧΔԼ։֧ࠠܮڶԺΔط

ಘᓵऱփ୲ٍױव്۔ஃਢԫۯԼ։ᎁట࠹ᖂسᦟ०ऱ۔ஃΖጻీ։ଡԳ

ጻሁඒᖂऱᑓڤ

ᒵՂඒᖂᑓڤ

ᓰᄐ᎖ᖄᑓڤ

૿ᇷᄭᑓڤ

ඒᖂޡٵ

ॺޡٵඒ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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១տΕᓰ࿓ᇷறΕᖂسႼچΕఎՀߩᇾՕႈΔאՀലտฯࠡጻీխऱփ୲֗

։࣫ࠡᚌរΚ 
ႈؾ ១տ 
ଡ 
Գ 
១ 
տ 

ż փ۔്ڶஃऱഗءᇷறΔڶࠀሽၡٙॾᒣΔ༼ࠎᖂسፖ۔ஃٌੌಘ

   ᓵऱጥሐΖ 

ᓰ 
࿓ 
ᇷ 
ற 

Ϥʳ༼ࠎՂᓰऱދᐙׂᇷறΔࠎᖂسՀሉΖ 
Ϥʳދᐙׂ፹܂ጲભΔᇷற᠆༄Ζ 
ż ءڇխ༼ࠎԱڍፖઝݾઌᣂऱᄅፊΔࠌᖂس౨ലՂᓰࢬᖂऱवᢝ

   ፖֲൄسյઌٽΖ 
ż ༼ࠎፖسઝݾઌᣂऱᢸΔڶࠌᘋᔊऱᖂس౨ജၞ۩ޓԵऱᖂ 
   Ζ 
ż ࠡխڍᙇႈآࠀנᢸΔࢨᢸጤऱጻܿޓאᄅΔᖄીڍጻ

   ྤऄោᥦΖ 

ᖂ 
 س
Ⴜ 
 چ

ϤʳೈԱڶᖂ܂س୶قհ؆ΔٍޓڶᄅֆܫΖ 
Ϥʳᖂ܂سࠉᅃցᠲΕ೯փ୲ၞ۩։ᣊΔԼ։ᄑΖ 
Ϥʳᖂ܂سೈԱ՛ቹقհ؆ΔٍױរᙇՕቹၞق۩ᨠᓾΖ 

ఎ 
Հ 
 ߩ
ᇾ 

Ϥʳඒஃኙ࣍ಘᓵऱጥԼ։֨شΔڶംؘΖ 

 
ԲΕխᗼխ՞ഏխࣥ۔ڕࢣஃऱጻ 

http://home.pchome.com.tw/family/blenche015/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խؑխ՞ഏխඒஃࣥ۔ڕࢣஃऱ᎖ܗᖂጻΔࣥ ೯֗ભՠ౨܂ஃ፹۔

ԺԼ։חԳᨬᓾΔڼڂᖞଡጻీದחࠐԳᓾ֨ஙؾΔאՀ༉ࠡጻీխऱփ୲ၞ



ʳעִߛඒݾઝ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ԲϤϤԿڣʳԿԼք࠴ʳรԲཚ 

 32

۩տฯΚ 
 

ႈؾ ១տ 
ଡ 
Գ 
១ 
տ 

ż փ۔ڕࢣࣥڶஃऱഗءᇷறΔڶࠀሽၡٙॾᒣΔ༼ࠎᖂسፖ۔ஃٌ

   ੌಘᓵऱጥሐΖ 

ሽ 
ᆰ 
 ܂
ᄐ 

Ϥʳڼ࣍༼ࠎᖂ܂ٌᢆسᄐऱၞ৫Ζ 
Ϥʳ༼ࠎᇡาऱေ։ᑑᄷ܂֗אᄐەૹរΔࠌᖂڇس܂ᄐழ౨ࠉࢬڶ

ូΖ 

೯ 
 
ඒ 
ᖂ 

Ϥʳലڍઝݾऱࢨਢᖲࠠᖙ܂ऱֱڤΔא೯ֱڤऱܧΖ 
Ϥʳ೯፹܂ጲભ࣐ᚩΖ 
Ϥʳ೯ܧֱࠎ༽ڤૹᓤᐸ࣋ऱפ౨Δࠌᖂس౨ಾኙլᚩֱچլឰᓤ

Ζ 
ᖂ 
 س
 ܂
 

Ϥʳ༼ࠎᚌ܂ߐٵࠎᖂࠀەኙᖂ܂سၞ۩ᝑေΖ 

 س
ઝ 
ඒ 
 ޗ

Ϥʳփ୲ڶտฯ១᥊ᐙݾ؏ΕຘᢴΕૠઌᖲऱ؆ᨠΕૠऱរΕ

ᢄ፹ߡቹտฯΖ 

ఎ 
 ߢ
ठ 

Ϥʳ༼ࠎᖂၞس۩ॺޡٵऱᒵՂಘᓵΔ۔طࠀஃอԫᇞΔڂ܀ਬࠄլ

 Ζ࣋ছᑉೖၲؾشᖂᛒٵऱߕ

เ 
֚ 
 

Ϥʳ༼ࠎᖂޡٵ۩ၞسऱᒵՂಘᓵ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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ԿΕקᗼؓةխᖂխຝسઝݾઝᆺ۔ஃऱጻీ 

http://home.pchome.com.tw/education/yehcw/ 
ႈؾ ១տ 
՛ 
ᚾ 
ூ 

ż ༼ࠎଡԳᚾூΕඒஃᇷᎁᢞΕଥᓰ࿓Εؾছٚඒᓰ࿓ᇷಛ 

ઝ 
 ݾ
ඒ 
ᖂ 
ᇷ 
ற 

ż ༼ࠎᖲඳ֫ᜩ፹܂೯Εઝچݾቹ೯Εᑓীৢ፹܂೯ඒᖂց

   ᇷறΖ 
ż ޢԫցᇷற݁ڶᇡาऱ֮ڗٽᅃׂᎅࣔΖ 

 ݺ
ऱ 
ᓰ 
࿓ 
ᇷ 
ற 

Ϥʳ༼܂ࠎᄐᎅࣔ֗ࡳΔࠌᖂس܂ᄐழ౨ូࠉࢬڶΖ 
Ϥʳ༼ࠎᖂཚᓰ࿓ՕጼΖ 
ϤʳലՂᓰփ୲ݙᖞऱܧڇጻీՂΔଖԫ༼ऱਢΔᆺ۔ஃޢԫց৵

૿ຟᄎבՂ۞աऱሽၡٙॾᒣΔᖂسૉᖂՂ࿇ܺسᣄ౨ജ៶ڼط

ႈפ౨ݶຒऱፖ۔ஃᜤᢀΖ 

 س
 
ઝ 
 ݾ
ఎ 
 ߢ

Ϥʳ༼ࠎᖂၞس۩ॺޡٵऱᒵՂಘᓵΔءڇױࠩೈԱᖂسհ؆Δٍڶ

سڍઝݾኔඒஃᄎቝᆺ۔ஃᓮඒംᠲΖ 
Ϥʳఎߢऱጥֱ૿ۿለֶΖ 

ᒵ 
Ղ 
 ܛ
ழ 
ಘ 
ᓵ 

Ϥʳ༼ࠎᖂޡٵ۩ၞسऱᒵՂಘᓵ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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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ܗᖂጻీհؘໂႈ 
    ጵٽՂ૪ጻీऱ։࣫࣠ࠐΔԫଡ᎖ܗᖂጻీᚨܶץՀ٨༓ႈפ౨Δඒ

ஃࠉױᅃߪءऱणउፖழၴΔطՀ٨ऱጻీפ౨խΔᙇᖗᔞᅝऱףԵඒஃଡԳऱ

ᖂ᎖ܗጻీխΚ 
ԫΕඒᖂᇷᄭ 
    ඒஃᚨ౨ݔቤඒᖂᇷᄭΔലՂᓰऱփ୲۟࣍ጻሁՂΔࠎᖂسᓰ৵ᓤ

֗ᇬհشຜΔױࠀቤᇖךᇷறࠎ༽ࢨᓰ࿓ઌᣂᇷறຑΔᨃڶᘋᔊऱᖂس

ەΔሒࠩᔞࢤඒᖂऱؾऱΖೈڼհ؆ΔٍףױԵᓰ࿓ၞ৫Δᨃᖂၞڇس۩ᓰছ

 ᖕΖࠉࢬڶᓰ৵ᄷໂழΔ౨ജࢨ
٤ᇷಛጻڕࡷԫଡ٤ᖂᇷᄭխ֨Δ،ڇژထڍᖂᇷᄭΔۖسઝ

ڂΔޣऱᏁسᖂڶࢬߩլ౨የࠀփ୲ءऱඒᖂփ୲ఛො።ԱઌᅝՕऱᒤΔᓰݾ

Δڤ၌ຑ(hyperlink)ऱֱאᖂᇷᄭΔڶาਗᙇઌᣂፖᔆऱגױඒஃڼ

ΖೈԱ٤ᇷಛጻشᚨە࣍ᖂृ౨ঁࠌᖂᇷᄭΔ࣍อऱᆜߓڶ៣Εิڶ

խբڶऱݙᖞᖂᇷᄭհ؆Δᖂृڇᖂመ࿓խࢬขࠠس᧯ᖂ࣠ګፖᆖ᧭Δ

ՈאױຘመଈऱֱڤΔګᖂᇷᄭ(ᓐጝᘋΔ1998)Ζ 
 

ԲΕಘᓵ(ࠎᖂسᓰ৵ಘᓵ) 
    ಘᓵਢԫጟॺܛழࢤऱಘᓵտ૿ፖᛩቼΔڇٵڕ unix ۩ଅࢬอՀߓᄐ܂

ऱሽܫ܉᥏ߓอ(BBS)ԫᑌΖಘᓵऱ૿ܧൄൄղԳର႖հტΔڼڂ৬ᤜ

ᠲփᑵवᇠټԫطࠀ։ᣊΔ܂ᠲಘᓵࢨᖕᓰ࿓ᏆࠉױቤಘᓵழΔڇ

୲Δ౨ᆖൄՂጻΔᣋრᑷ֨ࣚ೭ऱٵᖂΔࠐᖜٚψठωΔठലڶشᦞܔܓ

ೈᇠಘᓵխԫࠄլᔞᅝऱ֮ີΖ 
    ඒஃڇਐֲޢΕޢၜࢨཚ܂أᄐழΔᚨආ࠷ኔᔆऱฃΔףڕ։Δಬ՛៖

ढΔቔᚐᖂ٤شܓسᇷಛጻ᎖ܗᖂߓอխऱಘᓵಘᓵΔၞ۩ᒵՂॺޡٵ

հᖂΔၞۖᖿ࿇ᖂسऱ໌ທ৸ە౨ԺΔױࠀቔᚐᖂسፖ۔ஃڜඈऱீ؆ऱറ୮

ၞ۩ኙᇩΖඒஃፖठᚨٵ٥ದፂᥨᒵՂಘᓵᔆऱຂٚΔਚඒஃਢᒵՂಘᓵ

ऱᓳᆏፖႝ֏ृ (moderator)Δڼ؆ΔݺଚطױছࢬտฯऱጻీխנΔಘᓵ

ՈਢඒஃፖᖂسհၴᄮຏऱᖯᑚΔඒஃፖᖂڇױٍسಘᓵၞ۩ለլ᥆࣍ᓰᄐ

 ऱൣტΔၞۖআၞᖂࣷΖၴسᏺၞඒஃፖᖂܓڶᔆऱಘᓵΔࢤ
 
ԿΕเ֚ 
    เ֚ਢԫጟܛழࢤऱಘᓵտ૿ፖᛩቼΔਢၞԵเ֚ऱृشࠌΔຟױ

س࣍ኙسᅝᖂڼڂಘᓵፖኙᇩΔ۩ၞृشࠌเ֚ऱڇڶࢬழፖܛเ֚խڇא

ઝݾᓰ࿓փ୲ڶጊംழΔױܛᔞழऱၞԵเ֚Δ៶طյ೯ಘᓵऱመ࿓ࠐᨠ

ဠΔૉඒஃٵݮᖂጻీऱเ֚ܗ᎖ၸ܀Ζࠆऱ᠖ፖᏝଖऱ։࢚

౨ലࠡ᎖ܗᖂጻీאषᆢֱڤᆖᛜΔઌॾኙڼणउؘ౨ܗࢬڶఛ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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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ଡԳၡٙ 
ழऱܛॺࢨԳߏࠄႚሒԫאױհၴՈڼृشࠌอߓ౨Δ౨ᨃפऱڼط៶    

ಛஒΔאᏺף؆ԫጟᄮຏጥሐΖ 
 
նΕଡԳՠࠠ 
ڻՂᒵऱܶץΔݮൣشࠌอխऱߓڇᇬ۞աאױृشࠌଡԳՠࠠխΔڇ    

ᑇΕ࿇।֮ີፖඒᖂ೯ऱڻᑇΙۖृشࠌՈڼڇױଥޏଡԳഗءᇷறΔڕ

 ᇷறΖءെᇆΕയᒘഗृشࠌޏޓ
 
քΕઌᣂጻీ 
    ඒஃڼط៶ױ༼ڶࠎᣂسઝݾઌᣂጻీऱᢸፖᎅࣔΔܶץ፹ທΕᛜ

৬ΕሎᙁΕႚᐾΕسढઝݾઌᣂवᢝΕהࠡࢨඒஃऱඒᖂጻీΖඒஃႊ֨ش

ᗴᙇᔞᅝऱጻీΔࠀᙟழᛀᢸਢܡᙑᎄΕጻܿਢޓܡᄅΔࠀᙟழޓᄅޮངڼ

ࠎ༽ࢬऱጻీΖ 
 
ԮΕᖂسႼچ 
Δۖ܂ᖂऱٵऱ؆אለᣄࣲᓾࠩ۞աఄ్سႚอඒऱᖂᛩቼխΔᖂڇ    

܀լسຘመጻᎾጻሁΔᖂڼڂΔ܂ऱ፹܂ڶຟᓰ࿓ऱඒᖂ೯Δݾઝس

ەط៶ױΔٍەᖂٵהࠡࠎᖂጻీՂΔܗ᎖Ղႚࠩඒஃऱ܂ല۞աऱױ

ऱ܂ᖂٵהᨠኘࠡطױໂΙՈݙףޓ܂աऱ۞ࠌऱᚌរΔ܂ᖂऱٵהࠡ

រΔᤞ൩۞ալ٦ૹᝢ᠐Ζ 
 
ԶΕߓอጥृറش 
    ܗ᎖ࠌᖂጻీ࣐࣍ጥፂᥨΔ֗ሒࠩጤጥऱפ౨ΔڼڂܑمԱ

ψߓอጥृറωΔܛഄءڶጻీऱߓอጥृթၞױԵΖ 
Εඒᖂ೯ΕઌᣂጻీΕಘᓵܫጥृ౨ജጤጥಛஒֆࠌอጥᚨߓ

ΕृشࠌΔۖ լᏁኔᎾ۟ߓอᖲխᐷᐊጻ࿓ڤΔঁ ᄅΔޓጤ۞೯۞ױ

ፂᥨߓอಛஒֆܫऱ૿Ζ 
ඒஃၞ۩ᖂ်ឰፖᖂ᎖ᖄழࠎ༽Δ،ᚨشࠌඒஃࠎറشอጥृറߓ

 ႈᇷಛΖٺᏁऱࢬ
    ྥۖᙟထઝݾऱၞޡΔڇբױຘመ”mstsc.exe”࿓طڤጤ࿆Եࣚۻጤ

ᖲΔଥޏጻࡨᒘΔشܓطױࢨ ftp ઌᣂຌ᧯ലଥޏመऱጻᚾூՂႚࠩጻ

ᖂጻܗ᎖ڇඒஃݾઝسၦΔᝫਢ৬ᤜەᥛᆖᛜᐋ૿ة༉ጻీऱ܀ᕴխΔࣚۻ

խףԵڼႈפ౨Ζ 
 
ຬΕ᎖ܗᖂጻీऱඒᖂฃ 
    ࡛ࣥᔃ(1998)མਐנΔ٤ᇷಛጻ᎖ܗᖂጻీױᚨڕشՀհඒᖂฃΚ 
ԫΕޣᖂسᔹᦰ٤ᇷಛጻ᎖ܗᖂߓอխऱᒵՂඒޗ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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ԲΕਐֲޢࡳհ୮அ܂ᄐΖֲޢհ୮அ܂ᄐࠌױᖂسೈԱᔹᦰᒵՂඒޗհ؆Δޓ 
    ౨ᗨᄕၞ۩ଡܑᖂΖ 
ԿΕਐޢࡳၜऱ୮அ܂ᄐΖޢၜऱ୮அڇᣄ৫Ղᚨֲޢ࣍ऱ୮அ܂ᄐΔאࡵ 

՛ઔߒᠲؾ(small projects)ऱֱࠐڤਐࡳΖ 
Εਐࡳཚ܂أᄐΖཚ܂أᄐאࡵᒵՂ܂ٽᖂऱֱၞࠐڤ۩ΔᠲؾᚨڶᐘࢤΔ 
    ନ౨ٝך।ᖂृऱᖂፖᇞެംᠲ (problem-solving) ऱ౨ԺΖޢၜ  
    ፖཚ܂أᄐհ࣠ګΔؘႊ࣋ᆜ࣍ᖂسଡԳऱଈΔࠎאᖂسյઌᨠᐰΔאࠀ 
    ᇷᖿᚐᖂ೯ᖲΖ 
նΕቔᚐᒵՂಘᓵΖֲޢ۩ၞڇΕޢၜፖཚ܂أᄐழΔᚨޣᖂ٤شܓسᇷಛ 
    ጻ᎖ܗᖂߓอխऱဠᚵඒפ౨ၞ۩ಘᓵΔױࠀቔᚐᖂسፖ۔ஃڜඈऱீ 
    ؆ऱറ୮ၞ۩ኙᇩΖඒஃᚨᒵՂಘᓵᔆऱຂٚΔਚඒஃਢᒵՂಘᓵऱᓳ 
    ᆏፖႝ֏ृ (moderator)Ζ 
քΕ༼ࠎᖂᇷᄭΖඒஃᚨ౨ݔᒵՂྒྷ᧭ፖᖂᇷᄭΔܗ࠰אᖂृ 
    ᄷໂֲޢΕޢၜፖཚ܂أᄐΖ 
ԮΕᙟழၞ۩ᖂ်ឰፖ᎖ᖄΖඒஃᚨழழ٤شܓᇷಛጻ᎖ܗᖂߓอխऱඒ 
    ᖂጥՠࠠΔࠐᨠኘፖಳ᠋ᖂृऱᖂൣݮΔࠀൕۖၞ۩ᖂ်ឰፖ᎖ 
    ᖄΖ 
ʳ ʳ ऱᓳڍႊ૿ኙؘۖشࠌጻሁऱڂᖂጻీழΔܗ᎖شᓰ࿓ሎݾઝس

ᔞΔڕඒޗऱቤΕඒஃۥߡऱᓳᖞΕ֗ᖂسᖂऱᔞᚨΰཾ٠ਟΔ1998αΔೈ

Աᔞᅝऱඒޗቤ؆Δඒஃޓழழఎრጻሁઝڇݾඒᖂመ࿓խފࢬዝऱۥߡΔ

ۖᖂسՈؘႊ૿ኙᄅऱᖂᛩቼፖֱڤΔޓ೯ᗨᄕऱᖂΔթ౨టإᨃጻሁሒ

ࠩᚨڶհயఛΖ 
 
மΕᓵፖ৬ᤜ 
    ᙟထઝݾऱழࠐזᜯΔᄅݮኪऱᖂֱڤՈᐙထᖞଡᖂீऱᖂଅΔՂ

ጻᖂբᆖਢᖂؘسໂऱഗء౨ԺԱΔۖ ᕆైݾઝا٤ࣙ༽ඒஃॊထݾઝس

ऱࡎࠌΔૉ౨ٽጻሁჸՂᑪੌऱ٨߫Δ৬ዌԫଡ౨ᨃඒஃሒࠩଡܑ֏Εᔞࢤ֏

հඒᖂؾᑑऱ᎖ܗᖂጻీΔլႛ౨ᨃᖂسᔠሏ࣍ጻሁΔݶᑗঁܓᐈᐖऱᖂ

Δٍ౨ᨃषᄎՕฒףޓऱᎁᢝઝݾඒߛΔૹ৬سઝݾᓰ࿓ڇԳଚ֨խऱچ

ऱگ᠆܀ԺΔመ࿓უؘ߬ેΔܘٵඒஃ٥ݾઝسऱڶࢬ࣍ᘸڶᑑؾΔຍᑌऱۯ

ᖂጻܗ᎖ᖞऱࠎ༽ࢬᒧ֮ີءඒஃຘመݾઝسཚऱΔઌॾױথਢਐֲ࣠ګ

ీ৬፹ᓵΔઃ౨৬፹נԫଡ᥆࣍۞աᚌߐऱسઝܗ᎖ݾᖂጻీ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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ەᇷற 
ࣥ ࡛ ᔃ (1998) Ζ ٤  ᇷ ಛ ጻ ᎖ ܗ ᖂ  ߓ อ Ζ 2002 Δ  

http://linbo.ntntc.edu.tw/document/wwwaided.htmΖ 
ࣥ৬ؓΰ1997αΖᖂ᎖ᖄΚᓵፖኔ೭ΖקΚնতΖ 
۶࡛ΕֻഏᄓΕ്ནΕཱུ֮ࡌΰ2001αΖᖂ᎖ᖄΖקΚ֨Ζ 
 Κ֚ՀᠧΖקছΖٻ९ګܗ۶ᚥڕᙩΰ2001αΖጻՂᖂΚࢣܦ
ຝሽૠጩᖲխߛઌᣂംᠲऱઊ৸Ζඒࠡ֗ࢤၼΰ1998αΖሽᆰጻሁᖂࣔܦ

֨១ಛΔ8709 ཚΔ23-39Ζ 
 Κ֨ΖקΖشΰ2001αΖᖂ᎖ᖄΚᖂ֨ᖂऱᚨܷةޕ
ཾ٠ਟΰ1998αΖψسઝݾωᓰ࿓ሎشጻሁඒᖂհࢤ۩ױ։࣫Ζඒᖂઝݾፖ᧯Δ

42Δ2-7Ζ 
ᄘ୮ᘋΰ2001αΖጻሁඒᖂڇڣԫᓰ࿓ՀऱᚨشΖඒߛΔ607 ཚΔ2-9Ζ 
ᄘ୮ᘋΰ2000αΖඒᖂጻీऱଳ࣫Ζሉ࣍խഏီᦫඒߛᖂᄎΰᒳαΔᄅધΕ 

ᄅઝݾΕᄅᖂΖקΚࢋΖ 
ᓐጝᘋ(1998)Ζഏխسઝݾඒᖂ೯ጻሁᇷᄭߓอ࿇୶ઔߒΖഏمஃᒤՕ

ᖂՠᄐઝݾඒߛᖂߓᓵ֮ΔנآठΔק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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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思考教學策略融入網路遊戲教學模式之建立 
 

 
*蕭顯勝、**伍建學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副教授、**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碩士班 
 
壹、前言 
一、科技社會進步、時代潮流所趨 

進入數位時代，每個國家不論是政府或是企業無不朝國際化與全

球化方向來發展，而在國際競爭環境激烈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下，

為了促使我國未來科技產業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競逐中繼續保持優

良的競爭力，除了要提昇技術之外，還須培養具有問題解決能力及創

作力等能力的人才。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科技正飛速的發展，未來

科技教育如何培養具創造力的科技人才，將是我國是否得以實踐科技

島政策的關鍵(張一蕃、黃登宬，1997)。 
 
二、網路遊戲不斷深耕與發展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進步，尤其在網際網路的發展上更是一日千

里。不論是在硬體設備的推陳出新，還是在軟體的程式設計上，均有

長足的進步，使得電腦的相關應用愈來愈廣泛，且與生活的關聯也愈

來愈密切。而電腦遊戲的發展也從簡易單純平面化的遊戲，逐漸的進

展到 3 D 動畫、聲光效果具全的多媒體遊戲。從單機版的電腦遊戲到

多人連線的網路版的電腦遊戲，及至經由企業經營的網際網路線上遊

戲，已將網路遊戲帶往另一個發展的方向。走在流行前端的青少年就

成了這項新媒介的新族群，因此若能將其應用在教育上而達到寓教於

樂，在增加其學習動機上亦不失為一種教學方法。 
 

三、九年一貫教改的推動 
教育部中小學九年一貫教學政策的推行，將課程分為七大學習領

域，強調帶著走的能力。且在2002年教育部更進一步公佈「創造力教

育白皮書草案」，預計從九十一學年度起為期四年斥資六千萬元，推

動創造力教學行動方案，希望能達到創意生活化，生活創意化的目標。 
 
由於研究網路遊戲教學的相關文獻並不多，有關遊戲、及網路遊

戲教學相近的文獻，可發現遊戲或是電腦、網路遊戲教學對於學生的

學習有一定的成效，且在情意態度方面不論是遊戲或是電腦、網路遊

戲教學則顯示均有正向的提昇。 
而目前有關創造力的研究，其相關論文大部分的研究則較偏向創

造思考教學、創造性的問題解決等，研究結果亦顯示，無論是創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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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教學或是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於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均有一定

程度的成效。因此研究者感性興趣的是如果藉由將網路遊戲的特性，

配合創造思考教學的策略而結合成網路遊戲教學模式，依據此一模式

將教材融入網路遊戲的設計中，探討是否能對國小學童在學習自然與

生活科技的領域中培養其創造力。 
所以若能將創造思考教學策略結合網路遊戲的特性，形成一「網

路遊戲教學模式」，並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為課程內容，建構一個

乎合網路遊戲教學模式及具有創造力教學功能的網路遊戲，是值得探

討的一個課題。 
 
貳、文獻探討 
 
一、創造力理論 

1.創造力的意義 
有關創造力各學者對其意義的看法歸納如下： 

（1）Williams（1972）認為教學的目的除了增進學生的智能外，還應

加強其自我價值的力量，因此創造力的訓練應該包括認知與情

意兩方面的行為。 
（2）陳龍安（1984）認為「創造力是指個體在支持性的環境下結合

敏覺、流暢、變通、獨創、精進，的特色，透過思考的歷程，

對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

不但使自己也使別人獲得滿足。」他進一步說明：創造思考會

產生實體的結果，如一個計畫、一則故事⋯ 然而，新奇的確是

創造思考的主要特徵，但往往受制於思考者本身的心態，其實

從來沒有過的想法就是創造思考（陳龍安，1990）。 
（3）林幸台、王榮木（1994）認為創造力是一種人類高層次心智的

天賦潛能；它能在個人、家庭、學校、社會文化等環境支持或

刺激條件下，針對某項特定目標，於連續的創造歷程中，以不

同型式作品呈現出具有流暢、變通、獨特、開放、精進、冒險、

好奇、想像、挑戰等創造特質。 
（4）董奇（1995）則認為目前較一致的看法是把創造力定義為「根

據一定目的，運用所有已知信息，產生出某種新穎、獨特、有

社會或個人價值的產品的能力。這裡的產品是指以某種形式存

在的思考成果，它既可以是一種新概念、新設想、新理論，也

可以是一項新技術、新產品。」 
（5）俞國良（1996）則認為創造力乃是根據一定目的和任務，運用

一切已知信息，開展思維活動，產生出某種新穎、獨特、有社

會或個人價值且具某種形式存在的思維成果或產品的智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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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6）湯誌龍（1999）將其定義為一種「超越傳統概念、規則、型態、

關係，並能創造有意義的新概念、型式、方法、解釋等等的能

力」且創造力是個體接受內外在需求的刺激，以既有的知識與

經驗，經長時間持續性的思考之後，組合出個體本身前所未有

的、多樣的、獨特的、實用的、且具有價值的靜態或動態的反

應之能力。 
（7）張志豪（2000）認為創造力是在某一特定的情境刺激（環境影

響與教育）下，將舊有的知識、經驗及技能的相互結合（重組

的能力），透過擴散思考與收斂思考的運作歷程（思考的歷程），

表現出一種既新穎又獨創且對個人與社會具價值性的產品（價

值性的產品）。 
因此，創造力是一種可以被訓練而來的心理歷程，培養時應該同

時注重認知與情意兩方面，然由於創造力會被環境的因素所影響，因

此，訓練者除了要營造輕鬆愉快的環境之外，還必須提昇自己教導的

創新行為，如此才能有效的提昇受訓者的創造力。 
 

2、創造力的內涵 
創造力的內涵就如同創造力的定義一般，從創造四 P 論、創造

力統合理論等，各有其理論依據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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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的內涵分類表 
賈馥茗 
（1979） 

應著眼於三方面：一為能力；二為心理歷程；三

為行為結果。 
Amabile 
(1983) 

認為創造最好的概念源自於人格特質、認知能力

和社會環境三者交互作用所造成的行為結果。 

三要

素者 

Davis 
(1986) 

認為創造思考的研究，可從三方面著手：一為創

造思考的歷程；二為創造的人格特質；三為創造

的產品 
Rhodes 
(1961) 

認為創造四 P 可涵蓋創造力的定義：創造者、創

造歷程、創造產品、創造環境。 
Torrance 
(1974) 

認為界定創造力，大多經由創造者、過程、環境、

產品的角度來看。 
Simonton 
(1990) 

認為創造力至少包含四要素：創造的個人、創造

的過程、創造的產出、創造的情境。 

 
 
四要

素者 

陳昭儀 
（1996） 

認為研究創造力可朝創造者的人格特質、創造動

機、創造歷程、創造結果來探討其內涵。 
Sternberg 
& Lubart 
(1991) 

創造力投資理論，認為智力過程、知識、認知風

格、人格特質、動機、環境六種投入資源及相互

作用影響創造力，經創造力的運作過程，由這六

種不同程度的創造基本資源相互結合，構成若干

不同領域的創造能力；這些能力透過創造性組合

技術，將相應領域的創造性觀念組合；再將此觀

念變程可供評價的創造性產品。 

統合

說 

毛連塭 
（1989） 

指出人類的創造力和智力一樣，潛藏在大腦中，

藉大腦的成長發展和環境適當的刺激，可像智力

一樣發展。在創造的因素中包括一些內外在因

素：創造的潛能、創造的動機、創造者的人格特

質、創造者所需的創造思考技能、創造行為、創

造品與創造的環境。 
（引自張志豪，2000） 

 
因此綜合學者對創造力的內涵探討，創造力是一種能力，也是一

種歷程，它跟個人的人格特質與支持性的環境有關，我們可從創造者

的行為或其作品中以客觀的標準來加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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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造力的評量 
創造力的評量自 Guilford（1950）提倡加強創造的研究後，才開

始受到廣泛的注意，但創造力的評量並非易事。Guilford 曾分別針對

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三方面提出不同的測量方法： 
(1) 在流暢力方面，最常用到的方法為單字聯想，給予學生一個單

字，例如「duck」，要他們寫出自己想到的所有意義，寫出越多，

表示其語文的流暢能力越高。 
(2) 在變通力方面，Guildford 曾編製 Unusual Uses Test，內容包括要

學生在八分鐘內列出紅磚的所有用途，以反應類別的多寡表示變

通力。 
(3) 在獨創力方面，則採用命題測驗（Plot Title Test），內容為要學生

對故事情節給予適當的題目，題目的變化越多越好。 
 

Torrance（1966）指出由於創造力的概念複雜，所以很難發展出

一套含括所有創造力特質的評量工具（陳龍安，1998）。但他仍於 1974
年編製出了一套創造思考測驗，分為圖形及語文兩類，供創造力評量

之參考，國內翻譯為「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Thinking，TTCT），分別以流暢力、變通力及獨創力三方面來

計分。其中圖形的部分包含建構圖畫、完成圖畫、線條等三種活動；

語文部分則包含發問、猜測原因、猜測結果、產品改良、不尋常用途、

不尋常的問題及只是設想等七種活動（林清華，1983）。 
 
威廉斯（Williams）認為在教學情境中，認知和情意的行為對啟

發創造潛能有重大的影響，如能配合使用評量認知和情意行為的工

具，必能瞭解學生創造力的進步情形。因此，為配合其知情互動教學

模式的實際運作，並有效評量學生行為的進步情形，乃著手設計一套

評量工具，以評量學生的創造力。國內學者林幸台與王木榮（1994）

將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修訂完成，測驗包含三種： 
（1）「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即為認知方面的創造力測驗； 
（2）「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為情意方面的評量； 
（3）「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是設計給教師或家長填

寫，以瞭解教師或家長對兒童創造力的態度。 
綜上所述，創造力雖為抽象之心理歷程，但為了瞭解創造力教學

的成效，還是需要以評量的方法與工具加以測量，以瞭解受試者在經

過創造力相關的訓練之後，創造力是否有所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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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造思考教學 
實施創造思考教學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具有創造性思考的態度

和能力，而重點是在老師理解創造思考的理念後，如何利用有效的教

學策略和活動設計，以促進學生的創造思考。換言之，創造思考教學

乃是利用創造思考的策略，配合課程，讓學生有應用想像力的機會，

以培養學生流暢、變通、獨創及精進的思考能力。而教師在生動的教

學中也能享受到快樂、充實與成就（張世彗，1988；李光烈，2000）。 
Williams（1972）指出，人人都有創造潛能，個別差異只是量的

大小不同而已，但是創造能力表現的高低，受後天環境與教育之影響

不小。陳英豪等（1994）提及威廉斯（Williams）曾為小學培養創造

思考，提供一種三度空間的「知情交互作用」教學模式。這是一種教

師透過課程內容，運用啟發創造思考的策略，以增進學生創造行為的

教學模式，包含三個層面-課程、教學方法、學生行為。 
z�第一層面課程：包含各教學科目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美

術等。 
z�第二層面教學方法：包含十八點教學策略 
（1）矛盾法：發現一般觀念未必完全正確；發現各種自相對立的陳

述或現象。 
（2）歸因法：發現事物的屬性；指出約定俗成的象徵或意義；發現

特質並予以歸類。 
（3）類比法：比較類似的各種情況；發現事物間的相似處；將某事

物與另一事物做適當的比喻。 
（4）辨別法：發現知識領域不足的空隙或缺陷；尋覓各種訊息中遺

落的環節；發現知識中未知的部分。 
（5）激發法：多方面追求各項事物的新意義；引發探索知識的動機；

探索並發現新知或新發明。 
（6）變異法：演示事物的動態本質；提供各種選擇、修正及替代的

機會。 
（7）習慣改變法：確定習慣思想的作用；改變功能固著的觀念及方

式，增進對事物的敏感性。 
（8）重組法：將一種新的結構重新改組；創立一種新的結構；在凌

亂無序的情況發現組織並提出新的處理方法。 
（9）探索法：探求前人處理事物的方式（歷史研究法）；確立新事

物的地位與意義（描述研究法）；建立實驗的情境，

並觀察藉果（實驗研究法）。 
（10）容忍曖昧法：提供各種困擾、懸疑或具有挑戰性的情境，讓學

生思考；提出各種開放而不一定有固定結局的情境，

鼓勵學生擴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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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直觀表達法：學習透過感官對事物的感覺，來表達感情的技巧；

啟發對事物直覺的敏感性。 
（12）發展法：從錯誤或失敗中獲得學習；在工作中積極的發展而非

被動的適應；引導發展多種選擇性或可能性。 
（13）創造過程分析法：分析傑出而富有創造力人物的特質，以學習

洞察、發明、精密思慮及解決問題過程。 
（14）評鑑法：根據事物的結果及含義來決定其可能性；檢查或驗證

原先對事物的猜測是否正確。 
（15）創造的閱讀技巧：培養運用由閱讀中所獲得知識的心智能力；

學習從閱讀中產生新觀念。 
（16）創造的傾聽技巧：學習從傾聽中產生新觀念的技巧；傾聽由一

事物導致另一事物的訊息。 
（17）創造的寫作技巧：學習由寫作來溝通觀念的技巧；學習從寫作

中產生新觀念的技巧。 
（18）視像法：以具體的方式來表達各種觀念；具體說明思想和表達

情感；透過圖解來描述經驗。 
z�第三層面學生行為：包含認知及情意兩部份 
a. 認知部份 
（1）流暢力：量的擴充、思路的流利、反應數目的多寡。  
（2）變通力：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移轉別的能力、富有變化的思

路。 
（3）獨創力：以新奇而獨特的方式思考。 
（4）精密力：能夠修飾觀念、擴展簡單的主意或反應使其更完美、

引申事物或看法。 
b. 情意部份 
（1）好奇性:富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2）想像力:能夠超越感官及現實的界線。 
（3）冒險性:敢於猜測、勇於面對失敗或批評。 
（4）挑戰性:找尋各種可能性、能夠自雜亂中理出秩序。 

 
陳龍安（1999）將創造思考教學的策略歸類有 1.腦力激盪。2.筆

記式腦力激盪法。3.卡片式腦力激盪法。4. 六三五法。5.六 W 討論

法。6.屬性列舉法、缺點列舉、希望列舉。7.分合法。8.目錄檢查法。

9.檢核表法。 
 

二、網路遊戲的相關特性及分類 
1.網路遊戲的定義和特性 

由於網際網路發展愈來愈趨健全，原本僅能在單機個人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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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遊戲軟體，現在藉寬頻網路的高速傳輸而能在網路上進行的

遊戲，都叫網路遊戲；無論兩人、四人、八人、十六人，甚至於數

萬人同時進行的遊戲，只要是透過網路進行的，通稱為網路遊戲林

義傑（2002）。因此所謂的網路遊戲是指能透過網路在個人電腦上

執行的遊戲軟體。 
網路遊戲特性除具有電腦遊戲的特性如目標、遊戲需有一定規

則、競爭性、挑戰與策略、技巧、好奇心、安全性、娛樂性之外，

還多了同步即時的特性。 
而網路遊戲本身即具有好奇性、想像力、冒險性、挑戰性、競

爭性、同步及時性這些特點，也因具有這些特性，才能不斷的吸引

玩者參與這些網路遊戲，且這些特性亦與威廉斯「知情交互作用」

教學模式中創造者的情意四項意函相符，這對採用網路遊戲來教學

的方式提供了相當大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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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模式的建立 
1.模式設計 

網路遊戲教學模式的設計，係依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課程綱

要，參酌威廉斯的創造力意涵與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研究，並以網

路遊戲的方式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材自行編擬呈現出來，在評

量上則選用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作為受試者創造力的評量工具，以測量

受試者在經過研究者網路遊戲教學教材之後，其流暢力、變通力、獨

創力、精密力方面之創造能力有無正向的提昇。如圖一所示。遊戲內

容的設計，除兼顧教材的學習目標之外，並能將創造力的意涵融入其

中，使學童在嘗試操弄這些網路遊戲的過程時，無形之中能對其創造

力有所幫助。 
 

 
 

    圖一 模式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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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遊戲教學內容 
針對網路遊戲活動內容，說明如下： 

（1）設計理念 
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課程強調由活動中學習，且能將

所學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本研究所設計的「家電用品與用電安

全」單元，如圖三所示。希望學童能快樂的在網路遊戲中學習，並在

網路遊戲活動中培養創造力。 
 

 
 

    圖二 遊戲教材內容架構圖 
 
 

（2）網路遊戲教學模式的教材設計 
「家電用品與用電安全」單元之下再分成四個子單元，如表一所

列，每個子單元有其對應的網路遊戲，遊戲的型態及玩法配合其所採

用的方法，來培養學童的創造力（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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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遊戲、子單元、方法與科技創造力的關係表 
網路遊戲 子單元 策略方法 科技創造力的培養 
分類遊戲 家電的基本

構造和功用 
 

屬性列舉

法、變異法、

歸因法 

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拼圖遊戲 認識家電的

使用說明書

和維護 

重組法 流暢力、變通力。 

辨認遊戲 電線安全及

避免觸電 
評鑑法 流暢力、精密力。 

配對遊戲 節約用電 評鑑法 流暢力、精密力。 
 
在設計網路遊戲時，則針對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力搭

配相關的策略方法，如屬性列舉法、變異法、歸因法、重組法、評鑑

法，其關係分述如下（表二）： 
 

表二 策略方法與創造力意涵的對應關係表 
  策略方法 
 
科技 
創造力 
的意涵 

屬性列舉

法（列舉事

物的各種屬

性如形狀，顏

色、用途、大

小等等。） 

變異法 
（提供各種

選擇、修正及

替代的機會）

歸因法 
（發現特質

並予以歸

類。發現事物

間的相似處） 

重組法 
（在凌亂無

序的情況發

現組織並提

出新的處理

方法） 

評鑑法 
（檢查或驗

證原先對事

物的猜測是

否正確） 

流暢力 
（量的擴

充、思路的流

利、反應數目

的多寡） 

分類遊戲讓

玩者不斷思

考嚐試列舉

事物的屬

性。 

  拼圖遊戲在

操弄的過程

中活絡思路

的流利。 

配對及辨認

遊戲在操弄

的過程中活

絡思路的流

利。 

變通力 
（提出各種

不同的意

見、移轉別的

能力、富有變

化的思路） 

 分類遊戲裡

提出各種不

同的分類標

準，增強變化

的思路。 

分類遊戲中

發現事物間

的相似處找

出各種不同

的分類標

準，增強變化

的思路。 

拼圖遊戲思

考各種可能

的組合方

式，讓思路富

有變化。 

 

獨創力 
（以新奇而

獨特的方式

思考） 

 分類遊戲讓

玩者呈現新

奇而獨特的

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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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力 
（能夠修飾

觀念、擴展簡

單的主意或

反應使其更

完美、引申事

物或看法） 

    配對遊戲、辨

認遊戲，修飾

舊有不正確

觀念、擴展簡

單的主意或

反應使其更

完美 
 
以下即針對每個網路遊戲的內容設計綱要分述如下： 

 
遊戲一：分類遊戲 
z�畫面情境：玩者進入分類遊戲畫面，可選取一角色例如布丁狗，

然後在畫面中與預設的電腦人物作接觸及交談，畫面中的人物即

會告知說明如何進行此關遊戲，以便玩者知道如何進行遊戲的玩

法。瞭解之後即進入第 1 關關卡： 
1.第 1 關卡畫面會先顯示分類的標準，如構造中的壓縮機、電動機、

螢幕等；功能中的遙控器、定時裝置等；外型的樣式是長方體、

圓形等；材料是鐵製、不銹鋼、塑膠等。但每次只呈現一個標準，

讓玩者將畫面中的電器依照所顯示的標準分類成兩堆，分類完成

則得到某一積分。 
2.第 2 關卡畫面則呈現兩堆家電，而由玩者填答是依據何種標準來

分類？ 
3.第 3 關畫面則呈現一堆家電，由玩者自訂分類標準將其分成二堆。

分類的標準數量（需合理）愈多得分愈高，但因為是開放的性質，

所以需要先預測，以便掌握學童想到哪些分類的標準。 
z�教學策略：屬性列舉法、變異法、歸因法。 
z�創造力的培養：讓學生對家電用品的構造和功能更加的瞭解，在

遊戲過程中能讓思路更加流利，能列舉出多種分類的方法。啟發

獨創性的思考，讓學生自己找出特點自行分類，以增進學生的流

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遊戲二：拼圖遊戲 
z�畫面情境：遊戲玩法說明與遊戲一同，拼圖的畫面以各種家電的

說明書為主。關卡的難易可由分割的塊數和完成的時間來決定。 
z�教學策略：重組法。 
z�創造力的培養：藉由拼圖的過程培養學童思路的流利，不斷的嚐

試變化，熟悉說明書及保證書的內容。 
遊戲三：辨認遊戲 
z�畫面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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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玩法說明與遊戲一同，畫面呈現出多處用電安全錯誤的地方，

玩者須在時間限制內指出該畫面所有錯誤的地方，始可通過該關

卡。每層關卡背景地方不同，錯誤之處也隨著關卡不同而增多（思

考的流暢力），以增加挑戰性。 
所設計錯誤處，數量必須夠多，如此才能讓玩者每次進入畫面而呈

現不同的錯誤之處。而錯誤的地方可從材料的應用、使用的方式、

電線的粗細、極性等考量，範圍涵蓋愈廣愈好。另答錯時可提供正

確的答案。 
z�教學策略：評鑑法。 
z�創造力的培養：培養學生正確的用電安全知識，了解各種不當的

用電情形，不斷的嚐試找出錯誤的地方，建立正確的觀念，確保

電器的正常使用及安全。 
遊戲四：配對遊戲 
z�畫面情境：遊戲玩法說明與遊戲一同，畫面呈現 16 張撲克牌，

每二張相同內容為一對，撲克牌背面的內容均為如何節約用電的

方法，玩者須在時間限制內找出所有成對的撲克牌。關卡的難易

可由撲克牌的張數和時間來界定。 
z�教學策略：評鑑法。 
z�創造力的培養：培養學生能了解如何節約用電，珍惜資源，確立

應有的觀念，或修正舊有的錯誤的觀念，並啟發多思考如何應用

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3）以 Flash 製作網路遊戲 

依據網路遊戲教學方法所設計的子單元內容，以 Flash 將每個遊

戲製作出來，並將整套網路遊戲放在學校的伺服器上，以利師生的教

學與學習。 
 

 
肆、結論及未來作法 

九年一貫新課程的實施，強調要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如果能

透過適當的選用，並在使用時間、環境設計、以及軟體選擇上，以符

合學童的需求為基本前提加以篩選設計，應能成為學生成長學習及發

展的正向助力，因此藉由此教學模式的建立，即希望嘗試驗證網路遊

戲對國小學童的創造能力具有助益。 
未來作法則將此用 Flash 所製作具有創造力的網路遊戲，即創造

思考教學策略結合網路遊戲的特性，形成一網路遊戲教學的模式，進

行實驗教學，並與傳統教學方法作一比較，實際驗證此一教學模式能

提昇國小學童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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ழਢܡवሐᖂࠄչᏖΛᖂسਢܡवሐ۶شጟֱऄၞࠐ۩ᖂΛۖඒஃڇඒ

ᖂֱ૿ࢬࣹრऱਢ۶ڕലᖂسᖂᖵ࿓խऱ᧢ႈᔞᅝऱቤΕ൳ࠫΕጥ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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ૠנլٵऱᑓิאᔞᚨլٵᖂ౨ԺऱᖂسΖቹ 1 ᑓิ֏ඒᖂᖂऱഗءᑓ

 Ζڤ

 
ᑓิ֏ඒᖂऱࡳᆠΚආشᑓิցऱඒᖂֱڤΔۖᑓิցਢਐԫଡᗑم

ऱցΔᔞ࣍ٽଡԳࢨਢቸ᧯ၞࠐ۩ᖂΔࠉ۞աऱᖂ౨Ժፖຒ৫Δᙇᖗֺለ

ᦟऱց٣ၞ۩ᖂΔۖലຍࠄցิٽದګࠐԫิඒᖂփොΔזאױܛ।

 Ζ(ནΔ1993ޕ)౨ݾवᢝፖڶࢬᖂऱࢬ

 

ԲΕ ᑓิ֏ඒᖂհ࿇୶હན 

ऱؾᄐಝᒭᖲዌխΔࠡݾڇشอ֏ඒᖂᐖߓՕᖏழΔڻԲڇ    

ءᑑؾψנ༽Δ֨ᖂ୮Ո؆Δٽലᓵፖኔ೭چอߓڶᇷᄭፖߛ൳ࠫඒڇ

อߓᑑᄷΙۖᑓิ֏ඒᖂ༉ਢലψؾቃऱאΔԫ֊ऱඒᖂઃڤωऱᖂֱۯ

֏ඒᖂωፖψؾᑑۯءωᚨ࣍شψسขᒵωऱᨠ࢚խΔᑓิ֏ඒᖂթటנچإ

ഏխၸࠐڣભഏ२ګΖۖᑓิ֏ඒᖂբ(ནΔ1993ޕ)խߛඒ֗אᄐٞڇ

ઝݾඒߛᓰ࿓ऱႨհԫ(ޕၼฐΔ1994)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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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ᑓิ֏ඒᖂऱ࿇୶ፖኔਜ 

 
ԫΕ ᑓิ֏ඒᖂऱิګై 

    ᑓิඒᖂਢԫጟցඒᖂΔ،ፖցඒᖂԫᑌܶץԫଡݙᖞऱඒᖂ೯

ૠΔᇡาנ٨ඒᖂؾᑑΕඒޗփ୲Δၞ۩ऱᖂ೯ፖඒᖂေၦΔڇࠀᖂ

೯Ղאױᨃᖂृ۞۩ᙇᖗڶᘋᔊऱ೯ፖؾᑑၞࠐ۩ᖂΖᑓิ֏ඒᖂհิګ

ైܶץ(ࣥسႚΔ1995)Κ 

1. ᄗᎅ 

Օᄗ១տฯءցऱփ୲֗אរΔᨃᖂृڶԫଡՕᄗऱᨠ࢚Δڶ࣠ڕ

ؘႊ٣ࠠໂऱ٣ໂवᢝՈᚨᇠאףڼڇᎅࣔΖ 

    ᑑؾ .2

ലءցऱඒᖂؾᑑૡࡳᄑ܂אඒᖂࠉᖕΙؾᑑܶץԫؾࢤᑑፖࣔᒔ

ࠠ᧯ऱ۩ؾᑑΖ 

3. ছྒྷ 

 ᖂऱದរΖࠡࡳၦެྒྷ࠹൷سଡᖂޢᖂհছΔ۩ၞآڇ    

4. ሒؾګᑑऱᖂ೯Κ 

ࡳ༓ጟױ۩ऱᖂ೯Δڕࠏઔᦰᓰءਬԫຝ։Δၞ۩۶ጟኔ᧭Δᒭչ

ᏖૠΖᖂאױسൕխᙇᖗΔၞ۩ᖂΖ 

5. ৵ྒྷ 

ေၦڶऱጹᇿٺڇլٵᖂ೯հ৵Δګݙਬԫ೯Δၞܛم۩ေၦΔאᦸ

࣠ګᖂऱࡳᦸ܂ေၦΔࢤႈᖂ೯հ৵Δၞ۩᜔ٺڇᖂຏመΖܡਢࡳ

ऱԫଡࠉᖕΖ 

6Εૠఄ్ᆖᛜาᆏ 

ΕಘΕݮൣ۩றΕழၴ।Εଡܑ᎖ᖄΕᛀီᖂၞޗඈΕඒᖂڜਔඒץ

ધᙕΔࠌঁאඒᖂႉၞܓ۩Ζ 

 

ԲΕᑓิ֏ඒᖂኔਜޡᨏ 

ԳᑇΕᆖسऱᑓิ֏ඒᖂհছΔඒஃ٣ಾኙඒᖂᏁΕᖂߛඒݾኔਜઝڇ

၄Ε़ၴૻࠫΔאףࠐૠፖቤΖڇඒᖂኔਜֱ૿Δຏൄۯࠟאᖂس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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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ࠉᅃᑓิցૠऱᖂழၴ(ԫࢨԲၜ)ࢨᖂسऱᖂຒ৫אףᖂΔګݙ

৵Δڇᔚང۟Հԫց(ਜᕬ䃕Δ1999Ι֧۞ Stanley,1991)Ζ 

ᑓิ֏ऱඒᖂ೯ਢאᖂسխ֨ၞࠐ۩ᖂΔൎᓳᖂس՛ิၴऱ֗א܂ٽ

ᔞࢤ֏ऱᖂΙᑓิඒᖂऱੌ࿓Δਢڜאඈఄ్ᆖᛜาᆏ֗ದរ۩ေ۷܂ၲ

ᑑؾᖕඒᖂছऱඒᖂࠉΔૉ౨ຏመছྒྷΔঞၞԵᇠցᑓิၞ۩ඒᖂ೯Δ٦ࡨ

ኔਜေၦΙૉ౨ຏመᜎᖂؾᑑΔঞ༉ၞԵՀԫᑓิၞ۩ᄅऱᖂ(མഏពΕ֮ۂ

ሰΔ1998)Ζቹ 2 ᑓิඒᖂऱੌ࿓ΔᎅࣔԱᑓิ֏ඒᖂऱኔਜޡᨏፖመ࿓Ζ 

ਜᕬ䃕(1997)མലኔਜᑓิ֏ඒᖂऱመ࿓ٽᇞެംᠲऱᄗ࢚Δ։Հ٨ն

ଡޡᨏΚ 

1. ᎁᢝࢬᙇᖗऱᑓิΔޣᖂृ٣ԱᇞࠡࢬᙇᖗऱᑓิցΔࠡ֗אցࢬ

ሒګऱඒᖂؾᑑΕࢬᏁޗறΕࢬᏁऱݾΖ 

2. ᠖ംᠲΔᖂسലޡᨏԫࢬขسऱംᠲࠠ᧯ᐊՀΖ 

3. ᔹᦰࢬᏁᇷᄭ֧ᖄΔඒஃ៶ܗ᎖طᇷற۞۩࿇୶ᑓิऱඒޗցਐ֧طࢨ՛

ิ۞۩༈ބΙඒஃᖜٚ᎖ᖄृऱۥߡΔ֧ᖄᖂسലംᠲᇞެΖ 

4. ᖂၞس۩೯ΔޡڼڇᨏխΔᖂسലګݙױᑓิඒᖂ೯Ζ 

5. ေᦸፖಘᓵΔᖂױس༉ֺאף࣠ګለಘᓵΔඒஃՈ֧אױᖄᖂسಘᓵ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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ԿΕ ᑓิ֏ඒᖂऱໂ 

   ᑓิ֏ඒᖂऱഗءՂਢԫଡଡऱցඒᖂΔۖᑓิᖂऱໂਢطڍඒᖂ

ޗᏁऱ࿏᧯ፖࢬᖂ֗אԱᐖऑऱ᧯ΕᇷᄭܶץٙิࠄΖຍګዌࢬᖂิٙࢨ

றΖאഏ؆ࠐᎅΔՕڍਢऴ൷ٻ፹ທᐗ၇ᖞऱᑓิໂΔױאࢬ౨ԫၴ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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ᖞऱඒݙܶץԫଡᑓิ݁ޢᖂृᖂΔࠎᑓิໂΔڍԱৰܶץඒᇙ૿ݾ

ຍشΖቝՕၦሎݧᔞᅝऱᖂᒤፖႉ۩ၞسඈᖂڜঞਢ܂ΕඒࠠΔඒஃऱՠޗ

ጟඒᖂᑓิऱઝݾඒ༉ڕԫၴઝݾऱಝᒭխ Δ֨ᖂسᖙش܂ऱᖲࠠਢோ

ՂীΔᖂ೯ՈൄᏁᖞٽઝᖂΕᑇᖂवᢝ(ޕၼฐΔ2001)Ζ 

   ີႉᐝΰ2001αᎁᑓิ֏ऱඒᖂໂڇඒᖂՂࠠڶՀ٨ۥΚ 

1. ᑓิ֏ඒᖂໂೈࠠໂඒᖂ᧯ऱפ౨Δܗ࠰ױඒஃඒᖂΔࠌᖂ࣐࣍ޓسԱ

ᇞᖂփ୲؆Δ܂אױࠀᖂس೯֫ᖙ܂ऱᖂᇷᄭΔۖ౨ᖿ࿇ᖂسऱᖂ

೯ᖲΖ 

2. ᑓิ֏ඒᖂໂױᨃᖂࠉسᅃࠡլٵऱ౨Ժࢨຒ৫ၞ۩ᖂΖ 

3. ᑓิ֏ऱඒᖂໂਢאᖂس᧯Δݺ۞شܓवᢝፖᆖ᧭װ೯֫ᖙ܂Δא৬

ዌࢬᖂऱवᢝΖ 

4. ᑓิ֏ऱඒᖂໂڍࠎ༽ױጟڤݮऱඒᖂ೯Δೈิᇘ܂ᄐΕᎁवᄗ࢚ऱᖂ

հ؆Δ܂ױࠀኔ᧭Ε൶հشΔ۟ᝫ౨ൕխၞ۩໌რૠऱ೯Ζ 

ᑓิ֏ऱඒᖂໂለᖲ೯ࢤΔאױᙟழᓳᖞΔࠡאࢬኙઝݾඒࠐߛᎅࠡڶ

ᚥܗΖڇഏ؆Δԫࠄᑓิऱ፹ທڇᑓิໂऱၲ࿇ՂբᆖઌᅝݙΔ܀ਢڇഏ

փΔսᚨᗨᄕၲ࿇ءՒ֏ΕᔞݺٽഏഏൣऱᑓิඒᖂໂΔڼڕթ౨ᐖऑᚨڇش

ඒߛፖ୮அխشࠌΖ 

 

ᆥΕᑓิ֏ඒᖂऱᚌរ 

 

Obermier(1994)མ༼נᑓิ֏ඒᖂऱᚌរΔ౿։ᖂسፖඒஃֱࠟ૿אףඖ

૪ڕՀΚ 

ԫΕڇᖂ૿ֱس 

 ᖂΖچ೯سᖂࠌऱᘋᔊΔسᖂխ֨Δለ౨֧࿇ᖂسᖂא .1

ᨠشუऱᖂመ࿓ᚨֺࡉᑓิցऱᖂΔᆖመΕᦫΕᎅΕط៶ .2

ኘࡉᝑ૪ऱᖂΔޓ౨༼ᖂسऱᖂய࣠Ζ 

3. ᖂس౨ڇழၴփᇢ൶ٺጟլٵઝݾᏆփොऱᑓ Δิࠀ౨ᏺၞᖂسس

ෑᎁवऱפ౨Ζ 

4. ᖂڇسኙᑓิց۞֧ݺᖄऱᖂመ࿓խለ౨࿇୶ംᠲᇞެ֗໌ທ৸

 ౨ԺΖ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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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ଡܑ֏ऱᔞࢤᖂ؆Δאױࡸ՛ิ܂ٽᖂऱֱڤΔআၞ܂ٽऱᆢࢤ

ᖂΖ 

6. ኙ֟࣍ᑇᖂسऱܑᖂൣउΔඒஃࠉױଡܑᏁᙇᖗᔞٽऱᑓิ

ցΔࢨᓳᖞࠡᖂऱփ୲ޣΖ 

ԲΕڇඒஃֱ૿ 

 Ζ࣐൳ࠫ୲ݧᖂᑓิցΔඒஃఄ఼్ڇઃسᖂڂ .1

2. ᑓิඒޗऱᐘࢤ᧢֏ՕΔඒஃࠉױඒᖂᏁΕᖂس࿓৫Εᆖ၄ૻࠫڂ

ైᐘࢤቤլٵऱᑓิցΔאሒඒᖂؾऱΖ 

3. ༉९ཚࠐᎅΔᑓิ֏ඒᖂඒޗऱދᇷֺءګႚอڤඒ܅ޗΰޕནΔ

1993αΖ 

4. ᙟઝݾऱၞޡፖ᧢ᔢΔᑓิ֏ඒᖂऱඒޗໂױᙟழᓳᖞፖޓᄅΖ 

 

Bender ᎁᑓิ֏հඒᖂᑓאڶࠠڤՀ༓ႈᚌរ(֧۞്د՞Δ1994)Κ 

1. ᖂسᆖطլٵᑓิհᖂᖵ࿓Δࡉאױᄅऱّ۴ٵ٥ᖂΰڂޢଡ

ᑓิຏൄਢא 1Д2 ܂ٽܗ࿇୶յسᖂࠎ༽ڼ៶ᖂαΔ۩ၞسᖂۯ

հݾ౨ΖངߢհΔೈԱଡܑհᔞࢤᖂ؆Δ܂ٽאױࡸᖂֱڤΔᏺၞ

ᆢࢤհᖂΖ 

2. ආڍشጟᖂᑓڤΔࠌᖂسᑵᒭψᖂऱֱऄωΔאየߩᖂسᐖऑऱᖂ

ᏁޣΖ٦ृΔ࣍طᖂس౨ڇழၴփᇢ൶լٵઝݾᏆऱᑓิΔലױ

ᏺၞࠡኙᖞ᧯ઝݾհᎁवፖԱᇞΔኙسෑᎁवٍ༼ࠎլ՛ܗఛΖ 

سছഏխؾψ೯֫ωऱᖲᄎΖسᖂࠎ༽ໂݾጟሽᆰຌ᧯֗ઝڍشܓ .3

ઝݾᓰ࿓խऱኔ܂೯۾៱ࠉᖞ᧯ඒᖂऱ 75иΔឈྥ،ထૹऱਢઝ

ݾ౨ωᖂΔྥۖຘመਬႈઝݾՠᢌࣹૹψאۿհᖂΔլ࢚ᄗݾ

೯ࢨ೯֫ऱᆖ᧭ࠐᨃᖂسᎁᢝΕ᧯᧭ઝݾΔٍਢઝݾඒࢬߛൎᓳऱૹ

រΖ 

4. ྇᎘ඒஃඒᖂᚘԺΔࠌඒஃߩךޓڶऱጲԺൕၞࠃԫޡհਐᖄΔ֗אየ

 ൳ࠫΖ࣐࣍אඒጥՂՈለڇΔ؆ڼଡܑऱᏁΖسᖂߩ

Obermier(1994)ᎁᑓิ֏ඒᖂឈڶՂ૪ڍऱᚌរΔ܀Ոڶ؈հΔ౿

 ՀΚڕ٨

1. ᑓิ֏ໂॣཚक़၄ՕΔᏁለڍऱᆖ၄Ι৵ᤉऱፂঅᕆຟᏁक़၄



ʳעִߛඒݾઝ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ʳ ԲϤϤԿڣʳԿԼք࠴ʳรԲཚ 

 60

ለڍऱ֨ԺΖ 

2. ඒஃᏁಝᒭհ؆Δႊक़၄ழၴᄷໂᑓิցඒޗΖ 

3. ᑓิ֏ඒᖂࣹૹ۞ᖂࢤᖄٻΔࠄڶ܀ᖂسথױ౨Ꮑለڍऱਐᖄࢨլᣋ

 რΛءጟඒᖂऱڼװ؈ܡਢڼڕ೯ᗨᄕၞ۩ᖂΔ

4. ኔਜᑓิ֏ඒᖂΔඒஃլ࣐ኙᖂၞس۩ေၦΰམഏពΕ֮ۂሰΔ1998αΖ 

ᑓิ֏ඒᖂໂؾছߓઝݾඒߛऱੌໂΖ౿ലᑓิ֏ඒᖂໂኙઝݾඒ

 ሰΔ1998αΚ֮ۂՀΰམഏពΕڕຫ૪ڤऱᐙ֗ࠡංᐖֱߛ

ԫΕڇᖂփ୲ֱ૿ 

ᑓิ֏ඒᖂໂऱψࠠ᧯ωኔढط៶سփ୲Κᖂݾऱઝွࢼᖂ࣍ܗڶ .1

 ऱᖂΖ࢚ᎁवፖᄗݾኙઝ࣍ܗڶΔ࢚ωऱᄗွࢼᖂΔ٦֧ᖄ۟ψࠐ

2. ᏺၞኙઝݾᖞ᧯ᄗࢤ࢚ऱᖂΚطցڤऱᑓิዌᜤګለՕऱݙᖞ

 ԱᖂऱᖲᄎΖࠎ༽ऱᖞ᧯ਮዌ༉ݾΔᏺၞኙઝٽิ

ՠࠠ֫شࠌڇழၴڍլᏁ၄ለسᖂ࣍طᖂऱփ୲Κسૹᖂףףױ .3

Ղ૿ΔۖڇழၴփګݙױլٵઝݾᏆऱᑓิิګٽΔਚઊՀऱ

ழၴΔױឩ୶ፖ֏ᖂऱփොΖ 

4. ለᔞ࣍ش೯ԺΕሎᙁΕᛜ৬֗ࠡ൳ࠫփ୲Κᑓิ֏ඒᖂໂለլᔞش

൳ࠫΔ༉شኙ೯ԺΕᛜ৬֗ࠡሽᆰᚨ܀փොΔݾᖂႚᐾΕ౨ᄭઝ࣍

ለᔞشΖ 

5. ᏺףᖂسᦸᓾΕޅေऱ౨ԺΚᖂګݙڇسᑓิᖂ৵ױຘመ֨࿇।Ε

ઌյေ۷ᖲᄎΔאᏺףᖂسኙઝݾ࢚૪֗אઝګݾऱྒྷᇢΕᦸ

ᓾΕ֘ઊΕ৸ەፖܒޅ౨ԺΖ 

ԲΕڇᖂฃֱ૿ 

1. ౨ᏺף೯֫ऱᖲᄎΚᖂس៶ထ֫אᖙ܂ऱֱڤ౨ᘣߪ᧯᧭೯֫ऱᑗ

ᔊΖ 

2. ለ౨࿇୶໌ທ৸ەፖംᠲᇞެऱ౨ԺΚᖂڇسᗨֵᑓิᖂխΔױ៶۞

Δૉඒஃ֧ᖄ؆ڼ೯ᖂ౨ԺΙრඔ࿇ऱ໌سᖄऱᖂመ࿓Δข֧ݺ

 ࿇୶ࠡംᠲᇞެऱ౨ԺΖױΔՈֱڶ

3. ࣹૹ༅ඒ࣍ᑗऱᖂฃΚᖂسᖂઝݾऱ່ࣷړਢ༭ஙऱΔۖᑓิ

ᖂܛਢאᔊ࠺ऱֱڤΔࠐᏺףᖂسऱᖂய࣠Ζ 

4. ៶ШംШუШΔאᏺףᖂऱய Κ࣠ႚอऱඒᖂࣹૹᦫᝑΕقᒤ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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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ኧࢍኔਜᑓิᗨֵඒᖂΔᚨڼ៶ױൎംΕ৸ەΕኔ܂ऱפ౨Δאൎ

֏ᖂऱய࣠Ζ 

ԿΕڇଫଡܑฆፖᆢ૿ֱࢤ 

1. ࣹૹᖂسխ֨ऱᖂΚطႚอאඒஃխ֨ऱඒᖂ᠏᧢אᖂسխ

֨ऱᖂΔለ౨ഛᕆᖂس۞೯۞࿇೯ᖂऱᘋᔊፖክΖ 

2. ൎᓳᔞࢤऱඒᖂΚ౨ᔞᚨᖂسऱଡܑฆΔٍطױܛᖂسᙇᖗլٵ࿓৫

ऱᑓิፖᖂᑓၞڤ۩ᖂΔא࿇ཀଡԳऱᑨ౨Ζ 

3. ౨আၞ܂ٽᖂΚױආش՛ิ܂ٽᖂऱֱڤΔאᏺൎᖂسႃ৸ᐖఛΕ

ᆰԺᖿᛯऱ܂ٽᖂΖ 

4. ౨ᏺףᘣტൣΚױຘመᘣԫದ೯ԫದิٽऱֱڤΔ៶ࢮא२ᘣ

ᣂএΖ 

Εڇໂሎ૿ֱش 

1. ᑓᚵ֏ऱඒᖂໂለઊᙒΚ֠ࠡؾছݾڇೃீ၇Օऱኔΰ᧭α

ໂΔ೯᎗ᏁՂۍᆄᆖ၄Δۖഏխ՛ՈᑇԼᆄցΔڕվᏁᑇᆄց༉ױ

 ၇ࠩᑓᚵ֏ऱᑓิ֏ඒᖂໂΖא

2. ᏺףໂऱᖲ೯ࢤΚڂᑓิ֏ඒᖂໂ᧯ᗨ՛Δၴ़۾ࢬլቝՕᖲᕴ

ໂၴ़۾Δࠡᖲ೯ᓳᖞࢤՕΔױᙟழᏺΖ 

3. ᥋ֱঁΚٺ࣍طֆנऱᑓิ֏ඒᖂໂ݁אฏᇘΔ֫ڶ༼

Δ࣍ܓڶ᥋ፖشࠌΖ 

౨ױრ؆႞୭ऱڶ՛ऱՠࠠԫᑌΔࠠࢨՕऱᖲᕴشࠌᔾΚլቝױ٤ڜ .4

 ৰΖࢤ٤ڜΔਚࠡࢤ

 

ጵאٽՂٺ୮ߢࢬΔݺଚאױ࿇ᑓิ֏ඒᖂፖႚอඒᖂֺለದࠐΔࠡ۾ऱ

ᚌႨڶΚ 

1. ᖂسᖂ೯ᖲለൎΖ 

2. ᔞٽ࿇୶܂ٽᖂΖ 

3. ฤٽଡܑ֏ᔞࢤඒᖂऱጲళΖ 

4. ᔞٽჸംᠲᇞެඒᖂᑓڤΖ 

5. ᔞٽჸ໌ທ৸ەඒᖂᑓڤΖ 

6. ለ౨ಝᒭᖂسᦸᓾ౨Ժ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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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ඒᖂໂᖲ೯ࢤለՕΖ 

8. ฤٽᆖᛎঞΖ 

ઌኙא࣍ՂڍऱᚌរΔᑓิ֏ඒᖂՈڶԫࠄլױᝩ܍ऱរؘᏁࣹრΔ

ছ૿റ୮٨ࢬऱរࠡኔຟਢࣚ܌אױऱΔڕࠏΚᑓิ֏ໂॣཚक़၄ՕΔ܀ਢ

ڣޢࠐԫڼڕආΔڣᐞດەאױΔீֱࢤፖᐘࢤᑓิ֏ඒᖂໂऱᖲ೯א

Ꮑᒳ٨՛ቃጩױܛດޡ৬ዌᑓิ֏ඒΔઌለא࣍ऱՕၦආթ౨৬ዌࠐנ

ऱՠᢌඒໂΔᑓิ֏ඒᖂऱޓ౨ڇࠡ᧩סᆖ၄ᐘࢤՂऱᚌរΖ؆ᣂ࣍ᖜ֨

ᑓิ֏ඒᖂࣹૹ۞ᖂࢤᖄٻΔᖂױس౨Ꮑለڍऱਐᖄࢨլᣋ೯ᗨᄕၞ۩ᖂ

Ζຍԫֱ૿ऱംᠲΔࠡኔਢאױᔾಝᒭሒࠩऱΔۖᄅધൎᓳऱਢ໌ທ৸ە

ፖംᠲᇞެऱᣂ౨ԺΔૉլ֗ڰಝᒭᖂس೯ᖂऱክΔ߷הଚႨؘྤऄ૿

ኙࠐآऱਗᖏΖ؆ᣂ࣍ඒஃߪءऱ౨ԺംᠲΔଡԳᎁڇषᄎՂנᔆጊඒ

റᄐᝨᓵऱᅝՀΔඒஃଚޓᇠܘԺףൎߪءऱᓰ࿓ቤ౨Ժፖඒޗૠ౨ԺΔ୶

נඒᖂറᄐΖഗڼ࣍Δᑓิ֏ඒᖂঁਢඒஃଚԫ୶९թऱ່ܓࠋᕴΔࠡڶޓං

ᐖऱᏝଖڇࢬΖڣԫᓰ࿓ޏൎᓳڍցေၦΔᑓิ֏ඒᖂլ٦ওૻ࣍

ױվբڕᜯऱጟጟរΔ૿װႨΖመޏߛඒٽإΔՈڤႚอေၦֱࢨ᧭ྒྷ

ԫԫࣚ܌Δٲᖲܛਢ᠏ᖲΔ֘ۖסޓ᧩࿇୶ᑓิ֏ඒᖂऱᚌႨΖ 

 

ٔΕױ౨ऱംᠲፖ৬ᤜ 

ឈྥᑓิ֏ඒᖂڶڍऱᚌរΔڕ܀ݺ࣍ഏسઝݾᓰ࿓խං۩Δਢܡᔞ

  Հΰਜᕬ䃕Δ1997αΚڕലࠡᄎᔡሖࠩऱംᠲΔ։࣫ᎅࣔΛش

1. ࿇୶ᑓิॣཚࢬᏁऱԳԺΕತԺڍΔᇠ۶طދࠐۯᇷ࿇୶Λኙᑓิ

֏ඒᖂऱං೯ڶऴ൷ऱᐙΖ 

ڕऱᑓิ֏ඒᖂΔ֗ඒஃڤᄅ࠹ᄅऱრᣋ൷ޣڶܡඒஃֱ૿Δඒஃਢڇ .2

౨൷࠹ᑓิ֏ඒᖂΔਢڶܡ౨ԺٚΛࢨႊ٦ಝᒭംᠲຟᏁᐉშေ

۷Ζ 

3. ۩ਙऱٽ৫ΔԫጟᄅऱඒᖂኔਜפګΔࠡխԫႈؘໂයٙܛڶய

ऱ۩ਙ᧯֭֗ߓགߓอΰࣥسႚΔ1995αΔ܀ኙբݮګऱ۩ਙ᧯ߢۖߓΔ

הޣଚޏ᧢ΔຏൄᄎڶॴԺขسΖຍՈਢڇኔਜඒߛᄅছΔؘף٣

 ᇞऱΖ֏א

࿇୶რٽᐞᐗऱە౨Ꮑױ࿇୶ΔঞٽᐗطᏁڕᑓิໂֱ૿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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ᣋΛڕᐗ۞۩࿇୶ᔭഇΔਢإࠠܡᒔऱઝݾඒߛᄗࠐ࢚࿇୶ᔞٽऱ

ᑓิΛ 

    ছ૿բಘᓵመᑓิ֏ඒᖂऱᚌរΔ٦ಘᓵኔᎾՂݺڇഏسઝݾᓰ࿓խං

۩ᑓิ֏ඒᖂױ౨ᄎᔡሖࠩऱܺᣄΔᝫਢݦඨඒٵߛոኙ࣍ᑓิ֏ඒᖂ౨ڶ

 Հ৬ᤜΚאנ༽౨ᔡሖऱംᠲΔױՂא࣍ऱ᧯ᎁΖኙޓ

1. ᑓิ࿇୶Ꮑႃ৸ᐖఛΔԳԺਢᏁ່ޣՕऱԫຝٝΔᑓለՕऱᖂீױ

ړإᇠீऱᑓิᓰ࿓ΔՈٽ࿇୶ᔞࠐۯᖂீאඒஃᦰᄎΔิ۞א

հඒஃ᎖ᖄݝߛᗼؑඒٺ؆ᓰ࿓Ζۯء࿇୶ऱᖂீޣԫڣᚨڂ

ቸՈᚨܗ࠰՛ᖂீඒஃᜤٽ࿇୶ᔞشᓰ࿓Δאᑓิ֏ඒᖂऱᖲ೯ࢤፖ

ᐘࢤΔޓ౨ீٺٽฆኔਜΖ 

2. ٞᄐխऱԳԺ٦ທፖڇၞଥբ۩հڣڶΔբၲ࿇ഏ୮ऱੌڃඒڰߛբ

Լ։ཏ֗ΔٺথഄᗑඒߛԳၞଥრᣋΔஃᇷഛߛऱᦞԺՀ

ᚨඒஃऱၞଥᏁڂᜯᤁञऱᚘԺՀΔ૿ڇΔඒլ٦ਢᥳႍᅹΔ࣋

ԫڣছؾ৫ΖࠫߛඒੌڃໂऱඒԳݙ࿇୶ڰᚨ֗ۯΔઌᣂޣ

ᓰ࿓ං۩ࠫ৫խޣඒஃףઔ೯Ոਢԫଡױ۩ऱֱऄհԫΔאױ

ດޡ༼֒ඒஃറᄐ۞ᤚΔᕆګඒஃၞଥክΔၞۖࡳඒߛറᄐွݮΖ 

3. ඒߛ۩ਙࠐٻԳࢬᇮఐΔᄅऱඒᖂᑓڤऱנኙࠡขسऱᓢᚰΔՈ

 Ζسขڼ៶ՈޡΔၞ᧢ޏسขࠌਢଡ᠏ᖲΔᚘԺᄎআإ

4. ഏփඒઝؑၲ࣋৵ΔᄐृྤլߩጲԺ࿇୶ٺઝඒઝΔၲؑ࣋

ᤁञऱᚌរܛਢᔞृژسΔװᘖژဍऱ່৵ขթਢ່ࠋऱᙇᖗΖၲ࣋

Ո༼ࠎԱீٺ࿇୶ۥऱᙇᖗΔڇຍހᖗᣂᙰΔඒஃऱറᄐ٦৫ەࠩ࠹

᧭ΔฅຶඒޗေᦸՈਢඒߛറᄐ౨ԺհԫΔംᠲԾڃࢹรԲᠲԱΔඒ

ஃऱറᄐ౨ԺߩךፖܡΔᐙထඒޗᐗ౨ګܡᑵ࿇୶Ζ 

     

ຬΕ 

ᑓิ֏ඒᖂڇഏ؆۩հڣڶΔഏփՈམڶመಘᓵऱଅᑪΔ܀ԫऴྤऄ٤૿ං

ᐖΔऴࠩ२ࠐڣඒޏߛᜢլឰΔึ࣍ኔਜԱڣԫᓰ࿓ޏΖ૿ኙຍंޏ

ଅᑪΔᑓิ֏ඒᖂ٦৫༼ࠐנಘᓵΔᖵՆᚦᄅऱᇩᠲڼڇথ౨مڟլᄀΖᑓ

ิ֏ඒᖂൎᓳऱᔞࢤඒᖂᨃඒஃଚ౨ޗڂਜඒΔ౨ڂᚨழזᏁޣഛᕆᖂ໌سທ

৸ەፖംᠲᇞެ౨ԺΖ؆ࠡᖲ೯ࢤፖᐘࢤՈ౨ฤٽᖂீᆖ၄ᏁޣΔ٦ृ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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ඒᖂኙ࣍ഏփඒߛࠐᎅਢԫጟለլᑵ൜ऱඒᖂᑓڤΔՈإᔞࠐشٽኙඒԳ

ऱറᄐ౨Ժ܂᧯ᛀΔᨃඒԳ᧯ᎁ۞ߪऱ౨ԺະΔ֘ઊլߩհΔၞۖ౨ജ

 ऱਗᖏΖזΔթ౨૿ኙᄅழޡၞޣ᧢ޣᄅ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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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文化之探討 
 

*陳秀蓉 
*高雄縣林園高中教師 

壹、前  言 

人類為使通訊更為便利而逐步發展通訊科技，隨著電磁、通訊、訊號處理及網路

等技術的進展，新的通訊產品陸續推出；台灣自民國 86 年大哥大行動電話業務開放以

來，用戶量從 120 萬進至現在 1800 百萬的高成長趨勢（李長樺，2001），使得這種高

便利、高機動性且價位不高的行動電話，衍然普及成為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民

生必需品。 

科技因應、滿足人的需求而發展，社會發展到某個程度時便有某種需要，而產生

該科技產品，此項科技產品與社會的發展有相當的關聯，進而對社會文化造成某種程

度的影響。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把人類從農業文化帶入工業文化，而被稱為二次

工業革命的資訊科技，顯然又會創造出全新的生活型態（尤克強，2000）。通訊科技的

發展的確影響了人類的思想、觀念、行為、休閒模式、學習方法、人生觀，以及社會

文化。 

貳、行動電話的發展及特色 

一、通訊時代的來臨 

在十九世紀的 1835~1844 年代，美人莫爾斯(Samuel Morse, 1791~1872)發明通

訊電碼，開始了有線電報時代；隨之，英、法等國亦應用到經濟與商業層面。西

元 1870 年代出現電話，1895 年義大利人馬克尼(G. Marconi, 1874~1937)發明無線

電波的收發，使人類的通訊技術大獲改進 (國科會工程處，2001)。 

行動電話最早是軍警人員，執行任務的通訊器材，價格昂貴，通訊頻道不對

外開放。但是就像許多國防科技一樣，當價格便宜，政府開放新的頻道，鼓勵新

的應用後，立刻就會看見該產品，由軍事用途轉入民間。行動電話的商品化，可

說是出人意表。連發明這個系統的貝爾實驗室，也低估了它的成長速度。在 1980
年代，行動電話由可有可無，到渴望擁有，到成為日常生活上必需品的一部分，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三年 三十六卷 第二期 

 67

其中只經過 6 年（許巴萊，2000）。相較於汽車由 1900 年代至少經過 60~70 年，

才達到這種穩定狀態，顯然進展快多了。 

環顧世界各先進國家，電信科技已然為發展經貿、金融國家的一項要素，國

家為創造競爭力，邁向電信自由化，自行動數據通訊、無線電叫人系統、行動電

話等電信業務陸續開放以來，如前些年開放的 B.B.Call、二哥大至現在的無線電

叫車、大哥大行動電話、2G 行動電話（第二代：以聲音與資料等傳輸功能為主）、

3G 行動電話（第三代：聲音、資料、影像的傳輸功能，及大量擴大頻寬以作為負

載資料傳輸，使無線上網更具實用性）等（李長樺，2001），電信系統隱然成為國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民生必需品。 

二、手機的特色 

固定網路電信結合多媒體發展新一代光纖寬頻固定網路電信，結合語音、數

據、影像、圖文等傳輸功能、配合個人電腦、網路電視、家庭多媒體機組，提供

互動式有線電視頻道、娛樂及遊戲頻道、網際網路、數據傳輸、遠距教學、社區

保全、網上購物、網上金融、交易業服務。全方位功能的手機通訊，成為現代人

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從下列手機的特色看來，其發展趨勢追根究底，不過是

人類追求“機動能力 (Mobility) ”的表現（許巴萊，1999）。 

手機的特色分述如下： 

1. 体積、外型－体積發展輕巧化。 

2. 功能－除了基本通話功能外，尚有電話簿、影像、數位相機、語音信箱、上網、

傳真⋯等多功能之結合。 

3. 通話、待機時間－時間愈來愈持久。 

4. 價格－除了手機本身價格漸低，月租費及通話費也慢慢降低，甚至租門號免費

送手機等活動之促銷，消費者亦可依需要選擇合宜的費率方案。 

5. 收訊品質－在基地台密集度提高下，收訊品質提高，但技術上仍有很多地方

有待改善以再提高收訊品質。 

6. 耐用性－手機的精緻有時讓人覺得是否該小心使用，才不致損壞，針對此點，

業者也作出耐震、耐摔、防水的手機，以延長手機的使用壽命。 

7. 效率－因手機為移動式，不限於定點撥接，通話範圍大，相較於其他通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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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及方便性上明顯較高，另外還有來電顯示、電話過濾的功能及系統業者與

銀行間的合作服務（如：金融交易等），再再都是要提高我們使用效率。 

8. 個性化－如可錄製個人專屬的音樂響聲及手機面板可以拆換、加手機吊飾⋯

等。 

參、手機的影響層面 

任何科技產物，對人類有一定的正面效果，因為科技的產生係根據社會之需要而

來，然而在熱忱擁抱人類自己所發明的手機科技產品之時，似乎亦應正視它所帶來的

衝擊，及其衍生的問題，以下就手機對個人、文化、及社會的影響作一簡要敘述。 

一、手機對個人的影響 

1.聯絡方便－ 

手機聯絡的方便性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藉由手機可以隨時隨地聯絡到想

聯絡的人，更可藉此而通訊緊急的事，可說是現今社會不可或缺的東西。 

2.機動性高－ 

因為手機的多項功能，而能夠一機在手而行遍天下。現今的手機許多兼

具上網的功能，即使不坐在電腦桌前，也能藉由手機而隨時上網，可以說是

方便又省時。 

3.提高生活品質－ 

手機聯絡的方便性提高了辦事的效率、節省時間（例：可利用手機繳水、

電費，而不必跑到銀行繳）。 

4.輻射線、電磁波對人體的影響－ 

據英國研究人員做初步研究的結論是，使用大哥大對腦部確實有影響，

但這種影響是好是壞，目前還無法斷言。必須進行更多的研究，才能找出真

相。而研究人員以電場強度儀測試五款手機，發覺最高輻射量均是「撥號後

等待對方接聽」狀態，由每米 5.5 微伏特至每米 10 微伏特不等，是其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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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的 10~20 多倍。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經常使用手機可能導致短暫的記憶

喪失、頭痛、疲倦、免疫力變差、腦瘤、血癌等（尹建中，2001）。 

5.行車時使用手機引發的危險問題－ 

使用行動電話最危險的問題就是「邊開車邊打大哥大」造成的汽車意外

事故。 

6.增加開銷－ 

手機的通話費比一般的通話費高，因此許多不知節制的人可能在短時間

內就打掉可觀的通話費，造成生活上的負擔。 

7.對手機造成依賴性－ 

當手機成為生活上的一部份時，習慣它的便利後，便很難捨棄它不用，

另外，有手機在身，會讓人有種安全感，已經對手機造成某種程度的依賴的

人，沒有手機便會坐立難安。 

8.影響生活作息－ 

擾亂原本排定的事，或在假日影響生活安寧，制約了自己的行動。 

二、手機文化 

1.手機的禮儀－ 

人與人之間，彼此尊重的傳統禮儀將因之而破壞殆盡外，也嚴重地影響、

干擾到他人生活（例如：在圖書館、演講廳突然響起了刺耳的手機鈴聲）。 

2.人際關係－ 

學生同儕間彼此互相比較、或以手機互通訊息，若有手機比較容易融入

同學之間。 

3.另一種保全系統－ 

由於社會治安敗壞，多數的家長會主動給孩子手機以便聯絡、掌控小孩

的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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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機對社會的影響 

 1.活絡經濟－ 

(1).民眾從中獲得的不只是通訊上的便利，帶動國內因應的就業市場，如業者

及設備廠商所需之人力及建設、及至大大小小通訊行的設立，此種蓬勃

發展的就業機會更是解決現階段國內高失業率的一帖良藥。 

(2).由於手機外型講究個性化、特殊性，所以時下年輕人喜歡在手機吊配飾，

為手機穿手機套、換手機面板等，帶動相關商業活動。 

2.犯罪問題－ 

手機從炫耀品變成生活必需品的同時，相對的也帶來了不少犯罪問題，

因為手機畢竟不像其他生活必需品般便宜，因此有些人為了辦手機，不惜去

偷拐搶騙，另外有些人利用發簡訊作為犯罪工具者，為數更是不少，因而造

成了社會問題。 

3.行車安全／藍芽科技(Blue Tooth)－ 

使用行動電話最危險的問題就是「邊開車邊打大哥大」造成的汽車意外

事故。因此，除了配合政府立法取締外，另有免持聽筒的耳機相關產品，及

現在流行的藍芽科技（快速、可靠地和 10M 範圍內其他配有藍芽的裝置建立

「無線」連線）出現。 

4.公共危險－ 

手機持有者乘坐飛機或進入醫院等具有高精密度電子儀器控制場所，應

關閉手機，防止電磁輻射干擾引發意外。 

5.分散學習注意力－ 

上課時並未關機（切成震動模式），以致於在電話撥進時，就會分散學生

的學習注意力。 

6.資源浪費－ 

手機的外型功能不斷翻新，致使一般追求流行耍帥耍酷的年輕人，不斷

添置新型手機，以致舊手機不用而廢，亦無回收廠商，也可說是資源的浪費。 

7.製造噪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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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需要保持寧靜的環境中，若常有人手機響起，不但是極為不禮貌

的行為，更會影響整體的安靜。 

8.急難救助－ 

登山迷路、遭到歹徒綁架時，或對於偏地區或鄰近海域尤有急難救助之

功效。 

肆、結語 

手機快速、又自然地融入每個人的生活中，它的功效雖然令人讚嘆不已，使得使

用者對手機依賴度有增無減，但它對人的干擾，令人痛惡欲絕；手機一代比一代更先

進完備的功能，如透過手機傳輸使用者的影像，是否也侵犯了個人隱私？色情、犯罪

透過手機滲進各地，包括擁有手機的小孩、青少年。手機到底是增加了還是讓我們忽

略了人類生活經驗的品質？  

由於需要、慾望，人類汲汲鑽研於科技的發展，我們發明了高科技產物，而這些

科技總是帶給了人們很大的震撼，它微妙地改變社會人文，但每當有新的科技引進社

會，也會有一定有一種人性反應與之平衡。我們似乎只不過是在重複一個熟悉的循環：

先是對新的科技滿腹狐疑，接著就習以為常，最後則成了供人懷念的回憶了（呂捷，

1999），我們必須學習如何平衡科技帶來的奇技淫巧，使之與人性本質中的精神需要相

配合。 

高科技需要高思維。我們發明愈多尖端科技，人們就愈想聚合，愈願和其他人相

處，像看電影、逛街購物⋯等。雖然手機很方便，畢竟還是對著一個小型冰冷的機器

在說話，我們感受不到彼此互動間的生命力。它剝奪了我們太多的“自由”和“樂

趣”，使我們常常忽略了人生周遭最美好的事物，在飽受科技轟炸的年代裡，人們尤

其需要尋求科技的補償、心靈的慰藉。經常去接觸大自然時，暫時放掉手機，擺脫它

對我們的操控，真正的和身邊的親人朋友共享美好時光。 

從前沒有手機時的好處，現在想一想，是否有漏失掉呢？如熱戀中的男女，隨時

熱線是否反而沒有距離美？有距離才有美感。又如沒有手機時，一個人的清幽不會隨

時被打擾。這些見仁見智的想法，未必大家都會認同。但仔細想想，遠離文明，不就

會有遠離文明所帶來的危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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