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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程式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施又瑀 

大葉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滲透生活，程式無所不在，它塑造了今日的數位世界，未來也

將繼續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程式語言儼然已成為新一代的讀寫能力，

如比爾蓋茲就認為程式教育是「每個學生都應該學習的 21 世紀的基本技能」。在

這波「全民寫程式」的熱潮下，英國、美國、法國、韓國、丹麥及愛沙尼亞等將

近 30 個國家已明確訂出教育政策，希冀國民從小加強資訊素養，培養孩子解決

問題、創造、勇於接受挑戰等能力，俾做好掌握數位生活的準備，以厚實國家整

體的創新與競爭力。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 2016 年提出了「全民電腦科學倡議」（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Initiative）政策，將在未來 3 年投入 40 億美金，補助電腦科學教育(王令

宜，2017)，協助美國學生在數位經濟體系下具備電腦運用操作技能及基本的程

式編寫能力。波羅地海小國愛沙尼亞。從 2012 年起，該國孩子從小一開始，邊

玩機器人邊學寫程式，希望他們「不只會用電腦，還會設計電腦、創造新電腦」。

日本於 2017 年提出「未來投資戰略 2017」，規劃自 2020 年起，中小學義務教育

階段將程式設計教育納入課綱，並進一步完善數位教材與評估系統（陳怡霖，

2017）。英國也在 2014 年將程式設計納入課綱，孩子從五歲開始學習 Scratch，

到了十一歲就必須具備電腦的「雙語」能力：即至少能夠使用兩種程式語言。相

關的系列課程不僅教導孩子「如何使用科技」的基本知識，更進一步鼓勵他們從

「玩家」變成「開發者」，以培養孩子的創業精神。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程

式設計教育，主張應該讓孩子在有趣的環境中去「玩程式」，不斷從錯誤中嘗試

學習。它的精神和主張，影響所及絕不僅是科技教育，也將重新定義對學習的看

法（張瀞文、賓靜蓀、程遠茜，2016）。 

而臺灣也將在一○八課綱納入程式設計課程，目的在企盼國內能趕上這波教

育趨勢，透過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

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

合作以及創新思考（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藉由程式教育的啟發、深化，為

臺灣埋下無數顆希望的種子，以孵育未來的人才。然而要面對瞬息萬變的資訊，

如何厚實能量，成功踏出這一步還有許多現實問題亟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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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程式設計的重要性 

(一) 激發學生創造力 

學生透過程式設計開發出各式各樣的軟體，只要有部電腦供其遊走，在探索

嘗試中就能不斷激發創意，構築想像的藍圖讓它具體的實踐。將一個東西從無到

有建立起來的過程可以讓學生們玩出實驗精神與創造力，並產生自信心，對於未

來會比較勇於嘗試去探索自我的無限可能。 

(二) 打造自學的能力 

網路資源無限，是學習知識的寶庫，老師可以藉由學生對電腦遊戲的好奇心

與吸引力，輔導學生透過上網蒐尋資料、整合資料等技巧，漸次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邁向以學生為主的學習。如臺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就認為，程式設計

是各種創作體驗中「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養成自學能力的好途徑。」 

(三) 鍛鍊邏輯思考力 

程式語言溝通的對象是電腦，必須用腦能夠理解的語言，告知電腦該怎麼解

決問題，因此程式教育著重在問題導向，要訓練學生從理解問題開始，去思考如

何讓電腦成為自己的工具，所以邏輯性要扎實，才能掌握精確的結構，以最適當

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四) 培養運算性思維 

美國科學家 Jeannette M. Win 描述電腦四個運算發表性思維的階段，依序為

拆解問題為數個部分、找出規律和做出模式來測試、歸納原則與抽象化，最後則

是設計演算法，讓類似問題能夠被重複解決（羅民諭，2016）。 

(五) 解決問題的能力 

程式設計訓練學生學習將大問題拆解成一系列的小問題，再逐步將細小項目

用程式完成，最後整合成系統的過程，以成功的一小步累積成更大的成就，讓孩

子更有解決問題的信心，不會懼怕艱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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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的程式教育現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的科技領域課程包含資訊科技與

生活科技兩門科目，希冀藉由科技領域的設立，將科技與工程之內涵納入科技領

域之課程規劃，藉以強化學生的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如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等知識整合運用的能力，應是此次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修訂的重要亮點。而科技

領域的學習主要達成以下目標（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一) 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確的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二) 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三) 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四) 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五) 啟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進而從事相關生涯試探與準備。 

(六) 了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互動與影響。 

為達成前述目標，資訊科技包含四大面向的學習表現：「運算思維與問題解

決」、「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與「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

以及六大面向學習內容：「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台」、「資料表示、處

理及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與「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希望能夠培養學生具

備與時俱進的資訊科技素養，成為主動、積極且負責任的數位公民（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5）。 

而根據教育部規劃，我國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資訊教育課程著重於培養學生

利用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解決問題之能力，因此，七到八年級的學生會學習程式

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以及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實作。高級中等學

校教育階段則逐步進行電腦科學探索，以了解運算思維之原理而能進一步做跨學

科整合應用。十二年國教總綱科技領域於國民小學階段並未規劃為領域學習課

程，新課綱鼓勵學校教師利用彈性學習課程，依照學校資源條件與學生特性，規

劃跨領域／科目(科技領域與其他領域)的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與

教學，學校也可以成立社團提供學生學習（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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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的中小學實施資訊教育多年，已有一些國中小學生開始接觸到程式

設計，通常以專題式、生活應用、動手實作的方式來進行。例如宜蘭縣在全縣五、

六年級資訊課學程式設計，透過圖形介面的程式設計軟體 Scratch，讓孩子體驗

自己設計遊戲的成就感。且縣網中心負責將教材教案做好，也錄製教學影片供學

校採用。而縣內有些學校在國中階段教程式設計，比如國華國中七、八年級的資

訊課不僅教程式設計，還與數學、藝文課協同，學生兩年下來都會做機器人、設

計電路板與 LED 燈等(張瀞文，2016)。至於偏遠學校或師資有困難的學校，則由

縣政府提供師資，延請老師到校授課，一般學校則將程式設計當創客教育的延

伸，可以說屬於起步較快的縣市。彰化縣政府於 2016 年 12 月 8 日攜手臺灣微軟

共同為縣內各國中小推動程式教育，利用有趣簡單的 Minecraft 程式遊戲為學童

提升學習程式的樂趣，預計有超過一萬名學童參加 Minecraft 程式設計訓練，同

時亦協助縣內教師相關課程培訓，目前已有 80 所國中小學共襄盛舉，超過百位

老師參與受訓；此外，更與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互相交流，期許彰化學子

透過程式課程，培養完整的邏輯思考、耐心細心及國際觀，盡早習得未來職涯發

展所需的專長，讓彰化縣成為打造資訊人才的搖籃。新北市從 2017 年年則推出

「新北程式校園 3+1」政策，輔導國中小每班每周 1 堂電腦課、每校至少 1 名程

式種子教師、每校研發至少 1 門程式課程，再加上鼓勵各校至少參加 1 項程式競

賽或活動。 

此外，在臺灣也有不少熱衷程式教育的大學教授，透過成立電腦科學社團或

暑期營隊的方式來教導程式設計，也著手編撰教材。令人感動的如成大資工系教

授蘇文鈺，用「翻轉」的角度看程式設計的教育，視其為偏鄉孩子脫貧的技能。

他推動「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親自帶著大學生，到嘉義東石、臺南

左鎮免費教當地孩子寫程式，希望經過七年的奠基，孩子能接軌工程師賴以維生

的 C 語言，具備開發 app 的能力，可以留在家鄉自行創業(張瀞文，2016)。還有

一向關心教育的公益平台董事長嚴長壽也攜手誠致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方新舟共

同推展「一小時玩程式」活動，用科技來學習科技，這些都是可貴的資源，端賴

政府協助整合，群策群力，攜手共同致力於程式教育， 

四、程式設計入課綱可能遭遇之困境 

一○八課綱納入程式設計課程，目的在希望臺灣也趕上這波教育趨勢，培養

未來人才，但要成功踏出這一步還有許多現實待解決。在 2016 年年一月底的「全

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上，《親子天下》的記者訪問了 22 個縣市教育局處長對程式

設計入課綱的看法，其中有七成（16 位）的教育局處長知道程式教育要入課綱，

但是樂見其成的竟然不到五成（10 位）。各縣市教育局處長對於程式教育將納入

新課綱之態度兩極，提出了以下幾點可能遭遇的困境(張瀞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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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資問題：師資是多數縣市的困難，即便認同國中小教程式設計的縣市，也

認為師資是大挑戰。 

(二) 教材問題：程式設計正式入課綱後就會有教科書廠商負責編纂課本，然後中

小學老師就照著課本教。然而科技產業的變化快速，教科書中的思維，有可

能與產業的最新趨勢脫節。 

(三) 設備問題：程式設計學習需要仰賴大量雲端資源，偏鄉學校頻寬常不足，資

訊硬體設備也常見資源落差。 

(四) 課程銜接問題：誠如臺南市教育局局長陳修平所指出的：「我們想推的教育

內容太多了，要鎖定目標，不能什麼都塞進國中小學。」 

除了上述縣市教育局處長對於程式教育推動的疑慮外，還有許多可能面臨的

問題也需要正視並予以克服的:  

1. 家長觀念跟不上世代變化 

程式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過程，希望能夠從小培養孩子的「運算性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嘗試把巨大的問題拆解成一系列細小且容易處理的問

題，俾便更精準、更有效率的解決複雜的困境，在先進國家學習程式已蔚為風潮。

然而，臺灣囿於崇拜傳統知識權威與升學主義，大多數家長猶淡然無感，相較於

北京、上海的積極步伐，能不瞿然而驚？是家長坐井觀天，涉獵資訊狹隘？或是

認知偏差﹖抑或是政府宣導的不足？委實是我們應該正視的課題。  

2. 智育掛帥下淪為聊備一格的術科 

程式教育是一門科學，也是藝術，不只教導撰寫程式，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運

算思維，能在生活中解構問題、找出解決方式，再整合資源，這即是科學精神；

而且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學習，猶如彈奏鋼琴、學習書法舞蹈，要經常、長期練

習，才能日益精進。臺灣教育太重視孩子的學業成績，多數學校和家長容易忽略

或限制孩子的發展空間，尤其面對不列為考科的資訊教育，可能淪為另一個較為

鬆散發展的術科，而且源於師資、硬體及教材尚未到位，國中小學程式教育可能

徒具形式。 

3. 程式教育的公平普及化問題 

臺灣偏鄉源於少子化的壓力，學校為圖生存發展，積極尋求創新以開展新

局，反成為程式教育的聖地。然而囿於人力資源難覓及校長更迭，往往中斷後續

的發展，殊屬可惜。目前在不同區域之間相關師資的人數與能力，出現的缺口頗

大，時常困擾偏鄉校長與行政人員，也是偏鄉教育永續發展的最大障礙，此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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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若不能有效紓解，欲冀望偏鄉教育翻轉誠緣木求魚。 

五、臺灣程式教育的未來展望 

數位科技的發展讓人目不暇接，面對數位世代的學生，面對全球程式教育的

夯潮流，我們如何回應快速變化的世界，俾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從容的面對挑戰，

自信的迎向未來的生活。茲依前述問題，提出如下因應之道: 

(一) 儲備質量兼具的合適教師資源 

資訊能力跟著科技發展與時俱進的速度相當快，全世界都有資訊人才匱乏的

問題，而臺灣的師資不足與專業知能的提升是多數縣市與學校的困擾，且電腦科

學知能不再只侷限於資訊科技領域教師的專屬，而是所有教師應具備之專業。因

此，教師職前培育應強化「提升資訊科技知能」相關檢核重點，以促進教師與教

育領導人員相關專業的發展與增能。其次藉增能學分班的方式，讓老師熟悉新課

綱的課程，讓教師們可以回學校長期推動程式教育。再者，有效結合「產業資源」

提供足夠的誘因，讓擁有實務資訊能力的公司或個人，願意以助教或專家講師的

方式踴躍參與，即使是遠距、兼職或專案點評的形式，也都能裨益程式教育的實

體成效。   

(二) 廣泛蒐集並製作與時俱進的教材 

教材的良窳，攸關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學校應鼓勵教師多方蒐集，

或開發設計不同年段的教材，彙整成豐富的教學資源庫，俾便教師運用以激發學

生學習興趣。目前，國際上已有很多現成的教材可以參考，再者「程式語言」的

開放源碼精神早已普及，廣泛為熱心程式教育者所應用，比如 Scratch 圖形化的

工具被拿來訓練國小學生邏輯及運算思維的基礎能力，效果不錯。此外，懍於資

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若只仰賴審定版的教科書可能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政府應從

制度法規及社會氛圍上，戮力形塑創新的環境，培植更多創意的教育廠商，藉由

產學的合作，帶進更多元、更創新的教學，豐富學習內涵，引領學校教育的翻轉

與蛻變。 

(三) 結合生活經驗觸發學生學習興趣 

學習動機的高低，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關鍵。爰此，如何營造趣味可親的環境，

袪除程式領域晦澀、神秘的氛圍，觸發學習動機是每位教師的重要課題。一般學

生大多熱衷看影片、玩遊戲，可以依此設計教學活動引導學生親近學習，或將程

式與生活科普知識融入教學中，透過編寫程式享受動手創作，體驗優游想像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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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此外，可以透過主題探討，輔導學生搜尋資料，彙整資料，訓練學生操作

文件編輯器以及線上協作的能力。再藉由分組競賽，輔導認識電腦的硬體、軟體，

以及數學的二位元制。接續可以選用適合基礎教學的 Python 程式語言，不但簡

易且可以延伸不少的實作，完成一個小專案以激發學習的興致。另外，學校或班

級也可以組織 Facebook 社團，彼此分享科技新聞趨勢，或鼓勵學生提供創新點

子，教師再適切予以輔導，體會程式的趣味與美好，培養他們對程式的興趣。 

(四) 更新資訊教育硬體設施激發自主學習 

程式教育的公平普及化，是我們應該正視的課題。臺灣地區城鄉落差是普遍

性的問題，尤其在資訊設施的軟硬體更新與充實，更是推動程式教育的先備要

件，首要擴充偏鄉學校的頻寬，因為程式設計的學習，需要仰賴大量雲端資源，

所以頻寬最少要能符應二、三班的學生同時上網，而且必須突破時空限制，提供

學生隨時隨地學習之資源。同時囿於偏鄉資源的不足，無法藉由校內教師廣泛蒐

集或製作教材，因此應協助提供經費支援或經由不同管道給予資源，以利順利推

展。而程式教育的成效展現，需要學生不斷的接觸、嘗試探索，所以在充實軟硬

體設施後，也應由教師引導透過網路自學，延續學校教學或拓展學習觸角，提升

學習附加價值。 

(五) 擴大教育宣導弭平全民數位落差 

資訊科技影響世界，軟體工程師供不應求，許多國家都如火如荼的積極研發

程式教育，反觀臺灣大多數家長和學校依舊安之若素，此種情況若任令發展，等

警醒時我們已瞠乎其後了。爰此，政府、學校應多運用多元管道宣導相關的程式

教育，讓民眾和教師能深入瞭解程式教育，以及先進國家戮力推動的種種，喚醒

國人對程式教育的重視，尤其應務實的從國小扎根，讓小朋友輕鬆快樂的接近電

腦，學習打字、文書處理、網路運用、電子郵件、簡報製作等，培養孩子具備資

訊基礎能力，弭平全民數位落差，以蓄積資訊科技基本素養，為程式教育奠定良

好的根基，才能昂然自信的邁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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