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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金鷹獎特刊】導入科技新紀元 開啟學習大躍進／教育部資訊及科

技教育司司長 楊鎮華

特刊

【記者吳泳欣專訪】日前票房賣座電影《鋼鐵人3》，劇中主角穿上了裝備像是所向

披靡般，如此應用立刻讓他聯想到數位學習，他打趣地形容，「人本來無法飛行，但

因為透過科技可以幫助人類，學習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對各年齡層的人而言，現在能

夠學習來去自如了！」他專精研究數位學習，曾於2006年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積

極推動數位學習與數位教育之餘，重視人文素養。自言喜愛正面思考的他，正是現任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首屆司長楊鎮華，民國74年淡江電算系（現資工系）畢業校

友。 

甫獲金鷹獎的楊鎮華說，「我是感到非常驕傲的，相信這是淡江給予的最高榮耀！」

他更直言，淡江在資訊化有著優良傳統，且一直以來，保有對於出身淡江的這份優越

感，「淡江在資訊化程度比絕大多數的學校來得要好。」 

回顧1980年代，電算系還不算是熱門，談及當初選擇的原因，楊鎮華不禁微笑了起來

，「這個蠻有趣的！其實我當時是填錯了志願，本來要填電子系，結果填了電算系。

」然而，在陰錯陽差之下，讓他與資訊教育結下不解之緣。民國71年，楊鎮華進入淡

江電算系，且自認為這是正確選擇，「因為電算在各個領域中皆有存在價值，特別是

在進入數位和資訊化的新紀元後，像是數位媒體、數位影音，都跟資訊脫離不了關係

。」 

楊鎮華在淡江最大收獲有2件事，一是鍛練撰寫程式語言的能力，二是培養英語能力

。直到現在，楊鎮華的腦海印象中，資工系在教學養成上，相較於他校來得嚴謹，「

很多程式要寫作業，儘管壓力很大，但適當壓力有助於推動學習成效。」日後，他前

往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電算，扎實的奠基讓他在深造過程及研究工作上受用無窮。 

1995年，楊鎮華自美國回臺，曾先後在逢甲和中央大學任教。尤其在中大任教18年期

間，因見識國外自由的學習風氣後，更加堅定以此法教育學生，所以他重視能力，「

成績提升是其次，關鍵是能力與素養能否提升。」特別在溝通協調方面，他認為在常

態教育中，很難灌輸學生團隊的概念，「所以在我的課堂上，一定會強迫學生分組

，讓他們為了完成主題，進而學習溝通、調整互動。」 

2000年，楊鎮華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正是啟發他想要推廣

數位學習的契機。他認為做軟體工程的人，目的在幫助其他領域實現自動化，卻鮮少

想到自己也需要；在教育或學習上亦是如此，「我們都希望教別人學科技，但是很少



想到用科技來協助教學和學習；換言之，教學者教導學習『科技』，卻難以將有效率

的模式套用到領域中。」 

直到教育部於去年新設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前任中大校長、現任教育部部長蔣偉寧看

重他扎實的研究基礎，便邀請他擔任首屆資科司司長。對楊鎮華而言，之前任教是面

對大學生，現在任職對於各個年齡層皆要顧及，心境固然是誠惶誠恐，但他還是決定

嘗試，「我到教育部有項重要目標，就是推動數位學習，我覺得這對於整個教育體制

而言，是會有深遠的影響。」 

因為當年創辦人張建邦提倡數位學習，讓當時還是大一生的楊鎮華得以接觸新穎的概

念，對於數位教育和學習，他有著獨特的見解。他提示，這並非取代教師，或是汰換

傳統教學模式，而是在放大、活化教學效能，「以後建置完成『開放式課程』，參與

學習人數更可高達上萬人。」 

資科司推行為期4年的「數位學習計畫」，今年是推行首年，雖然仍在起步階段，但

楊鎮華認為，推行首重建立起接受度，透過數位科技學習來結合教育的觀念及共識。

「現在中、小學實行更沒問題，這些學齡孩子被稱為『數位原生代』，我覺得接受度

相對提高很多。」 

如今，資科司有「教育大師集」，專門收集與教育相關的應用程式；當然，也建置有

「教育雲」，集中教育資源。此外，資科司在過去3年對淡江補助項目多項計畫，包

括「數位學習碩士在職班」和「MOOCS開放式課程」及化學行動車等，多與數位學習

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計畫有關；其中，MOOCS是針對特定線上課程或學程，進行跨校

線上修習。除了提倡資源共享觀念外，楊鎮華期望透過資科司來統籌、整合，讓這些

成果發光發熱。 

「有人說，大學教授接觸和互動層面相對較為單純。」楊鎮華坦言，上任後推廣偏鄉

數位教育的事務，才第一次正式接觸到偏鄉的弱勢團體及原住民族群；其次，是立法

院、監察院和傳播媒體。對楊鎮華而言，幾乎都是不太熟悉的產業及生態。「我覺得

那會是在我人生中較大的變化。」他不認為磨合的過程是艱辛的，「我不覺得有哪裡

不適應，且對於視野的增長也是一件好事。」 

「Be a better person！」這是楊鎮華的座右銘。他相信「年紀越大，雖然活動力、

敏捷度不如從前，但我們做的事情在以後可以變得越來越好！」正如他經常用電影《

鋼鐵人》三部曲來比擬「數位學習」：人從不會飛，到透過科技的協助去飛；然後掌

握飛行的技巧，最後讓飛行的力量進一步提升。（攝影／林俊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