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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了因應農業部門一波強大的退休潮，

即將面臨農業技術、知識、人才菁英的流

失，該如何留存、傳承，嚴然成為農業推廣

重要的課題，且數位科技時代來臨，社會行

為隨之改變，農業推廣教育的教與學也必須

與時俱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94年於隸

屬之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開始推動農業導入

數位學習工作，經歷3年來觀念的推動、培

訓、流程與規格設計以及數位專家輔導，成

果斐然。未來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下如何永續

發展，實有賴數位教材開發者製作更符合學

習者需求的數位教材，以有效運用於實體課

程，以提升實體上課的學習效益。

數位E化教材之應用模式

由各農業區域教學中心所自行製作的教

材，不只是單純的把課堂上的教學過程直接

轉換成數位教材，而是同時思考未來教材會

如何結合實體課程，並與之相輔相成搭配應

用，達到教學的最終目的。農業e化教材經

這幾年的應用模式，可分為下列幾項：

一、解決實體課程招生限制的問題

各農業區域教學中心每年開設之課程班

次有限，每班招生的名額也有限制，許多學

員無法接受訓練的機會，因此如果把教學內

容製作成數位教材，讓無法參與實體課程的

學員省下前往訓練地點的時間與交通費用，

僅要在家透過網路即能學習，實為最佳的解

決方案。

二、解決學習時間及空間的障礙

無遠弗屆是網路最大的優點，分佈在全

國各地的學習者或特定區域教學中心才有開

辦的課程，若將課程數位化就不需舟車勞頓

到特定的地點上課，只須在家裡或班場所架

設網路設備，即能自主性地線上體驗學習，

達到知識傳遞零時差的效益。

三、教學策略之應用

實體課程為傳統的授課方式，至今仍

有存在的必要，然而傳統課堂有其教學上

的限制，可藉由數位學習克服實體學習上的

障礙。實體課程依屬性、知識重複性與深淺

性，可製作成為數位教材，作為預習或複習

用，以補強實體上課的不足，讓學習效果更

佳。

四、專家知識之留存

各農業區域教學中心有許多專家即將

退休或已退休，面臨農業珍貴知識流失的問

題，因此專家知識的留存實刻不容緩。若能

有計畫地將專家們的智慧，有系統的以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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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記錄並保存，讓我國珍貴的農業智財

得以傳承。

五、降低實體教學及開班之工作負荷

數位科技可以代替講師部份實體課程，

大大減少授課工作的負擔。大部份農業區域

教學中心的專家以研究工作為主，教學工作

為輔，但若教學工作的負荷量增加時，將影

響到研究工作品質，因此若能將教材數位化

是最好的方法，也免去分身乏術之苦。

六、加強通識知識之推廣

基礎及通識課程的訓練對象最多，需求

量最大，較不需要講師與學員面對面互動，

適合學習者自學，這樣的課程內容最適合數

位化。數位教材透過網際網路傳播，其效率

比實際課堂的訓練高出許多，如屬於先備性

的知識適合作為數位教材，可提供學習者在

正式實體課程前預先預習，以獲得該門課程

的基礎知識，提升後續學習品質。

數位E化教材之發展現況

一、農業e化教材之建置

自94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以串流數位

教材製作軟體(Stream Author)，完成10門

自製數位教材。為滿足學習對象多元需求、

提高學習興趣及推廣擴散性，95年委請台

灣知識庫應用最新資訊與網路科技，對已完

成之10門自製教材擇選其中3門包裝，以符

合「數位教材品質規範」至少AA級以上之

數位教材，並對93年完成的「農業推廣原

理」，進行課程單元時數分割設計，以更符

合學習習慣及未來數位課程安排設計。至95

年累計完成30門自製數位學習教材，其中4

門委製為高階數位教材。96年進一步針對核

心資源學程架構及配合數位學習應用模式，

編製40門數位教材，其中10門為多媒體課

程，並全數通過數位學習品質認證中心的數

位教材認證，另30門則為串流課程。至96

年已累計完成計71門農業e化教材，其中累

計完成13門通過數位教材品質認證，更有1

門獲頒95年度公部門最佳表現獎。

二、建立各農業區域教學中心農業核心產業

教學學程

17處農業區域教學中心各自具備核心

發展特色，然而以往依據以前的經驗值，或

現有的專業項目來規劃課程，有必要以需求

分析為基礎建置學程與課程架構圖，以作為

數位教材開發及製作重要基礎。96年農委會

委託學程盤點團隊，盤點17處農業區域教學

中心與核心資源相關之訓練課程，期能強化

過去經驗導向式之課程規劃方式的不足。經

學程專業團隊與各農業區域教學中心數位內

容專家共同討論，確認學程主題，主要分為

「作物栽培與研究類」、「生態解說類」、

「畜牧類」及「永續發展類」等4大類主

題。

本場數位教材與學程架構

一、數位教材之建置

本場自94年起累計完成4門數位教材。

94、95年首先針對本場核心資源－有機農

業，規劃「有機農業生產技術－水稻篇」及

「有機蔬菜採收後處理技術」2門課程製作

成數位教材，運用串流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Stream Author)完成自製串流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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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依據本場核心資源學程架構及數位學習

應用模式，由台灣知識庫專業團隊遴選「有

機栽培概論」及「有機液肥與堆肥製作技

術」2門課程做為數位化課程，並與本場研

究人員共同製作完成。為考量較屬於認知性

知識、較淺的基礎性知識或較能具像化之知

識等因素，「有機栽培概論」做為串流式課

程，「有機液肥與堆肥製作技術」則做為多

媒體式課程，並通過數位學習品質認證中心

的數位教材認證。

二、已建置系統化之學程架構

透過農民終身學習計畫委託學程盤點團

隊，針對本場核心資源採取具理論基礎的系

統化學程設計方

法，盤點「有機

農業栽培與管理

學程」、「休閒

農業經營管理學

程」及「保健植

物之栽培與加工

利用學程」等3項

學程，為能符合

農民、農會推廣

人員及其他需求

人員等訓練服務

對象，以確保訓練課程能擺脫過去經驗導向

式的課程規劃，使教育訓練之範圍及目標更

明確。由於本場學程規模較龐大且複雜，架

構建置策略採用螺旋式學程設計，依不同訓

練對象的先備知識程度，分成不同難易程度

的課程，未來可透過系統化之學程架構，提

供本場課程規劃之依據及數位學習與混成學

習方向。

本場數位教材應用

本場近幾年來製作的數位e化教材，皆

放置於農業推廣充電站及農業易學網，農

業從業人員及一般民眾只要在家或班場所

透過網際網路，即可連結觀賞由本場製作

以及其他各農業區域教學中心製作的數位e

化教材。今年度起舊版農業推廣充電站及

農業易學網將整併成全新風貌的農業推廣

充電站，除了舊版農業推廣充電站原有的

功能外，另外加入農業易學網農業教育訓

練訊息及數位學

習功能，只要至

新版農業推廣充

電站(http://www.

agrext. coa.gov.

t w )之農業易學

院登錄即可。除

此之外，本場製

作之數位自製教

材，燒錄成DVD

或VCD光碟，提

供農業從業人員

及一般民眾索取，只要在家或班場所透過

DVD或VCD播放機，即可播放學習。

未來發展願景與目標

一、建置本場專屬農業學習平台

未來本場將朝向建置專屬農業學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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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除能提供本場年度辦理的所有訓練訊息

外，更能受理農民的網路報名作業，提供便

捷、迅速、資訊化的報名方式，亦能提升為

民服務的品質滿意度及優良形象。除外，更

加入數位學習加值服務功能，將近年來本場

自製及與台灣知識庫共同合作製作的數位教

材放置於農業學習平台，供農友或一般民眾

線上學習用，達成農業推廣功能及縮短數位

城鄉差距。

二、達成數位教材製作共識

本場研究人員以研究工作為主，而且每

年不時擔任本場辦理的農業推廣教育訓練講

師，勢必使研究工作停滯，投入時間準備講

義與授課簡報檔。

為能使研究人員專

注於研究工作，提

升研究品質，將屬

於概念性與知識性

的課程製作成數位

教材，提供農民於

實體課程前預習或

複習用，不僅能收

學習效益，也能減

少研究人員擔任講

師授課的時間。

三、數位教材與視訊會議系統整合應用

數位學習並非無所不能，亦有其實體

上課無法辦到之處，如不易形成學習者與

講師間的互動與討論的機會。目前農業技術

視訊諮詢服務系統已應用於病蟲害診斷，本

場亦於今年首先針對有意願之農會示範輔導

推廣，未來此技術成熟後，將可擴展服務模

式，延伸至視訊遠距教學服務，邀請專家與

農民進行線上遠距教育訓練，因此未來朝向

整合視訊會議系統與數位學習，提供更完善

的教育訓練服務。

結　語

數位學習經過3年的推動，本場已確立

其定位及學程發展概念。未來如何產生“內

驅力”自主性地繼續發展，達成設定的發展

目標，為數位教材發展重要課題。為設法啟

動內驅力，本場配合農民終身學習計畫，

持續推動核心定位發展工作，希望促使農業

推廣人力與核心

知識研究專家們

結合，共同合力

在農業知識學程

架構下發展「數

位學習深化發展

－ 混 成 教 學 應

用」，以加速農

業知識留存、推

廣與發展之質與

量。今年度將透

過「數位種子培

育及混成教學應用輔導」，讓具有辦理訓練

經驗的推廣人員與數位內容專家經過磨合及

累積實務經驗，建立適合農業之「混成教學

應用成功推動模式」，以符合學習者角度的

數位學習方式，進而使農業數位教材得以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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