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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與革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書 

壹、計畫依據 

    本計畫書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1年 08月 09日臺中(三)字第 1010129094C

號「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辦理。 

貳、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一、研討會緣起

自九十年代初期網際網路發展非常快速，並以一種位元（bit）形式及驚人的速度

滲透到世界每個角落，引發所謂「數位革命」，人類文明進入另一個新的里程碑，伴隨

網路一起的數位媒體，更以豐富想像空間及互動方式，改變人類整體學習環境，對青少

年影響極為深遠。種種數據顯示，已有愈來愈多之年輕學子們能利用網路科技蒐尋新知、

購物、與外界聊天溝通，並利用數位媒體建置網站傳播資訊，他們擁有電腦技術，資訊

能力遠超過他們的上一代，而且不受時空限制，悠遊於網路世界。 

由於Ｅ化世代的年輕學子們會運用網路的優勢，在新知的獲取上居於領先，且比其

他年齡層人更加關心社會議題，因此會常挑戰傳統上的既有觀點。雖然他們在衡量物質

商品的價值時，並不代表他們以自我為中心，但是對於個人的隱私、資源的自由獲取和

保障皆有強烈主張。他們在綿密人際互動與網路交錯中成長茁壯，有時會出現一些不良

的案例，讓 E化世代的青少年被蒙上「自我為中心、缺乏社會價值觀、一心想賺棧，或

是被認為憤世嫉俗、易怒、或我沈溺於網咖中?」 

所以，E 化世代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類享受便捷資訊所帶來的許多方便性，

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挑戰與課題。在高科技主導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生活雖然變得

更加富裕，但是許多工作被機器所取代後，人們漸漸地失去了工作機會，生活也漸漸地

陷入了困境。隨著快速的社會階層流動，電腦或手機等資訊工具所帶來的焦慮感，逐漸

地蔓延到整個社會。而年輕學子們在電腦虛擬遊戲的影響下，漸漸地分不清楚虛擬世界

與真實世界的差異之外，也因生活只面對電腦或手機，其生活主動性也降低了。在社會

價值體系越來越混沌之下，於是年輕學子們所產生的憂鬱和沮喪、緊張與焦慮卻逐漸成

了國家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若要徹底解決上述 E化世代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必須

從教育端來下針貶，方能見其效。 

基於此，本研討會特將研討主題訂定為「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與革新」，希望從中央

-地方-學校-班級等層級之外，也能從政策制度、師資培用、課程發展與決定、教學設

計與實務等層面，來提供國內外學者專家們意見溝通與交流的機會。本研討會子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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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E化世代教育哲學之探究。 

2．E化世代教育問題之探討。 

3．E化世代教育改革的新挑戰。 

4．E化世代教育政策與制度之因應措施。 

5．E化世代教育下學校組織經營與管理之探討。 

6．E化世代教育下校本課程發展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7．E化世代教育下各學習領域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8．E化世代教育下班級經營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9．跨領域之 E化世代教育革新的策略實施與實務探討。 

10． 其他與教育相關課題的探討。 

二、研討會目的 

本學術研討會，擬邀請國內外致力於教育哲學、教育政策與制度、學校行政、課程

發展、教學設計與實務、班級經營以及中、小學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齊聚一堂進

行研討，目的在於： 

（一）邀請對於 E化世代教育有深入研究的各領域專家學者，針對 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

提出各式各樣的針貶意見與思維，激發出 E化世代教育問題改革的新觀點、新制

度、新模式、新策略與新方法。 

（二）藉由論文發表、評論與討論，促進研究者與中小學教師對 E化世代教育的問題與

未來發展之專業對話，達到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並提供機會分享創意教學的實

務過程及經驗，以提昇各課程領域的教學品質。 

參、研討會主要架構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三、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四、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五、研討會時間：預定 2018年 10月 25日（星期四）至 2018年 10月 26日(星期五) 

六、研討會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七、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專題演講 2人。 

(二)口頭論文發表者分別 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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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談人預定 5-8 人。 

(四)主持人預定 19 人。 

(五)東亞、東南亞的學者專家或學生、我國大專院校教育相關科系與師資培育機構

之教師、研究生、大專學生與現職中小學、幼稚園教師以及相關教育行政人員等，

約計 300人次。 

八、研討會方式與內容： 

（一）主題演講二場次。 

（二）主題論壇一場次。 

（三）口頭發表論文：專家審查通過後，擇優發表 48篇。 

（四）研討會議流程： 

 10月 25日(星期四)

08:30-09:00 開幕 

09:00-10:00 主題演講 

主持人待聘： 

演講者待聘： 

題目： 

10:00-10:30 茶點(tea time) 

10:30-12:00 場次 1 A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 位 

1 B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1 C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1 D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12:00-13:00 午餐(lunch) 

13:00-14:30 場次 2 A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 位 

2 B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2 C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3 D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14:30-14:40 茶點 

14:40-16:10 場次 3 A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 位 

3 B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3 C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3 D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16:10-16:20 茶點 

16:20-17:20 教育論壇 

主持人待聘 

與談人(約 5-8位)： 

台灣代表、日本代表、韓國代表、大陸代表、印尼或馬來西亞代表 

18:30 餐會 

 10月 26日(星期五)

09:00-10:00 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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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待聘： 

演講者待聘： 

題目： 

10:00-10:30 茶點 

10:30-12:00 場次 4 A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 位 

4 B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4 C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位 

4 D 

主持人待聘 

發表人 3 位 

12：00 閉幕 

九、預計論文發表場數及篇數： 

口頭論文發表共 48 篇，每篇時間 30分鐘(發表 20分鐘，意見交流 10分鐘)。 

十、徵稿方式: 

(一)徵稿主題 

本次研討會以「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與革新」為主題，繳交文稿摘要，摘要以

A4兩張為限(每張 1000字為限)，以下列次主題之相關研究為主: 

1. E化世代教育哲學之探究。

2. E化世代教育問題之探討。

3. E化世代教育改革的新挑戰。

4. E化世代教育政策與制度之因應措施。

5. E化世代教育下學校組織經營與管理之探討。

6. E化世代教育下校本課程發展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7. E化世代教育下各學習領域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8. E化世代教育下班級經營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9. 跨領域之 E化世代教育革新的策略實施與實務探討。

10.其他與教育相關課題的探討。 

(二)公開徵稿對象 

凡是全國大專院校中、小學各課程領域教學相關之學者、研究生、教師均可報

名參加。 

(三)徵稿流程: 

11. 摘要截稿日期：2018 年 8月 06日(星期一)。本次研討會論文摘要採網路投

稿方式，請電傳(1)論文摘要（A4*2張，每張 1000字為限，列五個關鍵詞；

每張的邊界為上 2.54cm、下 2.54cm、左 3.18cm、右 2.54cm；新細明體，

標題 16point、姓名和所屬單位 14point、內文 12point）(2)投稿者基本資

料表（如附件二）以夾帶檔案稿件寄到: giee@mail.ncyu.edu.tw 。信件

主旨請寫明「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與革新研討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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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摘要審查結果以 e-mail通知，通知日期：2015年 8月 20日(星期一)。

13. 摘要通過審查後，亦可將論文投稿於《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科技部教育學

門第三級期刊)，詳細規定請參酌：

http://www.ncyu.edu.tw/gie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2601

(四)審查方式 

本研討會徵稿採匿名雙審制，審稿專家由編輯委員會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共同審

議推舉之。 

(五)文責版權 

論文需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其摘要須無條件授權本

研討會刊載於研討會論文摘要集中，以利學術交流。 

肆、預期效益

一、 釐清國內外 E化世代教育的問題與原因。 

二、 探討國內外 E化世代教育的價值與內涵。 

三、 了解國內外 E化世代教育改革的議題與趨勢。 

四、 提供國內外師資培育機構在 E化世代教育改革之建議。 

五、 分享國內外中小學 E化世代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的實務經驗。 

六、 闡明 E化世代教育下國內外各學科領域之作法與特色。 

七、 深化國內各學科領域教師對內容知識與教學方法之理解。 

八、 培養教育人員對於 E化世代教育的價值思考與批判的能力。 

http://www.ncyu.edu.tw/gie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2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