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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電子白板在小學中文科及常識科的應用策略 
莊護林 

粉嶺公立學校，小學常識學習中心 
李肖蘭 

粉嶺公立學校 
 

摘要:電子白板是將電腦的影像投影在數位元元式電子白板上，操作者可
用相關手寫工具直接觸控版面來控制電腦，同時操作者可直接在板面上利
用筆的工具畫圖、寫字、畫重點等動作。這樣的操控模式將可增加學生的
學習印象，亦有助集中學生的注意力。而學生亦可同時透過電子白版系
統，即時發表意見及回應，實有助促進學習過程中的互動性。此外，操作
者更可將所書寫的資料將和投影的簡報資料和白版上的教學過程一起儲存
在電腦中，經修改整理後可輕鬆的透過列印、傳真或是電子郵件的方式或
網頁上存的形式與他人分享。 

本文旨在分享就小學中文科及常識科結合電子白版的課堂案例，及可
採用的相關策略。 
【關鍵字】電子白板、資訊科技教育、中文、常識、小學 
 
一.引言 

香港教育統籌局於 2004 年起於中小學推行交互式電子白板試點計
劃，為這種革新的課堂學習工具於課堂的應用策略及學生的學習成效進行
研究。相比於傳統的黑板，交互式電子白板是一種更具功能性及展示式的
展示工具及學習平台。操作者或講員能更有效率地演示學習內容及記錄學
習過程的相關訊息，而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將能有更多的參與性及互動機
會。 
 
二.電子白板的構成元素及運作模式: 
2.1 電子白板的種類: 

（A.M.Eskicioglu，D.Kopec，2003）電子白板按其使用特點可分爲複
寫式電子白板(Copy boards)、週邊式電子白板(Peripheral boards)和互動式
電子白板(Interactive whiteboards)即交互白板三類。而按照其結構技術特點
分類，則可分為掃描式、超音波式、電磁感應式、及氣墊觸控式四種。複
寫式電子白板可以經掃描輸入板書的內容，並將列印出來；週邊式電子白
板能將板書內容傳送到連接的電腦中存儲爲數碼檔案；而互動式電子白板
即即相當於一個大尺寸的輕觸式屏幕，用家只要用手指或滑鼠筆，便直接
由白板控制電腦。 

電子白板種類 特點 
掃描式: 不能互動, 可儲存與列印在紙張 
超音波式: 價格便宜, 電子筆大支, 解析度不高 
電磁感應式: 價格貴, 電子筆筆不能掉, 高解析度 
氣墊觸控式(可
用手指直接操
控): 

價格貴, 需小心使用, 解析度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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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互動電子白板的運作: 

一般互動式電子白板的組成部件共可分成三部份，即電腦、投影機及
互動式電子白板。電腦負責實際執行指令的工作，儲存或提取相關檔案。
而投影機則負責接收電腦的影像訊息，並將資料直接投射到亙動式電子白
板上。最後，互動式電子白板則擔當展示工具及操作平台，使用者可透過
電子筆直接操作電子白板系統及提取相關教學材料，或直接操作其他應用
軟件。一般指令的輸入或控制途徑除了透過與電腦連繫的滑鼠及鍵盤外，
電子白板筆亦為指令輸入的工具。三者在操作過程中，發揮著互補互助的
作用。若然在操作的過程中，有任何一環出現機件問題或運作不暢順，則
整個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功能亦完全失去。 
 
2.3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運作程序: 

使用者啟動互動電子白板系統後，便能運用特定的電子筆在電子白板
上發出指令，當互動式電子白板上的感應器接收到白板上的訊號後，便會
將有關指令經訊號線傳送到電腦，電腦便會立即執行從互動式電子白板所
發出的指令。之後，電腦便會把執行後的訊息經投影機傳送到互動式電子
白板上。這樣，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功能便隨即發揮出來了。 

 

學習互動模式的轉變 

 

 

 

 

 

 

 

 

運用簡報展示的學習模式 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學習模式 

 

三.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優點: 

教師透過滑鼠及鍵

盤的協操作 

 教師發出指令 

電腦

投影機 

白板 

訊號輸出 

訊號輸入 

訊號輸出 

電子白板

 教師發出指令 

訊號輸入 

電腦

訊號輸入 

訊號輸出 

投影機 

訊號輸出 

電子筆



APERA Conference 2006 28 – 30 November 2006 Hong Kong 

 

3 
 

互動電子白板是一種優良的展演示輔助工具。教師能在教學過程中
直接透過白板的筆在白板上直接進行操控、書寫、或運用其他軟件。從而
減小課堂上因轉換介面或軟件的真空期及學習過程的連貫性。 

互動電子白板是一種色彩化、形象化的學習工具。教師在課堂教學
上將有關的學習重點或要學生留的地方，透過白板筆把相關的資料以特別
的顏色或圖形即時標示。  

 
它可配合不同學習模式的學習者需要，觸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於

白板上書寫或標示資料;聽覺學習者可有更多的機會進行討論;視覺學習者
可透白板上的圖像化訊息進行學習。  

 
改善電腦化教學情境，增加多元互動:相比起多媒體室的學習模式或

單以簡報的教學模式而言，互動電子白板教學模式可更能有效促進教師與
學生，或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習機會。 

 
透過電子白板的輔助，教師能更有效率地及更具成本效益地運用資

源，充分發揮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果效。而在整個的學習過程中，學生亦
能透過相關的設施從個人對小組模式的協作學習。相對於建立一個電腦室
的成本來說，電子白板可謂大大地節省成本。  

 
互動電子白板在清理的過程中不會產生塵埃，而在清潔的過程亦能

減少製造廢物，教師與學生的呼吸系統的影響將較傳統的黑板為低。 
 

運用互動電子白板進行教學的優點是能直接透過系統的錄製功能實時
把整個互動電子白板上的教學過程及教師的音訊資料紀錄下來，不用如往
日般須透過影像編輯工具的輔助。教師或學生若希望重溫該節的教學活
動，亦只須要開啟有關檔案，便能重溫該節教學內容了。為此，整個教學
過程便能省時地進行實時記錄。而教師亦能透過相關的網站上載或下載不
同的教學設計，增加網路教學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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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交互白板和多媒體投影的課堂教學功能比較表 

   基於交互白板的課堂教學       基於多媒體投影的課堂教學 

      適合小班課堂教學         適合大型講堂講演 

     操作開放直觀、可視性強       操作隱蔽不直觀、可視性差 

    統一在白板操作、簡便          電腦桌面、投影螢幕分離，來回操作不便 

        學生主動參與         學生被動接受 

       白板、電腦合一         黑板、電腦分離 

         交互豐富          交互局限 

      資源與白板整合一體        資源（各類軟體課件）分散 

    適應師生群體協作同時兼顧個性化   主要表現爲教師個人獨立行爲 

       適應多種教學模式          適應教師主講模式 

    課堂教學過程易於控制、凝聚力強     控制程度低、凝聚力差 

     過程及新生內容可存儲、重用      不易記錄教學過程及新生內容 

     有多種交互白板配套專用教學硬體       無 

       有多種交互白板配套專用教學軟體       無 

     有多種交互白板配套專用教學資源庫     無 

        適於強化教研活動           較弱 

        適於強化教師培訓           較弱 

 

 

四.互動電子白板的不利條件 
售價昂貴:現時一般香港採用的電子白板受動即萬多元，再輔以投影

機及電腦設備才能使用，為此價格及整個電子白板系統的成本亦較昂貴，
有礙電子白板的普及性。 

 
固定式電子白板：若將電子白板固定於牆壁上，則會因其位置及角

度，而影響班內學生觀看電子白板的效果 
 
移動式電子白板：若將電子白板固定於流動架上，其靈活性相對較

高，但要經常進行校正問題。 
 
投影時，電子白板的影像可能可受前方的陴礙物遮蔽，產生陰影，以

致對操作造成影響。 
 
因電子白板的影像來自投影機，為此投影反光可能導致學生視覺疲

憊。 
 
大部分的電子白板產歐美，為此其配對教學軟件亦以英文板為主，故

此教學專用白板的中文軟體不多。 
 
五. 使用電子白板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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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互動電子白板的應用策略可作四個不同層次的劃分，即替代傳統
課堂教學上的黑板功能--展示式、以教師為主導的媒體操作平台、以教師
為中心的展示平台及師生互動的學習平台。 

1. 傳統課堂教學上的黑板功能--展示式:教師只在電子白板上板書有
關教學內容，傾向於教師為中心，單一性知識傳授學習的模式。
學生處於被動角色，整個學習過程中較缺乏互動學習的元素。在
此層次中，教師所發揮的電子白板的板書的功能。 

2. 以教師為主導的媒體操作平台: 這也是傾向於教師為中心，單一性
知識傳授學習的模式。學生處於被動角色，整個學習過程中較缺
乏互動學習的元素。與第一層次不同的地方是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直接透過白板操控電腦，開啟相關的學習材料或多媒體素
材。在此層次中，教師所發揮的電子白板的效能是簡便快捷。 

3. 以教師為中心的展示平台: 這也是傾向於教師為中心，側重知識傳
授學習的模式。學生處於被動角色，在學習過程中，師生互動學
習的機會較小。在此層次中，教師會運用電子白板的系統自行開
發或援用電子白板資源庫上的教材進行課堂教學。在此層次中，
教師所發揮的電子白板的效能是簡便快捷，以及其圖像化及動態
化的特點。 

4. 師生互動的學習平台: 這也是傾向於學生為中心，知識傳授及技能
掌握的學習模式。學生處於主導角色，在學習過程中，師生或學
生間的互動學習的機會較大。在此層次中，教師會運用電子白板
的系統自行開發或援用電子白板資源庫上的教材設計課堂教學。
透過電子白板的輔助，加速學生對有關主題進行積極探討及掌握
學習的流程和節奏。在此層次中，教師所發揮的電子白板的效能
是簡便快捷，以及互動多變化的特點。 

 
六. 動白板特有功能及其技巧使用 

只要了解電子白板特殊功能和應用技巧，我們便可以設計出不同的教
學活動，從而提高了學生的專注力，提昇了學生的學習興趣，讓課堂學習
氣氛更濃厚。透過多媒體教學軟件及電子白板的靈活性及互動性，將能更
有效地促進學生多元互動的機會。以下，我們將會介紹一些常用的功能及
策略。 
1. 拉幕:展示模式。 
2. 探照燈:突出主體，有侷部及全體之分，可結合語文科識字教學上。 
3. 拍照:把掛圖上的重點擷取或紀錄，可結合語文科的寫作或常識科的觀

察。 
4. 擦除:把掛圖上的圖像或文字刪除。 
5. 遮蔽:把相關的學習重點透過物件或方塊遮蔽，當要展示或訂正時，把

遮蔽的物件或方塊刪除。可結合中文默書或詞語運用，供學生共同參
與之用。 

6. 隱藏: a. 先設定掛圖背影色彩，把相關的文字色彩設定成背景色彩。當
要展示時，便把文字的色彩轉變。B.把物件放於掛圖的邊緣地。 

7. 板書:在白板上寫字或繪圖，把學習重點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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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超連結:在掛圖上插入超連結或多媒體素材。 
9. 捷徑:在功能表上加入相關軟件的捷徑，方便轉化操作介面。 
10. 部件或方塊:把句子分成不同獨立組件，可結合編章結構、排句成段、

重組句子、詞語運用、標點符號及識字教學上。 
11. 識字系統:宜接把板書的文字轉化為中英文及數字文字檔。 
 
七.案例分享: 
7.1 五年級中文教學(讀文教學) 

1.施行方式:常規課程 
2.學習重點:知識 
3.上課地點:電腦室(分組座) 
4.資訊設備:電腦、投影機、互動電子白板各一 

     
教師使用電子白板的應用層次為層次三，教師在設計掛圖時在個別的

掛圖插入了超連結以連繫相關網頁。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亦以掛圖作一綜
合式的平台，當要展示相關資料時，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便運用超連結以
連繫相關網頁，然後進行相關學習活動或觀看網頁上的多媒體。而在教授
段落大意或句式特點時，教，教師便運用了遮蔽及隱藏的技巧。而在師生
互動環節中，教師則運用了板書的功能，讓學生在掛圖上進行標示。 

 
   此課節傾傾向以教師為中心，學生的學習較被動，然而學生的專注力
因電子白板的互動及兼備特點，相較一般課堂為高。 
 
7.2 五年級常識教學(植物—觀察校園的葉子) 

1.施行方式:增潤課程 
2.學習重點:知識及技能 
3.上課地點:活動室(分組座) 
4.資訊設備: 

教師設備:電腦、投影機、互動電子白板各一 
學生設備:數碼顯微鏡、電腦各六台 

   
 教師使用電子白板的應用層次為層次四，此課節的的點是結合數碼顯

微鏡的應用教師在設計掛圖時在個別的掛圖插入了超連結以連繫相關網
頁。同時，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亦透過捷徑的協助把掛圖的教學內容和
數碼顯微鏡的操作平台交互使用。而在師生互動環節中，教師先透過電子
白板掛圖考查學生對校園植物的認識，再經數碼顯微鏡考查學生觀察樣本
的步驟及能力。運用電子白板的相關技巧及策略有: 
展示:拉幕及探射燈 
板書:標示及考查學生 
拍照:記錄學生觀察所得 
捷徑:轉換數碼顯微鏡的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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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節傾傾向以學生為中心，學生的學習較主導，因應分組的安排，
學生的互動及協作機會亦較大。而學生的專注力因電子白板的互動及兼備
特點，亦較一般課堂為高。 
 
總結 

中國內地學者丁興富(2004)指出交互白板必將能成爲中小學課堂教學
資訊化、資訊技術與學科課程教學整合的有效且可行的主流技術，成爲中
小學未來教室設計設備的標準常規。為此，如何有效地善用電子白板，以
及有機地結合課堂的教學應用，將能有效地增加教學過程的互動性及靈活
性。然而，就本港促進電子白板的課堂教學法及相關的案例，則仍有待各
地的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嘗試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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