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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雲端學習受到全球熱烈關注，近年來各縣

市學校也陸續致力於發展雲端應用服務，並建置各

自資訊平台以提供教師與學生教育資源。然而，在

各縣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開發的教育資源散落於

各縣市中，學生必須花時間去找尋並反覆登入眾多

的教學平台以找尋適合的學習資源，導致學生學習

的困擾。因此雲端學習必須能建構在一整合性雲端

應用服務平台，以提供學生更好的求學環境。 

本研究提出整合性教育雲端應用及服務平

台，分別對學習立即有感之應用逐步進行規劃與討

論，以期使教育雲推動可透過此規劃架構提升更佳

的效益。 

關鍵詞：教育雲、雲端平台、OpenID 

 
Abstract 

 
With a growing attention on cloud learning all 

over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educational institute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one after 
another, also started to devo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application services, provi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educational resource via their own 
information platforms. However, available but limited 
educational resource is scattered and allocated to cities 
and counties. It takes time for students to search 
through a variety of learning platforms in order to find 
appropriate and desirable learning resource, which 
certainly hampers learning.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cloud learning should be 
built on an integrated cloud application services 
platform.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cloud application services platform. We 
planned and discussed with respect to each application 
that has immediate impact on learning. With our 
planning framework, we hop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cloud can achieve a more beneficial 
result. 

Keywords: education cloud, cloud application 
services platform, OpenID. 
 
1. 前言 

 
因應資訊化社會與數位匯流之應用，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成為國家未來的發展重點 [1]。在

「雲端運算」的環境中，使用者可以將資料存在遠

端的伺服機裡，並隨時作升級或更新變動，享受網

際網路所帶來的服務。「雲端服務」藉由網路讓使

用者從遠端更加便利的取得知識，更加簡單的開發

新知識及進行虛擬圖書館的建置與強化知識產權

保護等。「雲端運算服務」藉由通信科技讓企業更

快速的開發新知識和散播知識，加強知識網絡互

聯，加快知識流動把知識創新轉化為生產力。如

今，許多企業研發動能的投入，正帶動這個市場的

擴大。 
綜合以上雲端運算產業發展趨勢，若將「雲端運算」

應用於教育，利用電腦科技建置全方位的資訊教育

環境，並結合網路資源推動電腦輔助教學，打造優

質的數位學習環境 [3][5][6][7]。將可服務未來國民

教育(國中小、高中職)，並能達到縮減城鄉數位落

差等效益，普及並提升科技教育水準。雲端運算與

協同學習環境等應用也將融入課堂教學[9]。因此，

我們更應全力開發各種新應用模式，以因應未來教

育環境的挑戰。透過雲端打造一個共通的學習資源

平台，並藉此系統讓教師更加了解學生的學習成

果、提供學生對課程的回饋機制、培養學生自主探

索能力，強化教師、家長之溝通互動。 

建置全面 e 化的校園網路，除了需提供便利的

數位應用環境，資料通訊的安全問題更是不可忽視

之重點項目。在校園網路多元的資訊應用環境下，

如何建構完備的資通安全網路管理與防護機制，方

能提供校園網路使用者足夠的資安保障，這將是網

路管理者必須克服的難題。在教育學習上採用新興

之網路科技，將能使數位教學變得更為便利。無線

網路及漫遊機制可輔助學生及老師在校園中任何

地點進行教學活動，甚至進行跨校交流學習，從而

建立起一個無地域空間隔閡的資訊使用環境。為順

利將各種網路新興科技導入教育之中，網路基礎建

設的提升與新興科技應用之採用乃是其先決條

件，如有效頻寬提升、IPv4/IPv6 雙協定網路、校園

語音交換系統(VoIP)等新技術的應用，將可有效改

善目前網路發展的瓶頸。各級學校並可藉善用網路

大幅降其低校務行政成本，並提升處理聯繫的效

率。 
為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教育雲端環境之基礎建

置，且為有效達成(一)整合各類雲端學習內容與服

務，實現「學習者為中心」的資源需求。(二)支援

學習者開放、自主、便利的學習環境需求。(三)避
免教育資源重複投資。(四)促進手持行動裝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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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 

 
2. 教育雲端應用及服務平台需求描述 
 

近年來，政府以投入建置雲端基礎建設，使得

教育服務的雲端化及其相關應用已經逐漸在各縣

市進行推廣與使用。由於各縣市經費及人力上的限

制，各縣市競相開發自家的平台，並無法資訊透明

的在各縣市流通，各縣市擁有屬於自己的核心資

源，也無法藉由雲端進行知識的分享。因此，拘限

了各縣市發展雲端學習之成果。 
為此，建構教育雲應用及服務平台有其必要

性。依各縣市雲端學習現況，規劃及盤點其學習資

源，並透過跨平台搜尋服務及雲端資源交換機制

(Edu Market)，整合各類雲端學習內容與服務以強化

雲端運算環境，例如，線上學習、資源整合電子郵

件系統雲端化、媒體影音平台、教育 wiki 及教學工

具等，便利學生、教師、家長及教育行政人員使用。

因此，為了符合使用族群之需求，需先釐清其推動

方向是否正確、資源整合面之適切性及系統整合面

之溝通是否完備。 
 
2.1 教育雲端服務平台推動方針 
 

教育雲端應用服務入口網，基於已建置完成之

PaaS 平台層上開發更多項應用服務，支援全國中小

學實施行動學習所需數位載具之資源環境，並建立

民間數位資源的提供與整合服務機制，以提供各類

後端之開放性共通與整合服務，期提升具有社會價

值與效益之雲端學習服務，並以下列三個方向著手

執行與推動： 
(1) 協助整合與強化雲端運算環境 
 協助推動電子郵件系統雲端化，以縣市為

單位逐步增加涵蓋範圍。此雲端化電子郵

電系統並將結合未來 4 座縣市網路中心

之建置，提供穩定之雲端資源服務平台。 
 利用上述之雲端機房環境，協助推動

OpenID 單一簽入，使用者用既有之帳號

取用教學資源，並能避免帳號過多難以管

理之困擾。 
(2) 協助整合雲端學習資源與建置雲端學習服

務 
 配合雲端學習資源整合政策，建立協調機

制提出整合各界學習資源之策略，鼓勵各

學校發展資訊融入教學，並將產出之資源

上傳分享。 
 協助維運社群討論機制之建立：未來可包

含教育 wiki 服務[4]、教師社群服務系統

與學生社群服務系統。 
 協助整合雲端學習工具，支援師生雲端學

習，未來可延伸至電子字典、自由軟體服

務平台與偏鄉遠距課輔系統，支援師生雲

端學習。 

(3) 辦理教育雲端應用服務之成果發表會 
 辦理教育雲端應用及平台服務推廣研習

活動，結合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行政支援，並藉此蒐集使用者意見，

滾動修正相關應用資源服務。 
 
2.2 教育雲端學習資源整合策略 
 

為了整合雲端學習內容及服務，需瞭解教育

部、各縣市政府、部屬館所及民間資源，作為轉至

雲端服務的評估。圖 1 提出三階段資源評估機制，

以針對資源提供者提供最適切之安排及資源之整

合。 
 

 

圖 1 建立機制 

 

根據現有數位資源及已開發數位平台之蒐

集，規劃盤點整合服務型態，並依據資源分類以發

掘潛在且讓使用者有感之教育資源，使其各界資源

提供者能將資源集中且聚焦(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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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資源盤點與加盟機制 

 

綜合上述，本研究規劃之資源整合策略(如圖 
3)，其優點包含:(1) 結合不同資源的優勢，快速

整合教學所需教材，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資源及提

供老師更多的教學資源。(2) 降低搜尋學習資源的

時間，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及教學現場的成效。(3) 
有效彙集部內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開發之數位資源與應用服務，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

的。 

 

 

圖 3 盤點及加盟流程 

 

3. 教育雲端應用及服務平台 
 

基於上述雲端服務推動方針及資源整合策

略，本研究規劃一個教育雲端應用及服務平台，提

供數位資源整合及教育應用服務。這包含教育雲端

應用服務入口網、教育大市集、教育媒體頻道及教

育百科四大應用服務。 

 

3.1 教育雲端應用服務入口網 
 

教育雲端應用服務入口網(如圖 4)提供一個教

學資源彈性化、能迅速反映使用者需求，讓使用者

快樂學習，自發性學習的教育雲端應用及學習平

台，並朝向「資源雲端化、教材多樣化、服務在地

化、學習個人化」之目標發展。 
此平台建構於雲端服務架構 [2][5][6]，並整合

各加盟單位既有的教材、教案、學習單、影音素材、

教學 APP、教學頻道及教學 flash 等，提供老師多

元教學之素材，以及提供學生跨平台存取這些學習

資源。 
此外，過去帳號認證上，學生必須記憶多組不

同學習平台之帳號密碼，除了降低學生學習動機

外，也增加學生使用系統的負擔。為此，建置教育

雲入口網時，考慮以 OpenID 之分散式認證方式，

來實現單一簽入之服務。使用者用一組帳號密碼，

就可以快速登入相關網站使用服務。 
當使用者透過 OpenID 登入後，根據使用者的

身份可使用到全國各縣市教育體系之教學資源，同

時並支援行動化之需求，提供跨平台之行動學習服

務。隨著逐年佈建之雲端應用服務，學生也能將此

入口網作為學生在學期間之豐富的線上雲端資源

庫。 

 

圖 4 教育雲入口網示意圖 

 
3.2 教育大市集 
 

教育大市集整合雲端教學資源、學習資源與工

具，提供使用者透過查詢介面查詢到整合性的學習

資源。其資源包含了教育 App、各種數位教材及教

學軟體 (如圖 5)。 
為了因應行動化學習之需要，教學 APP 市集提

供另一項教學資源的選擇。藉由行動學習載具服務

雲端化，讓學習、閱讀或查詢資訊、分享訊息等活

動可以不受時空限制。同時，為了確保這些被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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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及由使用者上傳的 APP 教學之適切性，將依據

所訂定的審核機制，進行內容的控管。 
因此，教師可以根據課堂之需求，從 APP 市集

中選擇或接受推薦所適合的 APP 軟體，並於課堂

上，即時派送給班級成員一同進行學習活動。這不

僅凝聚在地教學資源，朝向保存與利用之教育資源

雲端化的目標，也能有效節省使用者選擇軟體所需

花費之時間，提升教學軟體推廣之成功率。 
 

 
圖 5 教育大市集示意圖 

 
3.3 教育媒體頻道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網路頻寬的提升也

帶動數位影音應用與雲端需求的前進。因此，數位

影音教材也漸漸成為電腦輔助教學的趨勢。然而，

網路中的影音內容參差不齊，若無有系統的篩選過

濾，對學習上反而沒有助益。 
因此，本研究透過整合各縣市、館所等影音資

源，確保影音來源之正確性後，建置一教育媒體頻

道(如圖 6)，以符合使用者需求並提供個人化教育

影音服務，以期教學內容更豐富多元，進而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及拓展學習視野。同時，藉由提供討論

與推薦機制，協助學生針對教學內容進行反思及解

讀，並釐清疑難問題，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圖 6 教育媒體頻道示意圖 

3.4 教育百科 
教育百科(如圖 7) 整合教育 Wiki、國語辭典、

學術名詞等教學資源，以創建教育領域的知識庫，

並透過查詢機制以提供民眾正確解讀教育相關名

詞上的內涵。 
 

 
圖 7 教育百科示意圖 

 
圖 8 說明各學習資源間存在的關連。例如：

當使用者進入教育百科後，下了關鍵字“E 化學習”
進行查詢。這時教育百科將會從整合性資料庫中，

找出相關的教學資源、對應解釋及對應名詞等。使

用者再根據其需要，點選適合的教學資源進行瞭

解。 

 

 
圖 8 學習資源關連圖 

 
4. 預期結果及產生的效益 
 

本研究教育雲端應用及服務平台，分為教育雲

端應用服務入口網、教育大市集、教育媒體頻道及

教育百科四大應用服務，各服務預期目標及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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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如下： 
 

4.1 教育雲端應用服務入口網 
 
(1) 利用 Open ID 認證機制進行單一簽入，避免帳

號過多難以管理之困擾。 
(2) 整合各類雲端學習內容與服務，實現「學習者

為中心」的資源需求 
(3) 支援學習者開放、自主、便利的學習環境需求 
(4) 促進手持行動裝置服務雲端化 
(5) 避免教育資源重複投資 
 
4.2 教育大市集 
 
(1) 教育大市集提供學習上豐富的閱讀資源，親子

雙方透過學習資源共讀的方式，促進親子溝

通、培養親子共同分享、成長與共讀的樂趣，

讓閱讀成為家庭生活和親子交流的重要方式。 
(2) 教學 APP 及學習工具，有效節省使用者選擇

軟體所需花費之時間。教師可快速應用於教

學，有助於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活化教學現

場，進而提升教學軟體推廣之成功率。 
(3) 藉由雲端學習中群眾推薦的力量，發掘出隱藏

著的可用資源，讓教師可以專注於課堂教學與

活動設計，去營造優質環境，豐富學習資源。 
(4) 雲端教學資源共享與再利用，除了統整教師有

用的教學資源，同時也縮短親師生與教材的距

離。 

 
4.3 教育媒體頻道 
 
(1) 整合各縣市與館所影音資源，俾利雲端資源共

容運作，避免教學資源重複開發與投資。 
(2) 透過網路滲透到無數個規格一致的影音資料

庫，進行交互參照（cross-reference），提供學

習者豐富的影音資訊和加值互動的服務，進而

與學習者的學習緊密結合。 

 
4.4 教育百科 
 
(1) 教育 Wiki 由教師建置資料與維護，切合教師

需要，可信度高 
(2) 學生能迅速且有效的取得教師團隊整理後之

各類知識 

 
5. 結論與展望 
 

本研究建置教育雲端應用及服務平台，提供全

國教師及學生一個豐富多元的雲端數位學習資

源。其創造的四大亮點分別為： 
 
亮點一：電子郵件服務雲端化 
(1) 有效節省縣市間自行開發及委外之人力與成

本。  
(2) 單一帳號簽入機制 

 方便使用者取用教學資源，提升資源使

用率  
 教師取得教材與教學元件更加方便。 
 學生更容易從整合的服務平台，取得各

項資源。 
 
亮點二：教育資源雲端化、素材化 
(1) 以教育部為起點，整合教育 Wiki、教育部數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ISP)、學習加油站與六大

學習網，再逐步加盟各縣市教育資源。 
 教育 Wiki 與 ISP 由教師建置資料與維

護，切合教師需要，可信度高。 
 學生能迅速且有效的取得教師團隊整理

後之各類知識。 
(2) 整合全國教學 APP 與自由軟體線上平台 

 有效節省使用者選擇軟體所需花費之時

間，提升教學軟體推廣之成功率。 
(3) 線上字典雲端化 

 方便且內容豐富之線上字典，改善多人使

用之服務效能。 
(4) 雲端資源再加值 

 配合館所特色進行教材設計，發展出創新

的情境學習。以激發自發性探索學習，培

養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能力。 
(5) 教材資源的推薦機制 

 結合系統化資料分析，提供與教師相關的

資源，減少老師找尋教材的負擔。 
 
亮點三：雲端社群互動環境 
(1) 教學創新及資源共享 

 藉由 e 化輔具導入教學課程中，引發學習

興趣、回饋與分享。雲端即時回饋的特

性，落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將雲端教學資源、教學 APP、自由軟體融

入教學環境，豐富教材內容與協助教學創

新，提升教學品質。 
(2) 協同學習共創社群智慧 

 教師可根據學習任務特性，產生學習團隊

並指派任務，藉由學生一起解任務、共同

思考解決問題。 
(3) 強化教師及學生有效溝通互動 

 促進行動載具服務雲端化，導引學生自發

性學習，透過學習資訊主動搜尋與組織，

促進學生多元討論。 

 
亮點四：加速縮短數位落差，偏鄉學習零距離 
(1) 整合雲端教育資源&素材分享，可提供數位學

伴線上課業輔導，並改善多人使用時，服務效

能不佳現象。 
(2) 多元化雲端資源共享，讓教學方式更加多元

化，同時也提供學習者擁有自主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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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研究已初步完成系統規劃設計，後續進

一步進入教育雲平台實作建置階段。未來將透過教

育雲應用及服務平台的推廣，提供學生更好的求學

環境，並促進產、官、學、研於數位學習及數位內

容產業之重視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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