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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近年來網際網路的興起，「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成為新興的科

技新概念。雲端運算不但具有「便利」、「無所不在」、「低成本」的特性(余鑑、

呂俊毅，民 99)，而且透過寬頻網路的高度普及，形成小至個人、大至政府單位

皆可享用雲端技術所帶來的新便利。一般人只要具備網路連線的裝置(如:電腦、

手機、平板)，就可以享受各式各樣的雲端服務。因此許多機構不必再支付龐大

的費用來購買軟硬體設備或負擔高額的技術開發及維修經費。透過雲端，獲得更

即時、更便利的服務。因此，除了各行各業搶搭雲端商機外，教育界也正積極探

討，如何利用雲端運算的技術，將其低價甚至免費的服務運用在教育場域中。本

文將從雲端運算的定義及架構的概念介紹開始，其次介紹各國與台灣的教育機構

運用雲端運算的實際案例，接下來敘述雲端運算可能的隱憂，最後以教育的角度

重新出發，反思雲端運算應用在教育中的意義。 

 

貳、雲端運算的概念與特性 

全球搜尋引擎谷歌(Google)於 2008 年年初宣布，透過和台灣大學、交通大學

合作，推動「雲端運算學術研究計畫」；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也說，未

來是雲端運算的時代(聯合新聞網，2008)。行政院亦將雲端運算列為四大智慧型

產業 (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之一，並執行數

位台灣(e-Taiwan)、行動台灣(M-Taiwan)等多項國家網路通訊計畫(行政院，2010)。

此外，在經濟部的指導下，工研院、資策會、中華電信、台灣區電機電子公會與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聯合規劃籌組「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Cloud Computing 

Association inTaiwan)。由此可見，「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這個科技名詞

在台灣迅速崛起的狀況，無可避免地亦被媒體和企業大量運用甚至濫用，彷彿任

何計畫一旦加上了「雲端」二字，便能走在時代的尖端！然而實際上，「雲端運

算」一詞究竟意涵為何？ 

其實「雲端」一詞來自資訊工程人員在繪製概念圖時，常以雲朵圖像來代表網際

網路。而 Google 給了雲端運算一個通俗易懂的定義：「雲端＝網路」，舉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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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溝通多台裝置的運算工作，或是透過網路連線取得由遠端主機提供的服務

等，都可以算是一種「雲端運算」(楊錦生，2009) (參見圖一)。換言之，「雲端運

算」可以說是另一種「網路運算」形態。 

圖一 雲端運算概念圖（作者自行繪製） 

 

依照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於 2011 年 9 月最新修訂的「雲端運算」定義，是指「一種模型（model），

使用無所不在、便利、隨手可得（on-demand）的網路，能自由存取並共享廣大

的運算資源（如網絡、伺服器、儲存、應用程式、服務），並可在最少的管理及

互動成本之下，快速提供各項服務」（NIST，2011）。 

 

一、 雲端運算服務模式及特性 

主要項目包含如下（NIST，2011）： 

（一）三種服務模式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透過網路提供商業應用軟體，使用者只要透過網路便能直接取得。例如：Yahoo

電子信箱、Google地圖、Youtube、Facebook…等，甚至是趨勢科技的雲端防毒，

都是常見的雲端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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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指的是以提供平台來作為運算或解決方案，並提供整合的應用程式介面，可以讓

客戶的應用程式放在該平台代管，佈署更簡便，而且節省成本。例如：微軟的

Windows Azure、Google的 App Engine、Yahoo的 Application Platform、Salesforce

的AppExchange平台等。 

 基礎架構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使用者可以租用「基礎運算資源」，如處理器、儲存空間、網絡元件或軟體，使

用者不需要管理雲端基礎架構。譬如例如中華電信的HiCloud、IBM的Blue Cloud、

HP的Flexible Computing Services及亞馬遜的EC2。 

（二）五項基本特性 

 高度彈性： 

雲端運算能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調整資源規模與內容。 

 計算服務： 

計算服務中，雲端服務各層次均由雲端供應者掌控與監管，以便掌握計費、存取

控制、資源優化、處理能力規劃及其他工作。 

 隨時隨地提供自助服務： 

消費者可自行使用雲端服務，不需與雲端供應者互動。 

 網路使用無所不在： 

網路使用無所不在，亦即雲端供應者服務可隨時在網路取用，且使用者端無論大

小，均可透過標準機制使用網路。 

 資源彙整： 

資源彙整讓雲端供應者透過多重租賃模式服務消費者，依據消費者要求，來指派

或重新指派實體及虛擬資源。比方說，Google把使用者的郵件儲存在世界各地的

伺服器裡面，依照使用者的帳號對這些伺服器進行存取個人郵件（NIST，2011）。 

 

 儘管如此，此架構只是大致描繪出「目前」雲端的概念，因為科技的進步與

新程式的開發日新月異，無人能認定，上述的分類與特質是否已完整涵蓋了所有

雲端服務；也不能認為某個程式或服務就必然能歸納於某一服務類型。譬如大家

常用的Google Apps，就很難認定它是屬於軟體服務，或是屬於平台服務(Nabil, 

2010)。因此，也有學者指出，「雲端計算」並沒有固定的定義(Grossman, 2009；

Voas & Zhang, 2009)，而是擁有一種以網路為服務來源、服務基礎的概念。 

具體來說，搜尋引擎可說是雲端運算的典型例子。舉例來說，當我們使用

Yahoo!的搜尋引擎時，只需要在網頁上輸入想要搜尋的關鍵字並按下搜尋，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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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的無數Yahoo伺服器便會同時運作、計算，在短暫的時間內搜尋出大

量的資訊，並呈現在使用者的搜尋網頁上。使用者無需擁有數量龐大的伺服器，

網路線路的建置和維護費用，僅用個人電腦及網路就能夠達成複雜的運算結果。 

 

 

  二、雲端計算的特點 

 雲端運算之所以能成為下一個世代的資訊科技主流，是因為它具有經濟實

惠、簡易性與便利性三大特點(Erdogmus，2009)，而且網路基礎建設的普及，使

得上網變得既簡單又快速，無論是寬頻網路、光纖網路、無線上網、3G上網均

已經是普遍對任何機構(包括教育機構)與個人加以開放使用，這三個特點就足以

吸引使用者或機構透過雲端運算，讓所有的工作在雲端執行並分享。 

 在教育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一間大學想要建立屬於自己的郵件系統，

則需要採買伺服器主機、儲存裝置、備份裝置、系統軟體、聘請維護硬體及軟體

的工程師，還要找一個能放下上述所有人事物的機房。至於當前，學校只需要花

部分經費向某間公司購買郵件服務，就能解決上述所有問題。以加拿大的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 (CLESBC)為例，他們將校內的

郵件系統轉由外部公司負責後，學校每月只需要花40美元的租金，就能使用完整

的郵件系統，相較於原本動輒一萬美元以上的開銷，絕對經濟實惠得多(Klassen, 

2011)。 

參、教育在雲端的可能架構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演進，通常會深切的影響教育改革。電腦與網路的發明與

普及，也打破了社經地位的藩籬，讓所有能夠使用資訊科技的人都能享有相同的

優勢與機會 (Fogel，2010)，與相同的學習資源。同樣地，「雲端」概念的出現，

也能為教育帶來更多改變的機會與方向： 

 

一、雲端為教育帶來新契機 

欲理解雲端運算在教育中的可能性，須從「服務」的概念出發。在資訊科技

中，「服務」是一種能隨時隨地、藉由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手機或PDA取

得的軟體功能。目前常見的雲端服務如：Google Apps、Amazon EC2等；而電子

郵件、部落格、維基百科等，則屬於通用的雲端服務。從使用者的角度而言，雲

端運算能讓使用者在存取服務時，無須擔心服務本身從何而來或者在哪裡的伺服

器運作，因為服務早已經架設好了。 

 根據Intel在2010年發表的雲端運算白皮書「教育雲：傳播教育服務」(School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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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oud Computing) 認為雲端教育能夠為以下幾個問題提供解決的途徑或策

略(Fogel，2010)： 

 有無快速、有效率且便宜的方式傳遞教育？ 

 如何培養學生具有21世紀所需的能力以及未來工作所需的技能？ 

 如何鼓勵本土創新，並在縣市間、國家間分享資源？ 

另外，知名研究機構顧能（Gartner）在2011年發表了一份高等教育業務優先

順序調查(Higher Education Business Priorities)，訪問各教育機構的資訊長

(CIO，類似台灣等教育機構的電算中心主任)對該年度資訊業務優先順序的評

估，得出前五名的結果如下（Gartner, Inc. (C), 2011）： 

 提升業務成長 

 吸引消費者（學生、研究者、合作夥伴）並使之留存 

 改善技術基礎設施 

 創新服務及產品 

 減少業務開銷 

雲端運算所具有的特性，正是解決上述幾點問題的可行方案。採納雲端運算

除了存取方便快速、使用方式簡單之外，並可以減少機構在開發、結合、操作、

維護資訊設備及軟體時所需的開銷，教育機構人員就能夠更專注在使用者的操作

經驗以及成果上，也能將管理工作交由提供雲端服務的公司，減少教育機構本身

所需的管理人力與資源。其次，雲端運算超越時空藩籬、低價(或免費)分享創造

的特性，能夠集中全球的開發與創新資源，並能夠及時對過程或結果進行分析，

進而做持續的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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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中的雲端架構 

若要將雲端運算運用在教育中，首先必須瞭解教育雲中的「服務階層」概念，

吾人可透過此一階層分析自身對於雲端服務的需求，也可作為檢視其他雲端服務

的參考架構。在圖二中可看出，教育中雲端運算的服務階層共有四層，並分為使

用者服務、資訊科技服務兩類。 

 

圖二 教育中的雲端架構 重繪自Fogel(2010) 

1、使用者服務 

指的是享受雲端服務的學生、老師或行政人員能夠直接由電腦、筆記型電

腦、智慧型手機等不同裝置連上網路存取「教育服務」，而進行以下與教育活動

直接相關的雲端服務 (Fogel，2010): 

 線上評量系統，能夠快速掌握並管理學生的學習狀況，不需要再花費大

量時間手動計算成績、或者將評量報告謄於電子檔案中。 

 學期紀錄系統，可以協助教師進行班級經營。可以提供課表、點名簿、

課程進度表等等。 

 教學輔助系統，能夠使用具有影像、聲音、圖片的多元教材，豐富學生

學習經驗並能提升學習動機；教師並能透過網路，在課堂間進行形成性

評量，或者在課後直接分配作業，節省批改的時間及印製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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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化學習檔案 (e-portfolio)，能夠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即時記錄學生學習

的過程、內容、成果、作業、評量等等，能以文件、照片、影像、聲音

等多元形式儲存，並可以提供教師、行政人員、甚至是教育主管機關作

為學生學習成果的參考資料。 

 線上討論社群，提供教師一個虛擬的平台，能夠在平台上和其他教師同

儕進行教學、教材、班級經營等的交流討論。 

 專業發展服務，能夠協助教師及其他教育人員更熟悉雲端服務，並將其

融入教學活動或教育事務中； 

 學校資產服務，能夠詳實記錄並追蹤學校器材、設備、教室等的狀況以

及使用狀況、租借狀況等。 

 佈告欄服務，能夠和社群網站、電子郵件或者智慧型手機系統做連結，

成為學校和親師生之間的訊息平台，能夠宣導政令、宣傳活動或資訊交

流。 

 募款服務，能夠追蹤捐款款項、來源、細目並且宣傳或管理募款活動。 

另外一類的「通用服務」，則是指普遍為一般大眾所用，但同樣也能在教育

場域內發揮功效的雲端服務，而且也能夠支援或結合上述的教育服務，包括電子

郵件、線上影片、社群網站、部落格、入口網站等。舉例來說，學生或許能夠將

e化學習檔案的內容和email的郵件做整合，因為郵件信箱內可能包含和同儕、師

長之間的討論與互動，電子郵件也可以提醒學生完成作業及評量等項目。 

2、資訊科技服務 

雲端運算在教育中的其他兩個階層，屬於資訊科技服務。實際上這兩個階層

的服務可能都不存在於教育機構之中，而是由外部的公司或者是上級教育行政單

位負責。最底層的是實體資源，包括教育主管機關管理的伺服器、國家光纖網路、

儲存設備、線路等等，實際上運作網路、計算功能的硬體設備或網路基礎建設。

而虛擬資源則是藉由集中所有實體資源到某個整合的虛擬服務上，能夠簡化終端

使用者（學校、教師、學生）使用實體資源的過程。 

 

肆、國際上常見的雲端教育 

雲端運算在教育機構應用發展的可能性與多元性可說不勝枚舉。以下將從美

國、英國、加拿大、阿根廷等數個學校的例子，列舉雲端運算如何被廣為運用的

實例。 

(一)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就將雲端運算的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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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課程中，開設了一門雲端服務軟體設計的課程，透過亞馬遜網路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的贊助，舉凡修習這門課的學生能夠將所有的設計過程從教室搬到

雲端，直接利用雲端所擁有的大量伺服器進行軟體的開發與測試，而這是該校原

先在硬體設施所無法提供的個案(Fox, 2009)。 

又如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Ｗisconsin )生物科技與生物工程的研究人

員，藉由Google提供的服務，同樣利用雲端大量的伺服器，進行原本需要大量時

間計算的蛋白質研究。在進行類似的研究時，研究人員往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取

得或維護高價的研究設備，以進行大量化學結構分析、光譜分析等十分龐雜的資

料分析。而現在拜雲端運算所賜，克服了運算設備與速度的問題，直接交由雲端

的伺服器執行分析工作，讓研究人員可以將更多心力放在研究主題本身 (Susa, 

2009)。 

另外，肯塔基州派克區(Pike District)的中學也利用雲端運算的力量解決了當

地的電腦資源不足的困境。該州政府和IBM的服務轉包商合作，將該區學校內的

1400台老舊電腦，變成功能強大的虛擬機器，在IBM的伺服器上進行更新。如此

一來，學校未來就不需要再花錢買新設備、或升級系統了。這個區的學校也因此，

終於能夠施行擱置許久的電腦化測驗(Erenben, 2009)。而且租用這些虛擬機器的

費用，只是原本維護舊電腦的一半，除此之外還省下了額外的硬體設備建置費以

及管理人員費(Lambert, 2009)。 

另外，美國新媒體聯盟(New Media Consortium)發表的2010年中小學科技分析

報告中(Horizon Report: K-12 Edition)發現，未來5年內，包括雲端運算與協同學習

環境等六種高科技將快速走入課堂。隨著高科技時代的來臨，美國教育單位目前

正努力研發新科技，以因應未來教育環境挑戰（教育部，2010a）  

(二)英國 

 英國的西敏寺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擁有超過2萬名學生，是英國大

量採用雲端運算的大學之一。原本校內所自有的電子郵件系統十分老舊且不受學

生歡迎，有高達96%的學生設定將校內信箱的郵件轉發到外部的信箱去。而後在

2008年，校方決定採用教育版的Google Apps作為解決方案。這個平台可以提供校

內每個人7.3GB的郵件儲存空間，可以發訊息、製作行事曆、文件、簡報，而且

可以在線上直接分享或者共同編輯；此外，教育版的Google Apps在更新時，所有

人都可以保留原本的電子郵件位址而不需要做任何更改，如：david@wmin.ac.uk

不必換成david@gmail.com，少去更換郵件的麻煩。 

 該校採用Google Apps之後，除了學校統一發出的信件再也不會被當成垃圾信

件而阻擋之外，7.3GB相當於隨身碟的信件容量對於學生來說綽綽有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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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Google Apps教育版完全免費！如果想要在校內建置一個相同容量的電子

郵件系統，學校必須要花100萬歐元才有辦法做到。(包括建置、維護、升級、人

員、執照、伺服器…)。為什麼Google能免費提供這些服務? 因為，未來將會有一

大群商業領導者習慣使用Google Apps，商機無限。此外，Google Apps依然能夠遵

守學校對於資訊安全以及隱私的規定，譬如學校的行事曆、教學、研究、人事等

資料都必須被封存在校內的系統中，校外的人士無法隨意存取。 

（三）加拿大 

 溫哥華社區大學(the 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 )也將他們的電子郵件系統

以及其他服務功能轉移至雲端上，他們選擇的平台是微軟的Live@EDU，這個平

台能夠在線上使用Word、Excel、Power point等軟體，並有分享檔案、共同編輯等

功能。Live@EDU同樣也提供電子郵件服務與大容量儲存空間，每個人所擁有的

空間達到25GB之多，而且Live@EDU同樣是免費的。該校將電子郵件與其他服務

移到雲端之上，讓老師將能夠花更多資金與心力於數位教學平台Moodle的支援

上。除此之外，學校內也有許多課程使用Google Docs。 

 在北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UNBC)，他們

將twitter的功能整合進課堂的部落格中、利用Amazon的EC2服務1建置自有的圖像

資料庫。UNBC也使用Blip公司提供的影音服務，擁有一個自己的影音伺服器，

可以上傳並保存自有的影音檔案，也可發布在iTunes平台上供學生訂閱及下載。 

（四）阿根廷 

阿根廷聖胡安省（San Juan）教育主管機關已於 2010 年 6 月導入的 NEC 雲

端運算綜合教育系統，此運算綜合教育系統，以軟體即服務（Saas）的形式提供

教育部及各學校電子信箱、資訊入口網站、線上教育等各種應用。藉此，教育部

與各學校間可互相分享情報資訊，並可實施整合型的高水準教育方案。在資訊安

全方面，則導入了指紋辨識系統，透過此系統避免資訊外洩更可強化資訊安全。

(NEC，2010) 

 

(五)  其他國家 

    法國在2011年全面導入電子教科書；新加坡預計在2012年每位學生配備一台

行動裝置；韓國規畫在2013年使全國中小學生擁有平板裝置，並於2015年將全國

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電子化；英國的學校教室97％擁有電子白板。各國均已計畫進

入智慧教學時代 (李萬吉，2011) 。 

                                                       
1亞馬遜彈性雲端運算(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Amazon EC2)，由亞馬遜公司提供的

網路服務，是一個讓使用者可以租用雲端電腦，並在其中執行所需應用軟體的系統。 



10 
 

 

伍、雲端教育-台灣篇 

我國行政院於2010年宣布「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將其視為重大產業政

策，並列為四大智慧型產業之一，認為雲端運算將是未來十年內資訊服務應用的

主軸(行政院，2010)。今年(2012)組成的新內閣亦延攬Google的雲端專家張善政先

生擔任政務委員，足見政府對雲端運算的重視(中時電子報，2012)。台灣教育界

亦善用雲端趨勢，並和政府單位或科技企業合作，多方嘗試雲端運算在教育場域

實現的可能。  

此外，我國教育部自2009年開始便推動「電子書包實驗教學試辦學校暨輔導

計畫」，選定全台共10所小學2，進行為期2年的試辦計畫，除了以專家教授組成

輔導團隊，協助導入相關教學模式及配套措施之外，也同時針對學生使用電子書

包後在學生視力、電腦沉迷或網路成癮情形為何？ 尤其在「學習」、「教學」、

「課程設計」及「教學設備」等面向進行分析與比較，並對於未來推動可能性及

執行方向進行整體評估(教育部，2010b)。此外，教育部也自2011年6月開始推動

「教育部電子書試辦計畫」，補助六個試辦單位3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推廣研習活

動，目標是充實電子書內容，並一般民眾更了解電子書（電子書試辦計畫，2011）。

未來民眾再也不用受到地域或時間限制，民眾只要持有各縣市或鄉鎮公共圖書館

的借書證，就可以申請電子書平台帳號，再透過電子書閱讀器，便可借閱圖書館

的書籍。電子書借閱時限一到，系統將會自動將電子書歸還；若同時借閱電子書

的人數太多也提供預約服務。電子書的借閱服務除了改變公共圖書館的經營模

式，也打破了民眾借閱書籍的時空限制，偏遠地區將能更容易取得圖書資源(聯

合新聞網，2011)。 

台北市教育局也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合作，以該

會開發的小型雲端機櫃為北市教育局資訊室架構私有雲，未來在北市國小、中

學、高中試行雲端教材分享平台，鼓勵教師使用並分享自由軟體教材及教學工具

（iThome，2011）。此外，台東縣政府則和台灣微軟、神通資訊科技導入全球夥

伴學習計畫（PiL），採用雲端方案讓各校老師共享教學資源、讓學生可以在線

上即時互動與學習，並解決偏鄉學生同儕間互動不足的問題，學校也不必負擔資

訊設備以及資訊管理人員，而能更專注在教學與教材的內容研發上(中央社，

                                                       
2包括台北縣建安國小、花蓮縣長橋國小、台北市忠義國小、大湖國小及高雄市左營國小、桃園

縣大埔國小、楓樹國小、台中縣頭家國小、神岡國小、台南市勝利國小。 
3 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宜蘭大學圖書館、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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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其中，資策會成立「教育雲端教學服務平台」，旗下的三家資訊公司，

也分別提供包括雲端運算研習、雲端教學活動開發、雲端教育相關器材的服務，

致力於大專院校、中小學等各級學校打造智慧教室甚至進一步成為智慧學校4。 

除了教學之外，雲端運算也能使教學環境更便利。屏東科技大學自行研發雲

端點名系統，將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只要每次上課前進行感應，便能保留完整的

上課紀錄，節省老師點名的時間，系統並能即時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做為啟動

學生輔導機制的參考。未來也可能結合電子體溫計，若未來遭遇類似H1N1、SARS

傳染疾病高峰期，也能即時掌握學生的體溫，以防堵疫情在校園裡擴散(台灣立

報，2010)。 

 

陸、雲端運算與雲端教育的隱憂與挑戰 

 一、雲端運算的隱憂 

雲端運算，無庸置疑的是一個資訊科技的當紅概念，將教育以及其他產業的

服務透過網路變得更加便捷、價格也更為低廉。然而，也有一些人對於雲端計算

持保留的態度，認為這個新概念可能還不具體亦未成熟，並且存在一些還未克服

的缺點(Sultan，2010)。 

 網際網路的安全性與隱私性是資訊安全的一大議題，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雲

端運算，其安全性跟隱私性同樣受到大家關注。根據一個由國際數據資訊有限公

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對各機構資訊主管以及IT行政人員的調查，

有高達七成五的受訪者表示，雲端運算的安全性是他們最擔心的部分；一個由美

國高等教育訊息化協會(EDUCAUSE)所做的調查也指出，其下的372個教育機構大

都認為，在雲端運算為基礎的服務中，最難以克服的就是檔案資訊的隱私性以及

安全性問題(Goldstein, 2009)。另外位於美國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電子隱私訊息中

心(Electronic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也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控訴Google的雲端運算的安全標準欠佳，認為Google未將其伺服

器上的訊息妥善地加密(Marshall, 2009)。 

也有些人直接否定雲端運算的模式，如自由軟體GNU作業系統及自由軟體基

金會的創辦人Richard Stallman，就認為雲端運算就像是一個陷阱，迫使人們去購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4 可參考以下網頁： 

宏鼎資訊 http://www.hdtech.com.tw/ 

特波國際 http://www.top-boss.com.tw/ 

網奕資訊 http://www.habook.com.tw/eTeaching/Default.aspx 

http://www.hdtech.com.tw/
http://www.top-boss.com.tw/
http://www.habook.com.tw/eTeaching/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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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並依賴特定公司所提供的雲端服務，而這樣的現象會在未來付出龐大代價，他

甚至在英國的衛報批評雲端運算只不過是一種商業行銷手段。甲骨文公司(Oracle)

的創辦人Larry Ellison也認為大家對於雲端運算的狂熱只不過是一種毫無意義的

流行，他認為雲端運算是一個難以創造利潤的科技，因為它「缺乏一個清晰的商

業架構」(Hasson, 2008;Johnson, 2008)。 

 (二)雲端教育的挑戰 

 從政府的產業發展計畫中，我們可以發現雲端運算對教育有提出一些願景，

譬如學校的資訊管理業務可以透過雲端運算而簡化、縣市的教育網路中心負責學

校的資訊業務、行動學習與電子書包的推動只要網路暢通，即可以確保教學活動

能夠順利進行，也可能弭平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 

 但是，誠如前文所提到的，雲端運算雖然對使用者來說十分便利，但是雲端

運算需要有龐大的網路建設作為基礎，不再是一個教育機構購買一兩台伺服器來

運作，而是需要透過大型的機構以集中化的方式來管理，相較於目前學校大都自

行架構系統，雲端運算可能會讓學校自行製作的資訊多元性消失，而產生一個叫

單一的資訊教育與資訊教育融入教學的樣貌(許惠美，2011)。此外，倘若學校未

來的雲端運算所需的服務都交由商業公司承包，則讓人擔心學校的資訊環境是否

會受到商業公司的干擾甚至是主導，破壞教育機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其次，保

存在雲端的學校重要資料，其安全性也令人擔憂，而且目前提供雲端服務的廠商

都屬於大型的跨國公司(如Google、Amazon、Microsoft)，若發生糾紛，教育機構

可能求助無門，目前政府對於雲端資料的安全性、隱私、以及相關糾紛處理均無

立法規定或者統一標準，雲端運算的技術雖足，但法規上則尚未完善。 

 柒、結論與反思 

 美國教育學者Bowers（1988）提到科技應用於教育上時，所帶來的長處與弊

端常常是一體的兩面，但是其利益常常被過度的彰顯，而其是弊端則被簡化。在

探討了雲端運算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後，應再回歸教育的觀點，反思雲端運

算對教育的意義。 

 雲端運算可說是一種網路應用的概念，對於教育而言，是相當工具性。換言

之，雲端運算在校園的應用和投影設備、電子白板、數位學習平台導入教室中是

一樣的概念。然而，雲端運算是硬體上的革新，「人」的概念可能還未追上科技

進步的速度。畢竟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倘若教師對於雲端運算的應用不熟悉甚至

是排斥，教育也可能會出現反效果。譬如說，雲端讓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網路上

各式各樣的資訊，但是龐大的資訊中有好有壞，固然有科學有人文，也會有色情

與暴力，教師是否已經準備好如何教導學生辨識並篩選網路上的資訊？網路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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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無數的言論與資料、聲音與影片、教師是否已經準備好如何教導學生尊重並保

護智慧財產權？學生是否具有資訊安全的觀念？資訊教育的內容是否已經涵蓋

這些項目？ 

 此外，洪蘭教授在「新北市閱讀高峰會」提到(台灣立報，2011)，電腦網路

固然能引起孩子的興趣，但是網路也會影響孩子的專注力。尤其是網頁資訊以瀏

覽為主，只要遇到網站連結，孩子便想要點進去看，分散注意力，未能深思熟讀

文章內容。因此，洪蘭主張，家長應該從小培養孩子閱讀紙本的習慣，倘若看到

網路的重要資訊，最好列印成紙本，好好閱讀內容。若學校廣泛地採用雲端運算，

譬如台東縣政府於2011年和微軟、神通科技導入全球夥伴學習計畫(Pil)，將台東

系許多小學校的課程討論社群挪至雲端進行整合(中央社，2011)，雖然可以增加

同儕間觀摩的機會並能減低教師的負擔，但是將學習挪至雲端也代表著學生必須

要花更多時間在網路上。因此學生使用網路的習慣與成癮也應納入雲端教育的考

量。同時我們也不能夠忽略，教材的數位化與多元化、教學的雲端化，並不代表

學習也能多元化，倘若台灣不能破除考試引導教學、升學主義掛帥的迷思，不斷

複製填鴨式的教學，那麼將雲端運算引進教育環境，只是把教學活動從黑板搬移

到網路上，現存的教育弊病則無法因科技得到改善。 

 最後，雲端環境的建構，必然是一項龐大且複雜的工程，並非一般大眾或中

小型企業能參與，我們也可從本文中提到的應用案例發現，大多數學校尋求雲端

運算解決方案的對象通常是Google、Microsoft、Amazon、IBM等龐大的科技跨國

公司，使得許多人相信雲端運算的市場可能受到跨國公司的壟斷或寡佔，使用者

將無法以市場的力量爭取合理的權益與自由。因此，如何建置一個開放並且能夠

支援多元服務的雲端環境，就是公權力在這個議題中能夠著力的地方；雲端運算

的精神在於創造與共享，期盼未來能由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力量，將雲端運算的服

務和利益回歸於使用者，而非讓商業公司/市場成為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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