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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COVID-19（新冠肺炎）於 2019 年底爆發，2020 年初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國，

逐漸形成全球性大流行。COVID-19 大流行至今一年有餘，對流行國家和地區的

教育系統造成了歷史上最大的破壞，影響各級學校學生的學習甚鉅（United 

Nations, 2020;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21）。COVID-19 流行帶給全球高等教育界重大的挑戰，大學校院的反應卻是多

樣的，從無反應到校園的社會隔離策略，以及完全快速重建線上課程，無一例外

（Crawford et al., 2020）。到後來，COVID-19 流行地區的大學生或快或慢、或多

或少改以線上（遠距）學習，以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延續學生的學習歷程，

促進學生的資訊技能（Aristovnik, Keržič, Ravšelj, Tomaževič, & Umek, 2020; 

Kamarianos, Adamopoulou, Lambropoulos, & Stamelos, 2020）。 

線上教育的問題包括學習者的期望與準備程度，講師的時間管理和教學風

格，線上內容中多媒體的集成（Kebritchi, Lipschuetz, & Santiague, 2017）。線上教

學（學習）有其優勢：提高學生參與度和量化推理能力，也有劣勢：降低師生互

動、同儕討論和協作的質量（Dumford & Miller, 2018）。COVID-19 流行初期，大

多數教師在線上教學中遇到問題，例如：難以根據學生的個人興趣和能力進行適

性教學及提供回饋（Korkmaz & Toraman, 2020）。COVID-19 疫情期間，遠距學習

解決方案的開發，確保學生的學習連續性；在遠距教學和學習中，應積極加強數

據和學習監控（United Nations, 2020）。Ghavifekr 與 Shi（2021）指出，合理的資

訊通訊技術（ICT）融合可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COVID-19 疫情期間 ICT 在

教育中的重要性變得更加明顯，在支持教與學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國內大學校院 2020 年受到 COVID-19 的影響，若干學校曾經暫時實施大學

生線上學習，然在 2021 年五月中起至暑期，復因 COVID-19 的流行，所有學校

持續數週實施大學生線上學習。本文初探外國大學生線上學習相關期刊文獻，就

其準備與挑戰、滿意度與有效性、以及實施困境與精進策略等三方面，彙整要義

卓見和實徵研究結果，以做為國內未來實施大學生線上學習之參考，正所謂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見賢而思齊。 

二、線上學習之準備與挑戰 

Küsel、Martin 與 Markic（2020）在 COVID-19 流行之前，比較德國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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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使用數位媒體和線上學習的準備，2018 年秋季在美國和 2019 年春季在

德國通過線上收集數據，美國樣本人數 176 人，德國則是 72 人；調查結果顯示

兩組學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美國大學生更願意進行線上學習，德國大學生線上

學習的信心較低。澳大利亞 Grimmer、Pollard 與 Rolls（2020）指出，COVID-19

流行迫使許多大學在 2020 年第一學期中途，將所有面對面教學轉移到網上，學

生無法完全獲得線上學習所需的技術設備。英國 Bryson 與 Andres（2020）指出，

從 2020 年 9 月起，大多數的大學講座在線上進行，學生接受強制實施線上學習

是對 COVID-19 和社會疏遠的必要反應，師生對線上教學和學習都需要有所轉

變。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印尼）2020 年 158 名 Syiah Kuala 大學生透過線上調

查面對線上講座的自我準備，結果顯示多數準備就緒，但仍因使用電腦時間過長

而感到疲勞，需要時間適應線上學習（Jannah, Bustamam, & Yahya, 2020）。 

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的學生在 COVID-19 期間遇到線上學習能力的挑戰，

2020 年抽樣 1932 名大學生完成線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七個（挑戰）主題分別

是網際網路連接、心理健康、個人能力、時間管理、容易分心、家庭成員和教師

支持（Onwuegbuziea et al., 2020）。美國 Hart、Alonso、Xu 與 Hill（2021）指出，

加州社區學院系統 45 名遠距教育領導者對 2020 年 COVID-19 的教學反應，調查

結果顯示在培訓師資和提供學生上課技術方面，提高在 2020 年秋季學期繼續遠

距教學的準備，但約三分之一的學生仍面臨遠距課程的障礙。印尼 Martha、Junus、

Santoso 與 Suhartanto（2021）指出，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之初，各級學校學

生線上學習的應用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並未伴隨著學生參與線上學習的準備。

幾乎所有俄羅斯的大學都從 2020 年 3 月中開始轉向遠距學習，大學生從傳統的

課堂學習轉變為線上學習，這是不得不的教育改變，成為高等教育的現實

（Savilova, Kropotkina, & Kokhanovskaya, 2021）。 

COVID-19 在外國流行初期，各級學校、教師和學生幾乎是倉促準備而緊急

上線，大學生也必須立即從課堂學習改為遠距線上學習。緊急線上學習的挑戰主

要是網際網路連接、個人資訊能力、時間管理調配、心理健康專注、以及學校教

師支持。然而，危機即是轉機，勇於面對挑戰，往往能激發出潛能，結果更是超

乎預期。誠如 Grimmer、Pollard 與 Rolls（2020）指出，雖然轉型帶來挑戰，但

努力解決和適應挑戰也帶來嘗試線上學習技術，開發技能與策略，以及群體實施

線上學習的機會。外國大學生因應必要的線上學習，不論所有人準備狀況如何，

學校、教師和時間都在協助他們面對挑戰。 

三、線上學習之滿意度與有效性 

COVID-19 疫情期間，印尼蘇拉威西東南部 2020 年抽樣 295 名大學生，通

過線上調查他們使用各種線上學習平台，結果顯示線上學習平台模型的選擇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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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結合 Zoom、Google Classroom、WhatsApp 的平台組合模

型成為學生線上學習中非常重要的選擇（Sumarna, Kansil, & Hamid, 2020）。印尼

Trisanti、Alsolami、Kusumawati 與 Primandaru（2021）指出，2020 年抽樣日惹市

243 名大學生，調查 COVID-19 流行期間影響線上學習滿意度的決定因素，結果

顯示大學生的線上學習認知和情感投入對線上學習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學

生根據教師提供的教材和練習題，進行有效的學習以及取得成績。美國 Chen、

Landa、Padilla 與 Yur-Austin（2021）指出，加州大學長灘分校 2020 年 854 名大

學生參加線上學習環境體驗，調查結果顯示學生線上學習滿意度和技術的內容與

互動高度相關，學生最重視的是 BeachBoard、Zoom、電子郵件和網站的組合；

從大二到大四對線上學習的滿意度呈上升趨勢。 

加納甘巴加教育學院 2020 年對 115 名職前教師調查 COVID-19 緊急遠距學

習的準備情況，結果顯示他們對線上學習的準備程度很高；在和教學媒體互動時

獲得的控制感，可以提高滿意度、樂趣和信心，線上學習的性質使學習者有機會

掌控自己的學習速度、順序和內容（Dorsah, 2021）。Rajabalee 與 Santally（2021）

指出，2020 年調查模里西斯大學工程、科學、人文、管理和農業學系 665 名大學

生對線上學習模組的滿意度、參與度和表現，結果顯示滿意度和參與度之間的關

聯顯著且呈正相關，大學生普遍對線上學習設計理念感到滿意。Mustapah 與 Rosli

（2021）指出，馬來西亞大學對 2020 年 60 名教育師資考生（SPM）調查 COVID-

19 流行期間線上數學學習滿意度，結果顯示他們對線上數學學習的滿意度很高，

線上數學學習體驗和線上數學學習環境呈正相關，換句話說，學生們對正在學習

的內容以及如何在實施的線上課程中學習數學課程感到滿意。 

韓國 Kim、Kim 與 Han（2021）指出，2020 年抽樣 216 名大學生調查線上學

習系統的接受程度，結果顯示線上學習系統的接受意願很高，亦即大學生對線上

學習系統的滿意很高，有必要開發多樣化、系統的線上實踐課程。COVID-19 疫

情期間由於現代科技的應用，俄羅斯的線上學習正在迅速發展，線上學習使教育

過程更加靈活、普遍和個性化，以及保持在適當的水準（Savilova, Kropotkina, & 

Kokhanovskaya, 2021）。印尼的大學生線上學習在實施上具有靈活性，能激發自

我導向學習和主動學習積極性，增進學生獨立學習、興趣與動力，以及表達想法

與問題的勇氣（Haniaturizqia & Rifa, 2021; Yusuf, Rahmat, Husain, & Zubaidi, 

2021）。泰國的線上學習適合 COVID-19 疫情期間的教育管理，線上學習平台不

僅在泰國的大學中有效應用，且在世界上被開發用於新常態的教學和學習，資訊

科技在教育上發揮有效性（Phraratsutaporn & Klomkul, 2021）。 

外國大學生線上學習的滿意度與有效性隨著實施時間而漸入佳境，且伴隨教

育品質的提升。例如：COVID-19 大流行期間，印尼雅加達大學實施線上學習，

自我管理調查研究結果表明：提高教學質量、環境質量、教師質量和家庭合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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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有用性（Fahrurrozi, Murtono, Lestari, Sarifah, & Dewi, 2021）。又如：美國加

州大學對學生線上學習付出相當大的努力，獲得學生的讚美；進一步支持教師專

業發展，創新線上教學以建立優質學習體驗，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Chen, 

Landa, Padilla, & Yur-Austin, 2021）。外國大學生線上學習、教師線上教學和學校

行政支持系統經由大家合作努力且集思廣益，即能克服困難而持續提升線上學習

的滿意度和有效性。 

四、線上學習之實施困境與精進策略 

印尼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大學生線上學習面臨的困境有學生監管不

力、偏遠地區缺乏強信號、以及網路費用高，且遠距學習促使社會疏遠行為的出

現（Yusuf, Rahmat, Husain, & Zubaidi, 2021）。印尼 Anwar 與 Wahid（2021）調查

2020 年英語教育研究項目的 68 名大學生對線上學習的看法，大多數學生由於網

路接收不良而表現出沮喪，影響他們的學習成就，還認為有必要改進學生和教師

之間的互動和參與。印尼的大學教師為提高學生的線上學習準備，應準備各種學

習資源，呈現互動內容，通過學習活動優化教學，增進學生創造力和理解力；提

供後設認知支持，幫助學生設計完成任務的計畫（Martha, Junus, Santoso, & 

Suhartanto, 2021）。印尼 Nasrah 與 Nur（2021）調查 2020 年小學教師教育學習計

畫的 93 名大學生，結果顯示學習動機與線上學習成果之間存在顯著關係；教師

應更有創意，讓線上學習更有趣，以激發學生在家自主學習的動力和需求。 

美國加州學院系統為解決 COVID-19 危機做出重大努力，包括技術分派、網

路連接、資訊系統，還提供學生大量線上學習技能的培訓，並採取多種方法來支

持和培訓教師線上教學（Hart, Alonso, Xu, & Hill, 2021）。韓國 Kim、Kim 與 Han

（2021）指出，大學應提供高質量的學習管理系統，包括 Wi-Fi、移動學習（使

用智慧手機）和線上導師系統，以及開發和優化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OOCs），

以提高學生線上學習的積極態度和學習效果。泰國 Phraratsutaporn 與 Klomkul

（2021）指出，線上學習應增加結構的靈活性，學習時間和學習方式的多樣性，

選擇學習時間和學習方式的靈活性，允許教師設計合適的單元，並促進學生個性

化學習。在俄羅斯遠距教育廣受歡迎且被普遍接受，但難以替代師生之間的現場

交流，也無法以團隊精神彌補學生之間的友誼或學術氛圍，惟可補充和擴展大學

教育的可能性（Savilova, Kropotkina, & Kokhanovskaya, 2021）。 

外國大學生線上學習的實施困境主要是軟硬體設施、課程教材資源、師生與

同儕互動等，前二項經過學校和教師的努力而得到精進，師生與同儕互動障礙則

可進一步克服。例如：韓國 Kim、Kim 與 Han（2021）指出，線上很難為學生提

供面對面的實踐技能課程，惟若教師提供組織良好的學習管理系統，例如可輕易

被小團體接受的線上實踐課程，學生接受線上學習的積極態度和意願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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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 Dorsah（2021）亦指出，教師需要鼓勵學生，尤其是網絡交流自我效能感較

低的學生，積極參與討論、提出問題和發表想法，並在遇到網絡問題時尋求幫助；

教師還可激發學生之間的同伴互助。其實，不論是主動解決或被動面對，大學生

線上學習的問題需要學校、教師和學生共同努力解決，正所謂事在人為、用進廢

退，線上學習設施與技術、課程與教材、乃至人際互動品質都能持續精進。 

五、結語 

瑞士商學院院長 Harrison（2020）指出，適當的線上教學和學習策略—數位

學習平台、設計教學活動、提供學習經驗、預設學習成就和良好閱讀習慣，將幫

助任何高等教育機構有效克服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災難導致的停滯不前之教

育危機。COVID-19 在外國流行初期，大學生立即從課堂學習改為線上學習，幾

乎是倉促準備而緊急上線，學校和教師協助學生面對挑戰—網際網路、資訊能力、

時間管理、心理健康、以及線上人際互動。外國大學生線上學習的滿意度與有效

性隨著實施時間而漸入佳境，同時提升各項教育的品質，諸如：提高學校資訊軟

硬體品質、教師與其教學品質、學生學習知能與品質、以及家庭教育合作。外國

大學生線上學習的實施困境主要是軟硬體設施、課程教材資源、以及師生互動與

同儕協作，線上學習的問題經由學校、教師和學生們一起努力改善，並精益求精

而達到更好的發展。綜合上述，建議國內大學生線上學習、教師線上教學和學校

行政支持系統參酌外國實務經驗，及早自我分析優勢和弱勢，擬定和實施精進策

略，期能在線上學習（教學）現場或緊急狀態中獲致最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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