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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偏鄉網路教學的問題與建議 
戴淑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馬來西亞偏鄉教育現場的問題 

線上教學或遠距課程學習在歐美國家已是一種極為普遍的教學與學習模式

（葉丙成、楊韶維，2016）。就馬來西亞而言，雖然數位電子產品如：手機、筆

電等…早已成為人們當今日常生活中隨身的「必需品」之一。可是，當新冠疫情

籠罩全球時，數位電子產品便在居家辦公、遠距學習的生活模式裡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與此同時，我們亦可從（詩華日報，2021 年 6 月 17 日）的報道中，

得知它在人們日常生活的普及化現象，在理想與現實中仍存在著巨大的懸殊差

距。尤其，偏鄉學校資訊融入教學的機會更是屈指可數。 

這不僅反映了身處偏鄉地區的學子們，在疫情之下他們必須面臨學習模式的

改變與心理調適的需要外，筆者認為暫且不論政府是否能迅速派發電腦予學生作

為持續學習的「及時雨」，位處偏鄉的學子們還需要面對網路訊號不穩定、師生

資訊素養等問題。因此，教師在學生學習權益的考量與解決學習落後的問題時，

應重新思考如何在逆境中創造有效教學與學習的契機。這樣，也許能避免學生因

環境因素、設備因素，以及無人從旁督促課業的境況下陷入習得無力感的泥沼之

中。鑒於此，筆者欲從自身過往留學臺灣期間對網路教學的認識，以及目前返馬

進行教學田野研究所見的現象進行論述。 

二、網路教學的意義及其優勢 

關於網路教學的一般定義，黃國禎（2015）則從教學媒介使用的觀點指出，

網路教學、線上教學或數位教學是藉由行動科技輔助教學或學習的一種方式。信

世昌（2000）則認為它是一種透過科技為學習媒介，而且能夠跨越時間、空間限

制，既又能讓學習內容深化、個人化的學習途徑。顏永進、何榮桂（2001）則從

網路教學的成效，來說明多媒體輔助教學透過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的呈現方

式，有助於學生在視覺感官的刺激下啟動其學習動機之餘，文字描述的抽象概念

也在圖文並茂的聲光影像中被具體化，進而提升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理解，並嘗試

從同步與非同步的立即性回饋及交流互動歷程，透過網路資訊的多元化，發展自

身自主學習與構知識的能力，使得知識在建構的歷程中獲得修正與創新的機會。 

然而，在看似萬般優勢皆備的情況下，舒兆民（2002）則從網路教學與實體

課程教學的差異來提醒教師們，務必在實施歷程重視教學活動的引導方式，並在

清晰說明任務要求與目標後，確保學生能理解學習活動欲傳達的內容，同時在無

教師面授給予從旁指導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獨自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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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從諸研究論述中可以瞭解到，教師在實施網路教學時應思考如何

從實體課程的傳統教學思維模式中，以開放、創新應變的教學期待來迎接教育的

轉型、教師角色的革新已變成教學生活常態的事實。因此，如何與學生在網路的

虛擬教室裡，開啟煥然一新的校園生活經驗是目前教師教學思考的當務之急。 

三、馬來西亞偏鄉網路教學的問題：東馬內陸區的觀察 

就馬來西亞偏鄉內陸學校而言，筆者在田野研究期間發現在疫情的籠罩下，

其普遍面臨以下教學問題： 

(一) 地理環境因素：網路穩定度對教學的影響 

筆者在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發現身處偏鄉內陸地區的師生們，一般最為常見

的教學與學習問題是網路訊號穩定度不佳，進而導致教師無法順利教學及學生學

習被迫中斷的窘境。如此的境況，也正與 Abdul Razaq, Norhasni, Jamaludin, & Pang 

（2009）在探討馬來西亞偏鄉教育為何總是落後時指出，尤其位於東馬的內陸地

區，由於該區域位置繞山、交通不便導致它在經濟開發的優勢上稍微遜色，在教

育資源配給上，例如：電腦設施、穩定師資等也因交通不便因素常被忽略的問題

敘述，有相呼應之處。 

在如此的情況下，新冠疫情的衝擊可說是將原本就面臨軟、硬體設備欠佳兼

教育資源不完善，甚至匱乏的處境推向四面楚歌的境遇之中。這對偏鄉學校的師

生而言，不僅是學習模式轉型的調適與因應而已，它更是在逆境中將城鄉差異的

教育議題，如：教育的階級流動、教育公平性、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具體化地顯

現出來。 

(二) 教學轉化的能力：資訊科技教學素養能力具備的問題 

就筆者進行田野研究的學校觀察而言，鑒於全體教師都介於中年與青年階段

的教師群體。在實施網路教學期間，教師們幾乎都使用教科電子書、簡報等為主

要的教學呈現形式。而學生在學習的歷程幾乎都能依循電子書呈現的畫面，在家

翻開教科書，並按照教師的指示步驟進行學習。但是，筆者在教學觀察的歷程中，

發現教師少有在既定課程架構中，凸顯前述所提及關於科技融入教學能促進學習

的深化、知識在探究、共構的歷程中充滿創新、修正機會的具體行動。 

除此之外，就筆者在田野研究的歷程中也注意到教師在實施網路教學時，為

確認學生跟上課程學習的進度，而需要在教學歷程邀請學生閱讀課文內容、自我

表述對課文內容的看法，以及透過間接反問或提問的方式來喚起學生的先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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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或者是在課前詢問學生當日網路的穩定度和催繳作業事宜。這些反覆且瑣碎

的流程，在筆者看來它也是促使教師在忙碌的教學生活中，無法將科技融入教學

的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的關鍵因素。在未經常操練的情況下，教師資訊素養的教

學能力，也就因此逐漸弱化。知識的創新、應變成了天方夜譚，新冠疫情下的網

路教學模式，就在不知不覺中淪為換湯不換藥的「傳統教學」。 

四、馬來西亞偏鄉網路教學問題的解決途徑 

(一) 彌平教師科技素養落差的方法：以合作學習為主看見教與學的價值意義 

遠距教學因突如其來的疫情攪局而上場，挑戰了學校作為學生獲得知識的唯

一途徑，教師不再是知識傳遞的主導者，而是必須能夠有效地使用數位科技來進

行教學。因此，當學校教師因世代差異、科技素養不足或是學校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筆者認為可嘗試透過跨校、跨縣市、跨社區合作聯盟的方式來相互支援和扶

持，以便能使教師科技素養落差的問題得以解決。 

其運作形式可誠如沈中偉（1995）認為網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設立將有助

於新手教師與年長資深教師在遠距教學裡，以新手教師負責指引相關科技資訊操

作的步驟和基礎知識，而年長資深教師則分享其寶貴的教學經驗，作為整體教學

成效評估、調整的參照基礎來確保遠距教學的品質。筆者認為這是值得參考的方

法之一。舉例而言，當新手教師在實施遠距教學時，年長資深的教師可以在課程

構想的設計上，提供寶貴的意見。畢竟，新手教師也許因著新冠疫情的關係，在

教學現場自我實踐的時間極短，便隨即轉為遠距教學的模式。這時，新手教師與

資深教師共同研討教學活動、共備課程等合作，都有利於教學運作的流暢性。 

另外，筆者認為馬來西亞在解決遠距教學與教師科技與媒體素養能力的提升

上，可借鏡臺灣教師網路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研究成果（張芷綾，2016、岳修平，

2000）如：跨校、跨領域、咨詢教育研究人員、教學研討與成果分享工作坊、師

徒制的教學精進，甚至公開授課與觀課的方式，來激發教師們對落實遠距教學創

新的動力及其信心的增強。 

(二) 避免停課不停學的途徑：教學影片、數位教材、電話探訪、郵寄學習教材 

為了解決平板電腦供不應求，以及網路訊號穩定度不佳的問題，筆者認為事

先錄製教學影片的做法，可供學生們自學之用。此外，教科書的數位教材，也可

供學生作為自學輔助外，它也有助於中低年級的家長們，作為伴讀的輔助教材。

這不僅能減緩家長伴讀過程的焦慮，透過數位學習教材的操作指引，亦能提升低

社經家長教導孩子學習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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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師們還可以透過電話家訪的方式，來關心學生在家自學的整體

狀況。同時教師在電話家訪時，也可以為學生解答課業上的難題之餘，亦可引導

家長關於督導孩子學習方面的相關知識與技巧及關懷個別學生的近況。最後，教

師們可透過電話家訪蒐集到的學生資訊來調整課程內容，或是透過郵寄學習教材

的方式來避免學生學習落後的問題。 

五、結語：增強教師教學法的變通與問題解決的思維能力 

除了關注未來教師對學科領域核心知識架構的掌握與科技應用能力外，提升

教師因地制宜的「應變能力」，以及增強他們在合作共學的「領導與執行力」也

極為重要。這樣才能讓教師們在共構課程的對話中，產生對教學問題意識的覺察

力。最後在遠距教學「應變能力」的養成上，師培機構未來在課程規劃裡應該增

強教師課程與教學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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