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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輔導教師在疫情停課下的線上輔導之經驗與省思 
羅珮文 

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前言 

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教育部依照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於民國 110 年 05 月

19 日星期三，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停止到校改採居家線上學習，進行停

課不停學之政策，直至學期結束民國 110 年 07 月 02 日星期五，總計停課三十三

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a、2021b）。 

教育部（2020）為因應停課之情況，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陸續安排線上教

學之教師研習，學校也依文辦理三到六年級學童，停課居家學習之教學與預演，

教導學生如何使用酷客雲 ono 系統，有的教師也會因教學習慣與需要教導學生使

用 Google meet 或微軟 Teams 系統。 

二、學區背景與外部資源 

筆者所在的學校地處萬華區，因學區緊鄰疫情嚴峻區域，以及因疫情所新增

設的剝皮寮篩檢站，臺北市有四所學校比全國停止到校上課提前兩天，民國 110
年 05 年 17 日星期一便開始停課，筆者的學校乃是率先停課的四所學校之一（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 

三、進行線上視訊輔導之歷程 

(一) 篩選需要受輔學生 

篩選出需要輔導的學生，主要是從原有的二、三級輔導名單中進行，加入可

能會受到疫情影響的初級高風險學生，這些受疫情影響的學生，大多是因為家庭

的支持系統不足，造成學生可能會需要讀留在家、交由親戚照顧、有經濟議題，

或者是在復課後有中輟風險之學生。 

(二) 評估學生是否適合視訊輔導 

資訊課時三到六年級的學生會學習登入與操作 Google 以及酷課雲平台。因

疫情嚴峻期間，家長居家辦公與手足線上學習，同時需要使用電腦或者平板。需

要受輔的學生，考量到學生的資訊能力以及家中能否有足夠的資訊設備與空間來

作為晤談的使用，是視訊輔導所要列為考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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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課期間的視訊輔導策略—以一對高關懷兄妹為例 

(一) 家庭概況與學生議題 

1. 經濟 

本次疫情衝擊到許多家庭的經濟狀況，而萬華區首當其衝，雇者會有所擔心，

而要求其自主居家管理或者因疫情而讓收入有所銳減。在學期初申請安心就學的

家庭，其身份為中低收入戶、年收入三十萬以下等等社福身份，能享有政府與大

多數民間團體的補助與物資。 

該家庭雖為單親家庭，但沒有任何社福身份，生活上的確會有急難之需要。 

2. 家庭衝突 

謝明燕（2021）針對停課期間孩子關注的事件，提到有親子衝突、父母吵架

與手足爭執等。停課後，人與人的密切相處與對於疫情的未知與不安，會讓家庭

內的人際衝突變多。 

案例中的兄妹則是被家長託付給祖父母照顧，同時家中尚有其他年幼親戚，

總計兩位祖父母、五位孫子輩同住在兩房一廳的住所，因家中人口多處在同一空

間，個案表示彼此生活空間、學習生活容易受到影響與干擾。 

3. 家長/其他家人參與輔導  

進行視訊輔導時，因地點是在家中進行，個案會有比較多的突發狀況，是當

有第三人突然加入輔導會談時該如何處理，案例出現的情況如下： 

(1) 資訊設備的狀況：家裡沒有多出資訊設備，而兩位手足皆需要輔導。 

(2) 空間的狀況：在進行視訊輔導時，因家人共居一室，會有其他家人出現影響

談話的品質。該家庭遇到則是出現年幼的親戚，會一直想找學生說話、遊玩，或

者有其他家人在客廳吃飯、看電視等。 

4. 線上學習的生活輔導 

本校在 110 年 05 年 17 日星期一便開始停課，假日收到通知時，沒有充裕的

時間可以因應。在視訊輔導關懷學生近況時，常有學生與家長反應手邊沒有課本

或作業簿本，而無法順利完成在家的自主學習。 

該家庭除了上述情況外，兩位學童皆為臺北市鑑輔會所鑑定之特殊生，還出

現學生無法順利操作視訊平台，而未出席課堂、未交作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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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處遇策略 

1. 與導師、特教老師合作與協助 

(1) 了解學生近況 

開始視訊輔導前，會向導師了解家庭的近況，包括是否有準時參加視訊

直播課程、作業繳交的情況、家長是否有反應家中有經濟議題需要幫忙，以

及停課後在家學習，是否有家長可以照顧、三餐如何處理等等。該家庭因為

融合特教生的身份，還有與特教老師事前聯繫。 

(2) 配合班級使用學生熟悉的視訊教學平台 

事前了解平常導師所使用的視訊教學平台，在準備視訊輔導的備課時，

同時練習操作，例如螢幕分享、教導學生開啟視訊鏡頭等。 

(3) 事後轉知輔導摘要，後續請導師持續追蹤關懷 

在視訊輔導結束後，會將本次輔導內容摘要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給導師，

除了讓導師知道本次服務的內容外，還可以進行討論與微調，與導師相互配

合，使導師能持續關懷與追蹤個案的生活與學習情況。 

2. 資源連結與生活輔導 

面對有經濟議題之家庭，筆者先辨識家庭的需要，再由輔導室同仁共同協助

申請物資與急難救助金，適時與學區內的非營利的民間機構合作，讓一些沒有社

福身份之家庭，也可以有申請急難救助金與物資的機會。 

在輔導會談時，筆者設計自我照顧相關的生活輔導，教導學生規劃一天的生

活、維持三餐飲食正常，以及跟疫情相關的衛教宣導，叮嚀學生外出購物時需要

注意的事項。 

3. 以繪本為媒材 

在諮商中使用繪本的優點，是利用隱喻故事邀請案主進入它的世界，沉浸在

其世界觀，並鼓勵案主用自己的方式來幫助主角解決問題（楊淑涵，2013）。 

筆者透過繪本幫助學生換位思考，了解家長需要外出工作的辛苦，同理學生

和手足時間在家的情況，疏通情緒，促進學生與家人的友好相處。 

4. 學生輪流談話、邀請學生製造適合談話的環境 

案例中兩位學生皆需要接受輔導，但是家中必須要共用器材，筆者安排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讓兩位學生輪流各別接受視訊輔導。當其他年幼親戚因為好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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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視訊輔導，當此狀況剛出現時，邀請其一同參與，使其明白這是一節學校的

課程，藉此減少好奇，再請他們先離開，把時間留給老師與受輔學生。若當學生

在客廳進行談話時，可邀請學生移動至房間內，專心與筆者談話。 

5. 系統合作 

當視訊輔導的過程中，發現學生有其他需要協助的地方，例如不知道如何進

入平台、忘記帳號密碼、不會線上繳交作業、需要到校領取物品等，筆者會事後

轉知校內人員，系統共同合作來協助學生學習。 

五、線上視訊輔導運作的省思與建議 

(一) 省思 

過去未曾發生過在學期中停課，故沒有所謂的指引手冊，筆者在執行輔導工

作上，一切需藉由多年輔導經驗以及與輔導室處室討論，研議適合的服務方案。

在準備上，筆者需要花費比以前還多的時間在網路上尋找資料，設計適合學生的

課程、熟悉視訊平台。 

執行視訊輔導的期間，居家辦公的型態沒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界線，筆者時

常會覺得工作時數比以往來的長，有的時候下班後還需要與家長、學校人員溝通

協調，討論學生的狀況，難免會覺得心情上被侵擾。 

(二) 建議 

1. 平時掌握學生與家庭概況 

平時掌握聯繫學生與家長的方式，在執行視訊輔導時，建議可以至少有一至

兩個備用的聯繫方式，好處是避免在輔導時學生沒有即時上線，其他聯繫方式有

家電、家長手機、學生臉書、學校 e-mail 等等。第二，平時掌握家庭概況，了解

家長工作型態，是否可以在視訊輔導提供協助，也初步評估該家庭，是否受到疫

情影響而有經濟議題。 

2. 持續學習的心理彈性 

學習不同視訊平台的操作，與依疫情變化設計會談簡報時，時常保持彈性、

接受變化，把自己調整成好的狀態來因應各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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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界線與自我覺察的重要 

是否要讓家長學生加自己的 Line 帳號、加臉書等，可以思考所帶來效益是

否值得，建議依照不同案家，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適當的界線可以幫助輔導

人員自我照顧與覺察。 

有的時候學生身上會複數個議題待處理，如何照顧學生的需要，建議輔導人

員時常保持覺察與同理，方能夠提供學生真正需要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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