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1），頁 111-115 

 

自由評論 

 

第 111 頁 

國小第一線教師實施遠距教學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洪翊甄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2020 年在全球疫情的肆虐之下，許多國家因為疫情的急轉直下，紛紛宣佈

全面停止到校上課，改成線上遠距教學，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指出，全球

疫情導致 33.1%的全球學生受到學校關閉影響，有 5.8 億學生不能正常上學，全

球仍有 31 個國家的學校仍然關閉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顯示在疫情

之下，對於學校教育造成重大影響。 

而在 2021 年 5 月 15 日臺灣本土確診大爆發後，隔不到一周，政府因應疫情

狀況，緊急宣佈進入三級警戒，教育部（2021）宣佈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

園停止到校上課，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採線上教學，學生居家遠端學

習不到校。這波停課也導致了葉丙成教授所謂的「2021 年是臺灣的數位教育元

年」（貓老師，2021）。在 2020 年正好經歷疫情時，學校端在教育部的推動下，

其實有練習過相關遠距教學的操作，但在今（2021）年的狀況，許多學生沒有實

戰經驗下，面臨突然的停課不停學，光是在網路操作上就是一大問題，也考驗著

第一線教師如何因應，一起和學生在忙亂中努力求生存。 

在這次疫情停課下，筆者剛好為第一線國小六年級導師，就以本次停課自身

所面臨的遠距教學問題及對策，供教育界同儕參考。 

二、遠距教學問題 

遠距教學為因應學生無法到校的停課方式，而臺灣首次面臨這樣的上課方式，

師生端也遇到不少問題，筆者就第一線教師所面臨到問題，分別和讀者作探討： 

(一) 學生學習狀況不一 

首先，學生在家遠距上課，第一個面臨到的狀況即是設備。在設備不齊全、

不熟悉網路操作，或是家中有多位學生有設備上課需求，當下很需要教師居中的

遠距協助，或是家長在一旁及時處理，幫助學生克服他們無法排除的困難，才能

夠穩住學生的心，有個好的開始。 

其次，因為遠距教學不像實體的面對面教學，學生可能有睡過頭、無故缺席，

甚至分心瀏覽其他網頁等等，都會造成學生在該堂課的學習狀況不佳，而教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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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看不到學生，無法立即給予適當的提醒，學生是否能夠專心投入於課堂活動，

則回歸到學生本身的自律學習狀況。 

(二) 教學工作費時耗力 

在遠距教學下，備課不像只需要瀏覽相關教材和電子書，轉換到線上上課，

教師在授課前需將教材線上化，還須額外研究教學小工具，例如：螢幕錄影、畫

筆使用等等，讓學生在家上課所觀看的畫面，能夠更有利於他們學習，但對於資

訊能力較不熟悉的教師也會更加吃力。 

再來，就是最令教師們頭疼的作業，少了紙本單靠網路來回檢核，但學生繳

交的情況卻參差不齊，例如：拍照模糊、頁數不對、不會使用平臺等等，諸多狀

況需要花費教師許多眼力、心力來處理，與學生來回說明的時間也會因為不在同

一個時間當下，而讓順利完成繳交時間一再的拉長，當中能夠一次到位的學生更

是屈指可數，更別說若要加入作業訂正，肯定又是另一波的考驗。 

最後，就是最重要的評量。在線上進行形成性或總結性評量，教師無法直接

觀看到學生的實際作答及情緒，只能單就學生的作答結果來評估學生的所學，然

而，學生在家進行線上評量，也會令教師擔心是否有作弊狀況，對評量結果產生

懷疑和擔心，無法確定是否為學生實際的學習成果。  

(三) 教師遠距授課能力不夠熟練 

在此波疫情的衝擊之下，在家遠距上課是眾多教師們不曾想過的事情，所以

當臺灣真正面臨到他國正面臨的遠距教學，除了令教師們措手不及外，筆者認為

更多的是焦慮，焦慮自己的資訊科技能力是否足夠，是否能依舊做好教學工作，

在面對學生的任何狀況時，能否立即給予協助，或是能想到替代方法解決問題，

這都很考驗教師們在平時的能力養成，並非一兩天就能到位的能力。 

而多數教師因為習慣面對面接觸學生教學，對於轉變成面對鏡頭上課，在課

堂中多數要自言自語，化身為直播主身分，同時還要兼顧遠距教學工具的操作和

同步進行教學，相對於停課前的教學樣態，著實讓教師們心力交瘁不少。 

三、因應對策 

透過上述羅列出第一線教師在面臨遠距教學所面臨的問題，可看出遠距教學

上有許多問題尚待處理，筆者嘗試從學生、課外及教師三方面給予相對應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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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加學生學習的方法 

筆者認為家中若有多位學生有設備上課需求，教師端可同時錄製上課影片，

提供學生事後能夠彈性的觀看影片，才不至於讓學生因為設備狀況而中斷學習。 

至於學生上課狀況不穩定，筆者認為可適度融入影片、互動工具或是及時測

驗工具，例如：Jamboard、Kahoot 等免費軟體，搭配相關教材融入，提升學生在

課堂的興趣和專注度，也能夠彌補師生無法面對面互動，給予學生仍舊保有對學

習的期待感。 

(二) 加入課外資源及方法 

教師可彈性融入教科書廠商所建置的線上資源，對於資訊能力較不熟悉的教

師，也能降低其教學前的備課壓力。再來是作業的繳交，可帶著學生實際操作讓

學生知悉，或是錄製操作影片，提供給家長和學生重複觀看，也能減少學生因為

不熟悉操作，而有作業缺交或繳交品質不佳的狀況持續產生，初期不熟悉操作的

狀況，也能夠更加熟練。 

在評量的部分，在進行線上考試時，可請學生打開鏡頭，在試題的順序上也

應在表單的系統上點選隨機出題，教師在事前也和學生說明題目順序是隨機的，

在這些行為的準備下，學生通常都能夠安分作答，教師也能在後臺查看每位學生

的分數，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 

(三) 教師能放鬆心情 

筆者看到臺灣教師在這段時間積極的在線上自學，從一開始的陌生，到後來

每個教師都能侃侃而談自己上手和喜愛的教學工具和線上平台，可見教師們花很

多心力在線上教學，一開始在摸索中雖然有些不熟悉，但大家都是抱著「先求有，

再求好」的心態努力進步，持續的滾動式修正。 

至於焦慮擔心無法維持一定的教學品質，筆者認為教師們需先練習放輕鬆，

因為過於擔心教學的品質，反而會因為過於擔心，而失去關心到孩子的真正的學

習狀況，畢竟教學的重點就是要讓學生能夠吸收，在這段非常時期教師們可先緩

下腳步，給予自己和孩子彈性，例如：上課時間和下課時間等等，都會讓師生彼

此不會過度壓力，而產生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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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在短短一個半月內，筆者看到臺灣第一線的教師資訊能力大躍進，不僅是教

師們對自己的自我要求，網路上眾多教學社群、社團和影片分享也不計其數，只

要教師有心去學習，資源絕對不嫌少，大家都一同為了學生的學習而努力，這是

筆者相當感動的地方，也期盼世界和臺灣疫情能早日趨緩，恢復以往的正常生活，

教師和學生可以回到實體的教室，進行更有溫度的學習。 

(二) 建議 

1. 建立準則及編列相關經費    

首先，教育部或是地方政府在應能建立一套線上教學的準則，因為今年突然

的停課，很多線上教學的配套措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其實都沒有一致的標準和

依據，以至於各縣市和各校各自為政，讓第一線教師無所適從，只能走一步算一

步的互相參照修正，也為孩子的學習成效大打折扣。 

其次，能編列作為遠距教學相關的經費，例如：能夠借用給家中設備不足的

平板、給家中網路流量有限學生的網卡，以及在教學上教師會使用到的鏡頭或是

手寫板，還有教學平台網路流量的承載等等，這些都是很基本在遠距上課前，需

要先建置好的細節，也不是單靠學校和教師們的力量即可完成，冀求教育部和縣

市政府的力量協助教師們有個好的遠距教學品質。 

2. 教師資訊增能及共備社群 

筆者建議學校可為第一線的教師們做資訊增能，例如：辦理相關資訊研習，

讓教師們能夠充分了解及熟悉遠距上課平台功能，降低教師們教學上的焦慮，也

是預防若有下一波的停課，教師們能夠更得心應手的使用。 

其次，在校內能夠以學年及領域為單位，成立教學備課社群，教師們分工合

作一起共備，也能在過程中彼此交流、分享經驗，相信能夠降低教師們備課耗時

的狀況，也能夠減輕教師們的負擔。 

3. 教師心態建立 

遠距教學下，教師首要是心態的調整，能和其他教師夥伴求助，讓自己不是

孤立無援的，也能夠適時彈性調整，例如：作業、上課時間等等，讓師生彼此在

這樣無法面對面的上課方式，還是能夠維持一定的互動，也能夠期待孩子在未來

的教學，在面對這樣的遠距上課，都能夠更有經驗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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