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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遠距教學（Distance Instruction）是指師生分隔兩地，教師藉由網路通訊、電

腦科技以及各種視聽媒體，將教材傳遞給學習者，並和學習者進行即時（或非即

時）與雙向互動的教學方式（沈中偉，1994）。根據 Moore & Kearsley（1996）
的定義，遠距教學乃是「學習者處於和教師或其他學生不同的時空，經教師藉由

平面或電子傳播媒體將教學內容傳遞給學習者，而學習者以這樣的形式進行學習

的活動」。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全球在疫情最嚴重時期有高達 15 億學生需留

在家中，僅能透過遠距教學方式進行線上學習（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20），這也凸顯遠距教學在不中斷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臺灣雖然受疫情影響較小，但教育部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也都順應此波趨

勢，強化各校師生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的能力。例如，臺北市在疫情期間，教育

局規劃各校需於 109 年 4 月底前進行遠距教學模擬演練，並訂定停課、復課及補

課計畫，一旦發生停課，各校將有 50%以上課程採線上補課，並以同步為主、非

同步為輔。至 109 年 4 月底為止，全臺北市高中職以下公立學校，除國小低年級

外，共有 236 校完成遠距教學模擬演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而同年 5
月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又規劃各校進行居家模擬演練，此次演練共計有 156
校、3027 個班級完成居家模擬演練，目的在檢視學生家裡網路環境與載具是否

充足，也藉此強化遠距教學的軟硬體建設（蔡亞樺，2020）。北市遠距教學模擬

演練措施與時程表如表 1。 

表 1 北市遠距教學模擬演練措施與時程表 

日期 遠距教學模擬演練措施 

109 年 2 月 11 日 

1. 調訓各校種子教師、各科輔導團成員及行政人員，執行酷課雲同步與非

同步互動學習平臺研習計畫。（線上、實體課程同步上課） 
2. 2 月份研習共辦 20 場次，參訓教師達 1,100 人次；3 月底前再加開 18

場次。 

109 年 3 月 5 日 
辦理遠距教學模擬演示，由北市 19 所學校同步進行「防疫不停學」遠距教

學模擬演示，運用酷課雲網路平臺進行課程教學，以利各校學生於防疫期

間熟悉使用線上教學。 

109 年 3 月 17 日 
1. 請各校提出線上補課計畫。 
2. 並於 3 月 31 日前排定全校校內線上模擬演練時間。 
3. 調查各校載具數量、弱勢生載具需求數量及弱勢生載具配送方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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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3 月 19 日 

1. 提供酷課網路學校 OnO 平臺進行課程教學，以利各校師生於防疫期間

熟悉使用線上教學。 
2. 與 Snapask 時課問（知之有限公司）合作，提供線上家教服務課程，讓

學生僅需透過載具即可享有一對一即時課業問答，提供北市超過三千名

中學生免費於疫情期間透過提問與答題服務。 

109 年 4 月 23 日 

1. 2 月至 3 月已辦理 56 場次研習，調訓 3,340 名教師進行同步非同步研習。

於 4 月 23 日起再辦理 6 場次「線上直播軟體教師研習」。 
2. 除讓教師熟用酷課雲 OnO 線上平臺外，也介紹相關直播軟體（Microsoft 

Teams、Google Meet 及 Cisco Webex） 
3. 至 4 月底，北市已完成 236 所學校在校遠距教學演練，達成率（100%）。 

109 年 5 月 23 日 

臺北市 232 所學校超過 5,462 班於 5 月 9 日、5 月 23 日進行兩梯次居家

模擬演練，本次居家模擬演練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學生家裡的網路環境跟載

具，確保一旦真的發生停課，每位學生都可以上線學習。 
教育局也準備 2,700 多份的 4G 行動網卡與 WIFI 分享器提供參與演練的

經濟弱勢學生使用，確保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益。 

109 年 8 月 19 日 北市一生一平板計畫，已建置 6 萬 9,140 臺行動載具。 
建置高速校園網路（1G→10G），資訊向上集中雲端。 

110 年 2 月 21 日 酷課雲線上教室升級硬體設備，可提供 10 萬名師生同時進行遠距教學。 
提供線上各科教學影片 1 萬 1,124 支。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聞稿 

圖 1 與表 2 為本校 109 年 4 月至 110 年 3 月間，造訪臺北市酷課雲學習平台

的造訪量與訪客數，我們發現，在進行線上演練期間，師生造訪及使用平台量會

達到高峰，但在演練過後，造訪及使用平台量會回到較低的水平，似乎無法維持

遠距教學的常態化，顯示教師和學生可能尚不習慣在線上進行教學和學習的活

動。本文旨在探討遠距教學無法常態化的原因，並提出一些建議，希望對提升遠

距教學常態化有所助益。以下探討遠距教學常態化所面臨的問題及提出提升遠距

教學常態化的建議。 

 
圖 1 松山家商 109 年 4 月至 110 年 3 月造訪酷課雲學習平臺之造訪量與訪客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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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松山家商 109 年 4 月至 110 年 3 月造訪酷課雲學習平臺之造訪量與訪客數表 
年度 月份 造訪量 訪客數 備註 

109 4 291,674 1,762 教育局來函各校線上演練 

109 5 177,867 1,337 教育局來函居家模擬演練 

109 6 59,868 756  

109 7 52,162 680  

109 8 6,962 181  

109 9 65,134 975  

109 10 57,753 960  

109 11 84,012 873  

109 12 83,540 813  

110 1 62,624 964  

110 2 29,648 764  

110 3 46,735 968  

二、遠距教學常態化所面臨的問題 

遠距教學可區分為「同步線上教學」和「非同步線上課程」兩種，前者為教

師與學生需同時上線，彼此可以進行即時互動，後者，教師可以將教材、教案及

教學影片放置在線上，供學生自主學習使用，教師與學生無需同時上線。遠距教

學亦是教師多元教學的方式之一。 

因疫情的影響，讓教師及學生有更多機會使用遠距教學與線上課程，在使用

遠距教學與線上課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以下問題： 

(一) 對教師而言 

1. 師生互動較難 

許多教師認為遠距教學無法看到學生，很難與學生產生互動，相對於傳統教

學的授課方式，有些教師習慣以後者的方式進行教學。 

2. 遠距教學意願不高 

多數教師遠距教學經驗不足，較不喜歡在鏡頭前授課；另外亦擔心自己資訊

科技應用能力不夠，無法兼顧資訊工具操作與線上教學。 

3. 備課時間變長 

使用遠距教學及準備線上課程，需先把教材、教案及考題題目上傳至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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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時間可能變長，對教師而言，會造成額外負擔。 

4. 線上評量公平性受質疑 

在家評量，擔心學生是否會作弊，考試的公平性較受質疑。 

(二) 對學生而言 

1. 線上自主學習有問題時，可能無法立即獲得解答：在學校教室學習，不懂時

可以舉手發問，但線上自主學習，若有問題無法獲得即時解答，學習效果可

能受限。 

2. 同步線上課程時，可能錯過上課時間：在學校有規律的生活作習，什麼時間

做什麼事，均有規範。但在家裡，如未有人提醒，可能會錯過線上上課時間，

進而影響後續學習進度。 

3. 在非學校的學習場域，可能比較容易分心：學生在進行線上學習時，可能一

邊觀看課程一邊另開視窗做其他事情，例如：玩線上遊戲、看非關課程的影

片或使用社群軟體等。 

4. 線上學習的基礎設施可能不足：並非所有學生家裡都有平板、電腦以及流暢

的網路，如果這些線上學習的基礎設備及施設不足，將會影響線上課程的學

習與進行。 

三、提升遠距教學常態化的建議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逾一年，全臺各校也針對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安排了多

次的演練，但在演練過後，後續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的使用，卻無法持續維持。

如何讓遠距教學常態化，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 提供好的遠距教學平台與工具，增進師生互動 

有許多遠距學習學者都提出「互動」為遠距學習的主要特性之一（Kearsley, 
1995；Eastmond, 1992；Harasim, 1990），互動的議題也受到許多研究的重視，

Keegan（1990）提到互動是有效學習與資訊交流的重要關鍵。Garrison（1993）
則認為，學習過程應該有師生互動，不能只有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因此提供好

用的線上工具，並將部分教室情境移至線上，將有助於師生在線上的互動，例如：

線上點名、互動工具、互動教材、線上測驗及繳交作業等。而能將增進師生互動

之工具整合的教學平臺，則能促進遠距教學的進行，例如：臺北市的酷課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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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Google Classroom、Zuvio。上述遠距平臺功能比較表如表 3。如何促進師

生線上互動，建議教學平臺應提供以下基本功能： 

表 3 酷課雲、Google Classroom、Zuvio 遠距教學平臺功能比較表 

功能 
平臺 線上點名 

教學影片

插入題目

（互動教

材） 

互動白板 線上測驗 線上作業 直播功能 

酷課雲

（TronClass） ✔ ✔ ✔ ✔ ✔ 

介 接

Adobe 
Connect 、
Microsoft 
Teams 

Google 
Classsroom ✖ ✖ ✔ ✔ ✔ Google 

Meet 
Zuvio ✔ ✖ ✖ ✔ ✔ ✖ 

1. 線上點名 

可了解學生有沒有按時上課，教師亦不用逐一點名，學生只要透過手機或電

腦簽到，系統就會直接回傳哪些學生到課。若準時到課的學生，教師可給予加分

獎勵，增加學生線上學習誘因，在此運作下，我們發現學生會更準時進到教師的

線上課堂。 

2. 互動工具 

是教師與學生在線上互動最主要的功用。如互動白板，教師除了可在互動白

板上進行遠距教學，亦可開放學生權限，讓學生在互動白板上回答問題或與課程

互動。例如地理老師在白板上畫了一等高線圖，可以請學生共筆畫出哪裡是高

山，哪裡是河流。又如留言互動，則可讓學生在教師線上授課過程中遇到問題時，

直接留言讓教師知道，教師即可立即回覆學生，達到雙向互動之效。 

3. 互動教材 

遠距教學除教師線上授課外，教師亦會尋找適合的線上教學影片供學生觀

看，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在這些教學影片中，有時教師可以插入適當的題

目，讓學生在線上觀看教學影片的同時，可以順便回答問題。因此教師除可了解

學生觀看教學影片的學習成效，亦可減少學生一邊觀看課程影片一邊另開視窗做

其他事情的情形。 

4. 線上測驗 

有別於傳統教室測驗，當學生透過線上測驗系統完成考試時，學生可即時知

道自己的測驗成績，而教師亦可了解全班學生的學習成效，例如：全班測驗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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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績、各題答對的百分比及各式成績統計圖表等。因此，教師可透過蒐集到的

學習數據，累積自我的教學經驗。 

5. 繳交作業 

因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教師指派作業的型式朝多元、適性與適量的

方式指派，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不再以紙本作業為主。學生依教師的要求，上

傳各種電子作業檔案，教師不用再帶著厚厚的紙本作業回家批閱，甚至只要有手

機即可批改作業或立即給予回饋。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亦可透過線上繳交的作

業，於期末製作成完整的學習歷程報告。 

(二) 辦理教師資訊科技研習，增進資訊工具應用知能 

有了上述的平臺及工具後，要如何讓教師能充分使用，並了解遠距教學的優

點，降低教師使用遠距教學的疑慮，是讓遠距教學常態化重要的一步。為避免出

現教師不知如何使用、不敢使用或無法充分使用的問題，建議辦理遠距教學相關

的資訊科技研習，讓教師能充分了解遠距教學平臺及相關工具的功能與優點，增

進教師資訊工具應用知能及增加使用資訊工具教學的習慣，並將相關教室的應用

情境，如點名、互動、教學、測驗及作業繳交等，逐漸轉移至遠距教學平臺上，

為遠距教學常態化建立基礎。 

(三) 成立教師教學共備社群，進行遠距教學經驗分享 

當教師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知能後，如何讓教師增加教學效能，並實際感受到

工作負擔減輕，是讓遠距教學常態化的重要過程。在增加教師教學效能的部分，

建議成立教師教學共備社群，並辦理遠距教學經驗分享研習，讓不同領域教師可

以互相觀摩並學習如何使用遠距教學的方法，以廣化遠距教學的應用。在減輕工

作負擔的部分，則建議教師開一個線上共備的社群，由多個教師共備並分工合

作，共同完成相關線上課程，因這些線上課程資訊化後可重複使用，對減少教師

備課時間及減輕負擔應有助益。 

(四) 提供足夠的線上學習設備與學習內容，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提供足夠的線上學習設備，是促進遠距教學常態化的最後一哩路。教育部及

各縣市政府均投入相當經費補足硬體設備，以確保所有學生均能順利進行線上學

習。例如：教育部的前瞻基礎建設，改善學校網路頻寬、無線上網環境及智慧教

學設施；臺北市至 2020 年底，已補助學校將近 7 萬台載具，供有需要的學生借

用，已可滿足臺北市無載具學生的需求（林麗玉，2021）；新北市亦配發 3 萬片

平板，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未來除持續建置線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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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硬體設備外，建議後續應充實及擴增相關線上學習內容，協助教師遠距教學及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以符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精神。 

四、結語 

新冠疫情的出現，凸顯遠距教學在不中斷學生學習的重要性，遠距教學在這

疫情時代，變成一個能讓學生不會因為停課，而可以持續進行學習的重要方式。

政府相關部門在政策推動及經費的投入，充實及補足了硬體設施設備，並且希望

讓遠距教學變成教師多元教學的方式之一，但因教師對遠距教學在師生互動、線

上備課、評量公平及個人意願等方面有所疑慮，影響了遠距教學的常態化。因此，

未來若能提供好用的遠距教學平台與工具，協助教師資訊工具應用增能，並成立

教師教學共備社群，降低教師疑慮，減輕教師負擔，增進教師教學，相信遠距教

學將會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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