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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之國中準備好了沒 
劉又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新冠肺炎的全球肆虐，許多國家因而被迫暫停或大或小的經濟、社會活動，

甚至封城、封國。學校因應疫情停課，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也無法停，遠距教學

則倉促地被趕鴨子上架。雖說臺灣疫情相對和緩，然而，基於「停課不停學」之

理念，下自小學，上至大學，遠距教學之演練正如火如荼推動及進行。但遠距教

學對國中學生來說，究竟是縮短與學習的距離還是拉遠了他們與學習的距離呢？

本文將說明國中第一線師生所面臨的遠距教學問題與困難之處，提出建議的因應

策略，以幫助遠距學習的推展。 

二、國中學生準備好遠距學習了嗎 

(一) 設備行不行 

筆者任教學校雖位於臺北市，但本校學生家長在經濟、文化方面多為相對弱

勢，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隔代教養與新住民子女比例更高達三分之一，因而

遠距教學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設備。手機螢幕太小、網路沒有吃到飽、家裡手

足數量多於電腦數量、家裡沒有拉網路線，桌機無法連網路、沒有攝影機、耳機

或麥克風等問題層出不窮。相關設備的增購完善，也許金額不高，但對饔飧不繼

的家庭卻是一筆額外開銷，著實是一大壓力。 

(二) 專注夠不夠 

2018 的 TALIS（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調查可以得知，

在特定一堂課中教師平均使用 15%的時間於秩序、紀律管理上，與參照各國及

OECD 平均比較相對多。有 80%左右的填答教師需要告訴學生遵守教室規則、注

意聽教師說話，這比例都比 OECD 平均高（柯華葳、陳明蕾、李俊仁、陳冠銘，

2019）。Arries（1994）也指出學習者在學習時，容易分心於課堂之學習，無法有

效集中精神和維持注意力。因此當遠距教學的視訊開啟，筆者發現學生更關注於

筆者家中牆壁的掛飾，或是某位同學腿上的寵物貓，甚至因為看到某位同學父親

裸著上身路過而哄堂大笑幾分鐘。盯著螢幕過久，更容易產生疲勞，因而平常學

生看影片的放空眼神，在筆者同步上課時，很容易從螢幕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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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機強不強 

朱文雄（1978）提及學習興趣是影響學習的關鍵。因為長期的學習挫敗，導

致學習動機低落，對學習有厚重習得無助感的學生，難以自發地在特定時間上線

參加同步課程。教師需要於點名後，特別打電話提醒。但這時其他學生又該何去

何從？雖然可以調整課程，請學生先行研讀非同步的課程資料，但課堂節奏卻因

而被打亂，課程進度也勢必有所延宕。 

(四) 能力有沒有 

筆者本以為學生的資訊能力是不需擔心的，經課堂上的操作才驚詫萬分。身

為滑世代的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學生們習慣將智慧型手機作為數位遊戲

的工具、社群聊天工具，鮮少作為學習用途（陳怡君、吳聲毅，2016）。甚至經

常在社交軟體發佈動態消息的他們，卻有過半的人對於基礎的修圖軟體一竅不

通，甚至未曾使用過。國中學生並不像大學生那樣有充分能力足以自行處理、解

決設備及連線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發問題。筆者甚至遇過八年級學生從七年級迄今

仍無法背熟自己的 Google 信箱帳號與密碼，也有學生每一節課都要舉手詢問「如

何設定無線網路的訊號來源」。演練時，筆者甚至得像打地鼠般，疲於來回奔命，

協助學生解決連不上線的問題。 

三、國中老師準備好遠距教學了嗎 

(一) 適合遠距教學的課程設計 

有效的遠距教學需要教學者設計完善的課程教材、學習遠距情境的課室管

理、經營非實體的學習氛圍。有別於傳統講述的板書與單調的紙筆作業，教學者

需要先成為學習者，花時間學習、吸收數位資訊的使用方法，例如學習影片錄製、

不同即時反饋 App 的優缺點等，才能將合適的數位媒材完美地融入教學裡，讓

媒體充分發揮輔助學習的角色。 

(二) 因應遠距教學的教學策略 

非同步教學若未輔以影片閲後測驗及成績要求，學生則可能出現開著影片做

其他事或隨意考一個分數交差了事之狀況；儘管是在同步教學的連線中，學生如

果開另一個視窗，教學者其實難以得知；有別於實體課堂，教學者可以清楚看到

學生在寫他科作業或是做其他與課程無關之事，而即時糾正。國中階段的遠距教

學應增加學生操作互動的機會。例如與其讓學生看影片回答問題，倒不如給學生

時間自行上網搜尋與主題相關之影片，先自行視聽後再分享報告；與其教學者照

著投影片解釋說明，不如多設計點提問，不斷主動點名學生回答，以確認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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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心都還在課堂上。 

(三) 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評量 

評量的目的在於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所遭遇的困難、發現問題並

提供補救策略（張新仁，2001；陳嘉陽，2004），希望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成效

與經驗。因此，視教學內容與策略檢視、調整不同的評量方式，才能提高遠距教

學的效益。 

四、反思 

(一) 不是所有學校都適合 

遠距教學打破學習的的疆界，不應只是曇花一現的教育界新寵，但也不適合

成為義務教育的模式。尤其對於筆者這類每年都忙於減 C 計畫（國中教育會考

成績「待加強 C」比例偏高）的學校，可行性尚有待觀察。家庭教養功能不彰或

失能的家庭爲數眾多，面對這群無心學習、無力學習和放棄學習的學生，他們需

要的不是錦上添花的數位教學方式，而是老師們提供最基本的在乎、關心和陪

伴。身為教學者，應該深入了解、觀察、省思遠距教學是否真正能夠帶給自己的

學生有效地引導與成長，否則粗糙投身其中，缺乏完整配套的狀況下，反而可能

讓學生無所適從，對學習更加乏味。 

(二) 絕非所有學科都適合 

高教領域教授精於學科弱於教法，中小學教師正好相反（黃政傑，2014），
遠距教學同樣需要考量不同任教學科、教育階段的特性以及學生能力之差異。不

論遠距教學是提供開拓視野的機會，還是因應疫情不得不的救急作法，這種教學

方式並不建議在國中階段長期使用，也不適合成為主流。但運用在資優教育或彈

性學習、自主學習的選修課程是合適的。建構一個知識頻道或平台，分享教學者

的說課或各種難題排解，遠距教學可以成為課外延伸、補充或補救。讓學生依照

自身的需求與能力，汲取他所需要的質與量，建立真正的自主學習能力。 

(三) 並非所有家庭能配合 

手機並不適合作為遠距教學的學習載具，尤其教師設計的線上活動需要切換

不同學習平台或 App，不但會增加操作複雜度，也會對學生視力形成考驗。因而

具有視訊功能之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或較大尺寸的平板電腦成為學習必備（葉

明政，2020）。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在家觀看教學短片得到的學習指導不同（黃

政傑，2014），翻轉教室面臨的問題，遠距教學亦如是。實體課堂教學者會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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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班級經營方法，協助學生專注於課堂。然而，啟動遠距教學時，家庭能否有

能力為孩子營造一個利於學習的環境，家長能否督促學生認真學習？還是可能因

為不用到校，家長帶著孩子出門擺攤做生意，家長反倒成為學生學習的阻礙？ 

五、結語 

(一) 避免出現停學不停課 

遠距教學需要汲取行動學習、翻轉教室的經驗，去蕪存菁。倘若僅是追求形

式上的不停課，而不要求真正的學習，反而會出現「停學不停課」的窘況。遠距

教學不應該只是將教室移轉到雲端空間，將紙本教材化成線上資料，只要求學生

按照既有課表時間上線打卡點名（葉明政，2020）。必須回到教育本質的思考，

教學者應明確教學目標，並設計合適的教學策略佐以適當的引導。 

(二) 避免加劇教育不平等 

UNESCO 統計發現最貧窮的 40%家庭的孩子疫情期間失學率遠高於其他學

童（Unicef, 2020）。教育是社會階層流動的動力，教育資源是弱勢家庭翻轉人生

的必備資本。疫情衝擊讓原先弱勢的族群更加脆弱，遠距教學是否會使教育不平

等的挑戰更加嚴峻？因此確保弱勢學生能獲得足夠的扶助、支持和關懷，不會因

遠距教學更加弱勢，才符合我們所追求的公平正義（equality and justice）教育，

亦是塑造我們想要的未來教育（吳清山，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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