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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伴同步遠距教學之實施、問題與對策— 
以國立宜蘭大學為例 

朱志明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行政院從民國 94 年開始提出「縮減數位落差計畫」，以每三至四年為一期，

每期訂定計畫推動主題，結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有效的達到計畫推動目標，歷期

主題從民國 94 至 112 年依序是民國 94 至 96 年的「縮減數位落差」、民國 97 至

100 年的「創造數位機會」、民國 101 至 104 年的「深耕數位關懷」、民國 105 至

108 年的「普及數位應用」到目前民國 109 至 112 年的「邁向數位平權」等五期，

而「數位學伴計畫」屬於子計畫「偏鄉數位應用精進計畫」之一，從民國 95 年

執行至今已邁入第 16 年，服務的中小學校和數位機會中心數為 1341 校次，接受

服務的學生共 1 萬 7357 人次，參與的夥伴大學共 210 校次，大學生共 2 萬 5170
人次（教育部，2021）；該計畫主要是運用網路，媒介跨越城鄉空間障礙，以陪

伴與學習為基礎，培訓大專院校學生，運用資訊工具與資源導入教學，透過線上

即時陪伴與學習，協助提升偏遠地區學童學習動機與興趣，以促進城鄉學習機會

均等，計畫之目的係以「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為核心價值，落實計畫

之大學伴及小學伴兩大主體的陪伴與學習，並且培育大專院校學生自我管理、社

會服務、品德提升與數位關懷精神，透過網路及線上學習平臺，運用資訊工具與

資源導入教學，協助建構國民中小學或數位機會中心，與大專院校合作輔導機

制，為偏遠地區的學童打造更多元的數位學習與環境，藉以提升學童學習興趣及

關懷學童身心平衡發展，此外本計畫也鼓勵教學端導入一對多模式多元課程，以

增加學童多元發展與視野，並鼓勵學習端參與學校使用因材網，以利瞭解學童學

習成效。 

二、數位學伴計畫之實施流程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是一個結合中央的教育部到地方縣市政府的教育局

（處）資源，偕同大專院校（包含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大學生（教學端），以

同步遠距教學的方式，幫助偏鄉中小學校學生（學習端）的計畫，其實施流程如

圖 1 所示。計畫是以大學學伴制為概念，招募和培植大學生擔任偏遠地區國民中

小學或數位機會中心（簡稱 DOC）學童之學伴，藉由視訊設備與線上學習平臺，

讓教學端（大學生）與學習端（國民中小學或 DOC 學童）以定時、定點與集體

（集中於學校電腦教室）的方式，每週 2 次（每次 2 堂課，每堂課 45 分鐘共 90
分鐘），進行一對一線上即時陪伴與學習，提供資訊應用及學習諮詢，數位學伴

計畫執行團隊運作架構，如圖 2 所示，從召開工作會議、教育訓練、學童需求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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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線上教學、帶班日誌與教學日誌、實體活動、問卷調查、實地訪視到傑出大

學伴選拔，工作項目眾多且嚴謹，對於大學伴的要求很高，因此如何讓沒有教學

經驗的大學伴，能夠一一做到計畫要求、即早進入狀況，實是計畫能否成功的重

要關鍵。 

 
圖 1 數位學伴計畫實施流程 

資料來源：110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實施計畫 

 
圖 2 數位學伴計畫執行團隊運作架構 
資料來源：110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實施計畫 

三、數位學伴同步遠距教學之問題與對策 

數位學伴同步遠距教學示意圖如圖 3 所示，教學端與學習端約好時間進行同

步遠距教學，雙方並使用耳機、麥克風、攝影機及數位手寫板等工具進行教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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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另外為協助教學端大學生熟悉遠距教學平台和教材製作，掌握出席管理和

教學品質等問題，特別提出以下十項對策。 

 
圖 3 數位學伴同步遠距教學示意圖 
資料來源：110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實施計畫 

(一) 大學伴教育訓練 

為讓加入計畫之教學端學生能夠盡早進入狀況，在同步遠距教學前兩週，由

教學端之夥伴大學，安排相關課程與適合講師，為大學伴教育訓練，並要求所有

大學伴需全程出席課程，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除了讓大學伴可以了解計畫之精

神與己身任務之外，還有為非資訊領域背景之大學伴增能，包括：了解數位學伴

計畫、認識偏鄉教育、上課教材之首次簡報製作、數位學習平台「因材網」之介

紹與使用、JoinNet 線上教學平台之環境操作與系統維護、對原住民學生的教學

技巧與教材製作、談偏鄉學生之學習樣貌、優良大學伴經驗分享、簡報製作技巧

以及教學教案之設計、實作與試教，教育訓練課程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且內容

完全以大學伴之需要與增能為導向，講師部分則邀請學習端學校師長擔任，分享

自校加入計畫的學生現況與需求，讓大學伴在開始進行同步遠距教學前，即能了

解學習端的學生狀況，擬定教學目標與教材深度。 

(二) 依志願與認知風格進行學習端與教學端的配對 

同步遠距教學是指經由網際網路於同一時間上線進行教學與學習。Sonia & 
Lilia（2018） 指出，遠距教學可以使學習者參與尋找解決方案並增進互動情境，

學習成績比傳統教學有明顯進步，尤其是語文類一對一的線上課輔，比非語文類

成效顯著（張簡崇仁，2018）；陳麒和高台茜（2019）也指出，網路課輔的科技

元素及一對一教學模式的互動優勢，可以提供弱勢學童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另外

有研究發現，一對一網路課輔可以增強情感和教學經驗，其取決於學生與教師之

間人際關係的質量（Humphry & Hampden-Thompson, 2019）；廖御雯（2019）指

出，線上課輔學生較多時間在與老師對答，實體課輔則較多是自行做練習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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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風格（Cognitive Style）一詞由 Allport 於 1937 年提出，他認為人會依據累積

的習性，做為對記憶、知覺、思維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認知風格分為高層次與

低層次型，當教學方法與學生喜好的認知風格搭配時，可以有較好的學習成效

（Hunt, Greenwood, Noy, & Watson, 1973）；個體差異影響學習和對指導的反應，

學習者因自身的才能、先備知識、認知方式、個性學習方法各不相同，致使學習

變得容易或更加困難（Jonassen & Grabowski, 1993）；Mayer（2020）觀察情緒在

學習中的作用，提出數位學習情感認知風格；Machaen, Martin, & Rosales（2021） 
提出了模仿運動學習的認知風格。由上可知，一對一的同步遠距教學，經過適當

的認知風格配對，將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三) 教學端開設數位學習平台與線上社團及社群 

為有效管理大學伴之出勤請假、調代課作業、課程數位教材審查與意見、成

績記錄、課程分科管理、意見留言與回覆、公告事項等事宜，特別向教學端學校

之數位學習平台「數位學習園區」申請開設「數位學伴」課程，並設置計畫網站

及成立臉書社團和 LINE 社群，以利計畫相關作業與聯繫溝通。 

(四) 數位教材的審查與修正 

為確保教學端大學伴上課數位教材的數量與品質，特別成立教材審查小組分

科負責審查教材，要求大學伴在上課前一週，將教材上傳到指定的數位學習平台

供審查小組審查，該小組會將審查意見與評分成績，於上課前三天回覆大學伴，

並要求其依意見修改。 

(五) 在教學端與學習端設置帶班老師 

為協助和處理教學端與學習端兩方學生的教學和學習相關事務，兩方各設置

一名帶班老師，以隨時處理和反應相關問題。 

(六) 教學端與學習端的線上會議 

為增進教學端與學習端兩方學生的關係，避免遠距教學之線上隔閡，於第三

週和第九週辦理教學端與學習端之線上會議，讓雙方可以互相反映問題及交換意

見，有效縮小認知差距並提升同步遠距教學之教學品質。 

(七) 召開大學伴座談會議 

為凝聚大學伴之間和計畫辦公室的向心，於第六週召開大學伴座談會議，除

了連絡大學伴之間感情和交換遠距教學心得之外，也可以和計畫辦公室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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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機會。計畫辦公室並利用本會議頒獎表揚表現優秀之大學伴，並安排其分享

優良事實，以獎勵努力用心的大學伴，也讓其他大學伴得以見賢思齊。 

(八) 撰寫帶班日誌與教學日誌 

於每次同步遠距教學之後，帶班老師須填寫線上帶班日誌，大學伴需填寫教

學日誌，由計畫辦公室抽查日誌填寫內容和抽看遠距教學影片，隨時對大學伴提

出鼓勵或糾正。 

(九) 優秀大學伴選拔 

為鼓勵努力用心之大學伴的付出，計畫辦公室擬定大學伴考核辦法，依照大

學伴的出缺勤狀況、數位教材製作及課輔品質等項目據以考核，做為大學伴的獎

勵或不續用之參考依據，其中我們每學期會辦理兩次優良大學伴選拔（一年共四

次），審查項目包括：教材製作優良、教學優良以及線上教學之溫馨小故事等三

個面向表現，來決定優良大學伴的獲獎學生，並將之推薦至教育部參加全國優良

大學伴選拔。 

(十) 實施教學端與學習端學生相見歡活動 

為彌補教學端與學習端兩方學生，因遠距教學而無法見面之憾，我們於課程

結束後特別辦理兩方相見歡活動，活動可以邀請學習端師生來教學端大學參訪，

或是教學端大學生至學習端學校與學生見面互動，除了可以滿足兩方以實體方式

見面心願之外，也可以鼓勵偏鄉孩子努力向學以考上理想大學。 

四、結論與建議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是為提高偏鄉中小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並關注

其生活，以「用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為核心價值，以一對一方式，讓

一位國中（小）學生由一位大學生認輔，客製化學習端每一位學生的專屬教材，

透過線上數位學習平台與工具進行課業輔導，雖然遠距教學以及由未曾有教學經

驗的大學生擔任教學，皆是執行計畫的挑戰與問題，但我們也提出十項對策以解

決或降低問題之發生，這十項對策分別是：大學伴教育訓練、依志願與認知風格

進行學習端與教學端的配對、教學端開設數位學習平台與線上社團及社群、數位

教材的審查與修正、在教學端與學習端設置帶班老師、教學端與學習端的線上會

議、召開大學伴座談會議、撰寫帶班日誌與教學日誌、優秀大學伴選拔、實施教

學端與學習端學生相見歡活動；從學習端帶班老師的回饋內容，以及學習端學生

的學習表現可以得知，我們所提供的對策可以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另外在建議方

面，希望教育部可以加強計畫夥伴大學之橫向聯繫，例如：辦理到優良夥伴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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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訪及觀摩遠距教學實況，以及請其分享執行亮點與做法，讓其他夥伴大學

有學習和交流的機會。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實施至今已邁入第十六年，此計畫之

所以能夠長年執行，除了證明政府對偏鄉教育的重視與長期耕耘之外，也因為有

一群響應計畫的夥伴大學願意持續投入和參與，這種讓大學生和小學生一對一同

步遠距教學模式，不只世界各國教育罕見，也提供做為我國教師實施因材施教和

學生自主學習的參考與研究的可能，為新冠肺炎（COVID-19）的後疫情遠距教

學與數位學習時代，提供深具價值的參考典範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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