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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資訊和知識搭著科技的便車進入了千家萬戶，大家獲

取知識的選擇方式得到了更新。在疫情到來以前，全球教育先進們便開始嘗試與

發展多媒體教學，並以此作為教育界的發展趨勢，大陸與臺灣自然也都因潮流與

市場的需求，隨著歐美國家的腳步，投入不少的人力與財力到數位學習發展中（孫

培真、邱淑瑛，2010；陳鏗任，2016）。現代遠程教育便是大陸在 21 世紀以來

在遠距教學的嘗試之一，該教育並非完全使用網路技術，學校會安排集體面授的

時間給學生，是個全民都可以得到繼續教育的機會。李大錦（2020）指出選擇該

遠程教育的 5 大理由：(1)入學門檻低。(2)自由、共用性高。(3)畢業時間快。(4)
學歷國家承認。(5)專業選擇多。這些優點雖然仍有人誇耀，但發展卻並非如此。

2012 年大陸現代遠程教育院校便有 68 所，發展至今，數字依舊定格在 68（王娟，

2021）。其中雖然有新院校的加入，但是 2017 年開始，大陸也有部分院校開始

停止招生，其中全面停止遠程教育招生的院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

學、中山大學等衆多「雙一流」1大學。這試點院校不但沒有擴招，反而開始收

場的結果，不得不使人反思這個包裹著科技外衣的遠距教學是否存在些許問題。 

比起發展，更需要駐足厘清定位，走出發展誤區。筆者曾於疫情期間身處大

陸接受遠距教學，因此將整合大陸相關資訊以及結合此經歷於下文，爲要探討大

陸現代遠程教育在教學模式或理念中產生導致收場的因素，並分析遠距教育中的

要素組成與其環境需求，以及對遠距教學的發展，提出符合東方教育環境的建設

性建議。 

二、大陸停招的考量 

雖然在各大院校在宣佈停招的公告中並無對原因進行說明，但可以從院校在

發布停招公告前，對其遠程教育的會議中看出端倪。 

1. 北京大學 

該校於 2018 年起全面停止各類繼續教育招生，其中包括網絡教育。在該校

2016 年繼續教育總結交流會中，其相關部門指出合作辦學、虛體機構等方面存

                                                

1
 雙一流：係指中國大陸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佈《關於公佈世界一流

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中公佈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

校及建設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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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辦學風險；繼續教育辦學行為要以學校大局為重，按規章制度辦事；繼續教

育在收費立項、結業分配方面尋求改革以及要進一步推進風險管理與資訊化建設

（山石，2017）。 

2. 浙江大學 

該校於 2019 年起全面停止遠程學歷教育的招生。在該校 2018 年學習中心工

作會議中，指出院校要秉持品質為先，考試工作需要加強，鞏固學校、學院、學

習中心的督導管理體系；聯繫溝通、辦學環節、學生支持服務、嚴控風險、訴求

回應以及人員投入等七點向會是當時下一步工作的重點與要求（林芽麗，2018）。 

三、遠距教學發展誤區 

針對會議中所提的需改進之處，以及收集相關資訊加上筆者參與一個學期以

上遠距教學的經驗，本文針對三點指出遠距教學發展可能存在的問題： 

(一) 關於教學質量 

1. 學生上課專注度不高 

由於個別課程以讓學生看錄製的視頻的形式上課，課堂直接成爲了教師的

「獨角戲」，口授的知識擁有絕對性，學生無法在課程中發問，學生選擇暫停視

頻，獨自理解的可能性低，無法深入思考，缺少學習的記憶點。與此同時，一節

課的時間普遍長於 40 分鐘，在缺乏互動的課堂中，學生專注的時長有限。 

2. 學生知識架構不完整 

大陸的遠距教學在疫情到來前受衆普遍只是成人，大部分學生處於在職狀

態，成人學生受教育程度不同，部分學生並沒有受到過系統的高校教育（李偉閩、

王迪、陳麗蘋、陳文靜、楊嶺，2019）。由於在職的身份，學生在上需要實時的

課程時，環境因素很容易影響學生學習狀態，因而可能造成學生的知識架構建構

不完整。 

3. 師生之間交互效率低下 

學生在沒有和教師當面交流，缺少同儕之間的互相提醒督促的情況下，課後

學習過程易受誘惑分心，更容易忘記完成學習任務的最後期限。遠距教學對學生

自律性和訊息關注度的要求高，過程體驗感不夠。Engin 和 Cennet（2021）研究

發現家長們普遍認為遠距教學無法取代面對面的教育，這只是在疫情期間最好的

辦法罷了。畢竟通常遠距教學需要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繫，無法得到即時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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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雙方用電子郵件方式交流，所花費的時間遠比教師下課面對面回答學生問題

要多（施靜君，2008）。 

(二) 關於辦學環節 

1. 大多課程依舊採用傳統應試教育 

如今的遠距教學相對於理論的「骨架」，更注重科技的「外衣」。遠距教學

的實踐的發展一直需要技術的提供，從廣播、電視、到如今的互聯網（譚偉、王

向旭，2019）。然而，普遍選擇同一系所的現代遠程教育學生，受教水準、以及

學習目的差異較大。不同於傳統教育模式允許學生產生對教師的依賴性，遠距教

學對自學的需求量遠遠大於傳統的教育模式。在如今課程設計的方面，除專業技

能的課程缺乏趣味性與吸引力外（林秀清，2019），缺少設計鍛煉自學能力的課

程。 

2. 遠距教學處於重複實踐 

對於遠距教學的設計開發停留在個體經驗層次。由於大部分研究者只就個別

構面進行分析，針對起決定性作用的構面，設計者再憑藉自身的知識水準和經驗

積累對系統進行設計，導致遠距教學系統的設計雜亂（畢磊、朱祖林、郭允建、

湯詩華、劉盛峰，2017）。大多的研究知識針對遠距教學實踐的一些反思而已，

導致教育實踐一直處於低水準的相互複製，又導致遠距教學系統的進步緩慢，處

於一個死循環中。 

3. 學生管理制度缺陷 

在現有遠距教學中，管理學生人員較少（劉光林，2018），整體專業技能及

職業素養處於有待提升的階段，難以第一時間有效的解決及管理學生反應的問題

（趙明賢、曹宇星，2018）。同時，遠距教學有時過於傾向服務性，難以真正意

義上對學生進行管理。 

(三) 關於辦學機構 

1. 雖處於互聯網卻「互不聯繫」 

遠距教學系統自 21 世紀以來，中國大陸針對遠距教學的試點並不少，然而

各自學校都建立了自己的教學系統平臺，卻沒有認識到將教育搬上互聯網中的便

利，而是常常在實踐中自我檢討，選擇重新開發，在系統建設中投入大量人力、

財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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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費標準不統一 

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較大，選擇遠距教學的學生便需要在承擔學費外，同時

支付較高上網費用與學校共同承擔風險。在收費方面，各高校收費標準不統一，

有的按學分收取，有的按學年收取，而且額度差別較大，使得各校學生產生各大

高校各自爲政，資源封閉並且收費混亂的認識（姚艷君，2018）。 

四、可能解決方案 

(一) 針對教學質量 

1. 選擇短頻快的學習方式 

短頻快的學習方式適用於無法準時參與直播課堂的同學，該類學生可以隨時

隨地接受學習，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教師將各個知識點進行細分，細分的課

程時長控制於 5~10 分鐘保證學生的專注度，每個課程知識點配備相對應的題目

供學生作答，將選擇原因一併提供，達成二次學習的目的，加深記憶。 

2. 根據個人狀況彈性安排課程 

創新選課方式，需要充分利用資訊技術，即時解決學生所處學習環境的問題

與訴求。據學生實際學習狀況，針對性修正其遠距教學計劃，例如：部分學生的

工作狀況處於繁忙，學習時間不確定，則可以改變適量實時的課程爲非實時課程，

但需要參加階段性的測驗以瞭解該生的學習成效。 

3. 將學生分組管理 

注重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學習交流，結合學生工作及學習情況，爲學生安排分

組作業，讓學生之間可以在互幫互助，互相督促的過程中有效地掌握所學知識，

以此彌補課堂參與感和知識點的鞏固問題。選出各組負責人與教師進行溝通，整

合疑問，統一回復。 

(二) 針對辦學環節 

1. 提高教師資訊素養 

教育要發展，教師是關鍵，遠距教學的發展為教師帶來了新的挑戰，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遠距教學的教師應該加強學習，轉變理念，積極學習新理論、新

知識、新技術，將新的教育技術手段與數位教學理論相結合。學校也應該積極為

教師提供相關平臺及培訓機會，讓教師接受前沿的遠距教學理念及技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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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立關於遠距教學的研究學科 

遠距教學的研究者需要一個正確的研究對象，這個對象不該是不穩定、不可

重現的受學習者，而是對於遠距教學的整體，其中包括遠距教學的系統、教育形

態的現象和教育觀。 

3. 健全成人遠距教學學生管理機制 

相關工作人員可從兩方面入手：(1)明確劃分出遠距教學各部門職責，構建

更完善的遠距教學學生管理體系。例如，將輔助教師作為學生管理的第一執行

者，深入學生日常學習之中，幫助學生答疑解惑，督促學生及時完成學習任務，

以便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2)注重提升遠距教學學生管理人員整體的綜合素

質，在管理人員中定期舉行關於人員管理及專業知識等教育學習活動，使其能夠

為學生提供更為優質的學習服務。 

(三) 針對辦學機構 

1. 規範遠距教學平臺建設標準 

推動各地學校聯盟，鼓勵聯盟師資、設備的資源共用，建立優質的網絡教育

資源，避免低水準的重複建設。設立課程的學生點讚和聯盟教師互評機制，以便

瞭解符合當下學生接受度高的上課形式，同時保證課程的專業性。 

2. 規範收費標準 

構建多元化的資金籌措機制。各高校應該在嚴格遵循國家收費標準的基礎

上，做到收費標準的統一化、合理化和透明化。同時，為了切實減輕學生負擔，

高校要爭取包括政府、企業在內的各方面的資金支持，構建多元化的、具有剛性

的資金籌措機制，以保證遠距教學的正常開展。 

五、結語 

由於各國對於遠距教學的認識差距並不大，以致在大陸對於遠距教學的發展

出現了不少誤區，如學生專注度不高、知識架構不完整、師生交互效率低、學生

管理制度的缺陷、教育資源重複開發、收費標準等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使得大陸

部分院校的現代遠程教育一步步走向停招的路。但疫情的到來給各國教育界敲了

一個警鐘，遠距教學的發展是有必要的。遠距教學需要借此疫情的環境發現問題

並提出解決方案。可以考慮設計短頻快的課程；規範管理制度；培養優秀師資和

管理者；設立關於遠距教學的研究學科；取互聯網的高效性與整合性的長來彌補

傳統教學的短板。待疫情退去，傳統教學和遠距教學可以擁有更和諧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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