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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的挑戰— 
如何因應疫情下學習樣態改變的衝擊 

曾芳琪 
新北市鶯歌工商專任輔導教師 

 
一、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帶給全球社會許多的不確定性，其中許多的關注及研究

調查聚焦在學校教育的影響與發展上。The British Academy（2020）針對

COVID-19 對社會長期影響調查報告中提出，因應疫情下學習樣態的改變，遠距

教學成為教師傳遞知識的主流工具，緊接而來還需面對兒童及青少年學習狀態與

心理層面上所造成的衝擊。然而社會瀰漫著因疫情交雜不安的情緒，遠距教學與

線上學習的替代選項讓教師與家長有些慌亂：對教師而言，教師首要選擇合適的

線上軟體教學，並要試著對鏡頭講述大部分時間，也要熟悉軟體間的工具交互切

換使用教材，對於教學型態的改變，為教師首要挑戰；對學生而言，依據不同年

齡的學習所衍生出的狀況更是層出不窮，學生被要求持續坐在電腦前聽課，國際

上許多家長和幼兒教育工作者對線上學習所引起的視力問題也存在著擔憂 
（Sharkins, Newton, Albaiz, & Ernest, 2016），學生也會有不專心或乾脆不上課的

情況出現，學習成效受到質疑；對家長而言，面對學童在同一天課程不同軟體的

使用，課程作業上傳模式的多元，除了硬體設備的準備外，還需兼顧孩童學習與

與自身的工作狀況，以上，著實讓親師生都三方需要時間來調整與適應。 

二、疫情下學習樣態改變之衝擊 

有鑑於因疫情產生的擔憂加劇，從 2020 年初開始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學校

取消校園活動，並將各種課程和項目從面對面教學轉移到遠距教學來替代，學生

從國小至技專院校生在被動改變學習樣態的同時，也直接衝擊教師教學與國中小

家長對傳統學習的認知。 

(一) 學習樣態改變對教師的衝擊 

依據 Inside Higher Ed 與蓋洛普（Gallup）合作調查 2019 教師態度對技術使

用調查顯示，實施線上課程的教師比例從 2018 年的 44%增加至 46%，同樣的調

查在 2013 年為 30%，這也表示實施線上教學的教師在六年內增加了一半，這幾

年來越來越多的教師實施線上授課，但教師們對線上教學的質量是否相當於面對

面教學的學習成果存在很大的分歧（Lederman, 2019）。 

在 Covid-19 之前調查使用線上課程 46%的教師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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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同意線上課程可以實現與面對面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果（Lederman, 2020）。線

上學習課程最令人詬病之處在於師生間的互動缺乏，教師也注意到經濟背景較差

的學生比一般同學缺乏良好的資訊能力和相對安靜的學習場所，許多教師認為，

在提供滿足學生需求的技術支持與學習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列出了學生在

疫情下遠距教學的最大挑戰，包括讓課程作業與家庭和家庭責任相適應、管理學

生心理健康、確保可靠的通訊網絡（Lederman, 2020）。 

(二) 學習樣態改變對學童的衝擊 

根據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 
（2020）在報告中指出，截至 2020 年 3 月，全球 188 個國家在大流行期間關閉

學校的影響超過 16 億兒童和青年。當 COVID-19 流行而關閉學校時，世界上至

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童（全球 4.63 億兒童）無法進行遠距教學，儘管家裡可能備

有基本配備與資源，但受限於老師在數位技能上的差距或缺乏照顧者的協助，孩

子們在家可能無法學習（UNICEF，2020）。學生在家學習其實很容易分心，如

沒有照顧者在旁監督的小孩，甚至會假裝上課或乾脆不上課的情形發生。再者，

並非所有人都能找到適合家庭學習的空間，或者學習很可能受到硬體設備不足和

網路不穩定的限制 （Zhang, Wang, Yang, & Wang, 2020）。 

根據 Fang, Ng, Liu, Chiang 與 Chang（2021）近日在國際期刊發表一篇對照

臺灣疫情前後小學生在教師線上教學外，超過九成學生每天使用網路和 3C 產品

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除了會自行用手機玩遊戲外，更出現「環境知覺失調」，

表示在疫情警戒下不願至戶外而沈迷在網路世界，不但對周遭環境的敏感度降

低，對於接觸戶外的意願也不高。臺灣停課至今已三個多月，師生在線上教學操

作上都已上了軌道，但許多弱勢及偏鄉的孩子因資源相對的缺乏在學習上有所落

後，如果家中大人無法支持孩子的線上學習，睡過頭、缺課、在外遊蕩等情況狀

況會層出不窮（葉秉成、劉安婷、謝易成、柯維動，2021）。 

(三) 學習樣態改變對青少年的衝擊 

在最新臺灣趨勢研究報告針對「第三級警戒下防疫新生活調查」學生對線上

學習的感受中項目中，有 50.2%的學生認為線上學習的學習成效比面對面的實體

課程來的差，只有 12.6％認為實體課程的學習成效比較好（周秩年、邱士榮、李

家如、黃怡姍，2021）。而隨著遠距教學如進入長期實施階段，對於青少年在心

裡、情感和學術上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加州大學心理學家 Amy Bintliff 表示，自疫情開始的遠距教學以來，大學生

對學習的積極性降低，所產生的疏離感也造成學生在心裡和情感上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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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 2020）。然而，在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的一項調查表示，雖然疫情流

行期間教師對於遠距教學的信心是增加的，但調查結果發現，學生與教師之間缺

乏參與與互動（Lederman, 2020）。 

(四) 學生學習樣態改變對家長的衝擊 

一項針對中國 3275 名家長在封鎖下對孩童線上學習的信念和態度調查中發

現，父母認為線上學習對幼兒而言不如傳統學習有效：第一個原因在於線上學習

缺乏吸引小孩的學習氛圍和社交互動；第二個關注點為視力的潛在危害，雖然孩

子可以透過線上學習得到知識，但同時也會因此對 3C 產品產生興趣，這對孩童

的眼睛不利；第三個研究發現，疫情期間所有的學童都被隔離在家，父母還擔心

孩童對數位學習的 3C 產品使用上癮，並且缺乏體能運動。然而，疫情期間的停

課實施線上學習，對中國家庭來說普遍存在問題與挑戰，這是因為這些父母沒有

接受過培訓，也沒有準備好接受線上學習的挑戰（Dong, Cao, & Lin, 2020）。 

政府於 5 月 19 日宣布全國進入防疫警戒第三級後同時宣佈全面實施遠端教

學，臺灣趨勢研究報告以三級警戒對親子關係、工作及學習等面向之影響做調

查，報告指出，小孩長時間在家線上學習，有高達 70.7％的家長最擔心孩子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過長，將近一半有的家長擔心「孩子缺乏運動」，以及 41.6%的家

長則擔心小孩因在家時間過長無法外出，容易有焦慮、鬱悶及不開心的情緒等問

題出現（周秩年、邱士榮、李家如、黃怡姍，2021）。 

三、因應疫情下學習樣態改變之衝擊建議 

針對上述所提疫情下學習樣態改變對於教師、學生及家長所造成的衝擊，基

於這些認知，必須審視因應整體學習環境的改變，茲提出幾點建議供相關人員之

參考： 

(一) 同舟共濟共同創造教學奇蹟 

英國橡樹國家學院（OＡK National Academy）自 2020 年 4 月成立以來，一

年多的時間共累積 400 多位教師合作創建出涵括 4~16 歲全課程的影片與教材，

至今已累積上萬堂線上課程並成為全英國最大線上教學資料庫，使用者不需註

冊，除學生可自行學習外，教師也可直接上網無償下載並編修成符應自己所需的

影片教材（OAK, 2021）。而臺灣大學葉丙成教授所成立之「臺灣線上同步教學

社群」，從宣佈居家上課後湧入 12 萬教師討論線上軟體的選擇與使用，透過教學

設計與教學模式的分享，短時間讓教師們能對遠距教學的概念有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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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研究也顯示，面對已實施線上授課多年的教師而言，大多數的教授在

歷經疫情期間比較（2020 年的春季與秋季）已為線上遠距教學做了更好的準備，

教師們也因應疫情增強了自己的資訊能力並且改進自己的教學和促進學生對學

習的看法 （Lederman, 2020）。教師要能走出舒適圈，跨出數位教學的藩籬，透

過分享與討論，延續教學效能並共創教學奇蹟。 

(二) 好的教學策略引發學習動力 

教師不僅是學習的促進者，也是學生的激勵者（Bolliger, & Martindal, 
2004）。對教師而言，過去在實體課教師能顧及學生的學習情況，並能依據個別

差異給予合適的指導。遠距教學被學生批評帶來的問題有額外的學習工作及缺乏

師生溝通，因此，在遠距教學課程準備階段，教師們如能在教學前的早期階段給

予學生明確的學習準備步驟，讓學生可以預先瞭解課程內容，之後由講師在線上

依序講解該主題，也可透過問題論壇加以澄清或討論，可降低學生在遠距教學中

所面臨的挑戰（Lischer, Safi, & Dickson, 2021）。 

根據現旅居英國記者洪雅芳（2021）提到橡樹國家學院發言人提出「有好的

教學才有好的學習」的概念，如何留住學生對課程的注意力，鼓勵學生對課程的

參與，選用合適網路教學資源，不但可以增進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更重要的是讓

學生能夠保持對學習的熱忱，減少學生在鏡頭前消失的機會。教師教學回饋為學

生知覺教學滿意最重要的原因（Finaly-Neumann, 1994）。而疫情下遠距教學為教

育的延續，教師不能只在鏡頭前單方面的講述，須能透過各式平臺分享教學與創

新，精進教學模式以增加學生對課堂的參與及注意力。 

(三) 多元評量融入強化學習連結 

疫情嚴峻下停課的決定，師生都在摸索遠距教學突來的學習型態改變，因

此，教師的課程時間、評量方式、作業繳交程序與方法都需與學生有充分的溝通。

線上教學最讓人爭議之處在於課程內容過於僵化、師生間的互動太少，對於弱勢

學生在評量上恐有失公平之處。建議教師在面對學生多元家庭背景的差異，教師

可自行訂定彈性評量準則，如此能適度照顧在數位學習上相對弱勢的學生（陳秋

雲，2021）。研究指出線上學習的程序步驟與介面使用，也是影響學生學習很重

要的一環（Dong et al., 2020）。面對國小以下學童，建議教師對於遠距教學所使

用的平臺、介面亦或課程時，應考慮家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並能提供靈活與便

利的操作考量，簡化線上學習程序（例如輕鬆登錄），強化學習連結並降低因操

作軟體設備所引起的學習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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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善用數位科技教學更為彈性 

遠距教學剛開始呈現出的現象，不外乎是教師對著鏡頭講述重點，或者呈現

文字教材在網路上供學生學習。根據岳修平與梁朝雲（2014）提出，遠距教學之

整體品質與學習環境，取決於課程內容的妥善規劃與數位教材的良好設計，並能

策略性的與學習者保持良好的互動。臺灣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之學校停課後學生

產生的學習需求，由教育部主責除了既有的教育雲外，另彙集民間及各單位數位

資源、平臺與工具可供教師數位教學及學生自行學習參考使用。學習型態的多元

呈現，建議教師善用如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增強實境、虛擬實境或互聯網等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透過教學平臺互動與即時回饋以增強學生學習動機。舉例來

說：為了讓觀眾更有存在感，美國串流服務 Netflix 自製的互動影集不但可讓觀

看者者根據自己想法與喜好決定劇情的走向，也充滿更多的期待參與劇情故事的

發展。對教師們而言，如能善用媒體科技增加教學彈性，讓遠距教學不只呈現單

一線形的教學樣態，藉由媒體互動增添學生學習責任，促進學生心理健康，以推

進學生學習興趣。 

(五) 愛與關懷陪伴學習不間斷 

疫情期間的學習模式改由遠距教學來替代，父母的參與與合適的學習地點為

學生學習的重要關鍵，而父母支持的範圍也因家庭型態而異，超過四分之三擁有

研究所學位的父母有信心能指導孩子的學習，相較之下，家長的教育程度與社經

地位也是另一個可能影響兒童學習的因素（No Isolation, 2020）。根據 Smith, 
Burdette, Cheatham 與 Harvey（2016）等人提出，線上學習需要父母陪伴與時間

的投入，研究指出美國的父母親仍是希望能參與孩子的線上學習，儘管他們對支

持孩子線上學習所需付出的時間感到震驚。 

當教育部宣布全臺各級學校停課後，對於習慣於時間到即把小孩帶去學校的

家長而言，很難瞭解孩子在校學習的全貌，對於年紀越小的學生，注意力與資訊

能力也都需要照顧者極大的學習協助。儘管家庭在遠距教學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但對一般家庭而言，主要照顧者難以在第一時間同時兼顧工作與孩童學習。

在教學模式發生改變的同時，學校教師可協助與家長建立溝通的平臺，除了學習

扶助外，也能陪伴家長降低因學習樣態改變帶來的焦慮，待教學模式穩定後，家

長也能協助孩子規劃學習時間的安排、情緒疏通以及減少對 3C 產品的依賴。透

過親師合作共同找到合適孩童的學習模式，透過愛與關懷陪伴學生學習不間斷。 

四、結論 

綜上所述，在遠距教學過程中，對教師而言，科技應用與技術、課程作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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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家庭適應與溝通、學生關心與互動是一大挑戰；對學童與青年學子而言，

身心健康與照護，學習支持與中斷、時間管理等能力也為重要課題；對家長而言，

學童學業上的準備與情緒上的支持，親子關係的調節與自我的照護都是值得持續

探討的議題。 

爰此，主管機關或教育服務機構如能在大規模實施遠距教學的同時，持續正

向鼓勵與教學資源的挹注，可強化教育現場的教師們能有信心、有力量、能克服

教學過程中的干擾，開創教學新格局。教師在此時，除了知識的傳承外，同時也

扮演促進親子關係的中介者，更是學生在家學習時所支持與陪伴的力量。期盼疫

情下學習樣態改變所造成的衝擊，讓遠距教學本身不只是一個替代的學習方案，

而是透過分享、接納、精進與創新，讓臺灣教育能不畏疫情，而是能有效傳承、

擴大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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