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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引頸翹望的實體教學好不容易成真！這一場疫情下的遠距教學，讓大學校園

空蕩了太久。原以為螢幕後的 PPT 與小人頭將成為教學工作永恆的常態時，那

一絲可以真實面對面授課的曙光竟漸漸透亮。雖然往常學生的嘻笑打鬧在口罩圖

騰的無形屏障下仍如禮教時代般的被禁忌，但二十芳華學子的青春氣息仍暖暖注

入了原本冷清的校園之中，全班窸窸窣窣的課本翻頁聲與沙沙唰唰的作業寫字聲

竟因久違了而覺得如此悅耳。然未完全降級的疫情要求室內須有人數限制，因此

每門課都要求必須排定座位表。資訊課務系統提供了依學號或亂數編排二種預設

模式，然亦可彈性調整。筆者長期任教特殊教育導論的習慣，本能的去詢問是否

有同學因各種需求而要調整到前排的位置，如聽力問題、視力問題、行動不便、

專注力問題等。原本以為不會有幾位想要選前面的座位，因多數的大學生通常比

較想要隱沒在邊陲地帶滑手機。但隨著一位一位都說看不清楚黑板和講台螢幕想

要坐到前排，且人數比想像的更多時，隱約的感覺到疫情下長期的遠距教學，可

能已經讓許多大學生的視力嚴重衰退。或許這只是部分學生的沒作好視力保健，

但當在很多班級排座位表時都遇到相同的狀況時，則似乎嗅到了這是一個結構化

的問題，因此本文擬就疫情下的長期遠距教學對學生的視力的影響及背後的多元

危險因子進行討論。 

二、都是手機惹的禍？ 

學生愛滑手機，是非常多老師深感困擾的事，但資訊化及數位化也同時帶給

老師教學上諸多便利，也改變了教學現場的生態（郭伯臣，2020）。許多老師幾

乎已習慣用 PPT 取代板書，用線上測驗取代紙筆測驗，用網路串流播放預錄的

教學影片。各種教學材料亦愈來愈多的遷移到硬碟或伺服器等雲端或隨身設備，

教學後面的行政系統，如排課、選課、成績登錄、教學評鑑等，更逼得所有人被

手機綁架。學生也開始習慣於藉著智慧型手機完成聽課、回答、點名、寫作業、

考試等學習工作，包括和同學線上討論功課、刷班級及課程 Line 群組的訊息等

（洪福源、黃德祥，2015），很大比率的作業都須在螢幕上點擊來完成，然每一

次的點擊螢幕則都必須讓眼球的水晶體繃緊來聚焦在那個小小的方框或圓點的

圖案上面。這還不包括與個人好友及聊天群組中聊八卦、在電商平台選購商品、

在訂餐平台上找尋美食等，更不用說在用 app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及在各個大大

小小的 app 中注意會員資格與會員活動等。眼睛的耗用幾乎佔了每天醒著時候的

大部分時間，即使休息時也常藉著看手機網路影片或玩手機遊戲來打發時間（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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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憶，2019），這更增加了眼睛的耗用。 

雖然滑手機看起來真的是造成這些大學生視力不佳的罪魁禍首，然亦非所有

的學生都呈現視力嚴重衰退，背後可能還有其他的危險因子（洪嘉鴻，2017）。
而造成這一部分學生視力快速惡化的原因，可能與其弱勢族群身分有很高的相關

性。而這些弱勢族群在其生活中的各項選擇，往往又使其暴露於更多危險因素之

中。 

三、多元危險因素 

筆者觀察這些視力不佳學生的生活狀況及了解其相關家庭背景，並發出問卷

做小型的調查及進行若干個案的深度訪談。調查對象為筆者所服務的大學，以立

意方式進行抽樣，施測方式為直接邀請大學生填寫，問卷內容主要為基本資料、

疫情期間的遠距上課對視力的影響狀況及程度、造成視力受到影響的原因、對於

遠距上課影響視力的相關建議等。筆者就所收集之資料整理出一些造成視力惡化

的危險因子，然因抽樣的代表性不足，僅能就收集到的資訊進行整理報導。 

(一) 居住空間狹小 

使這一部分大學生視力快速惡化的第一個普遍危險因子為其居住的宿舍過

於狹小，尤其是校外租賃的宿舍多半有如鴿子籠般的隔間。因為很多女生為了希

望能有乾淨且隨時都可使用的洗手間，所以會選擇有獨立衛浴的套房，然這些套

房通常只有 3-4 坪大小，因此在衛浴及擺設床和書桌後，可能只剩開門和轉身的

空間。疫情前正常上課時由於大部分時間留在學校，因此影響還不大。但疫情期

間，只能待在小小的蝸居用小小的手機螢幕進行整天的線上課程。因此成為填選

次數最多的視力惡化危險因子。 

(二) 打工 

就讀技職體系私立大專院校的學生，弱勢族群的比例較高教體系高，再加上

在基礎科目少、操作科目多，因此技職大學生更偏愛打工。然其打工的工作性質

經常是低薪且工作時間長。加上疫情期間許多商家都因生意下降而減少雇用的人

力，衝擊低技術性工作的薪資及工作機會。使得弱勢族群學生可能要同時兼職多

份打工才能維持其學費及生活費，而疲累則是健康的隱形殺手，或許年輕使其認

為還承擔得起長時間的工作，但眼睛隨著身體的休息時間的變得更少而惡化，造

成了此次數第二多的視力惡化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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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養不良 

疫情警戒使得許多原本薄利多銷型的餐飲店因不敷成本而紛紛停業，平時可

兼顧吃飽及多樣性的自助餐都改成只供應便當。貨運費用及原物料價格的墊高，

讓食物成本及餐費價格幾乎全面調漲。然經濟弱勢的大學生在勉強維持其學業及

生計時，最常節省的費用就是餐費。許多弱勢學生經常都僅吃麵包、炒飯等澱粉

類食物而未攝取充足的各類養分。長期下來，對於耗用過高的器官慢慢形成斲

傷。而視力的維持則需要充足的營養，在此狀態下營養不均變成了弱勢學生另一

個公認次數很高的視力衰退危險因子。 

(四) 未定期檢查與及時矯正視力 

疫情期間過度倚賴手機、足不出戶、身心疲累和營養不良的狀態下，許多學

生雖感覺到眼睛痠痛與視力模糊，但因三級警戒及處處的管制與封鎖，常放任眼

睛不舒服而未去就醫。亦沒有警覺應該更換眼鏡，因重配眼鏡的花費動輒四、五

千元，這對弱勢學生是很大的經濟負擔。而病情的拖延則容易造成視力的永久性

損傷，這也造成視力惡化之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四、結語 

一場世紀疫情，影響了全世界人們的工作、求學、居家等各方面的生活，疫

情之後，看似脫離了冬眠般的封鎖，但這場冬眠絕非是全然寧靜的。人、車、物

資和活動等看似平息與悄然，但量變與質變的同頻共振效應，正在逐步吞噬弱勢

族群子女的出路與人生。當物資的剝奪與社會的排除同時加諸在弱勢學生的身上

時，其就更加暴露出其無路可退的脆弱性。許多來自弱勢族群家庭的孩子都有個

大學夢，認為有了大學學歷後就可翻轉人生，不會像其父母一樣終身低薪與勞

苦。但若這群弱勢學生的視力在這麼年輕的時候就受到永久損傷，日後如何在社

會中與人繼續競爭及生存。Bourdieu（1986）認為類似大學夢的這種幻景反而更

加鞏固了主流社會的既有控制權力，讓教育系統變成社會階級差異合法化的幫

兇，更認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象徵資本的先天不均是一種無聲的

壓迫，以一種不斷複製的霸權形式造成社會不平等現象。視力惡化雖只是社會不

平等下的一項問題，但也因此問題容易聚焦，只要有心，解決的效益很容易彰顯，

例如提供高危險群體免費的視力檢查及優惠的重配眼鏡。其解決方式或許可以透

過成立社會創新平台、進行黑客松的腦力激盪等來產生更佳的策略。期待能夠有

解決的機制出現，在還來得及幫助這群孩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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