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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偏鄉小學因應遠距教學之問題與對策 
林美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2021 年在新冠病毒的疫情肆虐之下，臺灣的學生也進行第一次全面的遠距

教學。教育部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時宣布自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全國各級

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改採線上教學（教育部通報，2021）。之後

於 2021 年 6 月 7 日時更發布消息延長停止到校上課至 2021 年 7 月 2 日止（教

育部，2021）。自教育部訊息發布以來，各級學校皆開始採取相對的因應方式規

劃全面線上教學。 

因為當時停課訊息發布較為突然，隔天隨即全面線上教學，各校因應措施有

所不同，學校行政忙於解決學生設備問題；導師同時要學會線上教學平臺操作，

更要與學生、家長保持聯繫；家長因應學生在家遠距教學，生活上也有所改變；

學生對於設備的操作尚在適應，而且無上下課鐘的提醒，考驗學生的自制力與自

學能力。筆者即以此次停課期間，本校面臨遠距教學的問題與對策，供教育界同

儕參考。 

二、遠距教學本校面臨問題 

筆者當時擔任六年級導師，學校是一所六班的偏鄉小校，學生數不足百人。

自教育部宣布停課訊息以後，校長於下課時間召集全校教師進行消息傳達，同時

請中高年級教師協助將學生平板設備發下，因應明日起的遠距教學課程，但在此

過程中，仍遇到以下問題，分別和讀者作探討： 

(一) 學校借用平板設備較為充足，但學生家中無網路可供上線 

疫情之前，因為本校參與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所以三至六年

級的師生都有一臺個人平板可供平時教學使用。學生對於平板的操作熟悉，但原

先於課堂使用時，學生若遇到平板使用疑問，教師能立即協助解決；而在遠距教

學時，學生若遇到使用設備的問題，僅能依賴家庭成員的協助。除設備問題外，

學生家中如因無線網路問題，亦無法進行遠距教學。 

(二) 線上自學平臺流量癱瘓，無法照常登入使用 

因為全臺學生都採遠距教學，各家線上自學平臺流量癱瘓，無法登入使用。

本校學生先前運用因材網，登入帳號自學，教師原本可以藉由後端數據了解學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5），頁 178-181 

 

自由評論 

 

第 179 頁 

學習情形，但停課初期，因材網的無法登入，也讓初期的遠距教學增添挑戰。 

(三) 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有所差異 

全面遠距教學後，學生透過平板接受課堂資訊，與平時上課模式亦有所差異。

本校平時於課堂運用何世敏（2014）曾提出的四學模式學習。以下為本校參與科

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之應用： 

1. 學生自學：學生透過因材網影片與練習題，記錄自學學習重點，教師透過後

臺數據找出本班的學習難點。 

2. 組內共學：教師讓小組同學進行討論互動，藉由核對與補充答案，合作解決

個人學習困難點，並且展示小組學習成果。 

3. 組間互學：教師促進各小組間的交流，相互比較分析各小組學習成果，同儕

提出問題與意見，修改自己小組的答案。 

4. 教師導學：教師說明學習重點與目標，聚焦本班的學習難點給予回饋，以及

進行學習總結與延伸。 

但採行遠距教學後，因分組學習的合作模式無法立即轉化運用於線上，教師

只得暫時回歸講述教學。之後，透過因材網線上教師研習的分享，才學習到他校

教師如何將四學模式應用於遠距教學。 

(四) 低年級設備不足與教學困難 

低年級學生在這波疫情之中，可謂是最大的學習落差者，因為平板設備不足

借用，同時考量低年級學生的資訊能力、視力發展與自學能力，在行動載具設備

的使用上，比起中高年級學生更仰賴家長的從旁協助。故低年級的教學策略，更

具挑戰，僅能仰賴家長的照顧與督促。 

三、本校因應遠距教學對策 

透過上述羅列出本校教師面臨遠距教學之問題，筆者就自身學校因應此問題

之經驗，提出相應之對策： 

(一) 增加學生非同步自主學習的機會 

筆者認為若因設備問題，全班無法即時遠距教學，教師可同步錄製課堂教學

影片，提供學生後續彈性觀看教學影片的可能，或是請家長協助接送學生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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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使用無線網路之設備。當時雖有提供 15 天的無線網卡可供學生居家使用，

但因為設定網路之相關問題，學生仍需師長協助，故本校家長多數選擇讓學生到

教室使用平板進行學習，或是到具備無線網路的親友家進行遠距教學。 

(二) 善用線上自學平臺，讓學生學習更彈性 

隨著全臺的遠距教學實施，教育部因材網於停課初期開放無須登入的線上影

片連結，提供給全臺學生觀看，近一年來，因材網除了完善平臺伺服器外，也持

續辦理教師及家長遠距教學的相關研習。各家自學平臺，如：均一教育平台、Cool 
English、學習吧、PaGamO 等，都是可以輔助學生自主學習的利器，筆者認為平

時學生除了日常課堂所學，導師們也可提供自學平臺資源給家長，讓學生課後學

習課程有更多元的方式，同時擁有更彈性的自學規劃。 

(三) 教師主動參與遠距教學知能之相關研習 

遠距教學相當著重教師自身的資訊能力，疫情停課期間，教師需摸索線上課

程平臺的操作使用，更要兼顧學生學習權，平時若能多主動參與遠距教學相關研

習，將有助於遠距教學的多樣性發展。本校於暑期的教師備課日，亦請他校教師

以線上研習的方式，分享他校因應線上教學之經驗，增進本校教師資訊應用知能，

透過各校間的經驗交流，教師也更了解未來在遠距教學的應用知能。 

(四) 多元管道輔助低年級學生學習 

低年級學生在停課期間，本校以教師錄製單向教學影片的方式給予學生學

習，考量低年級學生在遠距教學時的專注度，在錄製教學影片的時長建議不要過

長，約 10 至 15 分即可。筆者認為低年級教師在遠距教學時，亦可運用指派自學

平臺之教學影片，輔助低年級學生學習。此外，教師透過指派當日作業之方式，

請學生家長協助學生於課程平臺上進行作業繳交。夜間時，一週應有 2 次以上全

班視訊會議的時間，除了聯繫班級情感外，也讓個別學生能與教師有所互動，協

助學生解答學習相關問題。本校於停課結束之後的學期，也對於疫情停課期間的

造成學習落差較大的低年級個別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未來疫情之發展，實在令人難以預料，是否可能會再次全面遠距教學，筆者

亦不樂見，但唯有早日預作準備，方能從容應對。遠距教學相當仰賴老師自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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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應用能力，能讓課堂流暢且順利進行，進而創造遠距教學的師生互動性，同

時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在國小階段，仍需透過教師引導學生自學的方式，輔助學

生學習。遠距教學的最終目標仍希望能引導學生能自律自學，妥善規劃時間學習。 

(二) 建議 

筆者以學校、教師二個面向，提出建議如次： 

1. 學校端—持續開辦遠距教學知能研習，鼓勵教師主動參與 

目前對於線上平臺的操作與增能研習已越來越多，但並非所有教師皆能主動

參與，筆者建議每學期各校教師研習應能辦理線上教學知能精進研習，讓校內教

師都能熟悉 3 種以上教學平臺的操作方式，並於學期間與學生練習實作，以提早

因應準備。 

2. 教師端—教學善用自學平臺，讓學生學習更彈性 

在進行中高年級的線上教學，教師應多關注在課堂教學互動與學生學習成

效，運用易操作的方式變化教學節奏，即時請學生給予回饋，進行形成性評量，

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考量低年級學生的資訊能力、視力發展與自學能力，教師

可以錄製單向教學影片，同時指派自學平臺影片任務，輔助低年級學生學習。遠

距教學應給予學生完成自學任務的彈性時間，採同步與非同步課程的並行，讓學

生有更彈性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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