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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線上教學之探究－以數位學伴傑出大學伴為例 
王翰揚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線上教學或遠距教學大家時有所聞，就算不是教育領域的普通人也都對這類

名詞不陌生，然而沒想到在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下，成為教學上不可或缺的重要

關鍵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各地，視訊遠距工作會議或視訊遠距教學，更加

廣泛地被大家所運用極重視，去年5月疫情大爆發全國三級警戒，大學、中學和

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學校關閉校園，暫停教學與學習活動改採遠距教學，

讓學習不中斷。 

韓志宏（2021）定義「線上教學」為一種透過資訊載具及網際網路進行之教

學方式，此學習上是能打破傳統課室教學的限制，且不受時間與空間之影響。隨

著資訊科技及網際網絡的蓬勃發展下，網路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

今是一個動盪且環境快速改變的世代，為跟上時代潮流，學習是重要關鍵，因此

線上學習必然會是一項趨勢（高逸庭，2019）。科技改變了人們的學習型態，運

用科技能力是時勢所趨，隨著線上學習平台的日益完善與發展，行動學習者得以

突破時空的限制進行任何學習，教師教學策略也要與時俱進，教師使用線上學習

平台輔助教學，以科技融入來提升學習興趣，能提升學習效能，也養成學生的資

訊素養，培養進入未來社會應具備的能力（謝翠芳，2018）。線上教學與線上學

習研究者眾，但多半以實驗研究或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並非全面性的實施，針

對新疫情時代的參考性有限。 

線上教學若以時間演進序列為基礎，最早可從遠距教學開始。最早開始的遠

距教學主要以印刷資料和收音機為主，後來電視的發明使傳送教學內容的技術有

所提升；包括錄音帶（Audiocassettes）、電視（Television）、錄影帶（Videocassettes）、

傳真（Fax）到後來有越來越多元和便利的網路科技平台來傳送學習內容，例如：

Zoom、Google Meet、Webex等，這樣的同步視訊軟體，選擇性相當多元，互動

功能強大，加上學校現在的網路基礎建設越來越好，已可滿足教師傳統教學多數

需求。 

然而，在眾多的課後學習方案中，多數課後學習方案也因為疫情停課被迫暫

停課程，不過「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Online Tutoring for After School，

Learning），簡稱「數位學伴」，卻未因為疫情暫停，數位學伴透過網路進行遠

距視訊教學，透過一對一的網路課輔方式進行，大學端和中小學端利用電腦教室

及相關軟硬體設備進行線上陪伴與課輔，大學生稱大學伴，中小學生則稱小學伴，

學習科目為國語、數學和英語為主，大學伴可視小學伴學習狀況調整學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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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疫情也產生了一些教學經驗的變化，本研究所稱「數位學伴傑出大學伴」

係指東部某國立大學參與數位學伴計畫並獲教育部頒獎之大學伴。 

二、新冠肺炎疫情對教學上的衝擊與改變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社會產生很大的衝擊與改變，全球社會都面臨疫情所帶

來的壓力，我國也不例外，對教育更是產生莫大的影響，教育是百年大業，一場

突如其來的疫情便能瓦解一直以來的實體教學，甚至是學生的受教權。特別是在

教學上為了因應疫情，遠距教學成為教師傳遞知識的主流工具，還有教師與學生

在學習狀態與心理上所造成的衝擊，透過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的替代讓教師與家

長有些慌亂。在新冠疫情下，線上教學有其必要性，成為學生在疫情下仍能維持

學習的方式。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全國各級學校全面停課，採用線上教學進行學

習，在疫情期間是保障健康與生命安全且能維持學習狀態的主要方式（韓志宏，

2021）。 

李明秀（2021）認為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蔓延，教育部推動防疫不停學，

學生學習的樣態正在轉變，期望線上教學能培養學生數位學習的習慣，增進數位

閱讀能力，改變「老師教、學生聽」的傳統教學模式，使學生化被動為主動，落

實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全球的疫情仍持續蔓延，教育環境也被迫從傳統實

體課堂或混合式教學模式轉變為網路學習的教學方式。王志菁（2021）也認為傳

統實體課堂的教學模式不得不隨著疫情的發展應變，遠距學習是網路科技盛行趨

勢下自然且重要的選項。新冠疫情傳染引發對教育的衝擊與影響，包括學校停課

而導致教育中斷問題，影響學生的受教權及增加教育不平等的現象。在停課不停

學的政策下，遠距教學及線上學習成為學校仍能維持教與學的方式，然而在實施

上仍需面臨許多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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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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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實讓親師生都三方需要時間來調整與適應（曾芳琪，2021）。新冠疫

情突然爆發，自大學以降，於2021年5月至7月實施「停課不停學」，使線上學習

成為必要，當線上教學不再是一項實驗，不再是一項研究，也不再是一項課程，

而是日常生活學習之必須（韓志宏，2021）。 

綜上所述，教育部等相關部門如能在大規模實施遠距教學的同時，持續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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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可強化教育現場教師們的信心，開創新的教學格局，教師在此時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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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的學習方案，更能讓臺灣教育能不畏新冠疫情所帶

來的教學衝擊與改變。 

三、疫情下線上教學或遠距教學相關研究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下，本研究者從碩博士論文網中找到六篇學位論文，

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線上教學或遠距教學相關研究，以下整理如下表 1： 

表 1 疫情下線上教學或遠距教學相關研究之摘要表(按年代排序)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吳秉涎 2021 對新冠肺炎期間線上教學及學習滑落現象之研究 

韓志宏 2021 
新冠疫情下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線上教學學習適應與學習

動機之研究 

于芷苓 2021 全球化教育新趨勢，在疫情下遠距教學之探討 

劉美貴 2020 
新冠疫情與線上教學研究-以美國 DC 國際文憑學校國中

部中文班為研究對象 

彭釩熙 2020 COVID-19 疫情下遠距教學運用於小學之行動研究 

陳彥仲 2019 
新冠疫情下探討傳統教學轉移到線上教學模式之研究-

從人口遷徙理論觀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發現，近幾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線上教學與遠距教學的研究面向很

廣泛，有針對學習滑落現象、學習適應與學習動機、遠距教學探討、美國 DC 國

際文憑學校國中部中文班、運用於小學之行動研究、從人口遷徙理論觀點等。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傑出大學伴線上教學的教學經驗 

疫情爆發後，因為數位學伴本身就是線上課程，再加上因為學校也停課改成

線上課程，所以學生一整天都在進行線上課程，因此，大學伴在教學經驗上產生

以下三點的改變。 

(一) 疫情下備課的教材需要比疫情前更活潑有趣 

數位學伴的教材都是以投影片簡報搭配影片進行教學為主，因此學生在教材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1&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2&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2&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2&h1=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6&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6&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11&h1=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11&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EVilG/record?r1=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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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上會多跟學生互動，以比較活潑的方式進行，並搭配小學伴有興趣的影片輔

助教學（T-訪-111/06/30）。 

(二) 疫情下小學伴遲到或缺課變得比疫情前多 

疫情前小學伴都是放學後到電腦教室集合上課，疫情下因為小學伴居家線上

上課，沒有到學校上課，造成遲到或缺課情況比疫情前多，所以有時候準備好的

教材只能等下次上課再用，或是沒上完下次再繼續使用（T-訪-111/06/30）。 

(三) 疫情下需要更多的耐心陪伴小學伴學習 

小學伴因為上了一整天的線上課程，對於課後學習的數位學伴課程產生排

斥，學習態度較疫情前消極，因此需要更多的耐心來陪伴小學伴學習，我覺得有

耐心的陪伴小學伴學習變成是疫情下重要的教學經驗改變（T-訪-111/06/30）。 

疫情下對學校的教學產生了不少的改變和影響，因此，很多課後學習方案也

受到影響和影響，雖然數位學伴沒有中斷，但疫情下傑出大學伴在教學經驗上，

仍然產生以上的改變和影響。 

五、結語與建議 

疫情對教學產生了不少的改變和影響，很多課後學習方案也被迫中斷，而在

本研究中的數位學伴雖然沒有中斷，但疫情下傑出大學伴在教學經驗上，仍然產

生了經驗上的改變，但是透過活潑的教材設計和耐心的教學之下，即便因為疫情

的因素造成小學伴在學習態度上較為消極，但透過大學伴本身有技巧性的引導，

和耐心的指導下，即便小學伴的學習態度和疫情前有所落差，但傑出大學伴不但

不受小學伴影響，並持續發揮自身的影響力陪伴小學伴學習，由此可見，疫情雖

然對於傑出大學伴的教學經驗產生改變，但對傑出大學伴陪伴小學伴成長的教育

理念卻沒有產生改變。 

建議所有大學伴都能學習傑出大學伴的服務精神，在教材和日誌上用心，並

在數位學伴線上課程中耐心陪伴小學伴學習，並讓小學伴能以大學伴為楷模，努

力以成為大學生為目標，無形之中對於小學伴的陪伴和成長，更勝於單純的課業

指導，也能讓疫情下的數位學伴計畫，仍然保有該計畫陪伴小學伴學習和成長的

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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