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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從 2012 年起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動「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

及托嬰中心補助計畫」，秉持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理念，迄今全臺有 197 處的「親

子館」或「托育資源中心」建置。主要的服務目標有三：促進兒童良好身心發展、

提供育兒家庭教養支持，以及創造社區友善育兒環境。藉此提供有托育服務需求

的家庭，擁有便利、專業且整合性的托育服務資源，讓照顧者可以得到完善的育

兒及教養資訊，不僅具有喘息機會，還能提升照顧的量能，以及減緩家長育兒的

壓力。依服務目標，延續出三種工作任務，分別是兒童發展的發展篩檢、遊戲空

間提供與教玩具操作引導；家庭支持的親子活動、育兒諮詢與親職教育；社區工

作的社區宣導與外展服務等。（姚秀慧，2019；葉郁菁、黃秋華，2020）。希冀透

過上述的方案，增進家長與孩子互動的機會，減少照顧者因為育兒造成的壓力，

和照顧者的親職教育職能不足，進而影響孩子的發展與學習。 

二、疫情下親子館專業服務的現象 

由於各縣市委託的親子館/托育資源中心標案規範內容不盡相同，本文以弘

光科技大學推廣營運處教保產業發展中心承接的親子館標案為例，包括：臺中市

的沙鹿、大甲、石岡暨和平親子館；彰化縣的鹿港育兒親子館；桃園市的平鎮新

勢、龜山和觀音新坡親子館。大致的專業服務可歸納成： 

(一) 發展篩檢、遊戲空間與教玩具 

發展篩檢是針對幼兒進行發展的評估，並依個案需求進行轉介早療資源，提

供兒童照顧、親職教養及社會福利諮詢與服務。遊戲空間與教玩具是提供館內設

施、教玩具（含圖書），以及教玩具操作指引等。 

疫情期間的發展篩檢暫停服務居多，因發展篩檢的進行以實體活動為主，若

家長有發展或育兒保育照顧上的問題則是採線上的通訊軟體、電話諮詢為主。疫

情期間雖然市府有規範降低入館的親子組數，但是大多家長基於健康安全為考

量，入館數極少，遊戲空間、借用教玩具或圖書等服務幾乎停擺，因此，親子館

的運作改由結合親子活動的線上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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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子活動、育兒諮詢與親職教育 

親子活動是以親子共玩的服務理念，辦理適合親子共同參與的活動，藉由活

動過程不僅提升照顧者的正確育兒態度與觀念，期待能夠增進親子正向互動。育

兒諮詢是有關育兒照顧、育兒津貼、托育服務資訊提供或是資源轉介等相關問題。

親職教育是以辦理親職教育的講座、家長團體的方式增進家長教養知能、支持家

長教養困境。 

疫情期間的親子活動、親職教育仍要維持服務品質，此類為親子館遠距教學

的服務大宗。親子活動多改為線上的「同步」與「非同步」的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前者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直播、Google Meet 為主；後者以錄製簡短影片上傳至

Facebook 粉絲專頁、YouTube 等。親職教育改以 Google Meet 的線上講座，此項

服務往往需要大力鼓吹家長參加，畢竟在家裡多所干擾的環境下，家長很難專注

地參與。 

(三) 社區宣導與外展服務 

社區宣導主要推廣親子館或托育資源中心的服務內容，並且鼓勵育兒家庭使

用這類社會福利。外展服務將教玩具的資源帶到育兒資源不足地區，提供家長和

兒童運用這些福利，將館內親子活動或是親職講座模式帶到外展區域，提供育兒

資源不足地區也能有接受服務的機會。 

疫情期間，社區外展、社區宣導的實體場次幾乎停頓，但以線上 Facebook 粉

專直播進行宣導。再者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 群組布達最新消息給家

長，分享資源連結、衛福部相關訊息等，甚至加強線上親子活動、親職教育服務

等宣導，藉此補足實體與家長間的互動與交流機會。 

三、親子館遠距教學之教學平台的運作現況 

親子活動多改為線上的「同步」與「非同步」的遠距教學方式進行，同步遠

距教學多以 FB 粉專直播、Google Meet 為主；非同步遠距教學則以簡短影片、

FB 直播課程後的影片為主。雖然遠距教學的教學平台，還有 Skype、Zoom、

Microsoft Teams 等多種遠端教學平台、授課系統，但是仍要特別考量到「使用者」

的設備、能力與經驗，促使遠距教學得以順暢。 

由於運用不同的教學平台，仍會形成親子館執行遠距教學的共通與特別要

素。親子館遠距教學的共通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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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硬體設備充足：遠距教學的必備設備要充足，硬體像是筆電、桌機、麥克

風、鏡頭、網路、耳機或喇叭等，軟體像是後製錄製影片的威力導演等。 

2. 支援同時連線的使用者：該教學平台可以同時支援連線在這場遠距教學的使

用者，親子館的教學平台雖不及學校的上課人數，但是仍要鼓勵家長參與課

程，以達到服務績效為宜。 

3. 遠端畫面可以共享：該教學平台的遠端畫面使用者可以共享，以利於教學者、

學習者有共同的媒介物。倘若缺乏這畫面，就如同聽廣播節目，缺乏互動機

制。 

4. 介面簡單觀看易操作：該教學平台的介面簡單觀看、易操作，降低使用者對

教學平台的認知負荷，方能助益遠距教學之順暢。 

5. 通訊品質穩定：介面上呈現轉圈圈、累格、聲音斷斷續續、畫面與聲音相差

數秒等等，若遇到這類網路不穩的問題，很容易造成遠距教學中斷，因此通

訊品質穩定對遠距教學來說極為重要。 

執行親子館遠距教學的特別要素： 

1. 影片錄製的設備與技術：在疫情剛開始的「非同步」影片上傳至各館的粉絲

專頁或是 YouTube，短片內容大多是提供親子在家學習防疫的相關資訊、手

指謠，以及運用家中常見素材與工具進行小遊戲等。但是設備上多數親子館

是無錄影機，僅能運用手機或平板等替代錄製功能。起初錄製這類影片時，

常會遇到影片搖晃的問題，則是需腳架的運用，即可解決上述問題。 

2. FB 粉專直播影片：親子館教學平台的大宗是採 FB 直播方式，直播的影片迄

今仍留存在各館粉絲專頁。直播影片包含同步與非同步課程，這類課程不需

要家長事先預約與準備素材與工具，沒有年齡層及親子組數限定，更沒有觀

看的時間限制，此類最受家長的喜愛。對於親子館而言，最關注直播影片的

互動情形，像是按讚、留言，以及觀看次數，如圖 1。 

  
圖 1 FB 直播的遠距教學 圖 2 採客製化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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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ogle Meet 的互動課程：採取「線上同步」的互動課程，以沙鹿親子館為例，

不僅會請家長事先預約，還會限額親子參與的組數，甚至提前聯繫家長準備

相關素材與工具。預約方式採客製化預約，雖有育兒資訊網的平台，可以運

用帳號密碼登入報名等，但是如何與使用者互動，提升便利與效率，則是採

用臉書留言的線上預約，如圖 2。但是，仍有其他館反應這類課程家長踴報名

率不佳，原因是多數的家長不會使用平台，再來是疫情期間很多突發狀況，

加上須事先報名，降低家長報名意願。 

4. 教學者的班級經營：教學者在疫情期間的備課更是要留意學習者「年齡」、「課

前約定」和「時間分配」等課程經營問題。因考量到孩子年齡的發展於專注

持續度，遠距教學的時間安排，上課時間多以 30 分鐘為限，以沙鹿親子館的

「小鳥愛唱歌」音樂活動而言，此堂課又可以細分成歡迎歌、唱兒歌、音樂

搭配樂器個人敲奏、團體齊奏與分組合奏和再見歌等。歡迎歌前的課前約定，

像是開鏡頭、關麥克風等，若是課程中有問題，會請家長到「留言中的訊息」

留言，避免中斷上課。遠距教學期間，使用者會仰賴教學平台的介面跟上課

的親子互動，疫情期間教學者授課格外會注意服裝儀容、髮式和口罩配色等，

藉此視覺刺激增進學習動機和學習共同體的氛圍。 

四、結論與建議 

運用不同教學平台進行遠距教學，為使課程要進行順暢，不僅要有穩定的技

術工具，還要教學夥伴搭配得宜。穩定的技術工具：網路穩定度、筆電數量、燈

光、背景等問題。歐陽怡（2022）提到大學生的遠距教學上，技術工具對於互動、

反饋、學習成效是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代表著在進行遠距教學時，教學者要適時

地掌握著技術工具，還得注意 Google Meet 連線畫面中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情形

等。 

以 Google Meet 互動課程最好有三台電腦同時進行，分別是一台筆電呈現線

上教學者的畫面，另一台筆電呈現現場學習者的畫面，最後一台桌機或筆電則是

進行後端後台事務、錄影和家長臨時需求等問題解決。然而，對於一個親子館能

夠同時具備達到基本硬體設備的二台筆電、網路連線穩定度、網路流量足夠等，

卻是執行具互動遠距教學上的困境。再者，遠距教學的教學平台硬體設備具足後，

還需要一主一副的教學者搭配，主教以教學為主，副手則是要協助電腦、網路、

燈光、錄影等，如何進行互補，才得以讓遠距教學順暢。 

親子館嘗試不同方式的線上課程後，發現以 Google Meet 的方式來進行課

程，容易與親子產生較高的互動，從螢幕上看到孩子的表現，適時以語言給予回

饋，會讓孩子覺得被關注，因而激發參與意願，但是有些時候也會因為參與的人

數過多，沒辦法仔細觀察孩子、即時回應孩子的表現，而讓孩子產生失落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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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透過線上課程，對於如何運用家中現有物品與孩子互動，皆有不錯的回饋。不

過，親子參與的專注度與互動品質，與家中的設備息息相關，若是透過手機連線，

因為銀幕太小，在互動品質與專注度的效果會較差。 

雖然目前各縣市政府社會局還是不鼓勵以線上的方式來進行親子課程，在疫

情沒辦法完全清零的情況下，線上課程不僅可以提供親子館實體課程的替代，對

於居住地距離親子館較遠的家長而言，線上課程也提供相對多元的課程選擇。日

後若能掌控線上課程的品質，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的交叉提供，或許能夠開啟更

多元的服務型態。 

親子館可嘗試採「數位學伴」的概念運用到偏鄉、偏遠地區的家長，建置適

合親子使用的數位資料庫。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中，招募大學生進行為期十週，

每週二次 90 分鐘的線上即時一對一、客製化教材的課程，陪伴偏遠地區的國中、

國小學生學習。數位資料庫，雖不及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的資料，卻有這

種精神製作屬於親子育兒的數位資料庫，提供親子宣導影片、說故事、小遊戲等

育兒資訊與引導，未來則可參照可汗學院、均一教育平台進行資料庫的整合與分

類。 

現有的機制與執行策略的評析。過去親子館的特色在於以豐富多元的遊戲空

間帶給安全教育體驗，並透過互動過程，增進親子間親密度。然而，疫情期間的

親子館因為防疫考量，多元的遊戲空間相對而言受到頗大的限制，若以線上單向

活動而言，親職教育多以 google meet 的線上講座方式進行，坦言之，家長可能

有更多更寬廣的主題可以選擇收看，而不一定要投入親子館主辦的線上講座活

動。 

研究者經過每年訪視 50 次以上之親子館後，認為可能可以考慮使用更簡易、

互動性更強的平台來舉辦高互動性之活動。如 KumoSpace 等平台，可以設定為

不需登入即可使用，正常人數使用下館方和使用者都不需要付費，房間建置也不

需花太多時間，但布景、情境、氛圍上可以相對簡易的重建親子館豐富多元遊戲

空間的感受，例如：提供線上的簡易教玩具、嵌入電子繪本供自由閱讀、使用地

板的線，來玩集體猜題遊戲等等，如圖 3。此外，比起現有之 Google Meet 的「單

向教學媒體」而言，KumoSpace 線上 2D 式的數位互動空間，使用者間彼此社交

互動較強，更能讓家長和兒童在同一個空間但有著多樣的活動、不同的交流對象，

進而重塑疫情期間親子館的線上親子互動狀況，建立一個「線上社區親子互動空

間」，而非「單向講授式的線上教室」，相信未來能在親子館需線上化時的做為一

個多元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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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KumoSpace 平台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s://www.nordangliaeducation.com/bis-hcmc/news/2021/11/26/ms-deirdre-grimshaw-weekly-update-26-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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