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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品質如何精進 
柯重吉 

臺中市東寶國小教務主任 

 

一、前言 

由於疫情的關係，避免學生到校接觸擴大傳染，學校教師不得不採行線上方

式進行教學，加上教育部、縣市政府的規劃推動，加速了遠距教學的運用，無形

間讓老師們的資訊能力往前邁了一大步；期間我們看到了遠距教學的許多優勢：

(1)不受距離的限制；(2)可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3)給平時不常舉手發言的同學

多一個學習溝通管道；(4)老師根據平台提供的學習紀錄，可以清楚了解學生的學

習狀況，針對學習問題來解決；(5)搭配各種互動學習的 APP，教師可以有多變化

的、多互動的教學方式；(6)專家學者或協同教學教 3 師，可以進行遠距教學，帶

給孩子更精采的學習；(7)學生較能掌握自己的學習的速度。 

除了優勢，我們也發現了一些遠距教學的問題，例如，教學 APP 的使用，

設備環境的建置，電腦、平板的操作問題，在家線上上課問題等等，以下先說明

筆者學校實際運行模式，再敘明線上學習的問題與解決方法。 

二、學校運行模式 

筆者所在的學校是臺中市東寶國小，疫情發生時，我們依照教育局函文要求

與評估學校的設備與環境，陸續辦理幾場遠距教學相關的教師研習，提供老師易

學、易用、實用的教學軟體，降低使用障礙，儘可能減少日後實際線上教學可能

產生的問題，規劃如下： 

(一) 教學 APP 

1. Google Meet：線上同步教學。 

2. Google Classroom：發布訊息、提供教學檔案與連結、繳交作業、線上評分、

整合其他 APP（Google 日曆、Meet….）。 

3. Google 雲端硬碟：存放教學歷程檔案。 

4. 廠商提供的教學光碟或是建置在雲端的數位資源。 

(二) 線上教學設備 

1. 電腦：在教室的桌上型電腦，結合教師自行彙整的教學資源與廠商光碟進行

線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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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板、筆記型電腦：教師教學使用與提供貧困學生借用。 

3. Webcam：提供桌上型電腦視訊使用。 

4. 耳機麥克風：提供桌上型電腦線上對話使用。 

(三) 學習平台：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Youtube 

(四) 各年級學習模式安排 

1. 低年級 

(1) 聯繫、課業討論與繳交：Line。 

(2) 非同步教學：學校網站低年級專區。 

(3) 測驗與評量：將考卷拍成圖片，透過 line 傳送與繳交。 

2. 中、高年級 

(1) 聯繫、課業討論與繳交：Gmail、Meet、Classroom。 

(2) 同步教學：Google Meet。 

(3) 非同步教學：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Youtube。 

(4) 測驗與評量：教師自製 Google 表單、Quizizz。 

三、線上教學產生的問題 

學校進行線上教學一段時間後，教師、家長、學生都有遇到一些問題，根據

大家問題的回報，整理如下： 

(一) 學生線上學習問題 

1. 忘記帳號密碼。 

2. 學生找不到教學連結。 

3. 沒有鐘聲，學生自律不足。 

4. 上課時間到，點名未到或遲到。 

5. 未能依指示開啟視訊。 

6. 開啟視訊，但不久就不在座位上。 

7. 開雙視窗，人在座位上，但是關注的是其它視窗（遊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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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繳交作業與訂正，少部分學生催繳不易。 

(二) 教師運用線上學習產生的問題 

1. 部分教師資訊能力不足以應付突然斷線或無畫面的處置。 

2. 教學多集中在搭配書商資源，進行以老師為主的講解。 

3. 教師無法確認學生是否專注在學習上。 

(三) 線上測驗問題 

1. 進行測驗時，無法確定學生是否有在網頁搜尋答案或參考書籍或家長協助。 

2. 部分教師不會使用線上測驗工具（如 Google 表單）。 

(四) 家庭功能不彰 

1. 家長上班無法協助或督促孩子學習。 

2. 家長無法監督與控管孩子瀏覽教學無關或不適當的網站。 

3. 家長不懂線上學習軟體與工具。 

4. 無法處理平板、電腦連線、當機問題。 

5. 家裡無可用的硬體與網路連線。 

6. 家中有兄弟姊妹，上課用的電腦設備不足。 

(五) 部分實作課程不易實施 

1. 體育課受限於場地與同儕互動，多集中運動影片說明與規則講解。 

2. 探索體驗活動限於照片或影片的說明。 

四、遠距教學品質的改善與精進 

根據上述線上教學實際產生的問題，我們可以做以下的調整與改善： 

(一) 學生線上學習問題 

1. 請電腦老師在每學期初資訊課時，教導孩子使用「教育體系單一簽入服務」

的方式，登入平台，簡化登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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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班級為主建立 Classroom，科任老師加入班級不另建自己的 Classroom，孩

子線上學習時，在自己的班級就可以找到班上每位老師的教學連結（MEET）

與學習資源。 

3. 和孩子討論建立線上學習規範與獎勵方式。 

4. 利用 Meet 上的對話與「通話中的訊息」不定時的詢問並請孩子回答，確認學

習狀態。 

5. 利用線上互動APP，例如Slido、Padlet（個人與分組意見討論與表達）、WebIRS，

以及線上測驗工具如：Kahoot、Quizizz 等，提高孩子學習專注力與興趣，持

續學習。 

(二) 教師運用線上學習產生的問題：利用教師研習與教師晨會進行推廣 

1. 基礎的電腦硬體認識、網路連線與檢測與障礙排除。 

2. 以 Borich（2010/2014）五項關鍵行為作為教師線上教學檢視與改善：(1)講課

清晰、(2)教學多樣化、(3)任務取向教學、(4)引導學生投入學習、(5)確保學生

成功率。 

3. 好用 APP 分享與實作。 

4. 各種典範線上教學模式實例分享。 

(三) 線上測驗問題 

線上測驗，考完就等於改完，學生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分數，錯了哪些題

目，也可以再學習、再測驗。老師則可以依據平台的測驗報告，了解學生此單元

可能的學習問題，反思自己教學上要再精進的地方，提升自己的教學品質。 

教師完成後的線上測驗除了可以重複使用，還可以分享給其他老師運用，進

一步整合成為測驗資料庫，增加教與學的效率。 

1. 運用書商提供的測驗平台，除了可以自組題目也可以結合 Kahoot、Quizizz 等

測驗平台進行測驗。 

2. 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的運用：以上兩個平台結合教學影片與測驗，能記錄

學生的學習狀況並與教育部學習扶助整合；由於題庫均已建立，可以節省老

師出題時間，其診斷測驗也有助教師找出孩子學習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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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功能不彰 

這是學校與老師難以施力之處，大多數家庭能配合學校在家裡協助孩子學

習，少部分家長不重視自己孩子的學習，能協助與督促的少之又少，只能透過學

校主動幫忙才能將問題降至最低。 

1. 建立 Q&A 的說明文件，錄製線上學習操作過程：在校園網站與聯絡簿提供

連結，讓家長遇到的問題時能有參考的解決方式。 

2. 協助經濟弱勢家庭：提供學校筆電、平板設備的借用。 

3. 成立校園資訊站：學生家中使用的電腦、平板、連線、音訊、視訊等，在進

行線上學習時若有問題，家長都可以拿設備在規定時間內到資訊站尋求協助。 

4. 安裝監控應用程式 APP：學校老師都有教導孩子正確使用網路並防止孩子接

觸不當訊息，在家中家長應負起責任，若無暇陪伴，可以考慮安裝監控應用

程式 APP，可協助保護孩子上網的安全，養成良好的上網習慣。 

5. 區分學習時間與休息時間：家長要讓孩子在家學習有正確的觀念和態度，學

習時間就是要坐在位子上好好學習。 

(五) 部分實作課程不易實施 

有些課程，例如體育課，有場地與學生團體互動需求，不易透過線上教學達

成，主要還是以老師線上講解為主；其他探索課程，自然領域、社會領域等，除

了線上豐富的媒材，還可以依據老師的課程規劃，到達現場進行實地觀察紀錄，

完成教師交代的學習任務。藝術領域課程，則可以請學生錄製作品從製作到完成

的過程，上傳至雲端空間，老師便可以透過影片講解並進行分組互學與共學。 

(六) 縣市政府教育局 

1. 教育局網站建立遠距教學專區 

(1) 推薦好用教學 APP：藉由老師們的推薦與投票，票選出好用的 APP，教

師們可以由前幾名的 APP 著手，有餘裕時間再往下學習。 

(2) 分享優質教學：學校都會定期辦理公開課，我們可以將公開課錄製的影

片，上傳至網站專區，篩選出值得推薦的線上教學模式，讓老師可以參

考採用，互學共好。 

(3) 線上教學討論區：遇到的問題可以在這邊討論，除了老師們互相討論，

各領域的輔導員，也可以在此區協助學校老師解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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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教學相關硬體討論區：讓學校或是老師們在購置硬體時，可以參考

相關資料。 

(5) 建立各項人才庫：方便學校辦理相關研習時聘請講師。 

2. 獎勵優良表現教師：獎勵學校推薦老師或上述的遠距教學專區有卓越貢獻者。 

五、總結 

目前疫情呈現下降的趨勢，學生陸陸續續的返校，教師的教學模式由原先線

上教學，逐漸轉成「混成教學」與實體教學，看似逐漸遠離遠距教學方式，其實

遠距教學已轉化成為我們多元教學模式的一種，不管是同步教學或是非同步教

學，我們都可以妥善規劃來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在同步教學時能善用 APP 進行

互動，讓課堂生動活潑，老師也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在非同步學習時，可以在

平台（因材網、均一等）上賦予學習任務，孩子能完成學習任務，達成任務目標，

除了強化學習的信心還可以增進自主學習能力。 

2021 年底行政院推出「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政策，在全國中小學大力

推動數位學習，平板、網路、數位學習內容建置日趨完善，相信遠距教學的未來

一定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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