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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校園行政作為 
陳榮原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校長 

本文所述時間時任建平國小教務主任 

 

一、前言 

近兩年來促使臺灣教育現場面貌改變的重大事件，莫過於是 Covid-19（新冠

狀肺炎）疫情的肆虐。2021 年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定 2 月 11 日開學延至 2

月 25 日，2021 年 5 月 18 日政府宣布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於 5 月 19

日起停止到校上課，而後一路延長停課至 7 月 2 日學期結束；隔年於 2022 年 5

月 23 日暫停實體課程，臺中市更延長暫停實體課程至 6 月 30 日。打從因疫情學

生停到校上課的那一刻起，教師們紛紛化身為直播主，賣力演出，針對此一教學

型態轉變，諸多學者從遠距教學的教學策略、教學困境、教材、教學內容及數位

學習平臺、載具設備等面向進行研究（黃思華，2022）。而行政面向也面臨智慧

校園推動緩慢、科技領導效能不佳、疫情應變計畫不周、各項配套措施不足等困

境（林志成、黃健庭，2021）。本文從行政人員角度，闡述疫情時國小校園現場

行政人員與教師充分合作之共備作為，以供參酌。 

二、師生新挑戰－暫停實體課程的新學習模式 

師生有了 2021 年停止到校上課的線上學習經驗，2022 年暫停實體課程採線

上教學，教師及學生皆忙中有序的進行著教與學。同仁間已形塑以下共識及做法： 

(一) 照表操課 

每日課程依課表照表操課，不另行調整，以維持級科任老師及學生疫情前之

教學及學習規律。 

(二) 共同備課 

教師在每週一前即完成整週的課程規劃－全週各班總課表，製作教學包（非

同步學習）或同步線上教學之準備。一、二年級以教學包為主，佐以部分同步線

上教學；三至六年級級任老師每半天至少一節同步線上教學，科任老師每門課每

週至少一節同步線上教學。以 2021 年為例，停課的 32 天中，共同備課產出 18

個班，3,186 節課。三至六年級有近七成是同步線上課程，3 成為混成或非同步學

習包課程。並且透過網頁總表，親師生一目了然，可輕鬆連結並取得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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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檢核 

各學年老師交互檢核教學包內容，確認教材可達、可用、適切性，行政人員

進行複核，確保學生接收無虞。 

(四) 即時支援 

行政人員透過線上巡堂，發掘問題並即時於線上提供師生協助。如影片聲音、

線上教學聲音回授、影片無法播放等問題。第一時間支援老師共同解決，確保學

生受教權及學習品質。 

(五) 催生做法 

低年級學生尚無法完全獨立完成線上課程連線，在白天家長無法指導的現況

下，老師與家長發展出於夜間上線的默契。白天課程使用教學包，晚上在家長從

旁協助的情境下，老師採同步教學將教學包內容做重點提示與講解，並與學生做

線上互動，提昇學習成效。 

三、遭遇困難與解決之道 

疫情走向瞬息萬變，行政應變須本未雨綢繆的心態，並師法孫子兵法之用兵

心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於平時

做足準備，疫情來時才得以從容以對。 

(一) 線上學習硬體整備須持續落實 

線上學習所需要的相關設備是線上學習得以啟動的根本，疫情初期面臨部分

學生設備未到位，致使錯失線上學習的機會而學習中斷（康韶芸，2020），因此

平時應持續落實硬體整備，確保學生家中之資訊、視訊、音訊、網路設備皆能順

暢使用。針對弱勢學生之硬體整備，平時即應建立需求名單，疫情時針對有設備

需求者即刻提供支援；對於一般學生設備不足也應盡力調度各方資源。 

(二) 線上教學演練著重低年級紮根 

雖然有了硬體設備得以進行線上學習，學生接著面臨的是對於線上平臺操

作、學習資源、學習工具不熟稔的挑戰，對於線上遇到的操作問題，老師鞭長莫

及難以即時協助排除。此困境凸顯平時演練的重要性，只要平時讓學生熟悉相關

線上學習平臺、作業繳交工具、學習資源的操作方式，遇到暫停實體課程改為線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2），頁 42-45 

 

遠距教學品質如何精進 主題評論 

 

第 44 頁 

上課程時，學生將能順利的轉換學習方式。藉由大規模線上同步教學演練可及早

提供線上教學資源、提升教學效果，減少師生線上教學焦慮（林文瑛、陳衍宏、

周蔚倫，2021）。 

此演練對於低年級學生及家長格外重要，低年級學生尚未接受資訊課程，對

於線上學習設備操作全然無概念，因此更須仰賴演練時培養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

的默契，以利參與線上課程。 

(三) 教師線上教學知能再精進 

線上教學的成效因著孩子的專注時間與參與程度而有所不同，不管是同步教

學、非同步教學或混成教學，其教學方式與實體教學皆有諸多歧異。教師線上教

學的操作流暢度、學生學習進度的掌握、線上評量實施對教師都是挑戰，亟須於

平時辦理教師線上教學增能研習，提升教師線上教學知能。 

(四) 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再提昇 

線上學習要發揮預期的效果，須培養並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加強自我學

習管理（林海清，2021）。透過平日實體課程提供學生自我達成學習任務的機會，

讓學生在自我監控、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學習自律、自主的完成學習任務，進一

步能於線上學習時遷移此學習經驗。 

(五) 家長親職功能再強化 

暫停實體課程期間，教師苦於無力親臨現場指導學生，此時家長若能變身為

教師的線上教學協同夥伴，將更能輔助培養學生尚未成熟的自主學習能力。針對

低年級學生家長可陪同學習、示範；對中高年級學生可與孩子約法三章訂定目標，

並抽檢孩子瀏覽器紀錄（林志成、黃健庭，2021）。藉著家長親職功能的再強化，

補足教師遠端無力觸及的即時實體陪伴與指導。 

四、結論 

疫情下「停課不停學」是大家共同的目標，老師「做中學」對科技的駕御及

直播教學技巧有所成長，加上行政妥適的檢核規劃與提供支援，充分體現共備精

神。再加家長於家中「提醒督促」以養成自主的學習紀律，構成一幅親師生、家

校共繪的自主學習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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