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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冠疫情初期，染疫人數不多，疫情在政府的管控下，實施戴口罩上學，人

際互動要保持防疫距離，這些防疫的措施對於小學的教學、小學生的上課與學校

生活是一項衝擊，因應可能再次發生的災難，應該要有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並

於危機發生時進行處理，避免危機事態更為嚴重。 

二、疫情期間的教育活動 

(一) 線上教學學習成效的展現 

因為疫情減緩後再度上升，小學的教育進入到停課不停學的階段，停上實體

課程，線上上課成為上學的常態，但是對於體能、藝術、實驗課程這些課程的線

上學習，就需要克服現場操作的問題，參與線上上課，學生則要具備基本的電腦

軟硬體的操作技能，家長要備妥線上上課的設備，給學生使用，對於評量也要用

創新的方式，上傳影片或照片，教師可以同步在線上進行評量和檢討，段考則需

要用線上考試或多元評量同步進行，修正後的線上評量標準要即時公告，才能確

保評量可以順利實施不會受到質疑（蕭妙香，2021）。 

(二) 實施線上教學面臨的困境 

以健體與藝能領域為例，室外上課與藝能以及實驗的科目，如體育課與室內

上課的律動課，在上課的時候要進行跑跳體能活動，線上課程的實施，上體能課

的老師，要有合適的教學媒材，觀看示範影片，除了自行拍攝外也可以透過線上

教師分享找尋適合的教材，以及家長支援找尋家中可以安全運用的場地，學校要

有適合回饋的機制，如線上教室的建立，以及可以互動的平臺，回傳體能活動影

片拍攝的資料。這需要親師生的密切聯繫和配合，校方提供資源並鼓勵老師和家

長聯繫取得家長支持並保持溝通管道的暢通，才能保持課程順利進行。 

藝文領域的音樂課，要吹奏樂器，還有音樂團隊的練習如合唱團、管樂團、

直笛隊等，隨著疫情的嚴峻，暫停練習了一段日子。管樂團與直笛隊練習要吹奏

樂器，防疫格罩設備的設置是為了個人的練習，但是限於練習場與經費，購置的

物品不夠全團練習使用，也有一些學校樂團改成線上上課練習，個人練習尚且順

利，不過合奏練習還是要中斷。線上同步在音樂課程很難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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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課與實驗課程需要講解後分組備材料實做，這個部分在線上課很難達

成。學校透過教師成長活動的辦理引導教師於授課時花費心思進行巧妙安排，就

地取材，讓課程可以順利進行，前後銜接，在相關器材取得與應用方面在所有物

資未到位之前，透過線上會議的宣達，讓教師先行運用可以取得的資源和技術進

行，校方也應該要有規劃備用物資，同時搭建軟硬體平臺能適時的協助老師，讓

實施遠距線上教學的老師們方便使用，可以安心上課，教師才不會因為孤立無援

而排斥線上教學。 

(三) 現行制度的檢視與修正 

在疫情停課的日子，在家進行線上學習，染疫的師生家長除了照顧染疫在家

休養的孩童，也要掛心學校的課業上課狀況這個不管對於在家照顧學童的家長或

是希望身體復原的師生來說都是一項重大的負擔，相對於其他也是高傳染的疾

病，如校園流感染疫有停復課與停課後補課的相關的規定，對於現行防疫制度的

鬆綁，實在應該比照同一級數傳染病的規定，對於停復課的規準進行討論確認，

避免影響校園衛生工作的實施，也有利於各項教學活動的進行。 

三、疫情減緩後的教育活動 

疫情持續至今進入到了後疫情時代，染疫人數雖有下降但是仍處於高原期的

狀況，國家的公共衛生政策採取疫苗防護與篩檢確認病情，正常師生到校上課，

染疫師生在家進行混成教學，，教師在繁忙的教學現場，在兼顧實體上課的學生

與線上上課的學生，總是容易忽略線上學習學生的上下課狀態，這時就要指派學

生來協助進行線上學習時管控。 

四、結語 

自疫情減緩後，恢復到校上課時，這些疫情時努力過的軟硬體設備，遠距教

學變的可有可無。這時遠距教學的願景-達成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習，要能發揮在

多元的學習方式中，教育單位要能推廣翻轉教學方式，讓科技融入教學之中，降

低老師的教學負荷，將教學目標不管是在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

各面向的學習目標與培養學生素養能力養成方面變的更容易達成，在現今 12 年

國教全面實施之後，學校中的遠距教學要依學校所在的學生特性，規劃以學校本

位課程的方式或是主題課程的方式進行，並在現有的課程中實施。不管是在疫情

下的學校學習或是教師翻轉教學方式以及多元無國界學習的交流，都是可以適用

遠距教學，以促進國小教育的多元發展與跨域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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