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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冠疫情（COVID-19）造成全球全面性人民生活上的改變與不便，這是人

類始料未及，也是於世紀性的國際挑戰，學校教育現場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不僅教學方式改變，學校行政組織更需全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防

疫政策上，時常做滾動式的調整。惟政策頒布及修調時，未必有明確且合時宜的

配套措施，而讓學校行政組織倍感壓力。 

林志成、黃健庭（2021）認為疫情下的學校行政主要面臨六大困境，包括：

(1)智慧校園推動緩慢；(2)科技領導效能不佳；(3)疫情應變計畫不周；(4)各項配

套措施不足；(5)各校面臨困境不一；(6)疫情心輔機制懸缺。朱蕙君（2022）也認

為：所有的事件來得太過突然，每天衝擊的浪花不斷湧上，令許多教師措手不及。 

本文進一步聚焦探究國小校園防疫中，主責單位－學務處實施防疫之困境，

希望透過困境分析，進而提出改進策略及建議，供各校學務處及相關處室人員（尤

其是新進人員）參考，使其能了解疫情的衝擊與挑戰，進而加以有效的因應與處

遇（treatment）。 

二、學務處執行防疫之困境分析 

2020 年 1 月 30 日，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

測資料顯示，目前國內之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

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以下簡稱學校）為學生

密集且容易發生呼吸道傳染病群聚感染之場所，且目前適逢流感 流行季節，最

基本且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落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及生病在

家休息。因此，教育部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教育專區」的網站中揭示，「成

立防疫小組、備妥防疫物資、關心師生健康、強化衛教宣導、環境清潔消毒、維

持室內通風、安置生病師生、落實通報作業」等八項校園防疫工作重點（教育部，

2020），供學校做校園防疫參考之依據。 

防疫攸關學校師生健康安全，國小防疫主責處室是站在第一線的學務處，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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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此，然而學校成立完善且健全的防疫小組，防疫長（國小由校長擔任）對於

組織分工合作的指揮調度得宜，處室之間彼此有機協作，才是讓校園防疫工作能

順利推展更重要的推手。 

要言之，學務處在防疫業務執行上，面對困境主要可分為以下兩個面向加以

析述： 

(一) 政策規範面 

1. 中央與地方防疫規範政策不一，朝令夕改，學校單位無所適從 

2022 年 4 月雖疫情驟變，每日確診數不斷的攀升，造成人民的不安與恐慌，

5 月中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教育部達成協商，必須緊急做班級階段性乃至學校全

面停課，然而防疫規範朝令夕改，學校端無所適從，中央與地方標準不一（蘇益

仁，2022），更讓家長、學校單位無所適從。林志成、黃健庭（2021）也認為：

各級學校常需配合中央政策，緊急召開會議，討論因應疫情的具體應變措施，以

保障學生受教權。 

2. 衛生醫療單位醫療量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無法支援學校 

衛生醫療單位面對不斷攀升的確診數，除了人手不足外，醫療量能更是數度

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更遑論能有多餘心力來協助解決基層學校單位面臨相關疫

情的醫療問題，而學校端求助教育局端、衛生單位，幾乎援助都石沉大海，所以

只好自行尋求其他學校單位彼此互相商討或求助。 

因此，學務處的第一防線工作，面對上級緊急指示的防疫規範政策，常因政

策缺乏周詳配套，並且常求助無果，學校人員不是束手無策就是防疫工作遇挫而

屢屢當機。 

(二) 學校執行面：防疫任務下放學校端，學務處業務包山包海，承受巨大壓力 

疫情下學務處窗口的業務，包羅萬象，舉凡校安通報、師生確診疫調匡列、

居隔單的開立規準多版本、確診居隔名單的造冊、新冠疫苗緊急施打的規劃、午

餐的停餐與退費亂象、試劑領取的舟車勞頓，更耗心力的是家長不諒解政策的規

範，產生情緒化的謾罵與宣洩，再再挑戰學務處人員的體力、心力與抗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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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對上述困境學校組織之改進策略 

(一) 防疫長宜具有遠見並能強化防疫敏感度與整合魄力 

學校為因應疫情的挑戰及政策的改變，故需成立防疫小組，俾透過處室合作，

將疫情對校園的衝擊及傷害降到最低，除了學務處為主責處室之外，防疫長更需

透過小組會議來凝結處室的共識一起共體時艱，讓學校校務盡量正常化。 

因此，除了教學活動的混成多元推行、學校作息的分流都必須跟著同步調整，

更重要的是需對學生受教權的重視以及確診創傷症候群和弱勢學生的關注與輔

導，再再凸顯校園最高指揮官的智慧遠見、防疫敏感度與整合魄力的重要性。 

(二) 處室並肩共同合作對抗疫情，降低學務處逃亡潮 

在疫情業務下，首當其衝的主責窗口是學務處，唯有透過有效能防疫小組的

組織分工，才能讓疫情在學校教育現場造成的衝擊影響降到最低，例如：教務處

妥善處理確診老師課務的安排、推動學生混成教學的實體現場、教學品質的把關、

考試成績的計算、停課證明通知的開立；總務處隨時機動環境的清消、入校人員

身分及消毒的管控；輔導室對不理性家長的安撫及弱勢學生因確診居隔生活上的

關懷，甚至確診班級試劑的包裝打包發放等。各處室需各司其職的繁雜防疫業務，

讓學校場域猶如生產鏈的小型人力資源加工廠。 

因此，處室倘若沒有抗疫共識，學務處著實無法獨力完成如此繁瑣的防疫工

作，以渡過疫情的肆虐；防疫長帶領處室並肩共同合作對抗疫情，才能避免各校

學務處行政人員的逃亡潮。 

四、結語與建議 

攸關學校師生健康安全，學校行政組織中，面對防疫主責處室當然是站在第

一線的學務處，然而，即便如此，學校成立完善且健全的防疫小組，且防疫長對

於組織分工合作的指揮調度得宜，處室之間彼此無間協作，才是讓校園防疫工作

能順利推展更重要的推手。 

其次，學校各種防疫作為宜將學生受教權列為首要考慮要因，誠如楊洲松

（2020）所言，各種作為幾乎都是行政作為，旨在確保教育活動如常進行，但很

可惜，未能利用疫情危機深刻思考課程教學的可能性。 

面對未來疫情的再次侵襲，既然已有先備經驗再加上了解困境所造成生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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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育上的劫難，茲提出以下幾項建議供作及早因應準備之參考： 

1. 提供學習者多元學習的管道，包含實體及線上線下互動學習的多元性、可行

性、通用性與成效性。朱蕙君（2022）認為從 2022 年 4 月起，許多學校教學

場域因應居家隔離，教學進入實體與線上混合（hybrid）的授課模式，遠距教

學並非實體課堂，需適時設計自主學習活動。 

2. 明定教師的角色期望，盡可能直接指導學生或是指導如何自主學習。學校防

疫長宜明定教師線上線下混合教學、師生互動及適性輔導等多元的角色期望，

鼓勵教師盡可能直接指導學生或是指導如何自主學習 

3. 調整課程目標的優先順序，才不致因現有授課體制被破壞而失焦。學校宜調

整課程目標的優先順序，兼重實體與線上學習者的權益，確保學生受教權。 

4. 建立教師與家長溝通的管道與機制，使彼此能適應與調整因防疫規範下衍生

的情緒性問題。學校宜透過多元互動的溝通管道與機制，讓親師一起協助學

生解決學習性及情緒性問題。 

5. 確保學校防疫長與承辦處室能獲得充足的援助與分工，不論是資源及精神上

的支持。學校防疫長同時面臨個人、家庭、學校及防疫主責人員等多重壓力，

主管單位宜給予各種必要的資源與支援。 

6. 學校應建立與每位學生及家長溝通的系統管道並方便交換訊息，透過系統上

的 Q&A 機制，達到共體時艱一起抗疫的共識並減少家長與學校的對立與摩

擦。 

總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推行防疫樂活新態度，鼓勵民眾力行「防

疫新生活運動」，在有效確實的防疫措施下，讓民生逐步恢復正常運作（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2020）。面對與病毒共存的後疫情時代，學校宜鼓勵親師生力

行防疫新生活。若能建立新的生活態度及良好的衛生生活習慣，相信若再次面對

疫情的衝擊，我們應該可以將學習及生活運作掌握得更好，讓親師生更健康樂活、

活得更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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