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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集中式特教班線上教學的問題與建議 
吳郁嬋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一、前言 

2020 年 1 月底起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蔓延，全球受到嚴重衝擊，以往現

場教學模式被迫暫停，然學生的學習不能因疫情而終止。在此時空背景下，線上

教學的上課模式在臺灣展開，以停課不停學來因應疫情。線上教學蘊含概念與遠

距教學、數位學習、多媒體教學等詞彙有所交疊，彙整國內各專家學者（沈中偉，

2008；黃國禎等，2015）、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2019），及筆者看法，

線上教學指透過網際網路等多元媒體進行教學活動，在教學者與學習者分隔兩地

的情況下，藉由媒體科技以同步或非同步方式進行互動。線上教學與傳統式教學

相比，有即時性高、互動性高及非同步性的優點，其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即可

教學。 

然教師與學生線上教學相關軟硬體設備是否齊全？考試要如何評量？特殊

生線上課程參與狀況及學習成效如何？實際教學後發現線上教學衍生許多問題；

受疫情嚴重衝擊的雙北市橫跨區域大，雖在經濟、交通等各方面為共榮圈，然在

教育政策及實施線上教學做法卻各有不同，兩市教師在線上教學的實施概況為何

值得探討。 

二、線上教學在特教班教學現場之問題 

  由雙北市面對疫情衝擊嚴重，故筆者於新冠疫情停課實施線上教學一段時間

後，於 2022 年 4 月至 5 月份對雙北市集中式特教老師發放線上教學問卷1，探討

雙北市高中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在實施線上教學的概況，除量化統計亦有開放題以

了解所面臨的困境與需求（吳郁嬋，2022）；此外筆者統整多位學者近期在線上

教學的研究，發現在教育主管端、教師端、學生端、家庭端四方面存在值得思考

的問題。 

(一) 教育主管端之困境 

  根據林志成、黃健庭（2021）指出疫情下學校行政主要面臨六大困境，分別

為智慧校園推動緩慢、科技領導效能不佳、疫情應變計畫不周、各項配套措施不

                                                

1 本問卷為紙本問卷，以極端組檢核法與同質性考驗進行分析，檢核結果有 34 題通過決斷值考

驗（p<.001），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76，顯示可信度佳。問卷為普發總計發放 454 份，回

收 402 份，有效問卷共 39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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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各校面臨困境不一、疫情心輔機制懸缺。由於線上教學實施無論教導方或學

習方，都應具備電子設備或相關軟體及穩定網路連線，然筆者調查發現由於學生

家庭經濟背景不一，擁有設備及網路速度參差不齊，若家庭經濟不寬裕又或者家

中有多位孩子，在設備不足下學習則有排擠效應；此外學校網路設備亦有不穩定

的狀況，會因網路頻寬不足而連線中斷或異常。特殊生在學習上本已需學習輔助，

若因資訊設備缺乏使學習中斷，更可能剝奪學生學習權，故應如何支援並分配載

具給師生值得深思。 

數位教材內容方面，目前教師們已廣泛使用各種線上教學平台及數位學習作

為學習工具，常用的教育平台或媒材包括學習吧、因材網、酷客雲、均一教育平

台、PaGamO 等；然筆者調查中發現老師們表示仍缺乏適合特教生的平台，需更

方便置入教材且學生易操作的平台，且需具互動性又好製作的數位教材模組。 

(二) 教師端之困境  

不少研究（林志成、黃健庭，2021；林思賢，2023；邱志鴻，2022；許嘉泉，

2021；鄧兆軒，2021；鄭琬霖，2021）指出，教師在線上教學面臨的困境有：(1)

教師產生不安與恐慌；(2)教師線上教學專業待補強；(3)無法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4)教材製作困難且費時；(5)實作課程操作有難度；(6)班級經營複雜化；(7)評量

方式需改變且教學品質下降；(8)親師溝通時間久且需直接面對家長壓力。 

  雖陸續有辦理線上教學相關研習，但教師如何配置硬體設備並善用軟體進行

教學？是否有足備資訊能力應付突發狀況？是否從講師為主的講解轉換到互動

式課程？以上均會視教師課程設計而異。特教教師在設計線上教學課程、自編教

材或拍攝課程影片，且又需照顧不同學生的特殊需求，無不耗費許多精力。另在

備課時，教師反應會顧慮是否侵犯智慧財產權等問題，以上都導致教師在備課時

產生許多壓力。教師須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引起學生動機外，也須結合多樣評量

以了解學習成效；然進行線上教學時因缺乏現場教學的臨場感，特教老師無法第

一時間確認學生是否專注於學習上，原可進行的肢體提示受到阻礙，再加上特殊

生本身限制，教師要如何有效的引導，考驗著特教老師課程設計與教學功力。 

  此外由於高中階段部分課程內容為實習或實作，需透過重複操作精熟技能；

然筆者調查研究發現線上教學時教師無法手把手教導正確操作姿勢，只能透遠距

離螢幕進行教導，老師難以觀察學生實際操作現況，大多需輔以家長錄影或配戴

即時連線設備以進行評量。但現實是未必家長均能配合學生同步上課，在即時連

線裝置缺乏的情況下，教師設計實作課程還需考量居家設備與實作安全，亦需多

花時間與家人說明課程。另在編撰個別化教育計畫時，也要因應線上教學調整教

學內容、歷程、環境、評量等。綜上所述，特教老師在線上教學時比以往耗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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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心力且面臨挑戰。 

(三) 學生端之困境 

  筆者歸納諸多研究（李姿盈，2023；黃秋霞等，2023；鄭琬霖，2021；潘正

宸、姚韋如，2021）發現，學生在線上教學面臨的困境有許多：(1)設備不足及使

用困難；(2)學生注意力不集中；(3)缺乏自主學習及學習動機；(4)長時間盯螢幕

容易疲勞；(5)心理負擔增加；(6)缺乏實際操作機會；(7)缺乏結構化學習環境。 

  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的「臺灣數位落差分析報告」指出，偏

鄉與非偏鄉上網率差距達 14%，可上網裝置以手機最（83%）高、桌機（32%）

次之、筆電（30.5%）最低；若採線上教學，可能因家人需居家辦公無法使用電

腦，而被迫拿較小螢幕的手機來上課，學生長時間盯著如此小的螢幕再加上本身

專注力缺乏，為線上教學所產生的議題。張諭函（2021）指出能夠進行線上教學

的特教生，大多是符合家人能在旁協助、輕中度障礙學生懂得操作電腦、家中有

視訊設備三項原則。而筆者所調查的雙北市高中階段學生部分學生為中重度特教

生，其能力不足且專注度不佳，幾乎不會使用線上課程的操作，更是無法使用反

饋系統，教師反應在管理學生是一大難題；甚至有老師指出，對重度學生而言線

上教學空有形式無實質意義，表示重度多障特殊生並不適合線上教學。然中重度

特殊生的學習權該如何保障？由於學生的特殊需求都不同，特教老師須透對學生

的熟悉程度彈性調整教學方法及課程內容與上課時間，但線上教學時老師須一次

面對多位學生與家長，實在分身乏術。 

(四) 家庭端之困境 

  統整各方研究（林秋環，2022；柯重吉，2023；潘正宸、姚韋如，2021），家

庭端在線上教學面臨的困境有：(1)家庭經濟狀況導致設備不足；(2)手足同時有

使用載具需求；(3)家長無法陪同孩子學習；(4)家長資訊科技能力待加強；(5)家

長無法監督與管控學生瀏覽網站。 

  林秋環（2022）指出主要照顧者影響學生學習，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更是無暇

和無能力陪伴學生線上學習。由於特殊生需大量協助，操作型課程多需一對一指

導，然線上教學導致師生的距離產生隔閡，學習負擔則會落在家人身上。線上教

學時，家長除原本父母的角色外，也必須擔任教師，在繁忙工作之餘還需陪同孩

子進行載具的準備、課程的協助、評量的監督等，無不身心俱疲；故在家庭人力

資源不足的狀況下，線上教材就需簡化和減量。此外家長網路工具使用能力亦是

一大問題，許多家長對於電子設備及軟體掌握度不佳，對學習造成困擾。以往學

校能彌補家庭教養中不足，但隨線上授課後，反而需家長配合填補教師遠水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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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渴之窘況，家庭功能健全與否為關鍵因素（王淳瑩、洪承宇，2022）。家長在

學生學習的認同與支持對特殊生來說很重要，若能陪伴孩子一同學習，不僅是教

師很重要的幫手，更可讓學習更豐富，故親師的溝通及互動則很重要。然非所有

家長均能配合一同學習，有時家長出現反而會干擾或阻撓學習。當線上教學學習

責任落在家長身上時，其所產生的壓力和不安感，亦是線上教學所出現的新議題。 

三、推動特教線上教學之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參酌相關文獻（林志成、黃健庭，2021；林秋環，2022；

林思賢，2023；鄭琬霖，2021）及彙整筆者問卷質性資料，對於有效推動特教的

線上教學，提出以下淺見：  

(一) 宜補助載具資源完善規劃校園網路 

  因軟硬體設備不足而抵擋線上學習入場卷，故建議教育部可增編經費補足載

具不足以彌平數位落差的狀況，達成生生有平板之政策，或建置一借用系統以降

低學習不對等，避免學生只能在小小的手機螢幕進行學習；另若能積極推動建設

校園網路，或建立複合教室，加速推動數位化智慧校園發展，以解決教師網路頻

寬不足的問題，則會減少因連線中斷或是連線異常的教學困擾。 

(二) 宜建置易操作之特教線上學習平台 

  特教現場雖已有如：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台，以及優質

特教發展網路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可使用，但目前所建置之平台對部分特教生操

作仍較困難。若未來能夠建置易操作之特教線上學習專屬資源平台，讓各區域教

師打破時空及地理限制進行資源共享，提供親師生便利取用、易用且好用的平台，

則會減少線上學習的阻礙；另若能建立完善的線上巡堂機制，藉此以了解學生學

習狀況，則能適時掌握線上學習成效，以減少網路學習中輟生。 

(三) 宜跨單位合作進行資源創新與整合 

  特教教師在設計線上教材時花費許多精力，且在備課時亦擔心是否侵犯著作

財產權等法律問題。若能給予教科書出版商或教材研發團隊補助，支持其研發線

上數位教材，建置互動性高且好製作的數位教材模組，得以節省教師備課時間使

其能夠專注在教學上。而在操作性課程因未具足夠且適當的錄影設備或輔具，導

致評量難以進行，故若能與科技業合作，設計出適合特教生之科技產品，如頭戴

式即時連線裝置，則有利於線上教學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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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宜辦理線上研習成立專業學習社群 

  現今在師資培育過程中幾乎很少有線上教學軟硬體操作與知能等課程，故為

因應線上教學時代的變化，教師們需提升自身資訊科技素養，平時可多觀摩專家

教師如何運用科技進行教學，精進數位科技能力，提升資訊專業度與班級經營效

能，才能與時俱進適應新興教學模式。此外可藉由學校端發起資訊專業學習社群，

透過辦理線上教學相關研習，或分享成功推廣適合特殊生線上學習講座，不僅能

減少單打獨鬥備課的辛苦，更有利橫向溝通教學相長；另若有可諮詢的資訊科技

團隊提供教師線上教學職訓計畫，將資訊教學能力較佳的教師與較弱的老師配對

成為夥伴，透過輔導制度互助合作，可減緩在教學困難時的焦慮與不安。 

(五) 宜與家長密切聯繫並合作教學評量 

  針對重度障礙學生，由於受限於知能及操作能力，在線上遠距學習多數不如

實體教學來的好，需要在旁的家人進行提示或肢體協助以利執行課程。故教師可

多與家長進行溝通互動，將家長視為教學的協同夥伴，依照學生特性與需求給予

相對應教材，於上課前討論家庭中科技載具分配狀況、網路環境及家中合適學習

的角落，並溝通上課模式，討論課程任務時間表。 

(六) 宜加強重視親師生的心理輔導機制 

  在進行線上教學時，無論教師、學生或是家長，不免對於遠距上課有些許焦

慮或壓力，故應啟動心理疾病預防機制，視需求採用發展性、介入性或處遇性輔

導關懷親師生的心理健康。在教師方面，學校端應尊重教師教學專業，簡化需繳

交的紙本資料；另可結合輔導室提供面對線上教學所產生之心理困擾的心理諮商

資源，透過建立正向團體，給予關心與陪伴，協助解決焦慮之負面情緒。而教師

進行線上教學時，應使用正向語言多鼓勵學生，透友善氛圍抵擋距離的隔閡，並

可設計互動性課程進行學生間或親子間的互動，以維持學生身心健康；此外針對

高關懷個案也應積極追蹤輔導關懷，可透過與學生視訊個別晤談進行初級心理諮

商輔導。在學生方面，應特別留意長時間觀看螢幕的視力保健問題，且要預防網

路成癮及網路霸凌等各項相關問題。在家長方面，進行聯繫溝通時，教師應以關

懷及同理的角度出發，並適時感謝家長的陪伴付出與支持，視不同的家庭需求給

予各項協助與調整；此外亦可安排線上教學相關的親職教育課程，使其實際體驗

線上學習，帶領家長新觀念及新的學習模式。 

四、結語 

  現已進入後疫情時代，但線上教學仍持續進行中，以目前特教方面進行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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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概況來看，現場上有設備未充足、簡易使用的特教平台未建置、實作課程

操作難、中重度特殊生線上學習有難度等問題。要如何打破現有限制條件，讓學

生學習權益不受損外，且能視學生個別差異以符應不同的學習需求，則有賴跨單

位行政資源整合、學校團隊及親師之間的合作。 

  十二年國教課綱所強調的核心素養中，在溝通互動面向下列出「B2 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養」（教育部，2014），直指學生需善用各類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

能力；而特教生應用科技教學能力，也在身心障礙相關之各類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綱要，各科目中均有列出相關的學習重點（林燕玲、黃彥融，2019）。然除學生

需有科技素養外，教師更需要有足夠資訊科技能力以面對現今數位化的世代。藉

由線上教學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學校可反思現場軟硬體設備是否足夠，教師可藉

此提升教學專業與正向態度，學生可透線上學習加強自主學習及科技使用能力，

家長則能密切參與孩子學習。線上教學帶來的困境無不將其化危機為轉機，是線

上教學所帶來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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