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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之小學校園問題與因應之道 
歐嬌慧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小校長 

 

一、前言 

2019 年底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疫情爆發，讓全

世界的人們生活習慣與學習產生急劇的改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受

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停課措施導致全球 70%的學生無法繼續學業，其他實施局

部停課的國家也有數百萬學生受到影響」（UNESCO, 2021）。 

經歷三年疫情漸緩，過往規定限制與人過度接觸、須保持社交距離的記憶，

應該會存在你我記憶深處，對於遠距教學由陌生到熟悉，課程設計與多元評量的

實施，彷彿時間解封，三年的停課不停學對於社會現況有許多衝擊，舉凡同學的

實體人際互動，對於課業學習的精熟度均發現出現缺漏（gap），現今疫情趨緩，

重返校園仍有許多等待教育工作者一起努力之處。 

二、疫情後校園潛藏的問題 

(一) 科技運用的背後隱憂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的爆發下，線上學習改變了傳統的學習模式，

這二十年資訊教育的推動成效很大，近二年生生用平板政策，學生熟悉對於電腦

或是平板的使用，顯示「滑世代」已來臨。 

現今使用混成教學或是遠距教學均有很大成效，親師生由疫情初期的不知所

措、學習使用科技及線上課程、運用坊間教材到自編教材，均顯示師生努力學習

科技軟硬體的適應，但運用科技的背後有些問題浮現： 

1. 數位時代之多元學習 

這場因疫情而「不得不」加速推動的教育數位化運動，數位時代的課程與教

學必須正視學生透過科技「學什麼」、「怎麼學」、「怎麼用」的議題，推動數位學

習，家庭資本較高的學生，更有機會能有成人陪伴進行，也更容易有較高的學習

成就表現（蔡瑞君，2020）。面對學習起點不同、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除了應

用科技幫助學生進行學科知識學習之外，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和思

辨習慣亦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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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專心程度待加強 

一份美國的調查發現，學生是否具備科技資源完全反映在家庭作業落差

（homework gap）現象上，家中有電腦和網路的優勢族群學生，在需要運用科技

完成的作業表現較優秀，而這項因科技工具有無所形成的落差，又恰好再現了存

在已久的富有的白人學生和低收入學生及有色人種學生間所存在的落差現象上

（K Community Educational Television, 2020）。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仍不可避免

地影響其獲得資訊和使用資訊的能力。學校教育全面採用線上模式進行後，弱勢

者和優勢者間數位落差及階級複製的情形可能也會急速加劇。 

課堂的實體教學師生互動頻繁，學生對於上課內容的了解程度、分組合作投

入情形、或是突發狀況都有賴老師適時排除，遠距教學的限制是即使要求學生必

須打開鏡頭，但學生是否分心打開其他分頁瀏覽其他介面，老師無法即時發現，

繳交作業的即時性受限學生是否卡關，並且確認卡在何處，都需要老師即時伸出

援手給予排除與協助。 

(二) 疫情三年的評量缺漏 

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不同，需要老師個別給予的協助，當學生重返校園，教

育單位都發現課業待加強的學生增多，只是疫情忽急迫或漸緩，補救的步調無法

趕上臨時停課的通知。學習是連續的，老師必須掌握每位學生學習是哪裡卡關，

只是回首這斷續的三年學習，學生的學習缺漏處有許多，實在需要老師找出學習

內容概念不清楚之處，給予奠基的補充說明。 

He & Xiao（2020）的研究發現，教師在遠距教學時面臨的主要問題：23.15%

的教師不熟悉線上工具；45.34%的教師認為線上平台不夠穩定，很難與學生互動，

73.63%的教師則表示他們最擔心的是難以監控學生的進步和學習效果，顯示出在

遠距教學環境中評核學生的學習結果這部分是教師最為難的。 

(三) 語言與人際互動 

疫情階段需要保持社交距離，雖然老師施以線上教學，小朋友與人的交流互

動，明顯減少許多，日本京都大學醫學與公衛研究所針對 447 名 1-3 歲與 440

名 3-5 歲的托兒所兒童進行追蹤研究，並且跟過去沒有經歷過疫情的孩子比對

用發展量表測量的發展資料。結果發現，經歷過疫情的孩子在五歲時，整體的

發展遲緩落後了 4.39 個月，若換算成數字，相當於落後約 6%（黃敦晴，2024）。 

數字所呈顯的問題包括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增加、睡眠品質受損、體力

活動減少、體重增加、螢幕時間增加、社交技能降低，長期也會影響神經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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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與身心健康。探究原因，除了大家所知的幼兒與照顧者的互動與環境

刺激減少，還跟幼兒在這幾年間使用更多數位產品有關。螢幕時間較多、與人

互動較少的幼兒受到的影響更嚴重，會出現問題行為、發展里程碑延遲、詞彙

與知識量較低、之後較易怒與沮喪、睡眠與作息受螢幕藍光的衝擊更大，他們

比起過往的同齡人口較少與成人互動或看不到成人表情，比較不會笑與社交應

對。 

對於許多小學均有附設公立幼兒園，這群後疫情階段的幼生進入校園，有許

多生活的適應、語言的發展均需要校方整體規劃，有目標在生活中推動沉浸式的

全語言學習；學校的群體生活有其群性的價值存在，這空缺的三年著實需要老師

及家長努力配合，讓學習速度原本較緩的孩子，慢慢填補人際互動及語言的全方

位學習及應用。 

(四) 數位落差與相對弱勢 

各國硬體設備不足的狀況仍是問題，在臺灣，硬體設備的普及率雖已較以往

提升，但並非百分之百普及。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為止，各縣市教育局處調查

發現，仍有 12%的國中小學生家裡沒有行動載具，10%的學生無網路可用（李雅

筑、侯良儒，2020）。換句話說，當線上教學成為必要的教學方式時，缺乏科技

工具的學生自然而然地就被淘汰在課程外。此外，我們也該正視教師群體也有數

位落差的問題。 

並非所有人皆適合以線上教育的方式進行學習，影響學生透過線上課程達成

有效學習的影響因素太多，諸如學生的性別、族裔、年齡、學習動機、科技運用

技能、學習技巧、上網便利性等，都會直接對學生的線上學習成效造成影響。 

三、校園轉變之道 

(一) 應用科技的知能增強 

在 Covid-19 之前調查使用線上課程 46%的教師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教

師同意線上課程可以實現與面對面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果（Lederman, 2020），但在

疫情期間老師經由教育平台，快速學習許多。截至 2022 年 10 月教育雲平臺師生

註冊達 420 萬人、瀏覽人次每年超過 1,200 萬、教育雲端帳號連結 47 個公私單

位學習網站，如：教育部因材網&學習拍、酷英網、臺北市酷客雲、民間有均一、

學習吧、PaGamO 等（教育雲，無日期）。 

教師科技應用能力因疫情下教學的需求而快速提升。以臺灣為例，為因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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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能變化，這段期間教師們積極投入線上課程教學的實作演練，愈來愈多教師

主動參與各項資訊融入教學的研習，以解決線上教學遇到的問題（李雅筑、侯良

儒，2020）。正視科技融入教學是勢在必行的趨勢，有計畫規劃短中長期目標，

開列系統性學習，不管未來是否有更強病毒肆虐，政府可以持續精進平臺效能，

提供親師生更多教材及補充之網站。 

(二) 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的修正 

線上學習需要強烈的自我導向學習的方式，教師應該指導自主學習的策略和

態度。此外，設計良好的內容激發學生的精神狀態，並加入過程中的互動提示，

促進師生進行良好互動，加強整體學習的效果（洪榮昭、孔令文、戴建耘、劉銘

恩，2022）。 

教學過程評量是動態且持續進行的，研究指出線上學習的程序步驟與介面使

用，也是影響學生學習很重要的一環（Donget al., 2020）。面對國小以下學童，建

議教師對於遠距教學所使用的平臺、介面亦或課程時，應考慮家庭的複雜性和多

樣性，並能提供靈活與便利的操作考量，簡化線上學習程序（例如輕鬆登錄），

強化學習連結並降低因操作軟體設備所引起的學習焦慮。 

重回校園之後，除了補強之前學習有所不足之處，透過多元評量可以讓師生

都在一個「成長且友善」的學習環境中，善加利用網路資源，在疫情時許多廠商

都投入線上教材的開發，資訊能力較強的老師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分享運用不同

軟體在教學的成效，老師藉由科技之力進行教學或是補救模式，有聲光效果及即

時回饋可以協助老師更多有效教學的成效。 

(三) 關注學生群體互動 

學校因國家政策之推動，成為學生以低成本就可取得的「親近網路」和「獲

取資訊能力」，進而消弭不同社會階層間數位差距的主要途徑（石淑慧，2001）。

但疫情爆發學校停課後，意味著弱勢學生失去以最低成本取得網路與資訊的機

會，人際的群體互動更是缺乏，弱勢學生將更可能因此變得更為弱勢。 

疫情階段幾乎人與人的接觸減少許多，師生重返校園後群體的互動可以藉由

很多校訂課程的深化，重拾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的深層意義，專心聆聽他人的發表、

經由分工呈現某議題的探討成果，每位學生都是獨特的，尊重其獨特性與他人之

間的合奏方式，回歸校園之後家庭成員因疫情關係需要緊密在家互動，也可能衍

生一些家人相處的問題，老師均可以納入團體輔導課程進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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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階段我們使用許多線上課程，為吸引學生上線也使用即時評量回饋，現

實課堂的風景許多學習進度較為落後的學生，是需要老師把步驟細分，放慢教學

的步調，並且在每一次的任務中，給予不同學生不同程度的任務，教育是百年樹

人的長期工程，每位在現場的老師都掌握住教學的品質，和關注到每位學生的學

習歷程，讓學生拿回屬於自己的學習權。 

(四) 留意弱勢學生的適應與珍惜實體上課模式 

美國教育部推出了「2024 全國教育科技計畫」（2024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希望能以前瞻性的方法重新建構、落實教育科技在教學、縮小

成就落差與改善學生學習的潛力。這項計畫指出三大面向是：學生使用數位方式

的落差（Digital Use Divide）、老師運用數位工具設計教學的落差（Digital Design 

Divide）、以及學生接觸數位資源的落差（Digital Access Divide）（美國科技教育

計畫，無日期）。 

學習不利的孩子首先碰到的是家庭支持系統不足，這也包括電腦軟硬體的設

備、排除上網障礙的能力、指導孩子和不同類型的同儕互動與相處，未來的工作

可能是跨越國別和不同屬性的夥伴合作，工作中大家貢獻己力，與同儕相處這部

分需要老師給予鷹架及指導。 

經過疫情師生再次重逢於校園，內心有許多感動，以前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

課堂風景，在一夕之間授課變成是線上遠距教學，在三年時間也有因疫情師生處

於心情相對不安、學習及備課比較無法專心或是突發狀況較多，重回校園看見親

師生多元的互動、益覺更加珍貴。 

四、結語 

歷史會記錄疫情，校園自疫情後改變學習樣態，學生學習是件長期且持續之

工作，成功要件需要仰賴學校、教師及家長三方共同努力，進入數位學習時代後，

師長的角色更加重要，親師生均要加強數位能力的使用，教師修正教學的流程多

加運用學生同儕討論的分組，關心學習不利學生的適應狀況，並在能實體上課的

情況增多學生群體的互動性。 

病毒與人類生活習習相關，回顧人類與重大疫情的對抗可以說是世紀大事，

藉由網路及載具的使用，跨越時空使學習的內容仍擴及不同角落，在後疫情時代，

我們有許多可以思考及著力之處，諸如重新思考教學的設計、留意學習不利孩子

的適應狀況、也居安思危掌握線上教學的最新趨勢，回歸學生的學習權，是歷經

疫情我們更加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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