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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各地，幾乎無一國家或地區倖免，

疫情造成人類生活上的重大改變，生活與學習方式紛紛改變。而為了減少

COVID-19 的傳播，許多國家或地區在今（2020）年 3 月前大規模或全國性的關

閉學校（Viner, Russell, Croker, Packer, Ward, Stansfield, Bonell, & Booy, 2020），以

停課不停學的方式因應疫情，藉此方式讓學生以最小限度的衝擊來持續學習。但

面對此次來勢洶洶的疫情，多數的教師是被動採取遠距課程，沒有事前的預警，

也沒有充足的時間來準備課程（UNESCO, 2020），雖然遠距教育擁有許多益處，

且不會受到時間及授課地點限制（葉建宏，2019），但遠距教育的實施，屬於一

種極大性的型態轉變，而全球多個國家，甚至臺灣亦有學校是臨時地全面實施或

推動遠距教育，這勢必會讓第一線的教師或學生面臨一些問題或困難之處，可是

目前對於臨時性地大量推動遠距學習的學術討論仍然有限，因此本文針對遠距教

育常見的學習方式，提出可行的教學策略，來幫助遠距學習的推展。 

二、遠距學習方式 

目前常見的遠距學習方式分為三種模式，包含(1)同步課程（線上直播）；(2)
非同步課程（預錄視頻）；(3)簡報及講義等電子數位化教材，介紹說明如下所示。 

(一) 同步課程（線上直播） 

同步課程是一種線上直播的學習方式，教師與學生須於指定時間同時上線，

進行課程活動，此授課方式的師生或同儕互動最為直接，當學生對於學習內容有

疑惑時，可以即時的向教師反映並進行討論。但是同步課程的人數上限可能受到

系統設置跟網路頻寬所影響。 

優點：討論便捷、可以進行多人互動，教師可以立即得到學生反饋，可以掌握學

生出席情形等等。 

缺點：容易出現干擾因素（如忘記關麥克風、電子通訊設備出現雜音等等）、課

程時間長容易產生疲乏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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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同步課程（預錄視頻） 

非同步課程多採用預錄視頻的學習方式，由授課教師依據各週的課程規劃事

先錄製課程，學生僅需按週次來觀看課程視頻，此授課方式的師生或同儕互動效

果較不佳，教師也較無法確認，學生是否有認真觀看課程內容，或是學生對於課

程有需要再更加細部說明的的地方。此外，張世忠（2003）指出非同步課程需透

過授課教師不斷地發現學生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克服在教學中面臨到的

困難之處，方才能使非同步課程效益最大化。 

優點：學習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可以反覆觀看課程視頻。 

缺點：課程內容繁重時容易產生認知負荷、無法即時進行討論，也無法確實掌握

學生的學習情形。 

(三) 數位化教材 

極少數的遠距課程會不採用同步直播或預錄課程等影音學習方式，選擇提供

數位化教材來讓學習者自主學習。雖然王沛清與施信華（2014）指出數位化教材

具有一次製作多次利用、製作成本低廉等優點。但是此方式的授課通常需要搭配

討論平台或社群，讓學生遇到不解的內容時，可以尋求解惑，但也可能導致自主

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未確實閱讀教材內容。 

優點：學習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 

缺點：遇到問題討論不易、缺少師生或同儕互動，也無法確實掌握學生的學習情

形。 

三、未來可行之教學策略 

(一) 課程結合教學理論 

從實體轉變為虛擬課程必定會遭遇到許多困境，除原先授課方法需要改變

外，所使用的教學（學習）理論的應用方式須跟著改變，如學習鷹架的建構，翻

轉學習的設計方法，合作學習的互動方式皆須考量師生或同儕互動的限制，使得

幫助學生在遠距的過程中，亦能擁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二) 細節化專業技術之教學內容 

受限於家裡與專業教室的環境跟設備限制，所以專業技術課程的授課教師，

在講解較繁雜或艱難的技術時，應將此段內容進行細節化的說容，例如畫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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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製作輔助動畫、圖片註解等等方式，進行教材設計，將能幫助學生獲取更

為細緻化的學習資訊，來幫助在家無法親自實作的修課學生，也能清楚掌握此專

業技術的要領。 

(三) 提升自主學習動機及學習投入 

遠距課程所需花費的時間遠高於實體課程。故學生需要積極參與以保持自己

的學習進度（Tsai, Lin, Hong, & Tai, 2018），因此線上學習所面臨的挑戰是創造一

個環境，讓學生可以保持他們對於持續學習具有高度興趣（Sansone, Smith, 
Thoman, & MacNamara, 2012）。而自我調節學習是指一種目標導向的活動，在該

活動中，一個人完全參與，意識到並負責自己的學習（Tsang, 2020），而學習投

入被認為是學習時的必要條件，不論是線上學習或其他的學習方式（Guo, Kim, & 
Rubin, 2014），而遠距課程並沒有老師會控管學生必須學習，一切都是學生自主

學習，因此遠距課程必須讓學生保有自主學習的動機，以及想要學習的慾望。 

(四) 降低遠距學習的認知負荷及視覺疲乏 

Cheng、Su、Chien、Wu 與 Huang（2018）發現學生在閱讀電子書與紙本書

籍與視覺疲乏並無顯著影響，但是若學生長時間未適當的休息，易造成眼睛的負

擔的產生視覺疲乏，而 Benedetto、Drai-Zerbib、Pedrotti、Tissier 與 Baccino（2013） 
發現人們會隨著螢幕的亮度來增減瞳孔收縮會提升個體的視覺疲乏。此外，Chen
與 Wu（2015） 發現在影片設計、個人態度、注意力等都會影響到認知負荷、

情感以及學習成效。因此，視覺疲乏與認知負荷的產生是由於學習者長時間的將

注意集中於學習上，故在遠距學習上應注意到學習時間的配置，給予適當的休息

時間，能減少學生的視覺疲乏問題發生，同時在教材設計時，也應考量到教材內

容的鮮明度是否會讓學習者產生視覺疲乏的情形。 

(五) 建立線上討論平台（群組） 

Goggins 與 Xing（2016）和 Thomas（2013）指出影響線上學習成敗的重要

因素是學生討論的積極性，當學生在討論越積極時對於學習成效表現將會越佳。

但遠距學習有別於實體授課，在學生與教師間或同儕間的互動性可能會相較於傳

統課程來的少，且可能出現教師難以立即性的得到學生的反饋，因此除了可以使

用學校的教學平台，根據各週課程來建立討論區外，亦可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建

立課程討論群組，讓學生可以在課間或課餘時，皆能進行即時性的互動，亦能讓

老師快速瞭解學生對於課程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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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在 COVID-19 疫情間所實施的遠距學習並非十分普及的主流學習方式，因此

不僅學生還在適應中，授課教師也還在轉換教學方式中，進而也容易產生眾多干

擾學習的因素，致使造成學習成效不彰的情形產生，故在進行遠距學習時，應是

先排除可防範的干擾因素，如噪音、網路流暢度、硬體設備等問題。 

另外，雖然因 COVID-19 疫情造成全球多國不得不實施遠距教育，但在臨時

性的情況下，授課教師確實較難以完全的因應特殊課程的教學安排，如專業技

術、戶外性課程、儀器使用課程在遠距課程中，必定會出現一定的限制，而在同

步課程中，教師能促進於學生線上參與度與團隊合作（Hsieh & Tsai, 2012）。因

此，教師應要思考在使用遠距教學時面臨到的困境、如何突破困境以及如何更有

效的應用數位輔助工具，讓自己的課程可以在遠距教學中實踐。同時在進行教學

設計時，應提供更多讓學生可以反饋的互動機制，致使讓學生能夠有更良好的學

習成效。而這也呼應陳詠璇（2018）索書使用遠距教學的推行必須明確定義使用

動機、課程互動階段、知識建構以及多元課程的發展性，在遠距教學的靈活度雖

然相較於傳統教學更高，但不可控的因素也非常多，是以推動遠距教學必須具備

完善的教學施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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