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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或加劇的社會距離？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課程與教學數位化
面臨的挑戰與契機

蔡瑞君

摘要

正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世界造成極大衝擊之際，為因應防疫所需，保持社交

距離的政策卻意外點燃課程與教學加速數位化的契機，遠距線上課程在疫情期間被

視為是延續學校教育的良方。本研究旨在探討疫情下課程與教學數位化帶來的契機

及潛在問題，除了討論課程與教學數位化及更開放的教育之可能外，也檢視疫情下

推行線上課程時的困境，並提出其中潛藏的爭論議題。此外，本研究也省思社交距

離後的疫後世界可能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結構問題，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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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world suffers from the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the policy related to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unexpectedly stimulated an enormous growth of digitaliz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nline education is seen a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earning loss caused by distancing measures put in place because of COVID-19.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related to a 

transition to digital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Digitaliz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reate possibilities to a more open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and concerns worth addressing. One major 

cause for concern is the gap in social inequalities created by distance learn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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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科技的發展促成人類生活與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近年來，各國政府為了因應

社會變遷的需求，在推動的各項教育改革中，提升學生科技應用能力成為學校教育

的一大重點，而在課程與教學方面，也鼓勵教師藉由資訊融入教學的模式，幫助學

生更有效地學習。利用科技作為輔助進行教學的模式，對學校教師與學生而言，並

不陌生。

2020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全球大爆發的影響下，許多國

家為有效阻止疫情蔓延，均採取封城措施，嚴格限制國民日常活動。由於學校關

閉，學生在家接受遠距教學成為暫時性的解決方法，線上學習一夕之間成為最火紅

的議題。儘管這一波疫情對學校教育直接造成衝擊，然而，卻也加速教育進入數位

化改革的腳步，許多人也將這股因疫情而促成的線上學習風潮，視為教育改革的契

機。

相較於世界各國的疫情狀況，臺灣由於疫情控制妥當，社會大眾的生活受到新

冠肺炎的影響較小，是世界上少數學生還能正常到校上課的國家。但是，因應疫情

可能隨時發生變化，教育部除了一開始採取延後開學的措施之外，亦積極督促各級

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端進行各項線上教育的準備。因為這一場疫情，臺灣教育正式

全體動員投入教學數位化的行動中，沒有人有藉口可以拒絕面對變革。

目前，社會大眾對這一波因防疫而促成的數位化教育改革多數抱持正面的看

法，線上課程模式確可解決因學校關閉造成教學停擺的燃眉之急，然而，由於這場

疫情來得突然，這場因疫情而「不得不」加速推動的教育數位化運動究竟會造成的

可能影響為何，仍是全新的議題，尚無實證研究得以了解其後續效應。本研究將以

現有文獻探討線上教育的遠景、進行時的困難和後續造成的影響，最後提出結論與

建議，期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想法。

貳、課程與教學數位化及更開放的教育之可能

線上教育並非全新的概念。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社會早已進入全新

的學習紀元（Brown, 2015）。課程與教學數位化是時代變革的必然趨勢，也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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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帶來新的可能性，能完成過去受限於時間或空間而難以解決的困境。例如，偏遠

地區學生若能妥善運用線上課程的特性，也能與未來教育重要的學習議題零落差 

（游淑靜、范熾文，2020）。透過科技工具輔助學生進行適性學習，將更能幫助每

位學生發揮其潛能（吳清山，2020），而差異化教學也有機會能得以落實（薛雅

純，2019）。甚至是在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無法進入各級學校觀課實習

的師資生，也能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獲得教學實作經驗（陳琦媛，2020）。

然而，科技工具普及與網路發達固然帶來資訊共享及串聯的便利性，卻也衍生

出網路沉迷、詐騙、假資訊氾濫等負面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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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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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後，如何幫助學生同時具備學科知識能力與成為負

責任的數位公民，將是教育者需要面對的挑戰。

在數位科技發展已臻成熟的今日，利用科技工具輔助學生進行學科知識學習已

成為日常。相較於過去，由於行動載具價格更為低廉且更便於取得，加上各式教學

與學習平臺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近年來網路教學領域出現許多創新，不論是非

同步或同步的線上教學發展也漸趨成熟，也因此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性與成效等

議題，經常受到廣泛討論。不少線上教育研究範疇的論述經常以改善科技技術或是

工具平臺作為主要思考觀點，而將線上課程進行的重點放在科技工具技術升級，以

及教學者科技應用能力訓練上（Andrade, 2015）。除了專注於以推陳出新的線上課

程功能吸引更多學習者投入課程學習之外，也透過系統化的教材編列和豐富的課程

資訊，希望能藉以提升在線學習的學習者成效。

然而，這樣的技術理性觀點卻也忽略了進行線上學習時「人的主體性」對線

上教育學習結果的影響，極容易落入過度「技術浪漫化」（techno-romantic）而

導致欠缺以批判角度省思不同教育脈絡對線上學習所形成的各種限制（Benyon & 

Mackay, 1989, p. 305）。例如，在虛擬學習空間中，教師以學習者或是教學者為中

心的課程哲學典範，將導向不同的課程設計模式，學生也會產生迥異的學習結果。

此外，學生與線上虛擬學習空間中各項因子的互動，亦對其線上學習形成不同程度

的影響，增添線上學習結果的複雜度和不可預測性。因此，科技工具並非決定或影

響學生學習成果的唯一因素，「人」的因素挑戰了「只要將科技工具或是 平臺升級

即能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假定。

此外，技術理性思維模式偏重既有知識的有效灌輸，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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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並不被重視，教學和學習都是一項技術，在強烈的目標導向課程中，學生批

判思考能力的培養就不會是其關心的範疇，雖然學生在 訓練下確實可能學會所有學

科知識內容，但並無法幫助學生成為能自主思考與發展的個體，以應對未來世界的

挑戰。

在線上學習領域相關研究中，由於建構主義取向的學習理論賦予學習者更多

積極參與學習歷程的權力，尊重學習者的主體性，正好關照了學習過程中人的主

體性的議題，因而受到不少人的推崇。受到Piaget認知發展論（cognitive theory of 

development）和Vygotsky社會建構論（society constructivism）的影響，建構主義取

向的學習理論強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角色，將學生視為學習過程中的主體，由

學生主動建構和理解世界，並且賦予世界意義。知識乃是由個體主動建構而產生，

知識同時也是個體將個人經驗合理化後的結果，之後再透過這些先備知識進一步發

展後續知識（詹志禹，1996）。

在建構主義取向的線上教育教室裡，教師不是知識灌輸者，而是協助學生透過

自己的獨特經驗建構意義的人。教師需要致力於確保提供一個能夠連結學生既有知

識和經驗的學習環境（Wicks, 2009），讓學生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空間中學習。

由學生設立課程目標，讓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責（Chen, 2007; Galagan, 2000）。不

過，儘管建構主義強調知識乃是由學生建構得來的，卻也認為並非所有知識都適合

由學生建構。技能動作、語文資訊及具體概念的知識適合以傳統方式進行教學，而

問題解決類的知識則適合以建構的方式學習（甄曉蘭、曾志華，1997）。教師可依

據不同的情境和學科知識選擇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協助學生能自主建構所學知識

的意義，並能持續探究問題。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擁有更多主體性，且能在開放有

彈性的學習環境中進行學習時，也更有機會能成為一個具備批判思考能力的數位公

民。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過度浪漫化線上教育的可能性。例如，如何在網路虛

擬空間中創造出一個師生能有效互動的學習環境是持續存在的一大挑戰（Sims, 

2003）。如果教師無法營造能讓學生參與以及能共同合作討論的網路學習空間，師

生之間的「對話」無法形成，也就沒有建構主義理想中的師生互為主體性的教室。

隨著科技進步，即時的線上同步會議的模式或許可以作為改善的方法，不過，仍無

法解決所有問題。如Moreillon（2015）的研究發現，同步會議的教學模式並不適用

於所有學生和所有學習情境。因此，任何形式的遠距教學仍有其需面對的挑戰與待

解決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線上教育模式確實有機會為教育帶來新的氣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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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利用線上教育輔助學生學習，教師與學生均能獲益。

不少人將這場疫情促成的數位教育革命視為教育改革契機，因為它促使所有教

師必須走出舒適圈運用科技進行教學。然而，這場來得急遽的課程與教學數位化變

革帶來的影響為何？誰是這波改革的真正受益者？研究者將在下一部分針對疫情下

的線上教育執行情形所潛藏的問題，以及後續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討論。

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課程與教學契機及潛在問題

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意外成為各國另一波數位化教育的改革契機，為了讓學生的

學習不至於因疫情影響而中斷，學校的課程改以線上進行，課程與教學的樣貌也因

這場疫情而改變。在正面影響方面，最明顯的莫過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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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讓教師們必須學習

改變，無疑已帶動教師專業成長的新契機。

其次，疫情期間各式線上學習資源運用極大化和大量線上課程資料錄製，將是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有效資源。早在這波疫情發生之前，線上學習資源平臺早已趨

於成熟。自可汗學院在2006年創立並掀起一波全球線上課程風潮之後，臺灣也開啟

了「翻轉教室」模式的學習行動，由學生在家自行觀看預先錄製的線上課程內容，

教師則在學校引導學生針對該課程內容討論。其中，不少教師和學生使用最為人所

熟知的「均一教育平臺」進行學習，均一教育平臺提供了符合臺灣課程綱要內容的

免費線上課程和練習題，讓有學習需求的人免費使用。另一受到高度矚目的則是主

打讓學生透過遊戲學習的「PaGamO平臺」，學生能以線上遊戲的方式解題闖關學

習，顛覆我們對傳統學習模式的想像。當受到疫情的影響，學生必須使用線上資源

學習時，學校教師不 論是使用自行錄製的線上課程內容，或是鼓勵學生使用前述線

上學習資源平臺的資源，皆增進學生自主學習更多知識的可能性。

再者，更多元的課程與教學模式將更為符合新世代數位原住民學生的學習需

求。隨著時代變遷，身為數位原住民的學生之網路使用經驗與使用度早已遠遠超出

教師和家長的想像。學生對各式自媒體（We Media）日漸提高的黏著度，亦說明了

數位原住民習於獲取知識來源的管道及模式已和過去截然不同。因此，為達成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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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師在課程設計和教學方面也應該有所轉變。如這次因應疫情教師必須進行

直播教學，部分教師自己研究臉書上直播主的說話方式和肢體語言，成功在直播課

堂中讓學生對學習欲罷不能（李雅筑、侯良儒，2020）。疫情促成教師自身也必須

自主學習新的課程進行模式，思考如何發展新的課程進行模式，以成功吸引數位原

住民學生投入正式課程中，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而言，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雖然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況下，線上學習模式為教師的課程與教學帶來新

的契機，然而，也由於這是一場迫於疫情的加速改革，特別是在現有的課程架構並

非以線上課程為教學主軸的情境下，除了教師在實際執行線上課程時面臨前所未有

的挑戰之外，線上課程實施過程中亦存在困境與隱憂。以下針對線上課程執行時和

執行後可能衍生的後續議題進行探討。

一、硬體與軟體設備仍不普及

資訊科技運用於教育的訴求在世界各國教育改革中，多年以來皆為主要重點。

無疑地，在科技應用於教育的過程中，硬體設備的有無乃是推動科技應用於教育過

程中最為基本的關鍵。然而，這項看似最容易達成的目標，時至今日卻仍未如預期

達到全面普及的狀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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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這段疫情期間，部分美國教師即因為在家中沒

有網路無法上網，而必須開車到學校的停車場，才能使用無線網路進行教學（Will, 

2020）。在臺灣也仍有國小教師家中沒有電腦、對網路世界很陌生的狀況（李雅

筑，2020）。這些現象都提醒著我們，不能以理所當然的態度想像科技工具普及度

的問題。

二、線上課程並非適用於所有課程及所有人

首先，各學科知識內容各有其特性，並非所有學科課程內容皆適合以線上課程

的形式進行。某些學科知識內容要轉換成線上課程型態的難度比較高，例如，音樂

課和舞蹈課勢必比生物化學課或經濟學還要難以運用線上課程的方式進行（Iwai, 

2020）。從課程美學的觀點來看，課程與教學不只是一種「科學技術」，而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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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課程是動態的、不確定的，同時也是開放的，課程應該更重視從感官知覺出

發，以豐富認知理解的能力（陳伯璋、盧美貴，2014）。教學不只是傳遞知識內

容，教師必須提供學生能夠感知和表現的自由，更甚而能達成透過課程讓學生批

判思考以及解放之目的。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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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man, 2018; Lin & Zane, 2005）。Rizvi、Rienties與

Khoja（2019）的研究發現，時至今日，學生所在的地區、鄰里貧窮水準（poverty 

level）和之前的受教經驗等因素對學生在線上學習的整體表現仍有關鍵性影響。換

言之，如果線上課程的進行成為一項別無選擇的課程進行模式時，教師更需要將學

生的各項個別因素納入考慮。

三、線上課程教學模式與傳統實體課程模式間轉化的難度

線上課程的實行並不是只要教師將現有教學模式和內容改為「線上」模式即

可。事實上，線上教學和傳統教學模式截然不同，線上教學自有一套專屬的教育

學理論（Kreber & Kanuka, 2006）。而學生和教師也需要歷經一段從傳統課堂轉換

到線上課堂中教學和學習典範轉移的適應期（Palloff & Praff, 1999）。受到疫情影

響，教師在短時間內必須面對的挑戰不只有課程內容準備而已，還需要在短時間內

增加自身對科技工具運用的能力和熟悉度。此外，教師還必須思索如何才能將教學

內容更有效透過影像教學的模式傳遞給學生，讓學生能夠有效學習。在日常教學活

動仍持續進行的狀況下，教師能夠同時進行進修學習、解決線上教學問題，以及備

妥線上課程內容的時間其實是十分有限的。線上課程的推行無疑加重教師的工作和

心理負擔，特別是我們極容易忽視教師也和社會大眾一樣，同樣承受因疫情對其日

常生活造成的影響和壓力（Winthrop, 2020）。在這個特殊的課程型態轉換時期，

如何持續提供教師有效的支援乃是不容忽視的議題。

四、優勢者具有更多優勢的疫後世界

各國政府為改善弱勢者的學習狀況，無不致力於消弭數位落差的問題。早期

數位落差的問題較為聚焦在科技工具的有無，因而各國政府期盼能透過提供給弱

勢者科技工具的方式，使弱勢者也能具備公平獲得資訊的機會，藉以翻轉其所處的

劣勢。而後，使用資訊的能力則被視為進一步消除數位差距的手段。對弱勢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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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學校可說是以低成本就可取得的「親近網路」和「獲取資訊能力」而得以消弭

其與優勢者間數位差距的主要途徑（石淑慧，2001）。然而，當疫情爆發，所有學

生無法到學校上課後，也意味著弱勢學生失去以最低成本取得網路與資訊的機會。

而當學校的課程又因為疫情而全面改為線上模式進行的時候，弱勢學生將更可能因

此變得更為弱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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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會公義與私利間取得平衡的困難

在疫情爆發的推波助瀾下，政府和企業均快速做出反應，相較於前者尚停留在

透過公部門體系運作調查學生的軟硬體設備狀況的處理階段，後者為因應近年來教

育市場變化，早已投入線上課程平臺的發展，此次疫情爆發正巧提供其更多能見

度，吸引更多學生加入其線上付費課程。以臺灣為例，數據顯示各大教科書業者所

發展的線上付費家教課程使用人數近期內皆有長足成長（林喬慧，2020）。線上課

程的發展對公私部門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在面對需要將學校課程調整為線上課程

型態時，公部門基於公正的原則，以確保每位學生皆能有使用線上課程的科技工具

為優先考量；而私部門的目標則在於幫助早已擁有可進行線上學習軟硬體設備的學

生學得更好。儘管兩者協助學生能在線上課程學習的本意相近，但由於目標對象不

同，卻造成不同的結果。更多企業願意投入線上課程建置豐富學生線上學習的機會

本是美事一樁，但我們需要謹慎思考「誰」在線上課程趨勢中獲益的議題，並不是

所有學生都能取得課程資訊並成為付費會員。資訊時代中，能否擁有特定資訊和是

否能投入資本獲取資訊所反映的即為個體間家庭各項資本的差異。此外，線上課程

進行前裝置設定、進行中課程活動的輔助、課程後學習的複習等，事實上全需要仰

賴學生家庭端的協助。特別是遠距線上課程對年紀愈小的學生來說，愈需要旁人的

協助（Daiz, 2020）。家庭資本較多的學生在接受線上課程時，更有機會能有成人

陪伴進行線上課程學習，也更容易有好的學習成就表現。因此，當疫情成為學校課

程急速走向數位化發展的契機時，極有可能對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造成更不利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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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弱勢學生雖然在公部門的政策照顧下美其名得到公平接受線上教育的機會，但

在缺乏家庭資本投入其他輔助學校線上課程學習的情況下，數位落差將以另一種型

態存在。

六、遠距線上學習模式的開啟不等同於真正的自主學習必然發生

這次的疫情重啟社會大眾對線上教育的關注，不僅民間企業團體投入更多資本

建置線上教育相關資源，學校教師也投入於線上教學的預備，許多支持線上學習為

未來教育趨勢者對於這個數位轉型課程的時刻寄予高度的期望，他們認為透過線上

教育的模式，將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達成開放教育的目標。然而，這樣

的預設凸顯出長久以來我們並未將「自主學習」一詞的定義加以釐清的問題。從現

有和自主學習相關議題的討論中，可發現兩種層次的自主學習取向：一是由教師外

加而上學校課程導向的自主學習，如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即是由教師規定學生在課

程開始前先在家觀看教師預先錄製的教學影片，到學校後再針對內容討論學習；另

一則是學生自身對某個議題有興趣，不需要教師的教學指令就能自行搜尋資料而進

行的自主學習。前後兩者的自主學習內容和誘因並不相同，前者學習內容以課程綱

要架構為主，後者的學習內容則不侷限在特定主題或範圍。在「翻轉教室」這類以

課程架構為主的自主學習類型中，如果學生只是為了在學校課程中得到師長的認可

或是為了得到好成績而進行的自主學習活動，在失去這些誘因之後，自主學習活動

極可能就不再持續。相對地，第二種由學生興趣為導向而產生的自主學習，由於不

受限於課程架構，則較有可能持續，且隨時發生。面對未來世界的挑戰，未來的學

習應該不侷限在課堂之中，能知道「需要的知識在何處」將更重要（劉修豪、白亦

方，2016）。因此，就長遠的觀點而言，如何引導學生跳脫以課程綱要內容為學習

主軸的思維，利用線上課程模式達到第二種層次的自主學習，讓學生的學習不因離

開學校後就停止，才是我們所應追求的自主學習目標。

肆、結論與建議

隨著時代的演進，課程與教學不斷面臨必須與時俱進的挑戰，教師具備運用科

技教學，以及培養學生具備人工智慧無法取代的能力，乃是重要的議題。此次的新

冠肺炎疫情，正巧成為加速世界各國數位化教育改革的催化劑。雖然欠缺事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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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妥善的教學訓練的線上教育結果可能是一場學習災難，但也可能帶來新的轉機

（Li & Lanani, 2020）。然而，疫情造成世界經濟秩序的重整、各國間政治的角力

等情形，無疑也將對各國未來教育發展方向增添更多挑戰。

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受到疫情影響較小，在學生仍可維持正常到學校上課的

情況下，政府相關機構與人士因而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針對線上教育在學校全面實行

時可能遭遇的問題提早做出因應及調整。例如，對政府端而言，這次疫情正是個可

自我檢核多年來推行數位教育成果的機會，也可藉此機會了解城鄉之間數位差距的

真實現況，並且能更積極且迅速給予學校端與教師端足夠的支援。在這波因疫情

而加速的課程數位化過程中，政府端亦需要正視教師因應遠距教學而可能產生的壓

力，如教育部可提供充分且即時的影片製作技術或是線上教學技術人力支援，讓教

師在技術層面問題能夠得到足夠無虞的協助，教師只需專心處理教學課程內容預備

的工作，專業的分工將更能幫助教師在課程數位化之初全力進行有效教學。

學校端應更深入了解學生和教師轉換為線上課程後遭遇的問題。例如，在科技

工具取得方面，學校應該了解學生在家接受線上課程時的學習環境為何？學生在家

中進行線上課程時家人是否能提供協助？學校亦可積極了解教師進行數位課程轉化

時遭遇的困難為何？學校需要了解教師抗拒進行數位課程的原因為何並提供協助，

學校端要成為教師教學的夥伴而不只是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另外，除了關心學生在

進行線上課程時科技工具軟硬體設備取得問題以外，應更進一步了解校內弱勢學生

的各項需求。例如，弱勢學生家庭成員可能受疫情影響而面臨失業的問題，家庭經

濟狀況對學生學習的影響遠大於學生在課程數位化過程中是否擁有科技工具。

教師進行線上課程時，需要提醒自己成為引導者而非僅是知識內容灌輸者。同

時，在進行課程設計時，也需要將線上課程和實體面授課程的上課模式差異納入考

量，教師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在線上課程中增加師生互動以及吸引學生投入課程中，

這些都需要教師在課程設計時做出調整改變。進入網路時代後，青少年對網路影片

及「網紅」的黏著度正在逐年提高，學生在網路上接收新資訊的程度遠高於教師，

與其貶抑網路文化或禁止青少年對網路紅人的崇拜，教師實可從其他觀點思考新時

代新媒體應用問題，如從當紅網路節目中汲取其影音製作技巧，並將之用於自己的

教學中，如此一來就更有機會能營造成功的線上課程參與率。除了學業知識之外，

在這個數位資訊流通迅速且氾濫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教師也應該致力於培養學生

具備批判思考能力，引導學生能批判思考擷取所需的知識後，並進一步建構自己的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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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能否成功需要仰賴學校、教師及家長三方共同努力，進入數位學習時

代後，家長的角色和責任將較以往更為重要，特別是當學校實體課程轉變為線上型

態課程進行時，家庭就等同於學校教室，家長協助孩童學習的責任無法外包。網路

應用固然是學生良好的自學媒介，但網路的使用也有潛在的危險，因此，孩童在進

行數位學習的過程中需要成人適當的導引和陪伴。一旦線上課程成為常態正式課程

後，孩童在家接受線上課程的同時，家長將需要學習如何成為孩童的學習夥伴及教

師的教學夥伴。

數位時代線上教育已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因應此波疫情，教育現場的教學數位

化也已經全面啟動，儘管各個教室中教師科技涉入的程度不同，政府、學校、教

師、學生及家長等因此而不得不立即做出改變。疫情雖然開啟了加速教學數位化的

發展，隨著疫情結束，這股浪潮也可能退去，退回慢速前進的狀態。長久以來，部

分學者專家將臺灣數位教學落後的情況歸咎於教師缺乏改變誘因和家長對線上教育

的不信任感（李雅筑、侯良儒，2020），這股強烈的拉力也一向被視為是教育無法

全速進化的原罪。

然而，將教育改革進展滯緩的因素做出前述簡單的歸因並不完全正確，任何人

對嶄新事物的抗拒絕非來自單一因素，抗拒行動本身即是盤根錯節的社會結構權力

關係下的總和。例如，「不願意做」、「不能做」或「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即呈現

了三種不同層次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模式也不同。一旦落入非黑即白的簡單歸因邏

輯中，就可能忽略了個體所採取的抗拒行動背後真正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見

樹又見林」的觀點（Johnson, 1997），理解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

係後，將更能深入了解造成數位教學在疫情前或後推展進度緩慢的原因，以更客觀

的觀點省思在疫情之後數位教育推動的影響，以及反思人與科技的關係。

在關注疫情期間促成這波急速教育數位化改革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關切且正視

社會結構不平等的問題，種族、階級、性別的因素正交織促成社會不平等加劇的現

象。數據顯示，在新冠病毒面前，並非人人平等，其中以有色人種、中低階層所受

的影響最大（鄧麗萍，2020）。婦女的工作也受疫情影響而以兼職為多，甚至是薪

資減少，性別平權正面臨倒退的狀況（李大任，2020）。受到疫情的影響，繼Z世

代之後迎來的將是新的冠狀世代（Generation Coron a），學生的自我認同和信念正

受到外在社會因應疫情變化的改變而重塑（Hoffower, 2020）。網路科技的發達讓

年輕的一代有更多的可能，但也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不信任感。

當人類的生活型態和價值受疫情影響而產生新的疫情後新常態後，未來教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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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課程與教學時，勢必將面臨更多未知的挑戰。所幸的是，相較過去，教育型態因

科技的發達而有更多可能的樣貌，具備新科技運用能力的人，將有機會可以翻轉社

會結構。疫情過後，不論教育課程型態將如何轉變，教師的角色將更為重要，教師

的責任不僅止於提升學生課堂知識學習成效，還需引導學生成為在數位時代中具有

批判思考能力、能擔負社會責任的數位公民，鼓勵學生利用科技工具發揮自身正向

的影響力，在真正為自己而學的同時，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從社會不平等中解放，

達到更公平正義社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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