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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受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的影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了減少

傳染風險於 2020 年 2 月 2 日決議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日延後 2 週，

這是臺灣地區有始以來首次將寒假開學日期延後。為因應各校可能因為疫情停班停課或學生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衍生的學習問題，教育部甚至於 3 月明定「高中職學校遇到停課情形，得

於第 8 節、假日或暑期補課，或採取學校現有之設備進行線上教學補課，滿足每學分 18 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0）。這是我第一次聽說「線上教學補課」措施，但因目前疫

情控制得當，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不曾實地模擬演練過，身為高中生的我，對「線上教學補課」

可謂一無所知。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難保哪一天「線上教學補課」真的得派上用場，更何

況，時勢所需，數位學習無可避免成為一股潮流與趨勢，因此引發我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資料蒐集的方式瞭解疫情期間高級中等學校停課時之線上教學補課措施，

並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高中職學生對線上教學補課的認知與看法。綜合所有資料，嘗

試分析並歸納出高中職學生是否能從線上教學補課中受益，期望藉由此研究提出改善方

案。 

 

三、研究方法 

 

    利用文獻資料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完成此論文。問卷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高中職學生，

問卷內容針對疫情期間線上教學補課提出相關問題，以瞭解高中職學生的認知與看法。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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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何謂「線上教學補課教學」措施 

受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影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

期開學日延後 2 週至 2 月 25 日開學。雖然有些學生樂得可以多放兩週假，但教育單位、學

校家長無不擔憂停課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沒多久「停課不停學」的口號出現了，因應各

校可能因為疫情停班停課或學生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衍生的學習問題，自主學習的方案、線

上教學及學習系統和平臺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臺灣地區自從 3 月一所高中及一所大學

先後宣布全校停課後，為了因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疫情發生停課狀況，教育部國教署於

109 年 3 月 5 日發布「線上課程教學與學習參考指引」，協助各級學校做好線上教學補課實

施的準備，並公私協力彙整線上教學所需的資源放置於「教育雲」網站的線上教學便利包

專區，首頁如下圖所示：  

 

圖二：防疫不停學-線上教學便利包 

（圖二資料來源：教育雲網站。2020 年 6 月 20，取自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這個網站不但提供學校實施線上教學所需要的資源與服務，並且可以讓學生作為自學

的參考。從網站我得知線上教學補課的模式有以下三種： 

(一) 非同步教學模式（asynchronous） 

    在非同步線上教學模式中教師可以登入線上學習平臺備課，「將課程內容或課堂筆

記以圖文、語音檔或影像形式」存放在平臺（教育雲。2020），可以指派學生適當課程、

學習內容和作業，並可依據學生的學習狀況給予回饋，也可以指派學習任務或規定繳

交課後作業，最重要的是，還可以透過線上學習平臺的記錄來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和

學習歷程。學生則可以不受到時空限制，隨時隨地進行收看、閱讀或學習，也可以利

用平臺繳交作業，或透過 E-mail、留言板或線上討論看板發表意見、進行討論或分享，

學生若遇有困難或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利用這些方式請教教師或同學。「教育雲」提供

的非同步教學工具有「教育部因材網」、「教育部學習拍」、「台北市酷課雲」、「Lear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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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吧」、「均一教育平台」、「PagamO 線上育平臺」，各級師生可根據其內容選擇適用

的平臺，舉例如下： 

 

圖三：非同步教學工具 

（圖三資料來源：教育雲網站。2020 年 6 月 20，取自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二) 同步教學模式（synchronous） 

    同步教學模式強調即時和互動，其方法有二種： 

1、 運用視訊同步教學的工具，如視訊會議，讓師生同時上課並進行互動。       

2、 運用非視訊同步教學的工具，如討論區、虛擬教室等，讓師學可以透過文字、聲

音進行同步互動學習。 

 

 同步教學模式如下： 

1、 Teams+現有數位教材：以 Microsoft Teams 實現遠距學習。             

2、 Google+現有數位教材：以 Google Meet 實現遠距教學。 

3、 其他模式：教師可自行選定同步教學軟體或工具及線上學習平臺搭配現有的教材

實施。舉例如下： 

 

圖四：同步教學工具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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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資料來源：教育雲網站。2020 年 6 月 20，取自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同步教學模式遠比非同步教學模式更為複雜，「教育雲」網站中詳盡記錄了各種

平臺或軟體是否「可錄影」、「互動的方式」為何、以及「應用的方式和連線上

限」，讓教師及學生可以依個別需求選擇想使用的軟體或平臺。 

              為了讓教師和學生能順利進行線上同步教學與學習，「教育雲」網站也詳細告

知「教師線上上課前」與「學生線上上課與學習」準備事項及步驟，其內容分別

截圖如下： 

 
圖五：教師線上上課前課前準備事項及步驟 

（圖五資料來源：教育雲網站。2020 年 6 月 20，取自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圖六：學生線上上課與學習準備與步驟 

（圖六資料來源：教育雲網站。2020 年 6 月 20，取自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三) 混成教學模式（blended） 

    混成教學模式是同步與非同步教學並用的模式，兼具兩者的優點，和同步教學模

式一樣需要較多的課前準備，其模式如下：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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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混成教學模式 

（圖七資料來源：教育雲網站。2020 年 6 月 20，取自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關於「線上教學補課」的模式、平臺及相關的問與答，「教育雲」網站中不但講解周詳

而且淺顯易懂，讓我這個普通高中生扎實的感受到教育部的誠意與努力，雖然我尚未

實地模擬演練過，我卻能透過教育部所提供的這個網站有些初步的瞭解。 

二、高中職學生對線上教學補課的認知與看法：問卷結果統計、統整與分析 

    經過一番文獻與資料查詢，我才對於疫情停課期間線上教學補課措施有了初步的

瞭解。為了知道其他高中職學生對此措施瞭解的程度與看法，我設計了一個簡短的問

卷，以通訊軟體 line 及當面發書面問卷的方式，向高中職學生發出 120 份問卷，回收

有效問卷 100 份，問卷統計、統整及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 問卷結果統計 

 

      
圖八:受訪者身分統計結果 

    第一部分我先調查受訪者的身分，從（圖

八）學生可以得知受訪者中高中學生占 60%，而

40%是高職學生。設計問卷內容之初，我個人假設

高中學生和高職學生對線上教學補課的認知和看

法可能有所不同，所以之後的問題我會分別就高

中學生及高職的意見做統計與分析。 

    第二部我分針對高中學生與高職學生「對線上教學補課措施的瞭解程度」進行調

查。第一個問題是「高中職學生是否知道疫情停課期間學校可採用線上教學補課?」結

果發現，受訪者中無論高中學生或高職學生全數都知道，若停課學校可採線上教學補

課，由此可知學校端對於此措施的宣導很有成效。 

    第二個問題是「高中職學生是否知道學校行線上教學補課採用哪些軟體或平臺?」

結果統計如（圖九）。 

 

60%

40%

高中生

高職生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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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高中職學生是否知道學校行線上教學補課採用哪些軟體或平臺」統計結果 

由（圖九）可以看出，有 80%的高中學生和 50%的高職學生知道學校線上教學補課採

用哪些軟體或平臺，相較於高職學生，有較多的高中學生知道學校線上教學補課採用

哪些軟體或平臺。而選擇「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學生其原因統計如（圖十）： 

 

     圖十：「高中職學生不知道學校線上教學補課採用哪些軟體或平臺的原因」統計結果 

 

由（圖十）可以得知約有 30%的受訪高中學生和 35%高職學生的學校不採用線上教學

補課措施。採用線上教學補課措施的學校除了臺北市的酷課雲數位學習平台，Microsoft 

Team、Zoom 雲端視訊會議、Google Hangouts meet…都有不少學校預計使用。令人訝異

的是 3 月 10 日教育部舉辦「公私協力線上教學演示」記者會中示範師生可以如何同步

線上學習使用的同步教學軟體 Zoom，後來竟因資安問題而被禁止使用，導致原來預計

使用 Zoom 的學校老師又得再重新選擇新的教學平臺，這也是部分受訪者不清楚自己

學校要使用哪一個軟體或平臺的原因之一。 

 

    第三部分針對高中學生與高職學生「對線上教學補課措施的看法」進行調查。2 個

問題分別為「線上教學補課是否為可行的措施? 」與「線上教學補課是否適用於每個

科目? 」       

                              

 

 

80%

15% 5%
50%

20% 30%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高中生 高職生

20%

50%

30%

25%
40% 35%

老師沒說 沒聽清楚或不記得 學校不採用線上補課

高中學生 高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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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線上教學補課是否為可行的

措施」統計結果 

 

圖十二：「線上教學補課是否適用於每

個科目」統計結果 

   

由（圖十一）看得出來受訪者有 48 位高中學

生認為線上教學補課是可行的措施，12 個高中

學生覺得不可行； 22 位高職學生認為線上教

學補課是可行的措施，18 位高職學生覺得不可

行。30 位覺得不可行的高中職學生其理由分別

為「不信任自己的自學能力」、「線上上課容易

分心」、「家中寬頻不足」、「怕忘了上線學習」

與「很麻煩」，而有 2 名高職學生認為「高職

課程多為實作，線上教學無法實作」。結果顯

示七成以上的高中職學生認為線上教學補課

是可行的措施。 

 

由（圖十二）可以得知 82%的高中學生和 92%

的高職學生認為線上教學補課並非適用於每

一個科目：高中學生認為術科如體育、音樂等

科目還是得實體補課較佳，高職學生則認為實

作科目及實習科目不適合線上補課，因此不論

高中學生或高職學生都贊同部分實體補課、部

分線上補課。 

  

     (二) 問卷結果統整與分析：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統整如下： 

1、 受訪高中職學生全數都知道，若停課學校可採線上教學補課，由此可知學校端對於

此措施的宣導成效斐然。 

2、 約有 30%的受訪高中學生和 35%高職學生所屬的學校不採線上教學補課措施，這個

結果與《親子天下》雜誌所做的「停課不停學親師調查」有「65%學校採部分遠距

教學、部分實體補課」（許家齊，2020）所差無幾。 

3、 七成以上的受訪高中職學生認為線上教學補課是可行的措施。 

4、 認為線上教學補課不可行的受訪高中職學生其理由分別為「不信任自己的自學能

力」、「線上上課容易分心」、「家中寬頻不足」、「怕忘了上線學習」與「很麻煩」等。 

 

        統整結果分析後，我發現線上教學補課至少有以下三個待解決的問題： 

 

1、 城鄉差距，部分地區學生線上學習載具不足。 

2、 部分學生的自制力與自主學習能力待加強。 

3、 紙上談兵，大多數師生未曾實地模擬演練過線上教學補課。 

 

    針對以上問題，我建議的解決方案如下： 

18%

82%

8%

92%

是 否

高中生 高職生

48

12
22

18

是 否

高中生 高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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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線上學習載具不足的問題： 

 

面對疫情隨時可能造成學校停課，教育部授權地方政府自訂停課期間的上課標

準，多數縣市希望學校線上補課比例應達 50%，其中 50%應使用同步直播方式進

行。但城鄉差距導致部分學生線上學習載具不足，大概只有像臺北市那樣的大都會

區才能幾乎家家都有無線網路或有一台以上的數位載具，其他地區，即使是六都，

也無法做到家家都有無線網路或有一台以上的數位載具，更何況偏鄉地區。政府雖

有心改善這些問題，但效果有限。因此，我認為學校線上教學補課比例應更有彈性，

如同瑩光教育協會理事長藍偉瑩指出「新課綱最重要精神就是自主學習，何不在停

課期間讓高中生利用這 14 天，完成一個有意義的學習計畫？」（王韻齡（2020）。

高中職學生願意進行線上補課，但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的安排需要更有彈性，若因

載具不足等硬體設備差而造成無法完成教師指定的線上補課課程，學校單位或教師

應提出替代方案，讓學生在家進行其他多樣化的自主學習。 

 

2、 學生的自制力與自主學習能力待加強的問題： 

 

高中職學生正值青春期，外在誘惑與內在心理因素都容易讓他們分心，自制力

自然不足，尤其打開電腦上網上課難免忍不住跳去別的視窗聊天、追劇、看網紅、

滑 FB 或 IG。對此，台北市實驗學校「無界塾」語文老師林嘉怡認為「大概 3 分鐘

就要點同學回答問題， 且一節課最好有不同任務，如講述、分組討論、小測驗等，

讓學生保持專心。」（田孟心。2020）但若不是同步教學，只是觀看事先錄製好的

影片或教材，就得靠學生的自制力與自主學習能力，建議學校平時就可以指派線上

學習或作業讓學生養成習慣，而且盡可能在非同步學習結束後，就讓學生進行課後

線上或實體測驗，訓練學生的專心度，養成習慣後，學生的自制力與自學能力材有

可能提升。課後測驗只是手段，期待最終能做到即使沒測驗或考試，學生也能自主

線上學習。  

 

3、 師生未曾實地模擬演練過的問題： 

     

臺灣地區因疫情控制得當，大部分師生不曾實地模擬演練過線上教學補課，這

是師生共同面臨到的一個大問題。為了進行線上教學補課，教師們得先熟悉各種軟

硬體、教學平臺和功能，然後實際錄製課程。但同時兼顧教學與學習線上教學補課

措施相關知識與技能，並非每位教師都能很快進入軌道，也並非人人都能像網紅一

樣面對鏡頭無所畏懼，所以這樣一個措施必然成為教師的一項挑戰。學校端應容許

教師循序漸進、慢慢學習，以免增加教師的負擔與無謂壓力，而影響到日常教學。

但即使教師還無法將課程錄製的盡善盡美，也最好能把學生先帶進電腦教室實際操

作演練幾次，告知學生如何上線，教導學生如何申請帳號、如何利用教學平臺，解

決學生在演練時所遇到的難題。而學生除了在學校演練過之外，也要找時間提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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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教學平臺與軟體，必要時把行動載具帶回家自己再演練，同時測試網路。畢竟沒

有實地演練過的措施都是紙上談兵，無法得知其成效。 

 

參、結論 

 

    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衝擊教育現場，若真的停課，大多數學校會採用同步遠距教學或部

分課程遠距教學，線上教學補課勢在必行，因此《親子天下》稱之為「新冠病毒催生的下一

波『教改』」（陳珮雯。2020），而這波教改正好和 108 課綱的「自主學習」的內涵及方法不謀

而合，都是希望把學生培養成終身學習者。雖然目前臺灣學校教師實際進行線上教學的比例

遠比歐美國家少，但是危機就是轉機，這波疫情迫使教師們檢視、思考、調整現有的教學模

式，並開始規劃、學習、進行線上教學。而此次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臺灣高中職學生已經作

好線上學習補課的心理準備。 

 

    也許經過這一波教線上教學實地演練過與改革後，有些師生會愛上數位學習，進而平時

就將數位學習大量運用在輔助、延伸課堂實體學習上，這將會讓我們的學習成效大大提升。

數位線上學習絕不能取代傳統實體學習，但它不受時空侷限的特性卻是很適合學生自主學習，

新冠狀病毒肺炎所興起的線上教學補課風潮，今年也許不會實施，但這段時間所做的準備不

會因此白費，因為我們高中職學生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波數位線上學習的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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