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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五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全球地方議員論壇」（GCF）暨「台灣地方議員聯盟」（TCF）年會

主題「國教成效」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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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6928/5005776



暨大現況與規模

6,016

在校學生數

276

專任(案)教師數

23

學士班

34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216

職員工

•設校宗旨有四「強化人才培育、增進僑教功能、平衡區域發展、推展國際學術交流」

•全國唯一「國際」大學、南投縣唯一國立大學。



走過921地震，從地方行動獲取服、教、研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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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校園宿舍

大學對於地方的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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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自我期許

扮演地方政府的行

動政策智庫

藉由學科專業協助

地方政府創新公共

服務

形塑大學引導型的

學習型城鎮

發展調適與創新的

區域學習支持體系

為地方培養人才打

造創意城鎮

建立地方經濟創新

的產學網絡與支持

系統

創造地方的魅力與

共榮感

協助跨世代的文化

融合與活力行動

65



走過921地震，身處COVID-19，暨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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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面對這波前所未有的疫情，大學在調適運作的同時，如何走出校

園，針對地方微型產業、數位教育學習、弱勢社會群體等，進行

問題診斷與協作，協助這些受衝擊的社群化危機為轉機，是一項

亟需行動的課題。

大埔里地區地方產業 學校與社會教育

8



二、鄉村教育面

• 疫情所帶來的衝擊，讓教學者及學習者主動或是被迫的開始接觸、理

解、接受與習慣「數位學習」。

• 換言之，疫情讓不受疆域限制的線上教學快速的成為持續進行教與學

的主流因應之道。

• 此外，在無法進行實體教學的情勢下，也讓線上教學從「可以選擇」

的方案，轉變為「必須選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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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與課題：調查方法

透過縣政府教育

處社教科學習型

城市社群平台與

長期合作的國中

小校長進行交流。

人社同仁也因家

庭關係親自觀察

與實驗。

與暨大教育學院

USR計畫合作，

針對南投縣內小

學進行「COVID-

19學習影響評估

調查」線上調查

問卷。

企盼透過多元的

途徑，探究疫情

下對於教育學習

的衝擊，並且思

索未來可能的行

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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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COVID-19疫情

學習影響調查基礎資料

• 問卷調查方式：協請縣府發文至縣內各校，由學校
轉發連結給家長，協請家長填寫。

• 調查範圍：南投縣內10鄉鎮、44間小學家長參與填
答，共計回收513份問卷。

• 信義鄉：潭南國小、同富國小、隆華國小、信義
國小、雙龍國小、愛國國小、人和國小。

• 仁愛鄉：都達國小、發祥國小、中正國小

• 魚池鄉：五城國小、共和國小、新城國小

• 埔里鎮：育英國小、南光國小、愛蘭國小、大成
國小、溪南國小、麒麟國小、埔里國小。

• 國姓鄉：國姓國小

• 中寮鄉：至誠國小

• 鹿谷鄉：廣興國小、初鄉國小、文昌國小

• 草屯鎮：富功國小、炎峰國小、雙冬國小、僑光
國小、虎山國小、土城國小

• 竹山鎮：過溪國小、竹山國小、鯉魚國小、雲林
國小、前山國小、瑞竹國小

• 南投市：康壽國小、漳興國小、平和國小、千秋
國小、嘉和國小、光榮國小、營盤國小 11



（一）現況與課題：官方作為

縣府方面國教科除針對各校進行視訊設備需求調查，並由教

育處統一提供相關設備，同時協調中投有線電第3台的公播頻

道，定時播放教學課程。

部分學校也陸續開發各種線上學習途徑，如直播課程、預

錄影片教學、指定線上作業、使用線上教學平台（因材網、

均一）等，提供多元線上學習模式給予學生進行學習。

根據暨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南投縣家長對於就讀學校提

供的線上學習途徑還算滿意。

12



缺乏的
遠距上
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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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與課題：硬體設備



（一）現況與課題：軟體環境

缺乏地區性校園遠距設備調查與資源調度平台

普遍性教師的數位教學能力尚待提升

缺少學習約束力

難以掌握的家戶遠距環境和學生動態，影響學習成效的呈現

學生學習心態容易渙散，導致學習動機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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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與課題：COVID 19 疫情對弱

勢學生教育公平的衝擊與機會

• 1. 學校關閉

• 2. 經濟危機

• 3. 對學生衝擊

• (1)家庭設備不足

• (2)無法協助學生自主學習

• (3)停課不停學與學生輟學關聯

• (4)疫情下的家庭暴力

• (5)學習成效與教學評量的思維(教育部要

求放寬)

• (6)長期線上上課的身心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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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與課題

學校對應疫情的挑戰

• 學校行政單位應變速度大幅影響線上教學

的品質

• 如何評估有效的線上教學？什麼是有效

學習？

• 學習落差：補救教學

• 多元評量：如何顧及公平性？

• 線上教學對教師學習觀及教學觀的衝擊 ：

教師被取代性

• 學生心理健康：實體互動 vs. 虛擬互動

• 學校配給電腦或平板：資安問題、運用

科技時的資安教育
18



（一）現況與課題：線上教學的挑戰

• 支持教師線上教學的相關資源仍待持續整合

• 遠距教學：既有的線上平台（Google Meet、Teams、

BBB）和線上教學資源（均一平台、因材網…）

• 同步教學：亦即線上直播，可以與同學直接互動，上課

具有實感，但受到網路連線和網路教室的情況影響甚多

• 非同步教學：優點（講述完整、課程品質較佳）、缺點

（無法與學生互動，與看教學影帶近乎無差別）

• 混成式教學：在同步教學中帶入非同步教學的因素，教

學方式多元，但難度更加複雜

• 必須思考教師在教室的角色（傳道、授業、解惑）在遠

距如何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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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了解疫情之下教與學需求
實作課程不知如何改成線上?

想了解數位教學

想了解疫情下的新型教育模式

如何增加線上學習的效益?

希望能有線上教學的經驗分享

想增強線上教學的能力

想聆聽疫情下的教學與學習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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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的挑戰

1. 單位內人員動力與能力不一，有的教學者十分積極在開展線上課程、

有的教學者則因對數位科技陌生，而遲遲未展開行動。

2. 雖然有心行動，但因無編輯線上教材、線上教學的經驗，而不知從何

著手。

3. 操作一般講述型課程尚可（例如：進行演講），但面對實作型課程就

較不知如何安排，也不確定是否可達成穩定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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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與課題：COVID-19教師

線上教學困境

• 1. 教師教學與家長角色的改變

• 2. 學生學習樣貌的轉變

• 家長變相參與教師線上觀課

• 家長對線上授課的質疑

• 3. 補課制度未建立

• 4. 評量未健全

• 5. 實驗課如何有效進行

• 6. 學生專注度控管

• 7. 教師直播的態度

• 8. 線上教學課堂時間結束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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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與課題：給學校行政端的建議

• 1. 提供線上授課諮詢

• 2. 線上授課的社會-情緒支持系統（專業支持方法、個人支持、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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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刻行動

校園遠距設備調查平台

辦理線上教學增能活動：

• 辦理共學交流會

• 辦理線上教學增能工作坊，提升線上教學能力 24



面對的挑戰與問題 回應的策略

第一層次：

進入數位教學領域的

挑戰

 降低進入的排斥

【辦理共學交流會】

邀請數位教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以深入淺出的短講，分享數位教學的經驗與趨勢，讓大家對於數位教學有更多的了解，轉變

原先排斥數位教學的想法。

 實際辦理之演講主題：太平國小行動經驗分享（疫情下的教學）、「數位學伴計畫」暨大的遠距教學在太平、疫情對社會

發展的影響：英國經驗提醒著什麼

第二層次：

執行數位教學課程的

挑戰

 學習基本的數位能力

【辦理數位教學增能工作坊（初階）】

辦理初階數位教學增能工作坊，帶領教學者初步認識各種形式的數位教學軟體，在選擇適合自己教學方案的軟體後，嘗試進

行應用基本應用。

 實際辦理之課程主題：遠距教學工具選用策略與實務技巧、數位教材製作及應用、教學簡報設計力

第三層次：

優化與多元化數位課

程內容的挑戰

 學習進階的數位能力

【辦理數位教學增能工作坊（進階）】

辦理進階數位教學增能工作坊，帶領參與者製作與設計更精緻、多元的線上教材與課程。

 實際辦理之課程主題：數位教材實作練習、簡報實作練習

 以交流擴增對數位教學的想像

【辦理共學交流會】

邀請曾辦理過精彩線上教學課程講師，進行分享，擴增大家對線上教學形式與內容的想像。

 實際辦理之講座主題：疫情之下的行動分享、暫停鍵下的學習：線上課程經驗分享
25



透過線上交流，進行疫情下教與學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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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迎接新形態的教育方式吧！線上教育的開啟

回應各單位的需求，開設

線上教學增能課程、進行

線上分享講座，充實各組

織線上教學的技巧與技能，

讓學習與增能持續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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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參與者的學習反饋

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您對本次講座（課程）主
題的滿意度程度為？

64.62% 29.23% 6.15% 0% 0%

您對本次講座（課程）的
實用性滿意度程度為？

68.75% 28.12% 3.13% 0% 0%

對本次講座（課程）時間
安排的滿意程度為？

53.97% 38.09% 6.35% 1.59% 0%

您認為本次講座（課程）
對您未來教學（或學習）
的幫助程度為？

66.67% 26.98% 6.35% 0% 0%

項目 非常願意 願意 普通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如果之後再舉辦增能講座
（課程），您再參與的意
願為？

70.97% 25.8% 3.23% 0% 0%

數位教學增能工作坊的初階課程，共計有134人次共同參與（參與成員包含所21所國小、2所國中、1所高中、1所大學及

11個有在進行教學課程的組織單位的教師與人員），課後共計收到63份的回饋問卷，詳細統計資訊請參閱下表：

93.85%

96.87%

96.77%

的填答者對課程主題表示
滿意

的填答者對課程的實用性
持滿意以上的評價

的填答者表示願意參與接
續的增能課程

28



如何回應學習缺乏陪伴的課題

• 教師利用課餘時間實地家訪

• 將實地課輔轉型為線上課程

• 接待家庭共學的想像

29



福興小學堂的轉型

• 109學年度第2學期原訂為週一至週五每晚6點半至8點半
進行課輔，於五月下旬起改為線上辦理。

• 教學方式為第一節課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教學。

• 由福興小學堂教師和教育學院學士班服務學習同學共同設
計線上教案，分享國英數基礎科目和其他主題活動。

• 第二節課則開放同學們自由問答，同時也讓因疫情在家中
的同學有機會互相接觸，增進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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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接待家庭共學」個案經驗觀察

• 社團隊成員中，恰好有孩子就讀國小低年級，班上同學

有雙親務農，在線上課程期間，無法陪伴孩子學習。

• 主動將務農家庭的二名低年級孩子接來共同學習和照顧，

學習成效良好，且有發展協力互助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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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於未來「數位教學」

的期待（複選）

• 希望老師能夠和孩子約個時間

與孩子在線上互動（64.6％）

• 希望每週每個科目至少能夠有

一節課能實施直播教學（54％）

• 希望指定孩子觀看教學影片要

求作業（42.5％）

• 希望說明每項線上學習資源的

操作模式（41.3％）

32



家長期待大學端透過計畫協助

的共學措施（複選）

• 需要製作更多線上同步或非同步教學課程

供學校和孩子運用（64.6％）

• 開發讓學生更方便繳交作業，解決老師批

改作業的問題（63.2％）

• 協助家長學習操作各類線上學習平台

（46.6％）

• 提供線上課後輔導（44.5％）

• 開設與孩子相處的培力工作坊（32.6％）

• 需要提供孩子們線上聊天室聯絡感情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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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伸性行動設計

• 籌組鄉村教育協力隊：

• 運用線上與實體的混和教學模

式，補位學習成效不佳的問題

• 依各中小學需求和能量選擇參

與，不一定需全程加入

• 織一張可以承接起學習不利學

生的網，降低疫情的衝擊與傷害

• 為未來可能到來的變種病毒疫

情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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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課輔：遠距教學

• 2021年10月起與仁愛鄉仁愛國中、魚池鄉魚池國中共
同推動

• 對象：請學校推薦因疫情受到影響的學生，每校第一階
段先各招收5位，作為試辦。

• 師資：由暨大內部進行招募，並整合教育學院USR計畫、
福興小學堂資源進行培訓

• 辦法：每週上課2次，以Google Meet為平台並邀請資
深教師和研究生作為課堂督導，定期檢視上課日誌

• 情感：除了課程，鼓勵課輔教師書寫信件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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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課輔：實體教學

• 2021年10月起與信義鄉桐林國小共同推動

• 對象：三至六年級的學生，目前以六年級需加強學習進
度和回家功課進度的同學優先，待師資充足後將擴展至
三至六年級

• 師資：由暨大內部進行招募，並整合教育學院USR計畫、
福興小學堂資源進行培訓

• 辦法：每月1次上課，每次3天2夜，由暨大教院USR計
畫和人社中心陳綢慈善計畫共同補助，組織4-6人隊伍
進入桐林國家進行週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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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課輔：學習驗收營隊

• 規劃於寒、暑假辦理1次4天3夜營隊

• 考量山區交通成本，將於仁愛鄉、信義鄉尋找夥伴學校
作為據點，組織偏鄉教育協力隊和外聘講師一同進入，
辦理4天3夜學習慶賀營隊

• 內容包括外語學習、戶外探索、童軍體驗、生涯探索、
國際知能和科學遊戲等，並以課程設計驗收學童學習進
度

• 目前預計以仁愛鄉「發紅力」小學（發祥國小、紅葉國
小、力行國小）和各合作中小學為試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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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教學反思

• 偏鄉設備不是問題，家長能不能給予支持和協助才是問題

• 不要太執著於硬體設備

• 自主學習：你是不是相信自己的學生？

• 學習責任要回歸到學生，老師應扮演的角色是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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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以低風險促成接待家庭共學的可能性

• 接待家庭共學的優點

• （1）學習有儕更認真

• （2）課餘有伴更歡樂

• 接待家庭潛藏的挑戰課題

• （1）較無私人休閒時間

• （2）不確定因素的壓力

• （3）課程現場有沒有需要被

照顧的學齡前幼童，也是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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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 誠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部長在COVID-19爆發

初期所提醒：面對無色無味，看不見的病毒與疫情，我

們必須重新思考並建構新的防疫新生活運動，才能與之

共存生活。

重新盤點日常作

息，趁機汰舊換

新，至入良好習

慣。

重新檢視周遭資

源，排列優先次

序，壯大支援系

統。

重新沈浸生活情

境，享受隨心所

欲，探索多種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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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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