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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的盛

行為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防疫工作拉開人與人的社交距離，

也迫使人們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及學習型態。這場與病毒對抗的

艱難的戰役，導致了教育領域必須緊急轉變，用各項遠距教學的技術

及管道來面對挑戰。教學模式的改變是擴大了原有教育差距的危機，

抑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一個轉機？本文透過蒐集疫情期間屏東縣（以

下簡稱本縣）國中小教育相關資料並探討教學模式之因應作為，以瞭

解疫情對教育的影響層面。 

貳、疫情下的校園概況 

疫情爆發至今已逾 3 年，期間歷經 110 年中之三級警戒時期，全

面暫停實體課程外，教育部亦在考量疫情發展、疫苗覆蓋率、校園健

康安全、學生受教權益與家長照顧負擔等因素下，滾動訂定停課標準，

面對充滿變數的疫情，校園環境安全亦受影響，在這期間本縣積極配

合中央政策推動校園疫苗接種作業，強化孩童保護力，並確保校園環

境之安全防護。 

一、師生確診人數及停課概況 

我國於 109 年初發現首例境外移入案例，並從零星個案到本土疫

情爆發，本縣國中以下學校於 111 年 6 月底止，累積確診人數 12,118

人，其中學生 11,012 人，老師 1,106 人，部分班級暫停實體課程，共

計影響 44 校，占全縣國中小校數近 2 成。 

二、校園疫苗覆蓋率增加，學童保護力 UP 

為有效控制疫情，我國自 110 年 3 月起實施首波疫苗施打，同年

9 月開放 BNT 疫苗提供 12 歲至 17 歲學生施打，111 年 5 月 30 日起

針對 5 歲至 11 歲孩童施打疫苗，當時本縣之接種率為 64.6%，遠遠

高於全國平均接種率 37.2%。截至 112 年 7 月 30 日止，本縣 5 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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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歲學童完成第 1 劑及第 2 劑接種率分別為 87.4%及 72.1%，皆較全

國平均接種率 82.6%及 64.9%，高出 4.8 個及 7.2 個百分點（圖 1）。 

 

 

  

 

參、疫情對教育之影響 

因應疫情發展出遠距教學，以落實停課不停學政策，面對新型態

的教學模式，教師、學生及家長皆面臨很大的衝擊。對教師而言，從

未具備相關經驗，線上教材的準備、電子產品的使用及學生的控管與

互動是較大的難題；對學生而言，線上課程因無教師及家長即時監督，

在面對 3C 載具時容易分心並對學習產生懈怠；對家長而言，擔心小

孩成績跟不上，視力、體能及健康受影響，而如何安排小孩的照顧及

課後活動也是一大課題。 

根據台灣趨勢研究公司所辦理之「第三級警戒下防疫新生活調查」

之結果，有高達 65.5%的家長認為孩子利用線上學習成效不佳，只有

5.4%家長認為線上學習比實體課程成效來得好，顯示家長對於線上學

習的學習成效存有很大的疑慮。對於偏鄉或弱勢家庭而言，可能會受

到載具設備不足、缺乏個別指導及同儕學習、家長無法及時關注等因

素影響學習成效。 

圖 1  屏東縣 5 歲至 11 歲完成接種率 

說    明：111年 5月 30日以前為 6 歲至 11歲。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第一劑接種率 第二劑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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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聯合國出版的「政策簡介: COVID-19 疫期教育及展望」，

指出疫情對教育以外的其他嚴重影響，包括學校供餐和其他營養服務

將受中斷，以及教育機構停課加劇了暴力侵害風險等。 

本節以相關統計資料及研究報告，檢視疫情對本縣國中、小學生

之學習、視力、體能，以及衍生的相關影響。 

一、學習成績 

學習檢測成績是一個綜合性、相對性之評核結果，可以做為未來

教學方向參考，透過本縣參加臺中教育大學辦理之縣市學生學力檢測

結果觀察，109 年至 111 年本縣學童之國語文檢測成績差異不大，且

在三年級與五年級呈現微幅縮小落差之趨勢；數學檢測成績近 3 年亦

變化不大，惟七年級的數學檢測成績逐年進步；相較國語文及數學，

本縣 111 年學童英文檢測成績，五年級與七年級均有明顯之進步，與

全國平均答對率差距縮小。 

為降低疫情對於學習之衝擊影響，本縣各校規劃「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停課期間課程調整暨復課後補課及評量實施計畫」，以落

實停課不停學政策，綜觀本縣 111年檢測成績，與全國比較之下，受

疫情影響有限，還有翻轉之現象，值得觀察與繼續努力。 

二、視力、體位及體適能 

本縣 108 至 110 學年度國中小視力不良率雖均逐年增加，但 111

學年度則分別反降至 62.5%及 36.7%，相較 110 學年度各下降 2.1 個

百分點及 0.6 個百分點。又本縣國中小體位方面，111 學年度相較於

110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略為下降，優於 110 學年度；體位適中比率

上升，亦優於 110 學年度。觀察 108 至 111 學年度體位過輕比率數

據，有逐年上升趨勢，是未來應持續關注的體位狀況（表 1）。 

另觀察 108 至 110 學年度體適能資料，本縣 110 學年度國中小男

生及女生在體適能總評中，待加強比率均較 109 學年度增加，且增幅

皆達 3 個百分點以上，其中以國小女生待加強比率 49.6%，增 8.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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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點為最高，需加強注意改善（圖 2）。 

 

 

  

 

 

 

 

圖 2  屏東縣國中小體適能-待加強比率 

表 1  屏東縣國中小視力及體位概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及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教育部。 



5 

 

三、親子衝突略增 

受疫情停課影響，學生在家時間拉長，造成學生及家長間摩擦增

加，依據家扶基金會《疫情下的兒少照顧問卷調查》結果，疫情下親

子相處時間平均每天增加約 7 小時，以致家長育兒與工作壓力倍增，

51.4%表示易有負面情緒，53.5%表示親子衝突增加，而停課期間女性

照顧者與孩子相處平均增加的時間是男性的 1.24 倍，女性照顧者負

面情緒與衝突增加的比率亦較男性高。 

四、相關資源及補助情形 

本縣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浪潮，積極調配本縣所有資源，盡力維

護學生權益。學習方面，學生家中若無數位學習設備，可向學校借用，

避免影響學習權益。本縣計有 6 區中心學校，負責處理國中、小學校

因疫情需借用行動載具、4G SIM 卡及無線網路分享器等設備之需求，

累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借用行動載具 30 台，4G SIM 卡 560 片，

以及無線網路分享器 408 台。另符合本縣經濟弱勢學生者，保障停課

不停餐，可申請午餐費補助，每餐最高補助 65 元，供餐方式可至商

家簽名領餐、領取餐劵至商家取餐、到校簽名領餐等，疫情間共補助

2,651 人（國中 698 人，國小 1,953 人）。 

肆、後疫情時代，教學模式之再精進 

後疫情時代，數位學習的需求仍在持續發展，並成為輔助日常教

學的常態模式。除了硬體設備的增設，須優先考量偏鄉及弱勢家庭外，

應持續思考數位教學的新模式，整合一個完整教育平臺，利用網路便

利快速的優勢，增加鼓勵參與的功能，強化互動性與學習樂趣，進而

降低學習距離感，有效提高學習動機，補足數位學習的缺陷。 

一、積極弭平數位學習落差 

為落實一生一平板政策，截至 111 年底由本縣各項計畫加上教育

部「生生用平板政策」補助共計 28,018 臺，目前已滿足偏遠地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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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 1 人 1 臺學習載具，及非偏遠地區學校依據班級總數每 6 班配發

1 班學習載具之需求；另 107 年至 109 年前瞻計畫共補助 1,615 台 75

吋顯示器供學校使用，有助於數位學習環境之提升（表 2）。 

 

 

二、科技輔助學習，推廣多元課程 

為平衡城鄉文化刺激差距及系統化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本縣

自 108 年加入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先導縣市」，至 111 年底，

計有 114 所學校加入。另本縣於 108 年協助教育部推動「因材網」數

位學習平臺，期從軟硬體完善建構行動學習環境。經本府教育處統計，

107 年至 111 年本縣學生學習總時數為 97 萬 8,863 小時，其中 110 年

及 109 年分別較前一年增加 28 萬 245 小時（增加 1.8 倍）及 14 萬

2,640 小時（增加 10.9 倍），顯示本縣使用因材網績效有目共睹（圖

3）。 

此外，本縣於 110 年暑假期間首次推出「暑期雲端營隊」，規劃

推出 148 場線上學習，主題涵括外師教英語、原民部落特色、科學與

科技、程式設計、天文觀星、海洋教育、戶外探索及各學習領域議題

等，提供多元課程供學童學習。 

 

項目 合計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平板電腦  28,018  －  － 2,602 1,272 24,144 

75 吋顯示器 
  1,615  889 237 489 － － 

表 2  屏東縣提供學習載具數量 
單位:臺 

說    明：數量依建置完成年份歸類。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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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知能 

為提升教師資訊融入教學之能力，本縣辦理數位學習工作坊（A1

及 A2）及數位素養研習。其中 108 年至 111 年數位學習工作坊（A1

及 A2）共辦理 334 場次，計 8,300 人次參加。教育部規劃每年每縣市

教師完成率須達 25%，至 113 年須達 100%，本縣教師完成率至 111

年已達 90%；另數位素養研習於 111 年共辦理 10 場次，計 250 人次

參加，教育部規劃每年度縣市教師完成率須達 10%，至 114 年須達到

40%，本縣 111 年教師素養研習完成率已達 13%，未來將持續提升教

師參與比率，以提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知能。同時透過充實學校教

學軟體及數位內容，提供教師備課便利性與提升教學多樣性及引導學

生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成效（表 3）。 

 

圖 3  屏東縣因材網學習概況 

說    明：「因材網」係教育部所建置之教師適性教學輔助平臺，除提供個人化 

學習路徑，亦具備極佳的診斷測量工具，能有效改善學生學習與教師 

教學效能。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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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建議 

防疫時期教學以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是最主要的因應措施，這也

是未來教育的重要型態，學校藉此達成了「停課不停學」教學目標，

然而缺少了真實互動，師生間、同儕間交流機會減少，缺乏實體溝通

與討論的機會，人與人的距離也越來越遙遠，甚或城鄉貧富的差距也

擴大了教育上的懸殊。 

學校應持續不斷追蹤親師生的學習狀態、心理健康，以及家長學

生間的親子關係，設計問卷長期關注瞭解教學或學習的困境及心理情

緒問題，亦可讓受訪者自我檢視、反饋，以利第一時間發現異常，避

免因各種壓力造成心理疾病以及親師或親子衝突。 

期許本縣面對疫情下學習樣態改變所造成的衝擊，能轉化成新契

機，開創教學新格局，營造更優質教育環境，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

健康，引領孩子迎向曙光，更有自信地向前行。 

 

 

 

 

 

總計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場次 334 2 3 138 191

人次 8,300 110 155 2,919 5,116

場次 10 - - - 10

人次 250 - - - 250

研習課程

數位學習工作坊

(A1+A2)

數位素養研習

表 3  屏柬縣教師增能研習課程 

說    明：A1數位學習工作坊課程重點為科技輔導自主學習概論及平臺介紹(含數位教學 

指引導論)，而 A2數位學習工作坊課程重點則為數位學習平臺應用(平臺操作 

及教學模式應用)。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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