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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旨在了解 2021 年因為 covid-19 停課而進行的自然線上課程的實施成

效，同時從中了解學生在家學習的情形，以作為後續自然線上課程實施調整或改

進的基礎。實驗設計線上 google 表單蒐集 97 位學生於課程實施後的意見自陳並

直接加以分析。 

結果顯示：高達近九成九的學生認為研究者的線上課程教學安排，對於學生

們學習自然科學是有幫助的。有 94.8%的學生們表示和往常一樣，縱使在線上教

學直播仍然很專心聽講。有 88.7%的學生表示從未缺席，能主動且參與每一次的

線上課程。有 86.6%的學生喜歡與研究者進行面對面的教學方式。唯一比較可惜

的是，相較於其他自陳試題高達八成以上的作答反應，只有超過 2/3（76.3%）的

學生對於課堂中所交付的作業能 100%的去完成。而有超過八成（81.4%）的學生

能於課後認真地觀看課堂中所交付並分享的影片。 

  

 

關鍵詞：自然科學、線上課程、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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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 110 年 5 月 17 日星期

一，是那麼平凡的一天，但卻

也是暗潮洶湧著，課堂中一點

名，許多學生缺席了，因為北

部 covid-19 疫情拉警報了……..

近中午，平地一聲雷，新聞：

雙北自明日起高中以下各級學

校「停課」……..（圖一），夠驚

人、夠令人震撼的了！ 

 

這一年，負責教六年級自然

的我，首先得面對的是學生的學

習怎麼辦？雖然 607、609 的孩子們報告完了，但 606、608 和 610 怎麼辦？只差

4 天課程就可以結束了，怎麼會這樣？該怎麼辦？下週預計的小考怎麼辦？期末

考呢？此時腦中有著永無止境的問號，腦中千頭萬緒，萬馬毫無方向的奔騰

著……… 

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線上課程該怎麼上？我該如何教得好

呢？學生可以聽得懂嗎？真的是有史以來第一遭……..我到底

該怎麼辦呢？學生們的課本、習

作本該怎麼辦？是否已經帶回去

了？導師們是否可以幫上忙呢？

（圖二），一到教室就發現大家雖

然在慌亂中，但仍能保持冷靜來解 

決層出不窮問題，不得不佩服東門老師們平常的沉著與毅力！ 

後來知道，原來不是只有我對於線上課程感到焦慮，大家都一樣。首先面臨

圖一 停課新聞 

圖二 學生們待取回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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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問題就是這麼多的線上教學或是聯繫用的軟體，有 ZOOM、LINE、Google 

Meet…..(圖三)到底該使用哪一種？ 

 

   

   

哪一種可以直接聯繫到家長？甚至是學生們會使用的呢？到底線上課程的教學

要如何真正有效的讓學生達到學習的目的呢？畢竟面對面的實體教學和線上教

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實施方式與取向，到底該怎麼辦呢？層出不窮的問題在開始停

課後的前幾天中不斷的浮出檯面，大家始終都在摸索著、討論著，但相同的是，

大家也都在焦慮著、恐慌著、思索著，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個定論…….. 

        而過於突然及倉促的事件發生，也使得硬體設備無法立即到位，即使在

線上購物網站上補充各式各樣的教學設備，也都是大缺貨。突如其來的線上教學

面臨著無奇不有、意想不到的困難，更別說上課內容了？ 

    為了學生們後續的學習，線上教學勢在必行，但大家都沒有做過，雖然接下 

來的 5 月 18 和 19 日，繼續正常上班的我，心中真的是五味雜陳，看著偌大的教

室卻空無學生人影（圖四），但學生的學習是不能停下腳步的，尤其是在教育部 

 

喊出「停課不停學」的指導方針下，縱使硬著頭皮也要上。因此可以知道未來的

圖三 各式各樣的線上溝通軟體 

圖四 寂靜、空蕩蕩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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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不僅要能實際站在講臺上進行教學，更要能進行豐富、多元的線上學習方式、

素材來提供學生更多面向的學習。 雖然這並非一人能力所能及，但至少是一個

重要的起點。 

    而此起點正是透過疫情的方式來加速教師們自我學習及檢視的重要動力，尤

其對長期以來熟悉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們，平常透過板書、資訊融入等與學生面對

面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所有的作業、考卷與學習的素材都是直接交付，而如何透

過虛擬、線上方式的方式來進行各種教學上的指示，對於目前臺灣的教師來說都

是一種挑戰與學習。尤其是此次事發突然，督促著教師們非得要真正行動起來不

可了！不能眼睜睜的坐以待斃，不思改變是會出大事的…….. 

  誠如報導者（The Reporter）所提及，英國在面臨這場突如其來的狀況時，教

師、家長與社會也毫無倖免的面臨到和我們此時一樣的問題，而這也是筆者在此

過程中該積極進行自我檢視的時候了! 

  透過此次的突發事件，對一切都處於摸索階段的筆者而言，十分希望能了解

這段期間學生們在家生活與學習的狀況；也十分想要知道在這短短的線上教學的

時間內，其實施的成效如何？因此，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實驗有以下數點研

究目的，用以了解學生的觀點以及想法，希望藉著以下問題來了解學生對於線上

教學的看法。並據以作為教師修正及調整未來線上教學的重要依據。 

1. 對於此次疫情的看法。 

2. 平常使用電腦的狀況。 

3. 對於自然課採用線上直播教學的看法。 

4. 在家進行自主學習的狀況。 

5. 疫情期間使用電腦狀況。 

6. 在家學習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為了獲得上述的研究目的，因此在筆者線上教學的實施後，本研究中設計了

相關問卷，經過一位大學教授與第一線的教師進行了專家效度的檢視。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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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含六大向度，每個向度計有 7 題的試題，共有 42 題的試題。每一題採用四點

量表來自陳意見或是態度。資料蒐集及其結果皆以 google 表單進行問卷資料的

填寫、蒐集與初步結果的分析。 

 

貳、教學歷程 

課程之初 

由於是首次的經驗，一切都是在摸索階段，但也希望學生們在家學習時能盡 

可能規律的生活，若是無趣的一直和學校一樣的教學，勢必無法吸引學生們對於 

學習的熱忱與興趣。因此在每次有限時間內的

課程安排就顯得十分的關鍵與重要。 

在一般學校課程中，筆者深知學生對 

於課程的注意力十分有限，因此無法全程都只

是不斷地教授課程。尤其在疫情期間，學生需

要更多的關心與陪伴，因此在每次的線上教學

過程中，研究者都會給予適當的關心與叮嚀，

誠如上圖五所示，在每一堂的課程中分別給予

學生不同的刺激與感受，在既定課程進行之

餘，能延伸學生的視野，期盼能將所學盡可能應在生活當中，並對於生活中所獲

得的新聞、消息都能產生批判思考的能力，並能提出自我獨特的見解。這使身為

教師的筆者對於孩子們最大的期待。 

    紅色框線處即此實驗中筆者最主要想要知道的教學成效實施的部分。 

  

圖五 線上教學的實施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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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教學 

在六年級自然課程教學的計畫中，時間至此已屬於最後總結階段，所有既定 

的課程皆已實施完畢，因此也透過線上教學來檢視自編課程實施的成效。 

    因此本實驗主要在透過主題式的教學（圖六橘色處），探討地球上的資源與

為何需要使資源能永續發展的目的，過程中透過國際學者及實現者的經驗，希望

能讓學生們能勇敢作夢，並效法夢想實現的過程。 

 

 

 

 

 

資料分享： 

    疫情期間，利用教師網頁中首頁的「新聞公告」（圖七）即時分派學習任務。

並善用教師教學網頁，將希望學生們觀看的影片透過「好站連結」的方式呈現。

並於線上上課時間進行討論。其相關教學策略如下所示： 

 

 

 

 

 

 

資源與永續性 

主題教學 

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向當代科學家致敬 

Brian Cox(UK) 
科學與生活 

勇敢追夢的 

Boyan Slat(NL) 

圖六 主題教學大綱 

圖七 教師網頁的「新聞公告」 



6 
 

教學策略： 

  除了導入學校本位課程

外，更希望能提升學生們對

於地球的人文關懷與情意的

陶冶，進而能大家手攜手一

起合作、互助愛護地球，達成

地球生物共好的環境。故教

學中，以「自然界的永續發

展」的課程設計為例，並利用

了以下的教學策略來進行課

程的授課，如圖八所示。 

 

策略一、自主學習：  

   課程進行之初，於前一節課先指定自主學習的內容，並將所有相關訊息公

告在教師網頁的「好站連結」上（圖九），讓學生於課餘時間進行影片的觀看與

資 料 的 蒐

集，以避免

在有限的線

上課程中，

花費過多時

間來觀看影

片，虛耗光

陰。首先要

觀看的影片

有 4 部。 

 

圖九 自主學習影片分派 

圖八 教學策略及其相關策略 

再製 
 

實施 

調整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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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隨機提問： 

  為確認學生們的自

主學習有合乎預定的進

度，故以幾個關鍵的影

片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記憶。如：右圖就是

一艘正在清除河道中垃

圾的圖十和圖十一，並隨機提問學生 

這張影片的 5W，2H。透過透定圖片或影片，可以確認學生在家自主學習的學習

進程，更能從隨機提問中，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策略三、創意思考： 

    為何一個當年才 17

歲的荷蘭小子能立下如

此宏願，並將他的夢想逐

一實現呢？值得我們的

孩子們深思，為什麼我們

的教育培養不出這麼有

創意、這麼有勇氣的孩子

呢？我們的孩子擁有優異的表現，但為什麼卻沒有作夢的勇氣呢？所以透過課程

的分享，希望孩子們能主動關心所處的地球，勇敢做夢、追夢。 

 

策略四、資訊融入： 

在此次疫情中，完全落實了資訊融入教學的策略，全程必須透過線上進行教 

圖十 影片學習內容剪影 1 

圖十一 影片學習內容剪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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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收受作業、作業批改、回饋，上課點名等（圖十二），無一不是資訊融入教

學的最佳寫照。過程中也發現師生雙方潛力無窮，遇到事情，大家仍能冷靜以待，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從中也促進了師生雙方良性的互動與交流，這都是始料未及

的。 

 

策略五、笑話分享： 

  若每次都只是沉悶的教學，將無法使學生專注在電腦螢幕上，因此延續實體

課程中不定期穿插笑話的方式，來提高學生對於線上課程的注意力與參與度，甚

至最後交由學生來分享笑話，使得課堂中不時會出現笑聲，甚至讓沒有專心參與

的同學們，都拉回注意力了，成效果然還不錯（圖十三）！ 

例如：歡樂、會積陰德的聖誕餅 

今天是聖誕夜，一大早排隊買早餐的人比平常還多， 

輪到我的時候，點了一份燒餅油條。 

結果老板居然跟我說：「我們有聖誕餅！」 

內心深深覺得現在的早餐業者真的是太用心了！ 

接著點了一杯冰豆漿，老闆又說：「要不要歡樂的？」 

當然好，真的讓我內心充滿驚奇！ 

老闆又開心了補了一句話，我們的豆漿是「會積陰德的呦 !」 

天啊！現在的早餐店需要做到如此「佛系」嗎？ 

結果來了一份「蛋餅、非基因黃豆的熱豆漿！」真的是「我的老天鵝啊！」 

圖十二 學生線上上課實際剪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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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六、你我共好 

  由於此次的線上教學係屬突發狀況，一開始師生都是手忙腳亂，但隨著線上

課程的進行，也讓雙方漸漸摸索出適合彼此的上課方式。在學生方面，學生適應

了新形態的教學方式，有更多的方式去進行學習，而非只透過單純的學校上課，

更能從中依循教師的引導，進行更多知識的搜尋與理解，這不但擴增了學生學習

的廣度與深度，還能從中引領學生走出校園，放眼世界。這個影響只是個初步，

但卻是深遠的。此外，線上教學的方式也讓家人從中參與了教師的教學，無形中

促進了親師雙方面的了解，讓家長們知道教師教學的素養與態度，這無非是對教

師教學最好的詮釋。而在教師方面，除了更精進了本身資訊融入教學的素養外，

更開始跳脫框架、擺脫傳統的授課方式，有了對於教學更多的理解，並有助於多

元教學策略的運用，促使筆者開始閱讀國外的相關研究報告等，這無非是一場快

速的進階學習，既衝擊、卻也極富效率的教學革命。 

施老師： 

謝謝你在國小六年級時用心教導我自然科學。

你在上課時的笑話，總是可以讓我們不知不覺

得背出重要的重點，我會想念你的幽默的！  

2021, 06,15  宇漢敬上 

學生的禮物：透過導師轉交的防疫面罩 

圖十三 來自學生，令我感動的禮物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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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此理念所設計的教學策略中，研究者嘗試充分的自我備課，所設計

的課程期待能對於三方都有所助益。而這些課程的實施都有賴於平常在校與學生

良性的互動與交流下，所產生的交互作用與其結果。 

 

策略七、自發互助 

在以往的教學中，學生常常習慣有問題就求 

助於教師，除了在實驗課中學生們還能互相、彼此學

習、合作外，大部分時間真正鎖定在學習上的主題是

十分有限的。但在線上教學中，學生能按教師的主題

引導，使得學生能按照自我的能力與進度去進行知識

的搜尋與吸收，所以在線上課程中，能力強、進度快

的學生能充分地分享所學，並回答學習進度較為落後

者的問題，或於課後同學間私下進行討論與學習（只

不過在線上常常會因為討論過於踴躍，而產生了吵雜、 

各自表述，甚至離題的情形，圖十四）。 

 

參、 實施成果分析 

本研究採自行編製研究工具的方式，用以了解學生在疫情停課期間對於在 

家自學與線上課程學習的看法。共分為六個向度，每個向度計有七題來進行調查。

由於疫情停課期間無法發放紙本問卷，於是採上限上填報的方式，google 表單方

式逐題呈現問題，並讓學生自主填答。試題分析也採用 google 內建的一般敘述

統計方式呈現，整個過程充分體現資訊融入的概念。 

 

 

 

圖十四 學生線上上課實際剪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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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一：在探討學生們「對於疫情的看法」： 

  在此向度中，有近 69%的學生覺得 5/17（一）那一天突然宣布停課，心中覺

得「好棒，可以不用上課了！」對於沒辦法去學校學習、上課，有超過七成（72.1%）

的學生心中是充滿擔心而且焦慮的。而仍有超過半數(68%)的學生，在此段時間

在家中的作息和平常上學時是一模一樣的。而有防疫觀念的家長及孩子們，有高

達 92.8%的學生們變得都宅在家、不出門了。所幸如此良好的防疫觀念及自我管

控的情形下，98%的學生和家人的身體狀況都很好，健康如常。並且有 63.9%的

學生們會每天關

注疫情消息，毫

無遺漏。其中比

較令人憂心的是

問題第七題有近

七成（69%）的學

生們認為臺灣的

疫情消息已經嚴重影響到學生本身的學習情緒（圖十五）。 

 

向度二：主要在調查學生「平常使用電腦狀況」 

    學生們平常使用電腦的頻率與狀態一直都是研究者最為感興趣的一環，從中

想要了解家長們的態度與學生們使用電腦的實際狀況。從此次調查中，發現在疫

情之前，有近五成五（54.7%）的學生會每天使用 3C 產品（含電腦、平板和智慧

手機等）上網，有 83.5%的學生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找資料完成作業用；但有 78.3%

的學主要是為了打電動、玩遊戲；而主要和同學聯絡感情的則占了 64%。由結果

可以知道學生使用電腦的目的是多重功能性、多面向的。 

圖十五 結果~第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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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長對於孩子

們使用電腦等 3C 產

品的態度方面，從學

生們的回答中可以知

道，家長們態度頗為

開 放 ， 超 過 七 成

（71.2%）家長完全不

會禁止孩子們使用 3C

產品上網（圖十六）；

所幸有 80.4%的家長

會限制孩子們使用 3C

產品上網的時間（圖

十七）。而在學生的自

陳量表中，有近七成五（74.2%）的學生表示自己非常喜歡 3C 產品，沒有它不行。 

 

向度三：重點在瞭解「對於自然線上直播教學的看法」 

    在此次的線上教學

中，由於是首次的嘗試，

身為教學者的研究者，

帶著忐忑不安的情緒，

憑藉著平日與學生們良

好的互動，期待在線上

課程中也能有不錯的教

圖十六 結果~第十二題 

圖十七 結果~第十三題 

圖十八 結果~第十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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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質。在學生

的自陳量表中，

竟有高達近九

成九的學生認

為研究者的線

上課程教學安

排，對於學生們學習自

然科學是有幫助的（圖

十八）。而在上課專注度

上，學生們表示和往常

一樣，縱使在線上教學

直播仍然很專心聽講，其

比例也近 95%（94.8%）（圖

十九）。 

    在課程參與度上，有

88.7%的學生表示從未缺

席（圖二十），

能 主 動 且

參 與 每 一

次 的 線 上

課程。 

    而 相

較於有距離

圖十九 結果~第十六題 

圖二十 結果~第十七題 

圖二十一 結果~第十八

題 

圖二十二 結果~第十九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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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課程，則有 86.6%

的學生喜歡與研究者進

行面對面的教學方式

（圖二十一）。唯一比較

可惜的是，相較於其他

自陳試題高達八成以上

的作答反應，只有超過

2/3(76.3%)的學生對於課堂中所交付的作業能 100%的去完成（圖二十二）。而有

超過八成(81.4%)的學生能於課後認真地觀看課堂中所交付並分享的影片（圖二十

三）。 

    而在經過約一

個多月的線上課程

後，則有 86.6%的學

生期待能回到學校

來上課（圖二十四）。 

 

 

向度四：主要在了解學生於課後「自主學習的狀況」 

    由於學生在家時間變長了，於線上教學課後，學生可以自由分配的時間相對

也變多了，因此很好奇學生們對於這些時間是如何安排、規劃的。 

   在學生們的作答反應中，只有約近六成四（63.9%）的學生們雖然沒有筆者在

身邊，仍會每天撥出時間進行自然科學的學習。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有超過 80%

（80.4%）的學生對於自然課文中所提及的內容，若有不懂的地方，通常會搜尋

資料主動學習。不過只有不到六成（58.8%）的學生對於自然科學有著濃厚的興

趣，這一部份是值得研究者將來繼續努力的方向之一。另外，只有 65%的學生們

圖二十三 結果~第二十題 

圖二十四 結果~第二十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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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課本內容外，會額外花時間去了解其他自然相關知識。 

    而在學生的自陳意見中，只有 35%的學生從這次停課的經驗知道，他們喜歡

自然領域的自主學習勝過學校課程學習，是否表示學校自然課程的學習仍是他們

喜歡的主流方式，這非常值得後續探討。 

    常常聽到「考試引導學習」，所以挺好奇學生們在已近學期末，不用考試的

情況下的學習狀況，所幸仍有 66%的學生們仍不忘學習，雖然不用考試，但還是

會替自己安排自然學習的進度。 

    而最後一點，筆者也想知道所推薦的影片對學生們學習上的影響。有近九成

五（94.9%）的

學生表示，研

究者所推薦的

影片，頗能提

供學生自主學

習的方向、並

擴張了其視野

（圖二十五）。 

 

向度五：主要在調查學生們在「疫情期間使用電腦的狀況」 

 在疫情期間，很好奇學生在這段期間使用電腦的狀況，從其自陳意見中可 

得知，疫情期間

除了線上教學課

程外，有 83.5%

的學生仍會每天

使用 3C 產品上

網。主要有超過

七成（70.1%）

圖二十五 結果~第二十八題 

圖二十六 結果~第三十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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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目的是為了找資料完成作業用；打電動、玩遊戲的有 49.5%；而有 70.1%

的學生會利用上網來和同學聯絡感情。只有 23%的學生表示疫情期間爸媽完全

不會禁止他們使用 3C 產品上網。也只有三成二的學生認為在疫情期間越來越喜

歡使用 3C 產品上網了，沒有它不行。不過倒是有 78.4%的學生在使用 3C 產品

上網進行學習時，會主動定時讓眼睛休息（圖二十六）。 

 

向度六：主要在了解學生們疫情「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在此向度中，有超

過四成（41.2%）的父母

都是居家辦公的。而有

62.9%的學生表示在家

進行學習，當有任何困

難時，主要都是由爸媽

從旁協助。而有近六成

（59.8%）的學生認為在防疫

期間，他們和爸媽的感情更好

了。反應在課業上，有 44.2%

的學生表示在家期間會因為

課業的學習，常和爸

媽衝突、有摩擦（圖二

十七）。而生活習上的

摩 擦 則 不 到 四 成

（ 38.2% ）（圖二十

八）。且有近八成

（79.4%）的學生在家

圖二十七 結果~第三十九題 

圖二十八 結果~第四十題 

圖二十九 結果~第四十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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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會主動分擔家務，降低爸媽的負擔。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只有 48.4%的學

生認為居家期間，爸媽隨時在旁一起學習，有提升了學習成效（圖二十九）。這

一點頗耐人尋味！  

 

肆、 結論與省思 

在學期末的課程上，為配合課程的實施，主要著重在情意方面的陶冶。而在 

為期約一個月實施線上課程中，內心的衝擊真的是驚滔駭浪般的刺激。從不知如

何是好的手足無措，到最後完整的完成所有課程，真是經歷一次血淋淋般的學習

與成長。根據此次線上教學的成效與調查，相關結論與想法如下所示： 

結論 

學生們對於問卷六大向度的看法分別如下： 

1. 有超過七成（72.1%）的學生對於沒辦法去學校學習、上課，心中是充滿擔心 

而且焦慮的。而超過半數(68%)的學生，仍可以維持如常作息。有高達 92.8% 

的學生們變得都宅在家、不出門了。所以有高達 98%的學生和家人的身體狀 

況都很好，健康如常。而有 63.9%的學生們會每天關注疫情消息，毫無遺漏。

其中比較令人憂心的是問題第七題有近七成（69%）的學生們認為臺灣的疫情

消息已經嚴重影響到學生本身的學習情緒。 

2. 此次調查中，疫情前有近五成五（54.7%）的學生會每天使用 3C 產品（含電

腦、平板和智慧手機等）上網，有 83.5%的學生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找資料完成

作業用；但有 78.3%的學主要是為了打電動、玩遊戲；而主要和同學聯絡感情

的則占了 64%。由結果可以知道學生使用電腦的目的是多重功能性、多面向

的。而家長對於孩子們使用電腦等 3C 產品的態度方面，有超過七成（71.2%）

家長完全不會禁止孩子們使用 3C 產品上網；但仍有 80.4%的家長會限制孩子

們使用 3C 產品上網的時間。而在學生的自陳量表中，有近七成五（74.2%）

的學生表示自己非常喜歡 3C 產品，沒有它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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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學生的自陳量表中，竟有高達近九成九的學生認為研究者的線上課程教學

安排，對於學生們學習自然科學是有幫助的。近 95%（94.8%）的學生們表示

縱使在線上教學直播仍然很專心聽講。在課程參與度上，有 88.7%的學生表示

從未缺席，能主動且參與每一次的線上課程。相較於有距離的線上課程，則

有 86.6%的學生喜歡與研究者進行面對面的教學方式。唯一比較可惜的是，相

較於其他自陳試題高達八成以上的作答反應，只有超過 2/3(76.3%)的學生對

於課堂中所交付的作業能 100%的去完成。而有超過八成(81.4%)的學生能於課

後認真地觀看課堂中所交付並分享的影片。而在經過約一個多月的線上課程

後，則有 86.6%的學生期待能回到學校來上課。 

4. 而學生在家的時間分配上，只有約近六成四（63.9%）的學生們雖然沒有筆者 

在身邊，仍會每天撥出時間進行自然科學的學習。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有超過

80%（80.4%） 的學生對於自然課文中所提及的內容，若有不懂的地方，通常

會搜尋資料主動學習。不過只有不到六成（58.8%）的學生對於自然科學有著

濃厚的興趣，這一部份是值得研究者將來繼續努力的方向之一。另外，只有

65%的學生們除了自然課本內容外，會額外花時間去了解其他自然相關知識。

而在學生的自陳意見中，只有 35%的學生從這次停課的經驗知道，他們喜歡

自然領域的自主學習勝過學校課程學習，是否表示學校自然課程的學習仍是

他們喜歡的主流方式，這非常值得後續探討。常常聽到「考試引導學習」，所

以挺好奇學生們在已近學期末，不用考試的情況下的學習狀況，所幸仍有 66%

的學生們仍不忘學習，雖然不用考試，但還是會替自己安排自然學習的進度。

而最後一點，筆者也想知道所推薦的影片對學生們學習上的影響。有近九成

五（94.9%）的學生表示，研究者所推薦的影片，頗能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方

向、並擴張了其視野。 

5. 疫情期間除了線上教學課程外，有 83.5%的學生仍會每天使用 3C 產品上 

網。主要有超過七成（70.1%）的學生目的是為了找資料完成作業用；打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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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遊戲的有 49.5%；而有 70.1%的學生會利用上網來和同學聯絡感情。只有

23%的學生表示疫情期間爸媽完全不會禁止他們使用 3C 產品上網。也只有三

成二的學生認為在疫情期間越來越喜歡使用 3C 產品上網了，沒有它不行。不

過倒是有 78.4%的學生在使用 3C 產品上網進行學習時，會主動定時讓眼睛休

息。 

7. 在此向度中，有超過四成（41.2%）的父母都是居家辦公的。而有 62.9%的學 

生表示在家進行學習，當有任何困難時，主要都是由爸媽從旁協助。而有近

六成（59.8%）的學生認為在防疫期間，他們和爸媽的感情更好了。反應在課

業上，有 44.2%的學生表示在家期間會因為課業的學習，常和爸媽衝突、有摩

擦。而生活習上的摩擦則不到四成（38.2%）。且有近八成（79.4%）的學生在

家期間，會主動分擔家務，降低爸媽的負擔。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只有 48.4%

的學生認為居家期間，爸媽隨時在旁一起學習，有提升了學習成效。 

 

省思 

1. 平日即重視與學生們間的雙向溝通： 

感謝與這一屆孩子們的相遇，尤其是能與如此優秀導師們的合作，這真是我

教職生涯中難以忘懷的回憶。有心的導師教出有同理心、貼心的孩子，在平

時上課中可以深深的感受著，也因此有助於後續的線上課程，並未因為距離

的阻隔而影響到孩子們與我之間的情誼，使得相關工作能順利進行著，謝謝

這群可愛的孩子們！ 

2. 初次的手忙腳亂，刺激了後續的調整： 

此次的疫情不知何能終結，但經過此次的經驗，在心理及實際課程的準備與

實施上都有了一定的認知與了解，有助於平日在實體教學時就能未雨綢繆，

讓彼此雙方都有心理準備，及對於準備工作都有了更具體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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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課程設計的不易，需要日積月累的努力： 

從此次線上課程中，發現其教學成效的評估完全與實體上課有著截然不同的

取向與難度，相關課程的研發真的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與開發，尤其根據英

國的經驗告訴我們，線上課程常會加速學習成就或是動機較低落的孩子們學

習上的惡化，因此這是值得未來教育界共同思考的問題。 

4. 原本的「起初」竟成為一種無限的可能： 

當初會在線上課程結束有此一想法來進行實驗的原因，不過是希望知道自己

在首次實施線上課程的成效如何，起源於一個動機，礙於時間因素(學生已畢

業)，無法有較為完整的研究呈現，例如：質性的測驗、感想、心得等。但時

至今日（111/05/03）臺灣的疫情似乎又在急速加溫中，然而此時的我心中已

然淡定，已可以再次面對突發的停課、線上課程，這是我始料未及的，相關

工作已然就緒。在此也祈求大家都能順利通過此一嚴苛考驗，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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