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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流行下的教師生活與工作：
一位基層教師的自我省思

葉明政

摘要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迅速襲捲全球，世界上多數學校已暫時關閉。臺灣雖

仍維持學校運作，但疫情仍擾亂了我們的學校生活。在這段期間，與學校活動有關

的各種運營問題常引發爭議，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何影

響我們的專業生活。身為臺灣基層教師的一份子，本文屬於個人針對防疫期間現場

觀察的反思，分析範圍涵蓋：一、線上補課演練；二、疫情之後未來課程內容的調

整方向。最後，筆者呼籲更多基層教師能分享彼此回應新型冠狀病毒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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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er’s Life and Work During the 2020 COVID-19 
Pandemic: A Frontline Teacher’s Self-Refl ection

Ming-Cheng Yeh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has rapidly swept 

through the globe, and many schools worldwide have closed. Although Taiwan has kept 

schools open, but the COVID-19 still has disrupted the daily lives of schools in Taiwan. 

There were controversies over various operational issues in connection to school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educators had to rethink how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s affecting our 

professional lives. As a frontline teacher,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themes that refl ected 

from my on-site observation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1) online make-up classes 

drills; (2)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djustment after COVID-19 pandemic. Finally, I call 

on more front-line teachers to share their educational stories on their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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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年12月上旬，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群聚感染現象；2020

年1月23日，武漢市宣布封城，但疫情已傳播到中國其他省分；其後更開始跨境擴

散，全球各地陸續出現相關病例，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迅速攀升。2020年1月30

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這波疫情為國際關注的

緊急公共衛生事件；2月11日，WHO將該項肺炎疾病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

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1；3月11日並宣布

疫情已達全球大流行（pandemic）。截至5月24日，計有188個國家或地區向WHO

通報5,204,508例確診病例，導致約337,687人死亡（WHO, 2020）。就傳染病歷史

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不到兩個月時間，就成為跨國境和洲際的全球公共衛生

危機，聯合國秘書長A. Guterres形容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

（“Coronavirus: Greatest Test Since World War Two,” 2020），衝擊各國人民日常生活

甚巨。

就教育系統來說，許多國家不得不採取關閉學校之措施，阻斷教師與學

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面對面社會接觸，以遏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Viner et al., 

2020）。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20）2020年4月1日的統計，全球計有194國家或地區

關閉學校，1,598,099,008位學生受到影響，占全體學齡兒童與在學青年總數的

91.3%。尤其，部分國家與地區處於長期停課，復課時間遙遙無期，負面效應實難

估計。

相較其他國家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擴散與失控，臺灣於第一時間主動檢疫，將

多數新冠肺炎病毒遏阻於邊境；再利用新興資訊科技彙整、分析防疫大數據，一方

面輔助政府決策，一方面即時向民眾說明疫情發展，讓國人普遍提高防疫意識，

使得臺灣確診病例遠低於鄰近國家，防疫成效初步獲得國際肯定（Wang, Ng, & 

1  早在WHO正式命名之前，臺灣媒體與民間即以「武漢肺炎」來指稱這項新興肺炎疾病，但引
起些許爭論。事實上，疫情剛爆發時，中國官方媒體也曾使用「武漢不明肺炎」或「武漢病

毒性肺炎」等字眼（劉紹華，2020）。本文則視行文前後脈絡、忠於引述原始資料之需要，
交替使用「新冠肺炎」或「武漢肺炎」等詞，反映這個疾病名稱命名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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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2020）。因此，正當全球學生陷入失學潮之際，臺灣是少數維持學校正常運

作的國家，校園裡僅有零星確診案例（Mokhtar & Gross, 2020）。話雖如此，新冠

肺炎仍對臺灣各級學校活動產生影響，例如：高中以下學校寒假開學日延後兩週、

大學指考日程異動、國中教育會考命題範圍調整、各校實施體溫量測與門禁管制、

校園內需落實勤洗手、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暫停群聚活動與校際競賽等。

無論是校長、教師、家長，甚至是學生，這段期間無不戰戰兢兢面對各項校園防疫

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預計短期內無法平息，其對教育的衝擊仍在持續增強之中。面對

教育史上罕見的特殊事件，曾任全美教育研究協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主席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Wells（2020）提出呼籲：

「疫情迷茫的時刻也正創造了機會之窗，讓教育工作者可以重組（regroup）、重

構（reframe）和重新想像（reimagine）教育專業」。正是有感於這一點，筆者不

揣簡陋，試著提出疫情期間對教育現場的幾點觀察與思考，希望能為這段歷史留下

隻字片語，更可為未來見證歷史。

貳、疫情下的教師生活

2020年1月初，校園裡上上下下都忙著準備期末考試，媒體已經披露中國武

漢有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群聚感染現象。筆者向來有與學生分享社會時事（current 

events）的習慣，當看到媒體標題「疑似SARS2」的字眼時，心中馬上想起17年前

自己與SARS的特殊連結。2003年5月，筆者與內人剛舉辦完婚禮，隨即出國蜜月；

離臺前，在機場留下一張口戴N95口罩的紀念照。某個下課前的空檔，筆者特意找

出這張照片，向學生訴說當年臺灣經歷過的失序生活與不安心理。當天午餐時間，

還選播公共電視《SARS追追追》紀錄片，與學生一同了解SARS病毒的起源與傳

播。這群在2009～2010年間出生的國小四年級孩子，多數人事後在日記中表示是第

一次知道SARS病毒，對於SARS病毒隨著旅遊、社交等途徑散播而造成流行留有深

刻印象。就這樣， SARS走進筆者與學生的教室，更開啟後來這段時間筆者與孩子

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對話。

2月2日，當政府宣布因應疫情將延後開學，頓時間學校同仁群組、班級家長聯

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譯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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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網馬上掀起各式發問與討論，大家都在問：「面對疫情該做哪些準備？」政府部

門隨著疫情發展，不斷更新政令文件與防疫要求，即使是寒假期間，學校行政人員

常態性加班擬定應變計畫、盤點與採購防疫物資；筆者除了協助學校向家長們轉達

相關防疫訊息，三不五時還要調查每一位學生及其同住家人的旅遊史、處理家長的

疑問與需求。開學前，發放防疫物資、消毒學校環境、規劃學生到校動線、演練體

溫量測及發燒隔離後送流程等繁瑣工作，也讓筆者與同仁忙到人仰馬翻。

2月25日，在緊張又略帶興奮的氣氛下，筆者與班上學生見面了，共同迎接新

學期的到來。身為班級導師，消毒教室、幫學生記錄體溫、督促孩子戴好口罩、加

強宣導勤洗手、提醒保持合宜的社交距離等工作，變成這段時間教室生活的常態。

回到課堂教學，一有機會筆者還是引介合適的圖片故事和孩子交換自己對疫情的

觀察與感受。例如，Broom（2020）選輯多幅被迫停學在家的國外學生畫作，這些

作品揭露了孩子們對於疫情的內心想法與感受；在臺灣，也有國小教師發起「畫

出戴口罩的自畫像」活動，希望為百年大疫留下強而有力的圖像見證（江志雄，

2020）。筆者除了與班上學生共同欣賞與討論這些畫作，也請孩子書寫兩篇疫情日

記、畫下自己戴口罩的自畫像。

更重要的是，這段時間臺灣社會瀰漫凡事皆需超前部署（early preventative 

measure）的氛圍，教育界最典型的超前部署當屬要求教師進行線上補課演練。筆

者服務學校位於城鄉交界之處，全校有9班，學生168人，規模不大。校內雖有一位

資訊課科任教師，但沒有專職的資訊組長，由擔任四年級導師的筆者同時兼辦學校

的資訊業務。翻開個人的工作紀錄，防疫初期在原本的教學工作之外，筆者還投入

幾項線上補課的準備工作：一、參與兩場資訊組長會議，學習使用Google Hangouts 

Meet視訊系統3；二、利用兩個週末時間參與校外研習，主題聚焦於自主學習與線

上學習的關係；三、開設三場校內研習，教導校內同仁使用Google Hangouts Meet

視訊系統；四、修改學校網頁系統，依照教科書版本彙整全校網路學習資源列表；

五、學校辦理三場學生視訊朝會時，筆者參與了事前準備與現場支援工作。最後，

4月春假結束後，臺灣疫情產生微妙變化，各界擔心連假旅遊形成防疫破口，拉高

了防疫警戒程度，配合宜蘭縣政府的要求，筆者在第二週週末（4月10日晚間至12

日）與班上學生及家長實際進行三場線上補課演練；演練之前，還調整當週課程，

3  宜蘭縣國中小因長期使用Google相關服務，此次線上補課亦推薦轄下學校使用Google 
Hangouts Meet視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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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移兩節課做演練前的準備工作。

臺灣雖是新冠肺炎疫情中少數維持學校正常運作的國家，但從個人這些工作紀

事來看，疫情仍對我們的學校生活帶來影響。以下筆者選擇「『線上補課演練』的

觀察與思考」及「疫情與學校教育內容的調整」為例子，呈現個人進一步的觀察、

思考、感受與反省，展現相關議題可能的多重面貌。

參、「線上補課演練」的觀察與思考

Reimers 與 Schleicher（2020）提到，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停課危機中，各國教

育決策者無不寄望藉由引入科技或其他創新解決方案，用以解決師生無法面對面、

學習進度停擺的問題。臺灣自2月中旬開始，「停課不停學」就成為教育界重要的

關鍵字之一，各大教育媒體強力放送相關解決方案；筆者身兼學校資訊業務，自然

也收到教育部與地方政府接連頒布的重要政策指引（宜蘭縣政府，2020；教育部，

2020a，2020b），服務學校也遵循這些政策文件進行相關部署工作。以最終演練結

果來看，全班24人中有22人完成線上補課演練，參與比率超過九成。然而，如同

Cuban（2001）所云，教育科技政策與教育實務常有分歧，個人在實際演練過程並

不是毫無疑問、全然擁抱與接受政府政策文件的指引，反倒在過程之中看到推動線

上補課演練某些模糊曖昧的問題。事實上，2003年SARS危機時，香港也曾發生大

規模臨時停課，當時資訊通訊科技也被賦予類似救世主的期待，以下主要參照Fox

（2007）對SARS危機時香港教育界的科技使用經驗，輔以防疫期間相關研究與新

聞評論，提出個人的觀察與省思。

一、師生科技設備近用落差的因應

臺灣能在新冠肺炎防疫初期交出還不錯的成績單，善用網路科技防疫是一大特

點（Wang et al., 2020），也就是說，2020年臺灣的網路基礎建設應有一定的水準，

行動載具及其搭配軟體應用更是百花齊放，是推展線上補課的一大利基。不過，數

位落差一直都是外界擔心的焦點問題。因此，考量特殊境遇家庭學生家中可能無網

路環境或載具資源可配合線上補課，各級政府指引文件都規範學校要事先調查學生

家庭科技設備狀況，並宣稱將提供免費或低廉的上網門號，還有學習載具的借用服

務，讓經濟弱勢孩子不因網路環境或科技設備的缺乏，而無法參加線上補課（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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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2020；教育部， 2020b）。

然而，3月中旬媒體披露一段網路影片，也讓我們看到：當大家都要同時進行

線上補課或遠距較學時，科技設備近用的數量需求是難以想像的龐大。報導中指

出，以色列有一位家中擁有四位學齡孩童、同時也從事教職的母親自拍網路影片主

述：四位孩子要爭搶家裡兩臺電腦，每個孩子的網路作業不但數量多，且均需家長

從旁協助輔導，周旋於孩子功課與自身教職工作之間，讓她感到分身乏術。於是，

她對著鏡頭大吼：「如果我們不是死於新冠肺炎，我們也會死於遠距學習」（If we 

don’t die of Corona, we’ll die of distance learning.）（Steinbuch, 2020）。類似的場景

也出現在Fox（2007, p. 198）的研究之中，受訪的香港教師提到學生在家中必須輪

流使用電腦設備，無法即時回覆線上作業，建議要放寬作業繳交期限。

看完以色列母親的影片，筆者想到自己的狀況：筆者與內人都從事教職，兩個

孩子分別就讀高中與國中，一旦發生大規模停課，我們家的設備需求就是四臺，才

能讓筆者與內人進行線上教學工作、孩子們參與各自學校的線上課業。可是，當筆

者填寫孩子學校發下的線上補課家中科技設備調查表時，表單上卻只是單純詢問：

「家中有無可上網的設備？」這讓筆者察覺到：未修改制式表單，可能無法掌握學

生科技設備近用的實況。

因此，回到自己的現場實務，筆者在班上進行線上補課演練的事前調查工作

之中，明確地詢問學生家長：「有多少科技設備可以讓家中的孩子們『同時』上

網參與補課？」這是沒有出現於政府政策指引中的問題。從調查表回收統計的結果

發現：全班只有一人缺乏上網環境，三個家庭擁有兩臺可以同時上網的載具，其餘

家庭雖然有兩位以上孩子，但回報只能同時支援一位孩子參加線上補課。更重要的

是，多數家長（13位）回報的學習載具是手機，與政府政策指引設定家長準備「具

有視訊功能之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宜蘭縣政府，2020）有落差。

尤其，手機畫面較小，若教師設計的線上活動需要切換不同學習平臺或app，恐會

增加操作複雜度，也會對學生視力形成考驗。

透過學生科技設備近用狀況的事先調查結果，筆者決定調整自己的線上補課演

練策略：（一）不強求所有學生同一時間上線，分成三個時段，涵蓋上午、下午與

晚間，讓孩子與家長選擇自己合適的時間參與線上補課演練；（二）考量多數家長

使用手機參加線上補課，演練時間不宜安排過長，一次約半小時。總之，讓學生與

家長的時間選擇具有彈性、活動內容簡易又有參與感，先擁有成功經驗，方利後續

應變活動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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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演練教室眾聲喧嘩與插曲

4月10日晚間，筆者與班上學生、家長展開第一次線上補課演練，當晚共有

13位學生參與。同時，筆者也邀請校內有空的同仁前來參與。之所以邀請同仁參

與，一來筆者肩負「協助教師熟悉線上學習平臺及教學資源工具使用」（教育部，

2020b）之責，二來是筆者從香港SARS研究所得到的啟示。Fox（2007, p. 195）提

到2003年SARS的發生是非預期的，政府、學校尚未充分準備，全港就迅速停課，

近5萬名教師被迫立即投入使用資訊通訊科技來補課，多數教師對於只能依賴資訊

科技作為唯一的工作環境感到相當震驚。因此，很多教師是在缺乏準備的情況之

下，硬著頭皮、孤單一人上戰場，從事遠距教學工作。基此，筆者在校內教導同仁

使用視訊平臺時，特別提到「大家一起來相互支援」的概念。4月10日晚間，有四

位同仁一起進入我們班的演練教室，就近觀看本班的演練過程，帶有些許的「觀

課」意味。

正式演練前，筆者利用班級家長LINE群組預約發送訊息的服務，設定三次提

醒訊息，希望大家準時參與。果然，有孩子一收到提醒訊息馬上登入演練教室，筆

者把握難得的實測機會，與早到學生演練筆者所規劃的線上活動。隨著時間接近，

登入演練教室的學生愈來愈多，筆者需要處理的問題漸漸多了起來。一時之間，筆

者需要一邊講話主持線上教室活動，一邊在線上教室留言區打字回覆提問，更要應

付突如其來的家長求援電話。最主要的關鍵是本班學生沒有屬於自己專用的載具，

都是使用家人的平板電腦或手機參與線上補課演練，需要切換為學生的Google教育

帳號，有些孩子在家中遇到帳號轉換的問題。事實上，筆者事先就想到可能會有

這個狀況，4月9日以校內的學習手機為模擬標的，花了20分鐘教導孩子如何排除障

礙。不過，因為家長的平板電腦與手機種類實在太多樣，出現與在校練習不一致的

畫面，孩子頓時不知該如何是好，只好向外求援。幸好，所有問題都在約定的上課

時間之前解決，這才順利展開補課演練。

筆者所規劃的線上課程教材係以「學習吧」（Learn Mode）4為主，輔以Google 

Classroom提供教師簡報、說明文件，學生也需於此平臺繳交作業，而Google 

Hangouts Meet視訊系統則是負責同步講課與解答問題。當晚，筆者逐一向學生與

家長解說這些線上教材的放置位置及使用方式，並以國語朗讀語音作業為例，請學

4 網址：https://www.learnmode.net/。

z-vc655-04-葉明政.indd   60z-vc655-04-葉明政.indd   60 2020/7/31   上午 11:14:262020/7/31   上午 11:14:26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流行下的教師生活與工作：

葉明政 一位基層教師的自我省思 61

生試著完成一段錄音繳交到Google Classroom，才結束演練課程。之後的兩次演練

情況大致相同，或許只是「演練」，疫情也沒有真的緊張到非停課不可，個人事後

看了學生們的日記，也和一些參與家長交談，大家對於參與演練多數感到新鮮或有

趣，沒有感到很難上手。

或許正因參與者多半抱著新鮮有趣的態度，觀課的同事們都對線上演練教室一

開場的「眾聲喧嘩」留下深刻印象。有的同事從科技技術角度詢問：「系統能否強

制關閉學生麥克風？」有的同事則從班級經營角度提醒：「應該先跟孩子約法三

章，除非得到老師的指定，否則麥克風都要處於關閉狀態」。事實上，同事們的這

兩項建議都不難處理，卻因以下這段演練插曲，令筆者有了不一樣的思考與處理方

式。

4月11日週六，筆者一樣提前進入視訊教室等候學生，上午8點不到，班上的資

源班學生「小王子」（暱稱）率先登入視訊教室。他主動的和筆者打招呼，很自然

的在鏡頭前吃起早餐，邊吃邊「控訴」爸爸跟他搶平板電腦，很擔心沒有辦法前來

補課。小王子說著說著，突然拿出自己的一大堆玩具，和筆者訴說每個玩具的由來

與好玩之處。小王子身為家中唯一的小孩，由高齡阿嬤負責照料起居。可能是慣用

語言的限制（阿嬤主要使用臺語，國語不太靈光），據說與家人的溝通不太理想；

且阿嬤與爸爸的教養態度不一致，他比較懼怕爸爸的管教。小王子透過線上視訊系

統滔滔不絕的場景，讓筆者想到：「萬一真的停課，暫時無法和學校老師與同學朋

友見面，他待在家裡悶著一天，找不到人講話，該不會出問題吧？」想著想著，筆

者就讓小王子一直講下去，還請他介紹自己的日常起居環境。聽著聽著，筆者漸漸

發現眼前這位「直播主」（這是同事們事後給的封號）口語表達有別於平日課堂表

現，語彙豐富且結構也蠻完整的。這段出乎意料的插曲，應是筆者接觸小王子一年

半來最親密的師生對談。

從線上演練教室的「眾聲喧嘩」到小王子的滔滔不絕，筆者聯想到Moroni、

Nicoletti與Tominey（2020）的提醒：處理新冠肺炎停課問題時，不要忘了處理孩子

停課在家的社會情緒壓力問題，她們認為在防疫停班停課的高風險生活環境之下，

孩子們居家社會情感技能更顯重要。這與土耳其學者Ozer（2020）建議實施遠距教

學時，也要同時建立心理支持系統（psychosocial support system），頗有異曲同工

之妙。筆者將閱讀這兩份資料的心得向同事們分享，並表示自己比較期待的是一個

讓學生能夠相互聯繫、師生共同給予情感援助的線上空間，補課不補課已經不是首

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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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課不停學」vs.「停學不停課」

之所以讓筆者產生「防疫線上教室應首重師生間的交互關懷」5的看法，還有

一個原因是出於這段時間對於線上補課政策目的思考。因應疫情發展，服務學校從

3月初就展開有關停課、補課與復課的規劃討論。一開始，同仁們根據政策指引內

容寫到：「考量國小學童科技運用能力，請以實體補課為原則；若學校經衡量評

估，採線上補課學習方式者，應以三年級以上學生為限」（宜蘭縣政府，2020），

多數班級在課發會討論時選擇實體補課。不過，學校補課計畫交出之後，教務主任

轉達縣府承辦人的關心：「希望線上補課班級能多一點、比例能高一些」。同事之

間盛傳：「某國小全部均採取實體補課，計畫被縣府認定要再加強」，筆者也從本

縣教育處資訊系統公告得知，教育處打算召開11場督導會議，逐一檢視各校補課計

畫，並要求各校回報進行視訊演練之執行情形。4月初，教學組長通知大家：「轉

達縣府要求，本校預設5月前兩週停課，請大家針對補課期間預排課表」。回家

後，聽到內人轉述：某校除了要求有課表，甚至要求教師們要附上預想的線上補課

教學進度。於是乎，筆者看到許多同仁忙著拿出平日的課表與原訂的教學進度表，

逐項轉填到縣府提供的填報文件之上。筆者常想：疫情緊張的情況之下，要求這些

文書作業有何意義？縣府收到這些文件，充其量只能證明學校有預做規劃，對實際

線上補課又有何助益？

事實上，仔細檢視教育部（2020a）的居家學習原則有四：自主健康管理、停

課不停學、充分聯繫溝通與個案輔導關懷，「停課不停學」為何獨占鰲頭、成為主

管單位主要關注的焦點呢？某天，筆者看到香港學者許寶強（2020）對「停課不停

學」做出以下的拆解：

「停課不停學」的論述，關注的是在封閉學校的時段，如何確保正規課程和考試

得以延續，這也就是「不停學」的想像—視學習為遵循並完成學校所安排的

課程或功課。於是，……由教育當局和學校提供的網上教材，主要仍然是正規

課程的伸延；相關的網上教學建議，……也沒有太大地偏離既有的學校流程。

5  經過三次演練，筆者提交給學校的補課計畫是100%採取實體補課，但會在停課期間提供非同
步教材與補充資料，以三天為一單位，請學生選擇合適時間上線與筆者視訊交談，每次約半

小時。筆者會以了解學生身心狀況而主，課業部分再視個別狀況，給予後續作業或提供差異

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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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學校停課、網上不停學的想像，仍然囿於現代「學校式流水作業」

（schooling）的框框，……強調齊常（normalizing）紀律、接受指令、依據時間

表、著重考核評分等安排；而期待可以返學或回歸「正常」的「學習」，就成為

了這套「停課不停學」論述的終極期盼。

這段話點醒了筆者：線上補課有可能僅是追求形式上的不停課，而不會發生真

正的學習，成為「停學不停課」的弔詭現象。我們若只是期待原本的教材（包含教

育現場常見的單機操作式電子教科書）無縫移轉到線上教室，然後要求學生按照既

有課表時間前來打卡上課，應該與教育科技倡議者經常歌頌的科技學習優勢背道而

馳。假設真的將危機當作轉機，此波疫情所引發熱議的線上學習，最終還是需要回

到教育本質的思考：師生能透過線上學習找到哪些另類學習的可能性？可惜的是，

就筆者目前在教育現場的觀察來看，多數還停留「如何」（how）使用新興線上科

技的論述。對筆者而言，雖提出「防疫線上教室應首重師生間的交互關懷」的看

法，也是立基於相信新興科技所能帶來的短期效應，能否從更深遠、更系統、更為

本質層面來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教育危機，這樣的教育想像力仍嫌不足。

綜合來說，科技設備近用或數位落差是社會輿論關注線上補課的焦點之一，面

對早已知悉的數位落差問題，筆者在規劃演練時就決定要放低門檻或改變方式，協

助學生與家長善用身邊既有的科技設備，試著跨越障礙盡量往前走。而且，在學校

可以感受到縣政府很急於要教師從事線上補課演練，希望能達成「停課不停學」的

防疫政策目標。但經過三次演練之後，筆者決定將防疫線上教室營造成師生間能交

互關懷的空間，先滿足學生防疫停課期間的社交情感需求，再談學業落差問題，而

不是優先處理學業問題。

肆、疫情與學校教育內容的調整

面對百年少見的疫情，將來肯定也影響學校教育內容的調整。Lim-Lange

（2020）就提到：「危機」（crisis）一字在古希臘時代的原意是「篩選」（to 

sift），指的是人們遇到必須決定並選擇何者為生存根本的關鍵時刻。因此，新冠

肺炎絕對提供了教育工作者寶貴的機會去思考：在不可預測的世界之中，學生需

要學習哪些對其未來發展更顯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2003年SARS疫情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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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Katrina風災，都有累積許多教材內容改革建議（Crocco, Lan, Chae, & Natriello, 

2011; Lee, 2008; Wong, Hodson, Kwan, & Yung, 2008; Wong, Kwan, Hodson, & Yung, 

2009），即是明證。這段防疫期間很多爭議問題也觸發筆者對學校教育內容的思

考，以下提出兩點想法。

一、應持續加強訊息識讀課程

這波疫情蔓延期間，網路上有許多片段的、經過部分改造、改寫的不實防疫訊

息，不只在大人之間流傳，甚至也傳到小學生的人際網絡之中。當筆者批閱學生的

防疫心情日記時，某位孩子曾寫到自己被父母要求「用熱水把檸檬與小蘇打混合後

飲用，可以殺死新冠肺炎病毒」。Kidman與Chang（2020）認為新冠肺炎雖是極端

天然災害（extreme natural events），但其引發的問題不是純粹的流行病學現象，同

時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尤其，在全球化與社交軟體日漸發達的當下，我們更需要教

兒童在新興社會環境中，有意識地使用社交媒體，明確地識別風險，以避免被錯誤

訊息干擾。莊福泰（2020）也有類似的提醒，他認為經過這波疫情更凸顯媒體正確

訊息判斷的重要性，學校應教導每位公民識別訊息的正確性，避免因錯誤訊息帶來

過度的心理壓力和錯誤行為，是作為一位世界公民的重要能力。

筆者很認同上述觀點，第一時間獲知寒假延後開學時，馬上設計一份學習單郵

寄到每位學生家中，請孩子以四年級上學期學過的5W1H架構，分析自己從各式新

聞媒體取得最感興趣的防疫新聞。開學之後，學校所提供的免費報紙成為筆者與

孩子持續分析的共同素材。最有意義的例子是，我們利用5W1H架構辨析「水神」

這項防疫產品的用途與功能，經過大家的共同檢視與討論之後，有孩子大喊：「我

要回家告訴媽媽『水神』只能用在環境清潔」。筆者相信在網路訊息複雜多元的時

代，如何具有堅強的媒體訊息識讀思辨能力，絕對是與孩子們要共同學習的重要課

題。

二、重新省思「認識國際組織」的教材取向

臺灣社會這波疫情的討論焦點之一，也集中在我們參與國際組織的空間愈

來愈受限。3月初，當筆者和孩子們說許多國家都停止上課時，筆者曾上網找到

UNESCO（2020）的即時統計地圖，讓學生們了解全球停課的概況。那時，臺灣在

UNESCO地圖之上也是呈現屬於停課的紅色區塊，眼尖的同學馬上大喊：「我們沒

有停課呀！為何也是紅色呢？」一時之間，筆者突然語塞了起來。後來雖試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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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下，但總覺得回答得還不夠理想。

更重要的是，「認識國際組織」素來是國中小學社會領域的重要課程內容。

但是，現有教材多以正面良善角度描述國際組織，筆者想孩子們與大家一起經歷

WHO一連串不友善的對待，還能心平氣和地看待教科書平鋪直述的描述嗎？難道

會忘了這段時間WHO的權謀作為嗎？如果筆者有機會教授類似的單元時，筆者提

醒自己應適時調整教材取向，思考能否加入國與國之間角力的元素，重新賦予「認

識國際組織」的現實面向。

就在此時，筆者看到一本名為《聯合國都在做什麼？》的翻譯童書，此書闢有

專頁解釋「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原因，也說明聯合國近期發展的困局，特別

質問有關安全理事會的設置與運作，點出聯合國也到了需要予以改變的時刻（康昌

勳，2014/2020）。筆者馬上購入此書放在班級圖書櫃，也在班上公開介紹內容、

鼓勵借閱。或許，個人尚不知未來可以如何處理這段教材，當下先提供能為孩子開

拓視野的閱讀素材，希望對於我們所面臨的政治處境多些了解，更能體會現有的防

疫成果得來不易。

伍、持續記錄防疫下半場

以上是個人記錄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學校生活與教職工作，內容限於自己

所觀察且有所感受的部分。筆者曾回顧有關SARS研究成果，Holroyd與McNaught

（2008）就提到，SARS疫情危機來得很快，缺乏足夠時間精心設計資料蒐集計

畫，事件當下的記錄及事後的反思變得至關重要，筆者就是以此心情來撰寫本文。

更重要的是，筆者認同鄭漢文（Cheng, 2003）的觀點，突如其來的疫情肯定會涉

及各式各樣的痛苦經驗、沮喪情緒，甚至帶有些許憤怒和不公感受，要想補捉這樣

的經驗，就需要大量的個人敘事；而且，個人敘事只是開端，由外擴展到組織敘

事，再到整體社會共享的公共敘事，可為來者提供更多這段危機時刻所蘊藏的有益

資訊。新冠肺炎防疫工作即將進入下半場，冀望有更多教育工作者提筆記錄教學現

場的點點滴滴，持續建構我們對這場百年大疫的教育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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