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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關注10位母親在COVID-19疫情下在家學習，使用質性研究方法

瞭解母親與孩子一起進行活動、觀察孩子在家中的行為以及如何影響他們的

孩子。在此背景下，記錄、蒐集與分析這些故事中的四個主題，包括母親成

為代理老師、在家學習的表現、反思學習方式、覺察關係品質。結果發現，

母親兼代教育者所思考到的是在師生期待和學校提供之間的不可預期性，包

括線上學習對孩子的影響、創造理想的互動、直接參與課程、反思學校教育

的意義、心智狀態、使用媒體的社會互動，以及在家學習產生的新體驗。母

親們透過成為代理教育者，可以協助導引孩子自主學習，發展相應的技能與

學校互動。母親在家與孩子一起合作，降低在線上學習的無聊並建立常規，

創造互動的感受與積極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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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verse voices of 10 mothers of 
homeschooler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activities that parents performed with their children, what they observed in 
their children’s behavior at home, and how it affected their children. For this 
purpos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autoethnography, a 
method used to describe and collect experien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the opinions of mothers of their children receiving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home school during their quarantine period were 
elicited. As a result of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four themes gathered under these stories were picked 
up, including “mother to be proxy educator,” “performance of learning from 
home,” “reflect on form of learning” and “awareness of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As a conclusion, the thoughts for the mother instead of proxy 
educator were found to be “unpredictability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 expectations and what is offered by the school,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online education on the child, creating interactional ideals, engaging in 
curriculum directly, reflecting on educational meaning and mindful status, 
social interaction of media use, and their encounter with the new experience 
of homeschooling. Through being a proxy educator, mothers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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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navigate their own self-learning and promote positive coping skills 
and school interactions. Proxy educators working with children can reduce 
online boredom and establish a routine, which could create a sense of 
interaction, and a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proxy educator, learning from home, autoethnography, onl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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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脈絡 

2020年初，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新型

冠狀病毒造成的疾病稱為COVID-19，並視為全球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衛

生福利部亦公告其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類法定傳

染病，並規範出門需佩戴口罩並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

所、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社會措施。2021年5月18日教育部宣布停止到校上

課，但基於「停課不停學」原則，教師可採取線上直播、視訊教學與輔導

（鄭芳渝，2021），學生進入在家學習狀態。  

教學現場從原本3D場景轉移到2D視窗，熟悉的紙筆評量測驗、教材教

法與教學行為也需要彈性應變，並不斷滾動修正學生使用3C規範，從課間

40分鐘調整到每節課不超過二分之一的授課使用3C、鼓勵新增非同步學習

比例等，雖然非常多線上平台與教材，但教師仍期待學生在家能有親職協助

（黃子舜，2021），無論同步或非同步，親職的資訊科技能力，可能影響參

與線上學習的動機，有明顯落差與困難、無法排練的合作顯得校師生都準備

不足（馮丰儀、楊洲松，2022）。停課政策僅提供線上課程規劃，但實際線

上教學執行與安排、設備使用等教學準備度似乎並不充足，花時間心力處理

上線問題、使學生專注，政府、學校組織與親師生等都在摸索如何為突如其

來的改變做準備。  

疫情之下，教師在很少或沒有時間準備的情況下，快速轉向線上學習，

引發很多問題討論，像是家庭網路頻寬是否足以支應？忙於工作的家庭如何

維 護 學 校 的 網 路 課 程 品 質 ？ 雖 然 媒 體 科 技 能 提 供 分 組 溝 通 ， 但 佐 藤 學

（2021/2021）卻認為效果有限，孩子不是像大人工作一樣只需要交換情報

資訊與交談，在網路上是無法實現面對面提供情感、情緒上的交流連結。當

學習中情感與情緒連結的角色轉移到家庭，Davis等人（2021）以用「代理

教育者」（proxy educators）一詞描述親職如何在沒有任何正式培訓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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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一旦發現孩子在線學習有困難，這些困難會反過來增加親職的壓

力 ， 即 使 受 過 一 定 的 教 育 ， 也 會 感 受 到 疫 情 期 間 上 學 的 困 難 （ Harris, 

2020），有些父母在壓力下除了較少積極的育兒行為，甚至會對自己教學能

力感到懷疑（Roos et al., 2021）。  

當社交距離限制將人際互動轉為人機互動，Soulen與Tedrow（2021）形

容疫情為「轉換的時空」（ transformative time），在家學習使父母更多地參

與 學 校 教 育 。 然 則 ， 母 親 通 常 扮 演 家 庭 與 學 校 之 間 核 心 的 角 色 ，

（Hutchison et al., 2020），「以孩子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也主導女性的日常

生活與勞動（潘淑滿，2005）。在前述背景下，研究者聚焦在2021年「518

停課不停學事件」，臺灣於2021年5～7月間，學生從學校轉銜至在家學習

後，旨在描述疫情下家庭中母職角色如何與學校教師協作陪伴孩子，形成其

代理教育者的信念。  

貳、文獻探討 

一、疫情期間的在家學習  

世界各地因疫情關係，學生在封鎖限制期間被迫進入在家學習的環 境

中，看似與過去在家學習（homeschooling）的形式相似，但內涵上仍有所

差異，關鍵在於「主動性」：自發性地在家學習，代表家庭成員願意主動承

擔教育責任，也會從學校機構外既存的社區資源，如當地社團、博物館等尋

求指導並建構學習資源，進而在家庭內形成有意義的對話之可能性比學校還

要高（Guterman & Neuman 2017; Sarajlic, 2019），親職參與學習經驗的建

構，是對學校機構的反思（如設備由學校管控、固定的教室學習空間等限

制 ） 並 從 中 解 放 產 生 新 的 學 習 觀 點 、 路 徑 與 經 驗 （ 蔡 淑 真 、 李 素 馨 ，

2019）。  

然則，環境所迫下的在家學習，從適應的過程中產生新行動回應自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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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Watson等人（2021）研究發現，封鎖期間的人際互動與網絡連結的需

求強化數位媒介的角色，這使家庭成員願意花費許多時間學習數位媒介，成

為擺脫某種限制與孤立感的動力來源。此外，親職也會將一天中的部分時

間，分配給學校結構的學習，卻也開始注意到孩子應有權利替換學習活動，

也就是那些不被視為學校任務的事情，如以孩子選擇的書籍為主，而非學校

規定的書籍閱讀（Arnott & Teichert, 2023），對需要提交給學校作為學習證

據的任務做反省。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封鎖期間的在家學習看似被動，卻也

創造參與的主動機會，在家學習隨著線上和線下學習之間界線模糊，並重疊

學校任務和自主安排，也因此產生對學校教育的辯證。  

舉例來說，Arnott與Teichert（2023）以個案研究反駁學校停課乃「學習

損 失 」 （ learning loss） 的 論 述 1， 因 為 此 論 述 預 設 學 習 來 源 須 為 學 校 與 教

師，也預設在家學習為被動學習，但從家庭角度來看，學校結構式學習是束

縛家庭的選擇與替代學習的機會，破除預設立場才能對孩子以不同於學校標

準方式學習有了覺察，並對學校安排做出反思。此外，學校教師對家庭成員

如何能有意義參與孩子學習，無法給出清楚的角色與定位，像是家庭作業常

是家庭和學校之間重要的溝通管道，但學校不一定能安排父母皆能參與、有

目的之家庭作業，又參與孩子學校生活本身存在性別差異，母親在家庭作業

經常扮演核心地位，教師對如何將學校有意義且持續地連接家庭的信念本身

就是一個挑戰，疫情下學校數位化的在家學習也備受挑戰（Hutchison et al., 

2020）。  

儘管孩子被迫在家學習，Dimopoulos等人（2021）研究指出，如果家庭

能夠理解孩子在疫情爆發後線上教學期間，應如何進行以滿足學校需求，也

                                                               
1 停課發生期間的學習損失，意指「疫情結束時的遺忘與放棄」，在嚴格防

疫規範下不能分組討論、協同合作、桌子要分開，在打散之後的學習自由

與權利，還有生活上的自由也被剝奪，而對社會經濟背景較弱的孩子打擊

更大，因此假設學生沒有回復到正軌，持續對學習遺忘與放棄，形成學習

延遲，這就是未來的損失，那麼如何修復學習損失造成的影響，成為當前

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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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學校教師陳述的過程目標（例如，透過數位教學不中斷學習），那

麼就會成為正向的轉化因素，即使在家學習也能在虛擬學校下引導孩子高度

參與學習過程。相對地，如果家庭可接受學校將危機轉化為轉機，讓孩子有

機會發展數位學習能力，卻不瞭解孩子應該如何參與進行，以應對線上教學

提出的新需求，也可能將此過程做負面解讀。從前述來看，學校轉換到家庭

的過程中，教師與親職的信念會相互作用並影響在家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再生

產。  

二、母職角色的社會建構  

如前述，在疫情期間母親通常扮演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媒介，但母職

概念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包含母親角色、行為、性別分工規範等（謝美娥，

2009）。未進入婚姻前，男性傾向維持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女性在可能因

為育兒放棄生涯發產的壓力下不願意進入婚姻（王叢桂，2004）。潘淑滿

（2005）研究臺灣母職圖像，認為婚姻制度鞏固性別分工，建構「以孩子為

中心」的意識形態，特別在子女未成年時，其私領域角色不僅負擔大部分家

務與子女照顧工作，公領域也轉換到配合孩子需求而擴展社會關係。  

面對母職的工作內容時，儘管自己的事情常被打斷、同時間有家事與孩

子要管而感覺生活時間有限，卻也傾向把與孩子互動當作享受，諸如生活規

約、學習知識，也會當作自己的創意發想，像是不想用威脅要求孩子刷牙就

得去想出其他的方法（翟宗悌，2005）。也有研究認為，把母職視為天職可

能抑制家中其他家庭成員偕同實踐親職任務的可能性，如採取嚴格育兒標

準，重做一次其他親職工作（杜宜展、李鴻章，2008）。  

此外，即便母親就業代表在家勞動力轉為資本市場商品，但仍可能不會

割捨家庭照顧者的身分，因工作降低照顧孩子的標準，倘若要符合職場機構

最大利益，也會讓自己符合工作表現來定義自己，反而更強化「密集母職」

的現象，亦即工作密度高、工時長減少陪伴的時間產生的愧疚，反而在照顧

孩子投入的時間與心力可能更為密集，處於矛盾的處境（洪惠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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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照顧小孩的能力並非與生俱來，需要花時間學習，但不會育兒是父職

的理所當然，父職育兒會受到讚賞，但對於母職卻是給予辛苦的同理心，母

職付出相對被忽略與漠視（廖浩翔，2021）。時代演進下，母親到職場工作

儘管打破工作或不工作而成為「職業婦女」或「全職媽媽」的對立，但兒童

照顧性別化與市場化力量卻也創造出「以孩子為主」的新工作型態（唐文

慧，2011），若碰上遠距、移地工作，也改變新的家庭經營型態，如應用網

路科技，兼顧母職與職場自我實現（劉敬芳，2011）。  

在社會的權力論述中，母職圍繞在「全母職原罪、無母職汙名與好女人

羈絆」中（王雅玄，2016），以母親為對象的媒體，如《婦嬰雜誌》，也可

能只是再現「母職是專家」的形象，整理各種照顧小孩的原則、技巧等細

節，開放廣告進入建構消費行為的母親身體與母職意象，建構迷思並排除母

職參與公領域上的可能性（陳婷玉，2010），故在面對就業與照顧相衝 突

時，母親通常是以個人式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會訴求制度的改革。  

母職在家面對孩子的教育時，除了多擔任學校教師的窗口（謝美娟、翁

麗淑，2021） 2，對內還須面對親職成員在教養與價值觀上的衝突，在少子

化的家庭結構與鄰里疏離的現代化生活下如何尋求孩子的成長互動機會，促

使母親的個人與社會關係，捆繞在孩子學習、成長而產生的社會網絡，如共

學團等（曾意雯、賴麗敏，2022），從個人私領域到工作公領域間，形成照

顧模式的選擇，如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前，母職可以是全職、親職分工、

隔代教養，甚至是交給專業托育與尋找代理母職，從「家人轉向代理的他

者」（歐紫彤、洪惠芬，2017），學校教師相似母職的角色，孩子從家庭委

託學校照顧時，教師代理母職，孩子回家後，母親必須以家庭作業形式回應

學校教師，在此階段似乎增添新的教養工作，學校也形塑母職在家照顧內

容。  

                                                               
2 儘管父職也有擔任窗口，但也多屬中產階級、知識水準較高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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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擾或支持？媒體科技的互動品質  

在疫情期間，地理位置、連接速度、成本或設備差異都會影響數位學習

環 境 ，其 背後 隱 含家 庭社 經 地位 與階 級 差異 （ Aboagye et al., 2020; Shin, 

2021）。當線上環境成為在家學習媒介，父母則擔心使用媒體的負面影響，

如睡眠時間的質量、長時間使用造成認知、語言和運動發育延遲的風險等，

但卻很難阻止孩子使用，如何有一套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則是家庭要面對的

挑戰（Susilowati et al., 2021）。  

Li與Lalani（2020）指出，年幼孩子在線上環境容易分心，因此不能只

是透過網路視訊功能複製實體課程，學校與家庭需要齊心協力提供專注的環

境。  

家庭與學校一樣是社會支持的來源，對孩子的學習體驗與參與、學業表

現都有正向關係（Vargas-Madriz & Konishi, 2021）。因此，關鍵在於「互

動性」，若原來的教學現場本身提供的互動就有限，放到數位媒體上不一定

能增加學習的好感，若學習內容又涉及高互動性的活動，如動手作等，甚至

造成更多干擾（Kenzig, 2015），正因疫情強制性改變，師生間的距離感似

乎更強烈（Rashid et al., 2021）。  

佐藤學（2021/2021）指出數位科技使用的關鍵問題出在媒體不是「教

學工具」而是「學習工具」，真正要解決的不在於「使用方法」，而是「學

習情境需要」，他比喻媒體科技像文具盒裡的鉛筆一樣，「需要」時才拿出

來使用，不是數位產品用得愈多學習就愈個人化，甚至干擾學習，他歸納出

五種可能作為「文具」的情境：  

(一) 資料庫  

用來提供教科書以外的資料檢索，教師先設定主要概念，再打造使用科

技的情境，例如颱風，課本本身是基本閱讀材料，活動中設計超越課本的解

題情境，鼓勵小組協同檢索網路、觀察天氣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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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器  

用來提供模擬功能，例如在物理課使用軟體設計一座橋，實驗中確認承

載量的反覆實驗過程探究思考鋼筋構造的承載量。  

(三) 學習網路  

用來建構人際網絡，像是讓不同縣市、國家學生透過網路交流自己家鄉

盛開菊花的自然環境及其文化消費市場的關係。又如查詢Greta Thunberg的

演講與媒體報導後，製作自己的講稿相互交流。  

(四) 學習作品化  

用來記錄學習歷程，將探究的學習內容重新整理與發表，例如英語課中

不同時態單元編寫故事影片，或使用作曲軟體在創作主題音樂的過程中學會

音與和弦的概念。  

(五) 創造性學習工具  

用來作為如同書寫般地創作工具，使用應用軟體享受創作的樂趣，像是

在美術課中設計各種幾何圖案，賦予個性化的顏色。  

疫情下從面對面的教學過渡到線上教學過程，要扮演何種角色？用什麼

方 法 使 孩 子 保 持 專 注 ？ 疫 情 會 如 何 改 變 孩 子 與 他 人 互 動 與 學 習 的 方 式

（Weaver & Swank, 2021）？描述如何讓疫情下日常的轉換具有重要的意

義。  

參、研究方法 

一、自傳民族誌  

本研究旨趣在於理解母親因應停課銜接引領孩子在家學習之經驗，因此

採 取 自 傳 民 族 誌 （ autoethnography ） （ Lapadat, 2017; Markham et al., 

2021），徵求參與研究者記錄並思考發生什麼變化。  

本研究開始於2021年5月19日國內發布三級警戒至2021年5月27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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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透過藝術教育協會群組發布招募消息，以群內滾雪球方式轉貼招募資

訊，招募原則是以家庭中有國小學齡的母親為主，最後招募共10組7～12歲

兒童的母親參與，包括研究者自己的家庭，年齡從35～45歲不等，並在2021

年5月28日進行第一次線上研究說明會，經研究目的與問題溝通，確保研究

倫理相互同意後，參與者利用社群軟體建立LINE群組，從2021年5月28日起

到學期結束2021年6月14日結束為範圍，在記事本裡每日書寫在家學習的日

誌，可用文字、照片、錄音、影片等各種習慣記錄方式，書寫在家學習的事

件，無論是學校安排的線上學習或自主安排的學習活動等作為自傳文本。  

此LINE記事本雖然是社群媒體，但不是每件事都會置入，這涉及到參

與研究母親們，選擇願意公開與分享的照片、文字、錄影等紀錄的日常事

件。每位母親每天會在記事本至少分享一則在家學習事件，研究者回顧記事

本中的表徵方式大致上分為流水帳式、圖說故事式與抒情評論式（參考表

1）：  

(一) 流水帳式文本  

使用錄像影片、與教師的對話截圖、照片等流水帳列點等方式，也可以

只用文字列出對事件的簡單描述。  

(二) 圖說故事式文本  

針對拍攝的影片與照片進行文字描述，可能是一天中對母親而言比較重

要的在家學習事件。  

(三) 抒情評論式文本  

著重抒發個人感受，如教師以簡訊「提醒」家長「督促」小孩，但母親

藉此抒發孩子少了考試、測驗、罰寫的快樂。  

母親獨自書寫後，彼此可以閱讀他人的文本，群組內也偶有回應，透過

分享個人事件的敘說，研究者以其個人意願且干擾最少的方式，建立起自傳

式文本的節點，從分享中比較家學習事件的共通性與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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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傳文本的記錄方式  

流水帳式  圖說故事式  抒情評論式  

  
利用照片、影片、截圖等

方式，建立在家學習事件

的節點。  

母親採取文字描述照片、

影片等中事情經過，建立

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  

母親採取文字敘說，抒發

個人意見與感想的節點。  

 

利用照片、影片、截圖等方式，建立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母親採取文

字描述照片、影片等內容中事情經過，建立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母親採取

文字敘說，抒發個人意見與感想的節點。  

之後研究者邀請母親們進行一場正式的線上聚會，每位母親訪談15-20

分鐘，對其自傳文本做評估與反思，彼此相互聆聽並且給予相同或不同觀點

的回饋；在回答訪談問題之前，母親們被告知研究目的並自願同意參與研

究。  

前述母職作為代理教育者的問題意識下，構連前述文獻建構半結構式訪

談問題如表2，企圖使母親們回顧在家學習期間，對孩子做的事情、觀察的

情況及自己感受做出描述、解釋、分析與評價。此外，母親們也被告知她們

可以不回答問題並隨時退出。最後有30分鐘相互反饋、反思自身母職成為代

理 教 育 者 的 經 驗 ， 訪 談 與 座 談 時 間 歷 時 約 3小 時 ， 也 是 本 研 究 主 要 分 析 的

「敘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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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半結構式訪談題綱  

 信念  問題  

1 形式、內容與來源  如何陪伴孩子？做什麼？誰決定所做活動？  

2 學習表現  孩子在家表現如何？  

3 學習方式  您認為線上的在家學習會以何種方式影響您的孩子？  

4 關係品質  您對疫情期間在家學習有什麼感受？為什麼？您最需

要什麼？  

 

二、背景資料  

研究文本中每位母親都分配唯一識別代號，以保護匿名和隱私。然後，

參與本研究的母親有19個孩子（學齡前的1位、一至三年級的6位、四至七年

級的11位），表3簡述10位參與母親的家庭狀態，全職母職者共4位，全職工

作者有6位。  

 

表3 參與者家庭背景  

參與者  
代號  

子女狀態  住所  
教育

程度
備註  

M1 六年級、八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2 六年級  新北（都會） 碩士 全職在家  

M3 學齡前、六年級、

七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4 三年級、六年級  桃園（都會） 大學 全職在家  

M5 幼稚園、三年級、

六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6 六年級、七年級  桃園（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7 五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8 三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在家  

M9 一年級、三年級、

五年級 2 位  
新竹（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三年級與五年級學生曾經

申請過在家學習教育  

M10 三年級  高雄（都會） 大學 全職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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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職代理教育者的分析面向  

據前述資料蒐集，可區分為「自傳文本」（記事本）與「敘說文本 」

（訪談）兩種型態：前者是有意識分享的自我書寫，後者是回溯有意義的事

件後再重述之文本。研究者使用前述兩類文本，乃聚焦在處理自我（研究

者）與眾我（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對探究對象的思想意識並做反思（何粵

東，2005），亦即研究文本選取重組母親的敘說，其所再現的是關於母職從

既有照顧者（私領域）兼代教育者（公領域）中建立之信念。  

然則，要如何辨別原先照顧者與代理教育者的差異？研究者假設師資培

育制度生產的教師具角色專業形象設定，故對自己教學行為與效果有所期

待，其生產之課程與教學，則是為了支援學生能接受傳遞並轉化生產知識，

並以直接（練習、回饋、評量）或間接（正反例、探究質問、團體討論等）

活動、策略、資源等建構學習情境（沈翠蓮，2004） 3。相反地，母職有其

照顧範圍，且因學齡差異有所不同 4，例如母親在學齡階段要處理溝通家庭

作業的完成與被教師提醒孩子在學校有不當的行為等負起教養責任（Nelsen 

et al., 2007/2020），或許母親須與教師溝通作業與在校行為而形成母職，但

卻不會覺察與探問教師如何建構學習情境及其作業產物。  

據此，疫情改變了學習空間，「停課」破除學校為學習空間的預設 ，

「不停學」將實體課表、模式與常規轉置線上空間，「在家與線上學校」成

為「真實的」學習情境，無論母親是全職或需在家在職工作，原本教師在教

                                                               
3 培育師資過程中，著重在教師技能風格的建立，不只是熟悉課程計畫、測

驗評量、問答技巧、小組運作、班級經營、教室布置等一般教學技巧，同

時能掌握某一學科知識及其相關的教學技巧。  
4 母親處理照顧的問題在學齡前可能有斷奶、洗澡、尿床、咬人、吃飯、午

睡、說不要、鬧脾氣、抱怨、頂嘴不敬、恐懼、性探索等；學齡期的可能

有手機使用、家事、零用錢、穿衣服的拉鋸戰、藐視、不聽話、叛逆、剪

頭髮、看醫生、公平與忌妒、朋友吵架、說髒話、說謊編故事、告狀、發

牢騷、缺乏動力、霸凌、注意力缺乏等；青少年時期可能有電視、電子遊

戲、電腦等電子產生的使用、交友問題、物質主義、自殺與自殘、手淫等

（Nelsen et al., 2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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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公領域空間行為疊加在母親的照顧私領域，這種疊加狀態不易用簡單定義

來判斷，但判斷母職代理教師的信念如何發生，關鍵在：「分擔教師責任的

行動」。舉例來說，母親檢查孩子回家功課的行為（私領域），過去只是擔

任教師窗口，但在家學習時還需如協助介紹課本內容、在網路上檢索課程主

題等、課堂指定作業需一邊指導如何跟著教師的指令去完成（公領域）。即

便在線上，教師仍可以擁有指導行為，但在此之前母親並不熟悉孩子如何在

教室遵守常規與工作，進而與教師合作互動過程產生代理教師的信念。  

本研究分析的部分聚焦在母親訪談的文本作為「直接引用」的敘說，展

示母親在家學習的「多重真實性」（洪瑞斌等，2012），LINE記事本中自

我揭露的文本則作為三角檢證的敘說，有部分會間接引用文字，穿插在分析

文本。故自傳文本會以HS作為編碼代稱，敘說文本會以NI編碼代稱，間接

引用的呈現標誌如M1-HS代表編號1號母親的自傳文本，直接引用的呈現標

誌如M2-NI代表編號2號母親的敘說文本。最後在分析階段，透過相似性原

則，將類似事件與敘說並置，對應研究問題形成討論。  

肆、研究結果 

一、母親成為代理教師：信念來源、形式與內容  

疫情期間，所有戶外與社區的學習空間皆已封閉，學校教師為掌握學生

的學習情形，親師合作關係變得更加緊密，母親收到學校教師簡訊、信件，

如「督促貴子弟準時參與課程」、「協助將作業與上課學習內容上傳至班級

網頁」，無法參與線上課程還需要「督促貴子弟按照班網學習進度進行自主

學習」（M8-HS-0528）等，母親賦予部分「班級經營」職責，維持教室日

常與班級常規。  

由於學校轉換到「在家」，教師則邀請家長成為共同協作的「代理 教

師」，並賦予教師家長能夠共同負起學習者學習成效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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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家長的溝通會變成三方連結，比方說作業沒有繳交，老師

就會一直提醒，變成家長要去盯……。（M1-NI）  

……我知道有些老師會交代影片、自己完成功課，或使用均一類似的

平台做題目之類的。但我們老師抓得很緊，一早會提前20分鐘就會開

會議室也會點名，大部分一開始就蠻認真地在線上。我們家哥哥也沒

有讓我操心，他的功課也會自己交，下載與上傳作業，也有下廚做菜

的功課，所以我在做菜的時候他也就會馬上過來……。（M3-NI）  

 

然而，課程轉換到線上時，並非所有教師都處於「準備就緒」狀態，母

親從收到教師電話的提醒，同時也感受到教師擔憂線上教室無法運作順暢

（M4-HS-0530），為了盡量讓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的差異縮小，但個別教

師之間的作法與策略也有所不同，於是，母親在這段時間能夠完整進入到

「觀課狀態」，甚至開始對教師經營班級與教學方法有了自己的感覺並提出

疑問：  

 

……我蠻佩服我們的學校，第一週是丟一些連結，家長們都很慌張要

去找一連結與電子書，到了第二週就全面線上，因為學校是桃園的大

校，人口數眾多，所以就做了一個課表的東西，一目了然第幾節點哪

一個連結，不會有問題，還有一個公布欄會直接了當的交代功

課……。（M4-NI）  

……老師不是用直播的方式，而是會預先把上課的東西預錄好放在

YouTube，早上把這些連結發給學生，也會放到網路硬碟。讓學生可

以去透過平板看所有的課程，這些課程的缺點是完全沒有互動，小孩

會以為只要把影片放完了就是課程上完了……。（M6-NI）  

 

當母親的「代理教育者」角色意識逐漸清晰時，逐漸把教師上課時間也

當作自己需要付出的時間（M9-HS-0603），甚至把自己比喻為「母鳥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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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飛翔」，而自責自己做不到像母鳥一樣，一天到晚都在因為孩子的學習態

度而生氣（M7-HS-0604）。母親也開始同理教師是如何看待孩子的觀點與

角度，進一步觀察自己孩子的學習狀態與特質，進而加強對自我與孩子之間

的學習關係及教育責任：  

 

……大的六年級升國一，他基本上知道停課的時候，老師迅速把課上

完，回來以後就是固定早上打給老師點名，再來看有沒有其他科老師

發的作業，再去繳交就沒事了……一開始我想說沒事情，後來老師說

他沒有繳交作業，後來就上午上班下午在家就會注意這件事情，小的

可能就是不太會用，每次就是最後繳交或是沒繳交，要固定時間幹什

麼，小孩也沒有上線，因為被其他家長提醒才再打電話回家。很想不

要去管他們，但都會被提醒要去管他們……。（M5-NI）  

……我不是全職媽媽，有兼職教鋼琴，因為線上的關係我會把教學延

到他們上課之後。在疫情之前，我沒有太多時間看孩子的功課，這也

是我要檢討的部分，變成一種惡性循環，如果我下班回來看功課，時

間會拖很晚，但疫情時我整天在家，功課可以即時看到幫他繳交，避

免來來回回的過程，讓我省力很多……。（M4-NI）  

 

全面在家學習期間，教師會不斷提醒叮嚀母親要在旁邊注意學習狀況，

但母親為了減少在視訊後，教師又再次連絡提醒注意孩子上課問題與行為，

因而遵照學校教師的囑咐，從旁觀看孩子上課的情形（M7-NI）。母親在順

應教師對孩子的要求下，像是一起閱讀生活課本外，還要陪著孩子講完節慶

的由來，看有關主題節慶的資料影片，以及完成最後指定的主題圖畫作業

（M3-HS-0602），母親一邊執行原本檢查作業的照顧角色，一邊肩負帶領

閱讀、指導技法等教育者的角色。對有工作負擔的母親來說，為了協助教師

完成線上課程，還需要帶著孩子移動到家外的地點上網，兼顧孩子的學習情

況（M1-HS-0602）。學校在不同學齡上，也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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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線上課程，但學校似乎會擔心學生之後補不了課程，所以也會開短時間

的線上課程，不同學校教師也不會對線上課程的政策照單全收，母親也要適

應學校教師和新科技抗拒與協商的行動。儘管過程並不輕鬆，但小孩在家學

習的真實情景，如無法安靜聆聽、坐不住等因素，也可能增強母親轉換自身

為代理教育者的信念。  

二、關注在家學習的表現：上線的人與離線的心  

在家學習後，母親看到孩子初次上線時每個框框裡的小孩都很興奮，但

似乎忘了要上課，相互彼此聊天，忘了教師的存在，在完成自己每日學習

後 ， 會 去 找 屬 於 自 己 的 歡 樂 時 光 （ M8-HS-0530） 。 學 校 虛 擬 化 為 數 位 訊

號，螢幕另一端的教師並無主控權，無論是聲訊或視訊，若這些內容無法引

起興趣，仍然不會因為新科技功能中添加新意而感覺更加有趣。  

 

……開始覺得溝通變得特別重要。在家自學的時候一直看著手機、盯

著電腦，我就得過去確認、溝通。但小孩就會覺得這堂課不重要，我

就會說那是一種態度，多了一些爭執。在這段時間就一直在磨合這件

事情……。（M1-NI）  

……只是開音訊的話小孩不會太專心，有些老師就會要求開視訊。但

小孩的專心度不容易掌握，變成家長要去專注。我希望老師交代的作

業小孩能按照時間完成就可以了……。（M2-NI）  

……老師用錄影上課，我的負擔就會變大，我雖然在家上班，但還要

幫忙再確認，我們家雖然只有一個小朋友，但是有平板、電腦，他可

以同時做很多事情，我基本上不太管他，我希望他對自己負責的狀

態。每天上完課後，我會確認該交的功課都交完……。（M6-NI）  

 

在家學習的母親，會被孩子無法專注、鬆散、沒有團體紀律的問題 困

擾，像有些孩子就會「打開腳、躺著看」、「另開新視窗、打開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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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會不知道線上上課仍然需要該有的「秩序」，在沒有教師管控的情況

下，行為就會失去控制，母親轉向思考「如何引導」才能提高孩子主動學習

興趣（M7-HS-0531）。這項挑戰開啟親子間學習態度與行為的溝通，進一

步激發母親對如何在家代理教師產生相對應的感想。母親們更加注意孩子的

「主動性」，並期待孩子能展現在面前。  

 

……一開始沒有開視訊，就會自己在下面打電動，後來有家長反應才

開視訊來確認……平常就不喜歡接到老師電話，但這段時間就會一直

接……家長很怕老師，但小孩都不怕……。（M5-NI）  

……我剛好這段時間公司可以讓我在家上班，24小時可以跟小孩在一

起，小孩上課的時候我不會管他，但我會檢視他今天上課上完了沒

有，像是上完數學課，我會問他你都懂了嗎？我會繼續問你解釋這題

給我聽，小孩會說好像有點不懂。小孩有些敷衍的傾向……。（M6-

NI）  

……或許他慢慢有自己的想法，會選擇哪一堂課，老師的課程比較有

興趣就會願意去聽。但哪一個枯燥乏味，就會默默地把音檔關很小

聲，我就會問：你聽得到嗎？我後來不太想再去管這些，看這線上上

課，他也痛苦我也痛苦，感覺我一直在限制他，可能我還沒有找到好

好溝通的管道，只能對當下不好的上課狀態我就會想提醒他……我直

接看到就會去說，我與他的關係就會衝突。……。（M7-NI）  

 

在實體教室的空間，教師掌握教室教學的主控權，但在線上教學時就不

一定如此，像教師使用視訊上課、用簡報與孩子互動，但主控權不在遠距的

教師那一端，儘管教師會用各種說服策略，像是說「要錄影，校長會看」，

孩子比較不會在看不到的情況下做其他的事情（M10-NI）。母親會發現小

孩可以關掉視訊，直接聽教師說什麼，但教師卻不知道學生在做什麼，讓母

親感覺成為代理教育者後，與孩子的溝通更加迫切。假如教師都是照著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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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講授，即使同步網路支援雙向互動也無濟於事。  

相反地，自停課後，如果教師出的題目與「家事」有關，像是「陪媽媽

煮菜」的功課，這對母親來說能跟孩子更加親近，孩子會積極的在廚房幫

忙，正好能趁機好好教他如何烹飪（M4-HS-0604），母親可以提供額外的

時間來，彌補線上學習上互動的困難，也補充「課本之外」非語言的學習線

索與情境。  

三、反思學習方式：分頁科技與互動空間  

當所有能夠移動的社會空間都被管制後，數位媒體將資訊尋求、社會互

動、尋求娛樂與情感交流的空間也全部濃縮包裹在螢幕裡。  

由於使用數位科技並非學校體制教學裡的常態，學校教師在無法掌握學

習互動的情況下，只能出作業，甚至週末還會有新的作業要寫，這是以前在

學校不會發生的狀況，學校對線上課程的應用，除了「上課」就是「出作

業」（M2-HS-0606）。停課不停學增加媒體使用的時間與強度，課程與其

他娛樂功能的遊戲、社交功能的聊天相比，反而更凸顯在家線上學習的「無

聊感」：  

 

……我不想要這種自學，我的女兒會想說什麼時候可以回學校，因為

在家裡很無聊，兒子也會無聊的時候就會打電動……。（M1-NI）  

……體育課、藝文課的老師都一直在放影片，你放了影片，有些孩子

就會覺得很無聊，也不會跟老師產生什麼共鳴。我兒子就會說，我可

以不要上課嗎？都一直在播影片……。（M7-NI）  

……國文老師帶我們孩子學中文，我有一次在電腦操作上示範了一次

開左右兩個分頁放在同一個螢幕，老大學會了開分頁，有時候就玩遊

戲、混水摸魚，這種狀態久了，孩子就知道怎麼鑽這個漏洞，當然他

也從來不會讓我們擔心功課……。（M3-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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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定也會因應情勢改變，像是課與課間的休息時間從10分鐘改為30

分鐘後，母親發現孩子剛開始還會走出房間，但時間拉長後，會自己利用科

技產品和同 學通話或玩 寶可夢（M5-HS-0601、 M3-NI）或利 用休息時間 組

積木、玩電動、猜字謎（M10-HS-0606）。課堂作業數位化後，數位化作業

可以立即回傳，與拿著聯絡簿回家檢核相比輕鬆很多，也被母親們視為一個

優點，但學生無法在電腦前自主控制，電腦與手機都可以開很多「分頁」去

「分心」在其他的事物，想要「摸魚」的話，一定是有辦法的（M2-NI）。

媒體科技無法複製真實的上課環境，像是體育課也只能在房間有限的空間裡

對著電腦動一動，自主學習也都只能頻繁地使用「眼睛」，完成教師交付的

作業與學習內容（M4-HS-0604）。母親感受到孩子在家的態度與感覺和在

學校就是不同，這可能起因於有「上下課」轉化與團體規範，被窗牆包覆的

教學現場，教師可以看到表情、知道反應（M10-NI），但移出學校場域的

教學現場，原先這些行為訊號就不易偵測或隱而不見。  

 

……我發現小孩下課時間也會待在房間裡面，可能下課時間也就是利

用電腦玩遊戲，相較於學校上課，就會去打球、玩遊戲、去教室外面

走度，會跟家裡的情況不太一樣……。（M2-NI）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是YouTube自己看，但後來有家長反應，老師

開始有開放一兩堂課有線上互動，小孩因為有互動會比較專心、願意

聽老師講……。（M6-NI）  

……因為是學校要求需要這樣，我們就配合，所以會去借電腦來做這

些學習，有其他媽媽就不願意去借讓小孩碰 3C的產品，覺得太多

了，會讓孩子覺得自己就要上網去碰3C產品……。（M7-NI）  

……老二變得比較油條一點，他不是開左右兩個分頁，而是開另一個

分頁跟其他人聊天再關起來，因為螢幕上太多格子，老師根本不太可

能注意到誰的眼神對焦到鏡頭上，到後來有一點點鑽漏洞的情

況……。（M3-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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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師生間的每一段互動都內含知識建構的過程，因在家學習緣故，

母親能夠直接觀察到教師的上課風格，相較過去只是把孩子送到校門進入學

校，直接參與觀課的經驗卻實是難見的場景，像是當孩子對數理比較有興

趣，母親會觀察到數學教師跟孩子互動好的時候，孩子的專注度與上課的吸

收，就跟其他照本宣科的教師不一樣（M7-NI）。一旦母親加入與孩子共學

的情況，經歷一段學習歷程，就有可能將媒體科技與數位學習的意義做反思

並帶來真正的翻轉。  

 

……社會老師講到綠活圖，我們有參加荒野親子團，當時我與小孩就

有一起畫這張圖，後來我們因為要做這個的關係，學會了一些Power 

Point的繪圖功能，也學會應用Minecraft，學會以前我們不曾用過的

東西，這是學習方面比較正向與好的面向……。（M3-NI）  

 

時間一長，母親甚至感受到自己的最大收穫，是為了解決連線的上課問

題開始做了很多電腦應用的學習，也發現孩子在功課與學習意願上沒有進

展，在電腦和網路應用的能力進步更多（M6-HS-0607）。此外，科技也有

另外一種用途，像是體育課教師要驗收跳繩結果，因此母親要在現場掌鏡，

不斷重複為了錄製出一個符合體育老師要求的跳繩錄像（M5-HS-0610），

似乎媒體科技也扮演了學習見證者的角色，母親們面對孩子在家學習過程中

產生的感覺與反應，從孩子行為反思線上學習的問題，對於教師而言，如何

掌握好時間並產生互動，確實是一個難題，班級大小、年級高低都有其班級

秩序與學習風氣，需要付出時間精力去經營與管理，母親代理教育者時也需

要給予相對應的關注與互動。  

四、覺察關係品質：母職兼代教師的領悟  

母親兼代教師的效果，有時會令人挫折，期待孩子能返回學校的理由，

就是小孩對教師比較不會敷衍，畢竟教師在社會文化中是賦予神聖任務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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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母親擔心自己無法勝任教師的角色（M6-NI）。不過，當母親代理時間

愈久，也會觀察到所謂的學校，應該是「創造互動」的地方，孩子無論是直

接與老師溝通或觀察同儕，這樣「臨場」的吸收會比較好，也因此母親們愈

能感受到「互動」是孩子學習的核心動力。  

 

……回到家就是一個放鬆的地方，跟學校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有老師與

同學，老師就是那個權威，不是那麼放鬆。所以回到家裡這個放鬆的

地方，可能就會比較鬆散與隨興，但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像在學校一

樣……。（M2-NI）  

……可能50分鐘上完之後我的孩子還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我發現我

的孩子不是需要老師的講解，而是比較需要老師所帶給她的課程內

容，課程內容要是比較貼近她的人事物，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如果用

一般老師的範例，我的孩子似乎吸收的沒有很快、很完整……。

（M9-NI）  

……返回學校學習儘管效果只有50%，但總比在家自學只有20%、

10%……有大部分家長傾向放影片，認為聽不懂可以回溯，但我認為

這是大人的一廂情願，我不否定有興趣的孩子會自己去玩這個東西，

但前提是要有興趣才會去……即便孩子是內向的，但在課堂上可以聽

人家發言、互動的狀態可以互相學習……。（M6-NI）  

 

母親偶爾也會與孩子交談，是否想要返回學校？孩子會表達出對學校的

渴望。雖然母親可以與孩子約法三章、明定規定，但在家學習卻不能完全控

制 使 用 媒 體 的 時 間 ， 像 是 跟 母 親 說 教 師 要 做 什 麼 ， 但 事 實 上 卻 沒 有 （ M7-

NI）。母親意識到問題時，就會在旁邊跟著參與線上授課，有不好行為就

會 立 即 糾 正 ， 如 果 母 親 沒 參 與 ， 同 樣 也 會 收 到 教 師 提 醒 （ M10-NI、 M10-

HS-0612），為了減少這種情況，母親則更加參與實際課程與孩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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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孩比較活潑，他會在線上上課的時候去干涉其他同學注意

一些規矩，像是你的麥克風沒關、後面你的妹妹走過去了……，我當

時在旁邊很想要叫他閉嘴，但是還是很忍耐，但我得去模擬這正是他

的上課狀態，媽媽其實不能去干涉他上課情況，我會去想，你的老師

不會有意見嗎？你一直在干涉別人的瑣事……這對老師也是一種挑

戰，對家長也是一種修煉，要去考慮自己此時的身分是家長、還是支

援者或整個放給老師處理……。（M4-NI）  

……老師要從畫面上去教孩子數學，有些落後的孩子學習感覺沒有那

麼紮實，不像是在面對面的感覺，有種困難……孩子後來有說希望還

是回學校去，可以有人一起玩、打球、運動什麼的。我還是希望他們

能回到不要那麼封閉的環境裡……。（M3-NI）  

 

有母親也會提到，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時候，學校教師過度自信以為學生

很快就能回學校，所以沒有很積極地給功課、作業與學習的方向，直到知道

沒辦法完全解封，那時才開始正式進入到線上學習狀態（M8-NI）。不過，

一個半月的封閉時間，母親與孩子之間體驗到的不只有學校常規下的規劃課

程，在完成規定的作業後，在家裡會有更多的時間去嘗試學校之外的東西，

像是畫畫、煮菜、縫紉等不是教師要求的學習（M9-NI）。家中若有不同年

齡的孩子，年紀愈小的線上課程愈需要陪同，線上作業也都是由母親代為上

傳，年紀稍長的孩子也就適應進入線上學習，教師連線進來也多半就是聊天

看看大家學習狀況如何，母親則關注在學習現場以及孩子使用時間的方式

（M9-HS-0614）。  

隔離管制措施下，無論是上班或上學都被限制在家，母親有同等時間陪

伴孩子，也意識到完成學校作業後，能夠一起學習與活動的時間變得比較

長，甚至非學校規範的學習活動可以進行到更晚。  

 

……在一個半月間能意識到有足夠的時間能去分配自己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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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完成作業與完成學習這件事情就沒有時間性，這些東西就對她來

說不會像以前那麼痛苦，她不用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完，她有更多的時

間去完成她想要完成的東西……。（M9-NI）  

……在家學習這段時間，學校老師釋出很多你平常不會去使用到的學

習管道，正好因此蒐集到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與平台……同樣的學習

內容，我發現孩子只需要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學到一樣的學習內容，

但跟著班上可能還不知道自己在學什麼……。（M10-NI）  

 

母親們開始會去比較「在家學」與「在校學」之間的差別，發現老師們

很難在同時間要照顧所有人，反思教師在沒有足夠的時間下孩子如何主動詢

問並理解上課內容。母親們一開始不敢相信自己能代理教師，但在線上課堂

裡可以看見其他孩子與自己孩子在學習的習慣與狀況下的差異、教師領導風

格的差異，而也增強瞭解自己小孩個性與特徵及學習的需要。  

一場意外的疫情，開啟母親們對關係品質的覺察與領悟，數位科技替代

教育現場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帶來更多的似乎是限制與煩惱，但不同於教師

的是，母親們可能更關心究竟什麼樣的內容適合在學校和教師與同儕進行？

又有什麼樣的內容孩子需要直接的體驗與互動？又有什麼樣方式可以更貼近

自己的孩子？從孩子上學到孩子在家學習創造出詮釋的新起點。  

伍、研究結果與限制 

一、研究結果  

參與研究的母親們，回憶起當實體學校轉為線上學校後陪伴孩子的 時

刻，似乎很難認為在家學習是容易或絕對的開心愉快，陪同學校教師一起因

應的緊急情況，母親從照顧者的自我認同，突然間被拋置在代理位置時，經

歷某種存在的意義：無論母親是全職或兼職，兼代教育者角色時，母親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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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自己原先處理家務或上班工作的時間與孩子相處共同學習，執行班級的

「學習活動」似乎比擔任照顧者還要感覺陌生或操煩，因此並非全然享受在

與孩子在一起的學習時光，直到孩子下線才又轉化回照顧者，當然也需要原

本的「在家工作」與疊加的「在家學習」中找尋平衡感。以下就四個面向做

小結：  

(一) 母職兼代教師的角色轉換  

孩子比平日花更多時間在媒體上，也接觸更多手機和平板電腦上媒體內

容，在母親們發現孩子於線上學習的無聊與分心後，開始高度關注在家中的

負面行為，增加對在家學習的焦慮感。一旦母親們決心投入代理教育者角

色，意即承擔學校與教師賦予部分的要求與責任，母親們則會將負向焦慮轉

向正向面對的態度，思考如何陪伴自己孩子學習，並更想要清楚自己的孩子

需要什麼樣的學習方式。  

(二) 在家學習的表現  

三級警戒最初幾天，學校常規與班級經營並非母親們的工作，當關注線

上教學中孩子學習的感受、學習的態度、如何與教師互動等則在家中變得透

明清晰。母親承擔部分代理教育工作時，會認真地面對孩子在家學習的表

現，對孩子分享她們對線上課程的個人觀察，在能夠參與的作業與功課上也

會共度學習時光。對於母親們來說，這種情況可能比回家簽聯絡簿、叮嚀繳

交作業更密集頻繁，平衡對關照孩子在家學習表現的焦慮。  

(三) 反思學習方式  

當母親在家觀察到教師專業知能仍是用學科認定方式去教學生，因而覺

察到學校教師可能沒有足夠時間與精力去理解自己孩子需要用什麼樣語言、

方式對待自己孩子。母親們進一步理解孩子想要回學校的期待，想要的是互

動而非課程，想要的是不用一直關在屋子中移動，而是能夠與同儕同樂的情

感連結與社會關係。  

(四) 覺察關係品質  

當教師必須執行預設的教學常規，母職時間若能配合線上授課，則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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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孩子應有的態度與參與互動，但也因母親關注孩子個體性，當家庭與學校

場域重疊時，更可能靈活運用時間去照顧孩子（不受學校常規時間限制而解

放出新關係型態），凸顯母職以孩子為中心的特徵，也放大顯示親子與師生

間的互動關係。  

從母職面向來看，線上教學各種限制，觸動母親從為了克服無聊、維持

專注力到思維孩子的個別化學習，轉變成代理教育者。母親們不僅對線上教

室帶來的負擔感到無力，並對孩子在家學習的行為產生焦慮。在代理教育者

期間的母親們，對孩子學習特別敏感，意識到建立常規與秩序的重要性卻感

受到學校與教師在線上給予的支援不足，把照顧孩子個別化需求也融入在其

信念與實踐，為恢復常態和積極的學習環境做努力。在此期間，企盼能因改

善教室常規的僵化並增加育兒時光，進而建立更有選擇性安排，包括學校科

目和對孩子有意義的經歷，為自己能在家中為學校開闢學習空間感到高興。  

從教育者面向來看，線上學習揭示了傳統教學常規與日常實踐的反思。

當失去了像學校教室一樣的社會空間，學校與教師對孩子的控制權相對減

少，無論數位學習採取是同步或非同步，教師所安排的一切內容教材，包括

自己的講授，充其量都只是「螢幕訊號」，各種直接與間接的教學活動技巧

也都在非實體空間下有其侷限性。同時，各種事件也觸發對學習反思，如為

何要以「節」為單位去結構學習時間？班制下齊頭式進度與個性化學習該如

何平衡？在場時間的有限提問與互動如何改善？等問題都值得深思。被迫的

在家學習對教師教學習慣的反思，似乎也有可能解放教師在既存制度下結構

化的教學現場，想像一種能與家庭合作的經驗探索與連結，思考如何有效引

導對話與溝通，在「教得少」的情況下卻能觸發「學得多」的豐富性。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雖然本研究重點是母職成為代理教育者信念的轉化研究，但在疫情期間

全職母職、工作母職等家庭內部結構與型態的差異比較也非常重要。然則，

受限於自願參與本研究的母親，受研究旨趣的限制，意即，未能在自傳中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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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與伴侶或家庭其他成員在孩子學習活動上的分工狀態。  

未來研究建議上，或許能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學校機構建構的各種教材教

法，以開放式資源提供給在家學習的家庭，並思考學校機構將家庭共同協作

的可能性，能對學習時間與活動產生新的安排，想像未來學習的可能性；如

果網路連結的不是知識材料而是社會互動，那麼家庭之間可以在各種議題上

跨出學校，在家學習的專業發展社群，進而研發未來教育的論述與實踐，擴

大學校與學習社群的觀念、資源與環境。  

誌謝：本研究是國立屏東大學111年度前瞻引航未來新型態學術研究計畫

《後疫情時代下在家上學的現實與未來》（NPTU-111-08）補助，特

此誌謝。研究者感謝《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主編與匿名評審們的

細心審查並提供寶貴意見，使得本研究論點更臻周延。特別參與本

研究的母親們提供在家上學的第一手經驗與相關背景資料，使研究

分析工作能對未來在家學習產生洞見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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