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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一、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在疫情下對遠距教學實施的
設備環境、教學情況及成果回饋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二、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在疫情中非自願情況對於遠
距教學的認知與感受?

三、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因應疫情採用遠距教學的觀
點、教學改變及挑戰為何?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包含專兼任
教師。
一、預試問卷：

在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中採用隨機抽樣方式，發出問卷
72份，其中並無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實得72份有效問卷，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100%。
二、正式問卷：

施測在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中採用隨機抽樣方式，發出
220份問卷，回收220份，扣除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有效問
卷為215份，回收率為97.73%。



三、分析結果

(一)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對象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師共215位
◆ 男性為132位(61.4%)、女性為83位(38.6%)

◆ 專任教師為117位(54.4%)、兼任教師為98位(45.6%)

◆ 講師為93位(43.3%)、助理教授為73位(34.0%)、副教授為45

位(20.9%)、教授為4位(1.9%)

◆ 餐旅學院為95位(44.2%)、不動產學院為40位(18.6%)、工程
學院為51位(23.7%)、通識中心為29位(13.5%)

◆ 只使用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為113位(52.6%)、同時使
用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為102位(47.4%)



三、分析結果

(二) 不同性別的教師對於遠距教學差異分析

因素購面
獨立樣本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遠距教學的設備環
境

1.男 30.85 6.22
2.03* .04

2.女 29.12 5.85

遠距教學的教學情
況

1.男 40.59 7.73
-1.06 .29

2.女 41.72 7.52

遠距教學的成果回
饋

1.男 36.76 4.82
-2.13* .03

2.女 38.12 4.11



三、分析結果

(三) 不同專兼任的教師對於遠距教學差異分析

因素購面
獨立樣本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遠距教學的設備環
境

1.專任 29.11 6.09
-2.85* .01

2.兼任 31.46 5.95

遠距教學的教學情
況

1.專任 40.05 7.78
-2.06* .04

2.兼任 42.19 7.37

遠距教學的成果回
饋

1.專任 37.03 4.64
-.87 .39

2.兼任 37.58 4.56



三、分析結果

(四) 不同遠距教學方式教師對於遠距教學差異分析

因素購面
獨立樣本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遠距教學的設備環境
1.只使用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 29.98 5.97

-.50 .62
2.同時使用同步和非同步遠距教學 30.40 6.31

遠距教學的教學情況
1.只使用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 40.53 7.88

-1.00 .32
2.同時使用同步和非同步遠距教學 41.58 7.39

遠距教學的成果回饋
1.只使用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 36.61 4.82

-2.28* .02
2.同時使用同步和非同步遠距教學 38.03 4.23



三、分析結果

(五) 遠距教學的設備環境與教學情況對於成果回饋的預測分析

迴歸係數 標準差 標準化迴歸係數 t值

設備環境 .07 .05 .10 1.55

教學情況 .38 .04 .63 10.29*

R=69.4% R2=48.2% Adj R2=47.7% F=98.55*

遠距教學的教學情況對成果回饋的判定係數解釋變異量為48.2%，調
整後判定係數解釋變異量為47.7%，其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0.63，t值
為10.29 (p<.05)，設備環境和成果回饋則無顯著關係。



三、分析結果

(六) 教師對因應疫情採用遠距教學改變及挑戰質性分析結果

類型 執行上困難與挑戰或建議事項 比例

課堂師生互
動

1.互動變少、不知道無回應或學生消失、無法確認網路斷短訊或消失。
2.學生不開視訊、沒有視訊設備，較無法全然看到學生學習的樣貌、難掌握同學是
否專注上課、學習狀況難掌握。
3.學生可能同時在作二件事情、學生容易受周遭環境影響。
4.學生們於遠距授課時比較敢發問。
5.建議學生ㄧ定要開鏡頭上課，老師好即時掌控學生上課狀況，教學效果比較好。
6.把實體課程上法直接搬到線上的話，學生反饋較不積極，使用影音、互動遊戲類
教材的反而較能聚焦學生關注。
7.比較需要隨時抽點同學，以證明同學們有在線上。

33%

網路品質
1.學生端家中網路不穩定，或流量不足影響上課情形。
2.學校端wifi網路環境不穩定，影響上課品質。

17%



三、分析結果

(六) 教師對因應疫情採用遠距教學改變及挑戰質性分析結果

類型 執行上困難與挑戰或建議事項 比例

課程準備
與進行

1.教師需花更多時間備課
2.專業實作課程不易進行遠距教學，尤其是實驗課、製圖課、廚藝課等等實作性的課
程而言效果非常差，難以用遠距教學完全取代
3.專業設備、專業軟體(需購買授權)，學生遠距無法使用學校的硬體系統, 所以無法實
際演練。
4.實作課程如需讓學生了解操作流程，需事先進行攝影設備，但學生無法實際操作，
欠缺互動與解惑，老師也無法觀察立即提示學生錯誤更正。

14%

電腦硬體
設備

1.學生硬體設備不足，有些同學只有手機，沒有電腦或平板
2.學生端的電腦有些沒有鏡頭或麥克風，無法進行線上互動
3.學校端沒有足夠空間進行遠距教學，在辦公室或電腦教室進行教學會有干擾

18%



三、分析結果

(六) 教師對因應疫情採用遠距教學改變及挑戰質性分析結果

類型 執行上困難與挑戰或建議事項 比例

學習評量

1.考試會比較有問題、學生測驗亂做、考試時無法確認情況。
2.希望能有更多評量軟體供老師參考、需要共同參與討論的軟體、需要能進行小組討
論的同步軟體
3.無法交上機作業

8%

遠距教學
工具

1.對於工具的使用，還是貧乏，數位教材的運用還有待加強。
2.線上評量工具準備就緒有困難平台系統運作耗時
3.搭配數位平台聊天示室有使用上問題、
4.線上點名系統，學生不會操作
5.建議可再辦遠距教學（教師、學生）研習
6.請協助單位強化遠距教學書面指導手冊與操作指引內容

10%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性別：設備環境上男性高於女性，而成果回饋上則女性高於男性。本研究認為原因可能是男性在使
用電子設備上較女性更來的容易上手，因此在遠距教學設備的操作上比較少遇到問題，然而卻也有可能
因此單純只使用電子設備在遠距教學上，忽略了再結合其他的教學方式來豐富自己的教學過程，這也有
可能是在成果回饋上女性高於男性的原因

二、專兼任的部分，在設備環境上兼任高於專任，在教學情況上兼任也高於專任。本研究認為原因可能
是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的兼任教師在疫情後大多在家操作遠距教學，因此在設備環境上可能優於學校的環
境，兼任教師也比較熟悉家中設備在教學的過程當中，應該輔助甚麼樣的教學教材或者是設計怎樣的教
學課程，相較於專任教師要新嘗試熟悉學校設備環境，在操作上可能綁手綁腳的狀況之下，更能快速地
減少摸索時間與熟悉操作教學過程

三、遠距教學方式上，成果回饋上同時使用同步跟非同步的遠距教學方式高於只使用同步或非同步遠距
教學方式的教師。本研究認為原因同步跟非同步兩種方式都使用的教師容易把同步方式不足的地方用非
同步的方式補足，讓學生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學習到以往在課堂上學習到的內容。



四、結論與建議

(二) 建議

(一) 疫情下遠距教學課堂師生互動部分
在疫情下遠距教學課堂師生互動部分，很多教師仍是偏好實體教學，最大的問題在於遠距教
學的師生或同儕互動較實體為差，老師無法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生有問題也無法立刻請
教老師或同學，缺少人際之間的互動，讓學習變得比較乏味，建議這方面可嘗試透過教材或
科技產品進行改善師生彼此之間的互動模式。

(二) 在網路品質、電腦硬體設備對遠距教學的影響
從全球的調查在相對貧乏地區，由於學生在家沒有網路可以使用，老師無法線上教學，學習
完全被中斷。即使在較先進的國家，老師或學生家裡也不一定有遠距教學設備或夠快的頻寬。
本校的學生有許多屬於中後段弱勢學生，因此在電腦硬體設備的取得以及居住所的網路使用
亦會造成學生學習的影響。建議未來相關視訊的設備可以朝適用遠距教學的方向進行考量



四、結論與建議

(二) 建議

(三) 教師線上教學模式與能力
本研究進行調查前已事先安排全校教師遠距教學設備上的操作與演練，但經由實際施行成效與問卷調查
後可以發現，雖然已事前進行遠距教學的操作指導，但男、女性的教師在設備操作及成果回饋仍有所差
異，這顯示原先預期的一視同仁指導方式有所不妥，建議日後可以依照性別的不同而規劃不一樣的事前
訓練。並非僅僅只是使用線上同步視訊工具進行上課，因此有需多老師仍透過他們的實際需求，尋求符
合他們上課模式的線上教學工具與軟體。建議可以多安排相關的課程，並要求老師們定期安排一~兩門
課程進行遠距教學的演練，藉此讓老師們可以透過平時的準備來改善及因應未來再次產生的緊急狀況。

(四) 特定學科、實作課程或學習活動的要求
遠距教學因不同專業領域領域學科，在應用上也有所侷限。如以觀察對象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而言，許多
課程具實作與實驗性質、如廚藝課程、設計課程、機械實作等，均不容易適用遠距教學，因此在課程準
備與進行部分，有老師認同實作實驗課程是難以用遠距教學完全取代。可從實作課程所需培育的技能，
分析「基礎」至「進階」單元，以分組分批在基礎單元掌握基本操作，達到一定能力後，進階單元再以
遠距方式學習技巧，亦可結合虛擬實境軟體來加以應用，改善改善學生無法實際操作的困境。



Thanks for listening

~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