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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新北教產成立10週年了

　　民國110年的5月，原為慶祝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成立10週年的大日子，萬事皆備，只
欠東風。未料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從5月12起開始延燒，國家防疫的層級逐步
提升，從雙北停課不停學，至全國全面停止在校實體授課；嚴峻的疫情，對教育現場產生一波
波的衝擊，無疑也造成對政府、學生、家長、教師等角色的挑戰。疫情來襲，教師組織應以何
種思維及作為來面臨此前所未有的震盪呢？

　　2011年的5月1日，由一群新北市關心教育現場的教師夥伴，以團結教師、增進教師專業、
保障學生受教權、改善教育環境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為宗旨，結合原先「臺北縣教師會」的穩
定發展能量，成立了「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新北教產」就此橫空出世了！在此10年
期間，我們成功結合教師會的專業自主及教師工會的團結維權，持續不停的在公益活動、推動
特教志工培訓、舉辦各式精進研習、與學校簽署團體協約、辦理教育議題研討、監督教育政策
以及爭取法律上保障教師權益等，不斷的努力。健全教師組織的功能以及運作，有效扮演政府
與教師之間溝通的橋樑，帶動許多教育議題的發展，也達成許多提升勞資和諧、改善學生學習
環境、促進友善教育職場營造、維護教師合理權益等具體成果與進展。

疫情來襲，積極應變馬不停蹄

　　秉承教師組織發展的任務與能量，在此次疫情爆發當下，本會即與教育局保持密切聯繫，
全程出席教育局線上防疫會議，提出訴求，要求必須落實防疫優先、避免群聚的防疫目標，應
該讓所有師生居家學習、教學、辦公，以防群聚造成防疫破口。也鼓勵會員協助，若學校有孩
童需要安置照看，參與輪值並確保做到分流不群聚。同時更提出建議，要求教育局盡量彈性處
理，放寬認定，簡化各項居家上班核准的要件與管理程序，在行政管理與防疫成效間要能平衡
思考，信任教師專業與自律，提供必要協助與支持等。而新北市教育局也做出友善的回應，與
本會達成「防疫優先」的共識。

　　而在防疫的兵荒馬亂之際，我們也看見許多令人動容的美麗風景，行政人員絞盡腦汁的應
變與規劃、學生新鮮好奇地參與及探索、教師呼朋引伴的互助與調整、家長耐心包容的陪伴與
等待……。全國各地教師陸續積極主動自學、發起參與線上互助分享平台、投入研發新式授課
形式……，充分展現出教師對於教學專業、自主研發的能力。

教師組織的觀察與提醒

　　疫情來襲，教師組織除了掌握疫情最新發展外，也耗費不少力氣，安撫第一線教師因為行
政一再要求而產生的反彈。同時間，也盡量鼓勵大家，一起帶動身邊的教師同步成長。造成教
師反彈的原因來源，主要是行政防弊管理的思惟，好像比阻斷疫情擴散還重要，還是持續困擾
著學校的行政團隊。

　　當教師反映教學現場問題，努力過後取得有彈性處理空間時，我們很少直接斬釘截鐵地說
，教育局就是說可以調整的意思，只能委婉表達溝通的過程與想法，因為怕造成教育局指揮系
統的干擾；但每次老師的期待就是，局裡有沒有公文明確的說可以或不可以，因為，行政經常
說的是：這些都是教育局的規定。如果教學現場，還是只能：校長，等一份可以放心執行的公
文；教師，等一種確定的線上教學模式；學生，等教師呼喚我上線才叫學習……。那，我們該
如何因應，後疫情時代實體學校體制存在的考驗呢？

　　先談談防疫優先跟居家上班。這次疫情真的很嚴重，已經宣布全國升級為三級了。不論是
家長、行政夥伴，還是每個教師，都應該明確體認：減少移動、避免群聚是「必須」，不應該
是「選擇」。儘管教育部、教育局都已經極盡放寬彈性了，但校長及行政卻總是怕做得不夠好
，怕會被教育局釘；也怕教師教學不落實，怕會被家長投訴。如果縣市首長思考的是，如何讓
疫情不擴散、染疫人數歸零；而學校行政看重的，卻是「沒到校就是不正常上班」、「沒用線
上教學就不算上課」？

　　如果真的確診了，孩子、教師可能生命都危險了，學習還是優先考量嗎？被要求必須到校
一起上班的老師，將陷入人人自危，如果陷入學校群聚感染，還有誰會在乎學多少、教多少呢

理事長的話：

面對疫情教師組織的因應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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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只執著於，要如何讓大家上班必須上好上滿，教學必須教好教滿，少一分鐘、少一
節課，都怕被質疑是不負責任，而無視於疫情嚴峻，萬一防疫破口是出現在要求大家移動上班
，造成教師群聚染疫，那時教育部、教育局要花多少力氣來收拾？要犧牲多少教師及學生才能
換來疫情減緩？

　　再來，談談多元學習方式及線上教學。以新北市為例，我們幾乎全體總動員式的投入
Google Classroom或是Meet的一節一節實際線上教學，很努力想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當然值得
肯定。但，如果「學生不停學」已經變成「教師不能停止線上教學」的想像與期待了，那新北
的積極，恐怕可能會變成是各校在進行線上教學的軍備競賽，比誰上比較多節課、上滿最長的
時間。

　　所謂線上教學，是把孩子、教師綁在電腦前面，上足30-40分鐘，才是停課不停學嗎？停課
不停學的重點到底是，教師規劃、執行、提醒、檢核，一個讓學生能在家裡「完成自主學習的
有效方案」，藉此機會親師合作，讓孩子掌握自主學習的態度與能力；還是，只是把孩子從綁
在課本、綁在教室，換個情境改成把孩子綁在電腦螢幕前，綁在手機上，要求看滿幾節課才是
停課不停學？

　　教師一定要能在google classroom上滿每週20節課，一分不能少，一節不能少。這樣才叫
做有專業？還是教師有能力提出、執行、落實，讓孩子在疫情嚴峻的氛圍中，能安心、開心的
跟著教師的提醒與叮嚀，自主完成該有的學習進度，這也是專業！哪一個是我們想要的，邀請
大家一起來想想。

教師組織的責任與呼籲

　　好的遠距教學應該是教師執行線上同步教學，應用非同步教學資源(線上及紙本)，再加上
學生自主學習，以上三者，能選擇組合及自由運用。讓教師能規劃完整單元內容，調整設計整
週教學進度，跨領域或跨班級幫學生安排最適合的學習方案，指派、指導、提醒、落實，讓學
生也能真正培養「自主學習」的態度與能力，這才是因應疫情帶來的教學現場的改變，我們應
該有的期待與想像。

　　網路資源、設備有限，也不可能保證全國教師都可以在線上執行每一節課的教學，更何況
這樣的執著，是會犧牲學生的視力及健康的。我們認為，能確保學生有資源學，有在學，落實
關懷與指導，才是有效執行遠距教學的重點。當然，我們也必須確認，教師有沒有可以禁得起
檢視的配套替代方案，更重要的，家長及學校行政，願不願意信任教師，同時也鼓勵、協助全
校的教師同步升級。

　　後疫情時代教師專業的圖像，除了執行線上教學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應該是有效的「關懷
力」，關懷孩子的內在，啟動孩子的學習動力，關懷學生的學習樣態，診斷學生學習落差的原
因，並提出個別差異的協助策略，這些也是AI做不來的。

教師組織的自省與精進

　　如果防疫優先，阻斷疫情擴散是當務之急，教師專業的執行模式必須要有所調整，行政管
理的防弊思維不能延續，家長跟教師的合作與互動，必須發展出更多的信任與合作。如果我們
還一直心繫「別人應該要做什麼，不然我不放心！」的思維，嚴峻疫情帶給我們的考驗，絕對
不會只是生活環境的變動，更大的考驗恐怕是我們內在升起的各種複雜的負面情緒。更可怕的
是，這些負面情緒不知不覺，會侵蝕我們的身心平衡，降低我們免疫力。疫情當頭，不得不慎。

　　線上教學，一定要釘死到每一節每一分嗎？教師專業，行政知能，無法說服家長放心、讓
家長信任、讓學生練習真正自主學習嗎？但，放手，不是放任；自主，不是自由。身為教師的
我們，為了訓練孩子能真正自主學習，您做好了哪些準備？您如何讓家長完全放心，並配合您
的多元教學呢？

　　我們也希冀此次疫情能帶給教育教夥伴一些思考提醒：

一、疫情若持續延燒，是否已有做好長期線上教學之心理準備？如何在課程設計、技術方面精
　　進？

二、遠距教學如何規劃課程中同步線上學習、非同步學習、自主學習之編排？

三、在非實體課程互動下，面對面的交流機會銳減，教師如何進行有效的班級經營、親師互動
　　、學生個別輔導？

　　疫情總會有結束的一天，本會將不忘初心、持續堅守立場，為教育現場發聲，我們會是現
場教師永遠的協助與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