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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超前部署國家應該有更充分的準備

　　COVID-19疫情在5月突發，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各縣市地方政府積極合作，多數

國人主動配合，啟動各項因應措施，總算沒有讓疫情失控，也讓台灣的教育現場很快又

有機會回到常軌，這也堪稱是世界防疫的奇蹟及楷模了。台灣全民合作，採取「邊境管

控、疫情調查、隔離檢疫、全民防疫」等防疫策略，在110年1月前，其實台灣是有時間

做好更充分的防疫準備的，包括完成足量疫苗採購、鼓勵推動全民完成疫苗接種等。

　　參考國際疫情發展及防疫因應策略成效，防疫解方及因應措施，其實是可預期且有

足夠時間規畫的。也許是台灣在109年疫情初發能有效控制全國疫情，所以疫苗採購的

超前部署和接種意願偏低。但在110年1月11日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爆發群聚感染事件，

5月8日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出現群聚感染後，無可避免的，疫情也造成國人生命的傷害

，這是身為在國家公部門服務的人，不應忽視且必須深自檢討，更要戒慎以對來因應未

來的疫情發展。

疫情突發後教育現場的合作與有效作為

　　110年5月18日雙北宣布全面停課不停學後，教育現場全面啟動多元的遠距教學，所

有學校教師、學生都盡量維持「教」、「學」的能量，也確保疫情的有效控制。新北市

教師會與新北市所有學校教師會，從關心學生健康權，受教權出發，提出「防疫優先避

免群聚、關懷學生自主學習、教師教學彈性多元、居家上班關懷不斷」等訴求，與新北

市教育局團隊及新北市各大家長團體，每週定期密集召開防疫會議，因應瞬息萬變的疫

情發展，提出各項符合現場需求的防疫措施建議及有效的防疫作為，也為恢復實體到校

上課奠定可以實現的基礎。

　　而為確保疫情有效控制，教師組織也積極配合政府接種疫苗的政策，提醒協助各縣

市政府陸續完成學校教育人員第一劑疫苗的接種任務。因應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學校工

作人員接種第一劑疫苗未滿14日或未接種者，首次進入校園服務前應提供3日內抗原快

篩或PCR檢測陰性證明；快篩試劑、用餐隔板等各項防疫資源的準備，也變成開學前緊

鑼密鼓的必要作業。

教師組織本於專業自主有責任為落實防疫發聲

　　不管是防疫會議的各項及時提醒或建言，發文督促中央或地方妥善執行有效防疫作

為，或是發出新聞稿表達教學現場各項防疫措施的因應與落實，新北市教師會/新北教

產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本於教師組織專業自主的期許，善盡社會責任為落

實防疫發聲，可說是不遺餘力，也充分發揮政策的影響力。

　　從5月發出新聞稿呼籲「防疫優先，多元遠距，肯定新北教師的專業與努力」，新

北市教師會與全教總合力爭取到教師列入Covid-19疫苗接種排序！6月為減少親師生防

疫焦慮，擴散正面能量，也發布「教師挺醫護 把愛傳下去」影片，讓學校師生為第一

線醫護人員加油打氣，展現同島一命的團結精神。也強力建議加快學校教職員工施打疫

苗造冊，以109學年度名單為準，讓代理跟兼課老師也能盡快完成施打，避免學年度銜

接名冊不一或混淆，減少110學年度開學需重新調查確認、補接種等困擾，以快速提高

疫苗接種覆蓋率。

　　同時間，會務團隊也立即調整會務節奏，以線上方式進行各種會議，讓各項會務能

穩定持續推動，也積極辦理多場安頓內在情緒及師生有效對話的線上研習及工作坊，更

在6月到8月先後辦理20餘場線上研習，內容涵蓋班級經營、差異化教學、線上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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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遠距並用、線上著作權、點亮藝術力、宅家動健康等。在配合嚴謹防疫的前提，也

不忘教師組織提升教師專業的任務與使命，更讓新北甚至全國的教師，一起在線上不斷

電的學習與成長。

教育現場的友善與包容應該被看見及肯定

　　疫情突然爆發後，社會的氛圍充滿不安與擔心；新北市教師會第一時間發出新聞稿

呼籲：防疫優先，居家遠距，親師生合作讓教與學的流動更有溫度。也透過各種管道及

線上互動方式，提醒教師安頓自己的身心，協助學生及家長適應停課不停學的多元遠距

學習模式，落實關懷指導學生，掌握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也有效帶動配合孩子居家防

疫的家長，創造更多溫馨的親子互動方式。

　　而新北市教育局因應疫情也立即增加建置網路資源，在宣布停課的第一天就徹夜加

班，完成加裝15台網路伺服器，並提供學生申請必要的網路、平板等設備。同時活絡行

政領導思維，充分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的空間，讓教師可以調整教學時空差距及多元轉化

教學媒材與彈性運用的方式。而多數家長配合防疫政策，協助學生居家自主學習，對防

疫成效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

　　不管是每位教師念茲在茲維持孩子學習的完整性，還是教育行政團隊合作提供完善

的軟硬體學習資源，這樣的認真付出，應該都要被看見及肯定。而讓第一線教師的努力

與專業，有充分的發揮與展現，成為下一個教育現場變動中的穩定力量，也是教師組織

的責任。

後疫情時代教育現場的因應

　　即使教育現場所有的環節都圍繞著防疫相關作為，積極調整因應在運作，但原本的

教育系統還是面臨無可避免的衝擊與挑戰。這波疫情來襲，雖然產生了強迫教育現場教

學模式調整與快速升級的效益，但在升學思維、學力維持、行政領導教學的框架下，仍

然存在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值得去關注。

　　例如：防疫優先與行政管理思維的衝撞，我們不得不省思教師的專業自主有充分受

到尊重並得以發揮嗎？行政管理鬆綁的同時，教師對班級經營及教學等專業的自我期許

該如何確實到位？當線上教學資源準備與實體教學進行，變成是教育現場必需的雙重配

套及隨時轉換的運用實境，所有的教學主客體的親師生及教育行政系統，都做好足夠的

準備了嗎？這不僅僅是將資訊設備建置完成、將學習資源完整放在雲端，我們想像的有

效學習就必然會發生，更重要的是原本實體教學現場教與學之間流動的溫暖、家長的信

任與支持、學生自學能力與態度、行政支援教學的即時與有感，都會受到明顯的挑戰與

干擾。學生請防疫假相關配套及疑慮因應，避免讓學生倦勤到校，產生變相的在家自學

或不學，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這更可能是疫情帶給現有學校體制最大的挑戰。而相關

學力補救教學的準備，在可能發生的頻繁停課、復課之間，啟動機制與操作模式，也是

必須預為因應的。

親師生合作攜手前進與疫情共存

　　現有教育體制如何與疫情共存，已經是我們必須思考與因應的重要課題了。實務上

，教師必須落實「關懷力」，讓學生在進出實體與線上的不同學習狀態中，能有更多的

學習動力與策略。教師要超前3-5週完成線上教學資源準備，建置同步學習的資源，方

便家長應用於協助學生自學。而家長也要提升協助孩子學習的各項知能，才不會加劇數

位學習落差，不能將孩子的學習切割為學校或教師的責任。停課不停學，教師與家長正

可透過親師合作，找出最能有助於輔導學生培養自學能量的方式。停課防疫與實體線上

隨時機動調整，很可能是一段長期抗戰，學校課程授課進行的模式轉化為在家模式，並

考量孩子的學習力，這都需要老師依其教師專業做出適切的調整，家長同步提升協助知

能，行政給予充分的支援信任及補救配套，才能讓學生的學習權益受到充分保障。期待

親師生合作，一起面對疫情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