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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育學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 

「教育組織之應為、能為與難為：當遇見 COVID-19」 

學術研討會 

 

壹、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2019 年 12 月中國湖北武漢發生原因不明之肺炎， 2020 年 1 月 9 日公布其

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此疫情隨即在中國與世界各地流播，並證實會人傳人。

我國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起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

類法定傳染病，並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產生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自從中國

武漢肺炎肆虐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全世界累計 193 國/地區計 100,242,266 個確診病例，

其中 2,163,485 例死亡，而且疫情正無情地席捲全球，確診與死亡人數不斷地攀升中，全

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 

台灣當然也在此災難之列，為對抗此厲疫，中央政府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職司與統籌防疫事宜。為有效執行防疫工作，共提出：邊境、口罩及其他防疫物資、社

區防疫、醫療及其他機構管控、檢驗網、國際交流及資訊保護等七大政策為主軸，加上

SARS 十年生聚教訓與經驗精進，防疫措施積極規劃與推動，至目前為止在國際間有顯

著成效。 

以上的措施不可否認的，規劃面頗為廣泛，但在社會中處於弱勢的學校及其學生之

學習，似未被週密的關切到。面對 COVID-19，學校會遭遇到最棘手的問題莫若長期停課，

以及停課所衍生的諸多問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20)的估計，在 138個

國家中，有近 80％的學生（13億兒童和青少年）受到學校停課的影響。對於所有國家來

說，盡可能避免學生學習中斷是第一要務。學生因長時間未到課，將使學習受到影響，

對長遠而言可能導致國家生產力之降低；但重開學校則要擔負相互傳染的風險，陷入兩

難的困境。依流行病的數據顯示，學校關閉可以預防多達 15%的感染(OECD, 2020)。因

此，停課與上學間如何取捨與權衡？考驗教育領導者的決斷力。 

COVID-19 大流行已將學校的經營管理、運作模式、教育設施及教學與學習型態轉

變為新的面向，對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大的變革大概就是世界各地的許多學

校，現在多使用線上教學。就台灣而言，遠距(或線上)教學推動了若干年，不論是教師的

使用機會和學生的運用能力，其進步的情形可能比不過這一、二年的大躍進。遠距教學

有其優勢，而且對於準備應對未來的大流行至關重要。因此各國都在運用不同的技術模

組，引入或擴大現有的遠程教學方式。台灣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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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過程中學校有其重要性，教師的角色、師生溝通互動的學習歷程等，都是遠

距教學難以取代的功能。此外，COVID-19 也可能影響到因家庭收入減少而削弱家庭將

子女留在學校的能力。因為關閉學校或是學校長期停課，可能會對於最脆弱和邊緣化的

群體，擴大教育系統中既存的差距尤其是數位落差，助長了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且

嚴重影響了弱勢和需要更多學習支持的族群。 

隨著疫情趨於嚴峻，面對 COVID-19 將會是一場長期抗戰且是苦戰，教育需提出長

期性與全面性的對應策略與作法，以面對此無法避免的挑戰。因此，有關教育政策、學

校變革與領導、學校教育的適應和挑戰、學習模式的翻轉、新技術對教與學的影響、不

利條件學生的扶弱措施等，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援於以上的背景闡述，面對此嚴酷的疫情，教育絕對不能沉默與置身事外，但教育

到底應該做甚麼？能夠做甚麼？又有何難為之處？亟待進一步探究。因此高雄市教育學

會基於教育專業的社會責任，特別選定「教育組織之應為、能為與難為：當遇見 COVID-

19」為主題，希冀藉由學術研討的方式，以達下列兼顧理論與實務之雙重目的： 

一、分析面對 COVID-19，教育行政機關對應的教育政策與作法。 

二、探討面對 COVID-19，各級學校及人員應該具備的素養。 

三、分享面對 COVID-19，各級學校及人員所實行的策略與作法。 

四、探究面對 COVID-19，各級學校及人員在實施防疫上的問題與困境。 

五、綜合研析所得，提供教育行政、學校與教師及相關學術研究之參考。 

 

貳、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教育學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參、時間與地點 

  時間：110 年 4 月 10 日(週六)9:00~12:00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小型劇場（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肆、參加對象：共約 200 人（內含工作人員） 

本研討會希冀能邀請教育專家學者及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參與專題研講和研討，並

進行面對面的深度對談與經驗交流，以提供學術研究者與教育實務工作者的相互溝通及

理解，期能在面對 COVID-19 襲擊下，以「教育組織之應為、能為與難為：當遇見 COVID-

19」為探究議題，希望提升學校抗疫與防疫的成效。 

依據上述理念，本研討會設定的參與對象涵蓋教育行政人員、專家學者、研究生以

及第一線的教育行政人員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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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與縣市教育局相關官員。 

二、各大學院校相關科系教授、研究生及大學生。 

三、各級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實習教師。 

    四、高雄市教育學會及其他專業學會之會員。 

 

肆、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15 報到 

09:15~09:30 會員大會開幕式、工作報告 

主持人：鄭彩鳳理事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鍾蔚起總幹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09:30~10:20 專題演講：高雄市 COVID-19的防疫教育政策 

主持人：鄭彩鳳理事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主講人：謝局長文斌博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20~10:30 休息 

10:30~11:50 專題研討 

主持人：鍾蔚起主任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任、高雄市教育學會總幹事） 

研討子題及引言人(每人引言 20分鐘) 

1.學校變革與領導/郝靜宜校長(高雄市楠梓高中) 

2.學校教育的適應和挑戰/邱侶文校長(高雄市彌陀國中) 

3.學校學習模式的翻轉(含新技術對教與學的影響)/ 

焦煕昌校長(高雄市漢民國小) 

討論 

11:50~12:10 綜合討論與閉幕式： 

主持人：鄭彩鳳特聘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兼高雄市教育學會理事長） 

12: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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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網址：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http://c.nknu.edu.tw/edu/ 

   (二)報名截止日期：110 年 3 月 31 日。 

   (三)錄取公告日期：110 年 4 月 1 日，網址同上。 

(四)連絡電話：07-7172930 轉 2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