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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11年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6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貳、地點：多媒體簡報室 

參、主席：吳主任委員皇昇（黃主任秘書銘暉代） 

出席人員：(如附委員名冊)                紀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教育局專題報告「新冠肺炎疫情對學童身心影響與輔導機制」

（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吳委員幸玲： 

一、因應線上上課時間拉長，如何主動辨識學生在家狀況？如何了

解學生的需求？建議初級輔導中研發「線上生活評估量表」，

找出學生輔導的需求，並安排各班導師針對所有學生逐一視訊

輔導，同時與家長保持聯繫，以瞭解學生在家學習、生活狀況

與問題。 

二、學生是否因為與家長互動增加而使摩擦頻繁，甚至導致家暴？

導師該如何在第一時間掌握狀況？針對有遭遇家暴紀錄者，或

經評估家暴高風險家庭，或弱勢家庭，提供該學生直接聯繫導

師與輔導室的方式，以利學生緊急求救。若有可能，安排該生

到校參與視訊線上課程，以避免因為與家長較長時間相處，增

加摩擦受暴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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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避免學童對於曾經確診學生的歧視與排擠，建議輔導室應更

主動介入協助確診學生，一對一評估與對談。 

 

周委員天穎： 

一、弱勢家庭的資源相對較少，較需關懷，如原民偏鄉部落，教育

局應有所掌握，並雪中送炭，給予更多的照顧及協助，而相關

資訊之掌握則應重視資安、個資及隱私問題，以避免外流至網

路或媒體。 

二、現在家庭最擔心是孩子確診、疫苗有限恐沒機會打到，又因學

校實施遠距教學無法到校施打，因此建議教育局公佈配套措

施，及早告知家長以安定民心。 

 

余委員致力： 

一、輔導工作需由學校、老師及父母合作協力，惟不論老師或父母

皆可能有所限制和負荷超載，建議強化同儕朋友的功能，發掘

有輔導需求的學童，可參考「自殺防治守門人」、「真愛生命守

門人」的概念，建立人人都是守門人防護網。 

二、另建議培養同儕的力量，加強其辨識問題的敏覺力，及照顧他

人的能力，可及早察覺到情緒低落、潛在危機的同學、身旁朋

友，並即時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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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委員建元： 

一、學習是積累的，疫情期間學習效果大打折扣，無法扎實基礎教

育應具備的能力，甚至嚴重落後（far behind），如數學根基

沒打好，後續學習效果更差。因此從此角度來看，建議教育局

參考美國於回復實體教學後，針對學童的基本能力測驗，了解

遠距教學而造成嚴重落後的科目、落後的程度，以研擬補救措

施及機制。 

二、疫情至今仍為進行式，但為減少疫情對學習的影響，應更積極

的回頭檢討過去的做法，研擬針對疫情的課程、教材設計，如

此即使疫情再度發生也能應對。 

三、疫情期間家長無收入，易產生負面情緒影響學生，或許是問題

的根源，應檢討社會經濟環境及救濟的方法上是否對症下藥，

深入了解背後因素，而非僅看到問題的表徵，才能找到對應的

解決辦法。 

四、因為疫情的隔離，人與人之間交流互動減少，造成群育問題，

疫後應思考如何補救此負面效果。 

    

   陳委員敦源： 

一、從政策管理的角度而言，疫情不確定性高，反覆延燒，對於公

共政策影響甚距，在資源不足且問題複雜的情況之下，不可能

每件事都處理，應找出重點、焦點，責成相關機關研擬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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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例如在教育問題上，有 2個階段小朋友最易受影響，因國

小三年級至四年級、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一年級間課程是跳躍學

習的，需更聚焦處理，而非隨著新聞媒體報導、議員質疑起舞。 

二、政策執行的提醒需要是可操作，亦即從政策引導角度提供民眾

可行的建議、做法。例如遠距教學期間孩子賴在床上上課，造

成親子關係緊繃，可建議家長將書桌及電腦移至書房、離開臥

房，協助找出方法改善而非只宣導應維持親子關係。 

三、疫情期間，民眾普遍對疫情相關訊息敏感，建議教育局可利用

個案通案行銷，藉由社群網路討論或家長的回應，行銷、分享

疫情個案處理，讓彼此之間相互學習，解決問題。 

四、病毒不斷變種尚未流感化，教育局在宣布、告知、啟動的過程

中，應對目前狀況予以記錄，檢討成功、失敗的配套措施，建

構發展 SOP。 

    

陳委員秋政： 

一、新冠疫情迄今，市府每天都需面對處理新的問題，如心理諮商

輔導是著重於過程及內容，所做的整備、執行非從數字就可令

外界了解處理的困難度及深度。因此為讓市民可感受與理解，

除了數字上的呈現，對於相關橫向聯結、資源配置、問題的解

決等應提出淺顯易懂說法，以展現市府有別於其他縣市處理事

情的態度、經驗及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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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在推動學童身心影響與輔導機制著重規劃及執行，建議進

一步採「問題導向」觀點，從上述機制的推動狀況，分析「有

哪些問題是現有機制無法完善回應的？」、「有哪些資源配

置?」、「有哪些跨局處協調的困難？」、「教育局是否有哪些創

新作為受限於體制而難以開展？亟待突破或府一級支持？」，

於政策研討的平台上共同腦力激盪、構思精進作為。 

三、人群互動對學齡兒童是很重要的一環，而在疫情期間教學朝網

路數位化進行，因此建議了解網路社群的互動衍生的問題，並

思考未來的準備工作。 

四、建議發展學校機構、民間團體、家長團體之間的夥伴關係，盤

點相關資源，並作嘗試性的分工，以此夥伴關係為基礎，更可

進一步推展其他面向的合作。 

 

楊委員朝棟： 

一、建議加強府內各局處的橫向溝通、團隊合作，並垂直整合資

源、公私協力，以及系統性的連貫（行政面、機制面或資訊系

統），俾利迅速因應疫情之變化。 

二、疫情期間普遍使用線上教學，學習環境顯得更為重要，應留意

教學的資訊上是否有數位落差，並改善補強網路通訊的品質，

以提高學習的效益。 

三、線上教學無法等同實體教學，影響較多的為實驗或互動式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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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透過評量評估學童學習之效果，並研議於後續暑期輔導

予以補強。 

四、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此波疫情對於其身體健康及心理方

面的影響，教育局應能更清楚的掌握，並明確的因應。 

  

劉委員立偉： 

一、學童視訊教學，父母陪同的角色顯得重要，建議教育局提供相

關陪同的指引，說明如何協助、輔導的要領，以提升整體學習

的效果。 

二、自疫情爆發以來，戴口罩成為每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

可能還要延續一兩年。許多小一、國一、與高一新生入學後，

因戴口罩之故，同班同學彼此長相如何，難以熟悉辨識，可能

只有在中午用餐或視訊教學時才能看到對方長相。長期而言，

對同儕之間的相處與人際關係之建立恐有影響，建議教育局深

入研究探討，並提出因應之道。 

三、疫情嚴峻期間透過網路視訊進行停課不停學的教學，對於弱勢

家庭無法有適當的電腦與網路設備、家中有多位孩子同時需要

多套設備、或位處偏鄉網路服務不足處，是否有相關對策，讓

學生有效參與視訊教學，改善數位落差的問題。 

四、實體上課與視訊教學的評量成效存在落差，且不同的學校評量

的方式不同，有些學校取消評量，有些學校線上評量，另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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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到校評量，建議教育局有一致性規範，建立整體性評量標

準，供各校依循。  

 

柒、主席裁示： 

一、疫情期間網路社群互動逐漸頻繁，請教育局加強學童的教育訓

練，培養判斷辨識訊息真偽的能力。 

二、遠距教學造成數位落差及教育落差的問題，影響弱勢學童學

習，請教育局研擬疫後補救教學或加強措施，給予補助資源及

適當的指引。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上午 11時 5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