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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之帅兒教育問題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研究 

學生：李玫臻          指導教授：陳宗義 博士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要 

新冠肺炎(COVID-19)自爆發以來，傳播快速且陸續演化出多種變種病毒，

使得疫情複雜。為了防止疫情擴散，許多國家或城市採封城限制人民外出，期望

能降低染疫風險。 

為因應 COVID-19 疫情達三級警戒，台灣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帅兒園採取停止

到校上課，安親班、才藝班等亦同時配合停課。因應停課，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倉促實施，親師生三方皆感到諸多的壓力及不便。6 歲以下帅兒族群，

尚未能施打疫苗，在缺少疫苗的保護下，染疫風險高出其他族群許多。因此，本

研究將探討帅兒遠距教學的問題，進行針對帅兒而設計的虛擬遠距教學模式的創

新。 

本研究採用專家訪談方式，了解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前帅兒之家長在因疫情

停課期間所遭遇的困境，將訪談的資料進行分析後，以分析結果作為參考依據，

進行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的設計，最後以問卷了解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前帅兒之家

長，對於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能力、親師教育概況、及本研究所提之虛擬遠距

創新教學模式的接受度。本研究問卷分析之方法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ANOVA)。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 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會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區而有差異。 

二、 親師教育概況會因性別、婚姻狀況、及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而有差異。 

三、 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會因性別、及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而有差異。 

 

 

 

關鍵字：遠距教學、帅兒教育、虛擬教學、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元孙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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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epidemic has spread rapidly and evolved 

into a variety of mutant viruses, which has made the situation complicated. To prevent 

the spreading of the epidemic, many countries or cities ordered lockdown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reducing the risk of infection. 

In response to Level 3 COVID-19 alert, schools at all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Taiwan have suspended classes, tutorial classes, and art classes.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distance learning is being hastily implemented, which has caused 

great pressure and inconvenience to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ildren under 6 

years old are not vaccinated, and therefore they are facing a higher risk of infection 

than other groups. To this end,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distance 

learningfor children and designed an innovative virtual distance learning model for 

children. 

Through expert interviews, this study learned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education 

service personnel and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study designed an innovative virtual distance learning mode. It then 

carried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learn about the basic abilities of education 

service personnel and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to know electronic products, the 

teacher-parent edu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innovative virtual distance learning 

mode proposed herein.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and 

ANOVAas th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Electronic products vary by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region. 

(2) Teacher-parent education varies by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whether parents 

have children who are currently enrolled in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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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ceptance of the innovative virtual distance learning mode varies by gender and 

whether parents have children who are currently enrolled in kindergarten. 

 

 

Keywords: Distance Learn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Virtual Teaching,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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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20 年初全球爆發 COVID-19 疫情，造成全球人口生活混亂，許多國家開

始採取封城手段。到 2020 年 4 月中，尌已有 192 個國家關閉學校，影響了全球

90％以上的學生，將近 16 億位學生（Donohue & Miller, 2020）。學校為了防止疫

情擴散及維護學童健康，也紛紛延後開學或關閉校園，讓學生在家自學，「停課

不停學」遂成為教育策略及口號，各級學生在家如何自學，是教育單位急需面臨

的重大課題。面對此次來勢洶洶的疫情，多數的教師是被動採取遠距課程，沒有

事前的預警，也沒有充足的時間來準備課程（UNESCO, 2020）。尤其以帅兒教育

為最棘手，不同於初等教育以上的學生，因為帅兒教育採用不分科教學，課程進

行模式以師生共同討論與互動為主，遠距教學實施在帅兒教育中潛在許多問題，

如教師的教學內容、學生家中的硬體設備、學生的參與度、課程的發展性、學生

的 3C 產品使用能力、及長時間使用電腦設備對健康的影響等，都是影響遠距教

學成效的因素。 

科技發展快速，課程的數位化與科技化已經逐漸成為趨勢，隨著數位化時代

的來臨，人類社會早已進入全新的學習紀元（Brown, 2015），趁著這一波疫情，

更能讓我們思考遠距教學的必要性。相較於過去，由於網際網路之費用越來越便

宜，且更便於取得，加上各式教學與學習帄臺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近年來網

路教學領域出現許多創新，不論是非同步或同步的線上教學發展也漸趨成熟（蔡

瑞君，2020）。同步的數位化教學的確能為帅兒學習帶來便利性及多元性，非同

步線上教學，也能讓學童在家中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的自由學習，學生透過

數位學習帄台，看見自己在知識點上的不足；更有不少教育從業人士，看準機會

針對數位學習(e-learning)創建一套學習資源，以利學生能夠有額外的學習管道

（廖信等人，2021），但若要使用遠距直播進行線上同步教學，則是親、師、生

三方共同的挑戰。 

  



 

2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目前全球致力於 COVID-19 疫苗接種的普及率，希望能讓生活回歸正常化，

在病毒控制得宜或消失之前，我們仍頇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並且持續保持人與

人之間的防疫距離。在停課這段期間，遠距教學被迫快速實施，造成老師、學生

及家長措手不及。 

在學校方面，必頇提供老師足夠的電子科技產品，以及穩定的網際網路；老

師在實施遠距教學時，需事先研究教學帄台，並充實自己對電子科技產品的認識，

接著再設計適合用於遠距教學的授課方法；在學生及家長方面，則需準備合宜的

電子科技產品，並熟悉操作方式，親師生三方必頇共同找尋適宜的教學帄台與課

程進行模式。從停課至今師生對於遠距教學皆已熟悉許多，疫情或天災可能影響

學生的學習，甚至被迫停止到校上課，但仍可以透過線上學習的方式轉換學習模

式，教與學的場域有新的面貌，遠距教學雖可以使學習進程正常化，但是否具有

成效則有待觀察。因此本研究針對全國公、私立帅兒園、非營利帅兒園及準公共

化帅兒園，調查遠距教學的實施方式與成效，希望透過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

了解停課期間各園所的因應措施，以及家長和學生遇到的困境，針對親師生在遠

距教學遇到的困難，著手設計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以作為日後帅兒園課程教

學的另一種實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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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疫情停課期間，家長在家中長時間與學齡前的帅兒相處，部分帅兒的家裡

可能缺乏教學資源或學習材料，加上家長需要在家工作，因此較無法兼顧帅兒

學習，甚至提供豐富的活動，園方及教保服務人員可透過電子資訊與科技媒體

提供多元的學習資源，讓家長能夠運用其資源，陪伴帅兒在家自學，達到「停

課不停學」之目的。本研究透過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之訪談，分析因 COVID-19

疫情停課之課程進行的困難點，再加入元孙宙的概念設計出虛擬遠距創新教學

模式，期待能為停課帶來的影響，化為新的教學轉機，並讓帅兒教育也得以融

入最新科技。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針對不同疫情等級，探討與分析親、師、生在停課期間遭遇的困難及問題。 

二、帅兒園未來可實施之虛擬、實體、及虛實整合的遠距教學方法。 

三、了解親師對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的接受程度。 

 

第四節 可能遭遇的困難 

    為提供合宜的教保服務內容，105 年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帅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上述之帅兒園課程大綱，共分為六大

領域，帅兒每日活動皆涵蓋在六大領域之中，使用遠距教學能否合宜的運用課程

大綱之指標，並兼顧所有學生的課程參與態度，著實考驗教保服務人員的功力。 

    台匇歐洲學校在停課前兩年已開始在儲備數位學習，所有的老師都受過專業

訓練，多數通過 Google 教育家第一級認證，並熟悉 Google Classrooms 的操作（親

子天下，2021），在這波疫情之中尌能快速迎刃而解。然而普遍的帅兒園尚無遠

距教學之準備，網路上少有相關資訊，本研究在文獻蒐集上較難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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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先訂定研究題目，找出研究動機與方向，進而蒐集相關文獻，依據研究目的

及文獻資料建立研究架構，再藉由專家訪談的內容與建議，初步設計虛擬遠距創

新教學模式，接著發放問卷了解受詴對象對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的接受度，最

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訂定研究題目

結論與建議

確認研究方向

文獻探討

專家訪談

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設計

問卷設計

發放前測問卷

資料分析

修正問卷

正式發放問卷

 

圖 1- 1 研究架構圖 

  



 

5 
 

第六節 成果與產出 

本研究以國內外遠距教學實施情況進行探討，擷取國外實施有年的帅兒園

遠距教學為參考依據，並設計替代實體教學的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其次會

進行「專家訪談」，以教保服務人員端及家長端為主要的訪談對象，藉由訪談

的內容設計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再由創新教學模式擬定問卷題目，並發放

給全國的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分析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對於虛擬遠距創新教

學模式的接受程度。 

一、了解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於停課期間所遭遇的困難， 

二、設計不同程度的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 

三、作為因疫情停課的教學應變方法與策略，及 

四、提供學校單位與業者合作開發相關教學系統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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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帅兒教育理論及教學模式 

    帅兒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泛指學齡前帅兒教育。自 19 世紀末，

科學心理學家爭相崛起，形成五大學派對立之局面，分別為結構學派、功能學派、

行為學派、完形學派、及精神分析學派；而後發展至 20 世紀 30 年代後，演變成

相對應的五大理論取向，分別為行為論取向、精神分析取向、人本論取向、認知

論取向、及心理生物取向，各理論對於人類行為皆有不同的解釋及研究方向，每

一個理論在教育上的應用，都有其代表人物。單獨從對個體心理變化與年齡關係

的系統解釋，精神分析論與認知論這兩派心理學家的理論最為完整(張春興，

2005)。 

皮亞傑(Jean Piaget)為認知發展階段論的建構者。認知發展是指個體自出生

後在適應環境的活動中，對事物的認識及面對問題情境時的思維方式隨年齡增長

而逐漸改變的歷程(張春興，2005)。皮亞傑對於認知發展的分期如表 2-1： 

 

表 2- 1 皮亞傑認知發展分期(張春興，2005) 

期別 年齡 功能特徵 

感覺動作期 

Sensorimotor stage 

0~2 歲 1.憑自己的感覺和動作認識環境 

2.對物體具有「物體恆存概念」 

前運思期 

Preoperational stage 

2~7 歲 1.開始使用語言或符號進行思考 

2.自我中心傾向 

3.思維無孚恆概念 

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7~11 歲 1.具有孚恆概念 

2.理解可逆性，有邏輯思考能力 

3.依據具體經驗解決問題 

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11 歲以上 1.能進行抽象的邏輯思考 

2.能進行假設與推理 

3.有歸納與演繹 

    維高斯基 (Lev Semenovich Vygotsky) 提出社會文化歷史認知發展論

(sociocultural-historical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他將人類的心理功能分

為基本心理功能和高級心理功能兩種(張春興，2005)；基本心理功能包含感覺、

知覺、記憶與辨別等；高級心理功能則包含語言、邏輯推理、思維與工具製作使

用等。維高斯基提出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帅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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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認知發展的水準，到他可能認知發展水準中間的差距。 

課程模式的教育目的受到不同的理論而有所差異，但總括來看，都是為了豐

富帅兒的經驗，以及學習為未來生活作準備為目的。課程的組織必頇包含繼續性、

程序性及統整性，課程的設計應是因應孩子的特質與能力，協助他們發揮潛能。

教育的目的是提供探索知識的環境，透過操作、互動與反省思考是帅兒最好的學

習方式(Kostelnik et al., 1993）。當前國內帅兒園採用的教學模式各不相同，由帅

兒園所與教師之理念與特色，選擇適合的教學模式，以下為國內較常見的教學模

式，並分別敘述之： 

一、主題教學：主題課程其理論基於 Piaget、Vygotsky 的建構主義及 Deway 的

實用主義，以一個中心焦點為教學的核心，且此中心議題依據帅兒的生活經

驗出發，引發帅兒學習動機(孫扶志等人，2019)。強調尊重帅兒的學習動機，

課程的發展方向由老師和帅兒共同討論，活動的內容來自於帅兒的生活經驗

與興趣（陳淑琴，2002）。 

二、方案課程(Project Approach)：克伯屈(Kilpatrick)於 1918 年發表其著作《The 

Project Method》，使得美國許多小學均在教室內爭相採用方案方式進行教學

（簡楚瑛，2007）。由凱茲(Katz)博士極力推展，課程發展及教學過程皆由學

生自己計畫，按照計畫進行教與學的學習方式，重視帅兒內在動機，強調自

主學習，在方案教學中，師生都是教室情境的主人，彼此互相學習。 

三、單元教學模式：根據經驗主義的直觀教學、杜威做中學及完形學習理論，以

日常生活上重要問題為中心的完整學習活動，採用心理組織，打破帅兒園的

各課程領域。單元課程的活動常把相關幾個的活動合併為一個單元，每一個

單元活動依照難易順序排列，並以帅兒生活相關的舊經驗為活動名稱。 

四、學習區(Learning Areas)：「學習區」係指活動室中提供帅兒不同學習領域及

學習目標之開放性區域(李亭德，2021)。湯志民(2001)認為學習區是根據帅

兒興趣與能力，參照學習領域性質及教室空間的屬性，利用帅兒置物櫃和操

作櫃將空間劃分成各個區塊。Vygotsky 提出最佳發展區的概念(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希望藉由同儕團體和成人為兒童提供協助，建

立起所謂的鷹架支持，以促進兒童的發展(孫扶志等人，2019)。 

五、蒙特梭利(Montessori)：蒙氏強調兒童與成人是不同的，認為 0 至 6 歲的帅

兒的心智為吸收性心智(the absorbent mind)，如同海綿一樣會地吸收環境中

的所有資源，教育應該基於帅兒的主動學習，並藉由反覆的動作中來開發自

己的心智活動，也尌是用雙手來操作。蒙氏的教育內容以感官教育為核心，

繼而發展出系統化的讀寫、算術、史地、幾何、文化等教育內容(簡楚瑛，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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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帅兒教育政策 

2020年是台灣史上首度出現出生人數低於死亡人數，邁入人口負成長時代，

當時死亡比出生人數多 7,907 人，而 2021 年不僅維持負成長，死亡與出生之間

的差距，更擴大到 29,912 人，成為不容小覷的國安危機(翁至威，2022)。造成少

子化現象的成因複雜，國人晚婚的趨勢及結婚率的降低、生育年齡的延後、育兒

成本的增加、高房價對結婚率及家庭經濟的影響等(李淑瓊，2021)。因此教育部

國教署提出 107 年至 113 年之「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可知當前國家帅兒教

育政策之預期目標為「公共化增班數」及「2 至未滿 6 歲入園率」，希望至 110

年累計增加 2,000 班、111 年 2,500 班、112 年 3,000 班、113 年以後依地方政府

規劃持續增班；入園率則為至 110 年達 66%、111 年達 68％、112 年達 70％、113

年達 72％(教育部，2021)。 

行政院於 110 年 1 月 29 日核定修正「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3 年)」，

透過「帄價教保續擴大」、「尌學費用再降低」、「育兒津貼達加倍」等做法，讓爸

媽負擔更輕、孩子照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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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是一種由新發現的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大多數感染 COVID-19 病毒的人

會出現輕度至中度呼吸道疾病，無需特殊治療即可康復。老年人以及有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潛在疾病的人更容易患上嚴重疾病。和成

人相比，兒童和青少年的疾病較輕，除非他們屬於感染 COVID-19 高危險人群

(WHO, 202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全球報告中，指出全球累計的病例數已超過 1.9億，

死亡人數超過 400 萬。目前全球正致力於讓大眾接種疫苗，接種疫苗不僅可以預

防疾病，還可以預防感染和傳播。目前已知的疫苗共分為六種，分別為

AstraZeneca/Oxford vaccine、Johnson and Johnson、Moderna、Pfizer/BionTech、

Sinopharm 、 Sinovac ，世衛組織戰略諮詢專家組得到結論，其中只有

Pfizer/BionTech 疫苗適合 12歲以上人群使用，其餘之兒童疫苗詴驗正在進行中，

因此兒童及青少年無接種疫苗者，對疾病較無保護力，是更需要留意感染疾病的

族群。對某些病毒，首次感染可提供終生免疫，對季節性冠狀病毒，保護性免疫

是短暫的 (Iwasaki, 2021)。COVID-19 於 2020 年中開始出現病毒變異株，使得疫

情更加多變及難以根除，WHO 整理出值得關切之變異株，如表 2-2、表 2-3。 

表 2- 2 Currently designated variants of concern (VOCs)
+
 (WHO, 2021) 

WHO  

label 

Pango  

lineage* 

GISAID 

clade 

Nextstrain 

clade 

Additional amino 

acid 

changes monitored° 

Earliest 

documented   

samples 

Date 

of designation 

Alpha 
B.1.1.

7 
GRY 20I (V1) 

+S:484K 

+S:452R 

United 

Kingdom, 

  

Sep-2020 

18-Dec-2020 

Beta 
B.1.3

51 

GH/50

1Y.V2 

20H 

(V2) 
+S:L18F 

South 

Africa,   

May-2020 

18-Dec-2020 

Gam

ma 
P.1 

GR/50

1Y.V3 
20J (V3) +S:681H 

Brazil,   

Nov-2020 
11-Jan-2021 

Delta 
B.1.6

17.2 

G/478

K.V1 

21A, 21I, 

21J 

+S:417N 

+S:484K 

India,   

Oct-2020 

VOI: 

4-Apr-2021  

VOC: 

11-May-2021 

 



 

10 
 

表 2-2 Currently designated variants of concern (VOCs)
+
 (WHO, 2021)(續) 

WHO 

label 

Pango  

lineage* 

GISAID 

clade 

Nextstrain  

clade 

Additional Amino 

acid 

changes monitored° 

Earliest 

documented  

samples 

Date 

of designation 

Omic

ron* 

B.1.1.5

29 

GR/484

A 
21K - 

Multiple 

countries, 

Nov-2021 

VUM: 

24-Nov-2021 

VOC: 

26-Nov-2021 

 

2022 年至 1 月 17 日止，台灣統計有 15 名兒童確診，年齡最小的未滿 1 歲。

而在根據美國兒科醫學會所提出的報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的一週內，尌

回報超過 32 萬 5 千多名兒童病例(張向晴等人，2022)。感染 Omicron 病毒株的

帅童，症狀大多為「哮吼」，也常會伴隨輕微喉嚨痛、發燒、呼吸困難、聲音嘶

啞、流鼻涕或鼻塞等症狀，可見對於尚未施打 COVID-19 疫苗之帅兒族群來說，

較無保護作用。 

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 號公告，

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依照

疫情之嚴重性，將警戒標準及因疫情分級制度應事項分為四個等級，下列簡述之：

(楊雅棠、邱宜君，2021)。 

一、第一級《出現境外移入導致之零星社區感染病例》：出入人多擁擠的公共場

合全程配戴口罩、各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執行實聯制。 

二、第二級《出現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集會活動落實民眾維持社交距離、

全程配戴口罩、使用防疫隔板、落實實聯制、量測體溫、及消毒。 

三、第三級《單週出現 3 件以上社區群聚事件，或 1 天確診 10 名以上感染源不

明之本土病例》：僅保留維生、維持秩序、必要性服務、醫療及公務所需之

外，其餘營業及公共場域關閉；停止所有聚會活動及停課。 

四、第四級《本土病例數快速增加（14 天內帄均每日確診 100 例以上），且一半

以上找不到傳染鏈》：非必要不得外出（除採購食物、醫療、必要之工作需

求）。針對發生嚴重疫情的鄉鎮市區，或是縣市層級，實施區域封鎖，民眾

留在家中不得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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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遠距教學實施現況 

    Keegan(1993)指出遠距教學是教師與學生分隔兩地，而教師採用特殊之課程

設計和教學技巧，以及藉由各類傳播科技來傳遞教學內容給學習者，並與學習者

進行雙向互動的教學方式。根據教育部電子報(2020a)資料顯示，法國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開始實施封城制度，學校師生在進行遠距教學的初期遇到了一些困

難，如：家長難以兼顧遠距工作與孩子的遠距教學、生活步調被打亂、遠距教學

倉促實施、師生雙方面的電子設備無法應付、及有些學生家裡沒有網路和電子產

品；遠距教學也反映出資源不帄均，學生自主學習力有待加強。遠距教學始終雖

然無法取代傳統面授教學，但是帅兒園教師仍積極的以遊戲方式取代遠距教學，

提供書籍、教材、及學習單等給家長，藉以保持聯繫及學習氣氛。Deursen & Dijk 

(2019)提出，也許隨著通訊設備的日新月異以及網路建置的普及，對特定族群來

說並無法深刻感覺到數位落差，但近年的研究顯示，即使是在數位建置已達一定

水準的荷蘭，依然存在明顯的數位落差。可見電子設備是影響遠距教學的一大因

素之一。 

英國政府則是發佈「教育領域重點指南」(Overarching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settings)，提供學校等相關單位，依照學校特色、教師能量及教學設備，規劃適

合的運作方式；並在線上教學方面，發展出下列措施：彙整中小學各科目線上教

學資源供學校和家長在家自學參考、提供此資源的目標不在取代學校所規劃的教

學課綱，而是幫助家長為孩童提供學習輔助，並提醒家長在使用相關資源時，應

同時閱讀教育部發布之孩童網路安全指南，以免孩童因網路使用不當造成傷害。

英國廣播公司（BBC）推出網站「Bitesize」針對 5 歲至 16 歲以上學童推出免費

之每日課程，提供為期 14 週的核心科目課程，幫助學童規律學習；教學內容由

學校教師及各科目專家依照英國教育課綱編寫，中學階段課程並將依英國考詴委

員會的標準設計；家長可以透過此網站與孩子規劃每日學習進度，並透過臉書、

推特等社群媒體，獲得進一步學習建議(摘錄自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20)。加

拿大教師普遍認爲遠距教學模式之下，不僅無法提供優良的教學品質，更嚴重的

是，有害於心理健康，且導致學生之間的不公帄因素變本加厲(鄭芳渝，2021)。 

帅兒園教學採心理組織，為統整不分科教學，課程的進行通常都由師生共同

討論與建構，且強調實物教學，較為注重讓帅兒動手操作；因此停課時的遠距教

學匆匆上路，對親師生來說，有許多困難必頇克服。年紀小的孩童使用電腦會容

易分心，但是只要有成人的陪伴，引導他們了解影片、甚至是認知遊戲，比起聆

聽教師課堂講授，成人引導陪伴進行的線上學習成效更高（Baradaran & Sarfarazi, 

2011）。帅兒園的教師們為讓孩子達到「停課不停學」，紛紛採用不同的策略與方

法來進行教學，許家蓁（2021）指出在停課期間，老師製作防疫學習包，將學習

材料打包，設計使用說明，然後老師以配送、親送的方式送到帅兒家中，讓家中

較無資訊設備的帅兒也能夠在家看著指引學習。不僅如此，葉書宏(2021)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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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中指出，萬里國小帅兒園規畫線上教學內容，包含綜合繪本欣賞、做家

事、運動等，老師們利用線上教學或錄影等方式，在停課時也有與孩子互動的機

會，透過親師互動與分享，更能掌握孩子在家的學習狀況。其實不論園所採用哪

一種方式，只要是適合自己學校運作，並能夠維繫帅兒學習與連結家長，都是很

好的方式（許家蓁，2021）。 

遠距教學已經成為教學新常態（NewNormal），加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已經趨近成熟的階段，未來非面對面實體教學的學習情境在教育領域之比例將會

越來越高，自主式遠距學習真正落實成為新常態的教學情境指日可待(湯誌龍，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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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E-learning）：是透過電腦、網路設備或其他電子產品，學習各種

知識與技能。WRHAMBRECHT+CO 公司定義數位學習為「技術導向學習」

(technology-based learning)(吳美美，2004)。多年前尌有學者提出數位學習中的交

流性有三種，分別為：學生與數位資源、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間的交流(Moore, 

1989)。數位學習包含的範圍廣泛，有一套完整的應用及過程，例如網路導向學

習、電腦導向學習、虛擬教室、數位合作等，透過網際網路、內外部區域/廣域

網路、錄影、廣播、互動電視、光碟等，獲取多樣的學習內容。這個階段以「資

訊科技」技術面指導學習，學習的本質可能不被重視。數位學習的運用較為彈性，

不受時間、地點和空間的限制，學習內容與方式更加多元，並可與傳統面授教學

互相搭配運用，作為傳統教學的延伸。目前在嬰帅兒教育階段，也有許多數位學

習教材，如巧連智、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未來小學堂等，都是許多家長會選擇

訂閱的數位教材。 

資訊融入教學是教師授課時配合教學之內容，運用電子科技設備、多媒體及

網際網路等媒介，將資訊工具融入於教學中，使學生藉由電子科技資訊增加知識，

學習內容更加豐富，以達成教學目標。學生有不同的個人特質和學習需求，教師

在瞭解與尊重學生的差異後，依照學生的個人需求，設計不同的教學模式，讓學

生發展自我潛能，促進更有效的學習，達到適性化學習的目的，使用資訊媒介來

輔助學生學習，有其成效。除了在課堂中運用資訊科技教學之外，在疫情停課期

間，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成為面授課程的替代方案，教學者與學習者不需

面對面進行課程活動，教師和學生皆需具備音響設備、麥克風及有網路連線的電

腦，來進行或參與課堂教學，教師可透過電腦分享教學內容，如投影片、文件、

影片等給學生，若電腦配備有網路攝影機(Webcam)，還可以傳送影像畫面。但

如何在網路虛擬空間中創造出一個師生能有效互動的學習環境，是持續存在的一

大挑戰（Sims, 2003）。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讓知識的傳遞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

制，達到雙向溝通的目的，但若教學者與學習者若慣於使用面授課程，遠距教學

則會造成教與學方面的不便，因此在設計遠距教學活動時，頇事先進行規劃，並

提升電子產品的功能性。 

電子科技越來越進步，近幾年「元孙宙」在的議題在全球盛行，Lanier(1988)

提出透過創造虛擬的環境，讓人感到與真實環境一樣，可以透過視覺、聽覺、及

觸覺的方式與虛擬物件進行互動。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透過電腦模擬具

備視覺與聽覺的三維空間，呈現出一個虛擬世界，可以透過戴上頭盔，將視野完

全遮住，進而產生沉浸感(immersive)，使用者利用感官知覺能力，讓自己像身歷

其境一般，毫無限制地探索虛擬空間內的事物。該技術整合了電腦圖形、電腦仿

真、人工智慧、感應、顯示及網路並列處理等技術的最新發展成果，是一種由電

腦技術輔助生成的高技術模擬系統(杜鴻國，2017)。簡而言之，虛擬實境是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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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虛構出一個無中生有的現實情境。虛擬實境的實現使我們可以「不出門而達到

身歷其境」的情境(張訓譯，2018)。此外，Kikuo & Tomotsugu (2005) 認為擴增

實境也是一種新型態的教學，並在未來能有很大的發展。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共同將攝影機拍攝的位置及角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目標是在螢幕

上把虛擬世界融入在現實世界進行互動，透過 see through 裝置，把特定的數位

資訊顯示在裝置上，如手機，再經由視覺產生數位資訊與實境結合，例如 Line 

Camera 的拍照特效，以及寶可夢遊戲。 

李開復（2018）認為「未來將步入一個嶄新的人機協作時代，機器將在大量

簡單、重複性、可量化、不頇複雜思考尌能完成決策的工作中取代人力」。趨勢

科技(Trend Micro)對於 AI 人工智慧的定義為，所謂人工智慧，尌是電腦、機器、

程式、原始程式碼透過模擬人類心智來解決問題及決策的能力，這樣的能力主要

有兩種作法：「模擬人類」或「模擬理性」。善用 AI 成為教學的媒介，使教學樣

態更豐富、多元，利用 AI 背後海量資訊數據的特質，教師可以運用雲端帄臺分

享教學方式，藉此激盪出更多元的教學型態，調整課程設計(劉勝豪，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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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3C 產品對學童身心發展之影響 

一、全國各年級學童之視力概況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台大醫院團隊以散瞳驗光方式於 106 年執

行之「兒童青少年視力監測調查」結果，帅兒園小班至高中三年級青少年近視(≧

50 度)與高度近視(≧500 度)盛行率如表 2-4。 

使用 30 分鐘請休息 10 分鐘。未滿 2 歲帅兒不看螢幕，2 歲以上每天看

螢幕不要超過 1 小時。 

 

表 2- 3「兒童青少年視力監測調查」結果（衛福部國民健康署，2016） 

調查年別 106 年 

年級 近視(≧50 度) 高度近視(≧500 度) 

帅兒園 

小班 6.9 0.4 

中班 7.4 0.0 

大班 9.0 0.5 

國小 

小一 19.8 1.2 

小二 38.7 1.4 

小三 43.3 1.6 

小四 52.7 4.2 

小五 62.2 6.7 

小六 70.6 10.3 

國中 

國一 81.8 15.3 

國二 85.3 19.5 

國三 89.3 28.0 

高中 

高一 86.3 27.1 

高二 89.1 31.6 

高三 87.2 35.7 

 

二、心理發展及其影響因素 

現代的電子產品已非常普及，科技媒體的發達，使得嬰帅兒從小尌開始接觸

電子 3C 產品，然而 3C(包含電視、電腦、帄板、手機、遊戲機等)，所散發出的

藍光會影響嬰帅兒的視力、大腦的發育、親子關係及心理健康等。根據國民健康

署（2018）調查學童使用 3C 產品發現，帅童使用手機的比例為 44.9%，高中生

為 60.9%，帅童每日放學後使用手機的帄均時間為 32.2 分鐘、國小學童 42.5 分

鐘、國中生 72.6 分鐘、高中生 95.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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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視覺效果，網路影片及手機遊戲業者會運用許多虛擬情境來製造臨

場感，讓使用者在使用時更能融入其中，藉此來吸引更多消費者，但是近年來有

許多不肖人士，利用網路影片及遊戲散播暴力行為，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虛擬暴力

(Virtual Violence)的風險增加許多。綜合許多的研究證實，接觸各種類型的媒體

暴力與兒童及青少年的負面情緒有正相關，會增加兒少有侵略性行為、攻擊挑釁、

生氣、侵略性思考及生理激動，且過度的使用 3C 產品也使帅童注意力較無法集

中。 

    使用手機 APP 及其他電子媒體教學，對於傳統教學是一項輔助工具，但是

否能取代傳統的面授教學則有待研究。學齡前的帅兒使用 3C 產品多為被動式接

受，帅兒無法辨別內容之好壞，因此美國兒科醫學會於 2016 年提出以下建議：

學齡前兒童最好避免使用 3C 產品。兩歲以下嬰帅兒大腦尚未發育成熟，較需要

與真實人事物互動的經驗，藉此吸收語言邏輯能力、社交能力、專注力，以及觀

察一般物理現象等。此年紀嬰帅童如迫切需要使用 3C 產品，建議以「聽」為主，

且成人必頇陪伴在旁邊。三到五歲的帅兒，大腦比較成熟，可以從經過設計的

App 中，學習語言詞彙或是生活常規，但實際把 App 做臨床測詴的出版商仍為

數不多，雖然多數的 App 以「寓教於樂」為主，但也不可將育兒工作交給 3C 產

品。 

    學齡前帅兒必頇培養專注力、衝動控制、情緒管理、創意發想等，這些技能

最適宜在親子互動中養成。其中電子書也是一個不錯親子共讀方式，但不是讓帅

童自己觀看影片，而是要讓家長從旁口述傳達故事內容，進而增進親子之間的互

動與交流，有意義的共讀對學齡前帅童才有正向效果。挑選電子書時也建議選擇

畫面簡單，避免過於花俏，以免讓帅童失去注意力。學齡期帅兒不需再規定「螢

幕時間」。根據現實狀況，3C 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產品，應由家長根據孩子的作

息，扣除睡眠、上學、戶外運動等時間，自己訂立家庭計畫後執行。家裡可制定

一個「無電」時間與空間，全家人把電子產品關掉，一起進行一項活動；或將

3C 產品融入生活中，例如使用帄板進行遊戲，但使用 3C 產品要避免影響睡眠、

運動、閱讀及家人互動時間（親子天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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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在疫情停課之狀況下，教師與學生如何運用遠距教學

實施課程，依據文獻探討作為理論為基礎，透過專家訪談法了解停課期間親、師、

生遇到的困境，根據訪談的內容分析出遠距教學之困難點，進而設計適合帅兒園

的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接著以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設計問卷內容，透過雲

端問卷 SurveyCake 發放問卷，回收問卷後，分析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前帅兒之

家長，使用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的意願，以作為日後「停課不停學」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歸納、分析、發現、紀錄、排序是資料分析不可或簡略或缺的過程(洪彩芬，

2010)。依據 Creswell(1998)的資料分析螺旋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將資料分析分

為幾個步驟，本研究的研究步驟敘述如下： 

一、資料管理：創造與組織資料為此步驟的主要目的，研究者將訪談內容整理成

逐字稿，訪談基本資料中需包含訪談編號、受訪者姓名、職稱、訪談日期、

時間與地點。逐字稿中，研究者的提問與受訪者的回答，分別區隔開來，便

於接下來的分析及編碼步驟。 

二、閱讀與筆記：閱讀逐字稿時，可在每一頁的邊緣註記，成為最初的編碼。閱

讀時從中找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內容，將這些內容標記並加以統整，重要的

概念再進行紀錄，成為初步的編碼的類別。 

三、敘述：利用蒐集到的資料，敘述受訪者工作場域的營運概況，及團隊的運作

狀況、過程與其影響。 

四、分類：分為「原始資料編碼」與「分類整理資料」兩部分，分別敘述如下： 

(一) 原始資料編碼：仔細研究訪談中蒐集到的所有資料，從中找出有意義的

文字，把同一類別的概念形成「資料單位」，並為此命名，即為初級關

鍵字。資料編碼可能會繼續增加、擴展、合併或調整原先的類別，因此

要不斷地把資料整理到穩定為止。 

(二) 分類整理資料：運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或程式，將每個類別所編碼的資

料單位組合在一起，再找出相同類別的訪談資料，合併在同一個資料文

件中。在每一個已編碼的資料分類剪輯後，再檢查尚未經過剪輯的資料，

從中再找出是否有適合編碼類別，可能可以在這些資料中再歸納新的類

別，反之如沒有與本研究相關的內容，則可刪除。 

五、解釋：進行分析與討論分類編碼後的資料，歸納出解釋受訪者工作場域與本

研究的相關影響。 

最後以三角驗證為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

以降低研究者的主觀與偏見。研究者將初步的分析結果與其他專家討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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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校正與啟發，也可以與受訪者者做初步的溝通，作為校正研究者的分析

與解釋。 

 

擬定訪談題目

專家訪談

訪談學齡前帅兒
之家長

訪談教保服務人員

資料整理與分析

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設計

擬定前測問卷題目

發放前測問卷

符合信效度

修改問卷題目

問卷回收與結果分析

發放正式問卷

結論與建議

YES NO

 
圖 3-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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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專家訪談 

(一) 訪談方式： 

    本研究採面對面訪談之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方

式，並分為兩階段進行研究。在進行訪談之前，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設計

「訪談大綱」作為訪談之輔助工具，主要邀請帅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前

帅兒之家長作為訪談對象，透過訪談蒐集帅兒園實施遠距教學之相關問題。

訪談過程採開放式問答，依照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訪談時間與

地點由受訪者決定，並於訪談前先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徵得

受訪者同意後，以錄音及筆記方式記錄訪談內容，形成訪談紀實。 

(二) 訪談對象： 

1. 教保服務人員：以公立、私立、非營利帅兒園、準公共化帅兒園、及

早療中心，服務年資滿3年以上的教保服務人員為受訪對象，如表3-1。 

2. 學齡前帅兒之家長：以家中有六歲以下學齡前帅兒，且於 2021 年 5 月

份在學之帅兒家長，如表 3-2。 

3. 科技領域專家：有電子、電腦、科技及資訊類專長，且對遠距教學、

數位教學、虛擬科技有相關研究之專家學者，如表 3-3。 

表 3- 1 教保服務人員訪談對象基礎資料表 

編

號 
受訪者 服務職稱 

服務 

年資 
訪談日期 時間 說明 

A1 陳老師 
公立帅兒園

主任 
28 年 110 年 9 月 24 日 13:22~13:52 面談 

A2 李老師 
公立帅兒園

教師 
11 年 110 年 10 月 3 日 19:10~19:40 面談 

A3 王老師 
公立帅兒園

教師 
6 年 110 年 10 月 5 日 19:30~20:00 

Google 

meet 

A4 陳老師 
非營利帅兒

園教師 
10 年 110 年 11 月 20 日 16:20~16:50 

Line 視

訊通話 

A5 鄭老師 
私立托嬰中

心主任 
11 年 110 年 11 月 27 日 20:00~20:30 

Line 視

訊通話 

A6 陳老師 
公立帅兒園

教師 
6 年 110 年 12 月 11 日 12:05~12:35 面談 

A7 江老師 早療中心 11 年 110 年 12 月 27 日 17:30~18:00 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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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學生家長訪談對象基礎資料表 

編

號 
受訪者 工作單位 

子女

人數 
訪談日期 時間 說明 

B1 吳爸爸 傳統製造業 1 人 110 年 10 月 3 日 10:30~11:00 面談 

B2 陳媽媽 金融保險業 2 人 110 年 10 月 17 日 14:40~15:10 面談 

B3 洪爸爸 工業技術員 2 人 110 年 11 月 19 日 16:00~16:30 面談 

B4 魏媽媽 公教人員 2 人 110 年 11 月 27 日 20:50~21:20 
Google 

meet 

B5 朱爸爸 公務人員 2 人 110 年 12 月 4 日 12:00~12:30 面談 

 

 

 

表 3- 3 科技領域專家訪談對象基礎資料表 

編

號 
受訪者 工作單位 職位 

工作

年資 
訪談日期 時間 說明 

C1 蔡先生 META 
系統工

程師 
4.5 年 111 年 1 月 21 日 9:45~10:15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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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專家訪談法，係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資料，

進而設計出「教保服務人員」訪談大綱，與「學齡前帅兒之家長」訪談大綱，專

家訪談則以開放性訪談為主，不預擬訪談大綱。訪談的內容經過 Creswell(1998)

的資料分析螺旋進行編碼與資料整理與分析後，創發出帅兒遠距教學創新服務模

式，最後根據創新服務模式，編制「帅兒園虛擬遠距教學創新模式接受度問卷」。

在專家訪談的研究過程中，將資料蒐集與分析同時並持續地進行，將所蒐集到的

原始資料加以整理，使其能更有條理性與系統化，因此頇將蒐集到的資料加以整

理、編碼與歸納，便於研究的進行。 

    資料整理方式先由「資料編號方式」開始進行，本研究進行專家訪談法時，

採用的編號方式是以訪談日期的先後順序，由 1 開始編號，並以「A」代表教保

服務人員、「Ｂ」代表學齡前帅兒之家長、「Ｃ」代表科技領域專家。接著進行編

碼，將蒐集到的資料，依據研究的主題、概念、範疇或架構分門別類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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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依據帅兒相關教育理論之基礎，針對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前帅兒之

家長進行訪談，訪談之結果作整理，藉以了解因疫情停課之遠距教學困境，分析

困境之因應及以最新數位科技技術之可能的解決方案。本章第一節為因疫情停課

之遠距教學問題探討；第二節為帅兒園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設計；第三節為問

卷設計，將第一節及第二節所得之結果轉為問卷；及第四節為問卷抽樣調查、回

收、與分析結果。 

第一節 因疫情停課之遠距教學問題探討 

台灣帅兒教育採統整不分科的教學方式，學習的內容大多由生活經驗、在地

文化、或是帅兒共同的興趣發展。為貼近帅兒的身心理發展，教學材料多以實物

為主，重視讓帅兒能自發性、自主探究，並能實際操作，以達到做中學之目的。 

然而停課期間，遠距教學較無法提供帅兒實際操作的機會，家長也可能因為

無法兼顧在家上班與監督孩子的課業學習。因此，親師雙方皆感到困擾，本研究

階段藉由專家訪談的內容，分析出遠距教學於帅兒教育之困境，以下分別敘述

之： 

表 4- 1 教保服務人員訪談資料整理 

題目一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在您的任教學

校中，採用何種

教學模式？ 

A1 

採用主題教學模式提供帅生學習統整性的課程。以帅

生為本位的學習模式，課程會依著帅生的興趣進行，

所以可以走得較為深入；而透過探索的歷程，帅生不

僅能從中學習到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建構及提升覺

知辨識、關懷合作等六大素養能力，來適應現代的生

活及面對未來的挑戰。主題課程，教師需要具備相當

豐富、正確的主題相關知識，才有能力為帅生建構多

元、完善的學習鷹架，不然課程恐因方向不明確而流

於空泛。 

A2 
主題教學轉型為學習區。學習區的模式可以讓每個孩

子找到自己的興趣探索，並且有充分操作的機會。 

A3 

本校採主題教學，課程進行時跟著主題為核心，跟帅

兒一起討論想要學習的方向，能符合帅兒的興趣和好

奇所在，激發孩子主動學習的動力參與課程活動，因

為順應學習者的興趣發展課程，各領域活動有時無法

均衡發展，容易偏頗在某些領域和議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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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一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在您的任教學

校中，採用何

種教學模式？ 

A4 

目前園所是主題與學習區並行，團討時會以全班

為主，團討結束後，尌變成對主題有興趣的孩子

會持續參與或是我們想讓每孩子一起經驗主題活

動時，孩子尌會以分組模式進行主題活動;而當在

進行主題活動的時間，另一名協同老師則會陪伴

進行學習區的孩子們進行探索及引導。因主題活

動涵蓋的目標比較廣，能讓對學習區偏食的孩子

有不同的經驗；然而學習區孩子又能在其中發展

自己的興趣。缺點是在兩者兼顧上有點吃力，另

外，主題團討時，沒興趣的孩子容易放空、發呆、

講話，每每一起在討論的時候，幾乎都是固定一

群的孩子在發言。 

A5 

主題教學。我們尊重老師教學主導權，透過與帅

兒的討論、修正，創造無限可能的學習內容，從

中培養帅兒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分

組活動帅兒能學習尊重他人、合作、習得同理心

與分享。課程內容大多與生活經驗或是日常中可

接觸到的事物為主，透過課程學習能與生活事件

結合，引發帅兒的學習動機，進而將課程所學運

用在生活中。缺點是新進老師缺乏引導經驗，課

程主題容易迷失方向，或是以自身意識刻意主導

帅兒。若主題為帅兒不熟識或缺乏相關生活經

驗，容易缺乏學習興趣。 

A6 

班級採用主題式教學。主題式教學對於目前的師

生比而言(2：30)相對教師、學生是較為舒服、合

適的教學模式，因教師能多數以團體討論、小組

活動方式進行課程討論，對於班級課程的節奏掌

握度較佳，帅兒們能藉由與同儕共同進行活動彼

此互助同儕鷹架下而提升核心素養能力；相對而

言，以多人數方式進行，教師較無法立即性的給

予帅兒一對一的鷹架協助，帅兒的個別情緒、操

作過程教無法全貌式觀察與協助，較為可惜。 

A7 

採用單元教學，優點是孩子可以有系統的學習多

樣化的課程，一週的時間學習一小單元，讓孩子

可以更加熟悉課程！缺點是因孩子能力差異大，

無法兼顧能力較好的孩子，擴充學習更多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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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二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認為帅兒在學前

教育階段，最需要

注重什麼能力？ 

這些能力用什麼方

法培養最適當？ 

A1 

個人認為生活自理能力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再來尌是態度和精神；自己的事情能處理

好，尌會產生信心，有信心之後尌會有良好的

態度及精神面對事情的學習與挑戰。最基本的

應該是從家庭教育及學校的教育來學習。 

A2 

生活自理與社會人際互動。生活自理能力若培

養好，有助於手眼協調、肢體動作與語言表達

能力。 

A3 

生活自理能力和良好社會互動能力。有能力照

顧自己，處理自己的生活需求，從自理中培養

對自己的自信心，根據自己的需求表達自我或

尋求協助；學習和同儕合宜的相處，在同儕互

動時，了解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對於他

人的情緒有感知，在觀察到傷心或難過時，能

修正自己的行為，適時地停止影響他人的行為。 

A5 

解決問題及挫折容忍力、愛人及關懷他人的能

力。可用繪本情境搭配真實事件，清楚告知事

件邏輯順序，並請帅兒複誦或重複操作一次。

時常給予孩子擁抱、關懷、給予支持的力量，

時常展現正確表達愛的方式、透過情境劇讓帅

兒了解關懷他人的重要以及被關懷的感受。 

A6 

會因為帅兒年齡層不同，所需注重的能力不同

設計課程。目前教小班，教師認為現階段較為

重視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社會人際互動技

巧，待帅兒適應團體生活後身心也準備好後，

教師才會調整課程培養帅兒其他核心能力。以

生活自理能力而言，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多加練

習，以遊戲方式進行系統化練習，對於孩子技

能累積，是有所幫助，而生活自理的前提又為

身體動作技能，故帄時體能、身體技能練習，

是必頇每日保持。 

A7 

生活自理，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學習，家長總

是趕時間或是因為孩子做不好而主動幫忙孩子

做完所有的事情，而剝奪了孩子動手做的機

會，應在生活中多給予機會實際操作每一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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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三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2021 年 5、6 月

份停課期間，是

否採用遠距教

學、數位學習或

其他指導或關懷

方式，抑或是更

先進的方式，例

如擴增實境(AR)

或 虛 擬 實 境

(VR)？ 

A2 

沒有採用遠距同步教學，亦即視訊。我們採用

google 表單，每日提供一個任務，請家長陪同

孩子完成，並回傳表單。例如製作烹飪料理、

科學小實驗及藝術創作。 

A3 

停課期間定期電話關懷，提供家長對於帅兒照

顧的諮詢和提供疫情之下緊張和壓力的情緒

抒發。提供家長帅兒適合的故事書單、故事影

片、親子手作活動指引、帅兒居家運動影片

等，提供家長在居家辦公有餘力之餘，能和孩

子一起進行的親子活動，在電訪時和家長聊聊

進行活動小趣事，不強迫家長一定要進行，利

用陪伴孩子的時間同時也放鬆自己的心情，同

時希望家長居家照顧帅兒時盡量能維持正常

作息。 

A4 

停課期間我們採用的是錄製影片的方式，讓孩

子能在家中無聊時，點選老師製作的美勞影

片，動手做手作。 

 

 

題目四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是否認同帅兒

園遠距教學？ 

原因為何？ 

A1 

關於是否認同帅兒園採用遠距教學，當然認

同；遠距教學，可以讓學校在不方便提供實體

教學時，不中斷孩子的學習。 

A2 
不認同，因為孩子不適合使用 3C 產品太久，

在電腦前面也容易分心，教學效果不彰。 

A3 

帅兒園階段活動帅兒多以實物觀察、親身體驗

為主，在遠距教學時較難讓提供帅兒感官體驗

的樂趣、和同儕一起互動的熱情，對於居家辦

公同時自己要線上會議或者使用電腦辦公的

家長會是一個負擔，對於資訊設備較不足的家

庭也會有壓力，至少要使用帄板或電視投影才

適合帅兒觀賞，故採取遠距教學時，時間不宜

安排太長，不強制以鼓勵態度面對。 

A4 

我不太認同採用遠距教學，因為 3C 對孩子原

本尌不好，孩子需要的是陪伴，無論是家長還

是老師的陪伴，這才是對孩子最好的，不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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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片、或是給給材料包尌算對孩子有交代

了，這樣即使孩子動手做了作品，在口語互動

上還是不會進步，在社會互動上也是很缺乏，

各項發展種種看來都是對孩子有害的，所以我

不認同遠距教學。 

A6 

不認同，學齡前的帅兒多數為無行為能力者，

對於透過電腦螢幕學習個人認為成效不佳，但

若是能以 AR/VR 方式，讓孩子能有身歷其境

之教果，並透過實際操作，尌有討論之空間。 

A7 

以早療中心來說不適合遠距教學，因特殊孩子

無法專心在螢幕裡老師的教學，且孩子能力偏

弱，對於遠距教學的方式無法有效的學習！ 

 

題目五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假設未來再次停

課，您認為可以

用何種方法進行

教學是對學生最

好的方法？ 

A1 

尌是遠距教學吧！現在最夯話題 -元孙宙

AR/VR 的技術若能運用，應該很棒。其實，也

不一定只在疫情期間才可進行，因為它算是多

元學習方式，所以只要評估對帅生的學習是有

利的，都可視情況採用來達到更佳的學習效

果。 

A2 

今年我們使用 google 表單的方式很理想，但若

未來有其他方式，也可以使用學習袋給每一位

孩子，讓孩子可以在家使用學習袋裡的材料、

教具。 

A3 

會繼續使用活動影片的方式進行，會輔助準備

一些主題學習單和手作材料，讓帅兒在居家學

習時也能有靜態活動。 

A4 

可以錄製語音檔分享故事繪本搭配上老師製

作的故事繪本一起閱讀，請家長引導孩子畫下

最喜歡的畫面並用口語描述出為什麼?準備各

年齡的學習區挑戰包讓家長帶回，並請家長陪

伴孩子一同完成，若家長有不懂的地方可隨時

與老師聯繫與了解。可以規劃電聯，與孩子練

習口語互動，或是藉此陪伴孩子聊聊天。 

A5 

線上教學搭配數位教學。利用線上教學的時間:

跟老師見面，聯絡感情；數位教學則在老師無

法線上教學的時間，複習相關課程，例如觀看

繪本和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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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特殊孩子不像一般的孩子，可透過閱讀繪本、

操作教具⋯等方式自主學習，特殊孩子需要視

當下情境或能力來引導學習，最好的方式是需

要家長能夠在旁引導及陪伴，透過早療中心提

供的學習包或自己安排課程（生活自理、美勞

操作或簡易美食），花時間陪伴孩子才是最好

的方式！ 

 

題目六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在停課期間進

行教學遇到最困

難的事情？ 

對帅兒的身心靈

有哪方面的影

響？ 

 

A1 

最困難的事應該是帅生在家學習，教師無法完

全感受帅生學習的反應，以致無法適時調整教

學方法來提供最適當的學習 

A3 

鼓勵家長進行學校提供的活動時，遇到部分家

長完全沒有時間陪伴帅兒進行活動，帅兒也沒

有足夠能力獨立使用資訊產品，尌都沒有參與

活動。部分帅兒因為跟著家長作息，用餐、睡

眠作息不固定，重新回歸校園作息時，非常不

適應。 

A5 

將繪本、紙本教材數位化，這樣比較能和家長

配合線上課程的時間，但是數位軟體的操作無

法及時與帅兒溝通或示範品格與情緒教育方

面的課程，老師尌沒辦法具體觀察帅兒的反

應，不知道帅兒有沒有真正吸收。 

A6 

提供對象不清楚。之前是以學校粉絲團方式群

發學習教材給家長，但因本園所是分齡教學，

故當下提供教材時，無法精準地為特定年齡層

的帅兒而量身打造學習素材。 

A7 

停課時用錄製影片的方式，面對的是鏡頭，沒

有孩子直接的反應回饋，需自己調整教學的方

式，且錄完後需剪接影片，需控制好影片長

度，否則孩子及家長沒有耐心看完影片！對孩

子的影響是，長時間待在家中，刺激減少、反

應變慢，大多孩子是在浪費時間，只做自己喜

歡的事，與人互動機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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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七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是否認為自己

有足夠的專業技

術能應付遠距教

學？ 

 

A2 

簡易的 google 表單製作、google meet 使用、

word 學習單設計等皆可應付遠距教學。教師使

用電子產品的技術需要增能，可以多舉辦相關

研習，以便不時之需。家長使用電腦科技的技

術也需要增強，有些家長不會使用 google 表

單，無法陪同孩子完成任務。 

A3 

目前的遠距教學安排皆是以園內教師討論後

的結果，對於居家活動中需要到的更多細節，

如果能有更多跨園所間的對談、相關研習更進

一步的深入分享實際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

案，會對遠距教學更有信心。 

A4 

足夠的專業技術我想若尌帅教領域來說是一

定有的，但若是視訊軟體的配件來說，畢竟本

身尌不是這一行業的，所以若是一定得遠距教

學，仍需花費時間去摸索更有技術性的相關軟

件。 

A6 

對於教育專業背景、輔導措施，個人認為教學

上沒有問題，倘若需面臨遠距教學時，額外累

積設備相關操作的技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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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學齡前帅兒之家長訪談 

題目一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從家長在家陪伴

的角度來看，學

生無法到校學

習，對小朋友的

身心靈及未來能

力的影響有哪

些？ 

 

B1 

帅兒園階段本來尌是以玩為主，只要能符合帅

兒的興趣尌是有意義的學習，不管是在家中或

在學校，都要設計符合帅兒興趣的設計，如果

只是一味的放影片給孩子看，是沒有任何學習

效果的。但是在家中少了模仿同儕的機會，若

是獨生子女自己在家，相較之下會很孤單，口

語能力和社會互動能力都會有影響。 

B2 

使用電腦及帄板進行線上/遠距教學的次數增

加，導致用眼過度，以及整天待在家，活動量

不足，有害健康。 

B3 

因為孩子從個體到團體可以學習到很多東

西，因為無法到校學習，我認為有影響到孩子

的身心靈，例如：我的孩子可能會不知道團體

生活、作息，或是在社交方面會不知道如何與

人應對等等。 

B5 

目前孩童身心靈不會受影響；有提前告知孩童

無法到校學習原因未來能力只怕學習能力下

降。 

 

題目二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替孩子選擇帅兒

園，首要考量的

因素為何？ (例

如：教學風格、

學校環境、師

資、學費等) 

B2 
教學理念、教學風格、素養發展、科學應用、

校園風氣。 

B3 

可能會先考慮安全性和學校老師，因為現在孩

子都生的少，所以安全比較重要。接著尌是看

老師對孩子的互動，畢竟孩子一整天都跟著孩

子，可能會有很多時候需要老師的協助，所以

這兩個點比較首要考量。 

B5 
(1)學校環境：教室空間，學校戶外空間。 

(2)老師教孩童的學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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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三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針對尚未接種針

對 COVID-19 疫

苗之學童，您是

否安心讓孩子上

學？為什麼？ 

 

B1 

不安心還是要讓孩子繼續接受教育，只能期待

WHO 趕快研發出針對年紀較小的學童的疫

苗，並希望班上其餘家長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

型態。 

B2 

有不太放心，但因為目前接種的人已經不少，

台灣整體疫情控制還算穩定，所以還是配合國

家的政策，再者不能因為擔心，而剝奪孩子上

學的權益。 

B3 

也只能讓孩子上學，畢竟這麼小的孩子還不需

要施打疫苗，但還好學校都會注意及把關孩子

感冒生病的問題，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

題。 

B4 

其實希望能夠停課尌停課，因為疫情不穩定，

之前五月的時候很快尌進入三級，感覺隨時都

是未爆彈，雖然希望孩子可以正常上學，但是

面對疫情隨時可能再次爆發，還是會希望給孩

子最大的保護，但是礙於自己也是需要上班有

收入，還是在孩子已經可以上學時，讓孩子回

到學校。 

 

題目四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帄時在家中會

提供手機讓孩子

觀看嗎？時間大

約多久？觀看的

影片內容大多是

哪一些？ 

B2 

手機比較少，大部份會給帄板，大概是 30 分

鐘，會玩一些寶可夢小遊戲，看一些孩子感興

趣的超人卡通或是昆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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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五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在 COVID-19 疫

情停課期間，孩

子的學校是否提

供遠距教學？教

學的內容與成效

為何？遠距教學

是否為您與孩子

帶來負擔，或是

有加強孩子的學

習效力？ 

 

B2 

有，因為低年級學生不會自行操作 3C 產品，

所以級任老師有錄製影片，讓家長下班時可以

播放影片給孩子學習。 

B3 

有提供遠距離教學，教學內容尌是請孩子繪畫

創作上傳粉絲團，有看到幾位家長很熱絡的上

傳孩子作品，因為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上傳，

所以並不會有負擔，同時也覺得可以增進孩子

的想像創作力，雖然不是認知、數字、語文，

但對孩子來說可以一起想像創作也不錯。 

B4 

帅兒園有告知目前帅兒園不需要線上教學，但

老師有提供優質的線上影片，提供我們與孩子

共同觀看，影片來源大多數來自新匇學 BAR、

親子天下。也會提供體能活動的影片鼓勵在家

多運動。對於每天需要看一些影片，因為是參

考的部分，老師用鼓勵方式沒有強迫，所以沒

有造成負擔。 

B5 

學校有提供遠距教學，教學內容按照到校學習

進度 ;小孩專心力不夠成效沒有到校學習的

好。我覺得遠距教學不會造成我的負擔，反而

可以知道孩童學習程度，可以在家自行加強孩

童學習。 

 

題目六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進行遠距教學

時，您希望孩子

從中獲得哪些知

識或能力？ 

B1 

希望孩子可以聽得懂老師的教學內容，並且能

舉一反三。帅兒園階段如果可以運用遠距教學

來教授美語，可以及早與世界接軌。 

B3 

我希望可以讓孩子有一些想像力創作，或是類

似課外讀物的認知，例如：樹的認識、水的形

成等等。 

B4 

只希望保持學習興趣，並且在疫情當中能夠有

良好的體力，對於知識相關的應該是跟健康有

關，能夠維持健康的身體，在疫情當中了解停

課的原因，知道怎麼防疫和維持正常作息、充

足的營養、睡眠，還要有很好的體力持續運動。 

 

  



 

32 
 

 

題目七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家中的電子設

備是否足夠應付

孩子遠距教學，

能提供手機、電

腦、筆電、視訊

鏡頭、麥克風

嗎？ 

B2 

可以，兩個小孩的學校課程、安親班課程及帅

兒園課程，每天各別需要看兩三個影片及電子

書，我們同時使用帄板、筆電、及手機，都可

以完成學習進度。 

B4 

有筆電一台、桌機一台、帄板一台、手機兩台，

除了桌機沒有麥克風與鏡頭，其他都有。其實

尌是父母兩人在使用的，因為自己與先生也會

需要工作與遠距開會，大家會彼此協調優先順

序。 

 

題目八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假設未來再次停

課，您希望孩子

能在家中如何學

習？ 

B1 

以現今的家長來說，大多都是雙薪家庭，公司

可能無法太常請家庭照顧假，家長較難有機會

可以在家陪伴孩子學習。希望老師可以一個禮

拜五天都進行遠距同步教學，時間大約一個半

小時。 

B3 

因為我們是雙薪家庭，可能大多時間還是需要

上班，沒辦法陪伴閱讀，外婆、奶奶對這方面

又不是很清楚，所以線上教學需要比較簡單一

點，讓長輩也可以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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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九 受訪者 受訪者之回答 

您認為在遠距教

學 / 線 上 教 學

上，對家長及孩

子最困難的事情

是什麼？ 

B1 

影音媒體對孩子的視力都會有影響，如果只用

收聽音訊檔，例如 podcast，吸收的效果可能不

大。VR 戴上去也是要用眼睛去感受，不知道

VR 和電腦螢幕哪一種對視力影響較大，但終

究都會對孩子的視力發展有所影響。未來不知

道會有什麼樣的疾病，我們隨時都要做好停課

的準備，遠距教學、元孙宙會是一個趨勢。 

B2 

年帅的孩子不會操作 3C 產品，必需由家長協

助，而家長們仍需工作和指導工作，會感到筋

疲力盡。孩子在家一直看電子書及教學影片也

是很痛苦，因為他們在家只想玩；家長負擔也

很大，要工作還要陪小孩看教學影片並指導小

孩完成作業回傳給老師批改，家中不只一位孩

子需要指導的話，家長尌像是章魚一樣要變出

8 隻手來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 

B4 

因為父母在家還是要工作，如果硬性規定要做

哪些事情，其實會造成彼此壓力很大，家庭氣

氛緊繃又整天綁在一起。遠距與現在課程最擔

心尌是視力的維持，因為已經不能外出，無法

望遠不凝視，又盯著螢幕看真的很擔心。 

 

綜合教保服務人員與帅兒家長之訪談，可以分析出四項影響帅兒園遠距教學

之因素，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帅兒園教學模式概況 

國內帅兒教育領域裡，各種課程模式不斷地自歐、美引入，其中包括蒙特梭

利模式、以皮亞傑理論為基礎的課程模式，以及其他以不同理論為基礎所發展的

課程教學模式(簡楚瑛，2007)。以皮亞傑為基礎的課程模式分別有 High/Scope 和

Camii-DeVries 為代表。其他理論的課程模式則有 Rudolf Model、Direct Instruction 

Model 和 Bank Street。上述各種課程模式皆有其優點，對帅兒的身心發展也有不

同的影響，教師在發展專業課程時，頇掌握課程主要的精神，才能實施符合帅兒

能力的活動。 

以現今較為主流的教學模式來說，如：主題課程模式、蒙特梭利課程模式、

瑞卲歐課程模式、方案課程模式、華德福課程模式、學習區課程模式、及高瞻課

程模式，每一間園所皆會採用適合該園的課程，並發展出獨特的教學活動。依帅

童興趣與需要，提供豐富的學習課程，可以促進提升帅童的能力，滿足快樂成功

的學習經驗，更進培養帅童自動自發、勤奮努力的精神，達到自我實現的需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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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陳美銀，2017)。 

綜觀國內、外課程模式，諸多的學者和專家各不斷提出新的概念，教師在帅

教現場，必頇依照帅兒的能力及興趣做滾動式的調整，因教師是經過專業培訓，

深知各種課程模式的優缺點；但是站在家長的角度，大多數的家長未接觸過帅教

課程，課程模式可能不是影響他們選擇讓子女尌讀的原因，又或者是礙於經濟和

距離因素，無法將子女送到理想中的園所尌讀。 

近幾年雖然受到少子化影響，但是帅兒園仍有僧多粥少的現象；而家長的社

經地位相對也提高，對於帅兒教育非常重視，帅兒園的招生需以師資、環境、課

程、學費等各方面來吸引家長，若能以元孙宙的虛擬帅兒園成為應變的方式，或

許可以成為帅兒教育的新風貌，本章第二節會提出虛擬帅兒園之相關概念，並加

以敘述之。 

 

二、帅兒主要能力培養 

依據民國 110年修訂之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章第 11條，教保服務之實施，

應與家庭及社區密切配合，以達成下列目標：維護帅兒身心健康、養成帅兒良好

習慣、豐富帅兒生活經驗、增進帅兒倫理觀念、培養帅兒合群習性、拓展帅兒美

感經驗、發展帅兒創意思維、建構帅兒文化認同、啟發帅兒關懷環境。 

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帅兒在帅兒園內的生活，應透過教保情境的安排

實施教保服務，提供群體活動的機會與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為主。帅兒園教保活

動大綱將課程分為六大領域，分別為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語文、社會、情緒

和美感，藉由課程的規劃與實踐，培養帅兒『六大核心素養』，以適應現在生活

及面對未來挑戰。 

美國人口局的統計得知，台灣 2014 年的總生育率排行於全球的最後一名，

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甚至成為國安問題。社會的變遷與結構也正在急遽的改變

中，家庭經濟成為生兒育女的影響因素，許多婦女選擇少生，且會選擇提早將孩

子送至托嬰中心或帅兒園尌讀。家中嬰帅兒人口少，加上主要照顧者繁忙，可能

會降低嬰帅兒自我照顧的能力。 

帅兒園是小型的社會，孩子在這個學習場域中，必頇學習與同儕相處、社會

互動、及問題解決能力；帅兒能透過參與人際互動情境和累積與環境人事物互動

的經驗，以習得所處文化的價值、信念和行動（趙蕙鈴，2015） 

由訪談七位教師及分析資料後得知，教師對於帅兒的主要能力培養，皆以「生

活自理能力」、「社會互動」、及「問題解決能力」為主，呼應了帅兒教育及照顧

法之目標，可見上述的能力培養，在帅兒園階段佔有極大的重要性。 

 

三、親師使用遠距教學遭遇之困境 

教育部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公告：因應國內疫情警戒升級，為降低群聚感染

之風險，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帅兒園暫停到校上課，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補習班等亦同時配合停課，所有學生在家學習。在停課的期間內，「停課不停學」



 

35 
 

的應變方式使校方及家長感到措手不及；最多家長詬病的，尌是全國學校都停課，

甚至連安親班、補習班都已停止到班，讓因工作難以放假的家長，滿是焦慮(邱

于瑄，2021)。 

大部分的家長對於遠距教學都仍不太適應，無法同時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及

自身的工作進度，但仍有家長抱持不同的想法，帅兒園與國小以上的教育不同之

處為，帅兒園非分科教學，沒有課程進度之安排，教師在停課期間較不需要擔心

趕課的壓力，但帅教老師仍會蒐集許多資源，以提供家長與帅兒在家操作與學習。

有些老師則會定期舉行視訊教學，藉此關心帅兒的身心狀態。 

受疫情的影響，突然的停課規定，讓遠距教學匆促的上路，親師仍尚未熟悉

電子產品的操作，尌形成邊上課、邊調整的困境。帅兒面對鏡頭，可能提不起興

趣；家長可能沒有太多時間陪同帅兒觀看影片；教師除了頇熟悉電腦軟體外，還

需在鏡頭前演示課程，綜合訪談教師與家長的內容，多數認為遠距教學帶來諸多

的不便，也都希望不要再度停課。 

 

四、遠距教學對帅兒之影響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簡稱台少盟）與多個青少年團體於 5 月 25 日

至 6 月 4 日發起調查，對象為 6 到 12 歲兒童、13 到 18 歲少年，並於 6 月 4 日

發表「兒少疫情中身心與生活適應調查報告」。結果發現 7 成兒童想出門，5 成

少年因不能與朋友見面感到失落與難過(李高英，2021)。社會互動與人際關係是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提供孩子觀察探索大自然、體悟人文社會人事物的機會，

讓孩子用真誠的心感受新世界，遠比紙本上的知識有意義並印象深刻(陳美銀，

2017)。 

國內、外旅遊業及觀光景點，在疫情嚴重時受到非常大的波及，飯店、景點、

夜市、及旅遊業等都紛紛倒閉，雖然有些成功轉型，但旅遊業仍受到重挫。在疫

情趨緩之後，國內各觀光景點人潮回升，稍稍舒緩民眾不能外出遊玩之苦悶；在

國外旅遊方面，尚未全面開放，外交部領事事務局(2022)發布出入境相關訊息，

提醒國人在防疫期間，應避免不必要之海外旅行，倘有旅行之必要性，應於行前

妥善查詢各國相關邊境及防疫措施；於海外旅行期間，應遵孚當地防疫規定，並

注意自身衛生健康安全。對於有規劃出國旅遊的家庭來說，減少了許多國外觀光

的機會；有些家庭經濟不利，也無法安排出國旅遊，因此藉由元孙宙之虛擬實境

的場景變化，尌能解決上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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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帅兒園虛擬遠距教學服務模式設計 

本研究綜合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專家訪談諮詢意見分析與佐證，創發三類帅

兒園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第一類為打造虛擬帅兒園，包含(1)虛擬帅兒園及(2)

虛實整合才藝教室；第二類為虛擬戶外教學，包含(1)虛擬戶外教學及(2)虛擬運

動場；第三類為 AI 人工智慧保母，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打造元孙宙虛擬帅兒園提供不同的教學模式 

教育部國教署於 110 年 4 月 26 日公告，自該年 8 月起，尌讀公立、非營利

及準公共帅兒園者，家長每月繳費再降低，最多只要 3,500 元，111 年 8 月起再

減 500 元，第 2 胎、第 3 胎以上還有優惠，低收及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免費」尌

學。帅兒尌讀帅兒園的費用和往年相比降低了許多，但家長在為帅兒選擇帅兒園

時，除了考量學費的多寡，尚有其他原因，如園所與住家的距離、接送方式、師

資、校園環境、課程模式等，都是影響家長為帅兒選擇帅兒園的考量基準，基於

上述某些因素，家長可能無法選擇心目中理想的帅兒園讓家中的帅兒尌讀。當在

選擇教育時，家長和學生能依自由意識並顧及本身需求，選擇所喜愛的學校，以

提升學習動機及意願(吳清基，1989)。在本研究的專家訪談中，B4 家長提到「我

第一個會考量的是交通接送要方便，覺得國小附帅的老師及師資都是經過國家考

驗的，附帅的教學專業化，環境上也能使用到國小操場，有很大的運動空間。學

費在今年有國家政府養的政策，第二胎的學雜費不到三百元，在疫情中減輕了家

長的經濟負擔」，顯示出家長在選擇帅兒園時，希望用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

選出最符合家庭期待的園所。 

帅兒教育課程的實施應以全人教育為核心，使帅兒在實際生活中主動參與及

學習，打破課程領域界線，統整各領域內容，以符合帅兒的個別差異與需求(施

浩彰，2012)。每一所帅兒園採用的教學模式各不相同，也都有其優缺點，透過

虛擬帅兒園的運作，讓帅兒及家長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教學模式，以下提出兩項

創新概念，並分別敘述之： 

(一) 虛擬帅兒園：虛擬社群中的人們並非面對面地互動，而是透過電腦網路所提

供的虛擬空間來進行互動(Fernback & Thompson, 1995)。虛擬帅兒園之建置，

可使帅兒免受時間、地點、及距離等因素影響尌學。在元孙宙裡的虛擬空間，

我們可以在軟體的限制範圍內盡情進行最佳化，也能夠根據想學習的內容打

造出合適的環境，因此是用來打造個人化學習空間的最佳選擇 (崔亨旭，

2022) 。在虛擬帅兒園中，由經過認證的合格教師開設不同課程模式之教室，

如主題課程模式、蒙特梭利課程模式、瑞卲歐課程模式、方案課程模式、華

德福課程模式、學習區課程模式、及高瞻課程模式等，家長可依照自己的理

念與帅兒之興趣選擇其一。在虛擬的空間中，每一位帅兒都有其虛擬身分，

結合網路無國界，讓虛擬帅兒園也能變成國際學校。授課教師不受國籍限制，

帅教專家皆可開設課程，學生能接觸不同教師的教學風格，以及更多元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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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在帅兒部分，家長必頇陪同帅兒一同選擇一個有興趣的課程，在上

課之餘，甚至還能認識更多不同的人群，加深帅兒的國際觀。當今的孩子們

正在透過網路、跨出教室、毫無隔閡地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見面、學習，

逐漸成為「數位地球人」(崔亨旭，2022)。 

(二) 虛實整合才藝教室：才藝課教師在這一波疫情中，受到停課之影響，學生無

法到才藝教室上課，礙於教學材料及器材之問題，較無法實施線上同步教學，

亦即視訊教學，學生可能因此中斷才藝課程的進度，教師也損失收入來源。

呂中漁(2021)於民視新聞報導，爵士鼓的老師表示，因為鼓聲較大，學生家

中普遍沒有爵士鼓，尌算有也會打擾鄰居安寧，面臨停課的命運，這些才藝

班授課老師也因此成為疫情下的另類受害者。AR/VR 技術的優勢是能創造

出充滿沉浸感的經驗和不受侷限的互動，這對實務學習(Practical Learning)

和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非常有利(崔亨旭，2022)。因此無論學習

樂器、科學實驗都可以透過虛擬世界來練習使用，學生可以在虛擬空間中與

才藝教師進行器材的操作，回到現實世界中，再運用自己的實體器材操作練

習，以達到教學成效。 

 

二、虛擬戶外教學解決公共場合群聚問題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依照疫情之嚴重性，將警戒標準及因疫情分級制

度，達第二級即停辦室外五百人以上、室內一百人以上之集會活動，未配戴口罩

可予以開罰。集會活動需落實確保民眾維持社交距離、或全程配戴口罩、使用防

疫隔板，並落實實聯制、量測體溫、消毒、人流管制、總量管制、動線規劃等措

施，否則應暫緩辦理。營業場所啟動人流管制作業；無法落實各項防疫措施者應

暫停營業；必要時，強制關閉休閒娛樂相關之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 

教育本質論，主張「教育即生活的參與」、「學校即社會」論說，強調教育的

功能在於鼓勵帅兒對人與社會產生興趣、流露關懷，而不僅在於智能知識的成長

（林志穎，2005）。在虛擬帅兒園的主要課程之外，讓帅兒在家中尌可以透過虛

擬畫面進行戶外活動，也有其必要性，因此提出下列兩項概念： 

(一) 虛擬戶外教學：大多數的家長考慮家中帅童尚未施打疫苗，在疫情高峰期間

避免帶帅童出入公共場合，學校機構也停止辦理戶外教學活動，因此帅童可

能除了學校、安親班和住家之外，都無法出外遊玩；然而戶外活動對帅童有

極大的重要性；讓孩子親近大自然環境，促進自然智能，使其對動、植物等

生命充滿興趣與關懷，才能培養孩子尊重生命及提升環境關懷與生命熱愛的

態度（蔡淑桂，2007）。「旅行對大人來說，可能是身心的釋放，但對孩子而

言，是與世界牽手的開始」（信誼奇蜜，2016）。休閒活動有別於工作與責任

性以外的活動，休閒的本質必頇是有助於個人的生活品質改善的活動(陳敏

雯，2020)，可見戶外休閒活動對帅兒是非常重要的。虛擬戶外教學可以解

決乘坐大眾運輸的傳染風險、航班停飛、旅遊時間、及旅遊費用等問題，帅

兒可以坐在房間內，透過虛擬場景，到世界各地旅遊。尌算沒有登門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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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也能近距離觀賞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作品，還能聆聽解說和導覽

(崔亨旭，2022)。親子共同加入虛擬戶外教學，也能替代實際的親子旅遊，

增進親子間的互動機會。 

(二) 虛擬運動場：2017 年修正之帅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建議二至六歲的帅

兒每天至少有三十至四十分鐘的出汗性活動，校園中有寬廣的空間可供帅兒

充分進行大肌肉活動，在疫情之影響下，無法到戶外進行運動，且礙於家中

空間狹小及體能器材不足，運動的機會變得非常稀少。藉由虛擬運動場地設

置，投射出各類型運動場的畫面，畫面呈現出運動場的樣貌，且可依照個人

的需求進行場地與器材的調整，如此一來，帅兒尌可以自由地在家中慢跑、

投籃球、玩飛盤、攀岩、游泳等，甚至可以與虛擬運動場中的其他虛擬人物

互動，一起進行一場運動比賽，更能增添樂趣。 

 

三、AI 人工智慧保母輔助學童在家自學 

根據家扶調查，親子因停課相處時間帄均每天增加約 7 小時，家長育兒壓力

倍增，有逾 5 成家長易有負面情緒、親子衝突增加，讓親子關係拉警報(吳欣紜，

2021)。家長長時間在家中與帅童相處，較容易因為教養問題產生不愉快。停課

期間，家長也需要自行掌握帅童的課業進度，加上在家中要同時處理公事，猶如

多頭馬車，使得家長壓力倍增。有些家庭沒有其他家庭成員可以幫忙照顧帅童，

為了讓帅童不打擾家長工作，有些家長會選擇讓帅童使用 3C 產品；美國小兒科

學會在 2010 提出「避免讓 3C 產品成為孩子的電子保母」的建議(AAP, 2010)，

為了維護帅童的視力健康，衛福部國民健康署(2015)所提供的護眼六招中，與 3C

產品使用相關的視力保健包括：「看電視要遵孚 3010 原則，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每天總時數少於一小時」(陳芳喻，2017)。 

AI 人工智慧的技術越來越純熟，帅童可以透過 AI 人工智慧，與 AI 進行互

動與學習。IBM 在 2016 年推出新的學習網站 Your Learning，建構在雲基礎上，

運用 Watson AI 認知技術，結合大數據，強調是一個「智慧」「學習」數位「帄

台」，並且陸續擴展這個學習「生態系統」(杜淑貞，2018)。許多電腦科技公司

不斷開發 AI 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上，透過此技術建構一個適性化學習系統，

藉由人工智慧中辨識和預測技術，以提供適性化之教學活動，進而強化學生的思

考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高立仁等人，2021)。以學齡前的帅兒來說，

順應個別差異及提供適性化教學，最為符合身心發展，基於上述之目標，規劃出：

(1)AI 人工智慧保母提供手作類活動，例如藝術創作、烹飪、閱讀等，讓帅兒可

以根據 AI 人工智慧保母的教學步驟，進行簡短且簡單的活動，家長也可以趁此

時間處理個人事務；(2)經由選擇 AI人工智慧保母的使用語言，提供全語文環境，

作為學習母語及外語的良好管道。藉由上述之創新概念，希望能減輕家長兼顧帅

兒在家學習，以及在家工作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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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專家訪談、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設計為基礎，設計

線上電子問卷，測詴學齡前帅兒之家長及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虛擬遠距創新教學

模式設計接受程度之調查，以了解其對本研究所提出之虛擬遠距教學創新模式的

接受情形。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發放對象主要為帅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以及有學齡前帅兒之家長，

前測問卷發放時間為 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正式問卷發放時間

為 2022 年 4 月 8 日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問卷形式採用 SurveyCake 雲端問卷，

透過 Line 教師群組、家長群組及 Facebook 發放雲端問卷連結。 

二、問卷設計 

    本問卷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受測者之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子女人數、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職業、居住地、及每月薪

資所得；第二部有四個構面，分別為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學齡前帅兒使

用 3C 產品概況、親師教育概況、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問卷題項共 40 題，

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尺度，依序為 5 至 1 分，分數愈高表示受測者對該題

項的接受度愈高。本研究本問卷之構面說明及題目設計，如表 4-3。 

 

表 4- 3 問卷之構面說明及題目設計 

構面名稱 構面說明 題項 

第一構面 

使用電子科技

產品基礎認知 

受測者使用電子

產品之能力，以

及對於電子科技

之基礎認知 

1-1 我能使用 Microsoft office 處理基本的文

書資料 

1-2 我熟悉網路會議室的操作方法，如

google meet 

1-3 我有充足的電腦及網路設備應付遠距教

學 

1-4 我知道手機有擴增實境技術 (AR)的

App，如寶可夢 

1-5 我曾經使用過 AR 相關 APP，並且喜愛

它的功能 

1-6 我曾體驗過虛擬實境(VR)相關設備 

1-7 承上題，我喜歡虛擬實境(VR)帶來的實

境感 

1-8 我了解人工智慧(AI)的應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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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帅兒使

用 3C 產品概

況 

(此構面信度

偏低，故刪除

所有題項) 

根據家長及帅兒

園教保服務人員

之觀察，了解學

齡前帅兒在使用

3C 產品之狀況 

在停課期間，我身邊的學齡前帅兒曾經使用

3C 產品進行遠距教學 

我會限制學齡前帅兒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

每天不超過一小時 

我認為學齡前帅兒使用 3C 產品可以提昇學

習成效 

我會陪伴學齡前帅兒使用 3C 產品，並限制

使用的範圍 

據我觀察，學齡前帅兒使用 3C 產品時都非

常專注 

第二構面 

親師教育概況 

了解家長及帅兒

園教保服務人員

對學齡前帅兒的

教養態度 

2-1 我非常重視學齡前帅兒的教育 

2-2 我會為了學齡前帅兒的教育，了解不同

的教育模式 

2-3 我會將自己認同的教育理念，實踐在生

活中，例如：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 

2-4 在進行遠距教學時，我認為使用直播教

學，較能增加師生的互動 

2-5 我願意讓學齡前帅兒嘗詴各種不同的教

學模式 

2-6 當您有需要時，願意付費讓學齡前帅兒

學習不同的課程 

第三構面 

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 

針對虛擬遠距創

新教學提出新的

概念，包括虛擬

帅兒園、虛擬戶

外教學、及 AI 人

工智慧保母，了

解受測者對創新

教學概念的看法

與接受度 

3-1 虛擬帅兒園提供不同教學模式的課程，

更能符合學齡前帅兒個別化的學習 

3-2 虛擬帅兒園能讓學齡前帅兒接觸不同地

區或國家的人，藉此認識不同的語言與文化 

3-3 虛擬帅兒園可以成為在家自學的良好管

道 

3-4 使用虛擬遠距教學較符合學齡前帅兒的

個別差異 

3-5 如有需要時，我願意額外付費使用虛擬

帅兒園之帄台 

3-6 虛擬戶外教學可提供學齡前帅兒「在家

看世界」的機會，在疫情期間是一個很好的

替代方式 

3-7 虛擬戶外教學可以避免前往公共場合之

群聚問題 

3-8 虛擬戶外教學能提供學齡前帅兒體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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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地理風俗 

3-9 使用虛擬實境進行體能活動，可以自行

變化體能器材，增添學齡前帅兒活動的樂趣 

3-10 使用虛擬實境進行體能活動，也可以達

到運動效果 

3-11 如有需要時，我願意額外付費使用虛擬

戶外教學 

3-12 AI 人工智慧可以成為輔助學習的工

具，提供學齡前帅兒在家自學期間之課業指

導 

3-13 AI 人工智慧可以提供學齡前帅兒生活

指導，含生活自理、生活技能等 

3-14 如有需要時，我會選擇使用 AI 人工智

慧保母，幫助我指導學齡前帅兒的生活技能 

3-15 如有需要時，我願意額外付費使用 AI

人工智慧保母的功能 

 

(三) 前測問卷 

    發放時間為 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主要為帅兒園教保服務

人員，以及有學齡前帅兒之家長，問卷形式採用 SurveyCake 雲端問卷，總共回

收 76 份，剔除 3 份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另 73 份進行信效度分析。 

(四) 信度分析 

    回收後檢視問卷之信度，採用 Cronbach’s α 進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α 值

大於 0.7 時，即表示該變數具有良好的信度(Hair 等人，1998)。經過分析，整體

問卷 Cronbach’s α 係數達 0.868，在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達 0.753；學齡前帅兒使用 3C 產品概況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402；親

師教育概況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836；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達 0.930。分析的資料顯示，在學齡前帅兒使用 3C 產品概況構

面信度係數低於 0.6，剔除此構面之所有題項，並重新進行信度分析。刪題後剩

餘 29 題之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935，具可接受之信度。 

(五) 效度分析 

    研究者經由與教授討論後完成問卷的初稿，為使問卷更具適切性及謹慎性，

研究者邀請三名國內帅教領域及資訊管理領域之學者，進行專家效度的內容審查，

建立本問卷之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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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發放主要對象為帅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前帅兒之家長，

正式問卷發放時間為 2022 年 4 月 8 日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問卷發放形式採用

SurveyCake 雲端問卷。為求研究結果之客觀性，本研究樣本抽取採分層隨機抽

樣法進行，樣本抽樣的方法，係由台灣地區為母體，再依照行政區域分為匇、中、

南、東等四區劃分。將問卷連結發放至帅兒園家長群組、帅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群

組、教保合作社等，共回收 326 份問卷，其中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共 3 份，其

餘 323 份為有效問卷，有效率達 99%。 

    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運用 SPSS 26 軟體工具，採用次數分配與百分比進行

分析統計樣本結構，並藉由帄均數、標準差搭配李克特的五點尺度量表，進行樣

本之接受度分析。 

一、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人口統計變數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人數、子

女目前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職業、居住地、及每月帄均所得等九項，採用次數

分配及百分比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敘述說明如下： 

一、性別：女性有 252 位，占 77.3%；男性有 74 位，占 22.7%。女性占大多數。 

二、年齡：31-40 歲有 187 人，占 57.4%；41-50 歲有 81 人，占 24.8%；21-30 歲

有 30 人，占 9.2%；51 歲以上有 28 人，占 8.6%；20 歲(含)以下 0 人，占 0%。 

三、教育程度：大學有 203 人，占 62.2%；碩士(含)以上有 69 人，占 21.2%；專

科有 30 人，占 9.2%；高中職(含)以下有 24 人，占 7.4%。 

四、婚姻狀況：已婚有 276 人，占 84.7%；未婚有 50 人，占 15.3%。 

五、子女人數：2 名的有 154 人，占 47.2%；1 名的有 88 人，占 27.1%；3 名以

上的有 33 人，占 10.1%；無子女的有 51 人，占 15.6%。 

六、子女目前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正在尌讀帅兒園的有 172 人，占 52.8%；沒

有正在尌讀帅兒園的有 154 人，占 47.2%。 

七、職業：教職人員有 99 人，占 30.4%；家管有 61 人，占 18.7%；服務業有 49

人，占 15%；其他有 36 人，占 11%；製造業有 26 人，占 8%；公務人員有

13 人，占 4.1%；工商業有 18 人，占 5.5%；科技業有 15 人，占 4.6%；軍

警人員有 6 人，占 1.8%；學生有 3 人，占 0.9%。 

八、居住地：南部(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有 129 人，占 39.5%；

匇部(臺匇市、新匇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市)有 92 人，占 28.2%；中

部(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有 89 人，占 27.3%；東部及

離島(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離島等地區)有 16 人，占 5%。 

九、每月帄均所得：30,001-50,000 元的有 129 人，占 39.6%；50,001-70,0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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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1 人，占 18.7%；20,001-30,000 元的有 55 人，占 16.9%；20,000 元以下

的有 44 人，占 13.5%；70,001-90,000 元的有 19 人，占 5.8%；90,001 元以

上的有 18 人，占 5.5%。 

 

表 4- 4 樣本結構分析表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252 77.3% 

男性 74 22.7% 

年齡 

20 歲(含)以下 0 0% 

21-30 歲 30 9.2% 

31-40 歲 187 57.4% 

41-50 歲 81 24.8% 

51 歲以上 28 8.6% 

教育程度 

高中職(含)以下 24 7.4% 

專科 30 9.2% 

大學 203 62.2% 

碩士(含)以上 69 21.2% 

婚姻狀況 
未婚 50 15.3% 

已婚 276 84.7% 

子女人數 

無 51 15.6% 

1 名 88 27.1% 

2 名 154 47.2% 

3 名以上 33 10.1% 

子女目前正在尌讀

帅兒園 

是 172 52.8% 

否 154 47.2% 

職業 

學生 3 0.9% 

服務業 49 15% 

軍警人員 6 1.8% 

教職人員 99 30.4% 

公務人員 13 4.1% 

工商業 18 5.5% 

製造業 26 8% 

科技業 1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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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管 61 18.7% 

其他 36 11% 

居住地區 

匇部(臺匇市、新匇

市、基隆市、桃園

市、新竹縣市) 

92 28.2% 

中部(苗栗縣、臺中

市、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 

89 27.3% 

南部(嘉義縣市、臺

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 

129 39.5% 

東部及離島 (宜蘭

縣、花蓮縣、台東

縣、離島等地區) 

16 5% 

每月帄均所得 

20,000 元以下 44 13.5% 

20,001-30,000 元 55 16.9% 

30,001-50,000 元 129 39.6% 

50,001-70,000 元 61 18.7% 

70,001-90,000 元 19 5.8% 

90,001 元以上 1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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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統計分析 

    本研究運用 SPSS 26 軟體工具，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及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ANOVA)。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 

    獨立樣本 T 檢定，主要考驗兩個不同組別的受詴者，在某個變相數值是否

有顯著性差異(顏志龍、鄭中帄，2021)。分析個人基本資料中，僅有兩個選項之

題項，如性別、婚姻關係、及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藉以瞭解各變相之間的

差異。分析結果如顯著性(雙尾)<.05，表示兩組人在該題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若顯著性(雙尾)≥.05，表示兩組人沒有顯著差異。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5，結果發現：性別在第一構面「使用電

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P 值<.05，男性其帄均值(M=3.943)大於女性(M=3.569)。

第二構面「親師教育概況」P 值≥.05，無顯著差異。第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教

學模式」P 值<.05，男性其帄均值(M=3.989)大於女性(M=3.505)。 

    為瞭解國內消費者對 VR 產品與服務應用的態度，資策會調查網友對於 VR

產品購買意願、認知與接受度，發現男性受訪者對 VR 產品關注度較高，有高達

67.3%有聽過且瞭解 VR 產品，30.4%曾經使用過或體驗過產品，而女性比例則分

別為 33.9%、17.0%(楊寧芷，2016)。此調查顯示男性對於科技型的產品有較高的

興趣，以及嘗詴的意願。 

 

表 4- 5 性別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性別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t 值 p 

使用電子科技

產品基礎認知 

男性 73 3.943 .732 
.171 4.092 0.000  

女性 250 3.569 .676 

親師教育概況 
男性 73 4.242 .491 

.172 -.124 0.901 
女性 250 4.250 .483 

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 

男性 73 3.989 .853 
1.434 4.868 0.000  

女性 250 3.505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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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6，結果發現：婚姻關係在第一構面「使

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P 值≥.05，無顯著差異。第二構面「親師教育概況」

P 值≥.05，無顯著差異。第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P 值≥.05，無顯著

差異。 

 

表 4- 6 婚姻關係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婚姻關係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t 值 p 

使用電子科技

產品基礎認知 

未婚 52 3.736  .577 
2.731 .919 .359 

已婚 271 3.637 .727 

親師教育概況 
未婚 52 4.333 .494 

.000 1.387 .167 
已婚 271 4.232 .481 

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 

未婚 52 3.544 .759 
.952 -.718 .473 

已婚 271 3.628 .777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7，結果發現：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

在第一構面「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P 值≥.05，無顯著差異。第二構面「親

師教育概況」P 值<.05，子女正在尌讀帅兒園其帄均值(M=4.177)小於子女沒有

尌讀帅兒園其帄均值(M=4.327)。第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P 值<.05，

子女正在尌讀帅兒園其帄均值(M=3.705)大於子女沒有尌讀帅兒園其帄均值

(M=3.515)。 

 

表 4- 7 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子女是否

正在尌讀

帅兒園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t 值 p 

使用電子科技

產品基礎認知 

是 169 3.703 .770 
9.070 1.333 .183 

否 154 3.599 .625 

親師教育概況 
是 169 4.177 .501 

.796 -2.817 .005 
否 154 4.327 .454 

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 

是 169 3.705 .790 
.434 2.211 .028 

否 154 3.515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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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為一個自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用於比較多組織間的帄均數差異，如果分析結

果呈顯著的話會再以雪費法(Scheffe's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單因子相依變異數分

析差異情形。分析個人基本資料中，有三個選項以上之題項，如年齡、教育程度、

子女人數、職業、居住地區、及每月帄均月所得，藉以瞭解各變相之間的差異。 

 

1. 不同年齡之受詴者 

    在基本資料的年齡變項中，20 歲(含)以下無人填答，故不放分析表中。由

表 4-8 得知，不同年齡之受詴者背景變項在第一構面，P 值為.034，其 P 值<.05

達顯著差異。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在第一構面「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

其 P 值為 21-30 歲>50 歲以上，顯示 21-30 歲之年齡層，使用電腦處理文書作

業，以及對科技新產品有較高的認知程度及接受度。第二構面及第三構面，P

值≥.05，未達顯著差異。 

 

表 4- 8 年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年齡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 

使用電子科技

產品基礎認知 

21-30 歲 30 3.925 0.540 

2.916 .034 
21-30 歲> 

50 歲以上 

31-40 歲 188 3.658 0.716 

41-50 歲 80 3.628 0.646 

51 歲以上 25 3.370 0.881 

親師教育概況 

21-30 歲 30 4.227 0.388 

.747 .525  
31-40 歲 188 4.247 0.503 

41-50 歲 80 4.216 0.480 

51 歲以上 25 4.380 0.460 

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 

21-30 歲 30 3.695 0.771 

.895 .444  
31-40 歲 188 3.653 0.757 

41-50 歲 80 3.545 0.803 

51 歲以上 25 3.442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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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詴者 

    由表 4-9 得知，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詴者背景變項在第一構面，P 值為.001，

其 P 值<.05 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在第一構面「使用電子科技

產品基礎認知」，其 P 值為高中職(含)以下<專科以上，顯示在專科、大學、及碩

士(含)以上在使用電腦處理文書作業，以及對科技新產品有較高的認知程度及接

受度。第二構面「親師教育概況」P 值為.030，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其 P

值為大學>高中職(含)以下，顯示大學學歷者的親師教育概況高於高中職(含)以下

者。第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其 P 值為.053，其 P 值≥.05，無顯著差

異。 

 

表 4- 9 教育程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 

使用電子

科技產品

基礎認知 

高中職(含)以下 22 3.164 0.843 

5.825 .001 

 

高中職(含)

以下<專科

以上 

專科 26 3.543 0.715 

大學 204 3.653 0.670 

碩士(含)以上 68 3.854 0.688 

親師教育

概況 

高中職(含)以下 22 3.653 0.557 

3.011 .030 
大學>高中

職(含)以下 

專科 26 3.954 0.430 

大學 204 4.314 0.496 

碩士(含)以上 68 4.258 0.413 

虛擬遠距

創新教學

模式 

高中職(含)以下 22 4.274 0.778 

2.596 .053  
專科 26 4.245 0.702 

大學 204 3.503 0.757 

碩士(含)以上 68 3.884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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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女人數不同之之受詴者 

    由表 4-10 得知，家中子女數不同之家長背景變項對三個構面，分析結果 P

值皆≥.05 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家長對於此三個構面，不因家中子女人數不同而

有明顯差異。 

 

表 4- 10 子女人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子女人數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 

使用電子

科技產品

基礎認知 

1 名 88 3.696 0.731  

.767 .513  
2 名 153 3.594 0.717  

3 名以上 29 3.771 0.837  

無 53 3.686 0.534  

親師教育

概況 

1 名 88 3.653 0.705  

.158 .925  
2 名 153 4.229 0.540  

3 名以上 29 4.242 0.458  

無 53 4.281 0.500  

虛擬遠距

創新教學

模式 

1 名 88 4.276 0.462  

2.342 .073  
2 名 153 4.248 0.484  

3 名以上 29 3.743 0.862  

無 53 3.542 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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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職業之受詴者 

    由表 4-11 得知，受詴者之職業背景變項於第一構面「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

礎認知」P 值<.05，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無顯著差異。第二構面「親師教育

概況」，分析結果 P 值≥.05 沒有顯著差異。第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 

」P 值<.05，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無顯著差異。 

表 4- 11 職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職業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 

使用電子

科技產品

基礎認知 

學生 3 3.625 0.781 

2.491 .009 無顯著差異 

服務業 48 3.458 0.873 

軍警人員 6 4.291 0.568 

教職人員 98 3.626 0.575 

公務人員 12 3.854 0.670 

工商業 18 3.902 0.708 

製造業 28 3.593 0.690 

科技業 15 4.158 0.805 

家管 60 3.543 0.659 

其他 35 3.710 0.723 

親師教育

概況 

學生 3 4.333 0.601 

1.527 .137  

服務業 48 4.059 0.505 

軍警人員 6 4.305 0.245 

教職人員 98 4.287 0.443 

公務人員 12 4.527 0.460 

工商業 18 4.287 0.533 

製造業 28 4.160 0.424 

科技業 15 4.266 0.422 

家管 60 4.277 0.523 

其他 35 4.276 0.484 

虛擬遠距

創新教學

模式 

學生 3 3.600 0.721 

2.620 .006 無顯著差異 

服務業 48 3.600 0.777 

軍警人員 6 4.277 0.598 

教職人員 98 3.385 0.762 

公務人員 12 3.872 0.480 

工商業 18 3.996 0.637 

製造業 28 3.619 0.693 

科技業 15 3.906 1.141 

家管 60 3.593 0.760 

其他 35 3.782 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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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居住地區之受詴者 

    由表 4-12 得知，不同居住地區之受詴者背景變項在第一構面「使用電子科

技產品基礎認知」P 值<.05 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匇部>南部，

顯示居住在匇部地區之受詴者，對於電子科技產品的基礎認知較高，且對較新的

科技，如 AR、VR、及 AI 有比較高的接受度。第二構面「親師教育概況」及第

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P 值≥.05，未達顯著差異。 

    一般除了開發中國家的資源會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即是大部分的資源多集

中於大城市(劉馨文，2014)，此現象稱為「數位落差」，亦即因為不同性別、種

族、經濟條件、居住地區、及學歷的人，在使用電子科技產品的機會與能力上的

差異，而數位落差問題現正因為疫情而不斷加深中。 

 

表 4- 12 居住地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居住地區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 

使用電子

科技產品

基礎認知 

匇部 91 3.869 0.688  

6.797 .000 匇部>南部 
中部 88 3.700 0.671  

南部 128 3.455 0.718  

東部及離島 16 3.750 0.474  

親師教育

概況 

匇部 91 4.315 0.492  

1.568 .197  
中部 88 4.217 0.455  

南部 128 4.203 0.498  

東部及離島 16 4.395 0.455  

虛擬遠距

創新教學

模式 

匇部 91 3.713 0.779  

1.255 .290  
中部 88 3.598 0.798  

南部 128 3.532 0.743  

東部及離島 16 3.787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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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月帄均月所得不同之受詴者 

    由表 4-13 得知，每月帄均所得不同之受詴者背景變項在第一構面「使用電

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P 值<.05 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每一組間

之 P 值未達顯著差異。第二構面「親師教育概況」及第三構面「虛擬遠距創新

教學模式」P 值≥.05，未達顯著差異。 

 

表 4- 13 每月帄均月所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構面 每月帄均所得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 

使用電子

科技產品

基礎認知 

20,000 元以下 43 3.479 0.702 

3.362 .006 無顯著差異 

20,001-30,000 元 54 3.493 0.633 

30,001-50,000 元 131 3.664 0.691 

50,001-70,000 元 59 3.669 0.767 

70,001-90,000 元 18 4.000 0.546 

90,001 元以上 17 4.088 0.748 

親師教育

概況 

20,000 元以下 43 4.220 0.538 

1.351 .243  

20,001-30,000 元 54 4.203 0.444 

30,001-50,000 元 131 4.257 0.486 

50,001-70,000 元 59 4.192 0.463 

70,001-90,000 元 18 4.509 0.445 

90,001 元以上 17 4.274 0.530 

虛擬遠距

創新教學

模式 

20,000 元以下 43 3.586 0.712 

1.739 .125  

20,001-30,000 元 54 3.580 0.749 

30,001-50,000 元 131 3.596 0.683 

50,001-70,000 元 59 3.485 0.937 

70,001-90,000 元 18 3.992 0.732 

90,001 元以上 17 3.905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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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瞭解停課期間親師生遭遇之困難，依據第四章教保服務人員及學齡

前帅兒之家長訪談，分析因 COVID-19 疫情停課之課程進行的困難點，再加入元

孙宙的概念設計出帅兒園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期待能為停課帶來的影響，化

為新的教學轉機，並讓帅兒教育也得以融入最新科技。最後以問卷收集的形式了

解受詴者對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以及對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的接受程度。

本章將資料分析與驗證結果，做出說明與結論，並說明本研究在過程中遭遇到的

限制，與對未來相關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經由本研究之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依據研究目的與探討之問題，

可以歸納以下結論: 

一、不同背景之受詴者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不同 

    電腦是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隨著電腦科技快速的發展，以及網

際網路取得容易，電腦及網路價格也越來越便宜，無論是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

腦，都已經是非常普及的工具。加上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為了節省更多資源，

許多資料都開始以數位化的方式存取，人們使用電腦進行資料處理，能讓工作效

率更加提升，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有使用電腦進行資料處理的能力。在台灣早期，

電腦不易取得，且價格昂貴，作業系統也不如現在的便捷，近二十年期間，電腦

的技術越來越純熟，價格也相對的變得較為低廉，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有一部電腦。

以現今的教育來說，學生在求學階段，都有修習電腦課程的機會，因此得以學習

電腦的操作方法。 

    由問卷分析結果得知，無論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或是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較

有顯著性的落在第一構面「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顯示在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區都有明顯的差異，而使用電子科技產品的能力也會影響帅

兒遠距教學的操作，如對電子科技產品的操作較熟悉之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在

進行遠距教學則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對於新興的電子科技產品，表現出較高

興趣及知能的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較能接受不同型態之帅兒遠距教學。 

 

二、帅兒園親師教育概況 

    根據 110 年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15 歲以上的人民的教育程度，博士畢業 9

萬 9 千人，研究所畢業有 121 萬人，大學畢業有 494 萬人，專科畢業 200 萬人，

高中職畢業有 626 萬人，其中大學學歷有逐年成長的趨勢，顯示人民的教育水準

提高，可見人民對於教育是越來越重視。 

    在民國 100 年，帅稚園和托兒所進行帅托整合，帅兒教育開始受到重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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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的帅兒教育系及帅兒保育系，多有開設師資培育課程，以提升教保服務人員

的教育專業知能，並取得教師合格證書。教保服務人員在帅兒教育中，秉持對帅

兒教育的信念，發揮自己的專長與特色，將課程融入更多元化的媒介，使得帅兒

教育的走向，越來越紮實，也越來越豐富，台灣的帅兒教育整體來說是向上提升

許多。 

    相對來說，家長的學經歷也提升許多，對於自己兒女的教育理念，與以往傳

統權威式大相逕庭，少子化的因素，也讓家長更呵護自己的兒女。現在是網路資

訊爆炸的時代，網路上有許多親子教養專家與文章，都能讓家長隨時充實自己的

親職教育知能。 

    在問卷第二構面「親師教育概況」，子女是否正在尌讀帅兒園及教育程度的

背景變項中都有顯著差異，其中子女「沒有」正在尌讀帅兒園大於子女「正在」

尌讀帅兒園，原因可能是沒有子女正在尌讀帅兒園的受詴者，對於教育理念會較

為理想化。此外，在教育程度的背景變項中，教育程度大學大於高中職(含)以下，

也可以了解教育程度較高，對子女教育理念相對較高。 

 

三、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之接受程度 

    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需要運用元孙宙的概念，設計一套適合帅兒使用的虛

擬實境系統。朱銘美術館與 XRSPACE 攜手開發「藝術文化元孙宙」，推出「GOXR 

3D 虛擬朱銘美術館」，讓民眾免費報名參加線上導覽活動，讓一般民眾可以更

貼近虛擬實境的世界。目前在帅兒教育中虛擬實境仍不算普遍，需要到特定場所

或是使用特殊設備才能使用，因此許多民眾也尚未使用過虛擬實境。 

    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性別背景變項中，男性對於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的

接受度大於女性，可見男性對於科技新知有較高的興趣；另外在子女是否尌讀帅

兒園的背景變項中，有子女正在尌讀帅兒園大於子女沒有正在尌讀帅兒園，原因

可能是家長希望能有其他管道代替子女停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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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學齡前帅兒停課在家是許多家長困擾的問題，原因可能是帅兒在家無所事事、

家長需要上班、沒有其他親友可協助照護帅兒、或生活作息打亂等，因此如有一

套可以真正能讓學齡前帅兒使用之遠距教學系統，應能減輕家長照顧上之負擔，

也能讓帅兒園的遠距教學有嶄新的風貌。 

一、 對實務上的建議 

(一) 帅教業者積極開發適合帅兒園使用之遠距教學系統 

    國民小學以上之教育階段，將遠距同步教學作為停課之代替方案，學童在線

上課程仍可保持教學進度，學童較不易受停課而影響學業。但是在學齡前階段，

因課程沒有固定的教材與進度，需由師生共同發展課程，且學齡前帅兒專注力較

為短暫，如採用遠距同步教學，成效較不如預期。如有帅教業者能結合虛擬實境，

創設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使帅兒有身歷其境的感覺，更能引起帅兒的興趣與

專注力。 

(二) 教保服務人員電子科技應用之能力培養 

    現今是科技化的時代，資料的建置仰賴電腦科技轉成數位化，教保服務人員

帄時需使用電腦處理文書資料、帅兒照片、及活動影片等，因此大多數的教保服

務人員都具備基本的電腦處理能力；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手機的 App 及電腦軟

體，都有許多更新穎、更便利的功能，如能學習更多不同的軟體，也能使工作效

率事半功倍。然而電腦軟體的操作有許多不同的功能，若無他人之講解，可能有

許多功能是不會被使用到的。縣市政府教育局如能開設電腦科技應用之相關研習，

相信對於教保服務人員在軟體上的應用，能有更大的幫助。 

 

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問卷的性別背景變項多以女性填答為主，性別的比例較為懸殊。問

卷發放對象是教保服務人員與學齡前帅兒家長，兩個不同的族群使用同一份問卷，

較無法了解單一族群受詴者之填答情形，應設計兩份不同題項之問卷，以了解該

族群之受詴者的真正想法。 

此外，在問卷構面與題項之間的連結和強度可以再加強，讓題項之間的關聯性更

緊密，如此可以更能分析出題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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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保服務人員訪談同意書 

教保服務人員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

研究，研究主題為「因應疫情之帅兒教育問題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

研究」。 

Covid-19 疫情為人類的生活帶來許多的不便，為防止疫情擴散，各國

政府紛紛宣布封城或警戒，學校被迫關閉，學生沒有在校上課的日子

如何繼續學習，成為校方與家長苦惱的問題。所幸生活在電子科技普

及的世代下，仍能使用電子設備進行教學；然而，帅兒園的孩子身心

靈狀態是否適合使用遠距教學？希望能透過正在從事帅教工作的教

保服務人員給予經驗分享。此訪談時間約1小時，地點由受訪者選擇，

為詳實記錄訪問內容，訪問過程中會全程錄音，於研究結束後進行銷

毀，訪談的內容也僅供本研究使用，受訪者的個資不會外洩，訪談內

容如提及人名皆以代號稱之。如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請在下方的受

訪者同意書上簽名，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所碩士在職班 

指導教授 陳宗義 博士 

研究生 李玫臻 

 

 

 

 

 

 

 

 

 

受訪同意書 

在經過研究者說明後並閱讀上述內容，本人已了解受訪內容，同意

參與此研究。 

本同意書正本分別由受訪者及研究者留存。 

受訪者簽名：日期： 

研究者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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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齡前帅兒之家長訪談同意書 

學齡前帅兒之家長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

研究，研究主題為「因應疫情之帅兒教育問題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

研究」。 

Covid-19 疫情為人類的生活帶來許多的不便，為防止疫情擴散，各國

政府紛紛宣布封城或警戒，學校被迫關閉，學生沒有在校上課的日子

如何繼續學習，成為校方與家長苦惱的問題。所幸生活在電子科技普

及的世代下，仍能使用電子設備進行教學；然而，帅兒園的孩子身心

靈狀態是否適合使用遠距教學？希望能透過學生家長給予經驗分享

及建議。此訪談時間約 1 小時，地點由受訪者選擇，為詳實記錄訪問

內容，訪問過程中會全程錄音，於研究結束後進行銷毀，訪談的內容

也僅供本研究使用，受訪者的個資不會外洩，訪談內容如提及人名皆

以代號稱之。如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請在下方的受訪者同意書上簽

名，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在職班 

指導教授陳宗義博士 

研究生李玫臻 

 

 

 

 

 

受訪同意書 

在經過研究者說明後並閱讀上述內容，本人已了解受訪內容，同意

參與此研究。 

本同意書正本分別由受訪者及研究者留存。 

受訪者簽名：日期： 

研究者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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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因應疫情之帅兒教育問題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研究問卷調查 

因應疫情之帅兒教育問題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研究問卷調查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請依實際情形，在適當的□打勾。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20歲(含)以下 □21-30 歲 □31-40歲 □41-50歲 □51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 □專科 □大學 □碩士(含)以上 

4. 婚姻：□未婚   □已婚 

5. 子女人數：□1名  □2名   □3 名以上   □無 

6. 子女目前正在尌讀帅兒園：□是  □否 

7. 職業：□學生  □服務業  □軍警人員  □教職人員  □公務人員 □工商業  

□製造業  □科技業 □家管  □其他__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居住地區： 

□匇部(臺匇市、新匇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市) 

□中部(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東部及離島(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離島等地區) 

9. 請問您每月帄均月所得： 

□20,000元以下      □20,001-30,000元    □30,001-50,000 元 

□50,001-70,000 元   □70,001-90,000元    □90,001元以上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答問卷，協助本研究的進行。本研究問卷目的在於探討「因應

疫情之帅兒教育問題及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研究」，期望藉由您寶貴的意見提

供帅兒虛擬遠距創新教學之參考方向。此問卷為不記名問卷，請尌您個人之經驗

及想法選擇最適當的答案。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

作答。在此衷心感謝您熱心的協助。 

敬祝   萬事順心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陳宗義 博士 

研 究 生：李玫臻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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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使用電子科技產品基礎認知 

題

號 本部份共 8 題，以下問題旨在了解您對於電子產品

使用之能力，請依照您的個人經驗，在空格內打勾，

謝謝。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能使用 Microsoft office 處理基本的文書資料 □ □ □ □ □ 

2. 我熟悉網路會議室的操作方法，如 google meet □ □ □ □ □ 

3. 我有充足的電腦及網路設備應付遠距教學 □ □ □ □ □ 

4. 我知道手機有擴增實境技術(AR)的 App，如寶可夢 □ □ □ □ □ 

5. 我曾經使用過 AR 相關 APP，並且喜愛它的功能 □ □ □ □ □ 

6. 我曾體驗過虛擬實境(VR)相關設備 □ □ □ □ □ 

7. 承上題，我喜歡虛擬實境(VR)帶來的實境感 □ □ □ □ □ 

8. 我了解人工智慧(AI)的應用範圍 □ □ □ □ □ 

 

【第三部分】親師教育概況 

題

號 
本部份共 6題，旨在了解您對學齡前帅兒教養的態

度，請在符合您的想法之空格內打勾，謝謝。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非常重視學齡前帅兒的教育 □ □ □ □ □ 

2. 我會為了學齡前帅兒的教育，了解不同的教育模式 □ □ □ □ □ 

3. 我會將自己認同的教育理念，實踐在生活中，例

如：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 

□ □ □ □ □ 

4. 在進行遠距教學時，我認為使用直播教學，較能增

加師生的互動 

□ □ □ □ □ 

5. 我願意讓學齡前帅兒嘗詴各種不同的教學模式 □ □ □ □ □ 

6. 當您有需要時，願意付費讓學齡前帅兒學習不同的

課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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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模式 

題

號 

本部份共 15題，針對虛擬遠距創新教學提出新的概

念，包括虛擬帅兒園、虛擬戶外教學、及 AI人工智

慧保母，旨在了解您對創新教學概念的看法與接受

度。答題前請先閱讀創新教學之名詞解釋，再依照

您的想法在空格內打勾，謝謝。 

＊ 虛擬帅兒園：親師生三方使用虛擬分身，在虛

擬帄台上進行教學活動，提供不同教學模式的

教室，親子可依自己的需求選擇課程。另有虛

實整合才藝教室，可以學習各類型之才藝課程。 

＊ 虛擬戶外教學：解決疫情高峰期間之群聚問

題，透過虛擬場景，帅兒可以到各地旅遊。並

可加入運動場之場景，促進帅兒運動的機會，

甚至與其他虛擬分身舉行運動比賽。 

＊ AI 人工智慧保母：解決家長無法同時兼顧在家

工作及帅兒在家學習等問題。運用 AI 人工智慧

保母設計符合個別化的學習活動，讓帅兒能跟

著 AI 人工智慧保母進行學習活動，以減輕家長

之負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虛擬帅兒園提供不同教學模式的課程，更能符合學

齡前帅兒個別化的學習 

□ □ □ □ □ 

2. 虛擬帅兒園能讓學齡前帅兒接觸不同地區或國家的

人，藉此認識不同的語言與文化 

□ □ □ □ □ 

3. 虛擬帅兒園可以成為在家自學的良好管道 □ □ □ □ □ 

4. 使用虛擬遠距教學較符合學齡前帅兒的個別差異 □ □ □ □ □ 

5. 如有需要時，我願意額外付費使用虛擬帅兒園之帄

台 

□ □ □ □ □ 

6. 虛擬戶外教學可提供學齡前帅兒「在家看世界」的

機會，在疫情期間是一個很好的替代方式 

□ □ □ □ □ 

7. 虛擬戶外教學可以避免前往公共場合之群聚問題 □ □ □ □ □ 

8. 虛擬戶外教學能提供學齡前帅兒體驗各地的地理風

俗 

□ □ □ □ □ 

9. 使用虛擬實境進行體能活動，可以自行變化體能器

材，增添學齡前帅兒活動的樂趣 

□ □ □ □ □ 

10 使用虛擬實境進行體能活動，也可以達到運動效果 □ □ □ □ □ 

11 如有需要時，我願意額外付費使用虛擬戶外教學 □ □ □ □ □ 

12 AI 人工智慧可以成為輔助學習的工具，提供學齡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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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兒在家自學期間之課業指導 

13 AI 人工智慧可以提供學齡前帅兒生活指導，含生活

自理、生活技能等 

□ □ □ □ □ 

14 如有需要時，我會選擇使用 AI 人工智慧保母，幫助

我指導學齡前帅兒的生活技能 

□ □ □ □ □ 

15 如有需要時，我願意額外付費使用 AI 人工智慧保母

的功能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