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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小 洪天來老師

一、數位學伴計劃的歷史
　　本計劃的起源是教育部基於縮短數位落差，於民國95年起開始推動「偏鄉

地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由暨南大學先開始運用網路教學方式，

由大學生輔導中部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目的在提升偏遠地區學生學習成

效，促成學習機會均等，慢慢擴大範圍至北部、南部及東部。由於成效良好，

教育部於民國99年擴大推動「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即現在運作

中的數位學伴計劃。

二、教育部數位學伴計劃的運作方式
　　首先於學年度將結之前（約五、六月間）開始讓有意願的中小學提出參與

數位學伴計劃的申請，經教育部確定參與中小學的學生人數後。由各區中心大

學開始尋找願意參加課輔計劃的協力大學，招收願意參與課輔的大學生，經教

育訓練後開始進行線上一對一遠距課輔的工作。

　　線上課輔使用的平台是 joinnet線上會議系統，算是十分容易操作的平台，
可提供視訊對談、白板教學、影片播放等功能。每次上課前大學端與中小學端

先將網路攝影機、手寫板、耳麥準備好，雙方一上線就可以對談與上課。如果

平台或網路有問題，再由雙方帶班老師協助解決問題，或由總計劃（目前是輔

仁大學）處理。

　　由於擔任課輔的大學生並非都由教育相關科系的學生擔任，因此上課教材

準備十分重要，區中心大學通常會提供協助，如搜集各學科之教學網站、教科

書或教材之借用等，但因教科書版本眾多、改版速度又快，區中心大學多希望

大學生可以自行購買教科書備課，教育部有提供準備教材的備課費用。

三、數位學伴計劃對學生的幫助
　　本校從 99年 4月份起執行數位學伴計劃迄今約二年左右，觀察本校學童與
大學生互動狀況，發現學童對大學伴一開始都是十分好奇，想要多瞭解大學伴

的一切資訊。熟悉之後，如果學童接受這個大學伴，便會十分用心接受大學伴

的指導，還會利用平日上課時與班上其他同學分享上課的趣事。

　　由於是一對一方式課輔，大學伴可以針對學童的學習成就與課業需求進行

個別化的教材設計，並針對學童較弱的科目或學習內容進行個別指導；而學童

也因為一對一的方式，沒有任何閃躲的空間，必須主動與大學伴互動，強迫學

童主動學習。

　　另外接受本計劃課輔的中小學通常是偏遠地區的學校，學童接收新訊息的

管道相對較少，藉由與大學伴的互動，可以獲知許多外界新訊息；而偏鄉學童

的生活環境中較少高學歷知識份子存在，因此課輔的大學伴的一言一行也就成

為偏鄉學童的學習與模仿的典範。



四、數位學伴計劃實際運作上的問題
　　數位學伴計劃遠距課輔是由大學伴利用 joinnet平台與中小學端學童做一對
一的教學，並非真正的面對面教學，如果中小學學童利用上課的同時做其它事

情（例如寫作業等），大學伴不容易發現，這時就要靠帶班老師時時巡堂來克

服。

　　由於是遠距課輔，電腦設備與網路環境的穩定就十分重要，如果碰到設備

有問題或網路斷線就無法上課，因此大學端與小學端的帶班老師對於障礙排除

能力就很重要，如果無法迅速排除問題，會嚴重影響學童學習效果，本人曾經

碰過一個半小時的上課時間，花了一個小時在排除設備問題，造成學童浪費了

一節課的學習。

　　本計劃所招募的大學生並非教育相關科系的學生，對於指導學童的能力與

上課技巧差異很大，如果碰到不用心的大學伴，會讓學童失去上課的意願。本

人就曾經碰到大學生上課一小時，剩下時間要求學童自修，結果學童覺得十分

無趣，結果討厭上數位學伴課程。因此如何強化大學生的在職訓練與人員篩選

就十分重要。

五、結語
　　本人覺得數位學伴計劃對偏鄉的學童具有重大的意義，不但可以透過遠距

課輔強化學童的學業能力，更帶有見賢思齊的典範作用。但是合作大學的課輔

師資良莠不齊，影響學童學習成效極大；能否有具網管能力之帶班教師協助，

對於遠距課輔順暢與否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日後想申請本計劃的學校

師長們，可能要先思考一下是否適合貴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