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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冠疫情時代的開放教育資源策略 

 

圖片來源：AdobeStock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王淑貞】 

壹、前言 

  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的大流行直接影響現場教育模式的轉變。因為學校全

面性的停課、政府採取隔離封鎖等防疫措施，改變以傳統教室為場域的教學情境，取

而代之的是過去從來沒有實行過的居家遠距線上（on-line）教學模式。教師以遠端視

訊連線授課，搭配網路虛擬教室（例如google classroom）、線上教學平臺（例如因材

網）、公開教育資源、教學應用程式等之統合使用，讓我們看到數位化及開放教育資

源的發展潛力及未來需求。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對其會員國的教育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的

流行促進教育的數位化工具使用契機；以德國為例，增加提供數位化的評量／考試、

遠距教學、混合學習、提供教師數位化教育的在職或職前訓練、對學生的數位化訓練

等（OECD，2022）。在美國，紐約市教育局計畫推動全網課學校的線上教學模式之

學校，希望降低學生的缺席率，並認為線上教學終將成為趨勢（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

2022）。另外，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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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BMBF）於2022年公布「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簡稱OER）

策略，希望為數位化教育和教育學習文化的整體變革提供額外及持續的動力（駐德國

代表處教育組，2022a）。 

  本文聚焦在介紹新冠肺炎疫情後的開放教育資源策略，首先反思新冠肺炎疫情下

的傳統學校教育環境價值；其次介紹開放教育資源策略的理念及開放教育實務的推動

指引，最後闡述開放教育策略的實務建言以及對未來教育學習變革的願景。 

貳、虛擬vs.實體的校園教育環境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學校關閉措施，對學生和學校產生許多實質的影響層面：（1）

學校行事曆的調整或學期的延長；（2）課業程度下降或進步緩慢，對弱勢學生影響更

嚴重；（3）測驗及畢業條件的調整；（4）補救教學的實施（UNESCO 等國際組織，

2021）。在疫情之下各校被迫實行的數位教學環境，恰巧提供契機以檢視不同的教學

環境之價值、創新發展可互為補充之教學模式或實驗方案。 

一、面授課程的重要性 

  新冠肺炎影響奧地利在家自學的人數增加，相較於 2019-20 學年時只有 2.5%的學

童未通過考試，在 2021-22 學年卻有 7.7%的在家自學生以及未具公法權利的私立學校

學生，無法取得晉級到下一個學年的資格，同時取得不及格成績的學生們也明顯增多，

必須重讀一年以取得晉級學年的資格（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2022a），顯示在家自

學與在校學習之間可能存在的學習成果差異。 

  因疫情大流行及天災影響，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教育廳（Louisia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 2020-21 學年實施面對面授課比例僅 57%，該學年 LEAP 評估結果亦顯

示，選擇面對面授課的學生表現優於選擇遠端學習的學生：不合格學生的比例降低，

3 至 12 年級所有科目通過精通級的比例皆提升，不限經濟貧困、身心障礙、亞裔、非

裔美國人及白人族群（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22）。 

  由上顯示，面授課程在提升學生課業表現較有全面性的幫助。根據巴拉圭教育和

科學部的主管機關指出，由於學校是一個特別的社會化空間，必須保證就讀者的全面

福祉，因此，對於進行虛擬課程的教育機構都將恢復面對面授課，但仍會取決於疫情

傳染的狀況而有個別機構的差異（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教育參事處，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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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及運動的加強實行 

  為彌補與疫情有關的中小學生運動不足情形，並盡可能協助他們應對疫情及其後

果，德國教育廳與「北萊茵—西伐利亞邦體育聯合會」和許多體育團體的志工一起為

學生提供額外的運動時間。「額外運動時間」是「安抵並趕上」（Ankommen und Aufholen）

計畫的一部分，由德國聯邦和各邦政府採取平均分擔的方式，提供總計 4.3 億歐元（約

合新臺幣 135 億 3,460 萬元）的經費，以減少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學生學業受阻情

形（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b）。 

  在奧地利同樣考量運動的重要性，包括可以促進注意力和學習成效，從 2022 年 9

月起，將在 9 個地區的 1,500 個班級進行試辦方案，該方案的第一根支柱就是運動應

該在每天的課堂皆有安排，融入學校的日常生活，不同於體育課，而是例如在上課前

短暫運動的設計；第二支柱是結合周邊體育協會的教練共同提供新體育活動課程；第

三支柱是協助姿勢困難者的矯正和調整的補充性服務（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2022b）。 

三、弱勢生的食物支持 

  在 2020 年冬季，為避免弱勢學生於長假期間，因為學校未開放而無法取得免費

學校餐點（free school meals）而挨餓受凍，英國政府便推出「假期活動及食物支持計

畫」（Holiday activities and food programme，簡稱 HAF）來照顧學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這項計畫持續至今，也由實驗性質變為全國性的計畫（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 

  整體而言，疫情凸顯學校對學生生活層面的助益角色，不只關注課業成績的輔導

及縮減落差，更包括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及著重運動體能發展。故此，實體學校環境的

存在對學生而言，不只是課業學習的場所，還有促進全人發展的支持意涵。 

四、傳統教育環境與數位教育環境之互補性 

  傳統學校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以及面對面授課的價值，為支持傳統學校教育，結合

數位教育環境成為教育系統現代化及教育學習文化變革的關鍵。例如，俄羅斯 2022 年

開始採用由國民教育部開發的聯邦國家資訊系統「我的學校」（My School），這是一

個單一的教育內容和服務入口網站，全國各地的教師可以透過它相互交流，並使用網

站內高品質及驗證過的內容，為引入「數位教育環境實驗」的一部分，主管機關強調

資訊技術不在取代傳統教育，而是傳統教育的補充，教師可以自己決定使用哪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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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2022）。 

  馬來西亞也正在 110 所學校推行「混合教室」試點計畫，由教師在傳統教室內教

學，學生則通過手提電腦及智慧螢幕來更活躍地參與教學課程，並且讓其他學校學生

也能跨校接觸教學資源，以優化教學過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2022）。 

參、開放教育資源策略的理念及推動內容 

  許多學生因為疫情的關係錯過在學校內的學習，讓資訊和通訊技術在當代的教育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Tudor, 2020）。在疫情期間，學校教師和學生在數位教學及學習

的普遍經驗，顯示出開放式教材的重要性，即便在數位教育環境的實驗當中，教師可

以自己決定使用教學材料的前提，同樣是需要有足夠的材料可供選擇。 

  德國聯邦教育和研究部之議會國務秘書，詹斯-勃蘭登堡（Jens Brandenburg）先生

提到：「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影響顯示，數位化和開放教育材料可以帶來極大的好

處。……為此我們今天首次提出『開放教育資源策略』，目標是推動開放教育材料的

創建和使用，並改善其全國範圍內的框架條件。……為了使利用開放教育資源能廣泛

紮根，應該加強教育專業人員的培訓和進修，並為方便使用性創造技術基礎。開放教

育策略必能推動教育系統現代化。」（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a）。 

一、何謂開放教育資源（OER） 

  「開放教育資源」並非新的名詞，早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在教育 2030：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 4，確保包容和教育品質以推動終生教育」的方向下，OER 即為策略之

一（UNESCO, 2016）。 

  OER 指的是讓教育者和學生都能夠開放式使用任何的教育資源（包括完整的課

程、課程素材、模組、課本、串流影音、測驗、軟體，和其他的材料或技術）而無須

支付版稅或費用，這些學習、教學及研究的素材在公共領域或公開版權的情況下允許

他人無成本的使用、重複使用、重新利用、改寫、保留或散布（Huang et al., 2020; Stracke 

et al., 2019; UNESCO, 2015）。 

  OER 的教學整合是一種優先模式，用以創造數位包容的教育環境、促進學習者利

益，以及減少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負面效應（Tudor, 2020）。數位落差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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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科技時，有來自於社會經濟背景的差異。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促發對數位工具

及 OER 的需求，讓數位落差的議題浮出檯面，包括在機構面（高等教育機構對開放

資源的可得性）、家庭面（線上資源的可得性）、和個人層面（學生的線上學習意願、

具有動機的資源及個別學習技術）等方面（Tudor, 2020）。進一步的策略行動包括：

（1）區域層面，地方學校主管機關和地方社區合作促進它們自己的 OER，包括大量

的教育網站連結，例如以英文為主的教育網址，或是具有不同主題的線上課程網址；

（2）中央政府層面，採取的行動包括在大眾頻道提供視覺化的非正式資源，以補充學

生的線上學習環境，例如科學類的素材、主題互動式遊戲等，透過圖書館、Youtube 頻

道、NASA 網站提供拼圖、著色本或教育遊戲等，聚焦休閒時間營造非正式的學習環

境（Tudor, 2020）。 

二、開放教育資源的釐清與特色 

（一）不等同於線上學習或開放式學習 

  根據 UNESCO 文件的說明，OER 不等同於線上學習，開放版權的內容可以在任

何的中介載體呈現，例如紙本教科書、影像或是數位多元媒體；OER 也不等於開放式

學習，開放式學習在去除不必要的學習障礙，旨在提供學生成功的機會和符合需求的

訓練系統，因此使用 OER 有助推動開放式學習，但兩者不必然是同義詞（UNESCO, 

2015）。 

（二）開放授權（openly licensed）管理架構為配套 

  開放授權是經常被誤解為需要作者放棄所有的著作權，事實上，開放授權背後的

動機其實是對著作權所有者的保護，尤其是在數位化時代，作品經常容易在未取得作

者同意之前就被複製或透過網路分享（UNESCO, 2015）。OER 的使用授權管理係在

一連串法律架構的光譜之下，最為人熟知的是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架構，確保作者

（們）的素材在被分享時被承認或是限制商業行為的使用（UNESCO, 2015）。對於教

育者或教育機構的管理者認為 OER 的概念即是出讓了智慧財產權，代表商業利益的

潛在損失或是被盜用或剝削的風險。但這個議題要回歸哪些真正驅動教育者的背後考

量，如果商業機會的損失是重要，那就需要特殊的回應，只是經驗告訴我們，當世界

上愈來愈多的機構透過開放授權分享素材時，對同儕開放智慧財產權其實有助於促進

教學和學習教材的品質提升（UNESC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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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開放教育資源策略到開放教育實務的策略指引 

  應用 OER 到教學現場的實務，可稱之為開放教育實務（Open Education Practice，

簡稱 OEP），根據 UNESCO 指出，OER 結合適當的教學方法、良好設計學習目標以

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可以提供更廣的創意教學選擇，讓教育者和學習者在教育過程

有積極的參與及投入，成為知識社會的一員（Huang et al., 2020）。 

  OEP 是 OER 的第二個階段，基於前一階段的成果加以應用，圍繞在 OER 的創

造、使用及管理，以促進教育的品質及創新（Ehlers, 2011）。在疫情期間的突發狀況

為線上及遠距教學的教育現場帶來了許多挑戰，例如：（1）缺乏準備時間：線上學習

的教材尚未完備且製作耗時，有些學校甚至沒有相對應的設備環境來支持線上的學習

體驗；（2）學生或學習者的孤立感：在長時間的線上學習過程，老師和學生有被孤立

的感受；（3）缺乏有效率的教學方法：在長時間的線上學習過程中，需要創新有效的

學習方法，促發學習者的動機和參與，尤其是遠距學習的中輟率遠高於以校園空間為

基礎的學習（Huang et al., 2020），因此，實務在應用 OEP 和 OER 時，有以下提供給

教師之指引，協助促進學習成果（Huang et al., 2020）： 

1. 教師應注意開放資源的開放版權，確保合法使用。 

2. 教師可以透過衡量版權、材料內容的精確度、互動性、應用便利性、文化相

關性和敏感度等標準來選擇高品質的開放資源，以適當應用在教學過程。 

3. 一般教師缺乏技術能力來發展個人的 OER，建議採用國家或跨國授權的工具，

透過簡單的點擊創造出學習資源。 

4. 應用開放式教學的策略鼓勵學習者共同參與知識創造，例如以開放式教科書

發想主題式活動、透過網路文件的共同編輯達到同儕評估或反思的實務效果

等。 

5. 選用友善使用者的應用軟體，避免要求學習者使用過多工具而造成負擔。 

6. 提高教學的互動性，例如成立開放學習社群讓學生交換意見、創造討論或在

不同的任務上合作。 

7. 教師的角色是學習過程的促發者，督導學生活動、提供支持與鼓勵、創造信

任的學習環境。 

8. 開放學生的作業，例如報告、簡報、錄影等，在教師的督導之下，可成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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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的一環。 

9. 開放學習的環境下，傳統的紙本測驗不再有效率，教師可以採用以專題為基

礎的評量，請學生提供簡報或作品來給評分，並應用多元的網路平臺來達到

評量效果。 

  除了教師和學習者之外，OEP 和 OER 的推動尚需要政府、大學組織或機構等共

同參與，例如，組織領導可以推動鼓勵的政策、政策制定者發起方案，以協助教師和

學習者獲得所需之技術（Huang et al., 2020）。 

肆、未來教育學習變革的驅動力 

  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可以促進創新教學和學習，開放授權帶來的彈性，可帶來超

越內容本位的（content-centered approach）教學與學習經驗的發展（Essmiller, 2021）。

另外，新冠疫情的流行推展出數位教育環境發展的新動能，隨著疫情的穩定，各國亦

開始進行疫情對教育的影響評估並加速數位教育環境的建置。透過搭配開放教育資源

策略充實並提高教學教材內容的可得性（包括以數位、紙本或應用在任何載體上的呈

現），加上創新的教學及互動方式，以發揮促進學生發展成長的效果。 

由於「開放教育資源」是一項學習性的長期策略，需要所有相關人員共同為數位

化教育材料的核心問題制定目標和計畫（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a）。透過開放教

育資源策略的推動，不但將有助於改變傳統的教學文化，更有利於促進教育資源及機

會的平等，且具備終身教育發展的進階應用價值，符合永續發展的教育目標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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