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教育部發行 2020 教育領域新冠肺炎應對白皮書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教育部發行「2020 教育領域新冠肺炎應對白皮書」，當中收錄從

疫情初期至去年底，教育領域應對新冠肺炎之過程與評價。白皮書有

系統地記錄，如何在傳染病危機中，在保障學生安全與健康的情況下

又能全面支持學生學習不中斷。以下為本次 2020 年教育領域應對新

冠肺炎之主要內容。 

校務營運 

小學、國中與高中共計 534 萬名學生有史以來首次實施線上開學，

包含新冠肺炎確診者在內，共有 43 萬名考生順利結束大學入學考試。

透過不斷的努力與嘗試，擴大實施雙向即時課程，開始有更多的教師

自編教材出現在課堂上，讓遠距教學逐漸步入穩定階段。 

校園防疫 

2020 年 5 月起依序同步實施線上與實體課程，除了確保口罩與

乾洗手等防疫用品數量足夠，亦聽取專家以及第一線工作者意見，持

續改善校園防疫相關規範。此外，也加強學生經常聚集的補習班等地

點之防疫系統。 

照護與預算支援 

針對幼稚園、小學以及特教學生提供緊急照護（至晚上七點）與

營養午餐，並同時發放兒童特別照護津貼（每名小學生 20 萬韓元）

與線上學習補助金（每名中學生 15 萬韓元）。此外，提前針對高中一

年級學生實施無償教育，最多每年可減免 160 萬韓元教育支出，學貸

利息也從 2.2%下調至 1.85％。 

 應對體系與現場溝通 

教育領域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由市道教育教育廳、大學、疾

病管理廳、保健福利部、法務部等相關部門、醫療防疫醫訊科技（IT）

專家、民間機構等領域之有關人士隨時溝通並進行合作。在此期間，

教育部共舉行 27 次現場公聽會、43 次對國民談話、留學生相關大學

現場支援（累計共 469 校），致力於持續溝通不間斷。 

未來教育 



 

 

 

為應對後新冠時代之未來社會教育大變革，與學生、家長、教職

員、教育監、大學校長、研究機構等各大教育主體進行 16 次對話及

懇談會，共謀未來教育價值與方向。藉由深入對話樹立保障「普及教

育」之原則，將學生安全視為首要任務，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必須讓

學習與成長得以持續，絕不讓任何一個學生脫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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