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時法語區教育部長卡羅琳·德西呼籲 

勿因疫情忽略學生及教育工作者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比利時法語區教育部長卡羅琳·德西(Caroline Désir)在此次因新

冠肺炎危機停課後，目前對擬重新開放部分課程的學校進行準備工

作，尤以即將升大學的高三生為優先考量。 

比利時境內學校自 3月中旬開始已全數關閉。而這特殊的場景不

禁讓人想起 90 年代教師罷工期間的停課狀況。如今封閉令的情境顯

然大不相同，但教育部長卡羅琳·德西憶起當年場景時說道：「儘管當

年學校課程混亂，我們仍挺過來了。而如今，教師可以與學生保持聯

繫，政府機構和教職人員也能順利溝通及協調。」 

所有教職人員將於週一共同召開重要會議，為本學年下學期和 9

月新學年開課做準備。但目前首當其衝的是週五國家安全委員會

(CNS)將做出的決策，以及確認可重新開放的部分學校課程。 

 

一、學校究竟何時能完全恢復正常運作? 在什麼樣的情況和條件下? 

 

「目前雖然無法確定何時完全恢復，但至少我們能事先準備好必

要的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旦疫情開始出現和緩的跡象，我們將會

公布開學日期，但一切都將以師生的健康安全為第一考量。所以我目

前暫時無法回答在什麼樣的情況和條件下學校能恢復運作這個問

題，因為這需要由解除封閉令措施的專案小組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

(CNS)來判斷。我聽說如果無法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時，就必須戴上

口罩，但問題是，在課堂上實在很難保持彼此之間的距離。這些才是

真正該面對的問題，而我們也已將這些問題向專家們提出。」 

 

二、五月份將逐步解除封閉令措施 

 

「我們的專案小組正在評估各個社會階層在解除封閉令後所遭

受的影響。但無論如何我們千萬不會將學生和勞工拋諸腦後。我們也

將審視所有決策所帶來的影響，然後將問題向專家們提出，例如 : 各

校各年級是否可分不同時段上課? 如何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 是否



 

每個班級都需要提供口罩和酒精性乾洗手液? 就我而言，則持續與教

職人員們溝通及協調，並協助向專家提出他們所擔憂的相關問題。」 

 

三、是否需要考慮第二波遠距教學？ 

 

「對即將升大學的高三生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是升學的問題，所

以必須採取不同且額外的遠距教學方式，且需要確保每個學生都受

益。因此我們在此請求教師們盡快聯繫在封閉令期間失聯的學生。」 

 

四、在這所剩時間不多的下學期重新開課，是否有實質意義？ 

 

「我認為讓所有學生同時回到校園並不是個解決辦法，因為當前

健康第一，但就算只有兩到三週的上課時間也是有意義的。否則從 3

月 12日到 9月之間，學生長達 6個月的時間未至學校上課，未免也

太長了。」 

 

五、是否需要為課業落後的學生調整新學年課程？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將封閉令延長至 5月 3日，也預計解除部分

封閉令措施，所以必須要替學生補課。若到時學校無法如期開課，我

們勢必得考慮從新的學年開始調整課程內容並補課。想必現在很多學

校已開始朝這方向做準備。」 

 

譯稿人：劉厚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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