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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手記 

 

特殊的事件觸發特殊的想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20 年統計報告，全球

受到 Covid-19 波及的學生已超過 16 億，這些學生或因為在家或線上學習，導

致學習動機減弱，乃至於使得教育一直倡導的教育機會均等，也因為疫情引發

的線上學習而滋生出科技落差的不公平。疫情教育學應該持續關注此議題，別

讓弱勢的學生因為疫情或災變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面對 Covid-19 對人類的襲擊，教育該做些什麼？又做了什麼？亟待自我

省思。本專輯有鑑於疫情對教育的衝擊，遂廣邀國內學界及關心疫情的人士對

受到疫情影響的生活和學習等種種變革，提出實際因應作法及檢討，俾發揮拋

磚引玉，未雨綢繆之功，為未來可能面對的巨變，分享經驗，並提供建言，期

能平撫師生、家長及民眾不知所措的情緒，避免恐慌和焦慮，更能以平靜之心

及心理正念，強大自我抗拒災厄的正能量，進而理性平和地打開困局。 

所謂「方法總比問題多，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能勇敢走出去，就會有

機會找到出路，因為山窮水盡處，正是坐看雲起時。人生無常，不確定之事甚

多，不如意之事也不少，與其憂心未定數，不如好好調理心性，增長見聞，豐

厚智慧，等待迎接考驗。此乃疫情教育學激勵人心、淨化人類心靈的旨趣。面

對閃電般快速而突如其來的逆境，教育該如何自處？又如何化危機為契機？此

皆考驗著教師的專業智慧和專門智能。 

本輯計收錄四篇研究論文，一篇研究筆記。每篇皆是第一線工作者因應疫

情的現場探究，其在面對逆境時，轉化思考，帶動學生及教師進行最有利的發

展，並展現問題解決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由此可見，本輯的各篇研究論文

雖然尚無法完全解決面對的問題，甚至衍生出新問題，但是，在面對疫情的教

育思維上，渠等都展現出能知覺到多變，又能隨機應變的新素養。雖然仍存在

尚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其對問題解決的思路、策略和經驗，已經為疫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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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踏出艱鉅的第一哩路。所謂「萬事起頭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只要踏出

一小步，我們就可藉經驗分享和智慧傳承，產出更多的創意和更具價值的「產

品」，此亦是本專輯對疫情教育學的殷殷期盼。 

首篇乃師資培育工作者針對疫情時代的教育變革，提出心靈自處之道的生

命境界—從喧囂走入寧靜，既將心靈定於有道的「一」，亦讓各個靈性創生生

命的「多」。文內提出的問題和論述應能激勵讀者對自我生命價值的重新思考。 

第二篇探討大學生面對疫情下的線上學習和對蜂擁而至之數位虛假訊息

問題的處理。教師透過修課學生參與的行動研究，激發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

識別虛假訊息，進而將之轉化設計為有用的訊息，並跨領域地產出作品，更將

此批判思考與創造力轉化至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現化危機為轉機的創造力。 

立於創業和危機管理之文獻探究的基礎上，第三篇研究論文確立大學教育

不再是象牙塔的學問，而需要將所學與職能無縫連接，尤其疫情下的經濟受到

挑戰之際，大學創業教育與創業意圖更凸顯其重要性。該文即探討影響大學畢

業生職涯選擇的因素，不僅發現開設創業教育課程可以強化學生的創業意圖，

且說明樂觀和自我效能對創業意圖有正向成效。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心理創傷的諮商與療癒需求孔急。一向強調同

理心和面對面輔導的諮商活動需要因應疫情而改變諮商方式，其面臨的危機評

估、諮商技術調整等線上及實體混搭的諮商方式之成效仍受到考驗；諮商平台

及通訊諮商所涉及的諮商倫理和技術問題仍有待進一步反思和發展，俾對案主

發揮更高成效。另外，諮商活動在全球化和網路跨域時代，除了建立資料庫，

修訂相關法規外，結合科技的跨域研發誠屬必要，期望疫情帶給諮商人員和案

主除了衝擊、危機和壓力外，更能開展諮商的多元模式。 

除了上述四篇研究論文外，本專輯也收錄了一篇和疫情最直接相關的醫學

院師生專業社群的共融學習。該文試圖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轉為行動網路學習

社群，並為醫學教育建置師生共同參與的專業社群樣態，具有實用性、可行性

和創新性。然，涵納學生共同參與的教師專業社群運作在哪些方面更具教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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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其意義為何？困難何在？仍有待更嚴謹的理論實徵研究支撐。該文提出之

另類的專業學習社群值得所有關注學習者中心、性別融入醫學教育，以及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成效的教育先進，共同思考，並進行後續研究。故該文納為

研究筆記具有前瞻性和啟迪性，期望立於此基礎上，未來能有更多研究不斷拓

展和延伸，以建構理論並豐富實徵文獻，彰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亦能因應

環境的變革而自如應對，展現更理想成效。 

疫情隨時可能生變。本期因應全球疫情而出刊，雖是投石問路，卻能提供

教育工作者淡定因應未來不確定巨變的能量，俾做出攻守兼備的反應，化劣勢

為優勢，共創教育的新活力。本專輯出刊除了感恩研究者貢獻智慧、審稿者洞

若觀火的真知灼見維繫本刊品質，以及編輯團隊和行政人員的無私付出外，讀

者以熱烈參與投稿、積極修改審稿文本、推薦教育工作者閱讀和討論內容等正

向回應，都可謂與本刊有著「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深厚情誼；

本刊必當竭盡全力，銜草以報。最後，謹代表編輯委員和行政團隊，祝福朋友

們平安、健康、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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