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遠距教學成效的研究與探討 

 -以會計學為例 
 



一、 研究動機 
 

因為COVID-19愈來愈嚴重，為了防止疫情越來越擴大，學校也
被禁止上課，以免造成同學間互相傳染，但因為是在學期中停
課，為了不耽誤學習的進度，實施了在家網路遠距教學，但因
為在家網路遠距教學跟在學校上課的內容和教學方式都不一樣，
為了瞭解學生對於在家遠距教學學習會計的成效和想法，或是
遠距教學所帶來的困擾，因此以網路遠距教學作為研究目標。 

 



二、研究目的 

(一)調查會計學遠距教學的實施方法 

(二)探討會計學遠距教學的優缺點 

(三)了解學生對於會計學遠距教學的接受程度 

(四)調查會計學網上遠距教學的學習成效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利用網路搜尋到的資料，研究其他關於在家遠
距教學的調查。 
(二)問卷調查:根據網上蒐集的相關資料，製作問卷，讓有學
習會計學的同學填寫，了解他們對線上學習的想法。 



訂定主題 蒐集資料  制定研究目的 問卷分析 統整資料 結論 

四、研究流程 



遠距教學的定義 

遠距教學是利用網路資訊和通訊設備，讓老師和學生可以
不用面對面就可以雙向溝通，而且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不需要到指定地點上課，隨時隨地都可以教學，還可以利
用電視廣播和網際網路等不同管道進行教學。 



實施方法 

因為疫情而不能到學校上課，因此採用遠距教學，根據調查有高達
64.9%學生採用「Google Meet」來進行線上學習，其次為「學校的數
位學習平台」（54.6%），而再來是「Microsoft Teams」（24.8%）。 

(邱紹雯，2021)。 



遠距教學優缺點比較 

優點: 

1.時間彈性:相較於到學校上課，遠距教學的時間就彈性多了，
教師可自己安排授課時間，不必受限於線下補習班或其它實
體教室，若教師於原先的授課日另有安排，也可直接和學生
改期即可。在教師的時間與調度上，相對擁有更多的調配空
間與彈性。 

2.減少交通成本:遠距教學的課程只需打開電腦便可上課，有
電腦、有網路、有麥克風，就具備一切的上課所需。比起到
學校上課，遠距教學減少了實際的通勤時間、通勤成本，省
下來的時間教師可以更好的備課、準備教學素材，熟悉授課
內容，無論位在何處，都可以打開電腦進行授課。 

 

 

 



缺點: 

注意力易不集中:在學校可以面對面講課，學生在台下打瞌睡、
偷滑手機，老師也能一眼看到，也能將學生的注意力迅速的
拉回。但網上遠距教學跟學校上課不一樣，教師與學生們隔
著一台電腦，只能用縮小化的視窗來確認學生狀態，而一個
手機的訊息通知、一段陌生人的交談，都會讓學生的注意力
鬆懈。 

延遲問題:進行遠距教學時，使用直播授課，難免會遇到系統
的延遲問題，各平台、系統的延遲狀況不同，在投入金錢、
時間成本於平台之前，可以先至各平台進行試用，選擇符合
使用習慣並且是低延遲的教學系統。 



會計的重要性: 
 

 

因為會計學為我們學校的一門考科，也是統測考試專業科目
之一，所以我以這個科目為我的研究主題，而為了瞭解學生
在遠距教學的時候，對會計學習上的想法和問題，因此我對
台南高商二年級的學生進行問卷發放，並且為了瞭解學生覺
得學習會計哪一部分較為重要，因此我把會計學習重點分為
三類，分別為觀念建立、金額計算和分錄撰寫為問卷問題。 



透過問卷調查，瞭解了台南高商學生對於會計遠距教學的學習狀
況，可以發現學生對於到學校上課和利用網路遠距教學，還是比
較偏向於到學校上課，共占73%，反而在網路遠距教學只占了27%。
然而因應遠距教學的需求，必須使用設備才能在網路上學習，因
此大多數學生較常使用電腦上課，占81%，而手機也占了62%，反
而是平板比較少學生在使用，只有占11%。 
 
 
 
 
 

 

 

 

 



而在會計的部分，分為三大類，因為在學習會計時，每章節都會
運用到這三大類的其中一個，而根據下列表格，學生對於觀念建
立、金額計算和分錄撰寫都覺得重要，分別占81%、62%和73%，
只有少數幾個覺得普通和不重要。 

觀念建立 金額計算 分錄撰寫 

非常重要 18％ 33％ 21％ 

重要 81％ 62％ 73％ 

普通 1％ 5％ 4％ 

不重要 0％ 0％ 2％ 

非常不重要 0％ 0％ 0％ 

表:學習會計重要性分布 



因為遠距教學的原因，我想瞭解學生對於會計學習的成效如何，
因此我以應收款項這課為問卷題目來調查，依據下列表格，在金
額計算和分錄撰寫的部分，學生覺得跟實體授課一致，分別占 
39%跟38%，而在觀念建立的部分，學生覺得學習成效差，占41%，
但在這三個項目都只有少數人覺得學習成效好。 

觀念建立 金額計算 分錄撰寫 

學習成效很好 5％ 5％ 4％ 

 

學習成效好 14％ 15％ 

 

17％ 

 

與實體授課一致 32％ 39％ 38％ 

 

學習成效差 41％ 32％ 
 

33％ 
 

學習成效很差 8％ 9％ 8％ 

表:遠距教學學習會計成效 



因為是利用網路遠距教學，因此一定會有不可避免的問題，
根據下表格，以自主學習成效不佳最高，占64%。次高為訊
號品質不佳，占41%。 
 

訊號品質不佳 41% 

家中網速速度慢 35% 

自主學習成效不佳 64% 

延誤原本的學習進度 26% 

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困擾 17% 

Google Meet 98% 

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 51% 

Google Classroom 43% 

LINE 10% 

都沒有 0% 

受到疫情影響不能在學校實體授課，因此利用網路上
的應用程式來進行教學，根據下表格，以Google Meet
為最高，占98%，次高為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占51%。 

表:遠距教學碰到的問題 

表:遠距教學所使用的平台 



而因為是在家遠距教學上課，誘惑因素是一定的，根據下列表
格，最高的是睡覺，占54%，第二高的是聽音樂，占50%，第三
高的是玩線上遊戲，占34%，但還是有32%的人在認真上課。 

聽音樂 50% 

看電視劇 22% 

看電視節目 20% 

看小說 16% 

看漫畫 17% 

玩線上遊戲 34% 

睡覺 54% 

都沒有 32% 

表:進行其他活動分布 



結論 
根據調查結果，我有以下發現: 

(一)會計學遠距教學的實施方法 

        利用網路遠距教學，採用線上的應用程式來幫助教學，像Google 
Meet等。 

(二)會計學遠距教學的優缺點 

        遠距教學的缺點，像是訊號不穩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等，但還是有
優點，如可以不用在一定的時間授課，能按照雙方空閒的時間來教學。 

(三)學生對於會計學遠距教學的接受程度 

        問卷分析顯示，對於學生在學校上課比在家遠距教學接受度比較
高，可能是因為在家遠距教學受到的誘因較多，無法專心。 

(四)會計學網上遠距教學的學習成效 

        而在會計三大類的部分，根據問卷分析顯示，金額計算和分錄撰
寫對於學生來說，學習的成效都是與實體授課一致，反而是對觀念建
立的部分學習的成效不如預期來的好。  



因為網路遠距教學，使教學進度沒被影響也沒中斷自身學習，
也因為南商的老師準備的上課內容都很充分，並沒有直接影響
到學習，而是和實體授課一致，但是我覺得學習會計還是要面
對面討論，因為可以直接將自己的問題具體的提問給老師，並
不是透過網上冰冷的談話，有時還會表達不清楚，而是在學校
直接當面提出問題，立刻得到老師的解說，那種學習氛圍是在
網上學習感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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