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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昌賢･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屏科大在新冠肺炎下的
防疫、抗疫與科農教育的永續之路

去
年底 突 如 其 來 的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COVID-19）肆虐全球，短短數月重創各

國社會、經濟，在世人面對病毒的突圍而慌了陣

腳之際，屏科大肩負高等教育重任，在疫情嚴峻

時冷靜以對，第一步先將校內防疫的各項措施擬

訂完善，確保師生、教職員的安全，持續維持校

園健康安全；接著開始思考，在這場人類與病毒

的戰爭中，What can we do？

先安內再助外  打造安心就學

新冠肺炎大爆發後，學校遇到的第一波考驗即

是馬上要迎接開學。校內立即以校長為首，召集

各單位主管組織防疫委員會，為了讓學生學習不

受疫情影響，全校總動員在各項防疫工作上進行

嚴格管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防

疫應變計畫書」的完成為本校防疫工作跨出第一

步，校內各單位依循計畫確實執行各項防疫作

業。此外，口罩、額（耳）溫槍、酒精、護目鏡

及消毒水等防疫物品，也依序備妥備齊，以求萬

無一失。

本校有超過630餘名來自於43個國家之外籍學

生於寒假期間返回母國，開學返校潮又是本校防

疫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本校國際事務處與學務處

立即清查出境的學生人數並擬定學生返國的應變

計畫，於二月初積極聯絡學生儘速更改行程，請

學生務必於2月9日前返校自主管理以便於2月底

開學上課，同時清查本校可用宿舍容量作為自主

管理或居家檢疫場域。雖當時由港澳入境屬「自

主健康管理」，因學校採取超前佈署作為，在徵

求港澳生當事人同意後，將管理層級提升為「居

家檢疫」，由學校提供專車將返國學生於機場接

回校園、單人住宿及專人送餐等服務，為期學生

能有效配合國家防疫政策，檢疫期間所有費用均

由校方支應，以降低可能發生傳染的風險。

開學後，一萬多名學生返回校園，防疫期間教

學及防疫工作該如何落實也是校方思考的問題。

在防疫作為上，先將各棟宿舍內空床位重新調

整調度，作為發生疑似症狀學生自主健康管理

宿舍；2月中旬疫情未見減緩，防疫小組隨即決

議於各棟建築物設置單一出入口，並設置體溫量

測站，啟動教職員工生全面健康檢測；各系所班

級成立健康關懷小組，每日回報班上同學健康狀

況；學生宿舍也以寢室為單位建立學生自主健康

管理小組進行每日安全回報。

校內師生均嚴格遵守執行以上防疫措施，故校

方能有效且精準掌握校內人員健康狀況，減少師

生因疫情所造成的恐慌，截至5月20日為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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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通報居家隔離5位、居家檢疫41位、自主

管理116位、發燒自主管理40位、至醫院採檢42

位，最後都無恙、安然過關。

除了上述各項防疫措施外，在教學上，教室採

梅花座，且固定座位，並課堂點名登錄出缺勤紀

錄，以便日後能確實學生接觸史調查。同時，亦

規劃同步直播遠距教學，以因應少數未能參與正

常課程學生。

疫情發生期間，同學心理壓力及衝擊需要不同

的支持輔導作為，因此本校健康諮詢中心擬訂

「COVID19疫情安心輔導方案」，提供安心服務，

以穩定曝險學生之身心狀況，提高校園適應能

力。

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防疫信心，減少不必要

之恐慌，校方利用官網、官方臉書及張貼海報等

方式宣導安心輔導方案以及正確防疫觀念等正面

資訊，以安定師生身心狀況。

除此之外，為完善教職員工生健康管理及相關

接觸史，為校園內疫調留下相關紀錄，建置校園

防疫APP，記錄個人校園內場域進出紀錄之校園

足跡，為日後之疫調工作進行準備。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學校以「愛」為出發點，

主動關懷學生及教職員工的健康及生活狀況，讓

大家安心就學就業，倍感溫暖。學校也從這些工

作中充分展現出「學校教育」的本質，全體人員

都能依循學校的管理規範並配合政府的防疫措

施。

遠距教學挑戰實作課程的教學品質

教學為學校的重點工作，疫情發生後如何順利

進行並確保品質為教學思考的重點。此次疫情蔓

延各國，各級學校都受到重大影響，「遠距教學」

成為「停課不停學」的唯一途徑，但如何落實、

且能高效執行就是非常大的挑戰。

除了通訊軟體、教材上和教法上的調整與改

變，遠距教學對於法、商及人文學院的適用性是

比較高的，但本校著重於農、工技職教學設計，

許多課程都必須在田間、林場、養殖場、畜牧場、

機電相關工廠、動物醫療場域等現地學習，面臨

遠距教學的落實上，這些實作課程有非常大的執

行難度。

遠距教學未來或許會是一個趨勢，雖然在執行

上有諸多必須待解決的問題，但因為這次的疫

情，而帶出許多高教執行者更加深入的思考，不

管在軟體還是硬體上的更新都是必要的，例如：

設計AR、VR等輔助工具來取代現地實習的方式、

提升教師應用多媒體工具設計教案的能力，利用

網路社群或是自媒體加強線上課程的互動性等，

會是未來準備遠距教學前必要考量的重點。

校內防疫行政措施

清明連假11景點及磐石艦海軍確診事件，考驗

著學校危機處理的能力。一方面利用先前建構的

疫調系統全面調查全校教職員工生足跡，另一方

面也要處理事件個案的健康狀況，甚至是降低全

校教職員工生心理上的恐慌。積極配合國家的防

疫政策，研擬訂定「上班上課全員戴口罩」及「學

生餐廳內餐桌距離相隔1.5公尺」兩項規定，減

少病毒傳播的風險。

雖然這些措施造成全校教職員工生之些許不

便，但大多數師生都樂意配合且肯定學校的決

策。同時，學校健康中心亦持續利用校園資訊系

統，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正確的防疫知識及資

訊，帶領校園走向健康的方向。

而磐石艦事件造成本校有5位學生被匡列為

「居家隔離」，後續採檢皆為陰性，但為確保他

們健康無虞，在徵求當事人同意下，皆延長其隔

離時間並進行採檢，後續也都平安解除隔離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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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

另一方面，畢業典禮為本校年度盛事，但為配

合防疫措施，學校決定將6月的典禮儀式簡化，

不邀請貴賓演講及表演並減少觀禮人數，確實將

會場人數控制在100人以下。本學年度畢業典禮

將在「簡約而不失隆重，歡樂而不忘防疫」的規

劃準則下進行，期望能帶給所有畢業生及全校教

職員工生難忘的回憶。

屏科大有著近300公頃的廣大校園，再加上教

職員工生人數眾多，因此校園防疫工作有賴大家

的努力才得以完成，從校門口校內外人士分流、

暫停民眾參訪、洽公人士全面體溫量測、校園內

各建築物管制出入口並量體溫，健康中心外發燒

篩檢站的設置，還有環境的清潔消毒、檢疫宿舍

的管理、文宣宣導、校園防疫及通報機制的建

立，甚至是學生請假規定放寬及安心就學方案

等，這些做法為的就是提供學生一個能安心學習

的環境。

助外的社會責任 野保疫病調查超前佈署

屏科大累積近百年的農業研究能量，不論在中

央或地方，皆長期扮演重要的智庫角色，橋接與

協力推動農林漁牧業之發展。在這次疫情中，國

內外各級研究單位紛紛投入病毒檢測及疫苗開

發，身為教學研究單位，屏科大亦責無旁貸。

屏科大有「五保」：環保、水保、動保、幼保、

植保等科系，希望推動從人類到動物、到植物的

永續發展。我們希望帶給學生的觀念是，不只發

展農業，而是在生產糧食的過程中，如何不破壞

土地資源、不過度開發危害野生動物棲地，在經

濟產值與環境永續的相互衝突中，如何取得平衡

才是最重要的。人類為了經濟生產忽略的友善環

境，造成自然的反撲，可以從這次的疫情略知一

二，因為人類侵略野生動物的棲地、或是撲殺補

食野生動物，衍生了許多人畜共通傳染病。

屏科大的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長期進行調查，

發覺野生動物非自然死亡，或是產生行為異常

等，都有可能是動物身上的疾病產生各種變異，

可說是生態環境給人類的警訊，如近年來常見的

幾個人畜共通傳染病：伊波拉病毒、禽流感、狂

犬病、萊姆病等等，獸醫系與野保所的專家學

者，長期深入山林野外設定樣區調查生態，能提

早發掘可能衍生的人畜共通傳染病，便能達到預

防的超前佈署。

流行病學研究加強疫苗人才培育超前

練兵

前述的野生動物專家找到疾病的源頭後，與本

校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合作，從檢體樣本開始一

連串檢測，研發相對性的疫苗，疫苗所的學生接

受全套的疫苗開發到生產培訓，不只練就一身

專業本領，畢業後可從事各種生醫類工作，更

重要的是，動物疫苗的生產開發知識與人用疫

苗的人才育成是一樣的，如遇到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這種全球性流行疾病，這些動物疫

苗的開發人員可以馬上投入人用疫苗的研發，有

助於政府在儲備疫苗這種戰備物資上的人力貢

獻。

新冠肺炎期間臺灣社會各界為全人類福祉的付

出，可說從國家的超前部署各項政策，到產業界

組織各種國家隊，還有前線的防疫人員努力堅守

崗位，都可以看出臺灣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

而屏科大作為肩負社會發展最重要的教育之職，

培養學生從「心」出發，建立正確的三觀，師長

以身作則，樹立風範引領學生追隨，將屏科大強

調的永續目標、友善環境等理念，透過百年樹人

的志業，教導莘莘學子帶著「仁民愛物、實事求

是」的校訓理念，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