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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為了防止群聚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於 3月 25日宣布，建議室內超過 100人以上、室外超

過 500人以上的公眾集會活動建議停辦，以減低社區感染

的風險。而學校亦有防疫措施，如:非班級課程，座位要

固定，全校性集會停止及許多社團的成果發表或表定活動

被迫延期或中止，且教室內需保持通風良好。群聚活動受

到管制，對於高中生除了在學校的日常生活受到的影響之

外，社團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我們透過調查及採訪，深入

了解疫情對高中社團活動的影響。 

問卷調查及結果 

為了比較廣泛的了解高中社團受到疫情的影響，我們設計了問卷

進行調查。問卷總共調查七個問題，分別調查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參

與社團、社團受到的影響、應變方式及家長的態度。發布問卷的方式

是以採訪者的人脈為主，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受到採訪者自身條件的

限制，受訪者大多是高一學生(約佔 92%)，但由於受訪者廣布於各種

不同性質的社團，此份調查有一定的代表性。最終收到回答份數為

114 份，以下就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參與問卷調查的社團分布 

(受限於展板篇幅，參與問卷調查的社團詳細資料表，略) 

二、各社團的實際變化狀況與因應措施 

根據調查結果，高中社團或學生組織受到最多影響的活動分別是

成果發表、日常練習、學校舞會、社團競賽、教學課程及例行會議。

其中日常練習、教學課程、屬於校內的例行活動，成果發表、學校舞

會、社團競賽則屬於社際或校際的大型活動，通常每年舉辦一次。許

多高中社團在每年下學期的例行活動多半以籌備成果發表等年度大型

活動為目標，當社團的年度大型活動無法舉辦，就必須改變日常活動

的內容，另立新的目標。若無法適當的應對，便很有可能失去原有「社

團活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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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學生對社團活動受影響的看法(部分) 

 

從填答者的回答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社團幹部在疫情中的應對對

於社團活動內容的影響很大，如果幹部應對得不好，參與者的興趣和

社團活動的樂趣均會下降。為了更深入了解，我們去採訪了成淵高中

吉他社社長。(見採訪部分) 

 
 
 

三、家長對於學生社團校外活動看法 

 

疫情期間，正好是大部分高中社團的成果發表時期，有社團需要

額外時間練習、準備，需要家長同意，為此，我們訪問家長對學生校

外社團活動看法。 

根據調查結果，反對與不反對比例相近。反對的家長表示擔心社

團活動會群聚，成為防疫破口；不反對的家長表示只要學生間保持適

當距離，帶上口罩即可。由於已是高中生，部分家長認為學生可自

理，因此不反對學生參與校外社團活動。 

 

社團幹部的心路歷程：吉他社社長的看法 

為了更具體了解社團幹部如何應對防疫期間的特殊狀況，我們採

訪了成淵高中吉他社的社長，詢問她的處理經驗： 

1.由於學姐是代表社團去與學校接觸的人，我們想知道由於武漢肺炎

的影響，學校對社團活動有什麼處理方式？ 

答：基本上下公文後就全部禁止了，本來要有的小社博和高一的小成

都被迫取消，但在 7/14 解令之後可以舉辦。 

2.學姐認為學校的處理適當嗎？ 

答：學校在防疫方面我認為是還不錯的，有確實做到追查每個人的體

溫狀況，也辛苦衛糾每天需要起一大早檢查及測量全校的體溫，甚至

有別的學校來跟我們借額溫槍。 

3.學姐認為武漢肺炎對社團的影響有什麼？ 

答：主要還是活動都被迫取消感到很無奈，不管是高一和高二都少了

很多樂趣和體驗，還是做了很多努力都在一夕之間消失。但還是防疫

最重要啦！無奈也只能這樣子了。 

4.那對於上述影響，你和社團成員如何應對？ 

答：大家也就照著公文上的規定去做最大限度的改變 用盡所有可能的

時間來辦活動 在社課的時間或在校內的課餘時間都還算在運用範圍  

5.心情有什麼影響？ 

答：大家心情上都多少會被影響，原訂的大成時間在 6 月初，現在因

應公文而改到 7 月中，很多人原本的讀書計畫也都被打亂了。 

 
 

雖然在疫情期間，有許多方面改變，不過指揮中心指出台灣最近

疫情趨緩，若在 6 月 7 日(4 個潛伏期滿)仍可維持本土病例零確診或無

社區感染，將擴大鬆綁生活防疫規範，民眾只要配合實名(聯)制，落

實勤洗手、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佩戴口罩，從事活動不再受限於人數

規範。可以想見，高中社團活動將隨疫情趨緩逐漸恢復以往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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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家長對學生社團校外活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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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調查樣本中的社團類別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