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1029嘉義縣竹村國小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謝曉菁 

參與梯次：第二梯次 

參與組別：B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認識寄居蟹的外型，並能命名為寄居蟹。 

2.在影片與圖卡的引導下，找出適合寄居蟹生長的環境。 

技能 1.具備使用 ARshare應用程式掃描圖卡的能力。 

2.在動作協助下，使用 3D列印筆繪製螺殼。 

3.模仿小組同學進行不同種類的貝殼分類。 

情意 1.依照講師與輔導員的指令完成指定工作。 

2.當課程活動遇到困難時，願意接受小組同學的協助。 

3.積極的使用 3D列印筆繪製螺殼。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三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操作平板使用 ARshare應用程式掃描圖卡。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特殊生雖然懂得操作平板與 ARshare 應用程式，但受認知程度影響

（中度智能障礙），看不懂掃描圖卡後出現的內容，例如：潮間帶的生

物、寄居蟹的居住的環境與身體構造等。藉由輔導員引導，請小組學生

指出圖片中的目標物，並說出其名稱，讓特殊生跟著覆誦，藉此學習相

關知能，增加其課程參與度。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本次課程透過講師豐富的講述，滿足了普通生對科普知識學習的渴

望，然而對特殊生來說卻是一大挑戰，幸好透過使用 ARshare 應用程式

掃描圖卡，以及小組學生的協助，特殊生也認識了寄居蟹的樣子與其生

長環境。教學上透過 AR 擴增實境的輔助，使學生能不受環境、距離等影

響，實地觀察寄居蟹的外型、殼、飲食與發聲的方式，亦能使生活經驗

較不足的學童，增加對實體環境與科普知識的體驗。 

(2) 第四、五、六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操作貝殼教具，認識不同種類的貝殼；使用 3D列印筆自製螺殼。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由於特殊生的識字量少且理解課程內容較困難，因此在唸讀與書寫學

習單方面需要較大量的協助，輔導員除了請小組學生為特殊生唸讀試題



外，也引導小組學生運用螢光筆在特殊生的學習單上標記答案，讓特殊

生能獨立將螢光記號中的內容抄寫在空格中，完成學習單書寫。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對學生而言，透過 3D 列印筆繪製螺殼，並運用 AR 套疊圖卡的方式，

創作出個人專屬的寄居蟹，是個有趣且特別的體驗。不過在使用 3D 列印

筆的過程中，由於學生戴在手指上的指套偏大，影響其靈活拿取螺殼進

行創作，因此學生通常會拿掉指套，當不小心碰觸線材或列印筆前端

時，便會覺得很燙。另外，當列印筆發生故障或卡線時，小組學生間較

難透過彼此協助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需要講師或輔導員協助，這部分

可再思考如何促使小組學生相互協助與合作。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從小組學生間的互動發現，當講師或輔導員營造出鼓勵學生相互合作與

討論的氛圍時，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會逐漸產生一些變化，即使是原

先不太願意協助特殊生的普通生，也會開始想辦法協助特殊生，例如：

當特殊生想將模型寄居蟹的身體塞進自製的螺殼時，因不理解操作方

式，以及手部靈活度不足，使得其難以獨立完成此活動，當下小組學生

自發性的告訴特殊生說要幫助他，並拿過他手中的寄居蟹身體模型，先

將尾巴塞進螺殼後，再讓特殊生將模型轉進螺殼中。這使得從旁觀察的

我感到相當驚喜，一方面對學生自己想出的方法感到驚訝，另一面對學

生間相互合作感到喜悅。 

 

4. 活動照片:  

 
 



1121029嘉義縣竹村國小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盧映蓉 

參與梯次：第二梯次 

參與組別：B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 學生能了解 AR 如何運作。 

2.學生能了解如何分辨左旋及右旋貝殼。 

3.學生能了解適合寄居蟹居住的貝殼為右旋貝殼。 

技能 1. 學生能操作 ARshare 進行圖片掃描。 

2.學生能使用 AR 觀看寄居蟹的課程影片。 

3.學生能透過旋轉方式組合寄居蟹公仔的身體和外殼。 

4.學生能使用 3D 列印筆進行畫螺旋練習並彩繪寄居蟹殼。 

5.學生能使用 AR 將自製的寄居蟹殼與寄居蟹虛擬合體。 

情意 1.學生能和同學共同合作與討論課程內容。 

2.學生能與輔導員分享自己所做的作品。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三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使用 ARshare進行毒片和影片掃描。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1)寫學習單時有許多字詞不會寫，藉由同儕的示範協助，透過模仿的方

式改善。 

(2)上課與進行活動時意分心，需要同儕提醒注意，提醒後有改善。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因為學生本來就知道特生的身分，在傳達學生要主動幫助同學的觀念

後，普生便能自動自發的觀察特生的學習需求，自動給予幫助和引導，

讓特生能更快的進入狀況，由此可知對於普生的引導非常重要，如此才

能達到融合最好的成效。 

(2) 第四、五、六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使用 3D列印筆為寄居蟹造一個家。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講師講解 3D列印筆如何操作時意分心，導致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操作，因

為大部分的學生都沒有操作過，因此採取由輔導員再次說明，由普生引

導特生集中注意力聽講的方式改善。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小組學生沒有做過 3D列印筆的經驗，因此對於相關的內容非常好奇，覺

的課程很新奇有趣，因而大家都很投入，做出來的作品也都富有創意，

但是因為使用不熟悉，因此裝線材等前置步驟花費的時間較多，往後在

課程中針對相關的操作部分，輔導員可以提醒學生更專注聽講，並於有

問題時向講師發問。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這一梯次的小組氛圍很棒，或許是平時學校教師有著重在宣導互助的概

念，小組內的普生雖然自己有時也需要協助，但是依舊能做到帶著特生

參與課程的實作部分，並在特生分心時自主提醒特生專心，在觀察輔導

員透過提問引導特生課程內容後，也會自動學習並且應用，主動擔任特

生的學習小幫手，特生在受到協助後，學習狀況也大幅改善，發揮了普

特融合的和諧和學習成效。但是特生的分心情況較嚴重，下次座位安排

除了將普特融合安排外，也應將特生排於靠近輔導員的位置，以便輔導

員協助引導(輔導員引導或輔導員引導由普生協助特生)。 

 

 

4. 活動照片:  

 
 

 

 



 



1121029 嘉義縣竹村國小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劉玉婷 

參與梯次：第二梯次 

參與組別：B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學生能了解 AR如何運作及登入。 

2.學生能了解寄居蟹會換殼。 

3.學生能辨別寄居蟹、槍蝦和螃蟹等甲殼類動物之差異。 

4.學生能了解左右旋貝殼的判斷方式。 

5.學生能說出寄居蟹居住的貝殼為右旋貝殼。 

技能 1.學生能操作平板掃描 AR圖像、影片。 

2.學生在同儕協助下能自行拆解組裝寄居蟹模型，了解寄居

蟹的身體和殼的旋轉方向。 

3.因學生先前有經驗，因此能自行操作 3D列印筆畫螺旋形狀

和寄居蟹外殼，還能協助同儕進料。 

4.學生能將自製的寄居蟹殼與虛擬的寄居蟹身體結合。 

情意 1.學生能簡單自我介紹。 

2.學生上課有問題會主動詢問輔導員。 

3.學生能和同儕輪流使用平板，對於同組學弟爭搶行為多有

包容。 

4.學生能主動協助組員收拾 3D列印所剩餘、欲丟棄的線材。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三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使用平板 AR share程式掃描，觀看寄居蟹影像。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學生鑑定類別為學習障礙，第一節課注意到可能因為座位背對講台，

而較無法專注於課程，因而請學生們換位置，將學生換到面對且靠近

講台的位置後，有更為專注。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兩場下來發現學生們通常都一個一個、零散地進入教室，建議如果可

以的話，可以在其他地方讓同一教室的學生們事先集合好，後再帶進

教室，除了不需重複自我介紹、節省時間外，還可以配合著需求安排

位置，而非讓學生們自行入座。 

(2) 第四、五、六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使用 3D列印筆製作寄居蟹的殼。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在 3D列印筆操作過程中，因為先前有使用的經驗，因此沒有遇到太大

的困難，然而，在寫學習單最後一頁的回饋心得，多由學校老師將學

生自述的心得打在手機上，讓學生可以對照撰寫。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講師很用心在注意我們這組的狀況，適時給予換位子或將桌子移到前

方(學生看不到黑板)等建議，在當下也有馬上可以調整的機會，視每

間學校情況滾動式修正很棒。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1.學生們對於新興科技應用(AR、3D列印)感到新奇、有興趣，學習動機

強。同時講師也有針對學生的提問給予回覆，自然科學的知識在一來

一回的答覆中，學生們吸收得更快。 

2.剛開始的自我介紹可以促進小組成員們的互動，也讓不同年級的組員

有加入話題的契機。 

3.在使用平板掃描 AR圖片時，與同一小組的男生有點小衝突，但還是能

夠遵守輔導員所給予的規則，輪流拿平板掃、一起看；後來在 3D列印

筆的操作上，也很熱心的幫助組員，不會因芥蒂而產生隔閡，輔導員

從中也可製造團隊合作的情境，成效不錯。 

 

 

4. 活動照片:  



 

 
 



1121029嘉義縣竹村國小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陳荷欣

參與梯次：第二梯次

參與組別：B組第一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學生能說出擴增實境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2.學生能理解如何分辨左旋及右旋貝殼。

3.學生能說出寄居蟹居住的貝殼為右旋貝殼。

4.學生能寫出寄居蟹、螃蟹、槍蝦為甲殼類動物。

技能 1.學生能使用ARshare APP掃描圖片。

2.學生能辨識出螺貝類與甲殼類的潮間帶生物。

3.學生能夠利用3D列印筆裝飾寄居蟹殼。

情意 1.學生能遵守使用3D列印筆的操作規則。

2.學生上課時會主動與同儕分享自己的創作。

3.學生能主動詢問輔導員或老師不會的問題。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三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A:使用ARshare APP掃描護貝圖卡觀察寄居蟹的習性影片（如：寄居蟹活

動的環境、寄居蟹吃食物與喝水等等。）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如

何克服？）

A:學生會主動協助同學與糾正他人錯誤的答案，也能完成老師交代的任

務。但是因為個性活潑，上課愛發言卻無法遵守班規—發言前要舉手。因

此，當學生上課一直發言卻沒有舉手時會去提醒，如果老師一直停下來管

秩序，就會減少下課時間。提醒兩三次後，學生發言未舉手的情形較有改

善。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A:因為高樹國小未靠海，因此詢問學生是否有去過海邊或看過寄居蟹時，

較少人舉手。然而，透過這次的ARshare APP，讓學生能夠使用平板來掃

描圖片，並呈現出寄居蟹的照片或影片，使學生就算沒有去過海邊或親眼

看過寄居蟹，也能讓寄居蟹彷彿呈現在眼前，直接觀察寄居蟹的生長環境

及習性。也因為共用教材教具，使他們討論互動的機會增加，學習效果非



常好。

(2) 第四、五、六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A:使用3D列印筆來創作屬於自己的寄居蟹螺殼。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如

何克服？）

A:因為學生動作比較快，在使用完3D列印筆做完自己的作品後，就會離開

自己的座位到處走動。因此會派給他其他任務使他有事情做，像是當老師

的小幫手，拿塑膠袋問問每一桌有哪些同學需要丟垃圾，或是幫忙整理大

家的學習單等，學生就不會隨意走動，反而還會主動詢問還有沒有需要幫

忙的地方。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A:除了讓學生學習寄居蟹的相關知識以外，也有動手做的課程—3D列印

筆，使學生有自由創作的機會，能夠發揮想像力做屬於自己的寄居蟹殼吊

飾，並且能夠互相學習使用3D列印筆的技巧，還有分享做完的作品，學生

皆覺得非常地有趣。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1. 中年級組上午上課時因為是橫放六張桌子，因此坐在桌子前排的學

生有時會背對著老師。在下午時，老師有將桌子轉成直排，讓每位

學生都能側坐看向黑板，使他們在課程中更加專心聽課。

2. 經過昨天第一梯次的經驗，有調整一些引導作法，如：共用教材教

具、刻意安排小組討論機會、更多口頭讚美、新增班規等，有使整體

的學習更加有效能。

3. 學校老師非常友善，學生們也都天真無邪又活潑，乖巧且聽話，只

要一個指令就會乖乖坐好，陪伴他們一起學習是很棒的經驗。

4. 活動照片:





1121029 嘉義縣竹村國小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張雅涵 
參與梯次：第二梯次 
參與組別：B 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學生能了解 AR 如何運作。 
2.學生能辨別出螺貝類和甲殼類等潮間帶生物。 
3.學生能了解寄居蟹、槍蝦和螃蟹等甲殼動物之間的差異。 
4.學生能了解如何分辨左旋及右旋貝殼。 
5.學生能了解適合寄居蟹居住的貝殼為右旋貝殼。 

技能 1.學生能操作 ARshare APP 進行圖片掃描。 
2.學生能使用 AR 觀看寄居蟹的課程影片。 
3.學生能透過旋轉方式組合寄居蟹公仔的身體和外殼。 
4.學生能使用 3D 列印筆進行畫螺旋練習並彩繪寄居蟹殼。 
5.學生能使用 AR 將自製的寄居蟹殼與寄居蟹虛擬合體。 

情意 1.上課時遇到問題會主動詢問老師或輔導員。 
2.上課時有新奇發現會和同學分享。 
3.上課時能和同學相互協助使用平板。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三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使用平板操作 ARshare APP 進行圖片掃描，觀看寄居蟹相關影片。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學生為自閉症，能自行正確回答學習單的問題，對寄居蟹的相關知識

也學習的很快。但上課時會一直想發言，若老師未點名他，也會想找

輔導員說話。較少與同學討論和互動（與同組學生不同年級）。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學生普遍對使用平板十分有興趣，願意配合老師課程掃描圖片讀取

VR 圖片和影片。在小組共同討論或合作這部分，學生經輔導員提醒

後大多能相互協助並輪流使用平板，互動尚可。 
(2) 第四、五、六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使用 3D 列印筆製作喜歡的圖案或造型。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因是首次接觸 3D 列印筆，對於充電加熱、進料出料等方法與按鈕較

不熟悉，由輔導員解釋過並多練習幾次後便能順利操作。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學生普遍對使用 3D 列印筆自行練習塑造形狀較為熱衷，而對裝飾寄

居蟹殼較無興趣，或許可考慮事先多給學生一些寄居蟹裝飾的照片參

考，並稍微控制學生 3D 列印筆練習的時間，看能否有所改善。 
此外，透過使用列印筆顏色交換的方式（取代退料換色），或可促進

學生間的互動，但也很常遇到換不到顏色的情況，因時間考量，最後

還是會讓學生退料後換成想要的顏色。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1. 學生顯然都對使用 AR 和 3D 列印筆感興趣，上課精神頗集中。連帶似

乎也頗能理解課程中對寄居蟹等潮間帶生物的知識介紹。 
2. 在互動上，簡單的任務設計較能成功促進小組間的互動，如下午場有

請大家一起將貝殼分類，效果還不錯。此外，讓學生共用教具和器

材，也是一種直接能讓小組互動的方式。 
3. 此組學生間的互動較多，特殊生能在輔導員提醒下給予一般生協助，

而一般生也很樂意在特殊生無法將寄居蟹身體由殼內轉出和轉入時，

給予示範協助和鼓勵。 
 

4. 活動照片:  

 
 



1121029 嘉義縣竹村國小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邱宜凡 

參與梯次：第二梯次 

參與組別：B 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知道何謂 AR 

2.了解寄居蟹的生存需求 

3.能判斷螺殼的型態 

技能 
1.能利用 AR share 軟體掃出內容物 

2.會組裝寄居蟹模型 

3.可以獨立操作 3D 列印筆 

情意 
1.會自己找方法解決問題 

2.能和組員合作操作活動 

3.會主動觀察並提供他人協助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三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利用 AR share軟體掃描寄居蟹的棲息地，找到影片中寄居蟹。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該特生在上午場課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本身的低學習動機，心繫

中場休息與平板操作，對於專心聆聽課程內容和完成學習單則表現抗

拒。此時為典型的習得無助感，需要輔導員較多的介入與鼓勵，當特生

回答正確時予以口頭稱讚；在學習單完成時請特生擔任小幫手，檢查組

員學習單的填寫狀況，藉此營造特生在活動中成功的經驗。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輔導員若能快速掌握到小組當中最弱勢的學生，並有策略的改善，

可以更快速凝聚小組意識。特生有了成功經驗的營造後，更願意參與課

堂活動，會主動尋找學習單的待填項目在簡報中的哪部分，以及叮嚀組

員記得填寫學習單；在操作平板過後，主動把平板放至桌子中央，以示

完成操作，且以「雙手」將圖卡交到輔導員的手中。 

(2) 第四、五、六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以 3D 列印筆為寄居蟹造一個家。 

2.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障礙對操作之影響，如何替代？



如何克服？） 

  透過練習可以熟悉 3D 列印筆的近、退料與基本操作，但在實際繪製

寄居蟹螺殼時較沒有想法，已經繪製上去的線條又用剪刀去掉。此時可

以引導特生先參考別人畫出來的樣子，且肯定每一個創意的線條，幫助

他賦予意涵，再進行延伸發想，讓他的寄居蟹螺殼有中心主題，以此完

成創作。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部分學生對於戴手套操作 3D 列印筆會覺得不那麼方便，因此屢屢

卸下手套，因而被高溫流出的線材燙到，因此我認為在安全守則的宣導

和執行上應該更謹慎審視，以免出現更嚴重的傷害。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該組學生由三位普生與一位特生(輕度智能障礙)組成，起初組員間對

特生不甚友善，也不願意合作，而該特生也表現得不在乎此次活動，屢

屢表示想回家玩電腦。為了改善此情況，輔導員透過表達期望、定義團

體規範，且在孩子們做到時大力稱讚等策略凝聚小組歸屬感，因此在下

午的課程中小組有更好的團體表現。 

  當中最讓我為之動容的部分是，原參與動機較低的特生，反而是下

午場的最佳幫手，不僅把吊飾繩穿過螺殼的訣竅和組員分享，也主動協

助收拾桌面上 3D 列印的垃圾，而其他組員也更願意和特生互動，未聽見

彼此抱怨的聲音，也許這就是普特融合最美的風景。 

  對我而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依然無法讓特生有勇氣舉手發表，但

轉念一想，至少他願意和組員、和我分享心中的答案，已是一大突破。 

 

4.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