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11 台南市玉井工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黃國書 

參與梯次：(第 5梯次)上午場次 

參與組別：(達人組/高手組)達人組 

一.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 能了解口罩外層防水的原理。 

2. 能了解口罩中間層靜電的原理。 

3. 能了解口罩內層吸水的原理。 

4. 能理解空污指數學口罩的關係。 

技能 
1. 能用行動顯微鏡與手機觀察物件。 

2. 能運用簡單的工具製作口罩。 

3. 依操作步驟程序完成工作任務。 

情意 
1. 能和其他同學相互討論一起完成作業。 

2. 在活動中引發對科學活動中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 

二.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一) 第一、二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學生對魔術砂與水不能融合，具有防水的特性感到好奇，進而好奇它

在生活上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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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行動顯微鏡的運用，需要較多的嘗試及較精細的手部動作，有時

較難掌握。教學者給予部份協助，對準物件後拍照再進行手繪，學生

手機有時與行動顯微鏡不相容，則以其它ＩＰＡＤ取代。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本組學生學習特質大都為學習低成就學生，其學習特質較身障學生學

習與回應有較多的學生回應，稍加解釋即可理解學習內容與重點，但

在學習過程中宜協助歸納整理各項活動的科學知識，協助他們建立科

學知識的原理與概念。在操作上給予部分的協助即可完成。但仍不宜

過多活動，以免超過學生學習負荷，仍應注意課程進行之知識系統與

邏輯性的建立，才能有完整性的學習歷程。 

(二)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學生能夠親自動手操作口罩感到有趣，科學的概念用自己動手完成具

體的事物較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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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操作口罩製作；包括操作壓摺的方式，使用熱印機接合，大都是

手部精細動作，第一次自己完成不容易。即使配合台上的老師教學，

在場輔導員親自示範，帶領調整其口罩堆疊的方式，並分解步驟成製

作口罩。若中間製作過程有失誤，又必須解決問題。因此必須依學生

情況有輔導員在旁協助解決。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自己動手做口罩是操作型的活動，因此以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逐一程

序進行，也要視學生的的操作學習反應，來調整教學步驟或給予視當

的協助，並適時給予正向回饋鼓勵其克服困難完成操作活動。 

三.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１．經過幾次教學活動後，教學者與輔導員的合作更能掌握教學活動的

節奏與步調，很順暢的完成本次教學活動。 

２．科學教學活動可以透過精心的設計與安排，由做中學的教學活動中

使特教生也能習得一些科學的知識，使科學教育的推動不只生硬的

知識技能，還能從有趣的操作中習得科學知識。 

３．特教生的學習特質為教學的重心，教學者與輔導員應隨時觀察學生

學習的情況，隨時調整教學活動，或給予適當的支持協助，幫助其

建立科學知識。  

四. 活動照片:  



 
 



1120111 台南市玉井工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張雅涵 

參與梯次：第五梯次/上午場 

參與組別：A組(達人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能辨別不織布的種類以及不織布與其他材質的不同。 

2.能了解口罩分為三層以及各層的材質及功能。 

3.能了解口罩中靜電層的運作及功能。 

4.能了解行動顯微鏡的操作方式。 

5.能了解口罩對 PM2.5的防護功能。 

6.能了解口罩的製作原理。 

技能 1.能以剪刀拆解口罩並自行操作行動顯微鏡觀察口罩外、中、

內層不織布之材質。 

2.能使用滴管汲水進行口罩內、外層的防水測試。並使用防水

噴霧完成防水名片製作。 

3.能運用奈米沙進行防水實驗。 

4.能運用老師提供之材料進行靜電實驗活動，例如抹布摩擦水

管會產生靜電並拿來吸附保麗龍球。 

5.能使用封口機進行口罩製作。 

情意 1.上課過程中遇到不懂的問題會主動詢問老師或輔導員。 

2.上課過程中會與同儕討論做法及分享發現。 

3.對新奇的事物感興趣。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口罩材質、用滴

管汲水測試口罩防水層觀察水滴形狀以及體驗奈米沙的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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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行動顯微鏡的能力不錯，成功觀察到口罩不

織布的畫面後，便立刻想去觀察其他物品，如衣物、紙板…等周遭

事物。對於完成學習單上的作業較不熱衷，容易分心，需輔導員一

再提醒才會開始進行。但最後皆有如實完成每道題目。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發現學生對實作的部分較

感興趣，精神也會較為集中，例如使用行動顯微鏡、奈米沙實驗。

建議可多預留時間在這兩個項目，並事先讓學生完整了解要做的觀

察及實驗內容，讓學生較可掌握時間分配，減少分心及時間浪費。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摩擦水管的靜電活動、口罩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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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口罩時，對口罩不織布的折疊方式較難理

解，以及要使用封口機完整封住不織布加耳繩較為困難，故在兩個

步驟接花費較多時間進行，但在輔導員的協助下，仍很有耐心地完

成口罩製作。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因初次接觸口罩製作方

式，故建議可預留較多時間做更清楚的說明，才不致使學生因聽不

懂加上時間緊迫而失去積極製作口罩的興趣。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EX:3D軟體活動對自己應用在未來教學之反饋） 

1.在玉井工商的上午場可能因 A組的學生人數僅 11位，加上經過 1/7北

門農工的上課經驗，所以上午場課程進行很流暢，器材道具的準備也很

順利。 

2.這場在製作口罩的部分，老師改為至各組座位教學摺口罩方式，讓學

生更好理解，增加完成口罩的速度。 

3.上午場課程完成後的剩餘時間有點空白，為了不讓學生太早離開只好

請學生先在座位上等待。經中午的檢討後，未來若有類似情況，老師可

帶著學生重新複習上課內容，或者請學生分享心得，讓學生能對課程內

容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4.學習單的順序和講師講課的順序內容不太一樣，若能再重新調整一

下，讓學習單和課程順序嵌合，可能會讓學生在一邊聽課一邊完成學習

單時更能清楚明白。 

5.學習單口罩組成的部分，鼻樑鐵條和耳掛繩兩者的圖示較容易混淆，

建議之後可替換更清楚的說明圖片。 

 

4. 活動照片:  

 



1120111 台南市玉井工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黃沛恩 

參與梯次：(第五梯次) 

參與組別：(達人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能認識口罩的結構和功能。 

2.能知道不同孔洞的大小可以篩過不同大小的物質。 

3.能知道防水層和不防水層的差別。 

4.能知道口罩主要是用來阻隔 pM2.5。 

5.能知道不織布與其他布料的差別。 

技能 1.能自己完整的剪開口罩。 

2.能自己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口罩的組成。 

3.能自己完成防水小卡。 

4.能在老師的協助下摺出口罩摺痕。 

5.能自己使用封口機完成口罩製作。 

情意 1.當老師詢問問題時，有給予回應。 

2.動手做的活動都能專注參與。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防水迷宮的挑戰、摩擦水管產生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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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奈米沙的活動中，學生對於「沙子」較抗拒，一開始是先由輔導

員示範摸摸看，再邀請他一同參與，但學生還是強烈抗拒，後來講師直

接請學生將奈米沙用湯匙舀起來，並倒入水中，學生有專注的觀察了一

下，之後講師邀請學生摸摸看在水中的奈米沙是否有濕掉，但學生還是

拒絕了，最後是請學生好好的觀察水中的奈米沙，以及請學生將奈米沙

從水杯中回收到盒子裡，輔導員再透過學生操作時一邊詢問奈米沙和水

的關係，從學生的回答中確定學生是否有了解課程表達的內容。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雖然參加活動學生的組成多半是低成就，但還是會有其他障別的學

生可能會參加，所以可能在一些操作的課程中，可以準備一些比較不同

的東西，讓學生在同一個課程中可以有其他東西可以嘗試看看(例如上述

學生不喜歡奈米沙，或許可以有其他物品可以讓他看到防水的原理等

等)。這次有讓大家圍成一圈體驗電的傳遞，這個活動很有趣，且有讓學

生們更投入在課程中。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口罩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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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口罩的製作時，學生的動作較緩慢，所以摺好的口罩要封口

時很容易散開，之後是由學生摺好口罩，由輔導員幫忙放到封口機並壓

下去，再請學生看著封口機的燈，幫忙數秒數，之後學生有表達他想要

自己壓封口機，所以後來變成輔導員只是幫學生把口罩放到正確位置

後，由學生自己操作封口機、數秒數。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一開始三層口罩分開的時候，可以順便考考學生對三層的功能，不

過在摺好上下邊要封口時，容易出現留的空間大小不一，導致後續的壓

條不好塞，或許直接在要封口機壓的位置畫線，讓學生可以試著對齊，

這樣可以減少失敗的機率，學生對於自己做出來的口罩也會更珍惜。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剛好我帶到的學生是蠻明顯的自閉症，所以當他出現抗拒時，讓我

必須腦袋動快一點，要換不同的方式去引導學生，一開始找不到共鳴

時，讓我很挫折，但後來因為看到學生會時不時的拿出手機看卡通，我

就藉由卡通當作橋梁，手機當作獎勵，而且有發現學生會注意看活動時

間表，並且詢問我是不是按照上面的時間進行課程，因為實際活動的時

間和表單上的不一樣，所以我就用學習單當作依據，告訴學生寫到哪裡

就可以休息，可以看一下卡通，雖然之後學生還是會時不時就拿出手

機，但是只要我拍他一下，他就會馬上把手機放下，且當遇到操作的活

動時，學生就會比較參與課程，抓到和這位學生的相處方式後，接下來

都很順利的完成，也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在一開始製作口罩的時候，學生是非常認真的在操作，我會在一旁

順便問學生「這是哪一層？」、「這層可以做什麼？」，學生也會一邊

疊口罩，一邊回答，在摺口罩的時候，雖然學生會一直唸要看手機，但

只要我提醒他現在要做什麼，他就會暫停碎碎唸，而且在放壓條或是耳

掛繩的時候，學生也會主動跟我說好了，我再幫他檢查並請他修正，他

都能跟我有互動，讓我真的非常開心。之後講師請所有人圍到一桌觀看

口罩可以阻隔 pM2.5的活動，因為我這邊的學生人數較少，所以講師是

請大家圍到我們這邊，結果活動進行到一半，這位自閉症的學生突然離

開位置衝到一旁，且一直碎碎唸，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到他身上，我一開

始是直接跟到他旁邊，問他怎麼了，他就大聲的說「我不要病毒靠近，

我不要在染疫了」，其實我是推測他不喜歡一堆人圍著他，但聽到他的

回應時，我想有可能是他聽到講師在說口罩可以阻隔病毒等等，讓他有

了染疫這樣的連結，最後就等到要開始寫學習單才回座位上。 

    雖然自閉症學生外在表現可能沒辦法讓我們明顯看到他對於活動的

喜好程度，但我能觀察到他是很認真的參與所有他不排斥的活動，而且

講師們也都會適時的來跟他互動，讓他是很有參與感的。 

 



4. 活動照片:  

 
 



1120107 台南市北門農工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黃彥凱 

參與梯次：(第五梯次) 

參與組別：達人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可以理解口罩的品項與類別 

2.可以了解口罩三層；內中外層的材質及作用 

3.可以知道靜電的原理，並理解將靜電原理加入口罩功用 

技能 1.可以實際操作顯微鏡觀察物品之細節 

2.可以利用塑膠管與棉布產生靜電 

3.可以依照防水的原理將魔術沙回收 

4.可以依步驟順利製作口罩 

5.可以安全順利的剪開口罩並觀察 

情意 1.可以認識口罩的重要性並認知其知能 

2.可以透過課程操作培養對生活科學探索的興趣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以顯微鏡觀測口罩與周遭物品；也會好奇而觀察其他材質，對操作不溶

於水的魔術沙感到新奇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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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障礙對於操作顯微鏡或其他課程較無影響，但在寫學習單時會有

一些字不會寫，例如:靜電使鐵片撐開，當時學生撐開的稱不會寫，於是

他想了想，毅然寫了 打開，還看了我一下，問我說可以嗎?我說可以…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學生們會時常自行與其同學各自討論，因此在秩序管控上花較多的時間

與精力，各位老師會以幽默的方式跟學生互動，讓學生在開心的互動中

和講師互動，但是在寫學習單這件事情上，確實要時常督導，甚至會覺

得寫學習單使他們感覺到十分困擾。 

(2) 第三、四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塑膠管產生靜電、製作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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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教學部分學生很難靜下心來思考，也須不斷的提想學生努力進入課

程，學習其知識與技能。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只要是製作學生個人的作品上都非常專心且細心，雖然嘴上會一直說自

己做的很醜，但還是非常耐心的完成所有步驟，所以整個過程都非常順

利。只是到尾聲要寫心得時有發現學生會拿成品繼續放到封口機嘗試各

種角度的封口，再加上不太想寫字，所以會變得有點難要求其完成學習

單，但課程學習單的重要性是為了與上課內容有所契合，之所以也希望

講師可以針對學習單上原有的教學項目進行即可；別額外添加多於的項

目與過多的器材，以利於團隊在時間上的控管與學習單填寫的督導。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在玉井工商的科學活動進行的都很順利,學生參與度也都很高,很多活動

大致上課程內容還是有辦法盡量使學生感到興趣，尤其是製作個人的口

罩或是卡片，學生對於個人的作品上都非常專心且開心，還是非常耐心

的完成所有步驟，所以整個過程都非常順利。但是學生們大部分還是不

太想寫字，所以會變得有點難要求其完成學習單，額外一點是非常感謝

玉井工商校方與警衛室的配合，讓我們車輛與人員上午進入校園時感受

到相當的方便，沒有過多的阻礙與盲點。 

 

4. 活動照片:  

 



 



1120111台南市玉井工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詹喻晴 

參與梯次：第五梯次 

參與組別：達人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能知道口罩分成三層以及各層的功能及材質 

2.能理解口罩的材質為不織布 

3.了解靜電的觀念  

技能 1.能自行完成口罩製作的步驟 

2.能自行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口罩，還會觀察自己的衣物、同

學的手或其可以觀察的東西。 

3.能利用老師給予的器材自行練習靜電的活動(如：抹布摩擦

水管、保麗龍球、鋁片感應、氣球等) 

4.能獨立完成封口機的操作 

5.能使用防水噴霧完成防水圖卡 

情意 1.覺得課程內容很有趣。 

2.過程中遇到問題會立即詢問。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奈米沙的活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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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行動顯微鏡觀的倍率調整，後來詢問講師與輔導員後能夠自行廷

整倍率。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感覺可以稍微解釋一下行動顯微鏡，因為有些學生是第一次接觸行動顯

微鏡，所以可以稍微帶到並讓學生認識。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靜電相關的活動(摩擦水管、氣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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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掛繩較困難，後來立即調整位置，就比較順利了。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利用直尺使學生更容易摺出口罩線條，口罩完成度更高。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EX:3D軟體活動對自己應用在未來教學之反饋） 

1.教室插頭只有一個，也屬於傳統式的，所以未來可以留意延長線的數

量及是否需要準備 2轉 3的插頭，可以預防萬一。 

2.學生上課中使用手機的頻率，可以再幫忙注意一下。 

 

4. 活動照片:  

 
 



1120111 台南市玉井工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劉彥伶 
參與梯次：第五梯次 
參與組別：達人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了解口罩構造，包含每層的名稱、原理以及功能，以

及知道口罩的製作方式和過程。 
技能 可以於輔助下使用顯微鏡，進行相關科學體驗活動，

以及製作口罩。 
情意 知道口罩對於生活的重要和不可或缺性，搭配動手做

體驗，對於相關科學原理活動感興趣並參與。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玩奈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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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操作沒有太大的困難，但偶爾對於非操作性課程內容注意力無法

維持太久、或是缺乏興趣，需給予口語提醒。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科學活動體驗有興趣（如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口罩

構造、玩動力沙、防水噴霧等），但對於課程內容講解相對較沒有

興趣。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學生圍圈體驗靜電累績、被電到的那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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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塑膠管體驗摩擦起電時，因一直無法成功吸起保麗龍球而感到困

難；另外是製作口罩，像是封口機使用上手需一段時間等，操作上

具有一定難度。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學生對於操作性活動雖動機和參與度高，但當無法成功完成時，也容

易帶來挫折感。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在過去三年的疫情時代下，口罩成為每個人每日的生活必需品，在這次

的活動中，透過課程讓學生瞭解口罩的構造、各層的功能和原理，進而

對於對於口罩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幫忙防範空汙以及生病有了更明確的

認識和了解。另外，透過實際動手操作，讓學生感到有趣也很新奇、提

升學生活動參與的動機，只是學生是否能將動手做內容和課程講解的知

識進行連結需再確認，也有觀察到部分學生對於課程講義概念只想抄寫

完成、操作內容雖然有趣但對於背後原理的了解缺乏動機，所以這部分

亦是未來可以再思考著墨的地方。 

 
4. 活動照片:  

 
 



1120111台南市玉井工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蕭友維 

參與梯次：第五梯次 

參與組別：達人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知道口罩的功能與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2.了解口罩具備三層構造。 

3.了解口罩可能由不同的材質構成。 

4.了解靜電是如何產生及靜電在生活中的應用。 

5.知道如何產生靜電。 

技能 1.能在輔導員的口頭提示下，操作顯微鏡觀察口罩結構。 

2.能獨自操作老師給予的道具，成功產生靜電。 

3.能在輔導員的協助下，正確使用封口機。 

4.能在輔導員的口頭提示下，依據老師說明的步驟，完成口罩

的製作。 

情意 1.對於操作行動顯微鏡很有興趣，再觀察完口罩後，還會主動

去觀察其他的物品。 

2.對於操作防水塗層的環節滿有興趣的，會多次嘗試操作，並

觀察與自己原本想法間的差異。 

3.會依據課程內容主動向輔導員詢問相關問題。 

4.對製作口罩很有興趣，會主動詢問輔導員問題或尋求協助。 

 

2. 根據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第一、二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製作防水塗層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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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此部分較無問題，能獨自依照老師說明的步驟，完成各項操作 

  性活動。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1)有了前幾次的經驗，這次在場佈的時候，更加順暢。 

(2)學生對於用操作性活動都滿有興趣的。 

(2) 第三、四節課： 

1.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口罩製作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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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除了再將口罩對摺兩次的過程中，會詢問輔導員 

  能不能幫忙按住口罩外，其餘部分皆能在輔導員的口頭提示下或獨自 

  完成。 

3.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1)上課的時間控制得很剛好，大部分的學生也都完成了口罩的製作。 

(2)再製作完口罩後，也可以引導學生將完成的口罩進行額外加工(如:在

口罩上畫圖或寫字)，藉此增進他們思考與創造力的培養。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1.相較於上次的活動，本次活動的進展更為順暢，無論是教師在教學或 

  教學時使用的教材發配的時間都非常順利，但可以思考如果提前結束 

  ，能安排哪些活動來填補學生的空白時間。 

2.從這次的課程中，我發現學生人數的多寡對於上課的品質的影響滿顯 

  著，像是這次的學生的數量比起之前減少了將近一半，因此導致上課 

  的時間反而提前結束。 

3.大部分的學生對於操作性的活動較有動機，也比較願意向輔導員詢問 

  問題及互動，之後也可以思考看看能透過什麼方式，讓學生在講師說 

  明認知部分時，也能提升學習的動機。 

4.在檢查回饋單的過程中，依然發現學生對於填寫回饋的部分，較不知 

  道怎麼進行表達，我在思考是否能透過先讓學生用嘴巴說出想法，再 

  進行填寫，會不會較能提高學生在填寫回饋單的品質。 

 

4.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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