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325 高雄市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何禹融

參與梯次：第 8 梯次

參與組別：高手組

1. 根據你所觀察的一位學生，描述其學習表現：

認知 1. 學生能了解口罩的構成要素和基本構造

2. 學生能認識靜電原理

3. 學生能分辨不同材質的布

技能 1. 學生能在輔導員的幫助下完成自製口罩

2. 學生能自行製作一個防水名片

3. 學生能運用奈米沙實驗認識防水的原理

情意 1. 學生能向輔導老師分享課程後的心得感想

2. 學生能在學習單上勾選今天上課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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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製防水名片，可以發揮他畫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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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操作上經過指導後就比較沒有問題，但對於學習單某些問題的填寫

會比較有困難，在經過老師解說後便能理解答案。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在介紹每個科學原理後都有讓學生直接操作或親自體驗，能夠幫助他

們更容易了解課程內容。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我所觀察的學生喜歡的是自製口罩的課程，可以從三片布自己做成一

個平常在戴的口罩，學生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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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操作上經過指導後就比較沒有問題，但對於學習單某些問題的填寫

會比較有困難，在經過老師解說後便能理解答案。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我覺得課程內容都是貼切學生生活的，他們可以很好理解也很快產生

興趣。但感覺在這節課的實作時間可以留長一點，因為到後面步調會有

點太趕。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口罩營，參與的組別是高手組，學生是能力較好的

體育班和資源班。在參加之前本來有點擔心會跟不上大家的腳步，但因為

有學姊和老師們的協助所以過程都蠻順利的。很開心可以參加這次的活動，

透過這次的機會學習到如何指導高職資源班學生操作實作類課程，也能向

講師們學習教學風格和有趣的教學內容。

以平常我們每天都在戴卻不太熟悉的口罩做為課程主題，並以口罩去

做相關知識的延伸，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4. 活動照片:



1120325 高雄市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李宗憲 

參與梯次：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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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知道口罩可以區分為三層。 

2. 學生知道口罩外層的材質。 

3. 學生在教學中知道口罩防潑水的材質。 

4. 學生知道口罩的靜電層作用。 

5. 學生在教學中知道靜電層的主要功能。 

6. 學生在教學中，了解如何製作口罩。 

7. 學生知道生活中口罩的應用。 

技能 1. 學生在老師的鷹架教學指導下，可以獨立使用顯微鏡觀察口

罩的三層結構。 

2. 學生在老師的鷹架教學指導下，可以使用防水噴劑製作防

水物件。 

3. 學生在老師的鷹架教學指導下，可以成功地摩擦塑膠棒產

生靜電。 

4. 學生在老師的鷹架教學指導下，可以成功地自製口罩。 

情意 1. 學生喜歡科學口罩營隊的上課教學內容。 

2. 學生語言表達，希望未來還能再參加口罩營隊的科學教學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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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喜歡觸摸防水奈米沙的質料，透過置入水中的操作，進一步了

解生活上防水的相關概念。 

（2）學生喜歡老師上課所提及的科學例子，例如不同孔洞的篩子，可以

過濾不同的物質，本節課有4位是餐飲科的學生，所以在操作篩子時的手

部動作，就顯得十分的專業。 

2. 特殊生在課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1）本場次有一位學生是有癲癎的情況，因此，學校有建議更改場次

及教室，教室的調配，是接近健康中心的教室，同時有一位教學助

理員徐老師在一旁協助，本場次這位癲癎的學生，在使用行動顯微

鏡觀察時，因為並無特別需要協助之處，透過輔導老師和教學助理

員在旁細心地說明陳述步驟，輔以實際指導，學生仍可以繪製出口

罩不織布的三層結構圖。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1） 學生因為有障礙類別而有特殊需求時，實際教學前需先進行跨處



室組的評估和整合，例如本場次三民家商，除了特教老師外，教

務處設備組老師，也幾乎全程參與，共同為本次科學營的活動 

努力，特教老師、普通班老師和學校行政，了解特殊教育學生的

需求，即是普特融合教育的最佳模範。 

（2） 針對各種障礙類別的學生，老師使用鷹架教學上，需要審酌學生

的優勢項目，讓學生可以樂於學習，因材施教，讓學生利用其優

勢學習，給予學生發揮的舞台。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1) 本教室有一位是服裝設計科的同學，所以在觸摸布料材質時，就很熟

悉，會發表建議。 

(2) 對摩擦起靜電題材很感興趣，如用塑膠棒搭配摩擦，讓頭髮可以實際豎

立起來的實作感到十分有趣。 

(3) 對於具體實際製作口罩成品的過程，表達出好奇與研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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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正確堆疊口罩三層的結構： 

口罩製作的過程中，有關內、中、外層的正確堆疊方式及口罩摺痕和

和鼻樑壓條的置入順序、鬆緊條的置入和最後熱印機的壓印（溫度的

掌控），都需要教師進一步的鷹架教學。 

（2） 口罩壓條的順序的調整： 

配合台上的老師的實務教學，針對底下特殊學生分析教學，並分解步

驟進行說明，現場輔導人員除了親自示範，也需要在一旁合宜地指導

排除其困難，並帶領學生調整其口罩堆疊的方式，讓學生掌握前後順

序，如鼻樑壓條的置入方式和旁邊熱印機的壓印有其順序性。 

（3） 書寫表達的克服： 

本場次有癲癎症狀的同學，善於利用行動裝置（手機）進行字體/資

訊的查詢，例如遇到不會的字體，就會用手機的語音輸入方式，找出

適當的字，再抄寫進入作業中，在教學的現場，若是遇到無法正確書

寫學習單的學生，則輔導員要能主動即時轉換方式，例如使用口述的

方式，由輔導員協助書寫和示範如何利用手機查詢。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1） STEAM的理念、MAKER的模式： 

帶領學生能辨別適合科學實驗探究，並協助學生以適合的科學方式

尋求解決的問題，並能依據所觀察、蒐集資料，更進一步去閱讀、

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解決問題的知識、情意、技能。 

（2） 配合生活經驗做中學： 

從本次口罩營的學習活動，結合學生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從數位

匯流媒體中，讓學生察覺問題，利用所學的生活知識去解決問題。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1. 下午A組的同學，課堂參與度良好，對老師的教學有回饋，本班級有

4位是餐飲科，所以一開始的篩子試驗，在篩選麵粉時，就十分地專

注，而且篩選的手勢動作也十分具專業認真，另一位是服裝科，在

摸口罩布料和其他布料材質時，有其專業性敏感度，會發表建議。 

2. 本場次有一位癲癎狀況的同學，但在整場活動過程中，這位同學顯

得十分專心，而且有「學習遷移」，會把所學的運用到其他的情

境，例如與我們分享，下雨天時防潑溼可以使用防水噴劑先噴在物

體上。有將其座位有做相關調整，安排在靠門的地方，這位有癲癎

在參與的過程中，也一切順利，並沒有需要在場老師特別關注。 

3. 上課的美智老師和稚薇老師老師依現場參與學生的反應，修正教學

內容方式，並能適度的差異化教學。 

4. 下午場次拍照時，同學們詢問，下次是否會再到三民家商來，也顯

示同學對於科學探罩營的課程非常地喜愛。 

 

4. 活動照片: 
 

 

 



1120325 高雄市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張雅涵 

參與梯次：第八梯次/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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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奇的事物感到興趣，並會主動要求體驗。 

3.較堅持自己的做事步調，較少依循老師或輔導員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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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奈米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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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行操作行動顯微鏡，成功觀察到口罩不織布

的畫面。但對完成學習單的題目較不積極，需由輔導員提醒。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學生對能動手做的實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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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摺疊口罩不織布的部分較為不



擅長，但會積極地進行使用封口機封住不織布和耳繩的步驟。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因學生初次接觸口罩製作

方式，故建議可預留較多時間做更清楚的說明，減少學生因聽不懂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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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民家商的下午場，因學生人數較少，老師和輔導員們可對每位學

生做到較細緻的照顧與指導。 

2.在製作口罩的部分，因時間關係給了學生們不織布口罩的半成品請學

生們著手完成後續動作。配合老師的逐桌講解及輔導員的協助，也讓學

生更好理解接下來的步驟，增加完成口罩的速度。 

3.輔導員可事先了解課程內容，除能加速材料準備亦可對學生進行更詳

細的說明。 

 

4. 活動照片:  

 
 



1120328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楊子璇 

參與梯次：第八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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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口罩三層結構功能 

2. 了解口罩如何過濾病毒的原理 

3. 了解口罩的製作原理 

技能 1. 能在肢體協助下操作行動顯微鏡 

2. 能在口頭提示下描繪行動顯微鏡下的圖像 

3. 能在肢體協助下拆解口罩的結構 

4. 能在肢體協助下自行製作口罩 

情意 1. 在實作時，能有秩序地等待同學 

2. 遇到困難時能主動向輔導員求助 

3. 同學有困難時，能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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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對於奈米沙防水的現象相當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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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習單上的題目理解有困難，輔導員需將文字以口語再稍做解

釋，填空的部分也需給予引導。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課程中大量的實作內容，讓學生對課程很感興趣。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氣球摩擦產生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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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動作較弱，在拆解及製作口罩時，輔導員需

適時給予肢體協助。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我覺得給予學生的指令可以再更明確，同時操作又要寫學習單，學

生容易會混亂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1. 因為課程要實際操作又要寫學習單，學生同時間接收的刺激太多

了，導致有時會混亂，因此輔導員需協助讓桌面保持乾淨、收拾器

材，協助學生聚焦。 

2. 雖然這一班的學生反應沒有很熱絡，但他們其實還是很努力在投入

課堂。 

 

 

4. 活動照片:  

 
 



1120325高雄市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詹喻晴 

參與梯次：第八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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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靜電及防水的觀念 

2.能知道口罩分成三層及其功能 

3.能知道口罩對生活的運用及重要性 

技能 1.能在輔導員口頭提示下完成口罩製作的步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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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 

3.能使用防水噴霧完成防水圖卡 

情意 1.上課認真聽老師的教學 

2.學生喜歡口罩營中老師所教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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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圖卡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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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如何使用奈米沙，經過口語提示後，可以順利操作，也了解其防

水的觀念。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學生喜歡過程中老師所設計的小活動，讓學生藉由活動來學習其中的課

程知識。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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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繩及壓條較難放入，後來有調整位置就比較順利。 

3. 在實際輔導教學後，對此次課程的回饋： 

前面課程時間可以漸少，以利學生自製口罩能夠更用心來完成作品。 

利用此次機會讓自己動手製作口罩，可以增加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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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願意多次嘗試，直到成品完成，不放棄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2.自然科學的知識觀念可能會比較理解其中原理，但透過小活動讓學生

學習，不僅使更成淺顯易懂，更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3.學生雖然是資源班學生，但是其上課專心程度比普通班學生要來得

好，每一位都是雙眼盯著老師，學習講師所教導之內容。 

 

4. 活動照片:  

 
 



1120325 高雄市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劉彥伶 
參與梯次：第八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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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相關口罩構造各自相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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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可以動手操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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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述活動操作沒有太大的困難，觀察到學習單書寫部分需引導提示幫

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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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新奇、興趣（如玩動力沙、防

水噴霧等）。 
(2) 第三、四節課： 

1. 特殊生喜愛的課程內容為何？ 
動手做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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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述活動操作沒有太大困難，觀察到部分活動需小小動作輔助以

及學習單部分需給與引導，多可於提示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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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和參與度高、覺得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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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程活動，學生可以有些書本外的不同的學習和體驗

（如未曾想過生活中的一些物品原來具有相關原理，或是原理應用對應

的活動原來這樣有趣等），且動手做也可以提升參與動機並加深學習印

象。然而，提供這樣的課程予以特殊生，其目的為何、學生能從中得到

或學習什麼，在主題的選擇和特殊生間之連結性可再著墨和反思。 

 
4. 活動照片:  

 
 



1120325 高雄市三民家商 

輔導員心得 
輔導員姓名：黃 彥 凱 

參與梯次：第八梯次 

參與組別：高手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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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位學生對自我作品要求相當的高，過程中因為封口機溫度過

高造成口罩材料毀損，並當即要求重做，此時感覺學生的內心比老師勇

敢許多。 

 

3. 此次活動整體心得與反思？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下午場大致上課程內容使學生感到興趣，尤其是製作

個人的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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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比起上午有更好控

管課程流暢度與時間，學生也積極與認真的填寫學習單，令人感到欣

慰。 

 

4. 活動照片:  

 
 


	第八梯次_三民家商_A組_何禹融
	第八梯次_三民家商_A組_李宗憲_112.03.26
	第八梯次_三民家商_A組_張雅涵
	第八梯次_三民家商_A組_楊子璇
	第八梯次_三民家商_A組_詹喻晴
	第八梯次_三民家商_A組_劉彥伶
	黃彥凱三民家商 第八梯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