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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特教輔導團 
108 學年度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報告 

壹、 社群基本資料： 

社群名稱 STEM教育在學前特教班教學導入設計 

社群類型 
□公開授課模組   □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教材研發 

□部定課程之課程調整   □特殊需求課程   ■其他 

組成目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

所組成，持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為致力於促進學生

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地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

究和問題解決(教育部，2009)。本教師專業社群以跨校合作

模式，社群的成員大部分由學前特教教師組成，並有專任指

導教師帶領規劃與討論，從 106 學年至此已進行兩個年頭，

每次社群成員雖有微調，探討的主題內容也不盡相同，但社

群成員間有共同的願景、價值觀與目標，以「持續精進教學，

共同致力於促進學前特殊幼兒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為目標，

透過社群間成員的專業對話、經驗交流，持續不斷地專業成

長與學習。 

本次社群運用 STEM 的教育理念，以科學素養為導向，

融合相關能力領域學習，讓學前特教班教師嘗試進行 STEM課

程設計，以幼兒日常生活中重要活動為出發點，設計適當的

探索活動教材與通用教具，透過問題設計、資訊收集與整理、

動手操作、紀錄與表達等歷程。同時，藉由專家講座、過程

中的討論與互動，增進本市學前特教班教師科學素養導向課

程設計知能與教師專業發展能力。 

召集人 陳奕蓉 
聯絡

電話 
2412110*715 E-mail monkyr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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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成員 

學校 姓名 學校 姓名 

屏東大學 張茹茵 新興國小 陳奕蓉 

新興國小 林  千 鳳西國小 林宇慈 

鳳西國小 謝佳靜 鳳西國小 蔡昀霈 

凱旋國小 邱玉敏 凱旋國小 吳世萍 

龍華國小 戴心雅 龍華國小 蔡玉倩 

明正國小 楊佩蓉 信義國小 陳佳靜 

岡山國小 吳惠如   

貳、 社群目標： 

一、 符應社群成員需求： 

十二年國教施行的新課綱已開始推動，著重素養為導向的學習，

不僅重視知識、技能與態度，也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重視

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這些概念教師們必須有調整與轉

化的能力，站在浪頭上的我們與時俱進是必然的能力，考量本次社

群成員多為任教5年以上教師，且大多有社群參與經驗，對於參與

社群帶給教師們專業的成長有一定的認同，也因此社群設定的目標

不再著重「解決教學現場困境」，而是著重在「提升教師以素養為

導向的課程設計能力」，故此次社群嘗試進行 STEM課程設計，以幼

兒日常生活中重要活動為出發點，設計適當的探索活動教材與通用

教具，希冀透過社群成員們彼此的交流增進科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知能與教師專業發展能力。 

二、 落實共同探究學習： 

符應教師教學需求，邀請屏東大學張茹茵老師帶領並指導社群

教師，協助媒合邀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陳雅鈴教授分享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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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座，和邀請屏東縣東隆國小吳家昌老師帶領社群教師實際製作

教具。陳雅玲教授對於幼兒 STEM 教育有深入研究且有帶領幼兒

園教師運作的實務經驗，透過教授的分享讓成員們更能了解 STEM

教育的核心概念以及執行模式，並透過多次社群成員的討論從中釐

清概念與方向，並嘗試從不同主題設計與分析 STEM 的教學活動。 

再者，因研習適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大家共同聚會的研習模

式必須調整，也因應時勢需求邀請屏東特教資源中心林士愷中心助

理分享各式線上視訊軟，社群成員練習操作與熟悉，並於會後在社

交軟體中進行線上投票，約定共同時間進行線上視訊會議，進行一

次各組教學設計的分享與討論。 

三、 建立雲端共享空間： 

社群於社交軟體上成立「108_STEM 社群」，讓教師們能在群組

上發問學習、分享教學心得以及給予回饋等，並於 Google 雲端建

立共享空間教學資料庫，讓教師們能將設計的 STEM 教育主題網

和教學活動設計上傳雲端，供其他社群成員參考使用，讓教師們的

教學資源更加多元豐富。 

四、 推廣分享社群成果： 

社群有專任指導教授帶領，依據社群成員的意見與回饋，規劃

社群方向，且社群成員間背景同質，教師有共同的目標與願景，教

學設計與討論上有更多的專業對話及火花，且積極規畫參與「高雄

市108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發表暨觀摩研討會」

發表，將團隊的專業成長與產出成果和特教夥伴一起分享交流。 

參、 社群經營： 

一、 召集人引進多元資源 

1.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社群主要經費來源，召集人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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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出社群計畫，依法核銷經費，聘請相關專長師資與購買社

群所需之圖書與材料。 

2.領域專家擔任社群講師和指導教師—邀請屏東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陳雅鈴教授擔任 STEM 概念的講座、屏東縣東隆國小吳家

昌老師擔任製作教材教具的講師、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張茹茵老

師指導和轉化 STEM 教育概念至學前特殊幼兒，屏東大學特教資

源中心助理林士愷老師分享和教導線上視訊軟體的應用。 

二、 社群成員積極參與 

社群成員積極參與社群會議，平均參與率達七成以上，如圖

一，詳細簽到表參見社群會議紀錄與活動花絮；社群成員主動平

均分擔工作，輪流進行會議紀錄與花絮，以及負責成果展報告內

容，社群工作分配表如表一，各校 STEM 教材主題設計表如表

二，會議記錄與花絮參見附件二。 

 

圖一  社群教師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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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社群工作分配表 

 

表二  各校 STEM 教材主題設計表 

 

肆、 成效評估： 

一、 積極蒐集、彙整與設計 STEM 教材主題網和教案 

於第一次 STEM 講座後，將成員以校為單位分組，進行各校

STEM 教材主題的分配(如表二)，並提供《嬰幼兒 STEM 教育與教保

實務》一書給各組成員參考，請各組教師蒐集及討論主題網和主要

教學概念，以及進一步分析教學活動中 STEM 內容的展現，上述討

論內容和成果均於社群活動中進行說明與分享，同時執行同儕回饋，

彙整成果如附件三。 

二、 社群教師需求滿意度分析 

針對社群成員教師於社群活動結束後以Google表單設計問卷，

內容設計參考教育部彙編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專業學

習 社 群 評 估 指 標 及 自 評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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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achernet.moe.edu.tw/BLOG/Article/ArticleDetail.aspx?proid

=5&aid=80)，以李克特五點量表進行教師需求滿意度調查，「非常不

同意」為 1 分、「不同意」為 2 分、普通為 3 分、同意為 4 分、非

常同意為 5 分。問卷內容參考「專業學習社群評估指標及自評工具」

(教育部，2009)，共包含四部分，第一部分為成員基本資料、第二

部分為專業學習社群特徵符合度，共分成「共同願景」、「協同合作」、

「共同探究」、「實踐檢驗」、「持續改進」及「檢視結果」；第三部分

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運作，第四部分則為質性回饋。 

社群成員共 12 位，回收問卷共 12 份，回收率達 100%，根據

回收問卷分析如下： 

1.基本資料部分： 

社群成員多數為學前集中特教班級教師，曾參加過教師專業社

群者達 83.3%，僅 2 位為新手教師，其餘教師至少都有 5 年以上教

學資歷，如圖二和圖三。 

 

圖二  參與教師專業社群經驗統計圖 

 

圖三  社群教師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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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學習社群特徵符合度部分： 

從專業學習社群特徵的符合度統計圖來看(圖四)，所有項度皆

有 4 分以上的得分，在「協同合作」上有高達 4.61 分的認同程度，

在「共同探究」、「實踐檢驗」、「持續改進」和「檢視結果」等項度

也有 4.5 以上的得分，顯示社群成員皆一致認同有助於教師專業知

能的成長，且能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 

 

圖四  專業學習社群特徵符合度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運作部分： 

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運作統計表觀之(表三)，社群成員一

致肯定社群能「營造開放、正向、尊重共事的討論氛圍」，顯示社

群夥伴對於社群的信任感極高。 

表三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運作 

題目 平均得分 

主辦學校教師熱忱投入時間與精力於社群發展。 4.87 

主辦學校教師對於社群成員任務分工明確與公平。 4.67 

社群成員表現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行動。 4.75 

社群成員之間營造開放、正向、尊重共事的討論氛圍。 5 

社群成員勇於嘗試與創新。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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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群教師的質性回饋： 

透過社群成員的質性回饋(表四、表五和表六)，教師們可以透過

專業對話、經驗交流、分享資訊以及同儕回饋來擴展專業知能，並且從

中省思自己目前的教學模式進而修正改變。 

表四 社群教師對本次專業發展社群之感想、收穫與建議 

透過這次的社群讓我們跨出自己原本的思維，試著將原本沒有想到的教學方法

套入特教的教學方法中，有了新的嘗試新的感受。 

能參與本次社群活動，增加自己在課程設計上的新火花，覺得非常有收穫，也

看到許多很棒的點子，真的太棒了！ 

透過 STEAM 概念的學習，會更深入的思考「探究」在學前特殊教育實施的可

能性。在嚐試著擬定 STEAM 課程教材後，也更能知道如果應用在學前特殊教

育領域，期許日後能夠在自己的教學場域中實際實行。 

每次參與社群，都能從參與的過程中獲得教育的新知、實作的教材教具技巧，

更重要的是，能從與社群夥伴的討論交流中，激盪出更多對教學現場的想法。 

非常感謝茹茵老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能夠再次參與社群的研習，在幾次的聚會

與討論中深深感受到每位老師們對學生們的用心與教學的熱忱，從每個人的身

上讓我獲益良多，不僅只有專業的知能也能一同分享教學所遇到的瓶頸與解決

辦法，有大家真好:) 

1.學習到最新的 STEM 概念與做法，讓我們也嘗試運用在教學上，顛覆原本的

傳統或舊有教學方式，會帶領學生嘗試思考與假設問題然後實作，對學生和自

己有新的收穫。2.體驗到線上會議的便利性。 

這次的社群對我來說是個挑戰，在活動中需引導孩子運用探索能力理解運作的

原因，並且運用科學、數學等各項技術的統整課程，這在學前特教班來說是個

新的嘗試，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增進對 STEM 教學的專業知能，與設計 STEM 教案的能力。加強專業知能，

提升多樣化教學的能力。社群相當精實，收穫很多。 

這次挑戰目前熱門的 STEM 教育，從不知道這四個英文單字的意義，到了解其

中的含意，並試著思考如何將 STEM 的概念融入教學中，從無到有真的很燒

腦，但帶著孩子試作並觀察他們的反應，我們發現錯誤是孩子們最珍貴的老

師，因為與預期不同孩子們產生探究，STEM 讓我們看到學前特殊幼兒學習的

可能以及問題解決能力，很感謝茹茵老師和社群成員們一同成就這次的社群主

題，讓我們又開拓了不同的視野。 

對於 STEM 的教育理念是因為參與這次社群,得以和一群志同道合且在特教路

上發熱心的夥伴能夠一起來共學,透過屏東大學特教系張茹茵老師指導,提升我

們學前特教教師結合不同的教育理念運用在學前特教幼兒得學習上,對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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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突破是提升對科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知能與教師專業發展能力。 

第一次嘗試運用 STEM 設計完整的教材，且目標族群降低為學前幼兒是個很大

的挑戰，在構想教材中必須不斷蒐集與主題相應的科學知識，學習將其潛移默

化的融入課程中，促使幼兒能透過觀察瞭解一些科學變化以及物理原則，期待

日後應用教材時，學生能有不錯的學習效果。 

從幼兒教育的概念出發，突破過去特殊教育所強調的個別化教育、多層次教學

或是功能性導向，以解決生活中所直接面對的問題做出假設性的討論，認識到

STEM 的多元教學概念。 

表五 社群教師對本次專業發展社群所遭遇的困難或需要協助的事項 

在進行設計課程的時候，該如何選取內容的範圍、深度等，拿捏上仍不太能掌

握，希望之後能夠透過更多的討論來釐清。 

在一開始面對主題時有許多疑惑，但在大家的腦力激盪、建議回饋，協助修正

自己的教案，給予許多點子，覺得很棒！ 

在本次專業學習社群中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是，對於 STEAM 課程模式僅有概念

性的認知，尚無實際的操作經驗。因此難免在撰寫教材時會覺得比較空泛。 

因為在這個社群中，較少巡迴教師參與，因此在結合教學及理論這部分的實

踐，較無法符合社群的期望，希望未來在參加社群時，可以更朝向自我挑戰的

任務導向，盡量與社群所有夥伴一同完成實踐社群專業增能。 

我們的社群小組是由 3 所不同學校的老師組成的，在討論時需要先找到共同的

時間，我們大多運用每次研習的時間來進行討論，在討論的次數相較而言比同

校的夥伴們少了許多；再來是經歷了新冠肺炎的時期，大家也從見面討論改由

線上討論。 

希望能有更多的各校教學實作經驗分享，讓我們成員可以了解他校老師對學生

實作後的成效與困難點，幫助彼此刺激不同的想法。 

這是一個新的設計活動的方式，要考量學前的特教班孩子的學習能力，但也孩

子的個別狀況而需調整出適合的學習策略 

學前特教班較少以 STEM 的方式教學，因此在撰寫教案的過程中，需要思考怎

麼位特教班小朋友作調整，以及無口語的小朋友較難以提問的方式，進行

STEM 教學，因此執行起來可能需要老師的口語引導多一點。 

對於從無到有設計 STEM 主題和設計活動對老師們來說真的很挑戰，尤其老師

本身對於 STEM 沒有涉略和概念時，沒有任何經驗值真的很挑戰，再加上面對

的是學前特教的幼兒，難度更是高，希望未來進行相關的主題可以多一些參考

的例子或是能多幾次講座以及討論，有助老師們更能了解 STEM 運作的方式和

主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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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設計課程中,容易被學生的障礙類別有所影響,把學生能力想的狹窄化. 2. 

對於 STEM 的教育理念專業概念較少,有時會被以前教育理念給侷限住. 3. 社

群夥伴共備的時間較少,所以專業對話的時間也比較少. 

因應個人教學經驗不足，所以在設計教材上較容易被受限於單一知識的講授，

也因應設計教材階段並無實作的部分，所以在設計教材上較不易呼應學生真實

能力，特別是特生的部分。 

1、容易被學生特質而引導而陷入活動設計瓶頸，自覺在對於全方位教學上的

知能需要加以活用。2、討論時間有限，但是每組主題或活動都需要時間討

論，所以採小組模式便於討論，但是也容易呈現多頭馬車的發展，失焦主要學

習目標。 

表六 社群教師對本次專業發展社群未來專業學習社群之相關建議 

透過社群能夠擴展我們的視野，去嘗試更多不同的教學方法或是領域，希望未

來能夠嘗試更多不同的教學方法，以幫助我們的在教學現場能夠學以致用。 

覺得覺得自己在 STEM 的瞭解還是有些缺乏，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相關推薦讀物

（或是資訊分享），或是實際教學分享！ 

STEAM 教育模式可以實施在各個教育階段中，國內外也已經有許多實踐的經

驗。然後在於學前特教育領域仍是方興未艾。個人認為 STEAM 教育模式的精

神與學前特教領域或是幼兒教育領域所強調的「做中學」「多感官學習」理領

是可以互相符譍的。因此，建議此類型的社群能夠持續辦理，為學前特教老師

在教學內容上不斷灌注新的活水。 

因教學現場的每個孩子個別差異大，在面對不同學習困難的學生，給予對症下

藥的策略介入，確實還是有專業上的不足，希望可以更多元的舉辦，像是作息

嶔入策略擬定、親師溝通策略等。 

建議可事先調查每次研習的時間是否大多數人都能參與。在社群專業知能主題

也能一起共同討論目前最需求或感興趣的主題來深入的鑽研。 

未來有時候的聚會使用線上會議也是不錯的方式，例如只有單純要做簡報的分

享時，可以節省成員的交通往返時間。 

覺得加入社群是一件很棒的事，可以和成員們一同成長，也可以在茹茵老師的

帶領下嘗試許多不同的教學觀念，運用在教學上，無論是我們自己或孩子都受

益良多 

希望有機會舉辦繪本教學的相關社群，以繪本提升身心障礙學生閱讀、語文理

解、語文表達的能力。或舉辦多媒體的操作用於教學中。 

希望未來能持續進行普通幼兒園在推動的學習區相關主題，和增加課程調整等

相關概念的講座研習，將有助於學前特教班教師能了解並接軌普通教育，能讓

老師們隨時精進調整自己的教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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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M 社群之運作以產出為導向的模式成效較佳 2. 行政人員對社群支持.鼓

勵與重視能提升社群成員的投入 3. 藉由同儕間的觀摩學習能精進成員的教學

方法 4. 讓教師嘗試進行 STEM 課程設計，以幼兒日常生活中重要活動為出發

點， 設計適當的探索活動教材與通用教具. 

教材設計之初能應用心智圖共同討論每個主題的發展性，再分配給各校進行詳

細的課程規劃，每位社群參與者會較能掌握分享與討論時，各校所設計的主題

內容。 

在面對新的教學模式時，容易以舊有思考邏輯帶入，而產生在活動設計或是內

容的限制，經過與夥伴們的相互交流與討論，產生了新觀念與想法，但是還是

覺得討論與分享時間不足，希望下次能多人針對相同方向做精進的探究。 

伍、 檢討與改進 

本次社群著重於設計 STEM 教材設計的發想，尚未進入實作階

段，從社群成員們的分享中大多反應從無到有的設計挑戰程度較高，

且教師們對於 STEM 的概念較為陌生，建議可以多幾次講座和教學示

例，而且講座內容的實施對象為普通幼兒，社群成員們除了需要了解

STEM 的概念外，還必須將設計內容轉化成特殊幼兒，難度確實偏高，

建議未來要進行相關主題的社群，講座的安排可以增加次數，主題可

以鎖定一個，各組在同一個主題下進行探究比較容易聚焦，教師們應

該可以有更多專業間的對話與交流，也有助於教師間對於 STEM 教育

概念的精進與釐清。 

 

參考書目： 

教育部(2009)。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再版）(頁 8)。台北市：教育部。 

教育部(2009)。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再版）(頁 24)。台北市：教育部。 

周淑惠(2018)。嬰幼兒 STEM教育與教保實務。台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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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STEM 講座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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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 108 年度學前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活動花絮(一) 

活動日期： 109 年 2 月 22 日 時間： 9:000~12:00 

活動主題： 
幼兒 STEAM 教育課程

設計與實作 
地點： 屏東大學五育樓 407 教室 

出席人員：  共 12 人（如簽到表） 紀錄： 吳惠如 

講師／主持： 陳雅鈴／陳奕蓉 拍照： 謝佳靜 

活動內容簡述 

講座：幼兒 STEAM 教育課程設計與實作 

講師：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陳雅鈴教授 

● 腦力激盪：透過氣泡水、新型冠狀病毒、澳洲森林大火、海洋吸塵器等例子

中討論，引導覺察日常生活中充滿著 STEM 的概念。 

● 詳細介紹 STEM 概念，S 科學強調探究的過程；T 是指解決問題過程中所使

用的工具；E 與 M 較難分辨，老師特別整理了比較表。透過實作紙飛機的

活動讓大家探索如何讓紙飛機飛得高飛得遠？ 

● 老師透過二個實際輔導幼兒園使用 STEAM教育概念進行統整方案教學模式

的例子（紙飛機及風力車），詳細說明實際運作狀況。可以參考屏東大學幼

教系的網站：幼兒創意科學遊戲 http://www.escience.nptu.edu.tw/files/11-1177-

9393.php?Lang=zh-tw ，當中提供許多科學遊戲教案。 

活動照片及文字簡述 

  

幼兒 STEAM 教育的課程設計與實作介 以紙飛機的活動，引導如何從 Science -

http://www.escience.nptu.edu.tw/files/11-1177-9393.php?Lang=zh-tw
http://www.escience.nptu.edu.tw/files/11-1177-939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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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並建立概念-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Mathematics。 

>Engineering? 

 

  

由科學(Science)針對經驗事情的探索和實驗結合思考和探究問題，而產生「如

何做一台飛得遠的紙飛機?」，藉由每位老師現場使用相同 A4 紙實地製作不同

紙飛機。 

 
 

從科技(Technology)的內涵出發，以科學經驗為基礎，運用各種平台或用工具來

進行學習、分析、比較引導出用來尋求答案，例如：運用過去經驗來製作紙飛

機，或是上網查詢不同地做法。 

  

以工程(Engineering)透過系統性的解決 數學(Math)藉由學習中的數學或數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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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方法，為思考、假設、實驗、反思

的問題解決歷程。如：嘗試製作紙飛機，

而每架紙飛機試飛距離皆不同；運用不

同折法實驗其效果；並此知道哪些因素

影響飛行距離、飛行方向，預測及測試

不同變數的實驗結果 

念，為數學思考/比較/排序和模式等，

如：比較紙飛機的大小及飛的遠近每個

人製作的紙飛機皆不同。 

  

團體進行共同探討問題，成員提出各自想

法。 
參與成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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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8 年度學前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活動花絮(二) 

活動日期： 109 年 3 月 8 日 時間： 9:000~12:00 

活動主題： 搶答鈴製作 地點： 新興國小視聽教室 

出席人員：  共 11 人（如簽到表） 紀錄： 明正國小 楊佩蓉 

講師／主持人： 東隆國小 吳家昌 拍照： 龍華國小 戴心雅、蔡玉倩 

活動內容簡述 

1.家昌老師講解與說明電路版的製作方式、木工外盒的組裝、線路的焊接、焊

槍與釘槍的使用及相關注意事項。發放材料請各位老師們開始進行製作，分

為木工外盒與電路板二部分。 

2.先由木工外盒組裝開始：注意左右邊缺口並以順時鐘方式一片一片進行組

裝，黏接時先排好避免凸出影響盒子外型，黏上木工膠後要儘快將木板拼接

以免乾掉，在使用釘槍加以固定，使用釘槍時需注意將木板平放穩定才不會

歪，短邊釘 2 個，長邊釘 3 個；最後再使用砂紙將外觀磨平。 

3.家昌老師先進行示範組裝線路、按鈕、燈泡、電線與控制板，再讓老師們實

際進行操作，需注意在按鈕部分需靠邊鎖緊；白色線路剪掉約 3 公分的外圍，

讓電線裸露將 4 條電線接起上蜂鳴器，黑-黑、紅-綠；最後進行焊接紅線接

外圍、黑線接內圍，組裝燈泡黏上蜂鳴器，測試是否成功。 

4.家昌老師協助每組進行測試，皆成功發出聲音，開心拿著成品進行大合照！ 

活動照片及文字簡述 

  

製作工具介紹與說明 木工外盒-說明與示範如何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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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外盒-實際練習如何使用釘槍 仔細檢查每片木板是否有密合與對齊 

  

電路板-將電線去掉部分橡皮外圈以便焊

接 
老師示範如何將 2 條線路連接在一起 

  

老師示範如何焊接說明相關注意事項 實際練習焊接線路與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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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搶答鈴大功告成！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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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8 年度學前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活動花絮(三) 

活動日期： 109 年 4月 11日 時間： 9:00~12:00 

活動主題： 

Goole Hangout 

Meet 會議軟體操作、

(線上)各校教材初步設

計分享與回饋討論 

地點： 
高雄市新興國小第二視

聽教室、線上 Meet 

出席人員：  共 12 人（如簽到表） 紀錄： 蔡昀霈 

講師／主持人： 林士愷(屏東大學) 拍照： 吳惠如 

活動內容簡述 

1. 介紹其他線上視訊軟體(是否有錄影功能、直播互動方式、應用方式) 

● Goole Hangout Meet(登入需使用 G Suite 帳號，最大連線數 250 人，可錄影) 

● Microsoft Teams(登入需使用教育雲端障礙，最大連線數 250 人) 

● Cisco WebEX(白宮所使用的線上視訊軟體，最大連線數 200 人) 

● Youtube(需註冊，連線數無限制) 

● LINE(需註冊，每一群組最大連線數 200 人) 

2. 介紹 Google Hangout Meet  

● 免費版本僅最大連線數僅有 10 人 

● 需向學校資訊處室申請 G Suite 帳號方可發起會議 

● 有會議室代碼可直接進入會議室(會議代碼為亂碼，以維護資安權益) 

● 其他功能(螢幕分享、通話、視訊畫面、即時訊息…) 

3. 操作 Google Hangout Meet 

● 利用教育帳號登入 Google(一般帳號僅有參與會議的功能) 

● 打開 Meet 

● 發起會議(可留空或輸入暱稱) 

● 點選立即加入後即可進入會議(可分享網址連結 或 設定會議名稱) 

● 可以透過連結邀請其他人加入會議(被邀請成員可以不用有 G Suite 帳號) 

4. 其他操作注意事項 

● 選擇點選分享畫面(個別視窗/整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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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會議詳細資訊即可獲得(不用跳出原本分享視窗) 

● 沒有 G Suite 帳號的教師該如何加入會議 

● 搜尋 Hangouts Meet(meet.goole.com) 

● 進入 Meet 畫面後輸入會議代碼(idkmrhcwww) 

● 主視窗會議畫面可使用釘選 功能 

● 主講者資訊可點選右上小人頭 ，以獲得所有參與會議者的資訊 

● 開啟螢幕分享畫面，特別是簡報建議不用全螢幕(頻寬太大會影響網速) 

● 按右下 即可分享自己的螢幕畫面(個別畫面分享 或 整體畫面分

享) 

5. 討論線上進行會議時間(4/17 9:00-10:00pm) 

● 鳳西國小：主題為「球」，探究問題為「哪一種球滾得最遠、最快？」 

● 回饋部分：問題 1(球的重量可以一併列在影響變項中)、問題 2(丟的力量大

小可能會影響實驗結果) 

● 新興國小：主題為「水/泡泡」，探究問題為「如何吹出很多泡泡、大泡泡、

不容易破的泡泡、堆疊泡泡？」 

● 回饋部分：問題 1(將變化選項水、洗髮精及甘油拉出來討論) 

● 龍華國小：主題為「雲霄飛車/積木」，探究問題為「怎麼做可以玩得比較

久、比較快、不容易倒？」 

● 回饋部分：問題 1(探究問題－玩得比較久的定義的修正－車子在軌道上停

留的時間或滑行的時間可以比較久)、問題 2(探究問題 1 之影響變項)、問

題 3(探究問題之間的順序應先探討積木的本質) 

● 凱旋國小：主題為「水/冰塊」，探究問題為「冰塊怎樣會融化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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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部分：問題 1(影響變項中「穿衣服」可將材質分為厚跟薄)、問題 2(主

題修正) 

● 岡山國小、明正國小、信義國小：主題為「蓋印」，探究問題為「哪一種蓋

印工具所蓋出來的顏色比較清楚、圖案比較完整？」 

● 回饋部分：問題 1(探究問題 1－蓋印顏料或顏色清楚的定義)、問題 2(影響

變項是否增加顏料屬性、顏色等)、問題 3(增加蓋印工具的設定與選擇)、問

題 4(變因中的蔬果類型可多加描述) 

活動照片及文字簡述 

  

各種線上視訊軟體都有其優缺點。 
講師說明使用 Hangouts Meet 發起會 

議的流程。 

  

主持人說明學習線上視訊軟體在防疫

期間 的應用與重要性。 

學員在學習後親自實 Hangouts Meet 

軟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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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互相討論使用上遇到的困難。 講師當場解決學員所遇到的問題。 

  

社群成員陸續參與線上會議討論 排序各組線上報告的順序流程 

  

各組進行第一次教案設計分享，首

先介紹 STEM 設計主題理念 

其次分享 STEM 主題網，並與社群

成員討論主題概念是否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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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8 年度學前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活動花絮(四) 

活動日期： 109 年 05 月 16 日 時間： 9:000~12:00 

活動主題： 各校教材設計雛型分享 地點： 新興國小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  共 9 人（如簽到表） 紀錄： 龍華國小 

講師／主持人： 張茹茵老師 拍照： 明正國小 

活動內容簡述 

一、師傅教師相關事宜說明與討論 

1. 關懷新進教師入班回饋單：由二位老師討論彙整完成一份觀察紀錄即可。 

2. 請師傅教師督促尚未上傳教學影片的新進教師盡快完成影片上傳。 

3. 新進教師影片回饋單也由入班關懷教師組共同討論，完成一份回饋紀錄即

可。 

宇慈老師：透過跨校討論能提供新進老師及師傅教師不同的想法、思維，不

僅可跳脫師傅老們的思維，更能提供新進教師不同的建議。 

二、STEM 討論並線上編輯 

Q1：為何需要用到主題網的架構？ 

A1：希望用主題網的概念讓閱讀的人透過圖示了解執行者在做什麼。 

Q2：請問主題網的是要以呈現發想的階段還是聚焦後的內容？ 

A2：可以呈現聚焦後的內容即可。 

Q3：STEM 的設計應該是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 

A3：抓住 STEM 的精神，活動則可依老師熟悉的方式進行。 

總結大家討論的內容： 

1. 若之後能將它成為教材的話，可朝向教師設計 STEM 課程的心路歷程以及

整理出能實作的內容的方向進行；若以社群為主，則可瞭解 STEM 在學前

特教的可行方案。 

2. 執行的部分，大家先蒐集資料，再以 STEM 的理論去發展課程，之後各校

則依各校的實際狀況做調整(如融合的時間、可進行活動的時間、學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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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用何種方式進行活動等) 。 

表格說明： 

1. 表格中的六個「活動」：是小系列單元的概念，如要做出持久的的泡泡，便

需要進行許多次的活動及實驗才有辦法歸納出結果。 

2. STEM 對普通生來說是著重探索的歷程；對特教生來說，我們需要給予整

理過後的教材，並且利用過程中給予的各種經驗去呈現最後的作品。 

3. 過程：架構心智圖→找出大方向→進行探討→決定教學活動內容。 

 

4. 表格的填寫：「STEM 內容展現」這部分也許暫時無法具體的填上，但會有

個初步的概念預計要放上什麼，之後再經由教學流程的進行，會更明確知

道使用了那些技能。以積木為例，我們先教導孩子相關的技巧，最後的工

程就是利用之前的概念建構出一樣物品。 

活動照片及文字簡述 

  

說明新進教師影片回饋記錄方式 討論師傅教師入班觀察回饋記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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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心智圖的撰寫 說明心智圖的撰寫概念 

  

說明 STEM 表格的填寫概念 討論 STEM 表格的填寫 

  

說明如何將活動動目標填進表格裡 與鳳西老師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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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國小討論 信義與岡山國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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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8 年度學前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活動花絮(五) 

活動日期： 109 年 06 月 13 日 時間： 9:000~12:00 

活動主題： 
各校教材設計討論與成

果報告分工討論 
地點： 新興國小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  共 9 人（如簽到表） 紀錄： 新興國小 

講師／主持人： 張茹茵老師 拍照： 鳳西國小 

活動內容簡述 

一、STEM 討論並線上編輯 

老師進行 STEM 討論與編輯，信義國小和岡山國小則以線上參與討論，與講

師個別討論並釐清 STEM 概念並進行修正。最後成果產出教學主題網和六個教學

教案示例。 

二、成果報告分工討論 

(1)成果冊：預計 7 月中旬要繳交給教育局，因此各組紙本資料最後收件時間

訂為 7 月 5 日，請夥伴們在期限內將資料上傳雲端，以利後續成果冊的彙整。 

(2)8/4(二)為成果分享日，分享時間預計訂在上午時段，預計分享時間 20 分鐘，

報告內容設定三大主軸，包括社群運作的歷程、產出的主題內容以及教師成員們

的收穫與心得。社群運作歷程的部分可包括分工、因應新冠肺炎更改的社群運作

的模式以及同校與異校間討論合作的模式；產出的主題以主題網的模式呈現；教

師成員們的收穫與心得利用 Google 線上表單進行調查彙整。 

(3)成果報告分工表： 

報告主題 社群運作歷程 產出主題內容 教師成員心得 成果冊彙整 

負責學校 
新興國小 

明正國小 
龍華國小 鳳西國小 新興國小 

分配時間 10 分鐘 5-6 分鐘 3-4 分鐘  
 

活動照片及文字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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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國小老師進行 STEM 討論與編輯 與講師討論並釐清 Stem 概念進行修正 

  

新興國小老師進行 STEM 討論與編輯 與講師討論並釐清 Stem 概念進行修正 

  

明正國小老師進行 STEM 討論與編輯 信義國小和岡山國小則以線上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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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講師個別討論並釐清 Stem 概念並

進行修正 
講師與社群成員討論成果報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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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STEM 教育在學前特教教學設計示例 

教學主題：【好玩的麵粉】 

一、設計理念 

透過觀察身邊的幼兒後我們發現，多數的孩子對於「玩麵粉」有高度的興趣，

且在玩的過程中多能夠投入在其中，因此我們決定選擇麵粉為我們的主題。且「玩

麵粉」這件事情對於幼兒各項感官知覺的發展均有正向的影響，透過不同質地的

麵粉糰可以讓幼兒有不同的感知覺體驗，也能夠在遊戲中讓幼兒盡情的發揮他們

的想像力與創造能力，並在過程中讓幼兒練習手的協調性、促進手部肌肉發展等。 

二、整體學習目標 

1.引發對麵團型態變化的好奇與探究行動。 

2.透過實際操作學習觀察麵團的變化。 

3.透過實際操作比較各種原物料對麵團所造成的影響。 

4.透過實際操作學習測量工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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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單元流程與分析 

教學活動

名稱 學習目標 

STEM 內容展現 
建議之先備

能力 科學 Science 技術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 
數學 Mathmetics 

麵粉 

變變變 

 學習聆聽繪本內容 

 參與操作的過程 

 觀察麵粉加入水的

變化 

 探索如何將麵

粉變成麵團 

 表格紀錄：每個學

生所加的水量與成

品。 

  比較：每個學生成品

的型態不同 

 計算：每個人分別加

了多少匙水 

 

麵團 

揉揉揉 

 學習測量原物料 

 學習記錄表單 

 參與操作的過程 

 學習觀察麵糰的變

化 

 要加多少水才

能讓麵粉成為

柔軟的麵團 

 不同的攪拌工

具對於麵團成

團有沒有影響 

 表格紀錄分析：麵

粉成團所需水量的

比例 

 表格紀錄：不同攪

拌工具製作是否成

團 

 電子秤、計時器、攪

拌工具、計量容器 

  測量：計算容量 

 不同工具的容積換

算(轉換到量杯) 

 測量：不同攪拌工具

所需時間 

 比較：不同攪拌工具

攪拌後的成品樣貌 

 會使用電

子秤 

 會使用計

時器 

麵團 

長大了 

 學習使用電子秤測

量原物料 

 學習使用工具攪拌 

 學習觀察麵糰的大

小 

 為甚麼有些麵

團會長大 

 哪些方法可以

讓麵團發酵長

大 

 表格紀錄分析：比

較發酵劑與麵糰發

酵的關係 

 運用工具測量麵團

大小變化(透明的盒

  比較：大小變化 

 測量：高低變化 

 會使用電

子秤 

 會使用計

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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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使用計時器  麵團有無發酵

對麵團本身有

甚麼影響 

子、尺、彩色膠帶…) 

麵團 

調色盤 

 認識不同種類的食

用顏料。 

 找到可以使麵團變

成紅、黃、綠三色的

原料。 

 思考要如何讓

麵團有顏色 

 有哪些原料可

以作為可食用

的色素 

 表格紀錄比較：紅

黃綠的麵團分別可

以使用那些原料 

 各種食物原料 (南

瓜、菠菜…等) 

  分類：各種原料的顏

色與其呈現顏色 

 

麵團 

穿新衣 

 了解有色麵團的製

作流程。 

 學習測量製作有色

麵團的材料比例。 

 如何將顏色融

入麵團中 

 製作麵團的順

序是否有需要

調整(先調和顏

色 / 先製作麵

團) 

 表格紀錄/分析 

 電子秤、計量容器 

  測量：水與調色原料

的比例變化 

 測量：計算原料所需

容量 

 

手作 

小達人 

 利用不同顏色的麵

團設計出屬於自己

的作品。 

 了解麵團大小與加

熱時間長短的關

係。 

 要讓麵團熟成

需要花多久的

加熱時間 

 如何製作造型

麵團 

 表格紀錄分析：麵

團大小與加熱的時

間對照 

 造型模具、蒸籠、計

時器、電子秤 

 繪 製 成 品

設計圖：按

照 設 計 圖

製作成品 

 測量：加熱所需要的

時間 

 比較：麵團大小與加

熱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