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馨故事 4則 

善用工具 成就特殊學生 

 

「老師，我媽媽說功課不好沒有關係，以後認真找一個工作就好了。」 

「是啊，但學習也是很重要，你知道吳寶春剛開始學做麵包才發現秤麵粉也需要算數

學，還是不要太早放棄好嗎？」 

 

「喔……」瑋瑋有點為難的點點頭，不置可否，繼續幫我插平板的充電線。 

 

瑋瑋是亞斯伯格兼妥瑞症的學生，因為他很活潑，也會在玩線上遊戲(很紅的傳說對

決和吃雞)時罩同學，所以跟同學之間的互動還算可以；然而缺乏同理心的先天狀況

使他常被誤會，加上高年級課業難上加難，沒有打好基礎的他學習動機低落，在班上

也成為了「拉拉隊」，總是不及格。 

 

五年級上學期時，還會在老師面前表現想要努力的樣子，隨著課業變難，縱使安親班

能夠協助他完成抄寫的作業，到了六上導師產假回來之後，代課老師說他的學習動機

已經低落到寫考卷時會直接趴在桌上睡覺了。 

 

跟瑋瑋的家長討論過幾次，既然沒有辦法改變家長的想法，於是調整了自己在班上的

教學與經營；讓瑋在上課時操作電腦，協助班上平板的維修，並擔任資訊小老師培養

責任感。雖然進步的不快，但至少瑋不會排斥去協助老師，上課至少不會成為教室的

客人。 

 

然後，老師在進行最後一堂國語課時，依照每個孩子不同的程度與興趣，規定了不同

的講師任務；瑋瑋要講什麼呢？我派給他最難也最簡單的，帶唸課文。 

 

負責念課文的有三個學生，一個是對朗讀有興趣的，一個是平時沉默寡言的，瑋則是

聽寫總是不及格的那一個。但為了要讀好課文，他在下課時間用教室的電腦聽示範

(雖然每次聽完都笑著說，老師我覺得好噁心)，並且主動來跟老師說要借平板去錄

音。我才發現，是了，上次讓全班錄製「狐假虎威廣播劇」時，他的狐狸角色聲情豐



富，的確是很棒的。 

 

當他的作業跟全班不一樣時，他的標準必須自己定義，就不需要跟別人比較了，成就

感自然隨著努力而來。而在足夠的練習之中，我發現要把課文唸順，瑋必須自己去找

國語課本中沒有標註拼音的那些字怎麼讀、必須自己去用錄音機邊聽邊修正自己的發

音、必須了解詞語的意思，課文自然也看了比別人更多遍。 

 

只是一個小小的轉念，我發現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行動學習」。 

 

期末考他還是不及格，但有關最後一課的國字注音改錯等等基本題目卻全對。這件事

在我心中留下不小漣漪；身為老師，雖然知道要多鼓勵學生、看見學生的天才，但，

進度的壓迫、功課的制式化，常常讓我們忽略了很重要的東西。 

 

希望瑋瑋能夠在唸完課文的同學掌聲中得到成就感，也希望身為老師的我們能夠善用

科技給我們帶來的便利，繼續跟這群孩子們一起從行動中，學習成長。 

 

新北市海山國小 林明燕老師 發布於 2018/07/13 

 

-------------------------------- 

 

老師，謝謝您，您的國語課真有趣！ 

 

下課時間到，只見孩子們一哄而散，像炸開的豆子，分散到校園的各個角落玩耍，教

室內空蕩蕩的，只剩小珍在努力的一筆一下訂正作業。 

 

小珍是我見過最認真的學生，別人大約 1小時可以完成的作業，媽媽說，小珍必須寫

三~五個小時；在學校，別人在玩的時間，小珍都在努力的學習；每天到學校教了作

業後，小珍便開始努力訂正作業，有時老師要小珍休息一下，小珍總是說：我可以把

它訂正完。但學校功課好像故意和小珍作對，無論她如何的努力，正確率都最多達六

成左右，作業簿上再熟悉不過的文字，對小珍來講，每次都像剛見兩次面的新朋友，



總要花很大的力氣認字後，在一個一個念出來，才有辦法在腦中理解自己念出的句子

─難怪寫作業的時間總比別人多上 3~5倍。 

 

在這學期中，老師試著在國語課中融入不同的教學元素。在生字教學時，讓學生畫出

字的特色；在造句時，利用討論功能讓學生能互相精進同儕的造句；在進行內容深究

教學時，利用學習拍的是非選項讓學生做道德兩難選擇、利用配合題讓學生認識文章

中的人物，並利用討論功能提問。在這個過程中，小珍仍然操作的很緩慢、仍然需要

許多協助，也一如既往地努力，期末考成績出來，班上的國語成績也沒有出現意料之

外的奇蹟；唯一的不同，在學期末小珍給老師的卡片，上面寫著：老師，謝謝您，您

的國語課真有趣。 

 

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使用平板教學，也許無法讓需要協助的孩子得到神奇地能

力翻轉，但能在維持應有的學習活動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又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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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comphone拍攝課文 

 

為了讓孩子們更理解琦君文字描述的細膩，因此在上過課文後，請孩子們試著以照片

的方式傳連成影片。 

 

一開始先讓孩子設計道具--兩份英文考卷及兩份作文，隔天安排工作--導演.攝影師

及演員，其實只是短短的一段，但我規定是"照片"而非"影片"，而且限 4-6張，讓孩

子還傷腦筋了一下。 

 

孩子們十分投入，花了不少時間去思索如何呈現，究竟需要幾幕。拍攝時，經歷幾番

NG，拍攝後，還需要後製，看是要選擇錄音或者是打字。 

 



經過兩節課後，孩子們更能理解文中的意思，也深刻的體會這些影帝影后功力十分了

得，第三課又是劇本，孩子們格外期待。希望在這次經驗後，下一次能更得心應手。 

 

新北市海山國小 黃馨誼老師 發布於 2018/09/25 

 

----------------------------- 

 

孩子利用平板玩 pagamo的 project based learning 

 

「老師，我可不可以玩 pagamo？」喜歡玩遊戲是孩子的天性，越高年級的孩子越喜歡

具有闖關挑戰的遊戲，下課經常可以看到一群孩子在教室裡利用電腦玩「具有學習成

分」的 pagamo遊戲。但隨著想玩 pagamo的人越來越多，教室擺那台電腦的角落常常

擠得水洩不通又無法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老師在一旁看著，一方面欣慰孩子懂得協調使用電腦時間，一方面也覺得：如果能透

過平板電腦利用課餘時間讓孩子休閒兼闖關學習，該有多好！無奈班務多如牛毛，老

師實在沒有更多的時間鑽研 pagamo。突然，老師靈機一動、靈光乍現：何不讓孩子教

同學呢？ 

 

於是，幾個已經會使用 pagamo的孩子開始製作使用 pagamo的簡報，和同學分享

pagamo怎麼使用、如何在平板安裝 pagamo、如何在平板上使用 pagamo…。就這樣，

孩子們展開了第一個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許，這個 project能有更多的進步，但看到孩子為了一個目標努力，同時將老師不

懂的知識分享給同學，身為老師的我，備感欣慰。 

 

新北市海山國小 張玟慧老師 發布於 2018/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