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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社群名稱 

雅典娜-偏鄉教育研究與實作 

貳、 社群簡介 

我們是一群熱愛閱讀的學生，在2015年時，受到了草根青你公益家

沈芯菱的影響，開啟了服務學習之旅。我們走進了夜市，與夜市的孩子

們分享閱讀的喜悅。這些年來，我們也透過義賣、好書買一送一、製作

繪本及愛心鞋盒等方式，幫助敘利亞難童、非洲孩子以及台灣的偏鄉學

校。 

愛心小尖兵過去曾於110年到彰化縣溪州鄉和雲林縣台西鄉共14所學

校，舉行「送愛到偏鄉小學～幸福愛集盒&大手拉小手」活動，期待為

偏鄉孩童帶來健康與快樂。 

2021年「環保愛偏鄉：幸福愛集盒」活動則送愛到彰化偏鄉小學與

雲林台西小學，捐贈活動當日，溪州鄉9所、數十位小學生代表齊聚大

莊國小受贈，由高中的大哥哥及大姐姐牽起孩子的手，送愛到彰化偏

鄉，傳遞愛心鞋盒，象徵做真、傳善、承美的正向精神， 並恭請彰化縣

縣長蒞臨致詞，勉勵國小學童以感恩心歡喜向善、以持恆心勤勉向學、

以進取心積極向上，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2021年的夏天，我們成立了 Athena團隊，以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

雅典娜作為團隊的象徵，成員們以讀書會的方式，每個月進行教育本身

不平等的現象討論、英語教材的研發以及教育方法的研究。最終走入偏

鄉學校，帶領孩子們發現閱讀的樂趣，不再畏懼學習！ 

過去活動紀錄補充 

 報導 1：https://www.watchmedia01.com/anews-20210128015548.html 

 報導 2：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3

D89FEED5517F6D 

 報導 3：https://kingcar.org.tw/upload/500641 

https://www.watchmedia01.com/anews-20210128015548.html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3D89FEED5517F6D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3D89FEED5517F6D
https://kingcar.org.tw/upload/500641


 報導 4：https://www.ner.gov.tw/news/5efab2cf4cfc4f00061b1c07 

參、 社群目標 

我們是一群熱愛閱讀與英文的學生，而且從國小六年級開始進行服

務學習，為偏鄉服務並同時推廣閱讀的重要性。多年的偏鄉服務經驗使

我們非常關注台灣教育資源不平等的現象，因此我們討論書籍，以長期

投身於偏鄉教育現場的師長們的角度，了解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我們

也在過往自身經歷的服務學習經驗與觀察中，了解到書籍以外的實作過

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與狀況，發現偏鄉的孩子比起都會區的學生，缺少

了閱讀的領航人及英文的學伴，使這些孩子們的自主學習意願低落。 

然而，英文對於人們來說是什麼？有些人會認為是一種工具，讓他

們可與外國人進行交流；有些人則認為是一種負擔，增加考試的壓力；

有些人則認為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惡夢。而我們認為，英文不應該僅僅是

一種工具、負擔甚至是惡夢。它可以是活潑有趣的溝通橋樑，也可以是

讓自己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然而閱讀，不僅僅是為了升學考試，它可

以帶領讀者們遨遊於大千世界，也可以在我們迷茫時，成為指引我們方

向的燈塔。 

因此，我們希望能讓偏鄉的孩子們不再畏懼英文、喜愛閱讀，甚至

願意開口使用英文溝通並愛上學習這件事。我們透過暑期營隊的方式，

在營隊期間透過活動及多元教育等方式，引發學童們的興趣。藉由英文

閱讀分享活動，培養孩子對於英文學習的興趣；利用簡單的英文單字及

片語，建立孩子在日常使用英文的習慣。我們也透過英文團康遊戲，教

導孩子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藉由闖關活動讓孩子們可以發揮團隊精神及

腦力激盪，帶給他們一加一也可以大於二的概念。在活動過程中，我們

也鼓勵孩子開口講英文，打造英文環境，讓孩子不畏懼說英文。 

 

我們也發現偏鄉的孩子們自主學習的動力低落，尤其在科學知識方

面，由於缺乏實務手作的實驗經驗，許多科學概念僅能從課本的閱讀去

理解，艱澀難懂的文字往往是他們不願主動學習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

同時設計了科學實作的課程，期待孩子們透過親身手作的實驗，發掘科

學背後原理的樂趣，啟發並帶領他們探索對學習的熱情，並在最後幫他

們整理並提供自主學習的資源網站等，透過此次教育計畫打破他們對於

偏鄉校園的侷限，為這些孩子帶來更多可能性。 

 

https://www.ner.gov.tw/news/5efab2cf4cfc4f00061b1c07


肆、 社群成員 

伍、 執行成果 

一、 執行方式及進度 

以下為每個月的進度與討論完成事項： 

 三月份讀書會： 

成員 姓名 學系全名  (若非交大學生

請註記) 

跨域學程名稱 年級 

組長 林子婕 百川15   

成員

1 

楊孟勳 應數15   

成員

2 

張仁瑀 百川15   

成員

3 

張沂竣 百川15   

成員

4 

李欣穎 百川15   

成員

5 

林妤蓉 百川15   

成員

6 

戴進葳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級 

  

成員

7 

林郁珺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二年

級 

  

成員

8 

柯秀蓁 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二年級 

  

成員

9 

林文芸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一

年級 

  

成員

10 

張洧崧 逢甲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一年級 

  



《做孩子的重要他人》：創辦 Program The World的成功大學資工系

教授蘇文鈺，長年投身在偏鄉的資訊教育。此書分享了他的人生經

歷，以及在偏鄉服務的契機、困境及信念，是一本充滿希望與能量

的書。 

「我有一個夢：一場溫柔而堅定的體制內革命」書籍分享，議題探

討及問題解決：從書籍延伸偏鄉教育人力資源缺乏之議題，針對人

力資源的缺乏從政府、民間角度提出解決方法。在主持人針對書籍

提出三個疑問，團隊成員發想問題解答，得出以下結論： 

 教師專任化：政府負責提供行政等相關資源，讓教師能專注授課，

減低行政工作所帶來的壓力，提升教學品質。 

 培養教育行政人才：為給教師進入偏鄉動力，培養專業的行政人才

很重要，例如教育替代役、師培生、實習教師。 

 「客製化」的教師編制：每個學校有因為有人數上的不同，導致編

制比例不一定對教師人數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應以「幾名」作為標

準，才不會「大校恆大，小校恆小」。 

本次讀書會由一位同學擔任主持人，與所有與會者分享書中的重要

觀念，並拋出討論議題，對於書中與我們相似或相異的困境進行分

析。期許能在這個成功的案例之中，找到我們能夠學習、應用的元

素。 

實務認知：多了解一個偏鄉實作的真實案例。 

反思：哪些值得效仿，哪些與我們的理念不太符合。 

討論：探討我們遇到的困境與書中的異同。 

發想：書中範例有沒有可能應用在未來的企劃中？如何應用？ 

回饋社會：完成粉專發文，分享此次讀書會的內容與心得。 

 

圖一、二：讀書會做孩子的重要他人心得摘要分享 



 三月份會議： 

預算：我們根據實際能拿到的補助，重新進行詳細的預算規劃，希

望能以最少支出達到最大效用。 

聯絡合作學校：了解還有哪些學校需要再聯繫，並尋求其他可以協

助牽線的管道。 

 四月份讀書會與會議： 

本次開會以線上會議的方式，實作前置準備則是著重於處理預算與

聯絡合作學校，以及前往澎湖的交通如機票、租車等訂購準備，經

由會議討論各組員進行分工，各自完成分配之工作並在會議中進行

報告。 

本次實作活動已確定與當地基金會「曬書小學堂」進行合作，前往

澎湖竹灣國小，日期為7/2~7/5，目標為當地的國小學童，將進行四

個半天的趣味教育營隊，內容著重在已創新且趣味的方式進行教育

課程，包含科學實作闖關、英文趣味遊戲等。 

活動規劃則為前往澎湖的交通、住宿、行程之規劃，開會時進行討

論分組，各組員分別進行各自的工作分配，並依開會所訂之時限內

完成。 

 五月份會議與教案設計讀書會： 

本月的讀書會是實作教案設計，教案設計讀書會參考了之前幾次讀

書會所學習到內容：「站在孩子的角度換位思考，同時探討如果我

們今天身在相同的環境會如何面對學習，進一步討論出解決方案引

領孩子跳脫框架，知道自己擁有無限的可能。」故本次會議我們根

據過去所學之內容設計教案——「專屬澎湖國小生的教案」，我們

知道學生的年紀偏小、學習程度落後一般學童的年齡，我們多取

「動手做」的實驗與結合「遊戲」的課程，並透過獎勵的方式鼓勵

小朋友去學習，而非呆板的單純背誦與聽課。 

 六月份會議與實作預備： 

在完成上個月的確認合作對象與討論編寫教案後，我們開始針對實

作活動的細項如行程安排、教學材料購買等事前籌畫，製作營隊活

動宣傳海報，由曬書小學堂協助招募澎湖西嶼地區的國小學生。在

完成所有事前準備後，我們雅典娜團隊出發前往澎湖進行五天四夜

之實作活動：「雅典娜英文 x科學暑期營隊 feat.曬書小學堂」。 



 六、七月份實作活動： 

經過了過去四個月的事前籌劃，包含最初的企劃書撰寫、團隊成員

招募、尋找贊助與合作夥伴、教育問題探討、讀書會交流、教案設

計製作、合作夥伴接洽、營隊學員招生、到最後前往澎湖四天的活

動實作營隊，我們本次的澎湖偏鄉教育實作活動成功的到了一個段

落。 

在活動最重要的階段，也就是前往當地的營隊實作時，隨著課程的

進行，我們也遇到了許多挑戰如時間的掌控、學生程度不均、部分

學生過度內向學習意願低靡等，但我們藉由過去讀書會所學，站在

孩子的角度換位思考，探討如果我們今天身在相同的環境會如何面

對學習，進一步去思考解決方案引領孩子跳脫框架，知道自己擁有

無限的可能，帶領每一位不願學習的小朋友能夠重新產生學習的熱

情。 

在四天的營隊中，我們根據上個月我們為澎湖偏鄉地區所設計的教

程為西嶼鄉的小朋友們在當地上課，分成英文課程與科學課程。英

文課程的部分為適合當地小朋友學習的英文課程如單字文法教學、

優質故事分享等，利用有趣影片與遊戲以及手做小書吸引小朋友的

上課專注度，並分組競賽鼓勵學生發言實際練習英文口說。科學的

課程由學生實驗手做為主，先講解實驗過程再讓學生實際手做並鼓

勵自行動手探索並嘗試不同的實驗設計，培養實驗精神。在課程當

中，我們分組並照顧每一位小朋友，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確實吸收

學習，也同時拉近與學生距離增加學習動機與熱情。 

 八月份檢討會議： 

結束為期五天四夜之實作活動：「雅典娜英文 x科學暑期營隊 feat.

曬書小學堂」後，我們回到台灣整理了這次營隊中的成果與收穫，

同時針對這次的教學實作進行了個人檢討與團體回饋，並圓滿結束

了本次的營隊活動。回饋的內容將放在下面。 

二、 具體成果 

本次雅典娜學生教育團隊前往澎湖的「雅典娜英文 x科學暑期營隊

feat.曬書小學堂」偏鄉教育活動共有27位來自澎湖偏鄉地區西嶼鄉

的小學生參與，其年齡從5歲到13歲。在為期四天的營隊中，我們

根據讀書會所學設計教材，為澎湖偏鄉地區的學生們打造了基礎且

合適程度的英文教材以及科學手作實驗。 



此次教案設計參考了之前幾次讀書會所學習到內容：「站在孩子的

角度換位思考，同時探討如果我們今天身在相同的環境會如何面對

學習，進一步討論出解決方案引領孩子跳脫框架，知道自己擁有無

限的可能。」故本次會議我們根據過去所學之內容設計教案——

「專屬澎湖國小生的教案」，我們知道學生的年紀偏小、學習程度

可能會落後一般學童的年齡，因此我們多取「動手做」的實驗與結

合「遊戲」的課程，並透過獎勵的方式鼓勵小朋友去學習，而非呆

板的單純背誦與聽課。 

以下為我們的教案設計與課程規劃，英文課程的部分為適合當地小

朋友學習的英文課程如單字文法教學、優質故事分享等，利用有趣

影片與遊戲以及手做小書吸引小朋友的上課專注度，並分組競賽鼓

勵學生發言實際練習英文口說。科學的課程由學生實驗手做為主，

先講解實驗過程再讓學生實際手做並鼓勵自行動手探索並嘗試不同

的實驗設計，培養實驗精神。在課程當中，我們分組並照顧每一位

小朋友，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確實吸收學習，也同時拉近與學生距

離增加學習動機與熱情。 

雖然有時小朋友們在課程教學中所產生的反應或學習效果不如預

期，但在過程中學習到如何隨時根據教學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改

進，或是調整教學策略等，讓小朋友能夠最大程度吸收學習，也培

養了隨機應變的能力。 

在上課進行教學時應隨時觀察小朋友們的學習狀況，有時小朋友的

英文程度可能無法應付課程，隊輔應立即發掘並給予適當的協助，

若小朋友產生任何挫敗感也要給予安慰與鼓勵。 



    

圖三：I’m going on a picnic 英文口說學習教案 



圖四：沉浮子科學手作實驗教案 

圖五：膨糖豆人科學手作實驗教案 



    
圖六：You Are Special英文閱讀教案 

 

圖七、圖八：You are Special投影片製作 



 

 

 

 

 

 

 

 

 

 

 

 

 

 

 

 

 

 

 

 

 

 

 

 

 

 

 

圖十：Good Time英文歌曲編劇編舞教案設計 

 

圖十一、十二：Let’s Go To the Zoo英文閱讀互動手作教案投影片 



 

圖十三：英文學習資源介紹教案 

 

 

 

 

 

 

 

 

 

 

 

 

 

 

圖十四：四天營隊之課程安排課表 



三、 成果照片 

 
摩天大樓：藉由遊戲的方式，讓學生自主思考，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學

生認真參與，思考如何將所學實體具現化。 

 
杯中彩虹：教導學生密度的概念，利用不同密度的糖水製作吸管內分層的彩

虹。學生在理解密度原理後，動手自行調配實驗不同密度的分層狀態。 



 
相見歡大地遊戲：將學生齊聚一堂並分組競賽，培養學生之間合作的積極度，

學生都認真參與其中。 

 
沉浮子：教導學生密度與壓力的概念後，示範浮沉子效應，讓小朋友自己玩看

看，讓他們想想看問什麼會這樣，最後在進行手作教學引導小朋友製作浮沉

子。小朋友們認真聽課發問。 



 
You Are Special繪本導讀：透過導讀英文繪本增加小朋友對英文閱讀以及聽力

的能力，同時引導小朋友理解繪本傳達之自我肯定概念，重視自我特色並從故

事中學習生命價值 

 
You Are Special繪本互動：帶領小朋友培養閱讀興趣，增加主動學習英文的動

機，並在閱讀時穿插互動問答，提高參與度並鼓勵小朋友用英文回答 



 
You Are Special繪本互動：講述故事的核心概念並讓小朋友提出心得回饋，強

調不要受他人價值觀影響自我肯定。 

 
You Are Special繪本互動：教導基礎英文形容詞後，讓小朋友寫下自己認為自

己跟他人不一樣的特色或是地方，傳達自我肯定生命價值與個人特點。 



 
紙杯轉轉轉：透過實際製作簡易版瑪格努斯滑翔翼並實際操作競賽，讓學生了

解物體飛行的基本原理和其運動行為的變化。 

 
紙杯轉轉轉：以生活實例介紹瑪格努斯力的原理，向學生提問、討論、彼此競

爭，並以生活實例可視化複雜的物理現象，藉由一步步的引導，引發孩子的好

奇心。 



 
雅典娜 x曬書小學堂暑假營隊相見歡：營隊第一天之介紹團隊與自我介紹環

節，與曬書小學堂負責人「海爸」一同主持。 

 
雅典娜 x曬書小學堂暑假營隊歡送會：營隊最後一天與小朋友們合照。 

 

四、 小組成員心得 

 林子婕： 

我認為在偏鄉教育問題中，陪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偏鄉地

區，有許多是看天吃飯的家庭，收入不穩定，有時候為了養家餬

口，疏忽了孩子的陪伴。缺乏愛與陪伴的孩子容易誤入歧途，於是



偏鄉的「偏」，由「偏遠」變成「走偏」。我們若能成為孩子們的重

要他人，儘管可能無法給予什麼物質上的協助，但能提供他們心靈

上的寄託，讓他們在面臨人生的交叉入口時，能有一盞微光幫助他

們避免誤入歧途。在這幾天的營隊中，我獲得了許多難以從教育理

論中收穫的寶貴經驗，希望在短短幾天與小朋友的相處中，他們能

夠在我們的陪伴下收穫些什麼，即便是微小的改變或信念，都能夠

讓這段回憶擁有更多意義。 

 楊孟勳： 

大家辛苦了，從一開始靈光一閃的動機，一步一步的去寫企劃、找

合作、讀書會、籌備活動、編寫教材、最後真的搭上飛機，在完成

這些之後其實很感動，在澎湖的那幾天也留下了很深刻的美好回

憶，跟小朋友們相處雖然很開心但也真的很累哈哈哈，大家都辛苦

了！ 

 張仁瑀： 

通過這次偏鄉教育活動，我意識到傳統的教育方式可能不適合這些

孩子，創新和互動式的學習方法才是教育的未來。我們應該利用科

技和創新教學工具，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潛力。這不僅是一次教

學的實驗，也是探索未來教育模式的機會。我認為，真正的教育應

該超越知識的傳授，我們在活動實作過程中，不只是教導孩子們學

習新知識，更像是引導孩子理解並產生對生活、學習的熱情，找到

屬於自己專屬的位置。在與這些孩子相處的過程中，我更加確信每

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無論出身如何，每個人都不該被出身所

侷限。 

 張沂竣： 

這次參加偏鄉教育活動，對我來說不僅是一次教學經驗，更是一次

個人成長的旅程。在與這些孩子們的互動中，我學會了耐心（真的

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同理心和無條件的關愛。他們的每一次進

步與主動發問都讓我感到無比的開心與驕傲，讓我體會到作為教育

者的真正價值所在。與他們一起度過的時光，不僅是教學，更是一

場心靈的對話。他們的故事和夢想，讓我更加堅信教育的力量和意

義，希望我們確實為那些向天使一樣的小朋友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

改變吧。 

 李欣穎： 



在這次活動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其實是事前準備的部分，我們在

尋找合作夥伴時，雖然一開始並不順遂，聯絡了多所澎湖當地的國

小卻屢次碰壁，因此我們決定轉向過去曾經合作過的國語日報單

位，而很榮幸地我們也獲得了國語日報的引薦，幫助我們牽線當地

的基金會，我們在與對方溝通後也獲得共識決定合作。我在這個過

程中了解到尋求合作時需要有一個良好的計劃和溝通策略，清楚地

向對方傳達我們的目標和計劃，同時也需要聆聽對方的建議和需

求，若對方無法合作也需表達感謝溝通的誠意。我們一開始真的很

擔心還沒開始就要結束了，但好險在大家的努力下最終還是尋找到

新的轉機。若某個方法屢次碰壁，換個新的思維重新嘗試往往也可

以有更好的結果。很開心能夠和這群人一起工作，雖然過程非常艱

辛甚至好幾次差點完蛋（？）但這次的經驗依舊很難得！ 

 戴進葳： 

參加這次偏鄉教育活動，我實際了解到了教育資源匱乏的現狀，同

時觀察到孩子們渴望學習和被關注的現狀。我認為，教育的目標不

僅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為這些孩子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學

習環境，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和自尊，在快樂的環境中整合更多的資

源和志願者，創建一個可持續的教育支援系統。孩子們需要的不僅

是短期的教學，更需要長期的關注和支援。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幫

助他們克服學習障礙，實現他們的潛力。雖然這次的營隊是短期的

活動，但是我們在最後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學習的管道，希望這些小

朋友能夠在我們的帶領下產生自主學習的動力，改變他們的未來。 

 林郁珺： 

這次的活動不管是從籌辦、招募、尋找合作、到最後的實作，我們

一路上遇到了許多問題與挑戰，從最初的初衷直到今日完成這個活

動，現在回頭真的發現自己和團員們一同克服了大大小小的難關。

在這次的活動中，其實我學到了比我教給孩子們更多的東西，無論

是學習活動籌辦，還是從小朋友們的純真、堅韌和樂觀，讓我在各

個方面都有了更深的感悟。 

 柯秀蓁： 

這次很可惜沒有參與最後的實作一起和大家去澎湖，但是在活動的

籌辦中也學到了很多，在教材設計的部分也下了很多巧思，這是我

第一次從教育者的角度去編寫設計教材，和平常自己學習很不一

樣，需要思考更多教育的意義，同時為小朋友設計符合他們程度的



學習內容很有挑戰性。希望下一次大家去澎湖還能帶上我，我也想

去澎湖啦 QAQ 

 林文芸： 

這次偏鄉教育的活動對我而言是一次非常珍貴的經驗，我從這些孩

子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他們的毅力、好奇心和對生活的熱愛，讓我

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教會我，即使面對困難面對未知，也

要保持希望和積極。在與孩子們相處的每一刻，他們的真誠和樂觀

感染了我，每當我看到他們學習新知識或是認識新觀念時眼裡閃耀

的光芒，我就覺得很溫暖。感謝這次和大家一起舉辦營隊機會，讓

我能夠和這些美好的人事物相遇，共同學習共同成長。 

 張洧崧： 

感謝這次前往澎湖的營隊讓我有了很多新的體驗，認識新朋友一起

合作共事，每天開會準備出國，直到最後與小朋友相見，一切似乎

都還很不真實。離開澎湖的那天還蠻感傷的，那些小朋友真的很可

愛，雖然只有短短相處幾天但讓我留下了許多很美好的回憶。 

陸、 執行問題檢討與建議 

為期四天的營隊結束後，我們回到台灣進行活動結束的檢討與回饋

會議，回想這幾天的教學執行成果是否有哪裡仍不足可以改進之細節檢

討。以下是包含過去會議和讀書會的問題檢討與建議。 

 尋找合作： 

需要更加主動和積極地與潛在的合作夥伴進行聯繫和溝通，以確保

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在實作規劃方面，我們可能需要加強整合各項資

源，包括人力、物資、資金等，以提升企劃的實施效率和效果。綜上

所述，我們需要更加注重細節，提高規劃和執行能力，才能更好地推

動偏鄉教育的改善。 

 聯絡合作方： 

本次的合作有點過於緊湊，我們需更加主動和積極地與潛在的合作

夥伴進行聯繫和溝通。在實作規劃方面，我們可能需要加強整合各項

資源，包括人力、物資、資金等，以提升企劃的實施效率和效果，必

須更積極的尋求贊助或資源去提升本次活動的品質。因此，我們需要



更加注重效率以及工作分配，提高規劃和執行能力，才能更好地推動

偏鄉教育的改善。 

 製作教案： 

成員在互相討論方案時應預先給予回饋，且於會議上討論執行可行

性與改進方式，整體會議才會進行的更有效率。撰寫教案非常耗時，

應拉長撰寫時間以保持教學品質。 

在製作教案時，要充分考慮學生的需求和背景。教案不是固定不變

的，製作教案後要隨時根據教學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改進。應根據學

生的反應和學習效果，及時進行反思和調整教學策略，使教學過程更

加有效。 

 實作方面： 

在實際營隊上課時有時會出現學生程度不均的問題，之前並未想到

這個可能性，下次應先將其納入課程設計編寫時的顧慮以保持教學品

質與學生吸收的程度。在上課進行教學時應隨時觀察小朋友們的學習

狀況，有時小朋友的英文程度可能無法應付課程，隊輔應立即發掘並

給予適當的協助，若小朋友產生任何挫敗感也要給予安慰與鼓勵。 

在科學實作的部分，有些實驗成功率較低或是實驗條件較難造成實

驗的實際狀況可能會出現誤差而失敗，團隊應該先自行試做並先準備

成功率最高的實驗方式。上課前的前一天都須提前試教一次並模擬可

能會遇到的狀況，教程也都需實際演練跑過一次才會發現可能隱藏在

其中的小失誤，也可以讓團隊更加進入狀況並在上課時互相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