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 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2022 年 3 月 6 日 

小組名稱 六個人創一個不一樣的臺東 

學習主題 

□各式競賽 □專業證照

□科技部計畫 □教師檢定

□研究所考試 □公職考試

指導老師 林珮如教授 

成員總人數總計___6____人 (大學部成員人數___6____人，碩士班成員人數_______人) 

組長姓名 陳o媛 組長連絡電話 09xx-xxx-xxx

組長電子信箱 s32132300@gmail.com

成員姓名 學號 系所名稱 學級 備註 

1 王o琦 10908129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 □研究所

2 謝o穎 10908113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 □研究所

3 吳o璋 10908139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 □研究所

4 李o寧 10908122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 □研究所

5 龔明o格 10908108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 □研究所

6 陳o媛 10908124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 □研究所

7 □大學部 □研究所

8 □大學部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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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成果報告 

成立宗旨  【註：字數需超過 200 字】 
（請說明組成學習小組的起源，以及成立之宗旨、目的、特色，請詳述。） 

將特殊教育與自我倡導此重要議題結合凱比機器人，藉由凱比機器人代替人力，讓身心障礙

者可以藉由我們所設計的內容循序漸進的練習自我倡導、進行特教宣導。同時學習運用網際

網路、圖書資訊館檢索資料，閱讀各類相關文獻，並透過專題研究報告的撰寫，培養自身的

專業知能、組織歸納、資料蒐集分析、文獻統整、論述表達之能力。亦透過小組共同學習，

同儕互相協助、學習、督促，以及有自我決策專長的林珮如教師指導，希望能更有效提高學

習之效率。 

共學時間 共學地點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 10/19 特教系教室 
專題研究規劃

時程撰寫 
學生互相交流專題規劃撰寫技巧 

2 10/23 
線上 google 

meet 

探討研究背景

與動機 

老師指導專題概念，並與學生交流

對於探討之專題研究的想法 

3 10/26 特教系教室 
相關文獻資料

蒐集 

老師教導學生探討專題議題之研

究動機與如何篩選文獻 

4 10/29 
線上 google 

meet 

相關文獻資料

閱讀 

老師帶領學生探討專題議題之研

究動機 

5 11/2 特教系教室 

研究相關文獻

統整、探討與歸

納 

老師指導學生共同研究相關文獻

之統整 

6 11/13 
線上 google 

meet 

研究相關文獻

統整、探討與歸

納 

老師指導學生共同研究相關文獻

之統整 

7 11/16 特教系教室 

研究文獻資料

統整、探討與歸

納 

學生共同研究相關文獻之探討 

8 11/27 
線上 google 

meet 

研究方法探討

與規劃 

老師帶領學生探討研究方法與規

劃 

9 12/4 
線上 google 

meet 

研究方法探討

與規劃 
學生共同擬定研究方法之規劃 

10 12/7 圖書館 
討論預期遭遇

之問題 

老師帶領學生探討預期遭遇之問

題 

11 12/18 線上 google 研究計畫彙整 老師指導學生研究計畫彙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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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12 12/21 特教系教室 研究計畫彙整 老師指導學生研究計畫之統整 

學習成果量化成效（需佐證相關資料） 
(請依照實際規劃填報，若無規劃之項目，請填入 N/A) 

項目 達成值 項目 達成值 

競賽參賽數/或獎數 1/0 公職考試報考人次 N/A 

師院大會考平均分數 N/A 研究所報考人次/錄取人次 N/A 

專業證照報考人次/通過數 N/A 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數/通過數 1/0 

執行成果  【註：字數需超過 1000 字】 
（請說明參與共學小組在規畫下的分享討論過程，對於成員之實際裨益，及能提供其他學生觀摩之處。） 

討論過程之分享： 

1.共同討論科技部計畫與三創比賽規劃撰寫技巧，組員間分享各自對於該科技部計畫與三創

比賽之想法與擬定，再與指導教授確認與探討可行性及成效。 

2.經過教師的詳細解說及帶領，對科技部計畫與三創比賽有明確方向，組內積極提出對於專

題的研究方向，以及分配工作(文書組與凱比機器人組)。 

3.科技部計化之動機部分，因為組內開會討論共識，所以討論時節省許多時間，但因內容包

含自我倡導、特教宣導及機器人程式設計，所以在彙整時還是花了滿多時間。 

4.學習如何找對計畫有利之文獻，我們透過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的線上搜索，利用關鍵

字搜尋許多對計畫有利之英文、中文文獻(論文、期刊等)，並將其研讀，且找出每一篇論文、

文獻中與計畫相符合的內文，在大家討論下修飾過後，放入科技部計畫的文獻探討當中。當

所有找出的文獻放入我們的資料後還需要大家做最後的統整、撰寫才能變成我們所呈現的計

畫。 

5.學習研究方法與規劃，透過學姊與指導教授的指導與協助，組內分工合作，省去較多時間。

6. 討論預期遭遇之問題，透過女媧機器人公司與指導教授的指導與討論，在專業的協助下，

我們較能找出科技部計畫與比賽當下或未來預期遭遇之問題，在探討可行性與成效時，也能

汲取公司給的建議去做修正與調整。 

7.研究計畫彙整、修訂與統整、比賽計畫書在每次組內的討論，大家除了會定期討論之外，

我們善用網際網路，透過線上群組討論及開會，也定期由指導教授、小組同儕相互給予回饋，

相互討論進度、督促進度，以利於同學更有效率修訂科技部計畫與計畫書，請老師指導後再

修改統整資，收穫良多。 

8.比賽計畫書部分，由於組內多數有撰寫計畫書之經驗，所以在撰寫部分並無大問題，在經

過團隊合作過後順利完成。 

9. 比 賽 機 器 人 實 作 部 分 (https://youtu.be/CgmXY7Rbhk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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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6Dt-w2pEI)，由於暑假參與指導教授開設輔助科技應

用暑碩班，以及參與多場機器人相關研習，組內成員都有設計機器人之能力，在經過團隊合

作過後也順利完成。 

對於成員之實際裨益，及能提供其他學生觀摩之處： 

善用網路科技開會、搜尋了解，過程中搭配進度規劃，包括閱讀文獻、統整、規劃研究方法，

討論預期的困難，並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及修正，收穫許多平時一個人做事的盲點與想法，

成員學習並精進不足之專業知能，且透過進度規劃，組內定時督促自我學習，並加強自我管

理的時間觀念，另外，組內成員透過此次團隊合作深刻理解指導教授在課堂上常說的一句話：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在未來，我們都必定會與他人甚至是陌生人共

事的機會，藉由此次的合作我們都理解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與訣竅。

執行檢討與建議（優、缺點）  【註：字數需超過 500 字】 

優點： 

1、 成員參與度高，大家都積極找出時間討論，也善用網際網路(google meet、LINE 會議)，

即便沒有開會也會在群組積極討論、集思廣益。  

2、 雖然大家都是同一個系的學生，但團隊合作最重要之一的默契還是需要靠時間培養，固

定的開會時間讓大家在一個月內有固定時間見面培養感情與默契，所以之後討論起來也

較多共識，想法與觀念也較多共同點，即便不同也可以和平處理。 

3、 團隊勇於發表、公事公辦，且善用匿名檢討團隊優缺點，互相願意傾聽不同意見，並適

時給出適宜的建議。 

4、 以小組方式討論，會匯集各方面及各角度的思考，可以得到更多不一樣且具有特色之想

法及建議，在討論過程中更可以激發不同的想法。 

5、 透過團隊分工較能快速完成該週目標，組長會在每周會議結束做分工，促使內容更完善。 

6、 小組進行可以讓大家可以互相監督著對方。可以讓計劃更順暢和穩定進行、且使團隊更

有效率地產出內容。 

缺點： 

1、在共學時間規劃上，因小組每個人課餘都有較多安排，所以可以開會的時間都不一樣，花

費了相當久的時間才取得平衡與共識，在統整上較困難。 

2、在最後要匯集最後的決定時，會因小組內想法太多太雜亂而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決定。 

3、因為較多使用 google meet的線上開會，開會過程相對有比較多問題(例：網路訊號較差、

沒有開鏡頭沒人說話等)，相較面對面開會效率差，所以開會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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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共學目標達成情形    【註：字數需超過 500 字】 

團隊先初步討論各自可共學的時間，再取得共識後進行科技部計畫與比賽計畫書規劃時程之

撰寫，期望小組成員透過專業學習小組的長時間合作與監督，能夠團隊合作與提高組員積極

度，接著針對計畫與比賽進行探討，並與指導老師探討、探究議題之背景與計畫動機，過程

中需要各式的相關文獻資料蒐集與閱讀與機器人設計同時並行，因此先以小組分工方式，文

書組將搜尋之文獻歸納，並將重點與摘要篩選後於約定之共學時間分享交流，再以全組進行

研究相關文獻的統整、探討與歸納，程式組依照進度更新程式內容，拍攝影片傳至群組更新

每次進度，後在開會時實際操作，再對機器人部分提出建議並修改，此部分需要每位組員齊

聚討論，預計將耗費二至四次之共學時間。此時進度規畫將已進行全部之二分之一，而全部

小組成員應在指導教授的帶領下，已掌握並習得與研究議題「自我倡導」、「特殊教育宣導」、

「機器人融合特殊教育」之特殊教育相關等專業知識、資料蒐集分析技巧、專題研究撰寫技

巧。接著與指導教授進行研究方法探討與規劃，透過三階段相互教學，將凱比機器人融入教

學，將自我倡導等精神帶給身心障礙者，在小組共學中教授會參與討論與指導學生探討可能

遭遇之問題，並邀請女媧機器人公司給予建議與肯定，並帶領組員設想解決之道。組員將於

最後幾次共學時間中，進行彙整研究計畫之內容與編排，產出科技部計畫與比賽計畫書，且

提出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之申請。而共學進行結束前，組長利用網路匿名軟件讓成員將相

互回饋此次共學之收穫與檢討待改進之處，期望能在每一次的討論中精進自我，相互提攜、

成長。 

成員心得分享 
【註：每位成員均需有心得分享，總字數需超過 2000 字】 

龔明o格： 

我覺得文化刺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接收到新的東西，或者需要我們另外去學習的東西，

或是一項新的技能，對我們自己來說可能就是一種文化刺激。很久以前就有了科技融入學習

跟教育的概念，但我自己成長中的環境並沒有多少能夠接觸到這樣活動的機會。我覺得可以

從整個計畫中學到很多東西，除了知識上的以外（學習到很多有關科技上的知識，學習如何

運用工具，學習教學方法和策略。）情意上的收穫也不少：如何描述你的想法，如何理解他

人的想法。如何說服別人，如何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就變得非常的重要。與平常參加大學

活動最不同的是，團隊合作和溝通變得超級重要。我覺得我很喜歡那種和別人一起從天馬行

空到一個完整具體計畫的討論過程，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當然我也相信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或許他帶來了改變很小，但說不定卻是蝴蝶效應中的翅膀。 

謝o穎： 

大家組成學生共同學習小組的目標，莫非是希望可以將教育結合自身的特教專業及現代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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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物，創新出富有特色的教具，其中也因應目前的疫情，做出了不一樣的調整，過程中我

們先透過發散性思考讓每個人都發表自己的想法，接著由眾多創意中再聚焦出結論以及要做

出來的成果。全員在中途分為兩個小組，教案組及程式組，我覺得分組進行的好處為提升效

率，可以分頭進行操作，開會時間也因小組人數較少，可以較好決定，但會發生程式組的成

品與教案組想像不同，或是教案組不熟悉硬體設備的功能而構想與現實產生落差等缺點，不

過經過長時間的對話以及討論，兩組之間認知上的差異大大減少，更攜手將成果順利產出及

呈現，也從過程中重新複習了特教專業，也學習到新的科技知識，也在同儕討論中訓練自己

的表達能力，以及從他人發表的言論中，學習到自己沒有想到的事情。 

李o寧： 

在這次的機器人學習小組中我有了非常大的收穫，不僅是在思考上，或是在如何透過科技結

合教育，並且試著將想像中的東西具體化。在討論上面也更學會了理解與傾聽，在設計教案

時有很多需要討論的部分，可能是孩子的狀況，又或者是課程進行的方式，每個環節都需要

透過大家不斷的討論；在將教案寫好後套用到機器人身上，試著透過寫程式的方式讓老師在

課堂上能夠透過機器人與學生互動，也需要很多的討論。因為不同的組別也讓我看見雙向的

操作及立場，文書組和程式組在討論上常常會有不同在意的點，以及擔心考慮的事情。透過

這次的學習小組也增加了我和同學間的團隊共識及默契配合度，我們也試著挑戰不同的方

向，在過程中學到了更多。也更了解到科技輔助的重要，以及如何用科技輔助幫助課堂進行

更順利，而不是被取代。未來在這個領域也有更多發展的機會，很謝謝同學、老師及學校給

予我們這麼好的學習機會。 

王o琦： 

我對於在機器人結合特殊教育很有興趣，加入共學小組後，大家可以一起找文獻，從一大堆

的資料中找出我們適用的去閱讀，或者是一些國外文獻，英文能力較好者就可以協助能力較

低者，彼此協助下我認為對於查找與閱讀文獻的幫助非常大，也節省了很多時間，另外在挑

選議題時，因為彼此想法可以互相衝撞再彼此結合，共同找出一個彼此都很有興趣的議題，

我覺得在一次次的討論過程中都讓我的思維更加擴展，此外在撰寫申請表對我來說也是一件

非常困難的事，我是屬於口語表達較為擅長的人，但文字書寫對我來說真的較為困難，因此

在小組中我們藉由團隊合作大家可以做自己擅長的事，我就比較偏向於做實作或給予想法，

在申請書的書寫就會請同學多幫我修飾我的部分，藉由團隊合作，我們可以更多的發揮自己

的優勢，也可以吸收到他人的想法，也讓申請書的書寫更加完善。 

陳o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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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申請共學小組，透過共學小組每月的追蹤，讓我們可以定期定時的開會討論，這讓我

們可以清楚知道本週開會進度是否有達成，且因為是小組方式進行，所以我們是必須要培養

感情及默契，我們花時間的每一次開會討論都是培養合作、默契及情感的機會，透過團隊分

工也可以在過程中看見組內成員在每一個不同的領域上的優點，同時也可以與組員理性討論

我們待改進之處，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透過一次次的開會與討論，都能看見每個人漸漸

成長與改變，在整體過程中難免會有撞牆期，但我們都努力地度過，另外，此次嘴大的收穫

就是可以學到跨領域的內容，因為還是大二的關係能學習到的有限，但透過這次的科技部計

畫和比賽，我們跨出自己的領域，走出了舒適圈，看見很多不一樣的眼界，見識了更多可能，

也共創了一個跨領域計畫，同時也謝謝指導教授除了定期指導我們外也一直鼓勵我們繼續向

前，期待未來我們都能繼續在這四年卓越成長。 

吳o璋： 

透過共學小組一次次的討論，讓原本較害羞內向的我可以在小組中較不害羞的表達自我，在

團隊中，我在機器人設計的能力叫好，所以團隊分工的部分我是負責凱比機器人課程設計與

實作，在大家的努力下，我們一同完成比賽與科技部計畫之申請，也讓我知道人可以不完美，

因為只要透過團隊合作，甚麼都可以達成，組內成員透過分工合作在計畫的每一個角落閃閃

發光，收穫甚多。

未來是否會再參與專業共同學習小組之申請（組長填寫） 

□是，
□ 會以目前成員為主，再選讀其他主題

□ 會以目前成員為主，選讀相同主題

□ 會再邀請其他成員，選讀其他主題

□ 會再邀請其他成員，選讀相同主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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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 共學紀錄 

共學日期︰110 年 10 月 19 日           地點︰線上 google meet       

照片敘述：專題研究規劃時程撰寫 

共學日期︰110 年 11 月 27 日           地點︰線上 google meet       

照片敘述：研究方法探討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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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 共學紀錄 

 
 

 

 

 

 

 

 

 

 

 
 
共學日期︰110 年 12 月 7日           地點︰特教系教室             

照片敘述：討論預期遭遇之問題 
 
 
 

 

 

 

 

 

 

 

 
 
共學日期︰110 年 12 月 21 日           地點︰特教系教室           

照片敘述：研究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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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 
（說明：如是申請各式競賽、專業證照考試、公職考試、研究所考試等小組需於檢附報名資料、准考

證或通過成績單；申請科技部計畫小組需檢附申請計畫之初稿；教師檢定小組屆時需檢附師範學院會

考成績或者前後測成績。） 

三創比賽計畫書與切結書 

六個人創一個不一樣的臺東_創新創意計畫書.pdf (命令列)

六個人創一個不一樣的臺東_切結書及在校證明.pdf (命令列)
 

科技部計劃書(初稿) 

科技部111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書完整版.pdf (命令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