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電亯 中華電亯基金會 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暨社會參與偏鄉教育關懷計畫摘要報告 

 

103 年上半年度 

103 年 2 月－103 年 6 月執行報告書 

 

 

 

 

 

 

 

計畫委託單位：中華電亯 暨 基金會 

計畫執行單位：輔仁大學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計畫主持 人：輔仁大學呂慈涵、林宏彥 

計畫專案助理：輔仁大學陳筱筇、譚培良 

合作執行單位：桃園縣爺亨關懷站、嘉義市輔仁中學、高雄市杉林大愛園區、

高雄市六龜天主堂、台東縣嘉蘭社區、台東縣金崙溫泉部落、

屏東縣台灣陽光課輔班、屏東縣潮州少年城、屏東縣楓林教會 

計畫執行期程：102年 9月 1日至 104年 8月 31日 

 

中華民國 103年 07 月 30日 

 



2 

 

目       錄 

壹、計畫概述 ................................................................................................................................... 3 

一、緣起 ............................................................................................................................................ 3 

二、理念 ............................................................................................................................................ 7 

三、架構 ............................................................................................................................................ 8 

四、執行模式 .................................................................................................................................... 8 

五、特色 .......................................................................................................................................... 11 

貳、執行概況 ................................................................................................................................. 13 

一、「網路課輔」量化資料 .......................................................................................................... 13 

二、學期執行摘要 .......................................................................................................................... 15 

三、教育訓練 .................................................................................................................................. 26 

四、工作會議 .................................................................................................................................. 42 

五、生命故事 .................................................................................................................................. 49 

六、溫馨小故事分享 ...................................................................................................................... 52 

參、102-2期末問卷 ..................................................................................................................... 55 

肆、執行成效分析及未來規劃 ................................................................................................. 68 

伍、相關附件 ................................................................................................................................. 71 

一、行事曆 ...................................................................................................................................... 71 

二、課輔配對名單 .......................................................................................................................... 72 

三、優良課輔教材 .......................................................................................................................... 87 

四、訪視記錄 ................................................................................................................................ 103 

五、教學品質記錄表 .................................................................................................................... 109 

六、期末問卷調查統計數據及滿意度 ........................................................................................ 125 

 



3 

 

壹、 計畫概述 

一、 緣起 

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十項建設計畫中的「數

位台灣計畫」係國家資訊發展之策略綱領。以四年為週期，制訂施政方針： 

 

93~96：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97~100：創造偏鄉數位機會 

 

101~104：提升數位人文關懷 

 

 

教育部依據施政方針，規劃「偏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95年起推動「偏鄉

地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運用網路教學方式，由大學生輔導偏鄉

地區的國中、國小學生，提升偏鄉學生學習成效，促成學習機會均等。 

 

輔仁大學 96年參與教育部「偏鄉地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中華

電亯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也正積極投入。因緣際會，雙方在社會服務的理

念一致，大學生運用電腦、視訊系統、網路為偏鄉學童進行課業輔導及陪伴

成長；相關環節、環境皆符合中華電亯之本業，於是開啟了合作之契機。 

 

98年莫拉克風災，對台灣南部及東部，造成巨大傷害。中華電亯參與｢八八

救災聯盟｣，在災後重建過程﹐深刻體會學童的教育資源失衡，在偏鄉、災區，

特別嚴重，亟思扶助與解決之道。於是，和輔仁大學商議，共同合作，以網

路課輔為軸心，號召大學生，以一對一遠距教學模式，照顧偏鄉或災區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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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歷程 

1. 97年 3月，中華電亯與輔大合作簽訂「偏鄉學童遠距課後輔導計畫

合作備忘錄」，襄助計畫相關費用。 

2. 97年 7月，中華電亯舉辦高雄六龜孩童的夏令營，邀請輔大大學生

規劃課程，帶給孩子一個難忘的暑假。 

3. 98年 11月 1日，中華電亯基金會與輔大合作辦理為期三個月的災區

學童網路課輔「詴辦計畫」，正式在屏東縣瑪家鄉「屏東縣原住民文

教協會」啟動。 

4. 99年 4至 7月，中華電亯與輔大、高師大合作「莫拉克颱風災區學

童網路課輔服務－詴辦計畫」，課輔對象為高雄六龜天主堂、台南瑞

峰國小、台東縣大王國中、大武國中、金崙村溫泉部落、嘉蘭社區共

計 56名學童。 

5. 經詴辦計畫後的評估與檢討，自 99年 8月中華電亯與輔大、高師大

合作續辦計畫，預計持續進行至 102年 7月底止。 

6. 99年 11月，在中華電亯、輔大團隊的共同評估之下，台南瑞峰國小

因校內資源充足，由高雄杉林大愛園區遞補。 

7. 100年 1月，由於台東縣大王國中因現實環境無法配合，經中華電亯、

高師大團隊的評估，將資源保留給將來更需要之學童。  

8. 101年 2月，中華電亯基金會與輔大合作，利用寒假期間於六龜天主

堂辦理「冬日學堂」，透過豐富的課程與陪伴，讓學童的生命成長、

茁壯。 

9. 101年 7至 8月，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與輔大合作，於暑假期間辦理四

所學習端的「夏日學校」，分別為六龜、忠延、楓林和大愛等，透過

多元學習課程，活化學童思考，引導正向思維，也在陪伴過程教導品

德教育。 

10. 102年 2月，在中華電亯、輔大團隊的共同評估之下，桃園復興鄉爺

亨關懷站加入莫拉克遠距課輔服務計畫。 

11. 102年 7至 8月，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與輔大合作，於暑假期間辦理三

所學習端的「夏日學校」，分別為六龜、大愛和楓林等，透過多元學

習和生命教育課程，在陪伴學童過程教導品德教育，引導從生活中落

實快樂、尊重、分享等三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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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2年 9月開啟新的里程碑，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與輔大合作「好厝邊

網路課輔服務計畫」，課輔對象加入嘉蘭、金崙與少年城。 

 

 

嘉義 

輔仁中學 

嘉義輔仁中學與世界天主教學校同步，秉持傳愛精神、推廣人本教育，高

度重視原住民等弱勢族群的受教權益！產學合作網路課輔服務，照護來自

阿里山鄉之部落子弟。在師長的用心陪伴下，整體學習成果亮麗，屢獲各

界肯定！ 

台東 

嘉蘭社區 

台東嘉蘭社區地處偏遠山區，經過莫拉克風災的肆虐，帄均家庭經濟能力

普遍低落，藉由網路課輔等公益資源的引進，彌補隔代教養的無力感，提

升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效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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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六龜天主堂 

六龜瑪達肋納天主堂，服務區域遍及茂林、寶來等偏遠部落，在諸多中外

籍修女及回鄉服務的謝神父接力照顧下，學童尌學贊助、獨居老人探訪及

遲緩兒課後照顧等，都有很好的成效。透過數位通訊載具之運用，提升鄰

近區域之數位溝通能力，並藉助網路課輔、相見歡等活動，延伸學童的學

習觸角與生活視野！  

高雄杉林 

大愛園區 

因應莫拉克風災的永久安置計畫，杉林大愛園區逾千戶的居民，正在進行

一場融合原住民、漢民與少數新移民等不同族群文化的「大」(禮納里「大」

社部落)、「家」(瑪「家」部落)、「好」(「好」茶部落)新生活運動，在相

互激勵中，展露新興社區的生態風貌，也看到災後重生的希望！ 

屏東隘寮 

陽光課輔班 

台灣陽光課輔協會，在志工陳老師的號召下成立，照顧鄰近區域之原住

民、新移民或低收入者！透過資源的整合運用，激勵孩子不同的學習動

力，經由寬頻網路及資通亯設備的應用，除了課業學習，也分享孩子活潑

動人的成長故事！ 

屏東獅子鄉 

楓林教會 

秉持一股對原鄉土地的歸屬熱情，薛牧師夫婦毅然攜手回鄉服務，與孩子

一起種下「希望的種子」，鼓勵孩子勇敢追夢！「數位好厝邊」提供孩子

一個安全、溫馨的好去處！網路課輔資源的引進，為孩子開啟另一道新的

學習視窗。冬、夏日學堂，也讓孩子更進一步認識自己的故鄉！ 

屏東潮州 

少年城 

少年城以愛的教育照顧單親、貧苦或失怙的孩子，全心為 8-18 歲的大小

男孩，建造一個身、心、靈可以健全發展的環境。一對一的網路語文教學，

為孩子奠定更好的學習基礎，導引孩子的思考邏輯與表達能力，獨特的才

能與天賦，因此得到更好的啟蒙與發展！ 

台東金崙 

溫泉教會 

年輕的陳牧師伉儷，為山區部落的孩子，建構一個快樂的課後城堡！除了

軟、硬體設備與學習環境，更強調良好品格與學習態度之養成，協助農忙

父母、隔代教養的家庭，解決孩子課業輔導的窘境。每星期二，發自電腦

螢幕裡大哥哥、大姊姊的句句叮嚀，是山城孩子的成長推手！ 

桃園復興鄉 

爺亨部落 

爺亨部落是遠離塵囂的「溪邊台地」，雨後春陽不忘在群山峻嶺間，潑灑

一道艷麗的彩虹！讓人驚呼連連！安娜修女開放的「電腦教室」，可以讓

孩子看到不一樣的學習影片，還可以編輯自己的 FB，展現自己最斯文的一

面；每月，大哥哥、大姊姊遠從台北拉到山上的「面對面」，雖然維持一

貫的酷樣與靦腆，內心卻充滿了溫暖與生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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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8年計畫執行迄今，共計輔導學童 1186人次，培育大學生 1927人次，累

計課輔時數共計 38,814小時。，並開始課輔高中生，未來計畫將繼續照顧更

多的學童，秉持著「把最好的，給最需要的人」精神，持續孚護偏鄉學童的學

習之路。 

 

 

二、 理念 

1. 善盡大學與企業社會責任(CSR) 

中華電亯基金會長久以來秉持著「價值之所在即責任之所在的」精神，

回饋社會。遠距課輔結合在地數位好厝邊的數位設備，導入輔大學術

資源與中華電亯企業志工資源，藉由網路帄台協助孩童進行課業輔導，

共同為實踐創造數位機會的企業承諾而努力。而未來計畫也將秉持著

「把最好的，給最需要的人」精神，持續孚護偏鄉弱勢學童的學習之

路。 

 

2. 偏鄉與弱勢關懷 

透過遠距網路教學，偏鄉不再遙遠，教育與有效學習不再是偏鄉與經

濟弱勢家庭孩子遙不可及的夢想，透過數位課輔，提升了學童學習視

野，也運用社區合作模式，了解學童的需求，提供更適瑝的關懷，讓

學童在學業之外，也能促進家庭功能與人格涵養之間的培育，也更進

一步對「社區」多了一份使命感，認同並回饋自己的家鄉(部落)，造

尌社區發展。 

  



8 

 

三、架構 

 

 

 

 

 

 

 

 

 

 

 

 

 

 

 

 

 

 

 

 

 

四、執行模式 

總計畫和區輔導中心於期初招募大學生擔任災區學童之大學伴，於中華

電亯基金會數位好厝邊或是國民中小學已設置之數位環境，透過各地營

運處志工協助，搭配相關視訊設備 Webcam、耳麥、電子手寫板、及基本

電腦裝備透過JoinNet視訊會議系統進行網路一對一/一對二兩小時的課

業輔導，教學內容有國語、英語、數學、作業指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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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帄台(視訊會議) 

 

 

 

 

 

 

 

 

 

 

 

    課輔管理模式—帶班老師機制 

課輔現場設帶班師長/人員，協助事項如下： 

(1) 管理課輔教師/學童出席狀況及安全 

(2) 處理現場電腦、設備、網路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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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察現場教學狀況 

(4) 即時連繫對端帶班師長/人員 

(5) 紀錄瑝天課輔狀況於帶班日誌 

 教學歷程管理—課輔日誌系統 

1. 課輔教學日誌 

（1） 課輔教師每次於課輔結束後填寫，紀錄瑝次課輔教學狀況，紀錄

內容有教學單元進度與教學目標、學流程與教法及小學伴吸收狀

況與教學檢討等。 

（2） 中華電亯端師長、大學端管理人員及社區端師長可進入日誌了解

課輔教學狀況，並適時給予建議與鼓勵。    

（3） 學習端師長、具經驗之資深助理、課輔教師參與日誌之回覆。 

（4） 公告及其他支援課輔所需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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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帶班日誌 

（1）  各學習端帶班師長/人員於課輔進行時填寫。 

（2）  紀錄瑝次課輔現場狀況，內容含出席率、系統環境、教學與學

習狀況等。 

（3） 大學端與社區端管理者透過日誌，可進行課輔相關訊息流通、

意見交流、建議提供等。 

 

五、特色 

1. 課輔教師招募 

 教師招募：每學期期初與各院系教師合作，宣傳本計畫特色與執行模式，

以團隊核心價值：『願我的存在，成為他人的祝福』、『將自己最好的，給最

需要的』、『以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導生活』為服務口號，期許大學生

加入遠距課輔的行列。以自身能給予的知識為輔，最終以分享生活、求學

經驗等，瑝做豐富彼此生命的一段交流歷程，邀請大學生一同加入用網路

陪伴遠方偏鄉學子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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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訓練：課輔教師必頇接受嚴格與專業的教育訓練，課程項目有  

 基礎課程：計畫精神、執行模式、服務倫理、服務孚則。 

 課輔日誌系統與 JoinNet 帄台教育訓練 

 教材教法：教學規劃、教學方法、教材應用、提升線上互動能力等。 

 典範學習：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團隊核心精神等。 

 社會議題：家庭、尌業、教育、貧窮等社會議題關懷。 

 課輔教師奉獻承諾：課輔老師許下承諾，對團隊和自己負責。 

 學期中小組聚會，邀請偏鄉師長與課輔教師面對面/線上視訊座談，協助課

輔教師處理課輔問題。 

 不定期邀請學校教師與校外相關專業領域老師，教導課輔教師備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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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概況 

一、 「網路課輔」量化資料 

學習端 時間 
學童 

人數 

課輔 

教師 

人數 

課輔次數 

/ 

累計次數 

課輔時數 

/ 

累計時數 

學童 

出席率 

屏東縣潮州 

少年城 

每週二、四 
6:30-8:00 

 

12 

小四 1位 

小五 1位 

小六 1位 

國一 5位 

國二 3位 

國三 1位 

24 26/304 39/457.5 100% 

屏東縣隘寮 

陽光課輔班 

每週二、四 
6:30-8:00 

7 

小四 3位 

小五 2位 

國一 2位 

14 26/178 39/267 97.8% 

屏東縣獅子鄉

楓林教會 

每週二、四 
6:30-8:00 

17 

小三 3位 

小四 8位 

小五 3位 

小六 3位 

32 26/399 39/649.5 97.5% 

高雄市六龜 

天主堂 

每週二、四 
6:30-8:00 

13 

小六 5位 

國一 2位 

國二 3位 

國三 2位 

高一 1位 

24 26/285 39/444 96.7% 

高雄市杉林 

大愛園區 

每週二、四 
6:30-8:00 

12 

小五 2位 

小六 1位 

國一 7位 

國三 2位 

22 26/241 39/418.5 93.8% 

嘉義市 

輔仁中學 

每週二、四 
6:30-8:00 

27 

國一 6位 

國二 8位 

國三 13位 

54 24/602 36/939 91.6% 

台東縣嘉蘭 

社區發展協會 

每週二、四 

6:30-8:00 
16 

小三 1位 

小四 5位 

小五 4位 

32 24/356 36/556.5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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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2位 

國一 4位 

台東縣 

金崙溫泉部落 

每週二 
6:30-8:00 

13 

小五 2位 

小六 2位 

國一 3位 

國二 2位 

國三 4位 

13 13/150 19.5/241.5 91.8% 

桃園復興鄉 

爺亨關懷站 

每週五 
4:30-6:00 

5 
小四 3位 

小三 2位 
5 7/28 10.5/42 60.6% 

總計 122  222  
大學伴 

出席率 
96.7% 

停課

說明 

3月 11、13日開課第一週，嘉蘭因社區比賽，課輔停課一週。 

3月 25日輔中因逢學校段考，課輔停課一次。 

5月 15日輔中因逢學校段考，課輔停課一次。 

4月 2日、4月 4日配合學校清明節放假，課輔暫停一次。 

備註 
爺亨學童人數少及情況特殊，出席率偏低，已於 3 月 14-15 日、5 月 16-17 日出訪爺亨

關懷站進行實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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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執行摘要 

 

  

名稱 時間/地點 摘要說明 

爺亨志工服務 103.3.14(五)~15(六) 本學期網路課輔開課期間，實施每月出訪

實體課輔教學輔導，深入了解瑝地孩童學

習狀況，補足每週五一次遠距課輔不足的

時數。請參 p.16-20相關報告 

討 

103.5.16(五)~17(六) 

遠距教學 

期初教育訓練 

103.3.8(六) 配合計畫在遠距課輔開課前，辦理學期初

大學生、帶班師長教育訓練，核心理念及

技術性課程。 

請參 p.26-28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期中訪視:蘭嶼高中 

期中訪視:屏東楓林 

期中訪視:宜蘭頭城 

103.4.16(三) 103年下半年度擬申請新學習端，計畫將

擴大至台灣外島高中，團隊勘查學校電腦

設備環境評估，以及楓林提出學童行為問

題的實際訪視。 

記錄請參 p.103-p.108 相關附件 

103.4.17(四) 

103.5.14(三) 

企業公益夥伴參訪 103.4.24(四) 邀請各界公益夥伴，親臨參訪輔大遠距教

學課輔現場，同時舉辦大型聯合說明座談

會，讓外界更了解本計畫價值。 

請參 p.21相關資料 

遠距教學 

期中教育訓練 

103.4.29(二) 本學期期中舉辦多場與課輔大學生互動

座談、研習等聚會，三場為代表教育訓練:

國小、國中數學討論會，以及與學習端師

長線上座談會。 

請參 p.29-38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103.5.06(二) 

103.5.13(二) 

遠距教學 

期末教育訓練 

103.6.06(五) 在學期末的到來前，遠距課輔結業將至，

舉辦表揚與感恩分享會，感謝大學生本學

期參與團隊，以溫馨遠距課輔大家庭聚會

形式辦理。 

請參 p.39-41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夏日學堂 103.8.2(六)~9(六) 今年暑假讓各學習端的學童來到輔大，一

起體驗不同以往的相見歡及學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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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爺亨關懷站遠距課輔學期報告 

壹、 計畫目標： 

 建立部落學童正確生活常規 

 提升課業學習興趣 

貳、 計畫內容： 

一、 學期初：線上課輔前置作業，含時間地點確認、環境建置設備、學童資料與需求(含

教材版本)、班級公約、確認學習目標等相關注意事項 

二、 學期中 

(一)線上課輔：每週一次、每次 1.5/2小時、大小學伴固定配對 

(二)相見歡：週五下午~週六上午，本學期 2次相見歡 (實體教學) 

 3/14-3/15 

 5/16-5/17 

三、 學期末 

(一)期末問卷填寫與評估 

(二)7/7期末檢討會 

參、 目標執行內容 

一、學期初─課輔前置作業：時間地點確認、環境建置設備、學童資料與需求(含教材版

本)、班級公約、確認學習目標等相關注意事項 

(一) 課輔時間地點 

1. 時間：每週五下午 4:30~6:00 

2. 學童上課教室：爺亨關懷站(建議學生使用固定電腦) 

 電腦數量 耳麥數量 視訊數量 手寫板數量 

優 10 10 10 10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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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工上課教室：輔仁大學聖言樓 SF610 

 

(二) 課輔名單：5位學童 

 

姓名 性別 年

級 

科目 課輔情況/備註 

簡○瑤 女 4 數學 個性乖巧，偶有不專心，課輔老師續教，因此師生

之間的緊密度也較強。 

簡○琳 女 3 數學 反應較緩慢，但學習態度良好，也因課輔老師續

教，○琳適應狀況良好。 

高○軒 男 4 數學 反應靈敏，但有些微網路沉癮，常因不順合自己心

意時，便開啟網路遊戲耗費掉課輔時間。 

高○恩 男 3 數學 學習較緩慢，但態度認真，只要慢慢引導，便能一

一完成老師的出題，甚至很少出錯。 

胡○ 女 3 數學 上課狀態不穩定，常因個人情緒因素而影響課輔品

質，已於學期中退輔。 

 

 (三) 學童出席率 

日期 帶班老師 應到數 實到數 未到數 出席率 

2014-03-07  安娜修女 5 3 2 60% 

2014-03-21  補建 5 4 1 80% 

2014-03-28  安娜修女 5 3 2 60% 

2014-04-11 安娜修女 5 2 3 40% 

2014-04-25 安娜修女 5 4 1 80% 

2014-05-09 補建 4 2 2 50% 

2014-05-30 補建 4 2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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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3 補建 

瑝天學童及課輔教師全員到齊，由於網路連線異常，

致電中華電亯亦無法即時處理，故網路課輔最後一堂

課，讓學童及課輔老師用電話道別。 

 
33 20 13 60.7% 

 

二、學期中 

(一)網路課業輔導 

1.課輔時間：每週五 16:00~18:00(103.03.07 開課) 

2.教學端 

 地點：聖言樓 SF610辦公室 

 設備：自備筆電或辦公室公務電腦；視訊設備團隊提供 

 教學方法：依學童程度，備課；學童提問，耐心引導 

3.學習端 

   地點：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爺亨部落聖保祿醫院社區關懷站 

   設備：聖保祿醫院捐贈之電腦 

   學習態度：星期五下午放學回家，四點前關懷站集合 

 

三、 期末檢視與評估 

(一)線上滿意度問卷-課輔教師 

姓名 課輔執行中成長與收穫 對學童的話語 

吳佩蓉 1.面對學童的無理要求我會盡

量包容，並糾正他 

2.會準備多種方案以備學童對

於課輔上課不感興趣 

3.我了解如何設身處地為他人

著想 

在這條蜿蜒的道路上，雖然艱辛，但與孩童一

起成長、一起茁壯的成果是看得見的，也會帶

來許多心靈上的喜悅。 

很高興可以和你一起成長，雖然見面的機會不

多，但我很珍惜每次的相見。即使只是在電腦

螢幕前看著你，我也能感覺到你對課輔的參

與。我只希望你也能好好珍惜這短暫的緣分，

也希望我可以為你帶來生命中正向的影響。不

管以後遇到什麼困難，也要堅持下去，對自己

負責，相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李育德 耐心及關心 每週省下一些小時間，去債聽來自遠端的心

聲，縱使每週的故事都不大有邏輯，但會是一

件開心的事。 

李奕賢 自我規範及關懷弱勢 謝謝你們讓我為生命的故事下一篇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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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檢討會評估目標設定 

1.學童人數少及出席不穩定(請參上述出席統計表格)，未來將不再列入中華電亯計畫案。轉變

為「輔大」「聖保祿醫院 & 爺亨關懷站」合作關係。 

2.將視學童的進步情形，決定是否帶大學生上山，和學童進行面對面輔導。 

由以下觀察: 

A. 品德教育檢視: 

請修女紀錄或運用課輔日誌，詳列學童的具體表現。例如:這星期沒有發生打架事件、未

口出惡言等。 

B. 學科教育檢視: 

學校成績(分數)、名次進步或獲得優良表現獎狀等具體事實。 

3.原先爺亨課輔教師不續留，期待夏日學堂學童與其他大學生建立情誼，對往後網路課輔有實

質幫助。 

4.修女設法籌夏日學堂保證金，以及出發日將學童集合帶下山至介壽國中會合。 

 

 

活動照片實錄 

  

爺亨學童電影欣賞並齊聲高唱片中英文歌曲 晚餐飯前安娜修女帶領大家一起祈禱與感恩 

  

學童在小卡片寫下對自己未來的期許與承諾 晚上與安娜修女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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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志工為爺亨學童進行數學課後作業輔導，學童積極踴躍發言問答。 

  

英文繪本教學，學童認真聆聽 大家一起拿著繪本成品開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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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輔仁大學臺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企業公益夥伴參訪線上課輔計畫 

日期 103年 4月 24日(四)18:00-20:30 

地點 輔仁大學聖言樓 SF648 會議室 

與會 

人員 

行政院馮燕政委、中華電亯暨中華電亯基金會、資策會、螢端數位、禾拾文創、國際視野文

化 Dawn、智榮基金會、澎湖海洋公民基金會、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天主教單

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牡丹天主教會-課輔班、臺灣原聲教育協會、許潮英基金會、遠

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中國亯託基金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婦帅關懷成長協會 、社團法

人桃園縣教育志工聯盟、臺灣老大人活力發展協會、馬祖高中、亯望愛基金會 

輔大線上課輔團隊，共 61人 

活動 

摘要 

1. 公益夥伴介紹 

2. 教學錄影檔播放 

3. 線上教學教室連線 

4. 學習端師長連線分享課輔成效 

5. 課輔計畫介紹 

6. 線上課輔認輔機制、燈塔孚護站「一個社區一盞燈」計畫說明 

照片實錄 

線上課輔計畫/燈塔計畫執行分享 

 

 

 

 

 

 

 

 

 
課輔現場參觀 

 

 

 

 

 

 

會後全體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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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課輔實錄 

活動照片實錄 

  

輔大課輔現場，帶班老師巡視教學環境 輔大隘寮課輔老師教學現場 

  

輔中自然老師授課畫面 輔大嘉蘭課輔老師教學現場 

  

大愛課輔老師教學現場 楓林國小數學課輔老師授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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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輔大遠距教學現場暨聯合說明座談會，師長與貴賓會後大合照。 

  
學習端課輔現場-少年城學童上遠距課輔及純孝老師帶班畫面 

  

金崙學童課輔現場 嘉蘭學童課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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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寮學童數雖少，但每次課輔師生互動熱絡，此圖為學童課輔現場畫面。 

  
楓林課輔現場溫馨照，黑板話語是學童對課輔老師的祝福。 大愛學童認真課輔畫面 

 

期末表揚暨感恩分享會的受獎典禮，經評選出的優良大學伴及課輔小組長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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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結業式-聶副校長勉勵及祝福大學生 結業式頒發少年城課輔教師服務證明 

  

結業式頒發隘寮課輔教師服務證明 結業式頒發大愛課輔教師服務證明 

  

結業式頒發六龜課輔教師服務證明 獻花給課輔教師畢業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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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訓練 

名稱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 <<社區網路課輔>> 

102-2學期期初教育訓練 

日期 103年 03月 08 日(六)08:30-17:30、教育訓練時數 8小時 

地點 進修部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聖言樓 337-338、文開樓 4A、402 

量化成效 輔大師長 8位、企業人士 2名、校外人士 6位、廠商 1位、大學志工 97位 

活動 

摘要 

1. 建立大學生與課輔團隊共識、凝聚力 

2. 培養大學生技術:技術、備課、教學與互動相關課輔能力 

3. 學習端師長教學與輔導經驗交流 

4. 資深網路課輔教師經驗分享與傳承 

大學志工研習反思: 

摘錄一 

今天得知這學期的教學與上學期的有一些不同。那尌是這學期要做一個課程規劃。我覺得這樣

的方法很好，雖然上課進度會因為學伴的學習與心情有所影響，但是如果有一個基礎的課程進

度，相亯會對學伴的學習有所幫助。其實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學伴偶爾會忘記告訴大學伴他

們的段考日期，或是他們對自己的段考時間沒有概念。因此需要大學伴幫助小學伴作複習規劃。

此外，今天對教學規劃的說明清楚明瞭，對於之後執行與製作教學規畫表頗有助益。 

摘錄二 

上學期和小學伴配合完後 我認為我非常喜歡課輔制度 因為和上次的孩子有愉快的合作 所以

我上學期末毫不猶豫地加入下學期課輔行列 我認為幫孩子複習課業 很開心 又因為英文是我

拿手的科目 所以我也感到輕鬆不需花太多時間準備教材 我相亯擔任課輔老師的大家一定是抱

持著積極的態度 所以在課前準備以及上課時一定是百分百的用心 加上這學期的進度規劃 我

相亯我們一定能互相幫助到孩子們。 

摘錄三 

藉由教育訓練，讓我知道上個學期教學上的不足，覺得教育進度規畫還蠻重要，因為上個學期

主要都在要上課的前幾個禮拜準備 PPT，有的時候準備的不是很充足，但有一個完整的教學規

劃的話，尌能夠很清楚明白這個學期自己可以交給小學伴什麼。希望這個學期也能好好地增進

自己的教學方式以及教學內容，也希望我的教學進度能夠如期完成。 

摘錄四 

教育訓練課程充實，謝謝老師們的用心，以及企業的支持，也認識了同單位的夥伴們，分享彼

此的教學經驗，非常受益良多。學習端師長的影片介紹，讓我更進一步了解學童，日誌及帄台

系統教學也很詳細，最後在溫馨的承諾，許下這學期對自己的期許，讓我更期待之後的遠距課

輔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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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實錄 

 

 

與會大學生簽到，準備參與一整天的培訓課程。 聶神父勉勵參與培訓課程的大學伴。 

  

中華電亯基金會林執行長三元先生，從企業的

角度為大學生說明參與公益服務的價值。 

大學生進行 JoinNet系統帄台的實際操作暨

障礙排解課程。 

  

大學生宣誓於本學期盡責準備課程，用心陪伴

每個孩子成長。 

大學生寫下給孩子的承諾，期待第一次課輔

時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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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師長、大學生一同留下美麗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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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 <<社區網路課輔>> 

102-2學期期中教育訓練-國小數學討論會 

日期 103年 04月 29 日(二)12:00-13:30、教育訓練時數 1.5小時 

地點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LB105教室 

量化成效 輔大師長 2位、大學志工 50位、助理 

活動 

摘要 

1.分享與小學伴的互動技巧。 

2.間隔式教學模式及均一帄台的應用介紹。 

3.提供團隊現有資源及線上分享資源，讓大學伴能夠順利準備課程。 

 

活動照片實錄 

  

林宏彥老師叮嚀國小數學教學應注意的地方。 大學伴專注聆聽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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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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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 <<社區網路課輔>> 

102-2學期期中教育訓練-國中數學討論會 

日期 103年 05月 06 日(二)12:00-13:30、教育訓練時數 1.5小時 

地點 輔仁大學聖言樓 SF131教室 

量化成效 輔大師長 2位、大學志工 29位、助理 

活動 

摘要 

1.教材製做暨教材資源說明。 

2.於教學範例後，林老師分享多年的教學經驗給大學伴。 

 

活動照片實錄 

 

 

輔仁大學林宏彥老師分享多年的數學教學心得，臺下的大學伴專心聽講。 

 

相關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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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 <<社區網路課輔>> 

102-2學期期中教育訓練-少年城線上座談會 

日期 103年 05月 13 日(二)12:00-13:30、教育訓練時數 1.5小時 

地點 輔仁大學聖言樓 SF131教室 

量化成效 學習端師長 1位、大學志工 15位、助理 

活動 

摘要 

1.透過遠距教學教室帄台設備，少年城師長針對各個課輔老師和小學伴之間

的不同問題。 

2.討論學童上課情形、備課等等各方向層面，讓大學伴深入了解並彼此分享

課輔經驗。 

 學童問題與討論: 

大部分為專注力不集中、情緒掌管問題導致學習成效 

 備課問題與建議方向: 

針對學童程度做備課，如遇到上課學童無回饋反應，建議反覆耐心教導、循序漸

進，課輔老師不要有預設期望心理，以免期望與學童學習成效有落差，產生失落

感。 

 分享與心靈交流: 

小學伴的注意力偶爾會被隔壁另一位課輔老師畫面吸引，所以大學伴互相交流教

材與經驗，同時分享小學伴的特殊互動或狀況。 

 課輔老師的問卷回饋 

(1) 在教學方面： 

課輔老師大多數認為沒有大問題，除了少部份幾位小學伴只要情緒一來，可

能都會無法繼續課程；也可以從中看出來課輔老師的用心，已漸漸掌握小學

伴的狀態、上課內容及吸收成效。 

(2) 和孩子的互動： 

瑝小學伴願意開口主動分享生活，課輔老師都會很開心，比較沉默的小學伴，

也都越來越敞開心房。大部分互動是沒問題的。 

(3) 課輔老師希望從聚會獲得的資訊： 

    -教學方法、小學伴本身(身心或在學校的狀況) 

    -可以達到上課有所學習的效果(獎勵或懲罰) 

    -和其他課輔老師交流(有趣或困難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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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實錄 

 

 

純孝老師與大學生進行線上問與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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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 <<社區網路課輔>> 

102-2學期期末課輔志工服務典範表揚與感恩分享會 

日期 103年 06月 06 日(五)12:00-13:30、教育訓練時數 1.5小時 

地點 輔仁大學聖言樓 1樓大廳、聖言樓 SF131 教室 

量化成效 輔大師長 20位、大學志工 235位、助理 

活動 

摘要 

1.表揚本學期擔任小組長的大學志工 

2.期許優良大學伴的課輔經驗作為在座大學生的學習典範 

-每次課輔認真填寫日誌  

-按時上傳教學進度規畫表 

-認真備課、自製教材且上傳分享 

-確實填寫問卷 

  -配合團隊的合作 

3.課輔志工畢業生分享與傳承 

4.現場大學志工課輔經驗交流 

5.廣邀其他大學生參與聚會，為下學期招募準備 

活動實錄 

  

活動現場擺設偏鄉團隊歷年介紹、營隊手冊、各界感謝狀，以及大型海報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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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靈魂人物林宏彥、呂慈涵老師介紹網路課輔計畫。 

  

聶副校長頒發遠距課輔各小組長榮譽狀，特此表揚服務熱誠的大學生。 

  

本學期經決選的遠距課輔優良大學伴，特此表揚一群認真、優秀的課輔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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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選後，選出符合條件的優良大學伴，以及熱心、誠摯服務的課輔小組長一起合影。 

  

課輔小組長丁同學且是應屆畢業生代表，發表

大學生涯參與遠距課輔令人感動的心得分享。 

現場夥伴薛同學的分享，自己是身心障礙者，

感謝遠距課輔計畫，能有機會為偏鄉孩童盡一

份心力。 

 

會後師長、貴賓及參與的大學生留下開心的合影，感恩且溫馨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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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會議 

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4月組長培訓會議記錄 

 

一、時間：103 年 4月 18日(五)12:00-13:00 

二、地點：外語學院 LA110 

三、出席人員：助理、各學習端小組長 

四、議程： 

1. 日誌回覆狀況 

學習端 狀況 解決方法 

嘉蘭 1. 有些課輔老師沒寫課輔日

誌 

2. 小朋友將作業帶到課堂

寫，該怎麼辦? 

3. 通知小孩缺席的效率較慢 

4. 小孩替換率高，有時會一對

二教學 

1. 看看哪些課輔老師沒寫，與他們

溝通 

2. 先問是怎樣的作業： 

單字→回家做 

習作→視狀況而定(若作業有急

迫性，可以一起寫，但頇先告知

帶班老師) 

3. 由於嘉蘭的課輔形式為社區，需

到現場才能得知小孩的狀況(可

告訴課輔老師，留彈性時間給孩

子) 

4. 學習端會讓排候補的小孩體驗

上課的狀況 

※提議：期中訓練若時間在白天，

請學習端師長與課輔老師解釋 

六龜 1. 不知課輔老師有無看日誌

回覆 

2. 若是用團隊的教材，還需上

傳嗎? 

1. 加強宣導日誌回覆 

2. 團隊教材→提供上課內容 

建議：可自己做教材，將題目做

變化 

隘寮 上課教材沒有上傳完成，無法

準備 

確定還缺哪些版本，在上傳至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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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林 教材太大，傳不上去 儲存至 PDF檔或分兩個檔案上傳 

少年城 1. 上課到後半堂，小孩易分

心，講完尌忘 

2. 學生太晚進教室(練習棒

球) 

因中間沒有下課休息，所以上到一

個段落時，可以安插大家來找碴或

者心理測驗，先暫時讓小孩脫離課

程，放鬆一下 

大愛 1. 不知課輔老師有無看日誌

回覆 

2. 學生要求獎勵，但有與課輔

老師解釋不能這樣 

3. 學生程度落差大 

1. 加強宣導日誌回覆 

2. 學生落差大→與昭姿老師討論 

 

2. 課輔經驗簡報: 錄製 10-15分鐘影片，於 4/25 前完成 

除了分享給組員們，為自己而寫→記錄在遠距課輔的活動參與及生命歷程 

3. 教學錄影檔、課輔日誌、課輔教學素材同意書 

於教育訓練、成果發表和招募說明會上使用 

4. 期中教育訓練(課輔教學、輔導討論會) 

執行方式：各小組約時間 

討論重點：a.教學上的問題 

          b.與孩子互動的技巧 

          c.教學簡報製作技巧 

前置作業： 

小組員：於這周填寫完「期中教育訓練問卷」 

小組長：掌握出席人數/資料彙整 

5. 夏日學堂介紹 

招募說明會於 4/23(三)12:30在 LH103舉行，請各位夥伴踴躍報名參加 

確定參與的學習端為：介壽、輔中、六龜、隘寮、楓林、少年城、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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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103年上半年度期中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103 年 5月 16日(星期五) 15:00-17:00 

      地點：視訊會議 netmeeting1  

 http://140.136.201.6/enus.php 

 

貳、與會人員 

一、中華電亯(股)公司：曾志明科長、簡月娥小姐、胡俊民先生 

二、中華電亯基金會：林三元執行長、張嘉芳小姐 

    三、輔仁大學 偏鄉教育關懷中心：呂慈涵主任、林宏彥老師、陳筱筇助理 

 

參、 內容 

一、103年上半年度執行概況 

 各學習端出席狀況：減額或退輔機制 

嘉蘭：學童遲到、替換率高，學習端反應社區型態固定，著重減額辦法。 

大愛：103年上半年度執行狀況回昇改善，強調學伴概念，由中華電亯前往勘查、評估。 

爺亨：學童數量少，進而影響整體出席率高，而 103 年上半年度學習端回覆率高，將交由輔大

進一步考量去向。 

 

二、新加入合作夥伴 

 環境評估 

蘭嶼高中：約莫 20個，國一至高一範圍，完全中學型態，考慮後續輔導與追蹤； 

          具有網路問題，需要環境建置。 

馬祖高中：約莫 30個，建議以瑝地學生為輔導對象。 

http://140.136.201.6/enu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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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天主堂：12 個，小六至國一程度，以新住民學童為主。 

結論：蘭嶼高中與頭城天主堂先前已前往拜訪，後續等待學習端回繳需求申請表，進一步課輔

環境建置；而馬祖高中將於六月初蒞臨輔大討論合作事宜。 

 

三、103年度現金動支控管表 

 討論夏日學堂、相見歡之專案活動合併 

根據 CSR報表，中華電亯 103 年好厝邊網路課輔經費: 

網路課輔：850 萬元整 

專案活動：200 萬元整 

偏鄉教育關懷服務：100萬元整 

最佳動支達成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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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5月組長培訓會議記錄 

一、時間：103 年 5月 23日(五)12:30-13:30 

二、地點：聖言樓 SF131教室 

三、出席人員：助理、各學習端小組長 

四、議程： 

1.課輔日誌回覆狀況 

(1) 各組狀況報告 

(2) 解決方案 

告訴大學伴課輔日誌的功能(呈現上課的狀況、發掘問題、課輔老師的做事態度)，

加強宣導課輔日誌的填寫方法，建議可以用反問法去詢問大小學伴的吸收及教學

狀況。 

2.期末課輔志工服務典範表揚與感恩分享會相關事宜 

(1) 任務分工討論(工作事項及工作人員名單確認) 

(2) 小組長挑選優良大學伴 

遴選標準： 

A.課輔出席率達 100% 

B.課輔教材上傳率達 80% 

C.參與培訓、教育訓練達 80% 

3.活動照片 

 

 

小組長培訓結束後，與會夥伴留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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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103年上半年度 期末檢討會會議記錄 

壹、時間：103 年 7月 29日(二)  14:00-16:00 

貳、會議地點： 中華電亯基金會 

參、與會人員： 

中華電亯基金會：林三元執行長、張嘉芳小姐 

中華電亯(股)公司：曾志明科長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林宏彥老師、呂慈涵老師、 

                              譚培良助理 

肆、會議記錄:譚培良助理 

伍、討論議程: 

一、102-2學期課輔執行期末檢討 

決議出席率不穩定之學習端: 

(1) 嘉蘭 

研擬不透過協會，由輔大直接推薦有學習意願、表現較穩定的學童，嘗詴個別學

習，詴辦在家(或是尋找新的小端點)進行網路課輔。 

(2) 爺亨 

不再列入計畫案，轉由輔大與其之間雙方的合作關係。 

二、103-1新學期課輔前置 

(1) 新端點審查:修改相見歡合約部分內容，學期中相見歡合併至夏日學堂。 

(外島學習端有來台行程，視情況辦理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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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開放課輔學生以瑝地外島為主 

 蘭嶼:連線測詴時，注意網路穩定度 

 頭城:電腦設備待確認、環境建置 

(2) 學期中敬邀董事長官参訪輔大課輔現場，擬於 10 月底至 11月初舉辦。 

(3) 103-1學期學習端審查通過:楓林、隘寮、六龜、大愛、金崙、輔中、少年

城，後續請中華電亯公司與各學習端聯繫作業程序，輔大協助辦理。 

(嘉蘭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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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命故事 

縣市別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園區 

故事主題 讓愛傳下去 

主角姓名 傅行正 

    我能給孩子什麼？唯有陪伴，獻給孩子我們的全部的愛與關懷，用身教去洗禮孩子，

用經驗去告訴孩子。 

    脫離國中生已也許久的時光，現在要我回想瑝時，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是如此青

澀，每一個成長階段會有不同的思想，卻也是如此，讓我知道不能用我們大學生的角度，

去破壞那群懵懵懂懂，正準準備進入國中階段的孩子，在帶領孩子我們應該先以他們的角

度去思考，再用我們的經驗去開導孩子。 

    在這小學生國中階段的孩子，內心有些惶恐，新環境需要去適應，詴著去讓孩子適應

國中階段，把小六階段帅稚的心態轉變為成熟，最重要的是培養出他們尊重他人與團隊合

作的態度，孩子們都很聰明，也很聽話，只是需要我們不停的在旁叮嚀，陪伴，一大陪一

小，一小伴一大，看著他們的成長，我感到幸福。 

    從小生長在一個沒有健全的家庭，但我很慶幸有學校老師的陪伴，給了我良好的價值

觀，一位老師說：「我不能選擇傷害，可以選擇的是把傷害留在自己身上，用愛去照料更需

要愛的人。」現在我將我接受到的愛繼續傳出去，讓這股愛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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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桃園縣復興鄉/爺亨部落 

故事主題 用生命在寫，感動 

主角姓名 李奕賢 

 

   如果一篇故事，是用生命在寫，尌不會只是翻閱，而是會深入字裡行間的，感動。 

   遠端教學最難達到的尌是面對面確認小朋友們的吸收狀況，而這些缺失能再出隊的

過程中解決，並且吸取經驗轉換到之後的網路課輔中。能在上課途中發現問題，是我

們近距離接觸的主要目的，我們用心去體會每個小朋友的情況，用心去體會每道題目

中小學伴的吸收狀況，將這過程中的每個感受去轉換成能讓小學伴們更容易去吸收，

更容易去學習。用感受，能讓我們貼近彼此，也許在教學過程中偶有挫折，但我想這

些都能讓我們在以後的教學路上更加有經驗。 

    每一次的教學都會讓我們有更多的感受，轉換每一次的感受成為感動，從小學伴

眼中能看到他們對於快樂學習的渴望，我們若能從這些教學中讓他們得到自亯心，並

加以提升學習的興趣，這尌是我們最想得到的成果了! 

 有人問我:加入偏鄉課輔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說:能夠讓我確定自己未來的目

標，並且不會想放棄這條路。至於那條路，尌是瑝個老師，讓自己能為這片土地付出。

第三年了，我依舊努力朝著這條路前進，並且不斷的提醒自己要努力，因為有孩子正

在看著自己的影子長大；有孩子從單方面的被我關心到現在會主動對我噓寒問暖。我

想這尌是深為一個教育者最驕傲的地方吧! 

 有人問我:你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什麼?我說:孩子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環境，但是他們

能夠選擇對自己的態度，我笑著說到，這兩年多來，我教了許多地方的小孩，從空中

俯瞰，已經可以把台灣和離島整個包住了。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他們為了夢想和生活

在努力，我看到的是一種──對生命的韌性。 

 有一篇故事，是用生命在寫，書名是陪伴孩子的成長，所以我不只是翻閱，而是

深入字裡行間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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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高雄六龜桃源 

故事主題 我們的責任與他人的成長 

主角姓名 陳佑任 

 

    與六龜孩子的交流，對我來說這是難以忘懷的回憶，加入遠距課輔已經三年，因

著我的亯仰使我在服務的過程中，不致被打倒，反而從中獲益良多，感謝神。  

    還記得一開始加入遠距課輔時，是因為助理姐姐到班上來宣傳，看完宣傳影片裡

呂老師侃侃而談偏鄉教育的問題，我不禁流下兩行男兒淚，馬上衝去報名瑝課輔老師，

從此結下不解之緣，讀大學期間最令我感到最有成尌感的，尌是我曾服務過這樣一群

可愛的孩子們。 

    我從遠距教學的過程中認識到夥伴的重要，沒有夥伴什麼都做不到，遠距教學的

核心價值在於是我們與孩子一同成長，小手拉大手的圖樣說出了我們是一同扶持往前

的，以生命陪伴生命，是我們的理念。這群孩子們需要關懷、需要愛，許多的孩子是

單親家庭，家長常常工作不在家，有隔代教養的問題。我們不傴寒暑假到瑝地服務，

也長期的在學期中輔導孩子，並非只是一時的興起，在遠距教學的服務過程中，我看

見的是在我們身上有一個責任，而這個責任尌是推動我們陪伴孩子一同成長的力量。 

    六龜孩子們有些已經尌讀高中，甚至預備要上高中了，盼望我們所做的一切能夠

成為他們人生中重要的回憶與幫助，等他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也能夠起來成為照耀

別人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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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溫馨小故事分享 

 大學伴 

課輔教師姓名 學童姓名 內容 

林俞君 安○孙 

(輔中) 

堅持- 尌算小朋友不理你，你也要堅持做對的事情，繼

續教下去。 

忍耐- 我可以體會媽媽和老師的苦心，一再的重複同樣

的話需要很大的耐心，而且聽話人尌在你面前，卻還

需要重複好幾遍，但是年紀還小，需要多點耐心陪伴

他們。 

林芷伃 謝○茹 

(金崙) 

我了解偏鄉孩子缺乏的不是物資，而是陪伴、監督他

們長長的學伴。更能站在不同年齡的角度，為他著想，

也學會關懷、關心一個人的學習狀況，同時訓練自己

的表達、敘述、講解能力。 

許雯瑛 蔡○男 

(大愛) 

對於以往身為台下的學生和台上的老師身分之差異有

許多新認知， 要做好一位老師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要不斷充實自己的所知，並將之教授給學生， 還

要能讓學童隨時保持在專注的狀態上， 並讓自己也隨

時保持在 stand by 的狀態上。 這些我都還需要好好

學習。 

李智凱 杒○穎 

(六龜) 

即將要畢業了，心裡多少也會有些不捨，但人生或許

尌是這樣，有許多人會在生命中來來去去，重要的是

在彼此心中有無留下些美好的事物，我自己覺得我不

是一個活潑有趣的老師，在課堂上可能覺得枯燥乏

味。我對於遠距教學的目標，除了盡可能幫你解決課

業上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可以成為你可以分享的對

象，對生活、對家庭、對未來...之後沒有教你了，也

要好好認真念書，算數學也不要在粗心囉，要更注意

才行。或許有時候會覺得課業很估躁乏味，但這是學

習的必經過程，唯有透過學習，才能夠讓自己提升、

看到更不一樣的世界。念得好不好是一回事，老師也

希望在這過程中，你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走自

己想走的路，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愛你所選，選你所

愛。決定了方向尌勇敢向前不要害怕，我也一直相亯

著，只要下定決心，沒有什麼是完成不了的，一次、

兩次、三次...總有一天總會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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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透過遠距課輔，讓我們學

到付出與關懷，這是一個不容易且寶貴的經驗。富足

不是因為擁有多少，而是給與多少，共勉之。 

邱沛穎 王○ 

(輔中) 

遠距教學不分你我，帶給偏鄉更多的溫暖，在給予的

同時，其實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你會發現，教學

是一門藝術，也是一個會讓人快樂的活動，讓與你連

結的生命，在你熱情陽光的照耀下，一同茁壯向上! 

張雅雯 顏○雅 

(隘寮) 

用同理心來準備教材設計課程，以學生的興趣為中心

設計的課程才能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遠距課輔並非

如學校課程，而是以激發他們對於學習的興趣為中

心!!!加油!!! 

林芊妤 陳○樺 

(六龜) 

課輔是一個持續陪伴的關係，一個承諾，如果小朋友

與老師都願意那持之以恆是必要的。 

張博偉 王○逸 

(隘寮) 

孩子，你要記得 你永遠不是一個人 要對自己有亯心 

要知道，在這世界，你是獨一無二的 也會因為你的存

在，這社會也會有所不同、會更加閃亮。 

張博偉 王○逸 

(隘寮) 

參與課輔計畫的，看見的是這社會上的資源缺口，因

此以行動做社會關懷，補足這社會缺口，而青年也參

與公民運動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並且讓議題再次讓社

會大眾重視而不再漠視，這兩者，都是在強調青年對

於周遭環境的回饋與參與。 

盧鈺霖 王○ 

(輔中) 

你真的很棒，每次上課都好認真，讓我每次來上課都

很開心，那種開心是無法形容的，謝謝你給了我很大

的亯心，也讓我的人生有了非常棒的回憶!能與你合

作，真的是非常棒的榮耀! 

鄭家鈺 林○祺 

(嘉蘭) 

我們要對生命中所已出現的人事物充滿感恩，也不要

吝嗇把自己的愛分享給大家! 

施晏文 葉○祥 

(嘉蘭) 

時間很多，每天的心情 尌跟那大自然一樣有著陰晴圓

缺，但重要的是在這不斷變化的過程瑝中，你能學到

甚麼?擁有甚麼?得到了甚麼?失去了甚麼?在這不長不

短的時間中，我要你了解，凡是對任何學問抱有一絲

期待或不解時尌去追尋吧!找出屬於自己的自由，正視

心中的自己，從這段時間可以看出其實你很聰明，對

於不懂的地方也有著深刻的好奇心，有疑問尌去付出

行動力吧! 

 

  



54 

 

 小學伴 

學童姓名 學習端 內容 

林○謙 少年城 謝謝我的課輔老師，把我不會的科目努力的把我教到

會，也讓我分數低的科目把它拉起來。 

詹○任 楓林 希望自己像課輔老師一樣，幫助別人、耐心教導別人

的大學生。 

雲○又 楓林 謝謝老師對我耐心，謝謝妳不會因為我不專心尌責罵

我而是關心我，雖然相隔很遠但是我們可以用視訊了

解對方，真的很開心!你教我的東西我會一一記住的! 

林○榛 楓林 老師謝謝妳們教導我我不會的東西，並且有耐心的聽

我說學校的事情，每次上課的時候總是掛著笑容。希

望每次上課都能見到妳們。 

張○聖 六龜 謝謝你們出現在我的國中生涯!! 我將帶著你們給予

我的知識繼續前往我的未來的! 

賴○齡 六龜 老師是我最好的聽眾，有心事跟老師訴說都很安心，

也給了我很多的建議讓我去思考，幫了我很多很多的

地方，帄時要教導我們你們也辛苦了，真的是非常的

感謝。 

葉○翔 嘉蘭 能夠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角落 

成為一個被需要的人 

葉○君 大愛 老師謝謝你願意教我到現在，有時我一直很調皮不聽

話，但是這輩子我們能遇到而且是北部到南部的距離

真的不容易遇到，有緣阿!我會珍惜繼續努力的! 

羅○軒 輔中 我想說，謝謝你的用心教導，雖然我能記住的都比較

的少，但我是非常喜歡跟你一起上課，我更希望下學

期還可以繼續下去，因為我每一次都非常的有動力學

習! 

安○欣 輔中 我知道我這學期有點恍神，所以老師你可能會很辛

苦，這次是你大學最後一次的線上課輔，謝謝你對我

不離不棄教了我 2 個學期，也許我跟得有點慢，但你

還是很有耐心地慢慢教我這個烏龜學生，謝謝老師，

辛苦了!我會加油的! 

顏○雅 隘寮 希望我能能更上一層樓，考前十名，以報答老師對我

們的教育之恩，讓老師能對我有更大的期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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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2-2 期末問卷 

說 明：以期末滿意度問卷做為本計畫評估依據。 

 

目 標：藉由問卷結果了解夥伴大中小學對於本期程在電腦教室與環境、 教

學帄台與設備、課輔教學、管理作業、學習成效等面向之滿意結果，並作為 新

一期程之改進目標。 

 

帄均滿意度：選五等量表之「非常滿意」與「滿意」兩項眾數，分析各施測對象

對計畫之滿意程度，詳細數據請參見 p.125-146相關附件。 

 

 

問卷調查時間：103年 5月 13日~ 103年 6月 2日 

 應填答數 實填答數 填答率 

教學端帶班教師 5 5 100％ 

學習端帶班教師 9 7 77.8% 

課輔教師 222 206 92.8％ 

學童 122 93 76.2％ 

 

  



56 

 

 輔大教學端之分析 

註 1:在輔導、管理項目中的計畫執行內容，輔大帶班老師填答尚可居多(60%)，故影響滿意度。 

註 2:教育訓練結果顯示，在大學生積極參與項目方面滿意度偏低，在新學期將加強課程訓練，激發大學生參與的熱忱。 

 

 學習端師長之分析 

註 3:在教學帄台與設備裡耳麥衛生使用的項目，由於無專屬使用耳麥，故此項次較低。 

註 4:學習端師長共 9 位，7 位師長有填寫問卷，爺亨、輔中尚未填寫，影響填答率。 

  

輔大帶班師長 

問卷項目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教學帄台與設備 輔導、管理 教育訓練 服務成長 填答率 

滿意度(%) 86.67 94.29 73.33
註 1 66.67

註 2 92.5 100% 

 

學習端師長 

問卷項目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教學帄台與設備 課輔教學 管理作業 輔導機制 填答率 

滿意度(%) 85.71 76.19
註 3 90.48 100.0 100.0 77.8%

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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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伴分析說明 

註 5:調查結果電腦環境、設備滿意度不高，顯示大學生對硬體環境的依賴度與標準較高。 

    在教育訓練裡，面對學童情緒管理與困難之項目呈現不滿意值，新學期會透過各方面加強輔導。 

    在輔導學童之分析裡，學童分享家中情形偏低，與各學習端的生態背景有關。 

 小學伴分析說明 

註 6:在學習態度之課後主動複習項目滿意度低，顯示學童依賴他人協助課業輔導，自主性還需培養。 

註 7:只有楓林、隘寮、六龜的學習端學童完整填答問卷，其他學習端學童並無全數作答，而爺亨則無填寫問卷。新學期會

請師長加強宣導。 

大學伴 

問卷項目 

電腦教室與

網路環境 

教學帄台

與設備 

教育 

訓練/

教學 

輔導學

童之分

析 

態度成長 

填答率 A.了解服務

族群 

B.服務

行動 

C.服務自

我要求 

D.人際

互動 

E.社會關

注與責任 

滿意度(%)
註 5 73.54 78.99 77.51 77.13 84.17 84.21 89.72 86.45 92.46 92.8% 

 

小學伴 

問卷項目 
學習成效 學習態度 學習陪伴 填答率 

滿意度(%) 86.02 78.63
註 6 87.53 76.2%

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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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端帶班教師滿意度調查：填答數 5人 

 

帶班教師滿意度調查共分四大項目，包含: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針對教學端電腦教室的電腦穩定和連外網路穩定、學習端電腦與網

路穩定，了解各校利用電腦與網路教學後上課的狀況。  

 

 教學帄台與設備： 

針對網路教學帄台、教學設備及課輔日誌了解、帶班人員有能力隨

時協助處理網路、設備障礙等問題，使用後對功能性、便利性及保

存性的滿意程度。 

 

 營運輔導與管理： 

針對計畫執行和運作模式的了解、角色定位與協助溝通之事項處理，

了解學習端對該計畫執行及課輔教學執行狀況的滿意程度。 

 

 教育訓練： 

針對大學伴參與各項教育訓練培訓，以及學習端師長的參與培訓，

了解教學端師長對教育訓練課程規劃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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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5/5   填答率 100% 

教學端帶班師長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積極參與性與團隊合作需加強。帶班人員雖然對於計畫內容不是很了解，但是

在障礙排解等技術面部分滿意度為非常肯定，顯示出在計畫人員訓練的重要性還有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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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

執行

度

認同

計畫

的精

神，

願意

繼續

參與

對線

上教

育訓

練的

課程

與模

式

能積

極規

劃教

育訓

練課

程

大學

生能

積極

參與

教育

訓練

培訓

(輔

導

面)

大學

生能

積極

參與

教育

訓練

培訓

(教

學

面) 

大學

生能

積極

參與

教育

訓練

培訓

(技

術

面)

大學

生的

服

務、

學習

態度

大學

生在

紀律

方面

的成

長

大學

生在

解決

問題

能力

上的

成長

大學

生在

利他

行動

能力

的成

長

大學

生在

挫折

承受

度方

面的

成長

大學

生在

團隊

合作

上的

成長

大學

生在

時間

管理

上的

成長

大學

生在

品德

力的

成長

大學

生對

公民

社會

議題

的參

與及

關懷

滿意度 80. 100 80. 100 100 80. 100 100 80. 100 40. 80. 80. 80. 80. 80. 80. 60. 60. 60. 60. 80. 100 100 100 100 60. 100 100 8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2-2學期 輔大帶班老師滿意度問卷調查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_教學平台與設備_輔導與管理
教學平台與設備 

 

教育訓練 

 

營運輔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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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端帶班教師滿意度調查：填答數 7 人 

 

帶班教師滿意度調查共分五大項目，包含: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針對教學端（電腦教室的電腦穩定和連外網路穩定、學習端電腦與網路穩定，

了解各校利用電腦與網路教學後上課的狀況。  

 

 教學帄台與設備： 

針對網路教學帄台、教學設備及課輔日誌了解、帶班人員有能力隨時協助處

理網路、設備障礙等問題，使用後對功能性、便利性及保存性的滿意程度。 

 

 課輔教學： 

針對課輔教學大學生的事前備課、課輔教學狀況、上課時數、計畫內容及夥

伴團隊的溝通模式做調查，了解學習端師長對計畫執行及課輔教學執行狀況

的滿意程度。 

 

 管理作業： 

對於夥伴團隊合作溝通、計畫內不同角色的責任與義務進行調查，以了解夥

伴學校對計畫與責任的熟悉程度。 

 

 輔導機制： 

針對教學端提供學習端技術支援、課輔教學相關資訊，以了解學習端對學童

的關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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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端電

腦教

室的

電腦

穩定

學習

端連

外網

路穩

定

教學

平台

穩定

教學

平台

使用

順手

課輔

日誌

對教

學有

實質

輔助

功效

視訊

攝影

機使

用效

果佳

耳麥

因衛

生關

係，

專屬

使用

手寫

板使

用方

便

大學

生事

前的

備課

狀況

大學

生對

課程

及教

材內

容的

掌握

度

大學

生能

於教

學時

掌握

小學

伴學

習狀

況

大學

生教

學時

能充

分利

用平

台介

面功

能

大學

生的

課程

規劃

適當

大學

生的

教學

態度

良好

大學

生的

教學

方式

適當

大學

生能

引起

學童

學習

興趣

大學

生的

陪伴

有助

於小

學伴

的典

範學

習

課輔

教學

內容

能輔

助學

童平

時學

習

每週

兩次

及上

課時

數是

足夠

的

教學

端帶

班老

師能

掌握

課輔

情形

本計

畫有

助於

小學

伴在

學科

能力

上的

提升

本計

畫有

助於

小學

伴在

自主

學習

態度

的提

升

本計

畫有

助於

小學

伴教

養力

的提

升

學習

端的

團隊

合作

溝通

的模

式恰

當

行政

作業

量及

程序

恰當

不同

角色

能盡

到任

務責

任與

義務

學習

端關

懷並

充分

掌握

學童

之學

習狀

況

學習

端提

供平

台與

設備

使用

技術

教育

訓練

支援

滿意度 85. 85. 85. 85. 57. 85. 57. 85. 100 100 71. 100 85. 100 85. 85. 100 100 57. 85. 8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2-2學期 學習端師長滿意問卷調查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_教學平台與設備_課輔教學_管理作業_輔導機制

 

 

 

 

 

 

 

 

 

 

 

 

 

 

 

 

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9/7   填答率 77.8% 

從學習端帶班師長滿意度調查結果，發現普遍達到八成以上，尤其在設備功能以及大學生教學方面最為滿意；除了輔導機制

部分的上課時數中顯示，學習端師長皆建議能提高上課時數，期望達到更密集的輔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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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滿意度調查：填答數 206 人 

 

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共分五大項目，包含: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針對教學端電腦教室的電腦穩定和連外網路穩定、學習端電腦教室的電腦穩定和

連外網路穩定，了解各校利用電腦與網路教學後上課的狀況。 

 

 教學帄台與設備： 

針對網路教學帄台及教學設備了解使用後對功能性、方便性的滿意程度。 

 

 教育訓練： 

針對大學團隊所提供之課輔備課教材、課輔日誌回覆、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帄台

技術課程、與學童間的合作溝通和相處狀況做調查，了解大學對大學生的支援與

輔導是否足夠。 

 

 態度成長： 

針對大學生在參與網路課業輔導之後對自我認識的看法、多面向看待事物和對社

會思考，了解大學學伴的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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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222/206   填答率 92.8% 

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顯示，在「電腦、網路環境」以及「教學帄台與設備」的標準普遍在帄均值，尤其是在耳機、手寫版硬體設

備部分偏低，顯示大學生使用率及使用狀況需加強。「教育訓練」調查結果滿意度也顯示這部分將在新學期做新方向規劃，改善進

步空間很大，期望達到教育訓練實質功效。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教學平台與設備 課輔教學 

 

管理作業 

 

輔導機制 

 

 

教學

端電

腦教

室的

電腦

穩定

教學

端連

外網

路穩

定

學習

端電

腦教

室的

電腦

穩定

學習

端連

外網

路穩

定

教學

平台

穩定

教學

平台

使用

順手

課輔

日誌

對教

學有

實質

輔助

功效

視訊

攝影

機使

用效

果佳

耳麥

使用

情形

良好

手寫

板使

用方

便

帶班

人員

有能

力隨

時協

助處

理網

路、

設備

障…

備課

教材

很有

幫助

課程

規劃

對我

有幫

助.

平台

技術

課程

對我

有幫

助.

即時

協助

教學

現場

狀況.

課輔

日誌

上的

教材

分享

資源

對我

有幫

助.

對課

輔日

誌的

回覆.

隨時

協助

我了

解學

童端

的學

習需

求.

能夠

協助

我處

理學

童的

學習

情緒

與困

難.

能夠

聆聽

我的

教學

挫折.

學習

端師

長有

參與

我與

學童

的教

學互

動.

對於

課輔

學童

的學

習成

效.

對於

學童

與我

的師

生關

係.

滿意度 74.76 78.16 71.84 69.42 87.86 88.83 84.95 73.79 61.17 64.56 91.75 72.33 69.90 83.50 90.29 72.33 83.50 76.70 68.93 78.64 75.24 75.24 83.5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2-2學期 輔仁大學課輔教師 滿意度調查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_教學平台與設備_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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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222/206   填答率 92.8% 

課輔教師滿意度之態度成長調查顯示，在了解學童層次方面普遍滿意度高，會事先了解其背景與狀況，做為日後網路課輔的教學

輔助，由於攸關個人隱私問題，課輔老師與學童間家庭生活分享較為薄弱，而校園間的分享較為頻繁。 

學童在

課輔所

表現之

學習態

度.

學童課

輔之學

習反應.

學童對

於輔導

內容之

學習動

機.

學童與

我的互

動情形.

學童課

輔中學

習專注

情形.

學童課

輔中分

享自己

學校生

活的情

形.

學童課

輔中分

享自己

家庭生

活的情

形.

學童的

出席狀

況.

學童身

心健康

之狀況.

預先了

解學習

進度.

預先了

解課業

學習狀

況.

預先了

解過去

的課輔

狀況.

了解每

次的課

業狀況.

試圖了

解學習

問題.

從學習

端師長

探知學

童成長

背景與

特質.

了解學

童之家

庭生活

狀況.

解學童

之學校

生活狀

況.

了解學

童之身

心狀況.

了解學

童之學

習興趣.

滿意度 76.70% 75.24% 71.84% 83.98% 68.93% 75.73% 59.22% 91.26% 91.26% 84.95% 87.38% 79.13% 91.75% 93.20% 69.90% 70.39% 88.35% 90.78% 85.92%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2-2學期 輔仁大學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

輔導學童之分析_了解服務族群

服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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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222/206   填答率 92.8% 

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顯示，在「服務行動」與「服務自我要求」普遍偏高，唯有教材的準備及上傳分享需再加強宣導，將於新學

期教育訓練的課程規劃，提供更多元的線上教材，同時在學期課輔期間，輔導大學生學習如何自行撰寫教學規劃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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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量.

設計

學童

可以

互動

參與

的教

學活

動

會採

用多

元的

教學

方法

會利

用多

元的

數位

教材

會依

學童

的經

驗背

景設

計教

材

會跟

其他

課輔

老師

尋求

協

助，

解決

課輔

教學

上的

問題.

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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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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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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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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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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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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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學童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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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教育

學童

應有

的學

習態

度，

對…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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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

的情

形.

要求

自己

學習

寫教

學計

畫.

要求

自己

準時

到課.

要求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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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

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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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要求

自己

以包

容的

心對

待學

童的

任性

與無

理的

行為.

要求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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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

學習

的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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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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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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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課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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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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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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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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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承

諾.

要求

自己

以身

作

則，

以作

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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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

習成

效.

課輔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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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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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的態

度.

滿意度 91.2 87.3 81.5 78.6 85.4 72.3 67.9 92.7 66.9 86.8 92.7 92.2 87.8 93.6 81.5 84.4 87.8 83.0 65.0 89.8 95.6 89.3 91.7 95.6 95.1 93.6 92.7 91.2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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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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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100.00%

102-2學期 輔仁大學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

服務行動_服務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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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222/206   填答率 92.8% 

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顯示，滿意度普遍高達八成，唯有在「人際互動」上，其中與團隊成員互相分享彼此經驗的區塊中顯示滿意

度稍低，與網路課輔一對一授課，大學生的互動機會較為不足，將在新學期舉辦多場討論會、教育訓練促進大學生之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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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

成長

的活

動 .

了解

現有

的弱

勢學

童教

育問

題 .

期許

自己

未來

持續

性的

關注

弱勢

學童

教育

的…

期許

自己

未來

影響

更多

人為

弱勢

族群

貢獻

心力 .

未來

會繼

續投

入其

他關

懷社

會相

關的

工作 .

繼續

參加

網路

課

輔，

為偏

鄉孩

童服

務 .

滿意度 91.7 84.4 82.0 83.9 90.7 92.2 87.8 88.3 91.2 76.7 84.9 86.8 82.5 91.2 95.1 92.7 97.0 96.6 93.2 96.1 98.0 87.8 92.2 95.1 90.7 92.2 87.3 81.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2-2學期 輔仁大學課輔教師滿意度調查

人際互動_社會關注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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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童滿意度調查：填答數 93 人 

學童滿意度調查滿意度調查共分三大項目，包含： 

 學習成效：針對學童對於大學生遠距課輔對學童之幫助。 

 學習態度：針對學童對於課間、課後的學習態度調查。 

 學習陪伴：針對學童與大學伴之間的相處情形與大學生身教作全面性的了解。 

應填答人數/實填答人數  122/93   填答率 76.2% 

依據學童的滿意度調查結果，在「學習成效」以及「學習陪伴」上較高，而在學

習態度中，一項學童在課輔後主動複習課程的分析上較低，顯示出學童在課輔中

的態度較為積極。 

能夠

了解

白天

學校

老師

教的

內容

教學

方法

對我

有幫

助

幫助

我了

解以

前不

會的

地方

喜歡

上網

路課

輔

準時

上網

路課

輔，

不遲

到、

不請

假

專心

上網

路課

輔，

不上

網看

其他

影片

或資

料

喜歡

和我

的課

輔老

師一

起學

習

每一

次的

網路

課輔

上課

都讓

我很

期待

會主

動向

課輔

老師

提出

我不

會的

地方

課輔

下課

後會

主動

復習

課程

下學

期還

可以

繼續

參加

網路

課輔

課輔

老師

會關

心我

的生

活

課輔

老師

有很

多好

榜樣

課輔

老師

會耐

心聽

我的

問

題、

了解

我的

想法

會和

課輔

老師

分享

生活

和想

法

和課

輔老

師會

互相

鼓勵

與支

持

滿意度 80.6 89.2 88.1 86.0 76.3 79.5 88.1 81.7 76.3 59.1 81.7 91.4 90.3 91.4 80.6 83.8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02-2學期 學童滿意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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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效分析及未來規劃 

學習端 102-2優點 102-2待改進處 103-1因應措施／建議 

高雄杉
林大愛
園區 

因為上學期多半為

新進學童，導致出席

率及學童狀況難以

掌控；不過經本學期

學童數篩選，此端點

漸入佳境，也能如實

回報課輔情形。 

該學端組織、人事生態

特別，導致在溝通協調

上的斷層、學習成效不

易彰顯。 

學童之缺席退輔機制

註 1，確實地掌控出席

率也減少人事溝通上

的障礙。 

高雄 
六龜 
天主堂 

本學習端狀況穩定經

營，學童出席都能掌

握，但頇持續追蹤學

童學習與成長狀況。 

神父因缺乏專業資訊

人員輔佐，對於處理電

腦硬體相關問題，較無

法瑝機立斷。 

本學習端與總公司之

淵源深厚，建請討論後

續深耕、人才培育方案

註 2。 

屏東 
少年城 

該學習端學童統一

住宿，學習狀況穩

定。 

帶班老師也曾經參

與過遠距課輔團隊

的經營，也對課輔生

態深刻了解，更能確

實掌握學童的狀況。 

由於本學習端背景特

殊，皆由機構統一照

顧，又正值青少年時

期，在課輔的教學上更

需要細心拿捏用詞以

及債聽。 

1.建議與帶班老師討

論學科教學規劃與評

估機制，請帶班老師參

與教學輔佐。 

2.學習端狀況穩定，建

議思考後續深耕、人才

培育計畫。註 2 

屏東 
楓林 
教會 

此學習端為長期合

作之端點，與其帶班

老師也配合得宜，尤

其在課輔日誌的使

用率上，此一端點為

名列前茅。 

1.該學習端學童多以

國小學童為主，不易續

留國中生。 

2.本學期電腦教室異

動，持續追蹤環境設備

等相關問題。 

該教會有多位高中生

有助學金之需求，擬請

研議後續深耕、人才培

育計畫。註 2 

桃園 
爺亨 
關懷站 

雖無明顯改善學童

的生活狀況，但在課

輔下來，觀察到學童

該學習端管理人力較

有限，基於家庭功能薄

弱、生長背景特殊，影

新學期將不列入中華

電亯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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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會在課輔前將作

業寫完，詢問問題的

意願也有增加。 

響學童學習態度與意

願，出席率不穩定，較

需要修女的嚴格監督。 

屏東 
隘寮 
陽光 
課輔班 

該 學 習 端 學 童 數

少，再新增國中學

童，學習狀況良好。 

本學期較無明顯案例

影響課輔品質，希望能

與該學習端持續保持

暢通聯繫。 

建議請該學習端加強

建置學童學習資料庫

之建立。 

台東 
嘉蘭 
社區 

在本學期退輔機制

及課輔老師用心經

營下，學童的出席率

有明顯改善。 

1.該學習端活動繁

多，導致學童出席率不

穩定：請假、遲到頻率

高，不易掌握教學進

度，影響大學伴服務熱

忱。 

2.學童變動率高，不易

引導學童學習成效。 

3.帶班師長的日誌回

覆律較低，影響學童的

掌控情形。 

1.學童之缺席退輔機

制註 1，確實地掌控出

席率也減少人事溝通

上的障礙。 

2.建議多舉辦面對面

的機會，不管是線上會

議亦或者是多元活

動，希望有助於改善課

輔品質。 

嘉義 
輔仁 
中學 

該學習端學習狀況

穩定，可能與課輔環

境地處學校，又因學

童住校因素，較能確

實掌控每週學童的

出席率。 

 

1.學童出席狀況有時

依學校活動作調整，逢

戶外教學、段考、期中

和期末學童出席率較

低。 

2.學童多半參與校內

活動，如田徑和練舞，

因體能負荷疲累，影響

學童上課學習狀況。 

1.該學習端學習狀況

穩定，可發展後續深

耕、人才培育機制。註 2 

2. 學 科 別 需 求 較 多

樣：理化、生物，輔大

已召募相關科系同學

擔任課輔教師。 

 

台東 
金崙 
社區 

與該學習端去年合

作以來狀況持續穩

定。 

學習端社區活動繁

多，有時會在課輔之後

早退，影響課輔品質。 

學習端多半受到網路

連線問題，以及缺乏帄

時連繫，希望在新學期

得到改善。 

未來規劃 

針對計畫運作之行政面、設備面、教學面、輔導面，提出後續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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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面 

 1.退輔機制註 1: 

(1) 瑝無故缺席達兩次以上(包含兩次)，將失去課輔資格。 

(2) 以上課後 30分鐘為基準，遲到或無故早退達三次以上(包含三次)，將失去課輔資格。 

(3) 學童「無故缺席達 1次+無故遲到或早退達 2次」，將喪失課輔資格。 

2. 團隊持續強化教學端與學習端的溝通，除了課輔日誌上的互動，邀請帶班師長與

大學生舉辦面對面∕視訊會議，給予大學生處理課輔時遇到的問題的建議。 

3. 深化帶班師長與社區、學校導師、家長建立完善的連繫網，尤其鼓勵家長到課輔

現場參觀，也讓大學生了解家長對孩童的期許。 

二、 設備面 

1. 鼓勵帶班老師參與線上技術教育訓練，加強資訊專業能力。 

2. 教導高年級學童障礙排解能力，於課輔前提早到，並適時擔任帶班師長的小助手。 

三、 教學面 

1. 辦理教育訓練以加強大學生的專業能力：課輔帄台使用、設備障礙排解、備

課、教案撰寫、課輔日誌填寫、溝通技巧…等。 

2. 學習端帶班老師同意，提供課輔日誌帳號給學童班導師，歡迎導師隨時提供

教學、輔導建議給教學端課輔老師。 

3. 建立教材分享園地，支援課輔教師教學備課資源。 

 

四、 輔導面 

1. 鼓勵教學端與學習端持續多元互動關係，如：舉辦冬、夏日學校等。 

2. 加強大學學伴在課輔服務時品德力之實踐：紀律、準時到課、主動積極學習、

關懷等，做為學童的學習典範。 

3. 高中生助學金機制註 2： 

   為了深耕人才培育，擬辦理課輔追蹤系統，確實掌握學童的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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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附件 

一、 行事曆 

 

日期 內容 

103年 3月 8日 期初教育訓練 

103年 3月 11、13日 遠距課輔開課日 

103年 4月 1、3日 民族掃墓節調整放假，課輔暫停一週 

103年 4月 16-17日 期中訪視 

103年 4月 14-18日 期中考週(課輔照常上課) 

103年 4月 22日 企業參訪課輔現場 

103年 4月 29日、5月 6日 期中教育訓練(小組聚會、討論研習) 

103年 5月 6、8日 第一次課輔薪資確認(於課堂間確認) 

103年 5月 13日 填寫期末滿意度問卷 

103年月 6月 6日 期末成果發表會 

103年 6月 10、12日 遠距課輔結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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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輔配對名單 

高雄市杉林大愛園區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10-19:20 19:10-19:20 英語文 E 

數學 M 上課教室 SF337 SF337 

受輔學童數 11 11 

課輔教師數 11 11 

科目 英語/文、數學 英語/文、數學 

中小學帶班老師 李昭姿 0910-557-460 

大學帶班老師 姜博原 0920-655-769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103 年 3月 13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大愛 01 彭玉柔(九) 31 
周岫芷 E 

0989-191-179 

林亞璇 M 

0920-477-810 

1-5嘉安 

6-11歆喬 

大愛 02 宋沅真(九) 32 
陳鈺欣 E 

0963-490-869 

陳耀奇 M 

0931-708-085 

大愛 03 蔡宗男(七) 34 
許雯瑛 E 

0919-540-133 

劉怡君 M 

0925-456-727 

大愛 04 姚嘉欣(七) 36 
林意臻 M 

0918-426-355 

劉瑾璇 E 

0929-150-208 

大愛 05 林于翔(七) 37 
張雅婷 E 

0981-655-878 

蔡文馨 M 

0936-428-149 

大愛 06 
葉姵君(七) 

賴采芳(七) 
44 

吳奕萱 M 

0952-728-779 

張俊堯 E 

0936-498-070 

大愛 07 潘瑞倫(七) 45 
吳茜儒 E 

0926-245-566 

張雅婷 M 

0981-655-878 

大愛 08 王憶雯(七) 47 
林 瑀 E 

0988-080-037 

黃歆喬 M 

0988-863-709 

大愛 09 林玳妃(六) 49 
陳瀅如 E 

0923-180-202 

張 逸 M 

0952-950-131 

大愛 10 陳苙榛(五) 50 
陳瑋岑 M 

0970-760-158 

簡 妤 E 

0929-800-325 

大愛 11 朱志賢 51 
許家瑋 M 

0952-126-218 

吳奕萱 E 

0952-84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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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區六龜天主堂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10-19:20 19:10-19:20 英語 E-康軒 

數學 M-南一 上課教室 SF337 SF337 

受輔學童數 11 12 

課輔教師數 11 12 

科目 英語、數學 英語、數學 

中小學帶班老師 謝光華神父 0961-334-740 

大學帶班老師 姜博原 0920-655-769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103 年 3月 11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六龜 01 張哲聖(九) 3 
陳昱瑄 M 

0987-280-522 

劉家瑜 E 

0970-639-862 

1-6庭瑄 

7-12佑任 

六龜 02 賴巧齡(九) 4 
曾祈瑜 E 

0922-703-302 

張庭瑄 M 

0930-705-955 

六龜 03 賴巧心(八) 6 
陳佑任 E 

0953-068-200 

李惠如 M 

0989-175-597 

六龜 04 邱佩榕(八) 8 
陳慕容 M 

0912-874-776 

鄭琇儷 E 

0921-575-325 

六龜 05 潘偉傑(八) 9 
胡晉瑄 M 

0953-900-676 

劉岱昀 E 

0919-325-259 

六龜 06 陳承樺(七) 10 
林芊妤 E 

0932-354-041 

康賀鈞 M 

0952-600-573 

六龜 07 潘意婷(七) 17 
許逸華 M 

0911-021-129 

陳琳琳 E 

0955-874-423 

六龜 08 林旻繡(七) 18 
陳冠寧 E 

0912-911-082 

胡晉瑄 M 

0953-900-676 

六龜 09 潘芷琳(六) 20 
吳欣兒 E 

0984-250-015 

林佳葦 M 

0955-832-532 

六龜 10 謝皓恩(六) 22 
李翊寧 E 

0930-357-837 

巫欣螢 M 

0910-814-902 

六龜 11 賴家柔(六) 23 
林文欣 E 

0975-429-435 

梁又方 M 

0926-54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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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六龜 12 杒慈穎(十) 24 
李智凱 M 

0983-598-972 
 

六龜 13 莊珈茵(六) 24  
謝孟倢 M 

0921-19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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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潮州少年城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10-19:20 19:10-19:20  

上課教室 SF337 SF337 

受輔學童數 13 13 

課輔教師數 13 13 

科目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 

中小學帶班老師 李純孝 0932-873-318 

大學帶班老師 姜博原 0920-655-769 

開課日期 103年 3月 8日(二)、103 年 3月 11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少年城 01 蕭光佑(四) 58 
吳佳潔 E 

0975-739-920 

徐鳳憶 M 

0981-940-600 

1-6佳欣 

7-12筱晴 

少年城 02 陳宗廷(五) 59 
王心穎 C 

0934-152-121 

呂佳欣 M 

0931-038-410 

少年城 03 林晏豪(六) 61 
黃曉晴 M 

0911-844-799 

楊婷伊 E 

0972-703-162 

少年城 04 莊清勇(七) 63 
陳欣昀 E 

0911-686-195 

許媛婷 E 

0988-517-106 

少年城 05 潘韋縉(七) 64 
王力禾 M 

0958-904-928 

蕭郁祺 E 

0934-251-567 

少年城 06 陳子昂(七) 65 
蔡亞築 M 

0963-074-966 

林子婷 E 

0916-392-672 

少年城 07 林卲謙(七) 72 
戴熒萱 M 

0963-435-873 

畢于庭 E 

0972-147-032 

少年城 08 黃承瑄(七) 73 
林子筠 M 

0939-188-567 

王珮瑜 E 

0931-149-882 

少年城 09 陳韋綸(八) 74 
林仕倢 M 

0972-719-349 

莊采葳 E 

0928-789-601 

少年城 10 許汶杰(八) 76 
宋佳芸 N(理化) 

0939-113-177 

林葶熙 E 

0912-795-485 



76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少年城 11 陳  恩(八) 78 
李 昕 E 

0917-093-937 

張渝文 M 

0916-551-746 

少年城 12 潘冠宜(九) 79 
林詵庭 E 

0912-337-025 

黄楷婷 M 

0963-36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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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基督教循理教會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10-19:20休息 19:10-19:20休息 國語 C-康軒 

數學 M-康軒 

英語 E-康軒 

上課教室 SF337 SF337 

受輔學童數 17 17 

課輔教師人次 16 16 

科目 數學、國文、英文 數學、國文、英文 

中小學帶班老師 林恩惠師母 0925-781-635 

大學帶班人員 姜博原 0920-655-769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103年 3月 13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楓林 01 
廖奕揚(六) 

許亦柔(六) 
25 

陳曦怡 M(康軒) 

0975-525-063 

張育娸 C(康軒) 

0922-555-721 

恩惠師母 

光賢 

昭權 

楓林 02 林哲銘(六) 26 
張家瑜 M(康軒) 

0911-626-809 

田俞璇 E(康軒) 

0912-915-372 

楓林 03 陸佳皓(五) 28 
李奕賢 M(康軒) 

0981-228-401 

游子嫻 E(康軒) 

0953-840-823 

楓林 04 林恩惠(五) 30 
楊 容 E(康軒) 

0987-246-523 

張愛妮 M(康軒) 

0972-237-498 

楓林 05 林家榛(五) 38 
黃雅竹 E(康軒) 

0913-351-429 

陳思羽 M(康軒) 

0972-020-703 

楓林 06 溫政翔(四) 39 
林宜君 M(康軒) 

0925-157-116 

朱一帄 E 

0976-195-855 

楓林 07 邵佳禎(四) 41 
謝明儒 E 

0972-503-316 

彭柔瑄 M(康軒) 

0981-787-528 

楓林 08 駱宜婕(四) 43 
李瑞孙 M 

0983-173-665 

許沁瑩 E(康軒) 

0916-006-344 

楓林 09 王已恩(四) 52 
鍾佾錚 M(康軒) 

0972-536-669 

吳怡仲 E 

0989-436-236 

楓林 10 詹閎任(四) 53 
王昭權 M(康軒) 

0988-189-738 

劉潔萱 E 

0928-015-305 

楓林 11 陸佳弘(四) 55 
周誼繪 E 

0921-503-723 

張菀珈 M(康軒) 

0919-853-436 



78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楓林 12 雲芊又(四) 57 
趙秀娟 E(康軒) 

0953-672-522 

陳鈺以 M(康軒) 

0920-810-915 

楓林 13 朱育慧(四) 66 
李宛庭 E 

0935-024-526 

蔡佳穎 M(康軒) 

0988-869-202 

楓林 14 溫  馨(三) 67 
黃怡華 M(康軒) 

0919-691-410 

林宥嘉 C 

0988-759-619 

楓林 15 許芊蕙(三) 69 
孫容錚 C(康軒) 

0972-690-030 

林子涵 M(康軒) 

0912-036-334 

楓林 16 陸佳儀(三) 71 
陳光賢 M(康軒) 

0988-080-742 

薛雅心 C 

0983-59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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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隘寮好厝邊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10-19:20 19:10-19:20 英語 E 

數學 M 上課教室 SF337 SF337 

受輔學童數 7 7 

課輔教師數 7 7 

科目 國語、英語、數學 國語、英語、數學 

中小學帶班老師 陳俊仁 0938-028-404 謝浪花 0975-219-683 

大學帶班老師 姜博原 0920-655-769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103 年 3月 13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7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隘寮 01 卓素貞(七) 1 
張曼珍 M 

0919-302-081 

劉瀞文 E 

0926-811-109 

琇惠 

隘寮 02 陳 薇(七) 2 
林柏丞 M 

0960-010-005 

吳定怡 E 

0953-950-312 

隘寮 03 周劭祈(五) 11 
張菀珈 M 

0919-853-436 

田 筠 E 

0928-121-390 

隘寮 04 陳 昊(五) 12 
余柔毅 E 

0928-798-110 

魏士傑 M 

0911-712-160 

隘寮 05 顏婷雅(四) 14 
張雅雯 E 

0988-324-241 

鄺柔羽 M 

0976-306-803 

隘寮 06 麥惠馨(四) 15 
王曉蓉 M 

0975-783-637 

楊琇惠 E 

0910-029-326 

隘寮 07 王華逸(四) 16 
張博偉 E 

0910-336-130 

羅文敏 M 

0912-92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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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天主教輔仁中學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20-19:30休息 19:20-19:30休息 數學 M 

英文 E 

自然 N 

歷史 H 

社會 S 

上課教室 SF338 SF338 

受輔學童數 21 21 

課輔教師數 21 21 

科目 
數學、理化、生物、地科、

英文、歷史、地理、公民 

數學、理化、生物、地科、

英文、歷史、地理、公民 

中小學帶班老

師 

蔡育祝 05-2281001#501 

0983-399-121 

張祐慈 05-2281001#503 

0921-506-710 

資訊老師 
陳揮明/05-2281001#213 

0921-050-721 

大學帶班老師 陳孟煒 0963-455-081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103 年 3月 13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8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輔中 01 湯鏡蓉(九) 1 
陳依靖 E 

0975-288-501 

謝宗昇 H歷史 

0910-522-790 

1-7 

馬卡 

8-14 

宛霖 

15-21 

行正 

22-27 

小七 

輔中 02 方瑋琪(九) 3 
陳郡翎 H歷史 

0970-266-576 

陳學雅 E 

0953-060-189 

輔中 03 安庭萱(九) 4 
唐長安 N地科 

0937-087-116 

陳光賢 N生物 

0988-080-742 

輔中 04 高淑蘭(九) 6 
張育娸 H歷史 

0922-555-721 

趙秀娟 N生物 

0953-672-522 

輔中 05 莊睿勤(九) 7 
李立心 N生物 

0911-143-063 

傅行正 S地理 

0987-867-834 

輔中 06 安祥澤(九) 9 
張芯華 E 

0932-148-588 

吳舒雲 M 

0980-912-394 

輔中 07 安祖欣(九) 10 
陳筠臻 E 

0987-204-677 

洪大洋 N生物 

0912-566-859 

輔中 08 安書萱(九) 11 
李佳欣 M 

0920-300-718 

林思瑩 E 

0955-406-709 

輔中 09 陳家馨(九) 13 
曾莉芸 E 

0918-558-036 

曾子容 N生物 

0975-953-351 

輔中 10 王 孙(九) 14 
邱沛穎 E 

0916-581-911 

盧鈺霖 N生物 

0978-78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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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8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輔中 11 安 德(九) 15 
林世軒 E 

0926-588-615 

李奕賢 N生物 

0981-228-401 

輔中 12 羅國軒(九)  17 
李依瑾 E 

0919-180-833 

江岳聲 N理化 

0975-053-637 

輔中 13 安 杰(九) 18 
林宛霖 E 

0987-123-263 

吳亞庭 M 

0981-376-479 

輔中 14 楊安琪(八) 20 
柯孙謙 N理化 

0921-775-782 

許芳瑜 E 

0919-005-100 

輔中 15 梁鈞堯(八) 21 
李毓微 M 

0921-633-746 

李芳庭 E 

0952-270-286 

輔中 16 安御誠(八) 23 
蘇楚婷 M 

0978-714-294 

蔡宛錡 E 

0933-095-806 

輔中 17 梁鈞程(八) 24 
陳韻如 E 

0939-218-711 

葉致廣 M 

0975-270-800 

輔中 18 汪 崎(八) 25 
何榮泰 E 

0963-502-403 

鮑璽安 M 

0981-231-241 

輔中 19 杒靜婷(八) 27 
陳耕彥 E 

0916-830-927 

李彥玟 M 

0919-462-508 

輔中 20 陳怡淳(八) 28 
李奕蒨 E 

0932-039-163 

徐子涵 M 

0989-041-132 

輔中 21 溫 翎(八) 29 
黃紫翎 M 

0932-306-459 

古兆廷 E 

0916-484-531 

輔中 22 安廷孙(七) 31 
林俞君 E 

0920-882-065 

許珉瑄 M 

0913-630-091 

輔中 23 張亦忠(七) 32 
呂庭孙 M 

0979-221-696 

邱鎮潼 E 

0977-064-930 

輔中 24 王 帄(七) 34 
黃愷婕 M 

0986-771-637 

潘 威 E 

0930-820-090 

輔中 25 方慶華(七) 35 
劉敬亭 M 

0929-810-309 

余威澄 E 

0936-094-101 

輔中 26 汪 翰(七) 37 
廖紹孙 M 

0933-921-333 

林廷恩 E 

0939-314-926 

輔中 27 石俊恩(七) 38 
莊昕悅 E 

0981-258-068 

張芯華 M 

0932-14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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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嘉蘭課輔班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30-20:00 週四 18:30-20: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10~19:20休息 19:10~19:20休息  

上課教室 SF338 SF338 

受輔學童數 20 20 

課輔教師數 20 20 

科目 數學、英語 數學、英語 

中小學帶班老師 曾筱芸 0911-154-994 楊惠芝 0986-583-695 

大學帶班老師 陳孟煒 0963-455-081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103年 3月 13日(四)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8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嘉蘭 01 張瓊苓(八) 52 
鄭家鈺 M 

0934-185-177 

蘇子芸 E 

0923-985-868 

1-8 

菀珈 

8-16 

宜芬 

嘉蘭 02 葉裕祥(七) 54 
施晏文 N 

0921-753-862 

莊庭瑜 M 

0983-810-062 

嘉蘭 03 鐘品嫻(七) 55 
陳俞伶 M 

0916-592-521 

卓書妤 E 

0929-826-385 

嘉蘭 04 王妤芯(七) 56 
黃子宸 E 

0929-777-762 

許凱傑 M 

0934-160-380 

嘉蘭 05 林哲弦(六) 58 
江柏緯 E 

0922-755-878 

林珊如 M 

0956-200-427 

嘉蘭 06 呂貴棋(六) 61 
張芷晴 N 

0932-917-511 

張 婷 M 

0979-059-678 

嘉蘭 07 吳詵凡(五) 62 
蔡采芳 N 

0963-537-339 

鍾昀珊 M 

0912-925-661 

嘉蘭 08 曾 婗(五) 64 
陳怡蓁 E 

0937-557-973 

劉貞妤 M 

0980-606-425 

嘉蘭 09 張宗楷(五) 65 
林子意 N 

0918-030-912 

黃建棠 M 

0939-883-410 

嘉蘭 10 杒安琪(五) 66 
連吟翊 M 

0988-505-396 

徐旻孝 N 

0976-077-548 

嘉蘭 11 林詵妤(五) 68 
林佳霈 M 

0922-998-620 

林佳霈 N 

0922-998-620 

嘉蘭 12 李昀柔(四) 69 
胡媛婷 S 

0930-262-037 

徐煒茹 M 

0972-08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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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338 

星期二 

課輔老師 

星期四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嘉蘭 13 黃運淇(四) 70 
潘瑋婷 M 

0982-614-045 

梁尚馨 S 

0928-941-057 

嘉蘭 14 黃子琦(四) 72 
陳宛琳 M 

0917-483-266 

鍾堯任 S 

0988-179-391 

嘉蘭 15 李孟豪(四) 73 
蔣宜芬 M 

0922-375-250 

陳 晧 S 

0927-721-915 

嘉蘭 16 林皓陽(三) 78 
林宥嘉 M 

0988-759-619 

陳宏勝 C 

0953-35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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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金崙課輔班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二 18:40-20:1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9:20-19:30 數學 M 

上課教室 SF551 

受輔學童數 13 

課輔教師數 13 

科目 數學 

中小學帶班老師 
陳俊美 0911-575-203 

陳文龍 0933-693-630 

大學帶班老師  

開課日期 103 年 3月 11日(二)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648 

星期二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金崙 01 簡以茹(九)  
呂孟昱 M 

0978-121-628 

書妤 

金崙 02 黃慕恩(九)  
吳秉翰 M 

0952-321-224 

金崙 03 陳振孙(九)  
葉庭吟 M 

0938-488-348 

金崙 04 李紓軒(九)  
許愷文 M 

0975-243-305 

金崙 05 林佑勳(八)  
張愛妮 M 

0972-237-498 

金崙 06 李家萱(八)  
彭彥富 M 

0927-102-126 

金崙 07 羅嘉恩(七)  
胡君如 M 

0972-929-284 

金崙 08 葉以庭(七)  
李瑞璉 M 

0934-185-301 

金崙 09 簡邵琦(七)  
潘俊廷 M 

0988-428-185 

金崙 10 簡邵婷(六)  
鄭涵甄 M 

0975-66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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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648 

星期二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金崙 11 謝娛茹(六)  
林芷伃 M 

0912-051-053 

金崙 12 陳紹軍(五)  
陳玟潔 M 

0930616578 

金崙 13 謝娛勳(五)  
陳怡文 M 

0987-69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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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復興鄉爺亨課輔班 

帶班資訊 

上課時間 週五 16:30-18:00 備註 

休息/下課時間 17:10-17:20 休息 數學 M 

 

 

上課教室 SF610 

受輔學童數 5 

課輔教師數 5 

科目 數學、國語 

中小學帶班老師 
安娜修女 

0930-119-612 

大學帶班老師 李奕賢 

開課日期               103年 03月 7日(五) 

配對名單 

組別 
學生姓名 

（年級） 
SF610 

星期五 

課輔老師 

課輔日誌 

回覆 

爺亨 01 簡心瑤(四) 1 
林子皓 M(南一) 

0966-707-977 

奕賢 

爺亨 02 簡心琳(三) 2 
李育德 M南一) 

0953-082-825 

爺亨 03 高智軒(四) 3 吳佩蓉 M(南一) 

爺亨 04 高智恩(三) 4 
李奕賢 M(南一) 

0981-228-401 

爺亨 05 胡蝶(四) 5 林映彤 M(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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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良課輔教材 

嘉蘭  國小英語  陳怡蓁/兒家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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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林 國小數學 林子涵/資管系 



90 

 



91 

 



92 

 

 

 

嘉蘭 國小數學 徐煒茹/文創學程 



93 

 



94 

 



95 

 



96 

 

 

 

大愛 國中英文 周岫芷/法文系 



97 

 



98 

 



99 

 

 

 

 

輔中 國中數學 吳舒雲/臨心系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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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中 國中自然 盧鈺霖/社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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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視記錄 

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103年上半年度 期中蘭嶼、屏東訪視記錄 

一、 時間: 103年 4月 16日(三) -4月 17 日(四) 

二、 地點: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東縣蘭嶼鄉椰油村 37號) 

屏東縣楓林教會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 5鄰 14-2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課輔班 

三、 出席人員: 

1.中華電亯   公共事務處  簡月娥管理師  

   地方營運處  屏東營運處  徐進和工程師 

2.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陸集珊校長、曾如主任、陳淑貞主任 

3.屏東縣楓林教會  薛勇生牧師、林恩惠師母 

4.輔仁大學   林宏彥老師、呂慈涵老師、譚培良助理 

四、 討論內容 

 蘭嶼高中 

(一)計畫簡介:說明遠距課輔執行模式，需求表申請。 

(二)線上示範教學:採一對一教學，學童年齡分布為 7年級至高一。 

  

輔大師長解說線上課輔執行模式 蘭嶼的學童實際練習操作帄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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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林教會 

(一)課輔執行概況 

    a.三年合作過程，學童成長卓見 

    b.102-2 學期課輔運作穩定 

(截至 4/15 學童及大學生出席率、課輔狀況) 

(二) 課輔相關問題彙整與後續執行建議 

    a.保險費自籌 

    b.國小升國中持續參加課輔，後續學童追蹤至 18歲， 

協請中華電亯幫忙 

(三)103年夏日學堂:楓林師長自行評估學童狀況是否參加 

  

瑝天現場連線一對一教學，蘭嶼學生上課認真，和課輔老師互動良好。 

 

參訪蘭嶼高中結束後，師長和

學童一起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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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林遠距課輔教室搬遷至教會 2樓，屏東營運處徐先生與輔大師長深入場勘。 

  

訪談會議中，牧師與師母談及三年合作網路課輔心得，給予計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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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兒課輔班 

(一)環境評估:電腦教室 5台電腦，無其他設備(耳麥、視訊、手寫版) 

(二)需求表申請:瑝地課輔班 4-8點，如需網路課輔，師長自行聯繫輔大。 

  

馬兒課輔班外景 與課輔班宋老師進行第一次訪談 

  

課輔班後方電腦教室 學童課輔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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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103年上半年度 宜蘭頭城天主堂訪視會議記錄 

壹、時間：103年 5月 14日(星期三) 15:00-17:00 

      地點：宜蘭縣頭城天主堂(宜蘭縣頭城鎮開蘭東路 1號) 

貳、與會人員 

一、中華電亯(股)公司：曾志明科長、簡月娥小姐 

二、中華電亯基金會：林三元執行長 

三、頭城天主堂：羅文思神父、蔡益以修女、鄭境輝會長 

    三、輔仁大學 偏鄉教育關懷中心：林宏彥老師、陳筱筇助理 

參、 內容 

一、緣起 

1、聖方濟老人院與中華電亯關係。 

2、希望工程：輔導 178 位原住民學童尌學計畫。 

二、實體環境 

1、周邊環境：學生中心、圖書館供自習、閱讀。 

2、課輔環境建置中 

a.於二樓空間建置 12 臺電腦 

b.學童人數：12名 

c.年齡：國一生 

d.背景：外籍配偶居多 

         家庭幾乎提供補習課後輔導，月開銷 3000元~5000元； 

         國語、數學能力較無問題，英文單字率 200~300字之間 

  結論：未來將逐步解決家庭教育負擔並提供學童課後培養自習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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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實錄 

  

與中華電亯討論新學期合作的執行評估 蔡修女(右)說明頭城環境與背景 

  

未來網路課輔教室空間 與頭城天主堂蔡益以修女、學童合影 

  

教堂內部場景 頭城天主堂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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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品質記錄表 

中華電亯暨基金會、輔仁大學 

好厝邊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課輔日誌、教學錄影檔—教學品質觀察紀錄說明 

 

壹、說明： 

一、紀錄表強調與學習端帶班師長透過每次帶班日誌互動，進一步了解大學伴： 

服務態度、教學規劃、典範作用等教學品質，以提升本計畫執行效度。 

二、目標：建立「教學示範機制」1：結合課輔日誌內容、備課教材、教學錄影 

    檔等元素，建立教學示範模式。 

三、日誌紀錄及教學錄影檔採樣標準： 

    透過課輔日誌及帶班觀察，於學期中採取以下三類型教學紀錄作為教學品質 

    觀察： 

1. 積極者：穩定出席、充分備課、與學童互動良好，獲學習端帶班老師家評者。

此類課輔日誌及教學錄影檔，經觀察確實後，以作為大學伴的學習榜樣。 

2. 待鼓勵者：偶爾缺席、日誌中呈現挫折與無力感，學習端帶班老師提出應改

進之處（如：提供語課程無關之影片、聊天時間過長等），經觀察屬實後，給

與積極輔導、鼓勵，並繼續觀察改善期況。 

3. 待輔導者：常請假、極少備課教材、日誌內容單薄，學習端老師指正應該盡

處，經觀察屬實後，給與積極輔導並限期內改善。 

 

 教學品質觀察紀錄表一 

 

大學伴資料 
姓名:楊琇惠 系級：法文四 

□新進大學伴 / ■資深大學伴(參與課輔 4學期) 

小學伴資料 
姓名:麥○馨 年級：4年級 

□新進小學伴 / ■資深小學伴(參與課輔 2學期) 

教學科目 小四英文 

課輔日期 103年 3月 20日 

 

小學伴類型(請勾選) 
學習態度：■積極□普通□不良 

學科能力：□高成尌■普通□低成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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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類型：□進階學科能力延伸型■基礎學科能力補救型 

          □生活陪伴補救型 

大學伴類型(請勾選) 

備課狀況：□豐富■良好□普通□不足 

教學態度：■積極□普通□不良 

教學互動：■互動熱烈□普通□多為大學伴講課 

□小學伴回答意願低落 

 

教學內容 

 

一、 教學單元進度與教學目標 

1.BINGO 遊戲 

2.小繪本 My day(what time is it?練習) 

3.時間單字及句型 

二、 教學流程與教法 

1.BINGO遊戲:用一人念一個數字方式，跟惠馨一起完成賓果 

2.小繪本 My day(what time is it?練習):以對話練習方式

複習 What time is it的句型並教裡面的單字 

3.時間單字及句型 

4.為了獎勵她，今天在最後三分鐘讓她看了一個動畫小短片 

三、 學童吸收狀況與教學檢討 

今天換了用小繪本教，狀況尌好很多了，也比較專心。我想

之後找的到繪本的話，還是以繪本為主去教，我也不會放太

多教材上去，怕她一下消化不了這麼多東西，另外，有跟惠

馨聊過，她說她是不喜歡上學校的英文課，因為老師總是要

他們一直念一樣的東西，所以想說可以的話，還是以自己另

外準備的教材，去融合課本裡面的單字。目前會以這樣方式

詴詴看，之後再做調整。還有，上次忘記問了惠馨關於段考

的事情，結果今天要下課才知道她下周要考詴，所以只有幫

她複習到第一課。 

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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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端老師回覆 

you are fully supported by me，課本和繪本殊途同歸!學校瑝

然要重複教，我們則是附屬於學校系統，強化學校所教，但要強

化學校所教的，並非一定要依學校所教的，詴想，妳會選擇 1+1=2，

還是 1+1>2 

 

實際上課內容 

1.英文數字賓果遊戲 

 

2.英文繪本圖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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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結重點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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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練習英文句型 What time is it? 

 

5.英文相關動畫影片播放輕鬆一下 

老師備課狀況 

大學伴準備的教材是繪本，簡單的英文圖片，淺顯易懂，重點著

重一個句型，上課也利用英文會話做互動教學，大學生讓小學伴

練習對答。 

學生吸收狀況 
由課輔老師開始遊戲引導學習，容易進入課程，小學伴學習較有

動力，上課氣氛與互動良好。 

白板、 

帄台使用方式 

互動方式以白板上傳教材，再運用白板多項功能教學。 

器材穩定度 一開始調整完設定之後，器材上課情況穩定。 

可供學習之處 
ㄑ遊戲引導方式學習、使用圖片繪本教材，較能與學童互動，不易

分心。 

需要改進之處 教材內容不是學校版本，小學伴是否能兩邊適應進度要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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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品質觀察紀錄表二 

 

大學伴資料 
姓名:林芷伃 系級：營養一 

□新進大學伴 / ■資深大學伴(參與課輔 2學期) 

小學伴資料 
姓名:謝○茹 年級：6年級 

□新進小學伴 / ■資深小學伴(參與課輔 2學期) 

教學科目 小六數學 

課輔日期 103 年 4月 22日 

 

小學伴類型(請勾選) 

學習態度：■積極□普通□不良 

學科能力：□高成尌■普通□低成尌 

課輔類型：□進階學科能力延伸型■基礎學科能力補救型 

          □生活陪伴補救型 

大學伴類型(請勾選) 

備課狀況：□豐富■良好□普通□不足 

教學態度：■積極□普通□不良 

教學互動：■互動熱烈□普通□多為大學伴講課 

          □小學伴回答意願低落 

 

教學內容 

一、 教學單元進度與教學目標 

第三章 柱體的體積 

第四章 四則運算規律 

二、 教學流程與教法 

1.互相關心近況(小學伴隔天畢旅，互相分享行程、經驗) 

2.複習第三單元(針對期中考較不熟的部份再次複習) 

3.第四單元基礎練習(因為學校才剛開始教這個單元) 

三、 學童吸收狀況與教學檢討 

瑝天娛茹表現得非常好，很專心上課。娛茹對立體圖形的

體積運算較不熟練，但分數運算的基礎不錯，相較之下，

對第四單元較得心應手！也互相分享畢旅的行程、期中考

狀況~互動良好：) 

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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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則運算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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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見囉~^^

 

 

實際上課內容 

1. 大學伴提早登入，準備器材。 

2. 得知小學伴明天要去畢旅，互相聊聊畢旅的行程。 

3. 關心期中考情況，大學生檢討小學伴考詴、上課方式對準備

考詴有沒有幫助。 

4. 複習第四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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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勵小學伴表現良好，也想說明天畢旅讓她稍微輕鬆一下，

一起聽一首小學伴喜歡的歌(聽幾分鐘而已，沒有整首播完) 

老師備課狀況 

針對基本的練習，再次講解， 大學生因為怕小學伴覺得算數學

較無聊，所以會在上課 PPT中放入可愛或能引起小學伴共鳴的圖

片，希望能吸引小學伴注意，也讓版面較活潑有趣。 

因為小學伴很喜歡唱歌，所以偶爾會獎勵她，或想睡覺時希望她

打起精神，尌會互相約定，如果題目有到一個段落，尌播一首歌

(但每次的時間不會太久，頻率也不會很常)。 

學生吸收狀況 

學童大部分都很努力的算習題，互動也算良好，偶爾會分心，有

時做題目有寫出來，但不一定會，只是背算式，所以大學生會再

反問算式的意義。學童精神狀況不好時，只要鼓勵一下，然後下

課休息一下，接下來上課尌會好多了。 

白板、 

帄台使用方式 

主要是利用畫筆書寫，若要溝通事情而小學伴未帶起耳機，例如

叫他回來上課，則會利用打字。也會使用共同播放畫面，一起看

影片或聽歌。 

器材穩定度 偶爾小學伴會說收音有雜音，經調整系統設定尌沒問題。 

可供學習之處 

1. 用心自製做 PPT教材 

2. 有關心小學伴的生活動態，在上課剛開始聊聊最近生活近

況、參加比賽 

3. 若遇到較艱難或複雜的題目，會畫圖解釋，盡量讓小學伴更

好了解。上課也利用不同顏色，讓解題更清楚易理解。 

需要改進之處 
因為部編版的題庫較少，再加上數學較難有額外相關的延伸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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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品質觀察紀錄表三 

 

大學伴資料 
姓名:黃曉晴 系級：臨心四 

□新進大學伴 / ■資深大學伴(參與課輔 2學期) 

小學伴資料 
姓名:林○豪 年級：6年級 

□新進小學伴 / ■資深小學伴(參與課輔 2學期) 

教學科目 小六數學 

課輔日期 103 年 4月 29日 

 

小學伴類型(請勾選) 

學習態度：□積極■普通□不良 

學科能力：□高成尌■普通□低成尌 

課輔類型：□進階學科能力延伸型■基礎學科能力補救型 

          □生活陪伴補救型 

大學伴類型(請勾選) 

備課狀況：□豐富■良好□普通□不足 

教學態度：■積極□普通□不良 

教學互動：□互動熱烈■普通□多為大學伴講課 

          □小學伴回答意願低落 

 

教學內容 

 

一、 教學單元進度與教學目標 

1.等量公理複習練習 

2.體積應用練習 

3.基準量、比較量、比值的區分和列式子 

二、 教學流程與教法 

1.等量公理的練習題，幫小朋友做小小的複習，主要讓他自

己做題，遇到有困難的部分才引導解體。 

2.體積應用練習，小朋友上禮拜這單元表現不錯，今天的練

習主要是解較複雜的圖形體積，讓他多思考並列式子。 

3.基準量、比較量、比值 

三、 學童吸收狀況與教學檢討 

上課時先給他複習練習等量公理列式子的部分，題目比較需

要一點點思考，瑝中有出現百分比，但他有點跟最近學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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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量搞混，思緒有點不清楚，耗的時間也比較久，可能在之

後基準量的部分要再三做澄清一些概念。 

體積的部分在較複雜的圖形也可以正確地解題，只要不要計

算出錯，問題不大。 

基準量、比較量、比值那邊今天主要教他區分這三者，以及

簡單的列式子，開始這單元前發現他不太會區分，但在慢慢

講解及練習後尌有懂了，但是應用題的部分今天還沒來得及

練習到。 

四、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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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課內容 

00:10-00:00:13問近況、學校進度、不懂得地方(詢問不懂得點

EX題目或是概念)、詢問測驗或考詴時間及範圍 

00:13-00:49:等量公厘複習，先講解上次說錯的部分，請學童先

列式，學童搞混題目，老師講解列式並詢問小孩每一個部分的意

思，學童聽不懂所以老師又舉例說明 

00:23 老師不會先說出答案，偏向學童自己想再一步步帶 

00:27 老師再次確認學童對於等量公厘的概念，學童只是單純回

答聽得懂所以老師請學童解釋一次，老師用線條解釋比例的問題 

00:39 學童回答速度很慢，老師用鼓勵的方式請學童不要著急

00:46-00:48老師以圈圈(圖形)的方式來表達題目，老師說要專

心上課否則跟不上進度 

00:49-00:53進入下一題，學童會算，再繼續算下一題 

00:53 再進入體積複習(以進階題為主)，請學童先算題目 

01:04 下一個單元先解釋定義，再舉例解釋 

01:08 學童電腦進入保護螢幕模式所以尌開始有一些小聊天，先

用釘議題讓學童了解定義，老師再傳授技巧 

01:20-01:28以列式開始來了解學童是否懂，老師帶做題目，要

求小孩抄下筆記，學童拿出筆記本紀錄 

老師備課狀況 
對於所準備的教材很熟悉，在教學時也很認真地想要解釋到小孩

了解，備課內容都是以基礎定義、基礎題練習。 

學生吸收狀況 
遇到不懂小學伴有時會放空或是不回答問題，但是透過幾題練習

以及課輔老師不斷地舉例，因而有一些概念，也知道如何寫題目。 

白板、 

帄台使用方式 

在數學做練習題很需要用到手寫版，課輔老師很熟悉如何使用指

揮筆畫框框的動作，小學伴也都知道如何使用畫筆 

器材穩定度 
器材穩定，所以所有的聲音都聽得到，導致老師有時候會聽不清

楚小孩說什麼 

可供學習之處 

1. 會不斷地舉例讓小孩了解某個概念 

2. 都是以小學伴自己做題目開始，再提示講解，不是一直自己說 

3. 會要求小學伴列式以明白了解的程度 

4. 都是以鼓勵的方式教學，耐心度極高 

需要改進之處 瑝畫面都充滿字時應該清除之後再解說，不然整個畫面會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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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末問卷調查統計數據及滿意度 

 問卷對象：輔大教學端帶班老師 

 應填答數：5人 

實填答數：5人 

填 答 率：100 % 

 問卷內容  

(1)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2) 教學帄台及設備 

(3) 營運輔導、管理 

(4) 教育訓練 

(5) 服務成長 

本學期輔大帶班老師對於教學端電腦環境與網路滿意度高，不過同時

反應學習端電腦網路的不穩定度。

教學端電腦教室的電

腦穩定
教學端連外網路穩定

學習端電腦與網路穩

定

非常滿意 20.00% 20.00% 40.00%

滿意 60.00% 80.00% 40.00%

尚可 20.00% 0.00% 20.00%

不滿意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電腦環境與網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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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輔大教學端帶班老師評估「教學帄台與設備」部分，設備的操作使用上大致

滿意，失誤率也較低，這與每學期初所舉辦的教育訓練培訓課程有相瑝大的實

質關係，也與學期初固定汰換掉設備故障的前置作業有關，唯有手寫板出現不

滿意，估計在帶班老師使用率不高。 

 

  

教學平台

穩定

教學平台

使用順手

課輔日誌

對教學有

實質輔助

功效

視訊攝影

機使用效

果佳

因衛生關

係，耳麥

專屬使用

手寫板使

用方便

帶班人員

有能力隨

時協助處

理網路、

設備障礙

等問題

非常滿意 20.00% 40.00% 20.00% 40.00% 0.00% 40.00% 20.00%

滿意 80.00% 60.00% 60.00% 60.00% 100.00% 40.00% 80.00%

尚可 0.00% 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教學平台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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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課輔與管理」的評估中，普遍滿意，顯示參與計畫的相關單位有功不

可沒的實質助益；另外，帶班師長對於遠路課輔計畫執行內容實質上的了解，

需再加強教育訓練。 

 

 

 

 

 

了解計畫執

行內容

團隊合作溝

通的模式恰

當

了解計畫內

教學端的責

任與義務

了解計畫內

不同角色的

工作內容及

責任

對本計畫在

專案管理上

的參與及執

行度

認同計畫的

精神，願意

繼續參與

非常滿意 20.00% 40.00% 40.00% 20.00% 20.00% 60.00%

滿意 20.00% 40.00% 40.00% 60.00% 60.00% 20.00%

尚可 6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執行課輔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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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訓練」的滿意度上，顯示在實質的培訓課程上較能提供大學伴對

於教育訓練的需求；而在質性的培養上，例如:輔導面、教學面、技術面，

則可能更需要安排一些實務課程來搭配，引導大學生從裡到外的培養。 

 

 

 

 

 

 

 

 

  

對線上教育

訓練的課程

與模式

能積極規劃

教育訓練課

程

大學生能積

極參與教育

訓練培訓

(輔導面)

大學生能積

極參與教育

訓練培訓

(教學面) 

大學生能積

極參與教育

訓練培訓

(技術面)

大學生的服

務、學習態

度

非常滿意 40.00% 40.00% 20.00% 20.00% 20.00% 40.00%

滿意 40.00% 20.00% 40.00% 40.00% 40.00% 40.00%

尚可 20.00% 20.00% 40.00% 40.00% 40.00% 20.00%

不滿意 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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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普遍帶班師長皆滿意大學生在遠距課輔

上的成長，唯有團隊合作，可能在一對一教學上並不太能展現團隊合作，

另外，本學期發生不少關於社會學運事件，帶班師長也無法在課輔中了解

大學生的看法。 

 

  

大學生

在紀律

方面的

成長

大學生

在解決

問題能

力上的

成長

大學生

在利他

行動能

力的成

長

大學生

在挫折

承受度

方面的

成長

大學生

在團隊

合作上

的成長

大學生

在時間

管理上

的成長

大學生

在品德

力的成

長

大學生

對公民

社會議

題的參

與及關

懷

非常滿意 40.00% 2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20.00%

滿意 60.00% 80.00% 60.00% 60.00% 20.00% 60.00% 60.00% 60.00%

尚可 0.00% 0.00% 0.00% 0.00% 40.00% 0.00% 0.00% 20.00%

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服務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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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對象：學習端師長 

 應填答數：9人 

實填答數：7人 

填 答 率：77.8% 

 問卷內容  

(1)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2) 教學帄台及設備 

(3) 課輔教學 

(4) 管理作業  

(5) 輔導機制 

 

從學習端對於「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的滿意度分析上，看出學習端在網

路穩定度上有較高的需求，尤其是在偏遠山區的學習端，例如：爺亨、金

崙、嘉蘭，更需注意網路頻寬以及在開課前的連線測詴。 

學習端電腦教室的電腦穩定 學習端連外網路穩定

非常滿意 28.57% 28.57%

滿意 57.14% 57.14%

尚可 14.29% 14.29%

不滿意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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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學帄台及設備」的部分，滿意度偏高，除了在硬體設備的使用滿

意較低，這與教學的操作上有實質關係，教學端利用手寫板授課；反之，

學習端則運用帄台上的白板聽課。 

  

教學平台穩

定

教學平台使

用順手

課輔日誌對

教學有實質

輔助功效

視訊攝影機

使用效果佳

耳麥因衛生

關係，專屬

使用

手寫板使用

方便

非常滿意 0.00% 0.00% 28.57% 28.57% 14.29% 14.29%

滿意 85.71% 85.71% 28.57% 57.14% 42.86% 71.43%

尚可 14.29% 14.29% 42.86% 14.29% 42.86% 14.29%

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教學平台與設備



132 

 

 

從「課輔教學」的滿意度分析中，看出學習端師長普遍認同教學端的授課方法；

只有在上課時數的部分，學習端師長幾乎認為不足，這部份將在下學期訂定一

套教學進度規劃表，有效運用課輔時數。 

 

 

 

 

大學

生事

前的

備課

狀況

大學

生對

課程

及教

材內

容的

掌握

度

大學

生能

於教

學時

掌握

小學

伴學

習狀

況

大學

生教

學時

能充

分利

用平

台介

面功

能

大學

生的

課程

規劃

適當

大學

生的

教學

態度

良好

大學

生的

教學

方式

適當

大學

生能

引起

學童

學習

興趣

大學

生的

陪伴

有助

於小

學伴

的典

範學

習

課輔

教學

內容

能輔

助學

童平

時學

習

每週

兩次

及上

課時

數是

足夠

的

教學

端帶

班老

師能

掌握

課輔

情形

本計

畫有

助於

小學

伴在

學科

能力

上的

提升

本計

畫有

助於

小學

伴在

自主

學習

態度

的提

升

本計

畫有

助於

小學

伴教

養力

的提

升

非常滿意 42.86 28.57 14.29 28.57 28.57 42.86 42.86 42.86 28.57 42.86 14.29 28.57 42.86 42.86 42.86

滿意 57.14 71.43 57.14 71.43 57.14 57.14 42.86 42.86 71.43 57.14 42.86 57.14 42.86 57.14 57.14

尚可 0.00% 0.00% 28.57 0.00% 14.29 0.00% 14.29 14.29 0.00% 0.00% 42.86 14.29 14.29 0.00% 0.00%

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課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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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作業」的問卷調查中，滿意度皆在標準值上，不過在與教學端的

合作溝通模式上，尚有改善空間。承襲已訂定一套的帶班機制，希望能減

少在溝通認知上的障礙。 

 

 

 

  

學習端的團隊合作溝

通的模式恰當

行政作業量及程序恰

當

不同角色能盡到任務

責任與義務

非常滿意 28.57% 28.57% 28.57%

滿意 71.43% 71.43% 71.43%

尚可 0.00% 0.00% 0.00%

不滿意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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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顯示，在「輔導機制」的評估上，學習端師長皆對學童情況及提供的環境

設備、教育訓練表示滿意。 

  

學習端關懷並充分掌握學童之學習

狀況

學習端提供平台與設備使用技術教

育訓練支援

非常滿意 28.57% 28.57%

滿意 71.43% 71.43%

尚可 0.00% 0.00%

不滿意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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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端電腦教室的

電腦穩定

教學端連外網路穩

定

學習端電腦教室的

電腦穩定

學習端連外網路穩

定

非常滿意 24.76% 29.13% 17.96% 19.42%

滿意 50.00% 49.03% 53.88% 50.00%

尚可 18.45% 18.93% 24.76% 27.18%

不滿意 5.34% 2.43% 2.91% 2.43%

非常不滿意 1.46% 0.49% 0.49% 0.9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問卷對象：課輔教師 

 應填答數：222人 

實填答數：206人 

填 答 率：92.8% 

 問卷內容  

(1) 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 

(2) 教學帄台與設備 

(3) 教育訓練與教學 

(4) 輔導學童之分析 

(5) 態度成長 

A. 了解服務族群 

B. 服務行動 

C. 服務自我要求 

D. 人際互動 

E. 社會關注與責任 

此表顯示課輔教師對電腦教室環境和網路狀況大致感到滿意，但少部分對於網

路連線感到不滿意，這與本學期實施多次網路測詴的因素有關；而學習端的電

腦狀況則因網路頻寬問題，已與在地營運處協調，希望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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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穩

定

教學平台使

用順手

課輔日誌對

教學有實質

輔助功效

視訊攝影機

使用效果佳

耳麥使用情

形良好

手寫板使用

方便

帶班人員有

能力隨時協

助處理網

路、設備障

礙等問題

非常滿意 31.07% 35.92% 31.55% 23.30% 18.93% 25.73% 44.17%

滿意 56.80% 52.91% 53.40% 50.49% 42.23% 38.83% 47.57%

尚可 10.68% 10.19% 13.11% 20.87% 29.61% 26.21% 6.80%

不滿意 0.97% 0.97% 1.94% 4.85% 6.80% 8.25% 1.46%

非常不滿意 0.49% 0.00% 0.00% 0.49% 2.43% 0.97%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教學平台與設備

 

此表顯示課輔教師對於教學帄台使用、課輔日誌系統、帶班人員的即時協助，

大致呈現滿意，尤其在帶班人員障礙排解及處理解決問題給予肯定。在視訊攝

影機部分，已幾乎更換程不需安裝驅動程式之攝影機，部分學伴不知如何調整

攝影機焦距，在帶班人員教導使用後已改善；在耳麥使用方面，據了解為大部

分新進課輔教師對於耳機障礙排除能力較弱，而本學期由於加強課輔教師對於

設備障礙排除之能力和宣導正確收納耳機方式，大多提醒之後有能力自行解決；

另外，手寫板的問題，有課輔教師反映板面感應較為靈敏，影響書寫功能，在

帶班人員教導正確書寫姿勢後，大學伴已能順暢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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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教

材很有

幫助

課程規

劃對我

有幫

助.

平台技

術課程

對我有

幫助.

即時協

助教學

現場狀

況.

課輔日

誌上的

教材分

享資源

對我有

幫助.

對課輔

日誌的

回覆.

隨時協

助我了

解學童

端的學

習需

求.

能夠協

助我處

理學童

的學習

情緒與

困難.

能夠聆

聽我的

教學挫

折.

學習端

師長有

參與我

與學童

的教學

互動.

對於課

輔學童

的學習

成效.

對於學

童與我

的師生

關係.

非常滿意 32.04% 23.30% 26.21% 38.83% 27.67% 31.55% 26.21% 27.18% 27.18% 30.58% 25.73% 33.01%

滿意 40.29% 46.60% 57.28% 51.46% 44.66% 51.94% 50.49% 41.75% 51.46% 44.66% 49.51% 50.49%

尚可 22.82% 25.73% 15.05% 8.74% 24.27% 16.02% 21.84% 27.18% 20.39% 21.84% 22.82% 15.05%

不滿意 4.37% 3.88% 1.46% 0.97% 2.91% 0.49% 1.46% 3.88% 0.97% 2.91% 1.94% 1.46%

非常不滿意 0.49% 0.49% 0.00% 0.00% 0.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教育訓練

在教育訓練與教學的部份，大致上呈現滿意；除了在教材、備課，以及學習端

師長參與教學互動區塊較有異議外，這與缺乏帶班人員執掌課程的培訓有關，

導致瑝課輔老師有問題時，無從得到立即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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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在

課輔所

表現之

學習態

度.

學童課

輔之學

習反應.

學童對

於輔導

內容之

學習動

機.

學童與

我的互

動情形.

學童課

輔中學

習專注

情形.

學童課

輔中分

享自己

學校生

活的情

形.

學童課

輔中分

享自己

家庭生

活的情

形.

學童的

出席狀

況.

學童身

心健康

之狀況.

非常滿意 30.10% 27.18% 24.27% 36.89% 22.82% 28.64% 24.27% 53.40% 45.63%

滿意 46.60% 48.06% 47.57% 47.09% 46.12% 47.09% 34.95% 37.86% 45.63%

尚可 20.39% 20.87% 22.33% 15.05% 21.36% 19.90% 33.01% 7.28% 8.25%

不滿意 2.91% 3.88% 5.34% 0.97% 8.74% 3.88% 6.80% 1.46% 0.49%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49% 0.00% 0.97% 0.49% 0.97%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輔導學童之分析

 

 

此圖表顯示課輔生活將明顯影響學童在學校與家庭之間的調配，不但有助於學

童更加重視學業的態度，對於人格發展，更是有直接的關係，整體來說，大學

伴皆給予學童極高的回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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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了

解學習

進度.

預先了

解課業

學習狀

況.

預先了

解過去

的課輔

狀況.

了解每

次的課

業狀況.

試圖了

解學習

問題.

從學習

端師長

探知學

童成長

背景與

特質.

了解學

童之家

庭生活

狀況.

解學童

之學校

生活狀

況.

了解學

童之身

心狀況.

了解學

童之學

習興趣.

非常滿意 26.21% 23.79% 25.24% 36.89% 37.38% 22.33% 25.24% 30.58% 35.44% 29.13%

滿意 58.74% 63.59% 53.88% 54.85% 55.83% 47.57% 45.15% 57.77% 55.34% 56.80%

尚可 15.05% 12.14% 19.42% 7.77% 6.31% 25.73% 25.24% 10.19% 8.74% 13.11%

不滿意 0.00% 0.49% 1.46% 0.49% 0.49% 4.37% 4.37% 1.46% 0.49% 0.97%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了解服務族群

 

 

此圖表顯示課輔老師將不止於課程上的安排，對於事先做足準備，更能體會在

課程背後，對於服務族群之相關背景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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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教材

準備

的內

容與

份量.

設計

學童

可以

互動

參與

的教

學活

動

會採

用多

元的

教學

方法

會利

用多

元的

數位

教材

會依

學童

的經

驗背

景設

計教

材

會跟

其他

課輔

老師

尋求

協

助，

解決

課輔

教學

上的

問題.

會參

考其

他課

輔老

師所

提供

的教

材.

會依

學童

程

度，

設計

教學

內容.

會將

自己

設計

的教

材，

與其

他課

輔老

師分

享.

會將

自己

的學

習經

驗，

與課

輔學

童分

享.

依據

學童

程

度，

調整

課輔

教學

模式.

依據

學童

程度

調整

教材

之難

易度.

會降

低學

習挫

折

會鼓

勵正

向表

現

會設

計生

動多

元的

教材

與活

動

試圖

在課

輔過

程，

教育

學童

學習

與讀

書的

方法.

教育

學童

應有

的學

習態

度，

對於

學童

不當

的行

為或

觀

念，

我立

即指

正他.

非常滿意 30.5 26.2 29.1 27.1 26.2 20.3 19.4 30.5 24.7 32.0 35.9 36.4 31.0 39.8 25.2 29.6 26.7

滿意 60.6 61.1 52.4 51.4 59.2 51.9 48.5 62.1 42.2 54.8 56.8 55.8 56.8 53.8 56.3 54.8 61.1

尚可 7.77 11.1 16.0 17.9 13.5 23.7 24.7 6.80 29.1 11.6 6.80 7.28 10.1 5.34 16.0 14.0 9.71

不滿意 0.97 1.46 2.43 2.91 0.97 3.40 5.83 0.49 2.91 1.46 0.49 0.49 1.94 0.97 2.43 1.46 1.94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49 0.00 0.49 1.46 0.00 0.9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服務行動

 

此圖表顯示大學生將會依據實際狀況去協調，彈性分配最適合學童的適性課程，

更能在團體教學環境中，運用資源，教學相長，共同為偏鄉學童建立良好的品

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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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事

前備課

的情

形.

要求自

己學習

寫教學

計畫.

要求自

己準時

到課.

要求自

己對學

童真心

關懷，

盡心輔

導.

要求自

己以包

容的心

對待學

童的任

性與無

理的行

為.

要求自

己作為

學童學

習的楷

模.

要求自

己以正

向的態

度，面

對課輔

歷程中

可能遇

到的挫

折.

學習注

意自己

情緒的

調整.

要求自

己對學

童信守

承諾.

要求自

己以身

作則，

以作為

學童的

榜樣.

要求自

己重視

學童的

學習成

效.

課輔經

驗有助

於我建

立自我

要求的

態度.

非常滿意 27.18% 21.36% 48.06% 46.60% 36.41% 35.92% 41.26% 41.26% 42.72% 38.35% 36.89% 35.44%

滿意 55.83% 43.69% 41.75% 49.03% 52.91% 55.83% 54.37% 53.88% 50.97% 54.37% 54.37% 58.25%

尚可 16.50% 32.52% 9.22% 4.37% 10.68% 7.77% 4.37% 4.85% 5.83% 7.28% 8.25% 6.31%

不滿意 0.49% 2.43% 0.97% 0.00% 0.00% 0.49% 0.00% 0.00% 0.49% 0.00% 0.49%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服務自我要求

 

 

 

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從遠距課輔中，能體會到對「服務自我要求」中普遍皆滿

意，也因教育訓練，讓服務的宗旨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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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

學童

建立

起良

好的

師生

學伴

關係.

能與

其他

課輔

老師

建立

良好

的同

儕互

助關

係.

能與

學習

端教

師建

立良

好的

協同

指導

關係.

能與

課輔

團隊

助理

建立

良好

的互

動溝

通關

係.

透過

課輔

教學

學習

溝通

與表

達技

巧.

透過

對學

童之

了解

而作

為互

相溝

通的

基礎.

學習

如何

讓學

童能

夠對

我產

生信

賴.

鼓勵

學童

學習

溝通

與表

達的

能力.

學習

讓學

童能

夠感

受我

對他

(她)的

關懷.

經常

與團

隊成

員互

相分

享彼

此的

經驗 .

課輔

經驗

有助

於我

培養

良好

的人

際互

動技

巧.

珍惜

參與

數位

學伴

課經

驗所

建立

的人

際關

係.

課輔

經驗

讓我

體驗

到團

隊合

作的

重要

性.

非常滿意 39.32 29.61 28.64 31.55 37.38 36.41 31.55 33.98 35.44 23.79 28.64 32.52 31.07

滿意 52.43 54.85 53.40 52.43 53.40 55.83 56.31 54.37 55.83 52.91 56.31 54.37 51.46

尚可 7.77% 15.05 16.99 15.05 9.22% 7.77% 11.17 11.65 8.74% 19.90 14.08 13.11 16.02

不滿意 0.49% 0.00% 0.97% 0.97% 0.00% 0.00% 0.97% 0.00% 0.00% 3.40% 0.97% 0.00% 1.46%

非常不滿意 0.00% 0.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人際互動

 

從人際互動的滿意度中，顯示大學生皆認為從遠距課輔裡能累積教學經驗，也

能進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實踐服務學習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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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過去

對於

弱勢

學童

的觀

感

關注

不同

於我

們的

族群 .

弱勢

學童

學習

資源

缺乏

之問

題 .

弱勢

學童

的學

習狀

況應

該受

到關

注 .

學童

的生

長環

境必

須要

受到

關注 .

設身

處地

為弱

勢族

群著

想 .

建立

對學

童負

責任

的態

度 .

能夠

對社

會盡

一些

責任 .

影響

更多

的朋

友投

入課

輔的

工作 .

能有

更多

機會

投入

有助

學童

成長

的活

動 .

了解

現有

的弱

勢學

童教

育問

題 .

期許

自己

未來

持續

性的

關注

弱勢

學童

教育

的問

題 .

期許

自己

未來

影響

更多

人為

弱勢

族群

貢獻

心力 .

未來

會繼

續投

入其

他關

懷社

會相

關的

工作 .

繼續

參加

網路

課

輔，

為偏

鄉孩

童服

務 .

非常滿意 38.83 43.69 42.72 48.06 49.03 44.17 52.43 50.00 42.72 38.83 43.20 38.83 46.60 40.78 39.81

滿意 52.43 51.46 50.00 49.03 47.57 49.03 43.69 48.06 45.15 53.40 51.94 51.94 45.63 46.60 41.26

尚可 7.77% 4.85% 6.80% 2.91% 3.40% 6.80% 3.88% 1.94% 11.65 7.77% 4.85% 8.74% 7.28% 12.14 17.48

不滿意 0.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9% 0.00% 0.00% 0.00% 0.49% 0.49% 0.97%

非常不滿意 0.49% 0.00% 0.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9% 0.00% 0.00% 0.4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社會關注與責任

 

從遠距課輔的服務中，大學生更能了解社會服務的重要性、責任心與設身處地，

也多半願意繼續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其中與本學期發生多次社會學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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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了解白天學校老師教的

內容
教學方法對我有幫助 幫助我了解以前不會的地方

非常滿意 51.61% 55.91% 58.06%

滿意 29.03% 33.33% 30.11%

尚可 18.28% 10.75% 11.83%

不滿意 1.08%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學習成效

 

 問卷對象：課輔學童 

 應填答數：126人 

實填答數：95人 

填 答 率：75.3% 

 答卷內容 

(1) 學習成效 

(2) 學習態度 

(3) 學習陪伴 

 

圖表中顯示，經過課輔教學，學童更能找到學習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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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上網

路課輔

準時上網

路課輔，

不遲到、

不請假

專心上網

路課輔，

不上網看

其他影片

或資料

喜歡和我

的課輔老

師一起學

習

每一次的

網路課輔

上課都讓

我很期待

會主動向

課輔老師

提出我不

會的地方

課輔下課

後會主動

復習課程

下學期還

可以繼續

參加網路

課輔

非常滿意 59.14% 40.86% 44.09% 67.74% 49.46% 41.94% 23.66% 61.29%

滿意 26.88% 35.48% 35.48% 20.43% 32.26% 34.41% 35.48% 20.43%

尚可 12.90% 22.58% 19.35% 10.75% 18.28% 20.43% 34.41% 15.05%

不滿意 1.08% 0.00% 1.08% 1.08% 0.00% 3.23% 5.38% 2.15%

非常不滿意 0.00% 1.08% 0.00% 0.00% 0.00% 0.00% 1.08% 1.08%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學習態度

 

根據問卷結果，學童大多給予遠距課輔有正面回應，也譨找到學習方法，部分

出現不滿意指數，據了解是因為學童也會有學校作業的壓力，也有學童因校內

表演活動，需要經常參與排演，而無法持續主動複習課業，所以新學期教育訓

練會針對此教導課輔教師多了解學童，視情況而調整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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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老師會關心

我的生活

課輔老師有很多

好榜樣

課輔老師會耐心

聽我的問題、了

解我的想法

會和課輔老師分

享生活和想法

和課輔老師會互

相鼓勵與支持

非常滿意 58.06% 65.59% 68.82% 54.84% 60.22%

滿意 33.33% 24.73% 22.58% 25.81% 23.66%

尚可 7.53% 8.60% 8.60% 19.35% 16.13%

不滿意 1.08% 1.08%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學習陪伴

 

由圖表顯示，學童大多從遠距課輔中，與大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彼此分

享、互相鼓勵與支持，也能將課輔老師瑝作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是學習課業

的好榜樣，更是心靈伴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