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特優教師「弱勢團體與社會福利」 

課程觀課交流 

一、主講人：陸研所 陳建甫老師 

二、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5日(星期二)1500~170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 B713 

五、主辦單位：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六、研習內容：  

本中心於 109年 12月 15日邀請陸研所陳建甫老師，進行「弱勢

團體與社會福利」的課程，本次課程陳老師分享了學生期中前與期中

後進行的教學活動，前期透過製作海報的作業讓學生凝聚向心力，接

下來以了解盲生為主題，讓學生模擬導盲犬、盲人的情境，並從體驗

中了解盲生的不便，進而產生同理心與關心社會弱勢的契機。 

凝聚學生們的向心力以產生默契 

陳建甫老師提到服務課程上學期為弱勢團體與社會福利，下學期

則為志工精神與社會服務，兩門課程都是 170 人的大班課程，面對這

麼多學生除了要設計好的課程外，引起學生上課的動機更是重要，本

學期的課程以關心視障者為主，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學生能夠產生

同理心，此外也會邀請相關人士來演講，讓學生們能夠了解並在乎弱

勢團體的處境，陳老師自 9 年前便與盲生資源中心進行交流，才會延

伸出課程中「角色扮演導盲犬」的想法，也有和學生介紹盲生的輔具

例如點字機、導盲杖等…。 

而在角色扮演前，凝聚同學們的團隊精神和熟識程度很重要，陳

老師提到一開始上課用看電影、報告，會專心在課程中的學生少之又

少，因此將報告轉變為製作主題海報，讓學生有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



情感，因此也不會干涉同學們的分組，也建議大家和好朋友一組會比

較好，如此一來在進行課程活動也會順利的多。 

用 40 公分的高度看世界 

陳老師將小組的角色分為三種，第一為導盲犬；第二為視障

者；第三為觀察者，作為導盲犬的話希望學生們能夠以 40公分的來

看待這個世界，以及思考如何提醒視障主人有障礙物；視障者要在

體驗完後形容帶領自己的導盲犬同學對他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以

及分享當自己失去視覺只能依賴別人時的感受；最後的觀察者要跟

在一旁紀錄兩人的互動，同時記下路人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活動結束後請同學完成兩份作業，一為完成自身角色的學習單

撰寫，並於下週每組要選拔優秀的導盲犬同學，作業二則是透過學

習單來重新檢視淡江校園的環境，是否有對盲生不友善的空間並提

出改善報告，每組出發進行活動前也要以小組的形式來拍紀念照，

扮演導盲犬的學生半蹲在最前面，扮演盲生的同學要站在導盲犬後

方，最後一排則是觀察者。 

設計大班課程的建議與經驗分享 

課堂最後學生都以小組的形式各自到校園體驗角色扮演活動，

陳老師也和觀課老師們分享自身教學經驗，提到課程規劃一開始用

放影片引起學生對關懷弱勢的動機，後期為加深課程深度變要求同

學以小組的形式製作相關議題的海報代替報告，等到同學們都熟識

了之後再進行角色扮演提升同學們的參與度，拍照的目的除了留下

紀念之外，更營造同組同學是「一家人」的氛圍。 

陳老師也說到過去也曾設計參訪的活動，但是學生們自行連絡

相關機構，除了被反應沒有禮貌之外也能感受到大家多半只是交差

了事，根本沒有放心思在參訪上，而報告的形式除了老師自己聽得

辛苦外，同學們也不會將注意力放在其他組同學的報告上，後期改

為世界咖啡館的方式讓學生有活動與交流的機會，種種教學設計的

改變都是為了讓學生對自己的團隊產生責任感，減少學生翹課或混

學分的情況。 

最後陳老師總結，因疫情的關係之前不得已以遠距教學的方式

進行課程，也取消很多教學活動，但大班的課程真的不適合用 MS 



teams來進行教學，因為這是需要大量活動與交流的課程，吵吵鬧

鬧本就是課程特色之一，提醒各位老師在設計大班課程時每週都要

有教學活動，並且要以營造向心力為目標強調學生們的交流。 

觀課老師提問到關於課程助教以及如何公平地評分這麼多學

生，陳老師則回應共同科目沒有配發助教，專業服務學習才有，而

評分的部分很大的比佔為期末考試，除了考上課時的知識之外，也

會讓學生自評與互評同組成員，以此來了解每位同學的學習狀況與

其在小組中的參與程度。 

七. 活動花絮 

  

陸研所陳建甫老師進行教學特優教師「弱勢團體與社

會福利」課程觀課交流。 

陳老師分享過去課堂與 

淡江盲生資源中心合作的經驗。 

  

學生專心聆聽陳老師體驗課程的規範。 陳老師將學習單發給學生。 



  

陳老師邀請同學作為「導盲犬體驗」示範組。 陳老師提醒同學注意安全以及詢問學生體驗路徑。 

  

陳老師和與會老師分享帶大班課程的經驗與建議。 李主任致贈感謝狀於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