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一學年課程計畫實施情形及其成效檢討: 

 

一、各學習領域小組教師教學經驗(策略)分享 

教學經驗(策略)分享—悅讀、閱讀。大家都知道＜閱讀＞的重要，對低年級的小

朋而言，閱讀活動的進行，可以採用［說故事］的方式，這是一個帶領孩子進入

閱讀世界的最佳方法。 

針對語文領域教學實施的難處: 

1.低年級的語文教學重在字的量、詞語量的擴增，以部首、拆字來引導孩子認字，

建議多閱讀，鼓勵多表達。 

2.中年級的學習重點即放在辭彙的擴展、基本修辭學的應用極短篇文章的書寫。

中年級剛開始接觸長篇作文，所以讓他們練習完整句子生成是十分重要的事。 

3.高年級的語文教學重在句型的架構，和高層次的閱讀理解，文體的了解與不同

文體文章的互換(將記敘文改成說明文等)，以及利用修辭學發展有意義及創作 

性文章。 

4.英語學習，希望能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興趣，除了鼓勵多練習外，教材的豐富度

及吸引力也很重要，除了教科書外的教材，英文故事繪本，桌遊等有趣的教材

可考慮增購，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5.高年級的修辭的教學，應配合學生課堂學習與課外閱讀的文本，採融入式的教

學，並透過該修辭法的特徵和效果做引導或說明。 

 

二、針對領域提出下學年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之具體建議: 

1.語文領域包含範圍廣,開會進修應細分，語文領域包含國語,英語,母語(閩南語,客

語,印尼語,越南語,…),教學的環境條件及學生先備能力(起點行為)並不同,所以,

領域小組會議內容若想具體實現,應就不同語文細分,較能根據實際教學需要訂

定進修計畫。 

2.語文領域四種基能力,教學常偏重在讀寫方面,忽略了最早的聽說,往後教師進

修時可以考慮獨立聽能力的教學研習-可以給予在職進修中心建議。研習也應

跨領域,不只是研習內容,題目跨領域,參加教師也應跨領域,但不是每次都是

無差別的所有領域都參加,例如:語文領域可以結合自然科技,也就是語文領域

和自然科技教師同時參加同一個研習並產出具體的教學活設計,或者語文和藝

術,語文和健體,…等,如此也有共備的效果。 

3.具體落實的方法就是行動力,也就是行動研究。 

研習或進修不一定要排除學生,想要落實進修的成果,就是實踐,所以學生的參

與就很重要了,當然不用真的研究、有數據,只是每次研習可考慮實作配合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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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領域: 

 1.數學情境生活化 

  在教學上，若學生所要學習的內容是與熟悉的生活貼近，則學生學習的意願就  

  越高。在數學教學中可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生活體驗，有效的創造生活情景，   

  讓學生在熟悉的數學生活情景中愉快地探究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規律。只有 

  讓學生形成了愉快體驗的「樂」境，才是求知的最佳境界。 

2.數學問題生活化 

  在數學教學中，教師可以把數學知識與生活、學習、活動結合起來，通過收集 

  資料、動手操作、合作討論等活動，讓學生真正感受到數學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獲得探索數學的體驗，提高利用數學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讓生活數學化。 

3.總結 

  教學要活潑，則能運用到教具時則儘量多使用教具教學，以實作演練數學概念，  

  讓學生有更具體的概念，因為學生對實物的學習比對抽象事物的學習強。上課 

  時說話要清楚明白，在教學時能多舉與生活相關的例子，與學生的生活經驗作 

  結合，再依相同的原則引導學生慢慢加深加廣，並告知學生學習數學概念的用 

  處。 

 

  在數學教學的過程中，作為教師應該從學生們所熟悉的入手，知識應該來源於   

  生活並高於生活，在具體的生活經驗中建立數學思想和數學情感，減少學生們 

  對數學的恐懼和陌生感。作為教師要盡量減少數學與真實生活的差距，激發學 

  生探索和求知的慾望，讓學生建立自信心，在學習中收穫的不僅僅是知識，還 

  有快樂。讓學生們體會到生活離不開數學，以現實世界為基礎，幸福快樂地徜 

  徉在知識的海洋。 



四、 自然領域: 

1.本校設有自然科教具室，教具使用完需整理後放回教具室並分類放好，這

樣要再使用就有教具使用。校內目前仍有足夠教具量用於教學。 

2.自然需多做實驗多操作，可與導師個案溝通或積點獎勵，常規應會較良

好。 

3.學生在上課時或做實驗時老師要記錄照相或錄影一些資料，分析上課情形

改進教學，或教師檔案製作使用之。 

五、 社會領域: 

1. 六年級第二次月考內容可再增加，提早上第三次月考內容，避免第三次時程 

2. 較短來不及上完。 

3.孩子的閱讀能力要再提升，以因應未來素養題。 

4.使用電子書上社會課，教孩子找重點，做心智圖，有助於學習。 

六、 綜合領域: 

本學期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編寫及實施、設備運用及補充…。 

1.本學期選用的課本可結合社會、國語課程，跨領域學習讓綜合課本的活動

避免流於只是討論，學生除了口頭發表，還能更深入探索。 

2.目前大部分教室已經有智慧電視、電腦設備，事先蒐集相關資料補充，除

了課本內容，可結合在地東港的特色或最近的疫情防範措施，加強學生防

疫觀念，達成綜合課程素養導向主題軸 3：社會與環境關懷，期許學生能

辨識人為與自然的危險情境，運用資源並發展合宜的處理策略，預防及化

解危機，以保護自己與他人。 

本學期各項領域教學活動實施結果，提出檢討意見及具體建議。 

1.綜合領域課程總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

的能力，在教學上應設計活動讓學生參與，減少只是授課講解單一教學

法。 

2.綜合領域教學內容可結合學校活動與學習成果發表，如：兒童節園遊會、

校慶活動、社區探訪及報告……呈現學生多元學習成果。本學期因為新冠

肺炎防疫影響，部分學期活動取消，但是班級活動可以採取錄影、蒐集資

料、上台報告等方式進行，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符合教學與評量多元化。 

各學習領域小組教師教學經驗(策略)分享。 

本學期將防疫洗手七式、戴口罩的方法、社交距離、用餐禮儀等融入綜合課

程中教學，經常練習，學生可以琅琅上口，隨時要求自己做好防疫工作，這

也是學校教學的成果，生活即教育，落實於生活的習慣就是教學成效。 

 



針對本學期各領域教學實施的難處，提出具體建議。 

綜合領域教學學生活動多，難處: 

1.家長對綜合課程不重視，親子共同完成的學習單只有少部分家長的回饋。 

2.綜合課程如有參觀社區或參與活動課程，細節繁瑣。 

建議: 

1.以蓋榮譽章等方式鼓勵學生要請家長回饋，或簽名、勾選即可完成，減輕

負擔。 

2.綜合課程或以學年為單位，或找到相關課程，跨學年也可以，教師分工合

作，一起推動，聯合教學，課程多元且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