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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前一學年課程計畫實施情形及其成效檢討 

（一）、109學年度課程規畫、設計、實施、結果等階段的課程評鑑結果： 

任教學年與領域 質性描述 

一年級學年教師 

1. 停課期間線上學習若有問題，家長可自行調整時
間、使用媒材，正常繳交作業，將不會影響學業成
績。國語部分，學生閱讀習慣尚未養成，造詞、造
句的能力顯得比較弱。所以先加強孩子造詞能力，
在生字書寫時增加、延長造詞的課程內容。 

二年級學年教師 

1. 本校的課程規劃皆能依據學校願景訂定目標、結合
學生經驗帶入各項議題，發展學校特色、理念，展
現本位課程核心素養、統整精神。 

2. 課程設計也能針對不同年段學生、各年齡的學習能
力滾動式的增刪調整教材教法，達到適性教學。 

3. 在實施層面，有團結的學年夥伴溝通討論，互相成
長激發不同的創意，家長反應良好，學生也都能精
熟學習重點。 

三年級學年教師 
1. 課程規畫、設計、實施、結果大致良好,建議校本特

色的部分可以更聚焦,選定一樣恆春特色扎根,例如
月琴課程,海洋自然資源,在地文史或是民謠課程。 

四年級學年教師 
本學期本學年皆依據課程規畫實行，教學及學習目標
皆有達成。 

五年級學年教師 
本學期本學年皆依據課程規畫實行，教學及學習目標
皆有達成。 

六年級學年教師 

1. 因為六年級下學期的課程單元較少，課程的進度壓
力比較小，較能對於課文做延伸的討論及寫作，針
對最後一單元關於畢業及夢想帶著學生做較多的活
動，除了和校本課程做結合．讓學生對於自己國小
生涯想完成的目標寫成計畫外（例如：想完成單車
畢旅的騎乘、挑戰環城路跑志氣獎、挑戰師說認證
好棒級或受獎級等）．也因應線上教學的方式，讓
孩子有更多口語表達的方式和老師及同學做分享，
課程的進行更有趣！ 

2. 本學期課程能依照教學進度實施，且學期初已和學
年夥伴討論考試範圍及內容的規劃，檢視數學教學
內容的難易度去做調整，因此教學進度順利且有時
間複習，學生也能不吃力地學習和不易混淆概念。 

3. 教師成長:校內安排易思社群和語文研習能讓老師增
進教學知能，加上學年夥伴都能互相幫助，也能針
對教學問題去做討論，能更了解學生的學習難處而
調整教學策略。 

4. 線上教學:因疫情關係停課不停學，多虧上學期有進
行視訊教學測試，因此線上學習對師生來說較容易
上手。學生和老師同樣接受線上教學的挑戰，學習
上更能以多元評量的方式進行，但寫作的部分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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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呈現成果。 

自然領域教師 

1.課程實施的困難還是在於實驗器材的不足，以致有
些課程只能分組進行，或由老師示範，無法每位學生
親自參與。 
2.學生程度差距頗大，有些學生明顯有文化不利的現
象，須利用課程時間多補充科普知識及閱讀理解能力
以期拉近學生學習能力的差距。 
3.高年級的知識內容較難，建議是否能由具自然領域
專長教師擔任為佳。 

社會領域教師 

1. 星期三研習如果還有空間和時間也可以開社會領域
多元評量相關的研習，供老師選擇。 

2. 六年級的社會多為世界史與國際觀念，因此當學生
對於社會資訊、國際觀念薄弱時，對於課程的理解
力便較低。因此在課程準備，需多準備時事與議題
進行搭配，讓學生透過討論、辯證後，才能澄清許
多迷思概念。 

3. 教師教學需求方面，建議可以有社會領域專科教
室，將國際教育、臺灣鄉土教材、世界地圖、地球
儀等教材，布置在教室，搭配使用電子白板，及時
以影音及搜尋網路資料，增進偏鄉學生學習的理解
與補充背景知識。 

英語文教師 

1. 這學期三年級著重在將字母書寫好、位置正確。四
年級著墨在增加閱讀量，減少對大量字母出現所帶
來不安。 

2. 五年級的課程重點在於課本單字的加強記憶(包含認
字)、句型概念的釐清與加強。 

3. 在設計六年級的課程內容時，除了基本的單字句型
練習外，較先前更加融入藝術的層面。 

(1) 六下教學重點為過去式，因是全新的主題，搭配
其他的單元則非常簡單，孩子歷經知識量龐大的
辛苦記憶(文法)後，我們先緩下來，以過去式為主
題進行一項結合勞作的 Unit Project，讓學生回顧
兒時與現在的差異，原先以為可能孩子不會好好
畫圖、無法耐心堅持到最後，但絕大多數孩子卻
都能用心完成作品並互相欣賞，讓人驚喜。 

(2) 在桌遊融入課堂的方面，也不再僅是融合單字與
句型的練習，這學期我們以季節這個主題結合了
色彩麻吉這款桌遊，讓孩子挑選最愛的季節聯想
任何與季節有關的內容，先以心智圖的方式呈
現，再賦予每個項目一種顏色，最後各組找尋自
己的色彩麻吉，期末考時發現孩子對於這個單元
幾乎都非常熟悉。 

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師 

1. 學期內謝謝體育組申請體育輔導團到校進行教師進
修分享與增能活動。 

2. 體育教學器材物資可適時汰舊與增添，請教師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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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年級健康課程很實用，現在孩子流鼻血會自己處
理。 

4. 分校實施體育混齡已三年，學生學習成效很好。 

藝術與人文 

領域教師 

1. 音樂：聚焦課程目標部分，於我任教班級中著眼於
學生普遍基礎能力，再適當篩選教材，以逐漸加
深、加廣為原則，強調聽覺與肢體動覺的統合（聽
辨與律動）；視覺與聽覺的統合（視譜與聽唱）；視
覺、聽覺與觸覺的統合（視譜、聽力與吹奏直笛或
彈奏月琴），相較於上學期學生學習成效略顯進
步。建議教師應力求自我精進，除參與研習與社群
外，亦開放教室、跨域連結、科技輔助等，以多重
視角檢核與評量自身教學成效。 

2.美勞： 

a.本學期增加預算，讓美勞教師針對學生程度、課程
內容及學校活動購置美勞材料，就能符合教師教學需
求，提高教學成效。 

b.在美勞作品的教學之餘，進行藝術理論及美勞工具
使用的基礎教學，例如色彩學原理、構圖技巧、素描
透視原理及水彩工具的使用等，讓學生由抽象的理論
到具象的實際操作，進行更完整的學習。 

c.本學期遭逢新冠病毒停課，導致實體課程無法進
行，因此許多已購置的美勞材料無法進行實作；且線
上課程進行方式多為單方面的藝術影片欣賞，因此建
議來年藝術領域可針對線上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及評
量方式進行討論；也可利用領域研討時間，延聘專家
學者，教導美勞老師學習電腦繪圖或動畫軟體的操
作，融入在課程中，增加課程的豐富性，也可因應未
來的線上教學模式。 

d.學生在課堂中時常出現沒準備工具及材料的狀況，
希望學校能編列預算，購置常用美勞工具及耗材，例
如剪刀、白膠、色紙、粉彩紙等，方便老師借用給學
生，以利課程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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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學年度【領域課程實施成效評鑑表】與【彈性課程實施成效評鑑

表】： 

1.國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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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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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彈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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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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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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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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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藝術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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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定課程教學活動與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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