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彭韻如 學號：s03110240 科目：教學原理 

日期時間： 2017 年 04 月 05 日（星期 三） 7時 30分至 12時 30分 

實地學習學校：後龍國中 

實地學習項目： □訪談中學教師 □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其他： 

準備活動：□拜會機構相關人員 □場地探查 □訪談大綱準備 □教案/教材準備 

□其他： 



教師訪問： 

Q：您認為本科目/領域之教學目的為何？ 

對我們國中的學生來說，實用性是會比較強調的一個部份，所以有時候講解課文的觀念，也都會盡量和生活做

連結，讓學生能吸收進去，期望他們在生活中也能運用得上，另外也希望盡量培養口語表達能力和敘述寫作， 

對未來會較有助益。 

Q：有關本科目/領域教學，您感到最困難的部份為何？ 

比較困難的是，要如何同時讓學生能輕易掌握文本，又能快樂學習而不無聊，尤其是文言文，學生特別害怕接

觸到這類文章，但還是必須加強他們對文字的理解能力。                                                                                                

Q：哪些主題您覺得特別難教？為什麼？ 

其實比起文言文，白話文更難教學，因為文言文篇幅短，注釋背熟再看文章就會比較好理解，但是白話文的課

文大多都是長篇，對閱讀比較有困難的學生來說會是一個挑戰，因為不容易抓到重點，自然就不懂課文要傳達

什麼概念。 

Q：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教學進度如何平衡？ 

說實話，還是以教學進度為主，因為在體制內就必定會有進度的壓力，但是為了不讓學生感到枯燥，我上課會盡

量丟問題讓學生回答，讓他們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有多的時間才會安排活動，像之前<王藍田食雞子>這課， 剛好

有時間就讓學生們玩夾鐵蛋的活動，對學習就會比較活潑有興致。 

Ｑ：老師在教學時採用什麼教法及教具？ 

因為上課時間有限，除非必要，不然不太會使用教具，國文內容又多，所以主要是以口頭講述為主。但是每次

上課前都一定會有五分鐘的小考，測驗他們是否有回去讀書，也讓他們有個緩衝時間，準備收心上課，另外在

課堂中也會採問答方式教學，抽點學生回答問題，比較能吸引學生注意。 

Q：老師在教學時教學順序與流程為何？ 

就是剛剛說的，每一堂課開始，都會進行五分鐘的小考，基本上是考一些注釋，讓學生有緩衝時間，收心上課。然後

就抽籤提問，讓學生回憶上次教過的內容，順便複習，比較好銜接。 

Q：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狀況？ 

最主要的還是考試，不過我在課堂上的提問也會是我判斷學生吸收狀況的一個標準，我的問題通常都是容易回

答，答案也很明確的，對那些不太主動發表的學生，我就會再多加引導，希望他可以開口，我才能了解他的學

習狀況。 

教室觀課： 

1.教室氣氛 

國三班：輕鬆，感覺不出有壓力。 

→因為是偏鄉學校，班級人數只有26人左右，教室氣氛很輕鬆，沒有感覺到學生有任何會考將至的壓力，看起

來很悠哉，讀書風氣不盛。 

國一班：活潑調皮，比較有精神。 

→人數與國三班差不多，但比起國三的穩重，國一班的學生比較愛打鬧，氣氛較活潑。 

 從事前訪問得知，因地處偏鄉，學生的學習動機普遍低落，在升學方面多數學生會選擇高職。由此可知學生們對

學習知識性的課程較無興趣。 

2.學生上課狀

況國三班： 

大多數學生會記筆記，也會尊重老師，專心在課堂上。 

少數幾位同學偶爾會分神，其中有一位男同學完全無法融入課堂，老師只好請他在課堂上完成基本功課再

做自己的事，但他後來還是睡著了。 



→其中那一位男同學，根據老師說法，他屬於學習低成就，連認字對他來說也很困難，因此也只能以特例處理， 幫

他布置最簡易的功課。 

國一班： 

有一兩位坐在前排的學生上課較踴躍活潑，會回答老師的提問，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應該是比較喜歡這堂

課的，而老師在上課期間也會不時點他們互動，讓課堂上充滿歡笑，其他同學也會比較專注在課堂上。 
 

國一班： 

這一個班級有幾位學生時常和老師在課堂上對話，少數幾位分心做自己的事。 

→上課氣氛良好，沒有學生調皮搗蛋，應該也是老師真誠溫柔的努力結果，因為在事前訪問時得知，觀課的班

級是屬於比較愛惹麻煩的。 

有些學生雖然會記筆記，但感覺並不是真的吸收了老師講述的內容，或許上課的內容對他們來說無趣也無

意 義 。                                                                                                                                                                                                    

3.教學內容 

一開始上課老師花五分鐘的時間進行小測驗。 

上課內容十分淺顯易懂，沒有什麼艱澀難懂的概念，語調和緩，極少補充課外的知識。 

 老師利用課前測驗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收心，準備接下來要專心上課，另外督促學生在家要學習，也能了解學

生的學習狀況。 

課程內容淺顯這個情況不論是國三或國一都是一樣的，因為學習動機不高，老師教學的內容也不敢過於豐   

富，害怕學生會反彈，再者，學生的先備知識普遍都不是很足夠，也造成教學上的困難，更不用說補充課外知識。學生連

課內的學習都興致缺缺了，因此老師只能以簡單的內容進行課程，希望學生至少吸收最基本的基礎內容。 

此外，老師的語調和緩，按照課本的內容講授，難以引起學生注意，分神、打課睡的學生大有人在。 

但我認為適當的刺激也是可以激起學生的求知欲，太過呵護學生反而會越來越沒有動力學習，另外上課的方

式也不能再以傳統的講課進行教學，面對這一群偏鄉孩子，或許要多花心思設計課程會比較有成效。 

教師訪談與教室觀察反思總心得： 

這次觀課訪談，其實看到了很多偏鄉教師都會有的無奈，因為校務行政、課業壓力、學生的家庭、生活等等， 有

很多因素限制了教學上的可能性，再加上親師座談會到場的家長只有兩三個，對於一些比較需要協助的孩子真的很

難有實質的改善。所幸葉老師並沒有完全放棄，雖然老師的教學方式比較傳統，但至少和學生的關係都不錯。 

「亦師亦友」是我認為很棒的一個理念，即便對於討厭讀書的學生來說，我們不能以老師的角度去影響學生， 但

還是可以以一個經歷較為豐富的長輩朋友去關懷學生，讓學生打從內心接納，我們就能為學生做更多事情， 不能

抱持著「唯有讀書高」的心態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為對於極需改善經濟家庭的學生，我們要有更多元的尊重和

包容，也該以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學生，而不是貼標籤認定他是壞學生，教師本身也要做到多元，因為將來遇到

的學生不會永遠只有一種。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總時數 通過與否 

訪談中學教師 3時  □ 通過 

□ 不通過 

訪談中學生 時 

課室觀察 2時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時 

其他 時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