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力
與引導力

南澳高中 陳佩琳



快問快答
認識彼此



還有17天就要開學
我的期待與擔心…..



陳佩琳

• 教師經歷22年

• 宜蘭縣南澳高中

• 任教國中歷史科
(經歷過高中歷史、國中合科)

• 7年導師、1年專任、
4年訓育、4年學務、
5年教務處繼續蹲點中

• 兼任宜蘭縣社會領域輔導團



我的教學起點

看不懂

沒聽到

說不出來

寫不會、考不會

沒有想學

不要學



我的土法煉鋼

看不懂

沒聽到

說不出來

寫不會、考不會

沒有想學

不要學

說給他聽
多說幾遍
就照著念

看著寫、背多分
結果還是
沒有想學
不要學



我的策略嘗試

ppt

畫重點

提問

畫重點

補充資料

吸引注意

帶活動

CPR



我覺得
沒有價值
沒有意義
沒有我自己



邀請老師們體驗
我現在的課堂

面對這個困境，我現在這麼做…..



學生想法



1.剛剛那一堂體驗課，
老師用了哪些方法促進
學生學習？



支持學生能自學

並學習獨自面對提問

提供多元的學生討論模式促成更

全面或更深的思考

多元的發表方式與引導

促成學生表達想法

澄清概念迷思，統整概念連結、

引導學習反思



活用學思達五環與引導策略
擴大參與
促成過程與結果的廣度與深度

目的:

澄清概念迷思

概念連結統整

引導後設思考

目的:

培養團隊合作

溝通表達能力

提供學習鷹架

補充影片、資料

課文

圖片

目的: 

激發學習動機

培養思考能力

建構學習歷程

目的:

學習目標評量

➔學習內容的理解

➔學習表現的檢核

焦點討論法提問

架構(ORID)

布魯姆認知層次

(理解、分析、

推論、評估…等)

摘錄自鹽行國中沙寶鳳老師



能引發好奇探究
提問設計

提供一段學習歷程引
導學生動用觀察分析
等能力產生有依據的
詮釋。



概念為本課程設計
產出跨科遷移又能兼顧學科深度的課程

學習內容

微觀學科概念
(知識點)

微觀通則

宏觀通則

日本推行新式教育

新式教育改變了臺灣人的知
識內容和學習方式

殖民者使用教育政策控制和
改造殖民地，改變當地的社
會與文化。

摘錄自鹽行國中沙寶鳳老師



概念為本課程設計
產出跨科遷移又能兼顧學科深度的課程

學習內容

微觀學科概念
(知識點)

微觀通則

宏觀通則

根據學習內容檢索出課本
微觀概念與選擇探究事例

微觀通則建構微觀學科
概念的「關係」，亦表達
議題事例與學科概念的關係

宏觀通則表述學習內容與
宏觀概念的「關係」，是
能產生跨科概念遷移的理解

摘錄自鹽行國中沙寶鳳老師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主題：E.日本帝國時期的台灣
項目：a.政治經濟的變遷、b.社會文化的變遷
條目
歷Eb-Ⅳ-1現代教育與文化啟蒙運動。
歷Eb-Ⅳ-2都會文化的出現。
歷Eb-Ⅳ-3新舊文化的衝突與在地社會的調適。
附錄說明：
日本帝國以現代化國家的管理技術統治臺灣，其統治體制與經濟措施兼具現
代化與殖民化的特色。這一主題建議在上述脈絡下討論：
1.帝國政策對臺灣原、漢民族的衝擊，包括土地及林野政策等。
2.西式的學校教育體制、都會文化等呈現的和、洋並存現象。
3.所謂「在地社會」，應包括原住民族（包含平埔族群）社會與漢人社會

• 社1a-Ⅳ-1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
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
係。

• 歷1b-Ⅳ-2運用歷史資料，進行
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 社3b-Ⅳ-3使用文字、照片、圖
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
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學習目標：
1.學生能透過觀察流興社番童教育所並與已知的泰雅族做比較、透過比較日本不同時期的蕃童教育規定發覺原住民文
化發展與日本推動新式教育制度的關聯。
2.學生能透過研究日本在台灣中等及高等教育學制的建立與推動評估是否符合日本所提出的日台合一教育主張並分析
日本推動新式教育之目的。
3.學生能閱讀高一生的故事、1920-30年代台灣新知識份子的各項運動及課文分析其運動內容判斷新式教育及國際局
勢如何對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產生影響
4.學生能綜觀整個日本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與現代化措施分析其對台灣的影響。



學思達牌卡  作者｜黎曉鵑、張輝誠

講義製作牌卡說明

https://tinyurl.com/yxtkq3bd

https://tinyurl.com/yxtkq3bd


2.這些方法中，你們注
意到是哪些元素促進學
習？



3.這可能顯示出課程
設計者背後的目的/價
值/意義是？



學科學習重點
(表現與內容)

在真實生活議題
情境下探究

議題覺察
生活實踐

提問思考歷程
探究實作策略

將教育價值轉化為實際教學元素"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素養教學

我要怎麼教比較好？

那我要怎麼做？

學生做得到嗎？

這樣做有效嗎？

• 傳統教學與創新教學的該如何選擇?

• 備課時還需要考慮哪些層面，而不僅僅

是知識?

• 如何在課堂互動中給予學生更多表達和

思考的機會?

• 評量應以結果為導向，還是以過程為導

向?



疑問可以是懷疑與抱怨
也可以是探究自己成長的開始

我要怎麼教比較好？

那我要怎麼做？

學生做得到嗎？

這樣做有效嗎？

• 如何定義”學習”?

• 如何定義”學習”?

• 如何定義“學習”？

• 如何定義”學習“？



「學習」

是什麼？

知道V.S理解  的歷程

靜態V.S動態  的過程

區塊V.S連結  的建立

資料V.S資訊  的輸入

直線V.S螺旋  的成長

現在V.S未來  的養成

課程與教學
要契合學習
的真正面貌。



你認為「學習」是為了什麼？ 

學生長大成人後,不會有人跟

他們說什麼是大概念,他們必

須獨立分析資訊以推演出對

情境與事件的深度理解。

創造思考的教室p.92

課程是
為了
學在當下
預備未來。



你對
學習的定義

教師專業、學習經驗

課程
設計

課程
評估

定義教師在課堂的角色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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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師决定問題
學生負責分析
並汲取出自己的
概念性理解

結構式探究

使中國貿易擴大
加速全球經濟網絡的形成

國際貿易發展

使國內經濟發展
快速

創造思考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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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式探究

老師只决定
大範圍的主題

由師生
共同提出問題
以形成探究方向

一個具備社會
領域學科本質
的課堂有什麼
樣的特質？

創造思考的教室



課程設計
要回到老師自己是如何學習的

課程思維的轉變



個人學習、團體互動→教師自主專業成長

110~現在 學思達A.T.M.社會領域共備社群

109學思達嘉義東石共備

真實的教學經驗

連結我課堂的失落看見改變的可能

自學思考的講義設計

引導學生學習不被填鴨

靈活的學思達五環

成為學生學習的鷹架



以前

我是課本的表演者

學生是觀眾

現在

我是課程的製作人

學生是男女主角

我希望在我的課堂上

師生的學習都能被看見



當老師產生學習遷移
先是自己受益，再來才是學生

專任教師、導師
、行政等



你的
15%解決方案
是什麼？

• 新學校現場可能存在著很多限制
或不利的現象

哪些地方你有決定權和行動自由？

在沒有更多資源或權限下，你還
可以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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