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施亭羽 學號：1025337 科目:教育心理學 

日期時間：103年12月22日(星期一）08時10分至11時30分 

          104年1月5日(星期一)08時20分至11時00分 

 
實地學習學校及單位(班級)：3年17班、1年16班、3年22班     學校 光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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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地學習內容與心得、反思（至少1500字，並附上活動照片） 

    首先，第一天(103年12月22日)的實地學習項目主要是以訪談中學教師、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為主，這次訪談的對象是我之前的國中歷史老師，在課室觀察開始前，我先與她聊

一小段她等一下的上課內容，並提出問題，訪問她對新式教學法的看法，關於學思達(也就是

翻轉教室)實際應用在課堂上的可能性，與學習共同體實施的要點。由於我是她的學生，所以

我十分了解她的上課方式，她是屬於傳統式教法上課的老師，並沒有運用任何新式教學法，

因此 

 



 

因此，這對傳統教學法的成效有所見證，我並不懷疑；但是，近年來大力提倡的這些新式教

學法是否有應用在實際教學上的必要，值得深思。老師在訪談中也表達她對新式教學法的嚮

往，因為不可否認地這些新式教學法較強調學生間的互動，比傳統教學法更能吸引學生在課

堂中的注意力，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卻遇到不可避免的困難，因為歷史屬於社會科的關係，

其注重的是知識建立的基礎，而且其對象是國中生，相較於高中生，他們較缺乏知識的基礎，

實施起來較困難；再來，老師也無法確實掌握學生課前預習的狀況，因為，若缺乏課前預習

所建構的知識基礎，也是無法實施學思達的。又由於社會科目的性質關係，它較少有像理科

方面有邏輯思考的問題，在這方面社會科若要實施學思達教學法，老師勢必要多花些心思準

備一些特定的主題給學生討論，但是經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卻是固定模式的，總歸來說社會科

實施學思達交法的效果還是沒有來的理科優，且在社會科大量知識性的濃縮與課堂節數的擠

壓下，實施學思達須冒著趕課的風險。並且，學生們早已習慣傳統式教學法，一下子要實施

學思達教法，學生可能會不習慣，也無法理解為何教師要將講台讓給學生的翻轉教室學習，

那學生心理可能會想，只要學生自顧自地講自己的，何必需要老師的存在，因此，在這方面

教學方法的落差是需要適應的。而關於學習共同體的應用，其所遇到的狀況與學思達相似，

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進度壓力，而無法將教室的主導權交由學生。 

    在接下來的課室觀察中，我觀察到如何有效的運用傳統教學。首先，老師花了 25 分鐘

檢討作業與考卷，並以老師提問學生問題的方式刺激學生回答問題，但成效卻有限，因為剛

上課，學生下課時玩瘋了，上課時顯得沒精神，愛理不理的，所以，在這時候老師更要抓住 

 

 



 

學生的注意力，所以這時老師就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必須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狀況，並刺 

基學生提問，引導學生劃重點，當一個引導者的角色。再來，就是上課本內容，在這階段學

生十分容易恍神，因此老師必須部斷地使學生聚焦在她身上，以板書抄寫搭配口述，學生才

不會容易因為一恍神就跟不上進度。另外，老師也以課前幫學生整理重點、發講義，使學生

在上課時更容易進入狀況。但是，有可能是因為重新分班的關係，這一班的學生是在三年級

時才接觸到這位老師，彼此間沒有情感建立的基礎與課堂上的默契，在教學方面老師教得比

帶了三年的學生吃力許多，而且在課堂上老師提問時，學生雖然會有反應，但是有回答意願

的還是固定那幾個成績較優秀的學生，而其餘的學生只是安靜聽課。這時傳統式教法與新式

教法的差別就很容易比較，相較之下，傳統式教法與學生的互動較少，而新式教法則十分注

重教師與學生的互動。 

    第二次實地學習(104 年 1 月 5 日)，這次我很幸運地找到兩位有將這兩種新式教學實際

運用到課堂上教學的老師，是另外一位歷史老師與公民老師，而這次實地學習的地點一樣是

我的國中母校。在課室觀察開始前，我一樣先訪問這位公民老師對於新式教學的看法，以及

她為何選擇用新式教學上課，其與傳統教學所佔的比例各為多少。得到的答案是，雖然她支

持採用學思達教法與學習共同體的上課方式，但是她也主張她還是以傳統教法為主，這些新

式教法只是其輔助，而且要使用這些新式教法必須看時機，看學生的層次來判斷，像是升上

國中二、三年級以後才將之漸漸帶入教學中，而不是在一年級時就使用，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上課方式，在國小時他們並沒有接觸過，這會造成適應不良。在學生二、

三年級時有效地搭配新式教學上課，在他們已具備有科目的相關知識，也就是先備知識後，



與經驗後，再配合 PPT 等電子化教材與翻轉教室的方式將講台交由學生，並且引起學生對學

習的興趣，上課氣氛不再像使用傳統教法上課情形一樣，學生顯的了無生氣且沒精神。 

    在實際看了這位老師的上課模式後，我發現她不但使用翻轉教室，更將融入了學習共同

體的想法，將全班學生分為六組，一組五至六人。像先前提到的，這位老師並不是每堂課都

使用學思達的教法，而是用傳統教法的模式上課居多，因此，若要實施學思達教法時，她會

在課前預告，並準備題目給同學做準備，因為，如之前的歷史老師所提到的，社會科目並不

是每個題材都適合用學思達教法，所以需要訂立一個特定的主題。而且，在台灣的教育體制

下，學生還是不太習慣學思達這類的新式教法上課，不像外國學生一樣勇於表現自己與發表

意見，我國的文化傾向教育孩子謙卑，因此早已習慣將自己隱藏起來，而對以需要踴躍發言

與表達自己為基礎的翻轉教室感到卻步。所以若能在課前預告下次的上課內容，好讓學生有

心理準備與課前預習，準備足夠的先備知識，在翻轉教室的成效上會更為顯著。在課前老師

要學生先預習課本與課前發的講義，並且發下題目給學生準備下次要上台報告的項目，而這

次的題目就是配合課本的上課進度─企業，給與特定題目─「請問企業與公司的不同之處為

何」、「合夥人與股東是什麼」、「企業經營型態的優缺點為何」、「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涵為

何」、「請示範完成我是大老闆的學習單」、「什麼是綠色消費」、「請示範完成永續發展面面觀」。

要求學生在下次上課前準備完成，並在下次上課時以兩組為一單位並各派一人上台報告，而

在講者解答完老師所出的題目後，開放下面同學提問，但是考慮到台灣學生的個性後，加以

後效強化，給提問者的組別加分，得到的效果非常好，同學都很積極地提問。並且，在整個

報告與題目到一段落結束後，老師再做最後的一個統整，而且出題目激發同學回答問題，這

時的題目台上台下的同學都可回應。同時，再進行學思達教法時，雖然是將講台交給學生主



持，但是老師全程都在旁協助，不曾離開，老師依然是身為一個引導這的角色，像是在講者

進行報告的同時，老師也隨時插問，做一個補充，開放下面同學回答。最後剩下五分鐘，老

師再以電子化教學做一個補充與完整的結尾，老師在課前先準備好相關的新聞報導，剛好在

看完以後留時間給同學討論其與這次討論主題相關之處，並且由老師丟問題，做一個最後的

統整。由這次的課室觀察下來，我發現新式教學的優點就是讓學生能全神貫注在課堂上，而

不在昏昏欲睡，且老師與學生都有參與到討論。 

    而另一位歷史老師的課，同樣地我也觀摩了一節課，首先她是以傳統教學上課，最後五

分鐘再留給同學討論這次的上課內容，兩人一組為一單位上台發表對這次歷史事件印象最深

刻的人、事、物，討論時間為兩分鐘，上台發表時間為三分鐘，由於時間不夠的關係，這次

只有兩組同學上台發表，而通常老師會是時間調整上台發表的組數。另外，這位老師也是以

加分為後效強化，鼓勵同學上台發表，若是沒有同學自願的話，再以抽籤方式解決。再學生

討論時間進行的同時，老師會走下講台與學生互動，在同學遇到問題時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或是在旁觀察學生的討論。而在同學發表後，老師同樣也做一個統整，並問台下同學對此有

無任何問題。 

    經由這次的課室觀察我發現有運用這些新式教學到課堂上的老師都同樣會在將講台交由

學生的同時與同學討論，這樣不僅學生在課堂上有參與感，同時老師也不會有被晾在一邊的

感覺，不再需要老師，由此可知，學思達教法並不是不需要老師的，但是老師需要調整自身

的角色，老師不在是課堂上的主角，而是學生，並且將老師轉換為一個輔助者與引導者的角

色，而在課堂的最後將主導權由學生身上又轉回老師，因為老師要做最後的統整，將學生由

四面八方角度切入的議題做一個總結。 



  

訪談中學教師(以上三張照片) 

  

 課室觀察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審核結果 總時數 

訪談中學教師 3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訪談中學生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課室觀察 3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其他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