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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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科/ 

社會領域公民教材教法 

日期時間：105年10月03日（星期一）15時00分至17時40分、106年01月15日(星期一)10

時30分至14時00分 

實地學習學校及單位(班級)：台中市光榮國中三年23班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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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觀課兩節公民課 

    本次課室觀察官秀玲老師之公民課堂教學，官老師擅長以學生為中心設計教案，

勇於突破傳統教學趕課的方式，在有限的時間內設計教學活動並執行。因此，在我提

出能否到班上做課室觀察時，官老師很爽快的答應了，因為平時礙於進度壓力，並非

每堂課都以學生為中心上課，大部分還是傳統的老師為主授課，但是，會盡量保留給

學生自主思考與發言的空間。 

    在第一節課官老師對學生建立概念性的問題，本節探討經濟學中選擇的問題，詢

問學生為甚麼要做選擇，而在選擇的背後又思考了甚麼。老師以買早餐為例，若只有

80塊零用錢可以用，會選厚切手工三明治還是便利商店的三明治兩者的差別在哪，會

考慮那些因素做成選擇，最後又會選擇哪一種，學生回答相當踴躍，大部分回答都會

選便利商店的三明治，因為比較便宜，有學生開玩笑的說要是有人請客可以吃免費的，

當然選厚切手工三明治，這裡學生的回答都與價錢環環相扣，因為不用考量金額多寡，

其次才會追求口感。但是，要在有限的零用錢裡面，做出合理的消費，還是需要考慮

到商品價錢的，學生很現實的回答便利商店的三明治可以吃好幾次，厚切的手工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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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一次就把80快花光了。在第一節前半節課，老師將時間交給學生充分地思考與發

言，一方面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為主的上課方式，一方面又能扎實地建立本課的基本觀

念。 

    在激烈的討論過後，官老師在課堂秩序的管理也很有一套，很快地將學生的注意

力從上次討論中抓回來，告訴學生剛剛討論的就是經濟問題的一部分，平常所做的每

一筆消費都是經濟的選擇，選擇是為了促進自己的最大利益，在有限的資源中做最佳

的選擇，因為人的慾望無窮，不可能魚與熊掌兼得，也不可能兩個三明治都能買，因

為有限的零用錢中做消費。並且，官老師也以板書為方才討論的內容，做觀念的統整，

以付出代價與否區分，需要付出代價選擇，列入經濟學的範圍討論，被稱為「經濟財」；

而能自由取用的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水……等，是「自由財」的範圍；學生也

很快就從方才高昂的討論情緒進入寫筆記的狀況。板書上基本整理了些經濟學的名詞

定義，例如:機會成本、需求與消費……等，並且以口頭講述其區分用意。例如: 隨著

環境遭受破壞，原本不須付出代價即可取得 的陽光、空氣、水等自由財，轉變為須付

出代價才可取得的經濟財，如高雄人買水喝。因此，經濟財與自由財的區別會因時、

因地有所不同。 

    最後，第一堂課快要結束之時，老師請學生思考「資源稀少」與「貧窮」的差別，

在下堂課開始之時討論，以分組上台分享方式，派代表上台發表，當作平時表現的小

組加分，在這裡的小組加分制度占整學期個人分數一半的區塊，因此，在第二堂課剛

開始時的自願上台小組十分地踴躍。老師在學生做過討論及報告後，做一個重點補充

和統整，貧窮指的是未達基本生活水準，如吃不飽、 穿不暖、生病無法看醫生，倘若

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已滿足，貧窮問題就不存在了；稀少並非指資源總數量的多寡，

而是一種相對於人們欲望的概念，也就是說當資源無法滿足人類欲望時，那個資源就

具有稀少性，倘若富有的人貪得無厭，也會感到稀少性。「稀少性」迫使我們做出選

擇，以期欲望獲得最大滿足。最佳的選擇方式是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中，做出最有效率

的選擇，使欲望獲得最大的滿足。且須節制欲望，區分「想要」與「需要」，避免成

為欲望的奴隸，有效地利用現有的資源在有必要的地方。在觀念建構後，也以情憶層

面教導學生思考。在講述機會成本與最佳選擇基本概念後，老師給予小組加分的機會，

舉例出題讓學生搶答何謂機會成本及最佳選擇，課後老師回答是這部分觀念稍微複雜 

 



 

，若觀念模糊的話，難以進行接下來的課程，作為最後總結的綜合活動，是官老師在

最初教案的設計。 

二、訪談國中公民教師-官秀玲老師 

1.學科教學理念之分享 

    除了達到學生對課本知識內容的吸收外，更希望能有情意、技能等目標為立向。

但是，在這方面是相當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有日積月累的經驗累積，培養教師深厚

的實力，使學生覺得這位老師非常勝任教師這項工作，很會教學，慢慢地潛移默化

下，學生就會信服這位教師，進而接受教師。最好的狀況是，老師能做到引起學生

學習動機的這部分，不僅僅只是認知的基礎知識吸收，學生若能使之成為個人興趣，

內化為情意的道德層面，是在好不過了。因為，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有再好

的老師，沒有學生的配合，也是徒勞無功。 

2.學科教學知識之分享 

    在準備教學這方面，教案的熟練與完成度是必備的，因為教案是上台教學的劇

本，在思考教案時一方面也需要準備完善的教具或多媒體，學生在台下的聽課方能

事半功倍。 

    而除了傳統的課室教學外，光榮國中目前還在推動翻轉教學與磨課師

(MOCCS)，在以上教學準備工作後，一方面也要多加留意近年來流行的教學法，方

能跟上時代的腳步，改進自身不足之處。 

    甚至，有一些學校會有各自不同的制度，例如:雖然光榮國中沒有要求教師共同

備課，但是，在一般的老師人際交流互動之間，常會有互相分享考卷的作為，幾位

老師一起出同一份考卷，並且給各自的班級使用。官老師認為共同備課這種行為是

相當值得佳賞的，因為集眾人之力總比單打獨鬥還要強，還能互相借鏡對方的優缺

點。 

3. 教案資訊蒐集與撰寫之經驗建議 

    以上若干點都是給新進老師的建議，通常經驗老道的老師幾乎都不需要備課這

項動作，因為對教材以滾瓜爛熟了，對學生情況的了解也略知一二，大部分都能臨

機掌控。 



    官老師也特別提醒我們這些新進教師，在學校學的教案編寫不一定完美，總有

一些實務上的操作需要臨機應變，尤其是太過詳盡的教案也不是完美的，因為理論

與實務總有些出入。但是，還是要盡量完美教案，以應付實況! 

 
圖一:由右至左，與官秀玲老師、本人、高師大地理系四年級蘇亭宇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審核結果 總時數 
訪談中學教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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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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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審核結果：□ 通過     

□ 不通過，需補救實地學習及時數如下： 任課教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