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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參訪活動至台中大甲的日南國中進行，距離

東海大學不遠之處的海線學校，實為一所鄉下學校，

質樸的民風和乖巧純樸的孩子是其驕傲之處，但是，

伴隨著社會變遷快速的發展，許多位於非都市中心學

校正面臨著轉型，為了因應都市化的變遷，教學法的

精進及設備、制度的改善勢在必行。首先，非常感謝

吳建清主任及東海師培的用心規畫活動，使我們有這

次參訪的機會。也非常感謝吳主任熱情的招待及解講，日南國中所面臨的困境及

相對應的措施，經由主任詳細又簡潔

的介紹，迅速了解日南國中的基本情

況，包含:校內資源的分配、所獲得的

政府補助設備、教師用心良苦規劃的

特色課程跨領域學習以及及社團活動。

在這裡不得不提，雖然日南國中是一

所偏鄉學校，但是在設備上的充足卻

值得讓人欣羨，以及其教師課程設計上的多元豐富也讓人刮目相看，像是，他們

有程式設計 stretch的課程、3D列印技術、創意機器人等社團活動，讓孩子除

了基本課業的學習之外，還有值得驕傲的第二專長及能力培養。令人驚奇的是，

除了課程及社團活動設計上用心良苦外，日南國中也致力於與大環境接軌，發展

國際教育相關課程，以及社區產業的參訪部分，使孩子在書本外的生活常識及知

識也能不落人後，完全不輸都市學校的教育資源。(圖一:日南國中利用 3D列印製作客

製化個人名字鑰匙圈當作來賓見面禮) 

    在基本地日南國中的教育理念後，再來是實際入班觀課，非常感謝吳建清

主任願意開放課堂觀摩學習，建清主任願意開放公民課堂觀摩學習。吳主任從剛

開始課堂座位的分配上採分組座位上課，就能看出他不是一辦傳統課室上課的老

師，他善用新式教學法融合新數位科技運用，輕鬆地帶動課堂的學習氣氛。像是，

以翻轉課堂的方式，讓學生學會課為自己負責、課前預習，老師再以電腦等

Google classroom的軟體補充相關先備知識，配合“線上共做”的部分繳交報

告，借助科技的進步輔助課堂教學。值得一提的是，吳主任提倡學生課前自主預

習課本內容，所以課堂的進行大多以討論、檢討的方式進行，同時也搭配科技軟

體輔佐教學，例如：以 pickers掃描學生答案的 QR碼，優點是教師能隨時注意

學生的答題狀況，學生也會因為新教學方法的導入，而感到耳目一新，開始專注



於課堂；但是，缺點也是存在的，事後吳主任在議課交流與分享上也表明新科技

的教學法用久了可能會疲乏，剛開始學生都很感興去，但使用的次數多了，學生

就沒有新鮮感了，所以，也不能常用，必須斟酌情形使用。此外，也利用 ppt

簡報方式為學生補充課本內容相關的國際時事，並以分組討論方式進行，鼓勵學

生上台分享針對時事整理的重點及感想，而教師在旁輔助作補充說明，從課堂議

題討論層面之廣，可以看出吳主任確實在落實公民教育方面很有深度及經驗。(圖

二:分組合作學習中學生上台發展現況) 

    課後吳主任也很熱心地與我們討論課堂上曾運用的教學方法，解答我們關於

課堂進行的疑惑，而我們在觀課的同時也藉由現實教學場域學到了許多教學法，

像是，google classroom、plicker等軟體的應用至實體課堂上的示範，雖然以

前都曾聽過這些軟體，但卻很難想像這些新科技該如何結合課堂教學，而吳主任

熟練地翻轉教學不僅落實分組的實施，更為這些數位時代新道具的應用做了良好

的示範。除了這些數位科技運用的討論外，我們還討論到教師的課前準備工作，

以及課後評量的方式，在這方面吳主任十分鼓勵我們觀課前共備的分享動作，藉

由彼此教學資料的流通及教學方法的砥礪，能為自己的教學更上一層樓。但是，

在課後評量方面，可能要採取有效度的評量方式較佳，因為現有的教育部規定的”

分組合作學習單”其實成效不大，反而是教師自己需有一套適合自身教學的評量

方式，像是採取任務及指令規劃的方式，明確劃分學生在時間以內需完成該任務，

而其中把握的要點就是教師指令須明確，否則學生會手足無措，同時也會影響到

課堂進度的進行。(圖三、四:使用 google classroom、plicker) 

    最後，在獲益良多的議課交流結束之後，日南國中國際教育相關的社團大使

派出三位同學為我們介紹日南車站，經由他們熟練地英文口語介紹日南車站這座

古蹟級車站，可以看得出日南國中對於外語訓練及國際接軌的部份下了十足的苦

心，且在國際化的當下能不忘本，利用社區資源及觀光景點活絡，使學生也能為

自己的家鄉而感到驕傲!在這方面，位處於偏鄉的日南國中善用不同於都市學校

的優勢，發展屬於他們自己的優勢教

育!(圖五:日

南國中學生

以英文介紹

古蹟日南車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