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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表 8  

實習生每月實習心得報告 

姓    名：      亷千儀                          實習科目：      國文科 

實習學校    四箴國中 紀錄期間    105年 12月 

教學實習 

   班級 

  一年八班 

學生數 17人 

  三年五班 

學生數 31人 

  三年八班 

學生數 30人 

導師實習 

   班級 

一年八班 

學生數    17人 

※四箴國中實習──十二月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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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教學觀察中所看見的事實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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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蘭師】             908 班 

  嘉蘭老師對教學的反思相當多，好學而勇於累積專業發展的她常與我分享課程

設計的相關問題，經討論，我們有以下對作文教學的共識── 

1. 學生不知從生活取材：從嘉蘭老師編制的《會考作文六級分》一書可知，寫作

中以「取材」最為重要，就如煮一桌好菜，若無材料可煮便無後續可論。寫作

同理，取材自生活是近年趨勢，且就近取材再自然不過，然而學生會面臨的問

題是①不知道要寫什麼（沒有認真生活） ②寫得過於表面（沒有反思）。 

2. 建立模組，作文可以依樣畫葫蘆：基於以上問題，與嘉蘭老師討論後得出「模

組」這項共識。題目年年都不同，然不難發現內容物都相同，比如＜捨不得＞

可以講家人；＜來不及＞可以講家人；＜可貴的合作經驗＞也可以講家人； 

3. 作文取材不離七大主題──家人、同儕、偶像、生病受傷、挫折後領悟、價值

觀、休閒興趣， 

其 

他 

成長課程 

  很開心能有機會擔任成長課的老師，這是我這個月的感想。成長課程是針對程度

中後的孩子進行基本學科能力的加強課程，台灣於成長課這個議題上，還有很多不一

樣的理念與聲響，現實中也夾雜不少難題，此外今年四箴教務處在班級成員編排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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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巧思地設計了「小班教學」，比如我們班就只有四個學生。如此一來，成長課程是

完全不同於一般教學的挑戰，過去幾周我反覆檢討、調整自己的教學步驟與技巧，終

於在這個月發展出幾項心得，以下針對面臨的困難與解決方法進行討論。 

一、從「欲速則不達」到「聚焦」 

 

   

  一周只有不到一小時的課程，每節課間隔七天，這樣的頻率實在難以要求學生做

到精熟某些困難的課題。起初我試圖建立他們求學的態度，實施到後面依然無法跨越

時間過少的門檻。然轉念一想，既然課堂上教不完、學生不易吸收，那就縮小教學目

標吧！本來教育就是細水長流的事業，速成的辦法根深柢固在我腦海，至今才發現一

昧強求學生記憶平日需花一個禮拜才熟悉的教材，難怪「欲速則不達」。 

  故我不再畫大餅，改求學生這堂課只學會「一項東西」，這個東西可能是修辭、

可能是某種反思能力，把時間花在軟實力的訓練，兼顧趣味性與成就感，縮小教學目

標並非是偷懶鬆散，反而幫助學生「聚焦」。 

二、從「亡羊補牢」到「旁敲側擊」 

  之前會追求進度，主要原因在於我對成長課的目標是「幫助孩子回歸課上」，再

加上發現許多孩子第八節課，班上正同時上著國文課，基於學生會越來越與班上脫節

的隱憂，才決議跟著班級進度，且本班的孩子程度其實不差，秩序也好，經詢問孩子

們都願意以課內教學為主。 

  然而幾個禮拜下來，發現各班進度開始有巨大的落差（如授課的順序不一），再

者如上所述，一節課時間太短，實在無法灌輸過多記憶性內容，即使學生當節課記起

來了，也是走馬看花，下節課又需花太多時間喚起學生記憶，如此，一昧地跟進班級

進度顯然是「亡羊補牢」，被動而失效的。 

  故我不再以「一篇課文」為教學目標，改以「基礎能力」為優先，再延伸課內做

練習。如 12.16 的成長課，我以「三種設問」與「誇示」兩個修辭法為教學目標，預

期學生於該堂課結束時能熟練辨認，甚至是造句引用，結果孩子們這堂課上得格外用

心，也能快速辨認修辭，於下堂課會再驗收成效。 

三、從「書面閱讀」到「五感體驗」 

  幾次教學活動下來，發現孩子對能操作、實作的活動更感興趣，如拼圖、拼貼等

與紙筆測驗一樣能達教學成效，再加上班上有識字程度較差的孩子，若要以小組活動

為前提，則難以帶入充滿文字的教材。 

為了能適度配合文本，又不拘泥於紙筆教材，我將學習單放大了。將學習單內容

設計成每人可同時撰寫、又能以搶答的方式，或黏貼、或書寫示範給其他同學看，且

依次數統計，發現程度較差的學生越是熱衷於這類活動。 

 

進度快、求速成 上了什麼，通通忘光光！ 縮小範圍、放慢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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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課文劇情拼湊漫畫順序  

三、從「複雜團康」到「小型遊戲」 

  大學時有堂英語會話課，老師善用各種小道具輔助上課，可能只是互相傳球的遊

戲──誰拿到球誰就要造句；或者是簡單的數字卡──上台發表的順序，這樣的小遊

戲卻讓我們熱衷不已。這個道理也體現在芳如老師班上，有次老師透過讀報提問搭配

賓果遊戲，孩子們玩得不亦樂乎，可見遊戲可精可細，如何讓孩子玩得起勁、學以致

用才重要。同理，學習單可以長得很無趣，但若搭配適當的遊戲，誰在乎教材如何單

調無聊呢？ 

  我們往往在乎教材是否具趣味性（當然這個篩選條件也相當重要），然並非是所

有的課程內容都能「好玩」，難道這課題不有趣，學生就不需要學習了嗎？非也。關

鍵在於我們身為課程設計者，如何把單調的內容轉換成新的情境。 

  所謂小遊戲有賓果、「Hangman」、傳球、堆積木、心臟病等，小遊戲搭配課程

的提問，經此調整，發現小遊戲更好用的幾個優點── 

（一）聚焦：遊戲簡單反而容易達成「以教學為主，遊戲為輔」的成效。 

（二）省時：大家都熟知的小遊戲省略講解的時間，學生熟悉遊戲也得心應手。 

（三）省力：教學上若學生已對遊戲有基本認識、躍躍欲試，學習動機已被引起，便 

      省力許多。 

 

 

 

 

  

 

實習輔導教師簽名 

教學輔導老師 導師輔

導老師 

行政輔導老師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以大富翁形式幫 

學生複習段考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