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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依病症相關的圖示寫出問答句 教師說明與日常生活作息相關的文法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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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
或生活經驗，引發與維持
學生學習動機。 

教師於不同活動中透過提問，以確認學生是否具備拼讀與日常

作息及病症相關的字彙與句子之舊知能。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
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則
或技能。 

教師運用 ppt 清楚呈現日常作息與病症相關之問答句型，讓學

生熟習其文法。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教師帶領學生複習與日常作息及病症相關之字彙、片語和句型

後，透過遊戲式活動讓學生增加其熟練度。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教師於每個關卡結束前，再次提醒學生須留意的發音、文法規

則與時態型式。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
作。 

當學生針對同一提示書寫出不同的句型時，教師透過提問的方

式讓學生進行思考，發表意見，討論出正確的答案。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
的指導。 

教師呈現與發音例字、日常作息及病症相關的圖示，使學生能

藉由圖像的輔助，與字彙和片語產生連結，進而增加印象。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
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
生學習。 

學生在課本上練習書寫與日常作息相關的句子，教師藉由走

動，巡視學生書寫情形，並適時給予指導。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不同的遊戲關卡分別著重聽、說、讀、寫等不同能力，透過學

生的反應與作答來檢視其學習的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當學生於台上書寫句型後，教師引導學生一起檢視句型與文

法，確認是否需要修改並進一步說明。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適
時）調整教學。 

針對較複雜的句型書寫，發現部分學生無法獨力完成完整的句

子，教師指派高成就學生在旁協助指導。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 以圖像化的圖示與遊戲的方式複習已學過的字彙與句型，使學生更願意開

口或主動嘗試書寫。 

2. 教師充分理解各自學生的能力，針對題型給予學生成功經驗。 

3. 師生常規建立良好，活動進行時也常給予學生練習日常生活口說能力的機

會。 

4. 活動進行方式從認讀到句型結構，給予學生完整「聽說讀寫」的知識建構，

學生也能瞭解問答句的結構與文法。 

5. 教師邏輯清楚，上課有條理，時間掌控得宜。 

6. 課堂期間，學生都全神貫注、樂在其中，是一堂很成功的教學。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學生學習英語時大多是屬於記憶背誦的方式，往往因為缺乏沉浸式的英

語學習環境而不知如何將習得的字彙與句型運用於真實生活中。也因為如

此，對於英語的學習容易產生抗拒的心態，因此教師融入貼近生活情境的卡

通圖像，並將學習與複習的內容結合遊戲與競賽，寓教於樂，使課堂增添更

多趣味性，亦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班級中學生的英語程度往往呈現雙峰現象，能力落差大，教師針對各種

不同英語程度設計適切的練習關卡，使每位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其中。此外，

請高成就學生協助指導低成就學生，也成功將課堂聚焦於學生身上，而非僅

是一味地以講課、教導為主的教師中心觀點，課堂中的學生都成為了主動學

習者。 

個人省思 

1.學生於台上書寫正確的字彙或句子時，可以請全班掌聲鼓勵，予以肯定。 

2.當學生有寫在黑板上的英文時，可以讓全班學生一起書寫練習後，再讀一遍。 

3.班上能力優異的學生，教師可以嘗試給予全英的對話，甚至加快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