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	

(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林瑋潔       授課班級：712       授課科目：健康教育 

授課單元：活出青春的光彩                   授課日期：111年 12月 9日第 4節 

教材來源：課本           

學習目標	
了解自我概念形成的因素，認識自己，建立合宜的自我概念，並選擇適切

的方式增進自我概念。	

學生先備經驗或

教材分析	

1. 知道自己在這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學會欣賞自己的特質。	
2. 能夠分析自己跟其他人的差異。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一、引起動機：	

(一) 提問：1.你喜歡自己現在的人格特質嗎？你最滿意的是什麼？	
	 	 	 	 	 	 2.有哪些特質是想要改變的？如何改變？	

	 	 	 	 	 	 3.家人、師長、同學對你有哪些看法？你會如何回饋他們

對你的看法呢？	

	 	 	 	 	 	 4.	四十年後如果重新繪製一個自我拼圖，你覺得會不會

和現在的你一樣？為什麼？	

	

(二) 說明：	
1. 教師配合課本內文，說明自我概念的定義，並強調自我概念

會隨著年齡、生活經驗、內心成熟度而改變，鼓勵學生掌握

自我的概念與定位。	

二、發展活動：	

l 講述與討論：認識自己	
1. 教師徵求一～二位自願上臺自我介紹的學生。	

2. 教師歸納學生發表的內容，並配合課本內文，強調青春期正值自

我認同的發展任務，逐漸建立明確自我概念及探索多元的未來方

向。	

3. 教師說明每個人的長相、特質、興趣和專長都不一樣，並詢問學

生：你曾經分析自己和他人的差異嗎？你是否發現自己的獨特之

處？	

4. 「你眼中的自己」和「別人眼中的自己」有哪些相同與差異之

處？你會如何看待這些差異？	

5. 這樣的觀察有沒有更幫助你了解自己？	

6. 教師說明透過蒐集他人「眼中的自己」可對於自我產生更深的理

解，並提醒學生一定要確認別人的回饋是客觀且誠惡，否則容易

造成錯誤的假象。	

	

	

15分鐘	

	

	

	

	

	

	

15分鐘	

	

	

	

	

	

	

	

	

透過問答方式，評量學

生對自我概念的認識。	

評量規準與等級	

A：能完整回答所有問

題。	

B：能完整回答 90%的

問題。	

C：能完整回答 70~80%

的問題內容。	

D：能完整回答 60%的

問題。	

E：未達D級。	

	

	
	

透過與同學討論的方

式，評量學生如何調適

自己和他人的差異，建

立自我概念。	

評量規準與等級	

A：能主動調適自己和

他人的差異，建立自我

概念。	

B：能調適自己和他人

的差異，建立自我概

念。	

C：能傾向調適自己和

他人的差異，建立自我

概念。	

D：經引導後能調適自

我和他人的差異，建立

自我概念。	

E：未達D級。	

	
	



三、總結活動：自我探索之旅	

1. 教師說明自我探泰是在還不清楚自己是誰、不知道人生使命為何

的嘗試階段。每個人都會經歷此階段，在這階段裡，不管是來自

家人或社會，都會希望我們能成為某一種人或做某些事，並以迪

士尼的《海洋奇緣》	的電影情節舉例說明。	

2. 教師詢問學生：「你是否開始經歷自我探索的階段？」並討論以

下問題：若有，請分享目前的生活經驗。例如：自我探索的過程

中，發現自己哪些不同的潛能？或是不擅長的事？若沒有，你打

算以何種方式開始自我探索之旅？	

3. 教師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各項動態、靜態活動，豐富及發展生活經

驗，甚至勇敢嘗試原本排斥或不熟悉的任務，都能幫助你確認自

己的興趣與專長或發掘自己不同的潛能。	

15分鐘	

	

	

透過討論的方式，評量

學生嘗試自我探索的意

願。	

評量方法：觀察學生發

表內容。	

2.評量規準與等級	

A：能願意主動嘗試自

我探索。	

B：能願意嘗試自我探

索。	

C：能願意傾向嘗試自

我探索。	

D：經過引導後能夠願

意嘗試自我探索。	

E：未達D級。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省思紀錄	

(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林瑋潔           觀課班級：712         觀課科目：健康教育    

授課單元：活出青春的光彩    

觀課者：粘訓豪                                   觀課日期：111年 12月 09日 

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觀課者協助拍攝)	

  

說明：教師講述過程	 說明：請同學上來自我介紹 

教學省思紀錄 

1. 可以利用分組的方式，讓學生互相交流意見及看法，再分享與其他同學溝通後的

看法。	

2. 教學中穿插了許多例子，讓學生更能理解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也能接納及同

理和自己的差異。	

3. 若有多餘時間，可以用影音互動方式，增強學生的感官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