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省思紀錄 

 

授課教師：蕭世谷                觀課班級：710       觀課科目：社會領域—歷史科 

授課單元：4-2 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 觀課者：蔡坤龍 觀課日期：民國 113年 05 月 07 日 

 

 

學習目標 

1.1945 年以後移入臺灣的中華民國統治體制，以及其後因應民主化運動所推動的政

治改革。 

2.不同性別、族群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受難的情形、受難者家庭及社會所

受到的影響，以及歷史真相與和解的關係。 

學生先備經驗

或教材分析 

1.對在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情形有一定的瞭解(本冊 1~3課) 

2.對近代(同時期)中國歷史有基礎的認知(教師口頭初步講述)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壹、引起動機(5分鐘) 

    一、開始上課→點名、發學習單、回饋單。 

     

    二、從生活中經驗導入。 

(提問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無被限制自由過的經驗？若有，感受為

何？) 

     

    三、簡述戒嚴與白色恐怖。 

 

 

 

貳、發展活動(20分鐘) 

    一、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的介紹 

        1.戒嚴體制 

          1-1.講述戒嚴體制的形成與特色，輔以講述教學。 

          1-2.相關影片觀賞，開放提問與討論。 

              

        2.白色恐怖 

          1-1.講述白色恐怖的背景與形成，輔以講述教學 

          1-2.相關影片觀賞，開放提問與討論。 

 

 

 

    二、總結戒嚴時期與白色恐怖的影響與個人感受。 

        →師生互動提問討論。 

 

 

 

 

 

 

  

掌握學生人數。 

 

引起學生學習動

機與興趣。 

 

 

使學生對戒嚴與

白色恐怖有初步

的認識。 

 

 

 

 

 

 

 

 

 

 

 

 

 

運用總結性評量

法來瞭解學生學

習情形，掌握學

生評量的困難與

迷思之處，然後

及時提供回饋，

並藉此瞭解自己

此堂課的表現，



 

 

 

 

 

 

 

 

參、評量活動(15分鐘) 

    一、學習單施作。 

                

 

    二、學習單核對答案。 

 

 

肆、總結活動(5分鐘) 

    一、獎勵與補充說明。 

         

 

 

 

 

 

 

 

 

    二、交代下次上課要講述的內容(4-3 政治民主化的歷程)，請

學生回去先做資料查詢。 

        

 

    三、下課。 

檢討和反思教材

與 教 法 的 優 劣

性，以利後續教

學上的內容與進

度規劃。 

 

 

 

運用形成性評量

法來提升學生學

習動力，瞭解學

生學習情形。 

 

 

 

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就感、補充說

明整節課學生的

學習表現，提供

學生即時回饋。 

說明加深學生對

於自由、民主、法

治的認識與重要

性，並與其日常

生活做連結。 

 

使學生能養成自

學的習慣與先備

知識的儲備。 



 

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觀課者協助拍攝) 

  

說明：播放戒嚴時代下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影片 說明： 師生提問互動與學生學習單作答 

教學省思紀錄 

1. 國一學生剛從國小階段升上來，國小與國中學習的上的程度與教學目標上都有所差異，對國中的

生活與課業上都在逐漸熟悉適應中，而本人對歷史科的教學理念又比較偏向理解、思考與反饋的模

式。 

 

2. 用影音的方式加上當事者親自口述歷史，使學生沉浸於歷史事件發生的當下現場，個人認為對現

在 3C世代的學生是比單純傳統的講述方式會有加強效果的。 

 

3. 710是一個班級同學間關係較良善，學生上課活潑半又不失秩序的班級，因此選擇這班作為我公

開授課的班級。但因實務時間上的關係，在授課上的教學內容與呈現要有所取捨，且可能有其他老

師組長在教室後面觀課，學生的反應與平常上課時有所落差，這次授課上學生「主動提問」的情形

並沒有出現。這是我在教學上需要再精進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