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國中歷史教學中，同時兼顧教學進度和歷史省思確實是一個挑戰，但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為我的教學省思與心得 

 

1.有效的教學規劃：在開始教學前，制定一個詳細的教學計劃，明確列出每個單元的學習

目標、教學內容和預計的教學時間。確保不會在進度上落後，同時為導入省思和討論留出

時間。 

 

2.結合教材和討論：將教材的內容和歷史省思結合起來，不僅僅是單純地傳授歷史知識，

還要鼓勵學生對於歷史事件進行思考和討論。在每個單元的結尾或者是特定的課堂時間，

安排一些討論活動或者是思考問題，讓學生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 

 

3.引導式問答：在教學中使用引導式問答的方法，而不是單純地給出答案。透過提問引導

學生思考，讓他們自己發現歷史事件背後的意義和價值。這樣不僅可以促進他們的主動學

習，還可以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4.應用性任務：設計一些應用性的任務或者專題研究，讓學生將所學的歷史知識應用到實

際情境中。這樣不僅可以幫助他們加深對知識的理解，還可以培養他們的解決問題能力和

創造性思維。 

 

5.設計反思時間：在教學的最後安排一些時間，讓學生進行反思和總結。可以讓他們寫下

自己對於本堂課的收穫和感想，或者是進行小組討論，分享彼此的看法和想法。這有助於

確保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所收穫，並且能夠對所學的知識進行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