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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教師提問，請學生發表對「政

府」、「人民」形象的看法 

說明:教師於所有小組報告後，歸納重點 

觀課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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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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 教師以學生熟悉的情境，喚醒學生各自的生活經驗，

啟發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去思考。如請學生觀察、比較課本

第 28頁圖中的兩份資料。請學生思考兩份資料中呈現的「政

府」、「人民」形象，並舉手發表。(例：戒嚴令中，政府限制

人民許多活動，感覺比較嚴厲、不信任人民；在戒嚴令之下，

人與人之間可能會比較冷漠、彼此不信任。憲法則是規定政府

要保障人民的安全和權利，感覺政府會保護人民；在憲法之

下，人民可以比較自由，因為裡面寫了很多保障自由的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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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 教師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28、29 頁，小組討論後整理「憲

法 vs.戒嚴令政府與人民形象比較方格表」，讓學生進行小組

討論，教師帶領學生看內容是否正確，並給予建議和說明。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
容。 

A-2-3 教師提問學生在下列情境，請學生分組討論，各組學生

報告方格表，教師於所有小組報告後，歸納重點，並請學生將

自己的發現以簡要的字句填入課本第 28 頁「我的發現」，以

熟練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A-2-4 教師統整各組意見(權利與義務是相輔相成的，憲法保

障人民權利的同時，也會要求人民負起義務，如果不盡責，國

家社會就容易亂成一團，小學生的生活也是，享受權利的同

時，也應盡到義務。隨著時代變遷及人民的需求，憲法也會適

度的進行修改。)給予回饋，鼓勵學生在生活中思索，總結歸

納紀錄於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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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 教師請學生說一說，人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是什麼？為

什麼憲法需要保障人民的權利、規範人民的義務？提高學生

認識主題概念與學習興趣。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
略的指導。 

 A-3-2  教師啟發學生循序漸近式的思考設計原則，引導學生

採用漸進式佈題提問，如:現代社會變遷快速，憲法可以利用

什麼方式持續保障人民的權利？(例：可以透過修改憲法，回

應社會或人民的要求。) 藉由提問習得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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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3 在小組代表上台發表時，老師亦會針對發表內容，予以

回饋，若學生偏離主題，會用口語及非口語手勢加以提醒引        

導回歸主題 ，最後老師再進行主題聚焦分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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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教師透過佈題並請學生思考：現代社會變遷快速，憲

法可以利用什麼方式持續保障人民的權利？(例：可以透過修

改憲法，回應社會或人民的要求。)由學生口語回饋反應，了

解學生觀點﹔也透過學生彼此討論回饋，書寫成果於小白板，

確認學生概念是否清楚正確。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2  教師帶領全班學生欣賞各小組的報告內容，看看內

容是否正確，並給予建議和說明。進行各組分析檢視，適時提

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
（適時）調整教學。 

  A-4-3  從確認權利與義務是相輔相成的，憲法保障人民權

利的同時，也會要求人民負起義務，如果不盡責，國家社會就

容易亂成一團，小學生的生活也是，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應盡

到義務。讓學生思考隨著時代變遷及人民的需求，憲法也會適

度的進行修改。教師針對學生書寫於小白板的回應，若有不清

晰之處，再次請該組學生確認與澄清概念。教師並再次與全班

學生討論，再次歸納結論，確認學生已學習應有的原則。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能讓學生理解人民有哪些權利和義務後，請學生搜尋並閱讀相關資料，利

用筆記本整理相關內容後，再依據相關內容的條件深入討論，並將結論寫

在白板上。學生能從生活中學習思索所學。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學生能與同伴討論，完成學習單，思考認識從臺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過

程中，可以看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至為關鍵，而人民除了享有權利也需要

盡義務，使國家政府得以永續發展，經營更安全美好的社會環境。 

個人省思 

1.教師教學教材呈現多樣，小組共同討論，學習溝通合作，練習上台發表意見，培養學生帶得走

的知識、能力與素養。 

2.能讓學生練習觀察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情和人民的義務有關？這些事情如何影響生活？認識人

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期望帶給學生對現代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與社會基礎概念。 

3.能讓學生體認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權利、義務及其目的。。 

4.能讓學生體認憲法因應時代變遷、人們需求而產生的變化。 

5.能讓學生體認台灣過去到現在民主自由的過程，能珍惜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值與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