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省思與改進-本位 

學生在蒐集資料時，容易主題不明確，而不知所云。必

須透過先前引導，強化主題的敘述與說明，才能有效達到教

學目標。 

進入課程時，一開始對自己的分組工作難以拿捏，因此

不好進入狀況，必須透過規矩的建立，並且小組討論分工，

才能在進入本位課程時，能夠馬上專注在科目的學習上。 

進行的科目時，須讓孩子先了解整個探討主題的重要關

鍵與目標。因此孩子除了省思自己的能力與專長之外，更能

在安全的環境下與同儕進行活動，而在互為尊重他人的條件

下，讓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學童因為搭乘火車的次數相對少一些，對於火車的運轉

與使用，相對不夠清晰。因此，必須讓孩子先了解乘坐火車

的使用過程程序先了解一番。 

同組間要建立有效的討論團體，必須要循序漸進，透過

老師的指導與說明，了解同組也有異質專長的學生，共同為

學習來進行合作與探討。 

考量到學生對當地著名景點與物產美食的搜尋，常會落

入店家的搜尋，因此可以引導學生使用關鍵詞的使用。 



老師總是一把似有似無的鑰匙，在同學有問題或瓶頸時，

能夠適時地提出問題的關鍵，再由學生省思解決之道，透過

學生不斷的提問與討論，慢慢形成自己的學習歷程。在過程

中，有時一組的問題，可能也相同的會在不同組別發生，因

此老師就必須扮演一個觸動啟示的開關，幫助不同的組別在

理解其他組的問題後，也能夠盡快解決自己本組的問題。 

並且藉由網路媒材的引入示範，能讓學生在探討的過程

中，有初步的認識與理解。在進行小組分工時，能夠有一個

大致的組織架構，並且探討自己需要的資源如何分配?同儕

間如何有效的分工與執行，才能使自己的學習目標能夠在有

現實的時間內完成。 

為了讓其有學習的動機，必須將課程安排具有趣味性，

除了讓學生更為融入之外，更能從中學習到自媒體蓬勃發展

所帶來的效應。雖然花得時間比較長，但是這是探討知識的

一切根源，必須加強練習。 

課程進行時，邊做邊學的指導很重要，因為老師只有一

位，所以比較可惜的是，無法確切兼顧到所有的學生。但是

這個問題，也會因為學生分組探討後，除了同儕關係更為良

好外，更懂得解決問題的方式，會越來越減少對老師的依賴。 



因此我必須做好調整，除了做提問與啟示外，在進行個

別指導或分組暗示時，都必須與目標貼切，但又不喪失學生

學習的機會。透過這種小組不斷的提問與討論，可以強化學

生解決問題的基本概念，透過不斷累積經驗，慢慢會形成小

組間的默契，甚至於是模組，最後會套用自己的成功經驗，

增加成功的機會。 

雖然分組與討論的練習是必要的，但也因為如此，所花

的時間就相對地比較長，不過每節課的練習，會因為學生熟

稔，會慢慢越來越快，將可以把時間放在更難解決的問題上。 

此次的教學活動上，因為學生的個別差異比較大，所以

會發現一些孩子確實無法跟上小組的會議，甚至會有放空或

邊緣的狀況。所以老師必須引導組長與組員，提供一些明確

或者簡單的任務，交付給這些孩子去執行，讓他們有感受到

對組的貢獻度，增加自己的自信。 

教學相長，學生與老師都能獲得不錯的經驗。將來在分

組與指導上，除了能夠讓學生形成解決問題的能力外，更藉

由了解自己與他人，共同合作來完成一件任務，變得更駕輕

就熟。而老師也能夠快速獲得教學支援，將課程的融入更加

深入，相信同學們會越來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