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省思與改進 
 

  在這次授課後，我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並從課堂的實踐中獲得了不少教

學經驗與啟發。這段時間的教學實踐讓我意識到自己在多方面的優點與不足，

並為未來的教學改進奠定了基礎。 

 

  首先，我發現自己在課程設計上較為注重知識點的傳遞，然而，在學生的學

習過程中，我應該更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和探究精神。在本次課程中，我的教

學活動設計主要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的參與度相對較低。雖然學生在課堂中能

夠理解所講解的知識，但我發現他們的學習動機並不強烈。為此，我意識到未

來應該更多地運用互動式教學方法，如小組討論、情境模擬等方式，讓學生能

夠在課堂上更多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從而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其次，在教學過程中，我注意到學生對於某些概念的理解深度不夠，有部分

學生表現出理解困難的情況，這提示我在教學中應該更多關注學生的學習差

異，進行個別化的引導。在未來的教學中，我應該在課堂開始時進行更詳細的

診斷，根據學生的學習需求來調整教學節奏與內容。我可以利用課堂中的即時

評量工具來檢視學生對新知識的掌握程度，根據評量結果隨時調整教學策略，

以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 

 

  此外，在師生互動方面，我注意到自己在課堂上較為注重內容的講解，而忽

略了與學生的情感聯繫和互動。儘管課堂氣氛較為和諧，但學生的情感投入不

夠。未來，我應該更積極地與學生進行情感交流，讓學生感受到被關注與支

持，這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能促進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除了積極

鼓勵學生參與討論外，我還應該更加注重回應學生的困惑與問題，避免課堂上

出現學習過程中的“冷場”。 

 

  最後，我反思到評量的重要性。這次教學過程中，我並未充分運用多元評量

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效果，這也讓我對學生的理解情況缺乏即時的掌握。未來我

會加入更多的形成性評量，並根據學生的回饋進行課後反思，這樣不僅有助於

改善課堂設計，還能讓學生在課程中及時得到反饋，改進他們的學習策略。 

 

  總結來說，這次教學讓我深刻認識到在設計教學活動時，不僅要重視知識的

傳授，更要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情感需求及學習差異。未來，我會在課堂中

加入更多互動元素，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源與評量方法，以幫助每個學生充分

發揮潛力。這將是我未來教學改進的核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