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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省思與改進 

一、教學目標與課程設計方面： 

(一)、 反思問題： 

1. 我是否清晰地設定了課程的學習目標，並與資優生的特

質和需求相符？ 

2. 課程內容是否足夠深入且具挑戰性，能激發資優生的求

知慾？ 

3. 課程設計是否提供了足夠的自主學習空間和彈性，讓學

生能根據興趣深入探索？ 

4. 跨領域的知識整合是否做得足夠自然且有效？ 

5. 實地考察的目標是否明確，與課堂學習的連結是否緊

密？ 

6. 評量方式是否多元且能真實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和高階

思維能力？ 

(二)、 改進方向： 

1. 定期檢視並更新課程目標，確保其適切性與挑戰性。 

2. 納入更多需要深度思考和探究的議題與活動。 

3. 設計更具彈性的學習路徑和個人化專題研究機會。 

4. 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更明確地引導學生連結不同學科的

知識。 

5. 在規劃實地考察時，更精確地設定學習任務，並在考察

前後進行充分的討論與反思。 

6. 嘗試更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檔案評量、實作評量、口

頭辯論等。 

 

二、教學策略與方法方面： 

(一)、 反思問題： 

1. 我是否有效地運用了差異化教學策略，滿足不同學生的

學習需求？ 

2. 我在引導探究式學習方面是否做得足夠，是否給予學生

足夠的自主權？ 

3. 我是否有效地運用提問技巧，引導學生進行高階思維？ 



4. 我在促進小組合作學習方面，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指導和

支持？ 

5. 我是否善用視覺化工具、科技等輔助教學，提升學習效

果？ 

6. 我是否能根據學生的反應和學習進度，靈活調整教學策

略？ 

(二)、 改進方向： 

1. 持續學習和應用更精緻的差異化教學策略，例如分組彈

性化、任務層次化等。 

2. 設計更具結構性的探究腳手架，逐步培養學生的探究能

力。 

3. 有意識地運用布魯姆分類法等提問框架，設計不同層次

的提問。 

4. 在小組活動中，更明確地設定角色分工和合作規範，並

引導學生進行有效的溝通和衝突解決。 

5. 探索並運用更多元的教學工具和資源，例如線上協作平

台、虛擬實境等。 

6. 在教學過程中，更敏銳地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並根據

需要及時調整教學方法。 

 

三、溝通與互動方面： 

(一)、 反思問題： 

1. 我是否能有效地傾聽學生的想法和疑問？ 

2. 我是否展現了足夠的同理心，理解學生的感受和需求？ 

3. 我是否能清晰、明確地表達我的教學期望和回饋？ 

4. 我給予學生的回饋是否具體、及時且具有建設性？ 

5. 我是否營造了鼓勵學生提問和表達不同觀點的課堂氛

圍？ 

6. 我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是否能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和自信

心？ 

7. 我是否能有效地促進學生之間的同儕互動和合作學習？ 

(二)、 改進方向： 

1. 在課堂上更主動地傾聽學生的發言，並給予積極的回

應。 



2. 嘗試從學生的角度思考問題，更理解他們的學習挑戰。 

3. 在布置任務和提供回饋時，力求清晰、具體和可操作。 

4. 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勇於提問和分享想法，營造開放的討

論氛圍。 

5. 設計更多促進學生同儕互動和知識分享的活動。 

 

四、專業成長與反思方面： 

(一)、 反思問題： 

1. 我是否定期反思自己的教學實踐，並尋找改進的空間？ 

2. 我是否積極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學習新的教學理念和方

法？ 

3. 我是否願意與其他教師分享經驗和互相學習？ 

4. 我是否能從學生的回饋中學習，並將其應用於教學改

進？ 

5. 我對臺灣這片土地的知識和熱情是否能持續增長並感染

學生？ 

(二)、 改進方向： 

1. 建立教學日誌或反思筆記，定期記錄教學心得和觀察。 

2. 積極參與相關的研討會、工作坊或線上課程，拓展教學

視野。 

3. 與其他教師建立合作關係，進行教學觀摩和經驗分享。 

4. 定期收集學生的回饋意見，並認真分析和應用。 

5. 持續學習臺灣的相關知識，並將新的發現融入教學中。 

 

五、具體的自我省思步驟建議： 

(一)、 課後反思：在每次課程結束後，花一些時間回顧當天的

教學活動，思考哪些環節進行得順利，哪些地方可以改進。 

(二)、 學生回饋分析：定期收集學生的回饋意見 (例如問卷、

訪談、非正式交流)，了解他們對課程的感受和建議。 

(三)、 同儕觀課與交流：邀請其他教師觀摩自己的課堂，並進

行深入的交流和討論。 

(四)、 教學檔案分析：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例如報告、作

品、測驗)，分析他們的優勢和不足，並思考如何調整教學

以更好地支持他們。 



(五)、 文獻閱讀與學習：閱讀相關的教育研究和教學理論，了

解最新的教學趨勢和有效策略。 

    透過持續的自我省思與積極的改進，可以不斷提升在「小腳走

臺灣」課程中的教學效能，更好地引導資優生探索臺灣、發展潛

能，並培養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