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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青山國小 113 學年度 資源教室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馮士軒 

實施年級 五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共08節，(本堂為第02節) 

活動名稱 角柱的構成要素 第七單元(7-2)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年級）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s-Ⅲ-3 

從操作活動，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係與簡單

立體形體的性質。 總綱
與領
綱之
核心
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數-E-B3具備感受藝術作品中的數學

形體或式樣的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

尊重不同的問題解決想法。 
學
習
內
容 

S-5-7球、柱體與錐體：以操作活動為主。認

識柱體和錐體之構成要素與展開圖。檢查柱體

兩底面平行；檢查柱體側面和底面垂直，錐體

側面和底面不垂直。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人權教育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科技教育 

科 E2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與其他

領域的

連結 

●藝術與人文 

教學 

資源 
● 南一版課本、南一版習作電子書、觸控螢幕、平板、Wordwall線上測驗、 

學習目標  (本節課) 

1.能透過觀察與操作，了解柱體的組成要素──頂點、邊和面。 

2.能透過觀察與操作，知道角柱的側面都是長方形，2個底面全等。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  1.完成課程設計(事前)、  2.準備教材教具 

  (二)學生：  1.到資源班入座、        2.整理並收拾桌面上的物品 

 

二、喚起舊經驗 

(一)教師運用 Wordwall，複習 7-1 (柱體和錐體的分類與命名)學習重點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896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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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表現 

●口語發表 

●參與討論 

●練習題 

三角柱模型 

●口語發表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896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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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透過 Wordwall，複習 7-1學習重點。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31666841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89503746  

 

 (三)教師檢討學生在 Wordwall的練習 

 

 

【發展活動】 角柱的構成要素 

 ●布題一：配合三角柱實體模型/南一電子書 P.82 [GGB程式]進行教學 

(1)教師帶領學生(看一看、摸一摸，數一數)，進行  三角柱各部位名稱的

教學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691873     

 

(2)教師帶領學生(看一看、摸一摸，數一數)，進行  三角柱-頂點、邊、面

關係的教學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89503714     

①三角柱有(   )個頂點？(   )個邊？(   )個面？ 

②三角柱有(   )個底面？底面是什麼形狀？底面是否全等？ 

③三角柱有(   )個側面？側面是什麼形狀？ 

 

․學生回答： 

 
① 三角柱有(6)個頂點，(9)個邊，(5)個面。 

② 三角柱有(2)個底面，底面都是(三角)形，2個底面是(全等)。 

③ 三角柱有(3)個側面，側面都是(長方形)。 

 

 

(3)教師帶領學生(看一看、摸一摸，數一數)，進行 四角柱各部位名稱的教

學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710888     

 

(4)教師帶領學生(看一看、摸一摸，數一數)，進行  四角柱-頂點、邊、面

關係的教學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711424    

 

 

05 

 

 

 

 

 

 

 

 

 

 

03 

 

 

 

05 

 

 

 

 

 

 

 

 

 

 

 

 

 

 

 

 

02 

 

 

04 

 

 

 

 

 

●口語發表 

●練習題 

 

 

 

 

●實作表現 

●參與討論 

●口語發表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31666841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89503746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691873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89503714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710888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7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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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是 ( 四 )角柱 

① 四角柱有(8 )個頂點，(12)個邊，(6)個面。 

② 四角柱有( 2 )個底面，底面都是(四邊)形，2個底面是(全等)。 

③ 四角柱有(4 )個側面，側面都是(長方形)。 

 

●(5) 學生掃描 QR進行練習:五角柱的構成要素──頂點、邊和面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722947 

 

( 五 )角柱 

① 有(10)個頂點， 15)個邊，(7 )個面。 

② 有(2)個底面，底面都是(五邊)形，2個底面是(全等)。 

③ 有(5)個側面，側面都是(長方形)。 

 

(6) 

●學生掃描 QR進行練習:六角柱的構成要素──頂點、邊和面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691440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1228060 

 

   ( 六 )角柱 

① 有(12 )個頂點，(18 )個邊，(8)個面。 

② 有(2)個底面，底面都是(六邊)形，2個底面是(全等)。 

③ 有(6)個側面，側面都是(長方形)。 

 

【綜合活動】 

․教師 (在觸控螢幕圈出)後，直接給予本堂重點複習: 

① 柱體的組成要素──頂點、邊和面。 或 

② 角柱的側面都是(長方)形，2個底面都是(全等)。 

③ 學生使用紙筆習寫本堂課的(習作)學習單   

 

 

～第二節結束/共0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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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紙筆練習 

(習作學習

單)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722947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0691440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9122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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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第六-2期基地班 

寶斗數位學習社群-會議記錄(第二次) 

壹. 時間：114 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2 時 0分。 

貳. 地點：青山國小資源班 

參. 主席：葉志偉        記錄：蔡秀鳳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請假人員：無) 

伍. 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本學期士軒師公開授課的教案 

案由： 

士軒師將於4/30(三)第一節完成公開授課，夥伴們會以線上觀課方式辦理，

預計在5/16(五)下午2點進行議課。 

 

辦法：請士軒師提供教案並說明4/30(三)第一節的授課內容，並提出欲解

決的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問題，請輔諮教師與社群夥伴們提出建議。 

 

決議：教案經輔諮教師與社群夥伴們後，修正後通過 

 



 
  



⬥時間：114年4月25日 ⬥地點：青山國小資源班 

下圖說明:  士軒師 在公開授課前的說課 

 
下圖說明：夥伴們針對士軒師的說課給予建議 

 

 



寶斗數位學習社群-馮士軒教師 觀課照片彙整 

時間：114年04月30日 08:40-09:20。 地點:青山國小資源班 

說明：觀課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TPymEwyduOw 

 
說明：馮士軒教師 複習7-1 學習重點   

 

https://youtu.be/TPymEwyduOw


 

說明：學生紙筆複習7-1學習重點 、教師隨機協助 (下圖) 

 
說明：教師教學 -三角柱-頂點、邊、面的關係 (下圖) 

 
 

  



說明：教師教學 -四角柱-頂點、邊、面的關係 (下圖) 

 
說明：學生掃描QR進行練習:五角柱-頂點、邊、面的關係學習

(下圖) 

 
 

 



議課記錄表     
 

1、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2、 單元名稱：角柱的構成要素 (五年級下學期第七單元(7-2)) 

3、 上課時間：114年 04月 30日第二大節(08:40-09:20) 

4、 任課班級：資源教室 

5、 授課教師：馮士軒 

6、 觀議課人員：寶斗數位學習社群之人員 

7、 議課時間：114年 05月 12日下午 1:30  (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教學活動中運用多元學習活動(直接教學、紙筆習寫、學生操作

角柱模型、WIN 觸控平板操作 Wordwall)，評估學生的學習成

效。 

(2)兩位學生全程高度參與學習活動，表現出熱衷學習的態度。 

(3)於學生練習中，適時給予增強，以及給予提醒協助，進而增加

學習動力與減少學習挫折。 

 

2、 可改進之處： 

(1) 在本堂課學習的內容上，似可以調整:每上完一個小觀念，就直

接讓學生進行練習，其目的是藉此讓學生熟悉該學習小單位。

例如:三角柱的構成要素，在老師教授後，不用馬上進入四角

柱，應立即讓學生操弄三角柱的練習，藉此加深學習印象。 

(2) 因學生當下學習速度緩慢，而無法達到預期的教學進度，以致

於當堂課部分課程並未教授完畢，更遑論當下的學習效果。教

學者日後可以考慮:對於該組學生，再調整、降低教學內容量。 

(3) 對於劉生不大會數柱體的邊數、面數以及頂點這事，原本(教學

前，有考量到劉生精細動作與點數時有出錯)打算準備小貼紙，

其方式是預定每數完一個，就貼上做記號，並把貼紙依序註記

(1、2、3…)，但評估後一來認為此方法會拖垮整體教學的速度

而作罷，二來以為劉生此能力的成熟度應有進步，不大會出現

這情況，故而改為教師直接示範+引導，然則，從劉生課堂的學

英杰老師 



習反應看來，似乎應要這麼做，這事應為改進後續教學的參

考。 

3、 所遭遇之困境： 

(1) 對於前節課學習內容的複習，在 4/30授課當天，教師呈現

出重新提示學習重點，並讓學生以紙筆測驗方式接著進行複

習，然而此模式仍不夠充分讓學生對於上節課學習內容精熟，

特別是劉生(男)。在進行數學領域的教學時，對於這組 MR 學

生，教學者慣性採取多次、零碎的螺旋性教學方法，並沒有要

求該組學生在每一次的學習要到精熟後才會完全進入下個學習

內容，而是”期待”透過後續多次零碎的練習、來達到學生該

學習內容的熟練；然而，實務上是 MR 組的學生要學的學習內容

太多(即便學習內容已經簡化與減量)、加上先備能力不足、以

至於後續/當下要邁向精熟就很有難度。不知道其他夥伴們，有

無較佳的建議 ? 亦即，在該堂課時，是否還有其他較可行的教

學方法，能顯著地提高學生當下的學習成效呢? 備註:前節課

(7-1)的學習內容，該組學生在學校已經花費兩堂課時間，已超

出原訂教學進度表的一堂課。 
 

觀課人員回饋 

1、 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 

(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欲被觀察之重點) 

1) 老師講授時學生(男)較容易動來動去，但一個簡單手勢即能提

醒其過度行為並見效，足見平常在上課秩序維持上師生有一定

的默契，不必用較嚴厲方式制止，影響上課節奏與彼此情緒。 

2) 數位屏幕老師流暢操作，學生則搭配實體教具來直接操作，感

覺學生能清楚掌握老師教的內容，並在實際操作後能正確說出

答案(老師預留答案讓學生回答，如：老師說-所以它的底面

有…個，學生回答「2」個) 

3) 老師適時迅速的簡單給予小鼓勵，感覺學生有立即的感受，繼

續專注於下一秒的學習。 

4) 「錐」體的錐字平常較少使用，學生在學習時使否知道此字的

意思(錐子，可以鑽刺的利器，想像它碰到身體的刺痛感…)，

如果知道在其認知上在「有一個底面」條件下，可以增加錐體

的記憶點。 

5) 約在 26分鐘地方關於「柱體側面的形狀」，除了「長方形」

這設定好的答案外，發現右下第四個答案設計是「平行四邊

形」(長方形為平形四邊形的一種)，是否有經過甚麼樣的思考

來設計？ 



教學者回應- 

A.五年級數學教授的[柱體]只論及[直柱體]，並未探討到[斜柱

體]。故而「柱體側面的形狀」，不管是課本圖式或是現場的立體

模型觀察結果，其答案均為「長方形」。 

B.然則，議課者(英杰老師)提出的疑問:第四個答案設計是「平行

四邊形」(長方形為平形四邊形的一種)，可能在學生觀察力較敏

銳情況下，可能會出現選擇第四個答案這情況。 

C.這樣看來，教學者應要調整，拿掉第四個答案「平行四邊

形」，改為其他答案，以免學生選擇，應較為適當。 

2、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1) 老師搭配簡單手勢輔助引導(如：講到「側面」時，多次以手

比身體四面的動作)，強化名稱的語意，學生能更直接了解。 

2) 整節課藉由不同的教學方式與媒材應用，讓學生能自然投入該

堂課程學習，並獲得實質成果，整體節奏明確且流暢。 

3) 老師總能摁用培養好的默契，迅速評量指導錯誤，學生能於下

一個題目中寫出(或回答)正確答案，呈現他們很好學習效果。 

3、 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過程中除學生有時有稍微不可控的行為小波動外，整體感覺教學

內容很明確，學生表現也很清楚有實際學習到。 

使用說明：建議可於議課時，提供議課記錄者使用。 

 

  



議課記錄表     
 

1、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2、 單元名稱：角柱的構成要素 (五年級下學期第七單元(7-2)) 

3、 上課時間：114年 04月 30日第二大節(08:40-09:20) 

4、 任課班級：資源教室 

5、 授課教師：馮士軒 

6、 觀議課人員：寶斗數位學習社群之人員 

7、 議課時間：114年 05月 12日下午 1:30  (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教學活動中運用多元學習活動(直接教學、紙筆習寫、學生操作

角柱模型、WIN 觸控平板操作 Wordwall)，評估學生的學習成

效。 

(2)兩位學生全程高度參與學習活動，表現出熱衷學習的態度。 

(3)於學生練習中，適時給予增強，以及給予提醒協助，進而增加

學習動力與減少學習挫折。 

 

2、 可改進之處： 

(1) 在本堂課學習的內容上，似可以調整:每上完一個小觀念，就直

接讓學生進行練習，其目的是藉此讓學生熟悉該學習小單位。

例如:三角柱的構成要素，在老師教授後，不用馬上進入四角

柱，應立即讓學生操弄三角柱的練習，藉此加深學習印象。 

(2) 因學生當下學習速度緩慢，而無法達到預期的教學進度，以致

於當堂課部分課程並未教授完畢，更遑論當下的學習效果。教

學者日後可以考慮:對於該組學生，再調整、降低教學內容量。 

(3) 對於劉生不大會數柱體的邊數、面數以及頂點這事，原本(教學

前，有考量到劉生精細動作與點數時有出錯)打算準備小貼紙，

其方式是預定每數完一個，就貼上做記號，並把貼紙依序註記

(1、2、3…)，但評估後一來認為此方法會拖垮整體教學的速度

而作罷，二來以為劉生此能力的成熟度應有進步，不大會出現

這情況，故而改為教師直接示範+引導，然則，從劉生課堂的學

秀鳳老師 



習反應看來，似乎應要這麼做，這事應為改進後續教學的參

考。 

 

3、 所遭遇之困境： 

對於前節課學習內容的複習，在 4/30 授課當天，教師呈現出重

新提示學習重點，並讓學生以紙筆測驗方式接著進行複習，然

而此模式仍不夠充分讓學生對於上節課學習內容精熟，特別是

劉生(男)。在進行數學領域的教學時，對於這組 MR 學生，教學

者慣性採取多次、零碎的螺旋性教學方法，並沒有要求該組學

生在每一次的學習要到精熟後才會完全進入下個學習內容，而

是”期待”透過後續多次零碎的練習、來達到學生該學習內容

的熟練；然而，實務上是 MR 組的學生要學的學習內容太多(即

便學習內容已經簡化與減量)、加上先備能力不足、以至於後續

/當下要邁向精熟就很有難度。不知道其他夥伴們，有無較佳的

建議 ? 亦即，在該堂課時，是否還有其他較可行的教學方法，

能顯著地提高學生當下的學習成效呢? 備註:前節課(7-1)的學

習內容，該組學生在學校已經花費兩堂課時間，已超出原訂教

學進度表的一堂課。 

 
 
 

觀課人員回饋 

1、 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 

(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欲被觀察之重點) 

(1)針對學生數算柱體的面、邊和頂點易數錯的部份，建議數算時

可以利用透視圖來標注計數的部份，也可用不同顏色的筆畫出實

體的面、邊和頂點，柱體須固定不要改變方向，以免學生因為轉

動而不知哪部份已數過而造成混淆。 

(2)想請問教學者學生在最後綜合活動使用平板操作 wordwall 以

五角柱的練習時，學生的回饋如何，概念是否能類推？ 

 

A. 當下已是下課時間，兩位學生有表達沒有要做完五角柱練習 

B. 隔日從這五角柱的 Wordwall 練習開始，(1)女生可以通過，顯

示概念可以類推，然而(2)男生無法通過，尚無法將該概念有效

類推到五角柱。 

 

2、 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1)教學內容完整，使用多元的教學模式（有紙筆，大屏教學和平

板操作 Wordwall)，學生在課堂中十分投入，有達到學習成效。 

(2)課堂上課流暢，老師能適時針對學生練習狀況給予指導與回

饋，班級經營良好，師生在課堂中互動配合度佳。 

 

 

3、 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1)是特生又是 MR組的學生，在教學課程的安排上本是以基礎概

念為主，觀察看完教學者的教學，針對這個單元的內容已很完

整。 

(2)也因 MR組學生的特質(記憶力短暫，學了易忘)，在課程內容

本是需要簡化、減量，所以就教學者所安排教學的方式，也是可

以認同。 

使用說明：建議可於議課時，提供議課記錄者使用。 

 

 

  



 

議課記錄表     
 

1、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2、 單元名稱：角柱的構成要素 (五年級下學期第七單元(7-2)) 

3、 上課時間：114年 04月 30日第二大節(08:40-09:20) 

4、 任課班級：資源教室 

5、 授課教師：馮士軒 

6、 觀議課人員：寶斗數位學習社群之人員 

7、 議課時間：114年 05月 12日下午 1:30  (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教學活動中運用多元學習活動(直接教學、紙筆習寫、學生操作

角柱模型、WIN 觸控平板操作 Wordwall)，評估學生的學習成

效。 

(2)兩位學生全程高度參與學習活動，表現出熱衷學習的態度。 

(3)於學生練習中，適時給予增強，以及給予提醒協助，進而增加

學習動力與減少學習挫折。 

 

2、 可改進之處： 

(1) 在本堂課學習的內容上，似可以調整:每上完一個小觀念，就直

接讓學生進行練習，其目的是藉此讓學生熟悉該學習小單位。

例如:三角柱的構成要素，在老師教授後，不用馬上進入四角

柱，應立即讓學生操弄三角柱的練習，藉此加深學習印象。 

(2) 因學生當下學習速度緩慢，而無法達到預期的教學進度，以致

於當堂課部分課程並未教授完畢，更遑論當下的學習效果。教

學者日後可以考慮:對於該組學生，再調整、降低教學內容量。 

(3) 對於劉生不大會數柱體的邊數、面數以及頂點這事，原本(教學

前，有考量到劉生精細動作與點數時有出錯)打算準備小貼紙，

其方式是預定每數完一個，就貼上做記號，並把貼紙依序註記

(1、2、3…)，但評估後一來認為此方法會拖垮整體教學的速度

而作罷，二來以為劉生此能力的成熟度應有進步，不大會出現

志偉老師 



這情況，故而改為教師直接示範+引導，然則，從劉生課堂的學

習反應看來，似乎應要這麼做，這事應為改進後續教學的參

考。 

3、 所遭遇之困境： 

(1) 對於前節課學習內容的複習，在 4/30授課當天，教師呈現

出重新提示學習重點，並讓學生以紙筆測驗方式接著進行複

習，然而此模式仍不夠充分讓學生對於上節課學習內容精熟，

特別是劉生(男)。在進行數學領域的教學時，對於這組 MR 學

生，教學者慣性採取多次、零碎的螺旋性教學方法，並沒有要

求該組學生在每一次的學習要到精熟後才會完全進入下個學習

內容，而是”期待”透過後續多次零碎的練習、來達到學生該

學習內容的熟練；然而，實務上是 MR 組的學生要學的學習內容

太多(即便學習內容已經簡化與減量)、加上先備能力不足、以

至於後續/當下要邁向精熟就很有難度。不知道其他夥伴們，有

無較佳的建議 ? 亦即，在該堂課時，是否還有其他較可行的教

學方法，能顯著地提高學生當下的學習成效呢? 備註:前節課

(7-1)的學習內容，該組學生在學校已經花費兩堂課時間，已超

出原訂教學進度表的一堂課。 

 
 
 

觀課人員回饋 

1、 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 

(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欲被觀察之重點) 

1) 學生儘管學得慢，但學習動機高昂。 

2) 學生操作教具，會跟著老師邊操作邊口說 

3) 學生對於紙本學習單寫對，老師打勾的回饋感到很高興。 

2、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1) 教學過程流暢，從講解、實物操作到平板電腦操作一氣呵成 

2) Wordwall 教學到評量運用巧妙，數位教材製作得宜。 

3) 多元評量呈現學生學習效果 

4) 教學者動線順暢 

3、 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1. 學習內容可以再簡化，像是只要能區分 1柱體或椎體，1-1

能區分圓柱或角柱、1-2圓錐或角錐。對 MR學生的學習目標

可以再彈性。 

2. 教學目標以學生學得會的目標為主，像是側面和底面，就統

稱為面(如果學生沒辦法區分側面和底面)，就算當下精熟，

一陣子沒有複習，學習表現還是會退化 

使用說明：建議可於議課時，提供議課記錄者使用。 

 

 



寶斗數位學習社群-馮士軒教師 議課照片彙整 

時間：114年05月12日 13:30-14:10。 地點:線上會議 

說明：議課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edr-paxm-ezi 

 
說明：秀鳳教師的回饋 (下圖) 

 



說明：志偉教師的回饋 (下圖) 

 

 
  



說明：英杰教師的回饋 (下圖) 

 

 
 



自 我 省 思 

1、 單元名稱：數學領域-角柱的構成要素 

2、 觀課時間：114年 04 月 30 日(08:40-09:20) 

3、 任課班級：資源教室  五年級 

4、 授課教師：馮士軒師 

5、 觀課人員：彰化縣教師工會基地班成員 

6、 議課時間：114 年 05 月 12 日 (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教學活動中運用多元學習活動(直接教學、紙筆習寫、學生操作角柱

模型、WIN觸控平板操作Wordwall)，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2)兩位學生全程高度參與學習活動，表現出熱衷學習的態度。 

(3)於學生練習中，適時給予增強，以及給予提醒協助，進而增加學習動

力與減少學習挫折。 

 

2、 可改進之處： 

(1) 在本堂課學習的內容上，似可以調整:每上完一個小觀念，就直接讓

學生進行練習，其目的是藉此讓學生熟悉該學習小單位。例如:三角

柱的構成要素，在老師教授後，不用馬上進入四角柱，應立即讓學生

操弄三角柱的練習，藉此加深學習印象。 

(2) 因學生當下學習速度緩慢，而無法達到預期的教學進度，以致於當堂

課部分課程並未教授完畢，更遑論當下的學習效果。教學者日後可以

考慮:對於該組學生，再調整、降低教學內容量。 

 

 

3、 所遭遇之困境： 

對於前節課學習內容的複習，在4/30授課當天，教師呈現出重新提示

學習重點，並讓學生以紙筆測驗方式接著進行複習，然而此模式仍不

夠充分讓學生對於上節課學習內容精熟，特別是劉生(男)。在進行數

學領域的教學時，對於這組MR學生，教學者慣性採取多次、零碎的螺

旋性教學方法，並沒有要求該組學生在每一次的學習要到精熟後才會



完全進入下個學習內容，而是”期待”透過後續多次零碎的練習、來

達到學生該學習內容的熟練；然而，實務上是MR組的學生要學的學習

內容太多(即便學習內容已經簡化與減量)、加上先備能力不足、以至

於後續/當下要邁向精熟就很有難度。不知道其他夥伴們，有無較佳的

建議 ? 亦即，在該堂課時，是否還有其他較可行的教學方法，能顯著

地提高學生當下的學習成效呢? 備註:前節課(7-1)的學習內容，該組

學生在學校已經花費兩堂課時間，已超出原訂教學進度表的一堂課。 

 

 

我深切體會到同儕間專業對話的力量。面對特教學生教學的挑戰，

每一位夥伴都願意無私地提供回饋，不僅從教學設計面切入，更針對學生

的學習特性與實際反應提出具體建議。這些寶貴的經驗分享，讓我不僅感

到被支持，更在心中激起一股持續精進的動力。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交

流總伴隨著溫暖與鼓勵。夥伴們的掌聲與肯定不只是禮貌，而是真誠地接

納與支持。這份溫馨的專業關係，讓我在備課與教學的歷程中不再感到孤

單，而是一種「有人同行」的踏實感。我逐漸明白，唯有在開放而信任的

氛圍中，我們才能放心提出問題、承認不足，進而真正促進教學的成長。 

特教學生的學習需求多元，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需時時調整策略、

語言與步調。因此，在議課中能夠聽見其他夥伴如何細緻引導、如何因應

學生概念理解的困難，對我而言是極大的學習。每一次互動不只是交流做

法，更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契機。這樣的過程中，我慢慢學會從學生的角度

重新檢視我的教學、活動安排與提問技巧，並更有信心面對教室裡的差異

化需求。 

我始終相信：「We just do it. And keep going. We will get be

tter and better.」在特教教學的路上，只要我們不停止學習與交流，便

能不斷變好，也能讓每一位學生在屬於他的節奏裡，快樂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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