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省思與改進：  
一、 教學設計與準備：  

1. 教學材料準備充分： 我準備了課本、便利貼、學習單、PPT等多種教學材料，確保教案的課堂活

動能順利進行。但在實際操作中，部分材料的使用時間分配有待改進，特別是學習單的填寫時

間，可能會因學生的個體差異而有所不同。  

2. 教學目標明確： 設計了詳細的教學目標，包括認知、技能和情意三個方面，這有助於全面提升

學生對米食文化的理解與尊重。然而，在實施過程中，部分目標可能過於理想化，需要根據學

生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細化。  

 

二、教學實施與過程：  

1. 引起動機效果好： 通過讓學生分享自己最喜愛的米食文化，成功引起了學生的興趣，為後續的

米食聯合國主題學習做好了準備。這種活動形式不僅增加了課堂的互動性，還激發了學生的學

習積極性。  

2. 文化理解與活動參與： 通過小組討論，有效幫助學生理解不同國家的米食文化，並將學習內容

應用到生活中。但在討論過程中，有些學生的理解能力較弱，尤其在文化背景的理解上，需要

更多的個別指導。  

3. 討論活動受歡迎： 討論活動受到了學生的歡迎，學生們在小組討論過程中積極參與，展現了創

意和合作精神。但在實施過程中，部分小組的進度較慢，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任務。  

 

三、學生參與與反應：  

1. 學生參與積極： 大部分學生在課堂活動中表現積極，特別是在分組討論和實際操作中，能夠積

極發表自己的意見，展示了良好的合作能力和溝通技巧。  

2. 個體差異明顯： 在實際教學中發現學生對米食文化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學生在背景理解

和活動操作方面需要更多的幫助，這需要在今後的教學中給予更多的協助。  

 

四、教學評量與反饋：  

1. 多元評量方式有效： 通過口語發表、學習單完成情況和參與討論等多種方式進行評量，能夠全

面了解學生在主題中的學習情況。  

2. 及時反饋與改進： 在課堂中及時收集學生的反饋意見，發現問題並及時改進，如在教學中增加

更多的示範和指導，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操作。  

 

改進措施：  

1. 調整時間分配： 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靈活調整每個活動的時間，特別是在學習單填寫和小組

討論等環節，給予更多的時間和指導，確保所有學生都能跟上教學進度。  

2. 差異化教學： 針對學生的個體差異，設計更多的分層次教學活動和資源，給予不同能力層次的

學生相應的支持和挑戰，幫助他們在各自的基礎上取得進步。  

3. 增強自主學習能力： 設計更多啟發性問題和自主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讓他們

在探索米食文化中形成自我探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加強評量練習： 在日後的教學中可以增加自評和互評的練習，讓學生熟悉這些評量方式，提高

他們的自我反思和互相評價的能力，促進他們的自我成長。  

5. 定期反思與總結： 定期對教學過程進行反思和總結，總結成功經驗和不足之處，不斷改進教學

方法，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可以參加教學研討會、觀摩優秀教學案例，吸取他人的教學經驗

和創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