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回饋單 

                                               114年 6 月 19 日 

      教學者： 謝安琪      共備小組： 莊藝淑、洪志豪  

 

      任教年級： 八  任教課程:□主課程：             ■副課程： 輔導活動課  

 

      回饋討論日期及時間： 114 年 6 月 19 日 12 點 20 分至 12 點 40 分 

 

1.教學者在自我教學過程中的回顧： 

  本堂課程原訂在 45分鐘內完成學習風格測驗、學習檢核表填寫與討論、簡易統計與小組

互評等多項活動，然而實際操作中，因學生對填寫與計分的流程仍需時間理解與協助，整體進

度較預期延後。 

  在操作「學習檢核表」時，為了讓學生更有動機理解與比較自己的現況，我設計了在黑板

上公開各項面向得分前五名與最低分的活動。這個環節意外受到學生歡迎，氣氛熱絡，學生之

間會主動詢問「你是怎麼做到這麼高分的？」、「你確定沒有計算錯誤？」也開始互相提供學習

小技巧與彼此觀察的回饋，形成了良好的同儕互動。 

  然而這樣的環節在時間掌握上出現挑戰：原先預計 15分鐘的黑板統計與討論，實際操作

將近花費了 25分鐘。雖然教學目標中的「促進自我理解」與「引發互動回饋」有被實現，但

也因此壓縮了課程後段「兩人互評九項學習表現圈選」的時間，使得整體流程延遲，最後需延

後至下堂課繼續進行。 

 

這堂課讓我體會： 

(1) 若活動設計中包含數據處理或視覺化呈現，應考量學生操作熟練度與時間緩衝。 

(2) 教學氣氛與學生參與意願雖高，但仍須有彈性調整計畫以避免壓縮到更重要的內化與整合

環節。 

(3) 有意義的「中場共識性回顧」活動值得保留，但可嘗試透過預先分組或學生自行記錄數據

來加速流程，減輕教師統整壓力。 

 

下次課程我會嘗試： 

(1) 事先發下簡易統計表格，讓學生在小組中自行計算前五名與最低分，再全班一起檢視或投

影分享，節省黑板時間。 

(2) 將兩人互評的任務設計成課後延伸任務，讓學生帶回去與家人或朋友討論，也能促進家庭

參與與深化覺察。 

(3) 考慮以投影片或「學習地圖」方式快速整理八大面向與九項學習表現的對應關係，減少現

場口頭解說時間。 

 

整體來說，雖然課程時間緊湊、略有延遲，但學生的參與度與自我觀察的品質相當不錯，

這堂課也讓我看見孩子們對於「被看見努力」與「互相學習」有高度回應性，對後續課程設計

有了新的靈感與反思方向 



2.觀課人員回饋： 

  這堂課的設計起點很好，從學習風格出發，引導學生一步步看見自己的學習偏好與現況，對

於八年級的孩子來說，是很貼近實際且具備自我探索價值的主題。整體課程也能感受到學生參

與的熱度與興趣，尤其在黑板統計各項得分時，現場互動非常熱絡，學生主動發問與彼此交流

的場景，是這堂課最大的亮點。 

  不過也觀察到幾個實務層面的困難與挑戰： 

(1) 時間安排過於緊湊：本堂課試圖完成太多面向：檢核表計分、黑板統計、九項學習能力圈

選與同儕互評，每一環節都需要一定的理解與操作時間，在學生還不太熟悉這類任務的情

況下，進度自然會被拉長，最後延誤到下課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2) 操作流程稍嫌複雜：計分、對照、統計、圈選等活動環環相扣，但對八年級學生來說資訊

量有點過載，當中有些孩子出現「不知道現在要做什麼」、「還在計分就被叫去討論」的情

況。可能需要更多明確的視覺化步驟或分段說明，幫助他們跟上節奏。 

(3) 黑板統計環節時間佔比過高：雖然這一段學生反應很好，但花了將近半堂課的時間在抄寫

與對照得分、實際引導學生進行「自我反思或策略擬定」的部分被壓縮了。建議下次是否

可部分改為小組內統計，教師總結呈現。 

(4) 學習單操作需再精簡聚焦：檢核表與九項能力圈選內容豐富，但對學生來說可能會出現

「評量疲乏」的感受。建議可拆成兩次課，或選擇一個核心面向深入討論（例如今天只聚

焦學習環境＋風格，下次再進到考試策略與學習慾望）。 

  來說，這堂課的主題與活動設計很有深度，學生也展現出不錯的思考與表達欲望。但在節

奏掌握與流程轉換上，還有調整空間。若能精簡流程、拉長時間或分階段進行，會更有餘裕讓

學生內化這些重要的自我觀察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