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教學目標達成狀況省思： 

1. 認知目標： 

o 反思： 學生是否普遍都能說出至少兩種安全的觀測方法？他們對

原理的理解程度如何？（例如，是僅僅背誦名詞，還是能大致解

釋光的直線前進或投影原理？）他們是否真正理解為何直視太陽

是危險的？對太陽視運動是地球自轉造成的，理解程度是「知道

答案」還是能透過模型演示連結起來？ 

o 檢核方式： 課堂問答的回應品質、學習單填寫內容、個別學生的

口頭抽問。 

o 改進： 若發現學生對原理理解不深，下次可增加更簡單的比喻、

動畫輔助，或設計更聚焦於原理驗證的小實驗。若對視運動理解

有落差，可考慮讓學生親身扮演地球自轉來感受。 

2. 技能目標： 

o 反思： 學生在實際操作安全觀測方法時，是否都能遵守安全規

範？操作的流暢度如何？是否都能成功觀測到太陽影像並完成記

錄？是否有學生因器材或技巧問題而感到挫折？ 

o 檢核方式： 實際操作過程的觀察記錄、學習單的完成度與觀測結

果品質。 

o 改進： 若操作流暢度不足，下次可考慮： 

▪ 課前： 提供更詳細的圖文步驟說明或操作預習影片。 

▪ 課中： 分解步驟示範、增加同儕互助指導時間、教師更密

集的巡迴指導。 

▪ 器材： 確保器材數量充足且狀況良好，或選擇更容易成功

的觀測方法（如針孔成像通常比望遠鏡投影更容易初步成

功）。 

3. 情意目標： 

o 反思： 學生是否展現出對觀測安全的重視？（例如，互相提醒、

操作小心）他們對太陽觀測活動是否表現出興趣與好奇心？課堂

氣氛是否投入？ 

o 檢核方式： 觀察學生的行為舉止、表情、課堂參與度、以及非正

式的提問與回饋。 

o 改進： 若安全意識仍需加強，下次可在引起動機階段加入更具衝

擊性（但經篩選，避免過度驚嚇）的眼部傷害案例或影片（需謹

慎使用）。若要提升興趣，可連結更多生活應用（如日晷、太陽

能）或預告更進階的觀測活動（如日食、黑子週期）。 



二、 教學流程與策略省思： 

1. 時間掌握： 各階段活動的時間分配是否恰當？是否有某個環節過於倉促

或拖沓？戶外觀測時間是否足夠？ 

o 改進： 根據本次經驗，重新調整下次各環節的時間規劃。例如，

若器材架設耗時較多，則需縮短講解時間或增加操作時間。思考

如何優化轉換場地或分發器材的流程。 

2. 引起動機： 開場的提問或圖片/影片是否有效抓住學生注意力並連結安全

主題？ 

o 改進： 嘗試不同的開場方式，例如從學生對太陽的迷思概念提問

入手，或使用更貼近生活的例子。 

3. 講解清晰度： 對於危險性、安全方法原理、地球自轉與視運動的解釋，

學生是否容易理解？模型操作的效果如何？ 

o 改進： 針對學生反應不佳的部分，尋找更佳的類比、圖像、或互

動方式。例如，視運動部分可搭配線上互動模擬。 

4. 活動設計： 實際觀測活動的安排是否順暢？分組方式是否合適？天氣不

佳的替代方案效果如何？ 

o 改進： 若戶外觀測效果受限（如天氣、場地），可考慮加強室內

模擬或數據分析的比重。優化替代方案，使其更具互動性與探究

性。思考分組方式能否讓更多學生有動手機會。 

5. 提問策略： 課堂中的提問是否能有效引導思考、澄清迷思、並評估學習

狀況？ 

o 改進： 設計更多開放性、探究性的問題，而非僅是回憶性問題。

增加等待時間，鼓勵學生思考。 

三、 學生學習反應省思： 

1. 參與度： 整體學生的參與度如何？是否存在部分學生游離或參與度低的

情況？原因為何？ 

o 改進： 思考如何設計更能吸引所有學生的活動環節，或提供不同

難度、形式的任務（差異化教學），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參

與。加強巡視，主動關照參與度低的學生。 

2. 學習困難點： 學生普遍在哪個概念或操作上遇到困難？（是原理理解？

還是動手操作？或是記錄表達？） 

o 改進： 針對困難點，下次教學時加強該部分的講解、示範或提供

鷹架支持（如步驟提示卡、簡化記錄表）。 



3. 迷思概念： 是否觀察到學生仍保有某些迷思概念？（如仍認為太陽繞地

球轉、墨鏡可以用等） 

o 改進： 在下次教學或相關單元中，設計更具體的活動來澄清這些

迷思概念。 

四、 資源運用省思： 

1. 器材準備： 觀測器材的數量、品質、適用性是否足夠？是否有備用方

案？ 

o 改進： 課前務必再次檢查所有器材。若器材不足或效果不佳，需

考慮添購、維修或更換觀測方案。 

2. 教學媒體： PPT、圖片、影片等輔助教材的運用效果如何？ 

o 改進： 檢視媒體內容是否清晰、精準、具吸引力。思考是否能整

合更多元的數位資源。 

五、 未來改進方向總結： 

• 持續強化安全意識： 安全是底線，每次上課都要反覆強調，並融入教學

各環節。 

• 優化實作體驗： 讓學生有更多成功操作的機會，提升學習動機與效能

感。 

• 深化概念理解： 不僅是知道，更要理解「為什麼」，加強原理講解與連

結。 

• 彈性應對變化： 對於天氣、器材、學生狀況等變數，準備更周全的應對

方案。 

• 融入差異化教學： 關注個別差異，提供適性化的學習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