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省思與改進 

在這次教授「200以內的數」的數學課中，我認為整體教學設計基本上符

合學生的學習需求，也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然而，透過課堂觀察和與其他

教師的交流，我發現仍有幾個可以改進的地方。 

首先，在教學的引導與講解部分，我運用了視覺輔助與實物操作，幫助學

生理解數字的概念。多數學生對於具體的操作活動反應良好，但也發現部分學

生仍然對數字範圍的概念有些模糊。未來我會考慮增加更多分層化的學習活

動，讓每位學生都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進行挑戰。例如，對於理解能力較好

的學生，我可以提供更多進階的練習題，而對於仍需更多輔助的學生，我可以

安排更多具體操作的練習，逐步強化他們對數量的理解。 

其次，在小組活動的安排上，我原本設計了讓學生透過討論與互相幫助來

完成題目。然而，由於學生的能力差異較大，部分學生在合作過程中表現得較

為被動，未能充分參與其中。這提醒我在未來的小組活動中，應更加注重小組

成員的分配，確保每位學生都能有發揮和學習的機會，並且可能需要更多的個

別指導，幫助學生更好地融入團體活動。 

最後，在時間控制方面，這次課程安排的時間略顯緊湊，特別是在總結與

回饋階段，部分學生沒有充分時間完成反思與討論。未來我會調整教學節奏，

讓學生有更多時間進行練習與反思，並在課堂中增加更多即時回饋機制，幫助

學生即時修正錯誤。 

總結來說，這次的教學經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觀察到學生

不同的學習需求，並且在他們的回饋中找到了改進的空間。我會在未來的教學

中，根據這些反思進行調整與優化，期望能為學生提供更適合他們學習的數學

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