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英語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5月 8日(星期一) 

會議地點：會議室 

主席：賴怡靜 

會議記錄：傅子恂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語文領域  英語科   

語文領域/英語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

能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

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

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

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人:大部分學生樂意

跟隨教師課堂引導，

並熟習核心概念及語

言應用。 

時:英語課堂及課後

學習活動 

事:教師透過各式教

學設計活動引導學生

熟悉核心概念。搭配

運用分組、線上平

台、I-pad等方式，

讓學生進行差異化學

習及思考探究。 

人:部份學生對英語

學習高度缺乏信心，

對學習冷漠 

時:英語課堂時間不

足，須讓學生於課後

進行學習任務，而課

後時間常有家庭、補

習或學生惰性等難控

致因素。 

事:網路平台及 Ipad

等多媒體硬體容易有

網路受限或學生登入

卡關費時的問題。  

人:給予學習興趣低

落學生不同的獎勵

機制，增加其學習

誘因。 

時:課後學習任務儘

量控制在學生能在

下課時間或在校自

主學習時間能完成

的任務量為原則。 

事: 每班安排 5-7

位英語科資訊小志

工協助相關軟硬體

操作。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

材、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

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

究、發表及整合之充分機

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

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

徵，確能達成課程目標 

人:學生對於彈性課

程內容感到有興趣，

樂於學習。 

時:彈性課程時間 

事:藉由各式教學活

動及小組同儕合作進

行閱讀及字彙等彈性

課程。跳脫傳統考試

評量，運用多元實作

評量、創意作品及報

告等檢測學生學習成

果。 

時:部份班級無法於

彈性課堂時間內完成

指定任務。 

事:任課教師班級數

多，有來不及完成學

習單批閱的情況。 

時:讓任課教師可依

班級特性減量部分

學習任務 

 

事:任課教師可依學

生特質彈性規劃以

小組為單位完成學

習單。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

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

綱、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人:教師對於參與研

習課程揭不排斥 

時:領域時間、上

班、假日時間 

事:較師大多能撥冗

出席校內教學研究

時:校外派員研習有

時會在非領域時間，

常影響任課課程進

行，非上班時間研習

對於須照顧家庭老小

時:建議區域性研習

可增設非同部研習

課程，讓時間無法

配合教師能在公務

閒暇之餘，下載相

關教學資源及聽



會、研習及觀議課。

研習形式分為實體及

線上，內容包含教學

策略分享、教學評

量、線上資源、觀議

課、雙語教學等主

題。 

的老師較為為難 課。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人:較師能依照學生

學習需求製作自編教

材，協助學生達到課

程學習目標。 

時:自編教材使用時

機為課堂時間。較師

常須利用非上班時間

進行自編教材編製。 

事:教師編製自編教

材時，會依學生程

度、課程主題及課綱

進行編纂，較能達客

製化教學，補足教科

書不足處。 

時:自編教材常較費

時，時常讓老師感怯

步。 

 

事:教師常須因應即

時教學需求，製作自

編教材。時間的因素

讓自編教材審核機制

較難落實。 

時:可召集多位有相

同教學需求教師一

同編製自編教材。 

 

事:鼓勵教師自組教

學成長小組，可較

及時支援審核彼此

自編教材。 

但因應雙語國家政

策目標，英語科教

師教學及工作負擔

加重許多卻未有如

他科之相關減課措

施，實為精緻化教

學的一大現實困

境。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

素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

的達成 

人:學生大多能達到

本教育階段核心素養

涵養及學習重點。 

時:教學時間主要於

課堂中進行 

事:教學及教材設計

多依照課綱核心素養

及學習重點進行。 

人:班級雙峰學生較

難依大眾學生進行有

效學習。 

時:英語科教學時間

的縮減，讓許多教師

有焦慮感 
 

人:可以思考如何為

雙峰學生建立適合

的學習重點，隨時

討論。 

時:讓教學儘量扣緊

核心概念，減少過

度補充，已達教學

效率。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

進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人:大多學生皆能樂

在各式教學活動。 

時:在校課堂時間氛

圍正向。 

事:透過各式教學活

動、課室經營及同儕

互動，啟發學生學習

興趣與持續力。 

人:部分學生對於學

校學習頗為排斥，並

不僅止於英語科 

人:試著降低學習標

準，給予不同的成

長期待，讓學生有

安全感，慢慢消除

排斥感。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英語領域會議記錄 1 英語領域會議記錄 2 

 

 

英語領域會議記錄 3 英語領域會議記錄 4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數學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4月 27日(星期四) 

會議地點：會議室 

主席：趙坤景 

會議記錄：吳小惠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數學領域   

數學領域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A 

C  

D  

E 

無 
A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A 

D 

E 

無 A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A 

E 
無 A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A 

D 

E 

無 A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A  

D  

E 

無 A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A 

D 

E 

無 A 

檢核方式說明：【A】檢閱相關資料(例如：課程計畫、公開授課觀議課紀錄表、數學領域會議記 

錄…)【B】檢視學校設施【C】觀察教學活動【D】瞭解學生學習情形【E】與學校有關人員訪談 

（例如：教師、家長、學生…）。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會議紀錄 1 照片說明：會議紀錄 2 

  

照片說明：會議紀錄 3 照片說明：會議紀錄 4 

 
 

照片說明：會議紀錄 5 照片說明：會議紀錄 6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社會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6月 8日(星期四) 

會議地點：會議室 

主席：張益誠 

會議記錄：廖育伶 

出席人員：胡復興、梁雅琳、謝宜婷、廖育伶、林尹茹、王玉如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社會領域  歷史科、地理科、公民科   

社會領域/歷史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張益誠老師教授九年

級下學期 L1革命的

年代，介紹與課程內

容相關之知名地標、

國旗、節慶，使學生

的學習與生活經驗相

結合。 

許多課本內容原本放

在舊課綱的九上，新

課綱移至九下，內容

繁重不利學生學習。 

只有調整新課綱內

容才能解決九下內

容過多、老師趕進

度的困境。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廖育伶、謝宜婷、張

益誠老師參與 

上學期「社會領域遊

戲化教學策略」研習 

下學期「不怕！來去

印度：印度背包客自

助旅行實用」研習。 

只能利用兩小時的領

域時間參與研習，導

致研習的內容被壓

縮，老師難以從容完

整參與整個研習過

程。 

希望能延長學校領

域時間，不然僅能

利用假日參與研

習。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張益誠老師參考歷史

課本自編七年級歷史

講義，藉由史料閱讀

讓學生練習揀選訊

息、分析史料的能

力。 

108課綱實施後，七

年級歷史課本內容有

諸多更動，且出版社

每年都在微調內容，

導致自編講義耗時費

力。 

簡化講義內容，以

課程綱要搭配一兩

則史料輔助學習。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廖育伶老師教授八年

級上學期 L2魏晉南

北朝 

課文內容以主題方式

呈現，導致學生缺乏

時序概念，不利學生

理解歷史脈絡。 

額外補充魏晉南北

朝的朝代時序表。 

 

 

 



社會領域/地理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林尹茹老師教授九年

級下學期 L1地名，

介紹與課程內容相關

之臺灣知名地名，使

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經

驗相結合。 

臺灣地名的緣由部分

與族群有關，若非教

師母語，教授地名時

容易產生困擾。 

尋求出版社提供的

教學媒體或相關網

路資源輔助。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王玉如、林尹茹老師

參與 

上學期「社會領域遊

戲化教學策略」研習 

下學期「不怕！來去

印度：印度背包客自

助旅行實用」研習。 

只能利用兩小時的領

域時間參與研習，導

致研習的內容被壓

縮，老師難以從容完

整參與整個研習過

程。 

希望能延長學校領

域時間，不然僅能

利用假日參與研

習。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王玉如老師參考課本

自編八年級地理講

義，藉由圖表閱讀讓

學生培養分析圖表的

能力。 

108課綱實施後，八

年級課本內容編寫有

諸多更動，且出版社

每年都在微調內容，

導致自編講義耗時費

力。 

增加圖表講解，壤

學生更能從圖表中

擷取訊息。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王玉如老師教授七年

級下學期 L4產業活

動 

工業區位的概念較抽

象，學生不易理解。 

利用實際舉例，增

加對工業區位的認

識。 

 

 

 

 

 



社會領域/公民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

時、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胡復興老師教授八

年級下學期 L4民、

刑事紛爭的解決，

介紹與課程內容相

關之和解、調解、

訴訟等解決紛爭的

司法途徑，使學生

的學習與生活經驗

相結合。 

L4刑事訴訟部分有關

提起自訴或公訴、告

訴乃論或非告訴乃論

案件之間相互的關

係，需要更簡明的解

說與釐清。 

請出版社多提供教

學媒體或相關網路

資源輔助。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梁雅琳、胡復興老

師參與 

上學期「社會領域

遊戲化教學策略」

研習 

下學期「不怕！來

去印度：印度背包

客自助旅行實用」

研習。 

只能利用兩小時的領

域時間參與研習，導

致研習的內容被壓

縮，老師難以從容完

整參與整個研習過

程。 

希望能延長學校領

域時間，不然僅能

利用假日參與研

習。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梁雅琳老師參考課

本自編八年級公民

講義，藉由閱讀讓

學生培養法治觀念

與分析判斷、解決

問題的能力。 

108課綱實施後，八年

級下學期法律部分，

各家出版社課程編排

順序不一，每年都在

微調內容，導致自編

講義無所適從，耗時

費力。 

簡化講義內容彈性

調整，以課程綱要

搭配主題式教學。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胡復興老師教授九

年級上學期 L5貨幣

與支付方式的演

進。 

學生因尚未出社會求

職謀生，普遍缺乏國

際貿易、貨幣升值、

貶值等概念。 

以自編小故事、順

口溜，額外補充說

明貨幣升值、貶值

等概念，幫助同學

理解記憶。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教學研究會-課程設計 照片說明：教學研究會-課程實施與檢討 

 
 

照片說明：教學研究會-試題分析學習效果 照片說明：教學研究會-精進教學研習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自然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4月 28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生物實驗室 

主席：何士琦 

會議記錄：何士琦 

出席人員：自然領域教師(如簽到表)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自然領域  生物科、理化科、地球科學科   

自然領域/生物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人：學生採分組進行 

任務，一組約 56人， 

透過小組討論後，完 

成學習單，進行小組 

報告！ 

事：科學方法，利用 

實驗室中常見的各式 

器材，讓學生進行分 

類，並推測器材可能 

的功能 。 

時：使用課程時間一 

節課 。 

人：每個人的分類不 

同，小組人數過多 

時，會錯失許多同學 

不一樣的想法 。 

時：一節課 

45 分鐘， 

有些緊迫 。 

人：建議小組以 2~3 

人為一組可以蒐集

到更多同學的想法。 

時；可以調整課程為

兩節課，並搭配一個

完整實驗設計進行。 

物：因為小組數量增

加，那麼需要更多的

器材，或是調整為各

組不同的分類任務，

進行異質性分組。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人：透過科學史的學

者介紹，帶出顯微鏡

的發明與改進歷史。 

事：顯微鏡課程，關

於細胞/細菌的課

程，利用科學史架構

課程。 

時：讓學生有了連貫

的科學歷程概念。 

人：此段科學發展史

中，科學家眾多，不

同學者提出的理論，

容易讓學生混淆。 

以顯微鏡的改良演

進，帶出各個科學

家的貢獻，不特別

強調學理細節，針

對課程內容作重點

說明。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人：邀請課綱專家或

書籍編輯委員，到校 

或視訊進行研習。 

事：著重在於課本實

驗操作與準備。 

時：視訊可以節省講

師到校交通，邀請更

加有彈性與便利。 

人：目前講師庫不

足，仍待夥伴一同尋

找，或請求行政協

助。 

人：感謝行政協

助，邀請到翰林與

南一編輯，康軒則

邀請到夢ｎ講師，

到校與自然團隊分

享。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人：自然教師團隊，一

同設計進入實驗室課

程架構，並且共同準

備課程所需物品與學

習單。 

事：針對課程所需要

的實驗器材，進行檢

點與補充。 

時：採取領域時間，來

進行共同備課或是舉

辦研習。 

人：可以多採納多科

目或是跨領域意見，

可以更加注意到我

們。 

時：目前多是利用領

域會議時候進行討

論，討論時間略顯不

足。 

人：可以邀請其他領

域老師一加入課程

設計。 

時：可以將自然團隊

細分組，讓組員精緻

化，可以更容易找到

大家共同備課的時

間。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人:實驗採小組合作,

透過溝通與，檢視問

題導向的實驗流程，

改善實驗步驟。 

事：實驗採問題導向

任務，讓學生利用課

程所學，培養解決問

題能力。 

時：除在實驗以分組

進行外，平時課程亦

多讓學生討論，異質

性調整課程任務。 

人：學生擔心表達錯

誤答案，缺少試誤經

驗。 

人：教師在課程

中，多引導學生訓

練表達能力，並且

多鼓勵給予肯定，

建立學生信心。 

事：學習單中，可

以從選擇->多選->

簡答方式漸進，逐

步培養學生表達能

力。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人：小組採異質性分

組，透過師傅與徒弟

制度，讓學生學習精

緻化。 

事：課程架構中，可

以搭配難易問題差 

異，適合組內差異化 

學習 。 

時：鼓勵學生分享 

。 

人：組內程度落差如

果過大，會讓師徒教

學成效不佳。 

事：難易問題不容易

完整討論。 

時：課程時間有限，

不意有足夠時間進行

分享與回饋 。 

人：調整分組方

式，考量學生意

願，增加師徒學習

動機。 

事：調整課程內

容，難易問題的差

異化學習任務，適

性適量。 

時：可以透過小組

錄影方式，老師與

他組同學課後給予

評鑑回饋。 

 

  



自然領域/理化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人：學生採分組進行

任務，一組約5-6人，

透過小組討論後，完

成學習單，進行小組

報告！ 

事：課程「進入實驗

室」，利用實驗室中常

見的各式器材，讓學

生進行分類，並推測

器材可能的功能。 

時：使用課程時間一

節課。 

時：一節課 45分鐘，

有些緊迫。 

時:可以調整課程為

兩節課，並搭配一個

完整實驗設計進行。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人：透過科學史的學

者介紹，帶出週期表

元素的發現歷史。 

事：元素週期表課程

中，關於週期/族的課

程，利用科學史架構

課程。 

時：讓學生有了連貫

的科學歷程概念。 

人：元素發現--科學

發展史中，科學家眾

多，不同學者提出的

理論，容易讓學生混

淆。 

以週期表的元素發

現歷程，帶出各個科

學家的貢獻，不特別

強調學理細節，針對

課程內容作重點說

明。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人：邀請課綱專家或

書籍編輯委員，到校

或視訊進行研習。 

事：著重在於課本實

驗操作與準備。 

時：視訊可以節省講

師到校交通，邀請更

加有彈性與便利。 

人：目前講師庫不足，

仍待夥伴一同尋找，

或請求行政協助。 

人：感謝行政協助，

邀請到翰林（視訊）

與南一編輯，康軒則

邀請到夢ｎ講師，到

校與自然團隊分享。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人：自然教師團隊，一

同設計進入實驗室課

程架構，並且共同準

備課程所需物品與學

習單。 

事：針對課程所需要

的實驗器材，進行檢

時：目前多是利用領

域會議時候進行討

論，討論時間略顯不

足。 

時：可以將自然團隊

細分組，讓組員精緻

化，可以更容易找到

大家共同備課的時

間。 



點與補充。 

時：採取領域時間，來

進行共同備課或是舉

辦研習。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人:實驗採小組合作,

透過溝通與，檢視問

題導向的實驗流程，

改善實驗步驟。 

事：實驗採問題導向

任務，讓學生利用課

程所學，培養解決問

題能力。 

時：除在實驗以分組

進行外，平時課程亦

多讓學生討論，異質

性調整課程任務。 

人：學生擔心表達錯

誤答案，缺少試誤經

驗。 

人：教師在課程中，

多引導學生訓練表

達能力，並且多鼓勵

給予肯定，建立學生

信心。 

事：學習單中，可以

從選擇->多選->簡

答方式漸進，逐步培

養學生表達能力。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人：小組採異質性分

組，透過師傅與徒弟

制度，讓學生學習精

緻化。 

事：課程架構中，可以

搭配難易問題差異，

適合組內差異化學

習。 

時:課程時間有限 

事：難易問題不容易

完整討論。 

事：調整課程內容，

難易問題的差異化

學習任務，適性適

量。 

 

  



自然領域/地球科學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

指標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

時、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

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

生之能力、興趣及動機，

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

考、探究及整合之充分機

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

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人：學生採分組進

行任務，一組約 5-

6人，透過小組討

論後，完成學習

單，進行小組報

告！ 

事：課程「晝夜與

四季」，利用實驗

室器材，讓學生進

行模擬，太陽與地

球的相對位置。 

時：使用課程時間

一節課。 

事：太陽、地球、

月亮的相對位置互

有影響。 

時：一節課 45分

鐘，有些緊迫。 

可以調整課程為兩

節課，並搭配一個

月亮位置（補充課

程），一同設計課

程，學習將更具完

整性。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

材、內容與活動，重視提

供學生練習、體驗、思

考、探究、發表及整合之

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

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

課程目標 

人：透過科學史的

學者介紹，帶出宇

宙的發現歷史。 

事：探索宇宙的課

程中，關於星球與

光年的課程，利用

科學史架構課程。 

時：讓學生有了連

貫的科學歷程概

念。 

人：宇宙科學發展

史中，科學家眾

多，不同學者提出

的理論，容易讓學

生混淆。 

以宇宙研究理論的

辯證歷程，帶出各

個科學家的貢獻，

不特別強調學理細

節，針對課程內容

作重點說明。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

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

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

共備觀議課活動，熟知任

教課程之課綱、課程計畫

及教材內容 

人：邀請課綱專家

或書籍編輯委員，

到校或視訊進行研

習。 

事：著重在於課本

實驗操作與準備。 

時：視訊可以節省

講師到校交通，邀

請更加有彈性與便

利。 

人：目前講師庫不

足，仍待夥伴一同

尋找，或請求行政

協助。 

人：感謝行政協

助，邀請到翰林

（視訊）與南一編

輯，康軒則邀請到

夢ｎ講師，到校與

自然團隊分享。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

學資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人：自然教師團

隊，一同設計進入

實驗室課程架構，

時：目前多是利用

領域會議時候進行

討論，討論時間略

時：可以將自然團

隊細分組，讓組員

精緻化，可以更容



並且共同準備課程

所需物品與學習

單。 

事：針對課程所需

要的實驗器材，進

行檢點與補充。 

時：採取領域時

間，來進行共同備

課或是舉辦研習。 

顯不足。 易找到大家共同備

課的時間。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

生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

結果表現，能有助本教育

階段核心素養的涵養，及

各學習重點的達成 

人:實驗採小組合

作,透過溝通與，檢

視問題導向的實驗

流程，改善實驗步

驟。 

事：實驗採問題導

向任務，讓學生利

用課程所學，培養

解決問題能力。 

時：除在實驗以分

組進行外，平時課

程亦多讓學生討

論，異質性調整課

程任務。 

人：學生擔心表達

錯誤答案，缺少試

誤經驗。 

人：教師在課程

中，多引導學生訓

練表達能力，並且

多鼓勵給予肯定，

建立學生信心。 

事：學習單中，可

以從選擇->多選->

簡答方式漸進，逐

步培養學生表達能

力。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

學習成就表現，具持續正

向積極進展之現象，有助

終身學習 

人：小組採異質性

分組，透過師傅與

徒弟制度，讓學生

學習精緻化。 

事：課程架構中，

可以搭配難易問題

差異，適合組內差

異化學習。 

時:課程時間有限 

事：難易問題不容

易完整討論。 

事：調整課程內

容，難易問題的差

異化學習任務，適

性適量。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進入實驗室課程共備 照片說明：進入實驗室課程共備 

  

照片說明：邀請書籍編輯者研習 照片說明：邀請講師研習 

  

照片說明：課程共備-觀課後課程設計檢討 照片說明：課程共備-觀課後課程設計檢討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藝術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6月 1日(星期四)  11:30 

會議地點：八年級導師室 

主席：張問哲 

會議記錄：張問哲 

出席人員：連崇盟、張問哲、陳思妏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藝術領域  表演藝術科   

藝術領域/表演藝術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藝術領域/表藝科目內七

年級上學期第8單元/主題”

劇場遊戲”之教學設計，適合

學生之能力、興趣及動機，提

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

究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

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

化及適性化特徵 

連崇盟 

111年11月17 

下午13:10-14:00 

劇場遊戲 

破冰活動 

過程中學生要打開

心，展現熱情需要比

較久時間。 
 

多一點小活動先讓

學生放開自己，不

拘束。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張問哲 

111年12月14 

下午13:10-14:00 

戲劇創作活動 

學生入戲比較需要花

時間。 

先引導他們進入情

境，提升專注力，

效果更好。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陳思妏 

112年1月5 

早上10:10-11:00 

拉丁舞教學 

學生對舞蹈熟悉度不

夠。 

學生練習時，針對

基礎動作加強。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張問哲 

112年3月8 

早上11:10-12:00 

說故事、演故事 

課程時間不夠 學生事先熟悉自己

角色，課程時間會

比較充裕。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三年級學

生於藝術領域/表藝科目之學

習結果表現，能有助本教育階

段核心素養的涵養，及各學習

重點的達成 

連崇盟 

111年4月7 

早上10:10-11:00 

劇場魔法師 

學生對相關職業比較

陌生。 

針對表藝職業短片

撥放，增加學生概

念。 



21-2 學生於課程之學習成就

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展之

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陳思妏 

111年4月26 

早上11:10-12:00 

職涯說明-桌遊 

課程時間不夠 需要連課 2節上，

學生體驗效果更

好。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雙語表藝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表藝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表藝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表藝共備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藝術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5月 26日(星期四)  11:30 

會議地點：2F會議室 

主席：張問哲 

會議記錄：張問哲 

出席人員：陳虹吟、鍾沛芸、徐小惠、張問哲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科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藝術領域/視覺科目內七

年級上學期第 2 單元/主題”

素描生活化”之教學設計，適

合學生之能力、興趣及動機，

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

探究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

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

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陳虹吟 

111年11月17 

早上10:10-11:00 

素描 

3D立體效果教學 

過程中學生分工時,

呈現上完整度，要先

讓學生理解負責部分

比較花時間。 
 

多一點作品讓學生

先欣賞，及分組操

作流程短片，加深

印象及理解。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徐小惠 

111年12月14 

早上11:10-12:00 

攝影成果展 

學生對拍照技巧不熟

悉。 
 

先讓他們熟悉拍照

技巧，再進行活動

內容。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鍾沛芸 

112年1月4 

早上10:10-11:00 

版畫操作 

學生對工具熟悉度不

夠。 

學生操作工具時搭

配一位熟悉工具小

老師在旁邊協助。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陳虹吟 

112年3月8 

早上11:10-12:00 

動漫模型製作 

課程時間不夠 
 

學生事先想好自己

喜歡動漫角色，課

程時間會比較充

裕。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三年級學

生於藝術領域/視覺科目之學

習結果表現，能有助本教育階

段核心素養的涵養，及各學習

徐小惠 

112年4月7 

早上10:10-11:00 

生活美感 

學生太熱情融入，沒 

有太大問題。 

讓學生體驗生活擺

盤、餐桌擺設，融

入生活中。 



重點的達成 
 

21-2 學生於課程之學習成就

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展之

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鍾沛芸 

112年4月26 

早上11:10-12:00 

職涯說明-桌遊 

課程時間不夠 
 

需要連課 2節上，

學生體驗效果更

好。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雙語視藝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視藝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視藝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視藝共備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藝術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6月 8日(星期四)  11:30 

會議地點：雙語辦公室 

主席：張問哲 

會議記錄：張問哲 

出席人員：陳曉君、徐翊芸、陳思妏、張問哲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藝術領域  音樂科   

藝術領域/音樂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藝術領域/音樂科目內七

年級上學期第 5 單元/主題”

敲鼓玩樂樂逍遙”之教學設

計，適合學生之能力、興趣及

動機，提供學生練習、體驗、

思考、探究及整合之充分機

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

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陳思妏 

111年11月16 

早上10:10-11:00 

打擊節奏 

杯子歌教學 

過程中學生團體使用

時,同時要在拍子

上， 

一開始比較困難。 

先讓學生分組培養

默契，再來實施效

果更好。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陳曉君 

111年12月13 

早上11:10-12:00 

戲偶音樂挑選欣賞 

學生對音樂曲目認知

不足，無法挑選適合 

歌曲 

先建立各種曲目概

念選擇讓學生有方

向挑選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徐翊芸 

112年1月5 

早上10:10-11:00 

音樂軟體操作 

BANDLAN教學 

學生對軟體熟悉度不

夠。 
 

針對軟體使用方式

要先說明清楚。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陳曉君 

112年3月8 

早上11:10-12:00 

廣告音樂剪輯 

課程時間不夠 一節課說明、讓學

生分組討論。 

一節課製作及成果

發表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三年級學

生於藝術領域/音樂科目之學

習結果表現，能有助本教育階

段核心素養的涵養，及各學習

重點的達成 

徐翊芸 

112年4月7 

早上10:10-11:00 

原住民音樂操作 

原住民音樂對學生共

鳴度不高，參與度不 

夠。 

先讓看原住民電影

短片，進入情境，

再開始練習。 



21-2 學生於課程之學習成就

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展之

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陳曉君 

112年4月18 

早上11:10-12:00 

職涯說明-桌遊 

課程時間不夠 
 

需要連課 2節上，

學生體驗效果更

好。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雙語音樂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音樂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音樂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音樂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音樂共備 照片說明：雙語音樂共備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綜合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6月 7日(星期三) 早上八點 

會議地點：資源班教室 

主席：陳令家 

會議記錄：陳薏薇 

出席人員：陳令家、陳薏薇、徐家萱、蔡佳燕、唐小媛、范雅琦 

會議主題： 綜合領域 三科課程之評鑑實施情形與效果檢討 

綜合領域/家政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領域成員於領域會議

共同觀看及檢視教案 

教案撰寫不清楚 由領域成員共同討

論如何修正已達更

好的版本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領域成員與領域會議

中討論教材教具如何

安排能引起學生過往

學習經驗連結 

設計修正新的教材將

致下一學年度使用 

下學年度執行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領域成員與期初領域

會議中共同討論出席

教學研究會及共備觀

議課行程,並於期末

領域會議檢討出席率 

可能因為課務問題無

法順利參與 

將教學研究會主題

擴展至教師有興趣

的部分,提高參與率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領域成員與領域會議

中討論教材教具如何

安排是否對應課程目

標 

教材教具因為經費問

題無法採買 

課發會提出需求或

討論,申請相關計畫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領域成員與領域會議

中檢視學生學習效

果,形成性評量,學習

單或作品 

本領域作品大量不好

攜帶討論 

使用照片取代實體

形成性評量效果評

估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領域成員與領域會議

中設計學生回饋單,

持續追蹤學生後續將

課程延續於生活上的

使用 

回收回饋單的統計不

易 

製作網路 google回

饋表單 

 

綜合領域/童軍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領域會議時，與同科

同仁一起檢視課程內

容與規劃 

因加入雙語課程，課

程進度可能會受影響 

由有英文科背景的

同仁協助調整課程

內容，以利讓學生

有充分學習童軍的

機會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領域會議時，與同科

同仁一起檢視課程相

關教材教具，提升其

學習動機 

擔憂童軍專門英文相

關字詞，會讓英文能

力較弱學生無法跟上 

請領域同仁調整英

文難易度，讓英文

能力較弱的學生也

能透過簡易的教

具，願意學習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領域成員與期初領域

會議中共同討論出席

教學研究會及共備觀

議課行程,並於期末

領域會議檢討出席率 

因雙語有綁定之課務

問題，難以全程順利

參與 

多利用領域時間，

讓同仁們有更多共

備之時間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領域會議時，與同科

同仁一起研討教材教

具之應用 

雖然同科其課程目標

一樣，但其自編教材

還是會不一樣 

同科同仁互相交

流，日後是否一起

共備，有一致的教

材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領域會議時，與同科

同仁一起檢視多元的

學習成效 

因本領域之學習評量

多元，難以有一致的

評分標準 

是否於學期初，共

同討論一致的評量

標準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領域會議時，與同科

同仁一起編制課程回

饋單 

每位教師的教學風格

與課程內容多元，難

以客觀從回饋單來評

估 

同科同仁互相交

流，一起共備，有

一致的教材，其回

饋單較有效度 

 

綜合領域/輔導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於領域會議上，與同

科夥伴一同規畫課程

內容 

課程需要花較多時

間，讓學生能理解及

加深思考課程內容 

於輔導活動時規劃

小組學習，讓不同

程度的學生相互帶

領加深課程內容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於領域會議上，與同

科夥伴一同製作課程

內容教材教具，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 

課程體驗時間不夠，

讓學生時間不足以深

化課程內容思考 

在課程上安排較多

小組討論時間，以

滿足課程目標。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領域成員與期初領域

會議中共同討論出席

教學研究會及共備觀

議課行程,並於期末

領域會議檢討出席率 

因配合學校安排的測

驗及宣導活動研習

等，項目多難以讓夥

伴全程參與。 

善用領域時間，滿

足夥伴們共備時

間。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於領域會議上，與同

科夥伴一同製作、研

討教材教具之應用 

夥伴想達成的課程目

標有差異，且自編教

材內容不一 

於領域時間互相交

流課程內容，共同

討論課程目標及編

製教材。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於領域會議上，與同

科夥伴一同檢視多元

的學習成效 

輔導活動學習評量多

元，難以有一致的評

分標準 

與同科夥伴討論各

項評量方式的標

準。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於領域會議上，與同

科夥伴一同編製課程

學習單及回饋單。 

同科夥伴們的教學方

式差異，使得問題設

計需較開放，也能讓

問題引發學生深究學

習。 

與同科夥伴編製學

習單及回饋單時，

以引導式及核心問

題為主，引起學生

學習動機。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課程之評鑑實施情形與效果檢討  照片說明：課程之評鑑實施情形與效果檢討 

 
 

照片說明：課程之評鑑實施情形與效果檢討 照片說明：課程之評鑑實施情形與效果檢討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科技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6月 9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四樓電腦教室 1 

主席：謝碧容 

會議記錄：謝碧容 

出席人員：領域教師(如簽到表)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科、生活科技科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人：大部分學生願意

配合課程進行積木編

寫，並在程式編寫過

程中加入創意 

時:充分應用課堂時

間讓學生充分練習

事:九年級資訊教師

結合 micro.bit 讓程

式編寫更貼近學生生

活。結合時事與科技

新知，讓學生從資訊

課程與時事接軌。 

人:學生專注能力不

足，也沒有筆記習慣，

教師講解之後切換螢

幕就忘記。  

時:45 分鐘時間無法

完整上完一個單元，

切成小片段之後下周

無法銜接上回課程。 

 

 

人:分享優秀作品，

激勵自信，增加其

學習誘 因。  

時:課後學習任務儘 

量控制在學生能在 

課堂時間完成。 

事: 運用 google 

classroom 把課程內

容公告，讓學生方

便複習。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人:學生對於接軌

科技趨勢的彈性課 

程內容感到有興

趣， 樂於學習。   

時:部份班級無法於 

彈性課堂時間內完

成 指定任務。  

事:班級數過多，

作業無法及時給予

回饋。 

時:兩堂連排可以

減少班級數，增

加教學深度  

事:將小單元結合

成一個專案，減

少作業數。 

課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人：資訊教師皆不排

斥ˋ學習，尤以線上
事:工作群素養命 可增設非同部研習 



程

實

施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學習省時，立即效果

佳。  

時:線上研習符合目

前的趨勢  

。 

題研習造成領域教

師負擔且成效不佳 

課程，或加開模課

師資訊相關課

程，，讓能在公務

閒 暇之餘自我成

長。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人:教師能依照學

生興趣、配合課本

單元設計課程，協

助學生達到課 程

學習目標。  

時:自編教材使用時 

機為課堂時間。較

師 常須利用非上班

時間 進行自編教材

編製。   

事:教師編製自編教 

材時，符合學生文

次文化，較能引起

學習動機。 

時:使用新平台或下

載安裝檔時，網路

經常不夠給力，學

生缺乏耐心，花少

許時間下載時就開

始崩壞。  

事:經常被交辦許多跟

資訊無關之行政業務

造成課程中斷 

時:領域偕同將創

新教案語課程共

享。  

人：要勇敢拒絕與

課程無關之業務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人:學生大多能達

到 本教育階段核

心素養 涵養及學

習重點。  

時:教學時間主要

於 課堂中進行  

事:教學及教材設計 

多依照課綱核心素

養 及學習重點進

行。 

人:網路本身就是

學生最大分心原

因。學生會一直找

機會偷開其他非教

學網頁  

 

人：趁機宣導資

訊安全與網路素養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事：鼓勵學生自

學，無論是程式語

言或是其他軟體 

 

人:學生好像只想

玩電玩 

人:肯定電玩的重

要，引導學生在遊

戲與學習中取得平

衡，甚至因為喜歡

遊戲而去研究程式

創作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人：領域會議時，

領域成員一起檢視

課程內容與規劃 

 

事：針對學生能力

調整課程內容 

事：因加入雙語課 

程，課程進度受影

響 

建議可以回歸專業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課程中讓學生有機

會觀摩其他同學作

品、上台發表自己

的創作理念 

機具操作過程教師

經常無法面面俱

到，空間擁擠、空

氣流通不良等等困

境 

若有機會可以重新

規劃生科教室，新

增除塵設備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本學年辦理樂高研

習，電流急急棒與

iot節能屋等研

習，領域教師積極

擔任導師的教師常

因處理班務中斷研

習時間 

工作圈素養顏習要

建議可以廢除工作

圈研習，不要再強

制要求產出 



成長。 求教師繳交教案造

成額外負擔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利用領域時討論課

程與設備維護 

配課教師生科能力

與專業不足，卻無

法參與增能研習 

能與配課教師分享

教學檔案與心得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領域會議時，與同

科同 仁一起檢視多

元的學 習成效 

評分上過於主觀 

研習學到的內容無

法落實在教學過程 

在學期初討論評分

標準並製成表單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利用教學成果展展

出優秀作品 

拋磚引玉 

教學成果展沒有開

放學生參觀，無法

讓學生見賢思齊，

給予優秀作品更多

榮譽 

建議可以讓學生參

觀教學成果展看看

其他孩子的作品，

激勵他們在生活科

技的興趣。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樂高積木程式創作研習 照片說明：iot節能屋教案分享 

  

照片說明：iot零件 照片說明：教科書遴選 

  

照片說明：教案分享 照片說明：討論評分方式 

 

 

  



青埔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健體領域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時間：112年 6月 7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 2F會議室 

主席：廖彥博 

會議記錄：徐傑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主題：111學年度  健體領域  體育科、健康科   

健體領域/體育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利用創意且多元活

動 讓學生能對身體

活動產生興趣，進

而培養運動興趣。

學生能對學習內容

產生興趣，並明瞭

學習重點。 

每個班級、學生的

體育技巧及體能狀

況、學習興趣有個

體差異，無法用統

一的教材直接進行

授課 

教師在設計課程活

動時可先用簡單方

式測試學生體能狀

況，在授課時再進

行課程調整，並能

適時補充學生欠缺

的知識經驗和技

巧。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學習目標活動融合

課本活動，學習內

容以課本為主，補

充為輔，視學生需

求適時增刪。 

班級數眾多，場地

分配需與課程規劃

時一併考慮 

在學期初進行領域 

會議討論場地使用 

及分配狀況，教師

再行調整課程。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本學年度利用精進

教學社群，研討新

的體育項目，以便

在校內有限的空間

內進行更多體育課

程活動。 

體育教師對新興體

育活動可更深入了

解；體育器材仍有

不足及需補充之

處。 

教師在授課時教授 

學生正確之使用方 

式減少器材損壞之 

機率，同時找機會

適時補充。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課中進行差異化教

學，並於課中進行

補救教學。 

學生進行練習時教

師較無暇顧及每個

學生的學習狀況。 

善用動作等第區分

組別，以利教師隨

時觀察並掌握學生

的學習過程，發現

學生在學習過程困

難之處，協助學生

學習及目標達成。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採多元化的評量方

式：上課態度、口

頭回答、分組比賽

等，並促進學習目

標的達成。 

各班狀況及各學生

狀況不同，教師在

評分時有差異 

所有體育教師在評 

分前進行討論，擬

定測驗方式及評分

標準。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利用學校舉辦之體

育競賽，引發學生

利用課餘時間持續

練習並精進自我技

能，從而找到願意

從事終身的運動項

目。 

可舉辦的競賽項目

因場地、時間、校

內各項活動等受

限。。 

善用競賽項目與課

程之聯結，引發學

生遷移學習，結合

體育課程進行競賽

項目教導，善用時

間配合，讓學生能

有練習及運用之機

會。 

 

 

健體領域/健康科目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

鑑

項

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指標

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

程

設

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

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

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

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

化特徵  

透過深入淺出的說

明，以圖片、實物、

模型、實際技術操作

及小組討論等方式，

做中學並與生活經驗

連結，要求學生回饋

及立即性分享 

分組時偶有能力不

均，導致各組成就表

現落差大 

安排分組應注意各

組學生的能力，教

師適時調整，使每

組學生總和能力較

為一致。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

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

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

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課

程

實

施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

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

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備觀議課

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本校有兩位健康教育

老師，在領育會議的

時間可以教學交流，

並參與共備觀議課活

動 

分別在不同辦公室，

研討及專業切磋略顯

不足 

積極參加專業領育

研習，增加交流互

動的機會 



15-2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無 無 

無 

課

程

效

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

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有助本教育階段核心素

養的涵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教康教育的課程一直

都以素養導向為核

心，學習內容不只涵

蓋知識層面，技術及

情意上的教學設計常

是上課的重點 

健康課程不只以學生

為對象，常擴及到家

庭，部分因家庭功能

不全，無法深化，學

生在國中階段結束後

即中斷其良好的健康

行為 

設計學習單的內

容，可以讓家人共

同參與，藉此將課

程由學校推廣到家

庭甚至社區 

21-2 學生於各類課程之學習

成就表現，具持續正向積極進

展之現象，有助終身學習 

學生於健康課程之學

習成就表現，具持續

正向積極進展之現

象，透過課程設計讓

學生有自學的能力，

有助終身學習 

學生素質的差異性越

來越明顯，導致少許

被動的學生，在成就

表現上堪憂 

個別化的教學設

計，可以有助於能

力較弱的學生，願

意採取積極態度為

自己的健康負責 

 

參加人員簽名： 

 

 

 

 

 

 

 

 

 

 

 

 

 

 

 



會議照片佐證 

  

照片說明：校長陪同領域進行領域會議 照片說明：教師擬定測驗方式及評分標準 

  

照片說明：掌握學習狀況並於課中進行補救指導 照片說明：結合體育課程學生進行班際競賽 

  

照片說明：CPR連結 APP給予學生回饋引導 照片說明：CPR連結 APP給予學生回饋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