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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_102_年度第_1_學期 

國文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 
           

學校名稱 木柵國中 

學習領域 國文領域 

領域人數 14 

共同備課主題 

1.差異化教學設計與實施 

2.多元評量教學設計與實施 

3.探究學習單教學設計與實施 

量化呈現辦理成效 

1.社群共同研習八次 

2.同儕觀課分為五組，共計 14人次 

3.七八年級均產生一份學習單，共計二份 

4.於集會時共同觀賞差異化教學影片三次，並邀請本校鐘永焜主任分享

政策宣導與教學理念 

質性說明辦理成效 

1.持續精進教材分析與提問技巧，產生反思並改進 

2.社群運作過程敘事分享 

  研發課前與課中學習單的過程中，同仁們不免激盪出碰撞、疑問甚至

是火花，所幸木中國文領域同仁均能保持開放的心胸，儘管有所質疑，

仍願照著政策進行教學嘗試，漸漸打造出屬於自己的教學風格。 

3.此活動之辦理對於教師教學，在某些層面而言，應有一定之正面提昇

效果，但也有夥伴教師對於這種新式教學法心存疑慮；至於學生學習

部份，透過課前與課中學習單的安排施作，可以活化學習氛圍，但相

對的，在進度上就顯得較為緩慢。 

4.夥伴教師心得選錄 

 

過去我們在授課時，焦點容易聚焦在教學內容和進度上，但八次工

作坊的研習與討論提供我們一個不同的視角觀察學生的需要，學生有什

麼學習需要呢？思考學生的學習需要，運用在備課中可以使課堂內容更

靈活運用。在閱讀寫作多元評量擬定評比標準，對於主觀評分的作文或

學習閱讀心得評比上可以有不少的助益。                                                            

曉菁老師 

課前與課中學習單的施作與分組討論分享，最主要是想要讓學子關

注自己的學習，與自己做比較。而老師也可以透過這套評量檢視學生學

習狀況，據以設定學生要學習什麼進而調整教學活動，把學習這件事的

焦點放在學生身上。 

    我認為學習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動機，一旦教師能有效激勵學生

學習，並採取有效的激勵策略，正面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將使其更加

投入於學習活動。 

暄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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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國民中學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線上課程影片，讓我更清楚老師要

以學生為中心來思考教學，並培養學生真正帶得走的能力。至於備課方

向可以朝提取訊息，理解文本，指出寫作目的或觀點以及分析文本脈絡

來思考，設計問題更可從課本後的問題去參考。因此本影片確實有其價

值。 

                                                      秀珠老師 

“多元評量”提供學生除了紙筆測驗以外的評量方式，立意很好，只

是礙於課程的進度壓力，在教學現場上，只能偶爾為之。有些孩子在書

面作答的能力上明顯落後，但若改以口語表達、戲劇表演或製作報告等

方式來呈現，其出色常出人意表。如果能克服時間上的負擔，”多元評

量”的確是個讓孩子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好方法。 

                                                      秀蘭老師 

 

學習成就評量，本來就應該盡量保持客觀，才能真正評量學生的學

習成就。在面臨十二年國教的狀況之下，如果希望透過改變評量方式，

將傳統的紙筆測驗為重的評量方式，改為先經由教師共同溝通訂定評量

標準的標準參照評量，我個人認為是很艱鉅的工作，因為社會的氛圍和

家長的期望，並不一定接受一個經由教師協定出來的標準，畢竟「分數

至上」的主義依然存在課堂當中。總而言之，要推行新的評量方式並且

成功，需要很多環節的配合，不只教師要改變，學生要改變，家長更要

改變。                      

                                                  彥良老師 

 

現今是個多元的社會，尤其是十二年國教之後，無論是學校的教學

或是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學生所接觸到的事物皆已逐漸趨向多元。為了

適應這多元的環境，傳統的單一評量方式也該有所變革，才能跟得上潮

流與趨勢。而無論使用何種評量方式也必須留意要能達到評量的目的才

好。 

                                                     心玉老師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開始，教學的方法已趨於多元，不再只是單一的

講授方式，既然教學方法多元，自然評量也要有多種不同的方式，方能

符合教學潮流，天生眾人個性、才情、興趣皆不同，俗語說：「一枝草一

點露」，而這「一點露」每人的來源都不同，所以身為現代師表，應該以

自身的事業，配合不同班級、不同孩子，去設計不同的評量方式，除了

紙筆成績外，口數、表演、分組、實作…等，都值得我們去嘗試。 

                                                      秋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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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1.以鄭圓鈴教授及國文教學輔導團所提示之教學原理、原則，由七、八

年級段考出題教師設計非選擇題型，並由全體教師回饋反思，讓木中

國文老師更能精進教材教法。 

2.擬由本校優秀國文教師舉辦校內講座，下學期由自告奮勇的昌翰老師

進行分組觀摩教學。 

3.下學期持續由全體國文老師共同備課，開發教案，並相互觀課以期收

砥礪之功。 

附件資料 
1.照片紀錄  

2.二件課前及課中學習單實作作品(另外存電子檔) 

 

填表人:  劉慎元           主任:             校長:        

 

 

臺北市 101 年度木柵國中   領域研習 

活動照片 

活動：多元評量之理念與應用      

日期：101年 11月 21日（星期四）13：30~16：30地點：木柵國中二樓電腦教室 

 

  
召集人與木中團隊熱烈討論 小組成員們開始分享個人心得 

附件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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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開始投入設計評量活動 與會的教師用心檢討提問單 

成果特色與檢討簡述 

這次的活動由三個年級的教師齊聚一堂，讓各年級的成員先在線上觀看多元評量的示範影

片，再嘗試設計有效的教學提問單，大家毫不保留地彼此切磋，與會者均感不虛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