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九月份實習札記  

許瑋哲  

教學實習：  

為了準備實習最後的「教學演示」，老師在 8 月左右時便和我開始討論

要在 9 月左右安排我試著上台上課，並已開始討論要上哪一課、在哪一

班上課。最後討論的結果為在導師班國三忠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這一刻的前半部分(第一段)，並且順著努力、憂患意識這樣的主題延伸

到今年的會考國寫題目「多做多得」上，以此為主題作為本周札記的寫

作題目，也讓我學習並且練習如何批改學生的札記(以了解批改札記與

國寫作文間的不同)，並注意到札記更多會帶有些微的隱私性，所以在

溝通上要特別注意的這樣小叮嚀。  
 

這是我第一次的上台演示，儘管之前在校外或者是學校的師培中心都有

過「上課」這件事情的經驗，但在正式的學校正式來完整一堂 50 分鐘

的課程對我來說還真的是第一次的生疏。 首先，為求在這次的演示順

利，老師便要求我要事先提交教案，內容包含「引起動機、提問內容、

預設答案、課程邏輯」等。  
 

事先我們一起討論了教案，並不斷的對當中的細節進行修正，一路修改

到了第三個版本才終於定下，而老師也相當肯定此份教案的品質還有素

養連結程度相當不錯。然而可惜的是由於在實際演練時我雖然極力的去

控制我的緊張感，但對於這份相當不錯的教案的執行程度並不高，恐怕

只有百分之 40，甚至因為緊張而發生對基本的字音字形不夠自信而不敢

下筆示範的狀況，這都是下次上台演事實需要注意並且修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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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級務 )實習：  

班上有位同學個性、品性的狀態都算得上是不錯的，學習態度亦佳，然

就是有一壞習慣沒有辦法改進，此壞習慣便是「講髒話」、「講粗話」

的說話方式。而在周三時，由於他在掃地工作遇上些許不順利導致他的

心情受到影響，因此就隨口地罵了一句粗話加髒話的組合。對於這個較

為偏差的行為，老師選擇與該位同學談話，談及內容有「習慣已久」、

「習慣的負面影響」、「為何今天還是會有罵髒話的行為」等，並且同

學認同當下談話的結論，接受自己的行為是偏差行為，並在札記後加記

反省文一篇。 

 

在處裡這件學生問題時，博凱老師首先讓我思考學生在這件事情時的情

緒，以及為何會有這樣後續的偏差行為，並詢問我如果是我「會怎麼處

理」這樣的學生問題，而其實在當下我並沒有認為事態有特別嚴重到需

要處理的程度，所以若是在此事件前我恐怕不會去處理，或另外去糾正

該同學的同類型偏差行為。然而，博凱老師很快就顛覆我的錯誤認知：

要是學生家長怪罪起來說「學校的實習老師看到學生問題都不處理」這

樣該怎麼辦呢? 並且，教師的任務應該要能陪學生一起成長，既然如此

的行為確定是偏差行為，也不是在必要且不得已的狀態下導致此狀況發

生，那我們就要去糾正他，雖然該學生該行為已經很多次，但還是要保

持耐心糾正之。  

行政實習：  

時間來到實習得第九個禮拜，也已經來到學校準備要段考的時節。但因

為這個禮拜油印室的工作人員確診在家防疫，因此也讓我們實習生多了

可以幫忙對於段考考卷的印務、檢查、安排的試務處理工作。主要安排

的任務有印製本次段考需要的紙本試卷，並分裝答案卷，還有對應份數

的答案卡到指定的試卷袋中。在完成上述的印刷工作之後的下一個任務

是檢查試卷袋的項目還有內容物的數量是否正確。其實這項任務並不是

很困難的任務，但由於一次要處理國高中部全部班級的試卷，工作量頗

大並且不能出錯，所以就需要細心還有多耐心去進行檢查。 

 

這次參與印製段考考卷的工作量確實很大，但也真的是很好的行政學習

機會，也是很好的磨練做事的程序還有細心程度的機會。在經過這次幫

忙印卷裝卷之後，我們列出了以下幾點進行檢討工作，希望之後可以讓

工作流程更為流暢而有效率： 

1.    拿到考卷跟印製考卷第一件事要核對與總表名稱是否一致，若非

一致，則要馬上註記清楚以便後續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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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班同時段可能會有自然組、社會組的區分，在試務的處理上要

小心以免搞錯。 

3.    答案卡在分裝試卷袋時也要注意清點數量還有科目的正確名稱，

也要注意組別不可以混在一起。 

4.    試卷袋封面也要 double check 完整的確認好之後再黏上去，不

然整個總表和試卷本來排好的順序會整個亂掉。 

 

整體來說考卷的試務作業並非困難的事務，然其程序還有需要注意的部

分比較繁複一點，因此就考驗作業人員的細心程度還有耐心耐力。  

研習活動及座談：  

8 月 30 號是這學期開學之後的第一個禮拜，其實第一個禮拜需要完成的

事情非常多不管是課務上還是行政上，諸如：開學大掃除；交通安全宣

導；防治藥物濫用……等。但這個禮拜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國文科

共備的「期初共同備課會議」，這個會議將會決定這個學期段考的範圍

及每次段考的授課進度。 

 

決定本學期的共備團的目標，例如本學期是參加「中學生小論文比賽」

以及「中學生讀書心得寫作暨小論文比賽」等項目；決定本學期「補救

教學、重補修」的開班以及負責人，所以雖然只是一下午的會議卻是非

常重要的。一個學期的最一開始往往是事情最多最繁忙的時候，並且對

於一個科目該學期的奠基。 

 

首先由於私校的授課進度本來就不會參照課本上的一、二、三次段考範

圍，也因此如何做出合理而可行的段考範圍安排就是很重要的課題，並，

這個範圍的確立是要全體的國文老師都可以負擔跟接受才行，所以學期

初共備團的的備課會議非常重要。 

 

不只需要確立本學期的目標、進度，並且要檢討上學期沒有達成的目標

跟原因，總結來說是一種檢討的共備狀態。 

 

又因為這學期加入了小論文；閱讀心得比賽等課外的另外活動需要完成，

所以在共備會議上就需要大家更多的討論還有交換意見，也是學期初開

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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