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省思札記 

實習攻略第十一步：敞開心胸，用心體察 

 

實習生：陳翊庭 日期：103.10.17 

 

  這週的南港高中，四處瀰漫著令人神經緊繃的緊張氣息，因為國中部與高中

部孩子們，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第一次段考來臨了。 

 

  上週與怡玫老師討論課程時，老師頗為煩躁，因為班上課程進度落後相當

多，也因此不管是 108專任班還是 102導師班，兩班都瞬間多出了好幾堂的國文

課，而我也常常因為不明白老師調課情況而撲空，甚至沒有跟到。而我也不好意

思打擾老師，畢竟老師已經夠煩躁了，便沒有向老師表達自己沒有跟到課的心

情。雖然少了幾堂觀摩機會，但我在教務處也做了相當多的事情便是。 

 

  怡玫老師如同我的高中老師一般，將文化教材留到最後才上，而且也相同

的，利用一節課，很快速地將課程結束。課程結束後與老師討論，老師表示，會

這樣趕課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太多東西要講要處理了。問及趕課要領，老師告訴

我：「你要盡量用最簡單、最生活化的方式讓學生明白文化教材。」例如這次段考範圍，

是孔子的為人，老師便利用不吃吻仔魚等生活事例，使學生明白教材內容。這樣一來，

因為貼近生活，學生不但能快速理解，印象也會非常深刻，甚至有些聰慧的孩子能將學

習內容遷移並實際應用在生活中。除此之外，怡玫老師在趕課的時候，不僅僅完美的處

理了教材，甚至也同時花時間檢查學生的作業。先前便提過，怡玫老師認為，學生理當

要做作業。因為如果通通都是老師做，根本就是填鴨。正確的學習方法，應該是老師做

一半，學生做一半，雙方一起努力讓學習這件事情有效。經過這次的「趕進度」，我再

次體會到怡玫老師的強大，即使老師很謙虛地說自己還差得很遠。 

 

  星期一的早自修後我要找怡玫老師詢問課程的事情。但老師似乎因為調課而不在位

子上，倒是聖鈞的指導老師──劉乃元老師在製作段考考卷（對，明天要段考但老師前

一天還在出題目）。乃元老師關心了一下我的學習與實習狀況。我告訴老師自己對於教

育哲學部分相當苦惱。乃元老師表示，可以從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的背後理論著手。

年代太古老、久遠的東西便不用太花時間去處理。另外，老師也建議去做做這幾年的教

檢考古題，如此對於準備方向也比較容易掌握。乃元老師除了指點教檢上的細節，也對

於我的實習做了些許提點。老師藉聖鈞的試教情形告訴我：「創新是好事，讓學生不感

到無聊或枯燥也非常好，但是你必須考量到一點：你這節課所要傳授給學生的東西是什

麼？而你是否有完全把內容傳授給他們？教學這件事情，最基本的就是教學內容，而教

學方法只是輔助。如果你一味地鑽研教學方法，卻忽略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豈不

是本末倒置嗎？」 

 

  仔細想想，乃元老師所說一點兒差錯也沒有，如果只是努力讓學生不要睡著，忽略

了真正要傳授的東西，這樣子可以說是完全浪費了自己以及學生寶貴的時間，也是在降

低學生對自己的信心。聖鈞上課時學生的確沒有睡著，也相當有興趣，但剖析之後會發

現，整整一節課，學生得到的只是一段演出，而沒有學習的內容。國慶返鄉，弟弟看見

我替聖鈞錄的影片，弟弟詫異地說：「他整節課都這樣上嗎？這樣不就只是在念課文？」



弟弟說的沒錯，的確就是在念課文，雖然缺點頗多，但我覺得聖鈞很努力的，試圖讓學

生對這課文有興趣。有興趣之後就會想要更了解。些許聖鈞缺的就是時間，能夠使學生

被引發興趣之後，更加深入了解課文的時間。況且，如果要我這樣演，我根本沒有辦法

演出來。因為我的個性不適合這樣的教學方式呢！ 

 

  與乃元老師談話的時候，我也表示自己的觀課意願。乃元老師很歡迎我去觀課，只

是老師很細心地提醒我：「很多實習老師跟課，都會去吸取授課教師的優點，並且直接

模仿使用，但這樣的模仿，永遠也學不來，因為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像聖鈞他的

上法，如果我去上一定沒有這麼好，因為那不是我的方法。你得找出自己的教學風格，

而不是一味地模仿。你只有扮演好自己的腳色，才有辦法把教學這件事情做到最好。所

以在觀課之前，你要先想好，你自己的風格是什麼，你是怎樣風格的老師。如果你天性

沉悶，你可以走學術風格，用你的專業壓死學生；你也可以走輕鬆幽默風格，用你的風

趣談吐達到有效的教學。怎麼樣的風格都好，只要能做好教學就是好的風格，只是你使

用的必須是自己的風格，而不是複製貼上出來的。」 

 

  關於風格這件事情，先前拜訪自己高中老師的時候，老師也有做過提點。而我自己

也很努力地思考自己究竟是怎樣風格的老師。我發現自己是很彈性的。我可以很紮紮實

實的傳授知識，也可以隨隨便便的處理掉一段課程；我可以很幽默的上課，也可以很保

守的教學。但是比較起課程學習，我對於學生人格發展部分是格外注重的。也就是說，

除了必須要有的人格發展，我的教學方法完全依著學生的表現呈現。如果學生很想學，

我便給他多一些；如果他不想學，那麼我就不給這麼多。因為在我的想法裡頭，學習是

很個人的，今天你想學就學，不想學就拉倒，但是我會在一開始便把所有事情都講清楚，

讓學生知道，如果他想學，我會盡全力讓他學到最好的東西。上述這些方式與做法，就

是老師口中所謂的風格嗎？我不明白，因為我覺得我只是在做一件自己覺得正確的事

情。也因此，倘若那些方法與做法不算是教學風格，那我真是不明白到底自己的教學風

格是什麼了。上網查過，教學風格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教學才能看出來，那麼，我是否能

先盡量吸收各個老師們的教學方式，並努力增加教學經驗，時間到了，自己的風格便會

成形呢？對於教學風格這件事情，實在是困擾我許久許久了呢，但我相信如果不斷的思

考跟尋找，我最後一定能找到自己的教學風格！ 

 

  南港高中的第一次段考，定期於十月十四日與十月十五日。這兩天因為考試的關

係，我便沒有跟課，也比較少到班上。星期三到班上的時候，有個學生大聲地叫我「實

習老師」，雖然很高興他們其實知道我是誰，但，又突然覺得有點悲傷。我是有名字呀，

可是我實在不知道如何適切的自我介紹。之前老師忘記，所以能夠自我介紹的時間已經

過去了，而且老師現在也可能沒有時間，這樣子，到底該怎麼辦才好呢？其實整個實習

生活至今，我覺得自己實在非常戰戰兢兢，因為我怕失禮，怕打擾老師，卻又擔心自己

可能表現不積極，整個情況就是相當矛盾且掙扎。可能我真的需要放輕鬆一些吧，些許

放輕鬆一點，事情便能有所改善。 

 

  這週除了與乃元老師談話、與怡玫老師討論課程，我也繼續參加數學科的學習共同

體計畫。我們接續上周未完的討論，繼續修改學習單內容。雖然我們這些非數學科的實

習老師們，在專業上根本無法成為戰力，但我們卻是測試學習單效果的最好實驗品。因

為就專業度與熟悉度來說，我們這些人文科系的老師們，完完全全就只有國高中程度，

甚至可能更低，因此，做為學習單測試人員，再適合不過了！而且參與學共，不但能增

加自己的專業知能，同時能複習數學知識，豈不是一舉兩得？因此我覺得參加這數學科

學共計畫，雖然令人頭痛，卻也學到許多東西呢！ 

 

  在行政實習方面，我和聖鈞要一起製作星期五日本高中參訪的海報，一共十一張。



我和聖鈞很努力的找了動漫的名言佳句，希望可以使學生們有所感觸進而達到激勵學生

的效果。雖然我個人覺得我倆挑的句子真是熱血的幾乎可以使海報燃燒起來，但是對正

值角色混亂以及重要他人為同儕的國高中生們來說，些許是最好的激勵方式。只是，希

望日本的高中生不會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們都很宅就好了。 

 

  我覺得自己的實習札記與我在南港高中的時間逐漸成正比了。明明覺得沒有什麼可

以寫，但仔細思考卻又能得到許多東西。是不是其實只要我們對每件事情，都細心體會、

用心體察，便能看見事情的真實面貌，得到最重要的醒悟呢？就如同在教學現場，老師

們若能細心傾聽學生需求、了解行為背後的原因，便能真正走進學生的內心，協助他們

度過人生中最為混亂的暴衝時期，我想，身為教師肩負的教育責任和義務，應該就是這

個樣子吧！希望自己能在接下來的實習生活中，得到更多的體察與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