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演示心得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 

趙修慧 

一、 課前準備工作 

1. 決定演示課程 

千呼萬喚始出來，總算到了實習生涯最重要的期末考－教學演示的日子。回 

想開始計畫教學演示的種種，早自十月中第一次上台試教前就開始考慮演示的課

程，也反覆與輔導的思慧老師討論，最後採納老師的建議，放棄看似容易表現但

枝節繁雜的章回小說〈劉姥姥進大觀園〉，選擇了看似枯燥乏味但主旨明確的經

學名篇〈大同與小康〉。 

 

2. 備課，再備課 

    為了兼顧教學班級第二次期中考試和演示的時間，將〈大同與小康〉這課程

規劃了一共五堂課來進行，正好是三年級一整週的時數，於是教學輔導老師建議

我可以在演示的那一週完整的上完這一課。到 12/12（五）演示那堂課正巧總結，

這麼正經八百的一堂課，要怎麼把它變得活潑有趣呢？於是我絞盡腦汁的想，訂

出了四項教學目標： 

I. 要補充本課重點國學知識，不願學生為了配合我演示而耽誤進度。 

II. 要使硬梆梆的字句活起來，學生能靈活運用。 

III. 每位同學都能充分參與課程。 

IV. 一整節課必須完成。 

 

    於是我設計了一張課後活動單（本課原有一張學習單，所以這算是學習單二），

內容為稱語詞、省略句、《禮記》中的成語辨識和主題探討四大項，內容淺顯易

懂，我的規劃是以不同的方式帶這四個的主題：稱語詞可大量補充古今中外的稱

語知識；省略句則簡略的統整課文內省略的字詞，順便複習文意；《禮記》中的

成語辨識以 8x8 的方格設計成遊戲形式，讓學生從提示的釋義中認識或複習出自

《禮記》的成語；主題探討的部分則由學生思考「大同世界」的定義與存在的可

行性，再與其他同學分享心得。 

 

    設計完以後，仔細審視確實符合我的四項教學目標，但仍然有兩大困境亟待

克服：第一，希望學生均能「充分參與課程」，該如何引導？第二，我私底下默

默計算課程時間，均超過十幾分鐘，也顯示出欲達成第四項目標的時間壓力一直

難以消解。於是只能不斷地增刪補充的內容、找出需整合的重點、考慮與本課的

關聯性，就這樣這工作持續到演示前一天才完全確定下來。套用前輩的話：「備



課是備不完的。」授課內容本來就會依據學生的特性、教學的進度和當時教學現

場的種種實際情況，而需要調整、修改，所以備課理所當然該備到演示前一刻嘍！ 

 

3. 教案在哪兒？ 

教案採簡案的形式呈現，內容簡明扼要，均為再三斟酌後的成果，因為教學 

內容不斷地調整修改，導致教案也得跟著一再修正，其實我私心底希望這次演示

在教學的時間與內容上能夠精準掌握，所以不得不一次次默默地反覆練習和修改，

終於直到演示的前三天，才完全定稿。 

 

4. 登場前的最後準備工作 

   

    製作邀請函及海報，主要是上網找了幾張相關圖片，以彩印輸出，我和另一

位國文科實習老師旻玲由我們的輔導老師陪同一起分送邀請卡。全校二十三位國

文老師加上校長、秘書、教務主任、組長及行政、導師的輔導老師，總共送出三

十九張邀請卡，大部分一一親送，少部分老師課務繁多，碰不到面就沒有親邀了。

事實上因為該時段是最多國文科老師有課的時間，演示當天，共有四位國文科教

師前來指導，其實已經相當出乎意料了。 

   

    在教學演示那堂課以前，我已經連續在該班完成四堂課程，每一堂課都經過

兩次以上的反覆練習，希望能完整掌控教學的進度，使演示的課程順利進行，因

此不斷和思慧老師討論和調整課程內容，那幾天心裡面總是緊張，很擔心自己拖

延到老師正常的教學進度，所幸從第三堂課起，因為進度掌控得不錯，站在講台

上已經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對學生的問題或是突發狀況，甚至可以和同學開開玩笑，

總算可以放下心中那塊大石頭，懷著有些忐忑不安，但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迎接

12/12 的到來。 

 

    原以為一切都已準備完善，就在演示的前一天卻發現其他的實習老師都會利

用夜間部的教室將演示的整堂課演練個三、五次，我突然驚覺到自己也該試著講

講看，順一順整個流程，果不其然，沒有想像中流暢，不是忘記學生的名字就是

中途漏掉一段重點，實際花費的時間比預計多出十分鐘，於是針對缺失的部分一

一修改，這次練習猶如吃了顆定心丸，終於可以放心等待隔天演示正式登場了。 

 



   

＊邀請卡和海報上的「經學小博士」，學生從問我他是誰，到散佈流言說：「這傢 

  伙越看越像老師（我）耶！」 

 

   

＊簡單的簽到桌和前一天學生幫我張貼好的海報 

 

二、幕拉開了，看我登場 

 

        當天早上上課前二十分鐘，我和前來熱心協助的其他幾位實習老師就已 

    經到教室外等待，因為前一天放學前 315 班已經相當乖巧地將一切準備就 

    緒，所以並沒有甚麼可操心不安的，反倒是我看著比我還焦慮的 315 班學 



    生，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只是一邊提醒他們必須完成昨天發的作業，一邊等 

    待著上課鐘響罷了。 

        演示正式開始，學生十分配合，提問均能一一回答，整體而言，學生們 

    全神貫注的參與是我課程進行順暢的主要原因，不過其中還是有些小插曲， 

    讓我心裡慌了一下，還好及時應變得宜，才不至於當場出糗。 

 

1. 順暢進行中的第一「驚」－安排回答問題的學生沒到？ 

  演示前一天和實習老師寶華、姿纓在空教室練習時，發現自己可能有些緊張

導致在講台上叫不出學生的名字，為了減少記名字的壓力，我想了一個方法，將

每一個問題或探討的題目都在心裡安排好回答的同學，如此一來，全班同學都有

一至兩次發言的機會，一方面可以讓每位同學都必須專注於課程中，另一方面我

的注意力也能放在學生的表情、反應上，而避免僅僅在意誰回答問題或答案為

何。 

    但就在課程進行了二十分鐘時，我點到了一位今天缺席的同學，其實剛上課

時我就問過班上今天的出席情況，但當時並沒有聯想到預計要這位缺席的學生回

答的問題該怎麼辦，突發的情況讓我突然愣了一下，還好本來預備最後分享自己

看法的學生多安排了兩位，順利解決了這個窘境。 

     

2. 順暢進行中的第二「驚」－竟然還剩五分鐘！ 

    經過多次自己試教的經驗提醒，上台授課時總是比預計講得慢一些，因此我

一開始便將演示的內容設計得精簡些，深怕五十分鐘內講不完的時間壓力會令自

己在演示時大為失常，於是在演示前的一次次練習中記下每一段落所運用的時間，

事實上每一次都超過五十分鐘，為了那將近十分鐘的超時，不得不從內容上思考

該如何取捨，但教學的內容真的已經相當精簡了，於是只好從補充資料上做些調

整。我認為補充的資料不見得都得寫上黑板，從之前多次試教時的學生反應看來，

對高三的學生而言，有些一再複習整理的重點應該早已成為常識，並非一定要寫

在黑板上才好，因此節省下部分書寫板書的時間；另外，想要讓全班學生一一回

答問題也是有技巧的，經過實驗發現，看著點名單點名回答最為耗時，按照座號

或位置依序叫號最快速，但如此一來，學生們因為預期到自己何時會被點名，而

容易減低整堂課的專注力，所以最後我採用事先規劃好答題順序的方式，讓自己

能更流暢的進行提問。 

 

    想了這麼多省時的方法，演示時卻出乎意料的進展順暢，進行到綜合活動預

備安排作業及預告下堂課進度時，竟然還有五分鐘才下課！這表示我得開始找事

情做：綜整這堂課的重點、提醒測驗的注意事項、請學生上台寫生難字詞、發作

業、收學習單……，幸好課程最後一堂課要完成的工作、要交代的事項挺多的，



鐘響後終於鬆了一口氣。 

   

＊ 歡迎國文科老師前來指導        ＊315的同學專心聽講、認真捧場 

 

   

＊ 謝謝所有老師的指導與愛護        ＊走到最後一排檢查學生作業完成與否 

 

   

＊ 認真寫下補充的重點，很好，加分！      ＊板書真的應該多寫一些 



   

＊ 請學生上台練習生難字詞               ＊課程結束，派作業了 

 

  

＊密密麻麻的「闖關秘笈」，紅色筆跡代表解答、藍色筆跡代表補充重點、鉛筆 

  字跡代表課程進展流程、可略過的補充常識以及答題學生的名字，依此練功， 

  必能練成蓋世神功！ 

 

三、檢討與反省 

    這場演示大致而言是順利的，首先從開始講課起心情就十分雀躍，完全不緊

張，再來時間比預期要更充裕些，課程的進展也很流暢，學生回答問題的音量與

反應都可圈可點，尤其是請他們發表心得，這對他們而言是隨機抽點的，如果不

是學生事先確實完成學習單及預習，是不可能回答得如此完整的，學生的配合真



是一大功臣，另外思慧老師給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議，在演練時才更容易掌握住課

程主旨和時間分配，我認為這著實節省了許多摸索的時間。 

 

    不過下課後仔細回想，還是有一些缺失需要好好檢討改進： 

 

1. 教學內容最大缺失：囿於時間壓力，許多該補充的資料都只口頭帶過， 

未能寫在黑板上，感到相當可惜，若能一一寫在黑板上，可以讓學生更清楚

這些內容，事後想想這便是趕進度的後果，未來教學上需要多加留意。 

 

2. 教學技巧最大缺失：為了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增加課程的趣味性，我一 

方面設計了學習單，並讓學生在課堂前先行預習、填寫完成，另一方面也希

望不僅僅是傳統問答方式進行，而能夠營造活潑的氣氛，使學生均能主動參

與其中。從全班學生均被一一點到回答問題或發表心得和全班上課時專注的

神情來看，似乎是達成目標，可惜教學內容主要還是以問答方式呈現，使得

預計營造的活潑氣氛打了折扣，事後反省若能將四個主題以不同方式呈現，

必定能讓學生之間增加彼此互動，更融入其中。 

 

3. 這堂課最大遺憾：未能融合自己的經驗，以貼近學生生活的方式引導他 

們思考理想的社會（之前曾在其他課程時運用過幾次，每次都能帶動學生踴

躍回答的氣氛），使討論時的氣氛有點沉悶。 

     

    當然還是有些不錯的地方值得肯定自己，以下是比較滿意的三項優點： 

 

1. 與全班同學都有互動，確認學生均專注於課程中。 

 

    2. 精心設計學習單內容，符合教學目標。尤其是「我也想住理想國」，讓 

    學生有機會思考自己理想的大同世界為何，並與同學一起分享，當我問起同 

    學的想法時，課堂頓時沉寂，他們沉浸在思考和不安於可能被點名回答的氣 

    氛中。我不急於說出自己的看法，讓學生去思考、體會理想的境界和其可行 

    性。一分鐘後走下台點了一個學生分享他的心得，課堂又活躍起來了。 

 

    3. 使用音樂帶出討論主題，不但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更能增加課堂生動活 

        潑氣氛。 

 

    我從教學演示中可以深刻體會到在底下觀看其他同學的試教和自身上台試

教的想法和心態是完全不同的，當觀眾時，總是容易發現他人的演示美中不足之

處，然而殊不知自己在台上時可能也不自覺地犯了相同的錯誤。因此我自己很喜

愛這種學習經驗，透過學習他們的長處使自己更加進步，運用短處來反省自身。



才能更了解自我的優勢和長處，另外透過他人的建議和老師的提醒，讓我能從另

一個角度反思自己的教學，且更進一步了解自己，看到所有實習的夥伴們都能經

由這次教學演示有所進步成長，彼此在互相觀摩學習中能一同邁向成為一位教師

的目標，感覺很充實美好。 

 

   

＊學習單一：課程題解作者等重要國學知識    ＊學習單二：成語捉迷藏和主題探討 

 

 

＊學生的熱情回饋，有鼓勵、有建議還有滿滿的祝福，謝謝你們！善良、熱情、 

  懂事又聰明的 315同學。 



 

 

＊與思慧老師、315全班同學合影留念，教學演示圓滿成功！ 

（三年級的教室就是什麼都塞得滿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