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分享 

教學組 



發揮教育專業能力與影響 

主動認真學習 

追求正向價值 

循序漸進 
身心發展尚未成熟 

思想觀念還在發展 

行為舉止可能犯錯 

知識豐富 
人格健全 
情緒穩定 
專業知能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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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1) 
◆    教師言行服儀必須符合自己的工作性質、團 

    隊紀律與社會期許。 
◆   教育是服務業，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學生，也 

   包括家長和社會、國家。 
◆   不要以自己的成長過程 (特別是學習過程) 來 

   要求現在的學生。 
◆   學生有不會的權利，但老師沒有。 

   (當學生只求60分、70分及格就OK，這種現   
    象可以理解，但當老師要百分之百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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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2) 
◆   在教學和教室經營上，「習慣」往往是一種惰 性，   

 阻礙了成長的動力。 
◆  任何孩子都有其可愛的地方，只要「用心」 ， 就不
會有遺珠之憾。 

◆  個人的專業知能和專業態度是在團體中立足的 根基，
因而需要不斷的提昇且要有領先群體的 抱負。 

◆   善意的謊言雖不是大惡， 
  「說到做到」才能獲得學生的信任。 



基本理念 (3) 
◆   以專業領導代替威權、用以身作則代替說教、用
鼓勵並適度佐以同儕力量減少處罰。 

◆   老師的觀念正確，學生的態度才會積極。 
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 

◆   知生、識生才能訂目標。而所訂的「標準」只能
比學生現在表現高一點，甚至只高一點點。 

 
◆   從塑造團體外在的同質性，逐漸形成團體的特色、  

 團體的榮譽，進而內化成團體傳統、團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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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活動 

學科教學 環境建置 制度規畫 空白課程 休閒時段 人際互動 



教學的元素 

 授課 教材 

 教學 方法 

 溝通 技巧 

 教學 評量 

 班級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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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教學流程，包含四大部分︰ 

   (1) 備課 

   (2) 課堂教學 (含教室經營)  

   (3) 作業 (課間筆記、演練和課後作業)  

   (4) 評量 (隨堂測驗和定期考查) 
              (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  

校園本務工作  
      備課、寫教案、上課、改作業 

      聽課、專業進修 

 

 
 



◆  課堂教學必須以「課本」為主， 「老師、學生」 
   行有餘力才能輔以講義、補充教材，從事因材施教。   
   (針對班級屬性、學生程度補充) 
 
◆  課本是書局編輯小組依據課綱編寫，立論要正確且適 
   合學生的學習歷程；同時要求資料要新、圖表要多、 
   彩色印刷，才能送編譯館審書小組嚴格審查，審查通 
   過才能發行。過程中的修改再修改、一審再審甚至退 
   稿，其嚴謹、其心酸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的。 
 
   請問︰所謂的自編教材與其相比，  孰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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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互動  
      

     1.準時上、下課 

     2.師生大禮不能免  

     3.注意班級情境 

     4.永不絕望、絕不放棄 

     5.教與學的探究 

     6.學生問題與問題學生的迷思 

 
 

 



教學現場 

 1.注意學生學習背景 

 2.扣緊單元目標 

 3.提問與回應 

 4.引導與等待 

 5.情意講述與閱讀指導 

 6.筆記、作業與討論、發表 

 7.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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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工作要點(1)  

專任教師負有導師代理人義務， 
  須熟悉導師工作內涵且做好隨時銜接準備 

蒐集、整理學科教材、試題;探究教材教 
法、升學考試命題與趨向;熟悉課綱內涵與 
本位課程發展 

養成學科專長;參與各學科校外參賽選 
手培訓工作 



專任教師工作要點(2) 

定訂自我成長目標，投入學科輔導與學生升學 
輔導工作 
指導學生生活素養 

協助各學科學會之設置與運作 

協助行政處室臨時支援工作 

積極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全力投入學校招生工作 



勉勵 與 省思 

1.讀書當「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宋、明理學家) 

2.老師「只是個引路的人」,做個證明的人。 
  在疑難處,給學生「指點」、「解釋」, 
  引導學生自學,使學生能有「自得之見」---魯迅 

3.該教的是思考的方法,並非思考的結果 --德國.顧立德 



教育無他  ---- 
愛與榜樣而已 

教育無他  ----- 
求其放心而已 



學校要帶給學生什麼? 
 

1.獨立探索世界能力   

2.建立對知識的好奇   

3.具備探詢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4.能把找到的解決方法與他人溝通   

5.培養創造力,用嶄新方式看問題  



 中學教育,有三件重要的事: 

 

  一、找到學生的興趣性向。 

 

  二、給孩子一生最有用的能力 -- 「態度」。 

      —從生活及學習的細節中,培養孩子積極、堅 

      持的態度,成就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三、學會尊重、負責任，人際互動，自我調適的 
    能力，才是影響學生一生的巨大力量。 

 

 



 

 「怎麼教」比「教什麼」更重要 
  老師，不再是單向傳遞知識的聖人，而是與學生
一同探索學習的夥伴。 

 

 老師也要磨練教學技巧 
    老師的角色應轉為學生的合作者, 

     而教育內容更該強調「如何教」--- 

       教課前:規劃課程， 觀摩教學示範。 

        教課後:學生分享對教師教學的看法。  



 學校教育要養成的基本素養: 
 

  (1)不錯的普遍性、專門知識，很強的學習能  
   力. 

  (2)強烈的好奇心、探索心和追根究底的學習 
    精神. 

 

 老師應該強化學生對學習的熱情. 

  讓學生懂方法、有態度,比他懂得什麼都來得
重要. 



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與態度 

教師真實生命歷程的紀錄 
 

教學歷程＋教學成效的省思紀錄 
 

動態的循環與成長的過程 



歡迎 

謝謝聆聽 

相攜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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