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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 
           【請依實際辦理情形詳填，表格不足請自行延長】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領域人數 17 人 

共同備課主題 

1. 教學成長研習 

2. 教學方法研討與設計  

3. 公開觀課、議課  

4. 評量分析與迷思概念探討 

5. 教師性別平等及生涯發展教育研習 

6. 跨校經驗交流—從教學研究到學習共同體 

7. 其他（依實際需求調整或增加工作坊時間） 

量化呈現辦理成效 

1. 社群共同備課 8 次/136 人次 

2. 舉辦同儕觀課 1 次。 

3. 校際交流成果分享 1 次。 

4. 生涯議題研習及性平議題研習 2 次。 

5. 會考試題分析及定期評量分析 3 次。 

6. 提升教學經驗及命題經驗交流。 

質性說明辦理成效 

1. 透過領域教師間彼此的互動、互助及任務分工，提升教師

專業認知、教學研究、教學方法、教材分析及評量設計之

能力。 

2. 領域教師集思廣益結合資訊設備及教學經驗分享，研討資

訊應用於輔助教學的方法，以活化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成效。 

3. 藉由工作坊活動促進領域教師經驗交流分享，並與生活中

科技的結合，以促進活化教學、強化課程研發創新及研討

學生學習能力與試題評量分析等，提升學生在科學素養與

科技應用的能力。透過活化教學知能工作坊社群推動，提

升教師發展多化教學課程設計，並進行評量方式、結果的

精進與研討。 

4. 促進領域教師在教學方法、資訊運用、多元評量的經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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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享，以領域團隊合作的方式，提升教學效能。 

5. 培養學生探索科學與技術的興趣、熱忱，養成主動學習的

習慣，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來的生活。 

6.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開展潛能，

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7. 教學過程若遇資訊設備或軟體問題時 ，教師應維持不慌不

忙的心情，發現暫時無法處理時，最好能立即改變當節課

預定的教學方式，避免因學生秩序而使自己心浮氣躁影響

到整節的上課情緒。當教師能沉著應付時，學生也會對教

師產生一定的信任感，不會影響到上課秩序或教學進度。 

未來展望 

1. 教學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2. 教學過程應注重教師的角色扮演和引導 

3. 教學應以教師專業為出發點，著重學生學習經驗的建立。 

4. 資訊在科學課程教學中，除了透過媒體呈現外，更可以將

媒體、資訊設備及生活週遭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功用。 

5. 不同的教學方式，教學需求也不同，在學校教學現場，教

學需求應列為優先項目，請行政可以規劃充分支援不同教

學需求，如:經常更新、安裝應用程式、或經常使用其它耗

資源的軟體及效能不佳的筆電都可能在使用電子白板之

「白板」功能時，顯的不穩定，建議可提供固定穩定的機

器，協助或支援教師的教學應用。 

6. 自然科因課務人力安排問題，造成自然科教師正式教師工

作量增加，其原因 

(1) 理化科教師擔任導師比例過高，造成課務節數需改為

聘兼課教師，應改為調降導師人數，可解決授課問題，

以維護教師領域工作分工及學生授課權益。 

(2) 目前課務非增聘正式教師或代課教師，因此無法均衡

人力，分擔試務及其它分工。 

7. 下學領域時間進行。安排優先研習內容包含: 

(1) 資訊融入教學(3D 列印課程、微電影製作…等) 

(2) 創意教學、教具 DIY 

(3) 魔術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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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瓶 DIY 

附件資料 

 

如會議紀錄 照片紀錄 策略聯盟 (臉書討論) 

 

 

填表人: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