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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法的反思 

1.引言 

   本課節的課題為多邊形面積計算(分割法)，分別運用合作學習、探究式學習與電子

教學的創新教學法進行教學活動(附件:教學設計)，並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以下將就教學策略、同儕及教授回饋進行反思，提出改

善方法以加強教學成效。 

 

2.1 合作學習: 小組遊戲競技賽 

  本課節運用合作學習策略中的小組遊戲競賽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本課節設計中，

學生需要以四人一組，設計多邊形題目，讓其他組別計算，而計算正確答案組別能得分。

陳錦榮（2010）指出以小組形式計算每組分數，適用於有正確答案的學科，如數學科。而

根據動機理論，學生透過團體的努力而達致團體學習目標，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張杏

如，2010）。可見，學生能透過小組遊戲競賽提升學習動機。 

 

2.2 合作學習:照顧個別差異 

  本課節透過合作學習有效地照顧學習差異。本課節運用異質分組，學生需在課室周圍

合作找出多邊形並設計算式。張杏如（2010）指出能力高的學生能透過小組學習在團體中

提供協助；而能力低的學生也能夠從同儕互動中獲得協助和鼓勵。陳錦榮、許明輝（2002）

指出運用異質分組方式能照顧學生個別差異和促進他們之間的認知發展。學生在活動中互

相學習，自由發表，互補不足，能達致合作學習。 

 

3. 自主學習 

  多媒體往往和自主學習相關聯，本課節使用電子科技（Nearpod），教師選擇軟件，

制定課程，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自主學習，並與教師、同儕互動。在此過程中，學生需有主

動性參與學習，教師與學生的角色都被重新定位而有異於傳統課堂，學生需為自己的學習

負責任(Brockett & Hiemstra, 1991)，而教師則從單純的知識的傳播者，更多地轉化為興趣的

激發者，教學的組織者與活動進程中的輔導者身份（段莉，2005）。這種方式對教師和學

生來說都是更自由的（趙德艷，2013），適用於不同的教學風格，教師能夠用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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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調適，力求帶給學生適切的教育。而學生化被動為主動，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吸收

知識並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4. 探究式教學法 

  透過同學及教授的回饋，可得知是次探究式教學的目標能達到，但亦有瑕疵。布魯納

（1966）指出在探究過程中，學生在主動學習方面可以得以成長。培養學生在數學科自主

學習的習慣和能力是這次探究式教學的主要目的。此外，探究學習四部曲中發現問題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孫玖莉、張林偉, 2004），是另一些我們想學生提升的技能。在微格教學

中，我們把生活例子融入教學、亦採用電子教學和進行多樣化的活動，盼能提高學生對數

學科的興趣及學習動機，從而提升他們自主學習的程度。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微格教學

中扮演教師的同學的教學經驗未足夠，在引導學生發現理論和結論時使用的方法可更清晰。

我們認為教師在引導學生發現結論時，可以把資料整合作一個表格再作對比，因此更能顯

出規律讓學生發現。 

 

5. 同濟們的回饋 

  對於同濟們在看完小組匯報後，對於課堂中的活動設計主要都認為貼合課堂目標，而

且活動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我們在設計活動時都有考慮到希望能提升學生的興趣，令他們

跟投入於課堂上，於是決定利用小組活動以及電子教學等方式。而同時活動的設計亦能由

淺入深，逐步地讓學生了解分割法的應用。在課堂設計時，我們又考慮到學生的能力問題，

因此希望由最基本的平面圖形面積，再逐步地教他們分割多邊形的方法。但有部分同濟對

於比賽這個活動存在擔憂。首先，有人提出若果有學生在分享自己組的答案時，答案是不

正確的話會感到沮喪。我們認為教師可以先讚賞同學做得好的事情，再糾正同學出錯的地

方。另外有同學擔心高能力的能力會搶去工作，令低能力同學沒有機會嘗試。我們認為可

以由教師從旁提醒同學們每人都要參與活動，以及教師點名讓較低能力的同學分享自己組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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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整個課節中，我們皆選用不同適合數學科的創新教學法來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

學習動機。在微格教學中，整體呈現的教學成效較為流暢以及教學法也能適切地運用，而

在讓學生進行反思方面與照顧個別差異方面仍有進步空間，從中我們建議教師可作適時的

引導帶領學生以提高教學效能。 

 

字數: 160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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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一) 需要改善的範疇 

「微格教學及改善建議」 

科目/學習領域: 數學    課題: 面積（二）    

組員/學生編號:  

高志東 11132638 (組長) , 張浩霆 11132731 , 黃子樂 11133008, 周恩婷 11066372 , 曹嫵茗 11072096, 蔡沅玲 11063930  

教授課題: 平行四邊形、三角形、梯形、多邊形面積 

表現範疇 反思表現 改良方案 （如適用，請必須就反思

提出重點的建議，以顯示整體的反

思能力） 

目的的選取 1. 適切地選取了知識、技能和態度各方面的目的  

教學活動的流暢性及創意 1. 活動的設計能由淺入深，逐步地讓學生了解分割法的應

用 

2. 每項活動皆作緊密連接 

3. 利用不同活動如七巧板活動讓學生寓學習於娛樂 

 

教學活動的適切性 1. 活動設計貼合課堂目標 

2. 透過合作學習和電子教學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3. 引入生活事例，把生活例子融入教學 

 

有關教學技巧的演繹 1. 教師在引導學生發現理論和結論時不夠清晰 

2. 在使用電子教學時，教師的回饋鼓勵不足 

3. 在使用異質分組方式進行活動時，或會出現低能力同學

1. 教師在引導學生發現結論時，

可以把資料整合作一個表格再

作對比，以顯出規律讓學生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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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機會嘗試 2. 教師先讚賞同學做得好的事

情，再糾正同學出錯的地方 

(若有學生在分享的答案是不正

確時) 

3. 教師從旁提醒同學們每人都要

參與活動，以及教師點名讓較

低能力的同學分享自己組的答

案。 
評估課業方面（進行中或家
課） 

1. 有適切的課後工作紙作學生的評估 

2. 挑戰題能考慮到不同學生的能力，並且能延展至下一個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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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二) 分組評估 
 

 
整體學習成果 

 

（H、M、L 的尺度是用來評估甲部的，H=好，M =平均，L =需要改進） 

 

請填
寫 

✱ 

H/M/

L 

 

預計表現成果的範疇 

H     能夠明確指出學習的定義和預期學習成果目標 

H     能夠細心設計一系列創新的教學方法 

H     能提出教學事件的邏輯順序 

H 能夠針對個别的差異 

H     教學和學習活動也有創意 

M     能夠在課堂審視學生的學習 

M     提供機會和反饋給學生，並告知學習成果給他們 

L     提供機會使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 

H     能夠設計合適的評估任務，以收集學生學習的證明 

H     能夠提供廣泛的學習和教學資源來支援學生的學習 

M    能夠有效與學生互動和投入學習 

M    能夠建立一個信任關係以及愉快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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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Group Collaboration Table 

 

Table of division of labor 

 

Name of     

  Student 

 

Jobs 

高志東 

11132638  

張浩霆 11132731  黃子樂 11133008  周恩婷 11066372   曹嫵茗 11072096 蔡沅玲 11063930 

Brainstorm ideas ✓ ✓ ✓ ✓ ✓ ✓ 

Collecting data ✓ ✓ ✓ ✓ ✓ ✓ 

Conducting 

teaching plan 

✓ ✓ ✓ ✓ ✓ ✓ 

Producing the 

microteaching 

✓ ✓ ✓ ✓ ✓ ✓ 

Proofreader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