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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教學後的反思 

 

對於這次試教成功，自己真的感到非常興奮，在此先對我組的組員表示感激。這

段時間大家並肩作戰，一起研製我們的教案，過程雖然痛苦漫長，但試教完成的

經驗卻令我們雀躍萬分！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個人而言，我最深刻的無疑是我所負責試教的環節──引言部分。在我心目

中，這部分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能引起學生對我所引入的主題產生與趣，從而

產生求學的動機，同學便能在餘下的時間更投入、更專心聆聽老師的講課。縱使

我了解這部分的意義，亦算有頗充足的準備，但臨場一刻始終是無法避免緊張的

出現；但無論如何，我對自己的表現算是滿意了。 

   

最後的感覺就是──試教真的比資料匯報困難得多！ 

陳岳豐 

 

 

在設計課程和撰寫教案當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的一組差不多每人都屬不

同的主修，在定題目的過程已經是一個困難，但本著齊心和努力，不單是定教題，

在寫教案、準備教材、錄影、等，我們最終都可以順利完成，我深深明白協作和

取長補短的道理。 

  陳慶順 

 

 

經過是次微格教學的活動後，我體會到活動教學的好處甚多。以往教授圓周概念 

時，老師均只是略說一兩句話便叫我們做練習，我們所學的便只有一堆不明所以

的公式，至數年後，知識內化在我們腦海中，我們才稍為明白其背後的意念。可

是，透過活動教學，學生便能且透過自己所做的實驗作分析，從而很快便能明白

公式背後的含意， 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而且，活動教學能增加課堂的趣味性，

學生可以有機會自己主動找尋答案，對改善課堂氣氛有很大幫助，同時，活動可

以透過同學之間不停的討論，逼使他們參與課堂活動，填塞學生在課魂遊或製造

麻煩的時間，因而令教學更為有效。 

林立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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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次試教中，我負責小組討論的環節，要在個別小組中擔當引領學生思巧的角

色。原本預期這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尤其扮演學生的是自己的同學，大家都有一

定的知識水平，應該不需要多少提點就能輕易解決問題，而討論進行的時候又真

的不需要給什麼提示，工作也真是滿輕鬆的。但在我看到同學量出來的數據時，

給它嚇了一跳，為什麼那些數字與我預計的相距這麼大？本以為要大學生量度圓

周是絶沒問題的，還曾估計完全沒有誤差的情況要甚麼連接下一個解釋誤差的環

節，但結果就是這麼出乎意料。這給了我一個啟示，要預計學生的答案比預測股

票還困難，就算在個別差異不大的班，都是一樣難的，要解決這種情況的方法是

要盡量預計所有可能出現的答案，寧願低估學生的能力，想像會出現最差的情

況，謀定其他方法去解決突發狀況。 

李佩芳 

 

一個教案，要考慮的因素並不多，但每處也要小心。今次的數學課教案設計，由

第一個版本，不停的改變到第五個版本，每一位組員也給了很多意見，當中的故

事、活動更改了數次，才得到一個完善的教案。在未來，設計教案的人多會是自

己一個，也許沒有很多人相討了，所以自己反思能力很重要。在未來設計教案，

會多批判自己的設計，如能夠便和同事一起研究，這才會把教案做得完善。 

 

羅蒨婷 

 

 

從微格教學試教的前後，我覺得這次試教學對我的教學事業能作為一好的引旨，

我深深體會到教學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當然，教案設計並不是第一寫出來便可

以，經過不斷的修改，才能達到有效的教學，在教案設計時已經要考慮很多因素，

如學生在學習該知識時在理解上會遇到甚麼困難、學生會對活動有甚麼反應、預

計學生的回應(如預計量度圓周時的方法)。而在和各組員合作的過程中，我覺得

自己的協作能力也提高了，大家有不同的意見，通過聆聽、思考、再回應、在意

見分歧時如何去取得共識等，我都學習了不少。 

 

此外，在微格教學試教時，我第一次體會到作為一位老師面對一班學生時的感受

和壓力，從自己負責的部分中，我明白到老師的應變力要很好，雖然在設計教案

時已預計了學生的反應和回應，但也不能只依賴教案，要對事情作出即時的改動。 

 

潘淑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