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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共享、共好〜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第二期心得分享

　　從106年2月起，本會招募7位輔諮教師並帶領夥伴共同參與培訓工作坊，

啟發心量，培養能量，第一期立即完成20個基地班的申請，到目前第三期已擴

展到14位輔諮教師、32個基地般的規模。

　　在每個月我們定期召開輔諮小組會議，大家分享到校輔諮的亮點及行政細

節協助的甘苦談，目的就是「陪伴、支持」的基本運作信念。而且輔諮教師與

基地班成員們討論的歷程契心又過癮，透過教師的反思檢討和重新學習突破，

讓教學更貼近學生需求，相互激盪中常會引全新思維，發出繽紛火花，讓我們

看見教師夥伴的能量與用心。以下分享第二期部分基地班夥伴的參與心得。

心靈成長的團隊林口國中/生命教育共備小組

　　這個課程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學生與學生

間建立一個在學習上互相幫助的夥伴關係。

在七年級下學期上這堂課很適合，因為學生

升上國中已半年多，班上同學間大致上都能

了解彼此間的個性，但不見得能彼此幫助和

包容，課堂中利用學生熟悉的影片－“冰原

歷險記”第一集，劇中三位主角長毛象、劍

齒虎和樹懶各代表了不同的人格特質，但因

為為了達成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在這個過程

中慢慢改變了各自個性中的侷限性與重覆性，再透由劇中主角的改變，帶領學生去看

到人格特質的靈活性。回到班級上，每個人來自不同的家庭，擁有不同的個性，如何

讓這個班級成為心靈成長的團隊呢？這時就能引導學生去思惟老師的重要性，老師為

這個班定立了方向，同學們透過相互觀功念恩，看到別人的優點，改進自己的缺點，

就能讓班上成為一個心靈成長的團隊。在課程進行中三位角色的特質很能得到學生的

共鳴，透由學習單一步一步引導，學生慢慢能看到同學間彼此為這個班級的付出，進

而在導師的領導下凝聚班級的向心力。每次上完這個課程，導師如能在班級經營中適

時的提到課程內容，常常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同舟共濟金龍國小/《軟硬兼施》寫字教學實務社群

　　兩年以來很幸運能擁有經營教師寫字實務社

群的機緣與資源，寫字在國小語文教育裡，低年

級課程會著墨於生字的筆劃、筆順等基礎的教學

，到中高年級進入毛筆書法的階段，從結構、筆

法建立用筆的觀念到轉換書寫工具(毛筆)落實用

筆，這硬與軟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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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書寫不該只是技法的追求，而是認知並體現課業學習的正確態度，能透過研討、

共備的方式分享心得是很珍貴的經驗。社群經營者/帶領人所扮演的角色之於社群整

體運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社群應該要能作為交流的平台，教師共享教學資源與教

學技巧，讓成員們走出以往閉門造車的備課模式，讓團隊集思廣益發揮最大的功效，

而觀課的重點也不再以觀察老師的授課技巧為主，學生在課堂上呈現的行為與成果才

是幫助教學者調整教學方式的重要反饋，而這些有賴教學者與觀課者之間彼此信賴與

協助下分工、合力完成，這也是每個教學者因應未來新課綱需要調整與建立的觀念與

眼界，而團隊/社群合作正是最有效益的運作模式。

動手學習趣 中和國中/生活科技推廣社

　　身為一位理化老師，課堂上如有實體物品用以講解物理原理，將可較清楚說明物

理原理的意涵，本學期利用針孔相機及VR眼鏡等課程，作為基地班之觀課內容，引發

筆者一些感想。

　　針孔相機之原理為光的直進，透過針孔相機實物的製作，學生看到成像之後，即

可瞭解為何成像上下顛倒、左右倒置，根本不用說明觀察即可了解。不只針孔相機，

連同透鏡照相機原理，也可一併講解，筆者還在構思如何將針孔改為可交換之透鏡，

已達透鏡成像之目的。

　　另時下深受注意之VR科技眼鏡，Google公司釋出簡易版之VR眼鏡平面圖，筆者使

用向量繪圖軟體重繪平面圖，再使用雷射切割機切出平面圖及摺痕，另配置二個雙凸

透鏡，以及鋁質導電膠帶，製作出具商業產品功能的簡易VR眼鏡。其原理是利用手機

影像在凸透鏡內所形成的正立放大虛像，並利用左右眼之視差將影像立體化，實務上

可搭配360照相機拍攝星空，透過VR眼鏡可以觀察全天域星象。

　　以上兩個例子在說明如果可以實作實驗裝置，在應用及自然科教學上，應可提高

學生學習熱忱，並增進學生的理解能力。感謝本校在彥芳老師及婉君組長的協助之下

，為本校打造為優質創客空間，筆者亦結合同領域甚或跨領域老師，研究如何將理化

原理，透過實體的製作，進行教學。

　　創客最重要的態度就是，願意把成果透過各項管道如研習及網路分享出去，這可

是過去許多偉大科學家做不到的事。感謝全國教師會及新北教師會給予本校發展創客

教育不論是經費或資源的協助，相信有這樣的資源，本校Maker會激發出更多的創意

，進而應用在教學。

玩出學習力與群性 金龍國小/同桌共遊基地班

　　在教育普及與3C產品取得便利之下，孩子們透過3C產品、手機平板APP學習知識

已是普遍的趨勢，但帶來的衝擊卻是課堂

上已不像以往專注。由於大腦不是處於高

度活躍狀態，許多孩子在課堂上往往顯得

意興闌珊，注意力不集中，彷彿總是期待

老師播放更多的影片提高班上學習意願。

　　只是，僅透過3C學習真的好嗎?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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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學真的不再適用嗎?如果台灣在舊時年代可以創造經濟奇蹟，為何如今的教育

體系卻被批評的一無是處?真的只是教育者的問題嗎?其實是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期

望多元的學習環境和素材能深入到校園裡的各個角落，讓學習變得更精采有趣，所幸

在國外盛行多年的桌遊正好能扮演此等教學媒介與素材，在目標導向之下，讓學習者

的期待與教學者的理念在不相衝突之下，能和平的達到目標。

　　在這一年的教師會基地班共備運作中，我們看到了寬廣的桌遊向度，無論是融合

國語、數學、自然等科目的知識性桌遊，或是可以使用在班級經營中的輔導性桌遊，

在在讓我們體驗到桌遊令人讚嘆之處。遠離3C產品，富有教育意義，無形中學習，同

儕共樂……，這也許是一般民眾對桌遊的認知，但身為教學者的我們更加明白，桌遊

不僅只是娛樂性，在更深層的期待與運用中，我們也更期待這些珍貴的互動，可以讓

孩子做中學，學中覺，覺中悟，不要害怕失敗，也讓孩子們學習在群體中如何養成群

性，桌遊的遊戲程式已在我們心中內化發芽!

看見困難產生改變 林口國中/程式課程教學社群

　　基地班的成員們一直以來有個共識，就是希望透過老師們的用心，可以讓學生藉

由課程的調整改變，能減少學習上的困難，而對學習生發出更多的興趣。這次的課程

也是從一個發想開始，受限於現有的教

材教具，在教授全等三角形的單元時，

一直讓老師們覺得很難讓學生產生具體

觀念的聯結，所以才想以桌遊的形式，

嘗試設計一套與全等性質有關的桌遊，

期待學生在動手組排牌卡的過程中，可

以自然的熟練三角形全等性質。

　　除了學生受益之外，在這一期的基

地班運作裡，我們最喜悅的是帶動了校

內更多的老師一起投入討論，老師們逐

漸打破以往制式教學的框架，在學生需求的前提下，願意調整教學方法，產生更彈性

的思惟觀念，體會到師生雙向溝通的美好。

　　真的感謝教師會為我們爭取到這個機會，可以彈性的讓我們實現想法，去除繁文

縟節的諸多規定後，我們才能更有餘裕的專注在課程的研發與改變，感動於諸位輔諮

老師的熱忱付出，在教育現場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讓這股由基層教師發出的生命力

持續下去，從中展現教育工作者的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