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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小組 

[領域召集人研習（一）]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1 年 9 月 18 日上午９：００－１2：0０ 

會議地點：台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出席人員：全體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小組成員暨各校領域召集人 

主持人/主講人：李珀玲校長/翁千雅老師/謝勝隆校長 

會議記錄：周盈君 

 

研習流程與內容簡記: 

 

一、 班務報告:<教研中心張巧涵小姐> 

 

1. 介紹研習場地周遭環境，講解中心研習規定包含研習時數以及請假規範 

研習講義以及領召環保包發放。 

2. 領召研習的重點揭示:領召角色任務以及職務的調整，教育局重要政策宣達-學習共同體。 

 

二、 藝文領域召集人研習開場致詞與十二年國教重點報告:  <南門國中-李珀玲校長> 

 

1. 召集人的任期:輪流形式由一年改成兩年。 

2. 領域內八次工作坊之目的:各校成員善用領域研習時間進行領域成員的對話，進而達到活化教學

的目標 

3. 本期研習課程內容簡介 

4. 十二年國教重要教育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 

 103年度起學制架構介紹:(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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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之三大願景五大理念及六大目標 

 

 十二年國教入學方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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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國中發展願景: 

 
 營造團隊新方向: 

 活化教學:領域共同備課，教室走察，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有效教學:澄清教師教學目標 

 

 

三、 藝文領域召集人角色與任務:蘭雅國中藝文領域翁千雅老師 

 

1. 召集人產生方式:輪流、指派、自願、推派? 

2. 探討十二年國教設置領域交集人的目的。 

3. 領召的任務與獎勵:檢課兩節、國際交流、推薦表揚 

4. 教師的改變：從親子天下雜誌報導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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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為何從學習裡逃走了-十二年國教藝文挑戰 

6. 主動教學教學精進活化教學教學評量，召集人是領域動能的核心 

7. 召集人要準備什麼?領域火車頭、成長團體班長、資訊收集等等 

8. 領域工作坊專業成長案例分享 –以蘭雅國中為例 

 

9. 談十二年國教活化藝文教學 

10. 談老師這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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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省思 

 
 

四、日本探究之旅教學充滿可能性:新興國中校長 謝勝隆校長 

 

1. 導入活動:不老騎士影片欣賞 

2. 日本探究之旅-教學充滿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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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共同體參訪經驗分享:LESSON  STUDY學習共同體 

4. 學習共同體是一種可能，也是向上提升的機會 

5. 從教師中心          學習中心的觀念改變 

6. 授業研究-課堂教學研究 

 日劇『愛迪生之母』課堂教學範例 

 PLAN – DO – SEE – OPEN CLASSROOM 

7. 談日本教師工作 

 公務員，組織扁平，校長、副校長、學年主任 

 教師七年輪調一次(通常 3-6年) 

 十年換證必須公開授課(學習共同體每年一次) 

 教學、研究、行政三者兼具 

8. 教師專業發展 

 類似師徒制 

 文化生根(授業研究深植教師心中，每週有 2-5小時參與授業研究) 

 研習進修 

9. 日本教師圖像之”願景”: 

 有效學習:重視書寫記錄的學習過程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 

 自主學習 

 溝通表達 

10. 日本教師圖像之”教師哲學”: 

 專業成長 

 使命感 

 自我負責 

 東京大學附屬中學為學習共同體的實驗學校，只取 PR8080左右的學生進行教學實驗，實驗

學習共同體之教學法是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力 

 勤作筆記的學習方式，筆記是平常成績的一部分 

11. 日本教師圖像之”系統” 

 課堂研究 

 學科研究 

 學習研究 

12. 學習共同體之”願景”: 

 學習共同體的學校  

 學生互相學習  

 教師互相學習成為專家  

 家長及社區協助相互學習  

 學校的使命及責任─實現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權利，保障高品質的學習  

 促進教師成長成為幫助學生有效學習的專家  

13. 學習共同體之”哲學”: 

 公共性  

 公共空間，應對任何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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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學品質，教師提案一年一次開放教室  

 民主主義  

 親師生擁有同樣的權利，不應被忽略  

 追求卓越性  

 追求高品質的教育內容  

14. 學習共同體之”系統”: 

 課程的學習設計三元素(由傳達轉為對話)  

 教師教學由傳達轉為對話:與「人事物」的相遇與對話，展開活動式學習(構築世界，學

科知識轉化成問題，讓學生可以將知識與生活連結) 

 與他人對話，發展協同學習(構築同伴)  

 與自己對話，促進反思與分享(構築自我)  

 注重基礎知識與伸展跳躍(理解而活用) 

 互持、互惠、互學的協同學習(信賴與協力) 

 四人小組學習，男女各半，異質隨機編組  

 透過相互聆聽關係實踐對話式溝通(不會要主動問) 

15. 學習共同體學校[數學課]上課方式影片舉例: 

 一開始老師在黑板上寫題目，標示今天這節課的學習重點，先不講解 

 學生先自己思考解題，先寫下你的思考! 

 然後開始分組(四人一組):四人小組，不會的孩子要去問會的，先不要問老師 

 

16. 學習共同體學校[理化課]上課方式影片舉例: 

 教師先於黑板上提示本節課的重點，提問問題 

 學生回答老師提問 

 老師發給學生實驗器材(彈力球)，學生將實際實驗的過程記錄於學習單中 

 教師請學生在次回答實驗的結果(師徒對話) 

 教師在黑板上貼上另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引導，帶出本堂課的學習重點”關鍵字” 

 學生進行分組，四人一組進行更難的問題討論 

 學生發表討論結果(師徒對話) 

 老師針對學真的發表進行更深入的提問，學生撰寫筆記 

 學生分享(師徒對話) 

 教師進行更深入的問題探討，持續要求學生撰寫心得與想法，並未對本堂課做結論 

 教師角色:聆聽，串聯，回歸(知識原點)……教師不講太多自己的”故事”或心情，把時間

留給學生彼此互動發表 

 教師彼此觀課的內容都是以討論學生的學習情形(影片)為主，而非對各自的教學方法進行

評論。 

 教學過程重視:聆聽，提問，對話 

 教學目標:追求高品質的學習 

 學習共同體課程教學設計三元素:活動式學習，協同學習，個人反思分享金三角 

 將資質弱的拉上一級 

 將資優的推上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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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紀錄省思: 

18. 未來師資之養成與健康教學觀念之形塑，教師培育機構的責任實則重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