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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共備示例產出，也是透過共備而來…… 

7/28團務會議決定共備大方向 

分科討論共備示例的主題 

地理科決定以單
元迷思念概念釐
清為示例主題 



透過email討論—聚焦再聚焦 



課程設計『獨行俠』時間、精力有限 

課程設計新思維：學教翻轉 

單元核心概念釐清不易 

評量形式與重點需有共識 

搭設學習鷹架，幫助學生理解並促進
學習遷移 

不同教學法的嘗試 

 



依教師需求，擇『重點』備課 

核心概念與學習目標釐清 

文本組織與結構分析 

搭設學習鷹架（如提問、學習單等設計） 

學習困難、迷思概念澄清 

診斷與評量設計 

伸展跳躍課程設計 

 



觀課/議課 

•蒐集學生學習表現資料 

•討論學習成效與瓶頸 

省思/修正 

議課回饋進行教學
單元的省思與修正 

教材/學習活動設計 

•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補充教材或講義編寫 

•學期課程設計 

•單元核心/迷思概念釐清 

課程規劃 

教師：專業提昇 

學生：有效學習 



過往教學中，學生易犯錯的題目中找尋 

單元：地形的表示 

迷思概念： 
學生不易將地形高低起伏的空間概念轉
為平面分佈的等高線。 

到底什麼是等高線呢？ 



PPT呈現
課本圖片 

讓學生實際
來畫等高線

模型 



教師分享保麗龍球操作步驟 

介壽國中社會領域團隊 



學生繪製等高線模型， 

利用模型歸納等高線特性 



分組生生互學 

操作困難討論與調整: 
1.如何避免只有少數學生
操作？ 
2.老師怎麼同時兼顧這麼
多組？ 
3.如何讓各組的發現可以
彼此分享? 

學生繪製等高線模型， 

利用模型歸納等高線特性 

學習步驟引導 

大班分享學習 





透過等高線繪製實作，學生考試檢討較少問到
上課教過的概念，表示對於等高線的觀念比起
以前清楚，也普遍認為「地形的表示方式」是
個容易學習且有趣的主題。 

原訂使用兩節課進行「地形的表示方式」課程。
授課後，發現學生在動手作作品時，花的時間
比預期的長。包含「保麗龍球等高線繪製」、
「地形剖面圖繪製」、「等高線模型製作」，
其中還須加入討論和發表的時間。建議可將課
程時間延長為3至4節，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
可以製作、討論、思考，效果應會更好或者在
時間考量下，可以將「保麗龍球等高線繪製」 
繪製過程省略僅利用動畫來表達即可。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表單 

 學習共同體的觀課紀錄表 

 各校原有的會議紀錄表單 

 共備紀錄表 



臺北市國中社會領域共備模式 
主題：                           

項目 內容 討論與回饋 

核心概念／ 

問題意識 

單元學習目標 

學生先備知識 

迷思概念／ 

學習困難 

難點突破 

教學流程 

教師教學流程 學生學習流程 

多元評量的方式 



臺北市立OO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共同備課紀錄 

主題：「地形的表示單元」共同備課（二）-課堂學習單討論 

時間：中華民國102年09月27日12時15分 

地點：教學資源中心                                  記錄：李OO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列席：無 

  

備課內容 

一、學習單分為實作與問題討論 

1.實作: 

(1)保麗龍球等高線。 

(2)畫一條等高線剖線，並繪製地形剖面圖。 

(3)完成台灣五大地形剖面圖。 

2.問題討論: 

 (1)等高線具有什麼特性?從形狀、高度、線條排列方面討論。 

 (2)等高線密集和稀疏的地方有什麼差異? 

 (3)如何判斷河谷與山脊的等高線型態? 

預計二節課完成等高線的學習共同體課程。 

      

   二、學習單意見交流 

1.上課ppt必須與學習單配合，辛苦OO和OO了!! 

2.學習單顏色油印可能會過深，字體過小，建議列印A3較佳。 

3.河谷和山脊有必要放在學習單內嗎? 

 回應:因為課本裡有，故還是要教。 

4.學習單與之前討論的方向一致，有深度且脈絡清楚，對抽象的等高線理論來說，效果應該不錯。  

 散會：13時15分  



共備流程 工作坊主題 

1.確認單元迷思概念 各單元迷思概念彙整×1次 

2.教學方式分享討論 迷思概念之教學策略×2次 

3.教學方式調整實施 領域公開觀課與議課×3次 

4.課後討論省思調整 教學策略調整與分享×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