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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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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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國中社會領域共備模式 

主題：                           



根據建議修正內容 4 

提出備課主題討論 3 

達成備課主題共識 2 

尋求共同備課時間 1 

完成備課進行授課 5 



主題：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 

        

(八上第三篇第一章) 

公民備課示例(國家)1030814.doc
公民備課示例(國家)1030814-素貞回應.doc
公民備課示例(國家)1030814-麗美回應.doc
公民備課示例(國家)修訂版1030815.doc
公民備課示例(國家)印刷版1030818doc.doc




 

以國家的組成四大要素來檢視
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並思考
面對的問題。 

 

 

難點突破 



(九上第三篇第一章) 

Wd0000229.doc
公民示例(經濟)修訂版1080818.doc
公民備課示例(經濟)1030814.doc


迷思概念 

學習困難 

一、資源真的是稀少嗎？如果不是，   

那為什麼有稀少性的問題？ 

二、要讓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運用，必

須先解決誰的問題？也就是生

活的問題。 



難 

點 

突 

破 

一、資源有限(稀少)來自於人們的使用觀

念。也就會產生絕對稀少與相對稀少

的課題。 
 
 

二、「欲望」(想要)和「需要」不同。 

三、經濟問題就是生活問題，因此，面對

經濟問題需要先解決人們的想要與需

要問題。 



壹、課前準備： 

一、指導學生排四人一組分組座位。 

二、請學生於上課前排好座位。 

三、提供學生一張A3紙張，供大家寫     

下自己的意見，進而討論分享。 



一、引起動機 

 

1.引導學生思考資源有限議題。 

2.提供判斷條件： 

(1)陽光、空氣、水、糧食、鑽石、貂皮大衣 

(2)設定情境： 

A.戰爭需要哪些？ 

B.平時需要哪些？ 

C.赴宴需要哪些？ 

 

貳、發展活動 



二、提問 

 

1.戰爭、平時與赴宴的需求為何不同？ 

2.在需求不同下，資源稀少性是否會改變？ 

3.可見稀少性的產生是相對於人類生活何種
特性而產生? 

貳、發展活動 



一、歸納資源稀少會因為人們需求而有差異的
觀念。以說明資源有限的概念。 

二、根據資源取得方式的不同導出自由財與經
濟財的概念。 

三、說明由於資源存稀少性問題，如何最有效
率使用資源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進一
步導出選擇是經濟生活核心的學習概念，再進
一步介紹選擇時判斷依據「機會成本」? 

 

參、綜合活動 



單元教學共同備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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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大 家 

健 康 喜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