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學生為中心、以素養為導向」
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

106學年度上學期社會領域召集人
回流研習共備分享

北政國中 地理科教師 李尚霖
歷史科教師 許之瑋



 班級數：12班普通班、2班資源班

 學生人數：350位(平均每班30人)

 社會領域：3位歷史老師、1位地理老師、1位公民老師

 教授班級：幾乎都會跨年級



社群的組成其實是一個誤打誤撞的過程。

原本只是想要精進自身能力

但不知不覺就在秋蕙老師的帶領（誘拐）下，做出
了不少的成果。

如果一開始就說要做共備，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多少
產生排斥的感覺。

所以共備社群一開始的運作，會建議以教學觀摩的
共同討論作為起始點，再慢慢的帶領大家進行討論
和教學回顧，最後透過教案的共同寫作與觀摩，循
序漸進。



1. 在引進外師（秋蕙老師）的情況下開始進行UBD教
案的實做。

2. 各科教師在互相合作的情況下對於一個新事物的摸
索與草創期。

3. 彼此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互相給予建議與觀察模仿
的狀態下進行。

4. 在對於彼此教材的不熟悉的情況下，此時期的狀態
處於一種互相學習的情況。

5. 最重要的，是對新事物的接納程度。





1.在摸索了一學年之後，我們決定大膽的嘗試跨科共備。

2.選定主題→教案撰寫→不同科別教師互相教學

3.因為是跨科共備，所以主題必須要能夠囊括三科內容
並打破學科界線，所以最後選擇以南海領土議題作為
主軸。

4.過程中最困難的是：理解不同科別的教學方式與教材
內容。

5.不要害怕改變，要勇敢接受挑戰。

6.最大的收穫就是打破了學科界線，互相了解彼此的教
學方式。





1.上學年度的跨科共備耗費了彼此大量的心力，因此在
本學年我們決定沈澱下來

2.本學年度的工作除了休息以外，就是持續以往研發教
學方式的能量，以觀課的方式進行延續。

3.本學年度除了配合學校的亮點計畫以外，還有領域內
觀課的計畫，並在沈澱的同時開發新的教學模式：閱
讀理解模式。

4.本學年度心得：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但是絕對
不能中斷創新與改變的能量。



105學年度：有效教案、學共分享

半路加入 以學生為中心

改變學習氛圍

學習共同體

成員會改變，
但氛圍會持續

經歷過上學年度的沈澱以及前往新加坡參訪
後的影響，在暑假時就決定全力以赴參加有
效教案比賽的徵稿。



1.大一統帝國的建
立和興衰
2.民族的競合

1.大一統帝國形成的原
因為何？而建立一個帝
國，需要哪些制度？為
什麼？
2.民族之間要如何相處？
3.文化進步與永續發展
的關鍵是什麼？

2-4-1 認識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思想、文化、社
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2-4-4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歷史第三冊第二課
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



1-4-7-2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緣環境
的感受，願意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描述位置的方式
2.位置如何影響
一地的區域特色

1.描述位置的方式有
哪些？這些描述方式
有甚麼特色？
2.一個國家所在的位
置，如何影響當地的
地理特色？
3.地圖如何呈現一地
的地理資料？

地理第一冊第一課

地理位置與範圍



105學年度：有效教案、學共分享
歷史

地理

公民



歷史 地理公民

105學年度：有效教案、學共分享



105學年度：有效教案、學共分享



105學年度：有效教案、學共分享

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



1.對已經操作了三年共備模式的夥伴而言，
主要任務就是帶著新進夥伴一同熟悉這
樣的氛圍：互助、互學、意見交換。

2.透過整學期下來的頻繁交流與共備，領
域內成員更加能夠體會分科合作、跨科
共學的意涵。

3.本學年度心得：體會「社會科」的精神：
學科界線固然存在，但教學精神與方法
卻是密不可分。

105學年度：有效教案、學共分享



106學年度：閱讀理解、非選擇題

我現在是不是要
以標題預測內容？



106學年度：閱讀理解、非選擇題



106學年度：閱讀理解、非選擇題



106學年度：閱讀理解、非選擇題

事前公告評分規準



106學年度：閱讀理解、非選擇題

討論如何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