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安吉路實驗中學 
參與思品團隊老師們的集體備課 

一、規劃單位：杭州市下城區教研中心與安吉路實驗中學教研組 
二、主 持 人：教研組組長于晴老師 
三、參與人員：教研中心夏老師、安吉路實驗中學思品教師團隊、
臺北市國中社會領域召集人 

2013年11月 
  



四、共備時間：每週三下午為固定共同備課時間 
     (等同於社會科領域時間) 
五、共備場地：本次在安吉路學校分部會議室， 
  平常多在舒適明亮「陽光花房」進行共同備課 



進行方式 
由教研組長進行本次課程的討論說明，每週都有預先排定負責報告
的老師進行備課說明，再由思品老師們共同給予意見回饋，充分討
論後的備課過程，使大家有統一的課程進行模式與資源交流互享。 

教研組長先介紹安吉路思品團隊們               
于晴老師說明安吉路實驗中學思品教學內容 



安吉路實驗中學教研組長事先規劃安排好整學習培訓主題與培訓教師 



共同備課的背景： 
 
社會科教學分為思想與品德(類似公民)、歷史與社會(歷
史和地理)，採合科教學，現行安吉路學校社會科使用的
教材版本於2006年開始使用。教改將「歷史與地理」和
「思想品德」兩科進行合科，授課班級數將會減少。 

大陸在歷史、地理課本上進行融合重寫，國一偏重地理、國
二偏重歷史，就整體教材內容對本科是地理、歷史或法律、
政治的教師而言，合科教學勢必面臨專業知識短缺，跨科難
度高，不同專長背景的老師們真的必須進行交流與共同備課，
以增進教師專業職能。 



列舉安吉路實驗中學老師們的學科背景，在合科教學上勢必會有短板的困境 
因應合科問題的解決方法，發展出共同備課的理念 

(a)個人的成長，同時也是集體成長 
(b)每位教師都是師父，透過互助來增進教師專業職能。 
(c)共同備課，提高課堂時效，資源共享，達到資源最優化。 



集體備課，提高課堂實效  
(利用每週三下午領域集體備課，參加校或區的研習，無論校或區， 
都採計列入研習時數，列入五年必完成的360小時學分數) 
 
集體備課實施原則：四定、六備、六統一 
 
四定：定時間、定地點、定內容、定主備人(主講者) 
 
六備：備教材、備教法、備學生、備學法、備教學手段、教學過程 
 
六統一：每週統一進度、統一教學目標、統一重點或難點、統一每
 節授課共性內容(根據課標)、統一作業、統一測驗題目 
 
集體備課實施流程：確立課題 個人初備(形成初案) 集體研討、 
 修正初案(形成共案)個性化設計(二次備課形成個案)
教學實踐課後交流個人反思(或學生的反饋)  

          有最好的，用最好的 



在場每位老師都提出自己的意見，讓這個章節的授課內容
更趨完備。如法律系背景的老師分享地理七上備課內容，
來自農村的地理老師分享實際經驗中的精耕細作的細節 
(從插秧-施肥-灌溉-打穀-曝曬-收割的經驗) 
 

備課資源的蒐集 
 
主備老師說她每一次蒐集圖片與影片時，受限於網路資源的
不發達，或不流通，使得資訊平台只能有限下載或無法下載，
然而從全國同一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電子書」，下載後解
析度也都不高，因此要花相當多的時間重繪地圖，珮珊老師
分享台灣電子書的便利性與清楚的圖檔時，中國大陸老師們
很羨慕我們能有這樣豐富又便利的資源。 



共同備課後的省思與討論 
 
思品評量方式對於教學的影響 
 
教研員夏老師說明思品的評量方式：一學期有兩次期中與期末
考，各校期中考考試範圍不一定，依據學校實際授課進度， 
七、八年級由學校自主命題為主， 
九年級政治、歷史、地理統一命題試卷，以因應升高中 
(由各專科老師命題，大多教研員合作命題) 
 
考題類型分兩大類：主觀題(情境材料分析)、客觀題(選擇題)
注意：開卷考，考能力為主，有採分點，提及哪幾個點就獲得
幾分 (考課程標準)，全省升學考也是開卷考(題在書外，內容
在書內)，思品作為資格考，過了才能升高中，未過升高職， 
曾經有一年只要39分就過門檻，開卷考就是為了減輕學生負擔，
不要死背死記零碎知識 



值得我們台北市老師參考借鏡學習之處 
 

1.團隊的凝聚力強 
因為合科教學的關係，讓思品團隊老師們站著同一線上，大
家一起輪流主備，一起落實分享資源，第一輪大家雖然會比
辛苦，但一年年會逐漸輕鬆許多，一次次共備下來，學習收
穫真的會很多。 

2.有危機感，因短板處而積極合作的成長 
受限資訊的流通相對於台灣比較不便利之下，他們更需要花
加倍時間來備課，安吉路學校教師在共同備課及團隊合作上
確實較緊密，可能和現實環境有關，例如：合科教學，較欠
缺專業背景。 

3.教學課程的「重難點」與「教學內容」的統一安排 
在「重難點」部分，老師們在共同備課時，提出該堂課程可
能面臨的挑戰與問題，由該科目專業的其他教師協助解決，
為「重難點」或不容易講述說明的「迷思概念」進行多媒體
資源的蒐集分享交流，也可尋求教研中心特級教師的協助 



教研中心-地理研修員王校長，夏研究員，歷史骨幹教師陳虹 

說明共同備課流程： 

北市領召團隊與教研中心三位研修員(特級教師與骨
幹教師)進行思品備課討論 



分享地理課本上盲流與農民工定義及所受待遇的不同 
 
教研中心唐主任(也是全國特級教師)，提及中國大陸的盲流問
題是否很嚴重，才發現其實不然，與我們在授課的內容有滿大
差異，特別補充於此，讓地理老師們進行中國人口教學單元時，
有比較真實正確的概念，「盲流」≠「流動人口」，「盲流」
是指盲目短暫無固定工作者，其流動路徑無任何規則可循，其
組成份子複雜，人口素質不等，實際總人數並不多。在中國真
正龐大的幾億人口移動是「民工流」，也就是流動性的人口，
其跨省跨區找到至少要短期一年以上的固定工作，並且與企業
雇主簽下「勞動合同」，該市或該省政府就會提供農民工子弟
就學名額，勞動合同合約至少要保障最低工資1370人民幣及企
業負擔約500元人民幣的保險(意外險、醫療險、養老失業險)， 



中央政府是無法真正以戶籍來限制人口的流動，因此現在已
逐步放寬民工流，並給予較接近於市民的相同福利，當然若
父母親擔心自己的工作仍不夠穩定時，通常不敢輕易將孩子
接送過來，而是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成為「留守兒」，
而造成隔代教養的社會問題。舉例這次參訪的兩所學校，一
所是位在市區的安吉路實驗學校，其學校資源較好，學生素
質較佳，主要是因為招收的學生多來自市區的背景較好的家
長，而另一所是位於郊區的風帆中學，其學校資源設備都不
如安吉路實驗學校，原因是這裡是後來才新開發的社區，招
收學生將近有一半是來自於農民工的子弟，但風帆中學的規
模是相當大的，預期未來會繼續擴大招生，這是因為政府願
意提供社會福利給來杭州市至少有短暫工作超過一年的農民
工子女受教育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