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2學年度國中教師提升教學與評量有效教學成果發表

松山區 中崙高中國中部 社會學習領域

一、有效教學推動概述：
結合教學媒體、教學
平臺與學習單，將多
元評量之教學理念融
入社會科教學活動中
說明:
教學媒體:powerpoint
教學平臺:e-class

三、推動的成果：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
透過小組成員的互相提問和討論尋得共識，
進一步思考如何完成學習主題。

二、推動的流程或方式：透過PLC共同討論
，如何將教學媒體、教學平臺、學習單、(
電子或手作)簡報製作以及學習共同體分組
方式，運用在課程之中，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共同完成學習活動。

公民科課程進行方式

收音機不是手機，可以收到訊號喔！

訪問家中親友對地震的感受

對緊急救難包物品討論篩選 表現績優組別頒獎

分析地震對各級產業的影響

e-class介面

（二）公民科－多元智慧
說明:＜活動一＞挑選最多四種多元智慧項目填答，
就「社會公眾人物」、「班級風雲人物」各舉一人
。＜活動二＞針對「十二星座寶寶照顧手冊閱讀單
」閱讀單中任何與「多元智慧」相關的照顧寶寶方
式畫記下來，並從「多元智慧」代號中選出正確的
配對項目編號寫在旁邊。

利用PLC時間共同備課

（一）地理科－以「地震」為主題
說明:結合七年級課程三個單元的基本概念，深入
探討地震對自然環境並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影響，
進而思考是否有更完善的應對之道。學生於課餘
時間透過e-class引導，進行四次分組活動，並將
成果上傳至平台。教師下載批閱後回傳，使學生
能觀摩它組之優缺點，作為日後改進的憑藉。

小組成員針對學習內容進行初步閱讀與評量

小組共同針對學習內容進行進階閱讀、討論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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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供分享或交流之處
（一）地理科：運用e-class平臺進行地理
主題統整課程，有助於學生利用課餘時間
提升知識與能力。學生經由教師解說並
觀摩它組作品反思而成長。
說明:
1.運用e-class平臺進行地理科主題統整課程可提升
學生之問題解決能力。

2.教學網頁能發揮引導與支持學生進行問題解決學習
的功能

3.學生在過程中嘗試以各種方式主動解決問題
4.學生的電腦相關技能有所提升
5.大部分學生對小組的合作氣氛感到較不滿意

五、現況與困境
（一）時數不足（本校社會科授課時數
如下表）：國七課程內容與份量較為適合
彈性運用各種有效教學策略；國八、國九
階段則課程內容加深、份量加重，實施上
顯有困難。
（二）人力不足：本校為二十四個班級的
小型學校，社會各科由一至兩位教師任教三
個年級，面臨領域時間被排課及同科教師
分授不同年級課務而造成共同備課的困難
。

科目

年級

地理 公民 歷史

七年級 1 1 1

八年級 1 1 2

九年級 2 1 1

（三）歷史科－以「歷史人物故事」與
「古蹟建築」介紹為主題

說明:
1.教師先於課程中介紹各項歷史人物或建築，讓學
生有基本的知識，再將學生分組進行主題選擇。

2.學生主題選定後，開始進行主題內容的延伸與資
料蒐集，教師從旁協助學生解決討論過程中的困
難或疑問，例如：資料蒐集方向、報告方式等。

3.學生在將資料統整好後，可製作成PPT簡報、製作
手工海報或其他形式表現，並在課程中向他組同
學進行簡報。

4.教師在各組簡報後，進行優缺點的評論，並依照
報告內容與呈現完整度給予評分；他組學生也依
照報告當天情形進行小組評分；報告組別則需進
行組內互評。

（二）公民科：透過閱讀教學活動使學
生能共同學習、專注學習並有效學習。
說明:
1.專注學習：好的閱讀文本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進而引導學生專心從事學習活動。
2.共同學習：小組閱讀時，同學若遇困難會主動
彼此討論，甚至提出不同意見辯論，再得出最
後共識。
3.有效學習：透過個別評量再進行小組評量，使
小組中學習能力較佳者引導較弱者進行學習。

（三）歷史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試著從
不同管道蒐集資料、解決問題使得資訊運
用統整能力提升。學生較專注於課程內容
，願意吸收相關知識。
說明:
1.學生在進行報告的過程中，會依照各組的情形
選擇不同的報告方式，如：資訊媒體應用、手
作海報製作。
2.可觀察到學生的資料整理能力提升及口條的改
善。且學生按照個人優勢能力不同，而有不同
的小組分工以使報告得以順利進行。
3.學生在課堂中因為發現原來歷史就在生活中，
而感受到歷史的樂趣。
4.部分學生認為分組情形或氣氛不佳，影響報告
進行。

本校社會科授課時數表

學生討論報告情形

學生課堂報告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