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 106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導小組 

國中領域共同備課專業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

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雲林縣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

畫。 

（三）雲林縣106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運作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建構本縣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師專業支持網絡，發展實務導向的 

跨校共備社群平台。 

（二）提升輔導員及種子教師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有效教學、多元評量及 

補救教學專業知能。 

（三）透過工作坊共備與返校公開授課，建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校本深 

耕輔導的可行模式。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國民教育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小組 

（四）協辦單位：崙背國小、北港國中、虎尾國中。 

 

四、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辦理主題、日期與地點： 

  國中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共備研習 

 1. 理化中科學教具與實踐，106/07/20（四），虎尾國中。 

 2. 生活科技自造與問題解決，106/08/11（五），虎尾國中。 

    3. 探索生物課程與課綱轉化，106/08/24（四），虎尾國中。 

五、報名方式: 

    請逕自全國教師進修網報名，每場全程參與者可核 6小時研習時

數。7/20課程代碼:2237380、8/11課程代碼：2237384、8/24課程代碼：

237386。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請薦派領域召集人或專長教師代表至少乙名參 

加，請以 105年度參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研習時數較少者優先薦派， 

依次遞補遴派，勿以在校服務年資為薦派人員條件。 

（二）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中組輔導團員。 

（三）優先錄取本縣國中教師，若有餘額，以本縣教師優先，再行開放外縣市 

教師。 

（四）請參與教師攜帶教材及筆電到場，以利進行實作。 

 



 

七、研習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106年 
7月 20日

（五） 

08:30～08:50 報到 自然團隊 

08:50～09:00 長官致詞 自然領域召集人 

09:30～12:30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共備－ 

理化中科學教具與實踐 

高雄市陽明國中 

謝甫宜老師 

12:30～13:30 午餐、休息 自然團隊 

13:30～15:30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共備－ 

理化中科學教具與實踐 

高雄市陽明國中 

謝甫宜老師 

15:30～16:00 休息 自然團隊 

16:00～16:30 綜合座談與意見交流 自然團隊 

106年 
8月 11日 

（五） 

08:30～08:50 報到 自然團隊 

08:50～09:00 長官致詞 自然領域召集人 

09:30～12:30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共備－自

造與問題解決 

宜蘭縣復興國中 

陳怡翔老師 

12:30～13:30 午餐、休息 自然團隊 

13:30～15:30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共備－自

造與問題解決 

宜蘭縣復興國中 

陳怡翔老師 

15:30～16:00 休息 自然團隊 

16:00～16:30 綜合座談與意見交流 自然團隊 

106年 
8月 24日 

（四） 

08:30～08:50 報到 自然團隊 

08:50～09:00 長官致詞 自然領域召集人 

09:30～12:30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共備－ 

探索生物課程與課綱轉化 

宜蘭縣復興國中 

吳月鈴老師（退休） 

12:30～13:30 午餐、休息 自然團隊 

13:30～15:30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共備－ 

探索生物課程與課綱轉化 

宜蘭縣復興國中 

吳月鈴老師（退休） 

15:30～16:00 休息 自然團隊 

16:00～16:30 綜合座談與意見交流 自然團隊 

 



八、差假及獎勵 

1.參加研習人員及工作人員以公假登記。 

2.執行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幼稚園授權獎懲案件標準

表」辦理敘獎。 

 

九、預期成效 
 教師的主要工作是「課堂上的教學」，讓學生習得學科知識和能力，但社會

現討論教師專業研習活動，最讓人詬病的是遠離學校與教室，脫離了日常具體情

境與特定問題。而共備（授業研究、lesson study）可說是一種良藥，就像縣內

教師參與完共備課程後，會說累一般，但每每看見這些人又在下次共備中，就知

道，累一定有，但收獲也一定頗多。 

 在王政忠老師發起的「我有一個夢」研習中，曾在公開場合一直說一件事，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久」，何嘗不是就在說這件「共備」

的事嗎？ 

 本縣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團雖已辦了 104年、105年的共備工作坊，但仍看

到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教學應用上、課綱轉化上的挫折與無助，現實中家長與環

境的無視學生能力的展現，只汲營於分數上多寡，讓老師熱情冷卻，而共備過程

的支持與協助，可讓經驗有所傳承，策略有所精進與教學時心情有更好的境界。 

十、成效評估之實施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研習成效評估量表 

敬愛的校長、主任、老師： 

這份問卷可以協助我們瞭解這個計畫對您的實際幫助及評估執行成效，以下量表

有許多句子，它們並沒有正確答案，請您就您自己實際經驗感受與課堂觀察記錄

狀況進行填答，分別勾選不同程度的選項即可。填答結果統計後僅最為後續辦理

相關計畫參考，不會公開您個人填答結果，也不會影響您的各種評比，請您安心

填答。 

請先閱讀題目的內容，然後想一想你自己的內心感受。如果你覺得題目內容「完

全符合」你的內心感受，則在「完全符合」欄的□中打ˇ；如果你覺得題目內容

「完全不符合」你的內心感受，則在「完全不符合」欄的□中打ˇ。其他依此類

推。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導小組 敬上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性

別：男生 女生 

領域議題：_________________ ，單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教師反應(評估教師對於工作坊的滿意度) 

題

號 
評估內容 

完全 

符合 

大部

分符

合 

大部

分不

符合 

完全 

不符

合 



1.  專業探究的課程內容相關實用且有幫助？     

2.  每次工作坊時間均能妥善安排分配？     

3.  講師具備足夠領域議題課程與教學知能？     

4.  講師能耐心解答或適時提供領域議題教學相

關資源？ 
    

5.  領域議題協作共備的教學與評量策略有助於

實際課堂教學？ 
    

6.  輔導員公開授課、觀課議課的型式能促進教學

回饋與延伸學習？ 
    

7.  工作坊有關學習診斷或評量探討有助於瞭解

學生的學習狀 

況？ 

    

8.  整體而言，我喜歡領域議題小組的教學與評量

共備工作 

坊？ 

    

 



 

 

二、 教師學習(評估教師吸收新知與技能的情形)   ※僅以央團四

大項度為例 

題

號 
評估內容 

完全 

符合 

大部

分符

合 

大部

分不

符合 

完全 

不符

合 

1.  我能充分理解並運用「探索教學」的內容及大

意。 
    

2.  我能充分理解並運用「戶外教育」的內容及大

意。 
    

3.  我能充分理解並運用「科學閱讀」的內容及大

意。 
    

4.  我能充分理解並運用「教學評量」的內容及大

意。 
    

※使用建議：此類評估表特別利於收集教師達到重要學習目標的資訊。不過使用

這些評估表，必須先將課程目標具體化。 

 

三、 組織支持與改變(評估組織的擁護、支持、調整、協助與認可) 

題

號 
評估內容 

完全 

符合 

大部

分符

合 

大部

分不

符合 

完全 

不符

合 

1.  本次專業成長計畫和活動是與學校的任務、目

標一致的。 
    

2.  學校的教學領導團隊與教師能共同設計參與

公開授課。 
    

3.  學校領導人通過鼓勵和提供資源來宣導並支

持專業成長。 
    

4.  學校鼓勵教師勇於嘗試創新的教學策略而不

會承受壓力。 
    

5.  有關本案衍生的各種教學與評量方案都可獲

得後續的支持。 
    

6.  當實施計畫遇到問題或困難時，可以立刻得到

專家的幫助。 
    

7.  因應實施新的教學評量策略所需要的各種資

源，學校能提供經費支持或人力協助。 
    

8.  整體而言，組織行政運作有利於本次教師專業

成長活動。 
    

※使用建議：可僅評估輔導員進行返校公開授課是否獲得組織支持與改變。 



 

 

四、 教師使用新知能(評估教師對於新知與技能的運用程度與品質) 

題

號 
評估內容 

完全 

符合 

大部

分符

合 

大部

分不

符合 

完全 

不符

合 

1.  教師能積極嘗試教學創新並提供具體教學示

例分享 
    

2.  教師能運用部分已習得的有效教學策略並轉

化為課堂教學 
    

3.  教師能針對教學內容設計單元教學的評量內

容或基準規準 
    

4.  教師能評估分析評量後的結果，並理解學生學

習表現個別差異 
    

5.  教師能透由學習診斷，形成改善教學的策略或

補救教學策略 
    

6.  整體而言，教師已能使用專業探究或共備習得

的新知或技能 
    

※使用建議：建議搭配各領域議題觀課議課後的教學觀察紀錄表或教學省思回饋

表等輔助。 

五、 學生學習結果(評估學生學習結果：包括認知、情意、技能等)   

題

號 
評估內容 

完全 

符合 

大部

分符

合 

大部

分不

符合 

完全 

不符

合 

1.  我覺得這個單元的上課是一件有趣的事。     

2.  我會主動投入時間學習這個單元課本的相關

知識。 
    

3.  我樂意參與這個單元老師要我們進行的活動。     

4.  我覺得我在這個單元的成績或學習表現有進

步。 
    

5.  我可以理解這個單元課本或教材的學習內容。     

6.  我對自己在這個單元課程的學習能力有信心。     

※上表僅評估學生學習動機或態度，具體學習結果評估量表或測驗請搭配各領域

議題單元教學活動另行設計。建議搭配單元教學前後測或多元評量等活動，具體

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