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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每月實習心得報告 

  實習學校：臺中市立西苑中學 

實習學生姓名 林書弘 實習科目 國中 公民與社會 

教學實習 

班    級 

一年十六班 

學生 26人 
紀錄期間 2018年 10月 

行動內容 

A-1設計適切的教學方案 

  這個月開始著手進行首次試教的教案，先選定國一班級試教，範圍大致落在第一冊

的家庭篇章。 

  我最初設計的教案，參考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社會領域綱要》，並依照「尊重不

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之學習表現指標（社 2b-IV-2），融合個人的靜態反思時間與彼此

分享家庭形態的部分。 

  但教學實習輔導老師馨文老師指出幾個問題需要再考量，此份教案的教學設計是否

符合學生的學習特性與學習能力，以及考慮到可能影響班級經營或個人隱私的因素，初

版的教案又陸續進行調整，預計在十一月初時進行試教。 

A-2掌握教學重點並善用教學技巧 

  雖本月尚未試教，但教學實習輔導老師馨文老師讓我在第一次段考後，針對國二的

段考卷來做探究，並在若干班級（210、211、213）課堂上大概預留二十分鐘左右，負責

檢討、訂正與解說的教學工作。 

  在事前，我便先將考卷書寫過一次，再一一確認答案，同時也參考課本來做概念上

的補充。馨文老師也請我在正式進班檢討考卷之前，先觀摩她如何進行檢討考卷的教學

工作。 

  而我依照觀摩以及過去的自身經驗，將題目五題為一組，讓學生自由提出有疑慮希

望老師解釋的題號，再開始進行檢討，並適時延伸選項的概念，進行課程的複習與回溯。

此一過程不斷循環，直到最後一題，其實與一般的任課教師所做的事情相同，但這對我

而言是相當有挑戰性的嘗試。 



A-3適切實施學習評量 

  上文曾提及，這個月有進行段考試卷的檢討，而馨文老師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請學

生專心聽老師帶領的檢討，抄下關鍵字或觀念的筆記，並讓學生針對自身答錯的題目做

訂正，但不只是將題目答案抄一遍的機械式動作，而是必須用自己的話語來解釋該題的

關鍵以及各個選項錯誤或正確的原因，這樣的方法設計也能使學生可以再一次的檢視與

彌補所學的缺乏。 

反思 

 A-1設計適切的教學方案 

  首次試教的教案設計，我前後修改多次，共有三個版本。原先的設計，以「繪製家

庭樹」的活動做為引起動機，中間則是講解各種家庭形態的特點，並連貫到最後給學生

彼此分享的總結活動，目的是為培養學生「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素養，惟馨文

老師認為引起動機太簡單，而學習單的設計對國一學生而言又太過困難，因此建議我進

行修改。 

  第二版教案則採用分組學習的想法，鼓勵學生反思家庭形態，學習單的部份也做了

修改，但老師指出，學習單依然過於困難。之後我再行思考後，產出第三版教案，捨棄

家庭樹分享部份，以講述式教學為主，輔以難易度較低的表格式學習單，雖然不再實行

小組討論，但我認為這樣能夠讓學生容易學習與跟上進度。 

  綜觀上述過程，在教學方法、班級經營等課堂技巧上，我發現有相當多的細節需要

注意，比方如何分組，就有多種方式，不同的課程設計會影響教學技巧的運用。因此一

位教師在設計教案時，必須全面性地關照到各層面，不得偏廢。 

 A-2掌握教學重點並善用教學技巧 

  檢討考卷這項工作，等於是將課本的內容濃縮，所有的概念都會透過選項或題目混

雜在考卷上，因此教師對該科目的專業知識必須融會貫通。 

  看似簡單的檢討，但並非只把正確答案告訴學生就好，如此才能夠清楚地向學生說

明題目的重點與選項背後的概念。 

 A-3適切實施學習評量 

  在進行檢討考卷的教學時，雖然我並不清楚各班段考的表現，但從每一班學生的反



應，以及學生所提問的題目來看，也能知道大部分學生容易產生錯誤或迷思的學科知識

之處。 

  這對教師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參考，熟悉常考題型，就能掌握課堂上授課時所必須強

調的重點，雖教育並非為著考試，但適切地引導學生從考題中擷取資訊、判斷真偽與獨

立思考，這樣的能力是必須由教師帶領學生一同培養的。 

教學實習輔導教師簽名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實習學生姓名 林書弘 紀錄期間 2018年 10 月 

導師實習  班級 一年十六班。學生 26人 

行動內容 

B-1輔導個別學生 

 一起搬桌子 

  放學時，班導馨文老師特別請我看著兩位同學留校，一位是因為口無遮攔而被罰寫

班規的 YH 同學，另一位是上學遲到而必須補做打掃工作的 YT 同學。我先讓 YH 同學

繼續寫罰寫，他很急著要寫完班導規定的次數，但顯然很難在當時完成；而 YT 同學則

是請他依照平常的打掃規則來做事。 

  而後，當 YT 同學表示自己做好的時候，我便請 YH 同學先暫停抄寫的動作，幫忙

YT 同學一起將桌子搬回原處，這是我臨機一動想到的點子，為何這樣做，將在下文反思

處闡述。 

 聯絡簿事件 

  某個禮拜二中午時，我在前往班上的路上遇到「班導小秘書」HJ 同學，他說要去搬

改好的聯絡簿，由於禮拜二是班導放給我當「一日班導」的日子，一時之間，我脫口而

出：我不是請 MG同學（班導配給我的小秘書）搬嗎？ 

  他頓時露出些許無奈的表情，轉身前往辦公室，而我也繼續往班上走。過了一下子，

HJ 同學搬著聯絡簿回教室，又馬上下樓去找班導的碗。等到他回來，午餐時間已經過了

一半，我決定過去跟他說對不起，他頭低低的不說話，竟就滴下眼淚。 

  我繼續安撫他，告訴他，別哭了，我知道你很委屈，以後禮拜二你就不用搬聯絡簿，

因為那是 MG同學的工作，你只需要做班導交代你的事情，趕快把眼淚擦一擦去盛飯吧！

他才拿出毛巾把眼淚擦乾，去盛飯。 

 老師你來了！ 

  我們班的學生實在很可愛，我開始擔任「一日班導」後，進班的時間變得比較彈性，

所以頻率不再這麼高。常常我進班的時候，學生們都會歡欣鼓舞，此起彼落地說「老師

你來了！」、「老師你怎麼這麼久沒出現？」 

  有一位 KS 同學最有趣，他說「老師你可以多出現一點嗎？」我開玩笑回他「你這



麼喜歡我來嗎？」他回應「對呀！」 

B-2建立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首次帶班 

  我和班導討論後，決定從十月開始每個禮拜二，都由我來掌握班級的事務。早掃之

前，我先站到講台上「各位同學，你們知道，我為什麼來西苑嗎？」我停頓一下，繼續

說道，「你們知道我是當什麼老師嗎？」底下的學生零零散散說著「實習老師啊！」。 

  「沒錯，所以老師跟你們一樣，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學習。所以我和班導討論後，約

定以後的每個禮拜二，我會陪伴你們一整天，當『一日班導』。」我宣布這件事情時，

瞄到幾位學生露出興奮的臉，於是我趕緊補充，「但我們還是要按照老師原本的規定走，

班導也會隨時出現監督，絕對不是 happy day，不要掉以輕心齁。」底下的同學笑了，就

這樣，不同的一天開始了。 

  由於禮拜二早修同時要全校集合升旗，導師通常都會安排小考，加上還需要檢查每

日功課，因此時間上較為緊迫。初次帶班，我的反應較慢，也顯得較為混亂，指令也不

是很清楚。 

  但經過一整天，我還是順利熬過，放學時，依照班導慣例帶領放學。「各位同學，

恭喜你們又度過了充實的一天，我也要恭喜我自己熬過了這一天。」講台下鴉雀無聲，

「你們表現都很好，自動自發做事情，無論是打掃還是上課回座位坐好。也謝謝你們沒

有欺負我，讓我可以當你們的一日班導。」大家都笑出來。 

  我環顧每一位學生，想要把他們的神情都記下來。「大家請起立，把書包背好，值

日生記得關窗關燈關電扇。」大家歸心似箭，我點頭示意班長按照班級慣例呼口號敬禮。

「立正！敬禮！」班長喊著，「謝謝老師！謝謝同學！大家明天見！」 

B-3積極參與班級親師生活動 

 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我這一個月擔任「一日班導」以來，在班級經營方面有比較全面的接觸。但班導認

為我需要增加自己的曝光度，也就是要多發言、多讓學生看到自己出現。 

  這樣做的用意，是有利於將班級的狀況完全地掌控，比較不會產生失序或意外。而

班導的實際做法是，除了早修、午休、下午掃地時間，每一節的下課時間也必須出現在



班上，也能處理臨時的班務。以高頻率出現來讓學生意識到老師的存在，進而達成自律

的效果。 

 聽到音樂就跳舞！ 

  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是學校舉辦的國中部健康操比賽，在此之前，我們班的同學從

很早就開始在練習，下課時總能看到同學們一組一組在教室後面跳著。 

  班導更在最後的衝刺期，帶著全班到集合場邊加緊練習，同學們都非常努力跳著，

幾乎每天的聯絡簿，都會有同學寫著對比賽的感覺，很緊張、知道自己跳不好要多練習、

應該幫忙跳不好的同學等等，都再再顯示出同學們對班級參與的首次比賽相當重視。 

  雖然最終沒有得名，但班導也在隔天鼓勵大家，雖然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做任何

事一定要努力，接下來是大隊接力，這次沒得名，下次要再更加油。 

反思 

 B-1輔導個別學生 

  上文依然延續上個月的書寫模式，採取小故事的方式闡述並反思。 

  〈一起搬桌子〉是夕陽西下時的故事，YH同學之所以被罰抄班規，是因為開了 YT

同學的過份玩笑（而且顯然不那麼喜歡 YT同學），而被老師處罰。巧合的是，YT同學

常常作業不合格所以必須特別留校，但那天是因為遲到而必須補做掃地工作，所以兩人

都在教室裡。我自己的反思是，讓他們兩個人一起搬桌子，也是一種小技巧，表明同班

同學必須互相友愛，而且這樣的做法強度並不強，不致引起反彈。 

  〈聯絡簿事件〉則是讓我有點嚇到的經歷，因為就我自己的求學經歷，不太有哭出

來的記憶，或是說我們都不敢哭，因此現在的學生會如此直接表達情緒，的確讓我重新

認識新一代的學生特質。而這件事情的後續也頗能反思，班導師在當時並未多加詢問，

放學後才提起，馨文老師回饋道：在班級上，很多這種突發狀況，我們也只能靠當下的

判斷來行事，所以我不能說你這種做法是好是壞，因為那是你當下看到他的情緒時，認

為應該這麼做。但我們有時真的很難抓到學生為何會有這種情緒反應，他哭或生氣，是

因為很累？還是受委屈？還是很餓想要吃飯？他搞不好想要吃飯，結果你又去找他，是

不是又耽誤了他的時間？我不知道，你也許把事情終止在這，但也就是停在這了，他更

深層的情緒有沒有被照顧到，都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老師你來了！〉讓我感受到自己身為老師，而被學生信任的喜悅，但同時也再次



體認到，學生需要更多的關懷，一位老師絕對不是單純教授課程這麼簡單，以生命陪伴

生命，是做為教師的最重要使命。 

 B-2建立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關於「一日班導」，為了讓學生容易理解在每個禮拜二，我的身分的轉換，其實這

個詞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他們也很有共鳴。這使我更加體會到，教學語言或專業知識必

須轉譯成學生聽得懂或可以理解的語言，這才是教育的精華之處。 

  而我必須很坦白地說，馨文老師的個性較為嚴謹，帶班風格也獨樹一格，節奏相當

快速果斷，而且以高頻率出現的狀態顧守班級學生。與之對比的是凡事皆慢條斯理，以

及抱持較為自由教育理念的我，所以要跟上班導的腳步，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依然繼續努力在馨文老師本已建立的班級常規與秩序框架下帶班，在其中也習得更

多細節性的班級經營技巧。 

 B-3積極參與班級親師生活動 

  上文提及，班導師以其自身經歷來回饋班級經營的實踐方法，而馨文老師也強調，

自己的個性屬於較不喜混亂，因此做法是建立 SOP，很多老師想學這樣的模式卻學不來，

因為帶班風格與自身個性息息相關，若個性不適合，就不能貿然模仿，假如如此行，成

效可能也不彰，最好還是發展自身的教學模式為上策。 

  我認為，班導並未視自己的教學模式為唯一最佳解，反而回饋各種班級經營模式的

特點，是非常中肯的分析。有些老師是採取「放任式」，也就是「讓學生在混亂中求生

存」，這並非不好，而是端看教師自身的教學理念為何。 

  而馨文老師的提點，也再次使我反思，自己在班級經營上的弱點，並試圖找出特點

加以發揮，在倫理上，我必須跟隨班導師的班級經營框架實行，但我也同時延伸發想，

若每位老師的個性不同，帶班風格也會有所差異，那麼高頻率或像馨文老師自己所說的

「高控制」的做法，是否適合自己？而自己的模式又是什麼？不諱言，這點值得再做深

思。 

  另外，我也在健康操比賽，看到學生的毅力，不以結果來評斷學生們所付出過的努

力與精神，老師的包容與鼓勵，也能成為學生下一次的助力。看著當時拍下的照片，同

學們專注的神情與齊一的動作，我想，得名或不得名是其次，重要的是他們自身應已有

成長。 



 

 

 

 

 

 

 

 

 

▲首次「一日班導」帶班時向同學們佈達事項。 

      健康操比賽，協助學務處與班級攝影，左側的學生即為本班同學。▲ 

 

▲首次「一日班導」帶班當天，學生們回饋精選三篇。▲ 

（紅字為班導師隔天批改所寫） 

 

導師實習輔導教師簽名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實習學生姓名 林書弘 紀錄期間 2018年 10 月 

行政實習  處室 學務處衛生組 

行動內容 

C-1認識並支援學校行政 

*本月支援之學校行政工作： 

10/03 擔任台中市黑豹旗誓師大會典禮工作人員(體育組) 

10/03 協助黏貼國中部學生健康檢查表單名條(衛生組健康中心) 

10/04 協助全國美展送件(訓育組) 

10/06 協助遠哲科學競賽校內初賽工作人員(教務處設備組) 

10/24 協助全民國防創意隊呼競賽流程掌握與攝影(學務處) 

10/31 協助國一健康操比賽流程掌握與攝影(學務處) 

例行性 班級外掃區評分檢查與點名(衛生組)、遞送公文(學務處) 

C-2累積專業知能與自信 

*本月參與之研習與課室觀察： 

10/18 中學生閱讀策略指導(新北市秀峰高中范綺萍主任主講) 

10/24 Chromebook 教學應用研習(Google華人講師王穎聰主講) 

10/22、10/29 閱讀理解工作坊：真相只有一個(品學堂創辦人黃國珍主講) 

10/26 東海大學師培中心返校座談之三「成為一位中學教師的過程」(雙溪高中歷史科教

師許書豪學長主講) 

10/26 東海大學師培中心返校座談之四「教育部實習績優獎獲獎分享」(萬和國中國文科

王怡方學姐主講) 

例行性 國一公民(張馨文老師)、國二公民(張馨文老師)、國三公民(陳柏劭老師)、高一公

民(黃于芯老師、余佳蕙老師) 

C-3遵守教育專業倫理與規範 

  這個月，我犯了大忌。由於西苑是完全中學，因此有相當多優秀的老師課堂能夠學

習，我在學期初時向多位老師詢問能否進班觀課，也得到老師的熱情允許，在觀課的過

程中學習到許多，可是後來因為事務的繁忙，就沒有多餘的心力赴其中幾位老師的課堂，



但卻粗心大意地沒有當面告知授課老師為何停止觀課的原因。經過輔導老師馨文老師的

提醒，我才恍然大悟，並馬上與授課老師說明與道歉，老師也十分和善地給我一些建議，

並告誡我在未來的職場環境，都必須更加注意這些小細節，免得被扣分。 

C-4熱忱投入教職工作 

  這學期，學校來了一位駐校國際志工，她來自日本宮城，將駐校一年，進行國際文

化交流，她的名字是ひな（Hina），因為喜歡臺灣，在大學的最後一年申請休學來臺擔

任志工。 

  由於ひな被安排在學務處社團組，因此也算是在同一間辦公室，我嘗試運用淺薄的

日文基礎能力，短暫地認識、交談過幾次。但後來因班導師提出申請，邀請ひな每週來

我們班上一節課，內容是介紹日本文化。 

  而我也陰錯陽差成為ひな的助教暨口譯，若廣義來說，這也算是與其他教師協作共

備的經驗，所以我將這件事書寫在此項目裡，能有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 

反思 

 C-1認識並支援學校行政 

  這個月除了衛生組本來的業務外，也幫忙學務處幾次的大型活動，尤其是跨組合作

的活動，更讓我印象深刻。一個大型的學校活動，必須仰賴老師們彼此的協助與配合，

如何將繁雜的行政庶務分配得宜更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在這樣的過程中，雖然每位組長都有各自負責的業務，但比如全國美展送件，理論

上是訓育組業務，可是當天一起幫忙的是體育組組長，還有實習老師們。顯然，在教育

現場，不能只固守自己的事務就足夠，而應該在有餘力之餘主動提出幫忙的意願。 

 C-2累積專業知能與自信 

  在這個月，參與了幾場研習，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黃國珍的閱讀工作坊，他強

調文本不是閱讀的終點，而是應該嘗試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也就是從單純的文本

理解，往上提升至陳述觀點以及自我反思的階段，這對學生面對未來的世代是必須的技

能，也是可以嘗試的教學內容。 

  而我仍然秉持一個月要閱讀幾本書的習慣，《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就是

我在這個月仔細研讀的書之一，由 Jay McTighe 與 Grant Wiggins 所著，侯秋玲、吳敏而

翻譯，心理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技巧的延伸讀物，強



調課程設計必須環繞在核心問題，而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應該以這些核心問題發展，引導

學生開啟探究的學習模式，對我的教案設計有很大參考價值。 

 C-3遵守教育專業倫理與規範 

  由於自己的粗心而犯下大錯的我，在與老師致歉與說明時，深深感覺自己必須要再

多注意禮貌的細節部份，尤其是與學校老師們的相處應對，行為舉止都必須尊重老師們。 

  而我也很感謝願意開放課堂讓我進班觀課的老師們，在聽完我說明後，相當大氣地

歡迎我繼續前往觀課學習。之後，我在每堂觀課前後，如果有特別的狀況，都會向老師

告知，讓老師能夠知道我的動向。 

 C-4熱忱投入教職工作 

  實習的生活緊湊忙碌，雖然ひな並不是編制內的正式老師，但當我知道她需要協助

時，我樂意幫忙。而在與她共同上課的過程中，我也訝異這位日本志工台風穩健，教學

技巧游刃有餘，深受同學們的喜愛，從中學習到許多可以運用在課堂上的事物，我想，

能夠從其他老師的身上看到一些不同的教學亮點，這就是為何課程需要開放或是協作的

好處。 

 

 

 

 

 

▲協助台中市黑豹旗誓師大會典禮。（左起：棱瑄、采伶、筆者、國翔等實習老師） 

 

 

 

 

 

 

 

▲與駐校國際志工ひな（右）一同授課。 



 

 

 

 

 

 

 

 

   ▲參與中學生閱讀策略指導研習，由新北市秀峰高中范綺萍主任主講。 

參與閱讀理解工作坊，由品學堂創辦人黃國珍主講。▲ 

 

 

 

 

 

 

 

 

 

 

   ▲參與東海大學師培中心返校座談，由雙溪高中教師許書豪學長主講。 

參與東海大學師培中心返校座談，由萬和國中教師王怡方學姐主講。▲ 

 

 

行政實習輔導教師簽名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