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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筆者參與四箴國中成長課程(下稱補救教學)，教授國文科，班級是七

年級的學生，與中文系佩君老師配搭教學，共計十四週的課程，採兩人輪流教學

的方式，剛好每人平分七次授課。 

由於筆者並非中文本科專長，在國文科的專業能力上必定不這麼足夠，因此

在教學方法與策略上，採取閱讀理解為教學主軸，以生活中常見的故事、小說、

寓言或報章雜誌等素材，作為國文科文本的閱讀素養培養媒介。同時，隨時調整

課程難度，以補救教學所蘊含的基本學力精神為優先，參考學校各科的學期進度

表，來避免授課內容超過該學期學習範圍的狀況。並嘗試活用少許閱讀法則，從

難字、難詞解說開始，進入到文章架構的分析，搜尋出有用的資訊，最後帶領學

生進行思辨與自我的詮釋，以建構出完整的閱讀理解歷程。 

在班級經營方面，筆者與夥伴於課程開始前，先擬定相關班規，以累積點數

的方式來鼓勵學生踴躍發言或回答，並提醒學生彼此的關係是師與生，雖不是上

對下的壓迫，但仍需保持一定的尊重態度。然而，整學期的課程中，由於學生們

的秩序都屬良好，因此班級常規如安排值日生等並沒有被徹底實行，這是較需改

進之處。但累積點數的方法則是有持續實行，在學期末時有參照學生各自的點數

數量來發放鼓勵的小禮物，整體的師生關係與班級氛圍培養上相當順利。 

而在課程設計上，上文有提及主軸為閱讀理解，一開始僅有給予學生文章，

並請學生依照事先設計的問題作答，而後則慢慢加入活動、遊戲的成分，讓整體

課堂更加活潑；同時，筆者試圖打破「師問生答」的傳統教法，讓學生閱讀後自

行設計問題，不僅引導「自問自答」，亦創造「生問師答」或「生問生答」的模

式。筆者亦嘗試跳脫純文學作品，以報紙新聞或歌曲歌詞等媒材，來貼近學生的

日常，希望增加學生對閱讀或寫作的興趣，並了解在生活當中是會運用到這些能

力的。 

此次補救教學是筆者首度進入到正規教育體系授課，所面對到的困難既傷透

腦筋，但累積的經驗卻也如此真實。而筆者深切體會到教師共備群體的重要性，

撰寫教案的過程中，必然會有盲點或不足之處，此時若有其他教師(或者不一定

要具備教師身分)給予建議，就能夠讓教案更加完整，在這學期有幾位夥伴協助

檢視筆者的教案，萬分感謝。 

另外，讓筆者重新反思的部分在於，共同授課的困難點乃為如何銜接課程內

容與進度，這顯然是本學期並未思考周延的事情，雖然主軸定調為閱讀理解，但

在兩位教師的教學銜接上仍感到斷裂，而每週的課程也較無連貫性，以獨立單元



的方式呈現，這樣是否會造成學生學習上產生不連續性，值得探討，若在一開始

便將整學期的教學計畫便決定，應是較好的做法。 

而本學期的補救教學，對筆者而言是難得的經驗，能夠以較具實驗性質的方

式來帶領課程，也在正式實習之前實際接觸教學現場中的中學生生態，在這樣的

教學過程中，對自身的教學亮點或仍需加強的部分更加了解，亦是為自己的教學

之路做預備。未來期許自己能持續在理論上精進，針對已具備的優勢加以發揮，

尚缺乏的弱點輔以加強，探尋心中理想教育圖像實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