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師資生「教材教法」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施妤青                  學號：G03720111 

日期時間:2016年11月16日 星期三 觀課：10:00-12:00/ 13:00-15:00 

                                教師訪談：9:00-10:00   

 

    

實地學習學校及單位(班級)：明道中學 

實地學習項目：■訪談中學教師 

□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其他： 

準備活動： ■拜會機構相關人員 

□場地探查 

□訪談大綱準備 

□教案/教材準備 

■其他 

實地學習學校回饋：請圈選 （視實地學習狀況之可行性填寫） 

高                  低 

學生進行實地學習工作前，有良好的準備度。……..   5    4    3    2    1 

學生溝通能力佳。…………………………………………… .  5    4    3    2    1 

學生認真參與、積極投入。………………………………  5    4    3    2    1 

希望學生能持續參與此活動方案。…………………….  5    4    3    2    1 

綜合評語： 

共計     5      小時 

 



東海大學中師資生「教育哲學」實地學習心得與反思 

（至少 1000 字，並附上活動照片） 

 課室觀察與反思： 

 觀察目的: 藉由教室觀察學習該科專任教師的帶班方式和教授技巧，更藉此來進行反

思，進而思索如何應用於往後的教學。 

 觀察學校與班級:明道中學   

上午：國一、國二(人數各 47人) 

下午：高二(52人/41人) 

 觀察時間: 2016/11/16早上 10:00-12:00/下午 13:00-15:00 

觀察科目:音樂科教學  

 國一、國二 

觀察事件/發現 學習反思與應用 

每週都會有五位學生

進行才藝表演，教師

事後會講評。 

張老師在學生表演完後會有一段講評時間，將學生的優點放

大，缺點或是不足的地方給予建議。我發現在明道的「才藝

表演」是每個學生都必須輪到的，但我有個疑問，給孩子們

上台表演的機會是好事，但若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這樣的舞

台空間，是否不要強行規定這個才藝表演，改為以加分的方

式進行？ 

學生在課堂上罵髒

話，教師以勞動服務

為處罰方式。 

學生們在準備才藝表演的時候，不小心將髒話脫口而出，教

師聽到後，在課堂上及時糾正不當的言詞發表，並對全班同

學語重心長地述說這種不對的言論；可見，教師十分重視常

規與學生的言行舉止，讓學生藉由勞動服務反省自己的失言。 

上課一方面講述，一

方面進行反問方式 

當教師在教授上課內容時，不管是樂理還是影片的賞析，講

師不僅只有講述，還會與學生互動對答，一方面釐清學生的

觀念是否正確，另一方面也讓學生藉此分享自己的想法。 

看到學生學習成效不

佳時… 

在讓學生自主練習吹奏直笛時，教師請大家寫下指法。當老

師下去觀看學生的狀況時，看到有做錯的或是沒抓到學習要

領的學生，教師予以協助。 

 高二 

觀察事件/發現 學習反思與應用 

與學生討論「大師班」 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上週一同參與的大師班，分享自己看

到、聽到的想法，給予學生正確的觀念以及了解學生是否有

什麼不同的看法和收獲。 

才藝表演 與國中班級的做法相同，但較多方面是採用鼓勵和建議的方

式。 



講述音樂史的過程 在講述音樂史時，教師會帶到其他藝術的觀念，以及自身聆

賞音樂會或畫展的經驗，將課程帶入生活，使學生的眼界更

為寬廣。 

 

 教師訪談：(兩位老師的訪談─張老師與陳老師) 

Q:何謂音樂素養班？ 

A:來自副校長的發想，由於校長也認為，學生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會因為課業的壓力而

停滯，這樣十分可惜！所以期盼學生在學音樂不單單是為了升學，而是為了興趣作為生活

上另一種品味的提升和素養。利用招考的方式，將會音樂的學生們集合在一起，一班通常

會有 47、48 人，分為歌唱班與樂器班兩班。樂器班又以弦樂、管樂、國樂與打擊樂組成。

音樂素養班與普通班的課程是相同的，只有在周六的增廣課才加入音樂相關的課程，如：

一二年級會外聘教師來分組教學，學期初和學期末都會有共同的樂理課程；三年級則會以

音樂欣賞為主，教師從文藝復興到二十世紀的音樂史都會教。音樂素養班在國二會在中興

堂舉辦發表會，每年都會有主題性。 

 

Q:對於音樂素養班的要求是？ 

A:只有國中有音樂素養班，陳老師帶領素養班十多年下來，她在意的是要「和諧地演奏」，

強調整體的凝聚力，讓學生抽離音樂科班的思維，不能把音樂班那種個人意識為主的練琴

方式帶進來。 

 

Q:音樂素養班和國樂社有什麼不同？ 

A:音樂素養班動機較缺乏；而社團高中為主、國中為輔，平均來說因為自主權較高，自主

練習也比素養班來得高！ 

 

Q:對於國中生與高中生的教學有何不同以及分別有什麼期待？ 

A:張老師─在明道中學每一個科目都會確實地上，藝能課也不能借課和刪課，所以有些學

生一開始不能適應音樂課為什麼要有要求；但就張老師的立場她認為國中生就好像孩子，

所以特別要制定規矩，對於學生在音樂上沒有期待他們要有什麼樣的發展，照著學校的課

程進度走，學生只要守本分地上課以及盡力學習就可以了。 

陳老師─國中：建立基本常規下，直笛教學、基本的視譜，再加上一點賞析。 

        高中：完全專注賞析。 

因為音樂科老師有五位，他們會照著課綱走，以教授的年級來共同備課。 

 

Q:教師的教學理念？ 

A:政策都在改變，樂理常識教授是有限的，而且是因人而異，陳老師認為學生可以成為「欣

賞者」比較重要，因此她著重在培養學生的美感和欣賞的能力。 

 



Q:評量方式？ 

A:針對高中來說，每學期不同，分別有才藝表演、唱歌與紙筆測驗(有時會考聽寫：寫月取

名和作曲家)；若有聽音樂會和寫報告會有加分，目的在於鼓勵學生多聽校外的音樂會。 

 

Q:給予新進老師或是修習師培「未來老師」教學上或是面對學生…等的建議？ 

A:通重新老師都會對自我要求很高，想要達到自己教學的進度很目標，但教學不只有專業

的內容，還有與學生的互動…等，所以最主要的是原則先訂定好，帶著自信的眼神面對學

生，從自己的專業出發，慢慢累積經驗，找出自己適合的方式和風格。陳老師提及：「我用

的教學方式，不見得是適合你們。」在訪談過程中，陳老師有說她在常規的要求上是嚴格

的，看事情的狀況、看學生的情況去調整和取捨，有些是動之以情、有些是需要直接去指

責，但如果是特殊生的話，沒有影響交到教師的教學，就給予尊重，不用特別管他。 

 

Q:如何看待「差異化」教學？ 

A:陳老師認為在音樂科上沒有所謂的差異化，我們不像主科有升學的壓力，所以她認為只

要有耳朵都能聽音樂，她希望學生會欣賞與聆聽，在課堂上要求學生眼睛看她；而在內容

上，一堂課能讓學生記得一個點或是一首歌曲就相當不錯了！ 

 

 課室照片：    

 
 



 

 
    

 教室觀察反思總心得： 

  在明道中學觀課前，我們事先有和教師溝通和訪談，過程中發現教師對於學生的常



 

規十分注重，認為帶給學生的知識只是上課的一部分，但必須要建立好學生良好的態

度和規矩才是首要。原本我會覺得音樂教師只需要著重在音樂課程內容的講述就好

了，常規那些在每個班級的導師帶領下一定會有一定的規矩，但透過訪談的重新思考

後，音樂科正因為不是像是國英數主科那樣的繁瑣和壓力，在教授的內容不需要過艱

深，只需要培養學生聆賞的美感，但是也不能讓學生覺得音樂課是拿來休閒和混的，

所以還是要有良好的上課態度，這樣一來教師就得明確地告知學生規矩和教師的底

線，雙方配合好才會擁有一個美好的上課氛圍，學生也就會提高學習的效率和成效。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審核結果 

訪談中學教師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訪談中學生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課室觀察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其他 時 □符合   □不符合(說明：          ) 

總時數： 

審核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需補救實地學習及時數) 

任課教師 

 

日   期 

 

審核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需補救實地學習及時數) 

師資培育中心核准章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