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師資生「班級經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  施妤青                學號：G03720111 

日期時間:   2015.11.26(三) 13:00-15:00/ 12.14(一) 21:00-22:00 

           2015.12.21(一) 9:00-11:00 

   
實地學習學校及單位(班級)：西苑高中附屬國中部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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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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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高中國中部一年十六班(30人)/一年十七班(29人) 

 觀察科目:音樂科 

 教學單元：杯子歌 

 觀察輔助教材：影音設備、ppt 、杯子、鈴鼓、麥克風 

 觀察內容與反思： 

事件： 我的想法、理論的運用與反思： 

教師說明課程內容及教學目標        我很認同教師這種教學方式，如此一

來，學生能夠了解老師在這堂課的教學內

容和基本的流程。 

原本要影片欣賞但電腦故障 課堂中要教授杯子歌，在第一個班級中遇到

電腦故障，所以少了許多實際影音的觀賞與

比較，相對之下第二班有影片的撥放，學生

能夠很直接地了解杯子不同的呈現方式。 

將學生分成六人一個組別，在課程中

分組練習(如圖下)。 

我認為如果要進行分組，需要移動桌椅的

話，應該在課前就先通知學生，並進行動作，

否則會因為學生的興奮和行為，造成吵雜和

騷動，進而影響隔壁班級。 

練習過程中，如果秩序較為混亂，教

師會以吹直笛誘發學生守秩序(因為

學生不喜歡吹直笛)。 

教師做法與獎懲有關，如此一來學生會因為

想玩杯子歌的節奏練習守秩序，我認為這是

明智的教學手法。練習杯子歌是用塑膠杯，

我建議用紙杯，較不會影響班級秩序或隔壁

班，後來我詢問教師，教師回應音樂教室塑

膠桌比起木頭桌來說，較沒有聲效，所以才

在班級內進行課程。 

學生不會或是忘記節奏了，同儕和教

師的做法？ 

教師不會因為學生忘記或不會就訓斥，反而

會先調侃，化解尷尬，再進行自身示範；同

組的同學也會提醒和幫助同儕複習。 

課程後的十分鐘，學生自行分組練習 課程中教師撥放影片示範：不同版本，讓學



杯子歌，教師說明小組得發揮創意在

期末呈現，進行評量。 

生了解有這麼多不同的創意，而在課堂內，

教師走動觀察學生的反應，並且給予指令和

教導！ 

    這次進行課室觀察，特別的是，課程內不是嚴肅的講述理論課程，而是實作的教授杯

子歌的內容，此曲為去年熱門電影「歌喉讚」的流行歌曲，裏頭的節奏活潑生動，而且拍

子能夠訓練學生對於節奏感的靈敏度，我認為這樣的教學內容能夠結合時事，讓學生不會

覺得音樂很遙遠或沾不上邊…不死板的歌曲，更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引起他們對歌曲

和音樂的喜愛，音樂科目本來就比起其他主科，不這麼有壓力，也較不死板，但還是有許

多教師只有進行 ppt 撥放，搭配講述式的教學模式，如此一來，已經將活用的聽覺藝術給

僵化了！所以這樣的教學內容會讓學生喜歡外，我也觀察到教師的學習評量，藉由分組的

模式，讓學生以合作學習的模式，一方面能夠增進同儕間的情感以及彼此督促的學習成果，

另一方面這種非紙筆測驗的評量方式，能夠激發學生的創意，讓他們進行思考，更將音樂

活化。在課程過程中，看的出來教師的專業能力是足夠的，如果學生跟不上此樂曲，教師

居然調侃他們只能運用簡易的曲子練習(例如：兩隻老虎、一閃一閃亮晶晶、小蘋果)，讓

學生們都笑了出來，更進行點歌的時間，這樣雙向的互動模式，不會讓覺得學生學習樂曲

很艱辛，反而增進師生之間的互動更加熱絡，也讓學生更加崇拜教師的專業能力。這次的

課室觀察讓我有許多收穫，吸收到教師活潑的教學方式，在與教師訪談的過程中，了解教

師的教學思維和理念，也期許自己擔任教職後，能夠培養自己一定的教學方針，但能夠與

學生有良善的師生關係。 

 課室照片： 

 



 

 教師訪談： 

1.  對於不同年級學生，如何安排班級座位？ 

音樂課較多元，一年級會安排座位（男女分），因為一年級需要克制一下，需要控管、有規

矩，讓學生知道老師在這件事。根據學生情況（吵鬧的），會再調位置。一年級的男生，需

要管多於教。三年級如果一直管，反彈性會很高，會口頭。 



2. 對於不同年級學生，會安排不一樣的秩序管理嗎？  

一開始上課都會建立規矩，用品沒帶等等，單次沒帶，排桌椅整理環境等，多次的話，罰

站，底線為五次，持續下去會記警告。導師會訓練自己班的自主管理很強。導師風格強烈

（西苑風格）如果學生問題持續下去，會先找導師聊，了解學生是否有問題，會請導師協

助。 

3.  對於不同年級學生，是否會再課堂前規劃不一樣的教學互動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音

樂的動機？ 

面對不同年級的說話表達模式, 西苑的音樂科較活用，屬於自編教材。 

 教學方式與課程規劃： 

1. 對於音樂課非主要考試科目，您是否會使用不一樣的教學方式（像是合作學習、電

腦輔助學習）來提升學生音樂活動參與動機？ 

校外教學（管樂、合唱團-聽維也納）不會對學生過多要求，國一：基本音樂能力（吹

直笛：曲子或音階），基本樂理；國二：音樂鑑賞能力，音樂家或是用音樂作品下去帶（講

述式、重點式）;（二下分組報告）國三（考試很變態）常被借課，歌劇講不完。選直笛小

老師協助不會吹的學生（3個成績） 

2.  如果學生參與課堂活動消極，您會如何應變或者是事先預防？（例如：沒帶樂器，

做別科作業、準備別科考試） 

先鼓勵學生，一年級學生會先排斥，認為太難，二三年級會願意嘗試。還有先辨識學

生是否有特殊狀況（聽障等），搞清楚學生狀況。對有特殊狀況學生會降低標準（不要公開

講）。寫別科作業，三年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國一會自主性管理。趴下去睡的學生，會用

關心的語氣叫醒。 

 評分方式： 

每個年級會訂出基礎能力標準，國一要求基礎技能（筆試、學習單）直笛吹奏。國二（上）

紙筆測驗，二下分組報告（挑作品去查資料，挑學生較熟悉的）。國三，放很鬆（學生

壓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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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