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研究會議紀錄 

國中部【國文科】【期末】 

會議時間 
102年 12月 19日星期四 

 13 時 10 分至 16 時 10 分 
會議地點 校史室 

會議主席 王惠玲 會議記錄 黃淑恩 

列席人員 王意蘭校長、莊智鈞主任、潘姿伶主任 

出席人員 
劉冠鳳、林仙珠、林香琴、楊方婷、謝辰鑫、黃淑恩 

（邱筠芸老師公假參加閱讀素養研習） 

會議議程 

一、 召集人聯席會會議重點報告 

1. 103年 1月 20日（一）前繳交學期成績。 

2.103年 2月 7日（五）、2月 10日（一）將辦理寒假教師備課研習：請老師務

必出席參加。 

3. 第二學期各科、各年級教學計畫請於開學前上傳，請將評量方式與佔分比例

放入資料中，以便有紀錄可查。 

4.為落實教學正常化政策：自下學期起，段考前一週社團不停課，照常進行社

團課程。 

5.請指導班級幹部詳實摘記教學內容於教室日誌。 

6. 103年活化教學專款預算經費約一萬元，已購置四十片小白板，高國中共用。

可向李政穎組長登記借用。 

7.國中部教師十二年國教五堂課研習，國文科全體夥伴都已完成。 

8.病假三日由學校派代，其餘請自行處理課務。 

9.重申教全體教師遵守師生互動與倫理規範。 



10.閱讀教育推廣：督學將不定期入校巡視晨讀推廣活動，請鼓勵學生晨讀。 

11.圖書館可代購親子天下(怎摩學才有未來)一期雜誌，費用 140元。 

12.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之教師，請於 12月 20日前繳交自評表予實研組。 

13.本校定期評量命題與審題機制會確實執行，請大家注意。 

14. 政令宣導：請注意不要公布學生成績排名。 

15. 國文科特別感謝：莊智鈞主任、吳智娟主任、李政穎組長、汪殿杰組長在

各項事務或研習事宜上鼎力協助(鞠躬)。 

 

二、 臨時動議 

1. 資優教育是否可以請行政再多加提供資源，如： 

(一)邀請重慶國中國語文資優教育班老師指導。 

(二)請行政協助尋求協同老師。 

2. 作文六級分大觀園學生反應頗佳，但照明不足，請協助改善。 

請國七八協助推荐書目，訂定學生寒假閱讀寫作，由圖書館律定為寒假作業， 

3. 圖書館主任提議討論國九課外閱讀心得書寫一事，國文科討論建議如下： 

(一) 國九同學因應升學由每學期三篇減為每學期兩篇心得。 

(二) 國九學生在兼顧升學學習之下，開放以課內學習文章為主，書寫心得或

摘錄，不限制非讀完整本課外書。 

課程與教學主題分享 

校長：感謝各位老師的付出。學習共同體的施作非一定要全盤套用，老師們可

以透過個人的專業判斷，重點是學生在課堂上學了甚麼才是最重要的。它科的

老師認為學共有兩個優點：一是本以為自己學業優異的同學藉此發現自己尚有

不足之處，學會謙虛；二是因為知道自己非萬能，所以對其他學業較低落的同

學展現包容。或許學共的成效非立竿見影，但長期下來應該會有其影響力。這



次國八隔宿露營學生即展現小組討論的精神與成效，表現得超有創意、令人讚

嘆。也請國文科老師分享學習共同體的心得。 

惠玲：在輔導團的要求下，改版的設計很不錯，可以發現題目設計的缺失，對

教學精進很有幫助。 

方婷：不同班級，老師扮演的腳色隨時轉換，時而配角時而主角，彈性調整。

學生仍希望重要的課目或經典的文章由老師主授。 

冠鳳：為了操作學習共同體，比預估時間多花了兩節課，但學生回饋均很正向。 

香琴：學生很興奮上課終於可以講話了。但體育班的學生比較需要老師的引導。 

淑恩：善加利用回饋單上同學們彼此的回饋，為同學們增加許多的互動與了解，

課堂分享時多了許多的歡笑聲。 

仙珠：學習共同體的部分國七學生尚需引導，操作完之後學生能否靜心再吸收，

對成績是否有提升尚有待觀察。 

辰鑫：在操作時需因應班級不同的屬性調整學習單的內容，無法一體套用。 

三、活化列車第 24部：聲色的「別離」觀看心得 

澎湖馬公國中林美惠老師 http://stv.moe.edu.tw/?p=253823 

惠玲：新詩的教與學一向是教學上的難題，但在看了林美惠老師以席慕蓉〈渡

口〉為例，試圖將詩與音樂結合在一起 ，提醒了自己或許不須拘泥於文字的感

受，而是試著以音樂、表演等媒介，讓詩的韻律自然地融入學生的生活中。 

淑恩：由影片可以見到多元素材融入教學中造成的不同感受、刺激。新詩教學

對學生而言一直是容易隔靴搔癢的，但藉由音樂更可貼近詩人所要傳遞的詩

境，讓學生更多一個解讀揣摩的管道，真是很用心的一堂課呢! 

http://stv.moe.edu.tw/?p=253823


方婷：詩歌富含意象，用字凝練，相較於散文，國中階段的學生鑑賞能力的落

差會較明顯。但是，「少年情懷總是詩」，國中生處在一個似懂非懂的詩歌年紀，

只是文體掌握和文字表述能力還未達火候。影片中馬公國中的師生給我很多啟

發，從名家作品欣賞，開啟創作視角，藉校園巡禮尋找入詩靈感；特別的是協

同美術押花以醞釀寫詩必備的情緒，待詩作完成後再給予學生舞台，發表自己

填詞譜曲的成果，讓學生經驗了一次最紮實的創作歷程，想必會是畢業前最珍

貴的創作回憶。 

筠芸：詩是精鍊、是跳躍的、是靈光乍現的，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如何引領

學生進入詩的美好世界，林美惠老師以席慕蓉〈渡口〉做了最好的詮釋，以音

樂為媒介讓同學得以想像詩境，藉由聲音表達詩的表情，讓同學感受詩的韻律

與意涵。 

辰鑫：聲色的「別離」，藉由欣賞名家的詩作及從校園巡禮去尋找靈感，讓學

生擁有飽滿情緒去創詩。美術老師協助教導學生押花貼畫，音樂老師指導旋律、

和弦創作，讓學生的詩歌創作融入音樂，並給予學生一個表演舞台，演唱自己

的作品，過程雖費時但結果卻非凡，如同美惠老師所說：「相信自己、相信學

生，開發無窮潛能，創造無限的可能」。 

仙珠：詩歌的教學不只是賞析，還能透過圖畫、歌曲來傳達，透過美術和音樂

的協同教學，艱澀的文字，抽象的意象，都能透過圖畫顯得更具體，也能透過

自行創作的歌曲詮釋更深刻的情感，真的是有聲有色的一堂課。 

香琴:誠如林美惠老師所說，新時代的教師的確需要改變，在學生畢業前夕，她

讓學生試著去寫詩，請美術老師協同製作押花，請音樂老師協同教導配樂，然



後再作一場詩與樂的展演活動，如此深刻的畢業經驗，的確讓學生畢生難忘。

或許跳開原本單純講授法的授課方式，會讓學生記憶更加深刻。 

冠鳳:現在的教學愈來愈多元，透過協同教學讓學生多面向地了解，使學習具有

主題性，而且加深印象，似乎可以「偶一為之」，配合學校的活動或節慶，使整

體學習氣氛更濃厚。詩歌真的是具有韻律美的文學形式，藉由音樂的媒介來了

解詩意真是一個好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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