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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化學科第三次】 

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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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席 謝碧璦 會議記錄 黃婉珮 

列席人員 (詳見簽到表) 

主題分享 

主題：1.檢視及評估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實施後學生學習表現及提出改善方法。 

2.討論「有效教學策略與方法之實踐」、「教師運用有效教學策略與方法進行教學之情形」、「運

用有效教學策略與方法之實施成效」。 

一、高一基礎化學： 

1.109-115 班基礎化學第一次期中考平均與上學期相近，由於高一未分組，班級內程度、學習興

趣、性向能力有較大差異，若欲有效學習，以鼓勵提振信心，活潑教學方式提升興趣，適當題

目加以練習，方可逐步強化有效學習。 

2.實施差異化教學策略：加強小考錯誤訂正、落實課後作業檢查。 

3.實施多元評量：作業、小考成績、課堂表現並重。 

二、高二社會組化學： 

    1.因高二化學與物理科目合併在同一節考試，作答時間有限，因此化學題目只有十七題，每題配

分比重很大，因此只要班上學生平均錯一題，平均分數就有5、6分的差距。 

    2.教學策略與方法的實施： 

(1)因社會組普遍對自然科的興趣低落，上課學習風氣差，因此需常常鼓勵他們，刺激他們，灌

輸現在所學也是學測考試的內容，以期望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 

    (2)老師應將日常生活有趣的科學及教學影片融入教學中，帶動學習氣氛。 

    (3)在學生愈來愈重視成績的情況下，若增加平時評量的次數及題目的練習，說不定可逐漸加深

學生對化學知識的記憶及瞭解。 

三、高二自然組： 
1. 配合近年來化學學測與指考的命題方向為基礎概念的呈現與考古題題庫(各版本均會出現的例

題)。本科段考命題方向為全年級共同講義，學生只要勤於練習講義之題目，並了解各單元主要

的學習概念，即可有不錯的成績表現。觀察兩次段考成績之各班平均，大致在 60 分上下，班級

間無顯著差異(數理班除外)。 

2. 二類組與三類組學生之差異： 

 上課節數(正課+輔導課) 月考範圍 

二類 3+1 相同 

三類 2+1 



二類組多的一節課為題庫練習，藉由反覆的考古題練習，加強學習概念。分析二類組學生之升學

科系多以物理、數學為主，化學、生物為輔，故教學方向以成績表現穩定，學習概念強化為主。 

3. 數理班在各次段考均有極優的表現。觀察該班平時上化學課時，部分高分群學生以補習班講義為

主，學校講授為輔，故該班學生傑出成績表現，與授課教師較無顯著關係。 

四、高三自然組： 

    1.這次段考的範圍乃屬於記憶性的內容，故成績的好壞在於學生所花的時間與心力。 

    2.因為記憶性內容，因此若能在平時反覆練習，加深印象，及在段考前作重點複習及練習，相信

多少可提升學習的表現。 

    3.因段考這期間恰是高三學測放榜與選填志願，所以學生普遍處於動盪不安，無所適從的狀 

態，因此老師的教學策略與方法就顯然的重要。 

    4.教學策略與方法的實施：成敗在於不是老師教得多，教得好，而是在於學生想要吸收多少。 

   (1)採取分組合作學習：因高三學生已有近兩年的相處，感情深厚，若將學生分組，分數採取團 

隊分數，實施同儕互相學習，讓同儕間感受些壓力，帶動整個團隊的向 

心力，則可以加強學生的學習。 

   (2)老師學生互換角色：讓學生分組後，認養一節教學單元，再由代表上台授課，勢必會強化學生

的吸收。 

(3)學生自行歸納筆記：記憶知識的學習成敗在於學生，老師只是輔助工具，因此若學生在老師講

解後，能自行整理筆記，相信對學習必有加分效果。 

   (4)運用學校雲端系統：在上課時間及進度有限下，老師可將上課講義、簡報、或考卷等教學資源

放置此系統中，學生在課堂之外，也可作複習或加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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