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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學省思 

 關於數學科教學 

    數學科教學必須考量學生程度上面的落差，假如中上程度的學生佔較多數，

在教學上，老師比較能夠去做一些深度或廣度的延伸，不需要從最基本的東西，

一直在磨練孩子。但是假如學生的基本東西很欠缺，可能國小就放棄了，在教學

上，我會盡量把以前國小已經放棄的東西，慢慢把它拉回來。國一的教材內容大

概涵蓋國小四五六年級的內容，差不多是這些部分，所以針對國一學生，我會儘

量講慢一點，希望可以把以前缺讀的地方補回來。這些學生又有一個特性，就是

注意力沒有辦法長時間的集中，所以我想說是不是可以透過媒體科技，讓學生覺

得數學更有趣，也就是在這堂課中，除了學習之外，可以在有趣裡面去做學習。 

    同學之前反應還不錯的一個單元，畢氏定理。我把當初發明這定理的數學

家，他的小故事整理出來，就是把他的背景因素找出來。學生一開始會覺得是聽

故事，他們就會了解原來數學家也不是突然就發現東西，也是從生活中去發現

的，因此可以盡量去找一些生活相關的去結合，感受會比較貼切一點。雖然可能

沒有辦法像國文有一些影音效果那麼的強烈，不過也可盡量找像這樣一個故事性

的東西。 

 關於科技的應用 

    數學有些單元必須去做圖形的繪畫，當然還是要有板書去繪畫，但我覺得剛

開始的時候可以應用到媒體的部分，讓學生更精確的去看到圖形的變化，或是一

些例子。而且如果要讓同學做更多類型的演練，善用媒體是可以加深、加快的，

我覺得這是媒體可以幫助老師的地方。 

    我會利用書商提供的資源，不過通常書商提供的就是題目，然後答案就整個

上來。所以答案的部分，我會去做一些修改。就是針對哪些是學生需要具有的觀

念，我會把它挖掉，讓學生回答，去做練習。然後再搭配證明題，有數字計算的

部分，這樣學生才不會覺得都是文字，要一直書寫，比較煩。書商提供的動畫，

譬如說，畫角平分線，我也會秀給學生看。但我還是會再畫一次給他們看，因為

我覺得實際的操作，又是用到圓規，又是用到尺，其實他們用看的還是有距離感，

所以我一定會畫一次給他們看。雖然基測現在不考做圖，可是我還是會希望他們

背下來，不要求他們背整段，就是用填空式的方式，然後把一些重要的部分遮起

來，讓他們去記憶。 

    不管是從網路上找到的資源，或是書商提供的資源，其實都有老師或是編排

者的一個邏輯在，對我而言，上起來會礙手礙腳的，所以我還是會全部把它打散，

然後再做整理。第一步驟就是先編寫這一章節的教案，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因

為從編寫教案就可以開始思考這一節課整個佈置流程，你想要怎麼去規劃它，我

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電腦的部分，不管是聲音、影像，其實都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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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搭配內容，但一定要掌握住，也就是環環相扣到每一節課的重點核心，這才

是最重要的。因為之前剛開始編寫 PPT 內容的時候，做到最後，焦點很容易就

模糊掉了，所以我覺得在做 PPT 的時候，一定要把教案的內容做一個連貫對應，

這樣才能不會遺漏重點。 

 關於未來的應用 

透過三年的經驗，我把一些需要用到多媒體的一些單元，資料可以慢慢的把

它累積下來這樣，這是對我而言的一個好處，那當然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就是我

透過我們小組的一個討論，其實我可以看到一些不錯的教學方法，雖然不同科，

可是其實有一些引起動機的方式是可以觀摩學習的，這是我覺得我在科技融入教

學的部分，我學到比較能夠對我有所收獲的地方。至於能夠再做一些改進的地

方，我覺得可能是在一些媒體的使用上面，甚至說像一些影片的剪輯、或是一些

資源的分享，我會看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研習、或是講座，可以去多涉獵的。 

我覺得高中的部分比較常用到Maple這個軟體，因為它牽扯到立體圖形，或

是一些微積分的東西，可能有些是要用這樣子去呈現。至於國中的部分，我覺得

還是比較注重在他們自己能不能從圖形的觀察之中，自己能不能解讀出來那圖形

重點的地方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