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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學習領域 健康教育與體育領域 

領域人數 6 人 

共同備課主題 

 共備課程主題討論與選定 

 共備課程桌遊研習 

 共備課程教學不設限~體育教學研習 

 教學觀摩暨公開授課 

 健體領域期末課程安排討論及分析 

 蘭州國中共備分享 

 

量化呈現辦理成效 

社群共同備課 8 次數/48 人次。 

舉辦同儕觀課次數：1 次。 

產生教案數量：1 份。 

實施對象：9 年級。 

質性說明辦理成效 

1. 本學期七年級健教由蔡金利老師與領域內教師共同備課討論主題。 

2. 本學期研發之健康操教學相關省思與回饋。 

3. 本學期研習期以有效教學、趣味教學來引導教師增加教學的信心與熱

忱。 

4. 分享單元課程____________________教學示例。 

5. 『健體與學務處活動設計』之相關省思及回饋。 

未來展望 期許日後共備課程能夠更為多元適性，落實差異化教學。 

附件資料 

附件一：健康操之設計及教學討論紀錄。 

附件二：桌遊融入領域教學課程紀錄。 

附件三：共備課程教學觀摩暨公開授課教案──校園環境安全。 

附件四：「忠孝不設限，教學好好玩」講座分享。 

附件五：共備跨校分享。 

附件六：健康操推廣與分享共備課程教案設計。 

 

填表人:高毓璇            主任:陳育捷           校長:陳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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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日期：________________ 

☆ 主題：________________ 

☆ 內容： 

共備課程：健康操之設計及教學 

主要概念與學習目標： 

 由學生喜歡的音樂團體來做健康操之背景音樂。 

 健康操是需要全體學生共同參與，因此動作必需是簡易且容易達運動肢體效果。 

 藉健康操活動推廣全校學生共同達成 SH150 之政策推行。 

 如何利用體育課練習健康操。 

教學活動所需設備與材料 

 音樂 

 健康操影片 

 電腦、單槍投影機 

準備工作： 

 製作 ppt 教材 

 音樂放映 

  

聽取音樂過程 1 聽取音樂過程 2 

  

會議討論 1 會議討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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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日期：________________ 

☆ 主題：桌遊融入領域教學課程(健體綜合跨領域共備) 

☆ 內容： 

共備課程：桌遊融入領域教學課程 

主要概念與學習目標： 

 利用手邊常見的桌遊遊戲研發可行之健康教育教材。 

 利用桌遊遊戲做為趣味教學課程發展之準備。 

 讓學生從活動中瞭解所需帶入的課程。 

教學活動所需設備與材料 

 自製之教學材料及桌遊材料 

 電腦、單槍投影機 

準備工作： 

 製作 ppt 教材 

 音樂放映 

  

課程之 1 課程之 2 

  

課程之 3 全體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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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領域名稱 健康與體育領域 授課日期 105/12/15 

教學設計名稱 校園環境安全 授課教師 蔡金利 

教材來源 翰林版健康篇 授課年級 七年級 

教學方式 資料蒐集、小組合作學習、講述說明 教學時數 2 

 

 

教學目標 

1.認識自己的學校環境。 

2.正確使用飲水機。 

3.辨識安全的運動設施。                                                                                                                                                                                                                                                                                                                                                                                                                                                                                                                                                                                                                                                                                                                                                                                                                                                                                                                                                                                                                                                                                                                                                                                                                                                                                                                                                                                                                                                                                                                                                                                                                                                                                                                                                                                                                                                                                                                                                                                                                                                                                                                                                                                                                                                                                                                                                                                                                                                                                                                                                                                                                                                                                                                                                                                                                                                                                                         

4.維護學校環境安全。 

 

 

 

 

教學準備 

1.單槍投影機。 

2.海報 

3.「校園環境示意圖」，以便全班學生觀看。 

4.校園環境設置各類標示圖。 

5.觀察校內飲水機之使用狀況。 

 

 

十大基本能力與重大議題 分段能力指標 

三、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畫、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環境教育 

2-4-2、3-4-2、4-4-2、4-4-5、5-4-2、5-4-3、5-4-4 

人權教育 

1-4-3、1-4-5、2-4-2、2-4-6 

家政教育 

3-3-4 

 

 

 

 

5-3-1評估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並討論社會對

促進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影響。 

5-3-2規畫並參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預防

策略和行動。 

5-3-5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7-3-5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造更健

康的環境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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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

時間 

注意事項 

與評量方式 

一、校園環境安全踏勘 

提問：你認識自己的校園環境以及設備嗎？ 

發表：學生踴躍發表意見。 

分組：課前將全班分成若干組。 

調查：課前分組調查校園環境中具有危險性的角落。 

說明：分組調查時要注意哪些安全。 

推選：在同一組中推選出一位代表。 

發表：課堂上分別派代表，發表勘察學校環境危險的情況。 

說明：學生所勘察的學校環境，有哪些角落需特別留意。 

統整：除學生列舉出不安全的場地外，教師再做其他補充說明。 

歸納：學校是我們學習、生活的地方，因此校園環境安全的品

質對我們而言相當重要，我們應該更有責任去認識、去

愛惜、去維護它。 

 

 

二、活動「校園環境安全檢核」 

實作：請同學確實依照活動的檢核項目，對自己的校園環境做

檢視的工作。 

 

 

三、正確使用校園設施 

準備：分組蒐集教室安全、給水設備、洗手設備、廁所、運動

環境安全的資料。 

分組：課前將全班分成若干組。 

解釋：學校環境內包含天然的地形及人為的設備。 

討論：以課本內容分組討論教室安全、給水設備、洗手設備、

廁所、運動環境的安全。 

發表：每組分別派代表發表對學校環境安全注意事項。 

提問：「學校還有哪些地方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統整：利用課文所提到注意事項，再配合學生所勘察的學校環

境，讓學生了解最容易發生事故的地點、原因和安全維

護方法，進而避免事故傷害的發生。 

 

10' 

 

 

 

 

 

 

 

 

 

 

 

 

 

25' 

 

 

 

10' 

 

1.教師必須事前規畫小

組進行學習環境調查

的區域及路線，勘察學

校環境時，教師須提醒

學生注意安全。 

2.課前分小組進行校園

環境調查，將特別的定

點，例如︰水溝、垃圾

場、合作社、走廊、操

場等角落， 記錄下來。 

3.強調運動設施及運動  

  環境在運動時的重要   

  性，讓學生實地去調查   

  學校運動環境的優劣。 

 

◆實作：確實調查校園中 

具有危險性的角落。 

◆問答：能獨立思考，說 

出學校環境安全注意 

事項。 

◆觀察：能熱烈參與並主 

動探索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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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

時間 

注意事項 

與評量方式 

一、校園安全預防規畫 

分組：將全班學生分成若干組。0 

提問：「如何維護學校環境安全？」 

討論：維護學校環境安全的方法。 

發表：各組學生代表發表想法。 

說明：教師指導學生如何為自己的校園安全盡一份心力，可 

      透過下列規劃方式來進行： 

1.能訂定校園安全預防目標。 

2.能擬訂可行方法。 

3.能設定可以達成目標的時間。 

4.能確實執行與紀錄。 

5.能檢視行動過程的表現。 

 

二、活動「如何預防計畫」 

實作：請學生分組討論及參考課本P85的安全預防規畫方式，並

對自己所看到校園安全的問題，提出自己如何預防的想

法與計畫。 

 

 

 

 

 

5' 

 

 

 

15' 

 

 

 

 

 

 

 

 

 

 

 

 

25' 

 

1.強調運動設施及運動

環境在運動時的重要

性，讓學生實地去調查

學校運動環境的優劣。 

2.討論共同維護學校環

境安全的方法時，鼓勵

學生發表想法。 

3.教師統整學生所發表

的想法，教師再做其他

補充說明，並強調學習

環境要安全，就必須好

好愛惜學校設備並正

確使用。 

 

◆實作：確實調查校園中

具有危險性的角落。 

◆問答：能獨立思考，說

出學校環境安全注意

事項。 

◆觀察：能熱烈參與並主

動探索與研究。 

 

 

 

附件四： 

☆ 日期：2016/12/01 

☆ 主題：忠孝不設限，教學好好玩 

☆ 內容：黃翰揚老師分享 

 

備課後回饋： 

 教學優點與特色 

 能不設限於本校不多的室內空間。 

 善於利用不同空間的優點設計學生的運動，適時指導。 

 善用不同班級所需要的運動需求，設計適合該班的活動。 

 可根據學生不同身心狀況來設計。 

 

 具體成長方向 

當天下午即由體育教師現學現賣，利用於下午課程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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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 日期：105/10/27 

☆ 主題：共備跨校分享 

☆ 內容：本校健康操的推動與分享 

 

 

分享活動一 分享活動二 

  

分享內容一 分享內容二 

  

分享內容三 分享內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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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 日期：105/10/27__ 

☆ 主題：健康操推廣與分享 

☆ 內容： 

一、 共備產出之說明(各校自填)                    

項目 內容說明 備註 

共備主題 大會操活動  

參與人數 334人  

共備教師 

教學年資 

初任教師：___人 ▓2~5年： 2___人 

▓6~10年： 2__人 ▓11~15年：_4__人   

▓16~20年：_4__人▓20年以上：_1__人    

綜合與健

體共備 

進行次數 2次以上 
 

共備方式 

(可複選) 

(請簡述) 

▓當面研議： 相關老師聚齊研討 

線上討論：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備型態 

(可複選) 

同科 同領域 ▓跨領域 跨校 其

他：______ 
 

共備過程的

亮點(特色)

分享 

1.以健體領域老師為基礎，邀請綜合領域

老師參與共備。 

2.創意健康操活動並於校慶呈現成果。 

 

其他(如：困

難及解決方

式) 

1. 學校因期初操場工程尚未完成，故於體

育課可操作空間及訓練時間上不足。 

2. 解決方式：與 SH150活動做結合，於操

場完工後加緊腳步練習。 

 

 

 二、共同備課單(發表者填寫)                     發表者：  高毓璇     

1.單元主題名

稱 

課間操推動~七八年級學生共學 

2.單元學習目

標 

能力指標 具體目標 

4-3-1 了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

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動參與

的方法，並執行個人終生運動計

畫。 

1.推廣課間活動操。 

2.音樂與舞蹈動作之結合與操作 

3.養成固定運動的習慣。 

4.任何體能狀況的學生皆能實施課間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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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體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

現的重要性。 

6-3-6 建立快樂、健康的生活與

生命觀，進而為自己的信念採取

行動。 

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

用戰術戰略。 

3-3-4 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

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6-3-3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

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所造

成的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6-3-6 建立快樂、健康的生活與

生命觀，進而為自己的信念採取

行動。 
 

主要概念 運用 sugar 歌曲，自編健康操，並運用 SH150 推廣至全校成為忠孝亮點活

動。 

關鍵問題 課間操 

學生習得知識 1.處處都可以是舞蹈 

2.運動習慣對於健康之重要性。  

學生習得技能 1.編寫舞蹈的能力 

2.節奏感之練習 

其他習得面向

(如：情意、行

為) 

歌辭編寫能力 

運動習慣建立與養成 

3.學生背景 

 

1.大部分同學僅利用第二節課及放學時間練習跑步或球類。 

2.本校屬市區，學生無大面積的運動場地。 

學生先備能力 先行培養每班一位種子學生。 

 

4.教材內容分

析 

週次 課程主題 內容 

1 分段課間操

教授 

說明並帶動活動進行。 

2 課間練習 體育課：利用暖身運動時間練習學校的課間操 

第二節下課：集合於操場中央，全體七八年級同

學練習。 

3 隊型練習 第二節下課時間做隊型分流排練。 
 

5. 學習表現的

評量 

各班體育課以小組方式評量是否皆能聞樂起舞 

6學習活動 

設計原則 

分組、協同教學 

導入--準備活

動  

音樂及錄影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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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或

複習舊經驗）  

開展—開展活

動  

（開始新概念

的學習）  

體育課練習 

挑戰  

（實現伸展跳

躍的課題）  

1.日後持續進行課間操活動推廣 

2.課間操活動之變化及班際比賽 

總結—綜合活

動 （統整本節

學習重點）  

本課程與學校活動相結合，希望藉由 SH150 課間操活動讓學生們能有可發

展的簡易伸展運動，並成為忠孝國中亮點。 

註：發表者若對上述表格有疑問，亦可參酌下方表格中評核重點說明。 

 

四、共同備課回饋單                   回饋者：____高毓璇________ 

評核內容撰寫 

1.單元主題名

稱 

課間操推動~七八年級學生共學 

2.單元學習目

標 

能力指標 具體目標 

4-3-1 了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

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動參與

的方法，並執行個人終生運動計

畫。 

6-3-1 體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

現的重要性。 

6-3-6 建立快樂、健康的生活與

生命觀，進而為自己的信念採取

行動。 

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

用戰術戰略。 

3-3-4 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

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6-3-3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

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所造

成的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6-3-6 建立快樂、健康的生活與

生命觀，進而為自己的信念採取

行動。 

1.推廣課間活動操。 

2.音樂與舞蹈動作之結合與操作 

3.養成固定運動的習慣。 

4.任何體能狀況的學生皆能實施課間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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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 運用 sugar 歌曲，自編健康操，並運用 SH150 推廣至全校成為忠孝亮點活

動。 

關鍵問題 課間操 

學生習得知識 1.處處都可以是舞蹈 

2.運動習慣對於健康之重要性。  

學生習得技能 1.編寫舞蹈的能力 

2.節奏感之練習 

其他習得面向

(如：情意、行

為) 

歌辭編寫能力 

運動習慣建立與養成 

3.學生背景 

 

1.大部分同學僅利用第二節課及放學時間練習跑步或球類。 

2.本校屬市區，學生無大面積的運動場地。 

學生先備能力 先行培養每班一位種子學生。 

 

4.教材內容分

析 

週次 課程主題 內容 

1 分段課間操

教授 

說明並帶動活動進行。 

2 課間練習 體育課：利用暖身運動時間練習學校的課間操 

第二節下課：集合於操場中央，全體七八年級同

學練習。 

3 隊型練習 第二節下課時間做隊型分流排練。 
 

5. 學習表現的

評量 

各班體育課以小組方式評量是否皆能聞樂起舞 

6學習活動設計 分組、協同教學 

導入--準備活

動  

（引起動機或

複習舊經驗）  

行前講解 

開展—開展活

動  

（開始新概念

的學習）  

農藝作品&田園工作 

挑戰  

（實現伸展跳

躍的課題）  

1.日後持續進行田園管理工作 

2.班級小田園檔案資料的拍照、觀察、記錄、整理等 

總結—綜合活

動  

（統整本節學

習重點）  

體驗田園管理工作、定期觀察農作物成長，拍照及記錄、體悟在栽種過程

中，有很多因素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深深感受農夫的辛苦、培養惜福感恩、

化腐朽為神奇(回收物創意設計)。 

共同備課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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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評 

檢核重點 

達成程度 

自評 他評 

5 4 3 2 1 5 4 3 2 1 

1.單元學習活

動設計的完整

性 

(1)把握學習者為主體  V         

(2)精確呈現主要概念 V          

(3)學習目標與主要概念銜接 V          

(4)分析學生特性與教材內涵  V         

(5)確立學生學習的面向           

(6)設計完整的教學流程 V V         

(7)回應學習目標的評量設計 V          

2.呈現共備亮點與特色 V          

3.展現教學省思與改進策略  V         

4.共同備課心得 V          

共備整體成效 V          

整體回饋(含優點及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