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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 社會教師 班級經營計畫書 

壹、教育理念 

一、 「天生我材必有用」：發掘孩子的長處並多給予鼓勵，肯定孩子的努力

並協助建立其自信。 

二、 「謙虛」是學習的朋友，「勇氣」是學習的寶劍：期許孩子能常保謙虛

的心，不自滿、不驕傲，虛心學習就能學無止盡；也期許孩子能勇於

築夢、勇於求知、勇於改進自己的缺點、勇於面對學習的挑戰。 

三、 「不怕錯，只怕不改過」：犯錯本是機會教育，協助孩子正視自己的缺

失，給予改過的機會，期望孩子都能懂得自省。 

四、 「好的品德」與「善良的心」比什麼都重要：期望孩子能常保感恩心、

善解意，做一個有禮貌且懂得尊重與同理他人的人，將處處得人緣。 

五、 期望學生將所學的「知識」，透過「日日實踐」與「用心去做」轉化為

「智慧」，做個有智慧的人。 

貳、任教班級概況 

  五年級（1個班）及六年級（6個班），共 7個班級。 

參、經營重點與發展方向 

一、 課程安排：以學生角度思考的「三個 W」 

1. Why to learn: 社會課程內容涵蓋「地理環境」、「歷史發展」與「公

民生活」三面向，常常會探討到「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

社會」或「人與環境」的關係。「地理」的知識，可以運用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對「環境」的關懷，讓家鄉更宜居；理解「歷史」的脈

絡與演變，鼓勵學生嘗試思考與判斷；「公民」與生活息息相關，應

瞭解自身的權利與義務，也希望學生能擴大視野，除了關心自己的

鄉土，也要培養國際觀，成為善盡責任的世界公民。 

2. What to learn: 學生自中年級開始接觸社會課程，學習範圍從「個

人、家庭」延伸至「學校、社區、家鄉」；進入高年級後，課程內容

加深加廣，學習範圍從「臺灣」擴展至「全球」，除了要認識臺灣的

地理與歷史，也要瞭解臺灣與國際的關係及相關議題。 

3. How to learn:  

 課前預課：由於社會科教材的編寫方式大多採說明文體，教材

內容也隨著年級加深加廣，學生要認識的「專有名詞」也愈來

愈多。故鼓勵學生課前主動預習，嘗試從課文中推敲理解或運

用工具書查閱不懂的「難詞」，或與同學討論並於課堂上提出。 

 認真參與：有效的學習，除了教師認真於教學，更需要學生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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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投入參與，配合老師安排的教學活動、自發性的做好學生本

份、與同學和睦相處學習，共同營造一個良好學習氛圍。 

 整理筆記：真正的理解與吸收，不是只當狂抄筆記的「抄」人，

而是要能思考並消化所學，學習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來整理筆

記。筆記可以是「問答」、「畫圖」、「表格」，甚至是用「表演」

的。故教師於教學的過程中，將視課程內容及教學進度搭配適

宜的「筆記策略」（如：T 表、心智圖、架構圖、動作摘要、

營隊歌等摘要法）。鼓勵學生課後主動整理筆記，除了自我檢

測對課程的理解、幫助複習外，學會摘要的方法，將是自己能

帶著走的能力。 

 增廣見聞：「社會」這一門學科，不單只有課本上的知識，教

師將視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搭配適宜的「補充教材」（如：新

聞、影片、文章等）。由於學校教學的時間有限，更鼓勵學生

平時「多閱讀」，舉凡歷史故事、人物傳記、媒體報章雜誌，

都有很好的延伸學習；「多欣賞」，如果家庭經濟許可，利用假

日參觀展覽、看電影，或實際走訪課本介紹的地點，加深印象；

「多請教」，除了在學校請教師長與同學外，透過訪問家中長

輩的生活經驗，也能獲得寶貴的經驗傳承；「多關心」，時時留

意與課程相關的時事或議題，除了能帶回課堂討論外，與生活

經驗相關，更能學以致用。  

 

二、 座位安排：於原班教室上課時，配合各班原定之座位進行教學活動； 

     於科任教室上課時，將全班分為 7 組，每組 4至 5人，以利 

     討論及分組活動。 

 

三、 榮譽制度 

1. 個人榮譽：以個別集章為主，視課堂參與表現(舉手回答)給予獎勵。 

2. 小組榮譽：進行分組活動時，以小組為單位，針對上課中的表現(舉

手回答、合作情形、成果)、各組的秩序及整潔維護等，給予小組獎

勵分數。 

3. 班級榮譽：以班級為單位，當該次課程全班表現良好時，給予全班

獎勵分數。 

4. 教師日常讚美與回饋：針對上課態度、學習狀況、課程中的良好表

現，給予具體的稱讚，適時增強學生良好表現，讓孩子清楚被稱讚

的是什麼「好的行為」（方式：口頭讚美、小組表揚或班級表揚等）。 

5. 學生日常反省：當孩子犯錯時，要給予改過的機會，而反省方式以

「下課靜坐」、「站立反省」、「愛班服務」為主，引導學生想辦法彌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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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活常規與管理 

1. 遵守規範，應當自律：國小學習階段需逐漸養成自律的能力，而自

律的養成則從日常細節談起，以遵守學校與班級規範為基礎（上課

準時不遲到、課堂用品會帶好、舉手發言有禮貌、專心聽講不干擾、

作業用心按時交、物品用完會收好、樓梯走廊不奔跑、言行舉止態

度好），學習自我要求養成良好習慣。 

2. 共同維護學習環境：由於科任教師任教班級數多，在許多班級共用

教室的情況下，須由使用班級的學生共同遵守科任教室的使用規

範，才能維持良好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習。（如：每次下課前檢查桌

面、抽屜及座位周遭環境的整潔，並列入小組及班級榮譽考評）。 

 

五、 作業方面 

1. 習作指導：習作的習寫，原則上，教師會依課程進度指導學生在課

堂上完成（如有「訪談」或「調查」的題型，才列入回家作業）。 

2. 課堂筆記：教師會於課程中帶領學生整理筆記，並由學生練習操作，

學生未於課堂完成部分才列入回家作業。 

3. 每單元課程結束，將視教學進度安排總複習活動。 

4. 督導作業書寫及錯誤訂正確實，養成孩子負責、今日事今日畢的學

習態度。 

5. 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補救教學，鼓勵同儕教導或安排學生幫助成績較

弱者，可以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給予成功經驗、增進同儕交流。 

 

六、 工作分配 

1. 科任小老師：每班 2名，協助科任老師並完成交辦的事項。 

2. 科任教室值日生安排：由小組輪流，於下課進行擦黑板、檢查各組

座位整潔、檢查窗戶、關閉電燈及電扇。 

 

七、 輔導策略：傾聽孩子的想法，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 

1. 個別學生談話：適時給予學生自尊與肯定，讓孩子發掘自己的優點

與長處，也能運用師生溝通管道，增加對學生的瞭解。 

2. 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如有必要，先向班級導師反映，並適時請求

學校行政協助。 

肆、評量方式 

一、 平時成績(佔 50%)： 

包含習作成績、平時測驗成績、上課態度（個人、小組合作情形等）、

作業態度（繳交與訂正情形等）、課本預課及課堂筆記。 

二、 定期評量成績(佔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