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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 110 年 10 月 1 日 

地點：佳民國小 

講師：陳少山 

主題：資訊素養實作練習（上午：Word文書編輯；下午：PowerPoint製作與應用） 

  

說明： 學員操作中，講師親自個別指導，讓學

員能跟上進度。 

說明： 每一個任務一次講解，之後，再請學員

進行操作。 

  

說明： 學員操作時間。 說明： 學員操作中，講師親自個別指導，讓學

員能跟上進度。 

  

說明： 講師授課時，因學員資訊能力不一，講

解時會配合學員的能力一步一步操作。 

說明： 學員操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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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陳少山   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0.10.02 活動名稱 
資訊素養實作練習（上午：Word文書編輯；下午：
PowerPoint製作與應用）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一、常用基本功能。 

1. 版面配置/邊界/自訂邊界 

2. 插入/頁碼/頁面底端/頁面頂端 

3. 線上字型下載與安裝 

4. 文字大小、顏色設定及段落應用 

5. 樣式：清除格式/重新建置格式 

二、插入功能 

1. 特殊符號 

2. 文字方塊 

3. 表格應用 

三、版面配置 

1. 欄位的應用 

2. 分隔符號：分頁符號/下一頁之間的

區別 

一、不管是族語專職老師或是教支老師，資

訊能力顯不足，宜在相關計畫內仍開設

相關課程，以提升老師們的資訊能力。 

二、來參加研習的老師，極具投入，看了很感

動，雖然能力程度不一，但講師仍不願其

煩的請囊相授，直到老師學會為止。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一、雖然課前有設想老師的能力，教學內容亦

有調整，但在實際教學中，仍有一些狀況，

如： 

1. 與會的老師多半是鐘點支援教師，其

學習能力上參差不齊，以致在個別教

學上耽誤許多時間，在後段的教學內

容稍微趕了一點，給學員操作的時間

就少了。 

2. 為顧及老師的學習，教學的時間掌控

待改進。 

二、謝謝佳民國小提供的教學環境，讓本次的

研習課程順利完成，也要特別謝謝學校未

收取本土團場地費，本團感謝之至。 

一、來參與課程研習的老師，族語的底蘊相

當深厚，惟資訊的養成教育不足，宜在未

來的研習多開辦相關教學的資訊研習，

以提升老師的資訊能力，對於未來的線

上教學有足夠的能力去設計課程教學內

容。 

二、本次擔任教學講師，鼓勵學員平時都可

以諮詢，在群組互通交流，解決老師在資

訊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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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0年 10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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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 110 年 11 月 13 日 

地點：水源國小 

講師：王春媚 

主題：跨領域統整課程設計 

  

說明： 本階段是學員線上操作時間，學員間互

相觀摩、交流。 
說明： 講師進行授課。 

  

說明： 本次研習大綱，包含三個部分：線上工

具介紹、解讀課綱及建構課程。 

說明： 講師進行授課，本階段談從新課綱看原

住民族語文課程設計。 

  

說明： 上課前召集人引言，介紹今天的講師及

課程大綱，也慰勉與會的所有老師。 
說明： 課程結束後，講師與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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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陳少山   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0.11.13 活動名稱 跨領域統整課程設計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一、本次研習大綱 

1. 線上工具介紹。 

2. 解讀課綱。 

3. 建構課程。 

二、講師搭配線上教學平台，建構老師屬於自

己適合的線上教學資源。 

三、學員帶著自己的筆電，跟著講師 step by 

step，深怕跟不上講師的進度。 

一、透過講師解讀課綱後，深深體會，能讓孩

子改變，不僅是單單老師的責任，家長也

扮演了很重要角色。108課綱即將邁入第

4 年，新學年度首波影響約 60～70 萬名

學生。新課綱的精神是「成就每一個孩

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這波改革，

不只需要校長、教師共同努力，就連家長

也要跟著一起改變，放下傳統觀念，不再

僅以學歷單一面向進攻，孩子能否在快

速變化的未來生存得好，關鍵在於素養

及能力的提升。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一、本次研習最大的收穫即對於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差異有更深一層的認知，我的理

解如下：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學習重點分成「學習內

容」及「學習表現」兩個層面。 「學習內

容」比較偏向學習素材部分，「學習表現」

比較偏向認知歷程、行動能力、態度的部

分，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學習重點」進行

整合，需將「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結合編織在一起，構築完整的學習。 

一、線上工具介紹+解讀課綱+建構課程的研

習內容，三者環環相扣，學員如何應用，

端看未來教學路上的經營與紮根。 

聽完一天春媚老師的課之後，對於課程

的設計有更開闊的想法，其實，上課是可

以很輕鬆的，只要用對方法，搭配適合的

工具（媒材），一樣可以教得好，吸引孩

子專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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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0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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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  間： 110 年 11 月 24 日 

地  點：萬榮國小 

主持人：陳少山；授課者：王玉英老師 

主  題：共同備課—教案實作 

  

說明： 請萬榮國小蘇連西校長開場，勉勵大家

在教學路上互相扶持、交流。 

說明： 請萬榮國小蘇連西校長開場，勉勵大家

在教學路上互相扶持、交流。 

  

說明： 本次共備課的召集人陳少山候用校長說

明今天的研習議程。 

說明： 邀請本次教案的設計者—王玉英老師

說明設計教案的發想與理念。 

  

說明： 邀請本次教案的設計者—王玉英老師說

明設計教案的發想與理念。 

說明： 教案共備結束後，大家在學校的圖書室

一起合影，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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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陳少山   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0.11.24 活動名稱 共同備課—教案實作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一、請地主蘇連西校長為本次的研習開場白，

為與會的教師們勉勵與加油。 

二、召集人說明今天研習的議程，並分享共備

理念與原則。 

三、教案設計者王玉英老師說明教案設計的 

發想與理念。 

四、與會的老師進行提問與討論。 

五、玉英老師一一回覆老師們的疑問及建議。 

六、研習結束後，參與研習的老師一起合影。 

一、透過大家的討論，給玉英老師很多良善

的建議，讓教案更為完整。 

二、只有大家相扶持，教學更有力，而且會走

得更踏實、更精進。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一、引述參與共備老師的收穫： 

1. 非常棒的教案設計，希望能看到完整

的教學現況。 

2. 共備課程，受益無窮。 

3. 期待有更多族語教師參與、交流。 

4. 多辦共備課程研習。 

5. 教學目標清楚、明確，主要以傾聽學

生閱讀族語為主。 

6. 教案格式標準化。 

7. 活動設計結合實驗小學的精神，符應

在地化課程。 

8. 老師領讀，學生回答課文的意義(第

3次領讀之後)，最後一次的領讀(第

4 次)老師以漢語解釋課文的意義。

老師隨時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況。 

9. 學生圈選不懂的字，老師協助發音念

讀及解釋意義。 

10. 請學生上台朗讀課文，作為學生學習

評量。老師透過形成性評量，蒐集學

生學習表現。 

一、以本人的角度，在下一節課我會這麼做： 

1. 我會帶入閱讀教學策略。 

2. 教孩子什麼叫自然段？什麼叫意義

段？ 

(1).自然段：段落分明，通常碰到句

號即為一個段落。 

(2).意義段：以每一個事件的開始、

結束做區分。 

3. 以課文為例： 

(1).自然段共 8段。 

(2).意義段有 3 段：1-2 段為第 1

段；3-6段為第 2段；7-8段為

第 3段。 

4. 摘要練習：(帶著孩子用族語書寫) 

(1).第 1段：父親帶著 krut ni pupu

去耕作地。 

(2).第 2 段：父親很會鋸木頭，並

告訴我如何劈材？ 

(3).第 3 段：寒冬來了，我們也不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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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0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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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  間： 110 年 12 月 29 日 

地  點：萬榮國小 

主持人：陳少山；授課者：王玉英老師 

主  題：公開課&議課 

  

說明： 主持人開場，並慰勞老師們的辛苦，接

著說明本次公開課的議程。 

說明： 王玉英老師透過電子白版進行教學，本

階段在進行課文朗讀。 

  

說明： 教師請學生圈選關鍵生字，並請學生唸

出圈選的字，教師協助發音唸讀。 

說明： 老師邀請學生上台朗讀今天的課文，並

從中協助學生認讀。 

  

說明： 教師領讀課文，以族語問學生這段課文

主要在說什麼？學生倆倆合作學習。 

說明： 議課時間。賴健雄校長提出觀課後的想

法與建議，回饋本次觀後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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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陳少山   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0.12.29 活動名稱 公開課&議課—王玉英老師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一、召集人說明今天研習的議程，並分享公開

課與議課原則。 

二、請王玉英老師說課。 

三、進行公開課。 

四、中場休息 

五、接著進行議課，老師群進行提問並分享與

交流。 

六、王玉英老師一一回覆老師們的疑問並說

明設計活動的想法。 

七、研習結束後，參與研習的老師一起合影。 

一、師生教、學互動中彼此有默契，老師在班

級經營上有著實紮根。 

二、本次參加研習的老師非常多，而且每個

老師都很專注學生學習的狀況，並不時

地邊看邊紀錄。 

三、透過大家的討論，給玉英老師很多良善

的建議，讓這次來參與研習的老師，個個

都收穫滿滿。 

四、只有大家相扶持，一起共學，教學會更有

力，而且會走得更踏實、更精進。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一、仔細看了玉英老師調整後的教案，她做了

一些調整，可見大家的回饋她有認真地思

考過，這讓我非常感動。就把她調整的部

分在此做分享。 

1. 學習目標變得很清楚。 

2. 引起動機增加了一則短片，吸引學生

專注學習。 

3. 發展活動：具體呈現二個活動。 

4. 在活動一的部分： 

老師引導：提問→找出關鍵句→學生

分享，帶入了閱讀教學策略。 

5. 課文調整了，更有故事性。 

6. 統整活動部分： 

(1).學生熟唸句型。 

(2).導入(結合)學習評量→形成性

評量。 

(3).形成性評量目的：監視學生的學

習情況，提供持續的反饋，從而

幫助學生學習，以提升學習力。 

一、推動公開觀課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教室

的圍籬，透過課程觀摩與討論、教學反思

與回饋，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從一位

實際參與的現場老師身上，我們的確看

到了公開觀課所帶來的效益，也見證了

佐藤學教授在學習共同體中追求卓越的

哲學性，在教學現場中被實踐。因此，共

備與公開課的教學模式要持續在族語教

學的現場裡推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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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0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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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 111 年 01 月 21 日 

地點：水源國小 

講師：劉仁傑 

主題：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本土語文領域教學設計 

  

說明： 本次研習邀請劉仁傑校長來談原住民族

教育議題融入本土語文領域教學設計。 

說明： 仁傑校長談現行領域與民族教育小學

課程規劃節數對照表。 

  

說明： 仁傑校長談萬榮 Tips 太魯閣民族教育

小學課程架構圖。 

說明： 介紹萬榮 Tips 民族教育課程狩獵文化

課程編撰歷程分享。 

  

說明： 分享學校狩獵文化的課程內涵、運作及

課程連結。 

說明： 學員問，課程教材發展的差異是要一段

時間，也要有團隊經營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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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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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1年 0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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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  間： 111 年 03 月 26 日 

地  點：111全中運 

主持人：陳少山；授課者：許美玲老師 

主  題：素養導向—共備課 

  

說明： 召集人陳少山候用校長回饋美玲老師的

教案，活動規劃縝密，教學脈絡清楚。 

說明： 召集人陳少山候用校長回饋美玲老師

的教案，活動規劃縝密，教學脈絡清楚。 

  

說明： 老師說明教案設計初的想法，主以學生

學習為中心理念，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說明： 老師說明教案設計初的想法，主以學生

學習為中心理念，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說明： 周碧棋主任分享美玲老師教案，有幾個

部分建議調整，讓教學更有創意性。 

說明： 教案共備結束後，大家在全中運秘書處

辦公室一起合影，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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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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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1年 0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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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 

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  間： 111 年 06 月 15 日 

地  點：公開課於崇德國小；議課於線上 

主持人：陳少山；授課者：許美玲老師 

主  題：公開課與議課 

 
 

說明： 老師發下各組一張小組排序卡,小組利

用字卡合力排出老師唸的 8個單字。 

說明： 老師發下本課句型給每一組，先讓學生

唸課文，再圈出不懂的詞彙。 

  

說明： 老師發下本課句型給每一組，先讓學生

唸課文，再圈出不懂的詞彙。 

說明： 利用拍手的節奏，培養學生單字輕重音

的概念，以便認讀。 

  

說明： 老師準備四張圖，請學生看完圖片後能

說出看到的是什麼？又想到了什麼？ 

說明： 每組派一人隨意唸一個單字，由指定組

別自願的學生上台組合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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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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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花蓮縣奇美國小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學習社群」簽到簿 
 

（族群類別:□閩語   □客家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及阿美語   □布農語） 

研習時間：111年 06月 15日 

 

本場次改為線上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