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壯圍國中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數學領域第 8次會議紀錄 

一、日期時間：民國 1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 13：30 

二、地點：數學教室 

三、主席：黃雅玲                         紀錄: 黃雅玲 

四、出席人員：賴麗如、黃雅玲、陳億源、賴志鴻、蕭如閔  

五、討論事項： 

(一) 評選教科書 

七年級：依各個老師評分結果 

八年級：康軒 

九年級：康軒 

(二) 師大計畫 

 

1.學校已有抽離資源班學生，類似此計畫的內容。 

2.如果可以提供代理師資會更好 

(三) 5/21研習 

     地點：電一 

     設備：觸控大屏，要有觸控線和 HDMI線，連接筆電，能連 wifi 網路。

參加的老師們要自備平板加手機，手機是老師端平板是學生端。 



(四) 112學年度課程評鑑(如附件) 

 

六、臨時動議： 

下星期二下午討論下學年彈性課程內容的修訂方向及相關內容 

七、散會(16：00)  

會議照片 

   

  

  



簽到表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112學年度 領域課程評鑑 

 

【數學領域】評鑑檢核表 

項目 
完成度(低→高) 

建議與回饋 
1 2 3 4 5 

1.教師依課程計畫完成教學進度。 
   ✓  

有時因學校活動或個人進度無

法依課程計畫但都完成教學進

度 

2.教師落實公開觀、議課。     ✓ 每位教師都有公開觀議課 

3.領域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共同備

課。 
   ✓  有適時進行共備 

4.課程規劃與生活結合，落實探究與

實作。 
  ✓   

部分單元進行加深或實作，進

行此部分需有時間配合。 

5.採用多元方式進行形成性評量。 
    ✓ 

利用數次多元評量來增加學生

的基本概念及基礎運算訓練 

6.定期紙筆評量能落實命題規劃、審

題及成效分析。 
   ✓  

命題規劃、審題皆能落實，並

進行試題分析 

7.落實領域教學研究會，並積極參與

或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 定期開會並舉辦教師增能研習 

8.指導學生參與數學如科展、蘭陽盃

數學大賽等相關的活動、競賽。 
   ✓  

指導學生參加科展、蘭陽盃數

學大賽及遊戲王比賽 

9.參與規劃、研發校訂課程，教師依

教學計畫授課(無則免填)。 

      

課程優缺點說明與省思回饋 
 

優點：領域內每位老師皆完成一次公開觀議課，各年級都有完成一次段考試題分析。 

 

缺點：因時間、進度及學生程度的影響，無法進行太多探究及實作課程。 

 

 

 

 

 

 

 

 

 

 

 

 

 

 

 

 

 

 



 

 

 

教學成效評鑑紀錄表        評鑑時機：學期末 

主題(單元)名稱__________相似形的應用~揭開校園神秘面紗______教學成效綜合評鑑 

1.在這單元(主題) 

我看見學生的表現 

 (成果/困難/問題/探

究能 力/互動情形/學

習意願…) 

組內共學:各組皆能利用學習單的任務先進行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任務。 
組間互學:每組派 2 位同學到其他組當「客人」並分享自己組的任         務，

回答主人不懂處聆聽主人的建議。 

實際操作:團隊合作共同完成任務，可惜時間上拿捏不夠。 

2.在這單元(主題) 

我在教學設計/實施的

努力 

 (提問方式、評量、

實作…) 

希望透過實際應用相似三角形的概念來啟發學生的學習激情，並培

養他們的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主題是以校園建築物為主

軸，利用測量工具（例如鏡子、捲尺、竹竿、尼龍繩等）進行實際

操作。這樣的操作活動可以讓學生在實踐中主動思考，同時也可以

透過與同儕的交流和討論，深化對知識的理解。另利用均一平台的

教學影片和課後均一任務， wordwall的遊戲評量等，來增強學習

體驗。 

3.

提

案

討

論 

提案一 學生實際操作的時間略嫌不足，應該加長時間 

 

 

提案二  

 

 

提案三  

 

 

領域教師簽名：                      

 

 

教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112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評鑑 

 

【數學領域】評鑑檢核表 

課程名稱：數讀數寫、數感007，實施年級：八、九     ，每週節數：1節      

檢核項目 
完成度(低→高) 建議與回饋 

(或可供參考之佐證資料 1 2 3 4 5 

1.課程內容能符合課綱精神呼應學校課程願 

景及發展特色。    ✓  
本課程符合學校願景中「健康

安全、多元發展」 

2.教材內容與學習活動能聚焦核心素養、提 

供學生實作、思考、探究、發表之機會。   ✓   
部分單元讓學生進行實作、發

表 

3.具情境、脈絡、及適性化之特徵，能和生 

活結合，促成跨領域整合，達成課程目標。    ✓  
從日常生活中取材和數學有關

的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4.課程計畫能依格呈現各單元之節數、順

序、 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習活動及評

量。 
   ✓  如課程計畫 

5.各單元或主題內容、課程目標、評量方式 

等，彼此間具相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 各主題內容與課程目標相呼應 

6.能運用教學策略、安排多元適性的學習活 

動，並能依教學或學生需求做適切的調整。 
  ✓   

可多利用 Chromebook 或實作

方式進行課程，讓學生多了解

與生活有關的數學，持續對數

學有感。 

7.課程之規畫設計經教師社群、課程發展核 

心小組之共同討論，並經課發會審議通過。 
    ✓ 經領域教師研發討論課程 

8.行政主管和教師積極辦理、參與課程專業 

成長活動、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並進 

行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活動。 
   ✓  

領域申請精進教學計畫 

辦理多場研習 

9.學生學習成果表現，能符合課程設計之預 

期課程目標，且具持續進展之現象。而非預 

期性學習結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 
  ✓   

仍有一些學生未能達成預期目

標 

課程優缺點說明與省思回饋 
 

 

優點：取材生活化，單元主題多元化。 

 

缺點：部分課程內容涉入較深概念，學生較難理解，因此決定再重新審視課程內容，並做修

正，下學年將採用新的課程。 

 

 

 

 

 

 

 

  



 

 

 

 

 

彈性課程教學成效評鑑紀錄表   評鑑時機：學期末 

問題 檢視及討論結果 

1.在這單元(主題) 

我看見學生的表現 

 (成果/困難/問題/探

究能力/互動情形/學

習意願…) 

課程內容取材自運動項目、遊戲競賽及各種生活中常見的

數學問題，可以讓學生廣泛認識不同領域的數學概念，也

可以從中探索自己的興趣並深入了解。 

2.在這單元(主題) 

我在教學設計/實施的

努力 

 (提問方式、評量、

實作…) 

找尋與課程相關的影片或實例引發學生興趣，並加入遊戲

做分組討論或個人競賽來增加學習動機，從中認識新概念

或專有名詞。期中和期末再做一個統整測驗，驗收學生的

學習狀況。 

3.

提

案

討

論 

提案一 部分單元內容與生活連結契合度較低，可調整課程內容。 

 

 

提案二  

 

 

提案三  

 

 

領域教師簽名：                      

 

 

教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