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1 of 7 
 

学生课堂自主学习实施办法 

——以初三科学科教学为例 

/尹佩婷 

 

一、前言 

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外是教师主导说课，学生被动聆听，而这一种单项

式的教育模式或许已不合时宜。在现今网路资讯爆炸的时代，教师不再是

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管道，因此，教师应尽量把课堂教学的主导权交还给

学生，让他们多一些机会自主学习，而教师则以引导的方式，带领他们从

不同的渠道获取知识，探究学问，并适时提出建议、纠正错误、补充学习

内容，以及总结单元所学。 

本报告主要分享针对初三学生实施科学科课堂自主学习的办法。董总

课程局于 2014 年更换初中科学科的教学纲要与教材，其课程内容一改过

往知识导入学习为主的设计，增设了不少能让学生自行探索与互动学习的

元素。有鉴于此，笔者在教学设计中结合了上述新教材的特点，把教师的

授课时间缩短，并同时增加学生讨论与互动的机会，将以往教师对学生讲

学的方式，改变为学生之间互相传授知识的模式。 

 

二、实施范围 

本小节将从“教学对象及分组安排”、“教学目标”及“实施准备与

安排”三方面说明初三科学科学生课堂自主学习的实施范围。 

 

（一）教学对象及分组安排 

本文所指的课堂自主学习对象为 2017 年的初三忠、孝、仁和爱四个

班级。在进行教学活动前，笔者将会按照前述各个班级的总人数分成 10

至 11 组，而每小组的成员则介于 5 至 6 人之间，相关资料见下表一。与

此同时，每组皆以常态的方式，分别由成绩较好、中等及低弱的学生组成。 

表 一 实施课堂自主学习班级之分组资料 

班级 人数 组数 各小组人数 

初三忠 57 11 5~6 

初三孝 55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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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仁 55 11 5 

初三爱 50 10 5 

 

（二）教学目标 

1．让学生学会在课文中找寻章节内的重点。 

2．让学生学会将课本中的重点传达给同学。 

3．协助学生建立自信，并能于大众面前进行课题解说。 

4．协助学生提升发问能力。 

 

（三）实施准备与安排 

1．教材 

四班皆使用由董总于 2016 年出版的《科学·初三下册》，而笔者则

是以该教材之“第 9 章：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 10 章：能源的

可持续利用”，以及“第 11 章：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作为本报告所要分

享的范围。 

 

2．教学方式 

教师将每一章中的小节两两分为一个学习主题，学生依据学习主题制

作课件（PPT）并呈现。 

 

3．课堂时间安排 

教师简介章节内容约 5 分钟；同学上台呈现每组约 15 分钟；教师与

他组同学提问约 10 分钟；教师总结章节所学（含提出建议、补充内容及

纠错）约 20 分钟；整个教学流程约用时 300 分钟。换言之，若以一堂课

35分钟来计算，大概需要用到 8节课来完成这一教学活动。 

 

三、教学步骤 

 虽然四个班级的学生程度不一，但所采用的教学步骤相同，如下： 

1. 教师简介章节内容：借助教材中每一章所提供的概念图（mind map）

介绍课文内容，如下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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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第 9章之概念图 

资料来源：取自余自强、郑青岳（主编）（2016：144） 

 

2. 说明小组呈现的规则与要求： 

A． 呈现时间为 15分钟（包含准备时间） 

B． 每位组员都要讲解 

C． 所呈现的学习主题不限于教材内容 

 

3. 进行分组及抽题目。题目分配如下表二： 

表 二 各章学习主题分配表 

序号 章 主题 

1 
第 9章： 

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9.1 人类对物质的利用 

9.2 地球上的各种资源 

2 
9.3 水资源 

9.4 饮用水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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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5 污水及其处理 

9.6 生物资源 

4 
第 10章： 

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10.1 能源 

10.2 不可更新资源 

5 
10.3 可更新资源 

10.4 节约能源 

6 

第 11章： 

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11.1 所有生物的家园 --- 生物圈 

11.2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7 

11.3 种群和群落 

11.4 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及其功

能 

8 

11.5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1.6 人类与环境中其他生物的关

系 

9 
11.7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1.8 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4. 每组学生自行讨论、寻找资料及制作投影片(PPT)。 

5. 各组学生按照章节顺序轮流上台呈现。 

6. 教师及他组同学针对主题内容提问。 

7. 教师补充内容、提出建议及纠正错误。 

8. 教师总结章节内容。 

 

四、实施结果 

虽然笔者所采用的教学步骤相同，但由于四个班级的学习程度不一样，

故每一班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 

双修班——初三忠、初三孝的学生可以有效地呈现出所抽选到学习主

题内容，也会额外补充教材以外的资料，有的学生甚至还会透过影片让同

学深入了解相关的学习点。投影片范例见图二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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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 初三忠某小组呈现之投影片范例 

 

 

 

 

 

 

 

 

 

 

图 三 初三孝某小组呈现之投影片范例 

 

至于单修班——初三仁、初三爱，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办法找出章节内

的重点，而有大部分学生所制作的投影片，只是把教材内整段内容中的每

一个句子，改以列点式（point form）呈现，没做任何文字上的改变或删

减。投影片范例见图四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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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初三爱某小组呈现之投影片范例 

 

 

 

 

 

 

 

 

图 五 初三仁某小组呈现之投影片范例 

 

五、结论与建议 

笔者对学生采用了课堂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后，发现学生的专注力也

随之提升了不少，因学生必须要有所准备方能在课堂中向其他同学传授知

识，以及应对教师与同学的提问。与此同时，当同学呈现时，台下的同学

也必须注意聆听，才能对呈现的同学提出相关的问题并取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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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此教学模式也发挥了团队合作培养的功效。每一组的学生

为了要得到教师较高的评分，皆会竭尽所能将自己所分配到的学习主题准

备好。比方说，制作精致优美又充实的投影片，或是提供更多课本以外的

资料、影片等。对于教师而言，讲课的时间少了，但与学生互动、讨论的

机会却多了，而学生也能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完整地吸收到课程中甚至是

课本外的内容。 

若再次使用此教学方式，笔者希望能在课堂活动中加入学生互评的环

节，让台下的学生对呈现的同学进行打分，又或是让组内同学互相评分；

打分后再加上教师的评分，这样的评量结果可能会比较全面与公平，因为

教师的评分有时或许会过于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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