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理化跨校社群共備實務經驗分享—課程

召集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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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年一貫剛開始實施的時候進入

職場成為新進教師，在當時對於新課綱帶

來的改變，我聽到的一片罵聲。對於九年

一貫強調的培養「帶著走的能力」而不是

零碎的知識，還有像是自然科的合科教

學，我當時聽到的聲音，大多是不以為

然。無法認同合科教學和能力導向的政策

方向，也對於許多像是課程中必須要有能

力指標，融入重大議題等等的作法覺得無

謂與徒具形式。但即使如此，在九年一貫

實施的這十幾年來，卻能發現越來越多老

師在教學現場上提出了許多反思的觀點，

實際上在教室中進行各種變革，嘗試著在

今日教室的困境中走出一條不同的路。而

這些變革的作法與想法，卻和九年一貫課

綱的精神能有所符合。 

 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預計在108

年上路。雖然推遲了一年，但也即將到

來。許多老師面對即將發生的改變，仍然

有許多的不知所措。但以自然科來說，和

九年一貫課綱上路時不同的地方是我聽到

大部分的老師能夠認同自然科領綱中，對

於探究與實作精神的重視。認為科學中解

決問題的操作與思考能力，確實是自然科

學習中極有價值的部份。也能認同總綱

中，自發、互動、共好的方向是正確的。

只是在實務操作的方面，有許多的疑惑，

不知道怎麼樣的教學設計可以讓學生的學

習朝向十二年國教的理想邁進。於是在國

中的自然科中，現場老師大多數提出的問

題是比較實務層面的，例如課程要如何設

計，才能讓學生兼顧知識內容和探究與實

作能力？這樣的問題恰好也是現場老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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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提出的，因為教師的專業與任務，就是

將教育的理念轉化成為實務的工作者。 

 那麼，要怎麼樣才能幫助教師回答

這個問題呢？這問題並沒有一個標準答

案，能讓全國的教師直接複製，因為實務

性的問題永遠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的。

同樣的教學理念要落實在不同地區的不同

特質的學生身上，都會有不同的作法。教

師要思考新的教學準備模式，最好的方式

就是共備。與其他教師對話討論，共同思

考與設計課程，是最快速能開發出符合自

己理念課程的方式。雖然共備好像是最近

才開始熱門起來的字眼，但其實從九年一

貫開始安排共同的領域時間開始，領域時

間本來就是最適合規劃成為領域內共備的

時間，而非只是行政交辦事項或是任務分

配的時間而已。 

 那麼，要如何開始進行共備呢？最

簡單的共備模式，就是大家來說課。大家

挑選一個章節，分享自己教學的方式或每

次進行這個單元時遇到的困難。接著就與

共備成員討論修正，或由其他成員也提出

自己的方法和困難。這樣就能針對課程單

元，有許多的想法和做法可以交換。或許

Ａ的方法對Ｂ來說，是解決他長期以來擾

的撇步。或許Ａ的困擾對Ｂ來說，是早就

已經有解決方式的問題。在每次共備的過

程中，就能獲得許多不同的策略。 

但是這類的共備模式，也比較容易陷

入細節的討論或爭辯。對於某個方式有效

或無效，某個用詞的斟酌拿捏的爭辯，往

往會耗費大量時間，卻沒有太多進展。另

外，這種共備模式只能處理教學技巧，但

是無法改變教學理念。卻假設原本大家的

課程中，並沒有探究與實作的精神，想要

藉由共備的方式開發探究與實作精神的課

程，只是彼此交換意見，就無法達成。這

時候就比較需要目標導向的共備模式。這

也是我比較建議的共備模式，也就是共備

的召集人本身必須對課程教材教法有一些

理念和想法。由召集人提出共備的大方

向，再經由共備的夥伴討論修正後，決定

整個社群的運作方向。 

 大方向決定後，召集人就必須思考

共備的模式與流程。以「探究與實作的理

化課程設計」為例，要如何將思考智能與



 

 

問題解決納入教學目標中的課程設計，或

許是共備的夥伴感興趣但是陌生的領域。

召集人要如何帶領大家開發課程呢？其中

一個作法，是先由教師最熟悉的課本知識

架構出發。讓大家先回頭檢視基礎的課本

內容，再從中挑選適合進行教學改變的知

識內容來進行教學設計思考。在分析知識

架構的過程中，必須釐清這些知識點的主

從關係，先後順序。釐清哪些是課本中提

到的重點，哪些卻早已拿掉消失在課本

裡。哪些我們很著重，花很多時間的課

程，其實是在知識架構中的末端，其實是

延伸到很後面的知識點，而非主幹中的關

鍵點。這時候才比較容易決定課程的比例

配重與取捨。 

 例如「電解質」單元中，課本的知

識內容包含了「電解質的定義」「電解質

溶於水的導電度變化」。老師可能會提出

「鹽類溶解度記憶」「依數性質和解離

度」等等知識內容。在共備討論的過程中

可以先釐清這這些知識內容的位置。以上

述這兩個觀念來說其實超過國中課程，早

就不在課本範圍裡，也不宜在課程設計中

設定為所有學生都要精熟的概念。在共備

過程中就有機會幫助教師釐清。 

 釐清要討論的知識內容後，接著來

看「電解質的定義」課程適用什麼樣的教

學法？是不是要用講述法？還是可以引入

探究與實作課程？在共備過程中，就可以

討論要挑選哪些知識內容可以作為探究與

實作的課程素材，藉此將思考智能與問題

解決能力納入教學目標中。以「電解質的

定義」來說，一般可能會用講述法來處

理。但課程其實可以以實作的方式讓學生

檢測不同物質溶於水之後導電度的差異。

先觀察到導電度的差異後，再從觀察經驗

中歸納出電解質的定義。然後從導電度的

變化的觀察，就有機會思考強弱電解質微

觀狀況的差異。但這些觀念之間，要如何

設計課程串連，如何提問與實作，就是要

在每一次的共備過程中討論。 

 共備時，挑選大家有興趣的主題進

行課程設計。如果成員較多，也可以分組

進行討論多個主題。但是如果成員對於探

究是課程的設計技巧還陌生，召集人可以

先全體一起討論大塊的課程步驟。以四格



 

 

教案為例，先將起承轉合的內容討論出來

之後，再分組由組員將每個細部的步驟和

每個步驟該注意的事項討論出來。分組都

完成討論後，在彼此分享成果，把成果匯

集起來放在雲端上，幾年下來就成為豐富

的資料庫了。 

共備過程中，召集人就要隨時關注共

備的焦點有沒有被模糊掉，隨時要將方向

拉回正軌。假設「探究與實作的理化課程

設計」是大家覺得有價值但又覺得困難的

主題，在共備的過程中就要盡量在這個大

主題下進行討論。在這個前提下，班級經

營、趣味實驗玩具、口訣小秘訣就不會是

備課過程中的主角，而是附屬在探究與實

作下的配角。也就是在討論探究與實作課

程設計時，如果剛好會觸碰到班級經營的

問題、剛好需要某個趣味科學玩具作為探

究與實作的工具等，當然可以互相交流。

但如果這些內容跑出來的時機不對，往往

反而模糊的共備的焦點，帶領的老師可能

就要考慮將方向拉回來。 

 所以在共備社群中，召集人的引導

是很重要的。但是召集人並不是指導老

師，他扮演的角色並不是教學。擔任召集

人的角色，必須清楚指引方向，但不是提

供答案的角色。這群精進的台灣教師們，

為了要跟上世界的脈動，正在一直往未知

的教學領域踏進去，沒有人知道那個答案

是什麼。即使是召集人，也不是知道答案

的人。這正是共備想要達到的目標：藉由

共同的討論與嘗試，一步一步探索找到解

決問題的方案。我曾在好幾個共備社群中

擔任召集人，每次共備的歷程，都好像在

幫自己紛亂的思緒中，理出一條條的頭

緒。有時候夥伴的一個建議，會恰好解決

自己思考多年的難題；有時候夥伴的某個

實驗設計策略，會剛好補足自己原本教學

方法的不足。共備過程中，召集人或許是

付出最多心力的，但同時可能也是收穫最

豐碩的一個角色。 

 十二年國教的主軸，是「自發、互

動、共好」，大概沒有人可以否認這是個

美好的願景。我們確實希望能在課堂中實

踐這個理想，讓學生能在課堂中逐漸養成

這些素養。對於教師本身來說，共備正是

實踐自發、互動、共好的一種方式。希望



 

 

各位教學現場的夥伴們，都能夠找到適合

自己的共備團體，在教學的路上找到相互

扶持精進的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