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成果格式 

 

教師創新教學實踐實驗補助方案  成果報告 

 

一 分項計畫：分項五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二 課程名稱：歷史 

三 授課教師：羅文星 

四 教學模式或策略：將抽象的理念如時間與記憶，與家庭生活經驗結合，示範引導學生去觀察、

認識，進而反思、撰寫與詮釋自己的家庭史。 

五 教學實踐紀錄： 

實施的科別：復健科 實施班級：5R102 

修課人數：62 上課地點：5R102教室 

教學實踐實驗紀錄與描述  (相片與說明) 

 

 

 

 

 

 

 

 

 

 

 

拍照日期：2022.4.29 

照片說明：解說時間、記憶與歷史 

拍照日期：撰寫對家的初步記憶 

照片說明：2022.4.29 

 

 

 

拍照日期：2022.5.6 

照片說明：海報上寫對家的記憶 

拍照日期：2022.6.24 

照片說明：學生家庭史作業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學生學習成果與回饋 (成績進步情形、或作品、或特定核心能力的前後測結果、或……) 

「歷史」，真實的面貌是本來存在於生命、生活中，不是停留在課本上背誦的知識而已，所

以，透過教學要引導學生去認識去體會去運用歷史。這整個過程，頗為繁雜瑣細，且容易過

於人為主觀好惡，易於失去歷史追求事實的核心價值。所以，考量時間、空間與生活經驗種

種條件的限制下，遂先以學生個人的家庭史作為探討主題對象。為達成教學目標，分成三階

段進行此次教學計畫。 

1.解說時間、記憶與歷史間的關係 

三者都是日常生活常出現的，但卻又頗為抽象而不明確，一般人常認知上不明確。所以，給



予明確的解說，並以個人生命經驗結合來說明，使學生容易產生親切感。接著，導引學生嘗

試開始寫出對自己家的記憶，每人當下立即反應出的家庭記憶，或許雜亂或許奇特等，都是

可以預見的。因為，幾乎每人都未曾如此認真面對、思考這個最親切的生命大問題。總之，                                  

打開了話題，打開了視野，引導學生往這方向前進。 

                                           

 

 

 

 

 

 

 

 

 

 

 

2.海報上寫家庭記憶 

先前每人寫個人的家庭初步記憶，接著，讓學生分組寫在海報上。過程中，學生自然會討論，自然

會互相評論等，在這自然的過程中，達到我們刺激學生產生更多關於家庭的想法。 

 

 

 

 

 

 

 

 

 

 

 

 

 

 

 

 

 



 

 

 

 

 

 

 

 

 

 

 

 

 

 

 

 

 

 

 

 

 

 

 

 

 

 

3.撰寫家庭史期末作業 

學生雖然年紀小，但總有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家庭事件。引導他們確立有意義且重要的事件作為主題，

將事件的起源背景、主要經過及結果影響，區分出章節段落寫出來。對他們確實不容易，但是，辛

苦寫出來後，印象深刻，漸漸能懂歷史就在日常生活裡。 

 

 

 

 

 

 

 

 

 

 

 

 

 

 

 



(二)、教師個人反思 （就教學實踐結果省思教學困境處理或願景建立的情形，包含實踐後的

教學建議 

帶領學生進行這樣的歷史課程，其實，是修正傳統歷史教育的缺漏，更是還原歷史本來的基

本特質精神，目的希望學生認識真正的歷史面貌。在這整個操作過程中，仍有諸多可以反思

改進的地方。 

1.即使反覆說明撰寫要領，受限於諸多條件，部分學生仍很難選擇出適當的事件作為主題，

以至於呈現的家庭史顯得雜亂沒有焦點。或許，這也是反映出當代學生對自己與家庭，沒有

建立明確穩定的觀點，令人擔憂。 

2.有多數學生寫出家庭史極為深刻的層面，對他們影響深遠，讀來令人感嘆。這樣的反思觀

察與敘述表達能力，正是我們要訓練培養的能力。欣慰的是，多數的結果呈現出我們的課程

設計方向是正確的。 

3.原本在家庭史的基礎外，要進一步外擴與社會國家層面的連結，因為，這才是歷史教育的

完整呈現。可惜的是，因為疫情關係而無法前往通霄神社參訪考察，希望下次能完成所規劃

的整套歷史教育。 

4.這樣的歷史教育，以視野的拓展、生命經驗的連結與認識真實世界為目標，所以，對個別

每位同學的指導最重要，不適合以量的角度來衡量。過程中，不僅須反覆解說，更要花費大

量時間批改回應家庭史作業。不過，這是值得的，學生的努力撰寫內容令人欣慰。 

5.希望透過歷史的角度，未來使學生能更認識真實的自己與世界，了解歷史不在過去，就在

此刻現在。自己就是自己的歷史家，自己就是充實詮釋自己生命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