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東門國小校內教師精進教學檔案及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暨觀摩展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二、臺北市 111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標： 

一、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動機，精進教學活動設計品質。 

二、鼓勵學生多元自主學習，分享各校學生學習經驗。 

三、提供教師創新教學案例，促進各校教師觀摩學習。 

    四、協同親師參與學生學習，了解學生成長進步軌跡。 

參、實施辦法： 

一、 活動對象： 

1. 教師創新教學檔案：本校教師及實習教師參加。 

2. 學生自主學習檔案：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參加。 

    二、徵件類別： 

1. 教師個人組：以教師個人為單位，整理某一段特定期間之課程與教學創新歷程之記載 

            及相關資料。 

2. 教師協作組：同校教師二人以上，至多五人，於一段期間內針對社群、群組、協同實 

   施創新教學之合作參與歷程資料。 

3. 學生個人組：以學生個人為單位，針對特定主題或學習領域，展現一定期間進行自主 

            學習之歷程記載及相關資料。 

4. 學生合作組：同校學生二人以上，至多五人，以校內正式課程為主要範疇，展現自主 

            合作學習之歷程記載及相關資料。 

 

    三、辦理方式及日期： 

活動

流程 
說明 日期 地點 

班級 

初選 

一、各班辦理遴選，選出至

多 3件優良作品送教務

處參加複選。 

二、教師精進教學檔案為全

校老師參加。 

於 3/15(三)前 

各班學生檔案至多 3件，請

班級老師至新版校務系統填

報名單 

複選 

一、評選小組成員：教、訓、

總、輔四處室主任，及

一至六年級學年主任。 

二、教師組及學生組各選出

4件送北市比賽。 

於 3/22(三)前 

展出期間 

會議室一 

3/15(三)~3/22(三) 



  

作品 

送件 

參與檔案徵件之作品於 112

年 4月 6日～16日至臺北市

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網頁線

上填寫「教師創新教學檔案

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徵件暨

線上觀摩作品送件單」。 

檔案作品電子檔與實體

檔案皆於 112年 4月 17

日～20日 16時前上傳與

繳交，學生組作品由各校

派員親自遞送至臺北市

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教

務處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教務處（臺北市中山區大直

街 2號） 

 

  四、作品規範：  

1.作品內容 

（一）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創新教學檔案係以解決教學問題或改善教學現狀為導向，教

師基於理論啟發、經驗反思、標竿借鏡或專業智慧，在一定期間內，針對教學上

的困難，構思改善策略，發展具體創新作法，據以實施並獲得成果之相關資料。

舉凡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神之教學主題研究資料、教學活動設計、各種反

饋省思、教育經驗分享資料、自編教材、教師自我成長、教師專業能力的展現、

改善教材教法實例、多元評量的應用、學習情境的營造、社會資源的運用、教育

哲學的實踐等，以及教師教學成長有關的各項議題，均可作為檔案內容︒ 

1.教師個人組：強調教師個人教學創新實驗之理念、價值、作為及成果之歷程。 

2.教師協作組：強調教師社群或協作之間針對創新教學的分工、落實情形，以及

成果的獲得與省思。 

（二）學生自主學習檔案：舉凡在一定期間的學習成長歷程與軌跡、多元智能學習與評

量資料、多方興趣成長心得，或與學生學習成長有關的各項議題等，均可作為檔

案內容，唯須彰顯自主學習的動機、內容、方式、歷程和成果。 

  1.學生個人組：強調學生個人之自主學習、體驗學習、省思及素養養成之歷程、

證據與反省。 

  2.學生合作組：強調校內正式課程或活動中，學生之間透過分工及合作學習之歷

程與成果。 

（三）檔案製作請參考教師創新教學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製作要領(附件一)及評審表

（附件二）所列之各項目規準，以符合「清晰性」、「完整性」、「真實性」、「創造

性」及「應用性」。建議融入重大議題方向及教育局年度施政重點等，並呈現符

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之教學與學習。 

（四）歷年已獲獎作品不得重複送件，個人組每件作品限一名作者，教師協作組及學生

合作組限 2-5名，學生組指導教師限一名。 

2.作品規格： 

  （一）教師組 

      1.檔案徵件封面須呈現檔案主題、教學與學習起訖時間、學校、作者等名稱，

檔案內容之各項資料，須標註建檔時間。 



  

      2.作品資料以 A4大小為限（資料不得以附件方式夾掛，其重要內容應整理成單

面展現），封面得由參賽者自行設計，惟不列入評分項目。 

      3.自目次頁起標上頁碼（含主題插頁），頁數規定（須包括目次和插頁）：教師

創新教學檔案以 80頁為限。 

      4.請繳交作品電子檔，不收實體檔案。檔案徵件內容如有數位化佐證資料，需

上傳檔案至大直國小網路硬碟。 

  （二）學生組 

      1.檔案徵件封面須呈現檔案主題、教學與學習起訖時間、學校、作者及指導老

師等名稱，右上角需留空（6㎝×6 ㎝）作為參展作品編號黏貼，檔案內容之各

項資料，須標註建檔時間。 

     2.書面作品資料一律裝入 A4大小的透明資料袋中（每個透明內頁以 2個單面 A4

為限，資料不得以附件方式夾掛，其重要內容應整理成單面展現），如有重要

資料請用透明膠帶封口，以避免遺失。封面得由參賽者自行設計，惟不列入評

分項目 

     3.自目次頁起標上頁碼（含主題插頁），頁數規定（須包括目次和插頁）：學生自

主學習檔案以 50頁為限。 

     4.請繳交作品電子檔與實體檔案。檔案徵件內容如有數位化佐證資料，需上傳檔

案至大直國小網路硬碟。 

五、評審方式： 

1、評選流程： 

（一）各校校內遴選：各校根據本實施計畫之評審表規準，遴選出教師創新教學個人組

及協作組檔案與學生自主個人組及合作組學習檔案（件數依照各校該學年度班級

數送件）。 

（二）徵件作品初審：為求公平，承辦單位依送件作品內容、作品規格及頁數進行初審，

凡不合以上規定者，將取消徵件暨觀摩展資格，不列入複審，僅列入檔案觀摩。 

（三）徵件作品複審：從入選作品中，由評審遴選內容豐富、具特色者，教師創新教學

檔案採以教師個人組、教師協作組分別評選；學生自主學習檔案，採學生個人組、

學生合作組分別評選。 

2、評選規準：詳見附件二：臺北市 110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學生自主學習

檔案評審表。 

  

肆、獎勵: 校內展覽由每學年擇優錄取，每人發給獎狀壹張。 

 

伍、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 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的製作要領 

壹、教師創新教學檔案的製作要領 

一、釐清教學的理念 

    教學理念是教師個人對教學的基本想法和主張，故檔案製作第一步，是將自己的教學理念說

清楚。例如:「只要用對方法，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就是我的教學理念；「適時提問，是引導學生

思考的最佳策略」也是我的教學理念。 

二、掌握檔案的性質 

    教學檔案是教師在教學職涯中，持續蒐集並彙整教學相關資料，進而加以保存運用的紀錄，

故創新教學檔案即為教師在教學上創新歷程和成果的紀錄。 

    本質上，教學檔案是教師透過持續性的資料蒐集和專業反思所產出的成品，故｢資料｣、｢反思

｣與｢產出｣三者，即為構成教學檔案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也是檔案的主要內容。 

三、確定檔案的主題 

    教學檔案不是教師隨興記載的教學日誌或教學週記，而是有結構、有系統的資料彙整和運用，

因此教學檔案要用「主題」來引導並貫串檔案中的所有資料。 

    教學的範圍很廣，舉凡引導學生學習的各種活動都是教學，包括班級經營、領域教學、社團

活動、學生輔導、校外教學、體驗活動等，均屬教學的範疇；即便親師關係的營造，也可視為教

學。因此創新教學檔案的製作，可在各類教學活動中選擇一個或多個主題，讓檔案內容得以聚焦。

當然，在大主題(如班級經營)中選擇小主題(如學生同儕關係的營造)來展現創新的思維和成果也

值得鼓勵。 

四、註明檔案的期程 

    檔案是過去一段時間所累積的資料，所以檔案的製作要劃定檔案內容的期程。最簡單的方法

是在檔案封面註明檔案資料蒐集與彙整的起訖日期，如 110年 9月至 111年 4月。所以創新教學

檔案不只是創新教學設計的成果展示，更是教學創新歷程的分享。至於檔案期程多長為宜?沒有絕

對答案。一個月，一學期，或一學年，甚或更長時間，可視創新歷程的時間長短而定。創新內容

比時間長短更具意義。 

五、察覺教學的問題 

    創新的本質是在改變現狀，提供新的思維和方法，用以改善或解決現狀中的「問題」。 一般

而言，創新的歷程係從問題的察覺開始。因感受現狀的不理想，而啟發改善的動機，進而構思創

新的改善方法。在創新歷程中，改善或解決問題不僅是創新的目標，也是檢核創新成效的依據。

所以創新教學檔案應將現狀的問題說清楚，並針對問題的成因略作分析。 

六、蒐集相關的資料 

    創新不可能全憑個人直覺而無中生有，所以蒐集相關資料作為檢視問題和構思改善方法的參

考依據即屬必要︒所謂資料，包括相關理論、研究報告、他人的經驗分享、自己先前經驗的記載、

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等。無論文字或圖表、相片，都是資料。資料的蒐集可採用摘記的方式，擷

取必要的內容即可。雖無須登錄資料全文，但須註明資料來源和取得日期，一則顯示資料的真實

性，二則可供日後查考。 



  

七、記載個人的省思 

    上述蒐集的各種資料，必須賦予個人的詮釋和省思，才有啟發和應用的價值。例如，讀了鷹

架理論之後，自己對同儕合作教學或補救教學的設計與實施有何種理解和啟發，要寫下自己的感

想和心得。同時，自己對特定資料的省思，也要註明撰寫的日期。如此才能顯示創思的歷程。 

八、產出創新的方法 

    產出創新的教學方法，以改善或解決教學問題，進而提升教學的效能，是製作創新教學檔案

的目標，因此檔案中須將創新的方法說清楚。無論是教學活動設計、課程發展或教材編寫、評量

工具與方法的創新、教具的創作等，不僅要說明創新的理念、內容和實施的方法與程序，也要說

明創新的亮點所在。 

九、檢驗創新的成果 

    教學上的創新方法必須有效才有應用價值，因此某種實證形式的成果檢驗是必要的，而且要

顯示有效的證據。可行的方式就是用創新的方法「試教」或「試用」一次或多次後，看看效果如

何。如有必要，須就創新的方法加以修正，讓創新的方法更為完善。 

十、提示應用的建議 

    教學創新貴在分享，以擴大應用效果。因此在檢驗創新方法的效果之後，須提示應用或進一

步發展的建議，以供教師同仁參考。 

十一、重視版面的美觀 

    教學檔案雖非以形式取勝，但版面的清晰易讀仍然重要，故文本的結構及圖表的安排都要有

適當的設計。檔案形式的美觀可為檔案內容增值加分。 

 

貳、學生自主學習檔案的製作要領 

一、體認自主學習的精神 

    學生製作自主學習檔案前，要先體認自主學習的精神。因此老師指導學生製作檔案時，要和

學生溝通，確定學生充分了解自主學習的精神以及表現的方式。 

    自主學習的主要精神在於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對學生而言，自主學習是屬於學生自己的學

習(of student)，是學生自己付出與作為的學習(by student)，也是學生為自己的成就與成長而

投入的學習(for student)。因此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甚或是學習內容、

方法與進程的規劃者。無論是領域課程的學習，或者是非領域課程的各種探索及自造(maker)活

動，學習的動機係來自學生內發的興趣、好奇和求知欲，而非老師或家長的要求和規定。作筆記、

蒐集資料、延伸學習、整理歸納、撰寫省思心得等，都是自主學習常見的表現。 

    自主學習強調的是學習動機、學習方法和學習過程的自發性和責任感，以及學習內容與活動

的多元性，而不是學習內容的標新立異，故自主學習並不排斥教科書的學習，但須超越教科書內

容的記誦。自主學習的過程充分表現學生「會學」(be able to learn)，而自主學習的結果則顯

示學生已經「學會」(have learned)。 

 

 



  

二、掌握學習檔案的性質 

    學習檔案是學生在一段期間學習內容、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的記載。具體的說，在學生自己

規劃的一段期間(例如一學期或一學年，或更長期間)，學生學了什麼?怎麼學?曾遭遇什麼困難？

如何克服困難?有什麼成果和收穫? 很真實的記載下來，而且能表現自主學習的精神。因此，自主

學習檔案須註明檔案收錄內容的期程，而且檔案中的學習資料也要註明資料蒐集或建立的時間。 

三、表達自己的學習態度 

    學生對學習活動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態度。例如:「我喜歡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學習時我會

聽老師的指導，但也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我有疑問和困難時，會主動問老師，也會和同學

討論」等，都是個人的學習態度。製作學習檔案時，可先將自己的學習態度想清楚，然後寫下來，

放在檔案中。 

四、確定自主學習的主題 

    學習是不分時間和地點的，即使是小學生，每天都在學習，而且每一天的學習都有意義。但

是，如果記載每天的學習內容和過程，那就變成學習日誌了，雖然豐富卻可能流於龐雜，成為零

碎不相連結的流水帳。因此，自主學習檔案要用主題來整理相關的學習資料，一方面發揮聚焦的

效果，另方面也展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成長。檔案主題可由學生選擇最能表現自主學習精神的

學習內容或活動。領域學習及非領域學習，校內的學習或校外的學習，都可作為檔案的主題。無

論選擇單一主題或多元主題作為檔案的內容，只要能展現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都值得鼓勵。 

五、紀錄自主學習的歷程 

    所謂學習歷程，是將學習活動和學習時間作適當的連結，而且能顯示學習的進程。學習活動

的說明，要盡可能包括學習的內容、學習的方法、蒐集的資料，以及個人的省思與心得等。例如，

以「閱讀寫作」為主題的學習檔案，如以一學期為期程，即可將學生真實的學習狀況，按閱讀的

內容或策略，以及寫作的題材和方法等，分階段加以記載，即能顯示學習的進程。其實，學習歷

程的記載並無固定格式或模式，只要依照時間的流程真實記載學習活動即可。 

六、整理自主學習的成果 

    自主學習雖然鼓勵學生在學習歷程的自主性，但是學習若無成果，仍不免有所遺憾。因此在

自主學習檔案中，也要將學習成果加以整理記載，展現學生自我認同的成就感。一般而言，學習

成果宜盡可能包括認知、技能及情意三方面的表現，如能採用 108新課綱所強調的「素養」概念，

將認知、技能、情意加以整合應用，則更能顯示學習成果的意義與價值。但是，須切記，不要用

老師的角度來褒貶自主學習的成果，更不要用其他同學的學習表現來比較。 

七、省思自主學習的心得 

    省思是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學生在各類或各階段的學習活動中，都要透過省思來理解學習

內容，藉由省思來檢討學習方法，也經由省思來提升學習成果。此外，在學習檔案的最末部分，

要針對自主學習的整體歷程及檔案的製作進行省思，寫下自主學習及檔案製作的心得，既可以分

享，也作為自我期許的動力。 

八、重視版面的美觀 

    自主學習學檔案並非以形式取勝，故無須太在意形式的美，但版面的清晰易讀仍然重要，故

文本的結構及圖表的安排，都要有適當的設計。檔案形式的美觀可為檔案內容增值加分。 

 

(本文係由吳明清教授撰寫，僅供參考) 



  

附件二： 

臺北市 111學年度國小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 

徵件暨線上觀摩 
評審表 

評審項目 評審規準 得分 總計 

形式 
清晰性 

(10分) 

版面整潔、清楚、美觀。 
  

有目次，顯現檔案的架構。 

內容 

完整性 

(15分) 

檔案中的教與學主題或活動有明確範圍。   

檔案內容能表現有系統化的教與學歷程。 

檔案中各項教與學歷程的呈現與說明有完整架構。 

檔案內容包含教師與學生對教與學的需求。 

真實性 

(25分) 

檔案內容可以展現每位教師與學生之間分項合作的參與貢獻

度。(限教師協作及學生合作組) 

 

檔案內容可以彰顯各階段的重點。(限教師協作及學生合作組) 

檔案內容是教與學的真實紀錄，而非資料匯集。 

檔案內容是長期累積的建構，而非臨時應付。 

檔案內容表現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過程的真實投入與成長。 

檔案內容可以反映教與學目標及歷程一致。 

創造性 

 (25分) 

檔案內容表現教師對教學問題的洞察與發現。  

檔案內容表現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及對於問題的洞察及發現。 

檔案內容包含新的教與學的方法與內容。 

檔案內容有特色，表現教師與學生的創意與巧思。 

成果 
應用性 

(25分) 

檔案的建構與內容可供教育同仁分享與參考。   

檔案的應用可增進教師與學生的教與學效果。 

檔案的應用有助於解決教與學的問題。 

檔案的分享與應用有助於提升教學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