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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下學期 

一年三班 班級經營計畫 

級任導師 蘇奕娟 

前言： 

     喜氣洋洋賀新年！萬事如意迎新春！ 

      恭喜大家度過一個平安喜樂的新年，孩子也長了一歲，從懵懵懂懂到略知一二，各方

面感覺更長大了。經過上學期的學習，可以感受到孩子的進步，感謝家長的協助與支持。接

下來的一學期，仍要請家長持續鼓勵孩子，關心孩子，讓我們一同努力讓孩子成為一個品行

端正、孝順懂事、健康快樂、勤學篤實的人。 

 

一、國語教學重點： 

    1.課前預習。 

    2.上課時，踴躍回答問題，並注意回答的禮貌。 

    3.學習查字典，查字義，分辨多音字和同音異字。 

    4.生字造詞教學。好的造詞，例如：站立、車站。不好的造詞，例如：站著。 

    5.短語教學：詞性要對詞性。例如：做早操。好的短語：聽故事。不好的短語， 

      例如：跑一跑。 

    6.造句教學：造句包含主詞、動詞、副詞、形容詞、名詞，句子須完整。好的造句，例 

      如：彩色花園有各種顏色的花朵，真是美麗。不好的造句：媽媽真美麗。 

    7.安排百本好書、班級三十好書箱的書籍閱讀，並配合學校以樂讀書堡集點的方式，鼓     

      勵小朋友至校內圖書館借書或在家閱讀，做廣泛的學習。 

    8.作業寫錯的題目，應確實訂正完畢，才不會錯誤學習。 

 

二、數學教學重點： 

    1.課前預習。 

    2.使用心算卡，加強運算能力，要求細心作答，降低計算錯誤。 

    3.加法教學：被乘數和乘數位置要正確。例如：車上原有 8隻貓，又有 3隻貓上車，一

共有幾隻貓？算式為 8+3=11。不可寫成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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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增加孩子發表次數，以及操作與演練的機會。 

    5.結合生活經驗，將數學運算與日常生活結合。 

    6.作業寫錯的題目，應確實訂正完畢，才不會錯誤學習。 

 

三、班級經營具體方法： 

(一)生活教育方面 

    1.養成正常生活作息，遵守時間的好習慣： 

早上 7：20－7：45為上學時間，不早到、不遲到。導師獎勵準時到校的孩子，在 

      平常分數加分。而且學校上課時間緊湊，如果孩子遲到，會排擠他上課和下課的 

      有限時間。 

    2.養成愛乾淨的好習慣：保持教室與個人抽屜的整潔，勤洗手、飯後潔牙。 

    3.養成愛物、惜物、感恩的好習慣：節約能源，隨手做環保。 

    4.養成注意自身安全教育的好習慣：不在教室、走廊奔跑與追逐。 

    5.養成認真學習的好習慣：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上課專心聽講、踴躍舉手發言，

按時交作業，並訂正錯誤。 

    6.養成有禮貌的好習慣：主動和師長、同學、來賓問好，不說不雅的話，不做不雅

的動作。 

    7.鼓勵孩子表現自我，參加各項活動，爭取榮譽。 

    8.學習與同儕合作，爭取小組榮譽。 

(二)晨光教學及環境佈置方面 

   1.每週一晨光時間，安排「彩虹媽媽」，進行生命教育活動。 

   2.每週三晨光時間，安排「劉老師讀經」，鼓勵孩子誦讀經典（三字經、弟子規、千

字文、孝經）。    

    3.每週四晨光時間，進行「閱讀小博士」活動，鼓勵孩子多多閱讀。 

4.配合學校推展「慢跑遊臺灣」，鼓勵孩子跑步健身。 

   5.配合各科教學，佈置適當的情境。 

   6.展示孩子作品，彼此互相觀摩與學習。  

      (三)評量方面 

      採多元性的評量方式，包括各課程之習作、學習單、紙筆評量、觀察記錄、資料

蒐集、口頭發表、表演、聽寫、小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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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行事活動： 

1、家庭感恩日： 

      家庭感恩日日期：5/2（星期六）。 

家庭感恩日補休：5/8（星期五）。 

   2、游泳課時間：5/~5/ 

3、結業式：104/6/30（星期二）。 

 

五、校外教學： 

    日期：5/26（星期二）。 

    地點：木柵動物園。 

    方式：早上步行前往動物園，進行導覽參觀，中午享用自備的午餐，下午搭公車回校。 

 

六、請家長配合事項： 

  1、學校有提供飲水機，請幫孩子準備茶杯，多喝水有益健康。 

2、不要讓孩子帶大量金錢和貴重的東西到校，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險。 

3、不要讓孩子帶非上課用品（如：玩具…等）到校，以免上課分心或衍生其他困擾。 

4、不要帶零食、糖果到校，以免影響中午用餐食慾。  

5、要求孩子書寫作業要有認真、不草率的態度，進而把這種專注與恭敬的態度用在任何一

件事務上。 

6、培養孩子睡前依照課表整理書包的習慣，參照回家作業自理流程，檢查課本、習作、作

業及文具是否備齊，養成自我負責的態度。 

7、請家長確實檢查孩子的回家作業，協助訂正及簽名，家長的重視會讓孩子更積極去做。 

8、如果你的孩子有學習比較同儕慢的情形，請每天花一些時間陪他閱讀，複習功課，鼓勵

他，長久下來一定可以看到孩子的進步。 

9、孩子請假、或有事會晚到學校時，請家長早上 8：00前主動連絡：「學務處請假電話

29391234分機 121」，並請告知導師，不然導師和同學都會擔心喔！ 

10、善用聯絡簿，建立親師溝通橋樑。有關孩子的教育問題，歡迎和導師聯絡。 

木柵國小電話：29391234   級任導師電話：22438516或 091258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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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家作業自理流程： 

1.對照聯絡簿，將所有作業帶回家。 

2.依照聯絡簿項目一一完成作業。 

3.將各項作業及聯絡簿一起給家長簽名。請家長一一檢查每項作業確實完成，並在每項作

業角落簽名。 

4.檢查每項作業家長該簽的地方是否都有簽名。 

5.對照聯絡簿，逐一將作業及物品放入書包並在( )中打勾。（自己勾，家長在旁督導即可） 

6.翻到聯絡簿功課表那頁，檢查隔天的書本及學用品都有放入書包。 

7.最後將聯絡簿放入書包。 

◎ 鉛筆盒內學用品(共 7件)： 

鉛筆至少 3枝、橡皮擦 2塊、直尺 1把、彩虹筆 1支。 

 

八、好文分享： 

   ｢你是怎樣檢查孩子的作業？｣ 

1、孩子在不同年級，功課檢查的重點不同，孩子讀一、二年級時，重點檢查字跡是否寫端正。 

做完作業時發現有不正確的地方，首先不要指出具體錯誤之處，而是說出大體範圍， 

如「做得不錯，但這個題有些不對的地方，你再看看。」或者在有問題的地方畫上一個小圓

圈，讓孩子自已找出不正確的地方，以改之。若孩子找出來了，就稱讚孩子聰明、能幹。 

三年級以後，重點檢查孩子做題的思路 

算式的列法是否正確，而計算的結果一般不檢查，由孩子自已確認。如果計算結果錯了， 

老師批改或考試時，判了 xx，就讓孩子自己去心疼、後悔，家長還裝著深表遺憾、同情的 

樣子：「真可惜，這兒錯了一點，沒得滿分。沒關係，下次注意一點，會考好的。」 

檢查語文作業，發現錯別字，只在下面畫個小圓點，由孩子自己查字詞糾正；這樣就能培養 

孩子對自己負責任、認真仔細的學習品質。  

2 、不要盯著孩子寫作業，讓孩子先獨立完成再檢查。 

有的家長喜歡盯著孩子做作業，一旦發現有問題，或字寫錯、寫歪了，一邊幫著孩子塗擦， 

一邊批評、埋怨、責怪孩子：「怎麼搞的，又做錯了，總是改不掉。」 

「說過多少遍，就是記不住，氣死人的！」我們可以想像孩子在這種緊張、焦慮的氛圍中， 

他學習的興趣和能量之門還能打開嗎？這個時候，家長再怎麼說教，他是聽不進去的， 

也是改不過來的。  

建議做法是，首先過問一下有多少家庭作業，然後叫孩子自己去做，我們輕手輕腳地做 

自己的事，不輕意打擾孩子，等他做完了再按上述方法檢查。 

3 、如何培養孩子專心寫作業的習慣？ 

孩子寫作業不專心、愛拖拉只幾道題目也要做好半天，怎麼辦？ 

a. 利用「限時鼓勵法」來糾正，這個方法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如首先瞭解一下孩子的作業量，心裡估計一個完成的時間，然後徵詢孩子，如「語文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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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完嗎？數學 30分鐘能做完嗎？如果在規定時間做完，給你貼上一個小星星， 

當達到 5顆小星星的時候，爸爸會獎勵一個你喜歡的東西或帶你到 xxx地方去玩。」 

通常情況下，孩子會樂意接受的。若發現孩子寫作業時有打野、不專心做的表現， 

只要不是太過分，就讓他動一動好了，畢竟家裡是一個歇息的地方，比學校要自由得多。 

如果孩子注意力太不集中，有拖拉的行為，大人可在旁邊提醒一下，如「己經做了 15分鐘了， 

加油！小星星在等著你呢！」這時，孩子也許會集中精力繼續做下去。  

提醒家長注意的是，這種「限時鼓勵法」是為了首先糾正孩子做作業施拉的壞習慣， 

他在規定的時間內將作業寫完就算達到了目的，要給予表揚，至於作業質量是否滿意，是後

一步的事。只要孩子有了一點點進步就要稱讚，不能這樣說：「雖然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了，但

寫得不認真，還做錯了幾題，快去改改！」如果這樣處理問題，不但不能糾正孩子做作業拖

拉的習慣，而且還打擊了孩子的學習積極性。如果換一種方式：「你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完了作

業，這很好，爸爸首先給你貼上一個小星星，繼續加油。只是這兒好像做得不對，你自己再

去檢查一下好嗎？」我想，如果這樣對待孩子，那麼他一定會高興接受的。做家長的要有 

耐心，只要孩子每天有一點進步，就是值得高興和稱讚的事。培養孩子的學習好習慣要一步 

一步的來做，不能性急。  

b. 利用「中途安撫法」來糾正，這個方法還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例如，當發現孩子做作業撒野、拖拉，家長感到必需制止時，可以走到孩子身邊， 

用手邊撫摸他的頭，邊說：「是不是遇到了難題，做不下去了，要不要媽媽幫你一下？」 

這樣首先把孩子的注意力拉回到學習上。通常情況下，孩子會說沒有難題會做， 

這時大人要表現出一種平靜的神情：「你很聰明，馬上會做完的，媽媽等著你好嗎？」 

這種方法，實際上首先是中止了孩子打野、拖拉的行為，然後使孩子明白：大人在關注他，

希望他快一點完成作業。對待做作業拖拉、愛玩的孩子，不能在一旁總是用責怪、數落、抱

怨的語言說教他，例如，「做作業總是愛撒野，不專心，真是個『拖皮鬼』。」 

「快做，不要玩。」「幾道題，也要做半天，真沒出息。」越是責罵、數落孩子，越會加重他

的壞習慣。  

c. 利用「直接要求法」來糾正，如果上述兩種方法都不管用，那麼只能用「直接要求法」 

來糾正。這種方法就是，事先瞭解一下孩子的作業量，然後直接提出完成的時間， 

如今天的語文作業不算多，用 20分鐘完全可以做完，數學稍為多一點，用 35分鐘做完。 

如果在規定時間沒完成，到了時間，爸爸便會收起你的作業，裝在書包裡，不能在家繼續 

做了。老師發現你的作業沒做完，會處罰你的，由此而產生的責任完全由你自己承擔。 

當然，你覺得時間不夠，現在可以提出來，我們再商定完成時間。」那麼，大人說到就要 

做到，當然，在執行這一規定時，情緒要平靜，不能發火。要讓孩子明白：大人說話是 

算數的，不是鬧著玩的。這種方法是不得己而為之，帶有強迫性，要事先與老師取得聯繫，

請老師作好配合， 

以免老師認為家長不檢查作業，把教育孩子的責任都推給了老師。 

4 、如何指點孩子做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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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孩子需要家長指點不會做的習題或「爬坡」難題，家長作出相應的輔導和點拔， 

是必要也是必須的。因為，小學生的學習能力有限，需要大人的誘導和培養。 

只是在輔導、點撥時要講究技巧，其方法是：  

a. 讓孩子反覆讀題 

許多題目並不難，只是孩子缺乏耐心閱讀原題，往往只看了一遍，就感到不會做，很難， 

這是一種消極的心理暗示。如果大人總是遷就孩子這種消極心理，立即告訴他如何做， 

甚至將算式都列好了，就會使孩子養成遇到問題不想思考，依賴他人解決的壞習慣。 

正確的方法是：「你很聰明，媽媽相信你，只要多讀幾遍原題，你會做得出來的。」 

當孩子做出來以後，大人要高興地稱讚：「我說你很聰明吧，只要仔細一讀題，就會做了。」 

這時，孩子也一定會高興起來。孩子不會做的題，大人堅持讓他「再讀一遍」、「再讀一遍」 

不輕意告訴他，這種鼓勵式的讀題法是能夠「逼」出孩子主動學習的興趣，從而獲得自信。  

b.用例題作輔導 

對於孩子經過思考實在不會做的題目，大人也不要直接告訴原題的解法，最好的方法是根據 

原題，編一個相似的例題，與孩子一起分析、討論，弄懂弄通例題，再讓孩子去做原題。 

由於弄懂了例題，孩子多半會做原題，如果仍然不會做原題，那麼應再回到例題的討論與計

算上。經過幾個來回，只要家長有耐心引導，孩子一定會做原題。這種做法，雖然大人要 

麻煩一些，但能夠訓練孩子舉一反三的遷移能力。否則，孩子總是處在就題解題的被動思維 

定式中，很難建立學習的思維遷移模式。  

會學習的孩子，說到底就是具備了舉一反三的遷移能力，能夠以弄懂例題為基礎，去應對千

變 

萬化的習題。這就叫做「活讀書」，而不是「死讀書」。有的家長，似乎很疼愛孩子，生怕他

多動腦，一遇到難題，就告訴其做法，這是一種不好的方法，應該避開。  

c. 只講關鍵點 

對於有些數學難題，家長一時也編不好例題，那麼，可以就這個原題，分析它的關鍵點在哪 

裡，找到什麼條件就好解題了，讓孩子根據大人的提示，去思考、去列式計算。而不能將算 

式直接列出來，或告訴孩子第一步做什麼，第二步再做什麼... 如果這樣輔導孩子，那麼他

的解題思路永遠打不開。  

當然，孩子到了上四年級以後，數學題都很難了，許多爬坡題家長也無能為力，需要請家教 

輔導，那麼建議家長要求家教按上述方法去輔導孩子，不要一來就直接告訴孩子怎麼列算式，

怎麼做題，如果是這樣，看起來孩子的難題解決了，但思路總打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