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經營計劃 

英語專長教師 

一、 班級經營對象: 英語科任 

 

二、 班級經營理念: 期培養成為“英”世代的多元效能學習者 

1. 行政層面: 期透過優質的學校課程發展建構、教師學習共同體及良好的整體教

師合作達到教學相長及良好的互動關係帶動學生榜樣校園學習風氣。 

2. 教學層面: 期透過課堂教學培養學生具有 “英”世代三個 “GO”能力 

 “GO”多元的學習力 

 “GO”豐富的世界觀 

 “GO”團結的合作心 

3. 常規輔導層面: 

 常規之建立: 與學生討論建立英語課堂時師生共同的常規默契期促進有效

學習。 

 輔導學生學習: 期透過課堂觀察及互動學習，即時發現學生學習問題並與

之輔導。 

4. 環境層面:  

 到各班教學: 利用班上既有的教室布置情境或與各班級討論建立英語學習

角落，豐富學生與英語學習之連結。 

 具英語教室學習環境: 透過教室佈置營造，建構豐富的英語情境環境學習 

5. 人際層面: 

 親師關係建立: 強化科任教師與家長的互動關係與連結，幫助理解與改善

學生的學習狀況並期能輔助各班導師提供資訊以協助解決學生問題。 

 師生互動營造: 透過課堂發表、討論與回應學習及多元評量，從中共同建

構師生良好學習及互動關係。 

 與各班導師成為好夥伴: 與各班導師共同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使理解各

班學生的狀況並共同建構互通並協作的互助橋梁。 

三、 班級經營目標: 英語學習目標架構 --- 課前、課中、課後 

   

英語學習 

目標架構 

培養《課前》學習 

遊戲預習單 

英語歌唱趣 

朗讀好聲音 

培養《課中》精進 

合作學習 

課堂思考 

樂於發表 

 

培養《課後》反思 

創意及後設認知 

(學習歷程檔案) 

                      鄒敏慧 



 

四、 班級經營策略 

1. 接任新班級前的準備: 

 課程的規劃及安排準備: 

    事先規劃好每一周教學的進度、課程媒材準備及課程內容，同時也與同領

   域之授課教師共同備課互助分享。 

 與各班導師連繫以得知個別學生的特殊狀況及需求: 

    對科任老師而言，除了上課以外，因較少機會與學生有共同互相了解彼此

   及相處的時間，因此與各班導師維持良好的連繫與互動關係就變得相當的重 

   要。於開學前向導師詢問班上是否有特殊狀況及需求的學生、大致上學生的家

   庭狀況以及是否有導師需要科任教師配合的情況，透過連繫使開學後的教學更

   為順利。 

 教室情境布置(英語教室): 促進學習 

 繪本閱讀區: 將願意與學生一同分享的繪本書籍放置於閱讀區，除了

提供閱讀也能夠利用獎章累計的方式鼓勵閱讀並認證。 

 開放部分布告區域讓學生發揮: 張貼學習成果 

 布置情境與本學期課程相符合: 強化記憶學習 

 美化教室促進學習動機: 圖文並茂 

 準備第一次上課與學生見面的相見歡: 

    第一堂課除了建立與學生彼此之間的默契、說明學習評量方式及上課模式

   以外，也同時準備可進行小活動或遊戲方式讓學生認識彼此或請學生介紹寒暑

   假的歷程建構良好的互動關係。 

 釐清本學期要達成之教學目標及定位 

 

2. 親師溝通: 

 開學第一堂課 --- 聯絡單:良好關係的開始 

    利用聯絡單於開學第一堂課發予學生，除了給予勉勵及問候以外，同時也

   留下教師的連絡方式以及教師這學期的英語課程方向、特別活動的期程及準備

   事項提供家長參考，最後留下空白處以利家長寫下意見並收回。 

 學期中 --- 通訊媒介: 

    利用電話與家長聯繫，若遇到學習有狀況的學生，除了與導師討論以外，

   同時透過電話也能方便連繫。親師溝通時，以正向勉力及期許學生的勉力方式

   與家長談話，隨時保持希望與積極的態度。 

 學期後 --- 保持良好長遠互動關係: 

    建立網路通訊方式，能於學生未來的發展上做適時的關心。 

 

3. 教室常規: 

 利用常規學習: 

    建立英語的常規字條或是常規歌曲，除了透過常規促進教學順利也同時利

   用常規布置及歌曲增進英語能力。 



 成為師生關係建立的基礎: 

    良好的常規建立能保有師生彼此對規範的認知了解及彼此能夠體諒的界 

   線。建立常規時，盡量與學生共同建立、以正面的詞彙為主、簡短有力利於記 

   誦，並且約定常規建立之後並能共同遵守。 

 促進更有效之課堂學習 

有創意的常規、幽默的常規及有意義的常規之共同建立皆能促進課堂之學

習更為有效率。 

 

4. 教室布置: 豐富多元利於學習為基礎 

 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 

 促進學生的學習動力 

 利用教室布置環境融入課堂學習 

 

5. 資訊融入班級經營: 

 資訊媒介與教學的運用: 英語課堂中的運用 

 平板電腦: 利用平板電腦之方便性教學生如何查單字及利用所查之單

字找到更多的資訊。 

 QR Code: 利用任務導向教學模式使學生在教室中找到不同的 QR Code

所掃描出來的任務設計活動。 

 

6. 創意經營: 結合教師專長 

 多元媒材運用: 

    教師於課堂中運用與多元媒材之教學結合，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之學習動

   機，同時也能夠激發各面向之多元智能融入學習，當然也可配合教師之其它專

   長或班上學生整體學習興趣配合調整。列舉可運用之多元媒材融入英語教學: 

   廢棄 CD片之運用，可作為個人小轉盤作單字學習/ 烏克麗麗樂器可作為課堂 

   英語歌曲齊唱時引啟動機的學習媒材。 

 發掘學生的才能結合教學 --- 英語說故事人才培育: 

    英語繪本是增進英語閱讀能力的良好媒介，透過教師選擇適合學生且能引

   起學習動機的繪本進行閱讀教學，同時培訓部分有興趣進行繪本說故事的學生

   如何說出好聽的故事及說故事技巧，並給予表現的機會使之能說故事給其它的

   學生聆聽。 

 

五、 學生情緒教育 

  學生情緒管理不良往往因生活壓力、環境影響或學習狀態不良和不適應導至缺乏一

 個適當之出口管道做抒發和缺乏良善的自我概念，因此身為一位教師須從以下面向幫助

 學生了解自己的情緒及找到疏通的出口。 

 幫助學生學習了解自己以及別人的情緒: 

    利用情緒學習之桌遊活動之情緒圖卡，於教學時，讓學生從圖片中去說出

    圖片中顯示的情緒可能是哪種情形、是哪些原因可能導致此種表情以及請



    學生說說如果片中的表情是自己該如何調整。 

 培養處理並發現自我情緒問題之能力 

 建立良善的親師溝通關係: 

    可利用 ”我有話要說”箱的建立，讓學生若遇到難以開口的問題或情緒上

    的問題，能利用此相子傳達訊息給教師，同時也能訓練學生表達自我情緒

    抒發文字的方式及能力。 

 促進親子關係: 

    利用學習檔案評量增加父母親表達對於學生學習表現之評分或利用參展學

    習成果檔案之方式，促進親子共同學習之了解與互動。’ 

 

六、 教師情緒管理 

  教師的情緒是否良好影響學生學習的學習情緒、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大，若教師

無法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將不利於學生之學習。曾經於高中時有過一次看到班級導師情緒

崩潰的經驗，使我現在依然印象深刻:當時高中班導因為長期與她丈夫吵架，因此有一天上課

時，剛走進班上翻開課本就淚崩了! 高中老師忍不住說了她所有他丈夫與他的吵架故事，導

至我們班當時整堂課都沒有上，更糟糕的是，我們因為要安慰老師，連下一節上課的心情全

都沒有了! 所以有此故事可得知，教師情緒管理相當得重要，不但影響教師本身同時也影響

學生甚至是學生的受教權! 以下列舉教師於情緒管理上可自我面對及練習的方法: 

 Ellis的 ABC理論: 

    打破對於情緒所造成影響教師之不合理的信念，同時靜下心來檢視自己的

   情緒來源，並漸漸找到情緒影響以外之合理的信念。 

 與同儕教師分享自己的情緒: 

    冷靜下來後，聽聽其它教師或同儕對於你情緒不良的原因是否有部一樣的

   看法，或許不同的意見能讓自己找到自己情緒不良的原因。 

 學習轉念、利用正向信念 

 

七、 班級特色經營 

  有創造力、有創意的班級更能活化每位學生對於學習的好奇心及熱忱，因此營造一

個有特色的班級是創新教學時代的一股風潮和趨勢。如何使班級做到特色經營? 以下列舉我

所認為可以思考從中下手的方針: 

 活化教具使用: 

    教具的使用若設計得宜且方便操作及有創意，則教具的活用是可以成為教

   師班級課堂經營的一大特色。好比可利用廢棄的杯子於英語課堂中教 Cup Song

   的歌曲。 

 走出教室，將大自然融入課程: 

    教室以外的地方其實都是值得課程上學習利用的好地方，好比可以在教學

   生如何寫作前，帶學生到操場看一看，教師以提問的方式請學生敘述演理所看

   到的情境作為寫作前的學習。 

 多元化的教學法: 

    差異化教學、電腦輔助教學或是任務導向教學法等等不同的教學方法於課



   堂中與之結合運用，除了能找出不同班級學生適合的教學方法，同時也能夠讓

   學生在多樣化的學習法中自我感受到學習的不同面向以及自我摸索適合自己的

   學習方法為何。 

 打破過去既有之教師為課程主導者，改以啟發學生學習、做中學之經驗學

習: 

    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因此多多利用能夠引導學生思考並增加經驗的方式

    增加學生學習上的記憶以及學習基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