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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家的教育政策，是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給教師們許多教學的空

 間，將過去一板一眼的課程標準改換成為彈性很大的課程綱要，確實是提升了教師

 的教學能力。當然，一方面是教師能依據自己學生的需要，將課程綱要化為可以百

 接對學生有幫助的教學內容，不需要完完全全的按照教科書的內容來教學，教師可

 以根據他對學生的了解，依照學生的原有經驗，設計淺顯而易懂的內容來幫助學

 生，使教師在教學的過程申能掌握學生的需要。其次是恢復了教師研發教材的能

 力，在認為參考的教科用書不能完全符合學生的需要時，教師願意將課程綱要的內

 容轉換成為具體的教學活動設計，直接應用在課堂上。除了可以參考教科用書之

 外，教師能自行研發教材，能自編補充教材，這是此次教改中最大而最明顯的成

 就，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新的世紀，今天，我們正處於急速變化的世界，並備受新紀

 元的挑戰，尤其是教師的領導角色一是許多關注的主題之一(香港中文大學國際

 研討會2005)除此，還有很多方面都有很不一樣的開展，在教育政策改革方面也

 是一個新的開始，有新的課程綱要，將原有的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將許多學

 科整合成為學習領域、將一向聽命於行政主管機關的學校，鼓勵引導以學校本位

 的課程發展(教育部1998.09)，而改革最大的應該是教師的教與學(趙鏡中等

 2001.12)，由以往被動的課程執行者轉變為主動的課程決策者、課程研究者、課

 程發展者，課程設計者?   (^Brubaker,^994 ; HoIlin^sworth.^995)   q

 在教學上，教師不冉需要依靠教科書統一版本固定教學，或由統一的課程標準

 所發展一綱多本的教科用書。是在學生的需要、教師的專業知識、學校行政或社區

 的配搭中，教師可以自編補充教材來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本研究以一位國小高年級教師剛剛接一個新的班級，發現班上有許多不太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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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情緒的學生必須協助，而從坊間教科用書不易找尋到有完全相符合的教學內容，

 又在學校本位提倡的時刻，透過健康與體育領域學習第二學習階段，探索由課程綱

 要的分段能力指標與基本能力思考為出發自編補充教材，並與課程專家經過四次對

 話，不斷的修正，期間從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最後研發了自編補充教

 材:「心情轉個彎我的憤怒不見了」。研究期程是從2004年9月到2005年6月。並

採用教育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學研究輔導組研發手冊收載之九年一貫大單元教

 學活動設計實作流程之探究(林錦英2003.02)，就教材的單元名稱選擇、設計

 理念、課程架構、分段能力指標及教學目標的確定、教學內容要點的設定、教學活

 動流程的設計，及進行分析說明跪提出研究結論。

 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分析教師自編補充教材所使用的策略;最後，本研究對

 於教師自編教材之方法、有效教學、有效學習方面，提出結論:一為教師能依照學

 生所需自編補充教材。二為教師重建對教學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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