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集集國小 106學年度 四年甲班班級經營計畫  
級任：白汸可 老師  聯絡方式: 學校電話 2762027 手機：0912-653226

學生人數： 21 人 (男生 14 人;女生 7 人) 

壹、班級經營理念 

    我的教育理念是「點一盞燈」而非「補一個洞」。每個孩子被允許

長得和別人不一樣，按著他的生命節奏在學習在成長。教師的工作不該

只是教書匠而已，除了愛心、耐心、更需要有「童心 」 來陪伴，期勉

自我實現「三業」---敬業、樂業還要專業。 

貳、班級經營目標 

一、注重「道德教育」和「生活教育」，除了課業外，生活知識與能力均

應具備，強調品行端正勝過課業成績，要求人格的正直。 

二、培養孩子主動學習、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及認真負責、樂觀

進取的學習態度。 

三、重視多元智商，讓孩子能適性的發展；重視孩子在教學過程的學習態

度與理解，不強調分數；老師從旁引導，協助其發揮所長。 

四、以公平公正的態度，盡力維護每一個學生的受教權。 

五、培養民主精神，讓孩子能表達自己，也能尊重他人意見。 

六、加強親、師、生良性的互動，真誠的歡迎家長積極及參與班級教學活

動，成為教育的最佳合夥人。 

七、不斷自我充實，與孩子一起成長。 

參、班級經營策略 

一、共同訂定生活公約及安全守則，並要求確實遵守。 

二、班級幹部採自願或選舉方式產生。 

三、班級事務分工，使人人有責，培養學生的責任心。 

四、積極參與各項校內活動，培養團隊榮譽感。 

五、以鼓勵激發孩子的榮譽心、責任感，增加好的行為。 

肆、教學重點 

一、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 

1.鼓勵閱讀：利用學校班級圖書與愛的書庫，進行班級共讀。  

2.提升寫作能力：除每學期固定的作文寫作外，每天加入「心情小記」

寫作，不但可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也能讓老師更加了解每個孩子。 



二、加強數學教育 

1.計算練習：印製數學計算練習題，以增進學生的計算速度。 

2.數學小老師制度：安排數學較好的孩子協助指導數學學習落後的孩

子，一來訓練孩子數學的思考及表達能力，二來可提升全班之數學程

度 

3.不定時舉行數學小考，隨時檢核學生的學習狀況，作為教學改進的參

考。 

伍、成績評量方式 

首重學習態度，而非傳統只依紙筆評量結果。評量不再只是考試，學

習過程的評量和學習結果的評量同等重要，質的評量重於量的評量。而能

力目標的達成，並能落實在生活中，更是九年一貫課程所要求的評量指標。  

一、形成性評量內容：平時小考、作業、習作、上課態度、平時行為表

現情形等。 

二、總結性評量內容： 期中及期末學習評量(多以紙筆測驗方式進行)。 

三、成績計算方式：無論期中、期末學習評量，或學期總成績，均不僅

只採計紙筆測驗成績，亦加入其他學習表現成績(作業、上課態度、

合作學習表現等)。 

陸、親師溝通 

一、家長若對老師的教學或管理有任何建議或意見，建議家長直接和老師

溝通。 

二、除了每日的聯絡簿外，家長可透過面談、電話、E-mail、班級社群 line

等管道，與導師互動、溝通。 

三、配合學校活動舉辦班親會，提供班級及所有家長、老師彼此互動的機

會。 

柒、家長配合事項 

一、請指導孩子按時完成各項作業，協助檢查作業，並每日於各項作業與

聯絡簿上簽名，切勿僅以口頭詢問孩子課業是否完成。 

二、協助孩子安排課後的時間，培養自動自發的讀書習慣，儘量避免依賴

安親班、補習班的輔導。 

三、請指導與協助孩子備齊各項在校所需之學用品，購買學用品時，請以

實用為主，避免購置華麗昂貴之物品，養成孩子奢華的習慣。 

四、學生請於 7:30 前到校，若有事需請假，請於 8：00 前來電。 



五、請盡量讓孩子吃完早餐再來上學，俾使精神飽滿，學習愉快、有效率。 

六、若無必要，請避免讓孩子帶太多錢或貴重物品(如：手機、隨身聽…

等)到校，個人物品，務必有姓名標示，避免遺失及造成不必要的困

擾。 

七、【星期二、五】穿體育服，【星期三】穿便服，【星期一】穿校服+運

動褲。 

八、請讓孩子穿著合宜的服裝，男生不宜著無袖上衣，女生不宜著細肩帶

衣服，儘量以簡單、清潔、合身為原則。儘量不要染髮，男生請注意

頭髮長度，女生若留長髮務必綁整齊，不要讓孩子的頭髮蓋住眼睛，

遮蔽視線。 

捌、結語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稍縱即逝；父母用心的陪伴，孩子才能編織多

采多姿的童年；孩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必定看得更遠，學得更好；別

讓自己成為 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缺席者，讓我們一起為教育下一代而努

力！ 

 

 

 

 

 

 

 

 

 

 



放心放手，讓孩子勇於承擔               (洪蘭教授) 

   要鼓勵孩子從做中學習，父母就要有接納犯錯的胸襟，否則日後

孩子養成一出錯就逃避或寧死不承認的心態，反而容易鑄成不可挽回

的大錯。 

    ◎知錯能改 經驗最寶貴  

看到這種新聞一再發生，我們大人應該好好檢討一下，為什麼孩子犯

錯不敢跟大人講？為什麼我們的觀念裡，不犯錯的才是好孩子？正確

的觀念應該是──知錯能改的就是好孩子。我們不准許孩子犯錯，一

犯錯就是重懲，使得孩子學會蒙蔽欺騙，以求眼前過關，不管後果如

何，這種孩子長大後無法成為國家的棟樑，因為遇事畏縮，讓錯誤變

大，是一個無用之人，難道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個無用之人嗎？  

    ◎教會孩子遇事不逃避 

親子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孩子有事敢來找你求救。如果能做到這

一點，孩子就不會變壞，因為他事事都告訴你，你自然就能防患於未

然。我們要教孩子不能有僥倖的心理，事情發生了，就勇敢的面對它，

是自己的錯，就去付代價，不是自己的錯，釐清責任。人生有許多突

發狀況，既然發生了就要有勇氣去面對它，有智慧去處理它，我們必

須教會孩子遇事不逃避，當然，要養成這個態度，大人不可以動輒打

罵，讓孩子心生恐懼而不說。 

    ◎父母放手 別過度呵護  

中國的父母不給孩子犯錯的機會，也不准他們犯錯，我們常看到孩子

在學步時，父母跟在後面亦步亦趨，生怕孩子摔著；反觀美國的父母

很少這樣小心翼翼，美國孩子可能多摔了幾次跤，但是他們對自己身

體感覺的掌握比我們孩子好，這也是鄉下孩子沒人教就自己學會了騎

腳踏車，而城裡父母扶著車跟在孩子後面跑了許久，孩子還學不會的

原因。如果不曾摔過，肌肉關節怎麼知道該怎麼調整才能保持身體的

平衡呢？這種知覺叫「體動感知覺」。  

 



    ◎嘗試錯誤 從做中學習  

我們大人都很知道從做中學習很有用，因為透過實做才會知道出手的

輕重，光靠眼睛是不夠的，同時手做所帶來的動感知覺也是記憶的一

種，將來回憶多一條可提取的線索。既然鼓勵孩子要多做，從做中學

習，就要有接納犯錯的胸襟，不要讓孩子養成一出錯就是大難臨頭，

寧死不承認，把責任都推給別人的心態。  

    孔子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請父母鼓勵孩子多做多學，

也請父母先問理由再決定懲罰，一定要教孩子犯錯不可怕，死不認錯

才可怕。連續看到二則選擇逃避釀成大禍的新聞很是憂心，父母親必

須要在孩子小的時候教好他品德及做人做事的態度，讓他成為一個有

用之人。 

 

 

 

 

 

 

 

 

 

 

 

 



做家事當樂事─孩子養成責任心，父母最放心 
                                  (2012-02，王文華，天下雜誌出版) 

很多家長都以為，孩子只要把書讀好即可。但是大人都知道，人生不是只

有讀書而已，學會打理自己，更能讓孩子們獲得「負責」這項額外的贈禮。    

     現代家庭，孩子生得少，個個都是寶，哪捨得他們做家事。難怪很多

孩子拿著掃把，腰也不彎，隨性掃兩下，就說：「好了。」「掃好了，那

角落呢？」「反正又不會走到那裡呀。」他說得理直氣壯，我聽得啞然失

笑。家事需要學，責任也是。在學校，每換一項掃地區域，我會讓小朋友

先認識掃地用具，帶他們看一遍打掃環境，然後問他們：「怎麼做，才能

做得又快又好？」幾個小孩很快就會歸納出方法，互相學習掃具用法，討

論分工區域，共同商量打掃順序。讓孩子自己動腦想一想，媽媽和老師不

要老是跟在孩子身邊，留一點空間，放手讓他們去做。即使是掃地、倒垃

圾這種簡單的工作，也要他們動動腦後再動手做。手腦並用的效果，當然

比較好，能夠從體力活動中學到負責，負責一件事，把它完成，是不是很

重要？小時候我很喜歡讀《湯姆歷險記》。其中一幕是，湯姆的姑媽要他

去刷油漆。 

◎讓家事像一場遊戲 

    想起湯姆怎麼做了嗎？他就像個藝術大師般，拿著油漆刷子，東一筆

西一筆，認真執著的對付那一道圍牆，招來社區裡大大小小的孩子的好奇

心。結果，刷油漆的工作被其他孩子包了，湯姆還多了一堆零食和玩具。

利用孩子們的好奇心，引起他們的興趣，大家一起分擔工作，這是湯姆的

計謀。    

     讓孩子揀菜、洗米，為家人擺碗筷，對他們來說，這是大型的扮家家

酒，獎勵品是等一下真的吃得到，他們會玩得十分開心。 

◎不急著善後，自然懲罰 

    很多孩子想養寵物，信誓旦旦的說，會愛「牠」一輩子。可是小動物

買回家不到三天，興頭一過，食物盤空了沒人理，籠子髒了沒人清。別急

著幫孩子善後，利用自然懲罰法。不照顧小狗，當然不能和小狗玩，一天

沒做到，就一天不能陪小狗玩。時常忘了做，對不起，為了小狗好，寧可

狠心送走小狗，也不能讓孩子養成不負責任的態度。     



    對付粗心的孩子也一樣。老是忘了帶作業或課本回家，這是孩子的工

作，也是他的責任，怎麼辦？請孩子自己去跟老師解釋，接受老師的處罰，

因為這本來就是孩子自己該負責的事，你愈擔心，愈幫他，他就愈學不會

「記起來」。     

    孩子該洗的碗不洗，那媽媽也有權利，不在髒兮兮的廚房裡煮飯。想

讓媽媽開心煮飯，每個人都該把自己的事做好，否則，今晚不開伙，媽媽

請爸爸吃小館，小朋友呢？對不起，今天晚上可能只剩餅乾吃！    

   也就是說，當孩子對自己「分內」的工作不負責時，你大可不必念他、

罵他，造成親子關係的緊張，更不要過分「代勞」。對於不負責任的孩子，

就讓他們學著接受不負責任所帶來的後果吧！ 

◎明白指出做得好的地方 

    所以，多在人前誇讚孩子，讓他知道，你在乎的不見得是功課，或許

只是他會自己摺被子，主動照顧弟妹，能準時倒垃圾。在人前誇他，明白

指出他做得好的地方，孩子會知道，父母更看重的是這些小地方，他們就

會持續做好，並且成為一個肯負責、有自信的孩子。 

                              

【結語】孩子從家事中學到的好處  

                         2010【企劃‧文／郭盈秀；整理／謝宜桂】 

1.自動自發: 

   家事是最貼近自身生活，諸如起床折棉被、放學回家擺好鞋子和書包、

吃飯後收拾碗筷將桌子擦乾淨等，這些家事都能助人益己。陳映如表

示，養成這些打理自己生活的能力，能促進孩子變得更自動自發，個性

會比較積極且主動。 

 2.責任感: 

石美慧所長表示，從小就賦予孩子對家事的認同，覺得家事屬於自己的  

責任，就會全心全 

   力地做到好、做到完，這就是一種責任感最基礎的表現及訓練方式。  

 3.自信心: 

   父母先協助孩子學會做家事的步驟後，往後讓孩子漸漸擁有獨力完成家

事的機會，如此有助於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4.邏輯 : 

   每一件家事都有其執行的步驟、順序及要訣等。石美慧所長進一步說

明，孩子可藉由被交付家事的過程中，了解並思考如何做這項家事、怎

麼做比較省力、怎麼擦地會比較乾淨、幾點要幫媽媽準備晚餐等，進而

在腦中形成具架構性的邏輯思考能力。 

 5.耐心 : 

   孩子可藉由被交付家事的過程中，了解並思考如何做這項家事、怎麼做

比較省力、怎麼擦地會比較乾淨、幾點要幫媽媽準備晚餐等，進而在腦

中形成具架構性的邏輯思考能力。 家事內容可大可小，花的時間有的

長有的短，因此可培養孩子短期專注力及耐性，能從頭到尾好好地完成

一件完整的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