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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經  科教學觀摩意見表 
擔任 

教師 
范瀞方 

教學 

班級 
商業經營科 

二年乙班 
108 年 03月 15 日 

達成下列項目者，請在□內打”ˇ” 
■課前準備充分  10 ■善於利用教學媒體  11 

■資料收集豐富  10 ■操作技術正確      6 

■教材運用熟練  8 ■指導態度認真      7 

■時間分配恰當  3 ■掌握學習情緒      4 

□教法生動活潑   ■練習時間充足      4 

■激發參與意願  1 □教學效果顯著       

■把握教學目標  5 ■能兼顧知、情意    2 

1.講義是否太複雜，因為學生好像找不到。 

2.可下台看看學生是否有問題（練習的時候）。 

3.公式分析略快。 

4.建議圖仍要邊畫邊講會更清楚。 

5.台風很穩健，但語助詞稍多（ex：ㄏㄡˋ）。 

6.PPT簡潔有力，但板書也更有溫度與味道。 

7.最後的 PPT圖，線條有些多，眼花花了。 

8.內容豐富，但節奏可慢些。 

9.解釋曲線應用，再更進一步和詳細。 

10. 函數的原型公式要介紹一下。 

11. APC > MPC宜用公式導出結論，非用數字。 

12. 建議第一次說明時，可將計算過程寫出。 

13. APC + APS =1 建議可用公式說明導出。 



14. 準備充分，教學過程流暢，講解與練習充分搭配。 

15. 缺少到講台下去了解學生練習情形，較無法掌握整體學生個

別學習情形。 

16. 性別刻版印象：「這個男生比較厲害─數學」。 

17. 如何確認學生沒有問題？教師僅以口頭詢問一位學生回答

“沒有“，老師即說：「沒有，那我們繼續」。 

18. 無行間巡視，無法得知學生學習情況。 

19. 重要觀念建議仍以板書為佳，口頭敘述難免學生有所遺漏。 

20. PPT資料部份有誤。 

21. 以 PPT教學較為清楚明確。 

22. 每一教學段落皆有小結，使學生明瞭學習重點為何。 

23. 𝑎𝑎𝑎𝑎的距離就是斜率，容易誤導斜率的定義。 

24. APC、APS、MPC、MPS定義應清楚說明，而不用過度強調計算。 

25. 用計算帶出結論固然清楚，但仍應說明清楚，例如為何 

APC > MPC，MPC + MPS = 1。 

26. 應解釋為何 45°代表 Yd。 

27. 斜率並非線段長度，可多強調 b與 1-b在函數中的位置與重

要性。 

28. 例題數字簡潔易懂，可增強學生的理解。 

29. MPC、MPS、APS、APC可利用公式做解釋，並比較大小與計算。 
 ○？E  

30. Yd = 45°“表示”須注意正確性。 

31. 舉例之所得不宜採等差數列，易造成學生誤解∆Yd、∆C均為

相同數字。 

32. 圖解宜配合表格一面說明一面繪製，以加強學生理解與印

象。 

33. 計算及繪圖練習時，宜於學生座位中走動，以了解學生練習

情形。 
 



34. 經濟學的用語要能精確掌握，否則會影響學生的認知與理

解。 

例 1：P.2  AD = Y = C + I + G + ( X – M ) 
Y 應為供應面屬 AS 

 

例 2：P.3  MPC是每增加一元所得所花的○$  消費 

 

例 3：P.4  MPC = 
∆C
∆Yd

  

∆C口述「消費速度」  消費的變動量 

∆Yd口述「變動所得」 所得的變動量 

 

例 4：P.5  圖形、斜率 = 𝑎𝑎𝑎𝑎 = MPC 
 

例 5：P.10  

      Yd ↑  =>  APC > MPC 
      Yd ↑  =>  APS < MPS 
 

例 6：P.12 用表格數字解釋所有結論會有風險。（適切性） 

 

例 7：P.14 未說明 45°線為何為 Yd? 

 

例 8：P.14 口述 賺 300，花 300 

 

 

 

例 9：P.15 圖形說明方式可調整(Yd、C、S如何判斷大小)

數值高低 

X 

X 
X 

X 此兩結論與 Yd↑無關聯 

 

X X 經濟學的「賺」多指 
利潤π，而非收入 TR 
或所得 Yd 所得 消費 



35. 函數、公式計算，要回歸定義說明為佳，需推演過程。 

36. 圖形對應線以虛線為佳，並且有步驟式動態呈現為妥。 

37. 教學者有努力以短片媒體引起學習動機。 

38. 口條順暢，會等學生，學生在撰寫學習單時，可在學生間走

動，觀察。 

39. 投影片有對照講義頁數，歸納重點及結論，Good！ 

40. 圖形建議可由黑板直接繪製，如用 PPT，可加動畫，分解說

明。 

41. C =  a + bYd 
S = -a + （1-b）Yd  

可直接導出 MPC及 MPS，並說明 MPC + MPS = 1。 

42. 本單元重點建議可用板書推論： 

圖形繪製過程 

MPC、MPS之關係 

APC、APS之關係 

備 

 

註 

1.本表僅供教學參考改進之用，填寫時務請詳實，俾正收

到觀摩之實效。 

2.本表於觀摩完畢後，請逐項勾畫轉交教學組。 

3.建議事項多多利用。 

填表老師：林明山、呂善成、洪順發、林秀峯、沈恩典、魏彙菁 

許雅婷、林淑芬、李翠華、粘雅琪、林佳慧、陳麴合 



 

名   稱： 2019.03.15 商經科教學觀摩 

  

  

  

 





<當用則用，能省則省
─消費與儲蓄> 

授課日期：108.03.15 
授課班級：商二乙班 
授課教師：范瀞方老師 



1929年全球經濟大衰退 
•1929年，美國經濟不景氣的消息傳出。 

 

•股市隨即出現恐慌性抛售，股價暴跌。 
 

•紐約華爾街股票市場一下子大崩潰，引
發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 
 



•華爾街股票市場崩潰後， 
•美國為保護本國工業，便加徵關稅 
•歐洲各國亦紛紛仿效， 
•原本的自由貿易狀況陷入困境。 
•隨後，歐、美各國的貨幣大幅貶值 
•造成銀行停業、工廠倒閉、店鋪關閉， 
•造成通貨緊縮，工人普遍失業， 
•經濟大衰退席捲全球。 



1929年10月29日美國股市大崩盤的開始 
 
稱黑色星期二 

股票崩跌，造成數十億
美元損失~~ 

V 



1929年10月29日 美國股市大崩盤的開始 
 
股票蹦跌讓華爾街陷入恐慌 

這名男子決定以當時的100美元(相當
於現在的3,000美元，90,000元台幣)
售出他的愛車，因為他的錢都賠在股
票市場了。 



有些人在 

黑色星期二 

結束自己的生
命 



1929年10月29日美國股市大崩盤的開始 
 趁銀行倒閉前，試圖去
領出他們的存款 

成千上萬的失業民眾齊聚華府國
會大廈，要求政府提供援助。 



我有3個技能 

我會說3種語言 

打過3年仗 

有3個孩子 

已經3個月沒有工作了 

但我只需要1份工作 
 



古典學派  V.S 凱因斯學派  之比較 

項目 古典學派 凱因斯學派 

產生背景 1776年工業革命剛開始，整個市
場之總合供給不足 

1936年經濟大恐慌持續著，整個市
場總合需求不足 

經濟體系 市場機能充分運作 在市場機能無法充分運作下，市場
失靈 

充分就業 充分就業為常態 非充就業(失業)為常態 

政府角色 政府自由放任，無需介入市場 政府介入，以干預市場 

中心思想 供給創造自身需求(塞伊法則) 需求創造供給 



凱因斯----有效需求理論 
• 前言 

 
１８８３年６月５日生於劍橋 



  C       I       L     (失業率     )     Y       
一直循環下去 

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主張 
 

在未充分就業時，總需求決定均衡所得水準的關鍵 
 

AD=Y=C+I+G+X-M 



消 費 函 數 



Yd C △Yd △C MPC 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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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C= 60 + 0.8Yd MPC =
∆𝐶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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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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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0 + 0.8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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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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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曲線的斜率=𝑎𝑎𝑎𝑎=MPC= ∆𝐶𝐶
∆𝑌𝑌𝑑𝑑

 =b=0.8 

Yd 
主題37 P32 



儲 蓄 函 數 



假設 S= -60 + 0.2Yd 

Yd S △Yd △S MPS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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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
∆𝑆𝑆
∆𝑌𝑌𝑑𝑑

 

APS =
𝑆𝑆
𝑌𝑌𝑑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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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60 + 0.2Yd 

△Yd 

 

△S 

 
c 

d 

 儲蓄曲線的斜率=𝑐𝑐𝑐𝑐=MPS= ∆𝑆𝑆
∆𝑌𝑌𝑑𝑑

 =1-b=0.2 S 

Yd 

主題37 P35 



小結論 



Yd C △Yd △C MPC APC S △S  MPS APS 

0 60 ━ ━ ━ ━ -60 ━ ━ ━ 

100 140 100 80 0.8 1.4 -40 20 0.2 -0.4 

200 220 100 80 0.8 1.1 -20 20 0.2 -0.1 

300 300 100 80 0.8 1 0 20 0.2 0 

400 380 100 80 0.8 0.95 20 20 0.2 0.05 

500 460 100 80 0.8 0.92 40 20 0.2 0.08 

C= 60 + 0.8Yd               S= -60 + 0.2Yd 
 

女 



Yd C △Yd △C MPC APC S △S  MPS APS 

0 60 ━ ━ ━ ━ -60 ━ ━ ━ 

100 140 100 80 0.8 1.4 -40 20 0.2 -0.4 

200 220 100 80 0.8 1.1 -20 20 0.2 -0.1 

300 300 100 80 0.8 1 0 20 0.2 0 

400 380 100 80 0.8 0.95 20 20 0.2 0.05 

500 460 100 80 0.8 0.92 40 20 0.2 0.08 

C= 60 + 0.8Yd              S= -60 + 0.2Yd 
 



Yd C △Yd △C MPC APC S △S  MPS APS 

0 60 ━ ━ ━ ━ -60 ━ ━ ━ 

100 140 100 80 0.8 1.4 -40 20 0.2 -0.4 

200 220 100 80 0.8 1.1 -20 20 0.2 -0.1 

300 300 100 80 0.8 1 0 20 0.2 0 

400 380 100 80 0.8 0.95 20 20 0.2 0.05 

500 460 100 80 0.8 0.92 40 20 0.2 0.08 

C= 60 + 0.8Yd              S= -60 + 0.2Yd 
 



消費、儲蓄 

及可支配所得的關係 



在E點時，Yd =C , S=0 收支平衡 

主題37 P37 



Yd >C, S>0,有正儲蓄 

主題37 P37 



Yd<C,S<0,有負儲蓄 

主題37 P37 

-40 



Yd C △Yd △C MPC APC S △S MPS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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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500 + 0.2Yd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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