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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学年 □□科学習指導略案
１行空ける

□ 組 計 □ 人
指導者 □□ □□

１行空ける

１ 単元名 □□□□□□（△△△△）←単元名等を書く
２ 本 時 （□／□） ←単元の指導計画の何時間中の何時間目かを（ ）内に書く

(1) 目 標←本時の授業を通して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て設定し，原則～できるという語尾で書く
・ □□□□□□□□□□□□□□□□□□□□□□□□□□□□□できる。
・ □□□□□□□□□□□□□□□□□□□□□□□□□□□□□できる。

(2) 実際 ★ 授業充実の３ポイント ◎ 評価

過程 主 な 学 習 活 動 時間 指 導 上 の 留 意 点

１ □□□□□□□□□□□□□ □ ○ □□□□□□□□□□□□□□□□□□□□
□□□□□□□□□□□□□□。 □□□□□□□□□□□□□□□□□□□□。

２ □□□□□□□□□□□□□ □ ○ □□□□□□□□□□□□□□□□□□□□
□□□□□□□□□□□□□□。 □□□□□□□□□□□□□□□□□□□□。

３ 学習課題を確認する。 □ ★ □□□□□□□□□□□□□□□□□□□□
□□□□□□□□□□□□□ □□□□□□□□□□□□□□□□□□□□□

□□□□□□□□□□だろうか。 □□□□□□□□□□□□□。【目標の明確化】
４ □□□□□□□□□□□□□ □ ◎ □□□□□□□□□□□□□□□□□□□□
□□□□□□□□□□□□□□。 □□□□□□□□□□□□□□□□□□□□。

５ □□□□□□□□□□□□□ □ ○ □□□□□□□□□□□□□□□□□□□□
□□□□□□□□□□□□□□。 □□□□□□□□□□□□□□□□□□□□。

６ □□□□□□□□□□□□□ □ ★ □□□□□□□□□□□□□□□□□□□□
□□□□□□□□□□□□□□。 □□□□□□□□□□□□□□。【山場の工夫】

７ □□□□□□□□□□□□□ □ ◎ □□□□□□□□□□□□□□□□□□□□
□□□□□□□□□□□□□□。 □□□□□□□□□□□□□□□□□□□□。

８ 学習のまとめをする。 □ ★ □□□□□□□□□□□□□□□□□□□□

□□□□□□□□□□□□□ □□□□□□□□□□□□□□□□□□□□□
□□□□□□□□□□□□□□。 □□□□□□□□□□□□。【確かめ・見届け】

９ □□□□□□□□□□□□□ □ ○ □□□□□□□□□□□□□□□□□□□□
□□□□□□□□□□□□□□。 □□□□□□□□□□□□□□□□□□□□。

10 □□□□□□□□□□□□□ □ ◎ □□□□□□□□□□□□□□□□□□□□
□□□□□□□□□□□□□□。 □□□□□□□□□□□□□□□□□□□□。

１ 各項目の横幅は任意とする。

２【過程】

「つかむ・見通す・調べる・深める・まとめる・振り返る」や「導入・展開・終末」など，各学校（各教科等）

の過程で書いてよい。

３【時間】

各学習活動毎にかかる時間を書く。（二桁は半角で書く。）

４【主な学習活動】

(1) 「話し合う」「発表する」「確認する」等，児童生徒の行動で具体的に書く。

(2) 「学習課題・めあて」は問題解決的な学習にするために原則的に疑問形（～だろうか等）で書き，

で囲む。

(3) 「学習のまとめ」は，学習課題に対する答えなど，学習課題と対応させて書き， で囲む。

５【指導上の留意点】

(1) 原則として次のような書き方・観点から具体的に書く。（項目ごとに，○のあとに書く）

〈書き方〉

「①～するために～させる，②～の場合は～させる」等，その活動を行う目的や児童生徒の反応や様子に対し

て指導者がどのように指導や支援を行うか。

〈観 点〉

学習の進め方，話合いのさせ方，ペアやグループの作り方・関わらせ方，学習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の手立て，

学習を深化させる「ゆさぶり発問」等。

(2) 授業充実の３ポイントと特に関連の深いものに★マークをつけるとともに，ゴシック体にして強調する。（校

内独自の視点等がある場合は違う記号などで示してよい。）

(3) 児童生徒の学習活動のうち評価しながら進めるものを◎で示す。（本時の枠外下に総括的評価を書かな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