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4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公開授課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李淑牙老師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數學 

授課教師 林秀錦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生活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六-1 米粒魔術師～ 

        五花八門的米食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09 年 12 月 28 日 

 14：10 至 14：40  
地點 二年丙班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09 年 12 月 30 日(三) 

 10：30 至  11：10  
地點 二年丙班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在創

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

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欣賞周遭不同族群與文化內涵的異同，體驗與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學習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能力。 

學習目標： 

一、 探究營養午餐菜單，願意與人分享，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二、 察覺每天的午餐主食以米飯為主。 

三、 能以五官探索生活中常見的米製品，並覺察到米製品的多元與變化。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本校學區為鄉村型社區，週邊農田隨處可見，對稻米並不陌生。 

2.「米飯」是一日三餐常見主食，在校有營養午餐，能建構主食概念。 

3.生活中米製品不少，常見的餐食或零食，大部分小朋友都有吃過。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引起動機：提問發表，教師準備生活中常見的主食圖片，依學生發表內容陳列於黑板上，並從

中找出米做成的主食類別。 

2.分組討論：學生討論除了米飯以外，還有哪些米製品，進行發表。 

4.分類遊戲：將米製品依不同方式進行分類，如：看得到米的形狀、看不到米的形狀；固體米製

品、液體米製品等。 

5.討論分享：如何確定同學提出的物品是米製品呢?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從生活中的經驗，找出米做的主食。 

2.能認真參與分組討論，找出米製品，並思考其差異性。 

3.根據米製品外觀，進行判斷，發揮合作精神，共同完成分類。 

4.能進行實際的探索，判別哪些是米製品，哪些聽起來像是米製品，但實際卻不是。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1. 能說出一日三餐中所吃的主食種類，並從學校營養午餐中找出來----發表、口說評量。 

2. 能踴躍參與討論，提出幾項米製品名稱----發表、口說評量。 

3. 能進行米製品的分類----操作評量。 

4. 能說出確定米製品的方法----發表、口說評量。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 109 年 12 月 31 日 14：00 至 14：30  

地點：  二年丙班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