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乙式） 

授課教師 董欣晧 
任教

年級 
7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領域/ 

歷史科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劉志祥 

任教

年級 
7-9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領域/ 

健康教育科 

備課社群（選填） 
濁水溪南彰化 

健教非專共備社群 
教學單元 

清帝國時期 

社會文化的變遷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109 年 12 月 18 日 地點 一年級導師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 
109 年 12 月 21 日 地點 714 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二)學習表現 

社 1a-Ⅳ-1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歷 1a-Ⅳ-2理解所習得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重要歷史變遷。 

社 1b-Ⅳ-1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三)學習內容 

歷 Cb-Ⅳ-2漢人社會的活動。 

(四)學習目標 

1.了解清帝國時期臺灣為移民社會。 

2.認識清帝國時期臺灣移民之分布區域。 

3.體會清帝國時期移民臺灣之艱辛。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一)先備知識與起點行為 

1.國小於社會課粗略學過清代臺灣史 

2.學生已在一上地理課學過臺灣地形的分布 

(二)學生特性與座位安排 

1. 學生發言踴躍，個性活潑 

2. 授課時間為下午第一節，學生較容易精神不濟 

3.班級學生人數共 29 位，男：15 人；女：14 人。 

4.學生座位安排：面向黑板分排而坐。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一) 教學流程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1.教師詢問學生是否有清明掃墓祭祖的經驗，讓學生回答，引起學生動機。 

2.教師進一步探討堂號以及拾骨葬(撿金)存在的緣由。 

 

發展活動 

1. 教師與學生探討清帝國時期先民渡海來台的原因。 

2. 教師利用橫渡黑水溝體驗活動跟學生說明並體驗先民渡海來臺之艱辛困境。 

3. 介紹先民主要來自唐山的哪些祖籍以及來到臺灣後的分布區域。 

4. 械鬥發生原因及特色。 

 

綜合活動 

利用課本圖片說明清帝國先民渡海來臺後的分布。 

(二)教學策略 

1.講述 

2.提問 

3.體驗活動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記憶策略：以筆記、地圖標示重點。 

2.理解策略：透過故事活動進行想像輔助，還原當時生活概況。 

3.複誦策略：請學生念出白板上重點。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驗、小組討論、

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1.提問：口頭提問並給予回饋。 (檢核學習目標 1、2、3) 

2.體驗學習：扮演先人角色，提示移民中所遭遇困難，隨著人數減少，使學生進入情

境，從而了解當時渡臺背景。 (檢核學習目標 3) 

3.課堂任務：筆記抄寫狀況。 (檢核學習目標 1、2) 



 

六、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察任務）： 

除全面性觀課外，授課教師請觀課人員協助注意是否達到教師專業發展規準之「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七、觀察工具（請依觀察焦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可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

工具的選擇」）： 

 工具 1、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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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9_年_12_月_22_日 

地點：____一年級導師室_____ 

  



 

表 2、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紀錄表 

（本表由觀課人員填寫，並須檢附觀察紀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董欣晧 

任教

年級 
7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領域/ 

歷史科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劉志祥 

教學單元 清帝國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日期 
109 年 12 月 21 日 地點 714 教室 

觀察工具名稱 工具 1、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表 

注意事項： 

1. 請檢附入班觀課所使用的觀察工具及紀錄（如使用量化工具須檢附原始資料）。 

2. 請自行設計或參用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所列之觀察工具，可依觀察焦點使用部

分欄位或某規準，不必完整使用該紀錄表，亦可兩種以上工具兼用。 



 

工具 1、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董欣晧 

任教

年級 
7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領域/

歷史科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劉志祥 

教學單元 
清帝國時期 

社會文化的變遷 
教學節次 

共 3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日期 
109 年 12 月 21 日 地點 714 教室 

備註：本紀錄表由觀課人員依據客觀具體事實填寫。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

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A-1-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

並研擬課程與教學計畫或個別化教育計

畫。 

1.從觀課前會談紀錄中可看到授課教師能

依據 108 課綱擬定明確的教學目標及教學

流程計畫。(A-1-1) 

2.授課教師能依據學生程度擬定學習目標，

選用翰林版第 1 冊第 4 單元〈清帝國時期社

會文化的變遷〉作為教材，並配合本班學生

活潑特性，穿插黑水溝體驗活動。依照教科

書上之地圖講解原居廣東與福建移民來臺

之居住地區。(A-1-2) 

A-1-2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

材。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

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1.教師詢問學生是否在清明節看過墓碑上

方的「堂號」。座位 2-3 學生回應：「只有

看過有字，不記得寫什麼字。」教師回應

若有，表示祖先是從中國移民過來的。藉

此連結生活經驗及引發學習動機。教師

說明廣東一帶的居民移民來臺幾乎分布

在臺灣的丘陵地區，並詢問臺灣哪個地

區有丘陵，藉此連結地理知識。三分之一

的學生皆能給予回應新竹和苗栗。(A-2-1) 

2.教師在白板寫版書；廣東簡稱「粵」並在

一旁寫上注音，讓學生易於讀音。(A-2-2) 

3. 教師請全班站起來進行體驗活動： 

(1)老師告訴學生：現在每一個人扮演的是

模擬渡臺先民，當時要跨越黑水溝所遭

遇的風險情境。 

(2)教師先問：家裡面同住家人有超過 5 人

的舉手，有 6 位同學舉手。老師接著說這

些人攜家帶眷，造成船隻超載，不幸船沉

了！請舉手的同學坐下。有一半站著的

同學拍拍自己的胸膛，表示還好活下來

了。剛坐下的同學表現出很突然且驚訝

的表情！ 

(3)接著老師又問：10 月到隔年 2 月期間出

生的同學舉手。接著說，此時段時期海象

不佳，這些人選擇在此時期渡海，造成沈

船！ 

(4)只剩下 8 名學生站著。 

(5)最後老師問：早上吃早餐有配飲料的舉

手。接著說明，這些人因為船上部分水源

遭受嚴重汙染，引發嚴重傳染病，無法及

時就醫，死在船上。 

(6)只剩下 3 位同學站著。 

(7)老師請大家為這些成功渡臺的同學拍

手。全部的學生都熱烈拍手。 

(8)老師詢問大家剛剛扮演先民渡臺容易

嗎？9 成以上的學生都回答：「不容易，

好難唷！」 

老師改變單純講述變為情境體驗，穿插此

活動轉換教學策略，亦能維持學生學習

動機。藉此引導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1、3 

(A-2-2)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4.教師講解完福建廣東先民來臺之地理分

布後，請學生練習在課本上找出向對應

之區域並圈選。藉此引導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 1、2 (A-2-3) 

5.老師在黑板寫下版書：福建(閔)分成泉

州：沿海平原；漳州：內陸平原。書寫

結束後，教師帶領學生從課本中找出版

書所寫的內容：福建、廣東先民來臺之

地理分布，指導學生畫下重點。藉此引

導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1、2(A-2-3/A-2-4) 

6.老師利用行間走查檢查筆記，再說明一次

應該在課本上註記的筆記，如：在福建旁

邊寫下閩、廣東旁邊寫下粵、臺灣海峽註

記黑水溝等，幫助學生複習重點。(A-2-4) 

7.教師在說明中國人口外移原因，要求學生

抄筆記時，9 成學生皆能配合教師指示勤

作筆記。(A-2-2)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1.教師運用提問，如：「為何清領時期有人想

移民來臺？」一名學生回應：「國民黨打

輸」，教師給予回應此時期仍是清朝盛

世，不要搞錯時空。另一名學生回應：「生

活過得不好」後，教師給予口頭讚賞。教

師接著問：「那當時渡臺容易嗎？」有位

學生回答：「不容易！」教師補充說明：

「沒錯，如果你在一個地方過得很好，你

會想走嗎？」全體學生皆大聲回答：「不

會！」藉此引導學生思考當時先民渡臺

的脈絡。另外，教師向學生提問：「如果

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會選擇自己住

還是和同鄉住近一點？」全體學生皆大

聲回答：「住近一點！」說明當時的群居

概念。(A-3-1)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2.教師請全班站起來，模擬渡臺先民跨越黑

水溝所遭遇的風險情境，提出狀況請學

生一一坐下表示渡臺失敗。如：超載的(家

中人數>5)、天候不佳(假設 10-2 月出生)、

疾病危害(早餐配飲料)請坐下。讓學生理

解先民渡台之不易。(A-3-1) 

3.教師以版書在板上寫下福建(漳州、泉州)

及廣東先民來臺的分布地(近海平原、內

陸平原及丘陵)後，要求學生在課本上做

筆記畫線及圈起來。並請學生複誦一

次，強化此概念之學習。(A-3-2) 

4.學生練習寫下黑板上筆記時，教師進行逐

排走查，適時給予第三排最後一位學生

提醒，要該生在課本附圖中的臺灣海峽

旁邊寫下「黑水溝」。另外，在指導學生

畫出課文中福建、廣東相對位置時，能詢

問學生「沒有找到的舉手。」老師環顧全

班，確認沒有學生舉手後，繼續巡查學生

的筆記。(A-3-3) 

5. 教師發現大部分同學皆有動筆書寫，給

予學生回應：「很好！」之口頭嘉勉。

另外，發現第四排第一位同學沒有在課

本上寫下筆記，老師告訴學生要畫出正

確位置，該名學生便趕緊寫下黑板筆

記。(A-3-3)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教師運用多元評量方式(1)提問：為何清領

時期有移民？當時渡臺容易嗎？黑水溝

是指哪裡？評估學生是否專注於課堂。

(2)角色扮演：模擬渡臺先民跨越黑水溝

所遭遇的風險情境，提出各種危險狀況，

當學生遇到危險死亡時便坐下，表示渡

臺失敗，讓學生體會當時渡臺之艱辛，強

化學生體會與理解當時渡臺不易之感

受。並抽問學生存活之感覺？學生回答：

好不容易活下來。此為兼顧情意層面的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評量。(3)課堂任務(筆記抄寫)：教師於臺

上講解完漳州、泉州居民遷移來臺的分

布位置後讓學生在課本畫出前述相對位

置，評估學習狀況。(A-4-1) 

2. 教師提問臺灣海峽稱為黑水溝的原因？

學生回答：「死很多人！」教師加以補充

死很多人的原因可能為許多暗流及深不

見底，讓學生的答案更為完整。(A-4-2) 

3.教師行間巡視時發現學生在抄寫筆記及

課本畫重點時間不足後，教師隨即放慢

節奏並等待上尚未完成筆記的學生。(A-

4-2)  

4.當老師發現三分之一同學分心沒有注意

聽中國移民渡海來臺之分布區域時。老

師給予全班學生提醒，並再說明一次，此

次速度較前一次快。(A-4-3)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1.教師在黑板上寫下臺灣為移民社會，造成

外移原因並要求學生用紙張做筆記，大

部分的學生能皆能夠配合教師指示寫筆

記。當教師提問：當時人民為何要從中國

來臺灣？學生搶答時，能舉手等待老師

點名後再行回應。(B-1-1) 

2.教師發現學生沒有在課本上書寫筆記時，

委婉地提醒學生應在課本畫出正確位

置，該名學生便趕緊寫下黑板筆記並畫

出正確位置。(B-1-2)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1.能於黑板上寫下字體大小適宜的字和並

寫下泉州、漳州、客家人在台灣分布的重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點整理提供學生抄寫，麥克風音量也適

中，讓後方同學也能清楚學習課程內容。

(B-2-1) 

2.教師在詢問問題時，如：為何清領時期有

移民嗎？當時渡臺容易嗎？黑水溝是指

哪裡？能等待學生稍作思考再作回應。教

師詢問「為何清領時期有人想移民來

臺？」一名學生回應錯誤時：「國民黨打

輸」，教師笑著給予回應此時期仍是清朝

盛世，不要搞錯時空唷。不因學生回答錯

誤就給予嚴厲指責。也讓另一名學生放心

回應：「生活過得不好」後，教師給予該生

口頭讚賞。(B-2-2) 

 

 

  



 

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乙式） 

授課教師 董欣晧 
任教

年級 
7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領域/ 

歷史科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劉志祥 

任教

年級 
7-9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領域/ 

健康教育科 

教學單元 
清帝國時期 

社會文化的變遷 
教學節次 

共 3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09 年 12 月 22 日 地點 714 教室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

動之情形）： 

(一)教學行為 

1.教師先於黑板上寫下今日重點，再請學生從課本中找出剛剛講解的內容，另外也練

習先將文字內容重點整理，再從附圖中找出課文敘述中的相對位置，為有系統的教

學流程。 

2.運用提問引導學生思考閩、粵先民遷移來臺的背景脈絡及分布地區。 

3.教師所設計的角色扮演體驗為有趣的教學活動，成功避免學生在下午第一節課容易

昏沉想睡的困擾。教師的提問兼顧情意層面之學習。如：為何知道渡臺危險，還是

要來？讓學生能夠體會清帝國時期移民臺灣之艱辛。 

(二)學生學習表現 

1.九成學生皆勤作筆記。 

2.黑水溝體驗活動進行時，學生皆很投入在教師所營造的情境中，不幸在情境中罹難

的同學還會表現出驚訝地表情，最後全體同學也能為倖存者拍手喝采。 

(三)師生互動 

1.學生對於教師所提出的問題學生有適當回應。如：黑水溝是指哪裡？九成學生有正

確回應。  

2.兩位學生做筆記狀況不佳，但透過教師行間巡查適當提點，皆配合將筆記補上。 

(四)學生同儕互動 

學生在渡臺體驗活動結束時，能為倖存者拍手喝采。 

 



 

(五)觀察焦點的回應 

授課教師希望觀察焦點著重在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

習。」授課教師先以清明節掃墓連結學生生活經驗，設計橫渡黑水溝的體驗教學活

動，讓學生感受先民渡台不易，成功吸引學生注意力，並維持學習動機。再將課程內

容引導回本節學習重點先民渡台後的分布情形，透過直接在課本上作筆記、圈出地圖

上的相對位置及整理重點，重複練習本節學習目標，符合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統整認知

情意技能之能力及脈絡化的學習，亦達成觀察焦點 A-2。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1.教師自述為了達到今日的課程預計進度，後半段在說明閩粵械鬥時，因擔心達不到

預先計畫之課程進度，講話速度有加快，較無確認學生學習狀況。 

2.在講述中國移民渡海來臺之分布區域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分心。 

3.觀察焦點的回應: 

雖然為全面性觀課，主要的觀察焦點在於 A-2。而一堂課中要能變化出不同的策略促

進學習，對於新手教師實屬不易。授課教師運用了教室走察、請學生在課本上記下筆

記及複誦等方式指導學生，仍有學生會沒跟上老師的節奏。這個部分或許可以透過邀

請其他同領域教師給予建議或入班觀課來達成精進。 

三、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綜合觀察前會談紀錄及教學觀察工具之

紀錄分析內容，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共同擬定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專業成長

指標 
專業成長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

作人員 

預計完

成日期 

A-2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分享有趣的渡臺情境教學活動 
給領域內教師 領域教師 110.01.10 

A-3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和領域內教師討論教學策略，避
免學生分心幫助學生學習。可安
排入其他老師班觀課 

領域教師 110.01.10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備註： 

1. 專業成長指標可參酌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規準之指標或檢核重點，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2.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 

(1) 授課教師之「優點或特色」，可透過「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2) 授課教師之「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透過「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

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3. 內容概要說明請簡述，例如： 

(1) 優點或特色：於校內外發表分享或示範教學、組織或領導社群研發、辦理推廣活動等。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研讀書籍或數位文獻、諮詢專家教師或學者、參加研習或學習社群、重新試驗教

學、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 

4. 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 

四、 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未來教與學的啟

發： 

(一)授課教師 

曾經聽到同領域教師分享，利用模擬先民渡臺的課堂活動，加深學生對於渡臺不易之

理解。自己實施後發現效果不錯，覺得未來或許還可以使用骰子或是抽牌等道具增加

趣味性。另外，雖然是下午第一節，很擔心學生可能沒睡醒，沒有辦法配合教學者進

行教學活動，沒想到學生配合度還是蠻高的。在課堂後半段，我發現還有閩粵械鬥的

重點還沒有講，原本預計要利用一些故事說明此小節重點，但後來決定先把重點說

完，其餘的補充下一節課再說明。或許因心急說話速度變得比較快，不知學生是否會

吸收。最後也感謝觀課者針對我教學上給予的正向鼓勵，讓我在未來進行教學活動

時，能勇於突破與創新。 

(二)觀課人員 

授課教師運用大量的問答進行教學，能適時引導學生對於背景脈絡的了解，也顯示關

鍵提問的重要性，這是本人在教學時常常會忽略之處，常常都犯了老師講太多，變成

了單向的灌輸，若能學習好提問，能更豐富自身教學，也有利於學生學習。另外教學

活動中讓學生體會先民渡臺不易的體驗為兼顧情意面的學習，個人認為能力的養成

中，最困難的就是情意面的學習，教師必須透過不同的策略，讓學生能「有感」，而

要達成「有感教學」非常不容易，需要靠教師認真設計課程及搜尋課程素材。這次的

公開授課確實做到整合認知、情意技能及情境化脈絡化的素養導向教學原則，符合

108 課綱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