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頁 

一、相關老師公開授課一場，觀課他人一場。 

二、繳交 

【附件-2】教學活動設計單 

【附件-3】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附件-4】公開觀課紀錄表(表1、表2、表3)。(備註：表2有表2-1與表2-2，擇一使用) 

請將上述表單紙本（附件2~4）於公開授課結束後一週內印出送至教務處彙整存查。〈另電

子檔請上傳「各處室公告-老師文件」資料夾彙整存查。謝謝您！ 



附件 2   彰化縣 埔鹽國民小學 校內公開觀課教學活動設計單 （授課者填寫） 

一、設計理念 

透過各種跑步活動讓學生獲得健康的體能，同時體會跑步的樂趣。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 設計者 章妤婕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總節數 共 3節，120分鐘 

單元名稱 樂跑人生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c-I-1 認識身體活動的

基本動作。 

2c-I-2 表現認真參與的

學習態度。 

4d-I-1 願意從事規律身

體活動。 

核心 

素養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

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

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

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公平競

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 

健康。 

學習內容 

Ga-I-1 走、跑、跳與投擲遊

戲。 

教材來源 翰林版國民小學第三冊 

學習目標 

1. 能以正確的跑步動作進行跑步遊戲。 

2.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田徑跑步的遊戲任務。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一、引起動機 (5 分) 

1. 伸展活動 

2. 說明規則 

二、發展活動(25 分) 

1. 團體跑步 

2. 開合跳跑步 

3. 接力賽 

 

能聽口令，正確做出動作。 

 

 

 

能依照教師指示，完成跑步任務。 

 

 

 



4. 兩人合作競賽 

三、綜合活動(10 分) 

1. 收操 

2. 總結重點 

 

 

能說出本節課重點。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在教學過程中，大多數學生都相當積極與投入，但部分尚未上場的學生經常會在底下聊天甚至玩

耍。可以設計一些提昇底下學生參與感的環節，讓孩子們的凝聚力與注意力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暖身操部分，若是沒有確實暖身可能會造成後續的運動傷害，進而影響到其他課堂中的學習表現。

除了確實執行暖身操，也要適時的穩住孩子們的情緒，以避免高漲的情緒造成較大的運動傷害。



附件 3 

彰化縣 埔鹽國民小學 公開觀課活動照片（觀課者拍攝） 

授課教師 章妤婕 班 級 二年甲班 

教學領域 健體 教學單元 樂跑人生 

教學日期 109年 12月 8日 第 6節   

 

  

說明：老師說明跑步規則 說明：學生練習跑步項目 

  

說明：老師說明暖身操動作 說明：暖身操動作 

 



附件 4：公開觀課紀錄表-表 1 

108 學年度彰化縣埔鹽國小  校內公開觀課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 章妤婕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 

觀課回饋人員 廖怡婷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樂跑人生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09年 11月 24日 

13：30 至 14：10 
地點 E 化教室 2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

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09年 12月 8日 

14：20 至 15：00 
地點 操場 

一、學習目標： 

1. 能以正確的跑步動作進行跑步遊戲。 

2.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田徑跑步的遊戲任務。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 能進行 200 公尺內的跑步。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 伸展活動。 

2. 團體跑步。 

3. 各種形式的跑步競賽，如：開合跳、接力賽等。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分組遊戲學習。 

2. 同儕合作。 

五、教學評量方式：  

實作：能以正確的跑步動作進行跑步遊戲。 

觀察：能與他人合作。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或擇一)：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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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 13：30  至  14：10    

地點：E 化教室 2 

 



附件 4：公開觀課紀錄表-表 2-1 
108 學年度彰化縣埔鹽國小  校內公開觀課 

觀察紀錄表(表 2-1 與表 2-2 擇 1 使用)(觀課回饋者填寫) 

回饋人員 廖怡婷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 

授課教師 章妤婕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 

教學單元 樂跑人生 教學節次 
共 3節 

本次教學為第 1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及時間 

109年 12月 8日 

   14：20 至 15：00 
地點 操場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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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 教師以活潑的方式預告本節

內容，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A-2-2 教師於每次換動作前，先口

語說明再示範，如：下一個是「大

字形跳」，請把你的雙手和雙腳打

開，請看老師怎麼做。 

A-2-3 學生透過不同指定動作的折

返跑、倒退跑，完成遊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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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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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 學生能從分組遊戲任務中，

學習合作及溝通。 

A-3-2 教師透過倒數十秒讓學生自

我監控，能完成教師的簡短指令。 

A-3-3 教師於暖身操及收操時，能

來回走動指正學生動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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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使用分組競賽評量學生是否

習得跑步技能。 

A-4-2 教師即時糾正錯誤，給予回

饋。如：小嘉請你跟著老師一起做，

不能用螃蟹走路。 

A-4-3 分組折返跑出現學生返程跑

錯跑道，教師重新整隊使每隊間隔

空間大。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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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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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教師在課程開始前，與學生

建立小默契，並告知不遵守規則者

無法參與課堂活動。 

B-1-2 學生向教師反應有同學癲癇

發作，教師立即協助並通知學習堡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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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1 教師將班級帶至操場空曠

處，排處與其他班級互相干擾。 

B-2-2 教師能給予正向增強，如：

很好，你做得很棒！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附件 4：公開觀課紀錄表-表 3 
108 學年度彰化縣埔鹽國小  校內公開觀課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觀課回饋人員填寫) 

回饋人員 廖怡婷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 

授課教師 章妤婕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 

教學單元 樂跑人生 教學節次 
共 3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109年 12月 9日 

 13：30至 14：10 
地點 E 化教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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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使用詼諧輕鬆的教學方式，能隨時吸引學生的注意。 

2. 師生默契佳，學生能於遊戲任務中，確實遵守教師指令。 

3. 能即時糾正錯誤動作，並給予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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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三、 觀課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授課教師教學認真，也能注意個別學生狀況，在課間給予學生適當休息。看似簡

易的分組競賽，在孩子實作時竟能如此瘋狂，讓我為之驚艷！  

四、 授課者省思(學習目標達成情形)或心得回饋 

※在教學過程中，大多數學生都相當積極與投入，但部分尚未上場的學生經常會在底

下聊天甚至玩耍。可以設計一些提昇底下學生參與感的環節，讓孩子們的凝聚力與注

意力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暖身操部分，若是沒有確實暖身可能會造成後續的運動傷害，進而影響到其他課堂

中的學習表現。除了確實執行暖身操，也要適時的穩住孩子們的情緒，以避免高漲的

情緒造成較大的運動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