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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信義國民中小公開授課紀錄表 

表 1、說課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含協同) 
吳玉婷 

授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第五單元 容量 說課會談日期  109 年 10 月 26 日 

說課重點: 

一、課程目標 

1.能察覺液量的保留性。 

2.透過操作活動，進行容量的間接比較。 

3.進行容量個別單位的比較。 

4.認識容器、容量，並經驗容量、液量的概念。 

5.進行容量、液量的直接比較。 

6.進行容量、液量的間接比較和個別單位比較。 

(一)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畫。在解決問

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量衡

及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數-E-C1 具備從證據討論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的態度。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決想法。 

 (二) 學習表現 

N-1-8 能認識容量、重量、面積 

(三) 學習內容 

N-2-12 容量重量面積；以操作活動為主。此階段量的教學應包含初步認識、直接比較、 

間接比較(含個別單位)。不同的量應分不同的單元學習。 

二、學生分析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並直接比較兩個差異明顯容器的容量與液量；少部分學生上課常恍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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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不集中，抑或學習較緩慢，偶爾判斷錯誤沒有正確辨認並直接比較兩個差異明顯容器的

容量與液量。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課前準備】 

1. 教師準備二個不同的水杯、二個相同的水杯、綠茶與豆漿各一大瓶與另十二個相同的小水

杯。 

 

【準備活動】 

1.教師事先在甲杯裝部分水。 

2.教師準備另一個不同的乙空杯。 

3.教師事先在兩個相同的ㄅ杯裝相同水量。 

 

【發展活動】 

【活動 4】液量的保留概念 

○能了解液量的可逆性，不隨容器大小而改變 

●布題四：把甲杯的水倒入乙杯，再把乙杯的水倒回甲杯。水量會減少或增加嗎？ 

․教師實際操作，在甲杯水量處做記號，將甲杯水倒入乙杯，再倒回甲杯，提醒學生注意水

量有沒有變少。水量高度是不是仍然到記號處？請兒童發表。如：水量一樣高，水量沒有改

變。 

 
●布題五：把一樣多的水，分別倒進兩個不同的容器中，你發現了什麼？ 

․教師實際操作，將水倒進容器ㄅ，再將一樣的水倒進容器ㄆ，引導兒童觀察容器ㄅ和容器

ㄆ中水量的差異處。請兒童各自發表。如：水的形狀不同，高度改變了。 

 
․教師再將容器ㄅ的水倒回原來的容器，引導兒童觀察水量改變了嗎？兒童發表，如：水量

不會減少或增加。同樣方法觀察容器ㄆ的水倒回原來容器的情形。 

 

【活動 5】容量的大小比較 

○間接比較或以容量個別單位實測 

●布題六：有一瓶綠茶和一瓶豆漿，哪一瓶的量比較多？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①倒入兩個相同的容器裡，看看高度有多高？ 

②倒入一樣大的小杯子裡，看看可裝滿幾杯？ 

․教師引導：將綠茶和豆漿分別倒入兩個相同的容器裡，看看結果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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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觀察並發表。如：綠茶的高度比較高，所以綠茶比豆漿多。 

․教師引導：將綠茶和豆漿倒入相同的杯子裡，看看結果會怎樣？ 

․兒童觀察並發表。如：豆漿倒滿 5 杯，綠茶倒滿 6 杯，綠茶比豆漿多 1 杯，所以綠茶比豆

漿多。 

 

 

【總結活動】 

(四) 延伸活動：傳水接龍賽 

1.教師請學生桌面清空，每組人數相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2.學生準備數個餐盒蓋子。 

3.每個蓋子由量杯注入相同水量約蓋子的九分滿，由第一人雙手捧著蓋子向後傳，一直傳到 

 每排的最後一人，再由最後一人捧著蓋子走到第一個桌子前面傳給第一人。 

4.請每排第一個人將蓋子中的水倒入量筒中，由裁判判定，哪組剩下水量最多即贏得比賽。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透過感官感覺辨認。 

2. 實物操作。 

3. 分組討論與發表。 

 

五、教學評量方式 

1. 口頭提問 

2. 分組競賽、討論 

3. 實物操作、發表心得 

4. 課程延伸至生活的應用及創作 

 

 表 2、觀課紀錄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吳玉婷 

授教年
級 

二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第五單元 容量 教學觀察日期 109年 10 月 26  日 

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A 
課 

程 
設 
計 

A-1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請給燈(畫 1-5顆燈)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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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從孩子過去堆積木和滾球的
經驗中探索物體表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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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教 

學 

A-1-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A-1-3從摸、看、分，建構立體形
像。 

A-1-4給孩子時間統整理解。 
A-1-4心智圖歸納是很好的學習策
略。 
 
 

A-1-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
內容。 

A-1-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 

A-2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請給燈(畫 1-5顆燈) 
 

A-2-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
或實作。 

A-2-1計時競賽是有效率的策略。 

A-2-1學生學到哪裡，教到哪裡。
小活動做小節聚焦，可以隨時停，
用模組化概念處理教學活動。 
 

A-2-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2-3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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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燈(畫 1-5顆燈) 
 

A-3-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3-1運用分組競賽、討論、發表
及口頭提問做為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之方法。 
A-3-2 在分組競賽及討論的過程
中，教師及時協助與引導。 
A-3-3在口頭提問及物體分類遊戲
後，藉由答題正確的組別上台示範
發表，來釐清迷思。 

 

A-3-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3-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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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燈(畫 1-5顆燈)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1注意看每個人是否專注課堂
活動。 
B-1-1物件一直掉落，可以先收起
來。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2學生滾球過於興奮前排第一
組將球滾出教室，未尋求教師同意

即外出撿球，進來會說主動認錯，
營造正向友善互動。 
B-1-2用手安撫觸摸過動學生，很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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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請給燈(畫 1-5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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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形體的積木，讓孩子
在課餘時間練習，進而熟練操作。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B-2-2班級氛圍適切，以齊讀弟子
規為上課前收心。 
B-2-2訓練孩子分工合作發教具或
開投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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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議課會談回饋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張馨元 

授教

年級 
一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第七單元  認識形狀 會談回饋日期 108年 12月 04日 

與授課教師會談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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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班級風氣，課堂開始唸弟子規，讓學生收心準備開始上課。 

2、心智圖歸納是很好的學習策略。 

3、計時競賽是有效率策略。 

4、訓練孩子分工合作。 

5、從摸、看、分，建構立體形像。 

6、班級座位可以重組以利操作。 

7、教師能細心觀察學生是否有專注在課堂活動上。 

8、營造正向友善互動。 

9、教師能用手安撫過動學生，營造溫馨學習氣氛。 

10、走向專業之路就是不斷學習。 

 

二、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物件一直掉落，可以先收起來。 

2、建議給孩子多點時間統整理解課程概念。 

3、學生學到哪裡，教到哪裡，教師在每個活動都有做一個小節的聚焦，但建議可以隨 

   時喊停緩衝，讓學生先消化吸收，再用模組化概念處理教學活動。 

4、課堂上，若學生缺乏學習態度，上課進度就會因此延宕。態度優於進度。 

5、建議教師思索如何讓教具不變成玩具，例如用塑膠袋收起來。 

6、建議教師在孩子不守規時，宜即刻停下活動，並嚴肅要求立即改進，以利後續課程 

   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