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評鑑人員(觀察者)： 林家鳳  受評教師(教學者)： 林通修  觀察前會談日期：110.12.16  

教學時間： 40 分 教學年級： 三年級  教教學單元： 廚房裡的科學  教材來源： 康軒  

一、 教學目標： 

能透過試驗與探究，了解提高水溫度會加快砂糖在水中的融解速度。 

二、 教材內容與教學準備 

(一) 透過實驗操作了解影響砂糖融解速度的因素。  

(二) 事先準備相關實驗器材：燒杯、攪拌棒、小湯匙、砂糖。 

三、 學生經驗： 

(一) 先前已學過可溶解物與不可溶解物。 

(二) 了解溶解現象的定義 

四、 教學活動： 

(一) 說明觀察燒杯水位的方法及砂糖刮成平匙的方法。 

(二) 分組討論與發表可能加快糖融解速度的方法。 

(三) 分組實作後，討論與發表溫度高低與溶解快慢的關係，教師歸納統整。 

(四) 歸納統整、口頭評量與習作練習。 

五、 教學評量方式： 

實作、小組討論與發表、口頭評量 

六、 本次觀察的工具和焦點： 

教學觀察紀錄表 

七、 觀察後會談時間和地點： 

12/20 16：00輔導室 

 

 



 

 

彰化縣螺陽國小 110 學年度公開觀課紀錄表(學習共同體模式) 

觀課科目：自然科學 授課教師：林通修 觀課班級：三年丙班 

授課內容: 第四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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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否有熱衷學習的環境？ 
1-1(1)在自然專科教室進行分組教學，事先將實驗

用的材料(冷熱水、砂糖、燒杯…等)依各組

學生人數分備妥當。 

(2)一進教室就自動預習，對於預習表現良好的

組別給予加分獎勵。 

(3)學生個別發表內容完整，以掌聲「大鼓勵、

棒棒棒」鼓勵發表的同學 

1-2以分組競賽的獎勵方式，例：發表時 123組較

專注給予加分。 

1-2 是否有聆聽學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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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學生是否產生學習動機？ 
2-1以生活中買飲料的甜度為例，引起學生動機。 

2-2(1)以「鈴聲計時」，建立時間感，提醒學生掌

握討論及實驗的時間。 

(2)發表的學生能面向全體同學 

2-3(1)在分組討論時，每個學生都能站起來，相互

靠近小聲討論。 

(2)在攪拌砂糖時，學生會幫同學計數 20下，

也有部分學生會幫忙固定燒杯，避免傾倒。 

2-4讓每個學生都有操作的機會，實驗過程中每人

輪流攪拌 20下。 

2-2 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傾聽？ 

2-3 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與討論？ 

2-4 學生是否投入參與學習？ 

2-5 是否發現有特殊表現的學

生？ 

(如學習停滯、學習超前和學習具

潛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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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學生學習是否成立？如何發

生？何時發生？ 

3-1每位學生都有確實參與攪拌的任務，不斷快速

攪拌後，砂糖仍有顆粒沈澱，無法完全溶解。 

3-2部分學生未完全溶解就畫記。 

3-4(1)先以「提問策略」引導學生思考──例：在

一定量的水中，水能溶解無限量的砂糖嗎？

3-2 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是什

麼？ 

3-3 伸展跳躍的學習是否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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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

化？ 

有二組認為可無限溶解，有三組可有限溶

解，再接著進行溶解實驗。 

(2)實驗結果的溶解量約 5-6匙，將實驗結果歸

納統整寫在黑板上，再引導學生思考有限溶

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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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的指導語清晰明確，能讓學生掌握實驗的步驟。 

2. 明確分配每位學生的任務，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實驗學習。 

3. 在學生進行攪拌時，讓其他組員協助計數，除了有覆核作用，能減少誤差確保實驗

結果正確性之外，也能避免其他學生在等候時，有分心的情形發生。 

4. 指導學生分組討論，每個學生都能站起來，相互靠近小聲討論，可以降低討論音量，

不干擾其他組別，更能有助於學生投入討論情境。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評鑑人員(觀察者)：林家鳳  受評教師(教學者)： 林通修  觀察後會談日期：110.12.20  

教學時間： 40 分 教學年級：  三年級  教教學單元： 溶解量比一比  教材來源： 康軒 

與教學者討論後： 

一、 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一) 教師的指導語清晰明確，能讓學生掌握實驗的步驟。 

(二) 在學生進行攪拌時，讓其他組員協助計數，除了有覆核作用，能減少誤差確保實

驗結果正確性之外，也能避免其他學生在等候時，有分心的情形發生。 

(三) 建立良好的課堂規範，小組會聚集在一起專注討論，音量適中，不嘈雜。 

(四) 明確分配每位學生的任務，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實驗學習。 

(五) 小組討論後進行口頭發表，每位學生都有機會輪流發表，發表完後會先請其他學

生給予回饋或修正意見，教師再進行歸納統整，釐清迷思或錯誤概念。 

(六) 課堂中進行實作與討論發表十分流暢。 

(七) 在課程結束前，能適時歸納統整學習重點。 

 

二、 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一) 上課過程中未發現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可以思考如何調整。 

 

三、 具體成長方向： 

(一) 透過同儕互動，觀察他人教學並互相切磋，精進教學能力。 

(二) 參加相關研習或與學校老師共組教學研究會，共同進行課程教學的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