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共備⼈員 

   

徐凱⾳ 

 任教    7

8 

  任教領域/  

彈性/社團     

年級 
     

科⽬ 
 

                         
                               

授課教師 
   

蔡志鐄 
 任教    

9 
  任教領域/  

⽣活科技     

年級 
     

科⽬ 
 

                         
                           

教學單元(含標題)            
認識微控

制器       

                         

觀察前會談   111 年 03 ⽉ 07 ⽇     

地點 
  

第三會議室 
(備課)⽇期及時間 

   

12：00 ⾄ 13:00 
     

                 
                

預定⼊班教學觀察/公   111 年 03 ⽉ 09 ⽇     

地點 
 312 教室 

開授課⽇期及時間 
  

11： 10 ⾄：11 ：55 
        

              
                                
⼀、 學習⽬標(含核⼼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能針對實作需求，有效活⽤材料、⼯具並進⾏精確加⼯處理。 
能運⽤科技知能及創新思考以設計並實際製作科技產品。 

 
⼆、 學⽣經驗(含學⽣先備知識、起點⾏為、學⽣特性…等)： 

 
微控制器就如同⼈類的⼤腦，但只有⼤腦仍無法完成動作，需要其他的配件來
完成動作表現，這些動作包含「蒐集訊息（感知）」、「傳遞」和「反應」，
分別對應「輸⼊裝置」和「輸出裝置」。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學⽣依原本座位進⾏分組，以利後續習作時互相討論觀摩。 

 
2.教師運⽤ 教育版電⼦教科書進⾏教學⽰範 ，請學⽣先觀看完畢以建⽴整體概念。 

 
3. 教師進⾏第⼀段教學演⽰ 

 
4.個⼈練習 
 

 
四、學⽣學習策略或⽅法： 

 
1. 教科書與相關影⽚複習 

 
2.分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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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理解常⾒微控制器間的差異 
 
2. 正確判斷輸⼊與輸出裝置的功能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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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3 ⽉ 09 ⽇ 12：00 ⾄ 13：00 
 

地點：312 教室  



 

 

表 2、觀察紀錄表   

   

共備⼈員 

  
徐凱
⾳ 

任教  7  

8  

  任教領域/  

彈性/社團      

年級 
   

科⽬ 
 

                          
                                  

   

授課教師 
  蔡志

鐄 
任教  

9 
任教領域/  

⽣活科技      

年級 
 

科⽬ 
 

                          
                                  

   

教學單元 
 

認識微控制器 
 

教學節次 
  共  5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公開授課  111 年 3 ⽉ 9 ⽇       

地點 
  312 教室  

   

⽇期及時間 
 

11 ：10  ⾄ 11：55 
           

                 
                               

                事實摘要敘述   評量(請勾選) 

層 

          

(可包含教師教學⾏為、 

            

 
指標與檢核重點 

    
優 

  
滿 

待 

⾯ 

   

學⽣學習表現、師⽣互動 

     

            
良 

  
意 成 

            

與學⽣同儕互動之情形) 
     

                     ⾧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學習。               V      
                                  

   A-2-1 有效連結學⽣的新舊知能或⽣活經驗， （請⽂字敘述，⾄少條列⼀項具體事實摘 

   引發與維持學⽣學習動機。   要並對應⼀個檢核重點）            
    

A-2-2 教師提供清晰教學影⽚，協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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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A-2-3 提供適當的分組討論時間：重複播放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影⽚、分組教學、學⽣習作、教師操作⽰    

學習內容。 
       

          
範、教師針對個別指導，以協助學⽣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與辨認微控制器。            

   學習重點。                              

A 
                                 

  

A-3 運⽤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學習。 
              

V 
     

課  

                    

                                 

程 A-3-1 運⽤適切的教學⽅法，引導學⽣思考、  （請⽂字敘述，⾄少條列⼀項具體事實摘  

設  討論或實作。 要並對應⼀個檢核重點） 

計 

  

A-3-3使⽤多元溝通技巧幫助學⽣學習：影 
A-3-2 教學活動中融⼊學習策略的指導。 

與 ⽚重點提醒、同儕觀摩學習。   



 

 

教
A-3-3 運⽤⼝語、⾮⼝語、教室⾛動等溝通技

  
學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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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A-4-1 運⽤多元評量⽅式，評估學⽣學習成 （請⽂字敘述，⾄少條列⼀項具體事實摘  

   效。 要並對應⼀個檢核重點）      
    

A-4-3 進⾏⾏間巡視時，檢視學⽣練習的成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適切的學  

   
習回饋。 果，並適時實施個⼈化教學或重複播放影  

   

⽚，以幫助學⽣修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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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員 
   

徐凱⾳ 
  任教  

7 8 
 任教領域/ 

彈性/社團      

年級 
   

科⽬                   
                        

授課教師 
   

蔡志鐄 
  任教  

9 
任教領域/ 

⽣活科技      

年級 
  

科⽬                   
                      

教學單元 
  認識微控

制器 
  

教學節次 
 共  5 節 

    

     

1   節 
 

本次教學為第                  
                 

回饋會談⽇期及時間 
_111__年_03_⽉_9_⽇  

地點 
  

第三會議室  

12 ：05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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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準備的教學影⽚能清楚的呈現教材內容，有效地幫助學⽣學會認識微控
制器。 

 

2.學⽣學習氣氛良好，能與教師有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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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學習能⼒差異性頗⼤，在分組上可以再運⽤分組策略使教學節奏更加流暢 
 
 

三、 回饋⼈員的學習與收穫： 
 

教學影⽚運⽤在裝置認識上有其便利性，並適當搭配教科書電⼦教材，與學
⽣學習資源適當結合，使學⽣回家後仍能⽅便複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