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0	學年度彰化縣文祥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江美滿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數學	

授課教師	 唐嘉婷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第七單元	認識形狀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2021	年	9	月	29	日	

13：30	至	16：00	
地點	 英語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2021	年	10	月	24	日	

14：30	至	15：30	
地點	 一乙教室	

一、學習目標：	

(一)核心素養	

總綱：	

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2.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3.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4.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5.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6.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7.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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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	
								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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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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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數-E-B3	具備感受藝術作品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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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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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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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表現	

				s-I-1	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三)學習內容	

				S-1-2	形體的操作：以操作活動	為主。描繪、複製、拼貼、	堆疊。	 
(四)學習目標	

1. 能從具體操作活動中，認識平面和曲面，並作分類。	
2. 能依物體形狀之差異加以分類。		
3. 認識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長方體、正方體、圓柱、球等物件，並依其形狀加	
以分類。	

	

二、學生經驗：	

(一)學生先備知識與起點行為	

1. 日常生活中看過、摸過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等物品。	
2. 對形狀有初步的認識及分辨能力。	
3. 能區分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等物件並依形狀加以分類。	
4. 能辨認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並使用標準名稱描述	。	

(二)學生特性	

				學生對於觀察大部分配合課程進行，少部分學生理解狀況尚未完善，老師利用口頭案是吸引學

生聚焦，促使少部分學生也能進入課程之中。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一)教學流程	

1. 引起動機	
(1) 搭配動畫引起兒童學習興趣並發問布題。	
(2) 兔奶奶切了一些胡蘿蔔，仔細看，胡蘿蔔的形狀像什麼？	
(3) 進行摩天大樓堆疊活動。	

2. 發展活動	
(1) 堆堆看、滾滾看、摸摸看：兒童實際操作討論發表。	
○1 形狀像圓柱的東西可以堆高，也容易滾動。	

○2 形狀像柱形的東西可以堆高，也不容易滾動。	

○3 形狀像圓球的東西不可以堆高，也容易滾動。	

(2) 分一分、說一說：兒童實際操作討論發表	
○1可一堆高的放一堆。	

○2容易滾動的放一堆。	

○3容易滾動也可以堆高的放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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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活動	
(1) 統整平面和曲面的不同。	
(2) 完成課本相關習題。	

（二）教學策略	

1. 態度檢核：事前請學生複習，老師透過問答了解學生複習狀況。	
2. 參與、小組討論：觀察各式各樣的物品，透過學生語言，先行討論。老師透過發表的時	

候，確認學生理解的程度。	

3. 實作表現：老師透過非語言方式，到個人或各組座位巡視，學生作答狀況。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一)學習動機	

1. 認知策略	
1-1-1-5	能維持一項學習活動的專注狀態(如:問答與輪替)		

1-1-1-8	能依據指導者的提示，適當的轉移注意力(如:黑板轉移到課本)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1-1-3-2	能依據他人的指示，標記學習材料的重點(如:關鍵字句劃線)		

1-1-4-1	能摘要口語說明的重點(如:指令、步驟等)		
	

2. 動機態度策略	
2-1-1-2	能自己選擇學習成果的正向獎勵(如:得到實質的獎品)		

2-1-1-4	能將學習內容和學習目標進行連結		

2-1-2-1	能遵守既定的學習規範(如:準時上下課、繳交作業等)		

2-1-2-4	能接受指導者的指正，調整或修正不適當的學習行為	
	

3. 支持性學習策略	
3-1-1-1	能分辨目前學習環境安排的適切性(如:位置大小是否適當、	光線是	否足夠等)		

3-1-2-1	能運用多感官學習(如:視、聽、觸、動等)	

3-1-2-4	遇到學習問題，能主動發問(如:向老師或同學請教)	

3-1-2-6	能在他人示範下，進行學習活動(如:聽從學伴的指引完成指定的作業)		
	

4. 後設認知策略	
4-1-1-1	能選擇不同方式呈現學習的內容(如:用自己的話，說出、寫出或畫出等)		

4-1-2-1	能在他人示範下，設定具體的學習目標	

4-1-2-5	能依循指導者的指令，修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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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方法	

1. 學生透過問答的方式，習得平面和曲面的正確知識概念。	
2. 學生透過觀察，習得嘗試解決問題的方案。	
3. 學生能在老師的示範下，習得各種形狀的分類方法。	
4. 學生透過分組討論，習得與人溝通找出適當的方法完成工作。	
5. 學生透過分享，習得表達自我對平面或曲面概念的分享。	
	

五、教學評量方式：	

（一）採用態度檢核學習目標：１、２、３。	

（二）採用參與討論檢核學習目標：１、２、３。	

（三）採用口頭發表檢核教學目標：１、２、３。	

（四）採用實作表現檢核教學目標：１、２、３。	

	

六、觀察工具：	

■ 表	2-1、觀察紀錄表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日期：2021年11月24日	

時間：14:30至15:30	

地點：一年乙班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