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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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盈慧 
授教

年級 
八 

任教領域/

科目 
語文 

教學單元 張釋之執法 說課會談日期 111年 4月 14日 

說課重點: 

一、課程目標 

(一)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有效處理問題。 

(二) 學習表現 

1-Ⅳ-3 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說及論辯。 

(三) 學習內容 

    Ab-Ⅳ-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b-Ⅳ-7 常用文言文的字詞、虛字、古今義變。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二、學生分析 

    全班共有 29名學生，無特殊生，程度齊一。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課前準備】 

1. 教學簡報檔。 

2. 學生學習單。 

 

【準備活動】 

 全班同學分成六組，並發下小白板及白板筆備用。 

 

 

【發展活動】 

1. 找出文中的句號切分句子。 

2. 找出句子主詞。 

3. 翻譯成白話。 

4. 教師隨機將筆給任一組員，讓每個同學都有機會發表及上台。 

 



 2 

【總結活動】 

總覽全文，收束課程，表揚分數最高的組別。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能自己維持適當的專注時間。 

2. 能依教師指引，將課文內容做適當整理及歸納。 

3. 能正確抄寫，增加學習印象。 

4. 能記錄課堂的學習重點。 

五、教學評量方式 

1. 寫出正確的主詞和翻譯白話。 

2. 各組組學之間的討論及互動。 

3. 發表時的正確性及音量大小適中。 

4. 小白板的撰寫。 

 

 

 表 2、觀課紀錄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許盈慧 

授教年
級 

八 
任教領域/
科目 語文 

教學單元 張釋之執法 教學觀察日期 111年  4月  14 日 

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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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自製 PPT教材，利用資訊設備
呈現，列出學習重點，如此可快速
掌握到學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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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小組間走動，適切引導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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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2. 班級分成五個小組，各組皆能
對教師的提問進行討論，唯第
四組可再加強組員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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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查閱上課筆記狀況即時回饋。 
2. 能適時依據學生回答給予適切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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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討論秩序良好。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回應學生，給與加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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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熱於舉手發言，氣氛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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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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盈慧 

授教

年級 
八 

任教領域/

科目 

 

語文 

教學單元 張釋之執法 會談回饋日期 111年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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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分組討論的方式，激發學生思考互動，並共同找出答案策略。 

2. 教師的教學流程順利流暢，行間指導關照學生學習。 

3. 教師清晰表達，師生互動良好。 

二、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教材設計依序加深加廣，值得學習。 

2.學生是否能藉由外在加分機制內化為主動學習，達到互助合作的精神，同儕之間一起成

長，最終能提升到不在乎到底加了多少分，而是一種參與課程、樂於學習，也是教師的一

門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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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不知道：本課最重要的學習重點是什麼?請列出四點。 

1 認識史記在史學與文學上的地位和價值。 

2 以簡潔的敘事、生動的對話，彰顯執法者風範。 

3 了解敬詞、謙詞及語氣。 

4 文言文的理解與翻譯。 

 

2. 史記簡介。(P114) 

作者 (    司馬遷    ) 朝代 (   西漢  ) 

內容總述 記載從(  黃帝  )到(   漢武帝   )約三千年的歷史。 

 

 

 

內容分述 

1.( 本紀  )［12 篇］ 記敘歷代(   帝王 )事蹟，是全書敘述的提綱。 

2.( 世家  )［30 篇］ 記述(  貴族  )王侯及其子孫的歷史事蹟。 

3. ( 列傳  )［70 篇］ 列敘(  大臣 )至(  平民 )各類人物歷史表現 

4. ( 書  )［8 篇］ 國家體制及典章制度。 

5. ( 表  )［10 篇］ 以時間為中心，用表格方式整理重大歷史事件 

 

 

地位 

［史學］ 

 

1. (   正史  )之祖 

2. (   通史  )之祖 

3. (   紀傳體   )之祖 

4. (   四史  )之一 

 

價值 

［文學］ 

1.以人物傳記的形式來記敘歷史，所述及的人物從帝王將相到平民百姓，

開創(  傳記   ) 文學的先河。 

2. 善於透過具體事件、人物對話，表現人物性格，語言鮮明生動，極具

文學價值，成為後代(  散文  )的典範，也為後世(  小說  )、(  戲曲  )

提供豐富的題材。 

 

3. 犯蹕事件案情紀錄表 

1.時間 皇上出巡 2.地點 中渭橋 

3.犯人(被告人) 縣人 4.原告(被害人) 漢文帝 

康軒版 國文2下 追求卓越學習單  

【第五課 張釋之執法】 班級：________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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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罪名 犯蹕 6.執法者 張釋之 

 

 

 

 

 4. 依照事件發生順序，排列過程: 

 

 

 

5. 犯人的供詞中，哪些說法可以證明他有或沒有犯行或犯意？請先勾選再說明理由。 

請勾選 理由 

□ 有犯行  

□ 沒有犯行 

縣人確實驚嚇到皇上座車的馬。 

□ 有犯意  

□ 沒有犯意 

縣人聽說官員出巡，禁止通行，就立刻躲在橋下。過了很久以

為皇上的出巡隊伍已經通過，才從橋下出來。由此可知他不

是故意的。 

 

6. 張釋之審問犯人後，做出的判決結果是什麼？又，這個結果能反映張釋之何種執法態度？ 

（1） 

判決結果 

張釋之依照漢朝例律，判犯人繳交罰金。 

（2） 

執法態度 

從張釋之的判決可看出他的執法態度是依循法理

原則斷案，公正而客觀。 

 

7.漢文帝聽完張釋之的判決之後，有什麼情緒反應？請說明文帝有此反應的原因。 

情緒反應 原因 

非常憤怒 從「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等句，

可看出文帝認為張釋之的判決太輕，因此感到生氣。 

 

8. 張釋之如何說服文帝接受自己的判決﹖背後涵義為何﹖ 

原文 背後涵義 

(1)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2)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 也。 人民不信任法律，不願守法 

(3)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 君王有生殺大權 

(4)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

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強調法律尊嚴，否則人民無所適從，天下大亂。 

乘輿馬驚             逮捕犯人             皇上出巡               交付廷尉 

漢律: 

一人犯蹕 

罰金四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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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中對話三人的語氣有何不同？代表什麼樣的心情態度及個性特質﹖ 

人物 語氣 心情、態度 個性特質 

縣人 簡短 緊張、無心之過 樸實 

漢文帝 權威 大怒、察納雅言 從善如流 

張釋之 據理力爭 不卑不亢 剛正不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