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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鐘) (   15   分鐘) (    10  分鐘) (   5   分鐘) 

工作分析法 

 

拆解烹飪步驟，逐一

做講解和練習。 

精熟學習法 

 

個別指導，讓學生反

覆練習，直到熟悉烹

飪步驟 

。 

策略提示法 

 

將烹飪技巧步驟工作

分析，編製成圖片和

短句作提示，提示學

生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 

 

 

以上幾種方式交替運

用，並搭配自編教材 

，反覆練習，直到熟

練。 

    火腿吐司 

1.教學主題 

 

 

 一年 10 班 / 6 人 

(特教班) 

2.設定教學對象對象 

(年級/人數) 

 

 

 

 

分析(可包含分析對象、先備知識、迷思概念、學

習困境….) 

 每個學生的能力不同，能記憶與操作的工  

 作也不同，因此能達到的完成率也不同。 

設定目標(學習重點) 

 

 學生能運用烤箱、烤麵包機製作火腿吐司 

備課教師：許靜娟 

我希望學生學到什麼？(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學生為什麼容易／不容易學習？(學生分析) 

我如何幫助學生習得的方法？(教學法、教學活動) 



附件一             彰化縣和群國中公開授課共同備課記錄表 
【共同備課記錄】         共同備課時間： 110 年 10 月  5 日 9：20-10：05  

 自己備課想法 共同備課調整 

教材 

 

例如： 

核心知識 

屬性細節 

1.以生活經驗為核心，透過適性教 

  學，期望學生達到獨立生活的目 

  標。 

2.核心概念在於讓學生能夠學會清 

  洗工具的技巧，並學習操作使用 

  烤箱及烤麵包機製作火腿吐司， 

  提升生活自理能力。 

3.參考網路資源並根據學生能力調 

  整，自編適合學生學習的教材。 

作業單可區分高中低組，依據實際教學

時學生表現，彈性調整。 

教法 

 

例如： 

教學步驟 

教學資源 

1.先教導學生準備所需的食材和器 

  具，運用工作分析原理，逐一做 

  講解，逐步教導學生烹飪技巧。 

2.依據步驟順序，請學生逐一上台 

  實際操作，並重複覆誦食材使用 

  順序，幫助學生記憶步驟順序。 

3.讓學生反覆練習，直到熟悉烹飪 

  技巧與步驟。 

4.重覆上述的教學過程，反覆練習 

  ，直到學生可依照教材製作餐點 

  。 

1.對於肢體動作不佳的學生，可請助理 

  老師協助，以確保學生安全。 

2.可請能力佳的學生，提醒、協助能力 

  弱的學生。 

評量 

 

例如： 

問答題目 

評量試題 

學習任務 

1.採取學生實作以及教師觀察的方 

  式直接評量。 

2.自編教材學習單，形式有字詞練 

  習、看圖填空、連連看、選材料 

  等，依照學生程度選擇合適的作 

  業加強學生學習印象。 

可將烹飪技巧步驟工作分析，在學生操

作時作口頭提示或動作協助。 

其他 

 

例如： 

教學情境 

烹飪可以協助學生達到獨立生活的

目標，所以，盡可能讓學生實際操

作，學會獨立製作餐點。 

因班上學生程度較重，需特別注意安全

問題。 

 

 



彰化縣和群國中公開授課議課記錄表 

授課教師：許靜娟     任教年級： 一年 10班      任教領域/科目：特教/特殊需求 

 

觀課教師：洪菁菁 

 

觀課日期： 110  年  10  月  21 日 

一、 教學者分享授課心得：(如說明教學設計理念、學生學習重點、授課心得…) 

 

1.智能障礙者若能學習基礎烹飪技巧，不但可幫助個人提升適應家庭生活之能力，更可做 

  為未來職業的試探。 

2.核心概念在於讓學生能夠學會清洗工具的技巧，並學習操作烤箱與烤麵包機製作火腿吐 

  司。運用工作分析技巧和圖片提示策略，編製功能性教材，將餐點分化成數個步驟，輔 

  以圖片或文字作為提示，逐步引導學生學習，培養獨立生活之能力。 

3.實際教學後，發現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可依照教材製作餐點達 90%以上的完成率，甚至可 

  獨立製作餐點，而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則可達 80%以上的完成率。 

 

二、 觀課者回饋觀課心得：(如從學習目標探究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情況、學生學習表

現和教材連結情況回饋、回應教學者關切的焦點、分享觀課的學習…) 

     

    單元設計充分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且非常適合集中式特教班課程。教學者亦充分掌握

特教學生的學習特質和特長，使其優勢能力完全發揮，增加其自信。 

 

 

 

 

 

說明：共同備課，討論教學內容與自編教材， 

      並溝通調整教學內容與教材適切性。 

說明：觀課教師觀課，並給予授課教師回 

      饋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