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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李書琴 任教年級：一 任教領域/科目：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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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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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ˇ 
 

A-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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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拿出色筆， 

圈出左右結構的國字， 讓學生充份練

習。 

2. 學生一一上台圈出左右結構的國字， 

接著，全班一起找出其餘左右結構的國

字，最後，老師要全班檢視答案是否正

確。 

3. 以互動式多點觸控液晶顯示器呈現課

程內容與圖片，學生可清楚「高」、 

「大」、「上」和「下」等字的相關圖 

片，並造出和該字有關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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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 

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

習重點。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ˇ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1. 學生作答時，教師走動巡視，並適時給

予學生需要的指導。 

2. 學生誤認「妤」字是「好」字，教師說

明「妤」字和「好」字很像，但「好」

字是由「女」和「子」所組成的，「妤」 

字和「好」字不一樣。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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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教師發給學生每人一張學習單，讓學生

思考並完成。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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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選用) 

2. 教師藉由圖片，引導學生口語發表 

「高」、「大」、「上」和「下」等字的相

關詞語。 

3. 教師能根據學生不適當的表現，給予適 

當糾正，對於學生的優秀表現，也能適

時給予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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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ˇ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對於學生的發表，表現優良

者，教師會給予口頭稱讚或

個人加分。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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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教師的提問，學生舉手

回答踴躍，反應佳。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三、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至少四張） 

  

認識由左、右兩個部件所組成的字。 想一想，生活中的物品可以用那些字來形容呢？ 

  

練習找出由左、右兩個部件所組成的字。 請學生練習利用「高」和「大」造句。 

教學心得與省思 

    學生對於左右組合的字形結構已有基本的認識，經過本課再次複習，讓學生能再次檢視學過的國字

中那些屬於左右組合？此一教學活動中學生的反應良好，對於老師指派的作業能順利完成，正確率高。 

    另外，在認識「高」、「大」和「上」、「下」兩組詞語時，透過觀看圖片後再練習造詞造句的教

學策略，大部分學生都能順利說出正確的詞語來描述物體和動作，並利用詞語造出通順的句子。但是若

請學生再想想生活中的例子時，少數學生會因為生活經驗不足和詞彙認識太少而無法造出其他詞句，而

必須透過教師引導和仿作才能順利完成。往後可以增加閱讀課外書本和文章的機會，或利用生活情境對

話的練習，來刺激學生多認識文字和詞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