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授課前會談紀錄表 

任課教師：  陳怡吟      任教年級：  二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健康          

教學單元：       第三單元         

觀課人員： 廖雅婷、黃淑芬             

觀課前會談時間：111年 1 月 5日  14：00至 15：00 地點：203教室 

預定公開觀課時間：111年 1月 18日 7：55至 8：35地點：203教室 

ㄧ、教學目標： 

1. 能覺察自己的情緒，說出事件與感受，反省並調適自己的心情。 

2. 與家人相處時，對於無法處理或做錯的狀況，能先調適心情，在引導下

表現簡易的人際溝通技能。 

3. 能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經驗，討論後嘗試在生活中應用。 

 

二、教材內容： 

1.電子書、情緒卡、教學資源(網路、自編)  

2.小組討論白板、個人小白板。 

 

三、學生經驗： 

1.能覺察生活中與家人相處的想法與情緒。 

2.有生活中遇到問題的經驗。 

3.有生活中問題解決的經驗。 

 

四、 教學活動（含學生學習策略） 

(一) 引起動機:  

1. 教師引導學生回憶是否有忘了帶東西的經驗。 

2. 教師播放電子書情境：「爸爸載著姐姐和樂樂去上學，樂樂發現自己的餐盒

忘了帶出來……。」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情境小劇場 

1. 由學生演出樂樂忘記了帶東西小劇場，並引導學生演出角色及其情緒。 

2. 利用情緒小卡，引導孩子說出樂樂、姊姊和爸爸面對事件時的心情。 

3. 教師提問 



⑴ 說說看，樂樂發生什麼事了？ 

⑵ 樂樂看起來如何？猜猜看為什麼他會這樣？ 

⑶ 樂樂的姐姐說了什麼？ 

4. 老師引導學童同理心訓練試著站在爸爸及姊姊的角度看發脾氣的樂樂 

    並分享想法 
⑴ 爸爸當時的想法?姐姐當時的想法? 

⑵ 覺察自己的情緒及想法，並調適自己的心情。 

⑶ 教師提醒學童，如果問題無法解決，也不能用哭鬧或與他人爭吵的方式

發洩情緒。 

活動二、想出好對策 

老師請同學可以思考看看如何解決問題並分享想法 

1. 你有忘記帶東西的經驗嗎？那時感受如何？ 

2. 忘記帶東西時，先冷靜下來，想想有沒有可以替代的做法。 

⑴  忘記帶餐盒時：可以有禮貌的詢問導師是否有備用餐具，或去辦公室借。 

    ⑵ 忘記帶美勞用具時：可以詢問同學是否有其他用具可以借自己使用。 

3. 教師提醒學童，如果問題無法解決，也不能用哭鬧或與他人爭吵的方式發

洩情緒，可以思考看看如何避免同樣的情況發生。 

活動三、如何避免問題再發生 

教師提問請學童小組討論並分享想法 

1. 從樂樂的故事中，你想到了什麼？或學到了什麼？ 

2. 上課時，如果忘記帶東西，會影響自己上課的權益。為了不忘記帶東西，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⑴每天確實檢查聯絡簿，將隔天上學要帶的東西準備好。（及早檢查， 

   以免來不及準備。） 

    ⑵寫在卡片或小紙條上提醒自己。 

    ⑶將物品放在醒目的地方，例如：書包旁、客廳桌上、門口玄關等。 

  ⑷請一起出門的家人幫忙提醒。 

⒊你有類似樂樂的經驗嗎？如何解決和同學分享看看。  

(三)綜合活動 

1. 每組派一人代表分享討論結果。 

2. 老師歸納總結並期望學生再遇到問題時能冷靜面對，調整心情，思考如何 

解決問題。 

五、教學評量方式 

提問、發表、實作評量、小組討論、作業。 

六、專業回饋會談時間地點： 

111年 1月 19日 13：00至 14：00 地點：203教室 



 



 



 



 



公開授課-觀課後專業回饋會談紀錄表 

 

任課教師：  陳怡吟      任教年級：  二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健康         

教學單元：    第三單元         

回饋人員：    廖雅婷、黃淑芬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111 年 1月 19日 13:00至 14:00  

地點：203教室 

一、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1.教學者運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引導學生演出課文情境，並能

利用「情緒卡」將抽象的情緒具體化，引導孩子發表各個角色的情

緒，並將情緒卡貼在角色下，訓練孩子同理心及確認其對情緒的理解。 

2.教學者以實際的生活事件為例，引導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課堂上

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引導學生正向的思考，並進行分組討論、

個別發表等多元的方式，提供學生發表及評量。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教學者可以在預留多一些時間，使學生能完整發表完。 

三、具體成長方向：  

   教學者可以提供同一情境，讓學生以紙筆寫下問題解決之道，有助

了解學生面對問題的能力。 

四、觀課者的收穫：  

1.藉由「情緒卡」的教學運用將抽象的情緒具體化，並結合實際學

生生活經驗，讓學生更易了解情緒並解決問題。 

2.教學者分組討論前會將規則再次說明，使班上能在有秩序的環境下

討論；適時巡視行間，並給予及時的解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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