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彰化縣萬合國小-公開授課-授課前會談紀錄表 

教學人員：陳美菁老師 任教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天氣的變化  

觀課人員： 羅菁惠老師  

觀課前會談時間： 111 年 01 月 05 日 09：30 至 10：10 地點： 國際二教室  

預定公開觀課時間： 111 年 01 月 06 日 09：30 至 10：10 地點： 國際二教室 

ㄧ、教學目標： 討論雲、霧、雨、露、霜、雪、冰等是因為溫度不同，造成水的各種不同形態。  

二、教材內容： 南一版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第 5冊。 

三、學生經驗： 引起動機 ，說說看，指出水有多少種形態。  

四、教學活動（含學生學習策略）：  

五、發展活動 

(一)觀察情境：討論水在自然界中有哪些不同的形態。  

在自然界中哪裡可以看到水? (學生自由回答) 

(二)發現問題：討論為什麼水會有這些不同的形態變化?  

    溫度的高低變化會使水的形態改變。當溫度改變時，大氣中的水又有什麼變化? 

(三)討論:討論雲和霧形成的原因。 

(四)進行實驗:模擬雲和霧的實驗來觀察。(水蒸氣的凝結) 

六、統整活動  

問題討論: 

1.量筒內為什麼要加熱水?量筒上方覆蓋冰袋的目的是什麼?  

    2.插入線香產生煙粒有什麼作用? 

    3.根據實驗結果，雲和霧是怎麼形成? 

七、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1.口語評量：知道雲和霧形成原因。  

2.實作評量：由觀察、推論露與霜是水蒸氣遇冷形成的變化物，並設計實驗證明之。  

八、專業回饋會談時間地點：（建議於觀課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11 年 01 月 07 日 12：40 至 13：20  地點：國際二教室 



110 學年度彰化縣萬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觀察紀錄表 

任課教師： 陳美菁老師 任教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 天氣的變化  

觀課人員： 羅菁惠老師  

觀課時間：111年 01 月 06 日 09：30 至 10：10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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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引起動機。  

2.運用圖片引起學生對於語詞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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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運用圖片引導學生了解課文所要表達

的意義。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1.教師以提問方式讓學生練習運用圖片說出

圖片的名稱。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1.教師進行完活動，會進行活動總結與提問，

提供學生練習機會。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1.藉由實際操作，並透過觀察，讓學生知道水

的不同形態。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1 藉由觀察，引導學生主動表達對課文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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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運用教室走動及教室附近物品，引導學生運

用本土語說出。  

2.運用教室物品，引導學生唸出完整句子。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1.請學生以口述回答課文中的討論問題。  

2.教師引導學生使用教材正確實驗。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 切的

學習回饋。 

1.適時引導學生以生活經驗及課堂上學到的

知識回答問題。  

2.適時提醒學生實驗過程中發現的問題。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1.根據教材教學，引導學生理解不懂的地方。  

2.根據學生評量結果，繼續進行課堂活動及練

習。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B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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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1.課前先說明共同制定的規範及獎勵方式。  

2.隨時檢視學生是否專注於課堂。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1.適時提醒學生，是否有將課堂任務完成。  

2.適時鼓勵學生在課堂上主動表達想法的行

為。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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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排適當的圖片，引導學生理解大自然。  

2.適時提供協助，營造互助學習環境。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 之間

的合作關係。 

1.引導學生相互協助完成課堂任務，營造團隊

合作的氣氛及互助的學習環境。  

2.將教學環境融入教材，並引導學生理解，適

時地將生活環境融入教學。 

  

  

  

  

  

 

 

 

 

觀課人員： 羅菁惠 

 

 

 

 

 

 

 

 

 

 

 

 

 



110 學年度彰化縣萬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 觀課後專業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陳美菁老師 任教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 天氣的變化 

回饋人員：羅菁惠老師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 111 年 01月 07 日 12：40 至 13：20  地點：國際二教室  

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一、 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1. 能隨時注意學生的上課狀況，並要時給予適當協助。  

2. 能以學生生活周遭事物當作上課素材。  

3. 能於課堂段落，適時評量學生，檢視學生是否達成課堂目標。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1.可以多一點課堂走動，活絡課堂氣氛。  

2.可以多引導學生主動操作實驗，引起學生動機。  

3.可以多鼓勵學生主動表達想法，營造熱絡學習風氣。  

三、具體成長方向：  

1.可以立即性的檢視學生達成學習目標狀況，並給予適當協助。  

2.能善用生活周遭事物，當成學習素材，將課程融入生活。  

四、觀課者的收穫：  

1.可以適時地檢視學生學習狀況，並做課堂中差異化教學。  

2.能善用課堂生活周遭事物融入教學，達成素養教學意涵。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陳美菁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9 

單元名稱 天氣的變化-認識颱風(南一版/第 5 冊/第 1單元) 

教學研究 

1.三年級學過水會蒸發為水蒸氣再凝結為小水滴（雲、霧）的實驗；也學過氣溫、雨量的測量和測

風力、風向的實驗。 

2.本單元先討論颱風對生活的影響，進而學習天氣圖上的氣象符號。 

3.加一些水與空氣變化的實驗，解釋天氣變化。 

 

 

 

設計依據 

能力指標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4-3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2-3-4-2認識天氣圖上的高、低氣壓線、鋒面。觀察（資料搜集）一個颱風的興衰。 

4-3-2-3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1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學習目標 

(1) 發現颱風來襲時，會帶來強風豪雨，對我們的生活會帶來很多影響。 

(2) 討論颱風會造成的災害，例如：水災、土石流等。 

(3) 針對颱風災害，學習防颱的準備工作。 

(4) 學習得知颱風消息的方法。 

(5) 認識颱風的氣象符號及颱風眼。 

(6) 由一個颱風的形成到消失，介紹颱風的成因以及移動路徑。 

(7) 藉由蒐集颱風資料了解氣象局會發布哪些颱風訊息。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四節  

      1.討論水在自然界中有哪些不同的形態→討論為什麼水會

有這些不同的形態變化？→討論雲和霧形成原因。 

   2.發現大氣中水除了雲、霧外還有其他的形態→認識雨、露、

霜、雪的形成原因，並能分辨它們的不同→討論製造露和霜的

材料、方法→露、霜是水蒸氣降溫情況下變成的→設計實驗驗

證上述推論→加鹽對此實驗有什麼影響→知道露與霜的不同→

怎麼讓水結成冰→將水放入冰塊裡製冰→討論並實做製冰實

驗。 

  3.知道大自然水的循環→知道水蒸氣是看不見的→知道大自然 

水的循環。 

第五~八節 

1.討論氣象報導中的衛星雲圖→衛星雲圖代表什麼意義。 

2.認識地面天氣圖中的符號嗎？→知道地面天氣圖上符號意 

義。認識冷鋒、暖鋒、滯留鋒的符號及形成原因。 

3.由氣象報告中察覺鋒面和天氣的變化→認識地面天氣圖與衛 

星雲圖是相關的→知道形成梅雨季節的原因。 

第九節(公開課) 

(引起動機) 

 

 

 

 

 

 

 

 

 

  

 

(8) 發現每次侵襲臺灣的颱風路徑不一定都相同。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議題融入說明 
環境教育-災害防救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8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與覺察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環 E11 認識台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 

環 E12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 的

發生。 

環 E13 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加且衝擊擴大。 

海洋教育 

海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應用。 

資訊教育 

資 E9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源與心得。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活方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與衝擊。 

每節教學重點 

與方法 
講述法 

 

 

教學設備/資源 課本，黑板，投影機。 



播放颱風新聞片段。 

(發展活動) 

T:同學，看完影片後有覺得颱風很可怕嗎? 

S:有。 

T:所以知道為什麼學校平時都會做一些防災教育宣導嗎?大自然

的力量實在是太可怕了。 

S:知道。 

T:老師來介紹一下颱風的形成，颱風是由熱帶性低氣壓發展而來 

的，常在潮溼、高溫的熱帶海洋上形成。 

T:颱風是一種劇烈的熱帶氣旋，由熱帶海洋上的低氣壓發展而 

成。當低氣壓周圍空氣加快向漩渦中心流動，流入愈快時，其 

風速就愈大；接近低氣壓中心最大風速達到或超過每小時 62公 

里或每秒 17.2公尺時，我們就稱它為「颱風」。 

S:（學生仔細聆聽。） 

T:同學覺得颱風形成一定會有颱風眼嗎? 

S:不一定。 

T:颱風眼是颱風中心氣壓最低，也是風雨最小的地方。這是因 

為在颱風的廣大雲層內，有相當劇烈的上升氣流，會出現強 

風和暴雨，但在颱風中心卻會產生強烈的下沉氣流，下沉增 

溫現象會使得颱風眼裡的雲雨消散，甚至可以見到陽光。 

T:我們討論兩個問題: 

1.在衛星雲圖上，各地的雲量都相同嗎？ 

2.地面天氣圖上，颱風中心的氣壓數值比外圍高或低？ 

S:鼓勵回答。 

T:同學覺得我們可以從哪裡的知颱風訊息? 

S:新聞，網路………. 

T:新聞上的資訊大家都知道從哪裡來嗎? 

S:嘗試回答。 

T:老師來介紹一個網站:中央氣象局 

https://www.cwb.gov.tw/V8/C/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氣象資訊。 

(查詢燦樹颱風資料，並讓同學觀看) 

補充颱風的輕度，中度，重度的判斷。 

T:每次颱風的行進路徑都一樣嗎？大部分的颱風，都是從哪個方 

向入侵臺灣呢？ 

S:不一定。 

T: 

(1)每一年都有幾個颱風會侵襲臺灣，中央氣象局將歷年颱風

侵臺的路徑記錄下來，並將歷年的颱風路徑分為十類。 

(2)由下圖中可以看出每一次颱風侵襲臺灣的路徑都不大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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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wb.gov.tw/V8/C/


(3)大多數的颱風都是在臺灣東部海面形成，由臺灣東部往西

部移動。 

 

T:我們剛剛介紹了颱風，請問颱風可以預測嗎? 

S:可以。 

T: 我們除了可以透過電視了解颱風動態，還可以從哪裡的資訊得 

知呢? 

S:網路，報紙…… 

T:那同學覺得颱風可能帶來哪些災害? 

S:淹水，土石流……. 

T:那我們來看看颱風的影響。(ppt) 

T:聽起來都是負面的，請問颱風的到來有正面的嗎? 

S:嘗試回答。 

T:台灣因為夏雨冬乾，颱風會帶來豐沛的雨量。 

T: 知道颱風侵襲可能造成的影響，要怎麼做才能降低颱風造成的

損害？ 

˙ 住在地勢低窪，有可能淹水地區的居民，應及早遷至較高處

所或樓上。 

˙ 屋外、院內的各種懸掛物，應該拿下來或是固定好，避免被

風吹落而傷人。 

˙ 準備照明工具，以防停電；貯存糧食與飲水。 

˙ 避免從事戶外休閒活動，以免發生意外。 

T:颱風過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颱風過後仍然要留意天氣變化，外出時也要注意掉落物，遇淹 

水或交通阻斷，可通報警察或消防單位處理，不可強行通過。 

(綜合活動) 

T:同學都知道天然災害的可怕了，接下來老師要簡單介紹一下 

SDGS，其中第13項就是在強調氣候行動，現在地球有需多極端 

氣候，我們需要好好愛護我們的地球，達到永續發展愛地球。 

 

 

 

 

 

 

    

 

 

     

 

 

 

 

 

 

 

 

 

 

 

 

 

      

 

 

 

 

 

 

 

 

 

 

 

 

 

 



 

 

 

 

 

 

 

 

 

 

 

 

 

 

   2 

參考資料： 

附錄：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