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甲式） 

（觀察前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林惠慧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賈愛琪 

備課社群（選填） 國語、數學、生活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幾毫米 

(認識毫米並進行實測、

估測) 

觀察前會談日期 110 年 10 月 13 日 地點 三甲教室 

一、 課程脈絡（可包含：（一）學習目

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

內容；（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

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五）教學評量方式。）： 

(一)學習目標  

1.核心素養： 

總綱：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領網：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

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

態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 

2.學習表現：n-Ⅱ-9 理解長度、角度、面

積、容量、重量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

養量感與估測能力，並能做計算和應

用解題。認識體積。 

3.學習內容：N-3-12 長度：「毫米」。實

測、量感、估測與計算。單位換算。 

4.學習目標： 

二、 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

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

察任務）及觀察工具（請依觀察焦

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可參考附

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

擇」）： 

(一) 觀察焦點： 

1.焦點問題: 

    在認識毫米單位後，能進行積木寬

度的測量及兩個積木合併的寬度計

算，以解決生活上的測量問題。 

  2.採全面性觀課，若有餘力請協助多 

    關注指標 A-3，是否有運用適切教 

    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二)觀察工具： 

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

表。 



(1)認識尺上的 1 毫米。 

(2)以毫米為單位，進行物體的實測。 

(3)以毫米為單位，進行物體的估測 

 

(二)學生經驗 

學生對於生活中公尺、公分等長度單

位，有初步認識，能以 1 公尺為單

位，進行估測、實測及同單位的計

算，也能進行公分、公尺間的關係及

換算，但對於毫米這個單位可能不太

熟悉。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導入活動:引起動機，先導引到尺

上的 1 小格就是 1 毫米，再說明為

何需要學到毫米的單位，最後透過

實物測量，建立毫米的量感。 

  2.開展活動:教師佈題、師生問答、

討論與實作。 

   3.綜合活動:觀測步驟與方法統整、

歸納與澄清。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聽講法、問答

法、討論法、實作法。 

(五)教學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問答評量、實作評量。 



三、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小組旁、□個別學生旁（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同

意書請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110 年 10 月 15 日 08 時 40 分 

2. 地點：三年甲班教室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110 年 10 月 18 日 16 時 00 分 

2. 地點：三甲教室 

  



表 2、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紀錄表 

（本表由觀課人員填寫，並須檢附觀察紀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林惠慧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賈愛琪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幾毫米 

(認識毫米並進行實測、估測)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日期 
110 年 10 月 15 日 地點 三年甲班教室 

觀察工具名稱 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表 

注意事項： 

1. 請檢附入班觀課所使用的觀察工具及紀錄（如使用量化工具須檢附原始資料）。 

2. 請自行設計或參用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所列之觀察工具，可依觀察焦點使用部

分欄位或某規準，不必完整使用該紀錄表，亦可兩種以上工具兼用。 

 

 

 

 

 

 

 

 

 

 



 

 

 

 

 

 

 

 

 

 

 

 

 

 

 

 

 

 

 

 

 

 

 

 

 

 



 

 

 

 

 

 

 

 

 

 

 

 

 

 

 

 

 

 

 

 

 

 

 

 

 

 



 

 

 

 

 

 

 

 

 

 

 

 

 

 

 

 

 

 

 

 

 

 

 



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甲式） 

（觀察後回饋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林惠慧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賈愛琪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幾毫米 

(認識毫米並進行實測、估測) 

回饋會談日期 110 年 10 月 18 日 地點 三甲教室 

一、 客觀事實：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

的教與學具體事實 

 

1. 教師建立毫米單位的認識後，進而

進行積木寬度的測量及兩個積木合

併的寬度計算，當中又佈題若遇尺

斷了及跳大格的生活測量問題，指

導另類解題法。 

 

 

 

 

 

 

二、 關聯：前述觀察資料與觀察焦點的

關聯（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

點的問題） 

1~1 在測量樂高積木寬度時，同儕間

出現不同的答案，研判是刻度判讀有

誤或沒有對齊 0 所產生的誤差。 

1~2 兩積木相連時的實作測量進行長

度的累加，發現學生有反應不太好操

作，對於不同厚度，積木相連時的寬

度實測，部分孩子是有困難的。 

1~3 教師透過建立新的起點 0 為基準

點，同樣以一格一格跳數方式，來協

助學生建立不同的思維學習。再進階

到能否跳脫一小格一小格跳數的另類

解題法，老師不直接說明，而是請學

生上台分享。 



2. 教師走察頻繁，適時協助遇到困難

的學生，對於眼神沒有專注於教師

示範的同學，會給予明確的指示。 

2~1 課堂進行中，教師走察頻繁，花

費許多時間觀察孩子的學習狀況，並

給予立即指導，而師生問答過程皆採

自由回答方式進行。 



三、 詮釋：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

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

未來教與學的啟發 

1~1 對於學生現階段生活經驗，較少

需要用到長度的親自測量或判讀，因

此，即便之前舊經驗中，公分、公尺

單位也有強調對齊 0 的概念，但仍需

不斷提醒要點，來喚起舊經驗的連

結。 

1~2 兩個不同積木相連的寬度測量較

不熟練，或許是橘色積木與樂高積木

的厚度不同又增加困難度，除了請孩

子把積木放桌上量較不會易位外，

尺、積木的擺放順序指導，或許可以

讓孩子更能勝任其困難度 (先放尺再

將積木放在尺上的順序為佳) 。該佈

題透過兩積木的相連，建立同單位的

相加，把抽象概念具象化，是個不錯

的引導。 

1~3 不從 0 開始的測量，教師可能是

教學經驗豐富，臨時起意來個變通思

維考驗，在初步活動進行後，可提示

後面的課程會再重覆說明與練習，以

免造成部分理解較慢的孩子心裡恐

慌。 

2~1 課堂走察頻繁，也常給予立即性

指導，易察覺孩子學習狀況，正好可

以彌補自由問答方式欠缺關注到的學

生。 

四、 決定：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

採取之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含下次

的觀察焦點） 

1~1 操作性評量若能搭配異質分組活

動，藉由同儕間導生制的輔助，有利

於課程的進行，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協助學習困難生尋得另類立即支援，

以兼顧教學步調。 

 

1~2 透過相異積木相連的實測，將長

度累加抽象概念具象化之用意良善，

可於領域會議分享經驗，供領域團隊

參考。 

 

 

 

 

 

 

 

 

 

 

 

2~1 若班級成員少，走察頻繁是最直

接能察覺孩子的學習狀況；但若班級

成員多時，需要適時強化指定問答式

教學，並多關注較害羞的學生學習狀

況。 



 


